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途偶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道途偶拾>>

13位ISBN编号：9787806516959

10位ISBN编号：7806516956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羊城晚报出版社

作者：穆夫 著

页数：4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途偶拾>>

前言

　　“杂文的品格是很高的”——访著名杂文家穆夫　　要采访王锐聪，我有点作难，既没听说过这
人，又没读过他的作品，手头也没有半点相关的背景材料，如何着手？
　　我怀着这种惴惴不安敲开了他的家门。
开门的是一位精神矍铄、温和中透着刚毅的老人。
我说明来意，他连连摆手，且神情颇有点严峻，近于声明似地说：“我不是杂文家，更不是著名杂文
家！
——只是写过一些而已。
”　　我们聊起来。
　　他说他的杂文都是以“穆夫”笔名发表。
哦，穆夫，这我是知道的。
早些年在《羊城晚报》、《经济日报》、《新观察》时常读到他的文章。
清新、敏锐、平易、幽默，时有精妙之语独到之思令人叫绝。
穆夫的杂文曾编入《当代杂文选粹？
穆夫卷》、《中国新文学大系？
杂文卷》、《杂文创作百家谈》、《花边三百三》、《湖南新时期十年文艺作品选》等书。
　　王锐聪——穆夫。
怎么能不称著名杂文家！
老人是过谦了。
　　王老的杂文创作可分两个时期。
40年代抗战时期，他曾在聂绀弩主编的《野草》和《力报》的副刊《新垦地》发表过多篇杂文。
与廖沬沙、周立波、草明诸人一起办过报或刊。
80年代起，他又重执杂文之笔，并迎来他杂文创作的丰收期，一周之内总有一两篇见报。
难怪大家都知道穆夫。
　　我们从什么是杂文这个“人之初”的题目谈起。
王老说，杂文不是重武器，也不是重型机械。
但杂文也有自身的特点。
写杂文，他有一条座右铭：坚持真理，疾恶如仇，有感而发，要讲真话。
　　他认为，写杂文不是做文字游戏，不是茶余酒后的油腔滑调，而是一种庄严的劳动。
他不无幽默地说，杂文总是有感而发。
首长可以布置你写报告、写总结、写批判，以至写小说，编剧本，却没有听说首长布置写杂文的。
既然是有感而发，触物生情，就难免触动别人的神经，干扰人家的睡眠。
我就有过这种体会。
所以我曾经说过这样的笑话：当官的不写杂文，写杂文的不能当官。
哈哈哈⋯⋯　　王老收住笑容，严肃地补充：写杂文难免要遇到一些麻烦，总有人喜欢捕风捉影，对
号入座，你有什么办法？
但你的杂文要是无关痛痒，变成文字游戏，那就不叫杂文了。
　　谈起杂文，王锐聪有种圣洁虔诚之感。
他认为，杂文的品格是很高的。
这种高品格就在于杂文要讲真话。
他说，人类经历过和想象到的任何时代，都有真善美和伪恶丑的矛盾，都有前进和倒退、先进和落后
、新生和腐朽的矛盾。
因此不存在什么“不是杂文时代”。
我们任何时代都需要杂文。
　　他很推崇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巴金。
他说，学习鲁迅不只是学他的文字技巧，而主要是学习他讲真话，学习他讲真话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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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欣赏巴金的《随想剝，从不装腔作势，不打官腔，娓娓而谈，纯朴的语言，真实的感情，读来亲
切。
　　他主张杂文要有刺有辣，正如湖南人吃的辣椒。
一刺一辣，正中要害，大汗淋漓，这才过癮，这才解决问题。
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王锐聪总结出杂文写作的“三忌”。
一忌文无新意，陈词滥调，面面俱到，王婆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二忌不痛不痒，圆滑无棱，四平八稳，顾虑多多。
他说，现在报纸上言论多起来，其中也有很多好杂文，这是可喜的。
但有些杂文却有流于短论、短评的倾向，失去了杂文的特色，这在写法上就不是杂文了。
三忌言之无物，空话连篇，装腔作势，穿靴戴帽，做官样文章打官腔，这类东西最令人生厌。
　　我们又扯起了杂文的形式问题。
王锐聪高兴地说：近几年，杂文出现高潮，风起云涌，遍地开花，特别新闻界作为杂文的主力军，提
高了杂文的声望。
杂文之所以受到欢迎，除了内容外，它的形式也是重要因素。
杂文短小精悍，读者易于读且乐于接受。
但短小不是唯一特点，光短不是杂文。
杂文也不要油腔滑调，鲁迅就不油腔滑调。
这和旧社会杂文不同。
那时讲话不易，来一点油腔，方滑得过去。
现在就不必了。
但杂文却不拒绝幽默，需要幽默，因为杂文是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的。
他很赞赏《羊城晚报》专栏作家微音的杂文，敢说真话，抓住关乎大众利益的事加以评议，起到舆论
、教育、监督的作用。
比如广州放爆竹，微音一讲话，响应者众，这样的陋习就扫除了。
可见杂文的力量。
这应该成为杂文的方向之一。
　　王老儒雅风趣，直抒胸臆，与他谈杂文是件乐事。
他把杂文视作一门艺术。
对杂文如今的尴尬地位表示不解。
他说，杂文队伍为什么不能进文联？
纯文学刊物少有杂文，这实在也是遗憾。
希望报纸副刊都有杂文内容，副刊无杂文无味。
当你读到一篇精妙的杂文或杂文中精妙主语，不由得不拍案叫绝，要高喊一声：好！
——这不是艺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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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几年，杂文出现高潮，风起云涌，遍地开花，尤其是新闻界成为杂文的主力军，提高了杂文的
声望。
杂文之所以受到欢迎，除了内容外，它的形式也是重要因素。
杂文短小精悍，读者易于且乐于接受。
　　王锐聪——王穆夫，杂文家。
对杂文有种圣洁虔诚之感。
他认为杂文的品格是很高的。
这种高品格就在于杂文要讲真话。
他说，人类经历过和想象到的任何时代，都有真善美和伪恶丑的矛盾，都有前进和倒退、先进和落后
、新生和腐朽的矛盾。
本书是他的杂文精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途偶拾>>

