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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开通“网络民意直通车”

“朋友们，大家好！”6 月 20 日，通过人民
网强国论坛的视频直播，中国网民首次在网
络上实现了与胡锦涛的在线交流。面带微
笑、向网民朋友们表示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的总书记，给了中国网民一个大大的惊喜。
在回答网友“小火龙”的提问时，胡锦涛正视
着电脑屏幕，认真地说：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
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
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
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
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
一个重要的渠道。

总书记对网络民意的重视、肯定，开通了
“网络民意直通车”。问政网络，近年已成为一
些地方政府的执政新风。而在重庆最牛钉子
户、山西黑砖窑案、厦门PX项目缓建、华南虎
照片风波等一系列事件中，网络舆论对事件走
向产生了巨大影响，草根网民聚合而成的强大

力量得以体现，亿万网民成功实现了意见表
达、政治参与。

普世价值：草根网民关注最广泛

根据艾瑞咨询的有关调查，网络社区草根
网民群体“肖像”大致如下：87.2%为男性，
12.8%为女性；18～30岁网民占68.9%；75.8%的
网民为大专或大学本科学历；33.5%的网民年
收入 1万～3万元；主要分布在三大行业，学校
21.5%、IT通信 17.2%、加工制造业 12.5%；在地
区分布上，前三名分别是广东 11.12%、江苏
7.6%、北京7.2%。

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2亿多网民的意
见在一些网络事件中是如何从网帖的海洋中
集合、融汇，终成“燎原之势”？

在一些引起极大社会反响的社会事件中，
网络社区的一个帖子往往充当了最初的导火
线。作为“舆情集散地”，每天都有数目庞大的
帖子作为“舆情种子”在网络论坛“着床”。然
而，并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生根发芽”。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

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在用户参与性极
强的网络社区，每天都有很多帖子源源不断
地生产出来，一个帖子若要存活下来，必须
争夺有限的论坛关注空间，必须积累持续的
新帖或者跟帖。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千万
网民“当家做主”操纵鼠标决定某个议题“生
死”。

对于潜力热帖的特征，天涯论坛负责人宋
铮归纳说，“小道消息、搞怪、颠覆传统”并不能
产生持久的话题争议，真正吸引用户广泛参与
的，是那些围绕普世价值的话题，比如：“最牛
钉子户”——个体财产保护；“华南虎”——政
府诚信；“艳照门”——道德伦理；“奥运火
炬”——爱国情。

版主、推手、草根记者：
网络社区三大“最牛”草根

论坛版主作为论坛的管理者，有置顶或者
推荐帖子的权力，作为“高段位”网民，他们练
就了一双发现潜力热贴的慧眼，具有“专业”的
网络事件操盘能力。如“华南虎事件”，陕西发
现华南虎的照片见报后第三天，天涯杂谈网友

“第一印象”就给版主“党指挥枪”发送了一条
短消息：照片里有许多疑点！两人讨论之后，

“党指挥枪”发出了质疑照片的第一个帖子《陕
西华南虎又是假新闻？》。

除版主之外，“网络推手”已成为网络草
根群体中“最牛”的一小撮人。著名“推手”陈
墨炒红了芙蓉姐姐、流氓燕、二月丫头，老浪
成功策划了天仙妹妹、非常真人。人称南陈
墨北老浪。

论坛版主、网络推手多与网站新闻编辑有
联系。新浪网一名网站编辑向记者介绍说，版
主会定期向网站编辑推荐帖子，被采纳后，该
帖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而通过版主，网站新
闻编辑在“舆情集散地”——网络论坛布下了
众多眼线。在“华南虎”事件中，网易新闻积极
参与“华南虎”的调查，制作新闻专题，出面邀
请专家对虎照进行鉴定。

此外，还有一支追查网络事件真相的“别
动队”，人称“草根记者”，他们凭借独立身份，

前往新闻现场采访，利用博客向网友报道。如
湖南卖菜小伙周曙光，执著追求“在突发性事
件中提供第一手信息，让公众能够听到当事人
的声音”。他曾利用私人博客来报道重庆九龙
坡区杨家坪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PX项
目缓建事件。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他又飞往
贵州调查瓮安事件，到达当地的第二天，他不
仅用相机拍下事件过后的场景，还从死者家庭
收集了信息。

