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寇
准
的“
乡
党”
之
见

高
时
阔

在史 学 家 笔 下 ，北 宋 真 宗 时 曾
先后 两 次 为 相 的 寇 准 ，为 官 清 正 ，
秉性 刚 直 ，加 上 他 力 主抗 辽 、反 对
妥协 ，因 而 向 被 称 为 “清 官”、

“ 忠 臣”。
而、这 位 寇 相 爷 在 用 人上 却

有些 怪 癣 ，那 就 是 只 用 北 方 的 “乡
党”，而 不 用 南 方 人 。（寇 准 籍下
邽，在 令 陕 西 渭 南 市 境 内）。陆 游
在《论 选 用 西 北 士 大 夫 札
子》中 说：“天 圣 以 前 ，选 用
人才 ，多 取 北 人 ，寇 准 持 之
尤力 ，故 南 方 士 大 夫 沉 抑 者
多。”有一 年 ，临 江 人 萧 贯
考中 状 元 ，寇准极 力 反 对 ，
说什 么 ：“南 方 下 国 ，不 宜
冠多 士。”当 他 的 顽 固 意 见
得逞 后 ，便 高 兴 地 逢 人 就
说：“又 与 中 原 夺 得 一 状 元。”
寇准 选 人 不 以 才 学 高 下 为
据，却 以 岜域 定 取 舍 ；开 科
取士 不 凭 考 绩 而 硬 “夺”，
这无 论 如 何 也 算 不 得 “清
正”之 举 ！

　 然 而 ，时 至 今 日 ，像寇
准这 样 的 “乡 党 ”之 见 ，在
有些 地 方 和 单 位 竟 仍 然 存 在
着。笔 者 日 前 见 到 一 位 五 十 年 代 末
由上 海 来 陕 西 某 厂 工 作 的 工 程 师 ，
言谈 中 ，感 到 本 厂 连 续 几 任 本 地
领导 都 有 些 “欺 生 ”，他 这 “外 乡
人”工 作 上 得 不 到 支 持 、重 用 ，生
活上 也 很 少 有 人 关 心 ，因 而 常 常 产
生“孔 雀 东 南 飞”的 念 头 。当 然 ，
在某 些 外 地人 比 较 集 中 的 单 位 ，也

存在 歧 视 “老 陕”的 现 象 。所 有
这些 不 都 是 “乡 党 ”观 念在 作 怪
吗！

旧社 会 有 “亲 不 亲 ，同 乡 人”
的说 法 ，那 时 由 于 尔 虞 我 诈 ，
世态 炎 凉 ，要 外 出 谋 生 ，不 得 一
二“同 乡 ”扶 持 相 帮 ，几 乎 寸 步
难行 。于 是 ，官 场 市 井 有 “同 乡
会”，移 民 也按 籍 贯 而 居 ，形 成

了“山 东 庄”、“河 南 村”。
在今 天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下 ，倘

若还 有 人 以 “乡”结 “会”，
按籍 建 村 ，那 才 真 叫“不 识
时务”了 呢 ！

为了 加 快 我 国 一 些 边 远
落后 地 区 的 经 济 、文 化 建 设
速度 ，党 和 国 家 每 年 都 要从
东南 沿 海 及 内 地一 些 省 、市
动员 一 大 批 人 员 来 大 西 北 工

作。对 于 这 些 “外 乡 人”，
我们理应尽到地主情谊，表
示热 烈 欢 迎 ，并 帮 助 他 们 尽
快适 应 本 地 的 生 活 。同 时 ，
在工 作 上 要 和 本 地 的 同 志一
样对 待 ，有 功 则 奖 ，有 过 则
罚，对 符 合 干 部 “四 化”条
件者 ，亦 应 及 时 提 拔 重 用 ，

以使 他 们 感 到 “此 处 非 家 胜 我
家”，从 而 能扎 根 大 西 北 ，尽 心 竭
力为 祖 国 的 四 化 建 设 做 出 更 大 贡
献。切 不 可 象 寇 准 那 样 ，处 处 以

“ 中 原 老 大 ”自 居 ，视 他 乡 人 为
“下 国 之 士”，否 则 ，不 仅 “朝 政 ”
“ 党 争 日 烈”，而 且 自 己 也 将 深

受其 害 。

会前 曲 （ 讽 刺 小 说 ）

马力

咦，怎 么还不见温老 的 影子？请柬上印得清
清楚楚 ，九点 钟 准时开会嘛！抬腕看看表 ，时钟
移向 “9”，眼见同 分针就要构成垂直角 了 。

“ 哼 ，又不让他讲话 ，只在这儿坐上半天 。
电扇 吹着 ，茶水喝着 ，还 白 蹭一顿饭 ，何乐而不
为？分 明 是 翘 尾 巴！”贾 科 长 不 禁 愤 愤 然
了。
　“科 长 ，赶紧 让来宾在主席台 上
就座 吧。”新调来 的 千 事小王对他耳
语。

