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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葛敏

近日，有网友发现并举报抖音用
户网暴奥运冠军陈芋汐一事。5月28
日，抖音官方平台就此事作出回应。

“抖音黑板报”写道：“经核查，平
台已全面清理针对相关运动员的攻
击、侮辱、极端、不友善言论。平台持
续针对体育“饭圈”现象展开专项治
理，严厉打击涉体育领域的网暴、诽
谤、煽动对立和非理性追星行为。平
台也呼吁广大用户理性表达支持，抵
制网络戾气。”

5月25日-26日，陈芋汐在全国
跳水冠军赛中先后获得女子单人10
米台和双人10米台冠军，全红婵因伤
缺席该赛事。运动员摘金，本该是竞
技体育高光时刻的最好诠释，然而在
社交平台上，针对运动员的网暴却像
是病毒般蔓延传播。

近些年，体育圈逐渐饭圈化，此前
体育圈看的多是“比赛”，现在重点是
看“人”。事实上，针对陈芋汐的网暴
由来已久。相仿的年纪，相同的项目，
再加上同样出众的实力，外界习惯地
性会拿陈芋汐和全红婵这对双子星进
行比较，甚至将关系很好的两人时常
摆在对立面。

部分网友通过简化陈芋汐和全红

婵竞技体育上付出的汗水与努力，化
二者为“资源碾压”和“草根崛起”的对
立符号叙事，不断挑拨情绪，形成了

“夺冠被骂，不夺冠也被骂”的高压网
络暴力。纵观这些极端言论存在着双
重遮蔽，一方面忽视运动员在磨练自
身实力时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另一
方面选择性遗忘竞技体育的残酷。

陈芋汐曾说过：“我觉得我们俩算
是良性竞争，有竞争才有提升。无论
是她比得好或者我比得好，我们都会
以平稳的心态去面对比赛和成绩，希
望大家都能发挥出好的水平。我真的
非常感谢全红婵的出现，也是一直在
不断地激励我。如果是只有我或者她
一个人，很有可能原地踏步甚至是退
步，可能现在已经跳回390分了，无论
如何都不会相信自己能跳到450这么
高的分。”

曾有记者问陈芋汐和全红婵：是
单人压力大，还是双人压力大？陈芋
汐的回答是双人，因为单人有全红婵
托底，能确保金牌，而全红婵的回答则
是单人，因为双人有陈芋汐的陪伴，让
她感到安心。截然不同的回答，却映
射出“两小只”对彼此之间的信赖与喜
爱。对于中国跳水队而言，拥有这对
绝代双骄，何其有幸。

陈芋汐再度遭网暴
整治饭圈势在必行

作为新生代优秀运动员的代表
之一，陈芋汐因在全国跳水冠军赛夺
冠却遭遇网络暴力，成为近日公共舆
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从之前樊振
东无奈地自嘲“输球不行，赢球好像也
没那么行”，到国乒小将林诗栋在世乒
赛因输球被“网络炮轰”，再到国乒队
员之间的对战屡屡被喝倒彩，不难发
现：运动员在网络空间里面临的舆论
环境愈发严峻，既输不起，也赢不得。
对此，媒体和公众纷纷疾呼：应当严厉
打击网络暴力，走出“算法茧房”，让真
正的体育精神得到回归。

不可输也不可赢的处境

竞技体育本身就具有赢与输、成
功与失败的对立面，这种对立催生着
挑战极限的勇气，也塑造了真正的体
育精神。正如本届全国跳水冠军赛
上，陈芋汐在女双10米台摘金，本是
值得喝彩的荣耀，却意外遭遇抖音平
台上铺天盖地的攻讦和嘲讽；反观之
前林诗栋失利，也同样被舆论裹挟，一
度陷入被攻击的风口浪尖。种种迹象

表明，部分极端网民在社交网络中的
“零和思维”不断加剧，类似“要么一无
是处，要么十恶不赦”的语言暴力，让
运动员们陷入了无论胜负都要挨骂的
尴尬处境。

这些现象不仅影响运动员个人，
也让观众错失用理性和欣赏的眼光品
味高水平竞赛的机会，更可能误导青
少年对竞技体育的认知。在社交媒体
的滚滚流量之下，一些原本健康的讨
论逐渐异化，向着攻击、谩骂、煽动对
立的方向发酵。长此以往，“体育”为
国争光、“运动员”传递健康向上的价
值观，就会在无止境的口水战中被稀
释、被遗忘。

算法与舆论环境
的双重推波助澜

与过去传统媒体时代相比，今天
的互联网社交平台通过精准算法加速
了信息的匹配与传播。当某一话题在
短时间内聚拢了海量关注，平台往往
会优先推送同类内容，令用户沉溺在

“算法茧房”中：只看到单一或极端化

的观点，无法触及其他声音。在这样
一个舆论场里，追求“流量变现”者往
往会主动制造冲突，塑造或放大对立
情绪；网络“键盘侠”们也更容易在自
我强化的“意见回声室”内一再升级语
言暴力。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平台眼见争
议与对立能带动活跃度和热度，也曾
默许或纵容无节制的内容扩散，结果
导致辱骂言论和虚假信息趁机扩散。
此次针对陈芋汐的攻击帖和侮辱言论
被集中投诉后，抖音方面表示已全面
清理并呼吁理性表达，表明平台在应
对“饭圈”乱象、“网暴”言行等方面的
态度开始更加明确。但这仅仅是“事
后补救”，更关键的是，如何在平常的
算法规则和内容审核中，将对真相与
理性的引导贯穿始终，避免同类事件
一再上演。

