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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 ，而其 志
各异，这 在 大 千 世 界
里，大抵属 于正 常。你
看，我所采访 的 汉 中 农
行的黄文兴 ，就 是 位 四
十余年不辍的 集 邮 家 。

其实，黄文兴 青 年
时集邮 ，并 没有 什么
辉煌的想法，他 只不过
觉得邮票这 东西 ，花花
稍稍怪好玩的。那 时的
汉中 银行，在封 闭 落后
的旧 中 国，还算 是 一个
小小的开放世界哩！国
内来往信件 自 不 必 说 ，
还经常有 国外函 件光 临
呢。因此，大凡有 私人
信件到手，他总 是 围 着
人家团 团 转，直 到对方

小心翼翼扯 下 邮 票 给
他，他才雀 跃而去 。

既爱上了集邮 ，便
需要集邮知识 ，需要拓
宽自 己 的集邮领域，他
弄到一本 《国邮手册 》
一看，嘿，还 有 什 么

“ 中共票”哩！他象发
现了一 处 新 大 陆，曲
里拐 弯地了 解 “中共 ”
的事，使 自 己也知道 了
不少革 命 的 道 理 。不
久，他的 集邮 中 又 多 了
一套托亲友从上海弄 来
的“解放区 邮票”。至
今，谈起他这套王牌 ，
兴奋 中 还掩饰不住惊回
首的 表情呢 ！因 为 ，这
在当 时弄不 好 是 要 戴
上一顶通共 的 红 帽 子
的。

新中 国成 立后 ，邮
票一改过去单调质 劣 的
面目 ，展现出 一派璀灿
夺目 、众芳 争 妍 的 局
面，把黄文兴 引入了 一
个崭新的天地。那 时 ，
他每 月 只有 四五十元薪
水，除了养家糊 口 、搜
集零 旧 邮票外，他要高
价购买缺票，还要按月
给北 京 邮 票公司 汇 去
10元购买新 发 行 的 邮
票，以 致妻 子意见出 了
口：“你是要生活 ，还
是要邮票？”

他却失志不渝。他
八方 联 系 ，以邮会友 ，登
门造 访，不说近道 的，
光日 本、香 港、四川 、
甘肃 、浙 江 、西安等 地 ，
就有 他几十 位老搭裆 ，
每日 有天外飞鸿为 他传
递消 息 ，他 们 畅 叙 衷
情，形 成 默 契 ，互 通
有无 ，共 同 完 善。他
搜罗 旧 中 国 的 集 邮 资
料，大量订 阅 各 种 集
邮报 刊 ，从 中 了 解 信
息，掌握行 情，丰 富学
识，充 实 自 己 。

而今，开放的 社会
和老来 的 顺境 ，使 他对
集邮更 到 了 “为 伊消得
人憔 悴 ”的 地步。今年
5月 ，他 从浙 江 得 到 一
枚我 国 第一套 纪念 邮票

“ 慈禧万 寿票”，接 着
又得 到 一枚苏联票，虽
花掉 100多元 却欣 喜 若
狂。

集邮 ，这个被人称
为第 “七十三行 ”的 非
正式 行业 ，黄老看 得很
金贵。他说：“琴 棋 书
画邮，四雅又添 一。”
是的 ，五彩 滨 纷 的 邮
票，是知 识 与 艺术的 海
洋；集邮 ，也是 一条走
向知 识之路 。

他原先只有 初 中 一
年级的文化底 子，通过

集邮 ，陶 冶 了 情 操 ，
增长 了知识 ，在邮刊 上
发表 了 《陕南 区 邮票寻
根》等 论文；撰 写了大
量讲稿，举 办 集 邮 讲

座，辅导 青 少年 等 集邮 ；
他通 过对 中 国 古 钱 币
票的整理和研究，承担
起撰 写金融志 的任务 ；
他通过对 山 川 名 胜邮票
的涉猎 ，对我国地理形
胜、名 山 大 川 了 如 指
掌；他由 于潜心于搜集
研究 稀 见 的 “解 放 区
票”，对 中 国革 命 的 发
展有 了 系统 的 了 解和 认
识……

他多次 参加 了 市 、
地、省、西北五省和全
国邮展。他 那 稀 有 的

“ 中共票”，受到 行家
高度 赞赏 ，因 而屡屡获
奖；他那 “解放区十个
第一票”，也倍受 人们
的青 睐。四十 多年 的 心
血为 自 己 创 造了 一个快
乐的 世 界 。

笔走龙蛇

赵括 兵 败 又 一 因
贾夫育

历史 上 的 赵括 ，已 经 成 了 “纸 上 谈 兵 ”的 代
语。人谓 他 丧 师 亡 身 辱 国 ，皆 因 夸 夸 其 谈 的 教 条
主义 所 致。其 实 并 不 尽然 。

据《史 记 》载 ，赵括 兵 败 ，除 了 纸上 谈 兵 而
外，还 因 其 贪 利 营 私 之 心 太 重 ，走 的 是孤 家 寡 人
路线 。对 于 这 一 点 ，赵括 的 母 亲 是 看 得 很 清 楚
的。

