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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新聊

漫画角

徐迅雷

桂花的浓香簇拥着杭州的金
秋十月，西湖边的浙江美术馆拥
抱着悄然归来的先生。当我欣闻

“先生归来——经亨颐先生诞辰
140 周年纪念特展”在这里展出，
便急不可耐，前往观瞻。在现场，
经亨颐先生的曾孙女经晓云深情
地说，相信通过此次展览，可以更
好地弘扬和传承先生的人格教育
理念，不忘初心，永葆情怀。

教育为的是“立人”，“人格
教育”思想是经亨颐先生的核心
教 育 思 想 ， 是 他 的 初 心 所 在 、
恒 心 所 系 。 他 认 为 ， 学 校 不 是

“贩卖知识之商店”，当以陶冶
人格为主旨；求学何为？学为人
而已！

人格教育，于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肇始于德国等欧洲国家，主
张 教 育 者 以 人 格 教 育 为 主 要 手
段，达到养成学生人格的目的，

并强调培养学生人格应是教育过
程的中心。作为教育家的经亨颐
说，“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
之容器也”；“人格者，多数人之
格，即为人之格式也”；“人格
者，一方面为自立的、个人的，
他方面为协同的、社会的；相互
实现，渐渐发展者也”；“无人格
之社会，决非良好之社会”，“有
社会必须有人格”；“人格教育为
一种哲学的见解，所谓新理想主
义为其中坚”，“图画、国文两种
可 为 代 表 ， 最 合 人 格 教 育 之 本
旨”等等。

他分析说，“理想派主张人格
教育，实现派则主张职业教育。
又有公民教育问题，理想派则谓
公民教育即人格教育，实现派则
谓公民教育即职业教育”。就二者
的争议，他曾在日记里这样理性
辨析：“夫职业为成立社会之要
素，人格为维持社会之要件，二
者 不 可 离 ， 过 意 偏 执 ， 实 属 多

事。今日中国宜重人格教育，决
无废除职业之意；若谓今日中国
宜重职业教育，亦无人格已算完
足之理……

人格尚可包括职业，故余亦
赞成人格之说。教育为治本之事
业，不宜作治标之主张也。人格
教育与职业教育，决不可视为二
问题，非性质异同问题，不过分
量多少问题。唱人格教育者，非
谓 人 类 无 须 职 业 ； 唱 职 业 教 育
者，亦非谓人格不足重。学者分
为反对之二说，均属偏见。”

在教育方法上，经亨颐提倡
“自动、自由、自治、自律”，提
出“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
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成
立学生自治机构，并施行之；要
求教师必须有“高尚之品性”，反
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
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
栖身之传舍”的庸碌之辈。

“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

是经亨颐先生的一句名言。先生
治教，自信其“自有”，当然是因
为“肚子里有货”。办教育，是需
要“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
三 千 里 ” 的 。 一 百 年 前 的 1917
年，我认为是经亨颐先生教育思
想、教育理念抵达顶峰的阶段。
在 1917 年 7 月的“毕业式训辞”
中，他告诫学子“勿图速效”，并
以“栽花拔视”妙喻之：“教育之
成绩，为直接不可见之物，譬之
栽花，疑其无根，时时拔视，未
有能生者也，欲知根之有无，可
于叶之荣枯决之。教育为根，社
会为叶。叶之败，根之耻也……
况 当 今 日 险 恶 之 社 会 ， 一 若 栽
花，时有暴风暴雨，尚祈格外慎
重。勉之勉之。”

在 1917 年 10 月孔子诞辰纪念
式的演讲中，则言：“人皆可以为
圣人，所要紧者修养锻炼耳。孔
子为精金之古钟，愿诸生炼得一
两半两之精金，制一戒指。此戒

指不必戴在手上，愿诸生戴在心
上可也。”戴在心上之“戒指”，
妙喻也；“修养锻炼”，即为人格
教育之要义。

今天来看，人格教育一定不
是 分 数 教 育 ， 一 定 不 是 应 试 教
育。教育是人的自然育化，教育
过程就是人的育化过程。一位学
子，通过“受教”，养成好的品
格、养成好的习惯，其今后的人
生就不用担心了。人的第一形态
是自然人，第二形态是社会人，
第三形态是精神人，第四形态是
天地人。一个人的成长，即从自
然人走向社会人，受教和育化，
不可或缺，然而教育必须遵循人
的 自 然 成 长 、 尊 重 人 的 自 然 特
性、遵从人的自然规律。唯有通
过人格教育，让人“立”起来，
才能一步步走向人生金字塔的塔
尖。

