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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起行装，继续前行
——《思志：宁夏杂文20年作品摭拾》序

牛撇捺

一个国家每过几年就要举行一次阅兵仪式，三军仪仗队、大炮、坦

克、导弹等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并向全国人民及世人展示国家

的军力及军队的精神面貌。阅兵式的要义不在于听“同志们好”“同志

们辛苦了”，或“首长好”“为人民服务”，而在于振兴军威，巩固国防，凝

聚民心，促进发展。

仿照阅兵式，宁夏杂文学会检视自己近20 年的创作情况，编辑出

版《思志·宁夏杂文20 年作品摭拾》。这种检阅，与阅兵不同，不是“首

长”检阅士兵，而是我们自己回头检视自己：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作品。我们展示自己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博众人的喝彩，而是

为了总结经验、查找教训、鼓舞信心、规划未来，寻求突破。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杂文素材却又不好写、不便于写杂

文的时代。说充满了杂文素材，大家都明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过渡的过程中，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均存在

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矛盾很多，也很尖锐。即以腐败问题而论，就有

说不完的话题。远的不去说，只说十八大以来的事，短短两年多时间，

已挖出省部级以上贪官40余名，其中副国级的就有4名。军队中，已揪

出上将1名，中将4名，少将28名。有网友调侃，这比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中损失的将军都多。贪官贪腐的程度令人发指，贪贿几千万、几个亿

的，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处级干部贪赃过亿的也不鲜见。如此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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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问题需要人们去思考、去揭示？又有多少杂文的素材可以去

写？！但是，杂文却又相当难写了。最明显的例证，一是发行30年，个

人订户7万多的全国唯一的一张杂文小报《杂文报》不知何因停刊了，

还有就是备受杂文人关注与喜爱的《杂文选刊》，从半月刊变成了月

刊。真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社会的发展可能就

是这样螺旋式上升的吧。

面对纷繁复杂、瞬息多变的社会现实，杂文作者该持怎样的态度

呢？放眼望去，感觉大家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该干什么

干什么，该写什么写什么。解放60多年，文人学者们经历了多少风风

雨雨，杂文作者的神经是强健的。

回到被检阅的队列里去。《思志·宁夏杂文20年作品摭拾》一书，是

宁夏杂文学会同人20多年来的作品集结。看作者姓名，无比亲切。这

里面，有我们第一任会长、曾为宁夏的杂文事业做出了奠基工作的吴宣

文先生。吴宣文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杂文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杂文

家，更是一位在宁夏创造创作氛围、培养杂文作者、建立杂文队伍的开

拓者。这里有宁夏杂文学会创业初期的骨干力量，如暮远、马河、温尚

志、杜再良、刑魁学、季栋梁、马展、穆图、朱正安、朱世忠等等，这里还有

学会的青年才俊王涂鸦、闵生裕、岳昌鸿、保建国、马自军、闵良、张不

狂、徐向红、张贺等等。本书所收的杂文，是从20多年来会员的作品中

选出来的。一篇篇展示开来，便是宁夏杂文学会一串串或前行或徘徊

的足印。这些作品，有无思想性、文章写得是否精彩、对社会的发展有

无一定的警示与矫正作用，那已不是受阅者我们所要界定的，只能留给

读者、留给历史去评判。我们所要做的，是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天阴天

晴，背起行装，继续前行。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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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一座金山

□吴宣文

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写的一本名叫《大趋势》的畅销书告诉人们：

“全世界的科技信息每年增加13％，五年半增加一倍。”“美国在1950年

时约有17％的人从事信息工作，现在则有60％以上的人同信息打交

道。”书的结论是：虽然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事实上我

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这是一种“最

微妙”和“最具爆炸性”的转变。

的确，信息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宛如一座金山，蕴含着巨大的战略

资源。能否及时地开采它，并且高效地运用信息的能量，是衡量一个国

家水平高低和各企业活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和即将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历史性举措，使建立信息市场，发展信息

业，成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信息是人们在与物质相联系的运动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各种消息、

情报、指令、数据等可表征事物属性的信号，包括人类社会共同享有的

一切知识、学问，以及从客观事物中提炼出来的各种消息的总和。

信息的威力在于，它既具有无限性、共享性、可传输性，又有可浓缩

性、可替换性、可扩散性。一项重要信息，处置、运用和决策得当，往往

可以极大地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银川

制钠厂因引进了北京某科研机构的一条信息而成为“中国之最”；银川

变压器厂及时消化了德国的“波纹油箱”信息，得以迅速发展，走出了国

门；“宁春四号”良种信息的传播，使数省春麦区的农民获得了5亿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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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效益。信息真是一座灿烂无比的金山。英国学者雅伦说得好：“对

中国来讲，掌握信息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可以快十年。”

