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大二开学时，王军利就已经过上了“倍速生
活”。作为班级团支书的他，同时还要参与学校青通
社选题策划。因为学生工作太忙，王军利身边时刻
带着一本1.5厘米厚的本子，有什么事和处理问题
的灵感就马上记下来，偶尔想到一些新颖的工作内
容和形式，就先在本子上打草稿，再找空闲时间具体
立项策划。

压缩睡眠时间是王军利实现“倍速生活”的常用
方式，床边的小台灯和电脑，和他一起在深夜里见证
了优质视频的诞生。学校110周年校庆期间，他曾
一度忙到凌晨3点。

“每个人都会选择一条成长的路，自己走好自己
的路就好。”选择快节奏的生活其实是王军利的本
意，他不愿在慢节奏中消磨意志。

高校传媒联盟调查发现，49.36%的调查对象看
电视剧等视频会倍速播放，81.39%则会边吃饭边做
别的事，34.97%有过边洗澡边玩手机的经历。但

“倍速生活”在人们身上的表现，远远不止这些。
早早就把南京农业大学作为考研目标的江西女

孩王诗涵（化名），也在今年的6月深切体会到了“倍
速生活”的状态。根据她的描述，在与时间争分夺秒
的过程中，不仅刷牙的时候要听晨读英语，就连上厕
所，也要拿着《恋恋有词》的精缩版小本背几个单词。

一边是清晰的、必须严格执行的考研规划，一边
是急需交接的学生工作，王诗涵常常“恨不得把一天
的时间掰成两半用”。

“其实考研初期的安排不算紧张，但6月是学生
组织换届季，一些部门工作和学习时间冲突，我就只
能在每天碎片化的时间里完成当日的学习任务，或
是在深夜‘加班’。”

与此同时，擅长芭蕾的王诗涵还被老师邀请参
加学校“招生视频”拍摄工作，负责一段3到5秒的
镜头。尽管时间很短，但从服装准备、动作设计，到
一次又一次排练，王诗涵花费了近一个星期的时
间。因此，上午和晚上“驻扎”考研教室，下午就在办
公室和舞房来回奔波，成了她6月的常态。

不只是她自己，在王诗涵眼里，身边的大多数同
学都在“倍速生活”。做好未来生活节奏会更快的准
备的她表示，很羡慕电视剧里那种效率很高、看起来
很酷的职场生活。

王诗涵口中“高效的职场生活”，正是王鑫（化
名）当下的工作状态。

“别提了，最忙的时候，我两天跑了五场发布会，
你知道五场发布会是什么概念吗？”每每提到“时间
不够”“工作忙”的字眼，选择了北漂生活的王鑫就有
一堆“苦水”要倒。

王鑫在大学里担任社团负责人，平日里要参与
各种校园活动，原以为自己可以和“北漂节奏”无缝
衔接，但接踵而来的工作安排还是让他有些发愁。

“平时工作在写稿，坐地铁要写稿，就连上厕所
也要拿手机刷刷热搜，看看行业内的最新动态。追
热点就是在和时间赛跑，你稍微晚一点，读者就会选
择比你更高效的文章去阅读。”早已学会了在生活各
处寻找选题的王鑫，已经在常用的编辑器里做好了
几套模版，以备不时之需；而为了在发布会后抢首
发，他也慢慢养成了提前做好功课的习惯，避免了在
撰稿时再手忙脚乱找资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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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速生活”下
是充满斗志的“猴急”一代

▶大学生活被学习和学生工作挤得满满当当，常常让广播
电视学专业的王军利觉得自己是在“与时间赛跑”。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数不清的会话消息。”摄
像机固定机位拍视频时，不忘打开电脑改稿子；吃午饭时，
顺便打开视频APP看综艺；洗澡时，听听相声……王军利
一直在努力实现生活效率最大化。
▶前不久，高校传媒联盟向全国1021名大学生发起问卷
调查，80.8%的受访者表示“有过事情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的经历。

其实，徐永亮在本科时就曾过
着“倍速生活”。大二时，电子信息
专业的他大胆尝试，在学校的支持
下，研究起有关肿瘤细胞筛查的课
题。他还召集学校其他学院不同专
业的同学和他一起，成立了创业团
队，几年来过关斩将，参加大大小小
的创业比赛，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本科期间，学业、创业、比赛等
各种各样的事情让徐永亮过得充实
忙碌的同时，也让他付出了一些代
价。有一次，甲方要求徐永亮的团
队在一个星期之内给出解决方案，
而恰巧这个项目比较困难。徐永亮
带着团队用7天的时间收集材料、
集体调研，绞尽脑汁地设计“最完美
合适”的方案，但最后却没有得到对
方的认可。当时的他还被朋友评价

