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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2021 年 12 月 2 日，一个本是
很普通的日子，但写成一组阿拉伯
数字，20211202，很对称，就成了
一个颇具意味的符号。

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当天一
大早，“对称日”冲上了热搜，很
多情侣也在这一天登记结婚，希望

“正反都是你，反正都是你”。
一个日子，一组数据，无论赋

予其什么样的寓意，都是人们的一
种主观愿望。“对称日”之所以成
为网红，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即这
组数据带给我们一种对称的形式之
美，因而，2021 年 12 月 2 日，也
被称为“世界完全对称日”。

我们的人体，从外表上看，是
完美对称。人体之外，自然界中，
天与地、阴与阳、昼与夜、春夏与
秋冬、山川与河流，都无不呈现出
宏大的对称之美。

古人对此早有深刻认 识 。 远
在 25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楚国
人 伍 举 就 说 过 ：“ 夫 美 者 ， 上
下 、 内 外 、 大 小 、 远 近 皆 无 害
焉 ， 故 曰 美 。”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毕
达 哥 拉 斯 也 说 过 ：“ 美 的 线 形 和
其 他 一切美的形体，都必须有其
对称形式。”

在这样一种审美观的指导下，
中国的建筑美学，堪称典范。从皇
城宫苑，到普通民宅；从群体建筑
的规划，到一户一室的布局；从亭
台楼阁，到轩榭廊舫⋯⋯处处都

“中式对称”。建筑大师梁思成说
过，无论东方、西方，再没有一
个民族如我们这般，对中轴线如
此钟爱与恪守。实际上，时至今
日，小到日常生活器具，大到建
筑与城市布局，对称仍旧与我们如
影随形。

对称的本质是平衡 。 进 而 给
我们带来稳定、和谐和放松的体
验，我们会感觉里里外外皆均衡
妥帖。对称之美，不仅存在于静
态物体上，也不仅是一种艺术表
现，还应该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
即文明。

就国家政治层面来说，如果上
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对称的，公权
与私权是对称的，公民的权利与义
务是对称的，官员对上负责与对下
负责是对称的，司法对善的褒扬和
对恶的惩处是对称的，都会构成一
种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状态，此为
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使人
类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平和、合理，
能够有效地解决人类的矛盾和冲
突，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就个人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言
与行不对称，口是心非，口蜜腹
剑，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不文明
的、不道德的，让人产生强烈反
感。

比如，有人把自家打扫得很干
净，却把杂物堆放在楼道里；有人
开着豪车，却往车外吐痰扔垃圾；
有人视宠物为儿女，却让狗在小区
里随地大小便；有人一身名牌，在
公共场合却大声喧哗，飞扬跋扈；
有人在台上高唱反腐，台下却不放
过任何一个受贿的机会；有人满口
爱国，却将妻儿送出国，将钱存到
瑞士银行⋯⋯

这些人和他们的行为，之所以
是不文明的，就是因为表里不对
称，责任与义务的不对称，对己与
对人的不对称，虚假盛行，表里不
一，“两面人”做派，往深里说，
必然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
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艺术上对称之美，美在平衡，
美在大方，美在庄重，那么，人们
的行为和社会生活，对称之美，就
应美在真实，美在稳健，美在和
谐。这样的对称之美，才会让我们
感受到社会的文明进步。

对称之美

毛海清

探春即贾探春，是小说《红楼
梦》中的人物，金陵十二钗之一，荣
国府贾政与奴婢出身的妾室赵姨娘
所生的女儿，贾府通称三姑娘。

《红楼梦》中，描写探春的情节
不多，却足够耀眼夺目。她是贾府中
的佼佼者，浊水中的一股清流。爹是
昏庸政客、迂腐刻板，她却聪慧贤
明、格局远大；亲娘愚昧粗俗、好惹
是非，她却心志高雅、见之忘俗；亲
弟弟猥琐窝囊、受人欺负，她却思维
敏捷、行事果敢。

探春曾奉王夫人之命代凤姐理
家，表现出卓越的管理能力。她从小
人得志的种种迹象中，预感到贾府
的岌岌可危。她是庶女逆袭的典范，
硬是把一手烂牌打出了王炸的效
果，在《红楼梦》众多人物里，是个难
得的人才。

探 春 是 个 人 才 ，有 据 可 查 。
《红楼梦》第 55 回，探春改革大观
园，王熙凤曾评价贾府诸子孙时表
示，正愁没个臂膀，但想来想去，只
剩了三姑娘（探春）一个，心里、嘴里
都也来的，又是自家的人。

