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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 ，某 集 体所 有 制 小 厂 的
一位搬 运 工孙 再 兴 ，被一 家 国 营
大厂 破 格聘 用 ，给 以 工 程 师 待
遇，还 向 上 浮 动 了 一 级 工 资 。

这好 像 是 不 可 思 议 的 新 鲜
事。

其实 ，严 格 地说 ，这 并 非 创
举。在 我 国 ，羊 皮赎 贤 奴 ，筑 坛 拜
胯夫 ，早 就 流 传 开 了 。北 宋 时 的 政
治家 包 拯 曾 经 说 过：“常 格
不破 ，大 才 难 得。”明 代
政治 家 张 居 正 也主 张 用 人

“ 以 功 实 为 准 ，毋 眩 于 声
名，毋尽 拘 于 资 格。”何 谓

“ 破 格”？据 《现 代 汉 语 词
典》注 释：“打 破既 定 规格
的约 束。”这 家 国 营 大 厂 破
格聘 用 孙 再 兴 ，破 了 什 么

“ 格 ”呢 ？无 非 是 破 了 孙 无
大专 文 凭 ，不 宜 重 用 ；他 是
工人 ，不 能 当 干 部 ；集 体 单
位职 工 不 能 进“全 民 ”这 些

“ 格”。正 是 由 于 这 些
“ 格”，孙 再 兴 多 次 参 加 应 聘 考 试 ，
虽然 成 绩 优 异 ，均 被 卡 了 下 来 。可
见这 些 “格 ”既 妨 碍 着 用 “才 ”单 位
广揽 人 才 ，也 阻 碍 着 一 些 有 真
才实 学 者 人 尽 其 才 。这 家 国 营
天厂 破 了 “格”，不 仅 缓 解 了 自
己缺 才 之 虞 ，也 使 孙 再 兴 有 了
崭露 头 角 、大 显 身 手 的 广 阔 天
地。

“ 不 以 规 矩 ，不 能 成 方

园。”当 然 ，用 人也并 非 无 “规”
可循 ，无 “矩 ”可 依 ，中 央 在
经济 体制 改 革 中 所 强调 的 “尊 重
知识 ，尊 重 人 才”，就 是应 当 遵
守的 “规矩”，或 谓 之 “格”。孙
再兴 到 底是 钢 ，是 木，是人才 ，
还是 庸 才 ，究 竞 合不 合 “格”？
这家 大 厂 不 以 文 凭 为 断 ，又 不 以
某领 导 之 言 为 凭 ，也不 为 “大 集

体的 工人”所 限 ，除 了 解
他平 时 表现 外 ，还 组 织 副
总工 程 师 、工程 师 、外 语

翻译 ，以 十 二 个 问 题 对孙
进行 现 场 考 核 ，结 果 证 明
他确 有 真 才 实 学 ，于 是 实
践了 任 人 唯 贤 的 “规矩 ”，
他被 破 格 聘 用 了 。

其实 ，说到 “破格”，
也并 不 很 恰 切 ，因 为 孙 再
兴经 过 考 核 完 全 合 格 。聘
用他 ，只 是 破 了 那 种 作 茧
自缚 、压 抑 人 才 的 “格 ”
罢了 。如 同 体 育 比 赛 场 上

一样 ，谁 个 本 事 大 ，谁个 水 平 低 ，
一比 一 考 ，自 见 分 晓 。这 样 一
来，什 么 作 弊 行 贿 ，托 人 情 ，走 后
门，滥 竽 充 数 等 ，都 为 之 一 扫 ，
就连 闲 言 碎 语 也 失 去 了 市 场 。

当然，“破 格 ”用 人 也 不 是
只重 才 ，对 于 那 种 虽 有 某 种 才 干 ，
却利 令 智 昏 、暗 中 作 孽 的 ，我 们 也
不可 失去 警 惕 。这 一 点 ，相 信 读
者是 自 会 明 白 的 。

