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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的命运，需要由多
代积累的资源、文化和家风所构
成 。 经 历 过 风 光 ， 也 经 历 过 坎
坷，却不向命运屈服，这样的家
族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一

镇海贵驷有陈氏家族，明正
统间 （1436 年-1439 年） 自鄞县
姜山迁居慈溪青林渡，转迁镇海
沙河头村。至清末，家族里有个
陈建杬，幼孤而贫，与母亲接续
经营一家小店，十余年后家资渐
裕。陈建杬不幸中年去世，妻子
周氏以一身主持家政近 40 年，年
逾古稀依然天亮起、半夜睡；同
时严格督促五个儿子课读，终于
培养出光绪九年 （1883 年） 进士
陈曰稔。

陈曰稔登科时 37 岁，年富力
强的他，顺利在山西当上知县，
历任灵丘、河曲、和顺、阳城，
后转任介休。但一帆风顺从来就
不是完整的人生，55 岁那年，他
被命运狠狠地撞了一下腰。

1900 年 ， 八 国 联 军 打 进 北
京，慈禧、光绪出逃，10 月 4 日
行至介休县义安村时，一名叫郭
敦源的义和团头领冲撞仪仗，被就
地正法。介 休 知 县 陈 曰 稔“ 著 即
行革职，永不叙用”。其实按照上
司 —— 山 西 布 政 使 赵 尔 巽 的 看
法，陈曰稔的去职是个悲剧，要
共 济 时 艰 ， 缺 的 就 是 这 些 有 能
力 、 敢 担 当 、 肯 干 事 的 下 属 。
后 来 陈 曰 稔 和 夫 人 六 十 双 寿
时 ， 赵 尔 巽 还 特 地 发 来 贺 词 ，

赞 扬 他 在 山 西 的 十 八 年 体 用 俱
举 ， 既 亲 民 ， 办 事 又 有 主 见 ，
堪称循吏。

仕宦之路戛然而止，陈曰稔
内心自然备受煎熬，晚年他回顾
此事，称“此中或有因果，殊不
可解”。好在他并没有顺势“躺
平”，而是殚精竭虑培养下一代。

他将长子陈居综推荐给赵尔
巽做幕僚，让次子陈居绂纳粟当
县丞，将三子陈居纪、四子陈居
绚、五子陈居维相继送入大学读
书。儿子们个个争气，成长为国
家需要的人才：次子历任南昌、
奉天大清分银行经理；三子从山
西大学毕业，后游学英国，得工
学博士，民国时任扬子机器制造
厂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任马鞍
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从事钢铁
行业 30 年；四子北洋大学 （现天
津大学） 土木系毕业；五子北洋
大学矿科毕业，终身服务于煤炭
工业。

二二

五个儿子中，长子陈居综出
道最早，经历也最丰富。他 25 岁
考中顺天府举人，干练有才。赵

尔巽见辄大喜，倚为膀臂，光绪
二十九年 （1903 年） 出任湖南巡
抚时，特地携其同行，让他署武
陵县知县，后来又代理四川宁远
府 知 府 。 在 任 有 功 ， 奏 保 二 品
衔、候补道员。民国初年到云南
边陲任军职，修举新政，倡导科
学教育不遗余力。简任两浙盐运
使，充本省海宁塘工局局长。后
脱离官场，主张实业救国，振兴
民 族 工 业 ， 曾 先 后 投 资 创 办 丝
厂、银行和汉冶萍公司 （是当时
中国最大也是最早的钢铁煤联合
企业）。出资培养子弟上大学和出
国留学，俱各有成就。

1912 年 2 月，上海有报纸刊
登消息，称清朝遗老溥伟、铁良
等跑到奉天，拟借外国军队，与
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东三省
谋独立。时任湖南共和协会会长
熊希龄阅此消息后大惊，与陈居
综等 5 人联名发电质询赵尔巽。
当日，熊希龄又与陈居综联名给
奉天都统张作霖发电。两电发出
后，迅即得到赵和张的回应，所
谓“借外兵”“谋独立”纯属子虚
乌有。事虽“乌龙”，但也看得出
陈居综的爱国热情。

