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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國發生水災，全
世界數十個國家領導人發來慰問
電，許多國家及其民眾伸出援助
之手。其中，香港地區6.8億元，
台灣地區1.8億元，新加坡8000
萬，英國4000萬，泰國3108萬，法國1800萬，
加拿大1200萬，美國750萬，日本450萬，澳大
利亞180萬，馬來西亞100萬，印尼50萬，印度
25萬，其他國家1000萬。另外，美國企業或個
人捐款捐物6000餘萬元；日本企業或個人捐款捐
物近4000萬元。國內外捐款捐物共計320億元。

2023年中國又發生水災，世界各國領導人的
慰問電——零；世界各國的捐款捐物——零。歷
次賑災、捐款捐物搶眼的香港人民和台灣人民也
都採取了靜音。

同樣是特大水災，同樣是發生在中國，只是
一個發生在1998年，一個發生在2023年，但
是，世界的反應天差地別。

究竟是世界拋棄了中國，還是中國拋棄了世界?
應該說首先是當今中共領導拋棄慘遭災難

的民眾。習總書記沒有動靜，一聲不吭，不見蹤
影，總理及總理以下所有領導便不敢越雷池一
步，發出任何動靜。民間便說：“坐等習令，便
出人命。”於是千百人命說沒有就沒有了。讓人
覺得很諷刺的是，只有台灣的蔡英文總統，發推
特向大陸災民表達深切的慰問。也讓人回想起十
多年前胡錦濤執政時期，無論是水災、火災、地
震、泥石流、還是火車脫軌，時任國務院總理的
溫家寶經常在第一時間就趕到現場，在電視上發
表飽含溫情的講話。相比起來，胡溫竟成了親民
領袖。

也許，習總不屑於比什麼“親民”，他自
有不可一世的雄才大略。剛好，猶如上天顯靈一
樣，就在這次河北水災之前，習近平關於治水的“
重要論述”，在中共媒體上吹棒得天花亂墜，說什
麼總書記“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治水事
業，為新時代治水指明了前進方向”。

習總的確為滔天洪水“指明了前進方向”。
這次受災最重的地方是涿州，涿州海拔34米，而
它近旁雄安新區海拔僅為7到19米，但天人習總
就是要洪水流聚高處！

這也不是什麼天機。世人都知道，雄安新
區是習總欽定的千年大計！這是2017年4月1日
愚人節公布於世的。那天之後，中共贊頌便鋪天
蓋地，說雄安新區的設立，從謀劃選址到規劃建
設，總書記親自決策，親自部署，親自推動，傾
注大量心血，為雄安新區規劃建設領航指路把脈
定向。千年大計，當然絕非一時心血來潮。早在
決定公布之前幾年，2014年7月，習總就向美
國前財長保爾森透露了：在河北建立一個“副首
都”，“是我個人的設想”。

