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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哲学世界观、价值观和思

维方式的转变。

现代哲学曾经是先进的哲学， 是适应建设工业文

明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以“主—客二分”为特征，指导人

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它过分强

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宣扬斗争哲学，主张人类主

宰和统治自然。它认为：事物的动力学来自于部分的性

质，部分决定整体。例如工业文明的社会，在社会层次，

决定社会以资本为中心。 在生态层次，人决定自然，以

人为中心，这种哲学注重首要与次要之分，强调首要的

并以它为中心。

哲学世界观转变。新的哲学是生态哲学，或有机论

世界观。它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世界是“人—社会—自

然”复合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活的有机整体。 世界是事

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具有自组织、自调控、自

己发展的性质，因而它朝有序和价值进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我们的有机世界事物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整体

比部分重要，事物的动力学来自整体而不是来自部分，

即不是部分决定整体，而是整体决定部分。 第三，有机

世界虽然由部分组成，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但它以

整体性为主要特征， 事物的关系和动态性比结构更重

要。因而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拒绝以什么为中心，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价值观转变。工业文明的社会只承认人有价值，主

要是以个人价值，否认自然价值。认为个人以外的生命

和自然界只是人的对象，发展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这是

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但是，人的行为从来都没

有而且也不是以“全人类利益为尺度”而是以“个人或

少数人利益为尺度”， 即从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出发。

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是人类全部行为的哲

学基础。

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不仅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认为

生命和自然界也是有价值的。 它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人

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通

过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以

及人与人的社会和谐，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思维方式转变。工业文明的哲学强调分析性思维，

特别是以线性非循环思维指导人类行为。 新的思维方

式是生态学思维，用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观点、非线性和

循环的动态观点研究现实事物、观察现实世界、思考和

行动、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

自然是人类的母亲， 如果我们破坏了自然生态环

境，灭绝了其他生物，人类在地球上将无立足之地。 在

自然界，人类无论怎样推进自己的文明，都无法摆脱文

明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对文明的束缚， 自然环境的衰

落， 最终也将是人类文明的衰落。 呵护和保护建设自

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的最高利益所在， 也是新的行为准

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为此， 必须确立生态文明的世

界观、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历史走到今天， 中国进入

大发展阶段， 保护和建设宜人的生态环境， 已成为可

持续发展的根基，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条

件和全国人民的迫切需求。 破坏生态、 污染环境、 浪

费资源、 灭绝生物， 是严重损害当代人民的切身利

益，破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违背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犯罪行为。 把建立生态

文明的要求融入社会道德教育、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去，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更新观念，摒弃陋

习，杜绝污染，形成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的社会风尚，这正是建设生态文明、走向科

学发展的根本所在。

（作者分别系焦作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领导干部说话要接地气

□

宋晓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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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也

