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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川行随笔之一写了巴中农村。
在那里，民间社会长期积贫积弱，孤
苦无助，红色政权作为“穷人救星”反
哺社会，以全责政府的形式展开大规
模的救助，到处兑现“一夜跨千年”式
的发展，红色政权本身也因此完成了
自身的历史逻辑自洽，获得了充分的
正统性与合法性。

总体上，中国政府对贫弱社会的
救助是极为成功的。据联合国统计，
按每天每人 1美元的最低标准计，近
三十多年来，有多达 4亿的贫困人口
成功脱贫，这被公认为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最大成就。

但巨大的中国几乎就是欧洲与
非洲之和，除了贫弱社会，也有富强
社会。在很多原本就较为富裕的地
方，一些人认为他们并不需要红色国
家和大政府，受到自由派经济学家的
诱导，他们信奉另一套历史逻辑：当
年的“发财人”原本可以通过自由竞
争创造出社会繁荣，国家也会随之富
强，但红色政权的胜利打断了这个自
由主义模式的发展进程，经过 1949
年之后三十年的失败试验，终于改弦
易辙，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然而红
色政权本性难移，今天的中国仍然是
政府太大、自由太少，而且经常发生
国进民退的反改革，所以当务之急是
继续逼迫政府退缩，继续推动国退民
进，一直回到当年红军立场的对立
面。

为什么会有相互对立的两套历
史逻辑呢？为什么一些人相信只有国
进才有民进，另一些人却坚持说只有
国退才有民进呢？

很显然，此“民”非彼“民”，大力
鼓吹国退民进的这些人，并不代表巴
中农村这样的贫弱社会，所说的“民”
当然也不是以“父亲”为代表穷苦阶
层，恰恰相反，正是“父亲”们的对立
面“发财人”。

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民国家，所有
国民无论贫富都称作人民，当今的新
富人、新贵族甚至新寡头，在政治概
念上也都是人民，于是有人就利用了
这一点，将社会中的贫与富的对立转
化成了国与民的对立，通过“国退民
进”这个貌似正义的大旗，掩护富人
向国家的争利，鼓动私权向公权争
权。所以，确切说，这些人要的不是国
退民进，而是国退私权进、国退寡头
进。

国退私权进会出现什么结果？在
贵州省仁怀市，当地经济发展正好提
供了一个微观实例。

仁怀市下辖的茅台镇因闻名世

界的茅台酒而得名，建国前最著名的
三家烧房恒兴、成义、荣和于 1952年
被政府没收和并购，成立了国营茅台
酒厂，从此以后，茅台酒就是国家的，
酒厂的利税上缴国家。

关于茅台酒，一直都有着“茅台
酒神奇密码不可复制”、“离开茅台镇
就酿不出茅台酒”的信条，也就是说，
茅台酒实际上是仁怀市茅台河谷这
一地理区域的产物，没有这里特殊的
地理位置、地质构造、气候条件、土壤
成分，也就没有茅台酒，这个关系谁
都无法否认。1972 年周恩来总理指
示：在茅台酒厂上游 100 公里内，不
能建工矿企业和化工厂。这就是一个
标志，国家提供对整个地理环境和酿
造工艺的保护，同时也提供了对茅台
酒生存和发展的保障。1974 年曾有
过正式的“易地茅台”试验，但没有成
功，进一步巩固了茅台酒与茅台河谷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茅台酒也一直被称为“国

酒”，正是历届国家领导人都以茅台
作为国宴用酒，并向外国宾客广为推
荐，成就了茅台酒独一无二、不容挑
战的国家级品牌。

赤水河是国家的，茅台河谷是国
家，品牌是国家的，酒厂也是国家的，
红色政权建国的现实结果，这本来毫
无疑问。

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蓬勃发
展，随着中国白酒市场的急速膨胀，
茅台镇上的非公酒业也出现了爆炸
式的发展。据统计，目前茅台镇上大
大小小的酒厂，已有两千多家，“基本
上是家家户户酿酒”，而仅 2011年注
入到仁怀山沟里的资金就超过了
400亿元，是政府财政收入3倍。现任
仁怀市市长王茂才在介绍情况时反
复使用了“社会资本疯狂涌入”来描
述前几年的情况。

所有这些酒厂生产的有品牌的
酒，统称“茅台镇酒”，与国营的茅台
酒共用同一条河的水，共享同一个地
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也同样“提梁之
精，取麦之魂，采古酿技术，得山川灵
气”。但是，不同的是，它们利用自然
环境而不负责保护，利用茅台品牌而
不负责维护，利用基础设施而不负责
建设，利用城镇条件而不负责规划。
一位进行了实地采访的记者写道：

