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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文化相对落后和认识世
界较为局限的古代，遭遇奇异天象
或自然灾害，君王多会采取祭祀诸
神、大赦天下等迷信做法来应对。
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和
晏婴，凭着朴素的唯物思想和经济
学理念，在治理灾害上，不务虚
功、务实亲民，为后世提供了有益
借 鉴 。《史 记》 中 也 以 “ 管 晏 列
传”，记述了他们治国理政的事迹。

《晏子春秋·谏上》 载，有一
年，齐国遭遇大旱很长时间，齐景
公召集群臣商议赈灾之法：“已经
很久没下雨了，老百姓因灾荒而饿
肚子。我命令占卜干旱的原因，是
作祟的鬼怪藏在高山和水里的缘
故。我想稍微多征一点赋税，祭祀
山神，可以吗？”

晏 婴 劝 谏 道 ：“ 不 可 以 这 样

做，祭祀山神没有益处。山神以石
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下雨，
发将要焦黄，身体也会暑热难当，
它就不想下雨吗？它自身尚且难
保，祭祀它又有何用？”

齐景公又说：“这样不行，那
就 祭 祀 河 神 ， 可 以 吗 ？” 晏 婴 回
答：“也不可以这样。河神以水为
国，以鱼鳖为臣民，天久不下雨，
泉水将断流，河川也就干涸，它的
国家将消亡，鱼鳖臣民也会干死，
它就不想要雨水吗？祭祀它又有什
么用呢？”

齐景公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晏婴说：“君主可以试着离开宫殿，
住在野地里，和山神河伯一起为民
祈雨，或许就可以求得雨啊！”

同为齐相，早于晏婴近两百年
的管仲，对灾害另有一番治理之
道。在 《管子·乘马数》 中，就有

管仲对于国家遇有大旱大涝之灾的
言论：“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
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
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
也，以平国策也。”

意思是，如果遇上大旱大涝的
灾年，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务农，生
计没有着落，则可以大兴土木修建
宫室楼台，雇用那些家境贫寒、穷困
潦倒，连猪狗都养不起的穷人以做
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
为了君王观赏享乐，而是实行国家
投入建设以恢复民生的经济政策。

管仲对待灾害，并没有采取传
统的施以人力物力救助的赈灾之
法，用的是刺激内需提供就业岗
位的办法，激活了修宫室台榭所涉
及的不同行业，使百姓有活干、有
收入。同时，管仲并不是推崇劳民
伤财的大兴土木，而是指出君王不

分“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侵
占农民耕作的时间和精力、大举兴
建楼堂馆所的奢靡做法是不可取
的。这与他主张的遭遇严重灾害
时，靠修建宫殿来拉动经济，有着
本质区别。

管仲、晏婴治旱救灾，指向一
样，皆是救国为民。晏婴抓住的是
君王这个关键，如果灾害之下，君
王胡乱施政、错发诏令，只会生灵
涂炭，雪上加霜。晏婴采取让齐景
公“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
忧”的举措，也出现了“天果大
雨”的神奇，然而这种象征性的做
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救灾治旱。当
然，能匡正主政者的治国理政观
念，不迷信鬼神，主张施以德政、
体恤底层民众，已属难能可贵。

与晏婴力主亲民仁政不同的
是，有着经济头脑的管仲，注重以务
实之策治国理政。他的主张，与现在
加大基建投入，扶持中小微企业，刺
激内需、增加就业以拉动经济增长
的做法如出一辙，也与现代经济学
理论“乘数效应”不谋而合。

晏婴、管仲治旱

王婧燚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
圣母等，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海
神。“妈祖”一词本是福建人对妈
妈的尊称，而后成为沿海地区人民
共同信奉的海洋神祇的称谓。

妈祖信仰发端于宋朝，遍及东
南沿海，是靠近江河湖海的居民所
信仰的护海女神，是我国航运史上
木帆船时代的产物，也是东南海洋
文化的重要写照。

一
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港口，不仅是妈祖文化最早的
传入地区之一，还与妈祖最终被官
方认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 载 ， 北 宋 徽 宗 宣 和 五 年
(1123 年)，朝廷派遣给事中路允迪
等人由明州定海 （今宁波镇海） 前
往高丽。归途中遭遇海上风暴，一
行人冒着风雨跪在船头祈求风平浪
静，忽然看到南方有祥云载一妇人
而来，所经之处立刻波澜不惊，满
船人员也奇迹般躲过一劫，并于五
日后顺利抵达出发地宁波。

