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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仅凭纸笔获取的知识终究是肤浅的，真正理解这个事物需要亲自

去做，这句话是古代的智慧，它提醒我们，仅仅从文字中获取的信息往往会显得肤浅，唯有通过自己的

实际操作，才能理解它的深层次内涵，这也就是说明了实际操作的关键作用。然而现在在网络经济发达

下的“代服务”却可以取代“躬行”，这样的取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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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nowledge acquired only by paper and pen is superficial after all, and you need to do it 
yourself to truly understand this thing” is the ancient wisdom, which reminds us that the informa-
tion obtained only from the text often appears superficial, and only through their actual operation 
can we understand its deep connotation. This illustrates the critical role of practical operation. 
However, now in the developed network economy, the “agent service” can replace the “hands-on”, 
how should we look at this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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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的来源 

在古文记载中，“服务”这个词并没有单独出现来表示我们现在所指的服务的含义。早在《论语》

里已有记载，“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子

夏向孔子讨教关于孝道的相关问题，孔子回应：最困难的还是态度(颜色、脸色)，有工作，晚辈来提供服

务，有酒食，前辈(父母)享用，这就是孝道么？“服”的含义在此被理解为提供体力上的帮助，在古代，

“服”这个字本质上就代表着服务和服侍。 
日本在近代史上，把英文单词翻译成日文汉语，服务两个字作为一个独立的词出现在中文里。中国

最早接触英文词，有很多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后来日本采用快餐式翻译方式“音译”，服务这个词

就很少在日文里出现了，后来东渡日本的最初目的其实就是尽量多地把这类相关知识“打包”快递回中

国。因此胡琪(2018)概括服务一词在逐步走向衰败之前，从日本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在它的真正老家，

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2. 代经济下的代服务 

“代经济”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无论是网络购物还是实体店铺的日常活动，无论是在学校里还

是学校外，它正在逐步演变为一种生活模式。唐倩(2021)解释“代经济”其实是将闲置经济和懒人经济相

互融合，也就是说，代理人可以通过销售他们的时间和工作来转移他们的财富。现在很多人愿意花钱去

购买别人的时间替自己跑腿办事，这种替代服务有很多种，比如代驾业务、代扔垃圾服务、代遛狗遛猫、

代扫墓、代人陪诊等让人分身有术。近些年，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扩展已经从“四代”延伸到“十代”，

这种服务托管基本上覆盖了农户销售的各个环节，有效地解决了农户销售难题，保障了小农户的生产成

本。这样一来，种植户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种植生产中，实现了“种好粮、卖好价、推进产供销一体化”

的目标，为守护粮食安全问题保驾护航。当代理服务受到热烈追捧的时刻，一些人察觉到了这个商业机

遇，他们投入了自身的资金、时间和人力等，为构建“代理经济”的社区，创造了一个平台。对于那些

由于缺乏时间和懒惰，无法主动出马的人，将提供援手以处理他们的各种疑难杂症。在某种程度上，这

是双赢的、互利的。“代经济”因为有了便利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得以在互联网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长，

并且正在以更专业和本土化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了广大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的赞誉。

从更深层次上看，它也为创业和就业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选择。 
然而，伴随着“代经济”在大学里的兴起，不仅包括代收快递、代购水果、代处理废物、代购食品、

代理排队、代理学生服务等传统代经济，也包括代唤起、代表白等新型代经济，甚至还包括代替报到、

代替授课、代理参加考试、代为撰写学术论文等额外的服务。时下，随着网络经济瞬速发展的今天，“代

骂”一词炙手可热，代骂就是互联网“嘴替”即代，据了解，“职业代骂”最早出现在网络游戏里，部

分游戏玩家被强手打败后，用花钱找人骂人的方式泄愤。到了现在，“职业代骂”已逐步了互联网的虚

拟世界，从网上来到了现实里，甚至有了比较完整的操作流程、遍地开花的分布网络、相当全面的业务

内容，以至代骂发展成为一种“职业”，甚至是一种产业，成为某些人牟利的手段。 
可见，这种“代骂职业”的运营方式正在持续变化，其差异性和复杂性也在逐渐增加，从一开始就

处于不可预测的边际，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将对校园学习秩序产生影响，甚至可能恶化校园风气，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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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长产生影响，更严重的是可能触犯法律的底线。这种不良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警觉。可见

“代骂”带来的影响却是喜忧参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代骂”向社会输出的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这都值得我们深思。 

