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联的论坛
沈国明

! ! ! !青联的活动向来丰富多
彩，很吸引人的。记得当年很多
次活动都有一个板块，那就是
“委员论坛”。所谓论坛不拘形
式，或在活动开始时，或在活
动中间，偶有留作压场戏的。
一般说来，秘书处安排的坛
主，并不刻意准备，但所言内
容很有思想，信息量也很大，
让人感到有收获，受启发。印
象中，坛主都很有能耐，有“几
把刷子”。

有一次，主持人让黄奇帆
委员上去讲讲经济形势，大家
思忖，他也许会讲他管的工业
那摊事，孰料他从股份制改革
的宏观大势开讲，不一会儿，便
转入对股票知识的普及。那时，
企业搞股份制并不为社会广泛
认同，第一支股票问世不久，很
多人对股票一无所知，可他似
乎深谙其中奥妙，说得深入浅

出，对股票在企业改革中的作
用、功能做了充分阐释，对股票
的走向做了预测。最后还幽默地
动员大家可以到股市尝试一
下，说不定能发点小财。他对新事
物的敏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当年的上海，打电话难，一
个上午拨不通一个电话
是常事；装电话也难，登
记后一年半载也未必能
装上，因为没有线路资
源。论坛主持人安排来
自电话局的张健委员给大家讲
上海电信落后的状况，并告诉
大家，按照当时的发展速度，
上海要达到香港的电话门数需
要 !" 年，那真是令人震惊的
差距。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
面，改革迫在眉睫。张健侃侃
而谈，给大家描述了改革的措
施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消除了
大家对收取初装费等一些改革

措施的困惑，并且对未来抱有
信心。事实上就像当初所说的
那样，上海电信很快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

上世纪 #"年代初，上海的
公交也陷入困境，坐车难，行车
慢，财政补贴负担越来越重，酝

酿中的改革措施广受诟病，特
别是取消月票，令很多人不满。
对这些问题怎么看，来自公交公
司的洪浩委员上台一番介绍、
分析，令不少人渐渐理解了改
革的思路，看到了化解矛盾的
出路。

青联委员在改革开放大潮
中很少落伍，而且不少成为改
革的弄潮儿，引领时代风气，

这与他们对改革大势有相对清
醒的认识有关，而这个论坛在
发布信息、交流思想方面功不
可没。

这时，不能不提到论坛的
主办者。杨德林身为青联秘书
长，热衷于为大家服务，每次活

动都精心策划，细致安
排。我所在的社科院也
承办过青联的活动，事
前，杨德林要来踏勘场
地，落实每个细节。青联

的很多活动都由他主持，他多
才多艺，满腹经纶，出口成
章，是主持活动的绝佳人选，
每次都把现场气氛营造得恰到
好处。我们在台下多次议论，
让他和叶惠贤搭档一把，一定
很有看头。别看他台上中气十
足，活蹦乱跳，可到曲终人散
时，多半气力用尽，疲惫不堪，
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各项收尾

的事做完才最后离开。他的前
任、后任大致上也是这样的作
风。有他们这样投入的筹办，可
以说，凡是青联的活动都很出
彩，这是青联具有凝聚力、号召
力的很重要因素。

青联的工作人员换了一茬
又一茬，却也有以青联工作为
终身职业的。我近 $%年没参加
青联的活动了，有一次，青联老
委员聚会，见到王晓农，一问，她
竟还在青联工作，她有能力，也
有很好的相容性，到别处工作
也会很受欢迎，委员中可以帮
她介绍所谓好工作的人有的
是，可她就选择坚持做这一行。
这种定力，助推青联可持续发
展，也是青联具有吸引力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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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奇石的收藏，原本
是古代文人之雅趣，好置
于庭园、书房。特别是用于
配合亭台轩榭布局，假山
池沼堆叠，峰峦盆景制作。
所以前人所谓“四
大名石”常指的是
安徽灵璧的灵璧
石、广东英德的英
石、江苏宜兴太湖
边的太湖石、江苏
昆山的昆石（也有
认为广东潮州的黄
蜡石）。
这都是从园林

