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来，我国网络生
活中，“网络舆情”和“网
络事件”频频出现且热度不
减。“网络舆情”和“网络
事件”频现的实质是什么
呢？实质在于人们公共参与
的普遍增多。毫无疑问，关
注和研究“网络舆情”和

“网络事件”是必要的。
本书根据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的结项成果完善而成，
其基于实证材料收集和数据
量化分析，对我国城市居民
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给予
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呈现，
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做
了深入剖析，研究结论富有
启发性，对公众认识和把握
我国当前网络政治参与的整
体样貌，对相关职能部门和
管理机构有针对性地对参与
行为施以适时而恰切的引
导，亦富有启发和助益之
功。

注重“虚实结合”，精
准把握问题，是这部论著分
析问题时的一大突出特点。
作者在研究和讨论中，除却
分析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之
外，还专门讨论了线下政治
参与行为，这就较好地把握
了网络政治参与问题的实
质。

基于宽阔的理论视野展
开综合分析，在方法运用上
实现定量和定性有效结合，
是这部论著的又一突出特
点。作者结合文献回溯，选
取并综合运用社会资本理
论、文化资本理论、公民自
愿模型和结构化理论等不同
理论视角，对网络政治参与
行为作了多维度的学理阐
释，并据此形成了明晰且具
有总括性的概念表述。

作者提出了十余个理论
假设，编制了网络政治参与
行为量表，在数据分析基础
上，探讨了网络政治参与行
为的影响因素，揭示了我国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行
为逻辑和发展趋向，不仅从
学理上深化了对网络政治参
与行为的理解，而且对于有
效引导网民理性、有序地展
开网络政治参与，进而促成
一个良性互动、畅通表达、
凝聚共识、共谋发展的网络
政治参与空间，具有明确的
认知匡正和行动指向意义。

（书评作者系中共浙江
省委党校教授，中国社会学
会网络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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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所处的时
代，是被称为“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执
政前期。表面上，唐朝社会是一片海
晏河清、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实际
上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日渐
显露的社会危机。吴兢有着强烈的
敏感性和责任感，为给当时的执政
者树立一个施政楷模，他悉心编写
了《贞观政要》一书，将唐太宗与大
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君臣之间
的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论君
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择官、尊
师、杜谗、崇儒、安边等分类排列，为执
政者治国理政提供镜鉴。

《贞观政要》中，记载有一段唐太
宗关于治国理政的论述。太宗谓侍臣
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
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
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
至丧败。”意思是治国和养病的道理相
同，病人即使感觉痊愈，也需要格外保
养调护，如果再触犯病理禁忌，一定会
导致死亡。天下刚刚安定的时候，尤其
需要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如果就此骄
奢放纵，必然导致衰乱覆亡。

唐太宗所说的“天下稍安，尤须兢
慎”，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作为“贞
观之治”的缔造者，他的“兢慎”意识尤
其突出。在执政前期，唐太宗一直秉持
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
理念，以魏征为“人镜”规谏自己。为了
警醒自己不重蹈隋亡覆辙，唐太宗要
求朝中大臣经常替他“思隋氏灭亡之

事”，并特意定下“论隋日”，同大臣们
专门讨论、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

“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
实际上，唐太宗的这种“兢慎”意

识，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比如《周
易》有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
也。”说的就是，不论修身齐家还是治
国平天下，都应该在形势大好之时，一
刻也不忘记保持“兢慎”意识的道理。
历代文人墨客对于“兢慎”意识也颇为
推崇，比如杜光庭的《李绾常侍九曜醮
词》中有“事主立身，得罄忠诚之节。循
怀省己，常持兢慎之心”；元结的《二风
诗·乱风诗五篇·至虐》中有“夫为君上
兮，兢慎俭约，可以保身”；许浑的《送
沈卓少府任江都》中有“少年作尉须兢
慎，莫向楼前坠马鞭”；杜荀鹤的《泾
溪》中有“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
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
沉沦”；张萧远的《履春冰》中有“愿将
兢慎意,从此赴通津”……这些都是告
诫为政者，言不妄发、事不轻举、谨于
言而慎于行。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
绩。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行
百里者半九十，即使是在一帆风顺的
时候，我们也需要小心谨慎，切忌自
满疏忽。增强忧患意识、注重防范风
险，是我们党从历史兴替中得出的一
条重要经验，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
缪，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兢慎”
意识，才能不让纤芥之忧变成心腹之
患，不让绊脚之石阻挡前进步伐。

