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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上旬，中國清華大學和美國伯克
利加州大學在深圳簽署合作協定，中美
大學強強聯合，成立清華—伯克利深圳
學院，開創了中國創新型大學之路。創
建於1868年的伯克利加州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是世
界頂尖大學之一，在2014年英國泰晤
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列第6位。該
校師資力量雄厚，曾有72位教職員或
學生為諾貝爾獎得主。伯克利加大校長
杜甯凱闡述與清華聯合辦學院的目的
是，以大學—政府—企業的國際協同創
新模式，培養創新型的全球科技領袖和
未來企業家，為未來技術和教育變革創
造一個獨特的全球生態環境。
創新舉措清華—伯克利學院的教學與

研究，在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和伯克
利加州大學兩個校區裡展開，目前圍繞
納米技術與納米醫學、低碳與新能源技
術、大數據與未來互聯網等方向開展跨
學科創新研究。學院根據創新人才培養
目標，面向全球招生，2015年招收50
名博士研究生，2016年招收相應規模的
碩士研究生，旨在培養引領未來經濟社
會發展方向的企業創新人才和全球科技
領袖。與此同時，學院設立學生創業基
金，廣納社會資金，投入於創新項目研
究，在深圳創辦高新科技企業，使研究
成果創造價值。學院挑選符合條件的清
華教師、伯克利加大教師以及在全球範
圍內招聘教師，同時聘請企業界導師加
入並在實務層面上指導和提高學生的創
新能力。這是清華人家國情懷的又一重
大舉措。
創新理念是創新型大學的靈魂。創新

理念孕育了創新舉措。中國傳統的大學
之道是，「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如今，立足於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光明正大的品德，棄舊圖新必須改革創新，止
於至善要使創新舉措落實到具體的項目和產品，實現其經濟和社
會價值。當不少中國大學還在「985」、「211」、「教學型」、
「研究型」、「大學排名」、「行政級別」等功利上糾結時，校
長陳吉甯已將清華大學定位在創新型大學上，將教學研究和創新
的平台延伸到社會，將創新型大學的行為模式與國家實施的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緊密相連。根據創新型大學的理念，提出清華—伯
克利學院的創新研究方向，既符合國家創新發展戰略，也滿足深
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具有前瞻性、創新性，可以形成產業規模
和產業鏈。
創新理念產生創新舉措，造就創新人才。創新型大學的直接成
果是造就創新人才。當今世界，人才競爭體現在培養人才機構的
競爭。大學是這一激烈競爭的地方。目前，中國幾乎所有大學都
標榜自己在培養人才。然而，每年的數百萬大學畢業生，許多人

為找工作拚得你死我活，許多人畢業即結構性失業，而許多專業
技術崗位卻無人勝任，使中國科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例
很小，技術力量薄弱。如果用「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的管理
哲學來考察中國高等教育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供求狀態，中國
大學的培養模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有些大學成了斂財機
器。在培養創新人才上，清華與伯克利加大有着長期的戰略合作
關係，早在2009年就成立清華—伯克利全球技術創業教育項
目，學制一年。經過五年合作，除了兩校名師課堂授課外，還邀
請成功的企業家、投資人和學者，開設技術創業系列講壇，為學
生構建了強大的創業導師網路。清華—伯克利學院的成立，標誌
着清華與伯克利提升戰略合作關係，以聯合辦學形式，更大規模
的培養創新人才，為世界和中國的創新科技發展提供高層次人
才。
接地氣走好創新之路始於腳下。接地氣是創新成功的重要條

