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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
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的供给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多次修改确定工资制

1950 年 1 月 20 日，政务院
第 16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
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
标准的试行规定”。根据不同情
况分别实行供给制（或包干制）
和薪金制，以小米市斤为计量单
位。《规定》把全国政府机关工作
人员的工资标准分为 2 5 个等
级。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最高为一
级，每月为 3400 斤小米，勤杂人
员最低为 25 级，每月 120 斤小
米。高低差为 28 . 3 倍。

此后，这一标准多次修改。
1956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
了工资改革的决定，适当提高了
工资水平，决定把全国工资标准
分为 11 类地区。北京为 6 类地
区，中央主席最高为一级（月工
资 644 元），勤杂人员最低为 30
级（月工资 23 元），高低差距为
28 倍。

这次改革，取消了原来采用
的工资分制度和物价津贴制度，

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
的制度，以消除工资分和物价津
贴给工资制度带来的不合理现
象，并简化了工资计算手续。

毛泽东严厉批评闹待遇者

工资改革结束后，有些党员
干部闹级别，闹待遇，毛泽东对
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说：“听说，去年评级的时
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
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
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
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
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
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
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
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
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
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
天不吃饭的事情。总而言之，争
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
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
来了。为了个人利益而绝食，而
流泪，这也算是一种内部的矛
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
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
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

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
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
是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
下吧。”

率先垂范降工资

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多次带头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
标准。据建国初期在中央主持工
资工作的李立三说，我们的工资
制度，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办
法。苏联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
最高与最低的差距达 100 倍。他
们的领导干部除工资以外，每个
人还有一个“纸袋子”（即发给工
资以外的津贴、奖金等），实际高
低差距更大。

中国在进行工资改革时，中
央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方案，最
高标准是 1000 元，为最低工资

（ 30 级，23 元）的 43 倍多。方案
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你
们要 1000 元，我只要 500 元。”因
此，最后确定：北京地区一级为
644 元，30 级为 23 元，高低差距
为 28 倍。

此工资标准实行半年，毛泽
东提出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1956 年 12 月 18 日国务院第 41
次会议通过决定：“十级以上干
部的工资标准予以降低。各级降
低的比例是：1-5 级降 10% ，为
5 7 9 . 5 0 元；6 - 8 级降 6 % ，为
5 2 2 . 5 0 元；9 - 1 0 级降 3% ，为
465 . 50 元；10 级由 218 . 50 元降为
212 元。

这次降低工资两年后，经毛
泽东提议，1959 年 2 月 7 日，中
共中央作出降低国家机关三级
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
1-3 级都降到 405 元（按一类地
区计算）。毛泽东他们都被降到
每月 405 元，为最低工资（ 23 元，
6 类地区）的 17 . 6 倍。

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决
定：“为了进一步地缩小高低级
工资之间的差距，以利更加密切
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降低十
七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三
级（包括原来的一、二级）降低
12%，四级降低10%，五级降低8%，
六级降低6%，七级降低4%，八级
降低2%，九级至十七级降低1%。
这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每月工
资降到356元。

据《党史博采》

毛泽东带头降低工资标准

民国最能打的一支部队

600人竟打垮两万日军

1934年，国民政府举行阅

兵大典，当时，有一支神奇的部
队突然走过了各国公使的视
线，这是一支大约有四千人的
队伍，却是完全的德国军队装
束，配备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
德国全自动式冲锋枪。

当这支部队向委员长蒋介
石致意的时候，美国大使叹服
地说 ,“这是在中国两支最好的
部队之一，德国大使不服气地
反问，在中国还有哪一支部队
可以与他们抗衡？美国大使感
慨地说，只有一支，那就是成吉
思汗的部队。”

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自
1927年起倾尽国力秘密组建、并
于1933年邀请纳粹德国特种部
队教官进行训练而成的王牌特
种部队——— 委员长特别卫队，
其代号为中国宪兵。

