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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集会亲历记              
余 斌

首尔“新常态”

韩国人要求朴槿惠下台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已经持续到了第六周。

事后看报道，首尔一地，游行的人又有百万之众。我最惊讶也最

佩服的是，如此规模，却是井然有序，平和之极。

不能说韩国人不愤怒：朴槿惠 29 日发表的第三次国民谈话，神

情落寞，对“闺蜜门”等事道歉之外，似乎就是正心请诚意听凭发落了。

作为外国人，我们都以为她是向民意投降，要下台了。韩国民众的解

读完全两样——那是把皮球踢给国会（指望着国会中支持她的人否决

对她的弹骇），念的是“拖”字诀。就是说，韩国人从中读出的是“负

隅顽抗”。

当然是韩国人的解读正确。可想而知，民情愈发沸腾。但是像前

面几次示威集会一样，表达愤怒的方式极平和，比我们所知的“非暴力”

还非暴力。

一个多月了，每周六的大型烛光示威似乎已成为“题中应有”。

民间团体选择周六“举事”，一则工作日不能那么从容，参与集会必

影响工薪阶层的收入；再则韩国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周日很多人要去

教会做礼拜。总之，不利于聚集更多的人群。烛光集会是表达民意的

一种方式，参与者愈众，当然愈能显现民意的强大。考虑到普通人的

承受力，选定方便的时间，是一种策略，而降低参与集会的代价，如

同国内有人提倡一元钱也可做慈善的取消门槛，其本身也成为一种动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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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通韩文，信息不灵，我一直不知周六示威集会已成首尔的新

常态，前面多次错过了“躬逢其盛”的机会，往往是人不在首尔，或

是集会已近尾声才得知消息。直到上一周，与韩国朋友约好，去了一次。

对我而言，这样的事太新奇了，一次观摹，仍觉意犹未尽，总想着有

更多的近距离的观察和体验。但是，此前的高潮迭起之后，集会活动

是否会显出疲态，难以为继？在微信上向韩国朋友询问，得到的答复

是，逼朴下台的目的尚未达成，又当国会是否能通过对朴槿惠弹劾案

的当口，民众哪会“善罢甘休”？本周六参加示威的人，必过百万。

过会儿又来了条补充信息：“哦，明天许可的距离接近到一百米，哈

哈哈。”

最后的一条说的是青瓦台。示威组织早有行动目标——包围青瓦

台。按程序来，要申请，要得到批准，总统府重地，不是随便可以靠近的。

上一次法院批准，示威者可以前进到距总统府二百米处，这一次更进

一步，警察的警戒线将后撤一百米。朋友哈哈，是将此看作与政府博

弈的又一次象征性胜利。我开玩笑回了句“真是步步紧逼啊”。

事实上，在视频上看到朴槿惠以一副在我看来不无悔意的表情表

示愿意缩短任期，我倒是多少动了恻隐之心，但韩国人不买账，一次

又一次与当局之间的博弈，早让他们听其言，观其行，何况朴上台时，

其坎坷身世已经赚过国民的不少同情分，待“闺蜜门”爆出且朴助崔

顺实敛财事等事一件件坐实，老百姓都觉被这位声称嫁给祖国的“三

无”总统骗了，现在还延宕着不肯马上下台，哪里到了穷寇勿追的时

候？

我明白包围青瓦台之外，还有另一路人马要去汝矣岛的国会议事

堂施压，让国会通过决议，弹劾总统。弹劾成立，朴槿惠不主动辞职，

也得下台了。是去国会议事堂，还是去光化门，从那里随游行队伍去

青瓦台？我颇犹豫了一阵。上周跟朋友去过光化门广场，这一次颇想

去看看国会那边的示威是个什么情况，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

有个想头，说来有点可笑。这两处，平时都可预约参观，如青瓦台，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跨文化对话第 37辑560

