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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的陈云
纪念馆，进入大门后，一面墙上的
15 个 大 字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不 唯
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
较、反复。这说的是充满唯物辩证
法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是陈
云同志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
题的重要法宝。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云同志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他指
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
分之十的时间决定对策。这样决定
的政策，才有基础。”在 1962 年党

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赞陈云
懂经济，“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国民经济
遇到严重困难，由于缺少肉类和蛋
品 ， 当 时 推 行 “ 低 标 准 ， 瓜 菜
代”，城市居民普遍营养不良，许
多人患浮肿病，很多国家工作人员
吃不饱饭，上班连上下楼梯也很吃
力。陈云多次召集有关营养专家座
谈，寻求解决办法。同时，他还找
一些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据当时在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
杨乃智回忆，他曾向陈云反映，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机关干
部和部队的主食是小米干饭，主菜
是盐水煮黄豆，一日三餐，天天如
此，虽然食物单调，生活艰苦，但
从没有发生过浮肿现象。陈云随即
请专家对黄豆进行深入研究：得知
100 克黄豆中含有蛋白质 36.3 克、
脂肪 18.4 克、碳水化合物 25.3 克、
热量 1725 千卡，钙、磷、铁等元
素比较丰富。经过调查研究，陈云
认为，黄豆是当时解决浮肿的最佳
营养品，而且我国东北又盛产黄
豆，可以调拨给全国各省市。后
来，国务院根据陈云的意见，决定
给全国干部职工每人每月增加 3 斤
黄豆的供应量，以增加人体必需的
营养。没过多长时间，干部职工中

的浮肿病就大大减少了。
在陈云看来，调查研究，不仅

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
题。他说：“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
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
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
就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
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
这是政治问题。”他还指出：“解决
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
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
空话一句。”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解决实际问题为人民，这也是
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生动体现。

为掌握真情实况，陈云的一个
重 要 方 法 是 善 于 听 取 不 同 意 见 。
1961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1 日，陈云
到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搞调查，吃
住都在农民家里。对当地 15个养猪
场，陈云现场察看了 10个，还详细
了解了农民私养生猪的情况，并召
开了几次座谈会。他在调查研究、
听 取 汇 报 时 ， 常 说 的 一 句 话 是 ：

“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也如他
所说，“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
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
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
要的方法”。

在鼓励大家说真话、道实情的

基础上，陈云通过比较发现，公社
化前农民私养的猪喂得好，有的甚
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平均一头
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
亡率只有 6%。而公社化后，公养
母猪喂食如同“大锅饭”，不分大
小壮瘦，猪圈也很脏，母猪流产
多，1500 头母猪只生了 6704 头苗
猪，1960 年，一头母猪全年平均
只 生 四 头 苗 猪 ， 且 死 亡 了 5993
头，死亡率达到 89%；同时，还有
710 胎流产，损失 4196 头胎猪。经
过充分交换意见、数据分析比较、
全面反复思考，陈云以青浦农村调
查为题，给中央提交了 《母猪也应
该下放给农民私养》 等专题调研报
告。之后，相关报告在庐山召开的
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对落实调整
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
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

陈云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
持“交换 、比 较 、反 复 ”，从 实 践 中
寻 找 解 决 问 题 的 钥 匙 ，为 全 党 作
出了榜样。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
光 荣 传 统 和 传 家 宝 ，也 是 破 解 难
题、推动发展的金钥匙，只有一切
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
中获得正确认识，才能把党的正确
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斤黄豆与母猪私养

邹赜韬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宁
波古迹如云，以古建筑遗产著称
的保国寺，便是其中闻名遐迩的
一处。但凡参访过保国寺，游人
普遍会对大雄宝殿前庄严而立的
一对唐代经幢印象深刻。

这对经幢分别修造于唐开成
四年 （839 年）、唐大中八年 （854
年），原属慈溪普济寺、鄞县永寿
庵，不独为浙东乃至江南佛教艺
术、石雕工艺之瑰宝，亦是宁波
文物保护事业在近代蹒跚起步的
重要标志。

