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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编寄语　　庄涤坤　　大概每个人都有心痒痒得直蹭炕沿儿的时候，抱着被子翻来覆去，狠命
抽烟，挠墙，像白蚁一样啃自己的指甲，为了心底那点微不足道又难以实现的小愿望。
那些源源不断的梦啊，怎么就这么难以启齿呢？
　　心痒难挠，无论你怎样痛苦，怎样寂寞，怎样去排解，可心上那块难以触及的地方，还是在痒啊
。
时间，是一辆在直线上奔向死路的列车，不能回头，不能减速，下一班车里也不会再有你，你只能借
助回忆，向走过的路张望，带着浑身的痒一路驰过去了。
它像一盏完全不同、风姿绰约的路灯，在脑海里驻扎下来。
　　在一排排或明或暗的窗口里，躲着的都是“痒”患者。
　　你不是不知足，你只是想说，如果那样，该多好。
毕竟只能想想，你依然得像个正常人那样活着，活下去。
只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像个拉在裤子里的孩子那样不好意思说出口地难受着，都不想说“寡人有疾
”——我心里藏着一个小愿望。
　　民族，作为一个个人的聚合体，以同样的速度和我们在同一根时间轴上移动着，虽然这群人和那
群人总有些同床异梦，虽然历史总有些周而复始，虽然即使男人们严肃起长大了的脸来坐到“民族”
这个桌上谈事儿，依然有些共同的既禁忌又渴望的心思藏在桌子底下，就像他们的腿上长了同一块湿
疹，各自挠着。
　　不是不想啊，可是他们长大了，大得畏首畏尾，大得左顾右盼，可无论再大，也大不掉那一点痴
心妄想，一个人的时候，喝醉酒的时候，那些共同的绚丽的梦，就像小虫子一样从心底拱出来，挠你
、怂恿你、吞噬你。
这，也是活着的最后一点小意思了。
　　这些隐秘的小愿望，或明或暗、或悲或喜、或善或恶，就像陈希我笔下围观打屁股的观众极度的
狂喜，或者黛琪读出的十五国风里女性的豪放，更直白的是青春不在后对童年时光的津津乐道，你会
发现狗子、老猫和黄燎原依然这么天各一方地怀念着青春年少时的那群人，那时的自己。
“痒”就是你认命了，强迫自己去相信那不可能，但又于心不甘，只好就像何勇唱的那样：要我冬眠
，闭不上眼。
　　痒，是这个时代的一块心病，是这个时代心理底色上的一层，形形色色的人，在酒足饭饱之后，
畅谈自己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而是在另外一方面，拥有着怎样的天赋和梦想。
甚至有人开始以这样的故事来教导大家：一位高僧得道了，有居士问他：“得道之前您做什么呢？
”高僧说：“挑水、砍柴。
”居士又问：“得道之后呢？
”高僧说：“挑水、砍柴。
”居士疑惑了：“那有什么不同？
”高僧说：“得道前，挑水的时候想着砍柴，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
得道之后，挑水就是挑水，砍柴就是砍柴。
”　　这个故事似乎要教导我们，专注于眼前，你已经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不要再三心二意。
这个道理又怎么能难以理解呢？
只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还可以更好一些。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开始明目张胆地相信，开始理所当然地置疑，不那么淡定、不那么成熟地
走出来说“这个世界缺了一块什么。
”这，已是一个伟大进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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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痒难挠，无论你怎样痛苦，怎样寂寞，怎样去排解，可心上那块难以触及的地方，还是在痒啊
。
时间，是一辆在直线上奔向死路的列车，不能回头，不能减速，下一班车里也不会再有你，你只能借
助回忆，向走过的路张望，带着浑身的痒一路驰过去了。
它像一盏完全不同、风姿绰约的路灯，在脑海里驻扎下来。

　　这些隐秘的小愿望，或明或暗、或悲或喜、或善或恶，就像陈希我笔下围观打屁股的观众极度的
狂喜，或者黛琪读出的十五国风里女性的豪放，更直白的是青春不在后对童年时光的津津乐道，你会
发现狗子、老猫和黄燎原依然这么天各一方地怀念着青春年少时的那群人，那时的自己。
“痒”就是你认命了，强迫自己去相信那不可能，但又于心不甘，只好就像何勇唱的那样：要我冬眠
，闭不上眼。

痒，是这个时代的一块心病，是这个时代心理底色上的一层，形形色色的人，在酒足饭饱之后，畅谈
自己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而是在另外一方面，拥有着怎样的天赋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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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涤坤，生于1982年，山东济南人。
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与微电子学院。
