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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Reading�创刊语�

2018�年的时候，我就启动了⼀个通过邮件分享当天阅读清单的邮件列表：Dailyme。这个产品做了近

两年的时间，当然中间也经历了⼀些变故，⽐如调整内容⽅向与形式，更换邮件服务商等。

2019�年，我将�Dailyio�的付费内容做了⼤幅调整，独⽴出「AI�Insider」、「Cloud�Insider」（后整

合到「AI�Insider」⾥）、「iPad�Power�User」三个邮件通讯，通过更垂直的内容板块，向不同领域

的读者提供兼具⾏业深度与全球视野的优质内容。

在内容⽣产消费的链条上，我既是⽣产者，每天都在⽣产内容，同时我也是重度消费者，每天在各个

渠道获取、消费海量信息。

在这个过程⾥，我不断思考我还可以做点什么。

我们每天都在接收什么�

⽬前来看，我们接收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事实、观点、故事，这三类内容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事实：告诉我们发⽣了什么，具有新闻性；•

观点：告诉我们某些⼈/机构如何看待这个事实，具有批评性；�•

故事：将部分事实与部分观点整合输出，具有⽂学性；•

从这个⻆度去看，事实是其他⼀切内容的基础，它是;底层的东西，往上依次是观点和故事，这也是

了解、思考某个领域所必须涉及的内容类型。

更进⼀步，不管是「AI�Insider」还是「iPad�Power�User」，我都在努⼒覆盖上述三种内容类型，我

希望每周⽤⼀封电⼦邮件传达出这个领域⾥的所有声⾳。

我们还缺什么�

纵观科技领域的内容类型，事实、观点尤其多，⽽故事则相对奇缺。

在整个产业链上，机构媒体批量⽣产事实，告诉我们世界正在发⽣什么，同时利⽤其强⼤的影响⼒，

还可以将事实重新包装为观点、故事，继续影响受众对于事实的判断。

⼤量个⼈媒体，包括⾃媒体和社交媒体，基于单个事实或⼤量事实进⾏⼆次加⼯，形成观点或故事。

注意，这⾥的「故事」与机构媒体的「故事」并不完全相同，由于缺乏⼀⼿的采访，个⼈媒体的「故

事」更多还是对将机构媒体的事实「串联」起来。

如今，我们常说的被信息淹没，其实准确地说，是被事实、观点所淹没。整个科技媒体⾥的内容，充

斥着软⽂、硬⼴、⿊稿以及各怀⻤胎的所谓「起底⽂」，耸⼈听闻的标题与辅以看似⽆所不覆盖（但

https://iois.me/ai-insider-faq
https://iois.me/ipad-power-user-faq


信息源单⼀）的万字⻓⽂⽆处不在，这是媒体⾏业竞争的必然，⽆所谓国内国外。

再来看内容的呈现⽅式，⾃�PC�互联⽹⾄今，⼤致经历了「⼈⼒⸺机器」的两⼤推荐阶段，对应着的

也是内容稀缺、内容爆炸的两个时期。

当下的这个阶段，机器推荐带来了海量的内容，时间线（社交媒体）、信息流（头条类应⽤）、推送

（海量移动应⽤）⾥的信息类型⾮常庞杂，充斥着事实、观点、故事、洞察，⼏乎以平⾏的⽅式⼊侵

⽤⼾的注意⼒。

⽽当内容越来越多，内容类型没有明确分类的时候，筛选也就成了;⼤的成本。在从现阶段的内容爆

炸迈向内容丰盈的时候，如何从海量内容筛选出有⽤的内容，成为内容⽣产者与消费者共同⾯临的议

题。

我还能做什么�

从�Facebook�到今⽇头条，从�Google�到百度，过去⼏年所发⽣的⼀切，⾜以证明科技巨头的「机器

推荐」已经不可靠，这是⼜⼀次⼈性的反击。

作为个⼈媒体，我没有机构媒体的资源，⽆法批量⽣产事实与观点，与此同时，我也⽆法像某些机构

化的⾃媒体那样，将事实重新包装为故事与洞察。

我所能做的，是在事实之上，构建⼀个关于观点（洞察）与故事的筛选机制，这正是我推出邮件通讯

「Deep�Reading」的初⼼。�

正如其�Slogan�所⾔「More�Reading,Less�Junk」，我⿎励阅读更多⾼质量的内容，减少对于垃圾内

容的消费。

每周，我会从我所浏览、阅读的上千篇⽂章⾥筛选出七篇泛科技领域最值得深度阅读的⽂章，这些⽂

章可能是颇具批判性的观点，也可能是⽂学性⼗⾜的故事，抑或是分析性的洞察，甚⾄是⼏个完全不

同⻆度的观点碰撞……我希望⽤不分⺠族、⽂化、语⾔的⽂字，为读者提供⼀份深度阅读的清单，构

建⼀个理解世界的新窗⼝。

作为「Dailyio�Pro」年度订阅读者，您将免费获取这份邮件通讯。�

订阅及阅读建议�

根据之前的读者反馈，为了保证及时收到邮件，请尽量使⽤⾮⽹易邮箱订阅；•

建议搭配使⽤�Pocket、Instapaper�等稍后读产品，可以读取并保存邮件⾥的链接，统⼀阅读；�•

Android�⽤⼾建议安装「欧路词典」，在阅读英⽂时快速查看不熟悉的英⽂单词，iOS�⽤⼾可以使

⽤系统⾃带「划词翻译」功能；

•

请⾃备科学上⽹⼯具；•

https://iois.me/dailyio-pro


⼤历史语境下的公共防疫/独⽴开发者的两年总结/是否存在�AI�
伦理｜Deep�Reading#001�

⼤历史语境⾥的公共防疫�

《新京报》｜2020‒02｜链接｜10175（汉字）�

这是⼀篇对台湾⼈类学家刘绍华的专访，标题虽然「如何看待公卫防疫和个⼈权利之间的复杂关

系」，但这篇�1�万多字的访谈⾥讨论了⾮常多的议题，譬如破除⿇⻛病的隐喻、共产主义治下的传染

病控制、⼤历史语境⾥公共防疫，很多话题只能点到，不能说破，看客们只能⾃⼰体会。

刘绍华特别谈到了历史反思：「如果以⿇⻛病来看，中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防疫⼿段及其造成

的负⾯效应⾮常值得反省的。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被检讨，甚⾄⾄今还是看不⻅的历史。我们只看到中

国防疫成功，可是中国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包括⿇⻛防疫的⼿段和理念都缺乏反省，整个社会还没

有讨论，所以我们会⼀再看到历史不断重复。」

当⽣物技术具备「读」与「写」�

a16z�官⽅博客｜2019‒12｜链接｜928�（单词）�

没有⼈怀疑⽣物科技是下⼀个技术热点，但我们如何去衡量⽣物技术的发展⽔平，以及如何去定义某

家⽣物创业公司或某个产品的技术价值，还需要⼀个基本标准。

a16z�这篇⽂章给出了⼀个分析框架，利⽤计算机领域的基本概念，将「读」、「写」、「执⾏」嫁接

在⽣物技术领域，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确定⽣物技术的思维框架。

独⽴应⽤开发者两年后�

mtlynch｜2019‒12｜链接｜2905（单词）�

2017�年，Michael�Lynch�离开�Google，开始了⼀段独⽴开发者的⼯作。过去两年，这位开发者在⾃

⼰的博客上分享了⾃⼰的⼼得体会，⽽这⼀篇则是他在去年年底的总结，你可以了解到⼀位美国独⽴

开发者的基本状态，包括收⼊、项⽬感悟等。

其中我;喜欢的⼀个部分是他的不断学习，⽐如他利⽤价格变化改变了与客⼾之间的微妙关系；另

外，他也意识到想出⼀个好点⼦并不值钱，你需要的是从⼀⼤堆点⼦⾥筛选出⼀个真正的好点⼦。

新闻⾏业�2020�的关键词�

Digital�News�Publicatiosn｜2020‒01｜链接｜7750（单词）�

2010�年代的新闻⾏业，在移动互联⽹与社交媒体的双重冲击下脆弱不堪，注意⼒经济之中，新闻⾏业

的⼴告模式⽇渐式微。

https://mp.weixin.qq.com/s/Cd00DiHYJN9GwGeVKVNmMw
https://a16z.com/2019/12/02/programming-biology-read-write-execute/
https://mtlynch.io/solo-developer-year-2/
http://www.digitalnewsreport.org/publications/2020/journalism-media-and-technology-trends-and-predictions-2020/


这篇来⾃路透媒体基⾦会的报告，谈到了�2020�年新闻⾏业所⾯临的⼏个关键词，⽐如政府监管互联

⽹公司给新闻⾏业带来的影响，基于新技术如�AI、VR�的产品创新，以及通过重塑信任链条来重构与读

者之间新关系。

博客、邮件通讯与阅读的未来�

Julian�Digital｜2020‒02｜链接｜833（单词）�

随着�Substack�的⾛红，2019�年下半年开始，硅⾕的投资⼈、记者纷纷开始建⽴起了⾃⼰的付费或免

费的邮件通讯。

这个潮流背后有两个思考：其⼀，邮件通讯与博客之间的区别和相似之处是什么？其⼆，邮件通讯之

外，还有没有新的内容分发⽅式，可以满⾜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不同需求？

是否存在「AI�伦理」？�

Tom�Chatfield｜2020‒01｜链接｜1260（单词）�

在作者看来，「AI�伦理」更像是创作者异想天开的想法，或者是愿望，正如我们⽆法判断何为好⼈⼀

样，所谓「好�AI」与「坏�AI」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区分。�

更进⼀步，作者提出了当下;值得关注的技术道德议题是对技术的过度渲染以及神秘化的举措，这种

思维⽅式将技术简化为⼀种「真空⾥的新⽣物」。

机器⼈的现状�

Daniela�Rus｜2020‒02｜链接｜4895（单词）�

在迈向�202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去回顾⼀下上⼀个⼗年机器⼈的发展情况。更进⼀步，站在�

2020�年代的开始，了解机器⼈的不⾜与缺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神秘名词背后的真实情

况。

另外值得⼀提的是，中⽂语境⾥，「机器⼈」是⼀个很容易有歧义的概念，⽐如，⾃动驾驶汽⻋是否

归属于机器⼈呢？

当然是。

⾳频、实体书店、古巴互联⽹、报纸、写作、沙特�Twitter�战略�
｜Deep�Reading�#002�

本期开始，我将在�Dailyio�会员邮件⾥尝试提供⾳频版。�

当⾳频成为内容消费的主流形式�

Nieman｜2020‒02｜链接｜3782（单词）�

https://julian.digital/2020/01/26/newsletters-and-alternative-trade-routes/
https://onezero.medium.com/theres-no-such-thing-as-ethical-a-i-38891899261d
https://www.bbvaopenmind.com/en/articles/a-decade-of-transformation-in-robotics/
https://niemanreports.org/articles/audio-articles-are-helping-news-outlets-gain-loyal-audiences/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周末我都会花上⼀个多⼩时收听（⽽不是看）当周的「Economist」，

这是⼀个奇妙的体验，特别是当我⽆法安静下来进⼊深度阅读的时候，⾳频版的内容反⽽更容易吸引

我。

这篇⽂章先以⾏业的视⻆展现了当下媒体⾏业对于声⾳的思考，并结合声⾳应⽤的现状以及⽤⼾体验

的⻆度做了更多⽅向的探讨，其中的⼀些洞察很值得思考，⽐如新闻视频的⻛格，是有声书还是播

客？再⽐如，当声⾳消费越发主流，会不会影响⽂字内容创作的⻛格？

实体书店的危机与⾃救�

《新京报》｜2020‒02｜链接｜8294（汉字）�

这场疫情让实体书店遭遇巨⼤压⼒，它放⼤了过往被咖啡、活动所掩饰的书店本⾝的弊病，为所有书

店⼈提出⼀个命题：当⼈们不去书店，书店靠什么赚钱？

这篇⻓⽂⾥的⼀句话让我想了很久：「实体书店在这个⾮常时期扮演的⻆⾊，实在是没有意义。我们

得利于承平年代，贩卖的是精致与美好。我害怕从此以后，⼤家会抛弃这些可以愉悦精神的东西。我

真的很害怕。全都变了，变得艰难，变得⽆奈。」

当然，这个困境不⽌于书店。

古巴的「硬盘互联⽹」�

Wired�｜2017‒09｜链接｜5172（单词）�

这篇�2017�年的⽂章现在依然值得⼀读。古巴政府对于互联⽹的管制造成了该国糟糕的互联⽹体验，

却也催⽣出⼀系列「硬盘互联⽹」形态，⽐如将⼤量电影、YouTube�电影装进硬盘⾥售卖；再⽐如通

过类似静态⽹⻚的存储形式，将硬盘⾥的数据以⽹⻚的形式浏览。

⽽「;⾼级」的形式则是�SNET（Street�Network�的简称），这是⼀个完全基于古巴境内的局域⽹形

式，⼏乎每个城市都存在这个⽹络，它提供了⼀系列模仿美国互联⽹公司的社交、娱乐服务，但所有

服务仅限于娱乐层⾯，不能涉及政治、宗教与性。

这篇⻓⽂的深刻之处在于：透过古巴的互联⽹管制以及古巴⼈⺠的「聪明智慧」，展现出⼀个极权政

治与所谓「开放」互联⽹之间的巨⼤鸿沟。作者更是感叹到，与迈阿密古巴流亡者的故事相⽐，⾃⼰

⾝处古巴街头巷尾，并没有看到普通⺠众对于极权的过度反应，这种「平静」的⽣活也在不断塑造关

于⾃由、开放的定义，⽽这，也是当下中国所⾯临的境遇。

报纸新闻业是如何被打败的�

《纽约客》｜2019‒01｜链接｜6339（单词）�

报纸新闻经历⼴播、电视媒介冲击之后依然屹⽴不倒，但在互联⽹⾯前，整个报纸⾏业不堪⼀击。

Craigslist�终结了报纸的分类⼴告，Buzzfeed�模糊了⼴告与内容的界限，FB�改变了报纸新闻的线上分

发渠道，社交媒体则让报纸新闻⽆⼈关注，这⼀切是怎么发⽣的、其中⼜有哪些令⼈玩味的细节以及

https://mp.weixin.qq.com/s/sU5dmCE4IFLm2Fcn7sXEFA
https://www.wired.com/2017/07/inside-cubas-diy-internet-revolution/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9/01/28/does-journalism-have-a-future


报纸新闻的⾃救⽅式是什么？

你⼀定要拿出⾄少�20�分钟，读完这篇⻓⽂。�

如何写出有⽤的⽂章？�

Paul�Graham�｜2020‒02｜链接｜2872（单词）�

这是⼀个相当远古的议题，但在�Paul�Graham�笔下，我依然读出了⼀些新的感觉。�

当下这个信息超载的时代，写⼀篇⽂章是⾮常容易的事情，但如何让这篇⽂章有⽤，却极其困难，它

需要技巧、耐⼼以及⼀定的训练，我相信每⼀个热爱写作的⼈都会从这篇⽂章⾥获得灵感与启发。

沙特王室的�Twitter�战略�

Buzzfeed｜2020‒02｜链接｜2622（单词）�

与其他国家利⽤�Twitter�进⾏宣传不同，沙特王室通过�Twitter�监控异⻅⼈⼠和本国公⺠。�

这篇报道很有谍战⽚的感觉，两名前�Twitter�员⼯被沙特王室收买，利⽤⾃⼰在公司的权限，获取某

些⽤⼾的地理位置以及私信，整个过程颇为跌宕起伏。

「站在巨⼈肩膀」的产业观察视⻆�

Benidict�Evans｜2020‒01｜链接｜128（⻚）�

前�a16z�投资合伙⼈�Benedict�Evans�是⼀位⾮常有洞⻅的科技观察者，经常通过社交媒体或博客发表

深刻的产业思考与技术趋势研判。

⽐如这个�128�⻚的�Keynote，站在�2020�年代开始的时间点，Evans�通过总结过去⼆⼗年科技产业⼀

系列量变，描绘出⼀幅⾯向�2020�年代的产业变⾰图景。就像这个�Keynote�主题所⾔，通过「站在巨

⼈（Evans）肩膀」的视⻆，读者可以拥有⾜够的⾼度，眺望产业与技术进化的⼤趋势。�

Tictok、云计算常识、静⾳按钮、垃圾信息、⼈⼯智能历史和未
来、机器⼈⽼板�｜#Deep�Reading#003�

从�Tictok�到�AI�即服务�

Platfrom�Revolution｜2020‒02｜链接｜1569（单词）�

TicTok�在全球被热议，政治⼈⼠看到的是中国公司背景，⽽科技⾏业则关注其背后的技术趋势。这篇

⽂章从三个�Tictok�产品的「⼼智模型」出发，进⼀步讨论了�AI�如何改变社交媒体以及各个⾏业。

⽂章⾥的⼀个观点很有前瞻性，「Bytedance�wants�to�do�to�AI�what�Amazon�did�to�

storage+compute�-�Commoditize�and�open�as�a�service」，不知道张⼀鸣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http://paulgraham.com/useful.html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alexkantrowitz/how-saudi-arabia-infiltrated-twitter
https://drive.iois.me/wl/?id=1RxlgZwBkj2gWJi68OMoE9B82bdi73gb
https://platforms.substack.com/p/understanding-tiktok-how-ai-changes


了解⼀些服务器与数据库的常识�

J�Cole�Morrison｜2020‒02｜链接｜2767（单词）�

软件⼯程师�J�Cole�Morrison�;近发表了⼀个系列关于云计算的⻓⽂，这⾥推荐其中的第⼆篇，主要

介绍�AWS�上的服务器与数据库。�

选择这篇的原因在于两点：其⼀，计算与数据库是现代⽹络服务与应⽤的基础技术概念，也是理解互

联⽹架构的基础知识；其⼆，AWS�作为云服务的先⾏者，其对计算与数据库产品的探索也给整个⾏业

树⽴了⽰范，懂得了�AWS�上的产品理念，也能很快理解阿⾥云、Google�Cloud�的相关产品。�

⽆处不在的「静⾳」按钮�

The�Guardian｜2019‒06｜链接｜1615（单词）�

第⼀个静⾳按钮发明于�1956�年，此后的�60�多年时间⾥，这个按钮开始变得⽆处不在。�

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我们⽣活在⼀个可以随时可以静⾳的世界：打开社交媒体，「Mute」功能可以让

你礼貌⽽不失尴尬地查看时间线，街上⾏⼈⽿朵上的降噪⽿机构成了对于物理世界的「静⾳按钮」，

甚⾄连我在厨房洗碗的时候都戴着�AirPods�..�

这篇⽂章将告诉我们，这些虚拟和物理世界的「静⾳按钮」，塑造了⼀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也在影响

你我对于⼈际交往的态度和⽅式。

垃圾⻝物与垃圾信息�

Futurecrun｜2019‒05｜链接｜4661（单词）�

⼈类社会的⻝物与信息，都经历了从稀缺到丰盈的过程，如今，我们也像消费垃圾⻝品⼀样消费垃圾

消息。

请注意，这⾥不是在讨论假新闻，⽽是在展⽰⼀个现实：⽆论是信息数量还是信息可获取的便利性，

即便是对于严肃媒体的过度消费，也在潜移默化地对读者⾝⼼产⽣重⼤影响。

如果参考⻝物领域的变化，读者也应该花费时间和⾦钱消费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这篇⻓⽂;后提供了

⼀系列图书、邮件通讯资源，可供⼤家参考。

从历史读懂⼈⼯智能的未来�

OpenMind｜2020‒01｜链接｜17275（单词）�

作为⻓期关注⼈⼯智能发展的科技博客主，我看到过太多关于⼈⼯智能如何影响⼈类发展的讨论，很

多论述⻆度都是⽼⽣常谈，甚⾄跳过当下技术发展的现实，直接进⼊所谓的终极命题，⽐如，当机器

智能超越⼈类之后会发⽣什么？

这篇⽂章则⾮常清醒地讨论了⼈⼯智能的历史以及当下技术对于未来的潜在影响，你会发现，从互联

⽹到移动互联⽹，海量⽽且实时数据的计算需求，推动了⼈⼯智能的重新崛起，⽽这股技术潮流所带

https://start.jcolemorrison.com/understanding-modern-cloud-architecture-on-aws-server-fleets-and-databases/
https://start.jcolemorrison.com/tag/umca/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9/jun/12/hit-mute-button-why-everyone-trying-to-silence-outside-world-uber
https://futurecrun.ch/blog-source/the-information-diet
https://www.bbvaopenmind.com/en/articles/the-past-decade-and-future-of-ais-impact-on-society/


来的影响，也是互联⽹与移动互联⽹对于⼈类发展的延续。

机器⼈正在成为新⽼板�

Verge｜2020‒02｜链接｜5903（单词）�

近⼏年�AI�的快速发展，让⼴义上的机器⼈成为⼈类的「新敌⼈」，但这些崛起的机器⼈并没有直接替

代⼈类员⼯，他们的⾝份成了⽼板的助理，对于员⼯来说，这些机器⼈也是他们的新⽼板。

这篇⻓⽂采访了六个国家⾥的⼆⼗多个普通⼯⼈，他们或是仓库打包⼯⼈，或是⼯⼚装配线上的员

⼯，或是呼叫中⼼的接线员，他们都在经历这样⼀个现实：⼈类⽼板越来越少，机器⼈为他们的⼯作

成绩评分。

类似的故事正在全球各地上演。

夏培肃与中国计算机科学�

BBC｜2020‒02｜链接｜2162（单词）�

这篇�BBC�的⻓⽂，回顾中国计算机科学奠基者夏培肃的⼀⽣，她主持研制了中国第⼀台通⽤电⼦计算

机。

此前官⽅媒体对于这位科学家也有诸多报道，但都忽略了中苏交恶时的情形，这篇⽂章补充了相关细

节。更重要的⼀点，在男性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计算机科学领域，作为⼥性计算机科学家的夏培肃，

其对这个学科的影响还是被低估了。

哨⼦、⼈性与神性、扎克伯格与古登堡、云游戏、Deepfake｜
Deep�Reading#004�

被隐藏与被伪装的哨⼦�

⼈物杂志｜2020‒03｜链接｜8442（汉字）�

《⼈物》杂志的这篇⻓⽂，介绍了武汉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她⼀度是「造谣的专业⼈⼠」，

后来⼜成为那个「发哨⼦的⼈」，这篇⾃叙型的⽂章⾥⽤众多细节，还原出⼀个「⼈」的样⼦，⽽不

是宣传媒体笔下的所谓「英雄」。

这篇⽂章另⼀个关注点是，当原⽂被删之后，⽆数个微信公众号与微信平台玩起了「猫⿏游戏」，对

于审查机器的戏谑固然可贵，但作为内容⽣产者群体，是不是已经忘记了互联⽹的样⼦？

技术、⼈性、神性�

Aeon｜2020‒02｜链接｜3100（单词）�

https://www.theverge.com/2020/2/27/21155254/automation-robots-unemployment-jobs-vs-human-google-amazon
https://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00219-xia-peisu-the-computer-pioneer-who-built-modern-china
https://telegra.ph/2019-ncov-03-10
https://aeon.co/essays/why-superheroes-are-the-shape-of-tech-things-to-come


从古希腊神话开始，技术开始成为⼈与神之间的桥梁，这样⼀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在不同历史阶段、

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和美国，发明家们所扮演的，似乎和盗取⽕

种的普罗⽶修斯⽆异，他们都向世⼈展现了⼀种远超现实的、像神⼀般的⽣活。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漫画⾥的超级英雄寄托了⼈类的新希望，不管是超⼈还是蝙蝠侠，他们拥有

⼈性的特点，⼜具备超越现实的技术能⼒，在这些超级英雄⾝上，技术、⼈性与神性结合在⼀起，成

为「新神」。

扎克伯格之前，历史如何评价古登堡�

The�Atlantic｜2020‒01｜链接｜1977（单词）�

这是⼀篇看似随笔的⽂章，从「古登堡圣经」谈起，作者⼀步步探讨了古登堡印刷术带来的社会影

响。当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社会出现⼀股印刷图书的「创业潮流」，这些创业者为了追寻利益，

满⾜读者对于图书内容的各种需求，开始印刷各种内容的图书。

另⼀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印刷术的出现，让图书阅读成为⼀种可以低声阅读的⾏为，⽽不再需要在

公共场所聆听牧师的⼤声诵读，这是⼀种巨⼤的⽂化迁移。

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古登堡印刷术�500�年后的总结，⽽在当时，这些变化普遍被认为是⼀种⽂化倒退

或者说灾难，⼀如当下对于互联⽹的批评⼀样，从这个⻆度去看，如今我们对于互联⽹的评价以及未

来的预测，是否也是⼀种愚蠢的⾏为呢？

云游戏的爆发点在哪⾥�

a16z｜2020‒01｜链接｜1441（单词）�

过去两年，云游戏成为科技⾏业的新热点，特别是�5G�的发展，进⼀步提升了云游戏的热度。�

站在投资⼈的⻆度，这篇⽂章分析了云游戏所⾯临的挑战与机遇，硬件的进步与软件的优化是云游戏

再度兴起的推动⼒，但另⼀⽅⾯，这个⾏业还需要新的⼒量，那就是云原⽣游戏。从技术层⾯上说，

云原⽣游戏是⾯向云开发的游戏，客⼾端与服务器端共享⼀套架构，由此会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游

戏分发模式，值得期待。

被数字技术改变的「懒惰」⾏为�

NYT｜2020‒01｜链接｜977（单词）�

技术的发展，让等待变成⼀种懒惰的表现。我们不再在街边等待出租⻋，不再愿意推着购物⻋去超市

购物，也不会喜欢排队买⼀杯咖啡。

当越来越多的「懒惰」⾏为被数字技术重构，⼈类的新⾏为模式⼜会如何影响社会与⼈际关系？这是

发⽣在纽约的故事，也是发⽣在全球各地的故事。

2020�年�Deepfake�调查报告�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1/before-zuckerberg-gutenberg/603034/
https://a16z.com/2020/01/14/cloud-native-ga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31/nyregion/what-we-lose-by-hiring-someone-to-pick-up-our-avocados-for-us.html


NYUJLPP｜2020‒02｜链接｜2533（单词）�

Deepfake�;早出现在�2017�年�11�⽉，⼀开始只是⼀个明星换脸的机器学习项⽬，但这个词很快延伸

为信息误导的代名词。

这篇调查报告提出了⼏个有趣的发现：其⼀，Deepfake�的流⾏，离不开开源⼯具的发展；其⼆，⾊情

内容是�Deepfake�商业化的推动⼒；其三，受限于技术⽔平，Deepfake�还没有成为信息误导的重要技

术。

iPhone�与包豪斯之间的牵强理由�

New�Republic｜2020‒03｜链接｜947（单词）�

关于�iPhone�与包豪斯之间关系的⽂章、讨论已经⾮常多了，;近⼀本新书，⼜再⼀次将这个议题放

在公共空间。

我推荐的这篇书评⽂章来⾃�New�Rupublic�杂志，书评作者认为，这本新书⾥充满了对于各种细节的

罗列与关联，甚⾄部分证据的联系⽅式有些阴谋论，我个⼈并不喜欢这本书的叙述⽅式，所以我愿意

⽤书评⾥的这句话作为对该书的评价：「persuasive�if�you’re�in�the�mood�to�be�persuaded,�

preposterous�otherwise」。�

武汉、1918�⼤流感、监控摄像头、Chatbot�｜#Deep�
Reading#005�

素描武汉�

《伦敦书评》｜2020‒03｜链接｜3069（单词）�

这篇伦敦书评的⽂章没有提供太多新的观点和思考，但整个叙述过程和⻛格却极其冷静，甚⾄冷静到

令⼈可怕。

像极了⼀副素描作品，⽤简单明了的线条勾勒出武汉封城前后的众⽣相—-既有线下的庙堂与江湖动

态，也有线上真假消息以及审查和反审查的游戏，还有海外⽴场，;后的总结也简短有⼒：

「Whatever�happens,�those�arguments�won’t�change.」�

寻找西班⽛流感�

《纽约客》｜1997‒09｜链接｜9676（单词）�

这是⼀篇发布于�1997�年的⻓⽂，作者是后来写出《引爆点》⼀书的⻢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章的主

旨是寻找西班⽛流感，⽆论是在科学层⾯还是⽂化层⾯，关于这场�20�世纪;⼤灾难的记忆居然如此残

缺不全。

在这⼀年，科学家们开始将研究⽅向放在了挪威与阿拉斯加某些这些极寒地区，他们希望通过寻找被

冰封的病⼈⼫体来获取病毒的信息，;新研究进展可以参⻅维基百科。

https://nyujlpp.org/quorum/volkert-ajder-analyzing-the-commoditization-of-deepfakes/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6621/iphone-work-art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42/n05/wang-xiuying/the-word-from-wuhan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1997/09/29/the-dead-zon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18%E5%B9%B4%E6%B5%81%E6%84%9F%E5%A4%A7%E6%B5%81%E8%A1%8C#%E6%9C%80%E8%BF%91%E7%A0%94%E7%A9%B6


⽂化层⾯的「失忆」也加剧了西班⽛流感的「消失」，从报纸⾖腐块版⾯的疫情信息到海明威、菲茨

杰拉德等作家们「绝⼝不提」，以⾄于当下公众常常不会想起这场20�世纪流⾏病所造成的巨⼤⼈员伤

亡，不据完全统计，其死亡⼈数超过⼆⼗世纪两场世界⼤战死亡⼈数的总和。

计算机监控之下的⽣活�

《纽约客》｜�2020‒03｜链接｜6885（单词）�

这是⼀篇典型的「《纽约客》万字⻓⽂」，作者将⾃⼰的采访、收集到的资料、内⼼思考整合在⼀

起，利⽤这些内容推导出⼀个结论并不是作者的意图，他提供的是⼀个可以延伸的思考平台。

⽐如，当我们了解到计算机视觉的发展历程之后，是否可以更好理解当下那些标榜图像识别的产品和

应⽤？再⽐如，从物体检测到⾯部识别，⽆处不在的摄像头记录了如此海量的信息，他们是否有权利

这么做？再⽐如，当⼈们开始以各种形式抵抗⾯部识别之后，这些算法是否也在进化？

边读边思考，你会发现这篇⽂章⾮常好看。

SaaS�公司⽅法论�

Brianne�Kimmel｜2020‒02｜链接｜1784（单词）�

这篇邮件通讯介绍了�Yammer�创始⼈�David�Sacks�对于�SaaS�类创业公司的思考。在微软收购�

Yammer�之后，David�Sacks�转⽽成为⼀名投资⼈，因此他的这套⽅法论⾥既包含了创业者的⼼得，

也有投资⼈的视⻆。

另外值得⼀提的是，相⽐于演讲视频，这篇总结显得⾮常有逻辑和条理，读者可以快速抓住其核⼼观

点。

Chatbot�前世今⽣�

CB�Insights｜2019‒10｜链接｜8005（单词）�

2016�年是�Chatbot�的⾼光时刻，这⼀年，Facebook、微软先后发布⾯向开发者的�Chatbot�平台，⿎

励企业使⽤�Chatbot�与客⼾进⾏全新的交互。�

但这场热潮很快就消退了，在这篇⻓⽂⾥，分析机构�CB�Insights�系统梳理了�Chatbot�的兴起和没落

原因，并且列举了⽬前还在积极部署�Chatbot�的众多⾏业和领域。�

事实上，回归理性的�Chatbot�产品还在不断进化，国内的银⾏、运营商也在将�Chatbot�纳⼊到⾃⼰的

客服体系⾥。在未来，「特权阶级与具体的⼈打交道，⼤众所⾯对的则是⽆情机器」。

学会应对疏离感�

《科学美国⼈》｜2020‒03｜链接｜839�（单词）�

从年初⼆开始，我已经在北京的住所⾥「⾃我隔离」了五⼗多天，期间除了⼀次去五公⾥外的公园，

剩下的绝⼤多数时间，我和我太太以及两只猫，⼏乎都在家⾥。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3/16/dressing-for-the-surveillance-age
https://wfh.substack.com/p/how-david-sacks-built-the-first-bottom
https://youtu.be/6kokaXvC7cM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report/most-successful-chatbots/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to-prevent-loneliness-in-a-time-of-social-distancing/


这种远离⼈群的疏离感以及每天接收社交媒体嘈杂消息的体验，⼏乎也是当下全球各国普罗⼤众的⽇

常，由此带来的也是⼀种精神煎熬。这篇来⾃《科学美国⼈》的⽂章汇总了⼀些应对⽅法和技巧。其

中有⼀个有趣的观点，作者援引了其同事的研究指出，不要被所谓数字设备毁掉⼈类的观点所误导，

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利⽤数字设备帮助⾃⼰度过这段艰难的⽇⼦。

数据科学的另⼀⾯�

Medium｜2010‒05｜链接｜1808（单词）�

⼈⼯智能的流⾏，让数据科学家的⾝价飙升，公众对于这些⼈的印象，⼀般都是呆在计算机⾯前跑数

据模型的聪明⼈，但在这个故事⾥，⼀位名叫�Moreno�Jimenez�的⼥性科学家向世⼈展⽰了数据科学

的另⼀⾯。

数据看起来并不会说谎，但数据的真实性、获取数据的偏⻅，却会让数据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如果没

