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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络络扫扫黄黄““技技术术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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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黄不黄，谁说了算？

继“91熊猫看书网”等知名网络文
学网站之后，新浪网遭遇了全国“扫黄
打非”办公室的精确打击。

4月24日，“扫黄打非”办向社会通
报相关情况时称：经核实，新浪公司在
其开办的新浪网读书频道中，登载了

《全村女人的梦中情人：极品小村医》、
《霸占全村美妇：山村美娇娘》、《美少妇
的不伦之恋：小镇情人》等20部淫秽色
情互联网作品；在新浪网视频节目中，
登载了《女子交响乐团》、《比基尼美女
表演》等4部色情互联网视听节目。

这些公布的书名和节目名，黄色风
格可见一斑。但究竟什么信息能够被划
归到黄色一类？目前我国仍没有精细化
的界定。

4月14日，一名网络小说作者在知
乎网公开了晋江文学城编辑发来的消
息，这名编辑在消息中称，“所有乱伦题
材，完结的作品如果能改也改一下设
定，未完结正在连载的作品要求必须修
改”，“所有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内
容，恋童、虐童情节必须不可以有，如果
有这样的情节请一定修改。”

接连出现的“所有”、“必须”、“一
定”这种语气强调、不容商量的词汇，可
以看出如今网络文学网站对尺度的拿
捏程度和紧张程度。当然，该编辑也不
忘在消息中补充一下：“KISS什么的还
是可以有的，请大家不要矫枉过正。”

当然，依据这些信息作为判断标准
仍显不足，因此，更权威、更全面的标
准，还要看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

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
性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
其他淫秽物品。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
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
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
不视为淫秽物品。

2004年9月，“两高”又出台《关于办
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
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
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下简称“解释”)。

“解释”对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的“其他淫秽物品”做出了更
进一步的解释。2009年，国新办、工信
部、公安部等多部门曾联合开展整治互
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列出了网络低
俗内容的十三项标准，包括“直接暴露
和描写人体性部位的内容”、“全身或者
隐私部位未着衣物，仅用肢体掩盖隐私
部位的内容”以及“带有侵犯个人隐私
性质的走光、偷拍、漏点等内容”等。

尽管界定“淫秽”、“低俗”的法律及
规定日臻完善，但如果想依此判断出黄
色信息，显然会让人失望。

2013年，由百度、腾讯、金山等十多
家互联网公司组成的“安全联盟”对外
宣布，公开招聘“首席淫秽色情鉴定
官”。在此后被公开的考卷中，一道文字
题这样提问：“科技处女干事每月经过
下属科室都要亲口交代24口交换机等
技术性器件的安装工作”这句话中一共
有多少个淫秽色情词汇？众多围观者、
讨论者始终没能形成一致性答案，该题
目也一度被称为“神级面试题”。

曾有媒体报道指出，全国“扫黄打
非”办的工作人员也曾经历类似判断上
的难处。对于裸体艺术图片，按照刑法
及“解释”的规定，不属于淫秽物品范
畴。而按照“十三项标准”，它又属于低
俗内容。

即使相关法律规定渐渐为黄色信
息划定了红线，可具体到一个网页、一
篇小说或一张图片，但衡量其是否为黄
色信息的标准，每个人心中有不同刻度
的标尺。

正因如此，判断一个信息是否为
“黄色”，“肯定还是以‘人的判断’作为
最终的标准。”近日，在某大型互联网公
司技术部工作的张强(化名)说。

人机配合各有所长

“在互联网海量信息面前，如果仅
靠工作人员来判断是否黄色信息，那得
需要多少人力成本啊。”在一家安全软
件公司工作的李明(化名)告诉齐鲁晚
报记者，人的判断以及人为制定的标
准，需要工具的配合。

张强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比如黄
色图片识别系统，经过多年的研究，一
些学术机构和商业机构已经开发出较
为成熟的系统模式，供有关部门使用。

“它可以通过识别图片中色彩的信息，
或是和人体器官特征相匹配的信息，识
别出黄色图片。”

这种识别技术与交警部门的车牌
识别技术类似。车牌识别系统在获取拍
摄的机动车照片后，经过去除背景、定
位车牌、分割字符、抽取字符特征等一
系列过程后，最终得到所拍摄机动车的
车牌号。

与黄色图片识别系统略有不同，相
关技术部门对黄色词汇的识别显得相
对直接。“基本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建
立一个词库，另一种是建立某种规则。”
张强说，像“色情”一词，按照第一种方
式，只要工作人员在词库中设定了这个
词，那这个词就会被系统自动筛选出
来。而按照第二种方式，“即使一个句子
前面有个‘色’，后面有个‘情’，中间隔

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词，只要工作人员制
定规则说这种的也要筛选，那它肯定也
会被呈现出来。”

“但工具或者说系统的识别，还是
没法达到人的智能水平。”李明说，这就
需要扫黄工作人员与识别系统更好地
配合。

实际上，不管是计算机对图像的识
别还是对文字的识别，都是基于一种运
算方式。而这种运算方式的基础，又是
人为设定的参数。“在某个参数下，筛选
出的图片或文字，都需要工作人员来判
断，这个系统的标准是否合适。”张强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在国家没有明确规定
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调试出一种最好的参数标准。“机器的
判断与工作人员的主观判断越接近，就
说明这个识别系统的效果越好。”

在张强看来，黄色信息的鉴别难点
在于视频文件的识别与筛选。“主要是
因为视频数据的传输是经过压缩编码
的。”他说，用户下载的视频文件，只有
用播放器打开时才呈现为一段视频，如
果不借助播放器，实际上只是一堆乱七
八糟的编码。

“视频这个东西的解码是很花时间
的。”张强介绍，不像图片识别系统，可
能一秒钟就能区分出几百张图片是不
是黄色图片，视频文件的识别，则可
能需要花费半个小时才能看出一个
视频是不是黄色视频。“每天在互联
网上上传和下载的视频那么多，相关
部 门 没 有 足 够 的 运 算 资 源 去 做 这
个。”他说，虽然目前围绕视频识别技
术也有一些前沿的研究，但这项技术
还没有达到商用水平。于是，近年来频
频见诸报端的“鉴黄师”，也成为鉴别黄
色视频的主要力量。

（下转B02版）

看到时常浏览的网页一个接一个无法打开，不少宅男就能清楚，
网络扫黄的下一把火将烧向哪里。

自4月13日“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从淫秽色情
网站、网络文学网站到最近个别视频播放器乃至门户网站，相继被有
关部门处理。这并非让网络褪“色”的第一次尝试，但密集通报处理、
剑指知名网站都让本次行动注定不再是一场网民围观的“热闹”。

那就让我们严肃点儿，谈谈网络扫黄中的门道。 扫码关注深读周刊
微信“红蓝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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