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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远 绘担心

陈春花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运
用 到 组 织 管 理 之 中 ， 尤 其 是 80
后、90 后群体成为组织发展的中
坚力量，个体价值的崛起对传统管
理带来的冲击非常明显，甚至一部
分人开始提出“去管理化”诉求。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取得
成功的个体，都是因为能够更加直
接地得到资源，能够自主创造价
值。而扁平化、减少管理层级的确
带来了明显的管理价值，这也从另
一个层面支撑了“去管理化”的观

点。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个
问题呢？扁平化，减少管理层级并
不能够等同于“去管理化”。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组织中个
体的成长，能够持续创造价值，会
以为这是个体本身优秀所致，这的
确是非常关键的原因。但是，我们
同样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同一个
优秀的个体，在不同的组织平台
上，所创造的价值会完全不同。后
者恰恰说明，组织管理本身的价
值。所以，我不同意简单理解“去
管理化”，相反，我认为应更加关
注管理价值本身。

为什么？回到管理本身进行讨
论：管理的核心价值是激活人。人
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如果管理

者不能够激活人，只能说明管理本
身出了问题，而不是说管理价值
的丧失。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
没有把管理的效率发挥好，主要
原 因 是 大 家 把 管 理 看 成 一 种 限
制，甚至设计流程，也常常把流程
变成控制本身，并不是让它去提升
人的效率。

而这实际上违背了管理的价
值。管理本身最大的价值是，让不
能胜任工作的人可以胜任。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管理实际上是在激发
和帮助人的价值释放。

对于组织中的个体，对于管理
的感受只是约束，并未获得赋能，
所以要求“去管理化”，是因为管
理者没有承担最基本的管理价值。

人们更在意权力，更在意职位，更
在意管控，这实际上是对个人价值
的一种扼杀，或者是控制。如果我
们能够反过来把管理本身的价值发
挥出来，其实可以帮助到人。

所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去讨
论，我才坚持说，我们应该加强管
理，而不是说“去管理”。

如果说“去管理化”，我们应
当 “ 去 ” 的 实 际 上 是 简 单 的 KPI
（“关键业绩指标”考核法），简
单的一种管控，简单的一种权力的
概念。最重要的是，应该认真回归
到管理价值本身，去驱动人，去激
励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去管理化”不等于去管理

罗日荣

“一面之词”往往不可信，但
好多时候，人又容易掉入“一面
之词”的陷阱。人的潜意识里，
说“一面之词”的人是自己的心
腹 ， 是 最 信 任 的 人 。 正 是 明 白

“兼听”之难，司马光在 《资治通
鉴》 里 记 录 “ 兼 听 则 明 ” 的 案
例，希望大宋皇帝能够“鉴于往
事，以资于治道”。

一

庞葱要陪魏太子到邯郸去做
人质，庞葱对魏王说：“现在，如
果有一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您
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庞
葱说：“如果是两个人说呢？”魏
王说：“那我就要疑惑了。”庞葱
又说：“如果增加到三个人呢，大
王 相 信 吗 ？” 魏 王 说 ：“ 我 相 信
了。”庞葱说：“大街上不会有老
虎那是很清楚的，但是三个人说
有老虎，就像真有老虎了。如今
邯郸离大梁，比我们到街市远得
多 ， 而 诽 谤 我 的 人 一 定 超 过 三
个。希望您能明察秋毫。”魏王
说 ：“ 我 知 道 该 怎 么 办 。” 庞 葱
告 辞 而 去 ， 诽 谤 他 的 话 很 快 传
到魏王那里。后来太子结束了做
人质的生活，庞葱果真不能再见
魏王了。

“三人成虎”的故事说明：有
些话虽然是谣言，但有人总是听

到这样的谣言，便会信以为真，
做出错误的决定。

二

孔夫子大概也是见多了这种
现象，提出了“众恶之，必察焉；
众好之，必察焉”的忠告。这一点，
在中国的历史上，齐威王做得不
错。

齐威王的左右近臣都说阿城
大夫有能力，而即墨大夫官风败
坏。齐威王使人暗访，结果与左
右说的截然相反。事实是，即墨
大夫管理的地区“田野辟，民人
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而阿
城大夫管理的阿地却是“田野不
辟，民贫苦”。原来，即墨大夫为
人正直为民办事，不善交结朝廷
近臣，阿大夫则善于行贿买动人
情。