王熙凤作为管理者，的确有一
技之长，泼辣能干，深得贾母赏识。
可是，与探春相比较，也不占优势。

贵族小姐出身的王熙凤不识字，无
疑是一大弱项。

凤姐在跟平儿谈及探春理家
时，曾说：“她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
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她又比我
知书识字，更厉害一层了。”王熙凤
还算是有自知之明。不同的是，就办
事方法而言，王熙凤是事务主义者，
就事论事。探春则善于从战略和全
局的高度谋划和处理问题，格局完
全不一样。

更大的是“德”的差距。探春扇
了刁奴一记耳光，让人感到爽快；王
熙凤在清虚观打了小道士一巴掌，
却令人反感。实际上，王熙凤早已恶
行累累、劣迹斑斑。如克扣丫鬟的工
钱放高利贷牟取私利；弄权铁槛寺，
三千两银子包揽诉讼，导致一对鸳
鸯命赴阴曹；对于“情敌”尤二姐，更
是痛下杀手，即便是被她利用了的
张华，也要在事后斩草除根。

真正能与探春一比的，应该是
薛宝钗。薛宝钗有才、有貌，但心机
重，城府深，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人
缘极好，就连小丫头们“亦多与宝钗
玩笑”，这让孤傲的黛玉也嫉妒。

探春与薛宝钗比较，探春聪明，
宝钗精明；探春会做事，宝钗会做
人。但人缘好，未必心眼好，有可能

善于表演，自我伪装。薛宝钗一抓住
机会，就以隐讳的语言贬低凤姐、挖
苦黛玉。谁都不难看出，她贬低凤
姐，是另有图谋。

薛宝钗为金钏儿的死安慰王夫
人时，暴露了冷酷无情的心理；“宝
钗扑蝶”的故事证实她虚伪奸险的一
面。透过现象看本质，宝钗就是一个

“两面人”，表面与世无争，内心全是
欲望。而探春是一个坦荡磊落之人，
沉稳中有灵活，灵活而不失原则。

治家理事，不仅要有与君子打
交道的本领，也不能缺少应对小人
的办法。探春理家不久，以吴新登的
媳妇为主要代表的执事媳妇们，就
开始挖坑设陷阱。某日，探春遇到了
一件尴尬事：赵姨娘的兄弟、探春的
亲舅舅赵国基死了，按贾府旧例，应
该给二十两银子的安葬费，可吴新
登的媳妇要按四十两的标准发放。
老实的李纨被蒙了，探春敏锐地发
现问题，经过一番周折，照例发二十
两。这时，赵姨娘又来胡搅蛮缠，面
对这个“坑女儿的娘”，探春晓之以
理。就这样，探春挫败了吴新登媳妇
等人的阴谋，顺势为自己立了威。这
与后来掌掴刁奴一样，对待小人，就
要坚决痛击。

庶女探春具有帅才，也就是组

织管理能力。这在“敏探春兴利除宿
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她的聪慧
和干练在这里显露无遗。

凤姐生病，探春等三人受命暂
理家事。一上任，探春便干脆利落地
处理了亲舅舅安葬费之争，又免了
贾环、贾兰、宝玉上学的月银，还把
每个姑娘每月的头油脂粉费二两银
子免了，因为这两项支出都是重复
的。她还提出“分区承包制”的大观
园管理方案，把一个消费型的大观
园，改造成生产型的种植园，增加了
贾府的收入。她一登上议事厅，几件
事一过手，荣府的管事娘子们，便感
到这三姑娘“精细处不让凤姐儿”。

海棠诗社是大观园里由探春发
起成立的文学团体。按说写诗的水
平，林黛玉、薛宝钗要高于探春，可创
建诗社为何是探春提议？探春有组织
能力，是一个“见之忘俗”的人，喜欢
精巧雅致的生活。她创建诗社，恐怕
也是出于这种心理——改进大观园
的文化环境，提升精神生活品质。

当然，探春再能干，也无法改变
贾府没落的大趋势。大观园被抄检，
探春敏锐地察觉到“将来还有的抄
呢”。这点，秦可卿临死前曾托梦告
诫，也只有探春意识到了。她的敏感
和见解令人钦佩。

探春是个难得的人才

王东京

“中国匠心大会”不久前在杭州
召开，400 多位参会代表皆来自国
内制造业大牌民企。大会安排我作
20 分 钟 主 题 演 讲 ，站 在 台 上 往 下
看，发现对面不少企业家满头银发，
年龄应该已在 70 岁上下。