有来到埃塞俄⽐亚，如果没有反复与当地⼈沟通采访，Moreno�Jimenez�或许不会意识到，通过分析

索⻢⾥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可以预测到埃塞俄⽐亚难⺠营⾥的索⻢⾥⼈数量。

本期⾳频版可在线收听。

病毒的隐喻、疫情城市⽇记、咖啡与资本主义、疫情过后的世

界、如何写论⽂｜Deep�Reading#006�

病毒的隐喻�

《纽约客》｜2020‒03｜链接｜947（单词）�

在苏珊·桑塔格看来，⼈类习惯将带着⼤量社会隐喻去观察疾病，她将这些隐喻写到了《作为疾病的隐

喻》⼀书⾥。

过去的三⼗多年⾥，我们从计算机上了解「计算机病毒」危害及防御措施，从社交媒体感受病毒性新

闻视频带来的传播效应，如今，当我们真正遇到⼀场病毒带来的灾难，这些隐喻并不会减轻你我的负

担，反⽽影响我们对于病毒以及疾病的认识。

关于疫情的城市⽇记�

《纽约书评杂志》｜2020‒03｜链接｜5000+（单词）�

这是⼀组⽂章，作者来⾃《纽约书评杂志》遍布全球的作者，他们以各⾃城市为切⼊点，将⾃⼰所看

所听所思记录下来。在伦敦，蔓延的疫情让作者想到了笛福笔下的《瘟疫年纪事》，在暂⽆确诊病例

的约翰内斯堡，作者陷⼊是否再让⼀位每天接触⼏百⼈的保洁员上⻔⼯作的两难境地……

这是⼀本持续更新的关于疫情的城市⽇记，也是⼀本若⼲年后值得再读的回忆录。

咖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粒药丸�

https://medium.com/unhcr-innovation-service/a-goat-story-3ed6bdd2b237
https://s3.iois.me/ihhzlhahhg.mp3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daily-comment/against-the-coronavirus-as-metaphor
https://www.nybooks.com/daily/2020/03/19/pandemic-journal/


Atlantic｜2020‒03｜链接｜2417（单词）�

描述咖啡历史的图书数不胜数，不过《⼤西洋周刊》这篇书评⽂章推荐的这本新书，则从⼀个很特殊

的视⻆展开，这本名叫「Coffeeland」的新书，以咖啡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作⽤为切⼊⼝，其主

⼈公是⼀位�19�世纪前往中北美国家萨尔⽡多淘⾦的英国⼈希尔。�

希尔在萨尔⽡多建⽴起⼀个咖啡帝国，并开创了美洲咖啡发展的模式—-利⽤当地政府腐败的权⼒架构

与低廉的劳动⼒，⼤批量⽣产咖啡。这其中的故事，既有⻢克思的「剩余价值」讨论，也有⼯作与休

息时间的抗争…..透过咖啡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映射出⾃�19�世纪到�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轨迹。�

疫情后的世界�

Yuval�Noah｜2020‒03｜链接｜3001（单词）�

我们每个⼈都在期盼疫情赶快结束，可有没有想过疫情过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或者换个⻆度去

问：这场疫情会如何改变世界？

本周推荐历史学家�Yuval�Noah�发表在《⾦融时报》上的这篇⽂章，作者警告，我们必须接受⼀个现

实：⼈类的发展轨迹从此发⽣改变。作者提出了两个担忧，同时也是各国⼈⺠需要⾯临的选择：其

⼀，疫情赋予政府更多权⼒去监视公⺠，这些权⼒会再收回去吗？其⼆，疫情让我们短暂忘记了「全

球化」，单边主义、⺠族主义的浪潮会持续多久？

⾄少，我不乐观。

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是不是未来⼯作场景的彩排？�

Medium｜2020‒03｜链接｜2554（单词）�

这是⼀个很有趣的观点，过去⼏年，从计算设备到软件应⽤，正在构成⼀种全新的中介，譬如我们早

已习惯了⽤微信、Facetime�去社交沟通，利⽤�Slack、钉钉完成⼯作协作，这些⼯具都在制造⼀种

「事实上的隔离」，只不过，⾝处其中的我们，还浑然不知。

但必须看到⼀个事实，这些可以在隔离期间完成的⼯作，其数量到底有多少的确是⼀个问题。⾏业与

企业⽂化的独特性，也将对于疫情过后⼯作形态的变化产⽣重⼤影响，说到底，⼈类要摆脱⾁⾝的牵

绊，还为时尚早。

跟随埃科学写论⽂�

翁⻉托·埃科｜1977�年｜链接｜2986（单词）�

这⼀周在读意⼤利作家翁⻉托·埃科的�How-Write-Thesis，这是⼀本写于�1977�年的「科普读物」，

其核⼼内容是帮助⼤学⽣建⽴起论⽂写作的框架和⽅法，原书是意⼤利⽂，我读的这⼀版是�MIT�出版

社的英译本，Kindle�版本的售价是�10�美元，这⾥推荐本书的部分节选。�

这本⼩册⼦很短，但埃科还是提供了⼀个写作⽅法论，从格式到遣词⽤句，埃科提出的想法颇具实战

意义，譬如他不断强调，论⽂是为了证明你的假设，⽽不是要展⽰知识的渊博。更重要的⼀点，就像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4/michael-pollan-coffee/606805/
https://www.ft.com/content/19d90308-6858-11ea-a3c9-1fe6fedcca75
https://onezero.medium.com/coronavirus-is-a-preview-of-our-self-isolating-future-f5e73b046104
https://thereader.mitpress.mit.edu/umberto-eco-how-to-write-a-thesis/
https://www.amazon.com/How-Write-Thesis-MIT-Press-ebook/dp/B00UMIT5J2


《纽约客》的⼀篇书评所⾔：这本写作指南也是⽣活指南。

⼈⼯智能不是军备竞赛�

《外交政策》｜2019‒12｜链接｜1002（单词）�

关于「AI�军备竞赛」的报道层出不穷，FP�的这篇观点站在美国外交层⾯重新审视了这个议题。�

有两个思考让我印象深刻，其⼀，某种意义上，AI�是⼀场墨迹实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维基百科

进⼀步了解这个实验；其⼆，AI�军备竞赛的议题设置提出了另⼀个问题：如何衡量国家的�AI�能⼒优

劣？

「⽼⼤哥」、中国式互联⽹、外交明星、⼈⼯智能最⼤问题、隔

离中的⽣产⼒｜Deep�Reading#007�

本期您将看到以下深度⻓⽂推荐：

永不缺席的「⽼⼤哥」•

中国版的「新互联⽹」•

⼀位强硬外交官背后的政策变化•

假如这场疫情发⽣在�15�年前�•

⼈⼯智能;⼤的问题是⼈类•

程序员�VS�独裁者�•

隔离⾥的⽣产⼒技巧•

永不缺席的「⽼⼤哥」�

《纽约书评杂志》｜2020‒04｜链接｜3271（单词）�

2019�年这本「Surveillance�Capitalism」引发众多关注，不管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都推荐这篇来⾃

《纽约书评杂志》的⽂章，作者�Tim�Wu�认可该书的部分观点，⽐如资本主义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历史

不过�200�年。�

如果说过往的资本主义是通过保护隐私⽽赚钱，那么现在则是要利⽤隐私来赚钱，这就是监控资本主

义的起源。

但�Tim�Wu�指出了该书存在的⼀种偏⻅，或者说是⼀种妖魔化的观点：忽略了互联⽹早期的理想主

义。譬如书⾥谈到�Google�⼀开始的免费只是⼀种烟雾弹，两位创始⼈躲在幕后「密谋」了⼀系列监

控。另外，Tim�Wu�强调的⼀些观点，同时也是我在这本书时的感受，即所谓监控资本主义与政府的

合作，将产⽣巨⼤破坏⼒。

中国版的「新互联⽹」�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a-guide-to-thesis-writing-that-is-a-guide-to-lif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2/11/artificial-intelligence-ai-not-arms-race-china-united-states/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0/04/09/bigger-brother-surveillance-capitalism/


《⾦融时报》｜2020‒03｜链接（镜像）｜4848（单词）�

去年�9�⽉，华为与三⼤运营商代表中国正式向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推⼴正在研发的「新互联⽹（New�

IP）」。「新互联⽹」将会解决当下互联⽹的痛点，⽐如隐私贩卖、假新闻横⾏、巨头垄断等，同

时，还将为�AI、⼤数据等技术的落地提供⽹络的基础⽀持。�

但正如这篇深度调查⾥反复强调的，「新互联⽹」所代表的不仅是技术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种话语

权的转移，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个版本的「互联⽹」选择，对于伊朗、俄罗斯、⾮洲等国家来说，

中国版的「互联⽹」或许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与舒适，当然，这种安全与舒适仅限于政府管理层⾯。

⼀位强硬外交官背后的政策变化�

路透社｜2020‒03｜链接｜1234（单词）�

⾃�2019�年以来，中国外交官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特别是国内社交媒体上，外交部发⾔⼈的「⾦句」

时常成为热⻔话题。

今年疫情开始后，中国外交官们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外交部发⾔⼈之⼀的赵克坚⼀⼿挑起了

「病毒来⾃美国」的争论，这位外交部的明星⼈物成为路透社这篇⽂章的主⼈公，他所代表的不仅是

鹰派外交官群体，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次重⼤变化：他们开始主动出击，利⽤海外社交媒体发声，

并借助国内社交媒体发酵，不断掀起⺠族主义的热浪。

⽂章⾥的⼀句话也让我想到⼀个问题：他们到底是在开展外交还是在讨好国内舆论？

假如这场疫情发⽣在�15�年前�

BBC｜2020‒03｜链接｜1012（单词）�

疫情让很多⼈开始重新开始思考社交⽹络与智能⼿机的价值，这篇�BBC�的⽂章以疫情「如果发⽣在�

15�年前」为假设，探讨了过去�15�年⾥，社交⽹络与智能⼿机如何悄⽆声息地改变了⼈类⽣活与⼯作

的⽅式。

如今，你很难想象没有社交⽹络的隔离⽣活，也不能接受智能⼿机不在⼿边的焦虑感，就像作者;后

所说的，如果我们更聪明地使⽤这些⼯具，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场全⼈类的危机。

⼈⼯智能最⼤的问题是⼈类�

Quanta�杂志｜2020‒01｜链接｜3511（单词）

机器按照⼈类的指⽰做事情，这可能是对于当下⼈⼯智能领域;好的描述，同时这也是很多⼈诟病⼈

⼯智能的地⽅。所谓的「智能」，不过是⼈类喂养海量数据与设定特定任务之后输出的另⼀堆数据，

⽽且这些结果常常令⼈⽆法理解。

Quanta�杂志这篇展现了这个领域的⼀些新探索，加州⼤学伯克利分校的�Stuart�Russell�希望让机器懂

得⼈类的想法与欲望，从⽽实现另⼀个维度的「智能」。

https://www.ft.com/content/ba94c2bc-6e27-11ea-9bca-bf503995cd6f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29/sh/1f4f5e73-08e8-44a1-ae29-5d362062e6b8/52bb61edb253ad69acb137458873c3a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diplomacy-insight-idUSKBN21I0F8
https://www.bbc.co.uk/news/technology-52052502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artificial-intelligence-will-do-what-we-ask-thats-a-problem-20200130/


但问题也很多，且不说技术层⾯的挑战，⼈类连⾃⼰都搞不清⾃⼰的想法，⼜该如何判断机器可以准

确识别出⼈类的想法？

程序员�VS�独裁者�

《纽约时报》｜2020‒03｜链接｜4061（单词）�

区块链、⽐特币曾被认为是去中⼼化系统的基础，这篇⽂章讲述了⼀个发⽣在委内瑞拉的故事，⼀位

程序员希望⽤⾃⼰的技术，为这个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化货币，进⽽推动社会变⾰。

但事情的⾛向很快发⽣了变化，在政治，特别是独裁政治⾯前，⼀切技术、⼯具不过是⼿段罢了，当

这名程序员拱⼿交出⾃⼰的区块链产品时，他的价值也被「榨⼲」，留给他的只有两条路：跑路或者

被送进监狱。

隔离⾥的⽣产⼒技巧�

Rubikscode｜2020‒03｜链接｜2621（单词）�

全球的疫情蔓延还在持续，居家隔离的⼯作也在延续。这篇⽂章⾥，作者提出了针对在家办公的�6�个

⽣产⼒技巧。⽐如写⽇记，这也是我⼀直坚持的⽅法，利⽤⽇记记录每天的⽣活和⼯作。但其中提到

的停⽌喝咖啡，道理虽然都懂，不过我还是做不到。

中⽂互联⽹的「讨论」、何伟、适应性、定向⼴告、未来式裁员

｜Deep�Reading#008�

谁杀死了中⽂互联⽹的「讨论」�

机核｜2020‒03｜链接｜11498（汉字）�

这篇来⾃国内游戏社区机核的⽂章提供了⼀个分析框架：从中⽂互联⽹产品设计出发，⼀步步剖析中

⽂互联⽹的「讨论」是如何消失的。

我个⼈⾮常认可其中关于信息管控⽅⾯的论述，作者从三个⻆度展开，分别是「恐惧、怠速与淹

没」，⾮常值得⼀读。

何伟视⻆下的中国疫情�

《纽约客》｜2020‒03｜链接｜7772（单词）�

这篇《纽约客》上的⻓⽂来⾃何伟在成都的记录，他和他的家⼈在这⾥经历了�45�天的「抗疫」。西⽅

的教育背景与对中国的熟悉程度，使得这篇充满琐碎细节的记录，满⾜了西⽅⼈对于中国疫情⽣活的

好奇，但对部分国内读者来说，这篇⻓⽂⼜有点过于写实⽽导致「感情缺失」。

你为什么需要「适应性」？�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0/technology/venezuela-petro-cryptocurrency.html
https://rubikscode.net/2020/03/22/isolation-productivity-and-mental-wellness-tips-1/
https://www.gcores.com/articles/121924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3/30/life-on-lockdown-in-china


Key�Step�Media｜2019‒07｜链接｜1146（单词）�

2020�年的这场疫情将改变很多事情。从全球化到个体⼼智，整个⼈类社会都在经历⼀次重要的变化，

这些变化并⾮不是⼀天发⽣，⽽像⼀个链条，或者说多⽶诺⻣牌。

我们必须接受⼀个现实：很多事情再也回不去了。这些已经发⽣的变化与更多不确定性的变化，需要

我们有⼀股强⼤的内⼼⼒量，「适应性」就是其中的⼀项基本技能。

激辩定向⼴告�

Wired｜2020‒03｜链接｜3641（单词）�

⼴告是当下互联⽹所有产品创新的底层基⽯，⽽根据在线⾏为的定向⼴告则在为⼴告巨头贡献收⼊的

同时，也在摧毁隐私的;后⼀道防线。

但定向⼴告并不能⼀⼑切地禁⽌掉，这背后有者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各⽅⻓期的博弈；另⼀⽅⾯，

作为互联⽹公司的重要收⼊来源，禁⽌⼴告之后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变化，也将彻底改变互联⽹产品的

形态。

扎克伯格丢掉的笔记�

Wired｜2020‒02｜链接｜6158（单词）�

这篇⽂章摘录⾃�Steven�Levy�的新书「Facebook：The�Inside�Story」（美亚�Kindle），编辑对内容

做了⼀些调整优化，使得整篇内容读起来⾮常流畅。本⽂节选的内容也是该书⾥的⼀个重要线索，甚

⾄延续到该书的结尾。

2006�年对于扎克伯格以及�Facebook�来说异常重要，这⼀年他们发布了�News�Feed�和�Open�Reg（开

放注册），从产品设计到⽤⼾规模都有了⼀次巨⼤跳跃，扎克伯格在其笔记本⾥记录了⾃⼰对于这些

产品的思考，此时的扎克伯格还在准备「作为平台的�Facebook�的模样」。�

如果你对�Facebook�以及扎克伯格的变化历史感兴趣，⾮常推荐�Steven�Levy�的这本书。�

疫情下的数字媒体�

《纽约客》｜2020‒03｜链接｜2504（单词）�

这是⼀篇很美国的观察，作者⽴⾜于疫情期间各⼤媒体对于付费新闻的策略调整，并延伸到探讨整个

媒体⾏业的商业模式，如果你对美国媒体，特别是数字媒体感兴趣，这篇⽂章给出了⾮常有价值的思

考。

⼀个未来裁员场景的预演�

Dot.LA｜2020‒03｜链接｜2681（单词）�

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谈起�2020�年这场疫情造就的失业潮时，有个场景⼀定会不断被提及。�

https://www.keystepmedia.com/adaptability-change/
https://www.wired.com/story/why-dont-we-just-ban-targeted-advertising/
https://www.wired.com/story/facebook-mark-zuckerberg-lost-notebook/
https://www.amazon.com/Facebook-Inside-Story-Steven-Levy-ebook-dp-B07V8CL7RH/dp/B07V8CL7RH/ref=mt_kindle?_encoding=UTF8&me=&qid=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nnals-of-communications/the-fate-of-the-news-in-the-age-of-the-coronavirus
https://dot.la/bird-layoffs-meeting-story-2645612465.html


共享滑板创业公司�Bird�以⼀种「致未来」的⽅式解雇了他们的员⼯：员⼯们在电脑屏幕前开会，听到

被裁员的信息，当宣布裁员的声⾳消失，员⼯的电脑屏幕变暗重启，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Bird�公司的

员⼯了。

可信任的�AI�系统、模块化的�iPad、Coda、中国官媒、1918�⼤
流感与⽂学｜Deep�Reading#009�

本期的「Deep�Reading」，您将看到以下深度⻓⽂推荐：�

为何需要建⽴⼀个可以信任的�AI�系统�•

当�iPad�成为模块化计算设备�•

Coda�的历史�•

疫情中的中国官⽅媒体•

谁在制造科学领域的「恐慌病毒」？•

疫情⾥的产业试验•

1918�⼤流感是如何影响⽂学的？�•

为何需要建⽴⼀个可以信任的�AI�系统�

Gary�Marcus｜2019‒09｜链接｜1001（单词）�

我在上周读完了�Gary�Marcus�的�「Rebooting�AI:�Build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We�Can�Trust」（�

Kindle�版本）⼀书，这⾥选取《纽约时报》去年发布的节选。�

这个节选或者说这本书的核⼼，是在部分否定当下⼀些�AI�研究⽅法之后提出⾃⼰的想法。⽐如�

Marcus�指出，当下机器学习热潮中，研究者并不在乎向机器传达类似「时空情景」的概念，由于没有

时空概念，机器⽆法获取像⼈类这样的常识。

在⼈类的认知体系⾥，任何特定动物的⽣命都始于出⽣，⽌于死亡。它在⽣命的每⼀刻都占据着空间

的某个特定区域，两只动物通常不能同时在同⼀个空间，但两只动物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在同⼀空

间……

正是基于这样的常识，⼈类可以做出诸多理性判断，但机器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Marcus�还举了⼀

个案例，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曾想象⼀个场景：⼀台强⼤的⼈⼯智能机器被⼈类要求制作回形针，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终把整个世界⸺包括⼈⸺变成回形针。�

因此，Marcus�指出，当下�AI�领域⾯临⼀个⼗字路⼝：如果坚持现有的⽅法，那么必须采取更严格的

监管，否则;终会⾛向「回形针」的悲惨结局；另⼀⽅⾯，开启新的研究思路，将因果关系、时空关

系纳⼊到机器学习之中，从⽽推动机器产⽣常识。

当�iPad�成为模块化计算设备�

https://www.nytimes.com/2019/09/06/opinion/ai-explainability.html
https://www.amazon.com/Rebooting-AI-Build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ebook/dp/B07MYLGQLB


Macstories｜2020‒03｜链接｜11163（单词）�

这是⼀篇关于�iPad�发售�10�周年的⽂章，作者是�iPad�重度⽤⼾�Federico�Viticci。这篇⽂章的切⼊⻆

度⾮常好，作者将�iPad�作为⼀种模块化的计算设备，通过不同外设与�iPad�的组合，形成⼀个个看起

来奇怪的「计算设备」，却可以应对众多应⽤场景。

这是⼀个值得深⼊思考的⻆度，当我们所⾯临的计算需求变得⾜够多样、⾜够个性化的时候，过往⼀

台通⽤型的笔记本或桌⾯电脑还是;佳选择吗？

Coda�的历史�

FYI｜2019‒07｜链接｜5288（单词）�

本周我为「Dailyio�Pro」和「AI�Insider」订阅⽤⼾提供了基于�Coda�的内容数据库服务，关于这个数

据库的详情可参⻅这篇⽂章。

或许很多⼈并不了解�Coda，这是⼀款⾮常有特点的⽂档协作类的产品，我在过去⼏个⽉的使⽤过程

⾥，时常会发出「Amazing」的惊叹。�

本周我推荐这篇关于�Coda�的历史⽂章，详细介绍了�Coda�产品的发展历程，同时还有�Coda�创始⼈�

Shishir�Mehrotra�对于⽂档以及未来办公的思考，更重要的⼀点是，透过这个产品的发展历程，我们

或许可以获得⼀些如何将想法变成产品的灵感。

疫情中的中国官⽅媒体�

Stanford�Internet�Observatory｜2020‒03｜链接｜1886（单词）�

如何区分新闻与宣传是当下国⼈;需要提升的媒体素养，即便你有能⼒访问所谓的「外⽹」，也需要

在英⽂媒体⾥的不同⽴场事实与带有偏⻅的观点中懂得分辨与权衡。

这场疫情⾥，中国官⽅媒体早已「⾛出国⻔」，通过不断转换叙事⽅式、散布错误消息或某⼀个⻆度

的消息，为英⽂新闻领域制造了⼀个中国官⽅认定的「疫情全景图」。

谁在制造科学领域的「恐慌病毒」？�

《纽约时报》｜2020‒04｜链接｜2732（单词）�

从冬季流感到�5G�再到此次新冠疫情，有俄罗斯背景的新闻机构、社交账号频繁将⽭头对准美国，利

⽤虚假信息或⽚⾯信息，唤起公众对于⾃⾝健康的恐慌，进⽽形成对政府不满的舆论。《纽约时报》

通过调查学术论⽂、新闻报道、俄罗斯政府⽂件以及社交媒体内容后发现，俄罗斯已经在互联⽹上构

建了完整的「恐慌病毒制造链条」。

疫情⾥的产业试验�

Ben�Evans｜2020‒04｜链接｜1793（单词）�

https://www.macstories.net/stories/modular-computer/
https://usefyi.com/coda-history/
https://iois.me/archives/8257.html
https://cyber.fsi.stanford.edu/io/news/chinese-state-media-shapes-coronavirus-convo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3/science/putin-russia-disinformation-health-coronavirus.html
https://www.ben-evans.com/benedictevans/2020/4/13/covid-and-forced-experiments


这或许是⼈类有史以来第⼀次「暂停」⼤规模社交活动，由此也形成了对于⼈类社会⻓期以来所形成

的经济、教育、医疗等⾏业的巨⼤挑战。

Ben�Evans�的这篇⽂章，颇具洞察地梳理出疫情中⼀些值得关注的产业变⾰线索，从⽣产⼒⼯具（协

作）到电商（商业），从医疗到教育，这些⼏千年来的古⽼⾏业，都在进⾏⼀场试验。

1918�⼤流感是如何影响⽂学的？�

《巴黎书评》｜2020‒04｜链接｜1989（单词）�

⼈类对每⼀场重⼤灾难的记忆都会沉淀到社会⽣活的⽅⽅⾯⾯，这篇来⾃《巴黎书评杂志》的⽂章，

通过回顾�1918�年⼤流感对于⽂学以及部分作家内⼼的影响，为我们适应当下疫情与⾯对疫情后不确

定的未来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毕竟，艺术都是源于⽣活。

⻢克·安德森、维基百科、云原⽣、婚姻、投资欧洲、计算摄影
｜Deep�Reading#010�

本周的「Deep�Reading」，你将看到以下⻓⽂推荐：�

⻢克·安德森与硅⾕的游戏规则；�•

维基百科的独特性；•

了解⼀点云原⽣；•

婚姻多样化；•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

Google�⼯程师眼中的计算摄影；�•

疫情中的⼯作数据；•

⻢克·安德森与硅⾕的游戏规则�

《纽约客》｜2015‒05｜链接（英⽂、中⽂）｜13771（单词）、23572（汉字）�

⻢克·安德森是上世纪�90�年代互联⽹兴起时的⻛云⼈物，同时在�21�世纪前⼆⼗年通过⻛险投资的⽅

式，继续深刻地影响着创业⻛向，他所提出的「（software�is�eating�the�world）�软件正在吃掉世

界」成为过去⼗年整个硅⾕与中国互联⽹创业的「;⾼指⽰」。

不久前，安德森⼜⼀次发出�2020�年代的⼝号「Its�Time�to�Build」，你可以通过这⾥阅读他;新的⽂

章，但我更对安德森背后的思考逻辑感兴趣，特别是他从「软件」到「硬件」的思维转换。本周我推

荐⼀篇�2015�年来⾃《纽约客》的⻓⽂，⽂章不仅展⽰了安德森个⼈成⻓以及�a16z�的发展历程，还可

以透过这个「窗⼝」，了解硅⾕所定义的创新、颠覆等名词的真正意义。

有⼀件事情很确定，在世界经历了这场疫情之后，过去⼗年硅⾕为世界定下的创新规则已经失效，这

个世界需要新的规则才能完成重建。

https://www.theparisreview.org/blog/2020/04/08/how-pandemics-seep-into-literature/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05/18/tomorrows-advance-man
https://tech.qq.com/a/20150518/007700.htm
https://a16z.com/2020/04/18/its-time-to-build/


维基百科的独特性�

Wired｜2020‒02｜链接｜4281（单词）�

Wired�杂志的这篇⽂章试图回答⼀个⾏业难题：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维基百科变得与众不同？为此，

作者像剥洋葱⼀样⼀层层地将围绕在维基百科周边的谜团剥开。⽽在我看来，维基百科的成功或许是

⼀个互联⽹有史以来;伟⼤的奇迹，⽽奇迹，很多时候都是⽆法复制的。

了解⼀点云原⽣�

Cnblog｜2019‒11｜链接｜4237（汉字）�

我曾在之前的「Deep�Reading」⾥推荐过关于计算与存储的科普⽂章，⽽在当下的云计算领域，「云

原⽣」成为⼀个⾮常热⻔的话题，这周我会选择⼀篇中⽂互联⽹⾥介绍「云原⽣」;全⾯的⽂章，站

在整个云计算发展的⻆度，重新审视这个有点被炒作的议题，;后你可能也会发现：追求更有效率的

计算，始终是�IT�⾏业发展的根本动⼒。�

婚姻多样化�

Aeon｜2020‒04｜链接｜3900（单词）�

这篇⽂章探讨了婚姻的死亡，其中花了⼤量篇幅介绍婚姻是如何构成的，但与其说婚姻正在「死

亡」，倒不如说婚姻在进化。推动这种进化的因素，既有⼈性对于婚姻制度压迫的反抗，也有社会经

济发展到⼀定阶段的所形成的新景象，在可预⻅的未来，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新形式的「婚姻」。

中国在欧洲投资概况�

Meric｜2020‒04｜链接｜6147（单词）�

这份报告详细展⽰了�2019�年中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状况，其中的⼏个要点：其⼀，2019�年中国对外

投资（包括欧洲）继续下降；其⼆，北欧成为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的新地区；其三，在收购与股权投

资变得越发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投资⽅式也开始变得多元化。报告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和图表，⾮常值得⼀读。

Google�⼯程师眼中的计算摄影�

Peyman�Milanfar｜2020‒04｜链接｜1511（单词）�

「计算摄影」显然已经成为智能⼿机上相机发展的⼤趋势，我曾在去年推荐了⼀本关于「计算摄影」

的电⼦书，作者@Vas3k�详细解释了计算摄影的前世今⽣以及其⾏业意义，如果你觉得电⼦书的阅读

成本⽐较⾼，不妨来看看本周⼀位�Google�⼯程师�@Peyman�Milanfar�的分享。�

这位⼯程师⽤了�31�条推⽂以及⼤量图表，粗线条地勾勒了计算摄影的重要概念和节点，当然，;后还

是要归结于�Google�在计算摄影的贡献，历代�Pixel�⼿机所展现出来拍照能⼒以及�Google�对于⼿机拍

照的思考，也在影响着整个⾏业。

https://www.wired.com/story/wikipedia-online-encyclopedia-best-place-internet/
https://www.cnblogs.com/IT-Evan/p/CloudNative.html
https://aeon.co/essays/marriage-is-dead-long-live-marriage-how-will-we-couple-up
https://www.merics.org/en/papers-on-china/chinese-fdi-in-europe-2019
https://threadreaderapp.com/thread/1246986603756580864.html
https://twitter.com/vas3kcom
https://twitter.com/docmilanfar


疫情中的⼯作数据�

Box�博客｜2020‒04｜链接｜1269（单词）�

这篇来⾃企业服务�Box�的调查数据展现了疫情⾥的⼯作变化，包括三个维度：⼯作时间的变化、协作

变化以及⼯具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也是⽣活⽅式的变化，譬如当⼯作时间成为「弹性」之后，你必须

调整整个⽣活与⼯作的时间安排，才能适应这个「新常态」⾥的⼯作时间。

张⾸晟、「重新发明」光标、1930�年代的启⽰、邮件⾥的⽣
意、历史中的⾃拍｜Deep�Reading#011�

本期您将看到以下精彩推荐：

张⾸晟；•

苹果如何「重新发明」光标？•

后疫情时代会重复�1930�年代的剧本吗？�•

历史⻓河⾥的「⾃拍批评学」；•

创业⾥的系统思考；•

电⼦邮件能否推动纸媒的重⽣？•

科技巨头内部混乱中的创新机制；•

张⾸晟�

The�Wire�China｜2020‒05｜链接｜4900（单词）�

这篇⻓⽂相对全⾯地展⽰了张⾸晟教授的⼀⽣，他是科学家、企业家，更是⼀位思想家，他试图成为

中美两国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但在中美关系极度特殊的时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让他选择了

⼀种极端的解决⽅式…..�

本⽂作者�Shen�Lu�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个细节：张⾸晟教授;喜欢的⼀幅画作是⾼更的「Where�

Do�We�Come�From?�What�Are�We?�Where�Are�We�Going?」。�

苹果如何「重新发明」光标？�

TechCrunch｜2020‒05｜链接｜2805（单词）�

⾸先，这篇来⾃�TechCrunch�的⻓⽂有⼏个问题，⽐如⼀定的�PR�痕迹，再⽐如⾏⽂和排版有点随意

（或许是疫情的影响）；其次，作为�TechCrunch�主编，同时也是�iPad�Pro�重度⽤⼾，本⽂作者�

Mattew�Panzarino�还是帮读者梳理出了�iPadOS�光标出现的历史背景，并通过对苹果⾼管的采访，进

⼀步展现了�iPadOS�光标如何⼀步步被「重新发明」出来。�

我同意作者对于光标重要性的评价，也认同�iPadOS�光标的作⽤不是功能叠加，⽽是苹果各个设备边

界的模糊。

https://blog.box.com/work-unleashed-where-when-and-how-we-work-changing
https://www.thewirechina.com/2020/05/03/the-quantum-m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here_Do_We_Come_From?_What_Are_We?_Where_Are_We_Going?
https://techcrunch.com/2020/05/06/how-apple-reinvented-the-cursor-for-ipad/


后疫情时代会重复�1930�年代的剧本吗？�

Aeon｜2020‒04｜链接｜3000（单词）�

疫情之后的政治⾛向如何，本期推荐⼀篇我;近读到的深度分析，作者以�1930�年代全球政治⻛向变

化为例，以古喻今，你可能会发现，⼈类的历史就是⼀部不断重复的剧本。

上世纪三⼗年代的⼀位学者感叹道：「我们都知道现在处在变化的⼗字路⼝，但没有⼈知道我们的⽅

向在哪⾥」。现在⼜何尝不是如此呢？再推荐《经济学⼈》杂志的⼀篇社论，建议结合在⼀起阅读，

效果更好。

历史⻓河⾥的「⾃拍批评学」�

Medium｜2020‒04｜链接｜649（单词）�

关于摄影与照⽚的社会寓意，我推荐各位阅读两本⼩册⼦：⽡伦特·本雅明的《摄影⼩史》、苏珊·桑

塔格的《论摄影》。本期我选取的是⼀些历史⽚段，当下社交媒体批评者常常将社交媒体上的⾃拍看

作是⼀种过度⾃恋，⽽在�150�年前摄影刚刚出现时，作为⼀个正在改变⼈类认知的新⼯具，当时⼈们

是如何看待⾃拍的照⽚呢？

答案或许会⽐较出乎你的意料。

创业⾥的系统思考�

Mr�Jamie｜2012‒10｜链接｜1539（汉字）�

这是我在阅读《系统之美》⼀书期间搜到的⼀篇⽂章，⼀位台湾的创业者分享了他将系统思考应⽤在

创业中的诸多发现，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下教育与创业是割裂的。

⽐如这段话：我们训练所有⼈专注在「元件」的优化，但却没有教他们去思考“系统”存在⽬的到底

是什么。我们训练出⼀批批考试�100�分的年轻⼈，但他们却连⾃⼰、社会、国家、世界等等系统现在

到底需要什么，连;基本的答案也没有。所以当创业需要他们创造⼀个新的系统，⼀个新的商业模

式，去解决⼈们的问题，去为世界创造巨⼤的价值时，这当然⽆法教，因为你必须要先学会从系统⾯

看事情。

电⼦邮件能否推动纸媒的重⽣？�

Hamish�Mckenzie｜2020‒04｜链接｜2604（单词）�

这篇⽂章的结论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我更喜欢作者的思考⽅式。作为电⼦邮件订阅平台�Substack�创

