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历代帝王行列中，朱元璋素以治吏严肃、惩腐酷厉
著称，但却未能遏制住贪腐现象的滋生与蔓延。 以致发出绝世
之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

其实令朱元璋苦思冥想彻夜难眠的历史难题，早在其八百
多年前就被一个叫做苏绰的文人所识破，这就是著名的苏绰定
律。 苏绰是北周开国帝王宇文泰的谋臣，对于中国历史上贪官
不绝如缕，朝朝代代都有巨贪大奸，自然是心知肚明。故某日宇
文泰想请教苏绰如何治国方能延续江山永祚之道时，苏绰立即
给出了这个定律———以贪反贪，方能控制官吏离心异志。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用官。 ”
宇文泰问:“如何用官？ ”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问：“贪官何以用？ ”
苏绰答：“你要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别人好处。 而你

又没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们权，叫他们用手中的权去搜
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可以拥权自肥了吗？ ”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力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
什么好处？ ”苏绰答：“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力，所以他
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力。那么你的统治不就
稳固了吗？ ”

宇文泰问：“既然用贪官，何以还要反贪官？ ”
苏绰答：“这就是治术精髓所在。 ”宇文泰问：“奥秘何在？ ”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无官不贪。 不怕官贪，

就怕官有异志。 故以反贪之名，剔除异志贪官，保留听话贪官，
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得到民众的拥戴。 其
二，贪官只要贪，你就有把柄在手，他敢异志，自找死路，故必与
你同心同德。 ”

宇文泰问：“如果任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办？ ”
苏绰答曰：“祭起反贪大旗，广作宣示，使天下皆知君王心

系天下，尤恨贪官。 ”
宇文泰问：“贪官民怨太大当如何处置？ ”
苏绰：“杀之可也。 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

又可收其财，何乐而不为？ 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
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 ”

一番君臣之间的对话，着实让宇文泰频频颔首称是，击掌
再三，自以为获得了千古帝王之术。

然而正是苏绰这个定律， 导致了中国历朝历代贪污横行，
吏治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摘自《检察日报》 杨兴培/文）

朱元璋之悲与苏绰定律

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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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事。

新中国成立后， 谢觉哉
（以下称“谢老”）担任内务部
部长。 1958 年春，谢老以年老
体弱多病、 难以胜任现职为
由，向中央递交了《请辞部长
职务书》。 中央推荐谢老担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本来，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工作可松可
紧，适合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有人也劝他 ： “你的年岁大
了， 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
了，何必花那么多气力呀！ ”

但谢老却不这样想，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
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 挂
名怎么行啊！ 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
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怎么得了呀！ ”

1962 年 5 月，谢老视察西安，抽查法院案卷时，发现
“王为业反革命案”有可疑之处。 案卷上写着：原审三原
县法院，以王犯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
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 谩骂我党革命领袖，攻
击各项政策，给章伯钧去信献策将农工民主党改为“农
民民主党”等，判处王犯 10 年徒刑。 王犯不服上诉，中级
人民法院改判王犯有期徒刑 20 年。 投狱劳改后，王犯还
不服，抗拒改造，法院又增刑 4 年，共 24 年。 该犯仍然不
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
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市法院拟判死刑，省人
民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老仔细研究材料，认为案子有问题。 他说：“宪法
有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 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不同意
见，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 为什么反映问题就
要判刑？ 而且判得这样重。 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
处？ ”

针对办案中“宁左勿右”的办案人员，谢老语重心长
地说：“……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有人来翻
看这个档案，他要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向毛主
席写封信就犯了罪？ 他向最高人民法院告状，你们也不
把状子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而把它扣压起来，这样
做不行嘛。 ”在他的坚持下，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为
业由无期徒刑改判无罪释放。 为了表示对此事负责，也
为了不让有关同志受到连累， 谢老特地在案
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觉哉改的！ ”

（摘自《北京日报》2011.8.1 刘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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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 1951 年 11 月生。 1964 年考入清华附中；
1969 年初插队当上赤脚医生并成为一代知青偶像 。
1979 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 (现为首都医科大学 )读硕
士学位；1982 年，赴澳洲留学；1983 年，考入美国西北大
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 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
的学位。 1985 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
司 ；1993 年回国创业 。 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
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近日，孙立哲口
述了他与史铁生的生死情谊。

史铁生帮我写检查
1974 年 ，省委书记约谈我 ：中央出文件了 ，点了 5

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
扎根农村典型。 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
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北京巡回讲
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清华大学工字厅谈到
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

