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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季，脑海中就会浮现
“科举”二字。显然，现代高考同
古代科举在概念和涵义上截然不
同，二者对象不同、结果不同，具体
的考试内容和考录方式更是不同。
但二者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排除了
一切身份差异，以最为公开、公平、
公正的方式，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
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科举文
化可谓魅力无穷、影响广泛、持续古
今。科举制度自隋而起，为历代所沿
袭 ，至 清 末（1906 年）终 止 ，历 时
1300 多年。这一选才制度，以考试
定成绩，以成绩定取舍。用制度的形
式，最大程度地把人为因素排除在
外，打破了阶层固化的桎梏，是中国
政治文明的重大制度创新。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十分
复杂，总体上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
程。大的方向，就是不断由血缘标准
向人才标准转变。夏、商、周时代，实
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完全凭照血
缘亲疏，来确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
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
能打洞”，指的就是这种世袭。一个
人能否吃上公家饭、将来能做多大
的官，完全靠爹，这官在娘胎里就已
经注定了。

秦代增加按军功授爵，这对世
袭是个突破，将来能当多大的官，跟
自己的作为有了关系。两汉出台了

察举制和征辟制，在秦代的基础上
又开了一道以才识人的口子。尽管
如此，并没有摆脱世袭和人为因素。
而人总归是有情感和好恶的，没有
客观标准，察举者完全可能把一个
白痴说成是“天赋异禀”，把酒囊饭
袋说成是“满腹经纶”。

隋炀帝杨广，虽然在历史上差
评无数，但科举制度却是在他的任
上取得突破并大力推进的。从国家
的需求侧来说，通过这一制度通道，
各种出类拔萃之才源源不断地奔涌
而来，为朝廷所用。从社会的供给侧
来说，各个阶层“人往高处走”的天
然欲望，有了一个正常的实现渠道。
庙堂和江湖，由此形成了一个互通
互促的利益共同体。

在具体实施层面，科考制度变
得越来越繁复和严苛。读书人要想
做官，就得不停不息地考，考秀才，
考举人，考进士。全部流程走下来，
等于是一场考验意志、毅力、体能、
心智和家财的超级马拉松，能够跑
个“半马”，已属稀有，跑到终点的，
就是人杰，能够金榜题名，那是人生
的高光时刻。

除了“文举”，唐朝还开创了“武
举”。和平年代，想立军功而没有机
会，但军事人才还是要的，怎么办
呢？就看武艺高下，除了马射、步射、
负重、摔跤，还要考问军事策略，后
来，则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
上，从中选出了一些勇谋双全的将
才。比如，大唐江山差一点被安禄山
闹翻，救了大唐一命的名将郭子仪，
即由武举进入仕途。因为救主有功，
后来，郭子仪的儿子掌掴妻子乐平

公主，上演了一出《打金枝》，唐代宗
也就没计较。

为了保证科举的公平公正，还
得采取一些技术保障措施，有些做
法则延续至今。比如“糊名法”，使得
阅卷官徇私舞弊的可能性直线下
降，如果在“密封线”外写姓名，试卷
肯定是要被判零分的。比如“搜身
制”，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考生私藏
作弊资料进入考场。现在，使用科技
手段代替人工搜身，就更简单了。比
如“程式化”，明朝对科举文章程式
作出一些硬性规定，既能提升考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是强化评卷的
客观标准。如果文章结构颠三倒四，
等于是讲话语无伦次，这样的人能
够把公务处理好，谁信呢？从实践
看，“八股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作用是积极的。至于后来“八股
文”沦落成为死板教条的“官样文
章”，那是形式上不断老朽和内容
上空洞说教双重落败的结果。如
今，优秀的高考命题作文、公务员
的策论考试乃至各级政府的规范性
文件，无一不是符合结构规范和言
之有物双重标准的范文。

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古代的科
考仅仅考些“之乎者也”陈年百古
的东西。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无
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内容大到治国
理论、社会伦理、经济理财、军事
武略、农业水利、文化教育，细到
对上的报告怎么写、对下的批复怎
么批、断案的判决书怎么写、民间
纠纷怎么调解等等，这样录取的
人，在当时环境下，一般是能较快
适应实际工作的。

1952 年 ， 新 中 国 成 立 不 久 ，
就 建 立 了 更 为 公 平 的 高 考 制 度 。
1977 年，高考恢复，不仅赢得了
民心，也为当代中国的崛起奠定了
厚实的人才基石。1980 年，公务
员录用制度开始建立，科举文化的
精髓——公开公平、无分贵贱、凭
成绩定取舍仍是基本原则，同时，
增加了面试、考察、体检环节，制
度更加科学完备。

