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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王东京

与 东 北 大 米 比 ， 南 方 大 米 品
质、口感皆稍逊一筹。原以为东北
大米会比南方大米卖得好，可赴黑
龙江一农场调研发现，东北大米卖
到南方不仅优质不能优价，销售也
很困难。

农场一销售人员解释：南方水
稻一年种两季，产量相对高；东北
水 稻 一 年 种 一 季 ， 品 质 好 但 产 量
低，价格要高一些。价格高，国家
粮库一般不收储东北大米；而南方
消费者也嫌价格高，购买者不多。

国家粮库不买高价米好理解，
因为储备粮日后要当陈米卖。消费
者怎会也不买高价米呢？泰国“茉
莉香米”20 元/公斤，价格高出东
北大米一倍却卖得好，何故？

对此，农场一领导解答：泰国
香米畅销南方市场，原因是香米特
征明显，还有进口证和专业认证，
容易识别；而东北大米与南方大米
的 样 子 差 不 多 ， 东 北 人 自 己 认 得
出，南方人却很难分得清。消费者担
心买到假货，宁肯低价购买当地米也
不愿多花钱买东北大米。东北大米在
南方市场销售不畅，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是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

大米不仅存在品质差异，新米
也不同于陈米。由于消费者对大米
的差异无法识别，为了避免中计，不
得不将价格锁定在自己认为合理的
水平上。可卖家总比买家精，对卖家
来说，既然大米优质不能优价，当然
也不会将优质大米卖给消费者。

目前国内大米市场的状况，也
印证了上面的推断。前几年东北大
米本来已有几个不错的品牌，由于
优质不能优价，有的粮商便在东北
大米中掺入南方大米，或者用陈米
冒充新米卖。几年下来，消费者认
为东北大米并没有好过南方大米。
结果，不仅把品牌卖倒了，还让东
北大米陷入了“价格越低，供给品
质 越 差 ； 供 给 品 质 越 差 ， 价 格 越

低”的怪圈。
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

可有时也会出现劣胜优汰。在“二
手车”市场，卖家若将所有旧车刷
上 油 漆 ， 买 家 看 不 出 车 的 新 旧 程
度，当然会尽量压低出价。若买家
压低出价，而卖家对车的新旧程度
了 如 指 掌 ， 就 会 将 最 旧 的 车 先 卖
出，市场也就出现了“逆选择”。

信息不对称，大米市场与“二
手车”市场确有相似之处。为了让
市场信息对称，可请权威机构 （专
家） 给大米作鉴定，并将结果公之
于 众 。 但 是 ， 这 也 会 带 来 两 大 难
题：一是请权威机构 （专家） 需支
付费用；二是权威机构作鉴定并不
能保证粮商不再偷梁换柱，最终还
是难以避免“逆选择”。

国内大米出现“逆选择”，归根
到 底 也 是 价 格 锁 定 。 大 米 品 质 不
同，价格一旦被消费者锁定，粮商
则别无选择，也会先卖出质量相对
差的大米。要改变市场“逆选择”，
就必须打破价格锁定。

对于价格解锁，经济学提出过
两个办法：一是商品按质定价。比
如将东北大米按品质分为甲、乙两
等，甲等定价每公斤 14 元，乙等定
价每公斤 10 元，由消费者自主选
购，这样价格锁定即可解开。

价格解锁的另一方法，是“价格
歧视”。价格歧视没有贬义，是指对同
一产品按不同需求定价。一般地讲，
低收入者追求经济实惠，高收入者追
求消费品质。正因为人们需求层次不
同，卖方才有可能实行“价格歧视”。

人们收入不同，需求层次确实存
在差别。价格歧视虽不同于按质定
价，但两者可以结合进行。将东北大
米分为甲、乙两等。若引入价格歧视，
价差可拉得更大些：比如将甲等每公
斤提至 20 元，乙等降至每公斤 8 元。

当然，这只是卖方定价，价格
高低最后还要看买方能否接受。不
过有一点可以明确：卖方若希望优
质优价，就得主动采取差别定价，
若自己不拉开价格，价格就会被消
费者锁定。价格一旦被锁定，市场
将不可避免出现“逆选择”。

（来源：学习时报）

“东北大米”
缘何优质难优价

宁波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宁波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下下））

