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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公认对日本国
民性研究成就最大的， 莫过
于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
迪克特所著的 《菊与刀》，而
自《日本边境论 》出版以来，
便有人称 “从此以后我们探
讨日本的国民性，《日本边境
论》是绕不开的著作”。

现年 62 岁的内田树抛
开常见的 “要么鼓吹日本可
以说不，要么自贬岛国根性”
两个极端解读日本的角度 ，
独辟一条擦边路线， 声称日
本地处 “边境 ”，其国民因此
具有一种“边境性格”。

对于日本 “边境人”，内
田树感觉，“就像一个浪人流浪在大海上，具有类似于
弃儿的心态。 因此天生就有危机感，不由自主地想与
大陆靠近。 先是中国，后是欧洲，这是日本先后靠近的
两个文化中心。 ”

内田树指出，“边民性格” 已经深刻地写入了日本民
族同一性中。 这种民族同一性的特征就是对 “从起源处就落后于
人”、“自己不具有从零开始创造制度的能力”这种无能的自觉。

细究来说，比如日本人有民族自尊心，却又常常被文化上
的劣等感所纠缠；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便会展示出毫无
顾虑的亲密或者说毫无防备的心；“当面服从，背后不服”是日
本人擅长的本领之一， 也是独一无二的生存战略； 时至今日，
“假装不了解对方所采取的规则，只要有实惠可捞”依然是日本
人不断使用的传统外交战略……

这种“边民性格”为日本带来了什么？ 在内田树看来，边境人
的极限就是“可以遵照世界标准说话做事，但却不会为世界标准
进行新的设定”。 现实中日本人也一直在追赶世界标准，芬兰的教
育制度优秀就学习芬兰，法国的少子化成功就跟着实施……日本
人就这样总是习惯从外部寻找“保证人”来为自己的“正确性”提供
“保证”。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6.28�陈娟 /文）

我们的“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已
经僵化为教条主义。

我们爱说“宏观调控”，结果是很
多人就把调控简单地理解为只有宏
观就够了，“宏观调控”好像就是拨点
预算、搞搞投资、加息减息、调调准备
金、正回购逆回购这么简单。 “微观搞
活” 就变成了微观层面什么都可以
搞，于是，各地产业园遍地开花，食品
安全屡出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却觉得
这些只是微观问题 ， 产业还是要扶
持。 “绿大地”从筹备上市到上市之后
的财报一直蓄意造假，恶意圈钱 3 亿
多元，被披露之后，不断有人找理由
说它是地方龙头企业，这么做也是为
了搞活经济。 结果是，地方法院不对
大股东本人罚款也就罢了，竟然只判
了三年，而且还缓刑了四年！ 处罚之
轻，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根本是不可能
发生的。

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政府最应
该做的， 是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
境，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留给民营的
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辛苦
行业。民营和个体企业现在都集中在
四大产业：一是房地产及中介 ；二是
批发零售和商贸物流；三是制造业及
进出口； 四是餐饮服务及农副产品。
这些行业都是利润最薄 、 税负最重
的。 但是，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却
创造了 85%以上的就业，吸纳了 85%
以上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上缴
了 83.5%的税金。 而从事这些行业的
人这么辛苦地工作，却只存钱不敢花
钱。我们应该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公
平的环境，让他们敢花钱敢投资。

用“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种思
维管理经济， 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随
意，没有科学性。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
后怕。 因为过去我们把很多该“搞活”
的都给“宏观”起来了；把该“调控”的
都给“微观”起来了。 在发达国家尤其

是欧洲国家， 地价和地产方面都是国家调控的重
要领域。 而我们呢，地方政府、国有房企和私营房
企，都在积极地“搞活”，其中地方政府“搞活”的力
度最大。 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就是地价和地
产“搞活”造成的，包括制造业萎缩、服务业不振、高
利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等。

某日，与友人提及自己喜欢的几位知
名作者，友人谓：彼等提笔便是政经文史
哲，过于关心政治，这样不好。 听罢，一愣
之余，蓦地想起老舍《茶馆》里高悬的那四
个大字：“莫谈国事”。

我们真的都高洁出尘、“不关心政治”
吗？ 倘若果真不关心，官场小说何以持续热
销，宫闱秘闻何以从古到今、从闾巷到衙门
广受欢迎？可见“不关心政治”并非全貌，“不
关心政治、只关心官场”才是真正的“国情”。

