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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大
哥
成
是
誰
？
他
是
江
之
南
筆
下
的
江
湖
人
物
。

江
之
南
是
誰
？
相
信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
劉
以
鬯
主

編
的
︽
香
港
文
學
作
家
傳
略
︾
說
：

﹁
原
名
王
陵
，
另
有
筆
名
高
華
、
夏
灣
拿
等
。

從
事
新
聞
工
作
逾
四
十
年
，
擅
長
寫
﹃
每
日
完
﹄
都
市

即
景
小
說
。
﹂

我
在
︽
香
港
三
及
第
文
體
流
變
史
︾
中
，
曾
細
細
分
析

過
他
的
︽
香
港
目
睹
之
怪
現
狀
︾︵
一
九
七
五
年
︶，
指
三

及
第
這
種
文
體
到
了
七
十
年
代
，
已
呈
式
微
，
江
之
南
可

算
是
壓
陣
人
物
，
自
他
之
後
，
三
及
第
幾
無
傑
出
作
家

了
。大

哥
成
這
人
物
，
見
於
他
的
一
部
書
：
︽
人
在
江
湖
︾

︵
香
港
：
文
藝
書
屋
，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
在
︿
人
在

江
湖
的
篇
前
話
﹀
中
，
江
之
南
說
：

﹁
書
中
的
主
角
大
哥
成
，
社
會
上
有
這
個
人
嗎
？
也
許

有
的
，
也
許
只
是
一
個
塑
像
。
﹂

不
錯
，
大
哥
成
只
是
一
個
﹁
塑
像
﹂
而
已
，
是
江
之
南

的
虛
構
人
物
，
一
個
活
在
正
邪
之
間
的
黑
道
人
物
。
江
之

南
為
他
創
造
一
個
虛
擬
的
世
界
。
但
，
這
個
虛
擬
的
世
界

卻
緊
扣
六
、
七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社
會
，
將
現
實
世
界
的
景

