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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狗肉节的舆论风暴

文 / 邓海建
吃狗还是不吃狗——这究竟是道德文明还是

法治边界的纠结？其实迄今都没有在所谓激辩中
形成共识。来自媒体的报道称，“广西玉林狗肉
节开幕，狗肉摊位数猛涨 5 倍”，似乎从侧面印
证了一个逻辑：越抵制，越热闹。那些从不吃狗
肉的，那些不知玉林在哪的，因为铺天盖地的争
议，反倒想一探究竟、一试风味。

最近这些天，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着看似铿锵
有力的反问，抵制玉林狗肉节——“你见过导盲
猪么？你见过搜救鸡么？你见过缉毒牛么？你见
过你独自一人伤心难过的时候你家的那条鱼在你
身边静静的陪着你么？……”不过，就在你几乎
快要站队的时候，又有人迎难而上，发出另类的
声音：“你见过公狗打鸣么？见过母狗下蛋么？
见过喝狗奶的小孩么？见过狗耕地、狗拉磨磨豆
浆吗？你见过儿童骑在狗身上吹笛子的画面么？
……”于是，发乎于情的反问，似乎莫衷一是、
各有道理。

在这场有关狗肉节是非的争议之中，公众也
在渐渐达成一些基本价值上的共识：一者，反对
吃狗肉，是言论自由，但以暴力的姿态干涉别人
吃狗肉，这就要受到法律约束了；二者，爱狗若
属于文明范畴，则必定对应着相应的经济基础，

“仓禀实而知礼节”，从爱吃狗肉到拒吃狗肉，也
总要有个物质渐进的客观过程。生活优渥的爱狗
者，与赤膊露天的吃狗者，如何在一个对等的价
值坐标里对话呢？何况，100 年前辜鸿铭在广东
办的《时事画报》里，夏至吃荔枝和狗肉确实被
作为粤地风俗来描述。

裹挟道德大棒去要求对方吃狗或者不吃狗，
终究是一地鸡毛的口水游戏，谁也说服不了谁。
倒是在这场争议之中，地方政府部门的态度有些
迟滞而暧昧——6 月 7 日，广西玉林市人民政府
发布声明，称所谓“夏至荔枝狗肉节”只是个别
商家和民间的一种说法，其实并不存在这个节日，
玉林政府或任何组织也都没有举办过任何形式的
狗肉节活动。面对空前争议，这样的立场表达，
充满着息事宁人，甚至迫于舆论的意味，既安抚
不了动保人士，也取悦不了本土民俗。结果，不
仅官方话语进退失据、陷于被动，也让民间立场
悖逆理性、更为冲动。

爱狗者估计很难理解，有“金华狗肉节”偃
旗息鼓的经验在，为什么 2014 年更为声势浩大
的抵制，反而会折戟在玉林这个地方？让动保人
士郁闷的结局，也许对公共利益恰恰是好的征兆：
一个公民社会，起码“有理不在声高”，法无禁
止即自由的底线都不能捍卫，奢谈狗的福利，会
不会显得夸张而滑稽？也许我们迟早是不会再吃
狗肉的，但这是一个漫长而内化的过程，而不是
拿你的喜好来囚禁别人的自由。

玉林狗肉节，越抵制越热烈？
凤眼时评 >>

压力之下的敌意
垌口市场是玉林市区最集中的狗肉零

售市场，有 20 多个铺位常年销售狗肉。
夏至前夕，记者来到垌口市场的一家狗肉
摊前，一听到记者开口讲普通话，摊主立
刻投来异样的目光，周围的狗肉商贩也纷
纷怒目相向。

“他们（志愿者）天天都来干扰我们
做生意，今天还来这里拜呢！”原来，6
月18日上午，一些外地来的僧人和动物
保护人士刚在市场上做了一场为亡狗超度
的仪式。在摊主眼中，这无异于一种挑衅。

在不少商贩看来，政府为了不刺激爱
狗的志愿者，却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

新民路和江滨路是玉林狗肉店最集
中的区域。记者采访时，因为外地口音，
同样感受到了不少店主的敌意。

在新民路街口的一家大排档，招牌上
经营项目中的狗肉字样已被涂抹掉，一帮
食客正围坐着狗肉火锅吃荔枝，记者走上
前刚想跟他们聊聊，店主马上过来用玉林
话对食客们说：“不要理他！”

位于江滨路的“玉林第一家脆皮狗肉”
餐馆在当地颇有名气。6月18日，记者在
店门口看到的招牌被改成了“玉林第一家
脆皮肉餐馆”，第二天再去时，这家店的
招牌干脆被一块红布给蒙上。来自全国各
地的骚扰电话，让老板娘宁女士不堪忍受，
不仅有人半夜打电话辱骂她，甚至还有人
威胁她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我把电话报
停了，招牌也撤了，想吃狗肉的一样找得
到这里，而且生意比去年还好。”宁女士说。

暴力护狗引发的风波
因为工作的缘故，桂东南社会文化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玉林师范学院宣传部
部长徐一周时常会留意网上有关“玉林荔
枝狗肉节”的各种争论。他发现，以往夏
至临近才会引发热议的这一话题，今年 5
月初就开始在网络上发酵了。

打开玉林人常去的红豆社区玉林论
坛，与狗肉节相关的讨论页面超过了50
页。6月9日，一则关于爱狗人士在玉林
踹门救狗的帖子更是成为争论焦点，目前
该帖点击量已超过 11万次，跟帖千余条。

