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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37年 8月，陕甘宁边
区政府的前身中央临时政府驻西
北办事处就作出决定：政府办公
费实行最节俭的原则。县政府办
公费每月规定 30元，即便是在行
政专员驻在地，其办公费得酌量
增加的情况下，每月最多也不
得超过 50 元。至于区一级政府
办公费每月规定为 3 元至 4 元，
乡政府经费，则每月由边区政
府津贴 6 元，办公费包括在内，
且乡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
边区政府主席每月津贴 5元，乡
长每月津贴 1.5元。乡政府每月
的办公费只有 1 元，整个乡政
府，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并
无薪金，除津贴一元五角外，每
天公粮一斤四两，菜钱四分。
除乡长外，其他委员、行政村主
任、村长，都是没有任何薪俸和

津贴。
1943年《陕甘宁边区简政实

施纲要》规定：（一）不急之务不
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
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二）
除保证给养外，其他经费，概须
厉行节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
铺张浪费；疏散机关，调整窑洞，
停止建筑；减少公差公马，提倡
动手动脚；实行粮票制，免去双
重粮的浪费；注意一张纸、一片
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
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
子；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
审计制度；（三）集中力量于急要
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
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
贪污浪费的斗争。

边区财政厅从财政预算节
约入手积极落实纲要内容：一是

6万余人的布匹全部自织不买一
匹布，全体穿土布，可节省 1000
万元；二是确定印刷出版、兵工
器材、通讯材料等计划及政务军
务费用预算，以求节省；三是边
区本身子弟的中学学生衣服、伙
食自备，政府供给笔墨课本。

1944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提
出，政府办公经费只发一半，试
行三个月，结果大部分机关可以
节省，减少了浪费，只有少数机
关吃了“母鸡”（老本）。据统计，
1945年全边区共节约 20亿元，足
够公家一年的生活费。用陕甘宁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话来说就
是“边区的财政是‘取之有道，用
之得当’的。在数量上讲，全世
界没有这样穷这样廉的政府，在
内容上讲，全世界又没有这样有
理有节的财政。”

不急之务不举 不急之钱不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如何过紧日子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断供、断邮的财政封锁政策，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边区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民众一手抓自力更生，一手抓精兵
简政、厉行节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争做领导大家胜利渡过难关的模范。

1940年 8月 22日，毛主席在给边区政府
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指出：“边区有政治、军
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
现时状态既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
一项乃是其它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
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后来他又在“经济问
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注
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
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

‘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
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为了保卫边
区经济以粉碎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
甘宁边区政府 1941年发行“陕甘宁边区政府
建设救国公债”，原计划发行额 500万元，由于
边区人民对政府热烈拥护，踊跃认购，实际完
成数为 618万元，此项债款当年发放经济建设
投资 500万元，其余 118万元作经费开支。公
债发行和使用坚持自愿认购和建设为主原
则，在农业方面，主要用于修水利、设模范农
场、购棉种、开林场、低利贷款给移民和贫农，
改良农具种子、改良畜种、训练兽医人员等；
在工业方面，主要用于办制造日用品的各种
工厂，贷款给私人开矿的、办工业的，以及生
产合作等，使得各种用品逐渐不用向边区外
去买。此项公债 1942年、1943年还本付息两
次，两年中还本付息总数 130余万元，到 1944
年连同本年度应付利息 500万元，一次性全部
偿清。

发行救国公债，
保卫边区经济以粉碎日寇

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1942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
高干会上强调：“各抗日根据地
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
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
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
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如果
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
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
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
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
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
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
敌人。”

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精
兵简政运动先后进行过三次。第
一次精兵简政活动自 1941 年 12
月开始到 1942年 4月结束，主要
工作成绩是裁减了一些骈枝机
构，缩减了数千名的工作人员，

