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武帝为了推行财产申报政策，颁布了“告缗令”，鼓励对

那些隐瞒财产的人进行告发， 把被告人的一半财产分给告发

人，作为奖赏。 “告缗令”在执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大的社会矛

盾

卜式的大度感动了汉武帝

在绝大多数富人都不愿意配合汉武帝财政政策的

同时，养羊人卜式主动把自己的财产贡献出来

由于战争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比较

大的财政困难。 为此，汉武帝制定了很多财政政策来解决这一

问题。 尤其是针对富裕阶层征收资产税的“算缗令”，要求商业

和手工业从事者申报自己储藏的货物资产，并对他们分别征收

12 %

和

6 %

的资产税。

汉武帝为了贯彻这项政策，随之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

对那些隐瞒财产的人进行告发，把被告人的一半财产分给告发

人，作为奖赏。 “告缗令”在执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大的社会矛

盾，这本身就说明，当时社会上隐瞒财产、抗拒缴纳新增税项的

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在绝大多数富人都不愿意配合汉武帝财政政策的同时，却

有这么一个富人，他的态度和其他人都相反，不仅不隐瞒自己

的财产，还主动把自己的财产贡献出来，响应汉武帝，希望和朝

廷共渡难关。

这个愿意把财产贡献出来的人，名字叫卜式。 卜式何许人

也？他是生活在当时河南地区的一个富人。他致富是靠养羊，他

非常善于养羊。 卜式第一次提出要把家产贡献出来，是汉武帝

正和匈奴打仗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卜式说，愿意贡献家产的

一半，用于补助军费。 汉武帝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觉得很奇

怪，就派人去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呢，还是想申冤？卜式说，我既

不想当官，也没什么冤枉需要申诉，就是想为消灭匈奴作一点

贡献。汉武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说：

“此非人情！ ”这不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是拼命保护自己的财

产。公孙弘说卜式这么做，一定有什么目的，建议汉武帝把这个

人先晾在一边。

这一晾就是好些年，汉武帝差不多都把这个人给忘了。 可

是那些年，朝廷一边要应付对匈奴的战争，一边要安顿国内的

贫民，财政越来越紧张，国库差不多都空了。这次卜式不跟汉武

帝说，直接拿了二十万钱去找河南太守，让河南太守拿这些钱

去安顿迁徙的贫民。事后河南太守就把当时出钱帮助官府安顿

贫民的富人名单，上报给汉武帝了。汉武帝一看名单，马上就认

出卜式这个名字了， 想起当年他曾经想给朝廷捐献财产这件

事。

汉武帝很感动，因为和卜式相比，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的

富人都是争相把财产隐匿起来，生怕被朝廷掠夺。 像卜式这样

三番五次，表示愿意向朝廷贡献自己的财产，而且付诸实际行

动的，实在少之又少。所以汉武帝决定奖励卜式，给全社会树个

榜样，一下子就给了卜式十二万。但卜式没拿这个钱，还是把这

笔钱又捐给国库了。

这样一来，汉武帝就越发觉得卜式这个人厚道，卜式捐钱

是真心想帮朝廷解决问题，而不是另有目的。 于是汉武帝对卜

式说，你放羊放得这么好，干脆替我去管理皇家林苑里的羊群

吧。卜式就很高兴地上任了，去做汉武帝的“御用羊倌”，把汉武

帝的羊养得很肥，繁殖得也很好。汉武帝表示很欣赏，卜式就跟

汉武帝讲了一番牧羊经，说管理羊群和管理老百姓的道理是相

通的。 汉武帝觉得这个人是个奇才，就慢慢地让卜式走上了仕

途，开始让他当官了。

汉武帝想通过赐爵给卜式，激励更多的人

报效国家

结果是“天下莫应”，汉武帝一气之下剥夺了一百

零六位侯爷的爵位

到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卜式又做了一件让汉武帝感

