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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及
時
雨
﹂
宋
江
自
己
帶
隊
打
祝
家
莊
，
第
一
、

二
撥
人
馬
，
不
是
武
功
稀
鬆
平
常
，
便
是
有
勇
無
謀

之
輩
。

﹁
矮
腳
虎
﹂
王
英
、
﹁
摩
雲
金
翅
﹂
歐
鵬
、
﹁
火

眼
狻
猊
﹂
鄧
飛
及
﹁
霹
靂
火
﹂
秦
明
，
先
後
被
祝
家
莊
活

捉
，
連
同
早
前
往
祝
家
莊
探
路
被
捉
的
﹁
鼓
上
虱
﹂
時

遷
、
﹁
錦
豹
子
﹂
楊
林
，
共
有
六
人
落
祝
家
莊
手
上
。

話
說
祝
家
莊
初
陣
報
捷
，
活
捉
秦
明
等
人
，
一
時
之

間
，
勝
利
衝
昏
頭
腦
，
貪
勝
不
知
輸
，
未
摸
清
梁
山
泊
有

多
少
人
馬
來
攻
打
，
便
嚷

﹁
填
平
水
泊
擒
晁
蓋
，
踏
破

梁
山
捉
宋
江
﹂。
只
見
欒
廷
玉
、
祝
龍
及
﹁
一
丈
青
﹂
扈

三
娘
，
拍
馬
殺
入
陣
中
，
要
活
捉
廁
身
先
頭
部
隊
的
宋

江
。宋

押
司
只
曉
舞
文
弄
墨
、
使
奸
，
上
陣
交
鋒
全
不
濟
，

在
﹁
鐵
笛
子
﹂
馬
麟
保
護
下
，
望
南
而
逃
。

眼
看
欒
廷
玉
、
祝
龍
及
扈
三
娘
行
將
追
到
，
黑
三
郎
走

頭
無
路
之
際
，
只
見
正
南
方
、
東
南
角
及
東
北
方
，
三
路

人
馬
飛
奔
馳
援
。
正
南
方
援
軍
﹁
沒
遮
攔
﹂
穆
弘
，
一
馬

當
先
，
背
後
隨
從
約
有
五
百
嘍
囉
，
東
南
角
援
軍
由
﹁
病

關
索
﹂
楊
雄
、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率
領
，
東
北
方
乃

﹁
小
李
廣
﹂
花
榮
。

宋
押
司
見
三
路
援
軍
殺
到
，
驚
魂
始
定
。
三
路
援
軍
，

一
併
發
力
來
戰
欒
廷
玉
、
祝
龍
。
祝
家
莊
唯
恐
欒
廷
玉
、

祝
龍
二
人
有
失
，
由
祝
虎
把
守
莊
門
，
祝
彪
則
上
馬
提

槍
，
帶
了
五
百
人
馬
、
從
莊
後
殺
出
交
戰
。

本
來
，
﹁
混
江
龍
﹂
李
俊
、
﹁
船
火
兒
﹂
張
橫
、
﹁
浪

裡
白
條
﹂
張
順
，
從
水
路
潛
過
護
莊
河
進
攻
，
卻
被
莊
上

亂
箭
射
住
，
不
能
下
手
。

此
時
，
宋
江
見
天
色
已
晚
，
遂
命
各
人
且
戰
且
走
，
退

回
村
口
，
再
圖
後
計
，
並
作
狀
恐
有
兄
弟
迷
路
，
自
己
親

自
到
處
尋
看
。
豈
料
，
正
行
之
間
，
只
見
扈
三
娘
飛
馬
趕

來
，
宋
江
措
手
不
及
，
拍
馬
望
東
而
走
。
扈
三
娘
窮
追
不

捨
，
正
趕
上
待
要
下
手
，
只
聽
得
山
坡
上
有
人
大
叫
道
：

﹁
那
鳥
婆
娘
趕
我
哥
哥
哪
裡
去
！
﹂

宋
江
望
去
，
正
是
﹁
黑
旋
風
﹂
李
逵
。
只
見
黑
鐵
牛
掄

雙
斧
，
引

七
、
八
十
個
小
嘍
囉
，
大
踏
步
趕
過
來
。

可
能
是
扈
三
娘
自
知
不
是
李
逵
敵
手
，
調
轉
馬
頭
，
