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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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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琦 绘再涂醒目些

吴启钱

不要说在人的一生中，即便
是很平常的一天，也有可能遇见
不少人与事。

这些遇见中，有的是能够预
见的，比如一叶落知天下秋，山
雨欲来风满楼；比如上班路上的
交通拥堵；比如自己老之将至
⋯⋯这些预见，依靠常识，基于
人性，有规律可循。

很 多 的 遇 见 ， 是 无 法 预 见
的。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比如前
些天“长赐号”集装箱货轮在
苏伊士运河搁浅给世界贸易带
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人在
路 上 走 ， 高 空 坠 物 从 天 降 ⋯⋯
这些遇见，常人无法预见，风
险难测，后果严重。

在遇见与预见中，最好的一
种情形就是遇见的正是自己预见
的。我们称之为心想事成，美梦
成 真 。 比 如 遇 见 “ 白 马 王 子 ”

“梦中情人”“转角遇见爱”，虽
然 说 表 面 上 两 个 人 是 不 期 而
遇，其实在潜意识里已经“预

见”过对方千万次。这就是所
谓的“有缘”。所以，贾宝玉第
一次见到林黛玉时就疑惑又惊
喜地说，这个妹妹我在哪里见
到 过 。 张 爱 玲 在 其 散 文 《爱》
中也写道：“于千万人之中遇见
你 所 遇 见 的 ， 于 千 万 年 之 中 ，
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
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遇见
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
有轻轻地问一句：哦？你也在
这 里 吗 。” 这 种 遇 见 ， 令 人 惊
喜，浪漫幸福。

如 果 遇 见 的 是 自 己 预 见 过
的坏人或坏事，我们也心里有
数，不至于事到临头却手足无
措，进退失据，即使不能争取
到最好结果，至少也可以把损
失 控 制 在 最 小 范 围 内 。 比 如 ，
近年来在“宁可十防九空，不
可 一 日 不 防 ” 思 想 的 指 导 下 ，
对 夏 秋 季 台 风 袭 击 做 好 预 案 ，
做足准备，台风对经济发展和
人民生活造成的损害，就一年
比一年少。

除 了 依 自 然 规 律 一 定 会 发
生的，遇见自己预见的毕 竟 是
小 概 率 事 件 。 意 外 总 是 在 我
们 不 想 遇 见 的 时 候 突 然 而
至 ， 灾 难 也 可 能 在 最 无 防 备

的 时 候 发 生 。 在 现 代 社 会 ，
风 险 无 处 不 在 ， 这 就 给 我 们
提出了提高预见能力、增强预
见性的要求。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在策划
一件大事时必须预见艰险，而在
实行中却必须无视艰险，除非那
危险是毁灭性的。对于政治风
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和自然
风险有可能叠加出现的企业来
说，增强预见性最重要的方法是
在事前多做“思想实验”，深思
熟虑，如果有必要又有条件，还
需要做一些“沙盘推演”或实战
演练。

比如，依据有约定从约定的
民法原则，企业在订立合同时，
无论是内部股东之间的契约，还
是同外部生意往来的协议，或者
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
都要尽量以详尽的条款把所有能
预见的风险罗列出来，把所有可
能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设想
周到，丑话说在前头，亲兄弟明
算账。

即便是疫情、战争、动乱、
地震、洪水、台风等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事件，也
要在“不可抗力”条款中作出相
应约定。因为，预见其患则患不

足惧，预见到风险，就避免了一
半。

没有预见，谈不上领导。对
于承担社会治理主责的各级政府
来说，增强预见性的根本途径，
是遵循决策的法定程序，提高决
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只有
建立在民意基础、专家智慧、科
学依据、法律根据基础上的大数
据集成，由大数据集成支撑的决
策，才能让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
中遇见的问题多数被提前预见，
并对各种突发事件作出应对的预
案。

人生和下棋一样，能聪明地
预见的人才能获胜。因此，对于
个人，增强预见性也非常重要。
这需要阅历的增长和 经 历 的 丰
富，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教训的
借 鉴 ， 需 要 读 万 卷 书 行 万 里
路，形成自己睹始知终的头脑
和见微知著的眼光，神以知来，
知以藏往。

一 般 而 言 ， 遇 见 是 随 机
的，预见则是主动的。有预见，
遇见的时候才能随遇而安；没预
见 ， 遇 见 了 就 免 不 了 随 波 逐
流，脚踩 西 瓜 皮 ， 充满不确定
性。所以说，预则立，不预则
废。

