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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是今天的一个热门
话题，其实在古代就有这样的做
法。“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
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秦国宰相
李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主张。那
时，在皇宫外张贴朝政信息，是最
早的政务公开。它能让民众一定程
度上了解朝廷的思路，也能方便听
取民众的反馈和要求。

古代的政务公开，我们最熟
悉的莫过于皇榜、诏书和诰令。
这其中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而关涉百姓切身利益的就是减轻
和免除徭役赋税。此外，朝廷各
部门都负有根据需要即时公开各
自所管政务的职责，运作的方式
一般也是“所属监司印给，榜要
会处”。其中，民众最关心的自然
是赋税的征收。在宋代，州县起
征两税前，先出榜谕将有关规定
详细布告于民。曾任县令的李元
弼在他的 《作邑自箴》 中提到，
这类榜谕不但要张贴在县署和紧
要热闹处，还必须“小作印版，
印给耆长，每村三两道”。

这方面做得最出色的，当属
明代万历年间的顺天府宛平县知
县沈榜。他曾经编纂了一本《宛署
杂记》。书中，他把全县一年的例行
财政开支都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出
来，“太仆寺正堂、大门、二门、东西
角门、土地祠、后宅门，大小门神、

桃符各二十副，共价一两四钱三分
二厘”。连太仆寺衙门有多少道门，
大年初一要贴多少门神、桃符（即
对联），应支多少钱，都一一记录在
案。“无事不能对人言”，可以看出
他是怎样的一位官员了。

为了杜绝暗箱操作和贪贿的
发生，清“救时宰相”阎敬铭在
担任户部尚书的时候，就采取了
政务公开的办法。他立科条、明
章程，并把这些文件公开张贴在
墙上，让所有人看得到，“使吏胥
不克上下其手”。

“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
而行之，胡可壅也？”道理是这样，
真做起来却常常是虎头蛇尾，就是
皇帝的政令也常有不得公开的时
候。南宋高宗年间的王十朋就说

“有便于民而不便于吏者”，以致
“故上虽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
者多矣”。王十朋之所以这样说，就
是因为宋高宗一再颁诏减免赋税，
而“官吏为奸，不肯出榜耳”。

古代政务公开还有一种特别的
形式。2011年河南登封市石道乡后
河村出土了一块“邑侯阳湖吕老父
母印承基字子俞德政碑”，标题是

“所定大粮河工帮价漕项杂派差务
章程附列”。“德政碑”是咸丰五年

（1855年）登封全县老百姓为知县吕
承基立的。碑上将全县的耕地纳粮、
水利建设、祭祀神庙、市场物价、各
种税收及官府派差等公共事务公之
于众，其中对官员下乡检查、调研、
公办等费用，每年都有严格规定。

古代的政务公开长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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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我们就来聊聊跟消费者权益
有关的话题。

消费者，老宁波称之为“买
主”。有一句宁波老话这样讲：天
下 三 主 ， 顶 大 买 主 。 指 的 是 债
主、业主、买主，都不是好伺候
的主，而其中又以买主最大，可
见在老宁波心目中，买主的地位
非同一般。换句话说，就是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不可侵犯。

顶大买主，体现在什么地方
呢？众所周知，旧时没有网上购
物，买卖都是面对面的，所以商
家对买主首先要笑脸相迎。年轻
人当学徒学生意，师傅必定会向
他强调这些老话：“人无笑脸莫开
店”“种田人讲节气，生意人讲和
气”“和气生财，生意会来”……
如果在买主面前，表情冷漠，不
见笑容，师傅就会责骂：“小鬼，
面孔被糨糊刮过啦？介僵硬，买

主拨侬吓走嘞！”现在一些窗口单
位也很重视笑的作用，要求员工
在顾客面前笑容可掬，露出8颗牙
齿 。 我 倒 认 为 ， 只 要 笑 是 真 诚
的，嘴巴张得大不大，牙齿露出
有几颗，没有什么关系。大笑很
热情，微笑也很亲切嘛。

既然买主顶大，当然对买主
必须诚信以待。诚信是做人的根
本，对任何人都不能弄虚作假，
何况是对自己的衣食父母，顶大
的买主呢！在这方面，祖籍宁波
慈城的乐显扬所创建的北京同仁
堂，是一个杰出的典范。具有300
多年历史的同仁堂老药铺，之所
以能声誉卓著，长盛不衰，得益
于 其 高 度 的 诚 信 。 乐 氏 提 出 的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
律格言，诠释了制药行业必须具
备的诚信理念和敬畏之心，已经
成为业内一致推崇的金玉良言。

