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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意志 

这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说笨拙的熊也有意志。冬天即将来临，准备冬眠的熊拼命吃，

猛吃河里的鱼，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迅速增加自己的体重。鱼身上蕴藏着丰富的蛋白质，这些

蛋白质能保证熊熬饿挨过一个冬天。冬去春来，熊从漫长冬眠中醒过来，饥肠辘辘，饿得晕

头转向，终于有了可以饱餐一顿的机会，然而为了保持苗条的体形，尽管在湖边和水溪里有

大量富足的鱼，呆头呆脑的熊此时绝不多吃。道理很简单，熊有意不让身体太胖，即将到来

的夏季天气很热，熊不希望自己因为肥胖感到难受。分子生物学认为，在熊的大脑里，显然

有某些东西，即某种化学反应在起着提示作用。 

如果我们能把这种化学的东西，用科技的手段提炼出来，拿到超市上去销售，销路一定

会超过最好的减肥药。很显然，人类之所以会普遍地肥胖起来，说明我们的大脑里，已经缺

乏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最初应该是有的，就像人类的尾巴一样，它退化了。因为退化，所

以失控。肥胖是贪婪的一种结果，是生物警钟的失控，我们不妨说肥胖是一种病，是某种行

为的报应。人生来不应该是那么肥胖，许多肥肥胖胖的动物，并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心脏病，

人类的肥胖是自己行为不检的恶果。 

动物的意志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时候，似乎只是想当然，是在编少儿童话故事。现代

科学已经证明这些意志，确实存在，它们就像肉眼看不见的分子原子一样，潜藏在动物的大

脑里，对动物的行为指手画脚。世界的发展，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更不会随着动物

的意志转移，然而这丝毫不能证实意志的无关紧要，恰恰相反，世界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怎么说也是因为意志在起着积极作用。最新研究已经证实，世界上真正勤劳的动物，并不是

童话故事中的蚂蚁和蜜蜂，也不是传说中整天干活辛勤筑堤坝的海狸，海狸每天干活的时间，

很少超过五个小时。真正勤劳的动物是人类，虽然现在是双休制，每周只工作四十个小时，

人类的劳动时间，仍然是动物中最长的。 

人的意志显然也是动物意志的一部分，因为人无论如何高级，无论如何有文化，有学历，

精通几门外文，还是摆脱不了其动物的属性。人的行为是由意志决定，和动物不一样，人除

了满足眼前的利益之外，还会想到更远的将来。人信奉的是一要温饱，二要发展。在这个意

义上，人很容易比其他动物更贪得无厌。再也没有什么比人的追求更无止境，更野心勃勃，

更不可理喻，更容易向斜路上走，一路走到黑。往小处说，身后有余忘缩手，工资永远少一

级，房间永远少一间，往大处说，恨不得天下财富都进本人口袋，世间丽人皆入自家后宫。

熊吃胖了只是为了过冬，而人在温饱之后，还要唱卡拉 OK，要手机和与级别相适应的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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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签字报销的权力，要比别人大的住房。 

意志决定了人应该是一种热爱劳动的动物，虽然有人喜欢不劳而获，但是这种获得，仍

然是别人的劳动，换句话说，没有劳动也无所谓收获。劳动对世界的发展推动巨大，人比别

的动物辛苦，所以得到的回报也多。回报并不意味着全是好事。辛勤劳动创造了世界，发展

了世界，把世界像小孩抽陀螺一样，一鞭子紧接着一鞭子赶得多远，然而如果走火入魔，失

去了基本的控制，同样也可以毁灭世界。人不仅会劳动，而且还会占有别人的劳动。人毕竟

比熊聪明得多，但是聪明也会被聪明误，我们得明白，我们的脑子里已经缺乏某种应有的化

学反应，如果正面临的是炎热的夏季，人类太胖了，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将热得喘不过

气来。 

 

 

