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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受害空姐的言论，以消费死者博取流量的做法，以及扭曲的

价值观和道德观，令人瞠目结舌，有网友怒吼，“他们用文字，

又杀了她一次”！

如果说用词不当还可归咎审核不严，二更运营人员在其推

广群内鼓动其他账号转发的做法，就真算是毫无下线了，不仅

吃人血馒头，还狼吞虎咽，吃相实在难看，已经完全没有了对

生命的敬畏，道德底线荡然无存。

最新发生的则是高铁霸座男被加 V 事件。一个接连犯错且

遭到全民批判的人物，却摇身一变成为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

知名平台认证的“大 V”；“高铁霸占座位”这一有悖于公序

良俗的行为，却成为孙某值得骄傲与炫耀的身份。显然，孙某

这两个加 V 的账户，挑战了公众对于“大 V”的认知，也挑战

了公序良俗的底线，这些平台为了点击和流量，一味地博眼球，

不断生产丑行、开发丑行、制造丑行甚至消费丑行，这就脱离

了平台所应该守住的正常底线。这种奇葩的加 V 审核机制和导

向让人们质疑这些平台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还有一种被称为“媒介审判”的现象也值得引起社会重视。

自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审判，是指网民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

平台，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参与事件讨论，形成强势舆论，

影响司法审判的现象。在不少案例中，自媒体的这种对司法的

舆论介入，同样因为道德伦理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扭曲，给社会

带来不良影响。

2014 年的黄海波嫖娼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实例。当时，有

半数以上的网民一反常态对此表示谅解。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黄海波出演的影视剧一直在将他打造成“中国好女婿”“中国

好男人”等正面人物。事件发生后，多位名人为其求情，大多

粉丝认为与那些“强奸幼女案”“特大腐败案”相比其行为正

常表示依旧看好他。这种“叫好”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其

结果只会让民众受到这种舆论倾向的影响，降低了社会道德门

槛，模糊了社会道德底线，徒增社会的负能量。

8 月下旬湖南郴州公安机关通报破获了 2018“全国扫黄打非

第一案”，端掉最大最活跃跨国跨境淫秽直播平台。在这个平台

上，女主播的直播尺度非常大，可露脸可一点点脱下衣服也可暴

露并抚弄身体器官，甚至还直播性行为画面。淫秽直播表演者有

未成年少女，甚至还有母亲带着孩子一起直播，并在直播中裸露

孩子的身体器官。更可怕的是，淫秽直播平台接受任意年龄段网

民加入成为会员，观看者大多为 15 到 60 岁男性，相当一部分是

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直接危害到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令人遗憾的是，如此毁三观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在自媒体舆论狂欢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舆论暴力场的诞

生。也正因为此，人们热议一时的社会公共事件常常出人意料地

发生“反转”，以至于暴力往往让双方当事人都受到巨大的伤害。

8 月 20 日晚上 7 点半左右，四川德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儿

科医生安某和丈夫乔伟（化名）到德阳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

的泳池游泳，后安医生和一名小男孩发生了纠纷。网上最早流

传出来的视频显示，当天 19 点 44 分 45 秒，佩戴银色泳帽的安

某同泳池中同泳道的一名男孩发生了碰撞。在短暂的停下来说

了几句后，安某继续往前游，男孩则随着游走的安某转过身，

就在此时（19 点 44 分 57 秒），乔伟从泳池的岸边突然一跃而

起，从男孩的后方将其按入水中，并用手击打了男孩头部。随后，

视频剪切到了另外一段画面，乔伟面对面指着两个男孩，情绪

激动地在说着什么。这段被刻意剪辑过的视频是由男孩家长发

布到网上的，让当时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安某夫妇。一些

媒体和自媒体以《疑因妻子被撞 男子竟在泳池中按着小孩打》

为题发布、转载视频。

泳池纠纷事发 5 天后的 8 月 25 日（周六）下午，安某不堪

舆论压力，分别给亲人朋友同事发了感谢微信，并给母亲留言

“妈妈我爱你，请你照顾好我的女儿”后在自己的车上服下近

500 片安眠药扑尔敏自杀身亡。

然后，泳池纠纷事件的全部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

安某生前曾表示，自己是被对方 13 岁的男孩在泳池里摸了

屁股，她当时让男孩道歉，但男孩拒绝，并朝其吐口水，做鬼

脸并做出一系列侮辱性动作。而当丈夫乔伟冲动之下把男孩头

按入水中后，男孩联系了母亲。后者带着家属和朋友在游泳馆

更衣室内打了安某。此后，男孩家人还先后找到乔某和安某所

在单位，要求单位开除安医生和她丈夫党籍、公职。安某夫妻

详细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和照片等个人基本信息在当地微信

群中广泛流传，这一系列的网络暴力最终让性格内向的安某选

择一死了之。

讽刺的是，知道真相的人们又将怒火烧到了男孩家人身上，

　　自媒体行业如果不守底线，将陷入“破窗效应”的恶性循环，既扭曲了社会
的价值取向，也将耗尽整个社会对自媒体的信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