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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很难不为其超凡意义而沉思、不为其人文精神所感动的杂文集。
我们预期，凭这部杂文集，跃文不仅是位独特的小说家，他还将成为杂文领域里的中军大纛。
　　跃文对人生人性扣向的执着，对社会现实针砭的热情，从容地熔铸为小说意象的同时，有些小说
难以容纳的厚重的哲学思考，社会的反思，便以易于表达自己观点、反映现实敏捷的杂文来表达了。
　　和小说一样，杂文也是跃文作为自己生命表现的一种形式。
只是比他的小说幸运，没有被一些肤浅的评价家指为“官场小说”，而忽略了小说的丰富内涵和独特
的美学价值。
　　跃文的这部杂文集，不是那种“横眉”、“俯首”式的所谓充溢着民族国家和人民痛苦，“灵魂
经受深沉的爱憎之情的煎熬，自觉背负着历史十字架”的作家的杂文。
跃文是位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人格精神的年轻作家。
他的杂文直面人生，服膺真理，独立思考，不拘泥经典，无所畏惧，蔑视外界权威，决不盲从迷信，
敢言人所不敢言或不便言者。
跃文的杂文表达了知识者对政治的知情权和督察权强烈诉求的浩然正气，也是他正直人格的理性、良
心、良知的体现。
　　抨击等级特权，批判专制作风和官场的腐败等社会不公和丑恶，体现了跃文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
道德责任感。
而立论缜密，笔力雄健，气势凌厉，力透纸背，则是跃文杂文的艺术功力。
　　跃文的杂文具有他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语言能力。
他的杂文不仅仅是时评之作，惟有政论，而是兼有理趣，有人生和人性的诗意。
谈天说地，援古例今，风趣间出，幽默杂陈，精悍凝炼，有中国文人的气派、风骨。
他的杂文内承中国士大夫之清流，外接西方现代思想的独立精神。
文德之善恶高下，皆系于作者的人格，他的杂文透露着一种博大深沉的忧患意识，而让我们感动、震
撼。
　　文学评论家、《当代》杂志副主编　　汪兆骞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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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就这样混混沌沌过着日子。
　　每天黄昏，我都穿行在街头陌生的人群中。
依然是某个黄昏，我依然踽踽在红尘里。
我猛然抬头往西，想看看夕阳。
可我看到的是正在渐渐暗下去的灰色楼宇。
这是座看不到日出日落的城市。
那一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想逃的心念。
后来就总琢磨这事儿，发现我通体弥漫的都是逃的念头，挥之不去。
　　可是有谁又能轻易逃得过无聊的日子呢？
似乎是种宿命。
这种宿命犹如天穹，高高在上，覆盖众生。
　　《国画》、《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首部杂文集。
王跃文式批判，让你体会思想斗士的辛辣与犀利。
士大夫之心路历程，让你感受中国文人之拳拳普世情。
现代知识分子反思，让你领阅当代作家的独立与坚韧。
《胡思乱想的日子》收录王跃文近一年来的最新文字，既有对时下官场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又有对历
史人物、事件及国内外时政的评论，此外作者还拿出相当篇幅记录幼时的乡村逸事，及眼下的生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思乱想的日子>>

作者简介

　　王跃文，当代知名作家。
湖南溆浦人。
1984年大学毕业后根本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工作，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湖南省政府办公室。
1989年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客居长沙。
　　王跃文的创作始终关注现实生活，并将其视为自己生命的表现形式。
他对政治知情权与监督权的强烈诉求所流露出的浩然正气，贯穿其作品间。
无论是其小说代表作《国画》、《梅次故事》、《官场春秋》，还是本部杂文集，皆透露着一种博大
深层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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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幽默的代价逃离发明一种文本电脑的幽默瞎想与胡说精神原创的终结新闻制作法匪夷所思胡思
乱想的日子穷人拿唾沫淹死你替有钱人着争剪不断，理还乱煞风景事脸色讲点别的谁让我们成了白眼
狼某官文集一道论述题政府可以打瞌睡不可思议所谓德政屁说告别道德神话千古赌场问候的艺术老睡
不着别是一番幽默在心头机场革命戒石康雍乾第二辑你还会哭泣吗？
伏尔泰和年羹尧仁者·君子·凡人说一种历史逻辑越写越偏题禁止女人养公狗假装无耻宝贝时代女人
是感情动物直面人生陌生的广东人仁勇与忧惧野蛮女友来也在路上奢侈的失恋尴尬人戏说尴尬事没法
狡辩只好微笑有这回事你可以不高兴被平均的大多数没法结局花与妖浮世与浮想贾府失盗之后素材与
灵感我们把肉体放在何处？
融入大地金本《水浒》自古官人多为妾妇屈原的倔与迂康熙亦有真性情第三辑萨氏股崩盘好色的克林
顿与廉洁的施罗德萨达姆的运气看不懂的新闻从斯大林到普京瞎说中国天天感恩节君子与圣训诏书的
变迁抄几段书告别英雄天地与圣人外行话裙子与经济信用解码偶像开始坍塌不想出贬义小资娱乐乎？
预言乎？
菩萨的大哭笑我不看球文学不是高科技比尔·盖茨内疚了别拿学问吓唬人不知道又如何？
橙子的剥法和杨梅的吃法从女娲到女祸待价而沽孤独这东西关于屁股婚姻的确赔本混账嫁给尖嘴鱼没
有什么不可以母爱的失踪你的石头砸向谁？
人兽羊毛出在猪身上权杖与华表袁世凯的稻草龙椅一种秘诀一个有关“论断”的故事马蜂之类第四辑
钱水说吃饭太快野食油发辣子葱姜蒜几个真实故事想念一所房子溆水八梦亲情四章拒绝游戏祝福我的
父亲母亲吃甘蔗倒路鬼段子神性女人四十而惑信仰爱情我的成人礼崇拜儿童我想远行家乡人的血性枕
头记做人要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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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幽默的代价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而成右派，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
不道的话。
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竞有些哭笑不得。