是党所有工作的生命线。 党的十八大报

告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

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工作在基层，

生活在基层， 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践行者，学会和群众交流是贴近群众、

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

说土话，让群众愿意听。 工作在基层

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群众打交道，和群众

交流， 无论知识水平多高， 面对群众要

“说”话，而不要“讲”话，要学会说土话，

把话说得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 依理说

事，就事明理，让群众一听就明白，拉近

和群众的距离， 消除和群众之间的交流

障碍。 有些干部到基层开展工作往往是

蜻蜓点水，浮在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架

势，这样和群众说话容易出现冷场，不能

互动，无法产生共鸣，不能听到群众的真

正声音。 因此，党员干部到基层、到农村，

一定要放下架子，说白话，说土话，说行

话，能坐下来，和群众面对面拉家常，这

样才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与群众交心，

融入群众， 当群众眼里的自家人。 俗话

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夏日寒。

有时干部群众一次融洽的谈话、 温情的

交流，比简单地送一些钱物效果要更好。

笔者在下乡调研中， 曾多次在村里和街

上围堆聊天的群众拉家常。 听村民说：村

里有个村委会，街上有个“议事会”，笔者

听了“议事会”的“例会”，才真切感受到

在屋里坐着听汇报， 不如直接参与群众

的“议事会”好。

说真话，让群众能听懂。 群众愿意听

真话， 领导干部更是要说真话， 不说假

话，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真正得到

群众的衷心拥护。 说真话，就是要把真实

情况告诉群众，把“底儿”交给群众，给群

众一个明白。 对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

针、政策，以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条文、

法规，作为最基层的老百姓，他们难免接

触不到或者理解出现偏差。 领导干部要

及时向群众宣传上级的各项政策， 对群

众不理解的要耐心地给予讲解， 使群众理

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理解工作要求，

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我们的工

作才更容易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笔

者曾经处理过一起因财务公开引起的赴省

上访问题，通过调查，我与上访群众代表谈了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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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将村里的财务收支逐项分析，让

群众对村里的财务收支情况有了清楚的了

解，几位代表都说“我们只知道收入那么

多，不知道支出项目也这么多，真是不当

家不知柴米贵呀！ ”最后，几位代表顺利

地在信访调解办信单上签了字。

说实话，让群众听得进。 说实话，就

是要站在群众的立场，真心为群众考虑，

说群众想说的话、想听的话。 当下，干部

下基层的热潮正在兴起， 领导干部要始

终清醒地认识到“下基层”不只是一个活

动、一项任务，自身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

务， 如何为人民服务？ 只有敢于面对群

众，接触群众，触及矛盾，敢于说实话、说

知心话，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解决问

题，群众才会把领导干部当知心人，才会

向领导干部敞开心扉， 领导干部也才能

了解到群众的所想所盼所需， 才能为群

众解决困难和问题，更好地服务群众，有

效融洽干群关系， 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

护。 笔者曾处理过一起占地事件，当时群

众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 通过深入农

户，向群众交实底、说实话、讲清大局，让

群众发泄了怨气，提高了认识，最终赢得

了群众的理解，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工作

得以顺利开展。

（作者系修武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中国梦最终着眼于人民的幸福与尊严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谈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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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何以能引起人们持续关注、

中国梦与个人梦有着怎样的关系、 实现

中国梦面临怎样的挑战……就中国梦这

个主题， 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

记者： 中国梦为什么能引发国内外

长期关注与共鸣？ 背后的深层次含义是

什么？

辛鸣：首先，中国梦给中国社会的发

展赋予了很深远的意义， 它让大家在奋

斗中感到有奔头。 就好比砌砖，如果只是

为砌砖而砌砖就觉得越干越累， 如果是

为了高楼大厦添砖加瓦， 感觉就不一样

了。

其次， 中国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用可亲可感的话语表达出来，

它让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 人生的出

彩、 进步、 成功从来没有离自己如此之

近。 可以说，中国梦给全社会和全体中国

人一个既能有憧憬有超越又能看得见摸

得着的目标，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更加亲和、更加清晰、更加具体。

第三，中国梦也是世界梦。 在中国这

块土地上，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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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人民过上好日子，

这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所以，中

国梦一经提出， 不仅得到整个中国社会

的共鸣，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记者： 中国梦与我们个人的梦想有

着怎样的关系？

辛鸣：可以说，中国梦是我们个人梦

想的基石。 我们不得不承认，鸦片战争以

来， 我们饱受外国列强的欺侮。 回顾历

史，如果国家不强大、民族不强盛，即使

在自己国土上， 我们都可能要成为二等

公民。这个事实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国

家衰亡、民族衰落。 所以，我们深刻地意

识到，中国人的个人梦，必须跟我们国家

的强盛、民族的富强紧密联系起来，只有

这样，我们的个人梦才会有坚实的土地，

我们的个人梦才会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记者： 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

