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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大开口子，先试一下”

1982年4月，一家名叫泮溪酒
家的国营餐馆在离深圳火车站不
远的黄金地段上开张迎客。那时，
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所

以，泮溪酒家一开业便红火异常。
但新开没两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
愁眉苦脸地找到市政府。原来，有
些没粮票的客人来了，点不了饭，
饭店也没法通融，客人只好离开。
泮溪总经理反映的粮票问题，点出
了特区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瓶颈。

1982年前后，深圳人口已经
达到五六十万人，就此引发了一
个吃饭问题。最后，还是时任深圳
市主管财贸的副市长周溪舞拍
板：“不要大开口子，先试一下
吧。”泮溪酒家的口子一开，深圳
其他饭店也纷纷效仿。可是，不用
粮票就卖粮的地方越来越多，自
然而然地引发了粮源问题。周溪
舞只好带着人四处通融找粮。

深圳率先取消票证

随着市面上的物资大大丰
富，由此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
直接触碰到了改革的攻坚点。

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
为1亿多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平
价粮占60%，剩下四成为高价粮，
后者价格比前者高出 40% 以上。

有粮票的买平价粮，没粮票的买高
价粮，老百姓不满意。与此同时，为
了保证居民的定量供应，深圳实行
购销倒挂(即“贵买平卖”)，将政策
性亏损列入财政补贴，仅 1983 年
一年，市财政就补贴了 937 万元，
政府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于是，深
圳开始动彻底取消粮票的念头，
放开粮价，让粮食价格随行就市。

1984年11月，时任深圳市长
的梁湘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议题
只有一个：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
开粮食供应。会上决定，通知各国
营粮食部门多储备粮食，提高
粮食售价。若发现周边地区来
深圳抢购，再想其他法子应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粮食
价格提高了，买粮贵了，职工意
见自然会很大。所以，工资也得
相应提高。有关部门于是当场算
细账。按每个职工供养系数 1 . 56
人计，每个职工每个月将增加支
出 13 元，可以按月增加补助给每个
职工，在发工资的时候一并发放。
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粮食价格，
消除了购销倒挂，因此，财政不会

因补贴职工而大量增加开支。

“十四大”：

票证开始逐一谢幕

就这样，从1984年11月1日
起，深圳经济特区(不含宝安县)
取消粮、油、猪肉票证，实行议价、
敞开供应。票证在全国范围内谢
幕在深圳启动了价格改革之后，
广东开始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改
革的步伐。1988年，广东首先放开
了食油的价格，并取消了居民供
应的定量。4年之后，1992年4月1
日，广东在全国又率先放开粮食
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告别了
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
统体制，使粮食的购销走上了市
场调节的轨道。

就在那年10月，党的“十四
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的一年多
时间里，全国各地商品价格放开
加速，票证开始逐一谢幕退场。到
了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
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据《北京日报》

买房还要考虑地皮价

与现今房市逻辑一样，上世
纪30年代的长沙，商业最繁华之
处必是房子最贵之地。

1932年秋，当时与冰心、林
徽因齐名的“文坛才女”凌叔华
说：“八角亭据说是长沙最繁盛
的一条街。门面辉煌的大绸缎
庄有五六间，食品店、洋货店等
应有尽有。”

1937年，八角亭的标准地价
均为1100元每平方米。地价高，房价
自然也高，达979 . 5元每平方米。
官方称房价为“房屋造价”。在
当时，买房除要支付房屋造价，
还得加上地价。因此，八角亭房
屋每平方米的价格是2079 . 5元。
1937年官方对工人平均工资的
统计显示，一名男工月平均工资
为15 . 31元，女工为9 . 12元。拿这
点钱在八角亭买 100 平米的房
子，人们就是不吃不喝，也需要
工作上 1100 多年。

