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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一种：80后宅男宅女的隐秘世界
一半是生活，一半是网络。26岁的赵小广在现实与虚拟的两个世界里游

弋，在虚拟世界里他自得其乐、乐此不疲，可在现实中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
陌生人、懒得洗一洗自己快要发霉的脏衣服。由此，他将自己划入“有点病态
的宅男”。时下，“宅男宅女”在网络上悄然盛行，他们以“宅”自居，穿行于网络
世界的角角落落，漠视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崇尚简单、独处、自由自在，甚至
将古代人物譬如陶渊明搬出来作为自己的楷模，一心当个“闲人”、“甩手掌
柜”。而那些并不依赖于网络的年轻人，则漂泊在城市的孤独中，也成了足不出
户的“宅人族”。有关专家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从虚拟空间无法回归社会现
实”的社会问题，长期“宅”下去的人或将有转入抑郁症或自闭症的倾向，至少会
给自己带来某种人格方面的缺陷。 晚报记者 牛亚皓

从武汉来到郑州，这一个月零一天里，赵
小广最奢侈的一笔花销，是花了1400多元买
了一副Yonex牌羽毛球拍。9月7日10时多，
他从公司的长条沙发上醒来，原想抖擞精神
去楼下的空地约人打球去，抓着球拍，拉开窗
帘，却发现外面下雨了。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看来幻想中的
周末生活又泡汤了。赵小广一屁股坐在电脑
屏幕前，又开始玩“征途”网络游戏，“杀人”成
了消磨时光的最好选择。

一下呆了好几个小时，下午忍不住肚子
饿，下楼吃饭，站在文化路路边，望着眼前湿漉
漉的现实世界，他都有点分不清“此世界”与

“彼世界”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是太容易出现的幻觉，对于一个长时

间趴在电脑上的人来说。”赵小广晃晃脑袋，
朝一家热干面馆走去。半个小时后，他再次
走上公司所在大楼，打开电脑，“跳”进网络世
界里。

有时也不单单打网络游戏，或许还会看
看网络电视、用 QQ 聊聊天甚至进行一次网
络购物，兴许还会写一篇关乎往事的博客，在
论坛里发个无厘头的帖子，跟网友“掐掐架”。

下雨，只是一个借口。但往往有许多借
口，将他一直绑在虚幻世界中。赵小广说，反
正就是不愿意出门，平时有朋友打电话说到
哪儿去玩，很本能地就找借口拒绝了，宁愿一
个人在网络里泡着，“像一只半死不活的
鱼”。羽毛球拍买了十来天了，到现在还没有
用过。

“这个秋天，未凉的时候/我从人们中间
走过，像一首诗，像一朵白云/走在一堆石头
里，真实得风也吹不走/一个孩子内心虚假的
伤悲……”9月 7日晚上 9点半，刘玉炜从网
吧看过电影回到住处，灵感闪现，写下了这
几句诗。写完，他长舒一口气，点上香烟，坐
在一边发呆。

这间郑州大学东门旁胡同内的出租屋
里，光线昏暗，墙角处摆满了空瓶子，雪碧
瓶、矿泉水瓶、啤酒瓶，还有许多废报纸。两
张单人床，一张凌乱地窝着被子和报纸，另
一张床上则杂乱无章地堆着衣服，大棉袄和
T恤衫夹杂在一起。笔记本电脑看上去还算
干净，没扯上网线，里面有几款早就过时的
游戏。

“你别说屋里乱，屋子本来就破，东西收
拾干净了就与屋子不搭配了。”刘玉炜自嘲
地说，“我在一个小公司的办公室工作，说实
话，要不是为了工作需要，我到现在都不会
有自己的QQ号。”

除了工作中使用QQ、在网上看看电影、
用信箱投投稿，刘玉炜不碰网络。他说自己
有时能在屋子里闷一整天不愿出门，看报纸、
小说，写诗，打打单机游戏或者弹弹吉他，要
么就洗洗快要发霉的脏衣服，饿了吃方便面，
渴了喝矿泉水。

