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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社交”一词热度
颇高，教大学生“向上社交”
正在成为许多博主的“吸
粉”利器。“向上社交”真的
是一种突破圈层、扩展人
脉、打破信息壁垒的有效手
段吗？

在众多求学、求职的经
验帖中，“向上社交”一词热
度颇高，教大学生“向上社
交”甚至成为许多博主必用
的“吸粉”利器。在他们的
描述中，“向上社交”是一种
突破圈层、扩展人脉、打破
信息壁垒的有效手段，可以
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成长。
究竟是鼓励自我成长，还是
如“向上社交”那般强调他
人的重要性，对大学生来
说，两者是否矛盾，又该如
何处理？

向上社交
成长利器还是功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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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社交”或可锦上添花
开学后，团委、学生会、社团协会……这

些陌生的事物迅速进入大一新生文竹的生
活，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那个时候
“向上社交”还没有成为热词，文竹也

没有靠社交获取信息的意识，他的
所有决定，几乎都靠直觉。等到文
竹做好职业规划，希望在社工领
域做出点成绩的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从一开始就选错了赛道。

文竹踌躇许久，将花了半个
小时才编辑好的微信发给师姐，询

问她有没有建议。师姐社工经历非
常丰富，是学院的红人，文竹担心自己目

的性太强会惹她厌烦，没想到师姐很快就
回了消息，还打来语音电话指导他。文竹
了解了许多此前未知的信息，他叹了口气：

“要是我大一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或许一切
都会不一样。”

保研失败的教训让孟瑾意识到了“向上
社交”的重要性，工作中的亲身体会更让

她坚定了这种观点，“其实大家工作
能力都差不多，如果你不主动去‘向
上社交’的话，领导很难看到你，你
就很难拿到晋升或者其他机会。
学校里也一样，学长学姐也好，辅
导员老师也好，他们也愿意把机会
和资源给熟悉的同学，如果你不

‘向上社交’，他们怎么熟悉你”。
孟瑾讲述了自己经历的一次校

友聚会，在基层工作了很多年的学长讲
工作经验。孟瑾原本对这种饭局有些抵触，
但她即将去基层锻炼，也就认真听了起来，

“一顿饭就打开了我的思路，如果能跟他搞
好关系，肯定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帮助”。

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教
授陈武非常共情文竹和孟瑾的经历，
他表示，他们的经历并非个案，背后
是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一方面，社
会的竞争激烈、节奏快、压力大，我
们被消耗得很严重，同时还很容
易内耗，迫切需要通过‘向上社
交’来补充能量；另一方面，我们的
选择很多，真正的机会却很少，这

种不确定性会逼着我们更加积极和
主动，进行‘向上社交’，去争取机会。

毕竟，机会一方面是给有准备的人，另外还
在于自己是不是积极主动。”但需要强调的
是，这并不意味着“向上社交”就是完全依靠
他人。“个人的能力提升是前提，‘向上社交’

更多时候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
送炭’。”

“向上社交”是利益交换？
“向上”一词似乎将人分成了

三六九等，这使得“向上社交”不自

觉地染上了一层功利色彩。在一些帖子中，
“向上社交”也确实是为了从他人手中获取
晋升机会、专有资料、非公开信息等资源。
不过，“向上社交”仅限于此吗？

杨开开第一次接触到“向上社交”这个
词，是在一本讲社交的书上。在她的记忆
中，那本书的核心概念是“任何‘向上社交’
都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它教导读者“多接触
那些厉害的人，让自己得到一些资源”。

这种将利益看成社交核心、强调社会
圈层和阶层跨越的观点，杨开开并不适应，
觉得这种界定过于狭隘。她更相信，“只要
是能给我们提供正向价值的社交都是‘向
上社交’”。

而孟瑾认为，“向上社交”确实带有一定
功利性、目的性，是跟比你更“上级”的人进
行的、有目的的社交。

林风是上海某高校的博一学生，他从研
一开始运营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分享学习和
科研经验。他不喜欢“向上社交”这个词，但
为了运营自媒体，发小红书笔记的时候还是
带上了“向上社交”的Tag（标签，一种分类
方式，可以让用户更容易搜索到你的笔记
——记者注）。在林风看来，“人与人之间是
平等的，任何社交本质上都是一种共赢的过
程，不存在所谓的‘向上’”。

