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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杀鸡儆猴”，让苏
联其他国家明白，谁要是敢于跟
西方勾搭，损害俄罗斯战略利
益，格鲁吉亚就是下场。俄罗斯
也让潜在敌国明白，一旦侵犯俄
罗斯的战略安全，俄罗斯是不屑
于提什么“最最严重警告”的，
而是迅速决策，果断行动，以暴
制暴。

应对美国反导系统
在联邦安全会议看来，对

俄罗斯安全的外部威胁主要有两
个，一是美国部署反导系统；二
是美国和西欧“蚕食”俄罗斯

“特殊利益区”，即苏联地区。相

比之下，第一个威胁更严重，而
且是刚性的。

由安全会议牵头、有关部
门配合、军事专家筹划，俄罗斯
定出应对西方反导系统的战略。

一、树立必胜信心。
俄罗斯军事和安全问题专

家认为，不宜过于夸大美国反导
防御的能力。自 2002年 6月美国
退出俄美反导条约到现在，已经
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依然没有建
成能够打击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
战略反导系统，而且在可以预见
的未来，也不可能建立这样的系
统。到2013年年中，美国战略反

导防御仅有地面系统成形，有 2
个部署区，30 枚 GBI 拦截导弹，
但是实战能力有限。

首先，它只能拦截几枚无
法在飞行中变轨的、不会使用假
弹头的、无信息压制能力的洲际
弹道导弹；其次，美国迄今为止
尚未试验过拦截洲际弹道导弹，
仅对中程导弹做过拦截试验，而
且是预知发射时间和飞行轨迹的
中程导弹，在敌方施放假弹头的
条件下，拦截无一成功；最后，
反导系统信息保障的关键问题迄
今仍未解决。美国拥有的雷达和
传感器无法在导弹飞行的中段区

分真假弹头，而俄罗斯现有洲
际弹道导弹都有突破反导防御
的技术。

用以加强反导作战指挥系
统的新卫星群，美国要到下个十
年初才能部署，而且在敌方使用
被动和主动雷达，实施光学和电
子干扰的情况下，无法保证识别
真假弹头。

二、认清北约反导系统受
制于成员国分歧。

考 虑 到 美 国 是 主 要 出 资
方，欧洲反导系统是美国全球反
导系统的组成部分，北约反导系
统将由美国控制。北约欧洲成员

国担心，发展欧洲反导系统的开
支，会挤占对运输机和无人机等
重要军备的资金。北约欧洲成员
国军工综合体能否从欧洲反导计
划中分一杯羹，跟美国的意图相
抵触，不得不同意欧洲出地出
钱，美国出人出器材。

三、完善本国反导防御。
第一层，30 公里-40 公里

的短程防御，用以保护较小的目
标，使用“山毛榉”、3RPK“盔
甲-C1”和3RK“梦神”导弹。

第二层，40 公里-200 公里
的中程防御，用以保卫重要工
业项目，使用 S-300 和“勇士”

导弹。
第三层，200公里以上的远

程防御，使用截击防空兵和战略
防 空 兵 ， 以 及 S-400 “ 凯 旋 ”
（目 前 有 3 个 S-400 导 弹 营）、
S-500“普罗米修斯”（今后还
有S-1000）。

考虑到北约在比利时、德
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空军
基地部署 180 枚 B61 型航弹，俄
罗斯2013年底宣布，在本国西北
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射程 500公
里的“伊斯坎德尔-M”战役战
术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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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必关风始动人
宋子牛

明代白话文学大家冯梦龙说得好，“话须通俗
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但现在有些专家恰恰
相反，不仅言不及义，无关民风社情，甚至出言“乌
龙”，绕来绕去，云山雾罩，让人不明底里。

不过，真能“乌龙”出水准，成为一种语言艺
术，也不容易。央视娱乐栏目主持人老毕点评时，
有时会冒出“不知你是喜欢呢，还是喜欢呢，还是
喜欢呢”之类的“乌龙”话。“是”“还是”表意本应相
反或不同，他却将“还是”重复为“是”的内容，意在
打破惯常思维，收出其不意之效，为现场甩出“笑
弹”，活跃气氛。这种“乌龙”是一种幽默一种境
界，似乎“绕”出了新的意趣，常被借用为搞笑手
段，屡试不爽。