事闻于朝，宋徽宗感念妈祖救
助海难的善举和能力，特地下诏册
其为“顺济夫人”，并赐庙额“顺
济”，妈祖信仰便从此得到了朝廷
的认可。

宁波地区的妈祖文化，素以起
源早且声势大闻名。据考，提出在
宁波修建天妃宫的乃是来此经商移
居的福建人及其后代，他们将从家
乡带来的信仰带到宁波，以求“海
运平安，生意兴隆”。

宁波供奉祭祀妈祖的天妃宫始
建于南宋时期，宁波地区先后建有
八座天妃宫，以位于东渡路天妃宫
为首，是为母宫，在三江口南北海
商公所附近及长春门外各有一别
庙，另外三座则都位于甬东。后
来，又在镇海、大嵩建有两座天妃
宫，宁波地区的天妃宫便有八座。
据史料记载，宁波地区的天妃宫数
量最多时有 200 多座，数量如此之
多的天妃宫使得妈祖信仰遍布宁波
各处。见证着宁波海洋文化和海洋
贸易的繁盛。

二
在众多的天妃宫中，历史最

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就是东
渡路母宫。这是宁波首个天妃宫。
老一辈宁波人或许对天妃宫还有些
残存的记忆，但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个名字却只是篆刻在纪念碑上的
符号，如同遥远的传说。

东渡门外的天妃宫，位于海曙
区江厦街与东渡路的三角地段，原
址在今华联商厦一带，最后一次修
葺时的官称“宁波府灵慈宫”，民
间俗称则是“天妃宫”，又称“旧
天妃宫”。

它始建于南宋绍熙二年，由福
建莆田船主沈法询所造。据传沈法
询曾在南海航行时遇到风暴，危急
关头，他因祈求妈祖而躲过一劫。
回到宁波后，沈法询感激相救之
恩，便将自己的住宅捐出，修建为
庙宇，同时又增加了部分官地，捐
资募众，由此诞生了浙东地区第一
座妈祖庙(天妃宫)。

此后，多次损坏重建。元朝皇
庆元年天妃宫重建，增建后殿、斋
房，造祭器。清康熙年间再建，雍
正五年敕号“天妃宫”，规模逐步
扩大，建筑也更为雄伟。道光时
期，来自慈溪、镇海、鄞县籍九位
北邦槽船商又发起整修、扩建，规

模增到前后三殿，也使得天妃宫成
为“城东巨观”。

晚清时，这里成为宁 波 城 规
模最大的妈祖祭祀及同业聚会场
所，江厦街后东渡路也成为宁波
的商业中心。宁波人常以“走遍
天下，不如宁波江厦”来形容江
厦地段的繁荣，其中不乏天妃宫
的因素。

每到农历三月二十三天后神诞
日，天妃宫内便会由官方设下祭祀
仪式，殿内按固定程式准备包含
花、果、茶、酒、面、饭、糕果、
六 斋 的 “ 筵 桌 ”， 庙 内 则 烧 香 焚
纸、开锣唱戏，热闹非凡，使得本
来已十分拥挤的东门口和江厦街人
潮涌动、摩肩接踵。天妃宫不仅是
供奉神祇的庙宇，还是带动经济的
重要商业活动场地，各行各业也因
此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三
天妃宫还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参

观游览去处，提供了解宁波民俗文
化和建筑风格的重要窗口。

宁波地区的诸多天妃宫素以壮
丽辉煌而著称，雕梁画栋、美轮美
奂，东渡路天妃宫更是其中的魁
首。1863 年，时任浙海关代理税
务司的英国人包腊就曾前往天妃宫
参观，并用相机拍摄了大量照片。
除恢宏壮丽的正殿与戏台之外，他
关注的重点便是殿前这些精美绝伦
的石雕龙柱。他将这些照片归入到
他走访宁波城乡各处形成的影集

