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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2  記者 吳承樺 文

「贏了是運氣，輸了是沒實力，漂亮是妝化的濃，帥是整型整出來的。」

網路世界中，因為彼此不知道對方是誰，便認為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自己的言論，也不需要對自

己的言論負責，有時候是稱讚，有時候是批評，但有一個共通點，通常都是直接且犀利的。

不論事情發生的始末如何，結果是好是壞，某部分的網友們都一定會來批評一番，帶著酸溜溜的

語氣和直接諷刺的言論或詞語，這些網友們就被稱之為「酸民」，酸民們通常會出現在各大知名

論壇中，也是網路社交平台上相當常見的現象。

網路的普及與便利造成許多特別的現象。（圖片來源／State Of Security）

為反對而反對的酸民文化為反對而反對的酸民文化

隨著網路的進步，使用網路的人口數與日俱增，資訊的流通也越來越發達，然而網路的普及除了

使人們生活更方便，也因此造成一些負面的現象。在台灣許多網路交流平台上，例如PTT或是巴

哈姆特，「酸民文化」是非常普遍的狀況。所謂的「酸民」是指講話語氣酸酸的某些網友群，不

論原發文者是誰或是發甚麼內容，這些網友們留言的內容都是負面的。

「酸民文化」最常出現於比賽相關的網路討論版之中，尤其是運動和電玩的比賽。以電玩遊戲競

賽《英雄聯盟》為例子，台灣代表隊伍台北暗殺星在二○一二年十月十四日打敗韓國隊取得《英

雄聯盟》Season 2世界冠軍，然而卻有許多酸民在PTT中留言表示，台灣可以獲得冠軍只是運

氣，其實台灣隊伍根本沒有這個實力。

這種現象有可能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也有可能是「見不得人好」的心態，不論為哪一種，皆

是因為使用者認為並不需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任，也不會有其他人知道自己曾經在網路上說過這

麼一段話，因此可以毫無顧忌的說出任何自己的想法。

 

網路匿名　嘴砲與酸民橫行網路匿名　嘴砲與酸民橫行

「酸民文化」發生的原因和網路匿名性有相當大的關係。在許多網路交流平台上，使用者無法知

道其他使用者的真實身分，即便有些網站或是論壇有帳號分別，也有個人資料需要填寫，使用者

依然不能確定對方所寫的資料是否為真實的資訊，而這樣的現象，這就是所謂的網路匿名。

知名論壇PTT上會有許多酸民留言批評。（圖片來源／吳承樺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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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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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他人無法輕易的辨識自己的身分，導致有些網友在發表言論時不會注重他人觀感，使用負面

的言語去攻擊其他的使用者，也造成「嘴砲」一詞。所謂的「嘴砲」意指用言語攻擊他人，而最

常見的例子是在線上遊戲之中，許多玩家們會因為一些小狀況互罵，有些網友甚至會用很誇張難

聽的詞語。有些字詞依法律上來講都是可以構成罪刑的，然而部分網友們卻認為在網路上罵其他

人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其他人並不知道自己的真實身分。

除了遊戲中的爭吵之外，還有一部分的網友是為了「嘴砲」而罵他人。因為他人並不知道自己是

誰，這些網友認為不用對自己的言論做出任何負責，即便對方和自己無冤無仇，也會刻意去挑起

鬥爭，這與「酸民文化」較為相似。酸民們就是倚仗著網路匿名性，大膽的在知名論壇或是社群

網站中諷刺發文者或是名人，即便這些人做的事情和自己毫無相關。

 

支持與批評的正義性支持與批評的正義性

相較於酸民的批評，是否支持就會顯得較為正面，這便會牽扯到另一個網路上的現象。網路匿名

性導致部分網友對自己言論的不負責，產生一些與酸民相反的網友，他們被稱為「護航者」。

「護航者」被認為是不經思考的粉絲，不論自己所喜愛的名人或是隊伍做的事情是對是錯，護航

者都會為他們說話，即便是虛假的，這些護航者時常會為了支持自己所喜愛的明星，和其他網友

引發激烈的辯論。在二○一二年，義大世界邀請韓國樂團CNBLUE來台表演，被網友們發現電吉

他並沒有接上導線，因而質疑CNBLUE並非現場彈奏。此事件爆發後，網路上有一名女粉絲為CN

BLUE辯解，她在網路上表示那是「藍牙吉他」，不用接導線，還說不知道藍牙吉他的網友們沒

常識，引起網友們的憤怒。

CNBLUE電吉他無接導線引發網友質疑。（圖片來源／WEnews）

即使是支持與鼓勵，不管事情的始末一味的為其中一方說話，也會激起網路上的言論戰爭。酸民

的批評和粉絲的護航雖為對立，卻不能正確地指出哪一方才是真正對的，也不能說酸民文化是一

個完全負面的網路現象。

 

言論自由與酸民文化言論自由與酸民文化

在網路上匿名的攻擊他人，或許對於發言者而已，只是用鍵盤或手機打出的一行文字，但對於遭

受到攻擊的人而言，可能會是嚴重的創傷。近年來有許多網路霸凌的事件發生，然而，酸民文化

似乎不被認為是一種網路霸凌的行為，原因在於對象幾乎都為名人，將名人被罵視為理所當然，

與新聞媒體也有關係，新聞媒體時常在報導中以自己的觀點評論名人，這也是酸民們並不覺得自

己行為傷人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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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城稻米　「粒粒」在目風城稻米　「粒粒」在目

在十二月稻穗成熟的時節，新竹縣橫山鄉的佃
農開著收割機，一天完成三甲田的收割。

無限可能的夢　白日夢無限可能的夢　白日夢

乒乓和一般人一樣，曾經有夢想，因被現實傷
害而退縮，卻意外發現「白日夢」的不可思
議，從此開始勇於作夢。

酸民們不論如何都一定要批評一番。（圖片來源／Yahoo）

但是否在網路上的批評他人就是酸民的行為，或許發文者認為自己只是和新聞媒體一樣，有言論

自由，單純的發表出自己的看法，然而在其他網友或是粉絲眼中，卻覺得是找碴的舉動。網路上

評論與批評之間的界線是相當模糊的，酸民和一般網友，以及護航者的分別，在事件的不同角度

來看，有時也難以分辨。

在台灣言論自由的環境之下，唯有清楚地了解事情，不輕易相信網路上他人的評論，也不隨意的

擅自做出批評，才不會被認為是酸民的一員。即使是名人，也是會因為一些傷人的言詞而受到傷

害，言論自由以及網路的匿名性是使所有使用者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流，而不是濫用

在辱罵他人的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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