“…现场令人震撼。超过 400 亿的资
金涌入后，这个曾经十分偏僻的大山
沟，完全成了一个超级大工地。数平
方公里的大山沟里，数十个酒厂同时
动工，一些依山而建的厂房、办公楼

已拔地而起。工程车来回穿梭，扬起
的尘土，让这里的天空一片灰蒙。”

面对这种形势，国家还应该继续
退让吗？政府还能只做“守夜人”吗？
即使不按红色政权的逻辑，就按自由
市场的逻辑，仅仅赤水河的水质保护
和茅台山谷的环境保护这至关重要
的两项，能靠充分市场化、自由化、私
有化自动解决吗？

在这里，社会已不属于贫弱社
会，当社会资本总额高于政府财政收
入数倍甚至更高时，社会力量就已强
大到政府能做什么它们也能做什么，
甚至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在这些地方，
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遇到最大的挑
战，那些最大的土豪无时不在幻想着：
如果政府彻底实行放任，国家完全退
到角落，那么，整个茅台镇就成了…

这种幻想并非白日梦。就在本月
中，最新福布斯富豪排行公布，墨西
哥的美洲电信大王卡洛斯·斯利姆·
埃卢又超过了比尔·盖茨，再度成为

全球首富。他的个人净资产接近 800
亿美元，比两个巴拿马还多，相当于
4个南宁或吉林。他就是全世界私人
资本家的标杆和楷模，代表着寡头对
于国家的最大限度的胜利。

除了“最大寡头”，“最小政府”在
当今世界上也有实例，那就是索马
里。那里见不到法庭和警察，但也见
不到新建公路和桥梁；普通人可以自
由到随意拥有步枪甚至坦克和导弹，
但其实他们除了靠自己保卫自己别
无选择。

中国这个国家可以出比尔·盖茨
和斯利姆·埃卢吗？可以为了自由市
场而牺牲政府威权和社会制度吗？也
许，真到了茅台镇乃至仁怀市都重新
落入寡头们手中的那一天，人们才终
于明白，正是当年红色政权的建立，
才免于让中国成为索马里。

红色政权的建立当然并不仅限
于此，新的发展模式叫“有为政府加
有效市场”。人们看到，正好借助了从
去年开始的白酒市场大退潮，仁怀市
和茅台镇政府再次拿出积极有为的
姿态，开始了新的转型。根据当地政
府提供的资料，仁怀市“正立足‘五位
一体’建设茅台示范镇，概算投入
256亿元实施‘环境整治、产业壮大、
交通疏解、旅游开发’四大工程”，立
志要将茅台镇打造成“贵州第一、全
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新型城镇。

经历了数次进进退退的大起伏
之后，在这个山沟城市里，国家与社
会的互动博弈还将继续上演，政府与
民间的楚河汉界还将不断变更，只要
茅台河谷继续神秘，酱香白酒仍然醉
人，社会资本就会疯狂起舞，红色政
权的历史逻辑也还将接受新的检验。
但可以肯定，这里永远都不会成为墨
西哥或索马里。中国就是中国，古人
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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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镇上的国进民进茅台镇上的国进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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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市长王茂才介绍市情

笔者参观茅台集团笔者参观茅台集团

茅台镇一角茅台镇一角

本报讯 （本报特聘记者 小玉
采访报道）新加坡年轻有才华的指
挥家黄佳俊在去年 8月底的布加勒
斯特第 4届国际年轻指挥比赛中获
得了一等奖。同时，“乔治·埃内斯
库”国家音乐团邀请他來指挥今年5
月底的音乐会，曲目包括：瓦格纳的
歌剧“唐豪瑟”的序曲；李斯特第1号
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以及柴可夫斯
基E小调第5号交响曲。

黄佳俊近几年来数次参加重要
的指挥竞赛并获奖，如 2011年克罗
地亚“洛夫罗·冯·马塔契奇”及2013
年我国“乔治·埃内斯库”交响乐国
际指挥竞赛。他曾在 2012年获得

“李光耀”奖学金在柏林音乐学院继
续深造。在 2011年和 2012年美国
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音乐节上他
担任了罗伯特·斯帕诺指挥家的助
手指挥。他也参加了另外一些著名
指挥家的“指挥大师课程”：伯纳德·
海挺克、佩卡·洒落能、约玛·帕努拉
或是尤里·西蒙诺夫。他的导师是
库特·马祖尔，从 2012年至 2014年
期间从师于这位导师，这样有机会
指挥莱比锡交响乐团、波罗的海“年
轻”交响乐团、曼哈顿音乐学院的交
响乐团以及东京“洗足学园”交响乐
团。这些合作的高峰是，被马祖尔大

