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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臣》

内容概要

詹姆斯·哈克是从他进入内阁之日起就记下这些日记的。他向磁带录音机口述日记，有时每天这样做
，更经常的是于周末在自己选区的家中进行的。他原来只打算做些记录来帮助记忆，但他不久就明白
，一本描述一位内阁大臣日常斗争的日记会具有其内在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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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臣》

精彩短评

1、看完电视剧再复习一遍，充满意趣啊
2、看书的话，原剧里一些看不懂的地方会清楚很多
但是。。。中文跟英文实在差很多
我的志愿就是把这部作品翻来覆去的折腾会╮(╯_╰)╭
3、英国人的幽默绝不止于憨豆
4、实在太爱这部剧了，所以书也要看一遍>.<
5、如果字幕组翻译水平（和态度）是优秀，即使考虑到时代的限制，这本书翻译水平（或态度）也
只能算良好
6、同名英剧改编的小说，给我等不看剧的文字控提供了这部经典的机会。小说由大臣/首相哈克和常
任秘书汉弗莱的日记以及私人秘书伯纳德的讲述构成，讲述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和理论上归他统辖却
握有实权的文官阶层的合作与斗争，一部英国政治生态百科全书。
7、神作。
8、把剧集和书对照来看，更觉得剧集演员真是神一般的表演，哈克蠢萌，小汉狡猾，伯纳德天然呆
。书中的编辑吐槽也特别欢乐。
9、看了电视再来补书籍，基本对话和场景和电视一样，只不过电视剧里面很多对话在小说里更多以
私人日记，采访或者便条代替，更多的有了不少心理描写。书里面也有不少注解，非常地妙趣横生啊
。
10、2012.10.06 － 2012.12.11 (67天)
11、太爱腐国文风了 
12、大爱！
13、在预测不会脱欧论文交上去之后整颗心都凉了的情况下看的，Jim和小秘书这对cp党太阔爱了，看
懂形英式幽默之后笑的抽搐在床上，才不是葛优躺看的呢！
14、有意思，但是看到后面就感觉意思越来越小了，总归是那么一类情形，绕来绕去而已。
15、一部杰出的政治讽刺小说！民主社会也有各种潜规则，这是人类社会的通病
16、总理夫人翻译，必须五星啊！~
17、这书单独看也很奇葩  这书另有一个91年的译本 译者大概是某校目前最有名的老师，不过她没翻
过这书的续集真遗憾 另外当年学校的图书馆库本开放外借 想借这个，但没找到。
18、黑色幽默是我的菜
19、读了一半，有些地方真是能把人笑死，但是整体感觉重复感太强，而且还老长，于是不想看了~
20、So amazing！
21、好久没有看到这种能一边笑一边让人深思的书啊..哈克撮爆了哈哈
22、我的評分只針對於原著以及英劇。一本正經的英音和英式幽默，被翻譯之後很少能感受得到，總
覺得少了點什麽。
23、五星力荐，墨守成规官僚臃肿的文官系统，风水轮流转只关心选票的政治家大臣，共同组成了这
本书中妙到巅峰的英式讽刺和英式幽默。不从政的应该读，从政的更应该读⋯⋯
24、挺好看的，不过觉得相比而言貌似电视剧更好看，可能是由于电视剧是英文的，而看的书是翻译
的，所以有的地方体现不出韵味来，还得靠联想电视剧来理解，不过有的时候，即使是翻译的书也能
帮助理解电视剧中的一些笑点。特别想看英文版的，尽管可能看不大懂！
25、没有电视剧那么有趣，不过关于文官系统的内部运作，介绍更详细
26、书面无法直呈影视的画面，同时翻译也没办法表达原文的精彩，扣两星。但跟着阅读时不时浮现
看过的片段，还是蛮欢乐的
27、写的真是好啊！！！
28、有点像英国版的纸牌屋，大臣日记挺幽默的，虽然也觉得政治家们不过是蛇鼠一窝，但这大臣的
确非常可爱呢。
29、和电视剧配合着看，很多电视剧里无法领略的笑点都能领会；在文中略显枯燥的语言冗长的斗嘴
，联想电视剧的场景，也不会显得无聊。
30、机智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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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臣》

