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孝
經
．
諫
諍
章
︾
認
為
，
天
子
有
諍

臣
，
雖
無
道
不
失
其
天
下
，
所
以
說
，
臣

不
可
不
諍
於
君
。
接
受
並
踐
行
這
個
歷
史

經
驗
的
君
臣
，
在
歷
史
上
都
曾
有
過
，
但

情
況
各
有
不
同
，
時
人
和
後
世
的
評
價
也

各
有
不
同
。

據
︽
左
傳
︾
記
載
，
齊
國
大
夫
慶
克
男

扮
女
裝
，
乘
坐
女
人
的
車
子
，
準
備
混
進

宮
裡
與
齊
靈
公
的
母
親
私
通
，
被
鮑
牽
發

現
後
報
告
了
國
武
子
。
結
果
，
慶
克
不
過

是
挨
了
一
頓
訓
斥
，
鮑
牽
卻
因
此
遭
到
慶

克
的
陷
害
，
被
剁
去
了
雙
腳
。

像
鮑
牽
這
樣
忠
言
進
諫
的
行
為
，
於
國

於
家
，
於
君
於
民
，
都
是
一
件
好
事
，
理

當
受
到
尊
崇
和
讚
揚
。
孔
子
卻
不
以
為

然
，
他
認
為
鮑
牽
不
夠
聰
明
，
不
知
道
轉

個
方
向
保
護
自
己
，
是
個
做
了
蠢
事
的
笨

蛋
。陳

靈
公
荒
淫
無
度
，
與
寵
臣
孔
寧
、
儀

行
父
一
起
，
泡
上
了
艷
名
遠
播
的
寡
婦
夏

姬
，
竟
然
在
朝
堂
上
彼
此
展
示
夏
姬
送
的

褻
衣
，
公
開
交
換
心
得
，
相
互
調
侃
取

樂
。
大
夫
洩
治
實
在
看
不
下
去
了
，
憤
然

上
前
勸
諫
，
不
料
卻
導
致
殺
身
之
禍
。
子

貢
認
為
洩
治
的
行
為
與
比
干
相
同
，
就
問

孔
子
是
否
合
乎
仁
。
孔
子
的
答
覆
是
否
定

的
，
他
認
為
，
比
干
是
朝
廷
高
官
，
又
是

紂
王
的
叔
父
，
為
社
稷
計
以
死
明
君
，
其

本
性
是
仁
。
洩
治
不
過
是
個
下
大
夫
，
與

陳
靈
公
非
親
非
故
，
以
己
之
能
對
付
昏
君

是
自
不
量
力
，
白
丟
了
一
條
命
。

按
照
常
人
的
眼
光
，
洩
治
和
鮑
牽
絕
對

是
響
噹
噹
的
諍
臣
，
為
何
沒
有
得
到
孔
子

的
好
評
和
讚
賞
呢
？
這
與
儒
家
提
倡
﹁
明

哲
保
身
﹂
有
關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儒
家

的
這
一
理
念
，
與
我
們
今
天
的
用
意
不

同
，
意
思
是
明
智
的
人
愛
惜
自
己
的
生

命
，
不
作
無
謂
的
犧
牲
。
孔
子
認
為
，
天

下
的
局
勢
有
亂
有
治
，
君
主
的
德
行
有
明

有
昏
，
臣
子
的
地
位
有
高
有
低
，
勸
諫
的

力
度
有
大
有
小
，
人
臣
諍
言
於
君
，
應
當

審
時
度
勢
地
裁
奪
可
行
與
否
，
在
確
保
自

身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量
力
而
行
，
並
盡
可
能

採
取
委
婉
的
方
式
，
不
加
權
衡
地
白
白
送

死
於
事
無
補
。
在
勸
諫
這
件
事
上
，
孔
子

並
非
反
對
必
要
的
拚
爭
，
而
是
基
於
臣
子

的
職
業
安
全
考
慮
，
不
主
張
傻
愣
愣
地
冒

死
直
諫
。

劉
向
在
︽
說
苑
︾
中
進
一
步
分
析
說
，

就
臣
子
而
言
，
君
主
有
過
失
不
進
諫
，
就

會
危
及
君
主
；
君
主
不
納
諫
，
就
會
危
及

自
身
；
危
及
自
身
仍
不
被
採
納
，
進
諫
就

毫
無
意
義
了
。
因
此
他
認
為
，
曹
羈
三
諫

不
從
則
去
，
更
符
合
禮
的
要
求
。
臣
子
在

盡
到
自
己
道
義
的
基
礎
上
走
人
，
是
明
哲

保
身
的
最
好
選
