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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出奇是万通的价值观
决胜未来的第三种力量是

价值观的力量。
价值观是什么？是衡量一

件事情是与非的标准，是判断一
件事情对与错的依据。比如捐款
这件事，你认为捐款是好事，就
捐；他认为不好，就不捐。捐和不
捐，价值观是不同的。在国企改
革中，很多经理人因为心理不平
衡而出问题，他们认为自己的贡
献很大，得到的却很少，这不公
平。他们觉得国家不对、政府不
对，自己对，于是要纠正，而且是
绕开法律的规定，用各种办法去
纠正。有的用MBO（就是所谓的
经理人收购），有的用私分奖金，
有的私下转移公司资产，然后自
己收购自己。不管用什么办法，
目的都是使自己更有钱，或者使
自己成为老板。最后这些人就出
事了，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有问题。

柳传志是怎么解决这个问
题的呢？他的做法是：采取“拐大
弯”的方式。所谓“拐大弯”，就是
慢慢来，等到法律或政策允许的
时候再去解决，不允许就先搁
着。就像开车一样，车速很快的

时候，拐 90 度的弯肯定要翻车。
但如果你拐20度或30度，弯拐得
大，车速再快，也不会翻车。到现
在为止，联想的这个问题不仅合
法地解决了，而且没有对公司造
成什么负面影响，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了，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
看到，联想出了很多百万富翁、千
万富翁，不仅生活得到了改善，个
人价值也得以实现。这就是联想
的价值观。

同样，万科也曾面临是不是
可以MBO的问题，面临王石是做
经理人还是做老板的问题。那
么，万科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就
是经理人文化。所以，王石成了
中国第一经理人，他对自己的定
位从来都是经理人，职业经理
人。王石在万科干了 30年，但他
并没有多少万科的股份。他的股
份是当时号召大家集资时买的，
直到现在，他的股份都没增加一
股，这就是他的价值观。这样的
价值观为他赢得了什么？赢得了
团队，赢得了股东对他的信任。
如果他悄悄地有了 1000万、5000
万股，那他的股东还能闲着吗，不
收拾他啊？他在员工中还有道德

形象吗？员工肯定会认为王石在
蒙他们，说你经理人在偷偷当老
板。所以，如果你的价值观是正
确的，你判断是非的标准与社会
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那你就能
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占据主动。

另外，我前面讲过，我们这
些从海南出来的公司，都面临着
学好还是学坏的问题。学好就要
花钱。史玉柱认为好人就是不能
赖账，该给人家钱就要给。所以，
史玉柱活下来了。如果你该给的
钱不给，能赖账的就赖账，赖不掉
就躲，躲不了就跑，那你的公司还
能存在吗？如果你不纳税，不分
红，不给员工发工资，不还银行的
钱，你想，会有多少人追着你讨
债，折腾你，你还拿什么决胜未
来？反过来，如果你的价值观是
对的，它就会引导你不断地做好
人。你老给股东分红，股东就觉
得你很好；你按时给员工发工资
发奖金，员工在你这儿就很开心；
政府看你纳税，就支持你；银行看
你还贷款，下次还愿意借钱给
你。这样，你就能不断得到大家
的支持，一步步向前发展。做好
人还是做坏人，只是你脑子里的

一念之差，但差别很大。万通为
什么活下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当时我们都想做好人，没
想过做坏人。所以，我们几乎没
遇到什么麻烦，这么多年一直很
干净地走过来。我们牺牲的是什
么？就是我们挣的钱比很多私人
老板少。私人老板赖一笔账，卷
了钱就跑到国外去了，而我们犯

了错误，哪怕这个错误只延续了
一秒钟，可能也要还一辈子。我
和王石讨论过，他也承认，万科因
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绩效受到
了一些影响。因为处理历史遗留
问题，要用后面赚的钱补前面欠
的钱。万通刚成立的时候，除了
我们六个合伙人的法人股东，还
有九个其他的法人股东，这九个
法人股东里，有七个抓的抓、跑的
跑。但我们这六个人的法人股
东，没有一个出事的，现在在房地
产行业或者风险投资领域都做得
不错。所以，有时候，决定你生死
的就是一念之差，就是你选择做
好人还是做坏人，非常简单。

拿赚钱来说，你是要竭泽而
渔，去争每一分钱，还是要让，或
者送？做生意肯定是不能送的，
要争每一分钱，这是一般人的价
值观。也可能有人认为让才是最
高境界。比如我和你做笔生意，
我能赚十块钱，但要跟你扯一天
才能扯清楚，我会觉得你这个人
很烦。就十块钱，算了，给你，但
以后我也不会和你打交道了。如
果我说我只要五块钱，剩下的让
给你，那你就会轻看我，说我这人

