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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抗争中的怨恨心理研究

陈 涛棳王兰平
摘 要椇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底层怨恨心理亟待加强研究暎怨恨心理包括心理受虐维度暍言语表现维度棳

并最终呈现为行动维度暎路易岛的环境抗争研究表明棳环境污染导致经济损失是怨恨心理产生的起点棳基层
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怨恨对象由肇事企业扩展到了基层政府棳而相对剥夺感和法院不受理导致怨恨心理得以
再生产棳并不断扩散暎怨恨心理存在特定的演化逻辑与再生机制棳包括由 暟怨暠到 暟恨暠棳由个体到群体棳由
分散到聚集棳由原生到次生暎怨恨心理既导致了显性的社会后果棳也存在潜在的体制外行为暎政府部门应高
度重视底层的怨恨心理棳其关键在于正面回应底层的利益诉求棳防止 暟群体性怨恨暠演变为 暟群体性事件暠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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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棳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棳既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飞跃式发展棳也导致社会矛盾
以更加集中的方式呈现出来暎由于社会再分配机制和权益维护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棳社会中弥漫着较
为严重的焦虑和不满情绪暎当前棳网络社会中频频出现的诸如 暟富二代暠暍暟官二代暠暍暟房二代暠等
暟斘二代暠话题的讨论中存在很多的非理性因素暘暘暘某些 暟二代暠逐渐成为人们发泄怨恨的众矢之
的棳而这种怨恨发泄的背后往往缺少应有的理性暎张凤阳认为棳在市场竞争机制的势能作用下棳必
定在以财富占有为核心标度的社会分层方面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棳而平权观念又普遍拔高了人们
的应得期望棳使之对生存比较中的高低落差感受极其敏锐棳因此棳在现代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棳怨
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形成群体性的积聚椲棻椵暎而如果利益诉求机制不够健全棳怨恨心理持续积
累与发酵的话棳则会诱发报复社会的泄愤性事件甚至群体性事件暎比如棳棽棸棻棸年长沙机场大巴纵
火案暍棽棸棻棾年厦门斅斠斣纵火案暍棽棸棻棿年贵阳公交纵火案以及杭州公交纵火案都属于泄愤性事件棳
犯罪嫌疑人都存在某些 暟仇视和报复社会暠的念头暎而在诸如石首事件暍瓮安事件暍大竹事件等大
型群体性事件中棳不少参与者并非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棳而是由于曾经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或已经存在
不满与怨恨心理棳他们只是借此事件发泄怨恨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暎可见棳社会转型加
速期的社会心态亟待审慎的实证研究棳这种学术研究对于政府部门构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具有
重要的政策意义暎本文着重对环境突发事件中底层的怨恨心理加以研究棳并探讨它所展现出的一般
性社会意义暎

一暍研究问题的提出

当前棳社会中弥漫的焦虑与不满已经衍生出了日益突出的 暟四仇心理暠棳即仇富暍仇官暍仇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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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仇名人心理暎在此背景下棳大量无直接利益相关的人群很容易卷入到群体性事件中暎据统计棳我
国在棽棸棻棾年上半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约有椄灡棿万起棳相当于每天发生棿椀椀起棳其中棳征地拆迁暍
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分别约占群体性事件总数的棾椂灡棻棩棳棻椀灡棾棩棳棻椂灡棻棩椲棽椵棬斝棾棴棻棽棭暎近年来棳在信
访总量暍集体性上访总量和群体性事件总量下降的情况下棳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却呈现出
快速上升的态势棳说明了环境事件的敏感性和尖锐性椲棾椵棬斝椆棭暎

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棳政府部门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已经走上前台的社会冲突和诸如反对斝斬项
目和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等 暟反建运动暠棳但对潜伏和不断积累的民众怨恨等社会心理现象重视不
足暎事实上棳很多群体性事件是在长期潜伏的怨恨心理的作用下棳经由某个或某些因素诱发产生暎
在学术研究层面棳环境社会学暍环境政治学以及环境管理学等环境社会科学对环境抗争的研究日渐
增多棳在诸如环境抗争中的政治机会结构暍体制性困境等议题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暎但是棳
现有研究对底层群体的社会心理状况关注严重不足棳对环境抗争中的怨恨心理关注尤为匮乏暎而与
此相对应的是棳底层群体的社会心理特别是怨恨心理往往深刻地影响着抗争事件的走向甚至抗争性
质的变化暎因此棳环境突发事件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怨恨心理亟需深入的学术研究暎

