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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轩 孙善根

宁波帮形成于明清时期，崛起于
近代，是一支推动所在地区乃至中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尤为可贵的
是，长期以来，宁波帮富而思进，富而
好义，乐善好施，加之宁波悠久的慈
善传统熏陶，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公益
意识与家国情怀，热心公益事业，特
别是致力于造福桑梓，积极投身家乡
振兴与慈善公益事业，成为促进家乡
发展的重要建设者。

兴办实业，助力
家乡发展

1905 年，由宁波帮联合本地商
人创办的宁波和丰纱厂，即以“和众
丰财”为初衷，意思是大家一起发
财。这一宗旨，在其极为分散的股东
结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当时，不仅大批旅外宁波商人
加入其中，宁波本地中小商人乃至
普通市民，也都成为和丰的股东。
特别是一些从乡村中走出去又富有
实力的宁波商人，在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在家乡从事颇具规模的综合
性乡村建设活动而引人注目。

其中，姜忠汾在鄞东梅墟姜家
陇、李志方在东钱湖莫枝、乐振葆
在鄞县宝幢、孙梅堂在鄞县北渡、
董杏生在镇海庄市、王养安在慈西
丈亭以及虞洽卿在镇海龙山都卓有
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乡村的建
设与发展。

如在鄞东姜家垅，凡村政、道
路、桥梁、农田水利、教育、救济
以及一切“养生送死”等事，姜忠
汾都视为己任，前后共捐助 40 余
万大洋。因而，姜家垅建设完备，
被称为“自治模范”。

1931 年 11 月，时人在 《宁波
模范村之巡礼》 一文中写道，“那
里 有 齐 整 的 村 屋 ， 康 庄 的 石 路 ，
有 警 察 所 ， 有 消 防 队 ， 有 学 校 。
电话是直通宁波的，电灯杆已经
用 水 泥 堆 砌 着 ， 立 在 沿 河 ， 公
园、医院也在设备之中。”而在慈
溪三北龙山，上海商界闻人虞洽
卿更是本着社会事业“先从本乡
做起”的初衷，为家乡建设不计
成 本 ， 先 后 投 入 近 300 万 元 ， 开

辟 轮 埠 ， 兴 修 水 利 ， 建 造 公 路 ，
设立学校与医院，兴建街道，乃
至建小火力发电厂、轻便铁道、电
报局，使龙山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
村，乃至有“小上海”之誉。

在当代，旅德宁波华侨陈名豪
长期在外创业，心系家乡鄞县定桥，
于上世纪 90 年代设立“定桥公益基
金 ”，实 施 建 设 定 桥 的“ 五 年 计
划”——安装自来水、整治村容，建
造村内主干道，筑村河堤，重建村校
及村祠堂，接通姜（山）定（桥）公路，
等等，原来粪缸朝天、贫穷落后的定
桥，“华丽转身”为村容整洁、别墅连
排、远近闻名的村庄。

由族及里，先乡
后国，热衷慈善事业

近代，由于国家救济的严重不
足乃至缺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
助，主要通过慈善事业进行。

近代以来，在宁波帮的大力参与
和支持下，宁波慈善事业发达，不仅
种类繁多，而且颇具规模。从家族救
济到社区救援，从传统善举到现代慈
善，从常态救济到临时救助，可谓应
有尽有，尤其注重孤寡老独、贫民灾
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与医疗、教
育、水利等投入较大的公益事业。其
广度与力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
度，而使宁波一地有“义乡”之誉。

如钱业商人严康懋发迹后，“不
敢偏钱以自私”，先族后里，“老安兼
少怀”，大力举办各类慈善公益事
业，“诚一乡之善士”。据时人估计，
严氏经商所得十之五六用于族人救
济与地方善举。为此，1929年其不幸
病逝时，“闻者惜之，饥寒痛失依”。

棉纱大王徐庆云，1931 年病
逝时遗产 150 万元，遗愿以 50 万元
在上海举办善举，50 万元在家乡

举办慈善事业，立学校、医院、养老
院、孤儿院各一所，以 10 万元为其
他善举。其慈善力度之大，可见一
斑。如果说慈善是社会财富的第三
次分配，那么可以说，近代宁波对
此进行了有益探索。

荐人职业，帮助
乡人走上富裕之路

航运业商人李志方曾言：借钱
助人只助人一时，荐人职业才是治
穷之道。为帮助家乡父老脱贫，李
志方极力引荐他们出外经商，特别
是鄞东沙家垫李氏后裔在李志方的
引荐下，几乎都吃了“轮船饭”。

