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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羞耻”，这是一句骂
人话，骂得还很重。在现实社会
中，确实有不知羞耻的人，不顾
人伦之序，不遵社会之规，不守
国家之法，毫无顾忌地干着一
桩桩厚颜无耻、卑鄙无耻、鲜廉
寡耻、恬不知耻的坏事和丑事，
却还常常不以为然、心安理得。

其实，这些不知羞耻的人，
可以说与动物无异。因为知耻
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标志之
一。人是高级动物，本来与其它
动物一样，只有相同的原始生
理意识。但随着不断进化，最初
的生理意识逐步演变为具有主
观能动性的、包括羞耻意识在
内的整体思想意识。随着社会
实践的发展，这种自觉的羞耻
意识又逐渐发展成为以知对
错、辨善恶、识良莠、明是非、懂
荣辱为核心内容的人文自觉和
行为规范。然而，动物始终只有
本能行为而没有羞耻意识，因
此不能与人相提并论。

知耻，体现着人的本质，关
联着人的尊严，既是一个人应
当具备的基本的道德素质，也
是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正
义的道德基础。正因为如此，不
少名人贤士对知耻的重要意义

阐发过不少真知灼见：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

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他
把知耻的道德素质看成是人区
别于禽兽的根本标志。

康有为说：“人之有所不
为，皆赖有耻心。”他把善心、恶
念皆源于是否知耻的道理阐述
得十分透彻。

马克思说：“耻辱本身已经
是一种革命。”“如果整个国家
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
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
前扑去。”他以富有个性的语言
把知耻的重要意义论述得愈发
形象生动。

不过，要说知耻的重要意
义，当属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
仲阐述得更为全面而深刻。他率
先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
论断和主张，认为：一维不存，国
家就会倾斜不正；二维不存，国
家就会危殆不安；三维不存，国
家就会颠覆不立；四维不存，国
家就会彻底灭亡。这就把知耻提
到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告诫人们不能把是否知耻仅仅
看作是个人的行为和品德。

也许有人会说，把是否知
耻的后果说得如此严重，显得

有些过了。诚然，少数人不知羞
耻，国家存亡不会受到直接影响，
但如果知耻之心得不到肯定和弘
扬，无耻之行得不到谴责和扼制，
无耻之风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
结果必然是是非颠倒、善恶错位，
仁义丧尽、暴虐频发，人性堕落、
禽兽横行……倘若长此以往，国
家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如果说普通人丧失羞耻之心
会导致社会弊端丛生的话，那么，
官员一旦不知羞耻，没有是非、善
恶、荣辱观念，丧失起码的正义
感、道德感和尊严感，追随邪污、
妄从恶孽，贪污受贿、蝇营狗苟，
抛弃绳规、践踏法纪，则会招致更
大的灾难性后果，于国于民危害
更大。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廉
耻》中所说：“天下其有不乱，国家
其有不亡者乎！”

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往往与知
耻之心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的
治理也常常把培养人们的知耻之
行作为重要目标。人人知耻，则正
义畅行无阻；人人无耻，则邪恶大
行其道。因此，历史上一些明智的
君主，总是常怀一颗知耻之心。唐
太宗就是这样一位君主。《大唐新
语》载：一次，唐太宗想出游南山，
却因为怕他人指责而放弃。事后，

他非常羞愧地向魏征坦露心迹：
“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
耳。”到了晚年，他更是经常自称

“羞耻尤甚”，深感有愧于民。他临
终前还不忘告诫太子，我即位以
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
绝于前，宫室内台榭旅游兴作，犬
马鹰隼无不致远，行游四方，供顿
烦劳。”一位封建帝王尚能如此知
耻自律，值得称道。

知耻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准
则，是赢得个人尊严的重要环节，
是衡量社会道德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尺，也是匡扶正义、剪除邪恶、
拯救人伦丧失、阻截物欲横流的
重要基石。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
么是耻辱，不明白哪些事可以做、
哪些事不可以做，就会影响到整
个社会的是非荣辱标准和基本的
道德行为规范；而如果一个社会
没有了荣辱标准和耻感文化，就
难以推行必需的社会伦理和法纪
规范，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大厦
的动摇甚至倾覆。