当赵 成 王 委 派 赵括
率兵 出 征 之前 ，赵母 曾
上书 成 王 ，对 赵 氏 父 子
有一 番 比较：赵 奢 为 将 时 ，他 以 师 礼 相 待 、亲 自
为他 端 饭送 汤 的 有 好 几 十 人 ，以 朋 友 相 待 的 有 好
几百 人；国 君 和 王 室 赏 赐 之物 ，都 分 给部 下 和 幕
僚；将 印 在 身 ，不 理 家 事 。而 赵括 一 朝 为 将 ，便
目中 无 人 ，傲待 部 属 ，手 下 人 “无 敢 仰 视 者”，
“ 王 所 赐 金 帛 ，归 藏 于 家”，而 且 经 常 操 心 打 听

置卖 田 地房 产 。赵母 看 到 了 其 “父 子 异 心”，力
劝赵成 王 撤 销 成 命 ，不 要 用 赵括 为 将。可 惜赵成

王听 不进去。
赵括 代 替 了 老 将廉颇 ，把廉

将军 治 军 的 一 套 制 度 改 了 ，把廉
颇所 用 的 军 吏 骨 干也 更换 了 。等
到秦 将 白 起 断 其 粮 道 ，二 分 其
军，赵括 军 心 失控 ，士 卒 也遂 生

二心 。赵 括 阵 亡 后 ，数
十万 之 众 便 缴 械投 降
了。

赵括 的 “纸 上 谈
兵”、志 大 才 疏 不 失 为 千 古 戒 律 ；赵括 的 重 私
利而 不体 恤部 属 ，目 中 无 人也 值 得 为 将 者 所 警
惕。还 有，“知子 莫 若 母”赵 母 明 于 知 子 的 眼
力故 然 不 错 ，其 使 义执 言 ，劝 谏赵 成 王 不 应 任
用其 子 的 精 神 更 令 人 敬佩；而 赵 成 王 之 弗 听 ，不
能知 人善 任 ，只 能 说 明 他 是 个 昏 君 ，说 到 赵括 的
教训 ，赵母 与 赵成 王 的 这 些 作 为 也 值 得 我 们 深
思和 借 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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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 “县丞”官俸之 比较
刘隆 有

在政 治 体 制改革
中，把我们 的干 部工 资
同古代官吏的 俸禄 做点
比较研究 ，能 得 到 不 少
有益的启示 。

比如 说我们 干 部 制度 中 的副
职问题 ，不仅 表现 为 多 而且滥 ，
倘若从工资方 面 做点 历 史 的 比
较，便会发现 其又一严 重 悖 理
处。

以副 县 长 （古 代 叫 “县
丞”）为例。查 《二十五史 》中
有关官俸记 录 ，县 丞俸禄 ，远低
于县令。秦、汉县 令六百石 ，县
丞二百至 四 百石 ，以最 高的 四百
石论，也不过是县令 的 2/8。
隋唐上县令九十石 ，丞 四十石 ，

不及县令 的 一半 。金 代 的诸 县令 ，
“钱 、粟一十七贯 、石 、麹米、麦

各二称石 ，衣绢 七 匹 ，绵二十五
两，职 田五顷。”诸 县 丞，“钱 、
粟一 十 三 贯 、石 ，麹 米 、麦
各一称石 ，衣 绢六匹 ，绵 一 十
两，职 田三 顷。”（《金 史 ·百
官四》）顶多 能 及 县 令 的2/3。
而历 代 凡 设 县 丞 者 ，均 只 一
人。

我们 一直 实 行 低 工 资 制 ，各
级干部工资都不 多 ，以六类地区
正、副县级最 低 工 资 而言 ，县长

不过122元 ，副 县 长不
过97元 ，远远低于 旧 时
代的 县令、丞。但 由于
我们 的 “县丞”设置过

滥，其工资总数确 实不 少。一
般的 县 ，副 县长也有七八 位 、
十多 位。据报 纸披露 ，最 多 还
有31位的。若 以七位计 ，则 工
资总 数679元 ，约 为县长的5.6
倍。若 以 目 前所知 最高 纪录的
3 1位 计 ，总数便高 达3007元 ，
竟是县 长的24.6倍 多 ！这几个
数字 ，无论从那方面讲 ，均非
旧时 代的 县 丞所能 比 。当 今副
职设置给国家财政和人 民头上
所加 负担之沉重与 不合理 ，于
此可 见一斑 。

银杏

杜恒 庆

阳光下 ，银杏 树那
扇贝 形的碧 玉叶 子翩翩
起舞 ，沙沙 作 响 ，煞是
美妙悦耳 ，好似在 向 路
人献歌献舞。面对它那
挺拔 的树干、茂 密 的枝
叶，倍觉它 的 亲 切 优
雅、气宇轩 昂 ，不 由得
生发出 一种 错 综 的 情
思。

