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向别人抛出石头时，就要想
到这块石头有可能被抛回来砸到自
己。总有人认为这种伤害只是小事
儿，无伤大雅，只不过是头脑一热就容
易出口伤人。既然是无心之过，诚心
道歉就理应“翻篇儿”，如果一直耿耿
于怀那就是不大度、小心眼儿。但换
位思考一下，被人骂一句谁又不会惦
记半天？既然被骂了感到难受，又凭
什么要求被自己骂过的人轻易谅解
呢？正是应了那句“伤害不是发生在
自己身上就不重要”，与其伤到人后报
怨得不到体谅，不如一开始就别做出
伤人的言行来。时时告诫自己，谨言
慎行，莫让自己一时无心的不当言行
伤害到他人。

不当言行的伤害在网络上是最容
易体现的，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最终都
会通过言行反映出来，而网络就是言
行的放大器。如不能时刻约束自己的
言行，依仗网络的保护尽情宣泄自己
的负面情绪，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误伤

他人。尤其网络的一大特点是可以传
递每个人的声音，会很多人喜欢在网
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网络新闻又
带着不确定性和片面性的，很有可能
让本该理智的评论者一不小心就成了

“键盘侠”。更让有些人，因为被评论
方有所缺点就推其上刑场，甚至不给
人家反抗的权力。所有恶意汹涌而
至，言语堆叠重如山压，完全不管对方
是否真的该承受这些，又是否能承受
得了这些，直接把被点评者变成了网
络暴力的受害者。

莫要小看了这些指责和点评，如果
只是一次来自他人的冷眼相对，或只有
一句来自陌生人的指责之言，有的人会
选择性地过耳即忘，有的人却会一直耿
耿于怀。可如果是一句接一句的恶言，
一次又一次的恶意相向呢？许多看似
不起眼的伤害堆叠到一起，汇成足以扼
杀一切生机的灭顶之灾，那些因言自尽
的人还不够让我们看清不当言行带来
的伤害有多大吗？

自我约束言行莫伤人

人生总会面临风雨，无论是在现
实生活中还是网络的虚拟世界里，谁
都难免不会受到伤害。想要在这个美
丽的世界坚强地生活下去，我们只能
去学习如何正确面对问题，为自己披
上铠甲，去面对他人不当言行带来的
伤害。

要学会无视恶意，有时候并非你
做错了什么才会临对指责。恶意之所
以称之为恶意，就是因为一切伤害都
是冲着你这个人来的。哪怕你“完美
无缺”，对方也能指责你“不接地气”，
更何况没有人能真的完美无缺。只有
放下对这些指责的过分在意，专心做
更好的自己，这才是真正自我保护的
铠甲。

要学会反抗伤害，面对伤害不要
默默承受。如果这伤害来自重要之人

的无意之举，那就把伤痛表达出来，毕
竟相互沟通理解才是长久之道；若这
些伤害来自陌生人或是纯属恶意之
举，那就反抗，警告、举报、维权，不要
因为反抗的成本太高就放弃抵抗，忍
受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

我们无法讨好所有人，做得再多
再好，讨厌你的人还是会找出无数的
缺点来批评你。既然谁也避免不了这
种结果，那就要学会珍惜该重视的人，
放下该无视的言论。让自己拥有健康
的心态，这样才能理智地去面对问题，
有正确发泄负面情绪的方式，有为之
努力的信念，这些才是支撑我们继续
前行的动力。“把悲伤留在门外”，虽然
这些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很难，但我们
还是要努力让自己保持健康心态，才
能从容面对人生中的那些风风雨雨。

拥有抵抗他人言行的力量

在网络支撑的交流环境中，发表
言论是如此的容易，言行的力量在网
络上得以清晰显现。随意点开那些网
络上的“热搜”，就可以看到五花八门
的评论，每一个“点赞”，每一条数据，
都是在告诉我们有多人参与其中。让
人感到无奈的是，越多的人参与就会
有越多的混乱夹杂其中，无论是什么
内容的“热搜新闻”，都可以轻易找出
带有恶意的谩骂和人身攻击的评论，
从新闻事件到热点话题，都逃不开这
个结果。

在这个网络通四海的时代，人与
人的联系变得格外紧密，我们互相交
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每个人都是网络
中的节点。可是总有人乐于制造区
别，给别人贴上标签、区分出不同人
群，然后再去排斥那些与自己不同的
人。这种排斥很可怕，尤其是在这个

无数声音嘈杂一起的网络时代，有人
为了让自己的“声音”更响亮，不惜用
些不实、惊悚、恶俗的内容为噱头，甚
至刻意去“引战”，勾动更多的人加入
争执中，只要能吸引人眼球，哪管是否
伤害到了他人。

