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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饮 “毒 泉”水
澄城县　马 力

《 三 国 演 义》载 ，诸 葛
亮兴 师 南 征，行 军 途 中 人
马皆 渴 ，士 兵 误 饮 “哑
泉”，结 果 不 能言 语。诸
葛亮 后 求 得 “安 乐 泉 ”

之水 ，才 吐 出 恶 涎，保 全 了 性 命 。
《 西 游 记 》里 也说 ，唐 僧 、猪 八戒 行
至“西 梁女 国 ”，一 时 口 渴 ，喝 了
不该 喝 的 “子 母 河 ”之 水 ，因 而 腹
疼难 禁 ，结 了
胎气。多 亏孙
悟空 费 了 好 大
劲，弄得 “落
胎泉 ”水 ，才 算
消去 肿 胀，除 了 病 症 。可 见 ，污 毒 的
河泉之 水 是 万 万 不 可 随 便 饮 用 的 。
由此 ，又联 想 到 了 读 书 看 报 问 题 。

书报是知 识 的 源 泉。好 的 书 报
的确 是 人 的 精 神 养 料之 泉 ，读 了 它

“ 足 以 使 人 怡 情 ，使 人 博 采 ，使 人
长才 ”（培 根 语 ）。然 而 ，一 本 坏

书，一 份 内 容 不 健 康 的报纸 ，犹如

一股 腐 蚀 人 们 心 灵 的 “毒 泉”，饮
之，便会 把 读 者 戕 害 。

而今 ，流 行 于 社 会 的 一 些 小

报，内 容 荒诞 无 稽 ，庸 俗 不堪。什 么
色情 、仇杀 、诈骗 、秘 闻 ，简 直不堪 入
目。“染 于 苍 则 苍 ，染 于 黄 则 黄”，
少数人 饮此毒 水 ，有 的 追 求 庸 俗 低 级
趣味，不思 进取 ；有 的 神魂颠 倒 ，走
向消 沉 颓 废 ；有 的 腐 化思 想 恶 性 膨
胀，堕 入 犯 罪 泥 坑。我 认 识 一 位 青
工，曾 是 “生 产 能 手”，从 看 了 一本
黄色 淫 秽 的 手 抄 本 开 始 ，他 渐 渐 地 变

了，后 来 鬼
迷心 窃 地迷
上那 些 诲 淫
诲盗 的 小
报，从 中 寻

求刺 激 。前 不 久 ，竟 因 犯 强 奸 罪 锒铛
入狱。他 供述说：“我 所 以 会 犯 罪 ，
是中 了 那 些 低级下 流 报刊 的 毒”。

阿拉伯 有 句 谚 语：“一 本 坏 书，
比一 个 强 盗 更坏”。我 劝 青 年 朋 友 以
此为 鉴 。首 先 ，彻 底 与 黄 色 淫 秽 书 刊
决绝 ，千 万 莫 象 蜀 兵 之 众 、唐 僧 师 徒
那样 ，临 渴 而 不 择 饮 ；其 次 ，如 果 已
经饮之 并 中 了 毒 ，则 应 赶 快 寻 求 “安
乐泉”、“落 胎 泉 ”之 类 的 好 书 来 解
救，争 取早 日 恢 复 元 气 。

读书之道

要有高尚的读书情趣
西安　杜 洛

有位青工 ，工作之
暇，经常手捧街头小报
细读 ，我 问他何以如此
感兴趣 ，他毫不 掩饰地
说：“我是寻求麻醉和
刺激。你 看……”说着竟将 一大
段关于 色情描写的 文 字 指 给 我
看。面对这位青年人的 “嗜 好”，
我不 由 得陷入了 沉思 。

列宁曾 经 告 诫说 ：　“革 命要
求力 量的集 中 和加强。……性 生
活的 淫佚是属于 资 产阶级的 ，是
衰颓的 现象。无产阶 级是个 正在
兴起的 阶级。它不 需要 利用 麻醉
剂来谋求陶醉或刺激。”然而 ，近
一两年 ，街 头 小报的 一 些作 者 ，
却以 鞭挞社会生活 中 的 丑 为 幌
子，为 迎合少数读 者 的 低 级 趣

味，不 是在标 题上故弄玄 虚 ，就
是在 内 容上耸人听闻 ；尤其 涉 及
到性行为 的 描写 ，竟以 欣 赏、展
览的态度大肆渲 染 ，其 污 秽 程
度，不 堪入 目 。这 种描写 ，只能
是“讽一 劝百”，成 为 鲁迅所 指
斥的 那种收 集猥 谈而 成 的下作 。
这是 问 题的一 个方面 。而更为 重
要的 ，作为 读 者 来说 ，则要 有高
尚的读 书情趣 。

