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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三分成绩七分水，三分努力七分运气，三分才能七分运作，没有辅助措施，
不会向外借力，不走捷径，就没有天才、人才、英雄、好汉、英杰，就只能怀才不遇老死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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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位书生意气的青年，因自己的文章引起县委书记注意，从此步入政坛。
他同时遭遇了玩弄权术的上级、精于暗算的同级、狡诈圆滑的新知、落魄走险的旧交、侠肝义胆的游
民⋯⋯而女友的权势背景。
更是让他在情场和官场之间颠簸不已。

《借力》心得：
一个没有自己的目标、为别人的理想努力的人，是典型的被借力。
就算做再大的努力；那也不过是帮人搭梯子，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牺牲。

对每个人来说，被借力是必然的，而强弱的区别就是在被上司借力的同时，你有没有同时借力于上司
。

千万别自我安慰说觉得这个人不像是会利用你的人，你永远也不知道谁会利用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利用你，只须知道每个人都有可能利用你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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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成，原名陈金鹏，湖北咸宁人，大学本科毕业，经济学士，作家。
做过临时工、合同工，当过粮站及粮管所验质员、邮电线路维护员、邮电工会干事、财政所会计、财
政局政工员、市直机关纪委副书记、社会保险办公室副主任、劳动局力公室副主任、地委丰要领导秘
书、市委办公室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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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秘书当家　　铃声大作，秘书余兴林顺手拿过话筒贴在耳边，黑色话筒与他苍白的脸构成
一张太极图：“喂，您好，我是文山公社老余，请讲⋯⋯”　　“我是丁山⋯⋯”对方自报门户。
　　“哦！
是丁大才子。
”就像听到立正命令，余兴林倏忽从座椅上弹起，身体站成一张大弓， “丁大才子请指示⋯⋯”　　
对方不仅仅是才子，也不仅仅是县委办公室调研科副科长，还是县委书记的秘书。
　　没有指示，要秋播数字。
地委书记吕迎春要来都灵视察，汇报材料总不能用过了期的老皇历，得用最新数字充实。
　　数字贮存在余兴林脑子中。
他是文山公社的活字典兼活地图，参加工作就在文山，两度出任公社秘书，对文山情况了如指掌，要
什么给什么，随要随给，既不会出错，也不会“恼梗塞”。
　　丁山一边记录一边夸他脑子管用。
他的心思不在数字上，而是瞅准机会打探内幕。
对方是领导身边人，满肚子装着高层动态、内部消息，透露一点也能让他在同僚面前充大，还能让领
导刮目相看⋯⋯　　确有不少内幕，可是不能说，特别是不能对局内人说。
余兴林属于局内人，传播的对象也是局内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传到领导耳里，不出事不说
，出了事他是第一个怀疑对象⋯⋯但是不能一点不说，一点不说不够朋友，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增
广贤文》上所说的，“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那好，拣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开涮。
　　真有好消息，又要撤社设区建乡，恢复“文革”前行政区划建制⋯⋯好，看得见的利益就是文山
公社升格为文山区，区管乡镇，水涨船高，他这个公社秘书就成了区委秘书，说不定还能下到乡镇捞
个一把手干干⋯⋯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做起扩胸运动。
　　把身后邮递员老范击中。
　　老范捂着胸口要骂人，却开不了口，对方是老熟人老领导，只能自认倒霉。
　　余兴林坐回板凳，拿着秘书的调子问对方《诗刊》来了没有。
他是诗歌爱好者，写了不少格律诗，就是没有发表一首，所以自费订阅《诗刊》研究《诗刊》，希望
能在“贵刊”一炮打响。
　　只有《半月谈》，没有《诗刊》。
老范要他签字。
杂志要签字报纸不签，给人的感觉是杂志比报纸金贵。
　　余兴林提起蘸水笔署上大名。
　　“还有，”老范将一张绿色单据摆在他面前，“有一张稿费汇款单。