凭护照在网上预约，便可入内参观，只是人数有严格限制，往往要提

前多时才约得上，而且必须在指定的时段，过时即作废。我本早早预

约过，两周前该去的，不想临时有事，没赶上。这时就想，那次去了，

等于做客，这次跟着示威人群去，相当于客串一把不速之客，这是以

另一身份访青瓦台，倒也有趣。

世宗会馆的婚礼

两点多从钟阁地铁站出来，这儿距光化门一站之地，已然感到异

样的氛围，分发标语牌的，卖蜡烛的，卖坐垫的，卖手套、暖手宝的，

一路络绎过去，路边站着一堆堆拿着游行旗帜等家伙的人。却感觉不

到半点紧张。周末的光化门，原本就是游人如织的所在，现在则成红

色海洋，因写着“朴槿惠下台”字样的标语牌大都是红色的底子。天

气好，似乎比上次更多的人，依然见不到维持秩序的警察，整个广场

上都不大见到，唯钟路与世宗大道上站着交警，公共汽车仍在行驶。

上周和韩国朋友一起来，行前他就查组织者的安排：都安排好了

的，两点什么内容，四点什么内容，六点如何，八点又如何。有些大

概也是和当局有过协商，比如广场一带，何时实行交通管制。不通韩文，

我没法查看，看看广场上，抵近光化门那头搭起的中心舞台和大屏幕

尚未热闹起来，一圈一圈的人形成多个中心，这边在打鼓起舞，那边

在演活报剧，显然大规模的行动尚未开始。因见广场一侧的世宗文化

会馆仍照常开放，我便先进去蹓跶一圈。

世宗会馆应属国家级的文化艺术中心，汉字写着“艺术殿堂”，

体量相当大的建筑，一眼看过去有点像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

内有音乐厅、剧场、展厅，很是气派。二层有一平台，上去的台阶平

日总有游人三三两两坐着歇息，面朝广场，也是天然的看台，遇有抗

议示威活动，则是绝好的聚集地，这时早已坐满了手持标语牌的人。

两边通道却还可以鱼贯而行。我很奇怪这样特殊的时刻，又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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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怎么还敢照常开放，不怕示威失控时设施损坏吗？

其实广场周边的餐厅、咖啡馆、展览馆、商店什么的，都在营业，

与平日无异。只有几处文物一类的地方用绳子拦起，而示威者也就老

老实实，不去触犯。我记得上周来时，世宗会馆的一层，门外缩进的

那块地方站满了人，下小雪，有风，示威的人站到里面来避一避。大

概是觉得有碍观瞻或是有碍看演出者的进出了，那块地方今天圈了起

来。一道绳子，不是形同虚设吗？居然也就把人拦在外面，尽管外面

人行道上站着的人颇形拥挤。

从世宗会馆另一侧的窗户望出去，是一小市民广场，许多露天咖

啡座，张着遮阳伞，喝咖啡的或闲聊或看书，或发呆，有一种闲逸的

空气，端的是承平之象。就隔一世宗会馆，这边锣鼓，高音喇叭里的

口号皆听不大到。很难想象，百万人的示威活动就要在不远处进行。

不是演出进行时，会馆里很安静，只一楼大厅里有些人坐着歇息，

没准是为等待示威高潮养精蓄锐，因分明看到有些人手里还拿着标语

牌。繁忙的地方是厕所，好几处在排队，想是广场上的人找到这里来了。

据说每到广场集会上规模之时，附近带的厕所皆顿形紧张起来，有个

朋友某次在与广场相接的市厅那一站换乘地铁，适逢集会，就见地铁

站厕所大排长龙，迤逦数百米，队伍中有示威者，也有警察。不是对

垒的地方，两造这时的身份都单纯，——如厕的人而已，不特相安无事，

还有相邻者拉话的。夸张点说，就是警民一家亲的画面了。

我没看到这样有趣的场景，不过世宗会馆里的一幕却也让人浮想

联翩：我发现一楼的大厅里这时候居然有一场婚礼。几十张大圆桌，

已是酒阑人散，穿着韩服的新人和伴郎伴娘在礼送客人。看看门口一

大排上有“祝结婚”字样的花篮。有两点好奇：其一，这地方也能租

场地办婚礼？其二，这节骨眼上婚礼也不改期？以前几次示威的势头，

加上朴槿惠拖延战术激起的愤怒，今日上街人数逾百万可期，就不怕

交通中断？看来韩国人对他们的秩序真是有信心。

很巧，晚上回宿舍后，在一中国教师在韩联谊会的微信群里看到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跨文化对话第 37辑562

一张图片，也是婚礼，特别处是新娘、新郎婚纱西装站台上，后面一

排同学朋友，皆当胸举一纸牌，上书“让她下台！”这个“她”当然

是朴槿惠。婚礼上抗议，有点违和吧？但新人笑容可掬，在场的人、

看图片的人想必也都会心一笑。群里有人立马点赞，说韩国人真牛。

照片转发到国内的一个老同学群，招来好奇：“韩国人那么关心政治？”

朴槿惠的支持率已落到百分之四，在韩国快要到人人喊打的局面

了，年轻人更是同仇敌忾，婚礼上抗议一把，决无将婚宴闹得不欢而

散之虑，因为倒朴已是共识。

这是后话。

“ 乌合之众”与“文化祝祭”

