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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走 后

在今年七月份的最后一天， 奔波了七十多年
的老父亲遽然辞世。父亲的突然离去，立时让我陷
入了无边的悲痛之中。

父亲走后， 一些此前未曾引起重视的问题凸
立在我眼前，促使我做些思考。

个人与时代
父亲出生于

1940

年，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直至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代。父亲一生勤勉，但也
基本上是一生艰辛。按常理推断：像父亲这样对工
作、生活一向勤勉敬业、踏实尽责的人，生活对他
理应有一个像样的交待。 但父亲的一生却有些特
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生活、经历的那个时代。

抗日战争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下，掀起的全民族的救亡图存之战。降生在那个年
月的父亲， 在乱世中能够保全一条小命儿已属不
幸中的万幸，哪里还敢有别的什么奢望？后来的解
放战争，虽然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但战
争都是以巨大的物力和生命的消耗为代价的，四
处炮火连天，求得一片栖身之地都十分艰难，就像
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一样，能在机枪、

大炮的射击声中免于不死已属不易， 哪敢祈求幸
福安宁的生活？！生活在乱世，只能求活命；而有幸
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 有千万条珍惜生命的理
由， 有千万条对自己负责任、 对社会负责任的理
由，有千万条建设幸福美好生活的理由。

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父亲都是一路小心
谨慎，紧赶慢赶地跟着走。但父亲是中学毕业，有
些文化，加上忠厚正派的家教传统，使得他对基层
干部们的有些作法看不惯，时常表现出“消极”。在
那个以政治为纲、 凭态度划线的非常时期， 时常
“不积极”的父亲自然就难成为“工作队”倚重的对
象，受到些或明或暗、或有形或无形的刁难和惩罚
就在所难免。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被判为“消极”，

体力上吃些苦头倒不是难以承受， 最让人压抑的
是那些无处不在的“另眼相看”———政治歧视？精
神折磨？心理煎熬？一个人在“政治挂帅”的年月在
“政治上”不被看好，一如今天的全民追逐财富时
代被认定为“穷人”，除了受困于物质生活外，精神
上的不被看重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开辟了改革开放新
时代。让人摆脱贫困、摆脱压抑、充满向往的新生
活开始了；但父亲却渐渐老去，身体上的毛病越来
越多， 病痛的折磨与父亲生活条件的改善成反比
例增长着，直至他有条件生活得好一点的时候，生
命却戛然而止， 令他的儿孙们唏嘘不已， 感慨系
之。

从父亲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来看，我不能不说：

个人的命运受制于时代，个体的痛苦与欢乐，在一
定程度上仰赖时代所赐， 每个人都要被打上鲜明
的时代烙印。虽然，在几十年的人生中，父亲并没
有认命，也曾抗争过，但终难有大的改变。它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个体在时代洪流中，难以搅动起大
的波浪；但从全局上看，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每个时
代，也都是由千千万万个个体的力量汇聚而就，除

却一个个负责任的个体也就无所谓时代了， 个体
也应在时代的汪洋中发出其应有的声响， 为时代
的发展进步发出一份光和热（父亲的“不认命”，当
可视为一种不自觉的承担时代责任）。因而，就这
个意义上来说， 每个个体都承担着时代赋予的责
任；如果漠视自我的责任，也就无所谓生活在哪个
时代了，因为他（她）不是在生活，可能仅仅是在
“活着”而已。

为人子与为人父
父与子，是一种传承关系。从生理上来说，是

血脉相传；从物质上来说，是家业相传；从文化上
来说，是家族精神的层层相因、代代相袭。

从为人子的角度来说，儿子对父亲，第一位的
就是要在言谈举止中透出真诚的尊重。 父亲含辛
茹苦一辈子，经营好这个家庭不容易，把儿子养大
成人付出了许多辛劳， 对养育自己的父亲充满由
衷感激是人之常情，是人有别于禽兽之所在。对父
亲的尊重， 更多的应体现在交流上、 体现在聆听
上。所以，儿子孝敬父亲，更多的应当是“常回家看
看”，和他拉拉家常，听他道些人情世故、家长里
短，在聆听交流中，在嘘寒问暖中，让父亲的心灵
得到温暖、情感得到慰藉。情感的孝敬是最重要、

