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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個孩⼦的⼥⼈，⼈們說她瘋了：豐縣事件
和⼀場對拐賣婦⼥的輿論清算
「還是瘋媽媽們只有被打時才是瘋的，只有⽣⼥兒的時候是瘋的，只有不聽話的時候是瘋的，不然為什麼⼤家都不
怕她，要撿回家？」
端傳媒記者 卓琳 來福 發⾃新加坡 2022-02-01

「正能量」視頻中被發現的「拐賣婦⼥」
1⽉28⽇，⼀條關於中國農村⼋孩⺟親的短視頻在微博上引起網友熱議。視頻中的⼥⼦穿着單薄，⼿中拽緊⼀把筷
⼦，脖⼦上拴着鐵鏈，被鎖在⼀間⽼破⼟房裏，髒亂的炕⼦上還有⼀碗冷掉的飯和饅頭。該視頻由抖⾳⽤戶（@徐州
⼀修哥）拍攝於江蘇省徐州豐縣歡⼝鎮董集村的⼀家低保戶（家庭⼈均年收⼊低於當地低保標準，可享受國家最低
⽣活保障補助），於1⽉27⽇晚11點多發布。



當天的氣温接近零度，該博主上前向⼥⼦詢問「冷嗎」，並稱「我給你拿個⾐服穿上吧」，⼥⼦點點頭。隨後，他
從堆滿閣樓的舊⾐物中挑了⼀件粉⾊童裝棉襖，為⼥⼦穿上。據悉，這些⾐物是由志願者等愛⼼⼈⼠捐助。

28⽇凌晨，有⾖瓣網友發布帖⼦稱，在抖⾳上看到⼀位⼋個孩⼦的媽媽被男⼈「像狗⼀樣拴着」，並提及了該抖⾳
視頻評論區中的傳⾔：「他們村的⼈說孩⼦媽媽來的時候有學歷，會說英語」，「孩⼦爸爸把她打傻了」，「不聽
話還拔她的⽛⿒」。

早上10點，認證為「知名娛樂博主」的微博帳號@鐵醬醬醬醬 曝光了此事，並附帶了⾖瓣貼⽂和抖⾳視頻的截圖，
迅速引發了社會輿論。此後，「會說英語」、「被拔掉⽛⿒」成為了這場輿論漩渦中伴隨該⼥⼦的標籤。

當天18時47分，在輿論發酵了⼀下午後，中共豐縣縣委宣傳部在微信公眾號「豐縣發布」上通報情況說明稱，該⼥
⼦名為楊某俠，於1998年8⽉與豐縣歡⼝鎮董志⺠領證結婚，不存在拐賣⾏為。同時指出，楊某俠患有精神疾病，常
無故毆打孩⼦和⽼⼈。然⽽⽬前，楊某俠的年齡仍是未知。
在官⽅第⼀次通報之後，@鐵醬醬醬醬 發布的微博被平台標註了提醒，「官⽅通報⽣育⼋孩⼥⼦情況：不存在拐賣
⾏為，已對其進⾏救治」。官⽅第⼆次通報後，這⼀平台提醒後⼜改為「當地已就此事件發布最新通報」。
實際上，在微博網友熱議之前，這個家庭已經因低保戶的⾝份得到了不少志願者、⾃媒體博主的關注。不過，其關
注點均聚焦在讚揚董志⺠養育⼋個孩⼦的艱⾟和⽗愛等正能量宣傳。
據網友保存的視頻⽚段顯⽰，今年1⽉5⽇，「徐州⼀修哥」就已拍攝過這戶家庭。在當天的視頻中，他正向蹲在地
上吃飯的男⼈詢問姓名：「董什麼？」「董X⺠。」
⽬前，「徐州⼀修哥」開通了新抖⾳賬號「⼀修哥（正能量）」，其擁有3萬粉絲的原賬號已被平台封禁。此外，
「徐州⼀修哥」也擁有西⽠視頻賬號（抖⾳和西⽠視頻均為字節跳動旗下業務，西⽠視頻於2021年11⽉併⼊抖
⾳）。除了抖⾳，也有⾃媒體博主在快⼿上發布相關視頻。
據「蘇北農情」於去年12⽉8⽇發布的報導，2021年12⽉5⽇，豐縣紅⼗字會、城管局、⽼幹部所的志願者曾為董志
⺠家舉辦了捐助活動，共籌得3500元及數件⾐物。此外，也有不少博主⾃發前往董志⺠家捐贈⻝材和⽣活⽤品，並
拍攝「正能量」視頻。雖然評論區中存在質疑的聲⾳，但並沒有掀起太⼤⽔花。
由於前往董志⺠家中的⾃媒體和愛⼼⼈⼠較多，這些短視頻的內容呈現出同質化趨勢，⼤多集中於展現物資幫扶現
場、介紹每個孩⼦的姓名年齡、董志⺠分享育兒⼼態和期待，以及向愛⼼⼈⼠的感謝等。此外，董志⺠的80歲⺟親
也曾出現過在視頻中，但⼋個孩⼦的⺟親⼀直沒有出現過，有網⺠在視頻評論區提出疑問，「咋沒⾒過孩⼦媽媽
呢」。
這些視頻顯⽰，最⼤的孩⼦23歲，名為⾹港，在外打⼯。⽼⼆「航天」與之相差較⼤，只有10歲，其他孩⼦分別取
名為⾦⼭、銀鳳（⼥孩）、銀⼭、銀⾏、國庫、國際。
2021年12⽉31⽇，有⾃媒體博主發布了拜訪董志⺠家的視頻。當董志⺠被詢問，要是再有⼩孩是否還要⽣下來、最
多能要多少個⼩孩時，他表⽰，要⽣下來，「有幾個要幾個。」
今年1⽉5⽇，該博主再次發布了在董志⺠家拍攝的視頻，並在⽂案中稱：「⼤家⼀直關注的⼋個孩⼦媽媽來了。」

