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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樱花，国内
最负盛名的恐怕要数
武大樱园了，千株樱
树傲然盛开；簇簇繁
花犹如与人争宠的仙
子，顾盼生辉。仙子与
才子的盛情相约，花
香与书香的天作交
融，名花与名校的完
美结合，真不知让多
少人如痴如醉，流连
忘返。

我出生在鄂西
山区 ，交通不便 ，家
境贫寒，童年自然没
有到武汉大学徜徉
花海的福分。然而 ，
散布于大山里的野
樱花，同样给了我美
好的回忆。

家乡巴东县野三
关镇位于大巴山与武陵山余脉的结合部，平均海
拔 1000 米左右，土质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很适合
樱树生长。虽不及武大樱花那么雍容华贵声名远
扬，但也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可观赏花期
更长，从低山到高山渐次绽放，时间长达一个多
月；生命力更强，或扎根悬崖，或跻身密林，或数
落荒野，物竞天择，不用人工护理；实用价值更
大，野樱花是万绿丛中一簇红，少数几株就能把
整座山装扮得多姿多彩，且成熟的果实都能食
用，兼具药用价值。

父母没条件给我们买礼物，却很会用这大自
然的馈赠来弥补憾缺。三月樱花时，堂中插几支，
粉红照四壁，浅香入心脾，家中顿时弥漫着春的
气息。一般公园用作观赏的樱花的果实不能吃，
但我们家乡的野樱花的果实能吃。樱花渐落，最
令人期待的红樱桃又开始向我们招手了。樱桃成
熟的季节，父母每次上山，都要背上背篓，不顾劳
累，摘上樱桃，连枝带叶塞满背篓，不及进门，我
们姐弟几个便蜂拥而至，顾不上洗，抓起就吃，喜
不自禁，大快朵颐。父母在旁反复提醒：“就不能
洗了吃吗？小心肚子疼！”“少吃点，吃多了上火！”

我们哪抵得住这般美味诱惑，生怕下手晚了而错
过这饕餮樱宴。等父母收拾残局时早已所剩无
几，而脸上却堆满了慈祥的笑容。

打记事起，赏樱花、吃樱桃，就成了我们家
最宝贵的亲子时刻、最难忘的春天回想。长大
后，参军到了遥远的北方，冬去春来，最为眷念
的还是那樱花红、樱花香。看到樱花，似乎就看
到了父母的音容笑貌；拿起樱桃，就回想起背
篓背回来的父恩母爱，阵阵暖流涌心头，行行
热泪夺眶出。真想跨过千山万水，亲手为父母
折回几枝樱花，背上几筐樱桃，也让年老的父
母惊喜万分！可惜军务繁忙，始终没有春天探
亲的机会，直至父母相继过世，也未能了却这
一夙愿。

今年春节终于轮到休假，近十年来没回老
家过年了，虽年过半百，仍激动不已。不能为父
母床前尽孝，带孩子为爷爷奶奶扫墓还是应该
的，另外我们家新成员还没回过老家，亲戚家刚
生了小宝宝需要看望，还有许多亲朋好友也发出
邀约。人未到家，日程已安排得满满当当。兴冲冲
一路奔袭，腊月二十六携全家回到阔别的故乡。

哪知天有不测风云，未及缓解车马劳顿之
苦，新冠肺炎疫情就陡然升级。在武汉工作的侄
子毅然退掉返乡的火车票留在江城抗疫，亲戚赶
紧取消了原定的喜宴，村组大年初一就实施封路
隔离措施，大哥家再也不能去了，一家四口作为
“外来人员”寄居大姐家隔离观察。一切都始料未
及，家人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不得相聚，战友逆
行抗疫奔赴前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每天紧
盯揪心的疫情变化，待上几小时就忍不住上阳台
透透气。看着社区工作者忙碌的身影，真想走下
楼去与他们并肩战斗！