且说我从世宗会馆出来时，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景福宫那头是

中心舞台，世宗大王座像、李舜臣塑像前各竖一大屏幕，成为副中心，

广场中间的人皆席地而坐，边上则是站着的人，将坐着的人围在中间，

如同镶了一道边。后来发现，清溪川广场、市厅那边，也都设置了大

屏幕。在电视上见过韩日世界杯时韩国人在大屏幕前观看世界杯的盛

况，不知眼前所见，是不是由那发展而来，反正，这似乎已是首尔大

型示威活动的定势。

活动是一千六百多个民间团体联合组织的，这些团体联合成立了

一个临时机构，叫“朴槿惠政权下台非常国民行动”临时委员会。但

从另一角度，说是“乌合之众”亦无不可，——我是就其并无严密的

组织而言：固然有些团体做了安排，结队而来，然以我的观察，广场

上的绝大多数都是“人自为战”，以三五友朋或家庭为单位，那些标

示某校某团体的旗帜，旗下也并无多少人马聚集。倒像无需对号入座

的大型露天演唱会，各自找地方坐下，后来者无座，就站着。

若是不知情，有时候看上去的确就像是大型演唱会，——当前来

助威的歌星登台献艺之际。我对韩国流行乐一无所知，从观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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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知应是有大牌登台。当然不是什么天团、偶像，这场合不是他们

的舞台。唱的都是有鼓动色彩的老歌，歌手也是年纪较大的。上周来

时因是和韩国朋友一道，知道那天有一位，就是当年民主运动中非常

活跃的一位歌手，唱当年的歌曲，万众应和，唤起峥嵘岁月的记忆。

此时的歌也是众人熟悉的，其中一首，旋律、歌词简单到我都能跟着唱，

是根据民歌重新填的词，据说是为这次倒朴量身定制，就叫“下台歌”，

一曲唱罢，“朴槿惠下台”的口号声又复响起，此起彼伏，山呼海啸。

四点整，演唱告一段落，大屏幕上出现广场至青瓦台的街道地图，

几个醒目的箭头直指青瓦台，不用说，这是进军的线路。果然广场上

的人纷纷起身，兵分几路，开始向总统府进发。这时交通中断了，想

来是与当局商定的游行时间，公交车不再行驶，世宗大道、钟路上已

满是浩浩荡荡的示威人流。

本想跟着直趋总统府的那一路，然走不多远就发现这一路人太多，

行进太慢，显然大家都当是主战场，没准你就被自己人堵在后面，跟

本接近不了一百米的警戒线。审时度势，我随了到青瓦台侧翼的另一

路。

这一路行进松快得多，甚至两边人行道上反向走的人也无碍。自

然的，一路喊口号。一辆宣传车在游行队伍中缓缓行驶，车上有铁架

的高台，几杆大旗，有人在上面领着喊。一人喊累了，另一人上去接

着来。不知为何，通过扩音器领喊的，似乎以女性为多。游行的人不

独跟着车上人喊：不时有人自发地喊一嗓子，周围的人就跟着喊，虽

然明显不是一个“单位”的人。

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领喊口号声相当激越，游行队伍里呼喊的人则

大体平静，甚至透着轻松，不少人手里牵着的黄色气球，反倒让这场

景有点节日的气氛。事实上那气球的黄色是对两年前“世越号”沉船

死难者的纪念。那次事件的阴影一直没从韩国公众心头抹去，光化门

广场上，一直设有祭祀死难者的帐篷，有志愿者在征集签名，发放黄

色丝带式的小纪念品。而朴槿惠引起公愤，“闺蜜门”、“逼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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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近来传出的船难发生后七小时朴在做整容一事，也是一个焦点。

我曾在微信对朋友说，没准这次真的要“见证历史”了，好几人

闻言表示钦羡之余，都嘱我注意安全。因平日有过不止一次目睹韩国

人走上街头的经历，当然一笑置之，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但示威者

的平和有序，还有不乏轻松的氛围，仍然让我吃惊。示威者似乎都确

信不会有任何的风险，否则怎么会把很小的孩子也带上？我旁边就走

着一对年轻夫妇，一人推一辆婴儿车，那边又有个当爸爸的，三四岁

的小孩骑在脖子上。照韩国人的说法，这是让后代从小就接受民主的

洗礼。

还有什么方式更润物无声，更立体生动呢？走在游行队伍里，看

着街两边餐馆、咖啡店楼上的食客涌到临街的窗边，呼应示威者，高

举啤酒杯、咖啡杯向街上的人致意，且引发阵阵欢呼，我想，这和所

谓“血与火的洗礼”，真是两个概念。

有家星巴克，临街这面从上到下的玻璃墙，从外面可以看到有个

年轻的妈妈在向五六岁大的小孩指点着下面的人群，说着什么，未几

又让小孩摆 pose，以游行队伍做背景拍照。不知道她说些什么，是否

关乎“洗礼”。当然更不知道多少年后，那小孩关于这场大示威的记

忆会是怎样的，也许是嘉年华式的热闹，也许是关于“民主”的影影

绰绰的概念。民主如何与那样的热闹联结起来，之间又混合了多少政

治与非政治，一时也理不清。反正这时的首尔街头，政治抗议和民众

狂欢确乎打成了一片。有韩国媒体报道十月以来一系列大规模抗议，

比为一场“文化祝祭”，韩文里的汉字“祝祭”将“庆祝”与“祭祀”