本研究以蓬莱棻椆灢棾溢油事件中路易岛栙渔民环境抗争中的 暟怨恨心理暠为分析文本棳就此展开
研究暎棽棸棻棻年椂月棿日棳我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田蓬莱棻椆灢棾油田发生溢油事件暎该油田由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 棬以下简称中海油棭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康菲中国 棬以下简称康菲公司棭
合作开发棳康菲公司为作业方暎棽棸棻棻年椃月前后棳路易岛渔民纷纷发现他们养殖的海产品大量死
亡棳于是不断向当地政府反映情况棳但一直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暎后来通过媒体获知河北暍辽宁渔民
在开展索赔活动的信息后棳他们开展了积极的环境抗争棳并在岛上召开了 暟油污重灾区直接向康菲
索赔新闻发布会暠棳试图通过媒体向外界传递他们的权益受损问题棳继而寻求外界关注和舆论支持暎
棽棸棻棽年年初棳康菲公司与河北暍辽宁两省的渔民达成赔偿协议棳但山东渔民被排除在外暎虽然陷
入 暟形单影只暠的境地棳但他们并未就此放弃环境抗争暎棽棸棻棽年椃月棳路易岛的棽棻棾户渔民和其
他地区的渔民联合向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提交诉状棳由此开启了 暟跨国索赔暠之路暎但迄今为止棳
暟跨国索赔暠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暎
棽棸棻棿年的实地调查发现棳虽然溢油事件已经过去了四年棳当每当提及此事棳渔民的激动情绪

仍是难以平复暎而且棳他们的抱怨对象已经不仅仅是早期的肇事企业棳还包括基层政府以及对其抗
争行为构成制约的体制性因素暎调查发现棳很多渔民之所以仍在坚持抗争棳源于他们 暟需要一个说
法暠暘暘暘他们认为自己是在 暟为了一口气暠在抗争暎同时棳为了避免事件被遗忘暍环境抗争的声音
被淹没棳他们在环境抗争中采取了 暟打擦边球暠暍暟踩线而不越线暠等行动策略暎目前棳渔民的行动
整体上是理性的棳有些渔民还非常理解基层政府棳但牢骚满腹现象非常普遍棳已经形成了怨恨心
理暎虽然并没有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棳但是棳底层社会中集聚与发酵的怨恨心理亟待引起政府部门的
重视以及学界的深入探讨暎

二暍概念界定与文献梳理

棽棸棻棻年版的 暥中华现代汉语词典暦对 暟怨恨暠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棳一是作为动词使用棳指
的是愤恨不满棳二是作为名词使用棳指的是愤恨不满的情绪暎本研究探讨的是底层的怨恨心理棳主
要从名词的维度使用这个概念暎怨恨心理包括个体怨恨与群体怨恨棳前者指的是具体污染事件的受
影响者所产生的怨恨心理棳后者指的是受污染事件影响的社会群体所产生的怨恨心理暎

暘棿棿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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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依学术惯例棳本文的地名和人名已经进行了匿名处理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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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心理的形成至少包括怨恨主体暍怨恨客体及其产生媒介等维度暎棬棻棭怨恨主体暎在环境抗
争中棳怨恨心理的主体是环境利益的受损者与环境事件的受害者棳一般为底层群体棳本研究中主要
指的是受溢油事件影响的渔民棳主要是养殖户暎 棬棽棭怨恨客体暎与 暟报复社会暠中的怨恨心理不
同棳在环境抗争议题中棳不存在怨天尤人现象棳但怨声载道现象突出棳也就是说棳怨恨对象具有明
确的指涉性棳存在特定的对象暎怨恨心理的客体首先是环境事件的肇事者棳一般情况下为污染企
业棳但基层政府的处置不力等也会成为底层怨恨的对象暎棬棾棭在产生媒介方面棳污染事件往往会引
发底层群体的不满棳但往往并不会立即引起普遍性的怨恨心理暘暘暘如果赔偿问题得到快速和圆满解
决棳怨恨心理就会缺少滋生的土壤暎因此棳环境受损者索赔无望和抗争历程的艰难往往才是怨恨心
理形成的主要媒介棳并会导致怨恨心理不断强化和延续暎

就怨恨心理的内容呈现而言棳它包含了三个维度暎一是心理受虐维度棳体现为焦虑暍不安暍担
忧暍困惑暍失望暍不满暍愤懑暍无助感暍不公平感暍挫败感等心态暎它主要源自环境受害者对环境
污染影响的担忧以及抗争结果的不确定性棳也是对环境抗争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的心理反映暎
二是言语层面棳表现为环境抗争者对肇事企业和基层政府的抱怨暍埋怨暍发牢骚甚至谩骂与诋毁暎
三是行动维度棳即因怨恨心理而产生的堵路暍静坐以及打砸抢烧等体制外行为暎

与常见的 暟文献梳理曻发现问题暠的研究路径不同棳我们是在底层群体环境抗争中的实地调查
中发现怨恨心理这一社会问题棳进而为研究深入而查找和梳理文献的暎而当我们开展文献研究时发
现棳暟怨恨的社会学和现象学暠早在马克斯暏舍勒 棬斖斸旞斢旇斿旍旍斿旘棭那里就已经是重要的议题棳而当
代中国学者对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心态的讨论也为本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暎

