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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近日评价国内政治和经济情况时

说：“腐败官员掌握着俄罗斯，他们在俄罗斯拥有真正的权力。”

梅氏的话，让我震惊。因为在我的意识与经验里，大凡一个国家

的皇帝、国君、总统等等的“一把手”，不论国势如何衰败，国

情如何混乱，“臣子”如何糟糕，前景如何堪忧，但总是会说，

形势一派大好，其臣子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坏与好是一个指头

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政权嘛，当然牢牢掌握在以总统之类“一把

手”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或者封建主义革命

家的手里。梅氏的做法，有违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梅德韦杰夫如此评价俄罗斯的国内政治，是自信呢，还是不

自信？是成竹在胸，还是乱了方寸？我忖度，答案应该是前者。

俄罗斯自前苏联最后一位掌舵人戈尔巴乔夫变相地交出权力，把

令人震惊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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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扶上马，叶利钦开始进行休克疗法，时至今日，二十多

年的时间，效果似乎不错，休克了，没死，活过来了，经济在复

苏，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逐步恢复。美国之后，就数得上俄罗

斯了。中国虽然强大了，但国际地位与作用还不能说强过超过了

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在发展中仍存在严重问题，比如经济寡头

的垄断，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等。尤其要命的是，官员的腐

败，成为社会的一大病象。之所以如此，因为俄罗斯仍处在转型

过程中，旧体制的影响仍很强大，而新的制度，尤其法律制度很

不完备，腐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难以遏制。这也许印证了美国

政治学家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一个观点，即在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腐败是难以避免的。既然难

以避免，梅德韦杰夫也便没有太多太好的办法；既然难以避免，

大约天不会马上塌掉。要害的，是如何去应对与整治。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吧，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主席对当

时国内的形势作过与梅氏差不了多少的判断，言中国的各级地方

政权已大多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怎么办？

夺权！夺回被“走资派”窃走的权力。方法呢？不是采取组织措

施，撤职换人，也不是采取法律措施，进行法律调查，取证，起

诉，审判，定罪，而是搞群众运动，发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大浩

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群众来捣毁地方政权，揪斗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回权力。“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很

多人不让再提，但不提不等于不存在，不提比常提起的潜在威胁

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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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革”解决权力“旁落”的问题，可以说极不成功。那

么，梅德韦杰夫在作出了那么可怕的判断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办

法加以解决呢？用“文革”的办法？那可以说是苏联人首先发明

的，苏联的“肃反运动”，是震惊世界的，也是中国“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借鉴的蓝本。梅氏如果想用此方法，技术上应该没

有任何问题。那么，他和他的国家会用他们老祖宗驾轻就熟的方

法吗？这是一个极为复杂、敏感与深奥的问题，因为连中国今后

会不会再用“文革”解决问题，我都无法预料。如果把这个问题

作为考题，与我的职称薪水等等挂钩，非回答不可的话，那么我

的答案是，可能性极小。从俄罗斯的现状与走势看，他们会采取

组织与法律的方法解决，也相信他们会处理好此事。梅氏如果能

和平地理性地顺利地解决好官员腐败的问题，相信也会与他的判

断之语一样，震惊中国人，震惊世界。

2009.11.5

003



笏

如今的社会是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社会，就连新名词，也像

雨后春笋，争相破土。比如带“被”字的名词，已经冒出了一大

串：被就业、被增长、被娱乐、被义务、被鼓掌、被分享、被自

杀、被长大、被车祸、被代表、被贿赂、被忏悔、被优惠、被光

荣、被承诺、被署名，等等等等，相信其中所含的意思，以及所

透出的讽喻，是不言而喻、人人能懂的。因为这些事，在中国已

不是凤毛麟角，不是个别现象，已像鸡流感猪流感一样，几乎波

及每一个角落。

在中国，被“被”之事，人们随时都会遇到。前几天，某报

纸刊载了一位朋友的一篇文章，注明是从南方某大报转载的，可

那是他贴到自己博客里的某位名家的文章，不是他本人写的。文

章发出后，他大为尴尬。我安慰他，此类事我早就遇到过。某年

被“被”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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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报纸上连载发表“古诗乱弹”，我虽然以