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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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國以後，出現了許
多史少前例之事，其一就是
廷杖。清人凌揚藻在《蠡勺
編》云：「隋文帝聽律外決
杖，不過施之散員屬史，唐
時杖人於朝堂，亦偶一為
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
至明乃為廷杖之法，著為國
典，流毒縉紳，莫此為甚。」
很多人認為廷杖始於朱元

璋，實際這樣說未必科學，
他不過是把別的皇帝偶爾為
之的事，變得成為慣例乃至
制度了。朱皇帝雖有不少創
新，但也離不開前人的肩
膀。《歷代刑法考》列舉史
實說，東漢光武帝責罰丁
邯，用的是頭號大杖；東漢
明帝時九卿常被鞭杖；隋文
帝經常在殿廷杖責大臣，有
時一天竟有三四次；唐玄宗
時，曾在朝堂杖責監察御史
蔣挺和秘書監姜皎等。
說起來，廷杖其實是杖刑

的一種特殊情形，不是誰想
享受就能享受，有級別限

制。一般草民如果遭了杖刑，不管被打得多厲害，也
不能與「廷杖」掛㢕。「不配」的原因挺簡單，廷杖
的對象是大臣，老百姓怎能混同於官宦？至於皇帝為
什麼發明「廷杖」，估計就是用事實告訴大臣：我是
主子，我有生殺予奪之權，打人是小菜一碟，想怎麼
打就怎麼打，你們別惹我發火。這一招挺絕，既無情
打擊了肉體，又在精神上矮化了臣子，威懾了官吏。
因此，自從盤古的子孫建立上下級後，臣子說話辦事
便不由自主分成了這麼幾類：一是不怕死的，仍舊說
真話；二是會說假話也會說真話，總之只說皇帝愛聽
的話；三是只會「今天天氣哈哈」；四是先穿靴戴帽
講逢迎話，也就是先大講皇帝如何聖明，末尾說一點
有用的話；五是專講阿諛奉迎的話。

洪武八年(1375)，茹太素上疏奏事，言詞有所觸
犯，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來當面責問，並在朝堂
施用杖刑。據《禮部志稿》講，茹太素的奏摺有一萬
七千餘字，朱元璋令人誦讀，讀到六千多字還不知所
云。朱元璋發火了，於是茹太素挨了打。其實真情不
一定如此。《明史》曰，茹太素「陳時務累萬言，太
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
來倖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
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實際上，茹太素
奏摺中「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
率迂儒俗吏」之語，才是朱元璋發怒的真正原因，也
是導致茹太素本人被打的根魁。對統治者而言，茹太
素那幾句話太刺耳也太深刻了，如果我們把它轉換為
白話，大體為「幾年來，有才能的人僥倖留下來的，
不到百分之一二，現在使用的都是迂腐的人。」這還
得了？朱元璋豈能容忍？
茹太素性情剛直，說話不曲裡拐彎，被治罪並不奇

怪。據說有一次宴會，明太祖給茹太素賜酒並賦詩：
「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太素俯首叩謝，按
原韻續句對答說：「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太
祖聽了此句作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總之，過了不
久，茹太素被貶謫，後來又被處死了。

茹太素的奏摺可能有不少大話、空話，但那絕不是
打打屁股就可以杜絕的。文字只是表達思維的工具，
朱元璋時期喜歡別人歌功頌德，文字短了恐怕不行。
不改變社會環境，任何人都會去寫穿靴戴帽的長文。
《資治通鑒》中記述了忠臣、直臣如魏徵的一些奏
章，那些文字中表現鶯歌燕舞的就很不少。
㠥眼於對臣下的震懾作用，使臣子失去尊嚴，樹立

皇帝的權威，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有趣的是，竟
有許多人認為茹太素行文囉裡囉唆惹怒了朱元璋。古
代被責打的臣子中，有幾個是因為文章冗長，文風浮
躁？
自茹太素去世以後，大臣的奏摺有什麼變化，鮮有

