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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是历史感涌流泛滥的一年。
它还没有走完一半，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年已经载入历史，并将与那些长久影响人类记忆的重大年份
并肩而立。
 事实上，2008年还远远未曾过去，她不仅仅是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与总结，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如此多的事物，无论是光荣还是耻辱，如论是美好还是悲伤⋯⋯混乱又闪烁的现实，一股脑涌入我们
的心灵。
序幕才刚刚拉起。
　　奥运：西方媒体报道VS中国民众心态，抵货运动一百○三年：抵制家乐福的反思，“台湾意识”
与重塑“敌人”马英九胜选后的台海关系，大灾之后必有妖言：汶川地震后的灵异谣言分析，“谁的
”爱，奉献给“谁”；抗震救灾中的〔中产阶级〕话语表述，一个中学教师的自由苦旅：〔范跑跑事
件〕引发的伦理争议〔文化长城〕OR〔借体还魂〕；京剧进课堂之争议，扎不住的篱笆；〔艳照门〕
的法律模糊与教育困局，经得起糟蹋的才是真经典古典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自我展示的焦虑2008，
电影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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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008：五种情绪情绪之一：哀恸——情绪之二：愤怒——情绪之三：骄傲——情绪之四：惶惑——情
绪之五：反讽月份牌【1月观察】　伦理的游移【2月观察】　“民意”的吊诡【3月观察】　理解的错
位【4月观察】　喧哗与偏离【5月观察】　震灾中的“众声喧哗”【6月观察】　“公民”与网民【7
月观察】　由悲入喜的过渡【8月观察】　以“能”回敬“恶”【9月观察】　从愤怒中出离【10月观
察】　震惊，然后惶恐【11月观察】　不相信，不敢相信专题错位的想象　——奥运：西方媒体报
道VS中国民众心态泄密也是“国际惯例”——假唱有什么问题——刘翔退赛之谜——是什么让我们焦
虑——“整体想象”的遮蔽——讨论抵货运动一百○三年——“抵制家乐福”的反思暗藏危机的开端
——爱国声中的难题——运动中的暴力——抵制运动的可能性——讨论“台湾意识”与重塑“敌人”
——马英九胜选后的民众情绪与台海关系国民党背水一战——马英九大胜——慢慢转向“台湾意识”
——执政之后危机重重——绿营的焦虑与混乱——结语一讨论大灾之后必有妖言——“5·12”汶川地
震之后的灵异谣言分析灾难谣言是灾后恐慌的表现——特别挑选的灵异载体——离奇的灵异解析——
简捷的厌胜法门——娱乐功能决定灵异谣言自生自灭——讨论“谁的”爱，奉献给“谁”——抗震救
灾中的“人道主义”话语表述又见“爱的奉献”——底层的分享与认同——“80后”的自律与正名—
—中产阶级价值观成为主流——讨论一个中学教师的自由苦旅——“范跑跑事件”引发的伦理争议如
何面对人性中的幽暗时刻——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自由主义”的先跑事件——教师职业伦理与道
德责任——“假如我们都是范跑跑”——讨论“文化长城”OR“借体还魂”？
——“京剧进课堂”之争议为什么是京剧——京剧怎么进的课堂——样板戏：“易学易懂”还是“借
体还魂”——外行能教好京剧吗——讨论扎不住的篱笆——“艳照门”的法律模糊与教育困局一夜轰
开狂欢门——看，还是不看——我们现在怎样做大人？
——艳照究竟冒犯了谁——讨论经得起糟蹋的，才是真经典——古典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抵制重拍四
大名著——名著重拍的商业逻辑——古典指向现实的穴位——制造话题，并抖掉话题——讨论自我展
示的焦虑——2008，电影里的中国《功夫熊猫》：符号中国——《赤壁》：困境中国——《文雀》：
暧昧中国——尾声：天朝上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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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月份牌　　【11月观察】　不相信，不敢相信　　不相信，不敢相信　　柑橘销售据说开始回暖
，但之前的销售旺季中，因滞销而烂掉的果子，正不知在哪里重归尘土。
毒奶引发的心理恐慌，竟然祸及只是遭受传统虫害的某处柑橘，进而波及全然无辜的其他柑橘产地，
说明公众不仅不相信生产商、供货商的良知，不相信食品安检制度，连自己的眼睛、常识都不敢再相
信——谁知道你们又折腾出什么高科技的妖蛾子！
　　公众不相信中科院没有介入“蛋白精”的发明，正如他们不相信周正龙能独力制造假虎照：某门
户网站的调查中，超过86％的网民认为周正龙是替罪羊。
他们甚至不知道事件的吊诡结局是否是有意的策划与安排：主流民意从“攻周”变成了“保周”，追
求真实的问责演变成充满同情的拯救，循众要求（没有法理上的说明），周正龙获得了自由，而“正
龙拍虎”案必将不了了之，因为热情已然宣泄，责任早经判定，国法人情，都得到了满足，你们还想
要什么呢？
　　留给公众的唯一选择，只能是：不相信，与“不相信”之后的无可选择。
　　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案，有录像为证，但电视台最早公布的录像经过了剪辑；林嘉祥酒后闹事
案，也有录像为证，但酒楼的录像缺失了关键的场面。
无人能发表切实的指责，但也无人能作出切实的辩护，余下的空间，全部留给猜疑与想象，留给流言
与情绪，最终依然是不相信官方的结论与判词，但真相总在迷离暧昧之中。