是怎么回事？会间餐叙，我问坐
在身边的华立集团汪力成董事长。
他解释说，这些企业家当初创业时都
很年轻，风风雨雨几十年，现在企业
做大了，年龄也就大了，他们也想早
点退下来安享晚年，可做制造业这一
行太辛苦，赚钱又慢，儿孙们不肯接
手。迫于无奈，还得自己接着干。

后来我又问过几位相熟的企业
家，回答也大同小异。我有了一种担
忧：中国是否会因为制造业后继无
人而出现产业空心化？并非杞人忧
天。国内学界前几年就在讨论资本

“脱实向虚”问题，中央也高度重视，
说明我们也存在“产业空心化”的潜
在风险。

资本“脱实向虚”的原因虽多，
但归根到底是虚拟经济的利润率高
于实体经济。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强
调回归制造业，表明实体经济相对
于商贸服务业已显得稀缺。既如此，
资本为何还是对虚拟经济情有独钟
呢？难道供求规律已经失灵？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马
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实体
经济”与“虚拟经济”有过精辟论述。
虚拟经济发展必须依托于实体经
济，若脱离实体经济自行膨胀，必形
成经济泡沫，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
而要抑制虚拟资本膨胀，前提是全
社会利润率要平均化（等量资本获
得等量利润）。利润平均化需满足两

个条件：部门间可以自由竞争；资本
在不同部门能够自由流动。

现在看，中国的现实完全印证
了马克思当年的分析。国内资本“脱
实向虚”，的确是虚拟经济利润相对
高所造成的结果。公开数据显示，
2015 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
率为 6.84%，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
润率却高达 16.27%。金融业利润率
之所以比制造业利润率高，原因是
政府对金融业牌照有严格管制，资
本难以自由进入。也就是说，目前金
融业利润中，有一部分是“行政租”。

问题就在这里：虚拟经济部门
不创造财富（价值），却参与财富（价
值）分配。当财富（价值）一定时，实
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收益则相互消
长：虚拟经济的收益高，实体经济的
收益就会低。从投资选择看，虚拟经

济收益越高，投资实体经济的机会
成本就越大。制造业后继乏人，这应
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要扭转资本“脱实向虚”的局
面，必须标本兼治。治本的办法，当
然是打破行政性经营垄断。可此举
涉及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远水难解近渴，眼前
还得有治标的办法，可考虑在税收
政策上再作调整，进一步加大对制
造业的减税力度。

2016 年国家启动“营改增”试
点，制造业适用税率为 16%，建筑业
和房地产业为11%，金融业和生活型
服务业为 6%。2019 年，制造业适用
税率调减至13%；建筑业和交通运输
业减至 10%。为支持实体经济，国家
何不将制造业适用税率也减至10%？

来源：学习时报

如何扭转资本“脱实向虚”的局面

漫画角

“标配”问题 蒋跃新 绘

徐迅雷

名 高 一 世 ，学 贯千载；变法一
时，争讼千年。2021 年 12 月 18 日，是
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
学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纪念日。

宁波鄞县（今鄞州区）是王安石
早期主政的地方，是他变法思想的
策源地。东钱湖畔有王安石纪念馆，

“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个性化邮票
在此首发。同时通过拍摄六集大型
人文纪录片《王安石》、出版《王安石
县政治理研究丛书》等，深度发掘

“王安石与鄞州”关系，进一步推进
宋韵文化建设。

一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不

仅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
我还”“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
高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等
脍炙人口的诗句，还兼通儒释道三
家，独自构筑起被后世称为“王学”的
学问体系。苏轼高度评价王安石：“瑰
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
以风动四方。”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以

“王安石变法”名世。变法尽管最终失
败了，但对北宋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
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彼时，大宋王朝危机重重，年轻
的宋神宗刚当上皇帝，想着要革除
弊政，重振国威，需要一个“总工程
师”。有同样理念而且才华横溢的王
安石，登上了变法舞台——因缘际
会，舍我其谁。变法以财经改革为核
心，兼顾军事与科举改革等。根据

《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一书
中的梳理，变法主要时间线是：

1069 年（熙宁二年），以王安石
为参知政事，开始厉行改革，史称

“熙宁变法”，推行均输法和青苗法；
1070年，行保甲法和免役法，司马光
反对新法被贬，王安石任宰相；1071
年，定科举法，苏轼被贬；1072 年，行
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1074
年，郑侠上《流民图》请废新法，王安
石被贬；1075 年，王安石官复原职；

