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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一个朋友的
连锁简餐店重装。他想用电
子屏替代吧台原来的垂吊菜
单板。但是担心收不回本钱。
我怂恿他，90后都是看动态
图和视频长大的，装吧。装后
三个月，果汁销售都是原来
的160%左右。你想，当你点餐
时，菜单上有一个空杯子，缓
缓倒入果汁，嘴巴立刻就渴
了。未来的新广告便是这样
的，走心理暗示，而不是硬
广。

@唐史主任司马迁

要相信一个人在现实中
的身份，而不是被过度粉饰
的网络形象。这个时代就是
这样，“小打小闹们”往往比
那些“静悄悄的实力派”更光
鲜 、更 外 在 、更 热 衷 于 表
态……在事实判断上，不要
被优美的文笔、严谨的逻辑
和正确三观所迷惑，要相信
现实实力。如果非得选择相
信某个“关键意见领袖”，优
先判断对方的基本盘和立足
专业。

@虎掰掰

听说一件热门新闻，你
发表不发表观点？先别发，拖
着。拖几天，也许事实就翻转
了，你也改变主意了。更重要
的是，你也许会发现这事儿
根本不值得探讨，说不说也
没什么分别。拖延症不是一
种病态，而是一种非常智慧
的生存策略。普通人在生活
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只要
拖一拖，都会自行化解。如果
没有，那是你拖得还不够久。

@东东枪

读书是最廉价的姿态，
花几十块钱买本书，摊在桌
上就行了。然后，你就得到赞
扬，脆弱的人怎会放弃这种
轻易的满足？很多孩子于是
从小学会了假装读书的技
能，我读到精疲力竭总可以
吧？我永远拿着一本书，你就
不好意思责怪我吧？因为我
在做最好的事！

@连岳

打算开发一个App，界面
跟支付宝一模一样，账户余
额都是假的，一扫码支付就
失败。这样跟朋友吃完饭就
能当着大家面第一个抢结账
说“都别动啊，这顿我来”，然
后无奈加恼火状：“怎么付了
三次都失败？”既省钱还有面
子，可以叫“结账宝”。

@地下天鹅绒

干净衣服放衣柜里了，
脏衣服塞洗衣机里了，不太
干净又不很脏的衣服也都统
一随手扔在椅子上了，如此
井井有条的生活习惯在别人
眼里怎么就成了没收拾呢？

@段子楼

少壮不努力，老大用在
线翻译。

@叫兽易小星
（三七整理）

拖延症是一种

非常智慧的生存策略

微信聊天表情“微笑”最受欢迎
12月22日 周四
好欢乐！网友热晒家庭

微信群名字
网友晒家庭微信群名字

引发讨论，“你们家族聊天群
的名字是啥？我爹的亲戚群
叫‘家好月圆’，一个朋友家
的叫‘皇亲国戚’。”网友热晒
自己家的亲戚群：比如，照功
能分类的有“回家吃饭确认
群”“全球亲人互相吹捧群”
等。

网友点评：不管群名是
啥，敢不敢设置“消息免打扰
模式”？

12月23日 周五
支付宝率先推出AR实

景红包
支付宝版本更新，推出

了AR实景红包。想要获得红
包，就要发动你的双腿，找到

线索显示的目标物体，而红
包会被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前提是，你有个土豪朋友
为你藏红包！

网友点评：找到了过年
抢红包的新玩法！

12月24日 周六
公司开展“无脸日”，员

工戴面具工作减压
河北邯郸一家公司每

年定期开展“无脸日”活动，
其间，员工头戴面具正常工
作。据称这个活动旨在让员
工放松心情，达到减压的目
的。

网友点评：女员工心想
“终于可以不化妆了。”

12月25日 周日
网友吐槽那些糟糕的节

日礼物
圣诞节，又一个收礼物

的节日。网友吐槽收到的最
糟糕的礼物，主要有又丑又
没用的摆件、超大型玩偶等，
辣眼睛！

网友点评：有人送就不
错了，什么都没收到的人说
啥了？

12月26日 周一
士兵排队挂号照片走红

网络
有网友晒了一张一个士

兵在医院排队挂号的照片，
配评论“一个兵”。照片中，士
兵笔直的站姿让人感受到了
另外一种气场。

网友点评：肃然起敬。
12月27日 周二
微信聊天表情“微笑”最

受欢迎
一项网络问卷调查显

示，在使用微信聊天的过程

中，76 . 0%的受访者会频繁运
用表情符号。受访者最欢迎
的 表 情 符 号 是“ 微 笑 ”
(41 . 0%)、“龇牙”(33 . 2%)、“调
皮”(27 . 6%)等。

网友点评：每天不发几
个表情还能活吗？

12月28日 周三
网友吐槽“自从爸妈养

了宠物之后”
网友发起话题“自从爸

妈养了宠物”，晒图吐槽那些
曾发誓不养宠物的父母沦为

“宠物奴”：“吃饭的时候，猫
占着他的位子，我爸就站着
吃了。”“我爹说带它回来就
从楼上扔下去，结果呢？居然
给它做上小衣服了。”

