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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段子，国人外出旅游，一到酒
店就慌着连Wi-Fi。有人不解：出来玩不就
图个清静吗？干吗还急着与别人联系？知
情者说：出来旅游本来就是晒旅游的。

在朋友圈或者微博、QQ空间等社交平
台，真晒假晒，早已有之。譬如，有人晒飞
机翅膀；有人晒四连环标志的方向盘；有人
晒从看台角度俯拍的世界杯赛场……

现在，电商急人之所需，推出足以乱
真的定位服务，算是填补了市场空白，教
人躺在床上抠脚也能旅游到富士山，或中
非大草原。

然而，制造这种假象给谁看呢？这是
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当然，我们用来记录日常或特别时刻
的朋友圈，是顺应时代变迁的自然之举，
就像我们过去用照片记录某个时刻一
样。但我们创设一个假场景来“记录”自
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想，这多少还是反映了这些人的不
自信，很在乎别人的评价尤其是肯定。他
们一定要在别人的世界里粉饰自己，等着
点赞。他们的真正定位，其实在别人的眼
球里。

人只有在面临真正的困难或窘境时，
才是真实的；在向别人求救纾解困难时，
才敢于表达真实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都习惯于抬高自己。就像有种说
法，揽镜自照时，镜子里的颜值降低 10%
才是真实的自己。在更抽象的自我认识
上，何止浮夸10%？

这种自我粉饰，不止有虚荣和不自
信，或许也有出于动物本能的竞争。

不过，推出定位服务的电商，也许降
低了真正有钱有闲“看世界”者的身价，毕
竟假作真时真亦假。 （雨来）

◆你的定位，不该在别人的眼球里

□侃人

学生毕业8年后举报班主任当年羞
辱，已升副校长的当年班主任被撤职，
这两天引起热议。

据报道，四川绵阳人卢某对读初中
时被班主任刘某吼的那些话——“老汉

（父亲）死了没人教”“成绩稀撇（太差），
喝啥子水，喝尿！”等，至今难以释怀。
今年 9月开学前，他在班级群控诉班主
任刘某当年“作恶太多”，被刘某踢出
群。他随即将当年被老师辱骂的情况，
在微博上进行举报。

经多方调查核实，当地教育部门撤
销了刘某所在中学副校长等所有行政
职务，并调离该校。对于学生的举报内
容和学校的处理结果，刘某表示“无话
可说”。

8年过去，恩怨难了。究其原因，就
在于施教者昔日的羞辱。受辱过后，创
伤难消，时隔多年后举报，不禁让人想起
栾川男子毕业 20年后打老师事件。这
一次，绵阳当地教育部门与涉事学校对
陈年纠纷予以了结，但公众对此事的追
问和反思，不该轻易画句点。

此事件中，因果链条被时间拉得够
长。从卢某的说法看，其父当年车祸去
世不久，刘某即当众羞辱他“老汉（父
亲）死了没人教”，还打翻他新买的相机
镜头水杯并骂他该“喝尿”……刘某对
此陈年旧事进行道歉以及部分学生呈
现的“骂人图鉴”，似乎对往事作了旁
证。但刘某此后又骂卢某忘恩负义，让
事情再起风波。

报道中，不少学生用“补充信息”的

方式进行“补刀”：有女生称曾被刘某骂
“要去勾引谁”；有学生说“我曾经对这
个世界深深失望，大约也源于刘”……

这么多学生开启“打捞童年阴影”
模式，足见身为人师出言羞辱对学生造
成的心理伤害之深。

或许对这样的老师而言，他们也该
被“上一课”，主题就是：恶言羞辱学生，
也是在辱没师道尊严。

师生之间，不该只有学生尊师的份
儿，没有教师爱学生的义务。“尊师”与

“爱学生”对应，是师生关系的应有之
义，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偏废。说白了，
就是爱学生者学生恒爱之，老师值得尊
敬才会被尊敬。

揆诸现实，虽然大部分老师杏坛施
教极为走心，称得上“春蚕到死丝方
尽”，但确有个别老师配不上为人师者
该领受的赞誉。他们用体罚或羞辱学
生的方式，辱没着师道尊严。在此情境
下，很难指望学生“老师虐我千百遍，我
待老师如初恋”。

这样的老师在“毁人”的同时，还会
开启师生关系跑偏的按钮，埋下既往亦
咎、矛盾延续的“祸根”。

近些年来，关于“恢复教师惩戒权”
的讨论泛起，但无论惩戒权该不该被恢
复，可以肯定的是，其分寸拿捏都该框
定在合法合情的范围内，而不可开向

“用力过猛”的地方。像刘某那样对学
生“一不顺眼就羞辱”，不论如何都该被
否定。

说到底，师生关系不该被体罚或羞
辱拽入“恩怨泥潭”，而应在现代权利义
务逻辑的梳理下归于对等尊重。

师道尊严也在于尊重学生

足不出户“游遍全球”，竟靠买“定位”？

10元就可朋友圈定位，在家“游遍全球”。某电商平台提供修改朋友圈定位服务，可全球定位，最低10元，客户编辑好图文后由卖家修
改。商家称，国庆假期购买“各地”服务的客户都有，假定位不会被发现。然而，这种假定位在网络引起热议，哪些人在买这种服务呢？