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79487303.html?weibo_id=4730555499549702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K7ZdPDU9sE0J:https://sunnews.site/travel/281402.html &cd=1&hl=en&ct=clnk&gl=hk


視頻中，楊某俠⾝穿深⿈⾊棉襖出現在院⼦裏，⾝邊還有董志⺠和幾個孩⼦。當鏡頭對準楊某俠正⾯後，該博主評
價：「你看看媽媽多俊，你看媽媽⻑得多漂亮。」隨後，楊某俠在鏡頭前說了幾句明顯帶有⽅⾔⼝⾳的話。
在該事件引起群情激憤後，有微博網友在1⽉29⽇搬運了這個視頻，並指出視頻中的楊某俠說的可能是「遠，遠，咋
可能⾛，不可能⾛」，「這個世界不要俺了」。這條微博得到了7.6萬的轉發，有網友從楊某俠的⼝⾳判斷她應該是
來⾃北⽅。
此前，董志⺠還接受過來家中拜訪的⾃媒體博主訪談，當被問及孩⼦的⻑相隨誰時，董志⺠表⽰：「管他隨誰去，
哎，他只要喊我爸都管。」⽽後提及養育⼋個⼩孩，董志⺠⼜稱：「還是要⼈，要那麼多錢幹啥，錢是⼈掙的，有
⼈才有⼀切，才有錢。」
「現在⽣活困難的，也不代表以後......⼩孩⻑⼤了就好了，⼗年河東⼗年河西，⼩孩⼤了就⾏啦。我相信，⼩孩總有
出⼈頭地的那⼀天。」董志⺠說。
1⽉29⽇晚8點多，第⼗三屆全國⼈⼤代表、《羋⽉傳》作者蔣勝男發布消息稱，「⼥⼦已⼊精神病院治療」，「8個
孩⼦由政府分別安置」，「當事⼈的處理或是否涉嫌違法犯罪，當地相關部⾨會調查處置」，且後續正在調查。
1⽉30⽇23時46分，豐縣聯合調查組發布調查通報表⽰，1998年6⽉，在江蘇省徐州歡⼝鎮和⼭東省⿂台縣交界處流
浪乞討的楊某俠被董志⺠的⽗親收留，此後與董志⺠登記結婚，且「楊某俠」系董志⺠所取的姓名。當天，楊某俠
被市縣兩級專家確診為精神分裂症，並在醫院接受治療。此外，該通報還提及了董志⺠家庭⾃2014年5⽉⾄今收到的
政府和⺠間資助。
針對董志⺠⽤鐵鏈囚禁楊某俠⼀事，通報表⽰，楊某俠從去年6⽉以來病情發重，為防⽌犯病時傷⼈，董志⺠「暫時
使⽤鎖鏈約束其⾏為，精神狀態穩定後便將鎖鏈拿下」，由於該⾏為涉嫌違法，公安機關已對董志⺠開展調查。
⽽對於董志⺠是否涉嫌拐賣⼀事，通報稱調查中未發現有拐賣⾏為，並表⽰公安機關在2020年11⽉已經將楊某俠
DNA錄⼊「全國公安機關查找被拐賣、失蹤兒童信息系統」和「全國公安機關DNA數據庫」⽐對，未⽐中親緣信
息。

