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晓燕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美食王国，
各具特色、美不胜收的中国菜，让
国人尽享口福，也让老外赞叹不
已。与此同时，底蕴深厚、丰富多
彩的饮食文化，还深入影响了国人
的语言习惯，以致许多与“吃”无
关之事，也可以跟“吃”扯上关
系。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宁波老话中
这样的“吃”，看看味道怎样哈。

如今在一个班级里，功课最好
的那个学生，叫做“学霸”；而在
从前，老宁波喜欢称其为“擦紫杨
梅”。因为杨梅的颜色越深，就越甜
越好吃，用最深色的“擦紫杨梅”来
比喻人，表示最优最佳。杨梅是我们
宁波余姚和慈溪的著名特产。中国
历史上最厉害的大文豪兼大吃货苏
东坡，对杨梅推崇备至。大家知道他
赞美过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而有一次他在江南
品尝到杨梅后，觉得杨梅比荔枝还
美味：“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
吴越杨梅。”

如果某人语言生硬，行为乖
张，老爱跟人过不去，老宁波就会
说：该人是个“坏吃芋艿头”！宁
波奉化生产的芋艿头，也是名闻遐
迩的特产。肉质洁白细腻，软糯可
口，深受消费者欢迎。但是一旦发
生腐烂，就会变得又硬又涩，难以
下咽。老宁波用它来比喻那些难弄
的人，不要太有地方特色哦。

讲话时舌头打了个疙瘩，突然
一结巴，叫做“吃螺蛳”；打球时
手 指 被 球 别 了 一 下 ，“ 格 ” 的 一
声，叫做“吃萝卜干”。

旧时有一种“棍棒底下出孝
子”的观念，许多小孩子挨过打。
挨 打 统 称 “ 吃 生 活 ”。 瞧 ， 又 是

“吃”。
如果调皮捣蛋，大人就会警告

他：“小鬼，你再捣蛋，当心吃栗
子！”这里的“吃栗子”，可不是请
你吃香香甜甜的糖炒栗子，而是用
食指和拇指组成一个“栗子”，弹
你的脑壳！

请吃“栗子”比较客气，厉害
一些的是请吃“竹笋烤肉”，就是
毛竹板子打屁股。看起来像贾宝玉
挨他爹暴打，不过绝大多数爹，下
手绝不会像贾政那样狠。

上面两种“请吃”，主要是大
人对孩子；还有一种“五伦糕”，
又叫做“五棱糕”，“请方”和“吃
方”的关系，就不一定了。您猜，

“吃五伦糕”什么意思？对了，就
是吃巴掌！一巴掌抽过去，脸上显
出五个手指印，所以得名“五伦
糕”。“五伦”是一个固有名词，

“五棱”则指五条棱。
考试零分，“吃鸭蛋”；两头受

气，“吃夹饼”；遭人暗算，“吃闷
盘”；碰到泼妇，“吃辣酱”⋯⋯

有一种“美食”，我相信几乎
所有的学生都吃过，那就是老师特
制的“蛋糕”。某一天在学校里被
老师批评了，有点灰溜溜。放学回
家 ， 被 家 长 察 觉 了 ， 就 问 孩 子 ：

“今天拨老师打蛋糕啦？”“嗯，吃
蛋糕了。”谁都知道，真正的蛋糕
味道很好；而被老师批评，味道总
不会太好。所以我想，其实这是一
句反话，或者说是一种自嘲。老宁
波发明这样一句话，应该是为了更
好地提醒孩子：少犯错，少吃这种

“蛋糕”；如果吃了“蛋糕”，一定
要注意改正。

而在妇女身上占点便宜揩点
油，叫做“吃豆腐”。历史上一个
最有意思的“吃豆腐”故事，记载
在汉代刘向的 《说苑》 一书里。

话说春秋时期，楚庄王平定了
一次叛乱之后，大宴群臣。众人喝
到黄昏还未尽兴。于是楚庄王命人
点上蜡烛，继续夜宴，还叫自己的
爱妃许姬跳舞助兴，并向文臣武将
们敬酒。忽然一阵疾风吹灭了酒席
上的蜡烛。有一个大臣乘着黑暗，
斗胆拉住了许姬的手。这不就是在
大王面前，吃大王爱妃的“豆腐”
吗？许姬又惊又羞，用力扯断衣
袖，才得以挣脱，并一把扯下了那
人帽子上的缨带。许姬回到楚庄王
面前告状，要求点亮蜡烛，查看众
人帽缨，以揪出刚才非礼之人。楚
庄王听后，却传令先不要点亮蜡
烛，并对众人大声说：“寡人今日
设宴，与诸位务要尽欢而散。现在
请大家把自己的帽缨摘掉，以便更
加痛快地饮酒！”等到每人都摘掉
帽缨后，楚庄王才命人点亮蜡烛，
君臣继续畅饮，尽欢而散。

