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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民

“君子远庖厨”，孟子这个流传两千多
年的观点恐怕要被彻底颠覆了。近日教育
部出台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要求中小学
生都要学煮饭，而他们可都是正被培养的
未来君子。由此可见，“君子近庖厨”将成为
大势所趋。

方案规定很具体：小学三四年级要学
会做凉拌菜、拼盘，学会蒸、煮的方法，如加热
馒头、包子，煮鸡蛋、水饺等；五六年级要学会
做几道家常菜，如西红柿炒鸡蛋、煎鸡蛋、炖
骨头汤等，还要会设计一顿营养食谱。这个标
准，恐怕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都达不到。
新冠疫情严重时，有些白领君子在家办公。因
平时不会做饭，天天吃外卖，吃饭店，吃大排
档，结果连煮饺子、下面条、煎鸡蛋都不会，可
吃了不少苦头。当然也逼着他们学习做饭，疫
情过去后说不定会厨艺大涨。

君子近庖厨，其实早就是很多君子的
亲身实践。政治家里近庖厨的人就不少。被
人们誉为“铁女人”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
人，在办公室里八面威风，杀伐决断。但她
离开了首相府回到家里时，照样下厨房做
饭，有着很不错的厨艺。泰国前总理沙马·
顺达卫也是个烹饪高手。在当总理之前，他
就一直在电视台主持一个烹饪节目，节目
收视率很高，非常火爆。即使当选总理后，
他也没舍得放弃这个兼职。

文人里近庖厨更多。中国最会做饭的
文人，古代有苏东坡、袁枚、张岱、金圣叹、李
渔等，不仅能实操，而且还有研究著作。近代
有梁实秋、王世襄、林斤澜、汪曾祺等，其中林
斤澜的敲鱼在文人圈里很负盛名，汪曾祺的
干贝烧小萝卜、拌干丝、塞肉回锅油条都很厉
害。他们不仅诗文一流，做菜也是一流。

明星里也有不少近庖厨的。原央视著
名主持赵忠祥的炸酱面就是一绝，一道家
常饭被他烹调得色香味俱佳。影视演员黄
磊因厨艺超群，被称为“黄小厨”，还上过央
视的美食节目来展示厨艺。谢霆锋演得好，
唱得好，厨艺也远近闻名，他亲自主厨的

《十二道锋味》，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是个
造诣颇深的家庭“煮夫”。

现在人们的择偶条件，有一条基本要

求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也就是说人长得
要体面，拿得出手，给自己长脸；还要会做饭，
善烹饪，是厨房里的大拿。若少了这一条，其
他条件再好，也不免要打折失色。

民以食为天。既含吃饭，也含做饭；既有
果腹之刚需，也有美食之享乐。君子近庖厨，
无疑有很多好处。可了解做饭辛苦，知道“一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因而增加节约意识，
可感恩厨子；学会做饭，服务家人，增进感情，

安享天伦之乐；可多掌握一门手艺，也多一条
就业门路；可在男婚女嫁中加分增重，占据优
势。退一步说，最低标准至少可以不饿肚子。

当然，孟子的“君子远庖厨”之论，还有远离
杀生现场之意，眼不见为净。其实那也很虚伪，
吃都吃了，还说什么悲悯之意，谁信呢？若真有
好生之德，不食荤腥不就完了。

想当君子吗？咱厨房里
见，先来一盘西红柿炒鸡蛋！

君子近庖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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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自认老而无用，很少与外界
联系。然而，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委会却把
我列入17位有突出贡献的80岁以上的杂
文家予以表彰。同道中人给予的这份温暖
令我感动。另外，杂文专委会让我谈谈是如
何走向杂文之路的。

把人生过往片断相连，可以清晰地看
到，早年经受极“左”影响，成年后看到的
一些不合理现象，改革开放后全民族的思
想大解放，竟为我铺就了一条杂文写作之
路。社会为我的杂文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
素材，良知催促我以杂文记录正在发生的
历史和人间痛痒，历经磨难后笑对世事的
态度给我的杂文镀上了幽默的色彩。我写
杂文有着冥冥之中的必然。一句话，我命该
写杂文。

