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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阎长龄和赵敏主编。
 本书收录了《杂文月刊》中的经典作品，具体有：流沙的《有多少公权成了&ldquo;福利&rdquo;》、
魏剑美的《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王龙的《李自成为何走不出历史怪圈》、张达明的《笑
容不是用来表演的》、鲁先圣的《想起那些不肯做官的人》、李启咏的《公权该怎样&ldquo;介
入&rdqu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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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公权成了&ldquo;福利&rdquo;流沙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魏剑美李自成为何走不出历史
怪圈王龙笑容不是用来表演的张达明想起那些不肯做官的人鲁先圣公权该怎样&ldquo;介入&rdquo;李
启咏蔷薇叶子（之五）邵燕祥我们为什么一再被忽悠郑连根现代版的&ldquo;庸医治箭伤&rdquo;刘秀
品杜鲁门的信仰周彪对付谎言的艺术陈仓蔷薇叶子（之四）邵燕祥人才、官才与奴才思晨公民情怀离
我们有多远周彪全民福利社会不是梦江德斌五花八门的足球商子雍人大代表的媒体标准语言三郎倒过
来做事的奥妙林奇小公务员工作方式素描陈宏波随感录李兴濂没有道德痛苦的现代人潘国本房价、民
生与&ldquo;鸡的屁&rdquo;孔曦领导坐哪儿周彪吴梅村的玩物丧国论乐朋乱翻书之鸡零狗碎徐强被规
则的人李建国想一想我们默认什么毕星星蔷薇叶子（之三）邵燕祥反腐败就是反影响刘诚龙奥巴马读
过《为人民服务》吗汪强少正卯的幽灵仍在游荡宋志坚高贵其实就是一种超越魏剑美藏在民间的马包
光潜俗人晏建怀怎样才算了解中国孙贵颂杞人笔记任蒙我们怎样有尊严地活着含辛&ldquo;信访不信
法&rdquo;，谁之过彭劲秀晚年陈独秀的沉痛告白王龙饭局与政局刘诚龙蔷薇叶子（之二）邵燕祥半吊
子改革游宇明质疑英雄杨建业天下为公郭树荣&ldquo;测不准定律&rdquo;郭振亚贪官多&ldquo;能
吏&rdquo;的冷思考周英杰苏联人和中国人对&ldquo;幸福生活&rdquo;的预测王幼辉端方重教的悲剧况
味华夫脱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张雨生我的土地谁做主张心阳&ldquo;瑜亮情结&rdquo;与&ldquo;敌戒
思维&rdquo;安立志聪明的犹太人许家祥厉以宁一得奖，中国人就&ldquo;笑&rdquo;了邵道生&ldquo;奉
旨骂人&rdquo;的喜剧黄波绪论&ldquo;文人相抬&rdquo;孙焕英今日国民党为啥不挂蒋介石的像刘吉同
鲁迅状告教育总长胜诉感言彭劲秀蔷薇叶子邵燕祥&ldquo;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rdquo;能够做
得到吗钱渊简说盛世危机的几种表现包光潜被颠倒的爱国梅桑榆财富问题散论乐朋&ldquo;成功人
士&rdquo;杂咀许家祥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常识晏建怀贝多芬的政治信念李志远最缺位的是思想大师房
连水我为何不关心&ldquo;国进民退&rdquo;黄波媒林拾叶安立志党性不是挡箭牌周士君单兵突出
的&ldquo;改革&rdquo;侯志川用什么标准看&ldquo;有趣&rdquo;陈大超浅薄无知的反腐论调陈仓拿什么
来对抗体制性遗忘杨耕身敢问理在何方刘兴雨&ldquo;悔其少作&rdquo;李恩柱&ldquo;公权&rdquo;的傲
慢秦海俄罗斯姓什么杨学武不必与&ldquo;复制某国模式&rdquo;太较真潘多拉被夸大了的&ldquo;陌生
人恐惧&rdquo;周英杰孙猴的&ldquo;官瘾&rdquo;是如何打造的陈鲁民储安平确实是&ldquo;右
派&rdquo;汪强&ldquo;战略&rdquo;断想思晨创造一个&ldquo;免于恐惧的社会环境&rdquo;徐迅雷鲁
迅&ldquo;撤退&rdquo;没什么大不了丁辉&ldquo;另类&rdquo;尊重民意游戏凡夫唐学术腐败的根本在于
权力通吃魏剑美胡干扰侯国平教科书上看不到的史实点评王峰白胜的历史遗留问题姜钦峰与客论尧舜
禅让赵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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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蔷薇叶子（之五）　　邵燕祥　　·“苟⋯⋯时代”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复杂多元，概括
