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法不武】

人情奖、政绩奖、关系

奖的泛滥， 导致某些

貌似重量级的文艺奖

项注水问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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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舌之勇】

希望在中国的庙堂与

学界， 像成思危那样

有真性情、 敢担当的

言说范儿， 能够多一

些，再多一些。

成思危先生的言说范儿

孙勇

7

月

12

日上午

，

著名经济学家

、

全

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

中国科学

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因病与世

长辞

，

享年

80

岁

。

在微信中得知这个

消息

，

我有点悲伤

，

同时也意识到颇有

一段日子没有看到这位老先生在媒体

上发表观点了

，

原来老先生近期一直

在住院

，

可惜他没有战胜病魔

。

身居高位

，

心系国家进步

，

为建设

中国资本市场殚精竭虑

，

建言献策

，

敢

说真话

，

这便是公众印象中的成思危

先生

。

于我而言

，

最初知道成思危

，

是

在

18

年前

，

当时我大学毕业在宜昌教

书

，

在读报时看到了

“

成思危

”

三个字

，

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好

，

不同凡响

，

也就

记住了

，

至于成思危当时职务为何

，

发

表了什么观点

，

倒没有给我留下任何

印象

。

后来

，

我改行来到深圳证券时报

社从事编辑工作

，

就经常和成思危

“

打

交道

”

了

，

当然

，

我并没有直接采访成

思危

，

而是通过阅读

、

学习同事或同行

的新闻报道

，

了解到成思危参加了什

么会议

，

出席了什么论坛

，

发表了什么

言论

。

说实话

，

对这位老先生

，

我不仅

敬重

，

也怀有几分好感

。

成思危是一位在公众面前敢说话

的人

，

这与他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

、

民建中央主席

”

的身份似乎有些不

太协调

。

通常而言

，

居此高位的人

，

在

公众场合说话都比较遵守纪律

，

也比

较程式化

，

谨言少话者为多

。

但成思危

打破了公众对于此类高官的刻板印

象

，

他经常直面公众

，

对宏观经济

、

资

本市场乃至楼市

，

旗帜鲜明地发表自

己的看法

。

也因此

，

成思危在博得一些

人喝彩的同时

，

被另一些人调侃为

“

大

嘴巴

”。

对于成思危这种经常就经济与

民生问题积极发言的姿态

，

我是很钦

佩的

，

觉得这位老先生颇有几分真性

情

，

敢于担当

。

成思危的真知灼见

，

集中体现在

他为中国资本市场

，

尤其是创业板的

建言献策上

。

在政府高官中

，

他比较早

就敏锐地意识到风险投资对于科技发

展的重要作用

。

1998

年

，

在全国政协

九届一次会议上

，

在成思危的主导下

，

民建中央向大会提交了

《

关于尽快发

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

》，

这就是

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

高潮的

“

一号提案

”。

此后

，

成思危趁热

打铁

，

为推出创业板鼓与呼

。

这便是成

思危后来被尊称为

“

中国创业板之父

”

的缘起

。

不过

，

对于成思危是否配得上

“

中

国创业板之父

”

的称号

，

在中国创投界

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

数年前

，

在深圳举

办的一个风险投资高端论坛上

，

我亲

耳听到一位创投界的元老在论坛茶歇

私聊时对成思危破口大骂

，

指责成思

危耽误了中国创业板市场的发展

，

还

说

“

成思危写给国务院的一封信

，

让深

圳创业板晚生了上十年

”。

我认为

，

这

位创投界元老对于成思危的指责有所

偏颇

。

2001

年初

，

中国股市乱象丛生

丑闻频传

，

主板市场面临整顿

，

与此同

时

，

美国创业板纳斯达克崩盘

，

成思危

一改此前力挺创业板的姿态

，

建议缓

推创业板

，

并为此向朱镕基上书

。

决策

层最终采纳了成思危

、

沈联涛

（

时任香

港证监会主席

）

等人缓推创业板的建

议

。

回过头去看

，

成思危在

2001

年初

的这个建议是明智的

，

也是有功劳的

。

如果当年不顾实际情况

，

让创业板在

中国股市强行上马

，

很难收获善果

。

我

推断

，

创投界的一些人之所以骂成思

危

，

应该是恨成思危坏了他们的好事

：

彼时

，

很多创投大佬与权贵突击入股

拟上市创业板公司

，

他们企图通过

IPO

攫取暴利进而退出的时间

，

因创

业板缓推而被向后大大推迟了

。

俗话说

：“

言多必失

。”

