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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举报、动辄施压处理发言的人？只要人多势众就可以随便

喊打喊杀吗？这是粉圈还是黑社会？

当那些举报的人口口声声说着“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

络言论存在边界”，需要扪心自问，自己发言的边界在哪里？“我

网暴你们可以，你们说我不行。”网络驰名双标在饭圈文化中

的表现尤其突出。每项权利都有自己的边界，我们不能为了保

护某一个人的权利而牺牲其他人的权利，其他人更没有义务为

某些人的偶像让步。

勇敢说不！

2023 年年初，深受黄谣网暴困扰十余年的演员张静初，用

一场为时一年八个月的现实版“秋菊打官司”，等来了迟到的

正义。但即使有了法院的判决结果，造谣者至今仍拒绝道歉。

以至于张静初感慨：不过是“胜利的官司，失败的维权”。

张静初在直播间自曝这些年，她被黄谣和网暴困扰了十几

年，连上网都草木皆兵非常害怕，就像植物一样任人践踏，生

活一度很压抑。多年来，张静初顶着靠男人上位的污点生活，

一度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以及动力。张静初称，造黄谣，是一

种最古老、最常见、也最有效打击女性的方式，因为它直接可

以让一个女性社会性死亡。

“只要一句子虚乌有的黄谣，一旦开始，那被造谣的人，

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跟这个黄谣撇清关系了。听到黄谣的

人呢，即便有了法院的判决书，即便是有相关部门出来澄清并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听到的人脑中都留下了一个问号，

那个问号其实是非常残忍的。”张静初在直播间几度崩溃落泪，

说自己这些年连上网都不敢，就怕看见那些不好的言论。

本来她认为清者自清，不屑于去解释以及澄清。但是对她

的诽谤越来越多，甚至在 2021 年的 6 月份的抖音上，有个造谣

账号还发布了一系列张静初利用美貌而获取工作机会、被封杀、

被人掌掴的不实消息，这几条视频在十天内，点击量就达到了

1300 万，再次将她推到了风口浪尖。

张静初发现，一再的隐忍并不能换来息事宁人。她拿起了

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在被造黄谣的这十几年里，张静初打了

人生中第一场官司，造谣者败诉，被判赔偿张静初 3 万元，并

向她公开道歉。尽管她依然没有等来造谣者的道歉，但她在直

播间中说出了多年来一直想说的话：黄谣把我在工作中的努力

与付出，归结在了男人身上，但我相信，很多女生在职场上也

会有这种情况，唯一能让黄谣停止的，便是我们的勇气。“面

对黄谣和网暴，要第一时间维权。因为黄谣不会清者自清，只

会愈演愈烈。”

多次遭遇网暴的张馨予也将一名造谣诽谤的网友告上了法

庭，法院判决对方 16 万元赔偿和道歉，因为情节特别严重。但

是造谣者却向法官声称自己生病没有工作和任何经济来源，无

法赔偿。最终，张馨予免除了他的所有赔偿还帮他支付了律师费。

只是这位网友街拍、追星、购买新款手机的日常还是刺痛了张

馨予。

张馨予在微博上发文指出：“生病并不是伤害别人为自己

开脱的理由，长达两年的语言攻击和诽谤，字字如刀，对我造

成了不可逆的伤害。这次免责不是我原谅了你，而是我希望你

能更加记住，语言霸凌，有时候也会是杀手，只是有的人比较

坚强，自己疗完伤与这些伤害和解。希望你好好生活，不要再

在网上伤害不曾谋面的人……”2023年年初，深受黄谣网暴困扰十余年的演员张静初等来了迟到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