回宫后，许姬怪楚庄王不为她
出气。楚庄王说：“我设宴，为的
是融洽君臣关系。此人也是酒后失
态，情有可原。若追究他的罪责，
岂非大杀风景？”许姬这才明白了
楚庄王的良苦用心。

七年后，楚庄王伐晋。一名战将
勇猛无比，拼死奋战，大败敌军。战
后楚庄王论功行赏，才知那战将名
叫唐蛟。唐蛟不要赏赐，坦承自己就
是那次“绝缨之宴”上的失礼之人，
如今在战场上奋不顾身，是为了报
答大王当年不究之恩。

这就是楚庄王宽以待人、深得
人心的回报。如果没有这样的气度
和见识，他岂能如史书记载的那
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
则已，一飞冲天”，从而成为春秋
五霸之一，成就大业。

宁波老话中的“吃”，令人回
味无穷。

宁波老话中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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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雪杨

蒋 学 楷 （1909- 1942）， 翻 译
家，1909 年 4 月 13 日出生于慈溪
观海卫镇卫前蒋家后房 （今观海卫
镇蒋家桥村），毕业于上海国立劳
动大学社科院社会学系，曾任上海
国际贸易局专员、复旦大学 《文
摘》 编委、香港 《财政评论》 编
译、香港大时代书局经理等，翻译
出版物包括：《亚洲内幕》《日本内
幕》《拉丁美洲内幕》 等，创作出
版短篇小说集 《留痕》。1942 年被
日军暗杀于香港，时年 33 岁。

蒋 学 模（1918- 2008）：我 国 著
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
中国恢复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后的
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蒋学楷之胞弟，
因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成就，两
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在近 70 年的学
术生涯中，共撰写、主编及编译各类
著作 40 多部，论文 100 多篇，是《政
治经济学》教材的主编，也是《基督
山伯爵》的中文初译者，被称为“经
济学界的基督山伯爵”。

一
在慈溪市观海卫镇蒋家桥村后

房桥路口，一座老式小院里，似乎
依稀可见一位老人在大堂用毛笔写
下“尤可钦者，莫若于宗祠设立学
校事”，仿佛还可以听见蒋学楷、
蒋学模兄弟俩在院中追逐玩耍的笑
闹话语。

蒋学楷、蒋学模的祖父蒋鲁
丞，苦于家乡人民无书可读，在那
个温饱尚且艰难的年代，倡导创办
学堂，成为正一学校（蒋家小学的前
身，始创于 1912 年）的创办者之一。

“首创办学，竟至捣毁”“从事四
载，幸庆告竣”，办学之路漫长，其中
艰辛，又岂是两句话可道尽说明。

正是从这小小的学堂里，走出
了中国弹道式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
弹道设计的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
士余梦伦，还走出了蒋学楷、蒋学
模这两兄弟。

日寇侵略华夏，国土沦陷，蒋学
楷在香港进步书店、大时代书局工作
时期，出版了多本揭露纳粹法西斯德
国、意大利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次大
战期间暴行的译著。这些译著，像利
剑一般，一次次直击日本敌寇的心
脏，也深遭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
1942 年 5 月的一天，蒋学楷在从九
龙去香港的渡轮上，被日本华南派
遣军香港宪兵枪杀，时年 33 岁。

蒋学楷的作品与学术成果，涉
及翻译、小说、编辑等多个领域，其中
包含着爱国精神、追求人民福祉的思
想；蒋学楷以笔为枪的英雄事迹，是
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教材。

二
1918 年 3 月 24 日，蒋家的那

座江南院落里，又迎来了婴儿的啼
哭，蒋学模出生了。他幼年曾在
村小学读过一年级，1924 年随
父迁居上海。当时的上海，时
局艰难，租界割据，激起少
年蒋学模强烈的自尊心和
爱国心，他期盼着有那么
一天，“中国人人都不愁失
业，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
吃”。1936 年，蒋学模考入东
吴大学经济系。日军侵略战争的
炮火来袭，再无一张安静的书桌，
蒋学模辗转前往四川。

同哥哥蒋学楷一样，蒋学模也
在用人生追求践行自己的使命。他
的一生，可以用两本书来概括，前半
生是《基督山伯爵》，后半生是《政治
经济学教材》。

蒋 学 模 在 四 川 大 学 读 书 时 ，
“零敲碎打”地自学政治经济学，
老师在讲台上讲资本主义经济，他
就在课桌后偷偷啃新出版的马克思
著作 《资本论》。毕业后，他来到
复旦文摘社，翻译了法国作家大仲
马的长篇小说 《基督山伯爵》。

