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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Shen  
“万柳书院少爷”火了，是一个少年发布了

一则室内拍篮球的视频，定位是北京的“万柳书

院”，有营销号出来“科普”，“万柳书院”是顶

级豪宅，一平方米 30 万元，视频里房间里挂的画

是齐白石的，价值几个亿……然后，整个视频的

画风就变了，网友纷纷把运球少年叫“少爷”，

一口一个“老奴”自称，要为少爷牵马坠蹬，甚

至还有女性网友发出“爱情信号”。

这画风实在太辣眼，没有把自己的灵魂浸渍

在网文世界里十年、八年的，不会这么“入味”，

想不出来这么作贱自己的手段，对着手机屏上面

一组0和1的数据，就磕头下跪，

就当起了“奴才”，哪怕对方根

本就不缺什么“奴才”和小厮。

这种集体心态很微妙，仿

佛一场大型自我虐待，把自己的

人格尊严当成玩着梗儿的道具，

听着节操碎了一地的声音。“霸

道总裁爱上我”“富公子虐恋

灰姑娘”“落难公主逆袭人生”“老

奴精忠护幼主”“三中是我龙傲

天的地盘”的网文情节大拼盘，在“万柳书院少爷”

的运球视频下面已经快进了无数遍，网友们纷纷

获得游戏通关和剧本杀完成的快感。

为奴为婢，就这么开心吗？鲁迅说，“奴才

的另一面是主子”。在网络的社交场里，有多想

当奴才，就有多想当主子；对主子多谄媚，内心

就有多想仗势欺人；对“上等人”流下了多少口水，

对自己的不争气就有多少怨怼。鲁迅还有一句话：

中国对于异族，向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

一样是圣上。想来很多网友对有钱人的态度，也

只有极端的两种：媚富和仇富。我甚至看到在央

媒批评此事的评论后面，有网友理直气壮地反问：

不许仇富，不许媚富，你要我怎么样？

2013 年 8 月，有网友微博上发起“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活动，一时成了热梗，原来

放弃尊严之后可以活得这么洒脱，然后，某地

产老板的儿子就被无数女生叫起了“老公”，

某互联网企业家就被人叫起了“爸爸”，就是

这么自然、不做作。又没几年，画风突变变成

了网友们集体吐槽“万恶的剥削者”，最终那

位企业家背后跟着的弹幕，也从“爸爸”变成

了“你工人阶级爷爷来了”。再后来的网络热梗

又切换成了“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少爷，老

奴来了”……十年走了几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

对财富的态度就是“你是我爸爸”和“我是你爸爸”

之间震荡着。

总觉得，那些太熟悉互联

网梗儿的年轻人，他们仿佛进

入了加倍速的快进人生，从极

端高傲到极端自卑，自己没亲

历什么世态炎凉，却间接地通

过网文的桥段刷过了N遍人生，

因为提前刷过了 N 遍人生，所

以也就对现实生活不感兴趣。

而在互联网的海洋里，总能在

突破文明阈值方面找到同好，

一个现实生活里听不得一句黄段子的小姑娘，可

能跑到爱逗的官微下喊“老公”，喊“坐地排卵”，

因为大家都喊也就显得不突兀了。

互联网的传播，让愚蠢的贪婪、粗俗的欲望、

自卑的堕落有了流量传播价值，但是也仅仅是“流

量”上的价值：瞧，这个人多下作！

《论语》里说“贫而无谄 ,富而无骄”，这是

我最认同的关于对贫与富的态度的话。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了几十年了，但是社会价值观里没

形成对财富成熟的态度，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而互联网的极化传播效应进一步放大

了这种极端化。网络是浮光泡影，但是轻意出卖

的灵魂却是真的没有了，很难收回来的。有时出

卖尊严能换钱，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既得不到

尊严，又换不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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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爷，老奴来了”

　　在网络的社

交场里，有多想

当奴才，就有多

想当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