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中国

历史的十篇

政治美文

从古至今， 以一篇文章而

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

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美文为数

不多。 我排了一下有十篇。

这里说的是“政治美文”，

就是说既要有思想， 还要文字

美，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文章

提出了一种影响了中华民族政

治文明、人格行为的思想；二是

文章中的一些名句熟词广为流

传，成为格言、成语、座右铭，有

的已载入辞典， 丰富了民族语

言； 三是文章符合艺术规律，

词、句、章，形、情、理都达到了

美的要求。 如果我们只是就文

字“选美”，当然还会选出更多，

如王勃的《滕王阁序》等，但那

是另一个范畴。

下面按这个标准一一分

析。

贾谊的《过秦论》探讨一个

政权为什么会灭亡。 为政者必

须施仁政，不能反人民。后来提

到农民起义时常用的“斩木为

兵，揭竿为旗”一词，即出自本

篇。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探讨

生命的价值， 提出一个做人的

标准：“人固有一死， 死或重于

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

也。 ”成语“士为知己者死，女为

悦己者容”即出自本篇。

诸葛亮的《出师表》提出忠

心耿耿的为臣之道和勤恳不怠

的敬业精神。 名句“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亲贤臣，远小人”、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

之间”等广为流传。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文

学的手法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

的蓝图， 从中可以看出老庄哲

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子。 西

方的政治名著《乌托邦》、《太阳

城》与其相类。“桃花源中人”、

“只知秦汉，不识晋魏”，已成后

人常用的成语。 而“桃花源”已

经是理想社会和优美风景的代

名词。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探

讨一个政权怎样才能巩固，并

且塑造了一个较理想的君臣关

系样板。 提出“居安思危，戒奢

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提出“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

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 这就

是 1945 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

延安谈的政权周期律。 后人常

说的“居安思危”、“善始善终”、

“水可载舟覆舟”，主要出于此。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提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为人、为政理念。 这句

名言几乎成了范仲淹之后所有

进步政治家的信条。 范仲淹的

这篇文章和陶渊明的《桃花源

记》都做到了形美、情美、理美，

是用文学来翻译政治的典范。

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提出

的为人要有正气的气节观鼓舞

了历代的民族英雄， 成了中国

人的做人标准。“正气”成了战

胜一切邪恶、腐败势力的旗帜。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反

对保守，提倡革新。 提出抛弃老

朽的中国，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振兴中华。通篇都是美言美句。

林觉民的《与妻书》呼唤共

和， 敲响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

丧钟。再次响亮地喊出“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牺牲个人，报效祖国。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提

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成了共产

党人立党立国的宗旨，并已是检

验一个政权成败、好坏的标准。

这些文章已经成为中华文

明的经典。 (据《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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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九大

心理误区

找对象避开单亲家庭孩子、“职位焦虑”导致女性不肯生育、明明是心理问题却

频频跑急诊做身体检查……近日，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

医学教授、博导肖泽萍，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导、上海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

世界心理治疗学会副主席赵旭东，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

心理协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应急管理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耿文秀，针对当代都市人

的九大心理误区进行了精辟分析。

误区 1� 感冒高血压不算什么，精神疾病吓死人

生活中不难发现这样的人———身边的朋友已

发现他非常焦虑， 他甚至已出现严重的脱发和失

眠，但当朋友们建议他去看精神科医生，他就会很

不悦：“你们是怀疑我有精神问题吗？ ”

对此，耿文秀表示，人们心理健康意识需要提

高。如今，不少人对心理健康问题、精神问题其实是

高度避讳的，整个社会对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精神

疾病的人持有偏见甚至歧视的态度。 例如，假如热

心阿姨给年轻姑娘介绍对象时说：“这个姑娘各方

面条件都好，就是家里有高血压的遗传史。”这不会

对这位姑娘的择偶带来太大困难。但是，倘若说“这

个姑娘家有精神分裂症遗传史”， 那么这位姑娘在

婚姻市场上无疑会大大掉价。

耿文秀说，所有从业人员乃至整个社会都应积

极努力，去除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须知偏见、歧

视会妨碍有心理健康问题、精神问题的人向专业人

员寻求帮助。

误区 2� 心脏狂跳，查不出病也不去看精神科

“医生，我快死了，我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

“快救救我，我不行了！ ”每家医院的急诊室， 都遇

到过这样的病人， 风风火火赶到医院， 结果一圈

检查做下来， 什么器质性疾病也没有， 有的人每

隔一段时间就要“犯病”。 这是焦虑症中最强烈的

一种。

对此，赵旭东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焦虑症的

患者中， 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直接来找心理医生，而

是之前已经看过五六次急诊科，做了各种检查却查

不出身体疾病，最后医生可能建议‘你这个大概是

精神科的问题，如果不介意的话应该去看看’。 ”