《包腊相册》 中。
1872 年，由上海乘船到宁波

的苏格兰摄影师、旅行家和地理学
家约翰·汤姆逊由三江口登岸。他
也拍摄了一组以天妃宫为主题的照
片，壮观的石雕、精美的戏台、葱
郁的植株，使他终生难忘。后来，
他在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 第三册
中专门为天妃宫照片配文，盛赞这

是中国庙堂建筑最好的样本。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建筑师

斯特·柏石曼也拍下了天妃宫包括
正殿内景、戏台、石桥等在内的许
多极为珍贵的照片，并收录在 《中
国建筑与景观》 摄影集中，成为后
世了解天妃宫的珍贵档案和重要史
料。天妃宫见证着近代中西方的交
流。

四
1949 年 9 月 20 日，国民党败

退大陆，对宁波灵桥进行轰炸，原
本华丽的天妃宫被以“暗驻共军”
为名夷为平地，七百五十余年繁盛
就此中断。1982 年 8 月，为配合宁
波城市建设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
所和宁波市文管会联手对天妃宫遗
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多处元
明清时期建筑遗迹，如正门、正
殿、厢房，以及水池和石桥等，同
时也出土了精致华美的石雕物品与
纹样丰富的砖瓦饰件。

2018 年，宁波市在其原址上
矗立起一座高 2.4 米的宁波天妃宫
遗址青石碑塔，其基座为六边形，
塔身刻有天妃宫介绍碑文，灯室内
刻妈祖像，供后世追忆纪念。

宁波天妃宫近八百年的历史，
是构成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容之
一，是我们研究宁波南宋以来贸
易、航运、商帮各方面活动的重要
见证，也是研究浙东地区民俗风
情、信仰崇拜的考证材料。

虽然天妃宫早已在战火中化为
一片瓦砾，但是庆安会馆和安澜会
馆等天妃宫附属部分却保存至今，
继续发挥它传承妈祖文化的重要作
用，见证着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港口的历史地位。而妈祖文化
所体现的海洋文化中的勇敢无畏、
不屈不挠的特质，也深刻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宁波人。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历史系）

天妃宫：旧时宁波海丝之路的见证
吴启钱

我有一位亲戚阿婆，特别热情
好客。小时候跟母亲去她家做客，
饭桌上差不多每顿都会有一小碗
肉。她每次都会夹一块肥肉到我碗
里，并且顺势用筷子将肉捣成更小
的碎块，与饭混在一起，说小孩子
要多吃肉才能长得快。那应该是当
年对客人最好的款待了。

然而，我却不领情，因为我一
直不喜欢肥肉。当时在学校里正读
到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
的话，于是私下里跟母亲抱怨了阿
婆的行为。母亲不高兴了，板脸训
道：“不识好歹！肉谁不喜欢，你
没看，阿婆自己一块也舍不得吃。
下次不带你去了。”

难道阿婆自己喜欢的，也要我
喜欢吗？我仍然不解，也不服。并
且，这样的“不识好歹”，竟然成
了我的一种生活态度。

所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场面
上的应酬，在餐桌上我一般不喜欢人
家给我夹菜，也几乎不给别人夹菜。看
上去有点冷漠，但我有我的道理——
我不愿意被强迫，哪怕是为我好，哪怕
你是以“好东西要与人分享”之名。

我的想法是，好东西摆在那
里，你喜欢的你自然会选择；你不
喜欢的，我替你选择也没用。而
且，我喜欢的不等于你也喜欢。

这在法律上叫“自愿原则”。《民
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
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
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
关系。自愿原则即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内，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想我
所想，爱我所爱，自己说了算，任何
人都不能强迫、胁迫、威胁我，让我

做出选择或者判断。
在正常社会，一个人只有具备

了这种行为自由，才能充分发展自
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尊严，实现
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市场经济
中，民事主体的合同行为越自由，
就意味着交易越活跃，选择越多
样，经济越有活力。

