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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看过昨天关于“拉拉占领篮球场”的活动文章了，我们的志愿者丸子在参与过这次活动之后，对于倡导活动的开展进行了深入的思

考。相信他的思考对于我们未来开展类似的活动有着很大的帮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想的吧，也欢迎小伙伴们在下方留言和

我们一起讨论哦~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街头倡导活动？

是更强调可视化产出的、可纳入绩效体系的、在展示成果时可以拿出一摞照片和数据以证明活动效度的倡导活动，还是更强调尊重参与者主

体性与个人意志、推崇平等对话与公开讨论、将公共议题还原进个人叙事进行分析的倡导活动？这二者并非天然矛盾，在具体的倡导实践

中，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达到二者兼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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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我们会为参与者提供合影、举标语、签名等仪式选项，这些仪式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在于，虽然倡导活动诉诸参与者在思维和意

识方面友善度的提升，但这些改变通常难以在倡导活动中通过短暂的言语接触促成，而通过一些简便易行的仪式，能给参与者一种“融入其

中”的主体感受，即使无法起到扭转观念的立时奇效，也能通过情绪的生产和传递潜在地产生“让参与者对性少数话题保持长期关注”的效

果。另一方面，虽然倡导活动的直接关涉主体是现场参与者，但在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下，其影响力实际上存在于媒介所能抵达的所有空

间，作用于媒体触角之下的全部接受者。现代媒体影响力中的核心要素是可视化图像，活动照片所承载的文本信息、情感吁求、精神价值是

直接而富于感染力的。现场参与者的属性在此时从直接作用对象演化为传播机制中的关键手段。只有对现场参与者的双重属性有充分的认

知，意识到影响机制产生作用的双重场域，才能更好地制定活动的行动方略。



 究竟什么是社会倡导

社会倡导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在倡导过程中，最让我困惑的地方是，我们的预期是什么，我们究竟想要获得怎样的效果。通过一些巧妙设计的技术性策略，让参与者作出

同意合影的姿态，就够了吗？窃以为，倡导活动手段可以分为两类，知识传授型和感受体验型，而后者是倡导活动的核心，前者只能以辅助

的形式进行补充，以必要的限度存在。囿于单一的信息承载形式，在我们留下的宣传册中，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只能以知识型的文字和条目

存在，但我们的核心意旨是激发读者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和兴趣，而不是让他们在森严的专业术语体系和严整印刷的文字信息下颔首低

眉。倡导过程在本质上是创造主体的过程。倡导过程在本质上是创造主体的过程。起初，我们是活动的主体，我们分享多元性别概念，分享我们对性少数平权的态度，但绝不

是要让参与者成为科学话语下的被动接受者、一个无声的客体，而是要激发他们成为主动思考相关议题的主体。但据我观察到的现象，很多

参与者的态度是，“嗯我知道这件事了，那我能怎么配合你？”、“原来拍个照就行啦？那行吧，拍了照就算完”。这种态度或许能折射出一种
权力关系，即，我们是站在政治正确之巅的、高高在上的生产意志和传播意志的主体，而他们是迫于道义上的压力和现场环境的形势而不得

不作出配合姿态、以求息事宁人的客体，当他们完成了我们所建议（实际上是“要求”）的合影之后，这种情境性的权力关系即宣告结束，操
行仪式所产生的效果寥寥。

现场倡导的叙事关键是“说服”。一个理想的完整说服链条由“以情动人”到“以理服人”两个主要环节构成。倡导活动在时间跨度上天然的局限

性决定了其重点应放在情绪的传递上，在理性的追求上上则应埋下思索的种子，将具体的理性思考过程转移给参与者个人。然而创造主体性

的最关键步骤恰恰是发生于“情”与“理”之间的“激发”过程。情绪的分享是利用同理心和共情创造出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将参与者引入我们

的叙事氛围，从一个“与我无关”的路人成为“原来这件事离我这么近”、“原来在这个议题中我这么重要，可以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的相关方，

这时参与者已经做好了成为主体的准备。激发思考的关键是分享多元观点，并“邀请”参与者思考其个人的观点。在倡导活动中，我们往往有

共同的政治口号或群体宣言，直接明了，简单嘹亮，不容异议。其实，在分享我们平权的观点时，不妨问一问参与者，“你怎么看”。对一个

路人来说，扑面而来的“平权”话语往往气势汹汹而不容置疑，如果只是对参与者进行观点或情绪的狂轰滥炸，恐怕TA还是不为所动。我认为

更好的选择是表达出“邀请”的姿态。通过分享多元观点，我们实际上给参与者发出了一张参与公共讨论的邀请函，引导他思考不同相关方的

观点论调。在政治正确日渐成为高校文化主流的同时，值得警惕的是平权话语演变为新霸权的趋势，其引发的反感情绪恐使前功尽弃。在华

中科技大学事件中，平权话语已经占据了公共讨论浪潮的上风向，我们的活动正当性事实上具备社会承认的义理支持，因此在做出“反抗”姿

态和发声的同时，更应该注意用“对话”取代“独白”，以践行多元价值的内核。倡导话语是启蒙话语，而启蒙是要“唤醒”，而非“灌输”。



在具体的倡导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这一套完整的倡导链条可能无法传达出来，在信息不全和逻辑断裂的情况下，启发式的倡导策

略就更显重要。举一个例子，在这次活动中，我携带了拍立得相机，并将一个参与者与标语和彩虹旗合照的相纸赠送于他。我认为，即使他

当时是迫于压力而同意我们的合照邀请，这张相片所承载的友善的情感隐喻也会让他在心里留存一份美好的印象。此外，相片这种固定的物

质形式本身就代表一种记忆、一种叙事轨迹，他可能会扔掉我们分发的宣传册，但他也许会保存这张相片。它就像一颗种子，而这颗种子的

情感隐喻与平权活动的精神价值是一致的。我还注意到在倡导话语中，我们能够与参与者建立某种“信约”。“你支持性少数平权，那下次的

活动你也要支持哦”，在融洽的氛围下展开的半开玩笑式的“约定”传达了我们的期待。在皮格马利翁效应的解释下，面对一个善意动机的外

在期待，个体往往会朝这个方向来形塑自身。



倡导实践的策略并非孤立的，而是整体倡导元叙事之下个体行动方略的呼应与回响。街头倡导活动直接接触社会个体，亲近社区文化土壤，

并且以个体对个体的形式呈现，每个参与者都具备行动的主体性，因此在操作中留有较大的灵活性。我的设想是，街头倡导应当是赋权的、

启蒙的、个人化的、互动性的，即使操作技术层面无法避免工具理性的介入，但人文内涵是让每一次倡导活动都能直达人心的关键人文内涵是让每一次倡导活动都能直达人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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