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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刘姥姥是个不
可或缺的喜剧人物，因为她的出
现，让死气沉沉的贾府多了不少
欢笑，也接了些许地气。可是，府
里却有几个人对刘姥姥不大恭
敬，想方设法愚弄她，出她的洋
相，看她的笑话。

首先是性情尖酸的林黛玉，
她对刘姥姥一直是冷嘲热讽，一
脸瞧不起的神情，表现出贵族小
姐的劣根性。在第四十一回，林黛
玉将刘姥姥比喻为“百兽率舞”中
的“一牛”，讽刺她的能吃粗野；在
第四十二回，林黛玉更是直言刘
姥姥像一只“母蝗虫”，并提议画
一幅《携蝗大嚼图》，极尽刻薄轻
蔑之意。

其次是拢翠庵里带发修行的
尼姑妙玉，她的社会地位其实比
刘姥姥高不到哪里去，却极端自
恋、自负，并以嘲弄刘姥姥来掩饰
骨子里的自卑。刘姥姥在她修行
的庵里喝水用过的杯子，她嫌脏
要砸掉，以显示自己的清高；刘姥

姥走过的地面，她要用水冲洗，其
嫌弃和厌恶态度甚至让正牌主子
贾宝玉都看不过去了。

或许是天意吧，大观园里嘲
笑戏弄刘姥姥的人都结局不好。
林黛玉郁郁寡欢，恨嫁不成，活活
气死在宝玉的大婚之夜。妙玉是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
金玉质，终陷淖泥中”，贾府被抄
家后，妙玉被强盗掳走，被侮辱后
惨遭杀害。

反之，贾府中善待刘姥姥的
几个人，最后都得了善报。贾母对
刘姥姥不错，不嫌弃她来打秋风，
带她吃喝、游玩，还给赏赐。刘姥
姥也不时把地里收的新鲜瓜果菜
蔬送给贾母。贾母病逝后，刘姥姥
失声痛哭，以最快速度赶来府中
吊唁，以尽亲戚之义。

王熙凤对刘姥姥友善尊重，
不仅送她衣服，还馈赠二十两银
子。后来贾家落难，各找出路，作
鸟兽散。王熙凤病逝，恶舅舅王仁
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卖掉凤姐的

女儿巧姐。关键时刻，是刘姥姥挺身
而出，义无反顾地变卖所有家产，花
重金把巧姐救了出来，并安排了稳
定生活。这种回报远远超出了王熙
凤当初对她的资助，充分展现了刘
姥姥知恩图报的高尚品德。

还有贾琏的妾平儿，冰雪聪
明，善良宽厚，对刘姥姥一直很热
情，亲切接待，在刘姥姥离开贾府
时，帮助收拾行李并安排车辆，确
保刘姥姥满载而归。后来，患难见
真情，她被贾琏扶正，成了名正言
顺的妻子，终于修成正果，与夫君
相濡以沫。

可见，做人还是厚道一些为
好，不要以为小人物无关紧要就
随意欺侮，不要以为穷人衣食不
继就嘲弄歧视。三十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风
水倒转，天翻地覆。被人嘲笑戏弄
的刘姥姥，既享高寿，又得天伦之
乐，又岂是为情早逝的林黛玉，死
于非命的妙玉所可比？

明代诗人曹学佺有名言：“仗义

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
确，小人物刘姥姥没读过书，但其重
情重义，知恩善报，世事洞明，人情
练达；且能伸能屈，能进能退，乐观
开朗，大智若愚，使她成为《红楼梦》
里的一个不俗亮点，也是文学长廊
里一个重要人物。说实话，这个世上
有资格嘲笑她的人不多。

嘲笑、嘲弄、嘲讽，都有一个嘲
字，即拿人取笑。虽司空见惯，不足
为奇，或嘲弄人或被人嘲弄，人皆难
免，但有两条须格外谨记：不嘲笑失
意人，谓之智慧；不嘲笑贫贱者，尤
显美德。

《红楼梦》作者如此安排对待刘
姥姥不同态度人的不同人生结局，
并不是宣扬因果报应，想告诉世人
的也许是：

你怎样对待人生，人生便有怎
样的回应。以待人而言，给贫寒者温
暖，你就是太阳。当然，贫寒者能给
你的回报，你高高在上时，也许难以
入眼。但你真正需要时，就会觉得最
实在，最宝贵。

