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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6日，随着复旦投毒
案的发酵，19 年前的朱令案重新回
归舆论视野。

2013年4月18日，孙维时隔7年
再发帖：“等待真相笑骂由人，我比任
何人都想将真凶绳之于法。”

2013年4月25日，国内的主流媒
体开始大肆报道朱令案。

2013年5月6日，新华网发布《舆
论呼吁及时澄清“朱令案”传闻》文
章，央视新闻官方微博也以转载，僵
持的事态开始出现转机。

2013年5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对朱令母亲朱明新进行直播专
访，朱明新声称还将继续申请信息公
开，“要给朱令一个交代”。

2013 年 5 月 6 日，当日下午 4 时
04 分，朱令案白宫官网请愿量突破
10万人。

朱令妈妈：
希望能有一个结果
这是我一个特别重要的期望

昨日12时，朱令妈妈朱明新女士
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

她回忆：“1994年 4月 28日报案，
到6月份放假，我特别着急，一直打电
话问。侦破小组告诉我们，他们正在
努力工作。到 10 月份，我就更着急
了，他们回答，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只
剩下一层窗户纸了。”

朱明新女士说，在她和办案组的
接触中，他们始终说在办，但没告诉她
结案了。

2007年，有个政协委员曾关注这
个问题。“我们从他那儿知道，他收到
了公安部门回函，这份书面文件说朱
令是被投毒的，但因为报案时间晚了，
证据不全，尽快办结此案。”朱明新女
士说：“我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没有得
到一个答复。”

朱明新说：“朱令是我的孩子，而
且是好孩子，风华正茂的时候差点就
没命了。我挺恨投毒者的。假如朱令
没有中毒，她会做得很好。我会觉得
更幸福，但这一切都没有了。对未来，
我就希望她能康复得好一点，原来还
希望发生奇迹。”

72 岁的朱明新女士说：“我一定
会继续申请信息公开的，希望能有一
个结果，给朱令一个交代。这是我一
个特别重要的期望。”

随着近期朱令案的持续受关注，在百
度贴吧“朱令吧”，一批新的 ID又在延续着
他们当年的工作，“至少人们没有忘记，这
就有改变的可能”。

“不知有多少人和我一样，从知道这件
事起就一直这样默默关注……”4月 30日
深夜 2时 54分，一名为“手手大魔王”的网
友发出的帖子，引发了众多共鸣，回帖中甚
至不乏十几岁的高中生。

“对于这个案子的关注，已经从‘70
后’、‘80后’延续到‘90后’了。”朱令的代

理律师张捷感叹，只要真相不明，他相信人
们会一直关注。

“朱令事件已经不仅仅是家庭的悲剧，
还成为一道社会的伤疤。”5月1日下午，一
位长期关注此事的学者分析，从目前情况
看，重启司法审判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真
相不出来，人们就会一直揭这道伤疤。”

“我为朱令的遭遇悲愤，却也是为自己
的命运惊恐。我为朱令发声，其实是为自
己呐喊。”回帖中的这句话，被网友们引用
了多次。 据《齐鲁晚报》

记忆仍停留在中毒之前
40岁朱令，自称今年23岁
朱令妈妈：没人告诉我结案

“会继续申请信息公开”
4 月 16 日的复旦大学投

毒案再一次将19年前清华大
学那桩离奇的“朱令铊中毒”
事件拉入公众视野。

其实 19 年来，诸多对朱
令案的关注一直未曾离去。
朱令案已经成为一道伤疤，
如果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结
果，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因
为某种原因将它揭开，尽管
这样会很疼……

未经过滤的空气都足以致命
“不要直接进去，先换鞋！”辗转来到方庄朱令家

门外，30多岁的志愿者王华并没有让记者直接进去，
完成“换消毒鞋套”和“洗手”两道程序，才能跨进吴
家狭小的里屋。

这样是为了避免朱令被外面带入的细菌感染。
最里面的屋子里，喉管被切开的朱令躺在床

上。她不能像常人一样用鼻子呼吸，未经过滤的空
气，对于她来说，既是维系生命的必需，同时又隐藏
着足以致命的威胁。

对于逝去的时光，1973年11月24日出生的朱令
似乎毫无记忆。她还停留在中毒发生之前，如果问
她多大年纪了，她会吃力地回答：23岁。

大剂量铊中毒的后遗症之一便是膈肌麻痹，右肺
严重萎缩，直接后果导致现在的朱令呼吸功能虚弱。

“她这边的肺缩得只剩下拳头大小了。”昏暗的小
屋内，朱令72岁的父亲吴承之将右手放在自己的肺部
位置“熟练”地比画着，语气中并未带太多情绪。

母亲朱明新在屋里默默看护着朱令：“得及时吸
痰，不然憋时间长了会有危险。”

10年间海外捐款10万美元
志愿者王华很多年之前就知道朱令的案子，直

到2011年，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她，偶然从刚认识的
一个大学教师那里才得知朱令家的地址。

回国后，她很快找到朱令家，“可能是之前看她
的报道太多，第一次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顺
理成章地，王华成为帮助朱令的志愿者之一。

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朱令家帮着两个年过
七旬的老人照顾朱令，同时还负责联络国内热心的
网友们，回应他们提出的看望朱令或往吴家寄送东
西的愿望。

王华的另一个任务是和海外的“帮助朱令基金
会”联系，定期汇总国内外的捐款。

“两年前的一个小感冒就花去了 60万元。”作为
现在与吴家最为亲近的人之一，王华深知钱对于朱
令的意义：日常护理，可能出现疾病的治疗，以后可
能送往的护理中心，无论哪一项，没有巨额的费用支
撑，都难以完成。

尽管朱令的同班同学童宇峰2004在美国成立了
“帮助朱令基金会”，并在海外华人中有一定影响，但
这些年来收到的捐款非常有限。“从 2004 年到 2013
年，10年间有 10万美元左右。”王华拿出一个本子，
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说。她也会不定期汇总国
内捐款，并进行公开。

近期给朱令捐款的数额有了明显的增长，原因
很明显，复旦大学投毒案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尚无结
果的朱令案的关注，这让王华感觉很欣慰。

对于此次媒体的介入，她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一
方面或许能推动朱令案情进展，另一方面更为现实
的是，募集足够多的钱。

至少应该保证她生命延续
让虚弱的朱令过多地与外来人接触，还是冒了

很大风险的。
随着来访者的增多，4月18日，王华特意以长微

博的形式，发布了采访朱令的“媒体须知”，提醒采访
者来之前做足功课，还要尊重隐私，不要拍摄朱令的
病态照片，更不要“随意进入朱令的房间”。

自 4月 16日以来，王华接待的媒体已经将近 30
家，为此她几乎天天往朱令家跑。

“忙了一天，老公等不及吃了些剩饭，说你自己
在外随便吃点吧……”4 月 19 日的微博中，王华写
道，不过随即她又像是给自己打气:“是啊，我们还有
多少坚守正义、坚守信念的人啊！”

“吴叔叔朱阿姨将来万一有个什么事，谁来照
顾令令?”采访中，王华不止一次地说，案子固然重
要，但眼下对于朱令来说，最要紧的是找到一个能
够护理的地方，“至少应该保证让她的生命延续下
去……”

少女时代的朱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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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清华大学朱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