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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网络时代的对话
□沈 栖

人类社会学告诉我们： 人具

有两个属性：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

性。 后者最为显著的徽识便是人

际交往， 与外界沟通， 以彰显出

自身的人生价值。 英国著名管理

学家 L·威尔德视之为“有机生

命的奇特光彩”， 对此， 他有句

经典名言： “人际沟通始于倾

听， 终于对话。”

如果说， 倾听是一切沟通的

逻辑前提， 那么， 对话则是人际

交往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 倾听

意味着谦恭好学和尊重他人， 那

么， 对话是其必然后续和提升。

因为在沟通时总会提出不少问

题， 对方希望有回应、 有答疑、

有互动， 仅有倾听而无对话， 沟

通将停留在浅表层面， 交往将无

法有效完成。 对话具有交流性，

其意义在于说话人将自己的想法

告知他人和将自己的意图表述出

来以影响他人。 毋庸置疑， 虽说

默认、 暗示、 微笑等等也可以作

为对话的一种途径， 起着辅助作

用， 特别是手势， 作为一个器

官， 手与人有着很强的行为构成

关系， 但是， 语言交流则是对话的

重要载体。

轴心文明在最初的时候， 都是

以对话的形式出现， 如柏拉图的

《理想国》 和我国的 《论语》 《传

习录》。 人际交往时的对话首先需

要注意的不是他说出了什么道理，

而在于他如何说理， 换言之， 其说

理的逻辑、 风度高于说理本身。 对

话是一种双向行为， 兼顾信息发送

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 因此

必须遵守真实原则， 平等对待， 必

须允许、 鼓励对方发问， 以释放一

种理解、 尊重的善意， 让双方变得

温和而有理性。 胡适曾经激赏雷震

谈“对话的态度” 所强调的 10 个

字： “对人无成见， 对事有是非”。

对话亟需双方的知识、 智慧和

真诚。 捷克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维

尔因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

为“捷克革命的灵魂”， 他注重对

话， 并提出了 《对话守则》， 即：

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 而非斗

争； 不做人身攻击； 保持主题； 辩

论时要用证据； 不要坚持错误不

改； 分清对话与只对自己讲话的区

别； 尽量理解对方。

现如今处于网络时代， 这些

《对话守则》 显得更为必要。 网络

里的辩论及新闻跟帖， 是当下观察

人际对话多元、 频繁的好地方。 其

结果却令人沮丧： 或人身攻击， 或

地域歧视， 或人格抹黑， 几乎沦为

“公地悲剧”， 充满了暴戾、 仇恨，

似乎没有耐心倾听， 更没有诚意对

答。 微博是大家的平台， 在这里有

话好好说： 可以不同意， 但不要谩

骂， 不要居高临下， 不要自以为

是， 不要使用轻蔑的语言表达过于

强烈的情绪， 不搞道德审判扣帽

子。 “有话好好说” 似是人际交往

“礼仪” 的表征。 美国著名演员理

查德·德雷福斯说得极是： “礼仪

不是不说负面的或不好听的话， 不

是不作批评分析。 礼仪是我们分享

政治讨论这一自由领地的方式。 如

果我们说话叫喊、 吼叫， 或被打

断、 被教训， 那就是非礼仪。” 礼

仪不在于“不说什么”， 而在于

“怎么说”， 或者更准确地说， 在于

“不怎么说”。 ———这在网络时代显

得尤为重要。

■名家茶座

寻访大师之旅
□魏福春

鲁迅故里是去过的， 10 多

年前， 其时在咸亨酒店用罢中

餐， 坐着三轮车过去的。 这次随

上海市作协小说影视组一众作家

“寻访大师之旅”， 第一站便是鲁

迅故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 再一次感受先生当年的生

活情境， 心虔志诚……
鲁迅故里位于浙江省绍兴市

越城区鲁迅中路上， 是鲁迅诞生

和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故土。 鲁

迅故里有周家老台门———建于清

乾隆年间 （1711年—1799 年），

是鲁迅祖辈世居之地。 它坐北朝

南， 青瓦粉墙， 砖木结构， 由门

厅、 大厅、 香火堂、 座楼等组

成， 是绍兴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

台门建筑之一； 鲁迅故居———始

建于清嘉庆年间 （1796 年—

1820 年）， 连后园即百草园在内

占地 4000平方米。 1881年 9 月

25 日， 鲁迅出生在这里， 并在

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 我已经

知道了“百草园”， 那是我躲在

阁楼上翻看到的 《朝花夕拾》。

阁楼上有父亲藏着的一包包书刊

杂志， 我时常偷偷打开。 《朝花

夕拾》 里面有一篇文章， 即为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 光滑

的石井栏， 高大的皂荚树， 紫红

的桑椹； 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

长吟， 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轻捷的叫天子 （云雀） 忽然从草

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单是周围

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 就有无限

趣味……” “长的草里是不去

的， 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

的赤练蛇……”