象
融
進
小
說
裡
。
如
果
要
研
究
當
年
香
港
社
會
史
，
︽
人

在
江
湖
︾
有
一
定
的
史
料
價
值
。

大
哥
成
這
人
物
，
他
本
來
活
動
的
場
所
是
黑
道
，
後
來

因
時
際
會
，
頂
下
一
家
酒
樓
經
營
，
改
名
成
記
茶
樓
。
由

茶
樓
這
一
小
世
界
，
展
開
了
一
宗
又
一
宗
的
小
故
事
，
反

映
了
大
世
界
的
各
種
景
象
。
大
哥
成
和
他
一
班
伙
記
，
也

由
邪
道
轉
向
正
道
。
但
正
如
古
龍
所
說
，
﹁
人
在
江
湖
，

身
不
由
己
﹂，
故
事
的
結
局
是
，
大
哥
成
不
得
不
大
開
殺

戒
，
然
後
出
讓
了
成
記
茶
樓
，
退
隱
江
湖
。

以
成
記
茶
樓
作
為
故
事
的
大
本
營
，
引
出
一
段
段
的

﹁
都
市
即
景
小
說
﹂
；
這
連
珠
式
的
寫
作
策
略
，
是
江
之
南

的
拿
手
好
戲
。
且
看
：

一
、
出
動
利
刀
，
嚴
懲
收
規
的
衛
生
幫
。

二
、
收
容
托
庇
酒
樓
、
被
迫
應
召
的
書
院
女
，
並
懲
誡

吃
軟
飯
的
飛
仔
。

三
、
成
記
貨
款
被
劫
，
以
毒
辣
手
段
儆
誡
巴
士
扒
手

黨
。四

、
勤
奮
學
生
茶
樓
打
工
被
劫
，
大
哥
成
﹁
包
庇
﹂
員

工
，
設
法
懲
奸
。

五
、
懲
辦
勒
索
小
巴
入
線
費
的
惡
棍
。

這
一
系
列
的
故
事
，
都
是
當
年
社
會
的
毒
瘤
，
大
哥
成

逐
一
剪
除
，
確
是
大
快
人
心
。
最
令
人
唏
噓
的
是
，
這
些

奸
徒
一
被
捉
上
法
庭
，
輒
遭
輕
判
，
感
化
守
行
為
了
事
。

大
哥
成
每
每
出
動
拳
頭
和
利
刀
來
﹁
執
法
﹂。
這
種
行
徑
，

確
實
為
不
少
受
害
人
宣
吐
了
鬱
氣
。
在
︿
篇
前
話
﹀
中
，

江
之
南
便
慨
嘆
：
﹁
自
稱
能
夠
代
表
光
明
的
人
物
，
他
們

絕
對
善
良
嗎
？
被
稱
為
代
表
黑
暗
的
人
物
，
他
們
絕
對
邪

惡
嗎
？
﹂
因
此
，
大
哥
成
﹁
不
代
表
善
良
，
也
不
代
表
邪

惡
﹂。
大
哥
成
的
世
界
，
就
是
一
個
懲
奸
的
世
界
，
也
是
一

個
活
在
﹁
奸
惡
世
界
﹂
中
的
人
物
。

︽
人
在
江
湖
︾
雖
然
有
不
少
當
年
的
﹁
潮
語
﹂，
基
本
上

仍
以
白
話
文
來
書
寫
，
不
屬
三
及
第
小
說
。

這
書
後
來
被
改
編
成
電
影
︽
成
記
茶
樓
︾，
由
陳
觀
泰
飾

演
大
哥
成
，
在
當
年
也
曾
引
起
哄
動
。

日
本
東
西
成
熱
潮
，
越
來
越
多
港
人

愛
吃
日
本
魚
生
﹁
刺
身
﹂，
不
少
店
名
直

接
用
日
式
稱
呼
，
如
九
龍
旺
角
亞
皆
老

街
口
有
一
座
商
業
大
樓
大
大
招
牌
名
為

﹁
新
之
城
﹂
，
