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枝香———读《我心怡然》

徐剑铭

友人高均善新作 《我心怡然》即将付梓，嘱我作序。赏

读七日，心潮起伏，感慨良多，竟难以成文！遂吟古词 《桂

枝香》，权且代之。

拂窗薄雾，恰灯火歇处，掩卷凝目。心海涛声乍起，如

雷如鼓。回眸故园九万里，家国事，几重乡愁。宫锁连城，

狼烟动地，疮痍难复。

忆先贤，铁骨竞折，把栏杆拍遍，长歌当哭。青史千卷

历数，谁计荣辱？沧海桑田人依旧，叹西风残阳古渡。登高

欲呼，掷笔且问：国人醒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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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狼皮的羊

韩效祖

高先生均善幼年失怙、少年务农、青年做工、中年入仕、

因难于适应体制的某些习惯与潜规则，落落寡合，大病一场。

为身家性命计，又下海经商至今，事业有成，个中历尽坎坷，

饱尝酸甜苦辣，可谓经历多多，阅历多多，思考多多，块垒

郁于心中，也就感慨多多。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已过耳顺之年，事业平稳顺当，

本该心平气和，颐养天年的他却仍怀赤子之心，国事，时事，

家事，事事关心的他，当起了老愤青；又心血来潮地舞弄起

文字，大有横扫六合，廓清宇内之志。于是乎，夜以继日，

焚膏继晷，著书立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研究道教的专著

《终南问道》已由西安出版社出版，获得好评。越数月，又即

将出版散文集 《我心怡然》。厚积薄发，出人意料。

文集虽命名 《我心怡然》，均善先生的心并不怡然。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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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与正义注入笔端，针眨时弊，细大不捐，直抒胸臆，不

留情面，无论尊卑，口无遮拦，对国家，国人爱之弥深，恨

之也切。表面气势汹汹，张牙舞爪，一副老虎吃人之态，内

心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实欲启迪民智，促进文明。“羊

有跪乳之恩”的拳拳之心，捧掬在你我之前，真是一只披着

狼皮的羊啊！

能直抒胸臆，我手写我心，化块垒为文章，并结集出版，

“与尔同销万古愁”，也不失为 “我心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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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考

单位这个名词是不是一个舶来品，没有人考证过。权威

的工具书上，单位原来只是量度中作为计数单元所规定的标

准量，如米为计量长度的单位，秒为计量时间的单位。也有

人说，单位原本是佛教的数量单位。所谓的 “一刹那”在佛

教中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量词。心念启动尽管只是一

刹那，但在佛教中即被称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

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三十须臾

为一昼夜。照此计算，一刹那就是时间计量单位中的０．０１８

秒了。

佛教中还有 “挂单”之说。僧人游方行脚，进入僧堂把

所携带的东西挂在堂内的钩子上，称为挂单，其实就是指佛

教庙堂接纳僧人居住。禅林僧堂中僧人坐禅有坐床，坐床上

贴有个人的名单，故称单位。

按照一般的理解，单位就是工薪阶层上班的地方，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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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一点解释，就是指机关、团体、法人等非自然人的实体或

其下属部门。

在中国，单位既是一个组织，又是一种名分。一个人如

果报不出他从属于某个单位，就极有可能被认为是个流民，

是不可靠的人，别人就会投来诧异的目光。这在改革开放前

尤其如此，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没有单位的人被称为自由职

业者，而今天的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也不在少数，但人群中绝

大多数人还是不适应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的，总是千方百计为

自己寻找一个能托付终身的单位。也许这个单位是一个政治

组织，比如党政机关；也许这个单位是一个经济组织，比如

某某公司、某某商店、某某工厂。

公元一九四九年后到一九八零年前的三十一年中，在中

国大陆，没有单位的人除了农民，再无别人。一个生活在具

有严密的组织形态的国度里的人，离开了单位就等于失去了

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那个年代是没有私营企业或者个体户这

些经济组织的。

一个人一旦踏进一个单位，就预示着本月的工资已经有

了着落。单位是人的衣食父母，单位是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家。

没有单位的人，除了农民，可能连生存都成问题。单位可以

说是中国城市一切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谁也离不开单位，谁

也不敢离开单位。没有单位，就预示着你没有了工作，甚至

连看病、穿衣、购粮、结婚、生子等一切活动都会面临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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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的困局。

