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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到美国后，很多人都
会对美国的社会状况感到困惑和
不安，例如：法律和秩序失去了控
制；骚乱、毒品、枪支、抢劫、强奸
和犯罪非常普遍；贫富差距显著；
个人权利过度膨胀，对整个社会
造成了损害；美国法律疑罪从无
的理念过度保护人权，导致罪犯
经常逃脱法律制裁……美国对贩
毒者和吸毒者的人权的过度保护
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涉毒犯
罪猖獗。学校也受到了影响，在
学生群体中，未成年人犯罪率很
高，暴力行为普遍，辍学率高，纪
律性和教学质量低下，结果培养
了一大批没有竞争力的人。因
此，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你所处的社会崇尚自
由主义，充斥着多样化的意见和
不同的思想，充斥着各种噪声和
骚动，我也不认为这种自由主义
能自然而然地推动你成功。

当美国媒体表扬韩国、菲律
宾或泰国成为民主国家、践行了
新闻自由时，美国人的文化优越
感再一次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这
是一种带有傲慢情绪的表扬，就
像优势文化拍着劣势文化的头表

扬它一般。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
导致美国媒体揪着新加坡不放，
指责我们是威权主义、专制主义，
说新加坡社会是一个管理过严、
约束过多、令人窒息、缺乏生机的
社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
遵循美国的社会管理理念。但我
们不能让其他人拿我们新加坡人
的社会搞试验，万一失败，我们承
担不起后果。他们的理念都是理
论，都是没有经过证实的理论，没
有在东亚得到证实，甚至没有在
菲律宾得到证实，要知道，美国殖
民统治菲律宾长达 50年。此外，
他们的理念也没有在泰国或韩国
得到验证。

多元文化会毁掉美国。大
批墨西哥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会
继续从南美洲和中美洲涌入美
国，在美国的土地上传播他们自
己的文化。如果这种文化比新教
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
（WASP）的文化传播得更快，那
么最终占据上风的是谁的文化
呢？是新教徒的文化打败移民的
文化，还是移民的文化改变现有
文化呢？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
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便有一

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从长远来看，比如 100 年或

150年以后，到 22世纪，美国能否
保持顶尖地位取决于美国社会将
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因为如果当
前的问题继续存在，那么美国社
会中就会掺杂进其他种族的成
分，比如西班牙人的成分在美国
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有可能达到百
分之三四十的水平。因此产生了
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方面，你是
把西班牙人改造成盎格鲁-撒克
逊人，还是把盎格鲁-撒克逊人改
造成西班牙人呢？如果他们是陆
续地来到美国且居住得比较分
散，那么美国人就会改变西班牙
人的文化，但如果他们是大批涌
入美国，就像在迈阿密那样，而且
居住得比较集中，就像在加利福
尼亚州那样，那么他们就很有可
能深刻影响周围的盎格鲁-撒克
逊人的文化。这才是美国文化面
临的真正挑战。

我不赞成美国或英国的竞
选模式。我不确定欧洲现在是否
还会在选举过程中曝光竞选者的
家庭琐事，但在美国的确会这
样。因此，在奥巴马竞选期间，为

了引导舆论，便大肆渲染奥巴马
的妻子米歇尔·奥巴马及其孩子，
甚至连奥巴马家里养的狗都被当
作炒作题材。也许这会让选民觉
得候选人具备很强的家庭责任
感，但这又如何帮助选民判断奥
巴马能否成为一位好总统，是否
会集中精力采取正确措施推动美
国经济复苏呢？

有效的政府需要“守护者”吗？
对新加坡而言，基本的挑战

依然未变：如果我们无法源源不
断地培养高素质人才担任总理和
部长，那么新加坡这个世界地图上
的小红点终将变成一个小黑点
……要想找到能力超群、敬业奉
献、正直廉洁以及愿意把年富力强
的人生阶段奉献给国家的人，并且
让他们参与风险系数很高的选举
过程，那么我们给我们的部长提供
的待遇就不能太低，我们不能告诉
他们：他们唯一的回报就是社会对
他们所做贡献的赞誉。