”　　稿费？
余兴林的手和心同时颤抖起来⋯⋯投稿多年不见稿费，终于盼来这一天。
　　却不是他的名字，是熊文彦。
　　是不是搞错了？
公社干部不是大老粗就是半边户，有文化的没有这个雅兴，有这个雅兴的没有精力，唯有他三十年如
一日笔耕不辍。
　　对了，肯定是笔名。
他的笔名很多，多得连自己都记不清。
不是自找麻烦，而是生意不好诊柜台，作品不能发表怪名字不好，于是三天两头换名字，希望好名字
带来好运气，起了一大堆名字，有中国人名字，有外国人名字；有男人名字，有女人名字；有单姓，
也有复姓；就是没有熊文彦这个名字——千真万确没有。
　　“把汇款单退回去。
”他说。
　　老范问他这是不是都灵县文山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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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都灵县文山公社管委会。
加了三个字意义不一样，文山公社与文山公社管委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山公社管委会没有熊文彦
并不等于文山公社也没有，也就说这封信要送到熊文彦手里还得在全公社范围内寻找⋯⋯送信是邮局
的事，与他无关⋯⋯突然发现新情况，汇款单上还有一行醒目小字——人民日报社。
　　其实不醒目，整张汇款单字体一样，墨水一样，之所以醒目是因为《人民日报》在他心目中占据
重要位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十三年前的教训沉痛而又深刻，那时他就是现在这个职务，只不过名称不同，现
在叫管委会，那时叫革委会。
祸起萧墙，大难来临时没有一点征兆，公社造反派头目李志浩发现公社革委会机关厕所茅坑中有一张
废旧《人民日报》，巧得很，报纸上有领袖接见外宾照片。
这还行，亵渎伟大领袖是犯上作乱，马上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李志浩要在出元凶。
怎么查？
机关干部都是用报纸当手纸。
不是不珍惜旧报，而是物资匮乏，妇女专用卫生纸都得凭票供应，上哪儿找手纸？
众口一词，没有人承认用旧报纸当手纸。
不仅不承认，还没有人检举揭发。
不能结案就不能向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交代，必须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谁是人选？
找不到真凶找源头，余兴林成了替死鬼。
他是秘书，报纸、报夹放在他的办公室，收报、夹报、管报是秘书的职责，其他人、其他地方没有报
纸。
理由成立，他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其实他比谁都爱惜报纸，还有剪报的习惯。
现在不能说，对党报动刀动剪性质更严重。
喊冤。
给一次改正机会，也是立功机会——让他交出“罪魁祸首”。
他哑口无言。
结案。
李志浩立了大功，他却背上反党罪名，直到前年才平反昭雪。
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不能重蹈覆辙。
　　他收下汇款单。
　　老范走后余兴林搬出一摞《人民日报》，按图索骥，找出1981年284期报纸，一目十行地搜索熊文
彦的大名。
四个版面翻完却没有找到要找的人。
又回过头看了一遍汇款单，没错，清清楚楚写的是这一期。
再找，还是没有发现。
怪哉，堂堂中国第一大报咋会出错？
肯定是自己眼瞎。
改变方法，逐行逐句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原来是一则没有标题的三百多字的消息，作者名字放在文章结尾处还加
一个括号，与其他十几条消息挤在一块，共用一个标题。
　　难怪找不到，版面太小，比豆腐块小一点比火柴盒大一点，加之犯了经验错误，作者署名有两种
形式，一种是署在标题下，一种是署在文章尾部；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前一种形式上。
不管怎么署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就不简单了。
这个熊文彦肯定不是一般人，所写的文章肯定不是一般文章，得赶紧拜读。
　　大失所望，这也叫文章，难怪乎登出一个多月没有一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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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兴林在心里瞧不起。
不是吹牛，随便从他的草稿堆中抽出一篇，都要比这篇文章强；不是强十倍，而是百倍，甚至千倍。
　　一定是编辑看走眼。
　　不是滋味，他向《人民日报》投稿上百篇，却没有一篇被看走眼，是老天不公还是运气不好？
