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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 曰 ，人 过 三 十 不 学
艺，我 却 认 为 ，人 过三 十 要 学
艺。就 是说 ，人 过 三 十 ，也还
要学 文 化 ，学 技 术、学 科 学 、
学管 理 。

人过 三 十 要 学 艺 ，原 因 有
三：

第一、这 是 四 化 建 设 的 需
要。当 前 ，祖 国 建 设 日 新 月
异，科 学 技 术 飞 跃 发 展 ，不 仅
一般 职 工 需 要 学 科 学 、学 技
术，即 便 受 过 高 等 教 育 的 人 ，
也有 个 知 识 更 新 的 问 题 。何 况
职工 队 伍 中 ，不 少 人 是年 过三

十、且 在 十 年 动 乱 中 走 上 工 作
岗位 的 初 、高 中 毕 业 生 。这 些
同志 ，若 不 发 愤 自 学 ，抢 回 失
去的 光 阴 ，又 怎 能 谈 及 贡 献 呢 ？

第二 、年 龄 上 仍 有 优 势 。一 般 来
说，三、四 十 岁 的 人 年 富 力 强 、充 满
活力 ，记 忆 力 、自 制 力 也 不 错 ，而 且
还有 一 定 的 工 作 经 验 和 分 析 能 力。这
种年 龄，正 是 为 国 家 做 贡 献、出 成 果

的年 龄 ，是 奋 发 有 为 、大 展
宏图 的 年 龄。就 是 说 ，在 这
种年 龄 开 始 学 习 ，起 步 仍 然
不晚 ，只 要 发 愤 ，仍 可 以 出
成果 。

第三 、从 历 史 上 看 ，人
过三 十 才 学 艺 、并 做 出 成 绩
的，也 不 乏 其 人 。汉 朝 的 公
孙弘 ，四 十 多 岁 才 读 《春
秋》，后 来 成 了 著 名 学 者 。
唐宋 八 大 家 “三 苏 ”之 一 的
苏洵 ，也 是 年 近 三 十 才 发 愤
读书 的 。我 党 的 一 些 老 同

志，过去 文 化 低 、基础差 ，
由于 他 们 在 革 命 征 途 中 发 愤
学习 ，也 成 了 各 行 各 业 的 专
家。

当然 ，三 、四 十 岁 的 人 学 习 ，
困难 也 不 少 。他 们 白 天 忙 公 务 ，晚 上
忙家 务 ，拖 累 也 比 较 大。但 是 ，对 于
一个 有 志 为 四 化 做 贡 献 的 人 来 说 ，
总会 千 方 百 计 排 干 扰 、挤 时 间 ，发 愤
学习 ，从 而 达 到 学 有 成 效 的 目 的 。

企业 管 理 讲 产

我国 社 会 主 义 企 业 管 理 的 历 史
钟兴 瑜

要改 进 我
们企 业 的 管
理，就 不能不
总结 自 己的 经
验与 教训；要总 结 经 验 与 教
训，又 不能不 回 顾 走 过的 道路 。

我国 社会 主义经济 是 由 新
民主主义经 济 发 展 而来 的 。新
民主 主义经济 出 现 在我 们 党 独
立领 导 的 第 二次 国 内 革 命 战 争
时期 。那 时 由 于 军 需 民 用 ，我
党在 根据地建 立 公 营 工 业 。可
是战 争 环境 和 其 它 条 件 的 限
制，直 到 解 放 战 争后 期 ，还只
是为 数 不 多 的 手 工 操 作 的 小 型
企业 。与 之 相 适应的 管 理，有
三个 突 出 的 特点：①发 扬 我 党
的优 良 传 统。主要是坚持党的
领导 ，思 想政治工作 领先 ，生产
直接 为 着 战 争 和人 民的需要 ，
管理实 行 政 治 民 主 、经济 民 主 、
技术 民主，实行 军 民一致 、官
兵一致，坚持 自 力更生 、艰苦
奋斗 、因 陋 就 简 、勤俭节约 。
②分 配上实行 供 给制。③实行
小生产 的 经营 管 理方 式 。

