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晓燕

大家知道，现在小宁波按揭
买房买车十分普遍。一辆车动不
动几十万元，一套房起码上百万
元，小宁波收入有限、开销勿
小，摸摸皮夹子钞票瘪塌塌，看
看 银 行 卡 存 款 一 眼 眼 ， 哪 有
实力一次性付清？不向银行按揭
行吗？当然，这里说的车是小汽
车，如果是买一辆自行车，那就
不必伤脑筋了，一个月的工资够
买N辆！

大家有没有想到，今天的许
多老宁波，当年还是小宁波的时
候，连买一辆自行车也得“按
揭”呢。比方说，上世纪70年代
中期，宁波的商店里，一辆上海
产的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售
价均为 120 元；而小宁波每个月
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想买一辆
心仪的自行车，钞票不够怎么
办呢？可以按照当时宁波民间
约 定 俗 成 的 办 法 ， 通 过 “ 来
会 ” 解 决 —— 找 10 个 同 事 朋
友 ， 每 人 出 10 元 钱 ， 不 就 有
100 元了吗，发起者再添些钱，
就能成为幸福的“有车族”了。
以后每人每月再“投资”10 元，
凑 足 一 笔 100 元 ， 还 给 其 中 一
人，直至10人全部轮遍。除发起
者优先外，其余的人啥时候收回
投资，则通过抓阄决定。

抓阄，也就是宁波人说的
“撮纸头”。老宁波认为，撮纸头

也属于制度设计的范畴，在许多
情况下，撮纸头不失为一种最公
平、最靠谱的设计，听从天意，
顺其自然，不受任何人为因素的
影 响 。 所 以 宁 波 老 话 是 介 讲 ：

“纸头撮过，呒没罪过。”
关于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有

一个分粥的例子流传很广，影响
很大。一群人天天在一起吃粥，
要有人负责分粥。可是无论让谁
分，用什么方法分，始终都不公
平，有权分粥的人总是以权谋
私，多吃多占。直到有一天终于
想出一个好办法：分粥的人最后
吃。这样他就不用别人监督，每
天千方百计把每碗粥分得不差分
毫。不管哪一个人吃哪一碗，都

“呒没罪过”。
另有一个选人才的例子，虽

没有分粥的故事名气大，但体现
出来的制度设计理念，也颇为巧
妙。大意是城里要建一个大工
程，当地的建筑师很多，不知选
谁来干最好。如果征求他们的意
见，肯定个个都说自己水平最
高，工程非其莫属。这样未免难
辨真假。正踌躇时，有人向决策
者献了一计，召集全城的建筑
师 ， 让 他 们 来 回 答 一 个 问 题 ：

“如果让你来承接这个工程，请
你挑选另外一名建筑师做你的助
手，你准备选谁？”结果有一人
被提名的次数遥遥领先。决策者
马上欣然拍板：“嗨，工程就交
给此人啦！”这个决定显然“呒

没罪过”，城里的建筑师们，谁
不知道同行中哪个最强？您让他
选 助 手 ， 他 就 挑 “ 擦 紫 杨 梅 ”
了。

下面这个发生在上海的真实
例子，也充分说明了制度设计的
重要性。多年前去过上海的老宁
波都知道，那时候黄浦江上没有
一座桥梁，往返浦东浦西，全靠
渡轮摆渡。每天清晨，大批人马
纷纷涌到外滩轮渡码头，摆渡过
江赶到浦东上班；一到傍晚下班
时分，又纷纷从对岸摆渡回浦
西。因为人多，两岸都要排队购
票，排队候船，排队检票上船，
既费时间又很麻烦。大约在上世
纪 70 年代吧，有一个聪明人提
出：既然黄浦江上没有桥梁，摆
渡去浦东的人肯定还得摆渡回浦
西，因此可以在浦西外滩码头
上，出售来回船票；只在外滩出
发时检票，从浦东回来那就直接
上船好了。一个小小的建议，犹
如四两拨千斤，节省了多少乘客
和码头工作人员的时间精力，取
得了多少社会效益！难怪新的制
度一经推出，立刻博得乘客的一
片赞扬。

上述这些例子，有真事，也
有传说，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那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和人性特
点，精心设计制度，做到合情合
理、有效有益，符合宁波老话的
精神——“纸头撮过，呒没罪
过。”

