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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随心所欲”之随想

洪迈的《容斋随笔》不仅内容繁复，涉
及领域极为广泛，自经史诸子百家、诗词
文翰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医卜、星历等，无
不有所论说；而且议论精当，其考证辨析
之确切，评价之精当，皆备受世人称道。近
为某古籍出版社审读书稿，再次斟酌之中

《意不在马》，不禁心有思焉。
其文有曰———
“汉上官桀为未央厩令，武帝尝体不

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
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
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
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至于受遗
诏辅少主。

“义纵为右内史，上幸鼎湖，病久，已
而卒其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

为不行此道乎？’衔之，遂坐以他事弃市。”
语译意为———
“汉代上官桀当未央厩令，汉武帝有

次身体不好，等到治愈的时候，见到大多
数马都很瘦，皇上大怒道：‘你以为我不能
再看到这些马了吗？’打算交给官吏治罪，
上官桀跪下来头叩着地说：‘我听说皇上
您的身体欠安，日夜担忧害怕，心思的确
是没有放在养马上。’话还没说完，已经流
泪数行。皇上认为他很忠诚，于是就对他
很亲近，一直到遗诏让他辅助小皇帝。

“义纵是右内史，皇上亲临鼎湖，病的
时间长了，不久突然起驾前往甘泉宫，道路
没被清理，皇上愤怒地说：‘你认为我不能
再走这条路了吗？’皇上恨义纵，于是借其
他的事情治他的罪，并把他斩首示众。”

是文对比鲜明，写出了封建时代“舌
头没有骨头”的悲喜剧，表明在经验性治
理的“人治”社会，即便堂堂“开明君主”，
也往往因意气用事而胡乱赏罚以致草菅
人命。皇上对上官桀，斥责时是“大怒”，上
官桀磕头谢罪的同时巧妙地说了一句话，
妙手回春；皇上对义纵，斥责时只是一般
的“怒”，由于义纵老实，一时无言以对，皇
帝就怀恨在心，另找借口把他给杀了，就
像灭了一只蝼蚁。

这两个人所犯错误抑或所得的罪名
是同一类型的，一个人幸运与另一个不幸
的有违理性的结局，以“法治“的眼光来
看，系一种无法无天的“随心所欲“，此无
疑是祸国殃民的非逻辑性治国思维横行
的前提。

□金新

【生活直击】

青未了·杂文

【谈古论今】

□孙贵颂

飞机上的戾气

从何而来

最近，中国内地乘客接二连
三地在所乘飞机上打架，逼得飞
机不是返航就是差点返航，让我
很不明白，不就是坐飞机吗？至于
那么戾气十足，为鸡毛蒜皮的小
事而不顾飞行安全、不顾国际影
响、不知礼义廉耻，在离地万米高
空大吵大闹甚至大动干戈吗？

手里有了点余钱，出去走一
走看一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
认可和实施。然而只会掏腰包还
不行，脑袋与手脚还得密切配合。

有些人一坐上飞机，便顿觉
成了高等人物 (其实只是高空人
物)，把空姐的微笑服务，当成使
唤丫头一般；把飞机供应的餐点，
看作是去饭店点菜吃饭；把飞机
上的座椅，当成了家里的沙发。以

至于在那样狭小的空间内，颐指
气使，专横跋扈，充当危险人物，
演出一幕幕丑剧。有的直到被警
察“请”下飞机，才感到后悔与害
怕，可是已经晚了。

一位资深领队在看到“泰国
亚航泡面返航事件”的消息后在
网上发帖，讲了自己带队出国时
所遇到的几个事例，让人领教了
某些国人的素质是多么低下。有
一个客人去澳大利亚旅游时，不
听导游“在酒店房间抽烟要被罚
款”的告诫，竟然以身试法，结果
刚抽了一口烟，马上招来了三辆
消防车，要对吸烟者处罚1500澳
币(9000人民币)。最后经过两个小
时的讨价还价，澳方才“优惠”了
300澳币。

其实，这种戾气不是在飞机
上或境外才有的。

看看媒体的报道，我们的周
围，平常的生活中，这样的人和事
实在不少。湖北宜城市政法委副
书记吴光山因对停车交费不满
意，就对收费员拳打脚踢；河南内
乡县板场乡派出所的几名民警在
执行公务途中，因一辆私家小轿
车没有及时避让，便逼停对方，将
其前挡风玻璃砸烂；北京一男子
因为违规停车，与人发生争执，竟
然兽性大发，当街将两岁女童活
活摔死，更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
栗。

种种迹象表明，某些人的身
上有一种暴戾之气，内心像装了
火药一样，一点火就着，动辄拳脚
相加，继则拔刀相向。主角既有升
斗小民，也有权贵官员。至于将这
种“全武行”打到了国外，只是国
内的延续和重复而已，继而在万
米高空辱骂和掐架，也是地面行
为的复制和升级罢了。

