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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说：“我们搞困难大一
些，财力、技术都有一定困难，从
长远的客观需要看也是需要的。如
果我们从现在开始考虑，即使速度
快一点，也要 15 年，速度不快就得
20 年。现在不搞，10 年之后再搞，
也还有困难，也要 15 至 20 年。因
此，要早论证，早点儿把这个问题
搞好。”

刘华清说：“我们搞航空母舰
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用于
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海洋权益，维
护世界和平。如果我们有了航空母
舰，海军的质量就将彻底发生变
化，海军的作战能力也将有较大的
提高，更有利于我军执行积极防御
的战略方针，所以我们应当以历史
的责任感去进行研究。”

刘华清说：“搞航母，还有飞
机问题。一艘航母，不只是一种飞
机，而是几种飞机都要能够装载。
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各种巡
逻机、预警机等，是非常复杂的。
现在第一步不能那么复杂，要搞得
简便一些，节省一点，快一点，一
步一步地掌握技术。航空母舰上的
一套飞行指挥、飞行技术和管理技

术 也 是 不 容 易 的 。 具 体 怎 么 上 ，
就要靠我们从作战和战略方面进
行研究。”

四年多来，随着海军战略研究
的深化与形成，刘华清对中国航母
的期盼、渴望与呼唤，意更浓，情
更迫，志更坚。他知道，他的海军
司令员任期已屈指可数，他的最大
愿望就是在他离任之前，为中国海
军描绘出一幅跨世纪的以航母为标
志的具有远洋立体作战能力的现代
化发展蓝图。

重要影响的汇报
然而，就在刘华清决意找上门

去向总参汇报“真实想法”的当
口，3 月下旬的一天，报纸、广播、
电视等各大媒体同时发布了一条消
息：总参一位领导在会见外宾时公
开表示，我们的海军战略是近海防
御，中国不需要、也不准备搞航空
母舰。

刘华清惊诧不已：这是这位领
导个人的想法还是总参乃至军委集
体意见？是即兴表态还是正式决
策？在他的印象中，军委主席邓小
平从来没有这样的讲话和表态，其
他军委首长也从来没有类似的讲话

和表态。一个身居联合国常任理事
国的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大
国，一个拥有300万平方公里蓝色国
土的世界A类海洋大国，公开声明放
弃研制、拥有和使用航母的权利，
不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外交策
略上，都是极为不妥的。

刘华清倍感事态严重，更觉
得有必要尽快将自己的真实想法
向军委首长和总参领导作个详细
汇报。为慎重起见，他决定先听
听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员萧劲光的
意见。

就在媒体报道这一消息的第二
天晚上，刘华清来到开国大将萧劲
光的住处。

刘华清说明来意，萧劲光很
是高兴。两任海军司令员敞开心
扉，就中国海军发展和装备建设
交谈开来。

“我也注意到了这条消息。向外
宾这样讲，是不是太轻率了？”萧劲
光说，搞不搞航母，是我想了多年
的问题。50 年代搞规划，航母不敢
想也不可能提，但还有人说是“大
海军主义”。航母的问题，我寄希望
于以后解决。

“我完全赞同你提出的‘近海防
御’海军战略。”萧劲光对刘华清
说，“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没有航
母，不是不需要，也不是不想搞，
而是搞不了。技术达不到，经济实
力也不行。”

老司令的由衷之言深深打动了
刘华清。他接过话头，直抒胸臆：

“现在搞航母，技术水平提高了，经
济上也强多了，但也不是没有问
题，财力、技术仍有困难。所以不
能等，要早论证，早研究，这样才
有主动权。”

“是这个意思。”萧劲光赞许
道：“你这些想法，可以向军委总
部首长作个详细汇报。”

刘华清回答：“有这个考虑，
并已作了安排。”

临别，刘华清恳请萧劲光把对
发展航母的看法，连同对海军建设
的其他见解，写成文章在海军内部
发表。

萧劲光接受刘华清的建议，很
快撰写了《建设现代化的强大海
军》一文，并在《海军杂志》刊登。

与萧劲光大将一席深谈，彻底
打消了刘华清思想上的顾虑与杂
念，更加坚定了向总部汇报进言的
决心。

话分两头。分管全军装备规划
工作的副总参谋长何其宗和总参装
备部部长贺鹏飞可谓“军中少壮
派”：何其宗1985年由军长破格晋升

为 副 总 长 ， 年 仅 42 岁 ； 贺 鹏 飞
1985 年任总参装备部部长时，也
不满 41 岁。刘华清任总参分管装
备工作的副总长时，他俩还都只
是师团职军官。所以，当得知老
首长要亲自到总参汇报时，何其
宗格外重视，在第一时间做出了

