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标榜着探索城市未知“B面”

的废墟探险项目引人关注，在社交平台上

有多名以此为主题进行内容创作或探险直

播的博主、主播。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在这些废墟探险类主播“勇敢”“刺激”

的标签下，却暴露出不少问题：被主播探索

过的“废墟”成了新晋打卡地，原来的一些

设施被破坏，原本完好的门窗被人打碎，墙

上画满了各式涂鸦；假扮鬼怪，用各种道具

营造恐怖氛围，为博流量而造假……

据《法治日报》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3年4月4日星期二
星级编辑/宋才华 组版/胡燕舞 校对/吴巧薇中国焦点10

我是熊本久，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违反狩猎
法规使用禁用工具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我已经深刻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在此通过媒体诚恳的向
社会公众道歉，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行为。

特此道歉！
致歉人：熊本久
2023年4月3日

熊本久对其非法狩猎行为的公开致歉信

根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

求，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措施，防

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可能引发未

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

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的和其他对网络

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及其他对网络生

态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的信息。

郑宁说，废墟探险类主播应通过文字注

明的方式作出警告提示，如标明“危险行为，

请勿模仿”等。若未进行警示标注，有观众

观看后进行模仿造成受伤等不良后果的，主

播及平台均需承担相应责任。

但记者发现，绝大部分主播并未在直播

和直播回放的显著位置进行安全提醒，甚至

还有一些主播会在探险笔记中写明废墟具

体位置，用“这里拍照能出大片”“胆子大的

可以来试试”“马上就要拆了，再不来可就体

验不到了”等话语，明示或者暗示人们赶紧

去自行探索一番。在这些笔记的评论下方，

有很多人跃跃欲试，其中不少是未成年人。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光前认为，

《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中规定，对于需要较高

专业水平(如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教

育)的直播内容，主播应取得相应执业资质，

并向直播平台进行执业资质报备，直播平台

应对主播进行资质审核及备案。废墟探险

类直播也应被列入监管审核。

“城市废墟探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面向

公众直播会带来一定的模仿效应，为了主播

安全与一般公众利益，可以考虑从行业协会

自律规则与直播平台管理规则方面，加强对

废墟探险主播行为、内容进行规范、引导。”李

光前建议。

李光前提到，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废墟探险本身具有一定危险性，

作为废墟探险主播，有一定的提示义务。平

台可以事前在管理规则与主播约定提示义

务，事中通过技术手段对直播内容加强监

管，对于未尽到提醒义务的主播，可以根据

管理规则与约定，对本次直播进行即时限

制，并要求主播承担相应违约、违规责任。

“对未知的探索，对神秘事物的

向往，直接的冒险和刺激感，让很多

人加入探索城市废墟的队列当中。”

