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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韩剧《黑暗荣耀》大火，校园霸凌现象再次引发关注。《黑暗荣耀》中，女主在高

中时期饱受校园霸凌，多年后，她向加害者和旁观者进行了彻底的报复。

而在真切的现实中，对校园霸凌的反抗总是更曲折，甚至更隐秘。

许多人在弹幕上打出霸凌者的姓名，愤怒和恨意在现实翻涌，仿佛一直陷在回忆里。

受欺凌者该如何对抗这种无穷的恐惧？潮新闻记者找到了两位校园霸凌的反抗者。有

人在成年后勇敢地向曾经的霸凌者索要道歉，也有人及时举报从而制止了一场校园霸凌。

而在专家看来，伤害，并不止于被霸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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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敏在19岁那年才等来一份道歉。

2020 年 9 月的一天，凌晨一点，肖

敏鼓足勇气写了一段长微信，第一次和

12年前霸凌自己的人对话。

“小学那会儿，你隔三岔五就来殴打

我，大约持续了二三年级两年。我那时

的痛苦伴随了我整个童年，至今心有余

悸，以至于我现在有些社交恐惧、悲观厌

世的倾向⋯⋯”肖敏追忆了儿时的可怕

过往，郑重要求对方，“真诚地道个歉。”

“向对方索要道歉，也许能让你释

怀。”这是心理咨询师给肖敏的建议。

肖敏在休学一年后，再次考入大学。

从深夜等到清晨，将近6小时后，肖

敏才等到一份对过往的交代——那个曾

经令她惧怕的人终于道歉了。

后来，肖敏把这段聊天记录发到了

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对方的名字上打着

仍能看清字样的马赛克。

“他的道歉是有诚意的，但我不可能

原谅。”在肖敏内心，她更期望这段对话

成为一份关于校园霸凌的确凿证据，以

此“报复他，让他身败名裂、以牙还牙。”

当年，针对肖敏的霸凌者不只这一个

人，“他领头，带着三四个同学，一到课间或

放学后，就来打我、抢我东西或者撕我的

书。”伤害性最大的一次是有人想和他们

做朋友，欺负肖敏成为考核方式，“新加入

的人边打我，边向他们炫耀自己的能力。”

肖敏至今想不明白，在60多人的班

级中，自己为何成为他们的霸凌目标，

“可能是因为我有鼻炎，小时候总是经常

流鼻涕，同学们就给我起外号；也可能是

因为我成绩不好，又贪玩，经常不写作

业，被老师点名。”

她总是提心吊胆地去上学，下课

铃响起就赶紧往外跑。有时，课间她

会躲到其他班级里；她还在学校里找

到了几个固定的躲藏地点，比如，一楼

台阶下的角落、体育馆乒乓球台后的

视线盲区⋯⋯

好在升入四年级，肖敏的成绩渐渐

好起来，“人们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了。”

考上大学后，肖敏偶尔也会目睹校园霸

凌的场景。有时，在路上看见有小学生

围拢在一起欺负人，肖敏会停住脚步，大

吼一声，“你们干什么！”

肖敏无数次想象带着这个勇敢的自

己回到过去：小学对面，过条马路就是派

出所，她会勇敢地跑进去，或是冲到老师

的办公室大喊，“有人欺负我。”

一段长微信，和霸凌者对话
“12年后他给我道了歉”

想象带着勇敢的自己，大声喊出“有人欺负我”