“礼遇”与“请益”的高姿态：指
示由贺鹏飞带队赴海军听取刘华
清司令员关于“七五”海军装备
规划的意见和建议。

汇报会由刘华清亲自主持，分
管海军装备科研和海军航空兵的张
序三、李景两位副司令员一同参加。

在装备部门汇报了海军 2000年
前发展设想和“七五”装备规划基
本情况后，刘华清重点围绕“海军
核心力量建设”问题，全盘托出了
他的思考与主张。

关于海军装备规划顶层设计，
刘华清开门见山：“第一是航母。
我们设想用 15到 20年时间搞航母的
预研，到 2000 年后形成战斗力。第
二是新一代核潜艇。这两个问题涉
及海军核心力量的建设。我们认为
海军除抓好其他舰艇、飞机研制
外，也要抓这两个项目的研制。”

“这两种装备搞出来，从长远看
对国防建设是有利的。”刘华清特别强
调，“这两种装备不仅为了‘战’，平
时也是为了‘看’，‘看’就是威慑
作用。”

刘华清坚持认为：“在和平时
期，对装备建设要从长远考虑，抓
一些带根本性的装备研制。”

“无论是研究海军战略和发展
战略，还是研究指导思想战略性
转变，都要与军队建设、装备规
划结合好。制定海军装备发展规
划，必须符合未来海战的需求。”
刘 华 清 说 ， “ 依 据 海 军 作 战 对
象、作战任务、作战海区的环境
条件，我们考虑今后一个时期内
海军的奋斗目标：一是‘近海防
御’战略，即太平洋北部、西北
部海区，是海军的作战海区；二
是要瞄准主要作战对象，有个相
应的自卫能力；三是要求战略防
御纵深适当延伸，第一阶段放在
第 一 岛 链 ， 及 我 国 所 属 海 岛 内 。
我们要保卫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保卫 300 万平方公里管辖
海 域 ， 保 卫 1.8 万 公 里 的
海岸线。” 20

连连 载载

新密溱洧婚俗
左 文

婚俗制度是我国传统礼教制度十分重
要的内容，它借婚姻礼制约定俗成的一系列
形式，承载了中华民族进行传统的孝义、道
德教育的深厚内涵。新密溱洧地区保留了
汉民族婚姻礼俗的全部内容，距今已有五千
年以上的历史。

古代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中华
民族始有婚姻制度，由母系社会入父系社
会，夏氏亲迎于庭，殷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
岁，定婚姻之时，亲迎於户，六礼之仪始备。
六礼者，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
曰纳徵，五曰请期，六曰亲迎。

新密婚俗和六礼之仪完全一 致 。“ 纳
采”，现在叫提亲，有托媒人提亲，有亲翁
备礼亲提。“问名”，现在叫换庚，到女方住
所举行仪式交换双方的庚贴，是一项很庄
重的礼仪。“纳吉”，是双方都要进行的仪
式，过去是问卜、扶占，现则让懂得阴阳五
行的先生“合八字”。“请期”是请人看了日
子（新密叫“好”）以后，到女方送“好”，又
叫“下书”。最后，就是亲迎，即到吉期以

后，娶亲的吉日了。
新 密 地 区 ，迎 亲 仪 式 非 常 隆 重 、热

闹，形式和规矩繁多，历时三天。第一天，
要做好准备，请好“架客”、“娶客”、“娶女
客”及一应人员和各项准备。要上坟，请
神烧平安供，行二十四叩大礼、演礼等仪
式。第二天，要备轿，备乐队，祭祖，至女
方要和“迎客”等人共同施打拱礼、打签
礼，百步上金殿礼，谢厨礼、朝祖礼、献哺
礼、三请礼、骑马过圣礼、香斗礼、拜天地
礼、入洞房礼、上头礼等，晚上则要举行闹
房仪式。第三天，新娘新郎要上坟，认亲
叩头，到姥娘舅家认亲等礼节。第四天，
还有回门礼，新娘叫“回面”，新郎叫“认
亲”，有“住四还八，两头大发”，“住九还十
三，两头骡子一齐拴”的讲究，到“回门”、