成思危也未

能免俗

。

2009

年

2

月

22

日

（

周六

），

成

思危在一次讲座中称

，

房地产行业已

被列入国务院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

受此影响

，

两天后

（

周一

）

A

股房地产

板块股票开盘暴涨

。

随后

，

国务院十大

产业振兴规划公布

，

房地产业不在其

中

，

A

股房地产板块股票应声暴跌

。

为

平息不利影响

，

成思危夜上央视紧急

澄清

：

自己

“

地产行业已被列入国务院

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

的说法

，

引自未

经证实的传闻

。

我恰巧看了这期央视

的节目

，

至今记得成思危自辩时的尴

尬表情

。

其实

，

考虑到成思危的职务与

身份

，

他若不去央视紧急澄清

，

也不会

有什么事

，

但他还是去做了

，

这说明他

是一位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

，

愿意面

对公众弥补言论过失的人

。

“

多研究少开口

，

多学习少应酬

，

多办事少出头

，

多协商少独谋

。 ”

这

是成思危的座右铭

。

不过在我看来

，

成

思危是一位多研究也多开口的人

，

这

两多并举的做法

，

并没有什么不好

，

在

咱们这个奉沉默是金为圭臬的国家

，

反倒是一种优点

。

当然

，

在多研究也多

开口的同时

，

也须多一些严谨求实

，

成

思危在这方面留下的教训

，

也值得生

者与后来者汲取

。

斯人已逝

，

风范犹存

。

希望在中国

的庙堂与学界

，

像成思危那样有真性

情

、

敢担当的言说范儿

，

能够多一些

，

再多一些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文艺评奖乱象该出重拳整治了

刘武俊

贿选门再损文艺奖项公信力

。

近

日

，

随着

“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阎安被指

用文物行贿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而

获鲁迅文学奖

”

的消息在网上发酵

，

陕

西文坛乃至全社会都对这一尚待证实

的事件予以关注

。

人情奖

、

政绩奖

、

关系奖的泛滥

，

导致某些貌似重量级的文艺奖项注

水问题严重

，

甚至丑闻不断

。

如国内

文坛巨匠鲁迅文学奖就屡爆黑幕

。

2014

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选

，

作家

阿来零票落选

，

愤而发出

“

我抗议

”

之

声

，

期待

“

每一个写作者都能得到公

正对待

”。

而名不见经传的四川诗人

周啸天获得该奖的诗歌因水准较低

受到网民

“

炮轰

”。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

席

、

著名作家方方也多次批评鲁迅文

学奖暗箱操作

，

指责某位诗人在评奖

中得以全票通过是源于

“

推荐前就到

处活动

”。

文艺评奖为何乱象丛生

？

究其原

因

，

首选与所谓

“

评奖是文艺创作的唯

一指挥棒

”

