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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洲

有一篇据称是“全球最佳幽默
故事”的短文，叫《活下去》。其中是
这样写的：

在一个晚会上，头发花白但步
伐矫健的巴基斯坦影坛老将雷利走
上舞台。主持人开口问道：“您是不是
经常去看医生？”雷利回答：“是的，常
去看。”“为什么？”“因为病人必须常
去看医生，医生才能活下去！”台下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笑。

主持人接着问：“您常请教医院
的药师有关药物的服用方法吗？”雷
利又答：“是的，因为药师也得赚钱
活下去！”台下又是一阵掌声……

“您常吃药吗？”这下雷利说：
“不，我常把药扔掉。因为我也要活
下去！”台下的哄堂大笑声、掌声、欢
呼声，经久不息，全场爆棚！

这个老头，真是怪了。到医院看
病，不是为了自己健康，而是为了让
医生能够“活下去”。请教医师怎么

吃药，不是为了减少病痛，而是为了让
医师能够“活下去”。花钱买回的药，不
吃而扔掉，不只是为了让生产药的人
赚到钱，而是为了自己“活下去”。

乍一听，完全是逆反思维。细一
想，蕴含着深刻道理。作为医生，你不
要以为每个病人都是有求于你。如果
病人不来医院，自己又怎么能够“活下
去”？作为病人，也不要自惭形秽，自己
来到医院，不只是看病，同时也是为了
帮助医生、医师和药企“活下去”。这样
一想，心就宽了，气就顺了。至于买回
的那些药，吃还是不吃，完全可以自己
决定。因为“是药三分毒”，很多的时
候，不吃比吃更为有利。

顺着雷利的思路往下想，你会突
然发现，自己的生命和价值，原来是那
么的重要。

我们扔给乞丐一点钱，乞丐就可
以“活下去”；

我们买路边小贩一点东西，小贩

就可以“活下去”；
我们到饭店吃顿饭，厨师和服务

员就可以“活下去”；
我们到电影院里看场电影，拍电

影的人就可以“活下去”；
我们给孩子报个培训班，搞培训

的人就可以“活下去”；
我们在网上经常购物，送快递的

人就可以“活下去”；
我们到公司里去上班，老板就可

以“活下去”；
我们不想走路的时候打个车，出

租车司机就可以“活下去”；
我们在手机上看点新鲜事，做广

告的人就可以“活下去”；
我们天天到垃圾箱里扔垃圾，捡

垃圾的人就可以“活下去”……
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原来，

我们的举手之劳，可以让那么多的人
“活下去”。为了别人的“活下去”，我们
自己一定要“活下去”。

有个叫伍佰的人，几年前写了一
首歌，也叫《活下去》。其中的几句歌
词，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痛苦也给
你，热力也给你，烦恼也给你，你要活
下去！就是刮着风，就是下着雨，就是
冲着你，你要活下去！就算不可以，就
算不愿意，就算为了我，也要活下去！”
为了你活下去，为了我活下去，为了他
活下去，为了爱活下去，就算不愿意，
也要活下去！

长篇小说《活着》的作者余华说：
“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
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
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
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
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
和平庸。”

为了这份责任，所以我们要“活下
去”。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心疼，
也要成长；没人欣赏，也要芬芳；没人
理解，也要坦荡。

活下去

不知是不约而同，还是有约而
同，2020 年的最后一天里，两起文
坛剽窃案的主角郭敬明和于正分别
向被剽窃者庄羽和琼瑶公开道歉。
言辞十分谦恭，自我剖析颇为深刻，
态度也不失诚恳，大多数媒体和网
友都持肯定态度。两位被剽窃的当
事人也给了积极回应。

但也有人说这两人的道歉是出
于利益考虑，或迫于舆论压力，或是
推出新作前的炒作，总之是言不由
衷，口是心非云云。而在我看来，不管
他们出于什么考量，心里如何盘算，
只要道歉就好，早道歉就比晚道歉
好！道歉就是正能量，就有利于文坛
的风气校正，有助于打击剽窃行为。