也难。
比如中国人对历史好以治乱分期。
所谓“治世”与“乱世”，这是最基本的标杆。
什么“清平之世”、“太平盛世”等，不过是治世一说的延伸。
外国人指称特定的时代，“黑暗的中世纪”、“极端年代”云云，备有千秋。
　　老人好说古，有位老朋友说起，一个上层社会苟且、苟得，中层苟合、苟安，底层苟免、苟活的
时代，可以叫做“苟时代”，一个这样的社会，可以叫做“苟社会”。
　　循着老朋友的思路，倒也觉得不无道理。
我说，只是容易引起谐音的误会，比如被好调侃的人念叨成“狗时代”、“狗社会”。
好在，我们今天至少也达到了狄更斯那段名言说的，“这是最好的年头，这？
最坏的年头；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年代，这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
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在我们前面万物俱全，在我们前面一无所
有；我们全都直上天堂，我们全都直下地狱⋯⋯”　　狄更斯在这里并列出两幅图景，两种前途，不
是很符合辩证法的吗？
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合力。
能不能摒除坏的选择，就看我们能不能在好的愿景一边加重砝码的分量了。
　　我归根到底是个乐观派，不然就自杀去了。
我总是愿意相信我们的一切努力不会白费。
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走出一块新天地来。
中国的传统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嘛！
我说，区别于老朋友说的“苟时代”，我们不妨说这是“苟日新时代”。
　　旁边却有玩世不恭的年轻人插话：“那一不留神儿不成了‘狗目的时代’！
”　　一场闲话，以老人告诫年轻人“好好读经”而告终。
没上过私塾的不懂得“非礼勿言”！
　　·钓鱼何须“考”　　传媒报道上海“钓鱼执法”，于是就有考据家从史书上找出“钓鱼执法”
的先例。
其实，从古到今，先例无数，何须考来考去。
　　我宁愿相信我们执法部门的公务员，都是高举伟大旗帜的。
在整整一个时代奉为经典著作的思想武库里，就明明白白写着“钓鱼”二字，而且强调钓大鱼，甚至
是钓鲨鱼。
不止钓鱼，还要“引蛇出洞”，创造条件，把牛鬼蛇神诱发出来，让群魔乱舞，毒草竟放，然后一举
而歼灭之！
那是何等的痛快淋漓，岂是像以违反交通规则的罪名抓几个人罚？
可比！
　　那时钓鱼，是以“帮助党整风”的革命伦理，加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的传统伦理为饵，上钩的都是竭诚相信各时代伦理规范的“老实头”（上海叫戆头，北京叫傻瓜）
。
而真要兴风作浪的鱼龙们，不管名为革命，还是止于造反，都是要突破一切伦理规范甚至现存道德底
线的，何尝会来吞你的钓钩！
　　作为行政执法中“钓鱼行为”之冰山一角，。
偶被曝光的交警钓鱼，则是利用驾车人或有的恻隐之心，导演假病人拦车，制造违反交规？
口实。
执法为名，钓鱼是实，钓的自然也是同情弱势者，或凭良知不忘“做好事”的傻鱼，找准好欺负的敲
诈勒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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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钓鱼故事取法于伟大的经典战略行动，似乎有些拔高了。
　　前些年在北京（不在上海），就发生过一件类似的案情：一个骑车夜行的人，路遇一女子在路边
呻吟求助，便扶她上车，准备送往医院。
这时忽被一把拦住，拦车人指控骑车人要对他老婆强行不轨，图谋讹诈。
情节跟上海的“钓鱼执法”大体相似，不同的是宵小作案，不借公权力执法之名。
虽与上海的事近似，但已不止是钓鱼，已经迹近栽赃诬陷了。
　　比起经典的“钓鱼”战略，这些当然都只是初级的伎俩，未必经过认真“读书学习”，也许只是
口口相传或无师自通，属于行业的“潜规则”罢了。
但从历史上看，市井中的流氓赖皮行径，同样会见诸衙门里的皂隶官差，凡是读过些公案小说、看过
些古装影视剧的人，对此都不会陌生。
然则经典亦是来自民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在社会基层日常自发
事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伟大的战略战术和策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吧。
