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很多学校，传达室工人
年纪都比较大，他们见多识广，
为人和善，责任心强，“门房老大
爷”也是我们那几代人的中小学
教育记忆。现今学校，不但围墙
坚固，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保
安力量也加强了，门卫比以往任
何时期都辛苦，然而有些问题，
靠身强力壮未必能对付。

有位门卫讲了一个“两双皮
鞋”的故事。家长甲送给教师甲
的是一双价值 900 元的甲皮鞋，
家长乙送给教师乙的是一双价
值 300 元的乙皮鞋，都放在学校
的传达室。教师乙收到家长短
信，到传达室来取皮鞋，二话不
说，拿走了甲皮鞋。门卫提醒她
拿错了，教师乙认为门卫多管闲
事。教师甲来传达室，认为家长
送她的皮鞋不可能是这种颜色
的，要求门卫负责联系教师乙调

换回甲皮鞋。门卫认为这不是
自己的职责，请两位老师自行协
商。下面的风波，说不清了，一
锅粥，两名家长也卷了进来。我
认为故事前提荒谬，以至于没法
决定先说清哪一点。——家长
敢于随意给教师送礼，是因为双
方都没有约束；家长公开地送礼
送到学校，则说明学校收受礼物
成风，不以为怪。但我竟没想到
教师会为收受家长礼品而闹出
纠纷，又把送礼的家长卷进去。

我转述这件事时，自以为说
清楚了，可是听众被这“甲、乙”弄
糊涂了。但大家吃惊的，是现在
的家长敢送礼到学校传达室。

随着外地学生涌往省城读
书，农村的送礼风也吹到城市。
五年前的一次，在传达室看到堆
放着的 15 箱茶叶，七八箱草鸡
蛋，还有五六袋大米；还有一次，
看到五箱大闸蟹。有门卫说，这
是送给教师的，送给某领导的烟
酒藏在别处。

在学校发生的一切行为都
是教育，从这个意义而言，传达
室也是教室。传达室是学生每
天必经之处，课间各班学生也常
来取邮件，他们看到堆放在这里
的礼品后，对学校教育会有什么
印象，又会如何评价教师呢？虽

然大部分教师言行谨慎，恪守师
德，但是，在有学生的地方，有些
事是很难说清的；既然“说不清”，
就得尽可能减少误会；对有些事，
就得禁止，比如，在学校传达室，
就应当禁止家长存放礼品。

也有校长和教师认为无所
谓，理由是“禁不了”。然而，总
得为学生的成长着想。退而求
其次，我曾建议校方索性在学校
附近专辟“礼品堆放室”，——只
要不让学生看到，随他们怎么闹
腾去吧。

一位来自农村的门卫说，以
前听说省城名校，敬畏得不得
了，到这里来当门卫，在同乡中
也很有面子；没想到两年下来，
什么怪事都见到了。同样是教
师，差距大得不得了，有些名师，
待人谦和有礼，有些老师，则傲
慢得不得了。有个教师骑摩托
车进门，从不下车；有教师违章
开车进校门，门卫按规定阻拦，
这老师竟然用汽车顶撞门卫！
这个门卫说：“我就不敢想，这些
老师会把学生教成什么样！”事
情传开，有人提议让那个开车撞
人的老师也来做几天门卫，代替
检讨，但多数人认为，他同样没
资格做门卫，因为学校的传达室
也在发生教育。（12）

传达室也是“教室”
■ 校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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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场

试想想，如果去掉
“躲猫猫”，仅以“李荞明
在看守所里被牢头狱霸
打死”作为新闻标题，放
在偌大一个中国，这样的
新闻有多少人会关注呢？

邹振东 厦门卫视总监

舆论的主语

周克华这个名字，在大陆路
人皆知，在台湾未必了了。但如
果换一个称呼——“爆头男”，至
少看《旺报》的台湾读者会晓得：
你说的是那个杀人犯啊！

同样，如对你说“王兴正、程
国荣、胡斌”这几个名字，你可能
会愣一下，但只要说出“俯卧撑、
犀利哥、欺实马”，你马上就反应
过来：呵呵，原来是他（们）啊！

现实世界转换到舆论世界，
舆论事件的主角甚至事件本身，
可能会换上一个新的称呼，我称
之为舆论主语的转换。对台湾
舆论战十来年的跟踪和对大陆
舆论场近年来的观察，我建构了
一套舆论主语的分析工具，用它
来分析舆论事件，有很多有趣的
发现。

据说，艺人要成功，名字要
取得好。最典型的就是刘德华，
如果他坚持用刘港生这本名，恐
怕很难红起来。同样，一个舆论
事件的传播效果，也往往和它在
舆论场的重命名相关。如果不
是“躲猫猫”三个字，一个普通青
年的非正常死亡绝不会引发全
国关注，甚至被评为 2009十大网
络事件之首。尽管云南晋宁警
方否认他们最初说过“躲猫猫”

一词，他们的说法是玩（“瞎子摸
鱼”）游戏，但是“躲猫猫”一词甫
一问世，就以其通俗易懂、朗朗
上口和兼具娱乐精神，走红传
统、新兴媒体，征服现实、网络世
界。试想想，如果去掉“躲猫
猫”，仅以“李荞明在看守所里被
牢头狱霸打死”作为新闻标题，
放在偌大一个中国，这样的新闻
有多少人会关注呢？

