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任编辑：刘猛 美术编辑：陈琼 电话：6199516社科理论2023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五

欢欢 迎迎 来来 稿稿
各各位位读读者者，， 本本版版的的《《学学术术前前沿沿》》《《思思想想观观澜澜》》《《视视野野纵纵横横》》

《《学学界界动动态态》》等等栏栏目目长长期期征征稿稿，，欢欢迎迎来来稿稿。。 请请勿勿一一稿稿多多投投，，来来
稿稿时时请请注注明明栏栏目目名名。。

电子邮箱：：zzkkrrbbwwjjff@@112266..ccoomm 1155660055115500992266@@116633..ccoomm
联系电话：：1155889900554411222222 1155660055115500992266

������◎对贪杯酗酒的危害，古人早有精辟论述：“酒，味苦甘辛，大热，有
毒。 主行药势，杀百邪，去恶气，通血脉，浓肠胃，润肌肤，消忧愁。 少饮尤
佳，多饮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元·忽思
慧《饮膳正要·卷一·饮酒避忌》）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也谆谆告诫儿子：“又慎不须离搂，强劝人
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诮勿逆也；见醉薰薰便止，慎
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嵇康《家诫》）酒再美，莫贪杯；酒再好，莫迷
醉。 人生如酒，别贪；人生如杯，别满。

投稿邮箱：shxxszk@126.com

饮酒勿贪杯
张卫东

酒 ，一杯含热的水 ，一种带火
的水。 俗话说得好：“无酒不成礼，
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欢。 ”酒在人
际交往中可以烘托气氛 、 增进友
谊，酒也能增加灵感、缓解压力、解
除郁闷 。 酒几乎成为人们婚丧嫁
娶 、相互交往 、迎宾待客活动中必
不可少的一种媒介，也形成和演绎
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与传说：曹操的
对酒当歌 、刘伶醉酒 、李白斗酒诗
百篇、武松打虎等等。

有人认为 “酒逢知己千杯少”
“‘感情铁 ’就得 ‘喝吐血 ’”；有人
认为 “不抽烟 、不喝酒 ，白来世上
走 ”“酒是粮食精 ， 越喝越年轻 ”；
还有人认为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
使金樽空对月 ”“穷愁千万端 ，美
酒三百杯”。 但现实生活常常告诉
我们 ：感情不是喝酒喝出来的 ，君
子之交淡如水 ，酒肉朋友莫当真 。
而且，不受控制的贪杯酗酒往往害
人害己，“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
愁愁更愁”。

对贪杯酗酒的危害，古人早有
精辟论述：“酒，味苦甘辛，大热，有
毒。 主行药势，杀百邪，去恶气，通
血脉，浓肠胃，润肌肤，消忧愁。 少
饮尤佳，多饮伤神损寿，易人本性，

其毒甚也。 醉饮过度，丧生之源。 ”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饮酒
避忌》）

史料记载， 大禹时期仪狄用各
种果品、粮食酿造出又香又醉人的
美酒。 禹王女儿便把仪狄请到王宫
里酿酒， 以孝敬治水操劳的大禹。
有人趁机饮酒作乐 ， 耽搁不少事
情。 大禹归来品到美酒后，昏睡过
去。 酒醒后，大禹召集臣子说：“酒
虽好喝，但难免会误事。 ”断言：“后
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大禹下了
一道戒酒令 ， 不准人们再酿酒饮
酒。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道戒酒

令。 仪狄回家后，将酿酒技术一代
代传下来。 商纣王饮酒作乐，把仪
狄的传人喊到王宫大量酿酒，沉迷
“酒池肉林”。结果，商朝亡国。后人
说：“禹王戒酒传天下，纣王酗酒失
天下。 ”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也谆谆
告诫儿子：“又慎不须离搂，强劝人
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

持之，勿诮勿逆也；见醉薰薰便止，
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嵇
康《家诫》）嵇康这样铁骨铮铮的硬
汉，在临刑前，写了一篇《家诫》，劝
诫他十岁的儿子嵇绍：别人喝醉后
不要再纠缠他， 不要强行劝酒，不
喝就算了。 如果人家来劝你，那就
端杯共饮，不必拒绝。 到有点醉意
的程度就停下来，注意不要喝到大
醉，以至不能控制自己……一字一
句堪称“苦口婆心”，可以体味到嵇
康对自己儿子的拳拳之心，这是父
亲对儿子最后的忠告，也是最深沉
的爱。

