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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仁碧

据《尚书·洪范》记载，箕子曾向
周武王建议应当重视“八政”，即食、
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在这
当中，“食”指的是农业生产，被列为

“八政”之首。
关于“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的说

法，则源于东汉班固的《汉书·食货
志》，大意是说，《洪范》中记载的治国
理政的八个重要方面中，解决好吃饭
问题是第一要务。可以说，无论是古
代还是现代，吃饱饭都是头等大事，
关乎百姓切身利益，国家必须将粮食
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来抓。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
自古以来，我国都是一个崇尚农业、
以粮为本的国家。先秦经典著作《管
子》载，“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
霸，粟生而不死者王”，从国家层面揭
示了粮食生产与储备的重要性。战国
时期政治家李悝也指出，“籴甚贵伤
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
贫”，认为国家要想取得持续发展，必
须处理好粮食生产与百姓民生之间
的关系。

不仅如此，古人在对粮食生产及
储备问题的思考过程中，也有不少制
度化的探索与成果。《礼记·王制》一
文就提出“耕三余一”的观点，即按年
度计算，年末官府和民间的粮食库存
量要相当于当年粮食总产量的三分

之一，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再如，“国无九年之蓄，曰
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
蓄，曰国非其国也”，强调的是一个国
家只有保有足够粮食储备，才能保障
国家安全。

时移世易，道理无改。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发扬先人
优良传统，坚持“食为政首”，把解决
好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1959年，
毛泽东在党内的通信中写道，“须知
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
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当然，发展
粮食生产，让所有中国人都吃上饭、
吃好饭并不容易，首先要解决的便是
耕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我国先后开展过多次土地革命，包括
领导农民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解决
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实现“耕者
有其田”；颁布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
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
所有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变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解放了
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
经营积极性，等等。这一系列举措，极
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效促进
了粮食生产。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总体情况是
好的。但是，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
候都不能放松，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要紧紧围绕以我
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
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在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促进粮
食生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进粮
食生产经营方式创新等方面持续发
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防线始终牢
固。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仓廪殷实，
是国家之福，也是百姓之盼。要发展
好粮食生产，保障好粮食安全，各地
区和部门务必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
立“食为政首”理念，全面落实中央关
于农业和农村工作各项政策，把保障
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
好粮食生产，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

（《中国纪检监察报》）

□一苇

司马光的一生十分俭朴，并把节俭作为教
子成才的重要内容。古代家训中的名篇《训俭示
康》便是他结合自身经历与认识所作。在文中，
他自述“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还说“众人
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并教育儿
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及“君子寡欲，
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在他的熏陶下，司
马康以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受后世称赞。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在古
代，勤俭节约常与社稷兴衰相联系。据《二十四
史·晋书》记载，晋武帝时期曾任御史中丞的傅
玄看到时俗非常奢侈，便上书朝廷说，粮食和绢
帛的生产很不容易，人们不注意节约，必然会出
现断粮缺绢的时候。傅玄还表示，“奢侈之费，甚
于天灾”。到了唐代，勤俭节约的观念依然受到
提倡。李绅从“四海无闲田”的丰收景象里看到

“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现实；将“盘中餐”的粒粒
粮食与农民在烈日之下的汗水联系在一起，凝
成了“粒粒皆辛苦”的名句，使那些不知珍惜粮
食的人受到教育。

我们不应忘记，勤俭节约不仅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面对资源有限性、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勤俭节约体现了一种对
资源的敬畏之心、一种对后代的负责任态度，更
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节约
观，争做勤俭节约的模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崇尚节俭，增强节约意识，
改掉不良陋习，做到“以勤养志、以俭养德”，做
到互相提醒，杜绝铺张浪费，做到身体力行。

（《中国银行保险报》）

崇俭戒奢

▲鲁班

□孙福海

天津成为曲艺之乡，是因为在各方面都有
自己的传统，即便是“打杵”，即打钱，向观众收
钱的意思，也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不按规
矩走，天津观众是不买账的。

“打杵”起码有四种方法：即“仁义杵”“人情
杵”“乞怜杵”和“逼杵”。天津艺人基本上都看重

“仁义杵”或“人情杵”。如“仁义杵”，就是“打杵”
时看见有人要走，台上的艺人马上说：“身上不
方便，没关系，您尽管在这儿坐着，下次您再捧
我。”如果这位（观众）没零钱，艺人便说：“下次
您有了零钱，再想着我。”这叫“仁义杵”。还有

“人情杵”，“打杵”时艺人会说：“刘大爷、张大
爷、李二爷您们辛苦了，我们全靠老街四邻捧，
我们全家忘不了您！”相声艺人中，很少有人用

“乞怜杵”，即装可怜，说什么“您就是养个小猫
小狗不也得赏俩钱吗？您就拿我当个欢喜虫。”
之类的话。另外，相声艺人都慎用“逼杵”，也就
是必须给观众留面子，不可逼人太甚。即便是遇
到观众成心不给钱，也顶多说一句：“没有君子
就没有艺人，我们一家老小都等米下锅呢……”
因为如果相声艺人过分“逼杵”，观众特别是天
津观众是不会听之任之的。

