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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说教，也谈不上指导。 

只是分享，大家一起探讨！ 

欢迎不同意见，真理越辩越明！ 

 



从高中生到大学新生，再到大学老生，
同学们一定经历了很多，有很多感触！ 

以下问题可能是大家在思考的： 

如何学习？没有标准答案了怎么办？ 

大学该怎么过？ 

如何为将来做准备？ 



大学与中学的联系与区别 

学习和生活： 

中学里，在学校被老师管，在家里被家长管，
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思考的时间。学习
是为了考试，不用自己制定目标。每天都是昨
天的延续！本应最奔放的人生阶段却过着最暗
无天日的生活。 

大学里，很少监督，学习可以与考试无关。学
习什么自己可以做主。时间上有自由。可以自
己制定目标。每天都可以是明天。但，也有些
人在本应最努力规划人生的阶段却过着最放任
的生活。也有些人很努力，但却只是延续着高
中的节奏继续着“昨天的延续”，无谓地消耗
着生命！ 



回到题目，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卓越？ 

从一个例子开始：珠穆朗玛峰登顶是挑战人
类极限的快乐，还是吃饱了饭撑的自找苦吃？ 

为何有这种差别巨大的理解？根子在于在匮乏
社会中形成的儒家文化的功利主义，重利益而
轻精神！ 

儒家文化有优秀传统，华夏文明是世界上唯一
一脉相承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儒家文化。 

但因形成于匮乏社会，也有不合时代的方面，
极端功利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方面。 



什么是匮乏社会？ 

相应的，什么是丰裕社会？ 

 

两个概念：匮乏社会和丰裕社会 

简单而言，“匮乏社会”是指衣食堪忧
的社会，包含物质匮乏和信息匮乏。 

“丰裕社会”是指衣食无忧的社会，包
含物质丰裕和信息丰裕。 



中国历史是匮乏社会的历史！ 

 

农业社会难于丰裕，这是由于生产资料与
人口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马尔萨斯已作
了阐述。 

中国因为重农抑商，形成了纯粹的农业文
明。 

农业文明是属于典型的匮乏社会。 

工业文明才有可能使人类进入丰裕社会。 



中国历史的特产：“两脚羊” 

两脚羊释义：指被当作食物吃的人。 

宋代庄绰《鸡肋编》卷中：“老瘦
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
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
‘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人一·人
肉》：“古今乱兵食人肉，谓之想
肉，或谓之两脚羊。” 

鲁迅《准风月谈·抄靶子》：“ 黄
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
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
‘两脚羊’。” 



中国历史上历来物质匮乏，饿死人不算大

事：“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没人性！！！却被奉为学者的楷模。 

程朱理学：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南宋的朱熹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出处： 

北宋《程氏遗书》卷二十二，载有程颐与人的
一段对话：“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
如何?’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取(娶)，以配
身也。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

‘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
小，失节事极大。’”  

鲁迅：吃人的礼教！批评得好爽！五四运
动时的“打倒孔家店”。 

中国历史上饿死人是常事：电影《1942》 



贫困对人的影响，最新研究 ：导致风险厌恶；

穷人会有比较高的贴现率；穷人会有更高的焦
虑程度和更低的幸福感（幸福和收入是严格正
相关的）；在贫困状态下个体更可能按照习惯
来行动，而非按照目标来决策。（Haushofer and 

Fehr, Science, 2014） 

负面的情绪会导致体
内的皮质醇
（Cortisol）含量升
高，而后者又与更保
守的风险态度和更不
耐心的决定相关
（Haushofer and Fehr, 

Science, 2014） 



历史上的长期物质贫困对人和社会的影响 

对心理的影响：保守、吝啬、贪财、暴
躁、不遵守规则、漠视生命！ 



历史上的长期物质贫困对人和社会的影响 

导致权力和腐败心理根深蒂固。这既是
制度的问题，也是心理问题（文化问题）。 



除了物质上的长期贫困，还有精神上的长
期贫困，如历代的文字狱，还有文革。 

文革是物质加精神的双重贫困！ 

文革发生了什么： 
高层领导遭残酷迫害； 

儿女揭发父母； 

夫妻互相揭发； 

学生批斗老师； 

知识越多越反动； 

大学关闭白卷万岁，知识分子继元朝之后再次成为
“臭老九” 

………… 



文革时惨无人道的批斗（刘少奇、彭德怀等） 



陈毅之子陈小鲁及校友回中学母校为
批斗老师正式道歉。 



长期的精神贫困和扭曲社会的经历对人的影响：
正义和公德丧失。广场舞、扶老人被讹都可追
溯到文革。 



彭宇案：扶老人被讹。“坏人变老了？” 