“诸子 百家 ”与 “三教九 流 ”
人们 经 常 把 先秦至汉初 的 各个

学派 总 称 为 “诸 子 百 家”。
“ 诸 子 ”可指 各 派 学 者 的 代表

人物 ，如儒 家 的 孔 子 、孟 子 ，道家
的老子 、庄 子 等 ；也可指 他 们 的 代
表作 ，如 《老、子 》、《孟 子 》等 。
请子究 竟 有 几家？历 来 说 法 不 一 。
司马 谈说 有六 家 ，班 固 说 有 十 家 ，
《 隋 书 》说 有十 四 家 。其 实 ，说 法 的
不同 正 好 反映 了 当 时 学 派 林 立的 状
况。

上述各 学 派 又 可 以 分 成若 干小
流派 ，这 就 是所 谓 “百 家”。一 般
工具 书解 释 “百 家”之意 为 “虚 指
多数”。其实 ，据 《汉书 •艺 文志 》

著录各家著作 “凡
百八十九家”，以

整数 言 ，故称 “百 家”。
后来 ，在 此基础上又产 生 了一 个

新的 成语——“三教九流”。
“ 三教”系 指 儒 教 、道 教 、佛

教。需 要 说 明 的 是，这儒 家 怎 么 成 为
宗教的呢？自 从汉武帝 “罢 黜 百 家 ，
独尊儒 术”之后 ，儒家被 后 人加 以 宗
教化 ，故 称儒 教 ，亦 称 孔 教。“九
流”系指 先秦 至汉初 的九 个 学 术 流
派。有 人 把 这 九 家 编 成 顺 口 溜 ：

“ 儒 、道 、名 、墨 、法 ，阴 阳 、纵 横 、
杂、农 家。”后 来，“三 教九流 ”便
泛指 旧 社会 闯 荡 江 湖 从事 各种 行 业的
人了 ，往往 含 有 贬义 。

（ 伍 昌 ）

愿编 辑 和 读 者 戒
余敏杰

在西安市革命公 园
举行 的 首届 书市上，我
看到 了 一些革命领 袖论
文学 、教 育 、经 济 的
书。但翻过这些书 ，只是
些片 言只语的辑集 ，或
是某些片 断的 汇总 。假
如你要 在这种 书 中 找几
个字做 自 己文 章 的 “警
句”，倒是 极便 当 的 。
据说现在一 些人对 诸如
此类的 汇 集颇感兴趣 。
我想 ，编 者辑它大概是
想与 入方便 ，读 者用 它

也不外是图 个省事 吧 。
然而，在科学 的道

路上 ，吃亏的总是那些
爱贪便 宜 的 人 。记 得

“外语热”的 时 候 ，常
看见这样的报道：某某
名人三个月 学会 了一 门
外语，“恩 格斯 能用 十
二种语 言讲述和 写作 ，
能阅 读 二 十 多 种 文

字。”一时 ，有 些人觉
得学外语似乎很容易成
功。于是 ，原本可以 成
为出 色的裁 剪师的 却放
下尺子 和 剪刀 ，拿起了
书本 和磁带 。结果是饱
尝了 苦 味 ，而 收 效 甚
微。其实 ，恩 格斯 广会外
语也是事 出 有 因 的 。
他是德 国 人 ，却 在英 国
长期 经商 ，又 与 马 克思
—起 在法 国 巴 黎长 期 合
作，而且 多 年 呆 在 国
外。长期 与 各 国 共产主
义者一起 生 活 战 斗。他
的这个特 殊环境，可惜
宣传 者 忽视 了 ，听信 者
也想 贪 便 宜 ，于 是 闹 出
了笑 话 。

编辑 者 想 与 人 方
便，固 然 不错 。但更应
考虑 使 用 者 是 否 能 真 正
得到 方 便 。比 如 ：杰

克•伦敦不 畏艰辛 ，坚
持不懈，终 于成 了 著名
作家 。但他在此 之前就
取得了 《呼 声报 》征文
比赛的第一名 ，并且在
看到 东 部工人的 劳 动 象
土豆那样不值钱之后 ，
发誓 今 后要 靠脑力 劳动
来维持生活 。而 编 辑者
如果只 注重杰克 ·伦敦
的“不 畏 艰辛 、坚 持不
懈”，而 无视他 的 “第 一
名”和 “靠脑力 劳 动 维
持生活”，那 么 很可能
使糊 涂 的 使用 者 断 章 取
义而事 倍 功 半 。