梦。 您怎么理解人民梦？

辛鸣：首先，中国梦其实一直是中国

人民百年以来追求的梦想， 它是人民自

己内心的一种愿望， 它来自于人民。 同

时，中国梦之所以是人民梦，是因为它最

终着眼点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中国梦首

先体现在要保证人民更加幸福， 比如让

老百姓上学能有学校，而且学费还不高；

就业能找到工作，而且收入还不低；生病

去医院看病， 能有医保给我们解决大部

分药费；老了有社保养老，不用担心自己

到了晚年没有地方住。 这就是每一个中

国人实实在在的民生梦， 这是人民梦的

第一个层面。

但是，仅仅有这一层面还不够。 我们

还要看到， 人民梦还体现让人民生活得

更加有尊严， 我们的各项权利都能得到

很好的保障。

记者： 实现中国梦面临什么样的挑

战？

辛鸣：中国梦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

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实现中国梦的过程

中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遭受巨大的

压力。 比如说，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自觉

地形成了一种既有利益格局和利益框

架，这就需要我们变革利益格局，规范不

规范的行为。

实现中国梦遇到的挑战和阻力需要

我们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及更大

的政治觉悟和热情， 去突破制约中国梦

实现的利益固化的藩篱， 消除阻碍中国

梦实现的不正当行为， 为中国梦的实现

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同时，中国梦也是

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梦，这

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寻常的做法，更

不能因循守旧， 而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

寻找新方法、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采取新举措。

记者：如何才算真正梦想成真，实现

了中国梦？

辛鸣：中国梦，它是一个不断实现的

过程。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中国梦有

两条明确的路线图和两个明确的时间

表。 第一， 到

2021

年， 就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年的时候， 我们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到

2049

年， 就是新中国成

立

100

年的时候， 我们要把中国建成富

强、 民主、 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一个国家的梦想， 应该跟它的社会

发展阶段相适应。 目前，我们需要把这两

个一百年的梦想踏踏实实地实现。 随着

这个目标的实现， 我们相信以后中国人

还会有更多的梦想。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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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修 工 老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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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的时候，老公说下班路上看到老杨

