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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来自清华、北大等名校学子网上爆料，揭
露个别研学旅游内幕。组织研学旅游的公司雇佣这
些学生给研学团分享经验，而这些学生目睹了组织
者欺骗参加研学旅游的消费者：游而不学；名校游，
只是和校门合影；名胜游，只是在草地上玩；博物馆
游，只是领队照本宣科……“有的孩子需要打地铺，
无法按时吃饭”“组织方敷衍了事、毫不负责”。

短评：研学旅游是一个新兴的项目。从消费者的
热捧可以看出其应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然而，也正因为
是新兴，其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管理制度尚需随着实
践的深入而规范、细化。相关执法管理部门，应加强对
这一新兴项目的跟踪管理，及时纠错止偏，不要让无良
商家打着研学旅游的幌子欺骗消费者，把一个好端端
的新项目给“玩”坏了。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积极维
权，与执法部门共同清除研学旅游市场的害群之马。

据《工人日报》报道，大学生毕业季来临，虚假实
习证明买卖随之火热。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以实习证
明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有十万余篇相关帖子，内
容涉及“实习证明购买”“实习证明进档案吗”等方
面，还有不少人在评论区留言寻找获得实习盖章的
途径。

短评：假实习证明泛滥，买、卖、管三方都有作妖
者。作为买假实习证明的学生，刚试水进入社会即丢
弃诚信这一宝贵品质，以后的人生走向令人担忧。作
为卖假实习证明者，诱使、唆使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误
入歧途，破坏社会诚信以牟利，不仅失德，而且伪造、
私刻印章已涉嫌违法。作为向学生提出实习要求的
学校，若不思为学生实习提供便利，反而机械、死板
地以实习证明作为“卡”学生毕业的“硬杠杠”，不仅
没有让实习产生预期的正向作用，反而把学生推向
了弄虚作假的泥坑，其过不在小也！学校引导学生实
习，为学生实习营造社会氛围，认同形式多样有实效
的实习，并且不把单一模式的实习作为毕业的拦路
虎，学生还会掏钱买假实习证明吗？有些乱子看似出
在被管理者，其实，根子在管理者。

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沈阳市多位学生家长告
诉新黄河记者，当地多所小学在假期布置了读书作
业，要求全班参与，学生购买活动指定书目，阅读后
在统一配发或从活动地点领取的稿纸上写读后感、
绘制思维导图。假期作业被“捆绑”商业消费，家长们
有苦说不出。

短评：学生家长有苦说不出，其实是敢怒不敢
言。让学生写读后感，必须用在指定地点领取的稿纸
写，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可能会给某些商家带来利润，
但是，却给学生及家长增加了负担。学生受老师及学
校管理，绝大多数家长对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岂敢
当面说半个“不”字？良好的教育，当以理服人。沈阳
市多所小学让人敢怒不敢言的做法，讲理吗？合法
吗？把学生当作胁迫家长的筹码，会给学生幼小心灵
留下怎样的印记？立足教坛，切不可以私心杂念弄脏
了这方净土！

日前，河南郑州一所小学强制要求家长站岗执
勤，一些家长不得不请假站岗的新闻冲上热搜。当地
教育局表示，此行为是校方组织的，不是教育局的要
求，此举是出于对孩子们负责的考虑。校方则表示,
学生其他家人也可以代劳，问题有很多解决方法。

短评：当地教育局的回复值得玩味：“是校方组
织的，不是教育局的要求”，一下子就撇清了自己的
责任；“此举是出于对孩子们负责的考虑”，随即又肯
定了学校的做法。“不是教育局的要求”，教育局就没
责任吗？学校有“出于对孩子负责的考虑”主观想法，
就能说明这种做法正确吗？为了孩子能有良好的受
教育环境，绝大多数家长是愿意配合学校工作的，但
是，这种配合必须是出于自愿，而不应是被“强制要
求”。校方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与责任强行转嫁到学生
家长身上，这个道理不难懂。可是，作为教书育人的
学校，为什么就不清楚呢？把玩一下当地教育局的回
复，就不难懂了：上梁不正下梁歪！

据《江海日报》报道，南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市
区临路公厕附近设置27处共54个路侧限时停车位，方
便司机如厕。这些车位是公安交管部门真诚听取司机、
出租车公司、媒体等各方意见建议，结合市区道路实际
情况确定的，既兼顾点位合理分布，又尽量避免占用主
干道和主要交叉路口，保证道路正常通行。

