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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随思录

老话新聊

桂晓燕

今天是正月十八，元宵节闹
花灯的“落灯夜”。老底子闹花
灯 ， 要 从 正 月 十 三 “ 上 灯 夜 ”
起 ， 一 直 闹 到 正 月 十 八 “ 落 灯
夜”，这元宵节才算过完。

现在人们过年，一个重头戏
是除夕晚上看央视春晚。旧时人
们不知电视为何物，也难得看电
影，更不会去外地甚至外国旅游
了。老宁波过年时最重要的娱乐
活动，除了闹元宵，就是看戏文。

现在许多剧团，一年难得演
几场戏。越剧名家何赛飞曾经痛
心地批评：“几百万几千万，花那
么多钱排一场戏，得了奖以后，
封在仓库里，老百姓也看不到！”
而老底子，戏班子一年到头几乎
天天演出，正月更是热闹火爆的

“黄金月”。
正月里，除了原有的剧场演

出外，城乡各地还有许多庙会。
有庙会必定要演戏，戏台下必定
人 头 攒 动 。 远 远 听 到 开 场 锣 鼓

“镗镗镗镗”一阵阵响，人们恨不
得脚底生风，飞奔到场！这就是
宁 波 老 话 说 的 “ 铜 锣 响 ， 脚 底
痒”。

过年讲究喜庆吉祥，演出的
剧目也要图吉利、讨口彩、求热
闹。如 《龙凤呈祥》《送花楼会》

《唐 伯 虎 点 秋 香》《小 方 卿 唱 道
情》 等喜剧。此外，过年少不了

关 公 戏 。 因 为 关 老 爷 “ 面 如 重
枣”，骑一匹赤兔马。而在中国传
统 文 化 中 ， 红 色 象 征 喜 庆 、 欢
乐、热烈、吉祥，与节日气氛高
度符合，所以欢迎关老爷多多上
台。演关公的演员虽然挂着长长
的髯口，但不叫老生，虽然提着
青龙偃月刀，也不叫武生，戏剧
界特称其为“红生”。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 50 年
代，以越剧名家毛佩卿领衔的宁
波越剧团，推出了一台充满人间
真情的贺岁好戏 《三家福》。在外
乡当塾师的老秀才苏义，过年返
乡途中，为救乡 亲 施 家 大 嫂 急
难 ， 编 了 一 个 善 意 的 谎 言 ， 将
自 己 全 年 薪 金 ， 唯 一 的 一 锭 银
子“裸捐”。苏义先生身无分文
回 到 家 中 ， 无 粮 无 菜 ， 铁 镬 冷
灶 ， 和 妻 子 两 人 饥 肠 辘 辘 ， 实
难 忍 受 。 万 般 无 奈 之 下 ， 苏 义
先 生 只 得 放 下 斯 文 ， 硬 着 头
皮，于除夕夜去偷挖邻居林家的
番薯。“作案”前，他先跑到近处
一座土地庙内，向土地公公坦白
自己的不是，诉说无奈和自责之
情 。 他 把 番 薯 背 回 家 ， 煮 熟 开
吃 前 ， 还 要 和 妻 子 一 道 ， 一 边
用 筷 子 将 碗 敲 得 “ 当 当 ” 响 ，
一边朝外高喊：“吃蹄髈啰！吃

蹄髈啰！”苏义先生淳朴善良而
又 书 生 气 十 足 的 形 象 ， 令 观 众
敬 佩 之 余 ， 忍 俊 不 禁 。 后 来 真
相 大 白 ， 苏 、 林 、 施 三 家 人 相
互 照 应 ， 喜 气 洋 洋 共 度 新 春 佳
节。

除了“过大年，看大戏”之
外，每逢其他传统节日，戏班子
也常会演出相应剧目。如五月初
五端午节，要演 《白蛇传》。说许
仙 受 了 法 海 挑 唆 ， 在 端 午 节 那
天，定要白娘子喝雄黄酒，结果
白蛇现出原形，许仙吓出魂灵，
引 出 后 面 一 系 列 悲 欢 离 合 的 故
事。又如七月初七七夕节，要演

