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知道传销是在上世纪
末。一天，大学同学突然来
信，要我投资1000元参与一
项回报丰厚的项目。信写得
很隐晦，1000元不是小数目，
于是不予理会。后来得知，那
个同学误入传销组织了。本
世纪初，堂姐、堂妹同时深陷
传销，损失了好几万，为了解
救她们，老家的青壮男人都
出动了，营救过程惊心动魄，
堪比一场越狱剧。也就在这
个时期，大学出现学生加入
传销组织的情况，有的被骗
财骗色，更有一些人被打伤
致残，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2014年，我校一名大学
生被朋友骗入天津一传销组
织，在被骗几千元后，他想逃
离，但被严格看管。在去银行
取款的路上，他假装忘记了
银行卡密码，在给女友打电
话的过程中，通过暗语告知
自己被控，同时巧妙透露了
位置。聪明的女生马上报警，
同时告知心急如焚的学校管
理人员。在学校与警方的协
调之下，终于使男友惊险获
救。后来得知，这对恋人都是
学校话剧社的骨干，常年在
一起排戏，非常默契，他们合
作演出的“谍中谍”成功骗过
了传销组织成员，不然，后果
不堪设想。

有媒体曾统计过传销受
害群体的构成，发现大学生
所占比例颇高。我们不禁要
问：智商不低、熟悉网络的大
学生为何这么容易成为传销
的受害者呢？仅仅是涉世不
深那么简单吗？

提醒人们防范传销的文
章都提到，传销宣传一般极
少提及产品，主要强调成功
和财富。传销卖的不是产品，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
系，亲情、爱情、友情被廉价
出卖，亲人、恋人、朋友、同
事、老乡、同学成了受害对
象。误入传销的大学生几乎
都是被同学、老乡拖下水的。
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
门靠朋友。远离父母的大学
生能够依靠的往往是老乡与
同学，在生人社会中学习生
活，没有熟人可以依傍，他们
只能相信老乡与同学。长期
习惯在熟人社会中生活，又
使他们丧失了戒备心与识别
力，这时有老乡、同学拉他入
伙，鲜有不中招的。

另外，不断翻新花样的
欺骗方式与手段也让人防不
胜防。2016年浙江省公安厅与
工商局联合拍摄了一部公益
微电影《梦断传销之挣脱》。
导演赵博在回答“传销的可
怕之处在哪里”的问题时说：

“我没想到他们的‘理论基
础’如此过硬，原以为就是骗
骗一些心智比较简单、不太
成熟、容易受骗的人，没想到
各个层次的人都会被忽悠进
去。”传销组织者除了谙熟专
业知识，还擅长进行心理“催
眠”。媒体曾发布传销组织

“洗脑”三部曲，可资佐证。第
一步：煽情授课，初步洗脑。
封闭环境中，通过授课、“成
功者”经验介绍等，描绘“光
辉前景”，以短期即可达到的

“高额回报率”，点燃“新朋
友”加入传销团伙的狂热欲
望。第二步：课后沟通，强化
洗脑。在聚居的寝室营造大
家庭氛围，由培训员继续传
授，反复灌输传销快速致富
理念，将梦幻进一步巩固放
大。第三步：答疑解惑，完成
洗脑。以答问形式消除残留
的对传销不利的想法，解决
付诸行动的各种障碍，消除
骗人的内疚感。

另外，随着警方打击力
度的加强与人们辨别能力的
提高，传销的迷惑性越来越
强。据《半月谈》刊文介绍，山
东警方总结了近期破获的多
起全国性传销大案的特点，
提醒人们注意新型传销，新
型传销打着“一带一路”“互
联网+”等国家政策旗号，包
装成地方重大项目，甚至拉
拢、欺骗地方党政干部参与
其中。针对大学生，则以所谓
的国家计划为幌子，以提供
实习或者就业机会相诱骗，
直击就业命门，令大学生难
以拒绝。