望
樹

林
邊
去
。
樹
林
邊
轉
出
十
數
騎
馬
軍
，
簇
擁

﹁
豹
子
頭
﹂

林

，
聲
威
懾
人
。
林

在
馬
上
大
喝
：
﹁
兀
那
婆
娘
走

哪
裡
去
！
﹂。

扈
三
娘
不
知
天
高
地
厚
，
飛
刀
躍
馬
鬥
林

。
鬥
不
到

十
回
合
，
好
一
個
八
十
萬
禁
軍
教
頭
，
賣
個
破
綻
，
讓
扈

三
娘
兩
口
刀
砍
入
來
，
便
用
蛇
矛
逼
個
住
，
兩
口
刀
逼
斜

了
，
趕
攏
去
，
輕
舒
猿
臂
，
款
扭
狼
腰
，
把
扈
三
娘
只
一

拽
，
活
挾
過
馬
來
，
叫
軍
士
綁
了
。

扈
三
娘
失
手
被
擒
，
祝
家
莊
人
馬
不
敢
戀
戰
，
收
兵
返

莊
。
首
先
把
秦
明
等
人
押
入
囚
車
。
等
待
一
發
拿
住
宋

江
，
一
併
解
上
東
京
請
功
。

梁
山
泊
眾
好
漢
亦
趁
此
退
回
到
村
口
，
下
了
寨
柵
。
此

時
，
宋
江
命
令
四
個
頭
目
，
騎
四
匹
快
馬
，
帶
同
二
十
個

老
成
的
嘍
囉
，
押
解
扈
三
娘
返
梁
山
泊
山
寨
，
交
由
宋
太

公
看
管
。

本
來
，
林

擒
了
扈
三
娘
，
而
秦
明
等
人
落
在
祝
家
莊

手
上
，
宋
江
應
該
向
祝
家
莊
提
出
：
用
扈
三
娘
交
換
俘

虜
。
扈
三
娘
是
祝
家
三
少
爺
祝
彪
未
過
門
的
妻
子
，
莊
主

祝
朝
奉
﹁
投
鼠
忌
器
﹂，
不
會
不
答
應
。

但
是
，
宋
江
沒
有
這
樣
做
，
罔
顧
落
在
祝
家
莊
手
上
的

手
足
兄
弟
之
生
死
，
只
追
求
個
人
目
的
，
試
問
入
夥
結

義
，
從
何
說
起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四
七
︶

港
島
灣
仔
半
山
司
徒
拔
道
有
悠
久
歷
史

的
嶺
南
小
學
暨
幼
稚
園
宣
布
明
年
一
月
遷

校
，
在
柴
灣
之
小
西
灣
另
建
新
校
舍
，
行

將
校
址
改
變
交
通
未
慣
，
頗
多
家
長
有
意

見
，
但
﹁
嶺
南
﹂
是
名
校
，
家
長
又
捨
不
得
放

棄
而
拒
遷
，
頗
費
思
量
也
。

筆
者
在
港
未
讀
過
書
，
少
時
教
育
在
廣
州
，

記
起
廣
州
中
小
學
時
期
有
三
大
名
校
，
分
別
為

嶺
南
、
培
正
和
廣
雅
，
地
位
有
若
香
港
之
拔

萃
、
聖
保
羅
和
聖
保
祿
，
上
世
紀
五
、
六
十
年

代
前
廣
州
這
三
大
名
校
被
視
﹁
貴
族
學
堂
﹂，

解
放
後
嶺
南
和
培
正
因
原
為
美
資
，
共
產
化
後

完
全
解
體
改
組
，
獨
有
位
於
西
村
之
﹁
廣
雅
﹂

一
向
是
朝
廷
達
官
貴
人
經
營
，
國
學
為
主
體
，

所
以
一
向
不
稱
學
校
而
稱
﹁
廣
雅
書
院
﹂，
程

度
極
高
，
有
子
女
讀
廣
雅
全
部
親
友
街
坊
均
羨

慕
。
此
校
至
今
有
一
百
二
十
三
年
歷
史
，
如
今

安
在
，
近
年
成
了
高
幹
子
弟
新
一
代
之
學
府
。

此
校
百
年
古
舍
池
塘
樓
閣
有
一
南
粵
聞
名
之

處
，
但
甚
少
宣
傳
少
人
提
及
的
，
便
是
此
校
園

中
有
百
