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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晋调】

水浒英雄里固然李逵

之流滥杀无辜， 可细

看下去， 里面对人情

世态的描摹， 也相当

温暖。

【庄周梦蝶】

“你所出生的年份是

多么伟大！ 你应该成

为一个拥有伟大情绪

的人！ ”

林冲的“小确幸”

晋东南

早上打车去桂庙新村

，

司机停在了

村牌坊处

，

我说

：

再往前走一走

。

前行二

十多米转弯后下车

，

我掏钱的时候

，

司

机笑着说

：“

感谢你给我带来的福气

。 ”

原来

，

一对情侣已经打开后门上车了

。

也是

，

如果刚才下车

，

司机可能就做不

到这一单生意

。

他很会说话

，

我也很开

心

，

想到了村上春树创造的概念

：

小确

幸

，

小的确定的幸福

。

今天的情形

，

对我

和司机来说

，

都是

“

小确幸

”。

有一部书叫

《

双典批判

》，

是批评

《

水浒传

》

和

《

三国演义

》

的价值观的

，

水浒的好汉杀人不眨眼

，

三国的英雄

勾心斗角无底线

，

这样的说法不是没

有道理

。

但看待一样东西全面些是没

有错的

，

三国里的三顾茅庐

，

不就是给

人希望的吗

？

水浒英雄里固然李逵之

流滥杀无辜

，

可细看下去

，

里面对人情

世态的描摹

，

也相当温暖

，

比如

，

林冲

固然有火并王伦的暴烈

，

但也有不少

小确幸

。

林冲在沧州时

，

先是天王堂里做

事

，

烧香扫地

，

这轻松的差事是通过贿

赂得来的

，

又有柴进的照顾

。

真金白银

的贿赂加皇亲国戚的面子

，

林冲心里

也舒服不到哪里去

，

算不得小确幸

。

及

至高俅安排人要陷害他

，

安排他看守

草料场

，

境遇十分凶险

，

马上就是三条

人命的事情

，

但施老先生用笔

，

善出奇

招

，

见缝插针

，

不动声色演绎了几段精

彩的

“

小确幸

”。

看守草料场的老军

，

和林冲交割

，

清点了草料的数目

，

告诉他上面有官

方的封条

，

这是公事公办

。

接下来就比

较温暖了

，

老军开始展现内心善良的

一面

：

林冲

，

我这火盆

、

锅子

、

碗碟都给

你留下吧

！

此外

，

还特意把打酒的葫芦

交给林冲

。

数九寒天天气

，

老军的细致

入微

，

林冲的小确幸之一

。

林冲在草厅里生火取暖

，

还是觉

得冷

，

就去老军说的酒店吃酒

，

拿出葫

芦来

，

店主一眼就认出来了

，

林冲还有

些惊讶

，

如何便认的

？

店主果然古道热

肠

，

热情地说

，

既然是草料场的看守大

哥

！

先来三杯接风

。

这话并不是客套

，

紧接着就切了一盘熟牛肉

，

烫了一壶

热酒

。

请注意

，

这部分是不收费的

。

因

为书里接着写到

：“

又自买了些牛肉

，

吃了数杯

。”

