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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民快评
立民直言

连载轻赋薄敛
“轻赋薄敛”这一成语意思是减轻徭役，降

低赋税。比喻统治者实行爱民政策，让劳动人
民担负的义务比较轻。典故出自西汉刘安《淮
南子·修务训》中记载的商汤的事迹。原文为：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
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
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
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
莫得无为，明矣……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
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
疾以养孤蠕，百姓亲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鸣
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此五圣
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
懈。奉一爵酒不知于色，挈一石之尊则白汗交
流，又况赢天下之忧，而海内之事者乎？其重
于尊亦远也！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
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
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旱，以身祷于
桑山之林。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
为’，岂不悖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人说：‘所谓无为，
就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拉他他不来，推他他
不去。像这样子，才叫把握道的原则。’我则不

是这样认为。试问：‘像神农、尧、舜、禹、汤，可
以称圣人了吧？’明白道理的人肯定不会作否
定的回答。从这五位圣人身上，可以看出他们
不可能是‘无为’的，这是十分清楚的。”

《修务训》说了神农、尧、舜、禹为民造福的
事迹之后，接着便说商汤：商汤起早摸黑，用尽
智慧思考国家大事；减轻赋税，使人民能过得
宽松富裕；布施德惠，以救济贫困；凭吊死
者，又宽慰病人，供养孤儿寡妇。因此人民
亲附汤王，使政令能顺利执行。在这样的德
政下，汤王在鸣条整治军队，把夏桀围困在
南巢，谴责夏桀的罪行，然后把他流放到历
山。这五位圣王，都是天下威望很高的君王，
他们劳累身体，绞尽脑汁思虑国事，为人民兴
利除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捧一爵酒，脸上不
会显出吃力的样子，但要提起一石重的酒樽，
就非得出汗不可，更何况现在是承担天下的忧
虑、担负海内外的事情呢？这一副担子要比一
樽酒重得多啊！再说，作为圣人又不以自己低

贱为耻辱，而倒是为不能实行“道”而惭愧；作
为圣人不以自己寿命短而忧虑，而倒是忧虑人
民百姓的穷苦困窘。所以夏禹治水，是拿自己
的身体为牺牲，在阳盱河边祈祷神灵消除灾
难；商汤时干旱，汤王在桑林祈祷，愿意以自己
的身体为牺牲求苍天降雨。圣人忧虑人民的
疾苦的事明摆在那里，还要说他们“无为”，这
难道不荒谬吗？

关于商汤治国轻赋薄敛，治民以宽，有多
种古籍记载。《国语·鲁语上》说：“汤以宽治民
而除其邪。”（商汤以宽大的办法治理人民并除
掉暴虐的夏桀）《墨子非命篇》说：“古者汤封于
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
相利，移则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
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
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古时侯汤封于亳地，
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汤与百姓相互爱戴，
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率领百姓向上尊奉
天帝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

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
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管子·轻重甲》
记载：“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
（亳），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
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牝虎充
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疏而积粟，
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
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齐桓公问
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
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说：“桀不
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
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他把雌虎放
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商汤则
不是这样，他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
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
济，天下百姓归附商汤如流水，这就是夏桀丧
失天下的原因。”）

因为《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汤夙兴夜
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后来就有了

“轻赋薄敛”这一成语。
例句：“唐代哲学家李翱则从富国、安民、

重本的角度阐述轻赋薄敛的主张，认为‘重敛
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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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刘秀森

■宋立民

■陈鲁民

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说：“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服务人民，正是我们
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根本保障。”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表述，让笔者突然想起了焦
裕禄同志——他走了56年了，5月14日是他的忌日，又
一个“头七”过了，他的英魂从来没有离开过兰考。

兰考距离商丘很近，曾经是一个地区，在笔者当年居
住的行署家属院，不少长辈与焦裕禄同志共过事。有意
思的是，长辈们谈及与“人民的好书记”“县委书记的榜
样”的交往，并没有渲染、惊叹，甚至没有更多的赞誉，他
们说：“当时的干部多半都是那样。”

2001年6月底，笔者还在《大河报》做记者，曾经采访
过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女士，谈了小半天，写了通讯

《英雄也是热爱生活的人——焦守云谈父亲焦裕禄》。那
次采访，让我明白了焦裕禄心中“人民”二字的重量，也看
到了焦裕禄同志多才多艺的另一面。

记得焦守云说，作为从小当雇工、睡猪圈的苦孩子，
天资聪颖的焦裕禄，对老百姓的感情可以说是与生俱
来。“南下途中党组织分配老焦搞宣传，他既当演员又当
演奏员，一路上边行军、边背台词。在武松打虎的山东阳
谷，部队演出大型歌剧《血泪仇》，他把主角王东才演得声
情并茂，方圆十几里前来观看的老百姓哭声一片。”

