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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经济】

一个科级水务工作

者， 贪污金额可上亿

元。 想来为打点关

系，此小官也没少送。

但送来送去， 剩下的

利润还是超出一般人

想象。

【南腔晋调】

一个公人押送囚徒住

店就不需要付钱的社

会里， 再严格的登记

制度也白搭。

潜规则经济

冷秋语

潜规则这个词我不知道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有的

，

不过翻一翻历史书

，

不

难看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里淋漓

尽致地演绎了这个词

。

天朝之中

，

大官大潜

，

小官小潜

。

例如最大贪官和珅

，

他富可敌国

，

那些

银子都是潜规则潜来的

。

中华历史五

千年经验总结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

这世上没有钱搞不定的事情

，

否则又

怎么会有那一句

“

有钱能使鬼推磨

呢

”？

连

“

鬼

”

都能买通

，

何况是人

！

人人都呼吁要公平

，

坚决反对和

打倒潜规则

，

那么潜规则到底好不好

？

从某些角度讲

，

潜规则还是有

“

好

处

”

的

。

一些条条框框不尽人意

，

苛刻

过分

，

从而让大权在握者有机会找借

口加以变通

，

执行潜规则

，

也正因为有

了这些潜规则

，

试图达到目的的人才

得以成功

。

眼下考驾照就是一个现成

的例子

。

有关部门授予一些机构开设

驾校的权力

，

并通过程序繁琐

、

框框严

苛的培训与考试

，

有意将考驾照的通

过率控制在低水平

。

如此一来

，

潜规则

就会冒头

，

揩油与进贡的故事

，

就围绕

着驾照这个本本展开

。

一些驾校的管

理人员和教练捞到了好处

，

愿意多进

贡的学员也节省了拿驾照的时间成本

并降低了考试风险

，

可谓

“

双赢

”。

不过

，

这个拿驾照的潜规则

，

却让

我吃尽了苦头

。

这段时间

，

我在老家泸

州报驾校学开车要拿驾照

，

手动挡学

费三千多上交完后

，

我也不知道那到

底是学费呢

，

还是其他什么费用

，

因为

自打本人学车开始

，

就不停地交钱

。

还

没上车

，

教练发话了

，

请交打卡费三

百

。

不懂

，

没关系

，

反正教练也不会跟

你讲清楚

，

唯一能够讲清楚的就是请

给三百块

。

上车以后

，

教练才介绍说车子上

装的那个小东西叫打卡机

，

就是给我

们打卡的

。

我又不懂了

，

既然打卡机在

车上

，

我去练车的时候为什么不让我

自己打卡

？

我是残疾了还是智障了需

要您老人家如此殷勤地帮忙

？

不懂没

关系

，

反正人家也不准备继续解释

，

这

三百你是交定了

。

在练习场练习了几天

，

每天差不

多能够练到半个小时左右

，

七八天后

转移阵地去了个叫模拟考场的地方

，

六十块钱一个小时

，

然后请上交油费

两百

。

我又不懂了

，

模拟考场练车交钱

也就算了

，

怎么油费都得我掏

？

学费干

嘛的

？

三千多啊三千多

，

原来真的只是

报个名而已

。

不过

，

听说最近又涨价

了

，

貌似四千多了

。

再接着

，

转移阵地

，

考场练车

，

三

百一个小时

。

认了

，

谁叫人家叫考场

呢

？

科目二想顺利通过不

？

想通过你就

得花钱去练啊

！

可是为嘛

？

为嘛交了三

百

，

还得给领车员中华烟一包或者现

金五十

，

后来才知道

，

不好意思

，

这叫

潜规则

。

在等候大厅的墙壁上赫然写

着严禁工作人员

，

吃

、

拿

、

卡

、

要

、

收受

学员香烟

。

你不懂没关系

，

看人家已经

教你了

。

科目三还没考

，

所以暂且不评论

，

只是道听途说没关系很难通过

，

这关

系嘛大家自然都懂的

，

据说得两三千

。

你说这潜规则有好处没

？

绝对的有

，

俗

话还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这一个行

业富裕了一行人不也是好的嘛

！

何况

，