石作用的角度而
言。讲究的是因林
施艺、取势造型、优
质布局、因色取巧。

因此古代文人
雅士之爱石，却不
说收藏而谓之玩石、赏石。
虽有北宋米南宫拜石的趣
话，但明书画家文徵明之
曾孙文震亨还是将此四种
玩石载于《长物志》，属于
私人把玩的身外“长物”而
已。这一点连收集最为齐
全、记录为之最早的明代
林有麟所著《素园石谱》
中，对配图所录的 &%'方
珍奇异石，作者也只把它认
定为“小巧足供娱玩”者。
对于石头的收藏主要

是近年随“收藏热”而起的
“石头热”。收藏的石头早
已不再局限于上述四种，
凡是石头，只讲究一个
“奇”字，各色奇形怪状的
东西，皆在收藏之列。不过
以笔者有限的经历与见闻
看，对奇石的收藏，除产
地、质地以外，不外乎以下
四类：画面石、彩石、型塑
石、文字石：即石头上的画
面神似某一世间之物；色
彩绚丽斑驳陆离；造型具
象某一物品；石上文字形
状逼真的。
不过要从随处可见的

千姿百态、不可胜数的普
通石头中去发现这些，必
须具备对石头的一种
真挚情怀与似醉似痴的
执着，从而达成一种人与
石的默契，感受到奇石无
言最可人，就可石不能言
尔代言。
这个时候你对奇石的

收藏就成为一种发现艺
术。四川泸州奇石爱好者
姜勇就收藏有一方画面

石，当初有人从捡拾者那
里以十元钱购得，配上底
座，竖着放朦胧间显出两
匹马的样子，也有几许观
赏价值。但他恰与此石心

有灵犀，发现了画
面中别人所未见
……于是用 &!%元
买下此石，一经横
置，立即：一匹动感
强烈的奔马四蹄生
风，跃然于石上，其
风格和表现手法彰
显徐悲鸿的神韵。
此石后经中央电视
台《走遍中国·一方
收藏》栏目报道，据
说价已飙升 &% 万
以上。

这不仅仅是一
竖一横不同放置这

么简单，对一个精美图案
的发现体现了爱石人对石
头的一种感悟在里面，同
时也需要一种文化艺术的
理解与讲解。
奇石的收藏是一种发

现艺术，不单局限于一石
一画面，它还可以
是某一石种集合的
整体，组合成同一
主题，化腐朽为神
奇，出奇制胜。山东
泰安的奇石收藏家赵光
星，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他
利用自己收藏的泰山石精
心挑选其中文字石、画面
石、型塑石先后组合成北

京奥运会、全国第十一届
全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不
同的主题，蔚为可观，得到
了奇石收藏界的首肯。赵

光星也从石的爱好
者成为收藏家，更
重要的是成为一
个石之代言的“石
语者”。
对奇石的收藏 (关键

还在于以石怡情、赏石养性。
古人曰：“花如解语还

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掘奇石的涵蕴，结合成
语编撰寓言故事，也可谓
“别出心裁”。萧山奇石收
藏爱好者周国庆先生就从
自己收藏的数千方石头
中，挑选出 &%)方，以《别
出心裁》为书名，用一帧石
头照片配一则成语寓言的
形式出版了一部奇石科普
成语寓言集，图文并茂，既
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又
对青少年有教育。这在石
的收藏中也是一种“言之
有理”的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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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今日宝岛的见与闻

丁法章

$$$台湾八日游掠影之五

! ! ! ! !月 "#日 %星期一&

阴有间断小雨

今天，我们一行基本
沿着太平洋西海岸临海公
路，由南向北游览，以观赏
海景为主。小萱向我们介
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离岸不远的
绿岛，在大晴天的时候隐约可见。大
陆游客对绿岛并不陌生，上世纪
)%年代，来自台湾的一支《绿岛小夜
曲》，曾经风靡一时，广为传唱，但对
歌曲的寓意未必都很清楚。原来在
蒋介石统治时期，这里是用来关押
持不同政见的所谓思想犯的地方。
据说，为了禁锢他们的思想，每天强
逼他们来回重复搬石头，使其身心
疲惫、万念俱灰，在精神上受到的摧
残可想而知。这首由这些所谓思想
犯创作的歌曲，含蓄而委婉地表达
了他们内心的郁闷与纠结，倾吐了
思念亲人、渴望自由的情怀。
旋即，我们一行来到三仙台景