没脑子。如果我说我赚八块五，
让你一块五，那可能两分钟就把
这事解决了。事后你会觉得我这
人好谈事，简单、爽快，于是你又
来了。这样，一天之内我就赚了
三次，三八二十四块钱，比你们赚
得都多。所以，让的分寸要把握
好。我们要学会不争，学会让，这
是一种境界。

万 通 的 价 值 观 叫 守 正 出
奇。70%的事尽量不变通，30%的
事实在不行变通一下。如果倒过
来，70%的事都变通，那就是每天
都出奇，不断地出奇，最后“奇”就
变成了歧路的“歧”。所以，我们
一定要保证 70%的事不变通，比
如该纳税就纳税，这样你会发现
你很省心，不管税务怎么查，你都
不必担心。在这类原则问题上，
你只要变通一次，就没完没了了，
以后一有事，你就想绕开政策，这
就是人的思维模式。所以，价值
观是决定你成败的重要因素，特
别是在你没钱的时候，因为中国
的民营企业都是从没钱起步的。
20年前创立的公司，能活到今天
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好人。在某
市座谈时，我跟市长说，民营企业

能活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
个原因是做好人，诚实、守法。第
二个原因就是不太能干，因为他
不太能干，他的想象力不够丰
富，所以投机取巧的事他不做。
他不搞资本运营，也不折腾，没
什么要变通的事，这样的人慢慢
就可以做大，这就叫“正”。大
家 回 头 看 看 会 发 现 ， 这 20 年
来，凡是出问题的民营企业，都
偏离了社会公众的常识和法律的
轨道，自己形成了一套判断是非
的标准。如果你脱离了这些轨
道，你的是非判断标准就错了。

以拙胜巧，大拙胜巧
另 外 ， 还 要 注 意 以 下 几

点。第一，你的是非判断标准一
定要非常鲜明，不能含糊，不能
今天说这是对的，明天又说这是
错的。比如生人文化和熟人文
化，我认为生人文化是“是”，
熟人文化是“非”。这是我的是
非判断标准，我就要鲜明。我不
能一会儿说用哥们儿，一会儿又
说用能人，最后生人不踏实，熟人
也不踏实。我们公司就
是提倡生人文化，熟人也
当生人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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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怜幽草
宋子牛

文字很弱小，微乎其微，幽草一般，显得不
那么起眼，零星到可被忽视。但艺术地组合起
来，便会成为一个个葳蕤多姿的智慧方阵、文苑
奇葩，变得鲜活生动、可亲可感、强大而有力量，
让人爱不忍释了。

其实，文字是热烈而冷峻、深沉而睿智的，
既具思想风骨，又显温润可爱；既有内蕴的厚
度，又富命意的深远，有着巨大的能量和不朽的
生命。大至政治家经国治世之伟业，小至穷文
人百无一用而孤芳自赏，都离不了文字的介入
襄助。它是多功能的，但更多的是作为传媒介
质、思想温床、信息载体，丰富着、愉悦着普罗大
众的日常生活，闪耀并照射着人们的精神世
界。它流连在平凡日子中，浸润于心灵情感内，
不朽在历史波光里。它的生命与历史同在。

不论如何结构搭建、布局谋篇、鸿篇巨制抑
或小品短章，文字都要有吉光片羽的价值、灵
犀一点的通透，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显现独到
的风采与神韵，传递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用
时下的话说叫“正能量”。古人的文以载道，说
的也是要有社会担当。文字作为社会公器，只
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民风社情，就是好的文字，
也是码字的终极目的。如果再说得理性些、有
模有样点，该是这样吧：文字追求的是思想高
度、精神境界；表达的是当下话题、时代心声；
呈现的是美意真情、浅文大义。即所谓理解在
高处，表现在当下，感受在内心，文野在功力。

最令人生厌的，莫过于貌似高深、高明的“犬
儒主义”文字。

杜甫有“文章憎命达”之句，欧阳修有“诗穷
而后工”之说。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文字不是
儿戏，不可轻慢，不可亵玩。只有经过生活的磨
砺、人生的坎坷、岁月的困顿，才能使写作者对
文字深颖景悟，别有洞见，写出有真情实感、忧
患黎庶、情怀家国的好文章来，使文字焕发出应
有的生命力，烛照当下，传递精神，留传后世。
当然，最震撼人心、最有力量、最能为人乐道、传
之恒久的，是“董狐笔”意之下，长歌当哭的血泪
文字。老夫年事已高，属意晚晴，笔力日涩，激
情难在，虽有心文字而力所不逮，幽幽发声多属
微言小义，无甚要言宏旨，“文如看山不喜平”，
也只能徒唤奈何了。