年
歷
史
的
﹁
廣
雅
荷
池
﹂
，
每
年
屆

六
、
七
、
八
月
荷
花
盛
開
，
不
少
廣
州
市
民
聯

隊
闔
家
入
廣
雅
中
學
賞
荷
，
成
為
羊
城
市
內
一

景
。﹁

廣
雅
荷
塘
﹂
有
一
特
別
之
處
，
是
此
塘
荷

花
茂
盛
得
來
，
最
多
雙
蕾
連
蒂
之
並
蒂
蓮
花
，

中
國
人
視
蓮
花
﹁
花
開
並
蒂
﹂
是
大
吉
之
兆
，

廣
雅
蓮
塘
之
蓮
花
卻
平
均
三
、
四
菖
便
會
有
一

菖
是
並
蒂
，
滿
池
並
蒂
花
蔚
為
奇
景
，
每
年
此

時
最
多
戀
愛
中
或
新
婚
男
女
星
期
日
攜
手
遊
廣

雅
，
並
蒂
蓮
側
拍
照
留
念
，
以
祝
並
蒂
同
衾
白

頭
偕
老
。

阿
杜
小
時
是
廣
州
少
年
足
球
隊
成
員
，
入
過

廣
雅
作
表
演
賽
，
那
時
阿
杜
長
兄
為
廣
雅
生
，

他
介
紹
隊
員
見
當
年
校
長
，
名
為
﹁
盧
動
﹂，

是
退
役
長
征
幹
部
，
難
怪
名
字
也
如
此
﹁
革

命
﹂，
迄
今
事
隔
五
十
載
，
這
位
老
八
路
校
長

也
早
不
勞
動
，
而
息
勞
歸
主
了
，
阿
杜
長
兄
也

多
番
上
山
下
鄉
後
積
勞
成
疾
息
勞
多
年
了
。

由
灣
仔
﹁
嶺
南
﹂
遷
校
新
聞
而
憶
及
盛
開
並

蒂
蓮
之
羊
城
廣
雅
，
真
想
近
日
把
握
有
限
之
生

命
韶
華
再
返
羊
城
一
遊
這
並
蒂
名
塘
呢
。

辛
亥
革
命
的
理
想
是
甚
麼
？

是
否
經
過
辛
亥
革
命
後
，
中
國

就
可
以
達
到
革
命
的
理
想
？

葉
曙
明
在
︽
重
返
辛
亥
現
場
︾

一
書
裡
，
最
後
說
：
﹁
孫
文
洞
若
觀

火
，
知
道
這
場
革
命
不
可
能
讓
中
國

一
步
到
位
實
行
憲
政
，
所
以
他
要
創

立
﹃
軍
政—

訓
政—

憲
政
﹄
的
範

式
，
來
解
決
問
題
。
一
九
二
八
年
以

前
，
中
國
是
軍
政
時
期
，
也
就
是
軍

閥
混
戰
，
會
黨
當
道
時
期⋯

⋯

﹂

從
一
九
一
一
年
辛
亥
革
命
成
功
，

到
一
九
二
八
年
以
前
，
既
然
是
軍
政

時
期
，
那
麼
有
識
之
士
的
理
想
又
是

什
麼
？
如
何
來
實
現
這
些
理
想
？

看
過
︽
重
返
辛
亥
現
場
︾
之
後
，

最
好
就
是
買
一
套
電
視
連
續
劇
在
家

裡
觀
看
，
這
套
連
續
劇
名
叫
︽
中
國

一
九
二
一
︾，
說
的
就
是
一
九
二
一
年

成
立
中
國
共
產
黨
前
，
發
生
在
中
山

先
生
說
的
﹁
軍
政
﹂
時
期
的
故
事
。

故
事
裡
，
有
很
多
軍
閥
人
物
，
他

們
追
求
的
理
想
，
無
非
都
是
做
山
大

王
式
的
皇
帝
或
總
統
；
有
很
多
有
識

之
士
，
如
陳
獨
秀
、
李
大
釗
、
蔡
元

培
，
當
然
還
有
毛
澤
東
和
楊
開
慧
，

這
些
有
識
之
土
，
要
以
教
育
來
建
設

國
家
，
要
以
道
理
來
改
善
制
度
，
無

奈
軍
閥
都
不
吃
這
一
套
，
於
是
他
們

的
理
想
便
逐
步
邁
向
剛
剛
成
功
的
俄

羅
斯
十
月
革
命
的
理
論