眺望群山，成为消解压力的最好方式了。春
雷乍起，山接闪电临危不惧；冰雹急袭，山受痛
击依然挺立；雪花纷飞，山披银装尽显大气；阴
雨霏霏，山欢水笑春回大地……大山像变戏法
似的，不断地变换装扮，让我这身在故乡如异乡
的远方游子都有点不敢相认了。

居家日久，对父母的思念愈深。与山聊往
事，托星寄相思；暖酒邀明月，敬父天可知？心中
一直默念着要是山上开出那久违的樱桃红，该
多好啊！后遇连绵阴雨，也不便上阳台了，就一
心盯着大女儿备战高考，教小女儿学说话，看大
姐的小外孙上网课。

日复一日，不知不觉来到阳春三月，我居然还
滞留家乡。一天早晨，一阵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为
不扰及家人，我迅速跑到阳台，是单位催征的电
话，出来这么久，确实该回到工作岗位了。接完电
话，环顾群山，雨过初晴，眼前一亮！哇，樱花开啦，
樱花开啦！激动得如同孩子一般。

前几天还青山一色，今天悄然施上片片粉
黛，光照夺目，十分妖娆。“山深未必得春迟，处
处山樱压花枝。”三十年的等待，终得邂逅，恨不
能奔向近前，赏百媚千红，品万缕芬芳，观群蜂
飞舞，自由呼吸，跑个畅快！可爱的山樱，难道你
知道了我归期将至，姗姗而来为远方的游子送
行吗？

历经两个月的漫长等待，终于可以收拾行装
北归了。拿到返回通知书和通行证的那一刻，高
兴之余，心里还是泛着阵阵酸楚。家乡是贫困县，
亲友多以外出包点小活儿或进厂打工为生，遭此
磨难，脱贫攻坚又难上加难了。我一脸茫然，无能
为力。好在中央和地方都召开了专题部署会，但
愿今年重灾区的损失能夺回来！

终于安全顺利地返回河北了，在辖区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抽血化验，拍片检查，我们再一
次以“外来人员”身份开启又一个 14 天的隔离
模式。令人欣慰的是老家恩施州的疫情全部清
零，省会武汉也零增长。坚持就是胜利，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来临！希望亲友都能顺利找到就业
机会，诚邀错过花期的武汉朋友来北方，再赏樱
花红，共祝祖国好！

皮曙初

2020 年春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首古
老的诗句，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最温暖人
心、最鼓舞斗志的力量之一。一批来自日本的捐赠
物资，写着这样的诗句鼓舞中国人民，伊朗外长也
在推特上用这句诗声援中国。更不必说各地救援
物资、八方驰援人员奔赴湖北时，常以这样的诗句
相互激励。

这句今天读来依然美好的诗句出自《诗经·秦
风·无衣》，是我国最古老的民间歌谣之一。全诗
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
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
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
我甲兵。与子偕行！”

今天看来，在三百多篇《诗经》中，这一首的字
面意义相对容易理解，大概是说：谁说没有衣裳
穿？有我与你共战袍。天子发兵去打仗，整理戈矛，
拿起兵器，我们一同上战场。然后重要的事情说三
遍，重章叠句，酣畅淋漓。

读者不禁心生疑惑，这是要去打仗啊，是出征
前的战歌啊，却为何要说“无衣”？为何要“与子同
袍”，还要同穿内衣（泽）？

按照《毛诗序》的解释，《无衣》是一首讽谏用
兵的诗：“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
欲焉。”为《诗经》做注解的大儒毛亨、郑玄、孔颖达
们，对这一“刺用兵”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疏笺注
解，使其成为正统和权威。

《毛诗注疏》中是这么解释的：古时候朋友之
间关系密切，就相互说，“我岂曰子无衣呼？我冀欲
与子同袍”。以示双方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情意。
君王与百姓的关系也是这样，君王若能“与民同
欲”，同心同德，百姓自然愿为明君上战场，“乐致
其死”。而君王平时不与百姓“同欲”，临战时才话

