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宵 一 谜

在高长江的建议下，一位上青
林风水先生择了一个良辰吉日，作
为上青林公路的开工日期。

公路开工仪式不久，在青林镇
党政联席会上，赵永胜捧着将军
肚，道：“听说上青林公路已经开工
了，这是一件关系到七千人的大
事，镇党委不能无所作为，必须参
加并主导工程建设。我的想法是从
国土办和农办各抽一个人，加上独
石、尖山、望日三个村的驻村干部，
成立青林镇修路领导小组办公室。
粟明任组长，高长江任副组长，侯
卫东任办公室主任。”

粟明道：“镇里的财政这个状
况，如果我们主动参加进去，等路
修好了，镇政府多半要破产。如
果我们镇里要成立修路小组，又一
分钱不出，村里也不会服从镇里的
安排。”
“高长江、侯卫东还是不是机

关干部，秦大江、唐桂元还是不是
村支书，他们这个身份决定他们必
须听镇党委指挥。”赵永胜挥了
挥手，道：“党委的责任是管做不
做，至于如何操作，这是镇政府的
事情。”

粟明是夹在风箱里的老鼠，左

右为难。不过在联席会上定下的事
情，他又无法推脱。开完会，他就坐
着车来到了上青林，找到了高长江
和侯卫东。

粟明走了以后，侯卫东的兴奋
溢于言表。高长江泼了冷水，道：
“侯老弟不要高兴得太早，修路是
公益事业，赵永胜和秦飞跃不会
明着反对，但是他们两人都不当
指挥长，也就说明了两人对此事并
不热心。以后修路，还得靠三个村
的力量，遇到麻烦事，还得三个村
来处理。”

开工仪式第二天，麻烦事就出
现了。

秦大江到场镇找到了高长江
和侯卫东：“我遇到青林林场的杨
场长，给他说了修公路的事情。老
杨说是新来了一个场长郭光辉，要
他同意才行。”

侯卫东有些纳闷，问道：“我们
修路，和青林林场有什么具体关
系？”

高长江对此事的前因后果知
道得很清楚，道：“青林山上除了三
个村以外，还有一个国有林场———
青林林场。上山公路有一公里多要
经过这片国有林，以前的欧阳场长

曾经答应只要修路就可以随便占
地，由他去跑手续。今天听杨场长
的说法，新来的郭光辉不一定同意
这个方案。”

秦大江道：“我们到林场场部
去一趟再说。”这一次接触没有什
么实际效果。

过了两天，侯卫东和秦大江一
起再次来到了林场场部。

郭光辉到林业局汇报了此
事，分管副局长态度挺硬，他态
度就发生一些变化，道：“长江天然
林保护是国家大政策，占地二十
亩是件大事。只有我们曾局长才
能拍板，能不能再等几天。”他为
难地道：“涉及二十多亩国有土地，
我们没有权力处置，即便要处置，
也得算账。”

秦大江听了这个说法，骂道：
“狗日的郭光辉，真不是个东西。去
年林场要修进场部和货场的公路，
我们无偿支持了十多亩田土。他们
林场占地这么宽，修一条公路又好
大个事，而且他们林场也需要这条
公路，惹毛了老子，把进场公路恢
复成田土。”

眼看着就到了 9 月下旬，秦
大江和侯卫东两人又到了林场一

次。郭光辉还是没有明确答复，
秦大江终于发火了，他嗓门如雷，
道：“我要把小公路断了，让林场
的车不能进场部，郭光辉自然晓
得厉害。”

侯卫东从法律专业角度分析
道：“当年林场修路，村里是无偿支
持，但是村里没有和林场签协议。
小公路所占用的土地都是村里的，
从法律上来说，我们是挖自己的田
土，和林场没有任何关系。不论到
哪里打官司，都不会输，更关键是，
法不责众，只要是村民来闹，谁又
能把他们怎么样。”

最后，侯卫东、秦大江带人去
挖路。

在青林林场，郭光辉接到了公
路被挖断的消息，顿时火冒三丈。
他把杨秉章叫了过来，道：“你说高
乡长很耿直，耿直个锤子，他们居
然敢挖路。”他拨通了森林派出所
的电话，道：“我是郭光辉，你们派
几个人过来，有几个土农民把林场
公路挖了。木料全部运不出去，这
是破坏生产。”

等到郭光辉打完电话，杨秉章
道：“郭场长，公安来了也解决不了
问题，被挖断的小公路是占用村
民的田土。他挖自己的田土，犯
不了王法。”