剽窃抄袭是文坛的牛皮癣，历
代都有，从来都无法杜绝。古时，因
诗坛剽窃成风，丑闻不断，当时就有

“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的说法。
今天的文坛剽窃现象也屡有发生，

郭敬明与于正剽窃案就是典型例证。
而那些有真才实学者无不对此深恶痛
绝，并竭力做到洁身自好，以呕心沥血
的原创为荣，以独出心裁为荣。《三国演
义》里，曹操拿出自己辛辛苦苦写成的
兵法新著给张松看，张松发挥其过目成
诵特长，大段背诵曹操新作并欺骗说，
你这些观点并不新鲜，古人也说过。无
意中与古人暗合，曹操视为耻辱，就把
辛辛苦苦写成的新书付之一炬。这个
情节或许有些夸张，但曹操一丝不苟
的精神确实值得肯定与借鉴。民国时
期的陈寅恪先生，不仅著述要全部出
于新意，绝不与人雷同，即便是课堂授
课，也不愿重复别人。他有著名的“四
不讲”：“同行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
不讲，古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
不讲。”正是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他
才成了硕果累累、著作等身的国学大
师，“教授中的教授”。

文坛剽窃这种事的一再发生，其

实原因也很简单。一是因为剽窃者有
大便宜可占，利益诱人。人家千辛万
苦、殚精竭虑弄出来的东西，你也不打
招呼，不付代价，就轻轻松松地据为己
有，“一字不著，尽得风流”，那多省劲，
多高效，多节省脑细胞，何乐而不为？
二是即便占了便宜也少有追究，风险
很小，安全系数很高。虽然我们也有保
护知识产权的法规，但往往处罚不力，
即便抓住了剽窃者，也常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实际上起了
纵容保护剽窃者的作用。最典型的就
是作家郭敬明，虽事涉抄袭，但最后却
基本上毫发无损，还破格加入中国作
协，且越来越红，实在令人遗憾。反之，
如果执法部门都能铁面无私，对剽窃
者严惩不贷，罚他个倾家荡产；如果被
抄袭者都像庄羽、琼瑶一样，不惜对簿
公堂，辩个青红皂白，谁以后还想再剽
窃，就得掂量掂量，不怕身败名裂你就
试试！

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
休”。陈忠实写《白鹿原》用了6年，司
马迁写《史记》用了 13 年，司马光写

《资治通鉴》用了19年，歌德写《浮士
德》用了60年。搞文学原创辛苦，这谁
都知道，非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不足
以成其事；非苦心孤诣、卧薪尝胆，就
难出优秀成果。所以我们才要千方百
计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作家的原创积
极性，坚决拒绝各种形式的剽窃抄袭，
并给予严厉处罚，否则，谁还去拼死拼
活地搞文学原创？

郭敬明和于正的公开道歉，给每位
文学创作者再次敲响警钟，剽窃已成为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无论谁沾上这事
儿，就会臭名昭著，为人所不齿。另外也
对文坛同仁提个醒，搞文学是个苦差
事，没任何捷径可走，若吃不了这个苦，
想靠剽窃抄袭混事，还是趁早改行为
好，免得将来身背骂名，顶风臭十里。

迟来的道歉

网上视频显示，2021 年第一
天，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三
亚市调研，一位市民上前向他反映，
购房遇到问题找有关部门却迟迟得
不到解决。两名工作人员见状两次
阻拦这位市民：“没事让一下！”沈书
记两次推开工作人员，坚持让这位
市民说下去。工作人员的拦与沈书
记的推只在须臾间，但是，这已让宪
法的价值在现场跌宕起伏。

市民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向省委书记反映，既是维权，也是对
责任部门的一种批评。于情理，这正
常。于法律，这正当。《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
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
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沈书记是公
务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且是领导，
公民向他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或建
议，有宪法依据，是行使宪法赋予的
权利。沈书记听取公民的反映、批评
或建议，是履行宪法所规定的职责。
宪法的价值在公民与省委书记之间，
本应得到正常体现，但是，两名工作

