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需拆掉堵在心头的墙

【社会洞察】

【谈古论今】

金山和江山

爱新觉罗·奕劻，在满清贵族中并
不出众，若与汉族大臣相比，更显平
常。讲能力，一般化；论水平，很普通。
但说到当官，此人却是个厉害角色。

慈禧老太后对他不薄，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大臣、庆亲王、铁帽子王、首
席军机大臣，一路眷顾有加；隆裕太
后对他寄予厚望，1911年大清危亡之
际，将内阁总理大臣的重任交给他。
奕劻能得到两位太后的器重，有一条
关键的因素，出身满洲镶蓝旗，根正
苗红，血统纯正，是乾隆爷的曾孙。

慈禧太后是个明白人，手底下那
一帮大臣，虽说一天到晚拥戴朝廷的
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不一定发自内
心。有的想往上爬，当个奴才；有的出
于恐惧，怕掉脑袋。要说爱国，还是爱

新觉罗的子孙感情真挚，没有半点杂
质。所以，江山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才
算最可靠。按理说来，奕劻应该深爱
着八旗铁骑征服的土地，责无旁贷守
护着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然而，事
实并非如此。

奕劻爱江山吗？爱！不过，只是爱
在口头上。不管是进皇宫作汇报，还是
在台上作报告，奕劻都是信誓旦旦，为
了江山社稷，要勤勤恳恳,披肝沥胆，鞠
躬尽瘁。手头呢，也没闲着，带领一干
大小官员，“锄禾日当午”，在江山上挖
金山，挖掘之声也是震天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奕劻开
采金山，有一柄利器，那就是两位太后
给他的权力。他一手卖官，一手纳贿，
两只手不得闲，人送绰号“晚清第一
贪”。他的府邸，细大不捐，门庭如市，
只有出不起的钱，没有买不到的官，人
称“老庆记公司”。他诚实卖官，收钱守
信，明码实价，雅俗无论，童叟不欺。官
场当中，无人不知，谁人不晓。老庆记
公司最著名的顾客，当数袁世凯。他出
手阔绰，回头率高，深得奕劻喜爱。奕
劻还未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前，袁世凯
就隔三差五，差人送钱，每次十万二十
万，说是零花钱。奕劻当上领班军机大
臣后，袁世凯跑得更勤，送得更多。月
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奕劻生
日、奕劻福晋生日、奕劻儿女成婚，都
是袁世凯的分内事，不消奕劻动半分
心思，花一分银子。一个愿送，一个愿
收，送来收去，两人结成了“战略贸易
合作伙伴”，一同在江山上挖金山。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清帝国倾覆
之际，奕劻挖到了几座金山，家产折
合白银亿两以上。当时大清帝国一年
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

金山到手了，江山快完了。由于
奕劻等人的滥挖滥采，大清江山千疮
百孔，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挖到金
山，垮掉江山，其中道理，奕劻明白，
但他抱着金山只想笑，哪管江山正在
哭，大不了，将烂掉的江山丢掉完事。

武昌起义爆发后，隆裕太后召开
御前会议，研究对策。许多满清贵族
大呼，保家卫国，大打一场，荡平革命
党。位高权重的奕劻却语出惊人，打
什么打，共和算了，皇帝退位，让袁世
凯来干总统吧。

原来，奕劻千辛万苦挖了金山，
自当竭尽全力守护金山。如果要继续
打仗，他怕隆裕太后学前朝的崇祯皇
帝，向王公大臣募捐军饷。如此，家中
的金山还不缺上两个角？想想就心
痛。再则，善解人意的袁世凯送来了
钱，还送来了保证：改朝换代之后，奕
劻挖金山的事，绝不秋后算账，奕劻
的金山，绝不少半个角。于是，既然铁
帽子王都赞成共和，那就共和吧。很
快，溥仪皇帝逊位，大清变民国了。

□茅家梁

□朱麓

“扬州八怪”之首郑燮，先后官居范县、
潍县县令。在“十官九贪，无官不贪”的清代
社会，老先生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独步
清流，为官清廉，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
话。然而，郑燮亦非超人，偶尔也有过真正
的糊涂。《艺苑余谈》中有则关于他因嗜狗
肉而中计的故事，就颇令人深思。

故事发生在郑燮为民请赈忤大吏而
去官之后，在扬州以卖画为生。一盐商慕
其画，曾出重金索求，终未应允。郑燮虽颠
沛一生，但始终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
劲挺，如兰花般高洁，不屑与铜臭者交往。
一日，他郊外赏竹，行走间，听得从远处传
来悠扬的琴声。循声至一处幽雅茅舍，只
见一位鹤发童颜老者在抚琴，旁一书童则
在侍弄一炉，炉上热气腾腾蒸着一钵，缕
缕肉香从那儿飘出。老郑因对此味极熟，
断定乃狗肉也，自以为遇到了知音。老者
见有人驻足，遂起身稽首，知是郑板桥先
生驾到，大喜，故作神交已久状，热情以狗
肉款待。见了香喷喷的狗肉，老郑哪里来
得及细想和推辞，急急与老者一起大享起
了口福。吃罢狗肉，老者恳请即兴作画。大
凡吃人者嘴短，老郑不便拒绝，当即画了
两幅相送。谁料想，翌日，画竟魔术般地挂

