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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家庭群冷淡下来，张
晨晨觉得，家庭群变得冷清是必
然的。“建群的初衷是为了增进
彼此的感情，后来我们发现生活
里仍然会存在很多矛盾，亲情会
淡漠，无法用微信群‘修补’，即
便聊天也只是做表面功夫，因此
这个群也渐渐零落了，我彻底忘
记了它。”

而对于广西桂林的张树而
言，亲戚时不时在群里的“炫耀”

“攀比”成了他“屏蔽”家庭群的
重要原因。“因为大伯家境优越，
他经常会在群里炫耀儿子又找
了什么样的好工作之类，比金
钱、比子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怎么回复他，偶尔提到自己的事
情也会被他强势教训一顿，所以
小辈一般都不会在群里发言。”

张树说，如果不是因为家人
的劝阻，他可能早就退群了，在
他们看来大家都是亲戚，“低头
不见抬头见，不要弄得太尴尬。”

记者发现，在这样的两个家
庭群中，微信家庭群都被寄予了

“关系修复”的期待，然而现实生
活中，家庭之间价值观的不同以
及琐碎的生活矛盾导致了家人
关系的疏离，而家庭群作为亲情
关系的延伸也就此慢慢冷清。

工作群、同学群、饭搭子群
……家庭群仿佛被淹没在一波
又一波的微信群聊中，成为其
中不受重视的那一个，但事实
上，家庭群为远在天涯海角的
亲人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沟
通平台，充当了联系亲情的网
络纽带。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教授段文杰告诉记者，亲人们
在家庭群中交流很少，从社会
学的角度出发，这一现象实际
上折射出的是人与人之间形成
的强弱关系从现实社会向网络
社会的弥散。

“具体而言，在现实社会
中，由于不少家族成员之间距
离遥远、日常生活无交集等原
因，家庭情感较为疏远，关系亲
密程度不足，正所谓‘远亲不如
近邻’，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相
隔遥远的家族成员间也无法提
供及时的帮助，也没有提供彼
此互动的契机。”

段文杰表示，这也成为家
族成员间形成弱关系的原因之
一，“即便空间距离可以在网络
上得以拉近，但情感上的距离依
旧存在，经常在群里分享却无人
回应，事实上就是现实社会中的
弱关系在网络中的蔓延。”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
所研究员樊平的眼中，家庭群事
实上是“血缘关系群”，未必是

“共同生活群”，同时也未必是
“利益相关群”，因此彼此之间的
连结感会很弱。“想要推动家庭
群体关系的密切连结，在地共同
生活是关键。除了血缘关系的
纽带，家族还可以在血缘关系之
外建立相应的社会联系，如在工
作上互相照应、产生经济关联，
就是俗话说的‘在一个锅里吃
饭’。”同时需要注意，要把握好
家庭关系与个人生活的尺度边
界，过于密切的家庭关系可能也
会带来一些“甜蜜”的负担。

（成都商报）

“因分享无人回应，爸爸退了家庭群”上热搜——

你的家庭群还热闹吗？
日前，一则“因分享无人回应爸爸退了家庭群”的话题引发公众关注，登

上热搜。
微博中，博主“@张悦宁宁宁”分享了他爸爸的故事，“我爸宣布退出家

庭群了！当代亲情断舍离”。聊天截图显示，张爸爸在8人的家庭群中分享
自己的日常生活——喝到了28年的老酒。但时隔一天，仅有女儿回复。

次日下午，张爸爸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一个亲人群是分享喜怒、忧愁善
感的小团体，没人关注点赞沟通，这个群没有存在的意义。随后，他便退出
了群聊。

记者联系到这名当事人张爸爸。他告诉记者，“这个群大概是2015年
左右建立的，刚开始建群的时候还很热闹，2019年以后就逐渐冷清下来了，
有时候发消息没有回应，我确实感到心里有点失落。”

张爸爸目前 53 岁，居住在内
蒙古包头，从事管理职业。微博
中出现的家庭群约在 2015 年由
他的小舅子建立，“群里有我和我
爱人，以及我爱人的兄弟姐妹共
三家人，我们现实生活中感情特
别好，经常打电话、打语音联系。
后来建立了家庭群，目的是加强
彼此之间的联系，更方便交流。”

