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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月 "# 日，下午两点半，刘俊
杰像往常一样走进济南中院宣传办
公室对面的微博工作室，转发了一
条下辖法院的微博：五人团伙以卖
玉为名搞传销，涉案 $%%%万元被判
刑。微博发布后引来 #%条转发和 &

条评论，与一年前的风光相比，这似
乎与济南中院这个微博大 ' 身份
略有不符。

尽管微博内容再普通不过，发
布之前，刘俊杰与同事陈茜还是反复
核实、校对了半天。这是从她们发布
第一条官方微博时就养成的习惯。

一年前的第一条微博让两个
(%后女孩明白，内容稍有差池，后
果或许不堪设想。那时，她俩盯着电
脑屏幕右上角的几何倍增长的评论、
转发、粉丝和点赞数，紧张不已。要知
道，两个姑娘的个人微博转发和评论
加起来都从来没超过 #%个。

那条微博的发布时间是 "%#)

年 (月 #(日 #$点整，内容也只有
!#个字：【公告】山东省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定于二 *一三年八月二十
二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
污、滥用职权一案。特此公告。

+天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持
续五天半的微博庭审直播就此铺
开。微博直播一时成为济南中院的
代名词。

直播庭审薄熙来的任务

对于全国两万四千多个政法微博
来说，一“战”成名的济南中院如今是
政法微博中的大'，粉丝 #+)万。微博
工作室的荣誉墙上有十多个来自各
大权威评审机构的奖状和奖杯。
济南中院的微博工作室有 $台

电脑，其中 )台负责微博运营，分别

标明微博编辑、审核、发布。两侧墙上
挂着官网和微博的管理办法。正前方
有两台液晶电视，如果进行庭审微博
直播时，可切换至法庭现场。电视上
方的两行红色标语：在新媒体环境
下，奏响公正司法的时代强音。
事实上，当初接到微博庭审直

播薄熙来案的任务，刘延杰还是有
些担心。作为济南中院副院长兼新
闻发言人，他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
丰富。但他还是有些抵触情绪，他比
任何人都清楚媒体这把双刃剑的威
力，他想到庭审照片瞬间铺天盖地
传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情景，就
会有些担心。“直播很容易出问题，
甚至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开会讨论
时，刘延杰毫不掩饰自己的忧虑。其
他领导也表示认同。法院领导层中
大多是 #,$%年代生人，极少有人具
备新媒体经验。但是，会上最终还是
达成了共识，做最充分的准备，确保
任务顺利完成。

在济南中院院长李勇的支持和
授权下，刘延杰开始在全市法院系统
调配合适人选组织直播团队，并多次
去新媒体经验丰富的法院取经，“我

就想看看一个石头扔下去，回响有多
大。”刘延杰向记者回忆。
那时，中国的政法微博已进入

蓬勃发展后的平稳期。根据人民网
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截至到 "%#)年
#%月，政法微博数量超过两万个，
遍布全国 )#个省级行政区。
可刘延杰发现，绝大部分直播

也只是程序性播报，几条概括性的
微博就直播完一次庭审，可借鉴的
意义并不大。刘延杰只能和团队自
己摸索不同的工作方式。
事实上，如今回头来看，薄熙来

案由济南中院进行微博直播并不偶
然。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刑事
大要案审判基地，济南中院审理大
要案的经验丰富，先后审理了安徽
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省政协原副主
席王昭耀案，以及首都机场原总经
理李培英巨额受贿案等一批广受公
众和舆论关注的案件。
此外，从 "%#"年下半年起，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高
层领导在不同场合对发展微博等新
媒体频频表态，最高人民法院还针
对微博传播的特点和微博用户的信

息需求，尝试拍摄了两部微电影。
在薄熙来案开庭前三个月，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法院新
闻宣传工作会议上表示，在新媒体
环境下，法院要及时公布司法信息，
答疑解惑，要通过庭审直播展现人
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依法保障人
权的实际行动，提升司法公信，维护
司法权威。
如今看来，最高法院的这些要

