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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史

世象管见

漫画角

随思录

黄明朗

老话说：“理可顿悟，事须渐
修”。渐修、顿悟是开悟的两个层
次。“修”是学习、实践，是顿悟
的源头、基础，是一个渐变的过
程；“悟”是修的收获、成果，是
升华、突变、豁然开朗、恍然大
悟，是思想觉悟的高级形态。为
避免空洞，不妨借推动绿色发展
这个话题予以阐释。

首 先 ， 在 “ 渐 修 ” 中 获 得
“顿悟”。修的重要性在于，“要知
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一
尝”。悟有深有浅，顿悟不是天上
掉下来的，而是通过“渐修”获
得，无所用心，不求有悟，付出学
费仍然不开窍，失败或成功都是一
本糊涂账，那就是瞎耽误功夫。

关于环保，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日本的“四日市哮喘”、英国
的 “ 雾 都 劫 难 ” 曾 让 人 触 目 惊
心、谈“污”色变，然而，别人
的 教 训 再 深 刻 也 不 过 是 个 “ 故
事”，只有自己经历挫折才能感觉
到 那 是 “ 事 故 ”。 回 顾 宁 波 历
史，当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快速推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
质财富，但也带来了触目惊心的
生态失调、环境恶化，水源、大

气、土壤严重污染，一些河水黑
如墨、臭如粪，大面积海域遭受
严重污染，赤潮频发，百姓健康
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教训越是刻骨铭心，越能大
彻大悟。意识到依靠资源要素的
粗放式发展已走向穷途末路，党
委政府和广大市民开始自我觉醒
和约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成为转
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从列入
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试点
城市，到获评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蓝天白云、水清河畅已成常
态。抚今追昔，社会各界对党的二
十大报告清晰擘画的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战略部署高
度认同，这绝非偶然，而是对过往
行为的反思获得的顿悟。

其 次 ， 运 用 “ 顿 悟 ” 指 导
“渐修”。修可获得悟，悟能指导
修。悟而不修，只能是说一套做
一套，或者说起来明白、干起来
糊涂，终究不会有任何改变。知
行合一，明理后笃行，才会一步
一个台阶，离成功更进一步。

应该看到，时至今日，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推
动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
到质变的拐点尚未到来。宁波同
样面临着化石能源消费过高、能
源 消 耗 总 量 较 高 等 问 题 。 本 来 ，
人们在顿悟之后，应该对环保的

认 识 更 加 深 化 ， 思 路 更 加 开 阔 ，
措 施 更 加 有 力 ， 步 伐 更 加 坚 定 ，
效果更加显著。然而，仍有些不
良因素干扰人们“顿悟”，一些地
方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
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
汰落后产能，全面整治“散乱污”
企业时迟疑不定。还有些企业和个
人甚至顶风违法，我市曾曝光一些
企业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擅自设
立危险废物非法处置点、废气废水
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等问题；一
些人焚烧稻草、盗伐林木、乱挖野
生植物、滥捕野生动物等行为时有
发生，往往导致“一颗老鼠屎搞
坏一锅汤”。

这些情况表明，知易行难，建
设生态文明，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
事外，必须创新和完善公众参与机
制，使广大企业和市民成为参与
者、实践者，持续不断地擦亮蓝
天、保卫碧水、守护净土，才能使
绿色成为美丽宁波更加坚实、更加
厚重、更加亮丽的底色。

最后，“修”与“悟”不可能
一劳永逸。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
蹴而就，修与悟永无止境，只有
持之以恒，循序渐进，才能修一
程进一步，从量变到质变。

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
刻革命，为此，我们经历了一个
漫 长 、 艰 辛 的 探 索 过 程 。 早 先 ，
由于 GDP 崇拜，曾“追求金山银

山，不管绿水青山”，傲然于自然
之上，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造
成了严重后果。此后，人们从生态
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噩梦中醒来，
从 “ 盼 温 饱 ” 到 “ 盼 环 保 ”， 从

“求生存”到“求生态”，逐渐意识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开
始用平等尊重的姿态去对待自然，
不再简单以 GDP 增长率论英雄，
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上正轨。