了。 我问打招呼了没？ 他说没有。 老杨开着

拉满工具的三轮车呼啸而过，没有看到他。

半年前，老杨在万方桥下被老公带到家

里给房子搞装修，一同来的还有老杨的媳妇

以及小成夫妻俩。 万方桥下聚集着很多找活

的装修工人， 每个人面前都摆有几个牌子，

上面写着精通水电、走防水、通下水道等字。

有人过来询问时，就“轰”的一下全围过来，

眼含着期盼，热情的介绍着自己；没人时，就

聚在一起抽烟、聊天、打牌。 每个地方都有这

么一群人，远离家乡、远离孩子，怀揣着希冀

与梦想， 战战兢兢又义无反顾地涌向城市。

老杨就是其中一员。

老杨是安徽人，媳妇和小成夫妻是他的

同乡。 小成今年

24

岁，现已是三个孩子的爸

爸了。

当天上午开工。 下班到家时，卫生间里

噪音刺耳，两个男人正在干活，他们的女人

坐在客厅沙发上，大口地喝着水。 一样的微

黑肤色，漂染的泛黄的头发。 一个四十五岁

左右，高挑身材，宽脸盘、高颧骨、薄嘴唇，眼

睛不大，却忽闪忽闪地乌溜溜乱转。 另一个

身材娇小，长着一张鹅蛋脸，眉眼周正，却极

肥胖，宽大的

T

恤也无法遮盖腰上那成圈的

脂肪，乍一看，分辨不出年龄，仔细看时，那

细腻的皮肤，又分明昭示着青春仍在她身上

游走着。 第一个女人就是老杨的媳妇，那个

胖胖的女孩是小成的媳妇，也是三个孩子的

妈妈，才

23

岁。

他们两家是老搭档，不扯皮、不耍滑头，

抢着干活，平均分配所得，已合作两年多了，

从未闹过不快。 老杨和小成负责用电钻和锤

子破坏卫生间里的墙砖， 然后将垃圾装在

口袋内， 由两个女人负责向楼下运送。 口

袋很重， 两个女人半弯着腰， 各自在肩膀

上垫个破毛巾， 待她们的男人帮她们将口

袋递到肩上后， 再小心地将腰略略直起些，

咬住牙根， 一气运到楼下， 然后坐定喘息，

周而复始。

休息的间隙，老杨爱抽烟，一根接着一

根，偏偏媳妇又极力反对，于是每次都要热

烈地争吵几句。 老杨个子不高，小眯眼、大方

脸、平头、八字胡，吵架的时候，胡子也跟着

一翘一翘的，反倒增添了很多喜感。 不过，即

使有外人在场，辩论到最后，也是老杨默默

地认输将烟收起来放回盒内。

老杨做不得精细工作。 说到底，他干的

这些砸墙背垃圾的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

累最脏的，噪音极大、烟尘滚滚，即使戴着面罩

也能吸到肺里去。 我有个亲戚是木工，工作轻巧，

赚钱又多，我就问老杨为何不学木工，媳妇抢

着说，哪有时间学，家里急等着用钱。

老杨有一儿一女，都已成家，本不应该

有任何负担。 但是据老杨的媳妇说，儿子媳

妇极不正干，爱赌博，欠了一大堆债，常被人

堵到家里恐吓，女儿有三个孩子，负担重，家

里只有两亩地，不出来干活，日子紧巴。

知道了这些，又因为不知道其他工人的

底细，我跟老公商量，把家里的其他活都交

给老杨做，老杨先是摆手，极力地反对，怕做

不好。 老杨媳妇见状赶紧说，他能干好，桥下

有的技术比他还差都敢接手呢。 在我们的坚

持下，他同意给我们走防水，并找来一个专

业的师傅跟他一起贴瓷砖。

我们让他帮忙找个走水电的工人，他嘟

囔着权衡半天，终于确定了一个人，然后打

电话过去，那人媳妇接住电话，说不知道他

的工期允许不允许，老杨允诺等他回话。 老

杨媳妇反应过来，推荐了另一个人，说此人

活干得好又很热心， 打牌时还给她买过水

喝，说完就要电话联系。 老杨气急，说什么人

你都乱推荐。 这次媳妇没有拗过老杨。 事实

证明，老杨推荐的人，活干得非常漂亮。

旧房翻新，垃圾很多。 白天垃圾车不让

进城， 晚上才能偷偷地跑进小区把垃圾运

走。 有次我在楼上，听到楼下有争吵声，原来

有人烦车开到楼下，扰了宁静，就冲着楼下

处理垃圾的老杨大声嚷嚷， 一口一个乡下

人，越说越难听，竟说要送老杨去吃牢饭。 那

是二楼孀居多年的老太太，儿子成家后很少

回来看她，老太太心理极失衡，见不得别家

热闹。

老杨是个话唠，干活的时候也不忘和媳

妇东扯西扯地聊天。 工作时，他们穿的又脏

又破， 收工时却要换上干净衣服才肯出门。

有次， 我见老杨媳妇从包里掏出一双高跟

鞋，黑色的绒面，鞋头侧面有一朵镶钻的花，

我连呼漂亮，老杨媳妇竟有些羞涩地说是老

杨给她买的，媳妇本就比老杨高，踩上高跟

鞋，高低更加分明。 老杨却极喜欢，见我称

赞，更是自豪地说，我说好看吧，女人穿着高

跟鞋才好看。 我曾目睹过老杨和媳妇一起离

开的情景，他们同乘一辆电动车，老杨在前，

媳妇紧挨着，车子一发动，老杨就扯着嗓子

开始唱歌，媳妇在后面时不时地用手拍拍他

的背……

一个月后，工程结束。 结账时，老杨不顾

媳妇在旁边使眼色， 给我们优惠了一部分，

说在我们家干活舒心。 他们走的时候，我把

孩子的故事书找了一部分送给小成的媳妇，

她却摆手不要，说小学就退学了，从不喜欢

看书，也不会讲故事。 老杨犹豫了一下说，要

不给我吧，我回老家时给外孙捎去。 见我同

意，他赶紧从包里掏出一个干净的塑料袋将

书包了进去，又拿出一个包装袋将塑料袋裹

好，复又在上面拍拍，笑了。

时光荏苒，半年过去了，不知道老杨他

们过得怎么样了？ 赌债还清了没？ 又给媳妇

买新的高跟鞋了没？ 这个城市每天都有楼层

在加高，都有房屋在美化，高楼鳞次栉比，公

路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奔波过活，怀疑

自我、肯定自我，找寻依靠、找寻幸福。

在这么多身影中，一定有一个是属于老

杨的。

□

刘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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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开