：
馬
克
思
的

共
產
主
義
。

這
樣
的
理
想
，
要
是
沒
有
辛
亥
革

命
的
江
湖
勝
利
，
沒
有
軍
閥
橫
行
，

沒
有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沒
有
二
十

一
條
引
發
的
五
四
運
動
等
等
，
可
能

就
會
消
失
，
或
者
變
成
另
一
種
形
式

的
理
想
。

理
想
，
原
來
是
要
時
代
的
發
展
來

配
合
，
因
為
時
代
發
展
的
變
遷
，
理

想
的
形
式
亦
因
而
會
改
變
。
這
是
看

了
一
書
一
劇
後
的
啟
示
，
不
知
對

否
？

亞
洲
國
家
的
民
主
選
舉
不
時
出
現
諸
如

賄
選
等
弊
端
，
選
舉
上
台
的
也
未
必
是
最

好
的
領
袖
，
擅
於
把
玩
遊
戲
者
往
往
就
是

勝
利
者
，
比
如
遠
在
異
鄉
的
他
信
。
然

而
，
選
舉
結
果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民
心
取

向
，
也
具
有
象
徵
意
義
。
這
種
象
徵
性
可
以
是

一
種
精
神
力
量
，
也
往
往
代
表
一
個
時
期
的
形

勢
需
要
。

四
分
之
一
世
紀
前
，
以
輸
出
女
傭
聞
名
的
菲

律
賓
居
然
出
現
了
亞
洲
第
一
位
民
選
女
總
統
科

拉
桑
，
而
她
只
是
一
位
家
庭
主
婦
！
當
年
，
她

因
為
反
對
派
領
袖
丈
夫
被
馬
可
斯
手
下
暗
殺
而

憤
然
站
出
來
，
並
贏
得
人
們
的
同
情
和
支
持
，

成
了
凝
聚
反
馬
可
斯
力
量
的
核
心
人
物
；
其
上

台
所
產
生
的
象
徵
效
果
，
不
僅
僅
是
菲
律
賓
人

民
力
量
的
勝
利
，
也
是
公
義
得
以
伸
張
的
體

現
。在

位
六
年
，
科
拉
桑
雖
然
無
法
殲
滅
馬
可
斯

統
治
下
二
十
年
的
﹁
貪
污
毒
瘤
﹂，
更
面
對
七
次

政
變
之
多
，
卻
成
功
制
定
了
新
憲
：
總
統
不
得

競
選
連
任
，
權
力
和
平
移
交
，
個
人
贏
得
清
廉

聲
譽
。

一
九
八
七
年
，
叛
軍
攻
擊
總
統
府
時
，
有
專

欄
作
家
寫
她
嚇
得
躲
到
床
底
下
時
，
她
控
告
其

捏
造
事
實
時
說
：
﹁
我
希
望
士
兵
們
由
始
至
終

深
信
他
們
的
三
軍
總
司
令
，
是
個
勇
敢
和
值
得

他
們
尊
重
的
女
人
。
﹂
她
常
被
攻
擊
為
﹁
主

婦
﹂，
她
乾
脆
對
媒
體
說
：
﹁
對
我
最
佳
的
描
述

就
是
批
評
者
所
說
：
她
只
是
個
主
婦
。
﹂

今
日
泰
國
英
祿
雖
然
沒
有
科
拉
桑
當
年
的
悲

壯
，
卻
有
一
個
共
同
點
，
就
是
熱
衷
於
權
鬥
的

男
人
們
已
令
國
民
失
去
耐
性
。
不
少
女
人
認

為
，
過
去
六
年
換
了
六
名
男
總
理
，
都
無
法
令

國
人
好
好
生
活
，
換
一
個
細
心
謹
慎
的
女
人
，

也
許
能
開
創
新
局
面
。

英
祿
在
競
選
期
間
也
以
賢
妻
良
母
般
的
謙
卑

微
笑
來
展
現
親
和
力
，
她
說
：
﹁
我
們
需
要
互

相
愛