“其实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躲在自
己的壳里自得其乐。”刘玉炜苦笑道，“碧沙
岗公园离我很近吧，我来郑州两年了一次都
没去过。”

像赵小广和刘玉炜一样，长时间窝在自己
狭窄的空间里“自得其乐”的男子，按流行的说
法，通称为“宅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宅女”
或“干物女”。

在百度中输入“宅男宅女”进行搜索，跳
出 77 万多条相关记录。对“宅男”一词的解
释，最常见的说法是，“宅男”源于日本的“御
宅男”，最初含义是“ACG 的过度狂热者”，就
是特别沉迷于美少女类的成人动漫或者游
戏的男子。后来逐渐被引申为“对某特定事
物的爱好极端偏执且不与人接触而窝在家
里的人”。

国内一家集聚有 13364名会员的“宅男宅
女论坛”，还将宅男细分为四类：御宅族、尼特
族、家里蹲、居家男。

该论坛一名王姓管理员分析说，“御宅
族”是指对某一领域极为了解、拥有丰富的
专业知识，最大的族群是 ACG 族群 (热爱动
漫游戏模型) ，其他还有热爱军事的、艺人

的，等等，这群人大多有稳定且高收入的职
业。“尼特族”，就是那些不上学、不上班的
人，在中国又称啃老族。“家里蹲”，严重的
会整天窝在家里无法面对阳光无法面对人
类 (包括家人) ，患有极度社交恐惧症的人
（在网络上才能与人交流）。而“居家男”这
类人没有极度迷恋的事物，只是比较顾家
窝在家里而已。

目前大多数“宅男”属于“80”后，单身，依
赖于电脑，痴迷于网络游戏，在网络穿行或阅
读或灌水或砸砖，作息时间不稳定，个人生活
一团糟，极少出门，不喜欢接触陌生人，具有双
重性格。少数人则对上学、工作十分厌恶，放
学、下班后沉迷于自己的个人小世界中不能自
拔。

在网络上，以“宅男”自称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将诸葛亮、陶渊明、鲁迅都搬出来，冠
以“宅男诸葛亮”、“宅男陶渊明”、“宅男鲁迅”，
作为自己的楷模，坚称要“一直宅下去”。

赵小广并没有要“一直宅下去”的决心，他
甚至认为自己有点“病态”，所以8月6日从武汉
来到郑州之后，他很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但
苦于改变积习之难。

26岁的赵小广是河南新乡人，大学是在武
汉上的，学的体育专业。在他的意识当中，步入
宅男一族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事。“毕业后就先到
武汉郊区的一所初中当体育老师，突然感到孤
单起来。”赵小广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周围同
龄人很多，朋友也多，玩的地方也多，一毕业参
加工作周围的环境突然就变了，没有朋友，而与
同事间似乎很难有校园里那种纯真的友谊。于
是一个人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由于工作压力
也很大，常常喝闷酒。

一年之后，赵小广跳了槽来到现在这家网
络公司工作，地点还在武汉。“一开始还像以前
那样早上打打球健健身，后来经常熬夜加班，一
天到晚忙不停地写报表写计划，工作压力越来
越大，作息时间不稳定，慢慢地就懒得去运动
了。”赵小广说，而且自己的社交圈子也很窄，下
了班回到出租屋里只能面对自己。为了发泄工
作上和生活上的压力，他迷上了网络游戏，通过

在里面的“杀人”带给自己现实中难得的快乐。
由游戏里的玩家组成的群组、家族，大家甚至获
得了友谊和亲情，每当群组不得已解散，都哭成
一团。

从武汉来到郑州，虽然暂时住在公司里，可
赵小广“宅男”的习惯还是一点没有改变，“工作
中有时看似很风光，可在私下里甚至不能打理
自己的生活，比如脏衣服堆成一团”。