关于怨恨现象的系统研究可追溯到德国知识社会学家马克斯暏舍勒棳他就此发展出了 暟怨恨理
论暠棳探讨了 暟怨恨的社会学和现象学暠暎他认为棳暟忍无可忍暍一触即发的怨恨必然蓄备在如下社
会中椇在这种社会中棳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棳随着实际权力暍实际资产和实际修养出现极大差异棳
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 棬确切地说是受到社会承认的暍形式上的社会平等权利棭便会不胫
而行暎在这一社会中棳人人都有 暜权利暞与别人相比棳然而 暜事实上又不能相比暞暎即使撇开个人
的品格和经历不谈棳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暎暠椲棿椵棬斝棻棾棭舍勒关于怨恨的研究带有一定
的宗教色彩棳其推崇基督教的 暟至善暠棳认为基督教的禁欲自省才是怨恨消解和控制的根本之道暎
舍勒从个体角度出发得出怨恨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的规律性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暎对于处于社会转型
加速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棳只有准确把握了底层社会的怨恨心理棳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棳促进社
会的稳定与和谐暎在怨恨心理的形成机制方面棳成伯清认为椇暟承认方式的不足和扭曲棳由此导致
的个人尊严的缺失暍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匮乏棳可能是我们社会怨恨产生的核心根源棳这是社会结构
问题付出的代价暎暠椲椀椵朱志玲和朱力认为棳伤害和生存比较是产生社会怨恨的逻辑起点棳无能感经由
时间的积累形成怨恨棳最终经由互联网形成社会怨恨椲椂椵暎怨恨心理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性后
果暎杨正喜指出棳行动的主体并非完全按照遵照剧本行动的 暟木偶式暠演员棳相反棳他们具有主体
意识棳并容易受歧视暍社会不公以及利益受损而产生怨恨集聚棳当这种情感压抑接近一定限度时棳
怨恨就会产生巨大能量而冲破现有的制度框架棳衍生出集体行动椲椃椵暎此外棳怨恨心理还可能导致非
利益群体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棳引发暴力事件暎邢朝国认为棳怨恨情绪积累是暴力再生产的重要机
制椲椄椵暎刘能探讨了集体行动中怨恨的解释框架棳认为 暟在中国都市地区棳引发集体行动的怨恨解释
框架所涉及的主要怨恨主题棳由于它们具有较高的经验上的可信度暍经历上的可测量度和叙事的重
要性棳因此在潜在动员对象中引起反响的可能性较大棳具有较强的动员潜力暎暠椲椆椵朱志玲认为棳斯梅
尔塞的加值理论特别是他关于集体行为宏观条件形成阶段的因素分析棳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无
直接利益冲突的形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棳而怨恨是影响和决定当前语境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产生
和发展的重要的宏观因素之一椲棻棸椵暎

暘椀棿暘

陈  涛棳等椇环境抗争中的怨恨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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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棳征地暍房屋拆迁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棳导致底层社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怨恨心理暎与传统
社会不同的是棳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棳某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不意味着他们维权意识与抗
争意识的下降或者消弭暎相反棳怨恨心理往往会在深处酝酿和发酵暎而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信
息共享机制得以建立棳公众很容易得知其他区域社会问题的演化机制棳并容易形成比较心理和模仿
效应暎因此棳一旦某个导火索被点燃棳就会导致潜伏的怨恨心理复苏并迅速蔓延棳最终演变为严重
的群体性事件暎整体上看棳现有研究研究着重探讨了怨恨产生的社会机理及社会效应与政治后果棳
偏重宏观分析棳对怨恨心理演化机制的深入研究不足棳本文通过底层群体的环境抗争事件就此展开
实地调查与理论分析暎

三暍怨恨心理的生产机制

在经济暍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急遽变动棳经济成分与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嬗变棳思想与价值观念
发生深刻分化的当代中国棳怨恨心态正在逐渐凸显暍蔓延和强化棳成为当下必须直面的一个重大时
代课题椲棻棻椵暎研究怨恨心理棳首先需要理解并探讨底层怨恨心理的生产机制棳把握其发生暍发展的
基本规律与演化脉络暎

棬一棭怨恨心理初生
所谓 暟靠山吃山暍靠海吃海暠棳沿海渔民群体主要以海洋捕捞和养殖为生暎在路易岛棳渔民主

要以养殖虾夷扇贝等海产品为生暎当海产品大面积死亡的时候棳他们出现了困惑暍焦虑暍不安与担
忧等心理状态棳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要衣食来源暎当从媒体等渠道获悉蓬莱棻椆灢棾溢油事件并且发现
它离自己只有棾椆海里时棳他们对康菲公司产生了强烈不满棳怨恨心理由此初生暎
棽棸棻棻年椃月本应该是渔民在棽棸棸椆年投放的虾夷扇贝苗的收获季节棳但是棳他们发现死亡问题

