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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管见

读读 史史

结果与效果 蒋跃新 绘

张登贵

这部书的全称有点长，《因它
而美——设计激发村民内生动力的
理论、流程和案例》，如果加上引
题“一条艺术振兴乡村的高效之
路”，整个标题有三十多字。标题
长也有好处，读完它，这部书究竟
讲什么，大体上明白了。

书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
学院副教授丛志强。就是这位年轻
的大学教师，去年 4 月，带着 3 名
研究生，应邀来到宁海县葛家村。
他们千里迢迢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村，本来只是想做一个课题——
设计推动乡村内生发展。可是，出
师不利。开始，村民们的情绪是抵
触的。他们怀疑，大学老师来农
村，是不是来骗钱的？老师们最擅
长的是讲课，一个有 600 多户人家
的村庄，当时到课的只有 26 人！

困境迫使他们转换方向。他们
明白了，村民们喜欢来实的，不喜
欢玩虚的。于是，他们把讲给村民
听，改为做给村民看，进而和村民
一起做，最终形成村民主动参与，
而且做得兴高采烈，乐此不疲。

这个可喜的转变，使丛教授团
队乐不可支，使周围村民纷至沓
来，使县里干部喜笑颜开，使新闻
媒体争先恐后⋯⋯ 《因它而美》 记
录的，就是这个意义重大的实践过
程。

内生式发展理念的产生，可以
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1969 年，
日本一学者首次提出“内生的发
展”观点，认为区域的发展，应该
结合本地区条件，重视对生态环
境、地域文化和良好社会秩序的维
护。到 1975 年，瑞典财团在联合
国发表的关于“世界的未来”报告
中，正式提出了“内生式发展”概
念。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编写了 《内源发展战略》 一书，强
调内源性发展是以人为核心，发展
的动力源自人，发展的目的为了
人。

在中国，在乡镇振兴和农村工
作中，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群众
主体，激发内生动力”。早在 2012
年 12 月底，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

阜平县考察时就说过：“贫困地区
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
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
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
没有经济上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
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2015 年 11
月 27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上又指出：“贫困群
众是扶贫攻坚的对象，更是扶贫致
富的主体。党和政府有责任帮助贫
困群众致富，但不能大包大揽。不
然，就是花了很多精力和投入暂时
搞上去了，也不能持久。有的地方
不注重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反而助长了等靠要思想，

‘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
康’”。

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一
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即城市快速发
展与农村相对衰落形成巨大反差。
为了缩小这个差距，我们采取了许
多帮扶措施，解决了不少地区的贫
困问题。但是，由于某些地方重视
保姆式的“帮扶”，输血式的“送
下 乡 ”， 而 没 有 注 意 激 发 村 民 的

“内生动力”，以致有些农村的依赖
心理越来越重，村民的主动性、积
极性、创造性没有得到调动，农村
的人口在外流，乡村的文化在流
失。

丛老师团队通过在葛家村的实
践，摸索出了通过艺术手段激发村
民内生动力的路子。这个路子被具
体分成五个步骤实行，包括调查、
信任、行动、改变称呼、最后评价
等。但贯穿其中的“两信”，特别
有新意。

一是引导视角转换，提振文化
自信。在调查村庄资源中，他们把
石头、泥土、蔬菜、饭食等，都列
入村里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把缝
纫、烧菜、竹编、垒石等，都列入
村里的技术资源；把老屋、老桥、
古井、古树、古院等，都列入村里
的景观资源⋯⋯村民们原以为不起
眼、用不上、过时了的东西，都被
视作资源加以利用，使村民们对村
子的自信、对历史的自信、对自己
的自信大为提升。

二是尊重所有村民，建立相互
信任。通过第三方介绍、做村民感
兴趣的有用的事等途径，他们获得
了村民的初步信任。特别在说与做
的过程中，他们坚持了“四个一定
要 ”： 一 定 要 所 有 事 情 与 村 民 共
商、共议、共做；一定要避免居高
临 下 的 “ 设 计 师 设 计 、 村 民 制
作”，或村民被动听从安排这种形
式上参与的现象发生；一定要激励
每位村民的每一点进步、每一项成
果；一定要适时引导、扶持村民提
高能力，从而更加促进了设计团队
与村民的高度互信。