百里挑一铸铁军

中国宪兵的前身，大体可
以上溯到北伐战争中叶挺的

“铁军”，随着国民政府统治的
巩固，蒋介石于1927年开始了对
全国200万军队的选拔工作，经

过层层严格筛选，组成了一支
8000人左右的卫队。卫队的成员
个个身怀绝技，以一当百。1933
年，随着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关
系日益密切，应蒋介石的邀请，
希特勒秘密派遣纳粹冲锋队王
牌教官勃罗姆来华，进行中国
宪兵的秘密训练工作，在勃罗
姆的严格训练下，又有近4000名
士兵遭到淘汰。

至此，中国宪兵正式形成。
在德国教官近乎法西斯手段的
严酷训练和几乎先进到牙齿的
德式武器装备下，他们如虎添
翼，终于成为了中国乃至整个
东北亚最为精锐的部队。

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
发，在江南战场上，中日双方几
乎集中了最精锐的兵力。中国
宪兵也受命开赴前线。但蒋介
石担心这支价值连城的军队有
损失，便命中国宪兵始终在南
京原地待命。随着上海等地的
陷落，日军向南京发起了总攻，
蒋介石逃往武汉，出于断后的
考虑，他将中国宪兵留在了南
京。战况越来越紧急，第五军军
长张治中及其部队被日军包围

在雨花台。为了拯救第五军，唐
生智痛下决心，冒着被枪毙的
危险，与中国宪兵旅长易安华
密谋，调动了中国宪兵两个营
的兵力去雨花台接防。

雨花一战威名扬

攻击雨花台的是日本甲种
师团梅村师团。师团长梅村是
蒋介石在东京留学时的同班同
学，并且曾经因为决斗胜利而
缴获了蒋介石的家传宝刀，这
件事情也是蒋介石青年时代的
奇耻大辱。但就是这位梅村师
团长，最终成就了中国宪兵的
赫赫威名。当两个营的中国宪
兵与第五军在雨花台接防完毕
的时候，梅村气势汹汹地发起
了新一轮攻击浪潮，他得意地
认为他面对的只是一批疲弱不
堪的第五军战士，然而，就在这
个时候，雨花台响起了德式冲
锋枪的怒吼，大吃一惊的梅村
刹那间大脑一片空白。

600 名中国宪兵，平均每个
人将防守一段 25 米长的阵地，
平均每个人要面对 50 名日本甲
种师团士兵，战斗从早上打到
黄昏，一批批日军倒在了雨花
台上，始终不能前进一步。

梅村师团也不愧是日军战
斗力最强的部队，始终攻击不
止，在最危急的时刻，梅村亲自
带领敢死队，拿着当年从蒋介石
手中赢得的宝刀与中国宪兵在
阵地上拼起了刺刀，然而中国宪
兵也以硬对硬，上上枪刺与日军
展开肉搏。终于，号称天下无敌
的梅村师团，在黄昏时分倒在了
中国宪兵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前，
仓皇地丢下上千具尸体撤退。值
得一提的是，在拼刺刀的战斗
中，梅村的那把宝刀被中国宪兵
的战士缴获，梅村自己也被砍伤
了胳膊，幸得部下掩护才保住了
一条性命(这在武士道精神中可
谓奇耻大辱)，而中国宪兵也付
出了惨重代价，50多名战士长眠
在雨花台上。

据历史档案揭秘

据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于1946年交代，1934年国民政府国庆
阅兵后仅30分钟，日本情报机关就接到了土肥原从南京发来的
密电，上面只有一句话：中国宪兵现身南京，战斗力极其强大。

古时父母称“高堂”

古代新人结婚 ,拜堂的时
候 ,主持的人都会喊 :“一拜天
地，二拜高堂……”拜高堂就
是拜父母，那么为什么要用到

“高堂”这个词呢?
“堂”,《说文解字》解释说:

“堂 ,殿也。”也就是说 ,在最初 ,
堂和殿是一码事儿。但从唐代
之后,殿专门指帝王的居所,和
堂就区别开了。老百姓住的屋
子,有堂屋，就是正房。

“高堂”这个词里的“堂”,
指的是内堂。内堂指父母的居
所。过去的习惯,是要到父母的
居处去问安,问候尊长的起居。
至于这个“高”字 ,有一种解释
说 ,是因为要在高大的厅堂里
拜见父母；而另一种说法认为,

