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专栏
COLUMN

没有宽容就没有人才

○  任彦申

宽容是一种社会文明，是一种政策环境，

是对多元权利的尊重和容忍，是对手中权力的

自我约束。

宽容是处世的原则、交往的智慧、修养

的境界。宽容就是对人要大度、包容，为人要

厚重、厚道，对别人的缺点和过失多一些原谅

和宽恕，少一些计较和报复。在人的所有优点

中，最可贵、最难得的就是宽容。

宽容的前提是尊重和信任，宽容的目的是

团结和激励，宽容只有与自觉、自律相结合才

能持续健康地运行。如果借助别人的宽容而放

纵放任自己，那就破坏了宽容的环境，走向事

情的反面。

宽则得众，苛则失和，没有宽容就没有人

才。

宽容说起来容易，而要真正做到却是很难

的。

第一，允许失误，宽容失败。

允许失误，宽容失败，这是鼓励探索、激

励创新的重要文化环境。任何真理都不是一次

完成的。一个好想法都是从许多良莠错杂的想

法中筛选出来的，是经过反复调试和修补才趋

于完善的。探索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战胜

错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在探

索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认识，都是不完善或不

正确的，如果一出现失误就指责、就怀疑、就

封杀，那就等于堵塞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使任

何的研究探索、改革创新都不可能进行。在自

然科学研究中要允许失误和失败，在社会科学

研究中也应当允许失误和失败。

第二，不能一次犯错误就“永不叙录”。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一个人才犯过

一次错误就被列入另册，打入冷宫，永远不予

信任和重用，那是多大的人才浪费！列宁说：

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

的经验对人的教育更深刻、更难忘。一个犯过

错误的人，一旦汲取了教训，可能变得更聪

明、更成熟，增加了免疫力，以后走的弯路会

更少一些。历史上齐桓公所以能称霸春秋，得

益于重用管仲。而管仲曾经是一个支持政敌、

险些置齐桓公于死地的“仇人”。唐太宗重用

的诤臣魏徵也曾经是一个“站队站错了，犯过

方向路线错误”的人。如果你能把自己的政敌

转化为自己的朋友，那岂不是消灭政敌的最好

办法！

古代的帝王为了中兴大业，尚能捐弃前

嫌、用贤不记仇，今天为了民族复兴，我们更

应当有“解放全人类”的气魄和雅量。要善于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善于起用一切可用之才，

并尽可能把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第三，不能一有争议就搁置不用。

人们看人，从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对一个人才有不同看法是很

正常的。越是地位重要、人们寄予厚望的人，

往往议论越多；越是改革创新型的人才，往往

争论越大。各个单位的一把手，在选举中得票

都不是最高的。

用人要注意公论。在民意调查中得票很

低的人，说明群众威信不高或形象不好，不宜

重用。而在民意调查中得票最高的人，往往也

不是最佳人才。真正有希望的人可能在有争议

的人中。民意调查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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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不可全信。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适

用区间，一旦超出适用区间，真理就会变

成谬误。知情是参与的前提，如果知情面

很窄，参与面很宽，其结果必然是范围越

广，失真度越高。因此，民意调查的结果

只能作为粗略的参考，不能作为精确的依

据。如果以民意调查的得票多少为序来选

取人才，看起来很民主，其实是“民主”

有余、科学不足。

对于有争议的人才必须冷静地加以

分析：哪些人有意见？有什么意见？这些

意见正确不正确？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

心？如果一有不同意见，就搁置不用，那

可能埋没了真正的人才，耽误了改革创新

事业，助长了平庸之风。

对待群众的议论，孔夫子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办法。他认为乡人皆好未必好，乡

人皆恶未必恶，只有全乡所有的好人都喜

欢、全乡所有的恶人都厌恶的人，那才是

真正的好人。

第四，不要冷遇不驯服的人才。

大凡有本事的人容易心高气盛，他

们富有才气和锐气，也多少带有点傲气和

狂气，有时表现得不那么听话和驯服。而

有些领导者总是喜欢那些比较听话的、乖

巧的人才，而对那些不大听话、不够驯服

的人才则予以排斥、冷遇，甚至想找个机

会去“治治他”。这是一种很不开明的行

为。

选人才不是选奴才、养宠物。用人才

的目的是为了干事业、出成果，而不是仅

仅为了让他听话、讨自己欢心。 如果有两

个歌唱演员，一个虽然不大听话，但演唱

水平很高，出场能卖座，观众很喜欢；另

一个虽然很听话，但演唱水平不高，出场

不卖座，观众不喜欢，作为一个剧院老板

聘任哪一位呢？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在选人用人上，必须秉以公心，事业为

重，唯才是举，听话出活的人才要重用，

不大听话能出活的人才也要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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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调到最后跟读者调查表一起
或读者调查表弄上来

读者反馈表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好！

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水木清华》杂志。希望您协助我

们完成以下的问卷调查，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

改进，为您提供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谢谢！

1. 您阅读了总第33期《水木清华》杂志的多少内容

□几乎全部  □大部分  □一半  □一少半  □很少一部分

2. 您对《水木清华》的总体印象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3. 您对本刊设计及印刷的整体印象

□很好  □好  □一般  □不喜欢

4. 您对本刊各栏目文章的满意度

读者反馈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动态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特稿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封面人物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人物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观点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大师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文化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招生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专栏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5. 本期您最喜欢的栏目/文章是：

6. 您在杂志内容、设计、印刷等方面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姓名              入学年份        系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问卷填好后请寄回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

厦A座1210，邮编：100084  或传真至010-62797336，或

发邮件至txl@tsinghua.org.cn参与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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