本书所收作品系近年的码字成果，都是些
随性应时之作，产量欠丰，亦乏思想深度，只不
过表达己见，略抒情怀而已。文章大多发表在
省内外报刊，散文、随笔、杂文等作品占多数，还
有一些是为老年期刊撰写的“重晚晴”的话题小
品。不料，积年累月下来，长长短短，虽无意插
柳，但一经集纳成册，也略有一些文字气象，生
出几分春色来。私心揣度，这些“写在当下”的
文字，距离自己解的文字标准，差距何止以道里
计。不说内容不太触及社会腠里病灶，风格也
趋恬淡温和，无投枪匕首般的犀利与机锋。但
也决非无病呻吟、风花雪月，“为赋新词强说愁”

之类。有道是大狗叫小狗也叫，高低虽不同，勉
强算作小狗在发声吧。尽管没有“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那般富有诗意，毕竟也是叫在烟火
人间，希望能为草民百姓免除点寂寞。

究其实，弄文字或创作，也是无聊之事，但
可略微自我安慰。说得好听点，是一种自我修
养，净化心灵的过程。当然，很多时候，不过是
一种社会发言，自我疗伤而已。

另外要向读者朋友报告的是，成书过程中
为补白之用，老朽做了两点努力。一是各卷名
目下均有藏头题旨诗一首；再是补白照片的说
明文字，撰作联语式。两者既为抒情表意，也
是敬惜字纸，更有活跃版式的考量。此心谅能
体察。

书名《天意人间》，了无新意。唐代诗人李
商隐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充满怜弱
恤老之情；本书不少篇什写的都是平民话题，
百姓忧患；本人又一介书生，人间草民一个。
我想，上苍自是多所眷顾垂怜“幽草”之卑下无
助，不才已是迟暮之年，更为看重人生晚晴、岁
月静好。于是，偷巧裁云锦，借用成书名，便拿
了过来。

三心二意地写作，漫无目的地投稿，不为糊
口地发表，花钱受累地结集，仅看书名，算是作
者杂文随笔集的“三心二意”系列吧。（节自作者
新书《天意人间》自序）

散文

观石巷
王少辉

处于小城的观石巷，是一条大致南北走向的
巷子。原本是一个大大的钝角，被部队营房从拐
角处一截，北边的短，常忽略不言。剩下南边的也
只有 500米的距离，观石巷实在是一条小小的巷
子了。但这个“石”字既不是顽石，也不是有故事
的古石，而是整个嵩山南面层峦叠嶂的嵩山石。
观石巷，可以看作是观嵩山石头的巷子，也可认为
是观嵩山的巷子。

自然，沿着这条小巷走过，是观看嵩山最好的
角度。由此想来，我不得不佩服给这条小巷起名
者的胸襟和气度了。

偎依在嵩山之阳的是登封小城。小城南北之
路大多以嵩山路、嵩阳路、少室路、滨河路、阳城路
等命名，听起来大，但细品起来却有些空洞。只有
这条小巷，选取了小城的中心，选择了最好的观景
处，起名观石巷，让人不由得对这条掩藏在县城里
的小巷刮目相看了。

近些年来，我一直认为身居嵩山脚下是一种福
分。大山是一个高高的天然屏障啊，有它的遮挡，
小城显得格外静谧和安详。从观石巷看出，嵩山就
是一幅巨画啊！好像一个大特写，一下子放在了你
的面前，巍然屹立，雄奇俊秀，东西绵延近百里，如
一条巨龙横亘在面前。嵩山上空，是一片蔚蓝的天
空，像画面中的留白，给人以无尽的遐思。

特意提及这个巷子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去单
位上班时，总是途经观石巷。近十年来，几乎每天
我都要从这个巷子走过。上班不过十几分钟的路
程，大都不慌张。每次沿观石巷走过，总能感受到
山的味道。日久，走来走去，竟染出了一些感情。

