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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 个缺 点 ，象 美
加净 雪 花 膏 那 样 淡 香 而
滑腻，如 爽 身 粉般舒 服
——它 便 是 八十 年 代 的

“ 有 点 简 单 急 躁”。
调动 、考 核 、升 迁 ，

要写 鉴 定 ，得 写 缺 点 ：
“ 有 点 简 单 急 躁”；

整党 中 对 照 检 查 、开 展
批评 、登 记 填 表 ，不 能
没有 缺 点：“有 点 简 单
急躁”（或 希 今 后 注 意 工
作方 法 ，克 服 简 单 急 躁
情绪 ）。说 起 来 顺 口 ，
写起 来 顺 手 ，听 起 来
顺耳 ，看 了 顺 心 ，彼
此心 照 不 宣 ，脸 上 不

笑心 里 笑 ，这 缺 点 究 竟 可 爱 在 哪
里？

该深 入 细 致 的 ，你 简 单 从 事 ，
该冷 静 思 考 、处 理 的 ，你 头 脑 发 热 、
毛毛 草 草 ，当 然 成 事 不 足 ，败 事
有余 。张 飞 不 切 实 际 地 限 裁 缝 三 日
制好 白 旗 白 甲 ，被挖去 了 眼 珠 ，丢
了性 命 。五 八 年 搞 “吃 饭 不 要 钱 ”
导致 了 后 来 不 少 地 方 拿 了 钱 买 不 到
饭吃。可 见 ，“简 单 急 躁”不 但 不
可爱 ，甚 至 是 非 常 可 怕 的。
　然 而 ，在 “左 ”的 思 想 影 响
下，人 们 总 以 为 “左 ”是 干 革 命 的

“ 方 法 问 题”；右 ，则 是 不 革 命 、
乃至 反 革 命 的 “立 场 问 题”。于 是
乎，一提 到 “简 单 急 躁，”就 让 人
想到 “该 同 志 ”总 是 在 满 头 大 汗
东跑 西 颠 地 干 革 命 ，至 于 害 了 多 少

人，坏 了 多 少 事 ，给 党 的 事 业 造 成
了多 少 损 失 ，都 忽 略 不 记 了 。长 期 以
来，“简 单 急 躁”的 命 运 就 不 坏 ：一
些领 导 以 为 它 是 一 种 “革 命 的 ”缺 点 ，
某些 确 实 简 单 急 躁 的 同 志 甚 至 以 此
为荣 。

到了 八十 年 代 ，这 一 缺 点 就 更 可
爱了 。给 头 脑 冷 静、步 骤 细 致、点 水
不漏 地 不 停 顿 地 调 换 “油 水 大”的 工
作岗 位、单 位 的 人 的 调 动表 上 写 “简
单急 躁”，他 当 然 乐 意 笑 着 给 上 司 磕
三个 响 头 。给 养 尊 处 优 、群 众 反 映 问
题时 连 眼 也 懒 得 睁 的 官 僚 主 义 者

“ 有 点 简 单 急 躁”，岂 不 等 于 说 他 能
经常 深 入 群 众 解 决 问 题？给 那 些 见 了
问题 绕 道 走 的 “太 平 官 ”写 上 “有 点
简单 急 躁”，岂 不 等 于 说 他 有 碰 硬 的
精神？给那 些 头 上 滑 得 流 油 、心 里 坏
点子 多 得 车 载 斗 量 、专 给 政 策 找 对 策
的人 写 “有 点 简 单 急 躁”，岂 不 等 于
说他 还 幼 稚 得 有 些 可 爱 ？给 以 权 谋 私
者写 “有 点 简 单 急 躁”，岂不 等 于 说
他整 天 在 为 公 事 奔 波？

真有 简 单 急躁 的 缺 点 ，当 然 应 该
写。但 我 以 为 严 肃 的 鉴 定 、检 查 、批
评应 该 以 这 样 一 些 严 肃 的 问 题 为 主 要
内容 ：工 作 态 度 、效 率 、成 绩 、成 果
到底 如 何？能 否 同 党 中 央 保 持 一 致？
有无 官 僚 主 义 ？有 无 以 权 谋 私 的 情
况？有 无 开拓 精 神 ？符 合 不 符 合 干 部

“ 四 化 ”的 要 求 ？等 等 。
缺点 在 身 ，应 该 若 芒 剌 在 背 ；指

出缺 点 ，应 是 毫 不 含 糊 的 针 灸 。不 要
让可 爱 的 缺 点 成 了 可 恶 的 缺 点 、可 怕
的错 误、甚 至 可 恨 的 罪 行 的 挡 箭 牌 。