誰都知道司馬昭之心。既然鄧小平有深圳
特區，江澤民有浦東新區，何其偉大的我習總書
記當然要搞一個新區，一個超越深圳和浦東的新

讀完張愛玲的《秧歌》，我基本上同意了夏志清的看

法。作為張愛玲的後期作品，《秧歌》使她走進了佔中國

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群體，並對其給予了充分的展現和客

觀的描述。這使得張愛玲一蹴而就，成為繼魯迅之後的現

代文學第一人，具有承前啟後推陳出新的特殊意義。

1 故事梗概
《秧歌》的故事其實非常簡單，它從一個電影工作者

顧岡下鄉體驗生活的視角，反映了50年代土改之後中國

農民的生存環境和精神狀態。但與《創業史》和《金光大

道》完全不同，《秧歌》客觀地描寫了農村基層幹部，政

府文藝工作者與土改後的農民，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的微妙

關係。其中特別是通過對譚大娘一家及其親屬的細緻入微

的描寫，豐富了為魯迅所創造的阿Q祥林嫂等一代農民之

後的一些為魯迅所沒有觸及的新的性格特征。從這個角度

來說，《秧歌》也是對魯迅國民性探索的一個直接繼承和

最新發展。

《秧歌》用了很多的筆墨描寫農民的飢餓。雖然“國

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長期在民間廣泛流傳，但在使農

民免於飢餓方面，他們殊途同歸，都失敗了。由於溫飽問

題不能得到及時解決，農民和新政府爆發了衝突，最後導

致了開槍流血放火燒糧倉等等一系列暴力事件。而與此同

時，那位電影工作者卻化腐朽為神奇，遵從黨和政府確定

的文藝方針，把這麼一出官逼民反的悲劇寫成了農民與地

主進行階級鬥爭的美妙史詩，因而成為小說著意諷刺的主

要對像。

張愛玲筆下對農村的描寫相對客觀。

農民在連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還要對新

政府歌功頌德，並出錢出力擁軍優屬。其

實這種情況在50年代以後一直持續，經過

60年代的大飢荒以及文革的反城市化，到

70年代造成了農村的普遍貧窮。中國農民

的溫飽問題，其實是一直要到80年代改革

開放以後，才逐漸得到了根本的解決。

2 人物塑造
基層幹部王同志無疑是小說著力塑造

的一個形像。他立場堅定，愛憎分明，而

且不失善良中肯。最初他對金根夫婦刻意

栽培，可以說是出以公心與人為善的，這

也使得金根夫婦感恩戴德。盡管到最後由於矛盾激化，

不得不持槍殺人，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但他還是有所反

省，也承認了自己的失敗，是將槍口對准了人民。作為

新政府的基層幹部，王同志是有生活原型的，不僅客觀真

實，而且不落俗套。

電影工作者顧岡的塑造也基本上是成功的，這是當初

中小知識分子的典型形像。他們熱衷於自我改造，緊跟時

代步伐，不甘寂寞地表現自己，但卻與文藝創作的基本法

則背道而馳，實際上淪為黨和政府的宣傳工具。由於缺乏

良知罔顧現實，以至於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最後成了小說

的主要諷刺對像。

在農民這邊，金根夫婦無疑是小說試圖著意塑造的典

型人物，盡管並不十分出彩。金根曾經是勞動模範，為人

正直，心地善良。他的老婆月香漂亮賢惠，善解人意。這

兩個人到最後卻成了犯上作亂的反革命分子。這是具有巨

大反諷意義的藝術處理，更是中國歷史上官逼民反的經典

實例。它與《水滸傳》一脈相承，基本上是新政府橫徵暴

斂所造成的必然後果。

在對農民的描寫方面，譚大娘無疑是最成功的一個。

她不僅僅勢利，而且還聰明，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在大庭廣眾之下對政府的宣傳口號倒背如流，滿滿的正能

