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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新 知

漫画角

徐 健

古人云：“信言不 美 ， 美 言
不 信 ”。 真 实 的 话 、 有 用 的 话 ，
听 起 来 往 往 不 那 么 顺 耳 。 善 于
倾 听 各 种 不 同 的 声 音 ， 尤 其 是
逆 耳 之 言 ， 是 一 个 人 立 身 处 世
的 基 本 要 求 ， 对 于 领 导 干 部 来
说 尤 为 重 要 。 能 不 能 虚 心 听 取
意 见 建 议 ， 自 觉 接 受 批 评 指
责 ， 做 到 闻 过 则 喜 、 从 善 如
流 ， 体 现 领 导 干 部 的 胸 襟 、 气
度 和 格 局 ， 是 赢 得 信 赖 、 成 就
事业的重要基础。

1941 年 6 月 3 日，陕甘宁边
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
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也
遭雷击，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
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同一天，
一位农民的驴也被雷电击毙。事
后，这位农民说：“老天爷不睁
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
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
查，毛泽东同志制止了，并说：

“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
了群众的反感。”后来发现是由于
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引起
农民的意见。了解情况后，就很
快纠正过来。后来，毛主席多次
讲起此事，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
干部。

毛主席说：“不许人讲话，老
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
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长 时 间 听 不 到 批 评 声 会 “ 飘 飘
然”，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是不幸
的 ， 听 不 到 反 对 的 声 音 是 可 怕
的，经常听到批评声才会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

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不同
程度存在听不得、听不进不同声
音的现象。有些人，特别是有些
走得顺风顺水或春风得意的年轻
干部，自我感觉好，骄傲自满，
娇 生 惯 养 ， 不 能 正 确 对 待 和 把
持 自 己 。 他 们 只 爱 听 表 扬 声 、
恭 维 话 ， 习 惯 于 生 活 在 鲜 花 和
掌 声 中 ， 一 听 到 不 同 的 声 音 、
反 对 的 意 见 ， 特 别 是 批 评 的 声
音 ， 立 刻 受 不 了 ， 甚 至 发 飙 翻
脸 。 也 有 的 在 初 出 茅 庐 之 时 或
刚走上领导岗位之初，尚能保持
谦 虚 谨 慎 的 态 度 ， 然 而 随 着 职
务、威信的提升，渐渐变得一意
孤行、骄横跋扈，听不得不同声
音和意见。

一个人的见识、能力总是有
限的，要想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
断和决策，就必须全面了解和掌
握信息，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的意
见建议。领导者固然要有主见，
敢于拍板，甚至有力排众议的魄

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盲目自信、
刚 愎 自 用 ， 更 不 意 味 着 独 断 专
行、为所欲为。对各种不同的声
音充耳不闻，或只听那些顺耳之
言 ， 排 斥 那 些 不 中 听 的 话 、 不
合 己 意 的 话 ， 则 无 异 于 掩耳盗
铃、自欺欺人，最终难逃失败的
命运。

王 小 波 曾 经 写 过 一 篇 题 为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的文章，说
是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个古怪
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
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
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
虎。由此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是可想而知的。“上有所好，下必
甚焉”，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
一味迎合讨好他人，不惜巧言令
色，极尽谄媚之态，从而助长了
一些人的骄横之气。其背后的根
源值得深思。

“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
无达士，则不闻善。”当下在一
些 地 方 ， 能 讲 真 话 、 敢 诤 言 者
寥 寥 无 几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信 奉

“祸从口出”的生存哲学，说一
些 察 言 观 色 的 讨 好 话 、 报 喜 藏
忧 的 称 心 话 、 虚 情 假 意 的 违 心
话 、 溜 须 拍 马 的 奉 承 话 ， 成 为
不 少 人 明 哲 保 身 的 处 事 之 道 。
任 由 这 种 风 气 蔓 延 ， 是 很 令 人

担忧的。
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说

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
手中。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
听逆耳之言的人面前，人们才敢
于讲真话、乐于提出批评建议。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有虚怀
若 谷 的 胸 襟 ， 少 些 自 我 膨 胀 和

“威权”意识，保持闻过则喜的雅
量、红脸冒汗的肚量、乐于“挨
批评”的海量。学会放低身段，
尊重民意，广开言路，多渠道获
取各种情报信息，多方面听取各
种意见建议，避免陷入自我封闭
的小圈子和人为构建的“信息茧
房”。