最经常的孝敬，并且，要从现在开始做起；千万不
可将对父亲的万千孝心留作今后腾出时间后再从
容表达，错！因为父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他已没
有条件从容等待了， 他极有可能在你毫无准备的
情况下，一天早晨突然撒手人寰，让你留待今后表
达的孝心，变成终身的悔意。到那时，一切都来不
及了。尽孝就在当下。

儿子对父亲， 除了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力
所能及的帮助外， 尽力帮助兄弟姊妹及其子女解
决一些实际困难， 让父亲觉得你这个儿子对家庭
负责任，很有人情味，像他一样仁义厚道，他就会
很高兴。这是儿子赢得父亲笑容的重要领域，是维
系家族延续的核心价值所在。 同时， 在父亲的眼
里，这还是为人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政策法律
许可的范围内，在自身现有条件下，尽力为家庭办
一些好事，是儿子孝敬父亲的主要方式、经常化的
方式。

把自身的事情打理好， 是儿子对父亲的又一
个负责任的交待。望子成龙、子贵父荣、光宗耀祖
等观念可能有封建思想附身其中； 但一个已是成
年人的儿子，如果还让七、八十岁的老父亲成天为
他的工作、生活问题而放心不下，显得既不孝顺，

也不人道。 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力求做出成
效来，让父亲放心、舒心，是儿子对父亲在精神上
的最好回报，也是儿子对自身、对家庭、对社会应
尽的责任。对职责懈怠、对事业不忠，也是对父亲
的不孝。为了让欣慰的笑容常驻父亲的脸上，当儿
子的就不敢放松自己。

理解了怎样当好儿子， 也基本上明白了怎样
当好父亲。对当父亲的来说，父亲对儿子（注：女儿
同样。为表述便利，文中以“儿子”代替“子女”，祈
读者明鉴），首要的在于为其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
物质条件， 即能够让儿子在衣食无虑的环境下学
习与生活。物质是第一位的，如果自己的儿子过着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当父亲的，就不能对
儿子提出超出一般的要求。在这样的条件下，儿子
长大后没有成人、成材，那是有客观原因的；如果
侥幸成人、成材，那也是社会这所大学堂在精神上
滋养的结果。果如此，当父亲的，不仅无功，反而有
愧。

父亲对儿子的第二层要义就是帮助儿子养
成正确的学习方法。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终
究要长大，他要独立面对生活。为此，搞好儿子的
学习十分重要，创造条件让儿子拥有知识、掌握
技能， 而前提是帮助儿子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

在这方面，不少成功的父亲都颇有心得，在一些
各类学校举办的家长培训班上多有交流，有心人
当有获得真经的机会，在下就不敢关公面前耍大
刀了。学习方法是桥梁，一旦掌握不了正确的学
习方法，过起河来就慢、就费劲，有时甚至一直在
河边徘徊。

父亲对儿子的第三层要义就是帮助儿子建立
正确的价值体系。“养不教，父之过。”这个“教”，既
包括知识的传授，更包括价值体系的搭建。儿子长
大后需要在社会中生活， 需要独立面对和处理一
些人和事；如果儿子没有构建起正确的价值体系，

他就不能有效地融入社会， 甚至不能有效地获得
别人的积极帮助，以致自己郁闷、别人不待见，于
人于己都不是好事。果如此，我们不是在为我们的
社会增砖添瓦；相反，倒可能是添加了一些包袱和
负担。独生子女时代，当父亲的，除了做好对儿子
的关心、呵护之外，注重对儿子的教育、帮助其建
立正确的价值观已成为今天严峻的社会现实，这
个问题已空前尖锐的摆在了世人的面前。 在这方
面发人深省的反面教材很多，恕不一一列举。它直
接凸显了父亲对儿子教育的严重缺失。

父亲对儿子还应积极主动、 有意识地加强交
流。通过大量经常性的交流，传递知识，启迪学习
方法，帮助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织就牢不可破的
情感纽带。父子之间应是平等交流的主体、是好朋
友、是忘年交。在思想上引起深度共鸣和在价值上
深度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情感才是灵魂上的
连结，才是牢不可破的。父子之间理应如此。

长子的责任
我家兄弟四人，我是老大。何谓长子的责任？

父亲在世时，我对这个问题缺乏应有的思考。父亲
走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为长子、长兄，所肩负
的责任有别于从前： 首先， 对这个有些残缺的家