动物和男人 

我在农村待过三年，不是当知青，是小学高年级的那几年，在一个简陋的乡间小学读书。

在这之前，我只是城市里的孩子，由大人带着，不止一次去过动物园。到了乡村以后，我可

以很得意地告诉那些乡下孩子，自己见过老虎和狮子，知道大象的鼻子有多长。可惜这种优

越感很快所剩无几，因为农村孩子对公园里的动物，并没有太多热情。他们对动物的态度，

大多和成年人一样，只是采取一种鄙视的心情。动物算个球，动物只是畜生，大家要骂人的

时候，最常用的词语，就是骂某人是畜生。 

我对动物的真正了解，还就是通过农村的那些畜生。冬天即将过去，母猫叫起春来，公

猫们的节日到了，它们十分欢乐地打成一团，然后一溜烟儿地从打麦场上跑过去。这是在性

方面最初的启蒙，从动物身上，我开始知道什么叫下流，并且知道人有时候也不高尚。我似

是而非地开始知道，大人们暧昧的笑谈中，原来还潜藏着隐义。外祖母家养了一头母猫，动

不动就怀胎，一生便是三四只，结果差不多半个村子的猫，都是这头母猫的后代。它一叫春，

后代中的雄性，一个个便成了无耻的追求者。村上的女人谈到这事，就骂，就说要不怎么是

畜生，连自己的妈都敢追。 

农村养猫，都是为了捉老鼠，大家对公猫，也只是骂骂而已，并不会因为乱伦，就立地

正法，把它阉了。可是对另一些豢养的动物，就不那么宽容，譬如猪，乡下人买小猪喂养，

一定是要买那种阉过的。我忘不了第一次看到阉猪的情景，活蹦乱跳的小猪在出售前，被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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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兽医面前，兽医不当回事地用小刀这么一划，轻轻一捏，便将小猪的睾丸挤了出来，然后

迅速割了，涂些碘酒就算完事。阉猪的细节，几乎每个农村小孩都见过，我记忆最深的，是

一大群小猪净了身以后，兽医捧着一大堆睾丸，扔给母猪吃，据说这玩意儿和女人的胎盘一

样有营养，而老母猪果然有滋有味地吃了，谁让它们是畜生。猪如此，羊也差不多，农村母

羊从来不骟，因为生小羊有经济效益，遭殃的是公羊。公羊极不老实，是天生的花花公子，

刚刚一点大，就知道往母羊的身上跳，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让它做太监。 

对人，因为要讲究人道，所以一般不能随随便便把男人阉了，做太监。皇帝的时代已经

彻底结束了，而且就算是做了太监，也未必就真的老实。文学作品中见到的太监，大都是一

些心理极不正常的坏人。通常的解释，是太监们的性，受到了压抑，一压抑，荷尔蒙乱了套，

于是就变态，就想出种种恶毒的办法，来整人和害人。有一点道理，我一直想不太明白，这

就是太监是否真像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么坏。根据我在农村了解到的动物知识，好像不是这

样，被阉了的雄性动物，可是真的老实，就知道多吃多长膘，只等着过年时，被人宰了吃肉。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曾给兽医写过一副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真不愧

是大明的开国皇帝，说出话来气度非凡，斩钉截铁。畜生被阉了便会老实，太监为什么还会

不老实呢，按照我的傻想法，还是荷尔蒙在作怪。服用过多的睾丸激素，女人也会像男人一

样长出胡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太监偷吃了睾丸激素，滋了阴壮了阳，竟然恢复了男人的

雄风，打娘娘和宫女的主意。太监不老实，显然是有一种物质，悄悄地在太监体内发生了化

学反应，使本来就严重不平衡的荷尔蒙变得更加紊乱。太监的确服用了一种激素，这种激素

就是权力。权力让太监狐假虎威，权力让太监有恃无恐。已经斩断了是非根的太监，之所以

还能不断地生出种种是非，很重要的原因，是太监离权力太近。事实上，宫廷大多数的太监

都很老实，不老实的只是个别有机会弄权的贴身太监。不能太相信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中的

妓女常常都是好人，这只是小说家们的想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可绝不是这样，太监中也存在

着好与坏的比例，有时候，一粒老鼠屎可以坏了一锅粥。 

过去英明的老皇帝，给继位者最重要的提醒，就是不许阉党过问政治。阉党弄权，往往

可以造成政治腐败，造成黑暗统治，然而阉党不过问政治，江山照样易主，因此完全有理由

怀疑，太监有时候只是亡国的替罪羊。权力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在一定时候，它就是睾丸

激素，能使一个已不是男人的男人，做出比男人还男人的事情。江山美人的得失，显然都和

荷尔蒙有关，让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动物身上，对于很多雄性的动物来说，强权十分重要，雄