　　有关部门显然没有动力去纠正这种种的“不相信”，虽然公众的负面情绪最终将指向执政者与执
法者的形象。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三亚出租车司机“罢运”，工会组织缺位，行业协会形同虚设，无权自行
运营的出租车司机们只能以这种突然而极端的形式来表达诉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召开对话会，再
次彰显其个人魅力。
可是，为什么对话会不是在罢运前召开？
难道就没有其他渠道来预警与化解行业矛盾？
是出租车司机不相信投诉、信访、谈判，还是他们不敢相信？
　　是，公众当然不是一开始就“不相信”，他们只是被“教育”得不敢相信。
在2008年的秋天，他们又被“教育”得不敢相信任何商人，不敢相信牛奶商，不敢相信柑橘小贩，也
不敢相信“全球第一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他们的“竞价排名”就是比特化的小广告，也不敢相信揭
发百度的中央电视台，他们不过是为了争夺广告份额⋯⋯消费者在心理上全面溃退，多年积累的信任
感，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越界的商家事后会加倍地承诺与担保，但怎样恢复旧日的信任，恐怕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
更糟糕的是，在“不敢相信”之后，公众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因为被“教育”后的思维定式告诉他
们：品牌商家都敢于越轨欺瞒，一定是行业潜规则在作怪，因此也没有别的品牌足堪信任——被毁坏
的是对整个行业的信任。
　　上海商学院火灾，四名花季少女丧命，事后上海市教委发出《紧急通知》，坚决收缴“热得快”
、电热毯、小电炉等，北京市教委迅速跟进，要求严肃处理使用违禁电器的学生。
媒体则就此事大谈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等等。
这些都是必要的措施，但我的思路是：不说改革开放30年，就从90年代初我读大学说起，从那时到现
在，家庭生活变化何等巨大，高校又收费又扩招，变化何等剧烈，为什么学校始终只能提供军营式的
宿舍，以及军营式的管理？
高校里“社会办后勤”喊了多少年，如今许多大学里还是六个、八个，甚至十个人挤一间房。
还在查铺，还在早点名，没有饮水机，没有微波炉，当然更没有自习室和厨房，而学生校外租房，从
未取得正当性。
前一段四川某大学设学生单间，马上就因出现争议而取消。
究竟大学生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深造学习=生活吃苦”的恶性循环，在一个相对舒服的环境中度
过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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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将学校对学生生活要求的压抑，看做一种“不相信”学生的表征：不相信你们有自理能力，
不相信你们有自发的学习动力，不相信你们会遵守校规校纪。
每一次事故都增加了这种“不相信”，于是管束更加严厉。
反过来，学生与学生家长，能对学校表达“不相信”吗？
能用脚投票，用选择来影响学校的服务与管理吗？
不能，因为高等教育也是一个行业，学生们是绝对的弱势，弱势的反抗，只能是个人的违规。
火灾这种小概率事件，绝不会让“热得快”就此消失在中国的校园，就像没有天桥与地道，只靠拦堵
罚，永远不能阻止有人翻越马路中心的护栏。
　　说点儿事不关“己”的，你相信国台办“陈云林访台很成功”的说法吗？
“江陈会”，只要不带族群党派偏见，任谁都该说是好事。
但目睹的表象难以让人乐观。
将责任完全推给民进党的操弄，当然省心省力；然而反躬自省的话，食品安检控制不力而贻人的口实
，以及两岸政经交往中长久存在的理解认同问题，并不是六项经济协议便可消解。
如果没有更切实有效的改进，没有更体贴入微的培护，释放再多的善意，描画再美的愿景，也未必能
赢得对岸社会的“相信”。
　　错位的想象　　——奥运：西方媒体报道VS中国民众心态　　杨早　黄永　陈梦飞　　已经有多
篇文章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描述为中国的“成年礼”，一出邀请地球村其他村民观礼的盛大仪式。
这一定位，决定了北京奥运会比任何一届奥运会或其他盛会更能凸显“看／被看”的意义——正如那
首响彻大街小巷的群众歌曲唱的，中国打开了大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因为一桩绝对正面的事
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瞩目。
被人观察的同时，门里的公众也在观察，来访的客人会向门外传递怎样一个“中国形象”。
　　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利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契机，推进对境外媒体开放的明确愿望。
尽管《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并没有能消除境外
记者在中国采访的所有障碍，并且还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话题2007》中曾有相关论述，如没有政府
部门出面负责，很多采访对象由于担心承担责任而拒绝采访）。
但不可否认《新规定》为境外媒体来华取得记者签证、在中国境内自由地旅行和采访、设备通关等很
多方面带来了便利。
而且这一规定在奥运会后也得以延续。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的一至两年中，媒体不断报道北京市民、警察、出租车司机苦学苦练英语的
