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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徐 健

“企业家式的能力”，是著名
学者哈耶克在 《自由秩序原理》
一书中提出来的，即自我经营、
自我推销的能力。

哈耶克指出，凡具有“企业
家式的能力”的人，善于恰当使
用自己既有的能力，为之发现获
得最佳运用的机会。他认为，在
发现自己能力最佳用途上，人人
都应该是企业家。一个人的成功
不是取决于自己既有的才能、知
识、技术等，而是取决于能否成
功地将它们转化成“对其他有能
力做出回报的人提供有用的具体
的服务”。说白了，就是要善于
推销自己，为自己找到最好的市
场。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很有
才华的人在社会上始终不成功，
相反，有一些资质平平的人混得
风生水起，为自己挣得不错的地
位和财产，很多人为此愤愤不
平，感到有失公允。按照哈耶克
的理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前者
缺乏“企业家式的能力”，而后
者具备这种能力。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一个人
依靠真才实学去赢得财富和地
位，才是值得肯定的正道，搞自
我推销一套，无异于投机钻营，
为正人君子所不屑。这种观点显
然需要修正。人的能力是多种多
样的。事实证明，善于发现机
会，善于展示和推销自我，是一
种重要的能力。一个人即便学富
五车、才华横溢，如果缺乏情
商，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不善
于展示自我，甚至恃才自傲、孤
芳自赏，就很难得到社会和他人
的认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每
个人的地位和报酬，往往取决于
某个权力机构和权力者个人的决
定，难有公正可言。绝大多数人
的命运是被动的，完全不在自己
的掌握之中。而自由竞争社会为
每个个体提供了更多选择和表现
的机会，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才

能去寻求市场，随之也增加了风险
和压力。承受这种风险和压力，无
疑是必要的。身处竞争社会，每个
人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身知
识和能力结构，培养“企业家式的
能力”是应有之义。

如果说“企业家式的能力”是
善用自己能力的能力，那么前一个
能 力 是 前 提 。 首 先 必 须 要 有 真 本
事 ， 有 过 硬 的 产 品 ， 这 是 第 一 位
的。现在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专
家学者和文化人，心态浮躁，不是
潜心研究、做学问、搞创作，而是
喜欢抛头露面、哗众取宠，把精力
放在攀附钻营、经营人际关系和自
我推销上。有的过于迎合市场，创
作或提供的产品质量平平，却因善
于炒作包装而赚得盆满钵满。更有
甚者，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违背
了基本的职业道德，不时出现的学
术腐败即是例证。所有这些，都不
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式
的能力”。

身处竞争社会，固然需要培养
“企业家式的能力”，努力为自己赢
得更大的回报，但对此也须辩证对
待，切不可本末倒置，或因缺乏这
方面的能力而焦虑自责。在许多领
域 ， 不 可 完 全 套 用 市 场 经 济 的 规
则 ， 应 避 免 过 于 功 利 而 陷 入 庸 俗 。
特别是做学问、搞研究，不可一味
贪 名 图 利 ， 而 是 要 讲 情 怀 、 守 初
心 ， 有 “ 板 凳 甘 坐 十 年 冷 ” 的 定
力，远离浮华、甘于寂寞，不事张
扬、默默耕耘，最终拿出经得起检
验的产品或成果。

世上少有全才，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长处，也有各自的短板，要有
所成就须扬长避短。就像不可能人
人能成为企业家一样，让每个人都
具备“企业家式的能力”是不现实
的。对许多人来说，与其花很多工
夫去培养这种能力，不如把精力用
在自己更擅长的领域。正所谓术业
有专攻，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从
事策划、包装、宣传等的专业机构
和专门人才大量涌现，会在很大程
度 上 弥 补 一 些 人 “ 企 业 家 式 的 能
力”不足的缺陷。让专业人做专业
事 ， 让 各 种 各 样 的 人 才 各 得 其 所 、
各尽其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培养“企业家式的能力”

