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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彬

在国内引发舆论沸腾的中国留学
生江歌被杀案昨天在东京开庭。江歌
妈妈江秋莲开庭前召开了小型媒体见
面会，明确表示“来日本，我是努力争
取陈世峰死刑的”。江母在日本的这
30 天，主要专注于征集对犯罪嫌疑人
陈世峰判处死刑的请愿签名，并频繁
会见律师和检察官。她对审判结果
没有预期。“我做我该做的，其他的交
给法院。”

之前，关于江歌案，中国舆论场上
掀起一波又一波讨论，但终究陷入了

“事实产能不足，意见产能过剩”的尴
尬之中，此案的核心事实：陈世峰为何
杀人？是否具有携带凶器蓄谋杀人等
主观恶意？江歌是否为刘鑫“挡刀”？
刘鑫有没有故意锁门？这一切只能在

法庭上被揭示。
本案在日本的法治语境之下，是

一起“普通杀人案”，并没有被赋予过
多的道德争议。因此，江歌案设置
了一个难得的舆论实验场景：案件
有中国舆论，但却是由独立于中国
舆论的司法体系审判。关心此案的
中国公众，目前能做的只能是静静观
察庭审。

目前来看，陈世峰被判处以极刑
的可能性不大。日本虽未废除死刑，
但死刑只针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形；
而且即便被判死刑，还需由法务大臣
同意签名才能执行死刑，所以日本一年
的执行死刑人数往往是0。比如，1995
年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发动的“东京地
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超过6000人受
伤，13人死亡，教主麻原彰晃2006年就
被判了死刑，到现在还未执行。

之前江歌妈妈组织的“死刑请愿
签名”活动，对影响判决的效果可能
不大，但这已经是家属唯一能做的事
情了。

《日本宪法》第 16 条规定，任何人
都享有请愿权。“请愿”是日本法律之
下的公民权的行使，议会、政府和法院
有责任依法接受，但没有义务听从。
不过，1983 年日本最高法院公布过一
个对于死刑量刑考虑的标准——“永
山基准”，其中将“被害者家族感情”列
为死刑的考量标准。江歌妈妈提起的
请愿，严正地表达了自己对凶手的态
度，相信也会被日本法官所了解。

不过，此案的刑事部分虽然要在
日本审判，但并不排除江歌母亲可以
在中国法院寻求权利救济，可以依据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有关附带民事诉
讼的规定，或者直接依《侵权责任法》

在中国起诉陈世峰，索要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赔偿。国内公众最关心的所
谓“刘鑫见死不救”，也将在法院得到
澄清和认定。

如果法庭能够认定江歌的确是为
救刘鑫而被杀的，那么江歌母亲可以
在国内起诉，依照《民法总则》中“见义
勇为”的规定，要求受益人刘鑫作出补
偿。日本法庭如果能认定刘鑫故意锁
门阻止江歌逃生，那江母也可按侵权
法的规定，要求刘鑫作出赔偿。

事实的归事实，情感的归情感。
江歌引发的舆论讨论，终究还是要在
日本法庭上通过证据来解决。口水
代替不了法律，冲动代替不了事实。
真相是对江歌母亲最好的告慰，而我
们也该让争议归于事实，让喧嚣终于
正义。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08版）

江歌案开庭，让争议回归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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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嘈

“汉语盘点2017”活动年度候选字
词 12月 9日正式出炉，“享”“云”“智”

“新时代”“新四大发明”“初心”“人类
命运共同体”“引力波”等热门字词入
围。活动即日起开启网络投票环节，
最终结果将于 12 月 21 日发布。颇为
引人注目的是，网络热词“怼”也进入
了候选行列。

“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 12
年，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
的中国和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
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
和世界万象”。盘点历年来的“年度

字”，大多与当年的政经大势乃至社会
热点相关。比如10年前的2007年，国
内年度字是“涨”。这个字 2010 年再
度当选，可见物价水平一直是最能牵
动老百姓神经的话题。而去年的年度
汉字是“规”，与匡正党风、政风的时代
新要求相关。这些字眼，浓缩了无数
事件，并且为特定年份打上了鲜明的
时代印记。每当人们回忆起那些年、
那些事，“年度字词”无疑是塑造集体
记忆最关键的提示符。

