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去碰一个已
婚的女人，她是另一个
男人的脸面，不要去碰

一个已婚的男人，他是另一个女
人的余生，不是你的女人，不要嘘
寒问暖，不是你的男人，不要情意
绵绵……”你是否也刷到过这个
署名为“莫言”的语录？近日，中
国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莫言在线打假，对网上5句署
名为“莫言”的金句进行辟谣，称
“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说的！”为何
网络上有这么多人热衷伪造名人
金句？你可能想不到，这些伪名
人金句背后，是真金白银的生意，
甚至已发展为成熟产业链。有律
师强调，伪造名人名言或借此谋
求经济利益，已构成侵权，涉嫌违
法。

2025年5月7日 星期三

主编 江前兵 责编 余麟 视觉 胡颖 朱兴羽 校审 曹珂0606 看天下

近日，媒体记者在知网查询发现，多篇
妇产科领域的论文中出现“男女不分”的情
况。在实验对照组和观察组中提到有男性
患者，他们患的疾病包括子宫肌瘤、子宫内
膜异位囊肿、产后出血等。这些妇产科领
域的学术论文因出现“男性患者”而引发舆
论广泛争议。

5月4日，一篇题为《针对性护理干预在
子宫肌瘤围手术期的情绪和生活质量临床
应用效果》的论文在网络流传。网友发现，
论文第一部分写道“选取本院2015年4月
至2016年4月收治的接受手术治疗的子宫
肌瘤患者80例，对照组患者中，男27例，女
13例，观察组患者中，男28例，女12例，年
龄24-55岁”。论文中提到，选取的样本为
所有患者经临床症状和妇科检查确诊为子
宫肌瘤，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这组数
据堪称魔幻——对照组40人里27男 13
女，观察组里28男12女，男性占比近70%，
男性比女性还爱得子宫肌瘤？真是离谱到

家了。据悉，该论文于2017年发表在《实用
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作者为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妇科霍某某。5月5日，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发布情况说明：经核查，网传论文存
在学术不端问题。已依规依纪给予护士霍
某某记过处分、降级处理，取消其五年内各
类晋级晋升等资格。

记者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这样离谱的
论文居然还不少。《中国医药指南》2015年
发表的《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联合卵巢移
位、阴道延长对患者性生活质量及内分泌水
平的影响》一文中，200例宫颈癌患者中，对
照组60例男性、40例女性，观察组55例男
性、45例女性。2018年发表的《护理干预
在羊水栓塞高危产妇预防中的意义分析》
中，140例“高危产妇”中实验组有34例男
性患者，对照组有33例男性“患儿”。此外，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9年刊登的
《介入超声对于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的效果和应用价值研究》中，100例卵巢子

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对照组26例男性，观
察组25例男性。《大家健康》2015年刊登的
《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子宫肌瘤的护理要点
分析》中，78例子宫肌瘤患者中有45例男
性。《中国农村卫生》2014年刊登的《难治性
产后出血干预性治疗方法的对比研究》中，
69例患者中有35例男性。

按照公众的医学常识，男性无子宫、卵
巢等器官，理论上不可能罹患子宫肌瘤、宫
颈癌或成为产妇。但论文中不仅出现男性
病例，还描述“经妇科检查确诊”“签署知情
同意书”等细节，显示编造痕迹实在太过明
显。有评论指出，“唯论文”评价机制催生
造假，而部分期刊年发文量超过3000篇，
存在“交钱即发”的灰色产业链。护士、基
层医生为晋升职称而撰写“水论文”，部分
通过代写机构完成，而部分期刊的审稿流
程形同虚设，相关编辑并未履行基本的审
核职责。

据澎湃新闻、北京日报

离谱！多篇妇产科论文出现男性患者

涉事论文原文

莫言“在线打假”：这些话不是我说的！

伪名人金句背后有本生意经

莫言更新打假5句话

5月5日，中国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莫言在个人公众号上更新打假
5句话，并表示“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说
的！我的名字不是流量密码”。莫言打
假的“金句”包括：

“最讨厌正月里走亲戚，你拿两样破
东西来我家了，我忙碌半天然后做一桌
子菜给你，聊着家常。”

“无论山有多高都有鸟飞过去，无论
网有多密都有鱼钻过去，真正的强大不是
对抗，而是允许一切发生。”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
“我不够成熟，不够圆滑，不够老练，

没关系，我只不过是一个晚熟的人。”
“不要去碰一个已婚的女人，她是另

一个男人的脸面，不要去碰一个已婚的
男人，他是另一个女人的余生，不是你的
女人，不要嘘寒问暖，不是你的男人，不
要情意绵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莫言第一次
在线打假，2022年7月莫言就曾对网上
一大批署名为“莫言”的文章、金句进行
辟谣，被打假的作品包括《你若懂我该有
多好》，以及“我只对两种人负责——我
生的与生我的”等名言警句。

