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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惟拍了拍陈山的肩，露
出很淡的笑容，说，你和见她之
间，还有五次电话的距离。

又说，我亲自来接你，你最好
对我客气点。

陈山就不再说话。他抬起头看
着十六铺码头的天空，那天的阳光
明亮得一塌糊涂，客船在阳光下发
出一种令人晕眩的不太真实的光
辉。热闹的人群和蒸腾的水汽，让
陈山觉得这个画面显得不太真实，
仿佛走进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拾捌
在梅花堂荒木惟的办公室

里，陈山终于听到了陈夏的声音。
陈夏说，小哥哥。陈山手中的话筒
里灌满了风的气息，仿佛陈夏那边
是一个对面的春天。遥远，而又像
是近在眼前。陈山问陈夏在哪儿，
陈夏在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说，我
不好同你讲的。小哥哥，你等我。

除此外，陈山从话筒里传来
的声音中捕捉不到任何信息。

陈夏说，你在荒木先生的办
公室里。

你怎么知道？
我听到了鱼缸里水的声音。

荒木先生喜欢养鱼。

最后陈山把话筒放回了电话
机上。荒木惟一直站在天皇的画
像前，反背着双手，虔诚地和墙上
的天皇对视着。他其实已经很清
晰地听到了陈夏在电话里说了什
么，所以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微
笑着说，我来告诉你吧，你妹妹在
日本。她回来的日程，应该是天皇
陛下的生日以后。

这和天皇生日有关系吗？陈
山问。

当然有关系，你妹妹会为天
皇效劳的。天皇陛下的生日，是
01年 4月 29日。那是一个伟大国
家的节日，叫作天长节。

傍晚的时候，陈山离开梅花
堂走在了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突
然觉得在重庆逗留的短短的时
间，让他像是从客居他乡回到故
乡。此时此刻，这个国家正全身长
满了伤口，他就在这样的伤口中
进进出出。然后他走向了宝珠弄，
走到了自己家门口。在一张躺椅
上，陈山看到了盖着一床棉被晒
太阳的父亲。他睡着了，灰白的头
发耷拉着，像一个苍凉的孤儿。陈
山就安静地站在父亲陈金旺的面
前，他想起了十六岁那年，自己背

着妹妹去码头找陈金旺。他被一
块断砖绊了一下，所以他一个踉
跄把妹妹摔得老远。陈金旺举起
了一根棍子，重重地砸在自己瘦
骨嶙峋的背上。他觉得自己仿佛
是被父亲敲成了两半，剧烈的疼
痛让他直不起腰来。现在陈山开
始无比怀念十六岁的疼痛，那种
怀念让他没有勇气面对现在这个
柔弱得像一根稻草的老人。陈山
掏出手帕，认真而细心地替陈金
旺擦去了嘴角的口水。这时候，陈
金旺醒了过来，他已经不认得陈
山，所以他眯着一双浑浊的眼睛，
口齿不清地问，侬寻啥人？

陈山说，我寻陈山。
陈金旺说，陈山是啥人？
那你知道陈河是啥人吗？
陈河是我大儿子啊。
那你知道陈夏是谁吗？
那是我女儿呀。
陈山的心中就涌起一阵井水

一样的悲凉。他又在陈金旺的面
前站了一会儿，春天的风掠过他
的眼睛，让他的眼睛干涩而肿胀。
他点着了一支烟，猛地吸了一口，
然后把烟送到陈金旺的嘴边。钻
在被窝里的陈金旺露出一个头，

像是一只在洞口探头探脑的青
蛙。他叼住烟，慢吞吞地吸着。陈
山转身离去了，走出几步路后，陈
金旺的声音突然从后面跟了上
来，他说哈哈，我想起来了，你是
弄堂口的李阿大吧。阿大，我想吃
你摊上的生煎。

陈山的鼻子突然就酸了，他
看到弄堂里的一盏路灯亮了起

来。黑夜正式来临了。
陈山居然在弄堂的拐角撞见

了哥哥陈河的身影。陈河的脚边是
一只皮箱，不远处弄堂口的电话亭
边上，停着一辆福特轿车。陈山就
盯着陌生而熟悉的陈河看，陈河穿
了一件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很有派头的样子。后来陈山笑了一
下说，真没想到，原来你还活着。