始⼈，Hamish�Mckenzie�的这个观点多少有点「王婆卖⽠」的感觉，但这篇⻓⽂以⼀种「局外⼈」的

视⻆，全⽅位拆解了新闻⾏业各个参与者以及其中的关系，阅读的过程⾥，我突然有⼀种感觉：其实

媒体这⻔⽣意，并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那么复杂，⽽是像其他⾏业⼀样，都需要为客⼾提供⾜够多

的价值。

https://aeon.co/essays/what-1930s-political-ideologies-can-teach-us-about-the-2020s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0/04/23/autocrats-see-opportunity-in-disaster
https://medium.com/@PessimistsArc/printed-photos-got-blamed-for-narcissism-before-instagram-a06d0fab41d5
http://mrjamie.cc/2012/10/29/systems-thinking/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528220//
https://hamish.substack.com/p/how-id-rebuild-print-media


科技巨头内部混乱中的创新机制�

Alex�Kantrowitz｜2020‒03｜链接｜1117（单词）�

五⼀假期期间快速读完了�Buzzfeed�记者�Alex�Kantrowitz�的新书「Always�Day�One」（亚⻢逊链

接），就像名字所指，这是⼀本探讨科技巨头如何保持领先的图书，作者通过展⽰亚⻢逊、Google、

微软、苹果等公司内部的混乱与秩序，描述出⼀副属于科技公司特有的创新机制，本期我选取了苹果

内部⼀个特殊�IT�部⻔所上演的「权⼒游戏」，⼤家不妨将其作为阅读该书的起点。�

本期⾳频版地址。

邮件订阅与流媒体订阅、英语学习、亚⻢逊的物流业务、「疫情

结束」的定义、VR、微信审查｜Deep�Reading#012�

本周，您将读到以下精彩的⻓⽂推荐：

邮件订阅与�Spotify�订阅的本质区别；•

「盛世时代」⾥的英语学习；•

亚⻢逊如何成为「物流野兽」；•

如何定义「疫情的结束」？•

VR�是游戏主机的进化吗？�•

微信的全球化审查；•

Google�Doc�⾥的「Party」；�•

邮件订阅与�Spotify�订阅的本质区别�

Ben�Thompson｜2020‒05｜链接｜2743（单词）�

Ben�Thompson�这篇⻓⽂虽然是在推荐⾃⼰的新付费产品，但还是围绕内容的商业模式，提供了诸多

值得思考的观点，其中对于我印象;深的就是「Open!=Free」，这个观点的核⼼是类似�Ben�

Thompson（或者�Dailyio）这样的付费邮件订阅产品，利⽤了互联⽹开放的基础设施（⽐如邮件协

议、Web�协议），从⽽实现了内容的「低成本」触达与⽤⼾的「低成本」消费，这与�Spotify�这样的

流媒体订阅完全不同。有⼀段定义值得玩味：

Paying:�A�subscription�is�an�ongoing�commitment�to�the�production�of�content,�not�a�one-off�

payment�for�one�piece�of�content�that�catches�the�eye.�

•

Regular�Delivery:�A�subscriber�does�not�need�to�depend�on�the�random�discovery�of�content;�

said�content�can�be�delivered�to�to�the�subscriber�directly,�whether�that�be�email,�a�

bookmark,�or�an�app.�

•

Well-defined�Value:�A�subscriber�needs�to�know�what�they�are�paying�for,�and�it�needs�to�be�

worth�it.�

•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alexkantrowitz/always-day-one-exclusive-excerpt-apple
https://www.amazon.com/Always-Day-One-Titans-Forever/dp/0593083482/
https://s3.iois.me/ojzhgqshzh.mp3
https://stratechery.com/2020/dithering-and-the-open-web/


「盛世时代」⾥的英语学习�

郝海⻰｜2020‒05｜链接｜3737（汉字）�

这是个不需要其他语⾔能⼒的时代：从⽂章到视频，⼤量的「搬运⼯」在为中⽂互联⽹世界贡献内

容。但这⼜是⼀个特别需要其他语⾔能⼒的时代：当下中⽂互联⽹环境⾥，海外（特别是英⽂世界）

信息被刻意筛选与组合，构建了⼀幅独特的「天朝上国盛世图」，但你我应该知道，这不过是信息的

幻觉罢了。

这是我在「Deep�Reading」⾥不断推介英⽂⻓⽂的原因所在，我希望以多⻆度的信息向读者提供⼀个

了解复杂世界的窗⼝。

但对于我们绝⼤多数⼈来说，阅读并理解英⽂世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语⾔的学习理应有⼀套⽅

法论，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强烈推荐郝海⻰⽼师的⼀个付费课程「英语⾃学⼿册」，结合本周选

取的这篇⽂章，或许我们可以勇敢地迈出英语学习的第⼀步，毕竟「没有语⾔天赋也可以学会⼀⻔语

⾔。⽽且，根据我（海⻰⽼师）多年的教学经验，有语⾔天赋的⼈在学习语⾔的过程中优势也是⾮常

⼩的」。

亚⻢逊如何成为「物流野兽」�

Platform｜2020‒05｜链接｜1749（单词）�

亚⻢逊不仅是电商巨头，还在成为「物流野兽」，如果以亚⻢逊赖以骄傲的「⻜轮理论」来看，亚⻢

逊物流业务有两个⻜轮，其⼀是基础设施⼤量投资与第三⽅平台使⽤之间的效应，其⼆则是海量数据

分析与精准预测带来的数据效应，这是本周这篇⽂章的核⼼要点，也是了解亚⻢逊物流业务的重要切

⼊点，特别是数据预测的部分，作者做了详细的分析，推荐阅读。

如何定义「疫情的结束」？�

NYT｜2020‒05｜链接｜2050（单词）�

这篇⽂章梳理了⼈类历史上的各种⼤流⾏病，站在历史的⻆度去看，所谓「疫情的结束」有两个层⾯

的所指，其⼀是医疗层⾯的结束；其⼆是社会层⾯的结束。⽽后者，发⽣在⼈们不再过度恐惧病毒的

时候，⽐如现在中国绝⼤多数地区的⺠众。

如今，我们每天⼀⾯听到从�WHO�到各地卫⽣部⻔的警告，⼀⾯⼜不断接收各国各地复产复⼯的信

息，这些相互⽭盾的信息交织在⼀起，不断向每个⼈抛出这个命题：疫情结束了吗？

VR�是游戏主机的进化吗？�

Benidict�Evans｜2020‒05｜链接｜1549（单词）�

疫情期间，我⽆数次地幻想如果�VR�技术可以在过去⼏年发展成熟，或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度过这

段艰难时刻。

https://sspai.com/post/60338
https://sspai.com/series/77
https://platforms.substack.com/p/amazon-is-a-logistics-beast-a-detailed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0/health/coronavirus-plague-pandemic-history.html
https://www.ben-evans.com/benedictevans/2020/5/8/the-vr-winter


但或许，整个世界对于�VR�的理解都是错的，⾄少在知名分析师�Benidict�Evans�看来，VR�只是游戏主

机的进化，这意味着，它的市场规模不会⽐游戏主机⼤到多少，这也意味着，如果想了解�VR�对于世

界的影响如何，只需参⻅游戏主机的影响就可以了。

这篇⻓⽂还提出了⼀个⾮常有趣但值得思考的议题：当科技⼤佬或科技公司宣扬⼀个「⾯向未来」的

产品时，我们如何分辨这是⼀个产业⽅向还是⼀个科幻⼩说的情节？

微信的全球化审查�

CitizenLab｜2020‒05｜链接｜16094（单词）�

很⻓⼀段时间⾥，微信对于国内⽤⼾与国外⽤⼾的审查原则并不⼀致，⻓期关注公⺠隐私的机构�

Citizenlab�;新报告发现，上述这个观点已经不再适⽤，换句话说，微信已经开启了对于所有⽤⼾

（⽆论注册⼿机号的地区以及�IP�所在地区）的审查。�

你还可以在这⾥下载这份报告的�PDF。�

Google�Doc�⾥的「Party」�

Medium｜2020‒5｜链接｜1512（单词）�

这是我在本周读到;有趣的⼀篇⽂章，疫情导致⼤量线下社交活动停⽌举办，本⽂作者别出⼼裁地想

到利⽤⼀个分享的�Google�Doc�来举办⼀场「Party」，熟⼈或陌⽣⼈通过⼀个链接来到这个⽂档，他

们在上⾯编辑⽂字、上传图⽚并肆意修订整个⽂档……

字节跳动的崛起、Wiki�服务、理解「No�Code」、疫情中的⼤
公司、断⽹｜Deep�Reading#013�

本期您将看到以下精彩⻓⽂推荐：

TicTok�与字节跳动帝国的崛起；�•

从笔记应⽤到�Wiki�服务；�•

⼀位患者视⻆⾥的疫情；•

「No�Code」的四个层次；�•

⼤公司如何在疫情中获利？•

建构⾃⼰的⾃动化思维；•

「断⽹」下的苏丹；•

TicTok�与字节跳动帝国的崛起�

Turner’s�Blog｜2020‒05｜链接｜6357（单词）�

https://citizenlab.ca/2020/05/we-chat-they-watch/
https://citizenlab.ca/wp-content/uploads/2020/05/Report127-wechattheywatch-web.pdf
https://medium.com/@mariefoulston/party-in-a-shared-google-doc-d576c565706e
https://turner.substack.com/p/the-rise-of-tiktok-and-understanding


你很难说�TikTok�的全球流⾏到底是字节跳动�AI�技术的功劳还是⼀个「技术+运营+运⽓」共同造就的

现象，但⼀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TikTok�已然是中国互联⽹;成功的全球化产品。�

TikTok�的成功引发了全球性的讨论，硅⾕知名�VC�a16z�多次以�TikTok�为例，向创业者介绍⼀款消费

互联⽹产品⾥的技术理念，我在之前也推荐过⼀篇讨论字节跳动「AI�即服务」的可能性（#003）。�

本周推荐的这篇⻓⽂更进⼀步，以字节跳动的中国业务⼊⼿，分析其产品布局以及增⻓态势，并从产

品⻆度探讨了�TikTok�的产品设计理念和扩张战略，⽂章很⻓还有丰富的图表，提供了⾮常详细和清晰

的分析框架，推荐阅读。

从笔记应⽤到�Wiki�服务�

Webseitz｜2020‒01｜链接｜2138（单词）�

笔记⼯具可谓历史;悠久的「个⼈⽣产⼒⼯具」，过去的⼗年时间⾥，数字笔记⼯具随着移动互联⽹

的发展迎来⼤爆发（延伸阅读：我对笔记⼯具的思考），以�Evernote、Notion�为代表的数字笔记⼯

具不断向⽤⼾灌输「第⼆⼤脑」的概念，希望成为⽤⼾在数字时代第⼀时间想到的名词。

不过，如果从产品形态上看，当下数字笔记⼯具的功能与体验，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笔记⼯具的模

样，如果说从线形笔记⼯具进化到⾮线性笔记应⽤是⼀个⻜跃，那么接下来呢？

这篇⽂章给了我们⼀个新思路：选择�Wiki�服务来代替笔记⼯具。作者给出了他⼼⽬中「完美�Wiki」

的模样，并推荐了⼀组�Wiki�服务，我个⼈⼀直在⽤的是�Tiddlywiki，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下。�

⼀位患者视⻆⾥的疫情�

Buzzfeed｜2020‒05｜链接｜908（单词）�

作为绝⼤多数远离疫情中⼼的普通⼈，我们对于疫情的感知，或许是透过官⽅播报的数字，或许是官

⽅宣传⾥的感⼈事迹，始终缺少以病⼈视⻆讲述的疫情故事。

国内现有的舆论环境不允许患者的声⾳出现，本周我推荐⼀篇来⾃�Buzzfeed�的报道，通过⼀名患者

的讲述，特别是那张令⼈震惊的照⽚，可以让我们进⼀步了解到这场流⾏病的可怕，这位患者的⼀句

话令⼈难忘：「I�wanted�to�show�it�can�happen�to�anyone.�It�doesn’t�matter�if�you’re�young�or�

old,�have�preexisting�conditions�or�not.�It�can�affect�you」。�

「No�Code」的四个层次�

陶⽂｜2019‒09｜链接｜1421（汉字）�

我是坚定的「No�Code」倡导者，就像本期推荐的「⾃动化思维」⽂章⼀样，我也倡导⼤家通过「No�

Code」⼯具，更好地建构⾃动化思维。�

但如今市场上的「No�Code」产品与潮流，本质上是⾯向⼤众的服务，或者说是⼀个�C�端的产品。那

么「No�Code」的潮流能不能延伸到�B�端或者开发层⾯呢？�

https://s3.iois.me/pjfsyzdsl.html
http://webseitz.fluxent.com/wiki/PickingAWikiForYourPrivateNotebook
https://iois.me/archives/8462.html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davidmack/man-shares-photo-before-after-covid-19
https://zhuanlan.zhihu.com/p/82579865


这篇来⾃知乎专栏的⽂章列举了「No�Code」的四个层次，作者也像剥洋葱⼀样从表及⾥地把这个问

题解释清楚了，;后的结论或许有点悲观，但这也是潜在的机会。

⼤公司如何从疫情中获利�

The�Guardian｜2020‒05｜链接｜4183（单词）�

这场全球性的疫情正在深刻改变很多⾏业的命运，⽆论是中国的「新基建」还是美国各州的经济政

策，「智能」都在成为⼀个新的代名词，⽽「智能」背后的科技公司们，⽐如美国的�Google、亚⻢

逊，中国的阿⾥巴巴、腾讯、百度等，都在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潜在获利者。

本周推荐的这篇⻓⽂，以�Google�前董事⻓施密特为中⼼，通过时空线索的交织，勾勒出⼀副全新的

产业变⾰图景，在即将到来的所谓「新常态」⾥，政府与科技巨头紧密结合在⼀起，共同挖掘海量线

下数据的价值，共同制造新的机会与不平等。

建构⾃⼰的⾃动化思维�

DaedTech｜2016‒06｜链接｜1637（单词）�

科技产业的兴盛，互联⽹公司上市神话的流⾏，为编程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市场空间，同时也让普通个

体开始思考⾃⼰与孩⼦的编程教育需求，但如果排除掉编程背后的功利考量，所谓的编程教育还剩下

什么？

本周推荐的这篇旧⽂提供了另⼀个思路：在学习编程之前，要建构⾃动化思维。这⾥的⾃动化思维，

是⼀种对于⼈与机器关系的重新思考，并重新定义⼈与机器的能⼒边界。

如果你想开始这个流程，我个⼈的建议是先从�IFTTT�开始，利⽤这个产品，⽤⼾可以在与机器的互动

中了解到⾃⼰的需求与机器可以满⾜的场景，从⽽形成基本的认知，进阶版的产品，⽐如�Zapier、

Integromat�等服务，可以实现更多的⾃动化流程。�

更进⼀步，可以考虑如何把⾃动化思维融⼊到现实世界，这远⽐从零开始写代码有意义的多，毕竟，

学习任何⼀项技能，都是为了解决问题。

「断⽹」下的苏丹�

Rest�of�Word｜2020‒05｜链接｜4224（单词）�

疫情中的「封城」或「封国」是⼀种物理层⾯封锁，⽽过去⼏年，从某些国家「国家级别的防⽕墙」

到全球层出不穷的「断⽹」，则成为政府管理的新常态。

在苏丹，⺠众的抗议引发当局的恐惧，并在随后断开了该国访问主要社交媒体服务的⽹络，接着整个

国家的⽹络被断开，这造成了另⼀个极端的局⾯，⼀部分⺠众因为缺乏信息指引⽽被迫卷⼊抗议⼈群

中；⽽值得玩味的⼀个细节是，当有⼈向法院起诉运营商「⾮法断⽹」时，法院居然恢复了这个⼈的

⽹络（仅仅是他⼀个⼈）；与此同时，「断⽹」还将政府机构、商业机构（运营商）与这些机构⾥的

⼈放在了「放⼤镜」下，展现出⼀个社会的众⽣相。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20/may/13/naomi-klein-how-big-tech-plans-to-profit-from-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daedtech.com/dont-learn-to-code-learn-to-automate/
https://restofworld.org/2020/sudan-revolution-internet-shutdown/


悲观地看，2010�年代⾥还⽐较罕⻅的「断⽹」将成为�2020�年代的常态，⼀如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的

「封城」⼀样，我们也应该对时刻发⽣的「断⽹」保持警惕。

本期在线收听地址。

Passion�经济、中国创投市场、iPad�Pro�与机器学习、爱沙尼
亚、⽪查伊专访、JAM｜Deep�Reading#014�

本周您将看到以下精彩内容推荐：

Passion�经济与颠覆性创新；�•

2020�年上半年的中国创投市场；�•

制造「思维转化」⼯具；•

将�iPad�Pro�应⽤到机器学习；�•

作为「数字化强国」的爱沙尼亚；•

⽪查伊专访：回应关于�Google�的⼀切；�•

「JAM」⽣态；�•

Passion�经济与颠覆性创新�

Li�Jin｜2020‒05｜链接｜2618（单词）�

过去⼆⼗多年的时间⾥，由经济学家克莱顿·克⾥斯坦森提出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深刻影响着科技以

及互联⽹⾏业，⽽近五到⼋年的所兴起的「Passion�经济」或者说「粉丝经济」，也在⼀定程度上

「颠覆」了很多⾏业⼀贯以来的游戏规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周我选择⼀篇来⾃�a16z�公司�Li�Jin�的⻓⽂，她从「颠覆性创新」理论⼊⼿，⼀步

步展现当下「Passion�经济」背后的经济学基础，更进⼀步，我们还可以看到，「Passion�经济」兴起

与快速发展过程中，互联⽹新技术以及新商业模式的结合，起到了⾄关重要的作⽤。

2020�年上半年的中国创投市场�

投资界｜2020‒05｜链接｜1591（汉字）�

「春江⽔暖，先看募资」，这句话道出了创投领域的关键点，在�2020�年上半年的中国创投市场，有

的投资机构开了「投资天窗」，有的投资机构被�LP�放鸽⼦，有的投资机构直接宣告破产。�

这当然不仅是疫情导致的现象，⽽是整个产业在野蛮成⻓之后进⼊调整收缩期的必然，⾏业洗牌加速

与政策红利刺激，势必成为�2020�以及随后⼏年创投领域的重要趋势，「先活着，硬挺」已然成为共

识。

制造「思维转化」⼯具�

https://s3.iois.me/xyhlsog.mp3
https://li.substack.com/p/how-the-passion-economy-will-disrupt
https://mp.weixin.qq.com/s/UNbSg9ca4J5A-4FhzemQ_Q


Numinous｜2019‒11｜链接｜20801（单词）�

这篇⻓⽂讨论了⼀个异常重要但却往往被忽视的议题：⼈类在漫⻓的历史⻓河⾥，⼀直在探索如何制

造⾼效率的「思维转化」⼯具。

本⽂提及的「思维转化」⼯具，指代的是⼀种帮助⼈类将⼤脑中的各种想法转化为可⻅、可读的⼯

具，或许我们可以骄傲说现在拥有各种笔记、写作⼯具，还能借助思维导图映射⼤脑中的想法，但另

⼀个不容忽视的事实：21�世纪⼈类做笔记从⽽进⾏思维转化的⽅式与⽂艺复兴时期并⽆根本变化。�

这篇⽂章⾮常⻓，我推荐各位从第⼆部分开始读，这部分内容站在更宏⼤的历史背景下去讨论计算机

带给⼈类思维转化的影响，并试图回答⼀个困扰很多⼈（包括我）在内的难题：为什么科技⾏业没有

在「思维转化」⼯具层⾯有真正意义的突破？

将�iPad�Pro�应⽤到机器学习�

Robert�Lange｜2020‒05｜链接｜3239（单词）�

这是⼀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尝试，⻓期以来，即便是�Power�⽤⼾，使⽤�iPad�Pro�的场景也⾮常受

限，尤其在⾯向编程的场景⾥，iPad�Pro�⼏乎难⻅踪影。�

但这篇⽂章的作者向我们展⽰了�iPad�Pro�在机器学习中的重要作⽤，他详细介绍了使⽤�iPad�Pro�的

流程，包括应⽤推荐与流程设计，其中也提到了如何将�iPad�Pro�与树莓派结合起来，⽂章的细节很

多，篇幅也很⻓，作为学习全新场景⾥的「iPad�使⽤指南」，⾮常推荐⼀读。�

作为「数字化强国」的爱沙尼亚�

The�Atlantic｜2020‒05｜链接｜1819（单词）�

这场全球性的疫情放⼤了很多东西，⽐如社会管理更严格的国家相⽐于其他国家似乎更容易控制疫情

蔓延，再⽐如，当疫情导致线下实体经济、社交、政治停摆的时候，那些⾛在数字化;前沿的国家，

俨然成为新的榜样。

这正是位于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所展现的样⼦，从�2�⽉底出现第⼀例病例到�3�⽉�12�⽇启动紧急措施，

这个国家的居⺠⽆缝切换到在线⼯作、学习与政治活动中，作者虽然以美国作为反⾯教材，但爱沙尼

亚的实践，对于任何⼀个国家的政府都有巨⼤的⽰范意义。

⽪查伊专访：回应关于�Google�的⼀切�

Wired�｜2020‒05｜链接｜3221（单词）�

⼀问⼀答式的访谈特别考验提问者的问题设计，也⾮常影响读者阅读访谈⽂本时的体验。从这个⽅⾯

来看，⻓期报道硅⾕科技公司的�Steven�Levy�展现出⼀个⾮常合格的提问者⻆⾊。�

这篇对�Google�和�Alphabet�CEO�⽪查伊的访谈涉及到很多科技⾏业关注的内容，⽐如�Levy�第⼀个问

题就问及作为全球;⼤的信息整合商，Google�是否提前获得此次疫情的预警，再⽐如，针对硅⾕的远

https://numinous.productions/ttft/#why-not-more-work
https://roberttlange.github.io/posts/2020/04/blog-post-1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0/05/estonia-america-congress-online-pandemic/612034/
https://www.wired.com/story/sundar-pichai-google-not-entirely-remote/


程⼯作热潮，Google�的计划是什么，另外，访谈也谈及⾃动驾驶公司�Waymo�的发展情况以及�

Google�的在华业务。�

「JAM」⽣态�

Brianne�Kimmel｜2020‒05｜链接｜1665（单词）�

⾸先要解释⼀下�JAM�的含义，它是「Javascript、API、Markup」三个词的英⽂⾸字⺟；其次，JAM�

放在⼀起，展⽰了当下互联⽹产品的新架构，即依靠�JS�构建前端交互，通过�API�形成后端，利⽤各种

托管服务实现应⽤或⽹站的访问。

接着，⽂章从�JAM�三个⽅⾯梳理了�JAMStack�的⽣态，每个类别都列举了⼤量产品，并谈到了�JAM�

⽣态的两⼤切⼊点「单点技术」与「平台能⼒」，;后关于未来发展的畅想也颇具参考价值。

不过遗憾的是，这类产品以及这些产品组成的⽣态，与中国互联⽹之间⼏乎没有多⼤交集。

没有新闻的互联⽹、ARM�芯⽚的�Mac�电脑、扎克伯格、「技术
隔离」⼗年后的⿊客、Uber�商业模式｜�Deep�Reading#015�

本周，您将看到以下精彩的⻓⽂推荐：

互联⽹正在没有新闻；•

ARM�芯⽚的�Mac�电脑，会重蹈�Windows�的覆辙吗？�•

扎克伯格的傲慢与偏⻅；•

⼀天「读」�1000�篇⽂章；�•

「技术隔离」⼗年后，⼀位出狱⿊客的⾃⽩；•

重新认识�Uber�的商业模式；�•

喝下这碗鸡汤；•

互联⽹正在没有新闻�

⾕⾬实验室｜2020‒06｜链接｜8995（汉字）�

这篇⽂章多少有点标题党的意味，所谓「腰部互联⽹」或「头部互联⽹」，更多还是⼀种媒体制造的

模糊概念，但这篇⻓⽂站在互联⽹媒体⼈的⻆度，展⽰了这个⾏业的⼀个重要转折点：互联⽹正在没

有新闻。

理解这个判断有两个前提，其⼀，互联⽹已经成为⼀个「成熟的传统⾏业」，过往野蛮⽣⻓中的刺激

故事正在消失；其⼆，随着互联⽹从消费市场向更深层次的企业、政府市场延伸，互联⽹正在变得⽆

处不在，同时⼜在成为⼀种「隐藏的技术」，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底层技术，从⽽也告别了炫酷与

新潮。

https://wfh.substack.com/p/the-jamstack-and-the-startups-building
https://mp.weixin.qq.com/s/NRLjtThrbOGicC_psjlzyA


ARM�芯⽚的�Mac�电脑，会重蹈�Windows�的覆辙吗？�

Steven�Sinofsky｜2020‒06｜链接｜2057（单词）�

Bloomberg�本周报道称，苹果;早将在本⽉�22�号的�WWDC�上发布搭载�ARM�芯⽚的�Mac�电脑，这个

传闻已久的信息看来已经⼋九不离⼗。

本周推荐⼀篇前�Windows�负责⼈�Steven�Sinofsky�的分析，他回顾了当年�Windows�从�X86�迁移到�

ARM�时所⾯临的挑战，并将这些挑战套⽤到�Mac�电脑向�ARM�芯⽚迁移的过程，当然正如⽂章所⾔，

历史不会重演，苹果也⼀贯以「Think�Different」实现创新。�

让我们拭⽬以待。

扎克伯格的傲慢与偏⻅�

《纽约客》｜2018‒09｜链接｜14575（单词）�

⼏乎�Facebook�每⼀次陷⼊舆论热议都是因为扎克伯格，⽆论这家公司股价如何起伏、名声如何变

化，扎克伯格都是这家公司的「国王」。

我在本周重新读了这篇欧逸⽂写于�2018�年的⻓⽂，在欧逸⽂笔下，扎克伯格的形象变得⾮常复杂，

他并⾮如�CNN�所⾔的「没有情商的⼯程师」，也不是电影《社交⽹络》⾥的那个野⼼勃勃的创业者。�

在更多意义上，扎克伯格代表了⼀种硅⾕式的理想主义，希望⽤技术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难题，但

当技术成为制造难题的新⼯具时，作为看客的我们、正在被「技术迫害」的群体，都不得不接受这些

由技术理想主义者撒下的恶果。

⼀天「读」�1000�篇⽂章�

Dan�Shipper｜2019‒12｜链接｜2018（单词）�

Robert�Cottrell�是⼀位资深媒体⼈，现在运营⼀份付费邮件计划，每天筛选出�5�篇⽂章推荐给订阅读

者，在这篇⽂章⾥，他介绍了⾃⼰每天如何阅读�1000�篇⽂章并选出�5�篇的流程。�

我个⼈喜欢他在阅读⽂章时的⼏个⼩技巧：他⾃⼰有⼀套类似医院分诊的机制，避开那些突发新闻和

有争议的新闻；他对⽂章标题⾮常看重，他认为⼀个好标题背后的⽂章质量应该不会差；另外，⽂章

作者也是他判断⼀篇⽂章是否值得阅读的重要标准。

这篇⽂章⾥的信息还有很多，⽐如�Robert�Cottrell�利⽤�iPad�以及�RSS�阅读器完成阅读，并将其整合

到�Bear�⾥，⼀些想法和流程很有启发性。�

「技术隔离」⼗年后，⼀位出狱⿊客的⾃⽩�

Forklog｜2020‒06｜链接｜2014（单词）�

这是⼀个观察技术发展的新视⻆，⼀位名叫�Jesse�William�McGraw�aka�GhostExodus�的⿊客，他在�

2009�年被捕，两年后被彻底「技术隔离」，⽆法接收到技术发展的信息。出狱之后，这位⿊客看到了

https://medium.learningbyshipping.com/apple-macintosh-and-arm-processors-bff8d191a7ff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9/17/can-mark-zuckerberg-fix-facebook-before-it-breaks-democracy
https://superorganizers.substack.com/p/the-man-who-reads-1000-articles-a
https://thebrowser.com/
https://forklog.media/after-10-years-in-tech-isolation-im-now-outsider-to-things-i-once-had-mastered/


⼀个与⾃⼰认知完全不同的技术世界，⽐如�Windows�对于⽤⼾的控制更强、⿊客正在成为科技巨头

们热衷招募的员⼯、智能⼿机已经完全普及。

;后的这段话像极了对「被迫消失的技术罗曼蒂克史」的迷恋：

I�don’t�really�see�meaningful�human�interaction�anymore.�I�see�a�society�that�is�impossibly�

distracted�by�likes�and�selfies,�smartphones,�and�similar�technologies,�and�I�often�find�it�

frustrating�to�find�my�place�in�the�midst�of�this�new�interconnected�world�simply�because�I�

was�not�there�to�naturally�evolve�with�it.�

重新认识�Uber�的商业模式�

CB�Insights｜2020｜链接｜9560（单词）�

类似�Uber、滴滴曾被认为是互联⽹创新的代表，但他们也在变成「传统公司」，从商业模式看，

Uber�与滴滴都在扮演中间商的⻆⾊，⼀⾯连接到⾜够多的司机，另⼀⾯则获取到⾜够多的⽤⼾，在不

断匹配需求与撮合交易中获得佣⾦收⼊。

本周这篇来⾃�CB�Insights�的分析报告，从�Uber�如何赚钱（营收）、如何赔钱（成本）的⻆度做了⼀

番深度分析，并且对�Uber�不同业务做了细分，数据虽然不新，但分析框架与逻辑依然有参考价值。�

再补充⼀个我;近听到的说法，过去我们常常听到「软件即服务（SaaS）」的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的

⾏业⾥出现了「服务即软件」。简⾔之，就是针对某个特定⾏业⾥的痛点，⽤软件的⽅式替代⼈⼯，

在降低⾏业交易成本的同时提升效率。

从这个⻆度去看，Uber、滴滴甚⾄�Airbnb�都是这样的公司。�

喝下这碗鸡汤�

Sam�Altman｜2020‒05｜链接｜778（单词）�

YC�创始⼈�Sam�Altman�的这篇⽂章就是⼀碗创业鸡汤。他认为，是否有想法对创业者意义重⼤，并为

创业者们如何产⽣、坚持⾃⼰的想法提供了⼏个建议，⾮常适合还在创业路上苦苦坚持的⼈们，毕竟

鸡汤⽂也是⼀剂强⼼针。

但我更想把这个命题扩⼤⼀些，不妨将⽣活看作是⼀个创业过程，你需要不断涌现想法，不断努⼒实

现这些想法，与此同时，你还要学会如何与那些如�Sam�Altman�所⾔的「活在过去」到⼈做⽃争……�

当然，我的这番话也是⼀碗鸡汤。

⻢克·安德森的⽣产⼒技巧、⻛险等级、理解时间、远程⼯作、
⼤脑的两种模式、电池成本｜Deep�Reading#016�

本期，您将看到以下精彩⻓⽂推荐：

⻢克·安德森的⽣产⼒技巧；�•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report/how-uber-makes-money
https://blog.samaltman.com/idea-generation