再者，高中阶段的封闭
式教育也是导致大学生容易
被骗的重要因素。封闭教育
削弱甚至阻隔家庭及社会教
育的作用，一方面使亲情缺
位，可能导致学生心理不健
康，性格孤僻，不懂得人际沟
通与交流；另一方面使学生
不了解社会，对可能出现的
风险估计不足，不懂得甄别。
中学给他们设置了一个近似
真空的环境，无关学习的信
息被屏蔽，学生们不看报，不

读杂志，不上网，基本与社会
绝缘。当他们完成高考走出
围墙时，与社会脱节三年了，
无法应对缺少老师和保安的
世界。在没有保护的社会中
生活，需要独立思考和判断，
时刻保持警惕，熟悉人际沟
通技巧，可惜许多大学生都
缺乏这些意识与能力，正好
成为传销组织的目标人群。

除了传销之外，大学生
也是其他诈骗案的主要受害
者，比如裸贷、一块钱买苹果
手机、电信诈骗等。去年，我
班一名学生就遭遇了电信诈
骗。一天，某女生接到自称是
中国移动的本地电话，告知
电话号码被人举报了。女生
当然不信，对方给她转到上
海公安局，一个上海口音的
人说女生在上海办了一张电
话卡发短信骗钱，金额达几
十万，警方已立案，还告知了
立案编号。女生慌了，害怕是
真的。幸好有同学在侧，马上
回宿舍查所谓的立案编号。
在此过程中，对方一直和女
生通话，不断给她洗脑，让她
越来越慌，终于失去了判断
力，信以为真。同学没有查到
立案编号，转而查证来自上
海的电话号码，查到的都是
诈骗案例，马上告知女生，可
惜她已被洗脑了，有些精神
恍惚。骗子催她买高铁票到
上海公安局接受调查，她说
在学校去不了，骗子就让她
去附近宾馆开个房间做电话
笔录，强调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要挂断电话。女生哭着要
一个人去宾馆，同学们阻止
不了，打电话告诉我，我意识
到她被催眠了，要同学们强
行挂断她的电话，马上报警，
让警察说服她。与警察沟通
之后，她终于醒悟。如果这位
女生身边没有同学，或者没
有人告诉老师，后果将是灾
难性的，想想就让人不寒而
栗。

如何防范骗局，其实也
很简单。首先是诚信做人，摈
弃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想
法；其次要通过正式渠道学
习公检法部门的办案流程，
不犯常识性错误；最后是融
入集体，多交益友，遇事及时
与同学、老师沟通，不要独自
面对诈骗团伙。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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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为何“青睐”大学生

【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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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朋友以各种名义张罗的聚会多了起来。这样
的聚会，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来自北大荒的“荒友”和中
学同学，有时合二为一，因为很多“荒友”就是中学同
学，当年是坐着同一辆火车一起从北京到的北大荒。这
样的聚会，同窗且“荒友”，两两相加，如同范石湖的
诗：晚来拭净南窗纸，便觉斜阳一倍红——— 不能不去。

如今，这样的聚会一般都会选在饭店、酒楼，
一桌子丰盛的菜肴，鱼呀、虾呀、贝呀、鸡呀、鸭呀、
酒呀，应有尽有，往往吃不了，也不兜着走。就着陈
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回忆，一直到酒足饭饱，晕乎
乎、晃晃悠悠地握手告别，不知今夕何夕。

下一次聚会，依旧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回
忆，祥林嫂一般，一遍遍地陈情诉说。不谈自己的家
庭，因为有的家庭好，有的不好；不谈自己的孩子，因
为有的孩子有出息，有的孩子没出息；也不谈自己的
身体，因为同样是有的身体没问题，有的有问题……

除了时事新闻，就谈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那
些陈芝麻烂谷子好像还能鲜榨出喷喷香的香油
来。浓郁的感情，加上更浓郁的怀旧情绪，像一把
把火燃烧起过去的岁月和流逝的青春，不是将其
烧成灰烬，而是将其在火中涅槃，真的像卡朋特那
首老歌唱的那样，可以昔日重来。重来的昔日，已
经过滤掉很多难言的苦涩和艰辛，被我们人为地
诗化和戏剧化。

