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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新闻闻闻闻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日前，舒淇因大尺度旧照片被“重提”遭到一些网友恶意攻击，她从3月26日起删空了自己的微博，直到变成“0微博”与“0关

注”，以示抗议网上暴力。此事引起网友的热议，更有香港媒体拍到舒淇公园落泪的照片。3月27日，舒淇在其官方网站撰文向粉丝汇报

自己的状况，舒淇表示“相互的指责谩骂只会对彼此增加负面能量”，她“感恩伤害过她的人”，并表示过去的那些“不是她的伤疤，而

是她一路走来的故事”。 

心理解心理解心理解心理解读读读读：：：： 

  每一天都有千万甚至上亿条微博被贴到网上，我们浏览、转发、评论，享受着网络时代的快捷。你是否会想到，也许你的一次不经意

的“转发”就会对另一个人产生伤害？你是否会意识到，随意评论几个字就可能使你和“网络暴力”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样

的伤害确确实实存在着，这一次的受害者是舒淇，下一次又会是谁？ 

  网络暴力，简单说就是在网络上有意发表具有攻击性的、侮辱性的恶意言论，并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的行为。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在网

上遣词造句、表达观点时网民们比在现实中更少斟酌。一方面，人们认为即使在网上说几句不文明的语言也不会被抓住，因此可以“很安

全”地攻击他人、发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言语对象“有形的”反馈，人们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伤害到了他人，所以也不

会产生共情、无法感同身受；“转发”功能更是将这种“无意识”的伤害无限扩大。另外，人们可能会认为“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

“其他人这么做也没问题”，这种从众心态也会促使人们做出用言语伤害他人的行为。 

  文字如兵器，网络暴力的杀伤力一点也不比现实中的暴力行为低。和现实暴力一样，网络暴力也会对当事人造成长期的心理伤害，具

体表现为长时间的伤心、抑郁、逃避、焦虑、愤怒、恐惧、羞愧、绝望、挫败感强、自我评价低、对他人不信任、人际关系冷漠等负面情

绪，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受害者甚至会想要自杀。有研究者指出，网络暴力造成的心理伤害很可能高于现实暴力。这是因为网络暴力的实

施者看不见受害者，所以他也看不见受害者的痛苦，这种“隐形受害者”的感觉仿佛受害者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就使得施暴者更容易使

用攻击性语言、并且倾向于使用比面对受害者时更狠毒的词句。回到本次事件，我们希望舒淇能感受到家人的温暖，朋友的支持，尽快从

负面情绪中走出来。 

  其实，不只是“树大招风”的名人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根据国外一项2009年对1247名14-24岁年轻人

的调查，50%的受调查者表示曾经经历过至少一次某种程度的网络暴力，76%的受调查者表示网络暴力对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会造成

严重的困扰。网络暴力对于青少年的伤害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2004年一项对国外1500名6-8年级孩子的调查显示：42%的孩子曾经

遭受过网络暴力，其中四分之一的孩子遭受过两次及以上。 

  是时候向网络暴力说不了，这需要你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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