3. 代骂服务文献综述 

早在三国时期，王新玮(2016)提到诸葛亮曾经对王朗进行过一番尖刻的批评，这也是骂人艺术的起源。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记载，王朗本想用言语逼迫诸葛亮投降，却遭到诸葛亮怒怼，“见识浅薄”、

“什么蝇营走狗之辈都上朝为官”、“天地不容”、“天下人恨不得扒了你的皮生吃你的肉”……最后

气得王朗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季慧(2006)曾对鲁迅先生骂人话做过系统性语言学研究，鲁迅一生在文

章中指名道姓地“骂”过不少人。“骂人”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因素在鲁迅作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是构成鲁迅作品风格的一种重要元素。还撰写了多篇名作，比如《论“他妈的”》《辱骂和恐吓

决不是战斗》《漫骂》《赌咒》《骂杀和捧杀》等。鲁迅在《论“他妈的”》这篇文章里说到，如果牡

丹被视为中国的“国花”，那么“他妈的”便可被视为“国骂”。而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

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张欢琪(2022)在解读《围城》的语言艺术特色

和魅力。发现钱钟书骂人同样绝对一流，自成一派在小说中，作者描写韩太太的样貌时，即运用“满脸

雀斑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使读者直观感受到韩太太的丑陋，经典语录：“鸡鸭多的地方，粪多；女

人多的地方，话多”；“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我们无法确定，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一样。

然而，人们常常会感到满足得像猪一样，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国外文人怎么骂人的呢？俞雨璐，

朱烨丹(2023)对长篇讽刺小说《我是猫》的解读，抨击了日本现实社会以及人性弱点，文中夏目簌石形容

“这张脸像是在十九世纪未能售出，二十世纪又被迫接手的赔钱货。”贾茹(2021)在莎剧《驯悍记》里发

现莎士比亚也用最尖锐刻薄的笔触来雕琢人物：说人矮的时候，用“滚，你这三寸丁”；说人笨的时候，

用“我的胳膊弯都比你有头脑，一头毛驴都足够教导你”；说人丑的时候，用“你这天生的丑怪，贪婪

的猪猡，你生而低贱，死而凄惨，这在你出生时就已注定。你愧对你母怀你时的便便大腹，你父亲怎会

有你这样的孽子，你这臭名远扬的人渣……”可见，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甚至文人骂起人来

才更狠。 
对比起过去的文人，骂人的技巧在年轻一代中正在逐步淡出，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正

在不断减弱。谭宵寒(2021)于 2019 年发起的由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76.5%的被

调查人群感到他们的语言能力正逐渐减弱。调查对象指出，61.9%的年轻人表现出语言能力较弱，而 57.6%
的人则不擅长使用复杂的修辞技巧。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当下的年轻人加班早已成常态，身心疲惫让

他们不愿和同事、朋友吃饭、进行团建等社交活动，更喜欢不用社交的自我独处生活，使得他们缺乏人

与人之间必要的交流和沟通，语言能力也在慢慢退化。 
你会不会因为吵架吵不过忍气吞声？做啥事都在想当时为啥没发挥好气急败坏，总想出气。当前的

社会背景使得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步伐加速，无论是在职场还是日常生活，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挑战，

因此，他们必须积极地去寻求与他人的互动。若疏忽，这些对话和交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争论。他们期

待着成为包龙星这样的人，能够以其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舌头，对敌人施加全面的压力，但事实上，成

为了李公公，只懂得冷漠地回应。如果这时候如果有人为你提供“代骂”服务，你会不会购买？2004 年，

“网络代骂”的概念首次被提及，它是在互联网游戏环境下诞生的。徐娟(2013)发现当玩家们发生争执时，

有些人会选择在互联网上进行“职业性的”代言，以此来获得游戏里的金钱和财富。随后，“网络代骂”

的行为逐步由虚构转变为真实。对于被代骂的单位，准则是仅针对个体或私营企业进行。他们有专门的

网络骂人软件，在网上群发骂人信息，当人们使用网络搜索时即可看到代骂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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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剖析这种“代骂服务”的本质，会发现其无非就是一种放狠话、猎奇、幼稚的文字游戏，这

种将不会说、不敢说的内容借他人之口说出，看似解了一时之气，但是背后的法律、心理问题却值得深

思。因此这个行业带来了去多问题，最严重的就是网络暴力。一些年轻人通过网络平台提供代骂服务无

数次，用一些低俗恶心的字眼，令人震惊，去年十月，李某东在网络上通过贴广告方式留下自己的联系

方式，并且提供代骂服务，代骂期间将整个过程截图反馈给客户，不久便被捕获。这种行为公然网络欺

凌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不仅不道德，而且已经触犯了法律，给社会带来了负面的价值观和恶劣的