以前，我们也曾聚会。这个以前，是指我们刚刚从
北大荒返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二十多岁，一晃竟
然过去了四十多个年头。那时候的聚会，我们还谈依
旧相信的未竞的理想，谈不着边际的浪漫的憧憬，谈
刚读过的小说或刚看过的电影。聚会的内容不切实
际，却心心相通，那么丰富温暖，又那么新鲜，有滋有
味，如同当年从知青宿舍热炕灶里刚烤好的南瓜。

那时的聚会，我们都是在各自的家中，一张桌
子移到床边，床上坐人，椅子上坐人，围成一圈，把
窄小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
聚会去饭店，因为兜里的“兵力”不足，一根扁担挑
两头，还要养活上老下小。但呼朋引伴到各家聚会
的劲头，一点儿不亚于眼下。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床
上坐的人多了，竟然把床板给坐塌了，倒了一地的
朋友哈哈大笑的声音，至今还响亮地回荡在耳边。

聚会的酒是北大荒，那种白底绿字、60度的北大
荒酒，如今很难找到了。饭菜则都是出自我们的手，那
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无师自通或自学成才，操练成了
烹饪高手。记得有一年，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兼“荒友”
结婚，为了省钱，婚宴在家里，屋里院里摆上好几桌，
我自告奋勇当主厨。正过五一，赶上菠菜上市，便宜，
我买了很多菠菜，一连做了好多菜：菠菜肉片，菠菜豆
腐，菠菜海米……就连珍珠丸子，我都在下面铺一层
翠绿的菠菜。我的这位同学新郎官跑进厨房，苦瓜一
样耷拉着脸对我说：赶紧换换吧，别再做菠菜了，都快
把大伙的脸吃绿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次重要的
聚会，以致到现在人们都还记得那场菠菜宴。

聚会，我还有一个拿手菜，是沙拉。那时候，哪
里去买沙拉酱？我用开锅的热油浇在鸡蛋黄上，要
一手倒油，一手不停地搅拌蛋黄，直至搅拌成我的
沙拉酱，大家吃得像在“老莫”那里一样开心。当然，
这只是重要聚会才会出手的绝活，一般聚会，如果
只是三两好友，我的菜谱上只有一道，便是疙瘩汤。
现在，饭馆里也卖疙瘩汤，而我做的疙瘩汤，没有西
红柿，没有最后飞上的一层蛋花，也没有点上的那
一滴滴的香油，只有大白菜和面疙瘩，用葱花炝锅，
最后洒一点酱油。我管它叫做拨鱼儿，因为我用筷
子把和好的面一片片拨下锅，真有点像一尾尾的小
银鱼。我会做上满满的一大锅，如果来的是一个人，
我们两个人把这一锅吃得精光；如果来的是两个
人，我们三个人把这一锅吃光。那时候的聚会，不会
因为拨鱼儿的简单而有损一根毫毛。我们照样天南
地北、海阔天空，上至马列主义，下至鸡毛蒜皮，聊得
开心尽兴，一直到夜阑人静，朋友才依依不舍骑上自
行车，消失在茫茫夜色里。我那雷打不动的拨鱼儿，
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却常让我怀想。

如今的聚会，有时也会点上一盆疙瘩汤，那只是
点缀，像饭后的甜点，为了给大家解酒或腻缝儿的。

其实，一般的聚会，或陌生一点的人，或社交礼节
性的聚会，可以去饭店、酒楼，但像我们这样发小加

“荒友”的聚会，大可以常去各家去重温旧梦。只是，如
今的聚会，已经断然没有去各自家中的了。如今的聚
会，我拿手的沙拉和疙瘩汤，再也派不上用场。

想起这些，心里有些伤感。聚会归来，躺在床
上睡不着，写下一首打油诗：

而今聚会太奢华，爱在餐厅不在家。
又笑老林深迷鹿，还怜浅草曲藏花。
青春尽醉一杯酒，白首且分三泡茶。
难有当年窄屋里，半锅烂面话天涯。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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