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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告 而 匿 名 者，既
要诬 告 而 又 不 敢 道 出 自
己尊 姓 大 名 之 谓 也 。

此行 径 平 时 有 之，
每当 调 整 班子 ，评 定 职
称或 整 党 整 风 等 “关键
时刻”，则 倍 数增 加 。
这似 乎 成 了 一 条 规律 。

这些 人在 书 写 匿 名
信时，不 是 扑 风捉 影 ，
便是 凭 空 捏 造；能 夸 张
多大 就 夸 张 多 大 ，能 想

下多 么 恶 毒 的 字 眼 就 用 多 么 恶 毒 的
字眼；其 凶 狠 之状 ，活 象一 只 张 着
血盆 大 口 的 老 虎 ，恨不 得把被告 者
一口 吞掉。然 而 ，在 最 后 署 名 时 ，
便借 口 “怕 被 穿 小 鞋”云 云，而 写
上什 么 “革 命 群 众”和 “部 分 党
员”……甚 至 捏 造 几 个假 名 字 ；其
怯惧之 态 ，又 好 似 白 日 出 洞 的 老
鼠，生 怕 被 人捉 住 。这 种 人 与 其 说
他们 “害 怕 遭 到 打 击 报 复”，毋 宁

说害 怕 露 出 了 珠 丝 马 迹 ，从 而 招 致
诬告 反 坐 之 罪 。

其实 ，写 诬 告 匿 名 信 的 人，自
己也 知 道 凭 诬 告 是不 会 把被告 者 打
倒的 ；可 是 又 为 什 么 煞 费 苦 心 地给
人家 罗 织 一 些 “莫 须 有”的 罪 名
呢？因 为 他 们 有 一 个 不 可 告 人 的
邪念 ：我 花 八分 钱 （邮 票 ），叫 你
忙半年 ；问 题 查 清 楚，时 过 境 也
迁。拖得 你 不 能 被提拔，整 得 你 当
下升 不 成 工 资 ，害 得 你 一 时 评 不 上
职称……。如 此 行径 ，不 仅坑 害 了
被告 者 本 人，而 且给 其 所 在 单 位 带
来干扰。众 所 周 知，在 机 构 调 整 之
后，很 多 单 位 人 员 有 减 无 增，工 作
任务 却 有 增 无 减 ，正 常 工 作 就 够 忙
的了 ，再 加 这一 筹 ，硬 着 头 皮 抽 人
去搞 内 查 外 调 ，调 查 的 结 果 往 往是
花了 钱 ，跑 了 路，耽误 了 工 作 ，换
来几 页 毫 无 价 值 的 旁 证 材 料，真 是
劳民 伤 财 ，得 不 偿 失 。

但愿 煞 一 煞 这 个 歪 风 。

哦，故 乡 后 生 （散文 ）
省建八 公司　姚 俊 忠

汽车在
奔驰 ，凉
风，顺 着那
降下 玻璃 的
车窗吹来。在这暑气正
酷的季节，此 时 的 心
情，真有一种享受的 快
感。

可谁能相 信，坐在
我身 旁手握方向盘 ，连
眼尖都堆 着喜 、挑着笑
的年轻司 机，竟是五年
前给我写信，央我 “无
论如何 ”能 在城里帮 他
找份 “不管 干 什 么 营
生，只要每月 能 挣几十
块钱就行”的小柱呢？
回乡 几天，我脚没停地
转悠，脑里塞满了新鲜
事，一本厚厚的采访本
记得满 满 的。“柱儿 ，
你整天开车 ，都跑些啥
营生？”“多 了，长途 ，

短途，吃
的用 的 ，
车总没闲
过。”他话
音不高，
却透着股
自豪。“哎

， 你还记
得五年前
给我写的

那封信吗 ？”两 根烟
点着，我 逗趣 地 问起
了他。他脸微微一红 ，

“ 看 你 说 的 ，那 咋
忘得了，想起来，心里
就不是个味。现在 日 子
好了，更忘不 了 。我给
乡亲们说了，谁用 车拉
个啥，小账不收钱，都
说咱农 民皮肠厚，怎个
厚法 ？我思量知足报恩
就行……”一听 这话，
我来劲了 。搞政工的 ，
对“思想”尤为敏感。