人去研究。猜想，那將是個枯燥而又充滿趣味的過
程。朱元璋殺了這個又杖那個的舉動，對整個明朝有
很深刻的影響，敢於像茹太素那樣直指朱元璋用人缺
失的人少了。中國王朝一圈一圈轉下去以後，最後連
所謂的「蕞爾小國」都打不過了。
這就是「震懾作用」不可避免的結果：一方面它可

以使國民膽小怕事，唯唯諾諾，可以讓統治者耳根清
淨，滿眼所見都是秀麗絢爛；一方面它也使入侵者遭
受抵抗之力變小，國民的獨立能力、創新能力降低。

帝王普遍喜歡「演戲」，皇
位是最高權力和最豐厚物質享
受的代名詞，沒有人不嚮往，
為了奪取或保持皇位，帝王總
要耍出各種花招，蒙蔽他人，
然後悶聲大發財。在古代帝王
中，雍正（愛新覺羅·胤禛）
算是一個演藝高超的政治特級
演員。
在康熙身體尚好，對宮廷有

足夠的操縱力時，雍正執意要
塑造的是「淡泊名利」的個人
形象。他曾寫過「都道五湖煙
水好，何如蓑笠釣汀沙」這樣
的詩句。在雍王邸時，編過
《悅心集》，將唐伯虎等人的出
世詩文刊入，其中有「世人錢多賺不盡，朝裡官多做不了，官大錢
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以示自己看破紅塵，對功利的
東西不感興趣。他翻畫《耕織圖》，並將其中的人物畫成自己與福
晉的面容，表示自己對田園生活的嚮往，以及對農業耕作的興趣。
雍正做皇子時還請人畫了十二幅美人條屏，有幾幅的背景有他親筆
題寫的立軸楹聯，題的也是表明淡泊名利心志的詩句，署名是「破
塵居士」。
雍正是不是真的這樣對權力、金錢不感興趣呢？理論的東西沒有

說服力，還是以史實說話吧！在康熙進入生命倒計時的日子裡，身
為皇四子的雍正每日三次派遣護衛、太監等進駐康熙所在的暢春
園，在康熙宣佈「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靜養齋戒，一應奏章，不必啟
奏」的情況下，雍正依然每日派人進駐暢春園，表面的理由是向父
親請安，實際意圖是要控制暢春園，防止其他皇子跟康熙聯繫。康
熙去世後，雍正偽造「皇四子即位」的所謂「康熙遺詔」，為自己
登基製造「合法性」。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保存有康熙六十
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滿文《上諭檔冊》
75件，其中一件內容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諸阿哥等
奏：恭閱尚書隆科多撰書〈遺詔〉。奉旨：是。㠥交內務府、翰林
院共同書寫」。這些檔案說明：康熙去世時，雍正根本沒有拿出
《遺詔》，是他的心腹隆科多搶先「口述」了康熙留下的讓雍正繼位
的「遺囑」，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由隆科多獨自起草「遺詔」，宮
內宣讀的《遺詔》雖然是內務府和翰林院共同撰寫，底本卻出多隆
科多之手。為了一個皇位，如此費盡心計，雍正表現出了一絲半點
的「淡泊」嗎？
一般的演員演戲是想要大家都看的，觀眾越多越好，但雍正演出

的那部名叫「淡泊名利」的宮廷政治劇，只是演給他的父親和兄弟
們看的。熟悉封建政治的人都知道，清代皇位繼承體制是「傳賢不
傳長」，皇帝挑選哪個兒子做皇位繼承人有較大的隨意性，他喜歡
哪個兒子，哪個兒子就有可能登上大位。雍正故意裝出一副對大位
毫不在乎的樣子，無非是想給康熙一個信號：自己是一個不貪圖享
樂的人，更有可能把江山萬古千秋傳下去。
康熙在位時間長達六十一年，他的不少兒子都垂垂老矣，因此，

康熙晚年，眾多皇子垂涎大位，其第八子胤祀、第九子胤 是雍正
的主要政敵。雍正裝出一副「淡泊名利」的樣子，也是為了欺騙其
他皇子，使他們徹底放鬆對自己的警惕，以便關鍵時候突然出手。
事實上，雍正在大作「淡泊」秀的同時，也在大力拉攏控制京城兵
力的步兵統領、國舅隆科多，希望他能為自己未來的奪位事業服
務。
雍正在歷史上算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即位後，他推行整頓吏

