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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

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  

我以前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

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

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产权改革如日

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

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

配是推销之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地方的治理之道亦是如此，甚至

可以说，其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

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

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恶丑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

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

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

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

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

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

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

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

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

疾苦”。对贪官他嫉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

皮实草。他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

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

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的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

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的

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皇权统治。  

朱元璋肯定不是这种治理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使用者。权力和道德捆绑古已有

之，洋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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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权力的这种结盟不足为奇。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王论》中指

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

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

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  

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

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

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有权阶层的整风都心存疑

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猫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