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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28日，连续三天
有人在杨家门见他“大哭”后收钱

昨天下午 2 点左右，我来到杨家门菜场，
这里就是微博中这位“大哭男人”最近出没的
地方。

菜场正门口就是一家茶叶摊，摊主张大
姐看到“大哭男人”的照片直点头：“就是他！
我看到过的。”

张大姐说，27 日上午 10 点多，她看到这
个男人从菜场门口走过去，肩上背着一串刷
子之类的小百货，边走边哭，哭得很大声。好
多人围上去问他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别人
一问，他哭得更大声了。

对面水果摊的老板也听见了。“那时候我
正坐在摊位里打盹，都被他的哭声吵醒了，声
音很响很响。”

附近的巡防保安老陈也看到过这个男
人。“我看他哭得那么伤心，以为家里出了什
么事。后来旁边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说，他前
一天在古荡那边的菜场附近也看到过这个男
人在哭！”

杨家门菜场旁边有条小巷子，巷子口卖
水果蔬菜的店主李大姐也看到过这个男人。

“大前天（26 日）早上 10 点左右，这个男人从
我店门口经过，从巷子口走到巷子尾又折回
来，然后往菜场那边去了，一路上一直哇哇
哭。我们都没敢上前搭话，不知道是不是精
神方面有问题。”

91岁的方奶奶家住在杨家门后面的三宝
新村，28 日上午 8 点多，她逛到菜场附近也遇
到了这个男人。“这个男的一直在哭，周围有
六七个人围着他。我听到一个女的用杭州话
说，这个男的被人偷了 800 块钱，这钱是救命
钱，是给妈妈看病用的。”

方奶奶说，后来这个男的边哭边说，自己
靠卖刷子做些小买卖养家糊口，刚才遇到城
管不让他卖，他在收拾东西转移的时候太慌
忙，口袋里的钱就不见了。

周围的人中，不知是谁先拿出了 20 元
钱塞给他，后来大家都纷纷掏钱，往他口袋
里塞。

“我看到有拿出 40 元、50 元，还有一个 40
多岁的女的直接掏出了一张 100 元塞到男人
的袋子里。”方奶奶说，那个男的哭着说自己
不要钱，还把钱用力往外掏，钱都掉到地上
了。那个女的还好心地把钱捡起来，重新塞
回男人的袋子里，劝他不要哭了，赶紧回家。
后来那个男的收了钱，把几把刷子塞给这些
捐钱的人⋯⋯”

头发由黑变白，道具由锅铲变刷子
专注大哭11年，“大哭男人”重返杭州
他还在靠这套老把戏博同情敛财

4月27日，网友@抹茶先森与巧克力小姐在杨家门菜场拍到的“大哭男人”。4月27日，网友@抹茶先森与巧克力小姐在杨家门菜场拍到的“大哭男人”。

记者 俞茜茜

4 月 27 日 9:44，杭州网友@抹茶先森与巧克力小姐在新浪微博
上发帖：“在杨家门菜场不到的地方，大伯好像钱被人偷了，边哭边
喊：‘自己不是讨饭的’。身边好多好心人塞钱给他，他不要，还送塞
钱的人刷子。”

看到大伯哭得伤心，这位网友十分同情，微博中义愤填膺地谴
责偷大伯钱财的窃贼，还说当时自己身上没带钱，只带了手机，就拍
下了大伯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并私信杭州多家媒体，呼吁大家都来
帮帮大伯。

照片里，大伯看上去五六十岁，中等个子，身材略偏胖，脸形偏
圆，理一个板寸头，头发大部分已经花白，身上穿一件深色红领的短
外套，黑色裤子，脚上穿一双黑色旅游鞋，手上拿着一串五颜六色的
小刷子，闭着眼，哭得非常伤心。

看大伯可怜，这位网友后来还特地去取了钱再折回来，塞了 50
元钱给他。这时，大伯已经走到了贾家西弄附近，他说自己家里还
有个生病的妈妈，就靠他卖这些小东西赚点钱给妈妈看病。

“看到大伯哭的表情，好心疼，心里真不是滋味，自己眼睛都酸
了。”微博发出后，一开始很多网友为之动容,纷纷留言询问大伯的
具体位置，表示要帮帮他。

然而没过多久，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情况不对。
4月28日23:20，网友@梁粗糙在这条微博后面留言：“前天早上

这个大伯在骆家庄菜场也哭得惊天动地，我路过还吓了一跳，那天
早上还下雨。”