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任区委书记。
我老家是个大县，分作八个区，每区管着七八个乡。
当时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
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
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
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书记夫人的蒲扇上题了一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
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
”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
他不知道在阿Q面前连月亮都不能说的。
但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
　　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1957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对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反党。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的教导变了，
说县委就是县委，省委就是省委，中央就是中央，反对一级县委或省委不是反党。
于是在中国除了一个人，谁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祖国山河一片红；于是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都是后话，要紧的是按照1957年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
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自然就是攻击党了。
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
　　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了。
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中国的故事。
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那完全像中国作家写的小说。
　　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象父亲年轻时竟敢那
么胆大。
但是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
打仗流血的年代，不讲讲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谁愿意拼命呢？
大概1957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
现在更不用说，谁还敢同上级随便开玩笑？
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
　　不过也未必尽然，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
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
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
过去有个时期“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而现在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
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
何谓朋友？
有个顺口溜说朋友的标准是：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逃离　　我终于逃离官场，可以过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写作生活了。
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自在还需自寻心境。
有道是“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
幸好我既不是英雄，又不是宿将，只是在官场迷迷糊糊地走了一遭，仍有许多懵懂之处，拿来说说，
图个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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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刚踏进官场，对一个名词的感觉特别深刻，那就是：印象。
而且据说最最要紧的是第一印象。
好心的同事告诉我，谁谁本来很有才干，就因为某个偶然事件，在领导那里落了个不好的第一印象，
他就背时倒运；谁谁就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在领导那里印象坏了，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直到退休都还是个普通干部。
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我可以看见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一副落魄不堪的样子。
刚参加工作时，我还很有些抱负，总想有所建树，便处处谨慎，事事小心，惟恐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
。
慢慢地，我好生困惑，发现这印象之说真没道理：那些所谓领导，嘴上那么堂而皇之，而知人用人怎
么可以凭他的个人印象呢？
原来官帽子不过就是他们口袋里的光洋，想赏给谁就赏给谁，只看你是否让他看着顺眼！
　　老百姓说得激愤：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
尽管这是极而言之，却实在道尽了官场很多失意者的无奈和辛酸。
所谓看法，也是我困惑的一个词儿。
看法多是用作贬义的。
官场上，你跟谁透个风：某某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被吓个半死。
看法坏了，你再怎么兢兢业业都白费了，再怎么洗心革面都徒劳了。