对他来说，群里最热闹的时候
是刚建群后的三年。“那时候每天都
会有人互动聊天，早上互道早安，同
时也会分享自己今天的工作、生活，
所以我觉得建立家庭群是一个很好
地增进感情的方式。”张爸爸说。

热闹之后，归于沉寂。不知何
时，群里的亲戚们大多处于了“潜
水”状态。

张爸爸表示：“以前我老婆经常
会发一些防诈骗的小视频推荐给大
家，但是大概在2019年后，群里一
下子冷清起来，很少有人发消息，我
们分享有趣的事、好看的内容，除了

我女儿就很少有人回复了”。
“在群里发了消息，我肯定会

期待大家的回应，在我看来家庭群
的意义就是如此。如果我真心地
进行分享却没有人回复，心里肯定
还是很失落的，更何况我们分享的
内容是比较有意义的。”张爸爸最
近在群里分享了一则“公安部门历
时半年拍摄 17部反诈视频，精准
揭露诈骗伎俩”的推文，并表示希
望大家抽时间看一看视频预防诈
骗，而发完这条后“多次打开群聊
却发现无人回复，我真的很伤心”，
直到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他一气
之下选择了退群。

张爸爸坦言：“退群后，我心里
比较失落，同时也感到前所未有的
放松，因为再也不用时时刻刻盯着
群聊，关心是否有人回复我了。”对
此，张爸爸表示，退群后他还会采
用别的方式维护与家人的感情，

“我们的感情基础还在，但以后更
多是点对点的联系吧。”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快速
发展，一个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微
信群开始建立，2018年，中国青年报
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5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3.8%
的受访者加入了家庭微信群。

“张爸爸退群”在引起许多网友情
感共鸣的同时，不少网友评论表示有
着类似的情况和经历。记者浏览相关
话题发现，网友们分享的家庭群聊天
情况包含但不限于这几个特点：以一
个家庭为单元的家庭群聊天频率较
高，包含多个家庭的群往往聊天频率
较低；长辈聊天较多，晚辈聊天较少，
同时晚辈常常扮演着附和、喝彩的角
色；家庭群中聊天的内容以辟谣视
频、防诈视频、“心灵鸡汤”等为主。

同时，网友们也评论了不少他们
不在家庭群里聊天的原因。有人说，
每天应付工作已经很头疼了，下了班
实在不想在家庭群中回复；有人说，老
年人在群里分享的标题党的养生知识
和国际大事让人没有回复的欲望；也
有人说，自己只是单纯的不善于表达，
不想在家庭群里说话，但现实生活中
与亲戚朋友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与张爸爸的经历相似，1996年在

山东出生的张晨晨给记者看了一张家
庭群的聊天记录日期截图，她家的家
庭群每个月仅有几天会有人聊天，而
最后一次聊天是在2021年 2月26
日，消息记录停留在她舅妈@她妈妈
吃饭的内容上。

在30多岁的高岑看来，家庭群
只是一个过年娱乐的“赛博空间”。

“（我们家）群里有25人，消息一般都
集中在过年那几天，发红包、发拜年
视频，有时候一天能有几十条消息，
特别热闹。”但平常，“冷清”是更多
的状态。

平时高岑也并不太愿意在群里
发消息。“工作很忙，白天已经很奔波
劳累了，晚上回家有时候看到大伯他
们发的消息，都是抢车票、防诈骗，我
只能回复一句‘收到’，也不知道还能
聊什么。而且出来上班了，说实话很
少想起老家的亲戚们，主动聊天不可
能，共同话题也很少，我们不回复，长
辈们也就很少发消息了。”

记者对话的多名受访者中，家庭
群“冷清”的现象几乎是共性，在经历
建群最初的“火热期”后，大多家庭群
会慢慢降温，发言讨论逐渐变少，甚
至最后变为沉默。

C “感觉关系渐远了”
线下的“弱关系”在网络中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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