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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一支来自中国的大
型航母考察团再次莅临乌克兰，其
成员囊括舰船武备科技专家和军政
高层官员。海军原副司令员张序三
中将和海军装备部原部长郑明少将
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证实，这
样的考察团连续派遣过多次。海军
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
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
步。“这也符合刘华清的思路。”张
序三和郑明异口同声。

中乌双方就“瓦良格”转卖谈
判随即展开。1995年 12 月，乌克兰
总统库奇马访问北京。1996年 1月，
国际文传电讯社引述随库奇马访中的
副总理阿那托利·基纳赫的话说，中
乌双方正在为乌克兰未完成的“瓦良
格”号航空母舰运往中国造船厂一案
进行谈判，并证实“瓦良格”最终有
可能在中国进行解体作业。

然而，中乌关于“瓦良格”号
航母的转卖谈判遭到美国的粗暴干
涉。美国警告乌克兰：若向中国出
售“瓦良格”，必须将舰载武器装备
全部拆除；否则，将采取严厉的经
济制裁措施。慑于美国的淫威，乌
方将舰载武器装备拆卸一空，“瓦

良格”变成了一个空壳子。
中乌双方的谈判就此搁浅。但

中国官方和民间对“瓦良格”的关
注兴趣依然未减。

1998年，澳门一家名为“创律
旅游娱乐公司”的老板徐增平，通
过竞标买下“瓦良格”。

2000年4月1日，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总经理黄平涛再度受命出
征：负责把“瓦良格”从乌克兰尼
古拉耶夫市拖运到大连港。与此同
时，海军某舰艇支队退役支队长、
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士源也受派前
往增援指挥海上拖运航行。

或许是生来命运多舛，“瓦良
格”驶出黑海水域，通过博斯普鲁斯
海峡时，“在第三国提醒下”，土耳
其政府以“船体过大、影响其他船只
正常航行”等为由，下达拦阻令。直
到 2001年 11月初，经过长达两年多
的外交努力，在中国政府作出“国家
担保”的前提下，“瓦良格”才最终
驶出曲折狭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然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贺
鹏飞没能平安度过其 56 岁的人生海
峡。带着未竟的航母梦，他走了，
走得那样匆忙。

此后，“瓦良格”经地中海穿
过直布罗陀海峡，出大西洋绕过非
洲好望角，入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
峡，于 2002年 3月 3日结束 1.52万海
里的艰难航程，抵达中国大连港。

直到此时，徐增平才向传媒公
开购买 “瓦良格”的真实意图：

“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
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经济、
军事、科技等方面有所贡献”。

徐增平告诉记者，当得知中央
决策层放弃购买“瓦良格”的决定
后，他曾陷入长时间思考，认为中国
官方因为种种考虑不购买航母可以理
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入其他国家、
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

徐增平的想法是，由创律出面
购买废旧的“瓦良格”航母平台并
用于商业开发，那些国家很难把这
笔“账”记到中国政府头上，难以
公开指责中国扩充军备；与此同
时，这艘航空母舰的存在，对台湾
当局和一些不断制造麻烦的国家又
始终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能达成
政治的、军事的和外交的多重理想
效果，何乐而不为呢？

“短期而言，中国不会马上装备

航空母舰，但从长远看，中国建造
航母是迟早的事情。”军人出身的徐
增平有着超乎常人的辩证思维与前
瞻眼光：“创律拥有‘瓦良格’航
母平台，一旦中央认为时机成熟决
定建航母，就随时可以利用它，或

者加以改装和全面装备，或者用拆
船等方式了解航空母舰的制造技
术。这样的话，等于无形中为中国
海军研制航母做好了基础准备，也
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徐增平公开表态：“一旦国家
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地向国
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服务国家，
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徐增平预言成真。仅仅两年过
去，2004年8月，中央便正式批准航
母工程立项上马。

