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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评论

■文/张英

1091年， 宋神宗与当时的枢
密使文彦博有过一段有关改革
的对话。枢密使文彦博对宋神宗
说：“祖宗法制俱在， 不须更张，
以失人心。” 宋神宗说：“更张法
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
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答道：“为
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
下也。”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文彦博
劝阻宋神宗不要进行改革：“祖
宗法度都在那儿， 不用改革，以
免失去人心。” 而宋神宗不解：
“法制改弦更张， 对于士大夫来
说， 诚然会让他们感觉不爽，但
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什么不好的
呢？”这时文彦博一语道破玄机：
“我们要的是跟士大夫一起治理
天下，而不是跟老百姓一起治理
天下。”

以史为镜的好处就在于，在

梳理历史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能
发现彼时的一些困境与当下是
多么地相似，就譬如说，通过宋
神宗与文彦博的这段对话，我们
可以明白：改革阻力在九百多年
前就能找到根源。

在历史长河中，改革一直作
为强国兴邦的必须手段而存在。
从战国时期的李悝变法、商鞅变
法，到宋朝王安石变法、明朝张
居正变法， 乃至清代的戊戌变
法，虽说结果不尽相同，但每个
朝代的变法时期，改革均以赳赳
之态显于伊始。有改革便必定有
对象，在所有的改革中，对象多
是一致的，那就是原有利益格局
中的人群，如贵族、士大夫。这些
人群与帝王共同治理天下，也就
有着与常人不一般的待遇，自
然，在遇到触及自己利益的改革
时，肯定不会乖乖就范。

现在的公务员与古代的士
大夫有多少异同， 一时难以赘

述， 但当改革降临到头上时，其
心理与态度与古时士大夫约略
相近。 李克强总理12月17日上午
在第八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表彰大会上对公务员寄予殷切
希望：“公务员不仅是改革的参
与者，更应成为改革的推动者。”
殷切寄语的背景，是民间对养老
金双轨制、三公支出、一些地方
公务员高薪提前离岗等制度性
不平等沸腾的物议。

一边是涌动的民意，一边是
尚待推进的改革，10月25日，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
尹成基在“2013年第三季度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养老
金双轨制的问题，中央已提出明
确改革方向，要推进机关事业单
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金
双轨制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
决。”但是“尚无明确的时间表”。

而12月2日，河北黄骅62名干部集
体提前离岗， 工资连涨3级的新
闻，又与时下广受众议的“延迟
退休”两相对比，成了个冷幽默。

为何要公务员们成为改革的
推动者？ 这不仅是希望他们有历
史责任感，与改革同步前行，也是
希望能够在这一群体的带动下，
使改革能够继续深入。“祖宗不足
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
提出， 让对未来深感不确定的宋
朝士大夫群体惶惶然，以“乃君臣
共治，非与百姓治”为由保护自己
的利益，阻挠改革。而深以为然的
宋神宗最终也在这种理由下动摇
犹豫。 这是一场将民意完全隔绝
在外， 且民意也无法参与其中的
改革。但历史流转到了今天，已不
可能将民意渴求视若无睹， 也就
意味着，变与不变，不再是哪一
个群体的事， 所谓“形势比人
强”， 最后肯定会朝着最符合社
会要求的规律发展。

要改革，就必须要有牺牲。据
研究， 清朝在19世纪中期士大夫
阶层大概有110万人， 加上家属
等，总人数有550万，占总人口的
1.3%， 同时他们的收入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24%，所以士大夫阶层也
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分割者。 而我
国这些年激增的公务员人数，以
及前两天为参加国考喊出“考上
就立马退学”的硕士，不都是因为
“士大夫” 阶层所能享有的财富、
利益而趋之若鹜？ 要改革就意味
着他们的财富分割将大大减少，
他们愿不愿意放弃这一利益，往
往就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

能否让公务员成为改革的
推动者，势必既要坚定不移地改
革，也要被改革者拥有“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的心怀，当然并不
需要到付出“生死”的代价，或许
只是少点财富收入罢了。

能否让公务员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势必既要坚定不移地改革，也要被改革者拥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心怀。

公务员能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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