1950 年，国家在北京组建中
国人民大学，请苏联专家过来讲
课，华东高教局选派蒋学模到人大
进修。两年时间研读 《资本论》 三
卷，蒋学模把学习收获写成一本

《政治经济学讲话》，成为国内第一
次撰写包括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
济学读物，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毛主席看后也给予称赞。

“不能守旧，不怕守旧”，是蒋
学模一生的座右铭。他曾说：“对
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再认识，
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不久，蒋学模就提
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时候，政治
经济学新教材的编写工作被重新提
上 日 程 ，62 岁 的 蒋 学 模 被 委 以 重
任。为了完成《政治经济学教材》的
统稿任务，开不动“夜车”的他，一改
年轻时的工作规律，开起了早车。每
天凌晨 4 点左右起床工作，泡一杯
茶，桌上放些干点心，一直工作到中
午。午间，他会在沙发上躺一会，睡个
午觉，醒来后，继续写作。经过一个月
紧张的统稿工作，1980 年 7 月，第一
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终于问世。

从 1980 年出的第一版开始，大
致每过两年，蒋学模就会修改一次

《政治经济学教材》。教材跟着时代
节奏走，形势发展快，新的理论和政

策不时出台，教材就常常在追赶现
实。蒋学模对每一版的改动，都吸收
了最前沿的学术动态和理论共识。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资深
教授伍伯麟认为，“蒋先生的教材修
改，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
程，及时地将实践证明是科学正确的
经验，转换为教材建设的鲜活素材”。

三
百年三代，留下了蒋家重视教

育和“尊老爱幼、勤劳勤俭、厚道
做人、争做楷模”的良好家风。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是一个人一生情感、思想孕育的最
重要的场所。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
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中
华民族历来重视家风建设，注重以家
风传承育人兴家。古往今来，家庭美
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
人的血脉里，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

“楷模精神”的实质，是热忱
爱国。蒋学楷致力于民族解放，不
畏牺牲，蒋学模用一生精力为国家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以笔立身、热忱爱国的“楷模”兄弟

周东旭

清人梁章钜的 《楹联丛话》 书
中，记载了挂在旧时宁波府署大门
两边的一副有名的对联：“名郡冠
东南，山连奉象，海环镇定，江抱
鄞慈，赫赫岩疆雄浙水；循声稽史
册，唐有黄羊，宋称吴赵，明绍张
蔡，巍巍芳躅想前贤。”

上联讲了宁波的山、海、江及六
邑地理范围情况，下联则写了宁波
历史上有功于民的官吏的名字。他
们是黄、羊、吴、赵、张、蔡六人。

黄晟，字明远，鄮县人。景福
元年 （892 年），黄晟出任明州刺
史 （另一说自称刺史）。黄晟在任
期间，保境安民，广招文士，江东
文士多来归，黄晟筑宅安置，称

“措大营”，如今城区还有君子街，
就是当时的位置。后来董昌僭越称
帝。乾宁三年 （896 年） 钱镠发兵
讨董，黄晟率兵响应，后董昌被
诛。明州起先没有罗城，民苦野
居，乾宁五年 （898 年），黄晟率
民采石筑罗城，周长 18 里，保一
州生聚之安，又重建奉化江东津浮
桥 （今 灵 桥 位 置）。 黄 晟 在 任 18

年，为官廉正，后封江夏县开国
子。临终上疏，勿让子荫嗣，府库
所蓄，皆题“送使”字样。

羊僎，字公升，唐僖宗中和年
间为明州刺史，生平资料记载极
少 ， 全 祖 望 有 一 篇 《羊 府 庙 碑
记》，最后写道：“府君名僎，不能
详其世系里居。”宁波以前很多地
方有羊府庙，可见百姓感恩戴德于
羊僎。全祖望评价：“吾乡牧守之
祀，莫过于羊府君者。”就是说鄞
县地方上祭祀地方官的庙宇，没有
超过羊府庙的，可见羊僎的影响之
大。羊僎作为一个乱世中的地方长
官，在任上保障百姓的安宁，在他生
前，其部下及周边的藩镇，有占据阴
谋而均无得逞，而且他发现了黄晟
这个人才，有“任人之明”。凭黄晟的
能力，愿意久居羊僎部下，可见羊僎
人格过人。“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则
祀之”，凡是有功于老百姓的地方官
员 都 应 该 得 到 祭 祀 纪 念 ，流 芳 百
世，香火永继，这是一个廉政教
育。知人善任、选拔人才、保境安

民，民间流传着许多羊僎的故事，
均有道德宣教作用。

吴潜，字毅甫，号履斋，宣州
宁 国 人 ， 宋 嘉 定 丁 丑 （1217 年）
状元。宝祐四年（1256 年）以观文
殿学士判庆元府，兼任沿海制置大
使。在任上特别注重学校教育事业，
并设立永丰仓，开设惠民药局。在任
三年，尤其着力于庆元府城的水利，
而今镇明路口的水则碑即为吴潜所
立，“平”字也是吴潜所写。