治、攤丁入畝、耗羨歸公、改土歸流、開放洋禁等政策，為所謂
「康乾盛世」打下了較好的物質基礎。然而，雍正在演出「淡泊名
利」的奪權政治劇時所表現出的虛偽、奸滑，卻也為當時的官員樹
立了一個極壞的榜樣，其流毒一直影響到後世。

罰
非
其
罪■

李
恩
柱

■游宇明

雍正的「淡泊名利」

■
王
兆
貴

被文學評論界稱為「衙門裡的隱士」的劉誠龍，近年來
潛心於中國古代官場文化的研究，手持現代文明理念的探
照燈，穿過塵封的歷史隧道，照徹官本位體制裡面各種各
色的暗角暗室、暗影暗形、暗計暗謀與暗疾、暗病。噴發
的激情，持久的勤奮，產生了纍纍的碩果。短短幾年時
間，寫作出近千篇針對中國古代官場的雜文，發表於國內
各種紙質媒體，其敘事說理、形象生動、鞭辟入裡的風格
引起出版界與文學批評界的注意。近日由重慶出版社隆重
出版的《暗權力：歷史上的那些官事兒》精選劉誠龍近年
來寫作的雜文隨筆90來篇，分為《貪官為清官奮力跑官》、
《跟慈禧玩業務麻將》、《親自領導最過癮》、《最牛政治戶
最可怕》等四輯共30萬字，是一部難得的好書。該書全
面、深刻剖析中國古代官場的各色人等，各樣心態，各式
生存，各種手段，把官場中美的、醜的，好的、惡的，真
的、假的，高的、卑的，貴的、賤的，明的、暗的，從黃
冊古卷中，拈抽出來，窮形盡相，揭露展陳，堪稱把中國
古代官場百丑圖，一一展示到了我們面前。
中國古代官場，歷逾數千年，積澱了豐厚的官文化，它

們或以文字積澱在歷史文本中，或以基因存活在現今官場
之中。對於一般人來說，要去研究它們、了解它們、認識
它們，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借助於研究者的科研成
果，則可以在較短的時間裡、比較輕鬆、比較自由地對古
代官場的文化進行較為全面、深刻的感知。《暗權力：歷
史上的那些官事兒》從官場「暗權力」出發，對中國古代
政權權力行使的幕後活動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描述、揭露與
批判。劉誠龍生就一雙慧眼，他在別人視而不見之處，能
見人之所未見；他能在別人見怪不怪之處，能發現怪相怪
形，他特別善於從細微之處，發現宏大命題，把歷史細節
輕拈出來，揭櫫蘊含其中的大善大惡與大是大非。比如唐
太宗的「高調獎勵」貪官，宋太祖「低調批評」腐敗，王
亶望做大做強腐敗陣營，和珅制定反腐敗條款等等，扒出
的史料可謂是見人之所未見；給出的評論可謂是發人之所
未發；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讀來忍俊不住要會意一
笑。
雜文不是盛世讚歌，不是政治抒情詩，而是匕首，是投

槍。其特徵就是戰鬥性，就像古希臘、古羅馬的武士，拿
㠥短刀，總是要赴向敵人。雜文的敵人，是醜惡勢力、罪

惡行徑、骯髒心理，是一切美好
事物、一切真理、一切善良的對
立面。有人說，劉誠龍的雜文其
實是政論，他以雜文形式而寫政論。其雜文就是一柄這樣
的政論短刀，有㠥凜然的正氣、蕭蕭的銳氣、慨然赴敵的
勇氣。正如著名作家王躍文先生所說：「劉誠龍先生多年
『潛伏』官場，算得上一位文學『特工』，或者說是一位官
場『深喉』，他藏於歷史的隧道裡，一雙冷眼，窺視權力的
暗處，自然有不一樣的眼光與視角。」劉誠龍當過刀筆
吏，他以刀筆剖析官吏，自然善於抓住本質，一針見血，
見血封喉；他常小事入題，大事出題，細微處見深刻，平
常處見深遠。他穿㠥古人的衣服，說㠥現代人的話語；用
的是古代官場的事例，闡述的卻是現代生活的影子；看上
去處處寫古代，思量處句句直指當代。像《宋太祖反腐的
調子》、《紀檢封口費》、《唐德宗的德政》、《愚蠢是怎麼
煉成的》、《心靈肉湯》、《乾隆搞調查》⋯⋯他的敘述筆
調慢條斯理，不疾不徐，表面上調侃輕鬆，細思來卻是驚
人心魄，讓人驚出一身冷汗，讓人汗出如漿。
一般來說，雜文具有說理性，屬於論述文一類，好像總

