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浩声

利益，通俗点讲是指好处。
人们常说的“无利不起早”，就包
含这样的意思。《新华字典》 的解
释为：对人对事的好处，利生益
世的功德。利益，若按受益对象
来分，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亦有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若以
时间维度来分，有眼前利益，有
长远利益；若以性质分，有正当
利益、合法利益，有灰色利益、
不当利益、非法利益。

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源于人
的 本 性 。 司 马 迁 在 《史 记》 中
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意思是天下人熙熙
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往、而
奔波的。对于利益问题，马克思
讲得也很直白：“人们奋斗所争取
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尽了人世间
的众生相。

有一个民间传说，也很有意
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寻访镇
江金山寺，问当时身边高僧：“长
江中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
一天到底要过多少条船？”高僧不
紧不慢地回答：“两条船，一条为
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之中，

来往的无非就是这两条船。”可谓
精辟之极。

利益依附欲望而生，而人的
欲望又是无止境的。明朝朱载堉
写了一首流传甚广的 《十不足》

（又名 《不足歌》）：“终日奔忙只
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
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
下 高 楼 并 大 厦 ， 床 前 却 少 美 貌
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
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
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数十个，
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
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
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
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
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
梯。上天梯子未坐下，阎王发牌
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
天上还嫌低。”这首 《十不足》，
也把人性揭露得相当透彻。

人 心 不 足 蛇 吞 象 。 我 们 看
到，这些年来随着正风反腐、“打
虎除蝇”力度不断加大，一拨拨
的贪腐官员被拉下马。有的领导
干部在位时，为了个人利益、家
族 利 益 乃 至 特 殊 利 益 集 团 的 利
益，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贪赃
枉法，铤而走险。等失去自由了
才幡然醒悟，只可惜这种悔悟为
时晚矣。

利益是面镜子，能够照出一
个人的品行。清康熙年间有个大
学士张英，一天收到家信，说家
人 为 三 尺 宅 基 地 与 邻 居 发 生 纠
纷 ， 希 望 他 干 涉 此 事 ， 打 赢 官
司。张英阅信后坦然一笑，挥笔
复信：“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
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接信后羞愧
难当，马上让出三尺宅基地，邻
居见后也主动相让，结果成了六

尺巷。古往今来，像张英这样能
把利益看清、看透、看淡的，不
乏其人。

前些天，网上有一封浙商鲁
冠球 20 多年前写给儿子的信，感
动了无数人。原文这样写道：舍
己为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
是 先 进 的 ； 先 公 后 私 ， 公 私 兼
顾，是允许的；先私后公，私字
当头，是要教育批评的；假公济
私，损公肥私，是要制止与打击
的；表面为公，暗中为私，是伪
君子，是要防止的，千万不可重
用也。这封百余字的信中，有为
人之道，有处事之道，也有识人
之道。一个民营企业家对利益两
字的参悟，给人诸多启发。

“利益”一词，把“利”与
“益”放在一起，充满了辩证思
维 。 它 时 时 告 诫 人 们 ， 利 益 当
前，千万不能只盯着“利”，而忽

视“益”，要把“利”与“益”有
机地统一起来。这个“益”，既包
括眼前之“益”，也包括长远之

“益”；既包括个人之“益”，也包
括 对 他 人 、 对 社 会 、 对 国 家 之

“益”。只可惜，现实中很多人被
“利”字蒙蔽了双眼，利欲熏心，
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陷入了一
味思利、谋利、逐利的境地。

强 调 “ 利 ” 与 “ 益 ” 的 统
一，并非讳言利益，而是说要追
求正当之利、有“益”之利。一
家企业，通过正当的生产经营，
在赚取合法收益的同时，还能为
国家创造税收、为社会解决就业
问题，这是一件好事。但要搞假冒
伪劣产品，搞高污染、高排放生产，
那就是非法获利、不当得利，法律
是不允许的。一个作家，通过创造
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实现自身价
值，是值得鼓励的，但如果搞一些
庸俗、低俗、三观不正、对社会有害
的作品，那就是不可取的，是违背
社会公德的。