“叫客”结束，整个的婚礼过程才算结束，
新人进入了成人序列，完成了人生重要的
历程。

2009 年，新密溱洧婚俗被列入河南省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域外见闻

老外的奢侈税
马 佳

所谓奢侈品，即指在国际上被认定为
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具有稀缺、珍
奇和昂贵特点的消费品，也称“非生活必需
品”。过去，因为中国经济落后，奢侈品在
大陆少有人问津。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飞
速发展，中国渐渐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
主力军。2013年中国公民购买了107亿美
元的奢侈品，占当年全球消费品市场的
1/4。在日益走俏的出国游中，有不少人就
是冲着国外的奢侈品去的。譬如，2013年
4 月国际金价大跌，而不少中国女游客竞
相出国疯狂抢金一战成名，以至于美国媒
体专创了一个英文单词“dama”——“中国
大妈”。

购买奢侈品是要上税的，譬如进口高
档豪华轿车——奔驰、宝马、奥迪、雷克萨
斯、捷豹以及兰博基尼、路虎等等，都要缴
纳昂贵的奢侈品税。但出国购买海外奢侈
品，其税收却远远低于国内市场，因此价格
也大大低于国内市场，所以“中国大妈”们
乐此不疲趋之若鹜！

其实，开征奢侈税在国际上早已成潮
流，目前已有美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
亚、韩国、日本、保加利亚等国实施奢侈税，
课征项目包括珠宝、皮草、名表、豪华汽车、
船舶及飞机等，税率从 1%至 33%不等，其
目的是拉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美国是最早出台奢侈品消费税的国
家，奢侈品税成为联邦政府调节生产消费
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美
国，价格超过 3 万美元的汽车就要征收
10%的奢侈品税。美国 NBA 等四大联赛
球星的薪金如果过高，就要扣奢侈税。如
果球队老板本年度付给球员的工资超过了
去年联盟总收入的 55％，那就必须交纳奢
侈税。奢侈税是按100%比例扣除的，也就
是说超出1美元就得上缴1美元税金，严厉
程度可见一斑。

日本人的贫富差别并不高，也是一个
比较务实、节俭的民族，但日本的“奢侈税”
却很严格，居民在餐馆用餐超过一定标准
就要缴纳奢侈税。铺张浪费在日本被认为
是一种可耻行为，所以在消费场合，很少见
到大吃大喝、挥金如土的情景。

瑞典的消费税较高，在 20%至 25%，对
于奢侈品，交纳的消费税更高。保加利亚
政府于去年作出决定，开征“奢侈税”，其奢
侈税包括对 150 匹马力以上或排量在 3.0
以上的汽车、游艇和 250平方米以上的住
宅征收“特别税”。

新加坡出台新政：将 4 年内转手的房
地产印花税，由原来的 3%大幅提升至第 1
年 16%、第 2 年 12%、第 3 年 8%、第 4 年的
4%。在香港，为控制房地产飙涨趋势，特
区政府从 2010 年推出房产调控的政策，
在既有最高 4.25%印花税基础上，针对 6
个月内、6 至 12 个月及 12 至 24 个月内转
售的住宅开征额外印花，税率分别为
15%、10%和 5%。

随笔

烟的闲话
张文明

我不吸烟，我们张家，老老少少都没人抽烟。
有烟瘾的朋友耍笑我：“三年不吸烟，省个大老

犍。”并且以亲身经验讲了个故事。他曾经断过一
次烟：每日烟瘾上来的时候，他都把买烟的钱放进
钱罐里，戒烟三年，省下的钱，竟然可以买头大牤
牛！言外之意，我这多年不抽烟，也不见省下的钱
在哪儿？我反唇相讥：“既然能省下钱买牛，为何不
坚持下去盖座楼，如今还蜷缩在茅草庵？”他嘿嘿一
笑，尴尬地说：“不怪我，都怨恁弟妹，一没打酱油买
醋的钱，她都往钱罐里拿。我一恼，不省了。”吸烟
人总有自己的理由，我无暇跟他理论下去。

我不吸烟，并不意味着不跟香烟打交道。上小
学那段，正赶上抗美援朝，老师让我们做慰问袋。
捐献飞机大炮我们办不到，想方设法买斤花生米，
还是可以的。见高年级的学生上街拾烟头剥烟丝
卖，我也照着学。怎么那么凑巧，我刚弯腰捡烟头，
就被老爹看见，一耳光打在脸上，父亲还怒冲冲地
朝我吼：“我教你学赖！”后来，父亲明白了我的用
意，掏出一千块钱（相当今日的一角钱），算是对我
的安慰和支持，并且让姐姐为我做了个慰问袋。那
一巴掌，打得我一辈子跟烟绝了交。