齐威王掌握了实情以后，就
把各地的官吏召集起来，对确有
政绩的即墨大夫“封之万家”，对
阿城大夫以及那些因受贿而隐瞒
实情的大臣处以重刑。此后，群
臣悚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
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三

楚国任用昭奚恤为国相，昭
奚恤弄权，经常在楚王面前恶意
说他人是非，而且不准其他人去
见楚昭王，引起了江乙的不满。
江乙找了个机会对楚王说：有个
人养了一条宠物狗，狗向井里撒
尿，邻居看见了，想到他家里去

告诉他，却被狗堵住门咬。现在
昭奚恤常常阻挠我来见您，就像
恶狗堵门一样。况且一有专说别
人好话的人，您就说：“这是君子
啊！”便亲近他；而对爱指出别人
缺点的人，您总是说：“这是个小
人。”便疏远他。然而人世间有儿
子杀父亲、臣下杀君主的恶人，
您却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呢？原
因在于您只爱听别人的称颂，不
爱 听 别 人 的 指 责 呀 ！ 楚 王 听 后
说：“你说得对，今后我要听取两
方面的言论。”

昭奚恤是楚昭王的宠臣，专
门 搞 一 些 小 伎 俩 陷 害 同 事 。 据
说，有一次，楚昭王派出楚国最
会赶车的车夫王良，为昭奚恤赶
车打猎，结果昭奚恤手气实在太
背，连鸟毛都没有得到一根。昭
奚恤很生气，怪罪到王良头上，
说 王 良 是 天 底 下 最 不 会 赶 车 的
人。昭奚恤恃宠而佞，自然让楚
昭王下面的臣子看不惯，于是就
有了江乙的谏言，目的就是希望
楚昭王能做到“兼听则明”，以免

“偏信则暗”。

四

唐太宗手下有个叫许敬宗的
宠臣，才华横溢，自然招致一些
人的嫉妒，有的人甚至称他是佞
臣，在唐太宗面前诋毁他。唐太
宗听了臣子们的话之后，决定听
听许敬宗的想法。

有一天，唐太宗问许敬宗：
“朕观群臣之中，唯卿最贤，他人
议其非者，何也？”许敬宗对曰：

“春雨如膏，滋生万物，黎民喜其
润 泽 ， 行 者 恶 其 泥 泞 ； 秋 月 如
圭，普照十方，佳人乐其玩赏，
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尚不
能如其人愿，何况臣乎？臣无羔
羊美酒难调众人之口。是非不可
听，听之不可信，君听臣遭诛，
父听子遭灭，夫妇听之离，兄弟
听之绝，亲戚听之疏，朋友听之
别。人生七尺躯，谨防三寸舌，
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评情
有度理，何须小人说？”太宗曰：

“卿言甚善，朕当记之。”
许敬宗不愧为才子，他一口

气 列 举 了 六 个 事 例 ， 说 明 了 君
臣、父子、夫妻、兄弟、亲戚和
朋友之间，听信是非会造成多么
严重的恶果。把“兼听则明，偏
信则暗”八字真言，说得豁然明
亮。

五

司马光的良苦用心，赵宋统
治者似乎没有领悟，帝王是一代
不如一代，北宋两个皇帝成了金
国的阶下囚，南宋最后的小皇帝
跳了海。不过，司马光的记录，
还是可以警醒明白人的：看看惯
于颠倒黑白、造谣中伤、诬陷好
人、美化自己的花言巧语者，再
对比江乙的谏言，想想许敬宗的
妙答，便不难知道“兼听”的重
要性。正如汉代王符 《潜夫论·
明暗》 所写：“君之所以明者，兼
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
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
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

《资治通鉴》里的“兼听则明”
郭震海

说“再谈”，因为德艺双馨是
一个老话题。古人讲，艺如其人，
德在艺先。先立德，后从艺，《周
语》 中 有 曰 ：“ 其 德 足 以 昭 其 馨
香”。说“再谈”，更是因为如今追
求和强调德艺双馨，依然有其现实
意义。

“艺”是成事之本，“德”是安
身之根。德艺双馨，意思是说，作
为文艺工作者，必须具有良好的德
行，再加之一流的技艺，才能赢得
良好的声誉。如我们熟悉的京剧大
师梅兰芳、豫剧大师常香玉，还有
老一辈众多著名的艺术家，无不是
以好作品和好人品，受到公众的敬
仰和爱戴。