31、虽然收藏的够久了的纸让我全身发痒，但还是不能阻挡我热爱他的心情
32、先有电视剧后有小说。
33、看过电视剧后特地下载了一本到kindle，原来这个是根据电视剧改编的剧本，基本上和电视剧一模
一样。不过加上很多便签和文件手稿等作为插图，倒也是视觉上的一种新的乐趣。赞
34、看的是复印版的 
35、2016-11-19
36、原来出过图书啊！我很喜欢电视剧版的。完全演绎了政客和官僚的斗争。巧妙又诙谐。
37、津津有味
38、离港前看的最后一本书。
39、深刻而有趣，自黑毫不手软
40、感觉他们的精英的思维怎么那么搞笑
41、书是好书。吐槽一下这本书的翻译，我没看过原文，但是明显感觉到译者像是一个词一个词地翻
译，语言太罗嗦，部分语句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42、很可爱的一本书，我最喜欢的是汉弗莱
43、哈克萌萌哒
44、回忆大学时光。
45、这书真有意思。
46、在地铁里也是会忍不住笑出来的啊
47、教科书式的大臣驯养记录，展现了政府文官系统的先进，真~宫斗
48、太经典了，句句在理
49、确实不错
50、这才是高端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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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臣》

精彩书评

1、早前看过央视正大剧场那可怜的六集电视。只是记得当时年纪小，基本上除了“好笑”“讽刺”
“秘书”“片头漫画”这几个要点以外，就没有任何印象了。《是，大臣》和《是，首相》是根据英
国同名电视剧集改编成的小说，又名《一位内阁大臣的日记》。如果说有缺点的话，它到底是剧集，
每篇故事都带有相同类型的强烈“戏剧性”，而且总是在达到高潮后迅速结尾，并前后呼应一下。大
约拍剧集都要这样才吸引观众。除开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一点，它完全可以成为很严肃的政治小说
——这本书的而且确，很精彩。英国人的幽默，绝对不同于美国的风趣，更不是中国式的搞笑，光是
其中那种冷颜说笑话的句式就无法不令人印象深刻。而似乎故事的主人公——一个身陷英国文官政治
的普通大臣身上，这种笑话更是层出不穷。我指着收文篮厌倦地问伯纳德说：“要我什么时候处理完
所有这些信件？”伯纳德说：“大臣，您不是明白您其实用不着这么干吗？”我根本不了解这情况。
这话听上去不错。伯纳德接着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起草一份正式复信去回答任何来信。”“
正式复信是什么内容？”我很想了解一下。伯纳德解释说：“它仅仅说，大臣要我对您的来信表示感
谢。然后我们就作内容大体如下的答复：‘此事还在考虑之中。’如果我们高兴的话，我们或者甚至
说‘此事正在积极考虑之中！’”“‘在考虑之中’和‘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有什么区别？”我问道
。“‘在考虑之中’是说我们已把档案丢失了。‘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是说我们正在设法寻找它！”
我想这可能是伯纳德开的小小玩笑之一，不过我并不绝对有把握。这段是开篇不久哈克刚上任行政事
务部大臣时和私人秘书伯纳德的一段对话，此时的哈克尚不了解白厅文官们的工作方式。“我想⋯⋯
”我又断然下起决心说，“⋯⋯我认为在反对党抓住这个把柄之前，我最好亲自去看一下。”“是，
”伯纳德说，“到目前为止，新闻界还没有发现它，您说奇怪不奇怪？”我告诉伯纳德，我们的绝大
多数新闻记者都是外行，他们甚至很难知道今天是星期四。“今天实际上是星期三呀，大臣。”他说
道。（哈克也是记者出身。）当然也有诸如这种令人有点滴汗的地方：“大臣，”汉弗莱说，“我恳
求您别把它叫做非洲弹丸小国。它是一个LDC。”LDC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词。布兰达在过去似乎是被
