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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 奇

　　“妻子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却在家里备

受冷落”“丈夫去世6年，打工途中又相逢”“丈

夫出轨，妻子有外遇”……在短视频平台上，

有这样一群帮网友解决情感问题或家庭纠纷

的情感主播，各种荒诞的情感故事在他们的

调解下最终会走向完美的结局，观看直播的

中老年粉丝也随之心满意足，拍手称快。

　　然而，所谓的“情感调解”或许只是主播

们吸金的幌子和筹码。《法治日报》记者调查

发现，很多情感主播会通过直播带货获取收

益，其中不乏售卖“三无”产品和假货，甚至直

接骗取财物。而且，据了解，情感直播中很多

离奇的故事大多是按照剧本来演的，背后已

经生成了从编剧、演员到演员培训服务的完

整产业链。

直播调解家庭纠纷

粉丝多为中老年人

　　直播行业的兴起带火了很多主播，除了

带货主播、娱乐主播，还有一种情感主播，在

他们的直播间总能听到一些奇葩的情感故

事。从婆媳关系到伴侣出轨，从老人赡养纠纷

到女孩被后母虐待，他们能处理生活中许多

理不清断不了的家务事。

　　有这样一个案例：婆婆打电话说前儿媳

不回来看孙女；儿子说前妻在家懒散不干活，

婆媳关系不好天天吵架；前妻说婆婆嫌弃自

己生了女儿，因为各种婆媳矛盾所以不愿意

回去看孩子。

　　接到求助后，主播开始给婆婆打电话，婆

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给前儿媳道歉。主播

打电话给儿子，儿子改口说前妻对自己很好，

是母亲的做法有些过激了，并劝说母亲向自己

的前妻道歉。前妻也一改之前老死不相往来的

态度，接受了婆婆的道歉。最后主播试图劝前

妻和儿子复婚，理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美满的

家庭。直播间刷起了一片弹幕：“回家吧。”

　　这种家庭琐事与情感纠纷，最容易

吸引中老年群体的注意，曲折跌宕

的故事情节与大团圆的故事结

局又能满足中老年群体的

心理需求。

　　“我妈喜欢的主

播，说好听点是直爽

的女汉子，但说难听点

就是村妇式的泼辣。言语甚是

粗鄙，一言不合就开骂，扯着嗓门大

喊，站在道德高处批判，或者用其他方式威

胁。”北京市民徐冰（化名）吐槽说。

　　实际上，对于夫妻之间的情感问题，情感

主播所谓的调解通常是以一些温柔体贴的

话，让女方发泄情绪，从女方身上获得男方

的隐私，再以挑衅甚至侮辱的口气和话语激

怒男方，甚至劈头盖脸一顿骂，骂得男方没

了脾气。然而，又常常因为一面之词骂错了

人。结果就是，听完女方说的话，开始骂男

方；听完男方说的话，又接着骂女方。如果骂

错了，就以“对方没和我说这件事，我不知

道”为由搪塞过去。此外，还有主播直接冒充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询问对方，在直播间当

起“执法者”。

　　有网友对于此类情感主播的做法表示质

疑：“如果他真是一个热心的、喜欢解决感情纠

纷的人，可以当一个专业的情感咨询师或者律

师，而不是主播。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主

播们倒好，上去给人添把火，煽动情绪。人在失

控状态下说

出来的话、作出来

的决定会是理智的吗？”