《牛郎织女》。牛郎和织女在七夕
节鹊桥相会，据说这一天人间看
不到喜鹊，它们都飞到天河上，
为牛郎织女搭桥去了。

对宁波人来说，常演常新，
最 具 魅 力 和 影 响 力 的 剧 目 ， 是

《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故事起
源 于 宁 波 ， 梁 山 伯 当 过 鄞 县 县
令 ， 宁 波 西 乡 高 桥 镇 有 梁 山 伯
庙。宁波民间还流传着一句深入
人心的老话：“若要夫妻同到老，
梁山伯庙到一到。”

老底子，人们的文化程度普
遍较低，不少老百姓看书读报都
有困难。于是，看戏便成为人们

了解历史知识、辨别是非善恶、
提高审美情趣的大众化课堂。当
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注意在
传 统 文 化 中 取 其 精 华 ， 去 其 糟
粕，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铜锣响，脚底痒”。在看戏
的 快 乐 中 ， 在 戏 剧 文 化 的 熏 陶
下，许多宁波人学会了借用戏剧
的剧情、剧名、剧中人物的姓名
等，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使自己
的语言更加含蓄生动，意味深长。

例如，骂吃里扒外的：“吃吃
刘备饭，做做曹操事。”骂欺人冒
功的：“薛仁贵征东，张士贵得
功。”有人想调包作弊，当心他

“狸猫换太子”；宝宝尿床了，妈
妈会“啊呀”一声：“这下‘水漫
金山’啦！”热情亲近、能说会道
的大妈，可以称为“阿林娘”；嫌
贫爱富、势利刻薄的官太太，则
可以叫她“方卿阿姑”⋯⋯

那种“过大年，看大戏”的
惬意和“铜锣响，脚底痒”的激
情 ， 给 老 宁 波 带 来 多 少 难 忘 的
回 忆 ！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 现 在
娱 乐 的 项 目 越 来 越 丰 富 ， 人 们
的 选 择 也 越 来 越 多 样 。 但 笔 者
相 信 ， 蕴 含 着 中 华 民 族 深 厚 文
化的戏曲，在文艺舞台上，永远
有一席之地。

铜锣响，脚底痒

陈鸣达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希
望 动 机 与 效 果 统 一 。 种 瓜 得 瓜 ，
耕耘收获，好心办好事、心想事
成等等，讲的都是动机与效果的
统一。

然而，世界是复杂的。许多
情 况 下 ， 动 机 与 效 果 并 不 统 一 ，
甚至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南辕
北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
跳蚤，好心办了坏事。

说理枯燥，事实鲜活。举几
个动机与效果相悖的故事吧。成
都解放初，一位军管委的干部看
到 ， 街 上 一 个 瘦 弱 的 黄 包 车 夫 ，
拉着一个壮汉飞跑，便喝令壮汉
下来，斥责他人骑人是剥削压迫
行为，并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必
须颠倒过来。于是，让车夫坐上
车 ， 由 壮 汉 拉 车 。 事 情 传 开 后 ，
再无人敢坐黄包车了。结果是全
城的车夫没事干，集体到军管委
请愿：“要工作要饭吃。”

这位军管委干部的出发点和
动机，应该说不错。瘦拉胖、穷
拉富，看似不公平不人道，强迫
壮 汉 拉 车 夫 ， 似 乎 是 在 主 张 正

义，替底层人出气。然而，工人
们并不领情，反而心生怨气。

贺 龙 同 志 知 道 此 事 后 很 生
气，批评说：“乱弹琴，不准人坐
黄 包 车 ， 他 这 人 道 主 义 好 倒 好 ，
叫工人饿肚皮。”然后，他让军管
委的同志穿着解放军军服，坐黄
包车在城里兜圈子。人们看到解
放军也坐黄包车，于是又敢坐车
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无 独 有 偶 ， 许 多 年 后 的 今
天，一游客将某景区雇人抬轿子

（滑竿） 上山的视频发到网上，很
快遭到网暴，说什么“大家都生
而为人，你凭什么花钱践踏他的
尊 严 ？” 谴 责 者 似 乎 动 机 纯 而 又
纯，站在道德的高地，谴责坐轿
者不人道、不道德，却不管从事
滑竿服务的大多是景区附近的村
民 ， 靠 抬 轿 每 月 挣 得 数 千 元 谋
生。不让人坐轿，岂不是断了轿
夫的生活来源？遗憾的是，成都
的黄包车事件有贺龙干预，问题
很快得到解决，而滑竿事件在网
上是一边倒的谴责声，少人为坐
轿者辩护，也没人理会抬轿者心
里怎么想。