1975 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 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
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
签名。 怎么交？ 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因为此信，“四人帮”倒台后，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
是卫生战线上的 “四人帮 ”爪牙 ，要审查 。 我政治上垮
了。 不久，我得了亚急性肝坏死这个病，回京治病。 有一
天，军代表到我家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上犯有
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 并令我在几
天内写出交待认罪材料。

“四人帮 ”没有接见过我 ，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
聊，让我作报告啊。 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 好在
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
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 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
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
我在延安受审查，北京那边，铁生家是 “捞 ”人联络

站 ，他帮我起草申诉书 ，还找熟悉
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
青年导演班的柳青 、张暖昕 ，抱不
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
武等。 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 最后
申诉书递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胡
启立都了解我 ，明确表示说 ：这个
孙立哲抓错了 ，他怎么会是 “四人
帮”呢？ 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
震 ，说 ：小孙不是 “四人帮 ”，另外 ，
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
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 、卫生局长一大帮
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

当天晚上，我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
机直送北京。 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
间，就这么厉害。 一夜之间，天上地下。

两个病人互相扶持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

染病医院。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 为什么住

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
他到北京看病。 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
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
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
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
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
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 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 我和
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 。

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 晚上往那儿
一靠，早晨 5 点多 ，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
条。 他长期高血压 ，手抖 ，请了长假照顾
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
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 。 我们
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
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
我和铁生要想得开 。 我父亲也常来但不
说话。 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
遣的美国特务 ， 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

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
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 这期间铁生以
我父母为原型写了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 年陈建
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立哲，第五章献给你”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

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 我一看，这章专门
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 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
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
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 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
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
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
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
导。 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
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 史岚放学一回
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
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摘自 《北京青年报》3.9 孙立哲口述
阎阳生整理）

孙立哲：史铁生是我的救星

那词。

日前在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展出的一
件刺绣作品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二战历史———当时被
德国纳粹俘虏的英军少校亚力克西斯·加斯达戈里在战
俘营里用从降落伞上扯下来的丝线刺绣， 但谁知他却用
摩尔斯电码在其中绣上了“上帝保佑国王，F*** 希特勒”
的内容，而纳粹德军未发现蹊跷，还将其作品在战俘营里

展出达数年之久。
亚力克西斯 1941 年至 1945

年被关押在德军的战俘营中 ，
1990 年逝于英国家中。 据他的
儿子、 现年 79 岁的老人托尼介
绍，他父亲自小爱好刺绣，而正
是这一爱好助他度过了战俘营
难熬的岁月———一想到他咒骂
希特勒的刺绣作品却被纳粹高
高悬挂每日欣赏，亚力克西斯和
他的战友们就觉得非常好笑。

“虽说是战后红十字会拯救了我父亲的性命，但却是
这件刺绣作品拯救了他的灵魂，”托尼说。

（摘自《中国日报》 梁彬/文）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以多种外文出版了《毛主
席语录》，其他外文版本的书名都是《毛泽东主席语
录》，唯独俄文版本没有“主席”二字，只是《毛泽东语
录》。

略去“主席”二字，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
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 这被认为是对毛主席的最
大“不忠”，是反革命的有意破坏。

然而，俄文版所做的“省略”是有其依据的：（1）
当年苏联拥有数十万个集体农庄，每个农庄
都有一位主席，再加上政府各部门、各群众
团体的主席实在太多了， 真是成千上万，多

如牛毛，已失去了应有的亲切感，不再是一种令人景
仰的尊称，倒有点儿像在中国称“科长”、“处长”的感
觉。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著作的书
名从来没有“官职”之类的称呼。

在即将发稿前，就“主席”一词的取舍问题仍争
论不休，莫衷一是。 毛著室的红卫兵小将们反对得最
厉害，作为毛著室俄文组的负责人，我曾被带到中南
海接受“革命造反派”近 4 个小时的批斗审讯。 最后
请示到中央宣传口的领导同志，幸好他通晓俄语，得
以圆满解决。 这位领导下令放人，并肯定了俄文版的
“省略”方案。 （摘自《百年潮》第 3 期 徐坚/文）

俄文版《毛泽东语录》略去“主席”二字始末

那图。

英军战俘用摩尔斯
电 码 骂 希 特 勒

“文革”时飞行员
的对话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年轻时
当过空军，他回忆：“文革”时，飞机上天之前，
飞行员要报：“起飞，沿着主席革命路线前进！”
地面喊：“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前进！”两机
交汇，这边说：“为人民服务，我爬高 300 米！ ”
那边回答：“为人民服务， 你可以爬高……”每
当飞行员按下飞机发动按钮时， 需要一个地
面机械员查看燃烧是否充分 ，这
边飞行员点火的时候喊一声：“打
倒刘少奇！ ”，地勤看点火成功，就
说：“打倒了！ ”（摘自《档案春秋》）

