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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是一个从确立“依法治国”
战略开始就提出的重要概念。但从总体上
看，目前对法治文化的理解和实践，尚未超
越“法治文宣”“法治文教”“群众性普法”的
层面，因此带有一定单纯“形式化”“基层化”
和“部门化”的特征。“法治文化”这一概念所
可能包含的实质性、顶层性、全局性意义，并
未被大家充分注意。

法治文化是“法治中国”应有的文化面
貌。法治文化意味着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积
极参与，使法治不仅仅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
理的基本方略，而且成为人民所信任、所依
靠、并日益习惯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落
实“法治中国”建设并不仅仅是司法系统的职
责，它本质上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权利和责任。

法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
代化的新形态。所谓“法治文化”，是与“人
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文化类型。毋庸

讳言，“人治文化”或“权治文化”曾是我国长
期的政治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思想基础和风俗习惯表现。但是它今天已
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和我国的实践，甚至有可
能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沉重羁绊。因此亟
待突破之，更新之，代之以“法治文化”。这
已成为当前我国文化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
的内在趋势。

法治文化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为一种文化样式，法治文化必然有其
核心的价值和价值观念。对我们来说，这一
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公平正义。习近
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公平正义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而“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
求”，并进一步强调“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
生命线”。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法治价值观
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
系之间的一致性。

法治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性、权威

性、保障性得以充分体现。法治文化所追求
的，正是要让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方法
和法治效果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
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以法治为规范，形成整
体安全、高效、和谐的统一面貌，确保中华文
明复兴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是一种先进
的、健康的文明。 （摘自《北京日报》）

用法治文化塑造社会文明
□李德顺

现在我们在网上随处可见 GIF
动态图片，这些会动的图片是没有声
音的。不过，伦敦城市大学研究人员
给4000名志愿者观看一组GIF图片，
有 60%的人称在看到锤子敲打钉子

的图片和芭蕾舞演员跳舞的图片时，脑海里会有声音出现。而在
看循环旋转的鹦鹉螺这类抽象的图片时，只有30%的人称他们能
听到声音。

这是由于人们在看到冲击性较大的图片时，大脑中视觉区域
的神经接受的信息量过大，就会将信息由视觉区域泄露到听觉区
域，于是就引发了听觉区域的兴奋。

除了视听串扰模式，还有对其他感官的串扰模式：俄裔美国作
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他的母亲都受到感官串扰的影响，他们
会争执字母“B”是黄褐色还是橘红色，字母“T”是浅黄绿色还是淡
蓝色；有的感官串扰还会对个人生活造成不便，有的人看电影中的
刀伤、枪伤的画面会有十分真实的疼痛感，还有的人在切猪肉时会
因为身体也产生疼痛感而无法继续切下去。还有其他40种感官
串扰模式，研究人员把这种现象称为联觉反应。

联觉反应指的是对一种感官的刺激触发另一种感觉的现象。
人类的感官分为三个种类：化学类，比如味觉和嗅觉；机械类，比如
触觉和听觉；光学类，比如视觉。大多数联觉人产生的联觉反应是
其中两种感官联合在一起。极少数人的联觉反应是三种感官联合
在一起，这类人的直觉十分敏锐，阅读书籍时过目不忘。

联觉人会产生联觉反应是因为大脑中不同的区域间存在比普
通人更多的连接。有科学家认为，联觉反应的产生是因为在成长
过程中感官的分离不彻底，本该退化的神经没有完全退化，导致大
脑中某两个区域仍互相连接，共享大脑接受到的信息。

（摘自《科学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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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誉桦

日前，国务院大督查第一督查组在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进行实地督查时发
现，一些“小事”影响就医体验，造成看病
难。

“每到一家医院就诊，就要办一张就诊
卡，钱包中最多的就是就诊卡。”有患者表
示，不同地区、不同医院间的信息系统不能
互联互通，“就诊卡多太烦人”。

督查组了解到，虽然有关部门已经提
出“鼓励有条件的省级行政区域实现患者
就诊‘一卡通’”，但进展仍不理想。就诊
卡的“各自为政”，不仅增加了患者持卡的
不便，有的还导致了患者资金沉淀的情
况。以北京儿童医院为例，该院使
用的院内就诊卡具有预存金功能，
有的患者考虑到下次还会来就诊，
预存金不会取出，有时会出现找不
到就诊卡重新办理的情况，出现资
金沉淀。

