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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淮阳支行：“轻快贷”助力企业“轻装快跑”
������春末夏初， 走进淮阳区某科教设备企业生产车
间，工人们正紧锣密鼓赶制一批新订单，生产计划已
排至第三季度。 “订单激增本是喜讯，但原材料采购资
金缺口让我们寝食难安。 ”该企业负责人说。 关键时
刻，工行淮阳支行 280 万元的“轻快贷”犹如一场及时
雨，让企业重获生机。

近年来，淮阳区轻工制造业蓬勃发展，全区近千

家轻工企业“唱响”省内外，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
支撑，在稳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然
而，“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长期困扰这些企业的发
展，尤其是缺乏抵押物、适配金融产品不足等问题，成
为制约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因素。

为破解这一难题， 工行淮阳支行立足区域经济特
色，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下沉企业，充分调研，问

企所需，面向轻工企业推出专属信贷产品“轻快贷”。该产
品以“审批快、额度灵活、成本低”为核心优势，精准对接
轻工企业融资需求，有效打通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提升
服务质效，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切实帮助更多企业，
真正做到扶企、助企、暖企，为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
的金融“活水”。 ②27 （李玉 胡申奥）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智慧之光。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原文：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大小多少，报怨
以德。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
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
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
故终无难矣。

老子在这一章阐述以无为恬淡姿态处世的妙

法，说明大以小为本、难以易为基的道理，认为从细
处入手、从小处做起，是克服困难、成就大业的最好
办法。 全章共分三层，第一层，开篇的“为无为，事无
事 ，味无味 ”；第二层 ，自 “大小多少 ”至 “故能成其
大”；第三层，自“夫轻诺必寡信”至结束。

先看第一层。 为无为，把无为当作最高明的为。
第一个“为”是意动用法 ，以……为……，把……当
作……，意思是以无为为最高明的为 ，也就是把无
为当作最上乘的为。 下文“事无事，味无味”中的第
一个“事”和“味”，用法与这里的第一个“为”相同，
也就是把无事当作最高明的事，把无味当作最美好
的味。

这一层清楚地说明能够学道、悟道、体道，并且
最终得道的人， 他的思想境界和追求的目标与一般
的人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 老子指出，这种差别一
是“为无为”，也就是以无为的方法去作为，顺其自然
顺道而为，看似无为，实际上可以无不为。 二是事无
事，也就是以无事的态度去做事，不刻意、不造作，因
势利导，最终成事。 三是味无味，也就是超出具体滋
味的局限， 进入随时品味享受大滋味的自由自在的
空间。

再看第二层。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意思是大生
于小，多起于少，用恩德仁慈来报答怨恨。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图，图谋 ，引申为处
理、解决。 意思是克服困难要从容易处着手，成就大
事要从细微处做起。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作，兴、始；易，容易、简单。
意思是天下的难事，一定要从容易处做起。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天下的大事，一定
要从细微处做起。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不为大，不自
以为大、不自我膨胀。意思是得道的圣人始终不自以
为是、自我膨胀，甘于自处弱小，反而能够变得真正
强大。

这一层的“大小多少”表达了老子的辩证观点，

把大与小、多与少看作可以互相包容、互相转化的对
立统一，而报怨以德的主张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华
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重要内容。 当然，因为“报怨以
德” 一句与上下文内容不连贯， 一些学者怀疑是错
简，认为移到第七十九章比较合适，这是咱们理解时
需要注意的。而接下来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大小
多少”辩证论证的展开，并成为千古名句而融入中华
民族的精神世界， 转化成了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方式。 这一层最终得出的结论立足于前面辩证说理
基础之上，点明圣人修养身心、治理国家和社会“终
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把说理的指向落到了人世间，
对人们是很有启发的。

接下来看第三层。 夫轻诺必寡信：轻易承诺，必
定缺少信用。

多易必多难：过多估计有利因素，必定在实践中
遇到许多困难。

是以圣人犹难之：难，谨慎。 犹难之，谨慎行事。
意思是得道圣人行事处世总是重视困难的一面，不
敢稍稍松懈。

故终无难矣：难，困难、磨难。意思是最终没有大
的困难与磨难。

古人非常看重承诺，有“一诺千金”之说，这一层
从承诺能不能变成现实出发， 指出轻易承诺必定缺
少信用，往往实现不了。 进而告诫人们办任何事情，
如果轻视不利因素，过多估计有利因素，在具体操作
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并且会因为前期对不
利因素估计不足，导致不能及时有效地克服困难，那
么，事情办不成或者办不圆满就不奇怪了。得道的圣
人深入了解、 充分估计一切事情和一切过程中存在
的困难， 始终以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的心态考虑问
题、处理事情，不敢稍稍松懈怠慢，反而不会有大的
困难与磨难。

这一章老子以“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开篇，
在宣扬他作无为之为、行无事之事、味无味之味的清
静无为、 恬淡处世主张的同时， 又运用辩证思维方
式，重点阐发由少成多的道理。

老子认为，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由小变大、由少
变多，用现代哲学的观点看，都是由量变而质变、由
量的积累终至达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因此，对于难于
处理的事情，要寻找突破口，从最容易的地方着手；
对于大的事情，要从小处、细微处着手，细节决定成
败。 老子的这种做事情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要由

易到难、由小及大的辩证思维方法，直到今天，仍有
重要借鉴意义。

天下的大事必须从细微处做起， 做事情不能只
仰头向天，而应当脚踏实地。大事都是由小事积累而
成的，小事不愿做、不屑做、拒绝做，大事就只能成为
空想。要志存高远，更要脚踏实地，从点滴小事做起。
有做小事的精神，就能产生做大事的气魄，用小事堆
砌起来的事业大厦才是坚固的。 那些真正伟大的人
物从来都不蔑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事情， 即使常
人认为很卑贱或者是简单重复、枯燥乏味的事情，他
们也都满腔热情、坚持不懈地去做。恽代英说得很深
刻：“立志须用集义功夫。余意集义者，即在小事中常
用奋斗功夫也。 ”所谓集义，就是积累的意思。 “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 ”令人瞩目的成就，都是在千百件
小事的磨炼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药物 1892 种，附方
11096 则，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拉丁等十余种文
字， 是他研究参考 800 多种药典、 用 27 年时间、3
次改写才最后成书。 曹雪芹的《红楼梦》“字字看来
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写了 10 年，改了 5 次 ，
最终享誉世界文坛。 有人问鲁迅，你为什么在文学
方面有那么多的成就？ 是否有天才？ 鲁迅回答说：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
作上。 ”鲁迅的勤奋程度令人惊叹。 大家都知道他
创作了大量小说、杂文、诗歌，但却未必知道他还勤
奋地抄写了许多书。 1913 年 3 月 5 日，他在日记中
写道：“……夜大风。 写《谢承后汉书》始。 ”同月 27
日又记下：“……夜风。 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
约十余万字。 ”可见，在这个月 22 天的时间内，鲁迅
除了白天工作外，还每夜抄写古书约 5000 字，直至
把这部古书抄完为止。 他形容自己写作时，“头眩手
战，似神经又病矣”。 这无疑是超负荷的折寿性质的
艰辛劳动。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这就是“图难于其
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给人们的有益启发。

总之，这一章在积极宣扬清静无为、恬淡处世思
想的同时，运用辩证思维方法，阐释了难与易、小与
大、多与少的辩证法，启发人们“细节决定成败”，只
有脚踏实地，从点滴小事做起，于细微处见精神，在
持久中见毅力，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做
到事业有成，对社会有所贡献。 如果志大才疏、眼高
手低，到头来必定处处碰壁，一事无成。

（记者 黄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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