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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许多朋友喜欢发送那个尴尬而不失礼

貌的微笑，有的习惯发一个调皮的挥手再

见，有的发一个不那么甘心的“呵呵”表

情。网上简单调查了一下，好像没有人没

遇到过不愉快的交流。而我，更喜欢适时

键入一组大拇指的图标，那意思是：服了！

你牛！还是你对！你满意了吧？呵呵。当

然，他（她）在那端接收到的信息是：强，

强，强。——“大拇指”不再是“大拇指”，

变身为完美的“休止符”。

一句话，可以让人跳起来；一句话，

可以让人笑起来。信息时代，依然是信息

不对称时代，不过，有一个表情符号，可

以让隔空争论的双方坦然、释然一笑，妙，

难以言传的妙。

重、信赖过的某位朋友。而你，很可能也

曾或者也将被一个自认为知面、知心的朋

友取关。

志同为友，道合为朋。有人研究发现，

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 200

次离婚的念头，50次掐死对方的冲动。所以，

何必计较朋友在认知上的某些差异？只要

不是大是大非问题，走自己的路，让他们

说去吧，哪怕你认为那是扯淡、那是胡话。

近来，我也有小小的研究成果。话题

背景是：当与朋友熟人线上产生分歧时，

如何迅速而友好地定纷、息讼、止争。社

交群里，一对一或多对多的讨论产生争执

时，你可能会阐释，会辩解，会开导……

这些难以奏效之时，却有一招可以即时搞

妙用“大拇指”表情

信息时代，圈群四起。

有圈群的地方就有交流，有交流的地

方就有碰撞。当然，有一些圈常年静默；

有一些群正常休克；还有一些工作群，只

有发布与回复，你懂的。

哪里圈群活跃，哪里碰撞密集。自从

有了社交圈群，许多人真正理解了什么叫

“人以群分”。不过，具体到某一热点事

件、某一刷屏话题，一个群里往往又会至

少细分出两个阵营。多少人一言不合就退

群、分组、拉黑，甚至翻脸、友尽、绝交。

自以为懂得左右平衡、知道前后对照，一

般不轻易否定 / 认可一个人；但是，某些

时刻的线上交流互动，聊至深处真话暴露，

你会忍无可忍地突然想取关屏幕那端你尊

周云龙（南京，媒体人）

学说上海话

我是上世纪末移居到上海的。刚来上海

时，不会说上海话，情绪各种拧巴，感觉与

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数度想“弃甲归乡”。

有一天，老公正式找我谈了下话，他说：“你

好好学上海话，学说方言是融入城市的一道

门槛，否则就像被一道高高的屏风隔离开来。”

刚开始学上海话时，日子挺煎熬。同

事们老笑话我发音不标准。一个广州籍的

同事，自己不会说上海话，可每次我一开

口说上海话，她就笑得花枝乱颤，还和我

开玩笑：“你不要学说上海话了，让我教

你广东话好不好？”我铆足了劲，没听她的，

心里很清楚——学方言其实和学外语一样，

秘诀就是不要怕出丑、要敢于开口，多说

多练就流利了。

学说上海话发生过不少趣事。有一回，

香港上司来上海出差，中午请同事们一起

吃饭，有一两个同事私聊时讲起了上海话。

香港上司听不懂，但是好奇心和求知欲都

极强，他说你们教我说说上海话。一个调

皮的上海男同事，就教上司讲大小转弯。

上海人把向左转说成大转弯，向右转则表

示小转弯。可怜的上司第一天学会了大小

转弯，第二天又忘记了，大转弯到底是朝

左转还是朝右转？晕头转向搞不清。

又有一次，香港上司吃饭时坐在我边

上。席间，有个上海同事讲了句“王伯伯”。

“王伯伯是什么意思”？香港上司打破沙

锅问到底。“王伯伯就是姓王的老男人啊。”

我很自信地说。结果，满桌笑喷出来：“上

海话里的‘王伯伯’是指讲话不算数、办

事不靠谱的人，哪是你解释的那个意思。”

笑得我满脸绯红，不过，我也从此记住了

上海话“王伯伯”的意思。

两年后，我已经能够说一口可打 90

分的上海话，心中的自卑感和孤独感不翼

而飞。附加收获是听沪剧、海派清口和海

派独脚戏时，基本没有听力障碍了。至此，

感到自己真正融入了上海。

尹　画（上海，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