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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扒 皮 是 小 说

《 高 玉 宝 》中 的 一

个土 地主 （若 真 有
其人 且 活 到 今 天 ，

必定 摘帽 了 ）。他
辛辛 苦 苦 半 夜起 来
偷偷 学 鸡 叫 ，再 以
鸡叫 为 理 由 把 长 工
们赶 到 地 里 去 干

活。他 没 有 料 到 ，
自己 钻 进 了 被 窝 ，
长工 们 到 地里 见 天

未明 ，就 继 续 睡 觉 ，

并没 有 给 他 干 活 。
后来 ，长 工 们 又 以

打偷 鸡 贼 为 名 ，把
他结 结 实 实 地打

了一 顿 。周 扒 皮

鼻青 脸 肿 ，满 身 鸡
粪，有 口 难 辩，年

轻时 读 到 此，只 觉
可笑 ；今 天 看 来，他 搞 的 “学 鸡
叫”这 形 式 主 义 ，既 不 是 为 了 应
付上 级 检 查 团 ，也 不 是 为 了 保 官
或升 官 ，只 是 想 发 财 。但 因 为 脑
子不 好 使 ，才 搞 了 那 种 无 人 欣 赏

皮肉 受 苦 的 形 式 主 义 ，怪 可 怜
的，难 啊 ！没 有 什 么 文 化 、身 居
方乡僻壤的 一 个 土 地主，又 能 想
出什 么 更 高 明 的 管 理 手 段 呢 ？

现实 生 活 中 不 乏 这 样 的 领 导
人：他 们 绞 尽 脑 汁 地把 群 众 拴 在
岗位 上，卡 在 办 公 室 里 ，至 于 干
什么 ，干 得 如 何 就 不 管 了 或 根 本
管不 了 。学 别 人 的 经 验，也 总 是
对时 间 的 安 排 、表 格 的 设 计 感 兴
趣。这 些 同 志 ，也 可 能 是 忙 人 ，
但却 是 在 一 片 诚 心 地然 而 又 是 糊
里糊 涂 地搞 形 式 主 义 ——其 源 盖

出于 愚 。
又有 一 些 比 “群 氓”“聪 明 ”

得多 的 领 导 人 ，他 们 甚 至 有 丰
富的 经 历 和 阅 历 ，有 一 定 的 文 化
素养 和 工 作 能 力 ，但 是 ，风 风 雨
雨使 他 们 变 得 胆 小 如 鼠 ，过 分 ，的
聪明 使 他 们 只 想 当 太 平 官 。他
们一 眼 就 可 以 看 穿 上 级 的 某 些 要
求是 形 式 主 义 的 ，却 “不 紧 跟 ，
不远 离”；下 级 的 形 式 主 义 做 法
心里 也 明 得 象 镜 子 一 样 ，却 “不
提倡 ，不 反 对”。这 些 同 志 虽 不
会推 波 助 澜 ，但 却 是 在 明 明 白 白
地样 样 落 实 形 式 主 义 ——其 源 盖
出于 滑 。他 们 比 周 扒 皮 眼 界 宽 广
多了 ，可 惜 连 周 扒 皮 多 打 几 斗 粮
食那 点 “雄 心 壮 志 ”都 没 有 。

还有 一 些 领 导 人 ，是 官 场 的
“ 能 人”。如 果 说 周 扒 皮 太 土 气

的话 ，他 们 则 时 髦 得 历 害 。这 些
同志 中 ，相 当 一 部 分 人早 在 大 跃
进年 代 就 是 吹牛 皮、放 大 炮 的 行
家里 手 ；在 “文 革”中 对 “早 请
示晚 汇 报”、“忠 字 舞”那 一 套
也能 心 领 神 会且 有 发 明 刨 造；在
新时 期拿不 出 真 货 色 ，只 好 以 搞
形式 主 义 求 生 存 ，于 是 就 继 续 在
摆花 架 子 上 “放 卫 星”，在 形 式
主义 者 面 前 “跳 忠 字 舞”。这 些
同志 不搞 形 式 主 义 ，心 急 手 痒
——其 源 盖 出 于 私 。

对于 形 式 主 义 之 痼 疾 ，若 不
去治 本 ，而 只 是 搞 一 些 皮 毛 的 东
西，甚 或 再 组 织 一 个 什 么 “反 对
形式 主 义 检 查 验收 团 ”，那 些搞
形式 主 义 的 专 家 被 评 为 反 对 形 式
主义 的 “模 范”，倒 很 有 把 握
哩。