合而为一，本是二者同时举行之意，现在则泛指为庆祝举行的大型文

化活动。

组织者显然也是往人民的节日这方向上引导的，之前在社交媒体

上就呼吁示威民众“和理非”，可与朋友家人一起参与。市民也就呼

朋唤友、拖家带口地来了。头一次大型集会时，报道里说发生过小型

的冲突，有个别示威者欲攀上警车被警察阻拦，扭打起来，然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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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了。

一般的情形，示威抗议似乎总是倾于“愈演愈烈”，今次的倒朴

示威，参与者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平和。上周的集会，有外地农民大

老远开着拖拉机来，进市区时被交警拦下，大屏幕上随时报道各种消

息，报出受阻的消息，广场上的人也没发出什么愤怒之声，只是后来

说农民弃了拖拉机赶来会场，才有一阵欢呼响起。各种类乎行为艺术

的举动也在中和事情的严重性，比如那天一哥们掮了杆大旗在一队伍

里走，待风将旗子撩开，周围的人看了都笑，韩国朋友笑着告我，那

上面写着：“我是一个人来的。”

好像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和理非”的示威文化。活动已经持续了

六周，曾和我在广场上会合的一队韩国搞戏剧的夫妇，几乎每周都来，

场场不落，问起来，他们会不无自豪地说，“我们韩国的民主运动是

有传统的。”已经有不同年纪的人跟我这么说过，一样的口吻。上世

纪六十年代以降的韩国大学生，一茬一茬，都参加过各种抗议活动，

这样的场合，想必有往昔重温的意味。

示威游行也会上瘾的吧？他们半真半假回道，会啊。我跟朋友开

玩笑说，再这么下去，参加示威抗议要变成韩国人度周末的一种方式

了。

包围青瓦台

我发现我的选择是对的：大约二十分钟后，我随游行队伍绕过景

福宫，到了青瓦台院墙西北角前面的警戒线。这就是包围青瓦台行动

的前沿了。终于见到了大批的警察，警察的身后是一排大巴形成的屏

障。这里，示威抗议的严肃紧张意味似乎开始有更多的显现，示威者

的口号喊得更卖力，宣传车上的人开始激动地演讲，下台歌也开始唱

得有了更多的声讨意味。但并无多少火药味，示威者没有冲击警戒线

的企图，甚至也不劳警察维持秩序，警察虽是头盔、防护具全身披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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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面盾牌，也没别的家伙，只是在那儿静默地站着。