少年的他们
为何总是无法呼救

当记者关注校园霸凌现象时，就有三位同

事不约而同地主动提及自己曾遭遇或见证过的

校园霸凌事件。校园霸凌比我们想象中更普

遍，但真正的反抗者却总是难以寻觅。

2021 年夏天，杭州的时尚博主薇薇在社交

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举报校园霸凌的视频。那

天晚上，她和朋友在老家山东威海的公园打羽

毛球。公园里人来人往，可在一个角落，薇薇不

经意瞥见一名初中男孩被十余人围殴。她走近

时提醒了一句，“你们在干嘛？打闹也要有分

寸。”可半小时后，她发现男孩被打得更厉害了。

24 岁的薇薇打电话报了警，“警察一到，打

人的全跑了。”薇薇拉着被打的男孩和警察讲事

情的经过，陪他去派出所。

忙碌的夏夜，警察进进出出，只让男孩在等

待区打电话给父母带他回家。

薇薇回忆，男孩的父亲接到电话只反问他，

“他们怎么不打别人就打你？”

薇薇陪男孩在派出所等了一个多小时，也

没等来预期结果，“我以为警察会联系孩子的父

母、老师，找到施暴者，进行批评教育。”

薇薇说，那一晚，男孩支支吾吾，说得最多

的话是，“姐姐，算了吧，我们走吧。”

最终，薇薇沮丧地离开派出所。当晚，她五味

杂陈，哽咽着录了一段视频讲述这段举报经历。

她回忆起初中的自己，无数次看见有女孩

被人拖进厕所殴打。“很多同学站在门口围观，

但没有人敢去制止。”薇薇在学校里是个“透明

人”，她也没勇气为受害者说话，可她照旧会走

进去上厕所，从而让殴打短暂告停，“我会故意

在厕所待很久，有时拖到打上课铃，这是十三四

岁的我仅有的对抗方式。”

这一次，薇薇觉得自己更勇敢了，但结果似

乎仍没有改变。

视频发布后，海量的求助私信涌向薇薇，“一

开始，一天收到几百条；现在，一天也有一两条。”

有些来自正在遭受校园霸凌的受害者，还

有些来自惴惴不安的父母。可汹涌而至的求助

只加深了薇薇的无力感，她回复不过来，也不知

道该如何回复。答案在空中飘。

校园霸凌比我们想象中更普遍
“姐姐，算了吧，我们走吧”

少年的他们为何总是无法呼救？在杭州市

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宋海东看来，这

背后的根源是支持系统的消失和以成绩为唯一

评价标准的校园环境。

近五六年，宋海东明显感觉到，显现的校园霸

凌行为更普遍了，“一方面，这和人们的认知和关

注度提升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现在的校园中，学

生压力大，又缺乏良好的社交环境，会产生更多的

情绪问题，进而可能出现病态的表达方式。”

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欺凌者是这种系统内

的受害者，“因为心理压力找不到释放渠道，有

人通过攻击去解压，也有人选择逃跑。”

一位初中女孩曾作为校园欺凌者被父母带

到宋海东的心理咨询门诊。女孩表面光鲜，她

在杭州一所重点中学，成绩好、长得漂亮，在校

园里备受欢迎；可身为班干部的她，却联合全班

同学孤立一个成绩差的女生。

“这种行为满足了她内心的深层次需求，即

体现自身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宋海东分析称，

女孩为何会通过校园霸凌将矛头指向成绩不好

的人，和父母、老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成绩

差的人的鄙夷息息相关。

宋海东认为，校园霸凌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教

育系统问题，而非个人善恶，即“在学校里，该怎么

看待人的问题。”遗憾的是，父母和教师总是缺乏

这种感知。比霸凌更令人恐惧的是回避和容忍。

肖敏说，她希望防欺凌课程能够纳入师范

专业必修课，让以后的所有老师都懂得如何保

护学生。

对于防欺凌，宋海东给出的第一条建议也

指向父母和老师。“首先，需要他们有这种意识，

率先做出改变。提前给孩子进行科普，并给予

孩子充分的情感支持，让校园霸凌事件发生时，

孩子愿意及时反馈给父母和老师。”

宋海东带领的团队正负责给杭州中小学心

理教师进行相关培训。他相信，如果这种专业

培训能够在所有教师中普及，对抵制校园霸凌

会有很大的帮助，“但目前，我们还很难做到这

一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肖敏、薇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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