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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夸群”热得快冷得更快

夸夸群为什么会走红？是因
为现在的年轻人更需要“被夸”吗？

“从心理学角度上来看，每一
个人都希望被鼓励，这是一种对自
我的接纳和认可，是每个人都有的
正常心理需求。”武汉大学哲学学
院心理学系副教授、中国社会心理
学会文化心理学专委会秘书长谢
天认为，夸夸群的出现满足了人们
对心理抚慰的需求，是应社会变迁
而自然产生的一种新的心理互助
形式，能够满足新时代年轻人的情

感和关系需求。
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

可以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获
得社会和情感支持，但现代社会
生活方式的变迁一方面放大了人
们对情感支持的需求，另一方面
却降低了人们从亲友处获得情感
支持的可能。“夸夸群的出现恰恰
可以提供一种替代和补偿，让年轻
人通过这种陌生人之间真诚赞美
的方式来填补情感和关系的缺
口。”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夸夸群
的存在有积极的意义，但这毕竟是
年轻人的自发行为，缺乏系统性。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全社会深入推
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他说，
中国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传统的
心理咨询和辅导，更重要的是要把
心理学知识普遍而广泛地应用于
产品开发、人力资源、社区服务等
每个细节和角落，让人们能更舒适
地去工作、生活和娱乐。

（李妹妍 刘婷婷）

夸夸群折射年轻人情感需求

大学生陈倩在 3月 18日这天
被同学拉进了“华师夸夸群”。在
这个上百人活跃的微信群里，各种
花式的赞美让她大开眼界：被导师
批评、论文没写好、没找到实习单
位，甚至食堂打饭阿姨给的分量太
少都能有人夸赞：“很多话都还挺
搞笑的，原本很生气的事大家一安
慰就觉得没什么了。”

“华师夸夸群”是华南师范大
学学生黄浩汉创建的第一个夸夸
群。3月 15日，受网络启发，他拉
几个同学建起了群，并正儿八经地
颁布了“群宗旨”：“拉一下身边欠
夸的小伙伴进来洗礼洗礼，看书累
了，郁闷了，失恋了，谈恋爱了，干
吗了，那就来吧。”

“一开始只是想给大学的学习
生活营造一个轻松积极的环境，建
个群玩玩，没想到人数会这么多。”

黄浩汉告诉记者，一开始他只是把
群二维码发到自己的各个 QQ 群
和微信群里，呼吁进群的同学把
其他同学也拉进来，“二维码发出
去没多久，群人数就突破 100了，
现在群里有250人，人数还在不断
增加。”

这样形式新颖、交流语态独特
的社交方式一下子就在高校中流
行起来。据了解，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
学等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夸夸群，
有些学校的夸夸群已经快速发展
到六个，群成员超过千人上限。

和在校大学生“一呼百应”不
同，在某单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小吴
这几天通过微博搜索陆续加入了
十几个夸夸群。在这些陌生人组
成的群里，一天就能增加 60多个
新成员，群友之间互相艾特和大量

发送表情包，几个小时没看就有千
余条未读信息。

“我的工作是负责农产品推
广，进群是想看看群成员都怎么称
赞的，来取取经，找找灵感。”他坦
承，自己并不需要被夸，加入夸夸
群是工作需要，“印象最深刻的一
次是有群友将枸杞比喻成黑珍珠，
这个比喻很别致，一下子给了我启
发。”

但是面对其他人的“求夸”，他
也丝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观察
总结了一些套路：因群成员互相不
认识，夸人也少了几分真情实感，
一般上来是堆砌主语+形容词，再
用感叹句或者问句做强调结尾，

“一方面是礼尚往来，另一方面不
可否认，不管别人是不是真心赞
美，只要是正能量的话语，多少都
能给人勇气和安慰”。

来啊，互相表扬啊

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目前还有
大量用户贴上群二维码推广夸夸
群。

记者通扫描二维码加入了几
个夸夸群，发现多数群人数一直在
增加，但活跃的人数并不多，有些
群成员发出“求夸”邀请但回应者
寥寥。

“好听一点叫商业互吹，不好
听的叫尬吹，感觉很多夸的内容都
比较肤浅。”在某夸夸群待了10天
后，小陈选择退出了群聊。他告诉
记者，鸡毛蒜皮的“无厘头”事情都
被反复夸奖，尽管是一种娱乐，但
反反复复看了几天也觉得有些腻
了。

