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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对宠物这么“亲”
本报记者 张丹 摄影报道

口袋里的钱不多了，是给自
己买化妆品还是给自己的宠物
狗买维生素？王睿果断地选择了
后者。

在沧州，像王睿这样喜欢养
宠物的年轻人不少，他们中有一
部分人奉行：“我可以吃糠咽菜，
猫狗必须顿顿有肉”……

每月几百元
“云养猫”

陈辰在市区一家公司工作，
去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陈辰的家在邢台。她毕业后
来到沧州工作。因为没有自己的
房子，陈辰选择和两个女生合
租。租房子之前，一位合租的女
孩就给出了明确规定，不能在合
租房内养宠物。房子离单位近，
租金也合适，虽然陈辰喜欢猫，
但最终还是租了这套房子。

陈辰喜欢猫，是和小时候的
经历有关系。陈辰小的时候，奶
奶一直养着一只白色的猫。“那
时候我上小学，那只猫就成了我
的宠物。每天睡觉的时候，猫都
会趴在我的被子上。可以说，我
们一家人都把那只猫当成了家
里的一员。”

在陈辰 13 岁那年，那只猫
死了。陈辰哭了很多天。她一直
有个心愿，想再养只猫。

去年夏天，陈辰毕业工作
了。她当时就想着养只猫陪在自
己身边。“我的室友特别好，可她
对动物毛严重过敏，所以我无法
在现实生活中养猫。”陈辰说，可
她想养猫的心思没断，尤其是下
班回家一个人的时候。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
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个养猫的人
在网上发布了很多猫咪的视频。
看着视频中猫咪可爱的样子，陈
辰一下就被吸引了。

后来，她和猫主人取得了联
系，时不时地会给猫咪快递一些
东西。再到后来，她就直接从猫
主人的直播间刷礼物、买猫粮送
给自己喜欢的那只猫咪，猫主人
也会定时给她发猫咪的视频。

“虽然猫咪在网络的另一
端，但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看看它的视频，就好像它陪在身
边一样。”陈辰说。

从去年 8月份到现在，陈辰
每个月都会花几百元钱用来“云
养猫”，虽然她的工资只有 4000
元。

“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但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让自己心情
好的方式。”陈辰说。

“云养”是在互联网+形式下
年轻人最近时兴的一种养宠物
方式。自己没有条件养，或者自
己不想承担喂养、打扫粪便等工
作，年轻人便采用网上围观“猫
奴狗奴”日常的养宠物视频和图
文来愉悦自己的身心。

陈辰的同事王沛沛也算是
个“猫奴”，曾考虑过养一只，但
刚毕业的她还不足以给猫一个

“体面的生活”。
每天结束工作后，王沛沛便

开始“云养猫”时间。她在网上浏
览大量与猫相关的视频、图片，
以此满足自己的爱猫心理。

她表示自己经常在空闲时
间浏览各个养猫人的视频号，一
边看视频，一边发出痴迷的笑
容。看“撸猫”视频的时间总是过
得飞快。

在“撸猫”中
获得慰藉

28岁的左松是一个外表非
常阳刚的小伙子。左松开玩笑
说，他还有一颗不被外人熟知的
柔软的心，他喜欢喂流浪猫，也
喜欢“撸猫”。

左松在市区的一家事业单
位工作几年了。从左松 25岁的
时候，父母就开始不断地催婚，
再后来发展到家里的亲戚们见
面三句话不离催婚。左松“撸猫”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当时被家人催得很烦，想
找人聊聊。”左松说，他就来到了
发小开的“猫咖”馆。和发小喝着
东西聊着天，还有只猫在身边趴
着，时不时地可以抚摸上两把，
左松竟然发现，那种状态很放
松。

在那次经历之后，左松开始
对“撸猫”产生了兴趣。“原来心
情不好的时候，我会约几个人去
喝点儿酒。”左松说，现在他更愿
意到发小的“猫咖”馆里坐坐、喝
点东西。慢慢地，他也发现，原来
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撸猫”，
而且网上还有很多论坛，大家可
以一起交流“撸猫”的各种知识
和信息。

3年的时间下来，左松从每
周到“猫咖”馆贡献 200多元钱

“撸猫”，到后来慢慢地萌生出养
一只猫的想法。

他知道父母肯定不会同意，
只能偶尔从网上买点儿猫粮喂
小区里的流浪猫。“我发现小区
里有几只流浪猫。”左松说，现在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他都会给
那些流浪猫撒点儿猫粮，观察一
下每只猫的状态。

他也会把这些和“猫友”们
交流，“猫友”们也会告诉他一些
照顾流浪猫的注意事项。“不仅如

此，我们还会从猫身上，从‘猫友’
身上获得很多心灵的慰藉。”左松
说，没准儿哪天他就在“猫友”里
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