这部分才是需要林冲单独

付费的

。

漫天大雪当中

，

一壶热酒

，

一

盘牛肉

，

暖身暖心

，

免费的

，

林冲的小

确幸之二

。

和高俅的不择手段

，

陆虞侯

、

富

安

、

差拨的险恶居心相比

，

一个没有留

下名字的老军

，

一个不知名姓的山野

小店店主

，

却展现了那时底层百姓待

人接物的生活面貌

，

这也是水浒不可

忽视的一面

，

也是更值得重视的一面

。

老百姓的这种精神

，

一直延续到

了今天

。 《

新华网

》

2015

年

2

月

5

日的

消息

，

西安一家面馆老板

，

从

2014

年

12

月

20

日起开始请周围的环卫工人

吃面

，

每天卖出

700

碗

，

其中就有一百

碗是免费给环卫工人吃的

。

我去网上

一搜

，

热心肠的面馆老板还不少

，

2013

年

12

月

20

日

《

南报网

》

消息

，

南京新

街口的一家面馆老板

，

每天请环卫工

吃面条

，

坚持五年多了

。

2014

年

8

月

7

日

《

江南晚报

》

消息

，

宜兴一家面馆免

费为环卫工提供开水

，

吃面条半价

。

深圳有一家可可面庄

，

就在南头

关附近

，

五年来坚持一碗面

10

元钱

，

任吃不加钱

。

老板姓田

，

和我很熟

，

但

他并不需要我做广告

，

因为店里每天

人头涌动

，

老人家六十多岁了

，

也不准

备扩大店面

，

做的就是一份心意

。

每每看到

《

水浒传

》

里免费给林冲

送牛肉和热酒的店主时

，

我就想起老

田了

，

老田是重庆人

，

现在过年回家

了

。

好久没能吃到可可面了

，

老田

，

年

后早些回来

，

我可以随时来一碗

“

小

确幸

”。

（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

吞金

木木

印象里

，

人把金子吞到肚子里

，

目

的似乎应该只有一个吧

：

不活了

。

有这种印象

，

大约是小时候明清

小说看多了的缘故

。

那时候

，

每当看到

小说里的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吞金而

亡的时候

，

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

靠

金子的重量坠破胃肠的死法

，

别管是

自戕还是戕人

，

心理委实都有些变态

；

更要命的是

，

折腾一番好不容易死了

，

尸身却很难安生得了

，

难免要被贪财

者开膛破肚地翻检一通

。

那场景

，

想想

都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

古人大都把身体发肤看得格外宝

贵

，

很难想象他们当年真的会用这种方

法

，

使自己的尸身遭受折辱的几率飙

升

；

而且

，

这种死法因了过程的漫长应

该特别痛苦

，

更利落

、

迅捷的手段多的

是

，

大可不必如此跟自己

、

跟别人过不

去

。

因此

，“

吞金而亡

”

这种死法

，

大约是

“

捉笔人

”

们凭了想象杜撰出来的

。

为什么要如此杜撰一番呢

？

也无

非是因为金子的高贵属性吧

。

从古至

今

，

金子的身上似乎就天然笼罩了一

层高贵的色彩

，

拥有了它

，

拥有者当然

也就跟着高贵了起来

；

哪怕是吞了它

寻死呢

，

其行为也理所当然地蒙上一

层圣洁的光辉

。

尤为难得的是

，

这种弃

世之法

，

因为其昂贵

，

就几乎天然地成

为有钱人的特权

，

穷人想攀附一番

，

还

颇有一些难度呢

。

因此

，“

吞金而死

”

在小说里一出

现

，

死人头上往往马上就会升腾起一

片蔼蔼祥瑞

，

让人仰视了

。

现在的人不愿继承老祖宗的这项

文化

，

也情有可原

：

一是

，

现在是人道

主义深入人心的年代

，

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他人甚或是对猫猫狗狗

，

都要

讲究人道

，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现代美

德

，

吞金坠破胃肠而死的方法无论如

何应该属有违人道的吧

。

二是

，

在这个

大家争相

“

宽松

”