人生磨难造就了我的杂文立场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是诗圣写
给诗仙的诗句，也是多少有风骨文人命运
多舛与创作艰辛的写照啊。二十世纪五十
代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一个农村少年从
求学之始，到后来的就业、写作，都印证着
这句诗。这个少年就是我。

1964年我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新乡
化学纤维厂，先后当过子弟学校教师、宣传
干事、供销员。学校出现了政治标语，造反
派头头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件要命的事
安到我学生的头上。我坚持认为这不像我
学生的字迹。造反派头头竟威胁要把我投
进牛棚。我顿时觉得自己已到了“反革命”
的边缘，天天惶恐不安。直到公安鉴定结果
出来，我说的没错，我才觉得自己可以继续
活下去。

极“左”思想给我们民族打下了深深的
烙印，也让我这个普通知识分子有了触及
灵魂的彻骨之痛。生活逼着我思考此痛的
根源。于是我拿起了笔。磨难，历经岁月的
沉淀，则变成了能让我在杂文写作时对比
现实、警示未来的一笔财富。

诙谐幽默成就了我的杂文风格

虚伪的人害怕生活的镜子，暴虐的人
打碎生活的镜子，笑对人生的人却能从生
活的哈哈镜中看到大写的真实。如果说读
书、教书使我囿于校园，社会接触面还不够
广泛的话，那么，当国营企业的供销员则让
我目睹了更多的荒诞。

供销员其实名不副实，应该是“催货
员”。也就是说，工作任务是催促供货方，抓
紧时间，把欠我们的计划内原材料尽快发

出，否则，就会耽误我们的正常生产。
我是十月份当上供销员的。已经到了

四季度，可是东北某林场迟迟不把计划内
的木材运来。一旦拖到来年元月份，这供应

“计划”就泡汤了，作废了。我十万火急地奔
赴东北，催讨木材。

我到了东北大城市哈尔滨，凭介绍信，
走进一家地方国营旅社。到房间掀开被子
一看，几只胖乎乎的虱子正在蠕动，顿时让
我感到要呕吐：“你们的旅社怎么会有这么
多虱子呢？”想不到服务员竟理直气壮地回
答：“哪家旅社能没有虱子！”

我又在这个省会城市找了四五家旅
社，希望彻底破灭，果然是“哪家旅社能没
有虱子”！走进房间，有时不用翻被子，枕头
下面就能看到胖乎乎的虱子……

在东北三个月，居然没有要来一片木
材。虽然三天两头坐小火车去林场找场长，
场长总是一句话，有木材，但火车站没车
皮，再等等……为啥没车皮？因为没造车皮
的计划。为了完成任务，一直等到了年底，
希望终于破灭，我们的计划终于作废。我空
手而归。

计划经济让国营工厂缺少原材料吃
不饱，又让吃大锅饭的国营旅社职工干
多干少一个样，却把虱子养得膘肥体壮！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发现社会上类似这
种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并非个例。
杂文家有以讽刺之笔揭示怪诞现象本质
的能力。生活要继续，社会要发展，在鞭
挞假恶丑时把快乐希望带给读者也是作
家的一项本领，杂文的幽默也可以让被
讽刺对象发抖，惭愧，无地自容。《悼猪》

《聪明的奶牛》这些历经三四十年还被人
们津津乐道的作品，就是我开发利用生
活幽默的尝试。

改革开放促成了我的杂文丰收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改
革开放新时代的来临，使我迎来了杂文写
作的春天。

1976 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

帮”，百废待兴。我所在的城市已经停办十
多年的《新乡晚报》，于 1982 年复刊。1984
年，我从新乡化学纤维厂调到了新乡晚报
社做副刊编辑。这时我已写了不少诗歌，其
中《守株待兔者的一个后裔》和《花圈里飞
出了幽灵》，还被收进《1919-1986 中国百家
讽刺诗选》。

