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满滇池访晓雪
祁念 曾

春水盈盈 ，莺飞草
长，就在这风光如画的
滇池 之滨，我见到 了 中
国作协理事、云南作协
副主席，著名诗人晓雪
同志。

晓雪 ，这充满诗情
画意 的 名 字 ，许多人都
误以为 是女性。其实 ，
他是一个标准的 中 国男
子汉，一米八的 个头 ，
两眼炯炯有神 ，端庄英
俊的 面容简直不 象五十
上下的人，身 穿一套藏
蓝色 西 装 ，显得精 明 强
干，风 度 翩 翩。古 人
说：“诗 如其人”，怪
不得 他的诗写得那样 洒
脱俊逸呢 ！

他是 白 族人，1956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 中文
系，是新 中 国培养的 第
一批 少数民族大学生。
苍山 洱海的秀色灵气给
了他诗人的 风彩，珞珈
山下的 学术氛 围 又赋予
他学者 的 气质。他酷爱
艾青的诗 ，大学 的毕业
论文 题 为 《生 活 的 牧
歌》，就是专 论艾青诗
作的。此文 经作家 出版
社出版后 ，引 起了 文艺
界的 重 视。但 时 隔 不
久，艾青 同 志被错划 右
派，晓 雪 也被株 连。反
动文痞 姚文 元 曾 在文章
中多 次 点 名 批 判 《生活
的牧歌》，给晓 雪 扣上
了吓人的 政治 帽 子 ，使
他在十年 动 乱中惨遭 迫

害。直 到 粉 碎 “四 人
帮”以后，晓雪同 志才
得以彻底平反。他深有
感触地说：“与我们祖
国和人民的 苦难相 比 ，
与文 学界的 前 辈诗人相
比，我个人 的 这 点 挫
折、磨难 又 算 得 了 什
么？因此，我很 少在诗
中写个人的 悲 伤 和 痛
苦。一个诗人，只有和
祖国人民 同 呼 吸 共 命
运，他的诗 才 有 生 命
力。”

在谈到 当 前诗 歌创
作现状时 ，晓 雪认为 ，
当前诗歌创 作 不 大 景
气，原因 是多方 面 的 。
近年 来，有些诗人表现
出强 烈的贵 族化倾 向 ，
诗写得越来越难懂，让
人莫 名 其妙 ，离群众的
生活越来越远。任何诗
人写诗都要 考 虑 到 读
者，考虑到 人 民群众的
欣赏水平和 审美趣味 。
诗脱离 了 人民 ，人民 就
会摒弃诗。这 种事例 ，
在古今 中 外文 学史上太
多了 ！我喜欢屈 原 、李
白，也喜欢杜甫、白 居
易；喜 欢 郭 沫 若 、艾
青，也喜欢 藏克家 、贺
敬之。因 为 他们 的诗作
都和祖 国人民 的 命运 息
息相关 ，而不 是 躲 在个
人的 小天地 里 长 呼 短
叹。

我问 他：“你 的 诗
大多 是新生 活 的 颂歌。
有人说 ，唱 颂歌 的 时 代
已经 过 去了 ，你 怎 么看
这个 问题？”他笑 了 笑
说：“真 正 的 诗 ，应该

是美 的 。它追 求美 ，探
索美，揭 示 美、创 造
美。诗人应该努 力 挖 掘
和表现我们时 代的美 、
生活 的美 、自 然 的美 、
精神 的 美 ，使人的 心灵
得到 净 化。作为 一个新
中国 的诗人，为 祖 国 的
锦绣 山 河、人 民的 英雄
业绩 、改革的 沸腾生活
唱颂 歌 ，又有什么不对
呢？当 然 ，诗歌也应 当
无情地鞭挞假恶丑 ，应
该忧愤 、悲 泣 、控诉 、
呐喊 ，但这一切都 是为
了让真善美更快地 成长
起来，‘新松恨不 高千
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
诗人应有这种 态度。”

