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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台词”是一种戏剧术语，
指在台词中没有直接说出，但观众
通过思考都能领悟出来的人物用意
和剧情本意。比如，同样是一句

“你好”，当你是面对久违的亲朋，
或是面对常见的熟人，又或是面对
宿敌时，说出这两个字，其口气可
能大相径庭。这就是潜台词的作
用。

日常生活不是演戏，人生不是
专门为了做给人看的一番表演。但
俗话说：“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
场”。人生和戏剧也有相通之处。
我们每个人既是自己人生的“剧作
者”，又是“演员”。因此，我们每
个言行举止的背后，也都有自己的

“剧本”，包括“台词”和它背后的
“潜台词”。

人生的潜台词，往大了说，是
你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往小了说，是你行为的
具体动机、目的、偏好和品位，等
等。这些是你人生真实地位、经
历、需要、追求和能力的自然凝
聚。它们就是你的真实，这一点
不会有假。但在文化多元、世事
纷杂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
在意“台词”，只注意到说的是同
样 的 “ 台 词 ”， 却 没 意 识 到 有 的

“潜台词”另有所指。这就使得许
多 事 情 变 得 复 杂 起 来 ， 真 假 难
辨 、 善 恶 混 淆 、 是 非 颠 倒 的 事 ，
也时有发生。

比如，要“弘扬传统文化”，
这无疑是很好的，有的地方却借此
大 兴 土 木 ， 兴 师 动 众 翻 修 “ 古
迹”，用新的金碧辉煌代替原有的
古朴沧桑⋯⋯有的则忙于“从娃娃
抓起”，组织孩子们煞有介事读古
书，穿古装，磕头作揖，全然不顾
孩子们的需要和感受⋯⋯还有的地
方，修建刻有古代诗词的“文化

墙”，用大量错别字和“二十四孝
图”之类充满 腐 朽 气 息 的 故 事 ，
树 起 “ 文 化 墙 没 文 化 ” 的 样 板
⋯⋯试问：这像是中华文化本身
的风格吗？回答是：“醉翁之意不
在酒。”人家的“潜台词”里，可
能并不在意什么是传统文化，怎
样才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他们
在意的，不过是借此之名“发展文
旅”而已。

还有，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一些地方不顾忌地域特色和区
域审美观念的差别，不在构建形神
兼备的村镇上下功夫，而是按照城
市中旧城改造的思路，照抄照搬，
热衷于“大拆大建”。这样做的结
果，使得传统村落布局和环境风貌
遭到破坏，历史文化失去传承。究
其深层次原因，还是由于对“美
丽”二字理解不同。

一旦形成了“好话人人都说，
实话没得用场”的氛围，对“台
词”精益求精，却与潜台词背离的
情况，就会成为一种潜流。这一

点，在腐败干部的表演中，表现得
最为充分。落马贪官们的讲稿，哪
个不是写得冠冕堂皇、正气十足？
而且他们念稿时，也从来是一丝不
苟，不敢差一个字的。这说明什
么？因为稿子是由别人对照“正确
的台词”编写出来的，与他自己究
竟怎样打算毫不搭界。所以，他的
潜台词只是“不要念错”！

台词和潜台词都是文化。林
林总总的事例证明，就像纸包不
住火，在有些人那里潜台词才是
最真实的。大家都认同“有话好
好说，有事好好干”，就是在认同
和弘扬一种优质文化。但究竟是

“真好”还是“假好”，区别往往
在于潜台词。有人总是担心说错
话，做错事，给自己惹祸，如果
他只想在背诵台词和表演技巧上下
功夫，却不知道从端正“三观”和
提升自己做人做事的品位上用力，
那么他也是舍本逐末，一定会洋相
百出的。

（来源：北京日报）

“潜台词”更真实

桂晓燕

老宁波做人有一个原则：“上
半 夜 忖 忖 自 家 ， 下 半 夜 忖 忖 人
家。”意思就是说，与人相处不能
只考虑自己，也要顾及他人。要提
倡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或者说换
位思考，推己及人。

常言道，窥一斑而知全豹。在
日常生活中，往往可以从一些不起
眼的细节里，看出某人在与人相处
时，是不是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
心。曾有一位刚出门打工的小伙
子，在火车上想喝饮料，但就是打
不开小小的易拉罐。这时候，坐在
他对面的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不
动声色地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听易
拉罐，当着小伙子的面，慢慢地打
开。孩子不解：“妈妈，我们不是
刚 喝 过 饮 料 吗 ？” 母 亲 笑 盈 盈 地
说：“妈妈又想喝了。”这位妈妈多
么善解人意！无独有偶，刚出道的
王宝强，出席金马奖颁奖典礼时，
在洗手间里，面对着陌生的感应式
水龙头，无论怎样摁，就是摁不出
水来。这尴尬的一幕，被他的偶像
刘德华发现了，连忙过来亲自示
范，让王宝强好感动。

