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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身契里的眼泪 问道老君洞

逐渐淡化的“朋友圈”

现在许多人都发现，在自己的微信
好友列表中，很多人没有备注，“朋友
圈”空空荡荡，或者设置了三天可见，头
像、名字多年来也一直没有任何变化。

“微信上除了亲友、同学，还有工作
关系添加的熟人，还有很多是在社交场
合，出于礼貌添加的好友。有的添加
后，都没有聊过天。”市民黄小姐表示，
之前发朋友圈的时候，有很多点赞的
人，自己都搞不清是谁，还有一些不熟
悉好友的评论，让她感觉不舒服。面对
这种情况，自己并不想让更多的陌生人
了解自己的动态。于是，就减少了发朋
友圈的频次。

“90”后的小李表示，原来的朋友圈
大多是好友之间展示生活，而如今，很
多人把朋友圈当成“广告圈”，卖房、卖
车、卖衣服的，有一些营销信息早中晚
都发，每次都发好几条，让人不胜其
烦。对于这些重复信息、无效信息“轰
炸”，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没想到刷刷

‘朋友圈’，还能带来社交压力，完全没

必要嘛！”
“我原来都是发一些孩子成长照片

和动态，一方面是给关注孩子的亲朋好
友们看看，另一方面也是想给孩子的成
长做一个记录。”“宝妈”吴女士介绍说，
很多时候，随手拍的照片，写几句文字
就发“朋友圈”了，之后，想回顾和查看
的时候都很方便。但有一次，一个朋友
提醒她，要注意隐私问题，对孩子的照
片和信息有所保护。她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就设定了“仅三天可见”。

张先生则表示，对于微信朋友圈，
自己已经看得很淡了，除了必要的工
作、生活交流，并不过多的关注，“我甚
至不确定，那些人还在不在我的朋友
圈，有些好友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把
我删除了，而且，我们有时候连自己是不
是已经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定……”
他认为，与其停留在线上的“朋友圈”关
注别人和被别人关注，不如更多地参加
一些线下活动，比如聚会、运动，这些面
对面的交流，更有意义一些。

“朋友圈”设置，可看性格？

有关人士指出，包括年轻人在内的许多人
选择远离微信“朋友圈”，这一现象反映了人们
对于社交媒体的认知和态度的变化。

导致这一变化，最直接的原因是新鲜感的
流失。“朋友圈”刚兴起时，因其新颖的功能和
特性，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更多新的社交平台出现，年轻人
的关注点也被分散。

同时，面对当下这个社交媒体无处不在
的时代，人们都希望通过网络媒体平台展现
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年轻人越来越意识到，过度在意他人线上的
评价会让自己陷入焦虑。年轻人在成长的过
程中，社交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他们逐渐意
识到，真正的友谊并不只是点赞与评论，而是
需要深入的交流与理解。因此，他们开始寻
找更为真实的社交环境，逐渐开始重新注重
线下的交流，通过电话或者面对面的交流，去
分享生活的更多信息。

如今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也让年轻人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在工作单位以及家
庭之间奔波，生活常常被各种琐事占据。生活
中，虽然仍有美好，但更多的是“鸡毛蒜皮”的
琐事，需要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实际生活
中。于是，在“朋友圈”里也就没有了那么多想

表达的内容。
此外，在数字化时代，个人隐私保护也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朋友圈虽然便捷，但也存
在泄露个人隐私的风险。年轻人越来越重视
个人隐私的保护，他们不再轻易将个人照片、
位置信息等暴露在“朋友圈”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年轻人为何逐渐远离年轻人为何逐渐远离““朋友圈朋友圈””??

远离“朋友圈”背后的思考

可能比较成熟沉稳，对生活有追求；喜
欢用背影照做头像的人可能比较保
守，希望与人保持距离；喜欢用诗词或
词句做头像的人可能看似文艺，内心
有趣；喜欢用宠物照片做头像的人可
能非常有爱心，随和……那些不使用
微信头像的人可能比较有个性，不太
在乎别人的眼光。

于是，在一些网络平台，就出现了
“微信个性设置指南”“微信个性化设
置教学”等内容。根据这些介绍，可以
方便使用者展示自己“亲切”“高冷”

“高大上”“有格调”等标签。
还有一些有着明显职业特色的使用者，如

保险销售、房产中介等，往往会用做着抱胸动
作的职业形象照当头像；如留学中介、外教老

师，往往会使用机构名称加英文名做名字。这
些带着明显职业特色微信使用者，个性签名则
多是人生格言或奋斗标语等。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发
展，微信“朋友圈”成为人们分享
生活、交流情感的重要平台。很
多年轻人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分
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展示日常
里的喜怒哀乐，进而更好地展示
自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
人选择远离了“朋友圈”，有的设
置三天可见，有的干脆就不发“朋
友圈”了……

由于选择远离“朋友圈”的人越来
越多，于是，通过“朋友圈”所剩不多的
设定信息，一些年轻人认为，可以通过
名字、头像、个性签名等内容，来分析使
用者的性格等更多信息。

比如，头像和背景图案选择浅色
系，名字缺乏信息，个签几乎没有的，往
往性格比较“平淡”；名字、头像、个性签
名长期不变的，大多比较“慵懒”；时常
在“朋友圈”炫耀生活的，往往内心更期
待得到认可；常常在“朋友圈”发泄情绪
的，大多不擅长隐蔽自己……

