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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改革共识
不惧路险水深
□叶小文

中国新一轮改革，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启动了。

改革之难，首先难在凝聚共
识。

过去的改革从重在提高效率
起步；新一轮改革既要提高效率也
要促进公平，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
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
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过去的改革从让一部分群众、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破题；新一轮
改革要从进一步均衡协调发展、根
本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根本扭转城
乡发展差距拉大趋势、促进共同富
裕入局。

过去的改革侧重于利益杠杆
的撬动；新一轮改革要从整体增进
人民的福祉，就必须看清各种利益
固化的症结所在，突破利益固化的
藩篱。

过去的改革多在体制外进行；
新一轮改革则要克服体制内产生
的障碍，尤其要超越来自各种既得
利益的羁绊。

过去的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
河；新一轮改革在越来越深的水中
前行，摸得着石头固然好，摸不着
石头、只看见暗礁潜流漩涡，也得
过河！必须识得水性，把握大局，顶
层设计，稳中求进，全局和局部相
配套，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和
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

突破相统一。
过去的改革，一个“联产承包

责任制”就解放和活跃了生产力；
新一轮改革，则要深入地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一切
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
力竞相迸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入，必然牵引出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和党的建设一系列改革。

过去的改革是在僵化封闭、万
马齐喑中启动；新一轮改革必须从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思
想空前活跃众说纷纭中出发。

古往今来的一切改革，首先都
难在凝聚共识。“提起中国民族工
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毛泽
东语 )，但张氏之长叹令人伤心：

“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图救
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
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
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
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
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意思是
不知道变通就没有面对敌情变化
制定相应对应之策的能力，不知
道本原就会对名声和教化都产生
怀疑。“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
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
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
心。”

时代不同了，今天在需要改革
这个重大问题上，全党全社会是有

广泛认知的。但究竟改什么，怎么
改？可以百花齐放见仁见智，不可
以各行其是互相扯皮，尤其不可以
听任“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来

“杂出其说以荡众心”，把中国引向
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
路。越是认识不统一，就越要善于
寻求最大公约数，把 13 亿人的改
革共识凝聚起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当代中国改
革的总纲领。它深刻剖析了我国
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
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
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
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
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
和行动智慧。

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总能
够凝聚全民族共识。要说中国的优
势、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优势，这应该是一个方
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凝聚改革共识，看我众志成
城，可以无坚不摧，何惧路险水深。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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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搞了个“汉字听写大赛”。
按央视的“官方”说法，它的名称应
该是“汉字听写大会”，但“民间”往
往称之为“汉字听写大赛”。从“表
意”的层面看，这是央视这档节目
在汉字使用上的第一个错误，因为
从实际情形看，它确实是“大赛”而
不是“大会”。其间其后，引起了诸
多“热议”，然其议虽热，所议却极
寡淡，诸如“汉字危机”云云，想当
然耳，其实不着边际。依我看，这就
是一档弄得很成功的电视节目，因
为按我们的电视台的标准，收视率
高就是成功。如果硬要往文化上
拉，唯一能拉得上的，就是它反映
了中国的考试文化已经如何地深
入骨髓，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比赛要决出名次，正如考试要
拉开分数，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偏
题、难题、怪题。所以，赛到最后，拼
的已经不是汉字的听写能力，而
是死记硬背的能力。看着那些小
选手居然能把生活中早已极少甚
至不被使用的词语写对，这一点
已经一览无余了。偏、难、怪到最
后，是冠亚军决赛中出现了误判，
把裁判也给“绕”或“饶”在里面
了。更有意味的是，当这个误判被
指出以后，裁判组矢口否认，还讲
出了一通明显是强词夺理的“道
理”。也不必“砖家”，稍有点汉字
常识的人都知道，汉字非常讲究
偏旁部首的“从”，从土、从木绝对
是两大类，不可混用的，即如“矿”
字从“石”不从“金”，得炼过以后
才能是金属。假如我们也玩一回
娱乐，比如模仿央视的“今日说
法”(这个栏目早该改名为“今日
说案”，是央视在汉字使用上的又
一错误)玩一玩推理，那么立刻会
发现一个很大的疑点。那个被误判
的字，按《咬文嚼字》编辑部的说
法，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土字旁一

