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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

□ 余冰玥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尽管人生目标

未必是“要比别人好”，却总逃不脱比较

的“牢笼”——

上学时和同学比成绩，前方常常有个

追不上的“别人家孩子”；工作后与同伴

聚会，话题永远离不开薪资水平和感情状

态；假期打开朋友圈，别人的生活总是比

自己的精彩，还能先晒出冰墩墩手办⋯⋯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比较。人们时而

与 更 优 秀 的 人 比 ， 时 而 与 不 如 自 己 的 人

比 ； 有 人 执 着 于 要 胜 过 对 方 ， 有 人 笃 定

“ 没 有 比 较 就 没 有 伤 害 ”。 这 让 人 不 禁 好

奇，人们为什么会比较？比较有何作用？

它会让我们更快乐还是更痛苦？在日益加

速 的 当 代 社 会 ， 为 何 人 们 既 “ 反 内 卷 ”，

又忍不住将自己置入比较的洪流？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

教授陆静怡在心理学新作 《比较的囚徒》

中写道，在当代社会，比较似乎成为认识

自 我 的 一 面 镜 子 ， 是 定 义 优 劣 的 “ 相 对

论”。正是这套相对论，在每个人心中激

发出情绪的千层浪，许多酸甜苦辣、爱恨

情仇皆因“比”而生，甚至让人陷入困境

与牢笼。

内卷、鸡娃⋯⋯现代人比
过去更爱比较吗

银行职员陈琳是位初二学生的妈妈，

孩 子 即 将 到 来 的 中 考 压 力 ， 让 向 来 崇 尚

“自主学习”的陈琳有些紧张和担心。“当

孩子说周围同学几乎都在上补习班而自己

没上时，我一度怀疑自己不打算给孩子补

课的决定是否正确。”陈琳感慨，自己的

中学时代几乎是在放养中度过，当下的孩

子却被不存在的“起跑线”裹挟，在父母催

促中停不下往前奔走和相互比较的步伐。

鸡娃、内卷⋯⋯近两年，人们用许多

新词描述焦虑与紧张渐浓的社会环境。最

初对学习和事业怀揣热情的人们，在比较

与竞争中逐渐迷失，“把别人比下去”成

为 努 力 的 目 标 。 相 比 于 过 去 的 “ 岁 月 静

好”，当下的人们比过去更重视比较。

1954 年 ， 心 理 学 家 费 斯 汀 格 正 式 提

出了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指出，人类都

希望能够准确认识自己，这种内在的驱动

力，推动我们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当

人 们 对 观 点 和 能 力 的 评 判 缺 乏 绝 对 标 准

时，寻找一个相对标准进行社会比较，便

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比较式思维是人的一种基本思维模

式。有研究者发现，5 岁的孩子就已学会

了社会比较。”陆静怡说，比较式思维具有

普遍性，在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的人群中都

存在，并没有研究证明代际之间存在差异。

“每一代都会比较，都会‘卷’，只不过不同

代际的人，比的内容和形式不一样。”

譬 如 ，40 年 前 很 多 人 家 里 没 有 电 视

机和自行车，一旦有一家人买了彩电、自

行车以后，炫耀和比较便会在街坊邻里之

间潜滋暗长。“现在已经没有人炫耀自行

车 、 电 视 机 了 ， 但 仍 然 有 别 的 方 面 的 比

较。”陆静怡调侃，“毕业五年比自己，毕

业十年比家庭，毕业二十年比孩子。”