“与子同袍”，这不是“同欲”而是“同怨”，所以百姓
就要诘责。

有大儒盖棺，这种讽刺、讽谏之说长期占据主
流。直到宋代，又出了一位大儒，看到了“刺”说的
牵强，于是做出新解。这就是朱熹，他在《诗集传》
中，用历史的观念，分析了《无衣》产生的背景：“秦
俗强悍，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
无衣，而与子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
矛，而与子同仇也。”

照朱熹看来，“秦人之俗，尚气概，先勇力，忘

生轻死”。诗中所写，不是百姓的讽刺与诘问，恰
是将士“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的豪情，是对
秦人“强毅果敢”的褒扬。后人称其为“美”说，并
大有追捧者。清代吴闿生认为，朱熹之说胜于旧
说，诗中所透露的豪气，“英壮迈往，非唐人《出
塞》诸诗所能及”。

《诗经·国风》收录的是各地民间歌谣。两三
千年前，每一个地方、每一“国”都有自己的民风
民俗，所谓“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诗经》
十五国风，反映出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孔
子说“郑声淫”，就是“郑风”的特色。“秦风”十
首，地域色彩也很显著。

秦国的地盘，最早在今天甘肃南部至陕西
中部一带，从地缘上看，处在商周王朝与西戎之
间。《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
后代。大禹治水，伯益辅佐有功，受到舜帝的奖
赏，又为舜帝驯养鸟兽，很有成效，于是有了封
土，赐姓嬴氏。伯益的后人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
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分封土地，让他
成为附庸国，延续了嬴氏的祀统，号称秦嬴。

周厉王无道，西戎反王室。周宣王即位，命
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结果被西戎杀
了。周宣王又召秦仲的五个儿子，再伐西戎，一
举击破。于是将封地复予秦仲后人，封为西垂大
夫。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西戎中的犬戎所
杀，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秦襄公率兵护送，平
王封襄公为诸侯，并将被西戎侵夺的岐、丰之
地，封于秦，让他们去收复。

从这一段久远的历史，可见秦是在与彪悍
的西戎作持久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秦人
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慷慨矫健，反映
在当地的民歌中，自有一种苍凉豪迈的基调在
其中。所以《汉书》中说：“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
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

汉唐儒家疏注《无衣》，以为刺的是秦康公
好战。郑玄笺曰，“以此刺康公不与民同欲”。秦

康公平常之时，岂肯言“汝百姓无衣乎？吾与子
同袍”，而其在位十一年，与晋、楚之间战事不
断，战则借口王命兴师。所以，百姓诘责讥刺秦
康公不能恤民饥寒，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为
辞耳”，而并非百姓真的指望国君与之共袍。

这个逻辑显然有些牵强，也不符合诗之语
境。反复吟诵，诗中怎么也不见诘责讥刺的语
气。倒是铿锵有力的语调，反复咏唱的节奏，自
然而然显露出一种慷慨激昂的气势。所以清代
方玉润《诗经原始》眉批：“起极矫健。”晚清陈继
揆《读风臆补》：“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
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

“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当然是后人的
附会。但是“同袍”“同泽”“同裳”所展现出来的
那种同甘苦、共患难的深厚情谊，“同仇”“偕作”
“偕行”所展现的那种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满
腔豪情，确实跃然纸上。

古时候的衣物服饰是很复杂的，所以历来
各家对“同袍”“同泽”“同裳”的注解不尽相同。
按照这首诗的语序，我倾向于这样的解释：“袍”
是外衣、战袍；“泽”是内衣、汗衣，长袍之内上身
穿的贴身之衣；“裳”是裤子，古人讲“上衣下
裳”，裳是在长袍之内的下身衣物。

从外到里，从上到下，即使是最私密的衣
物，也可以与子共享，可见关系是何等密切。春
秋早期的秦国，还是一个弱小的附庸国，地处周
之西陲，频遭西戎侵扰，可以想见百姓生活贫弱
艰难，常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憾。一句“岂曰
无衣，与子同袍”，自然充满了激励鼓动的力量。

