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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学习粉丝团”的蹿红得益于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的南巡之行。

“它准确地报道着习近平在广州的考察路
线，有时甚至比正规媒体还要抢先一步。此外，
它还罕见地登出习近平及其家庭的早期合
影。”有媒体观察说。尽管隐藏幕后的博主格外
低调，这个2012年11月21日注册上线的草根
微博，在40多天里赢得超过5 .6万粉丝关注。

截至1月6日零点，“学习粉丝团”共发布
微博182条，其中绝大多数内容都与习近平
直接相关。在一些微博中，博主将习近平亲切
地称呼为“平平”，这让中山大学传播设计学
院副院长张志安立马想到了“什锦八宝饭”。
后者是粉丝们对胡锦涛、温家宝的昵称。

“什锦八宝饭”们活跃在各大论坛，还在百
度贴吧成立了“什锦八宝饭吧”、“什锦饭吧”、

“八宝饭吧”，西祠也设有专门的“美味什锦八宝
饭”讨论版。天涯论坛上的“什锦八宝饭”热帖，
更在短短两月内赢得80万点击量和1万多回帖。

2008年9月4日，人民网“特别制作”的“什
锦八宝FANS圈”页面正式上线，这在某种程
度上意味着领导人的粉丝群体获得官方的认
同。

“学习粉丝团”的博主同样表示，“我可以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说明是一种进步。”尽
管这些举动也曾让她被指为“五毛”，但“没有
人说不能做”。基于法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空
间，她得以利用微博搭建自我表达渠道，“我
是总书记的崇拜者。我喜欢他，支持他。”

这位号称“月光族”的博主说，自己只是
西安一名普通打工者，纯属出于个人兴趣注
册这一微博。对于那些被一些人认为难得一
见的信息内容和影像资料的来源，她否认存
在特别渠道，而是个人检索获得。诚如她所
言，网络的普及应用为获得信息提供了便利，

“只要一个人愿意去做”。社会心态的成熟和
技术手段的革新为草根深入领导人的信息和
形象再塑造提供了可能。

“学习粉丝团”以草根追
星方式传播领导人信息的尝
试，或许正在开启一个崭新的
报道时代。

2012年12月底，李克强九
江调研之际，财经网官方微博
尝试动态发布李克强调研系
列报道，同样引起广泛关注。
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两家
中央级媒体官方微博的加入，
则有望让此举常态化运用。

以即时性和几何形传播
效率为代表的新型报道模式，
无疑将为推动民众与国家领
导人的互动交流铺就快轨。

深圳卫视在习近平南巡
之后刊发的视频特辑，则在某
种程度上继承了20年前深圳
特 区 刊 发《 东 方 风 来 满 眼
春——— 邓小平深圳视察纪实》
的创新传统，为领导人的形象
塑造提供了多种视角。

新任领导人时代色彩浓郁
的个性化表现，已经引起各方
关注。新华社系列特稿播发后，
新华社老记者朱玉在微博“吐
槽”：“各位媒体朋友，求你们
了，我真的不知道新华社七篇
特稿出台的背景。别问我了，今
天一天我的手机都是热的。”

相对而言，李鹏、李瑞环、
李岚清、钱其琛和朱镕基等前
国家领导人，在近十年来先后
出版个人著作，在展示高层领
导人学识与情怀的同时，也有
效缩短了相关历史文献的解
密周期，被视为高层决策政治
透明化的有益突破。新华社本
次系列特稿对新任中共最高
领导层相关信息的详尽披露，
则在“个人执政行为透明化”
层面更进一步。

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
国明言，熟悉是信任的基础。
在王岐山跻身国家领导层之
际，温州市方兴担保公司董事
长方培林，格外珍惜27年前与
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
心处长王岐山的邂逅。

当时，方培林创办了新中
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私人钱庄。
王岐山听说温州有个私人钱
庄，专门前往一探究竟。次年，
二人又在京探讨农村金融改
革。一晃经年，在2012年12月与
本报记者抚今忆昔，方培林曾
记得王岐山对他说：“你是下乡
知青，我也是下乡知青，你在黑
龙江插队，我在延安插队。革命
先辈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
热血，我们这一代人碰上改革
开放，你就大胆去干！”

媒介研究理论认为，领导
人媒介形象有三个作用：有效
的沟通，积极的动员，显著的
示范作用。时隔27年，方培林
由衷地赞许那分情怀就像回
忆一位长兄的鼓励，显然，他
在心间而不在神坛。领导人由
神坛走向民间为政风清明推
开一扇窗。

从“小平你好”到“学习粉丝团”

高层祛魅30年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实习生 乔旋

领导人粉丝团在西方一些国家并不是什
么新鲜事物。在国内，这一趋势随着政治文明
和媒介的发展而发展。

相比前几代领导人，习近平不仅曾在中
央电视台的经济大讲堂做演讲，而且曾在《浙
江日报》常年写作专栏。刘云山曾经担任记
者。这一代领导人的媒体意识与沟通意识具
有鲜明的时代感。

“小平您好”在1984年国庆游行队伍中甫
一亮相，就被引为经典瞬间。彼时，个人崇拜与
领导人威严的认识还没有被时间冲刷干净，

“小平您好”这一含有强烈平等意识和亲切感
的表达，使领导人的形象更加丰富与亲切。

1984年的国内社会，媒体发展有限，人
们习惯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或广播播报中获得
领导人信息，标语这类媒介则是民众表达感
情为数不多的选择。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电视机开始走进
千家万户，研究者们视1992年为分水岭：国
家领导人在电视上的曝光率逐渐增加，其形
象从扁平符号逐渐变得立体可感。

