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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不等于礼物，但礼物却是情

侣间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

七夕了，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

里，不少年轻人会通过送礼物的方式，

向另一半表达心意。社交平台上也会

出现很多“送礼清单”“送礼不踩雷指

南”。但也有不少情侣正为送礼物感受

压力，感受到“甜蜜的负担”。

在送礼物这件事上，哪些方面最

让人困扰？恋人间送礼物最重要的是

什么？在中国青年报社出品的新一期

《参数》节目中，几名年轻人分享了他

们关于情侣间送礼物的故事。

甜蜜背后的小烦恼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大二的宋

泓澄，高中毕业后和女友确定了关系。

如今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上学，相距

1000 多公里的异地恋，让送礼物成为

节 日 表 达 心 意 、创 造 惊 喜 的 一 种 特

别方式。“过节一般会提前准备礼物，

会选择有纪念意义的，玩偶、化妆品、

花都送过”。

在选择礼物上，宋泓澄主要考虑

经济实惠，有意义。不过他坦言，如何

让 礼 物 更 有 新 意 ，自 己 会 感 到 头 疼 ，

“大部分常见的礼物都送了一遍，总不

能每个节日都送那几样。像之前送化

妆品时，就担心自己不懂，怕口红色号

什么的不合适，她不喜欢”。

今年 24 岁的陈俊泽，现在从事品

牌传播工作，他的女友熊媛媛在读研，

两个人相恋已有一年了。在节日他们

互送礼物，也会一起去滑雪、旅行等。

陈俊泽送女友护肤品、化妆品比较多。

熊媛媛则送手工挂饰、刻有名字的笔、

相机储存卡等给陈俊泽。

“说实话，像七夕节这种特殊日子

不 送 恋 人 礼 物 ，会 有 一 定 的 心 理 压

力。”不仅如此，在选择礼物上，陈俊泽

也表示有困扰，“担心她不喜欢，或者

礼物不能表达心意。我觉得礼物、心意

都要送到，所以每次送礼物、寄东西，

都会手写情书表达心意”。

熊媛媛则表示，自己的困扰在于

担心礼物不够 实 用 ，“ 俊 泽 看 重 实 用

性。我想送他的礼物比较贵，所以我弄

了一个礼物基金，到特殊的日子存一些

钱进去，攒够了就买个大件送他”。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

查显示，在送礼物上，69.9%的受访青

年感到困扰。如果在特殊日子不送恋

人礼物，63.5%的受访青年表示会有心

理压力。

在天津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 90后

方可微（化名），结婚不到一年。从恋爱到

婚姻，她感觉自己与伴侣对于礼物的观

念，也在不断磨合中，从差异走向契合。

“可能大多数女性都比较看重浪

漫，期待在节日收到礼物，但男性不一

定有这样的感受。”方可微表示，自己

比较期待节日礼物和仪式感，但老公

更倾向于在节日一起吃饭或出去玩，

“刚开始时还不太适应他的这种方式，

但在相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理解

对方”。方可微说，起初自己会稍作引

导和暗示，先送对方一些物品，这样他

会意识到，也会回送礼物。与此同时，

她也会降低对于节日礼物的期待，“他

并不是不在意我，只是表达爱意的方

式不是送节日礼物。而且经过磨合后，

他也了解了我的需求和喜好”。

礼物是一种态度

“他基本上不会主动说需要什么，

要细心观察才能发现。”熊媛媛回忆，

以前他俩出去旅游拍照，她发现陈俊泽

总要删掉一些老照片，才能有足够的储

存空间，所以就在节日送了他新的储存

卡 ，“ 这 样 可 以 创 造 更 多 属 于 我 们 的 回

忆，相对也比较实用”。

调查显示，为了送上符合对方心意

的礼物，71%的受访者会在平时留意对

方喜好。

今年 26 岁的陈泽宇结婚半年了，此

前她与伴侣相恋了 6 年半。陈泽宇说，从

恋爱开始自己和另一半的“七夕”就过得

很 简 单 ，一 起 吃 个 饭 就 算 过 节 了 。她 表

示，自己一直坚信“爱对了人，情人节每

天都过”，所以在节日不送对方礼物也没

什么压力。“我觉得送礼物和收礼物，应

该是件开心的事情，如果因为这个困扰，

就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

陈泽宇说，自己不太喜欢惊喜，即便

与另一半互送礼物，也会提前告知。“我

一般想要什么会直接说，他也一样。我们

刚在一起时，我想送他一些球队的周边产

品，但不知道去哪里买正版的，如果不问

他，很容易买到假货。现在我俩有点进入

‘老夫老妻’的状态了，送礼物也会更加实

用一些，主要就是缺什么买什么”。

“现在送礼物时，他会提前征求我的

意见，或者选几样让我挑。”方可微说，自

己也会直接告诉对方想要什么，她认为

这样直接表达不仅不觉得尴尬，反而让

两个人相处得很舒服，“也可以省去互相

猜测和揣摩”。

“我觉得送礼物也可以体现出自己

有多在乎对方。”宋泓澄说，随着和另一

半相处的时间变长，会逐渐了解彼此的

喜好，知道什么是对方想要的，“很多时

候，礼物也包含着日常生活中对她喜好

的了解。比如一些东西她只提过一嘴，如果

你能记住，并且体现在礼物上，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出你对她的重视和关心”。

社调中心的数据显示，对于恋人间

送礼物的意义，受访青年首选的是互相

表达心意爱意（65.7%）。

“礼物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重视。”

团重庆市委青年讲师团成员、重庆市青

联委员、咨询心理学家陈志林认为，情侣

间互送礼物是爱的表达方式，它可以增

强情侣间的安全感和亲密度，也是双方付

出与回报的体现。“两个人在一起要互相

关心、扶持，健康的感情要双方共同经营。

所以情侣互送礼物也是经营情感的一种

体现，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陈志林分析，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仪