“高”字表示一种尊敬之意。不
管怎么解释 ,“高堂”本来是指
一种处所 ,是显示父母之尊的
地方,所以久而久之,就引申为
父母的代称了。“堂”这个字,经
常被引申为母亲的代称。比如
之前说到的内堂 ,有时就专门
指代母亲。还有一种文雅的称
呼“萱堂”,也是对母亲的敬称。
这个词出自《诗经·卫风》中的
一句诗,大意是说,要在北堂种
上萱草。什么是萱草呢？说起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肯定
熟悉，就是忘忧草。也就是说 ,
古人认为在北堂种萱草 ,可以
忘忧。那么这个“北堂”是指哪
里呢?一般就是母亲所住的屋
子。所以人们就用“萱堂”来指
代母亲的居所 ,引申为母亲的
代称了。 据新华网

何谓“两榜进士”
与“三元及第”

“两榜进士”是指一个人
前后两次参加选拔进士的考
试，两次都考中进士或到第二
次才中了进士的人吗？非也。

我国从隋朝开始到清末，
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来选拔人
才，充任官吏。参加科举考试
的读书人称为童生。他们首先
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
阶段的童生试，合格者称为生
员，俗称秀才。秀才才有参加
以后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
试的资格。

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
（包括京城）举行一次，本省的
生员、监生、贡生等参加，合格
的称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
考中举人就叫乙榜，又叫乙
科，民间也叫一榜。乡试后的
次年在京城举行会试，由礼部
主持，各省的举人参加。考中
的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
元。最后殿试，在会试后举行，
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了的称
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
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称为状
元。进士榜称甲榜或甲科，因
用黄纸书写，故又称金榜。所
以“两榜进士”是指甲榜和乙
榜而言，即考中举人（中间中
过贡士）再考中进士的人，就
叫“两榜进士”了。在乡试、会
试和殿试三级考试中都取得
了第一名的，就叫“连中三元”
或“三元及第”。

据《语言知识》

朝鲜战场彭德怀
险与金日成一起被俘

1950 年的抗美援朝战场，彭德
怀既是统帅，也是率先踏上朝鲜前
线的志愿军成员。10 月 21 日上午
9 时，他与金日成在位于朝鲜东仓
和北镇之间山沟内的小村庄大洞
开始了历史性的首轮会面。但在他
们会谈的前一天，前线战况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10 月 20 日，美军空降
兵第一八七团 1000 多人在平壤以
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麦
克阿瑟判断：“中国出兵的可能性
极为微小。”他命令联合国军的空
军部队掩护地面机械化部队，分别
从东、西两路以最快的速度北进。

但当时美军实施空降和大举
北进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到大洞。原
来志愿军出国前曾明确规定，为了
隐蔽作战，各部队在战斗打响前所
有电台一律不准开机，也就是说眼
看着敌人到了鼻子底下，志愿军司
令彭德怀却联系不到任何一支部
队。当时，志愿军第一批主力 25 万
人已经过了江，但他们并不知道前
线到底在哪里。

据说彭德怀多次爬到屋后的
小山头上去张望，看是否有部队看
到，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
队。但他看见的都是身背各式包
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一
次次失望后，他自嘲道：“我现在真
成一个光杆司令了。”彭德怀所言
其实毫不夸张，当时，在志愿军总
部，总共只有 5 个人：一个司令，一
个参谋，一个司机和两个警卫员。

1968 年，彭德怀在被监禁受审
中，回忆说：“我与金日成会谈时，
问了当前敌情，金答：‘还在德川附
近，离此约二百里。’其实敌军异常
骄横，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敌先头
部队由德川经熙川窜到我与金会
谈的大洞东北方向的桧木洞，已绕
到我们住的大洞后边去了。我志愿
军刚过江不久，即与该敌遭遇，我
与金（日成）幸免被俘。”

综合《彭德怀传》、《党史纵横》

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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