性动物为了争夺异性，拼命厮杀，其结果便是胜利者获得了爱情。人类也是如此，逐鹿中原

的最终胜利者，获得了江山和美人。不妨想一想，过分的权力能让已经失去男根的太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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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令人恐惧，那么在一个正常的男人胜利者身上，堆积了大量失控的权力，将会造成多么

严重的后果。 

现实生活中，类似于睾丸激素的，不仅仅是权力，还有金钱。俗话说“男人有钱便学坏”。

所谓坏，也就是荷尔蒙严重失调。失调不是好事，得重新调整，调整不是阉了，然而总得有

些积极措施才行。人类永远不能离开制约，中医认为，阳气太旺就会上火，上火了便要去火，

因为这是邪火，应该吃泄药。不要以为今天不会把人阉了就无所顾忌，人是高级动物，要明

白身上睾丸激素太多了，非出事不可。 

 

 

动物和女人 

不久前，刚看过一本谈动物的书。看了觉得有趣，书虽然丢下了，满脑子依然动物世界。

把动物和女人放在一起谈，似乎不太合适，我们都知道女人确实也是动物，根据生物学的观

点，女人只是雌的高级动物，有许多地方可以和动物对话，譬如说荷尔蒙。 

我们都知道，动物之所以会这样会那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荷尔蒙。雄性动物为了获得

爱的机会，会捉对厮杀，玩命地争凶斗狠，譬如那些有角的食草动物，譬如那些残暴的食肉

动物。此外，也有相对比较斯文的竞争，譬如青蛙和某些善于鸣叫的昆虫，它们不像美国佬

那样爱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动不动就嚷着要对伊拉克实施武力打击，这类雄性动物是天生

的艺术家，取胜的法宝是靠自己的歌喉。还有些鸟类，雄性靠自己美丽的羽毛来打动异性，

细心的读者一定早就注意到，动物世界的雄性，往往比雌性漂亮得多。 

有理由相信，上面提到的一些现象，都是雌激素和睾丸激素这两种荷尔蒙造成的。很显

然，雄的动物厮杀，卖弄歌喉或展示美丽的羽毛，所有这些幼稚的行为，都是雌的动物所乐

意见到。比赛的规则，显然是雌的动物们开会制定的。我这么说，不是重弹女人祸水的老调，

把战争罪一股脑推给妇女，或是艺术起源于异性，都有些简单化和不负责任。我的意思最多

只是想说明，男人的确有可能为女人决一死战，有可能因为女人，萌发出惊人的创造性。让

我们先不急着说爱情如何崇高，这类高调不妨在别的文章里讨论，现在要谈的议题，是男人

的凶狠以及热爱艺术，既和睾丸激素有关，也和女性的雌激素分不开，尽管内外有别，对于

男人来说，自身的内因往往要通过外因，才能起作用，就像电灯泡非要接上了电才能亮，鸡

蛋要适当的温度才能变成小鸡。如果世界上的女人都热爱和平，如果女人不喜欢强悍，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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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所谓成功的男人，不以男人在军事上或者经济上的胜利为择偶标准，不傍大款不做小蜜，

不嫌贫爱富，不恃强欺弱，战争未必就一定能避免，但是起码可以省去许多，国与国之间，

民族之间，战争避免不了，起码可以避免一些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战争。在农村，说一个人穷，

就说他穷得没钱讨老婆，如果一切能够反过来，没钱反而能找到老婆，世界也许就是另一副

模样。 

动物世界的许多现象，到了人类这里，多多少少也有了些走样，譬如雌的动物爱美，通

常指它爱雄性之美，是他恋，而不是自恋。是否符合美，是雌性动物的择偶标准。而人类已

经颠倒过来，女人现在成了展现自己美丽的动物，成了大众时装的消费者，成了各种高档化

妆品的最大买主。女人爱美的目的是为了让异性喜欢自己，是“示爱”和渴望被爱。在这一

点上，女人和公孔雀相仿，在动物园见到展翅的孔雀，全是公的。女人的爱，已从选择，发

展到了被选择。我们知道男人好斗，现实生活中，又发现女人其实也好斗，这是雌性动物雄

性化的标志。动物的好斗，通常不是为了争夺食物，而只是为了获得异性。古人说，食色性

也。雌的动物懒得为雄性争斗，它只视雄性为自己发情季节中可利用的对象，看着雄性可笑

的表演，看着它们为了献殷勤搔首弄姿，拼得死去活来。女人却发展了自己，谁让她们是高

级动物，女人不仅促使男人竞争，而且厕身其间，亲临现场参加了比赛。 

我们不妨再考察一番动物的母爱。母爱是动物属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谓虎毒不食子。