“关心政治”和“关心官场 ”是有本质
区别的：前者属于理想主义情怀，后者出于现实主
义需要，而“现实”总是比“理想”更具繁衍能力的。
“关心官场” 者多半成为官场后备军或权力指挥棒
下临渊羡鱼的“臣民”，“关心政治”者则往往作为早
产的“公民”而进了思想犯的“监狱”。二者判若云泥
的际遇，又令更多的聪明人有了取舍的理由。

“政治”与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娱息息相
关。譬如，我的房子，谁才有权决定拆或不拆？我买不
起轿车、只能以电动车代步，“楼道清洁工”们是否有
权以“电动车占了楼道空间”为由禁止我买电动车，
甚至扬言要将它收缴销毁？

“不关心政治”折射的是“不愿负主人之责”；“只关
注官场”折射的则是“只愿享主人之利”。 二者连起来，
反映的就是“我不想当什么劳心费力的主人，但我想弄
明白怎样才能当老爷以分一杯羹”。 泱泱大国，亿兆人
奉此为立身处世的圣经，不以为哀、反以为荣，谁不如
此，辄疑之、讽之———这与公民社会的要求相去何止
十万八千里！

同样是才貌
双全的奇女子，为
何宝钗却比黛玉大
得人心， 以至于上
上下下有口皆碑

呢？ 因为，她比黛玉多了一项
很重要的优点———会做人。

金钏跳井死了， 王夫人
想找几件新衣裳为她装裹 ，

偏巧只有林黛玉做生日的两套。 王夫人遂说：“我想
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 况且她也三灾
八难的，既说了给她过生日，这会子又给人装裹去，
岂不忌讳。 ”宝钗听见了，忙说：“我前儿倒做了两套，
拿来给她岂不省事。 况且她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
旧衣服，身量又相对。 ”王夫人道：“虽然这样，难道你
不忌讳？”宝钗笑道：“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
一面说，一面起身回去，立时便拿了两套衣裳来。

这 般 坐 言 起
行， 王夫人岂有不
感念， 觉得这孩子

贴心懂事的？ 相比之下，未免愈觉得黛玉小气。 然而
事实上，黛玉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稀里
糊涂便被人比了下去。

宝钗最终目的是要做宝二奶奶。 而宝玉身边，早
已有了袭人这个爱妾，于是宝钗一直刻意拉拢，因听
说袭人手上活计多做不来， 便主动说：“我替你做些
如何？ ”喜得袭人笑道：“当真这样，就是我的福了。 ”

那么林黛玉有没有帮袭人做过什么呢？ 细看原
著，会发现宝玉穿玉的穗子，随身的荷包、香囊，都是
黛玉的手工。 而这些活计倘若黛玉不做，就该是袭人
分内之事，然而袭人全不感恩，反而私下里向湘云抱
怨黛玉懒。

同样是替宝玉做手工，为何差别这么大？ 原因很
简单，同样是做手工，但在袭人眼中，黛玉是与自己
夺爱，宝钗却是在给自己帮忙。 黛玉是不知不觉地
给自己树了敌人，而宝钗却是轻而易举地帮自己找
了个线人。

近来 ，美国 《纽约
时报》刊登了一篇埃里
克·亚 伯 拉 罕 森 的 文
章，认为如果只用一个
字界定中国社会，非“管”字莫属。 哪里需要行使权威，“管”
字就在哪里出现。 除基本意思“负责”，“管”字也出现在“管
理”、“管辖”、“管制”和“管家”这些词中。 如果要解决问题，
第一句问的话便是“这归谁管？ ”作者分析认为，在“管”及
其组成的词句中彰显着对无序社会一种淡淡的焦虑。 “没
有人管”这句话暗含着不赞成甚至恐惧的意味。

这个观察应和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一管之见，真可谓
一“管”窥中国之万千气象！ 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也有三十
多年历史，整整一代人过去，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从单位
人变成了社会人，却也还没有彻底完成从依附到独立的转
变，没有“单位”，不少人会有失魂落魄无所归依的恐惧感。
一遇问题，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加强监管”是许多人
条件反射似的第一反应。 可惜，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没