1959-1961年饿死的人 

主流思想：越穷越革命！ 

59-61年，官方数字非正常死亡1500

万人，4000余万人口减少。 

历史上饿死人是常事 

电影《1942》 

将来可拍《1961》 



总结一下30后40后50后们经历什么？ 

1957年反右：文字狱主要批斗知识分子 

1958-1960的大跃进：1958年钱学森发表
文章解释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 

1959-1961饥荒：非正常死亡1.5千万 

1966-1976文革：知识分子又一次彻底成
为臭老九。元代的等级制度：一官，二吏，
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
九儒，十丐 



这种社会运动造成的后果： 

说谎、告密、欺骗、批斗、暴力成为一
些人的主导思维； 

功利主义、厚黑学成为显学。 

一些60后70后80后被迫浸淫其中，很难
自拔。 

90后将面对的上司和长辈（60后70后80

后），有些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的；
价值观的剧烈冲突在所难免，尤其在当今
严重的官僚主义功利主义作风之下。 



 

以上是匮乏社会发生的历史及问题，
希望永远成为历史！ 

 

以后的丰裕社会将会如何？这是属于
90后的时代！ 

 

 



文革后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
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2006年1月1日起废除《农业税条例》，
标志着中国准备告别农业文明。 

2015年提出“产能过剩”，标志着中国
步入工业时代。但要建立工业文明尚需时
日！ 

90后基本不知道挨饿的滋味！ 



为何有啃老族？ 

长大不成人。 

责任在孩子还是在父母？无疑在父母！ 

啃老族的父母是谁？主要是60后。这代人赶上
了改革开放，能吃饱肚子，物质生活好了。但
为何反而在教育上出现巨大失败？这也是由于
匮乏社会向丰裕社会转变中出现的现象。与儒
家的功利主义在此时得于盛行有关 。功利主义
者好面子，为出人头地学习没有培养自立精神
习惯了依赖。首先是父母教育的失败！ 



幸运的90后将面对的困境： 

物质上，在丰裕社会中长大，形成
了丰裕思维。 

精神上，面对的是匮乏思维的人和
事，并为之所困。 

自身的丰裕思维与社会的匮乏思维
时刻在搏斗。可能造成人格分裂。 



但90后也面对机遇和希望 

2015年正式提出产能过剩，90年出生的已25岁
了，99年出生的16岁。 

到2025年， 90后全面进入社会。 90年出生的
35岁了，99年出生也将26岁了。 

阳光的90后 

（来自网上） 



传统的匮乏社会成长的几代人将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 

到2025年，有强烈匮乏社会烙印的几代人基
本退出历史舞台。 主要是40后和50后，59年出
生的到那时已66岁。 

而90后的年龄将在26-35之间，是锐意进取的
年龄，处黄金年华。 



90后大学生需要实现的蝶变 

 

从中小学的“寻找标准答案”到“寻找问
题” 

人生最重要的素质：独立思考、自我学习、好奇心、
勇于探索的勇气、自律等。 

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全面压制这些素质，只训练寻找标
准答案的能力。听话盲从才是好学生，质疑是最大的
缺点。这些都是思维和性格的“毒素”！ 

大学是唯一的阶段可化解这些毒素，并为将来做准备
。 

大学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寻找问题的能力！ 



如何获得“寻找问题”的能力 
思维能力是关键：质疑是思想的开始。不迷信
老师和课本。 

考试、分数与能力：避免“大学是高中的延续
”！在大学里，机械知识的掌握与思维能力的
提高如何平衡？在注重考查机械知识的评价体
系中，80分与95分有区别吗？许多机械的知识
很快会被淘汰。 

中学教育的目的在选拔，所以考试是重点；大
学是达标，所以思想和创新才应是重点。 

若大学和大学老师还停留在选拔思维的水平上
过分强调快掉牙机械知识，该怎么办？很难办
！ 



丰裕社会中老师和家长的职责 
• 是发现优点，不是纠正缺点！ 

       所以，激发自信心和自尊心是要务！ 

       所以，提高审美能力是要务；教育其实就是审美。 

• 知识是学来的，不是教来的！ 

       所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是要务 

       所以，提高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是要务 

       所以，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是要务 

• 人应活在未来 

       所以，建立前瞻性思维是要务（不只是升学） 

• 使学生不迷信，包括老师和任何权威。立足自己！独
立思考！好奇！质疑！ 

• 打开一扇窗户，让学生看到窗外的精彩；自己去探究 



大学毕业时应收获什么？ 

对梦想的追求！有梦想，敢追求！中国梦
还是美国梦！发现自己的兴趣。 

独立思考 

敢于质疑 

勇于行动 

预见性：对自己、对社会、对将来。 

但，以上都只是表象！ 

那核心是什么？ 



大学毕业时应收获什么？ 

 