网友“正午阳”称，6月9日上午一群
来自外地的爱狗人士，以“深入玉林、参
加取缔玉林狗肉节行动”为名对这家屠狗
场强行开展救狗行动。商户向相关部门出
示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但爱狗人士却踢

坏商户大门，声称这些狗是他们的，要求
带走。

6月18日，大新社区居委会支书、主
任文家荣向记者证实，当天确实发生了踢
门救狗事件。

在玉林活动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中，来自
四川广元的杜玉凤算得上一个标志性人物。

6月21日是传言中“玉林荔枝狗肉节”
的正日子，上午10 时，杜玉凤和一批志
愿者来到玉林市政府广场进行抗议活动。

杜玉凤也一遍遍地重复着她的观点：
常年食狗，导致癌症高发。拒绝吃狗肉，
对玉林人来说是场健康革命。

6月19日清晨，在玉林市二环路边的
一个活狗交易市场，记者第一次见到杜
玉凤。她认为，这场“动物解放革命”虽
非一帆风顺，但也取得了很多进步：第一
年来玉林时，她看见到处都是血腥的屠宰；
第二年，政府已经成立了工作组，整顿规
范狗肉流通环节；第三年，农贸市场绝对
没有当街杀狗的行为，都是藏起来杀了。

她相信，如果能说服玉林人戒掉狗
肉，那么全国可能就有80%的人不吃狗肉。

过激护狗带来情绪反弹
出乎动物保护者预料的是，今年的

护狗行动引起玉林市民极大的情绪反弹。
6月21日傍晚，玉林传统的“狗肉一

条街”江滨路上热闹非凡，当地政府甚至
出动交警在路口维持秩序。

一家商铺门前打出了两条横幅：“感
谢您让国人看到了我们玉林人的团结精
神”、“我们爱戴荔枝狗肉文化，更爱戴法
律”，路人纷纷驻足拍照。

附近乡镇的荔枝果园乘机打出零元
试吃的广告，挂在车上流动宣传。家住附
近的居民感叹道：“比去年热闹多了！”

6月20 日晚，央视“新闻 1+1”评说
了发生在玉林的狗肉节风波，这让玉林文
化时空研究会的黄老师特别解气。他连
夜撰文介绍玉林吃狗肉的渊源，并呼吁爱
狗人士理性客观，尊重地方民俗文化。

“虽然餐馆一年四季都有狗肉卖，但
作为民俗来说，我们一年只在夏至这一
天自发地在家吃。”黄老师表示，玉林人
之所以吃狗，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
历史背景等都有密切联系。在物资匮乏
的年代，“晒豉狗”（菜狗）是农人补充
体能的重要荤食来源。玉林夏季湿热、
冬季阴冷，民间素有“一碗狗肉一张被，

卖了棉被换狗吃”的说法，认为夏至这
天吃狗肉冬天就不怕冷。加上夏至恰逢
荔枝成熟时节，随摘鲜食，荤素咸甜搭配。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夏至狗，荔枝酒”
的传统饮食文化。

黄老师说，当地人把夏至吃荔枝狗看
做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夏至这天，谁邀
请的朋友越多，说明他的人际关系越好。

“中国人讲究入乡随俗，这些爱狗人
士年年来玉林闹，只会让人越来越反感。”
黄老师说。

法律缺失的无奈
6月初，为了回应社会关切，玉林市人

民政府发出说明，强调玉林市政府或任何
社会组织都没举办过任何形式的“夏至荔
枝狗肉节”。目前，玉林市政府牵头，由市
食安办负责组织水产畜牧、工商、公安等
多个部门正在开展肉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不过，不少爱狗人士认为，在玉林实
地走访时发现狗肉来源不明、检验检疫不
规范的现象仍然存在。

玉林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总经济师张
林说，据统计，在玉林，犬的养殖以农户
家庭散养 0 为主，约 17万只。每年春秋，
动物疫病防疫中心会组织兽医人员对家
养犬类开展免疫防疫工作，设免疫档案。

相比免疫工作，对生狗运输和买卖的
检疫工作要复杂许多。检疫主要由业主向
当地兽医部门提交材料进行申请，水产畜
牧部门根据材料检疫。

按照农业部要求，活犬要逐一检疫、一
犬一证，但现实中，从外地运往玉林的活狗
基本上是一车一证。玉林市重大动物疫病防
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清表示，一车一证
只是没有按照农业部的要求出具证明，但检
疫行为是合格的。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外界
的疑虑。前不久，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
究中心等单位在京召开的“玉林狗肉节”制
度反思研讨会，会上，不少法律界人士就此
批评玉林政府部门不作为。

在玉林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综合
协调科副科长谢党看来，狗肉屠宰检疫方
面，潜在的安全隐患从理论上说是有的，
但爱狗人士不能以此采取过激行为，政
府也要依法行政，不能没有依据地乱作为。

“目前相关规定对于杀鱼、狗、鹅等都没
有完整明确的检疫要求，法律的健全需
要一个过程。”

（本报综合）

这个夏天，除了巴西，最热的恐怕就是玉林。
玉林位于两广交界，是南方的一座三线城市，而当地在夏至吃狗肉、啖荔枝的风俗让其一跃成为国

内外关注的焦点。各路媒体记者、护狗志愿者纷至沓来，把玉林推入舆论漩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