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3年6月13日

读者报料热线电话：025-83279195 E-mail:jsgrbs@126.com热点·公益广告 工会新闻部电话：025-83279180

版面编辑/晓 强 校对/郁春红

工会新闻部： 025-83279180
综合新闻部： 025-83279175

83279178
记者通联部： 025-83279187（含传真）
副刊评论部： 025-83279183

编务出版部： 025-83279189
83279190

网络新闻部： 025-83279189
发行外联部： 025-83279184（含传真）

83279185

理事会办公室： 025-83279188（含传真）
广告信息部： 025-83279186
专题专刊部： 025-83279195
报社办公室： 025-83279191（含传真）

83279192（含传真）

南京记者站： 025-84551259
无锡记者站： 0510-82710644
镇江记者站： 0511-84413010
苏州记者站： 0512-65232007
南通记者站： 0513-85518389

扬州记者站： 0514-87329339
盐城记者站： 0515-88323997
徐州记者站： 0516-83611090
淮安记者站： 0517-83956961
连云港记者站： 0518-85400641

常州记者站： 0519-88117396
泰州记者站： 0523-80818683
宿迁记者站： 0527-84388197
张家港特派记者： 0512-58226335
海安特派记者： 0513-88869196

本报新闻网： 025-83279186
本社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202号
邮政编码： 2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0004110909
定价：216元(全年) / 18元(每月)

新人办“极速版”婚礼，自己主持，5分钟结束
仪式让来宾“开吃”；河南许昌一对新人婚礼现场
打造怀旧风迎宾区，布置了各种各样的小吃摊，
烤红薯、糖葫芦等，宾客可自取食用；在河南焦
作，一对新人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婚礼，父母代
替新人简单致辞20秒后便开席……近日，在短
视频平台上，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参加的“极简版”
婚礼。不收礼金、不接亲、无煽情催泪环节、不敬
酒，“极简模式”也能让宾客们乐在其中。不少网
友表示有类似的想法，“自己的婚礼想这样办，简
单又合适，抛去繁文缛节，剩下的只有美好与祝
福”。

近日，一场浪漫简约的集体婚礼在黄浦江畔
举办。来自中建三局一公司安装公司的15对新
人，完成了人生的重要仪式，开启了生活的全新
旅程。见证这一幸福时刻的宾客，仅是双方的朋
友、同事。“在父母那个年代，结婚肯定要有一场
婚礼，但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办或不办、怎样办这
场婚礼。最亲近的同事，最爱的人，最开心的日
子，以及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这就是我最想要
的婚礼。”一对新人这样告诉记者。

参加集体婚礼的15对新人，大多是项目工
程的一线建设者。他们有的奋战在“一带一路”
沿线重点项目工程上，有的参与过雷神山、火神
山、中央援港方舱医院等国家重大应急工程的建
设。选择参加集体婚礼，他们有着不同的期许。

“我长期在海外工作，和妻子聚少离多。”婚
礼前一天刚从海外赶来的陈小波，脸上丝毫没有
旅途奔波的疲惫，而是满脸笑意。2018年大学
毕业后，陈小波就一直奋战在“一带一路”沿线重
点项目工程，先后参与建设柬埔寨金边金塔大
厦、马来西亚万国数据中心、奥特斯电子厂房等

当地重点工程。他曾经在海外连续驻守15个
月。

陈小波与妻子王彦相恋于2020年，因为工
作原因，三年间两人见面的时间不过两个月。更
多的时候，两人只能靠微信和视频通话了解对方
的近况。

今年2月14日情人节，陈小波休假回家和王
彦领了结婚证后，又匆匆赶回马来西亚项目工
程。一别4个月，参加集体婚礼，是他们今年见
的第二面。“这次集体婚礼，是我们难得的团聚机
会，希望把这份‘仪式感’补偿给爱人。”陈小波
说。

集体婚礼的流行，有更多现实因素的考量。
婚礼筹备需要大量时间，年轻人普遍工作压力
大，空闲时间少，感觉“没精力折腾”，集体婚礼

“一站式服务”，从拍照到化妆，均有专业团队操
持，为新人们省下不少烦恼。王强与郑亚男是中
建三局的“双职工”，2018年，两人在新员工入职
培训期间相识。王强工作经验丰富，项目中，郑
亚男时常将王强当作“师傅”请教问题，爱情也悄
然而至。

