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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虎来了”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们用自己最卑微的声音，让谎言现出了原形。
　　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愚蠢和欺骗，成本都会变得异常高昂。
　　老虎事件简单地说就是一次极端的职能部门透支信用的事件，随着事态的发展，华南虎事件也开
创了草根话语利用网络影响新闻事件进程的先例，这个持续了一年多的特殊而极端的案例，必将在中
国的新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是新闻从业人员从业训练的最佳案例，还是中国行政体系研究媒体危
机公关的最佳案例。
它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特征，正在成为我们思考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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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说　　卢站长他们已经多次在这里出现。
自县长吴平从安康市汉滨区调到镇坪开始，老虎就渐渐成了这里官场上最普遍的话题。
当地官场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词——以生态促发展，简称“老虎牌”。
　　2006年，镇坪林业局局长张立斌临危受命，他拖着患肝癌的病体接受了找虎任务。
这只传说中的老虎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现身。
2007年年初，一个叫覃大鹏的党校干部调任镇坪林业局局长，继续寻虎。
　　在县长吴平入主镇坪县政府之前，镇坪的虎缘并不比其他山区更深。
1992年，在《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实施3年后，陕两省镇坪县林业局设立野生动植物管理站（简称“
动管站”），一名叫李评的教师，成了林业局动管站的工作人员，从科员到站长，都由他一人担任。
　　2004年五一长假期间，李评接到了镇坪县曾家镇彭国海的电话。
彭国海在电话里说，他在山上发现了一串很大的脚印。
李评让彭国海先用塑料薄膜把脚印盖好。
五一长假结束后，他赶往现场测量发现，这串留在泥地里的脚印直径在17—21厘米之间，初步判断应
该是大型猫科动物的足迹。
李评拍了照，而且还让彭国海把水泥倒在脚印里，做成了足迹模型。
2004年年末，时任镇坪县林业局局长的黄新义去西安开会时，把足迹模型以及脚印照片拿给卢西荣等
人辨认。
几名动物专家研究后，认为脚印很像是华南虎留下的。
“镇坪可能有华南虎”的消息引起了当时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的重视，“烂草黄”从传说中慢慢走
进了镇坪的官场生态。
　　2005年春节过后，陕西林业厅计划展开专题调查。
2005年年底，卢西荣等4名专家第一次赶赴镇坪摸底。
镇坪县动管站站长李评负责接待并配合4名专家的工作。
他们在镇坪待了20多天，走访群众，了解信息，并初步认定有必要在镇坪展开华南虎专项调查。
随后，他们还制订了“华南虎专项调查计划”，初步预算调查经费22万元。
参与调查的成员主要来自陕西省动管站、陕西省动物研究所、陕西林业勘察设计院等。
调查队队长由陕西动管站副站长卢西荣担任。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调查队成立之初，大家还是想做一些事情。
他们坚信，自己的调查会诞生若干新的成果。
在2005年前后，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良好的愿望。
　　2006年5—6月，镇坪县林业局财务账户收到省林业厅分两次拨的专项调查经费，总计16万元。
6月，卢西荣带领的调查队抵达镇坪，并正式展开调查。
调查队来了20多人，被分成3个野外调查组及1个监督组，并分片区展开工作。
卢西荣、李评被分在监督组，他们主要负责统筹、协调及应急等工作。
调查队的主要工作是走访询问，上山野考的次数并不多。
调查期间，调查队成员被安排在当地一家宾馆入住，两个人住一个标间，100元左右/天。
调查队成员平均每天吃饭、抽烟、喝酒的费用超过500元，这些钱都是从调查经费中扣。
除了吃喝、住宿，调查队专家每天还有120元的补助。
安康市动管站以及镇坪县动管站下乡每天补助则只有3元。
调查队上山，请当地的向导，需要50元/（人·天）。
这个相对高的补助费，让文采村的农民周正龙从众多的猎人中脱颖而出，与调查队和镇坪林业局结成
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户西荣50岁左右，任陕西林业厅动管站副站长多年。
顽固的高血压，一直是这个站长的致命软肋，据说已经影响到了他的仕途。
在已经有保护处设置的前提下，动管站这个机构就有重复的嫌疑，更要命的是，这个可有可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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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厅里面盯着站长位置的不是一个两个。
在卢西荣披挂出征镇坪前，有关他的去向，在林业厅内部就有诸多说法。
　　几个月后，某个说法就得到了应验，他继续当副站长，一个多年在办公室写材料的人成了他的上
司。
　　2007年1月8日，卢队长一行在镇坪找老虎的工作开始。
一个叫李骞的年轻人，登上了舞台。
他的主要任务是接待，为考察队作后勤保障。
　　李骞，安康人，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生，镇坪林业局动管站科员。
他是追随妻子的脚步，从安康来到镇坪的。
到镇坪之前，他是安康种子站一名职工，认识了镇坪的一个乡村女教师，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
从安康调到镇坪。
　　李骞协同陕西林业厅华南虎调查队大展身手的时候，站长李评则成了多余的人。
无事可管的李评在华南虎调查队进入镇坪期间，渐渐退居二线，大多数时间在5个小时车程外的安康
家中“休假”，领取科员级别的工资。
　　2007年1月8日开始，华南虎调查队其中的10多个人分成了3个小组，在镇坪找老虎。
根据上一次的调查情况，调查组把重点放在了城关镇和曾家镇。