“你打算以后怎么个干
法？”他看 了 我 一 眼
说：“要说 以后，又要
求你 帮 忙 了。”“求
我，找工作？”猜不透
他的 心思，我 有 些 迷
惑。他咧嘴一笑：“哪
是找工作”。“那……”
“ 求你在省 里 给 咱 买
个面包车。”他一脸正
经。“面包车？”我更
糊涂 了。“对，我想拉
客，咱原上这段路坡陡
弯急，天阴下雨，几天
不见班车面。原上的下

不去，底
下的上不
来，多误
事，我想

做这份生意 。可大哥说 ，
拉客 不 如 拉 货 挣 钱
多，我顶 了他，那些年
咱一分一厘都抠，也没
抠出个好 日 子，人心 、
人情都磨光 了，不就 因
为一个 ‘穷’字 吗？现
在有钱了，咱就不能 想
点别 的。”听 着他那诚
恳的 心里话，我心底一
阵冲动，一种久违的 古
朴乡 风又一次 回 到我那
早已淡忘 的记忆里。

大青山下的车站 渐
渐清晰，火车的 阵阵笛
鸣隐约可闻。就要分手
了。我几乎用崇 敬的 目
光重新打量起身旁这个
其貌不扬的农家后生。
他只穿着一身洗得干净
的工作服，显得那样的

朴素，就连他那 刚 刚推
过的小平 头，也可能不
是出 自 理发员 之手。可
我深 信，他什么都会有
的，一个热爱生活 的人
应该有！但愿我下次能
在面包车里看 到一个新
的他，听 到他能向 我提
出第三个什么请求……

金玉 声　书

陕西胜 迹

彬县 大 佛 寺

彬县水帘公社泾河北岸 ，西兰
公路的南侧 ，有一座巍峨的古典式
楼阁 ，倚山 耸立 ，风 景绮 丽，这
就是著名 的大佛寺。

大佛寺原名 庆寿寺 ，据传始建
于唐 贞观二 年 （公元628年 ），尉

迟敬德监修。寺楼三层 ，高50多米 ，楼内有佛窟 ，
窟内有石雕一佛二菩萨。大佛依崖 居 中 而 坐 ，
上体穿窟室 中 心直上 ，高达24米 ，肩宽体厚 ，造
型雄伟壮观 ，姿态 自 然丰满。靠进大佛头部 的周
围，浮雕 坐佛七尊 ，边缘 围绕十九个飞天 ，是富
有装饰性的精美雕刻。

佛窟旁沿石阶而上 ，有一个小门 ，上书 “彬
县大佛寺”，入侧有四个窟洞 ，石窟中 有立体石
雕佛像、浮雕像多幅 ，并有唐宋以 来 的 游人 题
词。绕过寺楼二层的 “明镜台”前
向东侧 ，即来 到 “千佛洞”。它 由
东西间排列 的三个石窟组成 ，一 明
两暗 ，窟内 有石刻、浮雕数百幅 ，

造型真实，栩栩如生。
大佛寺工程浩大 ，建筑雄伟 ，在

唐代有这样惊人的艺术作品 ，真令人
叹为观止 ！　俘 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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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 自 江 河 ，
你来 自 大 地，
你来 自 海洋，
你来 自 小 溪……
酷热 的 骄 阳

把你 烤 成一 片 水 汽 ，
无情 的 冷 风
把你 吹得上 下 无 依 ，
你咬 紧 牙关
升腾 ，升腾 ；

你顶 着 压 力
凝聚、凝 聚……
把高 洁 的 心胸
写入 湛 蓝 的 天 空 ：
变成一只 展翅奋 飞 的 雁 ，
变成一 面 催 人奋进 的 旗 ！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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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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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告别 炉 膛 里 那 一段
翻腾嬉 闹 的 生 活 ，
无形 的 铁水

