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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管见

陈鸣达

由宁波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
头组织、地方史专家乐承耀教授
主撰的 《宁波城市变迁与发展

（1949-1978）》 一书，最近由宁
波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
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立论准

确、完整系统地阐述改革开放前
30 年宁波历史变迁和发展的著
作。全书共12章，60万字。在改
革开放 40周年来临之际，出版这
样一部著作，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何正确认识、准确评价改
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
时期，在社会上存在着截然相反
的两种观点：一是全盘肯定改革
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取得的
巨大成果；二是无视改革开放前
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前取得的成绩，把改革
开放前30年说得一无是处。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
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
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
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
期开创的，但也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并进行了 20多年建设的基础
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
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
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
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宁波改革开放前 30年的变迁
与发展，就是对此最好的阐述。
该书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的叙
述，从工业、农业、商业、金

融、港口、人口、文化及城市规
划、公用事业、房地产、城市建
筑、环境保护等方面，多视角、
全方位地对改革开放前 30年宁波
城市的变迁与发展，进行了系统
的总结和客观的分析。本书充分肯
定了宁波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
自身力量和智慧，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在前进道路上
出现的曲折与失误，用丰富的史实
回答了将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本书把宁波放在全国的大背
景中来阐述，用大量的史料和事
实告诉人们，宁波城市的命运与
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从某种程
度上讲，宁波城市变迁与发展
是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个
缩影。如当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与 建 设 蒸 蒸 日 上 、 蓬 勃 发 展
时，宁波城市的发展就健康快
速；当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的探索中出现曲折时，宁波城
市的发展同样不可避免地出现受
挫、步伐放缓。

对于曾经生活并参与过改革
开放前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建设的
人们，阅读该书，将唤醒已经沉
睡的历史记忆，走进那激情燃烧
的岁月，重温自己的人生轨迹。
而对于生活工作在当今社会的
人，阅读该书将有助于了解父辈
们奋斗的足迹和宁波城市的过

去，认识宁波城市变迁与发展的
轨迹，更加热爱这座美丽的城
市，并为之付出努力。

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生生
不息。今天源于昨天，现在离不
开过去。过去的一切，无论是经
验还是教训，都是一笔不可多得
的宝贵财富，启迪着后人，预示
着未来。我们既要珍惜当下，憧
憬未来，又要不忘过去。因为正
是那 30年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创造
的财富，为宁波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如兴建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皎口、横山、亭下、四明湖等
一大批大型水库，至今仍是城乡
居民的重要供水源，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建成于20世纪70年
代的镇海港区和浙江炼油厂、镇
海发电厂等企业，实现了宁波港
区从口内到口门的转变，并为尔
后北仑港的建设和临港大型工业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牢记过去的目的在于把握未
来。相信本书将有助于促进人们
认识把握城市发展的脉络与规
律，并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到
有益的启迪，为“名城名都”建
设提供历史智慧和精神力量。同
时通过本书，为关心宁波城市发
展的人们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
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宁波、熟悉
宁波、关心宁波，起到“存史、
资政、育人”的目的。

宁波改革开放前30年
变迁与发展的系统阐述

羽 戈

“直到今天才发现朋友圈里有
这么多读书人，失敬失敬。”这是
世界读书日当晚，我的一则牢骚。
我的朋友圈三教九流，一贯百花齐
放，却在这一天，数百人同声相
应，奔往同一主题：读书。他们或
者谈新书，或者谈旧书，或者谈书
目，或者谈书缘，或者谈读书的心
得，或者谈读书的方法……

这样的见闻，应该不是我的专
利。原谅我的牢骚过于刻薄。刻薄
的背后，却是真挚的忧虑。如果每
年4月23日，国人都捧起书本，无
疑是世界读书日的荣耀；如果国人
的阅读，仅限于 4 月 23 日这一天，
无疑是世界读书日的悲哀。

我鼓励读书，对不读书的人，
却无一丝偏见和鄙夷。读书的起点
与终点，都是自由，不可强迫，不
必强迫。不读书，并不等于反智；
不读书的人，未必比读书人愚蠢、
卑贱。读书与否，不是问题，问题
在于，对不读书的人而言，该如何
求知，对读书人而言，该如何阅
读。为了从权而读书，为了装腔而
读书，为了跟风而读书，为了应景
而读书，不仅让阅读丧失自由，还
会败坏阅读的品味。

