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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江湖时期的三大问题
那么，江湖时期是怎么治理

企业的呢？无非是两种治理方
法：一种是江湖，一种是家族。

江湖时期的组织有三件事
情和公司年代非常不同。第一是
没有办法按程序来选择一位领导
人。那时候，“大哥”的产生是没
有标准、没有程序的。通常产生
一把手的方法就是，谁想当“大
哥”，杀了“大哥”便是“大哥”。这
是江湖规则，没有一套制度安排
来规定谁当“大哥”。有一部电影
叫《黑社会》，杜琪峰导的，专门讲
怎么选“大哥”。一般就两个方
法，一个方法是几个大佬在背后
喝茶，表面上推举两个人，让大家
来投票。实际上这两个人磨刀霍
霍，召集人马开杀，杀到最后，强
的那个人连后面推举他的那些人
都统统杀掉，自己就当上了“大
哥”。另一个方法就是家族传承，
比如香港的黑社会新义安，从旧
帮会演化出来，到今天为止，仍然
是家族传承的方式。

《黑社会》这部电影最后有
一个镜头是讲内地公安的，内地
公安教育杀出来的那个“大哥”，

说你们以后别这样打打杀杀了，
找个家族一代代传下去就完了，
免得给我们添乱。他们抢来抢去
就为了抢一个叫龙头棍的东西
——最高权力的象征。所以，如
果江湖组织不能有序地选择领导
人，被选的领导人也会很头痛。对
江湖“大哥”来说，最危险的人是谁
呢？就是最可靠的人。当时流行
一句话，叫作“最可靠的就是最危
险的”，这是闯荡江湖必须记住
的。大家仔细想想，江湖“大哥”通
常都是被谁搞死的？被司机搞死，
被秘书搞死，被保安搞死，被女人
搞死，都是身边的人，都是最信任
的人。所以，对“大哥”来说，当上

“大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谨慎，就
是对所有相信的人产生怀疑。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家民营
企业不能靠制度来安排人，只能
靠人盯人来怀疑或相信一个人，
那这家企业和江湖组织是非常像
的。中国历史上活得最长的“大
哥”，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乌龙山
剿匪记》里看到的榜爷，活了 70
多岁。他活下来的最重要的办法
就是谨慎，谨慎到什么程度？谨
慎到神经质。比如，他每天睡觉

的时候都会用手夹一根香。那时
候没有 BP 机，没有手机，没有互
联网，你想出卖“大哥”，就要去官
府告他。你跑下山去，再带着官
府的人跑上来，得一个多小时。
他这根香烧的时间控制在 45 分
钟左右，一旦烫到手，立即转移。
这样，下面的人即使想出卖“大
哥”，等下去叫了人上来，“大哥”
也不在了，换地方了。这个办法
绝了身边很多想下去找官府的人
的念头，因为根本来不及。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榜
爷极度神经质。他身边有一个最
贴心的人，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这
个人贴在他耳边跟他讲事情。他
掏出枪，看都没看就一枪把这人
打死了，因为从来没有人离他这
么近。这人那天的确找他有急
事，后来被好好地安葬了。靠着
这些办法，榜爷才得以善终。中
国历史上其他的“大哥”，都是在
四五十岁的时候就被干掉了。所
以，江湖组织的第一个问题是没
有办法有序地产生领导人，这是
很难做到的。

第二个问题是没有进入和
退出的程序。有一部电影叫《投

名状》，立投名状实际上就是加入
一个江湖组织的程序。什么意思
呢？《水浒传》里讲，但凡好汉入
伙，要有见面礼。把“大哥”的仇
人杀了，拎着脑袋去见“大哥”，这
就叫投名状，“状”就是一个凭
证。我投在你的门下，证据是什
么？我把你的仇人杀了，表明我
对你的忠心，我也没有退路了，只

能来加入你的组织。
中国历史上土匪最猖獗的

时候，加入某个江湖组织会对武
艺做些考核，比如百步要穿杨，抬
手要打鸟，但其他方面的考核是
没有的。退出的机制就更没有
了。想离开“大哥”是很难的，会
被视为不忠。当你从这个山头下
来，跑到那个山头的时候，这个山
头的人就会来砍杀你。从“大哥”
那里跑出来的人只有自立山头，
才可能有活路，投靠别人基本上
都是死路一条。因为它没有退出
机制，没有规定退出以后给予你
什么补偿，比如像现在《劳动合同
法》或劳动合同规定的，给予两三
个月的工资补偿。所以，可以想
见，这样的组织充满了不确定性、
恐惧和互相猜疑。

