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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强

沈昌文晚年还常出现在北京街头。他

脖子上挂着 U 盘和 PDA（掌上电脑），肩上

背着双肩包，常去位于美术馆东街 22 号的

《读书》杂志编辑部“约会”。那里有一台复印

机，他称它为“复小姐”，那是他的“情人”。

他要带着 U 盘去找那个“情人”。U 盘

里装着他在网上寻来的文章，他一开印，其

他人的复印得往后排，打印纸和墨盒，因为

他的到来而需要频繁更新。

离开时，他的双肩包总是被塞得鼓囊

囊的。有时，包里还塞着他在旧书市场淘来

的书。这些文章和书，不久后就会出现在一

些朋友的信箱或所在单位的收发室。这好

似家常便饭，沈昌文下雪也送，这种上门服

务很多友人都享受过，费孝通的助手张冠

生多年来积攒了几十本。

退休后的 20 余年里，沈昌文一直坚持

这样在北京城转悠，早些年胯下总是骑着

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后来自行车骑不

动了，他就坐着公交车或者步行，一边听邓

丽君的歌，一边在京城四处游荡。他最后一

次出现在《读书》杂志编辑部是在 2020 年

10 月底，那时他已经被确诊肝癌晚期。

用草鹭文化董事长、真格基金创始人

王强的话来说，沈昌文是一位无法复制的

思想邮差，无数件装着思想和文字的包裹

得以经他的手踏实地传递给每一位如饥似

渴的中国读书人。

那 些 文 字 印 在 自 1980 年 3 月 至 1996
年 1 月的 100 多期《读书》杂志和 20 世纪八

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书里。沈昌文是

那个时代的《读书》杂志的主编、三联书店

的总经理。这个最高上到初中一年级的老

者，被认为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个独一无二

的存在”。

只是如今这个“邮差”再也没办法亲自

送那些“包裹 ”了 。2021 年 1 月 10 日，女儿

发现，90 岁的沈昌文在睡梦中辞世。半个

多月里，文化界关于他的哀悼与追思一直

在持续，人们怀念他主持的《读书》和三联

书店，以及那个时代。

他 1980 年 4 月 起 担 任 三 联 编 辑 室 主

任，兼《读书》杂志负责人，1986 年 1 月 1 日

成为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第一任总经

理，直至 1992 年 12 月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

居二线，但继续任《读书》主编至 1996 年 1
月 1 日退休。

王强把《读书》杂志比作一个交换思想

的集市，“这个集市充分体现了一种自由的

东西，体现了一种自由、美、高尚道德”。“在

当代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上，在

当代中国精神发育和公共空间建构上，如

果只能评选一本杂志，无疑首推《读书》。”

史学家雷颐说，《读书》是中国思想文化界

的一个启蒙刊物，一个风向标。

有人评价沈昌文的一生是“为了书籍的

一生”，他却时常自嘲是“学徒工”“书贩子”。

其实他的人生，要远比任何人的述评复杂。

沈昌文生于 1931 年的上海滩，家道中

落，自幼失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考进人民出

版社。“文革”期间全家被迫下放至湖北咸

宁农村，经历数次风波后，从校对员起步当

上主编、总经理。退休后，他迎来自己出版

生涯的“黄金时期”。

沈昌文曾说过：“我这一生做人，就是

在 温 和 地 奋 斗 。它 不 是 非 死 即 活 的 。求 生

存、求发展，人都必须要温和地奋斗。这是

我一辈子的主张。”