为体育正名：
凝心聚力弘扬主流价值

在“算法茧房”内，“叫骂声”被不
断放大，以致令体育精神失去光彩。
但现实世界里，各方对于抵制网络戾
气、呼吁公平正义的期待，一直都在；
主流价值观对“友善竞争、赛场尊重”
的倡导，也始终在。事实上，竞技体育
从来不只为了争金夺银，更是人类对
自身极限的不懈追求、对拼搏精神的
弘扬与对团队合作的诠释。

尤其在当前，中国正全力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体育所具备的凝聚人心、
激发向上力量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如
果让运动员经常被莫名其妙地“网
暴”，会让更多青少年对竞技体育望而
却步，乃至让训练场上“拼搏无用”“金
牌不值一提”的挫败感蔓延开来。这
显然与新时代塑造体育强国的目标背
道而驰。面对网络戾气，只有用正面

声音、权威事实发声，才能制止恶意言
论的破坏性扩散。

如何规避恶性循环：
平台与社会多方联动

究其根源，网络暴力不单是平台
审核机制的漏洞，也是部分人心理失
衡、价值观扭曲的集中体现。从平台
层面而言，一方面要升级审核机制，针
对“饭圈化”的恶意攻击、故意挑拨粉
丝对立等行为进行严惩；另一方面要
落实实名制与惩戒制度，真正让极端
言论付出代价。同时，对争议当事人
也需设置“冷静期”以及“反网暴”一键
保护功能，避免当事人在铺天盖地的
关注度中被裹挟“二次伤害”，以及借
争议“蹭热点”牟利的行为。

此外，更要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
信息源作用。在碎片化时代，许多谣
言和极端情绪往往利用公众对真相了
解不充分的空隙发酵。若能做到及时
介入、还原事实、普及体育文化和专业
知识，让各方形成共同认知，也可减少
很多不必要的误解与冲突。

而从社会角度看，净化舆论环境
归根结底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除了
平台尽责、媒体发声，司法机关和教育
部门也应当更加重视对网络暴力的追
责与警示教育。一方面，通过加大对
恶意造谣、侮辱诽谤等行为的追究力
度，引导广大网民知敬畏、守底线；另
一方面，也需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的网
络文明教育，向青少年普及“理性发
声、文明用网”的基本准则。只有多方
并进，才能真正拧紧整个社会的“价值
阀门”。

体育是最接近阳光的职业！数十
年来，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在国际赛场
上为祖国争光。我们不能再让冠军伤
心，让英雄寒心！ 摘自 上观新闻

肆虐体育界的“饭圈”乱象，仍在
不断上演。

5月28日，某网络视频平台发布
消息称，已全面清理针对相关运动员
的攻击、侮辱、极端、不友善言论，也将
持续严厉打击涉体育领域的网暴、诽
谤、煽动对立和非理性追星行为。

这一次“受伤”的，是在奥运会、世
锦赛、世界杯等世界大赛上一次次为
中国体育争得金牌荣誉的跳水名将陈
芋汐。在其近期出战全国跳水冠军赛
期间，网络上再度出现了许多诽谤和
侮辱性的言论。

而这绝不是她首次遭遇这样的攻
击。多年来，网络上的极端“饭圈”粉
丝持续性地发表谣言与诋毁性内容，
据业内人士透露，已经给运动员造成
了相当的心理压力和不良影响。

更令人失语的是，今年的全国跳
水冠军赛，另一位中国女子跳水名将
全红婵因伤退赛，并未在赛场上与陈
芋汐展开竞争，但部分极端“饭圈”粉
丝也并未收声，而是继续生产着有毒
的内容。

在战争中，无视平民和非军事设
施的“无差别轰炸”是令人不齿的罪
行，而在舆论场上，极端“饭圈”正持续
用无视现实更无视真相的“无差别轰
炸”，攻击着刻苦训练，努力为国争光
的体育健儿。

奥林匹克格言点明了体育的理想
和意义——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但在极端“饭圈”心中，只剩下党同伐
异的暴力倾向——不利于自己“偶像”
的一切都是敌人，都是要不择手段攻
击的对象。

哪怕这些编造的谣言和攻击行
为，给他们的“偶像”所带去的没有帮
助，只有痛苦和伤害，他们也乐此不
疲。

此前，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各个运
动项目的管理机构，再到诸多具体的
运动员，都曾发出过呼吁团结、反对极
端“饭圈”的倡议，然而类似的场内外
语言暴力仍未禁绝。

任何一个微小的契机，都能成为极
端“饭圈”粉丝展开攻击的导火索——
比如法网期间，中国网球女将郑钦文
在接受采访时记混了游泳运动员覃海
洋和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原本是一
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插曲，也在社交媒
体上引起了部分粉丝的“对喷”。

在网络上表达个人观点固然是应
有的权利，但当言论从观点的表达变
质成了谣言的传播和人身攻击，就应
当被果断“斩断”。多家网络平台的清
理与不良账号封禁措施，是不可缺少
的一个步骤。

同时，法律的威慑也是有力的武
器——此前，公安机关就依法对巴黎
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后“恶意编造
信息、公然诋毁他人”的一名犯罪嫌疑
人予以刑拘。而就在几天前，最高人
民法院也发布了一个典型案例，强调

“追星中侮辱、诽谤他人，应依法承担
侵权责任”。

当努力拼搏的运动健儿遭受不应
承受的语言暴力“轰炸”，除了为他们
提供心理帮助和疏导，更应该清除发
起“轰炸”的源头。体育竞争的精彩，
不应被场下的谣言和侮辱、攻击所替
代。 摘自 澎湃新闻

谁在“无差别轰炸”
我们的运动员

别让“饭圈癌”和“算法茧房”毁了中国体育

陈芋汐获得2025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女子10米台冠军

陈芋汐
（右）/掌敏
洁获得女子
双人 10 米
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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