常怀“兢慎”意识

《中华玄机：传统文化三十五讲》
王蒙 著
天地出版社
2018年10月

朱晨凯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国外
文化被引入国内，在这个环境
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虽然在
学 校 学 习 了 一 些 中 国 传 统 文
化，如诗词歌赋等，但大多浅
尝辄止，而上大学主动选择中
国传统文化方向专业的学子也
在少数。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
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答案显
然是否定的。当代著名作家、
曾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所著的

《中华玄机：传统文化三十五
讲》 一书，从多角度解读中国
传统文化的玄机奥妙，展现中
国人的处世哲学与生活智慧，
道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些观点和态度。

何谓“玄机”？恰如王蒙在
本书后记中所言，“玄机”是取
其 “ 高 、 大 、 上 、 深 、 厚 、
妙、神奇的含义”。王蒙在这部
著作中不是探讨、谈论一般性
的传统文化现象，而是探讨中

华文化之源、之魂。此书能让
读者既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又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

“玄机”。
中华玄机，玄在何处？书

中 指 出 ， 中 华 文 化 确 有 玄 妙
处：它源远流长，一脉相承，
罕有其匹；它伟大辉煌、光照
四方，却又是饱经沧桑、千灾
百 难 、 危 殆 焦 急 ； 它 屡 败 屡
胜，屡亡屡兴，屡衰屡盛；它
牵肠挂肚，爱恨交加，莫名悲
喜；它目前在世界上并不处于
强势与主流位置，甚至屡屡被
宣布失败落伍，结果却是发展
越来越快，势头越来越强，越
来越大气，写下了新的历史篇
章。西欧北美看着它陌生、诡
异、古老而充满生机，各色而
紧追时尚，友好而自说自话，
绝对是玄机无比、风光独异，
爱之很难缩短距离，恨之又毫
无作用与意义。

作者认为，“玄”字含义甚
多：颜色——包括黑褐色、彩

色，然后是玄武神龟，再有就
是天、大、高、深、奥妙、神
性 、 姓 氏 、 地 名 等 释 义 。 而

“玄机”主要指道家理论，儒家
却也有喜用此词者。书中取其

“高、大、上、深、厚、妙、神
奇”的含义，同时也警惕其故
弄“玄虚”与新中国成立后特
有的对于玄学贬低的负面含义。

对此，本书提出了一个观
点：中华玄机，是谈我们的生
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谈我
们与众不同的文化的可敬、可
叹、可咀嚼与可珍惜；实际上
仍然是谈你我他的日常生活，
更 谈 我 们 的 思 路 、 我 们 的 风
度、我们的气派、我们的歧义。

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当代
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无不受传
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本书中
多次以当代社会的真实事件，印
证传统文化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及其给人的指引和启发，体现了
传统文化的实用性价值。

中华玄机，玄在何处

有过这样的事，我们的教授
在国外被问及：“常常听到中国
学人讲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能给我们讲讲它如何博大精深法
吗？”我们的教授说：“既然博大
精深，岂能几句话给你讲清楚？
没法讲。”我觉得未免尴尬。仔
细想想，几乎无人不讲其博大精
深，却当真说不太清晰。

博，意即渊博、丰盛、多
样、富饶。我们是个古国、大
国，郁郁乎文哉，上下五千年，
纵横几万里，民族五十六，人口
十几亿，文字甲骨篆隶、正楷行
草，文献河图洛书，说话官话加
六大南方方言体系。我们有女娲
盘古、混沌倏忽、三皇五帝、共
工蚩尤、西周东周、春秋战国、
元亨利贞、孔孟老庄、诸子百

家、秦皇汉武、秦砖汉瓦、楚辞
汉赋、魏晋名士、唐宗宋祖、李
白杜甫、韩柳文章、苏辛柳永、
昆仑峨眉、长江黄河。毛主席的
说法则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
地大物博。还有燕窝鱼翅、七碟
八碗、满汉全席、山珍海味、煎
炒烹炸、舌尖中国。还有温补缓
泻、丸散膏丹、针灸拔罐、太极
少林、刀枪剑戟、五行八卦、青
龙白虎、堪舆风水。还有江南胜
境、塞北风光、大漠孤烟、东海
激浪。还有诗书礼乐、琴棋书
画、焚香沐浴、气功打坐。还有
戏曲曲艺、忠孝节义、变脸毯子
功、四大奇书、四大名旦、四大
须生、四大名医、文房四宝、三
山五岳、三教九流……一言难
尽。