初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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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芳菲尽 ”，暮春 ，楝

花这位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殿后将

军还在枝头细细碎碎地开，似乎还

来不及用花环给暖春打个优雅的

句号，初夏就火辣辣地靠在了肩膀

上，如此突兀，顷刻间季节就迈着

矫健的步伐，一路欢歌驶到夏天。

初夏时节，花潮已过。 不再像

四月杏花、桃花、梨花、牡丹、山茶、

玉兰花呼啦啦开过来，令人应接不

暇。 五月的花儿，不再赶趟儿，不紧

不慢地开着，在春天扫个尾 ，在夏

天领个先，这时的花儿，很难再给

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却可以让人定

下神来，有时间端详、品味。

一年中，没有一个季节能像初

夏这样让人赏心悦目了，一切都蓬

蓬勃勃生机盎然。 盛开的月季，明

艳热烈香飘五月；色彩斑斓娇艳欲

滴的蔷薇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还有

那洋槐花啊！ 在五月的夜里，晚风

会送来一阵阵熟悉又遥远的幽香。

五月的城，就一树洁白，一树芬芳。

此时， 我抬起初夏温柔的目光，想

象自己在衣裙翻飞的风里，如一树

初开的槐花，将生活和美丽静寂守

候。

暮春与初夏在现实中交融着。

此刻，繁花正浓，阳光正暖，初夏美

丽如诗。清晨，阳光如薄荷般的清凉，

缓缓升起春末夏初生命涌动的气息，

令人感觉十分的遐意。 如果说春天

的美，美在百卉争妍、绚烂多姿，那

么初夏的美，就美在于满目皆绿而

秀色可餐。 初夏的绿显现出一种层

次丰富的美，淡绿和浓绿 ，凝结在

叶子的表面，浓得化不开。

春赏百花秋望月 ，夏有凉风冬

听雪 ， 正是立夏微醺时。 初夏的

风儿， 轻盈的游走在柳梢下 ， 偏

飞在花丛中 ， 不疾不徐地与柳絮

缠绵 ， 轻轻柔柔地与百花细语 。

初夏的风儿一如既往吹来晨辉 ，

匆匆送走晚霞 ， 它在晨辉中吹来

栀子花的芬芳麦子的黄 ， 她在晚

霞里送走火热的骄阳一天的烦躁，

带来夜晚的宁静温柔。 初夏的天空

晴朗而辽阔，初夏的天空明亮而热

情。

初夏，是一个万物快速生长的

季节， 各种生灵都在抓紧时间，各

自谱写着属于自己短暂的生命乐

章，人类亦如此。 在生命的旅途中，

不是所有的生命，都会如夏花一样

地绚烂多彩， 但只要坚持不懈，用

心地耕耘，终会有秋天般殷实的收

获，轻抚四季，暮春夏始的五月不

温不火华丽宁静。 心，安静地奔走

在尘世中。 像个孩子，没有一丝杂

念，没有一丝烦忧。 回头望时，繁花

正浓，阳光正暖。 生命的花朵正在

绽放醉人的清香和明艳。

此时，只想这样静静的，美好，

浅眠。 去感悟初夏，写意初夏，在花

香绿意里享受生命的美好。

�

蜂

莲

花

刘

鹏

摄

□

杨清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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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抒胸臆

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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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霜雨雪，自然现象。其中的

