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C到说不出话-沉默的哀嚎在网络暴力中的无声求救
<p>沉默的哀嚎：在网络暴力中的无声求救</p><p><img src="/static
-img/yNpkKffm5c3t95TSt1RqJV_fQW6-prMdAgNZgwFCCIlRrvcm
DKFH9Hzo1snG0mFt.jpg"></p><p>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
成为了我们交流思想、分享生活的重要平台。然而，它也给社会带来了
新的挑战——网络暴力。被C到说不出话，这样的经历对于许多人来说
都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种常态化的恐惧。</p><p>记得有一位名叫张
伟的小伙子，他因为一句对某个热门微博话题的评论，被网友们围攻，
不断地收到了恶意消息和骚扰电话，甚至他的个人信息也被泄露了出来
。他开始害怕打开手机，因为不知道下一个来的是什么。他变得极度焦
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检查好几遍手机是否有未读消息，生怕再次陷
入那个无法自拔的地狱。</p><p><img src="/static-img/N52Zmbfl1
dAm5Y3zt1U7_1_fQW6-prMdAgNZgwFCCImhvKUW1QtT2DAxZM
0szG8wMjdSYzW3hr0XQCXKNpPpp5lnmtSjn229EYq21U3Y7NJJv
A17UYGAqUOCnic8lJhtR2xbh0cheG5pDOCpSWb0Rdd950asIUtH
NtEcj8XlpHQ.jpg"></p><p>这种情况并非孤立事件。在2019年，一
则关于一个大学生因发表错误言论遭受网友集体攻击而导致精神崩溃的
新闻，让人们深刻认识到网络暴力的严重性。这名学生最终不得不申请
转学，并且长期接受心理辅导，以此来抚慰那段痛苦的心灵创伤。</p>
<p>更让人心疼的是，那些年轻女孩，她们因为美貌、穿着或是其他一
些可以作为攻击目标的事物而成为众矢之の矛先。她们往往会因为一条
帖子、一张照片，就被无数网友投诉，被迫删除账号或者封号，从而失
去了与外界沟通的一切途径。她们的声音因此永远沉默在那些虚拟世界
中，没有人能听到她们真正的声音，只有不断重复的话语：“我只是想
表达一下我的感受。”</p><p><img src="/static-img/EUJhRBIlTY
wxw92QETJ8H1_fQW6-prMdAgNZgwFCCImhvKUW1QtT2DAxZM
0szG8wMjdSYzW3hr0XQCXKNpPpp5lnmtSjn229EYq21U3Y7NJJv
A17UYGAqUOCnic8lJhtR2xbh0cheG5pDOCpSWb0Rdd950asIUtH



NtEcj8XlpHQ.jpg"></p><p>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被C到说不出话”
的问题是多么严峻。它不仅影响个人的情绪健康，还可能引起更多的人
产生畏惧心理，对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每一
个人自己做起，从提高自身素质和道德意识开始，同时也是教育系统和
法律体系应该共同努力的事情。</p><p>我们要知道，每一个“点赞”
、“转发”、“回复”，都是对他人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必要，我们
就不要去评价别人；如果评价了，也要用智慧去看待，用善意去行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宽松和谐的网络空间，让每个
人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不必担心成为下一个“被C到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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