现在，公开招考领导干部，不
再以直接考录为主，这是当代吏治
的重大改革，也是同古代科举的最
大不同。现代社会的管理日益纷繁
复杂，哪是几百年之前的要求可以
比拟的？就领导干部来说，仅凭考
试是检验不出真才实学的，一个人
的本质、信念、人品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是很难量化的。尤其是
德的层面，涉及政治品德、职业道
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从几张试卷，或在小小面试
场，哪能看得出来呢？党的十八大
以后，更是明确提出了“不唯分
数 、 不 唯 学 历 、 不 唯 GDP” 的

“三不要求”，更加注重实践历练、
客观政绩、平时表现和群众口碑，
从而最大程度地把想做事、能做
事、善共事、做成事、不出事的优
秀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这是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各项事业兴旺
发达的重要保证。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底蕴深
厚、源远流长，在历史进程中，始
终能够扬弃完善、守正创新、与时
俱进，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科举
文化，当是其中之一。

科举文化古今谈

钱正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是一
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
的价值缩影。家训家风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借鉴
意义。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而
民间世传的家训家规蕴含着多方面
的中华传统美德。我们传承弘扬优
秀的家风家训，就是积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行动。

作为我国优秀家训家教的一个
代表，2021 年 5 月，《钱氏家训》被国
务院列为首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
表性项目，开了先河。

《钱氏家训》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传承。它源于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
王钱镠的家训和遗训。钱镠奉行“保
境安民”国策，实施筑捍海塘、疏浚
西湖、发展农业等举措，使当时吴越
地区国泰民安，赢得了“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之美誉，并为江南的繁华
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钱镠对后代的要求极其严格，60 岁
时立下家训八条，临终前又遗嘱十
条，为子孙留下的不是金银财宝，而
是鞭策他们立志求高远、做人有原
则、读书知根本的家规家训。

《钱氏家训》从唐末创立，到清
代基本修成，历经多个朝代。钱氏
后人能“因时修训”，吸纳了 《颜
氏家训》《王阳明家训》《菜根谭》
等民族文化之精华，作了几次修
正，以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虽文
字略有不同，但“修身、齐家、为
国”的家训核心始终不变，成为有
章可循的范本。

《钱氏家训》中诸如“重教尚学、
勤奋苦干、廉洁为公、民生至上、胸
怀天下”等内容要义值得在全社会
推广。其中，“重家国、利天下”是《钱
氏家训》的重要内容与核心价值，也
是《钱氏家训》入选国家非遗项目之
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相关词
语所表达的基本含义，有不少体现
在《钱氏家训》中。根据梳理与对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等 12 个词语表达的
基本内容与意义，都可在《钱氏家
训》相关原训中找见，且有的词语一
一对应，有的词语意蕴相同或相近，
只是文字稍有差异或表述方式略有
不同。

《钱氏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
会、国家四个篇章，共 634 字，可谓
微言大义，蕴含着中华民族多方面
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相融相通的。

对于个人而言，“心术不可得
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
介”。要求子弟德行无愧于天地，言
行礼仪得体，清廉耿介，不恋钱财。

对于家庭而言，“子孙虽愚，
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
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勤
俭为本，自必丰亨”。提倡崇学轻
财，遵守家规，勤俭节约等民族美
德。

对于社会而言，“小人固当远，
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
可曲为附和”“私见尽要铲除，公益

概行提倡”。告诫后人坚持原则，坚
守底线，公私分明，有益于社会。

对于国家而言，“利在一身勿
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不
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倡
导为人民谋取福利，做到见贤思
齐，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谋利益。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面貌发
生了巨大变化，令世人瞩目。但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价值观念和
社会思潮纷繁复杂，意识形态领域
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迫切
要求我们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传承好的家教家风。

好的家族文化，不仅是该家族
文化的结晶与传承，也是中华民族
几千年优秀文化之精髓的突显，更
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
展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非
物 质 文 化 代 表 性 项 目 ，《钱 氏 家
训》 已超越一家一族的家规家训，
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
化瑰宝。我们传扬 《钱氏家训》 等
家规家风，就是在弘扬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

《钱氏家训》思想内涵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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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
育兴。幼儿体育教育的发展质量，关
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儿童、青少年体
育运动的普及发展，在不同场合多
次勉励孩子们积极开展体育锻炼。
关于新时代儿童，总书记作了这样
的“画像”：有志向、有梦想，爱
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
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好儿童。总书记指出，“体
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
的手段，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
面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
件”。总书记最温柔的牵挂，折射
出体育锻炼从娃娃抓起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

