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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跳蚤，一只在玻璃杯中的跳蚤，它可以好不费力地跳了

出来。但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把一只跳蚤放进玻璃杯中，

然后盖上玻璃盖。这只跳蚤还会象以前一样继续跳，但都被

玻璃盖挡了回来，跌到杯底。它跳了很多次，每次都如此。

它越用力跳，将会被碰得越痛。在试了无数次后，这只跳蚤

吸取了教训，不再那么用力地跳了，它后来跳起的高度，最

高的时候也只是接近杯盖，再也不会被碰了。这时候，科学

家悄悄拿掉了杯盖，但这只跳蚤在不施加外力的 作用下，再

也不会用力跳了，它将永远也跳不出这只杯子。 这是一个略

带悲剧意味（对于跳蚤来说）的故事，但却不失其真实性。

1 我们把自己设想为一只跳蚤，把要跳出杯外当成我们的目

标，在杯子外面，有很多美景，有很多机会，有很多好玩的

东西，有很多开心的事情，有鲜花美女，有荣华富贵⋯⋯总

之跳出杯子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所作的一切

努力都是为了要跳出这只杯子。当然，这只杯子很大，才容

得下许多人。我们设想它有一个广场那么大，一个人就是这

个杯子中的一只跳蚤，因此要跳出去也并非一件易事。但也

不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方法得当，又有足够的时间，不在原

地打转，少走回头路，是完全可以跳出去的。我们把那些跳

起来直上直下，不能前进的人，看成是墨守成规、不思进取

、不知变通、不识时务、不用技巧、不动脑筋、不聪明、不

能干、没有文化以及没有本事的人，把那些一跳一个脚印、



一跳三尺远的人，看成是又有本事又有文化、又聪明又能干

、又肯动脑筋又目标明确的人。所以，两者的差别很明显，

前一类人很难跳出这只杯子，甚至终生也跳不出去，达不到

自己的目标。后一类人则用不了多久，就跳出了杯子，达到

了自己的目标。当然，还有更多的是中间一类，他们的能力

和各方面的条件都处于中间地位，故其获得的效果也处于中

间地位：他们有的已经跳出了杯子，但花了较长时间；有的

正在跳出杯子之中，再花一些时间就可以了；还有的则只是

有希望跳出杯子。这种不断跳跃的过程，我们把它看成是日

常的生活，就象我们的说话、做事、吃饭、睡觉一样，我们

每天都在进行着，重复着，没有一天中断过。 2 我们把杯子

外面的世界看成是一片乐土，因为它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所

在，是我们现今要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果我们所在的杯子

是一只木杯、铁杯或者瓦杯，那么外面则有铜杯、银杯、金

杯或者玉杯。当然铜杯的数量要比银杯要多得多，金杯和玉

杯则只是极少数。当我们从原来的杯子中跳出来的时候，首

先很可能就进了铜杯，就象从乡镇进了县城一样。如果我们

还有追求，还不满足于现状，还要继续跳，而且也还有能力

继续跳，那也是完全可以的。我们说过，我们的生活就是一

个不断跳跃的过程。这时候再成功的跳出去，就进了银杯，

而不大可能或较少有可能直接进了金杯或玉杯，就象我们不

大可能或较少有可能从县城的某个机关直接进了首都的某个

机关一样。 我们每成功地跳跃一次，都要经历一定的过程，

而且越是到了后面难度就越大。因为不论是财富，还是权力

，它的分布都是金字塔式的，越到上面，成功的可能性越小

。错一步就又跌到了原地甚至更低。如果有人要把铜杯里的



生活比喻为小资，把银杯里的生活比喻为中产阶级的话，我

们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妥。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

，当我们还没有跳出杯子的时候，我们千方百计地要跳出杯

子，把跳出去当成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物，望眼欲穿的希望

，把它当成了我们唯一的追求，就象我们在过一条决定我们

命运的河流时，认为淌过它就是我们今生的唯一，但当我们

真的过了这条河时，我们会发现，世上的河有万千条。等着

我们要去过的河还多着呢。这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并没

有完结，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才只是一个开始。这

样的结果多少让人有点丧气，但它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没有

完全满意的时候。没有彻底舒服的时候。如果有，也只是一

霎那间的事，只是昙花一现，惊鸿一瞥，相比我们漫长的人

生旅程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了一点。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满足。 3 我们把四十年前（1966年）的

