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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苍蝇和老虎：网上时评杂文集》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精选了一百四十多篇文章。
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这些文章，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武老文章老更成。
他的时评，既打老虎，又拍苍蝇。
试看他在2007年所写时评的题目：《陈良宇落马的反思》、《也谈周正毅“二进宫”》、《把他们统
统送上道德法庭》、《王蒙谈做官》，一看这些题目，就很想读全文。
有些作者为传统媒体撰文多年，一下子转写网络评论，往往放不开手脚，文章还是左顾右盼；但武老
则不然，他胸中有话，放言无惮，一吐为快，因而很短时间内适应了网络评论的要求。
许多网友甚至打听武先生是否是一位年轻的学者？
这里且谈谈他的《隔岸谈鼠》。
武老师在文章开场白里有言：“此文隔岸谈鼠，‘网听‘报说；胡思乱想，脱离实际；语必乖谬，或
成‘笑谈。
”“笑谈”既是湖南一位官员对鼠害各种“传闻”的贬否，却也是一种文章作法。
文章从洞庭湖大水泛滥、湖中老鼠（学名东方田鼠）上岸、形成大鼠害谈起，论及鼠害还是机遇、鼠
灾有无人祸、堤墙失修是什么原因，等等，最后把矛头指向一批官场里的“硕鼠”。
“《诗》云：‘硕鼠硕鼠，毋食我黍。
几千年前，老百姓就在骂‘硕鼠了。
但后人骂的‘硕鼠非一般老鼠，而另有所指。
据《华西都市报》记者报道，湖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堤防护员说，原来沿湖都有大堤和防鼠墙，
他所在堤段，地方政府每年都向老百姓征收防护费，不知用到哪里去了，堤墙破损却无钱修补，田鼠
上岸便能长驱直人。
”此文构思奇特，文笔幽默，兜了一个大圈子，声东击西，意在言外；笑谈鼠害之中，顺笔也抨击了
贪官。
看来，写时评，除了强调时效性外，有条件的话，也要注重艺术包装，讲点知识，带点趣味。
《隔岸谈鼠》是一个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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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振平，1927年生，1949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
1949年起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历任编辑、记者、评论员、文艺部副主任。
“文革”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年离休。
著有《冲开的闸门——当代文学题材问题》、《敝帚集——文学论文随笔选》、《速朽集——杂文散
文选》、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杂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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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代自序·网评五年1981-2000　喜闻科技讲座第四讲短命的“学术禁区”上海人的“火气”“谈驸马
”热似曾相识的“未来观”“吃肉”和“骂娘”普陀山上一好碑从垃圾想到民主商品包装的哲理从火
葬到水葬明星广告得失谈上海滩新行当：“吃白相饭”“三流记者”乐在其中寻旧作《中国新文学大
系（1949-1976）·杂文卷》跋除掉“第三把刀”2001-2002《速朽集·自序》丢掉幻想可耻的参拜扶贫
必须反贪布什过欧人人喊NO难兄难弟“喜”重逢还不能画句号“进口”诚信不要把洗澡水也吃下肚
诚信“有价”阿Q还活着20032003年CCTV春节晚会印象美式“新闻自由”大曝光追求一个“未知数”
好戏一台，几多“三角”透明度：SARS后的新鲜事为美国大兵心理义诊从梦想到现实“焦青天”怎么
了从泥潭到“沙潭”诱导孩子撒谎的广告古巷的忧思断手医院假文盲的故事呼唤一万位高耀洁别太难
为了巴金他们没有闲着《东方红》的历史命运2004“宝马案”现象佳节遥祝海外同胞一本为农民讲真
话的好书“高干子弟”中的败类从麻原看李洪志下场大刀阔斧精简“大盖帽”呼唤新一代的建筑大师
选出好村官赶走恶村霸总书记问农民重读杜甫“茅屋”诗苍蝇和老虎富而无骄送给少年朋友一本书婊
子的牌坊雪中送炭庆“六一”愿公安局长都像任长霞任长霞的哭会不会还有第三例从此天下父母心媒
体反腐斗争的新经验有了“高贪榜”，还需“升官图”让奥林匹克精神战胜丑恶建议中学增设两门选
修课第一千个亡魂在呼唤奥运后的奇谈怪论八股文风和市长心态凝聚力：政党的生命2005从农民模特