遇见与预见

周其森

今 年 的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提
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 ，
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刮
风搞运动。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开展乡
村建设行动必须坚持的一个基
本原则。“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
建”，有着多层含义，在实际工
作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乡村建设要为农民的生活
而 建 。 村 庄 是 农 民 生 活 的 场
所，体现着乡村特有的生活习
俗，体现着农民生存和发展的
功能性要求。长期以来，村庄
以其综合性结构承载着乡村稳
定和发展功能，与农民生活密
不可分。因而，乡村建设与农
民生活息息相关，必须坚持为

农民而建，充分尊重农民生活
习惯，让农民觉得舒服，避免
为农民做主，更不能强迫农民
上楼。保持乡村生活风貌，促
进 传 统 文 化 与 时 代 精 神 的 融
合，无疑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的一个重要原则。

乡村建设要为农民的生产
而建。村庄不仅是农民生活的
场所，也承载着一定的生产功
能，与农业生产密不可分，这
就要求乡村建设不能简单等同
于一般性城市建设，而要尊重
乡村生产传统和生产方式，综
合考虑乡村建设的混合功能和
特殊要求，并顾及未来乡村产
业发展趋势。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背景下，居住、经营相
互融合，是未来的乡村功能发
育健全的一种趋势。以现代民
宿业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产业的
兴起，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村
庄单一居住功能，城市消费者

的 涌 入 打 破 了 乡 村 的 原 有 格
局，乡村民居的综合功能日益
显现，催生出越来越多的乡村
发展新业态。

乡村建设要为农民的意愿
而建。“民以居为安”，乡村建
设事关农民切身利益，要充分
尊重农民意愿。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
为了让农民住得更好，是要让
农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而不是一味追求脱离农
民意愿的“政绩 ”。因此，各
地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有足
够的历史耐心，不要做过分超
越 认 识 阶 段 和 发 展 阶 段 的 蠢
事，推动乡村建设行动健康发
展。

乡村建设要为农民的发展
而建。尊重农民意愿，因势利
导 ， 不 断 促 进 农 民 的 全 面 发
展，加快乡村建设行动。要通
过人居环境的改造提升，培育

先进的生活方式；要通过公共
服务水平提升，提高农民的公
共意识和社会责任；要通过乡
风文明建设，改善农民的精神
风貌。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紧紧依靠
亿万农民。只有充分调动农民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活乡村
发展的内生动力，乡村建设行
动才能后劲充足、行稳致远 。
因此，乡村建设要坚持“两手
抓 ”，开展扎实有效的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既要通过村
庄硬化、美化、绿化、亮化等
具体行动，不断提升农民的审
美 趣 味 ， 又 要 通 过 爱 绿 、 护
美、建村等行为引导，不断提
升农民的内在素质，为乡村建
设提供深厚的道德文明支撑。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乡
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来源：经济日报

乡村建设要为农民而建

虞舜客

史学家翦伯赞担任 《北京
大学学报》 主编时，对用稿有

“三不用”原则：不用错别字多
的 稿 子 ， 不 用 学 术 性 弱 的 稿
子，不用托人说情的稿子。“三
不用”原则中，翦伯赞尤其痛
恨人情稿。他曾多次在公开场
合表明态度：“交情归交情，学
术归学术，做学问的时候，别
拿交情说事。”

乍看，翦伯赞的做法似乎
不近人情，让人不好接受，但
静心细想，却不是没有道理。
毕 竟 ， 治 学 是 严 肃 严 谨 的 工
作，来不得半点虚妄伪饰。否
则，不严格把关而让这些“人
情”稿子发表了出去，不仅打
脸学术类报刊本身，最终也会
折损治学该有的圣洁声名。如
此 一 说 ， 翦 伯 赞 坚 持 “ 三 不
用”原则，也是对治学理念、
态度和精神的一种诠释、捍卫
和赓续。

“不用错别字多的稿子”，
其理由可想而知：文字是用来
表情达意的，错别字多，这不
仅说明作者的语言表达功底不
够扎实，也从另一个角度透射
其治学态度的虚浮、马虎。如
果连基本的治学基础、学术态

度、工匠精神都不具备，又怎
么相信其学术论文的可靠性呢？

“不用学术性弱的稿子”，
这是因为学术报刊本身就是高
质量、高价值学术论文的发表
园地，容不得“鸠占鹊巢”，一
旦令“学术性弱”的稿子成为
短 板 ， 那 么 ， 以 “ 短 ” 害