護
，
停
止
鬥
爭
，
請
給
這
位
女
士
一
個
服

務
你
們
的
機
會
。
﹂
她
會
利
用
女
性
特
質
來
促

進
國
家
和
解
。

互
愛
、
服
務
、
和
解
是
生
活
動
盪
中
的
人
最

渴
望
的
，
象
徵
母
愛
的
女
人
於
是
脫
穎
而
出
。

回
頭
看
香
港
，
選
舉
年
很
快
拉
開
序
幕
，
我
們

可
有
自
己
的
象
徵
力
量
？

象徵的力量

演
藝
界
，
特
別
是
電
視
圈
有
個
獨
特
術

語
：
﹁
秘
撈
﹂。
形
容
有
人
在
主
職
之
外
，

也
秘
密
兼
職
其
他
工
作
，
賺
取
外
快
。

今
時
今
日
的
打
工
仔
，
多
數
身
懷
多
張

刀
，
有
多
面
技
能
，
否
則
，
難
以
應
付
來
自
五

湖
四
海
的
競
爭
壓
力
。
部
分
打
工
仔
，
有
機
會

在
同
一
機
構
中
，
發
揮
他
原
來
工
作
崗
位
以
外

的
技
能
，
老
板
讚
賞
，
另
發
津
貼
，
打
工
仔
也

樂
意
接
受
。

例
子
一
是
：T

om
m
y

本
身
是
文
員
，
但
他
喜

歡
玩
電
腦
，
會
修
硬
件
，
會
寫
程
式
。
起
初
，

他
是
見
義
勇
為
，
當
公
司
電
腦
系
統
發
生
毛

病
，
他
提
出
建
議
，
補
救
成
功
，
上
司
大
為
賞

識
，
於
是
，
請
他
兼
任
電
腦
員
，
每
月
多
支
若

干
津
貼
。

例
子
二
：
國
強
採
而
優
則
編
，
轉
任
某
報
編

輯
一
段
日
子
。
最
近
，
他
又
為
報
館
寫
一
段
專

欄
，
另
外
，
又
為
集
團
旗
下
的
雜
誌
寫
一
段

稿
，
月
支
稿
費
若
干
。
這
些
都
是
上
司
同
意

的
。我

既
不
贊
成
秘
撈
，
亦
不
鼓
勵
在
自
己
的
公

司
內
兼
任
有
薪
津
的
工
作
。

光
天
化
日
之
下
，
並
無
秘
密
，
任
何
秘
密
始

終
會
通
天
，
上
司
知
道
你
秘
撈
，
就
算
忍
住
不

採
取
行
動
，
始
終
對
你
有
戒
心
，
不
敢
重
用
。

至
於
有
薪
津
的
兼
職
，
最
終
會
分
薄
你
在
上

司
心
目
中
的
好
感
。
以T

om
m
y

的
例
子
來
說
，

和
一
般
文
員
相
比
，T

om
m
y

人
工
︵
加
上
兼
職
︶

高
得
多
；
以
電
腦
員
的
工
作
來
說
，T

om
m
y

的

本
職
是
文
員
，
不
可
能
放
太
多
時
間
在
電
腦
方

面
。
於
是
，
老
板
又
認
為
不
必
加
太
多
人
工
，

正
式
是
兩
頭
不
到
岸
。

例
子
二
的
國
強
，
也
是
一
樣
，
老
板
會
將
他

在
集
團
內
的
總
收
入
來
計
算
，
一
算
之
下
，
他

的
收
入
已
比
一
般
編
輯
豐
厚
，
何
必
加
人
工
？

兼職的學問

江蘇高考作文題目「拒絕平庸」，被許多人和媒
體認為是今年各省高考作文題目中最好的。

我同意這種看法，不過也暗自思忖，以現在高中生
的閱讀量和見識水平，以多年來應試教育對學生天
性和創造力的束縛，有幾個考生能就此題寫出既有
見解又有文采的好文章呢？我甚至更悲觀地想，即
使考生中出現了韓寒式的人物，他的作文能被現行
教育體制磨光了靈性的老師在那樣短促的閱卷時間
裡發現並給高分嗎？
前幾天，去商場想買一件夏天穿的T恤衫，我的

