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虽然没时间看但还是“一键收藏”

11 数字仓鼠和永远不够的储存空间

33 互联网时代有必要“断舍离”吗

你是爱囤积数据的
“数字仓鼠”吗？

在日常生活中，囤物癖和极简主义者恐

怕是水火不容的两个群体了，囤物爱好者们

喜欢囤积收藏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许放到保

质期都不会被开封的沐浴露，放进柜子后转

过头就忘记的各色零食罐头……囤物爱好者

们像只小仓鼠，在囤物中获得了安全感和满

足感。而在诸多囤积癖中，还有一种特别的

囤积爱好者，他们囤积的不是具体的物品，而

是大量数据。

@环球搞笑趣闻：平常总是教育儿子
不要乱花钱。昨天陪儿子到书店买文具，
看到了儿子的学习资料，正想掏钱买，儿
子看到了，立马按着我的手说：“爸爸，你
不要乱花钱……”

@爆笑 gif图：妈妈说：“你这样不会
做 饭 不 会 做 家 务 是 嫁 不 出 去 的 。”我 说 ：

“你不是也不会，可也嫁了！”妈妈说：“我
漂亮啊！”

@六闪闪飞了：在公司暗恋的女孩
上周一直没来上班，还以为她辞职了，好
伤心。今天她来上班了，好开心，还给我们
带来了喜糖。

@大碗宽面：去药店买药，看到门口
放了一个电子秤，就上去称一称看看自己
最近有没有长胖。可是站上去之后显示屏
的灯不亮，也不显示数字……我顿时紧张
起来，难道我已经肥到超重测不出来了？
这时店内传来一句幽幽的声音：“姑娘，你
踩我们的电磁炉干什么？”

据新浪微博

微笑话

@海蓝博士：许多人以为命运欺骗了自
己，别人欺骗了自己。实际上，这一生，欺骗
我们最多、最深的是自己。因为不敢面对、不
敢承认、不敢承担、不敢做真正的自己。

@王人平：成功是别人定义的，而幸福
是自己感受到的。人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找
寻到简单的快乐，在日常的烟火中活出一
份真实和自适，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自己，要
远比追求出人头地、功成名就更现实、更重
要、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和常态。

@一罐寡言：拖延症最可怕的地方就
在于你以为有些事情你一定会去做的，只
是要再等一等，但实际上等着等着可能就
什么都做不了了。所以不要拖延，不要寄希
望于明天，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现在
立刻马上就去做。

@苏芩：要相信直觉。它比一切言语、
行为、数据都要可靠。言语可以修饰，但微
表情藏不住。数据可以修改，但纸张上的痕
迹抹不掉。面对一个人、身处一件事，那种
细微的感受你再清楚不过。除非自己愿意
装傻，否则直觉就是最准的答案。

微语录

微趣图

这也不舍得删这也不舍得删，，那也要云端备份那也要云端备份————

14朋友圈朋友圈 2023年 3月 28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 任娟娟

本版投稿邮箱：dtwbpyq@163.com 本版刊登稿件作者请与本报联系，以寄稿酬。

“现在我手机就天天提醒我说内存
不够了。”孙女士表示，她或许称得上是
一只典型的“数字仓鼠”了，她 256G 内存
的 手 机 目 前 已 经 使 用 了 239.9G，仅 剩
16.1G 可以使用了，是什么在挤占手机
内存？从孙女士的手机存储空间分布来
看，应用数据和照片视频文档构成了占
用内存的最主要部分。孙女士说，她的
手机里大概有 80 个应用软件，但是这些

软件并不都是高频使用软件，“万一哪天
就用得上呢？”

除了越来越“膨胀”的应用软件数据
外，大量照片、视频的文档成为消耗储存
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已经在考虑买
一个更大内存的新手机了。”那要如何解
决旧手机中的数据呢？“买同品牌的，这
样就可以用云空间了。”

内存告急的不仅是手机，还有电脑。

孙女士的个人电脑兼具个人生活娱乐和
工作两种功能，生活娱乐类的应用数据和
工作中留下来的大量文档、视频将电脑塞
了个满满当当，“我电脑有 1T 的内存，现
在就剩 100G 左右了，还在想要怎么办。”
孙女士的云盘也是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文
件，“一个网盘都已经满了，我现在开了一
个新的云盘账号还买了会员，空间是大了
一些，但也用了不少内存了。”

对于深度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用
户来说，各个应用的收藏夹也是数据囤
积的“重灾区”，看到喜欢的、感觉可能
有用的统统都要收藏起来，康女士就是
其中一位。“网站的收藏夹我很少会分
类，不过我收藏的那些网址、视频，很少
会再打开了。”

“我平时 B 站和小红书看得多，感兴
趣的就会收藏，有的时候也简单分类，
但基本都没有再打开看过了。”康女士

表示，“而且我整理空间的时候，明知道
自己不会再看，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还
是会犹豫要不要删除。”此外，淘宝等购
物网站的收藏夹也是类似，收藏了一大
堆后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收藏过这个东
西，甚至于有的商品、视频已经显示失
效了。“对于这些失效的收藏，我也只能
一键切换失效模式全部删掉，然后等着
下一批失效。”

康 女 士 打 开 了 自 己 的 B 站 翻 看

收 藏 夹 ，意 外 发 现 在 B 站 的“ 稍 后 再
看 ”里 面 居 然 还 有 20 多 条 自 己 没 看
的 视 频 ，“ 没 想 到 还 有 这 么 多 视 频 没
看 ，我 都 不 记 得 这 是 什 么 时 候 放 进 去
的 了 。”

在各种减肥健身教程、美食料理教
程的视频下，都能看到不少网友发言：

“进我的收藏夹吃灰吧”，收藏了大量的
视频、图文但是基本都不会打开来再看
一次并非罕见现象。

来，跟我一起比耶！

豆瓣小组“收藏夹不吃灰”和“数字
极简主义者”两个小组中汇聚了一群下
定 决 心 要 做 数 字“ 断 舍 离 ”的 网 友 ，在

“收藏夹不吃灰”小组中，组长做了如下
的简介：“在如今这样一个知识焦虑的
时代，符号化的收藏方式已经不知不觉
定义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中有多少
人能够真正做到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回
头去翻翻看自己当初视为宝藏、开心收
藏的内容？或许不多，至少目前来看，
我做不到。”

近些年来，数字极简主义成为一个
热门概念，在繁杂的碎片化信息时代，
停在我们手机、电脑中的大量碎片化的
信息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也成为人们热
议的话题，对于“数字仓鼠”们来说，每
一点碎片的信息都可能有用，每一张不
经意的照片都是生活的痕迹；但对于数
字极简主义者来说，这些冗杂的碎片信
息或许并不能够提升效率，反而只会令
人更加懒惰，让收藏夹更为臃肿。

“我觉得我们这些小仓鼠可能就是

缺乏安全感吧。”孙女士这样思考自己
囤积数据的习惯，尽管 90%以上的数据
都不会再起到作用，但这些数据的存在
给了“数字仓鼠”们在庞杂的互联网空
间 中 难 以 言 喻 的 心 理 满 足 感 和 安 全
感。互联网时代，数据与个人的情感、
回忆深度绑定，适度的剥离或许更能让
人在信息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叶
方舟。

据《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