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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杂文兴盛的时代。一是这个时代矛盾众多、尖

锐，而社会又能一定程度地容忍批评。二是思想解放的广度逐步开

阔，深度逐步延伸。思想的表达由涓涓细流，势成江海。网络的发

达与普及使其势如破竹并且不可遏制。三是时代背景让人们更加善

于思考乐于表达，而这样的思考与表达更多通过杂文的形式。四是

杂文之所以畅行，与它简捷直率、坦荡平实的文体特点不无关系。

当前宁夏杂文界的勃勃生机，与上述几点都有瓜葛。这一切，

都是时代使然。我们不可能超越时代，一枝独秀。我们这些时代与

历史的“舞者”，从来都在潮中激荡，从来都敢于承担。这是杂文

人应该具备的精神与品质。近年来宁夏的杂文界比较活跃，短短三

年多时间里，宁夏杂文学会已经编辑出版了包括《美丽的谎言也是

谎言》《杂文：宁夏十人集》《思想的地桩：宁夏杂文新人作品选》

《宁夏女杂文家作品选》“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等五本 （套）

书籍，一些杂文作者出了自己的集子，发表于报刊的杂文更是无以

计数。宁夏杂文家的创作势头的确不可小视。

当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轻狂骄傲。我们缺乏的其实很多，

从我们的作品中就可发现不少问题。譬如视野还显逼仄，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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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露平乏，思想尚显迟钝、浮浅，语言不够犀利。不过，用发展

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是充满希望的。我们在充实提高，在奋力

追赶。

这套丛书冠名为“第三极”，其含义有二：一是宁夏杂文近年

来的发展态势，已经被国内一些权威人士或庄或谑地称之为“中国

杂文的第三个中心”，“中心说”虽然不无褒奖之意，但于我们而

言更多的却是鞭策；二是宁夏杂文队伍的发展，日益呈现出人才

辈出、后继有人的态势，使我们感受到了第三代的强劲力量。因

此，这一冠名我以为是贴切的，是符合宁夏杂文创作现状与发展前

景的。

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张不狂、马自军他们的后生可

畏，也为王涂鸦、牛愚、刘民、周旋他们的持之以恒、“宝刀不老”

而感到欣慰。无论是《马后炮》《杯中窥人》，还是《思想杂碎》《享

受苦难》，其中的许多篇什都无不呈现出作者的犀利与睿智、幽默

与厚实。他们并无取悦读者的刻意，亦少把玩文字的虚情，其思想

性虽不无浅薄，但落脚点却特别扎实，是植根生活、顺应时代发展

的激扬文字。这些书中的作品，有被《杂文选刊》选载的，也有荣

获宁夏杂文历届大赛各类奖项的。从这些饱蘸浓情的字里行间，我

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宁夏杂文作者对祖国的大爱，对事业的信心，

对民族的厚望。

我们相信，充满勃勃生机的宁夏杂文队伍，会担当起自己的时

代责任与历史使命，会更加关注国运民生，更加成熟，新面频开，

更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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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异
﹄
说
差
矣

2009 年“两会”期间，一位政协委员 （外交部的高官） 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为国人出游国外形象不佳遭诟病辩解。比如在公共场所大声

喧哗，随便骑上街头雕塑拍照，等等，认为这只是国人的“一种习惯而

已”，是“文化差异”，不能说谁对谁错，当然也就无所谓丢脸不丢脸。

（见 2009年 3月 9日《新消息报》）

首先我得承认，本人就属于那种天生的“大喇叭”，在静悄悄的场

合，一张嘴能吓人一跳，像一颗炸弹脱膛而出。我并不喜欢这种“文

化”，更找不出什么理由辩解。今天这位委员的说法倒是让我开了眼界，

却并不让我认可。我以为，就文化而言，差异肯定是存在的，不要说中

国与大洋彼岸，即便同是国人，甚至地域小到山的这边与山的那边，也

存在文化差异。但文化差异是一回事，文化优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

只看到文化差异而回避文化优劣，也不能用差异掩饰优劣。

其实，优劣是不难区分的。优秀道德文化的底线应该是尊重他人

（集体和国家可识为抽象的“他人”） 的存在。你可以有你的习惯和表达

方式，你的习惯和表达方式也应该得到他人的尊重，但必须以不影响他

“差异”说差矣

——— 回应一位政协委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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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前提。如果你的习惯和言行给他人带来了损害或不愉快的感受，就