全国解放后 ，我们 接 管 了

帝国 主义 在华企业 ，没 收 了 官
僚资 本，对民 族 资本主义实行
社会主义改 造，兴建 了 156项
重点 项 目 ，从而建 立 起 我 国社
会主义 的 工业 企 业，也开 始 了
对现 代 工 业 企业 的 管 理。这
时的 企 业 管 理，先是 对 旧 企 业
实行 民 主 改革和生产 改 革 ，后
来是全面 学 习 和 系 统地实行 苏
联企 业 的 管理制度和方 法。这
个时期 ，我们建 立 了 一套基 本
符合经济规律 ，比 较 适应社会
化大生产 的 管理制度，积累 了
一些实 践经验，培 养 了一批管
理干 部 ，是有一定成 绩 的。同
时，没 能 完全 克 服 旧 企 业 管 理
的落 后 方 面 ，也 不 适 当 地继 承
了根据地 条 件下 的 某 些 经 验 ，
对苏 联 经 验 又 不加分析地、片
面机 械 地照抄照搬，致 使 企 业
管理 上 残 存不少封建因 素和 小
生产 的 痕 迹，过 多 地 采用单纯
行政 命 令，管 得太 死 ，统得 过

多，不 能 充 分
发挥地 方和 企
业的 积 极 性 。

1956年 毛
泽东 同 志 发 表 《论 十 大 关
系》以 后，我们开始 探 索 适 合
我国 情 况的 企业 管理 的 指 导 思
想，原则 、制 度 、方法 等 重 大
问题 ，相 继 提 出 了 —系列原
则，颁布 了 一 些 条 例。可 是 ，
由于 旧 传 统 和小生 产 的 习 惯 势
力根深 蒂 固 ，加 上 我 们 对 客 观
经济规律 认 识不 够 ，尤 期 是 林
彪、“四人 帮”的 蓄 意 破 坏 ，
这些基本上 正 确 的 东西 只 是 一
纸空文，并未付诸实行，企 业
管理异 常混乱 。

党的 十一届三 中 全 会 以
来，整 顿 企业管 理、改进 和 学
习管 理是拨乱反 正 的 重 要 内
容，我 们才真正开始 走 自 己 企
业管 理发 展 的 道 路 。可 以 预
见，在党 的 十二大 方 针 指 引 下 ，
我们 的 工业
企业 管 理必
将开 创 辉煌
的历 史 。

学点 近 代 史

邓世 昌 与 甲 午 海 战
萌英

1868年 明 治 维 新 以
后，日 本走 上 了 军 国 主义
道路。1894年 日 本 挑 起 了
侵略朝 鲜 和 中 国 的 甲 午 战

争。面 对 日 本 的 侵 略 行 径 ，辽 东 人 民 英
勇抗 击，“宁 作 中 华 断 头 鬼 ，不 作 倭寇
屈膝 人。”

9 月 17日 ，日 本军 舰 在 黄 海 大 东 沟
突袭 中 国北 洋 舰 队 ，海 军 提 督丁 汝 昌 奋
起迎 战 ，丁受 伤 后 ，管 带刘 步 蟾 立 即 代
替督 战 ，广 大爱 国 官 兵 临 危 不 惧 ，主动
寻机歼 敌 ，先后重创 日 本 旗 舰 “松 岛 ”
及“扶 桑”等 六 艘 战 舰 。

在激 烈 的 海 战 中 ，邓 世 昌 指 挥 的
“ 致 远 ”舰 往 来 驰 骋 ，猛打猛 冲 。经 过

几小 时 的 浴血奋 战 ，致远 舰 中 弹 累 累 ，
在弹药 将 尽 ，船 身 严 重 倾 斜 的 危 急 时
刻，管带 邓 世昌大 声 疾呼：“爱 国 军 人
不怕 死！”他 下 令 致 远 舰开足 马力 猛 撞
最凶顽 敌 “吉 野 ”号 ，准 备 与 “吉 野 ”
同归 于尽。不 幸 的是，致 远 舰 在 中 途 被
鱼雷 击 中 ，军 舰 炸 裂 ，全 舰二百 五 十 名
官兵大 都壮烈 牺 牲 。