作者简介

　　王锐聪，又名王穆夫、魏奇英。
1919年生。
湖南益阳人。
长沙广益中学高中、溆浦民国大学经济系、塘田战时讲学院研究班学习。
中共党员。
历任《抗战曰报》编辑，《南宁商报》编辑主任，《龙江日报》编辑主任，《开明日报》编辑，柳州
《广西日报》编辑主任、副总编，桂林文化供应社、桂林石火出版社编辑、编辑主任，广西武鸣中学
、隆山中学、南武师范、桂林师范、桂林女子师范教师，湖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湖南省政协委
员、省政协科技组副组长，湖南省创造学会理事长，湖南省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
著作有《当代杂文选粹1（穆夫之卷）》，杂文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杂文创作百
家谈》、主编《中国当代发明家辞典》共三卷，《穆夫文存》等。
1986年国家科委授予荣誉证书，内称王锐聪同志“你在创建我国科技情报事业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文化大革命”中蜗居“牛棚”浪费光阴九年。
1989年离休。
2006年被评为湖南省科技厅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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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道途偶拾漫话“内部读物”让贤不是撂担子漫谈绿化要后来居上令人向往的学术气氛想起万物
之灵的特性超过麦尔斯伊甸园的故事识才和爱才茅屋里装电梯一块黑板报做人的道德谁来作主“看碟
子”只能收起论据从何而来？
楼梯的故事切勿依样画葫芦让和尚都去挑水浦来士之耻隔靴抓痒奇哉高考试题预测与沙漠竞赛也是吃
饭问题不在乎标签且说“另一种倾向”何来“经验关”美的享受多余的文章诽谤者有罪我们岂能办不
到？
市长研究班联想楚霸王跳芭蕾舞根深叶茂有感于无价之宝只差三个月⋯⋯以貌取人效应保姆的资历经
济效益种种千手千眼观世音教授经商及其他被遗忘的角落巴金的提问走马灯效应余热云云何必动此肝
火酒吧间的诀窍幻想而已矣，科学云乎哉！
第二辑奋起赶路要有一种气氛为什么不应该翻过去呢要提倡“麻雀的鼻子”一条“低标准”靠群众的
智慧“罪人”与“被害者”是谁鳄鱼的精神也谈“马太效应”⋯⋯最易识别的特征忆苦与除害有人无
事做议向探马学习闲话工作干部不工作人人是创造之才坚决支持发明者深感不是滋味低层次的好管家
并非万应灵丹汪笑侬的发愤诗中无我论闲话油炸臭豆腐碑刻的命运说话行文的学问郭老、巴老及其他
难逃冥王惩处假如辜老头还活着外行谈画人三轮车夫的玄虚再谈对“乡土杂文”的浅见谁该先“艰苦
”？
标题有术及其他以“开会”的名义大明星的“名言”布比拉的故事旧报拾遗新道德与第六爱另开小洞
辣椒炒辣椒过年忆旧人情养鸟享受开会有学问吸收与消化小议开风气之先难忘的情谊钢铁是这样炼成
的子虚乌有被评奖谁敢像卢梭那样忏悔？
想起了陈嘉庚第三辑大功告成帽子的故事没有奖章的光辉何必美化乾隆要为孩子们着想寂寞的丁老搅
混水摸鱼怀念陈国达教授事业单位的生命是业务由臭豆腐想起的从谕单到标语莫打错了板子来自旅游
胜地回忆“讲圣谕”猗欤盛哉麻将牌知识分子陈仞的遭遇一位崇高的营长同志故乡之梦一位102岁的“
年轻人”颜习斋的谠论栗栗一种本能的反应怪事引起的思考拿来主义不是吃现成饭引进?消化?创造事
必躬亲议无知与已知共同协作，一致向外愚蠢的公式孟夫子的高见值得企业领导者深思谈触景生情旅
客也植树放脚与剪头“向钱看”一议学术界的现代气息白莲藕“解放思想”问题什么是改革的关键科
学发展观与实践娃娃成人化议伟大的母爱路边种树的故事尊师的古风学术云乎哉？
