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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成功上市的“拼多多”因其山寨和假货风
波成为舆论焦点。这不禁让人深思，怎样才能让我们
买到的东西既物美又价廉，最起码不是假货呢？对于
这个问题，古人其实颇有研究。

一提到中国传统的手工制品，精美、耐用是最常
见的两个评价。这一点从丝绸就能看出来，作为古代

“硬通货”，中国丝绸简直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
看到中国人通过丝绸赚钱，一些外国商人眼红

了，他们也想在丝绸市场分一杯羹，于是东罗马帝国
的皇帝查士丁尼向中国派出大量人手“偷师”。但是
当这些洋人学成回国后，却依然生产不出绸缎，究其
原因，是因为中国人除了拥有高超的缫丝制绣技术
之外，还有一个秘密法宝：标准化生产。

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中国自古就
对“标准化”情有独钟。在先秦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
很多关于不同种类生产部门的制作标准和生产规
范。《考工记》作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
文献，记录了战国时期官营手工业制作标准和制作
工艺，以及生产管理制度，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生产技
术、工艺技术。特别是纺织品，长度和宽度的要求尤
为严格，不合要求不许上市。

唐朝以后，要求更加细化，官营作坊的工匠必须
经过四年以上训练才可上岗。丝绸的粗细程度和重
量，也有很细化的标准。

到了明朝，明成祖规定官方作坊中的所有纺织
工匠，都要按照纺车进行编号，主管的官员也要进行
编号。如果发现产品有质量问题，就按照号码进行追
责，如果是生产的问题，工匠要挨板子；确定是监管
的责任，官员要被罚钱。处罚完了之后，再继续改，一
直改到产品符合生产标准为止。而在东南沿海的一
些丝绸重镇，一些丝织手工行会更是设立了“黑名
单”制度。如果一个工匠生产的产品有三件不合格，
就会被列入“黑名单”，也就不能再吃这碗饭了。

严格把控生产标准只是第一步，要想落实到位，
还需要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

中国古代对产品质量最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就
是“物勒工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物勒工
名，以考其诚”的记载，为方便追责，工匠要将自己的
姓名刻在自己生产的产品上，便于检查产品质量和
考察工匠和管理官员的绩效。

秦代，不仅要求工匠的姓名要刻在产品上面，负
责监管的官员和监管的机构也要刻上名字，“公甲兵
各以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书之。”这一
制度也被后世吸收和借鉴，一直流传下去。

在宋代，曾经一度忽视产品质量的检验问题，许
多产品的质量出现了大幅度倒退，其中以武器最为
突出。据史料记载，宋朝和西夏交手的时候，曾经发
生多次武器自行断裂的事情，给军队造成了许多不
必要的伤亡。后来，王安石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决
定让不同地区的监管部门，交叉考察对方，有问题互
相盯。查出问题重重有赏，而且哪怕自家有问题，先
查出对方问题，自家问题也能从轻。这样北宋的武器
问题才得到解决。

到了元代，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产品质量
检验的机构——— 覆实司，当发现产品质量不合格的
时候，覆实司就要将产品发回原生产单位，责令工匠
重新制造。到了清朝，规定供给政府使用的产品，只
有检验合格之后才能支付生产工匠工钱，通过此举，
基本断绝了“豆腐渣”出现的可能。

尽管古代产品生产中，非常强调并且制定了责
任和诚信制度，但假冒伪劣现象并未因此杜绝。

翻开历史典籍，许多名人都上过假冒伪劣产品
的当，隋代对酒里
掺水已经见怪不
怪，甚至将此作为
说笑的对象。唐代
名相裴休有一次得
了一件青铜器，非
常高兴，大宴宾客，
结果来宾告诉他是
赝品，闹出笑话。

为了打击假冒
伪劣产品，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耗费了许多心血。在秦
朝，每年都要对工匠生产的产品进行评比，对产品符
合要求的工匠进行奖赏，对产品不合格的工匠进行
处罚，并且也要求负责的官员承担相应责任，产品考
查如果被评为下等，那么就要进行处罚。

