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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平台第一波大规模“双十
一”购物节活动已开启。让人惊讶
的是，这不是才十月吗？

事实上，从2009年淘宝在“光
棍节”进行购物促销活动至今，

“双十一”已被彻底打造成一个网
购节日。

十多年过去了，“双十一”的网
购狂欢虽然呈现疲态的趋势，但每
一年网民的消费欲望依然会被商
家、平台、直播、广告等多个渠道
和多种手段调动、激发出来，甚至
可以说，双十一的狂欢消费是各方
共谋下被制造出来的。

相较于普通的购物促销，“双十
一”这种购物节延伸了一般的购物
概念，通过各种各样的营销活动打
造了一场传播的仪式，让许多人被
环境所影响，加入到这个活动中
来。法国学者安东尼·加卢佐的《制
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一书
中提出，我们的需求是可以被制造
的。因此，自媒体为了打广告说出
一些惊骇世俗的言论，商家运用各
式各样的营销手段制造热点，促使
大众追逐热点，宣扬个性主义的符

号，社交媒体加剧符号的传播，导
致当热门的产品出现时，许多人为
之心动，从众心理与求异心理同时
促使一个人完成消费。

网络购物的高体验度和便利性
重构了当下消费者从购物念头、欲望
到购买行为的转换时间、机率、频次，
互联网技术的可供性更是让购买行
为在一瞬间就可以下单。一方面人
们消费动机、消费习惯的相关数据易
于被网络算法捕捉，冲动性消费会被
包装成理性消费；另一方面，无处不
在的网络消费入口包围着长期使用
手机的每一个人，以至于一些人将网
购变成一种消遣模式，只要是空余时
间，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便拿出手机刷
平台，哪怕不想要买点什么，也总会
看看喜欢的产品。特别是社交平台
上，抖音、小红书等都开辟了自己的
购物板块，平台的连通性，链接跳转
的应用使得许多APP的最终归途都
是淘宝。

社交平台作为中介方，本应在
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利益之间寻
求平衡，理性引导消费，但现实是
平台在某些时候却成了消费主义推

行的“帮凶”“元凶”，正是他们的
广告精准推荐、商品算法下的算计
诱导了消费者深陷消费泥潭而无法
自拔。信息平台不断地把双十一广
告置顶，社交平台把消费者的购买
体验不断推介，搜索平台把网购搜
索结果排在第一位，客户端平台把
消费攻略频繁推送，这些操作手法
让消费者无法逃遁出消费的包围圈。

当然，人的心理、人性之根本也
在消费制造中被看中、被挖掘。一般
情况下，一个人在消费的时候都会衡
量自己的能力，进而做出理性的行
为，但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洪流中，在
一次次的消费狂欢中，面对铺天盖地
的消费信息轰炸，面对纷繁而又有多
种诱惑的外部物质世界，人又怎么能
抵抗、理智和自律呢？

更甚者，考虑到一些网民的消费
能力，一种虚拟商品的购物消费被商
家挖掘后在网络中流行了起来。用
户可以将品牌的彩妆通过P图的模
式完成化妆，可以将一些品牌的珠宝
首饰、汽车衣服放到自己的身上，在

“不是真货买不起，而是电子更有性
价比”的口号下，让网民零成本享受

奢侈品，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不真实
的、虚假的，但消费却真实存在，甚至
还赢得许多网友支持的声音。

种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让我们
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永远都买不
够，但其实购买了很多无用的东
西，好像能有收取快递的一瞬间满
足，但短暂的满足后是商品永久的
闲置。

双十一的网购狂欢是否还将继
续下去，无从知晓，但被制造出的
消费能否长久需要切实关注。在营
销手段层出不穷，信息爆炸的网络
环境里，我们需要问一句，到底什
么才是真实的消费，互联网应该怎
样引导网民消费。身为消费者，理
性地思考，理智地选择，平衡现实
与 欲 望 ， 让 自 己 更 坦 然 面 对 消
费，不被促销的话术所裹挟，不
为不能达成的消费而痛苦，或许
这样，我们才能逃离消费陷阱，
缓解消费焦虑。