“利”字当前莫忘“益”。作
为一个寻常人，能够做到公私兼
顾，那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
舍己为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
公后私，那至少不要假公济私、损
公肥私和表面为公、暗中为私。

漫议“利”与“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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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让人有点感慨。有
些人高估了观众，或者低估了观
众，他们觉得现在的观众不需要
情怀了。我就不那么同意。他们
觉得电影不用解释那么多，拍一
段戏一个镜头就够了，不用拍那
么多个镜头。但我觉得拍电影就
跟写诗一样，你写一首诗，“低
头思故乡”，你不能写了一个

“低”字，后面就不写了。讲思
乡，表达的意境要完整。拍电
影也是这样，明明起码要用 7
个镜头才表现得清楚，你说拍
一个就行了，电影就会越来越
简单化，就没有情感了。一个
电影卖钱了，大家都去拍这个
题材，按照一样的模式、一样
的剪辑方法。年轻人需要一份情
怀，观众也需要一份情怀，如果
他们没有想到，你可以引导他
们，把他们带进一个不一样的精
神世界。

——著名导演吴宇森

儿童性教育是一个过程，它
是有几个阶段的。青春期的性教
育是性行为教育，但儿童性教育
则要强调性保护。目前，绝大部
分家长对孩子性教育或者安全
教育都是空白的。很多家长会
问：怎么跟孩子开口？会觉得
这 样 的 话 没 法 跟 孩 子 说 。 其
实，孩子的性教育不是要开口
跟孩子说什么，而是要通过很
自然的方式去告诉孩子，要说
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一些动
作示范。比如，母亲在给孩子
洗澡的时候，会拿毛巾擦他的
身体，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告
诉哪个部位除了妈妈之外谁都
不能碰，如果有人摸，要悄悄
告诉妈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李玫瑾

行和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是很重要的两大命题。从 《尚
书》 开始，到孔子、庄子、孟
子，到二程、朱熹，然后到明末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再到
孙中山、陶行知，都思考、讨论
过这个问题。比如陶行知，原名
陶文濬，读了心学之后改名陶知
行，后来再次悟了，又改名陶行
知。为什么一改再改？因为知和
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容易
哪个难，哲学上争辩得很厉害。
王阳明却不割裂两者，而是提出
知行合一。也有人提出：人世间
最常见的是“我都知道，但我就
是做不到”。王阳明回答：做不
到就不是真知道，真正的知道就
是能做到，知、行是一个整体。
古人总把知、行分开说，是希望
人们有意识地对知和行分别加以
研究，因为世上多的是冥行妄作
和 好 说 空 话 、 不 着 实 躬 行 的
人。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

520%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高
颜值是众人追逐的目标。数据显
示，2017 年“双 11”阿里健康
平台，医疗美容类成交额同比去
年 增 长 520% 。 玻 尿 酸 、 瘦 脸
针、水光针、双眼皮、瘦腿针成
为“双 11”美容消费金额最高
五类产品。

46.05%

——一项关于作业形式的调
查结果显示，小学一年级到五年
级，阅读类作业受欢迎程度大于
体验、实践类作业。除了课堂作
业外，还有 11.9%作业来自家长
布 置 。 其 中 ， 小 学 一 年 级 达
19.29%；初中阶段家长方面布置
的作业减少，而课外辅导练习增
多，九年级最多，达到46.05%。

4.1%

——目前，在经合组织国家
中，3岁以下儿童平均入托率为
34%。而中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
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1%，中国
城市 3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不到
10%，可以说与发达国家有很大
的差距。

桂晓燕

走进寺院的山门，迎面看到
的是一尊袒胸露腹、笑容可掬的
弥勒佛，其身旁的一副对联，大
家也耳熟能详：“大肚能容，容天
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
可笑之人。”弥勒佛的背后，则是
妙相庄严、威风凛凛的护法天神
韦陀菩萨，手持降魔金刚杵，面
朝大雄宝殿，肃立俨然。

