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很多时候，给人
带来快乐感受的其实是一些琐碎
平常的小事。快乐常常会散布在
生活的各个角落，需要你去感受、
去寻找。

盆栽里新长出的几朵小花，
抬起头看到窗外的漫天彩霞，邻
居买菜归来的热情招呼，楼下新
开餐馆的烟火气息……每天带着
一颗好奇心，观察生活、感受生
活、享受生活，你会发现原来快乐
就在身边。

抓住每一个你想留住的瞬
间，尽情去体验快乐、创造快乐，
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心情也会
更加舒爽舒适。

@蒋真真：这辈子想要过的
幸福，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你自
己好，要么是你这辈子命好。但
绝不可能是向外求，找一个多好
多好的人，你就从此过得特别
好。当你自己不好的时候，没有
那么多好人给你遇到。所以说，
不要向外求，一定要向内求，把自
己过好，把自己修好，才是你这辈
子幸福的关键。

＠末末：不要被任何人打乱
自己的脚步，因为没有谁会像你
一样清楚和在乎自己的梦想。

（来源：本报综合）

＠幽默与讽刺报：妻子心血
来潮要养金鱼，可惜养鱼技术
太差，金鱼的死亡率很高。但
她热情不减，接二连三地去水
族店买鱼。

有一次在我付钱的时候，水族
店老板凑近，小声问道：“哥们儿，你
实话告诉我，你们这金鱼到底是买
回去养的，还是买回去吃的？”

@讽刺与幽默报：我向理发
师细细交代：“前面多留点，鬓角要
对称，后面推干净，要做出层次感，
最好能做出蓬起来的效果……”

理发师笑容可掬地说：“放
心吧，什么发型能遮大脸，我很
清楚！”

＠嘎嘎：闯红灯的一般有两
种后果，要么比别人快一分钟，
要么比别人快一辈子。

（来源：本报综合）

连日来，记者调查发现，从线上到线
下，从潮流玩具到美妆产品，从文具手账
到数码配件，盲盒的身影无处不在。这
种以“未知”为卖点、激发消费者内心探
索欲和好奇心的“盲盒经济”延伸出诸多
变种，而且正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拆盲盒的惊喜被主播搬到直播间
“恭喜！一共可带走60个小乌龟！”

在线上直播间下单了9包“乌龟对对碰”
盲盒的秦女士，最终收获满满、开开心心
地放下了手机。

秦女士说，她开始是无意间点进了
这类直播间，然后就被“硬控”了两小
时。“那种强烈的参与感、互动仪式，以及
能获得但又不确定的额外奖励，简直让
人欲罢不能！”秦女士说。

的确，曾经风靡大街小巷的盲盒，已

不再局限于潮流玩具。如今，商家将盲
盒的概念融入日常生活用品中，赋予了
它们更多的实用性与趣味性。而拆盲盒
的场景，也从线下搬到了直播间。

“看多了这种拆盲盒直播，其实很多
时候都是被主播的话术吸引。”秦女士表
示，看直播的时候，主播的鼓励和其他人
的互动，都会有一种很积极的氛围，才让
她在购买的过程中获得了情绪上的满
足，为了获得这种情绪体验才会愿意付
费。可以说，盲盒是一种“悦己型”产品。

■越来越多“更实用”的商品装进盲盒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各种影视、动

漫、游戏IP的潮流玩具外，还有各式各
样的实用盲盒。“现在盲盒的种类多着
呢，前段时间被测评博主吸引，在网上买
了29.9元的陶瓷碗盲盒，收到了一大箱
呢。”爱刷短视频的李先生对记者说。

不久前，同程旅行推出的198元机票
盲盒，全国任意飞，还包含机场建设费和燃
油附加费，一时间全网热销。“这个机票盲
盒很好啊，不满意目的地还可以退票，我当
时抽到了去三亚的。”市民于女士表示。

另外，剩菜盲盒也吸引很多人尝试，比
如消费者在“惜食魔法袋”这个小程序上可
以找到附近店面剩余的随机吃食，便宜的
只有几元钱；还有网购平台12.9元的长袖、
19.9元的短袖、69.9元的卫衣盲盒等，甚至
还有更贵的，可谓“万物皆可盲盒”。

“盲盒本身无所谓好坏，要看自己觉
得值不值。”在国金街一家名创优品店
内，王女士正捧着一个盲盒走向收银
台。“每一次打开盲盒，都是一次全新的
体验，这种感觉很棒！”

■引导“情绪价值”，警惕“赌博心理”
“我就是想看看同一家价值19.9元

的彩妆盲盒，和价值199元的到底有什
么不同，说不定哪个就开出了我喜欢的
呢。”“00后”吴女士表示，购买彩妆盲盒
不仅是为了尝试新品，更是为了享受那
种未知的惊喜感。

如果靠“运气”抽到了喜欢的盲盒，是
不是比直接买要更开心呢？答案是肯定
的。记者发现，不少消费者愿意花钱去追
求这种不可预测的结果，享受尝试和探索
的乐趣。而从设置期待值，到购买盲盒、
揭开谜底，盲盒的未知性、神秘感吸引大
批消费者。虽然购买盲盒并不等同于赌
博，但其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大奖”元
素确实激发了消费者的“赌博心理”。

对此，专家表示，“情绪价值”对产品销
售的影响力是空前的，甚至能够直接左右企
业的生产策略和宣传策
略。公众在这种潮流消
费中，应当保持理性，做到
适可而止，避免因过度消
费影响正常工作与生活。

