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日前被提起公诉。现年60岁的倪发科，被起
诉收受和田玉价值1200万元，帮人低价购买探矿权，
挪用国家保障房用地指标；20多次收受贿赂，从财政
中挪用6亿元对矿老板“超常规奖励”……在倪发科

“权力圈”中，安徽六安市、国土系统、地矿系统的多
名厅级官员因贪腐获刑或受审，他们为“矿老板”非
法获利提供帮助，致国家财产损失接近19亿元。(10月
30日《新京报》)

据有关部门调查，倪发科爱玉已到成痴的程度，
一说起玉石“顿感精神、眼睛发光”。平时看电视、看
书，玉不离手，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而短
短几年间，倪发科玉石藏品之丰富甚至可开办一个

玉石展。然而，倪发科众多的玉石藏品并非用自己的
薪水所收藏，而是来自于各路商人、老板的慷慨馈
赠。

把弄文玩已是当下民间的一种时尚，尤其是以
玉石为首的各类“石头”，其价格也是翻着跟头般的
翻番上涨。如果说一些官员退休之后，将把弄文玩当
作晚年生活的一种消遣和修身养性的事情也就罢
了。问题在于，现在有不少的官员在位期间，却把自
己的这种喜好当成了权钱交易的筹码，以自己的喜
好为诱饵，进行非现金式的敛财。比如，收受、索要价
值不菲的奇珍异石等，以满足自己的爱好，那可就不
是一般的玩玩的性质了，而是名副其实的“雅贿”。或
许，有人说，收藏各种“石头”完全是为了丰富自己的
文化娱乐生活，又不是收受现金、有价证券，大可不
必叫真。其实不然。像倪发科花空心思收集各种玉
石，已到爱玉成痴的地步，那些开发商、各路有求于
他的老板能不投其所好吗？能不花费大价钱竭心尽

力满足他追求玉石洁白无瑕品质的要求吗？如此说
来，再贵的玉石也有价，只要有价，就难逃受贿的嫌
疑。

其实，现如今，像倪发科爱玉成痴的官员还有很
多。不少官员，以业余爱好、鉴赏把玩为名，笑纳各路
人士馈赠的各类“石头”，虽说有的尚没有达到爱

“石”成痴的程度，但是也几乎到了沉溺不能自拔的
地步。比如，除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和田玉石之外，一
些奇珍异石、一些价值不菲的上等石头也进入了官
员的收藏之列。除了喜欢收藏各种“石头”，有的官员
甚至对“石头”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本职工作的研究
并且颇有造诣，有的已经能够充当一定级别的鉴玉
师、鉴石师。说起来，一些官员平时不学科学理论、不
学经济管理、不学法律知识，反而整天热衷于研究、
摆弄、鉴赏各种“石头”，且说起“石头”的来历、产地、
价值等如数家珍、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这实际上暴
露出一些官员为官从政的思维和方向走偏，也可以

说是典型的在其位不谋其政。
官员不是各类石头的鉴赏家，不是各种文玩的

收藏家，而应当是现实当中的政治家和实干家。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官员的职责所在，如果把心思都
用在研究“石头”上，敢问这样的官员还有时间和精
力去处理各种政务吗？

古语说得好，玩物丧志。这个“物”泛指一切可以
消磨人的意志、浪费时间和财力的东西。作为官员，
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而是权力的拥有者，尤其要把
玩物丧志作为对自己的一种警示。当然，官员不是不
可以有个人喜好，不是不可以搞点业余文化生活，但
是一定要有度、要适度，最好等退休之后再去潜心研
究，修养身心。既然现在为官从政，就要为好官、从好
政，干该干的事，做该做的事。不然，整天打听哪里有
好石头、哪里的石头最值钱、恨不能天天沉浸在拥有
大量珍奇石头的喜悦之中，试问，这样的官员还能专
心致志、一心一意谋划工作，为民造福吗？

总经理每月6800元，副总经理每月4800元，部门
正职与副职每月分别为3600元、3200元……这并不
是企业工资单，而是深圳一家国企近日出台的公
车改革补贴方案。该方案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高于
政府司局级标准的“最牛车补”。(10月30日新华网)

据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我国公车改革步入“深
水区”，国企公车改革也正提上日程，但现有的标
准、规定主要还是针对党政机关。较高的自由裁量
权使得部分国企从“公车浪费”走向“滥发车补”。比
如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的车补，超过了司局
级的4倍。