上
周
末
有
年
輕
朋
友
訂
約
會

﹁
下
午
一
時
在
新
之
城
門
口
等
候
﹂。
㜮
？
哪

裡
是
﹁
新
之
城
﹂
？
在
東
京
嗎
？
年
輕
朋
友

笑
在
下
老
土
：
﹁
杜S

ir

連
新
之
城
在
哪
都
不

曉
得
，
還
說
是
資
深
記
者
？
﹂
當
下
面
紅
，

一
想
之
後
，
才
記
起
在
哪
兒
，
便
說
，
你
們

現
代
哈
日
族
樣
樣
以
日
式
為
時
髦
，
可
知
五

十
年
前
彌
敦
道
曾
被
日
本
佬
改
名
為
﹁
昭
和

通
﹂，
若
沿
用
到
今
天
可
能
尖
沙
咀
也
叫
﹁
銀

座
﹂，
中
環
叫
﹁
榮
町
﹂
了
。

但
日
本
佬
戰
敗
後
，
地
名
完
全
改
回
我
們
中

華
本
位
，
我
們
誰
人
願
做
亡
國
奴
呢
？
但
台
北

﹁
哈
日
﹂
仍
是
念
念
不
忘
，
台
北
之
西
門
町
、
東

門
町
之
稱
仍
然
盛
行
，
台
北
旺
區
林
森
北
路
之

﹁
五
條
通
﹂﹁
六
條
通
﹂
等
街
名
流
行
叫
到
今

天
，
而
﹁
西
門
銀
座
﹂﹁
麻
糬
﹂
等
已
成
口
語
，

台
灣
無
人
不
知
，
香
港
人
乍
聽
往
往
一
頭
霧

水
，
而
日
本
演
歌
式
流
行
曲
如
︽
尋
夢
園
︾、

︽
北
國
之
春
︾
流
行
到
香
港
，
又
再
被
翻
成
粵
語

流
行
曲
和
薰
妮
唱
紅
之
一
曲
︽
每
當
變
幻
時
︾

便
是
日
本
原
曲
照
唱
成
為
了
真
正
的
文
化
大
交

流
。說

回
台
北
之
西
門
町
，
迄
今
仍
是
台
北
市
中

心
青
春
一
族
之
集
散
地
，
有
如
九
龍
旺
角
尖
沙

咀
，
又
似
時
代
廣
場
之
廣
場
，
是
年
輕
一
代
之

時
尚
宣
傳
重
點
，
所
有
流
行
歌
手
發
表
新
曲
都

在
西
門
町
中
心
昆
明
街
口
之
中
央
舞
台
作
首
唱

發
表
，
在
西
門
町
唱
紅
了
，
全
島
名
列
榜
首
有

望
，
若
在
西
門
町
也
唱
不
紅
，
這
個
歌
手
就
難

望
成
功
了
。

七
八
十
年
代
香
港
朋
友
旅
台
北
喜
歡
住
西
門

町
，
那
邊
有
一
批
廉
價
酒
店
群
，
如
﹁
一
樂

園
﹂、
﹁
東
龍
﹂、
﹁
華
華
﹂
等
，
房
價
都
在
五

百
元
左
右
，
皆
有
免
費
早
餐
供
應
，
更
有
電
影

院
、
歌
廳
雲
集
的
娛
樂
中
心
﹁
獅
子
林
﹂，
有
台

灣
中
心
之
中
西
首
輪
片
院
，
又
有
港
式
茶
樓
，

成
為
流
居
台
灣
的
香
港
人
聚
腳
點
，
香
港
人
到

了
可
謂
賓
至
如
歸
，
所
以
寫
起
台
北
不
能
不
提

西
門
町
，
這
個
日
式
名
地
，
實
令
人
難
以
忘

記
。

國
家
副
主
席
習
近
平
周
前
在
京
會
見
中

總
訪
京
團
一
行
時
真
誠
地
說
，
中
央
將
竭

力
挺
港
，
﹁
可
以
支
持
的
，