人员却容不得这种正常，他们要反常！
他们妨碍宪法价值的实现，连话都不允
许公民向国家工作人员讲！明明看到、
听到市民在向省委书记讲，省委书记在
听，却执意要市民“没事让一下”！在这
两名工作人员眼里，百姓的事被当成事
了吗？！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入他们的
眼、进他们的心了吗？！

放一下“慢动作”，就更能看清楚在
短短33秒之内宪法价值的起起伏伏：

市民向沈书记反映情况，沈书记
倾听，宪法价值开始正常实现；

一名工作人员上前插在沈书记与
市民之间，要市民“没事让一下”，市民
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沈书记履职受
妨碍，宪法价值被贬损；

沈书记推开上前阻拦的工作人
员，让市民继续讲下去，侵害、妨碍被
排除，宪法价值恢复正常；

另一名工作人员上前阻拦市民，
要他“让一下”，市民的宪法权利再次
受到侵害，沈书记履职又受妨碍，宪法
价值再次被贬损；

沈书记再次推开上前阻拦的工作

人员，让市民继续讲下去，侵害、妨碍
被排除，宪法价值又恢复正常。

没有编剧，没有剧本，没有导演，没
有明星职业演员，只有各个角色的“本色
出演”，但是，这一幕生活的真实，法治的
真实，又岂是所谓的艺术能刻画出来！

阻拦公民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
人员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或建议的事
件，远不止这33秒视频中的一件。曾几
何时，有的地方公然派人到省城、北京拦
截上访群众，“截访”一词由此诞生。“截
访”任务繁重，甚至要请其他势力帮忙。
前些年，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与一些地
方政府签订协议，收取佣金，拦截、关押、
遣返上访者，并设有黑监狱。在关押、遣
返上访者时，进行殴打。一位上访者在被
押送过程中逃脱，黑幕才被撕开。国家信
访局也强调，绝不允许“截访”。

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国人民今天享有的向国家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来之不易。为了这项权利，孙中山等
革命党人同清王朝进行斗争。为了这
项权利，蔡锷等政治家与狂妄称帝的

袁世凯进行斗争。为了这项权利，毛泽
东等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同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终于
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这项权利，是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
血才为人民争得的，岂容些许宵小一句

“没事让一下”给废掉！
如今，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要进

行宪法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
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
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努力奋斗!”但愿所有的国家工作
人员面对公民的诉求时，都不忘记自
己的宪法宣誓。

年关将至，又到了各级领导下基层
慰问送温暖的旺季。不知群众面对面向
领导提出批评和建议时，还会不会有人
横在领导与群众之间叫嚣“没事让一
下”？不知领导遇到这种情况，能否做出
如沈晓明书记一样的有力一推？

沈书记的一推，维护了宪法尊严，
有千钧之力！

一拦一推间的宪法价值

汪金友

陈鲁民

据红星新闻报道，前几天，网友“苹
果橙子妹妹”发帖，说其所在的公司给
员工发了一批坐垫，结果几天后，自己
就被公司人事部门“盯”上了——你为
什么每天上午 10:00 到 10:30 都不在工
位上？“苹果橙子妹妹”说，自己一直天
真地觉得，坐垫上的数据只有自己手机
上看看，原来全世界都知道啊……从表
面上看，公司给员工配备“神奇坐垫”，
是为了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殊不知，
这种“神奇坐垫”，隐藏着监控功能，不
仅可以用于掌握员工坐姿等情况，而且
可以随时掌握员工的动向，是管理员工
的一种“新招”。

