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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即不许发财
居欣如

! ! ! !两会闭幕后，李克强
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
上，对反腐倡廉明确表态：
“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
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
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
想。”即想从政，就不能发
财；想发财，就别来从政。
“作官即不许发财”。

这是吉鸿昌父亲的遗言。
吉鸿昌将这几个字烧制在
瓷碗两侧，以赠亲友，希望
铭记。以此传为佳话。
当官发财是官僚政治

从娘胎中带来的恶疾。而
清廉则是中国吏治文化的
核心。汉武帝时的董仲舒
对此开的药方是“食禄者，
不与民争业”。唐朝陆贽
劝告皇帝说：“国之纪纲，
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
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
不得与人争利。”范仲淹
非但不取不义之财，而且
将俸禄拿出来创办义学，
施惠于民。可见“作官不
发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宝藏中的一笔优秀遗产。

对于当今我们的党员

干部来说，尤其要划清“当
官”与“发财”的界限，做到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而绝对不能
以聚敛钱财，富妻荫子为
能事。当官即不许发财，这
是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应
当成为干部从政的底线。
然而，从现实的情况

看，令人不敢细看。一些干
部对不义之财“看得破，忍
不过”，根源在于心态扭
曲，信念动摇。有的心理失
衡，看人家开名车，住豪
宅，气势不凡，自己感到吃
亏了，心有不甘，“你拿得，
我就拿不得”；有的认为理
所应当，自己一个电话，一
个签字，一个承诺，帮了别
人忙，别人送财物，只是有
所回报；还有的认为反正
法不责众，将“潜规则”当
处事原则；更有的明确认
为“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

来”，今日我当官，就是为发
财。急于将手中权力套现，
甚至当起了“裸官”，妻儿老
小移居海外，处心积虑，受
贿敛财，一旦事发，就可滑
脚。从今年两会上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布报告披露，犯罪
案件数字也是惊人的。
“当官不发财”，与此有

密切关系的是禁止官员亲
属经商。其实，早在 !"#$

年，针对不少党政领导干
部子女、配偶利用特殊身
份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
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出
台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
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到
了 %&!&年，对公职人员亲
属管理作了有史以来最严
格的规定，如不得默
许、纵容亲属以本人
名义牟取私利，为亲
属经商创造条件、亲
属不得在本人管辖
范围内经商。三令五申，然
而官商、亲属经商反而变
本加厉，愈演愈烈。这几
年，官员亲属利用官权大
肆敛财的案例真不少。

禁止官员亲属经商，
我们缺的不是禁令、规定，
而是那些禁令规定的执行
力和惩戒力。有些领导和
官员不管你在公众场合讲
得如何慷慨激昂，委婉动
听，但无心无力解决子女
配偶经商问题，只能看成
是“作秀”。官员要“齐家、

治国、平天下”，先从家开
始，家人也管不了，又何谈
“治国、平天下”？

官员应当是社会的贤
达和精英。一个社会地位
越高的人，榜样的力量越
大。“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
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
老百姓总是跟着高位的人
走。“尔好义则民向仁而俗
善。”作官的人爱好仁义，
官风正，民风也正。“尔好
利，则民好邪而俗败”，作
官的人讲究发横财，官风
坏，民风也坏。
所以这几年，官商勾

结，权力异化，利益固化，
以至利用公共产权制度的
漏洞，通过垄断资源，垄断
国企，导致巨额财富转移，
造就了多少个亿万富翁？
这对于当前社会的种种陋
习，如：诚信缺失，道德沉
沦，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

恶俗的社会风气之
间又有何直接关
联？值得深思。

拒腐防变，须
走正道。当社会生

活日益丰富，党员干部面
临的诱惑越来越多，更要
坚定理想信念，勇闯金钱
关，用好手中权，培养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情怀，严格
公和私的界限。当然，有关
组织也须加强对权力的制
约和监督。对官商勾结，以
权谋私的种种恶行进行有
力查处，真正给权力涂上
防腐剂。同时要出台各项
明细法规，以便有关部门
执行查处。不要让一个号
召仅成为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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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前购得新书《复眼的影像：我与黑
泽明》，作者桥本忍，日本著名剧作家，黑
泽明《罗生门》《生之欲》《七武士》等多部
电影的编剧，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引进的
《砂器》，也是他创作的。黑泽明一生执
导 '&部电影，我收藏了大概 ($部。他和
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是我最
喜欢的日本老导演，不过，相对
小津、成濑对庶民家庭生活的关
注，黑泽明所展现的内容更为广
泛，他的电影风格，也被认为“最
不日本”。黑泽明最著名的电影之
一是《罗生门》，针对一件凶杀案，
各人有各人的陈述，以致“罗生
门”一词，现在已被指代一种现
象，即：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
编造自己的谎言，令事实真相不为
人所知，充满悬疑、复杂和迷惑。
桥本忍这样说过：“黑泽明每