个从”。这种表述方式说明，电脑的
字库里没有这个字！然后我们可以
做一个合理的推测，节目的预案，
包括题和答案，不可能是手写的，
应该都是电脑文档打印的，所以他
们从一开始就把“土从”错打成了

“木从”，即电脑字库里备有的那个
“枞”字。首先是难为他们想出了
“鸡枞菌”这么一道错题并附有错
答案，他们是从哪本词书上找到
的？然后是更难为选手及其辅导老
师竟为一道错题错答案准备了一
个错到了一块的答案，他们又是用
哪本词书准备的？这本词书，还有
电脑字库，都害人不浅啊！

这跟汉字的书写已经没有一
星半点儿关系了。

按我的理解，文字，包括汉字，
就是表意的工具，那么汉字的书写
就是对这个工具的操作。从这个意
义上说，良好的操作首先是要写
对，然后是要写好。而如果说真有
什么汉字的“书写危机”，倒是写好
的问题更“危”一些，因为写对可以
通过问一问或查一查——— 当然也
可以通过短时间死记硬背来解决，
而写好却需要经过持续的努力。看

“大赛”中的小选手写字，除了少数
例外，整体上说，往往能把很偏、
难、怪的字写对，却不能把很常见
的字写好，比如我就看到有一个选
手把“江”字写得很难看。他们的字
往往能写得很工整，但也写得很僵
硬，根本体现不出汉字的美感来。
写对只是个“应用”，写出汉字的美
感来才是“文化”。早几年听说，台
湾人相亲时，往往会要求对方写几
个字看看，当然不是看写得对不
对，而是看写得好不好。虽然不能
绝对化，但这个测试通常是有效
的。观察一个人有没有文化、有没
有教养以至他的性格，看他的字写
得怎么样，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
电脑当然会对汉字的书写形

成一定的冲击，但电脑不是一个
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提笔忘
字”是个成语，并不是电脑普及以
后才有的，它指称的原是人类记忆
功能中常见的瞬间障碍现象，最多
是有了电脑以后写字少了，这种现
象更容易出现。真正的问题是，写
字为什么会少到了这种程度，以至
严重影响到书写能力？虽然现在大
部分正式的文字写作都是在电脑
上完成的，但在正常情况下，还是
应该有相当数量的私人的、非正式
的写作是需要手写的。情况的不正
常之处恰恰在于，正因为我们受的
是一种缺少文化、缺少教养的教
育，过的也是一种缺少文化、缺少
教养的生活，所以这种需要才大大
减少以至于根本没有了。当通过鼠
标点击“复制”和“粘贴”就可以完
成很多畅销书和“重要讲话”的写
作时，有朝一日我们敲键盘的能力
也会出现“危机”的。

语言和文字乃“天下之事”，非
“治国者”所能干预。它的产生、发
展、演变、盛衰，有它自身的、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简
体繁体之争，你当然可以发表任何
意见，但如果你想让别人把你的意
见当回事儿，就要着眼于对那个客
观规律的认识进行讨论，而不是从
你个人的观感出发，说哪个好便是
好，说哪个不好便是不好。1500 多
年前建于北齐时期的响堂山石窟
的碑刻中，就有“万”字和“无”字，
并不是“萬”和“無”。还有拿“无心
之爱”来嘲笑简体字的，劳驾您看
看古人的碑帖，也不必大草狂草，
就是行草甚至偏草的行书，有几个

“爱”字把当中那个“心”完完整整
地写了出来？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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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书写
□陈冲

究竟改什么，怎么改？可以百花齐放见仁见智，不可以各行其是互相扯皮，尤其不可以听任“恢诡
倾危乱名改作之流”来“杂出其说以荡众心”，把中国引向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

如果说真有什么汉字的“书写危机”，倒是写好的问题更“危”一些，因为写对可以通过问一问或
查一查——— 当然也可以通过短时间死记硬背来解决，而写好却需要经过持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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