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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民意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People

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少人感受到网络社交带来便利的同

时，在生活中的孤独感却越来越强。人们非但感受不

到与他人交流的喜悦和充实，反而越发感觉到内心深处的孤

独和失落。其背后的原因并非是互联网社会下的社交发生了

变化，而是网络社交作为一种新的社交方式确实与以往有所

不同。

网络社交呈现出浅层化、碎片化的缺点

社交网络应用的便捷性是人们愿意使用它作为交流工具

的重要原因，即时化的沟通提高了人们的互动频率，同时也

会让人们习惯即时性的答复。然而网络社交中人们之间对话

和互动的逻辑会被经常的打断，在现实生活中的对话通常是

句与句、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 ；社交网络应用中对话和互动

可能是断断续续的，也可能是有人在不停的说、另外一些人

却说得很少。在微信群里情况可能会更混乱，你所说的一句话，

随时可能被另外一个人的插话打乱，甚至可能形成几个人同

时相互聊天说话的“插播模式”。这种在网络社交软件中出现

的即时性对话的失序，使人们之间沟通的逻辑不畅，自然也

就难以形成深入的交流。

网络社交最明显的缺点是浅层化、碎片化和低效率。所

谓浅层化是指网络社交很少会有深入的思考和沟通。特别是

在一个微信群或者 QQ 群里，几乎没有人会花费足够的文字

来表达自己深邃的思考，相对简单化、固定化、仪式化的社

交群内互动模式让大家的交流愈加浅层化。碎片化主要是指

在网络社交中传递的信息受到手机屏幕的局限往往只是寥寥

数语，百字以上已属长文，能够传达的信息相当有限，在反

反复复的你一言我一语过程中信息更加支离破碎。在碎片化

互动过程中，参与双方对真实意思的理解可能存在比较大的

差异，或许有人能感觉到，本来当面十分钟能够说清楚的事情，

在使用网络社交工具文字或者语音沟通时反而需要花费更长

的时间，甚至不得不约个时间当面锣对面鼓地说清楚。当然，

大多数使用网络社交的人对低效率是习以为常的，因为很多

时候并不是真的有社交的需求，而是填补闲暇时间空白的一

种方式，也因此形成了大量为社交而社交的行为。

人们离不开网络社交的三个原因

既然网络社交有不少缺陷，为什么人们还乐此不疲地使

用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社交网络的工作化。

职场里年轻人微信里存在着若干个工作群，他们不仅过着朝

九晚五，甚至 996（早 9 点上班，晚 9 点下班，一周工作 6 天），

007（每天加班，全周无休的工作模式）的生活，还要随时保

持在线状态，听从老板召唤。网络社交像存在于工作与生活

之间的粘合剂，让年轻人难以区分工作与生活、公司与家庭、

忙碌与休闲的边界，本身私密的生活空间，也因为网络社交

的存在被工作事务所侵占。

第二，关系网络的裹挟和技术依赖。众所周知，中国社

会是一个关系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错综复杂，所

有人都被嵌入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网络社交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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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及的年代，关系网络的构建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线下

直接互动来实现的，互联网时代关系网络的构建也随之转移

到线上的虚拟空间。当家庭群、同学群、同事群纷纷在虚拟

网络空间中建立起来的时候，所有人毫无例外地被关系网络

裹挟进来。

网络社交中，原本的情感交流被依赖网络技术的机械式互

动所取代。这种技术依赖体现之一，便是产生了无数的点赞之

交 ：人与人之间没有实质内容的互动，只是通过在朋友圈里

点赞这种极简化行为实现了形式上的互动。技术依赖还体现

在一些年轻人在网络社交中能够侃侃而谈、异常活跃，在面

对面的社交中却沉默寡言、近乎自闭，在虚拟网络和现实生

活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或许键盘打字是纯粹的文字交流，

不需要过多的情感交流和肢体语言，也能够表达清楚。事实上，

文字交流在社交中所能够传达的信息量要比语言、表情和肢体

动作少很多，仅坐在电脑面前或者使用手机发文字信息的社交

是贫乏的，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功能性的社交障碍。

第三，失去信息恐惧症。互联网上真真假假的信息呈指

数级增长，社交网络中的每个人像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节点。

而且，网络社交信息传递的速度要比传统媒体传递的速度快

得多，一旦离开社交网络，人们获取信息的数量、速度都会

大大降低。对年轻人而言，快速社会变革带来的压力使他们

不敢轻易错过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为显示自己能够跟得上

时代不掉队，时刻关注着社交群里和朋友圈里的各种动态和

信息。这种对失去信息的恐惧心理反过来加剧了他们的社交

焦虑。有研究发现，孤独的人多数爱花时间在社交网络，原

因正是他们更为失去社交网络及其背后的信息感到焦虑，越

焦虑也就越加疏离社会，以至于在年轻人中诞生了一种几乎

与真实社会隔绝的宅文化，他们在工作之余更愿意窝在家里，

愿意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的美好生活。

使用网络社交工具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互联网

时代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中国已从真实社会中熟人社交时代

进入了虚拟社会中的陌生人社交时代。费孝通先生根据传统

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提出了差序格局，即在一个熟

人社会中，每个人都会以自己为圆心把周围的人划分为不同

等级。互联网时代，在依托网络技术的陌生人社交中人们依

然可以以自己为圆心，而打交道的人数却翻了百倍，实际上

的社交圈子也出现了去中心化的特征，每一个人都等同于网

络社交的一个节点，非接触性的社交关系也越来越多，人们

对亲疏远近的判断也就无从谈起。

网络中越社交越孤独的根源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在网络中越社交越孤独的根源在哪

里？可能会有多种解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网络社交的工具

化和去人格化。

网络社交的情景与现实社交的情景有很大的不同，大部

分年轻人使用网络社交软件的情景是在工作环境中，成为工

作人员之间信息传递的网络化工具，其交流和沟通的内容是

公开的，不带有个人情感的公事公办，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

功利性质的社交。而现实社交的场景大多是在家庭和个人生

活情景下，社交的目的是为了联络情感、增进友谊，在私密

的空间中沟通和交流多源自于内心，并非服从于某种功利性

的目的。所有网络社交的语言和文字都可以被视为符号，这

些符号出现就是为了实现工作目标，完成工作任务。在工具

化的网络社交情景下，每个人都可以被视为设定了高级程序

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只是为了实现工作目标而存在的交流客

户端。试想，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每天烦恼于拥挤

冗长的通勤和无休止“996”的加班，还要处于和机器人一样

的陌生人社交模式之中，他们的感受注定是孤独的。

年轻人越社交越孤独的另一个根源是网络社交去人格化。

网络屏幕后的每一个人是鲜活的人，却没法在线上充分表达

自己鲜活的特点。现实中人们说话时使用不同的语气、词语、

眼神，搭配不同的肢体语言，所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网络

社交中虽然可能满足其中的一小部分，却难以实现让人们完

全正确理解文字、表情、语音背后的故事。如果说，人与人

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交流是完整的，那么网络社交或多或少

是残缺的，这种残缺的交流模式就是去人格化之后社交与情

感的剥离，导致人们难以达到深层次交流的效果，也就会让

人们在网络社交中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出现所谓越社交越

孤独的现象。

说到底，网络社交的工具化和去人格化使社交与情感

剥离开来，在社交背后所依附的深层次情感沟通需求就难

以实现。对于没有深层次情感交流需求的人而言，社交网

络并不会让他们感到孤独，反而觉得很热闹。必须承认，

孤独与否更多是个体感受，与其内心的需求层次有关。但

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没有情感的沟通和灵魂的交互，人

始终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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