诚然 ，革 命 领 袖 的
言论 是有 权威 性 的 ，但
随着 社 会 的 发 展 、环境
的变迁 及人 类 的 进 步 ，
我们 也 不 难在领 袖 的 言
论中 找到 不 妥 之处 。所
以，把革 命 领 袖 的 只言
片语辑 在一起的方 法 是
不科 学 的 ，也 是不慎 重
的。

愿编 辑 和 读 者 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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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 是 存 在 的 ，灵 感 是 奇 妙的 。
许多 人思 考 问 题 ，长时 间 无收获 ，却
在某个 意外 的时 间 里 ，灵机一 动 ，便 把
问题 解 决 了 。灵 感 是 人脑 的 一种信 息
突发 ，是 创 造和 成 功 的 火花 。那 么 ，
怎样 使 灵 感 有 效 地 发 挥 出 来呢？

一、靠 勤 奋产生灵感 。没有 长 时
期的 积累 和 准 备 ，灵 感 不 会产生 。因
此，要 努 力 学 习 ，刻 苦 钻研 ，长 期 思
考，留 心 观 察 。只要 功夫到 ，灵 感 一
定会 向 你 招 手 。著 名 画 家 列 宾 说 ：

“ 灵 感 是 顽 强劳 动 而获 得 的奖 赏。”
的确 ，一 部 科 学 史就 是 一 部灵感 发 挥

作用 的 历 史，但 离开科 学 家 和 人们 的 勤 奋 ，这 些
灵感 是 根本不可能产生 出 来的 。

创条 件增 发灵 感 。在 勤 奋 的 前 提 下 ，要
多为灵感 出 现创 造 条 件 。这 种 条 件 是 什 么？是松
弛。许 多 科学发现 证 明 了 松弛 能够 出 现灵 感 。这
是因 为 ，人们 在 紧 张 的 工作之余 松 弛 一段时 间 ，
就给大脑中 潜在 意识 以 活 动 和 自 由 结 合 的 机会 ，
这种 潜在 意识 很可 能产生 出 灵感 。同 时 ，事物 之
间都有很 多 奇 妙的联系 ，休息 一会 ，或 看别的 书

刊，很可 能 从 其他 事 物 中 得 到某 些启 示 ，作 为灵
感出 现 。因 此 ，人 们 的 知识面广一 点 ，也是 增 发
灵感 的 一 个 条 件 。

 三、灵 感 靠 捕 捉 。灵 感 产生不 易 ，寿 命 也 极
短，要 及时 捕 捉 才 行 。
如何 捕 捉呢 ？办 法 很
简单 ，就 是 灵 感 在 你
头脑 中 生成 的时 候 ，
请你 千万 不 要 相 信你
自己会 把这个信息 记
住，一定要 及时 将 其
写下 来 。许 多 科 学
家、理 论 家 、作 家 都
是随身 带有 笔 记本 ，
有个 什 么 新 点 子 、新
启示 就 记 写 下来 ，这
办法 就 不 错 。

一切 有 志 于 要 使
大脑 为现 代化建 设服
务的 人 ，都应 该重视
灵感 ，多 出 灵 感 ，充
分发挥灵感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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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驴 ”不是 贵州 驴 “ 黔 驴 技
穷”这个 成语

来源 于唐朝 著 名 文 学 家 柳 宗元 的 《黔之 驴 》。把
“ 黔 ”说 成是今 贵州 ，这 是 不 符 合 历 史 事 实

的。
贵州 之名 ，始 于 宋 朝 。柳宗元 写 《黔之驴 》

的时 间 ，离 贵州 单独建 制 尚 早六百 多 年。“黔”作
为一个地 区 的 名 称 出现 ，早在春秋战 国时 期 ，主
要指 今湖 南西北部 。习 惯 上把 “黔驴 ”说 成 贵州
驴是 不对 的 。

