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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

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

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也就是民间

流行的风尚、习俗，是最贴近民众生活、身心的

一种文化形态。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六朝古

都，京味儿文化熏陶着皇城根脚下的世代子民

们，也培育出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并在

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传承演进，丰富着民众的日常

生活，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北京人饲养宠物的历史悠久，学问、讲究也

多。过去老北京人把饲养和赏玩的种种动物称为

“玩物”，很少用“宠物”一词。老北京人喜欢饲

养的宠物大致可分为四类：鸟类、虫类、鱼类、

兽类。饲养宠物既是老北京人的一种嗜好，也是

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玩赏宠物之

中得到的是一份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所以老北

京人把养宠物当做和弈棋、品茗、论画一样的雅

事。

老北京养鸟的人大多生活悠闲。文人多养百

灵、靛颏、红子一类；体壮者多养画眉；撂地卖

艺者则多养交咀、“老西儿”一类。光养不行，还

得会“遛”。遛鸟不单是给鸟儿“放风”，主要在

于驯鸟，教给鸟儿一些小技艺，并观赏、娱乐。

北京人喜欢养鸟，除了娱乐外，还有养心健身的

作用。过去有句话：“养鸟遛鸟，遛的是鸟，练的

是人，心变宽了，体变壮了，日子过得就豁亮。”

所以无论文人墨客、梨园名优、杏林国手，还是

车夫、轿夫都有喜欢养鸟的，只是贵贱不同而已。

北京人玩虫，主要玩蝈蝈儿。北京人养蝈蝈

儿有不少讲究，一是要选上品的蝈蝈儿，讲究全

须全尾、叫声悦耳；二是颜色正、品相好，一般

多选黑、绿、青三种；三是要善动爱跳，越是活

泼爱闹的蝈蝈儿越有人缘儿。北京人买蝈蝈儿时

绝少买一只，而是买一对，一则是老北京人有成

双成对的习惯，双为吉利数；二则是两只可以相

互戏逗，叫得更欢。买回来的蝈蝈笼子大都挂在

屋檐、门楣、窗前或院子的葡萄架或海棠树上，

蝈蝈儿的鸣叫就成了四合院里最动听的声音，一

直能叫到立冬。

除蝈蝈儿外，养蟋蟀的也不在少数，北京人

称之为“蛐蛐”。老北京养蛐蛐、斗蛐蛐的用具极

讲究，在冬至前用的澄浆罐，是用澄浆泥淀制成

型、入窑烧制而成。养蛐蛐，趣在蛐蛐的厮斗与

鸣唱。一般的蛐蛐拼斗并不引人注意，自中秋节

后至重阳节左右，一些专门养蟋蟀的，备好战

场，随即下帖约人，请帖外皮写的多半是“乐战

九秋”，极风雅有趣。

鱼类宠物中，最受青睐的是金鱼。在北京人

的口语中，宫廷中四尾的珍贵金鱼称为“金鱼”，

而其他的金鱼则被称为“小金鱼儿”，两者价格相

差也甚远。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家中养鱼专

有鱼把式伺弄。老北京家庭养鱼，一般以圆形三

足缸或长方形玻璃缸为多，家庭富足者则用瓦盆

饲养。因时间用的已久，盆内都有一层绿茸苔，

观鱼更为艳丽。

兽类宠物中，老北京人饲养较多的是猫和

狗。老北京养猫讲究品种，大多以毛长者为贵。

一般认为白者、黄者为上品，黑者、杂色者次

之。此外，猫眼必以两色者为贵，名曰“雌雄

眼”。但老北京人不喜欢养白尾猫，以为不祥。北

京人认为养猫是高尚之情趣，其来源多系亲朋间

互相赠送的礼品。那时的老北京人不卖猫，还把

卖猫、卖狗视为破产的象征。北京人也喜欢养

狗，但狗的数量要远远少于猫的数量，有钱人一

般会在护国寺庙会的狗市上买观赏狗：袖狗、叭

狗。袖狗仅一掌大小，然生性好斗，又叫“斗狗

儿”，可藏于袖间，因此得名。这些人将狗置于桌

案上观其争斗、撕咬，以博得一乐。普通老百姓

在四合院里多养些小京叭、小柴狗。直至今日，

许多北京人依然会饲养宠物，打发闲暇，颐养性

情。

（文化与传媒学院 李涓 孔苑瑾）

我想结合我们财政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来谈谈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十九大报告除了散见各处的有关财政改革与

发展问题的描述以外，还集中用了 78个字专门阐

述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方向性问题，虽然字

数不多，但是内涵丰富。实际上，十九大报告讲

的新时期我们国家经济、社会、人文方方面面的

发展都离不开政府财政，因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

基础和重要支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

来我国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还极为繁重，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近 40年我国财政改革与体制、机制

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面临的问题与

挑战依然很多，特别是在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的前提下，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也

相应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一名财政理论

工作者和财政学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们

也有责任、有义务为我国在这个新时代的财政改

革与发展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与智慧。所以，我

想从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这个角度谈谈学习体会。

新时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十九大报告中有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关

注，其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

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

“站起来”和“富起来”两个时代，现在进入了使

中华民族强盛起来这么一个“强起来”的新时

代。报告中还用了专用的一个词汇来讲我们这个

时代的特征和主要矛盾，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时代跨越，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变

化，过去，我国长期面临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与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产能力不足的矛

