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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王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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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不缺故事! 也不缺

讲故事的人" 不仅中国民间

故事的起源! 要远远早于欧

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 就是

改革开放 !"多年来!山河巨

变#人民致富#世界惊讶!更

有无数的故事堪称传奇!就

是些普通的奋斗故事也是当

代国人的心灵史"

但是!故事讲给谁听$我

们的经验! 一般是老年人讲

给年轻人# 晚辈听" 但讲故

事!遇到的挑战还不小"笔者

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案例是%

一位名叫吴海云的农民企业

家无法讲故事给儿子听" 老

吴是土生土长的金山区山阳

镇人!#"多岁!山阳镇还当选

为中国民间故事之乡! 每一

位长者都能讲正能量的中国

故事#乡土故事和家庭故事"

老吴不是党员!但他讲&共产

党好#改革开放好'的时候!

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听众都

很感动" 老吴这样比较家乡

的沧桑巨变%小时候的农村是

臭的! 捕杀的麻雀是营养来

源!现在的农村鸟语花香(那

时天晴了! 走在下过雨的烂

泥路上还舍不得穿草鞋!现

在条条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上世纪 $"年代!#"多岁就很

老了#要准备棺材了!而他现

在还很后生!能去欧洲翻越阿

尔卑斯山( 他本人因贫失学!

只有小学学历!现在儿子大学

早就毕业了且有份很好的工

作" 老吴的不快是&儿子根本

听不进去'! 他说%&一定要想

办法把下一代教育好!要让他

们不忘本) '交流中了解到老

吴当爷爷了!孙子和他很亲"

于是我建议不妨讲故事给孙

子听!实行隔代相传"

笔者遇到的第二个挑战

案例! 发生在上海市第八人

民医院" 和其他医院几乎一

样! 本职工作繁忙的压力和

医患关系紧张的传闻! 让青

年医护人员难免感到纠结"

但第八人民医院有个老龄服

务病区!年轻的护士长贺云和

更年轻的同事们提出&!$"度

全方位优质服务病区'的工作

目标"所谓&三心'!质量放心#

服务称心#环境舒心(&六化'!

规范化#制度化#创新化#安全

化#亲情化#人性化(&"投诉'!

则是全年零投诉" !$" &亲情

化'服务!要视患者为亲人!提

倡&一次住院永远朋友'(给病

人过生日! 送上连心卡建交

情(重大节假日举办小型医患

联欢会! 电话慰问出院患者"

于是!年年都有老人在那里举

行金婚纪念!五年来都是零投

诉" 目前!医院党委正在整理

&!$"度'的故事!打算向全院

医护人员推广这一创新性举

措"但在医生护士被打新闻不

断出现的当下!讲&亲情化'服

务的故事!也不是没难度"

第三个挑战案例发生在

高安路第一小学篮球队" 五

年级的篮球队队长沈时豪和

我是忘年交! 但他只想听校

友姚明的故事( 我就给他讲

姚明的慈善故事" 年末!他从

网上得知一同龄农民工子弟

渴望一只篮球的愿景" 他的

学校赞助了一只篮球!我陪他

去扮演&圣诞老人'!但沈时豪

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对方学校

居然没有篮球场和篮球架"

我俩商议一阵后决定% 我负

责篮球架的赞助!他负责当教

练!他想帮小伙伴们建一支篮

球队" 末了我建议%如果好事

情明年真的办成了!不妨整理

成故事告诉校友姚明(他很认

真地点了点头"

从以上三个故事可以看

到!讲故事确实有难度" 但讲

故事关键还是要有故事可

讲!只要是有正能量的故事!

总有愿听能听的人" 我们什

么时候都需要正能量!中国的

故事自然还要讲给外国人和

海外侨胞听! 其间大有讲故

事的学问可思#可议#可悟"

*作者为上海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研究员）

! ! ! !本来是想聊聊养老保

险并轨的! 思路七拐八绕!

却被&临时工'一词绊得一

激灵"

眼下大家热聊的#唯恐

看不懂的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的养老保险改革!是一只

大家想象中迟早要落地#但

却在空中飘了很久的 &靴

子'! 目标是和企业人员一

起!陆续并入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大盘子'!不再另设制

度" 从此!中国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 将分为 &职工'和

&居民' 这两个独立运行的

体系" 有舆论乐观地认为!