集體應激：沒被拐賣只是⼀種「運氣」
關於「楊某俠」（實際上是其「丈夫」董志⺠起的名字，並⾮本名）是誰的線索在不同社交平台出現，被⼤量轉
發，部分⼜遭遇刪帖。
1⽉28⽇，有不同網⺠指認當事⼥性是在15歲時被買去的，遭遇過毆打，並被董志⺠和他的家⼈性侵。這些線索來⾃
匿名的聊天記錄，難以求證。有網⺠將當事⼈的照⽚和尋親網站「寶⾙回家」上名為「李瑩」的失蹤兒童對⽐，認
為「眉⽬有點像」，這條微博被轉發了超過24萬次。網⺠在短視頻中逐幀尋找⼈物特徵，和李瑩的照⽚進⾏對⽐。
李瑩已去世的武警⽗親思⼥成疾的故事和楊某俠的故事被拼接在⼀起，觸發了更多的悲傷和憤怒情緒。
⼤量舊聞被重新翻出，以說明拐賣⼥性作為⽣育機器並⾮孤例。⽐如2006年《內蒙古晨報》報導的曹⼩⻘的故事，
四川⼥⼤學⽣曹⼩⻘被拐賣到內蒙古，被迫結婚⽣⼦。家⼈兩年後找到後，並沒有接回曹⼩⻘。報導寫道：「之後
⼗幾年，曹⼩⻘⼜被賣掉過好幾次，被虐待、被做⽗⼦三⼈的共妻、⾝懷六甲的時候仍然被毆打。」
⼀本1989年出版的書籍《古⽼的罪惡（全國婦⼥⼤拐賣紀實）》也在微博傳閲，其中提到「1986年以來」，被拐賣
到江蘇徐州6個縣的婦⼥共有4.8萬⼈，該書提到很多基層幹部、政府公務員、警察都是拐賣產業鏈的同謀者和買家。

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79484016.html?weibo_id=4730967908420184
https://weibo.com/7341744407/Ld2wDhQWx
https://archive.org/details/gulaodizuieguaim0000xiez


中國⼈⺠⼤學新聞學院的公眾號RUC新聞坊發表了《被拐的她們：1252段被標價的⼈⽣ |數說》 的數據新聞報導，其
中的暴⼒細節怵⽬驚⼼，買賣婦⼥的標價中⼩於1萬元的出現頻率最⾼。此外，⼤量「撿到精神病⽼婆」的新聞報
導，也印證了拐賣現象的普遍。
普通⼈的被拐賣經驗⼝述也散落在社交媒體的各個⻆落。有關⾃⼰的媽媽被拐賣、⾃⼰認識的⼥性被拐賣、⾃⼰差
點被拐賣的故事，發⽣在⾞站、⾺路上、學校⾨⼝等地點，不分⽩天還是⿊夜，構成幅員遼闊的中國拐賣地圖。
儘管1⽉28⽇豐縣第⼀次通報後，官媒《光明⽇報》在微博⽤藍底⽩字（常為警⽅所⽤的制式）的圖⽚報導了這⼀結
果，「不存在拐賣⾏為」幾個⼤字醒⽬地居中。「藍底⽩字」的官⽅通報在許多爭議事件中都起到了⼀錘定⾳的作
⽤，但這⼀次卻引起更多的質疑聲⾳。
「幸運」和「運氣」成為許多⼥性表達憤怒、恐懼的詞彙。「我經常會害怕⾃⼰哪天⾛在路上被停在路邊的麵包⾞
⼀把拽進去，從此這個世界就沒有我了，陽光照不到的地⽅⼜多了⼀個年輕可⽤的⼦宮。看新聞就知道不是杞⼈憂
天，只是我幸運到現在⽽已，我⼜能幸運多久呢？」⼀個微博網⺠寫道。「越來越覺得我活得僥倖，我是媽媽堅強
保我、沒有被流產的⼥孩；我是⼗幾歲獨⾃上下學卻沒有被擄⾛的⼥孩；我是可以有機會讀書、不必拿⼈⽣換彩禮
的⼥孩。」另⼀個微博網⺠寫出了⼥孩希望度過「普通」的⼀⽣可能經歷的變故，被轉發了近兩萬次，引發普遍共
情和集體應激。也有網⺠指出，這種廣泛的共情得益於豐縣當事⼥性「⾯容姣好、會講英語」的中產階級屬性。
輿論情緒最淒厲的時刻，是巫⼭童養媳事件當事⼈⾺泮豔1⽉29⽇、1⽉30⽇寫的⾃⼰和⺟親分別被多次拐賣的經
歷，其中⺟親作為精神病⼈不斷被毒打、強姦、販賣的遭遇字字泣⾎。⾺泮豔在⽂末發出有⼒質問：「還是瘋媽媽
們只有被打時才是瘋的，只有⽣⼥兒的時候是瘋的，只有不聽話的時候是瘋的，只有做得⽐⽜少，吃得⽐雞多的時
候是瘋的，不然為什麼⼤家都不怕她，要撿回家？媽媽是精神病殺⼈犯，放回村裏，⼤家都不怕死嗎？不就是因為
都知道瘋媽媽是怎麼瘋的，瘋起來是怎麼樣，所以敢撿去⽣嗎？」
兩條微博合共被轉發了17萬次，⼀位網⺠點出，販賣和強姦⾺泮豔的⼈迄今未受法律懲戒。