他 自 称“ 知 道 分 子 ”，而 非 知 识 分 子 。

“我们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复

杂的年代里，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

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的无非是认识到

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因为一己之无能，才能

联络到那么多能人，把这么一个其内容远

远超过我们知识水平的杂志，有声有色地

办了恁多年。”沈昌文说。

“我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自己不说让

人家说。”沈昌文将办《读书》杂志的经验

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无我。在杂志编

辑部，除了主编沈昌文的出身是银楼学徒

工外，编辑队伍里还有当过油漆工的、开过

卡车的，稍微强一点儿的是当过“工农兵学

员”的，没什么学历与专业知识。王蒙曾经

评价，这是《读书》杂志进入“兼收并蓄的

‘无’的状态”。

沈昌文办过读书“沙龙”“俱乐部”，后

来，从电视厂售后服务的广告得来灵感，活

动改名为“《读书》服务日”，每月一次，没有

主题，不限形式，租个咖啡馆，摆十几张桌

子，读者、作者花三两元买某个一起闲聊的

下午，编辑活动其间，讨教主意。王蒙的《论

“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就是在喝咖啡时聊

出来，后来成文发表。

活动地点有时是东四附近的点心店，

有时是朝阳门外的冰激凌店，或者咖啡店。

王蒙每月必去，语言学家吕叔湘也来参加

过。有商人“谈得高兴，临行掏出支票，说今

日全由他付账”。

沈昌文还爱组织饭局，这是他联络作

者的“法宝”。他带王蒙吃过大闸蟹，带郝明

义吃过臭豆腐，带陈冠中吃过洄鱼，带许纪

霖喝过豆汁。饭局也就成了他约稿和聊出

版选题的地方。

朋友们称他为“饭局局长”。他因此引

来过批评，但靠着“吃 ”，他征服过不少文

人。李泽厚、金庸、罗孚、秦晖、钱理群等都

曾出现在他的饭局上。

他也确实爱吃，尤其是红烧肉。他负责

《读书》杂志时，编辑部常有红烧肉的香味

飘出来，当然，也有啤酒、咖啡，它们一起构

成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部里必不可少

的三样东西。

“编书犹如下厨。”他年轻时常开玩笑：

“想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

“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再传

递给读者。他喜欢把认识的不认识的拢到

饭桌上，让他们彼此认识、交流，甚至争论。

很多人都成为他的作者。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在 这 本 不 大 的 杂 志

上，他们探讨不准用“？”的生活，谈论中国

女性的问题，思考商品经济条件下知识分

子的去向。那些作者的一篇篇文章又经《读

书》编辑部汇集成刊，变成一个个“思想文

字的包裹”出现在全国各地读者的手上。

这样的包裹曾寄到内蒙古一个离退休

的老头特吉斯手里，让他不再是那个“闭目

塞听的可怜虫”。他从 1983 年就开始订阅

《读书》。在 1996 年元旦写给《读者》编辑部

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买到《读书》介绍的好

书《顾准文集》，他寻遍呼和浩特的大小书

店。亦有身处国外的读者，在国外图书馆遍

寻无果，回国后带着几本杂志出国，杂志在

朋友间流转。

1981 年，在一次饭局上，华裔作家韩素

音向沈昌文介绍了《第三次浪潮》，并随后寄

来一本英文本。沈昌文先找翻译家董乐山先

生翻译了部分章节在《读书》连载，那些内容

立即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

1984 年 ，该 书 公 开 发 行 。钱 学 森 专 门

写过评《第三次浪潮》的文章，指出“书中提

到的电子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

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我国生产力的

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沈昌文看来，那些年他经手出版的

书中，最有名的是美国作家房龙的著作，尤

其是《宽容》。沈昌文在《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书中回忆道：“几经研究，我觉得他的《宽

容》最符合当前需要。我们多少年来，特别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头，受的教育都是要

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当然要改变，要

提倡宽容，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更自由、

更多生机和活力。”

这本 1985 年出版的书影响很大，吕叔

湘 后 来 专 门 夸 赞 过 沈 昌 文 ，“ 这 题 材 选 得

好”。沈昌文去世后，有人想起上世纪 80 年

代 父 亲 带 他 去 汉 口 的 书 摊 花 2.05 元 买 下

《宽容》的那天，父亲说：“这是好书”。

“一个没有自己专业、没有特定立场、

没有特别固执的角度的人，也许在那个时

代当一个主编，恰恰能够开出一个百花齐

放、自由争鸣的杂志。”1986 年就开始成为

《读书》作者的葛兆光说，沈昌文没有偏见，

这是他最大的好处。

那时，经沈昌文手出版的书还包括瓦

西列夫的《情爱论》、杨绛的《洗澡》、蔡志忠

的漫画、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年出版杨绛的

《洗澡》时，沈昌文被问“属于你的分工范围

吗”，出金庸的武侠小说时，武侠小说尚在

限制出版之列，还有“毒害青少年”的罪名。

但 这 些 问 题 都 被 沈 昌 文 化 解 了 ，他 说《洗

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说金庸的武侠小

说有“很强的人文思想”，最后出版方案都

被批准了。这也是出版人陈昕觉得沈昌文

最 令 他 敬 佩 的 一 点 ，“ 在 错 综 复 杂 的 环 境

里，冲破重重阻力，想方设法出版 好 书、办

好杂志。”