江湖组织的第三个问题就
是没有激励机制。“大哥”基本上
是靠两个办法激励手下，一是靠
平均主义。比如土匪打下了一个
寨子，或绑了一票回来，想论功行
赏是很难的，基本上就是大家每人
领点儿赏，吃吃喝喝就完了。这样
的情况在东北的土匪里非常常见，
每次打劫完了，底下的人就胡乱分

了“大哥”的奖赏，没有规则可言。
另一个办法就是靠未来的

预期来管理，没有正面激励，只有
负面激励——你要是干不好，看
我怎么收拾你！香港有一部电影
叫《跛豪》，其中有一个情节，在廉
政风暴以前，所有警察都拿江湖

“大哥”的钱。廉政风暴以后，他
们就犹豫这钱还拿不拿。有一
天，跛豪（“大哥”）发现这些警察
都开始不给自己干活儿了，就想
试试他们。他请他们过来一起喝
茶吃饭，在桌子上摆了一堆钱，像
座小山一样，说让大家拿去喝
茶。要是在往常，这些警察就各
自把钱往兜里揣了。可是这次，
所有人都坐在那儿不动，没有人
敢伸手拿钱。跛豪知道这些人都
变心了，很不爽。这时候，其中一
个警察站起来说他家里有事，要
先走一会儿。这时进来一个人，
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倒出来是一
只带血的手。这帮家伙见此情形
全毛了，知道今天不拿钱是出不
去了，只能乖乖地把钱拿了，赶忙
道谢。这就叫作预期管理，就是
对后果的管理。所以，江湖上的
混混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谁

出卖“大哥”，我就砍了谁。这就
是对后果的一种预期管理。

民营企业在江湖时期，由于这
三个问题处理不好，组织是极其混
乱的：第一，不能有序地产生领导
人；第二，没有进入和退出的正常机
制；第三，没有合理的激励方法。

万通是1991年创办的，也经
历过江湖时期。江湖上产生“大
哥”还有一种潜规则，就是《水浒
传》里的规则，我们就是按照这个
规则走的。江湖上的潜规则是什
么样的？大家都不认识，坐在一起
吃饭，年龄大的肯定被尊为上座，
这就是潜规则。在中国的文化里，
大家在一起做事，年龄大的人总是
被尊敬的，这是第一条规则。如果
两个人年龄一样大，那就看第二条
规则——过去的背景，也就是在体
制内的经历，看谁的级别高。《水浒
传》里的阮小二、阮小七参加起义
很早，但排名都在林冲之后，凡是
过去有职务的人都排在他们前
面。这就是当时的第二条规则。
在万通，因为我在原来的体制内是
领导，年龄又最大，所以我
就当了“大哥”。这就是潜
规则在起作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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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的蒲草
董国宾

乡下的泽塘边，遍生着一种水草，乡下人称之为
蒲草，它还有另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香蒲。不管称蒲草
还是叫香蒲，在乡下生活过的我，一点都不陌生。其
实，它就是长在水边极寻常的草。

冬天一过，大地敛去寒冷，原野上有了青亮的色
彩，来不及眨眼，春意便充溢四方。在乡下，春水开始
回暖，泽塘水面尚没有遮拦，蒲草却在水底悄悄地发
芽，过不了多些日子就钻出地面。春色浓时，蒲草的
叶尖好不羞涩地从水面昂出头来，那汪汪一碧的春
水，便展现出无限生机。这个万物萌生的季节，各种
植物都在各自的园子里抽芽吐蕊，渐次开花着叶，樱
花开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泽塘边看蒲草，蒲草就按自
己的方式发芽和生长。若鱼儿泛起浪花，我想它们也
会很开心。春天的泽塘一点也不热闹，进入夏季，蒲
草长成狭长的叶子，个子高大起来，一簇簇在泽塘里
随风摇摆起伏，远望去，像一片有波浪的海。这个时
候，蒲草便看出一些兴致来。兴致浓时，它们也会很
霸道，一片片蒲林毫无争辩地占据整个泽塘的浅水
边，宛若一道幕帘矗立塘边，成为水鸟的乐园。这自
然的节奏，真是宁静又喧闹。