盡
量
支
持
，

個
別
不
成
熟
的
，
創
造
條
件
，
還
有
一
些

不
具
備
條
件
，
也
要
明
確
加
以
解
釋
，
達
致
互

利
共
贏
﹂。
他
坦
言
有
些
支
持
是
援
助
性
的
，
除

了
經
濟
角
度
外
，
還
有
以
社
會
角
度
考
慮
。
從

習
近
平
的
簡
要
精
闢
說
話
中
，
令
我
們
感
悟
到

中
央
挺
港
的
思
路
，
他
了
解
到
香
港
人
十
分
關

注
﹁
十
二
五
﹂
規
劃
綱
要
編
制
工
作
涉
及
香
港

的
有
關
內
容
，
中
央
支
持
香
港
鞏
固
提
升
競
爭

優
勢
，
支
持
和
提
升
國
際
金
融
貿
易
、
航
運
中

心
地
位
，
支
持
香
港
培
育
新
興
產
業
，
增
強
產

業
的
創
新
能
力
等
等
。
中
央
願
意
傾
聽
港
商
港

人
的
建
言
和
訴
求
。
雖
然
中
央
出
台
的
簽
署
補

充
協
議
︵C

E
PA

︶
已
到
七
了
，
但
是
在
港
人
經
驗

所
得
似
乎
有
感
﹁
大
門
開
了
，
小
門
還
未
開
﹂。

尤
其
是
有
感
於
尖
端
服
務
業
以
及
律
師
、
會
計

師
、
醫
療
、
保
險
等
專
業
的
開
放
，
業
界
人
士

怨
言
甚
多
，
事
關
開
拓
業
務
堪
稱
舉
步
維
艱
，

﹁
小
門
未
開
嘛
﹂。
其
實
，
據
所
知
，
曾
特
首
在

去
年
底
赴
京
向
中
央
述
職
時
，
也
曾
拜
會
中
央

各
有
關
部
委
反
映
港
人
意
見
。
一
年
一
度
全
國

﹁
政
協
﹂
與
﹁
人
大
﹂
會
議
三
月
上
旬
在
京
舉
行
，

﹁
十
二
五
﹂
規
劃
將
呈
交
﹁
兩
會
﹂
審
議
。
新
任

港
澳
辦
主
任
王
光
亞
在
會
見
中
總
訪
京
團
時
，

就
曾
表
示
將
在
﹁
兩
會
﹂
後
訪
港
，
他
坦
言
到

港
後
將
聽
聽
各
界
對
﹁
十
二
五
﹂
規
劃
的
意
見

和
建
言
。

為
準
備
﹁
兩
會
﹂
提
案
和
發
言
，
全
國
人
大

和
政
協
辦
公
廳
一
年
一
度
在
﹁
兩
會
﹂
前
安
排

中
央
有
關
部
委
與
港
澳
區
代
表
和
委
員
通
報
國

情
，
讓
與
會
者
有
充
分
準
確
材
料
學
習
做
好
功

課
。
一
月
十
四
日
通
報
會
安
排
在
深
圳
舉
行
。

喬
曉
陽
、
李
建
國
、
孫
懷
山
、
馬
健
等
主
持
了

會
議
。
而
國
家
發
改
委
副
主
任
孫
憲
平
和
財
政

部
部
長
謝
旭
人
，
中
聯
辦
主
任
彭
清
華
、
副
主

任
黎
桂
康
和
新
上
任
的
副
主
任
殷
曉
靜
，
協
調

部
部
長
沈
沖
、
副
部
長
范
瑞
方
和
遲
衛
東
及
新

上
任
的
部
長
高
級
助
理
張
麗
等
帶
領
港
區
委
員

和
代
表
出
席
了
通
報
會
。
﹁
十
二
五
﹂
綱
要
戰

略
任
務
是
堅
持
擴
大
內
需
特
別
是
消
費
需
