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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纳

又是一年“双 11”到来之际，我蓦然发

现，往昔陪你一起狂热“过节”的朋友们，不

知经历了什么，一个个都变成了小心翼翼、

理性谨慎的大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还生

出了一丝怅惘。

那种复杂的滋味，怎么形容呢？仿佛是

本该喜气洋洋的除夕，你还在倚窗举酒，对

着旧岁新年感慨万千，而周围人晚上九点

钟就洗洗睡了，你发拜年微信都无人回应，

全世界寂寞如雪。

“今年‘双 11’，每天起床第一句：绝对

不能买东西！”

“该买的平时都买齐了，所以‘双 11’和

我无关，继续信奉‘不买立省百分百’宗旨。”

“本群11月最新铁律：不买才是真朋友。”

一个月前，“双 11”的促销短信和 App
广告开始蔓延，而我的朋友们已然在微信

群、朋友圈纷纷立誓和表态。他们要用实际

行动证明，一个成熟稳重的大人，一定不会

被“ 双 11”“ 蒙 蔽 双 眼 ”，简 直 快 要 喊 出 口

号：“靠近‘双 11’，你会变得不幸！”

而 我 持 相 反 观 点 。今 年“ 双 11”，我 决

定“放飞”，拒绝佛系，绝不躺平。我要快快

乐乐拥抱这个名不正言不顺却也理直气壮

存在的“节日”，对，这就是属于我的节日，

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

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太多生活乐趣

被疫情无情限制了。被迫变宅的我们似乎

已经习惯“收缩 ”，把往昔的欢愉自动“减

分”，慢慢活成低欲望状态。但事实上，那些

鲜活的生活乐趣从未真正消逝，远离得越

久，它们重新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

去年，我总想着疫情期间出门频率降

低 ，没 必 要 好 好 打 扮 ，因 此 我 自 动 封 印 了

80%的购衣欲望，和姐妹们在群里叽叽喳

喳选衣挑鞋这一环节亦消失已久。今年转

眼入冬，闺蜜一见我冬衣款式还定格在去

年春节，毒舌地吐槽：“不知道的，以为你整

个人冬眠了两年，最近刚刚苏醒。”

今 年“ 双 11”，关 于 衣 服 板 块 的 计 划 ，

我“人狠话少”，四个字罢了：清空衣柜。衣

柜“上新”了，说明我还没有完全放弃美好

人生。

除了在网店预购我当下短缺的东西，

我每晚还会去“双 11”直播间逛一圈，看主

播 们 卖 力 推 荐 着 样 样“ 错 过 等 一 年 ”的 商

品。带货直播年年岁岁花相似，但我今年心

境格外不同。我期待在点开直播间左下角

购物车那一溜清单时，会意外解锁新大陆，

得到“被击中”的惊喜感，以及能顺带激发

其他朋友的兴趣。

比如，我偶然在直播间看到网红酒店

自助餐的团购，随手发给平 时 颇 爱 打 卡

这 类 餐 厅 的 老 同 学 。 半 小 时 过 去 了 ， 他

没回我信息；一小时后，他兴高采烈地发

给我五张已付定金的截图，包括美食和机

票——是的，顺着我提供的“线索”，他已经

寻找到了一大片幸福的海洋。

我也很庆幸，周围尚能凑到两三个陪

我一起放飞的朋友。在“双 11”预购大幕拉

开的那一晚，我们几个既欢喜又焦虑——

“快烦死了，好像明天要期末考试，而我还

没打开书。”

我们“放飞派”理念一致，认为在这个

“双 11”还热情买买买的人，说明他心中的

火焰从未熄灭，依然对生活葆有炽热的感

情和希望。

我有个朋友，原本打算只买一条价廉

物美的床单。当她掀开旧床单时，无意间发

现床垫底部一角有些发霉了。她坐在床边，

想到这一年如何辛苦，每天都勒令自己省

下仨瓜俩枣那一点钱，结果竟然睡在了发

霉的床上⋯⋯想来想去，这张床仿佛都流

露出了悲苦的气质。

北漂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尤其

在看了《我在他乡挺好的》后，这朋友热泪

盈眶地对我们说，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固

然要自立自强，但人生也不能自苦，否则实

在撑不下去。于是，最初只想买条床单的朋

友，决定“双 11”换一张床。

另一个朋友，五天内的朋友圈完美记

录了他的“真香”轨迹：第一天说，“立誓不

在‘双 11’剁手买书”；第三天，已被优惠折

扣动摇军心；第四天，做最后的挣扎；第五

天，晒出超长买书清单，还心满意足地写了

三个字“舒服了”。

我们评论：这位“真香门门主”，既有放

飞的心，何必压抑自己？

当 然 ， 也 有 “ 谨 慎 派 ” 朋 友 提 出 质

疑：“你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买了，相当

于 这 个 月 老 板 发 的 工 资 不 曾 进 你 的 银 行

卡，而是直接打给那几个直播带货网红，

你甘心吗？”