厂情灼灼（速 写 ）
海红 轴 承厂　史 明 忠

我接 到一 张 红 色
的“生 日 餐券”。蓦地 ，
荡起我胸 中 之情 ，象 汉
水似的 不能平静……

身居 “和 尚 楼”的
我，已进不惑之年 ，可
谓一 个老单身 汉了 。十
几年 前调来厂 里 ，象一
颗螺 丝 钉 ，被 党拧在厂
教育 口 的 机器上 ：先 后
在子校 、技校 、职工学
校和 电视大学 任 教 ，充
当园 丁 ，哺 育 吐芳 争妍
的桃李 ，培 养振兴海 红
的英才 。由 于 忙 于 事
业，总是 忘 记过生 日 。
然而 我 意 想不 到 ，前不
久却 由厂 给 我 做 生 日
了。这 是我有生 以 来第
一次 过生 日 啊 ！

按照 常理 ，人们 过
生日 ，总得 与 亲人 聚首 ，
共享天伦之乐 ：亲朋来
贺，分享人生的 快乐 。
这种特定形式 用 在 工厂
里，就有 了 新的 含义 ：

它充 分 体现 了各 级组织
和广大职工 ，对单 身 职
工的 深情关怀……

我遇见厂 工会主席
高永富 同 志：“高主席 ，
今天我过生 日 ……”说
着掏 兜 ，向 这 位可 亲 可
敬的 、荣获 “五一 ”勋
章的 、全 国 优秀工 会工
作者敬 烟 ，以 表 示 我的
情意 。

“不 会。”他 笑逐
颜开地 摆手 说，“祝 你
生日 快乐！”

“ 谢 谢 ！请 问 ，您
是怎样想 到 给全厂 单 身
职工 做生 日 的？”

“不 是我想的 ，是
大家。”他 谦虚地说 ；

“男 女单 身 职工 ，以厂
为家 ，生活 在 山 沟 里 ，

很苦。不象 双职工 ，有
家可过生 日 。我们厂 工
会想 到 ，应 给单身职工
以温暖。在厂 党、政领
导的 支持下，就 这 么定
了。

情真意 切 的 几 句
话，似火灼 热 着 我 的
心……

我到厂 工会，询 问
主管职工生活福利 的 同
志：“给单 身 职工做生
日，外 省有 无 这 种 做
法？”

“有。不过 ，我们
厂却 是 从 自 身 实际 出 发
的，”主 管 同 志 介 绍
道，“春 节前 ，少数单
身职 工不能 回 家过年 。
古人云，‘独在异乡 为
异客 ，每 逢 佳 节 倍思

亲。’我们掌握这 种情
思，所 以 做 了 几桌招待
饭，由 厂领导 陪着欢度
佳节。”

“这 是做生 日 饭的
雏形吧？”我 问。

“ 是的 。去年 四月 ，
为密切干群关 系 和 增进
职工 团 结友爱 ，厂工会
下通 知 ，慰 问 住院病伤
职工 ，可 以 报 销六元 以
内的 慰 问 品 。这 就 为做
生日 饭奠定 了 基础。”

我连 连 颔 首 着 ：
“ 这 就 水 到 渠成 了！”

“ 六月 中 旬 ，为进一
步丰 富全厂 近一千 名 独
身职工 的 生活 ，使 他们
的生 日 过得 富有 意义 ，
经厂 部 同 意 ，厂 工 会决
定：对全厂单 身 职 工开
展做生 日 饭 的 活动 。从
六月 二十一 日 开张 ，吃
过生 日 饭的 ，接 近三百
名。”

实实在在的 关心职
工生活 的 事情 ，使人联
想到：在 民 主 革 命 时
期，我们 党 关心群众生
活，调 动 了人 民 群众革
命的 积极性 ，形成 了 敌
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
也形成 了 党 的 优 良传统
和作 风 。这 种 关心群
众生 活 的 好传统 ，正 再
现于 改革洪流滚 滚 的 今
天。厂对职 工 一 片 情
啊，职工 和厂 同 命运 ，
职工 跟厂心连心 ！

请看事实吧 ！昔 日
荒凉 的 茅草梁 ，如 今建
起一座 气势 壮观 、厂 区
长达六华 里 的 轴 承厂 ，
她的 子厂 发 展 到 了 长安
古城 ；前 几年接待 过 英
国、西德 、意 大利 和 日
本等 国 专 家的 外招 楼 ，
雄峙于 汉江大桥之 畔 ，
象瞭 望外 部 世 界 的 窗
口；全厂 职 工 爱 厂如
家，艰苦 创业 ，锐 意 改
革，继 七九年 建成 大庆
式企业 后 ，八 四 年 按五
项细 则 整顿 ，被 省厅验
收合 格 ，如 今 又 向 新的
高峰 攀 登……

我从江 畔 电 大校 园
来到 茅草梁 “生 日 餐厅 ”
就餐 ，既 品 尝 着 丰 盛
可口 的 佳肴 ，又细 细 体
会着厂 的 关怀 之 情 。这
灼灼厂 情 呵，温暖 着 每
个单身职 工 的 心房 ，也
永远 荡 漾 在我 的 心 中 ……

春 万通 摄

唐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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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李白 的 《丁 都 护 歌》
周绍 祥

