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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修身一词，
最早见于《墨子·非儒》篇：“远施周
偏，近以修身。”修身，就是努力提高
自己的品德修养，使之达到尽善尽
美的境界。古人非常重视修身，把
它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有一段论
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
其家者，先修其身。”如今，时代虽然
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的修身伦
理思想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重视克己
修身的民族。其修身思想集中体现
在：一是强调了修身的意义和作用，
认为修身是做人的根本，做人必须
立德修身。《礼记·大学》里明确提
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为本。”即上自天子下至普通老
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根本。齐家、治
国、平天下这样的家国大事，也要从
修身开始。修身虽然是一种内在的

道德实践，但其不仅对个人具有突
出意义，而且对政治社会秩序有着
重要引导作用，是治国、平天下的起
点。《论语·宪问》中讲修己以敬、修
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提出了
修身的社会功能。《礼记·中庸》作了
进一步阐发，“知所以修身，则知所
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
下国家矣”。二是明确了修身的内
涵和标准。修身，包括修心、养德、
守志、尊道四层境界。孔子讲克己
复礼，其中“礼”就是修身的内涵和
标准，要眼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
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宋代
理学家把修身的内涵和标准发展为
天理。具体而言，有三达德（知仁
勇）、四端（仁义礼智）、五常（仁义礼
智信）等，包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诸多内
容，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和
价值观念。三是阐明了修身的方法
和路径。中国传统修身方法有多
种，但总的来说有两大路径：明理与

去欲。也就是说，修身，一方面要约
束“小我”的私欲和私心，时刻注意
克己改过，这是修身的入手；另一方
面要树立“大我”，乃至达到天地合
一的境界，这是道德修养的根本保
证。

中国传统修身理论作为一笔宝
贵的精神文明财富，影响和启发了
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传统修身思
想曾经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使中华民族成为举世闻名
的礼仪之邦。中国历史上众多青史
留名的人物，无一不是修身有得进
而做出一番事业的。如诸葛亮以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的静思反省来使自己尽善尽美，
以俭朴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曾
国藩从31岁开始系统地修身实践，
一直贯穿了他的后半生，即使在战
场上，他仍然坚持每天“三省吾身”。

（选自《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读
本》，部分文字有改动）

论修身
孔子观欹器

孔子为春秋末期鲁国的思想家、教育家、政
治家，开创儒家之风。他一生不懈地教化民众，
要人们将修身作为第一要义。

一天，孔子在参观鲁桓公的宗庙时，看到桓
公座位右边有一件欹（qī）器，那是一个圆锥陶
壶，两头尖中间大，在壶身上部有两个小小的提
手。孔子就向守庙的人询问：“这个器具是做什
么用的？”守庙的人说：“这就是放置在座位右边
的器具啊。”孔子说：“我听说放在座右的器具，
空着时就倾向一边，注入一半水就能正放，装满
了水就会翻。”说完后他让弟子往里面灌水。弟
子舀水灌进欹器。果然，灌了一半时，欹器平平
正正；灌满了，欹器一下子翻了过来；水流空了，
欹器又倾向一边。于是孔子有感而发，叹道：

“世上没有不因自满而翻倒的啊！”孔子的弟子
子路向老师请教：“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保持
盈满呢？”孔子说：“如果一个人聪敏多智，就要
懂得在某些方面保持愚拙；如果一个人立了很
大的功劳，就要懂得谦让；如果一个人有非常大
的力气，就要懂得对一些事心存敬畏；如果一个
人富有天下，就要懂得适时地谦逊。”

孔子带弟子参观鲁桓公宗庙看到的欹器，
本来是人民群众利用重力原理发明的生活器
具，鲁桓公将其置于座右，以提醒自己不要自
满。孔子更是从中看出人生哲理：满招损，谦受
益。孔子的这段话对人们修身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选自《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读本》，部分文字
有改动）

翻看测评时心动“种草”，入手
产品后却发觉“被坑”……近年来，
一些第三方测评虚假宣传、商测一
体，为吸引流量、快速变现而耍起
花招，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也扰
乱了市场环境。

业内人士认为，面对消费者的
现实需求，第三方测评不应偏离公
正真实的轨道，亟须规范发展、回
归本源。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变味的“测评”