件。如果說，成立清華—伯克利學院聯合培養創新人才，符合國
家創新發展戰略是天時，清華、伯克利加大、深圳市政府三方簽
署合作協定，採取大學—政府—企業的國際協同創新模式是人
和，那麼，清華—伯克利學院選擇在深圳落戶就具備了地利，接
上地氣。天時地利人和，是創新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事半功
倍。深圳的地利，體現在它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城市，經濟總量為
全國第四；人均GDP達到2.2萬美元，為中國第一。深圳經濟以
金融、高新技術、物流及房地產等為支柱產業，深交所為中國的
兩大證券交易所之一，是企業的重要融資平台。深圳是中國最早
實行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靠近港澳，最早與國際慣例接軌；它
是中國最年輕的移民城市，多元包容的文化，良好的創業環境，
有最多的創業者和中小型科技企業。深圳是中國科研實力較強的
城市，2010年《自然》期刊將深圳列為中國城市基礎科研實力
前十位的第六位，將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列為中國科研機構前十
位的第四位。深圳科技園是科研機構最集中的地區。中國科學
院、中國開發科技研究院、深港產學研基地、清華、北大等高校
為首的大學城園區在深圳落戶，聯想、創維、中興、騰訊、華
為、比亞迪等大型科技企業在深圳設廠或研發基地。電子資訊、
生物技術和新材料是深圳科研成果產出比較多的行業。2010年
深圳經過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為3234家，有34951項科技專利
獲得授權。高交會是目前每年中國有關科技成果規模最大、最具
影響力的展覽會。深圳的地利，使清華—伯克利學院如虎添翼，
培養的創新人才有用武之地；創新項目和產品能夠及時就地生
產，進入市場。同時，使深圳朝着構建更加國際化、開放式、創
新型的高等教育體系和創新型城市，邁出堅實的一步。
制度創新是難點制度創新，是創新型大學成敗的關鍵，也是清

華—伯克利學院能否實現中美大學聯合辦學目標的關鍵。創新型
大學不能囿於傳統大學的管理模式和評價標準，應建立有別於現
行教育制度的新體制。國家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清華—伯克利
學院在制度創新的尚方寶劍，即以創新為導向，破除一切制約創
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衝着剛成立的清華—伯克利學院，不
少中外企業與其簽署投資協議，不少清華校友帶項目、人才、技
術、專利和資金，希望能破除壟斷，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採取混
合經濟的模式，參與學院的創新研究，「推動企業科技創新」，
搶佔發展先機。這已對現行的科研投入管理體制提出挑戰。
清華—伯克利學院的成立，標誌着清華大學走創新型大學之路

的開始，任重道遠，一路走好。

長江口散發着泥土芳香的東灘濕地，白雲
繾綣的天空下，是一望無際的雪白蘆花，正
在波浪般起伏於秋水之上。沙洲上最先出現
的就是蘆葦，蘆根固化了沙洲，漸漸就擴大
成了濕地。我仰慕荒洲上的蘆花，靜守一段
生命的芳華，一任大自然的造化，沒有任何
炫耀與喧嘩。清澈見底的淺灘是鳧鶩的故
鄉。這會兒，牠們都與人保持着相對的安全
距離，我知道：這種謙恭的美德來自於殘酷
的歷史。
小船飄過，蘆根邊不少小蟹慌慌張張地躲

進了牠們的泥洞，卻又返身在洞口露出可以
看到身後的柱狀眼睛，觀察着事態的發展。
農民把牠們叫做蛸蜞。蛸蜞的習性就是如此
謹慎，挖好了洞，然後就不輕易離洞口太
遠，一有風吹草動牠們就趕緊逃回洞中，以
規避水鳥的追捕。牠們用付出慘烈而驚人數
量的犧牲，也以同樣驚人繁殖力，維持着古
老種族的繁衍。
晉朝司徒蔡謨以博學聞名，但他南渡之

初，卻鬧了個笑話。他「見彭蜞，大喜曰：
『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
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其實蛸蜞、蟛蜞都
是蟹類，也都未必不能食用。明朝馮夢龍的
《古今小說》有個故事：呂后贈英布一瓶
醬，英布「正席食之，覺其味美，偶吃出人
指一個！」於是盤問送來的人，得知是彭越
之肉。於是英布聞言淒慘，「便把手指插入
喉中，向江中吐出肉來，變成小小螃蟹。至
今江中有此一種，名為『蟛蜞』，乃怨氣所
化。」民間同情彭越，把蟛蜞稱作彭越由來
已久。蛸蜞與蟛蜞大小相仿，只是顏色深一
些，腿上有毛而已，其學名為「紅螯相手
蟹」。宋朝曾派陶谷出使吳越，吳越國最後
一代國主錢俶設宴招待他，知道他愛吃蟹，
就拿出從蝤蛑至蟛蜞等十餘種蟹類給他吃。
陶谷卻藉機諷刺他們：「真所謂一蟹不如一
蟹也。」這十餘種蟹類中，少不了蛸蜞與蟛
蜞。傳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叫巴解，大禹治
水派他來到江南，遇到螃蟹成災，人們不知
道如何對付這種「夾人蟲」，巴解用沸水去
應對，於是就發現了牠的味美。大螃蟹大量
減少以後，以前窮人家實在沒東西吃時，蛸
蜞與蟛蜞，煮熟了好壞也是一道菜。去殼洗
淨搗碎了，再濾去骨渣燉蛋羹，也是十分美
味的。