的年代

，

金子实在是

有点儿贵

，

但凡手边还有足够致死的

金子的人

，

估计也不会就决绝地走上

绝路

。

不过

，

现代人不会吞金而死

，

并不

意味着不会吞金而乐

。

现在的社会

，

人

们似乎格外地贪图享乐

，

如果吞点儿

金子

，

于人于己能带来一些快乐

，

估计

人们也不会拒绝试着吃上那么一点

儿

。

因此

，

把金箔加到酒里面

，

就不是

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

有需求

，

就会有供给

。

既然高贵的

人或者渴望高贵起来的人有这样的需

求

，

那么

，

有善良的生产商想方设法

、

千方百计地满足这种需求

，

就真是善

莫大焉

。

既能以此凸显自身的高贵气

质和不俗身价

，

又不用担心害了自己

的性命

———

许多专家都为此拍着胸脯

进行了保证

，

估计金箔酒一上市

，

就会

畅行天下了

。

想象一下

，

当此之时

，

吃

了金箔酒的人们

，

高贵的气质就一定

会把神州大地的半空

，

映衬得辉光闪

烁

、

祥云缭绕了

。

吃水不忘打井人

。

能有如此喜人

局面

，

当然就不能忘了卫计委

，

没有卫

计委的批准

，

庸庸碌碌的白酒们想高

贵起来

，

估计就真的很难

。

虽然

，

这个

向高贵进发着的过程还处于征求意见

阶段

，

但有卫计委支持

，

想必这个阶段

也不会遭遇多大的坎坷

。

如此表扬卫计委

，

大约他们也用

不着不好意思

。

君不见

，

千百万人千呼

万唤的吁求

，

总被推三阻四地要研究

研究

，

而一家白酒企业甫一提议将金

箔放入酒中

，

马上就能得到利落的回

应

，

态度不是已经很鲜明了吗

？

因此

，

有如此支持

，

金箔酒将来必将大行其

道

、

大放光芒

，

就不会是多么出人意料

的事情

。

唯一需要提请注意的是

，

这样的

酒喝多了

，

生前身后的风险多多少少

总是要增加那么一些的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儒林经济】

有些读书人跟别人

读同样的书，却要干

非人的事儿。

霸道总裁的书目

周凯莉

有一段时间

，

我陷入了中国社会

惯有的对于女性年龄歧视所带来的迷

惘和低落之中

。

我的诤友

、“

霸道总裁

”

老王送给我一本他最爱的书籍

，

是乔

治

·

奥威尔的

《

一九八四

》，

该著作被誉

为反乌托邦的三部伟大作品之一

，

亦

是一篇时年震惊世人的政治寓言

。

当

然

，

老王的本意并不在此

，

他只是想让

我这样沉浸于个人情绪的小女人通过

阅读这一本书得到如下启发

，“

你所出

生的年份是多么伟大

！

你应该成为一

个拥有伟大情绪的人

！ ”

相形于原形毕露的既得利益者而

言

，

老王算是一个保守的理想主义者

。

他不属于那些沉浸于追逐野模

、

购买

私人飞机的土豪部落

，

尽管其心灵滋

养也常跟不上钱袋子的鼓胀

，

但他对

于阅读的追求还是值得肯定的

。

老王

中学肄业

，

从乡野间摸爬滚打而来

，

通

过数十年的努力

，

终于建立起一个低

调而豪奢的餐饮帝国

。

作为一名在现

代企业制度中常感迷惘的

“

霸道总

裁

”，

老王除了按例付出重金上了某商

学院镀金外

，

最大的嗜好便是阅读

。

他

喜欢从来自书本的缥缈幻觉中

，

汲取

丰富内心层次的能量

，

在朴素的办公

室里

，

老王拥有一个甚为昂贵的金丝

楠木书架

，

除了

《

一九八四

》、《

美丽新

世界

》

等彰显深度的书目之外

，

还有冯

唐的艳情小说

、

卡耐基的心灵鸡汤

，

及

《

地藏经

》、《

心经

》

等各类佛教典籍

。

至于其他民营企业家

，

例如互联

网新贵们

，

他们的阅读书目则大多和

他们建造财富城堡的手段一样

，

偏向

于清洁

、

高密度

、

技术型

，

更深入一些

的则是将阅读作为

“

传业授道解惑

”

