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五 编辑：张亚男 美编 组版：李洪祥

03D

还原“抢盐”信息
12 小时传播

3 月 17 日。银座超市。9

时许，超市粮油酱菜组售货员

李春娟接待的第一位顾客是

位买盐的中年人。

9：10 分，超市食盐货架

前人越聚越多，大家五袋十袋

地往购物篮中扔。有位大妈告

诉李春娟，日本核泄露污染海

域，对食盐有影响，南方昨天

就抢盐了，“电视都演了”。

9：15 分，王虎坐在办公

桌前收到了朋友发来的 QQ

消息：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

海域有影响，并不断污染，请

群发消息转告周边的家人朋

友储备些盐、海带。

他赶紧上网查看，发现论坛

上，甚至知名网站、名人微博

里，确实在散播抢购食盐的消

息。他又打了个电话给母亲，

母亲说“青州的食盐都抢了”。

9：30 分，李春娟发现，银

座货架上食盐在迅速减少！

此时，奎文门社区二号楼

三单元的刘爱珍正在家看电

视，突然接到了亲戚的电话：

“买盐了没？听说要闹盐荒

了！”

乍听，刘爱珍并不信：“潍

坊产盐呢，哪能说没就没了？

你听谁说的？”

亲戚说：“电视上不是说

日本核泄漏吗？核泄漏污染海

水，也就影响食盐。超市里的

盐都抢没了，还有假？”

9：40 分，一名中年男士

来到银座超市，提出要买 15

箱盐，让李春娟快点提货。该

男士一要货，附近候盐的顾客

也纷纷一箱、两箱地抢订起

来。

10 点许，李春娟从库内

拉了 47 箱食盐，一箱 40 袋。

还没走到货架前，被一抢而

空。

中午时分，李春娟又拉了

27 箱库存盐，同样被立即抢

光。

14 时，王虎在中盐总公

司实名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

“关于部分地区食盐抢购现象

声明：中国完全有能力保障食

盐供应……希望消费者不要

信谣传谣，不要盲目囤盐抢

盐”。王虎的浮躁不安的心静

下来。

15 时，银座超市从盐业

公司调度了 2 吨盐，并开始限

量售盐。

“眼见为实”，半信半疑的

刘爱珍还是出了门。出门后，

碰上了几个邻居，都是赶去买

盐的。路上，她还碰见了个朋

友，朋友听说她们都去买盐，

也凑热闹跟着去了。

“哎，我妹妹打电话说，第

二盐业公司都挂出了‘今日无

盐’的牌子了。”“南苑市场那

边一块五的盐都卖到五六块

钱一袋了。”“我听别人说，日

本核泄漏污染了海水，往后产

的盐都不安全了！”大家越说

越紧张。

果真，到了超市，没盐。在

无盐的事实下，刘爱珍终于相

信“盐荒”来了！她开始给朋

友、亲戚打电话，传递缺盐的

事实。

21 时，银座超市盘点，17

日销售食盐 16000 余袋，是平

时 5 个月的销量。

17 日，银座超市如此，中

百超市如此，其它超市均如

此。

18 日，各大超市限量售

盐，但均持续供应。潍坊市盐

务局群发短信驳斥谣言。

19 日，抢盐风波终平。潍

坊三天售盐 1966 吨，是正常

销量的 10 倍。

其实，刘爱珍最后托朋

友，终于买到了 10 袋盐。待风

波过去后，她一直寻思，自己

怎么当时就信了呢？之后她看

电视得知，一位大学生因为抢

购食盐受伤住院，又觉得心里

稍微平衡了些。大学生都去抢

盐了，何况自己这个没文化

的！

“盐没了”：一次小
范围“癔症”

因暗示而产生，也可因暗

示而改变或消失，这是心理学

上的癔症。大量的心理构想形

成头脑中的幻觉，带来强烈的

真实感，并支配我们的行动。

像极了这次的“盐荒”。

传播学给传播方式分了

类，其中，人际传播最为原始
也最为强大。

这次，也是从“人言”开

始。

回顾一下，此次近似于恐

慌性的食盐抢购并不是第一
次。我们抢购过板蓝根、消毒

液，还有房子。每次都有一个

来势汹汹的由头，这次，是核

辐射。

老百姓或许不知道核辐
射具体是什么东西，但他们知

道日本离我们很近，换句话

说，危机一衣带水。

于是，老婆告诉老公，邻

居 A 告诉邻居 B，卖水果的

小贩告诉扫大街的环卫工。

“是不是真的？”“管他呢，

买了再说”。铺天盖地的信息
传过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人就被淹了。

手机、互联网；短信、微

博……借着现代通讯手段，人

言无比强大。

本来满当当的货架子上，

食盐一袋袋地减少着。

信的人开始越来越多，怀

疑的人变得将信将疑。“为什
么我不买？为什么这么多人

买？”

人聚集起来了，看热闹的

变成了当事人，围观的变成参
与的。

这下子，盐真要荒了么？

这下子，货架子真空了。

终于，“盐没了”——— 在人

们的自我暗示和集体暗示之

后，变成眼中的“事实”了。

幸运的是，撒这场“癔症”