我忽然想到“隔空喊话”一语，暗笑道，这就是了。巨大的声浪

足以覆盖青瓦台的每个角落，示威者当然知道，朴槿惠大概不会从总

统府高处的某个窗户里张看院墙之外的人山人海，发生的一切自有人

汇报给她。她更不会出来对话。也许，她根本就不在总统府，早在别

处躲清静。民意她早就清楚了，她一定会认定她的支持者远不止那令

人难堪的百分之四，但那些支持者无疑不会出现在这里。示威者的抗

议因此有了某种象征性，当然，青瓦台的存在本身就有象征性的一面。

口号和演讲还在继续，不懂韩文，过了一阵就觉无趣，作为一个

地地道道的“看”客，站在固定的点上，能看的也就那么多，遂想看

看还有什么地方可走动。

顺着警戒线往北走，我意外地发现，青瓦台西边的那条路，人行

道居然可以通行。警戒线留了个差不多鱼贯而行才能通过的口子。却

不是任何人都放行。走到跟前，恰有几个人被阻，警察和颜悦色正在

跟他们解释，原来那边已不属划定的示威区域，任何有示威色彩的器

具禁止携带。我因不时拿手机拍照，早把标语牌折起放进包里，未受

拦阻就通过了，那几个被阻的人只好回头。他们若弃了标语牌之类是

否就放行呢？那些人好像都未弃牌，也不知是否是要坚持他们的示威

者身份，警察则对设卡事并不十分顶真，不然就该打开我的包检查了。

过了卡子，喧闹声小下去了，走了也不过几分钟，就变得特别安静。

这是绕青瓦台而行的一条路，一边是青瓦台，一边是学校、机关之类，

皆深宅大院，原就有一种隔绝街市的僻静，现在不通汽车，越发静谧。

两列大巴，将青瓦台围得铁桶也似。一列沿着院墙，贴着墙外的人行道，

一列在马路的这一侧，也抵着人行道，其他地方都封锁了，只剩下这

边的人行道通行。透过大巴之间的缝隙，可以看到两列大巴夹持着的

空荡荡的马路，间或出现坐成方阵的警察。大巴首尾相接，一辆一辆，

首尾之间，几乎贴着，别说人侧着身也难以通过，就是只猴子，也挤

不过去，除非有本事从下面钻。足球赛转播中常以“摆大巴”描述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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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死守的防守阵式，过去未尝追究从何而来，此时算是豁然开朗。

骤然看到大批警察，加上一种特别的安静，你若有几分异样的感

觉，并不奇怪。有趣的是在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我感觉不到半点紧张，

走到这里倒有点提心吊胆，说不清是什么心理。但异样的感觉也只持

续了一会儿，很快就放松下来，因列阵待命的警察方阵一点不觉森严。

戴上头盔全副武装时，看不出面目，俨然机器人，摘下面具，看上去

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好似中学生，比我教的学生更稚气。这会

儿他们身上穿着警服，头盔放在一边，盾牌垫在身下，不出声端坐上面，

脸上是平和而略显无聊的表情，人行道上间或有三两警察走过，去解

手，背人的巷子里，有站着抽烟，想是借机给自己放个风。也难怪觉

着无聊，长时间枯坐无所事事，干吗呢？那情景让我觉得哪里不对头，

直到看见有个当头的模样的人用对讲机在通话，才恍然大悟，——是

因为没人在玩手机，显然，和不许相互说话聊天一样，玩手机是被禁

止的，毕竟是在执行任务，有纪律在确保事情的严肃性。

沿着警戒线走了一阵，行人极少，想拍照，不知有什么规矩，不

敢轻举妄动。后来却见有人大模大样拿手机对着警察猛拍，无人阻止，

警察好像并不觉得被冒犯，只当没看见。我却也觉得无甚可看了。折

回头，再到关卡那儿，要重回示威人群时，发现有人正在跟警察争执。

是个中年男子，有几分像流浪汉，掮着块牌子，上面是朴槿惠的漫画

像，却是金正恩的发型，故像是二人的合体。牌的柄上拖一根绳，上

面拴着几只玩具鸭子。金正恩在韩国早已是邪恶化身，让朴与之合体，

当然是极言其恶，鸭子则不知何所取义。

携标语就不让通过，这样“恶攻”的道具当然更不能放过了，那

人显然因警察不放行大光其火，脸红脖子粗在嚷嚷。我想起上次集会

散场后，曾见到一个醉鬼在路边和警察呛呛，那是我看到的唯一算是

有“攻击行”的行为，警察却也不恼，周围参加集会的行人一会儿就

把他连劝带架弄走了。眼前这位显然也是喝了酒了，警察在好言好语

解释着，他不听，兀自梗着脖子不依不饶，酒糟鼻子红彤彤上面油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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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亮一亮的。这时从旁边警察大巴上下来一个中年警官，显然是对那