这就叫做设身处地，将心比
心。事情虽小，也挺暖心。然而不
可否认，相反的令人不快的例子也
不少。诸如开车时乱按喇叭乱加
塞；在景区乱扔垃圾大煞风景；看
电影时“高抬贵脚”搁在前排座椅
上，嘴巴里还“呱唧呱唧”大嚼爆
米花等等。笔者曾居住过的一个小
区，隔壁一幢楼里有一个瘾君子，
每天将烟头从窗口往外扔。终于有
一天，烟头落在楼下人家晒着的棉
被上，死灰复燃，引起熊熊大火！
因为只顾自己方便，不顾他人感
受，最终闯了祸，自己也倒了霉。

人们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利
益和需求各异，同样一件事，可能
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如果你是广场

舞大妈，每天太阳一落山，在小区
里音乐放放，舞蹈跳跳，哈哈笑
笑，不要太开心哦；但如果你是附近
的住户，每天被乐曲声吵得心烦意
乱、头昏脑涨，就不免火冒三丈！

生女儿的，希望她的老公是“气
管炎”（妻管严），女儿能执掌家庭大
权；生儿子的，希望他在家里是“肤
轻松”（夫轻松），老婆都听他的。

同样一个人，由于情况的变化，
立场和态度也会发生 180 度转弯。
当你等到一辆公交车时，巴不得快
点挤上去，你会对着车上喊：“大家
挤一挤，再往里挤一挤！这不是还能
挤嘛⋯⋯”而当你挤上车后，就希望
下面的人不要再挤上来：“哎呀，别
挤了，别挤了！再挤车子要爆了！”

所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
道理谁都懂，但有时候说说容易做
做难。在实践中甚至还有这样的情
况：已经换位思考，尽量为他人考
虑了，但是还不能尽如人意。最近
有一则视频在网上流传甚广。该视
频披露了两则老年人因弯腰去捡地
上的东西，引起主动脉壁破裂剥
离，不幸意外身亡的例子，提醒老
人切勿弯腰去捡地上的东西；要捡
的话，记得一定要蹲下来！视频里
还有下蹲捡物的示范动作。有老头
老太对这则视频发表感想。老头
说 ：“ 这 视 频 很 为 我 们 老 年 人 着
想，我们应该表示感谢。可是我蹲
不下去，怎么办？”老太说：“东西
掉在地上，总要去捡。腰又不能
弯，蹲又蹲不下，最好用一把长柄
火钳去钳。”老头自问自答：“从前
用大灶，家家户户都有火钳，现在
到哪里去找这种长柄火钳呢？看来
只能请旁人帮忙捡了⋯⋯”这样的
内容，若不是自己已步入老年，或
者是无意中听到了老人的谈论，一
般的年轻人是很难想到的。所以
说，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或者说
换位思考，推己及人，既是一种美
德，也是一门学问。

“上半夜忖忖自家，下半夜忖
忖 人 家 。” 老 宁 波 的 这 个 做 人 原
则，是不会过时的。

上半夜忖忖自家
下半夜忖忖人家

自古以来，宁波厚德崇文，名人大家辈出，很多方面独
树一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教育、经济学等几乎所
有的学术领域。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涌现出虞喜、虞世南、
王安石、史浩、王应麟、黄震、张可久、袁桷、方孝孺、王阳明、
黄宗羲、张苍水、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潘天寿、张人亚等
历史名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发表的重要演讲、答
问、谈话、文章中，多次提到宁波历史名人，引用宁波历史名
人的名典、名篇、名句，赋予其鲜活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读读 史史

宁波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宁波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上上））

新 知

习近平说：“宁波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厚。”对于
宁波名人大家，习近平在浙江主
政时十分关注。

2006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为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作
的总序中说：“从大禹的因势利
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
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
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
精 忠 报 国 、 清 白 一 生 ， 到 方 孝
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
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
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
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
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

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
觉 ， 还 是 龚 自 珍 、 蔡 元 培 的 开
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
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
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2006 年 2 月 5 日 ，《浙 江 日
报》 头 版 刊 发 习 近 平 同 志 的 文
章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文章
指出：“在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
文明史的背后，始终跳动着、支撑
着、推进着和引领着他（她）们的力
量，正是浙江人民的精神⋯⋯无论
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
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
善举，都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
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提到的浙江代表历史