单位也是人被严密控制的最有效的方式。人的思想、言

论都要由单位管理，人身自由都要听从单位的安排。何时结

婚，何时生子，何时感情出现破裂，何时离婚都要单位出面

认定和帮助处理。单位的领导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封建家

长了。

人的一举一动都会 “反馈”到单位。单位成了中国人又

爱、又恨、又怕、又憎、又得罪不起的一个怪物。

改革开放以后，几千万人从单位里走了出来。虽然他们

的步伐很沉重，甚至还被单位用一条条无形的绳索牵着，但

终归走了出来。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更使单位被揭

开神秘的面纱，那种依靠档案牵绊人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原来

的光环和作用。单位已经不再是中国城市人就业的唯一归宿。

我很有幸，曾经在一个国有工厂工作过，也曾在一个省

会城市的政府机关工作过，如今已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了。

有道是：家鸡有食镬汤近，野鹤无粮天地宽。自由职业的最

大的好处就是海阔天空。但任何的事情都有两面性。以我半

生的经验感受，罗列出一个人在单位的几个优劣，权当读者

茶余饭后的消遣。

单位好，好在工作不像工作，任何人都能悠闲地混日子。

尤其是工作在党政机关和国有公司的人，如果没有想当官的

精神折磨，简直可以用神仙来形容其处境了。所谓的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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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其实一点都不假。如今据说

在很多机关，依然是 “闲着大多数，忙着极少数”。不同的是

喝茶、抽烟、看报纸的人已经不多，上网和聊微信的人却不

在少数，世界上很难找到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舒适岗位了。

不好的地方是单位这个地方不知不觉中把青春年华蹉跎了，

因为你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些无聊、无味、可有可无的

事情。尤其是开会和学习，几乎要占去工作时间的十分之四，

但多数会议和学习就像时令蔬菜一样，一阵子也就完了。那

些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更感慨，一周居然有两个

下班后的例行学习时间，大约要占去宝贵的业余时间两个小

时。学习什么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现在看

来就是耽误功夫，但在当初，一年的工作时间也就３４００个小

时，会议和学习却要占去１５００多个小时，这还不算业余时间

被占用的大约２００个小时。两项相加，居然相当于今天一个

“朝九晚五”的公务员一年的工作时间。这种对生命的浪费，

是刻骨铭心的。尽管现在有很大的改变，但公职单位人员因

为无效劳动所造成的浪费仍然触目惊心，任何一个身居其中

的人都会有非常切身的体会。

单位好，好在 “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个好单位，工资以

外会有不菲的福利。自古至今，中国人都崇信 “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过去六十年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看看供电局的职

工，有几个人能全额缴纳电费的？有一家供电局下属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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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院，每户每月的电费只收８元钱，而实际的用电量计价