求
；

發
展
現
代
產
業
體
系
，
堅
持
走
中
國
特
色
農
業

現
代
化
道
路
，
保
障
國
家
糧
食
安
全
和
金
融
安

全
同
樣
重
要
。

關
夢
南
長
期
致
力
推
動
中
學

校
園
的
文
學
風
氣
，
他
的
信
念

和
努
力
值
得
肯
定
，
是
因
為
文

學
教
育
本
身
的
重
要
意
義
。
文

學
教
育
不
為
培
育
個
別
作
家
、
也
不

為
推
廣
文
學
，
文
學
教
育
不
是
文
學

﹁
界
別
﹂
或
﹁
圈
子
﹂
內
的
事
，
文
學

教
育
是
為
了
透
過
文
學
引
導
青
少
年

的
思
想
和
情
感
發
展
，
培
育
青
少
年

成
為
思
想
獨
立
、
品
格
健
康
的
人
，

由
此
而
提
升
公
民
整
體
素
質
，
文
學

教
育
是
公
共
的
社
會
事
務
。

關
夢
南
長
期
以
來
的
努
力
，
早
已

超
越
文
學
﹁
界
別
﹂
或
﹁
圈
子
﹂
內

的
範
疇
，
他
在
文
學
教
育
上
的
公
共

價
值
和
貢
獻
應
予
標
示
。
關
夢
南
值

得
我
輩
敬
重
，
是
因
為
他
屢
受
﹁
市

場
﹂
的
打
擊
而
總
不
放
棄
。
︽
香
港

中
學
生
文
藝
月
刊
︾
獲
得
資
助
的
消

息
公
布
後
，
︽
明
報
︾
的
一
篇
報
道

文
章
提
到
，
﹁
他
感
嘆
，
︽
小
說
風
︾

銷
量
差
的
時
候
，
僅
僅
賣
出
一
百
多

本
。
社
會
不
閱
讀
，
就
連
大
學
生
也

與
社
會
的
功
利
價
值
觀
太
接
近
，
看

中
實
用
價
值
，
漸
漸
失
去
買
書
和
閱

讀
的
動
力
。
﹂
不
只
︽
小
說
風
︾，
過

去
關
夢
南
曾
參
與
的
︽
詩
潮
︾、
︽
秋

螢
︾
等
文
學
雜
誌
，
銷
情
也
遠
低
於

理
想
。
但
這
不
只
是
社
會
和
大
學
生

的
問
題
，
過
去
關
先
生
也
曾
感
歎
，

部
分
投
稿
者
只
會
看
和
買
刊
登
了
自

己
作
品
的
那
一
期
，
沒
有
自
己
作
品

的
話
不
看
也
不
買
，
造
成
文
學
雜
誌

連
作
為
文
學
界
﹁
準
成
員
﹂
的
投
稿

者
也
不
購
買
閱
讀
的
現
象
。

社
會
大
眾
不
閱
讀
文
學
、
大
學
生

功
利
，
連
部
分
投
稿
者
也
不
購
買
閱

讀
，
即
使
關
先
生
和
其
他
文
學
雜
誌

編
輯
多
努
力
，
由
於
以
上
現
象
，
過

去
的
︽
文
學
世
紀
︾
、
︽
城
市
文

藝
︾、
︽
詩
潮
︾、
︽
秋
螢
︾、
︽
月
台
︾

等
刊
物
還
是
前
仆
後
繼
地
結
束
。
然

而
，
可
以
盡
力
的
，
我
們
還
是
要
努

力
，
相
信
無
論
是
已
結
束
或
等
待
開

始
的
努
力
，
都
不
會
白
廢
。

文學教育的公共價值

美
國
﹁
時
代
﹂
新
聞
周
刊
，
選
社
交
網

站
﹁
臉
書
﹂(

facebook)