队想到文化脱贫春节情结：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把她们放回家戴厚英九年祭追求崇高理想的“洪流”贺
古力胜李昌镐冯骥才卖画中山先生莞尔而笑校庆百年忆复旦港台海外中文报纸何时改横排儿歌园地迎
喜雨请出无神论遏阻迷信思潮试论党员老板美国又在指手画脚了“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儒家伦理思
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饕餮席上的荣辱观开学第一课不要忘了中西功同志抗战歌曲大普及新奥
尔良随想天上有颗星日本右翼的“酸葡萄”情结2006送别东史郎大熊猫和陈水扁春节也要“创新”“
不可忘”和“不可不忘”“风水先生”时来运转农村小康后的忧虑从娃娃抓起培育爱心中国有没有“
黄禹锡”“上山下乡”新天地剪割不断的“俄罗斯情结”“洋名牌”迷信的破除“农家乐”的时代魅
力超市的危机校庆三戒总书记“六一”“送炭”美国主流媒体的新声被遗忘的救火英雄他乡烽火见英
雄拔出萝卜拉出泥拔出一个更大的“萝卜”“二十四孝”的是与非儿时的歌农民文化发展的新趋向不
要忘掉家门口的“两面人”2006年终结算矿难账围棋方法初论2007陈良宇落马的反思也谈周正毅“二
进宫”“上网”并非年轻人的“专利”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把他们统统送上道德法庭一亿多文盲
的思考郴州原市委曾是谁家的天下民告官的一个成功案例王蒙谈做官低调太湖的警告人心的回归惩治
不法“脏官”隔岸谈鼠两把伞引发的心灵激荡一锤定音：陈良宇三条“底线”关爱每一个智障人好学
生从“快”到“好”的辩证法现代“二诸葛”学士和“浩洋堂堪舆学”让座正在悄悄变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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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1-2000　　喜闻科技讲座第四讲　　据报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科技讲座，已经按计划办
到了第四讲，由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和环境化学家刘静宜讲授环境保护的知识。
看来这个讲座还要继续办下去。
　　党的领导人一向是坐在主席台上，向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人们做大报告的，现在却换了一个位置，
自己坐在台下以科学家为师，并且认真听讲。
讲课结束后，胡耀邦同志还对两位科学家表示感谢：“谢谢老师们！
”谦虚恭敬，可贵可喜。
　　“不耻相师”，原来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
一千多年前，韩愈就讲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所谓巫医、乐师、百工，用今天的话来说（把“巫”字去掉），也就相当于医生、音乐家、科学技术
专家了。
对于这些人，韩愈虽然也表示了一点鄙夷的神气，说什么“君子不齿”，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局限；
但是对于这些人的“不耻相师”，却热情肯定，并且发了一通议论，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正是韩愈高出于当时一般“士大夫”
、“君子”的地方。
　　当年韩愈所追求的“道”与我们不大相同，但是我们时代需要拜一切“术业有专攻”的人为师，
却比韩愈时代迫切千万倍。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伟大而又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修养，不但需要丰富
的社会科学知识，也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党的领导人虽然具有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在这方面比较“内行”
；但是，他们不能无所不晓，特别是对于现代科学知识，就知之较少，在这方面比较“外行”。
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向一切“术业有专攻”的人学习．这不仅表现了谦虚精神，首先是一种唯物主义
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只有经过学习，才可能由不知转化为知，由知之甚少转化为知之较多，由外行转化为内行。
　　远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
工作。