姜太公，姜姓，吕氏，名尚或
望，史上多称吕尚，西周初年官至
太师。他曾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
商有功，被封于齐，素有太公之
称，俗称姜太公。他是中国西周时
期一位传奇人物，以其智谋和军
事才能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然而，
常人所不知的是，姜太公还是一
位主张爱民富民的政治家。

姜太公在辅佐周文王和周武
王治国理政期间，高度重视爱民
为民，极力主张以“修德保民”实
现政治安定。在周人的思想观念
中，土地与人民都是上天赋予天
子的。天子对土地与人民享有独
断权，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数次历
史巨变，使姜太公认识到这样一
个事实：有民即有天命，即有政
权，一旦失去了民，天命也就终结
了；但民又不像土地那样容易“保
有”，而是需要争取的，于是兴国
的主要途径就是“修德保民”。

在姜太公看来，“修德保民”

关键在于两条：
其一，统治者要爱民、富民。

据《说苑·政理》记载，文王曾问姜
太公：“为天下若何？”姜答：“王
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
大夫，亡国之道富仓府，是谓上
溢而下漏。”这里，他把富民当作
了唯一的兴国之道。武王也曾问
姜太公：“治国之道若何？”姜答：

“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又问：
“爱民若何？”姜太公回答得非常
具体：“利之勿害，成之勿败，生
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
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义
也，爱之而已矣。”当文王问天下
之道时，姜太公以“富民”作答；
当武王问治国之道时，他又以

“爱民”应对，且将爱民的标准阐
述得这样确切详尽，可见其深挚
的爱民情怀。

其二，为政者要约束自己。姜
太公的这一思想，也在与武王的
对话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武王问：

“贤君治国若何？”姜答：“善为国

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
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
悲”。他说：“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
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
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
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
诛；害民者有罪，进贤举过者有赏，
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慝，下
不阴害；不幸宫室以费财，不多观游
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官
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此贤君
之治国也。”他还强调，为政者必须
克制个人欲望，实行政平赋敛、赏罚
分明，这既是爱民的具体体现，又是
富民的前提条件，充分体现了他的
爱民富民与为政者约束自己互为作
用的“修德保民”思想。

姜太公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文王曾在他的建议下，
打开粮仓，赈济穷人，这一举措既
赢得了民心，又为西周的日益强盛
奠定了基础。他被封齐国后，根据
齐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治国策略。在
发展经济方面，针对齐国地薄人

稀、资源相对匮乏的状况，他倡导
大力发展冶炼、丝麻纺织、渔盐等
产业，推动经济发展，让百姓能够
通过多种途径增加收入。在依法治
国方面，他斩杀了司寇营汤等一批
违法乱纪之徒，正政令，安民心，不
仅为齐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也为百姓创造了一个安全有序的
社会环境。在文化政策方面，他尊
重民间风俗习惯，“因其俗，简其
礼”，不强制干涉百姓的文化生活，
使百姓在文化上得到尊重和认同。
在廉政建设方面，他除了自己以身
作则外，还提出“忠正奉法者尊其
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把爱人与
忠正、奉法、廉洁列为提拔任用官
员同等重要的条件。

自古以来，为官者总会说爱民
为民，不少官员也确实做得不错，
但有的仅仅是说说而已。是否真正
爱民为民，关键在于有没有真挚的
爱民情怀。有了这种情怀，就有了
为民的深厚基础，就会时时想到要
为民做些什么，而无须口头标榜。

日前，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
查的意见》相关情况。《意见》首次针对涉企检查
作出全面系统规定，明确专项检查必须实行年
度数量控制，优化“综合查一次”等检查方式，防
止专项检查过多过滥。

短评：有些涉企行政检查，带有明显的逐利
性质。这种检查，加重企业负担，损坏政府形象，
破坏生产秩序，妨碍经济发展，可谓是肥了极个
别人，害了地方发展，令人深恶痛绝！规范涉企检
查，减少、杜绝不必要的入企检查，也是为企业减
负，也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那些通过入企
检查的“创收”大户，应予严格检查，清除部门利益
腐败，可为经济腾飞扫除一只凶恶的拦路虎。

日前，一男子在重庆动物园内游览时，竟突
然朝大熊猫投掷可乐瓶。可乐瓶是未开启的，投
到大熊猫身旁后发出“嘭”的爆破声，正躺着吃
竹子的大熊猫受到惊吓，一下子坐了起来。周边
的游客随后喊了保安并纷纷谴责这名男子。辖
区派出所已经介入处理。

