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朋友圈“中毒”

小陈是某大学二年级学生,一提

到妈妈的朋友圈,他就一肚子苦水。

“我妈经常在朋友圈转发关于养

生和食物方面的文章,还提醒我一定

要注意,这些文章看标题就知道不靠

谱。”小陈说。

小陈妈妈今年 48 岁,高中毕业,

在一家超市做导购员。学会使用微

信后,她的朋友圈一天起码会转上七

八条“关怀式”文章。

《千万别这样吃大蒜!致癌!赶紧

告诉家人》《白米饭——垃圾食品之

王》《农大教授:剩饭剩菜里就有最好

的 血 管 扩 张 剂! 不 需 要 额 外 补

～》……看到此类文章,小陈一开始

会耐心跟妈妈解释,后来渐渐麻木直

接忽略不回复。

“这是谣言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

来吗?”上个月,小陈实在看不下去,直

接在电话里跟妈妈吵了起来。

对此,小陈妈妈也觉得委屈。她

在电话另一头抱怨道:“我觉得说得

挺好的呀,所以才想转给你看看。”

无独有偶,来自湖北省黄冈市的

邓先生也备受微信朋友圈谣言困

扰。他的“麻烦”同样来自家中长辈。

“为了方便联系,我建了一个微

信群,把亲戚们都拉了进来……后来

慢慢就变成了长辈们分享各种谣言

文章的集散地。”邓先生直言,不胜其

扰的他直接开启了微信消息免打扰

功能。

线上流量线下“变现”

“我们家老太太属于中毒比较深

的,太固执了!”接受记者采访时,33岁

的河南市民刘先生说。

刘母今年60岁,小学文化程度。

做饭和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学是她每

天的主要“工作”。不过,带娃之余,刘

母不仅成为了微信朋友圈谣言的刷

屏者,还升级为线下活跃人群和主要

消费者。

除了转发微信朋友圈谣言外,刘

母还会和一群老姐妹一起去参加商

家组织的线下活动。每逢线下讲座,

刘母必定提前半小时到场,不光记笔

记还主动举手提问,忙得不亦乐乎。

去年暑假,刘母通过微信文章底

部的“阅读原文”按钮关注了一个不

知名的实体养生药店,并按照指示前

往药店参加了线下活动。活动结束

后,刘母还特地买回来各种号称包治

百病的医疗器材,没用几天就成了一

堆废品。

像刘母一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在刘先生看来,微信朋友圈谣言

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家的逐利

性。制造这些谣言并非“好心”,而是

借此触动人们的神经吸引关注,进而

实现流量变现。

记者梳理发现,来自父母的微信

朋友圈谣言文章大多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强制关注和转发。文章末

尾都会附上二维码,添加“赶紧扩散

转发,让亲戚朋友知道真相”之类的

引导语,引导父母关注并大量转发。

二是导入第三方平台。多数文

章下面都会留有导入第三方平台的

“阅读原文”按钮,将人们引导至其他

平台添加关注。

三是流量主和广告主盈利。依

托谣言积攒而来的高粉丝量吸纳广

告,通过广告赚点击量或广告主文案

盈利。

四是引导购买实物。很多谣言

文章的末尾都会附上养生食品药品

或健康微课宣传图片和购买链接,通

过转发打折或发放红包等方式诱惑

人们购买。

对于父母们微信朋友圈转发的

谣言,子女们往往会出现两种较为极

端的倾向。有的子女刚开始会试图

给父母解释,解释不通后演变成争吵,

扩大了双方隔阂,结果“子女不想看,

父母不愿听”；为了不让老人伤心,更

多子女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谣言背后的隐喻

面对官方一次次的辟谣,来自父

母们微信朋友圈的谣言似乎并没有

呈现减少之势,反而愈演愈烈。

“一句不靠谱的结论+看起来科

学的依据”组成的谣言文章,为何会

吸引如此多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父

母为何会成为转发的“主力军”?谣言

内容背后,实则包含着诸多隐喻。

记者从微信朋友圈内随机选取

一篇标题为《不要再买这个菜了!因

为它100%致癌》的文章核实发现,早

在 2014 年此文就经官方认定为谣

言。4 年间,该谣言先后被诸多公众

号推转传播。

“江湖上一直有传言说吃蕨菜的

人容易得胃癌、食道癌和肠癌。经过

一系列实验,得出了非常权威的数据:

蕨菜确实致癌,且有强致癌性!”前述

文章开头便以“权威”口吻得出结论。

不过,细读全文,记者却发现此文

自始至终未提及实验过程及实验组

织方,也未注明出处。

“文章把矛头对准了人们非常关

注的健康问题。”在邓先生看来,谣言

制造者们正是利用了人们的恐慌心

理,通过具体可感的数据、看似客观

权威的实验来营造恐怖感,让人不得

不关注。究其根本,此类谣言其实是

利用了父母对于子女们的关心心理。

当前,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

明显,由于工作等多方面的原因,父母

和子女常常分居两地,“线上”交流成

为不少父母和子女沟通的重要渠

道。缺乏情感寄托,也是不少父母朋

友圈“中毒”的主要原因。

在武汉理工大学心理健康与职

业发展教育研究所所长雷五明看来,

微信朋友圈谣言产生的原因根据年

龄和职业划分各不相同,需要从社会

层面综合考量。

“综合来看,谣言产生主要有缺

乏科学思维、从众心理、绑架心理、缺

乏安全感、过度自信以及过度善良六

大方面原因。”雷五明说,根治谣言还

需教育、管理、法治等各方综合发力。

雷五明指出,朋友圈谣言多属于

事实错误、常识错误、方法论错误,一

般人依靠科学常识即可区分,而缺乏

科学思维的中老年人则容易上当。

同时,父母在微信朋友圈中随大

流转发谣言文章,往往是出于跟随亲

朋好友的从众心理。部分老年人基

于对谣言中社会现象的同情或是宗

教信仰,也会将其转发到朋友圈。

此外,不少中老年人在生活中缺

乏安全感,谣言文章多用“不转发就

会产生什么后果”等形式,从情感上

对其进行绑架,强迫其转发。部分中

老年人则过度认同自我能力,觉得

“我懂我内行”反而陷入转发的圈套。

根治谣言需多方发力

雷五明直言,互联网平台作为信

息的把关人,在谣言产生和传播方面

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现实中又

存在系列难题。一方面,在对谣言的

甄别和把控方面,互联网平台是否应

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责任等

问题,我国法律尚没有明确规定；另

一方面,经过互联网平台传播扩散之

后,很难明确追究谣言责任人。

“谣言止于真相,及时发布辟谣

信息是遏制谣言的有效途径。有关

部门要通过组织开展科学课程学习,

让群众掌握更多的科学常识,逐步提

高辨识力。”雷五明建议。

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潘爱仙指出,对微

信朋友圈谣言的界定是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首先要区分传播此类信息是

对生活常识的误解还是造谣者为谋

取利益故意捏造。

潘爱仙说,应当强化造谣者和传

播者的责任追究力度。对违反法律、

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

行政责任；对散发谣言触犯刑法构成

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关部门应当第一时间发布权

威释疑信息,让人们了解事件的前因

后果,进而从源头上铲除微信朋友圈

谣言滋生的土壤。”潘爱仙建议。

此外,潘爱仙认为,要从根源上规

避父母的微信朋友圈谣言,还需家庭

和社会共同协作,让中老年人知法懂

法,学会去辨别谣言。

其实，不只是真人秀节目，从武侠小说

“英雄不问出处”再到当下网络文学“草根

逆袭”，“乌鸦变凤凰”一直是大众文艺不断

书写的故事母题。不同的是，与文学、影

视、舞台等文艺样式相比，打着“真实记录”

旗号的真人秀给观众，尤其是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群体营造了

更具迷惑性的“真实”情境。

很长时间以来，不少这类选秀节目尽

管花样翻新，其实是“偶像神话”不断重写，

其中的观念偏差可能对众多认知能力还不

成熟的青少年产生误导。在真实生活中，

普通人仅仅通过几个月的“勤奋”“努力”就

能成为亿万人关注和喜爱的明星、偶像，这

种概率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节目组和播出平台尽可以为自己贴上

“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标签，但通过设计

出来的“真实”渲染浮躁心态，传递急功近

利观念，值得人们深思。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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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别吹大“偶像”泡沫
“孩子不懂事”这个哏，实在是被一些家

长玩坏了。仿佛一个“不懂事”一摆出来，小

朋友犯的错就得到无条件的原谅。而且你

察觉到没有，反复祭出“孩子不懂事”，言下

之意是，这是孩子的天性，他们做啥都是因

为“单纯无知”，而家长教育的失职，就这样

狡黠地被掩藏起来了。看起来是护犊子，实

际也是维护自己脆弱的面子。是孩子都会

“不懂事”，但如果你不教给他责任，他也许

永远都不会变得懂事。 (北京青年报)

“不懂事”是家长的遮羞布
近年来，一些城市开始为公厕配备免费

厕纸，但厕纸“大盗”随之出现，有人把厕纸

当脚垫、擦皮鞋，甚至整卷偷走。近日，上海

市环卫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称，上海不会终

止供应免费厕纸，还会加大供应范围。

公共治理是个细活，不可一味求狠求

快。相信公众素质会提高，是许多便民政策

都应该有的定力。耐心一点，给文明以时

间。不忽视文明的“短板”，也不要夸大文明

的“短板”。 (光明日报)

给文明以时间

“少盐有时候真

的会致命!”

看到妈妈发来

的微信链接,小陈摇

摇头,无奈道:“一看

就知道是造谣,但怎

么 跟 她 解 释 都 不

听!”

打开链接,长达

4000字的文章,列举

了诸多所谓的“科学

文献”,试图证明“少

盐有害健康”。

“这篇文章通过

挑选‘部分事实’,再

精心设置‘呈现方

式’,试图让读者相

信一个与真相相去

甚远的结论。”没过

多久,“微信辟谣助

手”发布辟谣信息,

证实前述文章系谣

言。

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 6 月正式上

线至今,“微信辟谣

助手”已辟谣文章数

达 116.42 万。而此

类谣言传播的主要

目标,正是“小陈”的

父母们。

谣言泛滥的深

层次原因有哪些?朋

友圈谣言缘何瞄准

父母们……为进一

步了解详情,记者进

行了走访调查。

父母缘何成了
朋友圈谣言传播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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