我说：“可是老板发的这笔钱只是解决

了口腹之欲，而直播网红赐予我久违的快

乐。赚钱不是为了快乐吗？我达到了，又何

必在意一时得失呢？”我说得好有道理，他

竟无言以对。

在“双 11”开启“放飞模式”的我，仿佛

是一个获得乐园门票傻乐的孩子，爬上被

封锁已久的游乐设施，启亮黯淡多时的缤

纷彩灯。把这一天当作一个换换心情的节

日，有何不可？有些时候，我们只是需要一

个借口，一点动力，或许稍作改变，明天又

会有新的喜悦。

找个借口，重启生活乐趣吧

□ 白简简

一直没想通一件事，直播购物和当初

的电视购物有什么区别。都有一个声嘶力

竭的主播（主持人）；用词都有着不成文的

行业规范，比如前者的“宝宝们 ”，后者的

“只要 998”；传递的理念都是买到就是赚

到；连效果都是相似的，观者一看上头、再

看下单。

时代变了，但思维变化没有我们想象

得那么剧烈，这是我在经历了逾 10 年“双

11”、年过三十之后得出的结论。当一个新

鲜事物逐渐成熟，你跟它斗智斗勇寻找技

术漏洞的空间就不大了，这时候要做的，就

是遵循规则，学好数学。

最懂人心的一定不是心理学家，是商

人。当他们发现前些年的规则过于复杂，以

至于“学渣”都躺平放弃后，这几年的规则

就属于“踮一踮脚能够到”的难度，无外乎

“定金”和“满减”，找张草稿纸列个竖式，基

本就能搞定了。

除了钱包，别的客观因素已经影响不

到 我 了 ，“ 双 11”购 物 就 成 为 一 个 主 观 事

件。年龄渐长，大概购物欲也会消退，今年

我甚至给自己下了个指标，买够 2000 元，

共襄盛举就 OK。对有的女孩来说，这就是

一套护肤品的价格，但再好的护肤品也不

如医美——好烦，人生阅历限制了我的购

物清单。

不能买体积大又便宜的东西，比如纸

巾。我算过，我的房租一个月 6000 元，约合

一平方米 70 元，曾一度买过占地面积近半

平 方 米 的 纸 ，每 个 月 生 生 给 它 付 35 元 房

租，溢价严重。不能买容易过期的东西，比

如护肤品，动辄上千元，没用完却过期了，

损失远比当初占的便宜多。

不能买招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每天

打扫卫生的时间和精力，在北京这样的尘

世，摆件、地毯一类的半永久物就别买了。

不要买“不确定是否适合自己”的东西，比

如衣服裤子，毕竟它们在模特身上都挺好

看 的，在 我 身 上 就 不 一 定 了 。更 有 可 能 的

是，我穿上那件衣服，我好看了一点，衣服

却丑了很多。

综上所述，留给我买的品类已经不多

了，无外乎，够用一年的日化、一些吃吃喝

喝、一些家居必备消耗品⋯⋯现在要了解

一个人，看朋友圈不准，那很可能是精心打

造的人设，但看购物车倒是能撕开面具、直

抵人心。花出去的钱，勾勒出一个自己都不

愿承认的真实的自己。

比如，我的购物车里那一单 6 个胶棉

拖把的替换头，如果做阅读理解就是：一、

说明主人公在家是拖地的；二、反映主人公

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三、暗示了主人公的

平民家境。

很多东西我放进了购物车，但在最终

决断时，依然选择了删除。因为我发现，

放进去的理由只有一个——我喜欢，而删

除 的 理 由 却 有 很 多 ， 相 比 之 下 ，“ 我 喜

欢 ” 就 显 得 有 些 孤 立 无 援 。 年 少 时 叫 嚣

“千金难买我愿意”，长大后一眼就能望到

不远处的一地鸡毛。比如，那株高大的琴

叶榕，很 ins 风，可是放着占地，浇水费

力，死了闹心，这样一想，它也就没有那

么好看了。

在 千 挑 万 选 的 购 物 车 里 挑 挑 拣 拣 ，

我 仿 佛 已 经 用 过 了 所 有 东 西 。 当 购 物 仅

仅 是 为 了 一 种 感 觉 ， 脑 内 体 验过了，还

买它作甚。

东拼西凑下，最终我还是完成了 2000
元的额度。恍惚有一种愧疚感，如此几千亿

元的大事，我居然只作出了这一点点微小

的贡献，就如同我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一样，

重在参与。

极简主义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反抗消

费主义的时尚，对我而言更像是人生新阶

段的自然风格。购物最快乐的时刻有两个，

一个是清空购物车的时候，一个是收到快

递的时候，之后用完这些东西的过程，漫长

到有些不耐烦。年复一年，当我想明白了这

些，从购物中寻求快乐的道路就越走越窄

了，“双 11”，就从狂欢节回归到打折季。

我打电话给我妈，交流了一下购物车

的构成 。她更简单，只买了狗粮 。果然，60
岁女人的钱，更不好挣了。

30岁后，我的购物清单是极简风

□ 曲俊燕

没有人比我更懂反消费主义。

熟知若干相关主题的纪录片，看 B
站 up 主批判“消费主义的陷阱”看到

上头，收藏夹里一堆省钱攻略、极简生

活 法 。 可 每 当 我 打 开 衣 柜 ， 那 层 层 叠

叠 、 呼 之 欲 出 的 衣 物 仿 佛 都 在 睥 睨 着

说：“呵，女人。”