在谈到 诗 歌 形 式
时，晓雪 同 志 说：“我
从小就受 民 间文 学的影
响，外祖母常给 我讲 白
族的 民 间传 说 和 神话 故
事，如 《望 夫 云 》、
《 美 人 石 》、《蝴 蝶
泉》等 。我觉得 民 间 文
学的形式优美 ，源远 流

长，深受群众喜爱。我
也读 过不 少外 国 诗人的
作品 ，对我影 响最大的
要推普希金和 海 涅。西
方诗歌思想深沉，气魄
宏大 ，表现手法 丰富多
样，很值得我们学习 。
但必须 经过 自 己的 消 化
吸收 ，真正变成 自 己 民
族的 东 西 ，而不 能生吞
活剥。这样才能 写 出群
众喜闻 乐 见的 作 品。”

晓雪 同 志在繁忙的
行政工作之余 ，发表了
五百 多 首诗 ，他的 《晓
雪诗 选 》荣获全国 优秀
诗集奖 。我拿 出笔 记本
请他题 辞，他 略 加 沉
思，挥笔 写道 ：

“ 诗应给 人 力 量 ，
诗应使人聪 明 。

诗是友谊和 理解的
桥梁 ，

诗是文 明 和 智 慧的
象征。”

啊！我认识 了 你 ，
祖国 南 疆拂晓 中 晶 莹 的
白雪 ！

松德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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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道非，谁 都厌
恶，因 为 人人 都 懂 得

“ 三 人成 虎”的杀 伤 力
和对 团 结 干四 化 的破坏
性。

惟其 厌 恶 ，所 以 人
们称 那 种 经 常 拨 是 弄
非、制 造流 言 蜚 语 的 人
为“是非 精”、“嚼舌
根”，以 示谴责。但 即
使是十 手 所 指 ，也 难 改
变此 种 人 的 癖 好 。

前些 日 ，某 单 位 一
场风 波过 后 ，有 心 人作
过一 个调 查 ，经 常 一起

说东 道 西 、拨弄 是 非 者 就 是那 几 位
终日 无 所 事 事 或 有 事 不 干 的 “帮
闲”。这 只 “麻 雀 ”的 解 剖 ，基 本
符合 是 非 场 的 普 遍 “规律”。这 就
是说，是 非 起 于 闲 极 无 聊 之 辈 ，流

言出 于 “帮 闲 ”之
口。不 难 设 想 ，
由于 这 类 人等 口 、
脑俱 闲 ；有 的 是精
力和 时 间 去拔 是弄
非，以 度 时 日 。

“ 闲 极无聊 ”算 是 “虚 症”，此
症可 治 ，改革 就 是 良方 。或 搞 承 包 ，
或搞 岗 位责任制 ，总 之把他 们 放在 实
实在 在 的 、有 所事事的 岗 位 上去，一
个钉 子 一 个眼，迫使他们 感 受 一 点 新
时期 的 使命 感 ，让 他 们 失 去 “嚼 舌
根”的 环境和 条 件 ，不让 他 们 在 “浪
打浪”的 是 非 场 里厮混 ，事 情 可 能 就
会向 良 性方 面 转 化 了 。

一位 哲 学 家 曾 说，人 的 脑 子 在 同
一时 间 ，同 一 空 间 ，难 以 容 纳 两 种 不
同性 质 的 事物。干 事 的 时 间 大 脑 叫 工
作占 领 了 ，自 然 无 暇 “嚼 舌 根”，如
此一 来 ，是 非 之 口 或 可 不 堵 自 封。

明　志　拒　贿　诗
董政军

“义利源 头识颇 真 ，黄金难换腐儒 贫，莫 言
暮夜无知者 ，怕塞乾坤有 鬼神”。

这是明 代主考官李汰的一首清廉 拒贿诗 ，有
一次，李汰到 福建主持科举考 试。一天夜里有个
才疏学浅的腐儒 ，依仗祖荫权势 ，妄图 以黄金 向
李汰买得 “金榜题 名”。李汰挥笔 写 了 这 首诗 ，
表白 了 自 己的严 正态度。