除了领导干部个体的自觉，
更为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宽松自
由的氛围，提供让人说话的机会
和 平 台 ， 使 群 众 有 发 表 正 当 意
见、建议渠道和被采纳的机制。
要有制度保障说话人权益，对那
些建言之策、批评之声，哪怕有
些过火、难听，也要给予必要的
宽容，哪怕说得不对，也不能揪
着不放、兴师问罪，更不能打击
报复。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无论
对于改善干群关系，构筑和谐的
政 治 生 态 ， 还 是 推 动 事 业 的 发
展，无疑都是极具意义和迫切需
要的。

涵养善听逆耳之言的气度

刘迎秋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
列新的形势、矛盾和问题，迫切需
要我们提出有效的应对理论和办
法。其中一条就是集中精力、排除
干扰谋发展，特别是大力推动民营
经 济 健 康 成 长 和 “ 做 大 做 优 做
强”。民营企业家作为典型的经济
人，量入为出、追求效用和收益最
大化是其理性要求的第一选择，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尊重和提升
民营企业家理性。

发展民营经济要以民营企业家
理性正常存在为前提。民营企业家
首先是经济人，其次才是其他。所
谓经济人，简单地说，就是始终能
够发现、发掘和运用可支配资源并
由此谋求和实现自身收益或效用最
大化的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用
高质量和多样化供给来满足高水
平、多样化需求的阶段。因此，迫
切需要更多的民营企业家作出高投
入、高质量、高收益的选择与决
策。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一些民
营企业家反而经常作出低投入、低
质量和尽可能高收益的选择与决
策。这是民营企业家正常的理性反
应。

一方面，在市场不够完善和统
一，法治不够健全和科学，信息不
对称、制度性歧视、不平等竞争仍
然存在，企业能力积累不足的条件
下，中小民营企业家不作出高投
入、高质量和较高收益的选择是理
性的。另一方面，如果具有某种效
用的产品投放到市场后，能够通过
低价竞争获得同样多的收益，只有
非理性企业家才会作出高投入、高
质量的选择。

尊重和提升民营企业家理性，
才能更好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尽管经济人理性的有限性具有
得到外力校正的可能，但那也只能
是引导、参考性的，因此，科学的
规制比人为的直接干预更重要。

第一，政府要在服务民营企
业、为民营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上下功夫。切实把“法有授权必须
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做到位，
同时把过去已经习惯的“乱干预”

“常伸手”等行政管制和管理行为
纳入法治轨道，清理并去除“设
定或变相设定准入障碍”“将政务
服务事项转为中介服务事项”“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利用
行 政 或 刑 事 手 段 干 预 经 济 纠 纷 ，
以 及 执 法 司 法 中 的 地 方 保 护 主
义”。进一步规范涉产权强制性措
施，避免“超权限、超范围、超
数 额 、 超 时 限 查 封 扣 押 冻 结 财
产”以及“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

‘ 自 证 清 白 ’ 式 监 管 ” 等 错 误 做
法，把本不应由政府职能部门实
施 的 各 种 “ 惩 罚 ” 特 别 是 “ 罚
款”类“惩罚”移交公检法等执
法部门依法受理、核查实施，以保
证企业真正做到“法无禁止皆可
为”、尽心竭力搞创新谋发展。

第二，经济学家要在企业治理
现代化及其理性行为选择方法和规
律等方面多作深入调查研究，为民
营企业家进行理性选择提供更多智
力支持。不可随意对民营企业家指
手画脚、评头品足甚至干扰企业家
理性选择与决策。

第三，社会要积极营造尊重民
营企业家的氛围，让民营企业家在
不断获得新的更大成功中得到更
多尊重。这也要求民营企业家既
要努力做到“遵纪守法、遵守社会
公德”“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
而有爱”，又要在“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
督，实现治理规范、有效制衡、合规
经营”以及“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
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发展质量。

第四，与民营企业有一定关联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不 能 向 企 业 乱 伸
手。要真正把服务企业作为第一
要务，切实做好非政府组织的应
有服务。

稿件来源：《浙江日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研究生院原院长）

发展民营经济
要尊重企业家理性

江 海

癸卯年十月初六，天气晴好，
与一众老友新朋参访天台山国清
寺。路过东厢禅房小院，见一着黄
色僧袍、手戴袖套的年轻僧人，正
神情专注、心无旁骛地在盥洗台上
收拾着什么。冬日暖阳打在他的黄
色僧袍之上，与背后的禅房形成了
一明一暗的对比。

本不想打扰这份宁静，悄悄掏
出手机定格了这一瞬间。只是心
中好奇，这位年轻的师父为何如
此 专 注 。 远 远 站 立 ， 观 察 一 阵 ，
未 得 其 详 。 遂 上 前 探 问 ：“ 师 父
忙 啥？”“ 摘 菜 根 。” 禅 师 答 得 简
洁 。“ 摘 菜 根 何 用 ？”“ 菜 根 味
美 ， 扔 了 可 惜 。” 在 一 问 一 答
中，方才明白，禅师惜物，把旁
人视作弃物的芹菜根当成了美味
的 菜 肴 。 在 常 人 眼 中 ， 礼 佛 诵
经 、 严 守 清 规 戒 律 是 一 种 修 行 ，
这 种 见 诸 日 常、不弃微小、善待
万物、知福惜福的操守，何尝又不