但违反自愿原则的事情，并不
少见。比如，在市场交易中，实施欺
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迫使对方做
出选择。前些年，街头的切糕买卖
中，就掺杂着强卖；某些农村地区女
孩被逼婚等，是非自愿的法律行为；
酒桌上以某种胁迫方式劝酒，也是
一种违反自愿原则的事实行为。

随着社会进步，上述行为越来
越少了。不过，还有一种行为，表
面上“为你好”，但不问你是不是
需要、愿不愿意接受。这种情形经
常发生在家庭内部，父母与成年子
女之间。结果是一厢情愿“施惠”的
父母，责怪子女不领情，不感恩；不
情愿“受惠”的孩子，则抱怨父母多
管闲事，干涉自由。“你来我往”多
了，亲情可能就生出嫌隙来。

这种行为，虽然没有恶意，却同
样违反了自愿原则。所谓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看上去很美好，殊不知，
赠人玫瑰的结果，很可能是香留在
赠者手上，而刺扎进被赠者体中。

法律规定，对违反自愿原则的
行为，我们可以选择说“不”。说

“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拒
绝，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
自己的事务。另一种是请求法律保
护，因为意志被扭曲而做出来的事
情，只要是被逼的、被骗的、被迫
的，受害人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时
间内反悔，并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所谓的法治社会，不仅是“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应“己之
所欲，慎施于人”。

己之所欲，慎施于人

王东京

众所周知，基础研究的目的是
发现规律 （定律或定理），而且我
们还知道，规律只能利用，不能创
新，更不能人为地创造。比如“圆
周率”，即便今天科学家没有发现
它，圆周率也客观存在。

与基础研究不同，科技创新则
属于发明。顾名思义，发明是指以
前没有的技术 （产品），而现在创
造出来了。比如发明了蒸汽机，发
明了电，发明了互联网。这三项技
术 （产品） 皆是从无到有，假若没
有人发明，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
上说，科技发明属于创新。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基础研究
既然是发现规律而不属于创新，中
央为何要强调重视基础研究呢？或
者问：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到底是
何关系？

创新是一连串事件，而源头是
基础研究。或说基础研究是创新的

“最先一公里”。想想也是，假若没有
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也许至今没
人会想到用钢铁造船；若没有“伯努
利定理”，恐怕也不会有人造飞机。放
眼看世界，迄今还没有一个基础研究
落后的国家而成为科技强国。

由此可见，推动科技创新，关键
在于强化基础研究。其实这道理说
起来大家都懂，问题是怎样才能让
学者专注于基础研究。我们知道，基
础研究的成果是定理或定律。一旦
公之于世，其使用便不排他。比如阿
基米德“浮力定律”，威尔森可用它
造铁壳船，别人也可用它造水上公

园。若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说，基础
研究成果是典型的“公共品”。

是的，困难就在这里，创新性
技术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有偿转
让，创新性产品也可通过市场出售
取得收益。可由于定理或定律的使
用不排他，无法向使用者收费；而
且由于它们没有直接的商品载体，
也无法在市场上出售获利。

从这个角度，也就解释了目前
国内学者对基础研究为何热情不高
的现象。学者当然要有情怀，但他
们同时对物质生活待遇也会有追
求。也正因如此，中央提出财政要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在一定时
期，政府财力总是有限的，仅就科
技创新来说，希望得到财政资助的
项目也很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
不分轻重缓急，僧多粥少，财政资金
只能天女散花。实践表明，财政资金
过于分散，对推动创新的效果并不
理想。而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财政就
应该收缩战线，重点资助基础研究、
撒手锏技术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将
民用技术创新推向市场融资。

具体到政策操作层面，我最后
想提三点建议：第一，由于从事基
础研究的学者不能通过市场取得收
入回报，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相对优
越的研究条件与生活待遇，让他们
体面地做学问；第二，根据基础研究
的特点，财政前期投入不必过大，应
主要用于“智力报偿”，对取得重大
成果的学者给予重奖；第三，对从事
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能急于求成，也
不必搞所谓年度量化考核 （如论文
数 量 等）， 对 暂 未 取 得 成 果 的 学
者，要有足够的宽容和耐心。

来源：学习时报

创新是一连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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