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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改良」爭未休（中） 
文 / 莫之許 

1989年後的廢墟上，赫然出現的，

不是對於體制的棄絕，而是對於體制加

以寄望的漸進改良主義，這一違背正常

邏輯的「神逆轉」，源自悲劇刺激下的

心理扭曲，不過，觀念一旦誕生，也就

獲得了獨立於其心理根源的命運旅程。 

「柔性」幻覺的興起 

坦克履帶下的「柔性」幻覺，首先

來自市場化重啟，1989年悲劇事件後，

尤其是蘇東變局之後，當局意識到，為

避免中國在外部封鎖和內部匱乏中，出

現蘇聯東歐式的潰敗，必須重啟市場化

進程，這促成了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

市場化或者經濟改革的重啟，首先喚醒

了所謂的黨內改革派，在他們看來，經

濟改革的重啟，意味著1980年代改革藍

圖的賦歸，不僅擺脫了1989年之後的停

滯與孤立，經濟改革也可能成為進一步

政治改革的先聲。 「政改滯後論」一直

是大陸漸進改良主義的普及版本。 

此外，為了重啟市場化，體制既需

要在內部抵禦重新集結的保守實力，又

需要化解因為六四鎮壓而形成的國際壓

力，前者使得「既要反右，也要反左，

但根本是要反左」，成為當局自覺的選

擇；後者則使得當局被迫在人權問題上

做出 一定讓步 ，如流放政 治犯，取消

「反革命罪」死刑，簽署《聯合國人權

公約》等等。兩者的共同作用，促使當

局對於自由化話語採取了相對容忍的態

度。 

1997年中共15大前後，以鄧力群為

首的毛左派，以多篇萬言書的方式質疑

市場化改革，最終，鄧力群等人的言論

陣地《中流》為 當 局 所取締，同期，

《南方周末》等具有自由化傾向的市場

化媒體急速擴張，各種泛自由化話語如

哈耶克主義廣為傳播，以致1998年底，

朱學勤在《南方周末》宣布，「自由主

義浮出水面」。兩者之間的鮮明對比表

明，在世紀之交，漸進改良主義等泛自

由化言論，為當局所相對容忍，獲得了

一定的發展和轉播空間。當局的這一轉

變，則被看作是保留自由化走向，且可

能趨向柔性的證明。 

 最後，市場化需要對應的製度現實，

當局為此推動了相關法制建設，容許了

私營經濟的發展，市場化也帶來了諸多

新的事物和空間，如市場化媒體、NGO

組織，網絡言論空間，等等，在確立市

場體制這一大前提之下，當局對此採取

了先觀察後管控的策略，這就帶來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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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因為滯後的空間，但在當時，這也同

