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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稀缺时，舆情反转请随意 一周舆评

□狄凯

中国人的好面子，举世皆
知。沸沸扬扬的“中关村二小霸
凌事件”，虽然校方给出了“并
非霸凌”的结论，但显然没有让
事件各方信服与接受。校园霸
凌本无标准，所以很难想象校方
是如何认定的。其实，无论如何，
有未成年的孩子在此事中受到
伤害，处理此事的方向，是抚慰
受害的孩子，同时，也要在一定
限度内惩戒肇事的孩子。之前有
消息称，肇事孩子的家长不愿意
道歉，不管是出于“保护孩子”的
目的还是因为面子，都不是妥善
解决问题的理性做法。

“网红”孔庆东，因为一封
贺信又成焦点。网络流传着一
张署名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的“贺信”图片，其
内容大致为祝贺“孔庆东教授
执教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的
召开。随即，山东大学党委宣传
部回应称，网传贺信系伪造。对
此，孔庆东本人以“把关不严”
搪塞。其实，伪造印章已经涉嫌
犯罪。根据刑法第 280 条第 2 款
的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处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不论是孔庆东
本人出于面子伪造了印章，还
是其他工作人员所为，事情都
应查个水落石出，并严肃追究。

普通人的面子涉及面小，
如果官员也为了面子遮掩事件
真相，问题就大了。2012 年 8 月
4 日，受台风“达维”影响，辽宁
鞍山岫岩满族自治县普遍受
灾，当地通报称死亡 5 人失踪 3
人。但近日，“中国之声”收到村
民匿名寄来的死亡人员名单，
称当地政府瞒报，名单显示，共
有 38 人在岫岩“ 8·4 洪灾”中遇
难。在我国，通常情况下，一般
的自然灾害并不涉及行政问
责。但当地官员的瞒报行为，却
硬生生把天灾搞成了人祸。

因为面子，伤了里子，几千
年来，中国人误的事、吃的亏还
少吗？死性不改，岂非蠢不可及！

为面子伤里子，
蠢不可及

曹建明：作为子女晚辈，在
帮助老人触网使用微信时，应该
提前作一个功课，给老人们打一
下预防针，让老人们明白，微信朋
友圈中的信息，是鱼龙混杂的，是
不可轻信的，从而，使他们心理上
有一个准备，避免盲目相信上当
受骗，影响心情和身体健康。

马全和：微信朋友圈拥有几
亿网民，一只手拉一个，一个人
才拉两个，监管起来非常棘手。
既要加强监管，逐步完善管理制
度，明晰各个人员的职责与责
任，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将
不文明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更
要人人自觉，人人监管。对违规
行为你也不管，我也不管，到头
来受害的是在群里的每一个人。
只有你也监督，我也负责。形成
人人喊打之势，不文明行为不敢
抬头，才能还微信朋友圈一个晴
朗天地。

郭志钧：父母迷恋朋友圈，
一定程度上是他们想缩短与子
女距离的需要。所以，不管是辟
谣也好，还是提醒小心上当受骗
也罢，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到父母
身边，温馨陪伴，趁着他们心情
好时，不妨循循善诱，从容揭开
各种谣言和假消息的面纱，甚至
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会投诉。

林晓铭：需要斩断朋友圈里
充斥的非法利益链。一些微信公
众号的运营者打着健康、养生等
旗号，实际却是为了赚钱。有专
家表示，他们先是利用吸引眼球
的文章赚取点击率和粉丝量；之
后，就能以此替人推送广告，点
击率和粉丝量越高，费用越高。
而有的标题党的文章本身就是
广告或者营销产品的，老年人刚
刚接触网络，更容易受骗也成为
了他们物色的对象。所以，杜绝
此类现象至关重要。

老人好不容易学会用微信,朋友圈里不间断的标题党、谣言、假
消息，却让他们成了受害者。近日，有人倡议发起“拯救爸妈朋友
圈”活动，对此，您怎么看?

