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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好之我見                   

 

  現今社交媒體大行其道，使人與人之間的距離越來越近。同時，「集讚」的行為也隨之流

行了起來。一個讚好，究竟代表了甚麼？有人認為這沒有意義，有人認為這會披露隱私，有

人認為這是在討被讚人的歡心。我不否認這些看法，卻有不同的見解，待我一一道來。 

 

  首先，讚好是一種支持和鼓勵。大多數人也許都想被人認同，許多事情都需要被人「推

一把」，才願意踏出那一步，而讚好，便是那「推一把」的力量所在。因為社交媒體是屬於虛

擬世界的，在日常生活中不善於與人面對面交流的人便可在社交媒體中表達自己，如魚得水。

當他們想傾訴一些事情的時候，或遇到不高興的時候，便會在社交網站上發表貼文，宣泄或

抱怨。這時的一個讚好會令到被讚的人得到安慰，有人理解自己。這是讚好的力量，支持及

鼓勵的力量。又或有些有情緒病或自殺傾向的人向世界發起最後一次求救時，一個讚好會令

他們猶豫，令他們發現在這個世界上，仍然有人在關注他，陪伴他，他並不孤單。不僅如此，

讚好更似「請願書」。如當年的冰桶挑戰，數十萬人的讚好不是為了看熱鬧，而是為了支持漸

凍症人。讚好是一種支持和鼓勵的力量，令人感受到希望。 

 

  其次，讚好是世界傳遞善意的方式。善意不會停留在某一個人身上，只會被那個人繼續

傳遞下去。這就好比今天有人幫了你，明天你會幫別人，善意就是這樣不斷循環。我曾經看

過一個新聞，內容指外國的囚犯在出外進行勞改活動時救了關在車裏的嬰兒。當時這條新聞

視頻下有很多留言與讚好，這些讚好代表了甚麼？不就是世界對他們所釋出的善意嗎？當讚

好的數量越多，事件的關注度便越高。當事件的關注度越高，對囚犯改觀的人便越多。當對

囚犯改觀的人越多，社會對犯過錯的人包容度便會上升。當社會對犯過錯的人包容度上升，

知錯能改的人便會對社會回以更多的善意。從表達善意的讚好開始，從傳遞善意的接受讚好

的人結束，然後又開始新一輪的循環。這是專屬於社交網站上「讚好」的力量，是無休止傳

遞善意的方法。 

 

  讚好所表達的東西雖然很美好，但是它代表的不止是善意，還有冷冰冰的數字，赤裸裸

的交易。在粉絲圈裏經常會聽到一個詞 ─「打榜」。指為偶像點讚，做數據、攢流量，讓各

行人士看到自己偶像的商業價值。你有多少讚，便有多少流量，就有多大的市場。這些讚好

中是有善意的，卻被人利用，把讚好當成衡量一個人價值多少的準則。這些讚好中是有愛意

的，卻被人用作攀比的工具，欺壓別人。 

 

  讚好也可以表達惡意。2018 年和 2019 年是讓人傷心的，韓國的公眾人物接連自殺身亡，

其中「推波助瀾」的絶不能少了讚好的「貢獻」。這些讚好是惡意，是看熱鬧的心，是不相信

的人，也是壓死駱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記憶也許已隨着時間的流逝而淡忘，事實卻不會因時

間的流逝而消散。那些惡意依然存在於不知名的角落中。 

 

  因為讚好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傷害別人，也會傷害自己。可以幫助別人，也能幫助自己，

它既是善意，又是惡意，只看是否使用得當。順手的一個讚，可以挽回一個人，也可以殺害



一個人。讚好也許是最殺人於無形的工具，但它所承載的美好，也不應因此抹去。讚好與讚

美一樣，既能使別人自信，又能使別人驕傲。其中分寸難以捉摸，讚好的孰對孰錯，也難以

下定論。唯一可知的是，讚好二字，看似全然正面，實則不然，如平靜的海面，看似風平浪

靜，實則暗濤洶湧。小心謹慎的作出每一個決定，勿以惡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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