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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杀死”了崔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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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女艺人崔雪莉自杀的消息在韩国内外都引发极大关注。过去几天，韩国有众多民众给青

瓦台留言，希望完善针对网络诽谤的相关法律，国会议员也站出来要推动“雪莉法”出台。 

    网络暴力被普遍认为是杀死崔雪莉的直接凶手。近年来，死于网络暴力的韩国人不少，有韩

国媒体说达数千人。早在 2008 年，被称作“国民情人”的影视女星崔真实就因网络暴力等原因

自杀。当时韩国保守党就曾提出制定以网络实名制为核心的“崔真实法”。反对者认为这会损害

全社会的言论自由，网络实名制法案因此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在信息通讯网法中添加了“网络

造谣罪”。与此同时，韩国社会兴起净化网络空间的“善帖”运动。 

    网络化身杀手固然是雪莉之死的一大原因，但事实显然远不止如此简单。“善帖”运动已推

动 11 年，为何网络暴力“杀人”事件仍在频繁发生？更深层次的病因，离不开韩国经济社会中

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以来，韩国经济停止高增长，年轻人就业越来越难。韩国人戏

称进入了“就业冰河期”，把获取高质量的稳定就业岗位叫作“骆驼穿针眼”。随之而来的是愈演

愈烈的学业竞争。韩国社会的学历不断“通胀”，韩国成为校外教育支出最多的国家之一。孩子

们从小学阶段起就辗转于各种补习班，准备考入国内名牌大学，再到海外名校留学。就业市场上，

精通多门外语、手捧多国毕业证的高学历者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韩国的社会阶层固化，“勺子

论”让年轻人丧失斗志。这种希望渺茫的竞争使不少韩国年轻人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韩国多年

来都是经合组织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年轻人自嘲说他们放弃了购房、恋爱、结婚、生子、社交

甚至希望，是“放弃世代”。韩国年轻人普遍接受了良好教育，举止彬彬有礼，思想也不狭隘，

但他们内心的疲惫和压抑恐怕是韩国网络空间戾气不散的根本原因。 

    在年轻人中，女性的处境又更加艰难。自韩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以来，“男尊女卑”的意识虽

然遭到批判和颠覆，但并未被有效清除。如今，在酒桌上，女性饮酒仍要侧身。在祭祀等场合，

女人仍然只能在厨房忙碌，没有向祖先磕头的资格。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虽然更多女性与丈

夫一同承担起养家任务，但育儿和家务仍被认为主要是妻子的责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职场，女

性的晋升困难重重，往往要比男性取得更大的成绩才会被认可。进入 21 世纪，韩国女性的高学

历比例迅速攀升，女性就业率也有所上升，韩国出现越来越多女企业家、女国会议员甚至出现了

女总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国社会正在走向男女平等。但与此同时，一些男性也意识到原本

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被女性挤压，一些在校青少年甚至对于学业成就优于自己的女生怀有怨恨心

理，韩国的网络空间里也弥漫了仇视女性现象。 

    在就业艰难的情况下，一些企业里存在着上司辱骂下属的现象，其中女性还很容易受到带有

性歧视的攻击。在娱乐产业里，女性处境就更艰难，通过前不久的“张紫妍”事件可见一斑。 

    崔雪莉自杀，又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被互联网空间里的黑影吞噬。韩国人想通过立法来补救

和改善，但这个黑影并不只是网络空间的问题，它是韩国社会心态的投影，是经济、社会、文化

结构的综合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