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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调查处理，一定要让事情有一个公正公开的处理结果。可见，

公众对于造谣污蔑和网络暴力的痛恨，希望“按键伤人”者付

出代价，得到震慑。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日益成为社会的信

息生产、传播之地，语言暴力也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形成了

大家深恶痛绝的网络暴力。网暴已经不再局限于社会的负面事

件，它已经扩展到热点事件、重大活动、明星网红、焦点人物等。

有时候，一些网暴就是来得莫名其妙。而在被网络深度链

接的当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网暴的受害者，或是在被信息洪

流席卷并反复横跳间，一不小心成为网暴的“帮凶”。

莫须有式的维权

事件起因是，张某在地铁上见一大叔蹲着玩手机，怀疑对

方偷拍自己。为自证清白，大叔同意其检查了手机相册。但发

现是个误会后，张某依然选择在网上曝光，并用“猥琐老头”“不

是第一次作案”“动作娴熟”等词汇来斥责大叔，并表示“难

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我就不用去维权了吗”。

有人顺利被这篇“小作文”带偏，也有网友替大叔鸣不平。

张某继而表示，“既然没有偷拍，那他为什么不为自己发声”。 

正是这条微博激起了千层怒浪，舆情自此发酵。

大叔的儿子邓先生表示，父亲没有开通微博，并不知道网

上的舆论。警方关注到后，联系了其父亲和视频曝光者了解情况。

“民警要求女生删除视频，双方达成和解。”邓先生说，他父

亲并不知道视频传播意味着什么，以为对方只是发到朋友圈或

者短视频平台，“删掉就没事了，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家人”。

6 月 11 日，邓先生自己在社交平台刷到了上述视频片段，

认出了父亲，才知道这件事，并感到非常生气，于是决定报警，

“我们希望她能公开道歉”。当天，张某从东莞赶了过来，正

式向其一家道歉。

“她是大学生，我们是农民工，她的文化水平比我们高，

犯了错我们应该给她一次机会。她（考上大学）不容易，希望

学校不要开除她。”邓先生说，自己家只需要她能够在网上公

开道歉就行，并不想让她退学或者赔偿。

当晚，张某在她自己的微博发文道歉。

但网络舆论并未就此平息，眼看着一场网暴刚被遏制，另

一场网暴又在酝酿——张某的很多个人信息、照片被扒出，就

事论事、理性批评之外，恶言恶语、人身攻击也不少，甚至其“代

表”的各类群体也遭了殃。之后，她不仅被曝被腾讯解除实习

地铁偷拍是很多女孩深恶痛绝的现象。

　　没有边界的“以曝制曝”，本质上也是一种“以暴制暴”，是网络

曝光这一手段被滥用的缩影。

大叔自证清白后，张某仍将其曝光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