无论网络还是现实，言行引发的
战火可并不只会焚烧他人，事态的发
展并不是一两个人可操控的，谁也不
知道这把火最终会烧到谁身上。当怒
火焚烧理智，会让人做出与平时完全
不同的表现，网络用语中对心态失衡
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心态炸
裂”。一旦人的心理状态进入一个暴
发点，炸裂的后果往往是十分可怕
的。某些人在精神被压垮时会选择极
端方式反抗，“报复社会”这个词虽然
出现得不算多，可每一次发生与它有
关的话题时，都会有悲剧随之发生。

正确使用言行的力量

来自家长的言语伤害被我们称
为冷暴力，其带来的伤害可以给孩子
造成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发生在校园
的暴力则会像精神污染一样扩散，无
论是直接受害者还是参与者和旁观
者都会受其影响，毁掉的学生可以说
是成批次的；而网络暴力和“键盘侠”
躲在网络背后，以肆无忌惮的言语和
恶意去散播自己的影响力，“以言杀
人”都不在话下……在“套路贷”中，
多少受害者因为被以辱骂和骚扰全
家等方式追债而自杀，这就是言行之
恶最直观的利用方式。

言行是人内心的外在表达，和个
人的素质、心态、道德水平息息相
关。在随处可以发声的今天，心态
左右言行，言行影响命运。从流言、
漠视到歧视、排挤，这些都是冷暴
力，不仅伤人，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污
染，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环境。
由不文明言行引发的不道德现象，
足以毁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环境。让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变得更冷漠，恶
意漫延，不稳定因素也随之增加。
道德水平下滑带来的恶果，最终谁
也逃不掉。

言行得体是一种善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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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
言能伤人亦能杀人。言

语看似无形，所造成的伤害
却不比真刀真枪差。一句话
可以温暖人心，一句话也可
以让人感到锥心刺骨。更可
怕的是，这些伤害有可能来
自并不了解你的陌生人，也
有可能来自你的亲人、朋友，
甚至可能来自你认为最不可
能伤害你的人……

很多时候，伤人的言行
只是人一时的情绪失控，而
不是真心想要去伤害他人。
虽然是无心之失，但伤害已
经造成。很多人都理所当然
地认为，只要真诚的道歉就
足以抹平伤害。可事实上，
道歉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
题。就像老话讲的“刀不插
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痛”，很多
伤人的言行影响是巨大的，
甚至是致命的。

在社会中，每个人都不
是独立存在的，彼此不当言
行带来的伤害毁掉的不仅仅
是个体，更会影响人与人相
处的环境。每一个人都能约
束自我言行，做一个正能量
的发展体，以言行去传递爱，
这才是文明社会的正确模
式。

出口伤人 图/王银祥 新华社发

“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
伤人六月寒。”如果只是一
次来自他人的冷眼相对，或
只有一句来自陌生人的指责
之言，有的人会选择性地过
耳即忘，有的人则会一直耿
耿于怀，心情久久难以平
复。但如果是一句接一句的
恶言、一次又一次的恶意、
一天又一天的冷眼相对呢？
当许多看似不起眼的伤害堆
叠到一起，足以让人看清不
当言行带来的伤害能有多大
——

前阵子，一位韩国女明
星的去世，在网络上引发了
震动。为何他国的一位明星
疑似自杀，会让我们如此关
注？不是她有多么美丽、多
么出众，而是这位 25岁的年
轻女孩儿曾因网络暴力得了
抑郁症，并因其病后越发特
立独行的行为广受指责，最
终从网络中悄无声息地消
失，又因其离世再次引动网
络。

韩国女星雪莉去世的消
息一出，无数网友带着几分
自省意味地发表“雪崩中没
有一片雪花无辜”的言论，
以此指责那些恶意言行引发
的网络暴力给人带来的伤
害。但紧接着没多久，我国
一位女星被营销号网传用报
复前辈的打击而买通稿诋毁
对方。这名女星当即要求对
方道歉并删除原贴，却被对
方无视，她只好将此事发到

了自己的微博上。没想到此
话题一出，收到的并不是大
家共同抵制谣言的评论，反
而出现了很多充满恶意的留
言：“有病就去医院吃药，混
什么娱乐圈？”“没有为什
么，就是讨厌你！”“既然抑
郁症，怎么不去自杀？”恶意
是如此明晃晃地写在字里行
间，面对网络暴力，热依扎
选择转发这些恶评来以暴制
暴。对此，又有无数人站道
德为制高点，指责她小题大
做、劝她息事宁人的回复不
少，谩骂、诅咒她的言论也
再次铺天盖地充斥在与她有
关的话题中。