明朝永乐年间，巡按 吴纳有一次 到 外 地 巡
察，某些 头面人物派人 向 他送 去黄金 和 珍 贵 物
品。吴纳二话没说 ，举笔 写下一首矢志不收馈赠
的回 绝诗：“萧萧行李向 东还，要过 前 途 最 险
滩，若有赃私并土物 ，任教沉在碧波 间。”

“喜剩 门 前无贺 客 ，绝胜厨传有悬鱼 ，清风
一枕南 窗外，闲 阅 床头几卷 书。”这 是永乐 进士
于谦盛 赞 “不收 悬鱼”，钦慕 清廉 的明 志诗。据
传东汉太守 羊续 为 官清廉 ，有一次 ，下属 给他送
来几条鲜 活 的大肥鱼 ，他 却让挂在屋 外 的 柱 子
上，直到 成 了鱼干。后 来 ，凡 是讨好或有 求于 羊
续而去 “走后 门 ”送 礼的 ，一望 柱 子上 的 臭 鱼
干，都只 好悻然离 去 。

城固 清 代 的 职 官 制 度
王祥 玉

清代 地方上的 封建职官制度，是专制主义 中
央集权制度 的 支柱。尽管靡烂腐 败，但能 延续 2
68年之久 ，其 中 自 有可取之处。所 谓 “以 史为镜
可以 知兴衰”，对今天的 政治体 制改 革 ，还是大
有裨益的。

据《城 固县 志 》和有关资料 记 载 ，顺治 至宣
统的10个封建王朝 中 ，先 后 有85名 知县任职。这
些职官的 籍贯、学历 和任 期 ，集 中 反映 出清 代地
方职 官制度的三大特点 ：

其一，坚持回避原则 。清代的 城 固县 ，人才
济济，任 中央、省、府、州 、县 的职官很多 ，但
本县 首脑名 单 中没有一个城固籍的 ，掌管 军政大
权者 都 来 自 500里开外 的全国 各地。他 们到 城 固
做官多 是孤身一人 ，很少携带家属 ，故无宗 族 、
子女、亲 戚 在一块参 政之嫌。这样的 回 避有许多
好处 ，可以 防止
官场利 用 乡 土 、
亲族关系 结 帮 织
网，形成 各 自 的
势力 范围 ，堵 塞
以权谋私 、荒 废
政务 的 漏 洞 ；

其二，严 格
选拔人才。清 代
沿用 明 制 ，把科
举作为 培 养 和选
拔官吏的 唯一途
径。曾 在城 固任
过知县 的85名 职
官全 是 科 甲 出
身，其 中 举人、进士较多 ，贡生、监生最 少。仅
雍正八年有一 名 生 员聂盛 燕 ，学识 虽 浅 ，然而 事
必躬 亲 ，善 于学 习 ，理 政有方。至于保举或捐 纳
入仕者 ，根本无法染 指 ；

其三 ，实 行任 期制 。清代的城 固 知县任职有
三种 情况：一 是 “任”，由 中央直接任 命合 格的
人担任 正式县 令，二是 “署”，到 任后 先试用二
年（后改三年 ）若 称 职 再 正 式 委 任 ；三 是

“ 代”，缺任时 由 上级派官 员代行知县职权。无
论哪 种形式 ，每三年都 由 吏部督察院 考核一次 ，
视其称职 与否决定去 留 。一般 只任三年 ，不能 连
任。若 政绩卓著或 由 署职改为 正式任职的 ，也得
隔一段时 间 才能 回任。这 种机 会很 少，85名 知县
中仅有二人回任过一次。如浙江的 陈鹰 臻 ，光绪
二十五年初任

结束，时隔五

年，到 光绪三

十年才被 召 回
继任。其 他都

是任满 离职 ，

不存在终 身 仕
宦的弊端。

刊头设 计　郭 义 明
本版编 辑　杨 乾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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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 青　岛 的 遗 憾
薛采 蓉

我出差去青 岛 ，在
火车上偶 从报角发现这
样一则消 息 ，说是已 确
定我国 三十年 代的 著 名
女作家 肖 红在青 岛 的 故
居为 观象一路一号 。这
则不引人注意 的 消 息 却
使我的 心为 之一 动 。