可以认定属于劣质文化了。在这点上，已经形成了普适的价值观。且不

要说在国外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招致外国人反感，即使国内的公共场所，

人们也是喜欢安静的。明明是文化陋习还要让人家尊重是没道理的。这

是国人的一条早该剪掉也容易剪掉的辫子。而西方人在中国的公众场

所，说话咬耳朵，遇到感兴趣的雕塑也不爬上去拍照，这对国人产生什

么不良影响了吗？没有。应该承认人家的这种文化是优秀的，优秀的就

要向人家学。文化是可塑的，为什么不可以朝着优秀的方向改变呢？这

不是把自己比小了，而是比大了，真正的大国风度啊！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中国的阳光有比外国灿烂的地方，这

样说是爱国的，因为这是真理。但有阳光就有阴影，如果把自己的阴

影也说成阳光，把陋习也说成光荣，这样的爱国动机也许不坏，但效果

己近乎害国了。一个国家的形象很大程度要靠国民整体素质来支撑。只

有认短不护短并且不断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整体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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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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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天气日渐变暖，供暖已成多余。4 月 1 日的停暖期刚到，有些

怕热的市民甚至有如释重负之感，长嘘一声，轻松地说：终于结束了！

春季多风，怕热又不敢开窗，闷烤的滋味可想而知。

于是，又有众多市民通过媒体呼吁调整供暖期了。因为厄尔尼诺现

象和大气环境的影响，全球逐渐变暖已成趋势。宁夏暖冬已持续几年，

阳春天气在逐年提前。近年进入 3 月，房间里就不怎么冷了，3 月中

旬，许多市民干脆就将暖气关了。去年“两会”期间，一位在医院工作

的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 《因为天气变化关于银川调整供暖期的建议》。

这位政协委员根据自己在医院工作的感受，认为每年供暖期 （11 月 1

日） 前夕，是市民们因寒冷而病发最集中的时日。每个市民大概都不会

忘记 10 月下旬那段被称为“黎明前黑暗”的日子，许多人晚上捂着大

棉被看电视，如遇阴天下雨，入夜冻得简直难以入睡。那段日子也因此

成为卖电热毯、电暖气的商人暗自高兴的日子。

显然，采暖期整体前移是合理的。或者在前移的同时适当缩短供暖

期也未不可。记得毛老人家当年说了句大实话：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

“搬动一把椅子”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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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变化。供暖期就是“衣服”。早在四年前，就有人呼吁调整供暖期

了，这些年呼声渐高，一直不断。而且这件事，既不会给企业和业主增

加负担，也不会给政府添麻烦。相反，它的正面效应是节约能源，减

少污染，满足市民在深秋时的取暖急需。我们天天都在喊改革，这样

的改革为什么就不能前行一步？哪怕是先在部分小区试行，再逐步推开

也好。

鲁迅曾感叹：在中国，搬动一把椅子都要流血。调整供暖期其实就

是“搬动一把椅子”的事。想不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惰性和习惯势

力，还是这么难“搬动”。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利弊权衡一类因素，

比如，要是这把“椅子”上布满朝天撅起的钉子，搬起来不定会扎了谁

的手，或者这把椅子有什么背景会触动什么人的神经也未可知。更多的

可能是日久天长这把椅子已经有了生命，它的四条腿已深深扎根地下，

搬起来还真不那么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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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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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法
﹄
才
算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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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好办法总是隔三差五地推出，让人一阵一阵地高兴。前不久，区

内多家媒体都称银川车管部门将出台一项禁止的士司机吸烟的好办法：

“凡乘客发现司机吸烟，可拒付车费。”这可把乘客高兴坏了。想想在那

逼仄的车厢里烟雾弥漫，躲不了避不开，那滋味甭提有多难受！现在好

了，你想吸烟，就白拉我一趟吧。

办法可谓用心良苦。司机烟瘾再大，发作时也不得不反复掂量隐忍

再三：吸一口烟，这趟就算白跑了啊。

但这个办法操作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几乎所有司机和乘客，都认为

这是件很扯皮的事。吸烟的司机说：我不吸烟可以，那你乘客吸烟了咋

办？是不是要加倍付我车费啊？此话不能说无理。司机和乘客的权利义

务是对等的，但是我作为司机，有办法阻止你吸烟吗———你拒绝乘客吸

烟，乘客就拒绝乘你的车。乘客也说：我不知道这“发现司机吸烟”是

要“现在时”呢，还是“过去时”也算数？如果是非抓“现行”不可，

那就太难了，没等你上车，人家早就灭了“证据”。如果“过去时”也

算，更是扯不清的官司了。你上了车发现满车烟雾缭绕，司机也会把责

怎样的“办法”才算“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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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推给上一位乘客。如果司机遇到的是一个不想付费又对吸烟特别反感