那语。

一个北京市民，带着我和我的同事
到了菜市口的一个胡同，康有为的故居
就在这里。

走进去，一个典型的大杂院，只要
能造房子的地方，都盖了大大小小的房
子，只不过现在，搬走得差不多了，墙身
上用红漆标注着数字。康有为的七树堂
门口，变成了垃圾堆，树早就没有了，留
下半颗枯树，成为了现成的电线杆。

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我总是以为，
既然已经挂上了文物的牌子，那房子一
定是可以留下来的，而现在看看发展商
贴在地盘外面的效果图，在角落有一个
现代的四合院的图案，想必就是这个地
方的将来。 不知道是重新设计，然后挂
上康有为故居的牌子，还是会变成一个
用康有为故居作为招揽的高档会所？

带路的市民是一个热爱北京文化
的北京人， 他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
胡同里面寻找那些有着不同故事的四
合院，他和其他同道者一起，编制了一
份详细的地图，希望这些地方能够被保
留下来。 当然，结果只是让他们一次次
的失望，曹雪芹故居没有了，梁林故居
没有了，就连梁启超的故居，他们收到
消息，也要拆除了。 在这些北京人的眼
中， 这些就是构成北京历史和文化的实实在在
的东西，当人们谈论古都北京、文化名城北京的
时候，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那文化和历史 ，就
变成了空壳。

其实不单单是北京， 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是
一样，当农村快速地消失，城市变得千城一面的
时候，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正在自己埋葬着历
史，我们快速地向前走着，留给我们后代的 ，是
一个他们不知道如何走过来的现在， 而在这样
的姿态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 是不是也会像我
们这一代一样， 将来快速地把我们这一代的东
西抛弃呢？

一个同样关心北京历史和文化的大学教
授，讲起她的一个学生居然不知道谁是孙中山，
这是让她到现在也无法接受的现实， 但是问题
是，如果我们的教育，我们生活的地方，是看不
到历史的痕迹的， 那又如何能够责怪我们的下
一代呢？ 就好像我告诉教授，我听到后海的银淀
桥拆了，我觉得太可惜，她笑了，原来我走过的
那座银淀桥早就是复制品， 原来的那座在六十
年代就拆掉了，而我看到的后海，也已经不是原
来的面貌。

（摘自《外滩画报》3.21 闾丘露薇/文）

在今年的两会上，道德成了一
个热门词汇。 政协委员李小琳提出
建议 ：“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
档案。 ”人大代表文花枝则提交了
一份设立雷锋奖的议案。 这些意见
除关注道德外，背后还有一个共同

点，即呼吁政府在公民道德建设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论是“道德档案”还是“雷锋
奖”，当然不是提议者自己去设立，
提议者心目中能这样做的或其希
望出来做的，还是政府。 但寄望于
政府重建道德，似乎找错了方向。

道德管的是人心 ， 而政府管
的是人的行为 。 如果人心也由政
府来管 ， 则必然会出现事实上的
政教合一现象 。 由于政府功能的
限度 ，即使政治家出于好心 、并无
私念 ， 其权力扩张也必然会带来
极大的社会恶果 。 中国人曾经经
历过 “人民公社 ”、“大跃进 ”，其强
国富民的初衷或许是美好的 ，却
事与愿违 ， 这是那些事事欲求助
于政府 、 寄希望于政府的人不应
该忘记的 。

权力有一个特征 ， 即自我强
化与膨胀 ，如不加以限制 ，它就会
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侵夺本属于
市场和社会的事情 。 将世俗的政
治权力与精神领域的权力分离 ，
也就是把管人心的权力与管人行

的权力分离 ，是国家文明的标志 。
因为一旦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合
一 ，就造成一个真正的极权社会 ，
社会的自治 、 公民的自由甚至隐
私都荡然无存 。

有人可能会说， 既然政府不能
做，个人好像也无力，那么如何提高
民族的道德素质，走出道德危机？我
以为，还是要允许社会、个人在精神
文化领域的自由探索。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道德的维系， 其实常在于某
种宗教、某种信仰、某些精神上的先
驱以及精神作品的支撑。 如果我们
有更多的宗教、信仰去自由选择，有
一大批思考者与实践者自由地创造
出优秀的精神作品，我想，我们民族
的道德水平会在多样化的探索中不
断提高。
（摘自《中国青年报》3.23 李开盛/文）