陈河说，我来看爸爸。
陈山一拳挥了过去，重重地

打在陈河的鼻梁上。陈河的鼻血
随即挂了下来，但是他没有用手
去擦，而是笑了，说，你打我一拳
好的，我心里会好过一些。

陈山说，有家不回，你怎么对
得起老东西。

陈河说，我写信讲，我们学校
搬到了昆明……

陈山说，你就是搬到了太阳
上，你也还是陈金旺的儿子。

那天唐曼晴从福特车上下
来。她叼着一根细长的烟，穿着一
身紫色绒布旗袍，脖子上挂着一
根狐狸皮围巾。她迈着细碎而从
容的步子走过来，看上去那只狐
狸就在她的肩上一耸一耸的。唐
曼晴走到陈山面前，挡在了陈山

和陈河的中间，用一双丹凤眼盯
着陈山看。陈山笑了，他伸出手去
小心地替唐曼晴捉去狐狸皮上的
一根头发，然后说，你怎么把自己
的皮围到脖子上去了。

唐曼晴掏出一盒火柴亮着了
烟。她竟然是没有打火机的。她挥
了挥手中的火柴，将那团小火焰
给挥灭了。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就
那样吐出一口烟来，双手环抱着
自己，逼视着陈山。

陈河说，曼晴！
唐曼晴仍然没有说话。陈山

却说了，你怎么勾搭上这个婊子
的，她欠我两根肋骨。

唐曼晴喷出的烟雾，在弄堂
的路灯底下升腾了很久，长时间
的没有散去。这让陈山有一种生
活在仙境的错觉。最后唐曼晴把
烟蒂在墙上揿灭了，那些细小的
火光星星点点地往地上掉。唐曼
晴一把捉住了陈河的手腕，只说
了一个字：走！

唐曼晴拉着陈河的手腕匆匆
离开。婊子，陈山一边骂，他的肋
骨也不由自主地疼痛了一下。他
觉得他在唐曼晴面前没有一点力
气。他更喜欢荒木惟。

拾玖
在同仁医院，梁医生告诉陈

山和张离，陈金旺的头部受过一次
重伤，并且昏睡了至少三天以上。
现在他的记忆是缺失的，就像是被
人挖走了一样。陈山就知道，在他
们三兄弟相继离开上海的日脚里，
父亲一定遭遇过什么。在他每天长
时间的昏睡中，甚至削弱了对儿女
们的记忆。陈山在一个有些凉意的
下着小雨的清晨接父亲从同仁医
院出院，在宝珠弄弄堂口的李阿大
生煎摊，他请父亲吃了一回生煎。
潮湿的风一阵阵吹来，陈山突然觉
得父亲畏畏缩缩的像极了一个小
孩。他坐在雨棚底下，紧张地四下
观望着，又紧张地盯着生煎，生怕
那些生煎被陈山偷吃掉了。

为陈山接风的舞会安排在米高
梅。陈山告诉张离，台上那个搔首弄
姿的就是米高梅最红的歌舞红星唐
曼晴，一个十足的女汉奸。每次阴雨
天或者是看到这个婊子的时候，陈山
的肋骨就会隐隐作痛。日本宪兵队
本部特高课长麻田显然对唐曼晴的歌
声很陶醉，从他眯成一条缝
的鳄鱼眼里，陈山看到了一
个日本老男人高涨的欲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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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凤华

一庭风月

绿城杂俎

♣ 高玉成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世界上几
乎每个人都在争取完美人生。然而，
古往今来，百分之百完美的人生是没
有的，完美只是梦想，不完美才是人
生。”中国古人也早就明了这个道
理。亚圣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
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西
晋大将羊祜叹道：“天下不如意，恒十
居七八。”北宋苏东坡词曰“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就连孙猴子都懂这个理，当唐僧正为
撕破的经书而懊恼时，悟空劝慰说：

“天地本不全，师傅何以要求全!”的
确，我们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强求人
生完美，那就是在难为自己。

