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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1年，全国掀起“批林”高潮，上面传达的文件里有一句话说：“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
”生产队开批判会，队长向大家传达说：“这个林彪很坏，他还偷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梁衡《老
百姓怎么看政治》）这是现实世界里身体维权者们自戕的“行为艺术”的全部隐喻：他们在向法定途
径寻找“说法”、“活法”撞壁后，被迫扮演自己的法官和仲裁者，判处他们所遭受的强力，沾上他
们的血（杨继斌《身体维权者：最疼痛的一部分》）⋯⋯
　　冯骥才、梁衡、池莉、雷抒雁、柴静、刘瑜、贾平凹、迟子建、杨学武⋯⋯大家、名家云集，题
材触及民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的直面现实，针砭时弊，鞭辟入里；有的借古论今，
引经据典，寓意深远；有的说文道理，入木三分，直指人心⋯⋯或抨击，或关怀，或言简意赅，或精
短明快，手法各异，各擅胜场，体现了杂文投枪与匕首的力量。

　　选编者从2011年发表于全国报刊数以千万字的杂文作品中遴选出170多篇优秀之作，旨在检阅当年
度杂文创作的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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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杂文选刊》上旬月版定位于“针砭时弊、批评世俗、反思历史、解读人生、公正深刻、辛辣幽
默、雅俗共赏、生动鲜活”；《杂文选刊》中旬版——一本全新的图话杂志，图——过目难忘，话—
—触动灵魂，杂文内涵的多元表达，读出笑，读出泪，读出画外之音，恍然文外之意；下旬版定位于
“全新的社会人生读本
珍贵的时代民间档案”。

　　《杂文选刊》始终遵循“大杂文”的办刊理念——只要有杂文的特质，无论何种形式，均可兼收
并蓄。
如此使杂文的内涵、外延均得以扩大。
《杂文选刊》的办刊宗旨是“为百姓代言，替民众呐喊”，其目标是繁荣杂文、普及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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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小小的人体炸弹——老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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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记忆——毕星星
《中国官话IV级》教材终极版——晨光荣耀
这个时代命运最凄惨的那些人——南方暴栗
入狱申请书——张保国
“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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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的“蔻驰”和迟到三十二年的“补心”——亚麻
拼命否定与梦寐以求——丁辉
布莱尔的孩子和卡梅伦的猫——朱铁志
以生命的名义致敬——徐百柯
中国尚无卓越的大学校长——翟亚军
许市长办公室里的灯光——张心阳
武二终究是武大——鲍鹏山
舆论是不能“制造”的——沈敏特
为何总是临时工？
——李天锐
大排名玄机——刘亚洲
国内与国外新闻节目的区别——佚名
新闻点评数则——黄一龙
年度段子集锦——黄集伟
没有人大代表征求过我的意见——汪强
“适当时候”公布账目——乔志峰
卑劣性“爱国”——丁辉
比药家鑫杀人更可怕的是群体歧视——苏仲乐
春晖尚在，只是历史已清零——徐迅雷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人民日报》评论部
与周望军一起读《毛选》——苏文洋
读书与读人——阮直
奇想——陈四益
尊严——池莉
挤公共汽车的社会学——廖保平
明日新闻——郑磊
你爱国，谁爱你——宋燕
宋江在招安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白扬
令人震撼的历史残片——颜昌海
雇主的抱怨——王国华
百年试题——拾月霜寒
大学者，大官之谓也？
——刘茉琳
遗忘还是疏忽？
——安立志
审丑怪胎的受精过程——何龙
大师与大官——智效民
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评论部
“伟小”的历史——陈雪
表彰大会——涂太中——任岷——涂军娅
核——从玉华
一本万利的理财秘笈——张保国
删掉的与遮蔽的——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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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公告：严禁“越级下访”！