郭沫若 曾 称银杏为
“ 中 国 的 国树”，并赞

颂道：“你这 东方的 圣
者，你这 中 国人文的有
生命的 纪念塔，你 是只
有中 国人才有呀”。的
确，银杏 是我国 古老 文
明的象征，它 虽不象万
里长城那样宏伟 ，但它
却展现着我们 民族的风
彩，民族的神 韵 ，民族
的精灵，它 是大 自 然 留
给我们 的无价 瑰宝 ！

据科 学 家考证 ，在
两亿三千万年 前 ，就有
了银杏 ，到 了 距今一亿
四千万年左右的 中 生代
才达到 了 银杏树的极盛
期，当 时遍布全球。后
来由 于地 壳运动 ，全球
气候 条件发生巨 变 ，地
球上裸子植 物几乎全部
被毁 ，唯银杏科植物在
我国 幸存下来 ，继续繁
衍生长 ，世代相 传。所
以我国 的银杏树被国外
生物 学 家称之为 “活 化
石”。

银杏 树之果 实为 白
色小果，故 俗 称 白 果
树。宋代初年 ，白 果被
列为 贡 品 ，年年送京 ，
供皇帝御用 ，遂改名银
杏。因 其生长缓慢 ，常
常是 公公种树，孙子吃
果，故又叫 公孙树。银
杏是落叶大乔木。高达
四十米 ，雌雄异株 ，三
四月 间 ，花叶同放。花
小呈青 白 色 ，午夜间 开
放，天 明 前 谢 落。所
以，如不是果农，很少
有人见过银杏花 的庐山
真面 目 。银杏树虽然雌
雄异株，传播维艰 ，但
雄蕊的花粉能随风飘散
数里 ，故仍 能 授 粉 结
果。10月 中 旬，果 实熟
透，自 然下落。

银杏一身 气 质 不
凡，既珍贵高 逸 ，又昂
然雄伟。一树参天 ，云
冠巍峨 ，葱茏庄重 ，荫
布满院 ，别具古朴清幽
之致 ，望之令人油然而
生超然 洒 脱之情。难怪
乎历 代 文人墨 客将它 千
遍万遍地呕歌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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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 上结 识 的 旅伴
缑稳 贤

人生之路 漫 长而 崎
岖，事业之路也 少有一
帆风顺一路绿灯的 ，当
你难免气馁 或难熬寂寞
的时候 ，若有一位能鼓
起你 的勇 气并和 你携 手
而行的旅伴 ，那幸运 又
当如何呢？我就有这 样
一位旅伴 ，是在泰 山 上
结识 的。

我们 相 遇 在紧 十八
盘陡峭 的 山 路上。他是
一位二十 多 岁 的 年 轻
人，只有一条 腿，在两
根拐 棍 的 帮助下，一颠
一跳，正 在 向 南天门 奋
力攀登。东 倒 西 歪 的
姿势 以 及 那不时打 滑
的拐 棍 叫人提心 吊 胆。
他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
意思 。

男的 ，女 的 ，上山
的，下山的，稚气满脸

的小孩，白 发苍苍 的老
人，主动给他让道 ，嘴
里不住地啧啧赞叹 ，三
部照像机 同 时 把镜头对
准了 他。揶揄 嘲 讽的 当
然也有。这一切 他 当 然
都看 到 了 ，听 到 了 ，但他
依然露 着 淡淡的笑意 。

如今上泰 山 ，从 山
脚到 中天门 有 汽 车 可
坐，从 中天门 到 南天 门
有电揽 车 可 乘。然 而
他，这位 只有一条 腿的
残疾青年却 在那长达十
八余里 多达七千多级的
陡峭 山 路上 ，攀登 着 。

望着他热汗淋漓 一
颠一跳的背影 ，我想起
了奔波于绝域 的 高 僧玄
奘，跋 涉 于茫茫草地 的
红军 战士 ，也想起了 苦
战一年 多 ，在 400吨铀
沥青矿物，1000吨化学

药品，300吨水里 拼 着
命捕捉那种 罕见的放射
性元 素 ，最后终 于提炼
出了 一克纯镭 的居里夫
妇……

他是怎 样的 一 位攀
登者啊 ！

我紧追几步 ，一手
接过他的挎包 ，和 他并
肩而 上。他看 了 看 我 ，
会心地一笑，“心有灵
犀一点通”，于是 我们
结伴而行。

此后 ，每 当 我在人
生之旅中 有些气馁 和 感
到寂寞 的 时候 ，他一颠
一跳的身影便 出 现在我
眼前 ，我便紧追几步 ，
和他 并肩 而行。

他是 我在泰 山 上 结
识的终 生的旅伴 ！

每周一谜

张立 生
林冲 误入 白 虎 堂 （象 棋
名词一 ）
上期谜 面：山 溪
谜底：白 水
清泉石上 流

过岚 皋 杜 仲 园
浏阳 河

贫乡 反 多 济 世 客 ，杜 仲 年 年 助 国 医 。
不须 野 老 供 香 火 ，自 然 灵验 显 神 奇 。
一剂 服下 润 肺 腑 ，百 病咸愈 驱 困 疲 。
菩萨 真 个 护 黎 庶 ，来 此 学 圃 方 相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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