知耻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说
了。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加强
思想道德修养，不断培育知耻之
心，以赢得自尊和别人对自己的
尊重，并为社会彰善瘅恶、扬清激
浊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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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1813），清代
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禁门之变”
（又称“癸酉之变”）。天理教徒
林清、李文成等200余教众，在
内廷叛乱太监杨进忠等引领
下，猛攻紫禁城。宫廷侍卫措手
不及，连连败北，被天理教徒攻
进了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
门。后经大内侍卫围剿平息之。
事变后，嘉庆帝下《罪己诏》惊
呼：“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
事”，同时，颁发一系列诏谕，为

“补救前非”，要求臣工反思致
变之源，寻求致治之方。

由此，22岁的龚自珍写下
《明良论》四篇，“慷慨论天下
事”，深刻剖析了封建专制制度
下的君臣关系、朝廷风气以及
吏治、用人方面的种种弊端，彰
显出青年龚自珍的政治抱负和
时论风采。其外祖父、清代著名
学者段玉裁欣然加墨批点：“四
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
制一新方哉？”时人陈裴之咏诗

将《明良论》比作西汉晁错的
《治安策》（“玉有精神剑有铓，
治安策后论明良”）。

作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自
己政治见解的时论，《明良论》
首先对君权专制进行了无情抨
击。在龚自珍看来，清朝封建统
治危机四伏，已不是如疥廯疮痏
那般“甚痒且甚痛”，而是“缚之
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

“长绳”乃“不可破之例”，其实质
就是极端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
他盛赞“唐、虞三代之天下无不
治”，主张仿效之，旨在“以救今
日束缚之病”，进而提出：一系列
不合理的“例”亟须改变，“奈之
何不思更法”？如此“讥切时政，
诋排专制”（梁启超评语）在“万
马齐喑究可哀”的年代不啻是划
破黑幕的一声惊雷！

嘉庆年初，经学家洪亮吉
曾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
龚自珍在《明良论》中更明确地
将之概括为“士不知耻”。如果

说李伯元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
记》是以形象描写揭示了晚清官
场的丑陋荒诞，那么，《明良论》则
是以理性思辨痛斥了晚清官场的
寡廉鲜耻。上至三公六卿下至佐
杂小吏，龚自珍分析说：“政要之
官，知车马、服饰、言辞捷给而已，
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
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

“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官
益久，则气愈媮（苟且敷衍），望愈
崇，则谄愈固”；皇帝周围的文武
百官更是“媚亦益工”。大臣面对
皇上，大体是两种情形：一是“探
（皇帝）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
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二是
皇帝稍有不高兴，“则头抢地而
出”，奴性十足。百官以犬马自为，
是由于专制君主以犬马视臣下的
必然结果，由此龚自珍得出结论：

“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

降人材”（《己亥杂诗》）。48 岁的
龚自珍写下的这一诗句妇孺皆

知。其实，他在《明良论》中已猛烈
鞭挞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论资排
辈”腐朽理念，萌生出“以贤论才”
的用人观。龚自珍将“论资排辈”
的理念归结为“停年之格”，即：以
年龄和资历为标准的用人制度。
这一制度的弊端在于：一、待到进
身，“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
惫矣”，“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
退葸，因退葸而尸玩”，“积俸以俟
之，安静以守之”，不思进取，不求
作为；二、年轻有为者被埋没。“资
格未深之人，虽勤苦甚至，岂能冀
甄拔？”这正是龚自珍将这个社会
定为所谓“衰世”的表征之一。

末了，还得提及《明良论》文
末的一段“自记”：“四论，乃弱岁
后所作，文气亦何能清妥？弃置
故麓中久矣。检视，见外王父段
先生加墨矜宠，泫然存之。”可以
说，是外祖父段玉裁慧眼所识，
为后世留下了这位晚清思想界

“荷戈斗士”的一份初露锋芒的
“政论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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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赵某某从吉林省途经葫芦岛返回
绍兴市柯桥区，接到葫芦岛疾控部门的电话，
被告知其已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
者后，不遵守防疫相关规定，隐瞒行程，擅自
外出。警方查证后，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决定在赵某某隔离期满后，将其行政拘留。

短评：防疫无小事。新冠病毒肆虐，威胁
着我们每一个人。防疫成功，有赖于每一个社
会成员的配合支持。我们从自身做起，做好自
身防疫，同时严格遵守行程报告等防疫管理
规定，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个体
对防疫的敷衍，对防疫制度的破坏，都会使防
疫全局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造成无法挽回
的损失。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全民防疫，无人
能置身其外。千万不可图一己之私、一时之
便，让自己成为新冠病毒扩散的漏洞，承受法
律严惩，沦为众矢之的。