的文艺创作观有直接关联

。

不能再把文艺评奖作为文艺创作的指

挥棒

，

更不能作为唯一指挥棒

。

文艺生

态文化政绩观的畸形不无关联

。

某些

地方领导认为文艺奖项是为地方父母

官脸上贴金的金字招牌

，

也是政绩的

体现和升迁的台阶

。

不顾本地文艺创

作的实际水准和地方经济实力

，

热衷

于不惜重金花钱买奖

、

送礼公关跑奖

，

热衷于争夺各种文艺颁奖活动的承办

权

。

其次

，

与文艺评奖监督机制的缺失

和不够透明有关

。

不少文艺评奖公示

环节流于形式

，

要么公示期过短

，

要么

没有认真回应和跟进公众反馈的意见

线索

。

有关文化主管部门的纪检监察

机构监督不力

，

忽视对公众举报反映

的文艺评奖腐败线索的查处

。

此外

，

各

类文艺评奖数量过多过滥

，

有关部门

没有对评奖的数量予以必要的压缩和

控制

。

建议建立和完善文艺创作科学的

评价指标体系

，

用文艺作品本身实际

的水平和含金量说话

，

而不是罗列一

大堆名不副实的注水证书

。

坚决遏制

“

评奖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指挥棒

”

的错

误导向

。

建议对泛滥成灾的文艺奖项大刀

阔斧做足减法

，

取消和精简文艺奖项

，

从控制评奖数量上遏制过多过泛问

题

。

此次文化部削减六成以上文艺评

奖

，

受到业内人士的欢迎

。

数据显示

，

全球范围内超过

90%

的各种评奖都是

由民间主导的

，

而减少评奖

、

加强评

论

，

则使文艺更多面向大众

、

面向市

场

，

接受观众的检验

。

取消和精简文艺

评奖项目

，

就是尊重市场和文艺规律

，

真正将艺术交给市场

、

交给大众

。

建议完善文艺评奖的公示制度

。

候选文艺作品必须全部上网公示

，

接

受网民的监督

。

建议有关文化部门的纪检监察机

构加大对文艺评奖的监督力度

，

将涉

腐文艺评奖作为办案重点之一

。

对于

公众举报反映的文艺评奖腐败线索

，

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

绝不能轻描淡

写姑息迁就

。

建议在必要时有关纪检

监察部门组织对文艺评奖的专项巡视

工作

，

督促有关部门和地方整治文艺

评奖乱象

，

查处一批文艺评奖中涉腐

案件

。

此起彼伏的文艺评奖丑闻

，

倒逼

文化反腐升级提速

。

文艺评奖乱象该

出重拳整治了

。

期望文艺评奖乱象得

到有力的整治

，

期望正本清源的文艺

创作真正呈现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

刘备体恤下属与高管约束亲属

徐叔衡

企业一大

，

人数一多

，

就存在各种

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

。

公司高管处理

好这些关系

，

特别是处理好部属与亲

属之间的关系

，

不但关系到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

，

关系到企业的凝聚力

，

关系

到职工队伍的稳定

，

也关系到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

。

这是公司高管面临的一

个难题

，

尤其是家族企业更是如此

。

探

讨一下刘备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

，

或

许会有裨益

。

刘备在兵败逃亡过程中

，

有过

2

次与自己亲属失散的经历

。

一次是吕

布夜袭徐州

，

守将张飞丢了徐州

，

也丢

下了刘备的家眷

；

一次是刘备败走当

阳

，

慌乱中其老小失散

，

专事保护职责

的赵云也不知去向

。

自己赖以立足的

城市丢失

，

亲属老小陷于敌手

，

心情自

然十分忧虑

、

烦闷

、

焦急

，

在这种情况

下

，

如何看待

、

对待失责

、

失误

、

失联的

部属

，

如何处理自己亲属与他们的关

系

，

考验一个人的人品

，

检验一个人的

眼光

，

查验一个人的胸怀

。

在这方面

，

刘备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

坚信部属

，

不因流言蜚语而动

摇

。

刘备等在当阳冲出重围

，

手下随

行人员

，

止有百馀骑

；

百姓

、

老小并糜

竺

、

糜芳

、

简雍

、

赵云等一干人

，

皆不

知下落

。

正凄惶时

，

忽见糜芳面带数

箭

，

踉跄而来

，

口言

：“

赵子龙反投曹

操去了也

！ ”

糜芳是刘备身边的亲信

大将

，

他出此言

，

份量应当很重

，

但刘

备不信

，

叱之曰

：“

子龙是我故交

，

安

肯反乎

？ ”