有全知全能无私无畏的神
仙管理。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先生表示，各级政府日益强

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
的制度基础， 使腐败迅
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
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
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政府退一步， 市场
和公民进一步， 少管一
点，我们挣脱的是锁链，
获得的是自由； 挣脱的
是僵化与萧条， 获得的
是灵动与繁荣； 挣脱的
是腐败与黑暗， 获得的
是廉洁与透明。

在网络世界里，人们可以轻松地退出一个群体，但要退出
一个族群、一个地域或一个国家却不大容易。 于是在面对某些
重大问题时，不少人在胁迫、利诱和蒙骗等压力下隐藏自己的
真实想法，去顺从或迎合极端主义的“共识”。这种情形在人类历史
中比比皆是。

1492 年，西班牙国王下令驱逐境内所有犹太人，其中约 10 万
人逃到邻国葡萄牙。 他们在缴纳了十分可观的保护费后仍然无法
取得居留权，除非接受葡萄牙国王开出的条件：改信基督教。

很多犹太人只好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一部分留下来的人遵
从了国王的命令，成为了基督徒。 还有一部分人决定佯装信奉
基督教，却一直秘密地按照犹太教的习俗生活。

经济学家第默尔·库兰把扭曲个人意愿以迎合群体 “共识”的
虚伪生活叫做“偏好伪装”。 他认为，偏好伪装严重危害社会，因为
它本质上是对真理的歪曲，对邪恶的保护。 它不仅会助长愚昧，孳
生混乱，还会维护不公的社会制度，产生不道德和低效率的社会行
为。 更严重的是，偏好伪装还会遮蔽真实的公共观点和社会意见，
使社会发展的趋势难以预知。（《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

当伪装的偏好上升为真诚的价值， 代价之高昂是不言而喻
的。 当年墨索里尼把意大利军队的编制由三个团组成一个师改
成一个师两个团，使自己的兵力“猛增”近一倍。 几年后二战爆
发，他相信自己编造的谎言，当然损失惨重。 然而更糟糕的是，所
有见证这一谎言的意大利军人和民众也都当了真。 心理学家保
罗·艾克曼说，诚实之所以是普世价值，在于谎言乃是普世现象。

（摘自《长江日报》8.21�西闪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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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钗是怎样上位的 胸脯和白肉
1932 年 12 月，时任英国国会议员的丘吉尔前往美国访

问，却碰上一起车祸，经过两周治疗后，医生允许丘吉尔出
院休养。为了给丘吉尔压惊，美国国会议员在自己家为丘吉
尔举行冷餐会。

很显然对主人准备的烤鸡很感兴趣， 丘吉尔吃完第一
份后又前往添加第二份。女主人见状赶紧帮忙，丘吉尔微笑
着对女主人表示感谢， 并礼貌地说：“我希望再来点鸡胸脯
的肉。 ”

女主人说：“丘吉尔先生，在美国，我们不说‘胸脯’，而
是习惯称它为‘白肉’，把烧不白的鸡腿肉称为‘黑肉’。 ”丘
吉尔尴尬地笑笑，并为言辞不当表示歉意。

丘吉尔是一位语言大师， 据说他掌握的英语单词高达
12 万个， 是历史上掌握英文单词最多的人， 但他却在冷餐
会上遭女主人调侃，心里难免窝火。

第二天，议员夫人收到了一朵漂亮的兰花，随兰花送来
的附言上写着：“如果你愿把它别在你的‘白肉’上，我将感
到莫大的荣耀———温斯顿·丘吉尔。 ”

（摘自《政治其实很好玩》 浪淘沙/文）

胸脯和白肉

第一个忏悔的人
一位神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纪念晚会， 纪念他

到这个教区服务 25周年。 晚会上嘉宾如云，人们都
非常尊敬他。 而更让神父高兴的是当地一位重要的
行政官员要来，并且将在就餐前发表演讲。 不过由
于路上堵车，那位官员一时还无法到达。