和左松一样，19 岁的欣皓
也从“撸猫”中获得了慰藉。去年
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他，看到学
长学姐经常在校园中边喂流浪
猫边享受“撸猫”。一次，他也尝
试着把吃剩下的火腿喂给了流
浪猫。他小心翼翼抚摸着它们。
虽然上了大学，但他还没有彻底
从紧张压抑的高中生活中走出
来，从这些流浪猫身上，他感受
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平静。

带着宠物狗出嫁

23 岁的王睿，是带着宠物
狗出嫁的。

王睿是一名 00 后，性格偏
内向，去年大学毕业，如今还在
争取“上岸”的路上。

王睿和爱人是高中同学，大
学毕业后，俩人就结婚了。她的
爱人知道王睿喜欢狗，俩人结婚
前，王睿提了个要求：“带着狗出

嫁，婚后先不要孩子，把狗当孩
子养。”王睿的爱人答应了。

王睿说，当初她提这些要求
时，她的爸妈都严厉反对，觉得
她是“小孩子脾气”。王睿觉得
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在我父母
的眼里，猫啊狗啊，就是个宠
物，有空了逗两下，没空了就放
一边。”

王睿说，她的想法不是这
样的，她觉得她的狗，就是她的
一个好朋友。也正因为如此，王
睿给宠物狗用的东西，都是在
家庭条件允许范围内最好的。
王睿说：“有的时候手里的钱只
够买我的护肤品或者它的用品，
那肯定先给它买。”

王睿的这只狗，是从她高二
的时候开始养的。高二那年寒
假，王睿学习压力很大。她把想
养只狗的想法和父母说了之后，
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也是争取了好几次，才得
来的养狗机会。”王睿说，那段时
间，她有什么压力，不敢和父母
说，但会和她的狗说说，“狗狗趴
在身边的感觉，让人很温暖，也
很舒服。”

慢慢地，她把狗当成了自己
的朋友，“我有严重的社交恐惧，
不熟悉我的人常常会觉得我高
冷，其实我只是害怕而已。”

王睿说，不仅仅是她，她觉
得在网络伴随下长大的孩子，好
像都多多少少和她有相似之处。

“内心来说，我还是很希望
与人贴近的。我有时会过分在意
他人的感受，但又不敢展露这种
在意。”王睿说，与狗相处比较容
易，它们不会反驳你，反而会依
赖你，是最好的倾听者和陪伴
者。

解压，寻找精神寄托

原来养狗、猫等宠物的多
是老年人，可是现在年轻人成了
养宠物的主力军。近期发布的

《中国宠物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目前宠物市场整体以 85后、90
后年轻消费群体偏多，占据了
40.3%的份额；其次为 95后，占
据了 23.6%的份额。其中，65.6%
养狗，40.6%养猫。

这些人饲养宠物的主要原
因是因为喜欢和希望得到陪伴。

在情感寄托的背景下，养宠
人饲养宠物早已不是随意的放
养模式，而是包括宠物食品、用
品、医疗等的全方位养护。

采访中不少年轻人表示工
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大，只有当他
们回到家，静静地和宠物待在一
起时，才会彻底地放松下来。猫
猫狗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
表，它折射出了人的心理需求，
如果不是猫猫狗狗的话，也有可
能是其他动物，不仅是发自内心
喜欢，更是精神寄托。

对于现在年轻人的养宠现
状，沧州市杨文峰心理工作室负
责人杨文峰表示，互联网的形
态，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社
交方式。

原来人的社交必须是面对
面的，而现在，人被隐藏在虚拟
的互联网背后，久而久之，许多
人会患上社交恐惧症。

“并不是所有的社交恐惧症
都是外显的，即使一个健谈无比
的人，也可能有某种时刻的社交
焦虑。”杨文峰说，这一点，恰巧
与猫猫狗狗的个性极为相似，自
我意识、防备与敏感、特立独行
成为了社交网络下年轻人的普
遍状态。

杨文峰介绍，有研究表明，
当一个人处于焦虑状态之时，看
到自己的宠物，压力就会减轻，
大脑的工作效率更高。人类对于
孩子天生就有保护欲和喜爱之
情，这是基因决定的。宠物就像
孩子，能激发人的保护欲，同时
它还能跟人互动，让人的情绪得
到释放。

“从宠物那里获得了充分的
陪伴，感受到亲密感之后，养宠
人会在情感上依赖宠物，并且期
待这段关系的持续。这段关系的
维护，恰恰体现了真正的归属感
的需要。即便如此，我也不建议
年轻人在宠物身上过度消费。”
杨文峰说，养宠物切记别跟风，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确定。

一些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养宠物。他们中有的人不结婚、不生娃，但要养猫
养狗，并表示“我可以吃糠咽菜，猫狗必须顿顿有肉”——

和宠物猫互动和宠物猫互动

在在““撸猫撸猫””中获得慰藉中获得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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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技师学院招聘
根据教学需要，招聘机加工（车铣）实训教师1名，要求能熟练操作普通车床、普通铣床等机加工

设备，具备相应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薪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迟老师 0317-3571639 17733752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