临近年节 ， 虽然我国酒文化
历史悠久 ， 但我们应该做到喝酒
有度，学会自控、自爱、自重。 贪杯
一时爽，醒后悔断肠。 既然酗酒对
身体无益 ，对社会有害 ，对个人的
发展是个威胁 ， 又何必花钱买罪
受呢？ 酒再美，莫贪杯；酒再好，莫
迷醉。 人生如酒，别贪；人生如杯，
别满。

������◎《论语·里仁》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士志于道，而耻恶
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卫灵公》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道
德经》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
不乱”等等。 这些观点都在向我们阐释着比与不比的辩证关系。

◎《庄子·外篇·山木》有“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不被浮华
所惑、不被功利裹挟，我们自然就少了焦虑、多了笃定。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很
难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但至少能努力摆脱
仅满足于实现“小我”的局限，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放到社会价值中去，通过利
他来利己、通过奉献来索取，也许就能更好体悟到《道德经》所讲的“非以其
无私邪？ 故能成其私”。

比与不比
刘超印

时下， 周围很多人都感慨工作
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 、很 “内卷 ”、过
得累 ，有时感到迷茫 、烦躁 、焦虑甚
至抑郁。 细想来，主要是攀比心理在
作祟，比位子、车子 、房子 、孩子 、钱
袋子……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普
及，更加剧了这种攀比之风。

爱比较是人类的本性。 研究表
明，人脑中的杏仁核、海马体和前额
叶皮层等组织直接参与人类的比较

行为， 这是人喜欢做比较的生物本
质。 那么，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
折腰、寄情于山水行不行呢？ 恐怕大
多数人很难达到那种境界。 于是，现
在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朋友都自嘲

“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
古人是怎么看比与不比呢？ 带

着这些困惑再品读经典， 或许圣哲
的观点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论语·里仁 》有 “见贤思齐焉 ，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士志于道 ，而
耻恶衣恶食者 ， 未足与议也 ”；《论
语·卫灵公》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
诸人”；《道德经》有“不尚贤，使民不
争 ；不贵难得之货 ，使民不为盗 ；不
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等。 这些观
点都在向我们阐释着比与不比的辩

证关系。
不妨少些世俗的功利， 多些利

他的奉献。 攀比是因为我们常常以

物质拥有和社会地位作为人生价值

的评判标准，总是局限于“小我”的世
俗欲望。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会让人
痛苦，得到满足后又让人空虚，使得
我们的人生像钟摆一样在空虚和痛

苦之间摇摆。 《庄子·外篇·山木》有
“物物而不物于物 ， 则胡可得而累
邪”。 不被浮华所惑、不被功利裹挟，
我们自然就少了焦虑、多了笃定。 虽
然我们大多数人很难达到“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
界，但至少能努力摆脱仅满足于实现
“小我”的局限，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放
到社会价值中去， 通过利他来利己、

通过奉献来索取，也许就能更好体悟
到《道德经》所讲的“非以其无私邪？
故能成其私”。

不妨多见贤思齐， 见不贤自省。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
就意味着，成长过程中，周围的人对
我们价值观影响很大，所谓“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 《旧唐书·魏征传》载，
唐贞观十七年， 直言敢谏的魏征病
逝，唐太宗李世民流着眼泪说：“夫以
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
没，朕亡一镜矣！ ”“见贤思齐”，是寻
找进德修身的人生榜样， 如圣哲先

贤、革命前辈、模范人物、先进典型，
甚至包括身边有闪光点的普通人 。
“见不贤而内自省”，则是对照着寻找
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以正面榜样作指
引，以反面教材作镜鉴。向外比贤士、
向内求诸己，不失为提升自我修养的
捷径。

不妨多比因少比果。攀比之所以
让人焦虑、痛苦，多数是因为我们总
去比较结果，而忽略了比较原因。 看
到周围的人职务晋升、 财富增加，只
想着一定要努力比他们获得更高的

职务、更多的财富，而不去反思他们
取得这样的成就背后的原因，是不是
比我们更自律、更勤奋、更务实、更主
动？不顾这些盲目攀比显然就会陷入
“人比人，气死人”的恶性循环。所以，
我们不妨多比一比自己与他人在主

观努力上的差距，分析自己和他人各
自的优劣势所在、优劣势存在的主客
观原因，在此基础上，善于把握自己
的优势获得信心和动力，从不足之处
查漏补缺，找出有待挖掘的潜力和努
力方向、改善方法，不断充实自己、升
华自己。

岳麓书院讲堂的楹联上有“是非
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
于数”，愿我们都能坚守自己的初心，
追求内心的自洽，从容坚定地走好漫
漫人生路。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仇英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
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
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新时代以
来， 我国文化传承发展呈现出新气
象、开创了新局面，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新征程上，我
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首先
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
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
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
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
史悲剧。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
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
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
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
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
独特价值体系、 文化内涵和精神品
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
的根本特征，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
长的文化自信。 当前，各种思想文化
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
加频繁。 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坚持走
自己的路，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
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
主，同时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
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
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