《丁 都护 歌》，本 是咏叹 戎 马 生
活苦 辛 的 古乐府 曲 名 ，李 白 另 赋新
意，用来反映拉纤工人运载 官府 石
头的 悲苦。“云阳 上征去 ，两 岸 饶
商贾。”“上征”两句 ，乃 句 中 诗眼
， 可看 出 船是逆水上 行。云 阳 ，今
江苏省丹阳 县。“吴牛喘 月 时 ，拖
船一何苦 ！”吴牛怕热 ，看见月 亮 也
以为 是太 阳 ，喘 起气来 。这里没有
写热 ，但用这一典故 ，令人觉 得灼
热异 常。灼热 中 拖船行 走 ，拉 纤 工
人之苦 ，和 盘托 出。“水浊 不可饮 ，
壶浆半成土。”从饮用 不 可 饮 用 的

浊水 ，表现拉纤工人纤苦 况。“一 唱 都 护 歌 ，
心摧 泪 如 雨。“俗话说 ，长歌 当 哭。拉 纤 工人
是通过歌声，散发 心 中 的郁 闷 的。都护 ，借指押
运石头的 官吏。“万人凿磐石 ，无 由 达江 浒。”
诗人 的 感情 ，飞跃到 了采石现场：成千上 万工人
正在开凿大块石头。这暗伏着拉 纤 工 人 拖船之
苦，还无尽头。“君看石芒砀 ，掩泪悲千古！”
看着 船上石头 ，想起千百年都要这样拖着上运 ，
真难受得揩拭眼 泪 呢 。芒砀 ，指有棱 角 有花 纹 的
石头。诗人 在《秋浦歌》中 ，以 对炼铜工人欢快劳
动的 描写 ，反映 了 安史 之乱前 的盛唐 景 象 ，而 在
这首诗歌 中 描 写 的拉 纤工人 ，其劳动却和悲 苦相
连，安史 之 乱 后 江 河 日 下的社会发展趋势 ，呈现
眼前。李 白 作为伟大诗人 ，反映 时代 面 貌笔力 之
高，从此 略见一 斑 。

丁玲 名 字 的 由 来
丁玲是 中 国 现 代 文学史上一 位 有才 华的 女作

家，原 籍 湖 南。她 本姓蒋 ，名 冰之。那 么，“丁
玲”这 个名 字 是 怎 样来的 呢 ？

先说 “丁”。十七岁 时 ，丁玲 到 上海 平 民女
子学 校 读 书 ，一度废姓 ，只 用 “冰之”，但 这样
引起很 多 麻 烦。她 想找个 简 单的姓 氏 ，于 是 选 中
了“丁”字 ，不但笔画 简单 ，而且读 音响 亮 。

再说 “玲”。二十一 岁 时 ，作家萌 发 了 当 电
影演 员 的 念头 ，于是几个朋 友在字典上各找一字
作名 ，“玲”是她闭 着 眼睛摸 到的 。真算 得上妙
手偶得 。　（双 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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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原
意是春天的别
称。

按古代阴
阳五 行=说 ，
东方属木 ，于
色为青。王聘
珍《大戴礼记
解诂 》说：“青 ，东方
之色 ，东 方春 位 ，其色
青也。”春天 ，草木青

青，一 派 葱葱 郁郁 ，因
之呼春 为 “青 春”。

《 楚辞 ·大招 》有
句云：“青 春 受 谢 ，白

日昭只。”杜甫 《闻 官
军收河南河北 》诗云：

“ 白 日 放歌须纵酒 ，青
春作伴好还 乡。”其 中
的“青 春”都是指 的春
天。

由于春 天 生 气 勃

勃，故 “青春 ”
又用 来 专 指
人的 青 年 或少
壮期。唐代学
者李善 注云 ：
素秋 ，喻老 ；
青春 ，喻 少
也。”《文选 •
潘尼 〈赠 陆机
出为 吴 王 郎 中
令〉》云：“予
涉素 秋 ，子
登青 春。”意
思是 说 ，我 已 经 到 了 垂
暮之 年 ，你 还 正 当 青春
年少 。

朝阳
周末

设计

清洁 工 王坦
毛刷 ，推帚
一杆 绝 妙 的 笔
弄档 ，地 板
一张 奇 特 的 纸
你用 纯 净 的 心 和 晶 莹 的

汗凝 结 诗 情
写出 一 个 闪 光 的 机房 、

明亮 的 厂 域
验布 姑 娘

王照

在枪 手 瞄 射 的 “准 星”上
我见 到 你 追 踪 疵 点 的 这 双 眼 睛
在战 士 搜 寻 敌 影 的 目 光 里
我找 到 你 凝神 巡 回 的 熟 悉 眼 睛

哦，验 布 姑 娘 的 眼 睛 严 峻 ，
但更 蓄 蕴 着 温 馨 和 多 情
于是 我 问 “验 布 台 ”
你可 曾 验 出 ：她 的 多 少 希 冀 与 忠 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