在网络话题形成一定热度后，传统媒体往

往会对网络事件介入，网络与传统媒体已形成

了良好的互动模式。金兼斌教授说，作为专业

的新闻生产机构，传统媒体一旦介入，对有关

事件的真相披露进程将大大加快。传统媒体

所积累的专业信誉和拥有的组织资源使得它
们有能力对有关事件进行深入的挖掘、跟踪和
较全面的采访；同时，传统媒体对社会公众具
有巨大影响力，常常导致社会强力机构如政府
部门对事件的关注和干预，从而影响事件乃至
舆论的走向。

“灌水”“拍砖”“人肉搜索”：
网络舆论三大压力机制

一个网络事
件从“诞生”到初
具影响力，从某
一论坛中迅速向
其他网络论坛溢
出，离不开大量
网友不辞劳苦的

“灌水”。成千上
万的网友将该事
件的网页链接散
布到其他网络社
区，或者发布到
QQ 群、MSN 等
即 时 通 讯 工 具
上，甚至直接转
发到朋友手机，
短时间内该网络
事件几乎可以做

到“路人皆知”。
形成网络事件吸引众多网民眼球后，便进

入“拍砖”阶段，“口水与板砖齐飞”，分散的民
意在网络社区平台上快速集结，汹涌的舆情在
短时间内汇聚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具有
高度传染性的表达情绪的手段在此阶段相伴
而生：如制造流行语“很好很强大”、“很黄很暴
力”，以及最近出现的“俯卧撑”；修改 QQ、
MSN头像，反“藏独”事件中，不少头像变成了
红彤彤的中国心，被评论为“祖国山河一片
红”。这些为网络舆情在瞬间所能达到的热度
给予了最直观的注脚。

通过“人肉搜索”寻找事实的真相，也已经
成为网络舆论一大压力机制。在“很黄很暴
力”事件中，网友使用“人肉搜索”，将当事者的
所有隐私信息公之于众。事件之后，公众为强
大的网络草根力量惊讶，也在反思网络草根力
量暴戾成癖、偏执成狂的另一面。各大媒体

“规制人肉搜索”的呼声不断，论坛上也出现了
不少“反思帖”。金兼斌教授说，无论是外部的
压力干预还是论坛内部的反思内省，都体现了
网络社区本身初步具有某种自我净化机制或

“准生命体功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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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年变化纪实

草根网民通过网络实现政治参与

直播取消30秒延时

从某种意义上，北京时间有时要慢半拍，至
少对于热爱体育节目的北京市民徐铁军来说是
这样。当他收看美国的 NBA 赛事时，常常发
现，他在家里收看到的中央电视台赛事直播还
不如海外网友在BBS上的文字直播来得快。

这位 32 岁的国企员工原本有些担心，这
次奥运会的各场比赛，万里之外的海外网友又
会先睹为快。虽然他家距鸟巢不到两公里，从
窗户里就能看到。

现在不用再有这种忧虑了。中央电视台
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日前透露，奥运会期间，
央视将取消直播延时。此前，几年来央视一直
沿用着一个惯例，“为保证播出安全”，直播时
采用30秒技术延时。

就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
小琴评论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在
这个全世界瞩目的时刻来改变直播方式，这展
现出中国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

“虽然只是短短30秒，但这一次，北京时间
与国际时间接轨了。”也有观察家如此评论。

外刊“解禁”：一个符号

“北京欢迎你。”《北京日报》用醒目的中文
在头版写道。而在不远处摆着的《纽约时报》
上，懂英文的人可以从密密麻麻的英文中认出

“反脂肪酸”、“布什”、“麦凯恩”等字样。
一直以来被禁止进入中国内地的许多境

外报刊，在奥运会召开的这个夏季，获得了一
个短暂的“假期”。如今，在北京新闻中心的书
报亭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几十种“解禁”后的
境外报刊，与中国报纸摆放在一个架子上。

第一排摆的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
《北京日报》等，从第二排起，《华尔街日报》、
《南华早报》、《读卖新闻》等报纸依次排开。

所有报纸都明码标价：《华尔街日报》25
元，《日本经济新闻》50元，德文的《时代周报》
最贵，要 120元。当然，也有例外，《纽约时报》
的封面贴着“仅供阅读”的字样，有钱也买不
走。具体原因，销售者没有解释。

这些报纸，除《纽约时报》外，几乎都是当
天出版，每天下午4时，准时出现在中国的专用
书报亭里。不过，店长李晓光表示，前来购买
的主要是外国人，而这些报纸也不是每天都能
卖出，除了卖得较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和