“特别没有形象”，因为每天白天在
外奔波、风吹日晒，晚上还要加班熬
夜，状态很差，“倍速生活”一度让他
崩溃。

“人不可能一直处于斗志昂扬
的状态。”后来，徐永亮再遇到压力
大的时候，就会到操场去跑圈，或者
直接环校跑，“大汗淋漓的时候整个
人被放空了，然后脑回路就会重新
变得清晰起来”。他因此喜欢上了
长跑，还去跑了全程马拉松。

相比于有些人在事项冗杂时会
有选择的放弃，徐永亮有着自己的
坚持。“我需要给自己留足时间跟自
己对话，调整完之后才能更好地上
路。”

徐永亮不反对也不提倡“倍速
生活”。在他的理想状态下，工作是
必需的，但不能占据生活的大部分
时间。他希望能把更多的时间留给
家人，同时还能有精力兼顾自己的
兴趣爱好。

王鑫不再觉得难以适应从学生
到职场人的身份转变。“人都是被逼
出来的，最夸张的时候还是5月底
的那个周末，临时飞去上海，在不同
的地方参加了5场发布会，我写了
一个通宵的新闻稿，第一次体会到
了什么叫倒头就睡。”工作了近半年
的他已经慢慢适应了“北漂节奏”。

“高效率地完成一项任务”其实
是一件很有快感的事情。“当别人都
在加速时，你却保持原速，这也是一
种落后不是吗？”王鑫认为，其实更
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倍速生
活”，而是这样的生活选择了我们。

王诗涵笑称自己是“猴急”一
代，同一时间做两件或多件事是一
种很正常的生活状态。“现在的日子
过得快，快递、外卖都快，但我们还
是觉得慢。快或慢其实是一种选
择，有的人选择一生做好一件事，而
我 选 择 尝 试 更 多 种 可 能 。”

据中国青年报

徐永亮在“倍速生活”中寻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适应方式。初入职场时，多方面的
约束和领导下达的各种截止日期的要求，
让他感觉职场的忙碌和校园的紧张有着很
大的不同。

“比如说一些项目合作和工作对接，都
是接踵而至的，又很复杂。”这让他不得不
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对此，刚
踏入职场的徐永亮笑称，自己目前的状态
大概是“剑尚未佩好，出门已是江湖”。

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徐永亮有着自己
独特的一套生活方式。走路时，他会打开
专门下载的听书APP，用听的方式了解时
事新闻，以及学习有关自己研究领域的知
识和行业动态；吃饭时，他会梳理一些事项
的推进方法、提醒自己相关的注意点；晚上
洗澡时，他会像“电影回放”那样，复盘一整
天的学习和工作，反思做得不好的地方。

福建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高永芳，是
一个“多重身份”的大忙人，过着名副其实
的“倍速生活”。

她读大二时，作为班里的团支书，需要
完成上万字的一份立项总结报告。这份报
告不仅对文字质量有要求，封面设计、排版
风格也需要仔细考虑。除此之外，她还要
和班长一起处理班级里零散琐碎的工作。
每天踩着门禁时间回宿舍的她，在室友都
已响起平稳的鼾声时，还要在幽微的台灯
光下处理工作。

“连续忙一两个星期后，我就会给自己
留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放松，去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不过，高永芳似乎没有读一本厚
书的完整时间，她评价自己“越来越浮躁
了”。但是提及“倍速生活”，高永芳很有成
就感。“快节奏生活很好，但必须是在我的
掌控范围内，我不喜欢被外力强制改变的
忙乱。”

对河北一所高校的准医学研究生李跃
（化名）来说，自从大三到医院实习开始，生
活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一些。在医院里，
边接护士台的电话边打印报告、边吃饭边
看病历成了常态。除了查房、上手术等等
必须专注的工作，让手头的两三件不用动
太多脑子的事同时进行，有助于帮他尽快
完成一天的工作。

尽管李跃没有刻意让生活变得充实，
但生活已经“安排得明明白白”。每天早上
7点到科室，看病历、化验、看医嘱、等上级
大夫查房、处理病人的情况，如果当天没有
手术，晚上6点可以下班回学校。但很多
时候，他要配合医生手术，结束时间和预期
中的晚饭都要往后不定期推延。

正是因为属于个人的时间变得拮据，
李跃更希望能好好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最
近他正在学日语，回到学校一边吃晚饭，一
边还能背上几个单词。他还会一边洗澡一
边听歌，等车甚至等电梯的时候，都要掏出
手机看看。现在的他总是体会到小时候不
能理解的时间的可贵，碎片化的时间一丁
点儿都舍不得浪费。

在王鑫眼里，“倍速生活”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觉得接收的信息量还远远不
够。倍速看剧、一心多用是一件很正常的
事情，他表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希望可
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更多信息，比如喜欢发
语音却不喜欢听语音，因为语音不能快进；
喜欢刷短视频或者快进看剧，因为希望更
快地知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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