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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吕峥 著
同心出版社

袁世凯亲手终结
了两千年的专制体制，
却被诡异的历史刻意
妖魔化、小丑化。人们
误会了袁世凯，也误会
了那段被扭曲了的、光
怪陆离的近代史。

《那些年我们一起信
过的谣言》
百度知道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百度用强大的搜
索引擎与大数据平台
挖掘了 60 条当下最
时髦的“常识”，并邀
请众多科普领域的专
家轮流拍砖。

《王阳明的六次突围》
许葆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选取王阳明
一生中最重要的六个
时刻：身陷诏狱、龙场
悟道、赣南剿匪、智擒
宁王、狙击皇帝、天泉
证道，阐述了王阳明
心学的精髓和发展历
程。

【社科】

《第二次机器革命》
布莱恩约弗森 麦
卡菲 著
中信出版社

凭借对数字化技
术和社会发展趋势的
精准研究，作者辨析出
了最佳的生存与发展
战略，也给我们找到了
一条通向社会发展与
繁荣的新路径。

【经济】

《梦在青春在：俞敏
洪写给在路上追梦
的你》
俞敏洪 著
群言出版社

作者用亲身经
历告诉读者，如何在
追梦的路途中一路
向前，绝不向现实低
头、妥协，并最终成
就梦想中的人生。

《开放的人生》
王鼎钧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本书为“人生四
书”系列之一，作者以
开放的态度，探索、剖
析人生问题，咀嚼、消
化人生经验，以开阔
的视野、坦荡的心胸、
坚定的信念探讨人生
的大道理。

【历史】

《我们如何捍卫私人
生活》
阿利·拉塞尔·霍克希
尔德 著
中信出版社

当商业化逐渐渗
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时，我们要有意
识并采取实际行动抵
制它的负面作用，在
享受便利与保有自我
生活之间找到平衡。

【哲学】

《桃花井》
蒋晓云 著
新星出版社

1 9 4 9 年随国民
党到台湾的李谨洲晚
年回到家乡寻回了失
散的长子，打算在老
家重新找到自己的一
席之地。然而，城乡的
差距、父子的代沟、个
性的冲突、利益的挤
压等问题交相上演。

【小说】

《无终仙境》
天下霸唱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书为天下霸
唱最新力作“神之
三部曲”之一，故事
以殃神的传说为主
体，讲述了一系列
离奇诡异、耸人听
闻的故事。

上世纪 40 年代，中国共
产党在解放区竖起了民主、自
由的大旗，通过选举成功地
动员了农民，将农村治理权
从士绅、地主的掌控中转移
到农民手中。这场争夺农村
政权的政治运动为共产党在
国内赢得了民心，在国际上
更得到了很多同情和支持。
为了动员不识字的农民参与
选举，共产党使用了很多有
创意的办法，其中最为人所
津津乐道的就是豆选。

豆选就是选举时用豆子
当选票。它之所以能引起大家
的好奇和关注，其主要原因在
于这种方法让不识字的农民
借用投豆来代替填写选票，以
表达对候选人的看法。但它还
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上世纪
40 年代的边区，共产党要与当
地既有势力争夺政权，为了使
农民在投票时能够不碍于情
面，或免于地主和地方士绅的
威胁、利诱和报复，需要设计
出一套投票程序，让农民在投
票时能自由无虑地表达意愿，
豆选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运而
生。

虽然豆选在中国选举史
上是值得骄傲的发展和创
新，但它却不是在其他国家

“闻所未闻”的。远至古希腊、
近至 17 世纪英国和美洲殖
民地，很多地区都有使用豆
选的经验，它是不同文明不
谋而合的创造，是人类文明的
珍贵成果。

有别于“举手”或其他的
“公开”表决方法，豆选是一种
“秘密投票”的方式。之所以称
之为“秘密”，是因为这种表决
方法的程序使外人很难判断
选民到底将票投给了谁，这让
政党或候选人很难用金钱或
暴力来影响选民投票，选民才
能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意愿。没
有秘密投票，金钱、暴力就会
渗入选举，民意就会被有权有
势的一方挟持。如此一来，就
没有公平、公正的选举，也就
没有了民主。因此，秘密投票
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保障人
能自由地行使民主权利，它是
一个民主制度运作最基本也
是最重要的条件。

用一粒豆子代表一张选

票，豆子被赋予了深刻的寓
意，虽然是普通的黄豆、白豆，
但它们代表的价值却异常珍
贵。因此在豆选歌谣中，这些
普通的黄豆和白豆被形容为

“金豆豆、银豆豆”。
豆子是我国一些北方地

区盛产的农作物，用豆子选举
有就地取材的便利。除了黄
豆、白豆，有的地方也用黑豆、
蚕豆、绿豆、红豆、豌豆、胡豆、
玉米（或称苞谷、棒子、玉黍
粒）等等。不产豆子的地方，就
用别的替代物。淮南用芦苇，
湖北用卵石，江苏盐阜用柴
棒。

