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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调解员
百姓父母官

□记者 何奕儒
□记者 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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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古今聚餐趣谈”之

【俗世奇人】

明朝永乐年间，洛阳人周济中
了举人，从此走上为官之路。在外
人眼里，周济官运亨通，连皇帝都
十分看重他，让人羡慕嫉妒恨。

周济官运亨通，靠的是对百姓
的赤子之心，而不是阿谀奉承、金
钱贿赂。因此，在他去世后，百姓
哭着上街为他送行。

初入官场，周济便展现了非凡
的才华——善于调解各类矛盾，成
长为一个金牌调解员。或许是看
上他的这个优点，明英宗把周济派
到大同，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

《明史》记载，当时大同的官员
骄横跋扈，百姓对其恨之入骨。皇
帝也很愤怒，便委派周济当特工，
秘密调查此事。周济为了掩人耳
目，乔装成卖柴的樵夫，成功混入
官府。经过几天卧底调查，他发现
这些官员都是笑面虎，面对领导笑
脸相迎，面对百姓犹如恶魔，无恶
不作。周济掌握了这些官员的犯
罪证据，将他们一网打尽。

经过此事，明英宗对周济更是
另眼相看。公元1446年，周济做
了安庆知府，走马上任时，该地发
生大饥荒。《明史》记载，当地百姓
只能靠卖儿卖女换取食物。看着
百姓受苦，周济这个父母官心里也
不好受，立刻下令打开粮仓救济饥
民，并且严禁买卖孩子的行为，并
给皇帝写信，申请免除安庆百姓两
年的赋税。

当地的一些富豪想趁饥荒发
大财，诬告饥民哄抢自家粮食，要
求官府严办。周济站出来替百姓
说话：“饥民是为了活命不得已为
之，你们少了多少粮食告诉我，官
府替百姓还给你们。”富豪们一听
没了脾气。

赈灾的时候，周济发现一个问
题，即当地发生饥荒有人为因素。
等到灾情有所缓解，他下令大力
整治当地百姓的陋习，若是逮住
铺张浪费者，可别怪他翻脸不认
人。经过周济的整治，短短几年
时间，安庆旧貌换新颜，成了全国
模范城市。

●时代：唐代
●尺寸：高29厘米

这件男胡俑出土于偃师市
城关镇。胡俑身穿绿色袍服，下
穿窄裤，其浓黑的眉毛和络腮
胡，具有典型的西域胡人特征。
有趣的是，男胡俑袒胸露腹，头
歪向一侧，凝神注视的神态十分
逼真。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西域诸
国向唐朝进贡的“贡人”中，有一
类表演杂技的艺人，他们袒胸露
腹，手法奇特，实际是在表演手
彩戏法即手彩魔术。这种表演
不受场地限制，是一种为大众所
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类胡
俑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甘肃、陕西
都有出土，洛阳出土的这件胡人
俑正是这类杂技艺人的形象。

商春芳 文/图

洛阳出土的“洋物件”

绿釉男胡俑

▶▶聚餐不是目的，开会才是正事

聚会吃饭这件事，在唐代叫会食。
起初的会食，类似于现代的工作餐，发起人是鼎鼎大名的唐太宗。
那时的官员，大清早就得赶着上朝办公，很多人顾不上吃早餐。偏偏

唐太宗好开长会，该下班了会还没开完，大伙儿饿着肚子，思想不集中，心
里直骂娘。皇帝觉得不好意思，便决定赏赐一顿工作餐，让大家吃饱了肚
子再加班。因吃饭地点在金銮殿的廊庑下，美其名曰“廊下餐”。

老板请客吃饭，又不扣工资，这种事多多益善，文武百官拍手拥护。“廊
下餐”遂蔓延至各级行政机构，“京百司至于天下郡府”，纷纷设立“吃饭基
金”，开机关食堂，请大厨，为员工准备工作餐。

这个阶段，会食的主要目的是议政事，会食场所同时也是开会场所。
史载，在当时录事参军食堂的墙上，有关于审判犯人的条文，上头还

“令刻石置于会食之所，使官吏起坐观省，记忆条目”，时刻提醒官员：吃饭
莫忘朝廷恩，边吃饭边讨论工作光荣，吃饱了不干活儿可耻。

▶▶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要饭的

不能怪人们埋头猛吃，怪只怪会食的饭菜太精致。
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官员依品级不同，可享用不同标准的工作餐。

四品至五品的标准是菜七盘、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
瓜两个等，六品至九品的标准是菜五盘、白米二升、面一升一合、油三勺等。

具体是什么菜不好说，但肯定比普通人的日常饮食好吃许多。“效益”
好的官府，机关食堂堪比五星级酒店。

唐代笔记小说《因话录》记载，贞元初年，洛阳物价很高，普通人家舍不
得吃好东西，河南府兵曹庾（yǔ）倬（zhuō）每次参加会食，都要把吃剩下
的饭菜打包带回家。

搁到现在，这种事值得提倡，反正一个人也吃不完那么多，吃不了兜着
走不浪费，还环保，可那时不流行“光盘主义”，同事们嫌他寒酸，不赞他节
约，反而笑话他：“老庾，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要饭的？”

老庾只好红着脸解释：“我姐姐守寡在家，我带饭是为让她也饱饱口福。”
这大概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另类注解了。

你是来吃饭的，
还是来要饭的？
进入12月，时间的节拍骤然加快。元旦快到了，春节也不

远了，往后两个月，亲友、同事难免约个饭、叙叙旧。中国人的
饭局，谁先落座、谁先动筷、如何说话、如何敬酒……规矩一套
一套的。这些规矩都是打哪儿来的？古人搞不搞年终聚餐？
他们吃饭打不打包？……咱们一起聊聊吧。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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