笔者曾请教寺院内的一位年
长僧人，为什么总是弥勒佛向
外、韦陀向内？僧人答道：大千
世界，芸芸众生，人性复杂，善
恶并存。弥勒佛量大福大，能够
包容丑恶之人、不平之事，所以
让他坐在外面，面向大千世界，
笑迎十方信众；而韦陀性格刚
烈，嫉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一
粒砂子，倘若被他看到世间的坏
人坏事，必定怒火万丈，举起他
那把八万四千斤重的金刚杵，打
个落花流水！惟有让他面朝佛
祖，眼见光明，才能神定气闲。

原来如此。那么，在当今时
代，如果有人突破了人性的底
线，韦陀菩萨也无需用他的法宝
迎头痛击，被激怒的亿万民众，
自可利用网络这个现代化法宝，
揭露痛斥，伸张正义。最近，从

中国青岛去日本留学的女生刘
鑫，就因为其令人心寒的冷漠，
而成为“名传海内外”的人人喊
打的过街老鼠。

综合各方信息，刘鑫的“事
迹”大致如下：刘鑫为摆脱有暴
力倾向的前男友陈世峰，向闺蜜
江歌求助借宿，善良的江歌收留
了她。一日，陈世峰尾随其而至
江歌租住的房屋，刘鑫借口“身
体原因”躲进房内，留下江歌独
自面对陈世峰。结果陈世峰与江
歌发生争执，持刀连捅江歌。在
这个过程中，刘鑫始终未打开房
门，江歌在陈世峰的屠刀下，血
流如注，死于非命。接下来刘鑫
的一系列行径，就更令人不齿
了。为了撇清关系，她的表现，
有阻碍案件侦破和误导舆论的嫌
疑。可叹江歌替刘鑫挡刀，死后
还要被泼污水。不仅如此，刘鑫
对痛失独女的江歌母亲，不但没
有表达歉疚和感恩之意，反而避
而不见，还出言不逊进行威胁，
继而又拉黑了江妈妈的微信。迫
于舆论压力，在江歌遇害近 300
天后，刘鑫才见了江歌母亲一
面，居然穿着鲜红色裤子……都
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听听刘鑫她
妈的话有多歹毒：“她 （指江歌）
命短！她不是为了俺闺女！”

刘鑫及其家人的嘴脸为什么
如此丑陋？在老宁波看来，是因
为他们丧失了良心。有一句宁波
老话非常朴实，也非常深刻，说
出了做人的基本道理：“人靠良心
树靠根，走路全靠脚后跟。”两千
多年前的孟子曾说过：“恻隐之
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
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是谓“四端
之说”。人的良心，应当包括这最
基本的“四端”。

人们为什么要骂刘鑫？因为
她缺乏“四端”中的任何一端。
对于江歌的妄死，刘鑫要不要承
担法律责任、要承担什么样的法
律责任，我们等待法律的判决。
但她“良心”的缺失，让广大网
民忍无可忍，终于群起而攻之。
毕竟，凡夫俗子不是能容忍一切
的大肚弥勒佛。

“人靠良心树靠根，走路全靠
脚后跟。”一个和谐的社会，除了健
全的法律，还有属于道德范畴的人
的良心。不触犯法律，仅仅是做人
的起码底线。换句话说，除了遵纪
守法外，每个正常的人，还应该在
道德上对自己有所要求。当然，这
种要求不是脱离实际、好高骛远
的道德绑架，而是实事求是、合
情合理的自觉行动。

人靠良心树靠根

吴敬琏

2013 年 11 月的中共十八届三
中全会根据中共十八大的决定，
制定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以
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改
革做出了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
这一 《决定》 的发布，意味着新
一轮改革的正式启动。

和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改
革要做的不外乎两件事：认知和
践行。对于这两件事孰难孰易，
前人常有不同的估计，比如 《尚
书》 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而孙中山却相信“知难行易”。其
实在我看来，“知”与“行”相互
支撑、无法分离，而且不论哪一
件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从“知”的角度看，我们首
先应当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
的。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
定》 很好地运用了对经济社会认
知的成果，凝聚了社会的共识，
形成了对今后改革的完整设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无巨细都完
全符合客观实际，也不意味着所
有人都对其中每一项具体设计不
持异议。事实上，在改革的施行
过程中不断深化认识和寻求最大
限度的共识，是一项永无竟日的
事业。