还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

“

尊师重道

”，

“

孝敬领导

”。

不仅如此

，

还教会了我们

做人要学会

“

变通

”，

并且到我们毕业

的那一天

，

我想我练好的不仅是车

，

还

有我这个人

，

从一个圆润的人练就成

一个圆滑的人

。

我亦不知该喜该悲

？

其实

，

在潜规则的过程之中

，

他们

也不惜铤而走险

。

马克思在

《

资本论

》

中曾指出

：

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

利润

，

它就会铤而走险

；

如果有百分之

百的利润

，

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

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

它就敢犯

下任何罪行

，

甚至被绞死

！

更何况这还

是唾手可得无需付出任何成本的买

卖

，

即便冒点风险

，

为了红色钞票上那

个男人

，

也是拼了

。

（

作者系网络小说家

）

骗子为什么绝不了种

木木

骗子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

，

这个

事儿还真不好说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人

类私心一起

，

骗子应运而生的土壤也

就准备好了

，

碰到机缘巧合

，

骗子横空

出世

，

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

而

且

，

尤为难得的是

，

骗子极其敬业

，

一

旦跳上了人类的大舞台

，

要想让其下

去

，

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古今中外

，

骗子的身影几乎无处

不在

。

骗子之所以能如春雨滋润过的

野草般蓬蓬勃勃地散漫开来

，

原因也

无非有二

：

其一

，

行骗的收益要远远大

于成本

；

其二

，

适宜骗子繁衍生息的土

壤

，

虽然时薄时厚

，

但却一直存在

。

在无厌的欲求面前

，

物质总是处于

相对匮乏的状态

；

既想得到名利

、

又不

想付出相应辛苦的那类人

，

难免就会

想方设法地另辟蹊径

，

但小路抄得过

于便捷了

，

大约距离骗子的行列也就

不远了

。

如果行骗被抓住的概率不高

，

或者即使被抓住但所受惩罚的力度与

行骗的收益明显不匹配

，

估计这些人

就要抢着往那支队伍里钻了

。

因此

，

要想做骗子

，

骗技出色不出

色什么的倒在其次

，

因为

，

这个世界

上

，

善良的人或者说糊糊涂涂的人总

是大多数

，

即使再拙劣的骗技也不乏

成功的机会

，

搞好了

，

整出个轰轰烈烈

的局面也似乎不是什么登天的难事

；

关键是心里要有谱儿

———

会不会被抓

住

、

或者抓住了挨揍重不重一定要掂

清楚

。

如果一骗就被抓

，

一被抓就被打

个半死

，

估计就没人愿意当骗子

。

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似乎还没怎

么出现过

，

即使一时一地骗子的生存

环境恶劣那么一下下

，

但与漫长的

“

风

调雨顺

”

的岁月相较

，

实在是过于不足

挂齿了

。

当年西门豹治邺

，

虽然很是让

当地的大大小小的骗子们闻风丧胆

、

销声匿迹了一阵子

，

但捱过那段

“

艰

苦

”

岁月

，

又是一片

“

艳阳天

”。

在中国

的人文背景下

，

西门豹式的人物总显

得有些另类

，

因此很难招人喜欢

。

过去如此

，

现在也差不到哪去

。

既

然没有

“

西门豹

”，

行骗的收益又极高

，

整日浑浑噩噩的

“

屌丝

”

们又极好骗

，

骗子们不大展身手

、

大有作为一番

，

还

真是辜负了一身本领

。

古人云

，“

英雄

莫问出处

”，

现在的人也讲究

“

成功莫

询由来

”。

只要最后大放异彩

、

万众瞩

目了

，

过程中采取的手段光彩不光彩

似乎倒在其次了

。

有个知名的饮料企业

，

早年间创

业艰难

，

为了节省成本

，

省去了乳酸菌

自然发酵的

“

漫长

”

