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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元

俗话说，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有言
必行，付诸行动；言必有信，行而有果。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在两届

“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上先提“四
知”又提“四行”，揭示了认识与实践、认
知与行动、“务虚”与务实的辩证关系。

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
谛。人类的认识，归根结底脱离不了实
践。认识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
展；认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践，能动
地改造客观世界。毛主席强调应坚持

“知行统一观”，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
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
观点”。认为“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
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
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
的”。“言必行、行必果，方能成事。”为
此，我们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善于
依据不同情况，把在实践基础上形成
的思路付诸行动。而这也正体现了党
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知行合一，行必务实。“知行合一”
是理念先导。“知”是指认知，“行”是指
实践。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只有把二
者统一起来，才称得上“善”。王阳明认
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强调知行是一
回事，反对道德上的“知而不行”。

“不行”不能算“真知”；自觉的“行”也
就是“知”，二者不可脱节。可见，“知”

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目的。我
们要做实事、务实功、求实效，就应把

“知”及时化为“行”，避免“坐而论道”。
知难而进，行不懈怠。“知难而进”

展现了“宁波帮”的坚韧品质、不畏险
阻勇闯大业的精神。今天，我们应发扬
这种奋斗精神，增强奋斗本领，以“功
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担当，知难而进、奋力前进，推动
宁波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

知书达礼，行而优雅。“知书达礼”揭
示了“宁波帮”的文化底蕴：书藏古今，明
礼知义。今天应大力推进“书香宁波”“尚
德甬城”建设，让生活在宁波的每个人都
能接受更好的文化熏陶、道德滋养，都能
成为宁波最美的风景和代言人。

知恩图报，行路思源。“知恩图报”
体现了“宁波帮”的家国情怀、桑梓情
深。对每个人来说，知恩图报、知恩必
报不仅是本分，更是责任和义务。我们
既要感恩党、国家，在服务全国全省大
局中体现更大的宁波担当、宁波作为，
也要感恩所有关心宁波、建设宁波的

“宁波帮”和帮宁波人士。
“四知”之后应“四行”，二者构成

一个统一整体，这才是“宁波帮”精神
乃至宁波人精神的完美体现。弘扬“四
知”精神再出发，就应以知促行，行之
有效，在纵深推进宁波“六争攻坚”行
动中立新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
立潮头，当好全省“两个高水平”建设
的排头兵。

“四知”之后应“四行”

易其洋

10 月 22 日 ，《解 放 日 报》的
《思想周刊》，刊发了复旦大学教
授周文的文章 《缺中国样本，此
项诺奖难有说服力》。中国样本，
指中国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和成
效；此项诺奖，指 2019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

周教授说，2019 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的三位获奖者，研究贫困
问题的样本主要是在非洲和印
度。但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和
成效来看，人类历史上最成功消
除贫困的国家是中国。过去 40多
年，中国共减少8.5亿多贫困人口，
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
减贫实践的伟大成功，无论是经
验还是教训，对经济学研究来说
都是一座富矿。但令人遗憾的
是，三位获奖者基本没有关于中
国减贫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阐
释。由于缺乏中国的样本，他们
的理论既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也
不能展示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

性，恐怕只能算作“隔空喊话”。
我也有过疑问：若论消除贫

困，全球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
与中国相比，但能获诺奖的消除
贫困理论，为啥不是由中国研究
者做出的呢？不过，我的想法与
周教授略有不同。理论来源于实
践，但这实践未必是也不可能是
全部实践。中国 40 多年的减贫
实践堪称样本，值得好好研究、
大书特书，但不能说，经济学者
们如果不研究“中国样本”，就
不能在理论上阐述“如何提高应
对 全 球 贫 困 的 能 力 ”。 理 论 研
究，往往就是“隔空喊话”，否
则，也就不会有“理论联系实
际”之说了。

同时，我们也没权力要求几
位外国的研究者，在研究减贫问
题时，一定要研究中国的减贫
实践。我们可以说三位获奖者
的理论不够完整和系统，缺乏
说 服 力 ， 但 既 无 法 怪 罪 他 们 ，
也无法怪罪诺奖评委会，要怪
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如果我们