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跻
身第一世界国家之列，靠的不是
物色那些愿意在担任公职期间牺
牲子女未来的部长。我们的方法
很务实，不需要高素质人才为了
公共利益放弃太多个人利益。新
加坡的部长们待遇很高，我们要
敢于直面这一点，不能为了回避
外界对高薪的质疑而降低人才的
待遇，那样做只会让新加坡重返
第三世界。

美国或英国的政治制度认
为人都会为自己着想。实际上
呢？你真的相信那些连小学都没

毕业的人在回答关于语言、文化
和宗教方面的问题时明白自己的
抉择引发的后果吗？但我们知道
这些后果，我们将会挨饿，我们将
会爆发种族骚乱，我们将会解体。

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
须选择优秀的人担任政府职务。
在过去 40年间，我观察到即便一
个国家的政体落后，但如果由优
秀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掌舵，政府
还是令人满意的，能取得相当大
的进步。另外，我还见过很多非
常理想的政体都以失败告终。英
国和法国曾经为其殖民地制定过
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
力制约与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这些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
这些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
些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度
……继承了这些制度的领导人是
不称职的，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
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
也崩溃了。

如果一个民族因为找不到合
适的人才运作民主制度而丧失信
念，那么无论这个制度多么完美，终
将消亡。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制
度能否产生效力，取决于本国人民。

有必要在社会顶层培养这样
一批人，他们具有优秀领导人的所
有品质，能给其人民带来启发和动
力，领导本国人民取得成功。简言
之，这样一批人就是所谓的精英
……所有具有发展潜力的人都必须
得到培养机会。这些人是社会的先
导，国家的进步就取决于他们。

总体来讲，无论是跟从传统型
领导人，还是跟从代议制下的领导
人，人们只能管理自己，只能满足自
身需求。一个秩序良好、历史没有
出现中断的社会，比如英国或日本，
其民族团结和国家制度赖以建立的
根基是皇室、宗教及宗教领导人、轮
流掌权的执政党的精英、公共服务
领域的精英、武装部队，以及商业、
工业和技术领域的精英。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佳方法就
是让最优秀的人做难度最大的工作。

美国有欧洲化的风险吗？
如果美国继续追随欧洲的

意识形态导向，那么美国肯定逐
渐欧洲化。社会冲突也会越来越
多，因为弱势群体将要求更多的
政府援助，但要满足他们
的需求，必须避免损伤其
他人工作的积极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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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怀古
刘安杰

华夏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她的文
字、语言等都被冠为一个字——“汉”。和这个“汉”字
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当属汉中。

汉中位于陕西省的西南部，南屏巴山，北依秦岭，
汉水横贯其间。汉中是一座有着 2300多年历史的文
化古城，山川秀美，物产丰富，素有“秦巴天府”之美誉，

“天汉”则是古人对汉中的美称。在古人眼中，横卧九
州大地正中的汉水，是与横亘夜空的银河的对应物，是
中华大地上一条闪光的银河。

公元前 206年，刘邦被项羽贬到汉中，成为汉王。
丞相萧何巧妙地运用了“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来说服
刘邦，使他树立到汉中开辟根据地进而夺取江山的信
心与勇气。刘邦采纳了韩信的计谋，出陈仓、定三秦，
打败了项羽，统一了中国。汉中也因此成为汉高祖刘
邦的龙兴之地。

当初刘邦也未曾想到，他采用的“汉”字会产生远
比一个封建王朝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在汉王朝建立之
前，除短命的秦王朝之外，是长达几百年的战乱。诸侯
纷争的局面，华夏民族始终没有统一称谓，人们常以诸
侯国号自谓，比如楚人项羽、韩人张良、秦人章邯等。
后来，秦国虽然统一了六国，撤封地而设郡县，并统一
文字、度量衡等，但由于政权寿命不长，统一的文化尚
未发扬光大。而汉朝则不同，它建立起的是中国历史
上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国家，成为汉字、汉语、汉人、汉
文化等称谓的源头。

在汉中市区，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是刘邦在汉
中时期的重要遗址。

古汉台是当年汉王刘邦驻跸汉中的行宫遗址，也

是宋朝之后汉中府署的后花园。1958年在此建立了
汉中市博物馆。

古汉台最早叫汉台，因其历史久远，所以人称古汉
台。它又名七星台，坐北朝南，最高的台地达 7米，为
人工移土夯成。自汉以来，这里便成为汉中府署官员
祭奠和游乐的场所，代有修葺。