在了盐商家的客厅里，盐商则正大宴宾客
庆贺。原来，盐商求画被郑燮拒绝后，恼羞
成怒，“志在必得”，悉心探访，郑燮好交隐
士、嗜吃狗肉，且常出城郊赏竹。于是，便
收买老者假扮隐士，整天在郊外一竹林中
抚琴炖肉守候。老郑果然中计。消息迅速
传进郑燮的耳朵里，急往竹林寻找老者，
哪儿再见半个踪影？至此，方才恍然大悟。
可惜，已悔之晚矣。

郑燮误中“狗肉计”，有人归咎于奸商
狡诈，亦有人斥责冒牌“隐士”之可鄙。其
实，细想起来，根本却在于老先生自身真
正的“糊涂”。个中教训至少有三：其一，忽
视了对奸商的警惕。在一番大义凛然拒腐
之后，没有想到碰了一鼻子灰的盐商，还
有“志在必得”的厚脸皮，还会变换手法继
续进攻。结果，大意之下失了“荆州”。其
二，缺乏对骗局的识别能力。凡设骗局者，
无不工于乔装，否则，明明白白的陷阱和
圈套亮在那里，大概谁也不会往里跳，除
非脑袋瓜儿有毛病。惟有糖衣裹着炮弹，
毒蛇装扮成美女，才能勾人着其魔道。郑
燮的防线被攻破，重要原因就在于只闻到
了狗肉的喷喷香，没有看出这香喷喷里还
隐藏着拖人“下水”的“钩子”。其三，抗拒

尤物诱惑的内功不足。平实而论，在寻常
的物什面前，稍有点气节的人，一般不会
陷于迷魂阵。然而，在心爱的东西面前，比
如贪财的在黄澄澄的金子面前，好色的在
娇滴滴的美女面前，爱收藏的在古玩字画
面前，就可能心跳气喘，把持不住心猿。盐
商正是瞅准了老郑“不爱重金爱狗肉”这
一点，挖空心思，投其所好，才使得他昔日
一片冰心终于化作了流水。

现实生活中，有奸商般的狡诈之徒，
加上冒牌“隐士”之流编圈设套，助纣为
虐，并不可怕。怕的是像郑燮一样失去警
惕、嗅觉不灵和对尤物的诱惑缺乏抵御
力，不知不觉甚至乐不可支地掉进了别有
用心者设计的“陷阱”。等到察觉上了贼
船，则悔之晚矣。

因此，郑燮误中“狗肉计”的故事，给
那些至今仍然无视腐败病毒侵袭，不注意
加强内功修养，抑或吃了点“狗肉”便窃以
为得计者，提供了可资汲取的教训。

郑燮误中“狗肉计” □于永军

【世说新语】

【生活直击】

最近，有媒体透露，从去年4月起，长
沙市全面开启“拆墙透绿”工作，要求区县
政府自拆围墙还绿于民，并完善相关便民
设施，将机关大院变成市民休闲的社区公
园。围墙被拆除后，长沙县委政府机关大
院与一街之隔的“星沙文化广场”，成为该
县最大群众休闲广场的一部分。当然，在
执行之初，市民不理解，认为是“作秀”，仅
仅是一个噱头；有的机关干部也不认可，
认为机关大院的围墙没了，外来的车辆全
部停在政府院内，安全没有保障，管理难
度增加。

政府带头主动拆墙，应该是件大大的
好事，为什么还会招来满腹狐疑呢？

说“作秀”，或许是因为以前改善民生
的大手笔比较稀罕，或者是做了好事登上
了道德制高点，有些顾盼自雄。老百姓总
怕有关方面拿出拍百集连续剧的架势开
机，热闹了片刻，却偃旗息鼓了，一旦为老
百姓办的好事“秀”得多了，大家便习以为
常，“掠名虽高，徐观其后可也”。至于把

“安全感”寄托在围墙上，实在是重物不重

人的落后意识。
我们这个社会所特有的稳定性的文

明，因为一直被认为十分完美，所以也不可
避免地严重抑制了许多创新精神。有好多
人，既享受“地铁”的高速快捷，又领略自己
身处隧道的奇异感觉，于是，他们很自然地
要赞美前方狭窄的视野。鲁迅说过，“可惜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
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坟·娜拉走后怎
样》)。指望人们立竿见影，马上认识到“拆
墙透绿”的良苦用心，也是不现实的。

