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喻老》 中载：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
贵为一国之君的纣王做了一双
象牙筷子，就让身为三贤之一
的太师箕子感到恐怖，原因在
于，箕子害怕的不是象牙筷子
本身，而是由象牙筷子引发的
一系列后果。

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土瓷
瓦器，要配犀碗玉杯；犀碗玉
杯肯定不能盛粗茶淡饭，要配
山珍海味。吃山珍海味就不能
粗布葛衣、茅草陋屋，而要锦
衣华车、琼楼玉宇……箕子
“畏其卒，怖其始”，从一双象
牙筷子身上看到了纣王的欲望
难平，为殷商王朝的前途命运
感到担忧。果然，“居五年，纣
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
酒池，纣遂以亡。”

秦强

一双小小的象牙筷子何以能够毁掉
一个泱泱大国？显然，毁掉殷商王朝的
是筷子背后的奢靡享乐。纣王制作使用
象牙筷子，就意味着他抛弃勤俭节约，
选择奢靡享乐。历史和现实莫不证明，
勤俭节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还
是基本道德底线。奢华的潘多拉盒子一
旦打开，欲望的多米诺效应就会立刻显
现：一个欲望推动着另一个欲望，一种
贪婪紧随着另一种贪婪，各种贪欲接踵
而至，永无尽头。“俭节则昌，淫佚则
亡”，当无限膨胀的贪婪欲望遇到了不受
节制的恣意权力，结局就是意料中事。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对个人来
说，德为立身之本，俭为养德之道。勤
俭节约可以降低人的物质欲望，减少外
物的刺激需求，通过清心寡欲来修身养
性，提升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奢靡享乐

则是欲望膨胀的开始，是走向腐化堕落
的第一步。一旦迈开这一步，就会利欲
熏心，最后欲壑难填而自取灭亡。历史
上，富甲天下的邓通饿死街头，富可敌
国的石崇收监问斩，贪恋专权的刘瑾招
致凌迟，国之巨贪的和珅狱中自缢……
这些生前锦衣玉食、不可一世之人，最
后结局无一不是财尽人亡、身死名灭。

对国家来说，勤俭节约是立国之
本，也是治国之道。俭可以养廉，廉可
以治国。即使是处在繁荣盛世的贞观之
治时期，魏征仍不断谏劝唐太宗要“居
安思危，戒奢以俭”。

历史表明，勤俭和廉洁如同一对孪
生兄弟，克勤克俭往往能实现国家的长
治久安。今天，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勤
俭廉洁是为官从政的最低要求和道德底
线。勤俭节约所要求的清静寡欲、淡泊
节制，可以消解和克制人内心的贪婪和

欲望，有效防止国家公权力的腐败滥用
和官吏的贪污腐化，实现廉洁自律的内
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勤俭节约不仅
是敦风化俗的重要手段，也是防腐倡廉
的重要途径。

勤俭不兴，贪欲不止；节约不行，
欲壑难平。考究不少落马的豪贪巨蠹，
其贪污腐化的直接起因，往往是一包名
烟、一瓶美酒、一顿大餐、一块好表，
之后就慢慢放弃了勤俭节约底线，渐渐
养成了奢靡享乐恶习，最后走上了违法
犯罪的不归路。

最近爆出的一些触目惊心的“老虎
案”，无一不是背弃了节俭节约原则，走
上了奢靡享乐歧途，在贪腐堕落的泥坑
中越陷越深，最终沦为国家的罪人。各
级干部应当懂得，惟有把勤俭作为一种
境界去修养、作为一种品格去恪守，才
能自由行走在清正的大道上。

吴堡长

现实生活中，人们哪个不喜欢好吃
的食物，哪个不喜欢漂亮的衣服，哪个
不喜欢名贵的礼物，哪个不喜欢华丽的
居所？但，我们不得不深深地记住《增
广贤文》中的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增广贤文》是中国古代儿童启
蒙书目，是用来教育、启发小孩子的书
籍。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已知道这个道
理，并且知道这样的道理要从儿童教育
抓起。难道现代的我们反而将之抛诸脑

后？
事实一再证明，不少落马的豪贪巨

蠹，他们以前也是循规蹈矩，老老实实
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他们也曾痛
恨那些利欲熏心、奢靡享乐的蛀虫。可
是他们一样抵御不了“象牙筷”的引
诱，渐渐的由一包好烟、一瓶好酒、一
块好表，变成锦衣玉食、古玩豪车、琼
楼玉宇……由欲望变为贪欲，由贪欲变
为贪婪，一旦“上瘾”就会万劫不复，
终将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深渊，由人
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罪人。

《三国志·蜀志传》记载，刘备告诉
其子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
而不为”。人们往往以为小事、小情节、
小爱好无关紧要、无伤大雅。殊不知，

“小小象牙筷”承载的却是大大的贪婪奢
靡心。集腋成裘、积土成山，任何事物
都是由少成多、由小变大的。反腐倡廉
定要“以小见大”、“防微杜渐”，从小处
着眼，从小事着手，重在事前的预防、
警醒和监督。不要让小小“象牙筷”再
掀波澜。

小小“象牙筷”岂能再掀波澜?