两种等级的⻛险；•

⼈类如何理解时间？•

为什么远程⼯作这么难？•

⼤脑的两种模式：专注与发散；•

Quartz�盛衰史；�•

电池成本为什么如此重要？•

⻢克·安德森的⽣产⼒技巧�

Observer�Effect｜2020‒06｜链接｜6150（单词）�

我在第�10�期「Deep�Reading」⾥推荐过⼀篇《纽约客》的⻓⽂，主⻆是⻢克·安德森以及美国西海岸

的⻛险投资⾏业，本周我再推荐⼀篇⻢克·安德森的专访，讨论的话题也不再是动辄⼏⼗亿美⾦的⽣

意，⽽是个⼈⽣产⼒。

这篇访谈⾥，安德森谈到了⾃⼰的时间管理系统，他把⽇历做为⼀个重要的⽣产⼒⼯具，其中提到的

⼀些想法很值得借鉴；另外，安德森还分享了他对于读书的⼼得体会，我个⼈⾮常赞同其中的⼀个建

议：不要为了把书读完⽽读完⼀本不喜欢的书。

另外，如果你对⻢克·安德森的思维⽅式感兴趣，我还推荐⼀个他与凯⽂·凯利的对话，主题是科技产

业的现状与未来，请记得将视频播放速度调到「0.75」，⾄于为什么，你会懂的。�

两种等级的⻛险�

The�Technium｜2020‒03｜链接｜229（单词）�

这是⼀篇⾮常短的⽂章，主要介绍了两种等级的⻛险分析框架。简⾔之，已知并且可以计算的⻛险为

第⼀级，⽂中⽤了汽⻋和⻜机做为例⼦，已知却不能计算的⻛险是第⼆级，⽐如此次的新冠疫情。

由此也可以继续思考：是不是还有第三等级的⻛险？

⼈类如何理解时间？�

Scientific�American｜2016‒11｜链接｜3454（单词）�

「时间」是⼀个混杂陌⽣与熟悉的词汇，⽽不管是在⼈类⽂明发展历程还是在当下全球的不同⽂明

⾥，「时间」都是⼀个与空间相关的⽂化意象。

⽐如，世界上绝⼤多数⽂明的语⾔⾥，关于过去时间的表达都以「空间化」的隐喻出现，想想在中⽂

⾥，过去的时间就是⼀个⼈或⼀件事的背（后）⾯，类似地，未来就是所谓的「前⾯」。这篇⻓⽂进

⼀步谈到，并不是所有的⽂明都这样理解时间，还有⼀种完全相反的理解⽅式，他们将过去的时间做

为「前⾯」，未来的时间看作「后⾯」。

读到;后，或许你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时间是⼀个熟悉的陌⽣⼈」。

https://www.theobservereffect.org/marc.html
https://s3.iois.me/iiuzhgl0.html
https://youtu.be/UnU5Dikdr2U
https://kk.org/thetechnium/second-order-risk/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we-make-sense-of-time/


为什么远程⼯作这么难？�

《纽约客》｜2020‒05｜链接｜4250（单词）�

⼀场突发的疫情让远程⼯作从⼀个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当整个世界被迫进⼊到远程模式，如何把过

去近�100�年⾥所形成的办公室⼯作机制搬到⽹上，成为近⼏个⽉整个科技⾏业关注的议题。�

推荐这篇来⾃《纽约客》的⻓⽂，⽂章系统探讨了远程⼯作所⾯临的诸多挑战以及潜在的解决思路，

这不仅是技术领域的挑战，更要求公司管理机制与公司⽂化的变⾰。我个⼈赞同⽂章的结论：在可预

⻅的未来，远程办公的⽐例将增⻓，公司办公室的形态也⼀定会存在，技术的爆发点就是如何让远程

办公与办公室办公实现⽆缝的融合。

另外⼀个需要探讨的⽅向是，当疫情结束，远程办公也不再局限于在家办公，类似于⼤城市周边的卫

星城，围绕⼤公司办公园区周边的「卫星团队办公」更值得关注。

⼤脑的两种模式：专注与发散�

fs｜2019‒10｜链接｜1137（单词）�

⼤脑是⼀个神奇的存在，关于⼤脑思维模式的研究也数不胜数，推荐这篇⽂章的原因在于，它⽤�1000�

个单词的篇幅完成了可能是⼀本书的使命—-通过名⼈案例、学术论⽂的⽅式介绍了⼀个⾮常重要的话

题：⼤脑的两种模式，专注与发散，同等重要。

Quartz�盛衰史�

Digiday｜2020‒06｜链接｜3697（单词）�

Quartz�⼀度是数字新闻创新的代表，它的选题精准、内容适中，特别是将图表变成数字新闻的关键要

素，Quartz�还引领了「编辑团队+编程团队」的协作潮流。但疫情之下，Quartz�也陷⼊到新闻⾏业的

「魔咒」⾥：⼴告收⼊锐减、裁员并关闭多地办公室。

这⼀切⼜是如何发⽣的呢？这篇⻓⽂给出了⼏个线索：Facebook�的算法调整或许是⼀个巨⼤冲击；

商业模式摇摆不定以及传统媒体巨头（如《纽约时报》）的「觉醒」，进⼀步影响到公司的⼴告收

⼊。

电池成本为什么如此重要？�

Ars�Technica｜2020‒05｜链接｜2970（单词）�

像极了能源领域的「摩尔定律」，过去⼗年电池成本的下降，直接推动了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能源汽

⻋的快速崛起。本周推荐的这篇⽂章，梳理了电池成本下降的原因和后续影响，⼀个好消息是，电池

成本还在不断下降，这也意味着，未来⼏年电动⻋的价格优势会持续凸显。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annals-of-inquiry/can-remote-work-be-fixed
https://fs.blog/2019/10/focused-diffuse-thinking/
https://digiday.com/media/caught-in-the-mushy-middle-how-quartz-fell-to-earth/
https://arstechnica.com/features/2020/05/the-story-of-cheaper-batteries-from-smartphones-to-teslas/


Google�丢掉的⼗年、AWS、中国半导体、⽂本的复兴、AI�时代
的公司｜Deep�Reading#017�

由于⽹络环境的问题，本周没有⾳频版。

本期，您将看到以下精彩推荐：

Google�丢掉的⼗年；�•

AWS�如何「杀死」了云计算？�•

中国半导体的产业地位；•

不做杠精的第⼀步：深度聆听；•

谁能复制苹果的芯⽚战略；•

⽂本的复兴；•

荐书：AI�时代⾥的公司；�•

Google�丢掉的⼗年�

Second�Breakfast｜2020‒06｜链接｜571（单词）�

2009�年�11�⽉，Google�正式发布�ChromeOS，作为⼀个⾯向未来的操作系统，ChromeOS�定义了⼀

切基于浏览器的全新操作逻辑，并与此前发布的�Gmail�以及稍晚亮相的�Google�Drive�⼀道成为�

Google�对于未来计算形态的赌注。�

然⽽⼗年后，Google�似乎早已忘记了此前的「承诺」，Google�⽂档的创新⼏乎停滞、Gmail�的体验

也没有本质提升，⾄于�ChromeOS，它依然是⼀个半成品，即便是�Google�搜索，也在反垄断与数据

安全的冲击下不再⽆可替代，这是�Google�丢掉的⼗年，却也是其他公司—-包括苹果、微软等巨头，

以及众多创业公司（如�Notion、Zoom）—-快速崛起的⼗年。�

AWS�如何「杀死」了云计算�

钛媒体｜2019‒04｜链接｜3715（汉字）�

这是⼀篇有些标题党的⽂章，作者的核⼼观点在于：AWS�实现了云计算从概念到落地，此时的「云计

算」早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概念，⽽是成为⼀个⾯向未来的新理念与新产品。

这篇⽂章同时还系统回顾了云计算作为概念的四⼗年历程，这些历史节点的⼀个线索是：⼈类社会在

不懈追求更有效率的计算。也因此，以�AWS�为代表的云计算公司并不是终点，新的计算形态与计算架

构，还在酝酿与发展之中。

中国半导体的产业地位�

Bart�van�Hezewijk｜2020‒05｜链接｜5287（单词）�

https://secondbreakfast.co/google-blew-a-ten-year-lead
https://www.tmtpost.com/3864686.html
https://semiwiki.com/china/285941-chinas-position-in-the-global-semiconductor-value-chain/


;近两年，由中美贸易战、技术战引发的「核⼼技术卡脖⼦」担忧，持续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对纷

繁复杂的⾏业信息以及夹杂⺠族主义私货的⿎动，很多讨论已经脱离了产业实际，陷⼊到⼀种虚⽆的

狂欢之中。

本期我推荐⼀篇荷兰的分析师�Bart�van�Hezewijk�发表于�2020�年�5�⽉的⻓⽂，他从半导体产业价值链

的视⻆，将整个产业链分为五⼤部分，然后逐⼀分析中国、美国在每个部分的优势与劣势，是⼀篇⾮

常不错的科普类⽂章。

不做杠精的第⼀步：深度聆听�

BBC｜2020‒03｜链接｜971（单词）�

如今，越来越多的⼈已经意识到，在⽹络上的进⾏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在熟⼈圈⼦，⼀旦涉及

⾹港、特朗普、华为的议题讨论，;后很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

本期我推荐⼀篇来⾃�BBC�的报道，介绍了⼀种「深度聆听」的理念，简⾔之，就是在对话过程⾥，⼀

⽅需要认真思考另⼀⽅表达的意思，这种⾏为会对说话者产⽣积极的影响，反过来也会让他的表达变

得更理智，以此形成⼀个正向循环。

谁能复制苹果的芯⽚战略�

Digitstodollars｜2020‒06｜链接｜944（单词）�

答案就是没有。

这篇分析从苹果的优势以及产业其他玩家的优势⼊⼿，双向并进，给出了这个答案。⽂章;后提醒⼤

家，当库克创新不⼒、苹果键盘差等新闻频繁出现在科技媒体的时候，必须清晰地看到，这家公司正

在构建⼀个令整个⾏业难以企及的新护城河。

⽂本的复兴�

Ribbonfarm｜2020‒02｜链接｜5600（单词）�

⽂本是互联⽹历史上;悠久的媒介形态，过去⼆⼗多年的⾏业发展中，⽂本似乎变得不再重要，⽆处

不在的图⽚、GIF、视频等新的媒介形态，不断影响着⽤⼾对于「内容」两个字的认知。�

但在⼀系列新技术的驱动下，以�Roam�Research、Substack�为代表的新⽂本产品开始出现并流⾏起

来，整个⾏业突然发现，基于⽂本还能做如此多的产品创新。

荐书：AI�时代⾥的公司�

Marco�Iansiti�&�Karim�R.�Lakhani｜2020‒01｜链接�

之前⼏年，我⼀般很少推荐关于⼈⼯智能的图书，⼀⽅⾯是很多图书的阅读⻔槛⽐较⾼，另⼀⽅⾯则

是⼀些图书本⾝的质量不敢恭维，但由于作者的⾝份特殊⽽受到追捧，⽐如李开复�2018�年出版的

《AI·未来》就⾮常⼀般。�

https://www.bbc.com/news/health-51705369
https://digitstodollars.com/2020/06/24/apple-silicon-the-rest-of-us/
https://www.ribbonfarm.com/2020/02/24/a-text-renaissance/
https://www.amazon.com/Competing-Age-AI-Leadership-Algorithms-ebook/dp/B07MWCTNSD


本期我选择的这本书，虽然书名⾥也强调了AI，但两位作者更多还是站在了公司发展的视⻆，将�AI�作

为⼀个新变量，全⾯审视公司组织架构、⽂化以及战略的应对机制，同时还谈到了�AI�对于公司负责⼈

的机遇与挑战。

也因此，这是⼀本商业类的图书，这⼀类图书的阅读重点不是看作者给出了哪些结论，⽽是需要在阅

读过程中不断向⾃⼰发问：他的这些观点是否适合我的个⼈（公司）发展？

GPT-3�应⽤到图灵测试、图像与社交媒体、疫情⾥的硅⾕、中国
⼤数据防疫经验与教训｜Deep�Reading#018�

📢�Editor’s�Note�

本期的「Deep�Reading」⾥，疫情带来的影响依然是⼀个关键词。在硅⾕，当疫情导致远程办公成为

潮流的时候，硅⾕的神奇是否还会延续；在欧洲，⼀份关于中国⼤数据联防联控机制的研究报告指出

了可取之处与潜在⻛险；⽽在全球范围内，疫情正在深刻改变旅⾏与餐饮⾏业。

本周还提供了三个不同⻆度的⻓⽂。技术层⾯，把�GPT-3�⽤于图灵测试会是怎样的结果？社会⽂化层

⾯，图像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如何影响⽂字与思想的传播？商业层⾯，⽠⼦⼆⼿⻋演绎了⼜⼀个从

「誓⾔屠⻰到变成恶⻰」的故事……

感谢订阅「Deep�Reading」，接下来请开启您的深度阅读之旅。�

本期导读：

把�GPT-3�⽤于图灵测试；�•

⽂字、图像与社交媒体；•

远程办公之后，硅⾕还是硅⾕吗？•

⽠⼦⼆⼿⻋，⼜⼀个从「誓⾔屠⻰到变成恶⻰」的故事；•

外⼈眼中的中国⼤数据抗疫；•

疫情期间的国际旅⾏；•

云厨房；•

把�GPT-3�⽤于图灵测试�

Kaven�Lacker｜2020‒07｜链接｜2039（单词）�

GPT-3�是�OpenAI�发布的超⼤规模语⾔模型，关于这个产品的介绍可参⻅这⾥。⽽图灵测试则是⼀种

区分机器能否实现「思考」的思想实验，利⽤⽂本对话，实现⼈与机器的区分。

本周推荐的这篇⽂章将�GPT—3�的语⾔模型应⽤到图灵测试⾥，作者设计了多个类型的问题，通过⼀

问⼀答的形式展⽰当下�AI�研究;新成果的「智能」。其中的⼀个细节让我觉得很有趣，作者问了⼀组

http://lacker.io/ai/2020/07/06/giving-gpt-3-a-turing-test.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4764546


美国建国前的总统是谁，这明显是⼀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但�GPT-3�给出的这些美国「总统」，⼜

是当时对于美国政治产⽣重要影响的⼈物，换句话说，这些⼈的确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字、图像与社交媒体�

陈嘉映｜2020‒07｜链接｜7596（单词）�

这篇⽂章摘编⾃陈嘉映的新书《⾛出唯⼀的真理观》（⾖瓣链接），《新京报》的编辑取了其中的⼀

句话「两千多年的⽂字时代，结束在微信⼿⾥？」作为标题，略显标题党。

摘编的这个部分谈了⼏点，其⼀，书写是如何从⼝语⽂化中分离出来的；其⼆，⽂字阅读从经典阅读

步⼊碎⽚化阅读；其三，图像与社交媒体的结合，进⼀步压缩了碎⽚化（⽂字）阅读的时间与空间，

⽽这个变化，可能才刚刚开始。

远程办公之后，硅⾕还是硅⾕吗？�

Medium｜2020‒06｜链接｜2909（单词）�

过去三⼗多年的时间⾥，全球各地都希望可以复制⼀个属于⾃⼰的「硅⾕」，但这些努⼒⽆⼀成功，

这也留给世界⼀个⼤⼤的问号：到底硅⾕有什么秘密武器，从⽽可以如此独⼀⽆⼆？

在作者看来，「serendipity」是硅⾕成功的核⼼，这个词的字⾯意思是偶然或意外的发现，硅⾕在⻓

期发展中所形成的社会联系、社区⽂化等，构成了⼀个个可以随时被连接起来的「热点」，⽂章开篇

就举了⼀个例⼦：Facebook�的第⼀笔融资就是扎克伯格在硅⾕偶遇�Sean�Parker，后者帮助他从�

Peter�Thiel�那⾥拿到�50�万美元。�

但当远程办公成为潮流，这些线下、⾯对⾯的「serendipity」因为种种原因被取消，那么硅⾕的神奇

还会继续吗？⽂中还谈到⼀个创业机会：制造线上的「serendipity」。�

⽠⼦⼆⼿⻋，⼜⼀个从「誓⾔屠⻰到变成恶⻰」的故事�

豹变｜2020‒07｜链接｜6837（汉字）�

这是⼀个围绕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商业故事脚本，曾信誓旦旦要「不让中间商赚差价」的⽠⼦⼆⼿⻋，

如今成为了新的中间商，这期间经历了各种所谓「试错」，但更像是⼀个向⾏业现实低头、回归信息

服务商的互联⽹公司的「醒悟过程」。

2015�年之后的各种「互联⽹+」模式，⼏乎⽆⼀例外地变成了「+互联⽹」，从出⾏到居住再到购置⼆

⼿⻋，这些依托信息壁垒构成的⾏业，顽强地抵挡了来⾃互联⽹公司的⼊侵，并让这些互联⽹公司

「低头」与他们合作，形成了另⼀个信息护城河。

外⼈眼中的中国⼤数据抗疫�

Merics｜2020‒06｜链接｜6376（单词）�

https://mp.weixin.qq.com/s/u2C03_0TxeoDgIcDSPeDIg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988734/?icn=index-latestbook-subject
https://marker.medium.com/what-silicon-valley-loses-if-everyone-goes-remote-761b398dc9fb
https://mp.weixin.qq.com/s/d-XVxJoazFOlfSl0avBWAw
https://merics.org/en/report/tracing-testing-tweaking


⾄少从数字上看，中国是⽬前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之⼀。但这背后的代价与成本却鲜有提及，特别

是在「⼤数据联防联控」的⼝号⾥，还有众多值得关注的技术与可能引发的问题。本期推荐的这篇报

告，以欧洲的视⻆重新审视中国⼤数据防疫的措施，⽐如通过调取运营商与应⽤开发商的数据，快速

完成患者的轨迹追踪，再⽐如结合带有⾯部识别的红外测温仪发现潜在病患等等。

这篇报告的⽬的不是赞同或贬低中国的做法，更多的时候，还是站在欧洲的视⻆去思考，类似政策的

潜在⻛险以及在欧洲实施的可能性。其中，报告指出了⼀个事实：疫情期间，基于数据以及泄漏数据

的社会歧视⽆处不在。如果你今年在湖北⽣活，⼀定会感同⾝受，当然，现在轮到了在北京⽣活的

⼈。

疫情期间⾥的国际旅⾏�

《伦敦书评》博客｜2020‒06｜链接｜1497（单词）�

疫情为旅⾏按下了暂停键，但世界在过去半个世纪所形成的紧密联系，从商业供应链到个⼈家庭联

系，正在经历⼀次巨⼤的考验。这篇⽂章⾥，作者因处理家庭琐事从伊朗前往加拿⼤，突发的疫情让

她⽆法回家，经历了近两个⽉的「⾃我隔离」之后，她踏上了�40�⼩时的回家之旅，其中的⼀个细节，

作者�50�多天⾥遇⻅的第⼀个陌⽣⼈是�Uber�司机，Uber�司机因为害怕客⼈抱怨触碰他们的⾏李⽽不

愿意帮主⼈公，这是⼀个充满画⾯感的描述。

另外，再推荐⼀个《经济学⼈》的视频，从宏观视⻆分析疫情对于旅⾏的影响。

云厨房�

《纽约客》｜2020‒06｜链接｜4645（单词）�

云厨房不是概念，⽽是已经发⽣的事实。在国外，云厨房是指只有外卖业务的餐饮企业，他们可能没

有实体店铺，⽽是通过专业的云厨房服务完成原材料采购和品牌推⼴。在国内，云厨房往往以「共享

厨房」的名字出现，其商业模式也是建⽴在解决餐饮⾏业发展曲线陡峭的难题之上，帮助⼤量中⼩餐

饮企业构建基于外卖的销售与营销渠道。

本周推荐的这篇⽂章，站在美国的视⻆，展现了这种商业模式在美国的发展情况。相⽐于国内往往局

限在某个商场或写字楼地下的模式，美国市场对于云厨房的落地场景有众多新的探索，⽐如停⻋场。

⽽在疫情之下，外卖服务需求激增，越来越多的餐厅开始思考云厨房的价值，这会对后疫情时期的餐

饮产⽣怎样的影响？更进⼀步，在中国就业压⼒之下，后疫情时代⾥的云厨房是否能缓解就业压⼒？

都值得持续关注与思考。

⼈⼯与智能、谁能⽤�Airbnb、向时代告别、Flash�简史、VC�的
谈资⼊⻔｜Deep�Reading#019�

Editor’s�Note�

https://www.lrb.co.uk/blog/2020/june/across-the-world-in-forty-hours
https://youtu.be/PAs0gw1zIuQ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letter-from-silicon-valley/our-ghost-kitchen-future


本期「Deep�Reading」的⾸要关键词是⼈⼯智能。两个现代版的「⼟⽿其⾏棋机器⼈」故事，凸显出

这个被热炒的⾏业的另⼀⾯，那就是利⽤⼈⼒甚⾄远在南亚的外包⼈⼒，完成所谓的「智能⼯作」。

在�Airbnb�神秘⼈⼯智能算法的计算下，⼀⼤批⼈被限制使⽤这个服务，这家公司曾宣称「Airbnb�for�

Everyone」，但谁有权利去定义这个「Everyone」？更进⼀步，从某个服务到某个企业再到某个国

家，基于算法的「限制」，已然成为另⼀种新常态。

本周我还准备了两个科普向的⾏业内容：从了解⻛险投资⾥的专业名词⼊⼿，结合�a16z�创始⼈⻢克·

安德森的⼯作⽅式以及⼀本⾏业图书，可以⼀窥沙丘路的⾏为规则；当全世界的视频⽹站模仿�

YouTube�商业模式的时候，或许更应该去关注其底层的技术，⽐如为什么�YouTube�这么⾼清？�

2020�年已经有太多告别，有⼀种告别对象是⾯向⼀个时代，⽐如⾹港、⽐如中国的⾮虚构写作、⽐如�

Flash�时代的互联⽹……本期将推荐两篇向时代告别的⻓⽂。�

;后，作为⼀个番外推荐，⼀部拍摄于�1947�年的�4�分钟法国短⽚，完整预测了⼈类⽬前的所谓智能

⽣活。

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本期内容，或将⾳频下载到本地收听。

感谢订阅「Deep�Reading」，接下来请开启您的深度阅读之旅。�

两个现代版的「⼟⽿其⾏棋机器⼈」�

WSJ｜2019‒08｜链接(需订阅）（免费镜像）｜1593（单词）�

福布斯｜2020‒07｜链接｜2255（单词）�

「⼟⽿其⾏棋机器⼈」的历史渊源流⻓，18�世纪晚期，⼀个酷似⼟⽿其（奥斯曼）的假⼈坐在棋盘

前，棋盘底部的箱⼦⾥藏着⼀位⼈类棋⼿操作机器，由于藏在⾥⾯的棋⼿都是⾼⼿，因此这个「机器

⼈」赢了⼤部分棋局，⼀路从欧洲赢到了美洲，更多的介绍可以参⻅维基百科的词条解释。

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智能领域，⼤量打着⼈⼯智能旗号的创业公司，其本质上都是利⽤⼈⼒甚

⾄远在南亚的外包⼈⼒，完成所谓的「智能⼯作」。

本周推荐两篇⻓⽂⾥，有⼀家名为�Engineer.ai�的创业公司，这家声称可以通过�AI�完成应⽤⾃动化开

发的公司，2018�年底拿到软银旗下�2900�万美元融资，但�WSJ�发现，这家「AI�公司」的核⼼竞争⼒

并⾮�AI�技术，⽽是印度的廉价⼯程师。�

另⼀篇来⾃福布斯的⻓⽂⾥，ScaleFactor�是⼀家标榜⾃⼰提供会计、记账⾃动化的创业公司，通过

⼈⼯智能将企业特别是中⼩企业从业者从繁琐的财务⼯作中解放出来，但现实是，这个由⼤量外包⼈

员组建的「⼟⽿其机器⼈」不仅不够智能，⽽且还经常出错，不少客⼾深受其害。

⾮虚构、⾹港与远去的⼈和事�

《时尚先⽣》｜2016‒01｜链接｜4745（汉字）�

https://s3.iois.me/izjhyzldgz.mp3
https://drive.iois.me/wl/?id=3SYaFVuhG2AzRhKJTBeNLezql8Lb6DXv
https://www.wsj.com/articles/ai-startup-boom-raises-questions-of-exaggerated-tech-savvy-11565775004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29/sh/0ab396d7-f48c-4f89-a841-3ef80570091c/b3575621e3918d812709296f06d643fe
https://www.forbes.com/sites/forbes-personal-shopper/2020/07/20/best-tower-fan-2020/#1a4546bc57f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8%80%B3%E5%85%B6%E8%A1%8C%E6%A3%8B%E5%82%80%E5%84%A1
http://www.esquire.com.cn/2016/0110/232851.shtml


不久前⼜看了⼀遍杜琪峰的《⿊社会�1、2》系列，这是我认为�21�世纪描述⾹港⿊社会;好的两部电

影，电影拍摄于本世纪初，那是港⽚⻩⾦时代的;后荣光，在审查与意⻅表达的临界点上实现了微妙

的平衡。

本周我推荐的⼀篇⾮虚构⻓⽂，其镜头也是⾹港的⿊社会，这篇发表于�2016�年的《⿊帮教⽗;后的

敌⼈》既是对⾹港地下社会的素描，也掀起了中国⾮虚构写作的⼀个⼩⾼潮，但所有这⼀切，包括对

于⾹港旧⽇的回忆以及中国⾮虚构写作的浪潮，在�2020�这⼀年，正在消失。�

Adobe�Flash�简史�

Ars�Technica｜2020‒07｜链接｜4233（单词）�

⽆论你对�Adobe�Flash�有怎样复杂的情感，但都⽆法否认⼀点：这个产品（或者说技术）在过去�25�

年的时间⾥，改变了全球互联⽹⽤⼾内容消费、创造的形态，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互联⽹的模样也是�

Flash�所塑造的。�

在这篇⻓⽂⾥，你会看到贯穿在�Flash�发展过程中的⼀系列重要时间节点，以及众多历史图⽚和视

频，借⽤⼀句描述⻉克汉姆的话来形容�Flash：「他是宠⼉，也是弃⼉，他被追逐，也被放逐」。�

⻛险投资的通俗⼊⻔�

CB�Insights｜2020‒03｜链接｜6823（单词）�

⻛险投资成就了硅⾕，同时也成为助推全球各地科技⾏业发展的重要燃料，但这⼜有⼀个相对神秘的

⾏业，各种专业术语与特定的⾏业规则，让包括我在内的外⾏⼈⽆法深⼊了解，本期推荐⼀份来⾃�CB�

Insights�的⾏业报告，系统梳理了⻛险投资领域的各种专业名词、核⼼概念等等，是⼀个⾮常合格的

⼊⻔读物。

我之前推荐过《纽约客》描写投资公司�a16z�创始⼈⻢克·安德森的⻓⽂，可以作为了解硅⾕主要⻛险

投资公司投资理念的延伸阅读；另外，我再推荐⼀本;近在读的�Secrets�of�Sand�Hill�Road（亚⻢逊�

Kindle�链接），相⽐于�CB�的报告，这本书对⻛险投资⾏业做了更详细的阐述。�

谁可以⽤�Airbnb�

Rolling�Stone｜2020‒01｜链接｜1167（单词）�

疫情让全球范围内的旅⾏业变得沉寂，过去⼏年发展迅猛的�Airbnb�也不得不做出裁员的「艰难」决

定，或许这种暂时的停⽌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个议题：谁可以⽤�Airbnb？�

在这篇发表于今年�1�⽉份的⽂章⾥，作者展现了基于算法的「产品歧视」，通过某个神秘的专利�AI�算

法，Airbnb�构建了⼀个⽆⽐复杂的体系，决定着哪些⼈可以使⽤他们的平台，哪些⼈的账号⼀定会被

封禁，⽐如性⼯作者。

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Uber、Zoom�等产品中，⽽更进⼀步的可能是，国家层⾯的「产品或政策歧

视」。此前北京疫情严重的时候，官⽅的防疫措施通报⾥，有这么⼀句话：「对于（北京）中⾼⻛险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20/07/the-rise-and-fall-of-adobe-flash/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report/what-is-venture-capital/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05/18/tomorrows-advance-man
https://www.amazon.com/Secrets-Sand-Hill-Road-Venture-ebook/dp/B07MQT97PV/ref=tmm_kin_swatch_0?_encoding=UTF8&qid=&sr=
https://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culture-news/airbnb-sex-worker-discrimination-935048/


地区⼈员，铁路部⻔则通过⼤数据⼿段限制其购买⻋票。�」�

YouTube�的魔⼒�

⾚潮｜2020‒07｜链接｜5017（汉字）�

⼏乎每隔⼀段时间，国内的视频产品都会打出「成为中国�YouTube」的市场话术，但在⼀阵⾃嗨之

后，优酷还是那个优酷、爱奇艺也还是那个爱奇艺。

这背后的原因，既有⾔论政策的原因，也可以⽤市场规模来解释，但还有⼀个很少被提及的原因：互

联⽹带宽与视频⽹站之间的利益关系。本期推荐的这篇⻓⽂⾥，详细介绍了�Google�如何利⽤强⼤的

影响⼒和�Google�Peering，「迫使」运营商为�YouTube�提供更快速的传输服务，对于⽤⼾⽽⾔，就

是更好的视频观看体验。

在通过近乎免费的运营模式挤占市场之后，YouTube�开启了扶持⽹红与⼴告变现之路，这⾥再推荐⼀

本书《订阅》（⾖瓣链接作为阅读延伸。

番外：⼀部�1947�年的短⽚�

Les�Documents�Cinematographiques｜1947�年｜法语（可实时翻译为中⽂与英语）｜链接｜4（分

钟）

这部拍摄于�1947�年的法国短⽚，展⽰了⼀个未来社会的模样：⽆处不在的影像、被随⾝携带的电⼦

设备（⼿机）、对内容上瘾的年轻⼈以及沉迷增强现实的⽼⼀代⼈。

这难道不是当下的现实吗？

如何监管科技公司、5G�与全球技术版图、国家宣传的逻辑、办
公室、时间管理｜Deep�Reading#020�

Editor’s�Note�

全球范围内，科技巨头们俨然已经等同于垄断，太平洋两岸的科技⾏业创业者们，⽆不活在中美互联

⽹巨头的阴影⾥，这构成了本周美国科技巨头�CEO�接受国会议员质询的⼤背景。�

围绕科技巨头的监管，似乎是⼀个⼈⼈都可以谈论⼏句的议题，但充斥着太多简单化与⺠族主义的思

维⽅式，本周推荐⼀篇⻓⽂，可以梳理出⼀个清晰的⾏业现实。

另⼀个在全球范围内发酵的议题是�5G�之争，它早已超越了企业的技术竞争，更是对技术全球化的深

刻嘲讽，本周的这篇⻓⽂，将透过�5G�之争盘点全球技术版图的重构。�

本周的关键词还有「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上，⼀类叫「懂哥/姐」的⼈，其破坏程度⼀定也不亚于

杠精，本周推荐⼀篇⽂章，详细介绍了中⽂互联⽹上的这类⼈；在�Facebook�内部有⼀个神秘的项

⽬，利⽤⼈⼯智能模拟出⼀个完整的�Facebook，但⽤⼾都是机器⼈（Bots）……�

https://mp.weixin.qq.com/s/TT-TC85BNhXgKC_mvees8Q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388376/
https://youtu.be/ZKfOcR7Qbu4


社交媒体同样还是国家宣传的关键⼯具，本周的⼀份�61�⻚报告，全⾯展⽰中国国家宣传的逻辑与⾏为

⽅式，其中就有⼤量基于社交媒体的实践。

与此同时，本周还将推荐⼀本旧书，疫情继续影响着办公形态变化，借助这本社会学图书，或许可以

帮助⼤家了解到办公室的起源与未来。

监管科技巨头�

Benedict�Evans｜2020‒07｜链接｜2491（单词）�

本周，苹果、Google、亚⻢逊、Facebook�的�CEO�们参加了由美国国会举办的垄断听证会，撇开这场

听证会到底有没有解决现实问题不谈，过去⼏年，上述四家美国科技巨头，连同来⾃中国的�BATH、

TMD，正在深刻影响全球各⾏各业的发展以及普通⼈消费娱乐的⽅式。�

也是在这个背景下，Benedict�Evans�的这篇⻓⽂很具有现实意义，「监管科技巨头」是⼀个⼈⼈都可

以谈论⼏句的议题，但充斥着太多简单化与⺠族主义的思维⽅式，这篇⽂章的⽬的，恰恰是把围绕该

议题的⼀系列错误或肤浅的理念拨开，;终要呈现出「监管科技巨头」的复杂性与必要性。

可以肯定的是，2020�年代，将成为科技巨头被逐步监管的年代。�

5G�之争与全球技术版图重构�

Claude�Achcar｜2020‒07｜链接｜1102（单词）

全球各国对于华为�5G�态度的变化，客观上也让美国对于中国的技术封锁取得了胜利，毕竟，现在包

括英国、澳⼤利亚、加拿⼤、新加坡等主要发达国家，事实上已经拒绝了来⾃中国的技术。

但另⼀⽅⾯，华为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爱⽴信与诺基亚可以垄断�5G�市场，这篇⽂章提出了两个值得关

