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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民

2022 年最后一天，作家莫言
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莫”式祝
福：祝大家莫愁、莫熬夜、莫生
气、莫着急！

在这“四莫”里，我对“莫着
急”更有兴趣。有些事确实要急，
不急就会错过时机，难以做成，是
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有
些事则不必那么着急，慢慢来就
好，太急了会适得其反，急于求成
的事多成败笔。因为该来的一定会
来，不该来的急也没用，反而会自
乱阵脚，坏了心绪。还是顺其自
然，水到渠成的好。

成熟莫着急。成熟是大势所
趋，谁也挡不住，到时间了自会翩
然而至，你急什么？而且早熟未必
是好事，早衰就跟在后面，“伏久
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

出名莫着急。炒作、造势、做
假、出丑，都可以出名，但那名是
虚的，如同五彩缤纷的肥皂泡，说
破灭就破灭了。反之，只要你东西
够了、成绩足了，自然会实至名
归。

发财莫着急。一急可能就会想

着邪门歪道，挣的钱就不那么干
净，花起来也不踏实，说不定还会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像那些
贪官污吏。

交友莫着急。一见面就称兄道
弟，三杯酒下肚便要加微信好友，
那种朋友多不靠谱。只有慢慢了
解，相互知根知底，友谊才能稳
固，朋友才能做得久远。

培养孩子莫着急。因为孩子天
赋、性格、智商有差别，即使不在
起跑线分高低，也会在终点线见输
赢。家长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别
看整天急得团团转，可能在做无用
功。既然急也没用，那就不要太过
焦虑，只要尽力就好。

还有，判案莫着急，先把证
据 找 扎 实 了 ， 免 得 办 成 冤 假 错
案；跳槽莫着急，找好可靠下家
再 说 ， 免 得 鸡 飞 蛋 打 ， 两 头 落
空；朋友圈转发消息莫着急，至
少要搞清真假虚实，不要当谣言
传播者。

再有，“阳了”莫着急，该吃
药就吃药，该静养就静养，该送医
就送医，既来之则安之。“阳康”
后也莫着急去逛街、打球、狂欢，
来日方长，不急于一时。

新的一年，有这个“莫着急”
打底，纵然不会红红火火，至少也
会稳稳当当。

话说“莫着急”

吴启钱

疫 情 冲 击 尚 未 过 去 ，“ 拼 经
济”已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基调。按
以往的经验，民企和民营企业家，
又将迎来被各地方政府给予各种优
待或厚待的高光时刻。

企业和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
造者，给予他们优待或厚待，无可
厚非。尤其是发挥着所谓“五六七
八九”重大作用的民企，在当下困
难时刻，被地方政府给予一些特别
的政策优待，有利于全社会坚定发
展的信心。不过，在地方财政吃紧
的今天，要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民
营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心有余
而力不足，民企也会觉得杯水车
薪，于事无补。

其实，撇开特殊时期的非常之
举，对于真正的企业和着眼未来的
企业家而言，特别优待都不如平等
善待。

优待的本质是区别对待，表面
说辞是，“四两拨千斤，不撒胡椒
面”，操作手法是，将市场主体分
为三六九等，并对少数企业给予特
别照顾。也就是说，优待是一种特
惠行为。

本来，在一个好的市场生态

下，对于有限资源的配置，遵循的
是先来后到的原则、等价交换原
则、价高者得的原则。这样做的结
果是，通过充分竞争，奖勤罚懒，优
胜劣汰，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市场因
而繁荣兴旺，人们也能够互惠互利。
这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这样的机制，既是有效率的，
也是公平的，更是温情的。

而优待或厚待的结果，则往往
会损害公平，也损失效率。一方
面，受优待的少数企业或少数企业
家，一时间挺感激，可一旦其他地
方推出更优惠的政策，免不了心猿
意马，感恩与感激之情也抑制不了
资本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资源
硬约束条件下，厚此必薄彼，能获
得优待的，永远是少数，而大量未
获得优扶的企业，感受到的是不平
等的市场环境、营商政策。在这种
情况下，能者也许会默念“此处不
留爷自有留爷处”而作“润”态，
不能“润”者，有些则可能会通过
寻租、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来获
得活下去的本钱。

因此，正常市场环境和社会状

态下，除了为国家作出特殊贡献的
英雄，除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特
殊群体，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极个
别企业，没有人应该被特别优待。
因为，对某人或某些企业的优待，
就是对其他人和其他企业的不公。

