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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官

孟轲老先生两千多年前说过一句话：“既陷

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批评当时

的社会只重刑罚，不重视道德教化与事前惩戒现

象的。意思是，放任百姓随心所欲，不惧刑罚。

一旦百姓犯了法犯了罪，又进行刑事打击，这是

一种拿网子网老百姓，诱使百姓犯罪的行为。

中国有史以来的社会，不论皇权社会还是非

皇权社会，虽然没有如《巴比伦法典》般经典的法

典，没有如《罗马法》般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法律

总还是有的。不论严格意义上的，还是非严格意

义上的；不论完备的，还是不很完备的；不论科

学的，还是不很科学的；不论与社会相适应的，

还是不太适应的，总之是有的。即便“朕即是

法”，那也是皇权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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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网民”“网”了几千年。改革开放之后，“网

民”之事似在减少。尤其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

中国人的人身权利得到了更大的保障。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如

意，进步总是巨大的。

与“网民”相对应，应该还有一个“网官”的概念。

皇权社会条件下存在“网官”的问题，即疏于教化，疏于管

理，疏于警示，待官员犯下严重罪行了，再行贬官、流放、罢官、

治罪、砍头以至灭族。现代社会条件下，与“网民”的式微比，

“网官”似有日趋严重之势。

举几个我所居住的小城的例子。有一王姓官员，20 年前是某
县的县委书记。记得我们一个写作组在一个宾馆起草文件，在那里

3个月，经常有人找上门来递告状信。据知情人士说，告此公的信
可以装几麻袋。可此公不久就被提拔到某市当了副市长，而且分管

政法、城建。据我一个曾在该市当副秘书长的校友讲，堂堂副市

长，某天的中午，被一个送了钱求办事而王某又未帮其办的农民提

着脖领顶在墙上，僵持了半天。就在告状与撕扯中，此公当上了土

地局长，旋而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残联主席（正厅级）。此公在残联

位置上大兴土木，大肆敛财，终于东窗事发，被从藏匿于北京的豪

宅中逮回，判了个无期徒刑。

还有一个王姓官员，农民起家，一路乡、区闯了上来。在当正

处级干部时曾给一个记者朋友（？）说，他竞选市上的副厅级官员时未

竞争过对手，因为对方花了 47万，他只花了 36万。此后此公在山
区某县当了县委书记。他果真比世世代代待在山沟里的土著干部有

眼界，有胸怀，有魄力，他将县委、县政府大院、招待所、乡镇卫

生院都卖给了商人，直折腾得山里人心惊胆战，谈王色变。此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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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状信，说用麻袋装也不嫌夸张。可此公很快成了省质量技术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继而招标局局长、林业局局长。仅在林业局局长的

位置上，此公就贪到了七百多万，造成的损失有几个亿。此公虽被

抓了起来，也听说已开庭审判，但尚未听到结果。

有一方姓官员，此公从市直部门的官员成为县官。据说在当县

长、县委书记时均因告状者太多而不顺利，两次采取了迂回战术才

得以遂愿。此公卖官鬻爵，把持工程，出卖土地，赚得盆满钵满。

被双规后，据说给落实了 5800 万，还有 40多部高级相机，30多
块名表，六七百万元的购物卡，以及其他的宝物。此公的结果如

何，大概非死缓难以了结。

以上的三位官员，三位重量级的“公仆”，都是带病带重病被

一级级提拔上来、得到重用的。如果上级部门、上级领导能好好看

看告状信，能信一信群众的举报，能了解这些干部的素质，能预测

一下他们的前景，进行必要的惩戒，不要一味地提拔，一味地重

用，直到把他们送上不归路，那么这些官员虽然官不一定当多大，

但却基本上是安全的，不会成为阶下囚，不会被处以重刑。如此看

来，那些包庇、纵容、提拔、重用，实际上就是在撒网，在网这些

官员。放纵，就是戕害。不知道身在牢笼的那三位前官员是否同

意？我想大多数的老百姓不会反对。

（2014年 1月 15日） 003



再说网官

前几天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网官》，把孟

轲老夫子“既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

也”的意思发挥了一下，以为如果疏于教化，放

松以及放弃管理官员，单单等着纸包不住火时再

予治罪，就是一种“网官”行为。稿子写完后，

感觉意犹未尽，还有些话要说。

记得十多年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因贪腐

被查处。因受贿数额巨大，被处以极刑。王副省

长一路走来并不容易，靠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努

力，自己的拼搏，也靠用贪贿来的钱物行贿进

贡，往上攀爬。此人虽被无数次举报，中纪委就

查过三次。可每查一次，他便官升一级。可以想

见，他有大树有树林庇荫，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遇难呈祥，保他无事。现实是残酷的，多行不义

必自毙。事情发展到某种程度，便不以王怀忠们

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王怀忠靠山们的意志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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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了。不是收受过王怀忠好处的领导们不保他，而是再要保，领导

