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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的社会大讨论是１９９０年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
媒介事件。《读者》凭借其期刊品牌优势，以别具匠心的新题名使更多人关注

《夏令营中的较量》；《中国教育报》作为国家教育部机关报，在上层领导指示下

转载文章、开展征文活动，将《较量》的传播深入到专业层面，并与《人民日报》

《羊城晚报》等报刊媒体一起组织专题讨论，引起教育界和各地群众的广泛响应

与参与，使《较量》大讨论在全社会普及。《夏令营中的较量》所引发的大讨论

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媒介传播视角看有难以复制的时代

价值：《读者》与它产生的传播效果是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由上而下、成系统地

组织大讨论是时代特有的传播模式，其带来的大规模思想交流的征文与投稿是

时代经典的传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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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是推动中国期刊历史进步的名刊

之一。师永刚所著的《读者传奇》曾附录了《读

者》创办人胡亚权推选的“《读者》创刊２０年来

最具影响力的十篇文章”，其中就有《夏令营中

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与其他９篇美文

不同的是，《较量》于１９９３年底曾引发了全国

性的关于下一代教育问题大讨论，这是继１９８０

年代“人生意义讨论”后的第二个由期刊刊文

引发的社会大讨论，对推动中国素质教育改革

有重大意义。《人民日报》曾刊发评论：《较量》

大讨论“引申出今日已被普遍接受的素质教

育，并被确立为国家规范化的教育思想之

一”［１］。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发布。

因此，《较量》及其相关讨论是中国期刊史、教

育史乃至文化史上较有影响的事件，值得历史

地梳理和研究。

笔者查阅已有研究文献和相关史料发现，在

对《较量》的传播过程中，各大报刊媒体的大众

传播与社会人际传播空前联合，在期刊史上具有

典型意义。首先，在“成文—发表—传播”的大

众传播阶段，《读者》转载所产生的传播效果至

为关键。《中国教育报》记者张春铭指出，“讨论

的载体，源于《读者》”［２］。《黄金时代》负责首发

文章的编辑陈锐军将《读者》的转载比作“核炸

弹爆炸”，产生了如核裂变一样连锁式的反应。

以《较量》为标志，“夏令营战役”正式打响。［３］

《读者》既不是首发期刊，也不是第一个转载的

期刊，为什么讨论的载体是源于它呢？解答这个

问题或能对期刊的传播效果有所认识。其次，在

大讨论阶段，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并行。张春铭

将这个阶段《较量》所引起的反响分为社会媒体

反响和教育界反响，陈锐军对这两种反响分别作

了记述。那么以《中国教育报》为首的社会媒体

作为大众传播的主体，他们的行为与教育界的传

播行为有什么联系呢？这是研究《较量》事件中

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联合行动的核心所在。

１９９０年代，石中英［４］曾从教育学视角分析了《较

量》及其讨论的时代意义，本文则拟从期刊媒介

传播的视角对《较量》大讨论的时代价值作出考

量，以供学界参考。

　　一、讨论载体源于《读者》的必然性

１９９２年８月，全国少工委、宋庆龄基金会与

日本合作的 “中日儿童联合探险夏令营”在内蒙

古大草原举办。《少年儿童研究》副主编孙云晓

对夏令营进行跟踪采访，先后写出并发表系列报

告文学作品《微笑的挑战者》《夏令营史上的一

场变革———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的启示录》《隐

患》。１９９３年３月，应《黄金时代》编辑陈锐军邀

请，孙云晓将《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中日

儿童探险夏令营的启示录》压缩为３０００字左

右，以《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为题发

表于１９９３年７月的《黄金时代》。随后，《东西南

北》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全文转载此文，将标题改为

《中国孩子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吗？》。据陈锐军

回忆，从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１月，《黄金时代》编辑

部仅零星收到些许读者来信，但“都不成大气

候”［３］。直到１９９３年第１１期的《读者》以《夏令

营中的较量》为题转载了《黄金时代》文，以《中

国教育报》为首的各大媒体几天内迅速转载并组

织专题讨论，大讨论才正式拉开序幕。

为什么讨论的载体是源于《读者》，而不是

源于首发期刊《黄金时代》，也不是源于同为文

摘类期刊并更早转载的《东西南北》呢？笔者

参考１９９３年时间背景，对比《读者》与《黄金时

代》和《东西南北》发现，源于《读者》是必然的。

１．《读者》将标题改为《夏令营中的较量》

别出心裁

《黄金时代》发表时用的题名为《我们的孩

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东西南北》转载时改

为《中国孩子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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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时题名设计为《夏令营中的较量》。从三

