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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洗稿者：靠“薅羊毛”获利近百万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艳

自媒体时代，衡量一篇稿子的好坏，最关键的不是看内容，而是
看它是否有“10W+”的阅读量，“爆款”也就成了自媒体人名利双收
的基石。在既要保证出稿速度，又要保证流量的双
重压力下，有些自媒体人的节操便裂了缝，他们通
过对他人的原创内容进行篡改、删减、打散重组，
使其好像面目全非，但其实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抄
袭的，之后再打上原创标签进行推送——这就是所
谓的“洗稿”。

作家毛利最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文，指出某
一公号作者“胖少女”长期洗她的稿子。对于抄袭者在各种优秀原创
稿件上“薅羊毛”的行为，毛利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不止是洗稿，而是抄袭了我的人生。”

5 月 9 日，作家毛利在自己的公众

号上发文指出，最开始是朋友发胖少

女的文章给她看，说“这个人写得好笑，

我还以为是你写的”。后来，越来越多

粉丝举报：为什么每次看她的文章总

像是在看你写的？难道是你的小号？

读者们还给毛利发来了胖少女抄

袭的例子：

抄题材。毛利写云养儿，胖少女

半年后也写一篇。毛利写冬天养小孩

难，两个月后胖少女照搬不误。毛利

写丈夫爱买东西，胖少女也要来一篇。

抄梗。毛利 2017 年 1 月写“丈夫

变植物人”的梗，胖少女 5 月也用

了这个梗。“打孩子这门手艺”，毛

利第一篇 10 万 + 的文章，胖少女

也在稿子中用到“打孩子这门手艺

失传以后”的梗。

抄人设。胖少女笔下的人物

细节，跟毛利笔下的丈夫、儿子、

亲妈，多有雷同：都是拖后腿的

丈夫，都是经常考最后一名、什

么都教不会的小朋友，同样是风

风火火长吁短叹的亲妈。

面对毛利的质疑，胖少女主动

给她发了微博私信，不承认抄袭，

也不是认怂，而是找她谈谈。根据

发私信的微博号，毛利顺藤摸瓜，

找到了她的真实年龄、身份以及

结婚时间和小孩年龄，这也就找到了

她的真实“人设”。

胖少女的老公貌似就是初恋，可

为了都市现代女性人设，抄袭毛利有

十几次恋爱经历；胖少女的小孩才三

岁，可毛利写五岁的儿子即将上小学

感到焦虑，胖少女就写了一篇孩子上

小学的。目前，胖少女的微博和豆瓣

已经清空。

毛利粗略统计，胖少女抄袭她的

推文中，有 13 个广告，目前她的广告

报价大概是 8 万元，也就是说，胖少

女靠抄袭挣了大几十万。

声音 >>
到目前为止，毛利收到了不少作者和读者的

支持，但实质上的进展却没有多少，相反还给胖

少女带去了不少粉丝。胖少女 5 月 14 日更新的文

章，毛利确定，依然有抄袭的痕迹。

针对洗稿这件事，毛利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的专访。

这次“反洗稿”，您最终想达到一个什么样
的目的？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措施？
一开始就没想过她会道歉，目的就是让所有

人知道这个事情。对方号称“网红公众号天

才写手”，既然牌子打出来了，我就打假一下

她的后台加工过程。目前还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也算

抄吗？接下来我要做一份更详细的数据比对，一份

傻子看一眼都知道她抄了我的证据报告。

胖少女回应了“未抄袭，愿你我安好”，她
的粉丝依然支持她，可见她以后还是会继
续在自媒体界打拼。原创者要维权，很难。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维权很难，所以很多人有心无力。胖少女并

不像我，我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她背后有

营销公司，隶属于一个母婴号自媒体矩阵，

所以存在洗稿产业链。如果说六神磊磊那次是打击

单篇洗稿，我这次就是打击系统洗稿。既然遇上了，

我就奉陪到底。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这个事情，希

望平台能对这种系统洗稿做出鉴定，出台惩罚措施。

有人说，原创者撕抄袭者是因为后者的点
击和收益更高，如果不是，原创者就会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怎么看？ 
这种人就是传说中的看谁都眼红。我家猪被