纸头撮过，呒没罪过

9 月 17 日晚，“最长情的陪
伴——2017 宁波晚报粉丝节”举
行。作为曾经的“晚报人”，我
未参与，但有关注。一个深切感
受是，以往的“读者节”，变成
了 如 今 的 “ 粉 丝 节 ”。 由 “ 读
者”而“粉丝”，与称谓一起变
化的，或者说引起、决定这种变
化的，是时势，是潮流。

而这时势和潮流就是，报纸
等传统媒体无可争辩地在走“下
坡路”，手机等新媒体发展则是青
云直上。原来喜欢读报纸、看电
视、听广播的人，要么在一天天
老去、逝去，要么就是转向了看
手机、刷屏，要么就是伴随着手
机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传统
媒体没有兴趣和感情。

时势变迁，潮流浩荡，谁都
无法阻挡。1996 年，我大学毕业
后，进入宁波晚报，正赶上都市
报发展的黄金期，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齐头并进。那时订报纸、
看报纸的人多，广告主也多，“报
人”们日子过得优哉游哉。而自
新世纪开始，随着电脑家庭化，
新闻网站大量出现，信息传播速
度快、数量大，对报纸的订阅率

和广告收入造成不小冲击。很
快，智能手机大众化，信息传播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击中的正
是传统媒体按部就班、互动不
便、信息有限等软肋，看报纸的
人也就是“读者”越来越少，而
看手机的人也就是“粉丝”越来
越多了。

我做党报理论评论工作，读
书看报是“日课”，一天不学习，
就感觉两眼一抹黑。记得 2002 年
底刚从宁波晚报调到宁波日报
时，办公室订的报刊杂志，那叫
一个多！一天不去拿，报箱就塞
满。坐下来翻一遍，碰上篇把好
文章认真读读，没两三个钟头下
不来。年底填订报的单子，写了
满满 5 张纸。记得从 2013 年起，
一年接一年，订的报纸越来越
少，去年连 1 页纸都没写满。不
是不想多订，实在是觉得没必
要，订报要花钱不说，报刊的内
容，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
体上都有，而且好多内容都是第
一时间推送。

多年来，我养成个习惯：一
上班，先到收发室拿报纸，拿来
就急不可耐地翻看。一大堆报
纸，一天不翻，就觉得不自在。
也不记得是从啥时候开始，有一
天突然发现，两三天没去拿报纸
了。想想，手机上订阅了 20多份

电子报，早上醒来刷一遍，想看
的都看到了，拿不拿、翻不翻报
纸，也就无所谓了。

订的报纸锐减，看报纸时间
锐减，看手机时间便剧增。我数
了一下，自己手机上有近百个微
信公众号和报刊客户端。手机上
阅读，消耗流量要花钱，但每月
2G流量，几十块钱套餐费比订几
十份报纸便宜太多了。虽说有空
还是会坐下来翻报纸，但算一
算 ， 一 天 到 晚 的 时 间 ，大 多 被
QQ、微博、微信和客户端占领了。
也就是说，我早已从“读者”变成了

“粉丝”。转念一下，自己是办报纸
的，尚且如此，遑论别人。

我调到宁波日报后，有时编
发篇“豆腐干”评论，也能弄出
大响动。有些评论发表后，经常
接到读者电话或来信，或“大加
赞同”，或“强烈反对”，或“商
榷一下”，或“登门讨教”。表达了
观点，有人回应，就有成就感、存在
感。清晰地记得，从 2013 年下半年
起，编、写的好多评论，观点、写法
都不错，得到的读者回应却少得可
怜。到 2014 年下半年，以往那种读
者回应几乎没有了。但好些评论
被网络、新媒体转载后，后面的
跟帖倒是不少。

这是报纸评论面临的困境，
也是传统媒体面临的困境——不

是说报道的东西没人看了，而是
说人们看新闻的渠道和习惯变
了。这时候，当然要尊重“读
者”，但万万不能轻视“粉丝”。
广告经济是“注意力经济”，哪家
媒体的阅读率高、人气旺，广告
主就会把钱投向哪家。“粉丝”就
是阅读率和人气，就是广告来
源。媒体也得先生存，而不是让
记者 （写手）、编辑饿着肚子喊情
怀才行，为“粉丝”服务、服务
好“粉丝”就是应该的。