日益突出暎据他们统计棳死亡率普遍达到椆棸棩棳死亡率较低的区域也达到椂棸棩暎此外棳棽棸棻棸年棿
月份和棽棸棻棻年棿月份投入的养殖苗也出现了大量死亡暎在路易岛棻椄椆户油污损失索赔统计中棳三
年的预计收入是棽椃椀椂棽万元棳而实际收入为棽椀棾棿灡椆椀万元棳三年实际损失达到棽椀棸棽椃灡棸椀万元 棬如
表棻所示棭棳损失率达到了椆棸灡椄棩暎其中棳损失最多的达到椄棻棸万元棳损失最少的也有棽棸灡棽万元棳
平均每户损失棻棾椀灡棽椄万元 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调查资料棭暎对渔民而言棳这不仅是巨大的经济
损失棳他们还需为此承受心理落差棳暟本来可以有个很好的收成棳但现在的经济损失太大了棳而且
一赔就赔三年的暎而且棳我们没有别的生计棳想跳楼的心都有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渔民访谈资

表棻 路易岛各行政村油污损失索赔统计表
行政村

编号

三年预计

收入棬万元棭
三年实际

收入棬万元棭
三年受损

金额棬万元棭
三十年油污生活补偿

金额棬万元棭
合计索赔

金额棬万元棭
损失规模

棬笼棭
户数

棬户棭
行政村棻 棾棸棻椀 棾棻椃 棽椂椆椄 棾棾棸棸 椀椆椆椄 椃棻棸棸棸 棽棽
行政村棽 棿棸椆椀 棽椃棾 棾椄棽棽 棾椆棸棸 椃椃棽棽 椆棿棸棸棸 棽椃
行政村棾 棻椄棿椀 棻棻椃 棻椃棽椄 棻椂椀棸 棾棾椃椄 椀椃棸棸棸 棻椂
行政村棿 棻棾棿椀灡椀 棻棾棿灡椀椀 棻棽棻棸灡椆椀 棻椆棾棸 棾棻椂棸灡椆椀 棽椆椆棸棸 棻棾
行政村椀 椂棽棻椆 椂椆棽灡椀 椀椀棽椂灡椀 椀棽椀棸 棻棸椃椃椂灡椀 棻棾椃椃棸棸 棾椀
行政村椂 棻棻椆棽灡椀 棻棻椆灡棽椀 棻棸椃棾灡棽椀 椃椀棸 棻椄棽棾灡棽椀 棽椂椀棸棸 椀
行政村椃 椀棻棸椆 椀棻棸灡棻椀 棿椀椆椄灡椄椀 棿棽棸棸 椄椃椆椄灡椄椀 棻棸椄棸棸棸 棽椂
行政村椄 棿椃棿棻 棾椃棻灡椀 棿棾椂椆灡椀 椂椃椀棸 棻棻棻棻椆灡椀 椆棿椀棸棸 棿椀
总计 棽椃椀椂棽 棽椀棾棿灡椆椀 棽椀棸棽椃灡棸椀 棽椃椃椀棸 椀棽椃椃椃灡棸椀 椂棻椄椂棸棸 棻椄椆

  备注椇棻暍三年预计收入时间指的是棽棸棻棻年暍棽棸棻棽年和棽棸棻棾年椈
棽暍三年实际收入时间指的是棽棸棻棻年暍棽棸棻棽年和棽棸棻棾年椈
棾暍数据资料为棽棸棻棿年棿月实地调查期间农村精英提供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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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棭暎这种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落差引发了渔民的不满情绪棳迫使他们急于找到海产品大量死亡
的真正原因棳进而控制死亡棳挽回经济损失暎

当通过报纸暍电视等媒体获悉蓬莱棻椆灢棾溢油事件并且发现离溢油点较远的外省渔民都在开展
索赔时棳不满暍愤懑心态油然而生棳针对肇事企业的抱怨与谩骂出现了暎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观
点棳暟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棳像财富一样棳风险是附着在阶级的模式之上的棳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
式椇财富在上层聚集棳而风险在下层聚集暠椲棻棽椵棬斝棾椂棭暎渔民对石油开采中的巨额利润向石油巨头和特
权阶层流动棳而自己却要承受由此导致的污染后果与经济损失感到不满暎于是棳他们在寻求政府和
律师帮助的同时棳积极寻求自力救济暎棽棸棻棽年棽月棽棻日棳棽棸棿户养殖户在岛上召开新闻发布会棳
并发布了 暟向康菲索赔书暠暎在该索赔求中棳他们表达了内在的心理状态椇暟暜还我大海棳我要生存暞
是我们每一个受损渔民的愤怒心声暠暎

棬二棭怨恨心理的转移再生
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引发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棳针对的只是事件本身棳渔民的怨恨对象仅限于肇事

企业暎但是棳基层政府应对渔民利益诉求的处置模式则使得怨恨对象发生变化棳使得他们成为怨恨
对象暎不过棳此时的怨恨心理程度小棳属于可控范围内暘暘暘如果利益诉求渠道畅通棳补偿到位棳怨
恨心理依然可以得到消解暎

