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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语出
范晔 《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
为丁鸿写给汉和帝奏疏中的话，意
思是说：在萌芽阶段抑制不良之事
容易，等到酿成大祸时再去挽救就
难了。这是一种谆谆告诫：小节易
制，大错难救，任何事物都有一个
形成、发展、终止的过程，从事情
的量变阶段开始入手矫正，才不会
酿成不可救药的质变后果。

丁鸿是东汉名儒，其才学品行
先后得到汉明帝、章帝、和帝的赏
识。汉和帝时升任太常、司徒。和
帝虽继承皇位，但窦太后把持朝政
大权，其兄窦宪官居大将军位，跋
扈恣肆，欲谋叛逆。公元 92 年，
发生日食。丁鸿藉此良机上书皇
帝，指出窦家权势对国家造成了危
害，导致出现日食的不祥征兆，建
议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汉和帝听从
丁鸿的建议，撤窦宪官职并赐死，
避免了一场政变大祸。

丁鸿的奏疏中有一段发人深省
的 言 辞 ：“ 若 敕 政 责 躬 ， 杜 渐 防
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凑矣。夫
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
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则易，救
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
大。”成语“防微杜渐”，即源出于
此。

中 医 治 病 ， 十 分 注 重 预 防 ，
《黄 帝 内 经》 就 有 “ 治 未 病 ” 之
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
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
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
乎？”

中医所说“未病”，不是没有
病，而是指身体已受邪，但还没有
明显症状或症状较轻的阶段，高明
的医生能发现这些细微的症状，采
用防治手段阻断其发展。在未病、
欲 病 、 已 病 这 三 个 阶 段 ，“ 治 未
病 ” 成 本 最 低 也 最 容 易 ，“ 治 欲
病”次之，“治已病”成本最高也
最难根治。

有个“一棋识人”的故事：宋
朝吕元膺在东都做留守时，一天与
一位掌管钱粮的下级弈棋。当吕元
膺抽空去处理紧急公务时，这位钱
粮官趁机偷换了一颗棋子，最后赢
了这局棋。吕元膺虽有察觉，但当
时并未作声。一段时间后，吕元膺
借故把此人调离身边，并预言此人
终将因贪污而受到处罚，后来果不
出所料。吕元膺一棋识人，也就是
识人于细微处，并非有什么玄机妙
算。

生而为人，不正视小问题，不
纠正小问题，小问题就足以慢慢磨
损一个人的信念和初心，让其失去
应有的正义棱角。所以说，在平时
就能够正视细微过失的人，就算面
临诸多腐败机会，也一定能明辨是
非，慎独慎微，不失小节，保全大
节。

唐·马聪 《意林》 有云：“道
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意思是
人世间的法则、规律是由小的事物
总结出来的，灾祸是由小的差错发
展而成的。也就是说，人生的成
败，与如何考量细微之处有莫大关
系。若存有细微的不是，就必须抓
紧治疗。反之，如果讳疾忌医，或
是放任自流，就有可能小病拖成大
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
最终无药可治。这正是丁鸿所说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的目的所
在。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姚 洋

我 国 未 来 城 市 化 有 两 个 趋
势：一个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向
中心城市区域再集中，另一个是
全国 1800 多个县市的农村居民向
县城集中。关于第二点，我认为
未来可能会实现县城和村庄的融
合。

趋势一：人口再集中

人口再集中，指的是人口从
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集
中，然后到了城市化区域里又进行
分散。这个趋势在世界很多国家发
生过，我把它称为人口的“大集
中、小分散”。

我国未来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
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
市名单，围绕这九个中心城市将
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可以
预见，到 2035 年，全国 60%以上
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
里。

这种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的意
义是非凡的：第一，进一步集聚会
带来更大的效益。粤港澳大湾区
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新的
增长极，深圳极有可能成为与硅
谷 并 肩 的 高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 第
二，经济地理会发生大调整。城
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会增加，非
城 市 化 区 域 的 经 济 比 重 会 下 降 。
第 三 ， 会 对 房 地 产 业 产 生 影 响 。
新的城市化道路给城市化区域带
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将可能导致
这 些 中 心 城 市 的 房 价 得 以 维 持 ，
甚至有所上涨，而非城市化区域
的房价要维持住就很难，特别是那
些人口流出的城市。

由此，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
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
均等化、高考改革等。目前户籍制
度改革方案太激进，比如让县级
及以下城市全面开放，只要有稳
定的工作、稳定的居所就可以申
请户口。可以采用的方式是用居

