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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故事

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
上访老头

算算今年已经是踏入这个

行业的第六个年头，奇葩的人

和事见证了一拨又一拨，但唯

一能让我“又爱又恨”的，就

只有那个固执得让人无奈的上

访老头。

他叫老阳，曾是我们编辑

部的常客。第一次见他是 2013

年的 3 月。那天下午，办公室

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皮肤黝黑

的老人，他就是老阳，一位普

通农民。老阳一进门就嚷嚷：“请

一定要为我维权，你们采访需

要多少经费，我来出！2000 元

够不够？！”上访的人见的多

了，可开口就能“一掷千金”

的并不多见。透过老阳的讲述

知道，他奔波经年、耗资数万，

不过是为了区区一句道歉。采

访中，老阳反复向我陈述：“不

管花费多少，我都会一直上诉

下去。我不图别的，只要她跟

我认个错 !”老阳口中的“她”，

是她的亲妹妹，事情的起因，

仅仅是一起家庭纠纷。

听完他的故事，我被这个

男版“秋菊”不计成本为尊严

而“战”的行为打动，为他写

了一篇特稿。最终，经各方调

解，老阳的妹妹在某电视节目

上向哥哥表示了歉意。原以为

这事就算完了，可半年后，老

阳再次来到办公室，布满皱纹

的脸上多架上了一副老花眼镜。

老阳请求我再帮他做一次报

道，理由是认为上次妹妹的道

歉“没有诚意”，他依旧要为自

己“讨个说法”。我突然非常不

理解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为何

一定要如此执拗，他宁愿不停

的奔走长沙、邵阳、洞口三地法院之间，风餐

露宿，受尽冷漠，不依不饶的状告自己的亲妹妹，

也不愿回家坐下来与妹妹平心静气地沟通，如

此把精神抚慰看得远远高过经济利益和血浓于

水，这么做究竟值不值？ 

劝走老阳后，我又为他写了一篇后续报道，

讲述他仍在为“一句道歉”而奔走的现状，以

及邀请网友们参与是否要打官司的讨论。当然，

从心底里我更希望他能看开一点，不再为此事

奔波，好好颐养天年。

一直到此时，和老阳的接触过程还算愉快，

可接下来话风就有点变了……几个月后，老阳

又来到办公室，要求我帮他把法院的一些审判

文书原文照登在报纸上，任我如何跟他解释媒

体不能干预司法审判也无济于事。僵持不下，

他便从包里翻出一叠钱扔在我桌上，又出“壕”

语：“你们报纸多少钱，我买了就是！” 两天之后，

老阳又来了。这一次，老阳看上去做好了打持

久战的准备，总之一句话：“你不登，我就不

走！”理由也很简单：“你既然帮了我，就要帮

到底！”那天，编辑部正忙着出报，他就坐在

办公桌边一直守着我不停的絮叨着，看我没理

他，老阳开始吵闹了起来，严重影响了大家的

工作秩序。最终，同事忍不住拨打了 110……

几分钟后，老阳的儿子给我打来了电话，声色

俱厉地斥责我们的报警行为，并表示此事要不

就必须报道到底，要不从一开始就不要“多管

闲事”！最后还威胁道：“如果我爸出了什么问

题，唯你是问！”

挂完电话，我觉得有些沮丧和无奈。难道

说，我帮老阳真的帮错了吗？

老阳第五次出现，是今年年初，他看起来

心情不错，满脸笑意的向我报喜：“县法院承

认了在审判过程中有过失，省检察院也下发了

接收案件通知书，我的官司又看到希望了 !”为

了让我再报道一次“法院承认审判失误”的后

续，老阳问我借了纸和笔，一笔一划的在旁边

写下了一份保证书，承诺这次报道之后他再不

来找我做无谓的纠缠。看着老阳的笔迹，我鼻

子有些发酸。第六次见到老阳，是儿子陪着他

一起来拿最新报道的报纸。父子俩向我表达了

谢意及对上次那场闹剧的歉意，而我想说的是：

“老阳，今后的日子，多回家陪陪你的老伴和孙

子吧！”

故事终于告一段落。最后不得不说，在这

个让我“又爱又恨”的老阳身上，我看到了一

种坚守文明，坚持走法律途径的可贵精神，这

绝对体现了中国底层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以

及维权手段的进步。

老阳是我众多受访者中的一个，他让我感

觉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大潮里的浪花，

在这一片不可逆的波涛汹涌中，你永远都有一

种被主流所裹挟的无力感。然而，浪花虽小，

聚在一起却依旧能够改变大潮的方向，而记者

要做的，就是去经历并记录这些从来不全由伟

人们构成的历史。

编者按
今日女报多年来尽力向您讲好故事，其实，我们编辑记者们的

采访经历原本就是一个个好故事，我们觉得这些好故事放在新闻的
背后太可惜了，于是便有了这个专栏。往日里，他们用冷峻的笔记
录别人的故事，但这次，他们笔下的故事，除多了些温度，还多了
些许人生感悟。

