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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诺达一二三呀诺达一二三
□陆春祥

和谐的田园 张继麟 摄

雇主与雇员雇主与雇员
□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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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是作家诗人、文人墨客摇笔杆时题署
的别名、化名。现代文坛曾大兴笔名之风，几
乎每位作家都有笔名，有的多达十几个、上百
个，如鲁迅，因而研究现代作家的笔名，已成
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现
代作家的逐渐远行，笔名的破译也越来越难。
诚如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所言：“发掘笔
名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笔名已成为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制约。因为许许多
多笔名已随着作家的缄口或离世而成为永久之
谜，换言之，不少作家的一部分极有价值的作
品很可能由于其笔名无法考定而散佚，这实在
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见董宁文编 《我的笔
名》） 幸亏上世纪一些有心人爬梳勾稽、通信
调研，发掘了大量现代文坛的笔名资料，得以
使我们还能从中获悉珍贵的笔名信息。其中最
重要的研究成果当数徐乃迺、钦鸿合编的《中
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年年版），此书我有一本，一直珍藏在书
柜。另据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出版
了一本朱宝梁编著的《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
名录》，惜未购得。徐乃迺、钦鸿是现代文学
史料学专家，上世纪 80 年代，他俩先后发出
4000多封信函，直接向健在作家或已故作家家
属调查笔名，并记录了数千张笔名资料卡片，
最后终于编写出皇皇 113万字、共收现代文坛
6000余人、笔名 （包括字、号等） 3万余个的

《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
笔名数量之多、笔名艺术之丰富多彩，已

成为镶嵌在现代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比较而
言，当代文坛的笔名风景却要单调得多。当代
作家一般很少使用笔名，即使使用，其笔名数
量也不多。笔者近因兴趣所至，在编写当代文
坛笔名与原名对照表的过程中，深感笔名艺术
似乎已离当代文坛而去。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作家，还爱使用笔名的话 （如柳青、杨
沫、魏巍、流沙河），那么进入八九十年代以
来，使用笔名的作家却是越来越少，现在如果

要编写一本类似徐乃迺、钦鸿那样的笔名录
（《中国当今文学作者笔名录》），我想大概
有5万字就不错了。当然，当今文坛也有一些
响当当的笔名，如莫言 （管谟业）、苏童 （童
忠贵）、贾平凹 （贾平娃）、刘恒 （刘冠军）、
二月河 （凌解放）、方方 （汪芳）、残雪 （邓小
华）、北岛 （赵振开）、海子 （查海生）、梁晓
声 （梁绍生） 等，但数来数去也就几十个笔名
大家比较熟悉。当今文坛的绝大多数作家都是
以原名刊文行世，而不再以笔名引人眼球。为
何当代文坛的笔名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拙以
为主要是与当今社会奉行的“实名制”有关。

所谓实名制，即每位公民只能拥有一个登
录在户口簿、身份证上的姓名，无论是银行存
取款、邮局取汇款、购房按揭办房贷房产证、
乘飞机办机票以及工作证、驾驶证、工资卡、
公证书、医疗证等，都只认身份证上的那个姓
名，其他一律免谈。这就是现代化社会的“一
名主义”。一名主义实际上已否定了笔名的存
在价值，因为笔名不仅不方便，还会带来诸多
麻烦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许
觉民从抗战时期开始一直使用笔名“洁泯”，
以前觉得很好，但在实行实名制的当下，却带
来了不少麻烦。他在《我的笔名由来》一文中
不无感慨地说：“这多年来，邮局实行真实姓
名汇款之规定，写作的人总有稿费寄来，寄发
的报刊单位总用发表者的笔名作收款人。这
样，领款证件上的真名与收款人的笔名对不
上，就领不到钱。我多次因收款人用笔名问
题，出示了身份证和作家协会发给的会员证，
会员证上有我的笔名。回答说不相干，只认定
身份证为准。我于是将汇款单寄还报刊社，请
求改正真名后寄来，有的拖延几个月后重新办
理，有的不予理睬。至此，我省悟到笔名已不
可用，原想要文雅一些，但已雅不起来，只好
以粗俗的本名署名写文，从此还俗了。”（见董
宁文编《我的笔名》）