乐承耀

宁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要充
分认识，深入宣传、研究和弘扬宁波历史文
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断推
进文化创新，增强宁波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
力，提升宁波文化软实力。

读读 史史

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力的
官吏，其为官从政经历，大多从
县一级工作开始。北宋政治家、
思想家王安石就是其中一个。

王安石曾被列宁称为“中国
11 世 纪 的 改 革 家 ”， 熙 宁 二 年

（1069 年） 任参知政事，次年任
宰相，随后进行了历时 16 年的革
新变法，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
大影响。但王安石革新变法的指
导思想和某些改革措施，并不是
在其任宰相推行新法时产生的，
而是早在任鄞县县令时就开始了
革新的实践。

庆历七年 （1047 年），王安
石到鄞县后，着手调查当地的水
利灌溉情况，花了十多天时间，
走 遍 了 鄞 县 境 内 “ 东 西 十 有 四
乡”。蔡上翔在 《王荆公年谱考

略》 中评论道：“是年疏通了淤塞
的 水 渠 ， 重 清 东 钱 湖 界 ， 起 堤
堰，决陂塘。”沿湖筑起七堰九
堤，提高了东钱湖的蓄水排灌能
力，这是“熙宁变法”时农田水
利法的初步尝试。第二年，在青
黄不接的春季，王安石又在鄞县
施行“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以
达到“抑兼并，济贫之”。这便是
后 来 推 行 的 青 苗 法 的 雏 形 。 此
外，兴办教育，把鄞县孔庙作为
学校，“鄞县始有县学”，这对浙
东学派的产生起了重大影响。

王安石在鄞县的革新，为他
后来推行新法提供了重要依据。
邵 伯 温 在 《邵 氏 闻 见 录》 中 提
到：“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
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
决 陂 塘 ， 为 水 陆 之 利 ； 贷 谷 与

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
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
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
此。”邵伯温明确提到王安石的熙
宁变法，其来源便是在鄞县任职
时的改革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这一历史
现象，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王安石
变法，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渊源，
来自其在鄞县任知县时的三年改
革实践。2015 年 1 月 12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
修 班 学 员 座 谈 会 上 ， 作 了 题 为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的讲
话。在谈到历朝历代高度重视县
级官员选拔任用时，他说：“古人
早就总结出‘宰相起于州郡，猛
将发于卒伍’这一历史现象。历
史上，许多名士为官从政大多从

县一级起步。北宋政治家王安石
27 岁担任浙江鄞县知县，任职三
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为
以后革新变法打下了基础。”习近
平总书记以此勉励县委书记研修
班学员。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
班 子 专 题 民 主 生 活 会 时 的 讲 话
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王安石
在鄞县当县令的典故。他说：“北
宋政治家王安石 27 岁担任浙江鄞
县县令，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贷 谷 与 民 、 抑 制 豪 强 ， 尊 师 重
教，培养人才，任职 4 年，‘治绩
大举，民称其德’，为以后革新变
法、矫世变俗打下了基础。”习近
平总书记古为今用，希望兰考县
委领导班子成员从中吸取有益的
养料和智慧。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枢纽城市，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
有很大的影响。

天童寺、保国寺、高丽使馆、永
丰库遗址、上林湖越窑青瓷遗址等
众多史迹，见证了宁波古代对外交
往的频繁和“一带一路”中的历史

地位。2017 年 5 月 14 日，在“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
平主席指出，宁波等地的古港是
记 载 古 丝 绸 之 路 历 史 的 “ 活 化
石 ”。 他 在 谈 到 开 放 包 容 时 说 ：

“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
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

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
的美好画卷。酒泉、敦煌、吐鲁番、
喀什、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
堡等古城，宁波、泉州、广州、北海、
科伦坡、吉达、亚历山大等地的古
港 ，就 是 记 载 这 段 历 史 的‘ 活 化
石’，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

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习近平
主席正是通过宁波等地古代的对
外交往，阐述、借用“活化石”的典
故，印证一代又一代的“丝路”架起
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交往的
桥梁，揭示“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
族在融合中共存”的道理。

祖 籍 慈 溪 的 清 朝 文 学 家 袁
枚 ， 倡 导 写 诗 作 文 “ 鲜 ” 和

“活”。他在 《随园诗话·补遗》
中说：“凡菱笋、鱼虾，从水中采
得，过半个时辰，则色味俱变；
其为菱笋、鱼虾之形质，依然尚
在，而其天则已失矣。谚云：‘死
蛟龙，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诗文
之旨。然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
味也。作者难，知者尤难。”