本来，“较高的自由裁量权”，是企业应该享有
的自主权，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可或缺，但众所周
知，如今也正是所谓“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为某些
国企领导滥用。不必讳言，现在不少国企，职工普
遍缺乏知情权、话语权，而且即使有问题职工一般
也不敢提。而国企自设的相关监督制约部门，一般
也不敢履行职责。这样，在内外监督难以到位的情
况之下，大多数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不少
国企领导以企业自主为名，搞一些权力自肥的小
动作。实际上，这种自定标准的车补，已是只有“更
牛”没有“最牛”，而且其他的漏洞也不是没有，媒体
披露的某些国企巨贪，令人触目惊心。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车改“由补变腐”，可能只
是国企腐败的冰山一角。因此，强化对国企领导的
有效制约和监督，包括将“较高的自由裁量权”置
于公开透明的监督之下，已是当务之急。

10月24日下午1时50分，西安市南大街上，4个卖
小吃的摊贩将卖货的车子推上街头，看着有人来买
东西，他们热情地招呼着。对于在不远处的城管执
法车，商贩根本不放在眼里。一位商贩告诉记者，他

们都配备有对讲机，只要城管执法人员有行动，他
们就直接从对讲机内先听到“风声”，随后就将小车
子推到背街小巷内躲避。等执法人员走后，就又出
来摆摊。(10月26日《华商报》)

据10月30日《新华日报》报道，今
年3月，江苏科技大学出台《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的补充规定》，一线
公共基础课教师高于省定高级职称评定
条件，但在本校科研项目、论文排序落
后的，可用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和学生
评价等5项教学成绩补差，这种“双通
道”评审办法，为全校700多名一线公
共基础课教师打开了一扇晋升高级职称
的希望之门，今年有4人因此评上副高
职称。

高校教师评职称不再墨守成规“唯
论文”，而是注重以教书育人的实绩作
为关键条件，这种一反常态、照顾实际
的做法，能够鼓励广大高校教师走上教
学第一线，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广大
学子，切合了高校教育的实际需要和广
大教师的期盼，让人感到振奋。

多年来，在不少地方、不少行业，
特别是教育领域，教师评职称非得凭论
文，使不少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优秀教
师不能评定上高一级职称，使他们对待
遇的提升“望而却步”，打击了他们的
教学积极性，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多年来，我国
人事部门对事业单位技术性工作人员的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一成未变，主要
指标常以论文论“英雄”。假如没有在

相关报刊发表论文，事业单位技术性工
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再高，也不能申报高
一级职称评审，这使不少责任心强、工
作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工作人员
与晋升高一级职称无缘，成为不少人的
工作和生活之痛。

诚然，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是考
核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业绩的有效手
段，但要根据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所从
事岗位的不同，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需
要的评审标准。这就需要人事部门对职
称评审制度进行改革创新，落实以人为
本，注重个人工作实效的精神。比如，
对于广大教师的职称评审工作，要注重
把教书育人的实绩、师德、群众认可等
作为关键的评审条件，不要把论文作为
不可更改的硬条件。

可以说，江苏科技大学出台以科研
项目、论文排序和以教学质量、教学效
果和学生评价等业绩内容补差的“双通
道”评审办法，为一线公共基础课教师
和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打开了一扇晋
升高一级职称的“希望之门”，这有助
于激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
有助于他们一门心思地工作，有助于和
谐社会建设。这样的做法，值得向各行
业推广。

作 者/ 张建辉

小心国企车改

“由补变腐”
□ 钱夙伟官员要慎重对待自己爱好

□ 唐卫毅

职称“双通道”评审

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 韩虹婷

老人摔倒无人扶，已经不是新闻。一位苏
州大妈摔倒求助，连喊“不讹你们”10分钟没
人理最终，幸亏一名干过记者的小伙子帮忙报
警，才挽救了道德的最后颜面。老人摔倒扶不
扶，国人依旧纠结着。(10月30日《现代快报》)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面对老
人摔到无人扶的道德窘境，有人会感到气愤，
而一旦身临其境，却难免会选择不扶。今年以
来，救人反被讹的事情依旧频频出现。9月25
日，南通老人骑电瓶车摔倒，小伙救助垫付医
疗费反遭索赔；9月30日，潍坊男子扶起摔倒老
被其家人打伤。“扶人者反被诬陷为撞人者”
的新闻频现之后，甚至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坏
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的社会讨论。