求似乎为薄熙来案庭审直播进行了
足够的动力。刘延杰心里清楚，无论
效果最终如何，这场微博直播注定
将写入中国司法审判的历史。

!网络断线怎么办" 信
号中断怎么办" 有图像没
声音又该怎么办" #

济南中院副院长兼新闻发言人
刘延杰抽调了三十多名业务骨干组
成微博直播团队，由刑二庭、研究
室、宣传办、书记员管理处、网管中
心等部门组成，分成速记组、校对
组、摄像组以及媒体服务组等，并分
别进行针对性的新媒体培训。“我们

之前对微博还是比较陌生的，自己
也没接触过微博，如何运营一个官
方账号，是首先要学习的。”回想当
时的境遇，济南中院宣传办公室主
任祁云奎直言不讳。
很快，陈茜和刘俊杰就被领导

委以重任。这两个姑娘年轻、有想
法，很早就拥有个人微博，算是团队
里最有新媒体经验的，加之她们的
司法宣传和法学专业背景，做微博
管理员或许再合适不过。

可刘俊杰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她本人的微博粉丝只有二百多人，
大多是同学和朋友，发的内容基本
上只与生活琐事有关。但她即将要
发布的是被亿万人关注的一个大
案。她必须调整心态。
刘俊杰与陈茜学习的一个任务

就是如何发长微博。她开始与团队
开会讨论，根据庭审流程，何时更新
微博，一条长微博又该发多少字。团
队的速记人员均是中院的书记员，
他们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遵照
领导要求，他们除了要忠实记录庭
审内容外，还不能出现错别字。“我
平时一分钟能打一百五六十个字，
但心里还是没有底。”)%岁的书记
员马绪乾向记者回忆。
微博直播带来的紧张与焦虑一

直在蔓延。作为微博组负责人的济
南中院副院长刘延杰就试着调节气
氛，甚至跟领导开开玩笑。

按照计划，"%#) 年 ( 月 #( 日
#$时要准时发布薄熙来案的庭审公
告。平时喜欢玩微博的两个姑娘突然
变得紧张，陈茜满手是汗，!#个字的
微博，来回读了十多遍，其他同事也
帮着校对、检查有无错别字，标点是
否正确。她担心小纰漏引起大麻烦，
网民吐槽的本事，她再熟悉不过。

“薄案”公开庭审幕后!上"

! 刘子倩

2013年8月22日，薄熙来案的公开审
理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这是新媒体时
代司法公开的成功尝试。它变成了一种示范与
突破。从此，人们开始认为如此敏感和重要的
大案都可以公开审理，那么其他普通案件的审
理过程大可依法公开、透明地向公众展示。在
那之后，中国各地各级法院都纷纷进一步推动
司法公开的进程。

司法公开不但可以增强公众对于法制、公
平、正义的信仰，更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督
促法律从业者提高司法能力和裁判水平。从这
个意义上讲，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月 ""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现场

闷与狂
王 蒙

! ! ! ! ! ! ! ! ! ! ! !"#秋天是诗

冷酷是一种伟大的美。冷酷提炼了美的
纯粹，美的墓碑是美的极致。冷酷有大美而不
言。寂寞是最高阶的红火。走了就是走了，再
不会回头与挥手，再不出声音，温柔的与庄严
的。留恋已经进入全不留恋，担忧已经变成决
绝了断。辞世就是不再停留，也就是仍然留下
了一切美好。存在就是永垂而去。记住了一分
钟就等于会有下一分钟。永恒的别离也就是
永远的纪念与生动。出现就是永远。培养了两
名世界大奖得主的教授给我发信，说：“没有
永远。”好的，没有本身，就是永远。有，变成没
有，就是说，一时化为永远。有过就是永远，结
尾就是开端，在伟大的无穷当中，直线就是圆
周。与没有相较，我们就是无垠。
比起去年，充分长大的黄栌，出挑得那么