自信才能自立，互信才能互
动，自信+互信才能成功。

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农民身上
蕴藏着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把几
亿农民内在的动力激发出来，中国
的农村现代化才能实现。只有中国
农村现代化了，中国才能现代化。
所以，丛老师团队所创造的“激发
内生动力”的“两信”之路，具有
广泛的推广价值。

“激发”内生动力：
一靠自信二靠互信
——《因它而美》读后

社科书评

《因它而美——设计激发村民
内生动力的理论、流程和案例》
丛志强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9年12月

老包装的人参再造丸老包装的人参再造丸 老包装的水眼药老包装的水眼药

吴启钱

“穿透式思维”这个词，最早出
现在金融监管领域。意思是说，不管
一家金融机构的名称、标签是什么，
模式有多创新，金融监管机构都应
将其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
向“穿透”和“连接”起来，对金融机
构的业务和行为实施全流程的功能
监管和行为监管。

向来“形式审查重于实质审查”
的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也越
来越强调树立“穿透式审判思维”，
要求民商事法官在审理诸如融资租
赁、保理、信托等类案件时，要在准
确揭示交易模式的基础上，探究当
事人真实交易目的，根据真实的权
利义务关系认定交易的性质与效
力，从而做出公正的裁判。

无论是穿透式监管还是穿透式

审判思维，其特点都是要透过现象
看到本质。

宣传工作领域，同样需要树立穿
透式思维。宣传工作承担着“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和任务，是我们党巨大的政治优势。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摄
像机，人人是记者也是平台，发布信息
解读政策，形成舆论影响他人，“一言兴
邦，一言丧邦”已经不是危言耸听。

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多元化、
舆论生态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
的宣传效果有所减弱。一个重要原
因，是缺乏穿透性思维，常常陷入

“谁写谁看、写谁谁看”“自说自话”
的窘境，与广大受众之间横着一层

“隔音墙”或者“隔离墙”，导致舆论
宣传的说服力不强。

比如，2020 年新年前夕，某地

一自称“普通市民”的作者，发表了
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市委书记的
一碗面》，意图通过自己的“偶遇见
闻”，来表现干部的亲民、朴实与低
调。文章写得很煽情，图片质量很不
错，但甫一发表，瞬间招致众多冷嘲
热讽。网友们尖锐地指出，文章有意
策划的痕迹太重，是对干部的“低级
红高级黑”。网上吵得不可开交，当
地多家媒体包括党媒却在次日转发
了此文，当作正面宣传继续扩散，有
网友直言“这不是宣传故事，应该是
宣传事故”。

缺乏穿透性思维，一些宣传工
作者在面对实际问题或思想困惑
时，不敢或不善于讲真话，结果隔靴
搔痒，事倍功半，尤其在一些舆情的
应对上，贻误最佳时机。思想就是人
心，宣传工作就是指引人心的工作。

树立穿透式思维，宣传思想工作才
能具有穿透灵魂直抵人心的力量。

要在理论上穿透，不仅说清“是
什么”，更说清“为什么、怎么样”；要
在方式方法上穿透，解决群众的思
想问题，更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以
思想引导解决实际问题，在实际问
题的解决过程中巩固思想教育的成
效，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要在手段上穿透，充分运用融
媒体和融合手段，在思想工作过程
中综合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
甚至审美的手段，“情理法”结合，平
等说理，真实回答，生动表述。

最有穿透力的永远是真话。宣
传工作中，真话如果不能全说，也要
坚持“假话全不说”。如是，才能增强
宣传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
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和认同。

好的宣传，需要“穿透式思维”

几代宁波人与一家几代宁波人与一家百年国药号百年国药号
光 正

闯荡申城
童善长奠基百年老号

北宋年间，在山清水秀的奉化
建岙有一座秀丽山庄，当家人童朝
阳凭着家道殷实，把家迁到了今天
宁波市郊的庄桥。庄桥因桥得名，随
着明清市镇经济的发展，因为地处
交通要道，这里也成为四邻八乡农
副产品、手工业品的贸易集散中心。
童朝阳的后世子孙身处商贸之地，
耳濡目染中也走上了经营木材、桐
油等生财之道，家道日兴后在一个
叫三斠的地方购地造屋，繁衍生息。

