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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解释：为什么网民戾气越来越重？

近几年以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
到，网络上越来越充满戾气。无论哪个网
站，只要打开评论区，充斥在眼前的总是一
片乌烟瘴气。

一言不合就“对线”，动不动一顶帽子扣
过去，说话前先“站队”“找友军”，出口成脏，
两句话必带“nmsl”……

有时候你都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些
人那么大火气？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为
什么他们那么闲，整天泡在网上，不用上班，
不用做作业吗？

很多人会把原因归结为，我国网民文化
程度偏低 —— 比如：最近的 CNNIC 第 45
次报告：我国网民数量超 9亿，七成月收入
不足 5000 元，八成学历在专科以下。

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其实，国际上，
整体呈现出来的排外、盲目、戾气、冲动，并
没有比国内好多少。

比如：热心于公益和卫生事业的比尔-
盖茨，在一些网站上，已经被人骂成了筛
子。这些现象，单单用“蠢”来解释吗？或许
不止如此。

今天，我想跟你一起探讨，这背后可能
存在的一些原因。

有一句话叫做：人类的历史，就是斗争
史。这句话当然太过绝对，但确实有一定道
理。

从 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 5万年
前智人打败尼安德特人，再到公元 2020年，
整个人类的进化史，一直都有一个主题：如
何在强敌环伺的环境里更好地生存下去，繁
衍壮大。

所以，一切基因的进化和演变，都会不
由自主地沿着一个方向：如何才能更好地生
存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特征，都会慢
慢地被淘汰掉。

请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
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脑。
众所周知，大脑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

位，一个叫做杏仁核，一个叫做新皮层。杏
仁核负责对情绪的识别和记忆，新皮层负责
复杂的理性思考。

当我们面临危机或威胁时，我们会感到
热血上涌、心跳加速、全身发冷，整个人立即
进入高度的紧张和兴奋状态，这就是杏仁核
在起作用。

它通过对外界环境的识别，匹配到了相
对应的“情绪记忆”，并绕过新皮层，让我们
的机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

像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令自己不快的
言论，或听到一些刺耳的话，让自己觉得“很
不爽”—— 大约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这是确保我们能生存下来的本能。原
因很简单：如果当你遇到危险，还要大脑慢
吞吞地理解环境、下达指令的话，那这样的
个体早就死掉了，没法把基因遗传下来。

但这一功能到了现代社会，却给我们造
成了种种不便：在生活极其丰富、复杂的环
境刺激下，我们的杏仁核过于敏感，很容易
产生应激反应，从而让我们受到情绪的驱
动，做出种种冲动、不理性的行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就是靠我
们的新皮层。

新皮层和杏仁核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原因很简单：因为大脑同一时间内只能处理
一件事情。所以，一旦我们用新皮层去思
考，来自杏仁核的信号就会被抑制，从而使
得我们变得冷静。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新皮层中最重

要的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调控注意力、
作出计划、理性思考的部位，一直要等到 25
岁左右才发育完全。

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不到 25岁的青
少年而言，他们的大脑其实是不够完整的，
天生就缺乏“控制能力”。所以，他们会更容
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更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此，为什么青少年会更“热血”，更冲
动，更容易冒险，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
此。（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大脑中多巴胺的分
泌量更旺盛，这使得他们更喜欢新鲜刺激）

你可能会问：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前额
叶的发育水平呢？答案是：经历和锻炼。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你经历的事情
越多，需要面对的复杂问题越多，需要绞尽
脑汁去思考和应对的情境越多，前额叶皮层
就会越发达。

这种经历和锻炼，可以从两个渠道获
得：一个是大量的阅读，另一个是大量的处
事和人际交往。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都需要集中大
量的注意力去思考，而大脑是严格恪守“用
进废退”原则的。你用得越多的部分，神经
元的链接就会越密集、越丰富，从而整体上
变得越发达。

所以，下一次，如果你遇到蛮不讲理、只
凭情绪行事而不动脑子的人，你也许就会知
道：

对方的前额叶皮层也许不够发达，要么
年纪很小，要么没读过太多书，没经历过太
多事情，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很可能没有
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因此只能凭借杏仁核去
行动……

这么一想，有没有觉得对方也挺可怜
的，你应该同情他？

好啦，这段话是开玩笑的。
不过道理的确如此。我们在现代社会

里的成长，每一天，都是在让我们摆脱原始
动物的本能，活得更像一个“人”。

这是生理层面。下面，我们来看看文化
层面。基于杏仁核的情绪应答机制，会让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作出什么样的行为
呢？