在出版界干了一辈子，敬重沈昌文的

人不少。他把多年积攒的人脉和和五花八

门的京城餐馆都放进脖子上挂着的 PDA
里。他曾形容自己的晚年生活就是“做媒”，

有媒体记者找到他，寻找某位作家的联系

方式，他立刻找到就给。

暮年，沈昌文送走了许多人。一起张罗

“思想操练”的费孝通、吕叔湘、金克木、许国

璋、陈原、范用⋯⋯他组局的机会越来越少。

73 岁的时候，他说自己的思维已经衰

退了，但肠胃功能还很好。他还是愿意参加

年轻人组的饭局，每天和有学问的人一起

吃喝。有时候，免不了带几本从旧书摊淘来

的书，供朋友们挑选带走。

晚年，他最常待的地方是西总布胡同里

60余平方米的“书房”。《文汇报》编辑陆灏去

过那里，在那些被沈公的藏书摆满的房间

里，陆灏见过周建人为沈昌文题的一幅字，

写着他哥哥鲁迅的诗：“杀人有将，救人为医。

杀了大半，救其孑遗。小补之哉，乌乎噫嘻？”

上个月，陆灏得知出院后沈昌文胃口

一直不太好，就给他寄去醉蟹和秃黄油，这

是沈昌文最爱的家乡味。确诊肝癌晚期后，

沈昌文在医院没住几天，就闹着要出院。虽

然他那时耳朵已不大听得见，胃口也不怎

么好，但出院后，又像好人一样开始工作，

每天忙个不停。

陆灏问沈昌文的女儿：“老沈最后几天

说过什么？”

“他说对你的醉蟹最喜欢，我晚饭时给

他夹出一只，他就乖乖地问我，喝一个啤酒

吧，有螃蟹，其实他已经不大吃饭了，但能

吃完一只蟹。最后一天是周六，从白天就迷

糊，像是在微醺状态下，我用按摩锤敲打他

后背，他一副舒服的样子。”他女儿说。

胡 同 里 的 邻 居 最 后 一 次 见 沈 昌 文 是

2021 年元旦过后，他照旧背着双肩包去书

房，独自一人。

书房里的书堆得很高，他在那里上网，

看书，或者听邓丽君的歌。透过书房几扇朝

南的窗户，看得见泛黄的旧书积在阳台，冬

日斜阳洒在某酒家的手提袋上，几支毛笔静

静地挂在朝北窗台的笔架上。这在那栋红白

相间的小楼里算得上显眼。只是，如今那些

旧日的纸与笔再也等不来它们的主人。

思想的邮差，温和地走

2008 年 10 月 22 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在北京三联书

店外。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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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杰