觉十分欣慰的事。这一年，汉武帝为了摆平南越，派遣了大批军

队，对南越实施军事打击。前线打得非常激烈，虽然汉朝军队实

力上占据优势，但士兵们不服南方水土，军队也蒙受了不小的

损失。这个时候的卜式，已经是当时一个诸侯国齐国的相。卜式

就给汉武帝上书：“请父子与齐习船者， 往死南越。 ”（《资治通

鉴》卷二十）即他愿意带领自己的儿子和齐国懂得怎么划船的

人一起赶赴南越前线，为国效力，甚至愿意死在那儿。

汉武帝看到这份上书之后，又是非常高兴。 当然他不会真

的让卜式去前线，去了也没用。 但汉武帝认为卜式这种愿为国

家效死捐躯的精神，值得鼓励。于是就因为这封上书，汉武帝赐

给卜式一个“关内侯”的爵位，这已经是很高的爵位了，只比正

式的侯爵低一个等级。 外加黄金数十斤，良田十顷，布告天下。

汉武帝是想激励更多的人来主动报效国家，尤其是那些以前通

过积累军功而拥有侯爵的人， 这些人都是行军打仗的老手，如

果都能学习卜式精神，积极响应号召，赶赴战场，那前线形势就

会好多了。 汉武帝达到预期目的了吗？ 结果是“天下莫应”！ 根

本没有人响应，冷场了！

正好这年九月，列侯要献“酎金”。 就是皇帝祭祀宗庙的时

候，列侯都要贡献一定数量的黄金。 汉武帝命令有关部门严格

审查这些黄金，凡是有贡献黄金分量、成色不足的，一律严惩，

严重的要剥夺爵位。结果这一下子就剥夺了一百零六位侯爷的

爵位。 这是汉武帝给他们的一个教训，这些人不积极配合国家

政策，就是这个下场。

对于卜式，汉武帝继续提拔，不久就让他做了御史大夫，这

个职位相当于副丞相。 但也正是在卜式做了御史大夫以后，他

和汉武帝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火箭式升迁”的卜式失宠了

卜式做了御史大夫后，开始批评汉武帝，最终被罢

免

卜式到了御史大夫这个位置上以后，不知怎么回事，不像

以前那样专做让汉武帝开心的事了，开始批评汉武帝。 他批评

汉武帝什么呢？ 汉武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把盐和铁这两样生

活、生产必需品纳入官方专卖体制，不允许民间私营，结果造成

食盐和铁器都是价格高、质量低。 卜式首先对盐铁官营政策提

出了批评。 另外，卜式最初虽然是靠向汉武帝捐献财产获得汉

武帝的信任，但这时候他也对汉武帝征收资产税这件事提出了

批评，说这事实上增加了经营成本，抬高了物价。汉武帝什么反

应呢？“上由是不悦卜式。”（《史记·平准书》）从此就不太喜欢这

个卜式了。所以卜式只在御史大夫的位置上待了一年左右就被

罢免了。 但汉武帝罢免卜式的理由很有意思，当然不会说因为

他提意见，所以罢免他，而是说卜式“不习文章”，不懂文章，也

不会写文章，所以把他罢免了。

卜式跻身于朝廷大臣行列， 靠的是支持汉武帝的政策，无

论是汉武帝想要钱，还是想打仗，卜式都表示无条件支持，所以

他才有机会从一个民间牧羊人，一路上升到御史大夫，也就是

副丞相这样的高官。 但是他一旦做上御史大夫以后，就开始反

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 他至少反对了汉武帝三项重要政策，一

是盐铁专卖，二是算缗令，三是平准均输。这是汉武帝最重要的

三项政策，卜式一一反对。

有一种观点认为，卜式的表现看似前后矛盾，其实也很好

理解。为什么呢？卜式之前把财产贡献给汉武帝，目的是想为国

家尽点力，做点贡献，觉悟比较高。 反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是

因为他的确看到了这些政策的负面效应。这恰恰说明卜式是一

个很朴实的人，做他愿做的事，讲他想讲的话，其实没什么矛

盾。

姜 鹏（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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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外

生活中，大家都是食客。 在外就餐、聚会

时，你的一举一动是否文明？ 餐厅里的嘈杂混

乱、吞云吐雾，是否你也有份？ 在提倡餐桌节约

的同时，每位食客还应当为改变不文明的就餐

行为做出努力。

高声喧哗，大肆劝酒

餐桌成了秀场

铺张浪费，比拼谁更有“海量”……这背后

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缺失，是消费陋习

“今天，你光盘了吗？ ”

