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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更高 更快 更强”的
奥运会理念，近日，一个名
为“自拍奥运会”的竞赛活动
正风靡于各大社交网络。在这
项青少年为主要参与群体的活
动中，各路高人绞尽脑汁，各类
奇葩自拍照层出不穷，大家比拼的
焦点是：看看谁的自拍照难度更大。
早在本月初，一个名为“The Selfie
Olympics”（自拍奥运会）的账号在推
特上注册，但是考虑到对“奥运会”一词存
在侵权问题，不久后这个账号更名为“
The Selfie Game”。随后，这项活动蔓
延至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网
站。截至昨日，名为“Selfie Game
2014 ”的Facebook主页已经获得53235
个“赞”，而该活动推特上的粉丝数已超过10万。
美国媒体CNET对此评价：更高、更强、更2
（Higher！Stronger！Dumber！），这就是自
拍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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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登录任何一家社交网站，都会

被五花八门的自拍照刷屏。娱乐明星用
自拍来赚人气，美国娱乐圈名媛金·卡戴
珊生孩子后大秀性感身材的自拍照，曾在
Twitter获得100多万网友点“赞”；政治明
星也不能免俗，希拉里·克林顿曾与女儿
自拍合影，奥巴马更因在曼德拉葬礼上与
丹麦美女首相施密特自拍而引发争议；自
拍之风甚至刮到了外太空——去年年底，
美国宇航员麦克·霍普金在对国际空间站
进行维护后，以地球为背景拍下的自拍
照，也让他登上了不少媒体的头条。

从表面看，自拍是一种自恋而肤浅
的行为，但它却能从弗洛伊德的经典心
理理论中找到合理解释。大多数热衷
自拍的人，展现给世人的都不是真正的

“自我”——他们在发布自拍照之前会
对旁人的反应进行预判，并因此精心选
择自拍的角度、主题、色调，最终再以一
种近似自我表演的方式，将那个经过印
象整饰的全新“自我”呈现给他人。经
由这番过程，自拍者完成了对“本我”欲
望的释放。

身处“自恋时代”，自我欣赏当然没
有错，但对自拍怀有一种好心态也非常重
要。自拍达人们需要明白的是，网络归根
结底是一个虚拟的场域，旁人的好评与点

“赞”很可能只是出于礼貌，甚至在绝大多
数时候都是一种无意义的表达。如果将

“晒”自拍当作获取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
的来源，甚至被自己用完美自拍照塑造的
另一个“自我”绑架，失去以真实自我进行
社交的能力，显然更不可取。

手机如今已成人体器官的某种延
伸，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
我们的思维习惯。但不管是通过自拍分
享乐趣，还是通过自拍增加存在感，在看
与被看的社交互动中，不被电子设备奴
役，认清虚拟与真实的界限，依然是一句
忠告。汤嘉琛

自拍溯源
“自拍”(Selfie)一词，前不久刚被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选为“2013

年度热词”。评委会称，“Selfie”在去年的使用频率比 2012 年增加了
170倍，它不仅在网络社交中大行其道，还日渐成为许多媒体频繁使用

的流行词汇。
“Selfie”并不算一个新词，它最早出现在2002年澳大利亚的一个互联

网论坛上。当时，一名澳大利亚男子上传了他不慎摔下台阶导致脸部受

伤的照片，并在图片说明中生造了“Selfie”这词指代自拍。不过，直到近几

年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社交网站等媒介的迅猛发展，自拍才真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评论

闪瞎你的眼

自拍奥运会
更高、更强、更

“龟仙人”老当益壮

假装集体“默哀”

超越“闪电侠”博尔特，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