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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年前，上海青年管理干
部学院（上海团校）青年研究中心
副主任邓蕾副教授就已注意到，
网络占卜在青少年中的流行度越
来越高。通过对几百名在职青
年、学生的问卷调查，以及一对一
访谈后，他们发现，大部分青年是
以问题为导向，从实用角度出发
进行占卜，并不将占卜变为自己
的信仰体系。

记者：通过调查，你们发现如

今青少年对网络占卜的态度如

何？

邓蕾：我们发现呈现“两头
小、中间大”的现象，“两头”分别
是占星术爱好者和占星“粉丝”，
占星术爱好者是个小圈子，而遇
事都要测一测、完全迷信占卜的
人群也是极小部分。“中间”大部
分的青年，则是在遇到重大抉择，
或是面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时，
想将占卜作为一个出口。

记者：导致青年选择网络占

卜的原因有哪些？

邓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

一，青年阶段面临求学、求职、婚
恋、生育等众多人生重大任务，社
会极速变迁，多元化的社会对青
年的选择造成了直接影响，选择
时往往会陷入迷茫。特别是亲近
的人给出了相反的建议时，往往
会加深焦虑。

这种情况下，一些青年可能
求助于网络占卜帮他们做解释，
也是种“自救”。

第二，在以快为先的现实中，
总是用单位时间的产出来衡量这
段时间的意义，所以青年容易感受
到因为时间被量化而产生的焦虑。

选择了网络占卜后，由于对
方是陌生人，咨询者可以向陌生
人展示各种情绪，情绪发泄后内
心舒畅，过程中命格得到了梳理，
也能理性看待自己身处的境遇。
一破一立后，回归理性。

记者：有人担心，网络占卜会
让青少年产生依赖心理，从而影
响主流文化、影响青年三观等，您
怎么看？

邓蕾：有些专家担心青年将

占卜体系变为了信仰体系，挤占
了主流文化中应该信仰的部分。
但通过我们调查发现，很多青年
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当无法
向周围的人释放情绪时，就想通
过占卜来寻求支持和意义。一旦
情绪得到了释放，也会回归理
性。另外，星座文化不同于粉丝
文化，不具有聚合力和组织力，它
具有个体化特征，因此大部分青
年是保持客观、理性的。

记者：面对如今网络占卜在

青年中越来越流行，这方面有关

部门该做哪些努力？

邓蕾：当然，不评判、不取缔
不代表不研究、不做预判。特别
是为咨询者提供商业服务的占卜
师这一专业群体，更需要相关部
门去联系、关注、凝聚，以及恰当
的引导。

此外，青年在咨询占卜时若
发生了利益受损等问题，是否有
维权的权利，需要有关部门重视，
并加强监管，不能把这类问题当
成是“活该中招”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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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失业、失恋都要“测一测”网络占卜其实就是迷信！
专家：这些都是迷信，大多数青年只把它当成情绪释放渠道，但要谨防被利用

“《哈利·波特》中有一面意若

思镜，展示了人最强烈的渴望，你

想得到什么，镜子里就会变成你

想要的样子。网络占卜和这面镜

子有共通之处。”天体物理学博士

孙正凡说道。

作为科学松鼠会创始会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孙正凡

对占星术和天文学的关系进行了

深入研究。他发现，占星术把天

文学家计算历法时间所用的星

宫，跟个人命运联系起来，实际是

对天文学工作的错误理解，因而

是一种迷信。

在他看来，网络占卜也是同

类的迷信，有很多共同的因素，占

星术、塔罗牌就是用一套复杂的

模式，以及各种神秘符号、角色设

定告诉咨询者将来的命运。这些

设定没有任何道理，占卜师真正

的本领其实是善于察言观色，深

谙咨询者的心理，他们观察到咨

询者想要什么，再进行相关解答，

“占星术、塔罗牌只不过是提供了

一个古老的幌子，很有迷惑性。”

孙正凡还提到了一种心理学

现象——巴纳姆效应，即人们常常

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

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

“你性格很坚强，但有时候却

有点犹豫。”

“你很勇敢，但有时候也会胆

怯。”

孙正凡表示，这些从占卜师

口中常常出现的话语，正印证了

巴纳姆效应所展现的模糊性，“模

糊性描述，用语言将所有可能都

描述一遍，总有一种适合咨询者，

觉得非常准。他们还善于用语言

摆脱咨询者的责任，即把个人生

活事业上的失败归结为水逆等客

观因素，表面上看为其解压，实际

上语言技巧是帮助人们寻找借口

摆脱责任。占卜行为不可能提供

真相，更无助于人们正视失败和

改进自己的行为，因为占卜师最

根本的动力还是想让咨询者乖乖

掏腰包。”

