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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发财
□胡德伟

春节将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无论为官为民，台上台下，在

逢年过节应酬祝愿时都喜欢说“恭喜发财”。

普通人见面交谈少不了问收入多少，父母牵挂孩

子最关心他谋到的“位子”收入高低，国人衡量某君的

价值更多的关注其财富或官位的含金量，青少年追求

更强烈的是当大款发大财，而不是多年以前当科学

家、工程师的理想。在一年一度全国人民最看重的节

日，人们或真心实意，或逢场作戏，把“恭喜发财”作为

新年最美好、最时髦的希望和祝词，奉献给听众，亲朋

好友，同事、上司和下属。

然者，“发财”一定是好事快事美事趣事喜事幸事乎？

报载，近年北大先后有两名高材生，一为经济系毕业

的经济学士，一为中文系毕业的文学士，无独有偶，两人

均为“发财”去卖肉。报道之一通栏标题为“卖猪肉的北

大才子成百亿富翁”，称羡之意溢于言表。更有北师大一

教授在微博上对其研究生放言：“当你40岁时，没有四千

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前不久，有一理

财平台对全国2325所高校进行调查，在全国2500多万

在校大学生中，超过35%的人在过去一年尝试了互联网

理财，社会上对此反映褒贬不一。窃以为，就单个的事例

我们似乎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以此为评价成功的

标准，而弃青年的安于淡泊、脚踏实地、求学做人、忧国忧

民而不彰，对国家和民族来说绝对不是幸事。

报载一中国女子为了敛财，竟然在曼谷国际珠宝

展上偷窃价值177万人民币的钻石吞进肚子，被泰国警

方抓获检出，丢尽国人面子；又有嘉兴一男子为获取母

亲名下房产，骗取丧葬费、抚恤金，竟然伪造健在母亲

的死亡证明，注销母亲户籍，丧尽人间天良。

报载，那些为富不仁、钱财至上，不按“规矩”“规

则”办实业做生意的昧心发财者，使用苏丹红、三聚氰

胺、地沟油的人说，这些食品有毒，我不吃，卖给别人

吃；使用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人说，这些衣

服可能致病致癌，我不穿，卖给别人穿；偷工减料的开

发商说，我建的这些房子有问题，我不住，卖给别人

住。为了发财，把信仰搞丢了。一个社会，如果只认同

以发财为主导的价值观，官场会腐败，教育会腐败，生

态会恶化，道德会沦丧，企业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医

院不再施行人道主义。如此发财，到头来终将祸害百

姓乃至“发财”者自身，有何“恭喜”可言哉？

偏于中国东南一隅的永康过去很穷，为了谋生，也为了

发财，不少永康人只得浪迹天涯。“府府县县不离康，离康不

是好地方”，其实是永康人背井离乡的无奈自嘲和悲惨写

照；“千里做官为了食，万里做官为了财”，则将做官定位在

追求物质需求的低级状态。“发财”是当年众多永康人的梦

想，改革开放让梦想变成了现实。曾几何时，永康大地厂房

遍地，豪宅林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似乎人人都洋溢着发

财的喜气。殊不知，斗转星移，“发财”似一把双刃剑，既会

给人带来幸福和安逸，也会给人带来痛苦和灾难。

在永康大地上，

因为发财，有老板抛弃了糟糠之妻；

因为发财，有富二代甚至老板自己沦陷赌场，背负

巨债，众叛亲离；

为了发财，有企业如暴发户般盲目扩张，无以为

继，以致面临大山压顶；

为了发财，好端端的家庭走上高利生息之路，到头

来血本无归；

为了发财，从财大气粗到资金链断裂，昔日富翁不

得不亡命天涯；

为了发财，有人不惜坑蒙拐骗，权力寻租，破坏生

态，奴颜婢膝，丢尽人格；

为了发财，⋯⋯

如此看来，发财诚然是好事，但无论对政府对个人

恐怕都需要有一个“度”和“质”的把握。

记得当年本人在财税部门，忧患于当时某些领导

片面追求产值，曾竭力呼吁：政府应从重产值考核向重

税收考核转变；后来到市委领导岗位后检讨经济，痛感

于不少企业漠视创税而潜心圈地，又极力主张：税收考

核应既重视企业纳税总额又注重亩产税收。现在想回

去，这是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府发财的“质”的问题。

这些年由于分税制运行后导致财政收入比重向中央倾

斜，地方采取了搞土地财政发地方债的应对措施，以致

“地方收入”或多或少“发财”失度。如何解决政府发财

的“质”和“度”，如何通过“二次出发”让经济发展在自

然和人文两个生态建设的约束下，真正给社会和公众

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恐怕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在新

