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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作为我相知多年的熟人，是一个学理科，干工科，再从政，由县长到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转
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兼省地税局局长的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生。
　　由于作者平时爱好读书，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和注意积累，10多年来逐渐成为财税专
家，作为中国作协会员，他还融会贯通地把枯燥的财税知识用文学的笔触写出来，使之既有知识性和
实用性，又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作品不仅那些不搞财税工作的人愿意看，搞财税工作的人更愿意读，而且读而有用，受到人们的广泛
欢迎。
笔耕不辍的作者平时竭力摆脱应酬，见缝插针挤出时间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历代赋税和当前
税制改革》、《财政·赋税·官吏·俸禄——中国历史漫谈》、《五十知天命——财税改革随笔》、
《以经济视角面对历史》(上、下册)、《礼华财经历史散文》、《长河东去》、《古今中外话财政》
、《千里河西》、《通灵之鸽》、《西出阳关》等11部，近400万字，在业余作家中著作如此之丰实为
罕见。
　　最近，作者应经济科学出版社邀约，撰写了《点击人生》一书，全书有短文50余篇，10余万字，
围绕着读书学习、工作方法和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谈论了自己的感悟和见解。
由于文字洗炼，见解精辟，又多属一生之中的经验之谈，我以为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读后会有所教益，
经验丰富的中老年人读后则会产生共鸣，迷茫者读后更会豁然开朗，因此，我为之作序，郑重地把它
推荐给读者。
　　刘仲藜　　二00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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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翁礼华，“中国财税散文第一人”，20年的从政生涯，红红火火，睿智通达的他，认为做官只是一个
过程，是发挥自身价值的一个平台。
从1993年开始，他不仅把浙江财税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而且独辟蹊径，以经济视角面对历史，写出了
大气磅礴的系列财税文化散文，成为令人瞩目的专家型、学者型官员。
    本书收录了其至今为目的104篇短文，围绕着读书学习，工作方法和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的谈论了自
己的感悟和见解，读后会对涉世不深的年青人有所教益，对经验丰富的中老年人产生共鸣。
     作者应经济科学出版社邀约，撰写了《点击人生》一书，全书有短文50余篇，10多万字，围绕着读
书学习，工作方法和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的谈论了自己的感悟和见解，由于文字洗炼，见解精辟，又
多属一生之中的经验之谈，我以为涉世不深的年青人读后会有所教益，经验丰富的中老年人读后则会
产生共鸣，迷茫者读后更会豁然开朗，因此，我为之作序，郑重地把它推荐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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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翁礼华，1945年生，1962年入杭州大学（今浙汇大学西溪校区）化学系，1967年毕业，当过技术员、
工程师、厂长、研究所长，1979年被评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省劳模。
80年代从政后历任奉化、鄞县县长，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兼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及省国资办主任。
2003年从财政厅卸任后，改任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浙江大学特聘教授、财经文史研究中心主任。
    
　　20年的从政生涯，红红火火，睿智通达的他，认为做官只是一个过程，是发挥自身价值的一个平
台。
从1993年开始，他不仅把浙江财税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坚持全省财政改革“以人为本”、“四两拨千
斤”、“省管县”、“地税与财税合詈办公”、“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实行“激励与约束相结合
”的转移支付制度，而且独辟蹊径，以经济视角面对历史，写出了大气磅礴的系列财税文化散文，成
为令人瞩目的专家型、学者型官员。
历任财政部部长和国税总局局长对他赞赏有加，刘仲藜说他的书“融历史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项怀诚称赞他“对财税史典籍涉猎甚广，研究有素，说起来旁征博引，头头是道”；金人庆说：
“现在能写财经杂文数他第一，⋯⋯不搞财经的人愿意看，搞财经的更愿意读”。
著名作家黄亚洲说他是一眼“深井”，作品深刻，视角独特，在短短的几年里写出几百万字，令专业
作家望尘莫及。
省作协多次为他的作品举办专题研讨会，2000年中国作协吸纳他为会员。
翁礼华被称为“中国财税散文第一人”。
     
　　中国财税历史源远流长，浩瀚庞杂，当他把财税思想演绎成一部部著作后，他觉得还不够厚重，
于是，在其倡议并努力下，位于杭州吴山的中国财税博物馆诞生了。