有的领导总相信自己是很英明的，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对人的看法。
宪法太大，一般人也难得去触犯。
刑法或别的法，判得容易，执行却难。
目前无法兑现的法律判决多着哩！
而看法却是现碰现，领导今天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怎么做都不顺眼了。
看法会让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还有就是组织，也让我大惑不解。
组织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
某某领导要重用你，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要修理你，也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想把你晾起来，
同样说是组织需要。
你若不想任人宰割，准备摆在桌面上去申诉或控辩，他们会说你不服从组织意见，或说你对抗组织；
而你私下发发牢骚，却又是搞非组织活动了。
有些人就这等本事：把什么事都放在组织名义下，弄得堂而皇之。
无可奈何，官场中人都是组织内人，纵有满腹委屈，只要别人抛出组织这个词，他们只好隐忍了。
面对冠冕堂皇的组织，他们只得失语。
　　所谓尊重领导，我也是颇为质疑的。
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
我虽然迂腐，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
只是耳闻目睹了有些所谓领导，并不是值得尊重的。
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粗鲁不等于直爽，霸道不等于魄力，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
官帽子高不等于值得尊重。
近年来倒了有些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
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
往深了说，这尊重领导，骨子里是封建观念。
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
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
　　凡此种种，在彼官场，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我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
这种德行，在官场还混得下去？
还是早早逃离的好。
　　发明一种文本　　文本探索或创新在文坛总是很时髦的，我是最没有创意的写作者，总羞于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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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高人谈及文本问题。
可我今天忽发奇想，以为自己也可以发明一种很可爱的文本。
　　我是阅报得到的启示，说来讨教方家。
我从前厕身的所在，最大的好处就是报刊多，总有上百种吧。
信息量自是极大，政治、经济、科学等等乃至各种奇闻轶事，都可尽收眼底。
像我作小说的，总是苦于肠枯脑干，现在又不太提倡深入生活了，而自己天天所处的生活又是不太方
便写的，总免不了有些自作多情的先生或女士对号入座。
但写小说的入最大的毛病就是手痒，不写是不行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报刊上猎取素材。
什么买官卖官、行贿受贿、杀人越货、坑蒙拐骗，等等等等，天天都见诸报端。
不妨就取这活生生的世间百态，移花接木，稍加敷衍，就是绝好的小说了。
　　有人肯定早哂然笑之了，觉得我这招数并不新鲜。
有典可考，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因为一桩凶杀案的报道诱发了灵感。
朋友们误会了，其实我这种文本，与斯汤达大异其趣。
我的文本，基本格式（或叫体例）是：先将报刊上的奇闻趣事原文照录，接着就是本着前面真人真事
而虚构的小说情节。
摘报用楷体，小说用宋体（若翻译成英文，可考虑用书写体和印刷体相区别）。
这样，一本小说，从视觉效果（前卫人士称之为视觉冲击）上看，就是一段楷体，一段宋体，交相映
衬，版式也很好看；从内容上看，真假齐备，虚实兼有。
阅读自由度也很大，只想看小说的，跳过楷体字就得了；只想看真实新闻的，那就跳过宋体字；真假
虚实都想看的，就一气儿读下来，想必更有意思，那种阅读快感绝对是说不出的好。
　　采用这种文本写小说，好处多多。
对号入座者只好哑口无言了，知道小说的原型不是他自己。
哪怕他同小说的原型再怎么英雄略同，也不好说什么了。
其实这也不失为一项善举，可以让有些读小说心神不安的人放心落意睡个好觉，免得影响了工作。
他们一旦知道某篇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写他自己，就襟怀坦荡荡，俨然君子状了。
他们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向上级或朋友推荐一本有益的好小说，而这小说本来足以让他心虚的。
他们也就有可能居高临下地夸夸某些作家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本来这些作家应该让他恨之入骨的。
　　这种文本的创作，还可给有些看了小说免不了犯傻的体面人启蒙些文学常识，让他们知道写小说
原来就是揉面团。
揉面团是我的说法，其实这意思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的。
他有段很经典的话，可惜我记不全了，似乎是说他笔下的人物，往往眼睛是北京的，鼻子是南京的，
耳朵又是上海的。
我觉得这就像揉面团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凡有权指责小说的人，往往是最相信法定权威的。
那么，我的这种文本，不过就是将天南地北的新闻揉在一起，写成小说，符合鲁迅先生的意思，他们
又怎么说去呢？
　　我原以为只有自己看报总是从后面看起，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
原来更多的读者都爱看真实的新闻报道，类似焦点访谈风格的。
此类报道，多半不会上头版头条的。
那么，我自己若是试用这种文本写小说，也许不会摘录头条新闻，多是选择末版文章。
写出的小说，可能又不会太全面地反映生活。
其实没有人会同我讲道理，真要理论一番，我也有话说。
记得当年有句话很流行，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之外的百分之一，为数也不会太小。
中国公务员太多了。