审美能力是核心：《可怕的对称》一
书 

 

审美与科研：爱因斯坦的小提琴、狄拉克
发现负电子 

 

在大学里，遇良师，逢益友！人生的幸运。 

俞敏洪的哥们。比尔盖茨的哥们。 



中国的教育问题 

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
出人才？” 

“为何解放后的人才无法与民国时相
比？” 



钱学森说的人才，其定位应是适应现代国
际竞争的人才。 

如此，则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
历史上的教育从没把这种人才培养当目标！ 

科举：为皇室选拔奴才。1905年废除。 

高考：选拔螺丝钉。“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民国没有科举，也没有高考，所以人才辈出！？ 

 



另外，杰出人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吗？是，
还是不是，这是个问题！ 

 

本质而言，杰出人才是自我培养的，与自我教
育最相关，与家庭也有关，但与学校教育关系
最小。爱因斯坦、爱迪生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么，学校在这方面该起什么作用？不要扼杀
天才就可以了！ 

学校虽然在培养杰出人才上作用有限，但在扼
杀杰出人才方面则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
过去的几十年就属于这个现象，形成了钱学森
之问。比如扼杀好奇心！“就你问题多”，不
许提与课本无关的问题。 



中国的教育的几个节点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607年，隋朝大业三年开始科举考试。 

1905年废除科举（经历了1300多年），全面否
定传统教育 

1911年清朝结束，全面否定中国的政治体制。 

1919年五四时“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传统文
化，之后的共产党的成立和新中国的建立以外
来理论为基础。自然科学开始开课！ 

文革1967-1976年，大学关闭。反传统、反教
育、反科学。 

中国的教育方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
的劳动者”？ 



传统的教育功利化思想需改变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反映的是教育的功利思想：出名、得利。都
只是为了生存。 

教育功利化是匮乏社会的常态。 

丰裕社会来临了 



49年后建立大学的驱动力：培养螺丝钉 
 
 

行业培训的宗旨建大学：地质类、矿业类、
石油类、邮电类、师范类、农业类、医学类、
水利水电类、外语类、经济金融类、等 
 

与培养螺丝钉的教育方针相符！教育沦为
培训！ 

 
未来呢？培训交给职业学校，大学办教育。 



只进行行业培训的中国大学 
 

外语类 
农业类 

水利水电类 
师范类 
医学类 
邮电类 

经济金融类 
等等 

 
都是为了培养螺丝钉而设，必须改变！ 



中国的大学和教育方针的未来趋势 
 

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高校行业培训的、培
养“螺丝钉”的教育方针解决了中国的燃眉之急
。（相当于要致富的第一代） 
现在中国GDP世界第二，高校应回归教育！从生
产“物”（螺丝钉），到培养些“人”（仰望星
空的人）。这是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这是富
二代。 
可以预见，中国的教育思维将面临巨变！需要
培养第三代的“贵族”。让中国人“贵”起来！ 



丰裕社会办学的新趋势 
 

政府不包大学生就业了，但依然垄断着大
学入学权利。甚至搞大学（教育）产业化。
老百姓交钱上大学，却买不到合格的大学
教育（产品）。矛盾将愈演愈烈。 

打破教育垄断（政府垄断）成为必然。 

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建立私立学校！ 

尤其是国际水平的私立大学！ 



快乐与成功对立吗？ 

儒家认为是对立！ 
 

传统老师：读书很难，很枯燥，坐冷板凳，所
以要努力才能做好！不断克服困难才能做好！

要成功就得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
上人”。“虎妈狼爸”。 

现代老师：读书有趣，也很不难，只要你喜欢
，一定能做好！追求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快

乐！要成功必须快乐！ 



四个孩子里面老大、老
二、老三都在北大读书，
老四现在在中央音乐学
院附中学古筝。 

“棍棒底下出孝子？” 

“我都是为你好”现象 

“狼爸”萧百佑：“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
大”。不打，不一定是不是进不进北大的问题，
是成不了好孩子的问题。 

http://news.qq.com/a/20111116/000315.htm 



可怕的还有“虎妈”！“我都是为你好” 