过程

，

而直接往饮

品中兑白醋勾调口味

。

其做法虽为同

行不齿

，

但消费者不知道啊

，

一味地贪

图

“

物美价廉

”，

也不琢磨琢磨

，

美物为

何会价廉

，

于是

，

这个企业的饮品大卖

特卖

，

企业也如三伏天的发面团一般

，

迅速膨胀起来

，

成功了

，

企业主的形象

也日益地高大光辉起来

。

类似的例子

，

这些年来

，

各行各业

都不鲜见

。

类似的骗子多了

，

就一定会

会把所在行业的底线拉低

，“

好人

”

或

者同流合污

，

或者退出竞争

，

把市场让

给骗子

。

这样的状况不从根本上扭转

，

提升各行各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一句

自欺欺人的空话

。

不要寄希望骗子

“

成

功

”

后能改邪归正

，

因为捷径走习惯

了

，

谁还愿意流汗流血地找苦吃呢

？

前两天

，

华为的余承东抱怨

，“

华

为拥有上万专利和很多交叉专利授

权

，

但每年依然会向其他专利持有者

缴纳很多费用

。

而国内同业除了向高

通缴纳专利费之外

，

没有向任何专利

持有者缴纳费用

，

这样的市场很不公

平

”。

经他一说

，

原来这个外面看起来

光鲜亮丽的

“

高大上

”