热衷于网络占卜的青年，首

先应该培养自己的科学精神。孙

正凡说，科学素养包括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等

各方面，科学精神首先是质疑，而

不是简单认同。

他表示，科学的逻辑方法是追

问每一步是否靠谱，“网络占卜可能

会让青年沉缅于虚假的安慰，浪费

精力和金钱。青年不仅要提高科

学素养，更要提高哲学、人文、逻辑

等综合素养，科学对待网络占卜。”

网络占卜、在线算命，为何那

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突然“迷

信”起来？无论是青年所说，还是

专家所述，真正“迷信”的青年可能

只占极小部分，更多青年虽然选择

了网络占卜，看似“信命”，实则也

懂“我命由我不由天”。

正如邓蕾副教授所言，青

年更注重“实用”，不会将占卜

体系变为自己的信仰体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注重“实

用”、想娱乐一下的青年也要谨防

依赖心理。一遇到困难就归为水

逆，想靠一串水晶、一次占卜“转

运”，时间一长，难免会失去“我命

由我不由天”的奋斗精神。

此外，网络占卜可能成为

了青年舒缓压力和焦虑的出

口。不止一位受访青年说，一

些事就算对最亲近的家人和朋

友也很难言说，而他们又找不

到地方咨询，这才注意到了网

络占卜。毕竟，“互联网+”占卜

是一种快速、便捷可得到答案

的方式。甚至一些青年急于改

变水逆现状而上当受骗。

所以，在注意不让流行的

亚文化侵占主流文化的同时，

有关部门也可否考虑下，能否

建立完善的社会心理救助机

制，提供更多可舒缓负面情绪

的专业机构和渠道，为压力之

下的青年，多开一扇缓解情绪

的门。在提升青年心理自愈能

力的同时，让他们明白，只有正

视现实，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青年爱好网络占卜要不要紧？
多数青年客观、理性 但有关部门需加强监管

“几乎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
未来是啥样子，网络占卜、各类占
卜APP正好成为一个便捷的媒介，
让人可以知道自己未来的情形，
也算找到了那个指引我的‘人’。”
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蔡海超一语道出
了众人心中所想。

她表示，如今部分青年比较
宅，有些看似朋友间密不可分，但
实则疏离，随之而来的心理需求
油然而生。

蔡海超指出，一般情况下，内
心缺乏信仰、信心，内心不独立的
人，或过度自信、对他人过分依赖
的人，又或者遇到人生低谷的人，
更容易选择网络占卜，“因为一时
无法走出自己的心理困境，就容

易失去内心平衡以及失去正确评
判事物的能力，网络占卜好似能
让他们知道未来自己该怎么做。”

然而过程中，操作网络占卜
背后的人值得注意。蔡海超表
示，如果占卜背后的人是带有目
的性地接近咨询者的话，那咨询
者很容易被利用。“因为人有一种
心理是自欺欺人，刚开始是别人
骗你，之后是自己骗自己，不愿相
信自己被骗。在迷失自我之后会
逐渐失去对客观事物的判断能
力，更容易被对方操控。”

一些青年觉得自己不会信这
些，蔡海超提醒“别那么自信”，

“如果对方是团队操作，有社会经
验，有心理学背景，对星座还有研
究，会结合投射原理进行分析，这

时候可能很多青年也没抵抗力，
这需要警惕。”

撇开占卜，青年遇到困境该
如何走出来呢？心理学家给出以
下实用小贴士：

1.在遇到困境时，可寻求家
人及好友的帮助。家庭支持系统
是每个人坚强的后盾，好友的倾
听也会缓解一些心理状态。

2.若觉得内心的苦楚无法和亲
朋好友分享时，可选择适当做一些
运动。实验证明做一些适当的运
动能帮助缓解一定的心理症状。

3.“想得多、做得少”会使心理
负担更重，事先做好计划，把想法
写下来，再付诸行动。

4.如果自身实在无法调节，可寻
求专业的心理机构进行心理咨询。

对于网络占卜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警惕自欺欺人心理被他人所利用

【课题研究】

【专家分析】

占卜就是迷信 爱用模糊描述糊弄人

正视现实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