更重要的是，有时候也会碰到
“夸不出口”的情况。他举例说，某
天有女生在群里求安慰，原因觉得
男朋友配不上自己想出轨，“三观
奇特到绞尽脑汁都不知道夸啥”。

黄浩汉创建的夸夸群也逐渐
安静下来了，增加新成员的速度
也越来越慢，从几小时上百人到
一天仅新增3人，“之前很活跃，现
在常常几个小时没人发言”。

在这个群里，发布的其他消息
也多了，有人转发各种公众号链
接，有人求给购买火车票点赞，也
有人发布水滴筹等消息。对此，黄
浩汉看得很开，夸夸群“凉”是必然
的，“但是这个群有其存在的必要，

即使偶尔大家的一两条消息对需
要夸奖的人也是受用的”。

从三月初火爆一时，到如今
应者寥寥，夸夸群蹿红到落寞仅
十余天。有网友总结自己在“夸
夸群”的寿命路径：第一天，因为
猎奇心理了解到“夸夸群”；第二
天，加入并享受“被夸”；第三天，
退群。

这样的热度消退也在陈弥的
预料之内。“我们本身就是觉得好
玩才开始的，一开始就能想到它
不会火太久。”他告诉记者，虽然
现在还是很忙，但是最近的咨询
人数和购买人数比三月中旬要少
了很多。

十几天，火得快凉得更快

没有人能准确说出，这股突然
兴起的风究竟来自哪里。目前普
遍认为，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30 日
的豆瓣“相互表扬小组”是“夸夸
群”的前身，在这个群里，定义为

“马屁精”的小组成员已经超过 11
万，规则是简单明了地“溜须拍马、
相互夸奖”。

让“夸夸群”真正走进大众视
野的是3月初一则吐槽的微博，某
网友讲述“女友收到男友的三八节
惊喜，被莫名其妙拉入上百人群接
受各种花式夸赞，三分钟后被踢出
群聊”的故事，相关话题传播总量
迅速过亿，“今天×××，求夸”随
即席卷各大社交平台。

“夸夸群”上了各大平台热搜
榜还不算，其兄弟姐妹“喷喷群”

“哈哈群”也相继诞生，清华和北大
还进行了一场“夸夸群喷喷群辩论

赛”，在网络上打得一片火热。
原本是小范围自嗨事件，被心

思活络的商家瞧中了商机，并风风
火火推出了生产线完整的生意：在
某电商平台，有商家最早于3月初
就推出了全新的“在线夸人”业务，
根据任务内容可以从一个标点符
号、微信名称、头像夸到朋友圈，有
商家甚至打出“一本高才生专业定
制”的口号。

某电商平台上，“创意情感工
作室”的客服告诉记者，不同“夸
夸”的内容定价也有所不同，如
50 元的普通夸夸群有一部分复
制的套话，80 元的精品夸夸 2 群
全程零套话，去到 100 元的精品
夸夸 1 群不仅全程零套话，还全
程互动不冷场。记者留意到，店
内最受欢迎的夸夸服务是 50 元/
5 分钟这一档，月销量已经达到

1910笔。
在该平台，另一家宣称“贩卖

美好”的“粉色少女特色屋”3月6
日就上架了夸人服务，截至3月23
日，定价128元/5分钟的服务已经
完成了 755笔订单。店主陈弥告
诉记者，这项业务原本只是几个朋
友建起来玩的，“夸手”都是认识的
朋友，每次接单的钱都是发红包平
均分给大家，“具体赚多少我们也
没太在意，因为大家都有本职工
作”。

他说，原本夸人服务定价是
40 元，结果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
绝以致所有工作人员都很累，索
性涨价到 128 元，“本以为提高价
格应该不会有人拍了，没想到还
是有很多人问。现在已经不怎么
接单了，有些累了，除非拍下实在
需要才接单”。

自嗨背后无处不在的生意经

“一页简历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做出来，
现在有点暴躁了，求夸夸。”

“但是你做完了一份很棒的简历啊！”
“面试官一眼就相中你！”
“那是因为你优秀的履历太多了，写不

下，所以花的时间才长啊。”
以上对话，发生在一个拥有422个成员

的“火星 夸夸彩虹屁”群内。这种起源于豆
瓣小组的相互夸奖的社交方式，今年3月以
来因一则微博吐槽迅速在高校走红，随之席
卷各大社交平台。

减肥失败了，夸！分手了，夸！工作方
案被上司否了，夸！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
需在群里发个主题，群友们都会及时送上
源源不断的称赞。头脑活络的商家甚至及
时推出了“夸人服务”，花式夸奖层出不穷。

仅仅十余天，这股“其乐融融”的热潮
就走向了落寞。记者近日亲身体验多个夸
夸群发现，一些群多次出现“求夸”而无人
应答，一些群已经沦为了广告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