换言之，每一名遵纪守法的公
民、每一家遵纪守法的企业，都应
该公平地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对待，
没有例外，没有区别。这就叫善
待。

善待，是一种平等对待。平
等，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哪里
有市场经济，哪里就必然需要平等
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
公民或市场主体，都是一个社会经
济细胞，只有被平等对待，才能各
尽所能、各得其所，形成整个经济
的和谐稳定发展。对于公民来说，
无论年龄、肤色、性别、种族、信
仰、职业、家庭、贫富和强弱，在
人格上、机会上和权利上完全平
等，既不允许“强者通吃”，也不
总是“弱者有理”。对于企业，则
不分所有制性质，不管规模大小，
无论与政府关系如何，都受平等对

待，都凭自己的本事去市场中分一
杯羹，没有企业会被划入另册。如
果不是这样，放任政治经济强权欺
行霸市，必然违背公平竞争、优胜
劣汰的市场规则，破坏社会经济秩
序，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善待，更是一种无“原罪”的
对待，企业感受到的是发自内心的
尊重，是时时处处被当作真正“自
己人”的体贴。在正常社会，任何
个体无需自证清白，因为他或她已
经被法律和社会心理先天性地赋予
了“正常”这款所有人共有的属
性。如果让人天天自证没病，无论
服务的口号喊得多响，优待也会被
认为是施舍或赏赐，激发不出人们
内心那种生而为人的高贵和自豪，
所谓创造力也就无从谈起。

人很少会因被优待而真正心生
感念，但一定会因被善待而归心。
因为，优待往往基于利益计算，善
待则源于无功利的尊重。越是经济
发展的关键时刻，越要注意防止

“一企一策”等应急行为对整体营
商环境的损害，努力创造一个所有
市场主体能被善待的发展环境。

特别优待不如平等善待 因由 田志仁 绘

郑元东 孙善根

2022 年 12 月 29 日，由虞仁荣
先生捐资建设的宁波东方理工大
学 （暂名），在汩汩东流的甬江之
畔奠基，引发了人们对宁波帮捐
资办学现象的关注。

宁 波 帮 具 有 捐 资 兴 学 的 传
统。仅就宁波一地而言，近代特
别是清末以后，以宁波帮为代表
的民间办学活动此起彼伏，高潮
迭起且经久不衰，成为推动宁波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与 进 步 的 强 大 力
量，并影响至今。

长期以来，宁波人以商著称
于世，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商
人抓住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上海
崛起的历史机遇，奋发有为，发
展成近代中国最大的地域性商人
群体——宁波帮。事业成功后的
宁波帮，家国情怀浓烈，纷纷投
身于家乡慈善公益事业，特别是
其办学活动可谓薪火相传。但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办学形式与
办学重点有所不同，办学规模也
有所差异。

1894 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
惨败，举国震惊，严重的民族危
机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
爱国热情。此后受实业救国、教
育救国思潮影响，宁波民间社会
纷纷发起创办各类学校，有力地
推动了宁波教育事业的发展。从
捐资主体来看，有本地绅商，更
多的则是旅外宁波帮；从办学形
式 来 看 ， 则 以 初 级 国 民 教 育 为
主，也有社会教育、职业教育、
平民教育乃至传统义塾等，不一
而足；从助学重点来看，以创办
或资助各类学校为主，也有对师
生的经济捐助等。

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近

代著名宁波商人严信厚等协助宁
波知府程云俶，创办以“革新图
强，储备人才”为宗旨的宁波储
才学堂 （宁波中学前身），成为宁
波本地新式学校之始。

进入 20 世纪后，宁波商人捐
资兴学之风益盛。如 1908 年，镇
海旅沪商人谢蘅牕发起创办求精
学堂。此后，谢氏又相继创办多
所 以 “ 求 精 ” 为 名 的 学 校 。 到
1947 年，谢氏办学 40 年，在家乡
独资创办学校 10 所，出资总额在
国币 50 亿元以上。其间，甬上各
大家族亦以协助当地办学为荣，
竞 相 设 立 各 类 学 校 。 仅 镇 海 一
地，清末就办起樊氏便蒙、董氏
轫初、叶氏中兴、洪氏尚志、方
氏培玉、李氏养正、李氏敬德、
虞氏述志、乌氏养中、陈氏思本
等有影响的学堂。