蒲草长在浅水里，水深处不多见。不像芦苇，直
杆刺向天空，蒲草的茎却不明显。蒲草的叶子一片
抱着另一片往上蹿，水上部分就只见蒲叶，蒲茎大都
潜在水中不作声。蒲草水下为白色，近水部分颜色
较浅，它长得比人还高。蒲草呼啦啦涨满泽塘，一片
连着一片将泽塘染尽绿意，却远不如芦苇荡有气势，
只在泽塘露一下脸，或作一下点缀。不过，蒲草也有

一点动人之处。蒲叶柔韧且修长，宛如一柄柄绿剑，
凛凛然透出一种侠胆之气，让人满生敬畏和欢喜。
热闹的夏天，蒲草虽茂密苍郁，却也不能捉迷藏，一
些时间就只有了沉静。日出，在薄晨中安静地散发
绿意。日落，便陷入沉思。不过，乡下的小孩子自有
他们的喜好之处。蒲草和其他植物一样夏天也会结
出果实，起初，是指头粗细的一根细棒，色泽浅黄，映
衬着碧青的叶子，这是蒲草的肉穗花序。乡下人依
据形状称作蒲棒，还形象地称为水蜡烛。小孩子从
泽塘经过，会蹚水到浅水里摘一些上来。蒲棒拿在
手里很好玩，还能入口，其实只是能吃而已，味道不
是很好，小时候，在乡下老家我没少吃。那一点点的
碎末会沾满嘴角，也会弄到脸上去，若照一下镜子，
会让人忍俊不禁。泽塘边，一群小孩子一边戏耍，一
边啃吃这好玩的东西，个个都是这模样。夏去秋来，
硬邦邦的蒲棒会变成软绵绵毛茸茸的身体，轻轻一
按就会凹下去。耿直的蒲棒，季节一变就温软成了
另一个模样，还真是挺有趣。若拿来撮一下，眼前立
刻飘满缤纷的蒲棒花，成群的小孩子都会吸引过来，
饶有兴致地玩上一阵子。这一层层像蒲公英又像柳
絮的绒毛，风一刮，满天满地都是，泽塘染尽了一层
白色。干燥的蒲棒还有更好玩的，可以当灯点，小孩
子都很随意地唤作蒲灯。以前的孩子们用作玩具，
在夜间拿在手里一闪一闪的，像流动的小星星。小
时候我和小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点蒲灯，很晚不回家
睡觉，大人就过来叫我们，小朋友个个兴致不减当然
不作罢，大人硬把我们拉回家。

蒲草是乡下寻常的植物，秋天叶子黄了，乡下
人收割下来编成蒲席、蒲扇和蒲包，还做成蒲鞋和
蓑衣。这些常用物品，以前的乡下家家都离不开，
蒲席和蓑衣更是常见。有行人头戴斗笠，身披蓑
衣，缓缓从雨中走过，雨点打在身上又滑落下去，这
穿蓑戴笠的情形极具诗意和情趣，现在想来，这意
境我很是喜欢。蒲席柔软舒适，更适合人的身体。
蒲棒软绵的蒲絮作枕芯，还能让人安眠。蒲草极普
通，确是很实用。

蒲草乃乡间俗物，不曾想还饱含诗意。《孔雀东
南飞》有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
丝，磐石无转移。”宋代苏辙诗曰：“偶从大夫后，不
往三经秋。盎中插蒲莲，菱芡亦易求。”宋代道潜有
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
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这些名篇佳句，给了
蒲草另一番诗境和雅意，更增添了我对蒲草的喜好
和认同。

从前，乡下老家临塘而居，塘面宽阔，有蒲草在
泽塘里丛生。春上，欣欣然靓丽成一道景观。夏日，
便是孩子们的乐园。秋天，蒲草就收割下来。泽塘
边的小院里，颀长的蒲叶在母亲手里不停地穿飞，一
个个蒲篮和一把把蒲扇变戏法似的就编成了。那个
年代，我家的一些用品都是用蒲草自己编织的，用了
一年又一年，伴随我们走过了一段难熬的岁月。现
在，生活好起来，蒲草和童年的一些趣事都湮没在了
历史的尘埃里，但我很怀旧，常常怀想那童年的泽塘
和又叫作香蒲的极寻常的蒲草。

随笔

心静之美
乔兆军

下班以后，我喜欢一个人在湖
边散步。傍晚夕阳把湖面涂抹成了
金橘色，美得令人心颤。湖一直就
躺在这儿，静得连一点声音也听不
见。我愿意留这样一个独行的机会
给自己，去看湖的平静，或是花开，
或是草谢，此时，心无涟漪，却满带
欢喜。

