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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并非是以暴风雨开场的，看来，也不会以灾

难收尾。所以玛雅人被迅速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

个群体——“吊丝”。只要你不算太out，就会看到微博

上、论坛里、贴吧内“吊丝”满天飞，人人以此自称。一

不留神，你还可能遭到“吊丝”的逆袭。

2012年，注定是“吊丝年”。

然而何为“吊丝”？辞典没告诉你，专家也说不出所

以然。不久前《大英百科全书》宣布停印纸质版，该决

策无比明智——从雷、囧、矬到高富帅，越来越多的词

汇被重新定义，甚至被凭空捏造，而所谓“权威”对此

后知后觉。实际上“吊丝”的出身和流行就已表明，现

时代，辞典和专家再也无法垄断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权

了。

“吊丝”源于百度李毅吧。李毅，退役男足运动

员，据说，因自称“护球像亨利”而广受膜拜，网友封他

为“李毅大帝”，更有好事者撰写《李毅大帝本纪》。李

毅粉丝叫“毅丝”，仿照“信春哥不挂科”之意，经常

把“毅丝不挂”挂在嘴边。为了打击“毅丝”的嚣张气

焰，其网络骂战的对手便想出了“吊丝”的恶毒叫法。孰

料，“毅丝”欣然接受，“吊”来“丝”去乐此不疲。

由此看来，“吊丝”颇具鲁迅的自嘲精神。想当

年，有人讽刺鲁迅闲得发慌，他出了本《三闲集》，有人

讽刺其杂文是给报纸填“花边”的，老人家干脆给新书

取名《花边文集》。

犹如鲁迅杂文戳中了那个时代的敏感部位，原本

很小众的“吊丝”，也捏住了当代人的情感闸门。只不

过鲁迅在痛苦地剖析，“吊丝”却光顾着摁下开关，奏

响集结号。一时间，“我是吊丝我怕谁”“我吊丝我光

荣”充斥网络，各种“男吊丝必备”“女吊丝秘籍”新鲜

出炉。“吊丝”还不忘树立“偶像”，杜甫老师遂躺着中

枪，骑摩托、玩iPad、谈恋爱，在纷纷扬扬的漫画里忙得

不可开交……

专家照例出面抛了一通砖，权威照例哀叹“这个社

会怎么了”。但这只能显示出他们照例没搞懂80后、90

后的成长轨迹和思维方式。

如今的社会已不再单一和固定，剧烈的流动性提

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逗引起更多的欲望。80后在

眼花缭乱的机会里奋斗，在欲望导致的焦虑中蜗居。和

珍惜机会并默默奋斗的父辈不同，80后珍惜机会却

仍然因焦虑而吐槽，于是有了卢瑟、脑残、伤不起、矮

矬穷、普文二青年等自嘲。这是“吊丝”的对内调节功

能——既缓解压力，亦有效稀释了自身的欲望。

但年轻人分明还觉察到，焦虑感和挫折感并不只

有内因。当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以自证清白，年轻人便聚

集而成“吊丝”。因为好工作拒绝你、高房价拒绝你、美

丽爱情拒绝你、全球旅行拒绝你，到最后连墓地都拒

绝你，唯独“吊丝”永远敞开大门，来者不拒。

成为“吊丝”，意味着承认卑微，像“高晓松体”体

现的那样。而这卑微后面藏着另一种东西：尊严。“吊

丝”是通过解构来维护理想，以戏谑为自己在这残酷

世界里拓宽些喘息的空间。因此，矮丑穷能自称“吊

丝”，高富帅也能自称“吊丝”。前提是，勇于娱人更勇于

娱己。“吊丝”是谁？谁都可以是。这就是“吊丝”精神。

杜甫很忙、高晓松体、躺着中枪、一句话证明、XX眼里的
XX……尽管刚刚过了第一季度，今年的“文化广场”却比往日更为
火爆。对此，“吊丝”或许不足以概括其所有面向，但作为目前流
行度最广的词汇，它却生动反映了各类“新创体”和社会现象的共
性——娱人娱己的“吊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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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丝”，精神或神经

勇于娱人更勇于娱己。“吊丝”是谁？谁都

可以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