樣被解讀為體制趨向「柔性」的證明。 

 總之，市場化的重啟、當局對自由

化話語的相對容忍，對於新事物和新空

間先觀察後管控的「滯後」策略，三種

因素共同促成了體制「柔性」的幻覺，

而在新的歷史時期，漸進改良主義也很

快迎來了其黃金時期。 

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時期 

 市場化的深入，為漸進改良主義提

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撐。一方面，市場化

重塑了中國社會的利益格局，產生了大

批新社會群體。這些群體的興起，與市

場化密切相關，從而天然具有親自由化

的態度，盼望具有更多權利和保護，更

多公正和平等的製度改變；與此同時，

既有專政權力體制並未相應變化，體制

依舊掌握著與經濟相關的幾乎所有核心

資源，這些群體又與體制有著相對緊密

的關係，對於現行利益格局和運行秩序

抱有大體肯定的保守心態。主流新興群

體身上的這種兩面性，催生了一種我稱

之為「求變怕亂」的態度，與漸進改良

主義有著天然的親和，也因此，隨著市

場化的深入，新興社會群體的崛起，漸

進改良主義迅速獲得了相當廣泛的社會

受眾，以及對應的市場化媒體、門戶網

站等輿論平台。 

 另一方面，市場化也改變了中國社

會，產生了相對多的新生事物和空間，

如市場化媒體、網絡言論空間、NGO組

織、法制普及等等，依托上訴因素，普

世自由化觀念得以逐步傳播擴展，法制

維權活動嶄露頭角，新興社會階層的參

與意願開始萌芽，與上述體制的「柔性」

假設相配合，漸進改良主義認為，市場

化帶來的社會改變可以得到持續積累和

發育，並在與體制互動中逐步成長。一

種以市場化及相應的社會發育為基礎，

通過去政治的方式，在不觸及體制政治

底線的情況下推動民間發育，官民互動，

最終實現漸進轉型的圖景，以各種近似

而有所區別的方式開始廣為流傳。 

 在世紀之交及隨後的幾年裡，體制

對自由化話語的相對容忍，產生了體制

趨向「柔性」的假設，市場化深入，一

方面為漸進改良主義帶來了相當廣泛的

社會受眾，也產生了與體制「柔性」相

配合的諸多新生事物，兩者共同編織出

若干漸進改良轉型圖景。漸進改良主義

在世紀之交迎來了其黃金時期，並迅速

成為了中國民間關於製度轉型的主要想

像和寄託。中國有望通過漸進的改良途

徑獲得轉型的話語廣為流傳，相對被體

制屏蔽而處於邊緣化的異議反對話語，

漸進改良話語受眾廣泛，且受到官方相

對容忍，被看作是一種更為現實和可行

的選項，獲得了近乎政治正確的地位。 

分歧的浮現 

 漸進改良主義成為了中國民間關於

轉型的主要想像和寄託，政治異議反對

也並未偃旗息鼓，同樣是面對市場化進



 

 

 