首先棳对 暟科学暠解释的不满暎面对海产品的大量死亡棳渔民多次向镇政府反映情况棳但后者
给出的结论是棳经过水产专家的科学调查棳这是养殖不善所致暎渔民对这样的回答持怀疑态度棳他
们认为棳往年也有一定比例的死亡棳但这次死亡太严重棳很多海产品的死亡率接近椆棸棩暎渔民表
示棳暟那些养殖专家告诉我们棳贝类死亡是养殖密度大了暎但我们不认可棳为什么椏 因为我们县自
棻椆椆椂年就开始养殖棳我们岛从棽棸棸椀年开始养棳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批的死亡暠 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
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棭暎因此棳尽管基层政府积极试图以 暟养殖不善论暠说服渔民棳但始终未能让
渔民信服暎当获悉蓬莱棻椆灢棾溢油事件后棳渔民怀疑海产品的大量死亡与溢油事件有关暎而当向基
层政府追问时棳后者仍然以 暟养殖不善论暠作答棳并告知通过相关部门的科学检验棳养殖的损失与
蓬莱棻椆灢棾溢油事件无关暎暟官方的检验结果说我们这里的污染不是康菲溢油所致棳而我们这离溢油
的地方很近棳比河北与辽宁要近得多暎再有棳如果污染不是康菲溢油造成的棳那这里的油污颗粒是
哪里飘来的椏暠同时棳渔民并不清楚科学检验的具体内容棳这增加了他们对基层政府行为的诸多怀
疑和猜测棳怨恨的矛头发生转向棳针对基层政府的不满情绪由此滋生蔓延暎

其次棳对信息缺失产生的不满暎渔民通过媒体得知蓬莱棻椆灢棾溢油事件棳此前并没有从镇政府
那里得到相关信息暎暟刚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有溢油这回事棳后来通过报纸和电视知道的棳政府 棬镇
政府与县政府棭肯定比我们早知道消息棳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渔民访谈
资料棭暎政府信息不公开导猜疑在渔民中蔓延棳他们开始怀疑 暟养殖不善论暠是为了掩盖溢油事实暎
虽然意识到经济损失是由溢油造成的棳但是棳他们还是希望政府给出明确的结果暎于是棳他们不断
收集资料和证据棳呈交镇政府棳希望后者向上级政府反映民情暎但是棳直到棽棸棻棻年年底棳镇政府
基于维稳压力与 暟去污名化暠椲棻棾椵机制采取的都是 暟冷处理暠思路棳没有积极回应渔民的利益诉求暎
棽棸棻棻年棻棸月棳路易岛渔民得知河北和辽宁两省的渔民在开展索赔活动棳并由此意识到他们维权意
识的薄弱暎他们认为棳正是政府没有给他们传达相关可以进行索赔的信息和回应棳造成了维权意识
的缺失棳进而错过了索赔的最佳时机暎于是棳针对基层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发酵棳有些渔民甚至有
了通过 暟围堵政府大门暠向镇政府施压的想法暎后来棳在农村精英 暟晓以利害暠之后棳才没有采取
这种过激行为椲棻棾椵暎

再次棳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导致怨恨心理被放大暎受到辽宁和河北渔民获得赔偿等相关信息的
刺激棳路易岛渔民通过各种途径展开了抗争活动棳而抗争中产生了新怨恨并不断积累和发酵暎棽棸棻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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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棽月棽棻日棳渔民在律师的协助下在岛上召开了 暟油污重灾区直接向康菲索赔新闻发布会暠暎他们
描述了当时的现场情况椇

暟原本棽棸棿户 棬渔民棭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棳后来变成了棻椄椀户棳另外棻椆户由于受到了
各个渠道的压力棳就主动退出了暎当时棳镇政府有不少人在场棳不断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棳
电话都快打乱套了暎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棭暎
发布会期间棳镇政府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棳并把参与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和律师带到派出所检查

证件棳造成了紧张的态势暎渔民认为棳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抗争维权活动已经从 暟无为暠转向了 暟对
立暠棳有的渔民甚至提议围堵派出所棳以便把记者和律师 暟解救暠出来暎虽然围堵行动最终没有付
诸实施棳但他们对当地政府的怨恨心理已经升级暎
棽棸棻棽年椃月棳抗争精英到北京参加 暟跨国索赔暠新闻发布会棳却接到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棳

暟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大棳不然对自己和镇政府都没有好处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渔民访谈资料棭暎这种劝
告不但没有起到消解作用棳反而导致怨恨集聚与扩散暎

客观地说棳渔民本来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并且寄希望于后者棳将他们作为争取权益的主要
诉求对象棳但后者一直没有积极作为棳针对基层政府的怨恨心理由此开始滋生暎不过棳他们这时并
没有对基层政府形成强烈的排斥心理暎当基层政府的不当行为给渔民造成 暟二次伤害暠棳特别是当
他们公开地阻碍和妨碍行为增多时棳导致了 暟次生怨恨暠并且不断升级暎由此棳渔民的牢骚话语迅
速传播棳针对基层政府的怨恨心理迅速累积棳怨恨范围由分散到集聚棳由个体到群体暎

