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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微信群
那些事

■胡晓霞

爱逛街的男人爱逛街的男人
■■吴益敏吴益敏

这是我第三回戒朋友

圈了。有人说朋友圈是时

间 的 偷 盗 者 ，我 也 这 么 想

过。手捧手机，发一条朋友

圈，刷一圈朋友的信息，20

来分钟是需要的；而一天刷

个四五回，也是许多人的常

态。过多碎片化的时间，真

是有碍我们专心做一些事

情的。

戒朋友圈过程也是层

层推进的。第一回，我的目

标是减少碎片化时间。于

是，在朋友圈发帖宣布，戒

圈一个月，除了中午的 1 个

小时。发现其他有发朋友

圈信息或者点赞、评论的，

欢迎各位向本人监督举报，

监督举报者，直接发红包 10

元。“小赏之下，也有勇夫”，

在某天中午等车过了限定

时间，不自觉地在某条记录

下留言，即刻收到微信，“发

我红包”，于是，我的第一回

戒朋友圈失败了。

第 二 回 ，我 的 目 标 是

“全面熄火”。全面停圈 21

天，不发也不看，监督举报

者发红包 20 元。不看别人

的朋友圈于我而言，还好坚

持，忍着不发一条，还真心

难 。 期 间 ，跑 过 了 一 些 城

市，读到了一些好书，参加

了一些不错的活动，都习惯

地想分享，想想忍了。终于

有天因为有件重要的事，不

便直接告诉一些朋友，在朋

友圈里发了一条广而告之，

于是第二回戒圈也告失败。

这是第三回戒圈，我的

目标是少发，读少数人的。

方法更彻底：直接在微信的

功能里把朋友圈关掉。再

想 开 启 ，起 码 多 了 一 层 难

度。实施了快一个月，看来

效果不错。我会偶尔通过

其他方式发一条信息，偶尔

直接微信里找到某位关心

近况的朋友，点开他（她）的

朋友圈看下近况，但不再不

加选择地随意浏览微信好

友里那么多的朋友圈记录。

朋友圈是时间的偷盗

者，那或者是因为我们缺乏

某种安全感，怕遗漏圈里的

“重要”信息；朋友圈有真生

活，但不是每位的真生活都

与我们息息相关。关心你，

但不需时刻关心；在意你对

我的评价，但更重要的是，

自我的认定与成长。

戒掉唯恐漏掉信息的

“安全感”，戒掉对更多认同

感的渴求，朋友圈依然是社

交极好的工具，它让我们海

角天涯，都知道想关心的人

的近况，让我们发现更多共

同爱好的朋友。

有一种热闹非凡，叫

群初建。

有一种有名无实，叫

群冷寂。

近年来，随着微信兴

起，随着年华流逝，越来越

多 的 人 希 望 重 拾 同 窗 之

情。于是，无论时光荏苒，

不管天涯海角，利用微信，

建起同学群。一时间，小

学群、中学群、大学群纷纷

冒出来。

同学群初建那阵子，

总时不时有人上发一张学

生年代旧照片，勾起大家

对青葱岁月一大串美好回

忆。人们反复端详陈年旧

照，寻找记忆中的影子，放

大拉伸，明察秋毫，唏嘘岁

月。或互叫彼此小时候的

绰号，或互相取笑揭短，或

询问各自近况⋯⋯给平淡

日子激起一阵一阵微澜。

而那些在异地、国外发展

的老同学，更是热情邀请

同 学 们 去 自 己 所 在 地 游

玩。于是，大家开始酝酿

一 场 似 乎 说 走 就 走 的 拜

访。聊到风生水起处，有

人觉得微信群里“聚会”不

过瘾，提议班干部组织线

下聚会。那一刻，绝对的

七嘴八舌，群里像炸开了

锅般，热闹非凡。不久，一

起见证青春的人在经历岁

月洗礼之后的某一天相聚

了。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所

在班级群好温暖，那一阵

子，大家纷纷学了欧阳修

的“读书三上”：马上、枕

上、厕上，几乎人人都做到

机不离手，时刻关注群动

态，生怕露过一点信息。

学生时代的往事是维

系同学群的纽带，但追忆

过后，没有“然后”了。当

“ 怀 旧 ”主 题 慢 慢 消 退 散

去，取而代之的便是现实

生活中的吃喝拉撒、鸡毛

蒜皮。彼时，同学群里又

是另一番嘈杂景象：吃个

点心，喝杯咖啡都晒的，讨

论相夫教子心得技巧的，

转 载 时 事 新 闻 心 灵 鸡 汤

的，为自己亲戚，别人孩子

投票拉票的⋯⋯渐渐地，

同学群里，潜水的多了，定

时 冒 泡 互 道 早 晚 安 的 少

了。潮落沙滩出，最后留

下总是那么几个健谈、有

闲、不愿散场的同学，他们

用心支撑着、编织着群聊

话语，但门前冷落鞍马稀

的状态早已在劫难逃。再

后来，就只剩逢年过节时，

大家互相问候一声，发个

红包了。有的群甚至连红

包都没人抢了⋯⋯

闲暇时，翻翻同学群

的聊天记录，难免感慨几

许，上去跟大家说两句自

己的真实想法，发出去大