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可惜，后来大概因为成绩越来越大，阶级斗争越抓越灵，许多人都忘掉了这一条，而“耻学于师”
，特别是耻于以“巫医、乐师、百工”等“臭老九”为师；相反地，却以外行为荣，以“大老粗”为
荣，以不学习为荣，形成了一种极坏的风气，流毒深远。
　　韩愈说：“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可是，有些人对此却满不在乎，不解就不解，照样工作，照样做官，照样指挥一切！
他们妄自尊大，不懂装懂，发号施令，刚愎自用，结果误党误国，害人害己；不经科学论证，盲目引
进技术设备，上当受骗，损失了亿万美元，轻描淡写为“付学费”；只凭长官意志，盲目指挥生产，
送掉了几十条人命，还文过饰非。
这些人号称什么领导，在学习问题上，其见解竞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之下，可忧，可叹！
 现在党中央做了榜样。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为了不再发生人命大事故，不再浪费数以亿计的美元，⋯⋯总之，为了尽
可能少付一点“学费”，让国家建设得快一些，让人民生活得好一些，那种以外行为荣、以老粗为荣
的恶劣风气，应该彻底改变了。
如果我们全国各地的省、市、地、县，乃至各工厂、农村、学校⋯⋯的党委，在可能的条件下，根据
自己的需要，请你们那里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开办一个什么讲座，不是装门面，凑热闹，
而是“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四化”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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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命的“学术禁区”　　大概是上个月吧，看到一则新书预告，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即
将出版；去年以来，重新评价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又陆续出现。
这些，都使人们有一种宽松之感。
　　人道主义、胡风文艺思想，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都曾经被不“宣”而“布”为理论“禁区”。
有的网开一面，只准口头讨论，不得见诸文字。
但是，既然只准动口不准动手，写字的手被捆绑起来，便有一种不宽不松之感，气氛难免紧张；动口
的大致也是慷慨陈词一边倒，尽管持不同意见者大有人在，也宁可放弃开口权，少说为佳。
于是，舆论一律，猗欤盛哉！
　　学术研究贵在追求真理。
认识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真理的光辉就是在矛盾的撞击中迸发出来的，包起来不讨论又岂是解决问
题的办法？
这些极浅显的ABC当然不会不知道。
然而，长期以来，实际做法却是另一种情景。
也许是出于防止“异端”、“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一片好心，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正是
要在与“异端”的斗争中得到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正是要在与“异端”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封
闭起来在温室里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只会僵化。
害怕“异端”，依赖人为措施“保护”的纯洁性倒可能不是真理。
因此，这种“好心”的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人道主义、胡风文艺思想并不是洪水猛兽，主要是学术理论上的问题，讨论中即使有点“异端”
出来，也不至于坏了大事。
何况，我们学术理论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是有辨别能力的。
相反，禁止讨论，给人们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其消极影响所及，就不仅是一个两个具题的学术问题，
而是整个思想界能否活跃。
　　这两个问题开“禁”了，是一件好事。
经过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实事求是的传统逐步得到恢复，随着改革步伐的前进，这种不“宣”而“
布”的禁区终于打破了。
推而广之，可以说任何学术禁区终究是要冲破的，注定都是短命的。