不完美就是有缺憾，有缺憾的人
生才是真正的人生。或天不作美，或
命运不济，人生在世总难免有许多憾
事。宋人释惠洪《冷斋夜话》记:“吾
平生所恨者五事耳。第一恨鲥鱼多
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莼菜性
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
不能作诗。”清人陆文皋也在《雅斋趣
谈》中总结了史上七大憾事：项羽未
能杀刘邦于鸿门宴，此一憾；李广战

功累累，不能封侯，此二憾；嵇康的
“广陵散”未能传世，此三憾；陆放翁
没有看到“王师北定中原日”，此四
憾；岳武穆不能寸斩秦桧竟听其善
终，此五憾；梁山伯祝英台生不能成
婚，此六憾；曹雪芹没有写完《红楼
梦》，此七憾。

世有憾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人能做的就是正视这些
不完美，学着接受这些不完美，与不完
美和谐相处。希望诸事如意是美好愿
望，学会接受不完美则是成熟表现。

学会接受不完美的父母。父母
可能不那么有钱，没那么高的文化，
也没有伟岸的身材和出众的面容，更
没有让我们拿来“拼爹”的资本，但那
是赋予我们生命的双亲，是我们世界
上最亲的人，我们只有爱他们的义

务，而没有挑三拣四的资格。
学会接受不完美的儿女。即便

你自己很完美，但不要忘记，完美的
身体容貌或会遗传，完美的品性和素
质是不会遗传的，就像李白没有再生
出一个诗仙，苏轼也没培养出个“东
坡第二”。如果你自己都不完美，那
就更没有理由拒绝孩子的不完美,也
不必空发“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喟叹。

学会接受不完美的朋友。金无
足赤人无完人，朋友亦是如此，“水至
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鲍叔牙接
受一身毛病的管仲，才有了管鲍之交
美谈；刘备接受关羽的孤傲自负、张
飞的鲁莽粗野，才有了著名的桃园三
结义。倘若苛求朋友完美，可交者必
少如凤毛麟角，甚至于可能一个朋友
也没有，成为孤家寡人。

学会接受不完美的另一半。谁
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年轻、漂亮、能
干、聪明、多金、忠诚，可是绝大多数
人都难如愿。因为这个要求过于完
美，只能在影视、小说里找到，现实生
活中把这所有的美都聚集到一个人
身上，几无可能。另外，反躬自问，如
果你想有“小乔初嫁了”的艳福，自己
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风采吗？

学会接受不完美的人生。人生
总是目标很大，收获很小；想的很多，
做到很少；计划很高，落实很低，结果
是人到老年后，回首平生，遗憾多多，
与完美相去甚远。这个结局也许不
那么美妙，但也要坦然接受，因为路
是自己走的，树是自己栽的，只要尽
力了，就可用一句老话聊以自慰：“岂
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人生就是一个发现缺陷然后去弥
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才会体现出
人生价值与意义。因而，追求完美但
又接受不完美，正视缺憾但又不抱残
守缺，脚踏实地但又胸怀抱负，有所作
为又有所不为，这样的人生，即便不是
完美的，也会是充实饱满丰富多彩的。

学会接受不完美
♣ 陈鲁民

人生讲义

王铎的前半生，绝对是一个学霸。
少年王铎在书法上表现出了极

高的天分。他12岁开始临王羲之的
《圣教序》帖，3年后，便达到了字字
逼真的程度。

此后，王铎又在考试中顺风顺
水：乡试，高中；殿试，名列三甲，赐同
进士出身；考入翰林院，成为庶吉
士。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他与倪元璐、黄道周一起，被称作大
明王朝的“三棵树”。

王铎的一路晋升，过程固然艰
辛，但足够励志。

明朝晚期，是风雨飘摇、山河不
稳的时代，同时也是沧海横流、吐故
纳新的时代。此时的王铎初涉政坛，
踌躇满志。他数次弹劾兵部尚书杨嗣
昌，反对议和，甘愿领受“廷杖”；时
局动荡，他规谏崇祯，不要加派剿饷
给百姓。然而，王铎的耿直，换来的
却是仕途上的失意。

在乞归省亲的漂泊中，王铎又经
受了人生的各种不幸：父母病故，妻
子马氏病故，妹妹死于战乱，两个儿
子和两个女儿先后死于战乱……

此时的王铎，可谓贫困潦倒、孤
苦无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擦干眼
泪，等待时机。