雨，在世间的农事活动中，充当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自农耕社

会以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

畜兴旺、平安幸福，一直是人们宏

大而美好的祈愿。 而首当其冲的

是风调雨顺，否则，其后几项，就

无从谈起。 尤其在古代社会。

风调雨顺， 在靠天吃饭的时

代，是丰收年景的基础条件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 “人勤地不懒”，

“庄稼一枝花，要靠粪当家”等人

为因素的介入， 生存才有基本保

障。 适时，顺人心意的雨，那就成

了“好雨”、“喜雨”、“及时雨”。 唐

诗就有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

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诗

里的雨，多好的雨，多么令人心生

惬意的雨。而往往春雨较好，也算

是随着季节的好而好。 而与好雨

相对立的，是不好的雨。这种不好

的雨，又往往产生在夏季。这个季

节，是一年里天热的极致，同时也

是下雨的极致。 形容这个季节雨

的词语，形象而生动，诸如风雨大

作、倾盆大雨、大雨如注等。 而毛

毛雨，不属于夏季。 雨的狂怒，着

意在这个季节。 若老天把握不好

分寸的话， 降雨成灾就在这个季

节。 由此看来，天神具有“人性”，

不全被“理智”所支配。尤其夏季，

有时走了极端，既出现大涝，也出

现大旱。 夏季是老天比较情绪化

的季节。如果说天旱，是无雨的真

实写照的话；那么大旱，就是长时

间无雨的特写。 《水浒传》第十六

回《杨志押运金银担，吴用智取生

辰纲》 里， 就有一首描写旱象的

诗：“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禾稻

半枯焦。农夫心里如烫煮，公子王

孙把扇摇。 ”这首诗，虽说没一个

雨字，却反衬出对雨的渴望，而且

流露出对 “公子王孙” 的深深不

满。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也许梁山

好汉的情绪会平抑一些、 心态会

好一些。 而我在读到作家耿立的

散文《一棵树能站多久》（

2010

年

第四期 《文学与人生》）， 其中写

到：“母亲说

1942

年的大旱来临

的时候，人们还没感觉，老鼠就从

房屋的缝隙、 从地边、 从树上下

来，它们成群结队，一只接一只，

互相咬着尾巴，穿过大路，渡过河

流， 义无反顾地逃……那次大旱

一连持续了两年， 随着老鼠出逃

的人活了下来， 后边想逃的也没

力气逃，几千里的大旱，河南、山

东饿死上千万人。”如果《水浒传》

中所揭示的旱， 是诱发逆叛原因

之一的话，那么，中国抗战中后期

的这次大旱，为日寇败降、蒋家王

朝覆灭以及新中国的建立， 都有

一定自然力量的客观辅助作用。

即便如此， 即使是在中国的非常

时期， 相信世人都还是祈盼着老

天的风调雨顺。无论何党何派，都

不愿因雨水奇缺而死去那么多

人。由此角度说，雨有一定的社会

功能，姑且叫作“社会雨”。古代由

于受生产力水平所限， 迷信主导

着人们的思想。 认为天上雷声轰

鸣，是上天发怒；天降雨水，是龙

王所施。上天的电闪雷鸣，是上天

派龙王到人间抓走孽障之人。 这

也是那种时代，利用迷信，世人向

善向好的朴素认识与心愿。 世间

不公平的人事处置， 就寄托给上

苍主持公道。时至今日，民间还流

传着“人在做、天在看”的说法，这

其实是“人人心里有杆秤”的高格

寄托。说到底，应该是“世人皆天，

人人是天”，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的另一种说法。

民间不管怎么形容雨， 但作

为官方的天气预报， 永远也只有

暴雨、大雨、中雨和小雨之区分。

国家层面纷繁而又庞杂的事情、

宏伟而远大的蓝图，迫使其、促使

其删繁就简， 舍小取大， 重远轻

近，舍情绪取理智，来不得絮絮叨

叨，像溢满情感的文学作品。而实

际运作起来， 除其国家机器的中

枢架构层面，其他层面元素，则需

要像文学作品那样，如春风化雨、

如润物无声。细致而具体，从自身

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 不积细

流，无以成江河；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 所以，雨，给予人世的适当

不适当， 世人根据自己的标准评

价其好与坏， 带有很强的社会功

利色彩。 所以说， 世事沧桑贯古

今，风调雨顺属上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