量，可以看成是當代粉紅們的前驅。直到現在，我們都可

以很容易地在身邊發現這類人物。她是繼阿Q的愚頑悲苦

和祥林嫂的逆來順受之後的又一個民族特征的典型代表，

是一個看似精明實則昏聵的隨波逐流的時代棄兒。如果張

愛玲對這個人物的刻畫再精到和細緻一點，特別是將其性

格特徵始終如一地保持連貫，她就將和阿Q一樣，成為體

現中國國民性格的集大成者。

3 藝術水准
從藝術上看，張愛玲小說的語言特色不可多得，可說

是觀察細膩，描寫生動，立意清奇又不乏幽默。比如寫月

香不愛跳舞，就說她上搠到祖輩，大概有一千多年沒有跳

過舞了，誇張的效果無以復加。寫譚大娘與小販鬥智鬥勇

也栩栩如生。小說對細節的描寫非常真實，比如譚大爺殺

豬一節，就寫得惟妙惟肖躍然紙上。對豬的心理描述，也

使人身臨其境，拍案叫絕。

心理描寫是張愛玲人物塑造的一大特點，比如小說多

處描寫顧岡對月香想入非非，而月香也時不時地對其產生

愛情幻想。這種基於人性潛意識的心理刻畫空靈凄美，令

人浮想聯翩，並為他們最後的悲劇結局做了足夠的鋪墊。

張愛玲有著作家對生活的特殊感知，她對農民老太太

的絨絨球兒，土廁所，以及各種各樣的鄉村土

話都展現得活靈活現栩栩如生。比如寫金花推

搡幹部時打碎了碗碟之後，譚大娘隨口而出說

的那句“歲歲平安”（用諧音抵消“碎碎”的

負面效果），就將她的見風使舵化險為夷的性

格表現得惟妙惟肖，躍然紙上。

當然小說也有各種美中不足，比如描寫

和平軍掃蕩時的臥室藏豬一節，就不但不夠真

實，而且完全是節外生枝畫蛇添足。其實即使

將該節完全刪除，也將無損小說一絲一毫，反

而使故事更加主題分明，結構嚴謹。而對以金

根為首的民眾抗捐搶糧和隨後的火燒倉庫等事

件也缺乏必要的細節描寫和心理鋪墊，使事件

的發生顯得過於突兀而缺乏必要的因果聯繫。

4 歷史地位
《秧歌》是對中國當代農村社會進行解剖的最初嘗

試，其揭示的社會矛盾幾乎真實得無以復加。更由於其無

與倫比的預見性，即對其後的反右派大飢荒文革乃至六四

所作的種種帶有預見性的暗示幾乎無不應驗，使之成為迄

今為止絕無僅有的預言小說。這是張愛玲作為文學家對人

性的敏銳觀察所產生的必然推論，還是她作為女性作家

所特有的第六感覺所賜予她的特殊靈感呢？我們不知道答

案，但卻值得對之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以求解惑。

對當代文學持否定看法的人，如德國的漢學家顧斌，

總說魯迅之後無大家。然而，《秧歌》的及時出現，也算

是為中國現代文學續上了香火。張愛玲作為批判現實主義

的代表人物，也因為在《秧歌》中對各種人物的塑造，一

舉衝破了她之前所刻畫的各類城市小市民的喜怒哀樂的有

限視野，而進入了中國現代文學探討國民特性的偉大作家

的行列。

《秧歌》使張愛玲成為大家 張曉河

■張愛玲《秧歌》封面

我什麼都沒看見
看著這片土地在洪水中窒息，
每一朵浪花都綻放著野蠻。
看那些無辜的生命自拯於
  腥風中的無辜，
看那一城滔天的巨浪演繹著
  血雨裡的滔天。
那些莊稼，那些家園。
那些禽獸。那些信念。
那些醒來又睡去的眼睛，
那些一夢接一夢的欺騙。
那片淚海淘盡的天空，
那些災難疊加的災難。
我總想克制自己的懦弱，
以最美的姿態面對你的容顏。
可我還是失望了。
我直視的海市蜃樓，
那不再是人間。

幸福的黃花依附著死亡，
罪惡的方向假裝找不到終點。
大街小巷車已成舟，
廟宇之上濁水清甜。
千年一景，

晉夫詩二首
一景千年。

四面楚歌又逢水漫金山，
時代的葬禮上仍是花好月圓。
我穿戴已畢，
做為你的過客，
握不住時光來日方短。
我可以假裝忘記了過去，
可又怎能忽略你這盛世的今天。

身居紅塵，
不應有恨，
可我的愛是如此的卑微如此的可憐。
空空蕩蕩地等吧，
伴一聲長嘆。
孤獨歲月，
彩筆新題斷腸句，
都還是滿紙的遺憾。
當愚昧收獲了枷鎖，
叢林就該有叢林的荒誕。
室內泥水未乾，
窗外鑼鼓喧天。
真想找一片凹地來埋葬淚水，
不是涿州便是雄安。
生在此，死在此，
我偷著也樂不起來，
天太黑，
我什麼都沒看見。

我在等
沙漠裡瘋長著枯樹與屍骨，
長風中奔跑著無頭的羔羊。
洪水高歌猛進在繁華的都市，

無序的殘酷最後總以贊美收場。
我想到了彩雲般的錦旗，
還有那些擺拍的人模狗樣。
我在等，
等一頭豬的宿命，
等大水衝走的信仰。

不忍看被“媽媽”洗劫一空的胸腔，
只剩下寸斷的肝腸。
大地在疼痛中來不及呼吸，
我的呻吟也在隨波逐流中
  隨你慢慢地轉為絕望。
憤怒時，
我不敢舉起A4紙也不敢站在四通橋上。
吶喊時，
年華己經在嗆水後死亡。
我在等，
等待倒塌的房屋棟梁新瓦，
等待緊閉的雙眼打開門窗。

如果忍耐也需十八層地獄般的磨練，
這千年的叢林萬般揉躪，
千百次的雷擊電閃天災人禍過後，
也早該修成正果步入天堂。
是否也該有個說法了，
洪水那麼猛，
黑夜那麼長。
決堤的淚水，
一切又那麼順理成章，
又那麼喪盡天良。