说到同仁堂，您知道它为什
么起这个名字吗？传统的中药店
有许多都叫“堂”，这可大有来

历。史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
瘟疫流行，百姓苦不堪言。当时
任长沙太守的张仲景，是一位宅
心仁厚、医术高超的名医 （被后
人尊为“医圣”）。为救治贫苦百
姓 ， 他 在 衙 门 大 堂 公 开 坐 堂 接
诊，被传为千古佳话。后来，人
们便将坐在药店内诊病的医生称
为“坐堂医生”。中药店也喜欢起
名为“某某堂”，如杭州的胡庆余
堂、上海的童涵春堂、陕西的时
济 堂 等 等 ， 连 民 间 故 事 《白 蛇
传》 中，许仙所开的药店，也叫
保和堂。想一想“堂”的来历，
念一念张仲景的德行，所有开药
店、办药厂乃至当医生的人，不
是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买主 （包括
病人） 着想，以买主为大吗？当
然其他各行各业，也都能从中获
得教益。

要做到买主顶大，还有一条
不可或缺，那就是商品或服务的
质量一定要过硬。老宁波最相信

“金字招牌硬黄货”“一分钿一分

货 ”“ 勿 怕 勿 识 货 ， 只 怕 货 比
货”。现在人们吃讲营养，穿讲漂
亮，追求生活的高质量，不再像
以 前 那 样 ， 看 到 便 宜 的 “ 处 理
品”，就赶快排队去买。所以，如
何开发、生产、销售买主欢迎的

“硬黄货”，如何根据新时代的特
点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更好地为
买主服务，当属生产者和经营者
的题中应有之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
爱 财 ， 歪 门 邪 道 。 而 大 家 都 知
道，在这个世界上，小人远未绝
迹，因此每年的央视 3·15 晚会，总
能曝光一批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甚
至触目惊心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
案例。对于这种不讲诚信、寡廉鲜
耻、违法乱纪之徒，唯一的办法，便
是拿起法律的武器，予以严惩。只
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构建一个人人敬畏
天理、谨遵法律、坚守底线的消费
环境，真正践行老宁波所说的“天
下三主，顶大买主。”

天下三主，顶大买主

朱晨凯

长久以来，科技一直被视为
医疗改革的利刃，然而一旦临床
医生开始使用计算机提供医疗服
务，就会发现过程中存在诸多问
题，技术甚至还可能造成致命的
失误。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数字医疗，医疗改革的成功之
路又在哪里？本书给出了一些思
考。

作者罗伯特·瓦赫特系美国
加 州 大 学 旧 金 山 分 校 医 学 院 院
长、讲席教授，曾担任美国内科
医学委员会会长，被誉为“医院
医生之父”。在书中，作者从医生
的视角，通过对100多位相关领域
代表人物的采访，写就了一部美
国近 15年的医疗信息史。这 15年
里，美国经历了医疗数字化、网
络化的重要变革。医疗与信息技
术的“婚姻”，确实是一个全球性

课题，尤其作为大国，中美有一
定的可比性。虽然许多调研针对
的 是 整 个 大 西 洋 地 区 ， 但 对 于
中 国 也 一 样 适 用 。 因 为 大 家 都
在 为 同 一 个 目 标 而 努 力 着 ： 如
何 使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变 得 更 好 、
更 安 全 、 更 方 便 、 更 便 宜 。 但
另 一 方 面 ， 若 离 开 全 面 、 高 效
的技术创新，很难会有国家可以
实现这一目标。

医 疗 行 业 里 的 信 息 技 术 方
面 ， 当 下 的 中 国 还 存 在 诸 多 问
题。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带来的
三种主要影响，包括量化 （产生
数据信息）、互联 （让数据流动）
和智能 （对数据的洞见），它们正
在重塑每一个行业。近期较热的

“产业互联网”正是在这一大背景
下应运而生的。然而，中国的医
疗行业历经了近 30 年的信息技术
洗礼，相较于其他行业的信息经
济变革来说，依旧有些滞后。虽

然近些年的移动医疗、互联网医
疗、医疗人工智能的热潮一浪高
过一浪，但很多医院的信息化基
础设施架构仍然陈旧，医疗机构
之间的数据互联依旧举步维艰，
向患者分享电子病历信息才刚刚
开始，仿佛是冰火两重天。