类似许觉民因使用笔名致使日常生活造成

麻烦的现象，在当今作家中时有发生。我曾听
评论家雷达 （原名雷达学）、诗人金波 （原名
王金波）、儿童文学专家韦苇 （原名韦光洪）
说过，他们因常用的这一笔名与身份证上的原
名对不上号，而给乘飞机、取汇款、办证件带
来诸多烦心事，甚至还要单位开具证明。正因
使用笔名有此种种不便，因而现在很多作家已
经放弃了笔名。虽然也有人仍在使用笔名，但

笔名的雅兴已经大打折扣。这就不免使人发
问：现如今笔名还有存在意义吗？为何从前文
化人的种种雅兴如今越来越少了呢？

其实字、号、笔名、斋名之类，都是农业
社会的文化产物与符号。农业社会的文化人可
以慢悠悠地拂拭古简古笺，写三两行字，啜一
碗清茶。理想的风景是像苏东坡、欧阳修那样
的瓦屋纸窗，灯檠茗碗，窗外有松有竹，一边
听着秋风，一边随意翻书，天黑了更有“红袖
添香夜读书”的快意。或者如同周作人在《雨
天的书》 中所记：“在江边小屋里，靠玻璃
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
话。”当此时也，彼此互通字、号，唱和诗
词，聊聊近作题署的笔名，扯扯文坛掌故，那
实在是最好的话题。只可惜，这种好风景在

“现代化”的现在已是月朦胧鸟朦胧了。

现代化讲快，讲效率，讲速度，所谓时间
就是金钱、效率就是财富，自然容不得你在那
里慢悠悠地显摆什么笔名、斋名、字、号了。
现代社会讲的是直航、高铁、动车、手机、互
联网，什么都要快，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
因而不但字、号早已弃之不用，笔名斋名也久
已生疏，而且眼看连姓名符号也要被一连串数
字代码“数字化”了。什么身份证号、工作证
号、驾驶证号、银行卡号、银联卡号、一卡通
号……什么都是代码，什么都是数字。在快节
奏的数字化时代，“一名主义”无疑是最适合
时代需要的姓名制度了。

笔者曾与友人谈及，与农业社会的文化人
相比，今天的文化人丢失了什么？拙以为至少
有三件东西已经丢失了：一是表明个性的字、
号，二是用来寻根的家谱，三是交流性情的诗
词唱和。过去的文化人对于名、字、号十分重
视，十分讲究，不但人人既有名又有字还有
号，而且如何使用名、字、号直接关联着一个
人的素质与品性。具体的做法是：自称用名，
以表谦卑；嫡亲尊长对晚辈，师长对弟子，位
高者对位低者，也可直呼其名。晚辈对长辈，
弟子对师长，位低者对位高者，平辈之间称对
方尊长，均须尊称其字，以示敬重；平辈之间
亦可彼此称字，以示礼貌 （当然亦可互称
名）。由于对人尊称常用“字”，因而过去

“字”的使用率大大超过“名”。至于号，其作
用与笔名相似，用以体现文化人的自由意志与
志趣，因而自称、他称均可称号。

上世纪前半叶出生的那一代文化人，还保
留着浓重的字号传统，称人、自称亦必依礼而
行。国学大师、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启功先生

（1912—2005） 晚年曾遇到过一件使他十分不
快的事：安徽某出版社筹划出版 《陈垣全
集》，有编辑找到北师大，诚请启功先生题写
书名。启功先生十分为难，因为陈垣先生 （字
援庵，斋名励耘） 是他的恩师，哪有弟子可以
直呼师名的道理？启功先生推辞再三，而那位

编辑不懂个中原委，则是坚执再三。启功先生
最后只好提出，《陈垣全集》 的书名他无论如
何不能写，如果一定要写，他就在扉页另书

“陈援庵先生全集 受业启功敬署”。这就是那
一代文化人的素养与作风，只可惜这些文化传
统已经渐行渐远模糊不清不为世人道了。在快
节奏的浮华年代，如果现在还有人在使用字、
号，讲究笔名、斋号，那简直就成“出土文
物”了。