知识当然是力量，但人格与
良知才是方向。

知识是力量，人格与良知是方向 “互联网+混改”、“PPP+混
改”、“债转股+混改”、国资进
入民企、外资参与混改、交叉持
股等各种模式不断涌现，现在有
说法认为这些模式都没有在实质
上打破垄断，这样是否有可能成
为不打破垄断的借口，由此阻碍
市场化改革进程？我认为，大家
是被大型央企给迷惑了。我们国
家现在还有十几万家国企，上世
纪 90 年代那一轮改革还留下来
12 万家，这几年我估计还有 10
来万家，央企才一百家左右。我
们为什么要把注意力放它们身上
呢？这些巨型的国企你要改实际
上是很困难的，要改也是缓慢
的，要放在十几年、二十年的时
间中去改。另外还有 10 来万家
地方国企都是中小型的，这些企
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大着呢，没有
任何垄断能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院长姚洋

中国在人工智能普及和应用
方面与国际发展水平差距不是很
远，但是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方
面还有所滞后。国外起步比较
早，人才聚集比较全面，而中国
追赶的速度非常快。主要的差距
还是在人才，如何吸引最尖端的
人才，如何培育下一代更年轻
的、有潜质的人才，让他们有充
分的创造性，能够静下心来，在
人工智能方面有所突破，并且与
中国的实际和特色结合，从而走
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引领式创
新的一条新路，这是面临的一个
重要课题。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
汉堡大学教授张建伟

很多企业想去全球探索，跨
国发展。如果你是创业者，我劝
你守住我们本土，跨国集团是在
中国做到最大了，再跨国界去
做，如果实力不够的话就不要跨
国，因为一开始资金短路的时
候，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支持你。
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就好像到亚
马逊岸边玩的时候会碰到鳄鱼，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碰到鳄鱼不
等于会被鳄鱼吃了，要有治理鳄
鱼的办法。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曹德旺

我学习了习总书记关于文化
发展的多次讲话，关于中华传统
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关于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举的文化战
略，我浅薄的体会是：过去时代
的风华，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而那是我们的来处。对于急于求
成又缺少经验的艺术家来说，往
往一切遵从老规矩，那是最省事
的。而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则要求
自己精通艺术，同时会有所创
新，或会破除一些规矩。

——当代著名剧作家，中国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罗怀臻

135042篇

——据统计，有关十九大报
告 中 “ 教 育 ” 的 媒 体 报 道 量
135042 篇 ， 居 媒 体 关 注 度 首
位。具体来看，有关报告中提
到的农村教育的报道就达到 6
万余篇。“确保到 2020年我国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吸引了舆论的大量关注，
报道量仅次于“教育”，达到
127848篇。

2.3倍

——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其
实被大大低估了。据知名网购网
站大数据显示，老年用户 （年龄
在 56 周岁以上） 消费力明显高
于全站水平：2017 年，老年用
户的人均年消费额是全站平均的
2.3倍。

6%

——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
查与综合干预项目”显示，筛查
35 岁~75 岁城乡社区居民超过
170 万人，其中高血压检出率为
37%，检出的高血压患者中知晓
率 、 治 疗 率 和 控 制 率 分 别 为
36%、23%和6%。

朱晨凯

作者彼得·辛格是当代最具
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现任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
曾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世界
动物保护运动的倡导者。本书以
大分章、小专题形式，介绍了自

“9·11”以来全球化的重大议题
及背后的道德博弈，包括气候变
化与大气污染治理、恐怖主义的
传播，WTO贸易受阻及影响、区
域政治与博弈、国际法的实施与
修订、联合国的改革、国际救援
与慈善捐助。