目標是：純棉布料，淺藍顏色，價位在100至180元
之間。可費了3小時，逛了5層樓，卻沒能買到一件
稱心如意的，不是圖案太花哨，就是款式不合身。
琳琅滿目的衣陣中，一望無際的貨架前，累酸了我
尋找的眼。
近來，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省內各家報

紙。但翻來看去，極少見到有讓我眼前一亮的文
章。無論是消息、通訊，還是言論、特寫，都是溫
水一杯，不見靈光，不見思想，既無獨特的視角，
又無巧妙的構思，也沒有文字的潤色。
朋友的女兒，從美國留學回來了。朋友從機場把

女兒接回來，一家人歡欣喧鬧一番後，朋友正色對
女兒說，你現在回國了，出門一定要當心，橫過馬
路時要細看左右車輛，不要以為還是在美國，汽車
駕駛者會禮讓行人先走，國內的汽車還和你出國前
一樣，是從來不會讓 人的。
用不 刻意尋找，也無須費心打量，只要掃視一

下周遭，就會發現，我們是被鋪天蓋地的平庸包圍
的。從上述幾個事例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和想

像學生及教師的平庸，也可以見證在GDP的高速增
長中製衣工業的粗疏和服務業對顧客個性需求的忽
視，既能觀察到報紙傳媒多數從業人員的學識短
淺，還會為國內汽車駕駛者的素質和德行的普遍低
微而喟歎。

平庸並非自今日始。1815年，青年龔自珍就為他
所處時代的庸碌而痛心，為清朝專制政治造成的沉
悶、壓抑的社會空氣而憤慨，稱之為「衰世」。當
時已是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風雨飄搖之際，英國的
炮艦開到了中國沿海，但清朝統治者腐朽、愚昧，
不諳世界大勢，民間也麻木苟且，文字獄的淫威，
令讀書人不敢談論經世之學，只有龔自珍大膽議論
社會，抨擊弊政，他說「衰世」從外表上看「類治
世」，可實質上，是「左無才相，右無才吏，閫無
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
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菽澤無才盜⋯⋯」。龔
直覺到，一個這樣的國家和民族，衰敗與沒落的命
運無可避免。
平庸也並非為中國所僅有。1962年，哲學家、政

論家漢娜．阿倫特受美國《紐約客》雜誌委派，去
耶路撒冷旁聽對前納粹分子艾希曼的審判，她發
現，這個前第三帝國保安官員、把上百萬猶太人送
進集中營毒氣室的「殺人魔王」， 看上去和普通人
沒甚麼區別，在法庭上表現得畢恭畢敬，幾乎像一
位紳士。法庭調查表明，艾希曼確實是一個忠於職
守、嚴謹幹練的官員，每天忙碌於時刻表、報表、
車皮和人數的統計，工作效率極高。艾希曼也反覆
強調，自己僅僅是執行上級命令，「身不由己」，
不過是納粹德國龐大系統中的一個小齒輪。案件審
理結束不久，阿倫特寫出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篇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她指出，納粹政權和
鎮壓機器恰恰是靠艾希曼這樣膚淺又平凡的「好人」
支撐的，這些人服從命令，盡職盡責，從不思想，
輕易放棄了個人判斷。艾希曼的事例證明，在極權
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遠勝於人作惡本
能的危害的總和。阿倫特總結說：「惡一向都是激
進的，但從來不是極端的，它沒有深度，也沒有魔
力，它可能毀滅整個世界，恰恰就因為它的平
庸」。