站在博物馆学术楼的阳台上，面对湖山、斜阳，他常常感怀：人生如白驹过隙，唯有文化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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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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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英国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一位英籍东方血统的大学生在一家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实习，所长
见此人业务水平不错，便动员他报名参加当年的全国注册会计师职称考试，此人只怕公开去报名万一
考不进被人耻笑，便推说今年做准备争取明年去考。
而实际上他却十削肖地去报了名，结果发榜时竟然一举高中，这时激动万分的他兴奋地到所长处报喜
，所长不但不表示祝贺，反而告诉他不能接受他来所就业的要求，因为他太做作了，作为全国知名的
会计师事务所应该接受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人。
听完这个故事的中国会计界访英代表团团员都对这位大学生深表同情，因为在中国这样谦逊又不事张
扬的人属于善于做人的人，唯有大力表扬才对，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
其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来自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人类历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人类创造了文化，也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文化的世界。
　　西方文化源于希腊文明，由于古代希腊人生活在地中海之滨的多山地区，居民大多以捕渔和狩猎
为生，个人的技能和奋斗精神在征服自然的谋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使人们产生了极强的
个体意识。
他们普遍认为先有个体，后有群体，群体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组成，没有这些单独的个体就没有群
体。
因此，只有每个人个体都自由发展了，群体才会发展；只有每个个体的利益都满足了，群体利益才会
有可靠的保障，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各人都把自己的门前雪扫干净了，也就不会有他人的瓦上霜劳驾你
去操心了。
既然西方文化把人首先看成是人格独立的个体，那么群体就不是天然存在，而是人为地组织，即通过
契约将诸多的个人组织起来才成为群体的。
这种契约既有商业契约、婚姻契约，也有上升到全民契约的法律。
在契约面前任何个人都有权利，也都承担相应的义务，诸如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租赁关系、上下级
关系，甚至基督教里人与神的关系也是这种享有平等权利的契约关系，其中人与神的关系就叫做《新
约》与《旧约》，是所有信教者必读之书。
　　在中国，由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从上游到下游的水利灌溉，既需要处理上下之间的
自流灌溉关系，也要处理同一平面之间水量的分配关系，为此在商周时代政府就把农民组织起来耕种
井田。
其办法是8户成一井，并开沟引水，当中一块土地为公田由8户人家联合耕种，收获后归公家作为税收
上交；周边每块同样面积的土地为私田，分别由各家各户自行耕种。
每块地的面积在商代为70亩，周代为100亩，这种平均主义的集体耕作方式及其上下游水量分配的权威
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群体意识和崇拜权力的仆从习惯。
因此中国文化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群体是天然形成，个体是群体的一员，一个人不能脱离群
体而单独生存。
　　人，力大不如牛，行速不如马，而牛马为我所用；牙锐不如豹，爪利不如虎，而虎豹无奈我何。
究其所以就在于人能“群”。
众口铄金，众志成城，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却拧不弯，所以只有群体存在，个体才能生存；
只有群体发展了，个体才有出路。
而群体又以遵守秩序、和顺共处的家庭为单位，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社会家庭化的儒家学说，即
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放大，治国如治家，从而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尊尊亲亲”成
了根深蒂固的道德规范。
这种缺乏“自我”的人格组成中包含着很大的他人成分，强调“做”一个人而忽略“是”一个人。
“做”一个人与“是”一个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
在“个体意识”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西方文化强调“是”一个人的人格独立性，他们认为“是”人就
要首先面对自己，使自己以本来的面目在世人面前展现，在世俗关系里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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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做”人犹如演戏，是为了别人才去表演，“做”一个人的角色，意味着社会公众对自己的看法比
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重要。
强调“做”人是人格不独立、不完整的表现，讲究“面子”与“人品”，追求价值的取向注重的是外
在的东西而不是内在的东西。
所谓“面子”是摆给别人看的；所谓“人品”那也是给别人品的。
如此“做”人，就要学会“察言观色”，下级对上级不仅要看“眼色脸色”行事，还要学会揣摩意图
；对“有头有脸”的人就需要给足“面子”，即使他错了也不能使他丢面子；平时“做”人很在乎人
家怎么说，惧怕自己的行动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引人非议”，甚至怕在别人眼中“有
点出格”、“太不像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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