在 网 络 上 ，甚 至 只 针 对 微 信 头
像，就有很多对使用者性格进行分析
的帖子：

喜欢用自拍做头像的人可能比较
自信，气场强大；喜欢用健身照或展示
好身材的照片的人可能比较自律，有很
强的信念感；喜欢用风景照做头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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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认真真磨好自己的豆腐
□ 华 翔

胖东来，正在成为传统零售商超行业的“改造师”。继湖
南步步高超市接受胖东来门店改造，并取得不错的业绩之
后，永辉超市也拿出了郑州门店，加入了被胖东来改造的行
列。在全网“胖东来怎么好”的一片赞中，两篇文章中的个别
声音却引发了笔者的不一样感想。

一篇来自公众号“诗与星空”，题为《胖东来救不了永辉
超市》。文章分析了永辉超市3年累计亏损超80亿元的来源。
根子不在经营，因为永辉超市的平均毛利率依然超过20%。那
亏损来自哪？一是利息支出，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十几亿元，
2021年达到了16.8亿元，2019年，永辉超市大规模开店、培育
超级物种等，借款达到了上百亿元，这是巨额利息支出的根
源；二是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来自长期股权投资损失，源自当
时并购云创品牌。也就是说，钱都花在了资本运作上，然后，
输得连底裤都当掉了。

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步步高超市。一个步步高离职员
工在网络发表了他关于胖东来帮扶步步高的看法。与众人想
当然的推断并不一致，这位员工对步步高的印象却是挺好。
有言为证：“步步高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家很好的公司，我的
所有工作技能都是步步高教我的。”他的理解，“步步高变成
现在样子的主要原因还是步步高没有用超市赚的钱继续投
资到超市去，干了很多其他的活”，也所以，该员工在“总部培
训完以后回到地区具体工作的时候会有很严重的割裂感，总
感觉培训的东西没有用”。读到这里，我们便发现永辉与步步
高共同存在的问题，恰是一样，即“超市赚的钱并没有投资到
超市去”。

于是，想起了任正非曾经说过的话：“我们没有什么复杂
的价值观，特别是小公司，不要这么多方法论，认认真真地把
豆腐磨好就有人买。”这句话的重要程度，已然被华为写入了
公司的十六条军规——“16.遵纪守法，磨好自己的豆腐，发好
自己的豆芽。”但遗憾的是，更多的企业或曰老板，却是在初
步成功之后，“开始搞资本，搞运作，搞扩张，不去搞好市场而
去搞定行长和市长”，然后，“老板心思不在这，其他人的心思
自然也不容易在这儿”，再然后，就如永辉与步步高一样，企
业连续多年亏损，陷入困境，而此时，老板却大手一摊——这
是大环境不好，是行业变革或时代发展的原因。

同样的故事，日本也曾发生。旅日学者徐静波在分析日
本“失去的30年”的时候，就说到一条：“许多企业获得的大量
资金没有去搞科研，扩大生产，而是疯狂投资股票、炒外汇、
炒楼市。投机活动波及所有产业，连毫无收益可能的偏远乡
村土地也作为休闲旅游资源被炒作到高价。”

面对时代消费趋势的变迁与产业新业态的冲击，坚守本
业从而穿透周期的企业亦不少。仅以零售商超为例，就是美
国的 Costco、沃尔玛旗下山姆超市，德国的奥乐齐，日本的唐
吉诃德，当然还有咱们的胖东来。也所以，有评论云：“学习胖
东来，最重要的就是老板要收心，要净心，要回一线把自己的
豆腐磨好。”

胖东来与华为，今日之所以屡屡成为舆论的焦点，当然
是因为他们是少数，更多的企业已然被资本裹挟。事实上，如
何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社会学家孙立平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角度，即产业逻辑与资本(金融)逻辑。

孙立平如是说：“在一个资本过剩的时代，一个企业，甚
至一个行业，在设计自己商业模式的时候，都要以内卷的逻
辑为基础。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要做，从赔钱开始做起，先掂
量自己赔得起赔不起。而过去做生意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这
个。那竞争的过程就是看谁能赔得起，最后，能赔得起的获得
最后的胜利，然后赢者通吃。甚至可以连最后的通吃都不要，
只要能在资本市场套利走人，获取投资的收益，事情也就结
束了。这不是产业，这是金融。”案例当然有，比如早年间各种
新经济模式的补贴大战，譬如滴滴与快的，还有外卖网站，都
是烧钱做规模、抢赛道。还有最新的，小米汽车上市的时候，
有人问雷军，小米做车能挣钱吗？雷军反问道：那你告诉我，
哪个做新能源车的挣钱了？

两个极端的例子。一是上市公司鸿博股份。想尽办法上
市之后，上市之初占股超过70%的尤氏家族就陆陆续续卖股，
时至今日，已然套现了约20亿元，全线离场。这家公司现在最
大的股东持股比例只有1.37%。这样“香”的诱惑，如此快的暴
富，有多少老板能拒绝？案例在前，又让多少老板安心“磨豆
腐”？二是服装品牌“白小 T”。服装行业的同质化卷到什么程
度，谁做谁知道。何况还是T恤这种几乎谁家都有卖的品类。
但坚持只做 T 恤甚至是白 T 恤的白小 T，一步一步把它做成
了品牌，做到了“1年卖了10个亿”。

产业强国、产业强市，需要我们重新把资本逻辑转回到
产业逻辑，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磨好自己的豆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