师邀请在2013年9月份莱比锡市著
名的“杰万”交响乐团作为他的助手
指挥。黄佳俊热心促进新音乐，指挥
香港“新音乐”交响乐团，在 2014年
在国际巡回演出时，参加北京新音乐
节、泰国国际作曲节以及越南-欧洲
当代音乐节。在2014年至2015年的
演出季节，黄佳俊将与布加勒斯特、
克拉约瓦市、布拉索夫市和锡比乌市
的交响乐团合作主持音乐会。

他此次来罗指挥音乐会获得了
圆满的成功，同时也抽出时间接受
本台记者的采访。当问到他什么时
候开始学习音乐时，他回答说：“我
在儿童时代，7岁时（就）同小学音乐
队合作演奏小号。”之后从演奏乐器
选择了踏上指挥的道路。黄佳俊
说：“我 17岁时开始作曲，而我作的
曲要自己指挥。我逐渐对这领域感
到兴趣，对舞台工作（感到）兴奋。
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新加坡“杨秀
桃”音乐学院，在这里研读了 4年。
大学毕业后选择去德国柏林市“汉
斯·艾斯勒”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我

在柏林留学时期过得很充实，因为
除了上课以外，差不多每天都参加

“柏林交响乐团”、“柏林国家歌剧
院”或是“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的排
练，这样就有了机会观看世界上最
有名的指挥家工作，同时看见他们
与交响乐团合作所能获得的结果。
这对一个年轻指挥家来说是一个难
得的机会！”

接下来我问黄佳俊在参加去年
第 4届国际年轻指挥家比赛以及上
大师课的学习上有些什么收获，他
回答说：“去年报名上指挥大师课程
很打动我，也帮助了我好好准备一
周后的竞赛。我同两位著名指挥家
和教授学习，他们是芬兰的约玛·帕
努拉和奥地利的王进大师。他们两
位是很好的教师及交响乐团领导
人。他们的讲课帮助我敞开了想象
力、尤其使我更多了解指挥同交响
乐团合作排练的主客观环境。我不
仅仅享受了用手指挥的美好机会，
而且懂得乐曲的结构和走向，来学
习为交响乐团的声音选择最适合抒

情的节奏。随着两位教师的指导和
解释，我们能了解交响乐团的心理
及排练的准备以便在正式音乐会中
获得最佳效果。”

接下来我请黄佳俊谈谈这次在
国际竞赛上获得一等奖能否对他的
艺术生涯敞开新的机遇，他回答说：

“获得一等奖后，不少著名交响乐团
邀请我合作，如：美国亚特兰大交响
乐团、德国柏林市管弦乐团、罗马尼
亚“皇家”交响乐团、阿根廷圣达菲
市交响乐团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市
交响乐团。本周有机会再度来到布
加勒斯特，为我的音乐会作“乔治·
埃内斯库”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
会后我被该机构的艺术经理兼钢琴
家尼古拉·李卡勒茨再次邀请明年
来此指挥柴可夫斯基第 6 号交响
曲。这一消息使我感到高兴。”

这次音乐会的曲目虽然难但是
很美，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
象。我问到黄佳俊与罗马尼亚交响
乐团合作后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
他回答说：““乔治·埃内斯库”交响

乐团是罗马尼亚国家第一流交响乐
团，有潜力同欧洲最有名的交响乐
团比较，如柏林、巴黎或是伦敦市交
响乐团。我对交响乐团弦乐部分丰
富的声音、木管独奏的声音和铜管
乐器的统一声音印象非常深刻。这
一交响乐团的历史悠久并且重要，
我感到很荣幸和谦卑有机会和他们
合作，因为我是和他们工作的最年
轻指挥。”

黄佳俊为 5月间的音乐会第三
次来到罗马尼亚。虽然每次来只停
留几天，我问到他对罗马尼亚的印
象是什么。他指出：“罗马尼亚是一
个美丽的国家。在布加勒斯特我最
喜欢的地区是市中心以及“乔治·埃
内斯库”交响乐音乐厅的位置。可
能这是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大多数
时间，也因着音乐厅这一历史性建
筑物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其美丽
建筑风格。周围有不少咖啡馆和小
饭店。我回想起来，去年参加比赛
之前，从上午到晚上在音乐厅后面
的一家小咖啡馆学习，准备竞赛，因
为我住宿的小旅馆没有桌子以及好
的灯光允许我学习。所以本周上午
我抽空再次返回去这家咖啡馆喝杯
味道香浓的咖啡，回想起来去年的
美好时光。” （完）

新加坡年轻指挥家黄佳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