这时

，

张飞又在旁边帮腔

：

“

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

，

或者反投曹

操

，

以图富贵耳

！ ”

刘备仍然不改对赵

云的信任

：“

子龙从我于患难

，

心如铁

石

，

非富贵所能动摇也

。 ”

糜芳再次证

实

：“

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

。 ”

刘备还

是不信

：“

休错疑了

。 ……

子龙此去

，

必有事故

，

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

。 ”

信

任

，

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处

、

患难与

共的基础

。

刘备如此信任赵云

，

子龙

先生能不效死命吗

！

以人为本

，

看淡一城一地的得失

。

丢失徐州

，

张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刘备奉诏起兵讨袁术

，

离开徐州前

，

令

张飞把守此城

，

担心他饮酒误事

，

反复

叮咛

，

并请陈元龙监督

，“

早晚令其少

饮酒

，

勿致失事

。”

但张飞不听

，

刘备一

走

，

就酒兴大发

，“

众官今日尽此一

醉

”。

这酒一喝

，

张飞就再也找不到北

了

，

不但自己滥醉

，

还要使酒

，

把不喝

酒的曹豹给打了

，

这一打

，

可把吕布招

来了

。

吕布军马到了将府门口

，

张飞此

时酒犹未醒

，

不能力战

。

刘备的立足之

地

，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张飞丢了

。

见

到张飞

，

刘备连一句责怪的重话都没

有

，

只是叹曰

：“

得何足喜

，

失何足忧

！”

当关公顿足埋怨张飞丢失城池

，

张飞

掣剑欲自刎时

，

玄德向前抱住

，

夺剑掷

地

，

劝解道

，

况城池本非吾有

，“

贤弟一

时之误

，

何至遽欲捐生耶

！”

说罢大哭

。

以人为本

，

不以城池得失为念

，

就是铁

石心肠之人

，

也会被感化的

，

怪不得

“

关

、

张俱感泣

”。

以将为重

，

不因亲眷受屈非难部

属

。

吕布攻入徐州

，

酒醉的张飞仓皇

出逃

，

连玄德的家眷也顾不及了

，

使

之落于吕布手中

。

刘备得知此事后

，

也仅是

“

默然无语

”。

关公责怪

，

刘备

劝解张飞

：

古人云

，

兄弟如手足

，

妻子

如衣服

。

衣服破

，

尚可缝

；

手足断

，

安

可续

？

视将领重于自己的妻子

。

当赵

云九死一生

，

孤身一人

，

插剑提枪

，

直

透重围

，

血满征袍

，

护着后主

，

见到刘

备后

，

下马伏地而泣

，

玄德亦泣

。

赵云

一边喘息

，

一边检讨自己没保护好刘

备亲眷

，

见阿斗无恙

，

面带喜色

，

将其

双手递与玄德

。

玄德接过

，

掷之于地

曰

：“

为汝这孺子

，

几损我一员大将

！ ”

刘备如此高看部将

，

将自己飘荡半

世

，

只有这点骨血的阿斗掷之于地

，

又说出那么感人肺腑的话

，

对刚刚经

历血拼

、

杀出重围的赵云该是莫大的

慰藉

，

赵云感动得忙向地下抱起阿

斗

，

泣拜曰

：“

云虽肝脑涂地

，

不能报

也

！ ”

“

曾经沧海难为水

，

除却巫山不是

云

”。

上市公司主要负责同志

，

善待自

己的部属

，

人格上尊重

，

工作上信任

，

生活上体贴

，

失误时理解

，

困难时帮

助

，

处事时公平

，

特别是当他们与自己

的亲属产生矛盾

，

有了嫌隙

，

存在误

会

，

发生争执时

，

正确对待部属

，

约束

自己亲属

，

个人的影响力将显著提高

，

企业的吸引力将显著提升

，

部下的忠

诚度将显著提振

。

（

作者系前江西证监局局长

）

【清风徐来】

上市公司主要负责同

志， 应善待自己的部

属，人格上尊重，工作

上信任，生活上体贴，

失误时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