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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科举，心情是蛮复杂的，爱过是
恨，恨过是羡。科举兴与废，期间千余年，没
有一个读书人，不爱科举的。自古华山一条
路，一世功名一试途，试途者仕途也，不经考
试这一条路，读书人就不会有第二条成功
路。现今的路当然宽了，可以走商路，可以走
文路，可以走学问路，可以走科技示范户路。
然清朝之前，这些都没有，只有一条仕途，欲
仕途须先试途，读书人没有不想走的。蒲松
龄没仕途呀！？老蒲仕途是没，但他试途过，
不过是试途没过，所以走不了仕途。

常谓十年寒窗，何止十年喔，三四十年寒
窗都是有的，平均下来少说也有二十年寒窗，
寒窗这么久，没谁不想来个炙手可热。左宗
棠寒窗多少年，秀才举人，一路考去，考到举
人，怎么也“进不了士”了，左宗棠发了脾气：
爷不考了，奈不了我何。第三次考进士落选
后，左宗棠写信给堂客：“榜发，又落孙山。从
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
李矣。”这话说得有点豪气有点酸气，此地不
留爷，自有留爷处，自找留爷处。

酸气变灰心，灰心转壮气。左宗棠这次
款段出都，还真是很多年，不复再踏软红，不
再走进挂满豪言壮语的红标语考场，他在老
家，买了不少农学著作，比如《科学养猪》《黄
桃栽培》《养泥鳅十注意》等等，他想当一个
科技示范户，做新时代先进农民。想跟诸位
一样，位卑未敢忘忧国，因为位卑，所以不忘
忧国。好比阁下看各个群里，激动讨论国家
大事、世界局势的，都是些不曾当过官的。

左宗棠抛了课本，抛了教辅书籍，他时
间突然多了起来，他买“农业科技类”等科普
作品，他也抄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和各
地方志，噢。那时节，左宗棠科技不曾致富，
还买不起那些书，只好手抄书。没谁知道，
左宗棠读这些书有甚毛用，估计他没多想，
想的是，去各个群里聊天，显得比群友们既
多知识，更多见识，赢得群里齐齐点赞罢。

果然是歪打正着，正打正不着。那些读

正经书的，最后是没什么用，而读耍谈经的，
最后干了最正经的事业。太平天国鼙鼓动
地，那左宗棠本来会老死牗下的，因此横空
出世，驰骋于历史的星空，那些“团鱼养殖
法”固然用不着了，那些《畿辅通志》《西域图
志》却给左宗棠派上了大用处，四书五经全
都用不上，用得上的是这些考场无用之书。
无用之用大矣哉。

试途是仕途之手段，仕途才是试途之目
的，正如文凭是文化之途径，文化或能力才
是文凭的真谛。左宗棠试途不了，因太平天
国这个特殊情况，却也仕途了。仕途走的不
是试途，到底不是正经光彩路径。

左宗棠也未能免俗，重新燃起了心中烧
得红彤彤的文凭之火，他也想要考个进士，
再考不上，也想皇上颁发一个函授文凭，这
个文凭，其时叫“同进士”。这个也无甚奇
处，科股级吏人，怎么着也要去弄个本科，县
处级至少想弄个硕士，到了司局级，不把博
士弄到手，不放手。左宗棠入了官场，看到
一个“科长”都拿文凭在他面前挥舞，既气又
急，南征北战也不安心，他在湖南巡抚下面，
已是四品卿衔，还依然随身带着四书五经，
抵死也要把进士文凭弄到屁股后面垫坐。
天天想着考试，还能做什么政事？

左宗棠梦里都想弄个文凭，大家都晓得
他的心结，弄得皇帝都晓得了。咸丰八年十
二月初三日，老乡兼姻亲的郭嵩焘在南书房
行走，这天正行走在南书房，东拉西扯扯到
了左宗棠，咸丰问：“左宗棠才干是怎样？”郭
嵩焘答：“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
之事，人品尤极端正。”咸丰又问：“闻渠意想
会试？”郭嵩焘答：“有此语。”

郭嵩焘这话，是实话，也是说情，左宗棠
想科举想得脑壳都起皱了，郭嵩焘也想跟皇
帝走个关系，不想咸丰说了一句极明白的
话。估计咸丰一生都没说几句明白话，对左
宗棠说的，就占了两句，第一句大家都明白，
说左宗棠才能那高，别杀他了。其时左宗棠