短评：让员工在自己眼皮底下工作，
以便时刻监督，这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
方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居然有人用
高科技数字化手段来这样监督员工，不
能不说是朵奇葩！用人单位把员工的一
举一动时刻置于监督之下，反映出的是
对员工尊严的漠视和对自己与员工关系
的不自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
用人单位对自己与员工的感情及企业管
理制度充满自信，还会出此奇招吗？人是
最灵活的，因为人有思想，有感情。不信
任员工，不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尊重员
工，不以人文关怀感动员工，而是只把员
工当作赚钱的工具加以利用甚至压榨，
这样的企业不可能长久。这样的企业主
即便赚了几个钱，其生活质量与人生意
义也高不到哪里去。想想，仅看不起他甚
至诅咒他的员工，就有多少人了？这样的
人，有了钱也让人看不起，因为他不懂得
尊重与他一样为人的同类！

近日，江苏南京市一名外卖小哥带
孩子送外卖时，不慎摔倒，他一手拉孩子
一手扶车，显得十分艰难。这一幕被一名
过路司机拍下，让不少网友感动。随后，
这名司机下车走过去，帮外卖小哥将车
扶起。

短评：家教，不一定都在窗明几净的
环境中临古帖、练钢琴。寒门出孝子。让
孩子从小看到父辈为改善家庭生活而奋
斗的艰辛，也是一种力量的培养，也是一
种爱的传承。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
无伟男。给孩子的大脑硬盘刻录“艰苦奋
斗”的记忆，其实是给他一笔受用终生的
财富！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当下芯片专业
人才缺口较大，一些培训机构纷纷推出
低起点的培训班。有的培训机构的招生
标语是“零基础，上四个月网课，就可以
成为专业芯片人才，拿 25 万元起的年
薪。”有的培训机构则声称“小班教学，
理论+实训，签保就业协议，不能就业
全额退款。”然而，专家称，这些招生培
训更像是骗局。业内人士说，四个月熟
练掌握一本微电子专业教材都很难，上
四个月网课就能成为专业芯片人才，显
然不现实。

短评：“前景美好+眼前机会”是骗
子做局的基本公式。再美好前景也不可
能违背科学与规律。“芯片人才速成班”
把开发芯片讲得比烤饼干还容易，信这
话的人智商真的不适合从事芯片研究
——当然，骗子本来也不可能教会你这
门手艺。

前不久，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防
控指示牌照片遭人恶意篡改，原本是指
引四川成都旅客登记的内容被改为“请
旅客原路返回”，改后的图片在网络上被
大量转发。日前，涉嫌篡改标牌图片、散
布虚假信息的郑某某在西藏拉萨自首，
被处以行政拘留4日的行政处罚。肇事
者郑某某事后交代，其从事广告相关职
业，因为自己是成都人，就开个玩笑P了
图挂在群里，后来才发现这个图在微博
上被大量转发，变成了一场谣言。

短评：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开玩笑的。
以篡改疫情防控指示牌开玩笑，就没有
丝毫幽默感！以疫情为内容传播谣言、误
导公众的任何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谁
跟法律开玩笑，谁就得接受法律的惩罚。

据《潇湘晨报》报道，这两天，一个老
板不满判决背2万元硬币清偿，结果又被
罚5万元的话题冲上热搜。北海某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原员工朱某，遇事故手部受
伤，经治疗后继续在公司工作。但2019年
11月之后公司却一直拖欠他的工资不发
放，还找理由辞退了朱某。后被朱某诉至
法院，法院一审判决公司支付朱某二倍
工资差额等款项。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但被驳回
上诉。2020年12月29日，老板带着几名
员工拖着4个装满2万余元硬币的麻袋
来清偿执行款，结果被拒又遭重罚。

短评：这名以硬币履行判决的老板，
意在刁难法院，给执行工作制造难度。此
举被认定为妨碍司法执行，于《民诉法》
有据，对其处罚可谓合法合理。本来只需
要清偿2万元，却因耍小聪明妨碍执行
被罚5万元。那些想着种种办法妨碍执
行的人，是不是该吸取教训，把自己的小
聪明收起来了？

心心相印

民心公正镜高悬，
映照贤愚辨贪廉。
谁把人民放心上，
口碑称颂美名传。

马菁海 绘 杨光洲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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