们也要翻船。此时的上策，便是“丢卒保车”。王怀忠在老百姓面

前是巨人是大象，但在高官面前，只是侏儒是蚂蚁。

王怀忠的成长史发迹史宦达史，是“组织”与他的恩公们的宠

爱史提携史信任史重用史，同时也是被一步步引进“网”里，最后

抛掷于河滩晒死的历史。

十八大之后抓捕的副部以上官员已近 20名。其中有一位四川
的副省级官员落马后表示，对他的查处来得太迟，早一些就好了。

人们可以把此话当便宜话，当贪官落马后百态千态中的一态去看去

讪笑。但窃以为，其中多少有些真诚的意味。试想一下，如果这位

官员在科级处级的岗位被举报时，他的靠山们不要打招呼不要阻止

调查，有关部门能认真查一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甚或处理，他的

仕途可能受一定影响，但他不可能成为囚犯。如果这位官员爬上高

位后告状信成为雪片，有关部门早查一下，也许他会丢官落马，甚

或身陷囹圄，但罪相对要轻，不会剑指脑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

位高官也是被体制、被“靠山”们用网网住的。在他翻白眼等罚等

死之际，那一条条的网，又开始网别的小吏甚或大官大吏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告状大多不是空穴来风。那

些长期被检举被揭发被诟病的官员，很多人从小官混成大官，很多

人过着奢华辉煌自在的生活，但有一部分就没那么幸运，在过五关

斩六将之后，在逃过一次次劫数之后，终于不能漏网，被抓了出

来。这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如此看来，如果爱护官员，就要教育和管束官员，如果想让官

员先是发狂而后入狱、赴死，就张开“爱护”“信任”与放纵的

网，一任他们去折腾。

（2014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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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垮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上世纪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在

帮苏共总结经验教训。分析苏共垮台原因的，有

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普通民众；有本国人、

也有外国人；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人，也有阵

营外的人，甚至敌对阵营的人。他们分析的原

因，有历史的，现实的；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

的；有意识形态之内的，也有意识形态之外的；

有帮忙的，也有帮闲的；有科学的，也有牵强的

自说自话的。面对失败了的党和国家，评头论

足，戏说嬉说，随意臧否，人人都是内行，人人

都是专家，人人都是权威。

最近看到一份材料，是某省的党史部门攒起

来的，当然没什么新鲜内容，是人们炒了二十多

年的老饭剩饭馊饭。

该文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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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任意否定和抹黑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败坏了

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背叛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放弃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使党丧失了凝聚人民的思

想武器；长期奉行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大批投机分子、野心家、

阴谋家混入党内并窃取领导权，从内部瓦解了苏共；严重违背乃至

放弃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民主缺失、集中不力，涣散和瓦解

了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改革走上了邪路，违背和损害了绝大多数

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党的作风逐渐败坏，党严重脱离了人民群

众；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恶性发展，党逐渐失去了先进性、纯洁性

和代表性；违背人民意愿和利益，屈从和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和

平演变”战略。

攒文找了八个方面的原因，让人看得非常明白，又十分糊

涂；让人如醍醐灌顶，又如糨糊蒙心。看完后仍然不明就里，不

得要领。

当下流行一种史学理论，谓写某些领袖人物的过失和错误是

“历史虚无主义”。诚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骂斯大林是

“凶手”“强盗”“赌棍”“俄国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

等有欠考虑，甚至十分错误，但斯大林所搞的诸如“肃反扩大化”，

坑杀波兰几千名已投降的军官，独裁统治、恐怖政治等等的事情，

难道是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应有的思想和行为吗？他所搞的那一套，

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吗？符合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期望

和要求吗？

苏联早期的两位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上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都有着某些致命的缺点和不可饶恕的错

误。那么，苏联之所以解体，与他们的接班人否定他们有关，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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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身，与他们所打下的基础是否更有关系呢？

如果列宁斯大林是没有肚脐眼的，无懈可击的，或者是七分成

绩，三分缺点的，那么，赫鲁晓夫否定他们不对，但事隔二三十年

之后，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再一次否定列宁斯大林呢？

从攒文看，苏共的百年历史，只有列宁斯大林是伟大光荣正确

的，而其继任者们统统是野心家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赫鲁晓夫

带有很大的投机性，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高，是靠吹捧斯大

林，获得斯大林的信任而走上最高地位的。”“勃列日涅夫理想信

念淡薄，他是靠吹捧赫鲁晓夫上台的。”“戈尔巴乔夫能够成为苏

共领导人，同样与他获得安德罗波夫的赏识有关。”如此说来，作

为真正意义上的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死后就已变种，就已垮台。

其后的半个多世纪，苏共已不是列宁斯大林意义上的苏共。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让人疑惑。列宁斯大林那么英明伟大，他们

所创立的党所建立的社会主义那么正确那么容不得“虚无”，但为

什么仅仅在严格意义上只存在那么短的时间呢？他们培养选拔的接

班人，为什么会一个个成为党与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呢？这个问题我

想疼了愚钝的脑袋，仍然没有答案。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高放的

文章，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因为苏共搞的是党主立宪

制，社会民主不充分，党内似也没有多少民主。“党主立宪”，可

能是从“君主立宪”推演过来的。听起来比较刺耳，也不符合经典

思想与主流舆论，但它有没有些许的道理呢？

攒文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在苏共党内，在于

党的领袖叛了党。”文中所说的领袖，除了列宁斯大林，统统在此

列。那么请问，这些领袖又是如何成为领袖的呢？选举只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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