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林乐雨）昨

天晚餐后，68 岁的胡大伯打开

家庭微信群。“我妈今天做了

红 烧 肉 ，那 味 道 YYDS。”

“U1S1，红烧肉还是奶奶做的

好吃。”两个孙女发起讨论。

不久后，孙子小胡在群里转发

一则笑话后，打出“XSWL”。

YYDS（永远的神）、U1S1
（有一说一）、XSWL（笑死我

了）等是网络上常见的缩写

语，但对胡大伯来说，这让他

难以理解，只能在群聊中回复

礼貌微笑的表情。

使用缩写的初衷是让表

达更高效，但很多时候却是事

与愿违。有研究显示，缩写会

被认为不够真诚，使人们的回

复意愿变低。

“交流对话用缩写的网络

用语代替完整表述，这些在年

轻人眼中新潮的交流方式，却

可能引发长辈苦恼。”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主

任医师唐劲松说，随着年龄增

长，老年朋友的理解力、对新

事物的接受能力逐渐下降，年

轻人能够轻易理解的“热梗”，

长辈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

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

话语权，一些老年人可能对此

产生排斥心理，认为这些是

“非主流”行为，偏离正统。当

老人意识到自己既无法融入

又难以改变潮流时，就容易陷

入愤怒、焦虑的负面情绪。

唐劲松建议，消弭这类代

际冲突，需要双向奔赴。老

年人不妨以开放的态度，更

为积极主动地了解晚辈的想

法。晚辈也要考虑长辈对新

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及时调

整沟通方式，比如在使用缩

写时，增加其他表达同样意

思的文字、表情、符号，既能

明确语义，也丰富了情感表

达。当老年人愿意主动拥抱

新浪潮时，年轻人要多帮助、

多鼓励。孙辈或许会是好老

师，研究表明，与孙辈面对面

互动时，老年人对新潮事物

的接受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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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研究揭示了

大脑和肠道之间，确实存在

一条神秘“通道”，它让情绪

波动影响胃的功能，也让胃

的不适反过来扰乱情绪。

既然情绪压力真的会让胃

“受伤”，如何保护胃呢？

第一步，识别并正视压

力源，规律作息、保持适度

运动和心理调节。第二，增

强对身体内部状态的觉察

力，可通过冥想、深呼吸训

练等方式提升这种觉察力，

更早觉察到“预警信号”。

第三，照顾好肠道微生态，

保持膳食均衡、摄入富含膳

食纤维与发酵食物，有助稳

定 菌 群 ，从 源 头“ 调 节 情

绪”。 据央广网

压力会让胃受伤
科学保护三步走

本报讯（记者 吴越）“腰

部有块浅色胎记都被 Deep⁃
Seek 算出来，它还说我未来老

公在西南方工作⋯⋯”近日，

马晓宇（化名）翻开“AI 算命”

结果的截图，向记者介绍。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看到

大量“算命”分析帖，一些热门

视频的点赞、评论、转发量多

达数十万人次。

心理学博士、浙江工商大

学硕士生导师李瑜认为，“AI
算命”基于采集到的数据得到

“心理画像”。用户提供信息

越丰富、越真实，“心理画像”就

越丰满、越接近真实“命运”。

此外，经过训练的 AI 大

模型产品精通“模糊的艺术”，

能够输出看似个性化、但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内容。李瑜表

示，人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

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

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这

种典型的认知偏差行为，是心

理学中著名的“巴纳姆效应”。

“系统通过个性化叙事生

成技术，将统计结论转化为有

文学张力的‘人生剧本’，使模

糊描述产生高度共鸣，强化巴

纳姆效应。”李瑜说，这会引发

用户共情，感觉到被摸准以往

人生节点和家庭痛点。有研

究显示，即使模型准确率仅

65%，通过概率模糊化表达，

用户感知确定性仍达82%。

在李瑜看来，“AI 算命”本

质上是一个心理测试过程。

与传统心理测试相比，它能采

集到更丰富、及时、动态的信

息，实现信息增益最大化。此

外，还可对测试结果实时校

准。研究显示，12 轮 AI 对话

达到的心理测量精度，相当于

200题的心理量表。

也有人认为，虽然半信半

疑，但“AI 算命”提供巨大情绪

价值。李瑜建议，用户应理性

看待“AI 算命”结果，以此为契

机，开始自我觉察和反思，也

可不断自我成长，突破现状，

朝着更健康的生活前进。但

若过于相信“AI 算命”结果，将

不幸和痛苦归责于外在，就会

进入到自证不幸的悲剧中。

“AI算命”，靠谱吗？
专家揭秘：本质是心理测试

学会感激地接受他人

好意，与慷慨地给予同样重

要，这不仅能改善人际关

系，也有助于心理健康。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

员要求参与者对陌生人做

一些随机的好事，比如帮忙

扶门等。结果表明，相较于

未接受善意的陌生人，那些

受惠者展示真诚笑容的比

例高 4 倍。施善者也变得

更快乐。

如果你觉得接受善意

很困难，可以从简单的事情

做起，比如领会别人的好

意。当然，这也需要辨别真

正的善意与别有用心的企

图。此外，你可以通过回馈

的方式，让善意在你的人际

关系中形成良性循环。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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