的领域

，

许多企

业居然也蝇营狗苟地苟且着

，

就难免

让人失望

。

估计余承东抱怨两句

，

也就那样

了

。

没有

“

西门豹

”，

抱怨的人再多

，

估

计骗子也很难绝了种

。

而骗子们不断

子绝孙

，

诚实

、

守信的老实人

，

日子就

很难过

；

现在我们挂在嘴上的许多美

好愿景

，

也一定很难实现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世说新语】

一些条条框框不尽

人意， 苛刻过分，从

而让大权在握者有

机会找借口加以变

通，执行潜规则。

宋朝的酒店管理学

晋东南

俗语说

：

穷家富路

；

又说

：

好出门

不如赖在家

。

无论古今

，

无论平民百姓

还是英雄好汉

，

住店都是个难题

。

王进为躲高俅之祸带着老妈远走

延安府

，

快到的时候

，

高兴过了头

，

耽

误了住店

，

只好投宿史家村

，

受到了庄

主史太公的热情接待

，

王进感激不尽

，

连忙表示按惯例给付房费

，

太公说了

一句很靠谱的话

：

如今世上

，

哪个顶着

房屋走哩

。

梁山英雄们都是东奔西走

不安分的人

，

住店几乎成了他们的必

修课

，

隔三岔五要和形形色色的酒店

打交道

，

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酒店管

理制度

。

从王进的遭遇来看

，

那时酒店业

尚不普及

，

所以史家村这样的庄子就

是正式酒店的补充

，

是当时的农家乐

。

条件还不错

，

一桶盘

，

四样菜蔬

，

一盘

牛肉

。

还负责给骑行的牲口上草料

，

末

了还提供热水洗脚

。

王进的老妈有心

口疼的毛病

，

史太公还从县里给抓药

治疗

，

管待得很妥帖

。

当时的酒店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恶

例

，

公人押送囚徒住店免费

，

这不是官

方规定

，

而是潜规则

。

第八回里

，

董超

薛霸押送林冲去沧州

，

离城三十里时

住店

，

书里说

：

不要房钱

。

到第六十二

回里

，

依旧是这二人

，

押送卢俊义去沙

门岛

，

走了十四五里时天色将晚

，

就要

住店

，

书里说

：

旧时客店

，

但见工人监

押囚徒来歇

，

不敢要房钱

。

呵呵

，

这次

交代清楚了

，

不是

“

不要

”，

而是

“

不敢

要

”。

那这些应付的旅费哪里去了

，

理

所当然落入公人的私囊

。

宋朝酒店有表面非常完善的登记

管理制度

，

第十八回

《

美髯公智稳插翅

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

做了详细描

述

。

六月初三日

，

晁盖一行七人为劫取

生辰纲扮作客商住店时

，

选择了安乐

村的王家客店

。

酒店登记的内容很齐

全

，

从哪里来

，

到哪里去

，

姓甚名谁

，

做

什么买卖

，

都要登记清楚

。

还要定期审

查

，

每月一次去里正处报名

。

按现在的

眼光

，

这些都涉及到了个人隐私

，

如今

住店就简易多了

，

只要登记个身份证

就好

。

除了严格的登记制度

，

一些重点

城市的酒店

，

还有一些特别的管制措

施

。

比如大名府

，

是河北第一大城市

，

位置比较关键

，

这里的酒店有规定

：

不

接待单身客人

。

这些近于严苛且不近情理的制

度

，

应该说都是为了社会的安定

，

出

发点都是好的

。

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

并不那么好

。

比如酒店登记制度

，

王

家客店的店小二不识字

，

如何登记

？

只

好求何清代劳

，

登记效果自然就打了

折扣

。

白胜假冒李姓登记时

，

何清虽然

起疑

，

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

，

丧失了

扑灭一次劫案的良机

。

再比如大名府

内酒店不接待单身客人的规定

，

拦不

住时迁这样的人住在东岳庙的神座底

下

。

从管理的角度说

，

一个措施往往需

要诸多配套措施保证

，

才能确保没有

漏洞

。

话又说回来

，

一个公人押送囚徒

住店就不需要付钱的社会里

，

再严格

的登记制度也白搭

。

（

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

）

【缘木求鱼】

骗子们不断子绝孙，

诚实、守信的老实人，

日子就很难过； 现在

我们挂在嘴上的许多

美好愿景， 也一定很

难实现。

买官卖官的成本核算

王国华

《

儒林外史

》

有这样一个情节

：

高

翰林家里来了位三十年前的老友

，

姓

万名里字青云

。

退休后在南京养老的

高翰林把亲家秦中书请来作陪

。

相互

介绍时万青云说自己现在也是个中

书

。

中书为中国古代基层文官

，

一般为

从七品

。

明清两代相沿

，

设置在六部等

中央机构官署

，

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

拟

、

记载

、

翻译

、

缮写等工作

。

中书或由

举人考授

，

或由特赐

，

也有保举来的

。

若进士经朝考后以内阁中书任用者

，

还可充乡试主考官

