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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或者说电子技术时代。
就某些人的思维模式来说，可能仍然很古老，他们即便手上拿的是iPad，那也不过是“爱派”，不过
如本书刀尔登的杂文所说是“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然而，就社会大多数人来讲，信息传播手段的
进步，无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形态。
最明显的是，近两年微博的兴起，改变了许多人的表达与互动模式，造成了一些公共事件，有人的冤
情得到广泛关注，有人因此丢了乌纱帽。
    杂文的表达方式其实也在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假装置身事外。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网络上的表达分散而相当自由，尤其是微博上的言论，几乎成了表达批判乃到发
泄怨忿的渠道；而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言论尺度则大体上十年一贯，自律也罢他律也罢变化
不大。
于是，选编年度杂文就遇到了新矛盾：如果无视新媒体的存在，只选传统媒体发表的文章，那就与时
代脱节太不真实了；如果多选网文，则它不可能以纸质印刷物问世。
哎，为难呀！
    崔健的一些摇滚歌词，终于得到文学界的激赏，当作经典好诗。
其实，有些摇滚歌词也是经典杂文，有激情有批判也有形象有洞察力，比如周云蓬的，比如左小祖咒
的。
左小祖咒的《苦鬼》2011年版的歌词，结尾与开头呼应，唱道“我投降在襁褓里在出神地望着你”，
我理解他是在告诫我们的社会，教育从娃娃时起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在把人变成不会思考的痴
呆儿。
为了标榜自己未与时代脱节，并不认为传统出版物就代表了现实的全景，我在这里首先向大家推荐集
子中所选的童大焕的这条新浪微博：“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
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
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
终点。
——为高铁温州坠落事故哀。
”这条微博很短时间里被转发253633次，有跟进评论39424条。
因为它碰到了人们的心弦，引起了强烈共鸣。
这条微博，理论上无疑十分政治正确，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两个文明”、“和谐
社会”和“公平正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可是，现实呢？
现实是那么严峻，让你的呼吁近乎哀鸣或者怒吼！
    还是说说入选的文章吧。
先做自我批评，如果说带有个人偏好是必然的，那么视野不够开阔则是因为我的阅读范围还不够广—
—看出处，你就知道我从《杂文报》和《南方周末》上选的比例较大。
另外，今年突破了一人只选一篇的惯例，少数人选了两篇，也不是说我只认为这几个人文章特别好，
而是他们的好文章被我碰巧读到了。
我可以断言的只是，凡是有两篇入选的，一定是我认为篇篇都有特别可取之处。
刘瑜、朱大可、郭宇宽、司马心、李兴濂的篇篇精彩自不待言；陈章的学问渊博让我佩服，这个与我
同为“50后”的水产养殖技术员，偏处东南沿海陆丰一隅，知道的咋就恁地多呢？
陈仓的《请慎言“模式”》，立意原也不算新，可是当他指出“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的互相矛
盾，我仍然感到说得痛快：你怎能一再强调你的国情特殊，说你的这一套具有“中国特色”，换个时
间场所，又说你搞的是一种中国人创造而可以向世界推广的模式？
    我写杂文怎么表达有效就用什么体裁，选杂文则只看是否有内涵，不论是文史札记还是时事评论，
不论是思想随笔还是生活随笔，不论是白描“硬写”还是幻想虚构，好杂文我都喜欢。
    作为导读，除了上面提到的作者，这里我有必要特别提到一些篇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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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类，王重旭的《朱自清该不该吃救济粮》问得好。
鲁迅通过短论和小说《祝福》（祥林嫂）批判封建节烈观是“吃人”，而鼓励朱自清饿死不吃救济粮
，算不算“吃人”呢？
其政治伦理与封建宗法伦理有何不同，鼓吹者的冷酷与鲁四老爷有多大差别？
陆春祥的《古阿斯指环》、十年砍柴的《官员抑郁症“被自杀”的大清版》，虽然读的是古人书、讲
的是古代故事，何尝说的不是“当代史”呢？
    时事评论类，我要特别提到盛大林、刘洪波、王龙、党国英等人的篇章。
《人民日报》评论部发文，要打捞沉没的声音，立意当然很正大也切中时弊，可以说真正是发出了“
人民”的声音。
但是，盛大林同时提醒道，有很多声音，其实没有沉没而且顽强地表达，却不被倾听，比如那些冒着
危险一再上访的人，官员财产公开之类一再被重提的呼声。
民间疾苦声和公共舆论都充耳不闻，又怎能指望找“打捞”云云？
徐勤推敲“我为党工作数十年”的潜台词，有力地揭露了一些官员特权思想的荒谬。
    思想随笔佳作本集中不少，如：狄马破“勤劳是一种美德”说，分析杨朱有没有“拔一毛利天下而
不为”、谁来拔毛、谁有权逼入拔毛；朱大可通过茅台酒和月饼这两个载体，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
剖析，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当下社会心理文化的病态；符号对“同床异梦”这个贬义词的质疑也很有意
味——同床就该同梦吗？
谁见同床同梦了？
    生活随笔类，我既喜欢陈四益忆旧，讲的忽然改变了阶级成分的阶级划分理论的荒诞，也喜欢朱铁
志讲伦敦见闻的“三个没想到”、张林华讲德国不来梅市铺道板的与众不同。
至于采用文学虚构手法讽时忧世写得好的杂文汪强、时寒冰的作品可为代表。
    我不敢说入选文章篇篇精当，但都值得一读吧。
    最后我想借集子中三篇杂文的题目来与大家共勉：固然“‘呸’是射向邪恶的子弹”（姚志勇），
但是，“先有志士，后有革命”（孙振军），我们每个人都要反求诸己，为了社会的进步，我们做了
些什么有益贡献，以便转型成功后，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那时我在哪里？
”（南方朔）    谢谢各位作者和读者的支持！