赵恺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宋孝
宗 的 儿 子 ， 封 魏 王 ， 淳 熙 九 年

（1182 年） 任明州行政长官，拿出
属县的田租以供养学校。在任上，
他得到两歧麦，这在古代被认为是
一种祥瑞的征兆，画成图形，上奏
皇帝，皇帝赐手诏嘉奖他。赵恺后
来死在任上。

张津，字广汉，博罗人 （广东
省 东 南 部）， 明 正 德 六 年 （1511
年） 任知府，廉仁公直，碰上事
情，立即办理。市舶太监倚仗权
势，张津绳之以法。日本贡使多次

来宁波，张津也按照国法办事，不
让老百姓受累。有一年，郡城中大
旱，他斋戒祈求神灵，到天井龙湫
祷告，等回来的时候，大雨如注。
张津后来擢升为佥都御史。张津与
王阳明还是好朋友。在任福建建阳
知县时，于屏风铭刻“宽一分，民
受赐一分；取一文，官不值一文”
以自律。这是一副有名的廉政对
联。

蔡贵易，字道生，福建同安
人 ， 进 士 ， 明 万 历 十 年 （1582
年） 任知府。宁波城东灵桥边上，
有权势的人家都在那里设集市，使
得道路越来越窄，有时候，走路的
人都被挤到水里去了。万历十一
年，发大水，浮桥被冲坏，溺死许
多百姓。蔡太守写文章祭祀这些百
姓，并整改街道，拆除占桥的人的
房子，换新桥，把铁缆联结在一
起，使浮桥安全畅通。后太守张文
奇重新修浮桥，城里百姓立祠纪念
他们两人。蔡贵易任上还修缮鼓
楼，并把鼓楼改名为海曙楼。

旧时宁波府署大门对联里的六位太守

王东京

“稳中求进”是中央确定的工
作总基调，也写进了二十大报告。
所 谓 “ 稳 ”， 是 指 稳 住 经 济 基 本
盘。何为经济基本盘？从经济学角
度讲，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所希望达
到的“四大目标”：充分就业、稳
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适度增
长。若将这“四大目标”进一步分
解，则为“六稳”，即稳就业、稳
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
稳预期。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对政府调
控有“四大目标”并无异议。大家
的分歧在于，“四大目标”该如何
排序？我的观点是，对政府来说，
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邓小平
同志曾有一句名言：“稳定压倒一
切。”中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强调的也是以“稳”为前
提。由此说，政府调控目标应将

“稳定”作为排序的规则。中央提

出的“六稳”首先是稳就业，其次
是 稳 金 融 （物 价）， 再 次 是 稳 外
贸、稳外资 （国际收支），最后才
是稳投资和稳预期 （增长）。

有一种看法需要澄清：人们主
张“增长”优先，据说理由是“发
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显然，
这是混淆了“增长”与“发展”的
区 别 。 在 经 济 学 里 ， 增 长 是 指
GDP 总量增加，而发展则是指社
会全面进步。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
对此做过形象的解释：增长是指人
的身体长高，发展是指人的素质提
升。

由 此 可 见 ， 中 央 提 出 “ 六
稳”，是根据“稳定规则”对政府
调控目标的排序，也就是经济基本
盘。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必须优先
保就业和民生。为此，就得保市场
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
供应链、保基层运转。公开数据显

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占到市场
主体的 90%，创造了 80%以上的就
业。这就是说，要保就业和民生，
当务之急是保市场主体，而重点则
是保中小企业。

目前，中小企业确实面临诸多
困难。一方面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税费偏重，经
营成本偏高，以及融资贵、融资难
问题仍然突出。为帮助企业降成
本，国务院今年推出一系列举措。
比如，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
税政策的执行期限；将小规模纳税
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 10
万元提高到 15 万元；对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
的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等。

以上举措，对广大中小微企业
无疑是雪中送炭。不过，对解决企
业融资难问题，我却想做一点补

充。时下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
小微企业贷款难，责任在银行，是
银行嫌贫爱富。银行却说，不给中
小微企业贷款，主要是企业没有资
产抵押。是的，银行信贷资金来自
储户，当然要对储户负责。试想，
若企业无资产抵押，日后银行贷款
收不回怎么办？困难就在这里：银
行希望贷款安全，而中小微企业却
缺少对应的资产抵押。

这个困局怎样破解？政府现行
的办法是，鼓励银行发放信用贷、
无还本续贷。可这些措施只是缓解
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而未
保证银行的信贷安全。我想到的办
法是，政府出资组建担保公司，一
手托两家：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
资担保的同时，也为银行免去后顾
之忧。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来源：华夏时报

稳中求进关键是“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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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学楷、蒋学模兄弟
◀蒋学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书籍

（图片由蒋国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