者比较可发现，《读者》所用标题定性准确，客观

冷静地点明了文章主题，“较量”一词蕴含的意

义丰富，与文章所围绕的论点———有差异的教育

方式———契合，但又没有表述立场与观点，相比

《黄金时代》《东西南北》所用的疑问式标题，少

了潜在的预设，多了平和的沉思。陈锐军称赞

《读者》改的标题“别出心裁”［３］。在《读者》之

后，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提到《较量》时也

都采用了《夏令营中的较量》这一标题。

２．《读者》的传播范围更广

《较量》一文写的是少儿夏令营，反映的是

基础教育问题，核心受众应是广大少年儿童家

长与教育界人士。《黄金时代》曾进行一次大

型问卷调查，根据３万份答卷将读者定位确定

为文化程度为高中、追求上进、１８～２５岁的青

年［５］，以广东为腹地的南方青年占主体。由此

可见，《黄金时代》的读者群不完全包含《较量》

的核心受众，在受众的地域广泛度上也有局限。

相反，《读者》的受众涵盖男女老少各领域各阶

层，所覆盖的范围超出了《较量》的核心受众。

不仅如此，《读者》的发行量还远大于《黄金时

代》和《东西南北》的发行量。据中国统计出版

社出版的《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统计资

料》公布的期刊发行量，１９９３年《黄金时代》平

均每期发行量为４７．８万册，《东西南北》平均

每期发行量为３４．８万册，而《读者》平均每期

发行量高达３４５．４万册，位居全国期刊第三名，

１９９４年跃居全国第一位。发行量更大意味着

所覆盖的读者人数更多，再加上受众覆盖全面

这一优势，《读者》的转载必然会将《较量》传播

得更广、更远。

３．《读者》的品牌影响力更大

《黄金时代》作为青年类期刊，其鼎盛时期

在１９８０年代，进入 １９９０年代后，青年期刊即

“不可遏制地跌出了主流媒体的行列”［６］。而

在文摘类期刊中，《读者》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在经历更名事件后其影响力也未见减小，其前

身《读者文 ＋摘》上有不少作品在被中央电视

台传播后，其影响更迅速扩大。例如，１９９０年

众口皆碑的电视剧《渴望》，其剧本素材就来自

该刊１９８７年第１２期刊登的《母亲的情怀》。另

外，发表于１９９２年第１２期的《向中国人脱帽》

被演绎成电视小品，主持人倪萍还手持当期杂

志激动地阐发其爱国主义主题。张伯海曾这样

评价《读者》：“它保持住自己的品位，却不曲高

和寡，使上百万读者倾心于它；它对世俗趣味绝

不曲意逢迎，但并未因此遭受冷落，发行量始终

坚挺。它诚心诚意地熏陶了读者，被熏陶的读

者诚心诚意地支撑了它的存在。它在提高读者

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因为读者日益增长的需

求把它推向不进则退的义无反顾的境地。”［７］

正是因为《读者》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庞大

的发行量与良好的口碑，《较量》才被中央领导

层关注，“一位主管教育的中央领导同志在《读

者》上看到了《夏令营中的较量》，即指示教育

部门的同志，这样的好文章应该多登”［３］。

　　二、媒体界的大众传播与教育界的

人际传播有效结合，共筑大讨论格局

　　《读者》转载《较量》之后，媒界与教育界立

即展开传播，作为反应最为热烈的两个领域，二

者的行为有什么联系呢？笔者通过分析几个重

要传播节点发现，在教育界人际传播加入后，与

媒体的大众传播一起，将《较量》传播得更广

泛、更深入了。

１．教育界“意见领袖”反作用于大众媒体，

使《较量》传播深入专业层面

１９６０年，约瑟夫·克拉珀在其著作《大众

传播的效力》中指出，大众传播产生效果通常

通过一系列中介因素发生作用，其中传播效果

的发生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中央主管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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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同志看到《读者》上转载的《较量》后，指示

