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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此前曾做

过一项调查，在针对 2033 名受访者的调

查中显示，有 70.3% 的受访者称身边喜

欢星座文化的人很多。从日程安排到职

业规划，从婚恋交友到专业选择，有近

20% 的人会参考占卜来做决定。

而根据中国科协多年前发布的《第三

次中国公众对未知现象的抽样调查报告》

显示，每 4 个中国人中，至少有1个人相

信玄学。

但事实上，玄学的火爆并不是年轻

人更“迷信”了这么简单，与火爆的占卜

经济相对应的，是他们无法安放的情感

焦虑和无处释放的生活压力。

在豆瓣上，一则关于塔罗占卜的帖子

获得了高赞：“慢慢的你就爱上了算命，

然后忘了当初是为了什么去算的。”

珊珊很喜欢这句话，但很多时候，

她和那些沉迷“算命”的同龄人并不完

全相信塔罗占卜的结果。她们获得的往

往是模棱两可的答案，但只要能对号入

座，哪怕这答案也许可以描述很多人，

她也觉得没关系。因为占卜有时就像一

剂药，在一瞬间消解了焦虑。珊珊说：“准

不准都不重要，其实就是为了求一个心

理安慰。”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王会清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建议，在相关法律中

应进一步明确和规范线上占卜行为，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利用互联网进行

封建迷信活动。同时，鉴于线上占卜等行为牟利情况严重，应加大处罚力度，

情节严重的应交由公安机关处理。“网信部门也应加大关于线上占卜等封建

迷信行为的执法工作，重点关注其是否针对未成年群体开放，若经营者涉

及网络传销、网络欺诈、组建网络非法组织等违法行为，应坚决予以查处，

依法追究经营者责任。”

在网络上生长的“玄学”

（上接 10 版）

在网络上，被年轻人寄予厚望答疑

解惑的不只是塔罗牌，还有星盘卜卦、紫

微斗数、水晶等各类“玄学”。

它们在互联网滋生发芽，已然演变

成盈利模式成熟的行业。公众号、小程序、

微博、淘宝店铺、短视频平台，甚至一

些新闻资讯平台，都是玄学从业者的阵

地。据第三方平台七麦数据显示，其收

录的苹果系统客户端里关于算命、星座、

风水、紫薇斗数、姓名预测的 APP 多达

227 款。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在淘宝网搜索“塔

罗占卜”，发现大多数占卜店铺的单次价

格在 10 元至数百元之间，但价格最高的

一家店铺，一次收费高达 9999 元，该店

铺还显示，1月至 2月的占卜预约已经满

员。有一家自称“双皇冠老店”的淘宝店

宣称“24 小时在线，一对一解答”，其首

页显示月销量1万+。

而在微信或者各类占卜APP 中，塔罗

占卜的价格差距较大，既有 10 元以下的

大众占卜，也有根据实际情况定价的高端

私人订制占卜。塔罗师“猫巫先生”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疫情期间他的月收入首

次超过了20万元。

除了直接的店铺和账号，一些短视

频平台也变成了玄学从业者的引流渠道。

在 B 站，关于占卜的视频前 5000 个，最

高点击量超 300万，最低点击量也近 6万；

抖音话题“塔罗测试”累计播放量 22.8

亿次，累计视频 10.7万个。这些 UP 主

（指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人）、个人号，在

个性签名中备注淘宝店铺、微信号名称，

并引导一对一付费咨询，这已经成为占卜

从业者的重要流量来源。

一对一咨询后，交易并没有停止，一

些塔罗师、星盘师会建议咨询者购买水

晶石，帮助“吸收能量”“改变磁场”。另

一些人则通过免费直播“帮助您解答挽

回情感、扭转关系”的方式，在直播过

程中推销“转运符”“复合符”等。

网络占卜准不准？更多人是在“找安慰”

声音

心理咨询专家：提升年轻个体的心理自愈能力
“无论是传统的算命、还是塔罗占卜等各种网络占

卜的涌现，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们想要掌控个人

生活、满足心理需求的结果。”伦敦大学城市学院

心理咨询博士尹依依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

访时说。现代生活竞争压力大，不确定性多。人们

如果在面临挫折后，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解决，就只

好先尽快把焦虑排解出去。因此，简单快捷地借助“神

秘力量”就成了缓解焦虑的一种选择，因为如果造成

挫折的是外因，则有助于缓解焦虑，这正是占卜师们利

用的卖点。

就如同“举杯消愁愁更愁”一样，那只是一时“爽”，如果问题不解决，

你的思维方式不改变，焦虑很快会再次缠上来。

在尹依依看来，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那么一两次心理咨询的需求，但

往往没有被满足。这首先是很多国人羞于寻找心理咨询服务，尤其是一些

人觉得这是受人歧视的一个行为。其次，目前心理咨询人才队伍比较薄弱，

普通人很难找到靠谱的咨询师，甚至一些塔罗师也会标榜自己是“心理咨

询师”。因此，尽快构建起一套普及化的社会心理救助机制，加大行业内人

才队伍建设，并且在校园中开展心理教育，提升年轻个体的心理自愈能力

非常重要。

如果你也是一个年轻人，面对焦虑和不确定性，尹依依的建议是，慢下

来，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思考自我。

“只有思考清楚了我是谁，我作为一个个体，来到这个世界的目标、诉求是

什么。那么，无论外界环境再不稳定，你还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心。”尹依依说。

社会学家：让充分的人文滋养代替网络占卜 

“年轻人沉迷占卜，实际上是把占卜当成避难所。”

12 月 30 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向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表示，这种完全放弃自我决策

权的行为背后是青年群体的迷茫和空虚。有了这种

空虚，就会有人利用这种空虚来赚钱。一些人被骗

取了高额钱财，而另一些人则出现了脱离社会的危

险。

在贾西津看来，要帮助青年人走出这样的的精神

依赖，必须要了解他们的焦虑和需求，通过一些青年

社会活动帮助他们建立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另外，社

会组织、大学、基层单位可以多提供读书、讲座、论坛等活动，“只要人文

关怀、艺术滋养够丰沛，就不会选择用一种更粗陋的方式逃避”。

法学专家：应加强监管，依法追究经营者责任

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或许在有些人看来，网络占卜无可厚非、好玩而已。也有人觉得，网络占卜给了压抑的情绪一个出口，塔罗师就像是更容易

接触到的“心理咨询师”。还有些人觉得网络占卜可信，不惜为此花费数量巨大的金钱。

一个名为“AI手相面相分析”的微信公众号，就曾在 15 个月的营运时间里，收入近 80万元。

只是，网络占卜真有这么香吗？

且不说那些模棱两可的答案是否真的准确，光从个人信息保护角度看，网络占卜便隐藏风险。无论是测塔罗牌，还是测手相、看面相，都需要

录入若干个人信息，甚至采集个人生物信息，这极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

虽然在现有法律法规中缺乏对网络占卜的明确规定，但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规定，

若提供的网络服务、信息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属于违规行为。若以骗取钱财为目的，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则涉嫌违法犯罪。

对此，微信相关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类违规账号，微信一直都在打击，发现一个就会封一个。目前，“AI手相面相分析”已被封号。

面对问题，我们不能把解决的办法寄托给虚无缥缈的“命运”，积极思考，不断提升自己的学识、素质和辨别能力，才能正确面对、智慧识别、

妥善解决。

著名思想家爱默生曾说过：“智力取消了命运，一个人只要能思考，就是自主的。”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通过智慧思考，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编后 别让网络占卜左右人生

有些网络算命涉嫌网络诈骗。  （新华社  王鹏 /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