刘钊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早在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就曾明确
指出过享乐与奢靡的危害。历史上，骄
奢淫逸导致身败名裂乃至国破家亡的事
例比比皆是；时至今日，这句谏言仍然
振聋发聩。

近年来，一些官员戴名表、吸名
烟，出入高档会所，甚至拍摄不雅视频
等事件被曝光，其享乐思想和奢靡做派
令广大群众深恶痛绝，也严重损害党的
形象和声誉。

享乐主义是一种精神上的腐化，它
带来的第一个危害是致人精神懈怠、不
思进取。享乐主义者通常认为自身利益
高于一切。在工作中，他们毫无奉献精
神，乐得喝茶看报度日，生怕“麻烦”
找到自己头上，稍多干一点活便怨气冲
天；涉及个人待遇问题时，他们又积极
踊跃，毫不谦让；日常生活中，他们安
于现状，惧怕创新打破安稳和平静；到

艰苦地区工作，则无异于要了他们的
命。其次，享乐主义犹如“传染病”，一
旦流行开来，社会风气将会为之败坏。
孟子告诫世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上级官员耽于享乐，则一级效仿一级，
最后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致使民风
怠惰，国家将陷入无人能攻坚克难、开
拓创新的窘境。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享乐
主义外化到物质世界后，恶性膨胀，成
为一股奢靡之风，其危害更为剧烈。当
今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条件大大改
善，部分官员爱好面子，追求排场，喜
欢攀比，成为奢靡之风诞生的温床。奢
靡之风的第一层危害便是浪费社会财
富、损害人民利益。某些官员沉迷于追
逐豪华、奢侈的物质生活，利用手中权
力挥霍社会财富，建宫殿般的政府大
楼、坐豪华公车、吃鲍鱼燕窝，甚至兴
建耗资巨大却无实际功能的“形象工
程”，这些本无必要的奢侈品耗费了大量
人力、物力，却对经济社会发展毫无作

用，而本该增加投入的民生工程却缺乏
资金保障，对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有害无
益。此外，大兴土木、“制造节日”等行
为还消耗了大量有限的自然资源，“透
支”未来，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的矛
盾，导致发展危机。部分官员在奢靡之
风的影响下，逐渐腐化堕落，这又导致
了第二层危害，即腐蚀政治。奢靡之风

“吹开”，腐败现象便如影随形般到来。
为保障奢侈的生活，一些官员以权谋
私、收受贿赂、挪用公款、滥用职权，
带给自身享受的同时，却严重扰乱了社
会秩序，侵蚀了党的肌体，损害了党和
群众的血肉联系。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
奢。”李商隐这两句诗，道出了国家兴废
的内在原因。箕子从纣王的一双象牙筷
子，看到了贪图享乐、奢侈腐化，乃至
身死国灭的未来。当今的我们，仍不可
不以此为戒。

“象牙筷子”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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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dsaaa：记得邓小平说过，现在是信息
技术时代，腐败和信息密切相关，跟市场关系
不大。解决的方式就是公开透明。

@廉政昌平：不少落马官员腐化的直接
起因，往往是一包名烟、一瓶美酒。党员干部
不应该在手表、烟酒面前慢慢放弃勤俭节约底
线，渐渐养成奢靡享乐恶习，最后走上不归
路。应该把勤俭作为一种境界去修养、作为一
种品格去恪守。您做到了吗？

@晓光映晨：我们不要忽视经济繁荣的
今天，必须警惕极右思潮泛滥的现实。“贪
腐”是极右思潮的终极产物，我们绝不能让

“贪腐”毁掉中国社会主义大厦。

@闲云野鹤：现在的“贪腐”，多数与工
程有关。

@Rream：看中了一款漂亮的包包，买回
家后发现没有衣服配，于是又买了能够和包包
相配的上衣、裤子。难道包包就是毁掉一个国
家的“象牙筷子”？

@雨文：“勤俭不兴，贪欲不止；节约不
行，欲壑难平”再这样下去发展下去成为国家
公权力的腐败滥用和官吏的贪污腐化，毁掉的
是一个政党。

@自由如风：箕子看见一双象牙筷子就
感到恐怖，箕若看见XX会所、XX高尔夫球
场会晕倒吗？据说高薪也可以养廉，“高薪”
就是钱多的意思吧？在廉洁中有了很多钱，别
说象牙筷子，就是钻石筷子又会怎么样呢？

@白虎青龙：典故的利害人们都清楚，
关键是怎样从法治角度防止官员“骄奢淫逸、
铺张浪费”？

博议

“筷子”不简单

调侃

@静水深流：勤俭是传家宝；勤是摇钱
树，俭是聚宝盆；这两样少了一样都是让人不
尊敬的；节俭就是不浪费，但该花的钱还是要
花的，勤不是累死，累到饱和壮态后就必须要
休息……

@叶晓东：毛主席曾说过：铺张浪费是
极大的犯罪，应该合理消费。

勤俭是传家宝

思考

有一说二

一双筷子何以毁掉一个国家

@LEO：没想到一双筷子还能引出这么多
让人深思的内涵，这“筷子”不简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