自称“虎妈”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美籍华裔
蔡美儿的书《虎妈战歌》，谈如何对子女严格要
求，让他们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 

但成绩等于成功吗？进好大学等于成功吗？ 

http://edu.ifeng.com/news/special/humazhange/content-

2/detail_2011_01/27/4472735_0.shtml 

http://edu.ifeng.com/news/special/humazhange/content-2/detail_2011_01/27/4472654_0.shtml


“为你好”现象的本质 

 

“为你好”现象的根本的问题是对人缺乏尊重。 

是继包办婚姻之后应被改变的社会现象。 

当初的包办婚姻也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帜进
行的。 

 



学校教育与社会期望 

 

• 幼儿园：好好学习，上个好小学 

• 小学生：好好学习，考上好初中 

• 初中生：好好学习，考上好高中 

• 高中生：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 

• 大学生：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 

• 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你怎么除了学习啥都不
会啊！或者“毕业就是失业”！ 

教育成了科举！继续培养现代的孔乙己！学习
着老掉牙的知识，如“茴字有几种写法”。 



《中国高考状元职场状
况调查》的报告显示：
1977年至2008年，32

年间全国各地1000余
名高考 “状元”中，
没发现一位是做学问、
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
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
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http://cq.qq.com/a/20090622/000211.htm 



 

既然匮乏社会的传统教育陷入了困境， 

 

丰裕社会下现代教育该怎么办？ 

 



匮乏社会与丰裕社会里教育的视角 

教与学的变化 

匮乏社会的“教与学”图景：老师和师
傅高高在上，垄断着知识！没有平等！带
出徒弟饿死师傅；老师可以打板子！ 

丰裕社会中教师不再享有对知识的垄断：
互联网与信息化 

照本宣科的老师、只会教授机械知识的
大学老师如何生存？ 



匮乏社会与丰裕社会里教育的视角 

长板理论、短板理论与创意理论 

短板理论：只有自己的板子，桶自己用。匮乏
社会的模式。改善缺点是要务。比如高考！ 

长板理论：自己有长板，组合别人的长板，大
家共享桶。丰裕社会的模式。 

创意理论：自己甚至可以没有板子，但有极好
的创意，提出桶的新用途。互联（网）社会的
模式。 

发展优点才是要务：称职的老师应发现优点，
鼓励优点。每个学生都可爱！ 



责任教育与感恩教育 

 

感恩教育与回报预期：是匮乏社会的产物！养儿
防老。教育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手段。是人
身依附，而不是个性独立！ 

责任教育与传承精神：丰裕社会的要求。对自己
负责、对社会负责。做一个公民！是公民教育！
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的趋势！有责任的人感恩是
内生的，不需要灌输！ 

 

在丰裕社会里传承是感恩的最好方式。父母与老
师的传承！ 



中国感恩教育的典范：二十四
孝的故事晋代郭巨“埋儿奉母
”。 

本质上是灭绝人性，令人不寒
而栗！是糟粕，与现代观念相
悖！与儒家人本思想也相悖。 

说明儒家体系缺乏基本
的逻辑能力。这也是中
国传统哲学的短板。 



扎克伯格，1984年生。在女儿降生之际,夫妇
俩宣布捐赠其450亿美元市值的99%。但家庭生
活节俭。是责任教育或公民教育的典范！ 

 “夏虫不可语于冰,笃于时也;井蛙不可语于
海,拘于虚也; 曲士不可语于道,束于教也。” 

责任教育的典范 



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 

知识的来源：不是别人教的（应试教
育），而是自己学的（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应是中心。 

 

从这种意义上，教育就是培养“自律”
和“自我激励”的人。 



“三碗饭与万碗饭”现象 
 

若一个人吃饱需要3碗饭，则有1碗了还得饿肚
子，有2碗了是半饱。有3碗了，能饱肚子了。
幸福感满满的！ 

之后呢，人还可以有何追求呢？在中国，很多
人就此满足。理想实现了！之后过上了幸福生
活！创业成功！ 

这是三碗饭现象！知足常乐的三碗饭现象！  

“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历史中
每一个朝代的百姓向往的理想生活。 



也有更努力进取的人： 

非常努力追求10碗饭，之后是100碗饭，之
后是1000碗饭，之后是10000碗饭，…… 
虽然那多余的饭是几乎没有用的。放久了
发霉，还是个负担。但放在那就图个心里
高兴！这就是万碗饭现象！积极进取的万
碗饭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在匮乏社会生活时间长了，
长期的饥饿造就了极度的安全感缺乏，最
关心的问题是以后还会不会挨饿。思维能
力超不出“饭”。 