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经常在用柴
扉、断壁残垣封闭的空间中自得其乐，即
使围一圈歪歪扭扭的铃铛刺，都比通灵宝
玉还值钱，你要动它一根半枝试试！此之
谓“自我圈养”。于是，政府大院，好像更应
该是权威的象征，其“墙”一直具有太多的
精神意味。自古以来，官员对于威风、排场
的趋附，有不少是靠“墙”的巍峨来表述
的，是靠隔阂来产生神秘感的。

古时候的衙门一向壁垒森严。《尧山
堂外纪·卷八十二》里说，明朝南京大理少

卿杨公复，经济不太宽裕，家里养了一头
猪，每天让家童到玄武湖边采集萍藻当饲
料。当时，有个叫吴思庵的担任都察院长
官，因为那家童经常靠近都察院活动，所
以吴长官毫不客气地“拒之”。杨公复甚不
满意，写诗云：“太平堤下后湖边，不是君
家祖上田。数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
撑船？”讥讽吴思庵小家子气，不是当宰相
的料。奚落归奚落，杨家的猪崽，后来休想
咀嚼到官府附近的绿色植物了。无形之
墙，拒之千里。

三十多年之前，我到南京的“总统府”
游览，既是景点当时又兼江苏省政协的机
关。不少房间里干部正襟危坐，游客在走
廊上穿梭，互不相扰。大概是充分利用“成
本”的思想，让官员们忍受了叨扰与僭越。
听不到“肃静”“回避”的吆喝，也没有哪个
感到不甚自然的。

对比一下，我们的政府大院干脆利索
地拆掉围墙，为民、亲民、利民，难道不是
历史上罕见的进步？目前，最要紧的莫过
于大家一起来拆掉心里的那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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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拍·镜子·白菜 □陈鲁民

前不久，南宁的一场电视问政，问出
了阵阵火药味。面对曝光的公务员上班炒
股斗地主、有车一族入住廉租房、盖一次
公章“收费”2000元等问题，多名市民代表
当场抨击指责，其中一名市民还给到场的
三名县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送上四个“苍
蝇拍”，四位领导直言“脸红”、“惭愧”，表
示将大力整改，严打“苍蝇”，匡正风气，不
负民众期望。

民众给官员送蝇拍，寓意很清楚，就
是希望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拿起“蝇拍”，
拍打那些扰民、惰政、贪腐、刮油的“小苍
蝇”。民众以物寓志，殷情切切，既是对官
员的鞭策和激励，也是厚爱和信任。

由民众给官员送蝇拍不由得联想起
来，古时，官员上任，也常有民众为他们送
镜子，寓意很明显，就是希望他们能明镜
高悬，公平执法，为百姓做主，为正义撑
腰，保一方平安。

明代苏州知府况钟上任伊始，百姓送
来铜镜一面，对其寄予厚望。他在任13年，
平冤狱，破要案，锄豪强，明察秋毫，奖惩
分明，将苏州治理成一座模范城市。被百
姓誉为“况青天”，任满上调时，苏州府万
人联名上书，乞求况钟连任。曾有一部戏

《十五贯》，就是写况钟如何巧妙破案，惩
恶扬善的，久演不衰，已成经典。

还有一部电影《徐九经升官记》，也曾
轰动一时。片中主人公徐九经确有其人，他
在江南句容当县令时，百姓送他一棵白菜，
他就把白菜放在大堂上，时时激励自己要
一清二白，廉洁为官。后来白菜放干了，他
又在大堂上画了一棵白菜，上题：“民不可
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他为官刚正廉洁，
自律甚严，甘于清贫，爱民如子，威望很高。
他常说：“勤则不隳，俭则不费，忍则不争”。

徐九经走后，百姓为纪念他，将他画的白菜
刻在石上，并写下“勤、俭、忍”三字，称为徐
公三字经，至今遗迹尚存。

大千世界，古往今来，百姓对官员的
要求与希望，其实也很简单，不外乎这三
方面：廉洁清白，一尘不染；公正公平，有
所作为；惩治腐败，严打邪恶。廉洁清白，
是官员立身处世的根基，没有这一条，别
的都无从谈起。公正公平，既是官员能力
水平的体现，也是官员觉悟素养的展示，
一个合格官员就应该想干事、会干事、干
成事、干对事。除了自身洁身自好外，担任
领导职务的官员还有引领风气、约束部

下、惩治腐败的重任。
因而，百姓送官员白菜、镜子、蝇拍，

都是寓意深刻，情真意切的。愿我们的官
员都要牢记人民嘱托，像白菜那样清清白
白，干干净净；像明镜那样，洞察秋毫，秉
持公正；还要紧握手中蝇拍，为民除害，为
国锄奸，如是，方为合格公仆，模范官员。
反之，倘若百姓送白菜换不来你的清廉，
照贪不误；送明镜换不来你的公正，颟顸
依旧；送蝇拍换不来你的责任，还是尸位
素餐，那恐怕就前景不妙了，说不定会最
后送你一副手铐，送你到大牢里去反省，
到那时说啥都晚了。

漫画/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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