短评：到动物园游玩，玩什么？正常的是观察
动物，加深对大自然与生命的认识，丰富知识，增
强生态保护意识。这都是文明之举。但是，偏有虐
待动物取乐者，这种人在他人眼中是什么形象
呢？公众对向大熊猫投可乐瓶者的谴责声告诉我
们，这种人不文明，缺德，让人讨厌！派出所的介入
处理告诉我们，这种行为轻则破坏公共秩序，重
则伤害国家保护动物，构成犯罪。人是万物灵长。
动物关在笼里被人观赏，但笼外的人若不遵德守
法，依兽性恃强凌弱，道德与法律都不答应啊！

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期，多地持续发放消
费券，“真金白银”点燃消费热情。然而，记者调
查发现，一些紧俏的消费券被“黄牛”“截和”，在
网络平台上倒卖；还有一些“黄牛”勾结商家，利
用消费券虚假消费，骗取补贴。

短评：再好的药，也有副作用。发放消费券，
是一项人人称颂的好政策。但是，也须防范有人
借善作恶。发放力度越大，防范和措施也须越
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黄牛”“截和”消费券的
手段或是外挂软件，或是与内部工作人员勾结，
窃取经济情报与公民个人信息。有针对性的防
范，是让消费券最大程度发挥拉动经济作用的
保障。一手抓消费券的发放，一手抓防范、打击

“黄牛”，两手都得硬。发挥正向作用，防止副作
用，消费券才会良药出良效。

日前，吉林长春一家公司自制“消费券”发
给劳动者抵工资，且规定这些券只能在特定商
场使用且不找零。此前，武汉市某建筑工地使用
自制“代金券”抵工资，曾引发争议。湖南怀化曾
出现将部分工资变为“消费券”的做法，引起了
广泛的质疑和反对，最终不得不调整为“不作强
制要求”。

短评：把本应发放给劳动者的工资，强行变
为各种名目的“券”，再包装上“促消费”的画皮，
这是在发放工资时向劳动者耍无赖的新伎俩。
劳动者付出合格的劳动后，足额、及时地得到工
资，是天经地义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用人
单位向劳动者足额、及时地用法定货币支付工
资，是理所应当的，是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必须
履行，不得拒绝。国家促进消费的政策，旨在增
进民生福祉，提振经济活力。把发“消费券”包装
成响应国家“促消费”政策，是对国家政策的亵
渎，是对劳动者的愚弄与侵权，必被舆论谴责，
受法律制裁。那些还在动此歪心思的无良用人
单位，趁早收起这套鬼把戏吧！

近日，90后清华女硕士佟洁琼到山东蓝翔
技校学炒菜的新闻在网上引发关注。佟洁琼表
示：“二十几天下来，已经差不多学会40多道菜
了。春节马上就要到来，希望我能够得偿所愿，
为家人带来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佟洁琼表示，
并没有涉足餐饮行业的计划。学习烹饪是业余
爱好，是为了提升生活品质。

短评：清华硕士到蓝翔技校学学厨艺，为什
么会有人大惊小怪呢？因为在这些人心中，清华
是名校，是做高深学问的，高贵；蓝翔是技校，是学
习劳动技能的，就低贱。平等是一个社会文明的
标志。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中，一切有益于人民的
劳动都应受到尊重。清华毕业生从事脑力劳动应
受尊重，蓝翔毕业生从事体力劳动同样应受尊
重。劳动创造幸福。佟洁琼同学到蓝翔学习炒菜
是为了给家人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也是为了提
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她真正懂得劳动的意义。

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2025年1月5日晚
间发布通报：2024年12月30日11时许，男司机
李某某驾驶某平台顺风车拉载一女子行驶至津
蓟高速某路段时，欲改变行程，该女子未同意，产
生纠纷。李某某遂对该女子进行辱骂，并将车辆
停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强行将该女子拉拽下车
后驶离。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李某某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依法作出罚
款并予以记分；对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短评：顺风车“顺”的基础，由两块构成，一是
驾车者捎客是顺路，二是搭车者得顺心。二者若
因行程、交易撤销方式产纠纷，便无“顺”可言，甚
至会产生矛盾。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平台还是
要把交易规则制定得科学、详细，这样才能让顺
风车真正地“顺”起来。至于在更加规范的平台规
则出台前，驾车者与搭车者都应本着诚实信用的
民法原则，善意地执行双方协议。法律不会因为
侵权行为发生在顺风车上而宽恕，也不会因为是
顺风车而将某一方的权利扩大到法外。