教育部门多刊登此类文章，《中国教育报》随即

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５日于头版头条的位置转载

《较量》，并配以总编辑余家庆的短评《心中沉

甸甸的问号》，提出怎样培养和教育我们的下

一代的问题［８］。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７日，原国家教

委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就《较量》发表谈话并建

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抓住这个契

机，在师生中开展一下讨论，‘《夏令营中的较

量》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我们的教育应当怎样

迎接《较量》？’”［９］紧接着１１月２９日，《中国教

育报》遂以“《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的思考”为

论题，面向广大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家长开展有

关“怎样培养和关心我们的下一代”的征文活

动。在这两次传播中，中央主管教育的领导同

志和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凭借自己在

教育界的社会地位，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

色。由于《中国教育报》具有国家教育部机关

报这一特殊身份，这些“意见领袖”的传播反作

用于大众传播，经过“大众媒体—教育界意见

领袖—教育界大众媒体—受众”的传播路径，

使《较量》传播最后深入至教育领域。

２．媒界组织讨论与教育界参与讨论两种传

播方式紧密结合，使《较量》普及全社会

《中国教育报》在转载《较量》之后，教育界

迅速参与，各大媒体的转播接踵而至且力度极

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较

量》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首先，就整体来说，教育界在媒界舆论引导

的基础上进行人际传播，在群众中普及《较

量》。一方面，媒体发表评论，组织专题讨论，

通过议程设置始终把握话题走向，告诉受众应

该围绕《较量》讨论什么。《中国教育报》征文

之余在１９９４年１月８日与全国少工委一起，邀

请北京部分关心少儿健康成长的人士，就《较

量》引起的广泛社会反响举行了座谈会，呼吁

就此开展一次全民大讨论。［１０］１９９４年 １月 ８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夏令营中的较量”

的深思》，１月２８日发表《黄金时代缺少了什

么》，２月８日又发表了《给孩子们留些什么？》。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隆重

推出《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以此为开篇

开展“给孩子们留些什么”大讨论，并召开名为

“怎样教育孩子做人”的座谈会。１９９４年１月

１０日，《羊城晚报》头版头条发表《乌兰察布探

险，一个沉重之“？”》，第七版转载《夏令营中的

较量》，并设专栏讨论《未来忧思———我们的孩

子缺了什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

京青年报》《中国妇女报》《蜀报》《半月谈》等

报刊也纷纷转载《较量》或发表评论，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较量》，

中央电视台更制作播出四集专题片《学会生

存》。据《中国青年报》统计，约有８０家媒体转

载、报道与《较量》相关事件［１１］。另一方面，在

媒体专业性、权威性的影响下，各地各级学校师

生和教育理论研究者踊跃参与讨论。在《中国

教育报》转载的第二天（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６日），

清华附中原校长杨津光便让人把文章打印出来

发给所有学生，请家长读后回执。北京２２中原

校长成春希将《较量》和《心中沉甸甸的问号》

打印１４００份发给全校师生，人手一份，要求利

用班队会围绕“意志磨练该从何做起？”“假如

你参加夏令营，你会怎样做？”等问题进行广泛

讨论。［１２］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学工部发出通知，

要求各系党总支组织学生参与《中国教育报》

的征文活动。［３］杭州市天长小学还专门召开

“为了新世纪强大的祖国”首届德育研讨会，浙

江省和杭州市教育界和新闻界的有关人士应邀

参加。而早在《中国教育报》转载《较量》后，天

长小学便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的大讨论。［１３］

其次，就传播手段来看，大众传播与人际传

播相互借用、相互融合。《较量》大讨论中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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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传播的内容多来源于读者来信。《中国教

育报》开展征文后，“短短四个月，编辑部就收

到上千篇讨论稿”［１４］，其中有范基公的《呼唤教

育的战斗力》，殷志民的《不妨“将孩子推开”》，

吕恢文的《点滴积累重在行为———我的家教

观》，范光海的《要教会孩子做家务》，以及辛立

洲的《日本野外文化教育与〈较量〉》等。《人民

日报》召开座谈会后，陆续刊出会上专家和领

导人的发言。上海《青年报》发表了时任国家

教委专职委员、党组成员林炎志的文章《战胜

历史的报复性格》。对于媒体而言，读者来信

是在大众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从而帮助媒体

获得大众传播的其他信息与反馈，弥补大众传

播间接、弱个性化、无法即时反馈的弱点。而对

于讨论参与者而言，他们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

章与更多人进行交流，借用大众传播规模大、公

开化的特点优化了人际传播效果。

在媒体界和教育界的共同作用下，《较量》

的传播由讨论具体事实到讨论教育思想，由分

析问题原因到采取务实对策，由教育局呼吁到

社会各界联合行动。１９９４年全国政协八届二

次会议上，时任全国老龄委主任、中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任中共中央组织

部副部长的王照华，在发言的最后一部分“努

力提高中国孩子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中，专门

谈到了《较量》。同年在四川乐山召开的“全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研讨会”，其中心议题亦围绕