对数字医疗的理解，我们也
应有所转变。数字医疗早已不是
医疗数字化这么简单，它关乎社
会、关乎经济、关乎每一个老百
姓的健康与寿命。一方面，全球
的 健 康 医 疗 体 系 ， 都 面 临 在 普
惠、低成本、高质量三个变量之
间获得最佳平衡的难题，都在从
按数量计费的模式向按质量 （效
果） 计费的模式过渡，所以近期
常提的“价值医学”似乎慢慢成
为 一 种 全 球 共 识 。 在 这 一 过 程
中，医疗信息化是重要的基础和
手段，成了政府不得不去推动的
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医疗在公

益 性 与 营 利 性 、 开 放 性 与 隐 私
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垄断与创
新等很多方面，都存在矛盾的对
立与统一，也都会体现在医疗信
息化的全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频繁出
现的一个术语，即电子健康档案

（EHR），一般将它理解为一个患
者的电子化的医疗数据，但书中
主要指的是医院内的信息系统，
这些不同的提法和认识，十分值
得国内医疗信息技术领域从业人
员借鉴。对于国内医疗卫生的主
管部门、各类医院的管理者，尤
其是信息化支持部门，可以从这
本书中获得医疗信息生态演变方
面的一些洞见。对于生命科学与
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者、医疗的

“云物移大智”（云计算、物联
网、移动、大数据、人工智能）
从业者们，也能获得更多反思和
展望。

我们能从“数字医疗”中学到什么

付岩芹

关于交友，孔子和孟子有很
多精辟论述，综合起来看，不外
乎这样几点：交朋友要以品德相
交，自身修养是交到好朋友的前
提；君子朋友，能引你翱翔于天
空，潜游于四海，小人朋友，可
能引你坠入地狱而万劫不复；只
有靠人格和品德的魅力交到的朋
友，才是真朋友；交友时顾忌双
方地位差距，便不是真正的朋友
了 ； 朋 友 不 是 朋 党 ， 应 该 是 诤
友、知音，互相砥砺，共同进步。

孔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
久而敬之。”意思是说晏平仲善于
和别人交朋友，相交越久，别人
越敬重他。这句话告诉我们：只
有 人 格 和 品 德 的 魅 力 才 最 能 持
久。孔子有言：“益者三友，损者
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
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
损矣。”交朋友应该同正直的人交
朋友，同诚实的人交朋友，同见
闻广博的人交朋友，这些是有益

的。相反的，同逢迎谄媚的人交
朋友，同两面三刀的人交朋友，
同花言巧语、取媚于人的人交朋
友，是有害的。

《孟 子 · 万 章 下》 中 有 言 ：
“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
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
有挟也。”意思是说交朋友不倚仗
年龄大，不倚仗地位高，不倚仗
兄弟的富贵。所谓交友，是同他
的品德交朋友，是不可以有所倚
仗的。该篇还有一段陈述：“孟献
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
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
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
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
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孟献
子是有百辆车马的大夫，他有五
个朋友，献子同这五个人交友，
没有自己是大夫的想法；这五个
人，要是心里有献子是大夫的想
法，也就不同他交友了。

孟子认为，天子也可以和平
民交朋友，长辈可以和晚辈交朋
友。《孟子·万章下》 中有这样的

叙述：“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
室，亦飨舜，选为宾主，是天子
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
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
尊贤，其义一也。”意思是舜去见
尧，尧把他安排在别墅住，并且
款待他，舜有时也请尧来，两人
轮流充当宾主，这是天子同平民
百姓交朋友。地位低的尊敬地位
高的，叫作尊敬有地位的人；地
位高的尊敬地位低的人，叫作尊
敬贤人。尊敬有地位的人和尊敬
贤人，道理是一样的。

管宁和华歆绝交，是道不同
不 以 为 友 ； 廉 颇 和 蔺 相 如 的 友
谊，是患难与共齐心报效国家的

“刎颈之交”；俞伯牙与钟子期之
交，是“摔琴谢知音”的哀痛与
决绝；管仲与鲍叔牙二人，是君
子之间的莫逆之交；还有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友谊，为了共同目标
患难与共40年……