清乾隆十年（1745 年），童朝阳
第 27 代孙出世，取名善长。这位善
长 公（1745—1817 年）从 小 聪 明 伶
俐，不但继承了祖上善于经商的基
因，而且不安于现状，硬是外出跑码
头来到了上海滩，在老城厢的小东
门外，开设了一家恒泰药行，做起了
药材批发生意。在业务往来中，附近
的竺涵春药铺，由于老板经营不善，
面临出盘转让的困境。其实，童善长
也早有经营药店的打算，而且特别欣
赏“涵春”这个寓意“涵和理中、永葆
青春”的招牌，双方经过磋商，由童善
长出资将竺涵春中药铺的财产连同
店招全部买了下来，更名为“童涵春
堂”。这一字之改，不仅保留了原来的
店招，又有了童氏记号，而且还寓意

“返老还童”，真叫妙不可言。这是清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事情，童善
长成了童涵春国药号的创办人和第
一任经理，这一年他 38 岁。

在创办药号之前，童善长已经
精通药材，接盘药号之后又搜罗验
方、博采众长，悉心研制丸散膏丹，
力争办出自己的特色，人参再造丸
就是其中一大创造。相传，药方来自
宋代惠民和济局的官方医局，名字
取自唐代名将郭子仪因平定“安史
之乱”有功，人赞其有“再造唐室之
功”的历史典故，寓意此药营养丰
富、增补体质，对人有再造之功效，
一经推出，誉满上海滩。童善长还按
秘方创制了一种“水眼药”，治疗各
种“风火赤眼、羞明多泪，内外翳障、
视物昏花”等眼疾，效果显著，价格
又比较低廉，这对当时缺医少药的
平民百姓来说，无疑是福音，因而销
售红火，延续百年。这些特色药品的
风靡，为童涵春堂的百年基业奠定
了坚实基础。

守成创新
童祥权打响国药品牌

清同治二年（1863 年），童善长
21 岁 的 曾 孙 童 祥 权（1842—1904

年）子承父业，出任童涵春堂第四任
经理。这位新经理认为，药材的品质
是药号生命所在，他严格遵循古法
炮制，坚持“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
有天知”店训和“选料地道、配合讲
究、制作精细、待客和气”宗旨，十分
重视对拳头产品的质量升级。根据
消费者的意见，他对本店名品人参
再造丸在工艺上进行再提升，研制
出更为“香、糯、甜”的可口丸药，一
经推出就广受欢迎。在精制饮片的
炮制和加工上也不断改进，使片型
更美，效用更佳。如生产的一款“五
薄片”，其中一粒蚕豆大的法半夏，
能切成 150 多片薄如蝉翼、色白如
玉的薄片。若以此片放在书报上，文
字清晰可见，令业界赞叹不已。

宁波人的海洋性格，在童祥权
身上有充分的体现。他认为不能光
守着祖上的一亩三分地，要发展必
须开拓，他把中药材生意做成了国
际贸易。他在上海日晖港建了码头，
独资开设元亨木行，购买了“元、亨、
利、贞”4 艘大帆船，一面从山东等
地购买高粱酒运到上海，再自制药
酒出售，另一面把童涵春堂的精制
饮片、中成药等特色产品运往汕头、
厦门一带销售，后又进一步运往香
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区，
因为质优型美，深受海内外侨胞欢
迎，逐渐形成了上海童涵春堂的品
牌。

童祥权很会做生意，除了对药
品品质精益求精，还特别重视品牌
建设。他在自己药品的包装上都印
上一个“童”字，强化品牌营销，尤其
是精制饮片如“童半夏”“童胆星”

“童厚朴”等，以区别于其他同行业
的产品。在他的理解中，名店应有名
人题写的店招。为此，他以 800 两纹
银作礼品，托人请光绪皇帝的老师、
大书法家、出身名医世家的状元公
陆润庠题写了“童涵春堂”4 个大

字，并请能工巧匠制成匾额，高悬于
店堂中央，笑迎八方来客，成为一笔
宝贵的无形资产。

在童祥权的精心打理下，童涵
春堂从最初的单开间门面扩大到三
开间、前后五进的药号，职工也由几
个人发展到 100 多人，成为当时与
胡庆余堂、蔡同德堂、雷允上等并驾
齐驱的沪上国药四大户之一。他先
进的经营理念还体现在对接班人的
选择上。童祥权有 4 个儿子，却都没
有被他列为接班人来培养，而是选
中了由本店学徒出身、具有经营管
理才能的内亲邵明辉接掌药号。晚
年的童祥权，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回
原籍宁波庄桥休养。在家乡的日子
里，他出资开设童氏私塾，购地创办
教育基金，支持家乡教育事业，还出
资赡养孤老，造桥铺路修凉亭，造福
家乡人民。