做过记者、编辑、主编，待过报纸、网站、杂志，曾就职于《新京报》、《华夏时报》、和讯网、新
浪网。

　　于一爽，198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在《北京日报》、文汇出版社、盛大文学任
职，现为凤凰新媒体文化频道副主编，在《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过评论文
章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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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女人·献祭·打屁股　　陈希我　　一　　大江健三郎有篇小说，叫《人羊》，写的是“战后”
作为占领军的美国士兵打日本人屁股的事。
在公交车上，一个日本人无意间得罪了一个美军士兵的情妇，被这个美军士兵强行扒下裤子，强迫弯
腰撅臀，打屁股，一边还欢唱着：“打羊，打羊！
”最后车上另几位无辜的乘客也被拉进“羊”的行列，连司机也未能幸免。
　　作为占领军，那美国士兵也许并无闲情去研究日本文化，他只是以己推人，从自己的民族心理出
发，觉得打屁股是极大的惩罚。
确实，在西方早就有鞭笞的传统，英国诗人斯宾文在《弗兰克·芬，一个民谣》里就有描写。
在法国，卢梭也曾因冒犯贵族，而遭到贵族仆人的公开鞭打。
在俄罗斯，《静静的顿河》里多次写到了哥萨克的鞭笞行为：布尔什维克在顿河失势后，一些曾经与
布尔什维克有过亲密接触的哥萨克，遭到了公开的鞭笞。
他们挨个被按倒在条凳上，脱掉裤子，两手反绑，惩罚者一个骑在他们的身上，另两个一左一右，用
柳条抽打他们的屁股，一连打折了几根柳条，有的挨打者还被打出屎来。
在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里，也详细记述了萨沙和“我”遭受外祖父鞭打的情景：“萨沙站起来，解
开裤子，脱到膝盖，弯着腰，两手提着裤子，磕磕绊绊地向板凳走去⋯⋯只见萨沙乖乖地在长凳上趴
下，万卡把他的胳肢窝捆到凳上，再用一条宽毛巾绑住他的脖子，然后俯下身子，用两只黑漆漆的手
紧紧抓住萨沙的脚脖子⋯⋯这一次树条一落下，光身子顿时就像被火烙了似地鼓胀起一条红鲜鲜的道
道，表哥放声哀号起来。
”甚至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情形仍在继续，1940年被送进纳粹集中营的波兰人维斯拉夫·基拉尔，在
回忆录中就写到了集中营里的鞭笞情景。
　　在那个“打羊”的执行者、那个美国占领军的祖国，臀鞭也曾经十分流行，比如对黑奴的鞭打。
当然这不仅针对黑奴，黑奴以外的人也会遭受到。
海明威就回忆过自己曾经遭受鞭打的惩罚。
无疑，无论哪个阶级，哪个国家，这种惩罚对于人都是极大的伤害，当然也包括日本了。
　　只不过，日本习惯上用的是杖。
这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发明，据说日本的拷打起源于中国。
唐以后，日本就取法唐律，也包括拷打制度。
《唐律》云：“拷囚不得过三度”，日本《法曹至要抄》也规定：“拷囚不得过三度，杖数总不得过
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
中国人很信仰“板子头上出状元”，“治家犹如治国”，“家之有规犹如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赏罚
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弟子，其事殊，其理一也。
”于是杖笞也成了官府不可缺少的审判手段。
　　杖笞是有一套程式的：判决、趴伏、去衣、责打、记数、止杖。
在这程式和规矩中，被杖者唯有服从、承受；而杖者可以随心所欲，无论是打还是不打。
打是体现我的权力，不打也是体现我的权力。
当然这有权力者，不是打手，而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
打手只是被借用的手而已，不要弄错了，一旦打手乱用自己的权力“恨棒打人”，也有可能被打，只
能悄然弄些手脚。
可见杖笞亦是等级森严的，于是官才成为官，民才成为民，打手才成为打手。
《醒世姻缘传》里的晁源老父就很明白这道理，做官了，“从此以后，再要出去坐了明轿，四抬四绰
的轩昂，在衙门里上了公座，说声打，人就躺在地下，说声罚，人就照数送将入来。
”于是即使是造反者李逵，闯进衙门过官瘾，也首先想到将告状者杖笞一顿。
　　凭实论，在刑罚中，杖笞对肉体上的伤害是比较轻的，主要是对精神上的羞辱。
受杖笞者一定要俯身，这是灵长类动物最可耻的姿势，表示的是臣服。
此时的你，头朝下，手脚反向着地，完全丧失了防卫的能力，看不见攻击的方向，连躲闪也不可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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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对方了。
而棍棒打的又是臀部，这是人体敏感的部位，能激起你的羞耻，有时还被剥去裤子。
这一点作为学生的日本人也深得要义。
《明律译义》曰：“笞者，耻也，乃使人受辱，是为惩戒而设。
”　　鞭笞的羞辱性，还因为它会召来观众：不是私下里遭到羞辱，而是公开遭到羞辱。