从韩国女星去世到我国
女星与网暴对抗，两起新闻
相差不过半个多月，却仿佛
当初那些指责网络暴力的话
都不曾存在一般，大家又都
在谈论着、指责着、嘲讽着
……而在不久之前，有报道
说韩星雪莉的同伴，另一位
女明星也自杀身亡，在她去
世前的最后一条网络消息回
复，正是来自网络上的谩骂。

之所以举了明星做例
子，是因为他们的职业很有
代表性。娱乐圈里谋生活的
明星们生活在大众的视线
里，自然要面对无数人的点
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
千万的粉丝喜欢着他们、关
注着他们，也在评论着他
们。越是“大腕”的明星影
响力和号召力就越大，同

样，他们所面对的言论洪流
就越是汹涌。在他们受欢迎
的时候，粉丝们的喜爱包围
着他们，当他们不让粉丝满
意的时候，这些喜爱就会变
成灭顶之灾。

关爱是包容，不应是伤
害，我们关注明星是带着对美
好的向往，而不是为了去伤害
他们的。娱乐圈里的粉丝本
是最爱明星的人群，可粉丝大
战却是堪称言论的洪灾，可轻
易将个人意志彻底淹没。很
多争论到了最后已经难言对
错，完全就是因为“你与我想
要的不同”而“撕”。

作为明星难免被人品
评，我们对他们的德行带着
更高的要求，如若他们犯了
错，会让人更加难以容忍。
但事实上，网络消息有时并
不都是完全真实的，被往死
里骂的人也许并没真的犯
错。无论这些明星是否犯
错，首先，他们都是一个独
立完整的人，有着自己的人
格尊严，他们的职业是明
星，这不代表他们就应该比
别人更能承受恶意，更不是
他们被伤害的理由。

很多时候，那些备受指
责的人尚没碰触到法律底
线，却被指责成罪大恶极之
徒，甚至被要求以死谢罪。
大众的愤怒情绪和心态都可
以理解，但过激的言行表达
同样是一种错误。以错误应
对错误，结局怎能圆满？

不当言行可害命

人群聚集在一起组成了
社会，每个人都是活在他人的
眼中，也没几个人能做到一直
无视他人的眼光活着。我们
在评论着别人，也被别人评论
着，遭受过来自他人不当言行
的伤害，也有可能因自己的言
行不当伤过他人的心。

人与人的相处本就容易
有分歧和矛盾，孩子与父母之
间、恋人或夫妻之间、亲友或
同事之间……谁敢说自己没
和人吵过架、斗过嘴？当怒火
焚烧了理智，言行就变得难以
自控，这种情况下会发生过激
行为也不稀奇。我们有时候
对陌生人会比较宽容，但与亲
近的人相处反而不太注意相
处方式，尤其是情绪上来的时
候，句句伤人，真是最能伤人
心的话语往往出自与你最亲
近的人口中。

很多父母喜欢在外人面
前刻意贬低孩子以表谦虚，
却有可能让孩子认为自己在

父母眼中没有优点；有些父
母会因为孩子犯错而不停地
多角度数落孩子，让孩子觉
得自己一无是处、非常失败；
更有种父母自己人生失败却
把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
上，让子女觉得父母过得不
幸福都是因为自己的存在
……这些父母也许是爱孩子
的，但他们的一言一行却是
在伤害着孩子，让孩子感觉
自己不被父母喜欢，是个不
受欢迎的人、是多余的存
在。这种心态长大的孩子总
会习惯性地把他人的错误归
结为自己的原因，甚至会有
自毁倾向：觉得自己不够争
气让父母失望，被他人如何
伤害都是应该承受的，活着
就是在给他人带来不愉快
……还有些父母一生都在为
了别人活，到老了都还是把
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后辈身
上。尤其是和儿女生活很紧
密的老人，帮儿女收拾家务、

带孩子……很容易因为两辈
人的生活习惯和教育理念不
同而产生矛盾，如果儿女在
这种时候言行有所欠缺，就
会让老人非常伤心，觉得一
腔热血错付，儿女也会显得
很“白眼狼”。

不仅仅是父母与子女间
的相处方式不当易伤人，爱人
之间的抱怨和唠叨，会让对方
觉得是在看不起自己，嫌弃自
己没出息；朋友间相处过于

“不见外”，就会失了分寸，一
方觉得对方并不重视自己，另
一方会觉得对方不尊重自己，
共同得出对方没拿自己当朋
友的结论；与人共事更是一门
学问，工作中难免引发摩擦，
矛盾发生时如果言行不当就
会让问题升级，最后闹得工作
开展不下去……无论有心还
是无意，也不管是性格原因还
是情商的问题，总之，不当言
行伤人真的是很容易发生的
情况。

不当言行伤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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