国 际 博 物 馆 日 （5 月 18 日）
将至，让我们把时钟拨回百十年
前的 1913 年。是年 6 月，近代宁
波首份文物保护公共倡议，就是
为 抢 救 被 曹 厚 德 、 杨 古 城 先 生
誉 为 “ 浙 东 第 一 经 幢 ” 的 普 济
寺 唐 幢 而 生 。 慈 溪 县 士 绅 、 城
区 自 治 议 员 冯 汲 蒙 ， 察 觉 普 济
寺唐幢处境堪忧：“湮没于城北
郊 普 济 寺 山 左 丛 莽 中 已 近 千
年 。 同 治 间 ， 虽 由 士 人 冯 先 生
秋 白 ， 于 游 山 之 际 寻 得 之 。 斩
棘 剔 藓 ， 始 成 完 全 之 古 迹 。 然

矗 树 山 腰 ， 四 围 无 房 屋 可 以 庇
盖 ， 雨 淋 日 炙 ， 不 免 剥 蚀 难
认。”忧心于此，冯氏果断发起
议 案 ， 希 望 借 助 慈溪县行政力
量，有效保护普济寺唐幢。

然而，结果不遂人愿。囿于
时代局限，冯汲蒙的倡议难成现
实。就连当时 《时报》 也对冯氏
主张不抱信心，悲观表示“未知
能否通过也”。果不其然，上递
后，普济寺唐幢保护再无下文，

不了了之。但是，该倡议之于宁
波文保事业而言，无疑是有益探
索，这是宁波近现代史上首份以
公共事务名义发起的文保倡议。

1923 年 5 月、6 月间，另一座
散失于野的唐幢，激起了鄞县士
绅的尊古情怀。此次动议，促成
了近代宁波首份正式文物保护规
划。宁波文保事业，由此踏上漫
漫长路。

1923 年初，长期孤矗在江北
岸桃花渡农田的“遍刻经文，书
法端重”的古经幢，勾起了鄞县
士绅好奇。5 月 22 日，《小时报》
撰 稿 人 核 诸 《鄞 县 志》 记 载 指
出，该经幢当是“永寿庵旧物”，
应在唐“大中间重立”。

然而此时，这件晚唐遗珍已
濒临破败边缘：“左右居人，对于
古物不知爱惜，字迹近多剥落。”
不忍本乡珍宝消亡的王水生站了
出 来 ， 他 以 “ 地 方 古 迹 应 宜 珍
护，且石幢之设尤有镇压水怪之
说 ” 为 由 ， 联 合 同 乡 开 明 闻 人

“禀请当道，保存古物”。王水生
诸君的初步构想，是“募资购四
围隙地，筑亭其上，周以铁栏”，
在空间上把唐幢文物与周边农田
阡陌隔开。

在当时条件下，倘若单靠士
绅奔走而忽视行政力量，文物保
护工作恐难顺利推进。1923 年 6
月 6 日，鄞县议会议员唐懋昭牵
头发起 《保存唐幢古物案》，将永

寿庵唐幢保护事宜，上升到政务
高度。查阅存于 《时事公报》 的
正文，唐氏在最开篇，便将保护
唐幢视若地方政府不容推卸之责
任：“保存古物，为当世士夫之
责。盖所以垂久远而留纪念也。
倘若任其摧坏剥蚀，一旦荡焉澌
灭，岂不可惜！”为妥当保存文
物，提案设计了两条措施：“一，
由县知事会同警厅出示保护，幢
之四周，余地被侵占者，切实查
究，并令回复原状。二，幢之周
围，装置铁栏或水泥砖墙，以防
损害。前项装置费，由参事会邀
同就地士绅募集之。”

经反复磋商，1924 年 3 月 20
日，鄞县参事会就 《保存唐幢古
物案》 通过决议，确定永寿庵唐
幢保护：“议决。俟县议会开常会
时，咨询迁幢办法，移置后乐园

（现中山公园） 保存。”这座历经
沧桑的唐幢，终于获得了合宜的
归宿。

1983 年，普济寺唐幢被文物
部门异地搬迁至保国寺保护，此
后，永寿庵唐幢也被迁入保护。
两座见证宁波千载变迁的国宝级
文物，在灵山之麓相逢相伴。一
晃四十年过去，游客们或早已忘
却百年前先人艰辛保留唐幢的感
人故事，但前辈们历经坎坷守护
下来的文脉，还在润泽着“共饮
一江水”的后人。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保国寺两座千载唐幢的百年奇缘