世界读书日的立意，原是召唤
人类读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和快
感，去追寻“读书这么好的事”这
个美丽的谜面所包含的谜底。阅读
本来是自发的行为，在所谓“全民
阅读日”“全民阅读月”，却不得不
阅读，甚至不得不阅读那些指定的
书籍，这样的阅读现象，与世界读
书日的出发点渐行渐远。

窃以为，对读书人而言，除了
阅读不得自由，最值得警惕的便是
阅读的功利化。读书，一定要为什
么；打开一本书，一定要有所得。
殊不知，读书最忌急功近利，一旦
心存功利，往往适得其反。如朱自
清先生所云：“一个人读书受用，
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谷
林先生的说法更具体：“我以为真
爱书的人，大体上不能接受‘立竿
见影’的观点。平时东翻西翻，不
知不觉中有些沉积，某一天会忽然
在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上触发，于是
引出一些不同于旁人的感受，这或
者还够不上王静安说的‘蓦然回
首’，而读书意味，竟在此中。”这
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之言。

真正的阅读，与哪一天是世界
读书日无关。真正的读书人，不是
为读书日而读书，而是不为读书日

而读书。但我们从小，不，应该
说，我们的祖先从小，就被教育，
读书会有什么用，读书能带来什
么，要为什么而读书。最经典的古
训，莫过于据说是宋真宗赵恒的

《励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
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
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
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
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
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老实说，
这首诗并不怎么高明，活脱是穷乡
僻壤私塾先生的手笔，还不如汪洙
的 《神童诗》 气派：“天子重英
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
立 身 。 满 朝 朱 紫 贵 ， 尽 是 读 书
人。”……

由这些诗文，不难窥见，读书
之于古人，只是工具。书被视为手
段、路径，而非目的，目的则是书
中埋藏的权力、财富与美人。为千
钟粟而读书，为黄金屋而读书，为
颜如玉而读书，这背后潜伏的思
维，是“读书有用论”，它至少在
暗示两点：读书不能白读；书中定
有宝藏。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因此
导致人们滑入另一可怕的极端：读
书无用论。质言之，“读书有用
论”与“读书无用论”仅仅一纸之
隔，弹指即破。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换一
种 问 法 ， 不 再 是 “ 为 什 么 而 读
书 ”， 而 是 “ 不 为 什 么 而 读 书 ”
呢？有人会问：你在主张为读书而
读书么？必须承认，这是读书的最
高境界，可望而不可即。然而，不
可企及，却不代表不该追求，梦想
以及幻想的意义，正在于对现实的
鞭笞和提升。我只是希望，我们读
书，能少一些功利，少一些求知欲
以外的五光十色的欲望。

我不否认，自己深受“为什么
而读书”的困扰，我最期盼的读书
状 态 ， 恰 恰 是 “ 不 为 什 么 而 读
书”，甚至我自己都不知为什么打
开了这本书，不知我的阅读旅程是
明媚还是忧伤，不知从哪里读起，
终点何在。我的心情，正如西川诗
云：“……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
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为什么而读书，不免焦灼，当
“什么”不能实现，更不免痛苦。
这么一来，读书何以为乐事？也
许，只有当我们不为什么而读书，
才能使那两句话发出悦耳的回响，
一是张新颖先生的书名：读书这么
好的事；二是绍兴新青年书店的口
号：阅读必叫人得自由。

不为读书日而读书

吴启钱

老年人与保健食品之间，似乎
有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保健食品
多为老年人开发，老年人也成了保
健食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连保健食
品广告都用极为温情甚至是煽情的
方式，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只为
老年人！如“某白金”广告——给
你爷爷喝，给你奶奶喝，爷爷奶奶
一起喝——甚至成为 《中国之声》
中的“经典保留节目”。

前不久，湖南岳阳一养生馆借
“健康讲座”之名，向数百名老人
高价兜售保健食品。面对多部门突
击检查，老人们却自发阻挠执法。
去年底，有大量疑似保健食品被遗
弃在成都市某路边的绿化带内，一
群老年人围在那里拾取自用，更有
人直接开瓶试吃，不久就被老人们
争抢一空！

