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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四化 建 设 的 发展 ，职工要求 学 习 的 热
情越 来越 高 ，采取各种 方 式 自 学 的 职工越 来越
多，并 且 已经 出 现 了 一 大批卓 有 成 效 的 自 学 成
才的 典 型 。

然而 ，自 学 是很 艰苦 的 。自 学 职 工
是利 用 业 余 时 间 学 习 的 ，他们 之 中 有 不
少人 由 于 家 务 负 担 重 ，缺 乏教 材 ，缺 乏
必要 的 辅导和 指 导 ，遇 到 的 困 难很 多 。
不仅如 此 ，少 数 基层 单 位 的 领 导 患 “近
视症”，只 抓生 产 ，不 管 教 育 ，更 不积
极支持职 工 自 学 。说什 么 “看 书 干 什
么，把活 干 好 了 比 什 么 都 强。”更 有 甚
者，对 自 学 职 工进 行 刁 难和打 击 ，有 的 不
给听 辅 导 课 的 时 间 ，有 的 连参加 考 试 也
要按 矿 工 处理 ，有 的 否 认合 法 文 凭 等 。
这些 ，都 使 本 来就 困 难 重 重 的 自 学 者 雪
上加 霜 。工 会 “十 大 ”把 提 高 职 工 的
政治 思 想 素 质 和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作 为 工会
的首要职责 ，全 总 宣 教 部 把 鼓励和 支持
职工 自 学 成 才 作 为 工 会抓职 工教 育 的 主
要工作 之一 。各级 工 会要责 无 旁 贷 地 关
心自 学 职 工 ，了 解 他 们 的 苦 衷 ，维 护 他
们学 习 的 合 法 权益 ，帮 助 他 们 克 服 困
难，做 自 学 职 工 的 益 友 。

工会 关 心 职 工 自 学 ，首 先 要对 职 工
自学 有一 个 正确 的 认 识 。提 高 职 工 的 科
学文 化 素 质 ，是 实 现四 化 的 战 略 任 务 。
当前 我 国 的 财 力 还 不 充 裕 ，直接 通 过 高
校培 养一 名 大 学 生 ，国 家 要 花一 万 元 左
右，而 通 过 自 学 只 需 几 百 元 就 够 了 。
这可 以 给 国 家 节 约 大 量 资 金。同 时 ，
自学 还 具 有 灵 活 性 ，多 样 性 ，适 应 性
强，不 受 工 种 、年龄和 学 历 限 制 等 优 点 。因
此，自 学 形 式 是 我 国 教 育 体 系 的 一 个重 要 组 成
部分 ，是提 高 职 工科 学 文 化 素 质 的 必 由 之路 。

官事 关 国 家 的 前途和 四 化 大 业 ，决 不 可 等 闲
税之。现在职 工 中 蓬 勃兴起 了 自 学 热 潮 ，
对他 们 积 极向 上 的 热 情和 强 烈 的 求知 欲 望 ，

各级工会要 关心 重 视，满 腔 热 情 地给 以
支持、鼓励 和 引 导 ，如果“泼 冷 水”、
开“红 灯”，那 将 会严 重 地脱 离 群 众 ，

工会 关 心 职 工 自 学 ，还要 为 自 学 考
办好 事，办 实 事 。要经 常 过 问 职 工 自 学
的情 况 ，做 到 心 中 有数，以 便 更好地 为
他们 服 务 ；要帮 助 他们 树 立 正 确 的 学
习目 的 ，自 学 要 面 向 四 化 ，不 为 挣 丈
凭，重 在增 长真 才 实 学 ；要提 倡 结 合本
职工作 学 习 ，帮 助 自 学 职 工选 好 自 学 科
目，处理 好工 与 学 的 矛 盾 ：要 举 办 技
术讲座 或进 行 文 化 辅导 ，有 条 件 的 还可
以设立 自 学 辅导 站 ；要尽可 能 地 帮 助 他
们解 决 对 图 书 资料、学 习 用 具 的 需 求 ，
并关心 他 们 的 家 庭生 活 、孩子 入托、健
康状 况 等 问 题；工 会 所 办 的 职 工 学 校 、
文化 宫 、俱 乐 部 都 应 努 力 为 职工 自 学 服
务。对 那 些 无 理 阻 挠职工 自 学 ，对 自 学
职工进 行 刁 难、打 击 的 人和 事 ，工 会要
敢于 站 出 来说话 ，大 胆 维 护 职工 的 合 法
权益 。总 之，我们 要真 正 关 心 自 学 职
工，积 极 为 他们 自 学 成 才 搭桥 铺路 。

工会要做 自 学 者 的 益 友 ，还要 大 力
宣传 和 表彰 自 学 成 才 的 典 型 。积 极推 广
自学 成 才 的 好 经 验，使 更 多 的 职工 参 加
自学 。同 时 ，还要主 动 地 协 同 有 关部 门 ，
研究 解 决 对 自 学 成 才 者 的 考 核 、调 配 、
使用 、待 遇 等 问 题 。