身 为 父 母 者 ， 无 不 望 子 成
龙、盼女成凤——希望把子女培
养成栋梁之材，希望子女能实现
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长大后考

上 一 所 好 大 学 ， 找 到 一 份 好 工
作。然而，愿望很美好，现实很
残酷。有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早成
才 ， 从 胎 教 、 幼 教 开 始 忙 个 不
停；到了上学，更是让孩子上这
个培训班、那个培训班，不分昼
夜，奔波在路上。孩子们稍有抵
触 和 不 满 ， 一 句 “ 我 是 为 你 好 ”
打发了事。父母的所作所为，剥
夺了孩子的快乐，摧残了孩子的
天性，影响孩子健康成长。有的
孩子产生厌学情绪，有的患上了
抑郁症，个别的甚至走上了绝路。

一些地方的组织和部门也许
动机很好，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
意。比如，为了防止安全事故和
环境污染，春节期间全面禁放烟
花爆竹。事实是，因烟花爆竹引
发的人身伤害、火灾和污染是少
了，却带来另一个结果，延续千
年的喜庆传统不再，老百姓少了
春节特有的欢乐。过年前，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文
指出，全面禁放烟花爆竹没有法
律依据，应予纠正，实施“有限
禁放”。又如整顿农村环境，建设
美丽乡村十分必要，但有的地方
禁止养殖家禽家畜，一家一户的
厕所被强制改建为抽水马桶，导
致人畜家禽所产生的农家肥没有
了，种庄稼只能用化肥，农民对

此并不满意。
为 什 么 动 机 与 效 果 相 背 离 ？

原因不外乎三个。
一是只讲动机不讲条件。一

切事物皆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
移。良好的动机要达到圆满的效
果，离不开必要的条件。要解决
城 市 黄 包 车 问 题 ， 必 须 以 解 决
黄 包 车 工 人 的 工 作 与 吃 饭 问
题 、 市 民 出 行 的 交 通 问 题 为 前
提 。 在 有 了 自 行 车 、 电 动 车 、
地 铁 、 公 交 车 、 出 租 车 、 私 家
车 的 城 市 里 ， 哪 里 还 能 见 到 黄
包 车 ？ 二 是 只 讲 动 机 不 讲 方
式 。 培 养 孩 子 成 才 ， 首 先 要 促
其 健 康 成 长 ， 要 因 材 施 教 ， 发
现 孩 子 的 兴 趣 点 ， 培 养 孩 子 的
好 奇 心 ， 急 于 求 成 ， 拔 苗 助
长 ， 从 来 不 会 有 好 效 果 ； 农 村
厕 所 改 造 ， 有 碍 环 境 的 露 天 粪
缸 必 须 清 除 ， 而 建 在 自 家 院 落
的 厕 所 就 没 必 要 一 刀 切 地 改 为
抽 水 马 桶 。 三 是 只 讲 动 机 不 讲
结 果 。 认 为 只 要 动 机 好 ， 理 由
站 得 住 脚 ， 想 怎 么 干 就 怎 么
干 ， 干 坏 了 干 砸 了 ， 把 出 发点
和动机还是好的，作为推责的理
由和挡箭牌。

愿动机与效果相悖的事少一
些，再少一些，真正做到动机与
效果的有机统一。

动机与效果

徐 毅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
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
应对推动绿色发展、保障能源安全
的战略举措。在政策支持、市场需
求、自主创新等内外利好因素驱动
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步壮
大，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双双突破 900 万辆，同比增速均在
35%以上，市场占有率达到 31.6%。

巨大的市场潜力、海量的产业
规模，吸引了国内各大城市、各路
车企竞相角逐。但在产业大环境繁
华的背后，也面临着竞争愈加激
烈、同质化日趋严重等问题，出现
了人才供需失衡、培养滞后、流失
严重的困境。

在需求端，行业人才需求长期
高企。伴随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化、共享化“新四化”浪潮兴起，
新能源汽车领域学科交叉广度和融
合深度加速拓展，车企人才需求处
于高位运转，汽车电子工程师、智
能网联工程师、电池工程师、算法
工程师等研发类人才更是“一将难
求”。