新闻（一位警察甚至因为能用十余国语言问好而成为行业明星），志愿者的严格选拔与培训自然不在
话下，主要公交线路都更换了双语站牌，报纸上热烈地讨论“四喜丸子”、“东坡肉”应该如何译成
英文⋯⋯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社会热切地期望通过这次盛会，能更快地融入国际社会，更快地成为
国际公认的“先进国家”，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实力，更在于规范、礼仪、习俗等等“软实力”，也能
“5国际接轨”。
按照中国人传统的待客之道，这种“宾主融融”理应比中国能否夺得金牌第一更为重要：一个好主人
可不起单单利用主场优势出风头，让客人吃好、喝好，宾至如归，众口交赞，才是光耀门楣的大团圆
收场。
　　从上到下“追求完满”的心态，在奥运期间的一系列事件中展露无遗。
一方面，中国民众为这种完满故出了巨大的牺牲，如建筑等行业的全面停工，如周边五省市的工业停
产，如北京长达两个月的单双号限行，甚至奥运期间不得泾易动用血库血浆，对于这些非常举措，无
论是否利益相关，公众者115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容忍（奥运会后北京继续限行私车的政策则遭遇强烈
的争议），这些牺牲符合“忍嘴待客”的古礼；另一方面，公众心态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因为主人
尽可自求完善，效果如何，却有待客人评价。
代表国际主流社会意见的西方媒体于是反过来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为什么
这么说，他们应该怎么说，成为奥运赛场外的热议话题。
　　我们试图从两边的立场同时进入考察这一话题：西方媒体（及其象征的“西方公众”）如何想象
与报道奥运与中国，中国民众如何观察与想象西方媒体与西方社会，西方媒体又如何面对与反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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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想象。
双方相互的想象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错位，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无法要求一次奥运会能够调
整所有错位，它甚至可能加深某些误会，然而，奥运让错位的想象得能呈现、碰撞，较之隔膜与猜忌
，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
泄密也是“国际惯例”　　2008年7月29日晚8点，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有十天的时间，韩国三大
电视台之一的SBS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了一段长达2分9秒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彩排场面，涉及了开幕式
演出、入场仪式和主火炬点燃等内容。
一名美女主持在旁神采飞扬地对画面进行解说，大致内容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内容超乎想象，规模
庞大，令人吃惊”。
　　这段画面的播出毫无意外地引发了巨大反响。
7月30日16点，这段视频传到中国的网站上后，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已经有五十余万次的浏览量，数万
名中国网民留言，强烈谴责了SBS电视台的泄密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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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2008，是历史感涌流泛滥的一年。
它还没有走完一半，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年已经载入历史，并将与那些长久影响人类记忆的重大年份
并肩而立。
　　——杨早　　让一个在奥运中获得金牌的运动员与一个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谈论2008年
，可想而知，其感想会是多么的不同。
这是多么的残酷。
所以我只能缄默并祝福默默生活着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
　　——萨支　　山面对2008年如此众多的历史时刻，人们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样，悲喜交加，经
历着这个时代的极限体验。
现实像一个容器可以吸纳立场不同的论述，同时，也如同万花筒般可以摇转出符合各自想象的绚烂风
景，因此，任何描述与指认，都充满了种种诱惑与陷阱。
　　——张慧瑜　　事实上，2008年还远远未曾过去，我说的是心理意义上或作为时代标志的2008年
，她不仅仅是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与总结，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如此多的事物，无论是光荣还是耻辱，无论是美好还是悲伤⋯⋯混乱又闪烁的现实，一股脑涌入我们
的心灵。
序幕才刚刚拉起。
　　——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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