    2011年10月15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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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想随笔佳作本集中不少，如：狄马破&ldquo;勤劳是一种美德&rdquo;说，分析杨朱有没
有&ldquo;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rdquo;、谁来拔毛、谁有权逼入拔毛；朱大可通过茅台酒和月饼这两
个载体，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剖析，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当下社会心理文化的病态；符号对&ldquo;同
床异梦&rdquo;这个贬义词的质疑也很有意味&mdash;&mdash;同床就该同梦吗？
谁见同床同梦了？
一起来翻阅《2011中国杂文年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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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鄢烈山，大年三十出生在农家，“大跃进”那年发蒙，“大串连”后回乡种田教书，大学毕业后在区
政府工作时开始杂文和时评写作，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
有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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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又到记者节。
记者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尤其是在中国。
节日是喜事，一般每个行业的节日，都过得欢乐祥和其乐融融，洋溢着的是鲜花掌声和职业荣耀。
唯独记者节，始终摆脱不了些许沉重和悲壮的底色，尤其是在业内，每到这个节日，从业者们更多的
不是职业荣耀，而是对职业现状的不满和对权利的追求。
 在往年的记者节，我们呼吁过自由报道的权利，不被打的权利，今年，我们要争取不写假新闻的权利
。
 假新闻，向来是笼罩在记者这个群体身上的一个巨大的污点，也是降低这个行业公信力、让这个职业
共同体蒙羞的致命缺陷。
媒体的把关不严和记者的缺乏道德，甚至唯利是图，被看作假新闻的罪魁祸首。
加强职业道德培训，不写假新闻，向来是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对记者的一项道德要求。
确实，从“纸馅包子”到“谢才萍包养16男”，多数假新闻都源于记者缺乏职业道德。
但也有一些假新闻，责任并不在媒体和记者。
假新闻虽然刊登在媒体上，虽然是记者写的，但并非出于他们的意愿，而是某种外在力量让他们无法
选择。
 所以，不写假新闻，不仅是一种对记者的道德要求，也是记者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记者的责任是报道事实和揭露真相，他们应该有拒绝说假话、拒绝写假新闻、拒绝传播虚假消息的权
利。
 不写假新闻的权利，首先是拒绝新闻通稿的权利。
因为，那种企图让舆论一律、打压不同声音的新闻通稿，很多时候正是假新闻的源头。
 新闻通稿，原来是一些新闻通讯社的特权，他们在利用自身的通讯网络和信息优势采访到一些重要新
闻后，会以一种统一的发稿方式发往需要稿件的媒体。
后来，这种通稿形式被政府部门和企业所采用，企业就某个事件发布某条新闻，会向媒体发一份自己
写的通稿供媒体选用；某个地方发生了某个群体性事件或突发事件，地方政府会写一份通稿发往媒体
要求媒体刊登。
企业的通稿，媒体可以拒绝刊登；但地方政府的通稿，媒体很多时候无法拒绝，尤其是本地媒体，只
能原文刊登。
 最典型的案例是，当宜黄强拆引发的自焚血案发生后，地方政府发布的通稿则把自焚描述为“恐吓不
成反不慎误烧自己”——拆迁对象钟家故伎重演，以浇灌汽油等极端方式对工作人员进行威吓，不慎
误烧伤自己3人。
这样的通稿刊登到媒体上，不就是赤裸裸的假新闻吗？
突发事件发生后，新闻通稿一般都会报道：情绪非常稳定，秩序未受到影响。
矿难之后如此，校园惨案后也是如此。
中国人真这么麻木，或者真这么坚强吗？
 记得一家中央级大报曾刊登一张表现节日欢乐氛围的新闻照片，广场上鸽子很少，为了让照片更有宣
传效果，作者Ps了一个鸽子——照片刊出后被细心的网友发现，于是成为一起造假丑闻。
这就是宣传与新闻错位所产生的恶果。
给照片上加一个鸽子，这在宣传上似乎问题不大，可从新闻的职业规范看，就是造假。
新闻的核心伦理是客观地报道事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无真实不新闻，新闻从业者所有追求的终极
指向就是真相，是绝不能扭曲的。
 不写假新闻，也要求政府充分公开信息。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国家部门会站出来指责媒体传播假新闻：又是指责“出台房产税”是不实消息，又
是谴责“征收拥堵费”是假新闻——可这些垄断着信息的部门从来不反思，这些所谓的假新闻是怎么
出来的。
如果政府部门有充分的信息公开，如果记者向政府核实坊间传闻时不会遭遇“踢皮球”，如果政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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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能真正地履行发言职能，假新闻可能就不会出现。
 信息不公开，政务不透明，记者报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记者无奈只能报道未经权威部门证实的新闻
，于是就出现了假新闻。
 所写的每一个字都经得住事实的拷问，所刊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这对一家媒体和一个记者来说，是
最高的要求。
达不到这个要求，起码要争取不写假新闻、不说假话的底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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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中国杂文年选》编辑推荐：生活随笔类，我既喜欢陈四益忆旧，讲的忽然改变了阶级成分的阶
级划分理论的荒诞，也喜欢朱铁志讲伦敦见闻的“三个没想到”、张林华讲德国不来梅市铺道板的与
众不同。
至于采用文学虚构手法讽时忧世写得好的杂文汪强、时寒冰的作品可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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