赵上上喜欢唱歌和健身，投篮也很准。

她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再有一年就要开始

赚钱。24 岁，赵上上确诊肺癌晚期。

她化名“卡夫卡松饼君”在 B 站和微博

上制作 vlog。第一期，她对着镜头讲了 5 分

钟，语气温柔且平淡地告诉大家拍视频的

缘由和确诊的过程，满屏的“加油 ”和“可

爱”弹幕遮住了她年轻的脸。很快，她上了

B 站热门。

只过了一个月，赞美她的弹幕被另一

层覆盖——咒她去死的“R.I.P”（安息）、讽

刺她的“财富密码”“医学奇迹”和“祝你早

日被病魔战胜”。

1

起因是“小肚腩”。

2019 年 8 月，赵上上正在学校，课间开

始咳嗽，咳了“一手的血”。确诊时，美国医

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和骨头，

乐观情况下能活 5 到 10 年。

赵上上在视频里说，自己生病以来唯

一一次哭是确诊时，“白人护士小姐姐”拿

着结果冲过来抱住她，哭得厉害，她也跟着

掉了泪。“她没把病情想得那么重，可能未

来有新药，这个病就不算什么了。”赵上上

的舅舅易立民说她天性乐观。

2019 年跨年，她是在美国的医院度过

的。那一年，她拿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实习，

大四获得了院长奖，荣誉学生毕业，拿到研

究生的录取通知书，7 月中旬入学，8 月底

确诊癌症晚期，9 月底做了第一个视频，得

到国内脱口秀演员的支持，观看量 100 万。

“我就是个普通小姑娘，喜欢的小哥哥

不喜欢我，我也是会哭的。”网友能感受到

她的洒脱和可爱，刘一鸣在每个视频下给

她“一键三连”，点赞、收藏、投币 （虚

拟币）。刘一鸣出生于 2002 年，在中国地

质大学读大一。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说：“她带给我们的永远是阳光灿烂的笑

容。大家的第一印象是，这么年轻怎么得了

这个病，很惋惜。”

“满屏的弹幕和评论都给我加油，真的

很壮观”“微博和 B 站的私信都炸了，完全

看不完。”赵上上在接受自媒体“故事 FM”

采访时说，她上午健身，下午看私信，愣是

一周都没看完。私信有要联系方式的，说不

给就要去跳楼；有个姑娘说自己想寻短见，

看了她的视频重新振奋；还有家里长辈跟

她得了一样的病，看她的视频打气。

“我觉得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大家说

得那么好，不管是对我外貌上的评价也好，

还是对于我精神层面的表扬也好，我都是

受之有愧的。”赵上上表示。

她在咨询了医生意见以后，仍然保持

着 健 身 的 习 惯 。2020 年 2 月 3 日 ，她 健 完

身，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全身自拍照。在涌入

的 鼓 励 和 夸 赞 评 论 里 ，有 这 么 一 条 留 言 ：

“松饼君好像有小肚腩哦。”

“我本来心情特别好，突然看到这么一

条评论，瞬间有一种一瓢冷水浇在头上的

感 觉 。” 赵 上 上 对“ 故 事 FM”说 。当 天 晚

上，她特意为这条评论制作了一期视频，像

是临时起意，镜头对着床脚，光线很暗，全

程没有露脸，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不客气：

“我真的就觉得女生把自己 P 成锥子

脸也好，整容也好，就是被这种人施加压力

去做的。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于女生真的是

有太多的一种外形、外貌上的压力。人家小

姑娘发个照片，你不喜欢你别看对吧？你一

定要凑上去指责一句，好像你就有高贵感

了，是吧？你就觉得我能挑刺，不错了。可把

你 能 的 ，你 是 有 腹 肌 咋 的 ，八 块 腹 肌 拿 出

来。我也不是生气，我就觉得这种人真的就

是 在 朋 友 圈 ，你 发 张 照 片 在 底 下 说 胖 了 ，

没 P 好，线歪了，就这种人的存在，特别讨

厌！如果没有人骂过你，我今天就要骂一句，

你真的是我特别讨厌的男生类型。讨厌你

讨厌到，我想发支视频来骂你！That’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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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赵上上肺部的肿瘤已经

从 5 厘 米 缩 小 到 3.2 厘 米 ，肝 脏 的 肿 瘤 从

4.2 厘米减到 0.9 厘米。后来，她还幸运地拿

到了靶向药，医药费由当地保险负担，无需

发愁，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互联网的世界里正相反。小肚腩事

件视频下有人回复：“和你第一支视频的感

觉 完 全 不 一 样 ，好 像 电 视 剧 里 的 叼 嘴 婆

婆 。”她也不示弱 ：“连我妈都说我脾气不

好，不要对我有什么很温柔之类的错误幻

想。”“我有小肚腩这句话单拎出来不是什

么恶毒的话，甚至是事实。但我选择把它发

出来，没 P 图，用你来说吗。”

她以前在低纬度的佛罗里达州上学，

坚持打太阳伞，不理会身边同学嘲笑，秉持

的态度是“反正最后又不跟你结婚，我管你

怎么看我”。

很快，她又做了一期视频，标题是《网

络喷子走好不送》。有网友评论：“姐姐还

是好好治病吧，不要把 B 站不舔你的人都

拉黑啦，都吐血了还不住院的吗？脾气这

么怪，真的把自己当小公举 （主） 了，家

里面当小公举 （主） 就行了，放网络啥也

不让别人说其他的话，只能夸你、赞同你

真是奇了怪。”