杨绛先生经历无数世事变迁，
依然保持从容恬然。她在百岁生日
那天这样说：“我心静如水，我该平
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
回家。”杨先生一生无官无位，在她
身上，有种穿透人生的平静。

瑞士钟表大师塔·布克，在自己
作坊里，他制造的钟表日误差低于
百分之一秒。后来，他被捕入狱，在
失去自由的地方，他怎么努力也制
造不出日误差低于十分之一秒的钟
表。后来他找到了原因，真正影响
精准度的不是环境，而是制作钟表
时的心情，一个人心乱了，什么都做
不好。

外出学习，遇到一位上师范的
同学，问他现在的情况，他说依然
在那个山区教书，十几个孩子，几
个年级。我知道这样的工作最累
最苦，想安慰他一下，却不知如何
说出口。他倒淡然，说喜欢山里孩
子，个个心灵纯洁得像清泉。而且
那个地方山清水秀，最好修养身
心。从他平静的话语中，我看到的
是他对名利没任何追求，恬然安详
的内心。

朋友是位茶道高手，他说茶可
清心。受他的影响，我也买回成套
的茶具，遵循古老的茶道，学着泡
茶、品茶、观色、闻香、识味，让各种
感官充分活跃起来。虽没有“唯美
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的恬淡志
趣。但拥有一分闲暇心情静心品
茗，忘掉了俗世的纷纷扰扰，也算是
给心灵放了一个假。

有一首诗：“它们安静的，连
我，也不去打扰，你那不认识的风，
轻轻的来了，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
一样，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还是走
开了……”能与安静邂逅，只因为
自己本就是一个心静之人。能独
自享受安静之美，才会更懂得岁月
的迷人。

心静是什么呢？它不是麻木不
仁和做作，它是一种气质，一种修
养，一种境界，是繁复后的至简、升
华。拥有一份从容淡定，就可以享
受生命带给我们的一切美好。

新书架

《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4卷）》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4卷）》

祝玉婷

两部诗作精选集秉承历
年传统，分别由国内著名诗
人、文学报刊著名编辑联合推
选，各收录了 200多位诗人的
诗歌新作和 150 多位诗人的
散文诗作品。

书中作品的题材很是广

泛，既有对生活画面、细节和
大自然风物的描绘，也有对乡
土及乡土生活的观照与回味；
既有对人类各种情感的坦露与
发掘，也有对艺术的理解；既有
对自然时序的感悟，又有对历
史与过往的缅怀、追忆；既有对

生存状态的呈现，也有对人生
的深沉叩问……更重要的是，
这些诗作都不是泛泛地停留在
现象表面，而是渗透着作者的
情与思。一卷在手，可以尽得
一年诗歌创作的精华，同时可
作为资料阅读收藏。

麻雀印象
袁兴金

街上树枝伸出的手臂
接住三五只成群的麻雀
叽叽喳喳
人来飞起 人去落地
来去自如 春风惬意

群山静寂 风吹过
送来远处伐木声
一群麻雀云一样飘来

山林活了
巡山战士走来
麻雀又飞边境那边去了
战士说：还会回来

农场人吹哨、敲盆、树稻草人
高喊、追逐、挥树枝
总也撵不走这群麻雀
后来洒农药，洒烈性农药
麻雀们终于不见了
后来农场虫害严重
再后来农场的水果都有毒了
终于，麻雀成了农场的想念

随笔

根的正能量
孙新治

俗话说：人穷则返本。我已
年近半百，从自己生活中深切体
悟到：返本不只是在穷时，更应
在平时。

我老家在一个贫穷的偏远
小山村，当年家里有爷爷奶奶父
母和弟弟妹妹共八口人，爷爷、
奶奶以及父亲长年有病，全家只
靠母亲弱小的身体挣工分。有
一年，全家只分了三十斤麦子，
我们吃糠咽菜，东借西凑，几乎
外出要饭。我曾咬破手指，写下
血书：“发奋学习，改变命运！”发
誓将来一定不再穿粗布衣、不再
吃粗粮，一定要带全家到四季如
春、丰衣足食的好地方去。

十八岁那年，我成为村里第
一个本科大学生。

大学毕业，我选择了到一家
兵工厂工作。我一心扑在工作
中，十四年了，每当接到家书，我
都禁不住潸然泪下：父母越来越
老，家乡几十年如一日，依然捉
襟见肘、一贫如洗。百事孝为
先。我思来想去，便放弃丰厚的
待遇，选择回老家工作，回到父
母身边，照顾父母。