《新乡晚报》分管副刊的领导告诉我，评
论是报纸的旗帜，杂文是副刊的灵魂。他要求
我的版面上每期必须有一篇杂文。《新乡晚
报》发行所覆盖的四区八县，当时常写杂文的
仅有三四位作者。杂文缺稿时，作为编辑的我
就操刀上阵。有基本的立场，有对幽默的发
现，写起杂文来我驾轻就熟。一时间，在新乡
范围内，找我请教杂文者，与我切磋杂文者，
能把办公室的门槛踏破。

这是一个全民思想大解放的时代。1988
年，《人民日报》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
杂文“风华杯”全国征文大奖赛。有位作者写
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Q真的阔了起来》。
其观点是阿Q这些浑身污点的人，阔起来以
后，肯定是吃喝嫖赌，败坏社会风气。应该让
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先富起来。

看了这篇作品，我有与这位作者截然不
同的观点。我认为“下海”的知识分子可以先
富起来，那许许多多听从党的号召，没文化
的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先富起来，他们可以
开饭店，办旅馆。比如阿 Q，他会舂米，他可
以凭着这一技之长，开个粮食加工厂，把社
会上的闲散人员，如王胡、小D等，安排到厂
里当工人，这也是好事啊。于是，我以虚拟的
律师身份，替阿 Q 写了一份《阿 Q 的诉讼
状》，把《阿Q真的阔了起来》的作者，“告上
了法庭”，要他为阿 Q 恢复名誉，并赔偿精
神损失费3000元。想不到拙作居然在《人民
日报》副刊头条位置发出，引起了全国杂文
界的争鸣。《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都在显
著位置予以转载，一时好不热闹。征文结束，
我“出彩”了，想不到草根的我，居然获了大
奖。15 年后，即 200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中华杂文百年精华》，把《阿Q的诉讼
状》收入该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工具

书《修辞通鉴》，也收有《阿Q的诉讼状》，把
它作为“移今式移时法”的唯一范例；吉林文
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杂文创作12讲》一
书，更是对《阿Q的诉讼状》好评有加，从它
的标题、开头、结尾、素材提炼、构思立意，以
及结构和创新，进行了全面阐述，说它是一
篇“打破陈规，独出心裁”的佳作。还有很多
杂文集，也都收有此文。

自《阿 Q 的诉讼状》问世后，四面八方
向我约稿的信，雪片似的飞来。20 年来，在
各种评奖中，我的作品获省级以上奖一百
多次，有新民晚报的林放杯杂文奖，江苏省
报纸副刊一等奖，河南省报纸副刊一等奖、
二等奖，全国报纸一等奖、二等奖等。《人民
日报》的杂文奖，前后共获 6 次（其中 4 次是
征文奖，2 次是金台奖）。《我想当亏损企业
的厂长》，获全国工人类报纸一等奖，中华
全国总工会又追加“五一奖”。1998 年 12 月
11 日，河南省杂文学会举办了郭振亚杂文
研讨会，我被誉为“杂文获奖专业户”。我的
创作经历，被收入《中国当代杂文家》《走向
杂文家》等书籍。

我的名字忝列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
中，这与我的《阿Q的诉讼状》等杂文，不能
说没有关系。所以，我要感谢阿Q先生，我要
感谢为杂文铸魂的鲁迅先生，我要感谢可以
真正让杂文家百家争鸣的时代。

现在，我已进入老年，并且多病，写作于
我已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古人谓立功立
德立言为“三不朽”，我的梦，就是要当好作
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言”。拙作，能有一
两篇经过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留存于世，也
就心满意足了。我关注时事，思考社会人生，
讴歌这个让杂文百花齐放的时代。我在梦里
有时还在对材料进行构思，生命不息，“杂文”
不止，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

（原载《北京杂文》2021年第三期 本报
有删节）

今生命该写杂文

一
沉溺黄粱美梦，人生押注侥幸。
拒绝苦干实干，饥寒促其清醒。

二
奋斗莫畏吃苦，别想一夜暴富。
得失转化守恒，幸福岂能靠赌？

马菁海 绘 杨光洲 文

终有所获

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男子石某
宇下班后在家加班，突发疾病倒地，经
抢救无效后死亡。对此，广州市荔湾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
工伤的决定。石某宇的妻子田某静不
服，提起诉讼。一审败诉后，田某静上
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判决：
应当视同工伤。

