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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文字讨好症”吗？

9月上旬，脱口秀演员杨蒙恩

发布的一条动态，让这个词

汇冲上了热搜。

所谓的“文字讨好症”，

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在线上用文字聊天时，会字斟句酌地修改词汇，习惯性地加

一些语气词，显示出自己是在积极回复对方，让对方看起来更舒服。

“文字讨好症”说法的出现引发了争议，有的网友认为确实如此，有的则认

为“讨好”两字不恰当：使用者发消息时加上语气词或者表情包完全是为了尽可

能表达出来自己的原本真实意思，而不是为了讨好。还有人说，不用语气词和表

情包，已经不会聊天了吗？

那么，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学者如何看待“文字讨好症”？对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王鹏副教授和成都心动力

青少年心理关爱中心理事长、心理学专家张珂博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王鹏副教授表示，第一，“文字讨好症”证明社会经济

发展速度快，很多情况下无法当面沟通，大多数通过网络方式实现。在这种情况

下，要注意对人表达尊重，所以就需要增加一些语气词和表情包，反复斟酌再发

送。

第二，这确实让人感受到科学技术改变了社交方式。以前面对面说话，而现

在我们正通过这个数字化的虚拟方式，来跟不限于周围的人社交。

“中国有句老话，礼多人不怪。”面对新的社交方式，王鹏觉得能形成自己的

风格无可厚非，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是外部环境变化了，导致我们的生活、

工作、社交方式也随之变化，“很正常。”

那么，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网络兴起的说法“文字讨好症”？成都心动

力青少年心理关爱中心理事长、心理学专家张珂博士认为，使用“文字讨好症”

这个词，本身或许不恰当。



他指出，使用一些语气助词不一定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尽可能让语言

文字不那么“中性”或被误认为“带有攻击性”，有助于更好地在人际交际过程

中准确表达交流沟通的意图，传递出积极友善的信号。而使用一些语气助词，还

可以有效降低被别人误判为攻击性语言的概率，以及担心交流不畅带来的焦虑感，

有缓冲和放松的作用。

当然，张珂提醒，如果是正式工作邮件、下达通知或传达任务时，基本不要

用到语气词，这时候语境氛围通常应为严肃的。平时和他人用文字交流时，因为

看不到对方的语气表情，语气词能更多传达一些语气信息，让交流显得温和、不

生硬。

单词：
tǎo
讨

hǎo
好

rè
热
sōu
搜

xí
习
ɡuàn
惯

ɡù
顾
mínɡ
名

sī
思
yì
义

zhēn
斟

zhuó
酌

xū
虚
nǐ
拟

shè
社

jiāo
交

wú
无
kě
可
hòu
厚

fēi
非

qià
恰

dànɡ
当

ɡōnɡ
攻

jī
击

huǎn
缓

chōnɡ
冲

ɡài
概

lǜ
率

讨论：1.聊天时，你经常用表情包吗？

2.你怎么看待“文字讨好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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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字讨好症”已成为网络社交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据全媒派调查数据显

示，91.81%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有过“文字讨好症”的行为，如将“好的”改为“好滴”，

在结尾加上“～”等等。“文字讨好症”正逐渐成为现代人线上聊天的一种社交礼仪。

“文字讨好症”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它帮助人们更好地传递情感增进友谊，以及清晰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不同于线下面对面交谈，线上的文字聊天人们无法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肢

体动作，听不到对方讲话的语气，以至于某些时候总让人感觉“冷冰冰”，信息也经常被误

解。而在聊天打字中仔细斟酌，加入“啦”“嘞”“哇”等语气词能更好地传达当时的语气音

调，活跃气氛，明示自己愉悦的心情和积极的态度，以帮助对方更精确地解读文字内容，减

少信息误差。除此之外，这种礼貌行为也让对方产生被信任感和被尊重感，获得无比的舒适

和快乐，所以有人认为“文字讨好症”在网络社交中是非常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