作为“双职工”，夫妻二人经常因为赶项目
工期，错过彼此间重要的纪念日。2022年7月，
两人决定结婚领证，但因为工作原因，原本定好
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今年5月，两人才办了
订婚宴。得知公司举办集体婚礼的消息，王强
第一时间报了名，“我们还没有办过婚礼，自己
人生的幸福时刻，能和同事一起分享喜悦，感觉
很有意义”。

婚礼简办，并不意味着幸福感减少。新人们
希望通过自己的“小心意”，让婚礼体验更个性
化。 据中青网

他们，为何选择极简风婚礼

““搭子搭子””社交社交，，年轻人情感需求新表达年轻人情感需求新表达
前段时间，一个名为“超一半的年轻人

有‘搭子’”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
达2亿次之多；同时登上热搜的还有“‘搭
子’是一种新型的社交关系”“为什么年轻
人需要‘搭子’”等话题。“搭子”一词源自江
南方言，传统语境下有饭“搭子”、牌“搭子”
等说法，意指饭友、牌友。

“搭子”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受到关注，
反映了方言里的“搭子”已经走出传统语
境，转换为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型社交方式，
并在越来越多的人群中流行，成为情感需
求的新表达。

“现在流行找‘搭子’，我也动了
心”

“找玩‘搭子’！97年，坐标余杭区，约
周末出来玩！脱口秀桌游约饭打卡拍照都
可以。有相机，可以互拍，我拍照技术不
错！希望找一个差不多年纪、爱聊天的‘搭
子’。”今年4月，浙江杭州的千千在社交平
台小红书发布这样一条消息。千千是北方
姑娘，研究生毕业来杭州工作，因为初来乍
到，周末过得有些无趣。“现在流行找‘搭
子’，我也动了心，希望通过网络找个玩‘搭
子’。”千千说。

帖子发出后，她收到许多私信，加了不
少微信好友。不过因为性格属于慢热型，
她从来没有约过别人。“后来在微信加了一
个姑娘！她主动约我，聊天很有意思，不会
冷场。我们一起拍照、看脱口秀，也逛街买
衣服。”千千很满意她的“玩搭子”。

从数据上看，像千千这样找“搭子”的
事并不稀奇，截至5月，小红书上“搭子”词
条的浏览量达到2000万，词条内发布的笔
记数量有逾154万篇之多，各种“求搭”帖
应有尽有；微博上相关话题阅读破亿，热度
仍在攀升——找“搭子”，成了年轻人中一
种时髦的社交方式。

国家心理咨询师周小鹏指出，“搭子”
可以看作是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只要在
某个领域分享共同兴趣、为某个目的彼此
陪伴的人，就可以称为“搭子”。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
看来，与点头之交、亲朋好友相比，“搭子”
的意义有相当微妙的分寸感。他指出，根
据社会渗透理论，可以将人的社交由浅到
深分为：知晓姓名、联系方式、工作内容等
的履历信息，个人爱好，目标和愿景，以及
恐惧和软肋。如果深入了解对方的目标和
愿景、恐惧和软肋，必定是十分熟稔的亲
友；如果只知一些基本履历信息，只能算同
事或点头之交。其中，“个体爱好”与“搭
子”非常相似。两个人“相互触碰但不太过
亲昵，基于共同爱好来做事”，这就是“搭

子”。
实际生活中，“搭子”社交呈现出丰富

多样的分类，从相约运动的健身“搭子”、一
起玩剧本杀的剧本杀“搭子”，到一块儿学
习的图书馆“搭子”、互相探讨深刻话题的
哲学“搭子”……由此可见，找“搭子”不限
于在网上“广而告之”，身边也隐藏着找到

“搭子”的可能。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报
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找“搭子”的几率更
大——逾80%的受访者表示“搭子”来源
于同学同事，借由线上线下活动认识的只
占不到20%。

没有负担的轻社交

“搭子”社交是如何在年轻人中火起来
的？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硕士生
导师胡鹏辉指出，首先要看到宏观的社会
变化之于微观个体产生的影响，“现代化转
型或者说城市化发展给人带来极大流动
性，许多人不会一直‘驻留’家乡，而是外出
求学，继而留在异地他乡。传统意义上的