我在等，
等喇叭聯播災慶的喜訊，
等你用愚昧吞噬完善良。
等後腦勺慢慢長出的辮子，
等羅剎國民摯戀醜陋的真相。

■水淹涿州。

鄰居老太芙勞拉，是早年從新

加坡移民來澳的華人，個子不高，

短頭髪，圓臉，看上去是屬於比較

有文化素養的那類精緻老人。她腿

腳不好，但每每遇見我們幾家華人

鄰居總要駐足聊上大半天，甚至大老遠地揚起手臂招呼著

讓人過去，或者她過來，全然不顧對方是否有急事要做。

她似乎生來就是個退休老太，生活中從來沒有比聊天更要

緊的事，我因此平日裡很怕遇到她。

幾個月前的一個周末，我在院外修剪樹枝，幹得正起

勁時，忽聽得背後有人說話：“在修Garden呢，這麼勤

力。”聽出是芙勞拉的聲音，我衝自己做了個鬼臉兒，只

好停下手中的活計，陪著笑轉向她，心中暗自提醒自己要

耐心些。她站在馬路邊上，一副只是路過打個招呼馬上就

要離開的架勢，不用我插話，一個人滔滔不絕地從Garden

聊到房子，又聊到裝修，再聊到房價，從而聊到鄰居，聊

到小區……其間我只是找機會提醒她往路邊靠近些小心車

輛。她身體向前挪了挪，一隻腳搭在路牙上，用手輕撫著

膝蓋部位，想必這便是她那條有毛病的腿。之後她繼續

聊，將時間退回到了兩三年前，甚至更遠，聊疫情，聊封

城，聊打疫苗……

她雖然是個講國語的華人，但用詞和語氣顯然不是

我熟悉的從大陸來的那些老人，而是在我年青時非常崇拜

的那種回到國內投資或任職外資企業高管的歸國華僑的口

音，這也促使我對與她的閑聊有了多一分的耐心。

老實講，我現在做的修整Garden的活兒，還是受了

她的影響的，因為我經常見她在自家矮牆裡外，拖著一條

不大靈便的腿，彎下身子除草。她家和我家斜對著，處在

一個十字路口的對角上，房子兩面臨街，因此牆外的草坪

比別人家多出一倍，在那樣一片很大的草坪上，這個小老

太的身影顯得單薄而無足輕重，讓人感覺她若是再把身子

降低一點，人就差不多要和牆邊的低矮的植物一樣了。然

而她一直堅持著，就像一隻小兔，無論晨昏，只要一有機

會就來到那片草地上，咀嚼採擷來的食物，或是不停地刨

坑，經營著自己的洞穴。

就這樣陽光下我們相對站著至少有半個多小時了，我

鄰居芙勞拉
梁曉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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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與太