早晨八点，从张掖向嘉峪关
出发。左边是一路相伴的祁连山，
右边是隔开河西走廊和蒙古高
原、属于天山余脉的合黎山。两山
之间是时而狭窄，时而宽阔的平
原。平原上一条宽阔平坦的高速
公路，像是为我们所专属。司机不
疾不徐，把车速控制得恰到好处，
正好让我们观赏沿途的风景。群
峰绵延，雪线齐云。旷野上有阡陌
纵横，有平顶农家小屋组成的村
庄。沙柳，胡杨，它们盘曲的主干
被枝枝叶叶包裹着，色彩虽不见
鲜艳，却显出一种和眼前景物十
分和谐的古朴与大气。

到达嘉峪关市区已是中午。
用过午餐，便登车前往作为景点
的嘉峪关。五六公里路，只一会儿
工夫，即已抵达。景区入口处，首
先看到的，是赵朴初题写的“天下
第一雄关”的碑刻。

进入景区，朝西北方向步行
十分钟左右，来到关城外城东闸
门。门楼上遒劲厚重的“天下雄
关”四个大字，为清代甘肃总兵李

廷臣所书。一题多用，离此百余米
处，亦有专门为刻着这四个字的
石碑而建的碑亭。

嘉峪关的文昌阁是一幢两层
两檐歇山顶式建筑。立柱，回廊，
画格门窗，山水人物彩画，它们在
留有刀光剑影记忆的背景衬托
下，其古色古香的风格，如一部战
争片中突然流出的明丽而欢快的
旋律，让人顿感轻松。此阁初为文
人墨客雅集的场所，到了清末，成
为文官办公的地方。

关帝庙在东瓮城西墙外。明
末清初从内城迁到此处。庙内原
有大殿一座，陪殿两座，另有刀
房、过厅、马房和牌楼。坐北面南，
总面积720平方米。1998年，嘉峪
关市文管部门对关帝庙进行了重
新修复，对牌楼进行了彩绘，使其
恢复了明清时的风采。本为守土
要塞，却请关帝入住。文崇孔子，
武尊关羽，建庙之意，或为借关圣
之灵，添威助势，以得边境安泰。

嘉峪关由内城、外城、城壕三
道防线成重叠并守之势，与长城

连为一体。广化门所在的内城东楼，
柔远门所在的内城西楼，嘉峪关楼
（外楼），三座高大建筑，同在一条中
轴线上。盘桓其间，我总有一种行走
在紫禁城的感觉。边塞远离京师，且
时过境迁，但当年的皇家威仪，尚隐
约可感。这种“过洞式城门”及高台
楼阁建筑形式，是中国几千年建筑
历史及建筑形式的延续发展，体现
中国特有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
看，嘉峪关关城作为一种军事设
施，在它所具有的抵御外敌入侵的
实用价值之外，亦可窥见设计者从
精神上鼓舞士气和震慑外敌的良
苦用心。

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为
加强西北边防，由策马披甲塑像立
于关城之外的宋国公冯胜，根据朱
元璋的旨意，在此筑关御敌。明孝宗
时，修建了关楼。正德年间，修建东
西二楼。嘉靖十八年，加固关城，修
筑两翼长城。至此，历 168 年，嘉峪
关成为具有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的
军事要塞。但此时，嘉峪关的奠基
人，也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冯胜，已在

此前的洪武二十八年，因遭到皇上
猜忌，被无罪赐死。一叹！

1644 年 3 月，李自成兵临北京
城下，将士架飞梯奋力攻城。这时，
太监曹化淳开门迎大顺军入城。大
势已去，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景山）
寿皇亭一棵歪脖子树下，明王朝落
幕。古堡依旧，森严壁垒犹见，远方
的紫禁城更曾是固若金汤，但它们
并没有挡住一个朝代的终结。再坚
固的堡垒，也挡不住浩浩汤汤的历
史潮流。

关城上下，游人如织。不断地有
人进来，也不断有人出去。这些从四
面八方远道而来的游客，他们大概
也和我一样，与其说是来看这些蒙
着厚厚尘埃，或由黄土垒起，或由砖
木构建的旧时建造，不如说是来凭
吊一段过往的历史，既分享历史的
荣耀，也分担历史的疼痛。

得小绝一首：
皇家气象威西北，
太祖一言成要津。
夺得江山谋永固，
欲知兴废看传人。

一
时间会议占满，
精力过场耗完。
日复一日忙碌，
难得空闲实干。

二
会议落实会议，
文件贯彻文件。
形式主义充斥，
实干空间有限。

三
政绩靠装点，
升官靠手段。
实效不重要，
形式须好看。
干字缺艺术，
横竖太简单。
点缀当陪衬，
主题莫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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