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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真人密室逃脱游
戏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喜
欢的玩家还是愿意不断去
尝试,并且形成了有组织
的队伍。应该如何在追求
娱乐的同时,保障玩家的
安全?

“密室逃脱的经营者
应该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这是毋庸置疑的。”刘俊海
认为,硬件方面,真人密室
逃脱场馆内的设施要安
全,不能有尖锐伤人的设
置。软件来说,经营者应
该形成合理的管理流程,
如果有玩家受伤,应该及
时帮助他们就医。

玩家年龄限制也是刘
俊海建议的重要方面。在
他看来,密室逃脱中恐怖
类的主题,过于惊险刺
激。“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
可以自由选择去玩,15岁
到18岁的,最好有成年人
陪同。15岁以下的就不要
去玩恐怖类主题了。”他
说,很多十来岁的孩子一
开始为了寻求刺激去玩密
室逃脱,但是真的进入游
戏就开始害怕,可能因为

恐惧在慌乱中发生意外。
在张力看来,明确密

室逃脱行业各主管部门的
分工和责任也是关键要
素。他建议,文化部门要
发挥密室逃脱经营场所主
管部门的作用,认真做好
对密室逃脱经营场所的日
常监督管理工作,及时研
究解决密室逃脱经营场所
出现的问题;公安部门要
加强对密室逃脱经营场所
的治安管理和经常性的消
防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各
种安全隐患;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要对未经文化、公
安部门审核合格的密室逃
脱经营场所注销登记或吊
销营业执照。

“也要建立真人密室
逃脱经营场所‘黑名单’制
度。”张力认为,在目前法
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
下,应该将消防安全不合
格、经常性违规的密室逃
脱经营场所列入“黑名
单”,并采取关停等强制措
施。对于不进行整改的,
督促其退出娱乐行业。

（检察日报）

近年来,真人密室逃脱游戏在年轻人中备受青睐。玩家选择游戏主题后,会被关在密闭的房间中根据线索开始“解
密”,直到最后通关。惊险刺激的环节、脑力风暴的交锋,都给玩家带来极大乐趣,但背后的安全隐患也引起了争议——

密室逃脱：真有危险时，能逃脱吗？
背后的安全隐患引起争议

“身后有‘丧尸’(由经营
场所的真人扮演)在追赶,我
们全程都在拼命地跑,快结束
时我朋友摔倒受伤流血,当场
打了120送到医院。”回忆起
几个月前的真人密室逃脱游
戏经历,北京的苗苗还心有余

悸。虽说店家当场免除了她
们玩游戏的费用,并赔礼道
歉,但是苗苗心里依旧有个疑
惑:这样危险、刺激的游戏,店
家是不是该在安全措施上多
上点儿心?

苗苗的质疑并非没有道

理。真人密室逃脱游戏因为
在封闭密室中寻找线索、破
除机关、逃出生天的紧张刺
激,在年轻人中颇受关注。
但与此同时,也不时出现玩
家受伤、密室存安全隐患等
问题。

今年27岁的李雨来自成
都,平时爱玩解密闯关类型
的密室逃脱游戏。“虽然故事
设计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谜
面有点匪夷所思,但和朋友
们在一起头脑风暴,还是比
较开心。”李雨说,选择恐怖
主题背景的玩家实际上占据
了多数,“毕竟想要感受刺激
的人居多”。

这种说法也在多名玩家
那里得到了验证。他们告诉
记者,真人密室逃脱游戏最初
来自于电影《异次元杀阵》里
的情节,呈现人在没有食物、
水源时,要在密闭的机关中逃
出生天,体验一种生命濒临消
失时刻的努力挣扎场景,吸引
很多玩家的注意。

2019 年,一则《釜山监
狱》为主题的密室逃脱游戏的

设计在各大城市巡演。游戏
改编自电影《釜山行》,“一座
布满了血腥与罪恶的监狱,丧
尸病毒早已将这里变为人间
地狱……”

像这些听起来恐怖的情
节,又伴随着真人扮演丧尸追
赶,玩家不害怕吗?“当然害
怕,我第一次玩恐怖主题的密
室逃脱就中途退出了。”苗苗
告诉记者,她感到害怕后,就
拿起对讲机向工作人员求救,
提前离开了游戏。

然而不是每个人选择离
开的权利都可以实现。有媒
体曾报道,有些真人密室逃脱
商家规定,玩家没有在密室待
够1个小时不允许出来。在
知乎上,名为“腰果花儿”的网
友表示,他在游戏途中求助,
拿着对讲机喊了半天也没听

到工作人员的回答。最终在
某平台上找到商家电话,告诉
他们自己在哪个密室,才有人
来帮忙。

在真人密室逃脱游戏
中,商家是否有权要求玩家
必须玩够多长时间呢?西南
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张
力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根据
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
玩家有自愿参与游戏和中途
退出游戏的自由,商家作为
安全保障义务人,有义务帮
助中途害怕的玩家尽快退出
游戏,保障玩家的生命安全
和意思自由。”张力同时表
示,对于因为害怕而中途退
出的玩家,由于合同的履行
不能是自己造成的,也就不
能要求密室逃脱商家赔偿损
失或返还费用。

