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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
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     阅读2011年的随笔，脑子里总是缠绕狄更斯的这段话。
这是让人辗转不寐的话，一想起心里就有莫名的躁动，骨子里仿佛添加了别样的物质。
狄更斯这话头本来是对法国大革命而言的。
那是震荡的时代，那是血与火的时代，是方生方死，是绝望时希望，是血污与啼哭，是产床与墓碑，
是破坏与打碎也是祈祷与重建。
在大变革的时代必有大撕裂，在血水里浸泡，在沸水里蒸煮，在清水里涤洗。
但是当下呢，我们身处的当下，这是怎样的时代？
怎样的时期？
我们心绪茫然，真不知如何命名这种情绪：是说爱还是言恨。
你要爱这个时代就托生在这个时代吧，这是天堂；你要恨这个时代就托生在这个时代，这是地狱。
但无论是爱或者恨，你无法脱离这个时代，你已经绑定在这个时代，就像我们不能自己揪着自己的头
发脱离地球。
同样，我们的身家性命，我们的父兄姊妹，我们的妻儿，都绑定在这时代，但即使如此，你就能说我
们爱这时代？
真的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谁为辛亥革命结账？
    2011年是辛亥百年，我们身处其中，看到了很多的热闹的庆典，看到了很多举止都指向了百年前的
把满清打个大洞的第一枪，当然也有很多的文字自然会牵扯到那年的人与事。
瞿骏的《文明的痛苦与幸福》给了我们别样的解读，他从孙中山的话“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
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说起。
但是经历文明之痛苦，一定就会有文明之幸福吗？
看看20世纪上半叶中华大地血流成河，你会想到一个成本的问题，整个国家如架在热鏊子上，翻来覆
去，先是闹腾义和团，废八股，接着是革命党人屡败屡起的流血暴动和暗杀⋯⋯种种苦痛遍被华夏。
期待的“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的果子落下了，然而“文明之幸福”并没来到，人们还是像等待
戈多，翘首代之。
辛亥革命之后的夜更沉了，民族的危机更重了，其后的动荡是否仍要记在辛亥革命的头上？
1911年、1928年、1949年三场革命相距不过三十八年，如同鏊子上翻滚。
在这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前人所谋的“幸福”非但对后人所谋的“幸福”毫无裨益，反而成了欲除之
而后快的“痛苦”。
往往当宏伟目标还是海市蜃楼时，已有的努力与建设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革命结果呈现出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复杂面相，民族类如飘蓬，百姓辗转沟壑，过后思量：辛
亥革命只是推翻千年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符号，龙旗是撤下了，共和的口号也喊了，虽然我们也有了
民主体制，但很多的封建的鬼魂和因子还残留在我们的血液里，如现在很多餐桌上农产品残留的农药
一样，帝国的阴魂和阴气还在弥漫着。
在辛亥革命百年时回望辛亥革命，人们不禁感慨革命不是首要的，首要的还是在启蒙。
    对辛亥革命深刻反思的还有张鸣，2011年他出版了《摇晃的中国》，张鸣认为一次偶然的仓促的武
昌首义竟然推倒了在这个大地上如同鬼魂一样缠绕中华民族的两千多年的帝制。
但将辛亥革命的胜利只是简约地归结于偶然事件显然太不负责任，也太轻巧，但我们追问的是：100年
前的中国果真拥有建设共和与民主的条件吗？
共和的产床真的已经铺好？
奶粉尿布都已齐备？
张鸣将“镜头”拉回到那个纷乱、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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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认为，武昌起义前的中国处于改革时期，是有史以来最认真的改革——1903年至1911年的新政，
总体上看效果不错，财政状况好转，当时的中国局面有了一定改观。
1911年国家财政收入超3亿两白银，各省都有结余，而湖北结余最多，有4000万两存款。
    张鸣说，辛亥革命前，清朝进行政治改革——预备立宪，媒体也成气候了。
但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内阁，13个阁员旗人占9个，汉人4个，全国大哗。
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到京抗议，满清亲贵收权、收回地矿铁路资源的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得罪
很多最不该得罪的人，引起地方强烈反弹，也葬送了新政。
“最有力量的士绅立宪派从支持朝廷转为反对朝廷”，立宪的失败和革命的成功都充满了偶然性和必
然性，与整个社会不断变换的历史背景相关联。
张鸣告诉大家：今天纪念所谓“辛亥革命”的精神不是希望它搞起义，而是反思为什么不能和平转型
。
    问世间，义为何物？
    王开岭是一个心存文学而背对文坛的言者，他向来不把文学看成多重要的经国大业之能事，他追求
的是一种简约，一种“有限的表达”和“节制的表达”。
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表达泛滥、耗纸成灾的时代，写得短、写得简，甚至写得少，对自己、对读者，
都算一种美德，但开岭的每篇文章都有着他思想的胎记，文学是业余的事，把思想当呼吸。