动物世界中，让人们感动的一个乐章，便是动物的母爱。科学研究证明，母爱和性爱一样，

同样是荷尔蒙在起作用。通常情况下，小羊羔在刚出生的六小时内，如果和母羊分开，那么

这只母羊就会不认羊羔，并且拒绝为它喂奶。科学的解释是母羊大脑里出现了问题，控制脑

垂体荷尔蒙接受能力的雌激素，由于小羊羔的分开急剧减少，于是母羊不由自主地放弃了做

母亲的职能。而有经验的牧民，据说有一手绝活，可以恢复母羊的爱心，具体方法说起来不

太文雅，那就是按摩母羊的某个部位，只要花上五分钟的时间，母羊便会开始舔小羊，发出

轻轻的咩咩声，十分顺从地让小羊吃奶。事实上，这种做法有其科学的依据，按摩能使荷尔

蒙迅速释放到血液中去，荷尔蒙达到一定数量，母羊就又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荷尔蒙的失

调，可以让母爱丧失，同样，保持正常的荷尔蒙，也可以让母爱维持，这就是为什么把小狗

拿走了，母狗竟会为小老虎哺乳的原因。 

女人的母爱不可能完全等同动物的母爱。新潮女性拒绝为婴儿哺乳，说是为了保持优美

的体形，因为体形的改变，尤其是乳房的下垂，会在男人的眼里失去魅力。在公共汽车上，

常常可以看见年轻力壮的女人，和小孩子抢座位，当然这是和别人家的小孩争夺，争不到便

恼羞成怒，臭骂小孩子不知谦让。还有一些母亲，为了学习成绩，像揍贼似的暴打自己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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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索性将自己的小孩打死了。说这些女士的荷尔蒙有问题，肯定会花容失色红颜大怒，

是吃饱了撑着难受，好端端地没事找骂，弄不好还会挨耳光。但是如果荷尔蒙没有问题，为

什么又偏要做出这些有违母爱的举动。这篇文章，从研究动物的观点来谈女人，肯定有些不

伦不类，有些拿滑稽当有趣，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用人的观点去看动物，也不妨就用观察

动物的观点，来琢磨人，尤其琢磨琢磨女人，因为女人再高级，和男人一样，毕竟还是动物。 

 

 

动物和儿童 

美国科普专栏女作家安吉尔在一本谈动物的书里，向我们介绍了土狼的性格。安女士指

出，土狼生性残忍，刚从母体里出来，就成为所有哺乳动物中最为好战的新生儿。它们急于

作战，立即开始进攻，直到将对手咬死为止。我们总以为世界上最残暴的动物，是动物之王

的狮子或者老虎，然而它们真要和土狼比起来，却要逊色得多。土狼不仅可以从与自己身体

差不多大小的猎豹嘴里抢下食物，就算遇到比它体形大得多的狮子，也一样敢虎口夺食。在

塞林格蒂平原，土狼所猎杀的动物比任何食肉野兽还要多，它还是效率最高的消费者，无论

是肉，还是骨头，甚至皮毛和牙齿，它都无一例外地嚼碎了咽下肚去。再也找不到什么比土

狼更贪婪的动物，用不了半个小时，二十多只疯狂的土狼，可以把一只五百磅的成年斑马，

啃得只剩下地上的几滴血。它们像啃甘蔗一样地嚼着骨头，临了，又把所有的渣子全都吃干

净，结果土狼拉的屎，看上去像一种叫做白垩的石灰岩。 

在孟夫子的眼里，土狼肯定属于性本恶。有了土狼作为参照系数，虽然世界上仍然有不

少坏人恶人，说人性本善便毫无疑问。由于有了电视，我们已经习惯在屏幕上观看动物世界。

看着动物的表演，很多人都觉得有趣。我们常常会心一笑，原来动物是这样，或者竟然是那

样。看完了，有时我们也会忍不住想，所谓本性，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在漫长的历史进化中，

像地上的小草似的逐步长出来。为什么有的动物食肉，而有的动物却是被食肉。我们知道弱

肉强食，可是为什么会弱，为什么会强？ 

我想总不至于谁下了一道命令，硬性规定动物吃荤或者吃素。或者扔出去一个硬币，狼

和羊各猜一面，谁猜准了就有吃对方的资格。不同的动物显然通过公平竞争，才决定了各自

的命运，胜利者吃肉，失败者吃草。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一旦形成，就逐渐固定下来。动物