王一鸣

2022 年 末 ， 全 国 人 口 141175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85 万人，出
现 1961 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如
果说 1961 年的人口负增长，是由
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引发的外生性
负增长，这一次人口负增长，则是
受长期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延长驱
动的内生性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
人口负增长将进入常态化时期。

人口负增长是工业化、现代化
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人口过
程，是世界上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
人口现象。人口负增长既是人口总
量的缩减，也会带来人口结构的变
化，即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总量
和结构的变化与我国人力资本快速
积累相互影响，使得中国人口负增
长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非典型特
征：

从总量看，中国人口负增长是
在巨大人口规模基础上的负增长，
这决定了人口负增长的影响相对平
缓。由于人口基数大，在负增长的
早期阶段，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作
用依然存在。因此，今后一个时期
内，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不会
改变。

从结构看，人口负增长将加快
人口老龄化速度，带来结构性挑
战，但也要看到其进步意义。像
反映了我国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和
医疗保健水平提高，这是巨大的
社会进步。像部分人群有着丰富
的 阅 历 和 经 验 ， 为开发老年人力
资源提供了新的机会窗口。

从质量看，尽管传统人口红利
在减弱，但我国人力资 本 快 速 积
累，为形成人才红利创造了有利
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快速
转变。高速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仅

能有效对冲人口数量递减，也为
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

人口既是消费主体，又是生产
主体。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劳动
年龄人口减少速度加快，对潜在增
长率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大。首先，
人口负增长，将改变劳动力供求关
系，提升劳动力成本。其次，老龄
化加快还将增加社会养老支出，降
低储蓄率，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趋势性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
发生深刻变化。此外，我国人口负
增长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形成历史性
交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
发展，不仅可以替代体力劳动，还
可以替代脑力劳动。虽然人口负增
长时期劳动力供给下降，但经济对
劳动力需求也会下降，同时生产率
仍将继续提升。

从需求侧看，既要看到人口
负 增 长 意 味 着 消 费 群 体 规 模 收
缩，对食品、住房等基本需求会
带 来 “ 收 缩 效 应 ”， 也 要 看 到 随
着 消 费 水 平 提 升 和 消 费 结 构 升
级，对消费需求也会带来“增长
效 应 ”。 当 “ 增 长 效 应 ” 超 过

“收缩效应”时，社会总需求仍将
上升。

当然，人口负增长最大的冲
击 ， 是 对 需 求 特 别 是 消 费 的 影
响，人口负增长通过人口总量减
少 、 人 口 结 构 变 老 影 响 消 费 需
求。老龄化程度加深将降低居民
消费倾向，形成“低欲望社会”。
老龄化还将加重养老、医疗等社
会保障费用负担，增加社会和家
庭的养老压力，减少劳动年龄人
口的消费支出。也要看到，中国
扩大消费具有特有的“制度性潜
力 ”。 从 中 长 期 看 ， 通 过 户 籍 制
度、土地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改
革，释放新市民的消费潜力，将
减缓消费扩张减速的压力。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为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辩证看待人口负增长
带来的挑战

吴启钱

半月前，朋友介绍一名小老板
就一起投资纠纷案向笔者咨询，笔
者建议他找对方好好协商。前两
天，小老板又来电说，协商无果。
笔者说，那么你只好准备诉讼了。
小老板叹了一口气：“唉，我真不
想打官司，感觉太倒霉了。”笔者
说，我完全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打
民事官司，只看有无必要，是否合
算，绝无倒霉不倒霉之说。即便是
被告，也不倒霉，何况你还是原
告，是你去起诉对方，让对方站到
被告席上。

其实，不只是这名小老板，在
很多人的观念中，认为上法庭打官
司是一件倒霉事。笔者老父亲生前
就对儿女们提过一个希望，这辈子
要尽量避免去“两院”，即不要去
医院或上法院。希望儿女一辈子健
健康康、平平安安，是所有为人父
母者的良好愿望，其实也是很多人
对自己的期望。