得心应手，行云流水，疏密凭意。它已经有了
自己的秋天的身姿，自信中不无年度的凄凉、
寂静中又仍然有渐渐走失的火热。那临别的
鲜艳与妩媚，能不令你颠倒苍茫，最终仍然是
温柔的赞美？也可能只是因为你去了，我才顾
得上端详秋天，端详它的身段，端详它的气
息，端详它的韵味，有柔软也有刚健，如同六
十年的拥抱与温存，你的何等柔软的脸庞，还
有时下时停的雷雨，时有时无的星月，像六十
年前一样丰满。
也许天假我以另外的七八十年。银杏与

梧桐的叶子正在变得淡黄金黄，它们的挺拔、
高贵与声誉，使秋天也同享了时节的从容与
体面。秋天是诗，秋天是文学，秋天是回忆也
是温习。秋天是大自然的临近交稿的写作。敲
敲电脑，敲出满天星斗，满地落叶与满池白
鱼。柿子树的高端几乎已经落尽了叶子，剩下
了密密麻麻的黄金灯果。相信某一个月星暗
淡的夜晚，枝头的小柿子会一齐放光，像突然
点亮了的灯火通电启动。月季仍然开着差不
多是最后的花朵，让人想起爱尔兰的民歌《夏
天，最后一棵玫瑰》，它们的发达的正规树叶
凋落了，新芽点染着少许的褐与红，仍然不合

时宜地生发着萌动着，在越来越深重的秋季
里做着早春的梦，哪怕它们很快就会停止在
西风与雨夹雪里。芦苇依靠着湖岸，几次起
风，吹跑了大部分白絮银花，我们都老了，
渲染了它们的褐黄与柔韧。靠着芦苇的，有
送走了白絮的小巧的蒲公英。比较软弱的是
草坪，它们枯黄了或者正在枯黄着，它们掩
盖着转瞬即逝的夏天的葱茏与奔忙，它们思
念着涟漪无端的难言之隐。湿地多柳，女性
丰盈的外观与脾气随和的垂柳，她们的长发
仍然拂动着未了的深情。它们说，不，我们还
没有走，我们还在，我们还在恋着你哄慰着
你。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与我一起，我与
你一起。

我喜欢你的命名：胜寒居。我更喜欢居
前的开阔地。你比古人更健朗，他是高处不胜
寒，你是高处不畏冷，不畏高。高只是一个事
实，所以你不讳言也不退让。你在胜寒居上养
了一只黄鼠和一只小羊，你在胜寒居的胜寒
楼上吟诗赏月，那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梦，一个
尚未靠近的故事。
我说了未曾去过的外国，那旋转润滑的

玻璃风门，那深夜的归来，那巧克力与杜松子
酒的混合，那哭哑了嗓子并且敲断了鼓槌弹
崩了吉他弦子的背景的痛苦。那同行的欢声
笑语，是不是有几分亢奋？那从“文革”与为纲
的苦斗中走出来的舞文弄墨的、其实是幸运
的“狗男女”，见到了欧洲就像见到了一批盛
装的，却也是半裸的、脱下了我们长久以来说
不出口的某些遮掩的辣妹猛男，兴奋与惶惑
同在，欲望与摇头共生。那各色各式的汽车与
多棱的反光后镜，那五颜六色、刺鼻的与诱人
的香水气味，那永远的置放在滚石（块冰）上
的黄金色泽的苏格兰威士忌，那服务小姐的
身材与短裙，那酒吧歌女的金发与长腿，还有
为她伴奏的震耳欲聋的乐曲。

我觉得我的牙周已经被架子鼓震得
酥松，我的龋齿正在因小号而疼痛，我的
好牙正在随着萨克斯风而动情地脱落，
我的耳朵开始跟随着提琴的上天入地的
追寻与躲藏而渗血，它在赌咒？它在起誓？
它意欲奔逃背叛？它意欲变成一只飞奔的豹
子。我的眼睛已经因打击乐而紧闭，我的眼球
已经因放肆的疯狂而疼痛。会不会爆炸？还是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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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打造$新闻评论学%