棬三棭怨恨心理的扩展发酵
在初级怨恨心理还没有得到疏导和化解时棳底层群体在环境抗争中遭遇的困境使得怨恨心理再

次发生转移和扩展棳产生了社会不公和法律不公等心理类型棳怨恨心理由此得以再生产暎
一方面棳相对剥夺感导致渔民群体产生社会不公等新型怨恨心理暎
棽棸棻棽年棻月棽椀日棳康菲公司暍中海油和农业部共同对外发布消息棳称已经就蓬莱棻椆灢棾溢油事

件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协议棳康菲公司出资棻棸亿元棳用于解决河北暍辽宁省部分区县养
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椲棻棿椵棬斝棻椂椄棭暎当路易岛渔民得知冀辽两省渔民已经和康
菲公司达成赔偿协议棳而自己被排除在外后棳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油然而生暎他们认为棳暟与溢
油污染源相距棽棸棸海里的河北都得到了赔偿棳而我们距蓬莱棻椆灢棾油田只有棾椆海里却被证明损失与
之无关棳怎么说得通椏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棭暎这种不公平感是一种相对剥夺感棳
是在共同遭遇 棬海产品大面积死亡棭暍共同行为 棬都开展了环境抗争棭以及共同心理预期 棬获得赔
偿棭产生之后棳渔民对截然不同结果的心理感知与主观反映棳进而导致怨恨心理不断发酵暎对于这
种现象棳当地的渔民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椇暟是政府方面不支持所致棳溢油污染的传播对旅游业发展
没有好处棳所以他们不支持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棭暎可见棳渔民将遭受的不公归
咎于基层政府的不支持暎但他们并不甘心棳仍在比较与反思中希望有个结果暎在 暟康菲漏油索赔养
殖户渔民向人大代表请求呼吁书暠中棳他们写道椇暟既然山东海域未被污染棳那么棳为什么农业部
要拨款给山东省政府棳让其进行生态修复呢椏 暛暛为什么棽棸棻棸年墨西哥湾溢油事件棳美国法院判
赔棻棸椃亿美元棳而康菲只赔付给我们棾棸亿元的人民币椏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调查资料棭暎可见棳
和参照群体的比较导致怨恨心理持续深化暎

另一方面棳遭遇 暟法院不受理暠导致怨恨心理向外部社会扩展暎
怨恨多是出于受到挫折而心生怒气棳但由于无能和软弱暍无奈和失望暍恐惧和害怕等棳伴随心

中压抑而产生的愤怒情绪椲棻椀椵暎蓬莱棻椆灢棾溢油事件发生后棳多地渔民向海事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棳但
法院以 暟证据不足暠或 暟沉默暠等方式予以应对暎棽棸棻棻年底棳路易岛渔民在律师的帮助下积极搜
集油污证据暎棽棸棻棾年椃月棽日棳路易岛渔民和省内其他地区的渔民再次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诉讼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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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然没有获得正面回应暎不少渔民表示椇暟原来我们认为法律是公正的暍神圣的棳现在觉得不是
想象的那么简单暎这么大的污染案件棳法院还要推棳说不要着急棳再等一等暎棽棸棻棻年发生的事棳
到现在都快棾年了棳事情都已经明朗化了棳为什么还要推脱椏 我们感到非常失望暎我们不太相信法
律了暎司法应该独立棳这是法律体系的问题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渔民访谈资料棭暎

在渔民心中棳法院代表了 暟青天正义暠棳代表了公平棳是可以说理的地方棳但是棳当他们通过
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时棳却遭遇了 暟法院不受理暠暎这种 暟闭门羹暠让他们对司法公正产生了
质疑暎渔民在多种抗争维权活动都没有取得效果后棳产生了无助感和无能感暎暟对专业 棬法律棭的
不懂棳不怨天棳不怨地棳就怨自己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棭暎成伯清认为棳暟作为怨
恨产生不可或缺的中介棳无能感恰是长期遭受蔑视的产物棳是不获承认的结果暠椲椀椵暎

渔民为维护权益而到处奔波棳甚至诉诸美国法院棳但依然是到处碰壁暎暟虽然我们通过法律开
启了 暜跨国索赔暞棳但同样困难重重暎镇政府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暎老百姓的饭碗被砸了棳得给个
说法啊暎如果国家有困难棳老百姓可以理解棳而现在并不是困难时期暎但是棳镇政府和县政府棳始
终没有对我的诉讼活动予以支持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棭暎渔民受到的委屈没有能
够通过有效的途径释放出来棳反而在寻找释放途径过程中导致无能感和委屈感不断增加暎在很大程
度上棳正是这种无能感和委屈感等心理感知加剧了他们的怨恨心理暎

棬四棭怨恨的演变逻辑
怨恨心理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棳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或者说是 暟社会性伤痛没能及时回应暠暎