但是，世上的事总是扑朔迷离，就在当今
作家几乎都要放弃笔名之时，网络上的“网
名”却一片红火。君不见，几乎所有网络发
帖、跟帖的作者，都不具实名，而是“网
名”。随便点击一下，就可搜到一大堆，什么
东海浪人、五岳散人、中原龙、我行我素、小
迷糊、伊美妹、白开水、北行剑客、世纪宝
贝、大头儿……这些“网名”千姿百态、千奇
百怪、千红万紫、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煞是
好看。如果说笔名的作用是为了隐身、灵活、
多变化、便于发表文章，那么网络上的化名也
可视为“笔名”。但如果我们深究笔名与原名
之关联，则似乎“网名”又很难界定为笔名。
因为现当代作家的笔名无论怎么变化，最终都
能找到一帘幽梦后面的那位真人，而且极大多
数作家也愿意披露自己的原名与笔名，也即作
家并不想最终隐瞒自然的身份，因而笔名专家
才可以编写出 《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

《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 那样的专业用
书。但网络则是彻底的虚拟世界，使用“网
名”者总是希望完全隐匿自己的身份，除了网
络管理机构利用网络技术能够查到原名外，广
大网民是无法搞清的。如果现在有好事者要想
编写一本“当今中国中文著作者网名录”，那
必将是一项永远无法确准、永无头绪的工作！
正因“网名”具有虚拟性、隐匿性、广泛性的
特点，因而很难将“网名”界定为笔名。笔者
的这一拙见不知是否合理，欢迎读者、方家有
以教正。

笔名与网名笔名与网名
□王泉根

王安石在这篇游记中说，有一次他同庐陵的萧君
圭（字君玉）、长乐的王回（字深父）、四弟安国（字平
父）、七弟安上（字纯父），一起去游褒禅山的石洞，洞
特别深，洞内黑暗且寒冷，问这洞究竟有多深，据说以
前到这石洞旅游的人，都没有走到尽头，被称为“后
洞”深处的情境，终不被世人所知。王安石这次与四位
同伴共游褒禅山石洞，是举着火把走向洞的深处的，愈
往里走愈艰险，所见也愈奇妙。同行者有一人被吓住
了，不想再继续深入下去，就说“再不出去，火把要熄灭
了”。一人嚷着要出去，其他四个人便犹豫地跟着退了
出来，终没有游到尽头。

事后，王安石愈想愈后悔，他叹惜地说：“古人之
观于天地、山川、草木、鱼虫、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
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
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
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这是王安石通过此次游历写的一篇说理文，他想告
诉人们的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不论做事或治学，都要
有一股子不怕艰险的劲头，要有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个有坚韧不拔
的顽强毅力的人，才能征服“深洞”。凡半途而废者，十
有八九应该承认，“莫道大道人难得，自是功夫不到头”。

世间凡是有大成就者，几乎百分之百是那些知难
而进的人。他们既有正确的目标，又有顽强的意志，
也有为到达目标积蓄的实力。所以王安石在谈到“坚
定意志”之后，又特别强调：“有志矣，不随以止也，
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
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
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
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
之所得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了坚定意志，不随着
别人知难而止，但若体力不佳，也很难到达目标。当
你有了坚强意志，又具备充分的体力，且不跟着弱者
不当止而止，这时还需要有火把等物质条件，才可能
进入幽深昏暗的洞中而继续深入下去，否则也很难到达。然而有能力到达
而没到达，不仅会被别人耻笑，自己也会悔恨不已。如果尽了全力仍不能
到达，自己则不会后悔，别人也不会耻笑。

王安石在这篇游记中强调，一个人若想做成一件像探测深洞这类的
大事险事，必须具备：目标明确、坚强意志、身体实力及物资准备等条件，
缺一不可。王安石既是一个倡导人要有坚强意志的精神斗士，又不赞成
意志决定一切。他首先强调人的精气神，但他又是一个“有条件论者”，不
认为有了坚强意志就有了一切，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是成事的必备条
件。由于客观事物复杂多变，人们不可能很快地完全地认识事物真相，所
以王安石最后又说，即使你目标明确、意志坚强、有体力有物资条件，也可
能由于种种复杂多变的客观环境，仍暂时到达不了目标，但由于尽了全
力，自己不会后悔，别人也不会耻笑。