人的高声叫骂不耐烦了，一脸怒气地呵斥那人，才说两句，两个年轻

警察就把他劝回了车上。我觉得有意思，因为是年轻人在让年纪大的

人息怒。那人刚来了劲，越发声高气粗，中年警官被劝回，倒似骤失

对手，再吼几句，也便回身离开，一边走一边嘴里骂骂咧咧，拴着玩

具鸭子的绳子在地下拖着，一路行去，边上的人看了那二位一体的朴

金像，皆莞尔而笑。

烛光、烛光

集会好比一场大戏，多幕剧，也是有序幕有高潮有尾声的，包围

青瓦台是一幕重头戏，最高潮却在夜幕降临后的光化门广场，好比舞

台剧的最后，所有的人全部登场。我往回走的当儿，包围青瓦台的大

队人马已经陆陆续续在撤了，及至我逛回光化门广场，一道道人流汇

入，与白天相比，更有“全伙在此”的意味了。景福宫角楼上的灯、

装饰宫墙的灯都亮起来，背倚光化门面朝广场的集会中心舞台灯灯火

灿然，衬着多道射向天空的探照灯光，光芒万丈的，越发熠熠生辉起

来，让身后的一切成了布景。交相辉映的是万点烛光，广场上人手一烛，

全都点亮。还有更多的人在涌入广场，广场边缘分发蜡烛的点变得格

外繁忙。

蜡烛分两类，一类是仿的，小电筒做成蜡烛形状，花样多，包括

做在发卡上的，女孩戴着像兔耳朵。大多数人选择真的蜡烛，仿的蜡

烛是要买的，白天时就见过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很激动地在宣传，可能

会下雪，“不能让民主的火炬熄灭”。真的蜡烛有发售的，有派送的，

发售的一千韩元一套，包括一支白蜡烛和一只小纸杯。小纸杯是防风

之用，护着火苗。就见发放的人用裁纸刀极麻利地在纸杯底部划一十

字，蜡烛捅进来，小半在杯内，外面一截手持着，像举着摇铃。人多，

饶是麻利，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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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集会原是一种悼念的仪式，不知在哪个地方演变成了一种抗

议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在韩国，蜡烛作为抗议的道具得到最广泛

的运用，而首尔的烛光集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烛光波浪就更

属韩国人的发明创造了：那是烛光的墨西哥人浪，随广播里的指令，

广场上的人依次将蜡烛举过头顶再放下，于是，从中心舞台起始，烛

光的波浪一波一波，向市厅方向漫去，委实波澜壮阔。参与者都很嗨，

这阵势，又哪是足球场上的人浪可比？

韩国人的创意还不止于此。在一番歌手带劲的演唱，主持人的鼓

动，场上山呼海啸般“下台”的呐喊声过后，几块大屏幕上，直播的

现场画面消失了，巨大的数字出现，主持人开始领着全场的人倒计时。

原来组织者设计了一个熄灯一分钟以示抗议的环节。据说上一次首尔

市民响应呼吁，有些地段在八点整一下陷入了黑暗。这会儿，随着全

场齐声“十，九，八，七……”的计时，众人都直了脖子向周边的大

楼张望。倒计时完毕，一些窗户里的灯熄了，有些却还亮着，电子广

告屏幕也还在闪烁。我站在世宗大道边上，不远处的几家餐馆、咖啡

厅仍在营业，灯火煌煌，我有点担心，——不会被视为违反以至对抗

群众意愿吧？要是群情激昂起来，冲过去砸玻璃如何是好？广场这边

不像青瓦台，没多少警力严阵以待，何况百万之众，骚动起来，谁拦

得住？

但什么也没发生，广场上的人群看到哪里灯灭了，就冲那边喝彩、

欢呼，也有对着某个灯火灿然处有节奏呼喊，敦促关灯的，若有顺其

意的，自然有得胜似的欢笑，若灯仍亮着，又会转向别处，不熄也就

罢了。那样轻松的氛围里，你会觉得过激的行为根本是不可能的。因

想起曾问过一位韩国朋友，会不会发生冲突，他很肯定地说，不会。

当局也许就希望你闹事，好抓住把柄采取行动，我们不会给他们机会

的。言下有对当权者的不信任，更多的则是对民众已然修炼出来的民

主素质的满满的自信。

九点多钟，我开始感到一阵阵的寒意欺上身来，零下五六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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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坐着示威者却似不以为意。当然，他们是有备而来，全副的行头，