的本能，一代代发展演化，食肉动物变得越来越厉害，它充分发展了自己的狩猎本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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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吃到更多的肉，自己才能生存和发展，同样，被食肉动物为了活下去，也越来越机灵，

它充分发展了逃生的技能。我们于是明白食肉动物的牙齿为何如此有力，爪子为何这般锋利，

舌头像锉刀一样，一舔便能将毛褪去，以及被食肉动物为何奔走如飞，身上的羽毛和表皮为

了隐蔽，能像变色龙一样不停变化颜色。 

说完了动物，回过头来观察人类，得出一些简单的答案也就不困难。人之所以变成今天

这副模样，将来还可能又怎样，和先天有关，和后天分不开。比较土狼幼崽和人类婴儿之间

的差异，我们会明白人不应该像土狼那么厉害，那么贪婪。人类是有文化的动物，比其他生

灵更有意识，更知道应该如何把握自己将来的命运。人类的孩子在出生之际，既用不着无师

自通，像那些小鹿小羚羊一样，刚落地就会奔跑，也用不着像那些凶残的食肉动物，从一开

始就表现出嗜杀的掠夺本性。如今大多数的儿童，都像天使一般地来到人间，父母已经为他

们的到来，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随着人类社会的越来越文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将是美好的。今天的中国儿童差

不多都是温室的花朵，既不能伤害，也不会被伤害。专家不无忧虑地指出，过分溺爱对儿童，

不仅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有潜在的危机。有许多人对中外少年儿童现状进行比较，通过对照

得出结论，虽然中国的儿童被称之为小皇帝，但是这些小皇上，并没有外国的小平民百姓过

得幸福称心。今天正在苦读的中小学生，处在重点学校的竞争中，其激烈程度和土狼的幼崽

相比，逊色不到哪里去。 

我总是有一个很天真的念头，这就是狠狠心，真牺牲了一代儿童的幸福，结果会怎么样。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今天的这些孩子身上。激烈的竞争不一定全是坏事，中国这

么多人口，不竞争结局无疑更糟。在儿童时代过早地接受优胜劣汰，这很残酷，可是如果这

种残酷，若真能带来好的局面，那么这种牺牲就值得。为有牺牲多壮志，我们常说，资本的

原始积累有其血淋淋的一面，既然大家还处在初级阶段，就咬紧牙关硬挺一下。 

只是这种牺牲不应该仅仅只停留在儿童的身上，它应该成为我们生存本能的一部分。本

能是无意识的，土狼幼崽互相残杀，并不说明真明白所作所为，是为了未来的食物短缺。土

狼显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它们只是情不自禁。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前，教育制度也只

能是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中国儿童的竞争太简单，说白了，也就是为了将来能进入大学。

让孩子上大学，是许多父母心中解不开的死结，仿佛一上了大学，什么都到了尽头。于是，

竞争永远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是本能之外的附加题。于是，中国儿童不是我要读书，而是家

长和社会要我读书。“我要”和“要我”有着本质区别。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知道为什么我

们的儿童没有后劲。从表面看，从小就遭遇了优胜劣汰，然而从心理上来说，孩子始终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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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汰的境地，一开始，大多数的孩子被别人淘汰，因为总会有孩子成绩比他更好，到后来，

又被自己淘汰，因为就算是一路过关斩将，金榜题名，临了，也仍然摆脱不了心灰意懒。有

目的的竞争行为永远是一种短视。既然目的只为上大学，考上考不上，结果也就差不多，反

正都是放弃，而这样的放弃则意味着，儿童时代的幸福白白地牺牲了。 

 

 

好人和坏人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好人和坏人是比较出来的，有了好人，我们就说某人不

好。同样，有了坏人，我们又说某人好。好人的头衔是别人送给他们的，更多的时候是由坏

人来赠送。大家常常用好人不吃亏，来安慰那些明显是吃了亏的人。别人已经吃了亏，送一

句现成的好话给他，事情也就两清。有个小男孩问自己母亲，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母亲说，