是板㠥臉孔的。劉誠龍《暗權力：歷史上的那些官事兒》
裡收集的雜文，雖然以闡述道理為主，然而其多樣的表達
方式、藝術手法，總是給人新鮮感覺，讓人在不知不覺中
閱讀，在不知不覺中獲得審美的體驗與理性的感悟。他善
於運用對比手法，揭示古今官場的種種狀態，讓人在一揚
一抑、一驚一乍、一歎一詠之間頓悟古今事理；他善於運
用暗喻、諷刺等手法，揭示古代官場的種種劣性惡行，讓
人在其行雲流水般的闡述中領會暗權力的險惡；他運用形
象生動的手法，揭示古代官場的運行規則，讓人在栩栩如
生的描繪中領會暗權力的醜惡嘴臉；他善於運用講故事的
手法，行文輕鬆，筆帶機鋒，讀其集子中的文章，作者用
亦雅亦俗、亦莊亦諧的寫作方式，敘述歷史上值得人們思
考的大大小小的案例，剖析一個一個具有官場代表性的人
物。在生動有趣地講述各種政治上和官場上的故事的同
時，作者透過歷史表象，揭示出中國封建制度下政治的真
相以及官場的文化，既有讀小說的快感，又有讀雜文的痛
感，讀起來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從中感受語言的魅力、
思維的活力與思想的張力。

說到滿族入關的統治，在兩族矛盾的衝突上，最明
顯的是薙髮事件。
不過，有一點可能不太為人們注意到，原來首先薙

髮的，竟然是吳三桂的軍隊，而第一個剃髮的就是吳
三桂。在當時，是與緊急的軍事行動有關。
這件事，在《甲申傳信錄》中記得詳細。
《甲申傳信錄》，作者錢㠹農。明末人。他一向研

究經史，頗多著作。晚年入京時，正遇上李自成攻破
北京，因此把見聞寫成《甲申傳信錄》。一開始，就
說：「甲申三月，李闖蹂躪晉地，取宣大，將薄都。
都城九門晝閉。」情勢是很緊張的。李闖，就是李自
成。
當時，吳三桂鎮守寧遠。
三月，李自成威脅京師的時候，明朝廷調吳三桂入

京對付。但，「三桂方奉詔，未及行，而闖已陷都城
矣」。這時候，吳三桂已帶兵入關，但是只有五千
兵。經過招募，也只有七千人。擔心兵太少，無法取
勝，就有意與滿洲借兵。四月十九日，李自成十多萬

精兵攻山海關，
吳三桂對付不
了，派人連夜向
清兵告急。二十
三日，滿兵到了
外城。這時吳三

桂要用砲轟開圍兵缺口，才能帶數騎衝到滿兵的營
中，見到了九王。九王就是攝政王。吳三桂與滿兵的
接觸，多由部將胡守亮做翻譯，他通滿語。
這時九王提出了一個問題：李自成的兵很多，而你

們關內兵與李自成的兵看來一個樣，怎麼分別呢？
這是個實際問題。怎麼辦呢？
九王提出了一個辦法：漢兵也薙髮，與滿兵一致，

一下子就能夠區別出來。
吳三桂雖然有點為難，但這時也沒有其他方式，

想：「薙髮亦決勝之道也」，答應了。「於是與九王
共歃血，三桂即髡其首，以從」。
這樣，吳三桂成了第一個薙髮的人。他回去，「急

呼城中人盡薙髮，⋯⋯或不及薙髮，即以白布斜束項
背」作分別。清兵入關以後，下令「薙髮者即非賊。
於是官民人等悉薙髮無遺者。」（《甲申傳信錄》卷
八）。
約定後，吳三桂於是先出兵，與李自成軍劇戰。正