陈居综字瀛珠，号理卿，官
名廷绪。后定居杭州，兄弟子女

济济一堂。陈曰稔、陈居综父子
均享高寿，分别活过 80 岁和 95
岁 。 他 们 的 自 强 不 息 、 刚 正 不
阿、知难而进的精神，对儿孙影
响极大。

三三

由此回溯至光绪七年 （1881
年），陈曰稔为离世 25 年的父亲
撰写墓志，倾情回忆其筚路蓝缕
的一生，既百感交集，又不无自
豪：“生平俭于自奉而好施乐善”

“拯人患难，汤水必赴；规其过
失，针砭尤切”“惟本实心行实
事，故当时无赫赫名，而懿德纯
行身后弥令人思”；特别是父亲

“好读书，有义足劝惩者，则诏儿
辈于前，口讲指画，谆谆不倦”，
让陈曰稔感受到“今儿辈粗解文
义而克自树立者，盖得之庭训为
多焉”。

1925 年，陈居综等编撰 《蛟
川灵绪乡沙河陈氏西宅宗谱》，卷
首特地收入 《陈氏新增宗约》。开
宗明义第一条，就要求宗长为一
族瞻仰，房长为一房表率，必须
品 行 端 方 ， 心 地 光 明 ， 精 神 充
足 。 以 此 衡 量 ， 陈 建 杬 、 陈 曰
稔、陈居综三代领头人均当之无
愧。

《陈氏新增宗约》 的一系列规
定 ， 让 族 人 长 幼 有 序 、 行 动 有
规、申告有门，但不提倡无理由
抱团和护短：“子姓中如有人素柔
懦、家仅孤寡被外人欺陷者，各
贤达务须力为昭雪。其自取祸害
者，不得偏护以长恶习”；游手好
闲，不安本分，征逐赌博，勾引
匪恶的，除将之出族，还要请究
不贷。

这些都是来自生活的真知灼
见，约束子女树立良好品行和规
范人生。这其实也是陈氏家族虽
经百年时代洪流涤荡，却依然枝
繁叶茂的传承密码。

镇海陈氏镇海陈氏：：

百年涤荡中的家族传承密码

吴启钱

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请
求法院以强制程序保护其合法权益
而提起诉讼的法定有效期限。我国

《民法典》 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三年。

在法律咨询服务中，我注意到
一个明显的现象，《民法典》 实施
之后，多数咨询者首先问的是“时
效 过 了 没 有 ”， 或 者 更 直 白 地 问

“时间还够不够”，而不是之前首先
问的“官司能不能赢”。这说明，
经过两年多 《民法典》 知识的普
及，公众在思维层面，已经从首先
看重官司输赢的“实体实效”，转
向关注关系官司输赢的诉讼时效
了。

法律之所以要规定一个诉讼时
效期，是基于“法律不保护权利
上 的 睡 眠 者 ” 这 样 的 原 则 。 比
如，对于债权人而言，诉讼时效
过 了 ， 有 理 也 可 能 赢 不 了 官 司 ；
对于债务人而言，如果对方的诉
讼时效已过，自己无理也可能不会
输掉官司。

因此，要实效就必须重时效。
这个道理，其他领域同样适用。

社会治理中，危机的应对、突
发事件的处置、风险隐患的排除，
都讲究一个“快”和“早”，防患
于未然。如果不把握“第一时间”

“第一情绪”“第一信号”，到生米
煮成了熟饭，一切都晚了。

在媒体领域，时效性永远被新
闻学教科书或者一线采编人员放在
前位。新闻事件发生后，以最快的
速度报道，是媒体及其工作人员一
直追求的目标。

个人成长也一样。“少壮不努
力 ， 老 大 徒 伤 悲 ” 是 古 人 的 教
导；“出名要趁早”是张爱玲的悲
鸣；“从娃娃抓起”是当今社会的
共识。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强调，我
们“栖居于时间之中”。一切事物
都在时间中产生和消逝，世界上
所有的事物到最后会归结于时间
这个度量单位，时过境必迁，迟
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管
理 学 家 麦 金 西 说 ：“ 时 间 是 世 界