其中“边区一级缩编至 82%，专
署，县区，乡级缩编至 70%。”不足
之处是“缺乏经验，对精简工作
必要性认识不足，思想提高不
多，工作改进不大。”第二次精简
活动自 1942 年 6 月开始到 1942
年 8月结束，这次精简的重点是
建立了“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
分工、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职
权”的一些工作制度，精简的结
果是“建立和健全了制度，上级
机关也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又都
充实了基层组织，实际精简不
多。”第三次精简活动自 1943年 1
月开始到 1944年 1月结束，这次
精简活动遵循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
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
方针，认真执行了“总结经验、统
一认识、准备文件、听取指示、贯

彻执行”几个环节，同前两次精
兵简政活动只在政府系统中进行
不同，第三次精兵简政是在政府
系统、党中央系统、西北局系统
和军队系统中全面进行。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
甘宁边区政府面对敌人的军事摩
擦和财政封锁，在大的施政方针
上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
约和一切其他节省民力、充裕民
力的措施，同时从穿衣吃饭这些
日常问题上，用现实的行动、具
体的事实告诉人民，党和政府是
跟他们血肉相连、甘苦与共的。
中国共产党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
动告诉大家：“目前所遭遇的困
难乃是胜利之前的困难，漫漫长
夜已将破晓，目前的黑暗一过，
天就要明了。”

（据《北京日报》）

厉行勤俭节约，政府经费压缩一半

三次精兵简政，建设节约型政府

在咏物诗中，天地万物，皆有性
情，诗人在细致描摹时，更会托物寄
怀，抒发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自
然的感悟。

《六月咏蝇》的作者是清代张
问陶，他与袁枚、赵翼并有文名，曾
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这首诗乃五言
律诗：“形秽心偏巧，端居见物情。
乘时先逐臭，就热亦飞声。骥尾身
能附，蚊雷势竟成。炎威何可恃，
怜汝太营营。”此诗并不隐晦难懂，
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首联用

“秽”与“巧”这一组反义词，刻画出
了苍蝇的特征，只是形秽为真，其
心巧则属讽刺之意。颔联直接点出
苍蝇的所作所为，趁着天热到处嗡
嗡乱舞，它不是像蜜蜂一样去劳
动，却暴露出贪婪的本性，不管酸
臭香甜，也不管什么时候，落上去
便边吃边吐，将一切都污染了，使
人憎恶不已。颈联更深一层，分析
蝇贪成因与危害，苍蝇本身飞不高

飞不远，但若依附于马的尾巴上，
一时得势，就会更加招摇，而单只
苍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怕就怕
蝇贪成群，其害也会如虎了。在结
句，诗人叹息道，可是夏天总会过
去，一旦秋高气爽，便是这些苍蝇
们死期来临之时，而这种避凉附
炎、阿谀奉承的钻营之道不仅令人
不齿，还让人觉得可悲可怜啊。

诗人以蝇喻人，对那些如苍蝇
般的宵小之徒进行猛烈抨击，这是与
诗人清廉刚正的秉性分不开的。张
问陶善于断案，从不徇情枉法，深得
民心。他在莱州知府任上时，当地遭
遇水灾，民生困苦，他欲大力赈济百
姓，上官却与其意见不合，以至于他
为民请命不成，长期郁郁不乐，竟逾
年而病。他誓不与贪腐奸邪之人为
伍，最终，将个人积蓄拿出来布施饥
民后，辞官而归。

说完了蝇，再说蚁。宋代大诗
人杨万里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观

蚁》，以小见大，言浅意深：“偶尔
相 逢 细 问 途 ，不 知 何 事 数 迁 居 。
微躯所馔能多少，一猎归来满后
车。”诗人不经意间看到一群蚂蚁
在路上来来回回地奔忙，于是发
了诗兴，便问这些蚂蚁，你们终生
为食物忙碌，储藏那么多，还不知
足地搬来搬去，可是你们那么小
的肚子，又能吃得下多少呢？你
看，这次外出寻食，又拖着一条大
于身体数倍的虫子，这就是你们
毕生的追求吗？聪明的读者自然
能够读出，杨万里表面说的是蚁，
实际说的是人，那些贪得无厌、中
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不正像这些蚂
蚁吗？