以前沒人吃的還有具有兩棲本領的彈塗
魚，這種瞪着大眼睛無鱗小魚，機警地在抬
頭張望着，一見小船靠近，在泥水裡急速連
續了幾十個跳躍，躲到了遠處的泥塘裡。農
人把牠叫做「田螺郎」，田螺可以隨手撿
拾，要抓有靈性的「田螺郎」就不那麼容易
了，但牠們現在也逃脫不了成為舌尖上美味
的命運。中午餐廳裡的招牌菜就是田螺燉
「田螺郎」！這不免讓人難以接受。只是那
放入了新鮮葦葉熬出來的稀粥，散發着誘人
的清香。
不知不覺中，夕陽西下，月鈎撩起了夜

幕，剛才還在岸邊草地上啄食紫蘇籽粒的黃
雀，成群地在星月下飛過。蛸蜞的天敵野鴨
和白鷺也都躲在蘆葦叢中入睡了，於是河渠
邊的蛸蜞又在星月下忙碌起來。舊時，黃昏
後老人孩子在樹下搖着蒲扇乘涼的時候，遠
近河汊邊就出現了星星點點的燈影，這是農
人背上竹簍，提上風燈去「照蛸蜞」了。在
沒有化肥年代裡，這是秋夜最常見的場景，
他們把蛸蜞捉來，是漚爛了作肥料用的。農
家捉牠們時一般都帶一個小直鏟，一下子插
入洞口後方二、三寸處，堵住牠逃入洞內深
處的路，牠們習慣性地逃進洞裡，卻被堵在
洞口，就只好束手就擒了。夜間用燈光一
照，牠們的行動似乎會變得遲鈍一些。只是
現在如果不是受保護的濕地裡，自然生態下
的大螃蟹，甚至蛸蜞與蟛蜞也很少見了。
遠離了都市的喧囂，無思無慮地任小船在

秋水蘆花間飄蕩，與自然生態中野鴨、白
鷺、黃雀、小魚蟹相陪伴，原來也會如此令
人流連忘返，我想：這就是返樸歸真的魅力
吧。

生 活 點 滴 ■龔敏迪

秋遊蘆蕩間

《韓非子》「說林」篇中，有一則
孔子遭遇讒言陷害的故事。春秋時期
諸侯爭霸，人才活躍。有一日孔子攜
眾弟子游說四方來至宋國，希望能夠
進諫宋君，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正
遇上宋國招賢納士，一個叫子圉的大
夫便向太宰（相當於後來的宰相）引
見孔子。孔子被太宰接見後告辭，子
圉送走了孔子，忙進屋問太宰道：
「大人見了孔子，對他有何印象？」
太宰瞥了子圉一眼說：「我會見了孔
子，就覺得你像跳蚤、虱子那樣渺小
了。我打算現在就去向君王推薦
他。」
太宰這話雖說對子圉有些貶損，卻

完全符合實際。在太宰眼裡，子圉平
時表現還算不錯，儘管他才能平庸，
沒有什麼真才實學，但他對太宰忠心
不二，且能言善道，混在一群庸臣隊
伍裡，倒也頗覺可愛。然而這次「面
試」孔子之後，才知天高海闊，魚躍
鳥飛，諸侯列國，人才濟濟。拿子圉
跟孔子一比，孔子如巍巍泰山，仰之
彌高；子圉如小小蟲豸，簡直微不足
道。因而，太宰感歎說：「吾已見孔
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語中
映襯出對孔子讚賞有加，足見太宰對
人才和庸才還是分辨得清的。所以，
他打算向宋君引薦孔子，履行「為國
舉才」的職責，這個打算也是對的。
子圉見太宰如此褒貶孔子和自己，