都在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电信职工则从来都不关心电话费、

网费的涨跌、多少，因为他们不用缴纳这份 “冤枉钱”。就算

一名火葬场的员工，也能 “靠山吃山”，据说其中的名堂还不

少，但究竟是咋样 “靠山吃山”的，局外人则很难厘清。但

有一点地球人都清楚，有一个好单位，自己 “有幸”当了一

个头头，而且 “好”在是个一把手，那么就可能成为 “工资

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的 “三基”干部

了。再看看这个单位的财务报表，别说是 “三公消费”统统

报销，甚至连老婆的卫生巾都由单位负担了。不好的地方是：

单位就像一个拴马桩，一个人一旦成为单位的一员，其一生

都可能会围着这个桩子打转转。几十年以后，连言谈举止都

可能烙上单位的痕迹。除此之外，就明显的有些孤陋寡闻了。

单位好，好在不愁升迁。过去和今天的 “人才”基本都

出在单位，谁曾见一个自由职业者被提拔当上了处长、局长、

市长或者省长？谁曾见一个校外、院外的学者成了教授、专

家？不在体制内，就是一个二等公民，一切的 “运转”都是

体制内的 “运转”。连传达中央文件精神都是在体制内进行，

连最基本的医疗、退休、教育、就业等涉及全社会每一个人

的生活的制度都有体制的内外之分。不少人生活得很优越很

滋润，既不是靠他的能耐，也不是靠他的拼搏，仅仅是这个

人当初进到了一个旱涝保收的好单位。不好的地方是：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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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杂，褒贬不一。再有才华的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扣上屎盆

子。尤以那些个性鲜明、优点突出、缺点凸显、有棱有角的

人，在单位这个浑水池子里，要么消沉，要么走人。如鱼得

水者当然也不少，但多数都是些庸才和小人。几乎一切单位，

都喜欢 “听话”的有 “眼色”的年轻人，特立独行者几无立

锥之地。很多的处长、副局长都是 “熬”出来的。单位也分

优劣，不幸这个单位面临撤并或者低效，也就倒霉了。就像

著名的华北油田，曾出台过一项堪称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政策：凡离婚者可以不下岗或再就业。于是离婚者蜂拥。

普通人为了生存，为了一份工作，婚姻就成了儿戏。

单位好，好在一个 “国有”。私营的企业也叫单位，但此

单位非彼单位，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西方的学者早在２００多

年前就聒噪说，社会主义只能豢养懒汉。其实何止养懒汉问

题？不上班也有工资也有奖金，这是新中国的新常态，不然

为什么屡屡要清理 “吃空饷”的人呢？以常识论，一个人有

单位这个人生的平台，可谓是如鱼得水，任何的抱负理想，

都能通过单位变成现实。有一位西安某新区的领导就曾踌躇

满志地站在大雁塔顶端，手指着曾经的皇家园林 “曲江流饮”

说，我要建设的就是周秦汉唐！黑龙江那位涉贪数亿的自来

水公司的经理，他的人生成败荣辱就曾经紧密地和他的岗位

连在一起，甚至连他的脾性也能充分地体现在单位的事业上。

他不高兴，自来水就停供。都知道国有企业的烂摊子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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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人才不管他开

创的烂摊子如何收拾。看看今日的大同，据说还不是最无奈

的。不好的地方是：它使一些人变得太任性，以至于身陷囹

圄。据说假如严格按照中共的章程办事，仅仅一个 “三公消

费”，就足以开除８０％的党员领导干部了，没有几个人能洁

身自好，普遍的、弥漫的奢靡之风已经使单位变成物化的唐

僧肉，谁都想吃上一口。至于那些在改革开放以后如雨后春

笋般兴起的股份制公司，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花的是公款，

执行的却是家法；倒腾的是别人的钱，肥的却是个人的腰包。

脱离了单位，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清爽，有一种解放了的

喜悦。但是，自由的天空很快就会使一个脱离了单位的人感

到窒息。

人在生存这个问题上和动物一样，总得觅食。

再 “自由”的职业，也是要嫁接在单位这个藤蔓上。就

算开出租车，也要 “挂靠”在一家公司，政府是不受理个体

出租车业务的。既然挂靠单位，就要接受单位的管理，就要

缴纳服务费管理费，甚至份子钱。一个作家，有作家协会这

个单位，脱离了作家协会，作家的身份认同就会大打折扣。

一个书法家，也会有书法协会管理你，名义上书法家协会是

一个社会团体，但是它也是一个单位，而且是一个权力不大、

影响不小的单位。不然的话，某一个地方的书画家协会咋会

有几十位副主席都是由党和政府的官员兼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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