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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者所言，「心靈雞湯」式文章乃是速食文化的產
物。因此，知識的積累不能夠受到速食文化的影響，而
應該持守傳統主義的閱讀和學習方式，才能夠真正地促
進修養的提升與人際的情感深化。
有一種觀點認為，網路應用程式和平台的廣泛應用，

帶來的是人們在知識儲備和交往方式上的巨大改變。一
個最大的特徵便是時間的縮短。快捷，成為了當下閱讀
和交際的一個重要方式。以文學閱讀為例，在紙質文本
閱讀的年代，最初是閱讀經典作品，後來變成了閱讀節
選作品，再到後來變成閱讀縮略版作品。如今，無論是
香港、台灣抑或中國內地，「一本書讀懂××」、「一
本書讀通××」成為了書店中頗受歡迎的書籍。而在網
絡應用時代，這種閱讀更是被簡單化。「心靈雞湯」的
產生不足為奇。
交際領域也是如此。人們不僅僅用網絡購物，也開始

用網絡進行人與人的交流。傳統華人社會「見字如面」
開頭的書信往來，已經很少。一方面，交流的速率大幅
提高，但同時，人與人的關係也被簡單地機械化。從這
個意義上說，回歸傳統的閱讀與交際方式，成為了一些
文化愛好者的追求。

「心靈雞湯」式的偽作氾濫網
絡，則普通讀者應該如何鑒別，是
一個很大的課題。有一種觀點認
為，其實只要自身養成真正的閱讀
習慣——多讀書、讀好書、讀經
典，強化人文修養，則非常容易鑒
別和抵禦「心靈雞湯」式的偽作
「侵擾」。
胡野秋認為，「心靈雞湯」與傳
統意義上的文學、寫作、藝術有巨
大的分別。前者往往抓住人性的弱
點，比如需要簡單獲得成功、幸福
等目標，用空洞無物的華麗辭藻俘
虜人心。而真正的文化（包括文
學、藝術）卻不僅讓你感到簡單快
樂和滿足，而是讓你在體會人生的
苦辣酸甜之後，悟出生活的真諦，它們不提供解決方
案，只是給你一個引導，讓你朝着真善美的深處不斷
開掘，這二者之間有着本質的區別。至於如何鑒別文
章的真偽，胡野秋表示，首先要武裝讀者自己的頭

腦，不要輕信別人的名頭，注重話語內容，而不要只
關注話語者的身份。另外讀者自己要多思考，網絡上
的文章無論多麼熱鬧、花哨，畢竟都是別人的，自己
能不能接受要靠自己的消化，減少盲從性。

隨着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各種通訊工具
的不斷更新升級，網絡資訊透過不斷更新的
交際軟件、流動應用程式、網絡平台而快速
傳播。但是，作為快速閱讀性質的「心靈雞
湯」式文章，則屢屢出現冒用名人身份寫作
並傳播的現象。在文化學者看來，此種「歪
風」若不剎住，則對長遠的文化進步，貽害
無窮。

冒用他人身份 名人「躺着中槍」
香港中文大學1月初發表了一則聲明，表
示「香港中文大學澄清，近日在流動應用程
式上流傳以下聲稱為沈祖堯校長署名的文章
實屬假冒。沈校長已證實他從沒有發表過有
關言論，希望各界明察，勿再誤傳。對於接
連有以沈校長名義發出的虛假訊息，大學表
示遺憾，希望發放這些虛假訊息的人士停止
有關行為。」
中大校方同時將冒用沈祖堯校長名義的文字附在聲明
之後。這段冒名的文章全文為：「

沈祖堯醫生埋在內心深處的一份文章
什麽是成功：中年時，身體健康，略有積蓄，已婚，
配偶體貼，孩子聽話，一份喜歡的工作。不必成名、不
必發財、不必看人眼色行事，做自己，這就是成功。
什麽是快樂：在生死臨界的時候，你會發現，任何給
自己太多的壓力，買房買車的需求，這些都是浮雲。如
果有時間，好好陪陪你的孩子，不要拚命去換什麽大房
子，換什麽豪車，和相愛的人在一起，蝸居也溫暖，自
行車也快樂！
你的價值在哪：假如你病倒了，你的公司會第一時間
找人替代你，一切如常運作，你沒想像中那麽重要；而
你的父母、家人、愛人、孩子的天會塌下來，你對於他
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再別秉持什麽了自己有病不去
看；適度工作，多陪家人，愛惜自己，過正常的日子。
什麽是幸福：家裡沒病人，牢裡沒親人，外頭沒仇
人，圈裡沒小人，身邊沒壞人，辦事有熟人，談笑有哲

人，聚會有高人，喝茶有賢人，閑聊有達人，發LINE
有一大幫轉發的人。
生命中，有愛你的人，有健康的身體，有喜歡做的事
情，有乖巧陽光的孩子，有幾個一段日子不見就想念的
朋友。
人生嘛……0歲出場10歲快樂成長20歲為情徬徨30