部作品都迥然不同，完全没有重复或类
似的。一位导演能拍摄出如此丰富多彩、
五花八门的影片，实在令人惊叹。每部作
品都各具形色滋味，统观全体，犹如绚烂
多变的万花筒。”大致来说，黑泽明的电
影包含两类，一是历史剧，二是现实片。
历史题材的电影有：反映明治时代柔道
柔术之争的《姿三四郎》及续集；平安时
代末期武将义经装扮僧侣险过关隘的
《踩虎尾的男人》；德川幕府时代
后期医生生活的《红胡子》；战国
时代忠心武将保护公主历经艰难
险阻的《战国英豪》；战国时代一
个国主用替身迷惑敌人的《影子
武士》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直接描写
武士的《七武士》：七武士受聘保护村民
免遭土匪抢劫，以及《用心棒》和《椿三十
郎》。改编自莎士比亚《麦克白》《李尔王》
的《蜘蛛巢城》《乱》，也把故事置于日本
的历史背景中。黑泽明的历史剧，场面宏
大、气势磅礴，又直指人的内心，具有极
大的震颤力。
现代题材的电影，同样令人叹为观

止：《我对青春无悔》反映的是女主角在

战争期间的种种遭遇；《美好星期天》表
现战后生活的艰难；《静静的决斗》讲述
医生感染病菌的故事；《酩酊天使》聚焦
黑社会混混和医生的关系；《丑闻》牵涉
杂志社诽谤和律师良心发现；《白痴》是
两女一男的情感纠葛；《生之欲》在生命

最后一刻寻找到活着的意义；
《在底层》《电车狂》展现最下层
民众的生存状态；《野犬》以年轻
警察枪支被偷、找回为情节结
构；《恶汉甜梦》讲复仇，《天国与
地狱》讲绑架；《梦》则是关于童
年、艺术、自然、战争、核辐射的
思考……林林总总、方方面面，
黑泽明以复眼看世界，每一幅现
实画卷，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色
彩和基调。

黑泽明的电影，故事很吸引
人，关键是剧本扎实。他的老师

山本曾告诫过他：如果想当导演，就得
先学着写剧本。黑泽明在自传《蛤蟆的
油》中谈及进入电影界时的考试：“那
时，我对剧本一窍不通。正在为难之际，
只见邻座的那人已经刷刷地写起来了。
我看了看他写的，好像得先规定故事发
生的地点，然后写故事。我按照他的写
法开始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
剧本的重视和身体力行是出了名的，在

实践中，还首创“编剧先行”法，以
及后来采用的“一枪定稿”法。“编
剧先行”，桥本忍说：黑泽明电影
常常是共同编剧，先由一人创作
第一稿乃至第二稿，定稿时，众人

各据其眼，进行同一场景的竞笔，从中取
舍选择，去芜存菁。“这样的剧本不仅少
有漏洞缺点，内容充实丰厚，笔调也颇为
新颖，犹如混声合唱一般。”“一枪定稿”，
就是直接聚集编剧集中进行讨论，从一
开始就进入定稿的创作。对电影“基础”
如此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电影精品的出
现，就有了保障，黑泽明和他的电影证明
了这一点，其他优秀的导演和电影同样
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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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时节，赴宝岛台湾旅游。在峰
秀谷翠的阿里山踏青赏樱后，又来到了基隆河畔的台
北市观光。当我们从高耸入云的 )&!大厦下来时，整座
城市已夜幕四合，华灯初上。台北友人李先生建议大家
到士林夜市吃晚饭，同时亦可领略一下夜市的繁华。

士林夜市在台湾被誉为最具人气
的旅游名片、最为平民的美食地标。无
论是春天到台南来赏花，还是冬季到台
北去看雨，人们都要到士林夜市来光顾
一番，感受华夏美食的风韵，领略南北佳
肴的风味，品尝民间烹饪的风情，体验舌
尖文化的风范。