‘生于斯长于斯’状态较之以往更少见，‘异
乡人’很难跟空间距离相去甚远的父母亲
友进行面对面的即时沟通。”

然而，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又需要借助
社交找到情感归属，汲取能量、对抗孤独。
胡鹏辉认为，面对不熟悉的地方、陌生的人
群，个体化的青年往往倾向于选择“优先满
足自身需要”的人际交往。有共同爱好、共
同目的的“搭子”恰好符合这种需求。

北京女孩璐璐曾为了去香港看演唱会
找过“搭子”。当时，两个人都担心到当地
人生地不熟，也都担心买到假票，因此成了

“搭子”。“跟朋友去，她为了将就我而去看
演唱会，我也要相应付出，陪她逛景点，但
整个时间不充裕。跟‘搭子’去，我们目标
一致，去香港只要完成看演唱会这一件事
就好了。”

胡鹏辉指出，“搭子”社交的积极意义
正在于它是一种没有负担的轻社交，同时
还能获得一定的情感补偿，实现某个目
的。也就是说，“搭子”社交具有“利己”的
工具属性，当双方的目标一致，“搭子”社
交就可以服务于此并帮助二人“相互取
暖”。心照不宣的距离感、默契留守的边
界感，让“搭子”们轻松地待在各自的舒适
区，不必假装熟悉、也不需刨根问底。这
是“搭子”社交火起来的原因，也是其魅力
所在。

一种重新寻回“附近”的可能

“学术界有‘附近’的说法。”胡鹏辉提
到，这也可以和找“搭子”联系起来。随着
社会发展、互联网不断向末端延伸，动动手

指就可以从APP上点外卖、坐在家里上网
就能知晓一切，大家不再需要像原来那样
和周围人早晚相见，“结果是人越来越‘原
子化’，愈发关注自我和‘远方’，忽略了‘身
边500米’。”寻找搭子其实正是走出“房
间”、找回亲密感和归属感、重拾“附近”的
第一步。

即使在不同国家留学，坤艳依然跨
越大洋保持着和“搭子”的联系。她觉
得，平日里她们就私人生活、个人情感、
读书学业进行深入交流，就是双方进一
步发展为朋友的信号。“虽然最初把对方
定义为‘留学申请搭子’，但其实我们早
就越过边界，成了无话不谈、一起吐槽一
起笑的姐妹。”

董晨宇把这种重拾“附近”的现象，解
释为“搭子”社交不稳定性导致的“搭子”关
系瓦解。“当两个人决定共同再‘剥一层洋
葱’成为朋友，这段关系就瓦解了。”董晨宇
说。只不过，“情感升级”是“搭子”关系的
正向瓦解。

然而，像坤艳这样发展“搭子”为朋友
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情况可能是相处
中发现各自取向和侧重点不同。“比如和一
个人成为饭‘搭子’，但搭着搭着发现一个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另一个却斤斤计较，觉
得这个贵了、那个不值了。一旦产生不协
调，‘搭子’就可能默契地退回‘洋葱’第一
层，‘搭子’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董晨宇
说。

即使取向一致，周小鹏认为“搭子”社
交也并非完全可靠，甚至热衷结交“搭子”
也有可能导致个体处理长久关系的能力退
化。她指出，亲密关系中有三种角色，分别
是：我开心就好，不管别人的“儿童角色”；
我要管别人的“父母角色”；既要像父母角
色那样管别人，也要像孩子角色那样偶尔
玩一玩的“成人角色”。“孩子之间可以愉快
玩耍，但不可能对彼此负责。”周小鹏说，

“一部分人沉迷于‘搭子’社交，合则聚不合
则散，会使自己儿童化，无法处理好身边的
长久关系。说得严重一些的话，如果这个
人过分儿童化，那么他永远无法变成成年
人。”

胡鹏辉认为，应当充分意识到，人对于
归属感的需求始终存在，而“搭子”提供的
情感支撑毕竟有限。如果抱着“找‘搭子’”
的目标找“搭子”，最终会因为过分明确界
限、不肯再迈一步而限制了深入交流的可
能。

专家建议，“搭子”社交是重拾“附近”
的好方法，但终究还是要保持开放心态，积
极寻找真正的交心友谊和亲密关系。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