下期话题预告

出行高峰期间，公交车都非常拥
堵，年轻人赶着去上班、上学，老年人
赶着去买菜晨练，近日，济南一新闻客
户端发起了“老年人乘公交车该避峰
出行吗？”的调查，近 9 成网友表示赞
同，对此，您怎么看？请把您的观点发
送到邮箱:sdjbrmpl@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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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坐公交该避峰出行吗

漫画/王宁

头条新闻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连续剧式的剧情反转，反转似乎
成为一种流行。每一次反转又似
乎都会迎来一阵欢呼，有的人惊
讶于剧情莫测，质疑者却说，“我
早就说过这看起来很有问题，果
然应验了吧”，一种智力的优越感
和莫名其妙的释然溢于言表；而
另一些人则感到了沮丧——— 在那
样的舆论场，真相揭盖好比赌局
摊牌，事实究竟怎样反而是次要
的，人们只关心真相是不是我押
中的那一款。

不要高兴得太早，当反转成
为一种习惯，甚至一种时代的状
态，再聪明的人都会在真相面前
一脚踏空。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
流面前，在当事人选择性披露，甚
至选择性造假的现实面前，你猜

对了反转并不意味着透视了真
相。多数时候，公众的情绪表达只
是一个与事实无关的站队游戏。

这正是时代的悲哀之处。反
转的流行与习惯的背后，是真相
的尴尬缺席和难以触及。坦率说，
轰动全国的罗尔事件当中，最大
的问题并不是罗尔及其团队隐瞒
并歪曲了多少信息，而是在巨大
的公共信息饥渴和焦虑面前，连
续好几天人们仍不得不以他们披
露的信息为重心，那些具备权威
性、可信度的信息，虽不是毫无增
量，但很显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
供给短缺。

当真相变得稀缺，舆情势必
争先恐后、喧宾夺主。吃瓜群众

“面朝八卦、春暖花开”成了最廉
价的娱乐，而一旦严肃事实泛娱
乐化，往往意味着真相尚未分娩
却已离席退场，舆论的狂欢表面
热闹，内里只有寂寞与萧条。

在许多反转闹剧里，谣言借
舆论浑水摸鱼。有的人在网上曝
假料，像墨鱼喷洒墨汁，形成污染
后怕被以造谣追责，又悄悄删去
痕迹。可造谣的影响业已形成，这
样的浑水摸鱼是一种烟雾弹，意
在诱使对真相的探查偏离方向。
与此同时，舆论偏听偏信，在次要
问题上纠缠不休，愈加使得对真
相的追击偏离靶心。

罗尔事件后，有的人不顾是
非，从表面仁义的立场出发，指责

质疑者“用言论虐杀求救者”。试
问，言论能“虐杀”什么？唯一能让
求救者豁免于质疑的就是完全的
诚信，而不是“我惨我有理”。女记
者跳楼自杀事件后，有人正襟危
坐捍卫恋爱自由，完全无视远比
恋爱自由更重要的人性善恶与生
死抉择。都 21 世纪了，恋爱自由
还需要捍卫吗？不贴切的片言，减
损了对真相追问的锐度和精度。

许多“反转”事件根本就是伪
反转，有的网民和网络小编在毫
无说服力的假言面前投降，在任
何公共事件发生之时抢扮“先
知”，说什么“坐等反转”云云，这
是真相稀缺年代的犬儒心态。什
么都不信和什么都信一样可怕，
都是对独立思考的缴械投降。它
的流行表明，当假言巧借舆论开
始僭夺真相，大众在低水平舆论
场乘坐旋转木马，而真相远在千
里之外。 原载《中国青年报》

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面前，在当事人选择性披露，甚至选
择性造假的现实面前，你猜对了反转并不意味着透视了真相。多
数时候，公众的情绪表达只是一个与事实无关的站队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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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爸妈的朋友圈：网上监管，网下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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