不过，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却
很骨感。

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我们无
时不处于各种关系之中。有关系就
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出现纠纷，
就有各种问题产生，就避免不了各
种事故发生。

比如，商人会因交易对方对合
同的不当履行或无信毁约而遭受经
济损失，我们在小区里或人行道上

好好走路，有时也会因运气太差而
被飞来横祸侵害，家人朋友之间因
某些有意无意之言行而关系紧张，
继而争吵甚至伤了和气。而且，由
人组成的机构与机构之间，比如公
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个人之间，
也常因这样那样关系处理不好而产
生矛盾与纠纷。

种种情况，导致我们有时不得
不去医院，也可能不得不进法院。

去医院是为了看医生，打针吃
药疗疾，动手术割病瘤，让自己恢
复健康，而不是去证明自己是否善
良，或者是否高尚。打官司也同
理。

民事官司，只是一种定分止争
的方式。而且，诉讼，是由法院和
法官代表国家来主持民事纠纷的
处 理 ， 相 较 于 其 他 纠 纷 处 理 方
式，一些传统习俗、观念等，往
往容易发挥重要影响，诉讼使得
纠纷处理的过程与结果，均能不
受或少受当事人干扰，能更好保
障解决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同
时，由于诉讼活动严格依照民事
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定程
序进行，追求程序公平，也能更
好保障纠纷解决的有序公平。而
且，诉讼由于有国家强制力作保
证，成了运用最广泛的、终局性
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

在诉讼中，打官司的双方，在

公正的“法官大人”面前，陈述事
实，表明观点，举出证据，提出诉
求，要的也只是让“法官大人”凭
他的专业素养、职业道德和常人良
知，来裁定是与非，判出对与错，
从而解决矛盾纠纷，也解开当事人
的心结。无论是诉讼案件本身，还
是打官司的过程，基本不涉及好与
坏、善与恶、美与丑，更无所谓倒
霉不倒霉。

实际上，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矛
盾纠纷，是一种文明理性的方式。
即便，当事人在一个案件中输了官
司，那么他可能的委屈，他内心里
或许觉得的冤枉，他主观上自认的
倒霉，也至少被法官或诉讼的其他
参与人了解了。这，无论对当事人
个人，或是对官司双方，或是对整
个社会而言，没有坏处。

因而，对于当事人来说，要不
要提起诉讼，要不要去与他人打官
司，关键还是要看是否合算，有无
必要，当然也要看是不是在理，有
没有法律依据。因为任何诉讼，都
意味着成本，其中包括时间成本，
也包括财务成本，还包括人的精力
和机会成本，且越是复杂的官司，
无论原告还是被告，支付的成本越
大。

也因此，打官司有时候并不
“合算”，尤其是涉及小额金钱交付
的诉讼。实践中，有的案件当事人

通过诉讼拿到的钱，可能还没有其
支付的律师费高。

当然，民事纠纷之复杂，并不
是所有的案件能在法庭上分得清是
非、争得出输赢。特别在家事等纠
纷上，清官难断家务事，已经是一
种共识。所以，被视为“和稀泥”
的调解，成为离婚案件的法定前置
程序。这几年，几乎所有民事纠
纷，有诉前引调的程序。

实践中，很多法律工作者在接
待当事人咨询的时候，往往首先主
张协商，能和解最好，双方不能自
己和解的，由调解组织、法官、律
师或其他人士进行调解，不管是谁
主持调解，都是郑重的建议。不管
结果如何，同样只涉解决问题的效
率高低，而无关当事人的倒霉与
否。

不过，这并不否认也不能替代
诉讼，它毕竟是在法治轨道上解决
矛盾纠纷的方式。被 《民法典》 列
为各类合同必备内容的“争议解
决”条款中，通常有“双方在履行
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先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再仲裁或诉讼解
决”这样的规范性表述。

因为，“天下无讼”，在文明、
健康的社会里，并不见得是好事。
在遇到矛盾纠纷时，拿起法律的武
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任何倒
霉可言。

打官司并不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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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宁波保国寺的唐代经
幢。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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