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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石鼓，是茶马古道上由滇进藏的重要一站。石鼓小镇偏居丽江一隅，
较之丽江古城里的喧哗热闹，更适合寻幽独处。

唐宋时期，石鼓乃至整个丽江，地处南诏大理国与吐蕃之间，可谓夹缝里
求生存。元朝建立初期，石鼓是整个丽江的政治、军事中心。其所管辖、辐射
的地域，较之现在的丽江市还要广阔。木氏土司的先祖在此经营几十年后，才
把其“丽江路军民宣抚司”的治所迁往丽江大研镇。此后，从明朝初年算起，木
氏土司家族世袭统治丽江达400多年。

石鼓地名源出于镇上那面闻名遐迩的石碣，它为明朝嘉靖年间所立，所刻
文字仍清晰可见，其内容是木氏土司为自己的统治和战功歌功颂德。石质为汉
白玉，厚50厘米，直径150厘米，形状极像一面大鼓，现立于镇子中一个雅致
的四角亭里。它的旁边是静静流淌的冲江河，以及横卧碧水之上的铁索桥——
铁虹桥。两三百米远的地方，即是日夜喧嚣、激流涌动的金沙江大转弯的地方
——长江第一湾。长江从青藏高原蜿蜒而来，穿横断山一路南下，却在石鼓来
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转折，转向东北，在此同与其相伴而行、直线距离相隔不
过数十公里的澜沧江、怒江彻底分道扬镳，然后再向东义无反顾直奔大海。

坐在石鼓亭里，听木氏后人、70多岁的木光之老人畅谈石鼓的今昔。老
人精神矍铄，博古通今，出口成章，对当地的人文历史如数家珍。清朝后期，石
鼓镇里曾出现过父子同为举人的盛况，上世纪诞生过范义田、周霖等纳西族学
问大家，真乃人杰地灵之地。范义田撰写的诗句“山连雪岭几千叠，家在长江
第一湾”，脍炙人口，传诵至今。

走出石鼓亭，在江湾处的小码头乘摩托艇过江，踏上江中的沙洲——金沙
滩。从金沙滩眺望石鼓镇，依山坡梯次修建的小镇建筑伫立在田野中，静卧在
群山怀抱里，守候在大江边上。

青瓦白墙的农家四合院，如点缀在青山绿水间的点点繁花。夕阳西下，柱
柱炊烟在农家小院上空袅袅升起，慢慢地在空气中氤氲开来，很快，鼻孔里便
充满了松树的芳香和庄稼的清香。

农家小院里果树枝繁叶茂，花架上兰花飘香，看家的狗在果树下慵懒地躺
着，鸣叫着的鸡鸭在院子里四处觅食。四周的木架上、柱子上，挂满了金黄的
玉米，整个院子洋溢着农家秋收后的喜悦气氛。院子围墙外，潺潺流淌着涓涓
清溪。三五成群的小孩在街心玩耍，玩具都是自然天成的：石头和泥巴。街边
坐着神情淡定祥和的耄耋老人，肤色黑黝黝的，吸着水烟筒悄声说话，温柔慈
祥地看着路上稀稀落落的行人。

红彤彤的夕阳挪到了西边的山头下，辛勤劳累了一天的它要准备在山后
歇息了。歇息之前，仍把那耀眼的光芒从山后射向天空，那光亮顿时把蓝天白
云浸染得五彩缤纷，把漂浮在山顶的那片云朵分出好几个层次，形态各异，颜
色各异。高高在上的一层，如雪白的轻灵漂浮着的鹅毛，中间的部分是一团团
燃烧着的红红的火焰，下面的一层是一簇簇灰褐的凝视着大地的精灵。小镇
人们看惯了这样的美景，于我们，却是分外难得呢。