“ 航 母 上 马 ， ‘ 走 ’ 也 放 心
了。”已届“米寿”的刘华清欣喜万
分，感慨系之。

当然，他更期盼在“走”之
前，见证中国航母编队巡弋大洋的
威仪。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世纪
老人清癯的脸颊露出孩童般天真幸
福的笑靥。

2009 年 4 月 23 日，中国海军首
次举行盛大国际海军阅兵式庆祝她
的 60 华诞。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
令员吴胜利庄严宣告：人民海军将
加快推进重点武器装备建设步伐，
研制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水下自持

力和隐身性能好的新型潜艇、超音
速巡航作战飞机、精确化突防能力
强的远射程导弹、大深度高速智能
鱼雷、通用性兼容性好的电子战装
备等新一代武器装备。

吴胜利是共和国第七任海军司
令员。按照刘华清当年设想的继他
之后第五任海军司令员用上航母的
设想，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就将
在吴胜利任上建成服役。

事实上，当吴胜利公开宣布将
“研制大型水面战斗舰艇”列为人民海
军装备发展重点时，中国航母工程已
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由废旧的“瓦良
格”号船体改装的航母平台，更是捷
报频传。

2009 年 3 月 20 日，国务委员兼
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会见日本防
卫大臣浜田靖一时指出：“大国中没
有航母的只有中国，中国不能永远没
有航母。”

这是中国军方高层首次就航空
母舰研制进程，公开作出正面回应和
明确表态。

2010年岁末，从海军机关传来消
息：即将试航的中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
舰首任舰长已获中央军委正式任命。

刘华清终于在握别生命的十字路
口，见证了他亲手选拔培养的航母舰长
登上中国航母指挥台的历史性时刻。

2011年7月11日，总参谋长陈炳
德上将在与来访的美军参谋长联席
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海军上将会见
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从
乌克兰引进一艘废旧航母，在此基础
上加以研究也很有价值，至于中国会
造几艘航母现在还未决定。他指出，
美国有十几艘航母，而中国一艘都没
有，这跟中国目前的国力发展水平太
不相称。

2011年7月27日，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耿雁生大校正式对外宣布：“中国
目前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
进行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

2011 年 8 月 10 日至 14 日，中国
航母平台完成首次出海试航。

…………
2011年，中国航母元年。
2011年，人民海军一个崭新的时

代——航母时代拔锚起航了。
2011年，航母梦圆的刘华清，“可

以不用汗颜”地去向老首长
邓小平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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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谈

古代官场的副职
张 勇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严格按规定职
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
那么，在古代，官场副职的配备情况是怎样的
呢？

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地方行政建制虽然历
经郡县二级制、州郡县三级制、道（路）州（府）县
三级制、省（司）府州县复合制等多种变化，但各
级政权的“领导班子”设置，基本上都是正副职
官员相辅模式，且大多为一正二副到一正三副，
只有京师、畿辅、陪都所在，因为政事繁杂而多
设副职。如秦汉是郡县二级制，郡政府的正官
为郡守，副职为郡尉（后称都尉）、郡丞；县政府
的正官称县令、县长，副职为县尉、县丞。小县
一丞一尉，大县一丞二尉，京县三丞四尉。曹操
的仕途从洛阳北部尉起步，就是京县四尉之一。

之所以多取正副官员相辅模式，一方面是
借助副职对正官的辅助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
面也寓有相互制约之意，此种通过副职设置实
施同级监督以利于朝廷控制。

宋代的州一级政区有府、州、军、监四种，州
级政府各设知州（知府、知军、知监）一人为正
官，通称郡守。此外还有身份特殊的“通判”。
赵宋开国之初，在逐次消灭各个割据政权的统
一战争中，为笼络人心，稳定政局，往往留用前
政权的所谓“伪官”继续担任州府领导，同时又
在他们身边设置中央派来协助工作的通判，凡
是州府公事，必须由通判与知州同签，方得施
行，实寓监督之意。往后，通判制度推广到宋朝
全境。神宗朝官制改革，通判被明确为副职，设
置员数因衙门所管地域大小和地位轻重而定，
大体为一至二员。其他像签书判官、推官等，实
际上是“助理郡政、分案治事”的长官助理，而且

