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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为什么社

会 要 对 一 个 58

岁老年人“充满

恶意”：直播行业

不就是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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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8 月 1 日凌晨，网络女

主播“乔碧萝殿下”的直播间

被斗鱼直播平台永久封停。

7 月 25 日，直播时用图

像挡脸、以甜美“萝莉音”和

网友聊天的“乔碧萝殿下”，

在与人连麦时“翻车”——平

时用来遮挡脸部的图片不见

了，露出一个和蔼的“大妈”

真容，她还透露，自己其实是

58岁。

虽然备受网友指责，甚

至有律师表示“乔碧萝殿下”

涉嫌欺诈，但她依旧在借此

炒作。

事实上，此类炒作行为

在很多直播平台屡见不鲜，

有些触及法律底线，有些甚

至让主播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是很多人依然勇于冒险。

对此，主播和直播平台的底

线在哪里？责任如何划分？

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萝莉直播翻车变大妈，算不算诈骗
昨日“乔碧萝殿下”被斗鱼封号，经调查此事是花费28万元的营销事件

短视频乱象频出，网络资本“稳赚不赔”，专家解读如此美颜算不算诈骗

58岁大妈的二次元萝莉人设——
“翻车”的直播与“倔强”的女主播

“我不解释任何质疑了，直播行业是演绎节目。记得当年

容嬷嬷演员因为演的（得）逼真而被砸窗户嘛？直播只是演节

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正确的直播观看方式。”直播“翻车”

后，58岁的“乔碧萝殿下”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说。

7月25日，是她网络人生的转折日。

在那之前，她依靠萝莉音和大量美艳照片，吸引了很多网

友为她打赏或引流，据说排名第一的男粉丝曾为她刷了超过

十万元的礼物。

不过，即使如此，其粉丝量在直播界，相比头部网红而言，

依然少得可怜。

但吊诡的是，她现了原形后，粉丝量在短短三四天里反而

增长到了上百万，7 月 29 日，其账号活力值甚至蹿升至全网

第一。

不过，排名第一的男粉丝已怒而销号，而新关注者们更多

是为了看这位“58岁的乔姥姥”。

和直播间的状态不同，微博上的“乔碧萝殿下”话语不多，

只有两页。且大多都是7月25日后才发布的“倔强文字”。

面对网友群嘲，“乔碧萝殿下”写下：“我是一个激动并且

头铁的人。”并表示如果水军不停止攻击，那她就打算走法律

程序。

面对欺诈质疑，她又说：“骗在哪？我从未说过直播时的

图片是我本人。图片是根据很多明星的脸画出来的网红脸。

服饰不是都这样吗？滤镜不是都这样吗？二次元主播不是都

有人设嘛？我只说给懂的人。”

“只说给懂的人”的内容，不止服饰和滤镜。她说自己是

一个配音演员，“我相信喜欢艺术的人也知道行为艺术。”

而倔强之外，她也透着无奈，她一边承认自己是“58岁的

奶奶”，一边还在质问网友：“你58岁的奶奶，因为工作受到这

些，你会怎么样？”

此外，她还表示，不明白为什么社会要对一个 58 岁老年

人“充满恶意”：直播行业不就是演吗？

被永久关停的账号——
检讨反思后瞬间反转：我这人贼欠

8 月 1 日凌晨，斗鱼针对“萝莉变大妈”事件回应，称经平

台调查核实，该事件系主播“乔碧萝殿下”自主策划、刻意炒

作。

针对事件中主播发表不当言论，挑战公众底线，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一事，现平台决定即日起永久封停主播“乔碧萝殿

下”直播间，下架所有相关视频，并关闭主播个人鱼吧。

“乔碧萝殿下”也点赞这条处罚宣告，同时她承认，花了

28万元来做营销。她似乎忘记了7月31日时她还坚称“无任

何媒体经任何许可炒作此事，这件事并非营销”。

直到此时，“乔碧萝殿下”才有些许反思：“我检讨我反思

我活该，以后还是要谨慎，可是别膨胀。”

只不过这番反思之后没几小时，倔强的“乔碧萝殿下”又

如二次元中的漫画人物一般翻转思维：“我这人贼欠。没办法

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建一个平

台。不一定是直播平台。但是我想可能需要融资”。

这波反转有着反转的土壤。

她被封号后，反而演变成一场网络的“审丑”狂欢。有人

说，“如果按这个力度标准，斗鱼有好多主播早就该封了。”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晓燕就表示，网

络直播中涉黄涉暴、内容低俗化等违规情况时有发生。此前

还发生过淫秽视频直播、直播公益造假、直播跳楼等荒唐事

件。因此平台应加强内容的审核管理，对于直播乱象要及时

制止，相关管理部门对直播平台要加强内容监看和审查，“对

平台进行约束，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北京志霖律师

事务所副主任赵占领告诉记者，他认为粉丝对主播的打赏不

属于付费观看直播，而是基于对主播的表演、相貌、声音、才艺

的欣赏，或者其他因素，通过购买礼物而实施的赠与，粉丝与

主播之间是赠与合同关系。打赏行为已经做出，赠与物已经

转移，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通常情况下，作为赠与人的粉

丝不能要回打赏。

“合同法规定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可以依法撤销，粉丝以

此为由要回打赏的难度很大。”赵占领说，这个案例中，粉丝要

证明打赏完全是基于该主播的相貌，而没有其他因素，才可能

要求追回打赏。

此外，他认为主播美化照片是否构成刑事诈骗，关键看其

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

粉丝较大财物。如果美化照片目的只是获得更高关注度，尚

不构成刑事诈骗。

对此，有媒体评论说，“乔碧萝殿下”并不是个例，直播平

台依靠美颜、滤镜、变声，从而“批量生产”网红主播的行径，大

家早已见怪不怪了，甚至有调侃：“当主播，活人就行。”

过分美颜算不算诈骗过分美颜算不算诈骗

事实上，“乔碧萝殿下”的翻车事件，并非偶然。屏幕后试

图走红的直播群体，为了流量和利益，可以触及法律底线，甚

至不惜生命。

7月3日，湖北武汉，为拍“恶搞”视频博取流量，一对情侣

一共实施过 5 起针对路人的“泼粪行动”。最终，两人因涉嫌

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

7 月 20 日，安徽合肥，斗鱼平台一名 35 岁的男主播被发

现于家中电脑桌前死亡，桌上放着活体蜈蚣、壁虎等。为了吸

引粉丝，他在直播中常玩“转盘吃东西”，转盘上写有啤酒、蜈

蚣、壁虎、芥末等物品，转到哪个就吃喝对应东西。警方判定

该主播系“缺氧窒息”死亡。他的女友痛不欲生，他们的孩子

将于今年10月出生。

7月28日，广东梅州，一对情侣爬过铁轨抓拍“火车经过、

发梢飘起”画面，列车鸣笛后仍在原地不动，后被火车驶来的

风力掀翻，女子头部和腿部，男子背部受伤。

⋯⋯

类似案例在直播平台或短视频平台上不胜枚举。早在

2016 年，斗鱼等一批网络直播平台因涉嫌提供含宣扬淫秽、

暴力、教唆犯罪等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被文化部列入查处

名单。

层出不穷的直播乱象层出不穷的直播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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