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我去买菜，市场上有
一个中年男子，笑得让人觉得不
买他的菜就欠了他的人情似的。
我选了几个番茄。“4元。”他说。
我交给他一张一百元大钞。“找不
开，小姐。”可我当时确实没有零钱。“这
样吧，你先拿去，明天再给我钱，好吗？”
我想了一下，说，“还是不买吧，我明天清
早去乡下，两三天不回来，怕不方便吧？”

他豁达地一笑：“没事，没事，只要你记
得，一个星期也可以。”于是我坦然地把
那几个番茄拎回家。三天后，我在众多的
摊贩中找到了他，他一见我就笑了：“买

点什么吗？”并不提钱的事，我选
了几条黄瓜，连那天的 4元算上，
给了他 7元钱。他照样笑了：“小
姐你好讲信用哦。”我说：“是你首
先信任我的。”
彼此道了再见，我转身往回走，忽

然发现自己心情很好。信任别人，也值
得别人信任，这就是快乐的密码。

（摘自《天津老年时报》）

快 乐 的 密 码

雷恩是二战
时纳粹德国赫赫
有名的潜艇专
家。此人参与了
德军最新型潜艇的设计与建造，掌握着
新型潜艇的绝密情报。有一次战斗中，
雷恩被盟军俘获。但盟军用尽了种种
办法，就是无法让他开口说话。后来，
盟军了解到，此人有个最大的优点，就
是工作中绝不允许别人有半点差错，
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他都

会与别人争
得不可开交，
非要分出个
是非曲直。盟

军针对他的这一特点，设计了一套审
讯方案。盟军每天审他，每次都要经过
一间教室，里面有个老教授正在给学
员讲解有关潜艇的知识，但错误百出。
开始一两天，雷恩只在教室的窗口稍
微停了停，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到
了第三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冲进教室

与那个“教授”争辩起
来，还拿起粉笔，在黑板
上又写又画。由此，盟军
便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德
军潜艇的绝密情报。雷
恩与其说是被盟军征服
的，不如说是被自己的
优点打倒的。
（摘自《思维与智慧》）

被优点打倒

《论党》，是刘少奇 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
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四分之一
世纪的实践，做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是中国共产党党建
理论的重要论著。但是，报告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同
时，做了不恰当的称颂，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个人，并
把他摆到了党组织之上的不恰当地位。

不仅如此，报告还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起来，认为：
“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
立性……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
些错误倾向”。

这种针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把毛泽
东和党中央并列，甚至把领袖个人置于党
组织之上的地位，在中共七大并不限于刘
少奇这个报告。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在他
们的讲话和演说中，也把毛泽东看成是党
和人民的导师、舵手、旗帜。正是基于同样
的认识，1943年 3月 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调
整及精简决定》，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共七大的
醒目横幅写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然，在 1945年那个时候，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
根据地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距离夺取全国的胜利还很遥
远，严酷的战争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因此，七大期间对毛
泽东个人的颂扬，毛泽东自己还是比较清醒和谨慎的。他
在 4月 21日召开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必须谨
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至于犯过错误，那
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决
议案（即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引者注）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
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

不成其为党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七大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大约到建国之初），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党的集体领导原
则行事的。但到 50年代初，情况就有了变化。如：1951年，
党内高层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工会工作方针两个问题上出
现分歧，毛泽东的个人表态，就一锤定音，行使了“主席有
最后决定之权”。
从 1958年 1月的南宁会议批评 1956年反冒进开始，

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就进一步发展起来。邓小平说过：
“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

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
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
滋长。”
到了 50年代后期，党内形成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

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权威，不同意毛泽东的主
张的反对意见就是反党的政治氛围，显然与中共七大在确
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同时，把毛泽东捧到超越全党之上，
并赋予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这种封建家长制的领导体
制有着直接的关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领袖专政的典型表现。以致

连刘少奇也未能逃脱最终被虐待致死的悲惨命运。这不能
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奇耻大辱。1980年 12月，胡耀
邦在谈到个人崇拜的严重恶果时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

鉴于“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就提出要“少宣传个人”。1980年 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
“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
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
原则的歌功颂德。”这些重大原则的规定，是对马克思、恩
格斯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社会
主义改革，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闯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

邓小平始终把自己摆在党中央的领
导集体之中，反对过分突出自己的歌
功颂德。他在审阅向十四大作的政治
报告稿时，郑重指出：报告稿中讲我
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
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

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
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
出来了，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
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
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
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
这一番话，不只体现了邓小平个人的高风亮节，更体现
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品格，为党的领导
人摆正个人与党的组织、与党的领导集体的位置，摆脱
个人崇拜的庸俗之风做出了榜样。

纪念刘少奇《论党》发表六十周年，我们既要从《论党》
中吸取党建理论的积极营养，也要记取党的建设历史中的
深刻教训。 （摘自《炎黄春秋》第 12期）

《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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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日本商人请一位犹
太画家上馆子吃饭。坐定之
后，画家便取出画笔和纸
张，在等上菜之际，给坐
在边上谈笑风生的女主
人画起速描来。

不一会儿，速描画好
了。画家递给日本商人
看，果然不错，画得形神
毕具。日本商人连声赞叹
道：“太棒了，太棒了！”