公民的良心是整个社会的良知，面对社会
道德良知的沦丧，扶不扶摔倒的老人，怎能不
让人纠结。毋庸置疑，“彭宇案”之后，扶摔
倒的老人已经成了社会难题。尽管公众疾呼、
舆论关注，却难以改变道德与法律冲突的窘
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每个人都
会变老，每个老人的境遇都可能是我们自己。
在依法治国的当下，司法必须给予讹诈者严厉
的惩戒，让见义勇为者有更多的支撑。总之，
期望“老人摔倒扶不扶”纠结别再持续下去。

别让“老人摔倒扶不扶”

成为永远纠结
□ 尹鹏志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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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山东社科论
坛——— 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研讨会，于2014年
10月15日在济南举行。来自省内各高校、党校、社
科院所的60余名专家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提
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现将主要观点摘编
如下。

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基因
□ 王志民（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第一，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价值追求的核心，是中国知
识分子的精神基因，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中国
传统社会是农业宗法社会，它奠定了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讲思想文化是灵魂，这个灵魂如果不传承，国
家是立不起来的。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这个家不是我们今
天的小家庭，是宗法社会。宗族是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细胞。
所以家和国是一体的，家为立国之本，国是家的扩充。国
家、个人是一体。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个人是一体的
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在国和家中的责任、义务和
身份。每一个人一生要追求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
家思想强调个人、家庭、国家，后面是天下。所以，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是建立在这种国情之上，家国
情怀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基因，从精神基因到个人的价
值追求，是历代知识分子人生目标的核心。传播先贤圣人思
想的时候，应该把家国情怀的培育，作为知识分子对人生价
值追求的主线和目标。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就应该与家国情怀的培育结合在一起。

第二，家国情怀的核心是家，对家乡、故乡的重视，是
传统知识分子一生的心灵寄托。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离乡背井
去做官，所以古代文化相当多的是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和故土
的留恋。家国情怀，家是核心，上面连着国，向下连着个
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家国情
怀，最主要的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把爱国放在第一条，爱国是核心、灵魂和引领。

第三，家国情怀的培育，修身是根基。中国名门望族的
传承，主要是家风，而家风主要是修身，讲究道德教育和知
识教育相结合。吸取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对家国情怀的
培育至关重要。当代人格的培育一是君子人格，一是大丈夫
精神。君子人格主要是提升自己道德修养的层次和水平，大
丈夫精神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知识分子要成为中华民族脊梁
□ 杨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论语》揭示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
生境界和精神追求，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其一脉相承。当代
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有崇高的价值追求，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追
求，则很难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
以尊道也”，当代知识分子既要有德，还要有道，道就是一种价
值体系，天下无道就是常说的价值观混乱、社会观扭曲。只有
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正确，社会观不发生扭曲，国家的价值体系
才能建立起来，每个人的德行才会有一个标准，每个人的德行
提高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容易实现。

当代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还要成为一
个民族最有担当的人。我们祭祀孔子，其实代表了我们对以
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礼敬。如果从深层理
解，我们读懂了孔庙，才能读懂中国。从唐代以来，谁来配
享孔子，谁来从祀孔子，都是官方研究决定的，而这些配祀
孔子的人，都是历代的大儒。所以，孔庙就是我们的文庙，
就是我国的“名人堂”或“先贤祠”。孔子以及那些配享、
从祀者，正是中国的脊梁。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庙就是中国
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儒学是贴近生活的，不能把儒学
神秘化，儒学体现在一个人的涵养之中。儒家的知识分子，
如何在这个社会走在前头，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什么样的启
迪，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
□ 葛荃（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政
治文化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高度文明
的、于同时代世界范围内而言，最为先进的文官制度。二是
一种思想催生一个阶层，构成社会政治的中坚。当代中国知
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理
应承继先贤遗泽，古为今用，培育现代士人精神，沟通传统
文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推动现代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其一，当代知识分子需要具有宽广的视界与胸怀。这是
弘扬现代士人精神之首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走出名缰
利锁的缠绕，不能在心灵深处唤起为中华民族与天下、国家
奋进的情怀，就谈不上知识分子的义务与责任。

其二，责任感与回报社会。当社会责任感成为当代中国
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形成了回报社会的道德责任自觉意
识，那么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和社会政治文明的提升，便具