称为不发达国家的。不过这个称法显然变得令人厌恶了，因此它们便被叫做发展中国家。这叫法又显
得神气十足。于是它们变成欠发达国家——或者简称LDC。汉弗莱爵士认为我必须对有关非洲的术语
十分清楚，否则我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简单的说，“欠发达国家”这个称法似乎还不曾使任何人
产生反感。一旦引起反感，我们就立即用HRRC来代替LDC。这是“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简称。
换句话说，它们是人口严重过剩，讨钱过日子的国家。不过布兰达却不是一个HRRC。⋯⋯的确很难
看到如此用笑话来指摘现代政府的可笑之处的作品，很有些相映成趣。文官所把持的官僚政府，使得
走马灯式的内阁大臣们做起事来有心无力；而一切以选票为最终目标的大臣们，也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任何自己在竞选时作的承诺。在野和执政就是两个立场，换届只会让双方换一个立场，而不改变做事
的方法。我想说过多的评论并无益处，但愿我能把喜欢的段落都抄录上来。不过，那也是不可能的
。http://www.wretch.cc/blog/Ithilien&amp;article_id=9796709
2、1. 你们是否知道在国内税务部门工作的人甚至比在皇家海军服役的人还要多？或许政府以为课税是
最好的防御形式吧。2. 外交部终于接到消息了，但并非来自外国的电报，而是“外交大臣的司机从他
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则新闻中说的”。3. - 我没有拿到真正的文件！- 你没有拿到哪些真正的文件
？- 我又怎么知道我没有拿到哪些文件呢？这就是所谓的“冰箱内部电灯现象”——如何搞清楚冰箱
门关上以后里面的灯还会亮吗？4. - 你能直接了当的回答一个直接了当的问题吗？- 只要您不要求我笼
统的提出不成熟的看法，或是过于简单的回答“是”或“不是”，我愿意尽最大努力来满足您的要求
。- 你的意思是，你能直接了当的给我回答？- 【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是的。- 好吧，现在我就坦
率问你。- 咦，我还以为您刚才已经问过了。5. - 回答我“是”或“不是”，坦率的回答！- 大臣，要
是我被迫坦率的回答，那么我得说，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也就是从总体上来看，考虑到各方
面的因素，从各部门的大致情况来看，那么归根结底，或许可以这么说，大就是，到头来，您会发现
，就一般意义而言，明明白白的说，不管这样还是那样，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6. 会员国越多，你越
是能挑起争论，联合国也就越是变得一事无成，不起作用了。7. “开放性政治”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要么搞开放，要么搞政治。8. 议员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是由他们所在地选区党组织挑选
出来的，也就是说，有三十五个穿着邋遢雨衣的男人和三十五个头戴滑稽可笑的帽子的女人挑选出来
的。9. “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应理解为：我们不打算干这个。“你有没有通盘考虑过这件是
的全部含义的全部含义？”应理解为：你不会这么干。“这决定有点令人费解。”该理解为：蠢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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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臣》