豆子的数目和颜色也是
有讲究的。有些地方，豆子的
数目和应选人数相等。比如，
才溪乡选 5 个代表，就发 5 颗
黄豆给每个选民。这种做法的
一个缺点是，有人可能会将手
上的豆子多投几颗给他特别
中意的候选人。另一个缺点
是，如果对候选人没有特别的
喜好，可能索性把豆子都投给
某一位候选人。

在候选人比较少的情况
下，有些地区用不同颜色的豆
子代表不同的候选人。譬如陕
甘宁边区发给每个选民黑豆、
黄豆、玉米等各一粒，分别代
表不同的候选人。

还有些地方，不同颜色的
豆子是用来代表赞成或反对。
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贫农团
从 12 名候选人中选出 7 名代
表，参加投票的团员每人手
上有 7 粒黑豆和 5 粒白豆，
黑豆代表赞成，白豆代表反
对。湖北选村长时，每人发 1

粒白色小卵石和 3 粒黑色小
卵石，白色表示赞成，黑色表
示反对，分别投给 4 位候选
人。合作社选 5 个理事，就发
给社员黄豆、黑豆各 5 粒，赞
成某人投黄豆，反对某人则
投黑豆。在江村，赞成投棒
子，不赞成投黑豆。也许是因
为红色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代表喜庆、吉利，很多地方是
用红豆来代表正面、赞成的意
思。

在某些地区，有人将私自
携带的黄豆投到候选人碗里，
于是组织者把黄豆涂上红、黑
等颜色发给村民，计票时没涂

色的豆子无效。
豆选一般是把豆投到碗

里。所用的碗，有人提到瓷碗，
土碗，甚至纸糊的碗。在中国
北方的农村，由于长久的贫
穷，很多农民的碗都是从小用
到老。碗破了，如果能补，还
会请修碗的师傅再修补好，
他们死后，再把碗传给下一
代用。由于碗和农民关系这
么密切，用于选举也反映了
人与碗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投豆时，人们不一定都用碗，
有时也用其他容器，如罐、袋
子、茶杯、缸子、碟子、竹筒、
斗、篮子、面盆、票箱，在新疆
还用过帽子，也有人用塑料
盆、纸箱子。

现存关于豆选的图片，碗
一般都是向上敞开放的。用敞
口的碗，后投的人能看见哪个
碗里豆多、哪个豆少，于是可
能会受影响。人们意识到这
个问题，就把碗上盖一层纸，
让投票者从碗边把豆子投进
去。有的地方选举前把碗口
朝向群众，证明碗是空的，然
后再当众用红纸糊严，中间
挖个豆大的洞，豆子从洞口
投进去。蒙上一层纸有几个
好处，一是不让后投的人看
出前面的人投了谁、投了多
少，以免受到影响 ;二是把豆
子从小洞投进去，就不容易
多投（自己偷带的豆），也不
能把别人投的豆从碗里拿出
来。此外，也有“倒扣着的
碗”。在和乐乡，人们把碗翻
转来扣在台上，在碗前用红
纸写上候选人的名字。选民
先将豆子放在理想候选人的
碗底上，再由监选人把所投的
豆子放进碗底下，以避免选举
人盲目向豆子多的碗上投。

顾群 1946 年到了解放区，
以河北选举为题材创作了《豆
选》年画。这个投票场面很热
闹，也很祥和。男女老幼都来
了，会场上还布置了“为人民
服务”等标语口号。画面的左
后方像是入口，人们在那里排
队领豆子，然后依序走上前来
投票。画面中央，一位妇女正
在弯着腰，小心地把豆子放到
第二个碗里。碗上蒙着白纸，
中间小黑点的地方其实是个
洞，豆子从小洞投进去。这个
碗对应的第二个候选人似乎
也是位女性。一个男人在等待
投票，他两手摆弄着豆子，左
手掌心里有多颗豆子。据此推
侧，这次选举时，村民要给多
名中意的候选人碗里分别投
豆。他后边一个女人抱着孩
子，像是也在等候投票。

那个时代，在中国出现妇
女参选、妇女参政是十分奇妙
的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曾
属于童话里的憧憬，但豆选使
文盲和女性都有了参政的机
会，一人一票，女人也可以选
她满意的候选人，包括选女候
选人，让她们代表自己的利
益。这种做法，也便于共产党
获得妇女的理解和支持，扩大
它的力量，贯彻它的政策。所
以说，那时的豆选造成共产党
和广大农民群众双赢的格局。

1940 年代豆选在中国

【书摘】

一粒粒再寻常
不过的豆子，当它
具有政治内涵时，
不论是在古希腊、
古罗马的兴盛时
期，还是在欧洲黑
暗的中世纪，抑或
是在东方古国面临
存亡的 20 世纪，不
仅闪现着人类智慧
的光芒，而且凝聚
着生存与兴盛的力
量。新书《豆选》对
中国农村基层选举
中的豆选，进行了
饶有趣味的描述，
让人们看到豆选这
种表达选民政治意
愿的特殊选举方
式，对中国农村基
层民主所具有的特
殊意义。

《豆选》
牛铭实 米有录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8 月出版

【励志】


	B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