近日，广西北海的劳先生经过女同事马
某介绍，结识了她的闺蜜“刘某”。相处一年
多，“刘某”以各种理由找劳先生借钱，总计6
万多元。劳先生一要求见面，“刘某”就推脱，
后来干脆玩起了消失。劳先生报警。警方查
明，“刘某”是马某假扮的，与劳先生联系的微
信号，是马某另外注册的。

短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无。现实中尚需防骗，虚拟空间中，更得当心
上当受骗。骗子得逞的基本套路是：以虚假的
承诺、感情等骗取真实的物质或金钱。本案
中，骗子就是利用劳先生求偶心切，以花言巧
语使其坠入骗局，再骗取钱财。骗子的感情是
虚假的，劳先生给予的金钱却是真实的。网上
交友，在付出之前，务必要确认对方真实身
份，让其从虚拟空间走到现实中，以辨真伪。
如果人都不可靠，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龙翔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建
议：在国家层面建立重大工程项目中增设礼
敬劳动者的制度，推动全社会更尊重劳动、尊
重劳动者、尊重工匠精神。几年前，南京已出
现为建设者铭刻姓名的工程项目，如在废弃
矿坑上兴建的江苏园博园，13座展园门前都
竖立了介绍牌，上有建筑团队、设计团队以及
木匠、瓦匠、石匠等的名字，以此向建设者致
敬。改造竣工的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纪
念铭牌上镌刻了42名工人、技术员、设计师
的名字。

短评：建设者的名字与工程相连，古来有
之。讲到都江堰，现在的人们就会想起两千多
年前的秦国李冰父子；讲到赵州桥，现在的人
们就会想起一千多年前的石匠李春。这些能工
巧匠的劳动成果造福了人类，后人感激他们，
崇敬他们，他们的名字流芳千古，又成了无数
后来者学习的榜样。如今，我们呼唤工匠精神，
就应当从尊重工匠的做起。把他们的名字镌刻
在工程上，记住他们劳动与贡献，就是对工匠
精神一种有力的宣传。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
着我们今天的幸福。崇尚劳动，尊敬劳动者，不
应只是“五一”劳动节这一天的口号，而应是全
社会成员365 天的自觉意识。把劳动者的名
字镌刻在工程上吧，向劳动者敬礼！

近日，安徽池州市石台县公安局小河派
出所一位户籍民警收到了一封感谢信和特殊
的“征婚信”。原来，前不久彭某到派出所办理
变更姓名的手续。户籍民警得知对方两天后
就要外出，就想其所想，急其所急，加急办理，
用一天时间就办好了变更手续。彭某十分感
动，在写给民警的感谢信中，提出要把自己十
分漂亮的表妹介绍给还没成家的民警。

短评：人们常说，婚姻讲究缘分。抛开宿
命论的迷信成分，我们不妨把缘分理解为在
茫茫人海中找到懂自己、爱自己、愿和自己白
首到老的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在哪里呢？何
时出现呢？其实，这样的机会就在你日常的工
作生活中，很大程度在于自己去创造，会在你
被人欣赏时出现。基层民警，能为办事群众所
想，体现出了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自然而然
地让人们看到了他乐于助人的善良。大多数
的人敬重认真工作的人，崇尚善良。这位民警
就是以自己的言行让人感到了他人性的温
暖，赢得了别人的敬重。爱情，与其说靠等候，
靠追求，不如说是靠自己的修为。做好自己，
爱情才会来。

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日前，永康市
消费者金女士在永康某家电专柜购买了一
台售价9000元的热泵滚筒干衣机，并使用了

“永康家电消费券”抵扣了500元。本想买台
“干衣神器”，不料买到的干衣机却“漏水，难
烘干衣服”，消费者要退货，商家却说：购买
该产品享受了500元“政府补贴”，不能退换
货。在当地消保委的干预下，这台问题干衣
机才被退货。

