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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上幼儿园时，幼儿园让我们
填一张《家庭状况调查表》。当时我在
单位开车，就在“家长职务”一栏里写
下了“司机”两个字。 于是，儿子的老

师经常找我用车。 我不敢慢待他们，每次都做到有
求必应。

儿 子 上
小学时 ，学校
又让填这类表。 当时我已被提拔为单位办公室主
任，就如实作了填写。学校有了这张表，儿子的老师
找我办事更多。 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们，又是有求必
应。

儿子上初中，学校还是要求我们填表。 这时我
已是副局长。妻子对我说：“你别在‘家长职务’栏如
实填写了。 你填的职务越好， 他们越是来找你办
事。”“那填什么职务呢？”妻子想了想说：“你就填个
保洁员吧，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找你了。 ”为了减少麻
烦，我就那样填了。 自那以后，学校果真没找过我。

这天，我正夸妻子出的这个点子好，我的手机
突然响了：“你是李焱的家长吗？ 我是他的老师，听
说你干保洁员工作，快过年了不好找人，你能来我
家擦擦窗户吗？ 绝对给钱的。 ”

（摘自《燕赵都市报》 李青春/文）

怨与爱
人很妙！ 我们后来怨的，常是最初爱的。 东西没变环境

变了；景色没变眼睛变了；别人没变自己变了。 只是当我们
怨的时候，如果能回头想想当初为什么选他、爱他、欣赏他，
他如果依然是当初的那个他，就让我们用年轻时的眼睛，试
着再看看吧！

长得像你就完了
逛街看到一个好可爱的小朋友。 我看看老公，叹了一

口气说：“以后要是生小孩，长得像你就完了！ ” 老公愣了一
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要是长得不像我，你就完了！ ”

概不退货
杂货店老板女儿出嫁。 司仪把老板拉到新郎面前说：

“您跟女婿说几句吧！ ”老板说：“我还是那句老话，‘货已出
门，概不退换’。 ”

想起上届欧洲杯的一件真事儿
一哥们儿，在夜总会工作，一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就开了个包房看

电视，正巧有个朋友来给他送东西，他非拖着朋友一起看球，还要求赌
球，赛毕，朋友赢钱走人。 小弟进来看大哥脸色不好又不敢笑，朋友骂：“没见过赌球输的
么？ ”小弟说：“见过，但没见过赌重播的。 ”

密 码
某市长被双规，家中保险柜打不开。 专家说：此乃声控锁，密码八个字。 办案人员轮流

猜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上天保佑，升官发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均不
灵! 无奈，市长至。 他清清嗓子，用浓重乡音正色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 ”门应声而开，
满柜珠宝惊呆众人。

人生幸福的事
1、不用拼爹竟然找到好工作。2、不用献身竟然遇到好导演。3、不用买

房竟然娶到好媳妇。4、不用送礼竟然遇到好大夫。5、不用鉴定竟然有了亲
儿子。 6、不用行贿竟然得到好生意。 7、不用装孙子竟然遇到好领导。

从前，一位大法官非常仰慕皇后的美
貌， 皇后那性感的嘴唇令他神魂颠倒，他
做梦都想亲一亲那嘴唇。 但他只是止于
妄想，因为他知道，如果胆敢冒犯皇后，必
定会被国王送上断头台。

这天，大法官忍不住把他的秘密告诉了御
医。 御医笑了笑，神秘地说道：“我可以帮你实
现这个愿望，如果你……”大法官马上答应，如
果他能得偿所愿，他会付给御医一万金币。

御医秘密配制了一种令人发痒的药水，并
买通了皇后的贴身侍女。 这天晚上，那名贴身
侍女趁皇后洗澡时把那种令人发痒的药水涂
在了皇后的口红上。 皇后准备去参加一个宴
会，她洗完澡后就开始化妆。 当她的嘴唇碰到
口红时，马上就感到奇痒无比。

国王急忙召来御医。御医装模作样给皇后
检查一番后，说：“陛下，皇后得了一种怪病，要
想治好这种病……”说到这里，御医假装面露
难色。

“快说。只要能免除皇后的痛苦，用什么方
法朕都答应。 ”国王催促道。

御医犹豫了一会儿，说道：“陛下，要想给
皇后止痒，只有让一个人来亲皇后的嘴唇。 也
就是说，这个人的唾液就是止痒的良药。 ”

