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6 月 24 日 星期日

责编 ：付宇峰 创意 ：陈亚莉 质检 ：尚青云

深 读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06

自净是自媒体不可或缺的品质

网络大 V、博主、社交平台网友等，每一个人都
有可能为了背后的利益去炮制、传播“伪鸡汤”。 互
联网时代 ，有一部分人一边享受着 “伪鸡汤 ”带来
的 “福利 ”，却一边在网络上讨伐着那些欺骗过他
们的“伪鸡汤”。 然而，当一名“伪鸡汤”的受益者受
到另一锅 “伪鸡汤 ”的威胁时 ，他或她会毫不犹豫
地拿起笔进行反击，双方的骂战就此展开。

“如果只是纯粹地在社交媒体上胡编乱造 ，
并没有侵犯任何人权益 ，这些或许不需要法律来
管制 。 ”陈明涛表示 ，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如
果鸡汤文 ，没有威胁公共安全 ，没有侵犯他人的
著作权 、姓名权 、名誉权等 ，则可以不受到法律的
约束 。

高艳东对此持不同观点， 在他看来， 治理网络
“伪鸡汤”需要多重努力，首先就要坚持立法先行，将
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纳入行政法律规范当中， 增加
违法成本。 同时，加强网络内容真实性的审查，避免
不实信息广泛传播。

“倘若公权力过度介入，势必会导致公民言论自
由受到侵害。”陈明涛指出，如果不给社会自净空间，
过度地强调公权力的管制， 社会有可能会走向另一
个困境。

“信息不流通的社会，虚假信息、谣言才会肆掠，
信息高度流通的社会，一旦出现虚假信息或是谣言，
就会有人去戳破它。倘若公权力完全介入言论审查，
那么戳破虚假信息、谣言的言论也可能被钳制。 ”陈
明涛说。

记者注意到 ，不管是知乎女神 “童瑶 ”诈骗事
件、“飞行员朋友圈看到的真实事件”还是 A、M 等
人的过激言论， 这一系列事件背后， 都有网友争
议、讨伐的声音或查证的过程。 基于此，陈明涛表
示，“伪鸡汤”“毒鸡汤” 的管制与公民的言论自由
需要平衡，除了特别严重的事件需要法律干预，其
他的事件或现象可以交给民众自行去解决。

“当下还是要继续做好普法工作 ，强化国民
法律意识 ， 从根源上断绝潜在违法行为的违法
思想 ，提高潜在受害人的防范意识 。 ”高艳东补
充说 。

(据《检察日报》)

“这本来是一趟很普通的航班，正常有序
的下客、清舱、航前准备、上客……”不久前，微
博认证为“民航飞行员”的网友“欢乐的云端之
上”在网上转载了一个故事，并称是“飞行员朋
友圈看到的真实事件”———飞机起飞前一名男

乘客突然跪在机舱口求机组等待妻子和患病

的孩子，最终机组本着照顾特殊困难家庭的人
文关怀精神，延迟 20 分钟起飞，并邀请孩子进
驾驶舱。 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一行为得到了全
体乘客的理解和支持， 大家甚至还主动捐款 6
万余元。

“真实事件”在网上发酵、传播，赚足了眼
泪，但有人也提出了质疑。 不料仅一天时间，事
件就出现了反转———有记者查证，这个故事是
一名假飞行员编造出来的。 谎言被戳破后，最
初转发该文章的“欢乐的云端之上”立马删除
其原始微博，并发表“道歉声明”。

知乎上有一名答主因为在诸多不同领域

的提问下， 编造出多款彼此矛盾的 “人生经
历”，被网友戏谑“知乎最强答主，拥有 100 多
种传奇人生，每天和你分享刚编的故事。 ”

有些“鸡汤文”背后暗藏产业链
“自从爸妈玩微信后，我每天都被正能

量包围了。 ”有网友戏称，有种朋友圈叫“爸
妈的朋友圈”。

《二 十 几 岁 的 女 孩 一 定 要 懂 的 道
理———杨澜 》《成功男人的品质———马云 》
《炒菜时加一物，让你多活 20 年》……在热
心网友举办的“父母朋友圈大赏”活动中，
呈现了朋友圈中让人啼笑皆非的各色 “伪
鸡汤”。