石鼓：长江第一湾边的小镇
●陆 言

在南京内城南门的墙垛上，许多明代留下来的砖头都
刻有铭文，其中有一块灰砖上刻着这样三行文字：“招甲席
俊翁甲首方朝张/窑匠卢立/造砖夫 广福寺”。长沙天心
阁的古城墙也发现了一块勒刻着铭文的明代窑砖，铭文也
是分为三行：“长沙府礼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 司吏冷荣/
作匠王 人户刘高叔/洪武七年八月造”。

在城墙的砖头上勒刻自己的姓名，这不是为了青史留
名、千古流芳，而是在执行明王朝强制推行的“质量追溯
制”。砖上铭刻的那些名字，其实就是一份对某处工程质
量问题负责的责任人名单。透过这份名单，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严密的技术质量监管体系：每一处工程，都有制砖的
窑匠、造砖夫与提供劳役的人户来承担建筑质量上的直接
责任，由基层组织——里甲的负责人（招甲、甲首）承担担
保责任，并且监工的官吏（典史、司吏）也负有连带责任。
这样，如果一块砖头被发现有质量问题，或者出现“豆腐
渣”工程时，便不致于“无法查询到是哪家单位负责”，所有
名字刻在砖上的人，都会被追究责任。在明代，这些出了
问题的相关责任人，严重者会被处死。

明人祝允明的《野记》记述了一则轶事：“太祖筑京城，
用石灰秫粥锢其外，时出阅视。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
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
斯金汤之固也。”翻译过来，就是一段有些恐怖的故事：明
初修建南京城，为了使城墙更加坚固，用石灰、桐油、糯米

汁制成的夹浆来浇灌墙体，朱元璋还时常亲自到工场监
工。城墙是分段包干的，老朱随便走到一处，叫人砸开夹
浆检查，如果发现“稍杂泥壤”，立即就将这一段工程的监
工、包工头、工匠通通捆起来，塞进墙垣的空隙处死。官吏
与工匠不敢造次，将南京城修得固若金汤。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朱元璋的手段显然过于残暴，执
法不够“人性化”。不过，明代修建城墙确实非常重视建筑
质量，按照官府的要求，“基有穵陷者，起而实之；墙有滥恶
者，毁而筑之；砖石有弗坚良者，除而易之；楼橹有弗如式
者，撤而更之。务图经久，以为百逸永宁之计。”对修好的城
墙，要“设法稽验，务求坚久。但有修筑不如法，三年之内致
有坍塌者，查提各催工人员及原筑工匠问罪，责令照依原
分地方修理”。要求在公共工程的用砖刻上相关责任人的
名单，固然是为了方便“问罪”，但最终的目的则是追求砖
石的“坚良”、工程的“坚久”。这种实打实的问责制度，放在
今日也有借鉴价值。笔者曾在香港的一处路边斜坡上看到
一块铁牌，上面写着此处斜坡工程责任人的姓名，并告示
市民：若发现工程有任何质量问题，可致电哪个机构。这与
明代的“城砖落款制”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有人说“城砖落款”是朱元璋的发明、创造。不对。其实
这是中国社会很古老的一项礼法传统，在律法上有一个专
门的说法，叫做“物勒工名”。《唐律疏议》中就有“物勒工名，
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的记载，而疏议的说法则是
引自先秦的儒家典籍《礼记·月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
礼法传统对“诚信”的强调。有意思的是，十三世纪初的英格
兰也实施了一项暗合“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精神的法案，即
要求面包师必须在他烤制的每一块面包上，适当标上自己
的标记。这样，市民如果发现购买到的面包不合格，一看标
记就可以知道是哪一个面包师作出了欺诈行为。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开始只是强制的责任认定，但
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
出，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当品牌形成之后，拥有这
一品牌的工匠就会一改被动的“物勒工名”，而倾向于积极
在自己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以便跟其他人的同类产
品区分开来。这便是商标的渊源，如清代的“张小泉”剪刀
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时候，“物勒工名”已成为了主动的诚
信宣示，为了维持自己的品牌与信誉，工匠会自觉地避免
以次充好、避免制造“豆腐渣”。