并非所有人都能说“传远”而“动人”的话，特
别是在“关风”问题上。有些号称经济学家的人，
就只会说“乌龙”话，且越说越让人听不懂，让人怀
疑其出发点与动机是否有问题。他们在论及相关
经济话题时，往往发出有悖常理的惊人之论，诸如

“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拥堵是城市繁荣的

标志”“改革首先是要取消发改委”“改革要利用腐
败和贿赂减少再分配障碍”“小康就是拥有两套
房”等，就属这类“乌龙”话。虽然这些荒唐话有被
放大的成分，但确实是某些号称经济学家的人所
说，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云山雾罩，不是正言
反说，也非故作惊人之语，反映的是他们与主流认
识背离的真实想法。如此解读“腐败”“拥堵”“小
康”，可谓别出心裁，叫人大跌眼镜、屡屡“晕菜”而
不敢恭维。

针对社会分配不公、收入两极分化现象，有所
谓“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
化”，说“两极分化是荒谬的”。这种颠覆人们基本
认知和判断的荒谬论调，也太失水准，忽悠得太离
谱了吧。连基本现实都无视，谈何立言？怎么不
去听听老百姓的看法呢？他们感受最直接，也最
有发言权。 何以如此？不是这类“经济学家”太弱
智，而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坐到了既得利益者一
边，替“特殊利益集团”辩护，代表利益集团在发
声。难怪谬论一出即遭到有良知的专家学者的迎

头痛击，自然也荣登了门户网站的“民愤”排行榜。
关于人所共怨的公共道德问题，前段也有专

家报上撰文，称“中国社会未出现道德滑坡”，一时
令众人瞠目。果真如此吗？南方某报报道，西部
某县骗人做矿工后杀害索赔已成“产业”，一赵姓
团伙就杀死近 30 人，其中吴姓男子竟然图谋将亲
哥骗至矿上杀害。因为担心被查，现在杀害的多
半是团伙中某个成员的亲属，以便于索赔。这岂
止是道德下滑，而是已堕落为犯罪，蓄意杀人甚至
还形成了“产业链”。说这些地方社会道德已下滑
到最危险的时刻，绝非危言耸听。

面对公众，事关民生，某些专家学者，尤应放
下身段，学会新的表达，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与人们
交流。而不是故作高深，自我陶醉，一脸深沉状，
让人听不懂。更不应丧失社会良知，掩盖真相，为
丑恶张目。还是珍惜羽毛，多多为民请命、代言解
惑，说些言近旨远、“语必关风”传之久远的话，少
点欺世谎言、“乌龙”神话，以免为人所不齿。要不
然，就干脆闭上嘴巴。

文史杂谈

古代的公务员
许昌浩

古人治“庸”，首先从“迟到早退”抓起。古代官
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
时上班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
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
1天处笞 20小板，每再满 3天加一等，满 20天处杖
打100大板。

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
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
来魏忠贤当权时，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说是为防

“火患”，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得晚，路
上又黑灯瞎火，结果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
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
生。一天，一名住得离皇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
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跑，加之当天早
上下大雨、路又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坠
入御河，命丧九泉。

对于迟到缺勤，除了“打屁股”外，还有扣工资、
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各种处罚措施。

先说“迟到扣工资”。唐玄宗时，“文武官朝
参 ，无 故 不 到 者 ，夺 一 季 禄”（《唐 会 要》卷 二
四）。 到 肃 宗 时 ，“ 朝 参 官 无 故 不 到 ，夺 一 月
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
料钱多少每贯罚 25 文”。再说“缺勤被撤职”
的，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
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
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还有“因旷

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 35 天判
处有期徒刑 1 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
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

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如何对
付那些“碌碌无为、尸餐素位”的庸官，历代都在“推
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

“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但他
的做法似乎更有操作性，用“三字”概括，就是

“稳、准、狠”。
以对六部尚书（相当于国务院各部长）的

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部长每年
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 3 个账簿，并
分别在本部给事中、都察院、内阁留存；其次，
各部长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分别
亲赴给事中、内阁和都察院，对照账簿，完成一
件、就勾销一件；最后，内阁、都察院、给事中等
三部门，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
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
定予以处分。

按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
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
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
巡按肖廪，因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 3 个
月。万历四年，山东17名、河南2名官员，因地方官
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
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
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新书架

《农民何谓》
于旻欣

这是一部当代农民的微历史。
《农民何谓》以作者与自己的农民

父母的一场绵长而深入的对话切入，紧
紧围绕于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和一个
平凡的中国农村家庭近 60 年的风雨历
程，从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等最为日常
的话题进入，与每一个时段中国的巨大
社会变迁“呼应”，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时
代中国最为底层的生活画卷与那鲜活
的生命历程。