由于 暟体制性迟钝暠棳对于民众的社会性伤痛不能有效及时地予以回应棳久而久之棳势必萌生怨
恨椲棻椂椵暎如果底层社会的利益的诉求得不到正面回应棳怨恨就会被不断放大暎

图棻 怨恨心理的演变逻辑

在蓬莱棻椆灢棾溢油事件中棳
底层群体的怨恨心理是如此演

绎的 棬如图棻所示棭椇 棬棻棭渔
民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只是怨恨

的起点暎在此阶段棳怨恨心理
针对的只是肇事企业暎这种怨
恨心理是可控的棳只要赔偿到
位棳底层的怨恨心理以及其他
矛盾和冲突都可很快得到化

解暎 棬棽棭在 暟维稳压力暠和
暟去污名化暠机制椲棻棾椵驱动下棳
基层政府对底层的抗争行为进

行了干预棳给渔民造成了 暟二
次伤害暠和 暟次生伤害暠暎这
导致渔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下降棳由最初的寄托希望棳到后来的埋怨暍抗拒暍强烈不满棳由此棳
怨恨心理矛头发生转向暘暘暘由早期的肇事企业转为企业和基层政府并存暎同时棳怨恨变得具有不可
控性并可能引发非理性行为暎棬棾棭基于辽宁和河北渔民获得赔款的先例棳路易岛渔民在 暟依法抗
争暠初期棳抱有很大希望棳认为法律可以很好地维护他们的权益棳为他们 暟讨回公道暠棳但 暟法院
不受理暠以及 暟跨国索赔暠至今没有结果棳让他们的期望值一落千丈暎他们在抗争中频遭困境与相
对剥夺感导致了怨恨的再生产棳并使得怨恨心理发生了转移和升级棳基层政府以及社会性不公都成
为其怨恨对象暎与同类群体的比较使得他们产生了无能感和委屈感棳而这种感知成为产生怨恨的中
介和直接因素棳怨恨进入白热化阶段暎这时如果遭遇到某一外力的强力压制棳怨恨的对象会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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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遭受的外力棳怨恨也会迅速转移并积聚棳而当地政府恰恰在这起事件过程中扮演了外力压制型角
色椈并且棳他们认为正是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和不支持棳导致自身受到了相对剥夺棳因此棳基层政府
成为最主要的怨恨对象暎

四暍怨恨心理的社会性后果

马克斯暏舍勒认为椇暟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暎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
久的心态棳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棳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椈这种强抑的 暜隐
忍暞力通过系统训练而养成暎暠椲棿椵棬斝椃棭在环境抗争中棳怨恨心理不仅有 暟前因暠棳还会经过潜伏暍转
化暍积累及扩张而导致难以预料的 暟非预期性后果暠暎

棬一棭显性社会影响
怨恨心理已经导致了显性的社会效应棳它不仅表现为底层群体的牢骚满腹以及怨气的普遍性发

泄棳还表现为他们对基层政府和社会的态度以及信任感暎
首先棳言语层面的怨恨发泄暎人们在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棳或者产生无能感与委屈感时就容易

形成怨恨心理暎如果利益诉求无法实现棳怨恨心理就难以得到疏解棳并会通过各种途径发泄心中的
怨恨暎怨恨的释放与发泄包括多种途径棳话语是人们发泄怨气的首选途径暎而互联网的发展成为怨
恨发泄的新场域暎有的渔民在网上发帖子椇一方面是扩大事件的影响棳另一方面来发泄心中的怨
恨暎不仅如此棳他们还积极寻找媒体暍技术专家及人大代表棳向他们讲述事件的过程棳发泄心中的
不满暎调查过程中棳他们也频频向课题组表达内心中的怨气及不满暎

其次棳由 暟对事不对人暠转变成了 暟既对事又对人暠棳造成紧张氛围暎暟对事不对人暠指的是棳
底层群体的抱怨对象仅仅针对事件本身棳并不涉及对方个人的人格情感暎在环境抗争早期棳渔民对
基层政府的抱怨等心态可谓 暟对事不对人暠暎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棳抗争的激烈程度加深棳暟对事不对
人暠转变成了 暟既对事又对人暠暎由于采取干预行为的往往是具体的办事员棳久而久之棳渔民特别
是抗争精英与他们就形成了一种由事件所带来的个人间的怨恨暎实地调查中棳有的渔民直接指名道
姓地抱怨某些工作人员棳并且表示棳暟我就不怕他们来找我棳找我我也不会给他们好脸暠棬棽棸棻棿年棿
月棳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棭暎

最后棳社会信任降低暎由于基层政府的 暟劝告暠和干预棳渔民对其的信任度明显下降棳认为它
并不是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暎于是棳他们积极寻求外界的支持棳包括找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棳找律师
打官司棳找专家学者检验油污暎但是棳由于索赔一直未果棳他们的耐心明显下降棳并且对法院等社
会机构以及社会公正等价值观念持怀疑态度暎有的渔民表示椇暟你们调查有什么用棳新闻记者都不
能给解决棳很多专家都不能给解决棳法院也不能解决棳你们调查能起到什么作用椏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
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棭暎可见棳这种不信任已经扩大到了社会性层面暎

棬二棭隐性社会影响
已经呈现出的显性社会影响需要加以正视棳而隐性的社会影响则需要重视和预防棳主要包括体

制内的抗争升级以及体制外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泄愤性事件暎
首先棳潜在的体制内抗争升级暎怨恨具有传染性棳怨恨话语的传播会引发群体认同棳形成群体

