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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去年1月24日凌晨4点，刘学州因大量服用抗抑郁药物，在海南三

亚经抢救无效死亡。千里之外的河北石家庄，柴俊燕看着刘学州留下

的遗书，泪如雨下。

遗书中，15岁的刘学州用七千余字回顾了自己悲苦的一生，“出生

被父母卖掉做彩礼、4 岁养父母双亡、二年级开始寄宿制学校、校园欺

凌受害者、男老师猥亵、寻亲男孩被二次遗弃⋯⋯”

在收养刘学州的家族中，除了姥姥，舅妈柴俊燕是和刘学州最亲近

的人。“姥姥最亲，是她用奶粉把州州喂大的，但她毕竟年纪大，只顾得

上让州州吃饱、穿暖。”柴俊燕说，自刘学州懂事后，他和自己交流最多。

自 2021 年 12 月下旬，刘学州寻亲成功，和亲生父母见面后，柴俊

燕就感觉，“孩子和我们（养家）有了一层隔膜，很少分享自己的事了。”

去年 1 月 19 日，在刘学州的坚持下，他搬出了舅妈的家。这间 80

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曾给予刘学州温暖的港湾。从小学六年级起，刘学

州在这里度过每个寒暑假，可认亲后，他愈发渴望拥有自己的空间。

第二天凌晨，刘学州就发布了一条定位在医院的微博。柴俊燕打

去电话，第一次从刘学州口中听说他遭遇了网暴，“他说有很多人不分

青红皂白地来骂他，他气出内伤。”

寻亲成功后一个月，刘学州和亲生父母已从相认走向反目。起因

是，居无定所的刘学州希望亲生父母“能给自己一个住处”。但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生父生母说刘学州威胁他们要房子。在更多网友的解读

中，这场寻亲变成了别有用心的图谋。

柴俊燕也试图把刘学州从这场网络的漩涡中拉出来。“他们本来就

是瞎胡说的，你不要老去看网上那些事，别在意。”她劝慰。

回忆起当时的对话，柴俊燕几度哽咽，“我根本不知道，网暴的杀伤

力。”

网络，曾让这个 15 岁少年获得关注、鼓励和温暖，在短短数天内，

帮助他实现了寻亲梦，但也以相似的方式，吞噬了他。

网络帮他寻亲，网暴将他吞噬

2 月 13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进

行网上开庭。这次起诉的被告主要是网暴刘学州极其严

重、在网络造成恶劣影响的两位自媒体大V“真话哥”和“暖

心姐姐”。刘学州舅妈柴俊燕也到场旁听，她希望像州州被

网暴致死那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网暴者付出法律代价。

去年1月24日，柴俊燕永远失去了唤她“舅妈”的刘学

州——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一个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亲生父

母，却在网暴中走向自杀的15岁少年。柴俊燕决心为刘学

州讨个公道，可之后的遭遇让她始料未及。有人发来长篇

大论的私信，控诉她“动不动就打孩子，让孩子捡衣服穿”；

有人在她的社交账号下留言，“别闹腾了，吃人血馒头的恶

魔。”⋯⋯

去年3月，34岁的柴俊燕确诊中度抑郁，她终于理解了

刘学州曾经遭受的网暴，“不是不去看，就能躲避的灾难。”

本报记者 张蓉

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日前开庭

为他维权的舅妈再遭谩骂

网暴成为
带血的流量密码

柴俊燕一家和刘学州（后中）柴俊燕一家和刘学州柴俊燕一家和刘学州（（后中后中））

AA 致命的风暴

刘学州的自杀给本就频繁遭遇不

幸的养父母家带去了沉重的打击。柴

俊燕说，那段时间，全家人终日以泪洗

面，尤其是疼爱州州的姥姥，“魂不守

舍，几次哭到昏厥。”

去年 1 月 31 日，不团圆的除夕

夜，柴俊燕下定决心，“为州州讨回一

个公道。”