內心叫苦不迭。他發現自己做了一件
大蠢事。他所引見的孔子，不僅成了
上司掂量自己的試金石，而且試出了
自己如跳蚤、虱子一般不足輕重，這
豈不是給自己樹敵？他之「引見」原
不過為了討好上司，做做樣子，哪知
會使自己落得如此猥瑣不堪！更讓人
害怕的是，孔子一旦被宋君看重，就
會更暴露自己的無能。強烈的嫉妒心
驅使他不得不去掐斷這條人才引進之
路……
但是，怎樣才能讓太宰改變主意

呢？他對太宰說：「君見孔子，亦將
視子猶蚤虱也。」意思是說，國君如
果見了孔子，也會把你看得像跳蚤、
虱子一樣啊。子圉不愧為搖唇鼓舌的
「進讒」高手，不僅把太宰對他的貶
損扔了回去，而且經他這麼一挑撥，
煽起太宰的妒火，太宰頓時悟出此中
利害，「弗復見孔子」，於是從此再
也不提向宋君引薦孔子的事了。
為什麼子圉輕輕一句讒言，就顛覆

了局面，讓太宰改變了初衷？這是因
為他使用了「利益捆綁」的奸計，讓
太宰與自己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於是
他和自己的上司變成了拴在一根繩上
的螞蚱，彼此利害攸關，當然要結成
同盟，沆瀣一氣，聯手對付有才德的
人。太宰本來就跟子圉一樣，同屬心
胸狹窄、不能容人之輩，態度上看起
來非常仁義，但是真到了仁利之間的
關鍵頭上，他的行為就變得不對了。
俗話說，利令智昏。這位口裡說要
「舉賢授能」的太宰大人，為了保位
固寵，不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損，終
於決定不向宋君舉薦孔子。這種棄仁
取利、打壓孔子的行徑，暴露了太宰
妒賢嫉能、反覆無常的陰險面目。由
於太宰的封鎖，孔子始終無緣覲見宋
君，就這樣遭到了暗算。
這則故事頗有些耐人尋味之處。在

整個招賢的過程中，由於太宰掌控着
人才信息流通的局面，「塞下情以壅
上」，即擋住了下面的情形，同時使
下面不了解上面的意思，上面受到蒙
蔽，成了任人擺佈的木偶，如宋國的
君王就是這樣。倘使宋君不是高高在
上，而是關注實際，能夠隨時掌握人
才流動的信息，眼觀六路，耳聽八
方，那麼，即使有人從中作梗，即使
有人進讒言，也不會使人才引進之路
受到阻斷，與真正的人才失之交臂。
可見宋君要獲得賢能之士的襄助，就
要與隨時可以任意掐斷其信息的大
小官吏鬥智鬥勇，達到掌控信息以
控制局面的目的。在整個讒言產生
過程中，不管是被陷害的、陷害人
的，還是最高統治者，都在為掌控
信息博弈。如果宋君掌握了足夠的
信息，小人的讒言和封鎖也就難以逞
其奸了。
讒言為害，屢見不鮮，時至今日，
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讒言的陰影，因此
領導者要善於識別和揭穿讒言。然
而，忠言和讒言，基於多種原因，往
往一時難辨。進讒言者很會玩弄奸佞
伎倆，有的善於察言觀色，投其所
好，使聽者如入溫水池中，渾身感到
舒暢；有的辭令精巧，進邪說以亂
是，用一種好像是對的道理來中傷好
人；有的實則苟且徇私，卻標榜「我
都是為你好」，令人着迷……於是讒
言變成了忠言，亂了真理，顛倒了是
非，所以當領導人的，就要顧慮到這
裡面是不是有讒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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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遭遇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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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豆品秋