3月30日一大早，在海淀建材
城西路一超市店外，一纸“暂停营
业”的告示让顾客心里拔凉。据报
道，涉事店铺为汉食生鲜生活超市
沁春汇店，不少消费者储值卡里的钱
还没花完，有人头天刚储值千元，第
二天店内就已漆黑一片。负责登记的
居委会工作人员说，当天已有几百人
登记，储值余额最多的超过两万元。

商家收了钱就跑路，消费者维
权难，一直是消费领域的民生痛
点。当下，随着消费热到来，在预
付费陷阱上栽跟头的顾客也多了
起来。近日，某知名瑜伽公司“爆
雷”也引发大量关注，缴纳了大额
学费的学员中，一些人因维权成本
过高表示放弃维权；“少儿课外机
构跑路”等话题更是时有所闻。

预付式消费本是商家回笼资

金、消费者买到实惠的双赢模式。
然而，一些商家利用该模式的漏
洞，恶意跑路，严重损害办卡者的
权益。从交易过程中看，预付卡是
顾客发给商家的信任卡，是商家诚
信指数的检测卡，无论如何也不该
沦为圈钱卡、套路卡。如今正是消
费回暖期，市场更需要互惠互利、激
发潜力的良性交易方式，而不是任
由“预付费陷阱”泼冷水、割韭菜。

针对预付卡乱象，多地都在探
索破解之策。以北京为例，2021
年，朝阳区推出“预存宝”，以银行名
义开设资金存管账户和运营平台，
对经平台流转的资金进行100%存
管；去年6月，《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
管理条例》正式施行，通过7日内“未
开卡”可全额退款、没提供商品和服
务一次性退余额、“预付费资金”将

有存管银行等规定，给预付卡戴上
法律紧箍。

频发的商家跑路现象，也在反
向拷问法律和市场规定的可操作
性和执行力度。只有把老百姓身
边的“预付卡陷阱”铲平了，霸气十
足的法规才算真正落地见效。

以跑路的形式侵吞消费者的
钱财，性质与抢钱无异。杜绝这一
乱象，既需要从源头上规避风险，
让想跑路的商家无处蒸发；也需要
加强资金监管、处罚不法商家，起
到约束和震慑作用。同时，消费者
在注册会员、预付资金时，也要细
看商家资质和合同解除或违约责
任，注意保留证据而不轻信口头承
诺。毕竟，办卡前多麻烦一点，是
为了办卡后少堵心一点。

据《北京晚报》作者 辛音

消费复苏不容“预付费陷阱”添堵

丰子恺先生有一幅漫画，在晴好的春日，于室外桃花树旁置一方桌，三面各设竹椅，并化用古人诗句说，“小
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桃花”，盖漫话也。新媒体时代，信息膨胀，贩卖焦虑，冷静的漫话越发显得可贵，也
很有必要。今日起，本报开设“两河漫话”栏目，谈古论今，为认识、分析社会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一套80平方米只有铁架子、没有完整的墙
体房间和屋顶的房子，居然要卖270万元。更为
离奇的是还吸引了很多购房者去看，只因它有
学区概念，有温州六中（即温州市实验中学）总
校明年的上学名额。这不是离奇的故事，而是
荒诞的现实。日前，温州一位房产经纪人发布
学区房信息，其“卖相”和价格令网友大呼震惊。

单就温州这个简陋却昂贵的“学区房”，人
们争论房价多少、值不值得买，看似都没超过买
卖自由的范围。实际上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
来看，该学区房的售卖行为是否合法，在法律上
值得商榷。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应当
享有真实、准确的信息，并且价格应当公平合
理。然而，该房子本身并没有正常的房屋结构，
根本没法实现居住功能，失去了房子的基本属
性，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律师提醒，购买
此类房子可能存在产权争议等问题，所谓学区
也可能面临分流调配，购房时需谨慎考虑。

其次，从教育资源公平分配角度来看，学区
房带有学校名额的现象已经不是新鲜事。但
是，学校名额应当如何分配，是否需要建立更加
公平易被公众接受的分配机制？

事出蹊跷必有妖。温州这套当地头部学
区的奇葩房，实际上卖的不是房子，而是名额。
温州这套被房产经纪人称为“神奇的铁架子”的
房子，残损却还卖出高价只是表象，背后透露出
市场对学区房的追捧扭曲到何等荒唐地步。这
需要各方面在遏制高价学区房、平衡教育资源、
实现教育公平方面继续努力。

据《钱江晚报》作者 项向荣

畸形学区房还需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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