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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老话新聊

说明书 王永琦 绘

虞舜客

最近读了一则关于保密的史
料，感慨万千。

1935 年 4 月 16 日，红三军团
首长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部队，
进村时带来一张“中国工农红军总
政治部布告”，贴在贵州布依寨杨
登凤家的板壁上。红军走了白军
来，一次次威逼，吓唬，翻箱倒
柜，追查这张布告，杨登凤都说

“不晓得”。原来，他早已把布告揭
下，牛皮纸包着，竹筒里装着，连
家里人也不让知道。1952 年，布
依寨解放了。他把布告交给了区政
府。

联系史料内容，保密就如一张
测定人性的试纸，测出的分明就是
他们身上暖融融的鱼水情怀、沉甸
甸的家国情怀，以及支撑其保密行

为的坚定立场、坚韧意志。
是啊，保密说起来轻松，做起

来沉重。何言沉重？这也是由保密
的自身重要价值所引发的。换言
之，之所以要保密，是因为有人想
知道秘密。于是乎，在保密与寻密
之间，有时注定是一场利益博弈
战、心理攻防战。

而在寻密一方的无所不用其极
里，对保密方而言，意味着的就是
难以承受的重压甚至是危及生命之
虞。就如“一张红军布告”中，故
事主角杨登凤，面对一次次追查，
一次次扬言“要灭他全家”的威
逼、吓唬，他都说“不晓得”。甚
至为防万一，他竟“连家里人也不

让知道”，自己还躲进了深山。其
无所畏惧、舍身护佑“布告”的高
尚品格，从中可见一斑。

注意保密，对有的人来说，或许
并不存在什么恐吓和杀戮的危险，但
另一种意义上的威逼利诱、蛊惑入
彀，也总是于无形之中在保密者面前
晃悠，乘虚而入予以降服和掠杀。

或许有些人看来，即便杨登凤
在屡次敲诈勒索、威逼恫吓面前把
布告交出去了，红军方面或许也会
予以谅解。

难怪，有人说他们傻。其实，
他们并不傻，他们心里亮堂得很。
他们知道自己之所以要三缄其口，
不只因为自己曾经立过誓，更是因

为这牵涉到保护民族遗产、捍卫民
族大义的问题——假如因自己走漏
风声，造成的后果，便与做汉奸、
卖国贼无异。

读“一张红军布告”，我突然
想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这一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并对此有了新的更深的理
解和认识——如果说，在事关性命
和金钱面前，谁也不想装谁也装不
出来的话，那么，在上述不为保全
性命做降者、不为金钱物欲做奴隶
的保密者身上，那种凛然正气，那
般铮铮铁骨，不就是对这美德的完
美诠释和生动弘扬。保密如此，干
其他事业也概莫能外。

一张红军布告

王东京

为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发展，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央提出要为
资本设置红绿灯。不瞒读者，近段
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资本“无序扩
张”到底指什么？或者资本怎样扩
张才是“有序扩张”？

国内学者对资本“无序扩张”
的解释，通常是举例说明，如某互
联网企业或某房地产开发商采用欺
诈手段“圈钱”等。当然也有学者
试图给出定义，可大多是将资本

“无序扩张”等同于“垄断”，即指
大企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操纵市
场、牟取暴利的行为。

究竟怎样给资本“无序扩张”
下定义？我的观点，不能简单根据
企业资产规模和利润率判定。追求
规模经济是资本的天性，无可指
责。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资产规模大
和利润率高视为“无序扩张”。那
么怎样判定才对？我认为，应从公
平竞争的角度判定。马克思讲，商

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交换必须
等价交换。而要实现等价交换，前
提是生产自由与交换自由。这是
说，若资本 （企业） 违背“生产自
由与交换自由”进行扩张，即为

“无序扩张”。
众所周知，资本按照不同职能

可分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
资本三类。在我看来，这三类资本
都有可能无序扩张，而可能性最大
的则是金融资本。为什么这样说？
让我从资本循环的角度分析，读者
会看得很清楚。

首先看产业资本。产业资本是
投资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产业
资本循环：是先从货币转换为商品

（生产要素），经过生产制造出新商
品，然后再由商品转换为货币。由
于生产规模要由“边际收入等于边
际成本”决定，而且商品转化为货
币是一次惊险跳跃，若不成功，摔

坏的是商品生产者，故产业资本不
容易“无序扩张”。

其次看商业资本。顾名思义，
商业资本是投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资
本。与产业资本不同，商业资本循
环是将货币转换为商品，再将商品
直接转换为货币。由于中间没有生
产过程，商业资本便有可能无序扩
张。比如商家对供应短缺的商品囤
积居奇、坐地起价；再比如去年被
处罚的某网络物流平台店大欺客，
强制客户“二选一”等。