式 虽 然 不 会 直 接 影 响 接 下 来 事 情 的 发

生，但仪式的过程能促发个体积极的自

我暗示，这种暗示更有利于人们获得想

要的结果。

生活的仪式感不止于送礼物

“如果只是一起逛街、吃饭，可能过

三五年就忘记了。但礼物摆在那里，每次

看到都会想起。”熊媛媛觉得，礼物可以

起到留存回忆的作用，但她也很看重两

个人之间的陪伴和关心，“像我研一时，

课程安排很紧凑，俊泽每个月都会来南

京看我。我很感谢他为我们感情的付出。

最近我在上海实习，时间相对来说比较

自由，就会尽量多陪他”。

陈泽宇表示，自己和伴侣都很看重

仪式感，“送礼物是一种仪式感的体现，

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需要一些仪式

感。每对情侣的相处模式不同，是否送礼

在我看来都是正常的。但两个人之间的

相处，真诚和沟通很重要”。

“送礼物可以表达心意爱意、体现仪

式 感 ，但 我 认 为 送 礼 物 不 必 拘 泥 于 节

日。”陈俊泽说，比如旅行时，会给女友寄

当地特产并且手写明信片，平时觉得她

需要什么就买来送她，反而觉得没必要

刻意强调要在节日送礼。陈俊泽觉得，浪

漫是每时每刻点缀在两人生活里的。情

侣 间 相 处 ，重 要 的 是 双 向 奔 赴、增 进 理

解、保持浪漫。

“ 若 干 年 后 ，看 到 礼 物 可 以 回 忆 起

过去相处的时光。”方可微说，礼物对于

节 日 来 说 只 是 一 种 调 剂 品 ，情 侣 间 相

处 更 重 要 的 是 沟 通 和 包 容 。“ 如 果 发 生

了 摩 擦 ，或 者 觉 得 对 方 哪 里 让 自 己 不

舒 服 了 ，一 定 要 好 好 沟 通 ，不 要 回 避 问

题，两个人一起面对就没有什么解决不

了 的 。我 们 结 婚 时 ，两 家 习 俗 有 很 多 不

一 样 的 地 方 ，也 因 此 产 生 了 矛 盾 。但 我

们俩冷静下来一起商量对策，最终解决

了问题”。

“感情的天平永远都是不平的，但你

不要总做那个浮在上边的人，尽量维持一

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才是长久之道。”对于

情侣间相处，陈志林认为要相互体谅，避

免恶言相向，“不要在感情中试图考验对

方，信任远比考验更能给感情上保险。如

果两个人有足够的理解和包容，任何事

都能化解。当然，还要定期删除不愉快的

记忆。电脑需要定期清除缓存和垃圾，爱

情也要将不愉快的记忆定期删除”。

陈志林强调，在感情中切忌强行改

变对方。“没有人喜欢被强行改变，想要

强行改变对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改变，一是因为

爱主动想要改变，另一种是痛苦到了一

定程度，才会想要改变”。

“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陪伴和