为 何 大 家 觉 得 现 代 人 越 来 越 爱

“比”？陆静怡认为，这或许与当下信息传

播分享途径的丰富和快捷有关。

以往受限于技术发展，人们只和附近

小圈子中的人暗暗较劲，没有这么多机会

及时迅速地了解、反馈与传播个人信息，

大家不知道你在“比”。随着社交媒体的

逐渐丰富，我们比较的距离与对象都发生

了变化。朋友圈、微博、短视频⋯⋯认识

或不认识的人、群体内外的生活，都成为

我们比较的对象。

除此之外，陆静怡的团队曾做了一个

有趣的研究，结果发现，人们普遍觉得他

人比自己更在乎“内卷”、更容易做社会

比较。

例如当老板和员工们说：“公司有一

个紧急项目需要加班，谁想来参与？”这

时“卷”的人就站了起来，开始风风火火

地行动，“佛”的人坐在那儿继续默默做

自 己 的 事 情 。“ 卷 ” 往 往 会 体 现 在 行 动

上 ， 人 们 更 容 易 注 意 到 举 手 说 “ 我 要 参

加”、做出行为的人，忽略那些埋头不动

的人。久而久之，人们就感觉周围人都很

“卷”，社会很“卷”。

陆静怡说，“正是因为人的选择性注

意使他们忽视了佛系的人群。或许人们并

没有相较于上一代更爱比，只是在技术、

社会与媒体对内卷现象的推波助澜下，感

受到更激烈的内卷洪流。”

被拉出来比较的“别人家
孩子”，同样不开心

社会比较如影随形，随之而来的困扰

也常常把人拖入不开心的困境：睡在我上

铺的兄弟已经迈入高管行列，而我还是个

平平无奇的打工人；曾经考试不及格的同

桌开着豪车来聚会，而我一会儿还要坐地

铁回家；别人家的孩子考到全校前十，而我

的孩子难得及格；别人 18 岁已经成为世界

冠军，而我丢在人群中完全看不到⋯⋯

在心理学研究中，社会比较分为上行

社 会 比 较 、 平 行 社 会 比 较 和 下 行 社 会 比

较。其中上行比较更经常发生，心理学家

认为，人们普遍拥有向上的驱力，鼓励人

们朝更优秀的人看齐。但与此同时，当人

们看到别人的成功与精彩生活时，自己不

如他人的事实更令人糟心。

陆 静 怡 认 为 ， 生 活 中 通 常 意 义 上 的

“比较”与“内卷”，常常指的是追求超越

周围人、比他人好，而忘记了真正重要的

是关注自身。“这种心态或行为很可能会

让你体验不到自我提升带来的快乐，只能

体验到竞争带来的焦虑”。

在比较中落下风的人不开心，被拉出

来比较的“别人家孩子”也未必开心。有

时，比较还会带来人际和社群关系上的矛

盾与焦虑。陆静怡发现，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老师会当着众多学生的面表扬一位学

生，“同样做这件事情，人家小王怎么可

以做这么好”。得到肯定本是件愉快的事

情，但出乎意料的是，“小王”本人并不

会因此多么开心。“被表扬容易引起其他

学生的嫉妒甚至排挤，他会担忧这份表扬

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因此，这种‘比较

式表扬’无意当中达到了最糟糕的效果，

大家更喜欢不带比较的单纯夸赞。”

在陆静怡看来，比较也与焦虑密切相

关。现在人们越来越焦虑，缓解焦虑的途

径之一是进行下行比较，一旦发现自己比

他人好，焦虑可能随之减轻。但相应地，

人们通过上行比较也会看到比自己更好的

人，“比较式思维”又会进一步加剧社会

焦 虑 。“ 两 者 之 间 说 不 清 谁 是 因 谁 是 果 ，

社会群体焦虑引发了社会比较，社会比较

又推波助澜，使群体焦虑加剧。”

人人都是比较的囚徒，如
何打破这个“牢笼”

“人人都是比较的囚徒，如果每个人

都能轻松打破比较的牢笼，社会比较对人

的 影 响 就 不 会 这 么 深 刻 。” 陆 静 怡 表 示 ，

或许我们无法彻底避免社会比较带来的负

面 影 响， 但 希 望 能 借 助 《比 较 的 囚 徒》，

用 通 俗 的 语 言 给 大 家 展 现 社 会 比 较 的 影

响，同时将学术研究带出象牙塔，走进大

众柴米油盐的生活中，启迪大家思考自己

的生活及行为，作出更好的选择。

当你被比较的阴云笼罩时，不妨换个

角度看问题。陆静怡觉得社会比较有利有

弊，大家往往把目光停留在消极层面，殊

不知，研究者最初关注到社会比较，是因

为它的“利”。借助社会比较，人们可以

更准确地认识自己，对自己在人群中有一

个精确的定位，“我到底相比他人表现得

怎么样”。

与此同时，社会比较的重要作用之一

是 催 人 进 步 ， 当 人 们 看 到 比 自 己 优 秀 的

人，便能够以此为榜样，了解自己需要达

到怎样的水平，怎么做才能实现。采用比

较式思维思考问题，能有效提高效率，迅

速作出判断。

因 此 陆 静 怡 提 醒 ， 人 们 面 对 比 较 的

“ 牢 笼 ”， 应 趋 利 避 害 ， 在 思 维 上 作 出 改

变 。 改 变 的 第 一 步 便 是 要 意 识 到 “ 我 在

比”，了解社会比较会给自己带来哪些正

面和负面的影响。除此之外，改变的最大

难 点 在 于 人 会 不 自 觉 地 受 他 人 的 影 响 。

“我们要走出比较的洪流，就要想清楚自

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自己要什么，少受

其他人的影响。”