“反复挂号”是患者向督查组反
映的另一个就医“堵点”。患者指
出，有时为提高治疗的精准性、延续
性，想找同一医生复诊，但很多医院
没有复诊预约制度，只能重新挂首

诊医生的专家号，很长时间挂不上，增加很
多不必要的麻烦，也不利于跟踪治疗。

在医院的实地探访中，督查组成员注
意到，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遍，为患者提供
了便利。但多数医院还需要到缴费窗口先
缴费，碰到医疗检查多，可能需要反复排
队。还有的医院检查费或药费可以使用信
用卡支付，但挂号费只能使用现金，令患者
难以理解。

针对以上问题，督查组认为，改善医疗
服务应从“小事”做起。目前，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正在抓紧制订整改措施，将在实
施医疗服务改善行动计划时，充分收集群
众反映的就医难“小事”，不断为患者就医
提供方便。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改善医疗服务应从“小事”做起
□胡浩

南 京 朋
友寄赠一包
陈 年 笋 干 ，
有 虫 眼 ，不
能 再 放 了 ，

我决定分两批全部烹饪。头一批煮好，就将
剩下的全部浸泡，以免它们再陈年下去，浪
费掉。但煮好的连吃了四天，仍然还有近一
半在锅中。不舍得扔掉，就用食品袋带一部
分到单位，午餐时从单位食堂买份饭，买份
素菜，就着家中带的这个笋干烧肉，美美地
午餐。

吃这个自带菜，看菜吃饭，不觉吃出诸
多菜中的滋味，更还有菜外的滋味，让我浮
想联翩。

我刚到苏州，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
我进入苏州一家著名的大型钢铁企业。每
天上下班，都是几十辆长长的通道大巴车接
送。车内的人们，随身携带的包中，一定有
一只菜盒或菜瓶。

我在企业报做编辑，下去采访，不但看
到一线工人兄弟抡大锤劳作，汗珠摔八瓣的
场面，也看到过饭香菜香的浓浓人情味。

兄弟们经过一上午的劳作，当然是累
了，但胃口大开，午饭时分，大家从各自的工

具包里，掏出从家里带出的菜，放在张开大
嘴的台钳和有铁屑的工作台上，倒也七荤八
素，五彩斑斓。但即便只是普通的甪直萝卜
干，也被他们嚼得嘎嘣脆响，吃得风卷残云。

边吃还要边品论哪家的菜烧得好，哪家
的菜烧得不咋的。不好吃的菜，那就要顺带
控诉几句，说带菜人的老婆是中看不中吃，
人嘛生得漂漂亮亮，手艺却一塌糊涂，甚至
还要带几句调侃。不过，被攻击的对象非但
不生气，还乐滋滋的，因为对方是明贬实褒，
说自己老婆漂亮，这是哪个男人都心中檀香
扇儿摇摇的，虚荣心得到了大大的满足。

但如果菜烧得好呢？话锋又变了，吃人
嘴软，吃了人家的好菜，总不能说人家老婆
是中吃不中看吧？那就夸夸对方福气好了，
说人家祖宗积德，娶这么贤惠的老婆，祖坟
冒烟都赶得上厂子里的高炉烟囱了……吃
完饭，吃了人家好菜的人心知肚明，就忙着
收拾碗筷，捎带着将人家的碗啊盒子瓶子
啊，给洗掉。但如果这里面有一个女的，那
就是她展现美德的时候了，她会张开两手像
赶鸡赶鸭一样，嘴里一连串去去去，喝茶抽
烟去，将男人们赶开，她独霸了打扫战场的
环节。她会用她准备好的洗洁精，还有车间
不缺的热水，将大家的碗筷洗得干干净净。

这场人情戏，我当时并没有总结出其中
题旨，现在好像明白了，其实啊，就是这不起
眼的从家中带的菜在当导演。

这又让我想起我的乡村少年时代。
我读中学时，因为家庭成份而差点辍

学，是几十里外的姑父帮助，我曲线救国到
他那里去读。外地读书，那自然就得带米带
菜。米不多说了，菜呢，“罐头咸菜”，一吃一
个礼拜。所谓的罐头咸菜，其实是一个空的
罐头瓶子，装了一瓶子的咸菜。是什么样的
咸菜？不是榨菜大头菜，也不是腐乳萝卜
干，是萝卜缨子晒半干装坛而成。

萝卜由土里的萝卜和土面上的缨子组
成，拔出白生生的大萝卜，卖给附近工人兄
弟们吃了，剩下的老萝卜缨子如同剃头剪掉
的头发，在地头自然风吹日晒干。天擦黑
时，收工的父母去地头用草绳捆回来，池塘
里洗净晾干，再切细加盐搓揉，塞进菜坛
子。在没有新鲜菜的冬季里，它是一家人的
饭桌主角。或者夏日里，去附近工厂宿舍区
转悠，捡回工人们吃过西瓜扔掉的皮，洗净
切成条，也晒干放盐塞进坛。这样的咸菜吃
起来美得直咂嘴。