注的趋势，其⼀是开放⽆线接⼊⽹络（Open�Radia�Access�Network）的潮流，改变了过去运营商部

署⽹络时端到端的采购模式；其⼆则是包括⽇本�NEC、富⼠通以及韩国三星的强势崛起，他们构成了

⼀股新的技术⼒量。

正如作者所⾔，这场�5G�的技术竞争早已超越了企业竞争的范畴，成为国家之间的零和游戏，过往流

⾏的全球企业布局早已不再重要，对于当下科技公司来说，必须回答这样⼀个问题：你是⼀家总部位

于哪⾥的公司？

这是⼀个盛产「懂哥/姐」的时代�

《新周刊》｜2020‒07｜链接｜4354（汉字）�

社交媒体上有两类⼈;讨厌：⼀类是杠精，他们⽆处不在，也⽆时不在；另⼀类⼈就是《新周刊》定

义的「懂哥/姐」，他们似乎⽆所不知，随时抛出⼀个个傲娇的反问句。�

「懂哥/姐」们出现在信息极度丰盛的当下，把从百科、知乎等平台获取到的各种真假难辨的「知识」

教育陌⽣⼈。毕竟，隔着屏幕，任何⼀个⼈可以复制粘贴⼀⼤段⾃⼰都不懂的话来展⽰⾃⼰的知识，

太简单了。

https://www.ben-evans.com/benedictevans/2020/7/23/regulating-technology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ramifications-from-ongoing-us-china-5g-tech-wars-how-future-achcar
https://mp.weixin.qq.com/s/51u2pRC6gM722pCbJupXCA


中国故事的讲述逻辑�

FSI｜2020‒07｜链接｜61（⻚）�

2010�年代，中国当局构建了⼀个庞⼤⽽森严的宣传体系，对内构建中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对外

则讲述不同版本的中国故事。

本周推荐⼀份来⾃「斯坦福⼤学互联⽹观察站」与胡佛研究院的报告，展⽰了⼀系列中国故事的讲述

逻辑，从机构设置到具体⾏动，并融⼊了三个在⾹港、台湾以及新冠肺炎的案例，很值得⼀读。

时间管理的场景、⽅法与⼯具�

少数派｜2020‒07｜链接｜9307（汉字）�

关于时间管理的⽂章数不胜数，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我更喜欢⼀类「思维探索」的⽂章。

⽐如这篇近⼀万字的⻓⽂，作者围绕时间管理的场景、⽅法与⼯具，以发散式的思维做了⼀番⾮常精

彩的探索，作者的⽬的并不是要告诉读者什么⼯具;值得⽤，⽽是希望帮助读者理清时间管理中的真

相，⽐如⼯作与⽣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间管理场景，需要不同的⽅法论甚⾄不同的⼯具组合，才能

应对；再⽐如，GTD、番茄⼯作法等赫赫有名的理论背后，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仪式感的理论框架是

不是在制造⼀种效率提升的错觉？

我⾮常认可⽂章;后关于时间与精⼒的讨论，时间只是⼈类⼯业⾰命之后才开始刻意营销的词汇，⽽

对⾃⾝精⼒、能量的感知是⼈类的天性，也因此，请尊重天性，管理⾃⼰的精⼒，⽽不是违背⾃然，

沉迷于⼀套套精致的时间管理理论，除⾮你是像�David�Allen�这样依靠时间管理赚钱的⼈。�

荐书：居家办公、办公室格⼦间与未来办公�

Nikil�Saval｜2014�年｜中⽂版（⾖瓣链接）、英⽂版（亚⻢逊�Kindle）｜�

《华尔街⽇报》本周披露�Google�可能将员⼯远程办公的时间延续到�2021�年�7�⽉，这背后的解读很

多，可能是居家办公的效率不错，当然也可能是在�Google�医疗顾问看来，疫情的结束还遥遥⽆期。�

此前的「Deep�Reading」⾥，我推荐过《纽约客》对于远程办公的难点分析，同时还介绍了当远程办

公成为趋势之后，硅⾕的「serendipity」是否还有作⽤。�

但远程办公的影响显然还有很多，对员⼯来说，远程办公可能会让很多⼈变成「API」。�

更进⼀步，远程办公正在深刻影响过去⼀百年所形成的办公室「格⼦间」⽂化，本周我推荐这本�2014�

年出版的图书，站在社会学的⻆度，重新审视办公室空间变化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个议

题⽬前看来依然有着可讨论的空间：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是早期办公室效率的理论⽀撑，但如

今衡量办公室效率的指标依然是⼯时，⽐如�996；其⼆，当办公室从封闭⾛向开放以及包括远程办公

的更多形态之后，企业的办公形式还会有怎样的变化？

Facebook�如何模拟�Facebook�

Verge｜2020‒07｜链接｜982（单词）�

https://assets.iois.me/sio-china_story_white_paper-final.pdf
https://sspai.com/post/61776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212306/
https://www.amazon.com/Cubed-History-Workplace-Nikil-Saval-ebook/dp/B00FUZQZE0/ref=tmm_kin_swatch_0?_encoding=UTF8&qid=&sr=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annals-of-inquiry/can-remote-work-be-fixed
https://marker.medium.com/what-silicon-valley-loses-if-everyone-goes-remote-761b398dc9fb
https://twitter.com/adamnash/status/1263693366786617345?s=21
https://www.theverge.com/2020/7/23/21333854/facebook-ai-simulation-bad-behavior-ww-web-base-simulator?scrolla=5eb6d68b7fedc32c19ef33b4


在�FB�内部有⼀个名叫「WW」的神秘项⽬，它完整复制了�Facebook�的代码，但所有的⽤⼾都是机器

⼈（Bots），这个项⽬的⽬的是通过模拟⼀个完整�FB�⽤⼾环境，学习如何应对⼀些真实�Facebook�

⽤⼾对于该⽹站的「破坏⾏为」，⽐如假信息、deepfake�等等，不过现在还没有获得有效反馈。�

「WW」的模拟⽅法并不稀奇，但�Facebook�如此体量的模拟还是让⼈感到了震惊，⼀⽅⾯，这需要

巨⼤的计算能⼒，或者说，需要很多很多钱；另⼀⽅⾯，模拟环境⾥的�Bots，先从真实⽤⼾的「坏」

⾏为⾥学习，接下来将进⼊「⾃我学习」阶段，⽂章;后提到，这些机器⼈（Bots）已经做出了诸多

诡异的⾏为。

两份安全检查清单、亚⻢逊、苹果与⾃动化、疫情与商业、电信

市场格局等｜Deep�Reading#021�

Editor’s�Note�

「Deep�Reading」在⻓⽂推荐之外，每周还将精选⼀系列值得「阅读」的图表内容，本周选取的是全

球各电信市场份额以及华为在电信设备领域的统治⼒。

本期的「Deep�Reading」，我们先从安全开始，两份关于⽹络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安全清单，或许可以

帮助⼤家快速构建⼀个安全管理框架，毕竟，2020�年还会发⽣什么，我们谁也⽆法预料。�

疫情的发展同样⽆法预料，咨询公司⻨肯锡每周都在整理疫情如何影响商业的分析，可以作为我们建

构疫情影响的认知基础。

本期我还重点推荐⼀份对于亚⻢逊如何形成垄断的分析。事实上，早在�1999�年互联⽹泡沫破灭前

⼣，⻉佐斯已经表达了⾃⼰对于亚⻢逊的愿景，也就是当下亚⻢逊的样⼦。

本期您还将读到：苹果为何不愿意拥抱⾃动化、No�Code�领域的术语与名词、论⽂管理⾥的数字化⼯

作启⽰。

受限设备条件，本期不提供⾳频版。

两份关于安全的检查清单�

Narwhalacademy｜2020‒07｜链接｜�

Veeral-Patel｜2020‒07｜链接｜�

2020�注定是⼀个充满意外的年份，本周准备了两份关于安全的指南。�

⽹络安全是⼀个⻓期被忽视但⼜越发重要的领域，第⼀份指南侧重于培养个⼈⽇常⽣活、⼯作⾥的⽹

络安全习惯，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模型以及不同等级的检查清单。

第⼆份指南更强调如何「实现安全」，不仅包括个⼈数据、⽹络的安全，还延伸到了对于物理世界的

安全知识，涵盖了理论框架与实践步骤，⾮常详细。

https://github.com/narwhalacademy/zebra-crossing/blob/master/README-%E7%B9%81%E9%AB%94%E4%B8%AD%E6%96%87.md
https://github.com/veeral-patel/how-to-secure-anything


理解亚⻢逊�

Economic�Liberties｜链接｜2020‒07｜�

上周包括亚⻢逊在内四家科技巨头参加了关于垄断的听证会，站在消费者的⻆度，亚⻢逊的垄断当然

是⼀件有利⽆害的事情，不过如果从⼀个健康市场的⻆度去看，垄断的亚⻢逊，正在成为⾏业的「看

⻔⼈」。

本期我推荐⼀份报告，系统介绍了亚⻢逊对于不同⾏业的影响与颠覆。⼀⽅⾯，它向消费者提供低价

产品与服务，另⼀⽅⾯，利⽤法律、隐私⽅⾯的不⾜与漏洞，不断强化其在⾏业⾥的话语权。

作为理解亚⻢逊创始⼈杰夫·⻉佐斯⾏为⽅式的注脚，我再推荐�1999�年⻉佐斯接受采访的视频，视频

⾥，⻉佐斯已经表达出他对未来亚⻢逊的愿景：⽤规模化碾碎⼀切。

苹果与⾃动化�

Apple�Insider｜2020‒06｜链接｜�

作为科技世界⾥;具影响⼒的科技公司，苹果⻓时间⾥并没有拥抱所谓的「⾃动化」，也就是没有⽤

机器代替⼈⼯。这篇⽂章给我们解释了这背后的原因，其中还提到了苹果�2015�年因为⾃动化的问题

⽽推迟了�MacBook�的⽣产。�

疫情下的商业世界�

⻨肯锡｜2020�年｜链接｜�

这是⼀份咨询公司⻨肯锡发布的疫情影响商业的分析，每周⼀期，⽬前已经出版了�17�期，不断更新相

关研究和数字，展现了疫情之下的欧美商业世界，⾮常值得⻓期关注。

从存储论⽂学习⽂件的存储与管理�

Twitter｜2020‒07｜链接｜�

就像这位博⼠所⾔，我们似乎缺乏对于论⽂存储流程的教育。换⾔之，当你下载了⼀批论⽂之后，如

何在⼀周、⼀个⽉后还能记得或者还能找到，这是⼀⻔学问。

这个�Twitter�Thread�给出了详细的流程，从下载后的命名规则开始，⼀步步展⽰如何实现论⽂「⽣命

周期」的管理。这个流程设计，对于我们⽇常⽣活中的⽂件、⾏业报告或电⼦书管理很有启发性，⾮

常值得进⼀步延伸与思考。

⼀组�No�Code�术语与名词�

Quixy｜2020‒07｜链接｜�

No�Code�的流⾏，⼀⽅⾯是底层复杂技术被不断封装、模块化之后带来的产业热点，另⼀⽅⾯，对于

⾮�IT�⼯作者⽽⾔，No�Code�让你我可以通过开箱即⽤的产品与服务，快速上线⾃⼰的产品。�

http://www.economicliberties.us/wp-content/uploads/2020/07/Working-Paper-Series-on-Corporate-Power_5-FINAL.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ltlJO56S1&feature=youtu.be
https://appleinsider.com/articles/20/06/04/how-apple-learned-automation-cant-match-human-skill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risk/our-insights/covid-19-implications-for-business#
https://twitter.com/thoughtsofaphd/status/1289301840824328192
https://quixy.com/blog/complete-glossary-of-low-code-no-code-terms/


本期我分享⼀篇关于�No�Code�领域的名词与术语的解释，可以帮助各位相对清晰地了解各种词汇背后

的真正含义。我可以预感到�No�Code�未来两到三年会在国内再次⽕热起来，现在早做准备可以防⽌⾃

⼰被忽悠。

读图：电信市场与华为的统治⼒�

Economist｜2020‒07｜链接｜�

过去五年全球电信设备销量排⾏。

��

2019�年全球各地区电信运营商的市场份额。�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0/07/16/americas-war-on-huawei-nears-its-endgame


TikTok�的秘密、智能城市、中国抗疫、库克、制造⽹红、中美
投资变局等｜Deep�Reading#022�

Editor’s�Note�

本周的「读图」，我选取了过去⼗年中美两国相互投资的变化趋势图，从中可以更直观感受两国经贸

关系如何由暖⾄冷。

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将�TikTok、微信、苹果放在了⻛⼝浪尖，本周推荐两篇⻓⽂，⼀篇聚焦�TikTok�

的产品与算法秘密，梳理出�TikTok�以及字节跳动的核⼼竞争⼒；另⼀篇以苹果�CEO�库克为视⻆，展

现其对苹果的「改造」，他的所思所想，也为苹果接下来应对中美关系做了注脚。

同样是放在中美的环境下，何伟的中国疫情记录⾮常值得⼀读，阅读的过程⾥，你会感受到「陌⽣与

熟悉」交织在⼀起的感觉。

本周还有三篇⻓⽂：通过⼀座「智能城市之死」的样本，我们必须接受即将到来的「智能城市」建设

浪潮；当短视频的情节与⼈设被批量制造，百万粉丝的⽹红，不过是流⽔线上的数字⽽已；⽽站在万

维⽹的发展轨迹去看，Roam�Reaserch�的价值与局限性也变得更加清晰。�

「More�Reading,Less�Junk」👇�

破解�TikTok�的社交与算法秘密�

Eugene�Wei｜2020‒08｜链接｜�

;近围绕�TikTok�的讨论⻆度⾮常多，但多数观点在剥离了地缘政治分析之后显得苍⽩⽆⼒，本周我读

到的这篇⽂章，提供了⼀系列值得玩味的⻆度。

https://www.eugenewei.com/blog/2020/8/3/tiktok-and-the-sorting-hat


⽐如，作者从社交产品的视⻆深⼊分析了�TikTok�与�Twitter、Facebook�设计理念的不同，这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产品，以此也可以类推出为何微信惧怕抖⾳（TikTok�中国版）。�

再⽐如，作者敏锐观察到，TikTok�以及字节跳动所迷恋的「算法情结」，让此前互联⽹产品在国界、

⽂化之间的不同定位、运营变得⽆⾜轻重，⽂章;后的⼀个细节，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体现：作者在

北京参观了⼀家⾯向印度市场提供印度语新闻应⽤的创业公司，但这家�30�多⼈的创业公司⾥，没有⼀

个⼈懂得印度语，⼀切都是算法。

⼀座智能城市之死�

OneZero｜2020‒08｜链接、镜像｜�

近⼏年，智能城市再⼀次成为科技巨头们争夺的焦点。在国内，阿⾥、百度、腾讯已经在北上杭（杭

州）做了诸多布局，本期推荐的⼀篇⻓⽂，回顾了�Alphabet�旗下的�SideWalk�在加拿⼤�Quayside�的

智能城市探索流程，这个项⽬⾃⽴项开始，就被裹挟在政治博弈、⺠间团体抗议之中，今年�5�⽉的时

候，整个项⽬宣布终⽌。

Quayside�的样本多少有点极端，但这篇⻓⽂放在疫情的语境下还是提供了⼏个值得思考的⽅向：其

⼀，疫情放⼤了传统城市管理的诸多问题，全球范围内的智能城市建设正在成为⼀种趋势；其⼆，围

绕智能城市的「智能标准」与实施路线，始终都是典型的本地实践案例，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其三，

中国各地的「智能城市」与「城市⼤脑」，到底为世界其他城市树⽴怎样的榜样，⽬前还是⼀个未知

数。

何伟讲述中国抗疫「经验」�

何伟｜2020‒08｜链接｜�

读何伟的⽂字，常常是⼀种「陌⽣与熟悉」交织在⼀起的感觉。作为美国⼈的他，以外乡⼈的视⻆，

平铺直叙地讲述发⽣在中国的故事。此前，他写了⼀篇在成都的�45�天抗疫故事，我在第�8�期的

「Deep�Reading」⾥推荐过他的⽂章。�

在本周的《纽约客》上，何伟继续介绍中国抗疫经验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章的诸多细节⸺

⼀⽶安全距离、在线课程、摆地摊、健康码⸺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可谓再熟悉不过，但在中⽂的语

境⾥，你⽆法也不被允许如此「平淡」地描述这些细节以及由这些细节构成的故事。

⼀个⼩提⽰：请尽量不要阅读本⽂的中译版。

库克的苹果�

《华尔街⽇报》｜2020‒08｜链接、镜像｜�

近期特朗普对中国互联⽹公司的制裁也将⼀⼤批在华经营的美国科技公司放在⻛⼝浪尖，这其中影响

;⼤的就是苹果。

https://onezero.medium.com/how-a-band-of-activists-and-one-tech-billionaire-beat-alphabets-smart-city-de19afb5d69e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29/sh/73616304-e149-4110-a479-ae368f8665e2/0cca77dea0b1c1c0e253fa1e0735a2e9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8/17/how-china-controlled-the-coronavirus
https://www.wsj.com/articles/tim-cook-apple-steve-jobs-trump-china-iphone-ipad-apps-smartphone-11596833902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29/sh/26560a68-e45a-4c4b-9175-4c80a1558ceb/4f23d96a7dcb865100d6821194add1e3


苹果将如何应对这⼀变化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华尔街⽇报》的这篇⻓⽂，从苹果�CEO�库克的视⻆

梳理出这家公司在后乔布斯时代的诸多变化，就像⽂章标题所⾔，库克将苹果公司变成了「库克的苹

果」，从这个⻆度去看，通过了解库克的⾏为⽅式，也可以⼀窥苹果未来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场与发

展路径。

从万维⽹的⻆度重新审视�Roam�

Capiche｜2020‒05｜链接｜�

Roam�Reserach（以下简称为「Roam」）是今年上半年;具话题性的⽣产⼒⼯具之⼀，我在本周

「iPad�Power�User」⾥也将�Roam�放在我的理论框架下进⾏分析，如果你是「Dailyio�Pro」订阅会

员，请回看本周三的⼀封会员通讯。

本周，我推荐的这篇⽂章，站在万维⽹的核⼼本质⸺链接⸺的⻆度，重新审视了�Roam�的产品价

值，你会发现，从�Web�到�Wiki，再到现在�Roam，链接以及链接中的价值成为这些产品的内核，这

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种「传承」。

但必须看到另⼀个事实，⼀如�Web、Wiki�这类产品逐渐⼩众化⼀样，Roam�也不可能摆脱这样的命

运。

流⽔线上的⽹红账号�

智族GQ｜2020‒08｜链接｜�

即便是互联⽹产品，任何⼀个产业都会在所谓「⻛⼝」之上迅速进⼊⼯业化、标准化阶段，从直播到

短视频，⽆⼀可以幸免。

当直播或短视频的情节、话术甚⾄包袱被⼈为与数据所设计，这条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也在成为新

的流⽔线⼯⼈，「我到底是⼯具⼈，还是个创作者」，这是⼀位短视频编剧的疑问，⽽这些视频⾥的

主⻆，所谓百万粉丝的⽹红，绝⼤多数只是「困在屏幕⾥的⼈」，他们是公司的财产，更是流⽔线上

的⼀组组数字。

读图：中美投资变局与科技产业链�

Economist｜2020‒08｜链接｜�

中美之间的相互投资在过去⼗年发⽣了诸多变化，如下图。

��

⽽在科技产业链上，来⾃「中国（包括台湾）的制造」扮演了重要⻆⾊。

��

https://capiche.com/e/roam-research-worldwideweb-xanadu
https://mp.weixin.qq.com/s/All5j0XxEljknPfDdZh4Ag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0/08/15/the-trump-administration-wants-a-us-china-commercial-split


中美印的地缘政治、彼得·蒂尔的技术价值观｜Deep�
Reading#023�

Editor’s�Note�

本期的「Deep�Reading」，我将围绕两⼤关键词展开：地缘政治与彼得·蒂尔的技术价值观。这两个

关键词看似没有关系，却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展现出�2020�年的变化趋势。�

第⼀部分的「地缘政治」⾥，我会⾸先提供两份讨论中美经济技术对抗的报告，探讨中美关系解绑后

的产业链格局，并重新审视中美两国技术⺠族主义在政治、科技、学术领域的表现。

中印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近来值得关注的议题。在看了、听了诸多夸赞中国的「事实」之后，本期的

⼀个讨论视频，通过美、欧、印的视⻆，展现另⼀个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事实」；更进⼀步，本期

还将关注两个话题：当印度开始拒绝华为、中兴的时候，美国科技巨头正在加⼤对于印度的投资，⽐

如�Jio�公司。�

第⼆部分关注彼得·蒂尔，⾸先从⼀篇探讨彼得·蒂尔价值观的⻓⽂⼊⼿，解读其技术理念背后的哲学

与宗教动因；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位在硅⾕与华盛顿之间影响越来越⼤的投资⼈，其在⼈⼯智能与国

家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如何影响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以及硅⾕「技术公司」理念。⼀个案例，彼得·蒂

尔创⽴�17�年并完成�IPO�的�Palantir，反复强调技术，特别是数据应该为社会、国家服务，该公司�

CEO�的公开信更是将「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列为公司⼀⼤⻛险。�

编辑完这⼀期的内容之后，我再次感叹：2020�年不仅是病毒肆虐的⼀年，更是很多理念终结的⼀年，

也是更多不确定性开启的⼀年。

地缘政治：中国·美国·印度�

中美关系解绑后的产业链格局�

Merics｜2020‒08｜链接�

这份报告从中美经济与技术对抗的视⻆切⼊，重新审视两个⼤国紧张关系给全球经济造成重要影响，

其中;主要的影响或许就是所谓的「去全球化」，这份报告避免了对于全球化好与坏的讨论，⽽是关

注当中美之间的经济依赖解绑之后，全球经济、技术的产业链、供应链会发⽣什么变化。

中美全⾯科技对抗制造技术⺠族主义�

韩礼⼠基⾦会｜2020‒08｜链接�

这份来⾃知名智库韩礼⼠基⾦会的报告围绕「技术⺠族主义」在中美技术对抗⼤背景下的表现，包括

三个⽅⾯：其⼀是政府对于技术发展的⼲预；其⼆是跨国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具复杂；其三

是学术领域的开放性如何与技术⺠族主义的封闭性共同相处。

https://merics.org/en/report/resilience-and-decoupling-era-great-power-competition
https://s3.iois.me/Hinrich-Foundation-Techno-nationalism-and-the-US-China-tech-innovation-race-August-2020.pdf


美、印、欧对于中国的⽴场�

GatwayHouse｜2020‒08｜链接｜�

这个视频讨论来⾃印度著名智库�Gatewayhouse�组织的⼀次讨论，与会者包括印度、美国以及欧洲的

学者、前外交官等，三⽅在不同的⻆度，探讨了围绕中国「实体和数字⼀带⼀路」的现状与可能存在

的问题，并延伸到对于⼀些国际组织是否需要改⾰的议题，在看了、听了诸多夸赞中国的「事实」之

后，这个讨论视频可以给我们另⼀个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事实」。

为什么硅⾕巨头对这家印度公司趋之若鹜�

Medium｜2020‒08｜链接�

疫情期间，⼀家名叫「Jio」的印度公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四⽉开始，这家公司先后获得�

Facebook、Google�、英特尔等硅⾕巨头以及包括�Silver�Lake、General�Atlantic�等美国⻛险投资公

司的注资，其融资⾦额已经超过�2019�年整个印度创业公司的融资额度。�

这篇⻓⽂全⾯介绍�Jio�这家公司的业务组成和潜在价值，读到;后你可能会发现，美国资本对于这家

估值超过�600�亿美元公司的押注，更像是⼀个政治投资。�

印度拒绝华为的另⼀层「⽹络效应」�

FT｜2020‒08｜链接、免费镜像｜�

尽管没有明确的政府命令，但印度各个电信公司已经开始拒绝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中国电信设备供

应商，这不仅是印度响应美国的举措，更是中印地缘政治发展的⼀个插曲。

但正如�FT�所⾔，拒绝中国公司所带来的负⾯影响不容忽视，从硬件设备成本更换到�5G�的起步发展，

印度电信运营商们需要解决的难题还有很多，我觉得⽂章的;后⼀句话特别好：当政治扰乱市场信号

时，创新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关键词：彼得·蒂尔与他的数据公司�

彼得·蒂尔的「福⾳书」�

City�Journal｜2020｜链接｜�

彼得·蒂尔或许不是硅⾕;有钱的投资⼈，但没有⼈否认他是;有影响的投资⼈，他对于技术的理念以

及在政治上的⽴场，不断改变着硅⾕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

在这篇⻓⽂⾥，作者围绕彼得·蒂尔设⽴的「蒂尔�Fellow」计划，试图找到彼得·蒂尔技术价值观⾥的

哲学以及宗教元素，⽐如他的思想深受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的影响，⽽中国读者熟悉的《0�到�1》

⼀书⾥的很多观点，已然具备了说教成分。

彼得·蒂尔如何看待⼈⼯智能�

https://youtu.be/2OJxHpEz6Mc
https://onezero.medium.com/what-is-jio-and-why-are-techs-biggest-players-suddenly-obsessed-with-it-231ea2d407e4
https://www.ft.com/content/0e60b7b1-73d2-4e16-970f-01f94d322a35
https://archive.dailyio.me/share/5f47a99800bce3.36495075
https://www.city-journal.org/peter-thiel


蒂尔·蒂尔｜2019‒08｜链接�

这篇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观点⽂章充分展现了彼得·蒂尔对于⼈⼯智能的看法。⼀⽅⾯，他批评了硅

⾕科技公司与华尔街毫⽆底线地与集权国家合作；另⼀⽅⾯，彼得·蒂尔不断强调⼈⼯智能在军事领域

的巨⼤价值，由此引申出围绕⼈⼯智能的「新军备竞赛」，当然，这场竞赛的⽬标只有⼀个：中国。

彼得·蒂尔的�Palantir�到底是⼀家什么公司？�

《纽约时报》｜2020‒08｜链接｜�

彼得·蒂尔在�2003�年创⽴�Palantir，这个名字源于《指环王》⾥的魔法宝⽯「Palantiri」，⼤意是可

以看清⼀切。Palantir�就是这样⼀家公司，通过对于海量的数据的分析，帮助客⼾获得更多线索与洞

察，其;⼤的客⼾（也是投资⼈）是美国中情局。

这篇《纽约时报》的⽂章注意到⼀点：尽管�Palantir�将⾃⼰包装为⼀家数据或�AI�公司，但其商业模式

更像是「技术+咨询」的混合体。更进⼀步去看，随着�Palantir�IPO�的⽰范效应，是否会引发⼀股新

的、⾯向政府部⻔的创业或产品潮流？

Palantir�CEO�公开信：技术应该为社会服务�

Alex�Karp｜2020‒08｜链接�

这封来⾃�Palantir�CEO�Alex�Karp�的公开信再次批评了硅⾕公司天真的技术观念，强调技术，特别是

数据应该为社会、国家服务，⽽不是将数据作为可以买卖的商品，也不应该将（属于美国）的技术与

其他国家（⽐如中国）分享。

值得⼀提的是，这封公开信特别强调了该公司的⼀⼤⻛险：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

联⽹与断⽹、⽹约⻋司机收⼊、在线经济的秘密、AI�是不是意
识形态｜Deep�Reading#024�

Editor’s�Note�

疫情放⼤了互联⽹之于社会与经济的重要意义，互联⽹将⼏乎停滞的物理世界迁移到线上，这也让⼈

依稀看到了万维⽹早年的样⼦；与联⽹权利相对应的，则是断⽹的权⼒，印度对于克什⽶尔的强制断

⽹以及⽹络⼲扰，不仅加剧了疫情传播，还在形成信息⿊洞。

当在线经济的⽐重越来越⾼，有必要重新审视⼀下这些被精⼼包装、设计的营销话术⾥的秘密，本期

推荐的两篇⽂章，⼀篇从数据视⻆，对⼀个城市的⽹约⻋司机收⼊做了定性定量分析；另⼀篇则以哲

学视⻆探讨关于⽆聊与在线经济的关系，你会发现，到底是什么样的⼒量，制造了如此多市值千亿美

元的互联⽹公司。

本期还围绕⼈⼯智能提供三个观察⻆度：历史的视⻆，还原⼀段被遗忘的苏联⼈⼯智能发展史；⾏业

研究的视⻆，当数学证明遇到⼈⼯智能，数学家的⻩⾦时代还会持续多久？⽽从技术批判的⻆度去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01/opinion/peter-thiel-googl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8/26/technology/palantir-ipo.html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29/sh/0489b056-0b80-47e8-a6e8-dd3b948a76fe/71120518c6110c85ab45eb031a454c66


看，Jaron�Lanier�坦⾔，⼈⼯智能与技术⽆关，是⼀种全新的意识形态。�

「More�Reading,�Less�Junk」，接下来请打开本周的深度阅读之旅。�

疫情让⽹络回到它应有的样⼦�

The�Walrus｜2020‒08｜链接｜1864（单词）�

新冠疫情是⼈类进⼊互联⽹时代所⾯临的第⼀次全球公共事件。在这篇⽂章的作者看来，互联⽹在疫

情中所扮演的作⽤，恰恰体现了互联⽹（准确地说万维⽹）应有的样⼦，⽐如⽹络让在线协作变得⾜

够简单并打通了线下与线上的数据与服务（类似外卖），这也再次告诉我们：⼈类都应该为⽹络权利

⽽战。

基于西雅图⽹约⻋收⼊调查�

康奈尔⼤学⼯业和劳⼯关系学院｜2020‒07｜链接｜136（⻚）�

这份报告展⽰了⼀个西雅图⽹约⻋司机收⼊的样本。在我看来，这个样本有两层意义：其⼀，让外界

看到了这些平台上的司机的收⼊情况，并把司机收⼊放在当地多个⾏业的平均⼯资做⽐较；其⼆，也

是更重要的⼀点，这份调查⾥的⽅法和逻辑，可以为我们提供⼀个可以参考的案例，⽐如其对⼯资的

计算⽅式，以及对于司机等候时间等变量的定义等等，都⾮常具有借鉴意义。

在线经济⾥的⼀个秘密�

⻢克·⾦威尔｜2020‒08｜链接｜5631（汉字）�

前⼏年⻢云提出的若⼲「新XXX」⼀度引发众多谈论，⽽疫情之下的「在线新经济」也成为各⾏各业

恢复⽣产的重要⽅式。本期推荐的这篇⽂章颇有点「反主流」的意味，在哲学家⻢克·⾦威尔看来，他

有必要披露了⼀个「秘密」：普通⼈如何成为新经济的⽆薪员⼯。

这本名叫《解剖⽆聊》的图书（⾖瓣条⽬）有⼀定的阅读难度，即便是摘编的这⼀部分依然不好读，

请抓住⼀个要点：当所享受的商品或服务是免费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是不是另⼀个商品，或者

说，我们是不是在⽣产我们消费的商品？

⼀个⼈与被遗忘的苏联⼈⼯智能�

Medium｜2020‒05｜链接｜1884（单词）�

在⼈⼯智能的「主流历史」⾥，美国、英国的科学家⼀直是主⻆，但事实上，⼆战后由计算机出现⽽

催⽣的⼈⼯智能技术趋势，⼏乎也同时出现在前苏联、欧洲以及中国，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

学术信息⽆法共享，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智能发展完全「失声」。

本期推荐的这篇⽂章，通过前苏联科学家�Andrey�Leman�及其同事的故事，展现出苏联⼈⼯智能发展

的早期故事，特别是美苏两国科学家进⾏⼈⼯智能国际象棋⽐赛的情形，之前很少听过。

https://thewalrus.ca/this-is-the-internet-we-were-promised/
https://s3.iois.me/Platform-Driving-In-Seattle.pdf
https://mp.weixin.qq.com/s/kmJQak6xAiZAezC1KkEmow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100742/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a-forgotten-story-of-soviet-ai-4af5daaf9cdf


另外，Andrey�Leman�的传奇还在于，他是优秀的数学家，却在计算编程领域成果颇丰，并在前往硅

⾕之后继续着他的传奇，⽂中还提供了诸多史料，⾮常值得⼀读。

当数学证明遇到⼈⼯智能�

Quanta�Magazine｜2020‒08｜链接｜2523（单词）�

早年间的⼈⼯智能领域曾有⾮常多优秀的数学家，不过⼈⼯智能与数学是两个看似相似、但有本质差

异的领域。

这篇⻓⽂梳理了⼈⼯智能在数学领域的进展，特别是⼈⼯智能成为数学证明的「有⽤机器」，越来越

多的数学家看到了⼈⼯智能对于⾃⼰⼯作的帮助，并且开始承认其价值。

⽽在另⼀个维度，希望现阶段的⼈⼯智能技术，特别是深度学习算法可以「⾃⼰」得出⼀个证明，依

然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数学家们做⼀些『开⼼』的⼯作，把『枯燥』的流程留给计算机」，这是

当下数学⼈⼯智能的现状，当然，⼏乎所有⼈都知道，这个状态不会停留很久。

⼈⼯智能是不是⼀种意识形态？�

Jaron�Lanier�｜2020‒03｜链接｜2257（单词）�

当提及纳⽶或着量⼦计算的时候，我们⾄少是在讨论⼀个「真实」的技术，前者是在⼀个全新规模的

物理世界探寻创新的可能，⽽后者，则是要把量⼦物理与计算机科学连接起来，构建全新的计算架

构。

那么，当谈到⼈⼯智能时，我们在讨论什么？这是硅⾕资深技术从业者�Jaron�Lanier�提出的命题，在

他看来，⼈⼯智能更像是⼀种意识形态，其核⼼是，通过⼀⼩部分的技术创新，构成⼀个全新的制度

体系与⽂化体系，⽣活在这些体系⾥的⼈，会逐步变成机器的附庸。

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透过�Jaron�Lanier�的思考，为我们观察、认识⼈⼯智能的现状与未来，

