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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 从线上走入线下

几乎每半个月，张倩都要参加一次“二次元”（动漫爱好者称虚拟世界和相关文化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社会群体聚会，为此她
要提前美容、准备衣服……活动当天化个美美的妆，和一群年轻的“社友”拍照、做游戏。在如今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的社交模式正在
经历一场变革，因为有着较一致的群体意识而组成的网络社群，通过某种方式（如社交媒体、论坛、线下活动等）相互联结、交流和互动。这一
更灵活和自由的社交模式——社会群体（以下简称“社群”）社交，成为不少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2024年12月21日，在北辰区由闲置厂房提升改造
后的一处综合性文体产业园内，一场“二次元”“社群”聚
会在火热进行中。偌大的厂房内，近200名喜欢“二次
元”的人聚在一起。现场放置着一些宣传海报，有几个人
cosplay（通过服装、道具、化妆、造型等方式，把出现在动
画、漫画、游戏作品中某位角色或者某段剧情进行现实还
原的活动）成游戏主角，“社群”小伙伴们称其为“纸片人
男友”。大家挨个和喜欢的“纸片人男友”拍照，中间还设
定一些游戏环节。张倩也在其中，上午参加活动，中午和
小伙伴们一起聚餐，晚上又去滨江道商业街“打卡”商场
大屏播放的“纸片人男友”宣传片。当晚上活动结束回到
家中时，丈夫和儿子早已进入梦乡。“每次参加‘社群’活
动，都是我彻底放飞的时候，能放松一天。”

张倩今年39岁，是一名宝妈，日常生活是家和单位
两点一线，朋友圈是几位关系不错的老同事和偶尔联系
的老同学，生活枯燥无味，没有朝气。

她加入“二次元”“社群”源于一款目前比较火的“乙
女游戏”，这是一款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游戏，游戏本质就
是玩家通过操作来解锁剧情，和男性角色谈恋爱。开发
游戏的公司经常举办一些线下活动，喜欢游戏的粉丝们
会通过社交平台自发参加活动，而张倩就是这样结识了
一群同样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朋友。她参加的线下第一次
活动是给游戏中的“纸片人男友”过生日，也是在这次活
动中，她认识了除学校同学、单位同事以外的一群新朋
友。其中有两个人和她特别聊得来，均是在校大学生。
她第一次感受到年轻朋友给她带来的惊喜和震撼，了解
到她们的人生观。瞬间，她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就这样，小伙伴们在线上建立了微信群，这其中有大
学生、刚工作不久的白领、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年人，大
家定期举办线下活动，主题都是“二次元”，但每一次活动
的地点、形式和内容都不一样。有时候租用酒店的宴会
厅、有时候包一家酒吧、有的时候是在废弃的工厂仓
库……活动经费AA制，从50元到150元不等。“我突然
发现不一样的人生，可以让我在纷繁的工作、家务活儿中
暂时解脱出来。”每次活动前一周，张倩都会积极运动瘦
身，让自己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因
为“社群”里的小伙伴大多是年轻人，她不想让自己看起
来和对方差距过大。
“社群”里小伙伴们的友情也不仅限于活动中。张倩

说，“社群”里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小灵在东丽区租了一
处房子，合同上写明租期一年，但中介人员口头承诺可以
短租，不租的时候提前告知，退还全部押金。可居住3个
月后，当小灵想退租时，对方态度却大转变，说只能按照
合同办事，可一旦支付了违约金，押金所剩无几。小灵和
其他有相同情况的消费者一同将这家中介公司告上了法
庭，可她毕竟社会经验不足，到了开庭当天不知所措。张
倩陪她一起去法院，帮她出谋划策，最终小灵依靠法律维
护了自身权益。

张倩告诉记者，“社群”里小伙伴们不再是传统理念
中的熟人，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大家结识，但彼此之间
的联系大多维系在每一次活动中，离开“社群”后，依旧回
归自己本来的生活。

