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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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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将临，回眸遥望，感
想良多——

我想起了 1886 年 5 月 1 日，以
美国芝加哥为中心，举行了约 35
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
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
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游行示威遭到
了残酷镇压。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
人运动，1889 年 7 月，在恩格斯组
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
布将每年的 5 月 1 日定为国际劳动
节。这一决议，得到了世界各国工
人的积极响应。从此，每逢这一
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会举行
纪念活动。

我想起了 1920 年 5 月 1 日出版
的 《新青年》 杂志，其中的“劳动
节纪念号”专版，发表了孙中山的
题词“天下为公”、蔡元培的题词

“劳工神圣”，以及李大钊的文章
《“五一”运动史》。在这篇文章
中，李大钊号召中国工人把这年的

“五一”作为觉醒的日期。当天，
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
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走上
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和集
会。这是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国
际劳动节的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
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我想起了 1921 年“五一”前
夕，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
中夏等人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
校 里 ， 工 人 们 学 唱 《五 一 纪 念
歌》。其歌词是：“美哉自由，世界
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
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记取五月一
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光明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
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
取。”至今看到这首歌词，仍然让

人热血沸腾。
我 想 起 了 1948 年 4 月 30 日 ，

中共中央发布 《纪念“五一”劳动
节口号》。其中号召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
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这个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
们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
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
党共商建国大计。这也是我党统一
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我想起了 1949 年 12 月 23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将 5 月 1 日确
定为劳动节，全国放假一天。每年
的这一天，全民休假，举国欢庆。
人们换上节日的盛装，兴高采烈地
聚集在公园、剧院、广场，参加各
种庆祝集会或文娱活动，并对有突
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

我 想 起 了 1999 年 9 月 18 日 ，
国务院发布 《关于修改 〈全国年节
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的决定》，第
一次修订了 1949 年发布的 《全国
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每年春
节、“五一”节和国庆节法定节日
加上调休，全国放假 7 天，形成了
3 个“黄金周”。2007 年 12 月 14 日
修 订 的 《放 假 办 法》， 又 将 “ 五
一”黄金周调整为“五一”三天小
长假。

今年的“五一”，人们提前半
个月就开始抢购火车票和飞机票。
据央视财经消息，火车票的发售量
是 2019 年同期的 3 倍以上。航空方
面也是如此，多地航班比 2020 年
同期提升 550%到 1000%。有人预
测，今年的“五一”假期有望成为

“史上最热的黄金周”。也许是腰包
鼓鼓，也许是疫情趋缓，也许是梦
想在飞⋯⋯从一个方面来看，旅游
大军数以亿计，正彰显出中国走向
繁荣富强。

“五一”节的感想

徐雪英

矗立于甬江北岸六十多年的白
沙粮库拆迁消息一出，市民中涌起
一波“回忆杀”，20 世纪中下叶的
岁月如风般穿过历史长林，摇曳在
许多人的记忆里。

宁波是水稻生产发源地之一，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显
示，当时的栽培水稻已近似现代，
距今已超过 7000 年。虽然水稻栽
种历史悠久，但限于生产力水平，
人们仍然常受缺粮之患。因此自宋
以来，宁波就有储粮备荒之制。文
献 记 载 ， 宋 淳 化 二 年 （991 年），
宁 波 诏 置 常 平 仓 ，“ 岁 熟 增 价 以
籴，岁歉减价以粜，用赈贫民”。
以后历代政府多亦如此。

清光绪四年 （1878 年），为防
饥荒，当时的宁波政府号召各乡各
庄乡绅农人捐资捐谷立仓存粮。劝
捐告示云：“宁郡五方杂处，人烟
繁密，可谓食之者众，而各县山乡
错杂，产米不广，恒赖外贩以自
给。海滨以鱼盐为业，种棉为利
者，多不事稼谷，莺粟之种，尤害
民生，可谓生之者寡。一旦岁祲，
其乏食必甚于他郡。”对宁波历年
粮患成因作了较为中肯的分析。

因为具有外海、内河等优越的
运输条件，境内又有较大的粮食需
求市场，所以宁波粮食贸易自古发
达，是浙东粮食集散重地。米行、
米栈、米厂、米店、米贩、米仓等
城乡粮食购销储备网络发达，留下
不少粮类地名。

