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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匿名社交软件的兴起——以“SOUL”APP 为例
徐　玮

（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媒介技术的日趋成熟，加之社会经济压力的不断攀升，当代年轻人对于传统的熟人社交模式已

不再满足。他们开始探索新的社交领域，陌生人社交和匿名社交逐渐成为新的社交趋势。本文选取“SOUL”APP 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新闻

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自我呈现等理论，对当前网络匿名社交软件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的多重原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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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个体构建的社交圈层相互交织，共同编织成一

张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媒介形态

的多样化，我们的社交方式和内容变得日益丰富多彩。然而，对

于个体而言，社交资源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既显得过剩又感到

稀缺。人们在虚拟与现实世界中积极参与各类社交活动，但内心

深处却常常伴随着不安与孤独感。以微信为例，用户可能拥有一

个包含成百上千联系人的通讯录，却难以在其中找到一个可以安

心倾诉内心世界的对象，或是在分享精彩瞬间时因担忧他人目光

而犹豫不决。这种情境揭示了一个现象：在真实性和辨识度极高

的熟人社交环境中，人们往往感到缺乏安全感，这限制了他们表

达真实情感的能力，难以满足深层次的情感需求。

因此，匿名社交的兴起成为了对传统熟人社交模式的重要补

充。匿名性提供了一种自由表达的空间，使得个体能够摆脱社会

身份的束缚，畅所欲言。“Soul”APP 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

它不仅深入洞察并满足了用户对匿名社交的需求，而且在社交模

式上持续进行创新。

一、“SOUL”APP 概述

自 2015 年 9 月 14 日亮相以来，“SOUL”APP 以其创新的陌

生人交友模式迅速在移动应用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该应用在设

计之初就摒弃了传统的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BS）定位功能，以

及使用真实照片作为头像的常规做法。取而代之，“SOUL”APP

鼓励用户采用系统提供的卡通图片作为头像，确保了用户在平台

上的匿名性。此外，每位新用户在首次登录时都需要完成一系列

的性格、爱好和行为测试，这些测试旨在为用户匹配与其“灵魂”

相契合的社交伙伴。

“SOUL”APP 的主界面设计简洁而直观，底部菜单栏提供五

大核心功能：星球、广场、发布瞬间、聊天和个人中心，这些功

能覆盖了社交和娱乐两大类别。在社交方面，“SOUL”APP 通过

人格测试为用户塑造初步的社交形象，并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的“灵

魂星球”。这些星球不仅展示了用户的测试结果，如思想家、艺

术家或科学怪人等，还提供了同一星球内其他用户的在线列表。

此外，平台还提供了四种创新的匹配方式：灵魂匹配、恋爱铃、

语音匹配和脸基尼匹配，其中后两者的匹配次数达到一定阈值后

需要用户购买，从而实现平台的商业变现。通过“聊天”功能，

用户可以轻松开启对话，建立新的社交联系，并通过点亮“Soul 

mate”功能增强聊天的互动性和粘性。

总的来说，“SOUL”APP 以其独特的匿名社交理念和创新的

互动方式，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充满乐趣的社交平台，满

足了年轻用户对于表达自我、探索新关系和享受个性化社交体验

的需求。

二、匿名社交软件广受欢迎的原因

匿名社交软件的流行得益于多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及社会压力的日益增大，

均为匿名社交方式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用户个体的

心理需求和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也为匿名社交的发展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与客观环境的契合

1. 现实生活压力的缓解：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节

奏加快，年轻人面临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加。不少年轻人虽梦想“躺

平”或“摆烂”，现实中却不得不面对“996”的工作模式。在这

种高压环境下，人们渴望找到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而匿名社交

提供了一个不被熟人所见的安全场所。在采用访谈形式进行研究

过程中，用户 A 说：“工作中的很多抱怨不能发在微博、朋友圈

这些地方，会被认识的人看到，影响自己的形象，但是在 soul 里面，

我想说什么都可以，没有顾虑很解压。”

