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嗨，都市快报！
责任编辑/林碧波┃版式设计/庄文新

2016年12月8日/星期四A09

别人在微信群里分享
我看完觉得有道理的，也要跟其他人分享

最“资深”的用户是1952年出生的方阿姨。
“我从2012年开始用微信，已经4年多了吧，我儿子说老太

太也要跟上时代。”
我翻了一下方阿姨的朋友圈，发布频率并不算高，几天才

一条。2012年7月发出了第一条，儿子给她买了个大大的生日
蛋糕。

再看看最近几天，除了周末陪孙子玩耍的照片，方阿姨转
发了 3篇文章，标题分别是《【荐读】玩了一年微信，总结如下

（太有共鸣了）》《香港风水大师说的话灵得吓人》和《经常熬夜
的人，注意了！》。

方阿姨说，她转的这些文章主要来自微信群，“别人在群里
分享，我看完觉得有道理的也要跟其他人分享”。

微信微信，就是只能一点点相信
张阿姨比方阿姨年长几岁，中专毕业，是一名退休教师。
用微信两年多，张阿姨的朋友圈除了养生还是养生：《常咳

嗽的一个小方子，一天见效，太棒了！发 1次，救人无数》《提
醒！骗人还贵的八种补品，别再上当了！》《水里放它经常喝，横
扫体内10年毒，年轻20岁》《今年冬天，要大胆多吃这些“天下
第一”》《晚餐决定你的体重和寿命，看完就懂了！》⋯⋯

记者问张阿姨是否相信这些文章说的观点。张阿姨说：
“其实我都不怎么相信的，微信微信，就是只能一点点相信。”

既然不信，为什么还要转发呢？
张阿姨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我们这个年纪，最关心

的就是身体，就是养生。现在资讯真的太多了，一篇文章一
个说法，我确实搞不清真真假假。转发出来也是跟大家讨论
讨论嘛。”

我爸是“政治局常委”我妈是“民政部部长”
一听张阿姨的话，坐在身边的女儿笑惨了。
她对记者说：“你看的还只是朋友圈，我们家微信群的内容

才多呢，什么都有。我有时候跟别人开玩笑，就说我爸是‘政治
局常委’，每天转发什么国家档案、机密文件、绝密照片的文章，
搞得好像无所不知。我妈呢，是民政部部长、养生堂堂主，什么
吃喝拉撒的事情都关心，每次说我都是一套一套的。”

她说，她也不知道这些文章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都不让爸妈关注那些乱七八糟的公众号，但是每天还

是能看到他们各种转发，不是谣言就是无聊的段子，有没有人
管管啊？”

微信里推荐的保健品
我买过不少，还组团去生产基地买

今年 72岁的王大爷也是个朋友圈里的“资深养生党”。
“年纪大了肯定关心养生啊。那些微信里推荐的保健品我

买过不少，还组团去生产基地买。什么灵芝孢子粉、铁皮枫斗、
冬虫夏草，我都买过。”

最近，王大爷的朋友圈里转发了不少冬季滋补的文章，但是
他说买保健品实在太难了，好坏没个统一标准。

“虽然还没在微信上遇到过骗钱的，但是很多吃了没用，只
能认倒霉。”

连血癌都能治，还有啥不能治的？
王大爷凭着自己会用微信，还喜欢给老哥们分享“好东西”。
几个月前，他在微信上看到一个“中药秘方”，还特意抄了

下来，塞给了一个不会用微信的老哥们。
“微信上说了，这个方子连血癌都能治，还有啥不能治的？

你先抓几副吃吃，保证强身健体！”

快报记者随访十几位老爸老妈
你们朋友圈里的“谣言”
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分享出来的？
我们怎么帮老爸老妈判别朋友圈信息
记者 韦嘉蓉

“大家都一定要看一下，西瓜和桃子不能一起吃，我转发到朋友圈了，多转发一次就能救一条人命！”
“妈，快删掉吧，你转发的是假的。”
这样的对话，如今几乎天天都在父母与子女间上演。
好不容易教会了爸妈使用微信，朋友圈里不间断的谣言和假消息，却让善良和没经验的爸妈成