王兆贵

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田常准
备攻打鲁国。子贡得到孔子的准许，
前往齐国劝止。在说服田常的过程
中，没想到又把吴国、越国、晋国的
利益牵涉进来。不得已，他只好一路
奔波。纵横斡旋的结果，竟然一举数
得，不仅让鲁国得以保全，还促成了
齐国乱、吴国亡、晋国强、越国称霸
的联动效应。《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记载：“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
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
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如此外交壮举，孔子非但没有
褒奖，还告诫子贡，要谨慎使用语言
的力量。在《孔子家语·屈节解》里，
孔子曰：“夫其乱齐存鲁，吾之始愿。
若能强晋以弊吴，使吴亡而越霸者，
赐之说也。美言伤信，慎言哉！”

古代，嘴上功夫了得、擅长折冲

之道的人，通常叫说客，或称之为纵
横家，如晏婴、毛遂、淳于髡、苏秦、
张仪、东方朔等。充当说客的人，不
但谈锋凌厉，而且绝顶聪明，极具临
场发挥机智，以至“所在国重，所去
国轻”。子贡也许是机缘巧合，却让
五个国家天翻地覆。当然，子贡成
功，靠的是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但
他舌尖上的威力确也不可小觑。

中国文官制度崇仰口才，倚重
辞令，自古以来就是一大特色，每个
朝代的庙堂之上，几乎都有那么几
位伶牙俐齿的“名嘴”。这些“名嘴”
不管是能臣还是弄臣，往往能说服
上听。即便在民间，嘴上功夫好的
人，混饭吃的路数也更多一些，钱要
来得容易一些。

战国时期的张仪，被楚人疑为
窃贼暴打了一顿，鼻青脸肿地回到
家中，面对妻子的埋怨，他张开嘴巴
问妻子，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妻子

说，在呀。张仪说，这就够了。只要舌
头还在，就不愁没有出路，就总有出
人头地的一天。

口舌之于人，不仅是饮食吐纳、
社会交际的工具，也是谋求生计、施
展抱负的本钱。就拿选拔公职人员
来说，笔试之后有面试，而面试成功
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应试者是否
有敏捷的思辨应对能力和流畅的口
头表达能力。正因为此，书店从来不
缺传授语言艺术的专著，课堂上也
不缺讲授演讲技巧的老师，学校里
也不乏执着于口才训练的学子。

人们看重口才，还因为它能发
挥物力难以发挥的作用。口舌之功
有时胜过拳脚，优于刀枪。有道是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大吕；三寸
之舌，强于百万雄兵”。张仪、苏
秦者流，正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思辨劝谏，拜相封侯，“不出樽俎
之间，折冲千里之外”，将口舌之

勇演绎到极致。
今天，因口才好而使事业如虎

添翼者也大有人在。就像孔子告诫
子贡，要谨慎使用语言的力量，在口
才与人才问题上，我们应坚持两点
论。

不能把擅长辞令的人都说成耍
嘴皮子的。能说会道不等于油嘴滑
舌，能言善辩不等于巧言令色。言论
虽属务虚，不见得就是空谈，否则，
何来“言之有物”和“一言兴邦”呢？
同样是饴糖，柳下惠说，可用来尽孝
道以养老；柳下跖却说，可用来粘门
闩以行窃。作为语言表达能力，口才
本身并不具道德属性，关键是看什
么人用，用在哪里，如何运用。

不能过分崇仰口才，倚重辞令。
中国演讲学教授邵守义认为，是人
才未必有口才，有口才必定是人才。
但如果唯口才是举，以汇报取人，就
会在用人问题上产生误导，让那些
夸夸其谈的人钻空子，使那些埋头
苦干的人受冷落，以至于华而不实
之风盛行。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
持德才兼备，重口才不唯口才，选
口才也选干才，既看表达能力，又
看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