更重要的“博”是中国人的
选择空间，一面是君要臣死臣不
能不死，肝脑涂地，报效朝廷，
一面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
主而事”；一面是温良恭俭让，
绝不犯上作乱，一面是“王侯将
相，宁有种乎”“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一面是循规
蹈矩、谦虚谨慎，一面是“量小
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面是

“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
变”，一面是“与时俱化”，不拘
一格，“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一面是“邦有道”则知则仕，一
面是“邦无道”则愚则卷而怀
之；一面是“杀身成仁、舍生取
义”“知其不可而为之”，一面是

“无可无不可”“随机应变”信如
神。

■“博”也是中国人的选择空间

中华传统文化十分喜欢大，
格局胸怀、时空体量、包容汲
取、伸延发展，无不求大。曰
道、曰天、曰朴、曰仁、曰义，
中国士人视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如
终极神祇，认为找准了大概念，
一通百通，一顺百顺。诸子百家
的演绎功力远胜经验归纳。庄子
的鲲鹏，一飞冲天，九万里掀动
扶摇羊角。老子的道，一曰大，
二曰远，三曰逝，四曰返。孔子
的道，朝闻可以夕死。孟子称孔
子为“集大成者”，后世则封孔

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孟子还
鼓吹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还有
什么“论万世”“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 世 开 太 平 ”， 到 处 是 高 谈 阔
论、豪言壮语。直到今天，我们
提倡的是大格局、大思路、大气
磅礴、识大体、顾全大局。叫作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河没水小
河干。叫作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当然中华民族也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知道某种情况下一味求
大，有可能演变而成为空洞、夸
张 、 失 实 等 负 面 现 象 的 渊 薮 。

“大而化之”，这是最轻微温柔的
质疑了。“好大喜功”，是历史人
物的经验教训。“大而无当”，就
是说失去了针对性与实际意义的
大，全不中用。假大空、吹牛皮、放
大炮，这是一种揭示，也是一种厌
弃和痛苦。“大言欺世”，则一针见
血地指出了一些政治骗子、文化
骗子、学术骗子的装腔作势，借以
吓人骗人害人的丑恶与危害。

■喜“大”，而不一味求大

一个是做人处世上的精明精
当。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三人行，必有我师”“夫唯不
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知雄守雌、
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将欲歙之，
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
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
与之”“过犹不及”“恰如其分”“留有
余地”“莫为已甚”；还有民间的“先
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账”“退
一步海阔天空”“但行好事、莫问前
程”“吃一堑、长一智”，等等。

另一方面的精主要表现在文
学 、 书 画 （主 要 是 书 法）、 戏
曲、烹调、园林、工艺上。有大

而精的范例，还有小而精的。比
如中华书法，心平气和、龙飞凤
舞、精神气质、风格人性、情怀志
向、匠心功底、学养定力、雅俗深
浅，万物皆备于我。它是无声的
交响，无人的起舞，直到人间各
种吉凶祸福、顺逆通蹇、血压免
疫、微恙绝症……尽在其中。比
如中国的餐饮，就一个普普通通
的宫保鸡丁已经全球不败了。美
国一个诗人写诗抒发他面对中华
料理的博大精深时的恐怖感，被
指责为种族歧视。比如宜兴陶
壶、景泰蓝工艺、鼻烟壶内画，
还有 《核舟记》 里描写的“以径

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
鸟兽、木石……”，更不要说大量
生产、成为产业的湘绣、苏绣、杭
绣等等了。

不够精的地方主要是现代科
学与技术。我们也正在奋起直
追。例如断肢再植，早有惊人成
绩。在延伸已有的技术方面如互
联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按中国人的思路，太精了也
会玩物丧志、因小失大、畸形发
展、巧言令色、怪力乱神、埋头
抠哧、失落方向。好极了，中华
文化有一正就有一邪，有一邪就
有一扶正袪邪的法门。

■中华文化有两方面的“精”

中华文化在治国理政方面强
调谋略，强调藏而不露。强调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中国政治家喜欢搞什
么 “ 喜 怒 不 形 于 色 ”， 不 露 声
色、变幻莫测。中华文化的深刻
处常常在于它的辩证思维，特别
是 《周易》 与老庄的辩证思维：
一阴一阳谓之道，有无相生，难
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无为而无不为；殊途同归、百虑

