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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郑永年 著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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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者弘毅》
潘维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2

朱晨凯

《士者弘毅》 是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的思想文
集，收录了作者自 2004 年至今
的人文类文章和近期的一些政
论文。书中 《忆先师陈翰笙》

《理想主义与大学》《科学工作
者的祖国》 等文章曾在互联网
上广为流传。

书中文章分为三类：士子弘
毅的精神、文化自觉的精神、社
会主义的精神。主要回答了为什
么大学要培养理想主义、当代学
者的使命是什么、什么是我国百
姓能理解的社会主义、如何理解

“新时代”、怎样的发展才是“以
人民为中心”、为什么党和政府
要“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如
何提高大城市的治理能力等问
题，观点高屋建瓴、一针见血、
娓娓道来、情真意切，给人以强

烈的思想和情感共鸣。
作为新时代的“士”，如何

才能“弘毅”？作者认为要有明
确的精神支柱。民族自立系于精
神自强，只要精神不垮，中华民
族就不会被打垮。复兴大业任重
道险，“士不可以不弘毅”，无雄
图不足以负重，非坚忍不足以克
险。我国依旧在很多方面落后于
发达国家，但我们知耻后勇，急
起直追。拒绝自贱自残，文化自
觉，是我们民族自立的精神支
柱。清末民初，不少士子把国家
民族的不断挫败归罪于自家祖
先、归罪于孔孟、归罪于秦汉以
来的“专制文化”，遂鼓吹“全
盘西化”。然而，新中国承上启
下，树大根深，“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不屈不挠，“苟日新，
日日新”，仅七十年就创造出举
世公认的奇迹。这奇迹又该归功
于什么文化？既归功于两千多年

的生存方式孕育的丰富中华传
统，也归功于拒绝自贱自残、文
化自觉自强的精神。

新时代的“士”，更应“弘
毅”。“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
之败绩。”孟子曰：“入则无法家
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
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也。”书中指出，当下经济发
展、社会平等、廉洁奉公这三大
富强要素还有待提升，作为新时
代的“士”，更应站在民众的前
面，办大事，引领全民迈向光明
的未来；更要站在民众的身边，
办小事，在每一个居民区维护社
会正义，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
还要站在民众的后面，时刻检讨
小事与大事的平衡，时刻警惕失
去人民的信任、时刻警惕失去民
心。上下同心同德，让贫富尊卑
团结如一家，国家和民族才能举
世无匹。

新时代的“士”，更应“弘毅”

在今天强调理想主义，不是
来争论道德理想与科学精神哪个
更重要。今天的人文精神衰落了，
特别是在培养精英的一些顶尖大
学衰落了。人文精神被商人精神
取代，许多顶尖大学向商学院靠
拢，才引发了我在这里的话题。缺
少了人文精神，我们的社会就堕
落，我国社会就不团结，就重新回
到一盘散沙的状况。强大的国家
是团结的国家，是有精神的国家，
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

为什么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
当作“至善”？为什么“至善”
被称为“大学”?我的第一个解
释是：“社会”的进步需要利他
的道德情操，也就是理想主义。

除了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大学
生要为服务于社会做准备。大学
生要有服务于公共生活的精神，
成为我们社会关系中积极健康的
力量。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
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
学”，第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进步的
需要、社会团结的需要。

现实生活会摧毁理想，摧毁
理想主义。然而，如果大学不鼓
吹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不是在大
学播撒理想的种子，我们就不会
有精英，不会有百折不挠的英
雄，不会产生知识泰斗，我们中
国社会的质量就会比较低。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许
多顶尖大学希望能培养出精英中

的精英，希望这里能出领袖人
才。然而，缺少了理想，缺少了
人文精神，这里就很容易成为培
养废物的地方，甚至频繁出现自
杀、精神抑郁症。因此，把无私地
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
善”称为“大学”的第二个原因是：
那是英雄的品德，是领袖的要素。
大学只讲分数，不讲“至善”，就不
会是培养精英的地方，那里的

“精英”经常只是分数的奴隶。
为什么大学的重要内容是鼓

励青年有理想，鼓励集体主义？第
一，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社会进步；
第二，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精英和
英雄；第三，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理
想的青年，没有我国理想的未来。

■大学为什么要培养理想主义

北京曾推出行人闯红灯过街
罚款 10 元的规定。违规者不肯
给这 10 元怎么办？派 3 个执法者
对 1 个违规者实施行政拘留，成
本是 10元？管理理性的城市居民
要靠政府有理性。精细和透明的
成本收益核算就是城市管理的理
性和人民性，反之则是官僚主义。