的確，相較於窮兇極惡的匪徒和強盜，平庸的惡
更為人們所常見。我們周圍的平庸，常常表現為對
上司的順從，對規章的執行，呆板、機械的工作方
式，沒有個性、沒有靈氣，舉手投足做事論物，都
刻意與眾人保持一致，從不聲張、含蓄內斂、圓滑
老成的處世態度，這種人觸目皆是，充塞在每一間
辦公室裡，有時被稱為「沉默的大多數」。事物的
變異就在於，多數人的這種平靜和庸常，在特定的
情勢下卻並非那樣溫良與謙和，而是代表 一種力
量和趨勢，構成 一種威逼和氣候。譬如，一個單
位裡大多數庸碌、平淡的人，經常就對一、兩個學
識和工作能力強的人充滿嫉恨與不滿；又如，少數
幾個廉潔奉公的幹部，常常在一大群以貪污受賄為
能事的官員中被視為異類，遭到排斥和打擊。我的
一個昔日同窗，就因為在主編一本雜誌時認真負
責，以質取稿，結果既惹惱了上司，又激怒了同
事，還得罪了一批文化名人，最後不得不黯然離
職。所以，在「多數人」天然有理的氣候下，在平
庸意味 常態的環境中，一些才華出眾、富有創造
性的人，也不得不磨平性格的稜角，拔掉美麗的羽
毛，低首以順應大眾，收斂以屈從周遭，慢慢變得
庸碌和市儈起來。他們知道，只有這樣，才能讓自
己活得舒服，才能長期混跡於職場和官場。無數事
例告訴我們，如若有人敢於挑戰環境，偏與眾人和
潮流對 幹，等待 他的，肯定是「槍打出頭
鳥」，或「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才子於大眾有害，庸人讓大眾安全，久而久之，

平庸化成了一種社會生態，能從這種生態中出息的
都是一些目光短淺之流、才智庸常之輩。事物的變
異還沒有結束，「有害」和安全，在一定條件下是
會發生轉變的。藉 大眾對才智之人的嫉恨在競爭
中勝出的庸碌之輩，看 於他人無害，但在種種因
緣下，如果這些人結成權貴利益集團並構成某種
「主流階層」，那於大眾和社稷就非福音了。

1895年，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發表了演講
《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他對德國從一個落後國家
迅速成長為經濟大國深表憂慮，他認為這其中隱含
可怕的危險，即一個落後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

熟」。這種「不成熟」由於當時德國新興資產階級

「鼠目寸光的法律與秩序市儈主義」而被保留下
來。這些新的權貴們迴避和害怕國家面臨的主要問
題及危險，只從一己私利出發，片面強調秩序和穩
定，一再錯失政治改革的良機。韋伯擔心：「這種
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
但最終使民族振興的願望付諸流水，甚至會造成災
難性的結局即民族本身的解體。」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韋伯的先見之明。德國資產

階級的平庸、淺薄和自私，使他們陶醉於經濟而不
關心政治，無法承擔「掌握國家航行」的使命，他
們寧願做容克貴族的附庸，而被排斥在社會進程之
外的德國下層民眾，更沒有把握長遠政治利益的能
力。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中，在一戰戰敗恥辱的刺激
下，德國民眾選擇了希特勒。繼而在希特勒對民族
主義情緒的煽動下，沉湎於對「帝國榮耀」的遐
想，充滿 「復仇」的渴望，偏執地追求國家的強
大和「民族優越感」，任由納粹將整個國家拖入了
戰爭，導致了民族大災難。
相同的情勢，相同的問題，相似的平庸。今天的

中國，與當年的德國多有類同之處。一些人謹小慎
微的自私，最後可能被野心家鑽了空子，抱殘守
缺、得過且過的庸碌，葬送的是民族的利益和國家
前途。歷史教訓，慘痛巨深，殷鑒不遠，有幾人能
夠警醒？