编造故事吸引流量

故事情节荒诞离奇

　　2020年6月，为了增加节目效果，黑龙江省

大庆市一男子王某在快手直播中编造女方被

人身侵害的情节，同时编造女方花费40多万

元为男方买了一台车的情节（实际上是女方

只支付了首付，余款由男方贷款偿还）。在之

后的电话连线中，故意制造言语冲突比较激

烈的情景。

　　节目播出后，引起网民强烈反感和气愤，相

继有大量网民向快手平台和网警举报。王某的

账号被平台封了之后，他又换了另一个昵称继

续直播。2020年6月23日，大庆警方依法叫停王某

的直播节目，并传唤王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随着直播平台里情感主播的规模不断扩

大，直播间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离谱。譬如，年

轻女孩嫁给傻子，被后妈跟婆婆一起欺负；恶

毒妈妈不管瘫痪丈夫，还要把女儿嫁给46岁

大叔；儿子去世一年，儿媳突然怀孕。其中有

的故事还是“连续剧”，主播先帮女孩讨薪，又

帮她摆脱婚事，然后再帮她寻找亲生母亲。

　　有主播从简单的语音连麦，改成视频直

播跟踪现场解决问题。

　　在某一场直播中，一名女子痛不欲生，欲

跳河寻死。但是眼尖的网友发现，在绝望的时

刻，该女子不忘戴口罩，戴帽子，全副武装，好

像知道有人要拍摄一样。还有网友发现，同样

的故事在几个直播间轮番上演，全网情感主

播都在现场直播解决。

　　事实上，这些故事背后大多有完整的剧

本。《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情感直播领

域，找演员、写剧本、演戏的现象并不少，甚至

还形成了专门的产业链，有主播、演员、编导，

与情感主播连麦的演员被称为麦手。

　　在一篇名为《麦手修炼手册》的文章中，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麦手可分为单麦和

多麦，单麦是指一个人讲述故事和主播单线

连麦，多麦是指多人连麦，2人或3人以上和主

播互通。多麦团队需要从身边或者网上，去找

适合自己的搭档，可临时搭戏，也可以长期合

作。麦手的必备素质包括：懂直播规则，避免

违规；现场应变能力；语言表达和快速理解对

方意思能力；创新和表演能力；具备职业素

养。最受欢迎的剧情有出轨类、喜欢表哥或表

妹、乡村剧情、苦情、家庭暴力等。

　　这些演戏的麦手为直播间带来了巨大的

流量。情感主播中，粉丝量多的超过千万，少

的也有几万，随便点开一个200万粉丝的主

播，其直播观看数就能达到20多万人。

直播暗藏带货套路

演戏卖惨诱导下单

　　随着受众群体画像日益精准，不少情感

主播在直播中设置陷阱，进行虚假宣传与情

感裹挟，引诱缺少网络判断能力且信任主播

的中老年群体在直播中购买假货，甚至直接

骗取他们的财物。

　　在主播的情感裹挟下，一些从来不在电商

平台购物的中老年人，也开始在情感直播间下

单。有网友刷抖音时偶然看到某主播在为一

位白血病患儿筹款带货，出于同情便下单了

包括羊毛被在内的35件商品，花费近一万

元。收到货时却发现羊毛被里的填充物

根本不是羊毛，还散发出臭味。

　　今年3月18日，抖音安全中心发

布的《“卖惨带货、演戏炒作”违

规行为处罚公示》揭露，情感

主播会采取多种方式进行

带货。有的主播在直播间

编造婆媳矛盾、出轨、破

产、未成年人寻母等故事，

演绎调解家庭矛盾、情感纠

纷、私人变故等夸张情节，以此行

为博取用户的同情心，诱导其购买直

播间内售卖的商品。例如，“让我们伸出

援手，帮这对失散20年的母女重聚，您每购

买一只手镯就是在为她们的团圆尽一份力。”

　　还有主播在直播间上演团队矛盾、债务

纠纷等情节，增加降价戏码，以此夸大商品价

格优势，经常出现叫喊、争吵、摔东西甚至肢

体冲突等过激表现。例如，“已经交不起孩子

的学费了，今天帮他讨债，已经把欠债工厂老

板堵在仓库里，原价3999元的戒指现在降价到

99元，先拍先得！”

　　上述公示显示，抖音平台共处理相关违

规直播间446个，封禁违规账号33个，包括10个

粉丝量超过百万的主播。

制图/李晓军  

对话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德良

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艳辉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法治日报》实习生        王 奇

中老年人沉迷直播

主播极易乘虚而入

　　记者：情感直播间往往通过虚假的离奇

故事来赚取流量，这种“演戏”行为，在法律上

应如何看待？

　　王艳辉：情感主播通过讲述夸张、虚拟的

故事来骗取流量的行为，从目前的法律规定

来看，并不属于违法行为。从道德上来讲，这

些行为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但如果仅仅是讲

故事并未有其他行为，是不构成违法的。

　　刘德良：情感直播间往往通过虚假的故

事来赚取流量，如果内容违反了《互联网信息

服务管理办法》等规定，比如涉及淫秽色情，

那么就是违法的。

　　记者：情感主播通过带货诱导观众购买

假货，甚至直接骗取财物，会涉及哪些法律

问题？

　　王艳辉：如果情感主播在直播中开始带

货，就变成了商业广告活动，就要受到广告法

等相关法律的约束。如果其明知销售的产品

为假货、“三无”产品，那么就涉及虚假宣传，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其明知销售

的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形严重的

还有可能触犯刑法中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如果主播直接骗取财物，则根据情形

可能构成诈骗罪。

　　记者：案例显示，情感主播的受众多为中

老年人，您认为造成中老年人沉迷这类直播

的原因有哪些？需要采取什么措施防止老年

人上当受骗？

　　王艳辉：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大多数中老年人退休在家，时间相对充裕，有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主播的直播内容；二