通读这篇美文，深深感到：王安石是位很了不起的辩证唯物论的政治
家和散文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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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一下，鲁迅几乎反对所有
的中国传统：因为眼看着有些中医的
荒谬，父亲也因为中医而死，他反对
中医。又，他不喜欢京剧，除了讽刺过
梅兰芳，他还在《两地书》里嘲笑过田
汉他们的京剧救国，说，用京剧救国，
就是要唱“我们要救国啊啊啊”，实在
不方便。

鲁迅还不提倡读中国书，甚至，
曾经有一次接受采访，他偏激地提
出，将汉字消灭就好了。鲁迅的代表
作《狂人日记》，写的就是一个被几
千年封建礼教毁了的病人形象，他
在文章末尾直接跳出了小说，发出

“救救孩子”的呼喊。
鲁迅自幼生活在一个礼重的旧

式士绅家庭，教育严谨，鲁迅更是熟
读旧书，抄碑多年。他自然知道旧文
化的一些暖意的东西，比如，他孝顺
母亲，知道母亲一个人养大他们三
兄弟不易；又比如，虽然遇了许广
平，却不忍休了朱安，因为朱安回到
娘家没有办法生存。

鲁迅因为游学日本，接受了西方思维方式，所以回
国后，一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些格格不入，这都是
表象。

他反对孔子的主要原因，其实并不是孔子言论中
解放人的思想的部分，而是在长时间的传播和修饰过
程中，我们接受的“孔子”已经背叛了孔子本人的最初。

在民国之前，孔子的思想已经被删节成为一套完
整的愚民体系。“个体”在孔子的言说中是不存在
的，因为纲常伦理是绝对的。在封建王朝的集权设计
中，顶端的个体权力不受任何约束。而处于底层的个
体被一个莫名而独大的体制束缚，不能动弹。那么，
长此以往，必然会有很多压抑的东西得不到疏解，会
制造出很多怪异的规定来。比如，动不动就诛连，好
好的一家人，因为亲戚犯罪就被杀了，这何其冤哉。
还有就是对女性的摧残以及对特权的保护，这种不公
平已经超越了物质的贫穷和富裕，而是涉及人的尊
严。在长达数百年的中国历史中，阶层的流动方式单
一，阶层固化得严重。中国旧王朝更替，从未解决好
对人性适度解放这个问题，因为人口基数的庞大，为
了降低管理成本，又为了保护顶层权力，孔子被拦腰
截成一个替统治者说教的教主，只能遵循而不能质
疑，只能服从而不能独立。

孔子完整的思想体系，有其为了节约管理成本而
为集权服务的部分，但那也一定是在限制人性恶的基
础上。而这些限制人性恶的理念，到了唐朝以后，便渐
渐被执政者剔除。到了清朝，兴文字狱，更是禁止读书
人传播与利益集团不合的任何想法。

鲁迅呢，一直反对的就是这些使人们麻木愚昧的
庞大体制，他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关心社会的公
平和公正。所以，他思想着，如何让他的关心被更弱势
的底层人民所理解所支持呢？必须将旧中国那些庞大
的传统的文化弊端剔除。他所反对的孔子是被当时旧
式政府所利用的孔子。

鲁迅本人的传播史与孔子思想的传播史有十分接
近的地方。鲁迅写随笔和杂文的数量多于小说和散文，
他的小说和散文以乡村社会的人的麻木为蓝本，白描
人情，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而他的很多通信，或者随
笔创作，有着极其浓郁的启蒙意味。而这些随笔文字，有
的非常适合在中学或者大学教材里出现，以提醒这些人
生观和价值观未形成的学生，要有独立的判断。可是，鲁
迅的这些思想恰好被编辑教材的人遮蔽。鲁迅在1949年
以后的传播方式，显然是虚构和垄断的传播方式，关于鲁
迅的回忆录以及书信都造了假，鲁迅被按照当时的社会
需要而重新创作。那么，我们所知的“鲁迅”已经背叛了原
本的鲁迅。所以，当时鲁迅的一篇文章《风筝》被初中教材
删去的时候，我表示支持，并觉得这没有什么。