的人，还不多。幸运的是，信息
开始自我拯救了。

就在抢盐风波初现端倪

之时，政府和媒体也携汹汹信

息流而来。

这次，不像往常出现囤积

风波之后“口诛笔伐”。这次，

提供的都是最直接、最有效

果、最能安定人心的消息。

“碘盐不防辐射，我国食
盐 80% 来自地下井盐和岩

盐”；“中国盐产能达到每年
8000 多万吨，而食盐一年销量

只有 800 多万吨，完全有能力

保障食盐供应”……

和“盐荒”的信息反着来，

“不差盐”的信息同样强大，充

斥在各种媒体上，把“一边倒”

的认知往回拽。

政府的动作够快，货架子

上的盐渐渐多了，供应流只是
短时间内断了一点就又重新

接上。

“不缺盐了。”；“超市的盐

足够了。”人们开始传播这样

的信息了，就像之前传播反方
向信息一样。

不缺盐，还抢什么呢？

回家洗洗睡吧，就这样，

一场风波，来得快，去得也挺

快。12 个小时，人们就像是撒

了一场“癔症”，做了一个紧张
的梦，然后醒了，没事了。

这其实是一场信息战。成

也信息，败也信息。乱也信息，

治也信息。

“盐”而有“信”

风波过去了，留下的是什
么？

“盐”而有“信”。信息的

“信”。

信息社会，所有人都是信

息源，都是“把关者”。没有什
么比这种传播方式更加强大。

每一个信息的发出，都有无数
的受众。日本的蝴蝶煽动翅

膀，可能引起一场东太平洋的

海啸。这已经足够解释我们正
身处其中的“多头”传播环境，

是多么的敏感而动态。

幸运的是，比之几年前的

“抢口罩”、“囤中药”，如今的

我们面对信息，已经变得强大
许多。我们有足够的信息源，

不至于闭目塞听，减少了盲

目；我们能够选择、接收、判断

和利用，为我们下一步的行为
做出指南。

咋呼的人少了，思考的人

多了，往前窜的脚步里，大多

数人停住了冲动。

盲动源于盲目，所幸我们

已经脱离了“被掌控”的状态，

变得主动起来。

“盐”而有“信”，信誉的

“信”。

这一场信息战，考验的是
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的保卫自

己信誉的能力。

此次盐荒也是如此。面对

民众跟风式的抢购食盐，政府

部门改变往常一味辟谣的做

法，而是明智地一边不断补货

用事实说明我们“不差盐”、一

边用科学解读盐没有受到污
染。

此次食盐抢购的狂潮从
爆发到偃息，时间之短也堪称

历史之最，满打满算从开始到

高潮，再到结束也就 12 个小

时。整个过程中，卫生、发改委
等政府部门迅速反应进行辟

谣。盐企更是表现出色，保供

应，消除百姓的缺盐顾虑，这

比告诉老百姓“别抢了”要强

得多。

没有什么比开诚布公来

得更加实际。我把底牌掀开给

你看，你就不会再怀疑。釜底

抽薪，强大而有力。

“盐”而有“信”，公信力的

“信”。

媒体的公信力在这一次
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利用信息维护社会稳定，发出

自身声音的同时，再一次证明

了“媒介”的公共价值。

这次媒体反应之快，接招

之快，实属前所未有。广播、电

视、互联网，水陆空，我用强大

的信息网堵住谣言的口子。这

是媒体的公信力所在。

解释疑惑，传递事实，这

本就是媒介生而有之的职能。

“盐”而有“信”。当谣言的

疫期越来越短，当癔症的人群

越来越少，一个“信”的时代，

终于快要来临。

一场 12 个小时

“信息战”

1 少数市民听到邻居议论开始少
量购盐

2 一些市民听到信息后开始网上
求证

3 将信将疑向亲戚传播“虚似缺
货”信息

4 超市购物时碰到别人购买，顺
便购买

5 有人专程来买

6 有人较大量购买

7 货架空了，造成缺盐视觉

8 传播真实缺盐信息

9 政府相关部门加紧向超市供货，

并通过新闻告诉民众“不缺盐”

10 超市货架上盐又在增多

11 民众看到各种不缺盐的信息和
未见空的货架，逐渐停止抢购

12 抢盐风波平息

刚刚平息的

抢盐风波，你说
我传的热闹场面

大家应该还记忆

犹新。

3 月 17 日，

从上午 9 点超市
开始营业到下午关门，关

于“盐”的信息经过了权

威信息与小道消息 12 个
小时的博弈，当天就划上

了句号。据调查，这是我
国“囤积”风波事件中，时
间最短的一次。

发生核泄漏的日本

都没有抢盐，而中
国人却在囤积盐。

囤积的背后，或许
仍有国民素质不
够高、盲目跟风劣
根性的原因，但与
历次囤积事件相

比，这次抢盐风波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来得快，去得

也快。

信息，已经越来多地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对

各种信息的使用和筛选，

已经成为政府和每个人

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抢盐“信息流”

周锦江 韩杰杰 / 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