也许因 为 自 己也是
女性，抑 或是气质 、性
格的 相近，我对 肖 红的
作品有着特殊的 偏爱 ，
我曾 流着泪读过他的 小
说、散文以 及关于 她的
传记 ，对她坎坷不幸 的
一生充满 了 悲 愤 的 同
情，并衷心仰 慕这 位才
华横 溢的女作家 。

到了 青 岛 ，顾 不上
去看我久已 向 往 的 大
海，便径直奔向 市 区 ，
找寻观象一路。穿过人
群熙攘的 闹 市，登上一
条山 脊 ，一路打探 ，好不
容易才摸到 观象一路，
可谁知 我竟是从它 的 末
端走过来 的 。沿 着石子
铺成的缓缓的 斜坡，我
一路倒 数着 门牌 ，长长
的街 只走不见一号 。

终于找到 了 。这是
个座落在观 象 山 山 梁上
的一座老式 的 两层 小楼
房。我抹 去额 头 的 汗 ，
小心地 向 院 子里 张望 ，
可是 小院 静 悄 悄 的 ，没
有参 观的人群 ，没有陈
列、简介 之类 象 征 名人
故居的任何标志 。我以
为找 错 了 门 ，这时一 位
中年妇女从 屋里走 了 出
来。我上前 问 她 ；“这 是
作家 肖 红的故居吗？”
“ 噢 ，听 说有个作 家 在楼
上住过。”她指 着二楼上

一间 房说。“有人来参
观吗？”“有人来 过 ，
不多。”“那房子还 是
原来 的 陈设吗？”她摇
摇头 回答 说那房子已屡
换房主，现在的 房主到
工厂上班去了 。她 问 我
要不要上楼 去看看，我
说不用 了 。那大嫂却 热
情地劝 我：“你 上去看
看吧 ，打老远 的 来 了 。
听说 肖 红和 肖 军 两人就
住在这儿，他们是父女
俩吧？”我愕 然 ！这里
的人对 肖 红的 事竟一无
所知 。

我悻悻 地 走 了 出
去。

站在 门 首，伫 目 望
去，不远处就 是翠叠 的
青山 ，我暗 暗佩服作家
择居 的 匠心。记 得那传
记上说 肖 红能 在 自 己 的
窗口 看到 不断变化的 大
海，还可以 看到 翠 茸茸
的群 山 ，可惜这 些 我 都
无法登 临 体验 了 ，只能

想象她是怎样在这 小楼
里忍受 着 贫 病的煎 熬 ，
饱蘸 着血和 泪抒写胸 中
的不平与愤怒，完成 了
她的 描写 东北人 民抗 日
斗争的 第一部 长篇 小说
《 生死场 》，使 看过 这
部作 品 的人，无不为它
的庄严悲怆 的 气氛所感
染，感受到 作家对祖 国
对人民广博 而 深 沉 的
爱。

这里，只是作家颠
沛流 离 中 短暂的 一栖 、
流亡途 中 的 一个驿站 ，
然而却是她坎坷不幸 的
一生中 ，度过 少有的难
忘岁月 的地方。她在这

里开始了 和 鲁迅 先生的
交往，从而写下 了 两 代
作家 之 间伯 乐 与 千里马
的文坛佳话。她在这美
丽如画 的 地方 只住了 半
年，但是 “这是充满 诗
意的 半年，是丰 收的半
年”（见 《肖 红传 》）。

可现在这里 已 没有
半丝她生活 过 的 痕 迹
了，人们也早 已 把她 淡
忘……

青岛 ，美 丽 的 青
岛，你给我 留下 的 印象
是美好 的 ，但也留 下 了
我深深 的 遗憾 ：近在咫
尺却未能瞻 仰 我崇敬的
作家的居室。

每周一谜

罗升 有
幽默

（ 成语 一 ）
上期 谜 面 ：林 冲 误入 白

虎堂
谜底 ：高 炮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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