其中不少人及其后代卓有成就，
如今活跃在香港工商界的著名实业
家、慈善家李达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李达三是香港宁波同乡会创会会
长，并在海内外均有广泛的捐赠，仅
向母校复旦大学就有 10 余次捐赠，
2016年又向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宁
波大学以及香港三所高校合计捐赠7
亿元。提起李志方，返乡的李达三连
连称道，说李志方是他们李氏家族的
大恩人、大善人。

而在近代镇海城乡，广泛传播
的一则谚语：“依澄衷，不忧穷”，
更是形象地说明了“五金大王”叶
澄衷对当地乡亲脱贫致富的引领作
用。据不完全统计，直接受叶澄衷
提携的镇海籍五金帮商人有数十
位，至于一般的受雇人员，更是不计
其数。无独有偶，上世纪 90 年代，在
旅德商人陈名豪的举荐下，仅有数
百人的鄞县定桥小村，不到 6年就有
100多人到海外当海员，几乎惠及全
村所有家庭，并成为当时定桥人家
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作者单位分别为：镇海区委宣
传部、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

“和众丰财”:宁波帮与共同富裕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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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旭

陈禾，字秀实，鄞县人，北宋
元 符 三 年 （1100 年） 中 进 士 后 ，
任郓州司法。

在任上，陈禾经过深入调查，
了解一些死囚的冤屈，竭力为他们
申冤，他的才干也被发现，不久就
转任潍州教授、婺州教授。他在州
中传授经学，讲课生动，一时学子
们争相求学，乡俗学风为之大变，
朝廷闻其盛名，召为学正博士。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提拔为
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在任上，
陈禾弹劾了蔡京之子蔡倏、何执中
的女婿蔡芝、蔡京亲信酷吏李孝
寿 等 。 陈 禾 身 为 言 官 ， 不 惧 权
贵，很快得到众大臣赞赏。他调
任左正言，左正言是官职名，宋
朝 官 职 设 置 门 下 省 ， 又 称 “ 左
省 ”。 其 长 官 名 义 上 是 门 下 侍
中，但很少委任过，实际上有名
无职。副长官是门下侍郎，另外
委 派 一 名 给 事 中 任 “ 判 门 下 省
事”，掌管本省实权。其属官有左

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
左正言以及给事中等。

当时，童贯把持朝政，和黄经
臣一起执掌大权，与御史中丞卢航
表里为奸。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
道，蔡京与童贯，都是宋徽宗时代的
权奸。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里写
道：“（童贯）进用被宠，继西边用兵，
又以功进。于是缙绅无耻者皆出其
门，而士论始沸腾矣，至以蔡京为
比。当时天下谚曰：‘打破筒（童），泼
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

陈禾上奏宋徽宗，弹劾童贯，说：
“天子大权怎么可以旁落到一个太监
手里，希望立马放逐童贯到远方”，又
以汉唐时候的宦官之祸为例，参黄经
臣恃宠弄权、扰乱朝政的罪责。

直讲到华灯齐放，徽宗已听得
不耐烦，便拂衣而起，说“朕饿了”。
陈禾一把拉住徽宗的龙袍袖子说：

“请陛下听完汇报。”徽宗一抬袖，
“嘶啦”一声，袖子被扯破。

徽宗说：“正言把朕的衣服扯
碎了。”陈禾说：“陛下不惜碎衣，臣

难道怕碎脑袋吗？”声泪俱下，言辞
恳切。徽宗虽然脸上不好看，但被他
的忠心感动，说：“你如果不怕死，那
我有什么忧愁的呢？”内侍请徽宗换
衣服,徽宗说：“把这碎衣留给旌扬
敢说话的直臣。”

不过，这次事情后，陈禾并没有
扳倒童贯。童贯则指使爪牙说陈禾
的坏话，“目前太平盛世，岂能听陈
禾这样不吉利的话！”又添油加醋地
说陈禾狂妄至极。徽宗说：“这个人
就 是 这 个 样 子 了 ，难 道 你 不 能 容
他？”虽然徽宗说了句公道话，但终
抵不住三人成虎，陈禾终被调离政
治中心。后来遇朝廷大赦，陈禾得以
回归故乡鄞县。

《红楼梦》里，王熙凤说“舍得一
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宁波老话
也说“拼伊一只头，皇帝打伊佝”。这
两句话同理。言官的职责，就是要有
话直说，让民意及时上达。许多官员
发现问题，不敢说，不想说，明哲保
身，甚至官官相护。

诸葛亮在 《出师表》 中，告诫

蜀汉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
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喜
欢听好话，听奉承话。汉武帝雄才
大略，但 《史记》 里记录，他晚年
为了求长生之道，对一些方士骗人
的话深信不疑，被忽悠得团团转。
忠言常常逆耳，唐太宗因为魏徵的
直谏，也曾多次火冒三丈。