（父母的家）来说，我需有更多的担当。父亲在世
时，自觉我的家庭与许多家庭一样，都在正常的生
活着，家中的大事小情皆由父亲操心和打理。父亲
走后，家中的顶梁柱倒下了，习惯了由父亲做主的
母亲一时六神无主、行止无措，遇事总问我该怎么
办？平心而论，家中的这些事情，更多的时候应当
像父亲在世时一样办，但现在没人拿这个主意、下
这个断语了。这份责任只能由身为长子、长兄的我
扛起来。原本这些无需我操心的事情，现在都只能
由我操心，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重了许多。

其次，对几个弟弟和他们的子女来说，我除了
承担在物质上的必要帮助外， 更多的要在承担家
庭责任方面作出示范： 在处理兄弟之间的利益问
题时，要勇于作出牺牲，要甘于把自己置于道德高
地， 要敢于在弟弟及其子女面前在道义上展示风
范。这是长子、长兄的责任，这是维系和增强家族
凝聚力的必须， 这是具有巨大温暖力量的人性的
光辉。

最后，身为兄长，对弟弟们如何处理好自身事
务，要能拿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便对他们的工作和
生活能够有所帮助。侄子、侄女的教育问题要给予
更多关注，尽力将自己的感悟、体会交流、灌输到
他（她）们的头脑中，使其合理吸收营养、健康成
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在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对一个家庭、

家族来说， 后代的教育培养问题更直接决定着家
庭、家族的兴衰成败。为晚辈后生的教育培养尽一
份力量，实乃长子、长兄不可推卸的责任。

永远的故乡
草木皆有根，人都是有故乡的。但父亲在世与

辞世， 故乡对我的内涵似有些许不同。 父母健在
（尤其是父亲健在），故乡就是老家、就是家，就是
儿子心头的惦念、情感的港湾。哪怕儿子远行千里、

万里，只要父母健在，故乡在儿子的心目中，就始
终不会忘怀、片刻不容疏离。人生快意时，想到的
是家、是老家的父母；和困难遭遇时，最经常想到
的还是老家和家中的父母。父母在，父母就是儿子
心中依傍的大山，父母就是儿子心灵的憩栖地。每
年的春节，我都抛却一切杂务，拖家带口地赶回去
和父母团聚， 为的是过年， 为的是与父母唠叨唠
叨、嘘寒问暖，为的是放松心灵、沐浴亲情，为的是
给滚烫的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再添一把柴、再续一
把火，为的是把父母的心暖得更热、脸上的皱纹熨
得更平。

现在，父亲走了，双亲只剩下一人了，故乡在
我心灵上的归属感减弱了， 我惶恐自己的心灵像
那将要断线的风筝一样飘忽不定、无处安放。随着
父亲的离去， 一时间， 故乡于我似有渐行渐远之
势，我担心：故乡在我头脑中的印象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多所具有的只是符号意义， 越来越有可能

成为没有温度的文字释义———出生或长期居住过
的地方。而那些曾经长期附骥了我无限温情、万千
眷恋，见证了我人生艰辛印迹、苦乐年华的故乡哪
里去了呢？它断不该随着父亲的离去而被淡化、稀
释……经过一番痛苦的纠结之后， 我发现故乡依
然令人难舍：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母亲还健在，故
乡依然生活着自己众多的亲人、友人，故乡的山水
依然生机盎然。随着父亲的离去，自己对故乡的情
感似有些许变化；但这变化是会慢慢调整过来的，

是会逐步得到恢复的， 它会像一坛老酒， 愈久愈
香，越陈越醉人。故园风物依旧，故乡在我心目中
的地位依然是第一位的，依然是不可或缺、不可替
代的。

给自己一个交待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不过是天地间的匆匆

过客。如何把握好有限的人生时光，力求让生命的
能量得到充分释放、生命的质量变得厚重起来，给
自己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是个人人都需面对的严
肃课题。其一，当把握好每一天。因为人生苦短，所
以，每一天都十分珍贵，每一天都应认真把握，每
一天都不容虚度。 每一天都应把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情做好、做到位，持之以恒坚持下来，就可集腋
成裘、聚沙成塔，人生就可能因此而改变———原本
庸常的人生可能变得不寻常起来， 进而成就一番
事业， 人生的厚度和品质因而被改变。 从现在开
始，从脚下起步，认真过好每一天，认真成就每一
天，当为人生致胜之道。