再次看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循
环更简单，即从货币到货币，也就是
人们所说的“以钱生钱”，正因如此，
金融资本往往容易脱离实体经济无
序扩张。“安邦保险集团”是典型例
子。据官方披露，该集团通过关联企
业相互投资或以高利率吸收资金，
从 2004 年到 2018 年资产规模膨胀
到 2 万亿元。“余额宝”也如此，至

2017 年 10 月国家出手对其整顿之
前，资产规模扩张到 1.43 万亿元。

需要解释的是，为何说上面两
家公司是无序扩张？我的回答，他
们从事金融业务得到了政府特许授
权，具有一定的行政垄断权，而他
们明知以高利率为诱饵吸收资金有
很高的风险，也明知一旦出险将无
力偿还本金，可却一意孤行，不惜
将风险转嫁给大众投资者或政府。

总结以上分析，可得三点结
论：第一，资本都有追求扩张的动
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应重点
管控金融资本；第二，金融机构由
政府授权经营，政府应承担监管的
主要责任，对失职渎职的相关人员
要严肃追责；第三，产业资本与商
业资本有可能借助融资平台无序扩
张，对各种巧立名目违规融资的行
为要坚决打击。

来源：学习时报

资本“无序扩张”到底指什么

吴启钱

经常乘坐公交车的人，会注意
到这样的现象：无论沿线站点有无
乘客上下车，公交车司机都会在每
个站点做出靠站的行动表示；就算
车上空无一人，都会把公交车开到
终点站，不中途开溜，不缩短行程，
更不另辟蹊径，开到旁路上去。

这叫恪尽职守。它既来自道德
自律，更多的来自在明确的规则和
制度的刚性约束之下，司机养成的
职业习惯。

我不知道公交公司对司机开车
上路有哪些详细规定，但以下规则
肯定是明确的：司机有权利拒绝招
手即停，也有义务每站必停；有权
利拒绝偏离既定线路的指令，也有
义务将车开到终点站。

这是作为公用事业机构的公交
公司，对市民的承诺，也是公交车
司机对公司和乘客的承诺。而且，公
交车司机经过反复的训练、考核甚
至惩戒，已经把承诺与规则内化为
一种职业习惯。有了这种职业习惯，
对于依靠公交出行的乘客来说，就
会有稳定的预期，使自己的工作和
生活更有计划，也更有效率。

比如，要在雨夜从郊区回城，
如果没有过点，等公交车显然比打
的更可靠。因为公交车在预定的时
间里，一定会到预定的地点。在这个
问题上，乘客所信赖的，与其说是信
赖公交车司机的道德与觉悟，不如
说更信赖公交公司的规则与制度，
更信赖公交车司机的职业习惯。

所以，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回
家，成了夜班族中很多人必须认真
对待的问题。有地铁的城市，市民选
择地铁出行的更多，也是因为地铁
更有条件信守准点准时的承诺。

“把公交车开到终点站”的职
业习惯，不仅能让市民对生活有稳
定的预期和可靠的计划，有时候甚
至人命关天。

疫情期间，某地殡仪馆的两名
工作人员，在接运一名福利院“死
亡”老人时，在职业习惯的驱使

下，按接运遗体的规范进行最后检
查，发现已经被装进尸袋并推进车
里的老人，居然还活着。这样的事
情，对于这两名工作人员来说，可
能接运一辈子遗体，也难得碰到一
次。但所有的操作规范，说到底就
是为预防这样的“万一”。

这一次的“万一”，不但救了
这位老人，也救了福利院的相关人
员，救了医生。如果确实是工作失
误，福利院相关人员和医生，都会
被良心谴责。当然，工作失误也应
该被追责，因为与殡仪馆两位工作
人员相比，他们缺乏专业精神，也
没有养成职业习惯。

实际上，职业习惯的养成，并不
需要有多么“高大上”的口号，甚至
也不太需要在专业上有多么的“专
精深”。它要的是规则与程序的明确
清晰可操作，要的是对规则的敬畏
与严格遵从，对程序的一丝不苟。

比如，护士在给患者打针的时
候，不仅要核对药品名称、剂型剂
量、注射时间与次数等专业内容，
也要核对患者姓名、头痛脑热等病
症。在把针头刺进患者皮肤前，每
一位护士都会照例问一声：“叫什
么 名 字 ？” 换 句 话 说 ， 护 士 也 有

