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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号之死：罪有应得

某自媒体大号遭到全网封杀，一

些平台称“不得转世”。从“教主”到

“死亡”只是一瞬间，但是却不是一瞬

间。该号之死，也许从他诞生就开始

了作死的操作。虽然说生死是一种循

环，但是却落了个死不足惜、死有余

辜。

巧的是，在该号死亡之前几天，

曾有一个被称为大 V的自媒体人极

力给我推荐该号，此前我并没有关注

过，所以就看了一下，才发现一些自

己嗤之以鼻的操作居然频频出现在

这个大号，当时我就认为，我宁愿自

己的自媒体默默无闻，也不会干这种

违背道德的事。

作为一个传媒人，对于道德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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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媒体从业的最低底线，不能

低于法律之下，因为有很多道德

的标准是法律所无法衡量的，也

是法律所不能规范的。而媒体的

道德，则直接影响着受众。

对于该号，相关的评价很多，

但综合起来，无非就是抓住痛点、

抓住女性、制造焦点、编造谎言。但

是无论哪一种操作，该号的火爆都

是基于社会负能量之上，比如借势

骂人，她冲锋在前，骂得比谁都狠，

甚至给被骂对象按加罪名，引起网

络群殴。造谣生事是所有人所不齿

的，但是在该号这里却成了话题手

段，当然，这也成了他死亡的最后

一刀。

平台之罪：不可原谅

该号之死是咎由自取，但是

也不能说全是该号之错。错的最

大原因还是平台。如果没有平台

助力，助纣为虐，该号的十万加是

不可能诞生的。目前的自媒体平

台，为了博取眼球、聚集人气，在

热点事件时期，对有争议的话题

加大推荐力度，而不辨真伪，更不

会在乎道德底线，因此也成了错

误价值观传播的平台。在某某公

众号领域，这种现象尤为常见。

而正因为平台的道德底线缺

失，导致一些争议内容大行其道，

甚至像该号等一样，获得大流量

大的收益，也导致吸引了大量的

自媒体运营者的效仿。就如同前

文提到的那位所谓的大 V，也将

该号作为效仿的对象。因而，自媒

体内容的低俗化、缺德化就成了

一种自媒体的常态。而这种现象，

不仅是对自媒体平台的一种伤

害，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平台

大力推荐低俗和违背社会公德的

信息，是典型的杀鸡取卵做法，自

媒体诞生以来，平台就面临着此

类不良现象，因而有很多平台自

从它诞生开始就被钉在低俗、缺

德的耻辱柱上。

平台对于低俗、缺德信息的

传播，在造成恶劣影响时，也遭到

了报应。除了受到有关部门的处

罚以外，更多的是公众的抵制。有

关部门为打击低俗内容，也出台

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并做出了一

些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

作用。

当一个人眼中只有钱的时

候，他写什么样的文章已经没有

什么意义了。当一个平台只是为

了赚钱，它必然会离社会道德越

去越远。无论是平台还是个人，当

把钱放在首位的时候，就是它危

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开始。这样的

个人或者平台，必然会受到抵制，

必然会受到封杀。该号就是一个

典型的标志。

传媒之惑：自毁前程

自媒体如此，传统媒体更是

如此。但是相比较而言，国内的传

统媒体由于受到严格的管理，在

政策约束或者法律约束上都是很

严格的。所以，基本上都能坚守自

己的底线。但是也有很多为此付

出了代价。

某年，西安某报发布某著名

奥运冠军涉性图片，但真相是来

自某类网站的 P 图，新闻发布

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当然也被有

关部门严厉处罚。该报社长期以

来为制造噱头、吸引眼球，发布了

大量的虚假信息。而该报在早

期，也曾因大量发布涉及民生的

负面新闻赢得大量关注。但是随

着市场竞争的加强，低俗化让它

走上不归路。如今，该报已经走

向末路。

同样，某省卫视多年以来，所

有广告都是不孕不育类医疗广

告，或者是健康讲座类卖假药广

告。因而有“不孕不约卫视”的称

谓。而这样放肆的做法，导致的

结果是，该卫视收视率极其低下，

即便是广告价格极低，也只能徘

徊在不孕不育和假药领域，成为

笑话。

在媒体自由度较高的香

港，某媒体发布明星裸照事件，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和整个行业

的公愤，最终也导致该媒体停

刊。

乱象之中：做好自己

在传媒事件中，最著名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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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发生在 19 世纪末的美国黄

色新闻大战。对于黄色新闻的定

义是：“指有关色情、自杀、灾祸、

暴力、犯罪等刺激性内容的报道。

是一种品质低劣、没有灵魂的新

闻。它不但不能主持社会正义，传

播准确的信息，反而编制谎言，腐

蚀人的灵魂。这类报纸制造谎言，

是因为说谎有利可图。换句话说，

使他们愚蠢可悲和臭名昭著的原

因就在于此，他们投了一部分道

德败坏人的所好。”这种黄色新

闻起源于 19世纪的美国。其特点

是：“使用大字号煽动性标题；对

不甚重要的新闻加以渲染、夸张；

捏造访谈记录和新闻报道，采用

易于引起歧义的标题和版式；大

量采用未经授权或真实性可疑的

图片；报道内容流于肤浅；标榜同

情‘受压迫者’，煽动社会运动；

专挑耸人听闻的事件进行报道，

甚至假造骇人的新闻。”对照这

些特点，再看看国内目前自媒体

的现状，有多少都具备这种特征

了。

黄色新闻起源于《世界报》，

然后全班人马被挖走至《纽约新

闻报》，然后就导致《纽约新闻报》

和《世界报》的激烈竞争，带动全

国报纸的效仿。1899 年至 1900

年，美国全国三分之一的报纸是

纯粹的黄色报纸。美国的新闻学

者埃德温·埃莫里曾评价：“赫斯

特制造出了有史以来最坏的新

闻，将美国新闻事业的水准降到

了最低。”

1901年，《纽约新闻报》煽动

刺杀总统麦金莱。同年 9月，麦金

莱遇刺身亡，从凶手的口袋里搜

出这份《纽约新闻报》。《纽约新闻

报》遭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

1906年，《纽约新闻报》解散。而与

此同时，美国仍有不少报纸坚决

抵制黄色新闻的泛滥，主张维持

严肃的风格，如《纽约时报》《纽约

论坛报》等。随着《纽约新闻报》的

陨落，美国黄色新闻也随之衰落。

而《纽约时报》则迅速崛起，成为

美国的主流大报。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

可逭。”无论媒体发展到什么阶

段，新媒体怎样变化，基本的底线

是不可逾越的，这个最低的底线，

就是道德。

Law and morality are the insurmountable bottom l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ang Shibin

Abstract: Currently, self media platforms have become platforms for spreading erroneous values, in order to gain attention,

gather popularity, distinguish truth from falsehood, and not care about moral bottom lines. The vulgarization and lack of

morality of self media content has become a norm in self media. Therefore, regardless of the stage of media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in new media, the basic bottom line is insurmountable, and this lowest bottom line is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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