短评：开车内急找公厕难，找到公厕又因为没有
车位停车难！此种窘迫往往让人忍无可忍。只对如厕
乱停车的司机“严管重罚”，就会有管不完的乱子，罚
不完的案子，治标不治本。倾听司机合理诉求，科学
设置如厕停车位，就能从源头上减少乱停车，此乃治
本之策。执法管理本质上也是为人民服务。理解、体
谅服务对象的苦衷，执法管理就会有温度和人情味，
受群众欢迎。那些“严管重罚”之下乱子越来越多的
地方和部门，不妨换一下思路，想一想：除了管与罚，
是不是该为被管被罚的对象做点什么实事呢？罚款
多，不一定就是成绩。群众说好，才是真口碑。

据央广网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山东省烟草专
卖局（公司）发布2023年高校毕业生招聘公告，公告
明确，应聘人员应当符合烟草行业招聘工作回避制
度规定，应聘人员不得应聘录用后即构成干部任职
回避情形的岗位，也不得应聘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
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
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单位系统的岗位。

短评：公家单位招聘实行亲属回避制度能成为
新闻，说明还有单位没有实行亲属回避或者实行得
不严格。在公众眼中，烟草专卖局（公司）工作待遇
好，收入高，是“肥差”。然而，此“肥”，乃政策所致，获
得这份“肥差”的机会，应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符合条
件的竞争者，而不能搞基于身份关系的“世袭”。中国
早已不是以家族出身论贵贱的封建社会，“平等”作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已获得全民的
认同与尊崇。谁还在就业中耍特权，搞“世袭”？先查
查他背后有没有违纪违法腐败链！

如果上司不讲理，作为属下，
要坚持正确意见，敢于同上司“厮
捱”，就是抵住，顶着！

廖德明是南宋时期人，宋孝
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先后
历官福建省莆田知县、广西浔州
知州、广东提刑、广州知州、韶州
教授、吏部左选郎官等职。

一身正气的廖德明，官小人
微。有时，官大一级的上司不讲
理，难免心情压抑。于是，他把自
己的郁闷写信向老师朱熹倾诉。
朱熹回信开导他：“吾人所学，正
要此处呈验，已展不缩，已进不
退，只得硬脊梁与他厮捱，看如
何。”（罗大经《鹤林玉露》）——抵
住，顶着！绝不让步，要挺起硬脊
梁，据理力争！这正是验证自己人
品、学识、能力的时候！

很快，考验廖德明的时候到
了：“会有显者欲取邑地广其居，
德明不可，守会僚属喻之，德明
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闻以
土地与人者。’守乃惭服。”——一

个大户借权势占用公有土地，扩
建其私人住宅。地方官廖德明严
令制止。可是，太守听信谗言，召
集僚属，当众指责廖德明。廖德明
不畏权势，据理力争：“太守是为
天子看守土地的大臣，怎么能把
天子的土地擅自送给私人？”挺起
脊梁敢于“厮捱”的廖德明，令太
守顿感惭愧！

敢于同上司“厮捱”的，还有
胡长孺。

胡长孺历经宋元两朝。《元史
胡长孺传》记载，元大德丁未年，浙
东闹饥荒，饿死的老百姓尸体成
堆。宣慰同知脱欢察奉命前来赈
灾，从富裕户人家中敛钱150万，
补给灾民一部分。来到胡长孺所在
的宁海县时，把自己扣下的钱25
万交给了胡长孺，让他保存好，自
己又到别处搜刮去了。“长孺察其
有乾没意，悉散于民。”胡长孺看出
脱欢察是想私吞这笔钱，于是，毫
不迟疑地把这些钱都发给了灾民。
一个月后，脱欢察返回来了，向他

索取那笔钱，胡长孺把救灾案卷交
给他说：“钱都发给灾民了，账本在
这里。”脱欢察气得火冒三丈，说：

“汝胆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无忌
若此！”——你的胆子比山还大！是
谁让你这么干的？大胆放肆！胡长
孺挺起脊梁，同上司“厮捱”：“老百
姓没饭吃，都饿死人了，实在是来
不及请示您了。发放的公文案卷都
在这里，请大人过目。”生米做成了
熟饭，脱欢察虽然恼怒，但也没有
办法，不敢再责问了。

廖德明和胡长孺“厮捱”的，
都是比自己官大一级的上司。上
司也是大臣，上面还有皇帝呢。如
果是皇帝不讲理，作为底下的大
臣，还敢和皇帝“厮捱”吗？

赵普，北宋宰相。《宋史 赵普
传》记载：“宋初，在相位者多龌龊
循默，普刚毅果断，未有其比。尝
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
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
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
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