一年四季，嵩山这幅巨画也在不断地变换着
不同的景色。春意朦胧时，“层林漠漠如烟织”，整
个嵩山如烟似雾，俊俏迷人。夏天，从观石巷走
过，再热的天气，从大山的深处也会传来阵阵微
风，看山的深处，一抹抹绿意点缀在丛林之中，呈
现出柔和与诗意。秋风乍起，天气变凉，嵩山的块
块巨石一下子流露出来，面含峥嵘，显示出大山的
巍峨与峻拔；山凹处，如血般的红叶点缀其中，显
示出北方特有的柔媚。这时，天高云淡，从观石巷
走过，脚步都显得格外有力。少室晴雪是嵩山的
八大景之一，观石巷对应的是太室山，雪后的太室
山就没有了少室晴雪的冷和艳。从观石巷走时，
还是要紧走几步，冷啊，狂风直往脖子里灌！雪后
的太室，就显得苍凉和骨感。

四时风景不同，看到不同的风景。心情不同
时，眼中的风景也不尽相同。心情愉悦时，脚步轻
盈，看山，处处都在含笑；心情压抑时，步履沉重，
看山，时时面露狰狞。一幅巨画，貌似不变，其实，
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啊！

近些年来，随着时代发展，小城也变得繁华
了，人的脚步都显得匆忙和凌乱，很多地方都充满
了喧嚣和夸张。小城，已失去了昔日的宁静。幸
亏小城深处有个观石巷，观石巷这么短，路两旁的
生意也不好。于是，从这里走过的总是些闲人，就
是驶过的轿车，也没有时下的嚣张和匆忙。

我庆幸，有缘与小巷共处这么多年，套用泰戈
尔一句诗：这条街道，虽然没有留下我的脚印，但
我曾经从这里走过……

新书架

《蚕》
周方舟

小说家欧文·奎因失踪，他的妻子造访私人
侦探科莫兰·斯特莱克。开始，她认为丈夫只是
像以前一样，离家出走几天。她请斯特莱克找到
丈夫，把他带回家。

但斯特莱克调查后发现，奎因的失踪并不那
么简单。奎因刚刚完成一部作品，这本书几乎恶
毒地描绘了他认识的所有人。这部小说如果出
版，将会毁掉很多人的生活，所以肯定有很多人
想让他闭嘴。

斯特莱克很快发现奎因已经死亡，死状离奇
恐怖。斯特莱克必须与时间赛跑，尽快查明残忍
凶手的身份和动机。这个凶手和他以前遇到过
的任何一个杀人者都不同……

《蚕》情节百转千回，引人入胜，是备受称赞
的科莫兰·斯特莱克推理系列第二部。

掌故

小品
阎泽川

“小品”一词早在晋代即有了，原本属佛教用语。《世说新
语·文学》：“殷中军读小品”句下刘孝标注：“释氏《辨空经》有
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
与“大品”相对，指佛经的节本。因其篇幅短小，语言简约，便
于诵读和传播，故备受人们的青睐。

晚明文人为逃避政治祸患，嗜佛成风，但只是逃于禅、隐
于禅，大多数人并未真的遁入空门。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耐性
钻研深奥玄秘、卷帙浩繁的佛典，却对“小品”情有独钟。随
着“禅悦”之风的兴盛，文士们将“小品”概念移植到文学中，
便成为很自然的事了。这时的小品大体上指散文体，篇幅短
小，隽永新异。它并不特指某一专门的文体，像游记、杂记、
随笔、书信、日记、序跋等都可以包括在内。

在现代，小品是指“篇幅短小的杂文或其他短小的表现
形式”，再后来，小品的含义又发生了变化，专门用来指称戏
剧小品这种艺术形式了。

萧娴 书法

文史杂谈

清代的官服有多贵
郭华悦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写给弟弟们的家书
中提到，自己为官多年，积蓄不多，所存的除了
书，只有官服。在朝廷当差，每种场合都按照
规定穿不同的衣物，所以多年下来，积存了不
少衣服。等回去后，这些衣物，就由五兄弟抓
阄均分。

曾国藩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可没想到会节
俭到这程度！连自己穿过不要的衣物，都当宝
贝，由五个兄弟平分。过惯了好日子的人，怎么
会稀罕别人穿过的旧衣服？难道，曾国藩为官
多年，连这点眼力都没有？

可翻阅了相关资料后，才发现清代的官服
贵重得很。光是帽子上那支花翎，就价值不菲
了。普通的花翎，一般也要上百两银子；贵一点
的，几百两；顶级的，则要“万金”。

一套官服少说也得上百两银子！上百两
银子，是个啥概念？按照购买力来换算，清代
的一百两银子，相当于如今两万元的购买力。
也就是说，在京城当官的，要买套官服，就得几
万块！这个数目，当真令人瞠目结舌了。而
且，清代的官服有好几种类型，不同的场合，该
穿什么服装，都有严格的规定。考虑到换洗，