这一次，“卡夫卡松饼君”准备好要说

的话，面对镜头回怼：“咒人住院，你是多有

父母生没父母教？对，我父母就是愿意把我

宠成小公主⋯⋯我高配顶配天仙配。我知

道 你 道 歉 了 ，可 道 歉 有 什 么 用 ，你 也 19
了，是个成年人了，成年人是需要对自己说

的话负责任的，说出口的话就要有不被原

谅 的 准 备 。”她 把 那 条 评 论 没 打 码 挂 了 出

来，“我也不认为一个人攻击了我，我还得

帮他做掩护，不让大家知道他是谁。”

“卡夫卡松饼君”的粉丝很快攻陷了被

挂 之 人 的 微 博 ，又 人 肉 出 他 们 的 姓 名、学

校、照片等，逼得对方不得不删号。赵上上

曾在微博解释自己并不是在意小肚腩，“只

是当被挂的风险被更多人知道的时候，喷

子说话才会稍微过点脑子，稍微保持点做

人的善意。”

那段时间，赵上上的粉丝大涨，大批 B
站用户发现了她。紧接而来的是反转。在嘉

兴读大一的某男生从网上认识的好友那里

听说了她，组队去评论区骂她，“因为网友

一两句话就煽动粉丝网暴一个路人，我觉

得是心眼小。”对她的指责逐渐延伸到用癌

症赚钱和病历造假，vlog 里的赵上上跑步

撸铁，没掉头发，“刻板印象里这种绝症患

者应该没法这样活蹦乱跳”“我感觉是挺不

齿的一件事，用自己绝症来赚钱”。

“会独立思考的人应该都会对她的行

为感到气愤吧。”这位大一学生对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说。

他还跟网友一起加入了反对“卡夫卡

松 饼 君 ”的 QQ 群 ，曾 经 至 少 有 145 人 在

线，他们 PS 她的遗照和裸照，人肉她的学

校 、家 庭 住 址 等 信 息 ，群 名 叫“ 快 乐 向 前

冲”。她的视频也被拿来恶搞，她成了 B 站

的一个梗。

另一位在山东读书的大学生对她的第

一印象是“恰烂钱的病人”，他发布了一

些侮辱性的言论。“我 5 年的 B 站账号都

被那些粉丝搞没了。”他对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说。

还有人给赵上上的 B 站私信，满屏的

“还没死呢？”

一 夜 之 间 ，赵 上 上 从 抗 癌 的 乐 观 UP
主成为网暴路人的恶人。

吕品觉得，“卡夫卡松饼君”的风评急

转直下是因为自己做的视频。2020 年 3 月

的一个凌晨，他在网上闲逛，点入了“卡夫

卡松饼君”的 vlog，“了解了全过程”。“我们

同情你是弱势群体，但我们一样不能容忍

你纵容自己粉丝网络暴力，一脸自以为是，

嘴硬挂人的态度。别人说她小肚腩，她不爽

就把别人挂了，还要自信满满告诉大家‘我

接受不了，所以我就让大家骂他’，那我接

受不了这样挂人、网暴的行为，我是不是可

以叫所有看不惯的网友一起骂她？”

很快，他写了脚本，制作了一期视频，

说“卡夫卡松饼君”是“财富密码”（指靠绝

症 赚 钱）、“ 医 学 奇 迹 ”（晚 期 还 能 健 身 撸

铁）、“秽土转生”（死人复活）。

有 人 说 赵 上 上 并 未 直 接 参 与 网 暴 别

人，吕品则认为“粉丝行为正主埋单这也很

常见吧，何况她还是鼓动粉丝去集中攻击

别人”。

吕品是一名陕西的高中生，即将高考，

梦想考入四川大学。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说，“卡夫卡松饼君是脱离了广大人民群

众，走了邪路了。”

支持“卡夫卡松饼君”的刘一鸣为她辩

解，生病的人心理可能会扭曲，你可以批评

她挂网友的行为，但是发 R.I.P（安息）就过

分了。“咱们都是生人，谁会好端端希望人

死呢？”他发了一条评论：“如果是真的，我

希望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我还是希望是假

的。”许多人骂他是“孝子”。

这句还有其他版本：“如果是真的，我

希望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我希望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我希望是假的；如果是假的，