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
悟，卒用其人。”

作为宰相，赵普向宋太祖推荐
一个人。接连两天，宋太祖都没有同
意。第三天，赵普又送上了奏章，坚
持他的推荐。这下可惹火了宋太祖，
不仅把奏章撕了，还扔在了地上。可
人家赵普脸不变色心不跳，跪在地
上，把扯碎的奏章一一拾起，放在袖
子里。退朝回到家，把扯碎的奏章仔
细地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推荐给
宋太祖。老臣的执着，令太祖醒悟，
终于任用了赵普推荐的那个人。

“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明哲
保身，看上面的脸色行事的，岂止在
相位者，满朝文武，从上到下，多了
去了。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封建社
会，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同上司甚至
皇帝“厮捱”据理力争的，凤毛麟角。

廖德明、胡长孺、赵普，以天下
事为己任，既无私，又无畏。“吾人所
学，正要此处呈验”，学了那么多做
人的道理，现在，考验自己的时候到
了！挺起脊梁，将“厮捱”进行到底！

中国历朝皇帝，倘论科学素
养，清代的康熙拔头筹或许是当
之无愧的。《清史稿·艺术传》记
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
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
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
他在天文、历法、数学、测绘、音
乐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令人
叹为观止。

康熙执政时期，西方器物
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
族中的时髦，一度出现西学初
行、西艺陡兴的局面。康熙涉足
西学、西艺，学得专心致志，有
模有样。当时大多数国人连地
球的概念都茫然不知，甚或视
西学、西艺为“奇技淫巧”而不
屑，康熙却在紫禁城的深宫里
玩对数器、开平方根，现在数学
中使用的解方程术语“元”“次”

“根（解）”都是康熙学习过程中
创造而沿用的。

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既带
来了天主教义，也带来了天文学、
测量学、几何学、水利学等等。由

传教士历时近十载而绘制的一幅
全国地图，康熙帝命名为《皇舆全
图》。作为对传教士工作的嘉奖，
康熙帝颁布对天主教的解禁令，
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南怀仁
于康熙十二年（1673）上书罗马教
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
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
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
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
侯们也得不到的”。

康熙晚年曾进行了一次全国
范围的地图测绘。从康熙四十七
年（1708）始，以测绘“长城图”启
端，10年工夫完成了全国的经纬
度测量，共测得各省经纬度 641
个。这次所采用的“太阳午正高弧
定纬度法”等测绘方法不止是中
国首创，在世界大地三角测量史
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康熙帝诚邀知书达理的传教
士上课，给自己传授西学、西艺，
如师从法国传教士白晋学习欧
几里得几何学。传教士洪若翰在
给友人写信时，提及自己给康熙

上课的情景：上完课走后，“皇帝
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
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
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
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
罢休，直到搞懂为止。”不仅注重
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这是
康熙帝取法西学的重要路径。他
在宫中设立了实验室，试制药
品，学会了种痘，还在中南海丰
泽园内试种杂交水稻。为了解人
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
了一只冬眠的熊。

康熙六十年（1721）完成百
卷《律历渊源》的编纂（刊行于雍
正元年（1723）），其中包括《历象
考成》《律吕正义》《数理精蕴》三
个部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天文历法、音律学和数学等学科
知识的集大成者。诚如德国著
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所评价：“我
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
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他
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
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

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
欧洲的塔楼。”

当然，康熙帝容纳传教士引
入的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
优遇，“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
术”乃是康熙对待西学、西艺的根
本态度。因此，康熙时代所产生
的不少科技成果，虎头蛇尾，日
趋失落。如他指派南怀仁督造的
神威战炮，在平三藩时发挥了神
威，之后便弃之如敝屣；机关枪
的先驱“连珠铳”经由火器专家戴
梓发明，只是用了一时便束之高
阁。清朝不是没有优良武器，而是
有了不能继续充分利用，使得武
器制造技术停滞不前，最终抵抗
不了洋人的坚船利炮。适如邵力
子所说：“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
康 熙 帝 似 乎 只 想 利 用 ，只 知 欣
赏，而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
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
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
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
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
无法逃避的。”

将改革与坐轿子凑到一起，
有点像杂糅。用改革的权臣坐轿
子来说事，就不是杂糅而是读史
的杂感了。中国古代有好几位搞
改革的权臣，与轿子有关联的，是
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