故事发生地，是大时代的小村庄，幸
福来得慢，灾难来得也慢，当然也不能幸
免于难。土地终于不再是束缚，但也没
有带来幸福，于是人土分离，农村空心，
我们会迎来一个没有农民的时代吗？

本质上，中国人都是农民。不了解
农民，就不能了解自己，就不能理解中
国，也很难在天与人，公与私，今与昔，城
与乡的穿越中，安顿我们不安的心灵。

掌故

《释名》《广雅》
《白虎通》

王道清

《释名》《广雅》《白虎通》是我国
古代的三部经典著作，对后世颇有影
响。

《释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语源
学”性质的词书。东汉刘熙撰。或说
始作于刘珍，完成于刘熙。共二十七
篇，分八卷。

《释名》仿照《尔雅》的体例，但解
释词义却完全采取音训的办法，即以
同音字或声音近似的字来解释词
义。这种办法有时虽然失之穿凿，但
对于探求语源，辩证古音和古义，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释名”二字的意思就是“推究事
物所以命名的由来”。

《广雅》是我国古代词汇学和训
话学的重要著作。三国魏张揖撰。
原书三卷，共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字。
其书体例篇目依《尔雅》，释义多沿用
同义相释的方法。隋曹宪为《广雅》
作音释，始分十卷。因避杨广（炀帝）
讳，更名《博雅》。

“广”是增广补充的意思。所
以，“广雅”可以释作“对《尔雅》的增
广补充”。

《白虎通》是《白虎通义》的简称，
是我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东汉班固
等编撰。共四卷四十四篇。记录汉
章帝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观经学
辩论的结果。其书多引古义，兼收谶
纬家说，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政治学提
要。

《白虎通义》别称《白虎通德论》，
又省称《白虎通》。“白虎”为汉代的宫
观名。

“通义”本指适用于一般情况的
道理与法则，也指疏通大义。用作书
名，指概述性的著作。所以，“白虎通
义”可以释为“在白虎观确定的经学
概论”。

绿城杂俎

菱角耙打野菱
王 涛

在食品短缺年代，有人通过挖
野菜、掏荸荠、割鸡头米（芡实）、打
菱角等方法，来弥补粮食的不足。
其中，打菱角的过程比较复杂。

提到菱角，大家都知道。这里
打的菱角指的是一种体积较小、两
端有尖刺、刺的两侧附着许多倒刺
的菱角。这种菱角生命力很强，自
生自灭，人们都称它“野菱”。

野菱过了生长期，果实全部散
落在池塘底部，人们为了把它从池
塘底部捞上来，特地制作一种工具
——菱角耙。

准备 4 根六七尺长的绳子，两根
一尺五寸长的木棒，把 4根绳子两端
等距离扣在木棒上，形成四根绳子
互相平行且与木棒垂直。绳子上每
隔一尺系上中间有孔的圆形瓦片，
瓦片下面系上一缕青麻丝。此时，
再用两根二尺多一点的绳子，分别
将绳子两端扣住木棒的两端，最后
在这两根绳子中间各扣上一根较长
的绳子，这菱角耙就做成了。

到了冬天或是农闲时，带上菱
角 耙 ，找 一 个 夏 天 有 野 菱 生 长 的
池 塘 ，一 个 人 牵 着 菱 角 耙 一 端 的
绳 子 ，另 一 个 人 将 菱 角 耙 有 序 放
入 水 中 ，并 抓 住 菱 角 耙 另 一 端 的
绳子，两个人一个慢慢收绳子，另
一个人就慢慢放绳子，交替进行，
要保持菱角耙扎青麻丝的部位在
有野菱的区域来回移动。青麻丝
碰 到 落 在 池 塘 底 的 野 菱 角 ，野 菱
角的倒刺就死死粘住青麻丝。一
会 儿 工 夫 ，青 麻 丝 上 面 就 粘 满 了
野菱。人们将一串串野菱拖出水
面 ，拎 到 岸 上 ，依 次 放 在 木 板 地
上，一手抓住瓦片，另一手握住一
尺 长 左 右 的 毛 竹 片 ，用 力 刮 下 粘
在青麻丝上的野菱……