陈禾一身正气，有风骨。在朝
廷时，不论是蔡京，还是童贯，陈
禾都不畏惧他们。哪怕皇帝，不听
忠告，他就拉住袖子。他完全置自
身安危于不顾，始终把敢言尽责放
在首位。

陈 禾 死 后 ， 朝 廷 追 谥 “ 文
介”，安葬在东钱湖二灵山。二灵
山原有他的读书处二灵山房，山下
有二灵寺、二灵塔，“二灵夕照”
也是钱湖十景之一。

显 然 ，正 直 的 陈 禾 是 一 个 清
官形象，值得宣讲，或许就有了如
今 的 越 剧《走 马 御 史》，讲 述 陈 禾
不畏权势、直面奸佞、秉公执法的
故事。

陈禾：扯碎皇帝龙袍的御史

吴启钱

前段时间，问一个朋友最近都
去哪些地方吃喝玩乐，朋友说，哪
儿都没去，哪儿都不想去，能省就
省。我很惊讶，他却说，我不是说省
钱，而是省事省力省心，去哪儿都
无 比 麻 烦 ，玩 什 么 都 既 花 钱 更 费
事，最佳选择就是省。

另一个刚从宁夏旅游回来的
朋友抱怨说，五天行程排了五次
队做了五次核酸，被迫关注了四
五个检测机构的公众号，极不情
愿地填写了五六次个人信息。重
复 低 效 ， 烦 不 胜 烦 ， 玩 得 很 不
爽 。 在 生 活 彻 底 回 归 正 常 之 前 ，
再也不想把时间与精力拿出去被
如此折腾了。

主观上省事省心，客观上省
了钱，结果是抑制了消费。

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
动力，经济学家对消费和如何促
进消费的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
栋 。 在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加 大 的 时
期，政府刺激政策的着力点，也
主要放在提振消费上。但是，一
些看上去很好的政策，却不太见
效，或者说见效较慢。

消费作为一个术语，是现代
经济学中的概念，但作为人类的
一种行为，它有很长的历史。正
是这种消费行为，人类开始逐渐
从动物性的生存，向富有人性的
生活迈进，人类社会也进入了文
明 社 会 。 生 存 与 生 活 ， 一 字 之
差，本质却不同。

生存仅仅是生命的存续，即
维持生命的长度。为了生存，人
会不厌其烦，不畏艰难，无惧痛
苦，遑论尊严，因为没有什么比

活下去更重要。这是人性的底色，
也是一种别无选择的无奈。不过，
一旦生存有靠，生命无虞，或者说
生理上的需求获得保证，人又会表
现出人性的另一面——

人总不满足，不仅要维持生
命 的 长 度 ， 还 要 拓 展 生 命 的 宽
度，丰富生命的厚度。这除了要
获取物质之外，还需要获取非物
质产品，以改善生存条件，获得
精 神 愉 悦 ， 维 护 人 的 尊 严 ， 于
是，消费进入了生活。

人在消费过程中，又总是力
求省力省事省心，讨厌束缚，排
斥繁琐，拒绝多事，更不喜欢节
外生枝。虽然人们在很多消费项
目上，越来越愿意花钱，甚至愿
意耗时费劲以享受其过程，而一
旦 在 消 费 中 得 不 到 开 心 和 快 乐 ，
消费也就不再是必须，“还是省省
吧”，就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

这其实就是消费与人性之间
的 纠 缠 。 因 此 ， 经 济 学 家 认 为 ，
消费始终来自人性。这是鼓励与
提升消费的逻辑起点。所以，鼓
励和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如果
能够尊重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满
足省心省事省力的人性要求，就
能即时产生有效消费。而如果不
创造一个可以让人省心省力省事
的 消 费 环 境 ， 人 就 会 从 本 性 出
发 ， 能 省 则 省 ， 除 去 生 存 之 必
需，不在生活中多花一分钱。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强
调疫情防控“九不准”，出台新版
疫 情 防 控 方 案 ， 就 是 在 “ 人 性
端 ” 发 力 ， 在 “ 消 费 端 ” 结 果 。
据悉，单是“行程卡摘星”这一
举措，就已经让一些地区出现了
火 车 票 、 飞 机 票 一 票 难 求 这 种

“好久不见”的盛况。
这说明，有符合人性的消费

环境，提振消费就不难实现，因
为人性无法作假。

消费与人性

桂晓燕

自从互联网横空出世，给人类
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
最直接最显著的功能，就是为人们
提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
皮，应有尽有、浩如烟海的各类信
息。