大都市的治理要遵循“精细计
算治理成本”“把都市执法的重心
放在居民区内”“用沉重罚则支撑
所有禁令”“治理体系主要在惩恶，
而非锦上添花”“要把基层执法队
伍管成纪律严格、能协同作战的部

队”“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和组
织城市居民自治的决定性作用”等
六大原则，六大原则环环相扣，构
成一整套大都市的治理体系，给不
断改善治理能力提供标准和空间。

六大原则中，“发挥基层党
组织动员和组织城市居民自治的
决定性作用”最重要。党在基本
性质上是扁平组织，其基本任务
是组织动员居民，把群众组织为
人民，维护人民的权利和权益，
让公正和公平主导居民区的社会
秩序，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让
人民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去奋斗。

而 今 ， 我 国 有 9000 万 共 产 党
员，几乎每 10 个成年人里有 1
个，但我国都市居民区里没有共
产党的支部。我国不断派员去新
加坡学习社区管理，让那里的官
员十分吃惊，因为新加坡人民行
动党的社区管理效法的就是中
国共产党早年的社区管理。

公共生活的宏观大事由科层
体系办，公共生活的微观小事由
社区组织办，居民的私事自己
办。把小事当大事，视基层组织
重于科层组织，我国能迅速建立
都市的社会文明秩序。

■建立社会文明秩序，要把小事当大事

有时候，政策比制度重要得
多，有四个理由：

第一，制度是稳定的，长久
不变的，但问题层出不穷，随时
在变，需要灵活机动的政策来及
时解决。立法易，废法难。解决日
常问题要靠行政不能靠立法。出
了问题就用立法解决不仅是懒
政，而且法律必然繁琐、混乱、互
相冲突。行政无所适从，就只能怠
工。法律繁多是国家之祸而非国
家之福，所以世上才有习惯法系。
我国当前的问题显然不是缺制
度，是以“缺少法律”为名的执法
随意、懒惰。

第二，“政府法无明文授权
不可行，个人法无明文禁止皆可
行”是 17 世纪欧洲商人为制约
国王提的一个口号。都 21 世纪
了 ， 国 家 开 支 普 遍 占 GDP 半
数，哪国还在喊这四百年前旧欧

洲的口号？若法无明文授权不可
行，不仅法律会多如牛毛，而且
必然鲜有愿担当、敢作为的行政
官员，懒政和怠工就是必然的。
惯例法随机遴选陪审团就是要断
案服从本地百姓的意愿，拒绝法
条主义。

第三，政策只惩罚犯规的
人，且因时、因地、因事轻重缓
急不同；可叠床架屋的制度却惩
罚所有人，而且惩罚诚实，迫使
所有人不诚实。因极少数人婚姻
欺诈就要立制度，要所有申请结
婚的人证明自己未婚，既大幅增
加人民的成本，也大幅增加政府
的成本。制度门槛高了，政府效
率低了，群众办事就得四处托门
子，找关系，行贿赂。严惩欺诈
者才是正道。“大道至简”。

第四，制度是特定生产和生
活方式的结果，不是生产和生活

方式的原因，不是国家成败的原
因。制度貌似是“顶层设计”出
来的，其实能立住脚的制度都是

“长出来”的。美国宪法是从英
国宪政惯例和“五月花号公约”
长出来的。国家出问题主要在政
策不在制度。美国宪法好，却没能
防止立宪八十年后爆发大内战。
郡县制好，秦朝寿命却仅十几年。
科举制和宪政制好，创制的隋朝
和民国都没活过半个世纪。西汉
末王莽热衷照乌托邦大刀阔斧地
改制，被历史无情嘲弄。

强调用全国一刀切的制度解
决问题，忽略政策“试点”，轻视
因地制宜，忽略我国各地的巨大
差异，就难以调动各地各部门官
员的能动性。毛泽东强调：“政策
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
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
大意。”

■为何说有时候政策比制度更重要

本书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
的实践逻辑的挖掘，系统回答
中国的改革已经做了什么，改
革的现状如何，面临什么新问
题和新风险，未来的改革作何
选择等关键性问题，并给予有
益的指导。

《“碎片化”的领导学》
孙志强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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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领导学，反映
的是整个领导活动中一些规律性
的东西，体现的是领导活动中

“点”的艺术，几乎每个领导干
部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
子”。本书把深奥的理论通俗
化、碎片化，使其真正成为领导
干部的认识和实践工具。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易其洋

