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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遇 见 一 位
刚刚 爬 越 了 “文
山”、泅 渡 了 “会
海”的朋 友毒 ，他 面
色憔 悴 地叹 息 道：

“ 文 山 会 海”真 乃
众之 所 云 的 “一 大
公害”。

不搞 “文 山 会
海”，中 央 早 已 三
令五 申 ，各 报刊 针
砭此 风 的 文章也 屡

见不 鲜 。然 而 ，

“ 文 山 会 海 ”何 以
经久 不 衰 ？而 且 花

样日 趋繁 多 呢 ？

从朋 友 的 谈 话

中，笔 者 终 于 略 有
所悟 ：一 则 沽 名 钓
誉、猎 物取 财 。会

议多 、文 件 多 ，可 以 “摆 花 架
子”、“装 门 面 ”，以 示 对 上 级
的认 真 负 责 ；还 可 借 会 议 之名 ，
慷国 家 之 慨 ，获 得 实 物 。真 可 谓
名利 双 收 之 举 ，何 乐 而 不 为 ！二
则官 僚 主 义 所 致。工 作 犹 如 水 上

浮萍 ，不 愿 到 基层 调 查 研 究 、解
决问 题 ，而 喜 欢 在 办公 室听汇
报，看 材料 ，发 号 施 令。对 下边
的工 作 作遥控 领 导 ，致使 文 件 、
材料 满 天 飘。有 了 成 绩 是领 导 指
挥有 方 ，出 了 问 题责 任下 卸 ，穗
保乌 纱 。所 谓 进 可 取 退可 守 也 。

还有 ，某 些 人 权 力 在握 ，假
会议之名 ，求 免 费 旅游 名 山 大 川
之实 。君 不 见 会 议 名 目 越 来 越
多，地 址 选 择 越 来 越 奇 ，排 场越
来越 大 ，开 销 越 来 越 高 ，时 间 越
来越 长 吗 ？

当然 ，搞 工 作 ，文 件 、会 议
都是必 不 可 少 的 ，但 不 是 多 多 益
善，不 能 光 作 表 面 文 章 。开 了 那
么多 的 会 ，发 了 那 么 多 的 材 料 ，
效果 究 竟 如 何 ，心 中 总 不 能 没 有
个数 吧 。

最近 听 得 某 部 已 通知 下属 各
单位 ，可 开 可 不 开 的 会 坚 决 不
开，上 报 材 料 的 字 数不 得 超 过三
千，向 上 的 报告 只 报主 管 部 门 ，对
于多 报 的 材 料 将 付 之一 炬 。这 是
改革 中 的 求 索 ，我 们说 改 得 好 ，好
就好 在 “文 山 会 海”碰 上 红 灯 了 。

献给一位 乡 村女教 师
草滩农场　芦 丁

　岁 月 烟 濛 ，我回首

故乡 弯弯的 小河 ，
九曲 回 旋。在那偏远 ，
淳朴的 乡 间 ，小河从春
到夏，从秋到冬 ，穿过
四季匆匆 ，象一 条蓝 色
的琴弦 ，娓娓弹吟 。

是一声叮嘱，—声
关爱 ，一声期望 ，来 自
故乡 的 土地 ，来 自 故 乡
的河边 ，来 自 那 小 小的
桥头。

我聆听 。
那遥迢的声音 ，向

我隐 隐流 来 ，隐 隐 流来

是秋 雨 涨 岸 的 正
午，是 冬 雪 飘 飞 的 黄
昏？

你站 在桥头 ，一声
“ 走好啊 ，朝前看。”

