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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本打算退下来后，晚年生活能过得轻松自在，肩上少了些履行义务的责任，多了些品味人生的
闲暇。
可以泡上一杯清茶，坐下来细细读几本早年想读而没读过的中外古今的好书；可以找几个老朋友相聚
一起，以“槛外人”的身份评阅人生，笑谈古今；可以邀请亲朋好友到祖国各地，忘情山水，秉烛夜
游。
这些年来，确如想像一样过得恬淡、宁静、充实而祥和。
　　如今，虽已退下多年，而职业的习惯仍然未改。
凡有所感，有所悟者，喜欢写些短文或杂文以记下，希能让善良者重新思考，让奸诈者祸心毕露，对
欺世盗名之徒予以痛击，使贪污腐败之辈难以藏身。
事实证明，以上种种想法，近迂腐可笑。
　　私下也曾想过，区区短文，于政事无补，于世道无助。
有些问题，如《谁来监督一把手》、《教育也要打假》、《挤掉点文化泡沫》、《为举报者撑腰》等
等都写了文章，还不止一篇，问题不仅存在，有的甚至变本加厉，深感自己的文章竟然是“自说自话
”。
在这种彷徨、犹豫，想打“退堂鼓”的情况下，友人的首肯和认可给了我支撑和力量。
有的朋友鼓励我：“在这多元化的世界，你的文章也代表一种声音，一种价值取向。
”也有朋友说：可以“添一份正气在人间”。
同志们的鼓励使我释然于怀。
我想：不管作用大小，该讲的还得讲！
只要我讲的是真话、实话、扬正气的话。
更何况目前的舆论环境还相对宽松，有时讲了些直白而较尖锐的话，没有受阻，而能刊登出来，也是
令人欣慰的。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告别写作，也颇为踌躇，颇难做到，可说是积习难返，凡心难去，一碰到
催人奋进，令人感慨、愤懑难平的事，就想写上几句。
有感触，有议论，也有批评或呼唤，情之所至，畅快淋漓，直抒胸臆，胸怀坦荡。
其实，批评也是抱着希望的。
倘若先冷下来，连批评也不屑了那才教人寒心！
当然，小册子中也有对光明正义的追求，有温馨的忆念，有严肃的思考，也有痛苦的拷问，既再现本
人的思想轨迹，也反映身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书名就叫《心语》。
　　人生不能没有理想。
理想是一道阳光，在我们的脑海中闪烁。
没有阳光的生命肯定黯然失色。
正如雨果说的“梦想就是创造，希望就是呼唤。
制造幻想就是向现实挑战”。
人活着就要在理想的照耀下，不断求索，不断创造，不断前进。
而写作是一种诱惑，一种感受，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享受，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共产党人要唱正气歌。
要呼唤正气，呼唤良知。
即使将近耄耋之年，只要有追求和精神支柱，活着才有意义，才有生气！
　　几度犹豫后，我又伸纸濡笔，重理旧业，在这将老未老之时，能够出一本书，就出一本。
虽属雪泥爪印，也是敝帚自珍。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世象杂谈》、《说文道艺》、《人物风采》。
《天南地北》也不纯粹是旅游的篇章，其中有从兰州出发到敦煌在河西走廊的一次采访，也包括德国
统一前在联邦德国的一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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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些无处归类的杂文、随感就放入了《绚丽晚霞》。
　　本集文字绝大部分发表于《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大江南北》、《检察风
云》等报纸和期刊。
在此一并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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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语：居欣如自选集》分为五个部分：《世象杂谈》、《说文道艺》、《人物风采》。
《天南地北》也不纯粹是旅游的篇章，其中有从兰州出发到敦煌在河西走廊的一次采访，也包括德国
统一前在联邦德国的一次访问。
至于有些无处归类的杂文、随感就放入了《绚丽晚霞》。
　　《心语：居欣如自选集》中的文字绝大部分发表于《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
《大江南北》、《检察风云》等报纸和期刊。
在此一并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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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居欣如浙江海宁盐官人。
高级编辑。
笔名沈诚、子梅。
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在新闻系任教二十余年。