首先要坚 守好共 产 主义思 想
大门 。我 们 的 国 家 曾 经 历 十几年
动乱 ，社 会上污 泥 浊 水 一 度 泛

滥，虽 经治 理 ，尚有余
波。因 此 ，我们应 当在
那些 病 态、腐 朽、丑
恶、庸俗 低级趣味的诱
惑面前 ，用 意 志力量和

道德 观念 来控制 自 己 。在 旧 中
国，公 然以 “性 ”字为 旗号招揽
读者的图 书 俯拾 皆 是。但一切
有识 之士 ，却是 从不 一 顾的 。

其次 ，要有鉴赏力。分清
什么 是 美 ，什 么 是 丑 ，什么是
高尚 ，什么 是 鄙 俗 。从而选择那
些有益于身 心 健 康、增 长知 识
的书 来 读 。如 同
革命老人徐特 立
说的 ：“有 关 家 国
书常读 ，无 益 身
心事莫为。”

读书 活 动 的 新趋 势
目前，读 书

活动 内 容有三个
变化 ：

1 、向 学技术、学
专业知识方面发 展 。当
前职工普遍要求结 合 自
己的生 产、工 作 来 读
书，过 去那 种盲 目 地学
一点 ，算一点的现 毫 ，已

经开始 转到有 目 的 性 、
有针对性的读 书上来 。

2 、向 兴趣爱好方
面发 展。随着 职工文 化
修养 和 欣 赏 能 力 的 提
高，简 单 浅薄 的 文 娱形

式已 受 冷
落，各种知
识性较强的
兴趣 型、友
谊型的文化
娱乐 正在兴
起。不 少 职
工要求读 一
些与 自 己爱
好有关 的 书
籍。

3 、向 自 学
成才发 展。许多
职工立 志 成 才 ，

他们的 读 书 内 容 、读 书
范围更加广 泛 ，专业 性
也相 当强 。

这三个 变 化 说 明 ，
党的以经济 建 设 为 中
心、提高 人 民物质 文 化
生活 水平等 一 系 列方 针
政策 已 深入 人心 。广 大
职工一 力面 希 望努力工
作，奋发 成才，为 四化
多做贡献 ；一方面追求
丰富的 精 神 生 活 和 崇高
的娱乐 享受。这可能 代
表了 职工读 书 活 动发展
的新趋势 。
（ 摘 自 《全 总工运动 态》）

自
学
成
才

设计　董 风 山

六
部

隋代 中 央 始 设 立 吏 、
民、礼、兵、刑、工六 部 ，
属于尚 书 省。唐 避 太
宗李 世 民讳 ，改 民 部
为户 部。此 后 历 代 相
承，六 部 制 基 本 未
变。六 部 的 执掌 大致
是：（一 ）吏 部 ，掌
官吏 的 任 免、铨 叙 、
考绩 、升降 等。（二 ）户 部
， 掌 土地、户 口 、赋 税、财
政等。（三 ）礼 部 ，掌 典

礼、科 举、学 校 等。（四 ）
兵部 ，掌 全 国 军政。（五 ）刑

部，掌刑 法 、狱讼等 。
（ 六 ）工部 ，掌 工
程、营 造、屯 田、水
利等 。各 部 首长称尚
书、副 首 长 称侍郎 。
部下 设 司 ，司 的首长
称郎 中 ，副 司 长称为

员外 郎 。属官有 都事、主事
等。

（ 潇 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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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惧——创 造的大敌 。
哥白 尼说：“人的 天职在 勇

于探索。”科学工作 者探索真理 ，
需要 知 难而进的进取精 神 ，更需
要有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的 勇气。

过伤 自 谦——创造的 另一 个
敌人 。

谦虚 是人的美德 ，但过份 的
自谦就变得虚伪了。一个人既 不
要妄 自 尊大，也不要妄 自 菲薄 。
要善 于正确估价 自 己，不要 认 为

自己这 也不 行 那 也不 行 ，毫 无 自 信
力，甚 至常常无端地指责 自 己 。这
种无端指责性的 自 我 估价 ，会 导 致
创造的麻痹。

懒惰 ——创 造的 第 三 敌人。
创造来源 于勤 奋。懒人总想 不

花力气，或少花气力取得成果 ，有
时甚至投机取 巧 ，误 入 歧 途。须
知，科学 是对艰苦劳 动的赐 赏 ，它
与懒惰 、投机 、侥幸 毫 无 缘 分 。

（ 洪 强 辑 ）

成熟 的 艺 术
从众 多 非

凡的 经 历 中 ，
人们 发 现 了 使
人生 走 向 成 熟 的 艺 术 。

生命 是短 暂 的 ，决
不能 废弃 在 无 端 的 敌
视、仇 杀 、虚 妄 、偏
见、执拗和 消 沉之 中 。

只有 向 上和进取 的
精神 ，方 能 促 使我 们 前
进。我 们 应 听 从 艾略特
的忠告，去 开 拓深 沉 而
美好 的 生 活 。

我们自 我设 计 的 基
点，应 该 永 远 针 对 我 们
的毕 生 ，去 创 造 充 实 、
不朽 的 伟 大 历 程 。犹如

一棵 大 树 ，我 们 需 要 自
身的 生 长 。

沉溺 于 自 我 是 无 所
谓建 树 的 ，只 有 当 我 们
不计 较 个 人 得 失 的 时
刻，才 能 创 造奇 迹 。

我们 不 能 逃 避 现
实，无 视我们 面 临 的 切
实处境。成 功 需 要 以 勇
敢作 为 前 导 。

不能 自 持 的 骄 矜 和
难以 自 拔 的 沮 丧 同 样 是
极不 明 智 的 。史 蒂 文 生
告诫我们 ，无 论走运还
是不 幸 ，我 们 都应 象 暴
风雨 中 的 钟 摆 一 样 奋 争
前行 。