国王听了御医的话，皱起了眉头。 但皇后痛苦的呻
吟声与哀求的眼神令他不能再犹豫了。 他叹了一口气，
说道：“说吧，这个人是谁？ ”

“大法官。 ”御医忍住笑答道。
大法官马上被召进皇宫。 事先，御医已经把解药给

了大法官。大法官把药水含在嘴里，遵照国王的旨意，开
始执行他那做梦都想的美差。 果然，大法官的嘴唇印在
皇后的嘴唇上后，皇后马上就感到不痒了。

次日，御医就来大法官家索要报酬。 “你开玩笑吧，
我怎么会答应你这种事？ ”大法官笑道。 他肯定御医不敢把他
们之间的秘密说出去，就耍赖了。 御医却没有生气。 他摇摇头
就离开了。

不久之后的某个晚上，国王洗完澡穿上内裤，他的屁股感
到奇痒难耐，仿佛有上万只蚂蚁在上面爬。 于是，大法官立即
被召进了皇宫……

（摘自《喜剧世界》第 7 期 庞启帆/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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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是英国著名传教
士，他 1870年来到中国。 他对中
国社会发表过很多看法，其中有
一条至今读来还感慨颇多。

在 1887 年， 李提摩太曾
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
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
上投入 100 万两白银 。 对于
李提摩太的这个建议， 李鸿
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
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
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
李提摩太回答 ：“需要二十年才

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
我之所以觉得这段对话极其重要， 因为雷同的场面在历

史上不断重演。
在 1898 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

多立学堂， 渐渐扩充， 风气一天一天改变， 才能实行一切新
政。 ”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

派的倡导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各不相同，
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份急切却是一样的。从好的方面
讲，这表现了几代政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期盼，可是他们
不愿意耐心经营，总想争取时间，反而浪费了机会。 中国人也
因此变得一波比一波焦躁，一茬比一茬激烈。中国社会一次又
一次地在时不我待的焦虑中迎来变革， 又一次又一次地在动
荡不安中接受心理煎熬并丧失机遇。

一百多年前，就有先贤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
到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备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小时候渴望长大， 一可以让爸妈过上好
日子，二可不受野孩子欺负，三是成人可以不
被人管教。 等到长大了，大到这把年纪，才知
道当年的我好傻好天真。庄子说得好“君臣大
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的“逍遥游”只是
梦境。

今天我们仍然被没有皇帝的“君臣大义”
笼罩着，我们的“公民”社会建设还是一个相
当遥远的目标。前些年，我们很多官员喜欢被
称为“父母官”。大约是自邓小平说他是“中国
人民的儿子”，官员们不好意思以“父母官”自
居了。但如今一些官员们最惬意的是，被人们
特别是部下奉承为“老板”：一来他是“拍板”
的，有一锤定音的权威感；二来你们都是给他
“打工”的，贫富贵贱取决于他的好恶。也有官
员，在一定的圈子里喜欢被人称为“老大”，自
称则是“大哥我”，将人当成《西游记》里妖怪
口中的“孩儿们”。 他们总把人民群众当“子
民”，当长不大的孩子管教，实际上是根本不
愿民众“长大”。

比如四川宜宾南溪县有个网民杨友军
（化名）在家下载了“色情”图片，一没以此谋
利，二没有传播，却遭网警进屋搜查，被罚款
3000 元 （月收入 3 倍 ）；据说 ，这还是进步了
的，6 年前当地有两个网民，因在家 “浏览黄
色网站”还被抓过。

长大成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了独立
人格，可以平等地行使公民权，有了对自己言
行负责的“行为能力”，除了法律的约束不用
谁来监护监管了。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
迷恋权势者巴不得他的子民永远长不大，这
样才永远离不开他的领导和管治。

可叹的是，专权思维至今阴魂不散，如厉
鬼纠缠着当下的许多官员。 莫说这样做是为
了群众好，祝英台她爸妈逼她嫁马太守家，倒
真是自认为代表了祝英台的根本利益和长远
利益呢。

季羡林、任继愈去世之后，伴随他们的名字
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师”二字多到令人厌烦，要
知道，季羡林曾公开表示，如果包括“国学大师”
在内的三顶帽子（另外两顶为“学界泰斗”和“国
宝”）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会是件“皆大欢喜”
的事情。