太來了一次

說走就走的旅遊，去追逐久違的遠方。

這次摩洛哥旅程最大的吸引力，就

是能親身深入撒哈拉沙漠，揭開它那神

秘的面紗。

探訪了遊牧人家之後，我們一行

就在四驅車的乘載下駛進了沙漠中的

一處綠洲——幾棵小樹環繞的一塊沙

地上，享用了一頓當地導遊精心安排

的“沙漠露天午餐”，品嘗此地區獨

有的柏柏披薩：耳邊聽著風吹黃沙的

呼呼聲，嘴裏塞進別有風味的披薩，

真正體驗到這種不一樣的野外午餐，

可謂終生難忘啊。

接著，導遊說要帶我們去試試運

氣：去化石灘尋找裸露著成片的化石，

運氣好時，也許會淘到心儀的化石；當

然，如果是淘到年代更悠久的化石，就

更會是驚喜。

結果當然是意料之中的，反而被

一班當地的“倒爺”——拿著化石打磨

出來的小工藝品兜售的婦女、孩童的叫

賣聲所吸引，儘管難辨真假，也大解錢

囊，畢竟，走過路過、不要錯過，也當

作一個紀念吧。

雖然沒有淘到心儀的化石，卻在一

場短暫的音樂表演中，聆聽到柏柏地區

特有都音樂文化——格納瓦音樂，也算

是得到了一種補償。

黃昏時分，導遊告之，天氣不錯，

可以安排出發去沙漠騎駱

駝了！

終於等到這一讓人興

奮的時刻了：我們旅遊團

一行30多個團友，分為

六個小組，每組5-6頭駱

駝用繩子連成一隊，由當

地牧民牽引著慢慢地向沙

漠的深處走去；西下的夕

陽斜照在騎在駝背上的我

們，影子落在了金黃色的

沙漠上，形成了一幅美麗

的油畫般的畫面。

大 家 都 紛

紛按下了手機

上的按鈕，把

歲月定格在這

難忘的一刻：鮮艷的阿拉伯民族服裝、

奪目的頭紗包裹著頭和臉、戴著墨鏡、

騎在駝背上，漫步在金黃色的沙漠中；

大家幾乎都分不清駝背上你我他/她

了，但卻在每一個人的記憶中，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

騎在駝背上的我，此刻的思緖早已

放飛了：駱駝邁著碎步、踩在了柔軟的

沙漠上，留下了一行深淺不一的腳印；

而西下夕陽的餘暉、溫柔地撒在了沙漠

的駝印上，肆意的風卻不時地捲起金黃

色的細沙，又慢慢地淹沒了剛踩出來的

那一行駝腳印。

望著這美得幾乎令人窒息的眼前

人間美景，不由得詩情洶湧，寫下《駝

影》一詩：

夕照輕吻大漠沙，

駝影一行逐晚霞。

流金歲月最可憶，

誰個人生無芳華？

撒哈拉沙漠黃昏的落日之美，直到

返回沙漠帳篷入睡之前，還一直留在了

腦海之中，揮之不去。

而第二天早起的我們，又趕在黎

明之前，欣賞了另一幅從廣闊的撒哈拉

沙漠上緩緩昇起的日出美景；日落的溫

柔令人陶醉，而日出的璨爛卻又使人鼓

舞。

撒哈拉沙漠——再見！

來，在這因長達三年的疫情肆虐中已經

習慣了宅家獨處的日子裡，如此長時間

熱鬧的聊天顯得相當地美好。

芙勞拉是和她丈夫住在這裡的，

兩個女兒都已結婚在外面單過。和附

近其他幾對老年鄰居一樣，無論是洋人還是華人，平時很

少見到老先生們來到外面，在小區活躍著的總是這幾位老

太太。人到了這個年齡，身體上需要從外界汲取更多的能

量，比如曬太陽，內心裡卻需要向外界輸出更多的話語，

比如現在的芙勞拉。

芙勞拉和丈夫過的是二人世界，但與年青人的二人世

界不同，他們沒有了對未來生活的憧憬。面對相依相伴了

幾十年的彼此，語言已顯得多餘。在他們那方寸之家裡，

有的全是歲月的沉澱，包括他們的容貌、舉止、眼神……

如今，他們已經活得相當從容了，就像現在的芙勞拉，她

那滔滔不絕的嘮叨完全是一副旁若無人的神態，對周圍的

一切沒有絲毫的顧忌。她面對的已經遠不止我一個人，環

境中的所有事物，這條街道，這片房舍，樹上的鳥兒，花

間的蜂蝶，都成了她傾訴的對像。小區的變遷，鄰裡的更

迭，乃至華人與洋人的文化融合，家國大業，世界風雲，

都從那張不知疲倦的略顯乾癟、周邊布滿了細細的豎型皺

紋的嘴唇裡傾倒出來。我驚異於她談話內容的豐富與生

動，覺得自己也成了周圍景致中的一個物件，和身邊的房

舍院牆、花樹蟲鳥們一起聚攏過來，成了芙勞拉的忠實聽

眾，就連天上的雲，也屏住呼吸，停止了移動，以它那晶

亮的目光注視下來。此時的我覺悟到：人生真的很美好，

世界值得欣賞。

她從未和我談起過有關宗教方面的事，也不知道她

是不是信仰上帝，但我一直覺得她該是一名基督徒，她對

周圍的人和事從無抱怨，有的只是善意和包容，假如耶穌

的十二門徒中有一個女弟子，想必就是她了。《聖經》裡

說：“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她在向周

圍人敞開心扉的同時，也似乎在尋找著一條救贖之路，好

讓所有人均得平安喜樂。

那次會面以後，我和她相遇的次數忽然變得越來越少

了，也不再見她彎腰在屋外除草。後來得知她先生不久前

去世了，她自己的腿腳也越發的不靈便，聯想到近幾年街

坊裡其他兩位獨居的老太太也都進了養老院，不由得心中

升起惦念。

再次來到外面修剪樹枝時，抬頭看到芙勞拉家那幢安

靜的房子，怔怔地思忖了半天，竟想不起以往她都對我嘮

叨過什麼來。

的 頭 上 被 曬 出 了 汗

珠 。 我 索 性 把 工 具

仍在一旁，望著她那

沒有倦色又仿佛自說

自話的神態，一時間

居然感覺有些溫馨起

撒哈拉沙漠駝影
吳景亮

■作者一行在撒哈拉沙漠騎駱駝。

從大愚為治水指明方向談起
王犖倫

■何與懷博士新書發布會海報

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夜，習總打電話
向拜登祝賀時，居然宣戰般地向美
國當選總統這樣說：“民主制度無
法在二十一世紀維持下去。專制體
制將主宰世界。為什麼呢？因為事