步入夜市，只见鳞次栉比的各种食
档前，招牌醒目，霓虹闪烁，形成了一片
璀璨的火树银花，视觉效果十分漂亮华
丽而亲近可爱，荡漾着浓郁的民众性和
集市气。我们随着来自海内外的游客边
走边看，真有些目不暇接，从蚵仔煎、豪

大大鸡排、大饼包小饼到阿宗面线、青蛙下蛋、蒙古烤
肉，从甜不辣、小火锅、刀削面到豆花、苦茶、泡泡冰等，
仿佛进入了中华小吃的大观园，尽管我们早已饥肠辘
辘，但面对汇集了东西南北如此多的美食，可有些如篮
中观花，不知如何选择？
还是李先生有经验，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士林美

食谱：说先吃些汤水类的食品垫底，随之是开荤尝鲜，
然后是品味新奇，最后是甜点收官。对于此份美食食
谱，大家是全票通过。于是，李先生前面开道，带领着
我们来到了阿宗面线档。这可是家传面线，用全手工
拉出，汤是用柴鱼头熬
制。一碗阿宗面线端上，色
彩相当富丽，上浇有海鲜、
猪肉、香菇等交头，清香四
溢，料丰汤宽。尤其是面线
韧劲十足，清爽滑口，而汤
料的味道，更是令人口感
醇美。汤汤水水下肚后，每
个人的胃口似乎都打开
了。接着就直奔夜市最出名的士林大香肠处，尽管档前
是人头攒动，但我们还是耐心地等了一刻钟。该美味
外观色泽红润丰腴，是将大肠包小肠煎至金黄，然后
再中间切开夹入小香肠，吃在嘴内不仅嚼劲十足，而
且口味层次层层递进，很是酣畅，油然产生一种大口
吃肉的快感，用上海话来形容，就是“扎劲”。
在开荤尝鲜大香肠后，该是品味新奇了。李先生向

我们推荐了大饼包小饼，这在士林夜市的知名度也是
名列前茅的。该饼是在大张面皮中包入小油酥饼，分为
甜、咸两大类。甜的有豆沙、芋头、枣泥等，咸的有咖喱、
花生等，吃起来外面香脆而里面酥软，风味相当独特，
让人尝到了创意的美味。最后该是吃甜点了，大家慕名
来到了冰馆，吃名气很响的“青蛙下蛋”。正当大家疑惑
何谓“青蛙下蛋”之际，一碗碗的“青蛙下蛋”已热气腾腾
地上来了，原来就是粉圆加糖水再配上一些奶精，当粉
圆煮熟后，圆子当中会出现一个白点，形似蝌蚪。于是一
个富有童趣的名称“青蛙下蛋”由此而来。
吃了这几款美食，虽然大家望着一片灯火中的无

数食档感到意犹未尽，但无奈胃已撑满。我们就和李先
生续约，明年春暖花开时，再逛士林夜市。

春诗生趣
春 衫

! ! ! !春诗生趣，毕竟是美事，看
戴复古“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
山”开句是“世事真如梦，人生不
肯闲”，能闲下来看春水和夕阳
也是福也，“野渡无人舟自横！农
民已归去，归客已尽”，这种静
境，只有闲客才能体会到，夕阳

照山不是有诗秀山爱、夕阳吗！
忽忽构梦在夕阳的沐浴下，还有
王安石的“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

灯火话平生”，这样“草草和昏昏”
也是突出情境，不能是豪饮，觥筹
交错，而是在“昏”中才能扯出了
平生往事，放开心怀，王在政体上
是拗相公，可作诗充满了人情
味，诗人作诗以情趣为首，无情
趣就白作了。

琴音清鸣忆故人
戴树红

! ! ! !正逢古琴成功申遗十周年，在越来越多
年轻人步入这清音世界，我却益发怀念起亦
师亦友的著名古琴演奏家、今虞琴社创始人
之一张子谦先生。近日每当清晨黄昏临窗抚
琴时，他教我弹琴的画面总会不由自主地浮
现，虽然他离开已有经年，但日常整理琴谱
或是转轴拨弦之时，都能从琴曲中越来越深
地感受到他的古琴表演艺术之精妙。