没有长肚脐眼的，就是好人。从此，小男孩一直留心没有肚脐眼的人。母亲带他去女浴室洗

澡，他眼睛直直地盯着别人的肚子看，别人就说这孩子长大一定好色，弄不好还有窥阴癖。

长大以后，他在男浴室里洗澡，明知道母亲小时候是骗他的，可是忍不住还是要看别人有没

有肚脐眼。有一次，他看见一个人的肚子上，赫然竟有两个肚脐眼。他惊奇的目光让被盯着

的人感到很不高兴，那人就说，怎么啦，有什么好看的。他结结巴巴地说，人家说好人没有

肚脐眼，你怎么一个人就有了两个。那位仁兄是从劳改农场里放出来的，肚子上曾被人用三

角刮刀捅过一下，被他这么一问，气不打一处出，朝他面门湿乎乎带着肥皂水就是一拳，将

他打翻在地。 

好人不吃亏是一句没道理的话。首先好人并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吃亏，说好人不吃亏，通

常是那种占了便宜的人讲的漂亮话。好人按照自己的处事原则处事，他觉得自己谦让一些，

吃亏一些，这样对，这样自己觉得心安理得。不吃亏就是占便宜，然而好人并不想占便宜。

说好人不吃亏，其实就是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做小买卖的心情，谈论为人民服

务。其次，有人习惯于得了便宜卖乖，得了便宜，并不见好就收，还要说别人不吃亏，这样

的人就算不是坏人，也肯定不能算好人。自己已经占了便宜，占就占了，嘴还不肯老实，惠

而不费地替别人算账，这一算，结果仿佛是别人占了便宜。 

事实上，好人总是吃亏的。只能说好人不在乎吃亏，说好人天生气量大，说好人生来就

缺心眼，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好人不至于傻到连自己明显是吃了亏都不知道。好人在数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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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起码不会有什么问题。在火车上，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人或孕妇坐，好人未必就觉得站着

舒服，而且假定一口气真站上十个八个小时，反而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同样，看见有人丢了

钱包，好人用自己的钱替人买票，又明知道这种钱是不会还的，未必就觉得一点也不心疼，

更不会想我今天不吃亏，是大大赚了一大笔。好人首先是正常的人，他只是有自己的行为准

则，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千万别把好人想象得和呆子一个模样，说好人没

有肚脐眼，这句话的潜台词，也就是这意思。好人做好事，只是一种生活态度，有的人愿意

做，正如有的人不愿意做。好人好事不一定非要表扬，可是千万不要瞎夸奖。 

与好人总是吃亏相对，坏人总是占便宜。孔融让梨，不是他不知道哪个梨子好，也不是

说孔融让了梨，就能躲得了什么噩运和灾难。让不让梨，孔融先生最后一样被杀。不能说好

人吃亏是占便宜，也不能说坏人占便宜也是吃亏，不能运用阿Ｑ似的推理判断，话得说清楚，

一是一，二是二，吃亏就是吃亏，占便宜就是占便宜，混淆两者的界限是不对的。这时候讲

辩证法，是有意颠倒是非，仿佛为伪劣产品推销作媒子，是继续欺负好人，继续保护坏人。

就好像好人愿意吃些亏一样，坏人喜欢占便宜，也只能让他占。在好人和坏人面前，放两个

梨子，一大一小，坏人很自然会拣大的拿，拿到了大的，心安理得，他可以觉得这就是竞争，

是优胜劣汰。好人也会想到拿大的，也知道大的甜，可就是出手慢一些，而且真拿到了，会

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有违于好人的处事原则，得了便宜，他没办法心安理得。 

坏人不得好死，只是吓唬人的鬼话，在战场上，好人与坏人一起置身于枪林弹雨，先送

命的往往是好人。好人不好意思缩头缩脑，好人的反应常常要比坏人差。好人见义勇为，很

可能丢了自己的性命。在单位里，无论是分房子还是评职称，总是能打能闹的坏人占上风。

做领导的，常常让好人吃亏，让坏人占便宜，因为如果不这样，颠倒过来，单位里就不会太

平。我们总说一碗水要端平，不应该欺负老实的好人，其实之所以这么呼吁，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一碗水从来就没有端平过。人难免欺软怕硬，马善好骑，人善好欺，所谓软，也

就是好人，容易说话的老好人易于对付，所谓硬，当然是坏家伙，这种人，惹不起只好躲。 

我扯了半天，目的不是让大家不做好人，都去做坏人，也不是想证明好人如何做不得。

就像一开始就说的那样，好人坏人并不绝对，好人有时候也会有坏人的念头，坏人有时候也

会羡慕好人。好人与坏人可以转换，关键是看他们的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的意

思是，有些道理不妨先说说清楚。做好人做坏人，悉听尊便，古话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这