为了能成为都灵县《人民日报》发稿第一人，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写文章，风雨无阻地投寄，希望一鸣
惊人，没有想到让一个无名之辈抢了头功。
前年都灵县委宣传部出台一项奖励措施，凡是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的予以重奖，级别越高奖金越高
。
长短不论，标准统一：地级五十元，省级一百元，《人民日报》一万元。
方案公布后舆论哗然，焦点在《人民日报》奖金上，认为脱离县情。
有比较就有鉴别，县委书记吴家有的月工资也只有六七十元。
很有道理，但吴家有不这么认为，还认为低了。
他说解放近三十年，都灵县年年订阅大量《人民日报》，而在《人民日报》上没有看到都灵的只字片
语，五十二万人口的都灵就不该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一回脸？
不高，就怕没人拿奖金。
被他言中，两年过去无人将万元大奖收入囊中。
都灵江郎才尽？
面对责问，自命不凡的本土“作家”“诗人”“记者”“文人骚客”无颜见江东父老⋯⋯现在好了，
杀出一匹黑马，总算为都灵的“文人”正了名。
　　是大事也是喜事，是熊文彦的光荣也是“文人骚客”的光荣，更是文山公社的光荣，迅速向党委
汇报。
　　余兴林在院子里转了三圈，没有找到汇报对象。
十五个党委成员——五个正副书记、七个正副主任加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装部长，全部不在家，
都下到大队、生产队督促秋播生产，只有几个小“萝卜头”在家维持机关正常运转。
　　余兴林重新回到凳子上，正想拨电话询问周书记行踪，听到汽车喇叭声，抬眼看窗外，一辆北京
吉普迎面驶来。
不用问，有资格坐北京吉普的一定是县委领导。
　　是县委书记吴家有的坐骑。
　　来得不是时候，只有兵没有将谁接待？
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当然是他这个小秘书。
公社一级不设办公室主任，秘书就是“大内总管”。
秘书可大可小。
大时代表公社党委，小时端茶倒水。
　　“吴书记您好⋯⋯”余兴林边说边朝吴家有靠拢。
身份决定行动，他放不开。
既不好靠近，又不好主动上前握手。
　　吴家有看出他的窘态，伸出大手，“老余，守岁同志在家吗？
”守岁指的是公社书记周守岁。
　　余兴林说不在。
　　不能被动问答，还得主动迎宾，余兴林请吴书记先到会议室休息，他去喊周书记回家。
　　吴家有停止脚步。
要找的人既然不在，那么就没有进去的必要。
此行的任务是检查秋播生产，到公社来无非是想拉周守岁一起下乡，顺便了解文山秋播进度。
　　吴家有重新回到坐骑上。
就在关门的刹那间，余兴林主动请缨，“吴书记，周书记他们都不在，我陪您下乡怎么样？
”　　吴家有说：“你给我把门看好，哪里都不准去。
”不是嫌他官小，而是身份特殊；任何人都可以调遣，秘书不能调遣；秘书一走，公社机关就要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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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计。
　　“是！
”余兴林从吴家有话中得到鼓舞，突然来了灵感，啪的一声，来了一个军人的动作——立正敬礼。
　　由于不标准，把人逗笑了。
　　吉普车伴随着吴家有的朗朗笑声绝尘而去。
　　余兴林还立在原地自我陶醉。
刚才的表现虽然有些夸张，但不过分；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自然得体不失人格，还有几分诙谐。
　　正欲转身，被人挡住，是李志浩，“余秘书，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县委吴书记？
”　　他怎么会不认识吴家有？
李志浩当了十一年公社行政一把手，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打过交道，认识的人比余兴林多得多。
　　是想找由头跟余兴林搭话。
　　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余兴林问他不在家搞秋播生产，跑到公社想打谁的歪主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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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做官之借力》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三分成绩七分水分，三分努力七分运气，三分才能七分运作，没有辅助措施
，不会向外借力，不走捷径，就没有天才、人才、英雄、好汉、英杰，就只能怀才不遇老死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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