「粉紅⼥權」的動搖：消滅了貧困，為何消滅不了婦⼥壓迫？
集體情緒中的⼀部分轉變為對執法、司法系統和基層政府不僅無能、⽽且是包庇網絡中⼀環的質疑。《⼈⺠⽇
報》2015年報導湖南邵陽「無媽鄉」的新聞，報導着重描寫100多名孩⼦因媽媽逃婚或改嫁⽽「失⺟」的悲劇，並呼
籲這些被拐賣的媽媽回來照顧家庭。網⺠憤⽽指責官⽅媒體完全無視被拐賣婦⼥利益的價值觀取向，《⼈⺠⽇報》
隨後悄悄刪掉了該條報導的帖⽂。
這種正能量敘事有其傳統，改編⾃被拐賣後做了鄉村教師的郜豔敏事蹟的電影《嫁給⼤⼭的⼥⼈》，也在本輪討論
中被提及，和豐縣宣傳部第⼀次回應事件時提到的「對其家庭開展進⼀步救助，確保過上温暖的春節」形成互⽂，
完全錯置的處理⽅式（拐賣⼥性的⼈不受懲罰反⽽得到援助，⼥性因認命⽽得到名譽上的嘉獎）引起新⼀輪憤怒。
微博網⺠@既⽣瑜何棄療 的質疑指向了後疫情時代的選擇性治理：「這兩年很多⼈讓渡了隱私權和⼈⾝⾃由，犧牲
物質的報償，犧牲與親朋的團聚，披露海量私⼈信息，讓⾏政⼒量觸及⽣活的邊⻆，就是為了想像中更健康更安全
的未來。可事實上⼈們會急忙揭發回村不報告的⽼鄉，卻默許甚⾄包庇鄰⾥⻑年苛待⼥性的惡⾏，在此處草⽊皆
兵，在彼處不聞不問，何以割裂⾄此。但凡那位⼥⼠是密接就會⾺上被安置到有飯有暖的隔離點吧，但凡是 『惡意
返鄉』就會被接⾛盤問家住何處吧，為什麼管不到，為什麼。」

https://mp.weixin.qq.com/s/A2FCLvMlaecqIJhVVnO2Hg
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79485086.html?weibo_id=473163282304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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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79485592.html?weibo_id=4731077036084336
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79486954.html?weibo_id=4730969066047140
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79486885.html?weibo_id=4731129452299621


