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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一场7天就分手的恋爱
好不好？”27岁的单身白领屈正和一
位年龄大她1岁的男性进行了一场
体验情侣的活动。

“七天里，我和异地的陌生男性
组成了一对‘临时情侣’。”屈小姐说，
一开始她在朋友微信发来的链接中，
了解到这个活动。每天两位进行“自
我介绍”、“讲述自己熟悉的菜”、“手
写一首诗并拍照上传”、“分享一首自
己喜欢的歌曲”等任务。

据悉，“一周CP”是由概率论于
2016年5月21日首创推出的，并非
新鲜事物。CP是英语单词couple，一
对爱人的意思。“一周CP”指的是两位
单身的活动参与者经过微信或者客
户端提交信息，通过系统随机分配，
在一周时间内模拟情侣，在线上进行
活动。每周五之前，申请人通过填写
详细的个人介绍申请报名，选择“对
方年龄小于我”或者“大于我”，以及

期待速配对象的性别。申请人通过
转发增加通过的成功率。每周五晚
上公众号将发布通过的名单以及对
应的“配对人”。申请者需要填写个
人介绍、特点、正在忙什么事情等必
填信息，进行申请。

“这个活动看上去快节奏，但是
你通过我们的任务可以深入了解你
的CP，而且可以和群里的其他人也建
立联系。我们第一次举办的时候有
一千人报名，筛选了 500 人出来参
加。当时反响很好，随后我们沉淀了
几个月的时间来打磨。”据投资界报
道，概率论“一周CP”的主办人群小爷
是还是在校学生，她靠此平台，还获得
了天使轮融资。不过如今网络上出
现了模仿“一周CP”的随机分配平台，
均为免费配对体验。其实高校的社
团组织、社会的相亲平台都曾举办过
一周速配的活动。两位参与者通过
完成项目的方式，达到交流与互动。

微信公众号配对“一周情侣”大部分参与者谈体验——7天后

你还是落单的你 我还是寂寞的我
近日，团中央约定“帮你找对象”的帖子成为青年关注

的网络热门话题，青年人如何摆脱单身也成为了青年人讨
论的话题。最近，社交网络上出现了一周配对的自发活
动，每周活动信息点击量超过了10万次。据活动平台显
示，2万位青年参与最近一期的“一周CP”的活动，组成

“一周情侣”。这一新形式是都市青年人“寂寞的寄托”，还
是“形式的走秀”？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情感专

栏作家、浙江大学特聘讲师李劲波

分析说，从所用时间来看，和陌生

人组成一周的情侣，实际是不够了

解、感受对方的品性与感情的。

“可能青年人的心态是，反正

闲着也是闲着，活动听起来也很

有趣，为何不尝试？或者是我现

在也是单身，可以参加去接触一

位潜在的对象。”李劲波分析，一

周CP在网络上火爆，和都市生活

下社会人的寂寞感有一定的关

系。“好奇心驱使下，都市青年选

择以互联网配对网友的方式寻求

安慰。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说，一周 CP 的活动基本上不见

面，通过移动互联网完成任务，其

实并不能满足‘社会支持’。”社会

支持指的是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

父母、亲戚、朋友等给予个体的精

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的系

统。移动互联网上单纯地“做任

务”与实际情侣见面、聊天的互动

体验相差甚远。

他分析说，一周情侣的活动与

传统的网络“摇一摇”、“漂流瓶”相

比，本质上并无明显差异。但因有

“谈一场一周分手恋爱”的预设，动

机更单纯。此外，有了前期筛选，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参与者的活动

体验感。

“一周 CP 类似网上的婚介。

从本质上看，这和电视节目《相约

星期六》并无区别。”复旦大学社会

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导胡

守钧分析说，这“新媒体婚介”是好

事，但也伴随着高风险。

“毕竟年轻人更单纯，他们觉

得平台筛选过，轻易就信任对方。”

