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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导师’能连接宇宙‘能
量’，家庭、事业会一帆风顺”“不
吃药、不打针病就能治好”……这
样神乎其神的宣传，频频出现在
所谓“心灵成长”培训班上。这个
组织的“门槛费”动辄数万元到数
百万元不等，还根据缴费额度建
立了层级架构，很多收益来自发
展下线、获取提成。

治病靠接受宇宙能量

几经周折，“新华视点”记者
获得了一次“百元试听”机会。进
入天津一家书店，几十名学员正
在接受名为“心灵成长”的在线
培训，屏幕上身着奇异服饰的

“导师”侃侃而谈。
“爱因斯坦说过，世界上只

有两种人生，一种全是奇迹，一
种全不是奇迹……频率低了怎
么给它撩高？就想办法喽，喝咖
啡、拍大腿、去参加会议，不让自
己低频……”

“拍拍你的左面，拍拍你的
右面，我需要你……来啊！你们
怎么羞答答的……”进入互动环
节，“导师”带领学员集体诵读

“真言”和“咒语”，时而放声痛
哭，时而起立欢呼。

在书店一角，一套名为“心
灵成长”的图书被电子香、莲花
台和贡品环绕，供学员“膜拜”，
书作者名为张馨月，被该组织称
为“神一样的存在”。

经过讨价还价，记者缴纳了

3000 元的培训费，被允许进入
该组织在天津一家五星级酒店
举办的级别更高的培训现场。

“医院管的是你皮肤以里的
病，我们检测的是你身体 5米以
外的‘以太体’能量场。”“导师”
强调，疾病的康复要靠提高频
率，接受宇宙能量。当你的频率
和奇迹的频率同频的时候，奇迹
就会发生。“导师”是连接宇宙的
管道，管道水平最高的是“馨月
老师”。

记者多次向“导师”请教如
何理解频率和能量，均被告知

“不要问，信就可以”。如何提高
频率获取宇宙能量？就是斥资参
加培训，少则万余元，多则数十
万元。在该组织对外销售的培训
套餐中，还包括前往东南亚某国
进行的高科技体检项目。其中，
虹膜检测和量子检测，能预测学
员身上即将发生的坏事。而这样
的一次体检价格不菲，单项高达
十几万元。

“心灵成长”的宣传声称，一
位学员心脏有两个洞，通过培训
洞愈合了；有的学员有胃病，上
了三天课，提高频率接收了能
量，通过呕吐，胃病好了。至于治
疗糖尿病、癌症更不在话下。

天津大学量子交叉研究中
心主任吕宏教授表示，人体确实
存在频率，但仅指脚步、心跳、呼
吸等，不存在抽象概念的频率，
如此盗用物理学概念，属于伪科
学的范畴。

民间反传销人士李旭称，该
组织宣扬违背基本科学常识的
理论，通过暗示培训能治病，为
对学员进行精神控制做铺垫。

封闭培训“咒语”洗脑

“心灵成长”组织内部活跃
着一群号称“导师”的人。暗访
中，记者经常要参与互动：“导
师”带领学员集体拍大腿，这被
解释为“搭建新的神经链”“获取
高频率的能量”；大声背诵“咒
语”，例如“梦想不需要合理，只
需要心里有股劲儿”“情况就是
那个情况，那也得好呀，咋好咋
整……”

培训通常的套路是，“导师”
先让学员分享亲子、夫妻、原生
家庭矛盾等苦恼，接着讲述自己
的经历，表示“我曾比你惨”，声
称通过“心灵成长”培训创造了

“奇迹”。最后兜售课程、推介投
资项目。

据了解，该组织的培训活动
均在封闭的书店、酒店中进行，
禁止录音、录像、记笔记。在培训
中，“导师”的权威是不容置疑
的，若有学员怀疑，会得到训诫：

“担心就是诅咒，你的能量场不
对，要改。”