（ 光 中 荐 ）青
春
短
笛

人生的 意义在 于 攀 登 ，在 于 和 阻 力 搏
斗。尤 其是 在于 和 自 身 的弱 点 搏 斗 。原谅 自
己的 弱 点 ，只能使 自 己本 来 就缺 乏 的 素质更
加缺乏 。对 自 己要 苛 刻 ，要 冷酷 ！不 能 使 自 己
的生 活 成 为庸 人生 活 的模 特儿 ，也 不 能使 今

天的生活成为昨天生活的复制品。　（姚德华 ）

执著 与 执 看
高仲 伦

《 陕 西 工人报 》七月 二 十三
日的 “朝 阳 ”副刊 发 表的 “致古
城修缮 者 ”一诗 中 有 这 样 的 诗
句：“砌 进 明 天的 希 冀 、执 着的 信
念！”其 中 执 着应为 执 著 。

“ 执著”与
“ 执 着”，这两

个词 意 义 是不 同
的。但是 ，在 一
些人的文 章 或诗 中 二 者 往 往错误
地混用。“执 着”为 拿 着 、持着
的意 思 ，而 “执著 ”据 《现代汉
语词典 》和 《辞 海 》、《辞源 》
解释，都是说原是佛 教用 语。佛

教有 大乘 、二 乘 （即 小 乘 ）两
派。“大乘 ”以 “无所 得”为宗
旨，故 曰 “解脱”：“二乘 ”以 “成 果 ”
为目 的 ，故 曰 “执著”。后 来 ，
人们 也 用 “执著 ”一词 来 泛指 专 注

于某一 事物 而 不
能解 脱 。另 外 ，
“ 执 著 ，的 “著 ”
读音 为zhuo；

“ 执 着 ”的 “着 ”读 音 为zhe，发 轻
声，为 助 词 。虽 然在古 代 “著”是

“ 着 ”的本字 ，但是在今天 ，因 为
“ 执著 ”是 固 定专用 词 ，所 以 ，“著 ”
与“着 ”二者还是不能够换用 的 。

教书 十戒

周世 范

笔者
积数 十 年

执教 的 经

验，深 感 要 教 好 书 ，教 师 应
注意 以 下 “十 戒”：
一戒 不 爱 教 书 ，勉 强 任 职 ；
二戒 不 懂 装 懂 ，滥 竽 充 数 ；
三戒 举 止 粗 俗 ，衣 帽 不 整 ；
四戒 准 备 不 足 ，仓 促 上 阵 ；
五戒 正 襟 危 坐 ，照 本 宣 科 ；
六戒 胸 中 无 数，信 口 开 河 ；
七戒 条 理 不 清 ，没 有 重 点 ；
八戒 迟 到 早 退 ，拖 堂 压 堂 ；
九戒 性 情 急 躁 ，自 以 为 是 ；
十戒只 知 教 书 ，不 管 育 人。

宝鸡 石 油 机 械 厂 情 报 员 李 挺
（ 右 ），多 年 来 刻 苦 自 学 高 教 英 语 专 业
的全 部 课 程 ，最 近 获 得 英 语 大 专 毕 业 证
书。图 为 他 与 来 厂 工 作 的 美 国 技术人 员
一起 研 究 技 术 资 料 。

魏建 英 摄

列
宁
的
私
人
藏
书

列宁 学 识 渊
博而 又 酷 爱 书
籍，每 天 平 均
要读 五 六 百 页
书，十月 革命 以
后，列宁才有 自
己的 藏 书 室 。
他收 藏 了 一 万
多册 书 ，他 亲
手在 九 百 多 册
书上 作 了 各种
各样 的 札 记 和
眉批 。除 马 克 思 主
义的 经济 和 政 治 书 籍
外，列 宁还 有 关 于 工
业、农 业 、运 输 、动
力、劳动 组织 、统 计等
书籍 和 资料；有各 种 军
事科 学 、古代史 、俄 罗
斯史 、外 国 近 代 和现 代
史、哲学 、自 然科学 、
文艺 、语 言学 、俄 罗 斯
和世界 各 国 的 绘画 、音
乐、戏 剧 史等 书 籍 和 资
料。他 还收 集 了 十 多
本关于 怎样 采 蘑 菇 的
书。

（ 郝 小 强 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