然而，一些地方特别是部分
农村产生了新的困惑：环境变好
了 ， 但 经 济 收 入 并 没 有 相 应 增
加，似乎“绿水青山并不等于金
山银山”，甚至觉得环保成了“亏
本 生 意 ”。 这 种 状 况 如 果 不 能 改
变 ， 必 然 挫 伤 人 们 的 环 保 积 极
性，甚至使现有环保成果得而复
失。人们开始了新的探索，按照
统 筹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发 展 的 要 求 ，
努力寻求从绿水青山中打开金山
银山的神奇密码，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
实际成果。按照更高层次、更加
深刻的领会和觉醒，许多乡村自
觉 跟 先 进 理 念 和 雄 厚 资 本 联 手 ，
打造乡村旅游、健康养生、文化
创意、农业体验等新业态，点石
成金，让沉睡的山水资源释放出
更大经济价值。新的“顿悟”，提
升 了 城 乡 居 民 生 态 保 护 的 获 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开辟了参
与生态建设的新征程。

从“渐修”到“顿悟”

缪金星

琵琶始于中国的秦朝时期，其
字义为二玉相碰，发出悦耳的声
音，是指一种以弹拨琴弦的方式发
声的乐器。到了唐朝，琵琶既已成
型，演奏方式也更趋成熟。白居易

《琵琶行》 中描述“大弦嘈嘈如急
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
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似江潮
涌雪，余波荡漾，笔意鲜艳，有悠
然不尽之妙。有人赞其为“十分
情，十分说出，能令有情者皆为之
死 ”。 但 也 有 学 者 就 当 时 舟 中 氛
围，则另有一说。认为后人但羡其
风致，敬其词章，却忽略了这首长
歌的真伪。

《容斋五笔》 在点评此篇时，
认为 《琵琶行》 只是白居易虚拟
之作，作者因为犯了错误而被降
级到地方，就算当时纪律处分条

例 比 较 宽 容 ， 也 不 至 于 茫 茫 月
夜，跑到人家单身女子的船上饮
酒听曲。就不怕舆情失控，遭人
议论长短？故所谓的“移船相近
邀相见”，实在是借题道出一番天
涯沦落之恨，难怪 《琵琶行》 通
篇 八 十 八 句 ， 连 “ 序 ” 七 百 多
字，除了他一个“江州司马”，别
的都属子虚乌有，遂有后人起哄
道：“夜半琵琶发曼声，青衫有客
泪纵横，空江一个商人妇，传到而
今没姓名。”

若说白居易的 《琵琶行》 纯为
文学作品，《朝野佥载》 中的罗黑
黑则堪称初唐最杰出的琵琶演奏
家。唐太宗时，有西域使团进入中
原，还带来一位绝顶的琵琶高手。
唐太宗便让罗黑黑在屏帷后听着，
一曲弹完，太宗笑着说：“你们这
些都不过雕虫小技，我们这儿随便
叫个宫女都能弹奏。”遂请罗黑黑

出来复弹，一音不差，一曲不遗。
使团惊叹而辞，西国闻之，降而归
依大唐者数十国。

以琵琶为由头，又读到北宋王
谠编撰的 《唐语林》 的故事。说的
是唐宣宗时，宫廷乐师罗程善弹琵
琶，曾受到前朝唐武宗的恩宠。自
宣宗皇帝继位后，罗程知道宣宗通
晓音律，更加刻苦钻研，追求艺
术 。 其 推 出 的 作 品 “ 能 变 易 新
声”“必为奇巧声”，一度受到皇
帝 器 重 。 罗 程 自 此 “ 恃 恩 自 恣 ”

“眦睚杀人”。宣宗得悉情况，勃
然大怒，立即将其斥出，交付京
兆府法办。

宫廷里其他乐师都觉得罗程
的才艺天下无双，便有意想要打
动皇上。一次在例行演出中，故
意于台上放了一把空椅，将罗程
的 琵 琶 置 于 其 上 。 并 “ 罗 列 上
前，连拜且泣”，哀求皇上：罗程

犯罪，万死不赦，但我们都可惜
他的才艺天下第一，不能再为陛
下演奏了。唐宣宗回答道：“你们
可惜的是罗程的表演艺术，我所
敬重的是天下的法度。”最终没有
赦免罗程的罪行。

唐宣宗年号大中，是唐王朝第
十七位皇帝，也是晚唐最后一位
有所作为的皇帝。书上说，唐宣
宗虽宽仁爱人，然刻意用法，尝
曰：犯朕法，虽我子弟也不宥。内
外由是畏惮。

少了一个艺人可以再培养，再
物色，但若徇私枉法、废弃法度，
又何以立国立本？唐宣宗不赦罗
程，倡导法治精神，自是值得赞
扬，可供借鉴。但如果再能从源
头 上 加 强 对 身 边 人 的 法 治 教 育 ，
使其得宠而不敢胡来，置法律于
至高无上，罗程的悲剧是可以避
免的。