你全家都有。”

3

2020 年 2 月 28 日 ，赵 上 上 晒 出 病 历 ，

“这两天住着院，莫名收到大量有组织的攻

击，自诩正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行

为对别人可能造成伤害？”

2020 年 1 月底，她来中国探亲，回美国

前拍了一张照片，舅舅易立民已经看出她

的脸色不好。刚到美国，她差点进了 ICU，

左右手两个留置针，尿管也插了，心率、血

压不稳 。医生从她的右侧胸腔抽取了 600
毫升积液，夜里又抽取了 900 毫升，“大可

乐瓶，抽了一瓶”，易立民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赵上上的床头有一个可以自己控

制打止疼药的机器，她笑称“真是一键掌握

痛苦人生”。

就在这时，她打开自己的账户，铺天盖

地的骂声袭来，在病情和恶评的围攻下，她

哭了一个小时。

3 月，她对粉丝说 ：“虽然说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但还是请我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不要去人肉那些伤害我的人。他们这么伤

害我终究会有报应的，但我不希望自己成

为那个施行者，也不希望你们成为那样的

人。”但这并不能平息战争。

晒完病历，她专门做了一期视频，邀请

自己的医生证明病情，但仍然有许多人不

相信，“假的吧，病历连公章都没有”“手部

动作太多，明显在撒谎”“演技不合格”。一

位 一 本 学 校 的 研 究 生 专 门 给 医 院 发 了 邮

件，询问是否有这名医生，“当时回复是没

有这个 stuff（员工）”。后来他得知“联系的

官方貌似没有医生名单。”

吕品发了那个视频后，局势很快不受

控制。他制止别人人肉赵上上的信息，看到

了 就 举 报，“ 我 讨 厌 把 个 人 行 为 上 升 到 家

庭，说不定真有人敢线下找她麻烦。牵连别

人一家是不好的行为，而且相较于网暴已

经 大 大 地 严 重 了 ，可 能 会 影 响 到 社 会 现

实。”

他把现实和网络世界做了区分，他从

初二开始写网文，科幻玄幻都市灵异奇幻，

“网上那点事有什么成就感可言，不会给我

的履历增光”。当被问到生活中有没有“卡

夫 卡 松 饼 君 ”这 样 的 人 时 ，吕 品 的 答 案 是

“真没有，优越感太浓，不是一般人模仿得

了的”。如果在现实中遇到赵上上，吕品说

“她肯定不会理我，一个高中生突然出现在

她面前，虽然我很想让她公开道歉，她只会

把我当神经病。”

吕 品 说 ，朋 友 是 朋 友 ，陌 生 人 是 陌 生

人，更何况这些人还是网友，“她可能根本

不在乎网友的态度吧”。

有人在豆瓣上说，夏天去赵上上家留

宿时，凌晨，她曾尖叫着醒来，哭着大喊“你

们 为 什 么 要 这 么 对 我 ”。她 在 一 期 vlog 里

说：“我从来就没有让大家给我募捐过，为

什么你们要骂我恰烂钱？为什么在我被你

们逼着出示了病历之后，你们还有那么多

的借口和理由说这是假的？为什么要这样

伤害别人？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做这些

事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有多痛苦？”

赵上上的舅舅易立民是法律工作者，

他在 2020 年 3 月收到几次外甥女的求助，

“这些人有组织地进行人身攻击，可不可

以告他们。”易立民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

没用过 B 站，他说网络上一些人就是吃了

饭没事做，计较不完，就当做没看见。

从法律层面，他觉得“告不过来”，对名

誉权侵权的惩罚力度也不大，作恶的成本

很低。侮辱罪、诽谤罪一般是亲告罪，亲告

罪的特点是受害人很难获得相关证据。所

以 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如果是网络

侮辱和网络诽谤，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

提供线索，由公安机关来收集证据。但是基

于互联网虚拟性与匿名性，证据随时可能

被删除、篡改，仍然不容易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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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1 日 ，赵 上 上 更 新 了 最 后