有好几个夜晚， 我梦到过赤

练蛇……

到达鲁迅故里， 已近下午一

点， 想不到这寻常日子， 依然熙

来攘往，人流如织。我没有跟随大

部队按部就班依次游览， 而是直

奔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

有一些野草； 但那时却是我的乐

园。 ”百草园早已不因“园子大而

显得有些荒凉”，一大片郁郁葱葱

生机勃勃的“草”，吸引着一批又

一批游客。 我沿着“短短的泥墙

根” 寻寻觅觅， 耳边仿佛响起了

“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

里扶琴。” 断砖是找不到的了，

也就不会见到蜈蚣……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游客

摩肩接踵， 川流不息， 不时有声

音传来：“看见了吗？ ”“桌子上真

刻着一个‘早’耶！ ”“早”字有来

历， 相传有一天， 鲁迅上学迟到

了，受到塾师的责备，他用小刀刻

下了这个方方正正的“早”， 以

此来督促、 提醒自己不要迟到。

我情不自禁地踮起脚尖， 隔

着窗棂寻找， 可惜不知是角度还

是光线原因， 没能看个清清楚

楚……

三味书屋保管得十分完善：

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 第三间

是书房， 中间挂着一块匾： 三味

书屋， 为清朝著名书法家梁同书

所题； 匾下面是一幅画， 画上一

只肥硕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 鲁

迅 12 岁开始来这里读书， 前后

长达约五年的时间。

小园子自然去了， “三味书

屋后面也有一个园， 虽然小， 但

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

花， 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 最

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 静悄

悄地没有声音。” 这个园， 已成为

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全国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不知不觉跟上了同游的几位作

家， 原来已到了出口处。 出得门来

有卖茴香豆， 店旁有一块标牌———

孔乙己吃茴香豆。 孔乙己当年在此

吃茴香豆？不觉莞尔。“温两碗酒，要

一碟茴香豆……”“……回字有四样

写法，你知道么？ ”心里突然有一种

买上一袋茴香豆的冲动……

前面是一座小桥， 桥下方有个

游船码头， 码头上停泊着几条小

船。 游人业已排起了长队， 等候着

登上这种用脚“躅” 的乌蓬船。

“我们的船向前走， 两岸的青

山在黄昏中， 都装成了深黛颜色，

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我眼前依稀

闪现 《故乡》 的情景。 “老屋离我

愈远了； 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

了我……”

鲁迅先生是从这里上船的吗？

不由迫不及待， 跃跃欲试……

■余墨谈屑

孔子也“小资”
□王俊良

曾点与曾参是父子， 也是同

学。

儿子曾参， 是学霸， 位居孔门

“四配”； 父亲曾点， 勉强进了“七

十二贤” 榜单。 孔子喜欢曾参的踏

实， 更激赏曾点的“小资” 志向。

当然， 孔子不可能知道， 曾点

的理想， 契合了今天以追求物质和

精神充盈的“小资” 品味。 只是觉

得， 在以当官和发财为理想的乱

世， 曾点向往现世安稳， 生活富足

的小资志向， 实在令人向往。

那天， 是什么原因， 引发孔子

让大家谈志向， 已不可考。 只记得

曾点与冉有、 子路， 还有公西华，

陪老师孔子闲坐。 从孔子要求大家

打消顾虑， 尽可畅所欲言， 以及其

引导和鼓励的语气分析， 应该是在

这之前， 大家有过向老师咨询就业

方向的诉求。

尚武性直的子路， 没等老师说

完， 就紧接话茬， 说出压在心底的

志向。 凭自己的能力， 用三年时

间， 把一个有着内忧外患的“千乘

之国” 治理好。 原文是这样的：

“千乘之国， 摄乎大国之间， 加之

以师旅， 因之以饥馑， 由也为之，

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

这里， 需要普及一个常识，

“千乘之国”， 就是拥有千辆兵车的

国家。 乘， 音 shèng， 春秋战国

时军队使用兵车， 每辆车用四匹马

拉， 车上有身着盔甲的士兵三人，

车下跟随步兵七十二人， 后勤人员

二十五人。 “一乘” 实指一百人的

兵力， 并非单指四匹马拉的一挂

车。 拥有一千辆兵车， 应是军事实

力非常雄厚的诸侯国。

由此看来， 子路想当官， 治理

一域的志向很是急切。 孔子听子路

说完， 不像当今电视脱口秀专家，

云山雾罩地一通胡乱点评。 而是微

微一笑， 把头转向冉有， 问 ：

“求， 尔何如”？ 要不说孔子是高人

呢，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 褒贬不

着一字， 一切尽在不言中。

被点名回答问题的冉有， 对未

来早有规划。 冉有大概察觉到， 老

师脸上掠过的一丝不快。 尽量将自

己的志向， 剔除宏大叙事， 往实里

做， 往细里做。 具体说来，就是“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 如其礼乐， 以俟君子”。