有会同知州、通判签署公文的权利。
职权配置对正官副职的关系相处产生重

要影响。比如秦汉绝对是郡守说一不二的一
长制，行政级别六百石的郡丞虽然有“二太
守”的名义，但对于郡政的影响，其实还比不
上只有一百石级别的主簿，就是郡府办公室
主任。因为主簿是太守自署的，既是亲信，又
指挥自如，比起中央派来的郡丞，自然更容易
得到郡守信任。郡守与郡丞相处，亦非太守
和“二太守”的关系。汉宣帝时严延年任河南
太守，其郡丞看见领导就像老鼠见了猫。守
尉相争影响施政，所以东汉曾一度取消过都
尉，后来因为实际需要，又不得不恢复。但是
魏晋以来，副职与正官在官员级别上的差距
被明显拉开，如郡太守为五品，其副职郡丞、
长史都下居八品，后来又规定副职对正官要

“施敬”，就是行下属谒见上司之礼。级别拉
大，行施敬礼，肯定有助于克服守尉相争之
类，但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在“一把手”手里而
导致朝廷不好管理的问题却严重了起来，整
个魏晋南北朝都受此困扰。所以到了唐代，
又有新的对策来加以调整：一方面是缩小正副
官员级别差距。如上州刺史定为从三品，别驾
为从四品，长史为从五品上，司马为从五品下，
一正三副，使之成为一个梯级结构；另一方面是
分曹治事的属官们也都由中央任命（以往都由
正职官员自己聘任），从操作层面上讲，州县的
行政司法财经文教监察正是由这一班人具体执
掌的。这种任官途径和在正职官员领导下分工
负责的施政形式，对于实施同级监督和提升中
央集权，都产生了实效。

明代起，地方正官权力反弹，即便是同知、

县丞这种有“二堂”、“二尹”名义的第一副职，也
不再有过问全局的职权，而是依惯例由正官委
派，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但若对正官的施政
方针或具体处置有意见，也可以直接向上级申
诉。副职难于驾驭，所以许多正官以裁减乃至
清除副职为快事。

晚明以后，州县副职地位急速跌落，到清代
则跌到谷底，中央分配到地方的一切权力都无
可分割地被确定为州县正官这一职位独享，州
县官就是“一人政府”，副职基本处在开会陪坐、
发告示联名的层次。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
滥用和腐败，在缺乏同级监督的清代地方官场
上，这一点十分凸显。所以到后来人们开始对
正官的权力独揽产生了怀疑，纷纷提出在州县
中增设副职以分正官权力的主张。但这项举措
并没得到实施，清王朝就被推翻了。

古代官场，副职冗繁司空见惯。从汉魏到
晋唐，像《裁减丞尉诏》一类的“减副”文件常有
发布，但是动真格很困难，如唐代德宗贞元三
年，中央实施州县减副，总共才减了千余人，平
均一个县还摊不到一个，居然“怨嗟盈路”。历
朝各代中地方副职超编最多的，要数宋朝。真
宗咸平四年，有关部门汇报最新一次精官简政
成果，谓裁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人。所减者
如此，未减者可知。这么多干部，虽然中央各机
构已经“员外加置，无有限数”，毕竟只能收容极
小一部分，其他都分流到各部门各单位充实领
导力量。王禹偁告诉皇帝，臣故乡济州，早先是
一个刺史、一个司户，没耽误工作。以后陆续增
添团练、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等各种官职，现
在又安排了四个分管工商专营和特税征收的，
一州如此，天下可以想见。