消费狂欢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李佳慧

10月15日，第134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我市
共组织49家企业参展，共计展位66个，
展品涉及家居用品、家用纺织品、箱包、
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家居装饰品、工
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家用电器等多个
领域。 （10月16日《安庆晚报》）

广交会被誉为“天下第一展”，本届
展会安庆参展企业、品牌数量等都有了
新的提升，而且涌现了一批新面孔，为外
贸保稳提质注入了新的动能。对参展商
来讲，既要现场“卖吆喝”，也要“云端”强
展示，通过新品发布、宣传推荐，更好地
对接客商、发掘商机，扩大外贸“朋友
圈”，共享外贸新机遇。

众所周知，广交会既是产品的检验
场，也是市场的试金石，更是开放的最前
沿。本届广交会，“安庆制造”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不少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也亮相登场。参展企业之变、产
品品牌之新恰恰说明，只有坚定不移走
好开放路、打好创新牌，培育更多的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才能在“买卖全球”
中占据更大份额。

从广交会的热闹、安庆展品的畅
销中，出现了许多新趋势、新潮流，譬
如高端制造、智能科技、数字产业异军
突起，对安庆企业抢抓订单、转型升级
带来了新机遇、开拓了新空间。一方
面要拓展新路径，以“互联网+”“智改
数转”来推动新技术变革、新产品研
发、新装备提升。另一方面要驰聘新
赛道，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方面
搭平台、促创新、拓渠道，着力做大发
展“蛋糕”。

扩大外贸“朋友圈”
做大发展“蛋糕”

徐剑锋

现在孩子圈里最流行什么？
那一定非玩具“萝卜刀”莫属。一
款名为“萝卜刀”解压神器突然爆
火，成为中小学周边最热销的产
品。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城区多
所中小学附近文具店，“萝卜刀”
均被放置在最显眼的“C位”，并
标注有“解压”“爆款”等广告语。
（10月19日《安庆晚报》）

一个刀把，一个刀刃，外加一
个刀鞘，三个零部件组成一个火
柴盒大小的“刀”。由于设计简
单，易上手，成为孩子圈里最流行
的玩具之一也就自然而然了。

虽然“萝卜刀”的材质是塑
料，刀刃比较钝，但是尖头处还
是很硬的。在不少展示视频中，

“萝卜刀”可以轻松刺入苹果，戳

破纸片。
小学生群体是商家们紧盯的

一个重要市场，这是因为他们在
低年级时，对新鲜事物有兴趣，充
满了好奇心，同时还没有完全脱
离对玩具的喜爱。应该说，“萝卜
刀”本身的设计相对安全。由于
小学生的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在
舞弄这些“萝卜刀”玩耍时自然会
模仿刺、捅等动作，这种行为往往
会误导致他们认为刀具只是一种
玩具，而忽视了刀具的危险性和
潜在的伤害风险，从而在日常生
活中对刀具缺乏足够的警惕性，
增加了意外受伤的风险，甚至在
潜意识中激发暴力倾向，对他们
的成长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
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萝卜刀

的担忧还真不是小题大做。
涉及孩子安全的事都是大

事。最好的安全不是帮孩子挡下
一切危险，而是在孩子的心灵中
建立一道屏障。因此，出于安全
考量，家长需要谨慎考虑是否购
买这种仿刀玩具，并对孩子进行
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帮助他们规
避能够预料的风险。对于学校
来讲，应当介入和管理，不能不
闻不问，任其在校园内“招摇过
市”。监管部门也应当承担起
相应的责任，对这类玩具进行
规范和监管。那种把“萝卜刀”
被包装成“解压神器”，甚至拿
它与圆规、三角尺、铅笔之类的
学习用具相提并论，才是值得
警惕的地方。

萝卜刀的担忧不是小题大做
冯新

据10月 15
日中国新闻网报
道，近日，铁路
部门在京沪、京
广、成渝高铁等
部分复兴号动车

组列车上试点设置静音车厢。在静
音车厢，乘客需遵守多项规定，保持
车厢内的安静。此前，有关高铁车厢
中噪音大的争论多次引发舆论关注，
铁路部门此举是否给乘客带来了更
舒适的体验？设置静音车厢后，如何
保障静音？

（作者：王铎）

“静”字头高铁车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