“长”效应立马就会凸显。事实
上，这也是任何一份学术报刊
不愿看到的结果。

如果说不用上述两种学术
稿子，对于一名主编或编辑来
说，还可以做到的话，那么，
真 正 的 难 度 或 许 还 在 于 拒 绝

“人情稿”。
翦 伯 赞 “ 尤 其 痛 恨 人 情

稿”，“痛恨”两字说出了“人
情稿”难以抵抗之所在，也多
少包含着无奈。在一个人情社
会里，“人情”一旦被别有用
心者利用，总是到处渗透而充
当起似乎无所不能的“说客”
角色，一些学术类的报刊也难
以幸免。如若让“人情”成为
发表低端学术论文一路绿灯的
通行证，带偏的不就是学术研
究的风气吗？

去年，一本曾经是专业人
士竞相追逐的“香饽饽”的金
融类核心期刊，因为主编儿子
在该刊发表了 90 篇文章 （其中
还有散文），且初次发表时还是
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终成舆论
批评的焦点。作为一本金融界
的高端学术刊物，本来就是一

种稀缺资源。然而在这位主编
眼 里 ， 制 度 早 已 沦 为 装 模 作
样 、 骗 人 骗 己 的 “ 稻 草 人 ”。
人们不禁要问：刚性的规则为
什么会惨遭践踏、蹂躏？宿敌
就 是 父 与 子 的 特 殊 “ 人 情 ”。
正是“人情”的异化，令原本
应该扎紧的篱笆洞开了空子。

是啊，“人情”有时就像无
所不能的魔术师，其总能通过
乔装打扮、变换手法，让人接
受伪作的事实，其总能通过最
隐蔽和最诡秘的办法，让人缴
械投降。然而，再肆虐的“人
情”也可以有降服的秘诀，不
是别的，正是理智与规则，两
者缺一不可。只是，理智应当
成为最坚硬的一道防线。因为
事在人为，再好的规则，在让
感情代替了理智的人面前，有
时也可以被全然无视的。

保 持 理 智 、 抵 制 异 化 的
“人情”侵袭，领导、编辑和作
者三方面要互动约束，自觉做
到“三不”：相关人士不要推荐

“ 人 情 稿 ”， 编 辑 不 要 被 “ 人
情”收买，作者不要为了给自
己脸上贴金而动用“人情”走
后门。

有含金量的稿子当然可以
推荐，但属于“人情”范畴的
那些学术性弱甚至根本不够格
的 稿 子 ， 则 须 坚 决 拒 之 门
外 ； 编 辑 作 为 执 行 者 ， 肯 定
也 是 “ 人 情 ” 投 机 钻 营 的 对
象 ， 因 而 也 应 提 高 警 觉 ， 自

觉 守 护 好 属 于 自 己 的 “ 一 亩
三分地”；对作者来说，尽管
投 稿 属 于 自 由 ， 但 凡 事 都 得
掂 量 一 下 ： 自 己 的 这 篇 学 术
论 文 是 否 已 经 达 到 发 表 的 质
量 标 准 ？ 如 若 有 差 距 ， 那 还
是不拿出去的好，尤其不可托

“人情”关系走后门。不然，不
啻会玷污学术报刊，也会让自
己出丑难堪。

回想翦伯赞能够挡住“人
情 ” 进 攻 ， 除 了 他 自 己 立 得
正、把得严，也归功于校长马
寅初的严格自律。有一次，马
寅初将自己的一篇稿子交给翦
伯赞。翦伯赞看完后，直率地
对马寅初说：“学报是用来和国
内外大学同行交流的，您的这
篇稿子学术味儿不浓，发表后
恐怕影响不太好。”听完此话，
马寅初难为情地把稿子 收 好 ，
笑了笑说：“那我就把它寄到
普 通 杂 志 发 表 吧 。 不 过 ， 以
后 我 一 定 要 写 一 篇 学 术 味 儿
浓的文章给你。”尽管平日两
人 的 关 系 不 错 ， 但 一 个 不 为
面子、“人情”所动，一个不
因 被 拒 绝 而 恼 羞 成 怒 ， 而 是
做到了“先惭怍尔后奋勉”。于
是 乎 ， 在 生 动 演 绎 上 述 “ 三
不”原则的同时，也让我们见
证了 《北京大学学报》 何以在
国内外大学中有良好口碑，在
全世界的学术高地中有属于自
己一袭明艳芳华的真正原因所
在。

