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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

这封大学食堂
投诉信火了！

（人民日报）

你为什么关闭了朋友圈你为什么关闭了朋友圈？？
好朋友小M委屈地说，她把朋友圈给关了。
我问：“怎么了？”
小M嘟起嘴来：“老同学在朋友圈里晒娃，我没

看到，漏了点赞。结果她在同学群里说我的闲话，说
我都赞别人，只跳过她。”

以前，小M是朋友圈的重度使用者。她说，跟朋
友们天南海北，又不能时时聊天，就靠朋友圈联系。
别人晒娃、晒宠物、晒旅游，她总是第一时间点赞，还
会特别用心地评论。

可最近，小M换了份特别忙碌的新工作，焦头烂
额。她再没有刷朋友圈的时间和心情，又舍不得和
大家失去联系，便只能在深夜睡前，看看大家最近发
生了什么，挨个儿点一圈赞。

没想到，只漏了这么一条，又偏偏是“大家看到
了都会赞”的内容，就跟人结下了梁子。

小M觉得很委屈。深夜再看到这位妈妈晒娃，
底下又是一整个班的老同学排队点赞，心里莫名烦
躁，夜里两点多都没睡着。第二天她简直成了个“乌
眼鸡”，困得不行，工作又忙中出错。她一生气，索性
关了朋友圈。

她说，自己算是意识到了，仅仅靠朋友圈社交，
是不行的。

当掺杂进熟人关系，本来简单的点赞、评论和分
享，都变得复杂起来。有时候，还掺进了那么点儿情
感绑架的味道。

和小M略带遗憾地告别朋友圈不同，小K说他
关闭朋友圈的时候，还挺开心的。

“我换了工作，终于不用假惺惺地发那些东西
了！”

我哭笑不得：“我还以为你很享受呢。”

小K之前是记者。他的朋友圈里，全是和工作
相关的内容。

采访了哪个公司的CEO，先在朋友圈发张合照，
第二天发了采访链接；哪个高档餐厅开业请他们宣
传，他一定不遗余力地把照片发满九宫格。他的工
作好像就是生活，一览无遗地写在朋友圈里。评论
区当然一片艳羡，他也乐呵呵地给大家甩上购买链
接或是餐厅地址。朋友们每每羡慕，觉得他见多识
广，资源又很丰富。

结果他离职，第一件事就是关了朋友圈。
他撇撇嘴：“你当我每次都很享受吗？我只是没

办法。所有的同事都在发，多一个点击，多卖出一件
东西，都算在绩效里。”

原来，朋友圈里的他，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那么关闭了朋友圈的他们，怎样了？
小M说，她分享生活的方式，变成了和好朋友们

单独聊天。一段时间以后，原本关系好的朋友们更
亲密了，而一些关系，也无需再勉力维持。她觉得很
轻松。

而小K，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朋友圈。现
在的他，褪去了之前“大记者”的光环，偶尔说说想说
的话，平心静气地分享着自己的点滴日常——读书，
跑步，一家人平淡幸福的生活。

再跟我聊起关于朋友圈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感
叹，自己关闭的，不仅是朋友圈，而
是置身于圈子文化里的焦虑，是试
图被重视、被赞赏的孤独，也是自己
承受不来的，虚假的社会面具。

关闭朋友圈不是终极目标，停
止对它的过度沉迷才是。 （十点读书）

在网络世界里，你对外直接展示的形象就两个
点，一是头像，另外就是微信昵称。从你取的微信昵
称里可以窥见性格、近况和喜好。好的昵称能给你
生活加分，甚至让你遇到对的人。

昵称前面带A
相信每个人的朋友圈都有一些人，她们的昵称

前面喜欢加A，因为微信排名规则按字母顺序，这样
改名就会排在别人通讯录的最前面。

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加A的朋友太多，容易被刷
下去，直接AAAA，还有A01，看来竞争也是蛮大的
啊。

很明显，这都是微商们喜欢起的名字，他们渴望
出现在通讯录最前面，希望被人看到，刷个存在感。

昵称带工作信息
微信昵称加职业信息的比如：+律师，+老

师，+医生，这可快速让陌生人对你进行了解，而
且职业是大家认可的。但是有些工作信息，可能
为了业绩，就会+总代，+祛痘，+婚纱，其实就不
会那么喜欢了。

重要的是，你对外展示的形象会被这个工作标
签固化，即便换了还是会有联想作用。可能对于你
的工作有价值，但对你个人的品牌塑造价值不大。

带电话号码
这类昵称里面带电话号码，讲真，我真的不大喜欢。
首先昵称的视觉很凌乱，一长串数字加文字，其

次电话号码本身是很隐私的，公然写在昵称上。你
是有多希望对方给你打电话？如此一来，你的生活
也太容易被干扰吧。

这些人把工作摆到了太高的位置，也不注重自
己的隐私生活和个人空间。

纯表情昵称
上面提到的四种昵称的人，生活里占比其实很

低，大多数人都没做微商，也不加工作信息，更不会
加一串电话号码。

那么纯表情的昵称就有意思了，尤其是妹子们，
简直一抓一大把啊。

讲真，纯表情昵称的姑娘要么还在上学，要么刚
工作，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你们不用顾及别人感受和
体验，你也不会从他人的角度思考
昵称的问题。

一旦走出校门，工作一段时间
后，你需要交流。当加了合作方，
对方根本不知道如何称呼你，这就
很尴尬了。

厉害了，这位植物保护学院的同学不仅发现
了虫子，还根据经验、文献确认其为“足丝蚁”，并
根据习性等分析出菠萝饭中惊现足丝蚁的原因，
不服不行。

该校微博@青年农大迅速转发了这封有理有
据、很专业的信：眼神不好的、专业知识不过关的，
还怎么在农业大学食堂吃饭。

网友们热情围观，还“炸”出了信的原作者。
3月21日凌晨，当事人在微博@翦翳翎声明

这件事“均是如实描述，未有半点虚假”。网友迅
速将其奉为大神、学霸。

虽然火了，但当事人却表示：本来这只是件平
平常常的事情……

整件事最应该关心的其实
是校园食堂的卫生管理。@青
年农大表示已向学校反映，并
将持续关注。

谁说中国学生没有科学精神？
“足丝蚁尸体，我已采集，若不服，可来辩”，

中国农业大学一位本科生写给校长的信红了。
这位同学在食堂的菠萝饭中发现了虫子，于是建
议有关部门督促食堂改进。

先来看看这封信：

（有书）

微信昵称暴露了你的性格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