幼儿健康发展是中华民族蓬勃
发展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幼儿体育作为
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
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
一。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幼儿
体育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
重视。基于幼儿体育现状，进一步
挖掘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实践价
值，为幼儿体育活动的推广和幼儿
体质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成
为一个现实课题。

幼儿体育活动的育人价值
育体：奠定基础。体育活动的

“育体”价值，已成为众多学者的
共识。幼儿阶段是体育事业发展的
基础阶段，幼儿身体发展状况和体

质健康水平，已然成为关系体育强
国建设的重要因素。以体育活动为
着力点，是提升幼儿体质的关键，
也是奠定祖国未来接班人身体健康
的基础性工程。

育 心 ： 铸 就 灵 魂 。“ 以 体 育
心”实质上是指在“育体”的过程
中陶冶学生情操，培养积极乐观、
健康向上的情感和心灵。幼儿处于
思想意识可塑性最强的阶段，体育
活动可以培育幼儿意志力、抗挫
力、坚守力等，从而铸就幼儿坚韧
和自律的灵魂，赋予幼儿人文精
神、人文力量和人文品格。

育 智 ： 培 育 人 才 。“ 以 体 育
智”是通过身体活动提升学生的知
觉力、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
挖掘思维潜能，持续塑造自身的健
康意识和真善美共情的行动力。因
此，体育活动不仅是身体活动，更
是智力、情感和心灵的共生共育活
动。幼儿体育活动的开展，是培育
未来国家体育事业的建设者和全面
建成体育强国的重要环节。

幼儿体育活动的发展特点
幼 儿 体 育 组 织 正 规 化 。 2022

年，宁波市幼儿体育协会正式成
立，与幼儿园、体育部门、教育部
门等共同肩负起发展幼儿体育事
业、促进幼儿身心健康的使命和责
任，在开展幼儿体育研讨、组织幼
儿体育赛事、培训幼儿体育师资、
提升幼儿体育活动质量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幼儿体育赛事丰富多彩。近年
来，宁波市举办的幼儿体育赛事呈

现丰富多彩的特点，主要分为综合
性赛事 （社区亲子趣味运动会、亲
子马拉松、体能挑战赛等）、运动
性赛事 （足球、轮滑、飞盘、金海
豚 游 泳 等）、 表 演 类 比 赛 （啦 啦
操、篮球操等） 和益智性比赛 （魔
方、围棋、智能机器人比赛等）。
幼儿体育赛事的主办方多为体育部
门和幼儿体育协会。在此基础上，
充分发挥社会教培机构的作用，联
合社会力量举办经常性和品牌化的
赛事，促进幼儿体育赛事的良性发
展。

幼儿体育特色园数量持续增
长。近年来，宁波幼儿体育特色园
的数量不断增长，主要集中在体适
能 （人体的敏捷、平衡、协调、速
度、爆发力和反应时间等行为特
征）、篮球和手球项目。体育特色
园的创建，能使幼儿体育发展有目
标、有方向，幼儿体育教学有主
题，幼儿体育教师发展有平台。在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同时，实
现幼儿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进一
步提升办园质量和品位。

宁波作为浙江省重要的经济中
心，体育产业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在幼儿体育培训市场规模扩
大的同时，暴露了不少问题：幼儿体
育培训市场规范度不高，鱼龙混杂；
现有政策侧重于园内教育，缺少家
庭体育教育；学前教育发展结构较
为单一。园内体育发展的主要问题
体现在：幼儿体育课程体系尚不健
全，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监督、反馈
体系尚未规范和明晰，幼儿体育师
资建设较为薄弱，专业混乱、男女比

例失调、人才结构不合理等。

幼儿体育活动的推进策略
整合多方面资源，健全幼儿体

育课程体系。基于幼儿身心发展规
律的认识，构建幼儿体育教育学科
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
结合；立足本土，汲取国内外先进
经验，形成内外兼修式的学科体系
建设路径；融入目标与任务设定、
内容与教学实施、场地器材配套、
教学效果反馈与评价关键要素，形
成全要素、全过程的课程体系。

多渠道加强运动干预，推进
“家－校－社”联动模式。加强体
育校外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是实现幼
儿持续健康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保
障。在打造学校体育教育“硬”质
量的基础上，对校外体育活动和体
育竞赛等进行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参
与 、 监 督 、 管 理 和 评 价 ， 实 现

“家－校－社”多级联动体系，贡
献家庭、社会和品牌力量，促进幼
儿体育和赛事的规范化和健康化发
展。

夯实育人基础，加强幼儿体育
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整合多学科交
叉资源培育全能型幼儿体育教育专
业人才；优化在职体育教师的保障
制度，既要有外部政策支持，也要
激发内需活力，真正落实在职教师
的待遇；切实改善男女教师的比例
结构，缓解“兼任”现象；加大教
师职前和职后的培养力度，促进教
师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作者单位：宁波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宁波大学体育学院）