这不是瞎子算命，而是因为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新时期改革的潮流不可抗，鉴往追来，但愿
今后这种短命的“禁区”不再出现。
　　上海人的“火气”　　新市长上任，和新闻记者笑谈上海人，他转述了港澳同胞的一句评语：好
像上海人肚子里都有一把火，气儿太大了。
 这真是一语破的。
当然，上海人并非人人如此，但是，从整体看，“火气”大确实是近年来上海人的心理性格特征，连
我们这些“久而不闻其香”的老上海都不能忍受了，更何况初人“芝兰之室”的嘉宾。
　　遗憾的是记者招待会时间局促，上海人的“火气”为什么会大起来，又如何灭“火”消“气”，
新市长未及详尽论述，笔者愿就此作一些“探索”。
　　有一种新理论，把人的基本性格特征归之于血型，对这种理论的科学性，笔者一直持怀疑态度。
据说AB型的性格比较褊狭，容易冒火，那么，莫非许多上海人的血都变成了AB型？
　　还有一种“遗传”说。
遗传因子对性格的形成自然有一定影响，不过，上海人眼下的火气大概并不全来自他们的娘老子吧？
　　人们心理性格形成、发展和变化，最主要的条件大概还在于社会实践。
上海人“火气”大，如果从社会条件寻找原因，无非是这么几条：　首先是物价，连续三年一再猛涨
，涨得人们经济上承受不了，影响到心理上也承受不了。
据有关统计，1987年上海市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户数，已经上升到占原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这就
是说，三户人家几乎有一户收入下降，六百万市区人口中就有近二百万人生活“滑坡”，每到月底结
算收支，发现“义亏了！
”怎能不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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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条是来自以权谋私、机会不均等。
大学毕业统一分配下，有些成绩不佳的学生面前却送来了一列长长的锦绣名单，国内国外任君挑选；
而有些优秀学生为了专业对口，施展抱负，却不得不多方奔走+到处求人。
只因为前者有一个当大官的好爸爸或好丈人，后者只是一介平民。
这问房子本来已经确定分给你，公布的时候却分给了他，原来他的一个当什么长的至亲好友出面讲了
一句话。
凡此种种，引人发火，岂不自然？
　　至于日常生活上的琐碎事，引人发火的也不少。
公共汽车上吵架，除了乘客之间相互发泄“火气”之外，大都和售票员有关。
售票员的“火气”往往是测量一个城市“火气”的气压表，可是，售票员为什么“火气”大呢？
刘心武写过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读了这篇报告就会理解：售票员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困难
、苦恼和不平，肚子里也有一把火，不过这把火烧到无辜的乘客头上，则是发错对象了。
　　“火气”是客观社会条件的产物，而“火气”是否爆发出来及其程度的大小，又和个人主观修养
有关。
知识分子肚子里也有一把火，“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这种“知识贬值”
的反常的、荒谬的分配结构，当然不能不影响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他们的“火气”也不会小。
只不过知识分子的“涵养”功夫好一些，“超我”的力量大一些，因而比较能够克制自己罢了。
而有些文明道德修养较差的公民，他们的“火气”就像一个装满了汽油的燃烧瓶，一点就着，越烧越
旺，初来乍到的港澳同胞难免望而摇头。
　　可见，当前上海人的“火气”，并不是先天的、娘胎里带来的，而是被各种非正常的社会条件扭
曲了的性格心理，也可以说是一种变态心理，有其复杂的社会的、历史的，物质的以及精神文化的多
方面的原因；因此，要灭“火”消“气”，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质到精神
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去掉引火的因素，逐步做到以礼待人，和谐相处。
　　还得补充一句。
如果以为只有上海人“火气”大，这也是溢美过誉。
笔者近年来也跑过一些省市，发现“火气”大已经是时代“新潮流”。
就公共车辆售票员的“火气”来说，平心而论，上海还是落后于国内某些大城市的，如果来一次“火
气”大奖赛，上海的售票员未必能得到冠军。
　　“谈驸马”热　　直到前天（十一月五日）《文汇报》上发表《审“驸马”》为止，关于“驸马
”的杂文，笔者少说已经看到五篇了，没有看到的当然还不少，苏联的前“驸马”受审，成了当前中
国社会一个热门的话题。
　　杂文家们为何对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有这么大的兴趣？