这使得打人者的正当性宣言得以扩音，挨打者于是遭受了更大的羞辱。
挨打者不仅要挨打，而且是当众挨打，他的屈辱、丑陋，就是双重的了。
几乎所有的鞭笞都会招来观看者，而且容易调动起观看者的施虐心态。
这时候的观看者和施虐者站在一个立场上，就好像大人管教孩子，大家会站在管教者的大人立场来指
责小孩；惩罚罪犯的时候，大家会站在法律的立场同仇敌忾。
这样，被打的人就更抬不起头了，他不仅遭到了肉体的痛苦，遭到精神的羞辱，还遭到了道义的否定
。
观看者都扮演了正义的同道人，他们的喝彩，成了正义的喝彩。
这种正义的面目，掩盖了他们阴暗的观虐心态。
在英国反对肉刑运动中，人们指出，肉刑会引起旁观者的“虐待狂冲动”。
萧伯纳说：“在公开执行的鞭笞中，总是有大批围观者，在这些围观群众中可以发现，看到别人受蹂
躏受折磨的情景，观众会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兴奋和狂喜，即使是平时最有意志力最不爱表露情绪的人
也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表情。
”当然这里还有窥阴心理。
在《男孟母教合三迁》中，众人听说少年瑞郎要挨杖笞，群起围观，要争看受刑者赤裸的臀部。
而如果是杖笞女性，更会出现节日般的景象。
人们聚集公堂看打，原告甚至会呼朋唤友，组成拉拉队。
为了更大程度地羞辱对方，原告还会用钱买通衙役，让衙役使出种种绝招来凌辱受刑女子。
比如在县官上堂前，就把罪妇带到堂前看押，甚至迫其早早脱下裤子候打，谓为“凉臀”。
如果县官因别的事不能前来开庭，那么这次就等于白露丑了，下次还得再遭羞辱。
而有的看客还不甘心只当个看客，他们寻衅闹事，在哄乱中扯走妇女的鞋裤传看，行刑完了，还不让
对方穿上裤子，而是将她拉到门前大街上，称为“卖肉”。
　　对统治者来说，将罪犯当众鞭打示众，也有着惩戒公众的意图。
在统治者看来，所有的民众都是潜在的罪犯，应该被警告。
然而却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情形：这些本来被陪绑警告的人们，却也站在了行刑者的一边。
也许他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但不愿承认；也许是因为意识到命中注定，绝望了，而索性
不承认。
他们反而要成为行刑者，因为这样，这苦难就不是自己的了，而是别人的了，自己的命运就仿佛得救
了。
鲁迅笔下多次出现这样的看客，留受刑者孤独一人。
当然阿Q的做法也很聪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唱：“手执钢鞭将你打！
”　　不要说这是妄想。
福柯有段话：“如果人群聚集在断头台的四周，那么就不仅仅是目睹罪犯的痛苦或激起对执行者的愤
慨，他们还听见罪犯对法官、法律、政府和宗教的诅咒。
死刑的公开执行允许这些短暂的恣情狂欢的放纵，这时既无禁律又无惩罚。
在死到临头的庇护下，罪犯可以无话不说，而观众则是群情振奋⋯⋯在这些唯一应当表现国王令人恐
怖的权力的死刑执行里，却有一个统治被推翻、权力被嘲弄、罪犯成英雄的盛大狂欢场面。
”　　其实，谁又能逃避脱打的命运呢？
西班牙人伊本纳兹在他的《中国游记》中这样记载：“在五千年间，那些硬的竹板，是中国的真正权
威者。
那魔术的板子，强迫人们服从道德规律，从而运转国家的机轮。
中国人中，唯一不会挨打的人，只是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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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是尊贵的大员或亲信的宠臣，在皇帝的命令之下，也不免挨一二十下板子，以赎他们的过
失。
挨打之后，等皇帝同情他们的时候，他们仍可恢复旧职。
一个中国人，从儿时开始，已被父母打惯了，所以一生中被人打几次，谁也不以为耻。
”　　但其实，即使是皇帝老子，一旦你被推翻下台，也会被打。
于是这种对挨打的平心静气，就成了必然。
不是麻木，是无耻。
无耻，因而坚韧，因而无敌。
真正的强者也并不是板子，而是经得起被板子打的千锤百炼的屁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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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一些当代先锋作家，根据“痒”的主题，针对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描述和探讨。
有对城市之痒的挖掘、对人性之痒的戏虐、对爱情之痒的无奈、对生活之痒的悲哀。
　　在一排排或明或暗的窗口里，躲着的都是“痒”患者。
　　你不是不知足，你只是想说，如果那样，该多好。
毕竟只能想想，你依然得像个正常人那样活着，活下去。
只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像个拉在裤子里的孩子那样不好意思说出口地难受着，都不想说“寡人有疾
”——我心里藏着一个小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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