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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舆论场上往往出现一种病态化的流量收割逻辑——— 习惯在大众共识的反面“标新立异”。比如，大众同情受害
者，往往就出现受害者“并不完美”的论调；一个新闻有新的进展，就片面将其定性为“反转”，以误导大众对事实的认知。而
此次事件里，对于国家赔偿金额的另类解读，也正是建立在大众认知的反面。

别让“张玉环不亏”式怪论挑逗社会情绪

□ 彭柏
最近，广东的陆先生每天都

会收到数百个陌生来电和短信骚
扰，凌晨两三点也不消停。原因
是，他的手机号码，出现在热播剧

《三十而已》中，这是男主之一的
陈屿寻猫时留下的联系方式。

给陆先生造成的困扰，制片
方与播放平台难辞其咎。律师
说了，即使不存在主观恶意，制
片方也侵犯了号主的隐私权，陆
先生有权要求道歉赔偿；如果平
台没有尽到采取补救措施的义
务，应当与制片方承担连带的侵
权责任。

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
么多人，分不清虚构的影视剧和
真实的生活，把对剧中角色的情
感，这么轻易地带到了生活里？

早在2018年，电视剧《爱情
进化论》中，出现了一串手机号
码，结果市民张某不断收到骚扰
电话和短信。在将电视剧出品
方新丽公司和爱奇艺公司诉至
法院后，最终获赔3.5万元。

《都挺好》热播时，每天都有
很多游客去剧中的“苏家老宅”
敲门，甚至凌晨一点在门外高喊

“苏大强”，房子的真正主人———
一位年迈的老奶奶，不堪其扰而
住院，邻居们也纷纷投诉。

当“躺枪”的人濒临崩溃，没
有一个骚扰者是无辜的。

这背后的心理，可能有两
种。一是人类“爱凑热闹”的本
能，在互联网时代的发酵。人们
知道陈屿只是虚构角色，也知道
苏大强不住在苏家老宅，但还是
克制不住内心深处的躁动，希望
在网络狂欢中怒刷存在感，强化
自己的“圈层”属性。

也有不少观众，是真的“入
戏太深”。本来，剧就是剧，荧屏
就是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林有
有”改变与否，不取决于我们骂
得狠不狠，一个骚扰电话也不会
让“陈屿”跟“钟晓芹”和好。但
这些常识，被一些狂热和偏执者
自动屏蔽，丝毫阻挡不了他们的
过激言行。

除了“躺枪”的无辜路人，
“中枪”的演员就更多了。《三十
而已》里扮演“林有有”的张月，
近来一直饱受网络暴力的困扰，
就因为她演了一个“小三”。上
一次因同样原因被骂的，是《我
的前半生》里扮演“凌玲”的吴
樾，被骂哭。

可这些演员和路人，又做错
了什么呢？

明明，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因为“容嬷嬷”，就把演员李明启
骂到“不敢出门买菜”，是多么幼
稚荒唐的行为。现在，怎么认知
又回到了原点？

确实，看剧时，适当的共情
与代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剧情与角色。能不能激发观众
的共情，也是衡量一部剧成色、
演员演技的因素之一，但要有一
个度。当情感冲破了理性的堤
坝，变成对他人的骚扰和伤害，
离违法也就不远了。这不是一
个“剧迷”“影迷”身份能承担的。

影视剧来源于生活，但它不
等于生活。看剧时，做一名乖巧
的吃瓜群众。结束观看时，就忘
了它吧，别让它影响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才是需要你认认真真、
穷尽一生去演好的一出“大戏”。

“入戏太深”是种病

□ 辛静
连日来，张玉环杀童冤案

当事人张玉环被无罪释放一
事，持续引发舆论围观。一位
叫陈剑的导演，日前也就此事
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不要再哭
诉了，国家赔你几百万也够了。
27年冤狱，700万国家赔偿，平
均每年收入25.9万，每个月2.1
万，每天700人民币进账！张玉
环何许人也？博士？硕士？白
领？江西农民，你27年的收入
比博士还高！”

此一言论迅即引发网友质
疑，有人感叹：这番“高论”，彻底
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有网友直
斥：如果是你，27年的绝望换几
百万元，值吗？应该说，不管是
基于国家赔偿的法理逻辑，还是
基于起码的同理心，此番言论都
堪称是“秀下限”，是挑战社会常

识与公序良俗之怪论。
目前，发言的微博账号已

被平台予以“永久禁言”处理。
但是，其引发了近两万人点赞，
加之此前围绕国家赔偿所引发
的种种似是而非的声音，对这
类荒谬之论及其背后的某些社
会疑惑，还是有必要严肃厘清，
不能任由其裹挟部分不明事实
和常识的偏见，恶意挑逗和放
大非理性的社会情绪。

事实上，该文所说的700万
元国家赔偿，并非张玉环实际所
得，而是律师初步提出的拟申请
数额。拿这样一个“虚数”来作
为“立论”基础，本身就不无恶意
挑拨之意。这也提醒那些为之

“点赞”的网友，在围观相关言论
时，必须有一定的事实“洁癖”，
否则就很容易被“带节奏”。

当然，无论数字上是否夸

大，此番言论背后的逻辑都应该
警惕。因为，不管是将国家赔偿
形容为“每天进账”多少，还是将
之与其他职业的收入做对比，都
是对国家赔偿制度及其价值和
作用的扭曲与“物化”。国家赔
偿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为了倒
逼国家机关“少犯错”而付出的
公共成本，是对不特定受害者的
赔偿，更是一个社会为正义、公
正所支付的成本。