　　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于晓平。
于晓平原是陕西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之前作中国国宝级稀有鸟类朱鹦研究，在圈内有较高的声誉。
此后，于晓平被调到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当教师，镇坪全面寻虎之后，于晓平已经做完了自己的
朱鹦研究课题。
传说中的镇坪华南虎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找到陕西林业厅保护处处长王万云，表达了参加调查的愿望，靠着研究朱鹦建立起来的长期关系，
他轻松地成了华南虎调查组的专家队员。
　　这个选择，让于晓平为自己今后的学术之路，埋下了麻烦。
但至少在2007年的1月，于晓平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
　　2007年1月9日、10日，陕西动物研究所的张广平所在的野外调查组在干家坪和牛头店分别花了一
天的时间，但没有太大收获。
1月11日左右，张广平一大早就带人去了文采村神洲湾。
晚上回来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在神洲湾一处雪地里发现了一串脚印，而且拍了照片。
但因为是雪地里拍摄的图片，拍照时又没有用滤光片，照片被拷贝到笔记本电脑上时特别亮，很难判
断雪的厚度以及脚印的深度。
在看照片时，张广平和陕西师大的于晓平发生了分歧。
于晓平发现其中一个后足脚印竟然有5个爪子痕迹，因此认定这串脚印不是华南虎的脚印；张广平则
坚持认为这就是华南虎的脚印。
两名专家吵红了脸，李评立即把户西荣喊来“劝架”。
经过协调，于晓平决定第二天再次前往现场确认脚印。
在雪地里，于晓平等人发现其中一个后足脚印内有一点泥巴，因此在照片中反映出来是5个爪子痕迹
。
这一串引发争吵的雪地脚印，成为日后《镇坪华南虎调查报告》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
　　也就是在这几天里，一直担任向导的文采村农民周正龙在和于晓平的闲聊中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
——如果能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照片，就赚大了。
于晓平从一个学者的价值观出发，告诉周正龙，奖励可能上百万元吧。
这成了老虎风波的一个不经意的伏笔。
目后，这个伏笔将改变整个老虎事件的走向。
　　2007年1月23曰，调查队撤离镇坪返回西安消化材料。
在此期间，因陕西林业厅保护处处长王万云在外学习，陕西林业厅负责与前方协调的实际项目负责人
是新提拔的动管站站长周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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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万云学习结束，返回林业厅后，立即拿回了指挥权，周灵国基本与老虎调查无缘。
事后证明，正是王万云的“夺权”让周灵国与最后的麻烦擦肩而过。
　　2007年2月4日，调查组成员刘文华、钟凌再次来到镇坪，他们只去了神洲湾，花了一天时间。
在前后几次调查中，除走访目击证人外，调查组还收集到了虎爪、虎齿等实物。
但这些实物被证实是当地村民40年前收集到的。
　　最初，来自省城的客人在镇坪的开销，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关注。
工作之余吃吃喝喝，洗洗脚，都被理解成合理的“工作消费”，无伤大雅。
一直到一年后，账本被曝光。
　　华南虎项目的麻烦，从一开始就埋下了。
　　2007年2月7日，距2007年春节还有10天，考察队返回了西安。
　　此后，一直到一份厚达200多页的《镇坪华南虎调查报告》出笼，他们没有再进入镇坪进行调查。
　　这一天，中国体育界扶不起的阿斗——国奥队在英国上演全武行，中国队队长陈涛和队员郑涛受
伤，英国巡游者队无一挂彩。
对这些无论是踢球还是踢人都显得业余的人来说，类似的丢人事件已经引不起国人的热情。
　　第二章　孕虎　　华南虎调查队走了，位于大巴山北坡峡谷中的镇坪也恢复了平静，但考察队在
官场中引起的骚动，才刚刚开始。
镇坪县委、县政府已经开始了迎接华南虎“诞生”的准备工作。
　　为了证明镇坪有虎，首先须要找到确实的证据，如影像或者标本。
但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有人还是提出了操作“老虎概念”，为镇坪的经济造势。
　　与学术研究不同，有没有老虎，对镇坪主政者的出牌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
由于镇坪地理位置太过偏僻，交通不便，此举也被当地人理解为是吴平县长仅有的一张政绩牌。
镇坪派人将发现的证据专程送到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解炎教授，希望他进行科学鉴定。
解炎拿到包括虎爪照片在内的证据后，做出了让当地失望的结论——华南虎调查队目前掌握的所有证
据，都无法证明镇坪还有野生华南虎。
　　得到这个结论，镇坪方面并不死心，将老虎事件当成项目运作的努力，也在继续。
陕西林业厅制作的《镇坪华南虎调查报告》在6月基本结束，并完成了修订，只须要通过学术认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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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南虎网事》说明了：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愚蠢和欺骗，成本都会变得异常高昂。
　　在“虎来了”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用自己最卑微的声音，让谎言现出了原形。
　　周氏正龙者，秦地金州镇坪人也。
正龙置彼画于深山密林中，遮掩修饰，远近数数摄之，得虎照数十副。
照中虎卧于林下，双目炯炯，俨然真大虫也。
归而献之县官居，官居喜，以呈上官居，州府台阁皆不疑，布之互联网，传告天下，赏正龙。
网民见之，咸以为假，竞牙怒骂之，有好事者遍搜于下旧年画，果得虎照原版，多不可数，正龙之谋
遂峁焉，天下皆以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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