上一切成就的土壤。时间给空想
者 痛 苦 ， 给 创 造 者 幸 福 。” 毛 主
席 更 直 言 ：“ 一 万 年 太 久 ， 只 争
朝夕！”

但是，时效不等于实效。踩准
了时间的鼓点，并不一定能跳出优
美的舞蹈来。

还是以新闻报道说事。虽然无
时效性的新闻传播效果差，但新闻
的生命却不在时效而在真实，不真
实的新闻根本就不算新闻。而且，
在真实之外，好的新闻还讲究语
言、结构等表达艺术。人们对事物
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探寻事实的真
相需要时间，所以不能仅仅为时效
而时效。各类媒体上那些获奖作
品，无不是兼具真实性与时效性的
好新闻，而那些假新闻则极大地败
坏了媒体的声誉。

民事官司也一样。诉讼时效只
是官司输赢的一个前置条件。要
打赢一场官司，关键在于举出优
势证据来证明事实、引用相关法

律规定来对事实进行判定，并有
一位能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
定，依法独立作出公正裁决的法
官。

在孩子的教育上，“起了个大
早赶了个晚集”的情形常常发生，
也是因为父母或学校错误地以知
识、而不是以常识当作人生的起跑
线，只重时效而失实效。

其实，很多事情是这样，方向
反了，时间与速度就是致命的变
量。前几天，看到一份某政府机关
8 月 份 才 印 发 的 “2022 年 工 作 计
划”。我的“判词”是既无时效也
无实效，纯粹是为发文而发文，是
一种典型的“做过了就是做好了”
的形式主义。

因此，无论做人做事，时效与
实效缺一不可。重实效必重时效，
重过程更重结果。

时效需要有敏感性，时刻有
“时不再来”的紧迫感；实效需要
专业，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好。

时效与实效

王东京

货币既能推动经济发展，但也
有负面作用，甚至可能闯祸。

若站在企业的角度，这样讲似
乎不太好理解。对单个企业来说，
货币作为商品的固定等价物，手里
的货币越多，调动资源的能力就越
强，货币当然越多越好。也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货币是企业
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

但若从宏观角度看，货币并非
多多益善。何以见得？对此需要我
们理解“货币”与“资本”的区
别。马克思讲得很清楚，资本是不
断增值的价值，其“实物形态”是
各种生产要素 （商品）；“价值形
态”则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这
就是说，货币本身并非资本，特别
是当金银货币退出流通后，货币只
是资本的纸制副本。

是的，货币与资本不是一回
事。若读者不信，可以去读 《资本

论》，你会发现马克思说“货币是
第一推动力”，那里的“货币”其
实是指“货币资本”，而不是指纸
币 （钱）。当一国发行的货币等于
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时，货币
是资本。若货币超发，不仅不会增
加资本，反而会导致货币贬值、引
发通胀。

让我举个例子解释。根据货币
流通公式：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
=一定时期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同
名货币流通速度。假定商品价格总
额为 50 万亿元，货币流通速度 5
次/年，则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
为 10 万亿元。假定央行发行了 12
万亿元的货币，那么这多发的 2 万
亿元没有对应的商品，就只是钱，
而不是资本。

因此，货币要发挥对经济的推
动作用，至少应具备以下三大前
提。

前提一：货币供求要保持总量
平衡。在金银货币流通的前提下，
货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当
纸币替代金银货币流通后，若货币
供给大于需求，必然导致通胀。一
旦出现这种情况，则弊大于利，会
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后果。

前提二：商品供求要同时保持
总量与结构平衡。经济理论与经济
发展史皆表明，货币是中性的，货
币调节属于总量调节，解决不了结
构问题。当供给短缺时，增加货币
投放只会拉动价格上涨；而当供给
过剩时，多发货币也只会火上浇
油，加剧生产过剩与结构失衡。