務變化發展如此之快。民主需要凝聚共識且耗費時
間，而你沒有時間。” 

習總異想天開，竟敢叫囂“專制體制將主宰
世界”。他無視這一基本事實：世界上的發達國
家，大都是民主國家；而世界上的落後國家，大都
是專制國家。事實上在他專制統治下，中國已經出
現嚴重的經濟和人口問題；而他好像渾然不覺。

這位習總既愚蠢又專橫跋扈，看來鐵心一
條死路走到黑，他就是要稱霸世界，不管任何代
價！在他妄圖稱霸世界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愚蒙
黨徒的“厲害了我的國”天天響徹雲霄，與世界
為敵的“戰狼外交”天天四處出擊。習總和他的
黨徒加緊備戰，他已經成了一顆威脅世界、引發
戰爭的“定時炸彈”。

但他的如意算盤能夠打響嗎？肯定不能。網
上流傳一首詞作，可作這位大愚的畫像：

十年執政兩茫茫。黨內定，紅二郎。百業凋
零，國運付黃粱。奈何草包爛肚腸。瞎折騰，不
自量。怨聲一浪高一浪。臉皮厚，不下崗。路在
何方？傻逼掛倒檔。百姓家國無希望。成無賴，
耍流氓。

才疏學淺無斤兩。大撒幣，指方向。國家大
業，雄安事荒唐。無奈老天不買帳，淹涿州，灌
廊坊。天災人禍無擔當。推責任，躲迷藏。一帶
一路，幾成爛泥塘。內外交困無法章。二百斤，
還能扛？（2023年8月11日）

區，來確立歷史地位，確立超越中共歷屆領袖的
歷史地位。雄安的名稱霸氣英武，也暗合帝王心
理。

於是雄安被神聖化，被尊稱為“中華民族
復興碑”。原本一片荒蕪之地，完全沒有根基、
沒有文化、沒有歷史、沒有資源，硬要投入超過
八千億元天文數字的人力物力，完全依靠行政力
量開建，硬要建成一個“副都”！只是，雄安新
區開建已過六年，至今還是一座鬼城。號稱亞洲
最大的雄安火車站，每天僅有幾列往返北京的列
車，車站廣場上雜草叢生，不見人影。人們嘲
笑，習總有“十大爛尾工程”，雄安新區赫然列
為其一。

但是，這座鬼城是皇上欽定的行宮啊。盡管
它選址偏偏在華北平原最低窪的洪澇區，偏偏在
九河下梢的下游，盡管這是找淹的一個所在，盡
管它爛尾，但是，為了要保皇上臉面，鬼命卻勝
於人命。不幸的是涿州人民，今年遭災，以後將
次次如此，或為魚鱉之命，恐怕是逃脫不掉了。

人們不無悲嘆道：古有大禹，今有大愚；大
愚治水，萬民遭殃。

更為可怕的是，大愚習總不但要為治水指
明方向，他要為事關中國國運的各行各業指明方
向；他不但要為中國指明方向，他還要為全世界
為全人類指明方向。

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之後，習
總成為全黨“核心”。此時，這個“習核心”開
始做起“世界領袖”的美夢。次年1月17日，習總
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上，擺出一副能為世界
面臨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救世主姿態，施恩地表
示“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
車’”，不知天高地厚地放言“拉世界一把”。

這位自詡的“世界領袖”如此信心爆棚，因
為他有兩大信念：一是“東升西降”；一是“專
制體制將主宰世界”。

在2020年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這位習
總向他的追隨者灌輸所謂“東升西降”的世界大
趨勢，要全黨認清所謂“中國之治”和“西方之
亂”的鮮明對比。這真可與當年毛澤東有得一
比。中國當年，在他毛始祖統治下，是全球最窮
困的國家之一，而那位“偉大領袖”竟然獨步天
下，發現“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
來”，竟然斬釘截鐵地向全世界宣布“東風壓倒
西風”——社會主義陣營的“東風”壓倒資本主
義陣營的“西風”！

除這個大錯特錯的戰略判斷外，習總亦完全效
法毛始祖專制獨裁，而且深信“專制體制將主宰世
界”。

習總這個反人性的信念是拜登透露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