在袁枚看来，好诗犹如刚从
水中采收的菱笋和打捞上来的鱼
虾，鲜活美味，点出了文艺创作
的时效性。2016 年 2 月 20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袁枚

《随园诗话》 中的这一典故。他
说：“时效决定成效，速度赢得先
机。没有时效性就没有新闻。现
在，新闻报道更要做到全时性、

即时性、全天候、全过程、全方
位，零时差、零距离。清代袁枚
在 《随园诗话》 中说：‘凡菱笋、
鱼 虾 ， 从 水 中 采 得 ， 过 半 个 时
辰，则色味俱变；其为菱笋、鱼
虾之形质，依然尚在，而其天则
已失矣。谚云：‘死蛟龙，不若活
老鼠。’主流媒体要在增强时效性
上下更大功夫，在坚持真实准确
的前提下，力争第一时间介入、

第一时间发布，多花力气把‘鲜
菱笋’‘活鱼虾’奉献给读者，不
能让权威发 布 落 在 社 会 舆 论 后
面 ， 不 能 老 是 让 网 络 媒 体 、 都
市 类 媒 体 甚 至 境 外 媒 体 抢 我 们
的风头。”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袁
枚 这 一 典 故 ， 告 诫 新 闻 工 作 者
要 注 意 新 闻 的 时 效 性 ， 新 闻 报
道 要 讲 究 时 效 ， 在 第 一 时 间 发
布信息。

万斯大，鄞县人，清代经学
家，他的 《周官辨非》 是一部力
证 《周礼》 为伪书的著作。《周
官》 又称 《周礼》，约成书于战
国末年，是一部汇编行政法律规
范的典籍。为了论证 《周官》 之
伪，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圣人
之 治 天 下 ， 利 民 之 事 ， 丝 发必
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关市

之 赋 ， 厉 民 之 甚 者 也 。 周 公 制
礼，其肯笔之于书以为常法哉？
昔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武
王有天下，奉行不变。⋯⋯使赋
及关市，宁非横敛乎？吾以是知

《周官》 非周公所作，决也。”意
思 是 ， 圣 人 治 理 天 下 所 用 之
道 ， 凡 是 于 民 有 利 的 事 情 ， 再
小 也 要 推 行 ， 于 民 有 害 的 事

情 ， 再 小 也 必 须 革 除 。 可 是 ，
《周礼·天官》 九赋中的“关市
之 赋 ” 对 百 姓 是 有 害 的 ， 因 此

《周官》 并不是周公所作，这是
确定无疑的。

万斯大把能否“利民”作为
治国理政的价值标准，是他的民
本思想的重要体现。2014 年 1 月
20 日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第 一 批 总
结 暨 第 二 批 部 署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中 ， 就 引 了 万 斯 大 “ 利 民 之
事 ， 丝 发 必 兴 ； 厉 民 之 事 ， 毫
末 必 去 ” 这 句 话 ， 明 确 提 到 关
乎 群 众 利 益 的 大 事 小 情 ， 应 该
做 到 “ 丝 发 ” 和 “ 毫 末 ” 的 程
度。
（作者为宁波市委党校二级教授）

■

■

漫画角

还上课吗？ 韦景荣 绘

桂晓燕

旧时宁波城里有许多庙，庙
里奉祀着各种神祇。老宁波习惯
将 庙 里 的 神 祇 统 称 为 菩 萨 。 例
如，宁波人最熟悉的，宁波城隍
庙奉祀的秦末帮刘邦打天下的将
军纪信，就叫做城隍庙菩萨。《宁
波十二月竹枝词》 中有这样几句
老话：“九月城中菩萨忙，佽飞庙
斗白龙王。尤推大庙最奇别，争
窃胡须孵米缸。”

城 中 的 佽 飞 庙 位 于 秀 水 街
区，在建造中山广场时被拆除；
现鄞州区姜山镇，还保存着一座
重建于清代的佽飞庙。佽飞庙菩
萨名叫黄晟，是唐代明州 （现宁
波） 的一位刺史，也是宁波这座
城市的奠基者。此前在唐长庆元
年 （821 年），明州刺史韩察建造
了明州子城 （内城），范围为今鼓
楼步行街一带，鼓楼就是当时子
城的南门。子城内都为衙署，也