大兴 助 学 之 风 ，为 自 学 成 才 开 道 。
把这 项工作 做好 了 ，使 职工 队伍 的 科 学 文 化
素质 提 高 了 ，我们 就 为 四 化 建 设 做 出 了 贡
献。

自学信箱

一位 自 学职工的呼声
编辑 同 志 ：

我考入
经济管理刊
授联合大 学西安分校后 ，为能按时到
西安听面授课 ，必须每周六下午 提前
下班去西安。但领导除平 时 不 给 任
何方便外 ，还将周六去西 安 打 成 旷
工。按省 经 委（83）120号 文 件 规

定，这种情况不作事假和旷工处理 。
我先后找厂党委、厂 长 室、工 会 等
领导 说 明 情 况 ，请 求 解 决 ，但 得

来的是 “不
管”、“解决
不了”、“你

爱找 谁 就 找 谁 ，找一 百 次 也 没
用”等 。我为 此 感 到 苦 恼，冒昧
写信 给 你 们 ，希望你们能 理解、
关心、支持我 这样一
个快四十 岁 的 自 学
者。　此致
敬礼

咸阳　尚 学 楠

自学与成才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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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练 的 祭文

北宋文 学 家欧 阳 修
的母亲逝世 ，他的弟 子
苏轼前去祭

并写 了
祭文 ：

“孟轲亚圣 ，母之
教也；夫人生子如轲 ，
虽死勿憾 ，尚 飨！”

祭文 虽 只有二
十个 字 ，但 比 喻

巧妙 ，对生
者、死者 的
评价和 推崇

都很 得 体 ，故为 后世所
流传 。

（ 温 书 民 辑 ）

华罗庚 问 得 有 理
“ 月 黑

雁飞高 ，
单于夜遁
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
弓刀。”

这是唐 代卢 纶的 “塞
下曲”。千百年来 ，多少
文人 学者读 过或分析讲解
过这首诗 ，但 从未有人提
出过疑问 。著名 数学 家华
罗庚却一眼发现 了 其 中 有
不符 合生活实 际的漏洞 。
于是 ，他也写 了一首五言

句，作为
对这首 诗
的质 疑 ：

“北方大雪时 ，群雁
早南归 。月 黑天高处 ，怎
得见雁飞？”

是啊 ，名 为 “塞 下
曲”，自 然写的是北方 。
北方 “大 雪满 弓 刀 ”的 时
节，作为 候鸟 的雁早 已飞
回南方 了 ，怎么还能在 月
黑天见 得 着 呢？问 得 有
理！　（光 中 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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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 奥地利音乐 家阿玛迪
斯•莫扎特年轻 时 就 才 华 横
溢。他酷爱音乐 ，喜欢创新 。宫
廷作 曲 家萨利埃里是莫扎特 的
长者 ，早 已功 成名 就，他发 现
莫扎特 的艺术天才后 ，就在皇
帝面前赞扬 、推荐莫扎特 。可是
当莫扎特名 声大振、风靡维也
纳被人称为 “乐圣 ”时，萨利埃
里嫉妒 了 ，特别是 看到莫扎特
一气呵成，几乎不改一个音符
的创作手稿 ，更是 深感不如 。
强烈 的虚荣心使他亲手要毁灭
这个音乐天才 。他先利用 自 己
的地位在事业上给 莫 扎 特 制
造种种 困 难，使莫扎特精心写
成的、富有创 造性 的歌剧 得不

到捧场；在莫扎特穷 困 潦倒、
患病 身危 时，竟不让治 疗，还
逼着莫扎特 口 述乐 曲 。三十五
岁的莫扎特就 这样被夺去了生
命。

由此联想到 我们一些领导
的用人 。现在 ，选拔贤 能、扶持
新秀，把年轻有为 的同 志提拔
到领导 岗位上来 ，是 四 化建设
的需要 ，也是大势所趋 ，许多
老领导顾大体 ，识大局 ，乐于这
样做。但如何具体对待提拔的
年轻干部 ，态度却有所不 同 。据
报载某地一位老厂 长也 “礼贤
下士”，“三顾茅庐 ”请来一位
青年能人 当 副厂 长。这位年轻
干部大胆改革，使工厂扭亏为
盈，一 年获 利十六万元 。这时老

厂长发现 这位年青人的声望竟超过 了 自 己 ，
于是他颤抖 了 ，也 充当 了萨利埃里 的角 色 ，以
各种方式在工作和生活上给对方制 造障碍 ；
还利用 自 己 “老革命”这块金牌 ，把那位年
青干部掀下马来 （嫉贤 妒才者 使用 的方法竟
也如此相 似！）。值得
一提的是 ：萨利埃 里
害死莫扎特后 ，痛苦
和内 疚就一直伴 随着
他。特别是 看到莫扎
特的作品广为 流传 ，
而自 己 的 曲 子却无人

问津 ，他感 到 活着还
不如死 去，多次 自 杀
未遂 ，最后住进了疯
人院 。

莫扎特终究还是
成了 享誉世界的艺术
大师 ，如果萨利埃里
不是心胸狭隘的话 ，
就会 以贤 明 的师辈而
留芳百世 。可他终因
嫉贤 妒能而落得千古
骂名 ，愿 当 今的叶公
好龙者 能从这个历史
悲剧 中 得到启 迪 。