一条视频，记录她用两个月跑完 100 公里

的 时 刻，跑 完 好 开 心 ，对 着 镜 头 喊 了 一 声

“好了，卡！”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赵 上 上 在 美 国 去

世，身边有母亲和几个同学。临走前一天，

易立民接到妹妹的电话，赵上上已经喊不

出“舅舅”两个字了。此前，医生问她昏迷了

是否要抢救，她说“不让我痛就行了，不要

抢救”。

人 们 从 她 的 微 博 上 窥 见 她 患 病 的 片

段：“我尽量想把我的疼痛描述得不那么惨

烈和难过。大概就是，你背上被人装了块局

部钢板。然后有人在一天当中随机抽时间

拆钢板。把你当铁臂阿童木玩。”“每次做活

检，都像本来好好的一盒冰淇淋，被人捅进

去挖了一勺的感觉。”

她的最后一条微博发布于去世前的 3
天：“很多事情都是没轮到自己头上，所以

能在旁边为虎作伥，叫嚷熏天。”那一晚，她

的情况恶化，医护在夜里奔进病房，告诉家

属做好思想准备。

她 的 微 博 设 置 了 半 年 可 见 ， 留 在 上

面的印记正一天天消失。她曾说过“我

真的要哪天去世了，我肯定在走之前把

微博会员充它个一百年，置顶微博上把

这些人的 ID 和他们说过的内容全部放

上去做墓志铭，再用全部遗产买全平台

热门。”

B 站在她去世后发布声明，“我们得知

UP 主‘卡夫卡松饼君’因癌症在美国波士

顿某医院去世，享年 25 岁⋯⋯我们将在取

得其直系亲属确认和同意后，将其列为‘纪

念账号’加以保护⋯⋯”那些骂她的弹幕和

吕品做的视频一起消失了。

有个网友在赵上上去世后，给曾攻击

过 她 的 人 留 言 ，“ 人 真 的 去 世 了 ，请 问 你

有 什 么 想 说 的 吗 ？”他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得 到 的 大 部 分 答 案 是 沉 默 ，其 次

是 敷 衍 的 道 歉 ，还 有 人 表 示 无 所 谓 ，也有

个别继续攻击她的人。一位网友在她在世

时写下“R.I.P”（安息）；她去世后再次写下

“R.I.P”。

吕品在赵上上离开后，成为新一轮网

暴的对象，“她的粉丝来翻旧账，更多不知

道真实情况的人涌入，就以为我是欺负癌

症患者的罪魁祸首”。B 站私信往下一翻，

全是骂他的，“路人只想骂我来彰显自己的

正义感”。

在“故事 FM”的采访里，赵上上说“我

把所有稍微不那么友善的评论都当成了攻

击，我以最恶毒的角度去猜想了别人。这是

我做得最不好的地方。”她说自己联系了其

中一位被集中网暴的网友，进行了诚恳的

道歉，也得到了对方的原谅。对方甚至很诧

异居然能够引起后续这么大规模针对她的

网络暴力。

有人研究年轻群体在网络上的发言后

发现，有的年轻人总是急于发声批判，将复

杂的社会事件简化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

的对立。

在那篇采访的结尾，赵上上说，“经历

了这么多之后，我还是不愿意给那些恶意

的人打码。与恶评针锋相对，是我一以贯

之的态度。”但在评论区里，她马上更正

“现在的我还是意识到，因为有了很多关

注者，有着和一般网友不太公平的一个网

络发言权。该打码还是要打。”

吕品说网暴是相互的，“我不怕，我

也没错，不是吗”。他的偶像之一是圣女

贞德，因为她一生没有污点，“死后连敌

人都赞美她”。

网暴发生前，赵上上曾在一期视频里

平和地说：“互联网确实什么人都有，总的

而言，我的微博就像一套房间里靠近壁炉

的那一小块地方，柴火噼里啪啦响着，火星

在跳跃，大家聚在一起，拿着热可可，一切

都有希望，未来都有盼头。”

后来，她的感慨变成：“互联网是无法

真正共情的。面对面说话都有可能产生误

会，隔着根网线和屏幕又怎么说能理解。”

（文中刘一鸣、吕品为化名）

UP主病故，网暴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