这是最近乔敏和朋友打招呼的常用语。 春

节聚会多， 不管是家庭团圆还是朋友小聚，乔

敏都会提醒大家点菜时别摆阔、讲实惠。

乔敏供职于北京某事业单位，是朋友眼中

公认的“美食达人”。 在乔敏看来，“走街串巷去

寻访美食，也是一种享受，但有时在餐馆里遇

上‘浪费分子’或是不文明行为，往往让好心情

大打折扣。 ”

上周末，乔敏约高中好友去北京西城区一

家餐馆吃饭。 大厅里本来就比较嘈杂，有一桌

人更是当众划拳行令。 “桌上杯盘狼藉，大多数

菜都没怎么动，酒倒是没少喝，劝酒声不绝于

耳，酒水洒得到处都是，我们这顿饭也吃得没

了心情。 ”

这些年，餐馆开得红火热闹。

2012

年，全国

餐饮业年收入超过

2

万亿元， 餐饮网点超过

400

万家， 选择外出就餐的人也越来越多。 然

而，餐桌上的不文明行为也越来越刺眼：

潇洒点菜，不管人多人少、胃口大小，菜肴

一点一大桌。 小盘围绕着大盘，小碗环绕着大

碗 ，多数菜被象征性地 “蜻蜓点水 ”，盛宴始 、

“剩宴”终；

高声喧哗、粗话连篇、唾沫四溅、旁若无人

地讲黄段子，刚点菜就催菜，上菜稍慢了一点

就不依不饶，自认为“花了钱就是上帝”；

推杯换盏，扯着嗓子不停劝酒。 酒后兴致

更高，或吆五喝六、猜拳行令，或轮流飙歌，比

拼“才艺”，餐桌成了秀场；

烟不离手，吃饭时叼着烟、跷着二郎腿，不

断地“吞云吐雾”，随意弹烟灰、扔烟头；

乱丢垃圾， 喝剩的茶水随意泼洒在地上，

吃剩的骨头、鱼刺等随手丢弃；

使用餐巾纸很“大方”，一沓一沓地用，有

的甚至还“兜着走”。 擦脸小毛巾不仅用来擦脸

和手，皮包甚至皮鞋都成为服务对象……

小餐桌体现着大文明。 无论是精明能干

的，还是谦逊有礼、含蓄文静的，在大大小小的

饭店里，在吃饭的举手投足间，往往都变得“不

拘小节”、 随心所欲， 不仅影响他人的用餐环

境，也影响自己的形象。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助理边疆认为，铺张浪

费，暴殄天物，高声喧哗，比拼酒量……这背后

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缺失，是地地道道的消

费陋习。 对我们这个尚不发达的餐饮消费大国

而言，减少舌尖上的浪费，亟须建立现代餐饮

文化，让餐桌文明起来。

面子情结，习惯心理

饭局一个接一个

菜点少了觉得没面子， 不劝酒显得不热

情，不会喝酒也只能硬着头皮喝

中国是礼仪之邦， 为何人们在外出就餐

时，会有如此多的不文明行为？

大吃大喝背后， 多是主客双方的面子情

结。 边疆认为，中国人讲究体面，招待亲朋要阔

绰，觉得菜吃不完、酒喝醉了才是招待好了客

人。 “比如，在山东一些地方，待客讲究‘三摞五

摞’，餐盘摞得越高，表示对客人越尊重。 ”

“请客吃饭时，菜点少了没面子，不劝酒或

者劝少了显得不热情；别人请客时，不喝酒会

被认为不尊重人，只能硬着头皮喝。 ”在某私企

工作的吕新讲述了自己的无奈，“饭局一个接

一个，应接不暇，如果不去，是不给别人面子；

去了，改日还得回请。 ”

面子的背后，还有习惯心理的推动。 吕新

认为，在中国，饭局就是人情，就是机会，就是

职场、生意场，一次外出聚餐，往往被赋予很多

含义。 别人请客吃饭，都是一桌子一桌子地点

菜；自己请别人吃饭，就不甘心点得比别人少；

别人酒过三巡，扯开嗓子唱一曲，在这样的环

境中，自己不唱，就显得落伍、另类，面子上就

过不去；别人劝自己酒，自己就得劝别人酒，不

劝，心理上就过不去。 久而久之，高声喧哗、大

声劝酒，这些做法就成了惯例、成了套路。

反观国外，虽然吃饭也是一种交际，但饭

局和工作分得很清楚。 一次聚餐，往往没有职

场上的意义。 细嚼慢咽、小口品酒、低声交谈，

是西式餐厅的基本要求。

在外企工作的吴昊曾在英国留学过一年，

对英国餐厅礼仪感触颇深：“公众场合极力劝

酒往往会引来众人耻笑，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

陋习。 ”

