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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养猫”走红：
你与幸福只差一只“猫”

互联网时代，脚步轻盈、脾性高冷的猫咪成为了社交新宠。“一日吸猫，终身戒
猫，科学戒猫要趁早！”一句话戏谑地道出了年轻一代对猫难以割舍的狂热痴迷。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现实养猫的条件，没有门槛的“云养猫”应运而生，很多人
通过社交平台上养猫主人发出的图片与视频，实时关注猫咪成长，获得情感满足。

跨进十月的门槛，秋雨连绵，寒
气逼人，济南有种一夜入冬的感觉。
阴冷难耐的天气里，朋友圈里的“铲
屎官”似乎格外活跃，他们的贴心暖
宝就是猫咪。女友小葵下班，被堵在
路上，回到家中已是星星满天眨眼，
人仰包翻的她顾不上吃饭，第一件
事就是晒猫。自从和男友分手后，她
就买了只暹罗猫，起名“沙琪玛”。每
次听到她轻唤“沙琪玛”的时候，我
就忍俊不禁。

一次，小葵带病在家加班做文
案，上厕所的空当，回来键盘上一摊
水迹，她两眼一黑，沙琪玛知道自己
闯祸了，钻到床底下，千呼万唤也不
出来。第二天她上班出门后，才灰溜
溜出来觅食。朋友曾建议她给猫改
名“安琪儿”，她回答说，“主子不同
意呀，他已经习惯我叫他沙琪玛
啦。”待周末休班，她在家给猫洗澡，
然后各种拍拍拍，记录与猫咪嬉闹
的美妙时光。

就像村上春树之彼得、朱天心
之橘子，每个人的成长中倘若没有
一只猫咪的陪伴，似乎就不完整。我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只猫咪叫虎子，
狐狸花纹，伶俐活泼，两只蓝色发光
的眼睛，在暗夜里能够穿透所有障
碍，抵达世界深处，后来它被送到乡
下，我很是不舍。过去我们家住在筒
子楼里，一楼住户几乎家家都养猫，
他们的屋门虚掩着，或是专门在门
上挖一个洞，称作“猫道”。上学放学
的时候，我都会在此驻足，轻手轻
脚，蹲下来唤猫咪，玩一会儿再回
家。顾老师家养了一只猫、一只狗，
刚开始猫狗天天厮杀，惊动四邻引

发众怒，后来猫凭借强势攻击性坐
上“老大”的宝座，我写完作业从二
楼阳台往外探头，经常瞅见猫咪闭
目养神，狗狗原地转圈，好像在值
守，那场景很是好玩。

家中养猫，但凡有一个成员不
喜欢，就很难成行。我听过的“猫之
战”，不排除三种情形，结婚有娃的，
没工夫养；经常出差的，父母不管；
喜怒无常的，养猫几乎就是灾难。于
是，有人就转移“主战场”。小区有个
邻居乔姨，脑干出血，捡回一条命
来，落个半身不遂，每天出来锻炼身
体，必做的事就是喂流浪猫。两袋剩
米饭，拌上菜汤、虾皮，或是一锅热
腾腾的鸡肝。她在楼后面唤上几声，
只见猫咪们踱着方步在屋顶上呼啦
啦登场了，“我的孩子们，快吃吧，多
吃点！”喂猫成为她的必修课，活动
胳膊腿儿，最关键的是愉悦身心：

“猫通人性，它们能听懂我的话。”有
一段时间，她腿疼厉害，下不了楼，
连续几天都听到窗外传来猫咪们的
呼唤声，好像在叫她，她就命令儿子
去喂猫。

不知何时起，“云养猫”成为流
行的时尚。所谓“云养猫”，就是限于
自身条件不方便养猫，从网络平台
猫奴定期发布的图片与视频中，关
注猫咪的成长与生活，寻找情感慰
藉和日常乐趣。睡前逛朋友圈时，我
总会看到女友桃子发布“云养猫”日
记：“今天臭蛋又闯祸了，感觉它应
该是遇上了情敌。它让我想起死去
的小星球，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

“小星球”是她以前养过的一只波斯
猫，相依相伴六年，去年过年时，小
星球脖子上长了个肿瘤，送到宠物
医院，手术中失血过多，最终没有抢
救过来，永远地离开了她。这种别离
的痛苦折磨着她
的心，从此发
誓再也不养
猫 了 。如
今，她的
头 像 换

成猫咪“臭蛋”的，关注
猫咪博主，分享读书与
电影，回忆与“小星球”
的故事，人与猫宠的情
谊为她的朋友圈增添诸
多情趣。

“人和猫的故事，在每一个
有爱的角落传播，像春阳的芬芳，
夏阳的热烈，秋阳的静美，冬阳的
柔暖。如果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
猫不见了，我的整颗心都会空荡
荡的，养猫与读书对我而言，就像
我的两只手，相辅相成，编织出多
彩的生活。”阅读村上春树的自
传，当年刚开始写小说，他举债
开店，过着斯巴达式的节俭生
活，连一只闹钟都买不起，也没
有暖气，寒夜中贴着猫咪而眠，
是猫给予他以情感依赖和精神
寄托。就像“云养猫”，望着柔
柔可爱又萌态百变的猫咪，舔
舔爪子，打打呼噜，不屑的眼
神，高冷的范儿……被现实
鞭子抽打得千疮百孔的心
瞬间变软，那些负重、那些
抱怨、那些疲累得到有效
排解，在会心一笑与深夜
刷屏中放空自己，重遇
全新的自己。用一句话
说，养的是猫，寻的是
自己的初心。

