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
们片面地强调知识，“知识改变命
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怕”等，全社会对于知识灌输几
乎到了病态。孩子小学入学，不认
得几百个汉字，不会讲一口英语，
不会运算加减乘除，就会被好学校
拒之门外。人们发现入学是越初级
越难，大学不如高中，高中不如初
中，初中不如小学，而进什么小学
几乎决定了后面的人生。这已经成
为社会现实，称得上正常吗？我们
的家长欢迎这种情况吗？显然不
是，但他们也无可奈何，不知道
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熟知中国古代伟大的教
育家孔子，说到人生“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踰矩”（《论语·为政》）。
这几句话，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但是，大多数人有意无意地把这
段话的第一句给漏掉了，那就是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明白

怎么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该不会
是孔子讲错了吧。汉代历史学家
司马迁所作的 《史记》，被称为

“ 史 家 之 绝 唱 ， 无 韵 之 《 离
骚》 ”，成就之大，少有人能够与
之比肩，可他自称是“年十岁则
诵 古 文 ”（ 《史 记 · 太 史 公 自
序》），也是十多岁才读书学习
的。看来十多岁才正式读书是古
人的通例。放眼世界，当今文明
发达的国家，好多都立法规定不

得对学龄前儿童进行知识灌输。
从长大成才的比例来看，这些国
家占据了世界人才的高端，而他
们并不急于让儿童学习知识。在
教育上，我们首先要适应人成长
的自然规律，不能任意做人为设
定。今天的我们心太急了，总想
一举成功，相互攀比，口中念着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我
们并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反而是
经常抢跑，可是，在成才的终点
上，我们赢了吗？

中 国 文 化 强 调 “ 仁 义 礼 智
信”。“仁”就是情商，如何团结
人，包容人，舍得吃亏，学会忍
让，尤其是现代社会将每个人都
变成大链条上的一环，这种情商
就显得尤其重要；“义”是做人的
原则，没有原则就是一根随风倒
的草；“礼”是秩序，社会要有秩
序，人在团体中要有正确的定
位；“智”是领悟力，也是一种学
习能力；“信”则是做人的根本，
人无信则不立。围绕“仁义礼智
信”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
流，这种文化的主流渗透到家庭
里去，就有了家训。“训”字左边言
字旁右边是川，川流就是河流，水
是主流，所谓家训并不是把孩子训
得头皮发麻，而是开导你、劝你做
人走到正道上，引导人向善，所谓
从善如流，就是“训”。

常常听人说到“性格决定命
运”，而性格不就是从小培养起来
的吗？小时候没有受到品行教育
的人，不懂得规矩与分寸，不知

“止”便胆大妄为，随便侵犯他人
的利益，任性而自私。见到这样
的人，人们会说“没有家教”。显
而易见，家教是教人基本的行为
规范。这些规范，首先是与人相
处时的行为准则。人们都在追求
自由，但一定要知道自由并非没
有限度，每个人的自由是以不侵
犯他人的自由为边界的。因此，
损人利己是不可以的。有些人认
为自己不伤害别人，尽管侵占公
共利益，谁也管不着。他们在公
共场所大声说话，载歌载舞，把
自家的垃圾扫到门外马路上……
凡此种种都会被视为粗俗无礼。
其次，这些规范是自我保护的经
验提炼。比如，古人告诫我们

“不立危墙”，也就是不要站在危
险的地方。这个道理似乎谁都明
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到处看
到立于危墙的行为，例如行人不
走人行道而走车行道，助动车与
汽车抢道，行人站在路中间说话
等，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结果
意外伤害事故一直居高不下。

如今的家长越来越注重“早
教”，但往往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掌
握知识上，这样的早学、早教往
往成才率并不高。时下的教育往
往将起点当终点追，童年就把学
习热情都耗尽了，孩子们进了大
学以为万事大吉，终于可以扔开
书本，殊不知这才刚刚站上了学
习的起点。要改变这种状况，父
母要努力，体制要改革。