他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看似对爱和文学的不恭，其实大有深意焉：“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成职业
来做，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    王开岭的《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也是他文章一以贯之的风格，读来让人苍凉贯骨，悲慨满腹。
“忠义”这个词曾经多么明亮，在水浒好汉的身上，那是用血维护用血洗涤的词。
凭借忠义可在江湖世界找到知己，就如一个伟人说的，凭借着国际歌的旋律可以找到无产者一样，但
“忠义”这个词在现代却是一个蒙尘的词，忠义的血脉在现代被斩断，不义背叛成了家常，就像思念
被说成犯贱，忠义稀薄得成了一张粉连纸，吹弹可破。
    袁崇焕蒙冤被千刀万剐，被愚氓的皇城根下的人争先碎肉啖下，而他的佘氏仆人没有盲从，对其不
离不弃。
以一个仆人的判断为袁崇焕在心底矗立了一座纪念碑，而当时的如此举止是要冒灭门诛族的大风险。
不但仆人，而且仆人的后人，一个家族三百年间，从晚明到现在，生于守墓，逝于守墓，继承守墓，
好像走上了一条无尽的不归路，这规矩在佘氏家族代代相传。
370多年，这个家族共17代人恪循祖训，满怀忠义，栖息在远离祖籍的北京广渠门的皇城根下，守着袁
崇焕的墓，也守着逝去的一代代先人，他们心底守着先人心底守着的东西。
袁崇焕的墓，就是佘家人的出发地和归宿。
开岭义愤地说：佘义士做的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公事。
这件事，多多少少替历史挽回了一点儿面子。
即便如此，若说佘义士代表“我们”，代表群众的“大多数”，那也让人汗颜，说明“我们”的脸皮
太厚了。
既然风险是一个人的，荣誉也应是一个人的。
    是啊，我们的历史没这个家族是寂寞的，有这个家族更寂寞。
这样的家族在历史上注定是在边缘，生存的边缘，历史的边缘；这个家族注定人丁不旺，就像坚守忠
义的人丁一样不旺，这只队伍何曾被壮大和扩编过，永远只是孤苦伶仃，形单影只。
    但这墓现在尴尬到搬迁，一种精神被拦腰截断。
    思想的鳞片    我一直认为随笔是偏于思想的，我们从李泽厚、刘再复、王小波、钱理群、朱学勤到
摩罗、南帆、王开岭等等，这些人的文字给了我们另一种阅读的快感思想的盛宴，他们为随笔写作提
供了另一种经验和模式，他们的文字就是思想的结产床。
我的判断是散文偏于真实的情感，讲究在场，讲究经验和经历，而随笔则是在思想处掘进，更偏于内
部，是这个时代精神的记录，是意义和深度。
如果散文随笔是一条大河的话，散文是脚下的土地，是此岸，而随笔是远方的属望，是彼岸。
    不错，我们要关注脚下，也要看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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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说“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王禹麟的《林中响箭》是一种思想的断片，在天涯论坛发出，曾引起多人的共鸣，这有点像手记，
不求完整，这是散文式随笔式，更是诗歌式，王禹麟说自己是在生活的海洋里倔强成长。
拒绝庸俗，在黑夜里仰望星辰。
我非常喜欢王禹麟说的：    我提起笔如同一位老兵扛起一把征战多年的枪，而我的战争是反抗这个世
界的庸俗潮流，一种把人不当人的潮流。
虽然我充满着孤独，但却无比欢快，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那么一些人和我一样，在试图改
变点什么，我们没有失魂落魄。
虽然我们只剩下一支笔，但它依然能动摇整个世界的荒谬。
    这些断片，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没有秩序也是一种秩序，罗兰·巴特说过：“杂乱无章也是一种
美。
”确然。
    谁能劫夺阳光    桑麻的散文和随笔文字非常独异，有新闻的现场感和在场感，有小说的细节和场面
，他常将乡村的粗鄙和暴力在文字中还原和再现，比如《劫夺阳光和呼吸》里挤奶水的细节，让人惊
讶叫绝，桑麻不是挖坑，而是在散文的领地，围绕计划生育掘一口深水井，这井的砖是沧桑，是回音
壁。
这样的题材好像犯忌，但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要有为时代作证的担当，从他前几年的《我的沉重的纪
念碑》到现在的《劫夺阳光和呼吸》。
    也许在国策层面，“计划生育”是应当的，但在乡村里，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却对这国策有无
穷的应对，花样翻新，就是要生，认准一个理：要香火要男孩。
桑麻的文字写了乡间的暴力：因为计划生育，“支书李贵新的五亩玉米一夜之间被人放倒了。
”(《杀青》)“决定是在头天上午党委会上做出的。
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时里形成的意见,竟然在第二天把十六个村的两万八千口人,推进了喧嚣无眠的
长夜。
”(《十六个村庄的白夜》)“两位护士为我做手术的准备。
”(《以右臂的代价》)“获得省里要来检查的消息,用时下一句流行语表述,就是一下子让人‘晕菜’。
”(《深冬里,整个乡在疼⋯⋯》)“我们村张铜栓老婆从茅坑被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一个秋天的明朗和暧昧》)“一九九七年春天的早上,冯春安和他妻子姚美丽,身穿白裤子白鞋,登
上县政府办公大楼高陡的台阶。
他们顺利避开三层值班人员的注意,幽灵般出现在县领导办公的地方。
”(《我梦见我有一千间新房》)    桑麻写到：一个老党员的儿子生了三胎，没钱，也借不上来，看到
一拨拨人来缴钱，压力很大。
“他对村干部说，把我捆起来游街示众，或者打我一顿吧！