在大学讲台上教了近20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笔者很
吃惊：马健翎的《血泪仇》，是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首演
的秦腔，能够登台唱出来谈何容易！而且唱得山东的老
百姓泪流，更需要大量的情感投入与艺术功力。

笔者的采访本还记载——焦守云说：“不讲儿女感
情，那是不正常的，我爸爸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谈吐很幽
默，很风趣，是很容易接触的一个人。你想想，跟老农民
在一起，能在牲口棚里待上几天几夜，是需要一种亲和力
的，不能看着老百姓吃苦啊！现在沈阳市那个市长慕绥
新，一看宾馆安排得不好，嘴里骂骂咧咧转身就走。我父
亲是出去看见老百姓没衣服穿，随手就把自己的衣服脱
给人家，回来还对妈妈说丢了。去世以后乡亲们拿着衣
服哭着过来，母亲才知道是给了人家。”“一些年轻人，知
道我是焦裕禄的女儿，很吃惊，说还真有一个焦裕禄，我
们以为是编出来教育大家的。”

谈及焦裕禄去世时候的送葬，焦守云说：“真是倾城
而出啊，那场面你想也想不到，人们扶老携幼，一些不能
动的老人，就让儿女用架子车拉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情？你活着的时候对老百姓没有用，他们不会爱戴你。
几个县的人都赶过去了，墓地是一片沙丘。他只在兰考
干了一年多，怎么会那样呢？就在于他的人格魅力！”

焦裕禄是活人，是一位有血有肉有艺术细胞的活
人。他不是只知道吃苦、不懂得享乐、不懂得艺术的“土
老帽儿”，然而他为了人民的利益放下了篮球、二胡和中
山琴。他明白没有艺术、没有文化、没有情趣的生活是可
怜的生活，这才宁愿牺牲自己，去为广大老百姓创造有声
有色的日子。他尤其明白精神生活对于老百姓的重要
性，明白一个公仆应该利为民所谋而鞠躬尽瘁——也许
这正是焦裕禄与那些只会念讲话稿或动辄训人的干部的
重大区别，更是与贪恋娱乐场所、“能歌善舞”而“二奶”成
串的“公仆”的根本区别。

“后浪”与“前浪”

今年五四青年节，有个电视短片《后浪》在网络上
不胫而走，大为轰动。片子里表现了当代青年丰富多
彩的生活：出国旅游、穿汉服、做舞蹈视频up主、电子
竞技夺魁、潜水皮划艇跳伞、跑到冰岛玩摄影等。短
片博得了许多“后浪”们的激赏和共鸣，说这正是他们
向往的生活；也引起一些“前浪”的不满与批评，说其
立意张狂，内容花哨，脱离现实云云。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后浪”与“前浪”的
矛盾会永远存在，冲突会不断爆发，但最后结局，多半
都以“前浪”退隐而告终，因为“后浪”具有时间优势，
是舞台主角。资深“前浪”李敖生前有一首打油诗：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后浪风光能几
时，转眼还不是一样。”酸溜溜的心态，加上无可奈何
又不无嫉妒之意，远不如另一个“前浪”赵翼来得潇洒
和睿智，听听他的名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
数百年。”这才是“前浪”应有的达观态度。

“前浪”不满意“后浪”，是个基本规律，往往会说
他们骄傲自大，轻慢嚣张，说他们嘴上无毛，办事不
牢，说他们狂放无忌，胆大妄为，全忘了自己也是这样
过来的，年轻时和他们毫无二致。这里固有恨铁不成
钢的善念，有青春不再的失落感，也不无羡慕嫉妒的
醋意。古往今来，每一波“后浪”的成长都曾遭遇过

“前浪”的质疑，每一波“后浪”也都是在质疑声中长
大、成熟并学会担当的。因而，奉劝“前浪”们不要戴
着有色眼镜，拿过时的老标准去看待“后浪”，以偏见
当真理，以无知当信条，忽视或错判他们身上那些鲜
明的时代因素与年龄特点。

当然，“后浪”应尊重“前浪”，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和建议，毕竟他们具有丰富的阅历和宝贵的人生经
验，姜是老的辣；但尊重是一回事，是否完全照着办又
是一回事，毕竟观念和思路都有差距。“后浪”们似乎
还应收敛一点锋芒，表现得谦恭一点，说话有一点分
寸，做事留一点余地——可那还是年轻人吗？