只 是 对 于 很 多 人 而 言 ，“ 道 理 我 都

懂，就是做不到”。陆静怡建议，真正的

改变需要大家持之以恒、举一反三。“当

我们在学业方面学会了问自己要什么、减

少过于负面的社会比较后，很可能到了工

作、买房时又忍不住去和他人比较。这时

切记不忘初心，想清楚自己的内心到底喜

欢和追求什么。如果你只看别人在追求什

么，别人有的东西你也要有，别人做得好

的你也一定要做得好，容易陷入内卷的漩

涡，迷失自我，感到焦虑，失去幸福感。”

“我们需要回归哲学的思考——我是

谁，我要到哪里去。”陆静怡说，“只有清

楚自身需求，才能在正确的维度上进行合

适的比较，真正成为更好的自己。”

比较的囚徒：人们为何一边反“内卷”，一边忍不住比较

□ 杜佳冰

小时候，一堂语文课可能最多容纳

100 人。

但长大之后，这个数字却可以扩张

到上万。

在豆瓣小组“课文回忆录”——这

个新兴壮大的“班级”里，容纳着 3.9
万多名在义务教育之后，又重新回到课

文里的“同学”。这个创建于 2007 年的

“老”组，成为近期豆瓣热门小组。

在这里，人们共享着同一段文化记

忆。他们一起讨论曾经学过的中小学语

文课文，回忆那些感人的故事情节、治

愈的课文插图，甚至是诱人的食物——

包括那个“筷子头一扎下去”就冒红油的

高邮鸭蛋。这个小组的愿景是，“成为一

个承载着同学们童年回忆的美好地方”。

2022 年 了 ， 在 信 封 上 只 写 了 “ 爷

爷收”的凡卡收到回信了吗？总在夜里

偷偷帮爸爸干活儿的小抄写员功课进步

了吗？在革命烈士纪念馆里，能看到老

班长为三个伤员钓鱼吃的金色鱼钩吗？

这些过去的文化符号引发了一场成千上

万人的集体怀旧。

在心理学家看来，集体怀旧是特定

时代下具有相似背景的人对过去共同经

历的文化、时代所产生的一种向往。人

在怀旧时往往保持着愉快的心理状态，

这种情绪能够帮助人们储藏正面情感。

一位 48 岁的组员坦言，自己近几年很

爱读课文，因为小时候语文成绩很好，

这样“总能回忆起那个高光时刻”。

相 比 持 有 ， 失 去 更 加 让 人 耿 耿 于

怀。童年回忆对多数人来说就是这样。

人们从儿童时期开始接触和感受世界，

也逐渐拥有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心理

学研究认为，这一份“初印象”往往更

容易被记住。

在“课文回忆录”小组里，组员们

最喜欢分享的内容就是自己从课文里第

一次了解某件事、有了某种心情时的新

奇与震动。

组里的许多“同学”记得，林清玄

的 《和时间赛跑》 这篇课文让自己第一

次有了“时间”的概念，“切实感觉到

对时间流逝的恐惧”，甚至“有了生死

的观念，当时一遍遍读，又忍不住偷偷

哭，emo 了好几天，被妈妈骑电动车载

着时也会偷偷想如果妈妈有一天离开了

怎么办”。

除此之外，那些与课文有关的童年

趣事也一并留在了回忆里。

想起课文，会想到要分段、划出重

点，还有分角色朗读、续写、默写，甚

至最可怕的——全文背诵。有人不太记

得课文内容了，却还记得“当时学这篇

课文主要是分析省略号在文中的作用，

以及我给可怜的桑娜涂了口红”。也有

人坦言，被罚抄过的和要求背诵的课文

自己都会记得很清楚。

有 组 员 曾 发 帖 称 ，“ 那 么 多 小 组 ，

就这个小组看哭了。一篇篇课文勾起无

数早已遗忘的回忆，这些课文串起来竟

有如此神奇的魔力！果然人生最开心的

还是童年，好想好想回到小时候，长大

真的好痛苦。”