中国人对丘尔巴诺夫个人并无民族恩怨，在目前的气候下，也无意就此出人家的“洋相”。
人家不是把这种丑闻当做宝货闭锁起来，加上“绝密”的封条，发至××级；而是公之于世，当众揭
丑。
大概他们事先早就把东方、西方、各种各样、好意恶意的议论置之度外了。
那么，中国杂文家的这种“热心”和“激情”又从何而来呢？
　　读来读去，忽然发现这些文章总有点“指着和尚骂秃子”的味道。
杂文家们没有把丘尔巴诺夫看做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共名；没有看做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
种社会现象——所谓“丘尔巴诺夫现象”，这种现象好像还带有国际性。
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毒瘤，是与马列主义相去十万八千里的怪胎。
社会主义特点之一是权力集中，这个大权如果使用得当，会做出前无古人的大好事，可是如果被滥用
，就会出现怪胎毒瘤。
这种毒瘤在甲地可能是驸马，在乙地可能是衙内王孙，在丙地可能是公主小姐。
有的人即使主观上要求为政廉洁，但是子孙不肖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更何况如果自己也不干净或
者不明智，还到处张罗为之遮掩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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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看到一个外国的丘尔巴诺夫，就想到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耳闻目见的丘尔巴诺夫们；看到丘尔巴
诺夫已经被押上审判台，而他的异国同类还在逍遥法外，能不义愤填膺、满腔怒火？
然而杂文家又有什么能耐呢？
正如鲁迅所说：“我只有杂感而已！
”于是，抓住外国的丘尔巴诺夫这个死老虎狠狠地写，你写，我也写；一篇写了，再写一篇。
没有任何主编布置，没有任何记者组稿，却自然而然地“热”了起来。
　　据说，文学的社会功能中有一种叫做“宣泄作用”，宣泄者，出出气，发发牢骚也。
但是，杂文家仅仅是发牢骚而已吗？
也不见得，大概还有一点醒世作用。
首先是提醒我们的公民要强化主人意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人，不管他有多大权力的公仆做靠
山——即使身为“驸马”，只要他违背国家利益，侵吞社会财富，为非作歹，主人就有权要求把他押
上审判台；主人的民主权利发挥得越充分，这些毒瘤和怪胎也越难存身。
其次，这些杂文也是对那些已经走上或将要走上丘尔巴诺夫道路的驸马王孙们的警钟和忠告：丘尔巴
诺夫之路并非幸福愉快之路，即使能在大树之下，一时享尽富贵荣华，纸醉金迷，但是你搜括的民脂
民膏，这笔账总是挂在那里的；一旦泰山崩，江河倾，仍将难逃丘尔巴诺夫的下场。
　　当然，这些仅是笔者读了这些杂感以后的杂感。
据某些杂文专家说，杂文要求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给读者留有回味，最为上乘，那么，笔者这样把
话说穿，未免大煞风景了吧！
　　似曾相识的“未来观”　　听说，有一位女士向回国探亲的华裔美国人诉说工资低、物价高、住
房挤、水质坏、行路难等等苦处之后，这位美籍亲戚安慰她说：一切会好起来的，美国的今天就是你
们的明天。
我毫不怀疑这位华裔美国人的真诚和善意，但是，听了这番话，却不禁哑然失笑，感到一种异常的滋
味。
它的语气何等熟悉，它的逻辑又何等熟悉！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达，这就是：“XY的今天——中国的明天”。
　　这种熟悉的逻辑，含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未来观”。
中国的未来怎样？
人们常常喜欢用一个“先进的”模式作为追求的样板，三十多年前，我们也曾经热情地呼叫过、真诚
地相信过这样的公式，不过，那时候的“XY”是指“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那时候．还拼命“一边倒”，从上到下，从经济政治到教育文化都全心全意向“老大哥”学习，争
取过上苏联式的“幸福生活”。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也确实学到了一些好东西，但是从总体说，其结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
原来，苏联并非天堂，连苏联人民也不满意自己的昨天和今天，我们那样真诚地依样画了多少年葫芦
，就难免在许多方面重蹈覆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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