让权力重建道德找错了方向

记得一次在伦敦街头购买物品， 在英伦友人的陪伴下
选中一个 Nike 牌的双肩背包，付过钱我随意问了一句：这是
真 Nike 还是假 Nike？ 友人对这个问题大惑不解，深表惊诧，
问：他为什么要造假的卖假的？ 那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 这
时我才意识到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都感受过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的难处和难
度： 你得具备方方面面的知识， 有些还相当专业———从物
理、化学、机电、材料、建筑、通讯到医学、农业、经济、法律乃
至社会、文化、心理，能在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中辨识真假，
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 你得有很强的实践操作能
力———能自己动手解决生活中不时发生的水、电、电器、家
具等方面的故障，会修理马桶漏水、电路短路、电脑故障等
等；你还得人情练达，通晓世故，有很强的社会交往能力，遇
事能找到熟人， 拉上关系， 解决正常情况下难以解决的问
题；同时自身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承受各种打击而
百折不挠。 想想吧，作一个普通消费者容易吗？ 哪里仅仅是
花钱买商品、买服务这么简单啊？ 没有规范的市场、合理而
有效的制度，普通消费者就会逐渐趋于全知全能，因为最普
通的需求的满足也会让人感觉是处处陷阱、事事磨难，没有
足够的“精明”，只能自认倒霉。

人人都必须“精明”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
了社会的毛病。 没有合法合理的制度与规则就只能
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人人做事都得提着心，吊着
胆，把任何对方都看成不怀好意的骗子，稍不留神就会上当
吃亏。 而时至今日，即使是熟人、朋友也难以信任，“杀熟”之
举不是已经屡见不鲜了吗？ 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
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 因为基本的信任结构已经崩
塌，交易成本高得惊人。

盛产 “精明人” 的另一重要机制就是社会的评价体系。
“精明人”精于包装炒作，擅长把没有实际内容的形式妆点得
花哨热闹。 而一个社会评价机制如果不断地肯定、褒奖这种
做法，而且让这些人得到各种好处，那将使更多的精明人层
出不穷， 会败坏一个社会的风气并给下一代人的选择带来
极坏的影响。 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 甚至诡计多端，但
是别忘记， 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
性的社会。 人人都被培养成“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
性和智力便会衰落。 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
是小人得志的社会。 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
到了什么？ 失去的又是什么？ 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 还是失
去的更有价值？ （摘自《经济观察报》 郭于华/文）

培养“精明人”的社会

带领孩子亲近大自然，是许多
英国家长和教师热衷的活动。 英国
人普遍有个有趣的共识：热爱大自
然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常去山间水边度假。 利用周
末或节假日去山间水边走走，让孩
子们亲眼观察田野是如何向人类
提供粮食 、蔬菜和水果的 ，森林是
如何向人类奉献木材和更为宝贵

的新鲜空气的，江河湖泊是如何向人类供应
水源以及鱼虾等水产的，大山是如何向人类
敞开自己的怀抱呈献上无价的矿藏的……

▲鼓励孩子投入相关的活动。 如有的
中小学发起“以望远镜取代弹弓”———那些
淘气的男孩再也不拿弹弓来射杀无辜的鸟
儿，而是在清晨或傍晚，用望远镜观察各种
各样的鸟儿如何哺育子女，如何谈情说爱，
如何交配繁殖。 奇特的“录音大赛”要求孩
子们录下种种 “动听的自然声音 ”，结果有
的录下了飞翔蜜蜂的嗡嗡声， 有的录下了
雨打芭蕉叶的啪啪声， 有的录下了夜莺银
铃般的啼鸣，有的录下了轻若游丝的风声，
有的录下了雨后庄稼 “巴吱巴吱” 的拔节
声 ， 但 最 后 荣 获 冠 军 者 却 更 为 独 具 匠
心———其作品竟然是一盘在森林里录下的
完全无声的磁带！

▲英国地处温带，本无热带雨林，但伦
敦 23 所小学的小学生， 在教师的指导和家
长的鼓励下，利用一家废弃的展览馆，成功
地“人造”了一片总面积达 1500 平方米的热
带雨林。 在人造阳光的照射下，沼泽地腾起
阵阵水气， 腐败枝叶散发出的气味迎面扑
来。 突然一声闷雷炸响了，瓢泼大雨接踵而
至。 到了夜间，各种各样的蛙鸣虫吟不绝于
耳，而举头一望，透明的夜空中挂着一轮明
月……当然， 创办该人造雨林不是为了好
玩，而是增添孩子们对大自然的深情。

（摘自《羊城晚报》3.20 唐绿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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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被培养成“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

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

要允许社会、个人在精神文化领域的自由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