是大部分中老年人的生活比较单调、乏味，因

为不再工作，所以生活圈子较小，儿女们往往

又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导致中老年

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都比较空虚，需要寻找

一些感情寄托，而情感主播恰恰是抓住这一

点，针对中老年人设计一定的剧情来吸引他

们；三是中老年人因为年纪和时代背景等原

因，往往比较重感情、警惕性较低，对目前的

直播行业乱象缺乏了解，因此更容易被一些

居心不良的主播乘虚而入。

　　我建议一方面子女应当尽可能地多陪伴

父母，教会他们一些防止网络诈骗的方法，让

中老年人能够有感情寄托并且保持一定的警

惕性；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应当针对网络直

播乱象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加大执法力

度，整治违法行为。

　　刘德良：要避免上当受骗，首先要进行安

全防范意识的教育，其次要打击诈骗行为。应

该充分利用网络及各种媒介广泛宣传，提高

中老年群体的安全意识。如果发现诈骗，就要

及时报案，让公安机关及时介入。

　　当然，老年人如果有家人陪伴，有其他的

爱好追求和娱乐方式，可能就不会沉迷于网

络，避免上当受骗。

加强事前事中监管

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记者：情感直播间的主播打着情感牌，编

造故事，获取流量，甚至还会在直播间售卖一

些质量参差不齐的货品。对于这种现象，政府

相关部门和平台方应如何作为？

　　王艳辉：这里面既存在违反道德的行为，

又存在违反法律的行为。

　　针对违反道德的行为，相关部门和平台

应当设置一些行业标准，对于一些过于夸张

甚至违反伦理的不良内容进行过滤，营造相

对清朗的网络环境。

　　针对违法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一旦有违法

行为发生，就能有法可依并且能高效执法。

　　最后我认为，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中老

年人的关爱，举办适合中老年人参加的社会

活动，积极对一些新的社会现象进行宣传讲

解，倡导儿女对中老年人多关怀、多陪伴。只

有让中老年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都丰富了，

才能让骗子无空子可钻。

　　刘德良：对于平台来讲，要具体看主播与

平台之间的关系。如果主播是平台的工作人

员，就是代表平台，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违法

行为，平台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主播相当

于平台的员工，平台从里面受益，所以平台对

主播的行为要承担监管义务，如果主播违法，

平台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另一种情况是主播独立的入驻平台，平

台与主播之间是一种租赁关系。这种情况

下，平台对主播有监管的义务，要承担事前

事中事后的监管。从目前的法律来看，事前

和事中监管还缺乏系统的可操作性的规范，

所以更多的是采取事后监管，比如发现有诈

骗行为后，采取拉黑主播或者查封直播间的

措施。

　　这也体现出目前的监管观念相对比较落

后，未来要转变执法观念，要有大数据思维，

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对直播进行

实时监管，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张守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于1934

年2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审判

机关。在最高法院成立之前，组建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最

高法庭，代行最高法院职权。同时，在省、县、区三级地

方苏维埃政府内设各级裁判部。

  红色政权孕育的独特司法审判制度，不仅为苏区

工农民主政权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法治保障，也为人

民审判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开创了先河。

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湖南省宁乡市沙田乡长冲村杓子冲，群山环抱、青

松翠竹之中，有一处平头槽门、土砖泥筑院墙的青瓦土

砖房，门上挂着“何叔衡同志故居”匾额。

  这里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之一、红色政权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何叔衡的故居。故

居门口，一座半身铜像庄严肃立，何叔衡目光炯炯。

  2021年4月8日，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法治日报》

记者踏入何叔衡故居瞻仰。

  何叔衡故居坐东朝西，有正房、左右厢房计23间，

前有小池，后有青山，绿树掩映，田野青翠。他在这里度

过了青少年时代。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了包括何叔衡在内的63人为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