儿时，我就听人讲了不少吸烟的坏处故事，什
么抽烟人没出息，没钱就偷鸡摸狗，烟屁股随地扔，
棉袄烧了大窟窿，甚至酿成火灾，家破人亡……

我不吸烟，不等于不被动吸烟，不受烟的害。

坐办公室，同事吞云吐雾，美滋滋地像活神仙，我
就被呛得喘不过气；聚在一起会餐，人家吸着烟逍
遥自在，我却被熏得咳嗽不止；乘坐火车轮船，虽
赫然贴着“禁止吸烟”的牌子，而烟民视而不见，
只管哧溜哧溜地过瘾，我却被烟雾困扰得四处躲
藏……便是住进医院，也休想躲过烟味！那年，我
做了阑尾切除手术，碰见探望同室病友的人抽烟，
害得我闻到烟味就咳嗽，我连忙捂住刀口。还有
那年，我回老家探亲，临近春节，挤进一辆“喝啦
喝啦”的破中巴，人多得无立足之地，偏偏身旁有
几位烟瘾大的农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大炮筒
子”，烟气浓得令人窒息。更要命的是，中巴半路
加油，司机和跟车的售票员吆喝：“大家不要吸
烟，给车加点油！”那几位瘾民却置若罔闻，我行
我素……

“吸烟有损健康”，谁人不知？可吸烟的人总

爱跟你大唱反调。你说：“烟里有尼古丁……”他不
等你说完，就打断道：“好哇！尼古丁可以杀死人体
内的寄生虫。”并且取过一本《你的误区》，翻开第一
页做佐证。你说：“因烟得病，花不少钱！”他就会搪
塞：“烟的税收，给国家作了大贡献！”果真如此，我
们也用不着搞经济建设了！

说什么“烟酒不分家”，“有烟好说话”，其实“不
客套，不虚假，开门见山，有啥说啥，更好。”有人问
我：“写东西写不下去咋提神？”我答：“写不下去就
搁笔。”并指出“靠刺激憋出来的东西不生动，读着
也无味。”一言以蔽之，吸烟人强调吸烟的理由。我
跟他们正相反。

至于吸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我不敢苟同。
乍一看，“吸烟讲身份”，似乎有道理：烟分高中低
档，人分三六九等。有钱人买高档香烟；钱少的购
低档香烟；富裕点的买中档香烟；无钱的揉把烟
叶，撕片纸，卷吧卷吧，吐沫一粘，就是一颗“手工
造”；或者如老农怀抱只大烟袋，吞云吐雾也好，
吸溜吸溜也罢，呼噜呼噜也中，美滋滋、乐呵呵地
吸一口吐一口，各过各的瘾，其实不见得谁比谁高
贵到哪里去！当今老百姓还有一句话，叫做“买家
不吸，吸家不买”，多是走门子、拉关系，用于行贿
受贿来的！

如今倡导领导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实在是桩
善举：一利环保，二利廉洁。

新书架

《百年佛缘》
张 莹

星云大师的《百年佛缘》系统
地、分类地、全面地记述了星云大
师近 90 年来的思想、言论和行迹，
感人肺腑，震撼人心。

星云大师在《百年佛缘》的序
诗中，自述一生经历与老来心愿，
涉及的先是盘古、女娲、唐尧虞舜、
老子、庄周，继而追忆北伐、抗战、
内战、居台弘法，终于展望四海一
家，有志致佛光山于人间天堂，俾
佛光普照，流水长流。足见其胸怀
之大，寄托之远。

《百年佛缘》，有平凡的生活，
有不平凡的思想、事业；读别的
书，要苦苦用心，读《百年佛缘》则
是享受。大师娓娓道来，有酸甜
苦辣，但真正体会，在他，无不是
欢喜。

文史杂谈

唐太宗教子守业
陈 选

唐太宗李世民坐天下掌乾坤之
后，体味到“创业难，守成更难”。他
以为“自古王侯保全者甚少，皆由生
长富贵，好尚骄逸”。

据《贞观政要》，一次，太宗与大
臣玄龄谈起如何教育后代时，语重
心长地说：“我观察，历代拨乱创业
之主，生长于民间，了解百姓疾苦者
很少败亡。然而，等到继世守业之
君，生长于富贵之中，不知疾苦，哪
有不亡的？每当吃饭，便思念百姓
种田的艰难；每当穿衣时就思念纺
纱织布的辛苦。要教育后代知晓创
业难，守成更难啊！”并且指示另一
大臣魏征编书教子。