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杯子，一个钢铁铸就的巨大无比的杯子

。它的高度已经超过了跳蚤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一般的跳

蚤要从杯底起跳，是跳不出杯子的。只有站在其他跳蚤身上

起跳，才有可能跳出杯子。而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允许

的，至少在道德意义上是如此。但当时的情况是，有人在杯

子外面放了一把火，把杯子烧得火热，跳蚤们在杯子里面坐

立不安，不得不跳来窜去。因为跳蚤太多，能够跳出杯子的

又极少极少，所以杯子里乱成了一团。跳蚤们你挤压我、我

碰撞你就成了不可避免以至于习以为常的事情，到后来相互

之间都撞红了眼睛；甚至连父母家人都不相认的时候，也出

现过。被压在杯底不能动弹的跳蚤可就惨了，有的当时就被

压死了或烤焦了，有的又经过了几次折腾，才死。当然也有



命长而体壮的跳蚤，压而不死，烤而不焦，它们的生命力特

别强；或者是它们得益于老子哲学中弱而胜强、柔而克刚的

道理，能屈能伸，逆来顺受，竟而终于逃过了这一劫难，顽

强的活了下来。巴金先生就是这一类的例子吧。另外有一些

处在杯底或杯壁的跳蚤的生命力不是那么顽强，或者说它们

没有充分运用老子哲学的宝贵原理来武装自己，使自己化险

为夷，转危为安，因此它们甚至没有怎么跳，就被烤死了，

作家傅雷和老舍算是这一类的例子吧。 生命力毕竟是顽强的

，跳蚤也是如此。尽管这把火烧了十年之久，而且生活在杯

子里的跳蚤们又缺乏食物和营养，但死去的跳蚤毕竟只是少

数，绝大多数跳蚤都顽强的活了下来，而且比以前活得更好

。因为后来来了一阵风，把火吹熄了，又砍掉了过高的杯壁

，跳蚤们即使是在杯底而不是站在其他跳蚤身上也可以跳出

来了。有人把这阵风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认为是适

当的。砍掉杯壁的斧子，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大刀阔斧。

也只是在砍掉过高的杯壁时使用的是大刀阔斧，因为它太高

太厚，束缚跳蚤们太久了。在人的方面，在意识形态和思想

观念方面，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一阵和风细雨来得更恰当些

。这阵和风细雨来得如此及时和恰到好处，以至于绝大多数

跳蚤们都表示欢欣鼓舞并从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这时

候处在杯子的边沿就不是坏事了，相反，它们所在的地方成

了特区，得到了各种优惠待遇，先富起来了，它们很容易跳

出杯子，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原来处于杯子中心的安全地带

，现在变成了内地，因为路途遥远和交通不便，发展相对滞

后，需要前者的支援和帮扶，才能跳出杯子。这也是题中应

有之义，体现了辩证法的无处不在。 4 我们把两千多年前的



秦王朝看成是一只杯子，一只巨大的新的杯子。因为它刚由

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建立。这只新杯子的核心京城咸阳因有“

崤函之固，雍州之塞”和秦始皇强有力的统治而显得好像是

“金城汤池”一样的坚固。然而我们的铸杯匠秦始皇大帝不

大懂得辩证法，??当然当时还没有辩证法，我们这样要求他

未免是苛求古人??但以战国时代学术的繁荣，“物极必反”

的道理还是有的。秦始皇过于自信，或许因为他的成功也确

实太大了一些，有前无古人之势，所以他认为他所用的法术

（以法家的理论为核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便丢弃了先秦

诸子的一切优秀成果（焚书），以至于他不懂得物极必反的

道理，不懂得在实行强有力的统治的同时还要爱惜民力物力

，还要善待百姓。他灭了六国，就毁掉了六国的大城市，销

毁了武器（“隳名城，销锋镝”），极大的浪费物力财力。

这些还不够，他又修筑万里长城，修建阿房宫，这些举世闻

名的大工程对当时的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说这些还

不足以使天下为仇的话，那么他所使用的手段??严刑峻法的

暴力统治则在老百姓的心中埋下了阴影（“不敢言而敢怒”