因为，如果不将一个人完整而客观地展现，那就是
对一个人的误解。尤其是以教育普及的方式，受众越
多，所起到的坏作用便越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师节是不是选择在孔子的诞
辰这一天并不是十分重要。相比较教师节的日期和鲁
迅某篇文章的退出，我更愿意听到，让孩子们不再接受
死板而充满了意识形态意味的教育，让他们独立，让他
们自幼便远离奴性，有良好的情商教育和公民意识。这
才是教育的本质，以及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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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保亭，有个呀诺达热带雨林景区。
热带雨林嘛，心向往之，一定要去一下

的。去的车上，导游C小姐，介绍了一大通什
么叫呀什么叫诺什么叫达。呀诺达，就是海
南方言一二三，我们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
呀，表示创新；诺，表示承诺；达，表示践行。
然后，C 千万交代，在景区，大家都要用呀诺
达，招呼用呀诺达，见面用呀诺达，高兴用呀
诺达，欢呼更要用呀诺达。

一到呀诺达，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呀
诺达，这里简直就是呀诺达的海洋，这里也是
呀诺达的另类世界。

呀诺达这样将游客分类：鳄鱼队、猛龙
队、孔雀队、野猪队，等等，全是动物。我们这
一队，叫“穿山甲”，导游是个瘦瘦的男孩，我
估计他的工号就是“穿山甲”。“穿山甲”教导
我们：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就是“穿山甲”队的
队员了，大家将“穿山甲”的标记都贴好。

一路进入雨林。
冷不丁遇到的各类工作人员，都会载歌

载舞，拍着手和你“呀诺达”，两边商店的营业
员，也都喊着“呀诺达呀诺达”，她们在招呼我
们进店呢。

一路呀诺达，“穿山甲”队长领着一群“穿
山甲”，来到了一块标语牌前，这是一篇《呀诺
达善行游三字经》。

“穿山甲”队长说：来来来，“穿山甲”的队
员们，我们来宣个誓。大家举起右手，握紧拳

头，一句一句跟我念：国际岛，生态窗，呀诺
达，养生时，禁烟火，勿砍伐，禁捕猎，不丢杂，
减噪音，节能耗，宣环保，弘文化，林间道，安
全行，礼谦让，和谐美，善行游，你我他，欢乐
行，香巴拉。

我看到标语牌的下面还有一行提醒：以
上宣言，如有违背，我自愿接受雨林警察的合
理处罚。

一群“穿山甲”，果真很认真地跟着男孩
在念。这是一群事业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浓
厚的江浙普通话，声音虽然不是很整齐，响声
却有点大，边上的游客都伸着脖子，朝我们这
边看。

好几次忍不住要笑。这若干年来，我还
第一回碰到需要宣誓的景点。“香巴拉”是什
么意思？难道是海南要建“国际岛”的要求？

一个上午的呀诺达热带雨林之行，感觉
在洗脑，滑稽的场面时时显现在脑子里，我
一直在想，这家景点想倡导一种什么样的文
化呢？

脑子里马上出现脑白金的广告场面。“今

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就送脑白金”，真恶心，恶
心到想吐。可是，这个脑白金，每年都还在央
视上做广告呢，如果产品卖不出去，怎么会有
钱做广告？

因此，恶俗也是一种有效的营销，只要有
效果，管他什么手段。

因此，我是这样来揣测呀诺达的营销的。
呀诺达，一二三，就这么简单，至于字面

有诺有达，这是汉字赋予它本身已有的内涵，
完全是借来一用而已。呀诺达，按声音，也可
以叫牙糯大，亚努大，亚怒搭，丫奴达，押弩
沓，太多了，怎么样都可以的。

如果按内容解释来营销呀诺达，那是远
远不够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人家说这景点还
有点文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缺少“诚信”，需
要不断倡导“承诺”嘛，但仅止于此，不会产生
很好的传播且深刻记忆的作用。