事实上，怀旧是一种喜忧参半的情

感体验。学者 Fred Davis 认为，怀旧常发

生在当前是恐惧、不连续、焦虑或不确定

的环境中，它既能够唤醒一些美好的情

绪, 比如快乐、幸福、爱和温暖等，但同

时，也使人对现状感到无奈和悲伤。

当然，重读课文带来的收获不只是

回忆，也有新知。曾经读过，不代表读

懂。一位组员回忆，自己“十八岁之前

的日子和思想很简单”，所以当时其实

并没有读懂 《我与地坛》 这篇课文的真

正含义。

前 些 日 子 ， 苏 轼 的 《记 承 天 寺 夜

游》 又 火 了 起 来 。 一 句 “ 怀 民 亦 未

寝”，在网络上引发众人共鸣。虽然儿

时也有清凉夏夜，但那时不懂得“知己

难 遇 ”， 不 懂 得 能 在 夜 半 时 分 找 到 人

“相与步于中庭”的可贵。

如 小 组 介 绍 所 言 ，“Life is anoth⁃
er lesson”。 在 没 有 经 历 过 “ 生 活 ” 这

堂课之前，课文里所讲述的可能只是遥

远的故事、简单的情节，和需要识记的

知识点。直到我们真的经历了苦辣辛酸

的生活，或许才真正读懂了那些简单真

挚的文字所承载的真正意义——那些同

凡卡一样对亲人的思念、追着落日跑想

要赢过时间的瞬间，和史铁生坐在地坛

惆怅的生死问题，才终于一一懂得了。

这或许也是我们再一次爱上课文的

原因。

“课文回忆录”小组：

毕业后我们再一次爱上课文

□ 殷锦绣

最近，“搞笑女没有爱情”的说法火

了。

在这个话题下，许多自称“搞笑女”