）。秦始皇太霸道了，因此他所建造的这个杯子只是在表面

上很坚固，表面上金光闪闪，象是金城汤池，实则只是一个

涂了金粉的纸杯。或者说它的坚固程度因为秦始皇政策的不

得法和错误而只能同纸杯相比。我们还可以理解为秦始皇把

他的全部金属都用在了别的地方，把天下的金子收集起来铸

造了十二个金人，其他大量的金属用在了阿房宫地下的水银

池等等方面，以至于他造杯子时已无金属可用，只能用纸一

类的材料来代替了。总之我们把秦王朝这只杯子看成是一个

纸杯是比较合适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纸杯，一只跳蚤要跳出



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纸杯的杯壁足以挡住跳蚤的弹跳。有

只聪明的跳蚤张良曾试图跳出杯子（他雇人刺杀秦始皇，想

在其死后恢复韩国，不受秦王朝统治），但失败了，被弹回

杯内，这只聪明的跳蚤立即逃之夭夭。尽管秦始皇拥有强大

的国家机器，但他还没有实行后来明王朝及蒋介石所实行的

那种特务统治，所有张良得以安然脱身，采取其他的方法来

对付这只杯子。事实证明，仅凭一只或几只跳蚤的力量，要

跳出杯子是不现实的，因为秦王朝正准备了“鼎镬刀锯，以

待天下之士”（贾谊《过秦论》，前引几处也是），只等着

这些跳蚤跳进来。已经有几百个儒生跳进去了（坑儒），别

的人不寒而栗，不敢再试。 但我们说过，要跳出杯子是人们

的目标，现在跳是不行了，怎么办呢？难道永远不出去了吗

？不是。只要还有跳蚤，它就要冲出去。就象人们终究是要

活下去，要吃饭睡觉一样。现在不行，等以后；跳不行，想

别的办法。人们的努力不会停止。在秦始皇死后的半年，有

两只跳蚤（陈胜吴广）带领大批跳蚤在去渔阳戍边的路上，

遇到了麻烦（大雨失期），依照秦朝的苛法他们都要被杀头

。结果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虽然他们没有武器，但他们斩

木为兵，揭竿而起，用竹头木棒捅破了秦王朝这只巨大的纸

杯。杯子破了一角，这群跳蚤用不着跳也就钻出来了。更多

的跳蚤效法他们，在各地纷纷捅破杯子，挤了出去。项羽和

刘邦是其中较大的两只。在巨鹿一战中，项羽的楚军消灭了

秦军的主力，拉塌了大半边杯子。此后一年多，秦王朝这只

巨大的杯子归于覆灭。 5 当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跳出

了杯子之后，我们又要去到哪里呢？我们是不是还要进入另

一个杯子呢？有人要说，既然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努力，花了



那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要跳出杯子，现在好容易跳出来了

，又进杯子干什么？不进了，不进了！我们要说，那是不成

的。因为问题是：我们能去到哪里呢？既然杯子无处不在，

你除了去另外一个杯子之外还能去什么地方呢？米兰#8226.杰

克逊成为屠杀印第安人最多的人（卡尔#8226.特罗亚《风流女

皇》）。起来捅破杯子的跳蚤名叫罗伯斯庇尔。从此世界开

创了一个新纪元。 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引起了欧洲各国

君主的仇视，他们组成了反法同盟，要把革命政权扼杀在摇

篮里。但他们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法国出了一只巨大的跳

蚤??拿破仑，他让欧洲的某些君主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在跳

蚤与杯子的故事中，拿破仑帝国的这只杯子虽只存在了十几

年，但相比波旁王朝两百多年的杯子它更显得熠熠生辉。它

撞破了欧洲不少老旧的杯子，为其注入新的内容。在它存在

的十多年间，它曾让欧洲各国的老旧杯子感到深深的震颤与

不安。拿破仑杯子的世界性影响还体现在它的法律制度上。

《法国民法典》是这只杯子中最为壮观的景象之一。直到两

百多年后的今天，它所确立的许多原则仍然是大陆系各国法

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完待续) （作者：陈继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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