《今日美国》外，多数报刊较少有人问津。
在奥运为中国带来的新鲜事儿中，境外报

刊格外引人注目。“解禁外刊就是解放自己”。
一些媒体探讨其中的正面意义。而关于《花花
公子》是否也会出现的传闻，一度给这个话题
染上几分暧昧和意淫的色彩。

普通市民也不用担心会错过这一短暂的
解禁期。负责这一事宜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
司负责人表示，普通中国民众“只要能进入这

些奥运场地、酒店、机场”，就可
以购买这些境外刊物。

因为奥运场地只有持有票
证者才能进入，因此，机场和酒
店，成为多数人购买上述报刊仅
有的选择。

在T3航站楼国内港唯一的
图书经销商店逸臣书店里，除了
此前一直被允许销售的《时代》、

《读者文摘》等外文杂志外，记者
并未看到新解禁的近百种报刊
的踪影。

书店的图书进货员周辉栋
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消息。他
记得，机场的商贸公司专门下过
文件，鼓励各家书店向中国图书
进出口总公司订购这一批报纸
杂志。不过，周辉栋提交的订货
申请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媒体从业者平客购买和阅
读境外报刊的习惯，最早始于
1986年。当时，他在海关工作，
总是能“顺便”读到收缴的报纸
和杂志。他还记得，有一期《时
代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一个中
国 歌 手 的 照 片 ，让 他 激 动 不
已。

早在这次“解禁”前，平客就
通过酒店零售点和订阅的方式，
购买境外报刊，每个月要花销几
千元。除了《纽约时报》、《泰晤
士报》等几份报纸外，多数报纸
和杂志都可以买到。而且种类
越来越多，购买也越来越方便。

最初订阅时，他有时会突然被告知：报刊
的某一期不能销售，并把钱退给他。不过，这
样的情况后来越来越少。

刚一看到境外报刊“解禁”的新闻时，平客
心头一怔，但随即就平静下来。

“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很多境外报刊，
都可以在网上看到，过去的年代里存在的那些
阻碍，早就不存在了。”平客说。

在他看来，因为昂贵的价格和语言的阻
隔，那些出现在报刊亭里印着外语的新闻纸，
不会真正被广泛购买。它更像一个符号，而符
号后面，该发生的事情，早就在发生了。

北京正脱掉Chinglish衣衫

来中国前，纪韵融无数次抱着汉语课本，
一边复习一边设想，但他怎么也没想到，闯荡
中国的日子会有一个充满幽默感的开头。

8年前，这个德国小伙子在上海机场第一
次乘坐中国出租车，看到车上有一句提醒乘客
的英语：“请带好随身物品”，相应的英文是

“Don＇t forget to carry your thing”。因为差一
个“s”(此处“物品”应为复数形式“things”)，这句
话很容易让老外——尤其是男人——理解为

“别忘记带走你的小弟弟”。他乐了，赶紧用相
机拍了下来。

类似的中国式英语差错，一直是新东方课
堂上，最活跃气氛的噱头。

从国门初开的 30 年前，中国人便津津乐
道于骨子里流淌着中国式思维的英语。“你好”
叫做“yougood”，“好久不见”被翻译成“long
time no see ”。这种典型的从中文到英文一个
字一个字对照着翻译过来的中国式英语，在当
时被人称为“洋泾浜”。

“洋泾浜”带来的不仅是逗乐，有时候，它
甚至可能引发某种严重的猜想。在北京八达
岭高速路口，“中华民族园”一度被译作“种族
主义者公园”(Racist Park)。

当看到中国餐馆菜单上的狮子头(Burn
Red Lion Head，直译为“烧红了的狮子头”)、驴
打滚(Rolling Donkey，直译为翻滚的驴)、夫妻
肺片(Man and Wife Lung Slice，直译为“男人和
女人的肺片”)后，来自加拿大的菲利普大惊失
色。在一家环保NGO工作的他，差点儿以为
他的工作就是要从中国厨师的厨刀下，去解救
狮子、驴子乃至人的性命。

被逗乐的老外给这些中国式英语取了个
新名字：Chinglish。面对形形色色的Chinglish，
国人似乎并未在意，一个小小的英文错误，有
多少人看？

问题是奥运来了，一切都
在变。就在 Chinglish 连同“海
啸”、“禽流感”被全球语言监听
会公布为全球最流行的十大词
汇时，一股规范公共场所英语
标识的热潮，也从中式幽默英
语诞生最多的地方——北京开
始，向全国蔓延。