跳出此个案来看，类似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言，往往
是在热点事件中寻找大众敏感
点，利用一些极具蛊惑力的关
键词，或者是毫不相干的“类
比”，来树立阶层对立，或是迎
合放大某些社会疑问背后的情
绪，以实现“自我营销”。本质
上，这也是当前互联网“毒流
量”的一种表现形式。

更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
舆论场上往往出现一种病态化
的流量收割逻辑——— 习惯在大
众共识的反面“标新立异”。比
如，大众同情受害者，往往就出
现受害者“并不完美”的论调；
一个新闻有新的进展，就片面
将其定性为“反转”，以误导大
众对事实的认知。

而此次事件里，对于国家
赔偿金额的另类解读，也正是
建立在大众认知的反面。诸如
此类的“唱反调”，看似“深刻”，
实质同样是换个姿势搅浑舆
论、混淆是非。

对此，平台方面不能为这
种“刁钻”恶意的舆论“碰瓷”提
供机会，对相关账号依规及时
做出诸如“永久禁言”等处理，
围观者也要擦亮眼，别轻易被
情绪“收割”。

大胆对自动续费说“不”

□ 王继洋
据《南国早报》报道，如今，

大家用手机扫一扫就能开通各
种会员包月、包年服务套餐，但
稍不留神就可能掉进商家陷阱，
南宁就有多名消费者中招。今
年5月，南宁的陈先生在电视上
开通15元包月的影视会员，6月
该套餐直接从话费中扣除。经
查，他发现商家所谓的包月是自
动续费，到期日期为2099年。

陈先生的经历，相信很多
人都曾有过，只是没有自动续
费79年这么夸张。在这个手机
短信几乎全是取件码和验证码
的时代，自动续费短信也成了
手机收件箱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与收到快递的喜悦相比，
自动续费短信带来的更多是

“什么？我还没取消？”“怎么取

消？”“下次再取消吧！”……诸
如此类的心路历程，每个月周
而复始。

不知不觉中，自动续费的
套路渗透了我们的生活日常，
衣食住行全都有APP：点外卖，
有美团会员；听音乐，有网易云
音乐会员、虾米音乐会员；看视
频，又爱奇艺、优酷会员……更
别说其他乱七八糟的APP了。
最后一算，每个月光APP付会员
费这一块的消费就有几百元，
一年下来就是几千块。

就算你不用这些APP了，钱
依然在扣，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情！更可怕的是，你甚至想不起
什么时间开通了自动续费这个
功能，等你看到扣费信息，想关
掉自动续费时，已经晚了。人都
是比较懒的，就想着反正交费
了，下个月再取消吧，等到了下
个月，又开始重复这样的事情。

面对自动续费，用户从一
开始的不痛不痒到如今恨得牙
痒，中间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从互联网公司的角度来
讲，通过自动续费既能培养用
户习惯，提高产品粘性，又能从
用户一次的“忘记取消”自动续
费过程中赚取“记忆税”或“懒
税”，所以他们基本都会以极为
隐蔽的方式，让用户掉入自动
续费的陷阱。

自动续费的套路很多，比
如免费试用，一般都是要你开
通包月服务之后才能享受到；
再比如充值优惠的页面，往往
再不显眼的角落标注自动续费
条款，用户只要付费就开通了
自动续费功能；更狠的是一些
会员服务，只有自动续费这一
选项，用户所能选择的，只能是
连续包年、连续包半年、连续包
季或连续包月……这些自动续
费的套路，真的是让用户深深
感受到了来自互联网公司的恶
意。更要命的是，当你想要取
消自动续费的时候，却发现入
口隐蔽且手续繁琐，与“确认支
付”的简便性相比，“关闭续费”

宛如一项“隐藏功能”。
自动续费功能的设计初衷

应该是服务用户而不是欺瞒用
户，真正体面的服务商应该更注
重用户的使用感受，让用户对于
自己的每笔开销都明确无误。
遗憾的是，从现有手机付费应用
的交易环境来看，互联网公司与
用户的市场关系已然扭曲，让用
户慢慢失去了安全感。要知道，
真正健康的市场经济，不是靠套
路来维持的。在信息透明的时
代，“雁过拔毛式”自动续费套路
注定无法长久。

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自
动续费的套路，应该大胆说

“不”，并采取法律途径积极维
权，以避免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与此同时，更需要市场监管部
门站出来主动作为，对此类做
法依法予以严惩。树立法律权
威的同时，也规范行业秩序，避
免自动续费套路成为行业潜规
则，消费者不得不成为处处提
心吊胆的专家。

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自动续费的套路，应该大胆说“不”，并采取法律途径积极维权，以避免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与此
同时，更需要市场监管部门站出来主动作为，对此类做法依法予以严惩。树立法律权威的同时，也规范行业秩序，避免自动
续费套路成为行业潜规则，消费者不得不成为处处提心吊胆的专家。

新房交付心欢喜，
脚踩地面似淤泥。
如此质量难安居，
监管部门在哪里？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杭州的夏女士在富阳山水如画小区的新房，最
近刚刚交付。但是就在验房的时候，夏女士的高跟
鞋扎进新家地面，走过留下一路的小洞。按照夏女
士的说法，“第一次来的话，是有人陪同的。然后我
踩下去之后就站不起来了。后面他们帮我，才把我
拉起来的。我踩下去的时候感觉很沉，感觉整个人
在陷下去。” 据8月11日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