以往每年回老家一次，现
在可以天天回老家。随着自己
收入的提高，我组织弟弟妹妹
们集资翻新了窑洞，盖了楼房，
修通了水泥路，给父母配上了
手机。父母有事，就可随时给
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想念父母
时，也可随时给父母打个电话，
想见父母时，半个钟头即可回
到老家。我现在吃的面粉、蔬
菜、鸡蛋，都是老家的。当回到
老家，吃着老妈擀的手工面条
时，自己仿佛就回到了童年。
我觉得：出生时的老家就是自
己的根，就是自己的本。

人生犹如一棵树，我们出生
之处就是我们人生的出发点，是
我们这颗生命种子发根发芽之
处，根深才能叶茂。当我们离开
老家到外面工作后，就形成了自
己人生事业树，事业之树要硕
大，就要不断从根本吸取养分。
养分就是家里老人的谆谆教诲
和家庭氛围。

闲暇之时，脑海里总是浮现老
家的庭院场景，灵魂常回到老家里
去，在那里吸取生命的正能量。

知味

夜雨剪春韭
毕善娟

“夜雨剪春韭”，诗意而美
好，在迷人的春天，韭菜让人味
蕾大开。

一场贵如油的春雨，让韭
菜迅速生长了起来，像一首清新
的小诗，明丽地进入你的心灵。

在乡下，韭菜算得上是一
种平民蔬菜，无论是菜园子里，
还是地旁田间，甚至是房前屋
后，院子里的一块空地，到处可
见它们亮丽的身影。母亲在菜
园培育了一畦韭菜，每年春天
一到，我们看着韭菜那碧绿的
身姿，馋得直流口水。母亲割
下第一刀春韭，洗净切碎，配上
自家鸡窝里刚取出的鸡蛋，三
翻两炒，香气逼人。吃在嘴里，
鲜嫩清香，回味悠长。

作为一种大众化蔬菜，韭
菜的吃法很多，除了韭菜炒鸡
蛋，还有韭菜炒猪肝、韭菜包

子、韭菜饺子等，在我的老家，
有一道关于韭菜的特色菜——
韭菜炒螺蛳。螺蛳必须是河塘
里的新鲜小螺蛳，用牙签挑出
肉来，加上嫩韭菜和一点腊肉，
一起爆炒，美味十足。离家多
年，有一次在外地的一家餐馆
里吃到这道菜，地道的家乡味
道，久违的乡愁便一点一点弥
漫，随风飘散。

《山家清供》里说，六朝的
周颙，清贫寡欲，终年常蔬食，
文惠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
他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
菘。”想来这个周颙，虽然清贫
寡欲，却也是个美食达人，春初
的一刀鲜韭，秋末的一棵白菜，
自然是菜蔬里的极品。一个能
在朴素简单的蔬菜里咀嚼出非
常滋味的人，一定是个懂得生
活和感恩的人。

掌故

旧雨新知
阎泽川

古书或今人用文言写作时，常
把新老朋友叫作“今雨”或“新雨”、

“旧雨”。为什么称朋友为“雨”呢？
“今雨”、“旧雨”的称呼来自唐

代大诗人杜甫的《秋述》。诗人在贫
病交迫之时，一位老朋友冒雨来看
他，诗人感慨之余，遂作了此诗。诗
前的小序说：“秋，杜子卧病长安旅
次，多雨……常时车马之客，旧，雨
来，今，雨不来。”意思说，宾客旧日
雨时来，今日雨时不来。人们从“旧
雨来今雨不来”撷取“旧雨”、“今雨”
以为“故交”、“新知”。于是“今雨”
和“旧雨”变成了“朋友”的代名词。
不过，“雨”并无朋友之解，不能说

“他（她）是我的好雨”，在“雨”前必
须加上“旧”或“今”，方可表示旧友
新朋。

高原春韵 (国画) 王明明

（洛阳嵩县，观天池山飞来
峰，头顶公心岭，脚向九龙山，自
然奇观，浑然天成。）

苟建军

观天池山飞来峰

沁园春雪道古今，
嵩山群岭探求真；
慈祥音容今犹在，
苍松傲骨九龙吟；
千军万马运筹幄，
为民福祉洁一身；
霞透云霭公心现，
伟岸风流鼎乾坤。 苟

建
军

摄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