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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暴之恶

偷拍照片和视频，偷拍者在微信群聊里编造了“少妇出轨快递

小哥”的聊天内容，这些内容很快被转发到了多个微信群、微

信公众号，以及微博、抖音等平台，引发多个平台的网民发表

侮辱性评论。

同样地，还有“粉红色头发女孩事件”。2022 年 7 月 13 日，

郑灵华收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她赶到医院把这

个好消息告诉躺在病床上的爷爷。当她把祖孙俩的合影发在小

红书平台后不久，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照片陆续被抖音平

台的多个营销号、百家号平台上的一个认证博主盗用，随之在

网络上扩散。

而郑灵华遭到网络暴力最直接原因竟然是她“染了粉红色

头发”。有营销号搬了她的图，编出“专升本”的故事，卖起

了课；许多人针对她的粉色头发，辱骂她“陪酒女、夜店舞女、

不正经……”；甚至还有人攻击她生病的爷爷，造谣称“老人

带病考取研究生，还娶了一个小女生”。

2023 年 1 月 23 日，兔年大年初二，郑灵华自我结束生命，

卒年 23 岁。她在遗书中说，“内心创伤，由于吃药已经记不太

清了”。生前，她吃大量抗抑郁的药。在她“尽力罗列”的原因里，

第一条就是“网暴”。

“海量的平台为互联网用户提供着各种细分方向的内容，

从文字、图片到短视频、长视频，再到直播。再加上深度伪造

等新技术的发展，网暴的呈现形式、载体等都有所变化，比如

短视频、还有 AI 造谣等。”姜方炳表示，因此舆论反转的频率

也比以往频繁。

比如，2020 年清华美的一位女生，怀疑一个学弟摸了自己

屁股。为了自证清白，这名学弟按照学姐要求，把身份证件发

给了对方，并且告诉她可以查看监控。然而在调查结果没出来前，

女生就将学弟的个人信息发布到社交媒体，声称一定要让这位

学弟“社死”。在学姐的强势攻击下，这名学弟承受着来自网

上的暴力。然而在调取监控之后才发现，这件事原来是一场误会。

学姐遂被网友称为“清华腚姐”。

又比如，千万网红“小慧君”在镜头前哭诉，自己被老板骚扰，

同时被骚扰的还有公司里的其他几位女同事。一句“没有一个

女生会拿自己的清白说事”让她的老板孙灏羽被大批不明真相

的网友攻击，家门口被人泼东西，他的父母被人跟踪，他的公

司也因为这件事而不得不关闭。但最后，人们发现，这一切都

是“小慧君”的阴谋。她造谣的目的不过是想要在不付违约金

的情况下离开机构。

由此也可以看出，网暴者攻击的话术几乎一脉相承——对

男性的攻击多从政治、金钱和性丑闻出发；对于女性攻击的方

面则更多，包括但不限于羞辱外貌、贬低能力，统一使用的手

段是“造黄谣”。无奈，这些话术和手段总能够奏效，引发暴

力的狂欢，让人瞬间“社会性死亡”。

黑灰产推波助澜

2022 年底，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一名刘姓历史老师上网

课后在家中不幸去世。据其家属提供的视频和图片显示，刘老

师在给学生上网课时，直播间遭遇陌生人闯入，闯入者故意播

放刺耳音乐，干扰课堂秩序，种种侮辱话语不堪入耳。该事件

发生后，新型网暴——“网课爆破”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入

郑灵华把祖孙俩的合影发在小红书平台后不久，照片陆续被多个平台盗用，随之

在网络上扩散。

武汉被撞身亡小学生的母亲遭受网友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