秦人受周王之封，为周之附庸，其攻伐西
戎、征战列国的战事，自然以“王命”而动。所以
“王于兴师”，是他们普遍认同的共同使命。清末
王先谦说：“西戎杀幽王，是于周室诸侯为不共
戴天之仇，秦民敌王所忾，故曰‘同仇’也。”只是
越往后，周王室越孱弱，“王命”渐渐不过是战争
的借口。

于是我们可见一幅秦人军民磨刀擦枪、舞
戈挥戟、整装列兵的激昂场景，在“与子同袍”的
鼓动之下，军士们“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
偕行”的口号声振林越。

“与子同仇”的意思，有解释为共同的敌人
与仇恨，也有解释为“同匹”，即共用战马的意
思。从诗三章的递进关系来看，我觉得应是前
者。“同仇”意在激发起军民同仇敌忾的情绪，
“偕作”是一起操练，“偕行”则是一同出征，有了
“同仇”，方有“偕作”“偕行”、共赴前线拼死杀敌
的决心。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无衣》是秦王为楚人
申包胥所作。《左传》中记载，楚人伍子胥父兄为
平王所杀，出逃吴国，相佐吴王攻楚，大破郢都。
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哀公没答应。申包胥
靠着庭墙大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整整
七天，秦哀公大为感动，“为之赋《无衣》，九顿首
而坐，秦师乃出”。

从时间上看，申包胥乞秦师是鲁定公四年
（公元前 506年）的事，正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
秦哀公赋《无衣》被孔子收入《诗经》的可能性也
是有的，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却不好说。文史大
家金性尧先生认为，此诗当是早期的秦国军歌，
意气颇为激昂，秦哀公既然答应申包胥出师援
楚，便以此诗来慰答包胥。我以为此说更为贴切。

无论是哪代君王时期创作，也无论是为哪
种目的出征，抛开历史上附着在《诗经》上的教
化意义，我们仅从诗之文本、文气上去读去悟，
两三千年前的诗歌，至今仍能引起人们强烈共
鸣，在于其质纯朴实的语言，激越昂扬的情感，
洋溢着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

面对共同的敌人，遭遇共同的危难，人们总
是可以激发出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斗志。一种
全新的病毒，一场威胁广泛的疫情，这是人类共
同的敌人。关键时刻，人类必须团结一致，全球
同呼吸、共命运，展现共同的决心，才能战胜共
同的敌人。

正如各国人民对中国疫情的关心关注，中
国也高度关注关心全球疫情，用我们一手的抗
疫经验和大量的医疗物资，为世界人民抗击疫
情做出贡献。在送往意大利的捐赠物资上，写
着：“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

古罗马的哲言，与古老中国的诗句，蕴含着
同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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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事事

疫难见真情，“与子同袍”是人类可贵的情感

张丰

武汉方舱医院的“读书哥”，是这次疫情中最
让人感动的人之一。他只是躺在床上，阅读一本厚
厚的书籍，就能向人传递安静的力量。这一幕被记
者拍下来，他读的那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也走进
公众的视野。

这本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是学术领域罕见
的畅销书。中文版 2012 年推出，我手中的 2014 年
版，已经是第 5 次印刷了，此后也是不断重印。福
山因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与《政治秩序的
起源》成了中文世界的“网红学者”，他有 7 本书都
引进了中文版，并全部多次重印。这位姓付的“读
书哥”照片在海外社交媒体走红，获得了福山本人
的点赞转发。

福山自己多次说过，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信
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不知道付先生是
否读过这一本，但是在他身上，确实体现出了福山
所说的美德：要出院的时候，他向一位病友承诺，
帮她照顾 15岁的儿子，并且辅导他功课。这名学
生也曾感染病毒，和付先生一起治疗，同时出院。

信任和社会资本

这种超越功利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帮
助他人的做法，就是福山所说的“信任”。福山这本
书所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表现更
好，而有的国家却不行？为什么有的国家更容易创
建大型企业，而有的国家创业者却大多“富不过三
代”？

福山引入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
来解答这一问题。所谓社会资本，就是群体或组织
内部的人为了某些目的而合作的能力。信任度越
高的社会，社会资本就越充分，反之亦然。

