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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派：

安吉，女，36岁，自由撰稿人

微信和微博本身就是公共平台，在微信和
微博上晒照片的事，大家都干过吧？主要是和
朋友们分享着玩儿，朋友们看了也开心一笑
啊，尤其是好吃的好玩的，拍下来，有图片为证，
不是更有吸引力吗？国庆长假，我和家人一起
去了一个环境很好的农家乐，老公爬上竹梯子
摘芸豆，那些芸豆都搭在架子上，开着像蝴蝶
一样的紫花，很漂亮，头顶是蓝天白云，人在那
样的情景下，很自然地就拿出手机拍下照片
来，当做纪念也好，看着玩也好，都挺有意思的。
还有我家的小孩，特别喜欢农家乐里的公鸡母
鸡，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喂鸡，把
一个金黄的玉米棒子一粒粒掰给小鸡吃，很开
心！把这些拍下来，都是善意的分享啊！

就像一位网友说过的，有人喜欢与别人分
享自己的心头好，有人喜欢与别人分享自己的
足迹。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大牌都买回来，我们
也不能把所有美丽的地方都走遍。发帖上图什
么的也很辛苦的。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晒物的童
鞋们付出了劳动，带我们看了世界，对不？当
然，如果是带着炫耀的动机，那就太自讨没趣
了，现在有钱人那么多，什么高档饭店名牌名
包，对大众来说，也不是多么心潮澎湃的事，大
家还是会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批评派：

青瑛，女，30岁，网络插画家

我比较反感成天有事没事拿着手机拍啊
拍啊，然后到处晒照片的人，纯粹是少见多怪！
我有一位女同学，家境还不错，老公做进出口
生意，她呢，怀孕以后就当起了全职太太，孩子
上幼儿园以后，她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所以，
成天逛街啊上网啊发微信啊，哪天她在万能的
某宝店淘了一款Tiffany项链，一定要晒晒照片
炫一下，让人特别无语。前段时间，女同学声势
浩大地带着保姆孩子一起去参加朋友婚礼，可
人家根本不关心新郎新娘的婚事，就那么旁若
无人地拿着手机拍她女儿的公主照，拍一桌子
的鸡鸭鱼肉群英荟萃，这对新人来说，也太没
诚意了吧？谁都看得出来，她一直在炫耀她的
幸福生活，但生活冷暖只有她自己知道。

还有一位朋友，一年难得出外旅游一趟，
却唯恐天下人不知道，照片晒得人眼花缭乱，
谁有耐心一张张地看下去啊？网上就有网友吐
槽说，“出门旅行，上飞机前拍一张，落地再拍
一张，觅食时拍路人，吃饭时拍咖喱饭，下午拍
人晒太阳，傍晚晒街边摊，晚上回酒店还要晒
今天败的战利品……这是闹哪样啊？”我个人
也觉得，有事没事，一路狂拍，一路疯晒，全部
的意义就在于某某到此一游，多肤浅啊！

我也认识另外一些朋友，像一位经济学的
女博士，在学术圈也小有名气了，但人家大部
分时间都忙着搞研究去了，剩下的时间也是去
陪家人。包括我自己，很喜欢漫游世界各地风
景名胜，会在行走的过程中，寻找一些新鲜的
灵感，把它们拍下来，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些
照片，但不传到网上。因为，这只是我的生活方
式而已，我绝不会刻意地去炫耀什么！就像歌
词里说的，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
每个人的思念！人要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靠炫耀去博眼球，和在人眼前吹肥皂泡没有什
么两样！