3 

第二十六期   

 
程，以及相應的製度社會改變，政治異

議和反對群體也做出了自己獨特的努力，

除1998年中共民主黨公開組黨之外，伴

隨著漸進改良主義興起的，主要有兩個

方向的努力： 

其一，是以法制維權的展開為依托，

倡導政治化維權。市場化和法制化進程，

帶來了通過維權活動打破自1989年以來

參與凍結狀況的潛力，在政治參與一時

仍難打破堅冰的情形下，維權活動可以

作為一種參與擴大的替代選項，並為大

陸的政治轉型提供一條新的出路。出於

這種考慮，維權運動這一概念被范亞峰

等人創設並傳播了開來。政治化的維權

運動，更多的是利用法制架構進行動員

和組織，作為發起社會運動的手段，這

一維度的維權運動的代表人物還包括高

智晟、郭飛雄、胡佳等人，幾乎是在一

開始，這一維度的維權運動就採取了更

帶有政治意涵的表述，更直接激烈的行

動方式來進行推進。 

 其二，是通過互聯網（網絡）空間，

傳播異議反對話語，形成意見聯盟。世

紀之交以來，劉曉波等異議知識分子，

積極利用包括境外網站在內的網絡空間，

擴大包括異議言論在內的自由化話語的

傳播，此外，利用諸多公共事件和歷史

週年，通過網絡簽名等行動，逐步形成

意見聯盟，在體制對於泛自由化話語相

對容忍的大背景下，異議人士也獲得了

少許空間，這為異議群體逐步走向線下，

實現進一步聯合提供了可能，獨立中文

筆會的出現，即是這一努力的產物。當

然，異議話語傳播、走向進一步聯合，

並最終形成意見聯盟的努力，其集大成

還是2008年底的《零八憲章》，這一文

本，提出了非常全面的政治要求，而首

批303人、隨後2萬餘人的簽署，更標誌

著1989年異議群體走向聯合的最高峰。 

 不出所料的是，上述兩個方向的努

力，都遭遇到了當局迅速而嚴厲的打擊，

這一事實本身，不僅凸顯出了異議反對

話語與漸進改良話語的區別，同時也直

接形成了對體制「柔性」假定的質疑，

埋下了爭論的引線。 

 在迅速和嚴厲的打擊面前， 體 制

「柔性」的假定顯得虛弱而可疑。此外，

體制不僅並未放鬆對於異己的鎮壓，因

應市場化的展開，體制更擴大了維穩的

範圍和力度，換言之，在重啟市場化，

並對自由化話語相對容忍的同時，對於

異己的鎮壓，和對社會的管束和壓制，

其實一直都在升高，前者包括1998～19

99年間和此後，針對中國民主黨和法論

功群體的大規模鎮壓，後者則包括訪民

黑監獄，法制學習班（相當比例為法論

功學員）、非法失踪、軟禁等維穩手段

的普遍採用，這些事實的廣泛存在，令

體制趨向「柔性」的假定受到了更多的

質疑。 

 其實，即使在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

時期，剛柔「天問」的爭論也總會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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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冒出，如2006年，圍繞政治化維權

是否得當的問題，以丁子霖老師的一篇

「請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為開端，在

堅持政治化維權的群體和傾向柔性互動

的群體之間，就爆發過一場論戰，而在2

008年奧運會之後，可以觀察到體制的轉

向，隨著市場機制的基本確立，加入國

際經濟秩序大體完畢，體制已經完成了

其基本目標，新社會群體的興起和泛自

由化話語的傳播，又對體制構成了新的

挑戰，在這一情況下，體制開始著手收

回曾經容忍的空間，這一體制轉向，不

僅逐步斷送了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時代，

也提前引爆了所謂的革命和改良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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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紀念紅色年代我那卑微的父親 

文 / 張國慶 

 

 

 

 

 

 

1997年夏，我作為《成都商報》特

派記者，正在重慶奉節縣的夔門火線採

訪阿迪尼從鋼索上跨越長江的壯舉，突

然接到家裡電報，說父親去逝了，我頓

時陷入悲痛和震驚，夔門與我老家天遠

地路，那些年交通工具乏陳，我怎麼趕

怕也是趕不回家了，況且重任在身，哀

怨中錯失送父親最後一程。 

父親終年59歲，死於胃癌晚期。 

父親是地質學校出來的專業技術人

員，但文革時，重慶武鬥烽山連天，而

我又剛出生，他就藉故躲在家裡做起了

逍遙派。那時，外婆剛好請來木匠幫工

打櫥櫃，父親就從木匠師傅那裡偷師學

藝，之後又經常活學活用，最後竟然服

從組織安排，從地質勘探技術人員，轉

行成職業木匠工人。 

這是紅色年代的職業印記，父親由

於家庭出生不好，在那個又紅又專的時

代，凡能從榮耀處退縮的，他就盡可能

將好處讓給別人，直至去逝，仍舊是一

副懦弱、卑微的樣子……在我看來，他這

輩子算是把專業給糟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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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無法想像那個特別時代帶給

