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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即使仅
就言论范畴而言，尊重常识、遵
循常识而不背离常识，应该也是
检验它是否正常、是否文明的一
种“常识”。那么，是否就意味
着背离常识的言论就没有了存在
价值呢？
　　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先弄清
什么叫“常识”？我认为，常识，
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生活在现
实社会中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
识，包括生活自理能力在内的生
存技能、基本劳作技能、基础的
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知
识。所有这些知识的基点，就是
对于自然世界的尊重与敬畏。常
识是经实践检验并得到公认的普
通知识，尊重常识事实上就是一
种常识，不符合不遵循这些普通
知识的言行就叫“背离常识”。
现实社会中背离常识的事例客观
存在，不应无视，这也是一种常
识，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这样
对待它们的存在？
　　前段时间，围绕名著《伊索
寓言》出版的合理性问题，激起
不小的社会纠纷与热议，颇耐人
寻味。起因是某学生家长，在看
到出版物中《伊索寓言》中螃蟹
掐死坏心肠蛇朋友的故事后“深
感不安”，认为这会给小孩子的
健康成长带来无可挽回的负面影
响，于是打当地市民热线电话投
诉，要求出版社删除此篇并追回
全部已出版书籍。出版社方面倒
也及时回应，表示以后再版时会
对这个故事情节做一些修正，但
也坦陈已经出版的无法召回。由
此而引起如潮的社会舆情。
　　《伊索寓言》早已是世界公
认的文学经典，相信为多数读者
喜爱，却也可以是少数读者眼睛
里的“毒品”，其中发生发展的
逻辑路径虽然凌乱，倒不无趣味，
堪称是当下这个纷繁社会的“现
象级”事件。
　　在我看来，这位家长的言论
不可取，因为它背离常识，是经
不起推敲的。
　　首先就出版物定位而言，《伊
索寓言》是公开出版、面向全社
会的公众读物，而不是受众仅限
定为学生儿童，甚至直接就是指
向明确的学习教材。这两者间有
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前者出
版标准与要求比较宽泛，符合大
众读者基本的普遍的审美标准即

可，而教材，又被称作“教科书”，
则受众面相对狭窄得多，因而在
内容健康与文本表达上要严格规
范得多。如果仅根据某一小部分
人的阅读取向来取舍文章，就很
容易剥夺另一部分可能更大更广
泛的人的阅读权利，这当然不合
理。
　　再退一步来说，即使《伊索
寓言》“螃蟹掐蛇”类故事被编
入教材，成为青少年读物，也大
可讨论其利弊关系的大小。文学
作品本就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而
现实生活从来就不是真空，是极
其复杂多变的。尽管光明、友爱
通常是社会的主旋律，却难免也
存有不少阴暗、丑陋的东西，世
界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
美好甚至阴暗丑陋的一面，这才
是社会的全景、生活的本真。否
则，诚如有学者调侃的那样“四
大名著都该瑟瑟发抖了”（伍里
川《不能让孩子活在“无菌环境
中”》），难道不是吗？《水浒传》
里也有暴力、《红楼梦》里还有
香艳呢，相比伊索类寓言，命运
岂非更堪忧？童话寓言，不能尽
是小羊跳舞小草唱歌的故事，一
片莺歌燕舞样，也应反映自然界
人世间的真情实感，包括鳄狼蛇
蝎的恶毒残忍，让孩子了解一点
所处的真实世界，增强一点判断
力和免疫力，是有利于孩子健康
成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下架
《伊索寓言》，打算让全社会“无
菌化”，实在有些荒唐。这个道理，
本身其实不过是一种常识，不难
解释，不难理解。
　　当然我们的讨论，是建立在
假设家长不是无理取闹、哗众取
宠，而是言为心声、出自本真基
点上的，讨论才有进行的必要和
意义。因为在凡尘世界中，标新
立异，偏激之语最容易博得眼球，
容易爆得大名，取得出人意料的
效果，其实是一种逆向社会情绪
激励，大可不予理睬的。这样的
实例，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实在无聊得很，不举也罢，多数
人因此为之义愤不平则鸣，是本
能的正常合理反应，完全可以接
受。
　　公民社会，人人有言论自由，
包括家长在内的如何一名读者，
都可以对出版物提出异议，这是
他们的神圣权利，出版社自然也
有申辩的权利，这可看作是一种