分析派：

马武，男，41岁，某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到百度上搜一搜，我们就会发现，经常玩
微信微博和经常聊QQ、经常发短信一样，本身
不带有任何的褒贬，都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方
式，重要的是看他用微博微信做什么。玩微博
微信，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已经成为
很多年轻人的新风尚。毕竟人在成长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新事物会在某一个时刻打
动你，记录下这样一个时刻、一件事物，就个体
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当你把它发布出来，
就是一种公众行为了，你是为了分享，为了纪
念，为了娱乐，还是纯粹炫耀得瑟显摆，明眼人
一目了然。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喜欢玩微信微博
的大多数是80后90后，也就是我们说的生活在
网络时代的新新一代。有锐气，追逐时尚，喜欢
晒美食、名牌、新手机、旅游照等，这正是他们
独立个性的表现，但从一系列的微博炫富事件
来看，这也正是他们不成熟、不自信的体现。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个“炫”的时
期，像年幼的儿童，用积木搭了一座他们心目
中的城堡，会很自然地寻求大人的夸赞；再大
一点，就知道在小伙伴之间显摆爸爸妈妈新买
了什么玩具，这些孩童式的炫耀是儿童在成长
中寻求心理认可的一个过程，父母可以适度地
鼓励孩子“你真棒！”但成年以后，再跟风炫耀，
就是虚荣心作祟，需要通过学习来提升你的公
信力和内在品质了。

在这里，我推荐大家读一篇名为《炫耀》的
小短文，作者张明锋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不
要拿别人的东西来炫耀自己。不要借别人来夸
耀自己。第二：不要总是炫耀自己。有了一点成
绩不要沾沾自喜，不要骄傲。第三：不要让别人
拿着你的东西炫耀！不要让别人躺在你的功劳
簿上睡大觉，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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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炫耀，做度己度人内心充盈的人

日前，笔者就网络炫耀
等相关微博热议，采访了山
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精神心理科李舒大夫。李大
夫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晒美
食晒名牌晒幸福这一系列行
为背后的心理动机，进行了
深层次的分析。

李大夫告诉笔者，拿炫
耀这个行为来讲，其背后的
心理学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关乎人类的繁殖，二是
关乎人类的生存。“怎么讲
呢，第一，动物求偶，要显摆
自己的羽毛、鸟巢、叫声、强
壮，因为只有获得异性的青
睐，才能俘获伴侣让自己得
以繁殖。第二，在每个社会中
生存，必须要有房有车有生
活用品，这样炫耀自己的房、
车、包、美食、手机等，意味着
一个人更有能力生存下去。
因此很多的炫耀行为，既有
先天本能的成分，也有后天
操作的成分。本能属于无意
识的动机，而操作属于有意
识的动机，营销自己，获得追
捧，增加人气。”

具体到大众的行为，李
舒大夫解释说，“适当的炫耀
能够给自己加分，比如着装
优雅、饮食讲究、手机高档、
皮包精良，这在适当的场合

会赢得人们的好感，让人感
觉到外在的表达是内在丰富
的一种体现，使人愿意与之
交往、合作，成就许多机会。
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但是

过度的炫耀，则会让人反
感。”

究其根源，在于炫耀者
用其所炫耀的物，来代替自
我的一部分，对外界显示其
强大，满足其比别人优越的
感觉，用于在比较中获得胜
利。其心理根源在于自卑，
在于自我的空虚与匮乏。一
旦没有了炫耀物在身边，自
我价值感便会丧失到几乎
不存在，作为补偿，会加倍
甚至疯狂地追逐名牌，来填
满自我空虚的极不安全感，
由此又开始新一轮的炫耀。

李大夫说：“真正自我充
盈的人，是能够自我满足的
人，同时又能够与外界、他人
保持适当的交往与合作。真
正的自信，并不是依靠过度
的炫耀来建立，而是通过学
习他人所长，依靠内心的修
养来完成，成为既能度己也
能度人的人。”

炫耀是一把双刃剑，李
舒大夫的把脉，也许能够让
我们及时摆正心态，避免陷
入网络炫耀的心理误区。

□安妮

网络炫耀，引发的蝴蝶效应

如今，走到大街上，到处
都是低头玩手机的人，而走
进一间屋子，能看到的都是
电脑后发绿光的眼睛。人和
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更多的依
赖于网络，央视焦点访谈栏
目，就曾播出一期节目《微信
只能“微微信”，别让微信变