新郑大枣习俗
与砑枣技艺

左 文

新郑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国枣树发源
地之一。新郑大枣以灰枣、鸡心枣为主栽
品种，枣果以核小、肉厚、糖分高、香味浓
著称，有享誉中外的“新郑大枣甜似蜜”之
美称。新郑劳动人民在长期从事与枣有
关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极其丰厚的枣文
化积淀和淳朴的民风民俗，并且创造了举
世独一无二的砑枣技艺。

根据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
炭化枣核推断，新郑大枣栽培历史有8000
年之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新郑大枣
无不渗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的各个
方面，如枣树栽培管理习俗、生产商贸习
俗、消费习俗、岁时节令和民间信仰等，从
而形成了新郑独特的大枣习俗文化。

在新郑大枣习俗文化中，新郑先民们
独创的砑枣技艺，是最具代表性和唯一性
的枣树栽培传统文化，对振兴中华枣业、
丰富中华枣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砑枣
技艺虽同《齐民要术》中“反斧斑驳椎之”
的原理、作用相近，但应用时期、处理方式
更具科学性，对枣树的副作用更小。目前
新郑枣区仍有500年以上古枣树近两千株
依然开花结果。这一技术不仅填补了枣
树保花保果的技术空白，也为后人特别是
枣树科技工作者留下了丰厚的宝贵遗产。

“新郑大枣习俗与砑枣技艺”的价值
和影响巨大：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对研
究古代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具有重要的
历史价值；其中的药用习俗和栽培习俗具
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砑枣技艺具有重要的
经济价值，能使枣树平均产量提高 8%~
14%；新郑灰枣及栽培管理技术在我国西
部新疆等地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大
枣习俗文化表现形式多元化，对研究古人
风俗民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2009年，“新郑大枣习俗与砑枣技艺”
入选河南省第二批非遗名录。

新书架

《无所畏惧》
韩澍东

亚当·布朗是一名顶尖的美国军人，他通
过了包括“地狱周”、“水中爆破训练（BUD/
S）”、“高级战术训练（STT）”、绿色小队的近
战训练在内的全部考核，最终成为一名骁勇
的海豹六队成员，在海军特战狙击手中被称
为“有神一般的绝技”。他曾奔赴巴格达、哥
伦比亚、阿富汗等地执行秘密任务，因作战勇
猛被授予银星勋章。

在阿富汗战争上，为消灭凶残的塔利班
头目莱克·詹姆士，海豹队员在暗夜潜入库纳
尔河谷，冒险执行突袭任务。黎明之前他们
必须完成任务，徒步行至直升机着陆区撤离，
否则将面临弹药耗尽的绝境。妇女和儿童被
作为人质，山地里的无数敌对武装分子从四
面八方涌出，进退两难的特战队员必须突破
僵局！危急关头，亚当·布朗自告奋勇地闯入
子弹横飞的致命区域……

这本激动人心的作品披露了美国特种
部队魔鬼式的训练细节，最新解密三大难度
最大的行动之一“目标莱克·詹姆士”，对海
豹六队战士之间的兄弟情谊投下了一瞥，刻
画了这位经受过高强度训练的战士不可磨
灭的形象。

郑邑旧事

洁身自好的卓茂
王镜宾 杨晓鹏

卓茂（？—公元 28 年），南阳郡宛县人，
西汉元帝时求学京师长安，博学多才，后任
为密县县令。在密县期间，卓茂大胆改革，
修订法律，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留下许多
感人的事迹。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密县人
在大隗镇修有卓茂祠，隋以后，在新密旧城
又修了第二个卓茂祠。清代时，又把他移
入密县名宦祠。