爱 。”宋 泓 澄 认 为 ，一 段 长 久 的 亲 密 关

系，主要还是依赖于两个人都用心且坚

定。彼此陪伴、共同成长，愿意为对方投

入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这份心意是

最重要的。

七夕，关于情侣送礼这件“小事”

齐齐哈尔团市委成立青年创新创业联
盟，启动青年创客训练营计划，承办第六届

“创青春”黑龙江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持
续激发青年双创活力；成立齐齐哈尔市红领
巾学校 （红领巾少年军校），与市军分区、
高校、企业等形成联建共育机制，有效承接

“双减”政策落地；成立“爱上鹤城爱上
你”交友联谊阵地联盟，变服务对象为工作
力量，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为青年婚恋交
友提供全周期服务；成立“鹤小青新媒体工
作室”，制作正能量文创产品，用青少年话
语体系传递党的声音。下一步，我们将带领
广大鹤城青年在齐齐哈尔全面振兴发展的赛
道上，奋力跑出青春加速度。

□ 孙庆玲

在北京郊区的温榆河边，时常能看
到来此拍摄婚纱照的新人，远远便能听
到摄影师洪亮的指令，“看这边”“再笑一
笑”⋯⋯看着烈日炎炎下努力微笑、摆
Pose 的新人，躲在阴凉处的我常不解其
乐。直到，当我也开始认真考虑拍婚纱照
这件事。

要拍什么样的婚纱照？毫无头绪的
我熟练打开搜索框，输入“婚纱照”，扑面
而来的美图瞬间让我眼花缭乱、晕头转向。大脑像一下子坠
入一个异想天开的世界，上一秒我看着白纱裙上浮动的光
影心动不已，转瞬开始幻想穿着赫本风小黑裙、奔跑在一片
青葱中的自己，接着又忍不住想披上凤冠霞帔端坐在古色古
香的背景里，或者，一身西装搭绅士帽再配上一幅傲娇的表情
去装把飒酷⋯⋯

把对着美图垂涎三尺的自己从幻想中拍醒，看着形式
多样、风格各异的照片不禁想，拍婚纱照何尝不是一次关于
自我的创作？并且，还是一把“过瘾”的创作。

打开手机，按下拍摄键，咔嚓咔嚓，拍照简直如一日三
餐般日常、信手拈来。婚纱照却有些不同，它还负责记录一
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像是两个人在婚礼前的一次“盛
典”——精心设计、细细装扮，第一次披上白纱的兴奋、拉满
的拍摄仪式感把自己与日常隔离开来，坐上“南瓜车”直奔
一个玫瑰色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没人有资格对你评头论足，你只需按自己
的喜好大胆创作，创作一个放大或放飞的自我。

比如，摆上火锅、担担面，举起啤酒或可乐，大可穿着婚
纱定格人间烟火；穿上性感的黑色紧身裙、随性的黑色皮
衣，在巴黎街头跨上机车，瞬间化身“史密斯夫妇”；或者钻
进宇航服漫步“太空”，制造一场浪漫的科幻梦；也可用粉红
的发色来搭青色旗袍，让青春、张扬与中式元素撞出满屏的
嘻哈中国风。当然，还可足蹑丝履、头簪步摇，“折纤腰以微
步，呈皓腕于轻纱”，仙气飘飘。