些许 的 烦 脑 和 伤
痛，只 会 成 为 推 进我 们
发展 的 动 力 。要 为 玫瑰
丛开 出 花 朵 而 欢 悦，而

不要去 抱 怨 它 身 上 的 尖
剌。

时间 ，是 伤 痛 、悲

苦和 失 望 的 最
好医 者 。如 果
我们 不 丧 失 信

心，一 扇 门 关 闭
了，总 会 有 另 一 扇
门敞 开 着 。

从怎 样 生 活 判
断一 个 人 ，比 仅 留
意他 的 言 谈 要 有 力
得多 。

适时 适度，是
衡量 一 切 事物 的 准
则。

学会 区 分 事 物
的轻 重 程 度 ，这
样，琐 事 将再 也不
能羁 绊我们 ，我们
尽可 以 把 全部 身 心
投入 在 持 久 而 深远
的事 业 上 。

再也 没 有 比现 在 更
合适 的 时 刻 ，能把我们
智慧 的 黄 金时 代付 诸实
践，要避 免 老 大 徒 伤 悲
式的 懊 悔和 遗憾 ，就必
须从现在 做起 ，否 则 将
遗恨 终 生 。

如果 使 生 活 与 真善
美保 持 一 致，他 将 无 需
惧怕 任 何 邪 恶 。

（ 哲思 译 ）

求素 （木 刻 ）
郭义 明

治
学
一
得

不动笔墨不读书
“不动 笔 墨

不读书 ”是革命
老人徐特立多年
治学 的 经 验 之
谈。徐老看书时
总爱一手捧书 ，一手持笔 ，经
常在书 的 空 白处写 上注 释 、眉
批；在重 要的地方 ，还 要划 上
条条杠杠，圈圈点点 。毛 泽 东
同志看书 也是 “必 动 笔墨”。
他常在书的 空 白处 写 上提要 、
问题及 自 己的见 解和 体会。用
黑红两 色毛笔写 眉 批 、写 点
评，或 划 符号。他读 过一本 十
万字的 《伦理学原理 》，竟在
上面 写 下 了一万二千多 字 的 批
语。

其实 ，我国 古 代许多 有 成
就的学 者 ，他们 在读 书 时 ，大
都有着勤 于动笔的 好习 惯。唐
诗人 白 居易 ，为 自 己准 备了好

些陶 罐 ，把读 书所记和 日 常见闻
的东西记在纸上 ，分 门 别 类地投
进不 同 罐 内 ，用 时 倒 出 来 ，再 整
理成篇 。我国 元末明 初 之 际 ，有 一
位叫 陶 宗 仪的文学 家 ，著有 一 部
三十卷本的 《辍耕 录》。这 部 书 不
但有较高的 历史价值 ，而 且还有
一定的文学 特色 。书名 为 何 叫《辍
耕录》呢？这里面还有 一段 相 当动
人的故事 ：他在江苏松 江 当 乡 村
教师的 时候 ，亲 自 耕 田 种 地 ，利
用休息 时 间 把 自 己 的 治 学心得 、
即兴 诗 作和 日 常见闻 ，写在随 手
摘下的 树叶上，然后 就 装 进 瓮
里，装满一瓮 就埋于树下，日 日
如此，年年如此，坚 持了 十年 ，

积累 了 十多 瓮树叶 “卡片”。后
来，他把记在树叶上 的 这些文 字
分类 、摘录 ，整理 成 了 《辍 耕
录》一书 。

遗憾的是 ，古人的 这些治 学
经验 ，并未引 起喜欢读 书人的普
遍重视 ，好些人不注重 作笔记 。
有个 青年朋 友 ，读书 速 度 很快 ，
一部几十万字的 小说 ，用 不了 二
天就读 完 了 。但该 书 的基本观点
和故事梗概是什 么都说不清。常
言道：“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就是
天分很高的 人 ，也不 会有过 目 不
忘的本领 。在读 书 学 习 中 ，坚持记
笔记或 摘录一些卡片，对 复 习 和
帮助记忆是大有好处的。奉劝 没
有做笔记习 惯的青 （题 图　罗 宁 ）
年朋友们 ，在读 书
时动动 笔，日 积月
累，坚持 数年 ，定
能尝 到好多甜头。

咸阳 市 秦 都 区 痔 痿 医
院院 长 张 朝 堂 大 夫（右），
自幼 刻 苦 学 习 中 医 ，治 疗
痔痿 病 有 绝 招 ：手 术 时 间
短、无 疼 痛 ，不 流 血 ，治
愈率 在90%以 上 。近六年
来，已 为 万 名 患 者进行 了
治疗 ，收到 群 众 赠 送 的 锦
旗、匾 牌 、镜 框 一 千 多
件。

杨根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