然而， 今年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与大
数据研究中心联合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共同

发布的 《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
示，很多“鸡汤文”背后暗藏着一条收益不
菲的产业链条，一篇 10 万+文章，转发平台
可获得 3 万元左右的灰色收入。

面对父母对“伪鸡汤”的热衷，有的网
友苦不堪言 ：“我一直好奇这都是从哪来
的？ ”“一般我爸爸前脚转发， 我后脚就举
报。 ”“造谣永远来自于父母的朋友圈”……

事实上， 当一部分年轻人在网上吐槽
父母，以为自己与“伪鸡汤”绝缘时，他们也
在不知不觉地被“伪鸡汤”洗脑，甚至心甘
情愿地埋单，只是这种鸡汤会穿上更文艺、
温情的外衣。

2015 年， 康夏在个人公众号发表文章
《带不走，所以卖掉我的 1741 本书》。 该文
称，自己即将离开美国，剩下一屋子书不知
道如何处理？ 并煽情地写下“读过的书，放
在书架上之后就会死亡，成为一具尸体，只
有它被下一个人再一次读到的时候， 才可
能重新焕发生命。 ”

文艺的情怀， 动人的语言触动了不少
文艺青年，文章刷爆了朋友圈，康夏也顺势
将书卖给读者， 共收到来自 6500 多人的
77 万多元的书款。 遗憾的是，购书网友们
陆陆续续在微博上晒出了收到的重复的

书， 散书事件被部分网友定性为 “营销策
略”。 事件最终以康夏退款并公开道歉平
息。

更多“伪鸡汤”欺骗网友情感
“飞行员朋友圈看到的真实事件”从传播到反转只

用了两天，当事人快速删帖并道歉，后续也没有出现敛
财行为。但是，部分网友的愤怒并没有随着事件的结束
而平息。

“这样一再欺骗公众的‘狼来了’的游戏，难道删帖
道歉就完事了吗？造假成本会不会太低！ ”“我们的善良
就这么廉价地被消费了”“希望法律对这样的造谣者予
以严惩，以给其他人以警戒”……记者通过收集、梳理
网友的留言发现，他们的愤怒大多源于明明被欺骗了，
但是好像却拿造假的人无可奈何的窘迫。

其实，这样的愤怒，不仅仅是今天被欺骗感情的网
友独有。

2017年 12月 14日，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过世。在
这天，网络突然疯传一篇署名为余光中的美文———《写
给未来的你》。 各大网络媒体均用此文来追悼余光中。

同年 12月 21日，该文真实作者，广州著名作家张梅
召开媒体发布会，希望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著作权。

“像这样赤裸裸地拿一个人有著作权的文章，安到
另一个人的名下，并且一字不改的事情，我至今都没有
见到有这样的先例。 ”尽管张梅无比气愤，但是，网络上
今天依旧可以搜到该文，且署名是余光中。

目前看来，一个人若要制作“伪鸡汤”，只要在微博、
微信等社交平台编辑一段文字即可，若想提高可信度，就
再附上一些图片或视频， 如果不幸被拆穿， 要么删帖道
歉，要么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乎也不用承担太多后
果。 那么，“伪鸡汤”真的是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吗？

“就实施造假行为的后果而言，当前虽然有相关规
则，但后果较轻，判例较少，对公众的威慑力不高。 ”浙
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说， 往后若有人发表
虚假言论，作为读者还是要保持理性，客观看待事情。

“这次伪鸡汤事件并没有对谁造成实际伤害，很难
说侵犯了谁的权利。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明
涛表示，如果胡编乱造一段伪鸡汤，冠以“马云”“杨澜”
“鲁迅”等名人的名字，侵犯了他人的姓名权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或者张冠李戴，为了点击量，将某作者
的文章替换了名人的名字加以传播， 侵犯了他人著作
权，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这次事件，并没有
侵犯谁的权利，顶多对传播者进行道德上的谴责。

“他删帖了，道歉了，这件事也就结束了。”陈明涛说。

全民发声的时代，网络上的“鸡汤”可谓是百花齐放，应有尽有。 而“伪
鸡汤”“毒鸡汤”屡次反转，消费大众感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伪鸡汤”盛行，谁来管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