可笑吗？ 



是很可笑！但现实中常有！ 

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被抓后
曾这样感慨：“不头疼如何赚钱，只
头疼如何藏钱。”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
马超群，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现金
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
套。现金被装在40多个水果箱中，有
的甚至已有发霉迹象。由于钱太多，
马超群还租了房子专门放钱，屋内铁
皮箱里装满了钱。 



 

烧坏4台点钞机的魏鹏远：国家能源局
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的家中被搜出现
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为清点这些
现金，当场烧坏4台点钞机。 

2亿元现金约有1.15吨。 

 



创业第一步成功了！第二步却却造成
了悲剧！ 

 

80和90年代以来，很多挣了很多钱、
获得了巨大权力的人最后误入歧途。
炫富、赌博、纵容子女、犯罪，甚至
家破人亡、身败名裂。 

 

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 



“饭与螃蟹”现象： 

多元而进取的社会 

 

有了三碗饭之后为何不去尝试螃蟹、
西红柿，等等？西红柿曾被认为剧毒 

形成丰裕思维的“饭与螃蟹”现象？ 

“万碗饭现象”与“饭与螃蟹现象”,
这就是匮乏思维与丰裕思维造就的天
壤之别！ 



构建安全感丰裕的社会 
 

个人创业有成了，有钱了，就需要突破
万碗饭的思维方式。 

国家经济发展了，强大了，就需要突破
GDP的思维方式，需要更注重民生。 

匮乏社会造就了安全感缺乏，不但是个
人的， 还是社会体制的。 

丰裕社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安全感，构
建安全感丰裕的社会。 

如何构建呢？ 



尊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构建
安全感丰裕的社会的根基！这也是核心价
值观所强调的！ 

 

这些是大家今后的方向！ 

 

将是大家最大的创业所在！ 

 

需要全方位的创新！ 

 

大家共同努力！ 



观屈原祠有感： 

儒家文化的成功人生主要是：吃饱穿暖、出人
头地、光宗耀祖、流芳百世。 

这是功利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典型的匮乏社会
思维的产物。典型的“万碗饭现象”。 

以我们在秭归实习的屈原的故乡的屈原祠为例！ 

在屈原时代儒家只是一个流派。屈原是贵族，
儒家能否进入屈原的视线是个问题！ 

现在的屈原祠是以儒家的思路建起来的！ 



屈原祠门口有八个字：孤忠、流芳、 光争
日月。典型的儒家功利主义的解读。 



屈原需要这种功利主义解读吗？ 

建屈原祠可以有两种思路： 

一是给老百姓看的，正如现在的情形。为了宣
传，自上而下。屈原被神化、被仰望、被楷模。 

二是给屈原这种人看的，同时也给老百姓看。
是为了文明、教化，注重历史的复原。屈原就
是你我的一员，平视即可。 

屈原的魂灵若来到屈原祠会作何感想？他希望
自己是哪种形象？ 



儒家所谓的成功人生对屈原有意义吗？ 

吃饱穿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流
芳百世。屈原看来都实现了。 

屈原一生下来就不用为这些发愁：出
人头地、光宗耀祖。 

只剩流芳百世了，他也做到了。 

但，这是屈原的理想吗？ 



屈原是个浪漫主义诗人。《离骚》表达的
是个体对生命和世界的理解和爱，开启了
张扬个性“香草美人”的文学形式。突破
了《诗经》，升华了。 

还有九歌、招魂、天问、九章、卜居等。 

儒家把做官（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最
高理想，这是匮乏思维的孔子的理想。孔
子没落贵族出生，一生流浪曾缺吃少穿！ 

屈原呢？典型的丰裕思维！个性张扬、自
我实现、悲天悯人。 



所以，儒家培养的功利主义的书生要理解
屈原是很难的！频道都不一样！ 

屈原的魂灵看了屈原祠可能会失望的！ 

应当建一个屈原的魂灵看了会感到欣慰的
屈原祠！ 

是文明、是教化！是历史的复原！而不是
被神化、被仰望！ 



90后的短板 

应试教育的产物 

 



中国每十年一大变 
这个时代需要的人才 

 
 

需要活在未来的人 

 
需要具备领导力、前瞻性的人 



中国已从匮乏社会进入丰裕社会 
 

这将引发系列的社会变革 
 

变革的主力军将是90后 
 

90后们，任重道远 
 

加油，同学们！ 



? 

? 
? 
?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