提供了⼀个多元视⻆。

印度树⽴了⼜⼀个断⽹样本�

《MIT�科技评论》｜2020‒08｜链接｜2793（单词）�

⼀年前的�2019�年�8�⽉，印度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关闭了克什⽶尔的⽹络通讯，包括电话、有线/移动⽹

络、有线电视等所有的通讯⼯具都⽆法使⽤，尽管在�2020�年�1�⽉开始逐步恢复，但依然严格控制⽹

络使⽤量。随后⼤规模爆发的疫情，很多⼈因为⽆法及时获得疾病信息⽽被感染，⽽当全球其他地区

可以将⼯作、教育迁移到⽹络上的时候，克什⽶尔地区甚⾄连移动电话还时有时⽆，这让很多当地⼈

的⽣活甚⾄⽣计陷⼊到绝境。

克什⽶尔不过是印度管制互联⽹的⼀个缩影，即便在⾸都新德⾥，当局依然可以依据�135�年前的法律

肆⽆忌惮地切断穆斯林聚集区的⽹络……正如⽂中⼀位学者所⾔，「关闭⽹络与侵犯⼈权有直接的关

联」，印度政府树⽴了⼀个极其恶劣的样本，但你我也应该知道，这或许也将成为⼀个新常态。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how-close-are-computers-to-automating-mathematical-reasoning-20200827/
https://www.wired.com/story/opinion-ai-is-an-ideology-not-a-technology/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8/19/1006359/india-internet-shutdowns-blackouts-pandemic-kashmir/amp/


认识�Stripe、被⼴告商追踪的时代、应⽤弹窗评分的猫腻、
GPT-3「创作」的评论｜Deep�Reading�#025�

Editor’s�Note�

本期⾸先关注⼀家名叫�Stripe�的⽀付创业公司，如果你不认识�Stripe，其实⼀点也不奇怪，因为即便

估值已经接近⾼盛，Stripe�依然是⼀家极其低调的创业公司，本期这篇⽂章将详细介绍�Stripe�的当下

价值与未来前景。

Stripe�⼀开始的成功，来⾃于其在⽀付代码中的简化与创新，这与⽬前流⾏的「No�Code」有异曲同

⼯之处，本期将推荐⼀篇⻓⽂，站在开发者的⻆度，重新审视「No�Code」对于开发者以及普通⽤⼾

的价值，还有众多实践案例值得尝试。

放眼望去，⼴告是过去三⼗多年互联⽹产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当⽤⼾⾏为变成可以追踪、计算的

数字游戏，基于⽤⼾在线⾏为的⽣意越来越⼤，本期推荐的两篇⻓⽂，分别从应⽤商店的⽤⼾评分⾏

为以及移动设备的⼴告追踪，进⼀步探讨这些新经济⽣意背后的成本。

在⼀些机器学习研究者们看来，将机器学习应⽤到现实远不如实验室的机器学习模型性感，后者可以

转为纯粹的数学问题，⽽前者则是⼀系列相互叠加的、⽆解的社会问题；正因如此，当⼀个�NLP�模型

可以「创作」《卫报》评论的时候，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从⽴意到发表的全流程⾥，那些⽆法被⽐特

化的⼈类，到底扮演了怎样的⻆⾊。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打开本周的深度阅读之旅。�

被忽略与被低估的�Stripe�

Not�Boring｜2020‒08｜链接｜6602（单词）�

这篇⽂章系统梳理了�Stripe�这家创业公司的发展脉络以及未来前景，如果你不认识�Stripe，那⼀点也

不奇怪，因为即便估值已经接近⾼盛，Stripe�依然是⼀家极其低调的创业公司，⽽在这篇⽂章的作者

看来，Stripe�的估值也被严重低估了。�

原因包括⼏个⽅⾯，⽐如疫情催⽣了更多在线⽀付的需求，Stripe�相⽐其他竞争者们更侧重在线⽀

付，因此有着巨⼤增⻓潜⼒；同时�Stripe�的增⻓势头以及订单处理数⼀定也不少于其他竞争对⼿。⽂

章;后还利⽤⼀个商业模型对�Stripe�的未来发展做了预测，这⼀部分我觉得有点太乐观。�

应⽤/游戏弹窗评分背后的猫腻�

FT｜2020‒09｜链接（需付费）、免费镜像｜2473（单词）�

⾃�iOS�11�以来，苹果允许开发者通过应⽤内弹窗的形式，请求⽤⼾为⾃⼰的应⽤评分，这是苹果应⽤

⽣态评分体系的新举措，但在�FT�的调查中，应⽤/游戏内弹窗评分的机制正造成应⽤评分的「通货膨

胀」，开发者可以通过⼀些「特殊⼿段」，⽐如借助机器学习模型选择合适的弹窗时间点，或者设计

https://notboring.substack.com/p/stripe-the-internets-most-undervalued-ec3
https://www.ft.com/content/217290b2-6ae5-47f5-b1ac-89c6ccebab41
https://archive.dailyio.me/share/5f5958f4364768.42717648


⼀些诱导性的弹窗提醒，所有这些做法的⽬的，都是让⽤⼾选择五星评价，这也导致�iOS�⽣态⾥的应

⽤质量与评分已经不再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主动「消失」的⼈们�

BBC｜2020‒09｜链接｜958（单词）�

在⽇本，有⼀些⼈或是对当下⽣活厌倦或是对⾃⼰⼈⽣绝望，他们会选择「消失」，完全离开⾃⼰熟

悉的⽣活环境与社会关系。

在�BBC�的调查⾥，「主动消失」已经成为⼀个产业链，⽇本拥有严格的隐私保护，家⼈甚⾄不能要求

警察提供监控摄像头拍摄的画⾯，⽽松散的社会管理也可以帮助那些「消失」的⼈快速获取诸如银⾏

等服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帮助⼈们「消失」的公司越来越多。

「No�Code」的另⼀⾯�

Vas3k｜2020‒08｜链接｜7912（单词）�

之前⼏期的「Deep�Reading」，我多次谈到「No�Code」现状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产业趋势。�

本周我推荐的这篇⽂章提供了⼀个开发者的视⻆，作为⼀位开发者，作者对于这股关于「No�Code」

炒作⾮常反感，他认为「No�Code」不会带来所谓的「范式迁移」。作者更建议那些⾮开发者去了

解、学习⾃动化的理念。更进⼀步，作者提供了若⼲个场景，包括⻚⾯设计、在线表格、流程⾃动

化、CRM等，利⽤⼀系列⼯具、流程，完全可以在没有代码知识的情况下完成上述⼯作。�

GPT-3�撰写的《卫报》评论�

《卫报》｜2020‒09｜链接｜1458（单词）�

这篇《卫报》的评论由�NLP�模型�GPT-3�⽣成，其主题还是⼈⼯智能的局限性，可谓意味深⻓。�

你不妨先读⼀下⽂章;后⾯的「编者按」，⼈类编辑介绍了整篇评论的⽣产过程。⾸先，⼈类编辑输

⼊⼀系列命令，让系统「知道」此次写作的主题；接着，由计算机学家出场，利⽤这些命令在�GPT-3�

中⽣成�8�篇不同⻛格的评论；;后，⼈类编辑挑选并重新校对、编辑，成为读者看到的这篇所谓「AI�

写出的⽂章」。

了解了这些之后，请读⼀下这篇机器「创作」的评论吧。

被⼴告商追踪的时代�

Medium｜2020‒08｜链接｜3066（单词）�

苹果上周宣布将推迟⼀项�iOS�14�⾥的隐私保护功能，该功能允许⽤⼾拒绝「ID�for�Advertisers」，从

⽽可以避免被⼴告商追踪。

事实上，相⽐于�Android�以及国内各种安卓�UI，iOS�在隐私控制，特别是对于⼴告商追踪控制⽅⾯⾮

常严格。本周推荐的这篇⻓⽂，从⼀位海外⽤⼾做实验的⻆度，分析了到底谁在追踪⽤⼾的�iOS�设

https://www.bbc.com/worklife/article/20200903-the-companies-that-help-people-vanish
https://vas3k.com/blog/nocode/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sep/08/robot-wrote-this-article-gpt-3
https://medium.com/storiusmag/what-i-found-out-when-i-blocked-apps-from-tracking-my-iphone-for-1-week-f1df165d1f8a


备，时间和样本虽然不多，但答案也很明了，�Google、Facebook、亚⻢逊位列前三，⽂中还提供了

⼀些避免⼴告追踪的⽅法，值得⼀试。

当机器学习研究与应⽤脱钩�

《MIT�科技评论》｜2020‒08｜链接｜1203（单词）�

这是《MIT�科技评论》记者�Hannah�Herner�的发现：在提交到深度神经⽹络;⾼学术会议�NeurIPS�

的论⽂⾥，⼤量可以应⽤到现实社会的论⽂并没有被采纳，反过来说，那些脱离现实问题的研究论

⽂，成为�NeurIPS�偏爱的类型。�

这也导致⼀个⾮常严肃也是⾮常严重的问题：很多�AI�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不再关⼼现实议题。但现实

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正在被应⽤到诸多领域，⽐如⼈类第⼀张⿊洞照⽚，背后就是机器学习模型

的结果。⽽这种⼯业界的实践与学术界的偏好，显然已经出现了鸿沟，⼀个案例：当学术领域⼤量关

于图像识别的学术论⽂发表的时候，⼯业领域的图像识别特别是⼈脸识别，却⾯对巨⼤的数据偏⻅。

⻉佐斯接班⼈、边缘世界数字化、与算法⼀起⼯作、算法时代发

现⾳乐｜#�Deep�Reading#026�

Editor’s�Note�

科技公司;悲哀的事情莫不是⼀家公司变得不再「相关」。当亚⻢逊从零售的「万货商店」⼀步步转

向云基础设施「万货商店」的时候，这家公司正在从数字与物理维度变得⾜够相关，这或许成为观察

谁会成为「亚⻢逊帝国新国王」的⼀个⻆度。与之相对⽐的是�Oracle，这家曾⻛光⽆限的巨头如今只

能在中美关系的聚光灯下呈现某种「相关性」。

主流媒体所报道的数字化世界，很容易局限在美欧东亚等互联⽹发达地区，但更多边缘世界的数字化

进程同样需要被记录、被聆听、被传播，本期我会介绍⼀个新渠道。

技术正在定义着⾏业新规则，本期提供了三个视⻆：《卫报》不久前利⽤�GPT-3�撰写了⼀篇社论，与

其关注机器⼈能做什么，不如关注我们⸺⼈类⸺可以和机器⼈⼀起做什么；算法时代，⼈们发现⾳

乐的渠道看似⽆限，却⽆时不刻不受到「⼀只看不⻅⼿」的左右，本期将提供⼏个发现⾳乐的新思

路；为什么�TikTok�会如此上瘾，⼀位⼼理学家以「TikTok」式的⽅法做了⼀些⼼理学分析，⾮常有

趣。

本周四就进⼊「中秋+⼗⼀」⻓假，假期⾥「Deep�Reading」将暂停更新，祝各位朋友假期愉快，我

们节后再⻅。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打开本周的深度阅读之旅。�

⻉佐斯的接班⼈�

《华盛顿邮报》｜2020‒09｜链接｜（7�分钟阅读）�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8/18/1007196/ai-research-machine-learning-applications-problems-opini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0/09/10/amazon-bezos-successor-jassy/


这篇讨论乔治·⻉佐斯接班⼈的⽂章出现在⻉佐斯所有的《华盛顿邮报》上，更有趣的是，⻉佐斯所有

的亚⻢逊拒绝接受该报任何⼀个采访请求，于是这篇报道只能站在「局外⼈」的视⻆讨论谁可能成为

亚⻢逊下⼀个掌⻔⼈，原本的接班⼈有两个，分别是负责亚⻢逊云业务的�Andy�Jassy�和亚⻢逊零售业

务主管�Jeff�Wilke，⽽当后者上⽉宣布明年退休的时候，Andy�Jassy�已经没有了对⼿。�

如何与机器⼈⼀起写作社论⽂章�

《卫报》｜2020‒09｜链接｜（9�分钟阅读）�

我在此前推荐过英国《卫报》由�NLP�程序�GPT-3�撰写的社论，如果还没有读过，可以通过这⾥先看⼀

下。

更进⼀步，《卫报》⼜详细介绍了⼈类编辑与「机器⼈作者」之间的协同⼯作机制，正如这篇⽂章所

⾔，GPT-3�的价值在于⼈类编辑并不知道它到底能写多少种有趣、有料的评论（⽽⾮新闻），这也令�

GPT-3�的「创作」前途⽆量。

相⽐于此前各种「新闻写作机器⼈」，GPT-3�拥有了更「⼀般」的写作能⼒，这种「⼀般」性赋予其

巨⼤的应⽤场景。站在⼈机关系的⻆度去看，GPT-3�所展⽰的潜⼒，抛给以⽂本写作为⽣的从业者们

⼀个议题：⼈类写作的独特性在哪⾥？

当然，我们还有时间去思考去探索，但很明显，这个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记录边缘世界数字化发展的⽹站�

The�Rest�of�World｜2020‒04｜链接｜（3�分钟阅读）�

即便是像我这样因⼯作需要⽽⼤量获取英⽂信息的读者，我每周的信息来源也局限在英美主要新闻机

构，这也在固化我对世界的看法，以为路透、NYT（《纽约时报》）�的记录与观察就是⼀个事件的全

貌。这当然有问题，今年开始，我通过收看诸如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式，不断扩⼤新闻消费的来源与

⻆度。

⽽在⽂字信息⽅⾯，我也不断发现、梳理新的渠道，⽐如「The�Rest�of�World」，这是⼀个记录边缘

世界数字化发展的⽹站，其报道⻆度与�NYT、WSJ（《华尔街⽇报》）、FT（《⾦融时报》）完全不

同，⽐如，你⼤概率不会在上述媒体上读到黎巴嫩孩⼦如何利⽤�Whatsapp�进⾏在线教育的故事（链

接），也很少看到关于伊朗年轻⼈如何对抗⽹络控制的报道（链接），但这也是数字化世界的⼀部

分，这些所谓的边缘地区不应被遗忘与忽略，他们所经历的世界也应该被记录、被聆听、被传播。

在这个算法时代如何发现新⾳乐�

The�Outline｜2018‒09｜链接｜（9�分钟阅读）�

在这个到处都是流媒体⾳乐服务的时代，发现新⾳乐似乎是⼀件触⼿可及的事情，随⼿打开�QQ�⾳乐

或�Apple�Music�的搜索框，输⼊关键词后去试听即可，但这⼀切⼜极其不⾃然，因为每个流媒体⾳乐

服务都有⼀套⽆形的算法在不断计算、衡量你的喜好，然后将那些算法认为好的歌曲推荐给你。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commentisfree/2020/sep/11/artificial-intelligence-robot-writing-gpt-3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sep/08/robot-wrote-this-article-gpt-3
https://restofworld.org/2020/letter-from-the-founder/
https://restofworld.org/2020/lebanon-schools-whatsapp-group/
https://restofworld.org/2020/cat-and-mouse-censorship/
https://getpocket.com/explore/item/finding-new-music-in-the-algorithm-age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能否摆脱流媒体⾳乐的算法推荐，重新捡起过去�mp3�时代发现、整理⾳乐的⽅式

呢？这篇⻓⽂通过六位⾳乐⾏业从业者的视⻆，梳理出⼀些可以实践的⽅法，虽然绝⼤多数⼈不需要

某些专业的⽅法，但在我看来，这些⽅法与、理念的背后，也是⼀种对于「算法看⻔⼈」的反思，从

⾳乐到阅读到视频，⽆处不在的算法在左右你我的选择，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我才是⾃⼰的主

⼈」。

Oracle�的「背⽔⼀战」？�

《经济学⼈》｜2020‒09｜链接｜（5�分钟阅读）�

在两周前�Oracle�成为�TikTok�唯⼀潜在卖家的时候，北美地区「Oracle」搜索量暴增，那些�TikTok�的

年轻⽤⼾根本不知道这家�40�余年历史的「⽼」公司是什么，更不知道其⼤⽼板�Larry�Ellison�的故

事。

《经济学⼈》杂志上周的这篇⽂章，以极其简练的篇幅，展现了�Oracle�以及�Larry�Ellison�如何变得

「⽆关紧要」。⽽当�Larry�Ellison�开始押注政治的时候，他和他的公司也在中美关系的聚光灯下变得

⾜够引⼈瞩⽬，也⾜够「相关」，只是这种「相关」与其在云服务市场的增⻓没有关系，「但⽐之前

做⼀个默默⽆闻的数字垃圾桶要好得多」，⽂章;后这样写道。

价值、价格与⻓期主义�

⽅浩｜2020‒09｜链接｜（5�分钟阅读）�

信息传播发达的时代，很多词在被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滥⽤、误⽤之后早已脱离了之前的含义，⽐如

「微创新」，再⽐如「⻓期主义」。

本期推荐⼀篇来⾃资深媒体⼈⽅浩的⽂章，⽭头对准了被滥⽤的「⻓期主义」，在厘清该词的源头以

及⿎吹「⻓期主义」的⾼瓴资本的投资（机）脉络后，或许你会得出⾃⼰的结论。

⽂章对于价值与价格的梳理很值得反复玩味：

⻓期主义之所以成为⻓期主义，除了钱的问题，还在于它看重的是不变的价值。⽽在中国，⻓期主

义成了“拥抱变化”的新说辞，其实关⼼的是变化的价格。

投资锚定的是价值，投机锚定的是价格。但这并不是说投机不对或不好。

如果把投资的概念延伸⼀下，不妨把⻓期主义的投资⽤到⼈⽣思考之中。

TikTok�上瘾的案例探究�

Growth�Design｜2020‒09｜链接｜（5�分钟阅读）�

这是⼀个有趣的案例分享。内容⽅⾯，作者站在⼼理学的视⻆，从⽤⼾注册到打开第⼀个视频再到后

续的⽤⼾⾏为，展现出⼀系列�TokTok�产品设计理念与上瘾背后的⼼理学机制，你会发现同样是推荐

算法，为什么�TikTok�远⽐�Youtube�上瘾。�

更有趣的⼀点还在于，这个案例的呈现形式也是⼀种「TikTok」式的⾏为。�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0/09/23/can-tiktok-help-oracle-stay-relevant-in-the-cloud-computing-ag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OTAzMzUyNQ==&mid=2650590929&idx=1&sn=e0d646cc9e46a860b0a17c5f0ae65dd8&chksm=f3458d0bc432041ddef8c440614698ab674f889adfb3ea704e3cd5c40fe9746340db5a434dac#rd
https://growth.design/case-studies/tiktok-feed-psychology/


科技供应链⼤变局、Signal�的崛起、信息的⿊客「猫⿏游戏」
｜Deep�Reading#027�

Editor’s�Note�

本期的「Deep�Reading」，⾸先推荐⼀篇详解科技供应链⼤变局的⻓⽂，⽂章站在台湾供应链企业的

视⻆，折射出中美对抗中的供应链变化⼤趋势。

本期将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展现计算机之于社会、个体的影响。历史维度，哈佛⼤学历史学家�Jill�

Lepore�挖掘出数据预测公司�Simulmatics�被遗忘的故事；现实维度，当越来越多的技术被政府「招

安」，以�Signal�为代表的端到端加密⼯具的流⾏，其背后也是⼈类对于技术增强个体能⼒的再探索。�

疫情之下，亚⻢逊正悄然改变意⼤利⼈的购物习惯，这是⼀个⾯对⾯、现⾦交易时代的终结；外部是

各国的垄断指控，内部的�Google�同样有诸多问题，本期推荐的这篇⻓⽂，将从⼈事、公司⽂化等⽅

⾯系统梳理这家公司如何变成「⾃⼰曾经讨厌的⼀类公司」；站在科学、科技产业以及⼤众传媒的视

⻆未来学家�Amy�Webb�点评了科幻电影与产业现实之间的关系，⾮常值得⼀看。�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开启本周的深度阅读之旅。�

科技供应链的⼤变局�

⽇经亚洲｜2020‒10｜链接、镜像｜15分钟阅读�

2020�年的中美技术对抗进⼊到⼀个全新的阶段，「供应链」成为⼀个⾼频出现的词汇。本周推荐这篇

来⾃「⽇经亚洲」的⻓⽂，⽂章从台湾供应链企业的视⻆切⼊，详细展现了美国政府⼀系列政策如何

深刻影响消费电⼦供应链的变化。

其更深刻的影响还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考虑供应链本地化，⽐如苹果在⼤陆的供应链调整。更

重要的是，随着中美关系不会因任何⼀个总统⽽彻底改变，过去�30�年来形成的太平洋两岸科技供应链

将迎来巨⼤调整。

数据预测公司的始祖�

FT｜2020‒09｜链接、镜像｜5�分钟阅读�

对未来进⾏预测始终贯穿在⼈类漫⻓的历史中，上世纪�40�年代末，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群年轻

的数学家们开始探索利⽤现代计算机对未来进⾏预测，哈佛⼤学历史学家�Jill�Lepore�的新书「IT�

Then」，就还原了这段⼏乎被遗忘的历史。�

本周推荐的这篇书评，可以作为该书的导读，作为当下数据分析预测公司的始祖，Simulmatics�公司

的很多做法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太多落伍的地⽅，或者换句话说，当下的数据预测与分析，并没有超越

半个多世纪前的⼀系列荒诞做法。

从�Signal�的流⾏理解计算机与互联⽹的初衷�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Inside-the-US-campaign-to-cut-China-out-of-the-tech-supply-chain
https://archive.dailyio.me/share/5f88f4ec8984d4.94976087
https://www.ft.com/content/20d51294-51a4-493e-aa3a-bed78385b603
https://archive.dailyio.me/share/5f88f4ba81a9c2.58829041


《时代周刊》｜2020‒09｜链接、镜像｜20�分钟阅读�

⽆论是计算机还是互联⽹，这些技术⼯具早年都被认为可以提升个体对抗企业或国家的能⼒，但在过

去的半个世纪⾥，⼤公司与威权国家先后完成了对计算机与互联⽹的「技术招安」。

如今，不管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政府都是技术的新集⼤成者，理论上也可以获取任何⼀个个体的数

据。

上述这些背景，也是理解�Signal�这类端到端加密通讯⼯具开始流⾏的起点。中国没有出现过早期计算

机⿊客塑造的技术⽂化，但在这个数据隐私被肆意买卖的时代，通过了解�Signal�以及⼀群技术理想主

义者的努⼒，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构建起对技术赋予个⼈权利的新认知，当然，这也是⼀条充满荆棘的

征程。

疫情加速亚⻢逊对欧洲的「征服」�

《纽约时报》｜2020‒09｜链接、镜像｜7�分钟（阅读）�

在意⼤利这样⼀个崇尚⾯对⾯、现⾦交易的国家，亚⻢逊电商平台⻓期以来并不受欢迎。但《纽约时

报》发现，在�2020�年，亚⻢逊成为这个国家疫情⾥的「救世主」，⽹购的确减少了⼈们出⻔购物的

机会，但沉迷于亚⻢逊这样电商平台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意⼤利经济形态也在⾯临「分崩离析」的威

胁，这可能是⼀个时代终结的序幕。

Google�的内忧�

《经济学⼈》｜2020‒07｜链接、镜像｜18�分钟阅读�

这篇《经济学⼈》的⻓⽂系统梳理了�Google�内部的⼈事、企业⽂化变化给公司发展带来的影响。以

新产品发布为例，Google�⼏乎每年都会发布⼀款信息沟通产品，第⼆年的时候再发布⼀款新产品，然

后三年后，两个产品都会⽆⼈维护；再⽐如�Google�曾引以为傲的公司⽂化，也不得不在更激烈的市

场竞争⾥⾯临挑战，⽂章列举了�Google�云服务部⻔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来⾃传统企业⽂化对于�

Google�⽂化的⽆情碾压。�

未来学家点评科幻电影的情节�

VanityFair｜2020‒08｜链接｜24�分钟观看�

这是⼀个来⾃�VanityFair�的视频，未来学家�Amy�Webb�站在科学、科技产业以及⼤众传媒的视⻆，点

评了包括《银翼杀⼿�2049》、《⿊客帝国》等在内的重多知名科幻电影，重点是分析其情节与产业现

实之间的关系，很多观点虽然是⽼⽣常谈，但这个视频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如此多的科幻电影结合

在⼀起讨论，别具⼀番意味。

⾝份信息⿊客的猫⿏游戏�

Krebson�Security｜2020‒08｜第⼀部分链接、第⼆部分链接｜20�分钟阅读�

https://time.com/5893114/signal-app-privacy/
https://archive.dailyio.me/share/5f88f9bec14cb1.66715075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26/technology/amazon-coronavirus-pandemic.html
https://archive.dailyio.me/share/5f88f40e6c58d5.45700735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0/07/30/googles-problems-are-bigger-than-
https://archive.dailyio.me/share/5f890eb5ab55f5.32778194
https://www.vanityfair.com/video/watch/reviews-futurist-reviews-futuristic-movies
https://krebsonsecurity.com/2020/08/confessions-of-an-id-theft-kingpin-part-i/
https://krebsonsecurity.com/2020/08/confessions-of-an-id-theft-kingpin-part-ii/


这篇⽂章的主⻆是⼀位越南的⿊客�Ngo。⼗年前，Ngo�是窃取在线⾝份信息的知名⼈物，他靠着强⼤

的⿊客技术以及社会⼯程学技巧，构建了⼀个庞⼤的⾝份信息窃取、销售⽹络，仅仅三年多的时间，

200�多万条美国消费者的⾝份信息被他窃取倒卖。�

随着⽣意越做越⼤，Ngo�所⾯对的「敌⼈」，不仅是安全系数更⾼的⾝份系统，还有信息安全⼈员的

追踪，由此也演绎了⼀段精彩的「猫⿏游戏」。

Singal�创始⼈的档案、复盘�Magic�leap、中国数字货币的影响
｜Deep�Reading#028�

Editor’s�Note�

本期「Deep�Reading」⾸先推荐⼀篇�Signal�创始⼈�Moxie�Marlinspike�的「⼈物档案」，Moxie�

Marlinspike�是⼀个⾮常有趣的⼈物，他所创造的⼀系列产品，⽆⼀不是在对抗当下互联⽹的潮流，也

让�Signal�成为这个时代;具互联⽹原始精神的产品。�

两篇商业复盘式的⻓⽂，⼀篇聚焦在明星创业公司�Magic�Leap�的崛起与衰落，Magic�Leap�创始⼈�

Rony�Abovitz�对未来的远⻅塑造了这家公司，但也是他的性格以及管理⽅式，某种程度上毁掉了这家

公司；另⼀篇探讨《纽约时报》的数字化转型，这家百年报业如今已是;成功的数字媒体。

本期还将围绕中国数字货币、硅⾕创业路径以及�Deepfake�提供三个有趣的观察⻆度。中国的数字货

币的影响，不仅影响国内⾦融监管体系，还将对全球⾦融规则产⽣新的冲击；资本助⼒的规模化扩张

是�2010�年代科技创业公司不⼆的增⻓范式，但这也是「⼀种伪装下的幸存者偏⻅」；当利⽤�

Deepfake�制作的视频成为⼀种兼具教育与批评性质的新内容形式，Deepfake�的表演者们会得奥斯卡

吗？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开启本周的深度阅读之旅。�

Signal�创始⼈：「请拿回你的隐私」�

《纽约客》|2020‒10|链接｜40�分钟阅读�

这是⼀篇关于�Signal�创始⼈�Moxie�Marlinspike�的「⼈物档案」。作者详细展现了�Moxie�奇特的⼈⽣

经历，特别是他构建�Signal�的⼼路历程，从中也可以了解到�Signal�是如何诞⽣的。�

Moxie�Marlinspike�是⼀个⾮常有趣的⼈物，他是典型的⽆政府主义者，很早就对计算机和密码学有着

浓厚的兴趣，从开发浏览器隐私插件到⾸次创业就聚焦在⼿机安全领域再到创建�Signal，Moxie�

Marlinspike�所从事的事情，⽆⼀不是在对抗当下的互联⽹潮流，⽽在如今这个环境下，提供端到端加

密、不读取⽤⼾信息、不收集⽤⼾数据以及没有应⽤后⻔的�Signal，俨然成为这个时代;具互联⽹原

始精神的产品。

Magic�Leap�的新⾐�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10/26/taking-back-our-privacy


Bloomberg｜2020‒09｜链接｜15�分钟阅读�

Magic�Leap�⼀度是�AR�⾏业;具话题性的公司，其惊艳的�Demo、扎堆的投资机构、⾼昂的估值，不

断强化着这家公司的外在形象：Magic�Leap=未来。�

但随着�Magic�Leap�第⼀款产品发布，失望的情绪从媒体延伸到整个⾏业，这家公司的光环开始退

却，Bloomberg�的这篇⻓⽂从�Magic�Leap�创始⼈�Rony�Abovitz�⼊⼿，他对未来的远⻅塑造了这家公

司，但也是他的性格以及管理⽅式，某种程度上毁掉了这家公司。

这篇⽂章还流露出另⼀个信息：当某个公司或⾏业成为焦点，围绕该公司或⾏业的利益共同体们，即

便能够看到「皇帝的新⾐」，也不敢成为那个敢说真话的⼩孩。

这是科技⾏业⼏乎每天都在上演的剧本。

「闪电式扩张」到底是通向成功还是毁灭�

Quartz｜2019‒02｜链接｜50�分钟阅读�

这是⼀篇对硅⾕公司扩张⽅式的复盘。2018�年⼀本名为《闪电式扩张》的图书引发热议，事实上，硅

⾕的明星创业公司的确也是在践⾏这个原则：快速扩张、依靠资本不断扩⼤规模。

但在过去⼏年，越来越多的公司只关注扩张速度是否惊⼈，完全不考虑效率和利润；资本成为⾏业的

「裁判」，⽽不是由市场和时间决定；⻓远发展被规模化替代，依托扩张速度与公司规模压倒对

⼿……从�Uber、滴滴到团购，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在本⽂作者�Tim�O’Reilly�看来，如果这⼀切都没有发⽣的话，也许�Uber�和�Lyft�现在已经实现盈

利，并呈现多家公司良性竞争的可持续发展局⾯，⽽不是如今两家公司的垄断游戏。

更进⼀步，作者通过对⽐�Uber、Airbnb�与早期�Google、亚⻢逊的发展逻辑，指出了⼀个并不隐蔽的

道理：「闪电式扩张不是创业公司成功的秘诀，⽽是⼀种伪装下的幸存者偏⻅」。

Deepfake�表演者会成为影帝吗？�

MIT�Technology�Review|2020‒10|链接｜11�分钟阅读�

2019年的时候，两位来⾃�MIT�的多媒体艺术家，重现了�1979�年�尼克松阿波罗登⽉后的讲话，但这次

是登⽉失败的演讲。

当然，这是⼀次�Deepfake�的表演。�

整个「表演」分为视频和⾳频的部分，视频部分，表演者只需与尼克松的⼝型吻合，对其年龄、样貌

都没有要求；⽽⾳频部分，则需要寻找与尼克松说话节奏、⾳域和⼝⾳相近的⼈，表演者还需要对着

尼克松以往的演讲材料不断练习，以达到;为接近的效果。

⽽随着⼀些开源⼯具的出现，围绕�Deepfake�的表演也正在成为⼀种相对流程化的操作，很多视频以

名⼈为主⻆，以讽刺或教育的⽬的传达某个信息。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0-09-23/why-magic-leap-failed-ar-hype-exceeded-product-s-capabilities
https://qz.com/1540608/the-problem-with-silicon-valleys-obsession-with-blitzscaling-growth/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10/09/1009850/ai-deepfake-acting/