（来源：长沙晚报）

自我加冕。（来源：唐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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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恶意蹭拍模特愤而报警

街头蹭拍“非营利”也侵权
近日，自由摄影师姜女士在陶然亭

公园给自己聘请的模特拍摄时，遭到一
些人的蹭拍，多次拒绝无效后，模特报
警，引发热议。

律师提醒，即便是不以营利为目
的，未经允许的蹭拍、街拍都有可能侵
犯他人肖像权。

■多次被拒仍不收手
本月初，自由摄影师姜女士约模特

到陶然亭公园进行拍摄，其间不断有人
拿着相机在一旁蹭拍。由于模特穿着芭
蕾服，不愿意让别人拍摄，姜女士和模特
多次提醒，明确拒绝后，其中一人不仅不
听劝，还口出恶言，“你长这样谁爱拍你
呀。”模特忍无可忍，选择了报警。

姜女士告诉记者，就在模特报警后，
这人偷偷清空了相机存储卡。警察赶到
后，让她检查了对方的相机，此事便就此
作罢。姜女士说，几乎每一次她跟客人
或者模特外出拍摄，都会被人蹭拍。有
些蹭拍者毫无边界感，不仅占据摄影师
的位置，还会过来指点模特的拍照姿势，
搞得她每次都要和这些蹭拍者吵一架。

姜女士说，经常蹭拍的人群里，除了
常驻公园、喜欢占据热门打卡地拍照的
摄影爱好者，还有摄影师同行，“部分摄
影师为了省妆造、服装和模特的费用，也
去蹭拍，之后发到社交平台说这是自己
的作品，用蹭拍的照片揽客，没有成本！”
她也遇到过态度较好的蹭拍者，不会越
界指点模特姿势，被发现后也愿意删除
照片。“但态度好坏并不是蹭拍的理由。”
她表示，她和模特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
接受蹭拍，担心模特的照片被滥用。

■公园商圈常有人肆意蹭拍
近两年，旅拍火爆。在北京不少公

园内，都能见到从头到脚打扮精致的“格
格”“娘娘”们，后面还跟随着专属摄影
师，这些旅拍者也常成为蹭拍的目标。

下午三点多，在北海公园里，一名六
十多岁的男子手持单反相机，在五龙亭
附近逗留许久。该处为北海公园著名的

“出片”景点，五座方亭一字排开，错落有
致。隔湖遥望，可见琼华岛上的白塔倩
影。与五龙亭连通的汉白玉石桥上，几
位“格格”“公主”打扮的游客，正手持团
扇面向跟拍的摄影师，摆出各种造型。
这名男子就站在不远处，时不时举起相
机，对准“格格”“公主”按下快门。

此外，在北京一些著名商圈或网红
打卡地，街拍者也是随处可见。在著名
的三里屯太古里南区，记者就目睹了多
名街拍者，向路过的美女们不断按下快
门。而就在不远处，一块极为醒目的黄
色提示牌提醒着顾客：“提高防范意识，
保护个人肖像权。”

■蹭拍要讲规矩尊重是前提
网友婷婷在外旅拍，不仅花钱精心

做了妆造，还聘请了私人摄影师跟拍，
不料一路被蹭拍者追拍，“换了3个场景
还在追，已经影响到我自己花钱请的摄
影师了。”婷婷表示，她并非完全不允许
蹭拍，“如果对方礼貌开口询问，我会积
极配合，甚至希望这些礼貌的蹭拍者能
够将照片分享给我一份，但礼貌和尊重
是前提。”婷婷说。

记者注意到，大部分被拍者，对不经
允许的拍摄行为较为反感。他们一方面
认为，当陌生人肆无忌惮地对着自己拍
摄时，会产生被冒犯到的不适感；另一方
面他们也担忧，不知自己的照片会被用
到何处，会不会被陌生人评头论足，甚至
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安全隐患。有些人发

现后会明确拒绝，有些人不愿意又不敢
表达，只有少数人欣然接受，愿意被拍。

摄影爱好者老刘常在摄影圈里
“混”，他告诉记者，一些人在街拍、蹭拍
美女后，会发在朋友圈、摄友群，或者个
人社交平台的账号上。有些人当作专业
切磋，有些人为了满足虚荣心，也有少许
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

■“擦边”“越界”可能侵犯隐私
北京京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翠芳

提醒，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即便是不以
营利为目的，未经允许的蹭拍、街拍都
有可能侵犯他人肖像权。

张翠芳解释，过去在肖像权侵权的
定义中，“以营利为目的”是侵犯肖像权
的要件之一，但在民法典中删除了这一
要素。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肖像
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
人的肖像。因此，拍摄者必须经过他人
同意，才能拍摄其肖像。

此外，当事人即便同意拍摄，也不
意味着其许可自己的肖像被使用或公
开发布。未得到当事人的明确同意，擅
自将其肖像上传至社交网络平台等行
为，同样侵犯他人的肖像权。

记者注意到，有一些拍摄者，会在其
社交账号中声明“如有侵权，可私信删
除”，以规避法律风险。但张翠芳表示，
如果拍摄者对被拍摄者的侵权已然发
生，并不会因为有一纸声明就可免责。

某些“擦边”“越界”的街拍，也可能侵
犯自然人的隐私权。张
翠芳表示，一些在公共场
所的街拍行为，可能会拍
摄下女性的“走光”瞬间，
这些照片侵犯到他人隐
私。（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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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可“盲”，神秘感让人掏腰包
盲盒经济从玩具扩展到服饰、美妆等更多实用领域

网
网
事事

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