！“不能说这是完全坦率的。”应理解为：可恶。“恕我直言，大臣⋯⋯”该理解为：大臣，我从来
没有听说过这么傻的想法。10. 英国的外交政策至少也有五百年不曾改变了——那便是，要制造一个分
裂的欧洲。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跟荷兰人一起同西班牙人打仗，和德国人一起同法国人打仗，和法国
人以及意大利人一起同德国人打仗，又和法国人一起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打仗。11. 水门事件完全是另
一码事。水门事件发生在美国。12. - 我们的绝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是外行，他们甚至很难知道今天是星
期四。- 今天实际上是星期三呀，大臣。13. 假如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也就没有人会知道你在干错
事。
3、学林这个版是全本，可是翻译得实在太差了。看电视剧的时候，因为有演员的表情动作，句子里
词的重音也可以听出来。书本来就少了这些东西，如果是英文原文的还好，翻成中文又差劲了一层。
汉弗莱那些一套一套的公务员专用语我也没指望它能翻得太好，关键有些习语典故都翻错了实在让我
忍无可忍⋯⋯哪位有英文原版的发个链接吧，我都快找疯了⋯⋯
4、最早读到《是，大臣》和《是，首相》，是在念书的时候，1995年或1996年，那时才大一，北师大
。图书馆里很多书，只有两种借了又借，看了有看，一个是这两本，另一个是樊纲的《求解命运的方
程》。是大臣描述了一个理想中的官僚政治体制，没有人在一个这样的体制中可以独自作主（为所欲
为），同时，这个体制又有自身独特的运转，一旦马达开动，体制自行运转，自成体系而又排斥妄动
。——这是多么美妙的官僚体制只可惜，理想的状态永远只是人心目中的梦想。如果梦里可以做梦，
为什么醒来不能再醒来？
5、在忍俊不禁的轻松阅读的体验中，感受典型的英式幽默和讽刺。但你决不会就此认为英国的政治
制度就是如此的荒唐。
6、众所周知，《Yes,Minister》是BBC拍摄于八十年代嘲讽官僚主义的一部喜剧力作，但是其中倒也看
出不少有趣的东西。第一个，先从现代文官体制讲讲吧~这部剧同《官僚之夏》不同，可能是因为文
官体制的发展阶段不同。《官僚之夏》是五六十年代的故事，彼时日本真正的文官体制建立不久，再
加上日本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文官体制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旺盛的发展期，因而比较能发挥优
越性。而《Yes,Minister》则是八十年代的故事，又发生于最早建立现代文官体制的英国，明显有很多
弊端出现，实际上今天的日本政府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问题。但是，作为政府最底层的一员，其实我
还是比较向往这个文官体制的。毕竟今天的大陆，要说合格的现代文官体制，可以说一直没有真正建
立。各级的政务官都是由执政党认命，党政严重不分，执政党的人才选拔机制同政府的人才选拔机制
明显冲突。再加上执政党没有竞争压力，必然带来更加恶劣的官僚主义和权力寻租问题。最底层的政
府办事人员要想有所上升，往往要经过很多关卡，而很多关卡实际上是执政党出于政治考虑设置的非
必要程序，这要选拔出来的政治官员往往不具备真正的事务能力。在八十年代的政改中，一个重要措
施就是撤销地方政府、各单位的各级党组，只在中央保留党组，就是出于建立现代文官体制的考虑。
当然，这些改革后来基本上废止了，诚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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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臣》

章节试读

1、《是，大臣》的笔记-第1页

        由于哈克是新闻记者，他并不特别擅长报道事实。

2、《是，大臣》的笔记-第455页

        我气急败坏地、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贿赂和腐败是罪孽，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
“大臣，”他耐心地朝我一笑，“那是一种狭隘的地区性观点。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他们的看法就
大不一样。”
“汉弗莱！罪恶并不是地理学上的一个分枝！”
可是他却争辩说罪恶确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枝。在发展中国家，“合同外支付款项”的多寡表明你对这
笔交易的认真程度。当一家跨国公司作出一项巨大的“政治捐赠”时，就简单地表明它期望得到巨额
利润。〔这就像出版商预支稿费给作者一样。付出最多预支款的人就是想得到最大销售额的人——编
者。〕“难道你是对我说，”我问道，“对贿赂视而不见是政府的政策吗？”
“当然不是，大臣！那是不可想象的。这决不会是政府的政策，不过是政府的做法罢了。”

3、《是，大臣》的笔记-第67页

        “要知道政府不能因为国家毁灭了就停顿下来。人员死伤固然不好，无政府状态那就更糟了。”

4、《是，大臣》的笔记-第479页

        如果我可以把话题扯开一点，这个美国人会称为“牵制与均衡”的制度驳斥了所谓文官属于右翼
、或是左翼、或是其他什么翼之类的经常反复出现的批评。国防部的委托人是军人，它——如你期望
的那样——属于右翼。另一方面，卫生和社会保障部的委托人是穷人、基本权利被剥夺的人和社会工
作者，它（可想而知）属于左翼。照顾雇主们的工业部是右翼——而劳动就业部（当然是照顾失业者
的）则是左翼。内务部是右翼，因为它的委托人是警察、监狱和移民局的人员。而教育部，正如我们
已经评论过的，是左翼。