冉有将志向， 留一个光明尾巴：

“如其礼乐， 以俟君子”！ 话不说尽，

事不做绝。 从字面上理解， 冉有的志

向， 未出子路之囿。 差距只是国之地

域大小， 连时间都一样， 限定在三

年！ 可见， 平日里子路、 冉有二人，

没少在一起畅谈志向。 不动声色的孔

子， 对冉有之志仍不置一词， 直接问

公西华， “赤， 尔何如”？

被孔子誉为“束带立于朝， 可与

宾客言也” 的公西华， 果然不负孔子

所期， 不紧不慢地说， 我不敢说我的

志向， 能超越前面的两位师兄。 但我

更愿意在外交礼仪方面着力。 原文是

这样的：“非曰能之， 愿学焉， 宗庙之

事，如会同， 端章甫， 愿为小相焉”。

一直在一边弹琴的曾点， 在看似

无意中， 将三位师弟的志向铭记于

心。 他明白， 老师最后问自己之志，

意在有一个不一样的回答。 所以， 当

老师“点， 尔何如” 话音刚落， 曾点

卖关子说“异乎三子者之撰”！ 孔子

的胃口果然被吊起来， 说“何伤乎？

亦各言其志也”！

曾点说， 我的志向就是“莫春

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

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

翻译成现代文， 就是到了春天将尽的

时候， 穿上春天的衣服， 与五六位成

年人， 六七个少年， 一起到沂河去洗

完澡， 在舞雩台上迎风起舞， 然后，

唱着歌回家。

这也叫志向吗？ 要知道， 孔子与

弟子谈志向的年代， 是我国历史上的

一个大分裂时期。 诸侯国之间群雄争

霸。 霸主之争， 实则天下大乱。 在这

样背景下， 曾点盼望社会安定、 经济

繁荣、 生活恬静的小资志向， 恰好与

孔子“天下归仁焉” 理想不谋而合。

尽管， 有过困厄陈蔡， 一路凄惶

遭际的孔子， 有“邦无道， 则愚” 的

揶揄， 发过“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

的牢骚， 但在路线和方向问题上， 孔

子并不糊涂。 因为， 孔子的内心也藏

着“小资”。

■八面来风

并非闲话
□胡婉青

有一次在路上偶遇某国有控股公司老

总， 他坦诚的告诉我， 如今应酬宴请都放

到公司的小餐厅了……

这位国企老总提及的公司小餐厅其实

就是纪检部门再三曝光的“一桌菜”。 提

到“一桌菜” 如今可谓“风光无限”。 笔

者有位从事物流的商界朋友， 此公在商场

左右逢源， 经商之余， 还擅长建言献策，

因为是商界名流， 所以成了政协委员。 由

于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 平日里和政府官

员多有交集。 一来二去， 不仅混的脸熟，

而且和一些有身份的官员、 国企老总私谊

俱增。 既然彼此是好朋友了， 那么， 彼此

也就敞开心扉， 成了可以说说“心里话”

的“兄弟” 了！ 这位有着政协委员光环的

“红顶商人”， 自从和“有地位” 的“兄

弟” 成为“兄弟”， 凭借“兄弟” 的“关

照” 拿到令人垂涎的项目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 公司业绩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呢！ 当然罗， 这位“红顶商人” 是懂得

“知恩图报” 的道理的， 利用公司辟有一

间可以舞文弄墨的书画室， 隔三差五请

“兄弟们” 到此留下墨宝，泼墨之余总要尽

尽地主之谊吧。为让这帮“兄弟”吃得安心，

“红顶商人”特意在公司一隅设了二三间雅

致的包房，还特地从一些大饭店“挖”来大

厨主理。 这些身怀绝技的大厨没事的时候

就在公司宿舍待命。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

拓展， 几个包房几乎天天爆满， 不起眼的

公司小餐厅满是浓郁的烟火气……

公款吃喝随着“八条禁令” 的颁布及

反腐倡廉机制的进一步夯实日趋敛迹， 公

款宴请少了滋生的土壤， 但私底下私企老

板的“组局” 却是“春意盎然， 别有洞

天” ———宴请， 从知名大饭店到后来的高

端会所到如今的公司小餐厅， 宴请场所的

“升级换代”， 万变不离其宗———从领导的

安危考虑， 既要吃的舒心， 又要吃的安

心！

小餐厅爆棚的“烟火气” 注定反腐倡

廉是一个艰巨而又漫长的“长征”。 正如

总书记谆谆告诫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 奢靡之风不时抬头， 隐形变

异行为潜滋暗长”。 因此， 它是一个不容

片刻懈怠的系统工程。 它需要我们时刻因

形势的变化， 不断调整反腐倡廉的斗争策

略； 时刻像“啄木鸟” 那样， 不断清除滋

生在肌体内的腐肉， 只有这样， 我们党才

能永葆健康的肌体， 才能跳出民主人士黄

炎培先生当年所说的“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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