太庙 灯 火 阴 影 中
西安　庞烬

雪粒儿从 幽 深
的夜 空里颠下来 ，
地上就全面 的 糁糁

的白 。我在宽宏 的
天安 门广场 沉 滞地
站了 站，迟缓 地 走 了走 ，心 绪就
有些 翩 翩 了 ，却又看 到 了一片充
满诱惑力 的 五 彩 缤纷 的 光 。于
是，就象一只 追光 的 蛾儿 ，随着
络络 绎绎 的 人流 ，流进了劳 动人
民文 化宫 。

这儿正 举办 “北京市职工首
届元霄灯赛”。式样众多 的 花灯
辉映 在 苍 松翠 柏 间：“天女 散
花”、“嫦 娥 奔月”、“哪咤 闹
海”、“六龙戏珠”、“南极考
察”、“万 象更新”……最值 得
依恋的 还是 那位魁梧 健壮 的 “机
器人”。他正 在跳舞 ，双臂随 着
音乐的 节 奏 ，此起彼落地挥动 着
一幅对联：“机器人现代科技增
光，迪斯科文 化生活 添 彩”；而
一对 圆 眼睛 ，隔 几秒钟就 “啪 ”
一下，射 出 两 道灼灼 逼人的 光 。

灯之煌煌 ，影之幢幢 。远近
交织的灯光 ，构 成 了 重叠参差 的
阴影 。仔细 看 ，那灯分豆黄、桃
红、浅 粉、湖蓝 、苹果绿种种 ，

了浅 棕、锈铜、蟹青、茶灰 、深
咖啡 的 。不 同 风儿吹来 ，灯在
轻轻地摇 ，影在微微地动 ，灯的
情韵和雅趣就全 在影里了 ，而且
多了一层 神 奇和朦胧。在四面八
方的 强弱不同 的灯光 的照耀下 ，
你的 阴 影 就分 明 是 你主 体本质 的
外现 。
　踩着 拓展开来的 阴 影 ，过 玲

珑金水桥 ，穿五 色 琉璃 门 ，我来
到了庭院后 面 的大殿 。作为 旧太
庙的 中 心 建 筑 ，大 殿 （以 及二
殿、三殿 ）无疑是雄伟的 ，而其
阴影 ，也就显得特别地浑厚 ，深
邃和博大。明 、清两 代 皇帝 每逢
有登基 、婚娶、摄政、凯旋 等 大
典和年节 时，都要来这 里祭祀祖
先。前呼后 拥 ，烟云蔽 日 ，气象
该是 何等地森严？！弹指一挥 间 ，
禁地 变 乐 园
——大殿里正
在举办一个大

型的 影 也 就有

狂欢舞 会！窗筛光
点点 ，阴 影 亮 斑
斑。如果说任何阴
影都 表现出一种运
动——循环往复而

又变 化无 常 ，那么 ，大殿里 传
出来的悠长的 《蓝色的多 瑙河》
和激越的 《西班牙斗牛舞 》，
就恰 恰 可 称为 这种运动的主
旋律或进行曲 。瞧 ，他和她 ，
显然是 跳累 了或者是 跳热了 ，
一前一后 地走 出 大殿 ，几秒钟
后就溶在了阴影里 。于是就…
… ，不必 写他们 在干 些什么 了
吧！上推二百年 ，谁能保证那
些天子王孙皇亲 国戚们 ，一进
太庙 就道貌岸然 ，而不在阴 影
里“活动 活 动”呢？谁 又能断
定八十年代 的 年轻人在阴影里
的那些 “表达感 情 的方式”就
一定不好呢？阴影如此宽厚 ，
作为人 ，就 大 可 不必 那 么吝
啬、那 么乏味了 吧 。

妙哉 ，包罗万 象的 阴 影 ！

朝
阳

向远
宝鸡　段恭 让

在斗 室 的 愁 闷 之后 再 愁 闷 ，
在迷 巷 的 拐 弯 之后 又 拐 弯 。
啊，我 终 于 还 是 寻 到 了 ——

一片 初 春 的 原 野 ，
一抹 淡 蓝 的 远 山 ，
一湾 辽 阔 的 海 天 ，
一道 广 袤 的 地平 线 。

带离 电 子 的 阳 光 给 我 的 肤 肌 以 活 力 ，
快活 的 晨 风把 我 肺 叶 灌 满 。
曾经搁 浅 而 又 重 新 扬 帆 ，
春泥 上 印 下脚 印 一 串 串 ……

鱼总 恋 水 ，雁 总 爱 天 ，
以拼搏 的 骄 傲 去 追 求 理 想 ，
生活 自 有 寄 托 的 充 实 饱 满 。

让爱 笑 的 男 人女 人 笑 吧丢 笑 吧 ，
笑一个 年 轻 人 的 诺 言 ：

“ 我耻 于 铁 饭碗 ，
在时 代 的 一 个 新 交 叉 点 上 ，
我和 祖 国 母 亲 一 道 启 程 向 远 ——”