被注 入 有 形 的 坯 模 。

在各 式 固 定 的 场 所 ，
身体 受 着 严 格 的 制 约 。
想出格去 追 求 自 由 吗 ？
整体会 将 它 抛 舍 。

从狂 热 到 冷静，从 自 由 到 集
中，

这才 形 成 钢 的 性格 。
生活，只 有 穿 过狭 窄 的 胡 同 ，
前途 才 波 澜 壮 阔 ！

足球 和 女 子 足 球
西娣

现代足球
运动 的 发 源
地，是公元十
一世纪时的英
国。但在我 国古代 ，却也
有过与其类似 的运动项
目。《轩辕黄帝传》载 ：
黄帝令作蹴鞠之戏 ，以

练武士。其 中 的 “蹴”
字，乃用脚踢之意 ；而

“鞠”，另据《太平清话》
诠释，乃 是 一种 “以
革为 圆囊实以 毛发”的
物事。如此看来 ，蹴鞠
即为踢足球了 。

足球运动在战 国以
及两汉、三 国时期都颇
盛行。《史 记 》中 的

“临淄甚富而实 ，其 民
无不吹竽 、鼓瑟……踏
鞠（按 ：古籍 中蹴鞠的
另一种 说 法 ）者。”
《 汉书 》中 的 “（霍 ）
去病在塞外……，尚穿
域踏鞠也。”《会稽典
录》中 的 “汉末三 国鼎
峙，年兴金革 ，上以 弓
马为务，家 以 蹴鞠 为
学。”就都能 证 明 这 一
点。不过 ，在我国的足
球史上 ，值得大书一笔
的是唐代时充气足球 的
出现。唐人编 撰的《初学
记》一书曾 写道，鞠在

古代 是 “用 毛 纠 结 为
之”，而 “今用 皮 ，嘘
气闭而蹴之”。还有 ，
同现代足球运动相似的
挂网球门 的 出 现 ，也是
在唐代 。那时 ，就已经
实行分成两队 比赛 ，以
射入对方球 门 的多少来
分胜负 的规则 了。

不过 ，我国古代 的
足球运动 ，在分队比赛
以外，更多的还 是一种
有着杂技色彩的表演。
据《酉阳杂俎 》载 ，唐
人张芬长于跳起踢球接
球，他能跳起一脚把球
踢到 “高及半塔”，令
人叹为观止。《燕山 丛
录》说 ，有个叫韩承义
的道士 ，长 于 踢 球 ，

“肩 、背 、膺、腹 皆可
代足”，能 “使 鞠 绕
身，终 日 不堕”。

至于女子踢足球 ，
在两 汉时，就 已 经 出
现。史载汉高祖时宫廷
之内 就有供宫女玩乐 的
足球场；另外，建于东
汉延光二年 的 启 母 阙
（ 位于嵩 山 南麓启母祠

前。阙 ：石
牌坊 ）上 ，
也有一个头
挽高髻 ，身

材修 长 的 女子，两臂
摆动 ，双脚跳起 ，弯着
腰正在踢球。后来 ，在
明初和 明末 ，还出现过
两位女球 星。前 者 是
《 太平广记 》中所载 的
民间女艺人彭云秀 ，她
可以使足 球 “瞻 之 在
前，忽 焉在后”，“旋
转纵 横”，“绕 身 不
堕”。后 者是崇祯的宠
妃田 氏 ，她 踢 起 球 来

“风度安雅 ，众莫能及 ”
被人誉为若 “一簇彩云
飞便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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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邮 趣 谈

△世界上 最大的 邮票 ，是马 绍 尔群 岛一九七
九年十月 三十 日 发行 的。长一百六十毫米，宽一
百一十毫米。一般信封都贴不下的 邮票 ；

△世界上最小的 邮票 ，是西德不伦瑞克一九
五七年发行的 ，大小只有10×10毫米 ；

△世界上最重的 邮票 ，是南美 洲 巴西北部 的
哥支那 山 区的 “石麦”重二公斤 ；

△世界上最早的邮票 是英 国 于一八四〇年五
月发行的面值为一便士和两便士 的黑色和蓝色邮
票；

（ 光 中 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