一名为余杉的“导师”自称
是某名牌大学的心理学客座教
授。记者与这所高校人事部门核
实，校方表示客座教授名单中并
无此人。

心理咨询师芷萱表示，在集
体密闭的场合里，学员会产生从
众心理，表现出盲目、冲动、狂热
的特点。重复的动作和语言具有
洗脑效果。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心
理学教授刘援朝分析认为，该组
织通过重复、暗示、催眠等手段，
放大学员的“全能自恋”心理，实
质是一种精神控制。

“击鼓传花”的传销骗局

64岁的“心灵成长”学员石
杰（化名）最终选择了退出。半年
前，石杰交了 15万元“门槛费”，
加盟了“心灵成长”的“榴莲权
益”投资项目，还准备拿出 45万
元补齐投资额。

“心灵成长”承诺，这笔资金
将用于与马来西亚政府签订购
地合同，种植榴莲和土地出租的
收益每年最多可达 30万元人民
币，收益年限 90年。这意味着石
杰支付的60万元可以带来2000
多万元收益。

不过，石杰至今未得到任何
发票、收据、合同或具有法律效
力的文件。她对该组织产生怀疑
决定退出，要求返还“门槛费”。

“这个体系从成立起就没退
过钱。”石杰的“上线”万华（化
名）表示。万华是她的发小，“她
也交了那么多钱，应该不会骗
我。”据石杰说，万华已陆续交给

“心灵成长”数百万元，获得了

“国际督导”身份。
石杰告诉记者，在“心灵成

长”的层级架构里，身份由低向
高依次分为“国际督导”“理事”

“导师”“国际导师”，对应缴纳的
费用为 350 万元、3000 万元、
8000 万元和 1.4 亿元。交够费
用，就能获得相应的身份，组织
开展培训并获得收益。学员可以
通过培训成为“文精英”“武精
英”，或以加盟的方式，开设“奢
活艺术馆”承办培训，获得发展
下线学员的资格。

学 员 浩 林（化 名）说 ，他
2019 年加入这个组织，前后投
入了 100 多万元，由于人脉较
广，仅用半年时间就收回了 90
多万元，收益来自发展下线、获
取提成。

记者还发现，该组织提供的
汇款账户显示收款方并不是任
何培训机构，而是某个人名下的

“门票押金代收账户”。
近年来，类似“心灵成长”的

组织层出不穷，如“五伦净土”
“福报人生”等。

这些组织瞄准的多是具有
一定经济实力、受教育程度不高
的人群。

黑龙江辅盈律师事务所律
师谭闵甜表示，根据刑法，“心灵
成长”培训具备收入门费、定层
级、虚构或者夸大盈利的前景、
发展人员、骗取财物等显著特
点，已经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 据新华社

近来，“饭圈”乱象引发社会
关注，然而，未成年人网络不良
社交行为和不良文化问题不仅
仅局限在“饭圈”。随着饭圈、绘
圈、游戏圈等一系列青少年亚文
化圈子不断涌现，有部分青少年
过度沉迷于追星、网聊、游戏等，
一些虚拟空间中的乱象蔓延至
线下，甚至影响到了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

“圈中人”和相关专家学者，以期
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感，透视个中
原因，探讨治理之道。

说脏话、易成瘾、烧钱多
一些圈子乱象层出不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
亚文化圈子里的乱象层出不穷，
严重影响了一部分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

“粉丝只有购买一定数量的
专辑，才能获得到活动现场见明
星的机会。”粉丝购买的专辑数
量让自称“散粉”的浙江大学大
三学生王茜茜感到惊讶，“最少
的也买了 7张，许多粉丝一次就
会买上百张乃至上千张同份专
辑。”按照每张专辑 3元的价格
计算，一个粉丝在一张专辑上花
费的金额就超过千元。

专辑、杂志、代言品牌的销
量，都被粉丝视作明星实绩的重
要表现。为了拥有好看的实绩，

“烧钱”的火焰在饭圈里燃烧，甚
至蔓延至游戏圈、绘圈等亚文化
圈子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不会在游戏里‘氪金’
(花钱)。”中部地区某中学初二
学生方元(化名)从小学二年级
接触游戏开始，就沉迷于游戏带
来的“放松感和满足感”。