了受害者和别人赚钱的工具。
这两天，果壳网推出《朋友圈谣言的5大套路标题！爸妈的朋友圈中招了吗？》文章，总结最容易

欺骗爸妈的5大类谣言标题，新华社、搜狐等媒体也纷纷转发，希望借机扫清爸妈朋友圈的谣言。
老爸老妈的朋友圈里，每天都发一些什么内容？他们特别喜欢转发哪些东西？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下城区某活动现场，台下坐了几百位中老年人。音乐一响起，他们就很“自觉”地掏

出手机，有的干脆站起来拍，有的拍完随手转发到自己的微信群，还有的直接发朋友圈小视频，非常热闹。
我随机采访了十几位老爸老妈，他们基本上都会使用微信联系家人、朋友、邻居和以前的同事

等，每个人都加入了好几个群。点赞、转发、收藏、小视频这些功能，他们也已经非常熟悉。

王大爷的老哥们赵爷爷 80 多岁，当时刚刚车祸痊
愈不久，正打算养养身体，于是半信半疑地拿着方子去
抓药。

“红枣大的八粒小的十粒，铁树叶一叶，半枝莲一两，
白花蛇虫草二两⋯⋯”赵爷爷跑了好几家药店才把所有
药给凑齐，按“秘方”里写的“用十五碗水煎两个小时”，

“日夜当茶饭服用”。
这个“治血癌秘方”，赵爷爷吃了近半个月才被家人

发现。拿给医生一看，原来是一个清热解毒的普通方子，
吃多了还容易身体凉、拉肚子！

朋友圈里都是朋友
别人转发的信息难道不可信吗？

记者问几位老爸老妈，为什么会相信微信里的文章？
“朋友圈里都是朋友，别人转发的信息难道不可信

吗？”
“以前获知消息都是靠报纸、电视，现在靠网络，上面

的消息难道是假的？”
“现在朋友圈就是我们最方便了解信息的地方，还能

分享给别人看，你说它假，我也没看到别的地方是百分之
百真的啊？”

很多老爸老妈都如此反问。
很多微信文章为了制造恐慌感和权威性，甚至搬出

了这样的标题：《紧急通知家人，央视曝光剧毒食品名单》
《不要再买这个菜了！因为它 100% 致癌！》《出大事了，
吃下这个必死无疑》⋯⋯

有专家认为，父母分享健康养生类的文章，代表他们
关心家人的身体健康；分享安全提醒类的所谓“新闻事
件”或故事，是因为在意家人的平安；而分享心灵鸡汤类
文章，多数是因为感情上的寄托。“有些话当面讲不出来，
就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一种期待和希望。”

应该像小时候父母教我们辨别世界一样
耐心去教父母怎么辨别网络世界

12月6日，科技类网站“果壳网”推出《朋友圈谣言的
5大套路标题！爸妈的朋友圈中招了吗？》文章，总结了

“朋友圈谣言的5大套路标题”：
第一，标题里一定有“震惊！”“惊爆！”“太神奇了！”

“出大事了！！！”，而且感叹号多多益善。
第二，谣言里啥玩意都不能一块吃，吃啥都会致癌，

但是吃啥又都能壮阳。
第三，不管大病小病，只需要“一招”“一服药”“每天3

分钟”“只要7天”，就能轻松治好。
第四，一句看上去似乎很黄暴的标题加一张小黄

图，点击量轻松破十万，结果说好的“床上功夫”是教你
叠被子，说好的“禽兽片”是温馨的动物世界。

第五，每条都是必转，再不看就要被删啦。
专家认为，父母一辈的老人辨别能力差，跟外界联

系少，获取信息渠道比较单一，容易相信一些未经证实
的信息。他们心地比较善良，想做点好事，转发信息帮
助别人。他们主观上并不想传播谣言。父母使用互联
网更需要依靠子女耐心帮助。不是说给父母买个手
机、教会怎么用就行了，而是应该像我们小时候父母教
我们辨别世界一样，去教父母怎么辨别他们很少接触
的网络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