在传统社会，促使工匠不敢以次充好的力量，除了“物
勒工名”的官方监管以及基于品牌自觉的自我控制，由行会
执行的行业自治监督也非常重要。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的
发展，石匠、铁匠、砖匠等行业都各自出现了行会组织，与建
筑业有关的工匠行会有时候也叫做“鲁班会”。这些行会组
织具有向本行业工匠提供精神认同（比如鲁班会的工匠通
过共同祭祀鲁班，以此强化同仁对共同体的认同）、利益表
达（比如向东家提出加薪要求）、秩序维持（比如制订本行业
的行规、调解工匠之间的纠纷）等功能，出于对行业声誉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性考虑，行会也会对工匠的产品质量
提出“行业标准”，这也是传统社会自治本能的体现。让我来
举个例子吧——清光绪年间，某地泥作匠行业订立行规，其
中有一条即规定：“泥墙须包三年，如三年内倒塌者，归泥匠
赔修。”当地加入本行会的所有泥作匠，均须遵守这一条款。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当一名古代的工匠参与修建
某处工程的时候，至少会有三种力量督促他必须注意产品
质量：官府强制执行的“物勒工名”；维护自己品牌声誉的
道德压力；本行业的行规约束。所以，古代尽管也有“豆腐
渣”工程，但出现的几率，一定远远低于既无强制问责、又
无道德自觉、复无行业自治的时代。

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冬姑娘的脚步也渐行渐近。当
大多数人选择蜷缩在家里，享受暖气所带来的慵懒时，那
些片刻也停不下来的旅游达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绘制初
冬旅游攻略。不论是学候鸟南飞寻暖，还是向北发现塞上
魅力，总有一处让你感受这个季节的别样风情。

南下 邂逅风花雪月
推荐目的地：云南

当古城西安还是阴雨连天时，此刻的彩云之南却温暖
如春，风和日丽。“年底工作比较清闲，此刻正值旅游淡季，
不用担心成为别人照片里的背景墙，而且机票、酒店等价
格都大幅度下降，正是外出的好时节。”在西安某设计公司
上班的小严说，他请了6天假，加上两个周末刚好能凑成9

天长假，放松身心的同时，还可感受云南的温暖与浪漫。
初冬的云南，褪去了旅游旺季的喧嚣与聒噪，显得更加古
朴且韵味十足。行走在丽江古城那一块块青石板上，目之
所及，除了琳琅满目的美食小吃，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特
色酒吧、小店，还有那一首无限循环的《一瞬间》，顿时让人
明白丽江称之为“艳遇之地”的理由。尤其夜幕降临，那一
排排大红灯笼与精致的建筑、涓涓河流互相掩映，给人以
迷离的感觉，你不妨随便挑一个酒吧坐下，点一杯钟爱的
鸡尾酒，尽享别样的静谧时光。

当然，除了丽江，云南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心中的日月”
香格里拉、著名的西双版纳、“高原明珠”泸沽湖……其中，
因电影《心花路放》而备受关注的大理，则成为许多都市人
的理想目的地。来到大理，首先要去的自然是大理古城，
与丽江的暧昧情调相比，大理古城显得古朴得多，这里除
了鳞次栉比的商铺、白族风味小吃、专程前来拜访的国内
外游客，那穿着校服、三五成群的中小学生以及他们脸上
洋溢着的天真无暇的笑容，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此
外，凭借舞蹈家杨丽萍而名声大噪的双廊，绝对是大理旅
游的重头戏，你不妨花上两三日时间，在这里尽情享受看

海、发呆、住客栈的乐趣。
北上 感受塞外神奇
推荐目的地：神木

一提及陕北，很多人会立刻联想到窑洞、秧歌、黄沙漫
漫的景象，但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会被他那粗狂的黄
土高原，质朴的民俗风情以及地道的美味小吃所吸引。在
西安某旅行社上班的郭倩近日参加了神木旅游推介会，并
在神木旅游局的带领下，开启了为期两天的神木亲身体验
之旅。“这次短短的神木两日游，完全刷新了我对神木的看
法，悠久的历史文化、险峻的二郎山、神奇的红碱淖以及大
观园浓郁的陕北风情，无不令人流连忘返。”