面对参加晚会的众人，神父决定先讲点什么，
免得人们久等。

“大家都知道，”他说，“每个人的忏悔都必须
被严格保密， 任何人无论向我忏悔过什么我都绝
不可外传。 不过，25 年前，当我刚刚到达这个教区

的时候， 第一
个向我忏悔的
人给了我极大
的震撼———虽
然现在连我自

己也记不得他是谁了。 我的第一个忏悔者向我诉
说，他曾经偷过一台电视机，当警察抓捕他时他差
一点伤了警察。更早的时候，他曾盗用过公司里的
钱，甚至还与老板的太太有不正常关系。当时我吓
坏了，我以为这里是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可是这么
多年过去了， 我发现这里的大多数人还是非常高
尚的。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也爱上了这里
的人们。 ”

神父刚刚讲完，那位官员就风尘仆仆地到了。
他向神父和各位嘉宾道歉，然后开始自己的演讲：
“在这样的夜晚， 在令人尊敬的神父的晚会上，大
家愿意倾听我的发言，我很高兴。事实上我与神父
有着不解之缘：25 年前， 当他刚刚到达这个教区
的时候，很荣幸，我是第一个向他忏悔的人。 ”

（摘自《故事家》第 6 期 云弓/文）

喜剧

导向

“特困”生
———有感于中国青少年学生百分之九十睡眠不足。

田桂凤早年经常与伶界大王谭鑫培合作 。 有一
次 ，二人合演 《坐楼杀惜 》 ，谭扮宋江 ，田扮阎惜姣 。 演
出开始后 ，两个人在台上各不相让 。 演到 “坐楼 ”时 ，
阎惜姣竟耍笑起宋公明来 。 宋江临时加台词说 ： “我
们两人有二十年的交情 ，需要为我留点面子 。 ”这已
是向田桂凤告饶了 。 阎惜姣却说 ： “谁不知道我们俩
的交情 ，还留什么面子 ？ ”演到 “杀惜 ”时 ，老谭闷在肚
子里的气已经足了 ，这下子可有了出气的机会 。 只见
他在台上抖擞精神 ，做各种各样的身段 ，就是迟迟不
把阎惜姣杀死 。 阎惜姣在那里等着死 ， 可就是死不
了 ，实在难受 。 时间一长 ，只好加上了求饶的台词 “你
早点儿把我杀了吧 。 ”观众闻此 ，哄堂大笑 。

有一次 ， 名伶麻穆子与谭鑫培同台演出 《斩马
谡 》 。 谭鑫培饰诸葛亮 ，麻穆子饰马谡 。 当诸葛亮念到
最后一个 “斩 ”字时 ，麻穆子本该下场了 。 可是不知为
什么 ，他在下台时又转过头来向前台来了个三笑 ，三
笑后又来了一个跺脚 ，然后说声 “走 ”才下场 。 谭鑫培
觉得这是麻穆子成心捣乱 ， 立即产生了教训他一下
的念头 。他用扇子一指 ，来了一句 ： “招回来 。 ”麻穆子
不得不又走了回去 ，还没来得及问 “丞相有何吩咐 ” ，
谭老板就开始发问了 ： “马将军为何发笑 ？ ”麻穆子先
是一愣 ，继而急中生智地回答说 ： “我笑我该死 。 ”结
果 ，不仅把台上的谭鑫培给逗乐了 ，台下的观众也都
忍俊不禁 。

（摘自《文史精华》第 6 期 王德彰/文）

梨园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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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当了官，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身子也
有劲儿了，一口气能跑到九楼……”一个胖男人
走入镜头说。

这时另一个瘦男人从胖男人身后绕出来说：
“自从当了官，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
嘛香。 ”

“自从当了官，嘿，您别说，还真对得起咱这
张脸。 ”紧跟着一个矮个子男人出现在镜头里说。

最后三个人满面笑容，冲着镜头异口同声高
喊：“朋友们，同志们，来吧，来当官吧，让我们共
创辉煌。 ”

话音未落，导演叫了一声“停”，三位临时演
员也都松了一口气，全都坐到休息区喝水，聊天。

胖男人周局长坐在摄影棚的沙发上，边喝着
水边说：“自从进入二十八世纪，你说现在的人们
咋就不愿意当官了呢？ ”

瘦男人李局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连公务
员和事业单位都没人愿意考了，更别说当官了。 ”

矮个子男人王局长低眉顺眼道：“知足吧，要
不是这个‘招官广告’，咱们能挣这么多奖金吗？
那点儿死工资，我都快还不起房贷了。 ”