于是，一定要从游客着手，在所有场面中，
将呀诺达的元素用足用尽。所有的所有，都要
呀诺达，恨不能让呀诺达浸入你的骨髓！在那
种场景中，你不呀诺达都不好意思，脸都要红，

难为情，脸红不是因为南国的气候炎热，而是
因为你不理解，不配合，没有文化。

我们都这般呀诺达了，你还不赶快呀诺
达？必须呀诺达！

说实话，呀诺达热带雨林，还是有一些看
头的，1400 多种热带植物，让我们这些温带
地区的人大开眼界。一位熟悉景点情况的同
伴说，这里原来是个农场，好像是劳改农场。
难怪，植被保护得这么好。

我固执得很，整个行程中，愣是没说一句
呀诺达。我知道，从导游一开始介绍呀诺达，
我就和呀诺达杠上了。呀诺达没有得罪我，
是那些借呀诺达搞恶俗营销的人得罪了我，
我不高兴。我当面就说你们是搞传销啊，用
得着这样整齐划一地呀诺达吗？

我预测的一种结果是，真正想要的呀诺
达——创新、承诺、践行，他们却不会上心，因
为哪一项要做到都很难，他们只是图表面热
闹罢了。

回来的车上，在说笑中，大家差不多就将
呀诺达忘掉了。我问他们：呀诺达怎么写
啊？啊啊，不记得了！也是，他们记着呀诺达
干什么？呀诺达对他们毫无用处，一二三对
他们来说，倒还有用，至少，晨跑的时候可以
默念着，以使自己的步伐更有节奏。

不过，我可以断定，现在或将来，在中国
或世界的旅游景点中，像呀诺达这样吓倒人
的营销思维，肯定还有不少。

在机场大巴的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短片：一位面带
笑容的半老男人走到一个女孩面前，问她他让买的机票
买到没有，女孩很惶恐地回答没有。半老男人立刻变
脸，不问缘由就咆哮起来，当场炒了她的鱿鱼：“明天不
要来上班了！”画面接着转到女孩的想象：跪在地摊后
面，向过路的行人一个劲磕头，求他们行善。接下来的
画面是她的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老父亲。再下来，又回
到开始的画面，一个很阳光也很谄媚的小伙子快步走到
那个半老男人面前，递上一张他正急着要的机票，然后
是这家订票公司的名字和宗旨——为客户提供最及时
的服务。然后是那位半老男人的特写，转怒为喜，一脸
傻笑。

应该说那张半老男人的脸并不是太丑恶，但我却不
知为什么觉得恶心。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电影和舞台
上的这类人，都是地主老财、恶霸掌柜，难道这帮人而今
又借尸还魂了？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被控诉被仇视
的“阶级敌人”，而是被艳羡被恭敬的社会主人了。他们
的颐指气使、他们对普通人命运随意的生杀予夺，都是
理所当然的了。

事情真的变得这么恐怖了吗？但愿不是。社会群

体中常常存在一种盲目的力量，对许多人来说，流行什
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流行本身。当一种信息被媒体
放大之后，就意味着会引起广泛的共鸣，即无意识的认
同感。在一步步走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时代，对权
力和财富的炫耀也日盛一日，各类豪宅、豪车、豪宴、奢
侈品、高档场所和高档服务的广告每天每日在各类媒体
上铺天盖地，商业服务的中心完全指向不同程度地占有
权力和财富的消费人群。在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的同
时，也尽最大的可能满足他们对虚荣的需求。这固然是
一种商业策略，因为他们是商业盈利的最重要人群。然
而，丑恶终究还是丑恶。的确，权力和财富本身并不必
然丑恶，但对权力和财富的炫耀肯定没有任何审美意
义，只会引起广泛的反感和对立。

在一个商业社会中，有人成了雇主，有人只是雇员，
尽管无奈，却既不是命定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一部

《红楼梦》，说尽了荣华富贵转成空的故事。惟一千古不
变的是人们对各种各样穷凶极恶、作威作福的有权有势
者以及各种各样为他们捧臭脚的奴才嘴脸的憎恶。帮
闲精英们可以指责这是仇富心理，却无法改变这种憎恶
的顽强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