在供给端，人才培育进度难以
跟上产业发展速度。新能源汽车领
域对从业人员的学历要求较高，从
2019 年开始，超过八成的岗位要

求人才具备本科或以上学历。据工
信部等三部门印发的 《制造业人才
发展规划指南》，到 2025 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人才净缺口将达 103 万
人。

在留用端，人才稳定留用面临
双重挑战。一方面，当前针对新能
源汽车产业人才，各地鲜有出台专
项政策，综合性人才工程或政策也
未向新能源汽车领域单设或倾斜，
不利于释放行业人才创新活力。另
一方面，行业薪酬不具比较优势，
导致行业人才外流。

近年来，宁波立足产业基础、
抢抓机遇风口，加快在新能源领域
发力突破、增创优势，以“再造一
个宁波汽车产业”的雄心壮志，做
大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产业。特别
是 2023 年，宁波出台了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意见，全市
新能源汽车产量 19 万辆，同比增
长 44.6%，占汽车总产量的 27.1%。

在宁波，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
业众多、配套齐全，全市汽车产业
规上企业 800 多家，涉及新能源汽
车业务的就有 400 余家，相关上市
公司 36 家，有不少已做到全国领
先，甚至全球首位。但企业创新能
力存在结构性短板，原始创新和协
同创新能力不强，零部件企业以跟
随整车企业的被动创新为主，在智

能网联技术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导致在产业链中，强势链段比较
少，像“三电”系统、换电服务
等，都缺乏行业话语权。创新能力
不足、链主企业缺乏的背后，核心
问题是人才紧缺，尤其是高精尖人
才供不应求。这至少需要从三方面
着手应对，做足宁波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人才支撑。

一是构筑人才竞争优势。围绕
产业发展需求，研究制定新能源汽
车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行动方案，发
挥市人才发展集团的市场引才作
用，重点做好紧缺人才的引进储
备。聚焦电力电子软硬件开发、动
力系统集成设计研发、自动驾驶
等领域的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
高技能人才，定期发布新能源汽
车产业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精准
靶向引育人才。引导本地企业积
极融入全球创新价值链条，依托
吉利、均胜等企业在海内外建立
的研发基地、分支机构，积极开
展人才交流合作，加快引用高层次
科技人才团队。

二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
新能源汽车“新四化”领域学科
布局，设置新能源汽车工程、智
能车辆工程等新工科专业，融合
新能源、车辆工程、计算机科学
技术、信息电子、智能感知和控

制等交叉学科内容，动态调整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更 新 学 科 知 识 体
系 ， 扩 大 普 通 高 校 、 科 研 院 所 、
职业院校新能源汽车方向的招生
规模。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积极
引 入 吉 利 、 中 车 等 新 能 源 车 企 ，
推广宁波工程学院杭州湾汽车学
院 办 学 模 式 ， 实 施 校 园 、 产 业
园、研发园三园融合的人才培养
路 径 ， 构 建 工 学 研 （工 程 实 践 、
课程教学、科研训练） 交替的一
体化教学体系，推进新能源汽车
产业人才订单式、定制化培养。

三是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强
化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政策供给，
探索设立专项人才支持政策，在甬
江人才工程中单列人才指标或将入
选名额进行一定程度倾斜，加快汇
聚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领军人才和
创新团队。深入推进人才评价制度
改革，加快设置新能源技术、整车
集成及设计等相关专业职称分组，
推动新能源汽车相关龙头企业和单
项冠军企业开展职称自主评价、职
业技能等级自主认定，激发人才创
新创造活力。发挥市新能源汽车研
究会作用，围绕各大新能源车企，
加强行业人才研究、打造产业合作
平台，跟踪调研业内尖部人才的绩
效考核制度、薪酬激励机制和股权
奖励举措。

强化宁波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支撑

景 新

两年前，读完金宇澄的原著
《繁花》，跟一位前辈交流读后感。
他觉得，该书从热热闹闹的市井生
活起笔，故事的结尾却给人以虚无
感，令人感叹世事无常。宝总孑然一
身，小毛病逝，陶陶离婚后与小琴同
居，小琴坠楼身亡，李李出家为尼，
蓓蒂和绍兴阿婆离奇消失⋯⋯如此
伤感的结局，与赏心悦目的繁花形
成鲜明反差。作者金宇澄何以反其
道而行之，取书名为 《繁花》？