深入挖掘幼儿体育活动的育人价值

吴启钱

善与恶的对立，是人类社会永
恒的基本矛盾之一。若简单地以是
否利于他人或伤害他人来界定善与
恶，那么作为“天使与魔鬼复合
体”的人类，既有行善的冲动，也
潜藏着作恶的可能。

因此，任何健全的社会都必须
承担起惩恶扬善的职责，否则，社
会秩序将荡然无存，残酷的丛林法
则会令绝大多数人陷入深渊。

从个人层面来看，惩恶扬善主
要是道德的自觉——不可因恶小而
为之，也不因善小而不为。社会层
面上，法律的激励与约束成为实现
这一目标的根本手段。法律应认可
和鼓励一切向善、利人的动机和行
为，同样地，它必须否定和制裁那
些恶劣、损人的企图和行为。

根据“知易行难”的原理，在提
倡善行时，我们不仅看行为本身，更
需审视背后的动机，即是否存在真
正利他的善良之心。在惩处恶行时，
除了考察行为人动机，更重要的是
关注其害人的实际行为及其后果。
对此，清代文学评论家王永彬在其
著作《围炉夜话》中就作过明确论
述：“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
寒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
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实际上，不仅是孝道这“首
善”，其他“九十九”种善举，都
应该论心不论迹。因为人与人之间
能力各不同，财富有多寡，如只用

“迹”即外在行为来衡量，则不仅
“贫家无孝子”，世上也几无善良
人。因此，行善关键在于有利人的
主观意愿，有心即可，用心更佳，
诚心最珍贵。正如法国文豪雨果所
言：“善良的心便是太阳。”即便我
们日常的礼尚往来，财物的后面，
实际上是“心”，是“意”，送礼的
一方表示的是一种心意，礼轻情意
重，表达的是一份真挚的关怀；收
受的一方看重的是对方“有心”，
即 便 拒 收 ， 也 会 表 示 “ 心 意 领
了”，传达的也还是情意。此即所
谓的善意，不仅被人们所广泛认
可，更被法律予以特别保护。

民法中的“好人条款”，就是

在法律上“论心不论迹”的最佳示
范 。 我 国 《民 法 典》 第 184 条 规
定，在紧急情况下自愿救助他人造
成损害的，救助者不承担民事责
任。这个条款的立法目的，就是为
了鼓励见义勇为的利他行为。因
此，“好人条款”又叫“见义勇为
条款”，在西方国家也被称为“好
撒玛利亚人法”。因为行为人的初
心就是利人的，是善意的。与这个
条款类似，我国 《民法典》 中还有

“好意施惠条款”。
同 理 ， 无 论 是 色 欲 之 “ 首

恶 ”， 还 是 其 他 “ 九 千 九 百 九 十
九”种罪恶，都应依行为而非仅凭
心思来定罪，论迹不论心，“任何
人不因思想而受处罚”。因为法律
的实践性决定了它不问动机，只问
结果，不探心意，只看行为，法官
的裁判以实际行为 （即事实） 为依
据，而非深究内心世界。人世间，
除了圣人，谁都可能心生邪念，只
要未付诸行动，便不应受罚。不
然，没有一个凡人是问心无愧的，
也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然而，一
旦将邪念具现于行，便构成了罪
行，必须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
裁。不久前，最高检依法对河北邯
郸初中生被害案三名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核准进行刑事追诉，就体现了
恶行应该被法律制裁的正义观。尽
管我国对未成年人进行了特别的保
护，但法律永远不袒护恶行，更何
况邯郸的三名恶少，其恶行已经达
到令人发指、人神共愤的程度。

刑法上的过失犯罪，就是法律
上“论迹不论心”的最好说明。根
据我国 《刑法》 的规定，即便是行
为人无意为害 （当然也没有利人的
善意），但若造成了社会危害，也
是一种害人的恶行，如交通肇事、
失职渎职等，构成了过失犯罪，也
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个世界上，善意与恶行交织
共存，如同光影相随。善意是人性
之光，给我们内心带来温暖与希
望；恶行则是阴影所在，让我们看到
了人性的丑陋与冷酷。实际生活中，
我们应该灵活运用“论心”与“论迹”
的方法，既考量行为者的本心，也关
注行为的实际影响和社会效应，从
而鼓励利他的善举，严惩害人的恶
行。这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人
类文明进步的关键所在。

善意与恶行

端午安康吉祥 李济川 绘

大忽悠 刘志永 绘

世象管见

仰望星空 张昕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