没人理他。
副乡长说，现在不兴捆人，也不兴打人了。
他说，你们不捆，我让家里人捆。
你们不打，我自己打。
我得起模范带头作用⋯⋯说罢，噼哩叭啦打起自己耳光来。
我说，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像他这种情况就要照顾，不过不是现在。
我们不能捆人，可以让他在大门口站着，给没缴钱的人做个‘榜样’。
”其实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比如扒房，支书“他不是不清楚，撂倒一座房屋会种下怨恨，但更清楚，此举对他的未来统治将产生
决定性的影响”。
    计划生育是好事，但落实起来，很多的百姓却是一种拼死的抵抗与反弹。
我想，如何在国策和民意间平衡，是需要思考并做出解答的。
    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    黄波说：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有趣味，不需要任何涂脂抹粉。
黄波的随笔集《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让我们走近那真相与假象相间扑朔迷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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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戏说不胡说，只是发觉尘封的历史——“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黄波写了山西大旱、长沙抢米、天津教案、幼儿留美、慈禧逃难、苏报案、杨翠喜案、清末司法改革
等晚清的一个个历史事件，事有人为；黄波也写了那些大变局中的各色人等，尴尬的殉国者海龄、马
关春帆楼的李鸿章、婚姻风波中的杨月楼、行刺出洋大臣的吴樾、只爱娥眉不爱官的宝廷、在乱局中
死于兵变的端方以及“纯臣”张之洞、遗民梁鼎芬等，还有杨乃武案中的《申报》、有转移风气之功
的同文馆、“跪着暴动”的立宪派、清亡之前紫禁城里的哭声等等，真是琳琅满目。
    黄波对“转型”的中国提出自己的一家言，对历史人物，抱有“了解之同情”或“同情之了解”。
黄波在书中的感慨是基于对民族的爱之切，是带着血痂的创痛，是一颗不能放下的一颗拳拳之心。
他的苦心孤诣无非是给我们的民族提醒，如米涅瓦的猫头鹰：要改革，不要革命；要推进，不要流血
；要妥协，不要激进；要协商，不要危言耸听，大言惑众。
是啊，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登高一呼撕破喉咙的呐喊最易蛊惑人裹挟人，非白即黑的逻辑思维最易
迎合人欺骗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
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
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写于牙疼时，以文字来缓解    201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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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阅读2011年的随笔，脑子里总是缠绕狄更斯的一段话。
这是让人辗转不寐的话，一想起心里就有莫名的躁动，骨子里仿佛添加了别样的物质。
狄更斯的话本来是对法国大革命而言的。
那是震荡的时代，那是血与火的时代，是方生方死，是绝望时希望，是血污与啼哭，是产床与墓碑，
是破坏与打碎也是祈祷与重建。
在大变革的时代必有大撕裂，在血水里浸泡，在沸水里蒸煮，在清水里涤洗。
但是当下呢，我们身处的当下，这是怎样的时代？
怎样的时期？
我们心绪茫然，真不知如何命名这种情绪：是说爱还是言恨。
你要爱这个时代就托生在这个时代吧，这是天堂；你要恨这个时代就托生在这个时代，这是地狱。
但无论是爱或者恨，你无法脱离这个时代，你已经绑定在这个时代，就像我们不能自己揪着自己的头
发脱离地球。
我们的身家性命，我们的父兄姊妹，我们的妻儿，都绑定在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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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立，原名石耿立，山东鄄城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菏泽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出版过多部诗集、散文集和学术著作，是国内有影响的学者、散文家和诗人；山东省社科人文基地：
水浒文化研究基地负责人。

　
作品多次名列“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随笔排行榜”、“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和“华
人优秀散文排行榜”；曾获第四届冰心文学奖、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
）、“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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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杂乱无章也是一种美/耿立