企事业养老并轨之日!可能

就是社会化养老保险走向

一体化操作之时"

然而!还有一个&临时

工'落在那儿呢)

眼下! 不少单位的人

员!都有多种身份!事业编#

企业编#无编临时工!这只

是大略区分!每个&编'里还

有诸多名堂!一个单位七八

种身份都不稀奇"&身份'的

区别!平时不觉得!一到要

紧时候!便弹眼落睛" 人力

资源部门和财务部门都很

明晰!身份不同!自然同工

而不同酬!最明显的区别之

一!便是养老保障"

社会保险起步很晚的

中国!在较短时间织就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普惠制养老

保障网! 但保障水准较低"

&未富先老'!中国以一种尴

尬姿态进入老龄化社会"更

尴尬的!是&不患寡而患不

均'的困惑" 企业退休职工

基本养老金从 %""# 年以

来!连续提高 &&次!达到每

月 %"""多元! 而新农保基

础养老金仅 ##元(%"&!年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

老金则是企业的 &'(倍!机

关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水

平更是企业的 %'&倍"养老

鸿沟!使保险社会化制度的

建立举步维艰!也伤及公平

正义#社会和谐"

注意! 在这些统计里

面!看不到&临时工'"

这个兴起于计划经济

时代的群体! 数额庞大!但

没有精准的数字"在法律和

制度层面!他们似乎销声匿

迹!从来套不上&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最低工资保

障'之类的护身符"

然而!这群法律和制度

上的隐身人!却给社会管理

带来不小的风险" 没有门

坎!没有培训!没有归属意

识!一旦进入要害部门甚至

执法领域!极易捅出各种娄

子" 但是!对很多部门和机

构来说!用临时工的诱惑太

大了%经济成本低!支付工

资及福利相当有限!劳资关

系非常简单(管理成本和违

规成本更低! 用得不顺!出

了问题! 也不妨事了拂衣

去!无碍单位功与名"

所以! 这群隐身人!一

到关键时刻! 便 &挺身而

出'"暴力执法的是临时工!

强制拆迁的是临时工!上班

打牌的是临时工++在诸

多与行政甚至执法有关的

突发事件中!&临时工'往往

成为最后的责任人"百度百

科直接点出!临时工!代称

&代罪羔羊'"

其实!,劳动合同法-实

施后!法律意义上就不再有

临时工# 正式工之区分!只

有合同期限长短之分"但是

很多单位眼开眼闭!成本极

低的临时工用得顺手!舍不

得放手" 养老保险的并轨!

确实让人看到终结 &临时

工'的又一个重要筹码" 啥

时候单位用临时工成为被

严厉打击的非法行为!而我

们的社会保障也将所有公

民一网打尽!形形色色将人

分为三六九等的 &身份'也

就跟着&并轨'了"

而&临时工'们!或有一

天会悄然离去! 挥一挥衣

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 ! ! !严冬尚在!春风未来!一

个本该在三月里才&回来'一

次的名字! 便早早地掀起了

又一场轩然大波! 这当然又

是关于雷锋"

风波似乎再起于一个

&迟到 %" 年的道歉'...新

华社一位退休的老记者!忽

然旧事重提! 说他多年之前

报道过的那条&新闻'!&西点

军校悬挂雷锋像'!是一则以

讹传讹的&假头条'" 这当然

引出了网络之上!时评之间!

一片哗然...你看 &雷锋同

志'! 到底没有 &走出国门'

吧)你看洋人友邦!终于没有

&也学雷锋'吧)

当然也有独家媒体!说

这样的&道歉'并不&突然'!

在时下的网络舆论环境之

中!它是这样的&安全'更是

那样的&讨巧'!似乎是一种

人之皆曰的&流行'哦)

其实另一种&流行'也曾

有过!这就是我们向来以为西

点军校果真挂着雷锋的照片

呢) 似乎西点推崇的这个&军

人楷模'里头!就赫然有着&中

国士兵雷锋') 于是因为连洋

人都学雷锋!我们岂能不学$

因为美军都&推崇'雷锋!才

证明了雷锋精神的伟大) 多

少年来!这个&佳话'一直流行

于我们中间!所以这次&证伪'

才使得我们如此失望"

关于西点挂不挂雷锋照

片!当然仍有争议" 但依我看

来!西点挂不挂雷锋像!似乎

并没有那么重要!洋人学不学

雷锋!也不&证明'雷锋精神伟

大与否...作为尤具 &中国

特色'的雷锋精神!其核心价

值观! 其产生的社会制度!其

蕴育的文化土壤!恐怕都是独

特的" 西点如果不挂雷锋像!

应是自有他的道理! 西点如

果真有雷锋像!那末他的出发

点恐怕和我们也不一样"总之

我们在流行&古已有之'之后!

不必再流行&挟夷自重'!不必

总以别人的喜厌!作为我们的

是非! 也不必拿洋大人怎么

看!来作为我们的&流行'"

说到这个&流行'!一个雷

锋!早已在我们这里有过&时

尚'的&打扮'...半个世纪之

前!因为要&共度时艰'!所以

雷锋是一个艰苦奋斗的楷模!

弄到极致!几乎要成为一个苦

行僧"似乎一个雷锋哪怕有过

半点&享乐'!就不足以成为榜

样"后来呢$提倡&过好日子'!

允许&富起来'了!于是一个戴

手表#穿毛料!甚至还要飙摩

托车的雷锋就被 &拨乱反正'

出来!&走下神坛' 的雷锋!竟

成了一个&时髦'青年!那样的

&会生活'!那样的&入时'...