时机说来就来了。不久，王铎被
任命为南明朝廷的东阁大学士。英
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王铎宵衣旰

食，“奖护忠直，疏解禁锢，侃侃有以
自处”。

不过，他的努力，并没有为福王带
来福祉，却使南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公元 1645 年的一个上午，一场
大雨骤然而降，弥漫了残枝摇曳的南
京城。随着风雨而来的，还有马蹄踏
踏的清兵。

洪武门外，南明王朝的首席大臣
王铎率众跪倒在泥路旁，听着一队队的
清兵从跟前走过，许久不敢抬起头来。

国破家亡，对王铎而言，要么选
择死，要么选择生。但从他跪迎求生
的这一刻起，他人生的下半场，注
定要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铎因为身欠一死，以往所有的
惨淡经营便都毁于一旦。王铎胡须浓
密，绰号“王胡子”。一天，一群

“爱国青年”和吃瓜群众，看不惯他
的“苟活”，一拥而上，重点是拔他
的胡子。可怜一个美髯公，落得个

“须发尽落”。
“人生六十不得意，胸中包藏

五斗泪。负日凌云还自嗤，鼎鼐匡
时心已碎。”愧疚感与负罪感裹挟
而下，彻底改变了王铎生命中的最
后几年。

他开始自虐，常常赤着脚，穿着脏
衣服，生病了也不吃药。喝酒，唱曲
儿，玩女人，“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以
此来消释内心的悲恸与绝望。有趣的

是，王铎过去对纵情声色极为反感，认
为这是忘却国耻的行径。

一天，内心苦闷的王铎，一口气
草书了十首唐诗。长卷末端，他写下
这样一段话：“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
所从来。不知者则谓为张旭、怀素野
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不服”，是说书法，也是说他的
命运。王铎胸中多年积压的焦灼、郁
闷、不平和绝望，在这三个“不服”中，
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顺治九年，王铎在双槐村病逝。
或许是心存预感，他立下遗嘱：用布
素殓，垄上无得封树。

正如他之所料，100 年后，乾隆
皇帝以“率先投顺，游陟列卿，大节有
亏，实不齿于人类”为由，把王铎削去
谥号，扣上了“贰臣”的帽子。

王铎一向很在意别人的评价。
他是奔着当三好学生、国之栋梁的目
的去求官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竟有一天他会成为“贰臣”。命运，和
他开了一个很残酷的玩笑。

王铎大节有亏，政治生命有着太
多的不堪，但是，我们能不能撇开这
些，给他的书法一个公允的评价呢？

王铎的书法，一生吃着“二王”。
无论是伟岸豪遒的大楷阁书、高古朴
厚的小楷书，还是飞腾跳跃的行草
书，都是冠绝古今的精品。

江山易帜、苟延残喘毁了王铎，

却也造就了王铎。他将一腔愤懑注
入笔端，凭借“酣畅淋漓”的狂草，完
成了他生命的炸裂和突围。

每每展观王铎的草书，总是给人
以一种气势磅礴、撼人心魄的感觉。
他的“一笔书”，往往缠绵十数字，尺
幅长达两三米。线条盘桓，连绵奔
腾，左冲右突，气势豪放，犹如长江大
河，浩浩荡荡，不可遏制。他的笔端
所显露出来的“狰狞”和“冲撞”美学，
常常让人叹赏不已。近代书画大家
吴昌硕称赞他：“文安健笔蟠蛟螭，有
明书法推第一。”启功先生则说：“王
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书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
对于王铎而言，不管世人怎么看他，
书法永远是他的墓志铭，也是他跻身
艺术殿堂的通行证。

王铎故居位于孟津县会盟镇老城
十字路口东，坐北向南，是一座深宅大
院。院内种植有王铎喜爱的竹子、梧
桐、梅花、藤萝等。“再芝园”中有两棵
硕大的灵芝，更增添了故居的仙气。