有一个出自 《庄子》 的成语
“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饱读诗
书，学问渊博，读的书能装满五辆
马车。当然，庄子时代的书是用竹
简编成的，竹简上的字是用笔墨书
写的，与现代的纸质印刷品，不可
同日而语。有人计算出五车书的知
识量，大约相当于 800 万字，现在
用一个小小的 U 盘来收藏，就绰
绰有余了。

网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
量信息，在极大地方便人们的同时，
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时有假
新闻混迹其中。而每逢六七月份的
高考季，往往会有一些与高考有关
的假新闻粉墨登场。今天我们就来
看一看，常见的有哪些假新闻，有
哪些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识别。

每年的高考试卷中，作文题总

是最引人瞩目的。与高考有关的假
新闻，很大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满
分作文”或“零分作文”。而事实
上，迄今为止，号称高考“满分作
文”或“零分作文”的，基本上是
假新闻。那怎样来识别它们呢？

一是看消息发布时间。凡是高
考刚结束，就快速出笼的，可以送
其一顶“假新闻”帽子，不会冤
枉 。 例 如 ， 今 年 6 月 7 日 开 始 高
考，9 日结束。14 日那天，笔者就在
网上看到“安徽考生的零分作文”
了。更有甚者，2019 年 6 月 8 日，高
考还未结束，阅卷还未开始，笔者就
收到《高考满分作文出来了，震撼
13 亿人！》 这样的帖子。

大家知道，高考是一件非常严
肃的事情。高考的分数属于国家机
密，任何人不得提前透露；要等阅
卷工作全部结束，允许查分时，外
人才有可能得知。这一般在高考结
束半个月之后。所以，6 月 8 日、14 日
就公开的高考“满分作文”“零分作
文”之类，都不可信哦。

二是查高考作文题目。例如，
2018 年有一篇题为 《酒》 的文章
在 网 上 火 了 ， 传 播 量 有 5000 多
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酒”字，
却句句都在谈酒，引经据典，妙笔
生花，让许多人啧啧称奇。号称是
该年的高考“满分作文”，作者是

哈尔滨的考生王玲，已被保送至清
华大学云云。

其实这篇 《酒》 是假新闻，也
可以说是好事者“酿制”的特殊

“假酒”，为吸引眼球，扩大影响，
借用“高考满分作文”的噱头，进
行推销。我们不必打听王玲是哪个
学校的考生，也不必询问清华有没
有 这 样 的 保 送 生 ， 只 要 查 一 下
2018 年的高考作文题，就知道黑
龙江省使用的是全国二卷，作文题
目为 《幸存者偏差》，并非 《酒》。
全国一卷和自行出题的省市，也没
有 任 何 一 张 试 卷 的 作 文 题 是

《酒》。也就是说，这根本就不是一
篇高考作文。

这篇所谓的“高考满分作文”
《酒》，自从 2018 年“酿制”成功
“上市”后，此后几年直至今天，
每当进入高考季，它就会重出江
湖，继续醉人。希望读者尤其是考
生，不要相信。

如果你认为凭着一篇标新立异
的作文，就有保送进入名校的机
会，那未免太天真了哈。众所周
知，现在高考成绩是看各科总分，
不像古代，凭一篇美文就能金榜题
名。曾有高考生别出心裁，用甲骨
文写作文，希望引起阅卷老师注
意，青眼相加。甲骨文确实让阅卷
老师惊喜，怎奈这名考生其他各科

成绩太差，也只能是一声叹息。所
以还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打好
各科基础，才是最靠得住的。

除 了 比 较 常 见 的 “ 满 分 作
文”“零分作文”外，高考季还有
一种很有“高考特色”的假新闻在
朋友圈传播。基本套路是这样的：
某考生的录取通知书掉在公交车
上，现放在公交总站，等你自己去
拿。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请所有
人转发，让更多人看到，找到这位
同学⋯⋯

看似一条富有同情心的消息，
其实是利用人们的善良，通过大量
转发，骗取流量。

大家想一想啊，录取通知书上
不是有考生的姓名、地址吗？直接
邮寄过去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大
费周折，让无数网友转发寻人呢？
这不是等于告诉别人：我这个就是
忽悠你们的假新闻！

发现制造假新闻的好事者，特
别喜欢李仕兰这个姓名。去年说李
仕兰掉了录取通知书，今年又说李
仕兰掉了录取通知书，不知道明年
李仕兰的录取通知书会不会再掉？
呵呵！

读者朋友们，同学们，让我们
擦亮眼睛，识破高考季的假新闻。
祝大家夏日安康，常收到令人愉快
的好消息！

高考季的假新闻与识别

读读 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