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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水果店老板钱某从水
果批发市场赵某处买了5箱水果，钱
某回去打开后发现水果存在腐烂等
质量问题，于是找赵某理论，双方发
生了口角并互相推搡，后经派出所民
警协调，双方和解。

谁料就在当天晚些时候，钱某的
女儿虞某一气之下将赵某的抖音肖
像图片分别发在了有500人和267人
的水果批发微信群中，并发送多条类
似“烂人”“烂货”等具有侮辱性的话
语。钱某作为母亲非但没有制止女
儿的做法，反而在微信群里附和和谩
骂。这些言语在近800人的客户群

体中传播，不仅损害了赵某的名誉，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赵某的水果
批发生意，因此赵某将母女俩起诉至
法院，要求虞某和赵某在两个微信群
中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

法院调解过程中，两名被告虽然认
识到了错误并向原告当面赔礼道歉，但
拒不同意在微信群中公开道歉。该案
主审法官王志斌介绍，民事主体享有名
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
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钱某和虞某
在人数众多的微信群中以恶毒言语谩
骂侮辱原告，事实依据充分，侵犯了原
告的名誉权，也造成了原告一定的精神

损害，应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
决支持了赵某的诉讼请求。

“每个公民都要谨言慎行，发表
言论应有理有据，且不应使用污言秽
语。”王志斌表示，如果说网络世界中
大家彼此都是“陌生人”，那么微信
群、朋友圈可称得上是“熟人”社会，
关联的人大多是与当事人存在特定
关系的个体，如同一小区的住户群、
同一班级的学生家长群，以及类似该
案中涉及的固定客户微信群等等，相
关侵权信息一旦通过朋友圈、微信群
传播，将直接影响被侵权人的日常生
活甚至是商业行为。

由微信聊天、发朋友圈引出的名誉权纠纷案增多

游走网上“熟人圈”，谨防“祸从口出”

微信号的使用者和
管理者是我自己，所以
“我的微信我做主”，想
发什么就发什么。如果
这么认为，就大错特错
了。近日从法院了解
到，随着微信的普及，因
聊天、发朋友圈引发的
案件逐年增多。据统
计，2019年1月至2021
年 7月，仅惠山法院就
受理名誉权纠纷案件
17件，其中由微信朋友
圈、微信群聊导致的为
8件。

了解多一点 ｜
被侵权后该怎么做？

如果发现自己的名誉权被侵
犯，应以合理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
权益，过激的言行不但无法解决问
题，还会激化矛盾，违反法律的还
将承担相应责任。

黄树杰介绍，首先要固定侵
权人的身份情况，在网络环境中，
多数情况下用户会使用网名昵
称，而电子数据的易伪造、易篡改
等特点，使得司法实践对认定网
络账号的信息发布者与实际侵权
者的身份对应关系更困难。因此
在发生侵权事件后，被侵权人应
第一时间确定侵权人主体，可以
在微信中通过聊天等方式确认对
方身份，及时固定侵权责任人，以
便今后维权。

在确定身份后，接下来就是
要固定好证据。据介绍，随着技
术的发展，如今证据早就不局限
于录音、视频等，还包括“通过电
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
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
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
电子介质中的信息”，而微信聊天
记录、朋友圈发布内容均属于电
子证据。不过法官也提到，电子
证据的提取需要符合一定的法定
形式，不能加以修改、编辑，尽量
保持原状并向法院提交原始载
体。如果自己无法获取，可以通
过公证方式保留电子证据，或者
申请权威部门调取后台数据获取
电 子 证 据 ，如 此 才 能 被 法 院 认
定。

（晚报记者 甄泽）

案例 ｜
微信群里辱骂商家，被判侵犯名誉权

除了直接通过语言侮辱他人，以
制作图片、视频等方式侵犯他人名誉
权的情况也不少见。今年7月，原本
是恋人的田某与缪某发生情感纠纷，
气愤之下，缪某将田某的肖像图片和
不雅音频剪辑在一起制作成视频，并
配以“毁了所有一起下地狱吧”“暴风
雨来临了”等文字，发布在其朋友圈
公开展示。田某认为，缪某的行为足
以降低自己的社会评价，给自己造成
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起诉至法院，
要求缪某道歉并消除影响，同时赔偿
精神损害费10万元。

无独有偶，在另一起同样是由情
感破裂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中，王
某将张某的肖像图片配以文字制作
成贬低性质的表情包发布在微信群
中，同时发送了大量带指向性的辱骂
语音和文字，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多
达22页。尽管王某事后表示了歉意，
但张某认为，微信群成员中有很多双
方的共同好友，不仅在线上“围观”了
这些内容，更在线下不时提及、讨论，
使自己无法正常生活，对自己造成了
极大的精神伤害。

“近几年来涉及微信的名誉权

纠纷中，侵权形式更多样，复杂度也
更高。”惠山法院民一庭法官顾杰认
为，以往的名誉权侵权以文字、图片
形式居多，如今伴随新型媒介的发
展，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
式都能经由微信传播，成为侵权载
体。这些侵权内容常与微信内日常
性的交流沟通、内容观点混杂在一
起，使得辨别难度进一步提高。在
惠山法院审理的微信朋友圈、微信
群聊导致的 8件名誉权纠纷中，就
有 4件符合上述情况，占案件总数
的50%。

变化 ｜
语音、视频、表情包……侵权形式“花样多”

惠山法院法官黄树杰指出，涉微信
群聊、朋友圈的侵权行为影响的人群多
与被侵权人关系密切且特定，更容易由
线上转移至线下，在现实社会中扩散，
致使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严重的
还会衍生出骚扰等行为，很可能对被侵
权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慌，产生
的精神损害后果也更严重。

在黄树杰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原

是恋人关系的高某与凌某因故分手
后，高某先后多次在两人均为群成员
的几个微信群内发送污秽言辞和利
用原告肖像制作的侮辱性图片、视频
攻击凌某，相关信息迅速在两人共同
的微信好友间传播开来。高某的行
为进一步引发了他人对凌某品行的
怀疑和猜测，朋友间议论纷纷，多名
微信群成员和微信好友对凌某进行

线上和线下的骚扰，导致其无法正常
生活、工作。人际关系破裂的凌某不
堪其扰，始终情绪低落，后去医院就
医时更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在这起案件中，法院最终判决支
持了凌某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
2019年以来，惠山法院受理的8件案
件中，有7起最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精神损害抚慰金。

分析 ｜
微信“熟人圈”里侵权，伤害力度分外大

（唐立群 绘）

提醒 ｜
微信“发声”有边界

《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
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名誉权。”以口头、书面、网络等方
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
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
行为，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责令侵权
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采访中多名法官表示，随着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交
也日益发达，但人们在享受着互
联网社交带来的便利性的同时，
也应依法谨慎行使自身权利。“网
络、微信用语相比日常生活要更
率性随意，但也不能超出法律及
道德的底线，特别是微信、朋友圈
这些地方。”法官们说，根据微信
朋友圈的显示规则，朋友圈分享
者与浏览者共同的好友能同时看
到分享和共同朋友间的互动，并
存在转发的可能，因此一旦发表
了不当言论，很容易因为“涟漪效
应”传播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