亦惜才艺，更重法度

景 新

近日，电视剧 《繁花》 在央视
热播，同剧情相关的多个话题火上
热搜。随之出圈的有三个粤菜——
仙鹤神针、川乌、船王炒饭。剧中
作了如下介绍：川乌就是没生过蛋
的马鲛鱼，这是宁波象山特产；船
王炒饭，佐料是鄞县雪里蕻、野生
大干贝、蛋清⋯⋯

对于这份船王炒饭，剧中还专
门解说，“华人船王里大部分是宁
波人，喜欢这种家乡味道”。

明明是在粤港澳地区流行的粤
菜，谈渊源时，却一下子跳跃到了
千里之遥的宁波象山、鄞县，想必
很多人十分费解。看似风马牛不相
及，实则是近现代历史的机缘巧
合。

“要窜头，海三湾。”这是一句
宁波老话，意思是，一个人若要出
人头地，就必须出海去打拼。一代
代“宁波帮”也因航运的便利，不
断走出家门、走向世界。宁波人出
门闯世界，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条
以上海滩为码头，北上天津卫，西
抵汉口，走向全国；另一条南下香
港，以香港为跳板，走向世界。宁
波菜跟着“宁波帮”的南下路线，
来到广东、香港，并在粤菜中占得
一席之地。

《繁花》 中的那盘船王炒饭，
是 “ 宁 波 帮 ” 纵 横 四 海 的 陪 伴 ，
也 是 “ 宁 波 帮 ” 卓 越 成 就 的 见
证。炒饭能够被冠以“船王”之
名的，绝非等闲，其背后的故事
是励志的。杰出的“宁波帮”人士
包玉刚，被誉为“世界船王”，他
不惧“行船跑马三分险”，白手起
家，稳扎稳打，经年累月，厚积薄
发，跻身世界七大船王之首。除了
航运业，“宁波帮”还在多个领域
开疆拓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
银行、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第

一家汽车出租公司、第一家房地产
公司⋯⋯敢为天下先的“宁波帮”
曾创下 50 个“全国第一”，也因此
赢得了“无宁不成市”的赞誉，甚
至还有“一个宁波帮，半部近代
史”之说。

《繁花》 中的那盘船王炒饭，
是“宁波帮”心系故土的寄托。宁
波籍作家冯骥才这样形容“宁波
帮”：“他们很聪明，恪守诚信、苦
干加巧干，闯荡天下获得成功后，
又惦记自己的家乡，帮助自己的家
乡，这种帮乡爱乡的天性，也促进
了宁波与外地的交流。”宁波帮，
帮宁波，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

“ 船 王 ” 包 玉 刚 出 资 创 办 宁 波 大
学，还为宁波争取成为国家计划单
列市奔走出力，并最终功成圆满的
佳话。包玉刚曾说：“我是宁波的
大使，宁波的事也是我的事。我愿
意为宁波跑腿。”

今年，是小平同志提出“把全
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
宁波”40 周年。时代的车轮滚滚
向前，老一辈“宁波帮”人士已渐
渐淡出商界、政界的舞台，但“宁
波帮”精神不能丢，需要进一步发
扬光大。如何传承“宁波帮”的优
良传统？如何把新生代“宁波帮”
和帮宁波人士调动起来，把新的发
展动能迸发出来？这些无疑是当下
值得深思的课题。

传承“宁波帮”精神，需要讲
好故事。这次，一部电视剧 《繁
花》，使得“ 船 王 炒 饭 ” 意 外 出
圈，也让“宁波帮”事迹无意间
走进大众视野，这颇有点“无心
插 柳 ” 的 味 道 。 传 承 “ 宁 波 帮 ”
精神，需要更多能够共情共鸣的

“ 船 王 炒 饭 ”。 期 盼 宁 波 主 动 出
击 ， 精 心 策 划 ， 以 小 见 大 讲 故
事，走深走心见精神，在电视荧
屏、手机屏幕上呈现更多“宁波
帮”元素。

“宁波帮”精神
与“船王炒饭”

吴启钱

“老宁波人”吃油条要蘸酱
油。饭桌上，服务员上油条，必
会同步上一碟酱油。在外地，餐
桌上有油条没酱油的时候，宁波
人必喊服务员来一碟酱油。单从
吃油条是不是蘸酱油这样一个细
节 ， 就 可 以 分 辨 出 谁 是 “ 正 宗
的”或者说是“土生土长”的宁
波人。

前段时间，我随旅行团在大
别山旅游。某天，早餐桌上有油
条 ， 同 行 的 老 郑 马 上 喊 来 服 务
员 ， 要 酱 油 配 油 条 ， 服 务 员 一
脸茫然。我也趁机问老郑：“油
条 是 咸 的 ， 酱 油 也 是 咸 的 ， 为
什 么 宁 波 人 吃 油 条 还 要 蘸 酱
油？”说实话，这个问题困惑我
很久了。