杨万里之所以鄙夷庸碌的贪
官，是因为他为官不贪钱物，廉洁自
律，有大公无私的境界。在任一方，
他总是想方设法为百姓造福，而从
不为一家之私谋利，他将路费锁置
箱中，不许家人购置大件物品。他

从江东转运副使离任时，账面结余
有钱万缗，他不为所动、一文不取。
有一次，他要赴京任职，同僚们决定
摆一桌酒席与杨万里话别，但杨万
里不想助长迎来送往之风，于是乘
着夜色，悄然离开。当同僚们前来
家中相邀时，只见书桌留有一笺，题
为《夜离零陵以避同僚追送之劳留
二绝简诸友》，诗曰：“已坐诗臞病更
羸，诸公刚欲饯湘湄。夜浮一叶逃
盟去，已被沙鸥圣得知。”清风舒徐，
碧波荡漾，见证着他那一颗晶莹剔
透的廉心。

蝇贪蚁腐，说小可不小，它关乎
亿万民心，正如散曲《醉太平·讥贪
小利者》写的那样：“夺泥燕口，削铁
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
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
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蝇贪蚁腐若敢下手，重拳出击必紧
跟后头。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古 人 怎 样 斥 蝇 贪

在新文化运动中，辜鸿铭是
保守派，对胡适的观点多持反对
意见。 1919 年，胡适在《每周评
论》发 了 一 篇 批 评 辜 鸿 铭 的 文
章。其中一段写道：“现在的人看
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
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
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
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
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
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
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
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
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
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
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这 段 话 是 高 而 谦 告 诉 胡 适
的，胡适深信高而谦不说谎话，
所以就登在报纸上。出报那天，
胡适应朋友之邀吃饭，恰遇辜鸿
铭正与七八个人也在餐厅吃饭，
便把随身带的一张《每周评论》
拿给辜鸿铭看。辜鸿铭看 罢 说

了 自 己 剪 辫 子 的 故 事 ，对 拜 万
寿 一 事 ，自 己 坚 称 从 来 没 有 不
拜的事。

胡适向辜鸿铭表示道歉，并回
到自己的餐桌。胡适吃完饭，由于
只带了这一份报纸，就走过去准备
要回来。估计那些传看的客人说
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
把那张报纸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
插，正色对胡适说：“密斯忒胡，你
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
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
庭控告你。”

胡适忍不住笑道：“辜先生，你
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
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
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说
完，胡适点点头，就走了。后来辜鸿
铭并没有诉诸法庭。大半年后，有
一次与辜鸿铭碰面，胡适说：“辜先
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了没有？”
辜鸿铭正色道：“你那段文章实在写
得不好！”

辜鸿铭愠欲告胡适

1951年，沈从文到中国历史博
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工作。有人为他
惋惜，他却说：“从个人来说，我去搞
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
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
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损失，因为我
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还从来
没有人做过。”

从此，沈从文钻进故纸堆，乐
此不疲，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
时，忘我地工作，用 10多年时间，苦
心孤诣地做出了博大的学问。他
对文物、美术、历史服饰的研究，在
社会上有极高声誉，搞绘画、戏剧、
电影、文物的人都纷纷登门求教、
咨询，到处请他去讲课。于是，他
萌生了写一部中国古代服饰历史
书的想法。

有一次，周恩来陪外宾看戏，发
现演员穿的服饰很乱。就问有关官
员：谁在研究中国服饰？该官员了
解后说，沈从文在做。周恩来说，能
不能编一本书，详细整理一下？按
照周总理的指示，沈从文名正言顺
地做起了这项工作。

正当沈从文与助手范庚、张大
刚、李之檀夜以继日，创造性地工作
时，康生见到一些完成的章节，大感
兴趣，愿意为书作序。谁知“文革”

