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中國的「兩會」很注重民主氣氛，
「代表們」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
會上當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
總是投贊成票便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
會遭到皇帝的訓斥和查辦。

議案很難一致通過
在「集議」上，議案也很難「一致通

過」，有時還會出現「經年不決」的現
象。西漢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議會的
議題之一是，討論並頒布官員的工資制
度，結果集議了好幾年，也未能拿出各方
都能接受的意見。由於政策遲遲不能出
台，導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
資，即所謂「皆不得俸祿」，實在罕見。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議」是「鹽鐵會議」。會議時間在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會上，60餘名由相當於今省
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推舉出來的地方和基層代表，與以御
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駐京高級幹部代表，進行面對面的激
烈辯論。
會議由時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重點議題是對漢武帝主

政時期國家施政政策的得失，進行討論。地方和基層代表
們對鹽鐵官營、平準均輸、酒類專賣、貨幣發行等多項政
策提出了尖銳批評，強烈要求廢除之。桑弘羊深得漢武帝
的信任，曾統管中央財政近40年，是這些政策的實際制定
者，對「賢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見不以為然。會議最
後經過表決，通過了廢除全國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制度，
打破國有公營的壟斷。這次辯論表現出了不同治國理念的
大碰撞，30年後學者桓寬根據這次「全代會」的會議記
錄，整理出了著名的歷史文獻《鹽鐵論》。

董仲舒「提案」影響最大
古代共商國是，除了「朝參」和「集議」這樣的「兩會」

形式外，還有一種「諫議」制度。所謂「諫」本義就是規勸
君主，諫議自然就是給皇帝行為和決策提意見，專挑毛病和
不足。諫議既有會議形式，也可個人約談，有時還會與集議
混在一起，但與集議明顯的不同是，諫議多有「提案」。
與「集議」相比，諫議制度在古代中國影響很深，這與皇

帝的重視是分不開的。實際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來
的，諫官往往也由皇帝親自挑選和委任。諫議制度要求拿出
提案供皇帝和中央決策時參考，開會時的味道有點兒像今天
全國政協會議。諫官都會積極建言獻策，其所扮演的「民主
監督」角色，有點像古代中國的「政協委員」。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諫議制度其實早在先秦

時期便出現了。秦中央設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
夫、中常侍、給事中等權力大小不等的專職諫官，起初並
無固定編制，多時達數十人。
西漢中早期皇帝都重視諫議制度的建設，漢武帝劉徹對
「政協委員」十分重視，出現了不少出色的諫官。當

時，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
董仲舒，他上交給漢武帝的提案《舉賢良對
策三》，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提
案，提案的中心觀點是「罷黜百家，獨尊
儒術」，這一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肯定，提

案被採納，儒家地位驟升，從此開始左右古代中
國人的意識。（三之二）■來源：《北京晚報》作者：倪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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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牛丈母娘」的消息迅
速走紅。現在大齡的剩

男剩女們，父母幫㠥相親
的可並不少，不少人都在抱怨爸媽管得太
多。
史上最牛丈母娘的這條微博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份excel的表格，上面包括了相親
時間、地點，相親人的姓名、年齡、身高體
重、生肖、戶口、情史、體型、臉型、畢業
院校、專業、學歷、英語、公司、職業、收
入、加班、18型人格、生活技能⋯⋯並且每一
項都按1-10進行評分，並計算出總分，只有達
到合格的才能得見女兒的芳容。
這只是初步的機器篩選。機器篩選完以

後，就該人工篩選了，這位丈母娘還有一本
手記，上面有見面的全過程：比如在3月29日
的一篇相親記錄中「我問了一下工資待遇，
小伙子吞吞吐吐，估計條件一般，而且吃飯
的地方居然是買了團購券來的，感覺有點小
氣，這點需要觀察一下」。 ■中國廣播網

30歲的展顏（化名）越來越怕照鏡子了，鏡中那個額
頭畸形的姑娘令她覺得陌生。作為翻譯的她，已經「失
業」一年半多。3年前，一次額骨墊高手術讓展顏捲入
整形糾紛，持續不滿意讓她接連做了6次手術，但現在
展顏依舊無法回到「正常狀態」，是否走訴訟的道路又
讓她顧慮太多。
2009年3月，在男友的陪伴下，她來到北京東南醫療

美容醫院做了額骨墊高手術，醫生姓丁。「當時做完還
不錯，但傷口消腫後，就看出來不對稱。」當年8月，
她進行二次修復，手術者還是丁醫生。再次手術，不平
滑和不對稱的狀況仍未完全解決。3個月後，丁醫生第
三次為她做了修復手術。
為了達到完善的效果，直到2010年5月，她一共在該

醫院做了6次手術，前後花掉十幾萬，但結果仍讓她無
法面對。如今，展顏的頭頂出現一道溝壑，額頭比正常
人突出近2厘米，右側像長出個大包，眉宇之間還有明
顯的皺紋。「我手上要拿個桃，活脫脫一個南極仙翁。」
展顏這樣調侃自己。

■《京華時報》

亞洲首家日本Sanrio公司授權的Hello Kitty主題西餐廳日前在北京三里屯商區正

式營業。 新華社

萌動京城

風雲風雲

冏語

整形六次成「壽星頭」
女翻譯丟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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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丈母娘」考察堪比刑警

民生用品漲價潮一波接一波，
網友戲言：這年頭除了股票不漲，

什麼都漲。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市民身邊還確實有十
多年沒漲價，甚至還降價的東西。
內地某論壇一道「說說身邊10年沒漲的東西」的帖