想起了亚历山大/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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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古建筑/李清明
曹家巷/马召平
个人崇拜是专制体制的惯性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陈为人
那些与我无关或有关的物象/江南雪儿
人事·神事/阿贝尔
鸟巢--自然笔记/杨文丰
做一个有“私想”的散文家/何平
把心灵抓在手掌上/高维生
大觉寺的玉兰（节选）/王祥夫
和合之制/韩少功
永不陨落的加加林--纪念人类第一位飞上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宁明
谁的故乡不沉沦？
/耿立
箱子里的人/宋烈毅
村谣咏叹/李志国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冯骥才
马基雅维利的启示/徐贲
苏格拉底与商鞅/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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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画/穆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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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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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路者/凌仕江
唐朝诗人的幸福之六：诗眼是慧眼 多情是深情/李雪晴
我总是无法缓和自己的呼吸/尉克冰
赶回家过年/乔忠延
金庸武侠的文化解读/张立国
纵使君来岂堪折/李非仙
夜莺，夜莺--闲谈文人/梦痕
1672年，一个乡村妇女的非正常死亡--读《王氏之死》/朱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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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们从宕沟远飞/牛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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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一回，“人民”真的失察、失聪、失明了。
其实，此般历史悲情从未拂袖而去，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力量能把这两类“人
民”、两款“爱国”拉扯开。
想想吧，在罪证如山、众口凿凿、只有一个信息源和舆论调门的前提下，你有何理由不跻身于那“正
义”合唱？
比如“反右”“文革”，比如“将某某永远开除出党”的大会上，有谁落后过？
据史载，崇焕死后，“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那颗死不瞑目的血颅，终日悬于杆上，忍受空
荡荡的落寞和曝晒。
黑夜里的黑影接下来的事，是我真正要说的。
“寸磔”后不久，某月黑风高夜，一身手矫健的黑影偷偷攀上了城杆⋯⋯一大早，守卒发现，崇祯朝
最重量级的头颅不翼而飞了，这可是惊天大案，朝野惶惶，巷语纷纷，皆不得其踪，它神秘蒸发了。
明亡后，因抗清之故，袁崇焕继续以“国家公敌”的名义列入讳语。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不知何故，这位文治武功的天子突然挂念起那个被祖辈构陷的宿敌，唏
嘘之余，颁诏日：“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
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悲悯也好，钦敬也罢，这份来自敌营的尊重，总算给了崇焕一个见天日的机会，也让一户人家走进
了历史的视野。
原来，那黑影乃崇焕旧部，姓佘，名不详，后世称“佘义士”。
盗得头颅后，将之葬于自家后院，从此隐姓埋名，守墓至终。
去世前，他嘱咐家人将己埋在主公旁侧，并要求子嗣做到三件事：永不为官，勤于读书，世代守墓。
这份口嘱，为一部长达370年的家族故事作了奠基。
袁崇焕，这个流浪的冤魂，终于有了人问的地址。
该址的现代描述是：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
我的同事为拍摄《佘家故事》，跟踪数年，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也使我得以邻近地感受这个家族
。
某天，我特意走了趟那个地方，下车才发现，那儿竟毗邻广渠门，广渠门，不正是袁崇焕与清军最后
交锋的战场吗？
事实上，墓园的气象出我意料，非但不见恢宏，反而幽僻得有点落寞：青砖矮墙的小院，水泥箍成的
馒头坟，碑刻“有明袁大将军墓”，正前有石案，一束枯花散落；将军墓旁有个更小的坟，主人即那
位冒死盗颅的佘义士了，佘碑低矮，中有裂缝，显然被修复过。
小院二十多平方米的样子，收拾得很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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