的

业界恩师

。

例如去哪儿创始人庄辰超

曾对媒体直言

，

他有一个保持了十来

年的阅读习惯

，

即每周都要读完至少

一本书

。

即便在高级酒店等待商业伙

伴的间隙

，

庄都会从随身的书包里取

出他的每周书目

。

作为头脑缜密的理

科生

，

庄十分推崇简洁

、

优雅的优衣库

文化

，

而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的相关

传记一度是他的最爱

，

乔布斯亦是其

口中曾提到的商业典范

。

而庄的师弟

、

另一位互联网新贵张向东所选择的书

目

，

似乎显得更文艺一些

，

尽管他是将

凯文

·

凯利科技著作

《

失控

》

引入国内

的出版人之一

。

这位坐拥数百万粉丝

的大

V

常常在微博

、

朋友圈荐书

，《

博

尔赫斯谈话录

》、《

艺术的起源

》、《

僧侣

与哲学家

》

都是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

书目

。

而张自己更是出版了一本自传

式散文

《

短暂飞行

》，

文笔优美

，

情绪如

溪水一般流畅

，

阅读美感胜过网络泡

沫小说无数

。

而出身国企的老总们所爱的书

目

，

则更偏向于心灵鸡汤类

、

及权谋的

腹黑之术

。

有一位擅长通过媒体鼓吹

自己

，

以期获取创业投资的退役国企

总裁

，

最爱的书目是

《

苦难辉煌

》，

豪言

可以从中得到从地狱如何回到天堂的

人生启迪

。

而稍有见识的实干者

，

大多

将选票投给了

《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

资治通鉴

》、《

史记

》，

甚至高华所著的

《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这并不奇怪

，

国企中人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体制中

人

，

晚清重臣曾国藩

、

盛宣怀也都酷爱

典籍类书籍

，

此中当然有深意

。

不负责

任地说

，

当代国企中的霸道总裁大多

缺乏人文情怀

，

或许他们的确拥有非

凡的才识

，

长袖善舞

，

且能在长枪短炮

前出口成章

，

但其绝大部分的精力还

是倾注在与外界交际的向外辐射性之

上

，

却缺失了内向的对于自身情怀的

追求

。

毕竟身处在危机重重的体制之

内

，

除了喝酒

、

写报告的基本技能

get

之外

，

权术计谋的学习与深造亦是必

须的

。

写到最后

，

不得不提的是著名投

资人王功权先生

，

尽管其一度被世人

冠上

“

私奔帝

”

之名

，

但事实上

，

从一个

会议赶往另一个会议的路途上

，

他都

会在商务车上阅读书籍

。

2010

年初

，

在

我采访他的时候

，

这位

“

商人公民

”

告

诉我

，

当时阅读的最新书籍是

《

民主的

细节

》

和

《

权力之道

》。

大坎过后

，

在

2015

新的一年里

，

他转而爱上了在朋

友圈晒天空

、

晒梦境

、

晒别人的诗歌和

谈论大众电影

，

这或许亦是人生的另

一重境界

。

（作者为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缘木求鱼】

现代人不会吞金而

死， 并不意味着不会

吞金而乐。

转换为恶能量的知识

王国华

在

《

读书人靠什么维生

》

中

，

我提

到读书人的职业

。

那些职业

，

无论贵

贱

，

还算正经人的正经营生

，

但有些读

书人跟别人读同样的书

，

却要干非人

的事儿

。

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

。

一是空手套白狼

，

平地抠饼

。

典

型例子是严贡生

。

他的弟弟严监生曾

说

，

自家还有几亩薄田

，“

家兄寸土也

无

……

当初分家

，

也是一样田地

，

白

白都吃穷了

。

而今端了家里梨花椅

子

，

悄悄开了后门

，

换肉心包子吃

。

你

说这事如何是好

！ ”

