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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灵华检索、捕捉网暴者和营销
号的侵权内容，也要和某些平台繁琐
甚至“故意为难”用户的投诉规则斗
智斗勇。

一个短视频博主拉黑了郑灵华，
她在退出账号后才能搜索到侵权内
容。在许多网友的举报下，一个营销
号隐藏了侵权视频，但没过几天又放
了出来。

郑灵华想在某平台认证个人账
号，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件事，认证至
今未通过。她写了一篇《侵权人欠我
爷爷一个道歉》，她试图把有关维权
进展的留言置顶在文章下方，经多次
置顶审核后，系统通知“评论置顶未
通过”。

有平台的网络投诉入口十分难
找，她通过搜索才发现那个几近透明
的按钮。平台需要她提交身份证正
反面照片、以及加盖公章的相关函
件。“我哪里有公章？”郑灵华说。

她希望侵权者删帖、道歉、赔
偿。她花费4000元，将15张微博截
屏照片、165张百家号截屏照片以及
1份刻录的抖音视频光盘加以公证，
留作证据。其中3150元是她带了好
多节课才挣到的，郑灵华希望“至少
可以把公证费赔偿给她”。

在最艰难时，郑灵华从帮助她的
网友那里感受善意。她在网友留言
中挑选温暖、积极的话读给爷爷听，
好久没笑过的爷爷居然笑了起来。

浙江律师金晓航愿意为郑灵华
免费代理。他能够体会郑灵华与爷
爷的感情。2014年，金晓航通过司
法考试，最希望自己的外公能够知
道，“我跟她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也希
望老人能以我为骄傲”。

金晓航表示，普通人发起维权、反
击网络暴力并不容易，最难之处在于
难以找到网暴者即侵权人的具体信
息，只能通过先起诉网络平台公司，要
求平台公司提供侵权人的身份信息。

郑灵华要面对的，是无数难以定
位的网暴者、营销账号，以及多个互
联网平台。

“我不会倒下的，更不会自杀。”
郑灵华说，她希望那些“侮辱教师行
业、音乐生、华东师范大学、爷爷、和
我”的网暴者一个都逃不了，“我的战
斗才刚刚开始。”

郑灵华接受完采访后，把粉色头
发染回了黑色。

（中国青年报 受访者供图）

突然变成网络靶子

她只是染了粉红色头发
一夜之间，郑灵华在网络上突然多了许多个“身份”：

陪酒女、夜店舞女、不正经人、妖精、红毛怪……以及更多
污言秽语出现在网络留言里——只因她染了粉红色的头
发。

“我想在拍毕业照的时候更好看一点。”现实中，郑灵
华的身份是浙江师范大学2022届本科毕业生，她至今不
明白发色怎么惹到那些网暴她的人。

这个出生于1999年的女孩，被保送研究生后，拿着
录取通知书给病床上84岁的爷爷一个惊喜，拍了照片和
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作纪念。

不知是谁“搬运”了她的内容，迅速在网络扩散。有
人攻击她师范生的身份和录取她的华东师范大学。有人
造谣“老人带病考取研究生，还娶了一个小女生”。一些
营销号看到流量高，盗用她的照片、视频，卖专升本培训
课……

郑灵华又气又怕。她删掉了个人账号中能看出个人
信息的标签，隐藏了那条视频，以及多个证书的照片——
担心这些优秀证明再被拿去做广告。

近日，郑灵华告诉记者，经过复杂繁琐的维权后，她
公证了上千条严重侮辱性的内容，准备起诉网暴者，她
“不想放过每一个网络暴力的人”。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郑
灵华活跃在微信、微博、哔
哩哔哩视频网站、小红书等
多个社交平台。

她在社交平台分享个
人动态和旅途见闻。例如7
月14日，她独自到杭州九溪
徒步、寻找一条“很美的瀑
布”。她将沿途拍的照片发
在微信朋友圈，把剪辑的短
视频发在视频网站。视频
点击量只有几十次，这是常
态。她并不热衷追逐网络
流量，自称是一个“没有什
么人关注的小透明”。

仅仅一天，这个持续数
年的世界就坍塌了。

7月13日下午4点半，
郑灵华在家拿到华东师范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没
舍得拆信封，想让病床上的
爷爷第一眼看到。

老人去年12月因脑梗、
心梗、肠癌中晚期住院。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郑灵华愿
意花大量时间讲述她的爷
爷，以此证明“生命中这个
小老头”对她的特殊意义。

郑灵华6个月大时没了
母亲，父亲忙，她主要由爷
爷照顾。从记事起，爷爷就
天天围着她转，送她上学、
接她放学，买菜、烧菜、洗衣
服全都是他一个人，“替代
了妈妈的角色”。