住证代替户口登记，弱化户口所
附带的公共服务属性。在这个过
程中，要把公共服务拉平，公共
服务的均等化也是“十四五”期
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高考是
户口最大的福利，我们主张把地
方高考和全国统考结合起来，全
国统考面向那些户籍和学籍分离
的学生，这将有利于大城市地区
开放户籍的执行。

趋势二：县域经济的发展

未来城市化的另一个趋势是农
村居民向县城集聚，县域经济变得
越来越重要。自 2014 年以来，劳
动力流动趋于平稳，跨省流动人口
基本停止增长，开始出现返乡创业
的潮流，但我们从这一现象中也要
看到乡村隐性失业在增加。

到 2035 年，我国仍将有四分
之一的人居住在农村，有三四亿
人。即使最终我国城市化完成了，

我估计全国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
活在农村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在
哪里？不是发展农业，核心必须是
为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非农就
业机会。

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应该实施
人口就地城市化，劳动力密集型产
业仍应是主力。举个例子，江西省
新干县现有 35 万人，箱包产业占
全国中低档箱包生产的 80%。一个
箱包只赚 5 元左右，但对当地老百
姓来说就是个福音，因为厂里干活
月收入有保障。很多人开始买小轿
车，这是富裕的标志之一，因为小
轿车完全是消费品。

有了产业，我们的扶贫成绩才
有保证，乡村振兴才有基础，才能
实现城乡一体化。如果能把农村变
成宜居之所，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
也就实现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我国未来城市化的两个趋势

吴启钱

太 平 盛 世 ，“ 一 言 兴 邦 ” 或
“一言丧邦”的事几乎难有，但因
某一个说法而对生活甚至对人生产
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则并不罕见。比
如当下让很多父母焦虑不已的子女
教育问题，就可能与“不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有直接或间接
的关系。

“买个学区房，给孩子一个好
的环境，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
们听到很多房地产商这样推介自己
的楼盘；“给孩子多补充营养，长
高个，变聪明，不要输在起跑线
上。”奶粉商与营养品商会这样做
营销；“培优课程，择优选校，不
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各类培
训机构也会这样说。

在这样的氛围中，不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对于年轻父母来说，
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法定”职责，
或是一种“神圣”使命，实际上更
像是一种命运的催告，一种虽然不

知道来自何方但绝对不敢违抗的命
令。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一些家长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
要上，尽量不让自家孩子的成长条
件比同龄人差；宁可自己省吃俭
用，也要找社会上最好的资源、最
好的培养方式，尽量让自己的孩子
多才多艺、优秀出众；聚在一起，
说来说去离不开孩子的分数，谈来
谈去离不开孩子的成绩，比来比去
都是孩子的技艺和技能。焦虑如传
染病，在家长中蔓延。孩子们呢？
本该简单的童年，却被“押去”这
个那个培训班，无周末无假期，快
乐如同轻风，从孩子们的成长岁月
中吹过，几乎不留痕迹。

没办法，社会竞争那么激烈，
人生不一定会赢，但至少不能输，
只有“从娃娃抓起”了。更狠的则
喊出了“起跑即冲刺”的口号，功
利浮躁，乱象横生，甚至有点残
酷。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
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培训乱象，
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
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

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
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
孩子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
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
继续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孩
子成长的起跑线作一个清晰、准确
的界定。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
人，分数竞争不是起跑线，认识了
多少字、做了多少题、背了多少首
唐诗，都不能保证孩子未来会成长
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技艺竞争也不
是起跑线，会演奏几种乐器、书法
美术获得哪些奖项、有哪些体艺特
长，也不能保证孩子未来会成为一
个有素质的人。当年中科大少年班
的那些神童，多数早早陨落，类似
的反面例子有不少。

原因在哪？站错了起跑线。对
于一个人的成长成才，常识才是最
重要的那条起跑线。

常识是学问的基础，著名作家
萧伯纳说：“有足够的常识便是天
才 。” 常 识 也 是 一 个 人 成 长 的 根
基。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伯爵
说：“人无常识，百事难成。”歌德
更把常识看作是“人类的守护神”。

具备常识即高人。诸葛亮借东

风，靠的是自然常识；唱空城计，
用的是人心常识；不主蜀，凭的是
政治常识。而一个没有常识的人，
比如试图靠“大神附体刀枪不入”
的“神兵”拯救的大清，其不顾常
识的后果，是加速灭亡。

不顾常识、违背常识甚至颠覆
常识的人与事，在社会中还有不
少。去年那本念“平安”的 《平安
经》，结果作者自己被查，贻笑大
方。前几天又出来一个“熟蛋孵
鸡”，则更加离谱。可笑又可悲的
是，越是脱离常识之事，越能博得
人们的眼球，越是荒唐的雷人诳
语，越能获得点赞。那些像“水变
油”等分明是侮辱智商的项目，越
是能获得投资。那个培养“熟蛋孵
鸡”超能力的职业学校，不是招收
了一批批试图让自己孩子赢在起跑
线上的家长么。