社会影响。无论是那些提供代骂服务的人，还是那些与之匹配的顾客，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满足自己的

口头需求，而非真正的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冲突更加尖锐，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或者其它手

段，公开侮辱别人的尊严和声望，如果这种行径极端，那么就构成了“侮辱罪”。在生活中，我们承认

的确有一些人不善言辞，尤其在愤慨、焦急、郁闷的情况下，难以脱口而出反驳的话，带着这样的情绪

和心理去寻求代骂服务的帮助。 

4. 如何应对“代骂服务”产生的负面社会价值？ 

“骂人服务”一个巴掌拍不响，代骂服务的客户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有些人是出于报复或泄

愤，而有些人是出于特殊的癖好，想要通过骂人或被骂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有了对应的服务需求，才是

业务存在的土壤，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找代骂服务？ 
从心理上观察“骂人服务”所反映的社会心态，特别值得我们去重视。在笔者看来，“骂人服务”

需要进行管理，尤其是需要进行疏导。首先，我们需要正视年轻人在现实生活环境中所面临的心理压力，

包括经济、婚姻和就业等各个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会引发心理和心态的转变。我们需要从观念和

制度等方面来改善这种情况，以减轻社会的压力，消除群体的被剥夺、被冷落和无助感。其次，我们也

需要为负面心理提供合理的释放途径。尽管一个人的品质无可挑剔，但他们仍然会存在负面的情感，我

们无法忽略这些负面的情感，反之，我们应该避免让它们持续增长和加剧，直到它们爆发出来，引发冲

突。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照顾，尤其在职场生活里，我们应该强调和每一位员工的交

流，确保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发言机会。另外，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社会心理援助系统，以便顺利进行

集体心理咨询，梳理出来访者的消极情绪，并提供必要的安抚。 
从法律上看，“代骂服务”事实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否认代

骂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起到宣泄情绪的作用，对于一些内心负面情绪积郁较重的人来说，寻求代骂，可

以让他们感到“解气”但这种“解气”只是短暂宣泄的表象，其所反映出来的是个体内心中的戾气的郁

结。在网络上不眠不休的叫骂甚至是各种诅咒，不堪入目的话语，其对象仅仅是一个在现实世界当中毫

无交集的陌生人。站在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无疑这种在不需要实名制的虚拟世界里肆意谩骂的行为能够

给这些人带来一种利用道德审判他人的快感，而这些人通常会习惯于去接受网络世界当中负面的东西，

然后将其内化自己的愤怒，从而选择用“代骂”作为自己戾气爆发的支点。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接受

来访者的愤怒往往是咨询师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专业的咨询师，他们有义务去承载这些愤怒，同时帮助

来访者去分析和理解那些情绪当中不合理的成分，从而帮助对方获得现实生活当中的改善。但是在网络

上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人却没有责任也不会这样做，而一个能够有效控制情绪的成年人也应该明白

社会中的他人不会为了让自己内心舒服而满足自己的所有期待，而我们也更不能随意向他人施加伤害性

的语言暴力。 
在“代骂服务”当中，我们还会看到有些人想要主动去寻求别人骂自己，这在精神分析心理学的领

域被视为是一种博得关注的心理，尤其是在被异性骂的时候，一部分人会感觉到自己有人管、有人关心、

有人爱了，因为内心的自卑和缺失，加之在现实世界当中得不到正面的认可，就转而寻求被骂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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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关注”。当我们理解了“代骂服务”其背后的心理学本质，就更应当意识到不是所有的服务都可

以被当作像商品一样交易，尤其是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伤害别人的时候。 
由此可见，在网络迅速发展的今天，代骂服务暴露了一些不利于大学生价值观、人生观健康发展的

问题。“代骂”让人们可以“分嘴有术”，用“有钱”换“有闲”，但需做到凡事有度，个人需要把好

第一道关。因此高校大学生应该具备一定的自制力，谨防“代骂”催生出更多负面价值观。同时，高校

应提高警惕并加强监督，防患于未然，可以采取相应的激励及惩戒措施等等。对“黑灰代经济”持零容

忍的态度。不仅是代骂服务，对于其他一些无厘头服务甚至“越轨”行为同样值得监管部门提高警惕，

社交网络企业也要履行用户隐私保护协议。既要对“代骂经济”进行监督，又要对线上服务平台进行规

范和清理，不能任其过度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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