里借用一下，就是不以吃亏占便宜的结局，评论人的好坏。让人为了不吃亏去做好人，这从

情理上说不通，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人来到世界，并不是为了占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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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车的和坐车的 

门口的一条小巷，人多时常常堵车。有一次，一个年轻出租车司机，嫌一位骑车老人拦

了他的路，摇下车窗破口大骂。众目睽睽，老人被骂晕了，幸好人已经下车，要不然非摔一

个朝天跌不可，他怔了半天，忽然回过神来，对还在喋喋不休的司机嚷道：“神气什么，在

解放前，你不就是一个破拉车的！”司机没想到老人会冒出这么恶毒的一句话，光天化日之

下，不至于跳下车给老人两拳头，转怒为喜，一踩油门，走人。 

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一幕情景。有个读者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我，为出租车司机

打抱不平，写信人自己就开过出租车，认定我把这事写出来，就是歧视出租车司机。他觉得

把司机，说成是拉车的，是人格上的污辱。此外，他还花了很长的篇幅，替出租车司机申诉

委屈，谈到了税收问题，谈到了警察如何动不动就罚款。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人很没有素

质，行人和骑自行车的故意不让道，老百姓看到出租车司机赚了些钱，比教授副教授拿的钱

还多，心里就不平衡。 

我不是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人，难得捞到一次机会，总是乐意和司机聊会儿天。我知道

像南京这种中型城市，出租车太多，老百姓口袋里钱太少，靠出租车发财，远不像想象中那

么轻而易举。但是开出租，比工薪阶层强得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篇小文章中，我

既不想谈出租车司机的经济状况，能多赚钱当然是好事，靠劳动致富光荣，也不想谈他们的

委屈，谁还没有一肚子不痛快，警察罚款是狠了些，可谁让他们违反交通规则。开出租车起

早摸黑不容易，警察站在马路中间疏导交通，大口大口地吃污染难道就活该？我觉得老是诉

苦，很没意思。大家都去找心理医生，每人准能说上几小时的痛苦。学生抱怨家长和老师布

置的功课太多，家长和老师又抱怨教育制度，下岗工人抱怨企业不景气，家庭主妇抱怨菜太

贵了，小贩抱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就算那些大家看来混得好混得阔的人，也忍不住会牢骚

满腹，当官的嫌会议多，当大款的恨自己老婆不肯离婚。世上不称心事，向来十有八九，人

活着，首先得想开。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开出租的司机，算不算拉车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虽然有歧

视的嫌疑，但是我们总不能昧着良心，硬说不是。用锄头种地是农民，开着拖拉机耕地，就

不算是农民，这说不过去。不管怎么说，歧视拉车的是不对的，问题在于，是谁在歧视。歧

视是一种不平等，无论是谁，按理都不应该歧视别人。坐车的拉车的不平等，这不奇怪，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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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板和打工仔就不可能平等。在人格上，大家都平等，然而人家花了钱坐车，就是为了享

受一下平等之外的不平等。如果完全平等了，就应该坐车的和拉车的在中途各自交换角色，

你拉我一段，我便应该送你一程。拉车的因为收了坐车的钱，也就无所谓平等不平等。同样，

给领导开车，也是一种拉车，单位给了你开车的工资，你就不能和领导讲，我拉你是不平等。 

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老人，说出租车司机是“破拉车的”，无疑包含了歧视。然而

这种歧视，恐怕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出租车司机先骂了老人，骂人就不会有好话，不用解释，

肯定也是一种歧视。老人对出租车司机的歧视，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好像

人们对骂，都要提到对方的母亲一样。双方的歧视你来我往，其实是打了一个平手。开车的

嫌骑车人挡道，对中国人多的现状恨得咬牙切齿，可惜他忘记了自己也是人多中的一员。人

多不能光怨人家骑车的，怨人家走路的，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况且是在小巷里，不能因为

你开着车子，别人就非得给你让路。大家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想老人开口就骂人家是“破

拉车的”不对，而那位年轻的司机为这点小事，一笑了之，也还算有足够的肚量。 

我倒是觉得那位写信给我的前出租车司机，颇有些歧视拉车的。因为他眼里，开车的怎

么能和拉车的混为一谈，其实，就算是了，又怎么样。人是平等的，拉车的不低人一等，正

如开出租车的也不高人一等。接下来便是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这就是拉车的究竟算不算劳