季、 任两位老人去世后， 有心急的媒体以
“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
查，饶宗颐名列第一。

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
戴到自己头上， 饶宗颐抛出了一句 “我不是大
师，我是大猪”，轻轻巧巧将“三座大山”化解于
无形之中。

饶宗颐的 “大猪说” 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
“大师热”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评。 有评论一针见
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

那么多人痛悼“大师”，那么多人操起键盘廉价地跟
帖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几个人读过“大师”
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 浮躁的“大师饥渴症”随着文化老
人的去世而变得更加焦虑，愿饶宗颐的一句话能喝醒那
些沉迷于虚幻的大师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让“大师”这
个词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吧。

《抹黄》对我来说，是一
部忏悔之作，反思之作。

2006 年夏天 ， 我编发
了一篇名为《傍上两个‘副省’，为何保不住她的亨通
仕途》的纪实文章，报道的是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
尚军与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和副省长王怀忠生
活糜烂的故事。

文章刊发后， 已在狱中的尚军以侵犯名誉权为
由把我所在的媒体告上法庭， 并最终打赢了这场官
司。 “抹黄”这个词也应运而生，与“抹黑”一起，成
为人们的口头禅。

作为当事人，我开始了对“抹黄”这一命题的研
究。 经调查发现，媒体只要报道贪官的私生活，就有
可能吃官司。 因为私生活是个可以伸手放火，缩手不
认的事情。 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要写一部厚重
的小说，反映媒体从业者的尴尬。

然而，当我以《抹黄》为书名义愤填膺地进行写

作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观念。 一
位老领导得知我因抹黄贪官而辞职后， 安慰我说：
“如今，抹黄无处不在，媒体抹黄的根源在于官场抹
黄，你们做编辑的也难辨真假啊！ ”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官员有性功能障碍，机关
里却风传他玩弄女性， 他拿出医生的诊断书贴在办
公楼里也平息不了风波。 原因有二：一是诊断书真假

难辨；二是性无能也
可以玩弄女性，古代
太监还可以妻妾成

群呢！ 他百口难辩，只得提前退居二线。
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社会心理机制

下，在“无官不贪，无官不色”的社会语境下，谁要想
证明清白，那可真是比登天还难啊！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缺乏权力保护观念， 一个人
若犯了错误或是成为阶下囚， 其他人就可以把他打
翻在地，至于他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就不重要
了。 一些媒体也不免受这种思想流弊的影响，报道贪
官生活糜烂的文章往往经不起生活的拷问， 甚至认
为与贪官祸害人民的事相比， 这点黑色幽默算得了
什么。 这种观念是很可怕的。

有了这个认识后，我决定改变原来的写作思路，
由替媒体说话，申斥贪官，转为辩证地看待贪官，看
待官场，给官场中人以言论支持。

2503 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 护士
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
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8 个月大的婴
儿放到了地板上。 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
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地板
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 200 次左右，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
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 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
了。

“限定”，大约是《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 美
好新世界里， 人类被分成了五级， 最高级被限定得聪明漂
亮，而最低级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虽然在那
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
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
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美好新世界的首长，问质疑
者“野人”John。

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人们不愁吃穿。 生物学家们早就把
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

这个世界里没有
艺术、诗歌、撕心裂肺
的爱情 、没有莎士比亚 ，但是 ，当你每
天都幸福得晕眩时， 为什么还会需要

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
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
社会的阑尾。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
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
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
美能力都毫无关系。 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藐视。 当统治者的恩
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

在幸福药丸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 野人 John 最
终选择了莎士比亚。 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
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
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
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
出来。 （摘自《第一财经周刊》 刘瑜/文）

在我国官员学习和学者介
绍的新加坡经验中，“高薪养廉”
制度被尤为推崇。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蔡定剑在赴新加坡考察后
发现，把新加坡的政府廉洁归结
于“高薪养廉”是十分片面的。

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真正开始
实行的。 在这以前，新加坡政府
早已解决了廉政问题。 实施高薪
政策 ，并不是用来 “养廉 ”的 ，而
是为了吸引人才。

新加坡推行的是精英政治。
政府希望吸纳各界精英，主要对
象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
且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 而让他们从政， 意味着他们
可能要放弃 200 万、300 万， 甚至 500 万的年薪。 这便是新加
坡实施政策的大背景和主要原因。

