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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忙碌碌又一年，这部书稿总算
完工了。为了与此前出版的同类集子
《松间轻语》相呼应，我将这本新书取
名《榕下微言》。

对这本书，我首先是把它当作一
本干部读物来写的。尽管由于种种原
因，未必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但出发
点是明确的。全书主体共95篇文章，
分为三辑：为人须智、为政须廉、为学
须实。分别说的是做人、用权、读书等
方面的事，这些都是公职人员需要面
对的现实问题。当然，公职人员不可
能脱离社会环境孤立存在。这些相关
的问题，与社会各界同样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所以，这本书的读者，也不
仅仅限于公职人员，还可拓展到与公
职人员关联的所有群体。

其中最核心的是“廉”的问题。我
一向认为，关于廉洁教育，不需要太高
深的理论，只要发自内心把它当回事，
一些浅显的道理足矣。它不需要讲得
多深奥、多精彩，而是要经常说，反复提
醒。不能孤立地就廉说廉，而应适当拓
展外延，从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说起。

我的这些文章，自然谈不上什么深
度、新意，充其量就是“老生常谈”而已，
但我觉得确实很有必要继续谈谈。比
如做人的问题，这是做任何事情的前
提。一个人对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
况，如果没有正常思维，便可能导致不
合常理的行为。所以，理智分析、妥善
处置问题，是现代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
质。比如用权的问题，这是公职人员履
职的关键。为何反腐力度如此之大，还
有那么多人重蹈覆辙？与他们毫无法
纪意识、毫无敬畏之心有关。如果讳疾
忌医，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迟早会在
这方面栽倒。又比如学习的问题，这是
一个人素养提升的根源。我觉得，干部
应该是读书人，否则，不可能把工作做
到极致，不可能在事业上追求长远。今
天的干部更需要读书，否则难以赶上瞬
息万变的时代。可惜，当前的读书氛围
还是有限，尽管有些学习是制度化安
排，但在落实的过程中总是难免打折
扣。有感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呼吁干部
回归书桌，亲近书籍，推崇文化，增添文
气，以深邃的思考领悟人生真谛，以高
度的自觉远离庸俗之气。这也是实现

“不想腐”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些人以为纪检监察干部最喜欢

为难别人。其实不然。我们最大的希

望就是干部们不要出事，尤其不要出大
事。人总是有同情心的，看到别人的人
生成为负数，心情怎么可能好起来？

可是，在现阶段，这种愿望显然很
难实现。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
每年都有干部被采取留置措施，清除
出我们的队伍，成为可怜可悲的“阶下
囚”。每一名留置对象，都让办案人员
心情难以轻松；每一名干部被送进监
狱，都让我们摇头叹息；每一个“落马”
人员的故事，都足以让大家陷入沉思。

这些干部出事，原因各异，但在根
源上，还是因为“三观”不正。同时我
们还要看到，与这些人串在一起的，可
能还有若干名老板，以及亲属、身边的
工作人员。他们太需要法纪教育约束
行为了，太需要廉洁文化滋养心灵了。

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社会上
对反腐败斗争还存在不少杂音。这些
奇谈怪论，有些是认识上的误区，有些
则是故意混淆视听。比如，有人认为
反腐败让企业日子不好过了，影响了
经济发展；有人认为反腐败是纪委的
事，与自己毫无关系，看看热闹就行
了；有人认为腐败问题越反越多，意义
不大，不如维持现状。他们不想想，如
果任由腐败横行，发展的成果让个别
人攫取了，哪里轮得到大家共享？腐
败损害的是大家的利益，反腐败怎么
和你无关，岂能靠某一家单打独斗？

正是因为这种现状，我常想，怎样
才能让公职人员尽可能避免堕入深渊
的悲剧发生？怎样才能让反腐败获得
最大的支持，汇聚成磅礴的力量？怎样
才能让更多的人从自身做起，真正把风
清气正的环境营造好？我觉得，在加大
查处力度、强化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
把教育做充分，把道理说明白。

教育的方式是多样的，“有效”当摆
在首位。对基层干部来说，讲“大道理”
的效果未必理想，从身边事说起，从小
切口入手，从切身利益开导，也许更能
从内心深处触动他们。重要的是一定要
有人去说，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说。

基于这个目的，只要有机会，我总
是在不同场合苦口婆心地说廉洁教育
的话题。不管是对干部，还是对社会
各界，我倡导廉洁教育立体化，不仅教
育干部，还要教育干部家属和管理服
务对象，让大家都认识到“送”与“收”都
是害人害己，后患无穷；认识到收起不
当得利的念想，让心思一直行进在正

常的轨道上，才能让自己走得踏实稳
健。每次讲廉政课，我更是如患职业
病般喋喋不休，恨不得把自己掌握的
有教育意义的案例全用上。我不管别
人愿不愿听下去，能不能听进去，只想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一些简单的道
理传播给更多的人。我写下的这些