那些淹没在琐碎日常的自我仿佛在这一天可以跳出
来，肆意张扬地散发魅力，不拘一格地展示美。即便是同为
白色的婚纱也能被演绎出百般花样，追求简约优雅的姑娘
裹上一件曲线优美的缎面鱼尾裙，看中巴洛克风格的新娘拎
起华丽的裙摆，喜欢清新自然的姑娘穿着棉质吊带裙、帆布
鞋咧嘴大笑，身着蕾丝旗袍的古典美人手执团扇半遮面⋯⋯

或华丽庄重，或搞笑中二，或赛博朋克，或典雅复古，或
新潮酷炫，或清新可人，可以说，那一格格高清像素中兜着
一个个活色生香的自我。

而这其中又不只有“我”，更有“我们”，随画面定格的，还
有一段段关于“我们”的独特体验与记忆。随意翻开婚纱照，
照片的主人或多或少都能讲出一段或长或短的故事。

身边的朋友有人选择专业的摄影机构，也有人喜欢亲
情的味道和痕迹——让爱摄影的父亲来为自己的婚纱照掌
镜，母亲和闺蜜团则纷纷化身“化妆师”“灯光师”。

还有的，和爱人从网上淘来白纱、情侣装，以及三脚架
和各类道具，开始 DIY 婚纱照。客厅、厨房、小区、郊区的河
流、森林成了他们的天然摄影棚，小区内打牌的大爷、郊区
玩闹的孩子以及他们的边牧犬皆入镜担当“配角”，没有专
业的摄影师，二人的表情倒是格外自然随意且饱满。拍完，
疲惫又兴奋的两人躺在草地上，相视一笑，“总算完成了一
个大工程”。

岁月漫长且磨人，之后的某天再翻看照片中那“拉丝”
的眼神、齁甜的笑容，照片的主人们或许会记起拍照时的森
林、夏天、海风、年轻肆意的“我们”，以及那份热气腾腾的
爱，也或许会惊叹，“我们曾一起创造出这样的美好！”然后，
在心底荡漾出一丝甜。

三伏天上蒸下煮，温榆河热气蒸腾，今天的我渐渐能理
解，婚纱照能打败一切严寒酷暑。毕竟，如花美眷，似水流
年，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想留下自己和所爱的主角光环。