（摘自《良训传家》前言）

把起点当终点追，是当下教育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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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读到一个故事：有户人
家，院子里有棵很大的苹果树，
卖掉恰好够一家人一年的生活
费。父亲临死前把儿子叫到身边
说：“我没有金银财宝，只能把这
棵苹果树留给你，你好好经营
它，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父
亲去世后，儿子在“想出去闯荡
赚大钱”与“守着苹果树一世无
忧地生活”的两难选择中，最终
下决心把苹果树砍了。来到大城
市后，他从饭馆跑堂开始，边干
边学饭店管理方式，有些积蓄后
开了饭馆，没几年成了腰缠万贯
的大富翁。

不难想象，如果儿子守着苹
果树，成为大富翁的概率不高。
正因为砍了这棵苹果树，自断后
路，也就意味着向死而生，倒逼
自 己 外 出 寻 找 出 路—— 穷 则 思
变，倒逼的真谛由此可见一斑。

倒逼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激发
机制。有人说，人最大的对手往
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懒惰。
别指望撞大运，运气永远不可能
在你身上，更何况机遇和运气只
青睐有准备的人。因此，只有倒
逼才能给人以强烈的刺激，激发

其心力，引发其智力，开发其潜
力。不逼自己一把，根本不知道
自己有多优秀。每个人都是有潜
力的，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才能
真正活出自己。

美 国 有 个 小 男 孩 ， 读 初 中
时，学校离家很远，父亲每天开
车送他，他也养成了习惯。一
天，父亲的汽车在一处陡坡熄火
了，眼看要上课了，小男孩不得
已拔腿向学校跑去。此后好长时
间，汽车都会在陡坡处熄火。小
男孩每次都跑 5 公里到学校。一
年后，小男孩代表学校参加田径
比赛，夺得了 1000 米冠军。原
来，父亲曾听体育老师说，小男
孩有运动天赋，但太懒惰，不愿
意练习跑步。于是，父亲故意在
陡坡处让车熄火，以此倒逼儿子

跑步，终令儿子的运动天赋得到
了展示和提升。

倒逼有多种形式，诸如环境
倒逼、目标倒逼、责任倒逼、考
核倒逼，等等。好的倒逼可以逼
出一个人的目标追求、精神境
界、人格魅力，进而逼出创新理
念、创造路径和创业成果。“稀土
之父”徐光宪多次因国家需要改
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在一次又一次
的倒逼里，他日渐升华的理想信
念、家国情怀、责任担当，都一齐化
作了严谨治学、攻坚克难，默默无
闻、无私奉献的巨大力量，最终在
稀土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
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倒逼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得
好，可以助人一臂之力；用得不
当，则会让人灰心丧气。如今，

一些成功学的书刊向读者宣传所
谓的人生捷径，似乎只要倒逼一
下自己，去闯一下他们指点的捷
径，就可以复制像比尔·盖茨、
乔布斯、李嘉诚、马云等人的成
功轨迹。于是乎，有的家长便一
读即信，一信即试，并以“任正
非负债 22万元，27年后成为世界
第一”为例，不惜卖房子，贷款
让平凡的孩子去创业，期望“石
子”变“金子”，这岂非成了一场
输不起的赌博？殊不知，倒逼需
要遵循“跳一跳，摘到桃”的原
则，得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就像
那个美国小男孩，因其有运动天
赋，因而倒逼之下，他长跑的潜
能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相反，
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运动天
赋，或许可以通过倒逼提高自己

的长跑水平，锻炼身体，但很难
成长为一名优秀运动员。

选择怎样的倒逼、如何实现
倒逼，当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因旨而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每个人只要从自己的兴趣
爱好、脾性修养、学识视野、人
生阅历出发，选择最容易成功的
突破点，通过倒逼发力，就能扬
长避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23 岁的重庆姑娘聂凤，通过 6 年
的刻苦训练，在 2015 年于巴西举
行的技能界“奥林匹克”——世界
技能大赛上，作为中国的唯一代
表，一举夺得美发行业冠军，她不
仅享受到了和奥运会冠军同等的
待遇，还破格成为副教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职业无须分三六九
等，倒逼奋进才是最重要的。

风雨过后，眼前会是鸥翔鱼
游的水天一色；走出荆棘，前面
就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登上
山顶，脚下便是积翠如云的空蒙
山色。失败与成功本没有天然的
鸿沟，从失败走向胜利，倒逼构
筑的是一条无可替代的捷径、一
座坚不可摧的桥梁。因为倒逼
里，有你的智慧力量；倒逼中，
有你的奋然跃起；倒逼下，有你
的无怨无悔。