此外，餐桌不文明行为还与相关设施不健

全有关。 吴昊发现，在英国，一般餐厅都被要求

装有专门的烟雾探测器，是严禁吸烟的，抽烟

要到室外。 而在国内餐厅，通常都不禁止吸烟，

大家同坐在一起，吸烟者制造的“烟雾缭绕”，

不仅沾在了不吸烟者的衣服上，“二手烟”还损

害着众人健康。

少了制度规范，没有设施管束，就“有了空

子可钻”：没有烟雾探测器，可以有恃无恐地在

室内抽烟；没有监控摄像头，可以随手丢弃垃

圾， 损毁餐厅物品也无人察觉……长此以往，

进一步助长了餐桌不文明行为。

让餐桌文明起来，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摒弃“讲排场、好面子、喜攀比”的消费心

理，倡导营造和爱护良好的用餐环境

如何让大家在就餐时能讲究礼仪，更文明

些？

“餐饮企业大有可为。 ”边疆认为，在国内

一些西式餐厅和高档饭店，由于对餐厅环境的

要求较高、规定很严、提醒充分，就餐不文明行

为虽然也存在，但相对较少，“这样看来，环境

约束、服务提醒对遏制不文明用餐行为是有作

用的。 ”

乔敏说：“昨天去朝阳区一家餐厅，不仅可

以点半份菜，点菜时服务员还主动提醒我们菜

量已经足够， 我和朋友成功实践了 ‘光盘’行

动。 ”

边疆说，前不久，中国烹饪协会向餐饮行

业发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倡议，

一些餐饮企业开展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活动：

点菜适量提醒，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拼盘菜，

奖励节约用餐，鼓励剩菜打包，受到社会欢迎。

他认为，餐馆饭店的些微改变，就能与成

千上万的消费者一起， 为餐桌文明出一分力。

行业协会在引导餐馆制定行业标准、规范其经

营行为方面要有作为。

例如，引导对消费者点菜、点酒进行适度

提醒；在餐馆醒目位置张贴文明标语，提醒消

费者文明用餐，在公共场所勿大声喧哗；在餐

馆内设置吸烟区，与非吸烟区划界而定，方便

吸烟人群又不影响其他人就餐；合理布置垃圾

桶及相关垃圾回收设施等。

山西太原一家饭店老板姜瑜认为，饭店要

在实践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做法， 使节约更持

久，让经营者和消费者共赢。

当然， 要从根本上改变餐厅消费陋习，还

有赖于全社会自觉行动，逐步摒弃“讲排场、好

面子、喜攀比”的消费心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

礼仪的精髓是“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减

少用餐不文明行为，需要每个人换位思考。 “希

望通过宣传引导， 逐步形成以骄奢淫逸为耻、

以节俭消费为荣，以大声喧哗为耻、以安静就

餐为荣的餐桌文化，倡导大家遵守公共道德规

范，爱护用餐环境，实现文明用餐。 ”

新 通

晒晒国外的餐桌文化

美国：每份菜分量都不大

美国人喜欢一家老小或者与朋友一起到餐馆吃

饭， 而因公务或者是生意应酬而外出就餐的情况并

不常见。

别看美国人胃口大， 他们就餐时讲究的却是精

致和实惠。 虽然菜色丰富，种类繁多，但每一种分量

都不大。

美国人点菜时注重节约。 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或是多大量的情况下，美国人点菜时就会格外谨慎，

