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苑范质的俭朴与
“中国式的节约”

石化龙

据《宋史》记载，建隆元年七 月，宋代宰相范

质病了，宋太祖 赵匡胤“幸其第视疾。”范质请皇

帝用茶，茶具是粗瓷杯盘。越匡胤皱皱眉，心中

不悦，暗想，他是朝中一品 高官，岂能如 此 穷酸？

皇帝以 后又去了几次，细心观察，发现 范质睡的

是硬板床，铺的是旧棉被。回 来后，就派人送去

了雕花床、鸭绒被和精美的茶具等。不久赵匡胤

再去时，看到范质仍睡硬板床，仍使粗瓷茶盘，

便疑惑不解地问：“爱卿身 为 宰相，何必这样苦

了自己呢？”范质微微一笑，拱 手回 答道：“陛下

给我那么多俸禄，岂能置办不起好 家具？只是臣

倘若摆设豪华，过分奢侈，来访的大小 官吏便会

一一效仿，岂不带坏了朝野风气，成 为 千古 罪

人？”赵匡胤听了连声叫好，称赞范质戒奢以 俭

的道德操守为一代风范。据记载，“范质以 廉节

自持，未曾受四 方馈赠，前后所得禄 赐多给 孤

遗。闺门之中，食不异品，家无多余财产。”太祖、

太宗都曾称赞曰“真宰相也”、“宰辅中能循规

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

这个故 事 不 禁使人想起我们民族艰苦朴

素，勤俭 节约的美德。然而，较长的一段时间，这

一类的词语不大听到看到了，似乎时过境迁，不

再需要了。有人谑称类似范质的俭 朴之风为“中

国式的 节约”，并附 之 以 殊多道理，诸如 它抑制

了消费，从而也限制了生产的发展之 类。有人甚

至说 ，长期以 来，中国人“一辈子想富，却一辈子

总是饿得发慌”，是因 为在消费问题上 不开窍，

只会“缩小胃容量”，只知 念叨“茶饭 不易”之 故。

对这种观点，笔者不能不视它为奇谈。诚然，在

旧 社会，大多数 中国人的贫穷并 非 因“节流 有

方”所致，这是早有公论而无需赘述的。中国人

的 节俭 一方面是为 贫穷所迫，更多的则是由勤

劳 而生的一种美德，只有劳动者才知 道创造财

富的艰辛，才懂得珍惜劳动的果实。因此，把“茶

饭 不易”一类的劝 导简单地归结为“小 农经济意

识”恐怕还是谨慎些为好。其实在小 农经济社会

中，也 并不乏“灯火下楼台，笙歌落庭院”、“一丛

深 色花，十 户中人赋”等名 句中描绘的“高消

费”。可见，我们不仅有“中国式的节约”，也 还有

“中国式的奢侈”，只不过后者并没给 黎民百姓

带来富足 或“扩大胃容量”。

反对“中国式的节约”者还有一个奇特的见

地：这几 年中高档饭 店消费掉的山珍海味越来

越多而国 家却并没有变穷，可见节约之 不必。其

实，这是生产发展之 故，还是肆意挥霍之果，持

奇论者稍有良知 想必还是能弄清楚的。特别是

用公 款去“高消费”之 诸公，当更不乏此 智商。说

到此 ，也 不妨听一些海外人士的反映。不少海外

人士 包括来自高消费国度的富人，都为我国在

宴请中表现出的浪费和奢侈而咋舌。据此请教

持奇论者，如 果用越 来越 多的公 款来为中高档

饭 店增色的话 ，至 少不会使国 家和人民因此 而

变 富吧！

据报载，韩国新任总统金泳三就 职后 第三

天 在青瓦台总统府设午宴，招待内阁各部长官，

竟然是每人一碗 面条。而且他宣布，今 后除非接

待外宾，总统府的宴会一律以 面条待客。韩国为

亚洲四 小 龙之一，经济相当发达，国宴上 不见山

珍海味，觥筹交错，仅有面条一碗，令人深思！同

时他 还宣布，决心清除腐败，推进廉政，以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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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争取 在其任期的五年中，把韩国的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提 高到 1.5 万美元的新水平。

联想到我们的许多宴会，不要说 一碗 面条，就连

“四 菜一汤”也 早已为人所不齿。生活在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 96 位的一些人们，居然

敢于蔑视俭 朴之风，真可谓好 气魄！然而面对人

家1.5 万美元的指标和一碗面 条的规定，真不

知 做何感想！

有西谚云：“奢侈是人为的贫困。”看来西方

不独有消费观，也 有节约观。其实，那些把 节约

与 消费对立起来的人们，如 果能从更广的意义

上 看节约，就 会发现，阻碍我们更快 富起来的，

不是节约，而是在许多地 方 节约太 少，浪费太

多。

提倡艰苦朴素、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是不

是意味着要大家做 苦行僧呢？当然不是。其实，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逐步提 高物质和文化生

活，正 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事实上这些年也正

是经历了这么个生产发展生活提 高的过程。但

是，如 果离开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提 高

而去追求什么 高消费、高享受，遇事讲排场、摆

阔 气，挥霍浪费国 家资财，是国 力所不堪负担

的，也 会把人们引向只图享乐 而不求进取 的 渊

薮之 中，其结果必然是延缓甚至干扰四 化建设

的进程。

艺苑不能

——一位财政所长的“床头铭”

杨学华

不能让权力束缚我

不能让金钱迷惑我

不能让时髦左右我

不能让人情网 罗我

不能让荣誉陶醉我

艺 苑

用之于农
亦须慎取

吕万大

最近，一位 落选的 乡干部向笔者诉说 了满

腹怨情，说 他在短短的任期内，为 当地群众办了

一大堆实事、好 事、大事，自 己一分钱都未进腰

包，吃辛受苦竟落得如 此下场。问及办实事的钱

从何来，他振振有辞：“取 之于农用之于农嘛！”

也许问题就 出在这个“取”上。

这几 年，农民的 负担在一片“减轻”的呼声

中越来越重，不少地方涌现 出一批“取 农”办实

事的“能人”，他们“取”的胆子颇大，“取 术”五花

八门。有的贴上“人民事业人民办”的标签，制发

红头文件“强取”；有的抓住销售农产品的环 节，

以 白条的形式“巧取”；有的挥着“为农服务”的

旗帜，通过推销、咨询“骗取”；有的以 达标，升级

的名目，采取收 费的办法“套取”。报载，时下因

“取”而由农民分摊的各种社会负担多达 100 多

种，各种名目的达标活动二三十项。在一件件

“实事”完成之时，已“取”得农民丰产不丰收 ，到

手的钱成了镜花水 月；已“取”得农民不堪重 负，

越来越不愿务农。

诚然，人民的事业需要人民来办，为着用之

于民而取 之于民，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想在一

夜之间把一切好 事通通办 完，使你 管辖的地区

高楼林立、大路通天、投 资环境完美无缺，那只

能是善良的愿望而已，客观上 不可能，事实上也

办不到。如 果凭一时冲动，杀鸡取 卵，事情只会

走向反面，到头来只会“取”走干群之 间的 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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