北京市外办、北京市旅游局
花了两年时间，编写《中文菜单
英文译法》，其中收录了 2700多
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译法。佛
跳墙、叫化鸡、鱼香肉丝、水煮鱼
……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
统菜，如何翻译成标准英文，确
实让专家团队大伤脑筋。为求
翻译准确，他们放下身段，在网
上向网民征求意见。

在奥地利经营中餐馆的谢
涵女士说，国外的中餐馆菜单一
般翻译得很直白。比如，鱼香肉
丝 就 译 成“ 肉 丝 加 大 蒜 汁 ”
(Shredded Pork in Garlic
Sauce)。而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
青年人则告诉中国记者，他对于
水煮鱼的翻译(在辣椒油里的鱼
肉)很满意。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花了大
量人力和物力，去改正那些在公
共场所不规范的英文拼写。离
开中国后不久，纪韵融在他的博
客——一个专门张贴 Chinglish
照片和故事的个人网站——贴

了首都机场某个滑稽的 Chinglish，没过几天，
一个中国姑娘写电邮告诉他，那个标志已经改
成规范英文了。

在纪韵融看来，展示 Chinglish 与嘲笑无
关。事实是，诸如“long time no see ”在英语国
家已被广泛接受，不再是Chinglish了。纪韵融
甚至有点担心，如果Chinglish都消失了，是不
是会少了很多乐趣？

与更换菜单、路牌的难度相比，数百万中
国人的T恤似乎是更难管理的地方。路透社
记者评论道：“T恤上英文的罪状五花八门，从
拼写错误到不知所云。”

更让这位记者觉得意味深长的是：一位摄
影师让模特在鸟巢前穿着印有中式英语的 T
恤摆造型。“这种语言是中国发展速度及赶超
世界愿望的绝好象征。”

红旗下的城市

网友“ronaldoher”最近有点儿郁闷：她发
现北京街头最近插小国旗的车辆越来越多，看
得她热血沸腾，“真想马上也买辆车来插旗”。

相比之下，网友“冰蓝”不仅自己的车上插
着国旗，她家阳台玻璃上，也黏着一面车载国
旗，在23楼迎风飘扬，喜迎奥运。

国旗在 5 月下旬就插上去了。当时她和
姐姐“小猪”，在网上义卖这种国旗，一共分4批
卖了360面，先后为四川灾区捐款3725元。

“一是为了灾区的孩子们，二是希望奥运会
时看到满北京跑的车上都有国旗。”“冰蓝”说。

“冰蓝”在网上的签名档是“西藏、台湾、钓
鱼岛，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属于中国的！”而
她的 MSN 签名中写着“西藏永远都是中国
的”。当时许多人正在抵制家乐福，她特意在
签名旁加上了3颗红心。

卖国旗的想法源自姐姐。“5·12”地震后，“小
猪”发现马路上出现了个别插着国旗的车辆，于
是，她就去免费给客户发放国旗的洗车场询问。
姐妹俩“想为灾区做点事”，决定义卖国旗。

据“小猪”说，购买她们国旗的，大多是“80
后的孩子”。

无论是“冰蓝”，还是“港湾”，他们义卖国旗，
不仅是为了“重建家园”，更是为了“喜迎奥运”。

“港湾”开一辆“捷达”。这一天是单日，他
那辆插着国旗的双号车停在家里。没能看见
他驾车兜风的样子，多少令人有些遗憾。

同样有些遗憾的，还有“冰蓝”。因为有“80
后的孩子”向她反映，她义卖出去的国旗中，“有
的质量不好，是假的”。尽管如此，她不希望这
一切影响到更多的车主们使用国旗的热情。

“伴随着奥运的爱国热情，就像一堆晒了7
年的干柴，只需要一点火星儿，就会成为烈
火。”“港湾”形容道。

奥运日益近了，满街风驰电掣的汽车上，
猎猎飘动的红旗，一天一天多了起来。然而

“80 后”“ronaldoher”发现，大多数“好车”都在
插国旗上“保持沉默”。她正纳闷时，一辆奥迪
A6 疾驰而过，令她一阵兴奋。因为那辆车上

“居然也红旗飘扬”。而这是挂国旗中，她见过
的最“贵”的一辆。 据《中国青年报》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央视新大楼央视新大楼

国内网民人数在急剧增加国内网民人数在急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