短评：石某宇虽然不是在工作单位
突发疾病死亡的，但是，病发时他在家中
加班，从事实上判断，他病发在工作时
间，当然应认定为工伤。二审法院特别强
调，因工作需要，职工下班后在家继续通
过微信处理工作的，同样应当包含在《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的“工作岗位”范畴。作为社保部门，在
认定工伤时，应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立法宗旨出发，保护劳动者在劳动中
应有的保险利益，而不能机械地仅仅把

“工作时间”理解为8小时以内，把“工作
岗位”理解为在用人单位。劳动者在履行
劳动合同，其劳动的时间就是工作时间，
其劳动的地点就是工作岗位之所在。疫
情之下，居家办公者增多。这一判例，不
仅对同类案子有借鉴意义，也让居家办
公者多了份安心。

据《北京晚报》报道，为了防控疫情，
在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附近上班的郭女
士按照公司要求居家办公。郭女士居家
办公半个月以来，工作量并没有减少，但
实际上到手的薪水却大打折扣。近日，公
司又通知三分之二的员工使用调休，或
者请年休假、事假。

短评：防疫，需要众志成城。员工按
照公司要求居家办公，已是对公司的体
谅与支持，是以行动与公司共渡难关，公
司若以此克扣员工应得的薪水，于情理
说不过去，《劳动法》也不能答应。至于在
疫情期间强制员工休假，也是一种侵权
行为。疫情把困难带给了每一个人、每一
家企业，战胜疫情，首先要凝聚人心。靠
克扣员工，抵消不了疫情带来的损失。团
结员工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克服疫情
不利影响，走向胜利的正道。疫情是暂时
的，终将会过去的。若企业以小算盘伤了
员工的心，背负的恶名却是永远的。

据新华社报道，近来，有些地方出现
了鼓吹“投资墓地”稳定盈利，实则非法
集资大的“忽悠”。新华社记者从安徽省
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警方破获一
起以“投资墓地”为幌子，骗取老年人“养
老钱”的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650余万
元，被骗老年人超过110人。

短评：非法集资的马甲太多了，多得
让人数不胜数，防不胜防。其实，这类马
甲虽然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你只要掌握
了这几个要点，便不难揭开骗子的画皮：
一是告诉你集资只赚不赔的，那一定是
骗子；二是让你把钱交给他，他只以人
格、交情或赌咒、发誓保证你的钱不会打
水漂，而无具体有法律效力刚性保证的，
那一定是骗子；三是有了高回报的投资
项目，他不倾尽全力投入却让你投入的，
那一定是骗子。还有最重要的一条，那就
是放平心态，不盼天上掉馅饼，但保不入
地上的陷阱。

近日，安徽芜湖一男子多次骑着大
白马在闹市区狂奔被举报。当他隔日再
次出现时被交警拦下。男子表示自己喜
欢骑马，家里有农场，就常带马出来遛遛
弯。警方已给予其警告处理。

短评：因为喜欢骑马，所以骑马在闹
市区狂奔；因为家里有农场，所以要到闹
市区遛马。这些理由不得不让人怀疑他
的脑袋被马踢过。不过，仔细想想，也不
能冤枉马，因为马不可能踢那么精准，把
他脑子中的法治意识全部踢出去，只给
他留下狂妄自大。有钱了就想任性？先问
问法律是否答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
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的自由。有再多的
钱也不能成为你妨害他人的正当理由。
你的任性不能触碰法律红线。否则，你将
被作为社会的害群之马被管束，套上法
律的缰绳！

北京某公司财务人员赵某，常常从
公司保险柜里窃取现金，每次1－2万元
不等。对此，公司老板一直以为是经营不
善造成的正常损耗。日前，公司安装了视
频监控。在查看视频监控时，无意中发现
了赵某的窃取行为。北京丰台警方将犯
罪嫌疑人赵某抓获。两年来，赵某陆续窃
取公司现金累计190余万元。