现耸立于汉台北端的望江楼，始建于南宋。民国
七年（1918），望江楼经道尹张士秀主指重建并正式命
名。

“汉水东去三千里，秦地南来第一楼”这两句诗，充
分表达了汉台望江楼在陕南名胜古迹中的重要地位。
革命前辈、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的“望江楼”金字匾额，
更为其增添了光彩。

古汉台馆藏众多文物精品，建有褒斜古栈道、汉
中汉代史迹、汉中革命史迹、宗教造像等固定陈列
室，特别是凿迁至该馆的“石门十三品”陈列室更是
享有盛誉。

拜将坛始建于公元前 206 年，是汉高祖刘邦设
坛拜韩信为大将的古遗址，也是刘邦在此敬祭天地
的圣地。

韩信是江苏淮阴人，出身贫寒，幼年亡父，少年
丧母，生活艰难，曾乞食漂母（河边漂洗棉布的妇
人），受辱胯下，但习文练剑从不间断，非常刻苦。韩
信从军后先在项梁和项羽帐下为执戟郎，曾向项羽
献“兴楚亡秦”方略，项羽却不屑一顾。鸿门宴后，韩
信离楚，到汉中投奔汉王刘邦。虽经萧何多次推荐，
仅被封为治粟都尉，负责管理军需粮草，未受重用。
韩信耿耿于怀，就封冠挂印，骑马而逃。萧何知情

后，出汉中北门，入褒谷，单骑月下追了 80 余里，至
今留坝马道寒溪河旁，巧遇寒溪河水涨，阻断韩信去
路，方才追回韩信。

韩信到汉台汉王宫拜见汉王。汉王问：“我要灭楚
兴汉，一统天下，请您告诉我如何办？”韩信从楚汉形势
谈及军事、民事、天文地理等，刘邦见韩信胸有谋略，见
解非凡，果为奇才，十分高兴，决定设坛拜将，以树其
威。

拜将坛筑成后，刘邦斋戒沐浴，于公元前 206年 6
月吉日，率文臣武将登上坛场，摆上贡品，敬祭天地，亲
手将元帅大印、尚方宝剑交给韩信，并向韩信行跪拜大
礼。

拜将仪式结束后，为使众将对拜韩信为大将心服
口服，刘邦留下文臣武将，请韩信对当时楚汉形势作了
演讲分析，文臣武将听后哑口无言，从而留下《史记》所
载的千古佳作登坛对。

韩信的成功，得益于萧何的推荐，而他的死却又是
萧何与吕后的合谋。对于韩信的一生，有文人概括为

“生死两妇人（漂母和吕后），成败一知己（萧何）”。典
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即源于此。

饮马池也叫东湖，传说刘邦驻扎在汉中时，曾经在
池中饮马，故而得名。

饮马池因历史典故而著名，现在这里还留有石刻
对联“神龙能作苍生雨，饮马常怀赤帝风”来介绍这一
典故。在湖周围修筑有清朝道光年间的雕花围墙，使
这里显得更加古朴雅致。我到那里时恰逢天气晴朗，
湖畔杨柳轻摇，四周亭台楼阁的倒影映入水中，浑然天
成，美不胜收。