辩证看待语言的力量

一物降一物 高晓建 绘

读读 史史

随思录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的梅花 （无人机拍摄）。 （据新华社）

蛊惑 王怀申 绘

桂晓燕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
是春。”开春以来，宁波城乡各地的
花儿次第开放。清香高雅的梅花，灿
若云霞的樱花，婀娜多姿的桃花，秀
丽缤纷的杜鹃⋯⋯这段时间，盛开
的是美艳动人的牡丹和芍药。

很多城市，会在争妍斗艳的百
花中，选出自己的市花。市花，代表
着一座城市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也是这座城市一张美丽芬芳的名
片。

宁波的市花是茶花。茶花，别名
山茶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之一。因
其叶色翠绿，花朵艳丽，寓意喜庆吉
祥；又因其盛花期在冬春季节，很能
烘托元旦春节的气氛，故颇受人们
青睐。

宁波的邻居绍兴，与兰花有不
解之缘。早在 2500 多年前的春秋时
期，越王勾践就曾在此种植兰花。

《绍兴地志述略》记载：“兰渚山，在
城南二十七里，勾践树兰于此。”后
来，兰渚山下的驿亭，便被命名为兰
亭。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和谢安等名
流在兰亭雅集，留下“曲水流觞”的

佳话，王羲之的神来之笔《兰亭集
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古
传诵。绍兴的市花，当然非兰花莫
属。

而杭州评选市花，就“麻烦”多
了。桃花派、荷花派、桂花派、梅花派
各执一词，不分上下。那怎么办呢？
有人忽发奇想：我们杭州好花多，干
脆评选“四季市花”，桃、荷、桂、梅分
别为春、夏、秋、冬四季市花，不是完
美了吗？但是，每一座城市只能有一
种市花，早已约定俗成，所以四季派
的提议未能通过。经过反复斟酌，最
终还是桂花胜出，夺得“桂冠”。

同样定桂花为市花，却没有悬
念的是桂林。顾名思义，桂林就是一
座遍植桂树、满城飘香的城市。据民
间传说，桂林最早的桂树，还是嫦娥
种下的，是她从月宫里带来的仙种。
要是桂林的市花不选桂花，嫦娥也
不答应。

接下来说一说国花。国花是一
个国家特定的象征，能反映国家的
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彰显国民的
人格精神和审美情趣，增强民族凝
聚力。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自己的
国花。

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的国花，
一是日本的樱花，另一个是荷兰的
郁金香。一直以为，樱花起源于日
本，郁金香起源于荷兰。可事实上，
两者都不是。

樱花的故乡，其实在中国。这还
是日本人自己说的。据日本《樱大
鉴》记载：樱花原产于中国喜马拉雅
山脉，经人工栽培后，逐步流入中国
的西南地区、长江流域以及台湾岛。
盛唐时期，由日本遣唐使带回东瀛，
日本人无不为之倾倒。经过精心栽
培，使其发展成多姿多彩的樱花家
族，并被奉为日本的国花。

郁金香的故乡，在土耳其。土耳
其人最早约于公元 1000 年开始种
植郁金香。由于郁金香别具一格的
造型和绚丽夺目的色彩，土耳其人
对它情有独钟，将它作为自己的国
花。16 世纪时，美丽的郁金香从土
耳其传入欧洲，整个欧洲掀起了郁
金香狂潮。荷兰在这场狂潮中引领
风骚，郁金香也成了荷兰的国花。

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它的
国花是莲花。莲花在佛教中有特定
的意义。由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在
佛教中是清净、圣洁、吉祥的象征，

诸佛菩萨不是脚踩莲花，就是端坐
于莲座之上，与佛教有关的建筑，也
常用莲花图案作为装饰。

英国、美国和不少欧洲国家的
国花，是玫瑰。美国只有 200 多年历
史，经过百年争论，才确定了玫瑰为
国花。玫瑰的花语是爱情，所以每当
2 月 14 日情人节，或者求婚的浪漫
时刻，男子会向心上人献上玫瑰花。

