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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抢族：玩的是心态 淡定很重要
乐趣：

从天而降的惊喜
“北京抢抢族”是如今活跃在网络上最大

的几个“抢抢族”部落之一。几经周折，记者联
系上“酋长”“会跳舞的花”和“长老”“CC_曼
联”，了解“抢抢族”充满趣味的生活。

“会跳舞的花”身为“酋长”，本身就是一个
“抢抢族”达人，她介绍，免费赠品消息一直是
她喜欢的话题，但是经常会遇到消息过期的情
况，消息的真伪、奖品好坏等也无法得到交流，
于是便创建了一个“抢抢族”部落，交流最新的
抢抢消息，秀“抢品”，分享心得。想不到响应
的人很多，不到一年时间，会员越聚越多。

她介绍，“抢抢族”来自各行各业，以学生和
工作较为轻松的白领为主，女士较多，但也有为
数不少的男士。“我喜欢‘抢’到东西后与朋友们
分享的感觉。”“会跳舞的花”说。与“酋长”不一
样，“长老”“CC_曼联”是一位男士，他说他享受

“抢东西”过程中有时碰到的从天而降的意外惊
喜。“你可能很早之前参与了一个调查，你都快要
忘记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或者收到快递，给你
送来什么礼物。这就是惊喜的感觉。”他说。

“抢抢族”概念的起源很早，它可
以追溯到那些热衷于获取免费赠品、
奖品的人群。但作为一种现象，在网
络掀起一股风潮，在去年的下半年。

当时，网络上广泛流传一段不到
三分钟的《90后好好富家女不做，做啥

“抢抢族”》视频，在网友间引起激烈争
论。差不多同时期，某知名家居品牌在
网上举办“读博客，赢沙发”的活动，在网
友间引起轰动，短短半个月，创造了300
万点击量的互联网奇迹，也令“抢抢族”
的概念深入人心。如今，“抢抢族”广泛
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他们
在互联网上，组成一个个部落，在上面交

换信息，交流心得，
进行讨论。

有不少人质疑“抢抢族”不务正业，贪小便
宜，总想着“抢”免费的东西，甚至用来赚钱，

“CC_曼联”坦陈，“抢抢族”中的成员确实有不同
想法，也许少数人确实如此，但对大多数成员来
说，其实并不是这样。

“‘抢抢族’抢到的礼物、奖品，不管是化妆
品，还是肥皂、牙膏、杯子等生活必需品，它一方
面固然使自己少花了钱，另一方面，‘抢’的过程
也是对生活的一种调剂，一种乐趣，还能拥有小

小成就感。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什么都‘抢’，各
自心里都有衡量的标准。”他说。

因此，在“CC_曼联”看来，“抢抢”过程中淡
定的心态至关重要。“这跟钓鱼有点像。我们
当然希望钓到鱼，但没有人能保证你一定能钓
到，所以还是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即使没有也
不至于太失落。生活是主旋律，‘抢抢’只是小
插曲，不能为此耽误学习、工作，搞乱正常的生
活。”他说。

那么，又是谁为“抢抢族”提供了免费商品
呢？业内人士指出，“抢抢族”的日益壮大实际
上是商家可利用的商机，对产品生产商来说网
友通宵达旦地关注某一产品无疑是一种最好的
广告形式。而从事网络购物的网站，则可以利

用这样的活动来增加网站的访问量，提升人
气。而网友免费获得的商品，大多价值不
高，一般不会超过千元。

长沙的大圣购是湖南一家较知名的电
子商务网站，公司一位姓蒋的经理称，他
们新近推出了一个称为“放肆抢”的娱乐购
物频道，在这里，参与者可以免费注册获得

一个账号并获得若干的积分（该网称为人参
果），而推荐一个熟人或者好友也可以获赠积
分，而这些积分，则可以用来参与网站免费商
品的竞拍。

该公司的总经理刘先生说，“放肆抢”推出
以来，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亏损6000元左右。但
他坦言，从事这项业务他们依然有利可图，因为
这种近乎免费赠送的方式可以为网站带来人
气，现在，他们每天的网络购物订单已有300张
左右。而最为关键的是，免费的积分一旦用完，
就需要用钱购卡充值，因此，只要参与抢拍的人
多了，该公司就可以获利匪浅。

事例：
一个月内连续获得两件“宝贝”
拿到免费获取的价值200多元的剃须刀，小

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小国是湖南某重点大学
的 07级化学系学生，他告诉记者，通过在网上

“抢”东西，他最近一月内已经连续获得两件“宝
贝”：一个鼠标，一个剃须刀。

小国是个网络迷，每天他一般有超过4个小
时在上网，通过同学介绍他得知了某网站上有一
个促销活动，只要发展一个新的注册用户，他就
可以获得若干积分。而这些积分，又可以用来参
与网上的抢购活动，并获取实物。小国说，他
最初抱着一种娱乐的心态参与网上抢购，对
能否真正获得礼品也充满怀疑。但自从免费
得到一个鼠标后，他就有点着迷了，最近一段
常玩“放肆抢”。他甚至总结出一个在网上抢
免费商品的秘诀，那就是凌晨两三点趁人少
的时候参与，成功的概率最大。

因为有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实物，其
他同学也纷纷产生兴趣，小国说，现在他们
班上大概有80%的同学都参与到活动中来。

“抢抢族”风潮兴起之时，曾在网民
间引发大争论，影响较大的是一篇名为
《抢抢族是干什么？》的文章，其作者认为
“抢抢族”无疑是一种严重的信仰缺失。

但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代大众文化研
究专家高小康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

“抢抢族”的存在，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能
使得其中的成员代替工作坐享其成，或者获得多
大的利益，而在于它是一个“族”。这意味着他们

有着相同的认同感，这是一个群体凝聚力所在，
在群体中他们可以相互联络，互相鼓舞。

“‘抢抢族’正是网络社会多样化、文化群体
多元化的一种表现。”他说。因此，他认为，对于

“抢抢族”，让其自由存在发展也许是最好的。不
过，专家提醒，“抢抢族”在利用网络的同时，应该
注意调整自己的心理状况，避免形成过度依赖网
络的心理。

综合《广州日报》《三湘都市报》报道

“抢抢族”的起源 心态：淡定很重要

追根：商家为何不惜血本鼓励“放肆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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