的女孩分享了她们的经历，要么因为日常

分享糗事、举止大大咧咧，而“吓退”了

心动男生；要么因为在男生讲段子时，笑

出鹅叫，还要搬出更好笑的段子来比拼，

而把男生处成了兄弟；要么遇到的帅哥接

不住梗，而能接梗的搞笑男转头用自己的

梗去撩并不搞笑的美女⋯⋯所以，她们在

短视频平台用搞笑的特效劝女孩们：不要

做搞笑女。

这让许多原本喜欢搞笑的女孩有点紧

张了：我还能继续做搞笑女吗，真的会没

有爱情吗？

搞笑女错过的“爱情”，并
不值得可惜

早在十几年前，加拿大心理学家就做

过研究，发现当男性在选择约会对象时，

相比起能不能制造幽默，他们更看重女性

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幽默；而女性对两方面

都会比较看重。

也就是说，在约会时，只要女生能听

着他的段子咯咯笑，男生就已经满意了，

至于这位女生喜不喜欢讲段子，甚至只能

讲一些破梗，他也是比较无所谓的。

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在相处时，

幽默的制造能力和个人能力、基因质量有

关，而幽默的接受能力意味着性兴趣。进

化 会 驱 使 男 性 选 择 对 自 己 更 有 兴 趣 的 女

性，因为这样才更有可能把自己的基因传

递下去。至于质量——他们没那么在乎！

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高质量往往也

意味着更“难得手”。

看 到 这 里 ， 你 也 许 会 觉 得 ： 这 么 看

来，搞笑女真的更容易错过爱情，只有撒

娇最好命。

但是等等，搞笑女错过的这些人，真

的就是“爱情”了吗？

到了现代社会，如果有男性对女性的

期 待 还 只 是 传 递 自 己 的 基 因 ， 只 想 选 择

“容易得手”的女性，那他可能还缺少了

点文明社会的教化。

最近网上还有这样一句话获得了许多

点赞：女生离开了男生，就像鱼没有了自

行车。意思是，啥影响也没有呀！

而 那 些 因 为 你 “ 搞 笑 ” 而 拒 绝 你 的

人，对你来说，就像是鱼的自行车，并不

值得可惜。别忘了，在研究中，女性也会

看重男性的幽默接受能力，如果他欣赏不

了 你 的“ 搞 笑 ”， 那 即 便 你 们 在 一 起 了 ，

你也会因为得不到他的回应而感到失望；

而他则会因为无法接纳真实的你，而对你

有种种期待甚至要求。所以，即便你隐藏

起自己的搞笑，塑造一个高冷的人设，在

接下来的相处中，你们也很难一帆风顺。

搞笑女的可贵品质，懂的
人自然懂

错过了“孽缘”，才能遇见良人。“搞

笑 ” 只 是 一 个 标 签 ， 在 懂 得 欣 赏 的 人 眼

里，搞笑女可能拥有很多可贵的品质。

首先，搞笑女的幽默特质，利己又利

人。许多研究都发现，幽默的视角和达观

的态度，可以提高对生活的适应性、对压

力的应对能力，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幽默还能促进人际关系，比如，搞笑女常

常把自己遇到的倒霉事，绘声绘色地情景

重现给身边的朋友们，用自己的糗事换来

大家的快乐，谁会不喜欢听呢？

其次，和搞笑女相处，不用担心冷场。

搞笑女的分享欲强，看到有趣的事情，总会

第一时间分享给身边的人，来一起“哈哈哈

哈”；即便日常生活显得平淡，她们也能发

现其中有意思的点。和她们约会，就不用担

心没话题而尴尬冷场了。

还有，搞笑女不止能聊搞笑话题，她

们可能也比较聪明。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

学研究发现，幽默的人智力水平、受教育

水平相对较高，因为幽默也是有门槛的，

至少需要一定的认知能力、观察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也就是说，搞笑女之所以敢

于违反女性刻板印象而“搞笑”，可能是

因为她们同时聪明又自信。

而最重要的是，在 P 图盛行、人人都

要立人设的时代，搞笑女展现出来的是可

贵的真实。她们可能会和朋友捏着嗓子说

“兔兔真可爱”的梗来相互取笑，但不会

用故意装嗲的方式来获取虚假的关注；她

们 可 能 会 在 朋 友 圈 发 “ 大 漏 特 漏 了 家 人

们 ”， 但 不 会 在 假 名 媛 群 里 拼 单 下 午 茶

照。你认识她时，她是什么样子，那接下

来的相处中，她就会一直是这个样子，真

实而不做作。

所以，她遇见的爱情，那个人喜欢的

也一定是她真实的样子。

“搞笑女没有爱情”，就像鱼没有自行车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打 卡 、 开 电 脑 ， 刷 冰 墩 墩 视 频 ， 是

施 晴 皓 正 式 工 作 前 的 例 行 事 项 ， 这 是 她

自 今 年 冬 奥 会 开 幕 以 来 养 成 的 习 惯 。 看

冰 墩 墩 摔 倒 和 发 脾 气 是 施 晴 皓 的 最 爱 ，

“ 视 频 中 有 一 次 打 雪 仗 ， 它 扔 完 雪 球 就

跑 ， 结 果 被 绊 倒 了 。 还 有 一 次 别 人 说 它

脏 ， 冰 墩 墩 生 了 气 立 马 去 踢 围 栏 ， 笑 死

我 了 。” 施 晴 皓 说 ， 早 上 看 一 会 儿 冰 墩

墩 ， 不 想 上 班 的 郁 闷 一 扫 而 空 ， 感 觉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银行职员周周也是冰墩墩的粉丝，她

曾连着三天在线上店铺抢购冰墩墩周边，

但都没抢到。她说，冰墩墩作为本届冬奥

会吉祥物，被那么多外国友人喜爱，这带

给她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冰 墩 墩 、 雪 容 融 无 疑 是 当 下 的 “ 顶