在婚纱照里过把瘾

□ 沙欣姚（中央财经大学）

“现在是 10:15，我们一起卡表，看看

谁是我们今天的冠军！——太虚猫域！我

们恭喜第四组‘太虚猫域’，获得了我们

今天路演最多的 270 万元融资！”中央财

经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教授戴俊骋激动

地公布了获得 2022 届文化产业投融资

路演的冠军得奖项目“太虚猫域”。

这 是 近 日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2019 级 学

生文化产业投融资路演活动的现场。

文化产业投融资路演活动是中央财

经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的特色项目，通

常在大三学年期间开设，并与学院教授

魏鹏举开设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专业课

程相结合，通过“商业计划书 BP+路演大

赛”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实践项

目投资、融资的相关知识，提升对文化产

业的感知力与实操能力。今年该活动采

用线上竞演的方式进行，主题是“面向元

宇宙的内容创业”。学生们通过聚焦元宇

宙背景下最具潜力的文化产业，推出自

己对未来文产行业的创业想法。团队的

组建———志趣相投和早已形成默契的

队伍作为该场路演的冠军队伍，“太虚猫

域”项目成员为在此次比赛中夺冠付出

了巨大努力。

“团队成员主要是之前在相关课程

合作过的同学，合作过的课题也和这次

的主题有相似之处，算得上是兴趣相投

并且有默契”，组员陈雨馨这样说。在路

演开始，创作的主题被定为探究网飞模

式和元宇宙内容创业，而早在文产系大

二课程《文化经济研究方法》的案例研究

小组活动中，陈雨馨与其他同学刚好研

究过网飞模式相关的案例，在小组作业

的 合 作 基 础 上 ，她 们 再 次 联 手 ，并 招 募

了 3 位 成 员 初 步 建 起 团 队 。该 团 队 的

“ 太 虚 猫 域 ”是 一 款 元 宇 宙 虚 拟 宠 物 游

戏，试图通过将现实中的养宠吸猫搬到

元宇宙世界，以满足消费者现实生活中

庞大的养猫需求。但是在创作初期，团队

并没有一开始就将主题定为虚拟猫猫的

养成游戏。

在将目光放在元宇宙虚拟宠物游戏

之前，“太虚猫域”小组就对于是全新的

元宇宙创意、还是将现实的文化产品元

宇宙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然后结合项

目的现实可行性以及创业的难易程度，

最后决定把目标定为已有文化产品的元

宇宙化。

“主题的确立在几次讨论中经历了

漫长的头脑风暴，”组员郭欣凌说，项目

的主题能否代表元宇宙的同时又兼顾现

实意义是此次所有参赛团队共同面对的

难关，主题的定位影响着项目结果的下

限，这对于每一个团队都是至关重要的。

就在团队热烈地讨论项目创作的问题的

同时，组员陈雨馨因为正在考虑养猫，了

解了许多宠物猫相关的知识，便想到了

虚拟猫咪养成这一主题。在这一想法提

出后，团队发现了现实中养猫对于许多

人的不便之处，并且认识到“元宇宙萌宠

也 是 一 个 有 待 开 发 且 具 备 广 阔 前 景 的 市

场”，虚拟养猫指南这一主题就此诞生。

本次投融资比赛旨在发挥学生们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更加考验各个团队在元宇

宙这一新兴事物中能发现和发掘多少机遇

和可能性，所以创意的好坏与整个项目是

否出彩直接关联。陈雨馨回忆，在项目准备

期间的展示中魏鹏举老师提出建议，其中

一个就是如何在虚拟世界培养用户和宠物

之间的情感链接，老师建议增加体感手套

等设计来提高用户体验，丰富了团队对于

技术内容的构建与想象。虚拟宠物游戏确

实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数字游

戏领域是一个比较老的项目，为了打造自

身品牌特点差异化，避免出现传统虚拟宠

物游戏所出现的问题，需要更多地进行一

些设定、玩法上的创意创新。

“太虚猫域”项目组长毕文承认，即使

将项目的主题定位虚拟宠物养成，顺着这

条创作思路仍遇到了如玩法枯燥、盈利能

力弱、用户粘性低等困难，“于是，我们想到

了在保留科普养成知识功能的基础上，增

强元宇宙技术赋能，发挥元宇宙娱乐性与

强交互性、去中心化的特点打造一个虚拟

宠物元宇宙游戏社区。”与此同时，毕文也

强调创意能否落地同样也需要考虑受众规

模、市场接受度等多方面因素，为了让整个

项目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也否决了已

经提出的很多创意设想，寻求更合理的项

目发展路径。”成果的展示，打破了线上展

示的屏障。在项目的创思以外，“太虚猫域”

的组员们也考虑到了如何提升最后成品展

示的效果。

今年的路演采用线上的方式，“限制了

观众评委与展示者之间的近距离互动，比

起场面掌控能力更需要竞争者思考如何让

内容更加具有吸引力。”毕文说，尽管如此，

“ 太 虚 猫 域 ”的 全 体 组 员 依 旧 没 有 一 丝 怠

慢，凭着认真严谨的态度和独具匠心的创

意获得了路演的冠军。

（本文由青年文化大数据总部基地秘
书处征集）

元宇宙养猫计划

团新华区委努力让团组织深
入青年身边，直接联系服务团员
青年 3 万余人。建立首批青年人
才驿站，开展首届青少年科技节
活动，在商务楼宇按照“一楼一
品”提供青年人才服务，建立

“花团锦簇”团建品牌，扶持成
为“青年成长的加速器”；众多

“发光青年”“公益志工”“科技
达人”“网络大咖”脱颖而出。
下一步，团新华区委将继续促进
青年成长成才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高度融合，做全面建设现代化、
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的生力军。

团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新华区委书记 董彪

制图：林天羽

团 黑 龙 江 省 齐 齐 哈 尔

市委书记 葛弘博

7 月 31 日傍晚，北京朝阳公园，摄影师为

一个新娘拍摄婚纱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