网络缩小了距离感。当电脑在新世纪迅

速普及，人们可以对领导人发表自己的看法，
与他人共同讨论。而领导人的信息等也可以
通过网络手段较为容易获得。领导人亦可以
通过网络了解到来自民间的声音，譬如胡锦
涛、温家宝都曾做客人民网与网友互动。更直
接的互动带来更高效的沟通。

网络获知信息的便捷性和沟通的即时
性，让普通民众有机会通过碎片化信息的整
合，成为领导人形象的再塑造者。

2006年 1月 30日，网友“老旗”在大众
网发表《温总理相隔10年后来山东农村，还
穿着那件冬装！》博文，以新华社记者拍摄
的两张新闻照片为证，用200余字描述了温
总理在 1995年和 2005年两次来到山东农
村穿着同一件羽绒服的故事，短短几天内
被转载数十万次，成为这种碎片化信息整合
与再造的经典之作。

当 然 ，正 如 张 志 安 评 价“ 学 习 粉 丝
团”———“笔法专业娴熟、信息独家快捷、视角
人性亲和、栏目规划合理、图文搭配得当”，自
媒体时代民众素养的提升为这种互动的高效
率提供了基础。

根据上海市委政治文明办公室研究员秦
德君的论述，社会公众对领导人形象的公共期
待大体有三条：崇高期待、才资期待和平民期
待。政治学理论也认为，神化权威并不能真正
捍卫领导人权威，当政治领袖具有平民性和亲
密气质时，才会得到普通民众的更多拥戴。

显然，新华社本次系列特稿不仅展示了
领导人的努力，更显示了政治文明的进步。

早在新华社播发系列特稿的4年之前，
中共高层已经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展现政治祛
魅的积极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胡
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出现在11场次
的奥运赛场，以普通观众的身份观看比赛。

“如果时间退回到30年前，国家主席来
到赛场，全场上下所有目光都会集中到主席
台上，别说观众无心看比赛，就是运动员，也
会不时地向主席台上看几眼，所有人的眼睛
里，肯定都饱含着激动的眼泪。”中国人民大
学张鸣评价，“能隐身于普通百姓之中的领导
人，才是民众认可的领导人。”

有报道评论习近平，“他像一个普通的中
国人一样，免去了不必要的盛大仪式，乘坐厢
式客车，没有大量随从，步行穿过街道的十字
路口。他享受着普通的乐趣，比如踢足球。”

事实上，200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成

立后，中央政治局《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
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规定“可由新
闻媒体自行审定的稿件，尽量由新闻媒体自
主报道”，已经赋予媒体报道权利。

央视新闻中心王建生发现，正是从当年
开始，《新闻联播》经常播放一些领导人下基
层的时政报道。2004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
一等奖作品《胡锦涛在河北考察工作》里，胡
锦涛与张家口受灾村民一同包饺子、拉家常
时，娴熟地拿起擀面棍和一个面墩很快就擀
出一张饺子皮，一个精致的饺子马上出现在
他手上；《新闻联播》2006年11月24日播出的

《胡锦涛与巴基斯坦七青年共唱打靶归来》
里，胡锦涛主动提议、一边指挥一起歌唱，友
好、开放又多才多艺。

2002年11月15日胡锦涛当选为新一届中
共中央总书记，《南方周末》随后刊发报道《他
们眼中的胡锦涛》，“试图从胡锦涛乡邻、亲友
和儿时同学、老师的回忆中，大致描绘出这位
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长中的一些片段”。
2003年朱镕基卸任之时，《南方周末》则用24
个版30篇文章回溯其执政生涯，规格之高堪
称史无前例。

领导人与媒体人的合力互动，共同创出
这些让人铭记的时刻。

■社会心态的成熟和技术手段的革新，诞生出崭新报道方式，推动江湖与庙堂的互动

■一次次新闻宣传模式的突破，一步步推动高层政治的透明化

“学习粉丝团”的突破
法定范围内言论自由空间，没有人说不能做

鲜明的时代特征
普通人通过信息碎片，整合、再塑领导人形象

来自领导层的努力
隐身于普通百姓之中，才是民众认可的领导人

2012年的最后一周，新华
社连续三天播发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李克强及其他五名常委
的人物特稿，披露他们的既往
从政经历、为政风格、个人业
余爱好以及家庭成员姓名，同
时播发工作旧照。

这是数十年来，中国官方
通讯社首次如此详细介绍中
央最高领导人的出身经历与
家庭信息。其中，尤以习近平
父亲习仲勋、母亲齐心、妻子
彭丽媛的工作情况，其女习明
泽的名字等信息的公开披露，
最为引人注目。

以新闻传播史的史学视
野研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喻国明评价：“这是一次有
意义的突破。”

“有意义的突破”显然不
限于此。以草根追星方式实时
直 播 习 近 平 南 巡 历 程 微 博
ID———“学习粉丝团”，上线短
短40天就吸引了5万多粉丝关
注。这个将习近平称为“平平”
的微博，以几乎全部与习近平
有关的微博内容努力搭建起

“喜欢、支持习的家园”，恍若
27年前北大学生在国庆游行
中打出标语：“小平你好”。

这是社会生态长足发展
的30年，也是高层政治持续祛
魅的30年。正如港媒《大公报》
评价，“学习粉丝团”的出现，
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
作风已经取得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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