■■小船在秋水蘆花間飄蕩小船在秋水蘆花間飄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屈指數來，我已有近二十年沒見過刀豆了，某日在網上發出感慨，不
意獲人告知，到哪裡可以找到。沿着指點走逛一家老菜市場，在一個地
攤，看到了睽違已久的刀豆。接近一尺長的豆莢，青翠而扁闊，彎弧如
刀，展現出一種奇異的氣質，彷彿於質樸中又隱含着暴力的元素。這種
可供不同解讀的特殊形態，也使刀豆的意境、趣味，乃至質感和張力，
都變得含蓄深刻起來。
刀豆在過去曾是鄉村的地理表徵之一，其散亂分佈於私人菜園裡的藤
乾枝葉，與屋宅旁邊的竹林、果樹、菜畦渾融一體，代言着一種現世安
穩的農業時代意象。其葉片肥大深綠，莖幹只有拇指般粗，可是到了秋
日，豆莢長成的時節，數十條長長短短的刀豆懸掛在四面伸出的枝條
上，晃晃悠悠，隨風搖曳，足以令目擊者感到震撼，不敢相信那柔弱的
枝條竟然有如此巨大的承載力。而且刀豆的生命力極強，無需剪枝施
肥，甚至無需多花心思照管，每日在澆灌其它蔬菜的時候，順手給它幾
瓢水，就能在菜園的邊際形成一道鬱鬱蔥蔥的籬牆，成為令人怡悅的鄉
村視覺索引。
鮮嫩的刀豆可作為蔬菜食用，其肉質厚實少汁，植物纖維較粗，口感
柔韌而脆，清香中不失鮮滑。袁枚在《隨園食單》談及飲食理論，「要
使清者配清，濃者配濃，柔者配柔，剛者配剛，方有和合之妙」。他認
為刀豆就是「可素不可葷者」，只宜清炒素食，不宜與葷肉為伴，以免

破壞了它淡雅清新的口感。
這一觀念對於民間的烹治方
式，影響深遠。至今各地之
人吃刀豆，也多是沿用簡單
製法，要麼是入沸水焯熟了
涼拌，要麼是用醋浸漬，作
為酸品小食，抑或是乾煸，
加上乾紅辣子相佐，不僅色
澤搭配醒目，香辣的口感，
吃起來也是極為暢快自如。
最能展現刀豆風味的吃

法，是將其切碎成丁，用粗
鹽揉搓，再把漬出的水濾去，拌上剁碎的辣椒，放酒和鹽醃漬，做成刀
豆辣齏。刀豆丁不管醃漬多久，都不會變得綿軟，失卻爽脆的口感，隨
時取辣齏來吃，味道都是辛辣可口、極具質感。那種細碎而爽脆、鹹鮮
醇厚的滋味，一如瑣屑的市井生活，呈現出一副世俗而又豐腴的親切面
容。
不按慣例出牌的人，也用刀豆入葷，以迎合現代人的口味。如刀豆炒
牛肉，就是口碑甚佳的新派家常菜。作為配角鋪底的刀豆，優雅地圍繞
在碟子四周，襯托着牛肉的主體形象，視覺上就令人讚絕。加上刀豆的
厚實肉莢，蘊含有一種淡淡的清甜口感，經過牛肉的激發，有了質的飛
躍，又產生了與之前不同的迷人效應。正是憑着這種游刃於傳統與新
意，且勝任愉快的折衷之美，外形和味道都不算出眾的刀豆，在各種蔬
果集中上市的秋天裡，閃爍着自己獨有的物性光輝。

豆 棚 閒 話

飄過秋天的葉子
浪漫的秋風
以大地的名義
為葉子簽發青春的請柬
風情萬種的江南
睡眼惺忪
故鄉長滿思念的阡陌上
插遍了一支支
秋風點燃的火炬
為遠行人煮一壺家鄉的醇酒
讓繽紛的暢想
陶醉在大地母親的懷裡
每一片飄零的葉子
都在詮釋葉落歸根的涵義
鼓滿心海的風帆
讓每一隻飛過秋天的鴿子
蘊藏幸福的夢囈
飛翔的憧憬
是太陽照耀千秋的理由
每一個彩練飄舞的日子
總有虔誠的信使
為邈遠的蒼宇引路
一次次造訪人間的約定
在冬的邀請下
姍姍來臨

■■刀豆刀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青 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