但这个决定所招致的风暴，远超这

位中年女性的想象。谩骂、污蔑、讽刺、

质疑，种种声音从网络弥漫到生活。

网上，有人开直播、发视频，说她“虐待

孩子，是害死刘学州的罪魁祸首”。

起诉网暴者颠覆了柴俊燕的生

活，她彻夜失眠，精神恍惚。过去，柴

俊燕是公司的销售冠军，但现在，整月

没有业绩。

去年 3 月，柴俊燕走进医院，确诊

中度抑郁。在领导三番五次的谈话

后，她失去了原本的工作。

过去她是销冠，现在失去了工作过去她是销冠，现在失去了工作B 颠覆的生活

此案代理律师、北京市一法律师

事务所律师周兆成说，和其他网暴案

相比，刘学州被网暴案涉及的侵权、违

法犯罪人数众多。绝大多数参与网暴

的网友都披着小号和私密账号的保护

伞，满屏的恶毒言论也在刘学州自杀

后快速地销声匿迹。

刘学州去世后，一直关注着他的

网友白羊和蕊蕊各自联系上柴俊燕，

自发帮助她搜集刘学州遭受网暴的证

据。来自天南海北的网友们构成了一

个庞大的为刘学州维权的志愿者团。

刘学州曾做过十余场直播，影像

却没有存留。白羊带着志愿者一起，

收集网友自发录屏的数百段视频，“长

的有二三十分钟，短则一二十秒。”

可越是钻研，白羊越发现，“起诉

一位网暴者太难了”。首要面临的障

碍，就是很难直接知悉“他”是谁，难以

找寻到ID背后的真实身份。

即便是收集到足够多的网暴言论

证据，想方设法找到网络面具背后真

实的“他”，新的难题也随之涌现。

在刑法中，和网络暴力相关的是

侮辱和诽谤罪。情节严重的，处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

权利。而所谓“情节严重”，根据司法

解释，认定标准是：在传播广度上，同

一信息点击、浏览次数达 5000 次以

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 500 次以上。

然而，自诉人能获取的材料往往只是

社交平台前台呈现的内容，无法获取

后台数据。

另一层面，何为侮辱，同样很难界

定。除了明显的人身攻击言论，网暴

已从赤裸裸的辱骂转变成隐晦的诋

毁。

在遍布全国的网友的帮助下，白

羊前后整理出上百段相关视频，蕊蕊

则搜集了上千张相关截图，但他们都

无法确定，“它们是不是有效的网暴证

据？”

天南海北志愿者，寻网暴者蛛丝马迹C 艰难的取证

自从成为刘学州被网暴案的代理

律师，持续一两个月，周兆成每天都能

收到很多网友提供的证据或线索。

根据初步筛选，在刘学州的抖音

和微博账号上，周兆成已收集到2000

多条涉及网暴的言论。而在刘学州社

交账号的评论区，他们发现了海量的

“复制粘贴式”的网暴言论——那些大

段的攻击性言论说辞完全一致，连标

点符号都一样。

“通过这些证据的梳理，能明显

看到有人在恶意带节奏，甚至形成了

一条黑色产业链。”周兆成举例道，有

些网络大 V 利用自身影响力，刻意歪

曲事实，发布恶毒言论，发帖之后迅

速删除，又通过其他的关联账号或者

小号来跟进，煽动更多普通网友对刘

学州进行密集性攻击；还有些人刻意

迎合网友的极端化情绪，通过不实的

指责吸引粉丝的关注，获得巨额流

量，在此基础上进行直播带货或商业

炒作，获取利益，“把网暴当成了流量

密码。”

在周兆成看来，相较于普通网友，

这些网暴扩散面广、蓄意煽动的网络

大 V 需要重点追责，“目前，针对这些

重点施暴者已提起相关诉讼。”

同时，周兆成认为，对于网暴，尤

其是未成年人遭遇网暴，相关平台要

肩负起责任。“我们不能仅着眼于对网

络施暴者的‘追’，更应该思考怎么做

好预先的‘防’。”周兆成认为，网络平

台应该采取技术手段，对一些恶毒言

论实现屏蔽拦截，并为当事人提供应

急保护、快速切断网暴传播链条的渠

道，同时协助当事人投诉取证，“平台

应积极介入，规范网民的言行。不然，

网暴会愈演愈烈。”

网暴获巨额流量，并变成黑色产业链D 带血的流量
刘学州刘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