受命危难
孙以康铸就廿载中兴

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童涵
春堂在 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
是几经波折。接手邵明辉的第 6 任
经理童光甫，没有牢记童家家训，不
钻研业务而是把精力放在了金融投
机上，导致债台高筑、四面楚歌，最
后不得不改童氏独资为 28 位股东
的合伙企业，以偿还债务。经股东会
公推，由该店学徒出身的宋辅臣出
任第 7任经理，又聘请精通中药行业
的慈溪人孙以康（1874—1955 年）担
任协理，掌管店内业务。

孙以康受命于困难时期，受人
之托，忠人之事。他严于律己，给自
己制定了“三不”规矩：一不买店中
股权，二不安插亲信进店工作，三不
受商家宴请与礼品。这在纸醉金迷、
灯红酒绿的旧上海，实在难能可贵。
在他上任后的第四年，上海爆发了

“八一三”抗战，上海旧城区遭到日
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童涵春堂被迫
停业，在大世界西首租借仓库以避
战祸。当时，孙以康根据战争发展趋
势，断定不会很快结束，为维持全店
同仁生计，与其坐等旧址复业，不如
另辟蹊径，择址继续经营。于是，在
他的建议下，董事会同意将大世界
西首的仓库改作童涵春堂新址继续
营业。结果，战争持续了八年，童涵
春堂也继续经营了八年，使全店员
工有了生计，证明孙以康的主张是
正确的。

孙以康还十分重视对青年职工
的业务培训。他意识到人才是第一
资源，卖药的人不懂药怎么行。他要
求员工既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
要熟悉专业的药品知识。他聘请教
师为员工讲《唐诗三百首》《古文观
止》等古诗、文选，以及怎样练习毛
笔字等；还把坐堂名医请到店里，利
用晚上业余时间，给青年员工、学徒
上课，讲解医理知识，大大提高了员
工的业务素养和服务质量。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上海南
市小东门十六铺的市面逐渐恢复，
孙以康抓紧时机恢复了旧址营业，
是为南号总店，原来那家在战时经
营的新店继续营业，是为北号分店，
从此形成了南北两家童涵春堂。孙
以康在两家药号装修设计上大胆革
新，突破了中药铺“外面石库门，里
面黑洞洞”的旧传统，使得殿堂设
置、门面装潢具有现代化气息，还请
著名书法家唐陀和谭泽闿为两爿药
号书写了店招，陆润庠书写的店招
依旧挂在小东门的店堂中央，一旧
一新，诉说着百年沉浮，也昭示着百
年品牌的魅力。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鼓励私营企业搞好经营，76 岁的孙
以 康 出 任 童 涵 春 堂 第 8 任 经 理 ，
1956 年童涵春堂参加公私合营。改
革开放后，国药复兴迈向新时代，
1988 年在南市老城厢成立老城隍
庙童涵春堂国药公司，1999 年组建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童涵春堂国药号联合各中
西药店组建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连锁
经营有限公司。2010 年，在老庙店
建成上海中医药行业第一家集史料
文物汇集、名贵地道药材展示、科普
宣传为一体的童涵春堂中药博物
馆。童涵春堂 230 多载的发展历程，
是中国国药业发展的历史缩影，而
几代宁波人的商道财智，是宁波帮
之所以纵横百年、永续发展的历史
见证，足见“宁波帮”事业的传统根
基和强大生命力。

（图片为作者所摄，此文参考了
童涵春堂老药工包光宇先生关于童
涵春堂的诸多历史考证，特此说明
并谨致谢忱。）

波与中医药的缘分源远流长，尤其明清时期，从慈溪鸣鹤场
走出了100多家国药老字号品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同

仁堂”；民国时期，宁波市区有条街叫药行街，曾经是全国重要的药
材集散转运中心；到今天，屠呦呦这位宁波女儿因为在中医药上
的杰出成就获得诺贝尔奖。这里要讲的是申城成立最早、历史最
久的一家百年国药号，在几代宁波人手中擦亮“金字招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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