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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亮

本报讯 “咦？怎么有个男孩在石墩上坐

着？”

9 月 3 日深夜，在外执勤的女民警李诚返回

杭州临平区公安分局临平派出所时，瞥见了坐在

派出所门口石墩上的男孩小力（化名）。

停好警车，李诚走了过去。

“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这么晚了怎么

还不回家？”俯下身子，李诚问男孩。

看见警察阿姨，男孩收起了作业，低着头说：

“我来避避风头。”这句话差点把李诚逗乐了，“小

小年纪，避啥风头啊？是不是跟爸妈吵架了？”身

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一下子看穿了男孩的心

思。

小力确实跟爸妈闹了小矛盾。“爸妈不理解

我，我好难过。”小力说，因为自己在作业上跟爸

妈意见不合，当天上午跟爸妈吵架后，他就到图

书馆继续看书学习了。

小力离开家时还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要找，到公安局门口找”。

白天，小力在图书馆学习。中午和晚上用自

己的零花钱，买了点小吃。“图书馆关门了，我才

出来的。”离开图书馆后，他还是没有回家。

小力刚上初一。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稍微有点叛逆。其实

他早已意识到错了。”李诚事后告诉记者，小力怕

父母责备有点不敢回家，又希望父母可以到派出

所门口来找他，好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所以，他就晃到了派出所门口，等着父母来

找自己。没曾想，先一步等来的是警察。

听完小力的话，李诚告诉他，和父母之间

不能意气用事，在生活学习中要保持平稳的

心态。

随后，李诚根据小力提供的信息与家长取得

了联系，驱车将男孩送回了家。

父亲蔡先生（化名）向民警表达了感谢，表示

家人见儿子一直没回家便匆忙寻找，正打算报警

时接到了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孩子平时在学校

里成绩挺不错的，也挺自觉，可能是我们和孩子

的沟通方式还需要再调整。”

到家的小力，跟父母认了错。

临走，李诚也从孩子妈妈的角度再次提醒小

力父母，“孩子也有自尊心的，教育孩子真的要注

意方式方法。”

本报记者 谢春晖 通讯员 戚亚萍

深夜，杭州
男孩独自在派出所门口写作业

眼尖的女警
一眼看出“问题”

近期，“爱因斯坦的脑子”这款商品在某购物网站

上热卖，销量最高的店铺已卖出 3 万单。购物网站官

方热搜对这款商品的说明是：你还在为考试焦虑吗？

不妨下单一个“爱因斯坦的脑子”，赋予精神寄托，智

商+1。

这究竟是个什么商品？又如何完成交易？

“爱因斯坦的脑子”热卖
卖的是啥，谁在买
买心理安慰、买信念感⋯⋯

更多网友表示：纯好玩，图个乐子

一边是劝网友别认真，一边是商家认真地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

有些店铺让脑子赋能的对象多起来，消费者

不仅可以为自己智商“+1”，还可以为朋友、对象

加智商。

有些商家则推出了多种类型的脑子，有“考试

脑”“开心脑”，还有“文科脑”“理科脑”，“理科脑”

卖得还比“文科脑”贵一点。

为什么会贵？网友纷纷给出自己的解答“理

科更费脑”“爱因斯坦更擅长理科”。

还有商家推出了“定制脑”，比如“中考脑”“高

考脑”“大学生专用脑”，其中为大学生定制的“野

生脑”销量最佳，某店铺“大学生专用脑”已售

2000多单。

在售卖“爱因斯坦的脑子”的相关店铺里，可

以看见更多“乐子产品”，比如“纯种野生蚊子”“野

生大象，拍下大象按地址自己走过去”等等。而这

些商品都有一定销量。

在一家售卖虚拟蚊子的店铺，店主自述因上

课回复消息比较慢，在售卖“蚊子”之前没做成一

单生意。而上线虚拟蚊子以后，很快迎来首单，

“半年的销售量在2000只左右”。

而更早火起来的孤寡青蛙现在的销量依然可

观，并有了十分完善的服务，不仅包含文字、语音、

表情包、视频等，还有脱单秘籍提供。

对于买情绪产品的行为，相关专家怎么看？

“我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少青少年，对于年轻人

来说，当他们遇到心理困境，通常第一反应是上网

寻求帮助。”杭州一家青少年心理机构的负责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硕士盛梦露告诉记

者，网络是目前年轻人释放压力的第一场域，在面

临考试压力等负面情绪时，他们更愿意在互联网

中寻找解决办法，表达心理情绪。所以花钱“买脑

子”这一消费行为，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给自

己的心理暗示或者慰藉。

而其他因为好玩而下单的消费者，更像是在

参与一场互联网的“凑热闹”。“把现实中凑热闹的

行为移到互联网上，当网络中出现好玩、新奇的东

西，大家就会纷纷前来围观、与他人产生联结。”盛

梦露说。

也有心理学教授表示，五花八门“情绪产品”

不失为现在年轻人情绪治愈、自我调节的快捷方

式，但新鲜劲过去后，还是得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

加强大，让简单的自我肯定、正常的情绪表达，战

胜“虚无缥缈”的外界评价。

无厘头商品有商机，虚拟产品销量不低

记者在某购物网站上搜索“爱因斯坦的脑

子”，显示共有321件相关商品，售价各不相同，从

0.01元到1元不等。

在商品详情页，关于该产品的介绍几乎一模

一样：“本商品为虚拟产品，无需物流发货，拍下后

自动发货，请直接确认收货。”“购买后提供娱乐聊

天服务，自己去找客服聊天，娱乐项目”。

看起来，购买这款商品更像是购买“陪聊”的

业务。

记者选择了销量最高的店铺下单，这家店铺

里该商品售价0.5元，但对方迟迟没有发货。

在搜索页面里又找了几家店铺，最终产品售

价为 0.01 元的店铺最快给出回复。记者拍下商

品，对方迅速发货。

确认收货后，记者问客服：“这款商品如何‘生

效’？”

客服表示，“下单后直接精神注入，进阶版优

先发货，普通的稍后”，而且见效很快，“今天发货

完立马补脑”。但客服也明确表示，这是一款虚拟

商品，而且陪聊服务时间并不长，因为他是兼职，

“上班忙”。

既没有实体商品，也与之前面向情感需求的

“陪聊”服务不同，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究竟为了

什么？在相关商品的问答区，网友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买个心理安慰”“买了一份信念感”，更

多网友表示“纯属好玩”。

有网友表示买了后得到了心理暗示，“通过了

各类考试”，但更多网友选择搞笑回答这一问题，

“有用，保证十以内的加减法一学就会”“现在已经

有生活自理能力了”⋯⋯

显然，面对这些发言，“认真你就输了”。

花一分钱买“脑子”，究竟买了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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