其二，多做或只做有意义的事。不可否认，我
们大多成天都在忙着； 但事后细细回想， 我们所
“忙”的内容，在不少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实际意义，

好多事完全可以不去参与、 不去搅和。“削去冗繁
留清瘦”，是画画儿的技巧，但往大处说来，何尝不
是人生智慧。尽可能删除没有实际意义的活动，多
做有积极意义的、有实际价值的、对人生有所积累
的事情，假以时日，人生就会因此而变得有些气象
了。百年之后，自己可以无憾告别人世，也可为后
人留下些念想的谈资。

其三，力求在本职岗位上有所作为。人在社会
中生活，按照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工作岗
位。本职工作是最值得我们投入全部心力的地方：

只有尽力干好本职工作， 我们才可能获得我们生
存、发展的物质条件。没有本职工作岗位，生活就
在漂泊中；有本职工作岗位而不在状态，生活就处
于跌落中。 只有干好本职工作， 我们才可能获得
“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物质保障”； 我们只
有在吃饱穿暖后，才可能往更高的目标攀登。只有
干好本职工作， 我们才可能凭借有限的精力成就
一番事业。人的精力有限，人的一生能在一个领域
有所建树已属不易，我们不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棒
子的东磕西撞。只有选准一个目标，心无旁骛，在
本职工作岗位上发力，才可能打拼出一片江山来；

只有尽力干好本职工作，我们的努力，才更符合社
会协调运转、快速发展的需要。社会分工，有一定
的科学合理性，只有每个岗位都能协调动作，社会
这架大机器才能高效运转，所创造出的物质、精神
财富才能更多，社会前进的速度才能更快，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才能因此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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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涉

跋涉于人世间、 跋涉于
人生路、跋涉于长河漫漫、跋
涉于风雨泥泞。雷鸣的警钟，

炽烈的骄阳， 让我们在顶风
傲雪的跋涉中去赢得春花的
烂漫和秋的丰收。

人生是条没有航标的河
流， 它日夜流淌着不息的战
歌，我们在哭，我们在笑；我
们在奋进，我们在拼搏；我们
在荆棘中穿梭， 我们在生命
的起跑线上赛跑。

也许， 你只听到胜利者
的掌声， 但你没听到失败者
的悲泣。 也许你没读懂拳击

赛的秘诀，也许，你没看懂长
剑拼杀的残酷。

跋涉，人生的苦旅，阴暗
与光明的白昼， 谱写着正气
与邪恶的较量， 人生十字路
口的红绿灯， 需要我们用智
慧和力量去选择。 黑暗的角
落让我们在跋涉中碰壁；光
明的绿灯让我们在乘胜中前
进。 跋涉的方向永远是我们
决定命运的灯塔。

我们在跋涉，跋涉于童年
的秋千、 跋涉于书本的真知、

跋涉于大千世界的熙攘、跋涉
于拔河赛场、跋涉于无声的烽
烟、跋涉于冬雪的山峰，足印
永远是我们一路的风景，我们
都在勇敢地跋涉着……

责 任

伟和霞都是我
1979

年上高中时
同届不同班的同学，在同学圈里男同
学与女同学结为夫妻的为数不多，何
况伟与霞是同班并由当初的同学真
正地结为夫妻直到今天的一对。

伟和霞的故事也是这两年才晓
得多些的。一次同学聚会，酒酣之际，

我有意试探着从伟那里了解些他与
霞的故事。或许是酒精的力量，伟神
秘地朝我笑了笑说：“简单得很呀，上
学那会儿，耍了点小聪明。我会画点
画，人物呀、小鸟啥的，那天我偷偷地
画了一张她的肖像，趁其他同学不注
意时送给了她。她喜欢呀，乐了好长
一阵子。后来，毕业了我参军，到部
队，再后来，她便成了我的老伴。”说
着这些秘密，伟一直在笑着，尽管不
胜酒力， 伟也频频举杯邀我们共饮。

我终于明白了个中原委， 伟成熟得
早，胆儿也够大的。

伟是一家公司的副总，工作自然
繁忙。 而这几年霞的身体一直不好，

我们也都模糊地晓得一点，但伟从不
向我们诉说。直到前些日子，伟打电
话向我询问一个领导的治病经验，我
才从伟

1.82

米身高却略显驼背的身
影里读到点什么。

伟告诉我，霞在十年前就患上了
十万分之一的多发性硬化，这病发作
起来厉害得很，腿麻、手颤、口歪、舌
硬等症状有点让人担心，治疗不及时
的话更是麻烦。霞自从患病后，生活
上多有不便， 记忆力也不如以前，往
往是前边说好的事，一转眼工夫就忘
了。多发性硬化的病症在大脑，压迫