早年，有外地的相声艺人在天津六合市场演
出，因过分地使用了“逼杵”，结果被观众搅了局。

那天演出，外边阴天了，行话叫“插棚”。管
事的就喊了一句“插棚”，台上的艺人知道外面
阴天了，一会儿又喊“撅摆”，意思是说下小雨
了。这时，台上的艺人暂时不“打杵”了，而是卖
力去“蔓住”观众，也就是要拢住观众，不让人
走。等到管事的一喊“嗨摆”，也就是说下大雨
了，观众走不了啦，台上艺人便开始了“逼杵”。
此时观众想走也走不了了，只能留下来继续听
相声。可原来十分钟一打钱，现在变成三分钟一
打钱。

后来又有几次这种情况，有个观众有能耐，
听明白也看明白了，等管事的再喊“插棚”，他起
身冲着观众嚷：“哥几个，‘插棚’就是天阴了，一
会儿‘撅摆’下小雨，不打钱，到了‘嗨摆’呀，咱身
上的钱全都得让他们掏光了……”他给搅局了！

（《今晚报》）

小剧场“打钱”的规矩

□元一

鲁班（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44
年），春秋时期鲁国人，本姓公输，名
般，因古代“般”通“班”，故称其为鲁
班。鲁班生活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
转变的大变革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奴隶制的逐步
瓦解使王宫里的工匠奴隶得到解放，
可以自由地从事个体劳作。鲁班就是
被解放的工匠之一。

鲁班出生于工匠世家，从小就对
手工制作、土木建筑等感兴趣。他悉
心观察有经验的师傅在各项劳动中
的高超技艺，虚心求教，认真学习，逐
渐掌握了多方面的技能，在木工、建
筑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发明创造。

在民间传说和古代典籍中，有许
多鲁班的动人故事。流传最广的，当
属鲁班发明锯的故事。一次，鲁班上
山伐木。突然，他的手被刚刚抓过的
小草划出了一道口子。他停下来，伏
下身子细细观察，原来，是一种叫丝
茅草的草叶边缘上长着许多锋利的
细齿。这时，他又看见旁边一只蝗虫
用小细齿快速地吃着草叶。一个念头
在他的脑海闪过：伐木工具有了齿，
一定会更好用。于是，他先用竹片做
试验，在树皮上拉出了深沟，但竹片
不结实。他转身跑下山，找到铁匠，打
出了带锯齿的铁条，用它伐木，快极
了。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锯，就这样
诞生了。

鲁班在发明创造上，注意和别人
的合作，特别是他的家人。墨斗一头
有一个小弯钩，叫“班母”，据传就是
鲁班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帮他拉墨线
而发明的。用刨子刨木材时，前段用
以固定木料的卡口叫“班妻”，据说是
鲁班因心疼妻子云氏扶木材时会伤

到手而发明的。或许是受到鲁班的影
响，妻子云氏也勇于发明创造。据典
籍载，伞就是云氏发明的。

只要做工时遇到困难，鲁班总会
开动脑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据
说，刨子、曲尺、钻、凿子、墨斗等都是
他发明的。这些实用工具提高了工作
效率，推动我国古代木工工艺达到了
很高的水平。

鲁班还是一位很高明的机械发
明家，他发明的许多机械设施对后世
影响深远。古籍《世本》记载，石磨也
是鲁班发明的。

磨，最初叫硙，汉代才叫作磨，是
把米、麦、豆等加工成面的用具。人类
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去掉谷物壳皮、
破碎豆麦成为人们日常的烦琐劳作。
早期采用的方法是用石头把谷物压
碎或者碾碎，后来人们又把谷物放在
石臼里面用杵来舂捣。这虽然是粮食
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但仍然比较费
时费力。

一次，鲁班看到一个老太太在用
杵臼舂谷，老人力气不足，只能一点一
点地用木棍磨。鲁班灵机一动：磨完全
可以代替打呀！他用两块比较坚硬的
圆石，各凿出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
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谷物磨
成粉了。磨的发明将杵臼的上下运动
变为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
成连续工作，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
生产效率，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鲁班发明的新奇物件还有很多。
他制造的锁，外面不露痕迹，机关设
在里面，必须借助配合好的钥匙才能
打开。《墨子》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
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鲁班制
作的木鸟可借助风力飞上高空，三天
不降落。他制作的木车马，内装机关，
能够自动行走。后世有不少发明家，

如三国时期的马钧、晋朝的区纯、北
齐的灵昭、唐朝的马待封、清朝的黄
履庄等，都在这个方面进行过探索。

鲁班的成功不仅是靠他的聪明，
更多的是靠他那锲而不舍的精神。有
一次，鲁班打算用木头雕刻一只凤
凰。因从未有人雕刻过，也无样品参
考，他只能自己摸索。过了一段时间，
人们看过他的雕刻仍直摇头。鲁班没
有放弃，一遍遍地修改，终于雕刻成
功。这次人们看到的凤凰，凤冠高昂、
凤爪逼真，借助风力还能长时间飞
翔。从此，人们更钦佩鲁班高超的技
艺和顽强的毅力。

鲁班不只有匠艺匠心，还对发明
创造的价值有许多思考。《墨子》记载
了几则墨子与公输子（鲁班）关于爱、
仁、义、恭等的对话，公输子明确说

“吾义固不杀人”，不再制作一些用于
战争的武器或工具。

正因鲁班在多个领域尤其是木
工领域有杰出贡献，多个行业尊称其
为“祖师爷”，后世更是称其为“木圣”

“百工之神”。 （《中国劳动保障报》）

“ 木 圣 ”鲁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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