听到朋友的奉承，犹
太画家便侧转身来，面对
着他，又在纸上勾画起
来，还不时向他伸出左
手，竖起大拇指。通常画
家在估计各部位比例时，
都用这种简易方法。

日本商人一见这副
架势，知道这回是在给他
画速描了。一本正经摆好
了姿势，让他画。日本商
人一动不动地坐了约 10
分钟。
“好了，画完了。”画

家说。
听到这话，日本商人才

松了一口气，迫不及待地凑
过去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画

家画的根本不是日本商人，
而是画家自己左手大拇指的
速写。
日本商人连羞带恼地

说：“我特意摆好姿势，你
却作弄人……”犹太画家
却笑着对他说：“我听说你
做生意很精明，，所以才故
意考验你一下。你也不问
别人画什么，就以为是在
画自己，还摆好了姿势。从
这一点来看，你同犹太商
人相比，还差得远了。”到
这时，那位日本商人方才
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看见画家第一次画了女主
人，第二次又面对自己，就
以为一定是在画他了。
日本商人犯了一个犹

太人不会犯的毛病：以为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
次。
而实际上，在犹太人

的生意经上，明确地写着
一条，叫做：“每次都是第

一次交易。”
哪怕同再熟的人做生

意，犹太人也决不会因为上
次的成功合作，而放松对这
次生意的各项条件、要求的
审视。他们习惯于把每一次
生意都看作是一次独立的
生意。
（摘自《台港文学选刊》）

犹
太
画
家
和
日
本
商
人

《解放日报》2005 年 12
月 16 日刊发记者高慎盈、
黄玮、吕林荫对央视主持人
崔永元的独家采访。现摘选
部分，以飨读者。

媒体的责任太重大了，
媒体的良心太重要了。有时
候，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我们都没
有意识到不好。可能我这个人太苛
刻。可以举些例子。你比如说矿难。
“到现在已经有 XX 多名矿工遇难，
还有一些人失踪，正在寻找。今天的
新闻就播到这里，欢迎你收看我们的
节目，明天再见”，就完了。大家都这
么做，你没觉得这里面非常冷漠吗？
这么多条生命没了，还欢迎收看我们
的节目呢，还明天再会呢，甚至还有
的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发短信给我
们。完全就是职业化的流程。在这些
方面，我们就毫无意识。

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无论是
做节目报，还是做一个广播电台的记
者，我觉得都是一份特别神圣的职

业。它虽然也是养家糊口，但跟一般
的职业是不一样的，它负有社会责
任，但是现在这种责任感少了。最近
我看到有一张报纸，它吸引读者订报
时是这么宣传的，订我们的报纸一年
180块钱，但是我们报纸的页数多，
每天厚厚一沓，算下来一年卖废报纸
的钱就是 130块，算下来你只花 50
块钱就可以看我们一年的报纸。天
哪，一点儿神圣感都没有！拿报纸当
废纸卖，跟卖红薯、卖黄瓜没有任何
区别了。

媒体是个特殊行业，主持人又
是公众人物，对他们的要求就得更
严格。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
我有我的私生活爱好，我爱戴大钻

石，5克拉以上的。没问题，
有钱你就戴，没人干涉你。
不要去张扬，不要到媒体上
去炫耀。上了媒体，就不是
你个人的事儿了。我们应当
有这样的职业要求。在国
外，这些东西非常规范。我

看过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欧
普拉·温福瑞的一个声明，非常感
动。有新闻说她出席了老虎伍兹庆
祝高尔夫比赛成功的上流社会宴
会，她看到后，马上发了声明，说这
个报道是失实的。她就觉得那种豪
华的场合，不符合她自己新闻工作
者的身份。但我们的主持人，就很
少有人注意这个。
有些新闻，我看到都毛骨悚然。

一个城市有人要跳楼，大家从早上
开始就都跑过去看，有人在那儿卖
望远镜。还有个大妈，我们印象中的
大妈都是心地善良的，有人问她你
为什么不回家吃饭，她说，我都等了
一上午了，我回家吃饭他一跳，我这

一上午不就白搭了。我看着特
别心凉。如果这个社会都这
样，有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没
有安全感，更不要说温暖了。
所以就得有人呼唤这个社会
有良心，保卫良心。

央视“名嘴”崔永元谈

在伦敦圣彼得教堂有一
个默默无闻的看门人。一天，
新来的牧师发现这个看门人
一字不识，于是解雇了他。失
去 工 作
的 看 门
人 无 奈
之际，只
好 把 仅
有的一点积蓄投在生意上。不
曾想到，生意做得特别好，这
人发了一大笔财。靠着这些
赚来的钱，这人买下一家店
铺。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他

的店铺不断扩张，最后成了
远近闻名的成功企业家。有
一天，一位银行家登门拜访
该企业家，问他：“你不识字，

就已经做
得这么成
功；假如
你能写会
读 的 话 ，

简直不敢想象会怎样。”“是
呀，”这位企业家回答，“假如
我能写会读的话，我现在就
是圣彼得教堂的看门人了。”

（摘自《环球时报》）

看 门 人吃完大
蒜后，喝一
杯牛奶，牛
奶中的蛋白质会与大
蒜发生反应，就可以有
效去除蒜味。此外，吃
了大蒜后，嚼一些花生

仁、核桃
仁或杏仁
等蛋白质

含量较高的食物，或用
醋或酒漱口，也能减轻
大蒜的味道。
（摘自《江南保健报》）

喝牛奶除蒜味

蝉蜕（俗称知了
皮）9 只，研粉，开水或
黄酒送服，30日为一疗
程。服用此药一疗程后,
视力有不同程度提高。
（摘自《天津老年时报》）

治白内障单方蜈蚣咬伤，
痛辣之甚，难以
言表。但若用人
中白（中药店有
售）适量涂于伤
口，则很快可以
止痛、止辣、消
肿而愈，安然无
恙。（摘自《民族
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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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