唐诗张目，但写的却是社会思想，属于杂文杂谈类，但某天编辑

却将不知何人的一篇唐诗赏析文章以我的名义发了出来。我很难

堪，忙打电话说明情况，并请求编辑刊登启事予以说明，但编辑

说登启事效果不好，会影响他们报纸的声誉，一错到底反倒为

好。他们的意思是，反正生了“孩子”的那位并不知道我当了他

（她） “孩子”的妈。我虽心里不舒服，但也不能因此事为难帮

助与提携我的报纸和编辑，只好捂个肚子疼，背起剽窃的恶名。

我被“被”了一回。

说起“被”的事，我还有更惨的遭遇。某年我写了一本历史

随笔，题名《借党项人说事》。编辑很用心，认真地处理了，版

式也很新颖。封面设计好后让我过目，我感觉构图与色彩等方面

均好，很是满意。责任编辑感觉很好，想拿此书去评奖。书出版

大约半个月后，我与同事去出差，在某机场，同事惊呼，你的书

怎么这么快就在机场出售了！拿到手里一看，一盆凉水浇了下

来。天哪，这本书的封面居然与我的书出自一个模子，书名叫

《生命中的细节》，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从版权页得知，此书比

我的书早出一个月。我心里那种愤怒自不待言。没想到我这个有

版权局局长头衔的作者，书的封面居然是剽窃来的盗版来的，捉

鹰的人让鹰啄了眼睛。那位封面设计者算是把老牛美美地涮了一

把，让老牛哭不得笑不得，浑身上下难受。回到单位，我请那位

美术编辑过来询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那位年轻女士没有丝

毫的歉意与愧意，只是说，她看到那个封面，以为好，就搬过来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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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话让我心里发堵，如此一个没有职业道德意识的人，从事

精神文化的生产，如果不改，后果不堪设想。木已成舟，丑已出

尽，我也不好过多地说什么，只是告诉有关人士，此人设计的封

面，今后永远不能送去评奖，因为你闹不清她的作品哪些是原创

的，哪些是盗版的。美编“被”我，在我心中埋下了永久的隐痛。

相对于没就业而被某些人说成是已就业了的大学生们，相对

于被派出所抓住毒打致死而又说成自杀的“被自杀”者们，以及

许许多多“被”这样那样的人们，我和朋友“被盗版”“被剽

窃”的事，其实小之又小，可以说不值一提，但因为发生在我们

身上了，我们感到了痛。由此之痛，联想起千百万中国人形形色

色的被“被”之痛，心中凄楚，便生出一篇有点无病呻吟之嫌的

文字。就此打住。我的祈愿是，中国不要被某些人，尤其某些手

握重器者“被”死！

20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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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冬。这个冬天给人的感觉是温

顺温柔温存的，没有狂风，没有扬沙，没有飞雪，没有满眼的萧

瑟。阳光是明媚的，树叶是绿意的，小鸟是欢快的，连空气都透

着一股清香与甘甜。冬天似乎不可怕。

中午吃完了大饼看电视，中央电视台说立冬的准确时间是下

午两点多。我突发奇想，何不去做今年最后的秋钓与最初始的冬

钓。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于是，我给最要好的朋友打电话，他不

接；发短信，他不回。没办法，我只好做独行侠，一个人去垂钓。

钓场的环境很优美，池塘周边停了五六辆车，却没有人钓

鱼，车主人们在吃农家菜，在喝酒，在打麻将。我悠然自得地独

钓起来。还不错，鱼儿很配合，三个小时钓了七八斤鲫鱼。

钓鱼的过程中，除了全神贯注的时间，除了如气功般大脑空

立冬的瞬间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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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时间，我的脑子信马由缰，胡乱地想了许多事情。