海曙解放南路旁有仓基街、仓
基巷，以古代宁波政府仓储地基而
名。文献记载，宋淳祐四年 （1244
年），制帅殿撰赵纶以官地易延庆
寺 西 蔬 圃 ， 建 南 仓 ， 储 米 19500
石，为别于城西之仓，故名南仓。
储五年以后，续添之，数规模，视

西 仓 益
闳 。 元 代
为 广 盈 仓 ，
受纳官民苗
粮。明万历年
间，宰相余有

丁府第仓储旧
基 亦 在 于 此 。之

后明都御史陈濂建
第于仓基，故又有仓

基陈氏之称 。
海曙古林镇有仓门，村

民主姓徐，清代从章水镇杜岙迁
入，以村河边曾建有粮仓而名。今
粮仓早圮，四根石柱尚存。石碶街
道有后仓，村民主姓王，明洪武年
间自城西大卿桥迁入。因此地曾为
厉氏粮仓，取丰厚之义，先名厚
仓，后简为后仓。

宁波灵桥东侧有百丈街，旧时
亦称米行街等。作为宁波三江口商
圈要地，百丈街、江厦街、壕河头
一带是昔日宁波米行、米厂、米店
集中之地。舟山渔民多在此以鱼易
米，慈溪、余姚棉农以及庵东盐民
亦在此采办稻米。除此之外，绍
兴、新昌、嵊县、上虞等地粮商也
云集于此进行粮食中转交易。

鄞州后田垟巷附近曾有公泰
巷，民国《鄞县通志》记：“旧名张公
泰衕”，以旧时张公泰米行而名，后
拆并消失。江北玛瑙路附近曾有德
祥巷，1930 年前后，米行老板杜良
河在此巷建房收租，取名德祥坊，后
亦拆并消失。北仑道头路附近原有
悦来弄，以旧时悦来米店而名。慈溪
解放中街附近原有宝兴弄，也以弄
口宝兴米行而名。慈溪周巷的协同
心村得名类似，传以清光绪年间村
内协同庆米店谐音而名。

抗战爆发后，宁波粮业破坏严
重，米行数量锐减，城乡多次发生
抢米风潮。《宁波粮食简志》 记：
1939 年，慈溪奸商囤积粮食，东
山群众三百多人组织抢米，乡绅恐
慌，被迫平价出售囤粮。1945 年 6
月，日军大量搜刮粮食，宁波城区
米价突由 20 万元储备币涨至 38 万
元，百名贫民涌入江东及濠河头米
店、米厂抢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发展国家
工业，给工业建设积累原始资金，
我国采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的形式把农业积累资金有序转移到
新兴工业上。1953 年，国家颁布

《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
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让许多人至
今难忘的票证时代拉开帷幕。

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宁波开

始合并私营粮店，在全市建立国家
粮食市场，出现大量国营粮站、粮
库、粮店、米厂等。不少寺庙、祠
堂、义庄、厂房、老仓库等被借
用，或储粮，或收售粮。

鄞州东钱湖原大堰村有戴氏宗
祠，元至正十三年 （1353 年） 建
造，是大堰戴氏祭祀先祖之所，上
世 纪 50 年 代 起 被 借 用 为 国 家 粮
库。90 年代后重修作为村老年活
动室。2004 年村落拆迁，祠堂租
赁给酒店作茶苑用，至今尚存。

东钱湖建设村有王家宗祠，清
乾 隆 三 十 年 （1765 年） 建 造 ，
1919 年重修，1949 年后被借用为
国有粮站和供销社。后复原重修，
为村内老年乐园。

鄞州姜山镇胡家坟有西林禅
寺 ， 后 晋 开 运 三 年 （946 年） 始
建，名“报国西林院”，后屡圮屡
建。1949 年起借为粮站，1989 年
重建为寺，更名“西林禅寺”。