笔者认为，老年人迷恋保健食
品，有三个因素：

一是饥饿虽远去而记忆仍留

存，容易痴迷。饥饿给国人留下的
记忆是深刻甚至永恒的，在普遍饥
饿的年代，如果能吃上一碗白米
饭，浑身上下会力气倍增，如果
吃点滋补品，那就更不得了。所
以，“进补”实际上是饥饿年代的
副 产 品 ， 甚 至 在 多 数 人 营 养 过
剩 、 减 肥 瘦 身 成 为 大 产 业 的 今
天，保健食品还是以“补品”的
名义受到国人的认可与欢迎。今
天的老年人正是饥饿年代的最后
一群受害者，他们对饥饿记忆犹
新，对“补品”格外热衷，成了
保健食品的坚定拥趸。

二是“文化”有一点而常识却
有限，常被忽悠。如今的老年人基
本上有点文化，既听得进“健康是
老年人的第一目标”，也相信“进
补是保证老年人健康的最有效方
式”，更容易接受“保健食品是进
补的最有效渠道”。然而，有点文
化并不代表具有常识。在健康、进
补、保健等问题上，很多老年人严
重缺乏常识。比如，并不是人人都

需要进补；保健食品其实并不等于
补品；买保健食品并不比买其他补
品性价比高；保健食品并不是也不
能代替药品等。这些都是基本常
识，却是老年人普遍缺乏的。

三是财力有一点，大账不会
算，却爱贪小便宜。比如有营销人
员称可以为老人免费量血压，有的
店家称买保健食品可以送米送油送
鸡蛋、送手套送袜子送被子等，部
分老人就以为是白捡的便宜。为买
保健食品花去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的人，不是个别。

老年人对保健食品易痴迷、容
易上当，也有深厚的社会土壤。

首先，我国是一个“全民皆医
生”的国度，常见病人人有心得，
疑难症处处有偏方。由是，很多人推
崇“治未病”，相信无病先“补”；认为
药有毒而保健食品有益，药要少吃
而保健食品多吃无妨。

其次，很多保健食品的营销走
的是“传销路线”，也就是反复洗
脑，蛊惑，迷惑，无所不用其极。

有在保健食品中添加药品的，有把
普通食品宣传成具有保健功能的，
有违法宣称保健食品具有疗效的，
等等。还有一些无良广告商把普通
食品广告做得像保健食品，把保健
食品广告做得像药品，却又把药品
广告做得像普通食品，钻监管和
法律的漏洞。结果，老年人把保
健食品当作药品吃的例子，经常
见诸媒体。

再次，多数老年人已经在物
质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因为
子女成家立业而成为空巢老人，
精神上缺少关爱，于是一些所谓
的情感营销，一开口叫爸爸妈妈
爷 爷 奶 奶 ， 情 感 上 马 上 被 “ 俘
虏”，心甘情愿成了这些保健食品
的消费主体。

与任何一个经济因素和社会因
素交织的问题一样，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离奇的保健食品和虚假广告
及传销式的营销，已经在某种程度
上成为侵害老年人、危害家庭、祸害
社会的顽症，需要来一次综合治理。

老年人为何迷恋保健食品

《宁波城市变迁与发展
（1949-1978）》
褚银良 主编
宁波出版社
2018年3月

该丛书对宁波地方文化作了
一次新的梳理，从历史地理和社会
变迁的坐标中，筛选出具有鲜明特
色的历史区域及其遗存，揭示其历
史脉络，探究其文化内涵，从而体
现宁波历史文化的多姿多彩，让文
化这一城市的根脉更加清晰可见。

丛书共九册，一册一个区
域，一个主题。仇柏年所著的

《外滩烟云：西风东渐下的宁波
缩影》 中，回忆了老外滩上，
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历程；周东
旭著的《鼓楼钟声：宁波老城的
生命印记》中，记录了鼓楼一带，
是衙署所在，也是历代政治中
心；黄文杰著的《书香月湖：江南
士人的精神构建与历史流变》描

绘了月湖十洲，书院林立，堪称
人文渊薮；柴隆所著的《江厦观
潮：甬上商贸繁华的世事沧桑》
中，能看到昔日江厦码头，南北
船贾集散贸易之繁荣；虞浩旭著
的《四明首镇：鄞江历史文化溯
源》，从鄞江写甬城起源；钱文
华、钱之骁著的《天赐慈城:解读
中国古县城的标本》，记录了慈
城里的官宦世家；水银所著的

《灵现千年：宁波老江桥史话》
中，一起感受宁波人的“母亲
桥”；张全民所著的《钱湖烟雨：
山水城市的栖居理想》中，记录
了古往今来钱湖边的隐士逸民。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
书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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