扈三娘被擒

並蒂荷塘

韋基舜

客聚

初
中
時
由
於
景
仰
五
四
時
代
白
話
文
先
鋒
作

家
，
他
們
作
品
中
一
詞
一
句
，
都
無
不
細
心
咀

嚼
，
下
筆
作
文
，
也
少
不
免
模
倣
一
番
，
他
們
文

中
愛
用
﹁
的
的
的
﹂，
我
們
也
愛
﹁
的
的
的
﹂，
今

日
重
讀
那
些
名
著
，
真
不
由
啞
然
失
笑
。

多
有
趣
，
原
來
那
個
時
期
，
大
師
們
在
外
國
飲
過
洋

水
，
看
不
起
文
言
文
，
文
言
文
中
沒
﹁
的
﹂
字
，
為
了

反
文
言
，
強
調
文
中
﹁
白
話
成
份
﹂，
下
意
識
趕
時
髦
，

就
一
致
在
句
子
中
加
﹁
的
﹂
了
，
這
個
﹁
的
﹂，
好
比
是

他
們
西
服
領
帶
中
結
子
集
體
意
識
，
不
﹁
的
﹂
它
一

﹁
的
﹂，
感
覺
就
不
痛
快
，
一
時
得
意
，
大
家
文
章
中
還

洒
滿
星
星
一
樣
多
結
子
。

奇
怪
的
是
還
多
逼
近
西
洋
句
法
，
明
明
不
是
翻
譯
文

章
，
也
像
硬
譯
過
來
的
翻
譯
，
雖
然
文
章
有
感
情
，
有

見
解
，
今
日
看
來
，
味
道
總
有
點
別
扭
，
就
算
文
章
內

容
怎
麼
好
，
為
了
強
調
﹁
白
話
﹂
滲
入
那
些
不
必
要
的

﹁
的
﹂
字
，
便
好
比
清
泉
中
取
水
，
連
泉
底
砂
石
一
起
勺

出
來
。

後
來
接
觸
到
︽
三
言
二
拍
︾、︽
水
滸
傳
︾、︽
紅
樓
夢
︾

以
及
更
早
期
的
元
曲
，
就
開
始
有
個
疑
問
：
白
話
文
不

必
那
麼
多
﹁
的
﹂
吧
，
白
話
﹁
的
﹂
字
，
等
同
文
言
文

中
﹁
之
﹂
字
，
︽
鏡
花
緣
︾
中
就
笑
過
老
學
究
滿
口

﹁
之
之
之
﹂
酸
腐
，
滿
口
﹁
的
的
的
﹂，
當
日
的
新
潮
，

豈
不
也
是
洋
酸
？
其
實
真
正
通
暢
的
白
話
文
，
早
就
存

在
古
典
小
說
戲
曲
中
，
儘
管
古
典
小
說
和
元
曲
中
有
些

用
詞
思
考
過
才
明
白
，
亦
不
失
為
當
時
流
行
用
語
，
換

言
之
，
本
來
就
是
白
話
。
五
四
時
白
話
，
只
可
列
作
加

上
括
號
的
洋
裝
﹁
白
話
﹂。
當
然
，
並
不
是
所
有
名
家
都

是
﹁
崇
的
﹂
派
，
豐
子
愷
便
是
少
數
其
中
一
個
，
豐
老

行
文
，
正
如
他
那
一
身
布
衣
，
樸
樸
素
素
，
沒
有
亂
打

結
子
；
他
同
樣
喜
歡
西
洋
藝
術
，
西
洋
音
樂
西
洋
畫
他

都
精
通
，
而
且
出
過
專
書
，
教
導
學
生
欣
賞
，
在
同
時

代
芸
芸
大
家
中
，
他
傳
統
而
不
坭
古
的
個
人
筆
風
，
平

淡
而
不
平
凡
，
作
品
傳
到
今
天
，
讀
來
就
比
當
年
很
多

名
家
通
暢
，
五
四
期
間
不
少
新
文
化
先
鋒
作
品
，
新
一

代
看
不
懂
就
不
奇
怪
了
。

無「的」勿放「字」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理　想

平庸的能量及其變異

蘇狄嘉

天空

興　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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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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