这其实是社会学的一个老课题。涂尔干在《社
会分工论》中就谈到过这个主题，他区分了“机械
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

所谓机械团结，就是指基于血缘的家庭成员
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随着家庭圈子的扩展而逐
渐降低。人们最信任的是“核心家庭”，父母和兄弟
姐妹。接下来是有血缘的亲戚，再往外是更大的
家族。

“有机团结”则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的陌生人之
间的团结，在大城市，人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
会，必须更多依靠契约而不是血缘来生活。典型的
例子是，“现代人”缺钱时应该向金融机构借贷，而
不再是向父母讨要。城市人生活在“陌生人”组成
的社会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人们也必须
学会信任他人，否则就寸步难行。

如果把“团结”换成福山的“信任”，分析的思
路也是一样。福山的贡献在于，他详细考察了世界
主要国家的“信任”类型以及经济现代化的不同路
径。“社会资本”充足的国家，不但社会运转更为顺
畅，也更容易出现大型现代企业。而“社会资本”又
是根植于文化传统之上，福山的创见，是指出了一
个国家的传统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美国的衰弱：托克维尔到帕特南

在几本书中，福山关于美国的看法都是一
致的，他认为美国正处在让人担忧的危机中，那
就是“社会资本”正遭受严重的侵蚀。托克维尔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注意到了美国人“结社
的艺术”。以新教传统立国的美国人，喜欢创建
和加入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个
人”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

这种特性，是美国在 19世纪末到 20世纪
崛起的关键，很多大企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
起来的。在电报出现之前，纽约的批发商和西部
农场主之间，就可以凭借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
信任做生意。任何社会的创业，都是从个人和家
庭企业开始的，但是构建大型企业的关键，是勇
敢地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创始人要把经营权（最
后是大部分股权）交给别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
信任催生信贷，让公司的扩展成为可能。

美国人天生不信任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对
政府有多种限制，数量庞大的“团体”，则让美国
社会资本异常丰富。但是，福山注意到，美国的
“社会资本”正在迅速萎缩，他的《大断裂》一书，
就主要聚焦于这个问题。美国的犯罪率和离婚
率都在上升，诉讼数量剧增，这就是社会信任出
现问题的证明。社会信任良好，人们可以不必求
助于法庭的终裁就能解决纠纷，大大节约交易
成本。

除了福山，也有其他重量级学者注意到美
国“公共的衰落”这一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是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帕特南是当
今美国一流的政治学家，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
学院院长，他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美国社会资本
的衰弱”。在书的开头，他问了一个经典的问题：
闲暇的时候，你是愿意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聊天，
还是一个人去打保龄球？他有数据证明，在美国
社会选择“独自去打保龄”的人越来越多。

福山把美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归因于“个人
主义”的泛滥。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价值，是美国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当追求个人利益超过
一定限度，就会损害社会资本及人与人之间的
信任。他认为这是当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

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经济。

神奇的日本

除了美国以外，日本和德国也属于福山所
定义的“高信任社会”。作为“日裔美国人”，福山
对日本社会的分析特别精彩。

人们通常认为，中日韩这三个儒家文化影
响的社会差不多，事实上则是大谬。日本和中国
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很早就确立了“长子继承
制”，次子只能继承一小部分遗产，而次子以下
根本没有继承权，他们不得已很早就外出谋生。
他们往往拜师学习某项技艺，所以，日本有一种
“家元制”的团体，就是师徒关系的扩展，在政府
系统，这种家元制到现在也很盛行，用更现代的
说法叫派系。一个派系中的人，会有高度的团结
和那种对师傅的忠诚。

虽然同样都受儒家文化影响，日本却对其
进行了某种改造，他们更强调儒家价值观中的
“忠”，而中国社会则更看重“仁”。日本把儒家的
“忠”和武士道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一种下级对
上级的忠诚。福山特别指出，这种忠诚其实是一
种双向道德责任，下级对上级忠诚，上级对待下
级也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二战后，武士道被铲
除，但是这种关系模式却被移植到企业之中，造
就世界上最特别的“终身雇佣制”。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并没有写入法律，但是
在大企业却是老板和员工都共同遵守的“潜规
则”。企业不能随便裁员，而员工也很少为了追
求高薪而跳槽。在美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想
象。但是，这种“双向道德责任”，实际上形成了
高度的信任，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日本企业
通常会采用降薪的方式一起共渡难关，而不是
裁员。