对等权利。何况即使是贵为阅读
教材，也不应是圣经，不应是无
条件膜拜的对象，理应允许探讨
批评，编写者、使用者也都需要
秉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
思想”理念对待之，两者相辅相
成，不可或缺。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绝对支持家长有勇气公开亮明
自己的观点，甚至直接向出版社
提出抗议，先无论对错，这是他
们的自由，也是他们的权利，我
也欣赏出版社以平等的态度，在
平和地向家长解释的同时，却不
屈从偏见不由分说地就让《伊索
寓言》下架，这倒不失为这场争
端，还有那么一点积极意义的地
方。
　　然而与此同时，我认为事情
还有另一个审察的视角，相对于
现实生活中时不时发生，有时惊
天动地的各类矛盾与事故、纷争
与纠葛而言，这个事情其实很算
得微小，因为仅仅涉及一本薄薄
的童话书籍而已，不料却激起社
会的剧烈反弹，群起而攻之，就
有些反常。说老实话，看了这条
新闻，我的直觉是这个社会某个
环节出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看
似细微实则不小，能够折射出社
会某种积弊。问题出在哪儿呢？
原本是某个社会个体成员的不成
熟观点，即使可能背离常识，也
纯属一己之见，只要对社会进步
无碍，但说无妨，听者大可不必
较真，如不可取，则听过算数，
却非要如临大敌隆重回应，义正
辞严地训导压服人家，非激起社
会面的轩然大波不罢休，只能说
明这个社会的人文生态，出现了
一种不太正常的苗头，那就是排
斥，就是难以接纳多元思想，不
宽容异己言行。
　　在我看来，面对背离常识的
言论，我们不仅不必太过奇怪，
还应该有一定的雅量，容纳它自
然存在、自我省察，及至接受他
人异见，自行收回偏见才好，在
此前提下，倡导自由讨论，各抒
己见，甚至或温和批评或严厉批
判的环境。总之，一个文明开放
的社会，理应涵养起宽松、平和、
自由的说话语境，尤其要警惕以
正义面目出现的，强调追求观点、
行为一统的非正常社会趋同倾
向。还是老人家的这句话说得好：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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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机关效率究竟是如何下降后的呢？
　　一曰论资排辈。又名先来后到。
　　就像小时候玩游戏，排座座，吃果果。机关来的
早的，哪怕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可以在晋升、荣誉和
各种评比中处处占先，来的晚的，哪怕工作干的再好，
也只能靠边站着看。李君酷爱文学，业余时间写了不
少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在各大报刊杂志刊发，他乐于
助人，义务辅导本地许多文学爱好者。县作协换届，
以他的实力与担当，胜任副主席资格应不出意外。有
德高望重的一位师友劝他，在选举前与其他往届主席
和理事们套近乎拉个票，他婉拒了。他认为现在阳光
透明的群众选举，谁能做手脚。岂知，选举当日，作
为理事的他居然被漏了“通知”。有关系好的一位文
友在微信里告诉他才知道。按照规定，副主席应从理
事中选举产生。等他匆匆忙忙赶到，隔壁办公室里前
作协主席正在向上届副主席们提示本届主席和秘书长
“候选人”。开始选举时，这位前主席又自做主张说
建议保留上届七位副主席，仅增选两位副主席。本来
仅有二十人，上届的不用担心落选自然欣然支持，有
两三个附和者一举手，人员已过半，其他的不举手反
倒另类。前主席在为大家介绍时，专门做了两人退休
了能为各位做好服务之类的重点推介，其意不言而明。
结果显而易见，这位即将卸任的自己看好的主席和秘
书长，果然被当选。晚来有实力的李君仅被“当选”
的主席们提议为副秘书长。李君本想为文友们服务好，
打造本土实力品牌作家的梦想从此破灭。
　　二曰厚此薄彼。又曰领导喜好。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领导干部凭一己之好安排
自己主管一块的人选，任人唯贤，唯才是举自然被排
除在外。有的一把手更是将每个主要岗位都任命了自
己人，这样工作上声音统一，步调一致。哪怕不懂财
务的当财务科长，不会写材料的当秘书科长。外行领
导内行，效率可想而知。王君供职于某文化部门，下
边剧团排了一部真挚感人的大型现代戏。他认真研究，
刻苦钻研剧本，多次观演，写出了一个有份量有影响
的剧评，在市里报刊和中国戏剧网上发表，反映良好，
剧评且获了奖，连该剧著名的剧作家也叫好。单位组
织剧团赴京演出，本以为单位从工作大局出发，能够
让自己参加。谁知在办公室打印拟定赴京人员名单时，
竟然意外“落选”。派出的是“工作团”，由于领导
喜好，变身为“旅行团”。他本欲利用此机向名家讨
教，为当地写一部古代名人剧本的美好愿望瞬间成为
泡影。
　　三曰先私后公。又叫私字当头。
　　干工作先考虑自己，挑肥捡瘦，别说配合，只要
对自己无好处的处处推诿。此类人在机关不在少数。
孙君在单位虽然有分工，也很明确，但他对自己的份
内事从不上心。上班时间总是抱着自己手机追剧玩游
戏。等到自己的工作任务上报时，他找个理由请假躲
起来，等别的同事替他完成才回来上班。弄得主任很
头疼，毫无办法，只好把他的工作推给别的同事替他
完成主任多次找他谈话，也毫无效果，依然我行我素。
主任又是个老好人，不愿得罪他，每个被迫接受额外
任务的同志也无可奈何。更有甚者，机关有个微信公
众号要推，遇到周末需要临时加班，他总是找各种不
在家的借口拒绝参与。其他两个年轻人见状也学他，
不想加班。遇到周末加班，主任每次电话通知，几位
年轻同志均推说不在家，最终只好让一位任劳任怨的
老同志加班。一次，需要加班时，他说自己在乡下。
老同志加班时忘带钥匙，最后取钥匙时见他居然离老
同志自己的家，仅仅百米之距。谎言不攻自破，老同
志那点仅存的加班干好工作的良心愿望，瞬间一扫而
光。
　　当然，影响单位工作效率的原因千奇百怪，不一
而足，决不仅仅如此。但这三条主因管中窥豹，可见
一斑。
　　如何取消论资排辈陋习、建立良好用人机制，让
庸懒无为者让位，下决心根治效率降低痼疾，成为我
们机关工作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机关效率是如何下降的？

文 /张中杰（河南）

　　务实高效的机关工作，是
为人民服务大局的需要，更是
当前各级党委政府致力追求的
目标。
　　但事与愿违，机关效率每
况愈下的顽疾如影随形，病入
膏肓，值得我们反思。

　　华夏早报讯（记者 唐吉民）
近日，著名作家、湖南省散文学
会会长、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梁
瑞郴为华夏早报思想者国际副刊

题写寄语。
　　梁瑞郴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湖南省

散文学会会长，湖南省作协名誉
主席。曾任湖南省作协专职副主
席、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管理
处主任，《文学风》杂志主编。

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梁瑞郴
寄语思想者国际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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