一份伴饭下胃的菜，如同穿越时空隧
道，由早年的从家里带出来，到如今的变成
从外带进家，算得上是阅尽人家春色。它不
会说话，即便说了，大约也没有多少人能听
见听懂吧。我呢，无意中带一份陈年笋干到
单位，吃吃嚼嚼，一不小心就品出了若有若
无的菜里菜外多种滋味。

菜不能当饭，而没有菜相伴的饭，那又
该缺失多少的滋味啊！（摘自《北京日报》）

看菜吃饭，越嚼越有味

□刘放

如果说从古
代皇帝里选一个
逆天改命能力最
强的人，朱元璋无
疑 有 夺 魁 的 实

力。但再强悍的帝王也有脆弱的一面，再精心
谋划的事业也有遭受意外的可能，晚年痛失太
子朱标，无疑是给朱元璋最沉重的打击。这不
只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更打乱了朱元
璋此前的一切规划，给后来政治更迭的变局埋
下了伏笔。

朱元璋格外器重和疼爱朱标，从未考虑过
让其他儿子做帝位继承人，这凸显了朱标对朱
元璋的极端重要性。朱标生于元末战乱之中，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在攻打南京时得
到了长子出生的消息，欣喜若狂的他在山石上
刻字“到此山者，不患无嗣”。

当时能提供给朱标的最好的教育和资源，
朱元璋都会想办法给到。《明史》上有记载，到了
至正二十年，“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
举，遣子标受经学”。宋濂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大

儒，朱标从孩童时代就跟着这样的人物学习，陶
冶情操，自然会培养起儒雅端正的人格来。虽
然朱元璋在外面浴血奋战，但朱标却被悉心保
护，虽然成长于乱世，但他的生活并不窘困。

然而，朱标性格里的弱点从此就埋下了种
子。他与父亲早年“野蛮成长”的经历完全不
同，在很早就被列为朱元璋的继承人，知道自己
最不济也能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对真正的底
层生存，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他毕竟不是
生活在真正的安逸中，朱元璋称帝前，他还要担
心父王兵败受挫，进入皇宫后，他还要看着日益
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日益苍老阴郁的父亲，朱
标在其中，除了做一个和善的储君外，又能做什
么呢？

史书上关于朱标的记述并不太多。但从很
多细节里，后世仍能看出不少隐微的内涵。《明
太祖实录》里有记载着朱元璋对朱标的告诫：

“人君治天下日有万几，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
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
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
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
不缪者……”可以说，朱元璋给继承人的定位是

“守成之君”，而这类君主的特点就是贤明仁义，
能平衡各种政治力量。朱元璋心里也清楚，自
己大肆残害功臣，已经引起了统治集团上层的
恐慌，长期而言对朱家统治不利。正如后世不

少人所认为的，朱元璋父子可谓一紧一松，一张
一弛，恩威并重的手段才会让统治更为长久。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朱标生长于普
通人家，其仁爱慈悲之心并非缺点，但在危机四
伏的宫廷院落里，这种性格往往就会呈现为优
柔寡断和懦弱胆怯，而这恰恰是为帝王者的大
忌。朱元璋早就看出朱标有这些问题，虽然试
图来纠正、引导，却收效甚微。这不仅是因为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更与朱标早年形成的知
识结构有关。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宋濂这样的
大儒告诉他的圣王之道，他仰慕的是上古贤德
君主的开明治理，但意识不到理论美好与现实
残酷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朱标
就是一个“反版的朱元璋”，朱元璋性格的特点
恰恰以相反的模样呈现在朱标身上，父子二人
互为镜像，两种极端思维的碰撞绝不会以喜剧
收场。

但朱元璋毕竟知道，朱标的仁德会得到多
数臣子的支持，在他身后，朱标虽不能开创新格
局，却能守好家业。但这个脆弱的梦想随着朱
标的英年早逝而骤然破碎。洪武二十五年
（1392年），朱标在视察陕西归来后不久染病而
死。《明史》上对此记录只有寥寥几笔：“比还，献
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
四月丙子薨，帝恸哭……”朱标到底因何而死，
具体情形如何，后世已难以考证。但可以理解
的是，朱标长期在朱元璋的严格要求下克制本
心，他的仁爱之心被父皇无情地打压，总归是长
期精神抑郁的，而这也会摧毁一个人的身心健
康。朱标渴望顺遂本心而为，却屡屡遭到现实
残酷地打压，长此以往，怎能不患疾病呢？