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全
球化的过程中，是不是该优先考
虑我们的同胞？作者指出，要回
答这个问题，应先考虑全球化的
两个层面：第一，生活在阿富
汗、伊拉克或也门的人，有能力
将死亡和恐惧突如其来地带往
纽约、伦敦、马德里、巴黎和
悉尼；第二，发电厂、汽车甚
至 还 有 牛 群 排 放 的 温 室 气 体 。
前者留下了令人难以磨灭的图
景，全世界的人都能通过电视
屏幕看到；后者导致地球气候产
生了变化，但只有通过科学手段
才能检测。

作者指出，上述两者共同揭
示了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同一个世
界，而且汽车排放带来的那些十

分不明显的变化，正在杀死更多
的人，其数量远远多于恐怖分子
明目张胆杀的人。自 20世纪 80年
代以来，虽然科学家们收集到越
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温室气体排
放的增加会危及数亿甚至数十亿
人的生命，但各国领导人却一直
难以达成一致的方案，实现充分
减排，避免这种严重的气候风险
演变成毁灭性的气候灾难——虽
然这样一份协议明显符合全世界
的整体利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
的阐述中看到的，就连 2015 年达
成的 《巴黎协定》 也仅仅是杯水
车薪。

书中认为，从美国前总统小
布什身上，我们能再好不过地看
出，人们是多么缺乏必要的全球
视角。在造成气候变化的问题
上，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的排放
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但作
为该国总统，小布什却声称，“我
们绝不会做任何伤害我国经济的
事，因为美国人民才是重中之
重。”这一说法绝不唐突，而是表
达了众多政治领袖的一种伦理观
点。

小布什的父亲，即老布什总
统，也曾在 1992 年召开于里约热
内卢的地球高峰会议上说过大致
相同的话。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要求老布什将发达国家——特
别是美国的资源过度消耗问题列

入议程，但老布什却说，“美国人
的生活方式不容置喙”。

以此，书中提出了一个根本
性的伦理问题：一国的政治领导
人，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将自身角
色定位为仅限于促进本国公民的
利益，而又应在多大程度上关心
全世界所有人的福祉？

作者的观点是，虽然某个无
辜人类的生命价值，并不会因其
国籍而有所区别，但领导人将本
国公民的利益置于绝对优先地
位，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我们
的观念中，父母应当优先考虑其
子女而非陌生人的利益一样，任
何人如果做到了美国总统的职
位，他就成了一个特定角色：有
义 务 保 障 和 促 进 美 国 人 的 利
益。其他国家有自己的领导人，
因而也应该为了他们各自同胞
的利益而承担类似的角色。世
上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而且
只要情形一直如此，就必须有
主权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领
导 人 ， 也 必 须 优 先 考 虑 本 国公
民的利益。美国选民不会选择一
个在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伊拉克人
或阿富汗人的利益之间不分轻重
的总统。政治领导人都会认为，
他们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
虑本国公民的利益，并且在上述
论证中，他们这么做是正当合理
的。

该优先考虑我们自己吗？
——听听哲学家如何看待全球化

《如何看待全球化：
写给每一个关心世界的人》
[澳] 彼得·辛格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

本书从变化着的世界出
发，探讨了全球气候变化、国
际贸易进程、国际法与人道主
义干涉、对外援助与慈善等几
个全球化的核心议题。作者试
图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观
念和惯性思维，站在伦理学家
的高度，对全球化关键问题作
出深入浅出的阐述。

本书分别对文化产业政
策、影视、出版、数字内容
等领域的发展情况，做量化
分析和质性解读，勾勒出中
国文化产业在过去一年中的
发展脉络，分析发展特征，
总结发展经验，研判发展趋
势。

本书作者、法国前教育
部部长、哲学家吕克·费希
详尽地分析了“超人类革
命”产生的背景、围绕着它
的无数争议，以及各种各样
的解决方案，同时也给出了
自己的立场和建议。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
华书店提供）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王祖和 绘