此外，胡守钧观察到，这是青年人

自发的网络活动，相关部门很难监

管。胡教授觉得组织方要在每个

环节都为参与者撑好“保护伞”，防

止参与者受到人身伤害。

胡守钧表示，对于互联网途径

解决青年婚恋问题，不可忽视风

险。建议工会或者民政部门参与

进来，协助把好事做好。

《合约情人》、《假装情侣》，这些
电影中男女主角通过假装情侣，“假
戏真做”的情节曾经吸引了不少人。
目前在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在读的
吕同学报名时觉得，说不定通过参与
活动，能找到“对的他”。小吕报名参
与了本周的速配活动，速配的对方也
在上海某高校读研究生。从学历、所
在城市来看，均属于“合适”的配对。

不过，刚“配对”成功的小吕却放
弃了。“他自我评价中说自己‘长相上
乘’。”吕同学说自己对此抱有期待，却
在看到对方朋友圈中的照片后，失望
地“解散”了。“对他长相期待满满，一
看照片，和想象差别太大。不玩了。”

记者采访她所在小组的管理者
了解到，类似“一照不合”、“一言不
合”的情况经常发生，故组织方在须
知中标出：“如果CP真的不合适，请
礼貌地告知对方、和平解散。”

“工作都这么忙了，哪有时间去
沟通聊天？”参加完一周CP的25岁上
海律师张先生觉得，和陌生人分享生
活需要时间，并非所有参与者都会在
聊天过程中“全情投入”。往往自己
连着发几条信息，对方相隔几小时回
复短短几字。他觉得“热脸贴冷屁
股”的情况很没有意义。

当然，不少人通过有人收获了感
动。在5月20日，CP的任务为“任意
形式送对方玫瑰花”。一位参与者收

到了对方发来的手绘玫瑰花照片。
“活动看似浪漫，但说白了就是两

个有交友诉求的年轻人进行了一场网
恋。”屈正觉得，活动的形式大于实
际。“我们都过了大学生向往青涩恋情
的年纪。网恋根本糊弄不了我们。”

“85后”尹峻先生抱着期待的心
态参与了此次活动，“上学、工作期
间，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没有女性。
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脱单’的途
径。”今年3月份参加了活动的尹先
生“速配”到了一位同城的研究生。

“网恋中做任务和实际的情侣互动还
是有区别的。加上她的聊天兴致并
不高。活动结束后也再没有了联
系。”这也让小尹意识到，聊得来，有
共同爱好才是他对“另一半”的期望。

曾有参与者感慨说：“我不否认
一周cp真的能遇见真爱，但需要的
恋爱技巧和时间精力要更多，它只是
省略了刚开始选择的时候的困难。”
据参与了17场活动的“微信群”管理
者介绍，基本上一周后，组成的情侣
就散了，“一百对里面有2组能走到
最后，已经是奇迹了。”

记者调查了近30位“一周CP”的
体验者后发现，对活动的好奇是驱使
受访人参与报名的主要原因。上海
海事大学的许同学说：“我首先是好
奇这活动是干吗的？再就是好奇，缘
分能让我遇到怎样的人。”

体验者

7天里一起分享和做任务

活动需要填写个人姓名、电话、
城市、爱好等个人信息。网友“是真
名”在网上发帖质疑：“这个活动可
能是一场阴谋。内部人员通过与外
部人员聊天，套取别人的私人信
息。感觉我们这种单身群体越来越
多，有人也肯定想从中看到了需求，
从中牟利。”对此说法，一周CP工作
人员微信回复记者说，参与者的个
人信息不作为商业用途。但一周CP
的运营方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盈利的方式保密。主办方采
访人介绍，对方的信息需要双方都
在线上确认后才可以看到，也只能
看到自己与对方的信息，并不存在

对外泄露的情况。
“5月20日，刚加了我的配对人，

他就发来了‘我们去过夜’的信息。”
谢小姐是浙江温州的一位一周CP体
验者。当她收到这条信息后，对速配
活动的人身安全性提出了质疑。

“遇到骚扰，参与者务必留证据
并立即举报。被举报的人一经核实，
会被永久封号。”第37期一周CP的管
理人表示，在活动开始前，几乎每组
的参与者都会出现一两位“动机不单
纯”的情况。管理人在群众反复提醒
分管的58位参与者：“在不确定对方
真实情况时不要见面。网上收到骚
扰信息后及时举报。”

管理者

基本一周后“情侣”就散了

主办方

个人信息不会外泄 骚扰者会被封号

新媒体交友有风险
组织方要撑好“保护伞”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