——温献伟
绳子后面的国民——戎国强
威信其实是“公信”——游宇明
而今屈原可写诗？
——刘兴雨
“直播偷情”同时也在直播官员素质——何龙
郭美美曝中国慈善的背后——羽戈
大雨吞噬的生命——从玉华
假如只有杏坛——孙焕英
我们都是一小撮——周濂
一个正科级局长的说话艺术——牟丕志
不折腾就是贡献——阮直
奇谈怪论——林奇
法律岂能用来算计百姓——何三畏
观驯兽有感——尼溪
对祥林嫂的人性化处理——汪强
娱乐乎？
愚乐也——徐怀谦
“天上掉下个赵本山”——赵志疆
民之伤，民之泪——时寒冰
金翠莲的“奴隶命”——安立志
惭愧的螺丝钉——王安
崇高的祭奠——从玉华
美女杀猪——毕星星
如果大学不发文凭——徐贲
社会“水浒”化——胡荣荣
一次成功的新闻运作——张保国
新华社不了解国情——王安
老板的“三件套”——吴非
荒诞——山阳后生
皇帝选择性反贪——宋庆森——赵惠民
底层沦陷之痛——汤劲松
柏林墙五十年——徐迅雷
王勇平创造了“奇迹”——羽戈
涂抹慈善口红的协会——肖余恨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何龙
挣工分的中央委员——王安
生命，有一种硬度——邓康延
如果一块砖头掉下来——林奇
为什么忧伤？
——何怀宏
救赎红十字会——王石川
指标——王跃文
赞，中央政府公开“三公”支出——从玉华
炫富的悲剧——石述思
关于被禁止的——王开岭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中国年度杂文>>

逃回北上广背后的“文化围城”——单士兵
平等有多难——何保胜
行业垄断与学界腐败——智效民
紧跟领导天天向上——王安
一篇旧报道——刘齐
蔡京的“家天下”与“卡扎菲网格”——安立志
乔治来访——梅洁
依然沉默的大多数——刘晓莹
中国式思维——张恒
爱国易，爱人难——廖保平
无名“英雄”——刀尔登
论谦卑——迟子建
让林黛玉幸福起来——汪强
吃猪肉成为奢望——亚麻
欠每个国人五千七百元——石述思
求职信——牟丕志
“辫子革命”及其他——徐怀谦
耻辱柱早该被推倒——王晶晶
白墙上的红标语——王安
庄严的儿戏——任林举
悦悦都醒了，为什么大家的良心还在睡？
——王勺
说孔夫子——三牛
两个人的死——王安
《潜伏》的台词与台词的“潜伏”——郭庆晨
孩子，别嫌殡仪馆的化妆间太冷——知风
田野上的文化大片——毕星星
给学生多“剩下”些有用的东西——吴非
忽然想到——何以为官——陈四益
历史上的2月30日——孙道荣
“思想”的遭遇——汪强
在灭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牟丕志
请谢娜当副州长——王安
人血馒头的功效——冯相军
神曲时代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羽戈
谁能管住眼神——陈长林
我们应当如何告慰小悦悦——韩江子
她没有美好的童年——陈倩儿
附：《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获奖作品
一等奖
让人敞开批评天塌不下来——张心阳
二等奖
话说“学习”——刘齐
我开始喜欢骗子——瓜田
我为何“幸灾乐祸”——杨学武
群众已经过河，他们还在摸石头——王石川
文化严厉主义——徐迅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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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腐败我怕谁？
——马太哈
历史，或许就在那一字之差——林——奇
岂止“80后”“没有昨天”——林正德
历史性PS技术范例赏析——杨曲涛
月亮与人民——疯人呓语
写给林昭——徐璐
“笼子”难做——许家祥
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需要多久——吴兆民
排队中国——孙焕英
救救鲁迅——纪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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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身体维权者：最疼痛的一部分　  杨继斌　  最近的一位身体维权者，应该是电影《让子弹飞》里的
麻匪六爷。
为了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凉粉只该付一碗凉粉钱，六爷剖腹掏出一碗&ldquo;粉块&rdquo;给围观者看
。
这是1920年代的孙中界，他在精心设计的陷阱前无力自证清白，将刀刃对准了自己。
　  这是现实世界里身体维权者们自戕的&ldquo;行为艺术&rdquo;的全部隐喻：他们在向法定途径寻
找&ldquo;说法&rdquo;、&ldquo;活法&rdquo;撞壁后，被迫扮演自己的法官和仲裁者，判处他们所遭受
的强力，沾上他们的血。
　  这就是弱者的逻辑以及他们最无助时的做法。
　  比如十八岁的河南籍上海司机孙中界，他砍断小拇指只是告诉&ldquo;钓鱼&rdquo;执法者自己十指
连心的疼痛与无辜。
　  比如河南新密市工人张海超，他剖开自己只是为了证明郑州职防所此前是在&ldquo;持之以
恒&rdquo;的&ldquo;误诊&rdquo;。
尽管通过胸片便能诊断，但在走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之前，他为了证明自己掖着一颗装