孟子和万章经常谈论交朋友
的问题。有一次，孟子说：“一乡
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

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
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意思是
说，德行高尚的人喜欢和德行高
尚的人交朋友，这和我们现在常
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差
不多。从朋友的身上可以照见自
己的影子，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先看自己配交什么样的朋友。好
朋友就像一本好书，可以打开你
的整个世界，交到好朋友就等于
给自己开启了最友善的世界。

人生需要交友，但交友需谨
慎。朋友是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

“伴侣”，交上一个好朋友，就等
于多了一面镜子，多了一个参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的朋友
会成为一个人成长的助力，而有的
朋友会成为一个人掉入深渊的推
手，这一得一失之间，自然可以看
出朋友的重要影响。“君子矜而不
争，群而不党。”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告诫我们，交友应该庄重谨慎，合
群而不结党营私；朋友之间应取长
补短、互相学习，相互促进、不断提
升。

孔孟的交友之道

《数字医疗》
[美]罗伯特·瓦赫特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目前所知的医疗卫生信息
化需要经过四个发展阶段：实现
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数字
化；不同的医疗信息系统间实现
互联；充分发挥医疗大数据的价
值；创造技术工具、完善医疗制
度、建设医疗机构、改进医院文
化，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提
升大众健康和改善医疗质量。今
天，美国即将完成一阶段，正在
解锁二阶段，为三阶段奠定基
础，也初步涉及四阶段。当我与
医疗健康行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
企业家们多次对话时发现，他们
觉得真正的机会潜藏于二阶段到
四阶段：整合医疗卫生信息系

统，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于医疗数据数字化中，进而创
造能够改善医疗质量的新工具和
新算法。在这些阶段，电子健康
档案除了具有收集数据并让数据
共享、流动的核心功能之外，它
还有大量可待开发的空间值得我
们探索。

■目睹医疗信息化的发展现
状，我们不免感到失望。日常经
验告诉我们，不管是想买一本
书、预订餐厅、找喜欢的歌曲，
还是导航到附近的星巴克，只需
打 开 iPhone， 下 载 一 个 应 用 程
序，一切都能搞定。所以，我们

也想当然地认为，开发医疗信息
系统也将同样简单。或许，若苹
果公司愿意研究、开发的话，可
能早就实现了。然而，医疗信息
化之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地雷。
随着计算机逐步进入各科室和医
学领域，这个与我们人类联系紧
密的专业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尽
管计算机的应用使我们避免了许
多医疗过错，但同时也产生了新
的错误，其中不乏致命的事故。
传感器和监视器产生了海量数
据，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混
乱。现在患者们也加入了知情者
的队伍，许多患者会比医生更早
看到实验室检查和病理检查结

果，他们甚至会阅读到医生写的
诊疗记录，然而不幸的是，他们
仍未做好应对这一变化的准备。

■20世纪 80年代，当我还是
一名住院医生时，我和同事每天
都要举行一个仪式，且称之为

“检查鞋盒”。我们把所有患者的
血液检查单按字母顺序排好，放
在临床实验室外的一个鞋盒里。
像其他很多医疗程序一样，这种
操作流程也极易出错。对于我们
这些在职业习惯形成期都在折腾

“鞋盒”的人来说，我们又怎能以
极大的热情支持医疗机构以补助
形式进入数字时代？并且，一旦

我们临床医生开始使用计算机提
供服务，计算机就会指出，按照
它的程序，我们之前的某些做法
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有了计算
机后医生不再与患者进行眼神交
流？为什么有了先进的电子处方
系统后，美国一家顶级的医院，
比如我所在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
校医学中心会给一个青少年开出
了常规用药 39 倍的量？为什么医
院招聘医生的广告会将没有电子
病历作为宣传点？通常我们会把问
题归咎于拙劣的软件、并不严格的
落实、荒谬的规则和糟糕的因果联
系等。这些的确都存在问题，但还
有更复杂、更有趣的原因。

温 故

解释权 且 禾 绘

本书是一部阐释传统中医原创
思维的中医基础读 物 ，讲 述 古 代
中 医 先 辈 们 流 传 至 今 的 经 典 故
事 ，阐 明 真 正 的 中 医 是 什 么 样
的。

本书提出了全新的智能经济组
织形式——数字生态，为数字赋能
实体经济提供了方法论，为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实体经
济提供了路线图。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