式的抱怨暎群体性的怨恨发酵导致抗争行动具有升级的可能性暎抗争渔民的年龄大都在棿棸暙椂棸岁
之间棳不会用电脑棳但都知道网络以及社会舆论的威力暎有的渔民表示 暟我要是会电脑肯定会掀起
不小的波浪棳只是岁数到了棳我不愿意整这个棳我要是会的话棳政府就该头疼了暠 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
渔民访谈资料棭暎这种抗争主要是想扩大事件的社会影响力棳通过社会舆论推进事件的发展棳但在
扩大社会影响的同时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棳并可能产生新的怨恨主体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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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棳潜在的体制外抗争暎怨恨心理容易和其他社会问题交织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暎在信息全球
化的背景下棳权利意识日益强烈的民众已经能够借助更加现代的新颖方式维权棳并不会轻易地放弃
和罢休椲棻椃椵暎怨恨心理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体制外行为暎调查发现棳渔
民有着潜在的体制外的抗争倾向棳有的渔民甚至表示棳暟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棳不排除到天安
门静坐的可能暠棬棽棸棻棿年棿月棳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棭暎因此棳在底层权益受到损害特别是在他们
不断讨要 暟说法暠的时候棳政府部门需要进行正面回应棳而不能避重就轻棳更不能回避问题棳否
则棳怨恨很容易产生不可控的后果暎于建嵘指出棳中国社会自棽棸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
的社会冲突棳即 暟社会泄愤事件暠棳其显著特征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棳
主要是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棳这是以发泄为主的一种 暟泄愤冲突暠椲棻椄椵棬斝椀棭暎在环境抗争中棳怨恨容易导
致怨恨主体形成非理性的价值判断棳一旦激化情绪棳就很容易导致大量人群卷入到具有匿名性特征
的群体性事件中暎而无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加入为怨恨主体增加了非理性判断的筹码棳前者在仇视
心态驱动下棳先是围观继而从情感暍道义甚至是行动方面给予援助棳这极易蔓延传播棳最后成为引
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椲棻椆椵暎

五暍结论与讨论

怨恨心理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常见现象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棳都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怨恨问题暎相比之下棳当前棳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加速期棳社会矛盾处于高发
期与积累期棳公众在环境污染暍征地暍拆迁等问题中容易产生怨恨心理棳而这种心理很容易传播和
扩散暎

底层的怨恨心理有其特定的演化逻辑及再生机制暎怨恨最初的表现形式是 暟怨暠棳而后由于政
府的不作为和不当干预发展到 暟恨暠椈由于基层政府对抗争活动的压制和阻碍棳暟怨恨暠由分散到聚
集椈在话语传播及情绪感染中棳怨恨由个体扩展到群体椈在此进程中棳怨恨由原生怨恨发展到次生
怨恨暎可见棳怨恨心理的程度和层次呈现出不断加深的态势暎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棳当人们的公民
权利与其实际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差异时棳怨恨也就容易发生了暎正是这种政治等级和社会差别在人
们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火种暛暛如果每个人都有权利将其价值与他人作比较棳并发现他的社会地位比
较低棳于是棳怨恨不满之情便油然而生暎暠椲棽棸椵棬斝椀椄棭因此棳在怨恨心理的再生机制研究中棳不能忽视有
关利益群体的相对受剥夺感以及底层社会心理预期的落差等因素暎

在路易岛渔民的环境抗争历程中棳基层政府没有及时地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棳还在维稳机制下
对他们的环境抗争进行了压制棳渔民由此对基层政府产生了怨恨棳将在抗争维权中受到的相对剥夺
以及无能感归咎于基层政府的不支持暎而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则使怨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棳由原生
怨恨为主转变成了次生怨恨为主暎同时棳怨恨的主要矛头由肇事企业转向了基层政府暎

当前棳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棳怨恨心理亟待引起学界重视与政府部门关注暎本研究
所探讨的是环境抗争事件中的怨恨心理棳但依然具有一般性的启示意义暎这就是面对突发事件和底
层群体的利益诉求棳政府部门需要积极重视并正面回应暎当前棳政府部门需要加强民情和舆情调
研棳直面怨恨心理特别是群体性怨恨心理棳这是避免怨恨再生产以及群体性意见向群体性事件转化
的重要基础暎否则棳一旦某个导火索被点燃棳就可能造成无法预计的后果棳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甚
至政治危机暎当前棳很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棳就与基层政府不愿直面底层社会的诉求棳不重视民情
舆情有很大关系暎因此棳当环境突发事件爆发和环境抗争产生后棳政府部门需要加大民情民意调研
力度棳正面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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暥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棬社会科学版棭暦荣获第九届湖北省优秀精品期刊棳这也是我刊继棽棸棻棾年
之后第二次获得此项荣誉暎此次全省共评出精品期刊棾棸种暎

我刊主编刘传红荣获第五届湖北省优秀期刊工作者暎 棬冯伟莉供稿棭

暘棽椀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棬社会科学版棭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