世界上有一种很时髦的提法叫“文明的冲突”，那
么，“后浪”与“前浪”的矛盾，也可叫“浪头的冲突”，包
括思想观念的冲突，生活方式的冲突，奋斗目标的冲
突，实现路径的冲突等。譬如“前浪”喜欢量入为出，
勤俭持家，“一分钱掰两半花”；“后浪”则热衷高消费，
及时享乐，动不动就要外卖，天天有快递，有的甚至是

“月光族”。“前浪”喜欢安静地在家看书，三两知己小
酌；“后浪”则更愿意扎堆去歌厅唱歌，越热闹越好。

“前浪”喜欢稳妥而保险有把握的营生；“后浪”则喜欢
干具有挑战性的刺激的事情。“前浪”凡事喜欢从众，
循规蹈矩，不事张扬；“后浪”则喜欢彰显个性特点，就
是要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前浪”喜欢按部就班，有时
不免会因循守旧；“后浪”则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常
抱有梦想，总要尝试些新鲜玩意儿……凡此种种，既
有时代特征，也有年龄关系，很难就贸然说谁对谁错，
可互相借鉴，也可各行其是，反正有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的规律在把着关口的。

一代更比一代强，是进化论的核心理论，也是不
争事实。同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与风格、风俗
与习惯。因而，无论“前浪”还是“后浪”，都应学会辩
证地理性地看待自己和他人。“前浪”不要轻易下结论
说“一代不如一代”；“后浪”也别一棍子把“前浪”都打
入老顽固行列。这里最需要的是理解与宽容，是各行
其是与和而不同，是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

想起了焦裕禄

因为徒手从高空救下一个身处险境的5岁女童，30
岁的胡云川最近成了“网红”空调安装师。由于他是四
川省富顺县的海尔售后服务网点工作人员。海尔集团
公司官方微博22日宣布，奖励胡云川价值60万元的房
产一套，以“弘扬其见义勇为精神、传递正能量”。（5月24
日新华网）

奖见义勇为员工房产，是对员工这种“义举”的社会
价值的认可和鼓励，是对员工社会责任担当的一种激
励，彰显出了企业用人文化之浓，值得点赞。

奖见义勇为员工房产，不仅是对胡云川个人的奖
励，让见义勇为者“善有善报”，更是传递出一种员工社
会责任价值观的正面导向，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具有现
实而深远的意义。

奖见义勇为员工房产，实则是重奖见义勇为员工，不
仅是重奖胡云川本人，更是重奖见义勇为这种传递社会正
能量的行为，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道德良性循环机制的发
展与完善，在社会上营造出一种“人人敢为、个个勇为、事
事善为”的浓厚氛围，从而弘扬社会浩然正气，值得称道。

虽说从总体上讲，当今社会并不冷漠、并非无情，也
不乏见义勇为等“义举”。但在文明道德的正义观念还
没有深深扎根于社会民风沃土的情况下，面对涌现出来
的一些“看客”“绕道走”所形成的较大反差，我们更多要
做的是，积极反思时下对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助人为乐
等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价值认可和精神弘扬是否到位。

说简单、具体一点，就是是否让见义勇为者得到了全社
会的认可与尊重、保护与保障。

现实是，在关键时挺身而出的一些见义勇为者因见
义勇为而致残，甚至丧失了生活能力，给家庭带来了“灾
难”，不仅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而且让见义勇为
者陷入了“光荣一阵子而痛苦一辈子”的生活困局。在
此背景下，仅靠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对见义勇为者进行
奖励是不够的，各地政府应当多一些弘扬社会正能量的
社会责任担当。因为个体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且具有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只有各地政府形成制度化关怀，
多一些“制度之爱”，才能点燃关爱见义勇为者的温暖之
火，让见义勇为的浩然正气红满天。毕竟，见义勇为行
为，本身就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和生命风险，
按照风险对等补偿原则，为捍卫公众利益而“流血”，理
应有权获得地方政府的奖励和社会保障。

记得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
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
度沉默。”时下，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看客”“绕道走”者，
多半是由于没有激发他们的善良的“本能”，让他们“过
度沉默”。因而，各地政府应当有责任、有义务通过奖励
和保障政策来打开公民“过度沉默”的大门，让他们能激
发和释放见义勇为的“本能”，从而让见义勇为、舍己救
人、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和社会正能量更加红红火火，
温暖城市和全社会。

■玫昆仑

奖见义勇为员工房产 弘扬社会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