的
創
辦
人
祖
克
伯

格
為
年
度
風
雲
人
物
，
推
崇
他
共
同
發
明

的
成
果
重
大
改
變
了
人
類
交
往
的
模
式
。

﹁
臉
書
﹂
這
玩
意
真
神
奇
，
原
先
以
為
只
有
性

格
比
較
開
放
的
年
輕
﹁
老
外
﹂
才
會
喜
歡
參
與
，

把
自
己
生
活
瑣
事
、
家
居
照
片
等
等
，
一
股
腦
兒

毫
無
保
留
地
向
﹁
友
人
﹂
公
開
！
誰
知
，
不
少
性

格
內
向
的
東
方
﹁
宅
男
﹂
也
鍾
愛
，
一
日
不
翻

﹁
臉
書
﹂，
坐
立
不
安
。

奇
怪
的
是
，
社
交
網
絡
原
來
不
過
就
是
那
幾
個

往
來
密
切
的
知
交
，
發
展
下
來
，
一
個
加
一
個
、

兩
個
加
一
雙
，
竟
然
加
到
朋
友
遍
天
下
。
﹁
時
代
﹂

周
刊
褒
揚
祖
克
伯
格
的
貢
獻
，
大
概
就
是
﹁
臉
書
﹂

擴
大
了
人
們
交
友
的
範
圍
，
人
們
也
不
再
隱
閉
自

己
，
天
天
可
以
把
自
己
張
貼
上
網
，
盡
訴
心
中

情
。
實
際
情
況
未
必
盡
是
如
此
，
不
少
參
與
﹁
臉

書
﹂
的
﹁
宅
男
﹂
並
沒
有
走
出
戶
外
見
光
，
除
了

在
網
頁
上
，
親
友
也
難
得
與
他
接
觸
。
原
本
偶
然

也
和
友
人
通
個
電
話
、
約
個
飯
局
的
﹁
書
友
﹂，

花
在
翻
書
時
間
長
了
，
會
晤
友
人
傾
談
機
會
反
而

疏
了
。
兩
個
友
人
，
分
別
直
接
間
接
受
過
﹁
臉
書
﹂

刺
激
。
友
人
各
有
兒
女
在
海
外
留
學
，
A
君
叮
囑

女
兒
，
不
要
樂
不
思
家
，
一
有
餘
閒
，
便
應
電
郵

回
家
報
告
近
況
，
免
致
父
母
牽
掛
。
女
兒
說
，
她

上
了
﹁
臉
書
﹂，
生
活
點
滴
和
近
照
皆
貼
上
了
，

A
君
掛
念
她
的
時
候
，
大
可
自
行
上
網
查
看
！

友
人
B
君
的
例
子
更
可
笑
，
日
前
她
的
好
友
說

起
B
的
兒
子
遷
了
新
居
，
在
家
中
聚
餐
派
對
。
她

是
從
兒
子
的
﹁
臉
書
﹂
串
連
看
到
。
B
君
大
為
詫

異
，
她
根
本
不
知
道
兒
子
最
近
搬
了
家
。
致
電
兒

子
追
究
，
要
求
兒
子
多
寫
家
郵
之
外
，
還
要
求
兒

子
告
知
﹁
臉
書
﹂
密
碼
，
讓
她
自
行
翻
書
觀
看
他

的
近
況
。

誰
知
，
B
的
兒
子
一
口
拒
絕
，
只
允
諾
有
空
時

寫
一
兩
封
家
書
。

那麼親近那麼疏遠

2010年12月5日，有「國考」之稱的國家公務員招
錄公共科目筆試開考，全國有141萬人走進考場，角
逐137家招聘單位的1.6萬個崗位。
據悉，這次中央機關公務員競聘激烈程度超過往

年，平均競爭比達到88:1，其中最熱門的是國家能源
局節能與科技處的一個職位，有4616人競爭。

最美的前途
一項有17330人參與的調查顯示，73.6%的人願意當

公務員，83.3%的人認為，「公務員職業穩定，醫
療、養老有保障」。
早在幾年前，一名政法學院的碩士研究生黎眉，就

因為輾轉大江南北趕考公務員，被稱為「考霸」。她
就像一個上緊發條的時鐘，在預定的時刻準時應考；
更像一個旋轉不停的陀螺，四處趕場。不顧舟車勞
頓，黎眉先後到湖南、北京、上海、江西、深圳、廣
州、江蘇、福建、浙江、湖北共10個省市，參加「國
考」，為此花費了9000多元。
25歲的張培嘉，大學畢業後，到一家廣告公司做方

案設計。最初的新鮮勁過去後，緊張和忙亂的工作，
牢牢地將他纏繞住了。兩年多來，各式各樣的廣告與
裝潢設計，一個接㠥一個，沒完沒了，而靈感和創意
並非時刻都會光顧，有時為了想出一個有新意的設
計，小張連㠥兩三個晚上都不能睡覺，連談戀愛的時
間也沒有。這樣的生活，小張覺得一點也不快樂，他
的父母也認為廣告設計的工作，對孩子的未來不利，
他們動員兒子報考公務員，「公務員才是最好的出
路，又是金飯碗，待遇、地位都受人尊敬。」經過一
番權衡，小張辭去了工作，在家裡複習準備了3個
月，然後走進了今年的考場。

權力財富的驅動
在世界各國，政府公務員都是衣㠥體面、有社會地

位和生活保障的職業，這樣的工作自然值得人們爭
取。然而，時下年輕人爭相報考公務員，似乎超越了

收入和社會保障這個層面，其原因十分耐人尋味。一
個私企老闆曾經這樣說：「我受夠了那些官員的氣，
等我的女兒長大了，我一定也讓她當公務員」。
年輕人找工作，就像找戀人一樣，其選擇總是受社

會偏好、時代風尚影響的，在社會上佔據優勢地位的
職業，在不同年代也不一樣。上世紀60年代，相較於
上山下鄉，許多年輕人覺㠥當一名工人就很不錯；稍
後，年輕人熱衷參軍，此風竟成一時之盛，以至當時
的中學生戴一頂軍帽都覺得神氣；1977年，高考恢復
後，鼻樑上架一副眼鏡的知識分子頗受青睞；而到了
90年代，成功的企業家和經理人最受社會追捧。那
麼，現在的年輕人競相當政府公務員，其原因除了剛
才提到的職業穩定、醫療與養老有保障以外，當下的
社會結構特別是權力配置具有怎樣的驅動力？財富的
流向和分配格局是否有誘導作用？
按照契約論觀點和現代政治理論，提供公共服務和