在福建上杭县，流传着一个
“堵车故事”：戎马一生的原福州军
区副政委王直，晚年时有一次回老
家，也就是当年古田会议的召开地
——上杭县。路上，私家车如过江
之鲫，这位开国将军乘坐的车子，
被乡亲们的奔驰、奥迪等豪车堵在
了路上。老将军的警卫员有些不耐
烦，埋怨当地私家车太多了。老将军
见状，对警卫员说：“我们当年参加革
命，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今天，乡亲们都开上了私家车，他把
我的车堵了，我很高兴。”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
老百姓。上杭县老百姓传说王老将
军的“堵车故事”，其实是在表达一
种民意——老百姓拥戴和尊崇那些
为民造福而不与民争利的人，会自觉
自愿为他们“树口碑”。而这样“树口
碑”，老百姓欢迎什么、肯定什么、反
对什么、厌恶什么，一目了然。

老将军的警卫员不耐烦，有其
理由：将军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
那是多么大的付出和功劳。将军暮
年，回乡省亲，老百姓不“肃静回
避”也算了，一辆辆豪车竟堵了将
军的车子，成何体统？老将军见车
子被堵，不仅不恼，还一脸欢欣，
是因为他看到自己当年和无数仁人
志士出生入死所追求的目标实现了
——老百姓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车子被堵将军笑，这是一种境
界。这种境界，源于老将军心态的
平衡和对自身的准确认知。心态平
衡还是失衡，有一个尺度可以衡
量，那就是，看不看得惯别人比自
己过得好。有些官员，手握人民赋
予的权力，虽说也为人民做了一点
事，却无可挽回地滑向了大贪巨腐
的深渊。一个重要原因，就如他们
身陷囹圄“忏悔”时所说，自己辛
辛苦苦多年，日子竟然过得没有有
些老百姓好，更不要说跟那些腰缠
万贯的富商们比了；或者是自认为
任劳任怨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
劳，却提拔太慢或升迁无望。

不是比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
事、谋了多少福利，而是跟别人比、
跟过去比自己得到了多少好处，一旦
觉得自己得到少了，便心态失衡；而
心态一失衡，看不惯老百姓住大房
子、开豪车，便想着自己“身份特殊”，
岂能“混同于老百姓”，官小便跑官要
官，钱少便受贿索贿。平日里，满脑子

“特权思想”，不想手中权力是老百姓
给的，想的是“你能过上好日子，是我
恩赐的”，要感谢我、让着我、顺着我、
敬供我，不然就会“不耐烦”“不高兴”

“不满意”。看看王老将军便可知，若
非心态平衡、自知自明，车子被群
众豪车堵了，该会多么气恼，甚或

大耍官威。
将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付

出是巨大的，但若是没有人民默默
支持，没有士兵流血牺牲，单凭一
己之力，何来那么大威名和功绩。
将军是人民的将军，自然要感恩人
民的养育之恩，莫说是被群众“堵
了车”，就算是要为人民作出更大牺
牲，也是应该的。王老将军明白这个
道理，是难得的自知和谦抑。看看有
些官员，说是“人民公仆”，却从不把
人民放在眼里，别说为人民贡献和牺
牲什么了，要是不能从人民那里占到
便宜，或是人民挡了他们占便宜、发
大财、当大官的路子，他们定要火冒
三丈、不可一世；要是为人民做了
一点点好事，他们就要人民时时记
得他们的功劳，处处让着他们，让
他们“先享受起来”。

应该记住谁，应该感谢谁，老
百姓心里自有一本账。在小商品中
心义乌，经营户们记住的一个人叫
谢高华。谢高华主政义乌时，开放了
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定了允许农民经
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
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的“四个允
许”政策，是义乌成长为全球最大
小商品中心的开创性人物。

“澎湃新闻”记录的一组镜头，
可看出义乌老百姓对谢高华的惦念
与崇敬：2017年 10月 19日，第 23届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幕之
际，主办方邀请 87岁的谢高华参加，
安排了专车去衢州接他。数百名企业
家打听好时间后，于当天下午 2 点，
在杭金衢高速公路义乌上溪互通口，
手捧鲜花、摇着拨浪鼓，还有人挑着
货郎担、举着“谢书记欢迎您”等标
牌，整齐地排在路边。人群的边上，候
着 19辆黑色奔驰、宝马等豪车，驾驶
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义乌商会会
长。还有一些开车从高速公路下来的
义乌市民，听说要迎接谢高华，都停
下车站在路边等待。照片中，从车上
下来的谢高华，瘦得似乎“弱不禁
风”，看到这一景象，激动不已。就算
未能亲见，但那样的欢迎场面，不能
不让人动容，也不由得让人想起一
句话：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天下已肥，我虽不肥，甚至吾
貌弱瘦，我不光不气恼、不失衡，
反而感到高兴、感到宽慰，这样为
官利民，怎能不让百姓感动和传
颂？小而言之，我们的官员要有这
样的胸襟和气度，大而言之，一个
党尤其是执政党也得有这样的胸襟
和气度。而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官
员之有无和执政党之有无，是相辅
相成的。一个官员如果没有这样的
胸襟和气度，在老百姓眼中就会一
文不值甚至可恶至极；而一个执政
党，如果这样的党员干部多了，离
背离民愿、失掉民心也就不远了。