正如⽂中提到的很多电影创作者与艺术家的观点，这些应⽤也延伸出�Deepfake�的⼀些潜在使⽤场

景，利⽤这些技术，快速、低成本地制作⼀些「主旋律」的视频，或许是⼀个值得关注的⽅向。

中国央⾏发⾏数字货币意味着什么�

Australian�Strategic�Policy�Institute|2020‒10|链接｜40�分钟阅读�

中国的数字货币计划引发全球关注，这篇来⾃澳⼤利亚智库的⽂章，从数字货币的概念讲起，详细展

现了中国数字货币的运⾏逻辑以及潜在影响，涵盖政策、监管体制、对现有移动⽀付的冲击以及全球

影响。

⽂章指出，数字货币将加⼤中央政府对于⾦融的控制能⼒，特别是让洗钱变得⾮常困难；另⼀⽅⾯，

全球各国对于数字货币的关注度以及中国政府的执⾏能⼒，使得中国数字货币极有可能成为新⾦融体

系的标杆，也将在某种程度上重构全球⾦融科技的新规则。

Twitter�VS�⿊客�

Wired�|2020‒09|�链接｜10分钟阅读�

今年�7�⽉，Twitter�遭到⼀次⼤规模且影响巨⼤的⿊客攻击，众多名⼈企业家的账号被盗，甚⾄还发⽣

了⽐特币诈骗事件。这篇⽂章详细展现了当天整个⿊客攻击的过程，简单来说，⼀位�17�岁少年⿊进�

Twitter�内部⽹络并重置了员⼯内部账号密码，然后利⽤钓⻥的⽅式，获取到⽤⼾的内⽹账号和访问权

限，从⽽开始了⼀段惊险的「表演」。

《纽约时报》的转型经验�

Mine�Safty�Disclosure｜2020‒10｜链接、国内镜像｜30�分钟阅读�

这是⼀个�167�⻚的�Keynote，探讨了《纽约时报》如何从⼀家传统印刷媒体转型成为数字化媒体，⽽

且是⽬前;成功的数字媒体。过去⼏年，《纽约时报》卖掉所有⾮核⼼资产、重⾦投资内容团队、拥

抱技术、开创更多形态的内容（⾳频）。

其中对我印象⽐较深的是这家报纸对于技术的积极探索，⼀⽅⾯在董事会引⼊更多科技公司⾼管，另

⼀⽅⾯⼤⼒招聘更多有硅⾕背景的从业者，并从「数据、内容」的⻆度重新梳理了内容⽣产、营收、

销售的全流程，这才是数字化转型的;佳实践，⾮常推荐各位花上半个⼩时时间，翻完这份报告。

⾳频复兴、Spotify�创始⼈独⽩、⼈际交流的「静⾳键」｜Deep�
Reading#029�

Editor’s�Note�

本期「Deep�Reading」有三篇⾮常⻓但⼜⾮常值得花时间阅读的⽂章：在⾄少⼀个⼩时读完⾳频「复

兴」的⽂章后，你会了解到⾳频⾏业为何⼀直处在如此尴尬的位置以及新的机遇⼜在哪⾥；耗时�45�分

https://www.aspi.org.au/report/flipside-chinas-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
https://www.wired.com/story/inside-twitter-hack-election-plan/
https://www.dropbox.com/s/qy3nfaxjiplmtcf/The%20(Not%20Failing)%20New%20York%20Times.pdf?dl=0
https://s3.dailyio.cn/The%20(Not%20Failing)%20New%20York%20Times.pdf


钟翻完�Spotify�创始⼈�Daniel�EK�的个⼈独⽩后，你不仅可以认识⼀个不同于硅⾕创业者的企业家，

更能感受到这家公司⾥的独特⽂化；⽽在�35�分钟浏览完�Tiktok�产品的「⿊魔法」之后，你应该会对

当下算法驱动的产品有⼀番新认知。

本期还围绕⼀些热⻔事件，提供了⼏个有趣的理解⻆度：通过历史的视⻆，预测近两年兴起的�

Newsletter�热潮的;终⾛向；以�FB�影响不同⽴场新闻呈现为例，社交媒体将如何定义「算法审

查」？远程办公让⼈与⼈之间的交流不仅隔着屏幕，还隔着⼀个「静⾳键」，这将如何影响⼈与⼈的

交流；疫情、种族问题与⼤选，通过⼀群其他国家驻美国记者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另⼀个关于美国

的叙述⻆度……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开启本周的深度阅读之旅。�

⾳频的复兴之路�

MatthewBall｜2020‒10‒15｜链接｜50�分钟阅读�

这并不是⼀篇容易读的⽂章，但如果你对媒介变⾰感兴趣，却是⼀篇⾮常推荐阅读的⽂章。

作者站在历史的视⻆，勾勒出为何⾳频产品⻓时间⽆法成功的原因，从⽽展现出媒体技术、内容与商

业模式之间的关系，结合历史，当我们再重新审视当下的⾳频产业现状的时候，技术上的突破（包括

制作与分发）、内容层⾯的创新（从播客、有声书到在线⾳乐会等）、商业模式的迭代（基于订阅制

的流媒体以及⾳频平台的商业推动），都为整个⾳频⾏业接下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Tiktok�的「⿊魔法」�

eugenewei.com｜2020‒09｜链接｜30�分钟阅读�

Tiktok�的成功，除了此前我介绍过的⼀系列基于⼼理学的上瘾机制外，其产品的设计也有诸多值得关

注的地⽅，这篇来⾃�eugenewei�的⻓篇分析就侧重在�Tiktok�的产品设计理念，包括产品定位、⽤⼾

交互设计以及背后的推荐机制。

坦率来说，这⼀类对于�Tiktok�成功经验复盘的⽂章多少有点⻢后炮的感觉，但另⼀⽅⾯，如果�Tiktok�

的成功经验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模仿（事实上也正在发⽣），我们的确应该了解这⼀类产品背后的设

计逻辑。

从�Newsletter�的历史能否预测未来�

Wired｜2020‒09｜链接｜�15�分钟阅读�

上世纪�30�年代，英国《泰晤⼠报》记者�Claud�Cockburn�因⽆法忍受报社过于保守的论调，离职后创

⽴了⼀份⾃⼰的新闻�Newsletter「The�Week」，这是⽬前已知的第⼀份�Newsletter，随后类似的产

品出现在美国，并被越来越多读者所接受。

这⼀段历史发⽣在⼆战前后，传统报纸⾯临巨⼤的信任危机，从⽽也给新闻�Newsletters�提供了⼀个

快速成⻓的空间。这和当下的情形多么相似，⽆论中国还是美国，传统媒体或是僵化的⻛格，或是失

https://www.matthewball.vc/
http://eugenewei.com/
https://www.eugenewei.com/blog/2020/9/18/seeing-like-an-algorithm
https://www.wired.com/story/peak-newsletter-that-was-80-years-ago/


去⽴场的报道，促使基于个⼈的新闻�Newsletter�快速崛起。�

如果说历史是⼀⾯镜⼦，那么�Newsletter�的未来，会不会也重蹈曾经的覆辙呢？�

Spotify�创始⼈的⾃⽩�

The�Observer�Effect｜2020‒10｜链接�｜35�分钟阅读�

作为⼀家带有北欧⻛格的公司，Spotify�过去⼗年⾛出了⼀条不同于硅⾕创业公司的发展道路。⽽其创

始⼈�Daniel�EK�也和所谓硅⾕创业者截然不同，透过这篇访谈，你⼏乎可以了解�Daniel�EK�对于产

品、公司发展的⼀切。他会介绍如何开⼀场「好会议」，如何优化全球不同地区员⼯的协同流程，与

此同时，他还分享�Spotify�对于算法的使⽤以及正在推动的「登⽉计划」（指下⼀个重⼤创新），⾮

常值得⼀读。

当�Facebook�开始操纵新闻�

Mother�Jones｜2020‒10｜链接｜15�分钟阅读�

当越来越多的⽤⼾习惯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该社交媒体每⼀次的产品或算法变化，都会产⽣极其深

远的影响。「Mother�Jones」这篇⽂章给出了⼀个例证，由于�Facebook�在�Newsfeed�算法上的调

整，⼤量美国右翼保守派媒体获得更多曝光机会，与之相对的，则是很多左翼或中⽴的媒体内容不被

推荐。

当「静⾳键」成为习惯�

FT｜2020‒10｜链接、免费镜像｜5�分钟阅读�

疫情深刻改变着众多⾏业的⼯作⽅式，你很难想象这个星球上还有多少⼈需要远程办公，在这样的背

景下，2020�年;具「影响⼒」、也是;让⼈抓狂的技术就是各个设备上的「静⾳键」，⻓时间远程办

公的磨练，让越来越多的⼈体会到「静⾳键」既能保护⾃⼰的隐私⼜能让⾃⼰陷⼊交流的困境。那么

问题来了，当疫情过后，世界逐步恢复正常，我们还能习惯没有「静⾳键」的沟通吗？

外媒记者如何看待美国⼤选�

《纽约客》｜2020‒10｜链接｜14�分钟观看�

《纽约客》做了⼀个⾮常有趣的视频，通过⼀群其他国家驻美国记者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另⼀个关

于美国的叙述⻆度，特别是在疫情、种族问题以及⼤选的背景下，这些外媒记者以旁观者的⽴场，给

出了他们的观察，很多结论与我国央媒的宣传如出⼀辙，⾮常推荐观看。

复盘微软、拜登与亚洲科技产业、a16z�的媒体之道、被改变的
互联⽹｜Deep�Reading#030�

https://www.theobservereffect.org/daniel.html
https://www.motherjones.com/media/2020/10/facebook-mother-jones/
https://www.ft.com/content/0b5cb92a-b1e1-41e3-b998-a4c189be1a44
https://read.dailyio.me/share/5f9a793c290d06.99530605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video-dept/what-foreign-journalists-see-in-the-us-election


Editor’s�Note�

本期「Deep�Reading」⾸先从两篇商业复盘的⻓⽂⼊⼿：如果你想快速了解微软过去⼏年重新崛起的

故事，那么请⼀定要阅读本周的这篇⻓⽂；如果你想知道投资领域;会做媒体的机构，那么知名⻛险

投资机构�a16z�的媒体成功经验就是⼀个⾮常好的⼊⻔。�

本期选取了两个创业公司的故事，疫情期间，Discord�的意外流⾏使得外界重新认识到社交产品还有

巨⼤的创新空间；防御⽆⼈机公司�Shield�AI�的故事展现出⼀系列围绕技术、产业投资以及伦理的思

考。

除此之外，本期还将提供三个观察⻆度：拜登当选对于亚洲科技产业的影响、互联⽹与社交媒体如何

持续分化社会共识、即将离任的特朗普与被彻底改变的全球互联⽹。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开启本周的深度阅读之旅。�

复盘微软复兴与潜在的⻛险�

《经济学⼈》｜2020‒10｜链接、PDF｜20�分钟阅读�

如果你想快速了解微软过去⼏年重新崛起的故事，这篇来⾃《经济学⼈》的⽂章是⼀个⾮常合适的选

择。

2014�年萨蒂亚·纳德拉出任微软第三任�CEO，接下来的⼏年时间⾥，他带领这家「⽼字号」的软件公

司重新变得举⾜轻重，这其中，云计算是微软复兴的重要推动⼒，通过架构重组、产品梳理与客⼾挖

掘，纳德拉时代的微软，成为驱动众多⾏业发展的底层（Azure�与�Windows）、中层（Office、BI、

Teams）的技术供应商。�

拜登当选与亚洲科技⾏业�

⽇经亚洲｜2020‒11｜链接｜12�分钟阅读�

美国⼤选的官⽅结果还未出炉，但⽬前来看，拜登已经被认为是下⼀届美国总统，《⽇经亚洲》基于

这样的前提，梳理出美国新总统与亚洲经济/科技产业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中美科技对抗、美国�H-

1B�签证政策、富⼠康/台积电等亚洲公司的在美投资变数以及美联邦政府对新技术的投资等，⾮常值

得⼀读。

社会共识�

Ribbonfarm｜2019‒12｜链接｜40�分钟阅读�

这篇⻓⽂是⼀篇演讲稿，整体结构⽐较乱，但有⼀个核⼼点：所谓「知识」，来⾃于⼀定范围内所形

成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抓住这个要点，就能理解作者为何从�400�年前的宗教改

⾰讲起，进⽽延伸到对于媒体环境、社交媒体的批判。

互联⽹与社交媒体不仅让社会关系的扩张速度变快，还极⼤拓展了其范围，从个⼈博客到现在的�

Youtube�视频，个⼈的声⾳和观点被不断放⼤，每个⼈都可以成为媒体，都可以拥有⾃⼰的读者和观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0/10/22/how-satya-nadella-turned-microsoft-around
https://drive.iois.me/wl/?id=wnBNyZNgsxlRdTVeuAUhO22vIOjP7pgP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Business-trends/Tech-after-Trump-What-a-Biden-win-will-mean-for-Asia
https://www.ribbonfarm.com/2019/12/17/mediating-consent/


众，这种不断加速扩张的社交关系塑造了⼀系列全新的「知识」，每个关系圈⾥的「知识」都有各⾃

的道理，不同关系圈的认知也有可能完全不同，由此形成的就是当下⽇益分裂的社会共识。

意外成功的�Discord�

Protocol｜2020‒10｜链接｜30�分钟阅读�

Discord�是新近出现的⼀个社交沟通⼯具，这个产品原本定位在游戏玩家之间的互动，但疫情期间，

Discord�凭借低延迟、⾼质量的语⾳能⼒，意外成为⾮常流⾏的⼀款在线沟通⼯具。�

这篇⻓⽂详细介绍了�Discord�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探讨了⼀款社交产品所⾯临的诸多问题，⽐如如何

处理平台上的成⼈或仇恨⾔论，再⽐如如何盈利，对于⼀款社交产品⽽⾔，平衡⼴告与⽤⼾隐私之间

的关系，是⼀道极其困难的命题。

⻛险投资机构�a16z�的媒体之道�

Monday�Note｜2020‒10｜链接｜12�分钟阅读�

作为⼀家投资机构，a16z�的媒体运营能⼒⾮常强，旗下的多档播客以及官⽅博客不断向⾏业提供有洞

察⼒的观点，这篇⽂章展现了�a16z�对于媒体运营的看法，⼀⽅⾯，内部⾃上⽽下形成了⼀个可持续输

出内容的机制，⽆论是两位创始⼈⻢克·安德森、本·霍洛维茨还是负责媒体业务的前�Wired�记者�

Sonal�Chokshi，这些⼈对于科技⾏业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洞察。�

另⼀⽅⾯，与其他投资公司类似，a16z�掌握众多未公开披露的敏感信息，但在媒体的运作过程⾥，他

们并未以所谓「独家」、「爆料」的⻆度去谈论任何⼀个热⻔事件，⽽是始终致⼒于让专业的⼈输出

专业的观点，打造「想要了解未来的⼈第⼀个想到（的平台）」。

拯救⽣命的�AI�⽆⼈机�

Wired｜2020‒10｜链接｜30�分钟阅读�

这是⼀个起底军⽤防御⽆⼈机公司�Shield�AI�的故事，故事的起点来⾃于这家公司的⼀位创始⼈�

Brandon，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多年，深知战场上未知建筑对于⼠兵的危险，于是他和他的哥哥以及

另⼀位⼯程师共同创⽴了这家公司，其开发的四轴⽆⼈机�Nova，可以代替⼠兵进⼊建筑物扫楼，全程

⾃动化操作，⽆需⼈的操控，极⼤减少了⼠兵的伤亡。

这个故事⾥还有⼏个值得思考的⻆度，⽐如外界过分⾼估军⽅技术能⼒，以为军⽅已经部署类似的⽆

⼈机技术；再⽐如，Shield�AI�早期的融资过程⾮常艰难，投资机构对于这⼀类「严肃」的产品嗤之以

⿐，甚⾄建议他们转向⾃拍⽆⼈机开发；再⽐如，如果防御⽆⼈机被装备上武器，这个曾经冠以「拯

救⽣命」的创业想法，是否还能保持初⼼？

正在「远去」的总统与被改变的互联⽹�

The�Atlantic｜2020‒10｜链接｜20�分钟阅读�

https://www.protocol.com/discord#toggle-gdpr
https://mondaynote.com/inside-a16zs-media-operations-1f5235881f6d
https://www.wired.com/story/shield-ai-quadcopter-military-drone/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20/10/trump-internet-memes-section-230-disinformation-reddit/616890/


四年前的�2016�年，没有多少⼈可以想到⼀个从未拥有执政经验的⼈会成为美国总统，也没有⼈能预

料到互联⽹会如此深刻改变着⼀个国家的政治⾛势进⽽影响到内政与外交。

这篇⽂章梳理了过去四年由⼀位总统引发的互联⽹产品与监管的变化，从「选择的事实」到「假新

闻」，你甚⾄已经不知道，这到底是⼈性使然还是互联⽹产品的「恶之花」，四年后，世界或许将送

别这位总统，但互联⽹也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天使还是魔⻤，神秘公司�Palantir�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纪元｜
Deep�Reading#031�

Editor’s�Note�

即将过去的�2020�年注定会成为⼀个纪元的新起点，这场疫情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发展的轨迹，并还

在持续影响着不同国家、⺠族对于未来与过去的认知。如果说曾经的「BC（Before�Christ）」是对某

个历史时期的描述，新的「BC（Before�Covid-19）」也成为承载过去记忆的新名词。�

⽽在这样⼀个特殊的时间点，很多影响未来⼈类发展的线索已经悄然显现：如果你相信正在到来的是

⼀个以数据为核⼼的数字社会，那么⼀定会看到科技巨头们⽆处不在数据掠夺；如果你相信「乌托邦

式的�1984」正在到来，那么也会留意到全球各地越发增多的政府监控；如果你相信机器正在全⽅位取

代⼈类，那么疫情下的机器⼈与算法决策也在构建新的「统治阶级」。

上述这些线索没有对与错之分，唯⼀的区别可能是：你相信未来是什么，你⼀定会关注当下正在发⽣

什么。⽽这，也是我关注�Palantir�公司的原因所在。�

不久前，《纽约时报》以⼀篇�1�万单词的篇幅（原⽂地址）详细介绍了�Palantir�公司过去�17�年的荣

耀与⾮议：它有时是「维护和平的天使」，帮助政府打击恐怖主义与抗击新冠病毒；它有时⼜是监视

⺠众、驱赶移⺠的「魔⻤」；它与各国政府与执法部⻔做⽣意，与美国⺠族主义遥相呼应；它是⼈⼯

智能的忠实拥趸，也是某些⾏业数字化转型的助推器。

这是⼀家极其复杂的公司，⽽这篇⻓⽂也充满⽭盾的情绪，同时由于其叙事⽅式的原因，整篇⽂章的

逻辑与要点散落在各个⻆落，本期的「Deep�Reading」，我会梳理出⼀些;易理解也是;重要的要

点，帮你快速了解�Palantir�公司的伟⼤与龌龊。�

技术与产品�

Palantir�的名字源⾃托尔⾦的奇幻⼩说《魔戒》中真知晶球，该公司有两个主要的软件产品�Gotham�

和�Foundry，⽤于收集和处理海量数据，可以捕捉到⼈类忽略的各种数据联系，达到搭建模型和预知

趋势的⽬的。

Palantir�成⽴于�2003�年，两位创始⼈分别是�Alex�Karp�和�Peter�Thiel，他们曾是斯坦福⼤学法学院的

同学。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10/21/magazine/palantir-alex-karp.html


成⽴之初，Palantir�就获得了�ITQ�电信和美国�CIA�旗下⻛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值得⼀提的是，CIA�也

成为他们的客⼾。也是在那时，Alex�Karp�和�Peter�Thiel�⽴下了这家的公司愿景：⼀是让美国远离恐

怖主义的侵害，⼆是利⽤技术达到公共安全与个⼈权利与⾃由之间的平衡。

那么，Palantir�做的怎么样呢？�

⾸先，Palantir�的客⼾已遍布各国，从美国军⽅到美国卫⽣与公共服务部、海关移⺠局，从法国政府

到各国投资银⾏，再到跨国医药公司、汽⻋巨头，每个合同订单都能达到千万美元的数值。

其次，Palantir�产品的应⽤范围⾮常⼴，欧洲多国政府将其⽤于打击恐怖主义，此前�Palantir�曾⼀度

和发现本·拉登联系在⼀起。该公司创始⼈�Alex�Karp�还表⽰，Palantir�已成功阻⽌了数起可能造成严

重后果的恐怖主义袭击。

由于�Palantir�产品的灵活性，它可以被快速转化到其他场合，⽐如新冠病毒的追踪、物流管理、打击

洗钱组织、加快新药的研发和提⾼赛⻋的性能等等。

对于�Palantir�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是数据整合解决不了的事情，但⾼光的背后，也有众多质疑的

声⾳。

争议�

关于�Palantir�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四个⽅⾯。�

其⼀，与�CIA�的「亲密关系」。Palantir�的产品原型就是按照�CIA�的需求搭建，⽽�CIA�⼜是其;早的

投资者。

其⼆，Palantir�在政府部⻔中的⻆⾊。与美国海关移⺠局(I.C.E)�和美国卫⽣与公共服务部(H.H.S)�的

合作，在使得�Palantir�参与了此前特朗普政府驱逐移⺠的⾏动；与⼀些警察部⻔的合作，Palantir�

「⾼效」的分析系统在快速锁定嫌疑犯的同时也在让警察获得更多数据权⼒，⽐如基于数据的种族歧

视或者⾮法监视等。

其三，与军⽅的合作，Palantir�在军⽅拥有�8�亿美元的巨额合同。

其四，两位创始⼈的政治倾向。Peter�Thiel�是特朗普的忠实⽀持者，⽽�Alex�Karp�则是⺠主党⼈，在

特朗普驱逐移⺠的过程⾥，Alex�Karp�曾公开反对特朗普政府的移⺠政策，但他并没有放弃与美国海关

移⺠局的合作。

客⼾�

或许是受限于保密协议，空客是其中少数公开表⽰使⽤�Palantir�产品的客⼾。�

空客所⾯对的是如何提升批量组装⻜机的效率，相⽐于单个⻜机的组装难度，后者的复杂程度以指数

级增⻓，从遗漏的零件到错误的零件再到⽣产失误、沟通错误等等，每个问题都会放慢组装速度，并

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还有可能因延迟交付，向航空公司⽀付违约⾦。

2013�年，空客开始将�Palantir�相关技术应⽤到对提升�A350�⻜机产量的研究中。2016�年，空客法国

⼯⼚开始使⽤�Palantir�的相关技术，通过汇总�A350�机型⽣产过程中的海量数据，有效缩短了组装时



间，空客给出的数据：整个组装周期从�24�天缩短到�17�天，节省了数亿美元的成本。�

尾巴�

就在上周，Palantir�发布上市后的⾸份财报，其中来⾃商业公司的收⼊�1.27�亿美元，增⻓�35%；来⾃

政府机构收⼊增⻓�1.63�亿美元，增⻓�68%。�

另⼀组数字：来⾃政府的收⼊占⽐从上半年的�54%�上升⾄�56%，2019�年时的这个数字为�45%。这也

意味着，Palantir�依然需要来⾃政府的订单才能维持⾃⼰的增⻓。�

对于美国和其他西⽅各国的政府来说，Palantir�是监视公⺠的有⼒⼯具；对于某些企业来说，Palantir�

是提⾼效率，节约成本的良器；对于某些美国⺠主党国会议员来说，Palantir�是侵犯⼈权和隐私的邪

恶化⾝；对于联合国世界粮⻝计划来说，Palantir�帮助机构在疫情期间，为更多的⼈提供了⻝物；对

于创始⼈�Alex�来说，它是维护⾃由与⺠主的堡垒。�

但�Palantir�究竟是什么，也许只有时间知道。�

翻完�Palantir�的发展故事，俨然就是当下�AI、⼤数据公司的⼀⾯镜⼦，折射出的是技术乌托邦的追求

与破灭，也是⼀系列新技术被装进所谓「国家安全」这个旧瓶后的质疑与争议，⽽不同版本的�

Palantir�故事还在全球各地上演，这些「Palantir」们，共同定义着这个星球的未来。�

延伸阅读�

Palantir�招股说明书；�•

Palantir�创始⼈之⼀的�Peter�Thiel�的技术价值观与政治⽴场�•

Palantir�CEO�Alex�Karp�公开信：技术应该为社会服务�•

M1�芯⽚、模拟与数字、中国疫苗外交、SaaS�创业者复盘｜
Deep�Reading#032�

Editor’s�Note�

本期「Deep�Reading」关注点：�

⼀篇关于苹果�M1�芯⽚与计算范式发展的⻓⽂，当越来越多的计算不再依靠�CPU，当图像、语⾳的处

理需求变得越来越多，当⾼连接与低功耗成为⽤⼾习以为常的习惯，过往的计算范式是否还会适⽤？

科技历史学家�George�Dyson�的新书�Analogia�⼊围《⾦融时报》年度图书，本期推荐该书的前⾔，我

会提供快速理解这本书的⼏个线索。

两篇地缘政治的⻓⽂：终结�2020�噩梦的;好⽅法或许只有疫苗，⽽在绝⼤多数发展中国家，来⾃中

国的疫苗就是⼀剂「救命药」，本期的⼀篇⻓⽂展现中国的「疫苗外交」；过去⼏年中美贸易/技术对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1655/000119312520230013/d904406ds1.htm
https://www.city-journal.org/peter-thiel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29/sh/0489b056-0b80-47e8-a6e8-dd3b948a76fe/71120518c6110c85ab45eb031a454c66


抗让很多⼈认识到中美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如何呢？本周推荐⼀份欧

洲智库的报告，详细展现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

如果你了解�Kubernetes，那么⼀定知道这个社区的传奇⼈物�Kelsey�Hightower，如果你不关⼼�

Kubernetes，那么也不妨来认识这位活跃于云原⽣领域的技术布道者。�

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是⼀个听起来完美但做起来⾮常艰难的商业模式，在

这个领域，虽然成就了�Salesforce、Workday�这样的巨头公司，但更多的�SaaS�公司还是处在极其艰

难的获客、保证续费率的阶段，本期的两篇⽂章，展现�SaaS�的本质与创业者的反思。�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开启本周的深度阅读之旅。�

M1�芯⽚与个⼈计算的新范式�

OM｜2020‒11｜链接｜15�分钟阅读�

不管承认与否，苹果�M1�芯⽚都在开启⼀个全新的个⼈计算范式，同样的模具下，新�MacBook�Air、

MacBook�Pro�与�Mac�mini�的底层架构已经完全不同，它将我们过去⼗多年在智能⼿机、智能⾳箱、

平板电脑上对于应⽤、软件的体验延伸到了桌⾯设备，这是苹果对于乔布斯软硬⼀体化战略的坚持与

发展，同时也在给这个「古⽼」�PC�⾏业带来新的发展⽅向。�

本周推荐的这篇⽂章，作者就站在个⼈计算的⻆度，去重新审视�M1�芯⽚之于⾏业与⽤⼾的意义，当

越来越多的计算不再依靠�CPU，当图像、语⾳的处理需求变得越来越多，当持续连接与低功耗成为⽤

⼾习以为常的习惯，过往的计算范式显然已⽆法满⾜需求，苹果迈出的这⼀⼩步，对于包括⾼通、华

为甚⾄微软来说，都可能是⼀⼤步。

模拟还是数字，这是技术发展的轮回�

George�Dyson｜链接｜2020‒04｜20分钟阅读�

《⾦融时报》上周发布了各领域年度推荐图书，其中科技类的图书榜单⾥，科技历史学家�George�

Dyson�今年出版的�Analogia�位列其中。�

这是⼀本拥有宏⼤视野的图书，充分展现了作者�George�Dyson�⼀贯以来的写作⻛格（前⼏年他的

《图灵的⼤教堂》已经出版了中⽂版），从�1741�年俄国⼈获取⽩令海峡与阿拉斯加到书屋、⽪划艇

设计，整本书把对「模拟与数字」的思考散落在各个⻆落，⾄少在我两周的阅读周期⾥，我⼀边惊叹

不断迸发的深邃思考⼀边痛苦于啰嗦冗⻓的细节。

本期推荐的这篇⽂章是该书的前⾔部分，浓缩了这本书的核⼼主题（⽽⾮内容），⽽其中关键的关键

是�George�Dyson�对⾃然、⼈类与机器之间四个不同阶段的区分，我认为只要抓住这个线索，就能理

解这篇前⾔的主旨，也能在阅读全书的时候不⾄于陷⼊作者的「细节漩涡」。

⽬前�Analogia�Kindle�版本已经在亚⻢逊上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购买�Kindle�版。�

红药丸与蓝药丸，疫苗背后的博弈�

https://om.co/2020/11/17/why-m1-chip-by-apple-matters/
https://onezero.medium.com/from-analog-to-digital-and-back-10b359350b68?gi=sd
https://www.ft.com/content/799d4942-1738-4ff9-8088-65b655ee049f
https://www.amazon.com/-/zh/dp/B07Y73W2NG/


⽇经亚洲｜2020‒11｜链接｜20�分钟阅读�

终结�2020�噩梦的;好⽅法或许只有疫苗，⽽在绝⼤多数发展中国家，来⾃中国的疫苗就是⼀剂「救

命药」。「⽇经亚洲」这篇⻓⽂从东南亚国家的疫苗需求出发，展现中国正悄然开始的「疫苗外交」

的布局。

⽽之所以东南亚国家接受来⾃中国的疫苗，⼀⽅⾯是中国疫苗研发速度很快，并且拥有强⼤的制造能

⼒；另⼀⽅⾯，中国本国疫情的有效控制，使得中国居⺠对于疫苗的需求⾮急迫，此前包括美国在内

的⼀些国家已经公开表⽰疫苗优先⾯向本国居⺠。

就⽬前来看，疫苗成为这场博弈⾥的新「武器」，没有是⾮与对错，红药丸或蓝药丸也不可能完全结

束这场疫情，但这场关于药丸的选择，也在左右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

⼀位⿊⼈云原⽣布道者的故事�

Protocol｜2020‒11｜链接｜20�分钟阅读�

如果你了解�Kubernetes，那么⼀定知道这个社区的传奇⼈物�Kelsey�Hightower，如果你不关⼼�

Kubernetes，那么也不妨来认识这位活跃于云原⽣领域的技术布道者。�

Kelsey�Hightower�的个⼈故事⾥有很多科技⾏业变迁的背景，⽐如容器技术与�Kubernetes�的崛起，

是整个⾏业对于计算效率上限的再⼀次探索，⽽作为⼀个⿊⼈，Kelsey�Hightower�的经历也兼具了硅

⾕多元性的变化历程。

SaaS�的本质与创业者的⼼声�

V2ex｜2020‒09｜链接｜7�分钟阅读�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Red-Pill-Behind-China-s-COVID-19-vaccine-diplomacy
https://www.protocol.com/kelsey-hightower-google-cloud
https://www.v2ex.com/t/716835


Harsha�Halvi’s�Blog｜2020‒08｜链接｜10�分钟阅读�

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是⼀个听起来完美但做起来⾮常艰难的商业模式，在

这个领域，虽然成就了�Salesforce、Workday�这样的巨头公司，但更多的�SaaS�公司还是处在极其艰

难的获客、保证续费率的阶段。

围绕�SaaS，本周推荐两篇⽂章，纷享销客前总裁吴昊分享了他对�SaaS�本质的思考，基于商业模式的

推演，吴昊指出，SaaS�的本质就是续费；在第⼆篇⽂章⾥，作者站在�SaaS�创业者的⻆度思考如果可

以重新开始的话，他会如何启动�SaaS�⽣意，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到底有多少坑。�

透视欧洲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Merics｜2020‒11｜链接｜30�分钟阅读�

过去⼏年的中美贸易/技术对抗让很多⼈认识到中美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联系

⼜如何呢？本周推荐⼀份来⾃德国的智库�Merics�的报告，详细展现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其中关

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我摘录了其中的⼏个要点。

其⼀，中欧之间贸易发展很快，各领域的互动与交流频繁，如下图：

其⼆，对欧洲来说，中国并不是;重要的商品出⼝地，⽽且在欧洲不同地区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不

同。

https://hhalvi.com/second-innings-saas/
https://merics.org/en/report/mapping-and-recalibrating-europes-economic-interdependence-china


其三，公司层⾯，中国接纳种类繁多的欧洲公司，中国市场为这些公司创造了�11.2%�营收，但主要集

中在半导体、航空制造等领域，服务业的贡献并不多。

这篇报告还分析了中欧交恶的潜在后果，⽆论是贸易投资还是供应链，中欧交恶不是双⽅愿意看到的

事情，但在中国强硬的对外战略的作⽤下，欧洲国家与公司需要重新衡量与认识当下中国的位置。



2020�年度书单推荐（1）：⼈⼯智能的共识、迷信以及对公司管
理者的启⽰｜Deep�Reading#033�

Editor’s�Note�

本周，我们正式步⼊到�2020�的;后⼀个⽉，在这个「辞旧但可能暂时迎不来新」的时间点，「Deep�

Reading」推出�2020�年度阅读推荐。�



这份书单是我从�2020�年读过的�50�多本书⾥精选出的推荐图书，⼤致划分为�6�个领域，共�19�本书，

所有图书都围绕「Deep�Reading」邮件通讯所关注的话题，即「关注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产业变⾰与⼈

类进化」，其中的绝⼤多数图书都是�2020�年出版的新书，并且都可以在亚⻢逊�Kindle�商店或苹果图

书商店买到电⼦版，价格⼤多在�10�美元左右。�

本期开始，我将连续四周详细介绍本年度的推荐书单，为各位在这个岁末年初密集的信息轰炸时期⾥

提供⼀份有价值的图书推荐，本周⾸先关注⼈⼯智能领域的三本图书：

Human�Compatible:�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Problem�of�Control�•

Rebooting�AI:�Build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We�Can�Trust�•