郭光辉听完，半晌不说话，
一点脾气也发不出来。

地 头 蛇 的 威 力

中世纪的人类曾经走到一个
十字路口，“文艺复兴”于是诞生
了，人开始从“神”那儿走出来，恢
复为大写的人。如今，六百多年过
去，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民主与自
由的进步，科学的昌隆固然可以让
我们引以为傲，但物欲横流以及因
物欲横流而给人类带来的生存灾
难却也让人触目惊心。

所以，仔细想想，现代人类其
实又已经走到一个生死存亡的十
字路口。那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奔
腾着的人类的物质欲望之水，是否
到了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宗教
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经济学家们
的密切注意的时候？我们几百年来
所形成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
财富观是否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穷
奢极欲地铺张和挥霍人类有限资
源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否应
该有所节制和改变？而至今依然保
存在印第安人、马来人、非洲土著
那里的人类节约、知足、谨慎、计划
和敬畏的传统美德是否也应该促
其复兴并发扬光大？

当然，“传统复兴”绝不是一种
简单意义上的回归和复古，而是人
类通过对传统的审视和清理，找出
其中能适合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
的积极因素，让人类站在一个更高
的视点去反省和检讨我们的所作
所为，从而舍弃局部的，重视整体

的，放弃暂时的，追求长久的，看淡
物质的，发扬精神的……找到一条
可以平衡发展的新思路，让人类从
千疮百孔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
的重压下，好好地舒一口气，并获
得一种完全崭新意义上的新生。

在这方面，东方，尤其中国和
印度民族曾有着许多宝贵的经验、
心得和体会，亦可以作为这个世界
的借鉴。

比如，孔子在财富的分配问题
上就主张：“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均无
贫，和无寡，安无倾。”孟子则强调：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
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
相利而国危。”墨子则大声疾呼：
“节俭则昌，淫佚则亡。”佛教创始
人释迦牟尼在《圆觉经》中曾根据
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将人分为三
类：一、盲人：既不知如何创造和积
累财富，也无法区分道德上的好
坏；二、独眼人：空有一只金钱眼，
懂得创造和积累财富，却无道德之
慧眼，最终仍旧为财富所累；三、双
眼者：既有金钱眼，又有道德之慧
眼，是为财、德兼备。故佛教徒们在
对待财富的认知上一向重视“福慧

双修”，并主张“广种福田”。何谓
“福田”？“恩田”、“悲田”、“敬田”是
也。懂得感念父母、兄弟、师长和朋
友之“恩”，时时以“无缘大慈，同体
大悲”的精神济世助人，对自然、对
民心，对因果报应始终心存“敬
畏”，并持之以恒地在这样的“福
田”里播种、灌溉、除草和施肥，必
然“福慧”双收。

至于曾经影响过中国社会近
千年的“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观
念，虽然长时期阻碍了中国社会物
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但却也有
效地抑制过社会整体物欲之水的
泛滥，使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生活
处于一种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平
衡状态。当然，中华民族因急于求
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最近
几十年来的伟大实践中，又不可避
免地随“财波”逐“物流”，一步步走
向“存人欲、去天理”了。但人们
也开始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无
论是过去的“存天理、去人欲”，
还是今天的“存人欲、去天理”，其
实都不是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在
新形势、新环境和新条件下的一个
正确选择。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对传统

加以修正或改造的基础上，取其精
华，并在已然提出“科学发展观”和
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再向世
界发出大声的疾呼———“合天道、
衡人欲”呢？

何谓“合天道”？就是顺应“天
道”，遵循并符合“自然规律”；何谓
“衡人欲”？就是平衡和调和人们心
中的物质欲望之水，使之控制在
一个合理的而不至于引起“洪灾”
的水平。

我们知道：人类的幸福感，就
像骑自行车，只有始终保持着身体
的平衡，才有可能得到。过分地偏
重物质或者精神，都会造成身体的
失衡，或者说失去重心，结果摔下
人生的车来。同时，贪欲所能引起
的 最 普 遍 的 疾 病 便 是 “ 焦 虑
症”：有房了，会为豪宅焦虑；
有摩托车了，会为汽车焦虑；有
十万了，会为百万焦虑，有百万
了，又会为千万焦虑……故而，
历史已然走到要求人类社会平衡
发展的关键时刻。而唯有人的内
心欲望的平衡实现了，自然界的
“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才有可能不会成为“镜中
花，水中月”。

离开职业之外，我们要遵守
交通规则，要五讲四美三热爱，
遇到不平要拔刀相助，上车见到
老人孩童要让座，这样才能搭起
和谐社会的柱子。这就好比是建
楼我们要搭脚手架，虽然脚手架
是空心的，中间光线乱透，但没
这些脚手架，楼根本起不来。千
万不要本来就是中空了，大家还
你抽一根我抽一根，别说楼了，
架子首先就塌了。