有了成为事实的可能。
其三，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现代士人精神的倡导，关

键在于现代二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观念和法律意识，这
两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具有现代意识的当代
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高人一等的教师爷，也不是具有特权和特
殊地位的上等人。他们理应怀一颗平常心，抱一腔平民情
怀，在当代中国疾步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中，为文化复兴与民
族崛起构建文明根基。

批判更需建设 知行务必合一
□ 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儒学要求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要有“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社会担当，当代
知识分子更应该有超越物质层面之上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不应仅做社会的看客
和批判者，而应作文化的建设者。

对现实的批判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但仅仅批判是不够的。
当代知识分子最应该思考的问题，是要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
在时代舞台上，要以社会建设者的面貌出现。所谓建设者，就
须学以致用，所用所学也须有建设性。所谓建设,就是疏通社
会有机体的血脉，再造新鲜血液。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镜子而
不应该做手电筒，自负的时候首先反照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是
一味说这个落后，那个不行，全天下只有自己一个人好，我们
要去做一面镜子，去照照自己，如果说国家不好，老百姓不好，
知识分子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是不是这个不好的一
员？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是知行合一，要行其所知，要知其所行。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钻进了象牙塔，如果钻进象牙塔以后，与火
热的现实生活不相干的话，那么当知识分子不关心社会的时
候，社会也不再关心知识分子，于是就出现了知识分子和现实
生活的脱离。所以具有人文修养的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的所
学和所知放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去加以检验，在现实的生活当
中来提炼自己的知识，来获取滋养。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到

“在朝则美政，在野则美俗”。处在社会之中，知识分子就是一
个普通的学者，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来改良我们的社会风
气，让我们的国民都有修为有修养。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精神与儒学的重心是至善，即把求真和审美归
结为至善，而西方是把至善至美归结为至真。至善是一个实
践的领域，中国传统文化致力于对善的追求，强调实践性。中
国圣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像西方上帝那样可望而不

可及，所以儒家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生活。因为只有生活才能
孕育出真正的问题，才能孕育出与人生命有关的问题。儒学强
调知行合一，知是广义的知，道德的知，是行知，行就是知，没
有一种道德觉悟，不可能做出一种道德的行。当代知识分子要
有一种使命感，来继承、复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有非常相近之处。马克思说，问
题就是一个时代的口号、一个时代的符号，如果抓不住问
题，一定会游离这个时代，时代对人是有一个存在性的。马
克思主义讲求知行合一，就是强调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儒学的取向非常吻合。20世纪初以来，
这两种学问文化取向上的一致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
能够融合的内在契机，这是融合的内在原因。即使存在梁漱
溟和毛泽东的两次争论，也不能证伪他们融合的可能性。比
如西方的基督教和近代自然科学之间，也发生了很多冲突。
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些冲突，就说西方的基督教和自然科学之
间就没有一种重构性，恰恰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孕育了自然
科学的发生。虽然其中有冲突有摩擦，并不能证伪他们在文
化原形上的重构性，不能用这两次争论的发生来否定儒学和
马克思主义兼容的可能性。

从乡村建设运动到乡村儒学
□ 王钧林（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梁漱溟、陶行知等一批知识分
子在中国发起和推动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全国参与这场运
动的社会团体有700多个，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建设实验区。乡
村建设运动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价值追求。乡
村建设运动和今天的乡村儒学在社会担当和价值追求上是一脉
相承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中可以得到三点启示。第一，当代知识分子走向民间、
走向社会，大有可为。乡村建设运动和今天的乡村儒学建设都
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扬儒家文化，宣扬
中华美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
力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美德传统，中央高度重视传
统文化，乡村文化建设大有可为。第二，知识分子要有奉献精
神和牺牲精神。当代知识分子也应该有传道的意识。我们是本
土文化的弘扬者、建设者，要主动走向民间、走向社会，去做弘
扬儒家文化的工作。第三，乡村儒学建设在内容上应该进一步
扩展。当年梁漱溟先生发现中国农村有四大病:愚、穷、弱、私，
并对症下药开展四大教育。我们今天搞乡村儒学建设，就需要
去发现农村社会真正需要什么。我们不仅要讲儒家倡导的传
统美德，还要从农民的角度去学习，要身体力行地去做。不仅
要做道德的宣讲者，还要做新生活的支持者、宣讲者，使活动
形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持久地开展下去。

（本组文章整理：阎亚男 丁纪伟）

弘毅明德知行合一 培育现代士人精神
——— 山东社科论坛·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研讨会观点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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