网友点评：终于明白我
就是捡来的。

（齐小游整理）

【热搜】

【微博】

【热点】

调查显示
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节日被“数字化”

元旦快到了，但如今，随着虚拟社交平台的发展以及人们越来越看重实用性，许多人觉得，节日等的仪式感
已经不再重要。一项对2001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或节日里，49 . 2%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人们
的仪式感减弱了，32 . 1%的受访者认为增强了。

生活快节奏是节日
仪式感减弱原因之一

在北京工作的网友董雨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次孩
子过生日，她都会举办一个
小型的派对，“一方面，孩子
十分期待过生日，他们向往
一切有趣、好玩、欢乐的瞬
间；另一方面，给孩子过生
日，也是对孩子成长的一种
记录。”

小时候，每到春节，江
苏某高校学生张分(化名)都
会和长辈一起去串门拜年，
但长大后，他就很少去拜年
了。“最近几年，我都是通过
手机发消息来表达对朋友
的祝福，关系比较好的，还
会用手机发个拜年红包。”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有
些节日被“数字化”。张分认
为，虽然从某种角度而言人
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但人与
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确实
越来越少了。

调查显示，在有特殊意
义的日子或节日里，76 . 7%的
受访者会重视仪式感，其中
18 . 6%的受访者非常重视，
58 . 1%的受访者比较重视。不
太重视和完全不重视的受访
者分别占18 . 1%和2 . 0%。

进一步调查发现，在当
下，49 . 2%的受访者认为人们
的仪式感减弱了，32 . 1%的受
访者认为仪式感增强了，还
有18 . 7%的受访者表示不好
说。

“整体而言，我觉得现在
社会的仪式感可能并没有减
弱，只是换了个表现方式。”
某高校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王
玉婕(化名)认为，在以前，人
们会用传统的方式纪念特殊
日子，到当下，仪式感会表现
为其他形式。

在王玉婕看来，生活的
快节奏是人们仪式感减弱的

原因之一，“大家都想快一点
进入下一个阶段，就会忘记
一些过去的传统”。

哪些日子需要仪式感？
受 访 者 首 选 传 统 节 日
(69 . 6%)，其次是结婚纪念日
(64 . 4%)，还有生日(43 . 6%)和
历史事件纪念日(42 . 0%)等。

53 . 1%的受访者认为仪
式感是记忆的重要部分，
51 . 2%的受访者认为仪式感
是传递爱的方式。但也有
44 . 4%的受访者认为仪式感
已被形式化，25 . 6%的受访
者 认 为 是 虚 荣 的 表 现 ，
14 . 8%的受访者认为是矫情
的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放假
节日的仪式感会更弱

本科时的毕业典礼让王
玉婕记忆深刻，“毕业典礼将
大家毕业时的情感推向了最
高潮”，这种仪式烘托了现场
的氛围，加深了经历者的记
忆。

调查中，79 . 8%的受访者
表示仪式感重要，其中18 . 3%

的受访者认为非常重要，
15 . 9%的受访者表示不重要。

进一步调查显示，35 . 9%
的受访者认为没有仪式感的
爱情不会长久，35 . 3%的受访
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其他受
访者表示不好说。

情感博主西风南浦 (化
名)表示，仪式感能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爱情的长久，能给
恋爱中的女生带来安全感和
被重视的感觉。

此外，79 . 8%的受访者认
为生活中的仪式感对孩子的
成长重要，其中，22 . 9%的受
访者认为非常重要，仅13 . 4%
的受访者认为不重要。

调查中，68 . 8%的受访
者认为仪式感让传统节日
更有味道，13 . 9%的受访者
不赞同，其他受访者表示不
好说。

王玉婕说，受到条件的
限制，某些传统节日的仪式
感减弱了，如果不是因为放
假的缘故，这些节日的仪式
感会更弱。

从事民俗与文化研究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陆益龙表示，从文化人类学
的角度看，人类之所以要建
构节日，本质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丰富生活；二是给生活
增添神圣性。为了达到这两
个目的，人类常常通过文化
机制把某个特定时间建构为
节日，从本质上看，节日就是
一种文化。需要赋予节日丰
富的、多姿多彩的文化意义，
不仅是仪式感。

调查中，56 . 7%的受访者
认为仪式感能让人回想起从
前的美好，50 . 6%的受访者认
为仪式感使人感觉到幸福，
43 . 4%的受访者表示仪式感
使人多一分期待，41 . 7%的受
访者表示生活会更有趣，
34 . 1%的受访者认为会获得
内心的庄严感，31 . 1%的受访
者表示会获得精神安慰，
31 . 0%的受访者认为能提高
生活质量。

受访者中，00后占0 . 6%，
90后占22 . 4%，80后占52 . 2%，
70后占18 . 5%，60后占5 . 4%，50
后占0 . 9%；男性占51 . 3%，女
性占48 . 7%。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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