他怎樣的身心靈創傷，以至他一生都是

在“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中

度過的。但屬乎我親情最美好記憶，卻

是在童年，父親頂天立地，是我心中唯

一的英雄…… 

早春二月，年輕英武的父親就要出

門去野外了，他心事重重地清洗地質包，

整理厚厚的工作服，細心擦拭那桿又黑

又沉的雙管獵槍。父新擦槍的姿態很耐

看，他邊擦邊帶勁地哼著歌：我們都是

神槍手，每顆子彈殲滅一隻野狼…… 

童年的我調皮搗蛋出了名，母親就

常用狼來唬我。我那時便認為世界上最

可怕最兇惡的當數狼了。所以，父親拿

著獵槍哼這調子，他高大完美的身影便

佔據了我全部的思想。我幼小的心靈裡，

父親是唯一的英雄，不可戰勝的英雄。 

 父親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事，他拍拍

我臟兮兮的屁股，刮著我的小鼻樑問：

兒子，長大了想幹什麼？我毫不猶豫地

回答：當爸爸！父親用厚實的手掌摜緊

我的耳門，高興地把我提起來，口裡直

呼：有出息，兒子！ 

父親是搞野外地質勘探的，他在家

的時候，總愛一邊端著酒杯，一邊傳授

我飛牆走壁的絕招，那些果敢、驚險也

十分好玩的動作，常驚得母親直冒冷汗。

父親見母親站在旁邊，忙獻上詭秘討好

的一笑，順手就把我抱起來，然後伸出

自己的大拇指我小指頭問我：兒子，爸

爸和媽媽屬那個？我掰著父親又粗又大

的母指吃吃發笑：爸爸是這個！ 

一旁的母親氣得跺腳便走，我和父

親便學著革命電影中的鏡頭，舉手高喊：

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父親是我的極樂世界，我無疑也是

他生活中最充實最生動的內容。我常坐

在他生動離奇的故事，他也正而八經地

坐在我天真爛漫的童心裡。這種交融，

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父子情深吧！而我

整個童年的記憶裡，母親卻是個不近人

情的女人，她動輒就責罵父親，還把他

一大摞獎狀付之一炬。每當這時，父親

總是退避三舍，從不與母親決高下。 

母親雖有火爆爆的脾氣，但父親臨

行前那段時間裡，她總是偷偷照鏡子，

往臉上抹白粉（ 後 來才知那 就 是雪花

膏），打扮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漂亮，

把離別時的愁緒全都隱藏在眼角的魚尾

紋裡去了，儘管如此，我仍能聽到她的

嘆息聲： 

有一次，母親對正在整理行裝的父

親說：把酒戒了吧，不為我也要為孩子

想想嘛。 

父親淡淡地回答：我也是在寂寞的

時候，想你和孩子的時候才學會喝酒的。 

母親幾分淒惋幾分哀求，又說：人要學

乖點，獎狀抵不了好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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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我們成份

不好，凡事要主動點，搶著點，干好點，

你說對不對？ 

母親臉色鐵青，沉默了很久，後來

競然嚶嚶地哭了。 

那時我還不能理解年輕的媽媽的許

多心事，只曉得父親出野外後，我就得

掰著指頭從3月數到10月，那時父親就會

從武陵山區回來了。他回來後一定會打

開那隻大大大大的地質包，變戲法似的

拿出糖果、鐵殼坦克和塑料手槍等東西

給我，有了這些，我就是孩子王了，多

好呀！ 

但我在漸漸長大，一次特別經歷，

改變了我與父親的世界。 

有一次，父親帶我去地質隊診所看

病，診所的醫生是位姓楊的胖子，我打

針時哭得感天動地，我父親就笑著安慰

我，就因這，那位楊醫生竟然朝我父親

劈頭蓋臉地罵過來：“張光耀，你個地

主狗崽子，右派黑五類，我們能幫你兒

子看病就不錯了，你竟然敢嘈笑黨和政

府？”我父親愕然、驚恐，臉色蒼白，

眼神瞬間無光。 

這是我從懵懂到長大的起點，那天

后，我開始脫離父親心手的庇護，尋找

屬於我自己的世界和人生，我發誓要成

為正值良善的人，為枉屈的人辯護。 

自從離家去外地學習和工作後，就

很少有時間陪伴父親了，他漸漸老去，

咳喘不斷，但依然愛酒如命，直到有一

天，弟弟發來一封電報，說父親患了胃

癌，他單位提了十多萬塊錢擺在他面前，

請他選擇在重慶還是去成都我居住的城

市醫療，父親心疼國家財產，拒絕了。 

他靠著自己的定力，竟然無醫無藥

抗癌兩年，去逝時，身體只剩下一副骨

架。 

時光荏苒，細數下來，父親離世竟

然20多年了，我有時依舊還夢見他，他

佝僂無語，卑微羞赧，遠遠看著我笑，

一副只要你好，我就滿意的樣子，依舊

是紅色年代落魄的拘謹。 

其實，父親無影無踪卻真的又無處

不在，但我想告訴父親的是，我這個時

代和他那個時代仍像親戚一樣挨得很緊，

但父親，我卻不屬於你的“中國夢”，

你兒子只想做光明之子，不想與黑暗同

住，你的人生像一塊巨大無比的黑板，

掛在我對面，我要重新在上面書寫最新

最美的文字，繪最新最美的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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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高考和北京四中學生開舞會的事 