到了唐朝，对不符合生产标准等产品质量问题
进行追责时，负责的官员和政府部门也要承担连带
责任，不可推卸。

宋朝法规基本上沿用唐朝内容，规定生产和出
卖假冒伪劣物品，罪同偷盗。明朝的《大明律》、清朝
的《大清律例》同样对假冒伪劣违法行为作出刑法规
定。

这在南宋时期的一起假药案中可见端倪。一位
太守到市场买了一两中药，拿回府衙一看，药材不
但陈腐，而且细碎，更令人气愤的是，草梗竟然占到
三分之一。造假做到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让这个
太守令人气愤，于是他将假药贩子批捕下狱，亲笔
写了一纸判词，作出如下判决——— 杖责60，戴上枷
锁，于药铺前示众3日。一时间，市场上无人敢卖假
药。

这些严厉的措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横行起到
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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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知名画家黄永厚的时间永远
停在了91岁。

黄永厚与其哥哥黄永玉同是享誉画
坛的人物，风格却大有不同。如果说黄永
玉是举重若轻，是画坛“怪才”；那黄永厚
则是举轻若重，是画坛“奇才”。

黄永厚行事独立，不从俗流，所画作
品多与时事紧密相关，为《读书》等报刊创
作插画多年，切时所需，针砭时弊。刘海粟
评价他：“大丈夫不从流俗”；哥哥黄永玉
说：“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
我家老二（黄永厚）有此风骨。”

黄永厚生于1928年，土家族，湖南凤凰
人。年少时，黄永玉称“永厚老二最苦”：他
小时候多病，有一回几乎死掉。因为发高
烧已经卷进了芭蕉叶里了，又活过来；病
坏了耳朵，家里叫他“老二聋子”，影响了
发育；又叫他“矮子老二”，后来长大，他既
不聋也不矮，“在我们兄弟中最漂亮最潇
洒”。

年少时，大哥黄永玉在外读书，黄永
厚担起长子的责任，在家做饭，带三个弟
弟，为母亲减轻负担。习画的黄永玉曾把
一些画册寄给弟弟，没想到黄永厚无师自
通，在院子的大照壁上就画了起来，引来
一群人称赞。

和表叔沈从文一样，黄永厚也当过
兵。十三四岁时，因为画了一幅画被招进
部队当宣传员，16岁时又因为画了一张表
现诺曼底登陆的画，晋升两级成为中尉。
1945年，受同学邀请，黄永厚还报考了黄埔
军校。在军校，他是特殊学生，不训练不早
操，只画画。

从部队转业后，受兄长黄永玉推荐，
黄永厚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班读书。毕
业后，黄永厚做过个体户，后来到合肥工
业大学建筑系任教。直到上世纪80年代，黄
永厚前往北京发展，成为真正的自由画
家，生活才稳定了下来，而且名气越来越
大。

黄永厚曾过了二十多年颠沛流离的
穷日子，但多难的人生反而增加了他对生
活的热爱。他视读书为第一生命，涉猎广
泛。上了年纪后，更加关注社会人生，但又
十分低调，深居简出。

相对于
黄 永 玉 的

“怪才”，有
人把黄永厚
称之为“画
坛奇才”。出
版人李怀宇
追忆说，黄
永厚当年在
北京郊区通
州的家颇为
简朴，大别
于黄永玉同
处通州的豪
宅“ 万 荷
堂”。一进客
厅，一眼看

到黄永玉的画。两边有一对联，乃是聂绀
弩的诗句：“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据
说黄永玉、黄永厚曾有近20年不相往来，后
来兄弟和好，一言难尽。

对弟弟的画风，黄永玉曾在一篇文章
中明确说过，厚弟几十年来的画作，选择
的是一条“幽姿”的道路。“幽姿不入少年
场”，是不趋附、不迎合，而且不羡慕为人
了解的意思。

黄永厚的人物画独具一格，他笔下的
魏晋人物，长发纷飞，衣裾飘扬，袒胸露
腹，粗粝怪诞，一副孤高傲世的架势。

了解黄永厚的人都说，他画的是他自
己。

黄永厚主张，画家应该多读书。他曾

说，“我喜欢跟读书人交朋友，怕跟不读书
的画家打交道，画家见面就是今天卖了几
张画，你受得了吗？好像天天都在生意场，
真没劲，年轻人有青春可以浪费，老人连
青春的本钱都没了。”