这些对“向上社交”的争论，陈武都表示
理解，他更愿意从宏观视角看待“向上社
交”，而非狭义地将其与资源获取绑定在一
起。在陈武看来，如果一定要给“向上社交”
一个定义，那就是“增强积极性主动性，促进

自身社会性发展，进而建构持久的成长资源
（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等），获得自我成长的
动力”。这种成长不仅仅是资源的获取，更
在于自身心态的改变、状态的调整、能力的
提升、价值观的完善等诸多方面。

“I人”很难“向上社交”？
或许大部分人都会承认“向上

社交”有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主
动“向上社交”。在社交媒体上，我
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个观点就是：“I
人”（内向的人）做不好“向上社交”。

林风没有做过MBTI 测试（人格
心理学中的一种测评方法，将人分成 16
种人格类型——记者注），不过他自认为是
一个“I人”，因为他并不喜欢社交，甚至有
时候害怕社交，但他觉得这并不影响他

“向上社交”。
大四的一次北海旅游，是林风“向上社

交”的转折点。初到广西北海，林风对一切
都很感兴趣，沙滩车、飞伞、冲浪……他都
想尝试，却不好意思说出口。看着同
行的朋友非常自然地跟老板们交流，
成功尝试了自己喜欢的项目，林风
羡慕不已。一次他们去餐厅吃饭，
朋友看上了店里的青龙龙虾，竟提
出用自己的一幅画和老板交换。这
种轻松的姿态让林风颇为感慨。朋
友告诉他，“要把自己的快乐放在前
面”。于是，林风开始尝试跟老板们交
流，成功开到了改装沙滩车。

心态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林风的
社交也非一帆风顺。一直到现在，他被拒
绝时依旧会情绪低落，只是越发坦然，

“‘向上社交’本来就是索取的过程，被拒
绝是正常的。有情绪，一方面是你把自
己或者把这件事看得太重，只要认清
被拒绝了也不会怎么样，就会好受
很多；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习惯的过
程，你习惯受挫就会适应，下次接
着来就是了。”

孟瑾和林风一样，认为社交本
质上是一种技能，可以通过锻炼来
提高社交能力。但她觉得不是所有人
都能掌握，至少她自己不行。“好的社交
应该是充电，但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耗电的
过程。虽然我现在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对社
交更加得心应手，但我还是不习惯，也不喜
欢，我就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陈武理解孟瑾的想法，但他鼓励大家用
成长型思维来看待自己，而不是简单地将自
己定义为做不好“向上社交”的“I人”。“如
果自己长期处于舒适区的话，成长就会
比较小。改变是从觉得自己可以改
变开始的，尝试‘向上社交’可能会
带来一些痛苦，但如果你慢慢来，不
要一下子步子很快，你就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节奏。”

“向上社交”，本质上就是向经验、资源
丰富的前辈请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人际
互动。对学生而言，自我迷茫时主动打破
社交圈层，向外求助，是必要的社交技能，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只要虚心求教、方
法恰当，很多过来人也会不吝回应，真诚分
享。面对类似需求，高校可以调动起校友
资源的活力，通过开设职业生涯课程，鼓励
学生同校友进行职业访谈，举办关于志愿
者、保研考研、支教等不同主题的校友分享
会，打破信息壁垒，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
到优秀前辈。

当然，大学生对于“向上社交”，也没必
要赋予太多光环，甚至用过于功利的视角
审视人际关系。每个人的人际关系网，总
是深深浅浅、纵横交错的。需要清醒看到

的是，如果“向上社交”仅限于请教问题、咨
询疑惑，那么其实大多数“向上社交”都是
浅度社交，或者更直白些说，就只是初步

“建立起联系”。后续能否搭建起深度联
结，取决于双方的性格、交流方式、个
人喜好、综合实力、认识时机等多重
因素，对此没必要太过强求。

从这个角度来说，理性平和地看
待“向上社交”才是正道。年轻人不
必执着于通过“向上社交”抄近路走
捷径，更不用将主要精力用在功利化
迎合“大佬”上。不忽略对同圈层朋友及
亲密关系的真诚维系，我们的人际关系才
能获得真实丰沛的滋养，不至于变得空虚
而单调。

据中青网、中经网

？

“向上社交”抄近路走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