与一个叫樊燮的，闹了一个小矛盾，说来跟
文凭也有关，左宗棠骂了樊一句“王八蛋滚
出去”，樊燮顶他一句，你这个斜封官，有甚
资格骂我？事情闹得蛮大，皇帝都快要下令

“就地正法”了。这才有郭嵩焘在南书房给
左宗棠说情。咸丰说，这个人死罪免去，还
要大用，这是咸丰第一句明白话。第二句明
白话，便是文凭事了：“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
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
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方好。”

要干才，还是要文才？要文化，还是要
文凭？家国大事，当然是要读过书的，没有
文化的官僚是愚蠢的官僚。不过呢，政事那
么忙的，左宗棠更干戎马倥偬事，精力都用
在打仗，如何可以分出大半精力，去考科举
呢？翻开历史，真正做了大事的，文凭往往
不是太高的，刘邦朱元璋是也，卫青霍去病
是也，这事还可以举出一大摞的。

一者是，真正干事的，应该让其把精力
放在活儿上，干才以干事为主，兼学别样，这
才是对的；反过来，干才以学别样为主，兼干
事，这是对的吗？错也错也。二者，学习，并
不以书本为唯一，生活与人生，更是一本大
教材，比四书更书，比五经更经，如何只认书
本为学习之唯一呢？不说唯一，凡事第一是
从实事中学，实学而干实事。文凭顶多是
椟，文化与能力才是珠。

古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科举
为第一，以文凭为唯一，没有文凭不能提拔，
此实乃非智，是愚智，把天下智慧脑壳，都打
包捆在考试路上，没谁去干活了。再如何有
水平，有成就，不仅要看最后文凭，还要看第
一文凭。这就过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
谁更可造福人民，谁更能贡献世界？

左宗棠若一直走在科举之路上，以硕
士、博士、进士文凭为依归，那我估计左宗棠
不是书虫，也顶多是大官，他建功立业会打
折，成就那大历史功业，怕有些难度了。

（作者单位：双清区科协）

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
刘诚龙

一次坐公交车时，一中年男子问一老
者："你身体为何这样好？"那老者很幽默地
答道："因为我很爱自己。”中年男子说："爱
自己太自私了吧！我们也应当爱国！"听了
那中年男子的话，老者回答说："如果不爱自
己，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你用什么去爱
国？"听了老者的解释，感觉的确很有道理：
爱己，方能爱国。

爱自己，众所周知，就是要爱惜保护好自
己的身体。讲究卫生，注意安全，预防疾病，
煅炼身体，劳逸结合，把自己的身体保养爱惜
好，使自己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能更有能
力、有条件去爱党爱国爱人民，才能把爱党爱
国爱人民的理想更好地付诸于行动。就拿军
人为例吧，他们天天苦练身体素质，其目的就

是要做到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在
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的前提下去消灭敌
人，在夺取胜利的同时保存自己。军人如此，
其它各项各业也无不如此。因此，大家都要
先从爱自己开始，让每一个人都先做好自己，
然后再发挥各自特长，建功立业，努力奋斗，
用自己创造的成果和社会财富报效祖国，奉
献给党和人民。这一切，都是那些身体弱不
禁风甚至还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无法做到的。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爱党、爱国、爱人民就应当首先从爱自
己开始，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一句空话而已。

做一个爱自己的人吧！不要怕被人误
解为自私，这世上的一切爱都是先有自爱，
才有它爱；一切的爱都是从爱自己开始，再

向广度和深度延伸的。想爱其它，必须先爱
自己。当然，爱自己不是偏爱痴爱自己，不
是自私自利、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一切以自
己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比如，有的人过度追
求个人利益，把整个生活都设计为实现个人
利益的棋局，执着于在利益的加减法中计算
人生的小账；有的人见利忘义、漫无边际、不
满足一己之私欲誓不罢休；有的干部汲汲于
名利、计较于得失，只要权力、不讲职责，只
讲利益、不讲服务，对自己有利的事抢着干，
对自己没利的事就推三阻四，甚至损公肥
私。诸如此类，则不是爱自己，而是“狭隘的
利己主义”了，最终可能葬送自己。

是的，爱己如爱国，爱己应有度。
（作者系双清区石桥街道新鑫社区居民）

爱 己 如 爱 国
陈重百

政绩、政迹与政疾，虽
一字之差，却内涵各异。
所谓“政绩”，不言而喻，就
是一段时期我们取得的工
作成绩，凝聚于推动单位
建设发展的过程之中，表
现为各项工作的实质性完
成或预期目标的实现。所
谓“政迹”，字面理解，就是
工作时留下的痕迹，因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附着
某种载体而留下历史印
记。大凡为政者，都希望
多做工作、多出政绩、多留
政迹。为政者取得的政绩
越多，政迹越深刻，一个地
方和部门乃至一个国家和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就越快。而“政疾”，顾名
思义，就是为政者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它当然不是
政绩，是问题，会对事业发
展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害，
是必须努力避免的。对于
领导干部来说，分清政绩、
政迹与政疾的区别，力避
政绩、政迹与政疾的误区，
显得至关重要。