“把公交车开到终点站”的职业要
求，并且养成了职业习惯。护士的
这种职业习惯，虽然不知道避免了
多少问题，但肯定不止一例。

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比如，
这种“把公交车开到终点站”的要
求与训练，我们在学校读书时就开
始了。考试时，老师总是要求我们，
不管会做不会做，都应该把每一个
题目做完，交卷前把试卷再检查一
遍。同样，对企业安全生产来说，在
建立健全各类规则的基础上，还要
持续对员工进行反复训练，直到员
工把有关规则尤其是操作规程，内
化为自己的职业习惯，并进一步
养成专业精神。

这叫训练有素。其结果是，即
便员工没有“视企如家”的觉悟，
职业习惯也会使他们在业务操作中
更熟练，更敏锐，更专业，真的遇
到突发情况，更能随机应变，“万
一”的概率就可能降为“万万一”
乃至于“零”。

把公交车开到终点站

韩光智

近日，一则“小满视频文案抄
袭”的新闻，冲到风口浪尖。抄
袭，说得好听，叫致敬，叫借鉴；
说得不好听，叫剽窃，甚至直接认
定为盗。

这好听和不好听之间，有严格
清晰的界线吗？或者说，如何判断
是不是抄袭？这里有几个例子。

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
按 现 代 观 点 ， 王 羲 之 涉 嫌 抄 袭 。
50 多年前 （公元 296 年），西晋石
崇 写 下 《金 谷 诗 序》， 半 个 世 纪
后，永和九年 （公元 353 年），王
羲之写下 《兰亭集序》。汉语中有

“企羡”一词，意思是举踵仰慕。
形 象 地 说 ， 就 是 踮 着 脚 尖 追 星 。

《世 说 新 语》“ 企 羡 ” 第 3 条 是
“ 王 右 军 得 人 以 《兰 亭 集 序》 方
《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
有欣色”。别人把两人放在一起，
两序放在一起，王羲之知道后，很
是高兴。

现代著名作家冰心的集句“世

事 沧 桑 心 事 定 ， 胸 中 海 岳 梦 中
飞”。按现代观点，完全是抄袭。
因为，没一个字是她的。上句是龚
自珍的，下句还是龚自珍的。其实
呢，集句，是中国诗文特别创作手
法，是从他人不同诗文中选出句子
来重新组合，是文人玩的高雅游
戏。上面是集句联，还有集句诗。
比如，南宋文天祥集杜甫的诗高达
200 首 。 其 中 一 首 是 ： 读 书 破 万
卷，许身一何愚。赤骥顿长缨，健
儿胜腐儒。

除了集句，还有隐括。这可算
是 中 国 文 脉 传 承 中 的 “ 独 门 神
技”。所谓隐括，就是改写。你文
章的立意，我全部保留，我改的
是文体。把别人的文章改为诗改
为曲或改为赋。其中，改诗文为
词的，最多。隐括顶层高手，当
然有苏轼。苏轼被贬到黄州，改
陶潜的名作为 《哨遍》。其中有句
是“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

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
味”。

《哨遍》 前言是：“陶渊明赋
《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
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
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
意。乃取 《归去来》 词，稍加隐
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童
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
之 ， 扣 牛 角 而 为 之 节 ， 不 亦 乐
乎？”大家看到“稍加隐括，使就
声律”没有，这按现代观点，也得
先征求陶渊明同意吧？

以“小满视频文案抄袭”为话
题，扯到历史上了，扯远了。如何
看待这一事件？有法在。有法在，
抄袭难分明也可判明。法条上，对
抄袭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打起官
司，法院依法认真判，相关当事人
认真履行就是。那么，或有人问：
你梳理半天古代的抄袭手法，又是
何意？

世界电影界，有这样特殊的手
法，那就是把前辈大师的某影片中
的桥段直接用在自己的电影中，以
致敬大师。以此观之，中国文脉传
承中，仿写，集句，隐括，如此之
类，也可作如是观，也完全可以说
是对名人名作的一种致敬。这是企
羡，即使按现代观点涉嫌抄袭，但
其胸中跳动的，可是一颗谦卑的
心。

是的，敬畏谦卑，就是古代抄
袭和现代抄袭最内在的区别。是
的，从事文化产业，如果知道他人
文章的好，还知道尊重他人的脑力
劳动，那么，像这样为了自己的物
质利益几乎“一字不差的搬运”，
就不会发生吧。