扶送我们这支回 家
的队伍 。

你站在桥
头，举 手 示
意，我们又迈
动双脚大胆上
路了 。

你一瞬 间
的抬手 ，让我
们看清前行的
道路 ，没有过
不去的河 ，没
有跨 不 过 的
桥。

我们 回 首 ，

你拾手瞬 间的 倩影 ，一
下坐 落在我们心 中 。

故乡 的 小路 ，我们
走过来 了 。

故乡 的 木 桥 ，我 们
跨过来 了 。

一个 又一个，一群
又一群 ，我们从此岸走
向彼岸 ，从今天走向 明
天。

故乡 的 河边 ，小小
的桥头 ，你站在那里 ，
仿佛 站定 了一 个历史 的
位置 。

你青春 的丽姿 ，让
河水带向 永不复 返的 远
方去 了 ；

你浓黑
的秀 发 ，被
风霜染上缕
缕银丝 了 。
然而 一 声
“ 走好阿 ，朝
前看”，却
融进 了这条
蓝色 的 琴
弦，回 荡 在
故乡 的 土
地，回 响 在
乡亲 们 的 心
间。

哦，岁
月烟 濛 ，我
回首——

故乡 弯弯的 小河 ，
九曲 回 旋 。

一声叮 嘱 ，一声
关爱，一声期望 ，隐
隐向我流来 ，向我流
来。

让我的 思念 、敬
意，汇进故乡 的河水
， 浇灌 出春之花叶
结出 秋之子实。献给
故乡 ，献给故乡 河边
那座不是 金缕玉刻的
雕象……

知识 篇

▲知 识 是 从 刻 苦
劳动 中 得来 的 ，任 何
成就部 是 刻 苦 劳 动 的
结晶 。　宋庆龄

▲没 有 任 何 力 量
比知 识 更 强 大 ，用知
识武 装起 来 的 人 是不
可战 胜 的 。　高尔基

渔山 仙人桥 （国 画 ）胡 维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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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陕西村的 由 来
申明

在阻 国 的 宝 岛 台
湾，有 一 个 山 清水 秀 的
村庄 ，这 就 是 著 名 的 陕
西村 ，它 已有 三 百 多 年
的历 史 了 。这 是郑成功
麾下的陕 西 籍 将 领 马
信，带领 着 一批陕 西官
兵在收 复 台 湾 后 建 立
的。马 信及 其 所 部陕 西
官兵英猛 无畏，骁勇 善
战，为 收 复 和 开发台湾
作出 了 巨 大 的 贡 献 ，在
台湾军 民 中 有 着很高 的
威信。因 马 信 面 孔黝
黑，被 称 作 “乌 面 将
军”。他 死 后 ，部下 在
他们 落 户 的 “陕 西村 ”
前为 他 建庙 立 碑 ，并 在
庙门 上写 了 一副 堪流千
古的 对 联：“马威 圣德
万古流芳英 烈 将 ，玉面
神光 千秋垂 泽崇仁军”。

马信原是 清朝镇 守
台州 的府 将 ，顺 治 十三
（ 1656）年 ，郑成功 的

右军忠振伯、洪旭进兵
台州 ，马信驰 书洪旭 欲
归附郑 成功。正月 十二
日夜 马 信率部反清 ，劫
府库 ，放狱 囚 ，迎郑军
入城 。郑成功得马 信大
喜，即 授马 信 中 权 镇
事，挂 征虏将军 印 ，以
后升任提督 亲 军 骁 骑
镇，封为建威伯 ，在作
战中 每 每委 以 重 任。马
信亲 自 参 与 了 收 复台 湾
的决策，坚定 了郑成功
进军 台 湾的 决心 。郑成
功在收 复 台 湾前 ，与诸
侯伯 、提镇 、参 军等 议
事，马 信 说：“藩 主

（ 郑成功 ）所 虑 者 ，诸
岛难 以 久 拒清朝 ，欲 先
固其 根 本 ，而后 壮 其 枝
叶，此 乃 始 终 万 全 之
计”。郑称 赞说：“此
乃因 时 制宜 ，见机而 动
之论”。遂定下收复 台
湾的决策 。

在收 复 台 湾的 战斗
中，马 信奉郑成 功 之 命
率部 首 当 其 冲 ，驻 扎 荷
兰人 占领 的 热兰遮 堡附
近的 华人 街市上 。荷兰
侵略 者 屡 欲突 围 ，均被
马信 等 率 ，弓 箭 手射 退 。
在台 湾 军 民的 合力 围 攻
之下 ，经 过八个月 的 战
斗，于 康 熙 元 年（16
62）年 ，荷兰侵略军揆
一率侵略军 投降 ，中 国
人民完成 了 收复 台 湾 的
伟业 。