各街区房价差别很大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各地因
躲避战争的人口涌入长沙，房屋
供不应求，部分黄金地段地价持
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
了八角亭这种商业街道外，很多
街区包含大量田野山林，地价平
均起来非常低。据统计，40%的街
区每平方米地价在50元到69元之
间。同时各街区的房屋造价差别
很大，有的每平方米高至360多
元，有的低至10元。

长沙市档案馆收藏的一份
1938年的普通房屋买卖契据显示，
左宗恕堂（宋代开始，名门望族都
有堂号）将位于宝南街的一栋房
产卖了，买家是易荫馀堂和罗积
福堂。这栋房子约450平方米，售价

为法币4800元，每平方米只合10 . 66
元。按当时米价每斤约0 . 083元计
算，这栋房子每平米的价钱可买
128斤大米，算是相当便宜。

房屋买卖税名目繁多

民国长沙普通住宅房价不
高，但除少数人有自营房屋以
外，大部分人都租房住。这是因
为对月入20元左右的家庭来说，
除了日常开销，很难有积蓄买
房。而且民国房屋买卖税很高。
1938年左家房屋买卖契据上面，
左上方盖有地政局的收件编号
印戳，还有认捐教育金收讫的印
戳，说明本笔交易不仅有契税，
而且还有“教育附加费”。此外，
也有教员费、参事会经费等，七
七八八加起来，能占到房款的

10%还要多。
既然大部分长沙人都租房

子住，拥有住房的是哪些人呢？
长沙历史研究者任大猛曾介绍，
这些人以晚清湘军的“富二代”

“官二代”居多，他们不愿出卖祖
业以免玷污家风，往往选择对外
出租；此外，也有经商的发了财，
在城中购房或建房。

据《快乐老人报》

嵇康是三国杰出的文学
家，个性孤傲，不肯与当权者
合作。司马昭想礼聘他做幕
府属官，他跑到河东郡躲了
起来；司隶校尉钟会携厚礼
拜访，他故意给予冷遇；老友
山涛举荐他出任国家“组织
部”的官员，他坚决拒绝，还
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绝交
信。这样的人，自然结仇不
少。某年，嵇康被无端牵扯进
一宗案子，与他有隙的钟会
趁机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
话，司马昭下令处死了他，遇
难时年仅三十九岁。

然而，嵇康告诫儿子的
却与平时自己行事大相径
庭，还专门作了一篇《家诫》，
教其怎样为人处世：长官处
可存尊敬之心，但不可常去。
长官送别人出来时，你不要
在后面，免得长官觉得你在
背后议论谁，免得一旦有事
累及自己，更不应该在长官
家留宿。第二段话是说：百无
聊赖时，不要随便离开居住
之所，强制别人陪你喝酒。如
果别人劝你喝酒，即使不愿
喝也不要坚决推辞，更不能
出言不逊，而应该客客气气
拿着杯子。《家诫》中当然还
有其他许多内容，唯独教儿
子做人不要孤傲这一点给人
的印象最深。

嵇康如此叮嘱儿子，与自
己生活中的遭遇有关。正因为
如此，一看到尚未成年的儿子
有点像自己，嵇康自然心生
恐惧，立即写了《家诫》。

据《北京日报》

票证时代是怎样谢幕的

抗战爆发后长沙房价大涨

嵇康因何写《家诫》

如今的高房价让很多大都市里白领们觉得“购房难”，早几
年也有人呼吁大家不要买房，租房子住更经济实惠。其实早在民
国的时候，“买不起房”就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梦魇。

明朝言官被活埋
七日不死又复职

陈谔，字克忠，番禺人，
《明史》卷 162 有传。永乐年
间，他以乡举入太学，授官为
刑科给事中，作了一个言官。
由于性情刚直，对被检举的
官员私毫不留情面，对皇上，
谏诤封驳也是亢直激烈。有一
次因为言事违背上意，永乐皇
帝诏令将他“坎瘗奉天门，露
其首”。“坎瘗”，是古代行祭地
礼时用来掩埋牲畜和玉帛的
坑穴。就是说，皇帝命人把他
埋在奉天门外，只露个头。陈
谔不仅被埋于坑内，还不能
吃、喝，“口能言，身不能动”，
这种情况下能活几天？陈谔
坚持了一个星期：“七日不
死”。皇帝见状认为是天意，
便下令“赦出还职”。