爆发，于是工作被迫停止。后来出
版社要把书稿当成废品卖掉，沈从
文得知后，与研究人员急忙把书稿
拉回历史博物馆，封存了 10年。

粉碎“四人帮”后，沈从文调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继续
完成了这部著作。

1981 年 ，《中 国 古 代 服 饰 研
究》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
凝结着沈从文先生下半生心血的
巨著，资料丰富，从旧石器时代晚
期至明清，时间上历经万年，涉及
的研究对象也远远超出了服饰范
围，堪称一部浓缩的古代文化史。
甫一问世，举世轰动，成为我国文
物史的瑰宝，是一部具有极高的文
化和美学价值的皇皇巨著。孙机
先生称此书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
部通史”。

沈从文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34年，季羡林从清华大学西
洋文学系毕业后，应母校山东省立
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
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有趣的是，

“重返故里”本是一件开心的事，但
季羡林在那里竟然受到了同事的

“排挤”。
当时，季羡林教高一到高三 3

个年级 3 个班的古典文学，课程里
包括《楚辞》《诗经》等，这些大部头
他很早之前学过，早已忘得差不多
了。现在，他需要将这些知识一丝
不漏地传授给学生，所以对季羡林
来说，他首先要自己弄懂才行。然
而，真正弄懂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于是打算向那些教国文的同事们
请教。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同事都是季
羡林上高中时的老师，求学期间，他们
对季羡林都非常关心，有的甚至还经
常给他“开小灶”。也许大家都没有想
到，几年前他们还是师生关系，现在却
变成了同事。不过，当季羡林打算

向同事们请教时，却惊讶地发现
他们全都故意躲得远远的，没一
个人肯帮忙。当时，季羡林不明
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觉得
自己一直挺尊敬这些既是自己的
老师、现在又是同事的人，可他们
为什么就不愿意帮自己呢？

前思后想了一整天后，季羡林
恍然大悟：现在自己和他们之间的
关系变了，不再是之前那样单纯的
师生关系，而变成了饭碗的争夺者，
两者之间开始存在利害关系了。所
以，在这些同事眼里，季羡林现在成
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即使季
羡林虚心向他们请教，他们也不愿
意帮他一点忙。

无奈之下，季羡林只能一个人
单干，日夜抱着一部《词源》，边学习
边备课。偶尔，有的典故《词源》里
也查不到，他便“成天半夜绕室彷
徨”。直到一个学期后，他才“慢慢
地变得得心应手起来”。好在后来
那些同事对季羡林逐渐友好起来，
让他心里也轻松了不少。（本组稿件
均据《人民政协报》）

季羡林受“排挤”

针对“救国公粮”多、“救民私粮”少产生
的民力负担重的矛盾，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
高干会议讲话中指出：“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
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
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
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
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所以党与政府应用
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
常重要的任务。”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税收有四种：货
物税（出入口税）、营业税（商业税）、牲畜斗佣
税（牲畜粮食手续费）、盐税。陕甘宁边区政
府的税收有几个典型特点：以货物税（即关
税）占据最主要的地位。1941年货物税占全
年税收总额的 74%，1942 年占 84%，商业税
1941年不过占全年税收总额的 19%，1942年
不过 13%，充分说明边区税收的主要来源，是
间接税，而非直接征收商人的所得税；工业无
税，不论是私营的、公营的与公私合营的；政
府奖励的事业免税，如植棉、纺织、纸张与工
业原料完全免税；商业多分等级收税。为了
使商业税更加公平合理，由单纯摊派走向以
纯收益为累进征收标准。如延安市的商户，
分为 10等 30级。在征收过程中，经常照顾到
小商贩的利益，或者免税，或者征以轻税。这
些事实充分说明边区的税收政策是顾及人民
负担能力与各阶层的利益的原则的。

以间接税为主要税源，
小商贩免税减税，“极大力量

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

本人不慎将身份证遗失（姓名：赵
娟，身份证号：642124198002100624），特
此声明作废。自丢失当日起，一切与该
身份证相关的行为和由此造成的法律责
任，本人一概不予负责，特此严正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