前提三：货币资源的分配应由
市场起决定作用。有两个重点：一
是要尊重市场“等价交换”规则，
政府不能管价格；二是要放开市场
利率。对某些需要扶持的企业，政
府可用财政贴息的办法予以支持，

不可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率。只有让
市场化利率引导资金流动，才能将
好钢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的配置
效率。

回到中国的现实，我提三点建
议：

第一，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可靠前发
力，重点减税，但货币政策则应继
续保持稳健，绝不能搞大水漫灌。

第二，为了保就业与民生，应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扩
大内需与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坚
持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

第三，应重视 GDP 增速，但
不必纠结 5.5%的速度指标，要保
持定力，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把高
质量发展放在首位。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原副校（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货币与资本不是一回事

汉冶萍公司 （资料图）

卜庆萍

孙嘉淦是清朝前期较有影响的
政治家，官至吏部尚书、直隶总
督、协办大学士。历经康熙、雍
正、乾隆三朝。他正直清廉，敢言
直谏，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
员，是历史上与唐朝魏徵齐名的谏
诤之臣。

当年事已高、告老还乡时，孙
嘉淦想“装一次阔”：自己一辈子
不贪不占，没有攒下几个钱，如今
荣归故里，还是一副穷酸模样。若
空囊还乡，遭乡绅土财耻笑不说，
也给朝廷丢脸。他吩咐仆人，连夜
买来十几个大木箱，每个木箱都装
满重重的砖头。第二天，辎重浩
荡，启程返乡。

岂料，皇帝接到举报，说孙嘉
淦平常假装清廉，其实是个大贪
官，金银财宝带了好几骡车。孙嘉
淦行至半路，突然遭到拦截检查，
自己“装阔”的事一下子露了馅
儿。此事禀报皇上，皇上很是感
动，于是钦命沿途官府，以真金实
银换下孙嘉淦箱子里的砖头，算作
重赏。

“装阔”这件事，也能看出，
孙嘉淦的为人处世和为官之道。乾
隆帝即位之初，孙嘉淦上疏 《三习
一 弊 疏》， 被 誉 为 清 代 “ 奏 议 第
一”。乾隆帝采纳后，向满朝文武
推荐，在一定程度上，这份奏疏促

进了江山稳固，促成了康乾盛世，
其意义可谓深远。《三习一弊疏》
还被晚晴政治家曾国藩所借鉴。曾
国藩对其内容极为赞许，并全文抄
录，作为座右铭，选定在古代 17
篇重要奏议之中。

《三习一弊疏》 奏议，对“三
习”作了详尽论述。其曰：“耳习
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
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
则 喜 从 而 恶 违 。” 这 “ 三 习 ” 是
说，耳朵听惯了赞美之言，就会喜
欢阿谀奉承，而厌恶真言忠劝；眼
睛看惯了服从屈膝，就会喜欢俯首
帖耳，而厌恶刚正不阿；思想习惯
于自以为是，就会喜欢听命顺从，
而厌恶顶撞违背。《三习一弊疏》
中的“一弊”，即这三种恶习形成
之后，必然产生“喜小人而厌君
子”之弊端。孙嘉淦奏疏鞭辟入
里，句句如金。

孙嘉淦还严格定下 《居官八
约》，在为官之路上时时遵从和践
诺。《居官八约》 曰：“事君笃而不
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
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
无 用 ， 以 守 独 避 人 ， 以 清 费 廉
取。”《居官八约》 是说，对国君忠
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
自高自大，不争权夺势追逐功名，
办事务求兴利除弊，说话务求简明
扼要，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时时
厉行节约清正廉明。《居官八约》
言简意赅，涵盖广阔，是孙嘉淦为
官做人的行为准则，颇值得今人学
习和借鉴。

孙嘉淦“装阔”

赞歌 王永琦 绘

红红火火庆国庆 田志仁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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