余姚历山广墅庙类似，后也被
改建为粮站，为历山镇粮站所在地。

除借用外，大容量的政府粮仓
粮库也在宁波各地陆续兴建。1954
年，老市区建成白沙粮库。新建的
白沙粮库有基建仓 2 万吨，收纳仓
2000 吨，稻谷加工厂 1 座，沿江码
头 1 座，河埠 4 个，晒场 6000 平方
米，加上办公生活设施，当时的白
沙粮库可以称为“宁波粮食第一
库”，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担负着宁
波粮油中转枢纽之责。

《宁波粮食简志》 载，从 1950
年至 1989 年，宁波市新建和拆旧
翻 新 粮 仓 容 量 达 738640 吨 ， 至
1990 年 底 ， 全 市 粮 仓 总 容 量 为
770380 吨，比 1950 年增加 8.5 倍。

1978 年后，高度统一的粮食
购销计划制度渐行渐止，宁波粮食
流 通 市 场 重 新 活 跃 起 来 。 1989
年，浙江省在宁波港设立了浙江省
宁波进口粮食转运站，宁波开始进
入规范接收进口粮食的行列。1992
年底，除军用粮票外，各种粮票停
止使用，长 30 多年的粮油票证时
代宣告结束。

为 让 宁 波 不 再 受 粮 患 之 苦 ，
1993 年 我 市 建 立 地 方 储 备 粮 制
度，储粮备荒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
内容之一。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更
多现代化粮库、粮站、粮食市场在
宁波陆续兴建。

2021 年，作为宁波计划经济
粮业旗帜的白沙粮库，在运营 60
多年后落下帷幕，要易地重建了。
白沙粮库的变迁，反映了宁波粮食
流通事业的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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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清

月旦评，是东汉末年汝南郡士
大夫的一种沙龙性质的集会，主要
是品评当世人物和议论时政。因其
活动时间在月旦，也就是月朔，即
每月初一，故而称之为月旦评。

汝南月旦评的主持人，是当时
的汝南名士许劭及其族兄许靖。许
氏家族是东汉有名的士族门阀，累
世高官，出了很多大学者，譬如

《说文解字》 的作者许慎。
《后汉书·许劭传》 载：“初，

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
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

月旦评焉。”许氏兄弟的月旦评影
响很大，在汝南一带很成风气，甚
至成为名士们品评人物的代名词。
后世南朝梁的学者刘峻在 《广绝交
论》 中就有“雌黄出其唇吻，朱紫
由其月旦”这样的话。

在东汉察举制的选官制度之
下，社会舆论对一个人的评价非常
重要，直接影响其仕途。许氏兄弟
对人的评价褒贬，几乎就是权威，
人称“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
渊，清论风行，高唱草偃，为众所
服”。

许劭在汝南郡当官的时候，因
为他的舆论影响力，搞得郡中大小
官员都很畏惧，“莫不改操饰行”，
纷纷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士人官
员在意许氏月旦评，曹操也不例

外。
曹操为人任侠豪放，但有一个

短板，让他在名士中间有点抬不起
头。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中常侍
曹腾的养子，虽然曹腾是个不错的
宦官，还封侯了，但是“宦官之
后”的出身，始终让曹操被名士嘲
笑。

曹操为摆脱被人看轻的尴尬局
面，千方百计恳求许劭给自己下个
评语。许劭起初推辞，说啥也不置
评。曹操耍起了无赖，紧逼许劭。
许劭迫不得已，说了一句：“君清
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个褒
贬兼有的品评，令曹操名声大震，
不久后他就藉此被举为“孝廉”，
在首都洛阳做官，“奸雄”的名号
就这么来的。

曹操这么在乎月旦评，首先是
因为，月旦评对人物的品评判断较
为准确。在曹操还没有显现出英雄
本色之时，就能对他做出那样的评
价，可谓眼神毒辣，观察精准。其
次，对于那些有着一身学识，但是
无钱无名的学士来说，月旦评成为
一条重要的为官之路。许劭不喜私
下贿赂，做事公正，评判公平，这
就给了苦寒学士机会，大批学子从
这里走向仕途。这也使得月旦评成
为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手段。

作为一个品评大会，月旦评带
有社会舆论监督的性质。一些颇具
势力的世家大族，因为害怕被舆论
聚焦，就得夹紧“尾巴”，谨慎行
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世家大族
的行止有所约束、规整。

曹操也怕“月旦评”

宁波仓基街街景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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