就 是 政 府 官 员 办 公 和 居 住 的 地
方。老百姓只能散居于城外。当
时正值唐末乱世，城外百姓经常
遭到各种侵扰，难以安居乐业。

鄞 县 人 黄 晟 当 了 明 州 刺 史
后，为“绝外寇窥觎之患，保一
州生聚之安”，于乾宁五年 （898
年），率领民众在子城外修筑了一
道 18 里长的罗城 （外城），城基
位置即为现在宁波老市区的环城
马路。明州从此有了城墙防御，
人民对黄晟非常感激，为他建造
庙宇，奉为神祗。因黄晟被封为
佽飞将军忠济侯，纪念他的庙就
被命名为佽飞庙。

黄晟不但建城有大功，还是
一位为民除害的英雄。相传黄晟
少年时，曾在桃花渡 （今新江桥
西侧宁波影都附近） 斩杀两条兴
风作浪、吞食孩童的蛟龙，所以
有“佽飞庙斗白龙王”的老话。

那么，“尤推大庙最奇别”是
怎么回事？这就要说到大庙和大
庙菩萨的来历。您如果走到市区
镇明路南端的仓桥头，可以看到
马路的东侧，有一座高大巍峨、
飞檐翘角的大殿，它的匾额上写

着“灵应庙”三个大字，但老宁
波都称它为“大庙”。

大庙始建于唐圣历二年 （699
年）， 距 今 已 有 1300 多 年 历 史 。
几经兴废，现仅存正殿，也就是
镇 明 路 上 那 座 孤 独 而 坚 强 的 大
殿。大庙菩萨名叫鲍盖，晋代高
钱青山村 （今东钱湖镇梅湖村）
人，任鄮县县吏。

建兴四年 （316 年），天闹灾
荒，百姓食草根树皮充饥。恰在
此 时 ， 鲍 盖 奉 命 押 解 的 粮 食 船
队 在 海 上 遭 遇 大 风 ， 驶 入 鹿 江

（今东钱湖镇高钱） 暂避。鲍盖
见 沿 途 饿 殍 遍 野 ， 百 姓 皮 包 骨
头 ， 跪 地 求 救 ， 心 中 极 为 不
忍 ， 毅 然 将 所 押 运 的 粮 食 赈 济
灾民。自己因无法向官府交账，
投江自尽。

据 《四明谈助》 记载，鲍盖
死后成了神，“仍以匡时济世爱民
为怀”。当地百姓感念其舍己救人
的恩德，纷纷建庙祭祀。据民国

《鄞县通志》 记载，当时鄞县有鲍
盖庙 68 座，占全县所有寺庙的五
分之一。

旧时每逢农历九月十五，大

庙菩萨要出殿巡游，佽飞庙菩萨
也要出殿巡游。由于鲍盖用粮食
救 了 老 百 姓 的 性 命 ， 有 人 就 传
言 ： 只 要 将 大 庙 菩 萨 的 一 根 胡
须，放进家中的米缸，米缸里的
米就会自己满起来。于是，大庙
菩萨出殿时，总有人想乘机靠近
菩萨，偷拔一根胡须；而菩萨两
旁 ， 也 总 有 两 个 扮 作 皂 隶 的 保
镖，手持藤条，紧紧护住菩萨。
这就是“尤推大庙最奇别，争窃
胡须孵米缸”。

菩萨出殿那天，人们将菩萨
恭恭敬敬抬出大殿，巡游城区。
队伍长达数里，开锣喝道，前呼
后拥，吹吹打打，浩浩荡荡，热
闹得不得了。这就是“九月城中
菩萨忙”。

其 实 ， 人 们 并 不 是 真 的 相
信 ， 大 庙 菩 萨 的 胡 须 ， 能 使 米
缸 里 的 米 满 起 来 ； 人 们 也 并 不
奢 望 ， 祭 祀 黄 晟 或 鲍 盖 ， 能 得
到 什 么 好 处 。 人 们 之 所 以 纪 念
他 们 ， 是 因 为 要 表 达 自 己 的 感
恩 之 心 。 而 感 恩 之 心 是 人 最 淳
朴 的 感 情 ， 也 是 人 最 起 码 的 良
知。

九月城中菩萨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