“危信”》，以一个个案例提醒
人们，微信在给人们带来快
乐和便利的同时，也可能给
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微信微
信，只能微微信”，但大众对
微信微博的热情仍然空前高
涨。

这几天，微博上都在热
议，王石晒与田朴珺剑桥喝
茶照。乍一看，这和普通百姓
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事实是，

大家都跑去围观了，搞不好
还吐槽了，以致于之后王石
又在微博开腔，称“(这是)躺
着都中枪的流言时代”。类似
于这样的消息，数不胜数，可
能最让人记忆犹新的还是郭
美美炫富事件，当时引发的
蝴蝶效应，到现在恐怕还余
震未了。这些都是个案，但由
此可见微信微博的威慑力。
于是乎，大牌们可以晒剑桥
喝茶照，芸芸众生自然也可
以晒小餐厅里的美食照，谁
不喜欢被关注的愉悦？

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
典型的宅女，平时轻易不出
门，家里的家具生活用品衣
帽鞋袜，统统网购，以求便利
快捷。但她却不遗余力地把

家里所有物件，按一二三四
五六七编号，拍照存档。哪天
不是吃食堂里的盒饭，而是
她亲手做了一道菜，拍照；孩
子的每一幅涂鸦，拍照；去一
趟富丽堂皇的恒隆广场，拍
照；看了一场俄罗斯芭蕾舞
剧团来泉城演出，拍照……
然后，一一上传，我们都看到
了她不无炫耀的小资情调，
对伊有钱有闲的生活那是一
个羡慕嫉妒恨啊。但某一天，
我无意间闯到她家里拿一些
资料，站在玄关里，差点没被
雷倒，女友家里那个乱糟糟
的场面，简直没法形容，花生
壳葡萄皮扔满了餐桌，沙发
上脏乱的衣服堆积如山。女
友一脸尴尬的笑，与微博上

的巧笑嫣然判若两人。那一
刻，我的脑子里又飞过了那
只亚马孙河流的蝴蝶！原来
晒出来的幸福从来不是生活
的全部！那又何必在虚拟的
网络空间里炫耀美食炫耀幸
福？这是否就是备受网友关
注的心理有病呢？

很显然，这不是我一个人
的感受，据《中国青年报》社会
调查中心联合搜狐新闻中心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 . 9%

的人反对网络炫耀，86 . 7%的
人担心网络炫耀使社会风气
变浮躁。关于炫耀的原因，
74 . 3%的人认为是虚荣心作
怪，66 . 2%的人认为“多数是炒
作”，20 . 9%的人认为与“寻求
自我肯定”的心理有关。

不久前，有报道称“喜欢
在网上炫食物的人可能心理
有病”，一石激起千层浪，许
多网友纷纷表示中枪。的确，
随着微时代的到来，在微信
微博上晒美食、名牌、新手
机、旅游照等，已经成了许多
人的习惯动作，越来越多的
人在与人分享自己拥有的东
西，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爱炫
耀的人。

网络炫耀
是秀还是伤

对过度炫耀背后的虚
荣心，可通过行为观察法
并对照下列15条标准加以
判断。

1、喜欢欣赏自己的照
片。

2、经常花时间与钱财
去整容美容。

3、喜欢别人称呼自己
的头衔。

4、喜欢向人介绍自己
家庭成员或亲戚中较有地
位的人物。

5、不愿意同家庭经济
困难、社会地位低下的人
来往。

6、稍有成就便自吹自
擂，唯恐他人不知道。

7、学习、工作成绩不

佳常找借口。
8、有欺上瞒下、沽名

钓誉的行为。
9、在与人谈论中，常

强辞夺理、文过饰非。
10、不顾家庭实际情

况，硬撑阔气，摆出一时的
"豪爽大方"。

11、常常掩盖自己的
短处。

12、喜欢受表扬且沾
沾自喜。

13、穿着打扮以及日
常消费喜欢讲高档次，并
有炫耀感。

14、对批评耿耿于怀，
过分爱面子。

15、夸夸其谈，不懂装
懂，多次出过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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