但是，金山也会混有比黄金多得多的无用的杂石。信息具有极强

的时效性和条件性，时间的延误和条件的变化会使信息的价值衰减或

消失。因此，我们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不但应大量地掌握信

息，更应敏捷地鉴别出有效信息，摒弃失效和无效信息，才能使信息转

化为生产力。独具慧眼的宁夏广通信息产业公司正是急工商客户之所

急，以每天精心筛选的70万汉字、30万英文单词的国内外24小时之内

的最新信息，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它是有远见的企业家开掘信息

这座金山的得力助手，这样的信息公司必定会在首府的经济振兴大业

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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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生命的选择

□暮远

几个学生参加研究生的面试，试题是《谈谈你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

的评价》。其他的人均按照书本上已有的常识倒背如流地述说着莎翁

作品的伟大以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只有一位考生犹豫了片刻后说，

他不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自圆其说的解释着不喜欢的原因。可能

被录取的是谁呢？这根本上取决于考官的主观意志。一般来说，更有

可能被录取的是前者。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难道还可怀疑吗？但如果

考官是一位主张个性解放不与流俗为伍的人，那么，被录取者就一定是

后者。因为后者的思想表现了他个性的张扬，他更具备着认识生命、把

握生命、实现自我的能力。这位考生很幸运，他得了高分。因为他遇到

了一位具有个性的考官，一个清醒地面对命运而不盲目为从众心态所

迷惑裹挟的教师。这个教师就是余秋雨，一个凭借渊博的知识、丰富的

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内涵的著名学者。这件

关于面试研究生的事情见于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散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的一句古话。

所以从我们自小受到的教育中，就有“不得显示自己，凡事要随众人”这

样的内容。如果什么时候言行偏离了这个轨道，就会有人从旁严厉地

指出：你臭显什么？就你能？读到的书中，也常常遇到因排斥从众心

态，力主个性解放而身陷囹圄的人，便也常常把屈原的投江、陶潜的归

隐、李白的漂泊看作是不愿从众流俗偏要守定自我的自食其果。我们

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准则是“鸭子过去鹅过去，孙子过去爷过去”。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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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人在一起，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心理上的平衡和情绪上的稳

定，即使天塌下来，想想我们大家都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心

理上的恐惧感也就因此而消解大半。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无情地让我们看到了盲目从众极其可怕的一

面。无数的“革命群众”在从众心态的驱使下，稀里糊涂地随了别人一

道投入“运动”，又有多少明智清醒的人畏于世俗和时事，把自我个性完

全交付，传统心理顷刻之间变异于暴力和鲜血。“文革”的群众运动，既

是一次典型的从众心态的集中反映，又是个性泯灭、盲目从众导致的直

接恶果。噩梦醒来，人们这才发现上当了，上了盲目从众的当。然而善

良的中国人却并没有真的汲取经验教训。政治的狂热刚刚消退，经济

的狂热又接踵而至，“十亿人民九亿商”。个性的解放依然在从众心态

的顽石下艰难地发着芽。生活中，一个能够深刻认识自我、藐视世事的

喧哗与骚动，保持特立独行操守的人，依然被视为大众的异己，是一个

古怪僻陋的人。

当社会上依然充斥着媚俗和流俗，当从众还是人们的生活原则，个

性的解放和张扬就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们很难要求人们都摒弃

从众心态转而高举张扬个性的旗帜，但面对现实，我们至少必须对从众

心态保持一份清醒的警惕。不为别人，只为避免自己被无情的命运所

玩弄。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要珍惜她，利用她，我们就不能让

自己的命运由别人拨弄。张扬个性，守住自我，才是善待生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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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种的“享受在后”

□牛撇捺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口号和行动准则。一提

到此，共产党人就应有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

代的变迁，这句话的内涵在逐渐地、无声地发生着变化。“享受在后”的

“后”，初时指时间顺序，而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已成为时间和位置

的混同概念，并偏向后者。

困难时期社员吃食堂，饿肚子，某些生产队长、炊事人员只留待社

员们在辘辘饥肠中昏昏睡去后，便弄些面条油饼乃至肉块之类的东西

美餐一顿。这种享受，时空上都在百姓之后，何其美哉。少数当官的不

但在众人饥饿中保持了一个温饱油润的肠胃，还以食品为诱饵，拐骗霸

占百姓妻女。这种“享受在后”，为人们所深恶痛绝。

目前一些人的“享受在后”，比起“三年困难时期”更上了几个等级，

提高了几个层次。同是开会，一般代表“享受”在“前”，在大厅里吃“四

菜一汤”，某些领导人“近水楼台”者却躲在雅座等旮旮旯旯里享受在

“后”，品尝着山珍海味、美酒佳酿。百姓们在市场上购买三四元一斤的

鱼，个别人待在家里就有人送上七八角钱一斤甚至一文不要的活鱼。

至于宴会酒会招待会品尝会发布会鉴定会等等名义下的吃喝拿要，那

是不能上镜头上版面曝光亮相的，其享受也只能在众人的目光之

“后”。因为这种享受毕竟不正当不光彩、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为党

纪国法所不容，既要无视这一切强行享受，就只好屈驾躲在阳光照不到

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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