满灰尘的肺，已经折腾了三年。
五个多小时后，在重症监护室里，一名参与手术的大夫告诉身上缠着绷带的他：&ldquo;我们已经看了
，你那就是尘肺。
&rdquo;　  这便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我们关注的原因。
他们像我们邻居的兄弟一样倔强而善良，像我们自己的姐妹一样爱美爱生活。
如果对伤害他们的外力不予限制，则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面临构陷、工伤以及私产被侵犯的威胁。
他们三人替所有普通人承受了疼痛以及死亡。
　  他们背后是一个弱者维权的群体。
2009年，不是身体维权行动的起点&mdash;&mdash;此前，曾有多起农民工自残讨薪事件，按理均属此
列；也不是身体维权的终点&mdash;&mdash;张海超、孙中界们的成功，反而给了社会某种示范效益。
　  自2009年11月开始，张海超接到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民工的多个电话，央求张海超跟当时开胸的医生
说说，也给他们做一个开胸验肺。
&ldquo;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们希望我能给出一些维权的妙招。
&rdquo;张海超说。
　  这恰是身体维权最残酷的地方：成功与否取决于否能成为公共事件。
张海超通过这种个体的极端维权方式获得成功的，反而是个案。
　  《南方周末》曾报道过，就在张海超&ldquo;开胸验肺&rdquo;的同时，重庆万州大梧村十一个尘肺
工人，已有五个在漫长的维权路上陆续掉队死去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们打着难有尽头的官司&mdash;&mdash;其实就是想多要一些钱，以便让自己活得
久一些。
　  这也恰是身体维权者最为悲壮的地方。
他们所运用的，是弱者最古老和最极端的黑色智慧：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
他们以自己的死为筹码，用最被动、最没有尊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助。
&ldquo;我可能就能再活六年吧。
&rdquo;往前六年，二十三岁的农家子弟张海超开始进城谋生；往后六年，一个尘肺患者点算着余生。
这便是一个身体维权者维权成功后的命运。
　  在获得六十多万赔偿后，张海超可以维持正常的医疗费用。
他现在主持着一个&ldquo;张海超网上工作室&rdquo;，对外发布自己的最新动态，同时可以对需要维
权帮助的朋友给予帮助和指导。
　  2010年6月底，四川煤工肖化中职业病赔偿案一审开庭。
张海超赶赴四川，旁听了庭审，他说，此行就是为了给肖化中一点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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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孙中界，终于用自己的手指终止了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的一项恶法：钓鱼执法。
这曾经是连一条人命都无法停止的。
2008年3月7日，上海奉贤区头桥镇，受雇于当地执法机构的&ldquo;钩子&rdquo;陈素军，在诱捕二十一
岁的司机雷庆文时，被后者用水果刀刺死。
　  只是孙中界的手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伸直，看上去像个鱼钩。
孙中界去年便酝酿注册一个&ldquo;孙中界&rdquo;商标，要专营各种渔具，包括鱼钩、鱼竿、鱼线、
渔网。
现在已拿到商标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可以使用了。
　  断指者孙中界、以及刨胸者张海超、自焚者唐福珍，是这十年中我们所有过的疼痛中最疼痛的一
部分。
　  【原载2011年1月3日《南方周末》】　  嫉妒的真相　  唐　韧　  当代老作家晚作研究的两大亮点
是巴金、冰心。
纪念巴金时，有人说，如果巴老没写《随想录》，社会对他的评价当大不相同，信然。
冰心也同样。
他们晚年的反思发生重大影响，站到了&ldquo;立言&rdquo;的新的高点。
孙犁晚作则多不触及过于沉重而重大的主题，而着重个人遭际、回忆、晚年日常感受，因而在偏重思
想性的研究者眼中，没有&ldquo;明火&rdquo;，亮度不足。
　  巴金思考的着力点是&ldquo;人怎样变成兽&rdquo;和&ldquo;人怎样变成牛&rdquo;，答案是&ldquo;
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反封建&rdquo;，是算一笔总账，主调是激愤的；孙犁晚年也&ldquo;算总账&rdquo;
，但反思着力点是人，放在对人性恶的清算上，忧伤着人性的破损沉沦，主调是哀痛的，比如：　 
&ldquo;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能够长寿，并不像人们常常说的，是因为喝粥、旷达、乐观、好纵情
大笑等等，而是因为这场&lsquo;大革命&rsquo;，迫使我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