“二次元”“社群”
游戏是主题

早上跑步有“跑搭子”、中午吃饭有“饭搭子”、徒步旅行
有“走搭子”……28岁的市民小杜过上了各种“搭子”生活。
小杜是一家合资企业驻津办事处的会计，办事处除了一位负
责人，只有他一名员工。负责人经常京津冀三地跑，他自己
除每月末要出差一段时间之外，其余在津上班的时间相对自
由。小杜没有同事，同学和朋友又大多分散在国内其他城
市，社交圈比较窄。他喜欢跑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社交平
台上发现有跑友发出的“召集令”，寻找跑步“搭子”，沿着海
河蓝丝带跑一圈。“当天去了大概十多人，年轻人为主，也有
中年人，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但结伴一起跑步很愉快。”其后，
小杜又参加了几次临时寻找“搭子”的跑步活动，其中有熟面
孔、也有生面孔，大家一起跑步，有时候跑完还聚餐，在跑友
中他结识了各行各业的新朋友，拓展了社交圈。

小杜单身，一个人吃饭难免孤独，还没办法多点菜。他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社交平台上寻找单位附近的“饭搭
子”，还真有人响应。“今天中午想打牙祭，河西区利民道附
近，吃烤鱼，有愿意去的私信。”很快有人私信他，愿意一起
去。“最多的时候，有5个人一起吃饭，可以点一大桌好吃的
饭菜，饭钱AA制，吃得好花得少，很实惠。”小杜告诉记者，当
他开始深入了解“搭子”“社群”后，他发现，可以找“搭子”的
项目有很多，如“旅游搭子”“自习搭子”“逛街搭子”“观影搭
子”“徒步搭子”“回家搭子”“健身搭子”等。
“搭子”的完整含义是“临时搭伙，去做或完成某件事”。

通常情况下，“搭子”之间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全名或
真实姓名，一个网名、化名或一个简称即可。“大部分时候，
‘搭子’之间不主动打听对方的情况。”小杜说，“搭子”“社群”
能满足一部分人的社交需求，又无需去费力建立特别稳固的
关系，这让他感觉舒服而又轻松。

“搭子”“社群”
拓展社交圈

亚君曾主办过一本时尚杂志，她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社
群”，成员有近200人，核心成员50多人。她没有给“社群”起
名字，在她的想法中，这是一个纯小伙伴的聚会，没有商业色
彩。2007年，亚君在办杂志时，每个月都会组织线下活动，“社
群”里的“元老级”成员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的“人脉”。杂志
早已停刊，但活动一直没停，不再以商业为目的，亚君“社群”
的聚会为小伙伴们提供了非常纯粹的女性交流平台。
“社群”里小伙伴们自称是“三十而已”，但其实成员们的

年龄跨度从20岁到80岁，主力群体是35岁到55岁左右的中
年女性。“她们大部分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是自己生活中
的‘大女主’。”亚君这样评价小伙伴们。她们的活动基本都带
着时尚感，从秋日里在老牌酒店花园里的“芦苇羊绒走秀”，到
品冬阴功饺子、大别墅里的咖啡蛋糕下午茶，再到欣赏小伙伴
花很少钱爆改的家……参与每一次活动，大家都非常快乐。
“每一次聚会，大家都在畅聊，从房子到孩子、从股票到选

票、从黄金疯涨到身体健康，无主题无节奏，无下限有节操。”
亚君告诉记者，陪伴感是这个“社群”最关键的内核。不管年
龄多大，大家其实都渴望这种回到大学集体宿舍的感觉。“如
果和男性朋友唠叨自己的烦心事，因为想法不一样，常常会出
现‘尬聊’的情景。但女性之间，共同的角色让共同话题更多，
把想说的都说了，烦闷也就消解了。”在亚君看来，“社群”里的
伙伴们大多经历的事情比较多，经常能提出有建设性的建
议。社群里小伙伴们的关系是松弛而又舒服的，彼此之间没
有任何利益往来，反而能轻松地交往、长久地陪伴。

时尚“社群”
主打陪伴感

绒花缠花、沉香手作、手工编织……每周都有一
天，一群年轻人会聚在北辰区果园新村街道的半亩
方塘非遗文化学院，一起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
（以下简称非遗），并亲自动手制作非遗作品。在这
个非遗“社群”里，34岁的李靖是领头人，他是河东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氏传统首饰修复与制
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