1076年，王安石辞职，变法失败。
变法是觉醒，变法是探索，变法

是试错。王安石可不想“独守千秋纸
上尘”。变法变革是必须的，不变是
没有出路的；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
变，则是关键。

王安石强化了政府对商业的干
预，并试图借助金融资本扩大农业
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以实现国家利
益与民生的“双赢”——以国家利益
为主，以民生利益为辅。他的“理财”
观，亦可看成是“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试图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将“礼
制国家”变为“财政国家”。

变法尽管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
成效，但并未实现富国强兵的终极
目标，甚至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与民
争利”。更让王安石想不到的是，变
法失败之后没多久，北宋就被金兵
革了命。

二
千百年来，反思王安石变法失

败的文章汗牛充栋。易中天的书中，
专门用一章《教训所在》，系统地反
思了变法失败的种种原因，可谓着
墨最多，用力最深，剖析最到位。其
中《目的是个问题》一节直言：“王安
石就是要竭尽一切可能，把财富和
人力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因为王
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崇尚国家主义，自然会认为国

家利益至高无上，相信政府万能。
“重天下”与“重民生”，真是有霄壤
之别的；“富国强兵”和“强国富民”，
两者毕竟差距很大。北宋时期，商品
经济其实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可那
时的王安石当然不知道 700 多年后
英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知道
政府“有形的手”之外，市场调节的

“无形的手”一样重要，不知道《国富
论》的本质是《民富论》，民富了国才
能强，而不是倒过来。

易中天在书中说，“在他心目
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更
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即便其新法确
有利民和富民的考虑，那也是次要
的。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也是
搭便车。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既
然如此，王安石当然不会在乎民众
的满意度了”。

对比一下新中国的改革开放，
发轫于农村基层，最终层层推进，取
得伟大成就，恰恰是以赋予民众自
由度、解放生产力为主轴，以“人民
满不满意、拥不拥护”为准星。

王安石变法自上而下，本质上
还是在“计划经济”和“计划政治”里
头打转，最终口惠而实不至，其深化
变革成了纸上谈兵，甚至适得其反。
不能说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就是

“涸泽而渔”，就是剥夺民众，他也想
“放水养鱼”。

比如“青苗法”，在那个以农业

为主的时代，本意是希望在春秋两
季农村青黄不接时，由政府提供普
惠金融，为百姓提供贷款，以免遭受
高利贷盘剥，然后政府通过直接参
与经济而多多获利，老百姓多少也
可得到一些好处。没错，发放贷款，
本来就是让农民扩大再生产。

然而，“政府万能”、非市场化的
做法，落实下去，必然会演变成“运
动化”的强制行为，到了下头很快变
味，明令禁止的“强制摊派”结果在
各地盛行，不能由着民众自愿。即使
变革愿望很好，执行起来也会弊端
不断。变法培养出来的官僚，上面要
求他们的，是服从与执行，而非反思
与纠偏。变法时期选拔、成长起来的官
员，只习惯了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做出“政绩”，同时不忘让自己获利，甚
至有腐败官吏趁放款时，诱使获得青
苗贷款的农家子弟前来嬉戏玩乐，
使其花光借款，欠下一屁股债。

三
变法变革，需要良好的环境，要

“众心思变”，而不是“唱独角戏”或
“演二人转”。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
人士，看到变法存在的问题，不良后果
初现，于是成了“反对派”，群起而攻
之，王安石两度罢相。司马光不是“砸
缸”，而是“砸石”——狠砸王安石了。

避免变革的“变味”，甚至演变
成一场灾难，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须
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说，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
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
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经济的改变——
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
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
⋯⋯从秦肇帝制，到大清覆亡，中间
这两千年，如何变革都是帝制内部的
风暴，不是真正的“大变局”，政治制
度的改变几无可能，所以器物经济变
革的失败，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论者有言：“变法虽然失败，但
王安石没有失败。”王安石是独抗
时 流 、立 于 浊 流 之 人 ，其“ 矫 世 变
俗”的抱负，“经世致用”的实践，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
足恤”的勇气，清廉自守的品格，寄
情山林的本色，以及卓著的经学造
诣、文学成就，令他与历代文人和
政治人物拉开了距离，历经千年，

“没有失败”。

王安石：独抗时流，立于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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