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数字传媒部副主任

刘洋

红肚兜儿
红肚兜儿，女，

专栏作家， 地

道北方人，正

牌天蝎座。专

栏散见《南都

娱乐周刊》等。

态度

那些被中国男人讨厌的
“刘亦菲”们

刘亦菲与韩国男星宋承

宪的恋情一曝出，就立刻成

了娱乐热点。刘亦菲作为中

国“清纯系女神”的代表人物，

一直是男粉眼中“完美女友”

的典型。而宋承宪一路从“帅

哥”变成“帅叔”，也是无数

女粉的梦中情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

两人都挺般配。然而，在这

条看似平常的娱乐新闻下面，

转眼间聚集的数千条评论里，

绝大部分内容却是在讥讽嘲

笑或表达不满，比如“中国

男人这么多，你非得找个棒

子？”“韩国人都来勾搭中国

女神，这跟抢没什么区别！”

“当年出口了汤唯，现在又轮

到刘亦菲了吗？”

不出所料，他们又想起

了汤唯。汤女神去年嫁给韩

国导演金泰勇，中国男人们

攻击金泰勇长得丑，这一次

刘亦菲爱上的外国男友可不

丑，反而是个十足帅男，男

粉丝却照样心理不平衡，因

为他们觉得，身为中国女人

的本分，就是嫁给中国男人。

某些中国男人潜意识里，

总把女人看作财产，外国男

人娶了中国女人，就像抢了

他的媳妇儿，由此催生出一

种强烈的“捍卫”情绪。他

们在网上叫骂，把那些恶毒

的字眼砸到曾经的女神身上，

想要让她清醒，或者至少让

她看看，中国男人不是好惹的。甚至有人专门罗

列了一组所谓“嫁了外国男人又惨遭抛弃”的

女星名单……而当中国男星娶了外国妻子，获得

的却是一致好评，更被称赞“为国争光”。

或许，这些中国男人还活在自己臆想出来的

“伟大世界”里，认为女人就应该老实听话一门

心思地围着他转，并且对外界的一切充耳不闻，

全身心地奉他为“话事人”。无数影视剧塑造出

千篇一律“无底线奉献”的女主角，乡村剧里

在演被拐女被村民善良感动，带领群众搞教育；

都市剧里在演女人嫁给渣男，每天过得各种憋

屈郁闷快要疯了，这男的忽然得绝症，于是善良

的她专心伺候，并重归于好。就在今年，还有

一部刚上映的家庭剧《二婶》，女主角为了报答

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二哥”，

还死心塌地过了一辈子。

打开电视，里面充斥着一脸操心的妈、一

脸任劳任怨的媳妇以及一脸急婚心切的姑娘

……男人的压轴戏永远是，我娶了你，就是对

你最大的负责。

因此，他们习惯的剧情是，女人卖力表现

赢得男人好感，最终成为他的老婆，然后“温

良恭俭让”地过一辈子。章子怡接受了汪峰的

求婚，男人们仍旧不依不饶，尽管她比汪峰优

秀若干个百分点，他们还是翻出她曾跟外国男

人交往过这段“黑历史”，认为汪峰是“回收站”、

“出口转内销”，那种被惹毛一次就烙下印记的耿

耿于怀，在娱乐新闻评论栏里表现得如此淋漓

尽致。

他们活在一种虚幻的强大里，却常怀着一

颗玻璃心，分分钟都会受伤嚎叫，女人选择有

钱男人，他们骂拜金；女人选择长得帅的男人，

他们盼着她被始乱终弃；女人选择小鲜肉，他

们更是认定不会有好下场。而如果女人选择了

外国男人，那简直是直接打他脸，好像没有那

个外国男人，就会选他似的。

说实话，中国的婚恋市场对女人也确实没

什么吸引力，男人们大都摆出一副挑三拣四的嘴

脸，把 30 岁以上的女人贬得像廉价大白菜，甚

至开始在相亲时要求素颜和测量罩杯。就算男

人嘴上不说，女人也看得出来，他们哪里是在

找对象，明明是在挑商品。既然这里的规则这

么不好玩，去其它国家换个规则玩玩又何偿不可；

既然在这里没遇到感兴趣的男人，去其它国家

碰碰运气不也挺好吗？

大   小凤画
话

买书送学姐 编者按
小凤？who? 其实她就

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她可
能是你的姐姐、妹妹，也可
能是你的女友、妻子，或者
是你的同事、“闺蜜”，又可
能是你的情敌、死党……总
之她的故事很精彩，说不定
你能在她的故事中找到自己
的影子哦！

“大画（话）小凤”漫画
专栏陪你一起看图品人生。

作者：豆沙包漫画王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