1983年调《解放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先后分管采访报道、理论、文艺、党刊等工作。
曾出版著作《一得集》、《晚霞集》。
现将近几年来见诸报端的杂文、随笔、散文，以及部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作的散文、游记，汇集成
册，名《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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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世象杂谈解铃还须系铃人从根查起喜忧参半的博士生扩招三种心态和三种类型“慢一拍”引起的思索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重温《甲申三百年祭》求真务实：共产党人必备的政治品质谁来监督“一把手
”为“弱势群体”说几句话但愿是杞人之忧——闲话国企改革种种立法，要从国情出发火眼金睛辨真
假贪污分子心理臆测不应忘却的一段历史——剖析“对日关系新思维”“潜规则”之忧“摇钱树”和
“保护伞”参加“女记者论坛”有感孩子们怎么了？
切断公共领域的“腐败链”认真算一算耕地账¨警惕“数字陷阱”老子当权儿捞钱不要丧失了痛感神
经净化干部成长的生态环境这也是一种腐败——破一破官场“小圈子”现象少年强则国强做公仆岂可
当“老爷”应建立干部失察责任制“民生”二字最关情闲话“用人之道”严格执行耕地控制和保护政
策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
对食品安全的新期待75岁成了一道坎？
怎一个钱字了得！
治一治庸官滑吏话说干部学说话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严防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净化干部成长环境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灵魂老师，请珍惜您的尊严说文道艺“三贴近”和新闻规
律文化“注水”现象析新秋季节忙丰收——读《蒋星煜历史小说集》有感《记忆的证明》值得一看崇
高的理想时代的洪流——读纪实小说《洪流》有感一件大好事——喜贺《王中文集》出版《勤奋·真
诚·智慧》——读赵启正的沟通艺术重温“东京审判”的意义震撼后的深思——推荐优秀电影《天狗
》对“大片现象”的几点忧思敬重经典，多一份文化担当谈谈副刊——我国办报的一个优良传统艺术
奇葩国之瑰宝——昆剧《墙头马上》观后感推荐《周恩来在重庆》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精粹希望多
一些《大师》类节目时代需要精神的引领从“中华文化标志城”说起《“青山夕照”作品集》序《学
艺录》自序人物风采学习着是美丽的——上海老年大学纪实世界因奉献而精彩——记上海老科协多姿
多彩的活动发挥各类老年协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不做时代的落伍者——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
工作纪实一树独先天下春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左淑东校长追思多彩人生——记新闻界老前辈夏其
言同志西光同志在复旦难得身后言——记一次追思会一位受人敬佩的老报人房东妈妈我的母亲绚丽晚
霞让晚霞更绚丽——写在国际老人节之际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皖北记忆让我们昂起头颅，挺直脊
梁人生百岁不是梦一路歌声忆当年快乐的中学时代灾难见证中国精神错位大师，而今安在？
刚直与圆通权势、人格和其他照镜杂说心中的延安生命之歌笑——献给我们的世博会青松颂童年的夏
天天南地北傣家风情乌江边上一条街在沈从文的家乡登岳阳楼兰州风采祁连古道行历史名城武威塞上
江南金张掖茫茫大漠访镍都天下雄关——嘉峪关来自敦煌的消息世界艺术宝库——敦煌寻访缘缘堂过
严子陵钓台沈氏旧园怀诗翁绿色宝岛武当山一角黄洋界抒怀堵车记晋祠，值得一去峭壁上的悬空寺为
西湖而醉农家乐成了新时尚波恩，贝多芬的故乡汉堡掠影大墙两面汉学研究成了热门课西德报业面面
观华盛顿一日箱根之旅走近红场彼得堡印象老记游西欧东欧纪行我们的徐导一点感想外出旅游要讲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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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种心态和三种类型　　郝铁川同志在文汇报发表《做官的三种心态评析》，读后，颇有同感。
只是还想稍做些补充。
　　三种做官心态：一是“往上做”，二是“往下做”，三是“往后做”。
这三种状态是一种动态的分析，因此都有变化和发展，也有分化，其结果就大不相同。
　　“往上做”的，文章分析了两种趋势：一是正常的官职升迁，表明了一个人的进步和成熟。
这是可喜可贺。
“往后做”的人，也有一些本来学有专长，一旦做官，就忘乎所以，不思进取，浑浑噩噩，热衷官场
