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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分享美文
却遭众人恶言攻击!

! ! ! !主持人#王悦微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她的微

博#我们 !班$有 "#万粉丝%在小学生为老师撑伞

的事件发生后" 有媒体向王悦微约稿谈论此事的

看法&作为知名博主"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被人在

网上攻击的情况'

王悦微#有过的。有一次，我在教室的黑板上
抄了一篇民国的文章《惜阴》给学生们读，那篇文
章写得很美，我抄写的时候也蛮用心的，所以，就
用手机拍了照片发到微博上。我的本意只是想分
享一篇美文给大家。可是，有一个颇有些粉丝的网
络红人看到后，转发了我的这条微博，并且站在道
德制高点上对我进行批评：你们这些人就爱玩小
清新，动不动就怀念民国时代，你们有没有想过民
国时文盲有多少？她的转发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议
论，很多人在那条微博下留言骂我。诸如：“你只是
个小学老师懂什么，我读《古文观止》的时候，你还
不知道在干嘛。”“我读过的民国文章比你多多
了。”
当时我真的很生气，我只是单纯地分享一篇

文章，他们就臆想出那么多，还不断地有人在微博
上站队，用一些没有逻辑性的莫名其妙的话来攻
击我。

主持人#对此"你如何处理呢'

王悦微#我选择了不回应。你无法在互联网上
说服一个人。如果我在微博上与对方争论，很可能
就会演变成很多粉丝参与的口水战，充满情绪化
的攻击。
我观察过，在几大门户网站发布的新闻下面，

会有大量言辞激烈的评论，在微博上相对少一点，
在知否、豆瓣上就更少。我觉得，不同的网站用户
不同，匿名发评论的人，会肆无忌惮攻击别人，有
身份认证的网站上，用户的发言不会太过情绪化
和攻击性。一些文艺青年比较多的网站，则更容易
看到理性平和的讨论。

! ! ! !主持人#随着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人们通

过网络阅读信息( 发表观点越来越便利& 与此同

时"情绪化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一则普通新闻都可

能引起一片谩骂" 似乎谁都可以去对别人进行道

德审判&作为研究新媒体的专家"张教授是否注意

到这样的现象'

张志安#人们在阅读网络信息的时候，第一时
间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情绪或直觉来做判断的，通
常是：先有情绪，再形成态度，继而在网上表达意
见，形成网络舆论。在这个过程中，情绪判断往往
是基于个人的社会常识、道德水准而产生。比如前
段时间小学生为老师打伞的照片，在网上引起广
泛议论，人们很容易根据常识认为是老师要求学
生这样做的，于是对老师的批评、愤怒情绪爆发出
来。这种反应也和当下社会中一些老百姓对老师
的不信任感，以及互联网上的反权威心态有关。
再如，庆安枪击事件，主管部门调查后进行发

布，表示警察执法合法，依然有许多人质疑。出现
这样的情况，和这一事件的信息发布有很大的关
系。如果能够及时透明地向所有媒体公开信息，让
媒体记者们可以多角度、多方位的采访报道，特别
是允许非本地的媒体和更多市场化的媒体参与到
报道中，公众的态度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在敏
感事件的报道中，公众会倾向于认为非本地的、市
场化媒体的报道公信力更强。

! ! ! !主持人#在互联网上愤怒(恐惧(不信任等负面的

情绪很容易发酵"这会对社会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志安# 情绪是互联网阅读首先需要关注和研
究的因素。这中间分不同类型，情绪是消极的还是积
极的、是愤怒的还是悲伤的。情绪产生后，是内归因
还是外归因，是单一归因还是多元归因。网络舆论环
境非常复杂，我们要研究受众关注的是什么，他们的
情绪是什么，因情绪产生的态度是什么，进而形成怎
样的舆论。
互联网时代，很多年轻记者、网络媒体在报道中

过度追求速度为先，抱着“先发出来，有错再修正”的
心态，这种不专业的处理方式很可怕。因为一个博眼
球、煽情的新闻发布出来，通过网络的传播可能很快
就让 !###万人看到了，但是，之后的修正，也许只有
!#万人看到。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把关和核
实责任更为重要。
前段时间，河南某处新修的公路因为大雨塌了

一段，有媒体记者采访了一位老大爷，大爷批评说$

“工程质量实在太差，不是豆腐渣是啥！”于是，质疑
该高速公路是豆腐渣工程的报道就这样刊发了。大
爷成了“豆腐渣工程”的判定者。这样的报道是欠严
谨、不负责的。无独有偶，某地关于草莓致癌、柑橘含
蛆的报道，也比较草率，给当地产业带来了很大的负
面影响。这些出自媒体记者之手的博眼球的内容是
不利于形成理性的网络舆论场的。

