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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磨房行走》是由邵燕祥编写，《南磨房行走》共分上中下三篇，旨在让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
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显示出本来面目。
具体内容包括《“避邪”的邪门》《质疑十条“土”法律》《还有多少空置地在扯皮？
》《说“包二奶”》等。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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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避邪”的邪门》　　奥运会、亚运会都有“吉祥物”，并非图腾，而是招人爱宠的小设计，
不知在国外兴起此风时，原文里有没有“吉祥”的含义。
中国有谶纬和祈禳的传统，叫做吉祥物，也就有了保佑佩戴者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内涵。
　　前几年长途汽车司机喜欢在车窗前，在一般悬挂吉祥物的位置，悬挂毛泽东的照片，说能保佑一
路平安，平安包括乘客，乘客自无意见。
不叫吉祥物，算是旅游纪念或历史纪念吧。
　　有些毛泽东像背后是周恩来像，于理似亦可通。
两位同代政治领导人，互为表里，刚柔相济，一时毛纠周的“偏”，一时周补毛的台，左左右右，矛
盾着统一着，共同维护着党的事业。
　　如果到此为止，倒也无可厚非，不忘历史，缅怀前人，有什么不好？
但事情却有向迷信发展的一面。
　　湖南离休老干部李冰封氏记2000年韶山之行，说到毛泽东别墅滴水洞增加了许多商店，“许多工
艺品商店卖各式各样毛泽东塑像。
最妙的，还有一种在佛寺中开过光的，据说，请回去，供在家中，可以逢凶化吉，消灾避祸。
在滴水洞大门口，还有许多小贩，拿着有毛主席像的护身卡，向旅客兜售。
那是一张巴掌大的金属片，，镀了金，说是身上带这一张卡，就能百病消除，永保平安”。
按：所谓开光，是佛教用语，宗教以外不能随便搭车。
护身符云云，本是神话，这里说来，已成鬼话。
　　李冰封此行，留下“喧闹、粗俗、蒙昧、怪诞”的印象。
把毛泽东包装成“避邪”的镇物，用以卖点小钱，影响所及，岂仅是粗俗蒙昧怪诞。
　　这是百分之百的“邪门外道”，邪门不堵，更待何时？
　　2001年6月28日　　《怀浚县》　　离开河南浚县36年多了，但遇见报上有浚县的消息总要多看一
遍，不过，大概因为这个县小，也还不富，很少上报纸的机会。
　　那天在《检察日报》的头版上，看到记者王子瑞摄的一张照片，照的是乡村墙上斗大字的标语：
“依法上访保护，缠访闹访、越级上访严惩！
”下署“屯子村宣”。
看照片下面说明，才知道此村属于河南浚县，我一气把报纸扔进废纸篓了（冷静下来，觉得迁怒于报
纸是没道理的）。
　　40年前，焦裕禄们跑到兰考车站去劝阻的，成队成队褴褛的乡亲，是拉家带口出门去逃荒。
那时候的“社员”不懂得上访，不知道上哪儿去上访。
40年后，农民碰上忍无可忍的事情，居然上县、上省、上北京去“上访”了，这算不算历史性的进步
？
　　可惜上访的阻力经常大于上访的成果。
　　我眼前出现的上访户，都是所谓风尘仆仆的，坐最拥挤的车，住最便宜的店，能在车站卧一宿也
将就了，能吞一口干粮讨碗水喝就是一顿；上访又破财又误工，路上盘缠说不定还是亲戚邻里给凑集
的。
走上上访的路，就是走上漫漫长途，而前途未卜。
不甘认命的人最终也把希望寄托给杳茫的命运。
　　这样的传闻，这样的案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
我们认识的，更多我们陌生的，有的有了下文，有的几个月、几年、十几年至今奔波在路上，有的还
被“收容”，被抓被打。
　　在浚县的屯子村，土政策就给行使上访权的公民们宣告了严惩的律令。
　　这也不是一时一地的创造，在别的省别的县，早就有把上访等同于“闹事”，要“消灭在萌芽状
态”，“就地解决”之说。
　　不把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诸多使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使公民生存陷于困境的现象从源头解决，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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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堵塞当事人以至受害者寻求道义公正和法律公正的渠道，这是代表谁的利益？
　　是这张激起我愤懑的照片，引起我对河南浚县的怀念。
　　照片拍摄的屯子村，我没去过，听也没听说过。
我在1964年秋后到1965年麦秋，随四清工作队驻在西宋庄，我当时足迹也不出从县城到西宋庄这个范
围。
进村时揣着“前、后十条”，开年后又执行“二十三条”，但这个比平常一年一度的“整风整社”声
势大、触动深的四清运动，归根结底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所幸在我们队蹲点掌舵的陈庚（不是大将陈赓，是来自冀中解放区的老文艺工作者），温和稳重，不
追求大轰大嗡“上典型”，而力求实事求是，别处甚至邻村都逼死人，这个村庄好歹没出人命。
　　但这是个穷村穷队，每人每天只有六两原粮（带壳的粮食）。
三十多年过去，它现在怎么样了？
一问生产，二问生活，农家的经济生活跟庄稼丰歉、经营门路分不开；而说到生活，又不单单是个吃
饭问题：西宋庄有没有让人非上访不可的“难辛事”？
　　我写下题目“怀浚县”这几个字的时候，想把我对浚县（自然主要是西宋庄）的记忆梳理一下，
写出在那多事（或是天下本无事而没事找事）的年月里，和当时的“社员”们相处，经过几十年风雨
仍然历历在目的人和事。
但谁知一下笔提到浚县屯子村对上访的刁难，那种以“缠访闹访”指责上访群众，公然宣称要对“缠
访闹访、越级上访”加以严惩的官气和霸道，我的情绪就按捺不住，我知道我已不可能娓娓地叙事，
款款地谈心，只好改日再说吧。
　　2001年11月24日　　[附记]此文写好还没有发出，就又接连看到一些上访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报
道。
我们的新闻曝光率是很低的，可能就在我写、你读的这个时间，又有上访者的公民权、人身自由受到
侵犯。
这里只提一个河南信阳市民杨文明，就被信阳市师河区政府信访办公室没来由地送进信阳市精神病医
院。
杨文明越窗而逃，到武汉做精神检查，结果未发现有精神问题，智力测验正常。
但事情至今没有了结，因为那个区政府和那家医院一口咬定他多次到信访办反映自己的工作问题，是
属于偏执性精神病的症状。
像这样把某些正常的人说成精神病患者而送进精神病院的事，前此也听说过不止一起。
而这样的事，过去只听说发生在苏联和文革中的中国，那曾经成为人身迫害的特殊手段。
这方面的动向值得注意。
　　2001年12月24日　　[再记]转过年来，我在2002年第一期《法制与新闻》上，看到特稿《怎样对待
这里的农民上访——安徽程庄事件调查报告》（记者张翠玲），也与基层压制群众上访，打击报复上
访群众有关，致人死命，再度引起舆论注意，这里不详说。
只说此文刊头有两幅照片，都是拍的乡村墙上的大标语，一条是：“上访超过五人就违法。
”还有一条是：“煽动群众上访是违法行为。
”原来上述河南浚县墙上的标语并不是个别的。
这些意思雷同的标语，是自发地撞车，还是有什么共同的依据？
我茫然。
久不下乡，真的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隔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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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避邪”的邪门、矿难揭秘、还有多少空置地在扯皮，辞谣与不辟谣、不良信息，还是不良现象
信息？
深秋，在月坛北衡、哪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谁能对自己“二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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