公共產品，是人類社會需要政府的唯一理由。政府公
務員雖然地位較高，職業體面，但在立法機構和公共
媒體的監督下，責任和工作壓力也大，並有詳細的考
核和評價標準，且花銷要嚴格執行預算，一分錢不能
亂花。世界各國的執政實踐表明，唯有這種對政府及
其公務人員職責的釐定及公共財政制度，能夠確保政
府廉潔高效。可是，這套理論之於中國，似乎還不銜
接，至少是銜接得還不緊湊。比如，目前各地政府的
執政行為，就很少受到立法機構的制約，一些地方政
府搞「經營城市戰略」、「形象工程」，其開支往往超
過預算許多，卻極少見到立法機構的監督、責備和媒
體的批評。又如，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公車改革，在一
系列沒有立法機構和媒體監督的運作下，在一些城市
最後演變成了官員「最大的一塊福利蛋糕」，不僅沒
有達到減輕財政開支的目的，反而使財政負擔更加不
堪其重，最後中央政府不得不叫停。凡此種種，都說
明政府手中集中了過多的財富和對財富的分配權力。
這種狀況在中國由來已久，決策高層欲變此局者不

乏其人。十年前，當時的國務院的領導下了很大決

心，想改變政府機構的臃腫龐大，卻
終不可得。為學界和民間一再呼籲的
政體改革，本應從政府行政體制㠥
手，也本該最先由裁減政府冗員、提高公共產品質量
和公共服務水平來體現，但我們看到的現實卻呈相反
態勢。這些年來，政府機構及其公務人員更加虛腫膨
脹，公務員工資以及各種福利連年上升，公共服務與
公共物品的提供卻不見改善和增長。

治本之策
正是因了政府手中掌握㠥財富及其處置、分配權

力，正是因了這種權力在現行體制中沒有受到有效制
約，使政府部門可以首先分領財富與享受財富（各地
政府爭相為自己修建豪華辦公樓可以為證），正是因
了政府官員——公務員已經成為既得利益者，且具有
愈來愈強大的與各方博弈的能力，正是因了這個階層
日漸明顯的利益自覺並能使之快速落實（其最外在的
表現形式便是遠遠高於其他階層的住房條件以及醫
療、退休、養老保障），所以，政府公務員才成為當
下中國最熱門、最具吸引力的職業，成千上萬的年輕
人才會趨之若騖，也才使得公務員考試成為中國招錄
比例最懸殊的「國考」。
當然 ，對「國考熱」，我們還可以從中國歷史與傳

統文化的角度來探詢。「官」，從古至今就是中國人
的最愛，多數人都認為官位代表能力，代表榮譽，而
且，當了官就有種種好處，就有榮華富貴，「十年寒
窗苦」，為的就是「金榜題名時」。商人賺了錢，還得

去捐個官，因為社會重官不重商。幾千年下來，這片
土地上滄桑巨變，許多河流都改道了，許多大山都被
削平了，可人們熱衷做官這種傳統，卻歷久彌新。現
在不論是政府機關，還是學校，哪怕是科研單位，大
凡有點能力的人都想去做官，只有老實巴交的人才一
心工作、教學、研究。因為，工作和業務成績如何，
沒人看重，能熬個一官半職才叫「進步」。有才幹的
工程師去做總務科長，有專長的外科醫生去當人事部
主任，沒人覺得可惜，因為升了官。眼下在政府組織
形式上要與世界「接軌」，所以實行了公務員制度，
幹部於是成了公務員。人們熱衷報考公務員，究其實
質，還是為了當官。
「國考」之熱，昭示㠥當下中國社會組織結構特別

是權力配置的失衡，證明社會財富的流向已經明顯傾
斜，同時也說明了政府機關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公
務員公開招考，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治
本。要給予納稅人選擇公僕的權力，要加大立法機構
對政府執政行為的監督，健全民主和法制。要按照現
代政治理念，建立我們的各級政府。政府不能有本身
的利益訴求，更不能結成一個利益集團，利用種種方
便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當下而言，最要緊的事情，便是加快政府職能轉