　　至于上海有关方面的执法人员（执的哪家之法？
只是应该指在执法的人员），是从伟大经典，还是从古装影视，抑或只是从普通的诈骗犯那里“有所
学习，有所发展”，倒是需要有大量调研数据才能考证清楚的。
　　·与劳动有关　　劳动，按我们的实际情况和语言习惯，首先指的是体力劳动。
　　“劳其筋骨”的劳动，在诗里是一个样，在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个样。
我曾经信服高尔基，要在诗歌里表现劳动的美，我这样写了，似乎让劳动富有了诗美的色彩。
　　在马克思描摹的共产主义蓝图里，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当然，他在别的地方还谈到了那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已经合而为一。
那是美的，闪光的，令人无限神往的。
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是诗人，而且是浪漫主义诗人。
　　而生活总是现实的。
生活中的劳动——体力劳动，不管在“广阔天地”间，还是吵闹的车间里，劳动总是跟现实的经济以
及政治发生着联系，劳动者面对的只有繁重吃力的、琐屑劳神的各类“活儿”，为了谋生，非千不可
的苦活儿累活儿，没有升华为诗美的单？
的劳动。
　　比如，工资，计件还是计时？
同工，是否同酬？
加班费怎么落实？
⋯⋯如果说千体力活儿也不能不动脑子，歇下来时，这些更都是绕不开的问题。
　　遇到问题——不是无中生有的问题，而是硬碰硬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找谁去？
在国有企业，找党政工团？
在个私或合资、外资企业，找谁去？
找劳动仲裁部门？
找工会？
管用吗？
不管用时怎么办？
　　我在20世纪50年代经常跑工厂矿山基建工地，跟工人接触较多，后来多年不去，逐渐隔膜了。
80年代有一阵听说工人有意见无从表达，经常采取怠工的方式宣泄不满。
记得一次与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的同仁们聊天，我说我以为与其怠工不如罢工，怠工虽说不
动声色不声张，但使问题久拖不决，工厂工人双方都受损失；罢工好像“明火执仗”，动静大了，而
正好迫令有关方面及时依法依理解决问题，反倒会达到双赢的效果。
他们说，你把这个意思写给我们吧。
后来不记得因为什么，这篇小文没有写，当然，我也从而免于一个“煽动罢工”的罪名。
　　这么多年，除了就矿难等发过一两次言以外，我已绝少谈有？
工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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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所有制、各种产业，纷繁复杂，没有亲历亲经，单凭二手、三手的
传闻，也许说来说去只能是些空话。
　　近年来，却发现我们的劳动人事制度中，因同时有“铁饭碗”的老职工和开始实行合同制的新职
工两类，许多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最突出的是同工不同酬。
合同工明显地比“铁饭碗”兢兢业业，早来迟走，认真完成任务，但待遇悬殊，令人心寒。
有些国家级的事业单位，“铁饭碗”享受着固有的级别待遇，包括医疗和明文的或灰色的“奖金”，
临时工只能望望然而去之。
时间久了，有些同一班组、同一科室的临时工，竟成为替“铁饭碗”干活的当然“催把儿”，某些“
铁饭碗”居然成了“包工头儿”。
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衍生的不平等，竟在人事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形成一种新生的人际矛盾
。
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吧。
　　这令我想起，1966年“文革”初起的时候，各地的临时工是最先造反的一部分群众。
江青曾经有对临时工的讲话，极尽煽动之能事。
江青自有她挑动群众的政治目的，所谓“别有用心”，但你？
能不承认，她也确实掌握了一些长期积累的不公不平的事例，否则空口白话，当时的临时工也不会就
从经济要求一下子跟着她去参与政治抗议的吧。
　　今天，上距“文革”伊始已经4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经30多年，经济政治形势迥然不同。
然而《劳动法》虽早颁布，有法不依所在多多，《工资条例》依然难产，证明这是一个问题丛生的领
域。
这里不过就其一端，提一小醒，有关方面再不能当甩手大掌柜了。