周局长又说：“让你们评评理， 我当官容易
吗，天天起早贪黑，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可是我

儿子因为我当官，现在连对象都找不到，现在女孩最嫌弃富二
代、官二代，说他们是寄生虫，冤死我了。 ”

李局长也点头：“可不是嘛，当官是个苦差事啊，不但工资
少工作多，而且处处被人监督，上次我不小心拿了单位一支笔，
就被群众举报了，吓得我好几天不敢出家门，写了一万字的检
讨书。 ”

王局长插话道：“我当局长都十多年了，最怕见下级，那些
公务员见到我们领导总是提出一堆意见，我还得点头哈腰认真
记录，弄得我颈椎病都犯了。 ”

周局长似乎想起了什么， 说：“记得我听我爷爷的爷爷说，
以前的人们天天盼着当官。都说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别说亲戚
朋友了，就连邻居保姆都能沾光得好处。 你再看看现在，我老婆
还在家待业呢。 ”

“可不是吗，记得我爷爷的爷爷说，那时候当官有权啊，你
想干啥就可以干啥。 你再看看现在，一个朋友在我单位，就因为
我提了一句给他涨工资，结果被投诉到工会，我俩差点都被开
除。 ”李局长委屈地说。

王局长说：“记得我爷爷的爷爷说，以前，人们都巴结当官
的，还能包二奶，养小三，你再看看现在，我作为领导，别说包二
奶了，就是多看下属女员工一眼，耍个贫嘴，那后果都不堪设想
啊。 ”

三位局长正在诉苦，导演这时候喊了一句：“你们三个赶紧
过来，开拍了。 ”

镜头前，周局长表情暖昧地说：“自从当了官……”
李局长羞涩地接着说道：“他好……”
“我也好。 ”王局长红着脸说。
“停! ”
（摘自《喜剧世界》10月 鲁振鸿/文）

吊诡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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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理由
A：我要和我老婆离婚。
B：为啥？

A：她外面有人。
B：不会吧，可能是你误会了。
A：她昨晚彻夜未归，跟我说在她表妹家过夜。

B：那你怎么就能确定她不在表妹家呢？
A：你问那么清楚干嘛？ 总之就是没有。

要钱还是要命
一流浪汉行夜路，被一抢匪拦下，抢匪晃着匕首喝道：“要

钱还是要命？ ”
流浪汉想，我自己一条命都养不活，再要一条命干吗，不

如要点钱实在，于是对抢匪说：“还是要钱吧。 ”
了解丈夫

晚上 10 点，妈妈对儿子说：“你爸爸去喝酒快回来
了，你快点儿出去接他回家。 ”

儿子有点不明白：“爸爸每天晚上都出去和朋友喝
酒，尽管喝醉，也能自己回到家来，为什么今天晚上要
我去接他？ ”

妈妈说：“你没看见我们家门前的两棵大树今天
下午被园林局的人锯掉了吗？ ”

“看见了，可这和爸爸回家有什么关系呢？ ”
“你怎么这么傻呢？ 你爸爸每天晚上喝醉酒，都

是摸着大树回家的，只要数到第三十七棵树，向右拐
就是我们家的门了。今天晚上，如果他数到第三十七
棵树再向右拐，一定会掉进臭水沟里，你懂了吗？ ”

洗温泉
一位风湿病患者问：“洗温泉疗效如何？ ”
经理说：“举例来说，有一位坐轮椅来的患者，泡

了一个月温泉澡，结果，没付账就骑单车溜了。 ”

段子漫画

◆年轻人总认为老人很傻，老人才知
道年轻人是真的傻。

◆别与人比较，因为那是你开始不自
信的表现。

◆一个人如果只是青春期最有趣， 剩下的时间都是
回忆，那太无味了。 多数人在 30 岁之后选择了模式化的
生活，既安稳，又可知，这些印记都会刻在脸上，唯有不确
定的生活，才会让一个人脸上放光。

◆你知道怎么收拾行李时，就学会了生活。
（本版图文，除注明出处者外，选自《爱你》、《意林》等）

一句话

名人———其实就是： 成功前别人不认识
自己，成功后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真坏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假好人。
（摘自《杂文选刊》9月（上） 宫旭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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