你可能要问：我们在行政事务部的人是偏于哪一方的？实际上我们既不右也不左。我们的主要委托人
是文官太多，因此我们真正的兴趣是保卫文官来反对政府。

严格的宪法理论认为文官应该致力于执行政府的愿望。而且只要政府的愿望是可能实行的，他们就该
像样干。这其实是说，只要我们认为这些愿望是可能实行的，我们就该像样干。说到底，你还能怎样
用别的方法来加以判断呢？

5、《是，大臣》的笔记-第127页

        英国的外交政策至少有500年没变了--那就是，要制造一个分裂的欧洲。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和荷
兰人一起打西班牙人，和德国人一起打法国人，和法国人、意大利人一起打德国人，又和法国人一起
打德国人和意大利人。

6、《是，大臣》的笔记-第500页

        我怀疑，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在中非共和国出现，汉弗莱是否会感到惊奇。
〔汉弗莱爵士正像别人一样，肯定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中非共和国是离海一千英里的内陆国家——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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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是，大臣》的笔记-第89页

        安妮说了一些话，改变了我对自己处境的整个看法。她说：“’伯纳德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意
思？当你还是《改革》杂志的编辑时，你完全不是这样——你投身进去，你告诉人们该做什么，提出
你的要求，并且达到目的！什么东西变了？你还是你——你只会听任他们欺凌你。”
突然，我认识到那是真的。她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克也一直在挖苦我的原因。不是我卡住他们
的喉咙，便是他们卡住我的喉咙！这是弱肉强食的规律，正像在内阁中一样。
⋯⋯
”不允许吗？“她握了我的手。”亲爱的，你是大臣。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任何事情。“
她是对的。我是大臣。我能做我喜欢做的任何事情。而不知怎么地，我的官员们已经驯服了我。现在
我明白了。老实说，我是非常感谢安妮的，她具有这样卓越的见识。好吧，他们会吃一惊的。突然，
我急于到办公室去。我的新年决心是：把事情管起来。哈克的形象，有些天真，有些软柿子任人拿捏
，却也有让人赞赏的地方。

8、《是，大臣》的笔记-第542页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要跻身政界。他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
“唔，大臣，我在《分类词典》里查过‘政治’这个词的含义。”
“词典里是怎么说的？”
“操纵、阴谋、幕后策划、回避事实、煽动、贪赃枉法。我认为我不具备这些素质。”
我告诉他不要过低估计自己。

9、《是，大臣》的笔记-第421页

        “有些人，”我说道，“认为建造避难所使核战争更有可能发生。”
“有核武器，就该有避难所。”
“我觉得你说得对，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正需要核武器。。”
汉弗莱爵士大为震惊，“大臣，难道您是一位单方面裁减军备论者吗？”
我对他说道，有时候我吃不准自己究竟是不是。他对我说，如此说来，您应当辞去政府之职。我对他
说，我还不至于是那样的单方面论者。
“但是，汉弗莱，”我说道，“美国人毕竟会保护我们不受俄国人攻击的，是吗？”
“俄国人吗？”他问道，“谁在谈论俄国人？”
“好吧，独立的核威慑力量.”
他打断我的话，“是用来保护我们免受法国人的攻击。”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法国人？听起来难以令人置信，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想法。我提醒汉弗莱说
他们是我们的盟国，我们的伙伴。
“他们现在是，”他表示同意道，“但在过去九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
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就非拥有不可！”
他这句话的深刻道理只要花几秒钟想一下就明白了。它突然变得并非完全不可信了——真的，这不过
是普通常识罢了。如果核弹是保护我们免受法国人攻击的话，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显然必须
拥有它。你不可能信赖法国佬。这件事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10、《是，大臣》的笔记-简介

        再者，他对事情的叙述，无论是就此书的本身范围而言或者是与外边情况的客观对比，都存在一
些出入。由于哈克是新闻记者，他并不特别擅长报道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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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大臣》的笔记-第一章 开放性政治

        “这二者是矛盾的，有了政治，就不能有公开。”
“不，他们只有无知的权利。有了了解就会相互勾结，无知才具有某种尊严。”
“老百姓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做是害他们。难道你会给酒鬼喝酒吗？”
“百姓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就不能说你错了。”