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下设“九

部一局”，其中包括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何叔衡

被选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最高法院正式成

立之前，由临时中央政府组织临时最高法庭作为最高

审判机关，代行最高法院职权。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

临时最高法庭组建完成，何叔衡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

最高法庭主席。

  接着，在省、县、区三级地方苏维埃政府内，又设各

级裁判部。

  根据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裁判部为法

院未设立之前的临时司法机关，暂时执行司法机关的

一切职权、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事宜。

  至此，苏区红色政权初步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相

对完整的审判组织体系。

创设新型审判制度

  在瑞金5A级“共和国摇篮”景区，黛瓦黄墙前的草

坪上，有一处讲述何叔衡化解合龙乡用水纠纷的雕塑。

  一位缠着头巾的农民与一位背着斗笠的农民对面

而坐，两人都伸出手准备握在一起，何叔衡坐在两位农

民中间，拉着其中一位农民的手，为两人调解，一位身

穿军装、头戴军帽的士兵站在何叔衡身边。

  雕塑背后的事件发生在1932年初，因农田灌溉

问题，瑞金县合龙乡毛姓与杨姓为争水发生宗族械

斗。毛姓有少数村民利用封建迷信煽动群众恃强阻

碍放水，杨姓因春耕急需灌溉水向临时最高法庭提

出控告。

  为解决纠纷，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带着审判员翻山越岭赶到现场办

案，会同瑞金县裁判部工作人员组成巡回法庭，召集区负责人开会，耐心调

解，并争取到毛姓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妥善化解了毛、杨两姓争抢多年的灌溉

纠纷。

  巡回审判制度正是苏区在司法实践中创造的新型审判方式之一，使苏区审

判能够更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查清案情，迅速处理案件。

  雕塑的后面是苏区最高法院旧址，其中包括审判法庭旧址，审判席后面的屏

风墙上悬挂着苏维埃国徽。台上有主审、陪审员、书记员的桌牌，两边墙壁上分别

写有宣传标语。审判席下右侧为原告席，左侧为被告席，中间为刑事被告人受审

位置。

  苏区创设的公开审判制度、巡回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辩护制度、回避

制度和人民调解制度等，开创了人民审判制度的先河。

指导依法开展审判

  何叔衡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期间，不仅亲自审理案件，而且非常重视对地

方裁判部工作的指导监督，通过发布训令、指示信等方式，及时纠正工作中发现

的问题，指导地方裁判部依法开展审判活动。

  当时，司法审判中不同程度出现了因不注重调查取证、审查不仔细等导致的

不公正裁判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何叔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尽量做到仔细审查每一个案件，反

复推敲每一个细节，严格掌握量刑尺度，凡是材料不充分、量刑有偏颇的，就不予

批准并予以纠正。

  1932年7月，何叔衡对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省字第二号”关于反革命温良、

余远深等6犯并案分别判处一案作出批示：“余远深判处死刑暂时不能批准。因余

远深一案的罪状不很明白，须把全部案卷详细报告前来才能批准……余远深一

案暂作悬案，待接到你们详细报告之后再作决定。”

  同年10月，何叔衡在给江西省会昌县苏维埃裁判部的指示信中说：“（省字）

第二号判决书，主要的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

信，产生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需再搜查反革命证据，或发现反革命的

新材料可以复审，不过主审人要改换。”

  何叔衡故居管理处主任邵宝胜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在重视证据材料、

坚持依法审判的同时，何叔衡还是坚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苏区“包公”。

  1932年5月，一封群众举报时任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的信飞到何叔衡

手中。信中称，陈景魁滥用职权、向群众摊派索要财物、利用地痞流氓欺压群众、

调戏强奸妇女。

  何叔衡随即亲自进行走访调查，核实情况后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

  当时，有人为陈景魁说情，还有人威胁何叔衡，但何叔衡不为所动：“我身为

执法干部，要排除干扰，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

  最终，经过公审，法庭依法判处陈景魁死刑。

  1934年2月初，何叔衡去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由董必武接任。当月，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成立，董必武担任院长。自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正式

的最高审判机关。

  研究资料显示，苏维埃审判系统的组建及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一套新型的、

革命的诉讼原则和制度，不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保障作

用，而且为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司法审判工作，提供了渊源，奠定

了基础。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

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何

叔衡于1928年前往苏联学习和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途经哈尔滨时，他在道里区红专街的秘密接待站里改写了陆游的这首诗。一句

“此生合是忘家客”，充分展现了何叔衡甘为理想牺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

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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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主播讲故事骗流量违背公序良俗

对话

  ● 在情感直播领域，找演员、写剧本、演戏的现象并不

少，甚至还形成了专门的产业链，有主播、演员、编导，与情感

主播连麦的演员被称为麦手

  ● 随着受众群体画像日益精准，不少情感主播在直播

中设置陷阱，进行虚假宣传与情感裹挟，引诱缺少网络判断

能力且信任主播的中老年群体在直播中购买假货，甚至直接

骗取他们的财物

  ● 如果情感主播在直播中带货，就变成了商业广告活

动，带货行为要受到广告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