据记 载，邓世 昌
坠落 水 中 时，侍 从 刘
忠将 救 生 圈 推 给 他 ，

邓断然 拒 绝 ，高 呼 “为 杀 敌而死 ！不
要偷生！不 做 俘 虏！”邓 的 随 身 爱犬
游到 他 身 边 ，衔 住 其手臂，邓 推 开爱
犬，这 通 人性 的 小精灵 不 死 心 又 游 回
来衔 住主人，不 让 他下 沉，“义不 独
生”的 邓 世 昌 使 足 力 气 把 爱 犬按入水
中，一 同 沉入海底 。

邓世 昌 “治 军 精 勤 ”，爱 护 士
兵，生 活 简 朴，是 当 时 腐 败 的 北 洋水
师中难 能 可贵 、不可多 得 的 将 才 。在
凶残 的 民 族 敌 人面 前 ，他和广 大 爱 国
志士 奋 不 顾 身 、浴 血奋 战 ，表 现 了中国
人民 忠 于 祖 国 、宁 死 不 屈 的 英 雄 气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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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社 会 主 义

科学 社会主义是 无产阶 级 的 思 想 体 系 ，是
马克 思 、恩 格斯创 立 的一 门 崭 新 的 社 会 科 学 ，
是马 克 思 主义的 三个组成 部 分 之一 。

科学社会主义是 马 克 思 主 义全 部 学 说 的 核
心，为 解决 社会 的 革 命改造 与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社
会，最终实 现共 产 主义 ，提供 了 指 导 思 想 。它
也是无产阶 级政党 制 定 路 线 、方针 、政策 的 理
论依 据 。

科学 社 会主 义是 马 克思 和 恩 格斯在 十九 世

纪四 十 年 代创 立 的 。它 的 思 想来源是 空 想 社会
主义。一八四 五年 ，马 克思在 《德 意 志 意 识形
态》一 书 中 就勾 画 出 了 共产 主 义总 的 轮 廓 。一
八四 八年 在 《共产 党 宣 言 》中 ，马 克 思 和 恩格
斯对科学 社会主 义 的 基本理 论 ，第 一 次 全 面
的、系 统 的 论 述 ，并 对 空 想 社会 主 义作 了 科学
的评 价，分析 了 各 种 社会 流 派 的 阶 级 实质 及 其
历史作用 ，提 出 了 “全 世 界 无 产 者 ，联 合 起
来”的 伟 大 战 斗 口 号。《共 产 党 宣 言 》的 问
世，是 科 学 社会主义 诞生 的 标 志 。

（ 陈 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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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 你