文 /  劉  荻

 
 

 

 

 

 

兩個多月之前，網上流傳過 一個

《沉浸式感受北京四中2023春季舞會》

的視頻，有好事者把這個視頻跟衡水中

學飯堂讀書的視頻拼到了一起，引起了

很多網民憤憤不平。很多人還把這件事

跟高考聯繫在一起，吐槽北京的高考試

題是多麼容易，北京學生考大學是多麼

容易。好像全國的考生要是都用北京卷

考試，就都能上大學了似的。 

本鼠想為北京學生解釋幾句。本鼠

想說的是：第一、某個省的學生上大學

的難易，跟高考試題的難易，其實完全

是兩個問題，二者可以說沒什麼關係。

決定某個省的學生上大學難易的，是招

生人數和報考人數之間的比值。如果這

個比值不變的話，就是全國高考都用北

京卷，上大學的難度也還是會跟現在一

樣。就是高考只考小學語文算數，只要

錄取率不變，上大學的難度也不會改變。

公務員考試其實考的就是小學語文算數，

但是因為錄取率低，所以照樣一大堆人

考不上。我覺得上過大學的人都應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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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這個道理才對，結果發現很多人都不

明白。這大概也可以說明，刷題對於理

解現實中的數學問題沒多大幫助。 

第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高考錄

取率都是獨立的。比如說，河北的高考

錄取率和北京的高考錄取率其實是沒有

關係的。就是北京的高考錄取率降到跟

河北一樣，河北學生上大學也不會更容

易一點。 

第三、上大學是難還是容易，跟開

舞會還是飯堂讀書其實也沒有必然聯繫。

因為河北學生就是天天開舞會，河北的

高考錄取率也還是會跟現在一樣。你指

望的無非就是別人開舞會的時候你在飯

堂讀書，這樣你就能把別人擠下去。但

是如果大家都在飯堂讀書，那就跟都開

舞會沒什麼區別，無非就是大家都多受

點罪而已。舉例來說，廣東的高考錄取

率，其實跟河北差不多。但是廣東的學

生沒河北學生那麼玩命，因此廣東的錄

取分數線比河北低很多。二十多年前，

高考擴招之前，那時全國的高考錄取率

都比現在低很多，但也不是什麼地方都

跟現在河北的中學一樣。所以說飯堂讀

書這件事，本質上是河北學生之間的互

相傾軋互相折磨，跟北京學生是沒什麼

關係的。 

第四、河北學生上大學的難易，跟

北京學生開舞會，更沒有什麼關係。讓

北京學生都像衡水中學的學生在飯堂讀

書，河北學生考大學難道就會更容易了？ 

總之，北京四中學生開舞會和衡水

中學學生飯堂讀書這個事，合理的反思

是：河北學生為什麼這麼苦，怎樣才能

讓河北學生不這麼苦？比如說，怎樣才

能提高河北學生的高考錄取率？河北為

什麼不多建幾所大學給自己的學子？像

衡水中學那種教育模式應不應該禁止？ 

但是現在有很多人，自己受了罪，

就想讓別人也受罪；自己受到壓迫，就

想讓別人也受壓迫；看到別人受的罪沒

有自己多，受的壓迫沒有自己重，就憤

憤不平。甚至還有人以受苦為自豪，認

為受苦就是自己存在的意義，自己因為

受苦而偉大，並以此為由鄙視那些沒受

過苦或者受苦比較少的人。對此我只想

引用科幻小說《海伯利安》中的一句話：

“永遠也別相信痛苦和犧牲都是值得的。

痛苦只是痛苦。痛苦、黑暗，然後還是

痛苦。” 

很多河北的學生以為，我們上中學

的時候那麼苦，一定學得比別人多比別

人好。上了大學之後，他們才會發現自

己上當了。本鼠上大學時所讀的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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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經改叫學院了）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主題是中國高考試題的效度，也就是高

