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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还跟汤淳渊一直保持联
系，常有书信、电话往来。2007年教
师节，他给我写信，还鼓励我们在

“南通精神文明建设中功不可没”。
直到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汤淳
渊得知奥运圣火将在南通传递，决
定申报担任火炬手并获得成功，至
此，汤淳渊的形象才出现在电视屏
幕上。成为奥运火炬手，作为“莫文
隋”原型的汤淳渊就半公开了。以
后，当时的市政府主要领导对他进
行节日问候、电视报道，这样他才完
整真实地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一
直到他2019年7月去世，当时的南
通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吉明
明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便
迅速把这一信息转发给市各媒体主
要负责人，“莫文隋”宣传又形成一
个很大的浪潮，基本上全国媒体又
都进行了一次广泛报道。“莫文隋”
在南通的宣传一直是持续的，深入
且不断扩大，从没停止过。

处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20
世纪90年代，贫富差距相对较大，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建设之
中，社会特别需要像“莫文隋”这样
胸襟和情怀的人。《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
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大力宣传现代
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人物，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
习先进的风气”。从20世纪末到21
世纪的第3个十年，特别是刚开始的
几年时间，“莫文隋”这个虚拟名字
之所以能响彻江海平原、响亮中华
大地，我想首先是因对这一本土典
型、身边榜样不断持续深入地宣传，
为南通的精神文明建设造势扬名，
提高了南通这座城市在国家甚至国
际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起到了较
大也较关键的作用。

现在想来，“莫文隋”宣传和学
习之所以能取得轰动效应，确是掌
握了时机、争取了主动，呼应了党和
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
和走势，为全国树立了榜样、引导了
主流，开创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新
的局面，为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提
供了样板、理念、经验和做法，也为
南通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奠定了
厚实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
础。“莫文隋”这一江海大地上的人
文现象，以其群体面貌、规模效应、
长期累积、品牌优势充分地展示了
出来，成为世纪之交南通的精神标
识、南通人的自豪形象，也成为今天
时代的代名词。

一、重提旧话的缘由 ♥
今年是全国学雷锋 60 周年，

“莫文隋”就是南通学雷锋的身边榜
样，就是南通的雷锋。

20世纪最后几年（1995—1998
年），南通声势浩大的“莫文隋”的学
习宣传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其中
有很多细节，现在可揭秘一些，如确
定“莫文隋”是群体而不是具体的个
人且让起始的那个“莫文隋”长久匿

名下去，率先响亮提出“精神文明建
设南通现象”，注重策划用“滚雪球”
办法持久推动典型宣传，与雷锋并
提确定学雷锋、学“莫文隋”日等等。

今天看来，“莫文隋”宣传经历
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很多人在其
中都作出了贡献。回想起当时一些
情形，具体细节今天还历历在目。
其实，宣传的过程是一个深入调研

采访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思考提炼
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总结提高的过
程，调研、思考、总结贯穿于整个新闻
宣传的始终。同时，调用各种宣传
手段、途径和方式，形成了大合唱、
大合奏，且是不断推向高潮，形成涟
漪效应，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是“滚
雪球”效应，越滚越大，越滚越有影
响力，越滚在国内的知名度越大。

二、当时细节的披露 ♥

三、精神力量的思考 ♥

细节之一，一个人到一群人的
定位。之所以确定“莫文隋”是一个
群体，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那
就是新闻记者一方面在寻找这个

“莫文隋”究竟是谁，另一方面，我也
在悄悄打探，正好我有一个忘年交
叫黄绍麟，我知道他没有自己的孩
子，也经常资助大学生，我问他是不
是就是“莫文隋”，他说他也以“莫文
隋”名义捐助，我问他是哪三个字，
他说是“莫问谁”。我顿时眼睛一
亮：巧了，不约而同啊，不止一个人
啊，大家都会想到匿名啊。于是，我
就暗自思忖，可以建议把“莫文隋”
这个典型确定为不是一个人，而是
一群人，是一个助人为乐而不留名
的集体、群体。而且，巧妙运用受众
心理，坚持不让“莫文隋”原型出现
在公众视野。按照一般人的心理，
很想知道这个“莫文隋”究竟是谁，
但我们一开始确定的就是不暴露，
除了后来说是一名大学教师外，不
透露他更多真实情况。