一个简单的结论是：这些行为都有一个
共同点：对“自我”的维护。这里的“自我”，
有两个层面：小我和大我。

小我，是指对个体尊严、价值观、存在感
的维护。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要证明我是
对的，你是错的。

而大我，是指对“我”所融入和归属的群
体进行维护，也就是：我要证明“我们”是对
的，“你们”是错的。

先讲小我。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许多人，总是会

坚信自己的观点，哪怕把相反的证据摆在他
面前，他也不接受？

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有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稳定”的
需求。

什么叫稳定呢？就是：我相信一件事
情，它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仍旧是这样。我
相信太阳每天会升起，傍晚落下，那么我会
希望它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是这样。

否则，如果不这样的话，大脑就乱套了：
它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昨天的
信条，明天可能就不适用。那么也就意味
着，每一天大脑都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重
新认识和探索世界。这是大脑所无法接受
的。

所以，大脑为了“拨乱反正”，会创造出

种种“扭曲现实”的方式，来最大化地维持自
己的稳定。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认知失调”。
当一种新认知和旧认知产生冲突的时候，大
脑就会陷入混乱。为了解决这种混乱，就必
须使到这两种认知之间的冲突消解掉。那
么，无非就是两条路，要么改变旧认知，要么
改变新认知。

但问题在于：大脑会给予旧认知更高的
权重。原因很简单：大脑会把旧认知当作

“自己人”。对大脑来说，它就是“我”的一部
分，我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呢？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大脑会选择对新
认知进行扭曲。那么，也就是两种方式：

要么，选择性地吸收对自己有利的新认
知，无视掉不利的新认知。这就叫做“证实
偏见”。

要么，把新认知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理解，无论它是不是曲解。这就叫做“动机
推理”。

因此，我经常说：最困难的是什么？就
是对自我的颠覆。那意味着，你要否定你自
己的一部分。

在一个群体里面，当若干个个体聚合起
来时，这种“小我”，就会上升成“大我”。世
界上，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
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倾向于集体主义，还是
倾向于个人主义，背后都会有一种根深蒂固
的特征：

维护“同类”，排斥“异类”。
为什么呢？这一点，仍然可以从漫长的

进化史得到解释。
在原始时代，任何一个个体都是难以生

存的。要存活下来，并保证基因的繁衍，唯
一的方式就是抱团，结成部落。

而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部落之间的冲
突，就会成为一个常态。

因此，党同伐异的特性，就会印刻在我
们的基因里面，一直保留到今天。那些不这
样做的个体，都死掉了。

这种现象，就是社会心理学家 Henri
Tajfel 所提出的“圈子效应”。他认为：人们
天生会把其他人划分成“同类”（in-group）和

“异类”（out-group），这种划分一旦完成，就
必然会更加维护同类，更加排斥异类。

这种划分是怎么形成的呢？答案是，完
全随意。

比如：我们可能凭兴趣去划分，凭地域
去划分，凭观点和立场去划分，凭是否同一
个部门去划分，诸如此类，它是广泛存在的。

甚至，这种划分可能是不固定的，会随
着不同的场景而变化。

举个例子：公司里有一个跟你性格相似
的人，你就很可能把他划分成“同类”。但过
了几天，他发表了一些跟你相悖的观点，那
么可能在你心目中，又会被划成“异类”。

Tajfel 做的一个实验给了我非常深刻的
印象。他把一群儿童随机分成几组来做游
戏，结果发现：哪怕这种分组完全是随机的，
甚至并不涉及竞争，只是简单分了一下，在
这群不谙世事的儿童里，也会出现一种现
象：他们对同组的人更友好、更宽容，对待别
组的人更苛刻。

（比较安慰的地方是：年幼的儿童只“党
同”，不“伐异”，只有年龄比较大的孩子才

“伐异”。这也许说明了：我们的基因深处，
还是倾向于合作互利的）

这或许可以说明：很多时候，当我们去
评判一件事、一个人时，要完全跳出立场，做
到客观理性，究竟有多难了。

你会发现，上面讲的，其实是一个环环
相扣的链条。写在我们基因里面的需求，是
更好地生存下来。

为此，我们的感性被锻炼得非常敏感，
经常绕过理性来自主行事。

基于这一点，为了维护“自我”的稳定性
和一致性，我们会无视客观现实，费尽心思
证明“我是对的”。而当这种小我聚合成“大
我”，“我是对的”，就变成了一种群体叙事：
把一切话题，简单粗暴地划分成“我们”和