这种情形的出现，背后是不顾
常识而追求奇迹的心理，常识需要
积累，更需要言传身教。因孩子教
育而备受折腾的家长们，让你的孩
子站在常识的起跑线上吧，让他们
因拥有常识而乐享一个快乐简单的
童年，因常识的加持而让人生跑得
更久更远。

常识才是起跑线

王清毅

客星山位于慈溪市 （原属余
姚）， 又 名 陈 山 ， 其 名 因 严 子 陵

“客星犯帝座”的故事而来。
汉建武元年，朝廷出了条“客

星犯帝座”的新闻。据 《严光传》
记录：光武帝听朝，有太史出列，
惶急奏告：臣昨天夜观星象，见客
星冒犯御坐甚急。皇上听言笑道：
这是朕与老友严子陵在一起睡觉
时，他把脚搁在我的肚子上了，不

碍事！这里已明确以客星指代严
光，客星山的得名，应是缘此而
来。

光武帝赏识严子陵的人品才
学，破格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这样
的厚禄高官，别人求之不得，严子
陵却喜欢过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
对官场礼仪应酬很觉庸俗难堪，坚
决推辞，不肯就职。最后逃出洛
阳，返回老家隐居起来。

这年隆冬的一天，大雪纷飞，
严子陵冒雪出门访友。归来时渡河
上岸，猛回头瞥见远处有五匹马，
直往渡口疾驰而来，第二匹马上骑
坐的官员，正是前番来访他的使
者。他心生一计，赶快把脚上的麻
鞋倒过来穿好 （混淆行走方向），
踏着遍地的碎琼乱玉，来到陈山
边，拐过山嘴，向着山顶迤逦而
去。

严子陵这种弃富贵如敝屣的气
概，受到后人赞扬。为纪念严子
陵，乡亲们便把陈山称作“客星
山”，在他上岸的渡口，建造了一
座 “ 客 星 桥 ”， 附 近 一 带 过 去 叫

“高风乡”，则出自范仲淹对严子陵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评价。

汉代至少还有三个姓氏地名遗
存在慈溪市境，为大家所熟稔而往
往习焉不察的杜湖、白洋湖和董孝
子墓。

海湾湾口，由于泥沙沉积而将
海湾与海洋分隔而成的湖泊，通常

称为潟湖。杜湖、白洋湖就是潟
湖。遥想曾有先民自发组团拦堤去
咸，欲求饮用、灌溉，但成规模浚
修且见诸文献记载、金石刻勒的，
当是杜、白二将军的善举。明“天
启六年 （浙省） 抚宪潘奏”“奉圣
旨杜白二湖蓄水灌田不许 侵 占 著
勒石永禁”碑中就有反映，碑中
原 句 ：“ 有 杜 、 白 二 将 军 者 捐 田
为湖，汉唐宋以来先后修筑，蓄
水灌田，故湖名杜、白⋯⋯”由
此知杜湖、白洋湖由杜、白二将军
舍田浚湖而来，是明确的姓氏地
名。

东 汉 永 元 八 年 （公 元 96 年）
二月，汉和帝专为笃行孝道的董黯
大行旌彰，并下 《征孝子董黯擢议
郎诏》。董黯却以赡养老母，辞不
应征，依然朝夕侍母行孝。董黯孝
行不但为时人所重，也被后人崇
仰。单在历代不少谒墓诗中，就多
有反映。

宋人应繇曾在谒墓时留吟云：
“渺渺灵绪土，厥岙名黄杨。有汉
董征君，体魄厝其乡。人以孝而
重，地以孝而扬。迄今瞻仰下，悠
悠思且长。”不但道出了董黯孝范
的影响与他对董孝子的仰思之情，
也确指其墓园在灵绪黄杨岙。

元末明初，慈溪名士乌本良有
至黄杨里(当时之里名，大概为今
之黄杨岙一带)之行，也是专为访
谒董墓而来，有他的 《谒董孝子
墓》 诗可证：“汉家董孝子，稳卧
黄杨里。世事任沧桑，朝朝白云
起。”诗人表明了自己对东汉董黯
孝范的钦仰和对孝风长扬的祝愿。
董黯墓园，亦称董家园，其址在今
慈溪市龙山镇黄杨岙，为慈溪市文
物保护点。

弃富贵如敝屣、以孝义名天下……

探寻客星山探寻客星山、、董孝子墓背后的故事董孝子墓背后的故事

董孝子墓董孝子墓 （（图片由作者所摄图片由作者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