的一套，吃吃喝喝，送往迎来，潇潇洒洒，不干实事，为官而不思学习者，必然思想僵化，精神空虚
。
最终沦为一无所长的只能“当官”的官僚主义者。
　　倘有少数将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升迁上，在谋求上升官位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免就要“拉关系
，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杀人谋官”；而为了笼络人心，就弄权耍滑，见风使舵，拉帮
结派，大搞阴谋诡计，甚至不惜诬陷谋害他人，无所不用其极。
这类人实际上已堕落成为政客。
　　“往下做”的也属于服务型的，即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实事的。
这是共产党的干部应当立志成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的。
往下做不仅“愈做事业愈大，机会愈多，天地愈宽”。
而且越做本领越大，学问越大。
不是吗？
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有多少同志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学会许多本领。
不仅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执政，学会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且学会了各种专业和本领。
因为“往下做”，他看到的是群众，是祖国，学习的动力越大，做好工作的干劲也越大。
’原华东局宣传部老领导匡亚明同志，参加革命前只念了三年书，但在革命队伍中干什么学什么，解
放初期就担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又担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和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最
后还是全国孔子研究会的会长，学问深得很。
应当说，“往下做”的，也有不少就应属于“往后做”的。
任期期满，离退休后，还可以充分发挥余热、终身学习。
　　因此，我认为：这三种做官的心态，随发展趋势，可以成为各种类型的干部，择其要者，则基本
上是三种类型的人物：即服务型、学者型与政客型。
当然，学者型的可以包括在服务型以内，而服务型的也可以转化为学者型的。
两者不是绝对不变的。
而学者型和政客型两者的区别，在于：　　一是学者型的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
好学深思，实事求是，认定心中的真理，执着追求，不当“气象学”家；政客型的则精于权术，弄权
耍滑，可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将群众戏弄于股掌之间而自鸣得意。
　　二是学者型的保持人格独立，不看来头，独立思考，要求尊重，也尊重别人；政客型的为求升迁
，拉关系，找靠山、拉帮结派，认人不认理，甘当奴才。
“老爷说的准没错”，自己在主子面前当奴才，也要别人像奴才对主子一样服侍他。
　　三是学者型的埋头拉车，甘当“老黄牛”，没什么政治心机，不屑于拉关系，找后台。
时下，则被称为“不善协调”。
而政客型的则是八面玲珑，四面讨好，一旦得势则端架子，显威风，作威作福，似乎有了权，样样都
懂，样样内行。
倘若他们来了“积极性”，大搞“形象工程”，必然坏事。
　　从目前官场的生态环境看，由于缺少有效民主制度和监督机制，缺乏真正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
机制，给政客型的干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官场上两种类型的干部，往往是学者型的吃不开，兜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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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型的又专门研究揣摩领导心理，容易得到赏识和升迁，官越做越大；而学者型的“认理不认人”
，常被称之为“不听招呼”、“政治上不成熟”，被弃置一旁，官越做越小。
　　政客型的干部和领导经常“亲密接触”，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学者型干部忙于学习研究
，没有时间串门，联络感情，他们最好的下场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弄不好还被一脚踹入“冷
宫”。
　　为贯彻科教兴国方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更需要造就新一代的学习型、专家型的
服务型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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