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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团长”张洪铭的愿望和担忧
粉丝对“学习粉丝团”的追逐也是对政治的关注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去年11月21日，新浪微博“学

习粉丝团”从一间简陋的出租屋，

发出第一条微博。仅十几天后，

“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就有了3

万粉丝。

粉丝以每天过万的速度递

增，猜测和质疑也以同样的速度，

掀起高潮。

顶不住各方压力，“团长”张

洪铭一度关掉了微博。然而就在

20个小时后，他又“重出江湖”。他

的目的，还是要为关心热爱政治

的人们搭建一个说话的平台。但

此时的他，已不再像最初那么单

纯。每发一条微博，他都要考虑良

久。

关心政治的草根

开微博引来关注

2月22日下午，“学习粉丝团”博
主张洪铭提着笔记本电脑，推开了一
扇破旧的黑色木门，回到了他位于无
锡市南泉镇的出租屋。屋里一股霉
味，为了躲避涌入无锡的记者，张洪
铭一直住同在无锡打工的父母家中，
已经十天没有回到这里了。

去年11月21日，新浪微博“学
习粉丝团”从这个简陋的“基地”，
发出了第一条微博。仅十几天后，

“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就有了3万
粉丝。这时《华盛顿邮报》记者通过
私信与张洪铭取得联系。张洪铭告
诉对方，自己只是一名草根，是习
近平的粉丝，并无官方背景。

2012年12月12日，《华盛顿邮
报》记者撰文称，这个微博将习近
平称为“平平”，还贴出了习近平和
家人的早年照片，这一做法在中国
是少见的。

2013年2月初，习近平去甘肃
考察，张洪铭把他向当地网友讨要
的、关于习近平的行程和照片发布
到微博。这些照片在当地网友的微
博上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关注，而在

“学习粉丝团”，却吸引了不计其数
的眼球。

此时，“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
的粉丝以每天过万的速度递增。对
于这个粉丝团背后究竟是何方神
圣的猜测，也渐入高潮。

除夕当天，美联社记者唐迪迪
(Didi Tang)发出了对张洪铭的采
访报道。在报道中，唐迪迪称，草根
张洪铭是这个粉丝团的拥有者和
发布者，并配上了博主的个人照
片。与此同时，张洪铭也在“学习粉
丝团”中发布了一张个人照片，表
明了自己的草根身份。

三十年前，一条“小平您好”的
横幅，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上；2008年，“什锦八宝FANS圈”
正式在人民网落户。

中国民众与最高领导人的距离
不断被拉近，但试图还原一个平民化
的最高领导人的“学习粉丝团”，其博
主竟是一名1985年出生的打工仔，并
且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或授意，这让众
多粉丝及一些看不惯这个微博的人，
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

有人说，这家伙只是个被拉来
的临时工。“他们希望自己与顶层
领导贴得更近些，看得更清些，也
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以往高层领导
消息透明度的不满足，对传统官媒
传播节奏、表达方式的不满足甚至
不满意。”《钱江晚报》评论员刘雪
松这样写道。

“学习粉丝团”

是个交流的载体

农历新年伊始，还没从假期中缓过劲
来的媒体记者“火力”全开，瞄准了这个被
质疑的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记者们开始
查找张洪铭家四川老家的老房子、他在无
锡曾租住的房子、单位和家人信息。

张洪铭一家人刚在无锡过完年，大年
初七，张洪铭的母亲就接到了从四川老家
打来的电话，说警察要找张洪铭。

这位从未上过网的母亲吓得关了手
机。张洪铭给四川老家打电话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当地派出所正帮着记者找他。

面对步步紧逼的记者和铺天盖地的质
疑声，大年初八，张洪铭在微博上宣布，将在
正月十二后，接受一次公开采访。与此同时，
他不断接到要求采访的记者的私信，无奈之
下，他给已经暴露的手机号码办了停机。

在围堵张洪铭的记者们看来，如果“学
习粉丝团”真是由一名草根经营，这是中国
政治生态越来越开放、不断透明化的积极
信号。这是他们不想错过的事件。

媒体根据对张洪铭的简短电话采访和
他同学、老师、同事的回忆，逐渐还原出了
他的身份：1985年在四川出生，高中毕业后
进入四川某专科学校，2008年来到无锡打
工，最后一份工作是从事墙纸生产，月收入
2000元，刚辞职没几天。

在张洪铭的同事看来，他人老实，说话
有深度，谈论起国家大事头头是道，而中学
同学则只能记起他英文好像很好。

在面对面的采访中，张洪铭对齐鲁晚
报记者说，见到记者前自己有压力，想躲，
但是既然见到了，也就没压力了。他只是担
心过高的曝光率和重复性的报道细节，会
让公众反感。

在记者面前，张洪铭是个很体贴细心
的人，他会提醒记者小心身后的汽车，还会
关心地询问“你腿麻了吗”。在采访交谈中，
他很坦诚，会让记者随便翻看“学习粉丝
团”的私信和评论记录。

在张洪铭出租房的小书桌上，堆着厚
厚的一摞书。这些书涉及内容很杂，从《国
际金融新编》《西方经济学》《会计学》《数控
车工全技师培训教程》和几本数学、初级英
语教材，到《1984》及《动物庄园》的合订本。

这个并没有读过很多书的年轻人，喜
欢的作家是鲁迅，理由是语言表述奇特、有
高度。小时候，张洪铭喜欢凑到大人旁边，
听他们摆龙门阵，谈论政局。从2006年，他
开始接触网络，偶尔也看看国外网站。