倒逼的力量
我把创新的动机分为三种价

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
利主义，以及内在价值的非功利
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
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
公司上市；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
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为了填
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
流；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
者而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追
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
加幸福。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
有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有第
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是具有第
三类动机的人就少了，甚至可以
说是寥寥无几。我们之所以缺乏
创新型人才，除了缺乏好奇心和
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
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义。急于
求成的心态、成王败寇的价值
观，导致更多的是抄袭、复制，
而较少真正的创新，更不太可能
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
钱颖一

回顾自己的学艺之路，我在
“不逾矩”这三字后，加上了一
个“不”字。“不”并非是轻率
狂妄的否定；“不”，是艺术前行
的动能，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
对艺术的追求，穷尽一生的努力
和探索，也只可能接近于真实和
目标，岂有从心所欲？但在这接
近的过程中，往往又会人为地形
成这样或那样的规矩、程式、惯
性，某些规矩、陈式、惯性，又
束缚着人们进一步探索和发展脚
步。循矩而又不囿于矩，在肯定
中作智性的不屈不挠的否定，才
能在艺术上敢于越陈规，创新
貌，推新出新，常变常新，才能
使艺术生命常青。也就是不守
旧、不自缚、不懈怠、不信邪、
不逾矩不。

——国家一级美术师韩天衡

家庭建设的关键又是什么
呢？我理解，应该是敦伦尽分。
当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的角色做
好，家庭自然就和谐美满。当父
母尽到父母的责任，儿女尽到儿
女的责任，丈夫尽到丈夫的责
任，妻子尽到妻子的责任，公婆
尽到公婆的责任，儿媳尽到儿媳
的责任，这个家庭，怎么能够不
和谐呢。当每一个家庭都是和谐
的，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和谐呢。
家庭建设，根本是孝道和夫妻
道。孝道是立柱，夫妻道是横
梁。此柱不立，此梁不正，家庭
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孝
道和夫妻道是一道，那就是和
气。没有和气，孝也难，爱也
难。而和气，来自正气，也就是
现在大家都在讲的正能量。正气
又来自正念。正念又从哪里来？
在我看来，就是祖先们留下来的
神圣经典，比如 《了凡四训》

《孝经》《弟子规》 等等。所以，
家庭建设还是要从学习传统文化
入手。

——著名作家郭文斌

17%

——随着医患纠纷数量的不
断增加，医责险于 20 世纪 80 年
代被逐步引入国内并加以推广。
数据显示，83%的医生没有给自
己办理过医责险，给自己办理过
医责险的医生仅占 17%。72.3%
的医院并没有给医生投保，而为
全部医生投保的医院仅占 18%，
还有 9.8%的医院只为部分医生
投保了。

1.4%

——“全面二孩”时代到
来，中国学前教育资源势必迎来
新挑战。调查发现，中国大学生
毕业半年后从事“幼儿与学前教
育”职业类的比例已经连续 5年
增长。2012 届本科生从事“幼
儿与学前教育”职业类的比例为
0.6% ， 2016 届 该 比 例 上 升 到
1.4%。

42%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
全国 1847 位大学生用户发起调
查，其中42%的受访大学生表示

“关注过不同类型的‘网红’”，
47%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对‘网
红’群体不感冒”，“对‘网红’
有一定反感情绪”的受访大学生
占10%。

老话新聊
漫画角

《良训传家》
韩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7月

本书跳脱出以个别古代家
训为主的说教式或文字释读式
的写作方法，而将中国古代家
训中的精髓提炼出来，将重要的
家训内容与历史人物、典故融为
一体，点面结合、寓理于情。作者
主张现代教育应从中国古代传
统文化，尤其要从家训家教中
获得启示，改进家庭教育与学
校教育的思路与方法。

“孤岛” 杨树山 绘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
授通过讲述那些家喻户晓的
寓言，把生活中的经济学原
理展示给读者。让大家在领
略那些妙趣横生的寓言故事
的同时，了解当代经济学的
许多深奥道理，从而提高经
济学思维能力。