先问清楚，最好能“眼见为实”。 在他们看来，胡乱点

满满一桌子的菜，不但不会给人豪爽的感觉，反而会

被认为是素质低。

加拿大：剩菜都要打包带走

外出去餐馆吃饭时， 加拿大人一般根据食量和

人数一道一道地点菜。他们不会一下点很多食物，而

是在开始的时候先点一些，如果不够吃，再加点。 无

论剩菜多少，他们都要求打包，而且会先满足单身的

人，因为他们觉得有家庭的人做饭比较容易。而且他

们认为，家境富裕并不意味着可以吃完饭不打包。

法国：用面包将盘子蘸干净

浪漫的法国人其实很会“精打细算”。 无论是与

家人还是朋友， 法国人聚餐时都习惯

AA

制。 点菜

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胃口大小只点自己的这一份，

不需要为别人操心。

因为午休时间有限，法国人中午很少回家吃饭，

一般买份三明治，更有节俭者一根“法棍”面包就把

午饭搞定了。晚餐则不同，往往会在家里或是选择一

家舒适温馨的餐厅，同亲人朋友一道慢慢享用。法国

人在吃完饭之后， 喜欢用面包将盘子里的汤汤水水

蘸干净，一齐送下肚，更有甚者，连手指头上的油水

都不放过。

法国人每次在公共场所用餐时， 会特别注重周

围的环境卫生。他们会在餐后简单打扫用餐的地方，

使之保持原来的样子。

韩国：泔水桶难见米饭菜叶

在韩国，在外就餐想丰盛都不容易。因为几乎所

有的韩国餐厅提供的食物品种都较有限， 有的甚至

只卖一种食物。有时会看到墙上的菜单有好几行，仔

细一看， 原来只是一种食物的 “大份”、“中份”、“小

份”，抑或是“超辣”、“中辣”和“微辣”。

韩国的大学教职工食堂和学生食堂里的菜单更

是简单，每餐只提供两到三种份饭（相当于套餐）供

就餐者选用。一般情况下，主食米饭根据个人的食量

大小盛取，蔬菜则按当日食谱提供。在食堂的泔水桶

里，基本上很难见到吃剩下倒掉的米饭和菜叶。

小 新

楼顶绿化可减税

据阿根廷《号角报》

2

月

4

日报道，阿根廷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市政府计划推出一项名为“空中

花园”的政策，鼓励公共建筑楼顶绿化，最高可减免

市政照明税

20%

。城市建筑物楼顶绿化，不仅能提高

房顶隔热性能，还能增加大气中氧气的含量，吸收

二氧化碳，过滤空气浮尘，美化城市环境。 政府规

定，公共建筑楼顶如进行绿化，管理方可向市政府

申请减税，减税幅度与楼顶绿化率有关，上限不超

过

20%

。

智能系统助你一路绿灯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2

月

14

日报道，英国纽

卡斯尔大学正在开发一套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帮助

司机尽可能多地躲过红灯。 这无疑将缓解交通拥堵

状况，并减少汽车反复起动造成的污染。 据研发人

员布莱思教授介绍，该智能系统中，车载通信系统

与城市交通管理控制中心将实现直接连接，系统能

直接向司机传送个性化信息，帮助司机及时调整车

速，“例如，系统会向一名司机提出建议，告诉他如

果他在这一路段车速保持在

39

公里

/

时， 他会幸运

地连着遇到

4

个绿灯。 ”布莱思说。 该系统还可根据

交通管控中心收集到的路况信息，向司机发出前方

碰撞警示和闯红灯警示。 该系统将在纽卡斯尔、哥

本哈根、波尔多等

6

个欧洲城市进行试推行。

荷兰人工作近一半是兼职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荷兰人兼职的比

例最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46%

，比排名第二的德国

高

21%

。 而且，在所有欧盟国家中，荷兰人工作时间

最少，平均每周

33

小时，这与其灵活的上班机制有

着密切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荷兰失业问题日

益严重，为了解决民众就业问题，政府推出了灵活

的上班机制，人们可选择一周工作

5

天，也可根据

自身调整工作时间，薪水则根据时间的多少比例进

行支付。 据

2012

年

９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荷兰失业

率为

５．３％

，是欧洲第二低。 分析人士认为，这也许和

荷兰灵活的工作机制有着很大关系。

小 小 辑

胡吃海喝、高声喧哗、抽烟划拳、乱丢垃圾……这样的就餐行为在身边随处可见

餐桌文明，我们差在哪儿

延 伸 阅 读

从牧羊人到“御用羊倌”、“关内侯”、御史大夫

卜式：汉朝“财产申报”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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