随笔

普洱旧事
吴嵩峰

老战友从云南带来的普洱茶，
味道醇厚芳香，不禁想起早年在我
们部队普洱“五七干校”茶园劳动
的情景。

在普洱绵亘的丘陵地带遍布茶
园，山峦郁郁葱葱，充满生机。我们
的茶园就坐落在这里。进入三月份
就开始采茶了，作为开春的头茬茶
叫春茶，只见在茶树平整的树冠上
面，密密地生长出半拃高的嫩茎，它
的顶端是嫩黄的芽，下面还有几片
嫩叶拱护着。采茶的时候，用拇指
和食指夹住嫩茎把它轻快折断，等
到鲜叶在手里积攒多了再投入到背
在身后的茶篓里。普洱从三月到十
一月是雨季，也是采茶的季节，特别
是在六、七、八、九月份，雨水大，茶芽
生长快，往往这一轮刚采完，下一轮
的茶芽又生长出来了，所以，我们常
常从早上一直采到傍晚才收工，中
午饭也在山上吃，为的是不使嫩芽
因为耽误采摘长成老叶而浪费掉。
普洱在雨季雨水绵延不断，但是天
气也有放晴的时候，旷日持久的阴
雨天一旦放晴，天空就会显得特别
蓝，漫山遍野的茶树更加翠绿明亮，
一阵风拂过，一大片一大片的茶树
就会闪动着耀眼的光。像这样晴好
的天气常常是短暂的，在不经意间，
你会看到雾状的水蒸气渐次从山谷
里腾起，它飘拂过山顶，倏忽间就会
阴云密布，紧接着就又淅淅沥沥地
下起雨来，雨水又开始浇洒着这原
本湿漉漉的大地，可是对茶芽来说，
这雨水犹如慈母甘甜的乳汁又被嗷
嗷待哺的茶芽欢快地吮吸起来。

我们“五七干校”的学员都喝羊
屎蛋茶，羊屎蛋茶其貌不扬故此在
市场上难以销售，但是，它的质量却
是顶尖的，这是因为采回来的鲜叶
经过杀青、揉捻、烘焙等几道工序以
后，才能够制作出茶叶来，在经过揉
捻这一道工序的时候，过于娇嫩细
小的茶芽往往被挤压变形，变形成
了羊屎蛋的样子。我们临上山采茶
的时候，总是先沏满一行军壶茶水
挎在身上，采茶时渴了就匆匆呷上
几口。会饮茶的人饮茶时讲究先闻
其香，后观其色，叫作一闻、一看、一
品。在幽雅的居所，手把精细茶具，
沏上一杯酽茶，则茶香袅袅，细细品
尝，当足快慰平生。但是，作为“五
七干校”的学员，在“斗私批修不怕
苦和累；争分夺秒努力创高产”（“五
七干校”木大门的楹联）的氛围中，
哪里会有闲情逸致去细啜慢品呢。
其实，茶就是茶，有道是：“开门七件
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寻常百
姓家解渴降暑的饮料。

临近十月，雨水渐歇，茶芽生
长缓慢，这时候，就开始制作砖茶，
用茶树上厚实的鲜叶做原料制作
出来的砖茶，其营养成分不低于茶
叶，煮出来的汁液浓酽醇香，具有
浓浓的枣香味。砖茶具有拒严寒
健体魄，化油腻健脾胃的功效。我
青年时曾经在西藏戍边，深知砖茶
是藏族同胞须臾离不开的饮料。
将掰成小块的砖茶在锅里用水煮
沸后滤去茶渣，再将茶汁、酥油和
盐巴倒入长条形状的圆木桶里，用
木泵上下抽动，茶汁和酥油就会逐
渐融成一体，就是酥油茶，倒入壶
里可随时饮用，酥油茶也是吃糌粑
时的主要佐饮。

普洱自十一月到来年三月是旱
季，在此期间很少下雨，进入冬季，
这里依然是和风丽日，一派草木葱
茏生机盎然的景象。这时候，我们
开始给茶树剪枝，喷洒农药，施肥和
修筑堤坝，等到忙完这些工作，就期
盼到三月份春茶勃发时。

新书架

《规矩》
艳芬

《规矩》的主人公是余二多，人如其名，是个
有点“二”的区长，但却恰恰因为这带点正义的

“二”劲，让他不断高升，连妻子都觉得自己的丈
夫是走了狗屎运。了解高和的读者朋友都知道，
他的作品立足点正是对封建传统官场习气的批
判，对现实政坛正能量的挖掘、褒扬。文中的

“二”一是为本书增加了大量的幽默搞笑片段，再
者是隐晦地表达了那种正直，那种为官为民，守
规尊矩的人格魅力和端正态度。

本书在以升迁为主线的同时，还从不同的视
角描写了当今各方面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
困难，尤其是官场之中遇到的新鲜事。上至中央
首长，下至科级干部，既有人事变动带来的激烈
竞争，又有社会改革面临的现实难题，还有社区
管理中存在的弊病。以及各阶层官员面临的各
色诱惑。情节环环相扣，精彩纷呈，但更多的是
本书带我们的深度思考。