赵小广说“宅男”都偏重于精神层面而非物
质，他自己现在并不看重金钱的多少，只要够自
己吃住、上网就行，“我目前最想干的工作其实
是送报员”。另外他还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宅
男”，还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举例说，自己从
小就不爱走亲戚，喜欢憋在屋里看电视。

老家在周口的刘玉炜也承认自己性格有内
向的一面，但这一面往往表现在下班之后的业
余生活。“我上班的时候总是将自己收拾得鲜亮
鲜亮，好像一个正常人。”刘玉炜笑着说。

27 岁的刘玉炜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广州飘
荡，来到郑州后一直单身也缺少朋友，他觉得

“人与人之间更缺少可信度”，宅男宅女人群的
出现反映出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专家说法
融入社会，走进大自然，人才

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郑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纪德尚说，网络对
现实生活的冲击力太大了，目前我们在现实
世界里可以进行的阅读沟通、棋牌游戏、相
亲会面，甚至包括购物交易在网络上早已轻
松实现，网络已经席卷了生活的细枝末节，
足不出户就可以行遍天下，由此出现了宅
男、宅女甚至宅文化，但这种特有的文化现
象目前还不太明显。

纪德尚说，网络里纷繁芜杂的虚拟的东
西又使人产生一个极端自我的心理世界，这
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长期“宅”在这个虚拟
的空间虽然能得到某些自我满足，但会给人
带来某种人格方面的缺陷，比如“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纪德尚建议宅男宅女一族多关注社会，
尤其要真正走入社会，融入社会。而要做到
这一点，首先就要从自己的周围小环境入手，
多与亲朋、同事进行交流，找出自己与社会交
流渠道上哪些环节出现了障碍，或者是自己
的生活环境哪些方面存在着自己一直逃避而
没有解决的问题，改变消极的应对心态。

“只有融入社会，走进大自然，作为一个
具有自然和社会属性的人才能找到真正的
快乐。”纪德尚说。

一条网络里的“鱼”
泡网生活：打游戏、聊天、购

物、写博客、跟网友“掐架”

一个孤独的“诗人”
有时在屋子里闷一整天不愿出

门，饿了吃方便面，渴了喝矿泉水

80后宅男生成记
缺少朋友、压力大、性格内向……他们渐渐成了宅男

在家看看书，上上网，做做瑜珈……“宅女”的一天就这么打发过去了。晚报记者在家看看书，上上网，做做瑜珈……“宅女”的一天就这么打发过去了。晚报记者 白韬白韬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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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
日本最有名的宅男

“电车男”
是怎样走出家门的

宅男一词源于日本的御宅男。热门日
本电影《电车男》的男主角就是典型御宅族
青年，整日沉迷电脑游戏上网。某天，他在
电车上看到一位斯文的美女被醉汉骚扰，于
是出手相助击退色狼，美女大为感激。其
后，美女送上一个名牌爱玛仕茶杯，男生就
在网上吐露心声，阐述这奇妙经历，吸引到
一班不同背景的网友献计，男生后来被冠上
网名“电车男”，美女就被唤作“爱玛仕小
姐”。网友鼓励电车男追求“爱玛仕小姐”，
指导他改形象，最后“电车男”终于成功抱得
美人归。

《电车男》的故事据说源自于真实的网
络BBS上，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也无
从考证，即使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也是千
载难逢，绝无普遍性可言。而这个看似简单
俗套的爱情故事居然打动了许多人，关键在
于电车男创造的这个奇迹，激活了大批的

“御宅族”。
在电影中：一对夫妻的冷漠关系为此复

苏，一个“御宅族”少年终于走出了房门来到
阳光下，一个姑娘告别了伤心的曾经，而另
外三位“电车男”决定上路去寻找自己的“爱
玛仕”。这是影片对电车男故事的延伸。电
车男故事的积极性正在于鼓励“御宅族”们
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努力鼓起勇气去追寻
自己的渴望，爱终究需要大声说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