Competing�in�the�Age�of�AI:�Strategy�and�Leadership�When�Algorithms�and�Networks�Run�

the�World�

•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开始本周关于⼈⼯智能的深度阅读之旅。�

Human�Compatible：关于「⼈⼯智能」的共识�

亚⻢逊�Kindle�商店（美区）、苹果图书商店（美区）�

「当我们在谈『⼈⼯智能』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我作为⼈⼯智能领域观察者过去⼏年反复问

⾃⼰的问题。因为⼯作的关系，我可能会在各种场合与各⾊⼈等谈起「⼈⼯智能」，这些⼈的职业⾏

业不同，年龄与价值观也有差异，每⼀次的讨论、对话都会⾛向⼀个极端：各说各话。

https://www.amazon.com/-/zh/dp/B07N5J5FTS/ref=tmm_kin_swatch_0?_encoding=UTF8&qid=&sr=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human-compatible/id1450754416


这也是当下围绕「⼈⼯智能」讨论的⼀个缩影，⼀⽅⾯，「⼈⼯智能」需要来⾃社会各个领域从业者

展开对话，另⼀⽅⾯，所有关于「⼈⼯智能」的讨论亟需⼀个基本共识。

��

在�Suuart�Russell�的这本书⾥，我读到了⼀个在我看来是⾮常清晰且克制的基本共识：当下「⼈⼯智

能」的局限性，不仅体现在技术⽅⾯，还包括⼈类使⽤这些技术的局限。

如果说技术⽅⾯的局限需要研究者们更多努⼒，那么⼈类对于「⼈⼯智能」使⽤的局限则需要全球不

同国家、经济体重新思考是否应该在歧视、监控甚⾄战争中使⽤「⼈⼯智能」，这也是本书的精彩之

处。

遗憾的是，这本书后⾯⼏个章节的叙述背景过于宏⼤，夹杂了技术发展趋势与⼀些似是⽽⾮的科幻想

象，以⾄于很容易让读者陷⼊到混乱之中。

但瑕不掩瑜，如果你想深⼊、全⾯、快速了解「⼈⼯智能」的核⼼观点，这本书是⼀个值得购买的⼊

⻔读物，特别是前五个章节的内容，⾮常值得精读。

Rebooting�AI：深度学习的迷恋可以消停了�

亚⻢逊�Kindle�商店（中区）、苹果图书商店（美区）�

在掌握传播话语权的互联⽹巨头的「操纵」下，「深度学习=⼈⼯智能」已经深⼊⼈⼼，由此导致公众

在认识「⼈⼯智能」发展阶段的时候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这也是我选择�Gary�Marcucs�这本书的原因所在，本书⾥，作者反思了当下包括深度学习在内的众多

研究⽅法的问题，坦⾔这些研究思路都不会产⽣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同时还有可能因为机器在

「常识」⽅⾯的缺陷，导致不可挽救的后果。

��

Marcus�还举了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曾想象⼀个场景：⼀台强⼤的⼈⼯智能机器被指⽰制作回形

针，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终把整个世界⸺包括⼈⸺变成回形针。�

因此，Marcus�指出，当下「⼈⼯智能」领域⾯临⼀个⼗字路⼝：如果坚持现有的⽅法，那么必须采取

更严格的监管，否则;终会⾛向「回形针」的悲惨结局；另⼀⽅⾯，开启新的研究思路，将因果关

系、时空关系纳⼊到机器学习之中，推动机器产⽣常识，从⽽构建起⼀个值得信任的「⼈⼯智能」。

Competing�in�the�Age�of�AI：智能时代的公司⽣存之道�

亚⻢逊�Kindle�商店（美区）、苹果图书商店（美区）�

「⼈⼯智能」之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全⽅位且⽴体，站在公司管理者的⻆度去看，当机器的

智能⽔平和⾃动化程度越来越⾼，⼀家公司的管理、产品研发与销售策略也在发⽣悄然变化。

��

https://www.amazon.cn/dp/B07MYLGQLB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rebooting-ai/id1454164061
https://www.amazon.com/Competing-Age-AI-Leadership-Algorithms-ebook/dp/B07MWCTNSD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competing-in-the-age-of-ai/id1449736617


这正是「Competing�in�the�Age�of�AI」⼀书所探讨的议题，两位作者并没有纯粹探讨技术，⽽是把当

下「⼈⼯智能」各项技术的突破做为⼀个新变量，全⾯审视不同⾏业、不同领域公司的组织架构、⽂

化以及战略应对机制。

作为⼀本商业类图书，这本书的叙述逻辑遵循了很多同类图书的做法，⾸先提供了⼀个分析框架，然

后通过⼀系列案例（⽐如微软公司的成功转型）提炼出⼀组⾯向企业管理者的思考要点，⾮常适合公

司管理者快速吸取养分。

这本书的⼀个亮点是第⼋章对于⼈⼯智能伦理的反思，这不仅是任何⼀家公司在部署、应⽤相关技术

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也需要整个社会认识到技术⾼速发展背后的另⼀⾯，这是我⾮常推荐阅读的章

节。

2020�年度书单推荐（2）：订阅商业模式、数据预测历史与上⼀
场⼤流⾏病｜Deep�reading#034�

Editor’s�Note�

我们正式步⼊到�2020�的;后⼀个⽉，在这个「辞旧但可能暂时迎不来新」的时间点，「Deep�

Reading」推出�2020�年度阅读推荐。�

��

这份书单是我从�2020�年读过的�50�多本书⾥精选出的推荐图书，⼤致划分为�6�个领域，共�19�本书，

所有图书都围绕「Deep�Reading」邮件通讯所关注的话题，即「关注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产业变⾰与⼈

类进化」，其中的绝⼤多数图书都是�2020�年出版的新书，并且都可以在亚⻢逊�Kindle�商店或苹果图

书商店买到电⼦版，价格⼤多在�10�美元左右。�

上周第⼀期的年度推荐⾥，⾸先关注了⼈⼯智能领域的三本图书，你可以在这⾥查看上⼀期的内容，

本周围绕互联⽹商业模式与历史两⼤关键词，推荐七本图书：

Subscribed:�Why�the�Subscription�Model�Will�Be�Your�Company’s�Future�-�and�What�to�Do�

About�It�

•

Lurking:�How�a�Person�Became�a�User�•

The�Great�Firewall�of�China:�How�to�Build�and�Control�an�Alternative�Version�of�the�Internet�•

IF�Then:�How�Simulmatics�Corporation�Invented�the�Future�•

The�Last�Kings�of�Shanghai:�The�Rival�Jewish�Dynasties�That�Helped�Create�Modern�China�•

The�Great�Influenza:�The�Story�of�the�Deadliest�Pandemic�in�History�•

Analogia:�The�Emergence�of�Technology�Beyond�Programmable�Control�•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开始本周关于互联⽹商业模式与历史的深度阅读之旅。�

https://s3.iois.me/yolpm.html


互联⽹时代的「创新」：订阅、⽤⼾�

从软件、内容甚⾄零售百货与打⻋服务，「订阅」正在成为这个星球上;常⻅的商业模式，在这本�

Subscribed（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作者从两⼤⽅⾯探讨了「订阅」商业模式的

现象与本质。

��

这本书的叙述逻辑是从产业现实出发，⾸先展现正在发⽣什么，然后⽤�6�个章节详细分析了企业如何

应对「订阅」模式带来的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变化，这⼀部分也是全书的核⼼内容，如果你对「订

阅」商业模式已经有⼀定了解，可以直接翻看本书后⾯的�6�个章节即可。�

「⽤⼾（User）」或许是互联⽹时代制造的⽆数词汇⾥;重要的⼀个，这个词定义了互联⽹使⽤者与

产品之间的特定关系，这也是今年出版的�Lurking（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所思考的议

题。

��

「Lurking」在互联⽹语境⾥就是「潜⽔」，如果参考�2/8�定律，「潜⽔」也是绝⼤多数互联⽹⽹⺠使

⽤互联⽹的⽅式。在本书⾥，作者没有站在为了批评⽽批评的视⻆，⽽是花了⾮常多的篇幅去回顾诸

如搜索、社交、分享等⼀系列在线⾏为的演变历史，读完这⼀系列关于互联⽹使⽤者的历史之后，或

许你可以理解所谓「User」与「Person」的区别。�

数字、模拟以及⼤数据预测的⿐祖�

科技历史学家�George�Dyson�⼀贯以来钟爱宏⼤的历史背景与琐碎的历史细节，他前⼏年的《图灵的

⼤教堂》⼏乎就是⼀段近现代数学编年史。⽽在今年的这本�Analogia（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

书商店�）⾥，George�Dyson�从⼀个⾮常⼩的视⻆切⼊，1716�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向时年�44�岁

的俄国沙皇彼得⼤帝提出三项伟⼤计划：了解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建⽴俄罗斯科学院、投资「计算

机」⽤于将现实概念映射为数学公式。

��

如果你觉得这是本书的主题，那么⼀定会在俄国⼈获取⽩令海峡与阿拉斯加的历史、关于树屋和⽪划

艇设计的细节描述中迷失，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核⼼主题是探讨⼈类与⾃然、机器之间的关系，作者

在前⾔部分针对⼈类、⾃然、机器之间的不同关系，划分出四个阶段，然后将「模拟」与「数字」的

思考散落在全书的各个章节，你会在啰嗦冗⻓的细节⾥惊叹于作者的深邃思考。

与�Analogia�相⽐，IF�Then（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真是⼀本⾮常「传统」的历史图

书，没有反复跳转、闪回的时间与冗⻓的细节，作者把焦点对准了⼀家已经消失在历史⻓河的公司�

Simulmatics，通过挖掘这家公司当初的「疯狂」之举，勾勒出现代计算机早期时代，⼀些聪明的科

学家们如何利⽤计算机理解⼈类社会。

��

https://www.amazon.com/Subscribed-Subscription-Model-Companys-Future-ebook/dp/B078GCWL9D/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subscribed/id1326615127
https://www.amazon.com/Lurking-How-Person-Became-User-ebook/dp/B07MYX4S1Z/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lurking/id1450178557
https://www.amazon.com/Analogia-Emergence-Technology-Programmable-Control-ebook/dp/B07Y73W2NG/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analogia/id1481078486
https://www.amazon.com/If-Then-Simulmatics-Corporation-Invented-ebook/dp/B085T8DHXD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if-then-how-simulmatics-corporation-invented-future/id1502450382


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有⼀种时空的错乱感，Simulmatics�公司的很多想法、做法与当下中美主要互

联⽹公司并⽆本质区别，但这可是发⽣在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晶体管刚刚发明不久，⽀撑现代计算

机快速发展的摩尔定律还未出现，更不要提⼈⼯智能算法突破与互联⽹带来的海量数据，但就是在现

在看来⽆⽐简陋的情况下，居然也可以发⽣利⽤计算机分析数据与预测⼤选，这真是⼀件奇妙的事

情。

上海、防⽕⻓城与现代中国�

以「上海+犹太⼈」为关键词的搜索，往往只能看到⼆战期间上海如何成为犹太⼈的避难所，这当然是

事实，不过，如果进⼀步挖掘上海与犹太⼈的关系，那么今年这本�The�Last�Kings�of�Shanghai（亚

⻢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就试图给出⼀些新的思考⻆度。�

��

这本书以全世界;富有的犹太⼈家族�Sassoon�family�如何在上海构建财富帝国为视⻆，从另⼀个维度

讲述了⼀段中国近代史，⾃�1840�年上海开埠，这些⾃印度⽽来的犹太⼈，为上海带来的商业与⽂化

的繁荣，也为这座城市�100�年历史变迁做了;好注脚。�

值得⼀提的是，与�Sassoon�family�在上海⼀起打拼的还有嘉道理家族，现在上海知名的育才中学的前

⾝正是嘉道理家族在上海所建的中学。

如果说上海犹太⼈的故事是⼀段混杂屈辱与现代化探索的历史⽚段，那么在�21�世纪的中国，防⽕⻓城

的存在也是⼀个极其复杂的产物，这本�The�Great�Firewall�of�China（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

商店）相对全⾯展现了防⽕⻓城的功能以及「功绩」。

��

关于防⽕⻓城的讨论，就⽬前的历史阶段⽽⾔，已经很难直接⽤「对」与「错」去做价值判断，但正

如本书副标题所⾔，「How�to�Build�and�Control�an�Alternative�Version�of�the�Internet」，中国之

外的其他国家，也正在加快这个进程，围绕数据主权的⼝号与⾏动，都在改变着互联⽹的定义与模

样，这可能才是;可怕的事情。

上⼀场⼤流⾏病的教训�

如果说加缪的《⿏疫》是在以⽂学化的⽅式展⽰⼀场瘟疫对于⼈类内⼼世界的冲击，那么这本出版于�

16�年前的�The�Great�Influenza（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则是通过历史⽩描的⼿法还原

出�1918�年那场⼤流⾏病的惨烈现实。�

��

当我在�2�⽉底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全球的疫情已经进⼊不可控制的阶段，很多时候，我已经⽆法分

清楚当下新闻与图书章节之间的区别，就像⿊格尔那句被不断滥⽤的名⾔⼀样，从政府到公众，并没

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1918�年这场疫情中的信息误导、政治⾼于⽣命、⽆视科学等情节在过去⼀年屡

次上演，⽽随着疫苗开始在全球接种，这场疫情终将结束，但⼈类将如何应对下⼀场疫情呢？

https://www.amazon.com/Last-Kings-Shanghai-Jewish-Dynasties-ebook/dp/B08191GM76/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the-last-kings-of-shanghai/id1487371800
https://www.amazon.com/Great-Firewall-China-Alternative-Internet-ebook/dp/B07MB474LV/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the-great-firewall-of-china/id1448132412
https://www.amazon.com/Great-Influenza-Deadliest-Pandemic-History-ebook/dp/B000OCXFWE/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the-great-influenza/id361931075


2020�年度书单推荐（3）：库克的价值观、FB�内幕、
Instagram�的挽歌｜Deep�Reading#035�

Editor’s�Note�

我们正式步⼊到�2020�的;后⼀个⽉，在这个「辞旧但可能暂时迎不来新」的时间点，「Deep�

Reading」推出�2020�年度阅读推荐。�

��

这份书单是我从�2020�年读过的�50�多本书⾥精选出的推荐图书，⼤致划分为�6�个领域，共�19�本书，

所有图书都围绕「Deep�Reading」邮件通讯所关注的话题，即「关注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产业变⾰与⼈

类进化」，其中的绝⼤多数图书都是�2020�年出版的新书，并且都可以在亚⻢逊�Kindle�商店或苹果图

书商店买到电⼦版，价格⼤多在�10�美元左右。�

过去两周，我先后推荐了三本⼈⼯智能的图书、两本互联⽹商业模式相关图书以及五本历史读物，如

果你还没有来得及查看，可以点击下⾯的链接查看这两期内容：

2020�年度书单推荐（1）：⼈⼯智能的共识、迷信以及对公司管理者的启⽰｜Deep�Reading#033�•

2020�年度书单推荐（2）：订阅商业模式、数据预测历史与上⼀场⼤流⾏病｜Deep�reading#034�•

本期，我将通过⼈物与公司视⻆推荐五本图书：

Tim�Cook:�The�Genius�Who�Took�Apple�to�the�Next�Level�•

Wenger:�My�Life�and�Lessons�in�Red�and�White�•

Facebook:�The�Inside�Story�•

Always�Day�One:�How�the�Tech�Titans�Plan�to�Stay�on�Top�Forever�•

No�Filter:�The�Inside�Story�of�Instagram�•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开始本周的深度阅读之旅。�

库克传：价值观驱动的乔布斯接班⼈�

过去⼗年这个星球上;引⼈瞩⽬的公司⾼管莫过于苹果�CEO�蒂姆·库克，关于苹果公司的所有赞誉与

批评，都会落在这位�CEO�⾝上，但外界对于这位乔布斯钦定「接班⼈」的了解，往往被各种琐碎的细

节与碎⽚化的报道所笼罩。

��

这恰恰是这本�2019�年出版的�Tim�Cook（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所体现的价值。�

这本书并不是库克本⼈或苹果官⽅授权的传记，书⾥也没有任何来⾃库克本⼈或苹果⾼管的直接访谈

内容，作者根据已知的公开报道进⾏了整理与汇总，虽然没有什么独家内容，但⾄少符合事实。⽽内

https://s3.iois.me/yolpm.html
https://s3.iois.me/hbqop.html
https://www.amazon.com/Tim-Cook-Genius-Apple-Level-ebook/dp/B07FLVCT2J/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tim-cook/id1412527620


容框架上看，这本书还是遵循了传记图书的⻛格，作者梳理了⼀条相对完整的时间线，展现出库克的

职业发展路线。

事实上，相对于库克在苹果公司所做的事情，这本书;值得阅读的部分还是库克早期的⼯作经历，这

是库克⼯作⻛格、职业价值观形成的时期，也为其后库克塑造苹果公司价值观做了注解，特别他对公

司员⼯多样性以及环保不遗余⼒的追求，还在深刻影响着苹果公司。

温格回忆录：⾜球早期的快乐⼀去不复返�

你很难想象⼀个⾜球教练的回忆录可以和⼀些科技类图书放在⼀起，但在我看来，温格这本�My�Life�

and�Lessons�in�Red�&�White（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出现在这个榜单并不违和。�

这本书的内核是在探讨⾜球这项运动如何从简单且快乐⼀步步变成复杂且机械，撇开所谓的「⾦元⾜

球」，温格在过去三⼗年的执教历程，也是⾜球⼤踏步成为⼀项「科学化」运动的三⼗年。

��

我⾮常喜欢温格对于⾃⼰童年的描述，他出⽣在法国阿尔萨斯的⼀个⼩村庄，这⾥的居⺠淳朴简单，

⼀如当时的⾜球，温格为农村队踢球，然后⼀步步进⼊职业队（斯特拉斯堡），并在随后成为⼀名

「⾛南闯北」的教练。

不过必须要承认，这本书⾥的很⼤⼀部分描述都⽆法满⾜外界对于温格的好奇，⽐如他如何看待「⾦

元⾜球」，他与其他知名教练（如穆⾥尼奥）或「叛逃」球员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乎没有或者仅

仅使⽤了官⽅的表达，考虑到温格⽬前还在为国际⾜联⼯作，或许等他真正退休了，这位儒雅的「教

授」，还会写⼀本真正的回忆录。

Facebook�的内幕故事�

关于�Facebook�的话题总是有⾮常多的切⼊⻆度，在硅⾕资深记者�Steven�Levy�看来，挖掘其创始⼈

⻢克·扎克伯格的个⼈思考演变，特别是他早期所做的⼀系列公司决策，或许是⼀个快捷⽅式。�

��

这也构成了�Facebook:the�inside�story（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的主体架构，Levy�以

调查记者的⾝份，获得了⼤量独家资料，也能够采访到扎克伯格以及众多�FB�⾼管，试图还原出早期�

Facebook�的诸多产品思考与决策，如何为�2016�年以后的⼀系列问题埋下伏笔。�

贯穿这本书的⼀个细节是扎克伯格�2006�年的⼀个⼿写笔记本，这⼀年年对扎克伯格以及�Facebook�来

说异常重要，他们发布了�News�Feed�和�Open�Reg（开放注册），从产品设计到⽤⼾规模都有了⼀次

巨⼤跳跃，扎克伯格在其笔记本⾥记录了⾃⼰对于这些产品的思考，此时的扎克伯格还在准备「作为

平台的�Facebook�的模样」。�

Day�One：硅⾕偏执狂的⽣存法则�

https://www.amazon.com/Wenger-Life-Lessons-Red-White-ebook/dp/B08781ZNRF/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wenger/id1508632631
https://www.amazon.com/-/zh/dp/B07V8CL7RH/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facebook/id1472938546


「Day�One」是⼀个源⾃亚⻢逊公司内部的说法，旨在强调⽆论公司如何强⼤，都要保持处于创业阶

段（创业第⼀天）的⼼态和⼯作⽅式，亚⻢逊还将其位于西雅图的⼀栋办公楼命名为「Day�One」。�

��

⽽在这本�Always�Day�One:�How�the�Tech�Titans�Plan�to�Stay�on�Top�Forever（亚⻢逊�Kindle�商

店、苹果图书商店）⾥，作者把视线放在了五家当下;具话题的公司⾝上，通过挖掘�Alphabet

（Google）、亚⻢逊、Facebook、苹果以及微软的公司⽂化，意图将其归结为「Day�One」理论。�

当然，上述五家公司的做法并不完全⼀样，⽐如亚⻢逊⿎励内部创新，Google�则是强调内部协同，

FB�关注内部反馈。⽽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在⼤篇幅展现五家公司的内部激励、增⻓⽅法之后，还引⼊

了「⿊镜」的部分场景，去进⼀步探讨公司创新与技术乌托邦之间的关系，结论相对乐观。

没有「滤镜」的�Instagram�

前⼏年关于�Instagram�的报道往往会聚焦在该公司�2012�年被天价收购，⼀家创⽴不⾜两年、只有�13�

名员⼯的公司的价格⾼达�10�亿美元，这是⽆论哪⼀个商学院都⽆法推演出的商业⾏为，但这笔交易就

这样发⽣了，⽽且�Instagram�也很好整合到了�Facebook�的体系⾥，成为新的赚钱渠道。�

正因为此，Bloomberg�记者�Sarah�Frier�的这本名为�No�Filter（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

的新书显得⾮常合时宜，她要去掉围绕在�Instagram�⾝上的「滤镜」，还原出⼀个关于创业、收购与

不同理念冲突的真实故事。

��

我在读这本书过程中，脑海⾥不断闪出⼀个词：挽歌。从时间上看，Instagram�创⽴于�2010�年，彼

时，移动互联⽹的⼤幕徐徐拉开，从开放的投资⼈到天真的创业者，「改变世界」的梦想还未破灭。

⽽在�Instagram�早期的故事⾥，作者�Sarah�Frier�展现出⾮常出⾊的历史场景调度能⼒，像极了⼀部

历史电影，两位�Instagram�创始⼈贯穿起了�Facebook、Twitter、⻛险投资机构⾥的上百个⼈物，这

是属于�2010�年代初期的精彩故事。�

随着�Instagram�被�Facebook�收购，Sarah�Frier�继续挖掘其如何被�Facebook�所改变与所重塑的细

节，这是其他场合很少能看到的内容。读到;后，我发现⾃⼰已经很难判断扎克伯格对于这个产品的

改造是否成功，⼀⽅⾯，Instagram�成为�FB�的赚钱利器，仅在�2019�年就贡献了�1/4�的营收，但另⼀

⽅⾯，扎克伯格的野⼼和做法，彻底改变了这个产品的初⼼，也终结了⼀个开放、天真的创业时代。

2020�年度书单推荐（4）：论⽂与⽣活指南、不要读新闻、笔记
⽅法论、数字世界的极简主义｜Deep�Reading#036�

Editor’s�Note�

写在前⾯：下周即将迎来新年假期，「Deep�Reading」会员计划也将暂停更新⼀周，感谢各位订阅

读者的⽀持与陪伴，祝⼤家新年快乐，我们�2021�年再⻅。�

https://www.amazon.com/-/zh/gp/aw/d/B07V65YKZT/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always-day-one/id1472938613
https://www.amazon.com/-/zh/dp/B08D3CJPV4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no-filter/id1470000263


我们正式步⼊到�2020�的;后⼀个⽉，在这个「辞旧但可能暂时迎不来新」的时间点，「Deep�

Reading」推出�2020�年度阅读推荐。�

��

这份书单是我从�2020�年读过的�50�多本书⾥精选出的推荐图书，⼤致划分为�6�个领域，共�19�本书，

所有图书都围绕「Deep�Reading」邮件通讯所关注的话题，即「关注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产业变⾰与⼈

类进化」，其中的绝⼤多数图书都是�2020�年出版的新书，并且都可以在亚⻢逊�Kindle�商店或苹果图

书商店买到电⼦版，价格⼤多在�10�美元左右。�

过去三周，我先后推荐了三本⼈⼯智能的图书、两本互联⽹商业模式相关图书、五本历史读物以及五

本⼈物历史类图书，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查看，可以点击下⾯的链接查看这三期内容：

2020�年度书单推荐（1）：⼈⼯智能的共识、迷信以及对公司管理者的启⽰｜Deep�Reading#033�•

2020�年度书单推荐（2）：订阅商业模式、数据预测历史与上⼀场⼤流⾏病｜Deep�reading#034�•

2020�年度书单推荐（3）：库克的价值观、FB�内幕、Instagram�的挽歌｜Deep�Reading#035�•

作为今年;后⼀期「Deep�Reading」，我会从个⼈⽣产⼒的视⻆推荐四本图书：�

How�to�Write�a�Thesis�•

Digital�Minimalism:�Choosing�a�Focused�Life�in�a�Noisy�World�•

Stop�Reading�the�News:�A�Manifesto�for�a�Happier,�Calmer�and�Wiser�Life�•

How�to�Take�Smart�Notes:�One�Simple�Technique�to�Boost�Writing,�Learning�and�Thinking�•

「More�Reading,Less�Junk」，欢迎进⼊�2020�年的;后⼀次深度阅读之旅。�

从论⽂指南到⽣活指南�

作为⽂字⼯作者，我的很⼤⼀部分⼯作成果会以⽂章的形式呈现，如何建⽴起⾼效且可执⾏的内容输

出⽅法论，显得极其重要，这也是我今年反复阅读翁⻉托·埃科的�How-Write-Thesis（亚⻢逊�Kindle�

商店、苹果图书商店）原因所在。

��

这本书所⾯向群体，原本是上世纪�70�年代意⼤利⼤学扩招之后不知如何写论⽂的⼤学⽣，但很多写作

⽅⾯的建议对于各个年龄段都有实战意义，⽐如作者不断强调，论⽂是为了证明你的假设，⽽不是要

展⽰知识的渊博，再⽐如，谈到如何获取写作资料的时候，埃科引导读者思考「⼀⼿资料」与「⼆⼿

资料」的区别，并通过⾮常多的例⼦予以说明。

这本⼩册⼦⾸次出版于�1977�年，原⽂为意⼤利语，我选择的这⼀版是�MIT�出版社的英译本，在这本

很短但⼏乎不过时的⼩册⼦⾥，埃科已经展现出了⼀个完整的信息获取、整理与创造的全流程，也难

怪《纽约客》会如此评价这本书：这本写作指南也是⽣活指南。

拒绝「新闻」的诱惑�

https://s3.iois.me/yolpm.html
https://s3.iois.me/hbqop.html
https://s3.iois.me/toksqt.html
https://www.amazon.com/How-Write-Thesis-Umberto-Eco-ebook/dp/B08BSYSBQ8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how-to-write-a-thesis/id1521730895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a-guide-to-thesis-writing-that-is-a-guide-to-life


过去的�2010�年代，移动互联⽹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塑造了⼀幅全球范围内的新闻消费新场景，从早

起到睡下，你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来⾃这个星球任意⼀个地⽅的新闻，但当你读完这些新闻之后，是否

意味着可以过上更好的⽣活？或者换⼀个⻆度：如果你不读这些新闻，是否会让你不开⼼？

在这本�Stop�Reading�the�News�（Play�图书商店）⾥，作者以⾃⼰的亲⾝经历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

不要再读新闻了，它们没有意义。

��

这本书「控诉」了新闻对于⼈类⽣活、⼯作的负⾯影响，其中既涉及到新闻⾏业的特点，也加⼊了⼀

些对新闻⾏业如何影响社会、政治以及⼈类⼤脑的研究和思考。

但很显然，新闻还在持续发展，更便捷的⽣产⽅式、更多的传播渠道以及更懂⽤⼾的算法，所有这些

新技术都将为新闻发展提供新的⽅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在本书;后的建议⸺更像是⼀场激昂

演讲结束时的嘶哑呼喊⸺显得⾮常⽆⼒。�

本书另⼀个遗憾的地⽅在于，作者的「新闻」默认为传统媒体⽣产的⽂字或视频，但在当下的全球媒

体环境⾥，社交媒体上海量的�UGC�（User-generated�Content）内容以及诸如�Youtube、哔哩哔哩

平台的�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Content）内容，形成了另⼀种「新闻」，更重要的⼀点，

在算法加持下，图像、⻓短视频的新闻消费，⼜带来⼀系列新的问题，本书对这些新新闻的议题都没

有进⾏深⼊探讨。

笔记⽅法论的流⾏�

在个⼈数字⽣产⼒⼯具领域，有两类⼯具;受「Productivity�Porn」⻘睐，⼀个是项⽬/任务管理，另

⼀个是笔记管理。前者由�David�Allen�的那本�Getting�Things�Done�所引领，形成了⼀系列由⽅法论、

⼯具以及社群组成的不同阵营。后者则⻓时间⾥没有⼀个堪⽐�Getting�Things�Done�的理论框架，更

多的时候，都是笔记⼯具公司们，⽐如�Evernote�等公司通过产品功能的宣传，影响⽤⼾对于笔记⼯具

使⽤的思考和探索。

但在�2020�年，随着�Roam�Research�的⾛红，这本旧书�How�to�Take�Smart�Notes�（亚⻢逊�Kindle�

商店、苹果图书商店）也从⼩众视野进⼊到主流，进⼀步引发全球「Note-taking�Porn」的讨论，从

⽂章到视频、博客，不胜枚举。

��

在这本出版于�2017�年的图书⾥，作者介绍了⼀个名为「Zettelkasten」（这是⼀个德语，意为「笔记

盒」）的笔记⽅法，这个⽅法由德国知名社会学家�Niklas�Luhmann�所创造，利⽤这套⽅法，Niklas�

Luhmann�完成了社会学历史上⼀系列重要著作。�

事实上，「Zettelkasten」⽅法论⼏年前就已经有了⼤量追随者，⽽�2020�年的流⾏既有诸如�Roam�

Reserch�产品⾛红的影响，也是当下互联⽹步⼊信息丰盈时代后，⽤⼾对笔记⼯具的需求发⽣了本质

变化，10�年前的�Evernote�让收集变成笔记⼯具的标准功能，引领随后⼏年全球主要笔记⼯具的发

展，如今，⽤⼾需要更⾼效的笔记处理流程，以帮助⾃⼰不陷⼊信息漩涡。

https://play.google.com/store/books/details/Rolf_Dobelli_Stop_Reading_the_News
https://www.amazon.com/How-Take-Smart-Notes-Nonfiction-ebook/dp/B06WVYW33Y/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how-to-take-smart-notes-one-simple-technique-to-boost/id1519694845


不过坦率来说，「Zettelkasten」以及这本书谈到的⼀系列流程，其⾯对的群体相对特殊，你需要在

不断的笔记⽣产、整理与输出（⽐如写博客）中形成闭环，这就极⼤限制了适⽤范围，毕竟不是所有

⼈都可以⽽且需要输出。另外值得⼀提的是，这个⽅法论并⾮针对某个特定应⽤，读者还需要在不同

笔记应⽤⾥探索是否可以实践，这⽆形中也增加了读者使⽤该⽅法的⻔槛。

数字世界的极简主义�

⼈类从物质世界丰盈到数字世界丰盈不过⼏⼗年的时间，如果极简⽣活⽅式可以成为物理世界的潮

流，那么极简主义能否出现在数字世界呢？写过畅销书《深度⼯作》（Deep�Work）的�Cal�Newport�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

他在这本�Digital�Minimalism（亚⻢逊�Kindle�商店、苹果图书商店）的开篇，就提出⼀个「灵魂命

题」：我们⼀贯以来所认为的互联⽹可以提⾼⽣活质量，这个认知是不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沿着

这个思路，作者将物理世界中的极简主义纳⼊到互联⽹的数字世界，与之前的《深度⼯作》类似，Cal�

Newport�可谓深谙畅销书读者们的阅读喜好，他把枯燥的哲学理论讲解纳⼊到⼀些实战案例⾥，并且

还提供了多个「测试」项⽬，帮助读者进⼀步理解各个章节的内容。

像极了围绕数字⽣活的各种畅销书，Digital�Minimalism�的阅读体验会有⼀种「⽂学爽⽂」的感觉，

但我个⼈建议这⼀类图书还是少读为宜，在建⽴了⼀个基本认知框架后，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思

考，⽐如思考如何优化⾃⼰的数字⽣活与⼯作⽅式，从⽽让⾃⼰更幸福。

尾巴�

⾄此，我⽤四期内容展⽰了「Deep�Reading」的年度阅读推荐，很多书并不是�2020�年的新书，但都

是我在�2020�年阅读并筛选出来的读物，在这个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2020�年，这些图书从不同⻆度切

⼊，或是探索技术之于社会与个体的影响，或是历史视⻆⾥的⼈与⼯具进化，或是技术公司与技术⼈

的内⼼独⽩，共同构成了⼀个丰富多彩的阅读清单。

2020�即将在下周结束，再⻅�2020。�

https://www.amazon.com/Digital-Minimalism-Choosing-Focused-Noisy-ebook/dp/B07DBRBP7G/
https://books.apple.com/us/book/digital-minimalism/id139036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