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炎之心，路
人不知。司马炎那天给司马衷出了道考试
题，题目是什么，路人不知，类似于：一艘船
上有26只绵羊和10只山羊，船上船长几岁？
当然，这是一千多年后，四川南充顺庆区中
小学2017-2018学年度（上）期末教学质量监
测五年级数学试卷第6题。

司马炎突然给司马衷出这种题，是他听
到了蛮多反应，说司马衷不行，脑壳有问
题。晋武帝司马炎是司马衷的爹，此前，他
立了司马衷做太子。

司马衷人称白痴，白痴言重了，智商低
是真。“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
武帝亦疑焉”，那，那，那，那出个题目考考
看：“尝悉召东宫官属，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
之。”便出了上面考题。

司马炎出了小学四五级题目，他哈巴崽
还是“不能对”。司马炎另有办法，不搞闭
卷，搞开卷考试，搞开卷，可以找代笔，找枪
手；皇帝有帝王师，太子也有专家智囊团
的。专家多砖家，非自今始，专家们拿了题
目，赶紧去翻古书（贾妃遣左右代对，多引古
义）。你说司马衷蠢，以智力自诩的公知与
私知更蠢。所幸专家库到底有个把明白人，

“给事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今宜以
事断，不可引书。’”

“妃从之。泓乃具草，令帝书之。”题目
做是不会做，抄还是会抄。他爹那边儿喜不
自胜，“武帝览而大悦，太子遂安。”我崽哪里
蠢？不蠢。天不证圣明，朕自证圣明。

斧打锉，锉入木。爹用这个来考我，我
也用这个来考大家。啯，啯，啯，正值神州有
事时，司马衷却去听取蛙声一片：“此鸣者为

官乎，为私乎？”文武百官面面相觑，标准答
案是什么？天意从来高难问，君心莫测哪。
有大臣辩证法学得非常好，答得甚妙，“在官
地为官，在私地为私。”这厮居官场，揩油蛮
多，揩习惯了，便成了官场油子。

再补叙一事，司马衷一字不改，抄了张
泓同学答卷，他爹高兴，和峤却还是忧心，
翻刻了一个“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和峤
版：“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
了陛下家事。”这个世界聪明人那么多，朝
庭聪明人那么多，聪明人多险诈的，聪明人
多奸滑的，聪明人多阴毒的，聪明人多权刁
的，以您这个哈巴崽的智商，怕是对付不了
这个聪明过头、智力过剩之世界。当然，和
峤没说司马衷是哈巴，借他八个胆九头鸟，
他也不会用这个词，他用的是“淳古之风”。
和峤混在士林又混在仕途，混惯了，掌握了
一套语言转换系统，如傻，不说傻，叫质厚少
文；如座椅陷地了，不叫垮台，叫“陛下圣德
深厚，地不能载”；司马衷蠢，当然不叫蠢，叫

“淳古之风”。
淳古之风？也可以这么赞的。司马衷

讨了个丑婆娘，不是黑玫瑰，是黑煤炭，是矮
富矬（丑而短黑），咯样婆娘，司马衷也没换，
就她一个。司马衷是白痴？也真谈不上。
司马衷当了晋惠帝，司马伦不服，来篡位，打
发司马威来抢他玺绶，没把司马衷手指头扭
断，却被弄肿，江山虽不曾抢去，司马衷却发
了脾气：要“枪毙”司马威。有人来求情，一
笔难写两司马，且放过。司马衷坚决不行：

“阿皮（司马威小名，小时候一起玩泥巴的
呢）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

司马衷杀司马威，这事如何评议，我知

道，谈不拢。您说司马威有骨气，有胆量，敢
与皇帝叫板，当赞；我说司马威是带路党，是
推墙党，当斩。这事，咱俩不争论了，拣个没
什么争议的吧。司马衷杀了司马威，群臣吓
得两股战战，两处（前裆与后裆）湿裤，赶紧
请罪，司马衷笑了：“非诸卿之过也。”跟诸位
没关系，诸位原先怎么过，继续怎么过日子。