。

一看是同僚

，

秦中书来了兴致

，

问

，

你什么时候能

“

补个班

”（

即外派

）？

这次为何出京

？

万青云没回答第二个

问题

，

只是说

，

中书的班次

，

进士是一

途

，

监生是一途

。

我这是办事职衔

，

亦

即不是通过科举得来

，

将来终身都脱

不得

“

办事

”。

很难加到翰林学士

，

外派

基本没戏

。

秦中书遗憾地说

，

当了中书

无法外派

，

这就不如不干了

。

但秦中书还是提出明天请万青

云吃个饭

。

同为中书

，

将来没准儿用

得着

。

结果在秦家的酒席上

，

万青云

被地方官当众拿大锁链子带走

。

一众

客人都发呆

。

后来还是冷眼旁观的侠

客凤四老爹提醒他们应该去打听一

下万青云为何被抓

。

打探以后得知是

一桩大家都搞不明白的糊涂官司

。

接

着凤四老爹又亲自去见了即将被押

送走的万青云

。

万青云向他说出真

相

：

自己牵连了一桩钦案

，

这桩官司

不大

，

但自己其实只是个秀才

，

并非

中书

。

将来解回去

，

钦案倒也不妨

，

但

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

。

凤四老爹问

，

你假如是个真官回去

，

这官司能不能

赢

？

万中书说能

。

于是

，

喜欢行侠仗义的凤四老爹

出手了

。

他先是找到秦中书

，

告诉他

，

从他家抓走一个钦犯

，

这事儿他是脱

不了干系的

。

要想把自己择出来

，

唯独

一个办法

，

即

，

万青云的官司不输

，

你

的身家不破

。

那么

，

如果让他的官司不

输呢

？

只有把他的假官变成真官

。

秦中

书问

，

他已是假的

，

如何成为真的

？

凤

四老爹说

，

你的官是怎么来的

？

秦中书

答

，

我是遵例保举来的

。

凤四老爹问

，

你保举得

，

他就保举不得

？

秦中书恍然

大悟

。

两人商定

，

由秦中书的亲家高翰

林出面

，

委托在京城中倍儿有面子的

施御史帮万青云保举一个中书的职

衔

。

钱由秦中书和高翰林各出一半

，

每

人一千二百两银子

。

这样

，

万青云由假中书变成了真

中书

。

接下来

，

官司一路顺遂

，

最终不

了了之

。

这是

《

儒林外史

》

第五十一回中的

故事

。

从整个过程看

，

万青云从落魄秀

才到中书

，

其实没什么难以逾越的门

槛

，

花钱就是了

。

与其提心吊胆地扮演

假中书

，

不如直接拿钱买一个真的来

。

只要钱能摆平的事儿

，

都不是算事

儿

。

但他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件事儿

呢

？

估计还是成本核算的问题

。

他向凤

四老爹坦白冒充假官的原因时说

：“

只

因家下日计艰难

，

没奈何出来走走

。

要

说是个秀才

，

只好喝风屙烟

。

说是个中

书

，

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

照应

。”

也就是说

，

他只想骗吃骗喝

，

没

有更大的追求

，

没有想过一个真正的

中书能过怎样的生活

，

应该过什么样

的生活

。

不过

，

书中也提到万青云看到秦

中书家中的排场时

，

心内产生的震

撼

。

秦中书家门口有一箭阔的青墙

，

起花的大门楼

。

大门里粉屏上贴着红

纸朱标的

“

内阁中书

”

的封条

，

两旁站

着两行雁翅的管家

，

管家脊背后是执

事上的帽架子

，

上首还贴着两张

“

为

禁约事

”

的告示

。

小厮们请客人到内

厅用饭

。

饭毕

，

小厮们又从内厅左首

开了门

，

请诸位老爷进去闲坐

。

万青

云同众客进去

，

见里面原来是两个对

厅

，

比正厅略小些

，

收拾得很精致

。

众

人随便坐下

，

下人们捧进十二样的攒

茶来

，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厮在忙着向

炉内添上些香

。

万青云心中暗想

：“

他

们家的排场毕竟不同

，

我到家何不竟

做起来

？

只是门面不得这样大

，

现任的

官府不能叫他来上门

，

也没有他这些

手下人伺候

。 ”

到此时

，

万青云也只是羡慕秦中

书的排场

，

没想到这一切都跟人家是

个真中书有关

。

平头百姓没有这样的

排场

，

一个中书才能有

。

而如此排场仅

仅靠那一点俸禄肯定是无法搞得起

来

。

用脚丫子都能想猜出

，

全靠民脂民

膏

。

万青云当初为骗几顿饭吃

，

舍不得

花好几千两银子去投资

。

其实

，

这是一

桩一本万利的买卖

。

我们能看到的

，

同

样是保举得来的秦中书

，

生活铺张

，

为

免灾随随便便能拿得出一千多两银

子

。

这事到今天还有鲜活的例子

。

一个

科级水务工作者

，

贪污金额可达几亿

元

。

想来为打点关系

，

此小官也没少

送

。

但送来送去

，

剩下的利润还是超出

一般人想象

。

万青云遭此一劫

，

得到个真中书

的头衔

，

估计没事儿就得偷着乐

。

如书

中所写

，

即使他将来要还秦中书和高

翰林帮他打点的债

，

应该还有赚头

。

毕

竟是真官啦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