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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错由心（代序）

经常写些文字，记录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并非为了发

表、为了教育别人，只是出于健康的目的——防止思想僵

化，防止老年痴呆症。窃以为，人退休以后，如果不动脑

子，无所事事，对时事一问三不知，既会让人笑话，也不利

于自己身心健康。于是除坚持进行运动锻炼外，还要求自己

每天看电视，读报纸，若有所悟，随手记录下来。这样几年

下来，日积月累，涂抹的文字也就有了一定数量，亚健康的

身体还保持得不错，心情也是不错的。

偶尔翻看这些涂鸦的文字，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文章记

录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和想法，虽然肤浅，缺乏推敲，没有深

度，但那毕竟是自己思考的印记，对它甚至有了一分偏爱。

人的思想和认识，不可能是很全面的，说得绝对一点，

总是片面的时候多。因为要受个人知识、阅历、思想方法等

因素的限制，看问题免不了有片面性。只有经过深思熟虑，

反复推敲，听取多种意见，人的思想和认识才有可能变得全

面起来。

我涂鸦的文字，反映了我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认

识，就当时而言，只能说是比较快，但不敢说是全面、正

确，也很可能是片面甚至错误的。我非圣贤，能无差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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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限，退休在家，信息量少，看问题往往就容易片面。唯

独能坦然的是，我写的文字，反映的都是自己真实的思想，

是自己思想的记录。对错由心，文责自负。

我关注的，多是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有世界、

国家的大事，有纯属于个人的、身边的小事、琐事，比较

杂。或有人以为这杂乱无章，我却不以为然。

封建帝王搞过文字狱，“左”派爱给人上纲上线，自古

以来，吃文字亏的人不计其数了。即使现在，谁又敢说没有

一点担心呢？我这些没有经过雕琢的文字，也难以避免片面

性，好在是留给自己慢慢品味的，不必太担心。

201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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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粉丝会雷人

据《天府早报》报道，演艺明星所到之处，定会出现大

量粉丝狂热的身影。他们拼死拼活地往前挤、声嘶力竭地尖

叫，甚至激动得泪流满面直至晕倒……

如果以为是明星让粉丝这样激动，那就大错特错了。这

批追捧者是一群被雇佣的职业粉丝，是收人钱财出场造势的

“追星族”。他们是在表演、作秀，他们喊叫的分贝和流出

的眼泪，现在已经是明码标价的：举明星照片二十元，嗓子

嘶哑五十元，泪流满面一百元，晕倒一次二百元……氛围营

造热烈的话还有奖金。据四川师范大学一位大四学生爆料，

成都职业粉丝现在已经有百余人。他们的“职业素养”，让

他们不管面对什么艺人，都能够迅速地进入状态，“吼”出

气氛。

我想起了电视上看到的许多场面：艺人到某个地方，

现场粉丝们激动、拥挤、混乱的场面。听到他们——多数是

女性发出的尖叫声，当时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我完全不能理

解，粉丝们为何会对明星崇拜成这个样子。现在终于明白

了，原来他们是在表演，粉丝们是收了人家钱的，而我们这

些旁观者都被忽悠、“被感动”了。

那么，明星们为什么要出钱让人来追捧呢？其实说来

也简单，因为名声大小是和身价相联系的。明星越受追捧，

名气越大，身价就越高，出场费就越高，就可以赚到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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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所以明星花点小钱，雇佣粉丝，搞一场追捧秀，完全是

聪明的做法，稳赚不赔。

我想起了另外一些专门替人去哭丧的人。中国民间过

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他们的专业就是替丧家哭丧，营

造悲伤的气氛。他们的本事就是能够哭得肝肠寸断、天昏

地暗，让围观者深受感动，由此表示生者对死者逝去的悲

痛。因为死者家属或人少营造不出悲伤的气氛，或不会哭

喊，表现不出巨大的悲痛，因此雇人来配合。

职业粉丝的出现，是否受到职业哭丧者的启发不得而

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是相同的。如今的职业粉丝

们，是现代演艺场的“新生事物”。一批年轻人成为职业粉

丝，既可以追星、赶场子、凑热闹，又有收入，而且引领潮

流，真是时髦得很。

到头来，被忽悠、被愚弄的还是群众。今后遇到这种场

面，大家可要当心了，不要再上当了。

1月17日

●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西方想把其民主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这是

行不通的。资本主义历经三百余年，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

的制度和规范，有效地管理着国家。但是，进入新世纪，

西方仍然有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事实说明，西方

的民主决不是完美无瑕的。发展中的国家对西方民主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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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该是学习、借鉴，汲取教训，而不是盲目崇拜，照

抄、照搬。

中国的民主有自身的特色，它是立足中国的国情和现

实，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总结历史经验、汲取惨痛教训的

基础上逐步发展的，它应该是渐进、增量的过程，而不是突

变、激变的过程。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高级阶段，是民

主建设的最高表现形式，政治民主是其他各项民主建设的基

础和保证。它的形成、发展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各国的实

践证明，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一

蹴而就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建设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三十年来，民主

政治建设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很多。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还不够，加上

封建思想、“左”的思潮的长期影响。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

后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是长期的、曲折的，而不是一

帆风顺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党内外群众的

思想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对民主政治有了更深的理解

和更高的要求。人们懂得了，民主政治建设是不可阻挡

的历史潮流，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必须承认，与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和日新

月异的经济发展相比，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

足，在某些方面甚至严重滞后于人民的民主要求和经济发

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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