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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比较中增强自信

当一个人对别人不切实际地美化、

盲从、迷信的时候，是很难做到真正自

信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不

自信，往往也是因为对于西方世界了解

太少，以至于“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

随人话短长”。因此，客观全面地认识

外面的世界，才更有利于增强我们的自

信。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世

界发生了一系列骤变，中国也伴随着各

种思潮一路走过，当时很多人心里难免

有疑问：我们的主义是否科学？红旗到

底能打多久？我们是不是走在一条充满

希望的道路上？很多人也是抱着看看外

面的世界究竟怎样的想法，走出了国门。

西方世界一直致力于向世界推销他

们的民主模式。如果研究美国的竞选制

度，会发现那里面有很多竞选策略。其

实西方搞多党制民主、竞选民主、议会

民主，都仅仅是表象。美国选举的历史

告诉人们一个冷峻的事实，不管形式上

如何让人眼花缭乱，权力最终总是会落

在那些大政治家族中、落在大财团控制

的代理人中。

同样，如果近距离、长时间观察西

方也会发现，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很

多事情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西方不了

解、美化、盲从，以至于一叶障目、不

见泰山。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西

方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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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模式绝不

是没有问题，政治腐败、两极分化、社

会分裂、文化堕落等老问题，根本没有

得到彻底解决。

比如，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竟然有几千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有几百万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这些

事例都暴露出这个头号资本帝国的确

是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实际上，

西方一些务实的经济学家也都指出自

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漏洞，而我们一些

人却仍然为经济自由主义唱赞歌，颇

似“中山国之糟”。

再比如在学术领域，同样的道理如

果换个洋说法就更加理直气壮，用中国

自己的话去表达就觉得不够档次和气

派。解放战争中，毛主席提出十大军事

原则，其中一条是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

一指，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力图打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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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避免击溃战。我们的老祖

宗在《孙子兵法》中就提出过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思

想。但是对于这些珍贵的思想，

很多人不以为然，视而不见。

学习了博弈论，从数学上建立

了模型，论证了打仗为什么人

多的一方总是比较容易战胜人

少的一方的道理，并且找到了

拿破仑的例子为依据，这才开

始相信自家的战略战术思想。

这种相信西方教科书，而不相

信来自生动实践的经验结晶，

也是缺乏起码比较而不自信的

表现。

近代以来，中国一度是个

后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

路上，长期处于追赶状态。这

或多或少影响了很多人对于世

界、对于外国的态度，甚至影

响了世界观。实际上，一旦以

一种仰视的、不加辨别的态度

学习别人，就很难把人家真正

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而摒弃他

们的错误和短处。

这种情况在一定历史阶段，

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

候，较之于我们的前人，我们

更有基础和条件以更加自信的

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从而更

加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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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思维与比的智慧

时差这个事儿，一直都客观存在，但若不

是航空业的发展，旅行者其实不容易察觉。文

化时差，是我们研究企业高管“空降兵”成

败现象时用的一个类比——空降到一个新的组

织，或者是跨行业（就像郭士纳到了 IBM），

或者跨所有制类型（跨国公司高管去到民营企

业当 CEO），抑或跨越公司的不同发展阶段（成

熟公司来到新创企业），新加入的高管会感到

此地很多行为决策的逻辑“别扭”甚至“落后”。

这时，时差的类比更能迫使你理性客观地看

待——时差的“差”字，是差异、差别，不是

差距、差错，更不是你好他差。扯远一句，倘

若不是改革开放后多起来的跳槽、空降，许多

人从一而终地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工作到老，

那么文化时差这回事，也仿佛并不存在似的。

这就引出对于“差”字的两大释义上的重

要分别，是因类（variety）而有的异（different），

还是同类里由某一可比指标（quality）比较出

来的 bad 或 poor。同一类事物，用对指标，

能比大小、较高低；不同类的事物，可以比较

不同，但不能强行论优劣、评胜负。正确地比，

有价值地比，需要智慧；比的智慧，其重要的

认知基础就是要基于——类的思维。

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父母和孩子，老

师和学生，谁更聪明？很多辅导孩子功课的“成

熟”父母，手里也许还有着答案参考，常认为

自己更聪明；出卷子给学生做的老师，据此

发现了学生的短板便觉得自己更高明；布置任

务给下属完成的上级，在下属战战兢兢接受批

评时显出了自己的英明……请问，这比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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