发挥环保的力量发明大王的竞争忆逊夫同志曾国荃祈雨耀邦同志的教导：要热心，要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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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切勿依样画葫芦　　大家痛感工作效率、生产效率不高是由于缺乏科学管理。
据说我国时下的管理工作，比国外落后了十多年，于是纷纷介绍国外的管理科学。
　　国外的确有科学的管理方法，有研究管理的学科。
过去介绍了运筹学、线性规划之类；近年来有科学学、系统工程学、价值工程学等等。
这是令人可喜的。
　　一种新的学科，开始总是有一个介绍、引进的过程，但不能停留在介绍这一点上。
要研究我国自己的管理实践，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研究管理学。
记得早在1972年，有个外国的生物学教授来华讲学，离去时发表一封公开信，说当时中国的生物学完
全是舶来品，既不根据本国的材料，又不适用于本国的情况。
留学生回国。
也只有外国生物的知识，对本国的动植物一无所知，这是不行的。
这个公开信讲得十分中肯。
过了五十多年，今天翻出来一看，还很有意义。
　　介绍外国的管理经验，只能选取先进的、合乎我国实际的，不加选择地照画葫芦，不会带来益处
。
切莫以为外国的管理都是科学的。
举两个例子：香港有一家周刊，在介绍管理经验上。
有一条就公然是“权术”，认为主管人员要玩弄权术。
据说。
如果有人向主管人提出什么要求，即使可行，也不要答应。
否则就是“屈服于别人的要求，将否认了主管的某些特权”。
主管人“运用阳奉阴违的技巧是明智的”。
要装得对问题“一直在考虑、研究和规划，他一直在‘进行’中，但从没有真正做它”。
这种权术，于公不利，也害人非浅，我们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还有一个美国的所谓管理学家劳伦斯？
彼德，提出“彼德唠叨术”，用以应付上面来的督促和检查。
这种“唠叨术”分为“言之无物法”、“不知所云法”两种，即是“对于重要的字眼故意含糊扯过。
而对无关紧要的陈词滥调，则说得清清楚楚”。
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和欺诈之术，居然戴上管理方法的面具。
实与管理科学相去十万八千里。
对于这一类的“管理方法”。
我们是绝对不能赶超的。
越赶超就越堕落、越腐败！
　　科学管理的目的是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总离不开时间观念。
常感我们效率不高，缺乏时间观念。
在这个方面，我们岂止比不上外国，也比不上古人。
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的故事，乃众所周知，无须多说。
研究管理学的，实在有必要调查和分析研究一下。
我们为什么效率如此之低、时间浪费如此之慷慨的原因。
对于这个痼疾，应该探寻一些有效的疗法。
不然，运筹学也好，系统工程也好，都还只能停留于述而不作、隔靴抓痒的水平，成为纸上谈兵而已
。
我们研究科学的，决不可满足于凑个热闹。
虽然，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管理科学的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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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12月17日《羊城晚报》）　　让和尚都去挑水　　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少则三五人，
