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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紫色校园日，我们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情人坡向夜跑的同学们发放紫色的荧光棒，并向Ta们解释了紫色校园日的由来和意

义，同时邀请Ta们与我们一起合照并摆出反对校园霸凌的手势。

第二天，我们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咖啡厅内举行了《月光男孩》的观影活动。观影结束后，大家还关于影片和校园霸凌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Q0NDQwMA==&mid=2650102210&idx=1&sn=ae305f6c1308deeb70edbcd9816ac65a&chksm=be865cdd89f1d5cb5949779fea1fb8940a15b4b0a50ca53ca18aed8f3becbef88098934e04e4#rd
javascript:void(0);


阿园：

“本来对蹭别人主办的活动来进行倡导的这一行为感到十分自然，但文文的一番话使我开始反思，我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吗？是道德的吗？

是发起者的人品有问题吗？无论如何，能在不断紧缩的缝隙中找到发声的空间实属不易，犹豫的瞬间可能就失去啦！所以在反思之前先要

牢牢抓住呀！”



漪柔：

有点小小的激动，感觉做了一直想做的超酷的事情。

虽然也会感觉自己有点小紧张加上逻辑不太清晰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没法比较全面地向小朋友们科普紫色校园日或者是求支持。

不过遇到的都是很配合的小朋友（除了有一个不太友好的男生...一瞬间有点伤心）。

没法提供什么技术支持或者是很棒的idea，只能高举双手表示会全力协助我们倡导小组所有活动。

大力：

校园倡导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行动慢慢去影响身边的同学朋友，从小范围到大范围再到我们整个社会。我很庆幸，在紫色校园日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向七八个小团队传播了关于LGBT校园霸凌的知识，也得到了对校园霸凌零容忍的支持，我想在他们知道LGBT、校园霸凌、性

别平等这些概念后，会促进他们对性少数群体的认可以及向他们身边的小伙伴传递这样的价值观；也很开心在倡导的时候让一些小伙伴们

关注了我们酷儿论坛，让沃潭逐步壮大了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牢牢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借机搞事是我们行动主旨，�⑨大的胜利举

办，竺院的荧光夜跑都为我们创造好了时机。“响应�⑨大号召，反对校园霸凌”我们的口号也回荡在的紫色的情人坡。

丸子：

每次做倡导，我都会把它想象成一次进入田野的人类学实践。不同的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是怀着一套预先形成的基本预设、观点看法、组

织形式、调查方法和预期目标进入这个现实世界的，而我们的倡导活动虽然在技术性和策略性上也有必不可少的定位和目标，但个体的自

由度往往高于了被一整套社会科学基本视角和现代科学管理方法严格限制着的人类学工作者，因而我的态度、观点也时刻在与外界的互动



和交锋中处于激变、流动的状态。之前认为，不真正钻进田野，只在自己的脑海里耕耘意识素材，的确有远离真实世界的风险；然而进入

田野也会给人一种似乎“接触到了掩藏在表面下的真实”的错觉，以为已经抓住了那个被幻觉掩盖着的唯一确定的真实，却意识不到我们从

人群中得到的反馈也往往囿于诸种情境性因素和微观权力关系的限制，所谓的真实也时刻处于流动和弥散中。在这样的基本前提之

下，“感知力”和“好奇心”就成为了最重要的东西，不仅要体会到当时当地的特定场景中自己与对方所处的微观权力场，更要主动打破特定

的权力关系，在权力关系不同圈层的“视差”（视野转换）之间追踪到“真实”变化的轨迹。

不过志愿者和同学的交流其实也是相互建构的过程。陌生人状态是一个稳定的双方接受的状态。当我们突然发问，打破这个状态之时，尴

尬感随之袭来，这时双方为了逃避尴尬，都会迅速回落到另一个确定的关系中（比如，彼此配合着把这个流程走完），双方都从这个过程

中重新获得了刚才失去的确定性和安全感，尴尬也随之消失。其中，被访者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善意的配合的陌生人，倡导者也往往会放

下“社会公义的声张者”这一崇高形象，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就把这套流程走完”或者“只要我把荧光棒发完就好了”这样一个完成指标的被指

派任务的雇工的形象。最后就成了一个双方都走走过场的相互配合的表演（然而双方似乎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文文：

我是和倡导组的小伙伴仔仔组成一队一起进行的倡导，显然她是觉得我在酷儿论坛待了这么久一定很有做倡导的经验（然鹅一直做线上工

作的我并没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刚开始倡导的时候都是她先搭话并解释紫色校园日的相关内容（向仔仔同学道歉并为她鼓掌！）在

她的鼓励下我后来也终于鼓起勇气主动向身边的同学进行倡导。

 

这次的倡导活动在多个方面都让我真实地体会到为什么说让志愿者参与到活动中也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很怂的



人…）

 

首先是确认进行倡导的对象并开启话题的步骤，即使在开始之前进行了演练，当对象换成陌生的同学后，我就很难上前搭话。就像上面说

的，看到了仔仔是如何向同学解释的，并且大多数的同学都乐于接受我们合照的请求之后，我内心的不安就消解很多。之后如果还有类似

的活动，有了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可以更好地进行倡导。

 

还有一个是最后喊”响应�⑨大号召，反对校园霸凌”口号。一行人对于到底要不要喊口号这件事讨论或者说纠结了很久，甚至思考起了利

用荧光夜跑的活动进行我们的反霸凌倡导是否合理的问题。但是当最后大力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带头先喊出响应�⑨大号召的时候，其余

的小伙伴就一个接一个地跟上放声大喊反对校园霸凌。甚至喊完一遍还觉得不够又一起完整地喊了一遍口号。在后来跟着大声喊口号的时

候，我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大家一起喊所以有一种“你不是一个人”的感觉，虽然本来就是大家在一起倡导，但是当这种本来很虚无的感觉

化为大家一起喊口号这个事件真实地发生了之后，带给我的是因为被陪伴而产生的温暖和敢于发声的勇气。

 

当向身边人倡导的部分结束后，所有志愿者都聚到一起就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大家都发现在倡导的过程中，我们更愿意与女生进行交

流，这可能是由于我们有着“女生对于这样的话题更容易接受”的预设。在这一点上仔仔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她会和一些我们认为看上去很

难沟通的男生交流并耐心解释，并且这些男生大都也都愿意与我们合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改变了固有的观念，使我们今后的活动能够

影响到更多的人。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男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排斥与我们交流，但是拒绝合照的比例却是男生更高

一些。尤其是当对象时两位男生时，他们会问是不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很“基”，而两位女生的组合则不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一现象或许也值

得进一步探究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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