时间来到 2017年，几个候选字词
中，“享”“云”与日益繁盛的新经济形
态息息相关，“强”则捕捉了国人对于
国势上升的自信心，“怼”字则最有意

思。虽然汉语中早有“怨怼”这个词，
但“怼”字进入流行语还是近期的事。

许多网友最早是在直播平台（比
如Dota、LOL的游戏主播）那里接触到
这个词。接着是综艺媒体接力（如《真
正男子汉》，杜海涛跟王宝强互“怼”片
段惹得观众爆笑连连）。还有是国际
新闻报道，不时能见诸标题，特朗普又
在社交媒体上“怼”谁了。这让“怼”渐
渐从网络走向正规媒体，成为“官方用
词”的一部分。大家如今理解的“怼”字
所含“顶撞”“攻击”之意，来自方言。

年度字词大多来源于网络，网络
媒介每年催生大量新词，“全民造词”
的后果之一，就是热词速朽。

据统计，国家语委 2006年至 2011
年从语料中获取的年度新词，仅有
40%能够留存，且有 25%新词低频使
用。尤其是某些表达网民情绪的词，
比如“雷”“囧”，又比如“悲催”“坑爹”

“伤不起”，假如今天谁还挂在嘴边，别
说年轻人要说你老土，就这些词反讽、
幽默的强度而言，较之当初也已大打
折扣。经典毕竟是少数。

回想 2009 年，“被”字当选年度
字，不仅完全改变了现代汉语被动语
态不发达的局面，成为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造词法，而且也给读者的思维方
式带来全新变化。要让这样的经典复
现，怕是很难了。

塑造集体记忆的“年度汉语盘点”

□谭畅

公安部门近日证实，“挑战”过全
国多座高楼的 26 岁湖南小伙子吴咏
宁，一个多月前在长沙高坠身亡。极
限运动的界限何在，引发热议。

吴咏宁微博简介包括：“国内极限
高空运动挑战第一人，无任何保护的
情况下完成每一个能完成的动作。”

“无任何保护”是他多个社交平台的常

见标签，令人揪心。
回看吴咏宁发布的视频，他近期

在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高层建筑上
攀爬、行走、跳跃，还不时进行倒挂仰
卧起坐、引体向上等高难度动作。除
个别视频能看到保护绳，绝大部分视
频正如其强调的，“无任何保护”。

有业内人士指出，吴咏宁的行为
算不上极限运动。然而，广义而言，吴
咏宁的视频也确实包含跑酷等极限运

动的元素。无论如何，“无保护”从来
不是，也不应成为极限运动的标签。

笔者看来，极限运动的“限”很明
确——生命健康。应该充分考虑护
具、专业训练、天气、身体状况等安全
要素，必须反对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
尝试“挑战极限”。吴咏宁的坠亡，就
是一记警钟。

在吴咏宁常用的某视频平台，每
条“挑战”视频最少能得到数千“喜

欢”。记者无意揣度这些“喜欢”是否
给吴咏宁带来动力，或有多少人对这
类无谓冒险跃跃欲试，只希望下次再
有类似视频出现时，相关平台能够从
保护生命健康的角度出发，及时甄别
处理。

生命值得尊重和敬畏，衷心希望
极限运动多一些阳光、快乐，少一些
悲痛。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15版）

“无保护”不是极限运动的标签

蹲马步、殴打、往身上浇开水，
这些极度恶劣的行为，竟是云南省
建水县5个小学三年级学生对同
学的欺凌。近年来，中小学校园欺
凌事件频繁发生，呈施害者低龄
化、施害行为暴力化、手段多样化
等特点。面对校园欺凌，必须止
恶于微。守护孩子的身心安全应
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关注。

止恶于微，要让保护显露锋
芒。锋芒不是以暴制暴、以牙还
牙，不是不顾后果的冲动，而是要
长出保护孩子的“牙齿”。让受到
欺凌的学生敢于向老师、向家长、
向警察求助，把自己的遭遇大声
说出来。

止恶于微来自父母的关心。
家长必须明确：安全是基本底线，

尊严是人格脊梁，教育孩子与人
为善和培养孩子的自尊自强同样
重要，一味忍让不能获取同情与
尊重，反而会将自己置于更加危
险的境地，更别提维护尊严。

止恶于微来自老师的坚定。
个别学校管理者、教师漠然处之
实质上助长了欺凌。学校管理者
和老师必须告知学生“欺凌是一
种违法行为”，坚决构筑好防治校
园欺凌的第一道防线。

止恶于微来自司法的刚性。
公安、检察机关、教育部门等要建
立好预防校园欺凌干预平台，控
制和干预欺凌发生链条中的关键
环节，根据性质和伤害程度做出
相应处理，用司法的刚性塑造善
良的韧性。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止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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