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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科学

相信很多人最近都被一

款叫做“跳一跳”的游戏刷屏

了。反正记者去饭店吃饭，

等位时几乎人人都端着手

机，继而，只听到此起彼伏的

duang~duang~duang~

这款在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线的微信小游戏，仅

用了 3 天玩家就破了 4 亿，

目前风头仍然强劲。

一款赚不到银子的游

戏，是靠什么在吸引手残党

屡败屡战，乐此不疲地加油

跳？从中，我们又能感悟到

哪些人生道理？钱报记者跟

玩家和科学家们一起聊了聊

这个话题。

微信“跳一跳”上线3天玩家破4亿
这款弱智小游戏靠什么吸引手残党乐此不疲地加油跳

跳一跳，会跳出你的内心小秘密
本报记者章咪佳开讲本报记者章咪佳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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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解压外衣
但排名暴露了心机

记者的一位同事，最高记录179分——按照科学段子手、

网红“毕导”(注：毕啸天，清华大学化工系博士生，去年春节他

发布网帖《微信红包先抢和后抢差距居然这么大》走红网络）

的统计结果：70%的“跳一跳”玩家，都打不过110分。所以这

位同事一点点跳出来的成绩，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但这也是一位曾经从10分以内开始进阶的少年，她告诉

我，她最初的动力是：“我刚玩的时候，朋友圈排名总在一个我

不喜欢的人后面，我一定要超上去，还要和他保持一定距离。”

所以说跳一跳是解压游戏，大概也就头几盘会让你有缓

解工作压力的感觉。只要玩过几盘，大家就会明白这个游戏

是有排名的。

而排名，是天底下压力最大的事。人比人肯定要气死人

啊。强行设置朋友圈成绩排名，真的是这款游戏最大的心机。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李丹告诉我，大家屡败屡战的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可能起到了社交的作用。”因为你“跳”

出来的分数，会参与到好友排名，“有排名就意味着互动。”

相比西方人，东方人常常不擅长表达感情，但是内心又丰

富、敏感。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擅长借景抒情、寄情于

物。切换到当代，人们借着游戏形式，进行某种情感交流——

每次玩游戏，总是能想到在乎的人和自己一样在游戏中

奋斗，就会有一丝小确幸；或者，也有跟我的同事一样，想到讨

厌的人都能跳那么高，所以废寝忘食也要跳。幸福的人，以此

增加在他人眼中出现的次数；懊恼的人，通过分数好像也鄙视

了一下人家。

“热衷于玩这种游戏，可以理解为寻找存在感，以满足自

己小小的虚荣心。”李丹分析。

沉迷这种弱智小游戏
是源于你的孤独

还有一位程序员玩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现代人

的每一步，其实就是如履薄冰的啊，表面上看上去很有秩序，

但任何一秒，心里都可能是崩溃的。你读书、谈恋爱、工作、分

手、跳槽、再恋爱、跳槽、相亲、结婚、搬家⋯⋯每一步看似平

缓，其实内心充满骚动和紧张。一不小心你就会掉下深渊，那

就是你人生崩溃的时刻。”

但崩溃了又能怎样呢？人生还是要过，所以你又从头开

始跳，下一次你的技术会更好，分数会更高，直到你度过精疲

力竭的一生。

说到底，又回到现代人的共同困扰：孤独。孤独的人才需

要找存在感，真正孤独的人才需要不断重复地玩游戏拿高分，

来渴求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可。

怪不得，蒋方舟之前在“圆桌派”聊天，讲说这个时代最牛

的拍马屁方法是，（配合凝视对方的眼神）告诉被拍者：“世界

上说孤独的人很多，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孤独吧。”

蒋方舟当时演示完后，围着圆桌的一众资深老男人（窦文

涛、陈晓卿、马未都）都眼睛放光，表示：“杀伤力太大了。”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位自己做了一个小程序通关

的程序员告诉我，但凡朋友圈里若是出现几千分的怪兽，肯定

是用代码外挂了。知道这个你也不用生气，反过来想一想

——那些号称很快会在地球上取代人类的AI，其实比人还孤

独。它们一直在朋友圈独孤求败⋯⋯

想明白了这点，是不是还不如放下“跳一跳”，把朋友圈里

“独孤”的人们约出来晒晒太阳。

大人为什么玩不过小孩
这些解释你服吗

还有人发现，从“跳一跳”玩家的人群分布和成绩统计来

看，成年人好像玩不过小孩。比如在我们编辑部，能在十分钟

以内，找到手感迅速跳出 200 分+的，是放学后来串门的同事

家的8岁女孩金灿灿。

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几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找到了一些

可能的线索。

首先，每个人对时间感知的准确能力是不是有差异？

日裔理论物理学家加来道雄，是全世界研究时间最有名

的科学家之一。他主持的一个BBC纪录片中曾提到1962年

发生的一个关于生物钟的实验：

法国地质学家西佛伊在一个洞穴住了两个月，期间他拿

掉手表，想试试看，如果没有计时工具，会是什么情况。不久，

西佛伊就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的定位。

地面团队对他的生理数据进行了全过程记录，结果发现：

即使经过一个月的隔离，他的身体仍持续着大致规律的生物

周期，入睡、用餐、醒来，完全不受环境变化的干扰。

神经科学医生“达明”告诉我，人的节律其实是被一群细

胞控制着——“这群细胞是每个器官同步运作的保证，有可

能，更年轻的人，这组细胞也会更活跃。”也就是说，孩子玩家

可能在游戏操作中对时间有更强更准确的控制，相应也就能

拿到更高分。

但网红“毕导”不信命，他替所有好奇但又懒得花心力钻

研的玩家，研究出了“跳一跳”的抛物线大法：“按压屏幕时长”

与“棋子跳跃距离”之间的正比例函数关系。

按照“毕导”总结的数据，掐着时间一步步跳，成绩准能

上。“另外，许多人在接近自己的历史最好成绩时，心态会不稳

定，从而心慌手抖死于非命。”按“毕导”的总结，从这个角度来

讲，小朋友的专注度可能比大人高，没有太多杂念，也玩得更

加得心应手一些。

然而，金灿灿同学是这样讲的——

“秘诀就是，我发现在每个特殊道具上停留会有加分——

井盖水流出来，加5分；魔方中间一层转正了就可以加10分；

便利店开门了可以加15分，音乐盒可以加30分。”

大人们纷纷吐血，这样的攻略他们怎么就没总结出来。

“毕导”制作

的 玩 家 分 数

鉴定表。

“毕导”制作

的 玩 家 分 数

鉴定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