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以
小说家的生动笔法，社会观
察家的敏锐思考，记录了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百态，饱含
对弱者的同情，对不公的愤
怒，对人性的观照，对人文
情怀的推崇，以及对当前中
国社会世道人心的追问。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
华书店提供）

桂晓燕

前几天，张弓先生在 《宁波
日报》 上撰文说，他看病配来一
种药，看说明书时遇到了麻烦。
平时他戴着老花镜可以看报纸，
而看这份印得密密麻麻的药品说
明书，用老花镜再加上一只放大
镜，依然十分模糊。对于一位年
过古稀的老人来说，说明书的字
实在是太小了！

无独有偶，某些公交车站的
站牌，上面的字也非常小；不但
字小，而且还安装得非常高。视
力不佳的老年人想要看清楚，哪
怕把头颈伸得长颈鹿那样，把双
脚踮得跳芭蕾舞似的，也还是不
行！再说谁有这么高超的功夫？
看样子得用望远镜瞄准才靠谱。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言
而喻，老年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身体各方面机能的退化，视力减
退不过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种表
现。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在现
实生活中，不少人只要自己还不
够老，不觉得有困难，往往会忽
视老年人的难处和感受。上述印
制药品说明书的人，设计公交站
牌的人，莫不如此。

此外，其他种种从自我角度
出发，无形中给老人带来烦恼和
不便的，也不乏其人。例如，小
后生开车上街，看到有老人在前
方蹒跚而行，就急吼吼按喇叭催

促；有和老人交谈的，发觉对方
耳背口拙、反应迟缓，就很不耐
烦地埋怨数落……更有甚者，某
些窈窕女郎，对老人的龙钟老态
也看不惯，一副满脸不屑的表
情，好像她们自己永远不会变老
似的。

宁波老话说得很清楚：“太
公也是小官人，太婆也是囡出
身。”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白发
苍苍、满脸皱纹；谁没有经历过
风华洋溢的青春岁月？再仔细想
想，其实每个人从小到大，始终
都在努力争取成为太公或太婆，
达到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最高
境界。此话怎讲？您瞧，婴儿满
周岁时，前来庆贺的亲友，异口
同声齐祝宝宝“长命百岁、长命
百岁”！能活到百岁，当然是白
发老人啦。再瞧，年轻人成婚的
良辰吉日，满堂宾客哪个不是祝
新 人 “ 百 年 好 合 、 白 头 到
老”？还有，中老年人设宴过生
日，贺词中必有“福如东海，寿
比南山”，那就更老啦。

所以说，能够健康长寿，荣
登太公或太婆的宝座，是一个人
最大的福气，现在许多老人也活
得相当精彩。不过大家也明白，
从总体上来讲，老年人毕竟属于
弱势群体，更需要社会和他人的
关爱。

华夏民族历来有敬老爱老的
传统，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统治阶级也标榜“以孝治
天下”。清朝曾举办过4次“千叟
宴”，是清宫中规模最大、赴宴
者最多的皇家盛宴。康熙皇帝六
十寿诞时，举办了首次千叟宴，
宴请从全国各地奉诏进京祝寿的
千余位老人。准确地说，是老
头，没有老太。当然，重男轻女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沉疴，不能要
求封建皇帝康熙做到男女平等。
不管怎么说，请了老头，也算显
示了朝廷对老人的尊重与关怀，
在全国起到了敬老孝亲的示范作
用。9 年后，康熙又举办了第二
次千叟宴。乾隆皇帝一向以他爷
爷为榜样，也先后举办了两次千
叟宴，每次赴宴人数都达到三
千。

我想，由于康熙和乾隆自己
也是老人，所以热衷于请老人吃
饭；又由于他们有权有钱，所以
可以吃，吃得起。而据笔者了
解，一些人年轻有为时，每天辛
辛苦苦忙忙碌碌，没顾得上关心
老年人的需求；等到自己也加入
退休大军，意识到敬老爱老问题
时，往往已力不从心。

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我们可
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当一个人有
能力有条件为老人提供帮助时，
请不要错过机会，务必马上付诸
行动。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时，
便能形成符合老龄化社会需求，
关爱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风气。

太公也是小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