《较量》而展开。之后，一系列少儿素质挑战项

目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三、《较量》大讨论中媒体行为的时

代意义

　　陈锐军认为，“一篇文章能够引发这么大

的一场讨论；一场讨论又能够改变整个国家的

教育思路，这不能不说是只有１９９０年代的中国

才会出现的奇迹”［３］。从教育的视角看，他认

为：“《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的大讨论，在于它

拨动了一根弦，当时大家对中国的教育，都有一

种感觉，觉得有问题，但是找不到突破口，潜在

地积聚了很多能量。正好《夏令营中的较量》

给了大家一个爆发的突破口。”而从文化的视

角来看，“这篇稿子融合了对教育欠缺的思考，

融合了对下一代的关心，也还有两个东亚民族

之间的竞争，两个民族这一百多年来的风风雨

雨……如果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引不起全国

的讨论”［２］。那么，从媒介传播的视角来看，

《较量》讨论的时代价值在哪儿呢？笔者认为，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读者》与它产生的传播效果是时代特

有的文化现象

《读者》作为将《较量》传播更广的载体，在

１９９０年代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在纸媒发达

的年代，《读者》这个发行量全国第三、几乎人

人爱读的期刊，它所产生的传播效果是如今难

以达到的。一是《读者》如今不再有当时那么

大的发行量，也不再是人们手中的主要读物；二

是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一篇文章、一个话题很

容易被数量庞大且快速更新的信息流淹没。

２．由上而下、成系统地组织大讨论是时代

特有的传播模式

《中国教育报》作为大讨论中领军的媒体，

充分发挥了国家教育部机关报的作用。一是其

将《较量》的讨论上升到专业层面，既把握住讨

论方向，又具有权威性，使各地各级学校迅速采

取行动，组织师生、家长进行讨论。二是其发挥

了普通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不仅影响了广大

受众，还引起了其他媒体的热烈反响。由此引

发的有系统、有方向的大讨论，非一盘散沙，各

自为阵；同时，讨论参与者既有教育理论工作

者，又有教师等一线教育工作者；既有国家领导

人，又有广大学生、家长群众；既有传播者，又有

受众。这种由中央领导人指示大型官媒发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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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再由官媒引领广大受众进行讨论的模式，在

今天很难看到。

３．所带来的大规模思想交流的征文与投稿

是时代经典的传播手段

以《中国教育报》为首的媒体，采用征文笔

会这种纸媒擅长的讨论手段，既达到了解公众思

想倾向的目的，又能使公众自由表达情感，并借

助媒体将其大面积推广和交流。媒体选择性地

发表某些讨论者的文章和言论，也有助于从整体

上引导公众展开进一步讨论。与征文、投稿互动

相比，今日流行的网评、跟贴等讨论方式往往无

人整理，思想深度与完整度孰高孰低显而易见。

　　四、结语

《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的社会大讨论是

１９９０年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媒介事件。

《读者》凭借其期刊品牌优势，以别具匠心的新

题名使更多人关注《较量》；《中国教育报》作为

国家教育部机关报，在上层领导指示下转载文

章、开展征文活动，将传播深入到专业层面，并

与《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媒体一起组

织专题讨论，引来教育界和各地群众的广泛响

应与参与，使讨论在全社会普及。《较量》所引

发的大讨论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共同作用的

结果，从媒介传播视角看有难以复制的时代价

值，与１９８０年代“人生意义讨论”相比，其更加

深入、更加圆满。《较量》讨论过程中也曾出现

强有力的、与《中国教育报》和《人民日报》等主

流观点对立的声音。比如 １９９４年 ３月 ５日，

《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在头版整版刊出何

平平的《杜撰的较量———所谓日本孩子打败中

国孩子的神话》，对《较量》文里的各项数据和

社会上正热烈进行的讨论提出质疑。此文好比

又一颗重弹，不少媒体转载《杜撰》，有些读者

撰文批判《较量》并将其发表在报刊上，在社会

上掀起了不小风波，但群众最终仍与主流观点

保持一致，这在“人生意义讨论”中不曾有过。

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涉及其他媒介传播问题，因

条件限制本文未对此进行讨论，有待在今后的

研究中进一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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