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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2017！

在这辞旧迎新之刻，为让读者更好地“回望过去”，我们推出“年度字词”专题，邀请

知名评论大咖为您总结2017年，希望能在您心里泛起涟漪。

祝大家新年快乐！ ——钱江晚报评论部

年度字词
知名评论大咖2017年终总结

新时代、新矛盾、新思

想、新征程⋯⋯遴选2017年

度 热 字 ，非 新 莫 属 。 尽 管

“新”是众望所归，但缺乏“陌

生感”，似乎不够新颖。故

此，我更青睐也更愿意选择

“欣”字。

欣，有多重含义，一层是

草木生长茂盛，“千柯习习

润，万叶欣欣绿”“木欣欣以

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另一

层是欢欣、欣喜，“庶保贫与

素，偕老同欣欣”“黄昏来扣

野人扉，笑语欣欣意不迟”。

这两层意思都让人满心接

纳。

过去一年，大事多喜事

多，比如党的十九大召开，首

艘国产航母下水，国产大飞

机 C919 首飞成功，民法总

则获得通过并实施，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推

开，等等。大喜事如此之多，

完全可用“繁盛”来形容。当

善政欣欣向荣，国民就有理

由欢欣鼓舞。一个“欣”字，

足可涵盖去年国家行进路上

的饱满状态。

（王石川，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评论员）

王石川2017年关键字：欣

这么多年来，我们习惯

了说“变化”，习惯了说“新”，

但是，在过去的 2017 年中，

还有“革”的到来。

革不仅代表新的到来，

还是新的秩序、新的观念对

于旧的观念的去除。变的情

感是温柔的，革的情绪却是

激烈的。既有的不愿意离

场，新来的却已经在热热闹

闹地赶人，毫不怜恤。

革是全方位的，从人工

智能技术雄心勃勃地要取代

人，到新兴的互联网世代、社

交传播，把旧有的新闻传播

规则、营销手法，打得如此彻

底。“老师傅们”不知所措，不

知道是自己错了，还是世界

错了。

于是，油腻中年男、枸杞

保温杯、88 年的中年妇女、

第一代 90 后已经秃了⋯⋯

各个年龄段成为公开嘲弄揶

揄的对象，背后就是对于变

革带来的危机感。没有人敢

自夸年轻，没有人敢自矜必

须得到后辈的尊重。

大变革带来的颠覆如

此顺其自然，任何一个年龄

段必须接受这样无情的规

律。

（沈彬，澎湃首席评论

员，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兼职教授）

沈彬2017年关键字：革

2017 年，这一年，我感

受最深的一个词：网。

毋庸置疑，手机已经成

为一个除大脑之外，须臾不

可或缺的身体器官。吃喝

玩乐，衣食住行，越来越依

靠它。但正是这一年，我开

始感觉越来越被手机反向

控制。它越来越精确地记

录了我的起居、行踪、消费、

思考、交游、健康等等所有

信息。我们兴高采烈义无

反顾地跳入互联网时代，以

至于不能上网的人，几乎等

同于“失踪人口”。但又有

多少人愿意、有多少人想到

过，结局可能是被赤条条粘

在网上？

另两张网是路，高速公

路和高铁。地理上广袤的

中国大陆，无数中小城市，

争先恐后要求进入高铁网

络 ，要 求 修 建 高 速 公 路 。

2018 年是中国大陆高速公

路 30 年，高铁 10 周年。在

两个“周年”来临前夜，不得

不提前赞叹经济与技术的

伟大成就。

个人、地区和国家，已经

被这三张网紧紧捆绑在一

起，这才是真正的三千年未

有之变局。

（任大刚，梨视频评论总

监）

任大刚2017年关键字：网

用一个字描述 2017，我

特别想选“丧”，网上流行着

各种丧文化，诸如“失败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你还信这句

话”、“别灰心，人生就是这样

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

“有时你不努力一下，不知道

什么叫绝望”之类——不过

想到新年大吉，这字太不讨

人喜欢了。

为了不给读者添堵，于

是便厚道地放弃，选另外一

个字：怼。——2017 年，各

种花式的怼，一言不合就开

怼，明星与粉丝怼，网民与精

英怼，粉丝与粉丝怼，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怼，中产与底层

怼，大妈跟小伙怼，老人跟

90 后怼，企业与企业怼——

脸上写满 10 万＋欲望的媒

体，生产和放大着这些冲突，

惟恐怼不出火星怼不出血。

人人都有自媒体，人人

都有麦克风，中国社会阶层

的撕裂在“怼”中表现得淋漓

尽致。

（曹林，中国青年报编

委、高级编辑）

曹林2017关键字：怼

深谋远虑。十九大是

2017 年的大事，也是国家发

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会议，

它确定了未来五年甚至几十

年的发展方向，并将对社会

及个人产生深刻影响。

忧虑。2017 世界并不

太平，朝核危机、英国、西班

牙、美国等地的恐怖袭击及

枪击事件、特朗普就职之后

美国对外政策的改变、欧洲

极右翼势力在政坛的崛起

⋯⋯所有这些，都给世界带

来太多的不稳定因素，也让

人对未来不无忧虑。

焦虑。生活在一个快

速 变 化、充 满 各 种 不 确 定

因 素 的 社 会 里 ，人 们 难 免

焦 虑 。 从 保 温 杯 到 油 腻 ，

从 学 区 房 到 红 黄 蓝 幼 儿

园 ，从 程 序 员 跳 楼 自 杀 到

江歌案⋯⋯每一次的舆论

高潮中，每一篇的 10 万＋

爆 款 里 ，无 不 显 露 着 人 们

的焦灼不安。

（冯雪梅，中国青年报编

委，评论部主任）

冯雪梅2017关键字：虑

生活——在为凤凰网撰

写的2017年新年献词《读懂

生活，读懂民心》中，我写到：

“生活很大，你却脆弱似芦

苇，一阵雷火，灰飞湮灭。生

活很小，你则倔强如野草，孜

孜匍匐，野蛮成长。富贵贫

贱之分，高端低端之别，你不

在意这些标签，只是想生活

下去，生得有声有色，活得有

滋有味。

”美好生活，于民众，是

希冀；于政府，是责任；于政

党，是承诺。生活和政治，其

实很近。生活是最大的民

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真

正懂生活的执政者，才是真

正的尊重政治。

（高明勇，凤凰网评论部

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兼职硕士生导师）

高明勇2017年关键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