魏征按照太宗旨意，把自古以
来帝王之成败编成了《自古诸侯善
恶录》。书中列举了周文王、周武
王、汉高祖等开国圣君艰苦创业，

“在上不骄，夙夜非解”，“礼文求
贤”，“怀柔四方，亲睦九族”，建立了
伟业。“其兴也，必由于善。”同时也
列举了夏桀、殷纣王、陈后主、隋炀
帝等诸国之君，由于他们“生长在深
宫之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优裕生活，不知财富得来的艰难，不
体察民情，亲近小人，疏远君子，违
背道德礼仪，荒淫无度，打击迫害忠
良之臣，宠爱无能之徒，拒谏塞听，
刚愎自用，用权无度，坏事天下，身
居高位，不思忧惧”…… 而“其亡
也，皆在于积恶”。

为此，太宗十分感激魏征为后
代编写了一部好教材，责令诸子把

《自古诸侯善恶录》作为必读之书，
“用于立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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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兢兢的明朝御史
唐宝民

古代的御史，行使的就是监察职责，类似于今
天的反腐败机构，权力很大，可以决定中央及地
方官吏的命运。然而，当我们读明史的时候，却
发现明朝的御史日子不太好过，原因并不是明代
的御史没有权力，明朝的御史和其他朝代的御史
一样，权力也很大，但相对一般官吏而言，朝廷对
他们的要求更加严格，所以，明代的御史稍有不
慎，工作中哪怕出了一点点失误，都有可能被治
罪，轻则贬官、免职，重则坐牢、流放，因此，有明
一代，御史几乎都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生怕哪
天身遭不测。

御史作为司法官吏，具有决定别人前程甚至
生死的大权，因此，御史素质的高低，对其他人
的命运会产生很大影响。也因此，明朝的法律对
御史有着严苛的规范，对于有过失的御史，处罚
也特别严重。《世法录》一书曾记载了这样一件
事：洪武十五年（1382 年）五月，有个叫雷励的御
史，在审理一起案件过程中，错把一个本来无罪
的人判了罪，这件事后来传到了朱元璋那里，朱
皇帝大发雷霆，当即破口大骂道：“朝廷的法度
能让坏人伏法，也能让好人受利。一旦评判有
误，就让老百姓没了依靠。你作为御史，执法不
公，还想怎样还人清白，万一你判了人家死罪，

那人家还能再活过来吗？”然后，朱元璋便将御
史雷励交给了司法机关，堂堂御史因此成为阶下
囚。由此可见，明朝对于错案的追究问题是很严
厉的，办错了案，制造了冤假错案，就得承担严
重的后果。

如果说，御史雷励因办错案而被治罪是罪有
应得的话，那么另一个叫谢瑶的御史受处罚就有
点委屈了，谢瑶因什么获罪呢？是因为写错了
字。明代的御史，有权向朝廷推荐人才，据《梦余
录》一书记载，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荐举文书上
把被推荐者的姓氏写错了，奏书呈给皇上后，他发
现自己写错了，便又上了一份奏书，将错处改了过
来。宣宗皇帝知道了此事，非常生气，便对吏部的
官员说：“古人写简牍都心存恭敬谨慎之心，当年
石庆书‘马’字缺了一个点儿，就被吓死了。现在
我们的这位御史推荐人才都不知道人家的姓，又
怎么会了解他的才学呢？这样轻率的人又怎么配
当御史呢？”于是，宣宗下令，免去谢瑶御史之职，
而且不许在朝中留任，贬到荒蛮的交耻大蛮县（今
越南北部）做知县。就这样，堂堂御史只因写错了
别人的姓，就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明代御史有向朝廷推荐人才的权力，但这
种权力在运用时，却存在着很大风险，为什么

呢？因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御史推荐的人
才，将来如果犯了法，御史就要受到连座。宣德
十年（1435 年），宣宗下旨给都察院：“（被荐者）
其 后 有 犯 赃 及 不 称 职 ，举 者 同 罪 。”意 思 就 是
说：你御史举荐了某人，这个人任职后，如果不
称职，或者说腐败了，那么就要追究你的连带责
任，追究你的失察之罪！这一招实在厉害，举荐
的人如果出了事，那你也得跟着吃锅烙！其实
仔细想想，这一规定不太合理：如果在被举荐的
时候，举荐人就已经得知这个人有问题，却仍然
通过自己的举荐让其带病升迁，那倒可以追究
他的失察之责；但人都是会变的，时位之移人
也，存在决定意识，被举荐人当时可能是个清
官，但后来在新的岗位上，随着权势的变化，思
想上开始腐败，于是开始贪赃枉法，这也是很自
然的事，那么他后来的转变，应该与举荐人无
关。虽然这个规定过于苛刻，有些不合情理，但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明朝对御史的要求是
很严格的。

由此可见，在明朝当个御史，虽然表面光鲜，其
实日子很难过。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的心态
的话，那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滋味的确
不好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