穿得厚实而外，泡沫塑料的坐垫，还有暖手宝，也属必备，上次韩国

朋友就帮我备下了，这次一人独来，忘诸脑后。那就早点撤吧，大队

人马散场时，坐地铁也是个问题。

从广场到市厅，路上全是示威的人。仍在封锁的时段，禁止车辆

通行，马路从中央到人行道，都被示威的人占据，来来往往，有从广

场撤出来，也还有游行队伍往那边去，平日不是指定场所不能吸烟的，

现在有人居然在马路中间吸烟，也并无人上前制止，真有嘉年华百无

禁忌的意味了。香烟的味道一会就散去，也飘不远，更诱人的气味来

自路边的小食摊，煮玉米的味道，烧烤的味道，鱼糕串的味道，一阵

阵飘过来，对我这样的外国人而言，煮蚕蛹的气味最是怪异，故能穿

越各种气味，一直钻进鼻子里。广场那边，仍是人满为患，两侧还是

摆开了小吃摊的阵势，往这边则是一路过来，小吃摊夹道，一个个大

瓦数的灯亮着，灯下挤着吃喝的人，头顶上热气缭绕，一家一家，如

同沿街的排档。我甚至看到有的小吃摊供酒，有人立在摊边喝烧酒，

有独饮的，更多的是三两人边喝边聊。此情此景，让示威活动忽添几

分家常的色彩。

其实不独小贩生意火爆，逢集会的日子，示威区域内家家咖啡馆、

饭馆几乎都是人满为患，很难找到座。下午就来的人大多会选择在左

近找家馆子吃晚饭，等待集会高潮到来的人会去咖啡馆坐一阵，避避

风寒。而活动结束后，去茶馆吃宵夜，再聊上一阵，而后尽兴而返，

对很多韩国人说来，似乎已成惯例。我在群里发议论，说韩国好像已

经形成一种示威文化了，很快就有人回道，还有示威经济吧？指的是

卖示威用品也变成了一种生意，也包括餐饮的热闹。说话的人语气带

着鄙夷，里面带着对示威活动严肃性的质疑。这样的质疑并非他一人，

有次聚餐场合，我问起关于烛光集会的种种，一位六十来岁的韩国教

授便不屑地道，广场上的那些人，有相当比例是赶热闹去的，当然，

是对其动机的纯正性大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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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位韩国教授是挺朴的，但撇开这点不论，他的不屑中其

实还含着对抗议示威活动当如何的某种预设，群里回话的那位就更是

如此。首先就是对纯正性、严肃性的要求。政治运动应当是正经的，

而且不可杂入其他的成分。眼前的游行队伍里有带着狗的，叼着烟的，

且行且说笑的，倒像是集体散步。这算哪门子抗议示威？

韩国人的烛光集会不独有“示威经济”，还有有意识加入的娱乐

元素，从某个角度说，简直就是一场超大型的行为艺术。倒回几十年，

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他们争取民主的抗争倒是更能吻合我脑子里的

激烈画面，那时候，每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都演为流血的冲突。以

往种种，已然盖棺定论，首尔的“4·19”纪念墓园，光州的光州起

义纪念塔，都成为“民主圣域”，每任总统都会去祭扫，沉重的一页

就此翻过，抗争仍在继续，却是采取了全然不同的一种方式。那些当

年在血火中倒下的烈士若是目睹今日的烛光集会会作何感想？会认为

不够激烈吗？没法说，因为他们原本态度上就有激烈和温和之分。会

认为不够严肃吗？也许。不管怎么说，烛光集会的组织者有意把抗议

活动往“文化祝祭”上引导，无疑是一种发明创造，显然他们认定，

以这样的方式，达到他们的目是可能的，似乎也真的有效。此外动员

全民参与，“寓教于乐”也自在其中了。但这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当

局与民众之间的一种默契，尽管严重对立着，那默契还是在。所谓“博

弈”就是讨价还价，不是鱼死网破，誓不两立，没有谈的余地，得不

到对方任何的回应，那就没的谈了。

回到住处后我还在琢磨这事，想起班上的学生说到朴槿惠时的愤

然。“她居然还不马上下台，真不要脸！”有个学生愤愤地说。我问

他们，这样僵持下去，怎么办呢？一个平素活跃的学生喊：“杀了她！”

引起一阵笑声。当然，是玩笑话，这些在我看来规矩恭谨的学生采取

激烈的行动，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外大的学生这段时间也在行动，他

们把国民行动委员会的宣言译成了多国文字发布，一位韩国朋友告诉

我时，直竖大拇指。只是我没法把他们与当年街头流血抗争的画面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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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起来。但是谁知道呢？没准那些慷慨激烈的学生坐在教室里时，就

和我面对的温良的学生一样。

想着想着，睡意袭来，朦胧中最后的一念是，烛光集会已到第六周，

人们都说，朴槿惠肯定要下台了，集会还会继续吗？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日 

附  记：距上面写到的这次集会，几个月过去了。直到我春节后

回国，每周六烛光集会还在继续，似乎没完没了。每到什么事情的当口，

比如朴槿惠又出来讲话而民众认定她在以守为攻了，又或检方要调查

三星公司了，马上会出现反弹，原本稍显平静的光化门广场又沸腾起

来，聚集起较前更大的人群，向当局施压，好像在生动地演绎，什么

叫作民意与权力之间的博弈。

春节当天，又逢周六，韩国朋友告我，这天不会有集会了，大家

都要过年。韩国的春节和中国一样，是阖家团聚的日子，虽然现代生

活的快节奏已让年味变得稀薄（没有张灯结彩，更无我们这边的烟花

爆竹，除了一些店铺歇业一天，几乎看不到春节的痕迹，比起来圣诞

节加阳历新年要热闹得多），这个日子对家庭仍然重要。首尔这个几

乎聚集了韩国一半人口的大都市，一小半人都回老家过年了。两边都

要歇一天，好比停战日，过完节甚至见到打着反对党旗子的人堵着议

事堂门口搭帐篷。运装备的汽车开到台阶下，抗议的人大模大样往议

事堂正门两侧的平台空地上搬东西，只要不碍着出入，警察就不闻不

问，抗议者不紧不慢，从容得很。我因此以为市厅广场上这些人，是

较一般民众更铁杆的倒朴派。

其实正相反，他们都是来挺朴的。我因好奇，不免往帐篷里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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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脑，却有人马上让我进去，请我进去喝咖啡，这间帐篷显是供联络