短评：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
记。一家规范的企业，其安全管理不能只
靠对人品的信任，要靠安全制度及制度
的落实，要靠先进可靠技术手段的运用。
赵某行窃被抓，当然是咎由自取。不过，
这家公司松弛的管理也是让贼惦记并能
频频得手的重要原因。篱笆扎得紧，野狗
钻不进。赶快查查企业的防盗措施，别给
贼留想头。辛辛苦苦经营赚点钱，被贼偷
了还被贼嘲笑愚蠢，这样的冤大头做得
太窝囊！

编者按：真正的杂文家是有逆风独立的风骨的。权势威压、庸俗诱惑、生活磨
难都难移其志。郭振亚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杂文大家。他不说昧心话、不做昧心事，捍
卫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做人原则，笑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化作一篇篇深刻幽默的杂
文作品，为同道中人树立了标杆。本报《群言堂》创办时，郭先生年事已高，但仍给予
关心支持。在郭先生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80岁以上的杂文家”之际，我们对他进行
了采访。现发表采访文章，以表敬意。

那年正月初三，行者去亲戚家走人户。
走人户是当地的俗语，实际上就是拜年。

过年走人户美其名曰：亲戚之间联络
感情，常来常往，越走越亲嘛。但真正落到
实处也就三件事，喝酒，吃肉，打牌。

那天中午摆了两桌，喝酒的坐一桌，
不喝酒的坐一桌。行者好酒，坐在了喝酒
那一桌。

行者喝酒的历史要追溯到 30 多年以
前。那时15岁，喝了一瓶盖白酒，第一次品
尝了酒的味道——辣辣的。再往后，行者走
出村庄走入社会，直到恋爱结婚，才对酒上
了瘾。上了瘾嘛，喝醉就成了常态。

有一次，一个朋友过生日，行者特别声

明要喝红酒，并且是大碗大碗的干。那次
行者喝了两瓶，自然是醉得不轻，醉了一
夜又一天。

话题回到“行者坐在了喝酒那一桌”。
一共八个人，一两八的酒杯，有纯白酒和泡
酒。刚开始喝时，八个人头脑清醒，都互相
谦让着、斯文着，小口小口地喝。两杯过后，
在酒精的麻醉下，八个人的脑壳都有点晕
晕乎了，一个个都现出了原形，露出了庐山
真面目，也不懂得谦让了，斯文也都摔在了
地下，一口半杯不过瘾，一口一杯才是硬道
理。结果那天是，八个人喝酒八个人翻——
醉得一塌糊涂。

近年来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有很

多大大小小的官员相继落马，梳理这些贪官
的腐败历程，与醉酒有很多相似之处。

凡为官者，多是从最底层起步，多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观点，视人民为父母，全心全意实践着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

但有些为官者，为官的日子久了，或是三
五年，或是八九年，抑或是十几、几十年，自以
为掌握了为官的秘诀，于是就变成了官场的
老油条，借着手中的权利，或贪钱，或弄色，或
钱色两手抓。贪权弄色一两次后，就上了瘾，
再贪再弄也就成了常态。其实这些为官者在
初遇钱色诱惑时，也是谦让的、斯文的，甚至
还是义正词严地拒绝，但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终于有那么一天，就下了水，就湿了鞋，就失
了为官者应有的公仆本色，然后就醉了，就罪
了。与那两杯酒过后，在酒精的麻醉下，把谦
让与斯文都抛到了爪哇国的好酒之徒是一个
样，醉得是一塌糊涂。

酒，小喝可怡情；大喝，或是吐了过后
睡一觉就没有什么事了，或是一醉再也
不会醒。但为官，腐败了，无论是大腐小
腐，把贪的吐出来后，都还是要受法律的
制裁的。

电影《酒神》里有一句台词：喝酒的最
高境界是不喝。同样，做官的最高境界是
不 贪 。酒 不 喝 就 不 会 醉 ，
官不贪就会多分平安。

醉酒与贪官 行者杂谭

陪 读
一

一个孩子读书，
父母都得陪读。
作业压力山大，
全家都被害苦。

二

昔孟母折断机杼，
教孩子学习道理。
今爹娘日夜相逼，
学生背山大压力。
育人宜循循善诱，
岂能靠看管严厉。
多启发主动自觉，
内因神也难代替。
于昌伟 绘 杨光洲 文

⦾聊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