還有網⺠提到計⽣辦曾經深⼊宗族社會深處抓超⽣戶，⺠警搗毀販毒村莊、鎮壓上訪⺠眾的雷厲⾵⾏，以此質疑官
⽅的不作為，以及對抗流傳已久並似乎已被「證偽」的⼀種敘事——農村社會的勢⼒盤根錯節，由中央出發的⾏政⼒
量在地⽅會失效。
刑法學教授羅翔從量刑的⻆度出發，講「被拐賣的婦⼥價值不如兩隻鸚鵡」的視頻也廣為流傳。司法救助渠道顯然
不起作⽤產⽣的無⼒感，甚⾄讓⼀向認同中國共產黨的「粉紅⼥權主義者」也產⽣了動搖。「我不相信，我們的國
家如果拿出消滅貧困和疫情防控的決⼼和⼒量無法消滅那些再表⾯不過的婦⼥壓迫。沒有做到，只能說明沒有做。
」⼀位微博網⺠說，「我感到失望是因為我愛國愛黨，我是⼀個⾺克思主義者，我相信我們的道路是正確的。」⼀
批從理想層⾯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性網⺠遭遇了挫折——⼀個網⺠說，「但凡是個真的共產黨員哪個不是男⼥平等⽀
持者」，於是她不理解為什麼情況會變成這樣。
無⼒和失望進⼀步引發輿論對激進⼥權主義的⾃救⽅案的認同，⼀則妻⼦反殺丈夫僱來刺殺她的殺⼿的國外新聞被
⼤量轉發並稱為「陽間新聞」。⼥性積極鍛鍊⾝體以在關鍵時刻能以暴制暴，作為⼀種⼥性集體⾏動⽅案被不同的
意⾒領袖提出，並得到許多響應。

難以反轉中的輿論「反轉」
事件的輿論反應以1⽉28⽇為分界點，此前只在短視頻平台作為獵奇正能量故事被營銷，⽽1⽉28⽇事件在⾖瓣、微
博引發關注後，輿論上幾乎是⼀邊倒地同情當事⼥性、譴責董志⺠和不作為的政府。即便是⼀向擅⻑為當局說話的
胡錫進，以及以在輿論場「帶⾵向」維護當局的⺠粹意⾒領袖，也幾乎都站在了當事⼥性的⼀邊。
曾為南京市公安局江寧分局⺠警的建制派微博⼤號@江寧婆婆 ，也只能從輿情處理的⻆度為豐縣政府說好話：「當
地做沒做⼯作，我相信是肯定做了，⽽且⼯作量應該不⼩，但你落到紙⾯上，就剩下圖裏這180個字。」
在⼥權主義被官⽅視為境外反華勢⼒的背景中，這種⼀邊倒的情況是罕⾒的，也不會持續太⻑時間。講述拐賣婦⼥
的電影《盲⼭》的主演⿈璐打破了這個局⾯。1⽉30⽇，⿈璐在微博否認拍攝《盲⼭》期間，有村⺠曾要買她的說
法，以及否認電影中的當地演員是被拐賣婦⼥的傳⾔。但⼜有網⺠從過往的新聞報導中發現電影的導演李楊、以
及⿈璐本⼈曾經確認過這些傳⾔。由此有了關於電影《盲⼭》的網絡羅⽣⾨。
原本無處着⼒的⺠粹意⾒領袖@地⽠熊⽼六、@億利達雷之怒 等⼈開始發⼒，將已經逐步深⼊的討論和積攢了幾天
的集體憤怒情緒，轉變為「造謠了嗎」的⽂字捉蟲遊戲，並以此反擊⼥權主義意⾒領袖。
豐縣事件由⼀瞥⽽過的短視頻中的幾秒鏡頭開始，發展為對拐賣婦⼥的集體共情和對男權社會的整體清算。事件引
發的集體情緒由舊年跨⼊新年，⼜被網絡空間治理的多重⼿段嘗試消滅。
微博網⺠@管鑫Sam 邀請⼈們重讀魯迅的⼩說《祝福》：「魯迅先⽣寫下祥林嫂歷盡買賣脅迫、反抗失敗之後絮絮
叨叨的樣⼦，是深刻的同情。⽽後世對這個⼈物的譏諷挖苦，卻也是對這個⼈物命運最 『完美』的補充和註腳。」
@管鑫Sam 提到了外交部發⾔⼈華春瑩曾⽤「祥林嫂」來諷刺外國政客，第⼆天⼜刪去了這句話。

拐賣婦⼥  ⼥權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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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ibo.com/5400431801/Ld3njAxgo?from=page_1005055400431801_profile&wvr=6&mod=weibotime
https://weibo.com/2580993704/LdhiD4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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