2. 信息刺激的多样性：匿名社交软件汇集了丰富多彩的信息，

激发了用户之间的热烈讨论和新话题的产生。比如，社会新闻的

信息可以成为“SOUL”APP 用户在话题广场激烈讨论发表见解的

内容；用户自行发送的“瞬间”内容“巴黎奥运会男单决赛樊振

东庆祝动作”“春节如何躲避催婚”“面基遇照骗怎么办”等都

会引发激烈讨论；“语音匹配”“脸基尼匹配”“恋爱铃”等遇

见陌生人与之交流的功能，也会让用户间不断碰撞出信息交流的

火花形成感官的刺激。

3. 技术发展的支持：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特别是 5G 技

术的广泛应用，让随时随地的在线成为可能。大数据技术对用户

喜好的精准追踪，加之软件研发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得社交软件

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二）满足心理需求

1. 猎奇心理的驱动。好奇心人人皆有，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

刺激着人类的感官，在匿名社交的过程中，“陌生”就是痛点。

比如在“SOUL”APP 上进行匹配时，用户不知道自己遇到的另一

个人的所有信息，年龄、样貌、职业甚至性别等都统统未知，就

是这种未知激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好奇心，想要去探索去进一步了

解。又或者使用同城匹配的功能，用户可以看到匹配对象距离自

己的距离，会担心是否是熟悉的人，但是又有一种“反正大家都

在玩”的安慰心理在作祟，促使用户在好奇又充满担忧的情绪下

一次次猎奇。用户 B 告诉笔者，他使用这个软件是因为很好奇遇

到的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人，自己本身就很喜欢交朋友，这种未知

的交友形式让他兴奋。

2. 求同心理的实现。用户可以通过他人对自己发布的内容以

及浏览他人发布的内容来进行讨论，比如发布自己所擅长的方面

或者有争议的内容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评论，其中“点赞”功

能就是对发布用户的心理支持，获得的赞越多就会越满足，自我

认同度也就越高。与此同时，“SOUL”APP 本身就是通过算法大

数据来把具有相同特质的人连结在一起，使得用户在遇见社交对

象时共同话题更多，身份认同感更强。比如在前期调研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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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C 就坦言“遇见过一个非常聊得来的人好像是平行世界的自

己。”

（三）实现自我呈现

在“Soul”APP 这个完全虚拟的平台上，用户得以体验一种

独特的自我呈现方式。这里没有固定的身份标识，没有真实的头

像，用户得以从现实生活的标签中解放出来，实现“去标签化”。

这种匿名性赋予了用户一种自由，让他们能够摆脱现实世界中基

于他人评价的社交压力，更真实、更本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

1. 自我情感宣泄。“SOUL”APP 是一个完全虚拟的平台，用

户没有固定的 ID，真实的头像等个人信息，所以实现了对现实生

活的“去标签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会通过他人的态度、

行为来评价自己，无法展示最真实的自己。但用户在“SOUL”APP

这样匿名的社交平台社交中，就可以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更加

真实、本能地表达情感，宣泄情绪。也就是说，匿名这一条件其

实让社交变得更加平等，不存在上下级、师长、父母、贫穷富有

等关系，让情感的宣泄更加坦诚。从温达尔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

论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人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那么