考成績和學生上大學之後的成績的相關

性（相關係數在±1之間）。研究結果是

中國高考試題效度基本為零，具體點說

是在±0.2之間（是的，還有負的），意

思就是高考成績和學生上大學之後的成

績沒有相關性。所以河北的學生吃了那

麼多苦，但是上了大學之後就會發現他

們的成績並不比天天下午四點鐘放學還

開舞會的北京學生好，吃那麼多苦刷題

全都是浪費時間。 

自己吃了苦受了罪之後，要是從此

致力於讓後人不再吃苦受罪，可以說吃

的苦沒有白吃。要是想的是我吃了苦你

們怎麼可以不吃，致力於讓每個人都吃

一遍自己吃過的苦，那我只能說：他們

的思想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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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兒帶女也要“潤”和“走線”的國人 
文 / 言  民 

穿越叢林的走綫者（圖片來源：路透社） 

網絡報導，眾多中國人拖兒帶女離

開了故國家園，冒險跨過千山萬水並穿

越毒蛇猛獸的南美叢林進入美國。這成

群結隊大規模的逃亡人流是對當今所謂

“盛世”的極大諷刺刺。 

國人“潤”走異國他鄉並不新奇，

據《詩經．碩鼠》記載：“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 我

所？”將古語翻譯一下就是：“大老鼠

呀大老鼠，你別搜刮我的糧食，更別加

重稅費讓我活不下去；大老鼠呀大老鼠，

我多年上稅交費養著你，勞苦服伺你，

你卻百般壓榨、剝奪；大老鼠呀大老鼠，

我發誓要擺脫你，去那樂土有自由的地

方”！  

愛因斯坦曾說：“哪裡有自由哪裡

就是我的祖國！”是的，美國紐約港自

由女神基座上寫著這樣的碑文：”讓那

些因為渴望呼吸到自由空氣，而歷經長

途跋涉己疲憊不堪，身無分文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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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偎著投入我的懷抱吧，我站在金

門口，高舉自由的燈火！” 

翻開中外歷史——猶太人面對法老

王的獨裁統治與奴役時，他們選擇逃出

埃及，到耶和華命定的迦南美地；英國、

荷蘭“國教”逼迫清教徒時，他們離開

故鄉並乘坐“五月花號”到上帝所賜予

的新大陸；美國“廢奴運動”時期，成

群結隊的奴隸逃奔自由；希特勒法西斯

主義統治時，科技精英逃亡西方；當斯

大林主義的鐵幕降下時，東柏林民眾冒

著槍殺也要穿越柏林牆而去；毛澤東文

革時，民眾誓死也要偷渡去香港；89年

“六四運動”後，黃雀行動更是幫助學

生逃離迫害。 

中國家庭教會遭受了逼迫，信徒也

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樣，扶老攜幼尋找

那 可安歇的地方。傅希秋牧師揭露：

“因逃避宗教迫害而潤出中國的基督徒

就有幾十例”。 2019年10月，潘永光牧

師帶領深圳“五月花”家庭教會63人逃

離大陸，3年6個月的艱苦歷程經韓國、

泰國、最終抵達美國。正如《聖經》中

講到：“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

難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脫離強暴

的(撒下 22:3 ）”。 

我們發現，貪官污吏及家人、紅頂

奸商、跪舔戲子、吹捧集權的犬儒、無

良的知識分子……也在“潤”走它國。陳

丹青尖銳地指出：“如果你們銷毀了美

國綠卡，我就相信你們愛國是真的；如

果你們把子女送到朝鮮，我就相信社會

主義是優越的……。” 

那么多明星、歌星、企业家、知识

分子也持有多国护照。可以说，财富与

精英对“文革”再来是恐惧与敏感的。

那曾经“打土豪、分田地”的游街示众

和财产抢劫，绝对让“先富起来”的这

部分人寒颤， 正 所谓“春江水寒鸭先

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本质上，

他（她）们是担心多年积攒的钱财会在

新一波“割韮菜”中失去，因为，这国

《宪法》中压根儿就没有“私有财产神

圣不可侵犯”的条款。 

富人 “ 潤 ” 走簡單一些，但平 民

“走線”卻是一件極為冒險的行動。他

（她）們要經受高山、大湖、沼澤、沙

漠、荒野，毒蟲、猛獸……的試探，甚至

付出生命代價。 

十多年前，貴州高原上的夜郎發出

過“從思想上加入美國國籍”的文章，

今天，人們己在行動上冒死“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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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也阻止不 了 國 人 的 “ 潤 ” 和 “ 走