不仅是在课后，沉迷游戏的
情景还会出现在课堂上。方元告
诉记者，“有些同学会带手机到
学校，晚上躲在寝室里打游戏，
白天上课的时候睡觉。”孩子游
戏成瘾又处在叛逆期，家长“想
管但管不了”，学校明令禁止带
手机却难以控制，沉迷游戏、厌
学旷课的现象在青少年中时有
发生。

此外，一些圈子里的语言暴
力现象也屡见不鲜。作为一名资
深游戏玩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大三学生陈自强(化名)对游戏
圈里的“玩家粉丝对喷”“群体性
骂战”习以为常。有的因为游戏
进程不顺利对喷，还有各种“捧
神”与“摔神”，玩家厉害时极尽
夸词，反之则谩骂“拉踩”。

“饭圈”女孩张一 (化名)和
陈自强有相似的感受。某音乐排
行榜的打榜活动让她身心俱疲。

“这个活动时间久、战线长，很多
粉丝互相攻击对方‘买水军’‘买
数据’，各家的‘大名广场’更是
乌烟瘴气，有许多谩骂、拉踩、嘲
讽甚至人身攻击。”

片面化、标签化、情绪化
网络监管亟待加强

“青年亚文化流行与网络

媒体技术的日益进步密不可
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
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凌分
析，我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与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同步，网络媒
体平台作为一个集学习、工作、
社交、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空间，
渗透在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
授马中红指出，“青年亚文化的
文化范式和文化实践不可能完
全被纳入主流伦理道德框架去
理解，它常常会偏离或逾越。不
少青年亚文化具有叛逆性、反抗
性和颠覆性的特征。部分青少年
容易形成一种与社会主流相悖
离的观念，对整个网络文化环境
造成负面影响。”

“青少年容易片面接受某类
信息，从而不断固化某种价值观
和情感倾向。”江凌担心，部分青
少年囿于某些圈子里，在信息过
滤下，言论会走向片面化、标签
化、情绪化甚至极端化。

此外，网络平台空间的监管

与治理相对滞后，亟须精细化、
常态化的监管治理举措与及时
有效的舆论引导。作为一个活跃
在动画、漫画、游戏爱好者平台
的“透明小绘师”，东部某高校的
大二学生丹丹(化名)告诉记者，
圈子中每月金额上万元的交易，
既无需凭证也无需合同，绘师所
得也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绘
圈的交易就缺乏有效的监管和
治理，有种处在灰色地带的感
觉。在这里，法律好像‘隐身’
了。”

益清朗、重监督、长规范
建立文化长效机制

面对亚文化圈的乱象，近
年，国家相关部门已采取一系列
整治举措——

2020年 8月 19日，教育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
监管总局六部门联合启动开展
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

动，明确要加大对“饭圈”“黑界”
和“祖安”文化等涉及未成年人
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现象的治
理力度。

2021 年 6 月 15 日，中央网
信办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
治”专项行动，建立《娱乐信息管
理原则》规范，明确七条“禁止
性”条款。截至 8月 2日，专项行
动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 15万
余条，处置违规账号 4000余个，
关闭问题群组1300余个。

这些举措对于治理“饭圈”
“祖安文化”等不良现象发挥了
重要作用。然而也有一些不良现
象转而隐藏得更深。记者近日在
一些社交平台以“黑界”“扣字”
等关键词检索发现，仍然有极少
数个人或群组在发布“招友”信
息。可见，有效整治亚文化圈子
乱象、建立健康的青少年文化建
设长效机制迫在眉睫。

江凌建议，借助立体化的网
络媒体平台，采取多元化手段，
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为当代青
少年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

有必要构建政府相关部门、
新媒体平台企业、青少年社会组
织、学校、家庭、青少年个体和社
会各界协同共建机制。江凌建
议：“各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共建
共治，形成严密的网络平台空间
建设和治理体系，才能牢牢把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
位，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
间。”

据《光明日报》

饭圈、绘圈、游戏圈……

青少年圈子乱象该“歇”了

“别问，信就可以”
——揭秘“心灵成长”培训班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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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爱心公益基地开业了，免费介绍对象，
招聘公益爱心人士。电话：1313175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