年祈望“恭喜发财”时应当冷静思考的。

至于个人和家庭对发财“度”和“质”的把握，恐怕

也不一定是越“发”越好，而且，越有发财的诱惑，越应

当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顾盼左右，许多

人都是在“发财”过度走向反面，经历了种种痛苦磨难

后才明白了这一道理。网上有歌云：

钱财让男人沾花惹草，

钱财让女人到处乱搞，

钱财让贪官全球窜逃，

钱财让领导蹲进大牢。

钱财让学术造假，

钱财让文化害羞，

钱财让教育蒙尘，

钱财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钱财让多少人变得更麻木，

钱财让多少人走投又无路，

钱财让多少人哭哭又笑笑，

钱财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如此看来，新年祝愿“恭喜发财”固然无可厚非，但

更多的选项也并非次要。如：祝愿社会更进步，人类更

文明，生态更平衡；恭喜长辈更健康，上司更开明，同辈

更可亲，晚辈更懂事；期望做人更规矩，办事更规则，食

物更可靠，水质更清洁，天空更纯净；城市更畅通，农村

不冷清，环境更清爽。人们举手投足都透露出礼数、优

雅，永康大街小巷都充盈着和谐、温馨。

诚然，人的一生对财富的追求似乎不可或缺，“钱不

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

不能以此忽略其他。受到查处的官员更渴望当平民百

姓，面临坐牢的罪人更渴望平安自由，身患重病的人更渴

望逃脱不治之症，衣食无虞的夫妻更渴望彼此忠诚，子女

不听话的父母更渴望孩子懂事孝顺⋯⋯如此等等，摆在

第一位的都不是“恭喜发财”。让人更为称羡的是瑞典

人，不爱钱财爱自然，甚至视太有钱为不道德。究其原

因，一是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完备；二是税收调节遏制贪

欲；三是社会透明，民风朴素。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马

丁·路德金云：“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

实，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而对公民个人而言，如

一位富豪在身陷囹圄出狱之后恍然醒悟所言，创业者要

学会接受“慢富”，首先做事要符合社会发展方向，要经过

可行性论证；

第二要保证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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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家园

谷禾的诗
午后

门口的秋千架上
什么时候落上了一层灰尘
我犹豫一下，还是抬手擦去了，并把被芯

搭上去
一点点展开
让阳光，晒去藏在缝隙里的凉

我坐在台阶上
看它一点点膨胀，像一个受尽委屈的人
一点点舒展了腰身

几个孩子
聚拢过去，小脸儿贴在被芯上蹭
钻到下边藏猫猫
有几片柿树叶子飘落下来
不远的铁栅栏外
银杏叶子还是一树一树灿烂的金黄

在天黑之前
孩子们不会长大，我也不打算把被芯抱回来

妈妈，你的手

怎样的一双手
你记得她的少女模样，如你一样羞赧
沾满了青草，花香
她还在黑夜里发光，忽闪着天使的翅膀

怎样的一双手
她陪着你，嫁去了另一座山
翻过一道道沟坎，山梁，砍去石头的荒凉
收拢泥土
埋下种子，以血灌溉
她咬着牙，攥紧了拳头，不让一滴泪落下来

怎样的一双手，和你瘦弱的双肩一起
把一个家担在心上
把孩子和羔羊呵护在心上
她磨出了老茧，交错的伤口，黑天白夜里疼
再不愈合了
生出了你走过的千沟万壑
仿佛镜子里，你不敢相识的，另一张脸庞

怎样的一双手
你在睡梦中听见它哭
你亲吻它，一遍遍安慰它
对她说，春天一回来
她就会发出新芽，绽放花朵，唤回鸟鸣

但是妈妈，这是你枯萎的手
没有一个比喻
配得上她——圣洁的百合也不能

当你用她抚摸着我的头
我是如此安宁
当我喊“妈妈”，她也怯怯地，应了一声

小悲伤

她一生养育一滴泪水

在我的身体里
那么小
像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孩子，无人时

才低泣一声

那么低
我突然听到了，轻轻抱紧了她

林群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