这回轮到老郑发蒙了。呆立
在餐桌边，足足有半分钟之久，
老 郑 回 答 说 ：“ 我 也 说 不 清 楚 。
大概这是宁波人的习惯吧？”

应 该 是 习 惯 ， 老 郑 说 的 没
错。

所谓习惯，是一种积久养成
的生活方式。于个体，它是一种

“不知而为”的行为方式；于群
体，它是一种被广泛遵循的“集
体无意识”，更贴切的说法应该
叫习俗。不管习惯还是习俗，人
们知不知其所以然，均不影响知

其然、用其然。比如，宁波人吃
油条蘸酱油，已经是一种“自动
化”的饮食行为，虽然很少有人
知道、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
东汉学者应劭在 《风俗通义》 中
说：“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
非习贯，莫能原察。”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也有类似说法：“一
种传统的习惯每每是越没有存在
的理由，反而越不容易去掉它。”

习惯有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
量。

就个体而言，习惯可以让我
们的行为趋于“自动化”或“程
序化”，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意
志力和精力去思考和计划每一个
行动。如，每天早上起床后喝一
杯水，或者每天晚上刷牙、洗脸
等习惯，这些行为已经自动化，
不需要我们额外的思考和决策。
当我们养成一种好习惯时，做事
情会变得更快、更准确、更有效
率。比如，良好的饮食习惯、运
动习惯、睡眠习惯等，可以让我
们保持健康和良好的身体状况。
学习习惯也一样，定期复习、笔
记 整 理 、 时 间 管 理 、 深 入 研 究
等，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吸收和掌
握知识。

对群体来说，习俗具有很强
的传承性，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
为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塑造社
会文化和人类行为，促进社会团
结和认同，帮助人们形成共同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增强社会
的稳定性。

习惯因此可以作为处理民事
纠 纷 的 一 种 依 据 。 我 国 《民 法
典》 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
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
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这是因为，习
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
成的一种共同的、普遍遵守的行
为准则，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和合
理性。在一些传统习俗和行业领
域 内 ， 习 惯 可 以 填 补 法 律 的 空
白 ， 具 有 很 高 的 权 威 性 和 约 束
力。

举一个稍显夸张的例子。当
食客与店家因餐桌上有油条没酱
油而发生争议的时候，如果纠纷
发生在宁波，法官一般会判店家
违约，因为油条蘸酱油，是宁波
人的饮食习惯；而如果纠纷发生
在外地，则法官可能会认为，你
点 的 是 油 条 ， 店 家 也 端 上 了 油
条，故店家提供的服务符合合同
的约定。

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习
惯和习俗也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比如，吸烟、酗酒、不规律的作
息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导
致各种健康问题，拖延、粗心大
意、注意力不集中等不良的学习
习 惯 ， 可 能 会 导 致 学 习 效 果 不
佳。而油条蘸酱油，在提倡少油
少盐的今天，也不怎么健康。

在我国历史上，曾流传一千
多年的妇女缠足，是一种对女性
残忍迫害的恶习。而性别歧视这
种陋习，在当今世界上，仍在一

些地方给女性带来极大的痛苦和
伤害。

所以，社会的文明进步，必
然伴随着在习惯或习俗上的移风
易俗、存良去陋。

这要靠全社会的努力，更要
靠个体的自觉，公权力则应该保
持必要的谦抑，因为“以习惯来
取代习惯”（伊拉斯谟语） 可能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报道说，
某地出台规定，将蹲地上吃饭、
不叠被子等列为不文明习惯，并
出台罚则，派人上门检查督导，
就是对当地风俗习惯的一种强制
改变。

这 种 做 法 ， 出 发 点 也 许 是
“好心”，劲却可能用错地方。毕
竟，蹲地吃饭、起床不叠被子、
吃油条蘸酱油等“人畜无害”的
习惯，属于典型的个人“意思自
治”领域。

元旦一过，春节将至。热闹
的爆竹声和绚烂的烟花总是和过
年的记忆勾连，深深刻进国人的
基因里，成为过年的一大习俗。
燃放烟花有利有弊。前几年一些
地方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
竹，也有民意基础。但最近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全面禁
燃烟花爆竹“不合法”。这是公
权力在习惯面前保持谦抑性的表
现。

对待习惯，这很有必要。
我本人的习惯是吃油条从不

蘸酱油，但我尊重“老宁波人”
的这一习惯。

“吃油条蘸酱油”的习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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