一、判 断 正 误 ：
1、语 言 是 有 阶 级 性 的 。
2 、我国现在通 用 的 标准 时北 京 时间是北

京的 地 方 时 。
3、一六 八 九 年清政府与 帝俄政府签 订 的

《 尼布楚条 约 》是 不平等条 约 。
4 、我国第 一 部 纪传体 通 史 是西 汉 司 马 迁

著的 《史 记 》。
5 、中国资产 阶 级 改 良 主 义者 发 动 的 “百

日维新”运 动 历 时 一 百 天。
二、填空 ：
1、“北 京人”的第一 个 头 盖骨 是一九二

九年十二月由我国古生物 学家__发 现 的 。
2 、我国第一部比 较全面系 统 的 文法著 作

是__朝的 语言学 家__所著的__。
3、碳酸钠 也 称__、__，它 的 化学式是___。

4 、地震可 分 为__和__两 大 类 。
5 、《天 演论》是由近 代 著 名翻译 家_____

翻译的 。

《 考 考 你 》答 案
一、1误；2误；3误；4正；5误 。
二、1裴文中；2清 ，马建忠，《马 氏 文

通》；3纯碱，苏 打，N a2C O3；4天然 地
震，人 工 地震；5严 复 。

容
易
读
错
的
字

1 、稗 （拜 ）稗 子。不 读 （卑）。
2 、胞 （包 ）细 胞 ，双胞 胎 。不

读（抛 ）。
3、焙 （被）焙 干 （用 微 火 烤

干）。不读（陪）。
4、痹 （闭 ）小儿麻 痹 症 ，麻痹

大意 。不 读 （皮 ）。
5 、婢（闭）奴颜婢膝 ，奴婢 。

不读 （卑）。
6 、濒 （宾 ）濒 临 ，濒 危 。不 读

（ 频 ）。
7、哺 （补 ）哺 乳 ，哺 育 。不 读

（普），也 不 读 （甫 ）。
8 、捕 （补 ）逮 捕 ，捕捉 。不 读

（ 普 ）。
9 、糙 （操）粗糙 。不 读 （造 ）。

10、嘈 （曹）嘈杂 。不读 （糟 ）。
1 1、闸 （产 ）阐明，阐 述 。不读 （善 ）。
1 2、忏 （颤 ）忏悔。不 读 （千 ）。
1 3，伥 （昌）为 虎 作伥。不 读 （掌 ）。
1 4、偿 （尝 ）偿还 ，赔 偿 ，得 不 偿失，如

愿以偿。不读（赏 ）。
1 5、怅 （唱）惆怅 ，怅惘 。不 读 （胀 ）。
1 6、掣 （彻 ）牵 掣 ，掣 动 ，风驰 电 掣，掣

肘。不 读（制 ）。
17、嗔 （抻 ）嗔怪 ，嗔 怒 。不 读 （田 ）。

人
一

事

名
一

轶
“那个 字 念 罴 ！”

成仿 吾 同
志，人 称 “成
老”。他 有 “三
老”：老 作 家
——“创 造 社”中 坚；老 革 命——走
过“二万五”；还 有一老 ，就 是 老
教育 家 。成 老 历 来 重视 基 础 理 论 、基
本训 练 、基 本知 识 。熟 识 他 的 老 师
说：和 成 老一 起 工作 ，想 混 日 子是 很难
的，但 有一 点 ：不太容易 成 为 草包 。

“ 史无 前 例 ”的 时 期 ，成 老在 山
东大 学 任 校 长 ，他被 “踏上一只脚”。
一次 ，在 “批 判 修 正 主 义 教 育 路

线”的 会上 ，冲 锋陷 阵 的 小 将 把
“ 反 革 命修 正 主义分 子 ”的 标 语 贴 在
成老胸 前，成 老一 把将标语 扯 掉 。
小将 怒 发 冲 冠 ，读诗 词 以 壮声威 ：

“ 独有 英 雄 驱虎 豹 ，更无 豪杰
怕熊 能！”

被扭 作 “喷气式 ”的成 老 ，奋力
抬头 ，高声断 喝：“那个字不念 能 ，
那个 字 念 罴 ！　P——i——P i！”

“ 兮 ”字 做 何 讲

“ 兮”字 ，在 《楚 辞 》中 很 常见 ，普
通话读“希”，是语 气助 词 ，同 现 代 汉语 中
的“啊”。“兮”字 是 战 国 时 代 民 间 普 通使
用的 口 语 ，特 别 是 楚 国 （在今 天 湖 北 一
带）使 用 很 广 泛。一般来说 ，它 在 《楚
辞》中 作 语 助 词 使用 ，以 调 整 音 节，舒
缓语 气 ，更 好 地 表 达 感 情 。使 用 “兮 ”
字，并 不 自 《楚 辞 》始。《诗 经 》中 就有
不少 “兮”字 的 句 子 。不 过，《楚 辞 》中
把它 使 用 得 更 集 中 更灵 活 ，以 至 成为 《楚
辞》的 一 大特色 。

（ 江 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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