的理论研究者早已研究总结出
了一套“减贫理论”，而别人不
识 货 ， 那 我 们 也 没 啥 好 气 馁
的。我们当然不能以获不获诺
奖论英雄，但中国的减贫实践
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座富矿，我
们的理论研究者却没能从中挖
出金子，就不能不说，“此项诺
奖”让我们有点难堪了。

中国立志于、也正在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如果
我们承认获诺奖的经济学理论对
全球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那
么，我们就应该问一问：中国有
那么波澜壮阔、精彩生动的减贫
实践，为啥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没
有讲好、传播好“中国减贫故
事”，让人家不能不知道、不能不
重视、不能不研究呢？就算人家
戴着“有色眼镜”而不肯研究我
们的东西，为啥我们的理论研究
者没能研究出可与诺奖争高下的

“减贫理论”，让它走向世界，造
福更多贫困人口呢？

周教授在文末说，“今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最大的警示就是，中
国的经济学界需要更积极地肩负
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总结好新
中国 70年伟大成就背后的经济学
理论逻辑，更好地用中国理论阐
释中国实践。要真正摆脱对西方
经济学的‘迷信’与‘崇拜’，尽
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
考和理论创新能力。”

经济学是实用之学。有伟大
的中国实践，何以没能更好地用
中国理论阐释？是研究者们受西方
经济学的束缚太多，还是本就缺乏
独立的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是陷
入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的认知陷阱，还是只顾埋
首书斋或者只是为“利来利往”忙
碌，而无心了解研究社会变迁和民
生苦乐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何以缺“中国样本”

杨朝清

日前，镇 海 区 澥 浦 康 悦 颐
养院的活动室里不时传出欢声
笑语，10 余名老年人正在老年
大 学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创 作 农 民
画。镇海区将老年大学教学点
拓展到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居家
养老站，让老年人甚至不用离
开居住点就能实现“老有所乐”

“老有所享”（10 月 22 日 《宁波日
报》）。

继续受教育不仅是老年人的
需求，也是他们的权利。然而，
伴随人口结构老龄化，与老年人
旺盛的需求相比，老年教育供给
却“慢了一拍”，很多老年大学

“一座难求”。为了能够报名入
学，有的老年人凌晨三四点就去

排队。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老年教

育存在傲慢与偏见。为了打破人
们对老年教育的变相歧视，欧洲
出现的第一所老年大学被命名为

“第三年龄大学”。滚滚而来的
“银发浪潮”，让“第三年龄”的
教育诉求变得庞大而迫切。这呼
唤老年教育要做到“始终与时俱
进，不断改革创新”，“家门口的
老年大学”就是一种积极尝试和
有益探索。

老年教育有助于帮助老年人
建设一个葱郁的精神家园。“家门
口的老年大学”降低了老年大学
的准入门槛和参与成本，更加
便民、利民。与一般的老年大
学 学 员 具 有 很 强 的 异 质 性 不
同，“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学员
有不少来自同一个社区，彼此

之间是熟人或者半熟人，有更多
的社会联结纽带，有助于促进社
会交往。

在“老有所养”和“老有所
医”得到基本保障的背景下，“老
有所乐”的权利诉求变得愈发直
接和强烈。“家门口的老年大学”
不仅实现了老年教育资源的下
沉，也盘活了养老服务机构的资
源。报名易、离家近、熟人多、
互动快，“家门口的老年大学”畅
通了老年教育的渠道，也增加了
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关爱老年人，不能只停留在
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需求，却
忽略和漠视了他们在精神与文化
层面的需要。老年教育有助于让
老年人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态，
有助于让他们的人生更加开阔。
在一个互联网无所不“加”的时

代里，让互联网与老年教育有机
融合，也同样能够让更多老年人
享受到学习与生活的乐趣。

每个人都终将老去。老年大
学的火爆，既有老年人“文化饥
渴”的因素，也有他们“社交需
求”的因素，许多老年人不愿意
成为孤立的原子，而是渴望融入
社会，就像一些老年人“赖”在
老年大学多年不肯毕业，背后就
隐伏着他们对精神空巢的逃离与
恐惧。

丰盈老年人的精神世界，让
老年人的生活更有品质，需要加
快发展老年教育、扩大老年教
育供给、创新老年教育体制机
制 、 提 升 老 年 教 育 现 代 化 水
平，而这需要政府、市场与社
会的有机衔接，在良性互动中
分担责任。

“家门口的老年大学”激发老年教育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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