王铎的生前和身后，都注定是寂
寞的。如果有一天，首阳山上的伯夷
叔齐前来串门，不知王铎有没有勇气
给他们开门？

我想，门不开就不开吧，躲在房
里练字也不错。你听，拟山园里那

“唰唰唰唰”的声音，是不是王铎涨墨
的毛笔，在宣纸上快乐地奔跑？

♣ 王 剑

史海钩沉

五百年来无此君

《耳语》是我省女作家叶灵继散文集
《流淌在指尖的幸福》《秦淮水骨》之后的
又一部新作。该书内容题材丰富，风格
手法多样，文字清丽厚重。作者丰厚的
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呈现的历史
文化图景，不但诠释了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同时也拓展了当代女性知性散文
创作的领域。叶灵的散文有着强烈的人
文主义色彩，有对历史和时间的深度思
考。在十余年的散文创作生涯中，她探
寻生活和心灵的真相，关注底层人的生
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传递个人生命的体
验与对生命和自然所发生的温暖，有着
强烈的质感和痛感，直指人心和人性。

叶灵是近年来在全国文坛非常活跃

的女散文家，作品不断在《山花》《湖南文
学》《黄河文学》《延安文学》《散文选刊》《散
文海外版》等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选
载，并有多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权威选本。
曾获河南省第二届杜甫文学奖、首届延安
文学奖、中国西部散文排行榜等全国奖
项。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主任、河南省文学院长何弘对叶灵的散文
给予高度评价：“有了女性的细腻，叶灵的
散文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份水灵，因而清新
隽永；有了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和思考，其散
文又多了一份知性的力量和文化的厚重。
因为有‘我’的介入，因为能置身其中，叙事
就有了温度，感情就来得真切，体悟就来
得深刻，文章自然有了别样的境界。”

《耳语》探寻生活和心灵的真相
♣ 八月天

新书架

故居故居（（油画油画）） 马东阳马东阳

徐志摩曾说“庭院是一片静，
看当头月好”，一种恬静安谧，如春
日小溪，在心头潺潺流淌。

从前的院子四角见方、小巧玲
珑；内砌花台，蜂飞蝶舞；秋晨微
霜，夏夜星月；其间把盏品茗赏月，
每每进入“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的诗化境界。

院里有一口井，木桶撞击井壁，
声音空洞久远。或有数丛芭蕉、几
茎瘦竹，叶影疏疏，空翠湿人衣。小
院里，茅檐低小，有耄耋老者和垂髫
少年，就着桑木桌斗蟋蟀、下象棋、
糊纸鸢，如入北宋范宽的画境。

有一年游乌镇，踏入一家小
院，墙体斑驳，木质枯朽，鱼鳞细
瓦，老气横秋。但草木氤氲，笑语
嫣然，有几级石阶伸进河里，便觉
水色淋漓，神清气爽。

黄昏时，躺在竹椅上，细品张潮
的《幽梦影》，凝望西天云彩，冥想过
往时光，任发思古之幽情。于庭院
中，体味“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
入砚池中”的风雅和“午晴睡起小窗
幽，人事闲来对茗瓯”的闲适，走进
这片静谧，颇有冲破名缰利锁、世间
尘滓后的酣畅淋漓、通达快慰。

祖母坐在板凳上纺纱、结网。
夕光濡染下，似一尊古希腊的雕像，
令人生起“人冉冉而行暮”的悲凉。
纺车镌刻着沧桑往事的疼痛和甜
蜜。石磙沉默寡言，躲在寂寥岁月
里，透过厚重的尘埃，折射着生命的
灼灼华光。祖母如一头缄默的水
牛，反刍着过往的苦难和清贫。

邻居月香嫂扭着杨柳腰，送来
一蓝鲜嫩的水红菱。祖母随即给人
家送去一碗清炒螺蛳。淡青色的炊
烟，扭动成一幅荡人心魄的水墨画。

小院里，栀子盛开，芳香浓郁，
扑人衣袂，二胡曲一样绵软、凄
婉。墙根处的旧罐里栽着香葱和
朝天辣，炖蛋或煮鱼时，随手一掐，
即是上好的佐料。菜蔬们色彩清
新水灵，如一阙阙婉约的宋词小
令。农具挂在檐口，无声地昭示着
稼穑艰难。屋顶上，有瓦松在轻风
中摇曳，有瓦上生雨烟的意境。