變，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將政府的一切作為納入憲法
權威的管轄之下。

大哥成的世界

西門町

黃仲鳴

客聚

中
醫
與
政
治
有
何
干
？

近
日
在
家
中
執
拾
，
偶
然
翻
看
蔣
夢
麟
︽
西
潮
︾

第
十
八
章
﹁
中
山
先
生
之
逝
世
﹂
一
文
，
提
到
先
生

民
國
十
四
年
在
北
平
治
療
肝
癌
，
後
病
情
轉
重
，
群

醫
束
手
，
先
生
於
是
離
開
協
和
醫
院
移
居
鐵
獅
子
胡
同
休

養
。先

生
畢
生
習
西
醫
，
即
使
朋
友
相
勸
不
如
一
試
中
醫
，

甚
至
出
動
胡
適
，
推
薦
中
醫
陸
仲
安
，
先
生
也
執
意
不
肯

服
中
藥
，
雖
然
他
知
道
中
醫
有
時
確
也
能
治
好
疑
難
病

症
。
︽
西
潮
︾
引
先
生
的
話
：
﹁
一
隻
沒
有
裝
羅
盤
的
船

也
可
能
到
達
目
的
地
，
而
一
隻
裝
了
羅
盤
的
船
有
時
反
而

不
能
到
達
。
但
是
我
寧
願
利
用
科
學
儀
器
來
航
行
。
﹂
蔣

又
引
述
羅
家
倫
的
︽
國
父
年
譜
︾，
對
親
友
苦
勸
他
試
試
中

醫
的
情
景
，
有
以
下
描
述
：

﹁
胡
乃
偕
陸
同
往
。
胡
先
入
臥
室
進
言
。
先
生
語
胡

曰
：
﹃
適
之
！
你
知
道
我
是
學
西
醫
的
人
。
﹄
胡
謂
：

﹃
不
妨
一
試
，
服
藥
與
否
再
由
先
生
決
定
。
﹄
語
至
此
，
孫

夫
人
在
床
邊
急
乘
間
言
曰
：
﹃
陸
先
生
已
在
此
，
何
妨
看

看
。
﹄
語
訖
即
握
先
生
腕
，
先
生
點
首
，
神
情
淒
惋
，
蓋

不
欲
重
拂
其
意
，
乃
伸
手
而
以
面
移
向
內
望
。
孫
夫
人
即

轉
身
往
床
之
內
方
坐
下
，
目
光
與
先
生
對
視
。
﹂

我
們
不
知
道
，
先
生
如
果
不
堅
持
他
的
科
學
觀
，
而
採

取
國
人
的
實
用
主
義
來
治
病
，
會
否
添
壽
而
改
寫
中
國
近

代
史
，
不
過
在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
重
溫
這
一
段
，
感
慨
又

唏
噓
。

事
有
湊
巧
，
第
二
天
經
過
歷
史
博
物
館
，
看
了
﹁
香
江

有
情—

東
華
三
院
與
華
人
社
會
﹂
展
覽
，
發
現
展
覽
的
潛

台
詞
，
竟
是
東
華
與
港
英
政
府
的
﹁
鬥
爭
史
﹂。
比
如
展
板

講
到
英
人
十
九
世
紀
來
港
統
治
，
竟
用
上
了
﹁
懷
柔
﹂
一

詞
，
真
教
人
﹁
耳
目
一
新
﹂。
回
歸
之
前
，
東
華
這
類
機
構

決
不
會
用
這
種
文
字
。
一
路
看
下
去
，
整
個
東
華
歷
史
，

一
個
關
鍵
點
似
是
港
英
政
府
一
直
不
喜
歡
東
華
重
中
醫
而

輕
西
醫
，
特
別
是
一
八
九
四
年
香
港
爆
發
鼠
疫
，
政
府
不

滿
東
華
以
中
醫
治
鼠
疫
，
在
一
個
調
查
報
告
中
大
肆
批

評
，
還
要
脅
要
禁
止
東
華
繼
續
行
中
醫
，
幸
好
沒
有
成

事
。
中
醫
西
醫
，
背
後
就
是
政
治
與
文
化
爭
鬥
，
信
矣
。

中醫與政治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中央挺港

■江之南塑造了一個
又 正 又 邪 的 典 型 人
物。 作者提供圖片

趨之若鶩的「國考」

伍淑賢

乾坤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蘇狄嘉

天空

陳智德

留形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千軍万馬」等㠥過
「獨木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一支筆能否改變
命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