線”。 

當人們嚮往憲政制度和基督文明價

值觀時，那是這個民族與子孫後代的希

望與救贖；當一個國家的人痴迷金錢並

追捧強權時，那是這國的悲哀與墮落。

走線進入美國的湖南作家汐顏說：“我

捨棄了很多，我認為值得。……我肯定不

是什麼好鳥，寧可高飛，寧可摔死，好

過一輩子在籠子裡，或被繡在屏風上，

羽翼齊整，撒著金粉”；蕭雪女士說：

“在難民營的時候，我的心是安定的，

對每天的食物水果吃的極其熱愛，仔細

觀察著進來出去的每一個人…，她講她不

要回去， 不 要 看 到杜羅， 看 到它就想

哭”。 

有朋友问：”你怎么看待国人 的

‘润’与‘走线’“？人们逃离法老王

的专制暴政与奴役，抱着学习先进宪政

制度与科技并预备回囯建设中国，那么，

上帝会祝福并成全。但“润”与“走线”

的目的是为了个人（贪官…）藏匿财产并

寻找一个纸醉金迷的生活享受，那么，

这全地都满了人的贪婪、败坏、堕落、

物欲横流之罪，无论走到哪里，这心灵

上都不会安宁也会失望。 

基督徒袁立講：“許多人會問我，

你潤不潤？我也想啊。可是國外沒有這

麼可愛、善良、害羞的農民工兄弟了，

我願意跟他 們 在 一起，並且為 他 們服

務”。 

是呀，我們真不得不佩服那些有機

會留在富饒國度也要“闖關”回到故土

的勇士；我們不得不佩服那些多次牢獄

仍然堅守政治理想與信仰的愛國者；不

得不稱讚牢獄中堅守政治理想並倒在憲

政前行路旁的義人。 

什麼是真正的愛國者呢？確切地說，

愛這片養育自己和成長的土地並不離不

棄；愛這片土地上患難深重的民眾並與

他們一起推動國家經濟繁榮與憲政變革，

即便個人遭受了不公不義的苦待。 《聖

經》說：“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

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羅馬書 5:3

一4 )。中國民間也有這樣的說法：“狗

不慊家貧，兒不賺母醜”。 

普熊悍然發動侵略烏克蘭行動，多

國首腦也勸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潤”

走他鄉並建立流亡政府。但是，“司機”

沒有逃跑而是抵抗俄羅斯的吞併。這勇

敢無畏扭轉文明社會的膽怯與綏靖主義。

對比之下，阿富汗人犯了一個極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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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在世界的目光與驚嘆聲中，官僚

與精英們“潤”了，這“逃跑主義”把

一個犧牲生命得來的局面白送給極端穆

斯林，呵呵，這“扶不起的阿斗”。 

二千年來的中國，皆秦政也。人手

修築的“有型無型”之牆成為一國的桎

梏，讓政治、經濟、文化、貿易、信息

不再自由流暢，這應是法老王，慈禧們

閉關鎖國“再活500年”的初心。兩個

《人權公約》的不履行，《世貿協定》、

《中英聯合聲明》的毀約，中美不間斷

的貿易對抗，以及義和團與瘟疫的反复

鬧騰下。這自焚、跳樓、車闖、滅門、

跳崖、自殺、躺平、內捲、潤、走線……

的悲哀景象暫不會停止，驚悚事件的爆

發只會更多。 

是的，集體自殺是當代青年人的絕

望，而“潤”和“走線”是人們用“腳”

在投票。 

願不久的將來，人人都可自由遷徙，

不再冒險潤走異國他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