问题是，越是好的内容，越
得有人劳心费力地去采、去写、
去编。有新媒体宣称：我们不生
产新闻，我们只是新闻的搬运
工。有人说，报纸当了“免费奶
妈”，喂大了网络和新媒体，而人家
长大了就要“弑母”。一些报纸很不
爽，打响了“维权战”“围剿战”。但
在中国，新闻产品的版权，是个很
复杂的事儿，打维权官司往往是

“追回一只鸡，得杀一头牛”。电子
报收费，好多报纸试过，但大都黯
然收场。维护自己的版权，传统
媒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的看法是，真是好报道，
微博、微信、客户端、自媒体等

“第一时间”就发了、就转了，等
到看报纸，岂不是黄花菜也凉
了。要让“读者”掏腰包，自己
有独家调查、权威评论、深度分

析、典雅美文、个性话语吗？有
报纸谢绝新媒体“搬运”，有报纸
欢迎新媒体“来抄”，各打各的算
盘，要所有报纸一起“断奶”，办
得到吗？新闻也是商品，别人拿
去二次加工，或换种方式传播，就
能卖钱，自己为啥不能？内容要新、
写法要新、包装要新、载体要新、渠
道要新、吆喝要新……奈何不了现
实，如果还不能改变自己，把“读
者”变成“粉丝”，或是吸引“粉
丝”，被“搬运工”们占足便宜
后，恐怕还会被骂一句：不争气
的老东西。

只要这个社会还需要新闻，
就一定需要记者、编辑、评论
员。关键是，时代、潮流变了，
我们办媒体的能力和思维能不能
跟得上趟。如果跟得上，就算传
统媒体真像有些人诅咒的那样

“死了”，但我们早已把“读者”
变成了“粉丝”，或者说已经吸
引、培育了大量“粉丝”，何愁无
路可走？宁波晚报过去的宣传语
是：心系寻常百姓，可读可用可
亲；今年办粉丝节，宣传语是：
最长情的陪伴。时代不同了，说
话方式也变了。但万变不离其
宗，无论媒体面对的是“读者”
还是“粉丝”，都要积极回应时代
变化中的诉求，给予他们想看、
爱看的东西。

看如今，有几多“读者”几多“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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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有没有自己的知识
产权？初期确实有在技术上与引
进方相互学习、共同研发的阶
段，但我们是拿钱、拿市场买来
的换来的，是光明正大的、摆在
桌面上的正当交易。技术专利是
商品，在你手里是你的，我把钱
给你，你把商品给我，这就是我
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抄袭，更不
是所谓悄悄地剽窃。何况，我们
并不止步于此，并不满足于这些
现成的技术，而是通过消化吸收
再研发创新，使它成熟、升级、
适合中国国情，进而成为我们自
己的技术。我们并不是仅此而
已，如果这样就一点创新也没
有，而是再创新、再提高，成为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技术体系，
性能已经远远高于原来，这是客
观事实。如果真像有的人所说是
抄袭，我们怎么会去国外申请专
利？中国铁路人是通过艰苦的努
力，开发、研发、升级，创新出
远远好于别人的东西。

——上海铁路局原局长、时
任中国铁道部驻美高铁项目组组
长刘涟清

讲 人 才 培 养 和 “ 双 一 流 ”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建设，
自然牵涉到什么是大学的概念和
内涵。通俗地讲，大学是培养大
学生 （含研究生） 的地方。人们
常引用梅贻琦先生在 1931 年就
职清华大学校长时演说中的一段
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后面的两
句话却少有人引用，即“我们的
知识固有赖于教授们的指导指
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其
实全文原意可概括为：“大学乃
大师‘育才’之谓也。”新中国
成立后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倡
导办大学要抓“方向、质量”，
培养学生要“全面发展、又红又
专”，更接近现今“双一流”建
设的内涵。教育家们对办好大
学、培养好学生都有蕴意深刻的
名言，值得“双一流”建设中借
鉴。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余寿
文

任何一个学派，都强烈地烙
印着那个学派所发生地的民族印
记。无论哪个乐派，若不是建立
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就不能
成为乐派，也就没有自己的特
色。如威尼斯歌剧乐派、维也纳
古典乐派、莱比锡乐派、俄罗斯
民族乐派等等都是如此。什么是
中国乐派？就是以中国音乐元素
为依托，以中国风格为基调，以
中国音乐家为载体，以中国音乐
作品为体现。音乐不是很多人偏
见的吹拉弹唱，作为文化使者，
音乐促使文明交融，让我们净化
心灵、脱离低级趣味。艺术教育
不仅仅要把接受教育的人们培养
成艺术家，更要培养成文化底蕴
深厚、行为举止阳光、艺术功底
精湛的合格公民。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