恐怖主题的密室逃脱,令
玩家心惊胆战之余,也有玩家
因此受伤,和商家出现纠纷。

2017 年 3 月,北京的胡
女士在密室逃脱游戏中爬梯
子,因梯子故障,梯子的一部
分直接脱离墙体,导致她从梯
子上摔落到地面受伤,诉至法
院索赔 22 万元。2019 年 8
月,杭州市民小金在玩密室逃
脱游戏时,恐慌中撞到墙面,
门牙被撞断,向店家索赔。就
在近日,浙江义乌一名女模特
也在密室逃脱游戏中,因脸部
严重划伤被送至医院救治。

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商家
都声称,已在游戏开始前讲解
了游戏规则,进行了安全提
示,并签有协议。“店家虽然和
我们签订了免责协议,但我受
伤后,并未采取任何救助措
施,态度也不好。”义乌的这名
女模特在接受媒体采访中难
掩气愤,她认为,密室逃脱这
种危险的游戏,那些边角锋利
的地方应该包起来,以防顾客
受伤。

记者注意到,很多密室逃
脱的经营者都会和玩家签订
免责协议,写明若玩家在游戏

过程中因为过度惊吓、恐慌等
造成的推搡、拥挤、摔倒等现
象而造成损伤的,经营者不予
负责。

对于这种免责协议的法
律效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刘俊海认为是无效的。

“因为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和
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的法
定义务。这个法定义务是公
共利益、公序良俗的要求,不
能自行免除。”他说。

张力进一步解释称,密室
类游戏本身具有刺激、恐怖、
惊吓等特征,玩家若自愿选择
参与游戏,应当遵守游戏规
则,并对游戏环境予以充分注
意。“若玩家尽到了注意义务,
对损害的发生不承担责任。
但是对于违反游戏规则、具有
过错的玩家,应承担与其过错
相对应的责任。”

对于专家提到的责任划
分,法院的判决早有先例。记
者在裁判文书网上发现,
2016年8月上海市民陆某在

“X先生密室”游玩过程中,背
朝楼梯下行时从楼梯掉落,导
致右上臂骨折受伤,经医院诊

断为右肱骨干骨折。陆某以
损害其生命健康权为由,将

“X先生密室”所属的上海骥
途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骥
途公司)诉至法院,认为其设
置的楼梯过于危险,事前未尽
到注意提醒义务,且事后也未
尽到合理救助义务,该对此次
事故负有百分之百的责任。

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在
2018年10月迎来了判决:法
院认为,游戏场所内的楼梯
系非标准楼梯,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安全警示标志并
不显著,经营者并未尽到充
分提示义务。在陆某受伤
后,经营者未拨打120,也未
安排医务人员现场进行检查
或将陆某送医就诊,未尽到
合理限度内的救助义务。但
法院同时也认为,陆某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
选择参与密室类的游戏,应
对游戏场所内的环境给予充
分注意。但陆某却选择背朝
楼梯方式下楼,大大增加了
下楼梯的危险。最终认定,
骥途公司对陆某损伤承担
45%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陆某自负55%的责任。

除了真人密室逃脱内
的危险设施给玩家造成伤
害外,消防安全也是玩家
们担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述女模特在密室逃
脱受伤的新闻曝光后,消防
部门在突击检查中发现,该
场所的消防安全也不过关,
目前已关停。2019年7月,
南昌市房管局对全市开展
从事“密室”类游戏房屋排
查,1天里,24家密室逃脱
类游戏场所因存消防等安
全隐患被查封。

在大众点评、知乎等
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反映,
很多真人密室逃脱场馆设
立在没有装修的毛坯房
里,有些直接在集装箱中
改造,墙上随便糊一些壁
纸,再弄些简单装饰、道具
等就开始做起生意,根本
不会关注消防安全。

据央视新闻报道,今
年1月4日,波兰北部城市
科沙林一家“密室逃脱”营
业场所发生火灾,导致 5
人死亡,1 人受伤。这样

的新闻更引发国内玩家的
担忧。

事实上,真人密室逃
脱正规开业需要的手续并
不少。据相关报道显示,
经营真人密室逃脱游戏的
公司,除了要办理餐饮娱
乐业的营业许可证外,还
要在公安、消防备案。此
外,装修、布置必须参照消
防要求,完成后必须通过
消防部门的验收。但是为
了节省成本,很多商家并
未严格操作。

张力告诉记者,根据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密
室逃脱场属于娱乐场所。
娱乐场所的设立申请由文
化主管部门管理,营业执
照的领取由工商管理部门
管理,经营和监管由公安
部门和文化主管部门管
理。此外,经营密室逃脱
店面还应当受到消防部
门、环境保护部门的管理,
以更好地规范密室逃脱店
面经营者履行义务,保障
消费者的权利。

密室逃脱:危险与快乐的对峙

很难退出的游戏

免责协议真能免责吗? 密室逃脱亟待规范管理

消防隐患
也是玩家们担心的
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