如此说来，一本小说多写了几个形象不是很高大的官员，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这百分之一，可是成千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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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人都知道，虚构是小说创作的灵魂。
所以即便是一边摘报，一边编小说，也切记别忘了虚构。
报纸披露的贪污腐败案件往往大得吓人，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有些人模人样的官员实际上坏得吓人
，但写小说却大可不必弄得那么吓人，凡事留有余地好些。
我们只把真实的事件当模特儿，然后加入些艺术成分，弄得含蓄些。
好的小说是座冰山，深厚的部分潜在水中。
这也是现实策略的考虑，不至于让人指责小说写得太过了；恰恰相反，同真实原型比较，小说委婉多
了，柔和多了，甚至坏人也比原型好多了。
如今总有人替坏人鸣不平，倒也稀罕。
　　这种文本的小说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多赚稿费。
本来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足足可以扩充到五十多万字。
字数多了，定价就高了，码洋自然上去了。
这是行业机密，本来不该说的。
　　电脑的幽默　　我早已习惯了电脑写作。
字词、词组或常用短句都可以飞快地连着敲出来。
久而久之，用笔反而不顺手了。
可电脑有时也跟我开开玩笑，叫我哭笑不得。
　　我想连着打“从容”这个词，显示出的竟是“偷窃”。
我疑心自己敲错了，可反复多次，仍是“偷窃”。
后来软件升了级，显示出的就是两个词了，一是“从容”，二是“偷窃”。
不管怎么说，“从容”和“偷窃”成了孪生兄弟。
我不禁想起早几年办公室被盗的事。
那天我一早打开办公室，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立即明白昨夜有不速之客光顾了。
我马上保护现场，打电话报警。
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看看这场面，就说是惯偷干的。
你看，这烟灰一整节一整节掉在地板上、桌子上，说明这贼干得很“从容”，一边叼着烟，一边撬着
锁，说不定还哼着小曲哩！
的确，如今“偷窃”是越来越“从容”了，小盗“从容”地登堂入室，大盗“从容”地攫取人民血汗
。
纵是新版软件，“从容”不也排在“偷窃”前面吗？
　　我想打“毛病”，显示出的竟是“赞美”，风马牛不相及。
可细细一想，这中间似乎又有某种耐人寻味的联系。
有“毛病”的人受“赞美”的事儿并不鲜见，而真正没“毛病”的人往往得不到“赞美”，甚至还会
吃亏。
我想设计编码程序的人并没有想这么多，可偏偏无意间揭示了生活的某些规律。
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怪力乱神在俯视苍生？
更可怕的是有些载誉天下的人满身不光是“毛病”，而是“大病”。
　　我每次打“资本”，都打出个“酱”字。
我想“资本”是最常见的词，应该可以连打的，却偏偏打出的总是个“酱”。
我不由得想起柏杨先生把中国称作酱缸的比喻。
这是很伤中国人面子，却又很贴切的讽刺。
再想想这“资本”，真是个好东西，但确实也有“酱缸”的味道。
不少同“资本”打交道的人，就像掉进了“酱缸”里，没多久就脏兮兮的了。
这些年赚钱最快的就是所谓“资本”运作，空手套白狼，可成大富翁。
中国堂堂“资本”市场的所谓股市，可以说是个大大的“酱缸”，黑黑的“酱糊糊”里爬着很多胖乎
乎的白蛆。
　　有时候我想打的词虽然错了，却错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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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我打“含量”，显示的却是“会计师”。
“含量”也许要请“会计师”来计算。
又比如我打“生存”，显示的是“自下而上”。
软件升级后，也是同时显示两个词，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生存”。
这也有道理，人们求“生存”的过程，总是“自下而上”的。
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可有些人“自下而上”的历程却是一个巴结讨好、吹牛拍马、见风使舵⋯⋯总之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历
程。
　　连着打“告状”，屏幕上出现两个词：一是“街头”，二是“告状”。
“街头”居然还排在“告状”前面。
无意之间，电脑又破译出了中国的某种传统。
照理说，告状古时候是上衙门，新社会是上法院。
可是中国的“告状”自古以来就同“街头”有缘。
旧时若逢贪官污吏当政，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老百姓背了冤屈，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等着上面来了青天大老爷，上街呼号，跪道拦轿。
如今时代不同了，跪道拦轿肯定行不通。
有的官员的轿车开得飞快，小心轧死你！
如果是更大的官员出行，警车呼啸，警察喝道，你哪怕拼着老命想往车上撞都轮不上。
可是上法院呢？
老百姓心底又不踏实。
都怪谁编了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
老百姓最终还是相信政府，于是就总往政府门口去喊冤。
哪级政府的门口不成天堵着上访的民众？
只怪政府没搬到深山老林里去，总扼守“街头”津要，那里便总是老百姓“告状”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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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跃文式批判，让你体会思想斗士的辛辣与犀利。
士大夫之心路历程，让你感受中国文人之拳拳普世情。
现代知识分子反思，让你领阅当代作家之独立与坚韧。
　　他看上去精通官场哲学，却早早地逃离仕途，他的文字深刻而痛苦，为人却如此温和轻松，其实
他是一直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
　　王跃文式批判，让你体会思想斗士的辛辣与犀利。
士大夫之心路历程，让你感受中国文人拳拳普世情。
现代知识份子反思，让你领阅当代作家之独立与坚韧。
 《胡思乱想的日子》收录王跃文近一年来的最新文字，既有对时下官场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又有对历
史人物、事件及国内外时政的评论，此外作者还拿出相当篇幅记录幼时的乡村逸事，及眼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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