诗海采珠

天街 小 雨 润 如 酥

草色 遥 看 近 却 无

这二 句 出 自 唐
代著 名 文 学 家 韩 愈

《 早 春 呈水部 张十
八员 外 》。首 句 意

思是 ：初春小 雨就 象 油 酥一 样 ，
把京城 （天 街 ）的 泥 土 润 湿 了 。
比喻 新 颖 别 致 ，给 人一 种 湿 润 、
亲切 、清新、温 柔 之 感 。后 句

“ 草色 遥 看 近 却无”写得妙 不 可
言，由 于 细雨滋 润 ，春 草 刚 刚萌
生，远 看 似 青 ，近 看 似无 ，一

“ 遥 ”一 “近”，对 比 鲜 明 ，观 察
细致，把春 草 描 写 得极 生动 、逼
真。诗人 以 朴素 浅 显 的 文 字 ，惟
妙惟 肖 地 勾画 出 了 早 春 的 特 色 ，
不愧是唐诗的 精 品 。

（ 王 麟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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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上 一层 楼 （木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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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同 志 ：
近一段 时间来 ，贵报不定 期

地开辟 杂文 专版 ，使我 这个杂文
爱好 者 得到了 极 大 的 满足 和享
受。五 月 十七 日 的 杂文 专版紧 紧
围绕 “名 家”二字 ，各抒 己见 ，
畅所 欲言 ，锋 芒 毕 露 ，有 棱 有
角，读 后令 人拍案 叫 绝。可惜 ，
类似这样 的 杂文 专版刊 得太少 ，
很有一点 “千呼万 唤始出来”的
感觉 ，建议贵报能够思想再解放
一点 ，扩大杂文 的版面 ，增 加杂
文专版的 期数 。或则 一事一议 ，
或则 见到就说，或则不平则鸣 ，
或则广采 博录，力 求版面再丰富
多彩、生动活 泼一些 。如是 ，则
无疑 会赢得更多读者 ，发 挥更大
作用 。咸 阳市三 中教师 李 兴 文

读者•作者•编者
在这 组 来 信 中 ，有 两 篇 是 就五 月 十 七 日 本 报

杂文 专 版 发 表 的 评 论 ，这 是 对 我 们 的 鼓 励 和 支
持；对 于 《几 点 希 望 》中 提 出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我
们将 努 力 去 做 。希 望 广 大 读 者 、作 者 与 我 们进
一步 加 强会 作 ，把 本 版 办 得 更 好 些。——编 者

杂文 专 页 好
编辑 同 志 ：

读了 《陕 西工人报 》五月 十七 日 第 四版杂文
专页 ，不禁拍 案 叫绝——好 ！

好在杂 文专 页替 工人说 了 公道话；好在杂文
专页替 观众 出 了 窝 囊 气；好在杂文 专 页替组织者
设立了 “道德法 庭”，旗帜 鲜明 地批评 了只知要
钱的 “著名 演员”；毫不 客气地指责 了胡来一气
的“明 星”，并给 了组织者 以忠告——今后再不
要组织这样 难堪的 演 出 。

读者 高兴 地拿着报 纸奔走 相告 ，有人痛 快地
说：“一元三角钱没 白 扔 ，有人替 咱们 说话啦 ！
本来 我 看后 就很生气，可一直 闷 在心里 ，这下好
了，出 了 我这 口 霉气。”有人 感 激 不 尽地说 ：

“ 感谢《陕西工人报》组织 专版批评文艺界这种不
正之风。还有人钦佩秦耕 同 志 文 章写得好，有棱
角，敢指名 道姓 ，表示要 学 习 他这种 旗帜 鲜明的
大无畏精神 。

另外 ，该 版的 漫 画 ——“看清楚 了 再照，”
倍受称赞，批评可谓一 针见 血 。

西安煤 矿机械厂　谭 洪 杰

几点 希 、望
编辑 同 志 ：

我很喜欢看 咱 《陕西工人报 》副 刊 ，但总觉
得有 几点需要改进 ，今 天提 出 谨供参考 ：

一、是否可以 辟 出一块 园 地 ，取 名 《破土
芽》或 《起跑线 》。专 刊登青年业余作 者的处女
作，这一定 会受 到文 学爱好 者热 烈欢迎 。

二、多刊 登一些 纪实 文 学 作品 ，如报 告文
学、专 访 等 ，我们 都很想 看离 我们生活 更近 的 东
西。

三、在适 当 的 时 间多 出 几次 “杂文专 版”、
“ 讽刺小说专 版”，因 为在我们的 生活 中 还有不

少看不惯的 现象，希 望报纸提 出 来进行 善意的 批
评。

　省 建八 公 司 八 队：李 成 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