师生关系不该被体罚或羞辱拽入“恩怨泥潭”，而应在现代权利义
务逻辑的梳理下归于对等尊重。

中国最有钱的人在哪里？应该在网上、在
朋友圈。

2018 年中国人均 GDP6.46 万元，但混迹
于朋友圈的网友们，似乎早已领先全国人民，
实现了全面小康、全员中产。看吧，他们有钱
有闲，几天换一个地方。以前感慨于他们高超
的“晒”技术，现在好了，有专门提供这样服务
的商家了，想去一个地方不难，只需花 10 元
钱，想去哪儿去哪儿！少了旅途劳顿，也能轻
易就照个单人照，于是，朋友圈成了所有人生
活的高光时刻。

商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因为有市场需
求，一到节假日，不出去发个定位真是不好意
思。“照骗”一回，好像也无伤大雅，又没偷又没
抢，即便被揭穿了，自黑一下也并不失体面。
记得广告里有个人穿潜水衣在鱼箱后面摆拍，
假装海底潜水，广告背景音乐配得也很轻松，
当时看了也是哈哈一笑。相信大多数人的感
觉相同，娱人娱己，愿者上当。

朋友圈就像一个光鲜的集合体，只向人们
展示着生活最美好的 A 面。也许 B 面才是你
最平凡、最一地鸡毛，但也最真实的一面。前
段时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8.54 亿，其
中超7成月收入不足5000元。

朋友圈里的错觉是集体高光聚合营造出
来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攀比，是一种炫，让人
眩晕，让人虚幻。

《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里唱道：不要神的
光环，只要你的平凡。在朋友圈里亮出你的真
实，在真实的生活中，奉上你的平凡吧！（懂得）

◆只要你的平凡

每次说到微信朋友圈里的晒幸福，总
是忍不住想起马东那句话：晒幸福其实是
一种焦虑，一种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多幸
福的焦虑。在家不出门，修改自己的城市
定位，给别人一种“游遍全球”的假象，也
是一种焦虑，是唯恐别人知道他不幸福的
焦虑。

今年5月，腾讯公司发布第一季度业
绩报告，微信用户突破11亿，几乎覆盖了
我国所有智能手机持有人群。但讽刺的
是，你经常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吐槽

失去了发朋友圈或刷朋友圈的兴趣。因
为微信朋友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逐
利工具，偏离了其社交功能的初衷。

翻看朋友圈，大致有四类人：一是单
纯的微商类；二是非微商但堪比微商类，
这类人在朋友圈转发的内容几乎都是自
己或公司的业务，目的一样也是宣传，不
是宣传自己就是宣传公司，其实宣传公司
最终还是为了自己——营造出自己爱工
作爱公司的模样嘛；三是打卡类，这类人
的目的很直接也很简单，不再赘述，但把

其单独列出来实在是因为这类人的数量
不可忽视；四是晒幸福类，这类人看似无
关逐利，但其实背后有更深的功利逻辑
——晒幸福是想说我很成功、我很牛、我
是人生赢家……

对于有明确需求的人群来说，朋友圈
无疑是一个优良的宣传阵地，但对于想寻
找真实有趣事物的人来说，朋友圈已经不
再适合。所以眼下，几乎不用再哭着喊着
要戒掉刷朋友圈的“毒瘾”，就已经主动渐
渐疏离了。 （生鱼片）

◆朋友圈，已经沦为现代人的逐利工具

一种放在盒子里的小玩偶正受到年轻人
的追捧。与普通商品不同，这类商品在打开外
包装之前，消费者并不知道里面具体是哪一款
样式，因而被称之为“盲盒”。“吸引我的是打开
盒子一刹那的感觉。”买家黄女士说。

从“炒币”“炒鞋”到买“盲盒”，不少人感
叹似乎“万物皆可炒”。然而，一双鞋能卖到几
万元、一个玩偶因为“盲盒”的噱头能卖到上千
元。业内人士认为，鞋子和玩偶这类原本看似

小众的消费品、收藏品，在经过商家的“饥饿营
销”、互联网快速的话题传播后变了味，由此诞
生的炒作产业链也给交易增添了不少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认为，大家对于
新事物初期发展阶段应给予一定的鼓励和包
容，但是经营诚信不可缺，倘若都做着“一夜暴
富”的美梦，通过营销炒作和投机取巧来牟利，
则不利于消费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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