作为全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红碱淖又被称作“昭君
泪”。相传，王昭君当年远嫁匈奴，行走至此，想到乡关万
里，此生难回，便伤心欲绝，痛哭了七天七夜，形成了红碱
淖。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与黄土风情截然不同的景致，一望
无际的湖泊，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内各种鱼
儿惬意游走。远处，天然牧场上牛羊成群，空气清新，如若
不提醒，恍然间会以为置身于江南一般，令人心旷神怡。而
素有“陕北小华山”之称的二郎山，形状像骆驼的双峰，是
神木的标志景观。这里山势险峻，巍峨耸立，尤其山间隐藏
的各类庙宇、石刻、壁画等成为该山的一大亮点。据了解，
每到传统庙会期间，二郎山便商贾云集，人流涌动，场面十
分壮观。此外，如果对陕北文化感兴趣者，不妨前往陕北民
俗大观园或观看当地原生态演出，感受浓郁的陕北风情。

了解一个陌生的地方，最好的方式自然是从美食开始。
来到神木，自然要过足嘴瘾。猪肉烩酸菜、杂碎、粉糊糊、然然
菜、炖羊肉、碗托……光是听名字，就叫人欲罢不能。

中国古代为何少有“豆腐渣”工程
●汪 元

民国时期大学的学费是不一样的，从
几十块大洋到二三百块大洋不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居民家庭年收入
不到两百块大洋，最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
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一年到头最多只能
攒下十几块大洋，供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
何况读大学。

考试费用
首先，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民国

没有统一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
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
名的时候会让你缴纳报名费，一般是三五块
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
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
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不管最终是否取
得入学资格，报名费是不会退给你的。

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
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民国没有全国
统一的高考，各学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
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
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日到8日，而南开大
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民
国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
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
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
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

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
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
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

穷人的孩子读不起
各学校的学费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

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
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
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
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
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
费都是一百块大洋，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
高达两百块大洋！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
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
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
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
入实在是低得可怜。

据1932年调查发现，当时居民家庭
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基本的饮食开
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剩下的钱
刨去看病、走亲戚……一年到头最多只
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
候还得欠债，供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
何况读大学。

1931年，蒋介石的笔杆子、国民党机

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感叹说：“从
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
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
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
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
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
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
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

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
学，最后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
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
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
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
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
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不一样的学费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

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
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
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
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
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
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
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民国所有高校当中，教会学校和医

科大学这两类高校的学费是最高的，而且
收费项目也很多。例如设在南京的金陵女
子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
那年，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此外还
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
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24
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
花10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但是物有所
值，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
量也相当优越。

首先是住宿条件好。在北洋政府时期，
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
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
学生冻得发抖；而身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
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
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
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嫌
大伙房饭菜不合口味的学生还可以在小厨
房里自己做饭吃。

其次，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
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
多为外籍教授。例如，上海浸会大学全校50
名教授，其中22个是美国人，老师用英语
讲课，学生用英语交流，在这种教学方式
下，学生的口语水平高得吓人，只学一两年
英语，就能跟老外顺利交流。

民国时期上大学要花多少钱？
●李开周

日前，张信哲低调现身北京，此次他不是以人们所熟知的“情歌王子”的身
份出现，而是以收藏艺术家的身份现身保利秋拍个人预展，当天展出了张信哲
的100多件收藏品，其中包括皇家龙袍等。

此次预展共展出了包含皇家龙袍在内的明清宫廷服饰、贵族日用织绣品
等，价格最为昂贵的展品是一件估价120万至150万元的晚清供奉袈裟。张信哲
透露，自己是从外曾祖母的刺绣、小鞋中发现了自己对收藏的兴趣，那时候自己
才十四五岁，“织绣类艺术品在古董收藏中其实一直都是非常冷门的项目。”