朱标早逝和朱元璋晚年失子，两人的悲剧
根本上是文化理念冲突的结果，是帝王家庭中
常见的悲剧。 （摘自《北京晚报》）

朱 元 璋 与 儿 子 朱 标

在 我
的书柜中，
摆 放 着 一
个 茅 台 酒
瓶 。 那 是

父亲喝过的茅台酒的瓶子。
那瓶茅台酒，是我在2003年的秋天

从贵州买回来的。那个时候，茅台酒的
价格是238元，但也算是高价了。

2007 年冬天，父亲心脏病发作，住
进了老家的医院。我闻讯后赶忙回去，
待父亲的病情稳定后，把父母接到了天
津。那年除夕，我拿出了已经存放了 5
年的茅台酒，对父亲说：“过年了，喝点

儿好的吧！”父亲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说：“这酒真是名不虚传！”父亲一喝酒，
就喜欢说话。他对我说，这是第二次喝
茅台。第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父亲
和同屋的老尹通过外贸局的一位朋友
合买了一瓶茅台，花了8块钱，两人一次
就喝光了。

父亲很节俭，舍不得买瓶装的酒，
每天拿一个小瓷杯，去副食
店买散酒。改革开放后，虽
然生活越来越好，父亲的离
休费每年都会增加，但他仍
旧不舍得买好酒，平时喝的
都是从小卖部买的用塑料
桶装的酒。我和两个哥哥
都劝他喝好一点儿的，父亲
却说，好酒我也喝不出好
来，这种塑料桶装的酒也不
差。有一天，我拿过父亲平
时喝的酒，尝了一口，只觉
得一股刺鼻的酒精味，没有
一 点 儿 白 酒 的 醇 香 和 绵

柔。我说，您快别喝这种酒了，我怀疑
这根本就不是酒。父亲说，有那么点儿
味道就行了。

逢年过节，我们都会给父亲买些好
酒，但父亲很少喝，只有我们回家团聚
之时，父亲才肯打开，跟大家一起喝。

2007年的除夕夜，父亲比平时多喝
了两杯。母亲劝阻说，别喝醉了。父亲
说：“这是好酒，喝不醉！”我们父子俩大
约喝了小半瓶，父亲有些疲倦了，说：

“收起来吧，留着招待客人！”我说：“等
您明年来的时候再喝。”

万万没想到，2008 年 10 月 18 日早
上，父亲因心脏病猝发去世。那半瓶茅
台酒，就成为父亲最后一次来天津的纪
念了。

以后，每到除夕吃年夜饭之前，我
都会在父亲的遗像前放上一杯茅台
酒。大约过了七八年，那半瓶茅台酒也
倒完了，我把空瓶收好，放在书柜里。
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到父亲节俭的一
生。 （摘自《今晚报》）

父 亲 的 酒 瓶□刘运峰

2007年，
一位 53 岁的
器官捐赠志
愿者因为脑
出 血 而 逝

世。她的心脏、肺脏、肝脏以及两个肾
脏依照她的心愿被分别捐给了5个岌岌
可危的病人。

五场移植手术都非常成功，除了接
受心脏的那位病人在不久后死于与病
情无关的意外事故，其他人都顺利地从
移植手术中康复，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
活。

然而，移植手术的16个月后，不祥开
始降临。获得肺脏捐赠的那位女性病人
在体检的时候查出了癌症，医生发现她
胸口处的淋巴结异常肿大，穿刺组织检

查发现，肿大的淋巴结里含有乳腺癌细
胞。进一步的DNA检查发现，这些乳腺
癌细胞的主人，是那位器官捐献者。

2011年，接受了肝脏移植的病人在
体检中发现，肝脏里有乳腺癌细胞。检
查显示，这些乳腺癌细胞的主人，同样
是那位53岁就因为脑出血
逝世的捐赠者。

2013 年，接受了左侧
肾脏的病人同样被诊断出
了乳腺癌。检查出来的时
候，肿瘤早已经转移到她全
身的多处脏器。

到了 2014 年，即移植
手术的短短7年后，当年接
受了器官捐赠的 5 位病人
里，只有一位还活着。这位

病人是唯一的一名男性病人，他也早在
2011年就诊断出了乳腺癌。

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所有事件的
发生，都是说得通的：早在2007年，在那
位器官捐赠者的体内，很可能就已存在
乳腺癌。只不过，当时她的乳腺癌可能
实在是太小太细微，没有任何医学手段
能够检查出来。而且，这些乳腺癌细胞
已经据专家们推断，大约每一万个捐赠
者中，就可能会出现1~5位已患有早期
的、无法检测出的肿瘤。目前唯一的应
对方法，就是让接受器官者频繁定期地
体检。 （摘自《羊城晚报》）

器官移植会传染癌症

□黄帅

□胖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