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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式的权力制衡 

张鸣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95】【字号：大 中 小】 

 

      传统戏剧里免不了有皇帝的形象出现，不过，戏里的皇帝，一律降一格，称“王”。虽然不称

皇帝叫孤王，但所演的人物往往就是历史中有名有姓的皇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有，并不因他

们高贵的身份而“真事隐”，“假语村”。  

  演的虽然是真皇帝，但事迹可是真假参半。编本子(戏)的人，多半是些粗通文墨的下等人，看

戏的则更多的是大字不识的老粗，时常就会有些为了“收视率”而加的即兴之作，虽说不至于关公

战秦琼，但墨水多的文化人看了多半是要喷饭的。 

  比较有意思的一桩是这样的：某些专演帝王将相的戏里，凡是那些戏里认为比较昏庸的“王帽

子”身边，总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将相，比如唐朝的秦琼、尉迟恭、宋朝杨家将故事里的八王赵德

芳、包公戏里的包拯等等。这些人的特殊，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为王朝建立不世之功的功臣，更重要

的是他们手中都有某种兵器或者别的什么家伙，比如尉迟恭的金鞭、赵德芳的凹面金锏和包拯的龙

头铡之类。这种东西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经过先王“御封”的。这些功臣虽然本人既管不了

奸臣祸国，也管不了昏君发昏，但只要操起手中的家伙，马上威力陡增，因为这些家伙，是先王亲

口封的——可以上管臣下管民，皇帝的脑袋也管三分，挨到谁的脑袋，一概打死毋论，惹急了，尽

可以操家伙往皇后甚至皇帝脑袋上抡(实际上没有真打着的)，由于现任的皇帝总大不过他爹(有孝道

管着)，所以一般都只好退让了事。当然，这些有特别家伙的将相，在戏里都是绝对的好人，忠诚—

—不会起叛心，公正——明辨是非，廉洁——都是清官。 

  现存的中国戏剧，除了昆曲之外，包括所谓的国粹京剧，实际上反映的是下层社会的口味和心

态，能够“管君”或者“制君”兵器的设计，实际上是老百姓的某种希冀的体现。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的，说什么是什么，谁也挡不住。在他们的想象中，

皇帝总是昏的时候多，发起坏来，忠奸不分，好坏不明，横征暴敛，最后总是老百姓倒霉。即使是

想象，总得想法挡他一挡。于是，那些受了先王御封的锤呀锏呀的家伙就出来了，拥有这些家伙的

人是臣，可一旦操起家伙，就有了制约皇帝的权力，而且这些人都是好人，所以，皇帝也就有了百

姓想象中的制约者，老百姓多少有了点保障，不至于无限制地受暴政的荼毒。 

  西方政治学讲的权力制衡，中国最没文化的老百姓，其实也是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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