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美食，是种生活还是偏执？

对于“喜欢在网上晒食物的人可能患有心理疾病”这
一说法，重庆的吃货们在网上争论不停。

“不管说这个有没有病，饭前拍照都是不好的。 ”网友
“

Eskimo

”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吃货，她认为，重庆的饭桌子
文化是让人享受食物和交流聊天的，“看着别人，对着菜拍
来拍去，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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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了，才放下手机拿起筷子，整个吃饭的
氛围都没了。 ”

网友“永不消失的那颗星”则表示，自己晒的不是照
片，而是生活。 她来自安徽，原本不是一个爱晒美食的人，

这其中的转变与重庆饮食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徽菜
的口味偏清淡，与重庆的饮食文化完全不一样。 ”她说，重
庆菜给她很多惊喜，有太多的东西没有尝试过，“我希望能
把在重庆吃到的美食都分享给家乡的朋友，让他们也来尝
尝重庆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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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求“正点”

近来多地暴雨， 航班大面积延
误，空姐也不淡定了！ 最近，微博上
流传着一张厦航空姐摆糕点水果拜
的图，拜的对象竟是“正点”两个字。

有网友说这两位空姐遭到停职处
理。 厦航方面称空姐并未作出违规
的举动，遭到停职也是子虚乌有。

（据《海西晨报》）

无“妻”徒刑

近日， 一记者在街头采访大家
对于“不常回家看望老人属于违法”

持什么观点， 本来笑呵呵的大爷情
绪突然失控，咆哮着“不回家看我们
违什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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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了还不结婚才违
法，该判刑！ ”

大爷的神回复迅速红遍网络，

众多网民道出现实无奈和困境，更
有网民戏称，该判“无妻徒刑”。

（据新华网）

鬼脸面具

昨天，登录安徽省交通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局

(

下称省交通质监局
)

的网
友，都会发现一件怪事，网站上的原
来内容没了， 页面上出现奇怪的字
符，并附有一张醒目的“鬼脸面具”。

该局官网被黑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
注，涉事单位及其上级单位，暂未就
此事进行回复。 （据《安徽商报》）

三观尽毁

小曼是泉州一服装店店员，高
挑、漂亮。 顾客带孩子来店里，她都
要抱着搂着亲昵一番。日前，小曼看
望店长小丁四岁的儿子欢欢， 陪孩
子玩一下午，趁孩子睡觉“吃”欢欢
的“小弟弟”，导致红肿。 小丁报警，

小曼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警方提
醒： 不要让孩子独自与非亲密关系
的成年异性相处。 （据《大连晚报》）

很多网友在吃饭前总有拍美食的习惯

微博热议：吃前拍美食是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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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会“下意识”的掏出手机，拍下食物
的照片呢？随着“朋友圈”等移动社交网络应用的兴起，越来越
多的吃货都有了这样的“习惯”———吃什么先拍下来，并发在
网上供大家欣赏。 而近日，网络上却开始流传起“喜欢在网上
晒食物的人可能患有心理疾病”的说法，这立即就引来众多网
友的热议，究竟爱晒美食是不是病呢？

网友：爱拍美食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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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炫食物晒照片了！这是病，得治！”近日，在网上热传这样
一条消息：据英国某报纸报道，权威精神科医师和女性医院心理
科主任

Dr Valerie Taylor

认为， 喜欢在网上炫食物的人可能患
有心理疾病。 这位专家表示，过分地记录一日三餐这种行为，有
可能显示出这个人有饮食障碍。 “疯狂晒美食，是对食物过分关
注的病态心理。 ”

该消息一出，不少吃货们纷纷表示各种躺枪。

个案
1

拍美食是朋友相处的回忆
家住沙坪坝的苏小姐，刚走出校门两年，几乎每周她都会和

大学寝室同学来次聚会，“一吃饭，手机相机就会响个不停”。

“大家都是手机控，聚会自然是免不了的要拍照上传。”苏小
姐说，每次桌上一摆满好吃的，大家都会掏出手机，心照不宣地
进行各种拍照、合影，然后拼图上传到“朋友圈”共享，“我们不只
是拍美食啦，更多的是朋友间的合照。 ”

“这些照片记录了姐妹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将朋友联系
起来的记忆碎片。”她说，平时上班很累的时候，一翻到“朋友圈”

里贴出来的各种吃东西的照片， 都会忍不住笑起来，“顿时整个
人就轻松了”。在了解了“爱拍美食照可能有心理疾病”这一说法
后，苏小姐笑了，她表示自己最多也就算个轻度，主要还是聚会
拍照留念，“偶尔吃到很特别的菜式，会拍下来分享给她们，然后
借机约出来聚会。 ”

个案
2

拍美食成了一种“冲动”

正在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读大二的学生晓菲， 也是一名
不折不扣的“发图狂”。

“平时跟她一起吃饭，老是不让我们吃，非要先拍个照分享
到‘朋友圈’，拍不好还得多拍几次，等得黄花菜都凉了，我们能
不吐槽吗？”晓菲的好友偷偷向记者“倒苦水”。对于同学的说法，

晓菲反问道：“面对重庆这么多的美味， 难道你就没有想要立即
与朋友分享的冲动？ ”

晓菲的一名同学告诉记者，记得有一次，晓菲与大家相约去
一家餐馆吃小火锅，看到香气扑鼻的火锅被端上桌后，她立刻拿
出了手机，对焦、调色，一切准备就绪时却突然发现手机没电了，

“当时她整个人都了，然后马上冲我要手机，一边打开相机，一
边问你有微信吗。简直太夸张了。”后来，这个事被同学们笑话了
很久，但她依然坚持做个“拍照狂”。 她说，“我是四川来的，尽管
口味很相近，但重庆还是有好多与家乡不一样的美食。这里的食
物很丰富，我想借着在这里的时间，用照片记录下一个属于自己
的‘吃在重庆’”。

个案
3

拍美食成了一种社交手段
44

岁的李杰平是重庆著名的面痴，同时，他也是一个爱让
手机先“吃面”的人。

“我很爱吃重庆的小面，也很爱晒它们的照片，”李杰平说，

他常常在街上搜索各种小面，每次店家把煮好的面端上桌，他都
会拿手机拍下照片，然后上传到群里，跟朋友们讨论味道和记录
当天吃面的心得。

“为此，我还专门建了一个
QQ

群，里面全都是对小面情有
独钟的朋友。”李杰平告诉记者，这个群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已经
集结了来自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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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网友，“这些朋友都爱重庆的小面”。他
说靠着分享小面照片， 结交到各地的朋友已经是非常快乐的一
件事了，若是能通过这些照片，让全国更多的人了解重庆的小面
文化，那就更好了。

过分分享有一定的强迫倾向
对于“喜欢在网上晒食物的人可能患有心理疾病”这

一说法，记者联系到了荣格心理咨询所所长周矩。 他告诉
记者， 长期爱在网上晒图的人确实是有患上心理疾病的
可能性。

“如果对方出现过分地分享，也就是网上所说的看见
吃的就一定拍照上传，那么他已经具有强迫的倾向。 ”周
矩说，判断的关键在于对方的沉溺程度，另外性格等方面
也是判断的一个因素。

周矩认为，重庆的吃文化极具地方特色，吃货们喜欢
拍照， 并发布到社交网站上共享， 是一种正常的沟通行
为，但是长期习惯性地看见食物就拍照上传，也会让人产
生一些不由自主的强迫性行为。 （据《重庆商报》）

网友热议

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