人偷了，我出来喊冤，他的意思就是你有本

事再养一头猪不就好了。对于这种人我当然

不会搭理。另外，那些洗完稿阅读量只有一点点的号，

就是蹭了把猪毛。洗稿既然是个产业链，我当然对

着看起来抄红了并且有组织有团队的打，去打散兵

游勇我是不是傻？毕竟个人精力有限。

这件事会影响到您对写作的热情吗？你觉
得目前自媒体的秩序需要怎么维护？
会影响到我写公众号的热情，对我来说写作

是分享，对别人来说却是一盘生意。微信公

众号有个特点，它是相对封闭的，甚至很多号

之间完全没有交叉。这次主要是因为我跟对方这个

号都有一批相同的人关注，还有，短时间内它做得实

在太大了，洗得也太明显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护

秩序，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对自媒体完全是个

外行。这事有很多作家支持我，原创作家如果能成

立一个自媒体维权组织也挺好的，团结力量大。

链接 >>

被洗稿者的无奈：
没办法，随他去吧

洗稿对于原创作者来说，是一件

很痛心的事，自己呕心沥血写文章，

别人却只要通过抄袭、标题党、伪造

事实等方式“洗稿”，就能在短时间

炮制出点击量十万加乃至百万加的“爆

款文章”，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就

像毛利所说 ：“洗稿相当于按着作者

的灵魂，在地上强行摩擦啊！”

但被洗稿的原创作者们，大多很

无奈。

作者汤小小的公众号篇篇都有好

几万的阅读，她说这是自己一篇一篇

写出来的，可她的稿子立意、题材、

故事情节等，都被别人抄袭过，只是

她没精力去维权。但为了维护自己的

原创稿件尊严，她建了一个转载群，

别的号如有转载需求，她会给对方开

通转载。

头条号作者魏亭亭也有被洗稿的

经历。她看到过别人照搬自己写过的

故事，连地点和人物年龄都不改。她

还看到一个媒体号把她的文章和别的

文章放在一起，洗出一篇新作。但要

维权，不存在的，知道没有结果。

知乎作者恒变也发过帖，怒指大

咖咪蒙的《邓文迪的撩汉秘籍，保证

你脱单！》是洗她的稿《如何撩到你

心爱的男神？》她给咪蒙的公众号后

台发信息，但一直未收到回复。

被毛利指出洗搞后，胖少女当天

就在公众号上更文作出回应，称自己

没有抄袭，写作题材来源于生活。

“我没有想到，有人说我偷走了

她的人生。难道这就不是我的人生了

吗？”胖少女称，写这篇文章看起来

是一场无力的辩白，但对她而言，只

想给还对她有期待的朋友一个交代。

她在文章结尾强调，以后不会再回应，

“我问心无愧，愿你我都好”。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加了胖少女

助手的微信，对方通过了。但在记

者提出了采访要求后，对方一直没

有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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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

原创者质疑：抄袭反成网红？

洗稿者回应：各自安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实习记者 莫
雪霈）5 月 13 日下午，由今日女报、

弘道书店、艺术中国联合主办的“平

凡人最伟大——书法化人”主题分享

会在长沙弘道书店海信店举行。

本报曾报道过的，来自贫困山区

二十年如一日苦练书法的农妇李艳

红，分享自己从接触书法到喜爱书法

的点滴故事。曾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数

篇书法作品的朱小平说：“练习书法

使我变得从容、淡定，这是一种修炼。”

两人的恩师，湖南省文化馆副馆长、

《艺术中国》杂志主编曹隽平在现场

表示，他一直在挖掘平凡中依然坚守

艺术追求的“守艺人”，无论年龄、

职业，或是艺术成就高低，只要热爱

书法，他都愿意帮助和扶持。

分享会上，曹隽平赠予李艳红一

方砚台，说：“现在有了砚台，以后就

不用拿家里破掉的碗来装墨汁了。”曹

隽平也为朱小平送了一幅字：隐忍坚

守！是对朱小平这些年来，几经波折

依然坚持练字和写作的肯定和鼓励。

观众都为李艳红和朱小平的故事

感动，一名正在念初二的男孩说：“我

觉得她们很不容易，尤其是李艳红阿

姨，她的故事很打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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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

洗稿者构成侵权，
可起诉追讨其非法收益 
戴领（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洗稿是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并非简单按照

是否与原作品文字表达一致的标准，

而是要看作品的情节安排、逻辑结构

是否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所谓

实质性相似是指以普通观察者对作

品整体上的内在感受来确定两作品

之间是否使读者产生相同或近似的

欣赏体验。由于洗稿仅限于文字表述

上的一些改动，不改动原作者的逻辑

结构和情节，因此构成实质性相似。

原创作者如果遇到洗稿，第一，可

以直接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其删除

侵权作品。第二，可以直接拨打 12390

热线举报。第三，可以固定相关证据后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追讨洗稿

者因洗稿而获得的收益。

平凡人的艺术分享会：书法化人■资讯

胖少女洗稿痕迹。

扫一扫，参与讨论

毛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