艺比天大，德如地厚。文艺是
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肩负
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必须讲
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要有信
仰、有情怀、有担当。然而，观当
下娱乐圈一些文艺工作者，只讲

“ 艺 ” 不 讲 “ 德 ” 者 有 之 ， 重
“艺”不重“德”者有之。近年来
娱乐圈屡现“丑闻”，诸如明星吸
毒、作风奢靡、私生活混乱等，究
其因，关键还是“德”的缺失。

受经济利益驱使，一些公司把
“ 卖 点 ” 作 为 追 求 ， 一 些 艺 人 把
“捞钱”视为目的，通过一些手段
打造、策划、包装艺人，积极向上
的文艺观被抛弃，不断追求利益最
大化，为吸引眼球，可以使出各种
招数，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曝
光率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品德丢
失，审美错乱。

一些年轻艺人，演了几部戏，
有了一些崇拜者，挣了点钱，就自
认为是“腕儿”“大咖”，开始自我
膨胀，自我迷失，陶醉在鲜花与掌
声中，淡漠了社会责任，淡漠了对
艺术的敬畏之心，放弃了崇高的艺
术理想，甚者逾越法律红线，挑战
社会的道德底线。为了追求所谓的

“曝光度”“关注度”“知名度”，没

有绯闻就故意制造噱头，为了追求
利益，失去了艺术的气节和风骨，
忘记了起码的德行，沦为“市场的
奴隶”，成为“吸金”的机器。

艺不精不可怕，可以学，德不
立，很可怕。所谓德艺双馨，德为
艺之首，重艺不重德，艺再精也行
不远。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能弘人。”意思是说，人能把道发
扬光大，不是道能把人发扬光大。

《左传》 中有语：“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太上”
是最上或最高的意思，“立德”是
树立德行。也就是说人生最高的境
界是树立德行，先立德，再立功，
后立言。

自古到今，德艺双馨是文艺工
作者的一贯秉承。过去，没有那么
多平台与渠道，在传统的梨园行是
非常重视“德”与“艺”的传承。
历代老艺术家们毕生追求的不仅是
艺术技能，更重视律己修身与道德
操守。比如，梨园行讲究传帮带，
师父带徒弟，首先要考察徒弟的德
行，诸如精忠报国、忠孝仁爱、礼
义廉耻、团结互助、谦和尚礼、公
道正派等，然后再看技艺，最后再
考虑是否可造，规矩很多，约束很
严。

如果说“艺”为之“道”，那
么“德”就是道之基也。无“德”
不足以问“道”，求“道”必先重

“德”，越是追求“道”之精也，越
需要注重德性、德心、德行的修
养 。 当 然 ， 文 艺 工 作 者 也 是 人 ，
是 人 就 难 免 有 这 样 或 那 样 的 不
足，这就需要时刻自省，端正品
行。一些艺术家、演员、歌唱家
之所以杰出，除了追求精湛的技
艺外，更爱惜自己的羽毛，注重品
德修养。

一个文艺工作者，无论成就有
多大、光环有多亮，都应该常怀一
颗感恩之心，不断提升自身道德水
准，遵纪守法、注重品行、严于律
己，为公众立标杆、做楷模；戒骄
戒躁、砥砺进取、苦练内功、精心
钻研、开拓创新，不断适应和满足
人民群众最文艺的新期待；不断提
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
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为世人
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再谈德艺双馨

桂晓燕

宁波老话是介讲：“三日勿吃
青，眼睛冒金星。”这里的“青”，
可以指人工栽培的各种绿叶蔬菜，
也可以指田头野外生长的各种野
菜。眼下春分刚过，万物欣欣向
荣。几阵春风吹拂，几场春雨滋
润，形形色色的蔬菜野菜长得那叫
一个欢！有老话形容道：“油菜开
花像黄金，萝卜开花白如银，草子
开花满天星，倭豆开花黑良心，荠