着中枢神经，这就造成了霞行走和上
下楼的腿无力，没有人的搀扶很是困
难。邻居们也常说：多亏了伟的照顾，

这孩子是个细心人啊。这些年，伟领
着霞北上南下的求医， 花了不少钱，

但收效甚微，可把伟急坏了。伟曾对
我说： 这两年白头发呼呼地长出来
了，一个字就是“愁”呀。可是，尽管
愁，尽管治病花钱效果不佳，但伟一
直不放弃，仍旧家里家外地忙碌着。

上周，伟骑着电动自行车带着霞
来找我。由于霞左腿无力，进办公楼
时上台阶， 左腿抬起时都很费力，只
有伟用力地搀扶才能上台阶。霞告诉
我，这些年得了这病，什么也干不了
了，全靠他，要不是他的全力照顾，咋
会有我的现在呀。唉，还不如得个急
病啥的，一下子过去就算了，也省得
他每天这样累着。 伟在旁边听着听
着，顿时变了脸色，眼睛里噙着泪花，

嗓音哽咽地说：你是我的伴撒，只要
坚持治疗下去，我们就有希望。

老天有眼。 经过多方打听和咨
询，伟总算找到了虽不能治愈但可以
控制多发性硬化病的治疗办法，中西
医结合为霞的康复带来了希望。伟不
厌其烦地抓药、熬药并督促霞按时服
药，每天再忙也抽出时间帮霞按摩她
不灵活的左腿。还别说，这些日子的
治疗，霞的精神还真的好了很多。

我替伟高兴，为霞祝贺，更被伟
的精神所感动。咋不是呢，从陌生人
成为同学， 从同学到相爱成为夫妻，

不仅是因为双方相互的坦诚，其实更
多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责任。履行好
自己的责任， 才是夫妻间相濡以沫、

幸福生活的基石。

车云山登高

张传明
辛卯深秋，随诸友登河区董家河镇车云山瞻仰古塔，

为车云山景势所撼，故以记之。

路达青峰外，

云横石壁前；

山高楚云阔，

秋深水寒；

日浴千岭秀，

雨沐万陇鲜；

千佛顶上佑，

百姓世代安！

好文章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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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正在讲唐诗，有学生问，这首诗好在哪
儿呢？教授答：好在你说不出来。当时很不以为
然。其后十有余年，同事将她写好的一篇文章让
我过目，我说很好，发吧。也问好在哪儿呢？我说
好在不知不觉就看完了， 于是将上面教授评价
唐诗的话转述给她。

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不知道的人少，直白得
近似顺口溜， 好评声一直延续到今。《诗经》的
首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追不到时
夜不能寐；追到了就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翻成
白话文，那是不值一提。为此，后人在疑惑着，在
牵强附会地讲解着，就是不敢否定它的价值，因
为确切无疑，《诗经》 是孔夫子编订的。 说它们
好，好在哪儿呢？

有人戏谑地说， 好文章就像猪八戒吃人参
果，吃了还想吃，意犹未尽，抑或回味无穷；相反
的情形是刚看就觉得长，像懒婆娘的裹脚布。不
过有些事情不好说，古人云：“人各有好尚，兰

茝

昌待切荪蕙之芳， 众人所好， 而海畔有逐臭之
夫。”有见文章长即叹其为美者；有炒剩饭上瘾，

且炒出金子者； 更有吃别人嚼过的馍甘之如饴
者。有这样一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
化快。”

同样的一件事情，由于作者能力、感觉、观
点、习惯等的不同，形成的文字便会千差万别，

中国的学生大都是从同题作文中成长出来的，

只要不照抄， 可有几篇雷同的？ 即便是历史事

件，毫不相干的后人，写来也是别有洞天。“当三
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
射中的时候， 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
呵！”十多年前，我脱口而出的这句背诵，立马雷
倒一个高中语文教师。他教课多年也没记住，没
啥感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是写当时发生
的一桩学生惨案。 同时代的朱自清等都写过类
似的文章来悼念， 但影响没有一个比得上鲁迅
的。同一部《中国通史》，看范文澜编的部分，和
看其他人编的部分，那感觉就有了异样。

