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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横行之下还会有多少英雄气短

星 雨

近 日 ，媒 体 曝 光

广 州 出 租 车 司 机 老

王，因举报行业潜规

则丢了工作，之后老

王为进入广州市交委

客管处反应情况，从围墙上跳下来，摔

断了右大腿，至今未愈。（6月18日《羊

城晚报》）。

应该承认的是，在种种明文规定的

背后，存在着一套获得广泛认可的规则。

这套规则往往与那些公开宣称的堂皇原

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一部分社会资

源，这套规则就是“潜规则”。而所谓的茶

水费便是出租车行业的潜规则。

潜规则自成规则体系，显然是因为

规则制定者掌握更多资源与权限，只要

“对弈者”不知道丢车保帅，乖乖就范便

是惟一选择。而若决定让潜规则见光，

弱势一方还要计算浮出水面需要付出

的代价与成本。

老王是一个敢于正面对抗潜规则

的英雄，于是老王掀去了茶水费这个文

雅称呼的“红盖头”，随后老王便英雄气

短，发出如下感慨：“我在人生路途中，

做了一次大好事，不仅没有奖品，却受

到打击伤害，谁能理解？ 现在要饭也

是 无 奈 ，人 都 有 一 张 脸 ，是 社 会（逼

得）……”这是理论在实践上得到验证

的典型样本。

“老王，你要想维护公平和正义，首

先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是一位媒体人

对老王的规劝。潜规则的诞生和长期

稳定存在，其原因在于潜规则是现实利

害格局造就的，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的利

害计算。

如此“计算”下来，似乎笔者正不道

德地试图对有关人士进行放弃反抗的

误导。实则不然。

要缩小或消灭潜规则，必须改进显

规则，引进新的机制，改变潜规则的生

态环境。而目前所缺少的是改变规则

的规则。

“茶水费”不过是出租车行业各类

矛盾的冰山一角，也非广州特有。在以

特许经营模式为主的国内出租车行业，

牌照垄断使得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

的利益天平长久失衡。

问题的矛盾点找到了，为什么没有

一个纠错机制来扫除茶水费寄生空间

呢？我们不缺少孤胆英雄，所缺少的正

是用显规则打败潜规则的途径。

而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显然

完全有可能重蹈老王的覆辙，或许这是

老王事件的最为朴素的启示。

不能只过
“舌尖上的端午”

钱兆成

短评D duanping 李万友

有需求就有市场。近日，记者发现，虽

然今年的高考分数还没有出来，但专门做高

考尖子生笔记生意的“经纪人”已经悄然出

现。（6月18日人民网）

有禁令在此，明目张胆顶风违纪，很可

能吃不了兜着走。而又不愿放弃“炒状元”，

暗炒势必粉墨登场。应该说，“高价回收高

考尖子生笔记”便是其中之一。你瞧瞧，高

考尖子生，虽然没有直接针对高考状元说

事，但打的仍然是“状元”牌主意，甚至可能

状元的笔记价格最高，也最吃香，其他所谓

尖子生的很可能不在回收考虑范围内，即便

有所考虑，实质上也只能是配角罢了。

归根到底，“高价回收高考尖子生笔记”

是“炒状元”的变种，也可以说是“另类炒状

元”。看起来风牛马不相及，实质上是有着

太多的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不能让“高考

尖子生笔记”遮蔽了“炒状元”的本质。而必

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穿隐藏在“高考尖子

生笔记”背后的“炒状元”本来面目，并按“炒

状元”的同等惩处力度严惩不贷，好让“炒状

元”及其变种彻底失去滋生的土壤。

炒不成状元，就炒“尖子生笔记”？

“目前，国内仅靠写科幻小说可以养

活自己的人不超过3个。”

——日前，知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接

受采访时坦言。

研究者认为，贪官的特点是物欲横流、

鱼肉百姓、凶残暴虐，表现形式为贪、腐、

恶，仅用贪财来概括贪官类型有失偏颇。

——6月 18日，中国首部以“官德”

为主题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面

世。该书的一大“亮点”是将“贪官”分为

三类：贪渎、权奸、酷吏。

又到一年粽叶香！端午节，这个古已

有之、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民俗大节，如今，

勾起的似乎只是大家吃粽子的食欲，激起

的似乎只是商家炒作端午消费的热情。

其实，端午节的文化意味本不应该变

淡，在原文化形态之下，端午不只是“舌尖

上的端午”。

端午节有爱国诗人屈原可以纪念，且

必须纪念。屈原虽“信而见疑，忠而被

谤”，不被信任，反而受到迫害和排挤，却

对故国家园无限忠诚，宁可怀沙自沉，也

不去国离乡。这种崇高的独立人格和爱

国精神，值得万世景仰。显然，端午节不

能被简化为吃几只粽子就是过节，它所蕴

含的历史文化意义还需要挖掘。

端午节的文化意味本不应该变淡。

正如复旦大学一位民俗专家所言：“观民

俗可以知民风，观民风可以知民性，观民

性可以知国性”，节日仪式不是一般的文

化象征符号，它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地

方或一个国家的社会关怀与人文品位。

因此，笔者建议，各类媒体在宣传端

午节时，不该浓墨重彩地为商家的炒作助

威呐喊，诸如某商家推出了“豪华粽子”、

“天价端午宴”、“金粽子”首饰等等，多强

调一下在端午时节关爱生命、讲求卫生等

旧风古俗。政府部门不能简单放假了事，

也不宜急躁而功利地大做表面文章，只选

择性地恢复“赛龙舟”一类大型活动。不

妨脚踏实地，多组织一些防疾除疫、卫生

保健之类的群众性卫生活动。

一旦传统节日陷入重经济轻文化、重

利润轻价值、重吃喝娱乐轻人文关怀的怪

圈，走向式微与没落，便是注定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