歲基本定向40歲拚命打闖50歲回頭望望60歲告老還鄉
70歲搓搓麻將80歲曬曬太陽90歲躺在床上100歲掛在
牆上……
所以啊……該吃就吃該喝就喝，有事別往心裡擱，洗
個澡看着錶，舒服一秒是一秒……能牽手的時候，請別
只是肩並肩！能擁抱的時候，請別只是手牽手！能在一
起的時候，請別輕易就分開。把此訊息轉傳9個好友也
包括我~表示我是您的朋友！若有3個回您證明您的好
運即將來到！！沈祖堯醫生埋在內心深處的一份文章！
好文章共分享。」
中文大學方面已經明確表示，這絕非沈祖堯的文章。
在本港，若讀者平時有閱讀沈祖堯校長的文章，也可判
斷得出：這絕對是一篇偽作。事實上，這類以軟性文
字、探究所謂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散文、雜文式文章，在

網路上被稱之為「心靈雞湯」，而熱衷於這種文章的網
民，又被戲稱為「雞湯黨」。著名文化學者胡野秋在接
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冒名現象已經非常氾濫，面對「心
靈雞湯」式的偽作傳播，名人實際上是「躺着中槍」，
因為偽作本身與名人毫無關係，但卻又以名人的名義發
佈和傳播，引發了不少的問題。

偽作乃急功近利之產物
胡野秋表示，名人在今天是個被過度消費的群體，他

們常常在不經意間被別人隨意利用，有的被利用來做虛
假廣告以騙錢財，有的被利用來代表自己發聲。因此他
認為，在網絡時代，雖然發表言論極其方便，但與此相
對應的應該是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不要藉助所謂「名人
效應」來達到發洩自我情緒的目的。因此他覺得，每個
有言論發佈權利的人，都應該尊重他人，尊重他人其實
也就是尊重自己。
另外，胡野秋也覺得，很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急功近
利的心理。在「心靈雞湯」式的偽作傳播上，主事者為
了獲得轟動效應，把自己的一己之見強加於他人，試圖
使他人成為自己的代言，如果言論博得喝彩，他們會獲

得成就感，但如果招來質疑之
聲，他們也不會承擔任何責
任，但被假冒的名人便會替他
們背黑鍋，這種現象極不正
常，它有悖於言責自負的原
則。如果大家都不負責任的
話，那麼也許有一天，任何人
都會成為不負責任言論的受害
者。
「心靈雞湯」本是便是這種

急功近利的體現。胡野秋說，
「心靈雞湯」是文化速食時代
的衍生品，很多人遠離知識和
書本，卻又想超越別人，於是
就想走捷徑，試圖通過「心靈
雞湯」找到戰勝別人的法寶，
而這是非常靠不住的事情。一

大批「心靈雞湯」也就應運而生，他們藉着於各種華麗
的語詞包裝，使得民眾可以獲得瞬間滿足感，但這些淺
薄的理念雖走俏於一時，卻無法真正對人的心靈產生滋
養，反倒像快餐一樣最終傷害身體和心靈。

冒名傳播持續危害極大
如今，藉着「心靈雞湯」的流行，在網路應用程式或
平台上冒用名人的名義發佈文章，已經成為了一個非常
氾濫的現象，一些人認為，其未來趨勢及其危害，令人
憂慮。
有內地青年學生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自己有時根
本無法判斷一篇流傳於網絡平台或是應用程式上的文
章，究竟是否是名人所寫，更加無法判斷文章內容的真
偽，這樣的文字，實際上已經對正常的閱讀和知識普及
帶來困擾。
胡野秋也認為，「心靈雞湯」式的偽作氾濫，其危害
極大。首先是損害了被冒用者的名譽，使它們成為虛假
言語的承受者；其次是欺騙公眾、誤導公眾，破壞了言
論的公信力。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人們的閱讀能力和
思考質素的下降。

如何鑒別真偽作 回歸傳統閱讀與交際

「「心靈雞湯心靈雞湯」」冒名傳播冒名傳播
網絡偽作氾濫成災網絡偽作氾濫成災

香港中文大學不久前發佈了一則香港中文大學不久前發佈了一則

聲明聲明，，對於流傳於社交網絡的一篇對於流傳於社交網絡的一篇

以其校長沈祖堯名義撰寫的文章以其校長沈祖堯名義撰寫的文章，，

校方鄭重表示校方鄭重表示，，此文絕非沈祖堯校此文絕非沈祖堯校

長之作長之作。。近年來近年來，「，「心靈雞湯心靈雞湯」」式式

的文章屢屢冒用名人身份而流傳網的文章屢屢冒用名人身份而流傳網

絡絡，，今次中文大學打破沉默說不今次中文大學打破沉默說不，，

也觸發了大家對網絡文字張冠李戴也觸發了大家對網絡文字張冠李戴

現象的思考現象的思考。。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徐全

■■華人社會過往以毛筆寫書信華人社會過往以毛筆寫書信，，書寫成為一種書寫成為一種
藝術藝術，，如今已漸漸褪去如今已漸漸褪去，，圖為傳統的筆筒圖為傳統的筆筒。。

■■文化學者認為文化學者認為，，強化紙質閱讀是重要的文化獲得方式強化紙質閱讀是重要的文化獲得方式。。

■■街道匆匆的人流往往成為速食閱讀文化的受害者街道匆匆的人流往往成為速食閱讀文化的受害者。。

■偽作氾濫，中大校長沈祖堯今次被人冒名。■胡野秋認為，偽作氾濫貽害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