陈谔后来官至顺天府
尹，又历任湖广按察使、山西
按察使（均为正三品）。期间
又“坐事落职”。仁宗即位，遇
大赦，本该官复原职，但仁宗
忌其过去在湖广任上经常揭
发楚王的问题，将其降职为
海盐知县（正七品）。之后他
又到一个王府任过长史（正
五品），宣德三年在镇江同知

（从四品）的职位上致仕。
明末人谈迁曾引用别人

的话评之曰：“陈公之鲠直，
九死不移，宜其简在帝心，徒
以执政不悦而竟不果召。惜
哉！” 据历史真相大揭秘

粮票的出现，最早可以追
溯到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
新中国百业待举，供需矛盾激
化。为了用为数不多的粮食养
活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得不求
助于凭票限量供应的办法。
1955年9月，全国通用粮票正式
发行使用，油票、布票、肉票随
之出现。到1961年，我国凭票供
应的商品一度达到156种，工业
品的68%、副食品的90%都凭票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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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古代中国联系最密
切的国家之一，然而日本人在中
国古籍中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从“君子之风”到“蕞尔倭
奴”，日本人的形象是如何一步
步演变的？

唐人：有君子之风

“白江口之战”败于唐朝后，
日本开始心悦诚服，频繁派遣唐
使来中国学习文化和制度。此
时，最有名的遣唐使当数奈良时
代的阿倍仲麻吕，又名阿部仲
满，汉名晁衡。他在开元年间参
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后官至
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爵至北海
郡开国公。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和
王维都是他的好友。天宝十二年

（753年），晁衡因思念故国，乘船

回日本。王维写了名诗《送秘书晁
监还日本国》赠他，序中这样评价
日本：“海东日本为大，服圣人之
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
衣裳同乎汉制……我无尔诈，尔
无我虞。”这是王维的“日本观”，
也代表了唐人的“日本观”。

宋人：佛教传播频繁

宋朝时期，中日官方往来虽
不如唐朝，但民间往来和佛教传
播却比隋唐更加频繁。

宋代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
露》就赞扬了日本僧人安觉刻苦
修佛的精神，安觉居留中国十
年，为了记诵佛经，竟不舍昼夜，
使作者“其视此僧，怠有愧色”。
日本僧侣除向宋朝学习佛教文
化，还把中国建筑复制故土。

1223年，日本曹洞宗祖师永平道
元到中国，曾到浙江宁波的天童
寺拜谒住持如净。后来，他在越
前（今日本福井县）开创永平寺，
寺庙建筑布局几乎完全沿袭天
童寺，号称“小天童”。

元明人：小日本说法出现

元日战争时，日本开始攻击
元朝属国高丽(元朝时期，高丽处

于半独立状态，它也是元朝的征
东行省)。元武宗至大元年（ 1308
年），在华日本商人不堪庆元（今
宁波）统治者侵渔行为，用携带
贸易品硫磺焚烧城内建筑泄愤。
元军虽一路追击，居然以“不能
敌”狼狈收场。当年史载“城郭，
抄略居民”，这是日本人侵害中
国本土最早记载。此时，丑化的
日本人形象也随之出现，如“蕞
尔日本”，意为“小日本”，“小日
本”说法即在此时形成。元曲大
家白朴《木兰花慢·题阙》词中还
出现“蕞尔倭奴”的描述：“蕞尔
倭奴，抗衡上国，挑祸中原。”

明朝中叶，东南沿海倭患严
重，出现不少以防倭抗倭为目的的
著作，如薛俊的《日本考略》。其中
一篇《寇边略》说：“狼子野心，剽掠
其本性也。”可见，此时的日本人已
无唐宋书籍中的仁慈形象了。

徐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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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里日本人形象的演变


	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