会客之用的，长条桌上摆着咖啡点心，都是颇有些年纪的人，通过简

单的英语，我知道了他们的立场 。事实上只看聚在这里的没一个年轻

人这一点，我就应该明白了——这次的民众运动中，年龄的界线特别

清晰，挺朴的多为老年人，虽然随着事态的发展，不少人已转了向。

明白了我是外国人，引我进来的老者开始结结巴巴说起英语，我

只明白了一点，他说倒朴的人中好多都是“共产分子”，包括首尔市

长。这一群老年人的坚守让我想起前些时候在首尔火车站广场所见。

那里似乎也是挺朴派的据点，平日就是老年人的聚集处，常有健康讲

座、集体唱卡拉 OK 一类的活动。从那儿经过，不止一次看见也搭了

台，戴了一色旅游帽的老年人拿着写有挺朴标语的小旗在随台上人喊

口号。倒朴的民众都是周六下午至晚上集会，挺朴的人则时间不定，

似乎更频繁。听闻我的见闻，韩国朋友嗤之以鼻道：“他们有的是时

间，——退休的人，不用上班啊！”

不屑一顾，一是因为与烛光集会动辄十万百万人的规模相比，挺

朴派根本不成阵势，我见过较具规模者，撑死了也不足千人。二是

挺朴派都认定，参与者是拿了钱的，据说还有不同的价码，一般是

五万，春节自然会上涨。但是我也听到过相反的说法：一个听我课的

研究生，几乎在青年人中绝无仅有的持挺朴的立场，照他的说法，倒

朴集会中的人不少是拿了反对党的钱的。我更愿采信倒朴派的说法，

是因为所见挺朴老人的穿戴有点像大选时街头拉票人员的行头，仿佛

更有组织，此外更重要的是，烛光集会上那样的人山人海，要花多少

钱？我也不相信用钱买得来。

有意思的是，烛光集会与挺朴的集会，竟似井水不犯河水，从未

见两派人起过冲突。光化门广场上，倒朴队伍人多势众，众怒难犯，

慑于声势，不见唱反调者，也就罢了。每从首尔站走过，见到挺朴者

在集会，川流不息的行人中多数当为不满朴槿惠的人，甚至不少从烛

光集会散场过来的人手里还持着倒朴的标语牌，也未见有上前围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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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者，大都选择无视。给人的印象是针锋不接，各自嗨各自的。这一

次韩国倒朴与挺朴的站队，阵线分明不两立，几乎是当面锣对面鼓式

的了，却是相安无事。

这也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韩国人的容易走极端，是他们

自己也有反省的，然而这极端常表现在他们的诉求上（比如下台的总

统几乎不得善终，下台往往就等于下狱主），达到目的的方式却相当

平和。当然，这是在专制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之后。既然性情中不乏

激烈之处，他们的平和，就只能归因于文明的训练。民主，又何尝不

是一种训练？

我最后一次经过光化门广场正好又是一个周六，烛光集会仍在继

续，不过与十二月的高潮时相比，人少得多了，结束的时间也早，高

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回荡着，显出广场的空旷。但我知道，到了某个

节点，这里又会是人山人海的场面。

接着就到了三月十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对朴槿惠的弹劾案。我

很快在微信上看到那个说“杀了她 !”的韩国学生发的朋友圈：“2017

年 3 月 10 日，韩国的第二个光复节！她上任以来所做的恶作剧，并

不亚于过去的日本帝国主义！这头‘笨鸡’终于被 5000 万民众抓起

来了！但愿下届政府能够前车可鉴，不再让民众感到愤怒、郁闷！”

将倒朴成功比为从日本统治下得解放，够夸张的，不必“以辞害义”，

明白这是一种兴奋之情的表达就可以了。不看相关报道我也可以想象，

那天的光化门广场上众人欢呼雀跃的情景，无数的标语牌会传达出同

样的意思——“民众的胜利！”这样的兴奋之情能维持多久，不得而知。

韩国盘根错结的财阀政治不会因朴、因三星被调查而告终。那些因李

在镕被捕而兴奋的学生在毕业之际依然会把三星作为找工作的首选，

被三星挑中的人不免得意，也仍会招来艳羡的目光。广场上胜利的抗

议者转过身去，就会面对日常的稻粱谋。

但是在那一刻，韩国人仍旧有理由欢庆他们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