动人民。这又是一个荒诞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人说不是。我今年已经四十一岁，很多和我

年龄相仿的人，都明白一个不太愿意说出口的道理，那就是劳动人民是大概念，把一个人淹

没在大概念中，一些很容易明白的事情，反而闹不明白，我们总不能说坐车的，就不是劳动

人民。 

我们不妨分析一些拉车的作为劳动人民成员中特殊的一面。先说他和服务对象的关系，

当然有阶级斗争的一面，但是我想说，拉车的拉着空车在街上溜达，他喜欢的恐怕不会是穷

人。尽管是为人民服务，拉车也是为有钱的人民服务。如果他半天碰不上一个客人，真有穷

人不知趣地挡道，肯定会火冒三丈。拉车的最恨人没钱坐车，这一点几乎不用怀疑，就好像

在今天，开出租车的司机，自然而然不把工薪阶层放在眼里。对那些只坐了一个起步价，一

定要开发票回去报销的乘客，出租车司机提到了就觉得丢人现眼。从赚钱的角度来说，出租

车司机第一恨人没钱，没钱就没生意，第二恨要发票报销的，因为这样没办法逃税。过去的

年代里，我们曾经强调过阶级斗争，注意的是拉车的和坐车的对立，而忽视的，却是他们和

那些既不拉车也不坐车的人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拉车的和坐车的，向来只是少数人。在今天，谁都是劳动人民，坐车和拉车，

也只是一种分工的不同，都有伟大和不伟大的人厕身其中。出租车司机中，有宰客的，捡人

14



皮包不还的，也有见义勇为学雷锋做好事的。坐车的也是这样，既有贪官和奸商，也有经济

条件确实很好，不在乎那点小钱的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大多数人，既

不属于拉车的阶层，也不属于坐车的阶层。偶尔伸手拦辆出租车的人，怕是还不能列入坐车

阶层。拉车和坐车这种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永远只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小部分。有人也许会抬

杠，举出火车和飞机的例子，因为同样是服务与被服务。我想这篇文章所说的拉车和坐车，

都带有一定的特指，是指一些特定的人，如果我们出门坐了火车和飞机，坐了长途大巴，就

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已经上升到了坐车阶层，那只能说明这篇文章没写好，表述上有漏洞，

要说明白的话没说明白，可是我仍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错了。 

 

 

贫穷的和富有的 

有的人永远贫穷。我认识一家人，买什么东西都不肯落后，就是这不肯落后，害得一直

闹经济危机。你可以永远听他抱怨钱不够用，因为缺钱，永远牢骚满腹。按说如今家庭中该

有的东西，冰箱彩电，电话摩托车，最新的 DVD机，应有尽有，可还是觉得自己穷，觉得穷，

便认定是这社会不好。嫌冰箱太小，彩电已经有了两台，嫌尺寸还没到位。咬咬牙把所有的

钱都拿出来，甚至还向别人借一些，刚花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又落伍，落伍了，就更仇恨。

我们谈到西方发达国家，常说那里的老百姓喜欢消费在前，凡事都预支，动不动就贷款，我

认识的这家人，新潮的消费观念，似乎也像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有理无理，也是先享受起来

再说，然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外国人的提前消费是有谱的，人家有能耐挣钱，人家把自己的

负债当做是一种奋斗的动力，不像我们，负了债就觉得老天不公平，觉得天下人都负了他。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的消费观念，恰恰相反。钱放在银行里，始终不肯拿出来用。银行

的钱不用，平时的收入，一定要省下一部分再存起来。人们常说有什么钱过什么日子，可我

认识的这个人，始终过一种低于自己实际生活水平的日子，有一百块钱，只舍得花八十块钱。

这种人永远吝啬，所有的精明和智慧，都体现在如何占别人的小便宜上。十几年前，他银行

中的存款比我的十倍还多，和我在一起，却总是我用钱。不在别人身上用钱，也就算了，关

键的问题，是还舍不得在自己身上用钱。二十年前，万元户是个不得了的事，那时候有一万

块钱，根据当时的生活水平，似乎一辈子的吃喝都不用发愁。一万块钱在今天能怎么样，这

账已经用不着我来算，于是我认识的这个人，当年有钱的时候很贫穷，现在一样贫穷，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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