看到“繁花”一词，不由让人
想到 《红楼梦》 中所说的“烈火烹
油、鲜花着锦之盛”。紧接着这句
话，曹雪芹借秦可卿之口，告诫世
人“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
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

‘盛筵必散’的俗语”。沿循着“月
满则亏、水满则溢”的自然规律，
小说 《繁花》 的故事情节与 《红楼
梦》 何 其 相 似 。 笔 者 认 为 ，《繁
花》 之所以叫“繁花”，是因为鲜
花开得最繁盛的时候，也是走向凋
零之时，如同书中的芸芸众生，努
力在绽放，但不可能一直绽放下
去。花开总有花谢时，绽放与凋
谢，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切事物
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
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
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
越过了“边”，就会转向，出现质
的变化。在拼命追逐的道路上，走
出来的轨迹就像抛物线，起初我们
在不停地往前跑、向上攀，一旦跨
过了中轴线，越过了最高点，就逾
越 了 上 行 的 “ 边 ”。 如 果 再 往 前
走，便是下坡路。

老话讲，势不可用尽，福不可
享尽。因为福祸相依，好事的尽头
是坏事。凡事不能追求“满”，花
未全开、月未全圆才是最佳状态。
春节前，好友送来一副春联，横批
意味深长：长乐未央。未央的意思
是没有尽头，没有完结，还处于继
续生长和发展的势头之中。长乐未
央，意指快乐长长久久，幸福永远
没有尽头，多么富有诗意和哲理的
祝福语。与“心想事成”“万事如
意”等贺词相比，“长乐未央”更
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更显低调和
谦卑，更具意境和遐想空间。

未央是一种状态。圆梦路上，

繁花似锦只是一瞬间，不断接近终
点的未央才是常态。环顾周遭，没
有一种人生是十全十美的。越是不
完美之处，往往越容易出现转机和
惊喜。人们之所以将青春视为一生
最美好的阶段，将其比作早上八九
点钟的太阳，而不是日到中天的正
午十二点，是因为蒸蒸日上孕育着
无限希望和可能，是最令人向往的
状态。所以，当看到理想与现实之
间的差距时，不必悲观沮丧，把目
光放长远，对将来抱持信心和憧
憬，接受当下自己的不完美，悦纳
孩子的不成熟。“接受我的平庸，
尽力就好”，近日一学生向家长喊
出此话的视频火了，网友点赞道：

“哪来的平庸？这么优秀的性格。”
毋庸执念于完美无缺，我们要做的
是放宽心态、轻装上阵。

未央是一种动力。所有事物都
会带有遗憾，只不过是多与少的问
题。遗憾是成长的阶梯，未央是进
步的空间，任何发展都是带着缺陷
迈步向前的。正是种种不完美，铸
就和延伸了向前的路，敲打出更为
强大的能动性，激励着人们不断反
思，修正不足，补齐短板，日臻完
善。我们在承认和接纳遗憾的同时，
切不可轻言放弃，不能滋生“佛系”

“躺平”心理。虽然我们做不到完美，
但走向完美的步伐不能停，像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公共安全、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等，就要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紧迫感常抓不懈，以“永
远在路上”的警醒奋力奔跑。成功
的标志不一定是抵达终点，无限接
近也是一种成就。

未 央 是 一 种 智 慧 。《朱 子 家
训》 中说：“凡事当留余地，得意
不宜再往。”一个人把世情看得太
透，就会失去天真；懂得太多，就
不容易快乐；爱得太深，就会迷失
自我；一把沙子握得越紧，流失就
越多。聪明的人懂得把握分寸，不
会把事做绝，会给自己和他人留有
一定余地。李嘉诚经常教导儿子，
和别人做生意时，如果能拿到七分
的利益，甚至能拿到八分的利益，
那么就拿六分好了，因为只有这
样，才会赢得好声誉，吸引更多人
来合作，最终会给自己带来更大收
获。保持谦虚和谨慎，知足常乐，
稍留欠缺，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酒至微醺，花开未央，细水长流，
来日方长。

繁花与未央

等
着
点
睛

李
济
川
绘

代代传 蓝 波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