我的学生每到家里来学琴或是箫，都
会惊讶于我书房里挂满的古琴，按说笛子
专业的我和古琴是攀不上什么关联的，虽
然我早年得过一张“金乌”琴，但因我不会
弹琴恐辜负这古物，多年来也是先后寄放
于老师刘景韶先生、挚友林友仁先生处，他
们都是造诣不凡的古琴名家。就这样，我存
着这份对古琴的敬畏和向往，并不敢随意
染指这古老艺术，直到我成为张子谦的“御
用搭档”。

琴箫合奏是很常见的演奏方式，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因机缘巧合我有幸为张子谦先
生的古琴表演伴奏，以箫音配合琴声演绎古
曲。当时，我常因录音模糊不清、不能精准记
下曲谱而烦恼，林友仁老师指点我说那些因
素古琴减字谱里都有。为能精准掌握琴曲更

默契同张子谦先生作琴、箫合奏，我便决定
自学减字谱，查阅了包括 !"*)年张子谦和
查阜西、沈草农合著《古琴初阶》在内的琴学
理论书籍和资料。

减字谱是十分科学的演奏谱，但要看懂
减字谱也不那么容易，多得林友仁先生的点
拨，一通俱通才渐入佳境。在我自己记下张
子谦先生的谱，和他合作了一曲《潇湘水云》

后，他非常惊喜，于是才有了我们之后长达
数十年的合作。
张子谦先生是早就得知我有张名“金乌”

的老琴的，还记得拿琴请他赏鉴时他很欢喜，
断此琴“宋元不敢说，起码是明琴”。见我神色
略有犹豫，他指着墙上挂的一排琴说，“你若
不信，随意挑一张，便把你这‘金乌’留下。”在
他大手一挥的那排琴中，甚至有他挚爱的“惊
涛”。但即便有着赏琴鉴琴的故事，真的到我
开始学琴时，也已过不惑之年。

和琴家们相交久了，对古琴则更为向

往，闲时也常抚着“金乌”琴弦，又因学会了
减字谱，便不由自主跟着谱子开始按谱循
声，操弄起来。无奈笛子专业的我纵然手指
灵活，学琴却竟学得缓慢，仅《梅花三弄》中
的一句我就学了许久。好不容易练成这一
句，弹给张子谦先生听时，还是用慢镜头的
办法放慢了很多才略能展现曲调之韵味。对
我这个半路出家的“琴痴”，张子谦先生倒是
很予鼓励，听完那一句他便说：“不是说这个
话，你倒是能弹弹琴呢！”有他的肯定，才有
后来我坚定地学琴习琴之心。

跟张子谦先生学琴十多年，他始终以亦
师亦友的身份待我，从不好为人师，来信甚
至竟客气地总是称我为“树红兄”，这种古琴
大家的谦和胸怀，是多么值得敬仰和效法
啊！见到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归古琴这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势头，我也常感慨，若他
健在，看到古琴申遗十周年的盛景，必然也
是欢愉的。真心希望，流传千年的古琴能在
当代获得更多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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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振奋的新气象
陈以鸿

! ! ! !前阵子读报纸时，顿觉眼前一亮，一片清新之气
扑面而来：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汉字新词语稳
稳地取代了相应的外文字母词。这真是令人振奋的新
气象，也是众多读者盼望已久的好事情。

中国人写文章
给中国人看，中国人
讲话给中国人听，应
该用纯正的汉字汉
语，这本是理所当然
的事。可是长期以来，随着世界文化的进展，不断有外
文新词不经翻译直接照搬进中文结构中。如果说有些
词一时还没有统一的中文译名，不得已用外文权代，
这倒是情有可原；可是很多外文词早已有了规范的汉
字译名，却摒弃不用，那实在说不过去。如今看到了迷
途知返的好现象，怎不教人欢呼雀跃！另外据报载，
近日科学家正在热烈讨论一个使用频繁的与空气质
量有关的新名词，要把它的中文名称确定下来，这又
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前辈翻译家严复说过：“一名
之立，旬月踟蹰。”可见译名的确定并不是轻而易举
的。相信翻译界群策群力，充分发挥伟大汉字的优势
和潜能，必将创造出日新月异的成果，推动文化事业
向前迈进，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 ! ! !说到古琴#人们自然

而然联想到弹奏# 其实#

吟唱琴歌也是古琴艺术

的一部分$ 明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