兼信了性恶论，采取了鲁迅式的、极其蔑视的态度的结果。
&rdquo;（《孙犁文集续编一&middot;心脏病》第140页）　  于是对&ldquo;文革&rdquo;浩劫的动力，
他的结论就集中于人性恶：　  &ldquo;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
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
卑鄙阴毒，出人意表。
平时闷闷，惟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rdquo;（《孙犁文集续编一&middot;转移》第348页）　  将十年动乱的起因发掘到嫉妒，是不是层次
太低了呢？
鄙见以为，&ldquo;嫉妒&rdquo;之恶，看似肤浅，但若从非政治层面看，自有其深刻性。
人世众生，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草根小民，无时不处于竞争较劲之中，事实上，政治、文化也者，反
倒常充作利益争夺的虎皮，嫉妒这&ldquo;阴火&rdquo;和极左这明火，谁更可怕、更难除、更深层并
不难分辨。
　  但没有&ldquo;左&rdquo;的神经，也一样会&ldquo;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rdquo;。
君不见，在现在这个鼓励争强好胜的年代，为了升迁雇凶杀人；为了夺一个保送重点中学名额，可以
毒死两个成绩在自己之上的同窗；为了争夺一个帅哥儿，可以编造谎言陷害情敌之类新闻车载斗量。
电视剧、&ldquo;传奇故事&rdquo;等节目也甚多此种素材。
斗不过比自己强的，又不甘居人下，合理竞争就攀着嫉妒的绳索滑向其对立面。
　  在孙犁小说《言戒》里，为人非常谨慎的主人公，仅因对一羡慕作家收入的门房随口说了
句&ldquo;你也写吧&rdquo;，到&ldquo;文革&rdquo;就遭到门房疯狂的报复。
对该门房，说他愚忠或极左，还真是抬高了他。
&ldquo;文革&rdquo;中以血统论打击同学，同是&ldquo;红五类&rdquo;出身者，照样会狠狠&ldquo;踏
上一只脚&rdquo;。
其行为动力，与其说是对&ldquo;狗崽子&rdquo;有深仇大恨，不如说是不容别人比自己能干，是一宗
比政治总账更有涵盖力、迁延力，可解释古往今来社会现象大根由的人性总账。
　  曾见一篇批《圣经》&ldquo;十诫&rdquo;的小文，说若把嫉妒贪婪好色等人的天性一概都给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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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成神了，还有人气儿吗，宁愿不戒，也要保持做活人的权利。
也有人以为，嫉妒产生动力，人类为进步计，需要争强好胜，为有争强好胜之心，需要嫉妒这
个&ldquo;能源&rdquo;。
无论说嫉妒是人性所托，还是&ldquo;进步能源&rdquo;故不应戒除的先生，都没有看到它背后撒旦的
狞笑。
在生存竞争中生出嫉妒，自然是天性，但魔鬼的活动若无这个天性为内奸，便难成事。
跟嫉妒比起来，连路线斗争都可能只是导火线。
人在强势中，对比自己差的、嫉妒不起来的人，斗争中反而常能宽容一两步。
故而，令曹操杀杨修、曹丕害曹植的那种原因，才应该算是更深层更长远的。
　  最近在报上看到，当年苏区&ldquo;肃反&rdquo;中迫害柳直荀的夏曦，与他&ldquo;本比亲兄弟还
亲&rdquo;。
柳被诬杀，据说&ldquo;主要因政见不同。
柳反对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不主张杀地主全家，不赞成把富农赶出苏区，这些都触犯了夏曦&lsquo;
左&rsquo;的神经&rdquo;云。
读了两遍，怎么都觉得&ldquo;&lsquo;左&rsquo;的神经&rdquo;这解释太单纯。
而&ldquo;柳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英语，参加过南昌起义，是洪湖苏区开创者之一&rdquo;一语
，使人不免推测，这么优秀的同志，又与夏&ldquo;比亲兄弟还亲&rdquo;，在为革命大计争辩的时候
，必定直言不讳，触犯的恐不止是夏曦&ldquo;左&rdquo;的神经，是不是还触痛了他碰不得的自尊，
进而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呢？
这当然是我一己的判断。
夏曦后来承认路线错误，表示要将功补过。
不过路线错误，毕竟还有王明先生兜着责任，而里面那个更深层的&ldquo;小&rdquo;，是不是也已清
理、暴晒了呢？
&ldquo;嫉妒&rdquo;，若作&ldquo;能源&rdquo;，也太不清洁、也太不安全了。
　  因此，凡回顾历史，不能只以简单的&ldquo;路线错误&rdquo;一勺烩，来掩盖人性恶的污垢。
虽说它难被实证，但有孙犁先生所说的&ldquo;无数事实&rdquo;佐证和事件语境的常情分析，我想，
至少当事人自己，是可以窥见真相的吧。
　  【原载2011年1月9日《文汇报&middot;笔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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