流”。即便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已闭幕快一

个月了，冰墩墩仍在微博体育超话排行榜

上稳居高位，超越谷爱凌、苏翊鸣、武大

靖等热门奥运选手。相关周边更是“一墩

难求”，不少人不惜去实体店排队几个小

时，甚至通过黄牛高价购买。

上海的“女明星”玲娜贝儿，火热程

度绝不在冰墩墩之下。随便一件#玲娜贝

儿换春装#的小事，都能登上热搜。放眼

海外，同为玩偶的日本熊本县吉祥物熊本

熊和韩国练习生朋秀，均引发追捧热潮。

小小玩偶为何让人如此“上头”？

在互联网公司从事运营工作的郝大悦

是个浑身散发“可爱泡泡”的女孩：头绳

是蝴蝶结的，手机壳是带兔耳朵的，就连

包都是毛茸茸的。郝大悦对玲娜贝儿的喜

爱 ，“ 始 于 颜 值 ， 陷 于 性 格 ”。“ 它 粉 粉

的，尾巴大大的，我一眼就爱上了”。随

着时间的推进，郝大悦被玲娜贝儿的“接

地气”深深吸引。“同样是春游，星黛露

拿着花，浑身透着优雅；玲娜贝儿呢，扛

着捕蝶网，直接现出了猪八戒扛九齿钉耙

的气势。”

玩偶可以让郝大悦置身童话世界，回

归童心。不少人在失恋、辞职后，都选择

到迪士尼和玲娜贝儿聊天，“它一直在倾

听，这很治愈。”她说，“我们当成年人时

间久了，也需要偶尔变回小孩子。”

武 汉 大 学 发 展 与 教 育 心 理 研 究 所 教

师 陈 武 表 示 ， 在 现 代 社 会 ， 玩 偶 成 为 部

分 人 依 恋 的 对 象 。 相 比 于 真 人 明 星 ， 玩

偶 的 可 接 近 性 更 高 ， 人 们 更 容 易 与 其 产

生 互 动 。 同 时 ， 当 代 社 会 竞 争 激 烈 、 压

力 大 ， 我 们 不 希 望 自 己 时 刻 都 是 成 年

人 。 陈 武 说 ， 玩 偶 的 出 现 给 了 我 们 一 个

变 回 孩 子 的 机 会 ， 而 这 样 的 机 会 越 多 ，

越有利于缓解大家紧张、焦虑的情绪。

和 常 见 的 动 画 片 周 边 不 同 ， 冰 墩

墩 、 玲 娜 贝 儿 在 推 出 时 没 有 基 础 的 故 事

加 持 。 周 周 觉 得 ， 这 反 而 是 它 们 广 受 欢

迎 的 原 因 ， 因 为 玩 偶 的 角 色 特 点 可 以 由

观众与演员共同塑造。

曾有一个女生将空气蛋糕送给玲娜贝

儿，玲娜贝儿下班时，即便那位小姐姐不

在旁边，即便那只是一捧空气，还是把蛋

糕拿了回去。周周说：“没有小姐姐，玲

娜贝儿不会有蛋糕，而没有这位扮演者的

塑造，也不会有如此贴心的玲娜贝儿”。

虽然周周认可玩偶的可爱离不开扮演

者的努力，但她坚决不能接受其说话甚至

露脸。“我们都知道玩偶是假的，之所以

还能喜欢它们，是因为我们愿意去相信童

话 。 玩 偶 一 说 话 ， 我 心 中 的 幻 想 就 破 灭

了。”她说。

陈武说，不对玩偶设定故事，可以增

加大众参与感，参与感越强，人对玩偶的

情感越深。他以异地恋类比：如果你连续

几年，每隔几周就到对方的城市去，你会

对这个人有很深的依恋；而付出较少的一

方，对感情看得会更淡。陈武认为，二者

的道理是相通的。

关于玩偶扮演者与玩偶关系的争议，

陈 武 介 绍 ， 玩 偶 在 我 们 心 中 是 抽 象 的 。

“当人对一个东西认知变得清晰，原来的

幻想就会被打破。”他表示，玩偶扮演者

说话，就是在打破人对抽象事物的理想认

知。“当玩偶表现出来的形象与心中的想

象不符，我们内心就会产生剧烈的心理冲

突。”陈武说。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从玲娜贝儿到冰墩墩，这届玩偶为何让人“上头”

冰墩墩（右）与雪容融（左）玲娜贝儿

这个新兴壮大的“班级”
里，容纳着 3.9万多名在义务
教育之后，又重新回到课文
里的“同学”。

人们普遍觉得他人比自
己更在乎“内卷”、更容易做社
会比较。

搞笑女之所以敢于违反
女性刻板印象而“搞笑”，
可能是因为她们同时聪明又
自信。

成年人当久了，我们也
想偶尔变回小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