春歌
王鹰翔

春到人间，
日夜兼程。
翻过武夷山、南岭，
穿过关隘、盆地和峡谷，
从南海到大兴安岭，
从钓鱼岛到喀喇昆仑……
带着神圣的使命与希望，
满怀日出般喷涌的豪情，
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亲吻一个个都市、乡村……

你听——
高天滚动着雷霆，
江海澎湃着潮音，
群山互动着鸟鸣，
溪流回放着泉声，
景区充溢着笑语，
舞台跃动着激情，
广场鸣放着礼炮，
校园欢唱着青春……

你看——
朝霞染红了峰岭，
彩旗装点了城镇，
鲜花开满了山野，
芳草绿遍了园林，
垂杨梳理着郊原，
紫燕剪辑着街景，
华灯辉映着星空，
美酒庆贺着良辰……
一阵阵春风，
向人们招手致意，
脚步儿轻轻。
一场场春雨，
滋润祖国的土地，
雨珠儿涔涔。
大山睡醒了，
树木在伸腰；
小河涨水了，
流着桃花汛。
蜂蝶花枝上飞舞，
黄鹂树林间啼鸣；
乌篷船水面悠悠，
翡翠鸟河边滑行。

春花香满天涯，
春歌响遏行云。
春天不单是一个季节，
更是一种精神！

掌故

明镜高悬
阎泽川

在古代，很多公堂之上都悬挂着“明镜高悬”的匾额。
这实际上是源于一个典故：

据《西京杂记》的记载，汉高祖刘邦攻入秦都咸阳，在
巡视秦王室存放珍宝的仓库时，有一面长方形的镜子引起
了他的注意，此镜正反两面都能照人。说是如果女子的心
术不正，被它一照就会被发现胆特别大，心脏跳动也异于
常人。据说秦始皇怕人怀有异心不忠于他，所以经常让宫
女们照这面镜子，如果发现谁异常就杀掉谁。

因为此镜功能奇特，后来人们以“秦镜高悬”来比喻当
官的人明察是非，断狱清明。唐代诗人刘长卿在《避地江东
留别淮南使院诸公》一诗中写道：“何辞向物开秦镜，却使他
人得楚弓。”后来，许多当官的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正廉明，
都在公堂上挂起了“秦镜高悬”的匾额。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来的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熟悉，故而就将“秦镜”改为

“明镜”，从此，“秦镜高悬”便演变为“明镜高悬”了。

赵朴初书法

山乡春早 孙国钧 摄影

文苑撷英

春天的诗意
申一辰

春天如歌，阳光明媚。沐着春日暖阳，读着古
人的诗句，或伤怀，或慨叹，或喜悦，春天就儒雅地
扑面而来。

唐代诗人韩愈在《早春》中写道：“天街小雨润
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
柳满皇都。”初春的小雨落在地上，像酥油般细滑
润泽。刚刚出土的嫩草，远看似有近观却无，但给
人以无限的希望。一年之中最美的是早春的景
色，被诗人收藏在诗行中。

唐朝诗人贺知章也有一种咏早春的诗：“碧玉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杨柳初绽的嫩芽像少女蒙眬的
睡眼。当你走近它时，伸手摸一摸,就会感到她似
发丝的柳条是多么柔软。诗人用巧妙的笔触，勾
勒出一副妖娆柔媚的初春美景。

花朵是春天的最佳作品。杜甫在《江畔独步
寻花》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
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莺歌蝶
舞，花香扑鼻，把春色涂抹得美艳动人。另外还
有：“春城无处不飞花”、“万紫千红总是春”、“日出
江花红胜火”、“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写花的名
句。读来满眼花团锦簇，令人回味无穷。

春是多情的，以春喻爱，诗人们写来也别有一
番情致。《乐府诗集》里有首《春歌》：“春林花多媚，
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它以简单
朴素的语句，让人感受到一股早春的盈盈暖意。

对于乐观豁达的苏东坡来说，春天则是另一
种感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
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
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明写眼前景，
实言心中事”的《定风波》词，“以曲笔直写胸臆
……此足证是翁坦荡之怀”。

暖暖的午后，行走在古诗词里的春天里，品味
赏心悦目的诗情画意，我们不由得会感慨，春天是
多么美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