希望大家把这个变成一个约
定俗成，千万别连最后的一点底
线都破坏了。

任何一个职业的人，你都不
能得罪，免得他职业不道德你。

头两天美小护跟我说，科里
新来的一护士，厉害得不得了，
去饭店点菜的时候大声催促服务
员，菜老是不来，她要求退，服
务员说，这就上了，退不了了。
果然没几分钟就端上来，小姑娘
骂骂咧咧走了。美小护说，她从
卫生间出来经过厨房的门，看见
服务员往那个急躁姑娘的菜里吐
唾沫。

头两天科里的某教授说，他

最恨警察，老是在过年过节前找
茬抓他开罚单，等下回碰上哪个
警察犯他手里，也不用怎么多害
他，手术缝合完以后脱下手套在
他伤口上那么一划，光感染高烧
就够他喝一壶了。医生有一百万
种方法让你死无对证，所以心存
善念很重要。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小商贩
们平时学习不咋样，到作假牟利
的时候，能把化学知识运用得让
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哭泣。

以上这一切提醒我们，要严
于律己宽以待人，任何时候对人
报以宽容的心，尽量少得罪人少
逞口头之快，最美好的死法，是
躺在家里的床上老死。

我为之要奋斗终生啊！

5 月 16 日
抹泪中。
去年一年省吃俭用共攒人民

币 5 万元。加上父母鼎力相助的
25 万，我总共有 30 万的存款。按
父母要求，要迅速在本城安家置
业，先筑巢才能引凤，否则哪里
来的凤凰。以 30 万为首付款，我
最大值可以买 100 万的房子。

俺按父母对住房的要求以医
院为中心画一个圈，围在圈里的
房子，每平方米 4 万。我手头的
钱够买 7 平方米，放大后，够买
25 平方米。

这就是父母培养俺二十二年
学龄在这个大城市能买到的立足
之地。

我不遗憾，不难受，不伤感。
哼哼，等我有朝一日学成，

等我有了资本，我也会尽医生这
个职业的传统操守，劫富济贫，
不收红包我心有不甘。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的权
利。所以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里，
都在尽力实现利润最大化。

我当初的理想，都到哪里去
了？

这是我真实的心情。
我老动脑筋买套房子。在上

海。
虽然我理智上知道，在上海

买房子绝对是亏本。市中心一套
房子 450 万左右，有时候 150 平
方米都不到。但租出去也许只有
1 万，贷款却要还 2 万， 20 年，
不加首付。

但我必须得买。
我看出未来的趋势，钱越来

越不值钱，我的钱要是放在银
行，过二十年就是废纸。我宁可
欠银行的钱，都不能让银行欠我
的。十年前我觉得上海房子贵，
现在我挣这么多，依旧觉得上海
房子贵。房子这东西，就应该是
你穷其一生追求的目标。你追呀
追呀，追了三十年，才发现这房
子快过期了，不能传代。

现在哪怕赶上传代，都要交
遗产税了，最近刚开始执行吧？

这个城市让我有紧张感。
而且是个巨大的旋涡。你在

边缘就会被吸进，逃不出来。你
不可能按你自己的步调行走，你
就得按这个城市的步调行进，否
则你就被淘汰。

有多少人心里怕这个城市，
恨这个城市，绝望着这个城市，
却一步都不舍得走开。

还有多少人飞蛾扑火，奔着
这个城市如旋转木马上看到的灯
光那样目眩神迷的幻景而来。

外来的每一个人，多少年之
后依旧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异
乡客，同时又以土地公的眼神看
着新进的菜鸟笨蛋。你搞不清
楚，你属于这个城市，还是被这
个城市抛弃。

“ 合 天 道 衡 人 欲 ”

这 个 城 市 让 我 有 紧 张 感

导游不要太沉闷（五字时尚称谓） 郭少敏 昨日谜面 人到了这份上，有啥舍不得 谜底 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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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官场笔记 2》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作者：小桥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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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术》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六六

《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
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
一人称视角切入，刻画了一
群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
得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
轻医生形象。揭示出在当代
中国医患关系中，无论是患
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
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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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
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
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
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
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
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
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
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
的特征和性质。

《侯卫东官场笔记 2 》
中，侯卫东当上副镇长后，立
刻陷入了新的困境，不断面
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先
是挑战农村殡葬改革，接着
是整顿牵扯多方利益的基金
会，一次比一次艰巨，一次比
一次难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