盾。现在的主要矛盾好像表现为产能过剩，即现

在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了，而是过剩了，我们开始

进入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稳定的过程。总

书记在报告中对此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在这里

我就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历史发展的

新阶段，财政理论工作者和财政专业教育工作者

的历史使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依然是要为建设

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服务、为人民的福祉贡献我

们的聪明才智，为建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财政理

论和财政体制与制度服务。

新时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如上所述，进入新时期，我们的一个重要历

史使命就是要建设强大的中国，使我们民族更强

大，在世界民族之林发挥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一

个强国应有的作用。为此，我国不仅要进一步增

强我国的“硬实力”，而且也需要进一步增强我国

的“软实力”。作为财政理论和教育工作者，我们

的主战场应当是在国家“软实力”建设领域，我

们的重要使命就是要构建立足中国实践的、能够

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的中国的财政理论。为

了完成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想我们

至少肩负了两个方面的责任。

第一个责任就是为我们国家的财政治理能力

建设，为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

持。这些年我国财政理论建设存在的重要问题就

是我们很少立足中国的实践构建适应我国需要的

财政理论，比如我们没有认真地梳理我们政府、

包括财政部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职能是否和我们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没有认

认真真做过这方面研究思考。所以，当政府及其

财政部门感觉到工作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没有

理论去支撑。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财政学就是

为财政部服务的，如果这样理解就是狭隘的。政

府财政是为国家治理服务的，财政部门也是为国

家治理服务的，财政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的一个组成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财政

理论工作者没有科学、客观地解释财政行为规

律，没有科学、客观地为政府财政职能的设计提

供理论依据，这就是我们财政理论在立足中国财

政与社会发展实践方面做得不够的地方，就是我

国财政理论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的缺陷。我们财

政理论对实践支撑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还很多，我

们可以列举很多例子。比如这几年我们往往感到

财政改革的实践大大超前于我们的理论，就是说

我们在理论上没有能够对现实给予令人信服的描

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这就是我们财

政理论工作者自身有问题，是理论建设跟不上国

家发展的需要的重要表现。我最近在财政基础理

论领域做一些努力，立足于我们中国的实践，针

对我们中国的需要构建科学的、具有解释力和预

测力的财政理论。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是全盘

引进了西方的财政理论，尽管我们不能否定这个

理论对我们经济改革发展起到了很多的积极作

用，但是总体上看，西方的、以英美财政理论为

代表的主流财政学理论是建立在英美等西方国家

实践基础上，难以解释我国的财政实践，更不用

说为我国的财政政策提供科学可信的理论依据

了。我国现行的主流财政理论实际上是早在上个

世纪 20年代、30年代，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的 40年代就由我国财政学先辈从西方引进来

了，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由于经历了内战，经历了

朝鲜战争，经历了一系列波折，没有能很好地梳

理、消化、研究这样一些理论。现在我们中国进

入了一个新时期，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一个能

力建设的时期，我觉得在这个时期我们有理由，

也有必要来梳理我们的理论，为我们国家的国家

治理提供我们理论的支撑。这是我国财政理论工

作者的第一个责任。

第二个责任就是我们财政理论界应该为我们

国家“软实力”的增强贡献我们的智慧。总书记

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向全

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这是我们“软实力”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比如讲

财政的故事，现在我们还用西方的财政学范式讲

我国自己的财政故事，包括大学教科书中还在套

用英美的财政理论范式讲财政联邦主义，讲中国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这个理论范式显然

是不适应我们中国的需要的。这样讲中国财政的

故事是讲不好的。所以，我们财政理论界有责任

构建我们自己的范式，讲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

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增强我们中国的“软实

力”，我们财政理论界其实是责任重大的。我们中

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

的过程中，我们分析中国财政的现实、讲中国的

故事，所采用的却不是基于中国的财政实践建立

的理论，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们有国家分

配论这样一个理论，但是国家分配论由于其本身

存在缺陷，很难讲好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有

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故事。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一再证明，财政改革从

一开始就是引导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向

上、向前的重要的关键环节。最开始是在城市，

80年代初我国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解放了

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模式引向城市，解放城市区域

生产力。因此，我们当时就有了“包”字进城。

所谓的“包”字进城就是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套方法应用到城市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

而这个“包”字进城实际上就是从财政改革开始

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过去我们的财政叫

“建设财政”，这个“建设财政”怎么解释？我们

财政运行模式是企业所有的收入都要上交财政，

企业所有的支出 （包括更新改造的支出） 都由我

们政府财政来安排，这是最初我们财政的状态。

我们要改革这种财政运行模式，改革这种预算模

式，改革这种支出模式，改革这种收入模式，比

如利改税就是从财政开始。从财政改革开始还有

一点就是政府财政其实是切出了一大块资源给非

政府部门，从而来拉动市场经济、来促进市场经

济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这种改革

走到了尽头，两个比重严重失衡。所以，才有了

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之后财政又

恢复了元气，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

我们又开始拉动国家的经济向前、向上发展。现

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怎么来解决发展

的不平衡问题。总书记讲精准扶贫，我看各行各

业都讲精准扶贫，但是真正能够在精准扶贫中发

挥重要作用的还是政府财政，银行做不到，因为

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在精准扶贫中让它发

挥主力军的作用，那有可能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的四大专业银行的回头路了。所以，我们中国这

些发展的历程就是个很好的故事，如何把这个故

事向全世界说清楚，这其实也是梳理我们自己的

思路。

要想说清这些故事必须有一个说故事的模

板。有的小说家喜欢先预测好结果，这是一种模

板；有的小说家愿意凭感情用事写，写到什么程

度就写成什么样，但收不住笔了还要回过头来重

新构建一下这个小说，这也是一种范式。财政理

论用什么范式讲中国的故事，让全球相信我们这

个故事是真实的，相信我们这个故事是有感召力

的，相信我们这个故事对全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是一个模板，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副校长 李俊生）

新时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为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

的创新发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科学》编辑部主办了“学习十九大精神

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专题研讨会。此文为中央财经大学副

校长、《财政科学》编委李俊生的发言内容。

老北京的特色民俗
——养宠物

C2 文化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