“你们”，区分出“友军”和“敌人”，是敌人的，
不管他说什么，都要打倒。

在这种“斗争叙事”的语境下，许多人会
有这么一种思想：你说的话我不爱听，你就
是敌人，那我就要搞垮你。

怎么搞垮？无非就是给你扣一个帽子，
把你推到“大众”的对立面去，让你变成大众
的“异己”，用唾沫淹死你。

比如前阵时间，张文宏被媒体塑造成了
一个英雄。后来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病人
不要吃粥，要吃蛋和三明治，许多人就开始
如何攻击他呢？崇洋媚外，全盘西化，背弃
老祖宗。

不管你说了什么，也不管你说的对不
对，只要我不爱听，帽子一扣，你就凭空矮了
三分。

所以，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是：如今网络
上，似乎已经很少有能够理性交流的土壤
了。任何一个稍稍有点争议的话题，一定会
开始有人扣帽子：杠精，女拳，恨国党，小粉
红……

就事论事，成了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
尤其近几年，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一方面，网络的普及，使得许多人都有

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信息。那么，也就更
容易构建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一个人反对疫
苗，他本来也许只能跟身边的朋友交流，维
护这个观点。但现在他能上网。那么他上
网一看，原来这么多的人反对疫苗，原来我
们的同路人如此壮大，他就会油然而生一种

“我们的伙伴遍天下”的集体归属感。
至于那些支持疫苗的信息？不好意思，

强大的“证实偏见”阀门，已经把它们全部屏
蔽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越加坚定信仰
“反对疫苗”主义。外界越强调“要打疫苗”，
就反而会激起他们越强的反抗心，强化这个
小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什么，比尔盖茨支持疫苗？他一定是魔
鬼。打倒他！

另一方面，近几年全球经济的形势，使
得许多人都积攒了不少情绪。这些情绪需
要宣泄，那自然不能对“自我”宣泄，就只能
幻想“存在一个假想敌”了。

然后，把情绪附加到炮火上面，向着假
想敌开炮。通过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更加确
信：我没错，一切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拿美国来说，总统大选的时候，美
国人最喜欢玩什么呢？把锅甩到对立面头
上。比如：在共和党的语境里，为什么我们
的社会一团糟，失业率攀升，治安下降，大家
没钱？都是民主党那帮废物搞的！

同样，为什么特朗普要拿中国甩锅？因
为，在难以应对国内的动荡和混乱的局面
下，怎么样才能提升大家的凝聚力，转移大
家的怒火？当然就是把目标转向外部了。

了解历史的朋友会知道，希特勒是如何
蛊惑人心的？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的演讲
能力：亲爱的子民们，是谁害到你们穷困潦
倒的？是那些奴役我们的法国人和英国
人！你们没有错，错的是世界！

所以，有一种说法，说现在全球都在右
转，都在转向保守和封闭。不无道理。

在这种潮流下，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
要放弃对理性的追求。

如果说感性是使到我们更接近“自然”
的原初动力，那理性，就是这种动力的缰绳。

追求理性，不是说凡事都要客观中立，
不是说要让自己变成机器人，不是说要把一
切事物冷冰冰地量化、权衡利益，而是：让我
们的心智，成长得更完善、更全面，能够抵抗
我们本能里面，对现实的扭曲。

我们的祖先用了这么多年去进化，去创
造文明，不是为了让我们活得跟他们一样
的。多阅读，多主动探索，多深度思考，不要
满足于外界推送给我们、挑拨情绪的浅薄内
容和浮夸资讯。

多思考事物的多面性，而不是满足于给
事物贴标签，二元对立地、非黑即白地看待
问题。常常审视和思考自己的局限性，永远
抱持“我不可能一直都是对的”，让自己有一
个警醒。

不要诛心，不要单纯用立场去看问题、
看别人，就事论事，尽量抽离自己的观点和
情绪。在追求知识的基础上，更要追求“智
识”—— 亦即拓展思维和视野，驾驭、运用
知识的能力。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会继续走向全球
化，互相融合吗？没人知道。但我们可以在
潮流里面，逆浪而行，完善自身。进而影响
身边的人，再影响更多的人。

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理性的力量，我们才
能坚信，人类这个文明，能够进一步发展下
去。万物之中，希望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