是一种修行？
天台山国清寺真是一座“特立

独行”的寺院。且不说天台宗在佛
教界的特殊地位，以及禅宗文化传
播的源远流长。即便是今日，这座
有 着 1400 多 年 厚 重 历 史 的 寺 院 ，
仍保留着朴素和本真的一面。比
如，国清寺不收进山门票，南来北
往的游客、香客，不花分文，即可
畅行无阻地在寺院中游览、礼佛。
比如，国清寺一直保留着“农禅并
重”的传统，僧人们在“功课”之
余，还要下田从事农耕，在“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循环往复中，
书写、阐释着简朴、清淡、与世无
争的禅意人生。这份坚守和淡泊，
与一些所谓的佛教名山的功利主义
和过度商业开发，形成了鲜明的反
差。

这位不知其名的摘菜根 的 年
轻禅师，也许只是观察国清寺的
一个视角，抑或是天台宗弘扬的

禅宗文化的一个缩影。本人缺乏
“慧根”，亦无所谓的“慧眼”，未
能参透这位年轻禅师的内心。但
可以肯定的是，他所表现的这种
举 动 ， 体 现 的 是 一 种 爱 物 惜 物 、
知恩报恩、善待自然的精神。这
种有点“苦行僧”式的修行，固
然有环境影响的因素，但更多是
要靠自我觉醒与自律。而这种精
神和境界，正是当下我们很多人
身上所缺少的。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由天
台山国清寺摘菜根的禅师，想起了
明 代 洪 应 明 先 生 所 作 的 《菜 根
谭》。人的行为，往往是由欲望所
主导的。现代人的痛苦，通常是欲
望太多，得到太少。这使得很多人
为了欲望而挣扎，为了欲望而钩心
斗角，为了欲望而抛弃纯真的信
念，为了欲望而忽视了身边平淡幸
福的生活。到头来，被无休无止的
欲望裹挟，带入了无尽无底的深

渊。故洪应明强调“嚼得菜根”，
方能“百事可做”。

弘一法师是当代著名的得道高
僧，他的惜福思想是：即使有十
分 福 气 ， 也 只 享 受 三 分 。 1924
年，兵荒马乱的时代，弘一法师
挂单于宁波七塔寺。弟子和挚友
夏 丏 尊 邀 他 到 上 虞 白 马 湖 小 住 ，
他所带的铺盖只是一床破席，睡
觉只能衲衣为枕，洗脸的毛巾洁
净但破旧，夏先生要为他换掉这
些 所 携 之 物 ， 但 弘 一 婉 言 谢 绝 。
他 平 淡 地 说 ，“ 还 可 以 用 ， 好 好
的，不必换了”。夏先生带来的饭
菜咸了些，他又微微笑着说，“咸
有咸的味道，淡有淡的味道”。这
份平淡、平和之中，折射的是大师
对人生的参悟。

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悲喜自渡
的修行。事实确也如此。万般滋味
皆是生活，有多少福报全在自身。
一盘菜根，也是一种开悟。

一盘菜根的“开悟”

抢救 鲁 楠 绘

关爱 李肖飏 绘

哲 明

医学技术迅猛发展，诊疗手段
日新月异，常常让人感慨不已。有
人曾经戏谑，人类高科技应用有两
大领域：一是用于救人 （医学领
域），一是用于杀人 （军事领域）。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军事领域的高
科技，只能从媒体报道中有所了
解。而医学科技的大量应用，却是
人人可以从现实中真切感知的，包
括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医用耗
材、手术器械、介入材料、中西药
品以及越来越细化的体检指标分
析，等等。

如今，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已
达 77 岁，位居世界前列。我们宁
波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超 82 岁。
这里面，医学保障水平的提高功不
可没。尽管如此，当人类面对人体
这一大自然的伟大杰作时，还是存
在太多的未知和无奈。

误区一：认为技术
能够解决所有健康问题

医学教科书上，某一疾病、什
么症候、演变规律、实验室指标、
诊断要点、辨证用药、手术适应症
等，写得清清楚楚。可是一旦到了
临床，病人的表现往往同书中描述
的对不上。同一病种，不同病人身
上表现不一样，甚至同一病种在同
一病人身上，每次发病表现也不一
样。更不要说，还有很多闻所未闻
的新病种在不断产生。