他处事公正，从不恃强凌弱。有一次
他外出，有人突然拦住他的马车，指着卓茂
的马说：“你骑的马是我丢的马。”卓茂十分
诧异，问道：“你的马什么时候丢的？”那人
说：“一个多月了。”卓茂想，这马我已用了
好几年了，心里知道对方肯定是认错了，但
他还是把马从车上卸下来，送给对方，临走
时，回头对那人说：“如果您发觉不是自己
的马，请到府上把马还给我。”然后，自己拉
着车子回了府。不久，失马的人在别处找
到了自己的马，把马还给了卓茂，并叩头谢
罪，卓茂并不怪罪。

他不信鬼神，未雨绸缪灭天灾。汉平帝
时，河南出现了蝗灾，蝗虫遮天蔽日，所到之
处，庄稼颗粒无收，河南 20 多个县都受蝗虫
的严重侵害。卓茂事先了解到这一天灾即将
到来时，他处惊不变，临危不惧，不求神保佑，
相信人定胜天，及时发动全县百姓果断采取
措施，大力灭蝗，因此，可怕的蝗虫没有给密
县造成灾害。当时，他的上司发现许多地方
蝗灾造成毁灭性灾害，唯独密县未受其害，就
将这一情况上报河南郡太守，太守也不信，就
亲自到密县察看实情，到密县后，郡太守果然
见密县未受蝗灾，人民生活安定，秩序良好，
十分赞赏。

他调入京城离任密县时，老百姓在他启程
那一天，聚在道路两旁，泣不成声，依依不舍，

《后汉书》对他的事迹有详细记载。
王莽政权被推翻，他跟从刘玄到了长

安，后来看到刘玄生活腐化，杀戮功臣，大
封同姓，政治混乱，觉事不可为，不贪图富
贵，便借口年老请求辞官回家。后来光武
帝刘秀登基，闻其贤名，下诏书：“前密县县
令卓茂，洁身自好，坚守晚节，不屈从王莽，
能做到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受到天
下人的敬仰，像这样的人，理应受到国家的
最高奖赏。”下诏任命卓茂为太傅，封褒德
侯。后来卓茂辞世，光武帝刘秀身穿素服
亲自为其送葬，可见，他堪称那个时代官吏
的典范。

郑州地理

郑州
带马字的地名

王瑞明 郭增磊

东史马村
东史马村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

布在新龙路南、莲花街北、雪松路东、牡丹路
西一带。

村庄历史悠久，很早就有人在此居住。早
期居民主要为马姓，后来史姓迁入，逐渐成为
村中大姓，村名便称为：史马村。后来任姓等
姓氏迁入村内，村庄人口、面积进一步扩大，分
为西史马村（后更名为大谢村）、东史马村。

东史马村有一古建筑群，旧时人称“大门
楼”。此建筑宏伟壮观，富丽堂皇，令人望之
肃然起敬。此古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年
（1775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建成，历经
四代六十多年。建筑上挂有“辅翼国政”匾
额，雕刻精致，巧夺天工，实属罕见。

弓马庄村
弓马庄村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河

街道办事处辖区，西邻京港澳高速公路、东临
能庄村。

相传，明朝有弓姓人家迁此建村，名曰弓
庄。清顺治年间，有马姓人家从郑州城内北
下街迁入此地，使村内人口增长很快，后来村
庄遂更名为弓马庄。

2004 年 8 月，京港澳高速公路建设工地
通过该村，在施工现场，挖掘出一座古墓，被
郑州考古所认定为汉代墓葬，发现有数件陪
葬陶器。

随笔

名牌旧钢笔的收藏
清 音

旧时，拥有一支名牌金笔是体现个人身价的信
息之一，如今，除了学生与会计人员等，使用钢笔的
人是越来越少了，旧钢笔正日益被人们遗忘。其
实，曾经遗留下来的国产、进口名牌钢笔早就有人
在作专题收藏。