在相持的時候，清兵「以騎兵兩翼出」，李自成出乎

意外，大潰。這樣，清兵就輕易地入了關。李自成、
張獻忠等終於失敗。
清朝雖然是取代明朝，但清兵入關時，明朝已經是

個空殼子了。清兵打仗的主要對手是李自成、張獻
忠。那是滿、明都稱之為「賊」的。
「賊」字是貶詞，造反的人，常被稱為反賊。當時

李自成、張獻忠雖然聲勢浩大，但是仍被稱為賊。這
與他們仍未定出遠大目標有關，依然是到處搶掠的作
風。《甲申傳信錄》有一段記載，頗具體，不像是虛
傳：「賊眾累犯淫劫。⋯⋯賊初入民舍，曰：假 一
炊。少焉曰：借床一宿；繼而曰：借汝女妻作伴。⋯
⋯不從則死。安福胡同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
人。」李自成是有嚴格軍紀的，但是沒有法子執行。
於是，吳三桂等明朝軍官，固然對李自成、張獻忠

呼之為賊，清軍同樣呼之為賊，似乎也是順理成章。
清軍入關以後，對付的不是明軍，而是來討賊。清軍
與吳三桂軍要求與「賊」有不同的地方，最容易做到
的就是薙頭了。
清軍入關，就老實不客氣，佔領全國，做起皇帝來

了。當時明朝實在太腐敗，投降滿清的官吏不少，當
然也有些地方是認真抵抗的。
清朝以薙髮留辮開始，是先由軍隊薙髮。奇巧的

是，民國革命時，卻又有個張勛不肯剪辮子，他的隊
伍被叫做辮子兵，又是以軍隊的留辮終結。

一支刀筆挑開官場百丑圖

■周玉柳

■吳羊璧

吳三桂的辮子

一隻狗被主人遺棄，變成了流浪狗。這隻狗整日四
處覓食，過㠥飢一頓飽一頓的流浪生活。
一天傍晚，天黑路滑，這隻流浪狗不小心跌入了城

郊一個深深的垃圾坑裡。垃圾坑四壁光滑，沒有可以
攀援的支撐點，坑底距地面很高，流浪狗無法躍回地
面。每天清晨，總有工人開㠥垃圾車運來新的生活垃
圾傾倒在坑內。汽車馬達的轟鳴掩蓋了流浪狗求救的
哀鳴。
頭兩天，望㠥鋪天蓋地傾倒下來的生活垃圾，飢渴

難耐的流浪狗絕望了。牠知道，再不想辦法脫身，自
己很快將會被人類製造的生活垃圾吞沒。一想到將要
葬身於此，再也見不到藍天白雲，還有一塊兒嬉戲打
鬧的小夥伴，流浪狗很悲哀。牠不願意就此死去，牠
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流浪狗仔細觀察了一下周圍的環境，
垃圾坑角落裡，一小袋過期的方便麵和
幾袋酸奶映入牠的眼簾。牠用爪子和嘴
撕開包裝袋，把這些食物全部吃了下
去。過了一會兒，感覺體力恢復了一

些。流浪狗凝聚全身的力量奮力一躍，牠的四條腿從
快埋到腹部的垃圾中抽了出來，牠站在了這些天新倒
進坑裡的垃圾上面。
就這樣，靠從垃圾中撿食爛菜葉、剩米飯、碎麵包

等殘羹冷炙，這隻流浪狗堅強地活了下來。從此，每
天忍受㠥腐臭和難聞的氣味，不斷抖落掉在身上的新
垃圾，隨㠥垃圾堆的不斷增高，流浪狗離地面越來越
近。半個月後的一天清晨，流浪狗一躍跳出了垃圾
坑，回到了地面上，那一刻牠看到了萬道霞光。
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生活中，有的時候，我們不

得不與災難和厄運同行。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明白：
困境中，痛苦絕望都是徒勞，怨天尤人更沒有用，只
有靠冷靜的頭腦，堅強的意志和不懈的堅持，人生的
道路才會峰迴路轉，柳暗花明。

——評劉誠龍雜文隨筆集《暗權力：歷史上的那些官事兒》

流浪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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