看过奥斯卡最佳影片《音乐之
声》的读者，一定记得那首感人的歌
曲《雪绒花》。洁白神秘的雪绒花，就
是奥地利的国花⋯⋯

那么，我们中国的国花呢？答案
是：迄今为止，新中国尚未确立法定
的国花。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源远
流长的花卉大国。全世界约有花卉
3 万种，原产于中国的就有近 2 万
种，可谓异彩纷呈，美不胜收。近年
来，国人呼唤国花的声音不时响起。
其中呼声最高的，当属牡丹和梅花。
牡丹天香国色，雍容华贵；梅花傲霜
斗雪，超凡脱俗。仅说此两花即各有
千秋，难分伯仲，故至今国花暂时空
缺。

花儿是美的化身，是大自然馈
赠给人类的珍贵礼物。就像不同文
化的交流融合，能促进文化的繁荣
发展，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花儿，
通过人类的传播、移植、培育，也使
得花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
地球更加美丽、更加生机勃勃。

市花和国花的逸闻趣事

易其洋

说这话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
文台台长沈志强。今年全国两会，沈
志强首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
政，他最关心的还是基础科学研究和
科研人才培育。他建议，应该进一步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对从事基础
研究的科研人员应当多一些支持与
宽容，“基础研究要允许‘养一些闲
人’，让他们去钻研这些一般领域不
会去想的问题，说不定未来他们之中
就会出现一个‘爱因斯坦’呢？”

沈 志 强 说 要 允 许“ 养 一 些 闲
人”，是因为，在他看来，基础科学研
究是科学研究的“根”，绝不是今天
砸了钱明天就能看到成果的，“当你
没有研究出来的时候，你甚至不知
道会研究出什么来，这看似有些虚
无缥缈，可一旦有了成果，就有可能
是极具突破性的”。社会要多一些耐
心，对青年科研人才多一些关心，在
没出成果或成果没得到证实和承认
之前，既不能让他们“用爱发电”，也
不能逼人太甚，要把他们“养起来”，
让他们能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从
事研究。

是“闲人”，却要“养起来”，听着
不合常理，却是可能培养出“爱因斯
坦”的必然规律。我们的许多技术，
之所以容易被人家“卡脖子”，就因
为它们不是基础性、原创性的，发明
权、专利权是人家的，我们只是应
用，难免看人眼色、仰人鼻息。而我
们之所以缺乏基础性、原创性的研
究成果，与没有一大批“两耳不闻窗
外事，一心一意求突破”的科研人才
大有关系。科研，须有“板凳要坐十
年冷”的耐心，年轻的科研人才，之
所以静不下心来，原因在于，被各种
考核指标逼迫，被各类繁琐事务纠
缠，忙得团团转，根本静不下来、闲
不下来。沈志强说要允许“养一些闲
人”，应该是深有体会、肺腑之言。

一

要允许“养一些闲人”，首先是

想不想养的问题。基础研究，是科技
创新的“总开关”、整个科学体系的
源头，是从 0 到 1、无中生有，突破一
项，就足以影响和改变世界。搞好基
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想是不
可能的。但我们的好多事情，往往是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
不要”，说要“养一些闲人”容易，做
起来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不是说一些科研领导人不懂科
研规律，不懂得尊重人才和年轻人，
而是说，考核标准是以月、以年为单
位的，发了几篇论文、出了几本专
著、做了几个课题，到期验收——重
压之下，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于
是，个个急功近利，人人你争我赶，
唯恐自己不够忙。再说了，自己做院
长、所长、台长，才能做几年，把你当

“闲人”养起来，如果你“一闲数十
年”，等你出成果了，我早就调走了、
转岗了，树是我栽的，果实却是人家
摘走的，何苦来哉？

二

“要允许养一些闲人”，其次是
会不会养的问题。如果能够“养一些
闲人”，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无纷扰
之苦，只是把心思放在研究上，假以
时日，凭着专注和投入，一定会有对
得起养他们的钱的成果；就算他们
最终失败了，也能为后来者打下基
础，设下“此路不通”的标记；后来的