这种高度信任最经典的表现就是丰田公司
的车间。丰田的生产线上有独特的设计，每一个
工人面前都有一个绳子，如果发现自己负责的
部分有问题，拉一下绳子，整个生产线都会停下
来。人们可能会认为，会有很多人捣乱，从而造
成生产根本无法进行，但实际上，这种信任却让
工人有了高度责任感，他们会尽量把工作做到
完美，这样出产的汽车，很少有瑕疵。相比之下，

美国通用汽车则专门设有一个质量验收管理部
门，前面环节都粗枝大叶完工，在最后一关却有
不少需要返工，造成生产力的浪费。

中国的新文化

福山认为，中国社会的“家庭主义”太过强
大，影响到大型企业的创建。改革开放之后，大
陆也进入了 40 多年的经济腾飞。某种意义上，
这得益于中国人的勤劳和创业。和大型企业相
比，以家庭创业为主的小型企业，更为灵活，转
型也更快，更有活力。

但是，家庭企业的问题在于，它本质上是一
种“低信任”的表现，尤其是公司规模达到一定
程度之后，就会面临困难。中国有一句俗语叫
“富不过三代”，很恰当地描述了这种困境。创业
者成功之后，会把儿子们送到好大学接受教育，
但是在第一代创业者老去的时候，会面临一个
继承的问题。

中华文化的传统，一直是“儿子均分”的继
承方式，这更为公平，但是对家业的发展更为不
利。一个企业，往往会拆分为两三个。或者即便
是其中一个获得授权执掌产业，但子女之间又
会面临矛盾。等到了第三代，由于家庭条件优
渥，孩子从小可能会对艺术、文学等产生兴趣，
长大不但不想像祖父辈创业时那样辛苦，甚至
对经营企业都兴趣不大。

这就需要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采用职
业经理人和股份制，但是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家
庭主义的局限，在这一步非常困难。福山认为，
大企业和小企业各有优势。大型企业可以参与
到产业链的顶端，飞机、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尤其
如此。而小企业也有好处，它更加灵活。最好的
模式，当然是大企业和小企业混合，都能协调发
展。但要做到这一步，不仅需要丰富的社会资
本，也需要政府有效地引导（产业政策）。

福山这本书出版于 1995 年，他没有来得及
观察此后中国经济的状况。正好从那时开始，中
国进入一轮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和创业
潮。事实上，在最近 20 年的创业潮中，互联网背
景的新一代创业者，很多都是自觉采用现代企
业制度，这是资本和政府产业政策相结合的产
物。过去 20 年，中国出现了华为、阿里巴巴、腾
讯这样的科技企业，已经称得上是行业巨头，后
两者都是上市公司。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
在创业者第一代就成功解决了大型机构创制
问题。

如果用福山的理论来做进一步分析的话，
这是新技术促进了新的合作和信任关系。某种
意义上说，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强调人
与人合作的创业文化。年轻一代走出家庭、热心
公益的大有人在，在这次抗疫中，我们也能看到
这种社会信任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都
能“有机团结”在一起，在募集和运输防疫物资
上，展现出很好的合作。这种强调信任的新文
化，让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有更好的期许。

“方舱读书哥”，身上闪耀着社会信任的力量

“两三千年前的诗歌，至今仍能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在于其质纯

朴实的语言，激越昂扬的情感，洋溢着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

“如果用福山的理论来分析，新技术促进了新的合作和信任关
系。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强调人与人合作的
创业文化。年轻一代走出家庭、热心公益的大有人在，在这次抗疫
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社会信任的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都能“有机团结”在一起，在募集和运输
防疫物资上，展现出很好的合作。这种强调信任的新文化，让我们对
中国经济未来有更好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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