他就会越依赖这个媒介，匿名平台提供了相对平等的交流氛围，

那么也就满足了群体的社交需求，反之群体对匿名平台也就会越

来越依赖。

2. 自我形象塑造。从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的“拟

剧理论”可以得知，在虚拟网络环境中，基于一些无法言明的心

理动因和利益考虑，人们呈现出来的大多是“精心打造”后的形象，

与现实世界的形象存在一定的出入。在“SOUL”APP 中用户可以

通过捏脸、自定义标签、语音自我介绍等途径来进行自我形象塑造，

这种形象的塑造就像是一场“表演”。用户 B 表示，她在平时生

活中和互联网上完全像两个人，平时生活中沉默寡言不愿意社交，

但是在网络上却放飞自我尽可能地把理想中的自己展示出来。所

以，“SOUL”APP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塑造自我形象的“表演”舞台，

使得用户能够脱离原有的生活情景尽情演出，满足了用户自身的

表演欲望。

3. 窥私欲望。偷窥的欲望实际上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无论

你是否承认它都在那里。如果说塑造自我形象是演员的精彩“表

演”，那“窥私”更像是观众视角。这种窥私的成本非常低，拥

有一部可以上网的手机，登录社交平台就可以实现，但这又能够

满足用户的好奇心增加用户的使用粘性。比如，在“SOUL”APP

里，“广场”板块的存在让用户可以看到最新、最热甚至是距离

最近的信息，用户一边扮演自己的角色，一边又在窥探着其他“演

员”的生活。这些“嗨点”充分吸引着大众，又能让用户排解情绪、

倾泄欲望。巴赫金强调过狂欢的仪式中面具的必要性，匿名软件

的匿名性其实就是为用户戴上了面具，让用户以为自己能够看清

楚别人，而他人无法看见自己。

三、匿名社交软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SOUL”APP 以其独特的匿名特性迅速赢得了市场的关注。

然而，随着用户基数的增长和社交需求的多样化，该平台也逐渐

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不仅仅是“SOUL”APP

独有的，大多是匿名社交软件的共性问题。

（一）社交关系持续连接性弱

社交是双向关系，但由于 SOUL 的匿名性特征用户很难建立

长久稳定的社交关系。一方面，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大多数用户

不会从该平台转移到熟人社交平台，用户更多的只是想通过匿名

性这一特征把当下的情绪进行宣泄、倾诉，但最终还是会回归正

常生活中，后续再打开软件找到匹配过的人概率很小。另一方面，

匿名性的特征带来的更多是新鲜感，用户受猎奇心理的影响会不

断开展新的社交关系而非恋旧，导致使用粘性不强。用户 E 说：“我

只在心情不好想要宣泄的时候才上来找人聊天，而且聊完之后不

会再和同一个人聊。”

（二）同质化问题严重

同 质 化 问 题 是 目 前 所 有 社 交 软 件 都 有 的 一 个 通 病， 以

“SOUL”APP 为例，在最初是以“跟随灵魂找到你”这个“契合

灵魂”为卖点来吸引用户的注册、使用，但随着注册人数的增加，

参与用户质量的参差不齐，以致于被打上了“性约会”等有色标签。

尽管平台仍然在加强监管，但是没能免俗社交还是被打上了不纯

粹的标签，灵魂交友还是演变成了“听声交友”“看脸交友”。

（三）改进措施

一方面，打造实名下的匿名。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也许在

社交软件中昵称、头像可以是虚拟的，但是 IP、实名手机注册需

要绝对的保证。这方面就需要加强平台的自我约束，对用户信息

绝对保密。当然，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宣传力度，对发现

的违规用户、平台严格查处、惩罚，绝不手下留情，并在网络空

间加大实名制上网宣传以及加强普法工作，使“互联网不是法外

之地”不要沦为一句口号。

另一方面，关注用户需求，积极创新。作为匿名社交软件的

开发方，不能只重数据、重营收而忽略用户体验。应积极做好用

户调查，真正了解用户、扎根用户，强化软件的社交属性，增加

用户的黏性，避免用低俗、同质化的内容吸引用户，短期的收益

和效果只是昙花一现。以“SOUL”APP 为例，从“跟随灵魂找到

你”到如今打造“年轻人的社交元宇宙”这一卖点，就是一次创

新与突破，在众多匿名社交软件中开发出了娱乐属性、社群属性。

虽然在社交与娱乐的功能平衡中仍有诸多不足，但不断地创新功

能板块来增加用户黏性就是非常不错的挑战。比如“蒙面小酒馆”

这个游戏板块，就是通过游戏互动的形式匹配到社交对象，根据

游戏胜负来提出问题，不仅增加了社交的趣味性也创新了一种新

的破冰方式。

总而言之，匿名社交软件想要继续壮大发展，一定要把重心

放在用户的需求方面，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增加社交归属感，

加强用户的使用粘性才是持续发展之道。

四、结语

网络匿名社交形式的出现不仅是对原有社交形式的补充和挑

战，同时也对网络用户的心理产生着影响。媒介的发展更迭让用

户能够从原先的“熟人社交”中分离出来，找到一片能够宣泄情

绪、找寻自我的沃土，对于现代人们压力的减轻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其中所隐藏的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小觑的。只有用户、平台、

监管多方合力，才能让社交服务于人类的需求，才能在健康向上

的环境中达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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