一个官员，少说也得整个一二十套的官服。一
套几万块，几十套官服，得多少钱？光是用想
的，都觉得不可思议。尽管古代当官的，油水
多，陋规多，但得搜刮多少油水，才够支付这官
服的费用？

更要命的是，这官服还得官员们自掏腰
包。清朝，可不流行报销。而且，虽然这官服名
义上是“公务员”们的制服，但皇帝可不掏腰
包。有个现象，还挺不可思议的。比如，清代的
皇帝若说赏赐某位官员花翎或黄马褂，或者是
官服，都是由受赏赐的人自掏腰包，自行置办。
也就是说，皇帝只负责张嘴赏赐，付钱则是受赏
者的事儿。

这么一来，官服的费用，就成了很多京官的
沉重负担了。有些京官，官位不高，油水不多，

要是买了官服，全家就得喝西北风了。没办法，
只好想着法子向同僚借。今天向这个借，明天
向那个借，这官当得可真够窝囊的！

当然，有多套官服的人，也借着这个机
会，捞起了外快。通过租借官服给同僚，收
点费用，这也是不少的一笔收入。借衣服的
官员，不用支付天价“制服费”，总算能松口
气；而借出去的官员，则有收入，堪称是皆大
欢喜了。

这么一来，就可以理解，曾国藩为什么对衣
服如此看重！他为官多年，位高权重，且要常常
出席各种场合，所以哪怕再节俭，置办些衣物也
是不可少的。多年下来，积少成多，一套几万块
的话，曾国藩的衣服加起来，可就是一笔丰厚的
财产了。

博古斋

鸡爪牌坊
连 航

鸡爪牌坊位于开封市区中心徐府
街，又称“山陕甘会馆”、“同乡会馆”。

明末黄河水患，汴城被淹。清初，开
封城仍是一片废墟。乾隆年间，开封日
渐繁华，南来北往的客商纷至沓来。起
初是山陕两省的富商巨贾为扩大经营，
保护自身利益筹结同乡会，于乾隆三十
年(公元 1765年）在明代“开国元勋第一
家”的中山王徐达府遗址上聚资修建的
场所，时称山陕会馆。光绪末年又加入
甘肃籍商人，遂改今名“山陕甘会馆”。

因关羽的老家在山西解州，他本人
又勇冠天下，义贯千秋，商贾们想他会对
老乡格外照顾，硬是把他老人家封为武
财神，希望庇佑他们日进斗金。商贾们
要为关老爷在会馆修一座精美壮观、独
一无二的牌坊。

开封有个年轻工匠，绰号“神雕
手”。他一连设计了几十种样式，但都觉
拿不出手，心里十分别扭。

开封有“斗鸡夺魁”的民俗，神雕手
也喜斗鸡，顺便去放松放松，就前去观
看。一只绰号“猛张飞”的斗鸡打败所有
的对手，成为“鸡王”。只见它浑身乌黑，
两腿粗壮，铁爪抓地，稳若泰山，威风凛
凛。神雕手盯着它恍然大悟，就转身跑
回家。

几天几夜，神雕手一直在小屋里比
比画画、刀砍斧凿。

这天，各地工头聚集在会馆争标抢
活，各种牌坊模型千姿百态，但没有一个
令商贾们满意的。这时，神雕手上前打
开包袱，一个用六根立柱支撑着五座重
叠楼阁，从前后左右四面观看都是牌坊
的模型使众人眼前一亮，商贾们也都不
约而同竖起大拇指，连连称奇。

不久，一座雄伟壮丽的“六柱五楼
四牌坊”建筑就矗立在院子正中，再加
上神雕手在所有的砖、木、石上雕刻的
有吉祥寓意（九狮戏绳和源于俗语“算
盘一响，黄金万两”的算盘等）及各种题
材的传说（放牧八骏、刘海洒钱等）和故
事（古城会、长坂坡前救阿斗等）更是锦
上添花。

因工匠是从斗鸡鸡爪受到启发建
造的牌坊，故称“鸡爪牌坊”。200 多年
来因该牌坊有着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
砖雕、石雕、木雕以及人们的精心保护，
如今作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全国还堪
称一绝。

天光云影 杜保平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