“闲人”踩着他们的肩膀，继续钻研
下去，终会有“守得云开见日出”的
那一天。

搞基础研究、科学研究，最大的
规律和特点应该是，不能急功近利、
心浮气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有丝毫
投机取巧，时间和精力不能被俗务
烦事切割得支离破碎。身为科研人
员，如果开会总结接连不断，考核表
格多如牛毛，汇报接待接二连三，如
果自己的科研成果不是同行说了
算、学界说了算，而是“领导”说了
算，那他哪有胆量静得下心来，又怎
么能静得下心来？

怎么“养闲人”？沈志强台长说，
对科研人才的评价机制应该更多
元，不能唯论文、唯结果，应该进一

步将人才评价、选择的权力下放给
用人单位，让他们自己培育符合自
身发展需要的人才。要允许“养一些
闲人”，就得尊重科研规律，有一套
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
制，着眼长远，不求一时一事之功，
铸就厚积薄发的基础；得给“闲人”
们一些特权，给“养闲人”的单位和
领导一些特权，让“闲人”们能够被

“养起来”，让“养闲人”的人有胆量、
有底气。

三

要允许“养一些闲人”，再次是
敢不敢养的问题。养人是要花钱的，
花了钱，养了人，就要有产出、有成
果。科研院所“养闲人”，花着国家的
钱、纳税人的钱，如果有人真是“闲
人”，单位也大胆地养起来了，要养
八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成果
该如何评价？这笔账该怎么报销？再
说了，一些人是“闲人”，另一些人是

“忙人”，“忙人”们隔三差五“出成
绩”，“闲人”却三年五年不开张，评
价和判断“闲人”，胆气从何而来呢？
单位怎么向上交待、怎么在同行排
名中立足？

曾有一位科学家说过：科学的
领域里不要急着戴帽子、拔萝卜、盯
着母鸡下蛋。科学家有天才的成分，
科学研究不是群众运动，要有足够
的忍耐力。“养闲人”，“闲人”要耐得
住寂寞，养“闲人”的人，更要耐得住
寂寞。

四

酒是陈的香，酿造陈年好酒，像
极了“养闲人”，该做的做了，别的交
给时间。也许，几十年过去，不可能

坛坛是好酒，但只要有几坛好酒，那
就是大功告成，既可塑造品牌，更能
积累经验，酒越酿越好。难的是，要
有足够的耐心和胆魄，默默等待几
十年。

安徽歙县大山中，有个村叫卖
花 渔 村 ，美 得 让 人 心 醉 。 唐 朝 年
间，为躲避战乱，宫廷花匠洪诚、
洪诗兄弟移居此地，在山下种粮
菜，遍山植梅花，让唐朝宫廷的盆
景栽培技艺，在大山深处扎下了
根。经过洪氏后人传承发展，逐渐
形成了“徽派盆景”艺术，并留下
一个传统：爷爷种树孙子卖，世世代
代种盆景。

盆景作为土里长出来的艺术
品，卖花渔村人种植盆景，往往需要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没有几代
人养不好一个盆景。十几年甚至几
代人，不会觉得太漫长、太枯燥吗？
卖花渔村村民的回答是：感觉不长，
因为我们是一代套一代下去的，“爷
爷种树孙子卖，挖一棵种两棵”，流
传了上千年。一个个盆景，今年种
植，明年不能卖，后年不能卖，几十
年后，一朝开卖，年年都有“几十年
的盆景”，且越卖越多。

沈志强台长所说的“养一些闲
人”，绝对不是指养那些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的闲散人员，而是指那些
沉迷于自己的专业、爱好和探索，孜
孜以求，看似闲实则忙乃至废寝忘
食的人。像酿造陈酒，像种植盆景，
耐得住寂寞，耗得起时间，养得了闲
人，慢慢也会营造一种环境和氛围，
让更多闲人能够以“闲”为荣，能够不
像“忙人”们那样，天天忙得蚂蚁一
般，回头看时却一无所获、一无所成。

基础研究要允许基础研究要允许““养一些闲人养一些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