长期以来，一些机构在宣传
和教育国民，出国代表的是中国
人的形象，不要丢中国人的脸。岂
不知，这种思维逻辑是本末倒置
的。一些人在国内养成了在公共
场所大声喧哗、随意加塞插队的
不讲文明、不守道德的习惯，一旦
到了飞机上或国外，怎么会瞬间
改变呢？非但不会改变，变本加厉
也说不定。媒体报道过的那些到
美国拉斯韦加斯赌博的人，那些
到泰国芭堤雅观看色情表演的
人，不正是如此吗？

因此，要转化和改变中国游
客出境的不文明行为，遏制暴戾
之气，必须从最基本的功课着手
训练，这不妨就从讲文明、讲礼
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开始
起步吧。

都知道王羲之为一代书圣，也都知道
王羲之的《兰亭诗序》为书法与文学艺术
双璧。但是，王羲之的兰亭雅集，以至于光
耀千秋的“兰亭序”文学艺术双璧，有着哪
些“故实”、“借鉴与超越”，鲜为人知。

中国的古典园林，曾有“南兰亭，北金
谷”之说。地因人而名，人因文而著。历史
上的金谷与兰亭，包括相生相誉的《金谷
诗序》与《兰亭诗序》，实与一个王羲之和
石崇密不可分。

《兰亭诗序》者，包括作者，妇孺皆知；
《金谷诗序》者，包括作者，知之者甚少。何
为来哉？又，石崇者为何许人？

石崇者，西晋富豪文学家。元康初年，
石崇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后历官太
仆、征虏将军，累迁至侍中。在荆州“劫远
使商客，致富不赀。”与王恺、羊璓奢靡相
斗富，乃至赌胆杀人。终因旧与赵王司马
伦心腹孙秀有隙，被诬为司马允同党，与
潘岳、欧阳建一同被族诛，并没收其家产。

石崇，一度在洛阳郊外的金山谷建造
别墅，也是一座非常豪华的私家园林。这
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金谷园”。石崇的“穷
奢极欲”与金谷园的“冠绝时辈”，在历史
上都是有所记述的。石崇之《金谷诗序》，
虽然其文字本身乏善可陈，书法亦不足称
道，但是由于一代书圣王羲之一度借鉴，
不失其为滥觞，所以也别有一番意味。

原来是这样的：

元康六年，石崇在金谷园举行盛宴，
邀集苏绍、潘岳、陆机等30位名士，以为文
酒之会。其盛况可从石崇的《思归引》中窥
见一斑：“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叩宫
商，宴华池，酌玉觞。”之后，石崇留下轰动
一时的《金谷诗序》，存见于《世说新语·品
藻》。

半个多世纪后的永和九年，王羲之邀
集文人雅士42人，在绍兴兰亭“流觞曲水，
畅叙幽情”。此一时彼一时。王羲之的《兰
亭集序》与石崇的《金谷诗序》成为鲜明的
对比。作为清流的王羲之，同号为巨富的
石崇，好似进行了一场颇为精彩的历史较
量，或者说就是一场后浪对于前浪的勇猛
拍击。事实证明，王羲之的确是把石崇给
拍到了历史的沙滩上。由此，也进一步表
明，仅靠物质财富堆砌的声名是靠不住
的，艺术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只消稍稍地
一夹击，它便轰然地坍塌啦。

据《世说新语·企羡》载：“王右军得人
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故石
崇，甚有欣色。”对照两文，虽有某些相似
的笔法，但其境界、其艺术成就显然不可
同日而语了。这里的“欣色”也正透出“书
圣”王羲之的一派心声。王羲之不仅欣喜
兰亭能踵金谷雅会的懿踪，尤其自信更能
胜筹之。对此，王羲之显然是充满了十足
的自信。至于《兰亭诗序》“诗内诗外”的功
夫及其历史地位，唐代的孙过庭在他的

《书谱》里面有所论述：“……是以右军之
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
不厉而风规自远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
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
也。”苏东坡甚至作过兰亭与金谷、逸少与
季伦之比较：“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
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
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
鸿鹄。”(《东坡题跋，右军斫脍图》)

“繁华事散逐香尘”。以歌舞女乐、椒
房画阁骄世的金谷园，现在早已不知去
处，奢侈荒淫的石崇亦落得一个被人耻笑
的结局。然而，兰亭因其清山秀水，“一觞
一咏”闻名天下，《兰亭诗序》亦成为千古
传诵的巅峰之作。