司马衷智商如何？至少不是白痴的，是
非是分得清的，善恶是看得明的。这事，搁
另外有脑子的皇帝，与造反相干与不相干
者，都会掉脑壳。此是孤证，不足为证？来
个双证：“永兴元年，绍随惠帝战于汤阴，军
败，飞矢雨集，百官及侍卫皆散。”绍者，嵇绍
也，竹林七贤中嵇康之子，嵇康搞不合作运
动，嵇绍运动合作，战火纷飞，百官都逃，独
嵇绍拼死护主，“唯绍俨然端冕，以身敝帝，
死，血溅帝服。”死尸堆里将满身是血的晋惠
帝背出来，“事定，左右欲浣衣”，晋惠帝热泪
涌：“此嵇侍中血，勿去。”

这事，搁刘邦他，狡兔死走狗烹；搁朱元
璋他，火烧庆功楼。而被你叫傻瓜的晋惠
帝，谁好谁坏，他有基本判断力，谁恩谁仇，
他有基本是非观——聪明人只有利害，没甚
是非；聪明人只有利害，不管好坏。

絮絮这么多，我想要说的是：是非商要
高于智愚商，这社会不缺智，缺德。故庄子
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
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天下事，被愚蠢人
耽误的，少；被聪明人弄坏的，最多。

蠢死与坏死
刘诚龙

曹丕与曹植，一根藤上两个瓜，同母同父
亲兄弟，血浓于水胜于水。曹丕为兄，曹植为
弟，童年不孤单。兄弟姐妹多，是家族兴旺的
准标签，不用说，一看就知道了。

曹丕与曹植的童年是开心快乐的，当然
拌嘴还是有的。早上拌嘴，晚上和好，晚上拌
嘴，睡一觉醒来，又是好的。就这样，在拌嘴
与和好中，曹丕与曹植都成年了，都有了自己
的思想，都有了自己的事业。曹丕做了皇帝，
曹植爱好文学。一个有了权，一个有了文
化。曹丕有权了，就忘了与弟弟曹植快乐的
童年，却记住了与弟弟争封太子的那段经历，
担心有文化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权，就想
着法子要除掉弟弟。

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文帝（曹丕）
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
（杀），应声便为诗……帝深有惭色。”

阅读历史丛书，同根相煎，曹丕与曹植非
个例。然同根相亲者也是多的。

唐朝李绩与其姐弟就是同根相亲的模范

代表人物。
李绩并非姓李，本名徐世绩，归附大唐

后，唐高祖对其“感怀主人恩德、推辞功劳”的
品德很欣赏，称其是“纯臣”，于是赐姓李氏。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李世绩为避李世民之
讳，去掉了名字中的“世”字，改名为李绩。到
唐高宗时，李绩为官做到宰相，但其与弟弟李
弼、姐姐李氏相处十分和睦友爱。

李绩的姐姐生病的时候，他一定亲自为
她煮粥。有一次煮粥时，火苗烧了他的胡须，
姐姐于心不忍，就对李绩说：“家里有这么多
下人，你何必亲力亲为呢！”李绩回答说：“我
给姐姐煮粥，不是因为家里缺人，而是看到姐
姐年纪大了，我也老了，以后即使想为姐姐煮
粥，恐怕也煮不了几次了。”

宋朝的苏东坡与其弟苏辙也是同根相亲
的代表人物。

《宋史·苏辙传》记载：“辙与兄进退出处，
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
古罕见。”苏辙说哥哥是“扶我则兄，诲我则

师”。苏东坡认为弟弟是“岂是吾兄弟，更是
贤友生。”

苏东坡的一生是命运多舛，他曾自嘲地
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
坡为官一生，是外放一生。而其每一次的外
放，都是更远更远，苏辙则是相随的更近更近。

在“乌台诗案”中，新党们以莫须有的罪
名，想要置苏东坡于死地不可。平日的一些
好友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大多
都不敢出头为他说好话。苏辙也是受到了牵
连日子很不好过，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怨言，还
将哥哥的家小接到自己家中安顿，并且一再
上书朝廷，愿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这
是何等的手足之情。这也就有了苏东坡在给
苏辙的绝命诗中写到的：“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东坡与苏辙的兄弟之情感动了天地万
物，天地万物也为之有情。在如今的四川眉
山三苏祠内，有两棵千年的雄性银杏树像两
个巨人分置于过道的两侧。银杏树本是雌雄
植于一处的，而这两棵雄性的银杏，因苏东坡
与苏辙的手足之情而并植，乃天下一绝也！
更美其名——千古兄弟银杏。