老人退休后在路边支
摊修自行车，也做些木工。
郑灵华每到期末回家，爷爷
总会给她一些现金，让她存
起来。她不知道一个老人
家怎么挣到钱的。郑灵华
说，“现在想好难过”。

中考前，郑灵华参加美
术集训班，爸爸不同意报
名，爷爷偷偷塞给她报名
费。高中时，音乐老师听她
唱歌有天赋，建议她转学音
乐。音乐生需要练钢琴，爷
爷用他的退休金为孙女买
了一台。

“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拥
有一台钢琴是不容易的
事。”郑灵华说，在她每一个
关键人生节点，爷爷都在支

持她。继续读研，也是爷爷
对她的一个心愿。

郑灵华见到爷爷时，泪
又涌了出来。

“这不是（你）孙女吗？
孙女叫什么名字啊？”护工
趴在老人耳边大声说。老
人躺在病床上，鼻子中插着
管，看着他养大的孩子。

“华华……”老人终于
叫了出来，用力抬了一下
头，郑灵华泣不成声。她
说，爷爷瘦了，视力模糊，有
时神智不清。他戴上眼镜，
依然看不清字。郑灵华一
个字一个字地将通知书上
的内容读给爷爷听。

那天下午5点和晚上9
点半左右，她把照片，以及
由与爷爷短暂相聚的视频
和爷爷年轻时的照片剪辑
的视频，分别发在不同社交
平台上。

手机上，小红书不断冒
出提示。那条小红书“笔
记”火了。当时已经有6万
多个（条）点赞和评论。

私信里的留言让她心
跳加速。“刚刚有人盗你照
片，就是你给爷爷的录取通
知书。”一位网友私信给郑
灵华说。另一位网友向郑
灵华发来截图，他看到短视
频平台上一个叫“**学姐”的
账号盗用郑灵华的图片和
事迹，改成“专升本考取浙
大”，推销“笔记”、卖书。郑
灵华搜索发现，那些“**学
姐”“**在路上”“**备博中”
等账号存在一批相似的、成
规模的号，发布的内容多是
不同的人或拿着通知书，或
在学习——她只是其中一
个，信息备注介绍多为专升
本、普通学校考到名校，可
以“无偿分享笔记”。

一名上当的学生发来
聊天和转账截图。他本来
想学习大学英语六级课程，
通过私信了解，对方让他加
微信，随后开始兜售课程和
抽奖活动。他向一位“**学
姐”转账1680元购买课程资
料。对方收款后未再回复。

“有人认识咱们学院的郑灵华
学姐吗？她的个人信息和一些相关
资料似乎被无良营销号盗走，炒热
度挣黑流量了。”一名学弟发朋友圈
找她，“底下的评论更是没眼看”。

这名学弟在百家号看到一个拥
有30余万粉丝的账号，认证信息为

“知名幽默博主、媒体人”。
该账号于7月14日下午4点52

分发布了一条“我的硕士录取通知
书”的动态，只有3张配图，分别为郑
灵华俯着身子和爷爷说话、一张握
着爷爷手的特写和华东师范大学研
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内页。“郑灵华”3
个字也未打马赛克模糊处理。

郑灵华看到那些评论时几乎
要晕倒。最上面的一条评论是“一
个研究生，把头发染的跟酒吧陪酒
一样”，得到2000多个赞。上万条
评论中，许多网友针对她的发色。
由于该博主只有一句介绍，一些网
友分不清郑灵华是图中的老人还
是女生，误认成“老少恋”对其一顿
辱骂。

郑灵华突然成了网络靶子。有
网友指责郑灵华“吃人血馒头”，“拿
自己爷爷炒作”，说“老爷子走慢
了”。

被网暴前，郑灵华曾在短视频
中告诉大家一个“活了22年才领悟
的小秘密”：如果有人说你不好，那
就把他删掉，这样你就很完美啦。

显然，这条人生经验不足以抵
抗网络世界野蛮的一面。她的名字
被公开，远不是一删了之或是闭上
眼睛可以装作看不见。

遭遇网暴后连续多日，她在雅
思班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严重失
眠，吃不下饭。她没有想到事情会
这么严重，几天时间收到过去22年
都未见过的脏话。网上的事态快速
发酵，承受者只有她一人。

郑灵华担心亲人朋友受到波
及，也担心母校浙江师大与即将就
读的华东师大名誉受损，担心未入
学便因此被学校“开除”。

亲戚看到网络恶评，说她“多
事”，为何要发带老人的视频？她一
度想到自杀。

郑灵华不后悔发了爷爷打开通
知书的视频。“可能20年、30年后回
看，我依然会流泪。”她说，这就是在
特殊节点的纪念，每个人都有这样
的节点。

莫名遭遇网络暴力 维权之路异常艰难

郑灵华已将头发染回黑色。郑灵华曾将头发染成粉红色。

照片被人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