□徐晓风

在国内的许多大城市里，
有一群“养娃族”，他们喜欢自

称“娃爹娃妈”，在线上“娃圈”
里交流“养娃”经验，分享娃图，

线上购买养娃的各种周边产品，
还时不时举行线下“娃聚”。这里的

“娃”并不是真的孩子，而是指BJD娃
娃，一种特殊的可动人偶，即球型关节
娃娃。近日，几位南京玩偶爱好者还自
发举办了玩偶集市。

线上沟通“养娃”经验

线下聚会交流手艺

南京的“养娃族”其实并不是太
多。但是，在玩偶集市的四十多个摊位
前也挤满了闻风赶来的各类“养娃”爱
好者，很多人甚至是拖着行李箱直接
奔过来的，最远的娃娃爱好者来自东
北、甘肃等地，他们都是从网上看到南
京要办玩偶集市的消息就特地赶过
来，是特别铁杆的“娃粉”。

摊主和游客以80后、90后居多，大
多是女生，不少人甚至像抱孩子一样
抱着自己养的“娃”到现场寻求心仪的
配饰、妆面等等。还有个35岁的妈妈直
接带着自己上幼儿园的孩子来到现
场，希望能为自己的玩偶添一些新的
配饰衣服等等。

现在的“养娃”爱好者基本是在线
上交流，所以并不囿于地域。这些玩偶
制作者和“养娃”爱好者们也会在全国
各地举行线下聚会交流，以往多是在
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现今最大
的玩偶市集要数俄罗斯的，每年在红
场附近举办的玩偶市集吸引了世界各
地的玩偶爱好者去淘宝和交流自己的

“养娃”手艺。

头饰、公主鞋、团扇……

娃娃都靠玩家巧手装扮

在集市出售的玩偶周边产品不下
数百种，有的精细到甚至得用放大镜
才能手工制作。还有玩家专门编制各
种玩偶的头发，盘头、直发、欧式或者
中式古典各种发型应有尽有。更有玩
家用3D打印出栗子大小的球形挂件，
再在这么小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点
缀进去各种珍珠、亮片等等，甚至能做
出雪夜、星空等主题。这里还有玩偶们
精致华美的衣服、可爱的公主鞋、半个
巴掌大小的手绘团扇、跟真品包包一
样可以打开放东西的只有指甲盖大小
的袖珍包包……

玩偶的周边也不仅仅是衣饰。一
位网店店主“小米”不但有淘宝店，也
有实体店，店里不光有玩偶娃娃和各
种配饰，也负责场景的搭建，相当于给
玩偶做个“家”，她还接过一些零售商
家的橱窗布置订单，给商家们定做带
有玩偶的场景橱窗，也十分漂亮。

集市出售一种只有巴掌大小的陶
瓷人偶加上全套行头，售价要 6800 元
左右，想给娃娃换一双类似于美瞳的
漂亮眼睛，售价也在一双 160 元……
玩偶这么贵？一些玩家说，其实“养娃”
主要是个人爱好，大家都会量力而行。
至于玩偶的衣服、配饰等等，很多玩家
都倾向于自己手工制作，网上买来的
原料很便宜，主要是得练手艺，比如自
己给娃娃化妆、裁剪缝纫内衣外套甚
至礼服等等。

“养娃族”

办起玩偶集市
□钟倩

□朱思韵

“云养猫”不仅是猫奴们的“精
神”文化，还发展成为“商业”文化，

“以猫带货”成为新兴的产业经济。
微博上的猫咪宠物博主是较早

一批的产业经济开拓者。例如拥有
端午和妞妞（猫咪和狗狗的名字）的

“回忆专用小马甲”是最早的宠物博
主之一，如今坐拥粉丝 2850 多万，而
新生代表情包代言猫“瓜皮的 id 酱”
拥有 316 万粉丝，知名的美食视频节
目《日食记》专门为出镜的猫主子开
通了微博号“酥饼大人”，目前有 401
万粉丝。虽然在最初这些博主未必
是打着成名赚钱的算盘分享宠物，
但客观上说，这些博主成为大 V 之
后，宠物成为一种广告资源和软文
利器，粉丝们出于对宠物的喜爱对
此并不十分反感，接受度颇高。

此外，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养
猫相关的 APP 纷纷上线。曾经风靡
一时的猫咪后院就是一款投喂猫
咪，为其添置玩具、加盖房子的休闲
游戏，不少睡眠辅助音效 APP 还在
其应用中加入了猫咪打鼾、小猫轻
唤、小猫喝奶等音效，帮助猫奴们更
快入眠。

“云养猫”成为火热的社交产
品，还借着互联网的东风、猫咪爆款
的路径孕育了产业经济，可以被视
为网络时代下新生流行文化的代表
之一。

但有意思的是，在忠实的“云养
猫”爱好者的自得其乐之外，还存在
少数“被云养猫”的边缘受众以及因
年龄跨度和上网习惯而对“云养猫”
产生隔阂、毫不感冒的圈外人。前者
反映的是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当其
在固定社交圈内发展到一定参与度

和讨论度时，它还升级成为一种社
交资本和共同语言，代表着认同和
凝聚力，“非我族类”的少数人可能
出于被孤立的担忧选择从众，使自
己也成为集体的一部分。但另一方
面，流行文化也正受到圈外人的质
疑，“云养猫”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陌
生而古怪的行为。在精神上，他们担
心“云养猫”使人玩物丧志、精神空
虚。而面临现实问题，他们更担心

“云养猫”会加剧少子化的趋势，使
人沉迷于与猫互动。“云养猫”带给
用户的是一种私人的情感体验，而
要不要选择猫作为伴侣也是用户的
个人选择。在这种自主选择尚未涉
及到他人福祉时，是否该用舆论的
压力对这种自由进行干预或者“拨
正”，不仅考验着新生的流行文化，
也考验着这个社会对新文化的接受
度和宽容度。

“云养猫”的“商业”文化【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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