多则十几位。
一分力量加一分力量，等于两分力量，这是三岁娃娃也会计算的。
可是到了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这个计算得出的答案，有的则是负数。
　　三五个、十来个领导干部之中，必有一个为主的，其他副职各有分工。
但有些单位，事无大小副职都做不了主，都要为主的拍板。
为主的往往很少接触各方面的实际，不是通家，又不能说“我签字，你负责”，拍不下板来。
于是只好开会，一个芝麻大小的问题，往往十天半月也不能解决。
　　厅局领导班子下面还有处室领导班子，又是一群。
工作如何抓？
有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副厅长不能按业务分工去抓副处长，只能通过厅长去抓。
厅长又只能抓那个抓总的处长。
不按这个“组织程序”去抓，据说就是“越权”，就会不利于“团结”。
处长下面有正副科长，又是一群，照此办理。
而且一层层开会。
大家实在是很忙的，忙得只有时间看文件，没有时间学习和研究文件；只有时间听汇报，没有时间研
究汇报中反映的情况和问题。
这里一加一等于二的计算公式不适用，适用的公式是一加一等于负二。
　　问题何在？
和尚多了。
调整来调整去，只见和尚加多，不见和尚减少。
只见和尚扯皮，不见和尚挑水。
分戏票、赴宴会，手都从四面八方伸出来，真是闻风而动；一旦提出谁下去解决问题，手都不见了。
　　和尚多了固然是问题，如果真能分工负责，有职就有责。
挑水的和尚挑水，没有水喝，打他的屁股；煮饭的和尚煮饭，饭煮不熟，打他的屁股。
而且主持挑水的大和尚把所有挑水的小沙弥都指挥调动起来，主持煮饭的大和尚也把所有煮饭的小沙
弥指挥调动起来。
问题也不复杂。
但是按“组织程序”，主持挑水的和尚要调动挑水的和尚挑水，还必须通过管花名册的和尚。
主持挑水的和尚无权管理挑水的小沙弥。
否则又是“越权”。
管花名册的和尚不答应。
结果还是只见和尚扯皮，不见和尚挑水。
不论大庙小庙，凡是效率低、无水吃、扯皮多的，都存在这个问题。
　　干部总是有提升的，其速度远比老干部退休和自然减员高得多。
因此科长、处长、厅长⋯⋯正的、副的日见其多。
人多不一定好办事，除上面谈到的以外，还有一点：根据习惯。
一当上“长”，便只能忙于画圈、开会。
本来擅于挑水的不挑水了，他的工作是吩咐别人去挑水。
于是，不做实际工作的人便多起来，扯皮的人也多起来。
　　看来，精简机构。
不单纯是减少人员和层次的问题。
还有一个能够人人动手，各尽其责，各司其职，不光喝水而不挑水的问题。
这不是新话。
却是值得一提再提的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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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锐聪——王穆夫，杂文家。
早些年在《羊城晚报》、《经济日报》、《新观察》时常读到他的文章。
清新、敏锐、平易、幽默，时有精妙之语独到之思令人叫绝。
穆夫的杂文曾编入《当代杂文选粹·穆夫卷》、《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杂文创作百家谈》
、《花边三百三》、《湖南新时期十年文艺作品选》等书。
近日，穆夫又把他的杂文精选汇编成《道途偶拾———穆夫文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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