力来源，是我们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的内在要求。在人类历史的漫长
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
特点和标识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平
等交流、互学互鉴，为人类破解时代
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文明
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

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化既
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 回望历史，中华文明以
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
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放
眼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
明新形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
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
果， 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前进道路上，只有保持对世界文明兼
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更加积极主动地
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明发展
进步。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守正创新
是必然要求，也是重要方法论。 守正
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
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在五千多
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必须坚守好马克思主义
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

根脉，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
坚持我们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

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是为了更好地
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坚持。 要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

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
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

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让中华文化焕发
新的生机活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只要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
守正创新， 我们一定能更好担负起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 推动中华
文明重焕荣光。

（原载《人民日报》）

刍议女娲的历史功绩
黄振兴

关于女娲的历史功绩已有结论，
非专家学者不可妄言。 但是现在的母
亲节、父亲节分别是每年 5 月的第二
个星期日 、6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是
“洋节日”。 笔者斗胆总结女娲的历史
功绩，旨在为设立“中华母亲节”摇旗
呐喊。

功绩之一：抟土造人，繁衍人类
女娲是神话人物。 关于女娲的神

话传说，在《山海经》《楚辞》《礼记》等
先秦文献史籍中就有广泛记载，说明
最晚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关于女
娲的神话传说在民间已经有了广泛

的流传。 这比盘古在汉末三国时期才
出现在典籍中早了大约 1000 年。

女娲留给后世的最大功绩，便是
人们耳熟能详的抟土造人。 将一个女
性作为创世造人的始祖，这种理念不
可能起源自父系氏族社会。 可信的解
读应该是，女娲崇拜应该始自母系氏
族时代。

女娲之前，世界上只存在神 （例
如共工、祝融等），却没有人。 女娲在
游历世间的时候，感受到了天地间缺
少了和自己相似的人，于是利用黄河
中的泥土， 根据自己的样貌捏出了
人，并通过神力，让人成为了具有灵
性、具有智慧的真正的人。

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华夏文

明里最早对于自我意识的探源———
上古先民认为，人是神的映射（女娲
于黄河中看到自己的倒影而想要造

人）， 是神格赋予到人身上后形成的
特殊物种。

后世统治阶级出于对其统治合

法性解释的需要，女娲造人的神话传
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女娲最先
是用手亲自捏人， 后来因为速度太
慢， 而选择用绳子蘸着淤泥甩在岸
上，大量的泥点化为人形。 自此，人就
在女娲的手中诞生，第一次睁开了眼
睛，认识了这个世界。 但这个世界不
太平， 很快就带给人类巨大的震动，
因为天塌了。

功绩之二：炼石补天，治水灭兽
因为天塌了，才有了后来的炼石

补天。
天从何来？ 就必须先说盘古开天。
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有

多种记载， 但其核心内容基本一致，
如唐代《艺文类聚》所述：“天地混沌
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万八千岁，天地
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盘古在其
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天日
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
盘古极长。 后乃有三皇。 ”

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抟土造人之
后，人类开始繁衍生息，驯养六畜，发展农
耕，渔猎经济兴旺，人间一派繁荣景象。

后来，水神共工欲上位当部落首
领， 便和火神祝融爆发了一场大战，
此乃水火不相容也。 共工战败，一怒
之下撞断不周山，而不周山正是擎天
之柱。 天柱倒了，直接结果就是“天倾
西北，地陷东南”。 整个大地，不分东
西南北，全部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灾难
之中———天火蔓延不灭，洪水泛滥滔
天，大地到处地震，地上有凶猛野兽，
空中有鸷鸟恶龙。 用现代人可以想象

的画面来说， 就是到处都在火山喷
发，到处都在天崩地裂，到处都在翻
江倒海。

女娲不忍心自己亲手创造的人

类消失在无尽的灾难里，于是她再度
成为人类的保护神，而且在不同版本
的补天神话里，女娲的神力得到了更
加完整和充分的体现。

女娲炼石补天 、治平洪水 、杀死
猛兽的传说，客观反映了当时恶劣的
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 她带领部落的
人们与洪水猛兽进行斗争，为早期人
类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功莫大焉！

功绩之三：创立婚配，始作笙簧
宋人罗泌的《路史·后纪二》注引

《风俗通》云：“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
媒，因置婚姻。 ”