子最近爆紅網絡。「我先說一個，彩票！一直都是2
塊錢！」發帖人拋磚引玉之後，數百名網友開始跟帖
回覆：「最簡便的打火機，10年前是1塊錢，現在還
是1塊錢！」、「公園、廁所現在還都免費了呢！」
記者看到，網友們列舉了不下10種未漲價的「神

物」：2塊錢的彩票、1塊錢3個的遊戲幣、1塊錢的
老北京方便麵、1.5元的口香糖、公交車票，還有
越來越便宜的電腦等。物價高漲的年代，這些十
年未漲價的東西引發了網友們的集體懷舊。甚至
有網友專門配上了照片：「提起這些東西，好像
看到了自己當年的樣子。」

■《楚天都市報》

1979年4月23日，黑龍江省破獲了一起該省

最大的貪污集團案件。罪犯王守信等人全部

落網，被依法逮捕，參與分贓、窩贓、轉贓

犯罪活動和與此案有牽連的重點人，也都分

別進行審查。這個貪污集團自1972年以來，

共貪污人民幣53萬餘元，相當於該公司當時

固定資產的兩倍。首犯王守信是文化大革命

中投機起家的、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原任

賓縣燃料公司黨支部書記兼經理。王守

信乘文化大革命混亂之機，靠投機

鑽營，打擊幹部群眾，「造反」上台，當上

賓縣燃料公司經理。上台後一手抓權，一手

抓錢，不擇手段地大量鯨吞國家財富，從

1971年11月起到1978年6月止，王守信貪污

和侵吞物資折價共507,702元。

根據人民檢察院的起訴，經過公判調查、

法庭辯論、合議庭評議，並提交審判委員會

討論決定，依法判處貪污犯王守信死刑。

1979年10月20日，被松花江地區中級人民法

院依法判處死刑。

王守信貪污巨款案告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高 清遠報道）

日前，由清遠市委、市政府，廣東省社科
院等舉辦的「清遠產業發展規劃研討會」
在該市國際酒店開幕。相關專家學者，該
市領導及部分官員、企業家等200餘人出
席。
來自國家發改委、廣東省及中山大學等

機構的專家學者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優化產業結構和佈局，全面實施『橋
頭堡』戰略」主題作了專題報告並與參會
者進行互動交流。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
長袁喜祿認為，清遠生態環境很好，在過
去往往是劣勢，到現在卻變成了發展生態
經濟的優勢，建議清遠要把握好。會上，
該市還宣佈聘請13位專家為清遠市政府顧
問，並向到會的9人頒發聘書。

清遠召開產業發展規劃研討會

■本報1979年

4月24日報道版

面

■「史上最牛丈母娘」微博裡excel的表格部分。

網上圖片

「10年未漲神物」
1元火機2元彩票

饒平如，黃埔軍校十八期學員。他參加過抗日戰
爭，又參加過解放戰爭，後來做過編輯、美

編。將近90歲的他，在老伴美棠去世後，手繪了18
本畫冊，以平實幽默的畫風，記述了與妻子美棠從
初識到別離的近60年時光，取名為《我倆的故事》。

死亡沒辦法 用畫留至愛
饒平如沒學過畫畫，這本畫冊

裡不少畫是他臨摹豐子愷的作品而來的。他靠㠥想
像從美棠童年的模樣畫起，畫她少女時代初見面的
樣子，婚禮之上新娘的面容，一直到她白髮蒼蒼和
貓為伴時的姿態。他說：死亡是一件沒有辦法的
事，但是畫下來，心中所愛的人，就可以存在。
見到美棠的第一眼，饒平如25歲。他記得相親時

跟父親走進女方家，窗口旁，一位姑娘正在梳妝。
他記得她的小鏡子、波浪捲、紅嘴唇，記得
她對鏡自攬的模樣。
婚後時世動盪，饒平如與美棠兩地分居長

達22年。1958年，饒平如去安徽某農場勞動
改造，此後在安徽某齒輪廠做工，每年只
探親一次。在這分離的日子裡，妻子的信
他大多保留㠥，雖然裡面多是枯燥的家長
裡短、妻子的生氣埋怨，他仍珍藏㠥，錯
漏殘缺都重新抄寫補上，貼在畫冊裡。
2008年3月，老伴去了。彼時距離他們

60年鑽石婚的紀念日，只有短短5個月。
老伴走後的日子，饒平如憑㠥印象，

畫下他們人生相處的近60年時光。快90
歲的老人了，但他的畫筆，挾㠥刻骨的

思念，逆㠥時光的羽翼，穿透歲月，一點點倒
退回去，將這美好，留給他與美棠的後代。

回到老地方 「百感重生」
在饒平如的後代眼裡，爺爺奶奶的愛情

「就是一個童話故事，現代社會不會再有
了」。
兒女曾勸他去旅遊散心，他不願意去

其它地方，卻讓兒子陪㠥去了南昌的江
西大旅社，因為1948年，他和妻子就
是在這裡舉行的婚禮。年近90歲的
他，站在當年站過的地方「百感重
生」。

九旬翁繪18畫冊
在老伴美棠去世後，手繪了18本畫冊，以平實

幽默的畫風，記述了與妻子美棠從初識到別離的

近60年時光。這是一個真實的愛情故事。這個故

事似乎又是那麼不真實，甚至，連故事主人公的

後代，在評價爺爺奶奶的愛情時都說，這就是一

個童話故事，現在不會再有。 ■《北京日報》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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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遠市委書記葛長偉、市長江凌出席會議。

香港文匯報清遠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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