半天不定有人回应，从此

也 就 不 太 想 在 群 里 说 话

了。至于什么远足拜访，

再没人提起。于是，有人

戏谑，同学群成了哑巴群。

当然，也有不甘就此

罢休者，冷不丁抛出一首

打油诗：

鸦雀无声没人吵，

微风歇息叶不摇，

蝉儿似已睡好觉，

东西南北静悄悄。

但这也只不过以石击

水，被激起的涟漪片刻归

于平静了。

或者也有热心人士提

出种种让同学群起死回生

妙计，比如：

设置大家感兴趣的话

题，群成员共同语言就多

了。

发大红包，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法。

搞群聚会，定期组织

线 下 AA 制 聚 餐 、聚 会 活

动，让大家彼此加深了解

⋯⋯

当然，期间也有小高

潮时，就是逢上哪里又有

聚会了，便拉开阵势全群

现场直播，勾引众潜水员

浮水围观，品头论足，不亦

乐乎⋯⋯但一切终归大势

已去。

其实，在我看来，很多

关系本就这样，同学会后群

成员间现实中交集渐渐少

了，每个人都要回归自己原

本生活，我们大部分时间，

还是要留给家庭，留给工

作。即便再亲密的朋友，也

不可能时刻保持联系。大

家循着各自生活节奏和轨

迹生活着，在群冷清时刻，

实在不必太在意，只要我们

一直在一起，只要我们偶尔

能够彼此互致问候、表达善

意，能够知道彼此一切安

好，就足以欣慰。

微信只是个交流工具

罢了，有话说话才是沟通

本质，大家不可能每天有

那么多时间去回忆过去、

畅想未来。

Love 那些年。我会舒

心开怀地栖息在我们的共

同 家 园 —— 同 学 微 信 群

里。

男人一般都不喜欢逛

街，我家男人却很喜欢逛街。

爱逛街的男人对自己的

衣着有独特品位。什么样的

衣服，搭配什么样的裤子，有

一套完整理论，说来头头是

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身形适

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喜欢什

么样的面料，他都特别讲

究。他可以自己一人去商场

里逛大半天，买上一堆衣服

回来，还特别乐意和别人一

起逛街，但一般都不接受别

人的建议，自己喜欢的，即使

别人觉得不好看，他还是穿

得高高兴兴。结婚前，他有

满满一柜子衣服，比我还

多。结婚后，我从来都不用

给他买衣服，省了好多事。

他有个堂姐在杭州做男

装生意，每年都有一些过季

新款拿回来给周围的亲戚

分，各家媳妇们都跑去开开

心心选几件合身的给自己家

男人穿，我家这位从来也不

要。堂姐见势，叫他自己去

杭州公司陈列间挑，我见他

去过一次，但也挑不出几件，

只选了一件聊表谢意！

爱逛街的男人对别人

的衣服也有一套自己的理

论。他喜欢休闲款的女生，

有一段时间非要我往那个

方向上打扮，遭到我的强烈

抗拒，后来不得不作罢！不

过我的衣着还是受到他的

影响。买衣服都要拉上他，

他如果说不知道，我就下不

了买的决心，他说还可以

吧，我也能进一步加强自己

的肯定。记得有一次去温

州买衣服，也是巧，那个品

牌衣服特别合适，一下子试

了十几件，件件都还可以，

都买吗？我望着他，这在我

买衣服历史上可是从来都

没有过的事情。他倒好，比

我还积极。“你舍不得的，你

舍不得的”在旁边激将我，还

说要给我买单，我一听有人

买单，赶紧同意，拎着大包小

包衣服回家。后来穿出来，

同事朋友都说好看，一个冬

天我再没有买过衣服。

爱逛街的男人对美的

事物有热心的追求，尤其是

对打扮他女儿一事上。宝

宝小时候，我总很随便地给

她穿，像个小乞丐。她爸爸

看了非常不满，就开始自己

给她买衣服。他在温州银

泰逛了几圈，买过卡拉贝

熊、英氏、阿路和如等牌子，

买回来后发现小婴儿经常

弄脏衣服，又要拉屎撒尿，

打扮太麻烦，又发觉小孩子

长得快，衣服又易脏，买品

牌的太费。从来不逛淘宝

的他忽然开始逛淘宝了。

一入淘宝深似海，他惊觉淘

宝上的小孩衣服实在太多

太好看而且太便宜了，于是

像不要钱一样乱下单，图片

上好看的，实际穿起来完全

不是那么回事，买回来的衣

服被我嫌弃了无数回，但他

还是乐此不疲。每次都像

批发一样，在一家店里买一

堆类似衣服回来。

去年冬天，宝宝的马甲

买了 6 件，今年夏天，T 恤买

了十几件。逢上亲戚家吃

酒，宝宝需要正式衣服出场

时连一条裙子也没有，我刚

提出要给宝宝买衣服，他早

已开始行动！为了避免类似

衣服不断重复，我也学乖了，

自己不买了，都让他买，而他

也慢慢地开始注重美观和实

用性了。

戒圈记戒圈记
■■方剑飞方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