石崇和王羲之皆为魏晋名人，一个是
西晋时候的文学家，一个是东晋时候的书
法家，前后相隔五十七年；又都同是出生
于山东，一个出生在青州，一个出生在临
沂。又因为都搞过雅集，都搞过文学艺术
沙龙，都写过诗序，都是有名的美男子，所
以很富于比较的意义。

日而语乎？不可同日而语乎？
笔者还想说，王羲之之于石崇，自是

有所借鉴与超越；那么，活在当下的衮衮
诸公，尤其是那些腰缠万贯而又财产来源
不明的大小贪官、土豪，以及一堆一堆的
书协主席、画院院长，从这石崇的身上，难
道不也应该有所借鉴与超越吗？

投稿邮箱：
qlwbzawen@163 .com

几日前，朋友圈里流传一条关于“稻
草定律”的微信，说路边的一根稻草如果
没人搭理，它永远是一根稻草。有个卖白
菜的人发现了这根稻草，用它捆绑了白
菜，于是，这根稻草的身价就与白菜一样
了，如果有个卖螃蟹的人发现了它，拿去
捆绑螃蟹，这根稻草就与螃蟹一样的身价

了。这条微信最后说：“由此得出结论，人
的身价有时也像一根稻草，与自身无关，
就看你与谁捆绑在一起，是结交什么档次
的朋友，具备了什么样的背景。人生之旅
就像搭上什么类型的火车，就享受什么样
的速度。”

可老夫我恰恰不觉得“稻草定律”是
人生借鉴的宝典。稻草什么时候都是稻
草，螃蟹什么时候都是螃蟹，不要以为自
己与螃蟹捆绑在一起，卖了一个螃蟹价，
稻草就是螃蟹了。“螃蟹”活着的时候，你
稻草没有螃蟹的蛮霸，螃蟹死了，你稻草
又回到了原点，可螃蟹的美味却是稻草永
远不会散发的。稻草不要以攀龙附凤来提
升自己的身价，稻草的价值在于它是稻米

成长的母本，稻草孕育的米香是无
论多么横行霸道的螃蟹也无能为力
的。稻草即便结束了自己有用的生命，
沦为道边的“废草”，它也不会遭到鄙夷。

稻草只是攀龙附凤之后的自恋、得
意才让人耻笑。不要以为“卖上个好价
钱”就尊贵了。妓女就是把自己卖到巴黎
红磨坊里一夜千金了，她还是妓女；武大
郎与武松在一个屋檐下吃饭，他还是窝
囊废；刘阿斗身为龙种，命运倒是注定了
他被捆绑在蜀国的江山之上，可素质也
决定着他还是一捆“稻草”，永远不会变
成灵芝草。

“稻草定律”最可怕的是，它主张的价
值观是不怕平庸，就怕你不会经营自己。
因为成为稻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与

“高贵者”捆绑。所以，现在有的女孩说“干
得好，不如嫁得好”，有的男人说“有才华
不如有学历，有学历不如有背景”。这种甘
于稻草的人生行事心态，必然导致更多的
人成为稻草。可是，如果稻草多了，白菜、
螃蟹少了，稻草去捆绑谁？稻草的命运只
能是稻草捆绑稻草，那不就是一捆捆的草
包聚堆了吗？

做人的“稻草定律”价值观是我们文
化中的劣根之一，弱者一旦知道了自己的
平庸，就不再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了，
而是把自己捆绑在强者的战车之上，能

“货与帝王家”的就为仕，不能“登堂入室”
者就算去闯荡江湖也要找个“老大”当靠
山，好狐假虎威。于是“青洪帮”、“哥老
会”、“一贯道”、“红枪会”四处林立，如今
没了这些帮派，可某些协会、学会、商会、
研究会不也是为稻草准备的山头吗？只要
你山头做得大，从来不愁没有喽啰来。

不要以为是周文王捆绑了姜子牙，
刘备捆绑了诸葛亮，让他们出山跟随圣
君明主才有了大显才华的舞台。姜子牙、

诸 葛 亮 虽
然隐居山野，可
他们压根儿就不是稻草
呀！你要真是稻草一根谁去理
你。

人的社会不是卖白菜、螃蟹
的农贸市场，真有准备不充分的
主儿去路边捡稻草当绑绳的。更何
况，当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就是捆绑
螃蟹的稻草命运时，他也不会再有

“身价高”的优越感了吧。就算卖螃
蟹的人没把你当稻草，可买螃蟹的
人还是把你当成了稻草，并且还是

“缺大德”的稻草，于是稻草还是没
有躲开与垃圾抱团的命运。

人的价值还是自身的素质决定
一切，把命运捆绑在别人的身上就
如买彩票，中奖的总是
有，但不一定
就是你！

稻草的价值
与捆绑谁无关

【社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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