桂晓燕

人人都知道“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要想成为行业翘
楚，勤学苦练自不必说，而善于
抓住这门技艺的关键，也极为重
要。有趣的是，阿拉老宁波流传
下来的一些老话，往往一语中
的，点明某些中国传统行业的关
键。

以传统的木工活为例，宁波
老话是这样说的：“木匠勿用学，
榫头敲准足。”旧时木匠最重要的
看家本领，就是运用巧妙的榫卯
结构。榫卯是在两个木构件之间
采用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
方式，凸出部分叫“榫”或“榫
头”，凹进部分叫“卯”或“榫
眼”。大到一幢房子，小到一条板
凳，制造的时候不用一根钉子，
靠的是将榫头敲进榫眼。所以
说，学木匠的关键是“榫头敲准
足”。

相传这种榫卯结构，是木匠
的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中国历史
悠久，国人讲究传统，各行各业
都有祖师爷。例如三国时期的神
医华佗，魏晋时期“一醉三年”
的名士刘伶，明代杰出的地理学
家徐霞客，分别是中医、品酒和
旅游业的祖师爷；在北海牧羊 19
年而不失气节的西汉苏武，则成
了畜牧业的祖师爷。最具戏剧性
的是，戏剧的祖师爷居然是唐明

皇李隆基，您想得到吗？这个风
流皇帝是文娱发烧友，经常亲自
粉墨登场扮演小丑。不过身为皇
帝，毕竟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
在鼻头上涂一块白粉加以掩饰，
据说这就是小花脸白鼻头的来历。

除 了 说 木 匠 ， 宁 波 老 话 还
说 ：“ 漆 匠 勿 用 学 ， 只 要 漆 勒
薄。”“剃头勿用学，只要一刀
落。”……漆过东西的人都知道，

“漆勒薄”比漆得厚难多了。初学
的人常常是油漆用掉交关，漆得
又厚又花，像个大花脸。要是不
小心把油漆蹭到脸上，那自己也
会变成大花脸，呵呵！笔者曾见
识过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漆
器，历经 2000 余年岁月，依然花
纹清晰、色泽明丽，令人叹为观
止！据内行人士说，这些堪称稀
世珍宝的漆器，好就好在上面的
漆层极薄极匀，非顶级高手，根
本漆不出来。总之，宁波老话说
得对，漆匠的本领就是“漆勒
薄”。剃头师傅的“一刀落”，道
理也一样，都是指抓住事物的关
键，方能得其精髓、臻至化境

老底子，读大学的人不像现
在这么多，没有什么“千军万马
挤独木桥”之说。除了少数孩子
上大学之外，多数孩子读到初
中、高中，或者技校、中专等毕
业，就进入职场了。学木匠也
行，学漆匠也好，操起一把剃
刀，“虽说毛发技艺，却是顶上功

夫。”
不可否认，现在年轻人接受

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幅增加，体现
了社会的发展；然而同样不可否
认的是，社会再发展，也有分
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并非
人人都上大学，他们重视职业技
术人才的培养，而且高级蓝领的
工资远高于公务员。无论是从创
造学生就业机会还是满足社会需
求来看，我们都应该摒弃偏见，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变“独
木桥”为四通八达之路，让更多
优秀的技能型人才脱颖而出。

在10月19日落幕的2017阿布
扎比 （阿联酋首都） 世界技能大
赛中，中国的技能型人才大放异
彩。经过涵盖建筑与结构技术、
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讯技
术等六大领域 47 个项目的激烈角
逐，中国以 15 金 7 银 8 铜的明显
优势，拔得头筹，奖牌数和金牌
数双双位居榜首。中华儿女展现
出来的精湛技艺和强大气场，倾
倒了无数观众。在颁奖仪式上，

“China”的呼声响彻全场。
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世界

技能奥林匹克”，代表了世界职业
技能领域的最高水平。中国选手
参加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普普
通通的砌砖、焊接、烘焙、模
具、汽车喷漆、网络布线等行当
都能夺得世界冠军，其带动和引
领作用难以估量。

木匠勿用学，榫头敲准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