老骥伏枥
王西 洲

学海无 涯
武瞻 友 书

鲁
迅
读
书
五
法

设
问
法

鲁
迅
先
生
说：
“
看
书
先

大
体
上
了
解
一

下，

再
合
上
这

本
书，

自
问
自
答：

是
什
么
？

为
什
么
？
怎
么
样
？
”

五
到
法

鲁
迅
先
生
少
年
时
期，

曾

在
一
张
书
签
上
写
道：

“
读
书

要
心
到、

口
到、

眼
到、

手

到、

脑
到。
”立

体
法

鲁
迅
认
为
读
重
要
的
书

籍，

既
要
一

般
地
泛
读
又
要
重

点
地
“
深
掘
”
；
既
有
横
断

面，

又
有
纵
剖
面。

跳
读
法

鲁
迅
先
生
说：
“
若
是
碰

到
疑
问
跳
过
去
，

再
向
前
进，

于
是
连
以
前
的
不
明
白
的
地
方

也
都
明
白
了。
”

多
翻
法

鲁
迅
先
生
说：

“
书
在
手

里，

不
管
它
是
什
么
，

总
要
拿

来
翻
一
下，
或
者
看
一

遍
序

目，

或
者
读
几
页
内
容。
”

（
德
荣

辑
）

自
学
十
要

是“志”，就 是要 立 志 成 才 ；二 是
“ 勤”，就 是 刻 苦 勤 奋；三 是 “恒”，就

是持 之 以 恒 ；四 是
“ 专”，就 是 专 心 致

志；五 是 “序”，就
是循 序 渐 进 ；六 是

“ 问”，就 是 不 耻 下
问；七 是 “思”，就 是 独 立
思考 ；八 是 “记”，就 是 勤
作笔 记；九 是 “用”，就 是
学以 致 用 ；十 是 “防”，就
是防 骄 破满 。

（ 冬 秋辑 ）

何
时
看
书
记
得
多

晚上睡 眠前 这段
时间 学 习 效果最好 。
有人测验 ，学后 立即
休息 ，所 学 东西可记
住56%。

（ 光 中 辑 ）

麟游 县 制 药 厂 聘 任 厂 长廖 志 军 ，是
自学 成 才 的 助 理 工 程 师 ，搞 药 物制 剂 他
经验 丰 富 ，对 企 业 管 理 他 勇 于 改 革 ，任
厂长 近一 年 来 ，使 全厂 经 济 效 益 显著 提
高，产 品 质 量一 次性 合格率 达 到 百 分之
九十八 。　刘 志斌摄

治
学
一
得

三与 九
姜淮 超

“ 三”与 “九”这两个数字
看似平常 ，但仔细揣 摩 比较 ，就会
发现它们非 同一般 。

在古代，“三”常常不用 做
实指，而是 “言其多也”。例如
《 诗经 •硕 鼠 》中 “三岁 贯汝 ，
莫我肯顾”；《战 国策 •赵策 》
中“鲁仲连 辞让者三”；《鸿 门
宴》中 有 “范增 数 目 项王 ，举所
佩玉玦 以示 之者三”等 。其 中 的

“ 三”即 “多 ”意 。古人对 “三 ”
的这种用 法 绝 非 偶 然，“三 ”
这个数词 确 实 还 有 其特殊的 地
位哩！文字方面 ，三人为 众，三
点为水 ，三木为森 ；军 事上，三
人为 组 ，三军 即 全 军 ；几何 学
中三点定一平面。“三”在 “一”
至“十”的 整数中 达 到 了 最 低
程度 上 的 多。看来，从 “二”

进至 “三”，发 生了近乎质 的 飞
跃，到 “三”即可为 “多”了 。
因此 ，刘 备三顾茅庐 就足 以反映
他求贤 至诚之心 ，宋江三打 祝 家
庄亦可充分表现攻打多 么不易 。
魏蜀吴三个 国 家，便形成了互相
牵制的 鼎立局面 。

“ 九”是 由 三个 “三”所组
成，自 然更为 “多 ”了 。但 “九”
的作用 显然 与 “三”不 同 。古人
常用 “九”来代表一 种 多 的 极
限。例如 “九重霄”，“九泉”，

“ 九死一生”，唐僧取经遇 “九
九八十 一 难。”“九”所 以 被

用来 表 示 多 的 极限，是 因为
“ 九”达 到 了 “一”至 “十 ”

整数之内 最高程度上的 “多”，
离“十 ”只 有 一 步之差 了 。
但如果进到 “十”，就 又发生
了质 的 变化，“十”又是更高
层次上的 “一”。“九”的 特
定意义便不 复存在 了 。

“ 三”与 “九”在 日 常生
活中 使用频繁 ，正是 由 于 它们
各自 的 特殊地位所决定 的 。清
人汪 中 在 《述学 释三九 》中 说
道：“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 ，
则约 之 以 三 ，以见其多；三
之所不能尽者 ，则 约 之以九 ，
以见其极多。”古
人对这两个数字
特殊性的认识 ，
可略见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