由于汉语言的特点，在中文
语境中，舆论事件的主语，以三
个字的组合最为常见，我猜测，
这可能跟中国人的姓名多用三
个字有关。两个字的组合微乎
其微，大约因为两个字，很难将
一个事件的特征言简意赅地概
括出，并可以与其他事件区别开
来，比如说，一个事件概括成“老
虎”，谁能猜得出是什么事件
呢？是老虎伤人，还是老虎脱
逃？但只要变成三个字——“周
老虎”，哈哈，大家都明白了。

三个字的舆论主语走红，还
有很多原因，它便于搜素引擎搜
索，表现力也超强，比如大蒜涨
价，如果舆论主语就是这四个
字，显然红不了，换成“蒜你狠”，
形象生动，酷毙了！最重要的是
它还可以用这种组词方式，无穷
地衍生下去：“豆你玩”，“糖高
宗”、“姜你军”、“油你涨”、“苹神
马”、“鸽你肉”……子子孙孙，无
穷匮也。

三个字的舆论主语还有一
个特别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喜欢
用叠字，重命名舆论主角的类
似：范跑跑、郭跳跳、周逃逃、郭
美美、卢美美……；重命名舆论
事件的诸如成都的“楼歪歪”，上
海的“楼倒倒”，烟台的“楼脆

脆”……
而且，这样的“三字叠”，十

有八九跟负面新闻有关，所以，
如果有一天，你的名字或者行
为，突然被这样的“三字叠”所指
代，“恭喜你，你中奖了”！等着
应付舆论风暴吧。（2）

2010 年底，写完英国人威
廉·琼斯爵士的故事，我就去
了加尔各答。

琼斯爵士迷恋东方研究，
为得到去印度机会，进了伦敦
法学院，1783 年，他被派往加
尔各答的印度殖民地最高法
院。刚安顿下来，他就挑了三
十个对亚洲文化有兴趣的英
国人，于 1784年 1月 15日成立
了研究当地文化的兴趣小组。

琼斯爵士是个语言天才，
很小就会写基本中文，会拉丁
语、希腊语、希伯莱语等，47 岁
去世时，已经精通 13 种语言、
能熟练运用 28 种语言了。抵
达印度，他马上兴致勃勃地开
始学习古梵语。1786 年 2 月 2
日，学梵语仅6个月后，他宣读
了自己的研究报告，此举被语
言学界看作是比较语言学的
起点：他的研究指出，梵语在
雅利安语群中起着关键作用，
人类各族在几千年前曾使用
共同语言。语言学家给了它
一个名字：原始印欧语。

22年后的1805年，学会在
加尔各答市公园大街建了一
栋楼房，从此有了活动地点，
也开始极为丰富的收藏。那
就是闻名世界的“亚洲学学
会 ”，也 叫“ 孟 加 拉 亚 洲 学
会”。1829 年，亚洲学学会开
始邀请印度会员。1885 年，远
在印度独立的 42年前，协会已
有了第一个印度人主席。文
化上的视野开阔，是他们开放
开明、超越种族樊篱和狭隘文
化隔阂的背景。

可惜，学会第一任主席琼
斯爵士，十年后就去世，葬在
他迷恋的印度。知道他的墓
地、他创办的亚洲学学会博物
馆都在加尔各答，自然想要去
看看。

琼斯爵士葬在公园大街
的一片古墓地。他走在 1793

年，墓前修了纪念碑。秋日
阳光从大树间飘洒下来，空
无一人，很适合会见爵士的
心情。

去亚洲学学会的经验，却
十分意外。1805 年的老楼，已
被新楼包围。去之前我看过
新楼照片，可是待见真容，却
灰头土脸。推大门进去，需
登记签名。我提起相机，想
拍个学会的牌子，被喝住了。
到二楼，再被要求登记签名，
签完之后，被领到三楼办公
室，需要取得批准。楼上小
而乱的办公室里，已有一对英
国年轻人，他们怯生生地坐在
那里，一脸困惑。我们也坐
下，等领导。

等来的领导很严肃，一番
询问后，不但必须再次登记签
字，还需要核对护照验明正
身。然后，领导拿着护照去办
复印。我们四人面面相觑。
英国小伙子终于忍不住蹦出
一句：我们只是要看看博物
馆 啊 。 我 回 说 ：我 们 也 是
啊。听到领导脚步声，我们
赶紧收起脸上的感受。拿回
护照，我们又被领到二楼图书
馆的一间屋子，由工作人员开
出粉红色发票一样的单子，这
就是许可了。

可以参观的博物馆极小
一间，陈列陈旧，参观者就是
我们四个。当年英国人撤离，
留下了他们的收藏。几十年
了，经卷和古稿，在加尔各答
湿热空气下，在呼呼作响的
电扇下发黄、变脆。我们问
了一句玻璃书柜里的《大藏
经》，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抽出
一卷，却用力过猛，碎落的书
脊撒了一地。

出来再一次次顺序签名
退出。绕到后院，想给包围在
院子里露出一角的老楼外墙
拍张照，又被院子的守卫喝住
不许。我亮出那张粉红色的
参观许可，守卫再打电话上去
请示，回说不可以。趁他打电
话，我悄悄拍了院子里“亚洲
学学会”的牌子，算留个纪念。

显然，社会进步并非都是
线性向前：文明可以进化，也
可以倒退；遗产可以继承，也
可以糟蹋。全看自己了。（5）

访亚洲学学会
■ 看见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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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 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