要多创政绩。政绩从
哪里来？从为民服务中
来，从苦干实干中来，更从
踏踏实实工作的心态中
来。对待政绩的心态决定
干工作的姿态。如果总是
好高鹜远、心浮气躁，抱着
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干工
作，就可能走到追求“虚假
政绩”、“数字政绩”的偏路
上去。以平和的心态对待
政绩，就是要做到不图名，
淡泊明志；不浮躁，宠辱不
惊；不虚荣，埋头苦干。只
有以这种平和的心态去看
待政绩，才能自觉把当前
的建设放到长远发展中去
思考，把近期目标放到为
实现长期目标创造有利条
件中去谋划，多干一些为
基层打基础、谋长远的“基
础工程”，少干华而不实、
中看不中用的“泡沫工
程”，多干一些为民谋幸
福、促发展的“长远工程”，
少干为了个人目的的“面
子工程”，多干一些为群众
解难帮困、雪中送炭的“暖
心工程”，少干为个人沽名
钓誉的“形象工程”，为事
业未来发展留下广阔的空
间，为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留点政迹。创“政
绩”才能留“政迹”，为政者
留下什么样的政迹，取决
于政绩的含金量、群众的
认可度。现实中，把“痕
迹”当作政绩的现象并不
鲜见。有的领导干部热衷
于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
把形象工程、盆景工程视
为值得骄傲的政绩，把形
式上的“痕迹管理”奉为圭
臬，希望以各种材料堆砌
拼凑出来的“痕迹”粉饰自
己，这样的“政迹” 一时
间看起来热热闹闹、气象
非凡，实际上搞得基层干
部苦不堪言，老百姓也不

认账，还越发助长了形式
主义、文牍主义的回潮和
滋生。少数领导干部之所
以把“痕迹”当作政绩，归
根结底还是“显绩”思维作
怪。“人过留名，雁过留
声。”“矜伪不长，盖虚不
久。”为官从政者要想真正
在群众心目中留下好名
声，留下永不磨灭的“痕
迹”，就要防止把“痕迹”当
作政绩，而要留心、留迹，
正本清源，把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实
实在在干事创业，切切实
实担当作为，全心全意为
百姓谋利益，拿出过硬的
工作实绩，这样的“政迹”
才是我们追寻的，这样的

“政迹”才能刻在老百姓
的心中，这样的“政迹”才
是我们的为政之要、成事
之本。

要避免政疾。“疾”者，
病也。实际工作中，因政
绩观的“病变”而诱发“政
疾”并非个别现象。有的
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过
程中，不从实际出发，不讲
对群众负责，专门揣摩领
导意图，竭尽所能拍马媚
上。有的为官理政动机不
纯，搞急功近利，投机取
巧，弄虚作假，虚报浮夸，
把“捏造政绩”作为捞取政
治资本的筹码、谋私谋官
的手段。有的甚至不惜

“杀鸡取卵”搞破坏性开
发，以致给后任留下包袱，
自己则在群众中留下骂
名。这种“变味政绩”的背
后，给当地埋下诸多隐
忧。表面上经济数据一片

“繁荣”，实则却是“体弱虚
胖”，遗留问题一大堆，甚
至造成“政绩烂尾”，糟蹋
地方财力物力资源，留下

“政疾”，甚至是“顽疾”，阻
碍今后的建设发展。避免

“政疾”，就要增强干部为
民初心，彻底扭转干部政
绩观，营造干实事、谋长
远、利人民的理政氛围。
同时，还要用科学的方法
评价政绩，用敏锐的眼光
识别“虚政绩”“伪政绩”，
对于那些造成“政疾”、企
图捞取政治资本、为升迁
铺路的人，不仅要进行教
育，而且要予以制裁，使他
们没有机会、没有市场，进
而使真心干事者踏实干
事、多出政绩。

“四面湖山归眼底，万
家忧乐到心头”。政绩观
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领
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宗旨
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尤其
是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
的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心系民生，造福百
姓，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百
姓自会从中看出清廉与政
绩，读出胸襟与情怀，留给
后人的就必然是敬仰与回
味。这样的干部，群众自
会铭记在心里。

政绩、政迹与政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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