一致；柔弱胜刚强；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哀兵必胜；无用之
用，是为大用……

学术上，尤其是自然科学、
哲学、数学，也包括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有待深入的空间大大
地存在。所谓泥古、所谓食洋不
化、所谓假洋鬼子、所谓“墙上
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
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还有各
种起哄大呼隆，浅的人比深的人

多多了。一味深下去也许会钻牛
角尖，会成为深刻的片面，过于
片面的深刻或者过于深刻的片
面，则可能是精神灾难。

一切事物与秉性都会有正反
两面。博，太大了抓不着中心，
与凡人俗人接不上地气，联系不
上实际，无的放矢，不着边际。
太精了成为智巧奢靡。太深了摸
不着脉络痕迹，更无法普及群
众，于人世少有裨益。

■中华文化的“深”在于它的辩证思维

开会啦 邹 磊 绘

桂晓燕

“有力勿可尽撑，有福勿可尽享。”
这两句在宁波流传了几百年的老话，
可谓是醒世的金玉良言。

不管是谁，不管力气多大，总是有
极限的，如果硬要尽撑，不是出洋相，
就是出意外。据《史记·秦本纪》记载，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武王力大无比，而
且争强好胜。有一次，秦武王来到东周
洛阳，看到大禹留下的九鼎，就与大力
士孟说打赌，看谁能举起殿前的大鼎。
孟说表示不行，秦武王就亲自来举，结
果鼎没举起来，倒把自己的膝盖骨砸
得粉碎！于是留下一个“举鼎绝膑”的
成语。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有
力勿可尽撑”的一个教训了。

“有力勿可尽撑”这句老话，对那
些不自量力、不留余地的“秦武王”们，
是一个善意的提醒；而“有福勿可尽
享”这句老话，则具有更强烈的告诫作
用和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社
会上有一股追求享乐之风，尤其是某
些土豪明星，财大气粗，挥金如土，极
尽享福作乐之能事。今天，我们就重点
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为什么“有福勿可尽享”？因为这
与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以
及中央倡导的“以艰苦奋斗为荣，以
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格
格不入，也与现代人保护地球、节约
资源的环保理念背道而驰。众所周
知，如今某些土豪明星，食必珍馐，
衣必华服，行则名车，居则豪宅；请
个客豪掷数万，结个婚狂砸两亿……
即使每分钱都是合法收入，没有阴阳
合同、偷逃税款之类猫腻，难道就可
以这样肆意挥霍吗？听听莫言在东亚
文学论坛上的演讲，说得多么深刻：
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
人们，她们是有罪的；那些有十几辆
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
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
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
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

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
为什么“有福勿可尽享”？因为这

样做会助长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败
坏社会风气，误导大众尤其是人生观
尚未完全形成的青少年。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全国校园里最流行的一句话
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如果问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孩子们十有八九会这样回答：想当工
程师、科学家、教师、医生、宇航
员、音乐家……答案既积极向上，又
丰富多彩。可是现在呢？有报道说，
有人在小学生中进行了一番人生理想
调查，孩子们的理想几乎都是当影视
明星！因为他们看到的明星个个要名
有名，要利有利，光鲜亮丽，风流富
贵，极具诱惑力。与此相应的是，如今
每逢电影学院或戏校艺校招生，必定
是报名爆满，门槛踏断，竞争激烈！有
人想当演员、当明星，这本来没什么问
题，然而，当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甚至
绝大多数孩子只想当演员、当明星时，
问题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为什么“有福勿可尽享”？还因为
这样做是在为自己的孩子树立不良榜
样，培养只知道享乐的下一代。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最重要
的老师。可以说，父母的档次就是孩子
的“起跑线”。父母声色犬马、风花雪
月，就别指望孩子勤奋踏实、努力学
习；父母灯红酒绿、花枝招展，孩子当
然也是吃要高档、穿要名牌。我们看
到，当今国内外不少真正的大富豪，对
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把
精力放在物质享受上，而是保持工作
为重的作风，其子女也朴实低调。例如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女儿詹妮弗，全
身没有一个明显的名牌，没有拿奢侈
品包包，没有艳丽的妆饰，也没有开豪
华跑车，从不炫耀自己拥有的一切。这
样的做派，和老宁波的意思不谋而合
哦。

不管您是不是有钱，记住并践行
“有力勿可尽撑，有福勿可尽享”这两
句老话，将使您受益无穷。

有力勿可尽撑，有福勿可尽享

漫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