贾科长皱眉 ，挠腮 ，望 望台 上的
红软椅、绿台 布、白 瓷 杯 ，终 于走近
麦克风 ，嘴 移至最 佳音 响 位 置 ，双眉
舒展 ，出 语 极富感 情 色 彩：“我们荣
幸地请 到 许 多知名 人士光 临大会 ，现
在欢 迎 他们台 上就座 。汪老 ，徐老 ，
严老……每念 到一 位 ，他 的 眼睛便朝
台下一 排生着花 胡 子的老 者眯眯笑 ，
并拍 拍 巴 掌，一半是 欢迎 ，一半是催
， 促 。但应和 者 寥寥 ，他 索性 含 笑下
台去 躬 身 相请 。

花白 胡 子们 自 知 不便 使大会 司 仪
难堪 ，纷纷起 身 ，但仍无一捷足先登者 。常 被邀
来莅 临这样 的大会 ，他们 明 白 ，上台 顺序 的 先 后 ，
是颇有一 番讲究 的 ，任何冒 昧之举 ，都 是万方 心
不得 的。

这点心思瞒 不过年轻有 为 的 贾科长 。他先屈
身搀起一 位体态 最为 肥 胖 者 ，侧 身 ，居左 ，稍
弓背 ，又将步距 自 如 地加 以 调 节，使之与胖者合
拍，沿木阶拾级而上 。一切 表 明 他 尚 能执东 道之
礼，尚能尽地主之谊 。

于台 口 处 ，他猛然想起 什 么 ，大唤王 干 事 。
小王慌忙举相 机 ，对 焦距 。贾 科 长 随地 转身 亮
相，等 着 咔嚓—声 响 ，刷 地一 道光 。

掌声劈 啪 ，镁光灯 闪烁 。贾科长侧身 于 诸老
之列，端 的 是人世间 的 好春色 ！

如果有 音 乐 ，效果更 佳 。贾 科 长 及 时 总结 经
验。

时针与分针在表盘 中央拉 出 了一条不规则 的
横线 。

门口 处忽有骚动 ，一阵责怨声朝台 上卷来 。
有一 素衣老者 举步冲 出大门 。

“ 温老！”贾科长惊呼 ，疾 步下台，“原谅
我的疏忽 ，快请台上坐。”
　“你们哪象开会 ，简直……”温老一 抬手 ，
“亏 你们还挂出 这个 口 号。”

主席台东 侧，“时 间 就 是金 钱”的 条 幅赫然
在目 。

贾科长憋红了脸……　张

新业 （版画 ）　李 辛 儒

蒺藜 草 （ 杂 文诗 ）

溪柳
一

主人 让 山 羊 看 家 了 ，
因为 狗 “嘴 上 没 毛”。

二
蝙蝠 们 在 大 白 天一 齐 出 洞 ，
原来 发 生 了 日 蚀 。

三

一只 蚂 蚁 在 自 我 介 绍：
“ 和 道 吗 ？我 是 在 泰 山 出 生 的。”

四

星星 其 实 是很 亮 的 ，
只不 过 它 离 我 们 选 些 。

五

“ 关 羽 是 干 什 么 的？”
螳螂 挥 舞 着 大 钳 问 。

六
冰雪 给 山 峰 戴 了 顶 高 帽 ，
山峰 便 帮 它 躲 过 了 骄 阳 的 惩 罚 。

七

苍蝇一 边 吮吸 着 蜂 蜜 ，
一边 嗡 嗡 嘤 嘤 ：

“ 这 是 蜜 蜂 从 花 那 儿 偷 来 的 ！”
八

猫总 是得宠 的 ，

因为 它 从 来 不 说 “不 妙”。

勘探路 （ 外一 首 ）

王承 颜

是擎 登 的 印 记 。
是深 索 的 行 踪 ，

是希 望 的 延 伸 ，

是坚 持 的 结 晶 。

缠着 密 密 丛 林 ，

拽着 重 重 山 岭 ，

像一 条 涓 涓 细 流 ，

酷夏 不 枯 ，

严冬 不 凝 ；

育着 则 旗 的 花 蕾 ，
闪着 勘 探 的 果 红 ……

算不 出 它 有 多 长 ，
说不 准 它 有 始 终 ，

但人 们 却 知 道 。
跟着 它 会 觅 到 春 之 梦 ！

归来

探矿 队 员 归 来 了 ，

踏着 如 水 的 月 光 ，

多少 目 光 在 询 问 ：

又采 回 多 少 希 望 ？

归来 者笑而 不 语 ，
背囊 中 托 出 团 团 闪 光 ，
人们 竞 相 把 它 们 捧 起 ，
象捧 读 一 首 首 爱 的 诗 行

朝阳

设
计
　
刘
世
明 苦练 者

（ 讽 刺 小 说 ）

朱士 奇

五
年
前，

我
搬
到
了
这
个
城
市
的
边
缘
—
—
西
郊
东
风
楼

居
住，

每
天
沿
着
一
条
不
太
平
坦
的
路
去
上
班。

记
不
清
是
哪
一
天
了，

在
这
条
路
上，

和
着
链
条
在
链
盒

里
碰
撞
出
的
有
节
奏
的
叮
当
声，

我
突
然
听
到
了
一

声
极
悦

耳
（
或
者
说
极
剌
耳
）
的
“
1
2
3
4
5
…
…
1
—
—
啊
！
”