区参观。三仙台位于台东县成功镇
北方 !公里处，是离岸小岛和珊瑚
礁海岸构成的独特景观区。小岛面
积约 *公顷，岛上耸立着三座小山
峰，相传古时候我国铁拐李、吕洞
宾、何仙姑曾登临此岛休憩过，故名

三仙台。这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
国领土的又一佐证。在台东县向北
+#,!公里处，我们下车参观了北回
归线标志塔，并一一在这有纪念意
义的热带与副热带的交界处留影。
随着座车逐步驶离北回归线，大自
然逐渐给我们展现出不一
样的景像。由于气候渐趋温
和、湿润，热带作物逐步减
少，而代之以繁茂稠密的树
木、连绵起伏的群山，加上
濒临碧波滚滚的海洋，呈现出一幅
天然构成的青山绿水图，并以石奇
坪的景观为亮点。步入石奇坪景区，
我们争先恐后地向突入大海的岛礁
赶去，观赏那惊涛拍岸的壮观气势，
并在山水相连的背景前，摆出千姿
百态，留下美的瞬间。
午餐后北行近 '小时，我们游

览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太鲁
阁公园。它位于台湾中横公路的东
段，地跨花莲县、台中县、南投县三

个行政区。景区呈狭长
地形，两侧千山万壑、悬
崖峭壁，特别是进入燕
子口大峡谷后，只有仰
首 #%度方能看到山顶；
俯看则是万丈深渊，令

人胆颤心惊、头昏目眩。游览时，我
们都头戴钢盔，排成单人队伍，一步
一步地徐徐缓行，生怕被山上飞滚
而下的碎石击中。中橫公路全长
&#'公里，连接台湾中部东西两端，
是当年冒着极大风险、历尽千辛万

苦，用人工在崇山峻岭中开
凿而成的。日本侵略者统治
时期，他们在东端开通了一
小段就畏难却步，收兵回
营。据小萱透露，建成中横

公路，实现东西贯通，还是蒋经国
反复劝说父亲蒋介石拍的板，据传
其原因一是有经济开发价值，二是
万一解放军打过来，东部深山老林
中便于退守。
这次台湾环岛八日游，到今天

时间已过大半，从游程设计、导游讲
解、食宿安排到配套服务，同伴们都
反映良好。这都是近年来我国旅游
业蓬勃发展，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
所出现的必然结果。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法理缺陷
郝铁川

! ! ! !西方人在基督教文化的影
响下，认为只有上帝全知全能、
永远正确，不会犯错。除此之
外，任何人都因人类的祖先亚
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
了伊甸园智慧果而负有“原罪”，都会出错。中
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头上没
有一个高悬的上帝，认为人类中的“圣贤”犹
如西方人的上帝，先知先觉、事事无误，而圣
贤之外的其他人则后知后觉，甚或不知不觉，
从而不能免错。用国人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就
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一词语的积极

意义，是劝谕人们不要怕犯错误，而要努力知
错就改，能改就好。但在看到它的积极意义的
同时，也要看到它的时代缺陷，即：它设定了
一个错误的前提，或者说它提出了一个错误
的理念，那就是“圣贤”之人不会犯错。

认为“圣贤不会犯错”很容易带来“圣贤
崇拜”，妨碍我们对历史人物予以一分为二的
正确评价。例如，孔子长期被古人视为“圣
人”，他本人被神化，其学说不容置一疑。“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阻碍了真正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尊经、读经而形成的

经学思维方式压抑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认为“圣贤不会犯错”很容易导致“权力

崇拜”，干扰权力必要制约体制机制的建立和
运行。古人所言的“圣人”大体有四类，一是诸
如尧、舜、禹、汤那样的“先王”；二是虽未成
王、但堪比圣王的“素王”孔子；三是没有特
指，而是憧憬勾勒的品行高尚的理论
上的圣人；四是当朝帝王。古代思想
家除极少数人能够以“圣人”理想化
的标准来批评时任帝王的胡作非为
之外，多数思想家都有意无意把时任
帝王“圣人化”。所以，当代学者刘泽华先生
说：“王、圣同体两千年”，即：圣人与现实的帝
王合为一体。例如：
帝王的尊称为“圣上”、“圣皇”、“圣王”、

