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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语言环境和人们的社交方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部

分网络语言正逐渐延展到日常生活中，呈现线上线下交互影响的状态。有些鲜活生动的

网络语言，既符合年轻一代的表达习惯，也丰富了我们的语言体系，展现出积极的一面，

目前有些词语已被《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录。但与此同时，“绿茶”、“普信男”、

“PUA”等网络词语被滥用的现象，也值得我们警惕。 

很多人还来不及细细琢磨，就被裹挟到了一个充满“互联网黑话”的语境之中。然而，

有一些词语在传播中脱离了原始语境，发生了性状突变，它们被不加考证地滥用或泛娱

乐化地用来指涉更多事物，甚至成为网络暴力的一部分。 

一些网络词语的再生产，是部分网民激情叙事的产物。它们忽视了语言表达的完整性，

偏离了语言表达的规范性，却具有较强的诱惑性，让人误以为熟悉和使用这些网络词语，

能显得高级或年轻。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它让感官的印象世界变成内在的、观念的、意义的世

界。我们借助语言这种符号将世界在意识中固定下来，在心智中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同时将丰富的内心外化。而一些封闭、窄化的网络词，放弃了具有不同侧重和不同情感

色彩的表达，将丰富多元的人禁锢在只有单一侧面的词语中，压缩了思维的创造潜力，

让使用者逐渐丧失对浩瀚世界的感知力，将无限变为有限。 

滥用一些网络大词，忽略某些词语中深藏的偏见和逻辑的缺失，可能将输出者和接收

者的意识焦点导向单一特征。比如，现在网络上有些人习惯于将普通男性但凡表现出一

点自信叫做“普信男”，在与女性打交道时稍有不慎就会被贴上“厌女”标签……这些

滥用网络词语的现象，不仅在两性间树立等级关系、煽动性别对立，也侵蚀了人与人之

间的信任。 

此外，由于青年网民标榜个性的精神需求，网络词也成了一种构筑代际壁垒的密文。

研究表明，网络词语的滥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青年群体个人化、功利化的趋势，

其庸俗化的表现也会对未成年群体的语言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如何在顺应数字时代语言

进化的同时，又不丧失传统语言表达的规范性？这是一个亟待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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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装傻是一种最高境界；有人说，装傻是一种最大智慧；还有人发现，装傻者

人缘最好、提升最快。于是，装傻的人越来越多。生活圈里有，文化圈里有，政务圈里

也有。  

装傻不是真傻，而是出于某种目的，通过像傻子那样的行为，来使别人忽视自己，从

而掩盖个人的真实状态、真实意图或真实兴趣。装傻不仅可以避开人生道路上的很多礁

石，而且可以得到很多进步的机会。  

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人生的秘密：“你的成功，是对别人最大的伤害；你

的聪明，是对别人最大的刺激。”没有人认为自己没有努力，没有人认为自己不应该成

功。而当机会和幸运降临到你头上的时候，很多人的心里，都会非常难受。同样，当你

在各种场合，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时候，表面得到的是掌声，其实很多喝彩者的心里，

都在暗暗恨你和骂你。因为你的风头，抢了别人的先机。  

历史上有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好好先生”司马徽，他见了谁都说“好”，什么事

都说“好”。他的妻子批评他：“人家有疑问来问你，你应该给人家解释清楚，怎么能

只是一个劲地说好？”司马徽回答：“好，你说得好。”因为从来不说别人的短处，不

指别人的过失，所以司马徽一直被刘备、曹操等奉为上宾。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而每一个行业和圈子，都是金字塔型。成大功的人少，

成小功和不成功的人多。只有善于装傻者，升得更快，走得更远。为此，便有很多人开

始研究装傻的学问。首先，要善于在领导面前装傻。无论是新观点还是新方法，在领导

没有说出来之前，你千万不能说。最好的办法，是巧妙地启发领导。等领导提出来之后，

你再做茅塞顿开之状：“这么绝妙的主意，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还是领导高明。”其

次，要善于在同事面前装傻。张三写了一份材料，领导不满意，找李四修改。李四推倒

重来，一炮打响，给领导带来很多荣誉。王五去谈一项业务，没有谈下来，领导让李四

再去。李四很快搞定。按说，李四能力强，贡献大。但他的行为，却让张三和王五恨得

咬牙切齿，并到处说李四的坏话。到后来，领导也觉得李四威信不高，不可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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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有宠物救助志愿者发现，救助点的流浪猫狗数量增加了，其中不少是被主人

弃养的。弃养宠物行为不但不道德，而且会给社会增添负担，比如宠物被弃养后可能会

传播疾病、影响交通、扰民伤民、污染环境等。  

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猫狗开启流浪命运，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社会经济条件整

体改善，人们养宠物的门槛降低了。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在养宠物之前，根本没有做好

心理准备。比如，有的人在养了宠物以后，才知道一点都不轻松，要遛弯陪伴；还有的

以为养宠物只需要支付日常的饮食开销，结果却发现，猫狗生一次病去医院的花销可能

动辄成百上千元。  

  宠物被弃养，有时候确实是主人身不由己，比如遭遇一些意外或者变故。但在我看来，

一个真正合格的宠物爱好者，是绝对不会轻易弃养的。宠物也是一条生命，没有做好充

分的评估，就不要头脑发热，否则就是对生命不负责任。  

  对于日渐增加的宠物弃养现象，不少人呼吁从立法立规着手，从严治理，让随意弃养

者付出法律代价。对此，一些地方也有所尝试。从一些国家禁止遗弃宠物的立法操作来

看，将遗弃宠物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案。  

  不过，要系统解决问题，这恐怕还远远不够。很多遗弃行为相对隐蔽，难以被发现，

就算形成了法律法规，也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因此，除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惩

治弃养宠物行为，社会层面也应该有更加完善的解决机制。比如，对于宠物的登记备案

制度，在执行层面应该更加严格。再如，一些地区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社区公约、

建立社区动物档案等有效尝试，可以被借鉴和推广。此外，还可以借助公益组织和民间

机构等力量，多搭建一些救助平台。  

在宠物经济的持续增长下，随着养宠人士增加，弃养现象或许会更加普遍，仅靠爱心

救助已经远远无法解决问题。不管是基于动物福利考虑，还是从流浪动物的社会风险考

虑，对于遗弃宠物行为，都应该形成更为成熟的解决机制。从政府部门到社区组织，从

法律法规到社会公约，各方要形成治理的合力，提高大家善待动物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