人物中，与宁波有关的就有黄宗
羲的工商皆本，王阳明的批判、
自觉，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
阿。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
书记在报告、座谈中又多次提到
宁波名人。2016 年 5 月 17 日，他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列举了中华民族数千年
发展史上的 25 位“伟大思想家”，
其中就有王阳明、黄宗羲这两位
宁波历史名人，足见宁波历史文
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举足轻重的
地位。

对王阳明和黄宗羲，习近平
非常关注。从 2006 年起，他十多
次提到王阳明与阳明学。2011 年 5

月，习近平视察贵州时指出，王
阳明龙场悟道在贵州，不仅中国
人敬仰他，学习他，而且陆王心
学 传 播 到 东 北 亚 地 区 ， 影 响 日
韩。王阳明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
合 一 ， 他 既 是 一 个 伟 大 的 哲 学
家、思想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政
治家、军事家。我们要尊重他，
学习他。2014 年全国两会期间，
在贵州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时，习近平总书记有感而发：

“今天，我们不仅要坚定‘三个自
信’，也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增强
文化自信。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增强中
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乐承耀

天一阁天一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思想解放、
理性自觉的重要代表，他的“工商
皆本”思想很有影响。2003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在中共浙江省委十一
届四次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明
末大思想家黄宗羲第一次明确提

出‘工商皆本’，反对歧视商业的观
念。”2003 年 7 月 18 日，在文化体制
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习
近平指出：“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
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
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

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

‘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和‘工商皆
本’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的经
商意识和务实性格。”2006年 3月 28
日，习近平在致黄宗羲民本思想国

际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指出：“黄宗
羲是我国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
史学家和教育家，是浙江历史上的
文化伟人。他所具有的民主启蒙性
质的民主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
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仑人张人亚，是最早一批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宁波人。1927
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张人亚
带 着 一 批 文 献 回 到 家 乡 交 给 父
亲，其父张爵谦把这批珍贵文献

用油纸精心包好，埋进张人亚的
衣冠冢，新中国成立后，老人家
把这批珍贵文物取出捐献给国家。

其 中 有 中 共 第 一 份 党 章 文
本，1920 年 9 月出版的 《共产党

宣 言》 中 文 译 本 以 及 中 共 二 大
《决议案》 等在内的国家一级文物
16 种 ， 另 有 二 级 、 三 级 文 物 10
种，为保护党的文献作出了重要
贡献。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了解此事后，连称珍贵，说这
些 文 物 是 历 史 的 见 证 ， 要 保 存
好，利用好。
（作者系宁波市委党校二级教授）

■

2016 年 1 月 12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
讲话中说：“全面从严治党，既要
注意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
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
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接着
引 用 了 王 阳 明 《传 习 录》 中 的

“身之主宰便是心”，并精辟地指
出：“‘本’在人心，内心净化，
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王阳明

《传习录》 中有言：“身之主宰便
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
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习
近平总书记引用这段话，旨在告
诉大家，只有在根本上下功夫，
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阳明
心学，主要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说
的。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全国党
校工作会议讲话中引用了王阳明

在 《传习录》 中的话：“种树者必
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他接
着说：“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
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

‘心学’。”引用王阳明的讲学语
录，就是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借
鉴王阳明的“心学”，加强修养，
涵养纯真的性情。

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
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
行不可分作两事。”习近平多次提
到“知行合一”，并加以创造性
运用。在 2011 年 5 月 9 日贵州大
学中国文化书院座谈时，习近平
就强调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
合一”；2013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
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以“知”促“行”，以“行”
促“知”，“知行合一”。

2014 年 3 月 25 日，习近平主
席在法国 《费加罗报》 的署名文
章 中 提 到 ， 中 国 人 讲 “ 知 行 合
一”，法国人讲“打铁方能成铁
匠”，都强调把思想转化为行动。
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中指出：“要
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
做 人 。 道 不 可 坐 论 ， 德 不 能 空
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
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
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
自觉行动。”2014 年 9 月 24 日，习
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孔
子诞生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
会开幕会”讲话中，也把“经世
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
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解
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重要启示之

一。2014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
的 讲 话 中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要 求

“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集
中教育活动需要提高认识，更需
要付诸行动，以新的思想认识推
动实践，又以新的实践深化思想
认识”“实践证明，集中教育活
动只有坚持知行合一，不断让思
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让行动自
觉深化思想自觉，才能抓得实，
做得深，走得远”。

2016 年 9 月 4 日，在 G20 杭州
峰会的开幕词中，习近平主席谈
到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把握好大
方向时，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
二 点 是“ 知 行 合 一 ，采 取 务 实 行
动”。明确提到承诺一千，不如落
实一件，要把每一项行动落到实
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