钢笔又叫自来水笔，笔尖、笔套有黄金成分的
也叫金笔，20 世纪初，美国华特门自来水笔陆续输
入我国，并在沿海城市设点经销。随后又有康克
令、爱弗释、培利根、犀飞利、派克各种牌号的自来
水笔相继涌入我国市场。博士、关勒铭、华孚、金星
等是我国老品牌钢笔。旧钢笔吸水形式有顶端指
压式、侧压式、螺旋泵等，揿揿玩玩，很有意思。当
今收藏市场西洋老式钢笔，好的品种稀少，淘旧钢
笔，要仔细观察其笔尖等部位是否含金，含金量的
高低及笔尖的磨损程度。相同的老牌名笔，笔尖等
部位的含金量越高，磨损少，笔杆、内结构无损坏，
价值就越高，笔套、笔杆和笔尖一定要原装、原配。
如果一支半个世纪前的名牌钢笔，金笔，笔尖圆滑，
笔夹夹力强，书写流利，吸水顺利，不渗不漏那就是

一支品相上佳的好笔了。有一种新中国成立前小
厂生产的杂牌黑杆老钢笔，阔形笔尖呈黄金色，这
是镀黄无金成分，价值并不高。

名牌老货派克和犀飞利等钢笔，多年前在收藏品
市场上的价格也就是几百元，但现在你出几千元也不
一定淘得到，旧时有人喜欢在钢笔上请人刻字留念，
倘若你能够物色到刻有从前社会名流或文化名人字
款的，那就更有收藏意义！有些历史意义刻痕的限量
版纪念笔也极有收藏价值。

有行家分析西洋名牌钢笔行情是：1900年前生产
的每支几万美元；1920年前生产的每支万余美元；1930
年前的“豪华笔”，每支1万~2万美元。1935年前生产
的每支几千美元。老货国产博士“金笔”每支数千元，
有“文革”烙印的钢笔，每支几百元，记得从前我那教书
的父亲一直唠叨着一件旧事：抗战胜利后，有个亲戚从
国外回来，带回来几盒子“康克令”、“犀飞利”金笔。父
亲看了眼热，但是那位亲戚一支也没有送给他。后来
他自己在商场里用几块钱买了两支美国剩余物资“彩
杆派克”钢笔。用了几十年还像新的一样！

（9）
米万钟书法

绿城杂俎

“妇”
张雨义

甲骨文里的“妇”字是一
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出现
了数百次之多，妇的左上方
是一把笤帚，右边跪着一个
人（女），也就是说，手持笤帚
清扫屋室及住地卫生的人就
是“妇”，构形上强调了女性
以清扫家室、操持家务为职
的特点。甲骨文中，有时帚
苗 方 向 朝 左 ，有 时 方 向 朝
右。秦代的小篆，为了书写
方 便 ，把“ 女 ”字 旁 移 到 了

“帚”的左边。甲骨文“妇”字
左部也可能是梳子的形象，
会意女人以梳梳头，会意头
发长了的成年女子。

从字音上看，《说文》以
“服也”训“妇”字，《大戴礼
记》解释道：“妇人，伏于人者
也。”其训释方法均为声训，
这 实 际 上 揭 示 了“ 妇 ”与

“服”、“伏”的同源关系。也
就 是 说 ，在 古 人 的 观 念 中

“妇”是必须“服”和“伏于人”
的，所以才赋予“妇”与“服”、

“伏”相近的读音。“妇”是与
“夫”相对的一个概念，所以，
“妇”之“服”与“伏”的对象自
然是“夫”。可见，仅“夫”、

“妇”二字，就赫然表明了婚
姻关系中男女双方夫尊妇卑
的地位差异。“妇”字向我们
传递的文化信息就是妇女是
作为男性的附庸存在的。

古 代 已 婚 的 女 子 称 为
“妇”。如《周易·渐》曰：“妇
孕不育。”王昌龄《闺怨》：“闺
中少妇不知愁。”少妇，意思
是年轻的已婚女子。“妇”又
可以引申为“妻子”的意思，
如古乐府《陌上桑》：“使君自
有妇，罗敷自有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