细节之二，最终确定最初的具
体的那个“莫文隋”。资助大学生的
那个“莫文隋”到底是谁呢？这件
事真假必须弄清楚，主人公的身份
要确认，这是所有宣传的基础。正
好，当时南通工学院党委书记袁靖
东是我尊敬的老领导，有一天，他
一如平常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知道
这个人。于是，征得市委宣传部主
要领导宋家新部长同意，我与同
事、后任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
南通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顾华分

别骑着一辆自行车，满怀喜悦地一
起去了学校。见到袁书记后，他把
根据字迹“怀疑”的那个院领导汤
淳渊叫了过来，让我们单独谈。我
俩就向时任副院长的汤淳渊仔细
了解具体情况，包括资助的具体情
形、他本人特别是匿名的真实想
法。原来，“莫文隋”是一位大学教
师，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啊。

细节之三，大胆提出“精神文明
建设南通现象”。当时南通的经济
发展速度并不快、表现并不好，在
江苏省内处于中等水平，而精神文
明建设总出一些先进典型。省里
有位领导同志叫顾浩，是南通人，
他讲到建筑上、教育上等特有的南
通现象，现在又涌现出“莫文隋”群
体，后来我就想能不能叫“精神文
明建设南通现象”呢。于是，在给
省委《群众》杂志撰写理论文章时
深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在发表
的文章中，第一次鲜明提出精神文
明建设南通现象。

细节之四，“滚雪球”效应的作
用和做法。当时，我也是刚从共青
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工作回来，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
主要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
的问题，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
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
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共十四届六
中全会前后，中宣部也在持续进行
重大典型宣传。于是，我们一方面
保证“莫文隋”宣传不断线，有了报

道线索便往里装，精神文明建设南
通现象的新闻宣传由此广泛而深
入，探讨出了一批工作研究性成果，
发表在省委《群众》杂志等报刊上。
同时，组织社会宣传，开展学习活
动，市委专门下发了意见，发动全市
干部群众都来学习，并大胆确定学
雷锋、学“莫文隋”在南通并提，市委
常委会还把每年3月5日正式确定
为学雷锋、学“莫文隋”日。文艺形
式也运用起来，先后创作了歌曲《莫
问我是谁》，还有话剧《走近“莫文
隋”》。这样，各种宣传手段一起，一
个时期形成了大合唱。这其实讲的
是典型宣传的方法论。

细节之五，“莫文隋”宣传成了
一个不是全国重大典型的精神文明
重大典型。中宣部一开始当然并没
预先把“莫文隋”确定为精神文明建
设重大典型，通过我们不断工作，却
如涟漪一样，逐渐宣传成了一个全
国性重大典型。1995—1998年这3
年，前有策划、规划，后有跟踪、跟
续，中间有不断拓展、深入。人民日
报、中央电视台等几乎所有重点的
国家级媒体记者纷纷来南通采
访。当时，我们已意识到“莫文隋”
正在创造历史、书写历史，所以我
们要编一本“莫文隋”宣传的综合
文集，尽管1998年8月调到海门市
委工作，但我还是根据市委领导同
志的要求，编辑完成文集，并由江苏
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厚厚的
《世纪之交“莫文隋”》留在了南通精
神文明发展史册上。

“莫文隋”是江海大地上的精神旗帜和文
化标识。近30年来，持续用“滚雪球”的方
法来放大“莫文隋”引发的“精神文明
南通现象”，成为风尚南通的自豪
和骄傲。时隔多年，当初策划
组织“莫文隋”宣传学习的情

形恍若就在眼前。今天看
来，回忆起来仍有滋有

味，现实意义也显而易
见。 汤淳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