1916 年 ， 慈 溪 商 人 秦 润 卿
等 ， 集 资 创 办 慈 溪 私 立 普 迪 小
学，寓“普及文化，启迪民智”
之意。不仅学生就学免费，“教师
只求安心教学，待遇从丰，全部
经费由润老筹拨”。1925 年，又建
起 普 迪 二 校 。 盛 时 两 校 学 生 达
2000 人 。 1941 年 ， 慈 溪 县 境 沦
陷，学校停办。抗战胜利后，两
校恢复，需资浩大。无奈之下，
秦润卿把自己身后抚恤金提前拨
付应用，坚持办学到 1952 年上交
国家。

上世纪 30 年代，宁波旅沪同
乡会，发起创办四明大学并决定
先办工、商、法三学院，后因战
云密布，改为四明大学奖学金，
以为四明大学之先声。后获奖者
并不限于甬籍子弟，如曾任北京
大 学 校 长 的 张 龙 翔 （浙 江 东 阳
籍）、宁波大学首任校长朱兆祥

（镇海籍），都是四明大学奖学金
获得者。

1937 年 7 月，日本全面发动
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旅外宁波商人也
不 例 外 。 1941 年 4 月 宁 波 沦 陷

后，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教
育事业也遭受重大挫折。但即使
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宁波帮在家
乡办学活动仍不绝如缕。

办学活动是一项综合性的社
会事业，近代宁波帮家乡办学活
动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在于
得到了以新式知识分子与开明士
绅 为 代 表 的 地 方 社 会 的 大 力 支
持。可以说，近代商人与知识分
子是推动宁波近代教育事业发展
与进步的两大力量，根源在于两
者对教育的价值与意义高度认同。

首先，在工商实践中，宁波
商人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而
他们通过与外人的交往，又对教
育与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内在
联 系 有 深 刻 认 知 。 如 “ 五 金 大
王 ” 叶 澄 衷 ， 经 常 与 洋 人 打 交

道 ， 痛 感 早 年 失 学 之 苦 ， 表 示
“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
无知，无知由于不学”，以为“兴
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为此，早
在 1872 年，他即捐 3 万银元在家
乡庄市创办叶氏义塾，惠及同族
同乡子弟，后发展为镇海叶氏中
心学校。当代享誉海内外的邵逸
夫、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等
宁波帮人士，早年都曾在此求学。

其 次 ， 具 有 一 定 教 育 程 度 ，
又主要在宁波本地从事文化教育
工 作 的 本 土 知 识 分 子 或 乡 居 绅
商，大多认同“教育救国”与社
会事业“先乡后国”的理念，具
有改造地方社会的强烈愿望与乡
土情结，而他们认为教育是建设
家乡的最好途径。正是出于对教
育于个人和地方发展乃至民族振
兴价值的高度认同，加之造福家
乡 的 桑 梓 情 怀 ， 使 两 者 一 拍 即
合 ， 汇 聚 成 重 教 兴 学 的 强 大 力
量。

近代中国长期贫困落后，风
景这边独好的宁波近代教育得以
发展与进步，无疑在于以宁波帮
为代表的民间办学活动的广泛开
展。宁波帮办学活动，不仅有力
弥补了地方教育财力的不足，而
且积极推动了全社会尊师重教风
尚的形成，更为普及新式教育以
及探索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
贵经验。

正 是 在 宁 波 帮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近 代 宁 波 教 育 事 业 相 当 发
达，教学质量甚至不逊于许多大
城市。许多后来在海内外卓有成
就的宁波籍人物，包括邵逸夫、
包玉刚、屠呦呦等，都是在家乡
接受良好基础教育而后大步走向
世界的。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宁波帮
研究中心）

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
——宁波帮与近代宁波教育

长 期 在 日 本

经 商 的 吴 锦 堂 ，

对 日 本 明 治 维 新

后 教 育 立 国 有 着

深 刻 认 识 。 他

说，“国民失养就

无以为生，国民

失 教 就 难 以 争

存”。于是，慨叹

故 里 之 学 校 不

兴 ， 毅 然 引 为 己

任 ， 倾 全 力 创 办

锦堂学校。

锦堂学校创办人 吴锦堂

创办于1906年的镇海方氏培玉学校，在近代宁波城乡，如此精美的校舍并不少见。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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