翦伯赞何以不用人情稿
桂晓燕

老宁波都知道老话“一勿打和尚，
二勿打黄胖”的道理。为什么和尚勿能
打？因为有可能会倒霉。和尚是方外之
人，往往深藏不露，也许一个看上去毫
不起眼的僧人，却身手不凡，谁要是不
知深浅打他惹他，岂不是自讨苦吃？有
道是“禅武合一”，寺庙里的和尚们除了
念经打坐之外，舞棍练拳也是一种传
统。例如声名远播的少林寺武僧，功夫
何等了得！顺便说一下，和尚习武多使
用棍棒，不用刀枪斧钺等杀伤力更大的
武器。因为佛教讲的是慈悲为怀，不杀
生，而在十八般兵器中，棍棒相对算是
比较“温柔”的了。当年少林寺“十三棍
僧救唐王”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
子；天下武功最高的和尚孙悟空，手里
拿的也是一根棍棒——定海神针变成
的如意金箍棒。

那为什么勿能打黄胖呢？因为这样
做太缺德。大家知道，黄胖指的是脸色
发黄、浮肿虚胖的人。“黄胖搡年糕，吃
力勿讨好。”就是说有气无力的病人，也
可以泛指弱者。所以打黄胖就是欺负弱
者，最被人看不起。可以肯定的是，越是
在弱者面前飞扬跋扈的人，遇到比自己
强的，就越是低三下四。也许是知道和尚
厉害，打和尚的事没怎么听说；而“打黄
胖”也就是欺负弱者的事，则时有所闻。
今天阿拉重点就来聊一聊这种现象。

就在本月 10 日，一桩“必胜客上等
人”欺负弱者的新闻，引起舆论哗然。话
说一个女人率儿子及其女友，在重庆一
家必胜客餐厅用餐时，一名刚参加工作
的女服务员，不小心将一些可乐洒到了
这个女人的衣服上。女人自称“上等人”

（言下之意服务员是下等人），穿的是高
档衣服，被弄湿了就得赔2800元！她不顾
人家再三道歉协商，不依不饶，盛气凌
人，态度横蛮到引起现场群众公愤，有人
气得差点要冲上去揍她！最后在警察的
再三调解下，由必胜客餐厅赔了她800元
了事。

不由得联想起德国总理默克尔碰到
类似情况时的反应。据英国《每日邮报》
报道，默克尔在出席一次活动时，一个名
叫马丁的年轻侍者，不小心手中的托盘
一倾斜，五杯啤酒全部洒在她的背上。马
丁事后接受采访时说：“尽管默克尔的衣
服都被淋湿了，但是她转过身，还对我微
笑，依然走向主席台发表演讲。”这样的
情商、雅量和风度，才是真正的文明；而
为一点小事就耍威风欺压弱者的所谓

“上等人”，其实是野蛮行径。
在这种人的眼里，以为弱者无权无

势无钱，可以随便欺凌随便踩；殊不知
有时候欺人太甚，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据报道，辽宁抚顺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
震惊的案子：一名时尚女子驾一辆宝马
车，路过一个自行车修理摊时，刮倒了
一辆待修的自行车。宝马女倒打一耙，
硬说是自行车刮了她的宝马，要求摊主
赔偿损失，并对他百般辱骂。在双方的
争执过程中，摊主无意中把宝马女的衣
服碰脏了。宝马女立马要求摊主先拿出
3000 元钱，赔她的衣服，还打手机喊来
了父母助战。其父不问青红皂白，直接
抄起地上的自行车打气筒，对着摊主的
脑袋猛砸，砸得摊主血流如注，倒在地
上。其父一面扬言谁敢靠近就打谁，一
面继续猛砸摊主；她妈则对着周围打抱
不平的群众破口大骂。打累骂累后，其
父勒令摊主一刻钟之内拿出 3000 元
钱，否则就要“做了”他这条“贱命”⋯⋯
摊主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说是回家取
钱，却拿来了一把西瓜刀，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捅死了宝马女一家三口！

像这样的极端例子，当然非常罕
见，必须进行法律干预；而与更多的人有
关系、更值得大家警觉的是，社会上某些
司空见惯的欺负弱者现象，例如环卫工人
在马路上扫地，有人当着他们的面，往地
上扔垃圾；又如有的中小学教师，根据学
生家长的地位和家庭的贫富，来区别对待
学生⋯⋯追根溯源，这些现象的产生，源
于一些人平等意识的缺乏。

“一勿打和尚，二勿打黄胖”的老
话，反映了宁波人的一种处世经验和平
等意识。尊重他人，摆正自己，不耀武扬
威，不欺负弱者，这是做人的基本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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