宁波老乡韩启德院士在其专著
《医学的温度》 中说：人类自有文
明就有医术。从 《黄帝内经》 成书

（东 方） 和 希 波 克 拉 底 开 创 医 学
（西方） 以来，医学一直在回应解

决人类痛苦的努力。今天，尽管医
学科技如此发达，但人类对自身的
认知与对宇宙的认知一样，只是冰
山一角，还有很多空白领域，还有
许多无奈的地方，还有一个个难
题，需要医患同心，一起去攻克，
人类切不可妄自尊大。

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
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句话既体现出医学的无奈，也提
示我们如何用人性的温度去弥补技
术的不足。在临床实践中，诊断不
明了、病情不可控、出现医疗意外
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医学还没有来
到万能时代，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
一个时代吧。

每个人从出生、成长、衰老到
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医学的任务
只是保护这个过程。我们不能把衰
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
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存无望
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

误区二：认为有了
毛病就得吃药

一般情况下，病原体进入人体
以后，体内的“国防军”会立即应
对，对于小股“武装”，人体自身
有足够能力歼灭之。同时，病原体
不断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免疫系
统也因为这种刺激，变得越来越强
大，从而可以抵御更严重的疾病。

当“敌方”力量较强时，则进
入拉锯战，这时候最典型的症状往
往就是高烧不退。只有当敌我双方
力量对比失衡时，才需要外部力量
介入以助正气，起到助攻的作用。

所以在很多时候，人体具有较
强的自愈能力，无需用药，尤其要
慎用抗生素。曾几何时，使用抗生

素到了泛滥的程度，医患双方都视
抗生素为常规用药 （现在医院对此
从 严 控 制 了）， 动 不 动 就 吃 它 几
天。殊不知，等到真正需要抗生素
出马的时候，它的效用可能因为病
原体耐药而大大下降了。

误区三：说到用药
就认为一定是外源性的

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邪气入侵，其气必虚。所以，
调动激发人体内部的主观能动性十
分重要，可以构筑起有效的免疫屏
障。其实，人体内部蕴含着大量灵
丹妙药，通过一定的手段，可以促
使它们及时释放出来。

比如，中医的针灸疗法，能够
治疗的疾病就十分广泛，除了大
家 可 以 理 解 的 神 经 系 统 病 变 外 ，
它 还 可 以 治 疗 各 种 病 毒 性 疾 病 。
针灸过程又没有什么药物注射进
去，靠什么去抑制病毒呢？原理
就在于通过针灸去激活人体内部
的各种免疫因子，从而达到治疗
的目的。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国家
卫健委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将针灸治疗纳入新冠肺
炎的常规治疗中，就是此理。

误区四：认为人体
有些器官是可有可无的

人类历经数百万年的演化，各
种各样的细胞、器官、组织、功能
系统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构
成了一个独特、完整，具有高度自组
织性、自调节性、自稳定性的智慧网
络体系。老天爷赋予每个器官各自

的功能，大家各司其职，互相协同。
有些器官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
有些器官看似无声无息，实际上在
暗暗履行着职责；有些器官好像总
是处于休假状态，没起什么作用，
但它会在必要时候挺身而出。

以阑尾为例。这一器官的性质
功能其实蛮特殊的，在“行政归
口”上，它隶属于消化系统，但它
并不参与消化系统的工作。甚至认
为，它非但不参与工作，还经常作
祟，一点点细菌进入，就要大发
其 炎 ， 轻 则 腹 痛 腹 胀 ， 恶 心 呕
吐 ， 重 则 腹 膜 穿 孔 ， 要 人 性 命 。
因此，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些人
为了除去“隐患”，主动做手术切
除阑尾。现在看来，他们恰恰忽
视了阑尾具有调节人体免疫功能
的重要作用。

随意割掉容易发炎的扁桃体，
也是如此。扁桃体分布在人的腭部
两侧，仿佛两位门神，但人们认为
它是不太称职的保安，经常红肿疼
痛，搞得人不得安宁。殊不知，这
个时候它正同“敌人”打仗呢。

人体器官的“官官有用”，还
体现在你要主动去用它，不能闲置
它。生活、工作中各种设施越来越
智能化了，人体大脑的天然属性不
能退化；重体力劳动的机会越来越
少了，人体的骨骼、肌肉、韧带功
能不能退化；眼要辨五色、耳要
听五音、口要尝五味、鼻要闻五
气；男人务必壮筋骨、女人应该
要生育⋯⋯都是同样的原理。老天
爷费神设计的所有器官，都是有道
理的，你不去用它，不但造成资源
浪费，而且容易滋生种种问题。

每个人都要正确认识健康规
律，走出医学认知的误区，当好自
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走出医学认知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