—
—
有
人
趁
着
雨
后
的
晴
晨，

在
吊
嗓
子。

我
不
懂
音
乐，

但
生
性
好
奇。
一
捏
闸，

循
声
望
见
了
一

位
少
女，

亭
亭
玉
立
在
一
株
水
曲
柳
下，

跷
脚
望
着
太
阳
升
起

的
方
向，

正
引
亢
高
唱
着。

不
管
歌
者
音
色
如
何，

那
形
象
委

实
是
很
美
的。

从
此，

我
每
天
上
班
时，

都
可
以
听
到
这
单
调
的
旋
律，

望
到
这
优
美
的
形
象
了
—
—
冬
天，

她
裹
着
一

件
军
大
衣
；

春

天，

她
穿
着
一

件
羊
毛
衫
；

雨
天，

她
撑
着
雨
伞；

风
天，

她

披
着
风
衣…

…
而
且
，

极
其
守
时，

几
乎
可
以
按
之
对
表。

本

来，

我
很
爱
请
假，

略
有
些
不
适，
一
定
要
托
人
带
上
一
张
假

条。

但
逐
渐，

我
全
勤
了
！
难
道，
是
因
为
“
音
乐”

的
力

量
？

又
有
一
天，

还
是
在
这
条
路
上，

我
碰
见
了
一
位
手
执
花

锄
的
老
农

—
—
“
大
爷
！
”

绝
不
仅
仅
是
出
于
好
奇，

我
拦
住

了
他，

“
那
个
女
子
是
个
疯
子
吧
？”

老
农
瞪
了
我一
眼，

嗓
子
眼
里
骂
了
句
什
么，

走
开
了。

愕
然
间，
一
个
胖
小
伙
儿
悄
悄
向
我
招
了
招
手
—

—
你

怎
么
这
么
冒
失
？！
那
老
汉
是
她
爷
爷
！
”

我

心
里
一

哆
嗦。

胖
小
伙
扶
住
我
的
车
把，

颇
有
些
痛
心
地
说
：

“
那
是
几
年
前

了，

村
里
有
个
娃
爱
唱
歌
儿，
一
天
到
晚
地
胡
练
！
有
一
天，

外
地
来
了
大
剧
团，
招

学
员
呢
！
找
她
来
听
了
听

音
儿，
说”
早
晨
没
事
儿，

多
到
那
棵
水
曲
柳
底
下
吊

吊
嗓
子，

那
儿
空
气
好，

得
练
！
”
女
娃
听
话，

去

了。

唉，

每
天
没
亮，

这

个个
女
子
就
跑
到
树
底
下
学

鸡
叫
去
了
！
这
不，

都
三

年
半
了
！
”

怎
么
样
啦
？”

我

紧
张
地
发
问。

“
唉
！
”

胖
小
伙
长

叹
了
一
口气
，

走
了。
一

边
走，
一

边
摇
头
—
—

“

那
剧
团
早
走
了，

再
没

来
过…
…
”

游乐 图 （国 画 ）　朝 翔

小幽默

此一 时 彼 一 时

工会主席 ：小 陈 ，这一
月给咱厂排 的什么 电 影片
子？

小陈：（递 给排片表 ）
“ 姑娘月 ”。

工会主席：啊？《黄 山

来的 姑 娘 》、《姑 娘今年二
十八 》、《嫁 不 出 去 的 姑
娘》、《二十六个姑娘 》…
… 瞧 ，真 新鲜 ，上一月 是 恋
字月 ，这 一 月 是 “姑 娘
月”。

小陈 ：这
叫此一时 、彼
一时 也 。

（ 义 鸿
平利 ）

职
业
习
惯
（
幽
默
画
）
　
夏
明

来
函
照
登

编
辑
同
志
：
拙

作
《
我
所
认
识
的
王

若
望
》
一

文
（
载
于

贵
报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四
版
）
，

所
写
王
若
望
民
国
二

十
三
年
入
狱
时
与
陈

丕
显
同
志
同
在
一
监

并
在
陈
领
导
下
进

行
过
绝
食
斗
争…

…

其
中
陈
丕
显
同
志
应

为
方
毅
同
志。

此
系

作
者
记
忆
失
误
所

致，

务
请
更
正。

作
者
　
黄
小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