这当然是另一种&流行'啰"

更为&流行'过的!竟然还

有雷锋的&早恋'和&私情'呢)

雷锋去世 !"多年后! 就有年

近花甲的老妇!出来公布&深

藏 )"年'的一段&隐情'!说雷

锋当年倾心独恋的那位!不是

别人就是她!于是&书信'&日

记'纷纷出土!似乎一个 %%岁

的雷锋!如果没有了这一段罗

曼蒂克! 这英雄形象就不完

美!这士兵的楷模!就不够&有

血有肉'! 于是一个 &英雄美

人'的&黄金搭配'!附身在雷

锋身上!似乎没有这一点&流

行'!雷锋形象就&缺乏人性'

雷锋精神就有失&时尚'呵)

&历史不是一个小姑

娘'!雷锋也不是!不应任由

&流行'任意打扮...但近日

之间!却又出来一条新闻!这

回不是&打扮'雷锋了!而是

要&改装'自己" 某地一个 *"

后草根公益明星! 一是要在

三月到来之前! 把自己的脸

盘整容成雷锋的面孔! 二是

要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名字改

成&雷锋'!三是要到雷锋墓

前叩三个头!并拜雷锋为&干

爹') 关于这张&雷锋脸'!我

们不妨拭目以待! 但国人心

中的这个&雷锋问题'以及关

于雷锋的种种&流行'!却真

值得用来深深反思一下俺们

的文化俺们的国民性"

! ! ! ! &萌萌哒'这个词本来

是中学生爱说的!可以&卖

萌'!可以&装傻'!可以&自

嘲'!可以&自我安慰'!具

备丰富的自我消解和自我

宽慰功能" 在社会生活和

社会关系还相对紧张的时

期! 中学生们运用自己的

智慧! 充分地表达对这个

世界的独立态度"

这种态度很难一言以

蔽之地概括! 但基本可以

说是对某些事情不认同!

但又不采取激烈态度的方

式"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有

效地瓦解了那些貌似严肃

的#看起来很吓人的规矩#

条文#命令!甚至让这些事

物变得很荒谬"

&萌萌哒'这个词具有

强烈的&撒娇派'色彩!也

体现消极不合作的态度"

了解近代历史! 我们可以

看到!很多社会变革期!先

锋人士都扮演着&撒娇'的

角色" 举例说!崔健的&红

色摇滚'就是典型的&撒娇

派'" 撒娇!换言之就是不

认同!不合作"

网络流行词大多有前

世今生! 比较容易追根溯

源! 很多都来自日本动漫"

&萌萌哒'这个词据考从&么

么哒'演化而来!意思是&萌

萌的'! 最后一个字及发音

相应地做了改装...把

&的'改造成&哒'!是一种特

殊的情绪更替"那种发音的

变化和运用!也是对字正腔

圆#严格单调的普通话音行

反讽和作反抗" 你如此标

准!如此严肃!他们偏不爱

听!他们把自己放在最低位

置上!不跟你论辩!睁大日

漫型大眼睛!眼睫毛扑闪扑

闪地对你说%&今天没吃药!

感觉自己萌萌哒" '

身为大叔!而且资深!

对这些&萌萌哒'小孩子!

你有什么办法$我看没有"

在最贴近当下语境而

流行的词语中! 经过改造#

变化的流行词非常多!通常

都是用来&反权威'的!很多

都是质疑性的!几乎是本能

地不相信"&萌萌哒'这派孩

子甚至懒得质疑你! 干脆

切断开关! 把自己封闭在

一个自足语境里" 那些企

图在孩子面前树立权威的

成年人!在这消极抵抗中!

通常有无从下手之感"

需要反思的是! 为何

在信息沟通手段如此便利

的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

有效交流反而被阻断了呢$

为什么早已从大学毕业!工

作了若干年!连青春痘都凋

谢了的青年!仍在生活中继

续&卖萌'$ 从社会语言学

的角度来看! 这其中必有

深意"&拒绝长大'的大男孩

大女孩!用实际行动来否定

成长的价值!否定承担责任

的要求" 我们曾熟知的词

汇如&接班人'等!其中包

含着特殊的政治情感和社

会情感!但碰到了&今天没

吃药!感觉自己萌萌哒'新

一代! 却如冰雪碰上了热

风!莫名之间就消融了" 他

们拒绝长大!拒绝承担!拒

绝责任! 是对那些既有责

任的质疑和逃避"

网上一度流行 &萌萌

哒'诗词接龙!如&商女不

知亡国恨! 感觉自己萌萌

哒'#&犹抱琵琶半遮面!感

觉自己萌萌哒'#&人生得

意须尽欢! 感觉自己萌萌

哒'#&横眉冷对千夫指!感

觉自己萌萌哒'!让课文里

这些著名诗句产生了怪异

的色彩"

通过类似&萌萌哒'这

类流行词来传递不认同#

不合作的信息! 是文化新

一代的含蓄表达" 他们不

通过具体动作行为来表达

抗议! 但这些词的运用却

充满了拒绝# 非暴力不合

作的态度"

虽然不必过分深挖流

行词背后的社会意义!但

这些&潜意义'流行词的盛

行! 可能暗示着社会核心

价值的缺失! 也可能暗含

着我们所习惯的原有教育

模式在今天的不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