4 月 29 日 8:36，微博网友@警察蜀黍也发微博说，这位“大哭男
人”在杭州赫赫有名，以东西被偷博同情敛财超过十年！

其实早在 2005 年，快报就曾多次报
道过这位“大哭男人”。11 年来，他从黑
发“哭”成了白发，“哭招”依然未变。

2005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点，家住翠
苑一区的李小姐刚出门，忽然听到一阵
男人的哭声。她顺着声音望过去，看到
一个 30 多岁的男子，浑身被汗水浸透，
身上一边斜挎着包，还有一边挂着几把
锅铲、剪刀之类的东西。

听到有人哇哇大哭，原本在树阴下
纳凉聊天的大伯大妈都跑过来，围住他
问出了什么事。可是他既不回答、也不
停步，仍旧一个劲哭着往前走。

“买他一点儿东西算啦，反正家里总
要用的。这么热的天，又哭成这样，可怜
的哟！”有一位大妈提议。其他大伯大妈
立即响应，上前拉住那小贩，这个说买剪
刀、那个买指甲钳。这次他停下来了，哭
声小了些，抽泣着接过钱给了东西，又走
了。李小姐以为这是一种特殊的促销手
段，还用数码相机拍了他的照片。

报道见报后第二天，快报接到了 27
位读者的电话，都说看到过这个男人，认
为他很可能是专靠“哭招”骗取同情，趁
机要钱或卖东西。

根据这 27 位来电读者的描述，这位
“大哭男人”的痛哭路线，遍布杭州 8 大
城区及富阳等周边县市。上当的人里有
老中青三代，男女老少都有。从来电统
计，哭一次，他少则能到手几十元，多则
几百元，且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他哭
诉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大多数场合说钱
被偷了，有些场合还会抬出“老母亲”增
加煽情力度。

2005年7月8日，快报读者杨先生来
电说，他跟踪了这个“大哭男人”，发现用
哭招博同情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伙人在
做，“大哭男人”只负责哭，他还有 3 个同
伙做托——两个五六十岁的妇女和一个
骑电动车的中年男子。

2005 年 8 月，宁海新闻网曝光，“大
哭男人”转去了宁海行骗。

2008 年 12 月，受“大哭男人”这张照
片的启发,快报面向读者推出“每天最有
意思的照片”栏目。同时随着报道的持
续，“大哭男人”在杭州吃不开了——他
一哭，大家就笑了。

后来，“大哭男人”转战宁波、临海、新昌、
宁海等地，依旧不断被举报；再后来，他在浙
江也吃不开了，直到近几天重现踪迹⋯⋯

11年前快报就多次报道过他，他行骗路线曾遍布全省

为什么一个中年男人的眼泪，能让
那么多男女老少都“中招”？

“他懂得分析大众的心理，懂得如何
利用大家的同情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心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尹岩全
面了解了此事后说，俗话说“男儿有泪不
轻弹、男人流血不流泪”，这些话是大家
对男人流泪的普遍认识。在现实生活中
突然看到一个大男人不顾脸面，当众嚎
啕大哭，而且长得看起来又一副老实相，
再听说他做小买卖是为给患病的妈妈治
病，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很容易博得老百
姓的同情。

尹岩说，从“大哭男人”的语言和行为分
析，他非常巧妙地将几个因素综合在了一起：

首先，他用卖刷子等小百货是给生
病的母亲看病说明自己孝顺，让公众对

他产生好感；
其次，他说自己是因为被城管驱逐，

慌忙转移才导致“救命钱”被偷，以此显示
自己的弱势，增加公众的同情程度。

再次，他还善于“欲擒故纵”，在路人
要对他施以援手时，坚决表明自己并不
是要饭的，还把钱还给对方，让人们反而
更加信任他，对他的人品和气节予以肯
定，也更愿意帮助他。他收下钱后，还给
了对方刷子作为交换，证明自己不是白
白接受对方的好处，而是自食其力通过
等价交换所得。

尹岩医生说，除了懂得心理学，此人演
技也非常了得，每次哭那么久且声泪俱下，令
所有人感动，这是需要反复演练和积累的。

快报提醒，如果你再看到这个“大哭
男人”故技重施，可直接拨打110报警。

心理专家：“大哭男人”太懂得利用大众心理了

11年前快报的相关报道

2005 年 7 月，读者李小姐在翠
苑一区拍到的“大哭男人”。

2005 年 7 月，读者李小姐在翠
苑一区拍到的“大哭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