轿子坐得出奇的是大明首辅
张居正。万历六年（1578）他父亲
去世，被批准回老家葬父，三月十
三离京，行程隆重且出彩。朱东润
所著《张居正》记载：“这一次回
去，真有些威风。轿子是特制的，
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寝室，两廊
一边一个书童焚香挥扇。三十二
名轿夫抬着一架大轿，赫赫煊煊
地从北京南下，一路还有蓟镇总
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
保护，沿途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
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开路
办差，忙得不亦乐乎。”

三十二人抬了22天，至四月
初四将张大轿抬到江陵。丧事办
完后，五月廿一起程回京，依然三
十二人抬着，晴行雨停 25 天，六
月十五到达京郊。

那顶史上罕见的三十二人大
轿，是真定知府钱普投其嗜味进

献的,“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
奴，设屏障，江陵甚喜。”张大官

“甚喜”，不只喜那实物轿子，更
喜那拍马屁实质的“抬轿子”。张
大官的喜外延较广泛：万历元
年，湖广巡抚、巡按为他建牌坊
和府宅，“营私第以开贿门”；万
历六年有人为他创山林；万历八
年有人为他建“三诏亭”；万历九
年有人为他家重建牌坊和表宅，
此类贿门，比三十二抬大轿更实
惠、更气派，张大官虽然写了婉谢
信，但一切都在进行中，当然更
喜，喜得当然。

从北京回湖北，可乘官船沿
大运河而下、至长江而上。可张大
官不喜，哪有坐着三十二人抬的
大斋阁，旗伞张扬，鸣锣喝道，官
员跪迎，酒宴接风，招摇千里威风
呢？洪武元年，规定百官可车可
轿；景泰四年，规定三品以上可乘
轿。弘治七年，规定文官乘轿者，
以四人舁之，违例及用八人者，奏
闻。张居正身为首辅，万历四年升
任左柱国，一品上，可乘轿。但超
了八人之规制，达制度规定的四
倍。张大官威风大于制度，违例得

太离谱，却未闻“奏闻”。
王安石没有坐轿子。北宋时

“百官常朝皆乘马”，二三品的大
官礼制乘革辂，外饰皮革的马车，
配以四匹红马。民间则自发地坐
轿子，工商庶人乘四抬或八抬的

“檐子”，被禁止，连妇女出入都要
骑马。熙宁九年，宋神宗下令“民
庶只令乘犊车”，牛犊拉的车。王
安石改革见效后，京城人士、豪右
大姓出入都以轿自载，《清明上河
图》中就有一乘两人抬的轿子往
桥上走。宋徽宗时京城内暖轿习
以为常。到南宋才“诏许百官乘
轿”。可见王安石上朝下朝上班下
班，不可能乘轿子。

王安石回家也没坐轿子。他
辞去宰相职务离京去江宁（南
京），租了条船微服而行，开船前
一再嘱咐家人：“吾今挂冠而归，
沿途若有人问及姓名官职，切勿
告之。”于是沿黄河、大运河而
去，没人知道那船上是原宰相王
荆公。

王安石退休后，朝廷按制配
给卫兵和仪仗队，他三个月就给
退走了，买来一头小毛驴，骑行于

半山园与紫金山之间。同僚陈升之
罢相后，降职判扬州，奉旨来探望，
楼船到南京。王安石拉着小毛驴，
带着一乘二人小轿静候在江边。陈
升之见状大为触动，老老实实地坐
上那个从没坐过的小轿子，去往王
安石半山园的家，从此改了讲排场
的习气。

同是搞改革的权臣，一个坐三
十二人大轿摆排场显威风，去世后
被明神宗清算，抄家搜出黄金万两
白银十万余两，改革的成绩被抹杀，
荣誉被褫夺。一个在南京半山园无
疾善终，宋神宗让苏东坡执笔写圣
旨，特赠太傅；南宋黄庭坚崇敬王安
石，“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
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改革者的个人品格与道德情
怀，带来改革者不同的命运和结局。
记得当年苏维埃的理论家称“王安
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对
十六世纪改革有成的名人张居正视
而不见，这也是一种评价吧。宋神宗
和明神宗，同为皇帝，同称神宗，不
同的价值取向，给改革和改革者不
同的政策与处理，倒是又一篇杂文
的题材了。

一
教子耳濡目染，
功在滴滴点点。
儿时放纵浪费，
长大骄奢难管。

二
拒奢崇尚勤俭，
节水应成家传。
点点滴滴教化，
家风细节体现。

于昌伟 绘 杨光洲 文

别关，别关，要让孩子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