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觉哉 1884———1971，湖南宁乡人，无产阶级革命
家、法学家。1905 年 7 月，在湖南宁乡县为山区肖家湾这
个僻静小村里，人们奔走相告：“谢焕南中秀才了！”

谢焕南是谢觉哉青少年时代的名字。他自幼学习勤
奋，深得老师和同学的赞扬。21 岁时，他承父命参加科举
考试，成为中国最末一科的秀才。

谢觉哉的父亲很自豪，他决定办几桌酒席庆贺。
这一天谢家热闹非常，道喜的宾客络绎不绝，其中，

也来了一些绅士。父亲忙叫谢觉哉出来陪客。但是寻遍屋
里屋外，连他的人影都不见。

这时，一位绅士发现收礼的地方贴了一副对联，忙叫
道：“你们快来看对子！”大家跑去一看，原来是谢觉哉亲
笔书写的：

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
两三月打躬作揖，赚来几串现钱。
这副对联无情地嘲笑了那些道贺的绅士。他们顿时

像泼了一盆冷水，高兴而来，扫兴而去。
原来谢觉哉很讨厌这帮绅士，对考中秀才这事，又极

冷漠。因此，当父亲为他办酒庆贺时，他便写出这副对联，
让绅士们自讨没趣。

谢觉哉中秀才后，一直不愿做官，而在家乡从事教育
事业。后来，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康熙十二年，康熙皇帝题写的“福”字包含多子多才
多田多寿多福。

在诸子百家争鸣时，诸子百家通过各自的学说，形成
了统一认识：把“福”字当作名词使用，并且赋予它丰富
的含义。

首先是孔子及其弟子在《礼记·祭统》中表明自己的
观点：“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谓之
备。”他们把“福”字冠以“顺利”的含义。

擅长辩证法的李耳在 《老子》 中言：“福兮祸之所
伏，祸兮福之所倚。”这里他把福大抵定义为“好运好
事”的意思。

最终，儒家代表孔子在他整理的《尚书》上对福做了
“归纳总结”：“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这就是说，福包括五个方面，即长寿、富
有、健康安宁、美好品德和老有善终。这也就是后来流传
较广的“五福”之说。从那时开始，“福”字积聚越来越多
正面能量的信念，一步步植入华夏民族的血脉中。

后来，“福” 也在民间流传，甚至出现了过年时贴
“福”字的习俗。关于其来历，说法不一。最早的传说起于
姜太公。姜太公封神时，他老婆也要请封，姜太公说：“你
是个八败命，到我家来让我穷了一辈子，就封你穷神
吧！”老婆不高兴了：“封我为穷神，叫我蹲在啥地方？”
姜太公说：“有福的地方不能去！”从此，老百姓家家都贴
“福”字，以驱穷神。

传说不可信，不过，最早有贴“福”确切记载的，是宋
代钱塘（今杭州）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的记述：“士
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
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所谓“贴春牌”，就
是把“福”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大门前。

据《黄河晨报》

“福”文化的流传

谢觉哉撰联嘲绅士
趣味对联

在中国历朝历代，公务接待都是地
方官们心中永远的痛。地方官们不办企
业不炒股票，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
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讲
实了，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加税、争取
“自筹经费”或说预算外资金。说白了，
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苏东坡疲于应付公务接待】

明代万历二十三年，刚当上吴县知
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
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
作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
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
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

《萍州可谈》记：杭州城极为繁华，
因此北宋中央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
城内设立办事处，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以
至杭州政府得专门安排一员副职陪他们
吃喝玩乐。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就扮演
过这个角色，因为不胜酒力，疲于应付，
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是 “酒食地

狱”。由此可见，基层官员应付公务接待、
疲于奔命时是非常痛苦的。为了减轻这
种痛苦，官员们各出奇招。还是这个苏东
坡，据说在他任地方官时，一旦遇到公务
接待的宴饮，都要召“小姐”来，让赴宴
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女伎丝竹之声终日
不辍”上，自己趁机休养精神。