秋天的小院，有一种苍凉的气
息，如美人迟暮，阳光略显憔悴。
小院是一册线装书，流淌着古意。
倚在梧桐树下，看秋云清澈澄爽，
如江南丝绸，柔曼轻盈。蹲在草堆
上的夕阳，似浑圆的西红柿，诱人
伸手摘了吃。秋风掠过，树叶蝶般
翩跹曼舞，地上洒满忧伤的往事。

空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莲藕的
芬芳，还有棉花那带着苦涩甜津的气
息。小院里的那份亲切、那份温馨，
静静地弥漫开来，笛声一样悠远。

暮色里，农人荷锄而归的谈笑
声、唤羊吆牛声隐约传来，陈年旧
事般，一种温暖的亲情萦绕胸际。
让人走进王维的渭川田家。一幅
怡然自乐的晚归图。

坐在小院里，有时喇叭里传来
《庭院深深》的主题曲：“留不住旧
时的回忆，多少年的漂泊，多少年
的相思……庭院深深深几许”歌声
哀婉，令人鼻酸。

从前的小院是一只巨大的敞口
器皿，盛满月光和清风。柿子树如
清简的素描，秋风是镜匣里的牛角
小梳。小院平添“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风”“中庭月色正清
明，无数杨花过无影”的诗情画意。

周密《唐多令》“丝雨织莺梭。
浮钱点翠荷。燕风轻、庭宇正清
和”。在清和的院子里，听夜虫的
鸣唱如埙似弦，任浓浓的乡愁汩汩
流淌。我如一棵佝偻着腰的苦楝
树，吮吸着乡村的精髓，浑身长满
善良和悲悯的叶片。

聊斋闲品

最近，关于工作留痕的问题，颇有一些讨
论。支持者认为，工作留痕是一种量化管理方
式，有记录为证，用数据说话，公平公正，一目了
然，便于检查考核。反对者认为，工作留痕机械
教条，形式多于内容，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还举
例说，一些扶贫干部到了村里，忙着GPS定位、
手机APP签到、到贫困户家合影上传，却顾不上
开展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非形式主义而何？

我倒认为，两种意见如果不走极端就都是
对的，如果走极端就都是错的。凡工作，总是
会留下痕迹的，学习做笔记、工作记日志、年初
定计划、年底报总结等，都是正常的工作需要，
自然而然留下的痕迹；循着这些痕迹检查考核
工作，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有人为了检查
考核方便，偷懒省事，只以工作痕迹为标准评
价工作，就是走极端了。如果有人从中发现了
窍门，不干实事，专以留痕为目的应付检查考
核，同样是走极端了。拿手机定位签到来说，
如果只重考勤，不及其余，或者出工不出力，出
力不出活，就是走极端，就是形式主义。

管理与被管理是一对矛盾。用形式主义
管理，被管理者就会以形式主义应对。因此，
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工作留痕本身，而是如何防
止正常工作变成形式主义。我个人认为，整治
形式主义顽疾，上下必须一起吃药、一起治病，
并且主要是上面。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报喜
不报忧；上面不深入实际，下面就敷衍了事；上
面偷懒省事，下面就虚报瞒报。总之，上有所
好，下必甚之、必仿效之！仍以手机定位签到为
例，如果上面不仅关注工作痕迹，还对工作内
容、工作成效认真核查，下面谁敢把工作留痕作
为追求目标？如果上面不只是考勤人员的到位
情况，还对到位后的工作表现、工作效果跟踪了
解，下面谁敢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

但是，这些都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
关键在于：真正的工作留痕不是留在纸面上、
报表中，而是留在群众的心目中、记忆中。“春
江水暖鸭先知”，数据再好看，总结再到位，都
不如到群众中去，问一问群众的感受、大家的
反映。如果事隔多年，群众都还在受益、还在
感念，这样的留痕就值得肯定、值得称赞。如
果自己吹得云天雾地，群众却没有感觉、没有
反应，甚至反感，这样的留痕无论再多、再完
美，也不过是废纸一堆，不值一提。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
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
本标准，这才是关键！

也说工作留痕

夏日（国画） 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