一部分患者接受医生建议去看精神科医生，但

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对后者抱有看法，拒绝就医。

误区 3� 谈恋爱不能找单亲家庭孩子

现在，有些年轻人谈恋爱时拒绝找离异、单亲

家庭的孩子，认为这种离异模式会遭遇克隆，这是

真的吗？对此，赵旭东表示，少年时期不幸的家庭处

境，确实会影响人的心理，但是，孩子的成长并非完

全被动接受逆境的塑造，有很多人在别人的帮助下

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会逐渐消除负面的影响。寻找

另一半，首先是欣赏这个人，其他的背景只能作为

参考。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积极心理学的潮流，我们

一边强调创伤对人的害处，但是一边也强调人的弹

性和康复力。

其实，对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说， 可能父母

亲没有走完一个圆满的感情历程， 他们会更加珍

惜婚姻， 如果他们的另一半能够把单亲家庭孩子

小时候缺失的爱， 进行一个良好的引导， 就能塑

造一个最伟大的爱人， 谈恋爱是一个互相塑造的

过程。

误区 4� 女白领生了孩子职位不保

现在，很多女白领，在已婚的状态下会有“生育

焦虑”，担心一旦生了孩子，职位可能不保。 对于这

种“生育焦虑”，专家表示，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社

会方面的问题造成的，但同时，也和个人的人生观

有关。

耿文秀认为， 这可能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而

不是精神医学的问题。现代社会给女性提供了更大

的发展空间，女性为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任务也是社

会应该承担的职责， 但现在都要女性自己来负担，

所以，很多女性在职场发展上确实是会遭遇到“玻

璃天花板”，这一点加重了她们的焦虑。

肖泽萍补充，这与个人的人生观有关系。 人来

到世界上，要经历人生中最重要的五件事，包括升

学、工作、结婚、生子、退休。 如果没有结婚、生子这

个环节，你的人生是有所欠缺的。 试问一下自己到

底想要什么？ 如果有太多不安全感时，也折射出自

己并没有看得更透一点。

误区 5� 我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有网友提出疑问：童年创伤是不是会造成

成年的攻击性行为？ 对此，赵旭东给出了肯定

的回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种童

年创伤，比如 3 岁以前父母没有亲自养育的孩

子，终身会受到影响，很多临床病人现在发病

就是童年创伤发作的表现。

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曾经联合做过一个

研究，三个组别的孩子分别由托儿所、祖辈和

父母带养，跟踪研究发现，到了 5 岁，三组孩子

的智力发育水平明显不同，而 3 岁以前由祖辈

带养的孩子，到了初中社交行为明显落后于父

母亲带的孩子。

眼下，许多父母在潜移默化中把焦虑情绪

传染给了孩子， 抓着孩子不许输在起跑线上。

赵旭东表示，这是一个重大误区，应该尊重孩

子心理发展的规律，回到原始的妈妈抱着孩子

亲自养的年代，相比较胎教和培训班，亲子养

育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误区 6� 面对压力时，54.39%的人选择“忍”

54.39%的人面对压力时，选择“忍”，但也

有一些人选择聊天，或去 KTV唱歌发泄。

对此，肖泽萍教授认为，适度的压力是因

为人激发内在心理和生理去适应环境改变的

机会。 人类在进化时，如果没有这样应激的环

境，不会进化得这么好，但是，如果超过底限的

话，就需要改变，把引起压力的原因进行调整。

如果这个压力是很享受的，非常愿意的，那是

可以的；如果不行，则退后半步或是全退，以此

提高应对能力。 如果仅是忍着，并没有去面对

它，比如出去玩一玩压力并没有减退，则要了

解一下是外部原因为主，还是人格特点行为方

式导致自我感觉压力太大。 只有明确原因之

后，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误区 7� 过度加班患上“耗竭综合征”

有位同学以前性格很开朗， 但后来进了

IT 公司工作，经常熬夜加班。 如今，他变得非

常容易发脾气，晚上经常失眠。

肖泽萍表示， 每个人的病因都不太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觉得自己心理上的焦虑已

严重影响到生活，最好赶紧去看精神科医生。

肖泽萍建议，可以先调整工作作息，因为

一直在工作，没有时间恢复，不仅工作效率下

降，甚至会导致“耗竭综合征”。现在，很多白领

还患有心率失常等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多

休息，从心理和情绪上加以改变。只有休息好，

精神才能恢复。

误区 8� 孩子遇到“凶老师”，家长出面急寻办法

女儿在学校遇到了“凶老师”， 家长很着

急、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帮女儿克服对“凶老

师”的恐惧感。

耿文秀表示，“凶老师”的出现是孩子生命

中很好的经验。孩子不可能一辈子都遇到温柔

如水的老师，对于不同风格的老师，应当让孩

子自己去面对、学习如何与“凶老师”打交道，

家长不要管太多。 孩子成长中会遇到很多问

题，如果遇到学校里稍微凶一点的老师就不放

心让孩子面对，而要由父母出面，并不是正确

的做法。

耿文秀建议，孩子被老师凶了以后，家长

可以安慰孩子，让其重新叙述一下究竟发生了

什么，帮她分析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

误区 9� 把未完成的人生之梦强加给孩子

如今孩子课业压力大，有的孩子变得闷闷

不乐，甚至还有的孩子选择跳楼这种极端的方

式来回避这种压力。 这令家长们非常紧张，也

感到困惑： 在现在课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该

如何培养出一个快乐的、心理健康的孩子？

耿文秀表示，她向来主张家长和孩子一起

快乐地成长，家长尤其要避免把所有未完成的

人生之梦都压在孩子身上。“咱们的孩子是全

世界负担最重的孩子，因为父母把自己人生中

未尽的期望全部压在孩子身上。 ”

耿文秀说，如果孩子活得太累，他不会快

乐。 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也应注意正面鼓励，当

孩子考了 98 分， 不妨夸奖他， 而不是问一句

“最高分是多少？ 为什么没考到 100分？ ”简而

言之，家长应该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而不是

一定要孩子完成自己的梦。 (据《新闻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