纵然有一颗高尚的心，无奈长了双

庸俗的手。把我拖入“剁手”陷阱的，

是那些能让女性“更好看”的东西。衣

服、鞋子、包包、彩妆⋯⋯几乎是每个

女孩消费的主战场。

疫情期间，我的报复性消费行为达

到了顶峰。在四下寂静的深夜里，手机

蓝光照亮了我的脸，迷离的眼神倒映着

滑动的购物车图像，混沌的大脑神经吃

力地作着决定：买，还是不买？有时理

性让我放下了手机，但更多时候，我花

钱的速度仿佛一个资产百亿的大鳄。后

果就是，存款以可见的速度在变少，而

一些衣服还没穿甚至还没收到，就已经

不喜欢了。

我 开 始 反 思 ， 为 什 么 我 这 么 “ 想

买”？为什么我想买的是这些？一些图

像跃入我脑海：穿搭和妆容都无可挑剔

的时尚博主，漫步在布满咖啡馆的巴黎

街道上，她们的照片中没有生活的烦恼

和工作的纠缠，我能看到的，只有“精

致”。而我也想变成那样的人。

但我对精致生活的理解，仅仅来源

于社交网络上经过选择和美化的照片。

这也是视觉文化时代的通病：我们对世

界的认知建立在图像之上，而图像化的

世界中不存在真实。

你可以说一些崇尚自然美的博主，

没有开启美颜滤镜，她们展示出来的是

真实的自己。但观看者层面的真实，与

博主照片中的世界是脱钩的。比如，我

买了很多漂亮的裙子、长靴，但能穿的

机会寥寥无几，因为我是一个需要每天

骑车上班的“打工人”。模特穿上是利

落的九分裤效果，到我这里变成需要挽

两道的十二分裤，因为下单时我完全忽

略了一个事实——模特比我高 18 厘米。

模仿时尚造型的机会，只存在于不

用加班的周末几小时，而我展现造型的

方式，同样是精致摆拍的照片。为漂亮

衣服付出的金钱所换来的，除了短暂的

悦己之外，只有一些虚幻的点赞和评论。

这真是高投入、低回报的教科书式案例。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 《消费社会》

一书中说，丰盛的物品“以全套或整套的

形式组成”，诱使消费者“逻辑性地从一

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这简直是在我

脑子里安了监控。我喜欢的不仅是衣服，

而是一种“法式氛围”。要想营造这种氛

围，需要购买一连串的商品：用斜挎皮包

配毛呢大衣，或者用高跟皮靴搭配黑色的

连衣裙。对氛围感的追求越精准，想购买

的商品种类越细分。

后来，我看到一些时尚博主推广“胶

囊衣橱”，意思是衣柜里只留简单的几件

基础款单品，同时可以满足多种搭配的需

要，这与时下流行的极简主义不谋而合。

可 是 想 想 ， 我 的 衣 柜 里 有 大 量 “ 非 基 础

款 ”， 如 果 为 了 “ 胶 囊 衣 橱 ” 而 扔 掉 它

们，岂不是更大的浪费？直到我看到某女

装 品 牌 在 商 品 分 类 里 单 独 分 出 “ 胶 囊 衣

橱”，我才大悟——所谓极简主义，也可

能成为变相消费。

英国纪录片 《无节制消费的元凶》 中

提到，在手机、汽车、家用电器等行业，

存在“计划报废”这一公开的行业秘密，

即故意生产寿命低、质量差的商品，好让消

费者更快地再次购买。服装也是如此，快时

尚品牌的衣服，本来就想让你只穿一季，奢

侈品大牌的价格也并非与质量挂钩。知道

“内幕”后，我看着衣柜里那件还没穿口袋

就破了的外套，无奈苦笑。当初，它的“氛围

感”可是让我付出了 2000 多元。