我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怎么办？只有
一切从零开始。为了这门学科的系统化、理
论化和科学化，我选读了不少革命导师特
别是毛主席的评论名篇和有关论述；翻阅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散见于主要新闻业务刊物
上关于新闻评论的各种参考资料；还千方百
计四处调研，查找了解放以前以及当今国外
和港台地区关于媒体评论的论著等
等。在翻阅这类书刊时，我分门别类
地做了上万张卡片，剪贴了几大本评
论范文，还手抄了两厚本馆藏的珍贵
资料。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我虚心
地向报界新老评论行家求教，有选
择地请他们来校为学生授课，然后
对他们的讲课内容加以消化、整理。
除此之外，我还利用寒暑假和上课的
间隙，不时到《解放日报》等大报评论
部进修，参与撰写社论、评论员文章
和署名言论，并坚持练笔，不断向有
关报刊投寄评论稿件，从中积累资
料，以便在教学中现身说法，提高教
学效果。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不到的时
间，在报刊评论界一些行家的关心与支持下，
我不仅尝试独自开设这门课程，还汇编了一
本 #%余万字的《新闻评论教学参考资料》-编
写了一本 $万余字的《新闻评论讲授提纲》
（征求意见稿），使这门学科开始有了自己的
教材。在试行的基础上，这本讲授提纲经过广
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完善，逐步发展成为
长达 #( 余万字的《新闻评论学》一书，并于
#,(&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
是在此之前我近 "%年从事评论工作和评论
教学的经验总结，也对当时新闻改革中评论
工作的成功举措作了梳理归纳。尽管水平有
限，但由于是“第一本”，学术界予以较高评
价，称其“反映了该学科当前的最新水平”。第
一版 )%%%%册很快售罄，接着数次重印，还是
供不应求。
一晃到了 "%世纪 ,%年代中期，原教材

的一些提法、范例显然和当时形势不相适应，
特别是广播电视评论应运而生，评论的技法
也更趋多样化，这就迫切需要对教材作一次
修订。无奈我当时正在总编辑任上，实在无暇

独自担负修订工作。所幸的是，为了适应当时
教学工作的急需，复旦新闻学院张骏德、程士
安两位主讲新闻评论的教师，协助我对教材
作了部分修改、补充，并作为修订的第二版
《新闻评论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 #,,!年
#月出版。
步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业迅猛

发展，新闻评论工作更加呈现出勃勃生机。有
鉴于此，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顾潜
先生又是发函又是来电，希望我对
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新闻评论学》作
一次全面修订，力求立足于这门学
科的发展前沿，紧密联系时下新闻
评论工作的最新实际，注重提高学
生的实践水平和动手能力，最好每
个章节都附有内容提要以及问题和
练习，并一再说明该书将以出版社
的“博学”品牌，作为新世纪版的新
闻与传播学的系列教材之一出版。
在此情况下，我利用自己退居二线
后的有利条件，花了将近一年的时
间，对原教材的体系和布局、内容和
形式作了全面调整，文字增加了近

一倍，并更名为《新闻评论教程》出版。想不到
此版教材面世后，在五年里重印 ##次，发行
近 #%万册。让我更为感奋的是，"%%$ 年年
初，这本教材还被教育部评定为“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是首批申报的 #%余本同类教
材中唯一入选者。

"%%"年修订本出版以来，面对新兴媒体
对传统媒体愈演愈烈的冲击，我国新闻评论
工作又有了新发展、新突破、新成果，特别是
其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功能和作用的提升、技
法和样式的创新，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根
据出版社的要求，我先后于 "%%(年、"%#"年
又作了两次大的修订，补充和深化了不少新
的评论理念，增写了一些新的章节，更换了若
干范例，更加突出教材的时代性、科学性、前
瞻性和实用性，第五版还更名为《当代新闻评
论教程》公开发行-受到业界和学界的一致好
评。《文汇报》和全国核心新闻业务期刊《新闻
战线》均撰文加以推介。至此，这本书从初版
至第五版，时间跨度 "!年，前后累计印刷 +%

余次，发行近 &%万册，已成为全国不少新闻
院校长期沿用的教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