此外，有一点需要强调，在今天，一件事情发生
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点赞，有 %#&的人相信，就已
经是成功了。我们要理解网络舆论必然是多元的，也
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微博、微信，不等于整个网络，
网络上的舆论也不等于中国社会的舆论。

主持人#让这样的状况有所改观"我们需要做些

什么'

张志安#与负面情绪的发酵、传播相比，与在不
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就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的情
况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引起社会大众热点关
注的事最后都没有结论，没有形成社会共识。这些没
有形成共识的事情，往往涉及到政府对公共事件的
治理。没有共识就无法形成理性的舆论场。于是，我
们在网上永远看到一半人在点赞，一半人在谩骂，许
多人很容易就将各种社会问题的矛头指向政府。我
觉得，政府需要让信息更加公开、更加透明，在公众
质疑的时候，需要用有说服力的事实来充分公开、反
复澄清。此外，教育也很重要，教育可以帮助人们认
识复杂的社会，形成看待复杂事物的清晰思维和科
学方法，可以更理性、更深刻地把握现实。

! ! ! !主持人#从心理学角度"怎么看网

络上那些对新闻事件当事人动辄指责

谩骂"甚至道德审判的人'

廖丽娟# 曾经听到一句话，“外面
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意思是说，外
部世界的很多事、很多人，都是一面镜
子，照出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的价值体
系和情绪感受。
比如，当看到有母亲因为嫌孩子半

夜吵闹，对孩子施暴，致孩子死亡的新
闻，我们会产生很多的愤怒和难受，这
样的愤怒难过通常来自于两部分，一部
分是共鸣了这个被虐待的孩子的那种
难受和愤怒；一部分是激活了我们内心
的愤怒和难受。比如我们曾经感受到来
自于父母的不公平待遇，我们一看到一
些不公平的现象，就会特别愤怒。这说
明我们曾经内心压抑了一些这样的愤
怒，经由外部的世界被激活了。

主持人#所以"我们看到的网上那

些情绪化的评论" 不是针对那些新闻

的主角"而是在处理自己的情绪'

廖丽娟# 人们表达自己的愤怒和

难过，有多种方式。有一个心理学流
派，总结了人们表达这类情绪的五类
方式：
第一种是指责。第二种方式是讨

好照顾，比如，看到孩子被父母虐待，
因为很难受，就会尽可能去照顾好自
己的孩子。第三种方式是理性和隔离。
比如，看到上述新闻会评论说，每个孩
子长大都不容易，这个世界总有些父
母比较暴力，也有些父母比较民主文
明。这种理性甚至带着客观数据分析
的方式，往往能较好地隔离我们内心
的愤怒和难过。第四种方式是幽默玩
笑的方式。用看起来有点跑题的评论，
去表达内心的难受。第五种方式是一
致性表达。即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期
待和需要。
在每一个社会事件背后，都有各

种各样的投射。我们无法简单评论哪
个方式好，哪个方式糟。不过，心理学
研究发现，一致性的表达往往最通畅，
也更有效能，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找
到更多有效的解决方式。

! ! ! !主持人#在网络上"有些话骂得的

确非常难听"而且让人感到无逻辑性&

这是为什么'

廖丽娟# 这是网络评论的匿名效
应。网络事件的评论，最大的特点就是
匿名和隐身。当没有人需要负责，就会
出现群体的肆无忌惮。
我曾将一个父母虐待孩子的案例

在课堂上分享，学员们都很有节制，很
有秩序地讨论，讨论也很有方向和深
度。之后，我把案例发到微信朋友圈，
朋友圈虽然不匿名，但是因为讨论者
之间互相看不到别人的评论，所以，言
语就激烈了许多，尤其是在我面前比
较放松的朋友，评论起来就会言辞非
常的激烈。最后，我把这个案例放在

''(论坛上讨论，各种谩骂、激烈的言
辞全部都来了。

主持人# 有人认为是现今社会人

们的压力大"心态浮躁"导致了这些负

面情绪很容易爆发& 对此"你怎么看'

廖丽娟#激烈极端的情绪，在人
类社会一直都存在着。匿名的方式，
表达得更淋漓尽致。但不表达，那些
情绪其实都在，互联网为其提供了
宣泄的渠道。有些时候，那些负面的
情绪没有得到处理，可能会以其他
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虐待自己，虐
待身边的人，甚至产生暴力事件。当
然，法律的底线不可触犯，某些进入
法律范畴的问题，应该用法律的方
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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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舆论不代表整个中国社会的舆论"但是"在互联网渗透进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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