从“行”的角度看，十八届
三中全会 《决定》 要得到贯彻落
实，还需要突破重重障碍。我在
本书收录的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开启改革新征程》 一文中曾经指

出，全面深化改革将会遇到的困
难和障碍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第
一，由旧意识形态产生的障碍；
第二，来自特殊既得利益的阻
力；第三，现代市场体系顺利运
作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素养不足造
成的困难；第四，在旧体制和粗
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积累起来的
种种问题。要克服这些困难和障
碍，不但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还需要高超的群体智慧。

总之，为了把全面深化改革
进 行 到 底 ， 我 们 在 “ 知 ” 和

“行”两方面都需要做出持之以恒
的努力。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
然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而国
内和国际环境都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情况千变万化，矛盾层出
不穷，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改革
的执行力也有待加强。经济学家
能做的事情，可能就在于“开拓
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
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首先是研
究这些具体问题背后的基本问
题，只有认识清楚这些基本问
题，才能不被五光十色的现象变
幻所迷惑，找到中国长期发展的
正确方针和道路。也就是说，要
在厘清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完善
我们的改革方案，改进我们的改
革方法，推动改革的步步深入。

然 而 “ 善 未 易 明 ， 理 未 易
察”，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
我在这本书中把自己在改革大道
上且行且思的一得之见提供出
来，目的在于和读者朋友相互切
磋，供读者朋友研究批评。希望

相关的讨论能够对厘清问题和改
进执行有所助益。

收入本书的 58 篇文章分成 5
个部分，它们是：第一编“开启
改革新征程”，具有总论的性质，
收入的 8 篇文章讨论了从改革总
体方案设计到具体执行中值得研
讨的种种问题。第二编“具体改
革项目研究”，收入的 21 篇文章
分别归属于价格改革、产权保
护、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国有
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社会保
障、环境保护、制度反腐、政府
职能转变、社会治理等 10 个子
题。第三编“控制风险，着力改
革，提高供给效率”，收入的 12
篇文章聚焦于如何标本兼治地应
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风险，消
除效率低下、债台高筑等造成的
隐患。第四编“探讨中国转型之
路”，收入的是与瑞典的T. 佩尔
松教授、匈牙利的 J. 科尔奈教
授、日本的青木昌彦教授、美国
的 N. 拉迪博士等国内外知名学
者 的 8 篇 对 话 和 书 序 。 第 五 编

“读书·怀人·记事”，收入了 9
篇围绕有关主题的散文。

明年即将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
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要解决当前仍然面
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还要依
靠坚持不懈的改革努力。通过
改革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
明、和谐的中国，是几代中国
人魂牵梦系的伟大事业。我们
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摘自《改革大道行思录》前言）

改革要做的不外乎两件事：认知和践行

《改革大道行思录》
吴敬琏 著
商务印书馆
2017年10月

《改革大道行思录》 汇
集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先生 2013 年至 2017 年的重
要文章，反映了他对于影
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诸多
重大问题的思考。在过去
的五年里，吴敬琏先生一
直以高度的改革热情和精
湛的专业素养推动改革进
步，影响巨大。本书收入
的文章，既有对改革总体
方案、经济体制转型、发
展模式转型等基本问题的
深入研究，也有对“新常
态 ”“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国企改革、金融改
革、产权保护、制度反腐
等经济社会议题的深入分
析 ， 具 有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本书是理解中国改革
进程、把握经济走向、探
寻未来发展路径的读本，
值得每一位关心中国改革
和经济发展的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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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张维为基于自己走访百国的实
地观察，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
提供一种“中国故事”新的讲述
方式，使大众更多维地认识到中
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更多地看到
中国崛起的事实、背后的原因和
未来的前景。

本书汇集了当前多名一流
学者对“世界进入新周期，中
国进入新时代”这一命题的深
刻思考，特别突出了多位中国
学者对于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
的思想观点。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
书店提供）

社科书架

堵“车” 王祖和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