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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越来越现实了。“年轻人进入某种意义
上的早熟，在知道社会的游戏规则后就在为未来
打算了。”汪冰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我们当
时没有觉得人情世故是很大的困扰”。早熟所带
来的现实感，已经从社会蔓延到校园，让大学生
不得不考虑如何拿到更好的进入社会的门票。社
会资源有限，竞争越来越激烈，年轻人被激发出
自我保护的本能，在紧张焦虑的氛围里，他人变
成了假想敌，人情世故也成了竞争手段。
　　“我想去适应复杂的人情社会，但是发现不
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只能生活在孤岛里，既然改
变不了别人，就独善其身。”刘黎也觉得，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大家开始思考人情世故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需不需要这些，我需要的是什么。”汪冰表
示，大学生越来越追求可控性和自主性，开始从
自我的角度思考关系，而不是只从取悦别人或者
利用别人的角度，这是一种觉醒。
　　汪冰建议，年轻人要学会享受人际关系本身
的美好和过程中互动的美好，享受助人的快乐。
“助人者有两种，一种是能照顾好自己，另外一
种是过度透支自己去帮助他人。实际上透支自己
的帮助背后是有期待的。但在照顾好自己的同
时，有余力去帮助他人时，没有太多期待，更是
善意的自然流露。”汪冰说。
　　刚进校园，我们的列车到达同一停靠站，大
家在站台互相交流。而快毕业时，大家是即将出
发的列车，拥有不同的目的地，驶向自己的未
来。“年轻人追求的是不会越界的人际关系，大
家默契地给彼此空间。”在汪冰看来，人生的旅
程不只有目的地，旅途本身也是风景。“欣赏并
善待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同路人，你的心也会变得
愈发宽容和柔软。没人会拒绝一个温暖的拥抱、
一个友善的微笑、一句真挚的问候。抛下头脑的
计算和内心的恐惧，试着用简单而真诚的态度
去面对他人和世界，无论别人如何反应，你
都将收获内心的从容和自在”。
　　“我们行驶在自己的轨道上，相遇
时因为善意流露，互相问好就好。”
杨峰希望，人和人不是孤岛，而是
交错的轨道。
　　( 文中受访者刘黎、杨
峰、张深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人与人不是孤岛，是交错的轨道

　　“我无时无刻不在社交。”成绩名列前茅的张
深，深受人情世故的困扰，在评优评奖活动中总是
获得零星票数。人际交往过程中，班上同学对他评
价不高，觉得他的功利心太过明显。
  “这个社会离不开人情世故，工作之后的人情
世故比大学更复杂。大学里花心思维系关系很正
常，这是最直接、快速获得利益的方式。”张深
说，正是因为人情世故是困扰他的问题，所以他才
会选择通过人情世故来达到目的，而且并不觉得麻
烦别人帮忙难以启齿。
  张深将朋友圈层划分为三等——— “从小接触关
系亲密的好朋友”“积极性强但是关系没有那么好
的好朋友”“认识但不熟悉的普通朋友”。他认为
好朋友之间不会受到人情世故的影响，相互帮助能
建立更多的联系。但麻烦普通朋友，一定需要算
清，即使对方觉得没有必要。

　　“通过人情消费维系人际关系是必要的。”张
深认为，如果只通过人情消费去交朋友，所带来的
利益与人情消费额度是对等的，因此利益往来能最
快拉近关系。比起坐以待毙接受人情世故带来的伤
害，倒不如学会利用人情世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既是人情的受害者，也是既得利益者”。
　　汪冰认为，张深在人际关系里总是进入计算模
式而不是体验模式，难以在关系中真正放松。美国
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自我实现预
言”，指如果人们假定某种情境的真实性，这种情
境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人际关系的互动常是自
我实现的预言。”汪冰表示，当张深把痛苦变成人
际关系利益化的理由，他就只能看到和得到更多的
利益交换而不是真情，从而在关系中越发孤独，这
种孤独让他内心更加封闭，最终变成恶性循环。但