台湾 收 复后 ，郑成
功下 令 开 发 和 建 设 台
湾，命文 武各官及 总镇
大小将领 家 眷 开 垦土
地，创置 庄 屋 永 为 世
业。郑成功 的命令 得 到
广大官 民的拥 护 ，马 信
及其部下进驻彰 化县之
燕雾上堡 （即 今彰化 县
秀水乡 ）屯 垦 ，逐渐聚
成村 落，起 名 “陕 西
村”，至今兴盛不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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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低头对怀 中 哺
育着 的 婴 儿 深 情 地一
吻；

父亲 赤裸的 、滚 动
着汗珠的 、黑 油 油的 脊
梁；

手扒岩 ，脚蹬沙 ，
悲壮地呼号着的 黄河岸
边的 纤夫 ；

冒着敌人的炮火 ，
冲锋 陷 阵的 战士 ；

焊枪喷射 出来的美
丽的 孤光；

黄帝 陵前 ，海外赤
子虔 诚地一躬 ；

横亘北 国 的万里长
城。……

哦，我们 的人 民 ，
我们的 民族 ，
我们的 国 家，

历史的 重 负 ，
正疑聚 成 伟 大 的

力，
准备着 ，向 世界弹

射出 一 支 巨 大 的 惊 叹
号！ 练（石 刻 ）　田 雨 泽

老师 啊 ，你 太 累 了

丹凤县法 院　李 善 喜

你靠 在 操 场 边 的 柳 树上
笑这 个跳 得 这 样 高
笑那 个 唱 得 那 样 好
笑着 笑 着 你 睡 着 了

我悄 悄 地
给你 戴上 我 的 小 白 帽
她轻轻地

给你 披上 自 己 的 小 袄
老师 呵 ，你 太 累 了

太阳 呵 ，请 绕 道
小鸟呵，请 别 叫
我们 静静 地、静静 地
听着 老 师 的 呼 吸 、心 跳
老师呵 ，你 太 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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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读 书 法1 、鲁 迅 先 生 的
“ 跳读 法”：“若是 碰到
疑问而只看那 个地方 ，
那么无论看到 多久都不
会懂的。所 以 跳过 去 ，
再向 前进 ，于 是连以 前
的地方也都 明 白 了。”

2 、法国 思想家 、文
学家 伏 尔 泰 的 “再读
法：”“重读一本旧 书 ，
就仿佛 与老友重逢。”

3 、著名 科学方法
论学 者 鲍波尔的 “追踪
问题阅 读 法”：“正是问
题激发我们去学 习 ，去
实践 ，去观察。”
　4、陶渊 明 的 “速读
法”，即所谓 “好读

书，不求甚 解”。同类
书、参 考 书 用 此 法 颇
好。

5 、朱 熹的 “精读
法”：“熟读而精思”，
专业书 、初涉书 、名 篇
佳作用 此 法甚好 。

6 、徐特立 的 “写
谈法”，即所 谓 “不动
笔墨 不读 书。”

7 、王力 的 “序例
法”：读书 前先应读 书
的序例。即 序 言 和 凡
例。序 例 中有很 多好东
西，往往讲的是写书的
纲领、目 的 。

8 、秦牧的 “选读
法”：“读书应该有所
选择。没有选择 ，眉 毛
胡子一把 抓的学 习 ，效
果不好。”

9 、明 清学 者陈世

信的 “读 书 分类 法”：
“凡读 书分类 ，不惟有

益，且兼省心 目。”他
把读 书 分 为 三 类：其
一，终身 诵 读 ；其二 ，

一一 寻究 ，得其要领 ；
其三 ，观其大 意 。

住院

（ 外 国 幽默 ）

一个病人向 他的 知
心朋友说 ：
　“医生说 ，他用 两

个月 的 时间就可 以使我
下床。”

“那 他 做 到 了没
有？”

“在第五天他就使
我下床了……”

“ 怎么回 事？”
“他给我看了住院

费用 的 单据……”
（ 光 中 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