新浪微博“学习粉丝团”走红后，张洪
铭迅速开通了人民网、搜狐网和腾讯网的

“学习粉丝团”微博，尽可能扩大这个粉丝团
的影响。其实，很多人都有谈论政治的喜好
和诉求，但往往停留在酒桌闲谈，而张洪铭，
为这种喜好和诉求提供了一个传播载体。

张洪铭试图通过这个载体，影响更多
人，更希望大家对国家和领导人提出不同
的想法和见解，形成良性交流和互动。

面对质疑谩骂

他慢慢习惯了

张洪铭刚从原工作单位辞
职，很多记者一边追他，一边想着
给他找份工作，甚至有的媒体欢
迎他加入到记者队伍中来。

虽然觉着自己不适合做记
者，但张洪铭仍然对记者这个行
业充满了好奇。在他看来，他是个
打工仔，工资和文化程度都不高，
而记者这个职业应该是需要较高
文字水平的。

来无锡之后，张洪铭曾经做
过送货员、遥控器组装工、饭店服
务员、操作机床工和制作壁纸工
人。这个月薪一直停留在一两千
元的28岁年轻人坚信，每个人在
本质上是平等的，人人都有追求
平等、自由和富有的权利。虽然这
三个美好的词汇不能一步到位地
实现，却可以慢慢追求。

“学习粉丝团”最初创建时，
或许只是一个年轻人单纯的爱
好，却间接推动了这三个词汇。张
洪铭还坚信，在微博上，大家身份
平等，参政议政的机会也平等。

一位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发帖
称，因为留言要“干掉”“学习粉丝
团”博主，自己被相关部门请去喝
了茶。这条微博引来了很多人对
张洪铭的谩骂。气头上的张洪铭
转发了其中一条谩骂自己的微
博，前面加上了前缀“尼玛的”。

随后不断有粉丝劝他，微博
里藏人太多，关注面太大，不要这
样骂人，张洪铭迅速删掉了这条
微博。

事后张洪铭通过私信，询问
采访过他的美联社记者唐迪迪，
如果在美国，在网上谩骂、攻击别
人合法吗？唐迪迪告诉他，如果在
美国，这种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
罚。

如今的张洪铭慢慢习惯了，
看到这些海量的辱骂评论、私信
及转载，笑一下就过去了。张洪铭
想着，骂人者可能把对社会的不
满都发泄到他这里了，而且发出
这种谩骂的人，可能本身生活就
有很多不如意。

“鸡血青年、贱、马屁精文化、真
他妈恶心、五毛”，这是张洪铭存在
手机里几张私信截图中的话语，是
网友发给他的，也是骂他的。

在这位期待着和不同观点者
交流沟通的草根看来，大家当然
可以随便留言、阐述观点，这是民
主的表现，可为什么非要用脏话
或者人身攻击，来玷污民主这两
个字呢？

从离开到重返

包含多少纠结和忧虑

2月11日，“学习粉丝团”发布了一条
微博：“也许国民现有认知容不下我们，
也许现实环境容不下我们。因‘学习粉丝
团’的存在，对他们个人造成困扰，我很
自责和遗憾。”张洪铭选择离开。

对于这段经历，如今他用“挥泪离
开”来形容。对于离开的原因，他解释为，
质疑自己和“学习粉丝团”的声音太多
了，担心会给习近平本人带来不好的影
响，毕竟“学习粉丝团”就是在“围着习总
转”。

宣布退出的同时，张洪铭公布了一
个粉丝QQ群号码。不断有粉丝加进来，
并表示会支持他。

选择退出后，事情似乎更复杂了：很
多人开始猜疑，博主刚一公布草根身份，
就摊上事儿了？这家伙是不是被政府劝
退了？

然而几番纠结，仅仅二十个小时后，
张洪铭宣布回归。“仁义就是谦让，体统
就是忍耐，不与人争才是大德，对家和为
兴，对友和为贵，对国和为天。大家携我
继续走……”

在张洪铭的笔记本电脑里，存着三
段外国媒体评论“学习粉丝团”的普通话
视频。在视频中，主持人认定“学习粉丝
团”具有官方背景。

这些视频，加上唐迪迪发给他的外
媒评论截图，让张洪铭担心，一些外媒的
胡乱解读，会给国家造成不好的影响，也
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学习粉丝团”的新
浪微博粉丝已过百万，其他三个微博的
影响范围也正在疯狂扩大。这让张洪铭
打消了先前接受一次公开采访的念头：
境外媒体的追问和报道，不是他能应付
得来的。

从开微博至今，不断有营销公司给
张洪铭发私信，想通过他做点广告，或者
请他带着“学习粉丝团”加入自己的公
司，这些邀请都被张洪铭一一回绝。

他唯一用微博做过的与商业有关的
事情，就是在使用魅族手机寄给他的免
费体验机后，在新浪微博中夸了一下这
部手机好用。虽然确实觉得好用，但后来
张洪铭还是把这条微博删掉了。

如今一个现实问题摆在这名草根面
前，粉丝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不乏高学历
人群，他已经没有能力去满足公众日益
高涨的胃口和期待。

作为“团长”，张洪铭也曾想过用这
个微博养活自己。可他出名的时间并不
长，对微博行业并不了解。他也想能有专
业人员或者团队加入进来，但微博里水
太深，他又担心会被别人利用。现在张洪
铭顶着大V的头衔，开始思考每一个准
备发布的微博是否符合身边的法律和政
策，以及是否会给习近平总书记造成不
好的影响。他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心了。

左图:本报记者与张洪铭（右）合影。 右图：网友“黎明前的微3027899243”给张洪铭传的图片私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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