73.3%

——数据显示，金融公司和
保健产品是中老年人最容易深陷
的泥潭。以健康为诱饵的骗局最
容易让老人上当，在受骗人群中
达到 73.3%；其次是以发财为诱
饵的骗局，达到 48.4%。尤其是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受骗概率更
高，较 40 岁的人群受骗的概率
高34%。

214661吨

——数据显示，共享单车在
缓解城市拥堵、降低污染物排放
方面成效显著。在共享单车推出
之后，广州和深圳的拥堵程度分
别下降 6.8%和 4.1%。第二季度
参与抽样的 20 座城市中，节约
汽油 8388 万升，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214661 吨，减少 PM2.5 排
放14.1吨。

36.1%

——与传统认知不同，脱发
并非只困扰着中老年群体，目前
主流脱发人群的年龄已呈明显下
沉趋势。购买植发、护发产品的
消费者中，90 后以 36.1%的占
比，即将赶超占比为 38.5%的 80
后。而以 70 前、70 后为代表的
中老年群体的“补植”需求，远
低于人们的想象。

李磊明

《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的中
国国际话语权研究》，为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正良教授主持
的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12BGJ004） 最终成果，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

全书 50 万字，共九章内容，
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包括三
章内容，主要对话语权、国际话
语权、软实力内涵等基本概念进
行梳理厘清，对国际话语权的本
质、国际话语权对国家软实力的
影响作用、提升国际话语权与中
国发展崛起的内在关系进行理论
阐释。中篇分三章，围绕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变化演
进、失衡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与中
国国际话语权困局、影响中国国
际话语权提升的主要因素进行研
究论述。下篇包括三章，在根据
前述历史和现状分析基础上，以
及必要的国际借鉴，提出了建设
性对策，包括夯实国力基础、构
筑利于中国话语权提升国际环
境、提高国际话语权主体自觉，
并增强中国文化活力影响、强化

话语平台与队伍建设及切实改进
话语策略技巧等。

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个国家
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
指 “ 说 话 ”的 威 力 与 有 效 性 ，
本质上体现的是一国在国际社
会 权 力 结 构 中 的 地 位 和 影 响
力，是国际政治权力关系的现
实反映，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构
成和体现。

各种国际话语权之争，实质
上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一个国家
对自身的国际权力最基本的诉
求，就是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拥
有与国家实力地位相称的话语权
力，而不应是去谋求或维护话语
霸权。当前，国际社会国际话语
权原有的不公平分配状况，正在
逐渐发生变化，但必将充满矛盾
斗争。在促进原有失衡的国际话
语权格局变革重建的过程中，中
国必须突破西方强势话语压制，
提升国际话语权，积极化被动为
主动。这是中国发展崛起之路上
绕不开的现实挑战，攸关国家重
大战略利益。

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
软实力，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

重大现实问题。本书在对“国际
话语权”思想理论渊源、内涵本
质、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及其对
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作用进行理
论阐析论证的同时，对中国国际
话语权的历史、现状及成因作了
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探
讨了如何通过夯实国力基础、构
筑有利于中国话语权提升的国际
环境、提高国际话语权主体自觉
性、增强中国文化活力影响、强
化话语平台与队伍建设、切实改
进话语策略技巧等对策途径，提
出了一系列积极思考，对于实现
从更广阔的视阈中筹划提升中国
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的
整体战略，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思
路和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院长邓纯东为本书作序，认为
本书是对国内近些年才开始逐步
重视起来的“国际话语权”研究
的深化、拓展和一次系统化的尝
试，丰富和发展了软实力理论，
是国内研究中概括较为全面和系
统，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
理论与实践均有较为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应用价值。

国际话语权——

要“说话”的权利，更要“说话”的威力

《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
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
陈正良 著
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

本书结合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在战略筹划层面，
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
与归宿；在具体操作层面，分
析“一带一路”倡议落实面临
的难点，并提出了合理化的
解决方案。

本书以思想政治工作有
效性为核心，坚持贴近学生，
通俗易懂，用讲故事的方法讲
道理，把学生在入党过程中应
该厘清的重要话题讲透讲通。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
华书店提供）

层层把关 陈英远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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