主播白晓（化名）介绍说，他的很多

粉丝都是对城市废墟探险充满好奇

但无法或者没有胆量来到这里，探

险直播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也成

为他们情绪的宣泄口。

然而，随着废墟探险近年来愈

加火爆，白晓发现不少人冲着“有

趣”盲目进行探险，却忽视了背后可

能存在的风险。

“探险的场地有废弃医院、厂

房，还有荒郊野岭，这些地方并不安

全，甚至有不少建筑都是危房，如果

没有经验和专业设备，很容易在里

面遇到危险，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来

说。”白晓说。

记者注意到，在白晓的直播间

和发布的探险笔记下方评论中有很

多人在询问这些探险地点具体在哪

儿，白晓却从没有回复过。他说，不

暴露地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

些人属于“破坏狂”性质，很多废墟

都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一些人会

砸玻璃拆门拆家具搞破坏，甚至有

人会点烟饼、燃烧棒等营造氛围，这

很容易发生火灾。

认为是“废墟”，就肆意进行破

坏的情况在废墟探险类内容创作中

并不少见。记者在一些网友发布的

废墟视频、图片中发现，某些废弃医

院、学校刚“走红”时门窗还较为完

整，但之后为了视觉效果，大多都被

砸烂和敲碎，很多废墟的墙面、桥底

等地，还被人大量涂鸦。

一些人追求刺激盲目擅闯的“废

墟”，可能并不是“无主之地”。

一个雨夜，家住辽宁大连龙王塘

辖区正要关灯休息的韩阿姨，被院子

里的一阵异响吓得够呛，只见来了一

个人，拿手电筒往韩阿姨卧室里乱

照，然后大喊“有没有人，家里有没有

人，赶紧给我做一碗热腾腾的面拿

来”。随后这名陌生男子又来到邻居

韩大爷家继续摇门。赶来的民警了

解情况后得知，该男子姓傅，平常从

事探险直播工作，他以为这里拆迁已

经没人了，才闹出笑话，最终，傅某因

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非法

携带管制器具，受到行政拘留5日、

罚款400元的处罚。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如果是

去废弃无人看管的地方直播，这种

行为一般不具有违法性，但是有一

定危险性。如果私自进入有保安看

守的废墟，或是上了锁、有封条等的

废墟进行直播探险，则可能会被认

定为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

木军律师告诉记者，虽然是废墟，很

多场所还是有产权单位，对于破坏

围栏、门窗等方式进入废墟，或者在

废墟探险时故意毁坏里面东西的，

可能因损坏公私财物触犯治安管理

处罚法，甚至是刑法。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废墟探险

类视频都充满了恐怖氛围。为了将

恐怖氛围感拉满，不少主播的标题

和内容都是废墟遇到灵异事件，有

直播时拿着桃木剑符咒等扬言捉鬼

的，还有专门去废弃鬼屋或者传说

中闹鬼的地方寻求刺激的。

记者发现，在这类直播中，地点

往往是废弃医院、监狱、实验室等，

主播专挑晚上去，文案多为灵异都

市传说。在直播的过程中，主播往

往会反复向观众强调故事背景，比

如一栋豪宅发生火灾，一家七口没

来得及逃出去，全部惨死于此；某栋

楼之所以烂尾，是因为当时发生了

工地事故，之后灵异事件频发，工人

不敢再继续施工；医院之所以废弃，

是因为有鬼怪晚上在走廊游走，被

撞到的人可能会被拉去“作伴”……

出于好奇，广西柳州的王双(化

名)加入了某平台主播的户外直播

探险群，结果在今年2月22日的一

场老宅探险直播中他发现，主播为

了人气流量特意找了两个人戴上

面具装作尸体和鬼怪坐在一进门

的沙发上。

“这个主播一直都是这种套路，

推开门前特意调成了带有恐怖氛围

的绿光，看到‘尸体’第一反应是向

观众要打赏，有人打赏才上前去一

探究竟。我在群里评论了一句‘演

员面具都懒得换’，结果立马被踢出

了群。”王双告诉记者，这种“一眼

假”的剧本成本低廉，有不少主播会

用这种方式量产视频，打着“探险”

之名，实则是在刻意烘托恐怖气氛，

只为引流涨粉，进而变现。

一些主播为了节目效果弄虚作

假，比如伪造吓人场景等，以获得打

赏，在朱木军看来这可能造成民事

上的欺诈。打赏的观众，若发现相

应内容为虚假的，打赏并非出自主

观意愿的，可以向直播平台或者主

播要求返还已经打赏的款项。

2022年 6月 22日，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网

络主播行为规范》，对如何正确引导

主播行业作出了明文规定，对网络

主播提供网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

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得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不得

宣扬封建迷信文化习俗和思想、违

反科学常识等内容。

在郑宁看来，废墟探险直播及

其中的冒险、灵异事件满足了一

些 人 的 猎 奇 心 理 ，容 易 获 得 流

量。但是刻意放大甚至制造灵异

情节，烘托恐怖气氛，可能对观

众，尤其是潜在的未成年人受众

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不利于网

络生态文明建设。

故意营造恐怖氛围
造假吸引流量打赏

废墟并非法外之地
主播责任不应忽视

探险之余大搞破坏
擅自乱闯或有风险

废墟成了一群人的废墟成了一群人的““狂欢之地狂欢之地””
记者调查废墟探险直播乱象

刺激

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