“圣明”、“圣仪”、“圣驾”、“圣主”、“圣帝”等。
帝王的命令称为“圣旨”、“圣令”、“圣

谕”、“圣策”、“圣诏”、“圣训”、“圣敕”、“圣
诲”等。

帝王的决断称为“圣裁”、
“圣断”、“圣决”等。

帝王的感官与智力都以
圣来形容，如“圣览”、“圣听”、
“圣问”、“圣聪”、“圣谋”、“圣

虑”、“圣意”、“圣猷”、“圣略”、“圣思”、“圣
心”、“圣鉴”等。

“圣人”不会犯错观念与法治理念是格
格不入的。法治理念认为，任何人如果没有
一定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作保
证，都难保不会出错、犯罪，制定惩罚性的

法律规范就是以假定人可能会犯罪
的前提条件出发的，法律约束所有
人的行为，而重点是约束掌握公权
的人，因为后者违法行为的影响面
要比前者广、危害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存疑待考：多数论者
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出自《左传·宣公
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但《左传》这里所言明明是“人谁无过”，而非
后来流行的“人非圣贤”。究竟何时、经何人之
手，“人谁无过”变成了“人非圣贤”？这一变非
同小可，把圣人变成了全知全能、永远正确
的人间“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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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楼下住着一对普通
的退休工人。前不久，两
位老人跟随旅游团游玩
了一趟韩国，成为小区里
热议的对象。

虽然和两位老人没有过多地交往，
但我发现，他们为人随和，谦逊，平易近
人。常常手挽着手地出门散步，一副举案
齐眉恩恩爱爱的模样，甚是惹人生羡。
有一次，在小区的花园里，和两位老

人相遇，终是没忍住，我顺便和他们聊了
几句。我发现，两位老人开朗，乐观，对任
何事情都看得很淡。谈到他们前不久的
出国游，老伯开口道，现在年纪大了，也
没有什么事情可操心。目前最重要的任
务是将自己的身体养好，不给儿女们添
麻烦。老伯还说，他和老伴的处世哲学就是随心所欲地
过日子，这样既轻松又顺心。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会让
他们感觉越活越年轻。
我一下子被老伯的话所感染。我觉得，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自己觉得值就义无反顾地去做。
再仔细想想，人生就像一枚饺子，岁月是皮，经历是馅，
甜酸苦辣皆为滋味。当每一样的滋味都尝过后，你的心
情也像得到了淬火，感到万分坦然和舒心了。

曾读到过这样一段
话：“人生在世，短短几十
年，但求安居乐业，追求随
心所欲的生活。做所想之
事，见所想之人，说所想之
话。总结起来，就是用随心
所欲的态度，过随遇而安
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才过
得踏实和开心。”说得真好！
生活本就没有固定的

模式，就像天空上漂浮的
白云，没有固定的形状、没
有固定的位置一样。生活
也不应该“一定是这样，一
定不是那样”的框架束缚。
不如淡然放下，给自己的
心灵放一个假，用轻松的
心态去工作和生活。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书法 陈文禄

一只台灯
成莫愁

! ! ! !刘海粟最小的女儿刘
蟾，小时候胆子很小，对父
亲十分敬畏。刘海粟 +*岁
在南京中风半身瘫痪，在

书房里读画时 &%岁的刘蟾不敢贸然进去。有一次她用
手触摸画面，刘海粟十分心痛并告诉她人与画必须保
持距离，否则会损伤到画作。“文革”时，全家离开法
式洋房被赶到瑞金二路一间黑暗、潮湿的小房间。有一
学生见老师遭难，在旧货摊上买了一只 -支光的台灯
送先生。自从有了台灯，刘蟾见父亲经常在昏暗灯光下
写字作画，但她不敢当着父亲的面学画。父亲告诉她：
“百万家财可以一夜被夺去，但有一技之长是任何人夺
不走的。”父亲叫她学画松树，练大胆，做强者。一番话，
让刘蟾觉得台灯一下子明亮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