同根当是相亲而不相煎，须相互尊重、
以心待心。你敬他一尺，他纵然敬不了你一
丈，尽全力敬你五寸，只要是用了心，也是可
以的。

●钩沉辑佚

同根相亲莫相煎
田向文

据媒体报道，前些年有不少影响力比较
大的行业协会被民政部处罚。中国广告协会
违规开展2017年“艾菲奖”评选活动并收取
费用，违法所得118万余元；中国商业联合会
违规开展2015年、2016年“全国诚信兴商双
优示范单位”和2016年“全国商业质量品牌
示范单位”评选活动并收取费用，违法所得
43 万余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开展
2015年、2016年“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评选活动的过程中违规收取费用，违法所得
28万余元。同时，民政部还对中国建筑业协
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中国烹饪协会等3家
社团违规涉企收费行为作出警告、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行业协会适当开展一些先进评选、表彰
活动，收取一点工本费无可厚非，有利于促进
行业企业的发展。但是不少协会打着各种旗
号，以各种名义开展活动，颁发证书，高额收
取费用，每项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十几万甚
至几十万，加重了企业负担。

笔者所在企业，经常收到一些行业协会
评选、表彰通知函，参与评选先进的费用，高
达几千元甚至几万元，遭到企业婉拒之后，协
会工作人员却三番五次打电话催促，扰乱工
作，令人烦恼。有些协会在搞行业排名榜时，
竟公然提出，如果想获得前几位排名，再另交
数万元，这些协会完全“钻进钱眼儿里”了。
这简直是借评优之机，行敛财之道！

近年来，这种违法敛财为何屡禁不止？
首先是某些协会为了利益，将评奖与经济利
益挂钩。其次，有些企业为了宣传自己，提高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慷慨解囊买证书。可
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遏制协会“乱证敛财”乱象，一方面，政府
部门要依法对行业协会行使必要的行政监管
权。民政部门依法对协会加强登记审查、监
督管理和执法检查，财政部门依法对政府购
买协会服务的资金和行为进行评估和监管，
税务部门依法对协会涉税行为进行稽查和监
管。另一方面，企业要擦亮眼睛，不要被一些
毫无含金量的所谓“荣誉证书”所迷惑，该拒
绝就坚决拒绝。

“乱证敛财”当止矣
黄 田

笔者曾跟随一名驻村扶贫队员家访，
走进农户后，只见他顺手拉过一张小板凳
往户主大爷身边一坐，瞧着厅堂里一群东
张西望的鸡鸭说开了：“哟，这鸭子长得好
快哩，三个月不到，就长这么大了！难怪有
人说‘三个月的鸭，可用来待客’。真是一
点不假！”几句颇接地气的“开场白”一说，
从心灵上拉近了与农户的距离。那位大爷
眉开眼笑，喜形于色，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聊
开了自己的想法。

此前听到有个别干部反映，与群众谈心，
常常遇到群众不领情或谈不下去的情形，甚
至还有些群众有意逃避，更谈不上加深了解、
疏通思想了。问题出在哪？依笔者之见，不
但要“面对面”相处，还得“心贴心”相融。

首先，谈心要用心。谈心是心与心的沟
通，与其在方法上找诀窍，不如在根本态度
上求转变。如果心怀杂念，把谈心当作例行
公事的“过场”来走，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平
等相待是谈心的第一原则，谈心者与谈心对
象之间，人格上是平等关系，要把话讲到群
众的心窝里，首先要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
地位，坦诚相见，平易近人，敞开心扉，以尊
重的态度、真挚的感情、贴心的言语交流，使
谈心对象感受到你的真心诚意后，才能消除
彼此戒备，消除心理落差，融洽谈心氛围，从
而为交流思想、探讨问题，达成共识奠定基
础。如果心不贴近，势必话不投机，谈心只
能是不欢而散。

其次，谈心须知心。爱民要知民，谈心
前，要精心做好各项准备，了解群众的基本情
况，掌握对方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家庭情
况、成长阅历等，揣摩其当前的心里渴求，分
析谈心对象的思想动态。这样，谈心时才会
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与此同时，还要善于从闲聊漫谈中悉听
弦外之音，从表情眼神中洞察内心世界，从语
气语调中感知其情绪变化，随时捕捉其真实
情感，以便有的放矢，提高谈心谈话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

“面对面”还要“心贴心”
刘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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