半亩方塘非遗文化学院同时也是一个非遗作品
的展馆，平日里有不少年轻人来参观，其中一些人喜
欢非遗技艺，找李靖求教。看大家积极性这么高，李
靖便每周在学院固定授课。“我们这群小伙伴每次交
30元的材料费，聚在一起，跟着李靖老师学习非遗技
艺。”24岁的王英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闲暇时间，她
最喜欢来半亩方塘非遗文化学院，学非遗技艺、做非
遗作品、交好朋友。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人们难得坐下来，静下心去
制作非遗作品，在每周两小时的时间里，大家彻底放
下手机，忘记生活中的烦恼和喧嚣，只认真地干一件
事情，还能得到回报——一件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非
遗作品。上完课，大家有时还会AA制聚餐，体验到不
一样的生活。在李靖的带领下，这群小伙伴不仅传承
传统文化，还一起做公益，帮助一些有困难的老人和
困境儿童。李靖告诉记者，目前他的非遗“社群”里已
经有小伙伴150多人，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非遗“社群”
回归传统文化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实“社群”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可
以说是无处不在。身处网络时代，部分人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但却因此失去了线下社交的亲密感，陷
入“群体性孤独”，唯一的解决方式是与他人产生联系。而“社
群”通过线上联络、线下活动的方式，既有网络社交的便利性，
还能满足线下社交的需求。各类玩具“社群”、读书“社群”、旅
游“社群”、健身“社群”……每个人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
后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不同“社群”中。而因为
“社群”的兴起，不少商家的营销手段也以各类“社群”为依托，
这也说明了“社群”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人们为何会如此热衷于“社群”生活呢？调查中发现，
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喜欢
“二次元”的人们和聚在一起学非遗的人们。二是想做一
件事情，但又不想孤单一人时，希望能找到陪伴者。这是
“搭子”“社群”兴起的原因。三是生活中的烦闷需要纾解，
但又不想找“熟人”，只想“不负责任”地向陌生人倾诉，就
像亚君的“社群”。而这些“社群”还有相同的特点：“社群”
里不会有同事、朋友或者同学，是一群完全陌生的人聚在

一起。他们的交往大部分仅限于“社群”活动中，极少会在
生活中的其他场合再有交集，他们的相处简单而又放松，
完全没有负担。
“当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喜爱的‘社群’活动是一种新兴

的社会交往方式，往往借助数字技术开展社会交往，具有‘浅
交往、弱关系、强目的’的特点。”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桂慕梅认为，人们热衷组织“社群”开展活动，是因
为有日常交往、信息获取与分享、发展个人兴趣和爱好、获得
认同感和归属感等需求。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很多人出生
成长在一个地方，求学就业在另一个地方，脱离原有熟悉的社
会关系网。为解决日常生活的现实所需，或为排解生活中的
孤独感，他们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部分人通过“社群”
活动发展个人兴趣爱好，跳脱日常单调重复的工作生活环境，
进入新的社会空间，既是身心的一种释放，也让人能够体会到
对生活即刻的掌控感。另外，人们选择进入某个“社群”，最初
就抱持对这一“社群”活动内容及其文化内涵的认可和接受，
通过亲身的“社群”活动实践，个体感觉被“社群”所接纳和包
容，往往能够产生一定的归属感。

记者观察

“社群”生活 无处不在
桂慕梅告诉记者，“社群”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仍

要注意在新型社群关系中，成员之间往往缺乏足够
的了解和信任，沟通交往流于表面，难以触及深层次
的情感和思想，可能会产生交流障碍，导致误解、隔
阂，甚至矛盾的产生。
“‘社群’存在的些许风险对于给人们带来的好

处来说，其实是‘瑕不掩瑜’。”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
展学院社会工作系博士、讲师杨亮承认为，人们参与
“社群”活动，能够在共同的目标或兴趣基础之上找
到特定情景的陪伴者，还能通过构建各种纽带，建立
与现实社会的联结，使他们找到情感和社会支持、获
得价值与社会认同、得到情感共鸣和缓解孤独等。
当学业、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人们可以通过
“社群”的“弱关系”获得建议和帮助，有助于缓解焦
虑的情绪，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大家朝着同一
目标和兴趣去努力，其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
带来正能量，还能促进消费，有助于经济发展。“如今
的‘社群’关系既反映了人们对个性表达和社交质量
的追求，也体现了他们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寻找归
属感和自我认同感所做的努力。”

专家提醒

享受“社群”关系

弘扬正能量

●与共同爱好者线上互动线下聚会
●在社交平台寻找“生活搭子”

●跟不同群体组成不同“圈子”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摄

“二次元”“社群”组织聚会。

时尚“社群”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女性交流平台。

在各种生活“搭子”中，“饭搭子”是最常见的一类。

非遗“社群”成员制作非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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