商家的嘴，骗人的鬼，问题还是要靠

自己解决。买了这么多，也不是全然没有

好 处 。 起 码 ， 我 知 道 什 么 风 格 更 适 合 自

己，知道哪些单品买回来绝对不会穿第二

次，也尽量远离那些低收益、高成本的物

品 。 今 年 “ 双 11”， 我 只 下 单 了 两 件 商

品，离稳健消费者的形象又近了一步。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打开衣柜，只有少量

衣物，却都是喜欢的、实穿的。

纸上谈兵不可取，当“剁手”欲望真

正消退，拥有少买或不买的自由意志时，

才是真正战胜了消费主义。

请还我一个简单衣柜

□ 大 白

对我来说，今年的“双 11”来得有些安

静。如果不是小猫吃光了家里的罐头，需要

到淘宝上补货，我甚至差点忘了这个日子。

当时，我点开淘宝，一则伪装成“红包”的广

告猛然弹出，推广着我看了半天也不懂该

怎么玩的优惠活动。这时我才想起：如果真

有什么大件要买，这可能就是接下来半年

里最好的时机。

遥想当年，当“光棍节”首次变为“网购

节”时，我还是个靠着每月 1200 元生活费

过活的穷学生。然而，那时候的我参与“双

11”的热情，反倒比现在高出不少。我清楚

记得：我是如何开通了支付宝、注册了淘宝

账号、提前把想送给心仪姑娘的礼物加入

了购物车。当 11 月 11 日零点到来，宿舍已

经断电了一个小时，然而，每个室友都打开

笔记本电脑，反复刷新页面，盼着淘宝服务

器能快点恢复正常。光阴飞逝，校园生活早

已 远 去 ，但 每 当“ 双 11”再 度 进 入 公 众 视

野，这段场景都会无比清晰。

工作之后，有了独立的收入，我一下子

有了“自由花钱”的底气。刚刚毕业那年，我

拿着新发的工资和新办的信用卡，一口气

在“双 11”买了 1 万多元的东西。当时，我的

心里只有一个字——爽！如果当时有人采

访我的消费计划，我一定会告诉他：之后的

每一年，我都一定要来上这么一遭。

然而，事实和我的预期恰恰相反，我

的网购热情在“一鼓作气”之后，迅速进

入了“再而衰”“三而竭”的阶段。随着

银行存款的增加，我买得起的东西越来越

多 ， 从 “ 双 11” 中 得 到 的 快 乐 却 越 来 越

少。于是，我渐渐“佛”了起来，以至于

今年差点错过了“双 11”的存在。

遥想当年，我想买一副几百元的新耳

机，要攒上好几个月的钱，然后挑选优惠

最大的店家下单。让我快乐的与其说是买

到的东西，不如说是购物过程本身。“双

11”网购的乐趣，一是捡到便宜的庆幸，

二是夙愿得偿的爽快。越是平时舍不得买

的东西，这时才越有取悦自己的价值。随

着经济状况的提升，这样的东西对我来说

越来越少——当然，世界上依然有不少商

品是我想要而买不起的，北京的房子就是

一例——但话说回来，这也不是我咬咬牙

就能下单的东西。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购物观念比过

去 理 性 、 保 守 了 不 少 。 优 惠 的 诱 惑 或 是

“想要”的冲动，不再是我作出购物决策

的决定性要素。相比之下：是否符合真实

需求、能否做到物尽其用，渐渐成了我更

加看重的问题。

2020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不 期 而 至 ，让

我过了好一阵子的宅家生活。在被迫“宅”