“老生常谈”，也试图从这些方面做出
努力，让更多的人接受，所以并不追求
宏大的声音，也不追求高上的站位。

记得《松间轻语》出版时，某县纪委
书记专门推荐给干部们阅读。他说：

“每个月抽空看其中一篇，就可以保你
一个月不犯错误；五年时间把它看完，
就可以保你在这一届不出事。”这话当
然说得夸张，但情真意切，既是对干部
的关心，又是对我的鼓励。他要表达的
意思和我所想的一样，就是对涉“公”人
员来说，警钟长鸣，多谈论这样的话题，
就一定可以减少出事的概率。

遗憾的是，在干部当中，讳疾忌医
者也不少。有的人一听到“纪律”方面
的话题就不愿接下去，一看到廉洁主
题的图书就唯恐避之不及。有一次，
一位领导干部问我最近出了什么书，
我告诉他有一本关于廉政与修身的集
子（即《松间轻语》）。他连连摆手道：

“我不看这种，我不看这种！”让人哭笑
不得。以这种心态对待廉政教育，如
果哪天出什么状况，也就毫不意外了。

以前农村人多，没有什么会议场所，
人们便常在大树下聚会谈天说地。如今
城市化了，多数人已经进城，这种场景自
然少见了。不妨想想，如果有这样的场
所，人们依然三五成群小坐片刻，谈人
生、谈理想、谈“三观”，让道理越说越
明，让思想越说越正，让涓涓细流汇成
滔滔江河，让崇廉拒腐、奉行正道成为
时代强音，让遵纪守法、公平正义成为
社会主流，那么，文明必将前进一大步。

联想到这些，我牵强地把这些细
微的声音和魁梧的榕树结合起来，做
成了这本《榕下微言》，希望能够与读
者的心弦引发几许共鸣，又因为大家
的助力，让它们传得更悠远。

连环画，又称“小人书”，图美文
佳，言简意赅，故事性强，是一种传统
的文艺形式。五十多年前，年少的我
靠着一本本“小人书”度过了快乐的童
年，这些书也是我文学的启蒙，让我感
受到了文学的魅力。

儿时最喜欢的事就是看“小人书”，
家里没有太多的钱给我买，我就经常到
同学家去看。周末时，去同学家一待就
是大半天，这家看完了再去另一家。如
果都看完了，就去地摊上租。那时候租
一本“小人书”2分钱，父母偶尔给点零
花钱，我舍不得买零食，都用在这上面
了，看完后再和同学交换、分享。

上世纪60年代，《白求恩在中国》
《边防小哨兵》《三国系列》《铁道游击
队》《渡江侦察记》《鸡毛信》《林海雪原》
《雷锋》等“小人书”很流行，让孩子从中
学习到了传统文化、历史知识、寓言故
事等。如今，当我们重新捧起一本发
黄的“小人书”时，仍觉得它极富趣味。

连环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魏的
敦煌壁画、汉代的画像石，甚至更早。
有别于清末民初渐渐普及的“连环图
画”，“小人书”真正开始风靡，是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期，“小人书”起到
了普及知识、让广大人民接受教育、充
实人民文化生活的作用。上世纪50年

代中期和七八十年代，是“小人书”创作
的两个高峰。经典作品如《山乡巨变》
《暴风骤雨》，运用素雅的白描和巧妙
的情节安排，以类似电影长镜头的方
式，细腻生动地展现了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过程中的新人形象与农村的时代
变革图景，将长篇连环画创作提升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被誉为新中国连环
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近年来，随着大众“悦读”需求的
逐渐升温，“小人书”这种寓教于乐，用
图画“讲故事”的大众艺术载体，又重
新走进大众生活，满足并丰富着不断
变化和发展的审美需求。

“老生常谈”继续谈
——《榕下微言》自序
李伟明

连环画带来的文学启蒙
白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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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书名：那些人类已知的未知问题
作者：［美］劳伦斯·M·克劳斯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

我们的宇宙是如何开始的？它有多
大？黑洞的底部有什么？地球上的生命是
如何出现的？……在《那些人类已知的未
知问题》中，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畅
销科普图书作家劳伦斯·M·克劳斯探索了
宇宙学中最重要的已知的未知问题，涵盖
了时间、空间、物理法则、生命与意识。

书名：宴飨万年
作者：王辉
出版单位：广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文物为叙述线索，梳理了中国
万年来的饮食文化发展脉络，从“食材”“烹
饪”“器具”“礼仪”“艺术”“人物”等多个角
度阐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将传世文献、典
型文物、封泥简牍、画像砖石、壁画帛画等
多种材料融于一体，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
读者还原一幅幅鲜活而生动的中国古代饮
食文化图景。

书名：我曾是一名饲养员
作者：苍海
出版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独特的纪实小说作品集。以
15篇动物与人的生存故事，写尽平凡世界
中的残酷与温情。小说集的主角老陈曾是
一名饲养员，早些年还有过一段流浪的经
历。他为秃毛黑熊涂药膏、与抑郁的胖狼共
眠、喂重伤的单腿兔子苜蓿草、在寒冷的冬
天掏垃圾箱、住进满地碎石的废弃民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