12、《是，大臣》的笔记-第196页

        我告诉伯纳德，我们的绝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是外行，他们甚至很难知道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实际上是星期三呀，大臣。”他说道。”

13、《是，大臣》的笔记-第6页

        “简要地说，我是这儿的常设国务次长，也是这儿的常务秘书。这位伍利是你的主要私人秘书。
我也有个主要私人秘书，他就是常务秘书的主要私人秘书。直接由我领导的，有十名副秘书、八十七
名二等秘书，还有二百十九名助理秘书。这些下属秘书都直接向主要私人秘书负责”

14、《是，大臣》的笔记-第464页

        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哈克和许多政治家一样，具备一种有用的本领，能相信黑的就是白的，仅
仅因为自己就是这么说的——编者。

15、《是，大臣》的笔记-第171页

        绝大多数政府部门都是在完成与它们目的截然相反的事：联邦事务部使我们失去了联邦，工业部
使工业萎缩，运输部主持了公共运输系统的解体，财政部使我们失去钱财。

16、《是，大臣》的笔记-第56页

        “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国内税收局比皇家海军的人数还要多？也许政府认为税收是最好形式的国
防。”

17、《是，大臣》的笔记-第503页

        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有点恼火地说：“如果您坚持要我讨论道义问题，或许我应该指出，某种事
情要么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要么就不是。它不可能在道义上略有一点错误。”

我对他说不要诡辩。

他继续诡辩：“大臣，政府并不关注道德问题。”

“真的吗？那么，它关注什么呢？”

“它关注稳定问题。保持一切事情顺利进行，防止无政府状态，防止社会瓦解。明天社会照旧还在这
里。”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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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难倒了他。他不懂我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一点对他讲清楚。

“如果政府不是为做好事，那么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这个概念对他毫无意义。“政府并不关注善与恶的问题，它只关注社会的安定和混乱。”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有时候都必须吞下我们并不相信的东西，对我们
认为是错的事情投赞成票。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是一个童子军。否则我永远不可能升到内阁大臣
一级。我并不幼稚。我知道世界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的。

但是.也总有那么个限度吧。让意大利恐怖分子获得英国制造的炸弹引爆器难道真的算是秩序井然吗？

我看不出这怎么可能算秩序井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汉弗莱好像根本就不管这一套。

我问他这怎么可能呢？

他又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这不是我该管的事。那是政治家们管的事。我的任务是执行政府政策。”

“即使你认为它是错的，你也执行吗？”

“几乎所有政府政策是错的，”他有礼貌地评论道，“但却执行得非常好。”

18、《是，大臣》的笔记-第107页

        我还得到了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只要有可能避免，我绝对不能在（文官）汉弗莱面前流露
出自己的希望或担忧——特别是设计党的担忧。如果你暴露自己政治上的弱点，人家就会毁掉你。你
必须使人家猜不透你的意图。
我现在懂得要让文官先表态。绝对不要说，“我认为如何如何”；该说，“你认为如何如何？”
我也搞懂了“是”和“不”的用法。你总是可以把“不”字变成“是”字——而不是倒过来。不但如
此，要是你想说“不”字，得由私人办公室来代你说——但是如果你要想说“是”，那你就得抢在私
人办公室前面自己动手打电话。这样就可以由他人受过而由我自己居功。
⋯⋯
即使这样，我得说我发现这倒是我传达我对那些常任官员们的批评的极其有用的途径，因为我知道伯
纳德一直在监听我说的每一句话！

19、《是，大臣》的笔记-第272页

        政治家在其一生中，有时被迫去作出错误的决定，从经济的角度、从工业的角度、以任何标准看
——除了一个标准之外——都是错误的决定。奇怪的是，有些事从所有别的观点来看都是错的，而在
政治上却是对的。而政治上正确的事并不仅仅意味它是获得选票的方法——它的确是——而且（要是
一项政策获得选票的话）人们还可以声称那政策确是人民所需要的。在民主国家中，人民投票赞成的
事怎么可能是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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