起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打开电商 App，假装

自己在逛商场来排解压抑。然而，和很多形

成类似习惯的人不同，狂刷 App 不仅没有

让我大买特买，反而让我大彻大悟，领悟到

了一件事——网购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

种包装成购物的娱乐。正如逛商场的精髓

在于“逛”，网购的精髓也在于“看”。

在整个过程中，人体内多巴胺分泌最

旺盛的时刻，就是看到想买的东西的那个

瞬间。在兴奋、活跃的状态下，我们很可

能作出购买某物的决定。但从本质上看，

就 算 不 买 ， 我 们 也 已 经 得 到 了 一 定 的 体

验 。 正 如 许 多 人 都 把 “Window Shop⁃

ping”（橱 窗 购 物） 当 成 一 项 减 压 爱 好 ，

网购也有同样的心理机制。在领会到这一

点后，我对网购的态度顿时更加淡然。

闲暇时，我依然会去搜罗各种想买的

东西，看到让人心情好的，就点下“收藏”或

“加入购物车”。但是，最后到底要不要付款

下单，仍然要由我的理性说了算。当别人把

网 购 当 成 疫 情 时 代 的“ 报 复 性 消 费 ”手 段

时，我成功将“报复”和“消费”分成了两块。

最 终，在 与 妻 子 深 入 探 讨 后 ，我 在 今 年 的

“双 11”只下单了 1000 多元的小家电——

我没有告诉她，我在购物车里加入了五花

八门的一大堆东西，然后一件件删了下去。

归根结底，不论是真有需求还是为了

消遣，网购都应为我们服务，而非反过来牵

着我们的鼻子走。越是在疫情这种紧张、压

抑的环境背景下，我们可能越是需要一点

留给自己的泰然和清醒。

我将“报复”和“消费”分成了两块

□ 陈轶男

半个月前，我想买一款降噪耳机。

看 着 满 眼 以 “ 双 11” 为 名 的 优 惠 活

动，我脑子里不禁浮现一个问号：“双

11”不是 11 月 11 日吗，怎么 10 月就开

始了？

朋友向我解释，今年的剁手大战比

往年来得早一些。不少商家采用了“付

定金立减”的预售模式，10 月 20 日号

开始先付定金，11 月 1 日 0 点之后支付

尾款，到时会享受“满 200 减 30”之类

的优惠。

她刚当了妈妈，时不时让我帮她点

赞助力领纸尿裤，盯这些活动盯得紧。

“到时候记得拆单！”她提醒我，不要把

所有商品一次性提交购买，要根据买满

减拆分成几个单，如果凑不整，就找个

极速 7 天无理由退换的东西拼单，到时

候再退。

这番解说直接打消了我的兴趣，为

什 么 买 个 东 西 还 得 前 后 惦 记 这 么 多 事

情？我打开淘宝，“满 1500 减 510”“年

度重磅，1 件 7 折，3 件 5 折”，一整页

全是数学题。商家 的 促 销 手 段 花 样 百

出 ， 连 我 每 天 玩 的 蚂 蚁 森 林 能 量 雨 里

都 出 现 了 跟 “ 双 11” 相 关 的 “ 喵

糖”。游戏规则太过复杂，把我这种懒

人劝退了。

每一年的“双 11”“双 12”“6·18”，我

都 在 漫 天 的 促 销 宣 传 中 保 持 冷 静 。懒

惰 之 外 还 有 一 个 因 素 ， 就 是 我 知 道 无

论 多 么 “ 巨 惠 特 卖 ”， 对 于 消 费 者 来

说，都只是被宰多或宰少的问题。

我 在 广 州 上 大 学 时 ， 偶 尔 会路过

一些商贸批发中心。我和舍友曾进去探

秘，每家铺子的商品琳琅满目，店主们

不太搭理我们，忙着招呼那些背着黑塑

料口袋拿样品的外商友人。在那里，外

面 精 品 店 卖 到 三 四 十 元 的 耳 坠 挂 满 整

墙 ， 牌 子 上 写 着 “ 一 对 3 元 ， 12 对 起

批”。这个价格深深震撼了我。

大三的时候，我舍友创业做校园文

化纪念品。她找工厂打造了一款 925 纯

银的学校戒指吊坠，售价 99 元，大受

欢迎。我舍友用的都是真材实料，但即

便如此，她后来悄悄地告诉我，那款产

品里成本最高的是包装盒子。

由于太早了解到行业内的暴利，我

大概可以被视为买手店标志牌“同行勿