菜开花碎纷纷，马兰开花香喷喷
⋯⋯” 这 些 水 灵 灵 、 鲜 嫩 嫩 的

“青”，让人看着悦目，吃着乐胃，
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

老底子每逢春暖花开，人们往
往趁着去野外踏青郊游的时光，顺
手采些野菜带回家，如马兰、乌
葱、马齿苋、香椿头、金花菜等。
马兰焯水切碎，拿香干丁一拌，撒
点细盐味精，浇上一些麻油，味道
勿要太赞哦！野生的乌葱，打上几
个鸡蛋一炒，那独特的香味顿时弥
漫整个屋子⋯⋯现在不管是蔬菜还
是野菜，大家基本上到超市或菜场
去买，多了一些方便，却少了几分
野趣。

人之所以离不开“青”，是由
人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人是高级杂
食动物，吃的东西最好是荤素搭
配，五色俱全。就拿“青”来说，
如果长期不吃碧绿青翠的各种蔬
菜，就一定会出毛病。例如在大航
海时代，跟随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西
班牙船员，由于长期以饼干之类充
饥，吃不到新鲜蔬菜，许多人得了
可怕的坏血病，牙龈肿成了褐色海
绵状，无法进食，以致活活饿死。
幸存的船员心有余悸，将这噩梦记
在日记里。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
是由于体内严重缺乏维生素 C 引起
的，而维生素 C 大量存在于新鲜的
蔬菜或水果中。说来也巧，今年恰
距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 500 周年。
1521 年 3 月，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
船队跨越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
岛，首次实现了环球航行，但船上
的许多船员已经魂断大洋。

相比之下，中国的航海团队，
就比西班牙人聪明多了。可以说，
我们宁波人与航海有特别密切的关
系，因为自从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
路兴起，宁波就成为海上丝路的重
要起点港。中国通过海上丝路，对
外出口的最重要大宗商品，就是丝
绸和瓷器。尽管当时的中国人还不
知道什么叫做维生素，但是清楚地
知道，要是不吃蔬菜，眼睛会冒金
星，人会疾病缠身！那怎么办呢？
当时又没有真空保鲜技术和冰箱，
不可能带足长期航行需要的蔬菜；
腾出船上的地方来种菜呢？也是不
可能的。且不说种在船舱里晒不到
太阳，种在甲板上增加航行风险，
单说一条，有那么多淡水来浇吗？
据资料记载，我们聪明的老祖宗灵
机 一 动 ， 将 一 些 黄 豆 带 到 船 上 ，
利 用 船 上 装 载 的 瓷 器 作 为 容 器 ，

孵 起 豆 芽 来 了 。 孵 豆 芽 简 单 易
行，将黄豆浸泡后，再按时浇点
水，短短几天时间，美味的豆芽
就 能 端 上 餐 桌 了 。 可 以 代 替 青
菜，源源不断地供应。这样既解决
了茫茫大海上吃新鲜蔬菜的难题，
又不多占地方。豆芽长出来之后，
还能起到填充材料的作用，当航行
途中遇到风浪时，保护瓷器不因船
只颠簸而碎裂损毁，好处真是太多
了。

时至今日，人们的生活水准显
著提高，吃的食物也更加丰富多
彩。但无论舌尖上的花样怎么翻
新，“三日勿吃青，眼睛冒金星”
的饮食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同时
人们发现，“青”的质量发生了变
化。老底子的“青”，按季节自然
生长，用的是农家肥，除虫靠青蛙
帮忙，是真正的绿色健康食品；而
现在的“青”，都是化肥农药喂大
的，几乎都有化肥农药残留，尤其
是农残，影响人体健康。所以怎样
洗菜，才能最大程度地清除农药残
留，成了一门学问。笔者觉得效果
比较好的，是一些电视节目中介绍
的用小苏打溶液浸泡的方法。因为
大多数农药呈酸性，而小苏打是碱
性物质，能有效中和蔬菜中的农药
残留。不过小苏打容易破坏蔬菜中
的维生素 C，所以浸泡的时间不宜
过长，一般五六分钟就行了。另外
有专家提出，用淘米水浸泡蔬菜，
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淘米水含有
淀粉，有一定的摩擦力，能以物理
作用去除农药残留，且不会破坏蔬
菜中的维生素 C。

总而言之，我们不但要吃青，
还要吃得卫生，吃得健康。这才能
体现在新形势下，老宁波“三日不
吃青，眼睛冒金星”老话的精神。

三日勿吃青，眼睛冒金星

宁波传统小吃青饺和青团 （黄豆豆 摄）

老话新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