短评：政府放发补贴消费券，目的是拉动
消费，让利于民，使群众得到实惠，岂能成为
产品质量问题的挡箭牌？消费者不可能因为
使用政府补贴消费券，就丧失了原有的权益。
用补贴券购买的商品有了质量问题，消费者
当然可以行使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退换货等权
利。政府补贴消费券是一项好政策，但要把这
一政策落实好，还真需要做不少细致的配套
工作，比如，用了消费券以后的质量“三保”问
题，就宜事先向卖家、买家做相应的宣传，而
不要等出了矛盾各执一词。若无相应的宣传，
不良商家以“政府补贴”掩盖商品质量问题坑
害消费者，好经就又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初
五，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七十
寿辰，赐寿仪式在天津总督府
衙门西苑门隆重举行。太后、光
绪分别御赐匾额、对联及礼品，

“御赐物品用22乘大轿抬着徐
徐跟进”，文武百官送的寿礼就
更多了。宾客云集，寿宴只好分
三处摆设。庆典“规模之大，规
格之高，都创下了清王朝之最”
（现代出版社，十年砍柴《家国
与世情》）。李中堂迎来了他人
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光时刻。

李鸿章能享如此荣耀，乃
因他为帝国“中兴”立下汗马功
劳。创建淮军，平定太平天国和
捻军；领导欲富国强兵的洋务
运动；建立强大的北洋水师，等
等。然而，这些“丰功伟绩”，窃
以为多是些“易碎品”，因为里
面太乏现代文明元素，故不可
能长久，更不可能永恒。镇压农
民起义，结果是让这个腐朽王
朝多活了些年。洋务运动的“中

体西用”理论，充满落后、顽固
和愚昧。李鸿章晚年说：“我办
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
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
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他把清
王朝比作“破屋”，把自己比作

“裱糊匠”，只是“东补西贴”而已
（广西师大出版社，赵焰《晚清有
个李鸿章》153页，以下相同只注
页数）。这都是大实话，肺腑之
言。不过，“裱糊匠”的模式和形
象，是不可能作为政治遗产留给
后世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和
价值，甚至是负价值。因此，李鸿
章享受和自豪的那个高光时刻，
从对文明贡献的角度，实在让人
不敢恭维，无非是朝廷满足了一
个老臣或老奴的世俗荣誉感或
虚荣心罢了。

打脸来得太快了。两年之
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被

“小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也意
味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战争
把朝野打懵了，也打醒了，至此

国人方知大清国是何等的虚弱、
腐朽和不堪。次年老李硬着头皮
赴日谈判，被逼签下了丧权辱国
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日
本 2 亿两白银，中华民族陷入空
前危机，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
国的狂潮。

回国后的李鸿章，一下子成
了全国公敌，更有漫画家把他画
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
严惩他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慈禧
和光绪案头（144页），他成了“国
人皆曰应杀”的“卖国贼”。1958
年，位于合肥东郊大兴集的李鸿
章墓，因办厂用地，其遗骸被人从
墓里挖出，“尸骨未腐，面色安
详”。人们用绳子拴着他的尸体，
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
散尽。同时享受此“待遇”的，还有
他的夫人赵小莲（215 页）。此事
何以能发生？“大气候”无疑是主
因，但墓主“卖国贼”的身份，也给
这些刨坟者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1901 年 9 月 7 日，李鸿章代

表清廷又与英、美、俄等 11 国在
北京签下了更为屈辱的《辛丑条
约》，两个月后吐血而亡，终年78
岁。条约签订后，慈禧得以结束在
西安的流浪。这天庞大的回銮车
队到达河南辉县，太后得知李中
堂已死，遂流下眼泪，说：“大局未
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
了”（200页）。可见与其说李鸿章
是“卖国贼”，倒不如说他是慈禧
的挡箭牌和背锅侠，他对老佛爷
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去世没几天，梁启超
大著《李鸿章传》横空出世。书中
说：“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
之遇也。”很显然，后两点限制了李
鸿章的思维、气度和格局，使他不
可能成为同时代的郭嵩焘，更不可
能成为之后的谭嗣同，只能成为晚
清“中兴名臣”李鸿章。他是个悲剧
人物，悲剧也告诉天下的政治家和
仁人志士，“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
应求万世名”，否则，眼前的高光，
或成身后的晦暗乃至遗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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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事

不担当，不作为，
饺子煮烂无所谓。
不贪污，不受贿，
慵懒度日保官位。

于昌伟 绘 杨光洲 诗

您尽管查，我保证一个都没吃！

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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