对于此次藏品拍卖所得，张信哲表示有一部分会用于新专辑的制作，而余
下的钱则会继续进行收藏。

“情歌王子”变“收藏家”张信哲将拍卖皇家龙袍
●林 芳

在众多的收藏品中，邮票以其精巧的外观、深厚的文化底蕴、巨大的升值
空间成为大众收藏视线中的焦点，受到了许多收藏者的青睐。收藏邮票，不仅
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能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得到精神上的享
受。那么，究竟哪些邮票具有收藏价值呢？根据多年的邮品收藏经验，以下五
类邮票应是收藏者的合理选择。

第一，发行数量少，具有特殊意义的邮票，包括小型张。其中，以1991年
以前发行的邮票收藏潜力较大。如文革时期发行的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
因为全国只有千余枚，所以升值速度极快。在一般情况下，邮票发行量的多少
与升值幅度成反比。

第二，发行量虽然较大，但在人们心中有一定地位的邮票，以生肖邮票、文
学名著邮票、书画历史题材邮票为代表。这类邮票由于设计精美，展现了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十分热门，不仅增值快，而且颇具艺术
价值和收藏品位。

第三，没有使用过的崭新邮票。这类邮票收集起来比较方便，经济负担也
不大，因而适合初涉邮市的收藏者。国家邮政局每次发行新邮票，你都可以去
当地的集邮门市部去购买。如果嫌麻烦，可以每年买一本集邮年册。

第四，信件上被邮戳盖销了的邮票。这类邮票被业内人士称为信销票。
和新邮票相比，信销票的收集难度要大得多，不少信销票由于发行较早，存世
量不太多，价格也随之变得很昂贵。而容易收集到的信销票，往往价值不高。

第五，混合邮票。这是指收藏者在收藏的过程中，并不在意是盖销邮票还
是实用邮票，只要能凑齐一套，邮票画面完整无缺，就算大功告成。目前，大多
数收藏者收集的是这类邮票。

话收藏■

白城永亦会计公司
竭诚为企业服务

本公司是为公司及企事业单位服务的会计中介机构，主要业务是代
理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代理资产评估作价报告，代理注册资本验资报告、
代理小额垫付资金、代理建账、记账、查账，代理项目资金可研报告、代理
工商登记办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许可证、代开发
票。编制资产负债报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会计电算化培训、财务法规
咨询。实行会计业务一条龙代理服务。

地 点：白城市政务大厅对过
联系人：冯先生 电 话：0436-3369061 13009068788
地 点：镇赉县政务大厅对过
联系人：张会计 电 话：0436-7304069 13894649600

恋上初恋上初冬 南下北上总相宜
●胡 珍

旅游风光■

公 告
根据我上级公司意见，公

开拍卖捷达车（06年度）两辆，

有意者于12月13日前到我公

司综合部携有效证件报名，联

系电话：3566907，联系人：宋

丽梅，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白城分公司

2014年12月10日
















 

《白 城 日 报》、《城 市 晚 报·百 姓 生 活》广 告
是您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是您联系大众的纽带!

《白城日报》是中共白城市委机关
报，《城市晚报·百姓生活》是《白城日
报》和《城市晚报》共同打造的都市类报
纸。两报是面向全国发行的主流媒体，始
终坚持弘扬主旋律、服务中心、服务民
生，其权威资讯、深度观点、实用信息为

受众广泛赞誉；其影响力、公信力、权威
性、时效性、发行的广覆盖是当之无愧的
白城第一报。真诚期望各界有识之士，来
白城发展创业，来白城日报社发布信息，
共同铸就我们的辉煌未来！白城日报社广
告由白城日报社自主经营。

广告业务联系电话：
白城：0436—3323838
大安：5234360 13251769263
洮南：6323262 13039369889
镇赉：7222023 13943692271
通榆：13204409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