如果这位严贡生

什么都没有

，

仅仅当卖自己东西倒也

罢了

，

他是

“

寸土也无

”，

却照过花天

酒地的日子

，

经济来源不外乎坑蒙拐

骗

，

敲诈勒索

。

邻居

、

农户和船家只要

和他发生关系

，

无一幸免

。

就连他的

亲弟弟严监生的遗产他都要霸占

，

逼

得弟媳四处告状

。

二是混吃混喝

。 《

儒林外史

》

中着

实有一批人

，

没什么正经营生

，

会写几

个字

，

并无大才却冒充才子

，

整天东游

西逛打秋风

。

像牛玉圃

、

金东崖

、

辛东

之

、

金寓刘之类

。

他们善于自我吹嘘

，

借力打力

，

今天跑到财主家蹭饭

，

明天

跑到官员家赋诗

。

在财主家说自己获

得了某官僚的青睐

，

在官员家里又说

财主花重金买了自己的字画

。

他们即

是官商勾结的润滑剂

，

也是从中渔利

的揩油者

。

三是装神弄鬼

。

比如测字

、

看风水

等

。

像余殷余敷两兄弟

，

自称风水专

家

，

出双入对地穿梭于中产阶级家庭

，

说些着三不着两的话

，

唬人骗钱

。

四是助纣为虐

。

这一类人最典型

的例子是匡超人

。

匡超人出身贫家

，

从小知书达理

。

在父亲病重期间

，

他

白天做生意

，

晚上照顾老人

，

还要挤

时间读书

，

完全一副忠孝男儿本色

。

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李县令的看重

。

李县令拿出自己的薪金资助他的生

活

，

同时录取他为童生

，

并到学道那

里为他说话

：“

我录取的案首匡迥

，

是

孤寒之士

，

且是孝子

。 ”

学道认为读书

人品行第一

，

文辞都是末艺

，

遂录取

了匡超人

。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

，

最后竟参与

各种犯罪

，

害人不浅

。

而这其中起最直

接作用的是恶吏潘三

。

潘三乃其老乡

，

在杭州的衙门里谋事

。

两人一见面

，

潘

三就让匡超人帮着做了两件事

。

第一件

：

乐清县某大户人家逃出

来一个叫做荷花的使女

，

该使女在杭

州出现后需要被押解回籍

。

本地一个

姓胡的财主看上了这个使女

，

想花几

百两银子办成此事

。

其他差役来找潘

三商量

。

潘三说

，

我家现住着一位乐

清县的相公

（

指匡超人

），

他和乐清县

知县关系很好

，

我托他到乐清县要一

张回批来

，

就说荷花已经解到

，

交与

本人领走了

。

本地这边再托人从本县

衙弄出一个朱签

，

到路上将荷花押

回

，

送与胡家

。

对方认为此事可行

，

遂

成交

。

第二件事

：

有个乡里人施美卿

，

弟

弟死了

，

施美卿要把弟媳妇卖给一个

叫黄祥甫的人

。

两边说定

，

施美卿收了

银子

，

但弟媳要守节

，

坚决不肯嫁

。

施

美卿同媒人商议按当地的风俗抢亲

。

施美卿告诉媒人

，

每日清早他的弟媳

出来到屋后抱柴

，

你只需带人埋伏在

那里

，

见到她直接抢走就行了

。

谁知道

第二天出来抱柴的不是弟媳

，

而是施

美卿的老婆

。

等施美卿发觉

，

他老婆已

被抢走睡了一晚

。

施美卿向黄家讨要

老婆

，

黄家不肯

。

施美卿告了状

，

但因

讲亲的时候没有写婚书

，

没有凭据

，

而

今要写一个

，

乡里人不懂这些

，

来同潘

三商议

。

包括衙门里的后续事宜

，

都托

潘三料理

，

当然也会有些银子

。

潘三满

口答应

。

看上去是很庞大的工程

，

但有匡

超人在

，

这一切都简单起来

。

匡超人首

先起草了一个婚书

，

让当事人拿走

，

收

了对方的银子

；

在灯下写了一个回批

，

盖上潘三家中用豆腐干刻的假印

；

又

取出朱笔

，

写了一个赶回文书的朱签

。

第二天交给对方

，

几百两银子到手

。

此

后

，

匡超人跟着潘三混日子

，

在罪恶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

直到潘三被抓

。

匡超

人靠着机警左躲右闪

，

不但逃过了一

劫

，

反而飞黄腾达

。

想来

，

知识若转化

为恶的能量

，

比没知识的人还可怕

。

卿

本佳人

，

奈何做贼

？

读书也可能读好

了

，

也可能读坏了

，

所以说

，

最后走上

哪条路

，

跟读书多少没什么关系

，

还是

人的原因

。

（作者系深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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