新加坡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和防止人才的流失，
而不是养廉。 学习新加坡的廉政经验，借鉴的是他们靠民主、
靠法纪来保证廉政的做法，而不是整天把“高薪养廉”挂在嘴
边。否则，说不定高薪养廉会演变成“高薪养贪”、“高薪养懒”。

一句话

喜剧

包袱

漫画

意图

阿强是大学生，暑假期间，
闲着没事，到某局找在那里当
办公室主任的表哥王希玩。 王
希给他倒上茶， 两人聊天。 这
时 ， 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起
来。 王希一看号码，拿起话筒，
恭敬地笑着说：“胡局长， 我是
小王。 ”

“小王啊，你给我查一份文
件， 是去年市里的 48 号文件，
你那里有没有？ ”

“是去年市里的 48 号文
件？ 好的胡局长，我马上查。 ”

切断电话， 王希把身子舒
服地往老板椅后背一靠，端起
茶啜了一口，又和阿强闲聊起
来。 阿强很不安，催他：“表哥，
您赶紧找文件吧， 不用陪我，
我是没事儿来找你闲玩儿，别

耽误你正常工作。 ”
王希微微一笑，慢悠悠地品着

茶，说：“你甭管了，没事儿。 ”
聊了十分钟左右，王希看看墙

上的石英钟，拿起电话拨过去：“胡
局长，我认真地找了一遍 ，把存档
的文件都找遍了，没有 48 号文件。
您看是不是在别的科室？ 也许在别
的领导那里？ 是不是需要我向市里

要一份？ 不用？ 啊，好吧，需要的话
您告诉我。 好的好的好的。 ”

放下电话，王希看着满眼惊叹
号、嘴巴张成了 O 形的表弟 ，说 ：
“你怎么啦？ ”

“表哥 ，你……到底有没有文
件？ ”

“没有。 ”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没有 ，

还要等一会儿再打回去？ ”
“其实我早知道我这里没那个

文件，但是，如果直接说没有，胡局
长也许会觉得我不认真，甚至认为
我应付他。 我过一会儿回电话说没
找到 ，就不一样啦 ，他会感觉我对
他的吩咐很认真， 干工作很扎实，
老实可靠……”
（摘自 《梅州日报》
姜仲华/文）

●如果别人朝
你扔石头，就不要扔回去
了，留着作你建高楼的基石。

●当看破一切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失去
比拥有更踏实。

●其实不必耿耿于怀， 就算感情是假的，毕
竟那些快乐是真实的。

●你可以像猪一样地生活，但你永远也不能
像猪那样快乐。

●人都是矛盾的，渴望被理解，又害怕被看穿。
●“不冷不热”在温度界是让人最舒服的

温度，在感情界是让人最想死的温度。
记忆是谗臣，朕总是太过听信他的

谗言。

段子

为拍照而旅游（[塞尔维亚]斯比诺/图）

1、好花插在牛粪上 ，谁说的 ？ 告诉
我，我派兄弟砍他，别怕，嫁给我后我会
罩着你的……哼，哪个小子不想混了，居
然敢说我老婆是牛粪。

2、我这个人啊，一向视金钱如粪土，
嫁给我后 ， 你生活上也不会有后顾之
忧———我承包了城里十三座公共厕所 ，
保证咱不愁吃不愁喝。

3、我是名校毕业生 ，动物解剖学专
业博士，结婚后咱俩自己创业，到菜市场
开个卖猪肉的摊档，我砍肉，你收钱。

4、俺家养了一头母猪和一群猪娃，你要肯来俺家
过日子，俺就把母猪卖了，一心一意跟你过。

5、别担心，跟着我你不会受穷，毕
竟我是从事信托投资业的，入行都六
年了 ，经验积累得足够丰富 ，只要你
嫁给我，我把你我的生日加上结婚纪
念日的数字买张彩票，保证能中特等
奖一千万元。

6、怎么？真的不愿意嫁给我？你想
好哦，我可是七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呢
……跟我还愁没好日子过？ 你真的要
走了？好，不送……对

了，借我一元钱坐公共汽车先，等我的
股票解套后加倍还你。

（摘自《广州日报》6.2） 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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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一得

（本版图文除注明出处者外，选自《讽刺
与幽默》、《杂文选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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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必须给我
做宣传，让人们都知道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