车子被堵将军笑

随思录

老话新聊

投鼠忌“戚” 刘志永 绘

桂晓燕

大千世界，纷纷扰扰，任何人
都要与他人打交道。即使你是一个
宅男或宅女，至少也得吃饭叫外卖
是吧。你偶尔出门下次楼，在电梯
里可能就会碰到邻居；万一你生了
病，那就更不得不到医院去找医生
了。

与他人打交道，有时会产生一
些意外或不快。比如你在外卖小哥
送来的盒饭中，发现一只苍蝇；你
走进电梯间，里面有人正在抽烟；
你在医院排队候诊，有人偏偏硬要
插队……这时候你怎么办？

阿拉老宁波对待这类问题的态
度，有一句老话：“会讲会话是先

生，动手动脚是畜牲。”这句老话
说出口很不文明，我们也反对如
此表达，但此中的道理还是有的：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管有什么矛
盾和纠纷，都应该用说理的办法来
沟通、来化解，而不能依靠暴力来
解决。你能说理，就是会讲会话，
就是先生；采取暴力，动手动脚，
信奉“拳头大，做阿哥”，横蛮霸
道，就会为人所不齿。

按照中国的传统，称先生是要
有资格有条件的。并不是姓张的就
是张先生，姓王的就是王先生。从
字面意思来看，“先生”指出生比

自己早，年龄比自己大的人；引申
为先于自己接触各类事物，比自己
懂得早、懂得多的人。《辞海》 对

“先生”的释义，一是父兄，二是
老师，并“引申为对年长有德业者
的 敬 称 …… 也 泛 用 为 对 人 的 敬
称。”这句老话里的“先生”，正是
这样的一个敬称。在老宁波心目
中，“先生”两字常常和有教养、
有礼貌、有知识、有口才等词连在
一起。

“会讲会话是先生”，自古以来
如此。晏子使楚、毛遂自荐、苏秦
合纵、张仪连横、蔺相如完璧归

赵、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些流传
千古的成语典故，每一个后面都有
一位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的先生。

现在也有许多人会讲会话，而
且讲得相当精彩。例如前不久因

“维权”爆红的西安奔驰车主王女
士。王女士尽管出于激愤坐上了4S
店的奔驰车引擎盖，但她一没有动
手，二没有骂人，自始至终坚持说
理。由于说得有根有据、有理有
节，令对方辞穷理屈，不得不对她
购车遭受的损失作出相应补偿。王
女士靠舌战维权成功，让人们纷纷
感叹会讲会话的力量。

一般人未必这样伶牙俐齿、能
言善辩，但只要遇事不忘老宁波的
原则，尊重他人，好好说话，就不
失先生风度。笔者有一位熟人，每
次陪她八旬老父乘公交车出门，如
果车上一时无人让座，她会选择一
位看上去身体不错的年轻人，客客
气气地同人家商量：“您好！这是
我父亲，80 多岁了，腿脚不太方
便 。 麻 烦 您 能 不 能 给 老 人 让 个
座？”通常没有拒绝的。而老父亲
坐下后，也必定会和女儿两人，真
挚地对人道一声“谢谢！”这就是
会讲会话。

毋庸讳言，社会上也有令人遗
憾的反面例子。如北京地铁 8号线
上发生过的一件事：一个胖女人上
车后，指责一位小伙子占了他们一
家三口的座位。小伙子说，座位是
大家的，我为什么不能坐？胖女人
竟然扬手就抽了小伙子一个耳光，
还伸出另一只手压住他的脖子，使
他难以呼吸。小伙子怕事态升级没
有还手，选择了报警。胖女人见状
大怒，又狠抽小伙子一个耳光，并大
声叫嚣：“你还敢报警？”“有种动我
试试！”……周围愤怒的乘客，录下
了胖女人动手动脚的视频，传到网
上，让她成了网红中的“丑角”。

“会讲会话”和“动手动脚”，
一个文明，一个野蛮；一个美好，
一个丑陋；一个让人如沐春风，一
个令人似遭冰霜。读者朋友，让我
们人人都做会讲会话的先生！

会讲会话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