“草昧英雄起， 讴歌历数归。 风尘三尺剑，

社稷一戎衣。”某年月日，我抄下这首诗，对一个
同事说，你看我写的这首诗如何？其看后说，你

写的是屁。我笑着说，这“屁”我还放不出来，是
杜甫先生的。

有人说，看小说是快乐的事，我信。初中时，

正上课，老师走到了身边，我还沉浸在小说的情
节里。又说，写小说是痛苦的事，也的确，比如曹
雪芹披阅十载， 满腔辛酸地写下了到目前尚未
被人超越的《红楼梦》。

《滕王阁序》是千古名篇，时人后人都对此
首肯，就连王勃本人也不例外。“例外”的是作者
死后还在自赏着其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某笔记小说记载，王勃死后，其魂
魄在岸边流连忘返，口中不停地吟诵这两句。一
赶考举子路过，闻此即大声斥责道：落霞孤鹜齐
飞，秋水长天一色，岂不更好。从此再无声息，该
是其灵魂也被折服了吧。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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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的读书栏目说，好书不厌百回读。

那是过去，当今，只要文章不是谁写谁看、写谁谁
看，尚有不相关的人在看，也就算好文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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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保仓

坏事也扯好理由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明君， 也是历史
是好较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皇帝。 不过
他也是有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的时候。

李世民喜欢打猎，经常是左牵黄、右擎
苍，带着大队人马四处游猎。皇上出行，地
动山摇，沿途官民迎来送往不说，还需要动
用大批百姓修桥垫路。 为此有大臣上书批
评他游猎太频，烦民扰民。李世民不高兴，

就找个理由辩护说，现在天下太平，但武备
不能放松。我带着大伙儿去打打猎，哪有什
么烦民？经皇上的金口这么一说，老母鸡变
鸭，打猎就是“武备”，就是居安思危，就成
了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

李世民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也要为自己
打猎找个好理由， 可见做事有理没理绝不是
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事实上， 人世间很多错
事、坏事都是打着“有理”的幌子，都有一个冠

冕堂皇的理由。 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就曾
愧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

不久前在报上看到湖南巨贪、 柳州市
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在狱中同反腐学者的对
话，以及他写的《自述》，发现贪官受贿收红
包也是很有理由的， 而且有的理由还十分
“雷人”。

比如曾锦春说：“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去
邻省一个区考察。当时我们闲谈时，他们一
个副书记说：‘红包收得多， 说明我与群众
关系好。’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原本是去考
察他们纪委工作先进经验的， 反而助长了
我大胆收红包的收理。”你看，收受红包不
仅是违法乱纪， 反而成了密切干群关系的

好事；官员红包收得多，不仅不是贪官，反
而是“群众关系好”的好官。这个副书记为
收红包找的理由堪称惊世奇言， 唐太宗恐
怕也会自叹不如。

现在贪官入狱后， 很多人都检讨自己
腐化堕落的原因。 诸如“放松思想改造”、

“经不起金钱和美色的诱惑”、“权力缺乏监
督”、“心理失去平衡”等等。其实还有一个
原因他们似乎都没提到， 那就是上面那个
副书记作为“经验”之谈的“收红包有理”。

曾锦春第一次收红包也正是这种“有
理”的收理作祟。他在《自述》中回忆了他第
一次收红包的情景。这段文字不长，但颇能
引人深思：

“

1997

年春节，临武县给我部一个副部
长到我家拜年，拿来一个

1000

元的红包。我
和老婆开始不肯收。 他就：‘两瓶酒， 两条
烟，超过

1000

元。你不吃酒，不抽烟，送你还
不好处理。一个红包方便多了。’我听了他
的话感到在理，收下了红包。缺口一打开，

几年来便收了红包礼金一百多万元。”

曾锦春收红包是因为“感到在理”。“在
理”就是“有理”。既然有理，何不收之？至于
这个理是不是谬理，歪理，是一己之理还是
党纪国法之理，不知曾锦春有没有多想。最
终曾锦春从“收红包有理”变为“没理”，从
官场走进刑场。

做坏事也要扯个好理由， 便理由再好
听， 坏事毕竟成
不了好事， 这好
比打肿脸充胖
子， 无非是自欺
欺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