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鍵盤』真的會殺人 

 

韓國知名女團成員具荷拉以及她的好友雪莉於 2019年底相繼

結束生命，在最美好的年華，那麼漂亮、那麼有錢，為何想不開呢

？她們的痛苦我們無法理解，我們只知道她們飽受網路霸凌，人紅

是非多，總是有躲在鍵盤後面的酸民。這言語的殺傷力，並不亞於

真槍實彈啊！ 

 發生案例： 

一、 臺灣網模 Cindy 遭網路霸凌輕生事件 

入圍「2014 新宅男女神」的臺灣網模 Cindy於 2015 年 4 月時

輕生，享年 24歲，因遭受網路霸凌及匿名誹謗所致 Cindy選擇在

主演的首部電影上映前 10 天，以氮氣在家自殺。 

二、 被「假訊息」逼上絕路的「國民天后」 

根據統計，南韓藝人自殺已超過 40人。「國民天后」崔真實

自殺後第 2天，韓國就有 78人自殺。根據研究，媒體廣泛報導除

增加人們自殺意圖外，也讓民眾會模仿名人，採用相同的方式自

殺。 

崔真實會輕生，與另名男星安在煥因深陷高利貸無力償還而

自殺有關。安死後，做為好友的崔曾為他守靈，但這一舉動卻被

韓國網民認為她在贖罪，並且質疑她才是把安在煥逼上絕路的罪

魁禍首。縱使當時警方已找到造謠者，然部分網友對她仍惡言相

向，後來崔選擇在家上吊身亡。 

三、 當真相還在穿鞋，謊言已跑遍全世界 

2014 年轟動全球的韓國三母子性侵詐騙案，當時三母子出面

控訴被丈夫家族強迫長期進行性交易，她們長期活在非人道的煉

獄內，並指控警方偏向有錢有權的夫家，讓三母子只能透過網路

求救。大量網友信以為真，並將該視頻翻譯成各國語言在網路瘋

傳，三母子立即得到全球前所未有之迴響及援助力量。直到韓媒

意外錄到她們之間的對話「麥克風就在前面，你不要做一些可疑



 

 

動作，要是他們覺得我們在說謊怎麼辦？」，所有人才知道這些

事情都是三母子捏造出來的。 

 旁觀者正義 

    網路霸凌包括攻擊謾罵、盜用帳號亂發訊息及散布不實訊息等

。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環境，許多酸民卻肆無忌憚地濫用臺灣

珍貴的「言論自由」資產，反行霸凌、煽動之實。我們大都輕視了

言論在網路上無遠弗屆的影響力，自以為是的「幽默玩笑」、未經

查證的「同仇敵愾」、或「坐視」網路霸凌時「不置可否」的態度

，都可能奪走一條性命。別小看一人一句惡評，透過網路被放大的

負面力量，極可能會滲透至人人心中，成為埋藏怨恨而造成社會動

盪不安的危險因子。 

每個人都是自己鍵盤的主人 

    透過網路，幾個酸民就可以左右一個人的生命；幾個有心人士

的操作就可以煽動人民暴動，甚至左右一個國家的未來。猶如虛擬

之網路世界，已真實地影響我們日常；我們在鍵盤上的行為，正觸

發了潘朵拉盒子的開關，要社會動盪不安？還是要臺灣更良善更美

好？完全取決於你，你絕對擁有能左右我們未來的力量。 

    ~~節錄自 109年 3月號清流雙月刊 

~~ 政風室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