中国作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张瑞田
说，黄永厚家的书很多，有些书翻卷着，躺
在床前案头。“黄永厚是画家中的文人，是
文人中的画家，因此，他的画作，处处可见
机趣、禅思，他的文章，字字映现学识、哲
理。常常在《书屋》《读书》等杂志拜读黄永
厚文配画的作品。画放达、清冷，文沉重、
深刻，体现阅历，洞见卓识。作为画家、作
家，黄永厚从来不愿意当一件工具，哪怕
是一件金光闪闪的工具。这是黄永厚在画
上喜欢题写长跋的一个理由。长跋，是黄
永厚观察现实，反思自己的过程，是黄永
厚不甘沉沦，拒绝媚俗的表现。”

黄永厚最为人熟知的，是与杂文家陈
四益在《读书》杂志上开辟的文画专栏，针
砭时弊，影响极大。

陈四益对他与黄永厚的初次见面，记
忆很深：“黄永厚是黄永玉先生的二弟，相
差四岁，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们老黄
家的人都很有个性。认识黄先生出于偶
然，是一位朋友邀我一同去探访的。他从
安徽到北京，住在紫竹桥的中国画研究
院。看他的画，很有个性。同他交谈，人如
其画，个性彰显。他说到高兴处，就会畅怀
大笑。说到画，他会突然来了兴致:‘怎么样,
来一张!’话音未落，已起身铺纸、提笔，画
将起来。”

不承想，二人的合作从此开始，最开
始是《聊斋索图》。“是他先画了几幅从《聊
斋》中找出的画题，叫《聊斋索图》。我从他
的画中又生发出一些意思，或同、或异，有
时会唱唱对台戏。后来他又画了竹林七贤
图，每图都有一段题跋。我觉得他的竹林
七贤图自出手眼，很有启发，但是图上的
题跋毕竟字数有限，不易为人理解，便自
作主张，为每幅图作了一篇文章，每篇两
三千字，寄给黄先生看了，他非常高兴，于
是在杂志上刊载。因为画了竹林七贤，我
就想接着再谈《世说新语》，黄先生一口允
诺为每篇作图，我当然喜出望外。”

再后来，就是《读书》杂志的合作。从
1990年开始，《读书》杂志的封二一直由“陈
文丁画”垄断。“陈文”是陈四益的杂文，“丁
画”是丁聪的漫画。到了2006年,丁聪先生患
病，“陈文丁画”不得不中断。起先，因为读
者有一两期看不到这个专栏，便来函询问

《读书》：是不是陈、丁二位遇到了麻烦？编
者怕引起误解，便希望陈四益再请另一位
画家继续。陈四益回忆说：“于是便征求黄
先生的意见，是否愿意把这个专栏接下
来。黄先生同我的合作也已二十年，相互
了解，便笑道：你当初跟一个七十岁的老
头跑了第一棒，现在又找个八十岁的老头
跑第二棒，这算什么事儿啊。依旧爽快地
答应了。《读书·诗话画》的专栏，在停了两
期后又继续了。只是‘丁画’改成了‘黄画’,
文的风格未变，图的风格则由丁聪先生的
工笔写真，换为黄永厚先生的彩墨写意
了。”

黄永厚喜欢创作，留下了数以千计、
个人风格浓厚的作品，但他却不愿意随大
流办画展，也不愿意出书来宣传自己。黄
永厚的朋友范曾看不惯他这样深居简出
的低调生活，向他建议：我介绍你去日本
办画展吧，不过，你画李白就画李白，画杜
甫就画杜甫，别往远处扯！可倔老头愣是
没给范曾好脸！

在画画上，黄永厚就是如此固执，主
张鲜明不苟且，他曾明知故问：有的人画
了一辈子，却弄不明白他的主张是什么？
一个画画的人，主张是很重要的，没有主
张，画什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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