希望有关“大意”的人从事件
中懂得知识产权的价值，希望更多
的人清楚：心怀敬畏，才能更好地
行走在圆满的路上。小满之后无大
满，但愿，小满之后亦无抄袭。

抄袭：从古到今理分明

温 故

要投资，先投知 田志仁 绘

随思录

漫画角

“帽子戏法” 王 铎 绘

◀◀

◀◀

桂晓燕

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今
天我们来聊聊孩子们的眼睛健康问
题。先讲一个民间流传的近视眼故
事。

说是有一个近视眼先生去赶
集，在集市上买了一瓶油。准备付
钱时，他想腾出手来掏钱，看到墙
上正好有一枚钉子，就把油瓶往钉
子上一挂。只听到“砰”的一声，
油瓶掉在地上跌得粉碎！原来那不
是钉子，是一只蜻蜓。

近视眼先生垂头丧气回到家
中。准备开门时，看到蜻蜓正停在
门边，心想，看老子不拍死你！举
起手来一巴掌拍将过去。只见他一
下子痛得跳了起来！凑近一看，原
来这回真是枚钉子。

这个故事当然只是传说。不过
近视眼在生活中的种种不便和尴
尬，却是实实在在的。由此也产生
了一句宁波老话：“近视眼，挂油
瓶，错把蜻蜓当铁钉。”

近视眼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当然，无论古今中外，近视眼的主
力军，都是手不释卷的读书人。中
国古代近视的文化名人，有战国的
韩非子，唐代的韩愈、白居易，宋
代的欧阳修、苏轼，明代的祝枝
山、清代的纪晓岚等等。他们有的
在诗文里吐槽过自己的视力，有的
则是别人有相关记载。

韩愈、白居易他们戴没戴眼
镜，我不知道。不过至迟在明代永
乐年间，社会上已经出现和现代差
不多的眼镜了。从中国历史博物馆
所藏的明代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家金店
门口，有一位老先生，鼻梁上就架
着一副眼镜。不过人群中也只有他
一人。可见在那时候，戴眼镜的人
尚属凤毛麟角。

时至今日，戴眼镜的人不要太
多哦。尤其是我国青少年的近视
率，已经超过“近视大国”日本，

“雄踞”世界第一！据统计，目前
中国小学生的近视率在 40%左右，
而美国的这一数据为 10%；中国的
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人数，更是
突破了 70%！可以说，我国青少年
的眼睛健康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
重的程度，必须引起学生本人和家

庭、学校、教育部门乃至全社会的
高度重视。

老宁波也许还记得，自己小时
候读书的年代，班级里戴眼镜的同
学屈指可数。那“一小撮”人，经
常被“广大群众”起外号，什么

“四只眼”“茶杯底”“玻璃窗”，甚
至还有“四眼狗”。如果说前面几
个还算无伤大雅的话，最后一个就
过分了。近视眼同学会有气：得了
近视眼，已经不方便不开心了，还
要被你们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情
况逐渐颠倒过来了。原来的“一小
撮”变成了“广大群众”，“广大群
众”变成了“一小撮”。有一张漫
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变化：
小学毕业合影，“四只眼”只有一
个，形单影只；初中毕业合影，戴
眼镜与不戴眼镜的，各占一半，平
分秋色；到了高中毕业，不戴眼镜
的成了孤家寡人，合影照上只见眼
镜连着眼镜，“交相辉映”，让人看
了非常刺眼！

现在我国青少年的近视率，为
什么这么高？原因比较复杂，主要
的有以下几条：

睡眠时间不足。研究发现，引

起眼部神经功能紊乱的第一个因
素，就是缺乏睡眠。由于功课紧，
考试压力大，现在中国孩子的睡眠
时间普遍不足，以至教育部门特地
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
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也就是俗
称的“睡眠令”。

体育运动太少。前不久，权威
眼科专家——上海汾阳路五官科医
院的院长，在电视节目中告诉观
众：体育运动是提高体质、促进眼
部健康、增强眼睛功能的重要途
径。一定要让孩子多在户外阳光下
进行体育锻炼。他特别强调户外和
阳光下这两点。

玩手机时间太长。手机对视力
的损害，已经为许多专家从理论上
阐明，也为无数事实证实。所以家
长必须切实控制孩子玩手机的时间
和节奏，抓得越具体越细致越好。

原因找到了，怎么防治孩子近
视，也就找到了相应的办法。针对
这些原因，学生、家长、老师等，
有的放矢认真去做就是了。关键是
持之以恒。

愿中国的孩子，人人都有一双
明亮健康的眼睛。尽最大努力，不
当“错把蜻蜓当铁钉”的近视眼。

近视眼，挂油瓶，错把蜻蜓当铁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