野菱弄回家，放在水桶中，加
适 量 水 ，用 扒 灰 耙 子 反 复 捣 鼓 。
一 是 清 洗 掉 野 菱 外 表 的 污 物 ；二
是 能 够 去 除 掉 野 菱 两 端 的 利 刺 。
野 菱 去 掉 利 刺 后 ，我 们 小 孩 子 乘
机 弄 一 小 部 分 收 藏 起 来 ，可 以 在
冬天烘火时，放在火钵子中烧熟，
放 在 衣 兜 中 ，出 去 和 小 伙 伴 一 起
分享。绝大部分的野菱被大人们
用 脚 碓 加 工 ，使 它 的 壳 和 仁 全 部
破碎，放入较大的水盆中，加上适
量的水，不停地用勺子搅动，捞去
浮 在 上 面 的 壳 子 ，让 野 菱 的 淀 粉
慢慢沉淀，轻轻滤去上面的水，就
得 到 粗 加 工 的 菱 角 粉 ，用 来 弥 补
粮 食 的 不 足 ，一 般 都 是 用 它 做 菜
粥 充 饥 ，偶 尔 也 用 它 做 面 疙 瘩 或
是 烙 饼 子 。 虽 然 好 吃 解 馋 ，用 量
却较大，显得有些“奢侈”。

文苑撷英

古诗词中觅理趣
崔 嵘

古诗词也会“讲”道理。不少名篇
内含哲理，且有耐人咀嚼的理趣，比如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这类诗词，谁能否认既是诗
句，又是名言？

同是写庐山的题材，李白的《望庐
山瀑布》与苏轼的《题西林壁》，立意和
构思却属于不同类型。李诗以神奇的
想象力，通过对香炉峰瀑布夸张的描
写，烘托出庐山的雄伟气势，有强烈的
感染力，成为千古绝唱。苏轼的《题西
林壁》则另有其趣。它不是具体描述
庐山的特征，而是先概括写游览庐山
的总印象，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然后得出结论：“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显
然就不只说的是一座山了。普天之
下，千山万岭，哪一座不是由于看山的
角度不同山势各不一样呢？如果说李
诗是以抒情感人，那么苏诗则是通过
艺术形象表达某种哲理，使人从中受
到一定的启示。

南宋理学家朱熹虽不是诗家，却
写过一首有名的理趣诗，其中“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名
句，不仅形象鲜明，又寓意深刻，诗情
和理趣在这里达到完美的结合，是名
副其实的绝句。

最讨人喜爱的是南宋诗家叶绍
翁那首《游园不值》。其标题是说想
游园而没能进门的意思。被拒之园
外，自然是十分扫兴的事。不料，抬
头忽见一枝盛开的红杏花探出头来，
冲着人们打招呼呢。难怪“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两句那么
鲜活、绚丽。这里不仅是彩笔一点而
境界全出，读者还能从此诗前句的

“柴扉不开”与后句的“红杏出墙”二
者对立的形象中，领悟到一种哲理。

郑州地理

郑州“地片”——硝滩
王瑞明 郭增磊

硝滩位于管城回族区老城的东北部。范围大致
相当于北大街以东，城隍庙以西，开元寺（即今郑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北，北城墙以南，总面积 10 余万
平方米。

旧时这里地势较低的滩地，若遇阴雨连绵，就会
变成一片汪洋，若逢干旱季节，这里则会长出白色的
硝，于是这一带便被称为“硝滩”。

因庄稼很难在此生长，这里一度成为郑州有名的
穷地方。

硝是一种矿物质，其体积经过化学变化后可以变
小变细，其用途为可以用来鞣皮子，也是制作火药的
主要原料。于是，旧时这里居民多从事熬硝业，所产
的硝畅销郑州及周边地区，熬硝成为老郑州的一种谋
生行业。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郑州城市建设的发展，这里
进行了多次改造，地面先是被垫高，后来又被铺成柏
油路、水泥地、绿地。产硝的环境不存在了，硝滩自然
也就不再产硝了，熬硝业从此结束。

如今，硝滩一带变化巨大，昔日荒凉人烟少的贫
瘠之地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人口密
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闹市区。当地的老居民虽
然早就不再以熬硝为生，但仍习惯把此地片叫“硝
滩”。此外，如今有多路公交汽车经过此地，并设有

“硝滩”车站。
所有这些，使人们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在知道这

个地名的同时，也了解到了鲜为人知的老郑州的熬
硝业。

（4）

书法 王永彦

千里之行（国画）刘大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