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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将至 新娘再要10万彩礼”视频一出网友评论数十万条

6口人演戏“骗”了1亿同情粉
记者调查发现原来不是真事是段子

“父母勒紧裤腰带，买房买车，彩礼18.8万，婚礼将至新娘
要再加10万彩礼！现在砸锅卖铁也凑不够10万啊！”

昨日，某短视频平台上这样一条视频在短短20个小时里
冲上了热搜榜第4名，总点击率过亿，收到网友评论数十万条。

这条视频被多家官方媒体号转发，看过该视频的大部分网
友认为其是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

就在网友们对视频中的“一家人”倾注同情，批判未过门新
娘彩礼临时加价行为“太不讲究”的时候，本报记者调查发现，
该视频中的内容并非真实发生，而是ID为“刘老大”的视频作
者拍摄的一条“段子”。

“儿子，这酒店、婚车、老家人都来
了。日子订好了，无形当中多了10万
块钱彩礼，有没有这样人家？”

“儿子你就一句话，你说这婚结不
结？你要结，砸锅卖铁我把这事给你
办了！但办归办，我心里非常不舒
服。哪有这样人家？”

短短33秒的视频画面中出现了6
个人分别蹲、坐、站在一个家中的场景
之内。从每个人的穿着来看，给人的
感觉这是一家人在开家庭会议。“儿
子”坐在楼梯台阶上垂头丧气，一言不
发，视频中一名看似50岁的“爸爸”对
准备婚礼的儿子发出一番愤慨的“肺
腑之言”。

视频作者“刘老大”将该条视频发

布于11月11日晚8时30分许，而在11
月12日上午，这条视频被拥有380万
粉丝的“某生活频道”转发，转发视频
中还将画面中的 6 个人进行了遮挡。
很快，转发后的视频又被拥有1212万
粉丝的另外一媒体进行了转发。

至 11 月 12 日下午 2 时许，“男子
婚礼将至，女方再要 10 万”成为该视
频平台热搜榜第 4 名。下午 5 时，该
话题播放量超过了 5000 万，被众多
网友关注，当做一起发生不久的新
闻事件。

在数千万网友的评论中，多数网
友对这“一家人”受到高额彩礼要挟表
示同情，也有人对即将成婚的准新娘
临时涨价的行为进行了各种批判。

“男子婚礼将至，女方再要10万”
冲上热搜榜第4

“刘老大”这个 ID 上传发布的第
一条短视频作品时间是2020年9月7
日，当天发布了2条视频作品，之后几
乎每天都会坚持更新。截至 11月 12
日，短短 2 个多月的时间里，该 ID 号
共发布了97条短视频作品。

在“刘老大”的头像、信息和拍摄
内容显示，视频的“人设”为一名60岁
带有憨憨笑容的老太太，拍摄场景都
是发生在寻常百姓家中，有时拍摄地
点在厨房、有时拍摄地点在饭桌、有
时拍摄地点在床边，内容多是对儿
女、老伴语言犀利的生活片段，给人
的感觉就是在记录日常的生活。

在成为热点的“彩礼涨价”原视

频中，画面中的 6 个人没有进行任何
遮挡处理。

“人设”中的这位“刘老大”就坐
在一个红色小板凳上，处于画面中央
的位置，一言不发。

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评论中问
到，“老太太咋不言语呢？”视频作者

“刘老大”回复，“老太太遇到这种情
况也不好发言啊！”

随后这条评论下方因为作者回复
产生了激烈的讨论，有人给老人出主
意，有人谈起了自己身边人的经历。

有网友认为，正是“刘老大”这样
的回复，更加误导了不少网友，把这
条“段子”当成了真事。

作者回复评论
网友再被“段子”误导

昨日下午 5时许，记者辗转联系
上了这条原创视频的作者“刘老大”。
电话中，“刘老大”的声音与视频中60
岁老人的声音截然不同，年轻了许多，
并自称是要结婚小伙儿的“表姐”。

对方称，因为这条视频的爆火，
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太多网友
私信了，都回不过来了。我们已经
接到平台官方打来的核实电话，我
们跟官方沟通完了。”

对于视频中的内容是真实发生
的事件还是创作出来的段子，“刘老

大”说“没有必要说是真的还是假
的”。

该短视频平台运营工作人员介
绍，“平台”已经向“刘老大”核实视
频内容真伪。“刘老大”向“平台”表
示，视频内容为非新近发生的身边
朋友的事情，其个人认为比较有看
点，所以就通过剧情演绎形式拍摄
后上传。

随后，该短视频平台运营工作
人员将该视频从“热搜榜”上做下架
处理。

短视频平台发声：
不是真事，是段子！

有 3 年短视频拍摄经验的夏雪
（化名）介绍，目前在短视频行业吸粉
最快的就是找来专业演员，拍摄生活

中奇葩的、吸引人眼球的段子。这些
段子都是由专业的人写好剧本后，导
演找来适合的演员，进行情景再现。

业内揭秘：
拍段子前都要签保密协议

自媒体也是带有媒体传播属性
的传播个体，对发布的内容要负责
任，要遵循社会的公序良俗，按规则
办事。出自于网络的视频、文字作
品也不能以假乱真，不能真伪不分。

是新闻事件还是艺术创作，应
该说清楚。就像我们观看影视作品
时，都会注意到，会在片头标明，“此
故事纯属虚构”。

如果为了引起关注、引起网友
共鸣，将创作出来的“段子”与新闻
事件混淆，那就是游戏人生，游戏自
己，游戏网络，会对网络造成不良影
响。

希望大家在各短视频平台上传
作品的时候，对“段子”还是“新闻事
件”可以加一个说明或者标签。运
营短视频的平台也可以考虑增加相

关的分类选项，避免引起网友们的
误解。

我 们 要 提 倡 自 媒 体 弘 扬 正 能
量，引导大众遵循社会的公序良俗，
不能为博人眼球、博得流量进行虚
假的宣传。网信部门也应该对网络
环境加以净化，对这种现象进行研
究，提出一些反制措施。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吕洋 陈浩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梁启东
应对自媒体上传作品增加分类标签

一般主要演员相对固定，人设
清晰，所有参演的演员在开拍之前，
都要签订保密协议，禁止对外说。

主 演 一 般 都 是 投 资 者 ，群 众
演 员 一 天 的 出 场 费 从 200 元 到
1000 元 不 等 。 粉 丝 多 了 之 后 ，就
开始直播带货。

“ 有 一 次 我 在 直 播 带 货 现 场
参 加 演 出 的 时 候 ，突 然 有 认 识 我
的 朋 友 给 我 打 来 电 话 ，问 我 是 不
是 在 某 某 的 直 播 间 呢 ，我 只 能 说
忙 着 呢 ，不 方 便 说 。”夏 雪 表 示 ，
由 于 演 的 角 色 多 了 ，总 能 接 到 身
边 朋 友 的 电 话 询 问 ，这 事 是 不 是

真 的 ，很 多 时 候 自 己 也 挺 不 好 意
思的。

“ 我 感 觉 自 己 有 时 候 就 是 在
骗人，心里也挺内疚的，如果视频
平台在发布审核的时候能够告诉
大 家 我 们 拍 的 是 段 子 ，这 样 就 不
会引发歧义了。”

视频中出现的6个人仿佛是一家人。 视频截图

“刘老大”回复网友的评论，就像真事一样。“某生活频道”将此段子当做新闻进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