　　·想起了许地山　　新叶还没长出来。
两树之间，空空旷旷的。
记得去秋树叶没落的时候，曾有一只蜘蛛，把丝从这棵树吐到那棵树的枝头去，织成一张网。
我散步到那里，总要仰头一望。
头两天在，过几天还在，几乎要成为半永久性的了。
忽然一夜风雨，打掉了，但下午来，却见那蜘蛛又在半空惨淡经营了。
　　我想起小学《国语》上的一篇课文，说的是古罗马或什么别的国家，有位帝王打败了，很灰心，
躺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看到一只蜘蛛在树枝上织网，风来了，吹断了，它又重新来，这样反复多
次，终于把网织成了。
他从这里获得了启示，重整旗鼓，最后打败了敌人。
　　可是我同时又想起了“缀网劳蛛”四个字，像是一句成语似的，让我记了许多年。
原来这是初中《国文》课本上介绍课文作者许地山时，说他出过两本散文集子，一本《空山灵雨》，
还有一本就是《缀网劳蛛》。
我都没读过，书中未必写到蜘蛛吧，但两个书名，都带着佛家色彩，用世俗的话说，就是消极了。
　　同样是蜘蛛缀网，在人生态度不同的人眼里，看法也各不相同。
　　据说许地山思想上受到佛家的影响。
那么他悲悯“劳蛛”，也正是悲悯“劳人”的为生计而辗转，受造化的播弄，并且包含自我悲悯，如
鲁迅少作中说的“劳生无计日奔驰”吧？
　　但我们当时课本里选的许地山那篇文章，却一点也不灰色，而是朴实、温暖、积极的，好像一直
到1949年后还选到新编的语文课本里——题为《落花生》，以花生这种作物的一生，比喻一种人生态
度，是父亲和儿女们共勉，也是作者的自勉——老师告诉我们：许地山就曾用过“落华生”这个笔名
。
　　许地山先生在1949年以前就去世了。
因他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第一套二十本“新文学选集”里，就有
他的一本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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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毕竟不是左翼作家，也终究只属于过去的时代了。
　　如果不是他有一篇散文《落花生》，恐怕今天六七十岁以下，又不治现代文学史的人，真就不会
知道他的名字，不论是许地山还是落华生了。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重又看到综合性的杂志和文摘报刊提到许地山，却是说到他某个女儿的一
段身世。
这位大姐，算起来该是生于20年代。
她随父亲住在香港上小学时，加入过一个基督教组织（可能是“救世军”吧，北京以前也有过“救世
军”，旧址即在灯市口西口迤北的王府大街路东，到80年代初还保存着尖顶楼宇的旧貌）。
1949年后她在内地上学和工作，不得了了，说不清了，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下放偏远农村，直
到“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才恢复公职，返城工作。
详细情况我也记不清了，突出的印象是，记者报道她在长期下放的年月里，与一个文盲的老农结婚，
仿佛意在表扬她返城后也没有提出分手，云云。
写到这里，我想请许大姐原谅，我在这里无法回避地提到您的私人生活。
我只是想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中负责“审查”者的无知和草率，使错误政策得以雷厉风行，给无辜
的人们带来难以逆料的厄运。
　　这位大姐应属我的同代人，记得小时候看《落花生》一课的插图，觉得就像是我和我的哥哥姐姐
一起在听父执的教诲，分外亲切。
许地山写此文，即使有艺术加工，多半也有生活原型的影子。
他善良而淡泊，与世无争，甚至在佛家思想影响下“勘破世情”，但他想象中儿女长大后的生活，该
是另外的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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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杞人笔记》由阎长龄和赵敏主编，收录了我国惟一刊登杂文、随笔、小品、漫画、讽刺小小说
、杂文学术文章，转载其他报刊杂文精品，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杂文类综合性杂志——《杂文月刊》中
的作品。
尖锐、泼辣、幽默，乃其独特风格；可读、可信、可亲，因而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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