【上司身边的人一定要应酬好】

官场内权力分配的基本原则，永远
是上级掌握对下级的监察和考核，于是
顺从乃至逢迎上级，变成了做下级的本
分。再就是无论上级下级，往往都把能否
做好公务接待看作是恪守本分的一个极
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清朝人汪辉祖在他
所写的“县长教科书”《学治续说》中，
多次讲论了接待上司的重要性，特别是
上司身边的人，一定要应酬好。并举例
说：过去我们浙江有个好县长，省领导对
他的印象一向很好。有一次省领导出行
视察，经过他这个县，这位县长没能满足
领导身边人的需求，那些人便使坏，暗中

把他接待领导的一应供给全部撤走，领
导还当这个县长故意怠慢，大为生气，逮
一个借口便将他参劾撤职了。

【公费吃喝必备：燕窝烧烤、鱼翅海

参】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朝廷一再强调
要革除属员给上司送车马费的陋规，所
以到后来钦差们都不肯现场收钱了，要
改为等他们回京后，再通过钱庄把这笔
钱汇到大人的家里去。宴饮娱乐什么的，
张集馨也有记述，“每次皆戏两班，上席
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
席亦鱼翅海参”。无论冬夏，戏宴总得到
下半夜一点钟后才散，“群主”(即请客陪
欢的地方官绅) 先把诸贵宾一个个送出、
上车，“然后逐次揖送”。等客人都回到
下榻的馆舍，还要“着人持群主名帖，到
客公馆道乏”，就是您辛苦了、请早点休
息、晚安的意思。“每次宴会，连戏价、备
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据新华网

在古代，谁为公务接待买单？

秦始皇建郡县制以后，官场就出现
了接风饯别等宴会。《汉书》记载：“西汉
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调动频繁，吏或
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相当于当
下的省城)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相当
于政府接待办主任) 这样专门负责接待
的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
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
可见，古代官场是允许“公款接待”的。
历代王朝也大都按照节俭原则，规定了
不同级别官员的接待标准。

其实，按规定的标准做好接待工作，
是公务活动的保障，本应无可厚非，问题
是古代官场也和当今一样，不按标准接
待，而是竞相攀比，排场越搞越大，于是
惹得怨声载道。

【明兵部尚书财礼塞满1000辆大车】

从明清官场情况上来看，接待排场
之风达到顶峰。明朝巡抚驾到的时候，府
官、州官和县官，一律要跪在道路两旁欢
迎。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

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
命运。在清代，如果遇到钦差大臣经过，
“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
短探，无不竭力趋跄”，都想争取给朝廷
要员留个好印象。

明代嘉靖 18 年，兵部尚书翟銮奉旨
到塞上犒劳军队，边区文臣武将都全身
披挂到郊外恭迎，而且竞相送礼。等到翟
部长完成使命返回的时候，财礼塞满了
1000 辆大车。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
道回忆说：“我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
眼看见一位县长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百般
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
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
的程度。”

【下级公务员因未招待好上级羞忿

自刎】

清代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广西学政
梅立本到陆川县主持科试，陆川县杨县
长承办接待。杨县长不仅包办了梅大人
和他一大帮随从近一个月的饮食起居和
各项供应，还雇人来代买物品，额外又花

了很多钱。尽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
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继续多次刁难，并
几度杖责杨县长派在学政身边听候差使
的王升、陈忠等人。

迫于情势，杨县长去求情，梅立本又
当面恐吓他说：“我与你虽然是同年，但
是你办事不妥，我照样要参劾你！”杨县
长非常害怕，不自觉间居然双膝下跪，说
道：“卑职刚刚到任，很多情况不熟，还求
您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就去
问邻县的官员吧。”说完转入后堂，不再
理会杨县长。

杨县长与梅学政本来是同榜出身，
只因官运不济，地位悬隔，便一再受辱，
以至于羞忿难堪，竟于靴筒中拔出小刀，
在轿内自刎殒命。

【上级最爱收红包】

那么，古代公务接待中，上级最看重
的是什么？答曰“现金红包”。而这个“红
包”一般有 3个名目组成：一是“程仪”，
即车马费；二是“折席”，即宴饮费；三是
“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

待管理规定》，旨在规范党政机关

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规定》共分26条，对接待

活动食、宿、行、迎送及警卫、预算

和报销等关键环节提出了明确要

求，包括严控接待范围、简化接待

礼仪、限制接待住宿房型、从严控

制接待用餐的次数和陪餐人数、

规范警卫安排等。那么，在古代，

谁为公务接待买单？

古代公务员接待：魏晋设政府接待办、明清排场最大

古代公务接待：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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