记者发现，被辟谣的“莫言语录”呈现
典型鸡汤文特征：“最讨厌正月里走亲戚”
迎合年轻人对传统习俗的叛逆心理，“无

论山多高都有鸟飞过”则用自然意象包裹
励志内核。这些语句符合社交媒体传播
规律：短平快、强情绪、易共鸣。据新榜数
据，2024年“伪名人名言”类内容占情感
励志领域流量的37%。营销号通过嫁接
莫言、杨绛等文化名人IP，将碎片化语句
包装成“人生智慧”，形成完整的流量产业
链。有MCN机构前员工透露：“这类内容
生产成本低，10万+爆款率却高达60%。”

谁在伪造名人语录

不仅莫言，在作家圈里，大家耳熟能
详的鲁迅、张爱玲、杨绛都曾被假语录缠
身，一些外国作家如村上春树也未能幸
免。此外，主持人白岩松也曾被假“金
句”困扰。其中，恐怕以鲁迅“被金句”次
数最多。

很难说这些安在名人身上的伪金
句，到底出自何人何处，又是何人将它们
捆绑在一起。但无一例外，这些伪名人
金句都有着非常好的传播，甚至制造了

“刷屏”的效果，以至于最后不得不由名
人本人出面打假。这些伪名人金句在网
络平台上以各种形式传播着。以署名

“莫言”的《酒色赋》为例，既有网友用一
张全文图片加朗读音频做成短视频，也
有网友将莫言的照片与朗读音频剪辑在
一起，还有网友直接对着话筒将《酒色
赋》全文朗诵，声情并茂，并录制视频上
传到平台上。而评论区的网友显然不知

道此作品并非莫言所写，有评论称“不愧
莫言，不言则已，言必独见”，还有网友评
论，“作家的心境就是不一样……”

网友们为何热衷传播名人金句？流
量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名人金句相
较于其他内容，更容易传播，更容易引发
关注。

伪金句背后的生意经

高流量背后，是伪名人金句背后真金
白银的生意经。记者在多平台检索发现，
目前包括莫言在内的多位名人的伪金句
仍在被传播、转发，而在一些互动量较高
的内容页面上，往往有商品购买链接。

记者随机挑选了一个链接，点进去
商品是莫言一本作品集。该作品集售价
为10.9元包邮，图书封底显示定价58
元。店铺客服表示，此书为正版，价格便
宜是因为他们与出版社有合作，有优
惠。另一个商品价格更低，50元可以打
包买10本书，算下来每本书价格仅5元。
再三追问下，该客服表示，店内书均为影
印版，但不是盗版，并称“所有图书均为
出版社授权书”。不过，某高校出版社一
位不愿具名的编辑透露，如果是正规出
版社出版的正版图书，标价58元卖10.9
元包邮肯定是亏钱的。“影印版就是对着
正版书印，这就是盗版书，毋庸置疑。”该
编辑表示，“影印版不会出现错别字，但
盗版就是盗版，纸张质量、文字印刷都会
差很多。现在做盗版书门槛挺低的，有
一本正版书和印刷机就能做。”

据了解，目前在电商平台上开店卖
书，必须提交出版社图书发行委托书或
授权书，以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而实
际上，通过代办机构，即使没有合法取得
这两份证明，依然可以开店卖书。一位
代办机构的业务员表示，他们提供一条
龙的平台入驻服务，除了可以搞定这两
份证书外，还可以帮助店铺做装饰、认证
以及后期运营指导，共收费5万元。“做
一个图书账号，发名人金句引流只是最
基本的，但也是最多人用的，没办法，现
在大家都焦虑，都希望别人指点一二。”

除了利用伪名人金句引流，从事图
书生意外，还有人借此做心理咨询、情感
辅导服务，以及售卖书画作品等。

面对伪造金句，莫言展现出知识分
子的硬气，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知识产
权部副主任、律师张菲菲对此非常支持，
她表示，伪造名人名言侵权。

“从民事责任来看，伪造名人名言，
一方面违反了《著作权法》，侵害了真实
作者的著作权，尤其是署名权和信息网

络传播权；另一方面，对知名人物而言，
因‘被作者’而受到精神困扰或负面影
响，可以根据《民法典》关于人格权、名誉
权等的规定，要求初始造谣者和网络传
播者承担赔偿责任。”张菲菲说。

张菲菲表示，如果个别商家利用名
人效应散播虚假“名人名言”而谋求经济

利益，构成虚假宣传的，市场监管部门可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及其
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而被骗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赔偿其损
失。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比如卷
款跑路，商家还需要同时承担刑事责任。

据中新经纬、上观新闻

“伪金句”涉嫌侵权违法律师说法

莫言辟谣

莫言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