是人际关系中的痛苦何
尝不是反思和成长的

机会。
　　“如果大学

里有一两位朋
友能够给予彼
此无条件的接
纳和支持，便
能支撑你渡过
难关。”汪冰
认为，友情的
意义不是利益
交换，而是情
感支持。

“通过人情消费维系人际关系是必要的”

　　正在读大三的刘黎是校园墙和快递代取群的常
客。每当需要取快递却没空时，她宁愿发帖花钱找
人代取快递，也不愿麻烦同学帮忙。“麻烦别人就是
欠人情，我更喜欢简单直接的金钱交易。”刘黎说。
　　“给新室友多带些家乡特产。”“记得礼尚往
来，不要让别人吃亏。”“实习的时候对公司领导
要谦卑，记得加满水，多问候。”刘黎表示，上大
学和参加实习的时候，父母总是在电话里跟她念叨
这些人情世故。她还常常被父母带去商务饭局，向
不认识的叔叔阿姨敬酒，有时候还会因为专业是新
闻传播被叫去发表饭桌演讲，“娃娃既然学传媒，
那肯定很会演讲。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把我们感动
到哭……”面对这些话，刘黎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
地笑着。
　　刘黎总是突然想起没给快过生日的同学买礼
物，急匆匆骑车去礼品店，随便拿一件等价的礼
物。她吐槽道：“送生日礼物必须等价，你送我，
我必须送你。我觉得普通朋友之间生日礼物互送没
什么必要和意义。”
　　“除了你爸妈，没人关心你过得有多好，炫富
是社交生活大忌”“散财童子在任何场合都吃得
开”“少用反问的语气说话”“送礼物是比请客更
好拉近距离的方法”……刘黎曾搜索过“大学里必
须要懂的人情世故”之类的帖子。她尝试过融入人
情世故的圈子里，也认识了很多人，但发现在这个
圈子里容易变得浮躁和警惕，忘记如何潜心汲取知
识和寻找自己。于是她决定抽离，发现自己更喜欢
不受人情世故困扰的生活，“也许是我太理想主
义，我真的难以跟人情世故和解”。

　　德语专
业的杨峰从小跟着
父母去各种应酬局，接受
人情世故的熏陶。“我的好朋友
只占5%。剩下95%是普通和普通以下的朋
友，更像可利用的资源。”杨峰认为，还人情
复杂而麻烦，“现在的我们和上一辈不同，想从人
情世故中脱离出来，活得独立一点”。
  在杨峰看来，人情世故是目的性很强的社交。
“人情世故不应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在现在人
们的生活里，人人皆如此，人情的来往反而成为生
活很大的一部分，甚至是主旋律。”杨峰说，他知
道人情世故的普遍存在，但他觉得别人对他好，一
定是有所求。
　　“我会跟他聊天，了解他是不是性格天生这
样。我还会问其他同学，他是不是对所有人都这
样。”刘黎也提到，面对积极热情帮助她的同学，
她会有些害怕不能作出相应的回馈。
　　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人情世故”这4
个字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认为，年轻
人对人情世故的定义决定了他们的态度。
　　“年轻人真的不懂、不喜欢人情世故吗？我觉
得不一定。他们排斥的是他们不喜欢的那部分，是
无效的社交、无谓的社交、目的性过强的社交。”
汪冰认为，在传统中国的关系社会里，人情世故是
一项生存技能，不管喜不喜欢都要去做。许多父母
希望孩子懂得人情世故，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被社
会接纳。但这时，人情世故就成为一种压力，一个不
可抗拒的因素。社交成了任务，毫无快乐可言。

“人情世故是目的性很强的社交”

当人情成为困扰 大学生如何破局

　　   “要懂人情世故”是父母教诲中的必备语录，但在
许多大学生的语境里，“人情世故”这一词逐渐具有了

贬义倾向。当大学里的人情世故成为困扰，年
轻人该如何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