的乘客，这个官司怕是没完没了永无休止了。

最近又有消息称：从今年 12 月 1 日起宁夏未成年人“禁酒令”60

天预备期结束，正式进入执行期。但记者在 12 月 1 日后走访了银川市

一些商场、超市、餐厅后，发现几乎没有经营者在销售区悬挂“谢绝未

成年人购酒”告示的，不少超市销售人员甚至表示“没听说”未成年人

禁酒一事。一位小老板的话很有代表性：“挂个‘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

的标牌有意义吗？我们这里经常有小孩来买酒，人家说是给大人买的，

我们是不是还要去调查一下？”还有的地方规定禁止雇主与异性保姆同

睡。这更加可笑，就像浴室门口挂着“禁止性病患者入内”一样。

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上述好办法的好处———给百姓增加了点饭后茶

余的笑料，给小品编剧们添了点新鲜素材倒真是那么回事儿。

一项办法好不好，不仅要看它的内容是否利国利民，还要充分考虑

它的可操作性。如果不具有可操作性，人家就会有理由怀疑你这办法出

台的动机———你是真想解决问题还是秀个样子给人家看的？

如今一些地方的主要矛盾不是办法少，而是有办法不实行。有办法

不实行，除管理相对人自律意识差、利益目标不一致的因素外，还有一

个操作性的问题。一项好的办法，必定是科学的缜密的办法。科学的办

法应该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操作起来少随意性而多界定性。很多因

操作性差半途而废的办法，不只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因

为它的“扯皮”，影响社会和谐，也有损于政府的威信。如果一项一项

的好办法出台，最后都成了儿戏，还不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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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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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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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如今满大街提醒人“放心”的东西不少。但人们那颗悬起来的心却

越提醒越往高里悬了。因为，还存在比这种“提醒”更加权威的“提

醒”：“放心秤”短斤少两，“放心碗”污垢不堪，“放心药店”买回了假

药，“放心医院”的药价比药店还高，“放心菜”种菜的自个不吃。至于

“放心馒头”，吃死人倒不至于，但你最好不要去看它是怎么出笼的。

这些随处可见的“放心”自然不是王婆卖瓜，王婆卖瓜是自个扯着

嗓子喊的。“市场上越是起劲的叫卖越是想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如

果一半以上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位“老人家”说了这么句名言，王婆们还

有活路吗？现在的王婆们也都开始知识化了，大概先于消费者知道了这

句他们最不爱听的话，傻婆姨才扯着嗓子傻叫呢！只要略施小计，就有

人帮他们说话，贴切地说，是一块“放心牌”在帮他们做无言的宣传。

这牌子金底红边，制作考究，熠熠放光，竖于醒目处，书有“放心”

字。还有的大概觉得“放心”二字还不足以让人放心，干脆在“放心”

前加上“让百姓满意的”之定语。牌子当然不是谁想竖就能竖的，是让

百姓放心的政府授予的，当然只有少数高智商的王婆们有幸。阳光之下

“放心店”为啥难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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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红的大印，容不得人们有半点迟疑。有道是：自卖自夸是傻瓜，找个

托儿吹喇叭。此处无声胜有声，复杂事情简单化。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实事不仅胜于雄辩，也胜过任何权威。

不能说凡政府授予的“放心”，老百姓就一定不放心。但“不放心”

总归出现了，老百姓就有权利问问这“放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某人

说“放心”就真的可以放心了？是不是一开始“放心”或者曾有过一次

让人“放心”就永远可以“放心”了？这“放心”“不放心”，究竟谁说

了算？比如，物业保安是否叫人放心，是不是让业主说了算？司机是否

叫人放心，是不是让坐车人说了算？医院是否叫人放心，是不是让病人

说了算？馒头是否让人放心，是不是让吃馒头的人说了算……道理虽如

此，但政府说：“老百姓”这个概念说具体也具体，说抽象也抽象。你

总不能随便找几个人让他们指证谁好谁孬吧？是啊，老百姓可没享受过

如此“待遇”，受宠若惊之下，信口开河也是可能的。那可如何是好呢？

这也常常成为一些人把“让民做主”变成“为民做主”的理由。

其实，办法总归是有的。信息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多少搜集真实信息

的办法！网络啊，短信啊，电话啊，还有报纸杂志，还有现场调查，都

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民意。相信政府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代表民意，受益

的就不只是百姓，还有政府———政府的威信只会因此提高而不是相反。

当然，本人并非主张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这样办。有些事情很复杂，

老百姓凭感官鉴别不了，只能靠专门机构通过技术手段鉴定，完全是凭

科学说话，如果有人连科学也不信，你扣他一顶“刁民”的帽子也不

冤。但相当多的是是非非，是如同“太阳是圆的还是方的”那样明摆着

的，为什么不去问问百姓怎么说？不过，好消息还是有的。近闻某市政

府把选市鸟、市花、市树这样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都交给市民

了，有理由相信对一些绿豆芝麻之类的小事不会不撒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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