首先，我以为，人为地赋予概念的两种事物之间，没有天然

的鸿沟。比如这秋天与冬天吧，温度上似乎没有太大区别。而

且，我秋天穿的外套，让冬日的暖阳照得扒了下来。其实世间的

许多事物，界限是模糊的，是交叉重叠的，要作十分明晰的划

分，很不容易，还有可能将事物颠倒。

其次，事物美好的表面会蒙蔽一些人的眼睛，使人丧失基本

的判断。比如今年的冬天，在宁夏来得十分华贵高雅，但冬天就

是冬天，冬天的本质是肃杀、寒冷、空旷。在北方，冬天里，许

多的动物都要钻洞休眠，许多的植物都要落叶枯黄，大地如铁，

冰结成板块，人们不但要穿毛衣棉衣皮衣，而且常常躲在有暖气

或者热炕、火炉的屋子里。冬天里，人们的心情也比较灰暗压

抑。如果迷醉于立冬时的温馨，对冬之冷酷凶残丧失警惕，那是

要吃大亏的。我们可以兴高采烈地朗诵雪莱的诗句：“冬天来

了，春天还远吗？”但我们要心里有数，春天要三个月以后才来，

不远也不很近。要命的是，一年里最冷的时间，不是深冬，而是

初春。冬天来了，对于温暖与艳丽，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再次，如“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般垂钓于秋冬之交的

我，没有了朋友们在身边时的温情惬意，没有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与相互调侃的热闹，内心里，却异常轻松快意。一个人坐在水

边，可以东张西望，可以胡思乱想，仿佛天人合一，融入宇宙，

穿越时空隧道了。男人需要独处，过去我对此论有感受，今日感

受更深。男人独处，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奢侈，还是一种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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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与替代的享受。

夕阳将金色洒向大地，寒意与倦意如薄雾般弥漫开来，我穿

衣，收竿，拿鱼，交钱，撤出战场。是的，钓场就是战场，人永

远在与自然，与社会，与同类，与自己战斗着。那战斗，有硝烟

味，有烟草味，有茶味咖啡味，甚而至于，还有脂粉味。这就是

人生，美好的人生，不可以漠视、慢待与浪费的人生！

20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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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杂文月刊》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个王朝覆亡之

前》，其中以满清帝国、奥匈帝国等为例，从历史的纵深面进行

了解剖，列出了这些王朝覆亡之前的症状：一是贪污腐败成风，

二是百姓噤声，三是贫富差别过大，四是安全感丧失，五是民不

畏死，六是不自量力与外强对抗，七是经济增长停滞，八是社会

形象极差。

看了这篇文章，我陷入了沉思。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对于朝

代更迭，对于王朝兴衰的原因与表现，心里多少还是有数的，但

因长期不从事历史研究，这些概念渐渐模糊了。此次经这位作者

一点，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观不但明了了，而且大吃一惊。

所惊者何？

所惊者一，是感觉历史与现实怎么就如此的近，很多的历史

《一个王朝覆亡之前》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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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被现实无奈地翻版复制着。比如贪污腐败成风，贫富差别

过大，安全感丧失，以及一定程度上民意的不完全表达，民生窘

迫等引起的民不畏死、铤而走险，等等，当下就活生生地存在

着。这不能不引起思想者的思考，当然，更不能不引起当政

者的思虑。

当然，说存在问题，而且是严重问题，并不是就说社会不行

了，时代不行了，而是提醒人们引起重视。如果无视前车之鉴，

那么就可能遇到更大的麻烦，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

也。那位作者所谈的八个方面，任何一点都不是小事，如果任其

泛滥，都可能引发灾难，危及政权，危及到中国公众的安定、安

全与正常的生活。

所惊者二，是那位作者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直话直说，实

话实说，本来是好事，但有可能惹事，甚至惹来重大麻烦以至杀

身之祸。过去有“利用小说反党”论，也有过关于吴晗等人利用

历史研究反党论。那么，如果某人心中不快，给那篇《覆亡之前》

文章的作者扣上一顶以历史影射现实、诬蔑社会以至反党反人民

的帽子，那可不是耍着玩的。可这位作者显然是忠于历史，忠于

现实，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他也忠于自己的良知，他在负一

个国民、一个智者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60周年，改革开放进行了 31年，中国

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任何人不能抹杀的。截至 2008年，中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十万多亿元，仅次于美国、日本，而且近期可

能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中国的国力增强、国家形象有所改善，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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