入 ， 面 斥 不 雅 ” 的 对 象 。 对 于 衣 服 首

饰，除非它具有很高的品牌价值，否则

我很难接受数倍于成本的价格。我没事

就喜欢在淘宝上搜工厂店，从大学到现

在收藏了不少物美价廉的店铺，给自己

源源不断地提供裙子和饰品。

当然 ， 现 在 刺 激 消 费 的 法 子 远 不

止 降 价 。 夏 天 的 时 候 ， 我 无 意 中 点 进

了 一 个 服 装 带 货 直 播 间 ， 那 里 卖 的 是

一 些 风 格 独 特 的 外 贸 余 单 孤 品 。 我 对

奇 装 异 服 最 感 兴 趣 ， 不 知 不 觉 地 就 入

了坑。

主播每拿起一件衣服，粗量一下尺

寸就开始抢拍。“要的宝宝扣‘99’，先

扣先得。”主播随便给出一个数字，然

后就是评论区的战斗。

那是拼手速和网速的时刻，迅速输

入数字点击发送，会感觉肾上腺激素瞬

间 飙 升 。 成 功 抢 到 之 后 会 得 到 一 个 号

码，去拍下对应价格的链接时留下备注

即可。

直播从晚上 9 点到深夜 1 点半，由

于 永 远 不 知 道 主 播 展 示 的 下 一 件 是 什

么，一不小心就抱着手机几个小时目不

转睛。直播间的设计也让人沉迷。我不

满 足 自 己 的 “ 新 粉 ” 头 衔 ， 每 天 用 签

到、点赞、评论和分享增加 5 到 10 分的

亲密度，终于晋级成了紫色标识的“钻

粉宝宝”。主播很会带节奏：“2 万赞就

给大家送一波福利！”

最后，我在那个直播间买下了 5 条

连衣裙，有 4 条需要放弃呼吸才能拉上

拉链。也许是抢拍时容易丧失判断力，

听 到 近 似 的 尺 码 都 觉 得 自 己 可 以 冲 一

冲。最后，我把它们全都送给了身材比

我小一号的同事。

经过这件事，我决定不再看直播，

购 物 车 只 留 下 了 打 不 打 折 都 要 买 的 东

西。我要按照自己的节奏，不再被消费

主义之风裹挟。这几天我下单了两盒隐

形 眼 镜 和 一 个 手 机 支 架 ， 完 美 享 受 了

“满 200 减 30”。但是上一次看时那个手

机支架还是 58 元，“双 11”反而变成了

64 元。

所 以 ，“ 双 11” 真 的 比 平 时 便 宜

吗？

我在 10 月 底 买 的 降 噪 耳 机 价 格 是

1239 元 。 过 几 天 再 去 看 ， 变 成 了

“ 11 月 5 日 起 享 受 闪 购 特 卖 1389 元 ”，

底 下 一 番 算 式 ， 最 后 “ 领 券 预 估 价

1249 元”。

那 我 还 买 便 宜 了 10 元 呢 ， 我 心

想。可是接着往下翻，评价区有一个问

题是：“大家都是多少钱买的？”

答 案 里 的 价 格 竟 然 全 都 在 1200 元

左右。其中最低价是 1199 元，购买时

间已是 5 个月前。

直播间拼手速，
那是评论区的战斗

那些鲜活的生活乐趣从
未真正消逝，把这一天当作
换换心情的节日，有何不可？

开启“放飞模式”的我，仿佛是个
获得乐园门票傻乐的孩子，爬上被封
锁已久的游乐设施，启亮黯淡多时的
缤纷彩灯。把这一天当作一个换换心
情的节日，有何不可？

今年“双11”放飞与随缘，你是哪一种

网购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种
包装成购物的娱乐。正如逛商场的
精髓在于“逛”，网购的精髓也在
于“看”。

现在要了解一个人，看朋友圈不
准，那很可能是精心打造的人设，但看
购物车倒是能撕开面具、直抵人心。

当“剁手”欲望真正消退，拥
有少买或不买的自由意志时，才是
真正战胜了消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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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我知道无论多么“巨惠特卖”，对
于消费者来说，都只是被宰多或宰
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