按照神话传说，女娲用黄泥造人
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麻烦，就是
这些小泥人终有一天会死去。 于是，
女娲亲自上阵， 让他们组成家庭繁
衍后代。 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实
际情况则是， 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氏族首领
女娲不过是顺应了这种形势罢了 。
按照 《路史 》的记载 ，是女娲规定了
以姓氏来安排婚姻， 是婚姻制度的
建立者，是婚姻礼制的始祖母，是中
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媒婆。 只是女娲
不会想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
的发展， 婚姻制度成为一种男权主
导的制度， 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逐
渐形成并完善。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

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
中，举以为人。 ”今天的周口境域，特
别是西华、淮阳一带，民间至今流传
着伏羲女娲兄妹抟土造人的神话传

说。 民间称正月初七这天为“人日”，
也叫“人胜节”或“七元日”。 传说女娲
造人时， 前六天分别造出了鸡、 狗、
羊、猪、牛和马，第七天造出了人。 因
此，汉民族认为，正月初七这一天是
人类的生日。 古人认为正月初七以晴
为好，寓意人寿年丰，天下大同。 汉代
东方朔的《占书》中就有“初七人日，
从旦至暮，月色晴朗，夜见星辰，人民
安，君臣和会”的说法。 可见“人日”的
说法在汉代时就已流传，距今至少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抟土造人虽然是神
话传说，但女娲繁衍人类的功绩是应
该给予肯定的。

关于女娲发明笙簧乐器 ，《帝王
世纪 》载 ：“女娲氏 ，风姓 ，承疱羲制
度，始作笙簧。 ”《唐乐志》载：“女娲
作笙 ，列管于瓠上 ，纳簧其中 。 ”后
唐马缟 《中华古今注 》载 ： “上古音
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 答
曰 ：女娲 ，伏羲之妹 ，人之生而制其
乐，以为发生之象。 ”有如此众多古
籍文献的记载， 可见女娲发明笙簧
乐器确实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

大贡献。
综上所述，女娲的历史功绩在于

抟土造人、繁衍人类；炼石补天、治水
灭兽；创立婚配，始作笙簧。 她传承母
系氏族社会的记忆， 留下天地起源、
人的传说、治水救世等最核心的远古
文明印记，确实居功至伟。

制约当前农村发展的问题浅析
姚国华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 ，社会发展 、经济结构 、分配方式
等都处在一个稳步变革的时期。 农
村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解决“三
农”问题也是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深谋远虑和

深入思考。 我们要深刻认识农业是
基础产业， 发展好现代农业是推动
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
富裕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近年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 “三
农 ”工作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把责任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正在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当
然， 时下农村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
的问题。通过外出务工、自主创业等
方式，农民增加了经济收入、提升了
整体素质。 但是随着城市化速度的
加快， 农民外出务工的环境也有了
新的变化。一方面，农业机械化水平
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用工大幅度减
少；另一方面，劳务输出的减少造成
农村劳动力结构性闲置。 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大量外出， 对家庭养老等
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村出现老
无所养、少无所教、家庭结构不稳定
等现象；空心村，无人户及老弱病残
人员无人看护监管问题显现； 村级
幼儿园入园率低，造成医疗资源、教
育资源的浪费；致富能人大多外出，
造成农村产业规模偏小， 村集体经
济整体薄弱。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强化农业
主导地位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就

在于打通土地、 产业和社保三个关

键环节。其一是土地。土地是农业的
根本，也是农民的生活资本。 目前，
农村土地过于分散化、碎片化，种植
无规模 ， 严重影响机械化耕种 、管
理 ， 不符合智慧农业种植的要求 。
分散式种植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利
用率低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水电
沟渠等基础条件的改造升级。 要引
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提高规模
化种植效益 ， 持续扩大产业规模 ，
增强抗风险能力 ， 节约生产成本 ，
增加土地产值。 其二是产业。 只有
发展好集体产业 ，让更多农民实现
家门口就业 ，才能解决农村发展过
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 。 产业发展
了 ，村民务工方便了 ，村集体经济
壮大了 ，村民才能有更好的经济收
入 。 要积极引导成功人士返乡创
业 ，让人才回归 、资金回流 、技术回
村 。 要充分利用农村自然资源 、农
业资源等资源优势 ，把乡村资源转
化为致富产业 。 其三是社会保障 。
时下仍有部分农民在医疗 、 教育 、
养老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得不到根

本解决 ，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 ， 进一步促进农业基础稳固 、农
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取
得决定性成就， 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为解决农村深层次发展问题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对做好“三农”工作提出新
的明确要求。 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下， 制约农村发展的问题能够得到
有效解决， 新时代的农村事业将成为
朝阳事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
大实践中出新出彩。

（作者单位： 周口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