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阅读/连载
解密中组部（2）

! 蔡如鹏

创新方法
但中组部很早就意识到，仅靠谈话了解

干部，有其局限性。“敢说真话的人少了，当地
关系也复杂，考察工作进行起来很困难。”张
全景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组织
部门也不想用错干部，很多时候是考察不清，
发现不出来。像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黑
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的问题，过去就没
有考察出来。!"#$年，为了更客观、更科学地
评价和选拔干部，中组部启动了一项名为“干
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的计划。

王军衔是当年中组部具体负责这项计划
的青年干部，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项目，
研究内容包括对干部能力素质的测评、考核
干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提高干部能力素质的
方法，等等。这个计划吸收了当时即便在发达
国家都非常前沿的心理学量表测试和计算机
应用技术。“大跨国公司当时有的，我们都
有。”王军衔说。

上世纪 %&年代，中组部在培养后备干部
时，已经用上今天很流行的案例教学。据王军衔
回忆，为了学习国外政府和企业在人事管理上
的经验，中组部曾数次以人事部的名义组织考
察团出国出境考察，美国、瑞士、日本和中国香
港等管理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考察之列。

'"%$年 !(月，中组部考察团在香港考察
了瑞安公司。后者是较早引进美国“希氏人事
管理制度”的公司。一位考察团成员在考察后
写道：他们对工作先进行岗位性质、难易程
度、责任大小的分析，进而进行职位评估，再
进而形成用人标准，制定薪酬政策等一套人
事管理制度，很有借鉴意义。我越来越感到，
人事管理绝对是一门大科学。

用人标准
(&)*年 +月 )日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好干部
的“五项要求”，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
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过去几十年，中央
颁布的用人标准在提法上出现过几次大的变
化，从建国初的“又红又专”到“文革”后的干
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再到之后的“德、能、勤、绩、廉”和“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年，总计 +)项条款的《党政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这一条
例，对干部提拔做出了具体的硬性规定。比
如，晋升县长，需要 .年以上的工龄和两年以
上基层工作经历、大学专科以上文凭，以及在
党校接受过规定时间的培训。但这些规定又
具有很大的弹性。条例同时允许，因特殊情况
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可以在提任后
再补课；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可
以不论资历得到提拔。
标准量化了，但核心仍然没有变。“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对党的忠诚。”张全景说：“首
先，政治上必须是坚定的，要坚持党性原则，
要有正派的作风，要出于公心去工作。”在忠
诚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
作和具体任务来考察、选拔干部。中组部原部
长贺国强在《怎样当好组织部长》中提到，一
个组织部长，必须自觉坚持在大局下行动，使
组织工作始终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建国之初，中组部提拔干部看重战功与
战争年代工作资历。)"$*年，全国 (,+-名县
市委书记中，+$/参加过抗日战争，((/参加
过解放战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只有 (/。改
革开放之后，技术型干部开始受到器重。到
)"%%年，各省 )$..名正厅局级干部中，具有
大专以上文化的已超过半数，占 .$/；在
.."+名副厅局级干部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
$-0$/。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中组部选中，进
入了后备干部名单，其中的佼佼者日后还成
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今天，中组部在选拔、培养接班人上，倾
向于更重视那些有大局意识、有能力总揽全
局的干部。“今天的环境比以往更复杂，有很
多不确定因素，领导干部光懂专业，显然已远
远不够了。你必须有能力应付各级局面，包括
在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保证政策的落
实。”一名长期研究党建工作的学者如是说。
他总结，现在更注重综合素质，而不是某项专
业技能。

主政一方的履历在干部的任用中所占的
分量很重。王军衔说，就他在中组部工作期间
的感受而言，那些位于“党政主线”上的干部，
更容易得到提拔。所谓主线干部，就是乡、镇、
县、市和省的党政一把手。

在中组部看来，这些“主线干部”有大局
观，具备综合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和经验。
“为什么县委书记比副市长更容易获得重用，
就是这个原因。”王军衔说。这种能力和经验，
在越往后的提拔中显得越重要。一位曾在中
组部工作过的干部说，事实上，中组部在提拔
省部一级的干部时，很少考虑其专业背景。那
些从基层干起、履历比较完整的干部，更容易
得到提拔。
不少干部之前对此并不理解。%,年代初，

一位被派往纺织部任职的干部还给中组部打
报告，说专业不对口不去。今天，这种认识已
经逐渐被大家所接受。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
琨，在被任命之前，并没有干过一天公安，而
是一名在国企浸淫多年的企业管理者。在中
组部，不论是前任部长李源潮，还是现任部长
赵乐际，在任该职前都没有在组织系统工作
的相关履历。

中组部认为，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与
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
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炼。组织系统中流行
着一句话：能管好一个县，就能管好一个市；
能管好一个市，才能管好一个省。现任国家副
主席、中组部原部长李源潮曾引用古语“宰相
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来强调基层
经验的重要性。

不过，有基层经验的干部的比重现在似
乎正在下降。(,,"年中组部的一项统计显示，
中央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中，来自应届高校毕
业生的高达 --1$/，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
作经历的仅占 !(1./。很多机关干部也因此
被称为“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
了校门进衙门。

为扭转这一局面，经中央批准，中组部
(,,"年下发了文件，要求到 (,!.年，中央机
关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要
有一半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中央机关司
局级领导干部和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要
有三分之二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干部培养
为了避免能力单一，中组部开始有意识

让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
任职，以提高其领导水平。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就是经过多岗位历
练的一位省部级干部。在 (,,+年出任商务部
长之前，他已经在三个截然不同的职位上任
职：苏州市委书记、陕西省省长和国家发改委
副主任。据《金融时报》报道，(,,+年美国商务
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曾与陈德铭会面，他感
叹，陈德铭的职业生涯令他想起一些成功的
跨国公司。它们将有前途的管理人员派往不
同的分公司和表现不佳的部门，让其经受艰
苦磨炼，然后才调回总部。

出国培训，也被认为是综合素质培养的
一种有效途径。前几年，每年有数万名中共党
政官员在组织部门的安排下，前往发达国家
求学，而这些培训项目的核心操作者正是中
组部。(,,(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参
加了第五期“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
目”，在哈佛接受了大约三周的学习。这是一
个由中组部负责选拔学员、国家外专局负责
实施的培训项目。培训的课程包括美国政策
与政府、媒体如何运作、谈判策略、社交媒体
等。除上课外，学员还有机会访问参观联合
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永正、中国国际金
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以及陈德铭等，都曾在
哈佛大学接受过培训或学习。

一名干部是否能够进入“名单”得到提
拔，决定权掌握在上一级的党委手里。“中管
干部”的任免决定，通常由中央做出。在这个
过程中，负责管理“中管干部”的中组部作为
中央的职能部门，承担着重要职责。例如，中
央某部缺了一位副部长，中组部就要搜集相
关的人事材料，进行考察。然后，形成详细的
报告，提出建议，供中央参考。“在这方面，组
织部只有建议权。”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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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的晚年，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
几年，他对慈善赈灾事业，书画社团的活动、
展事，西泠印社的文化建设及对弟子门生的
培养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尽管他随
着年事的不断增高，各种疾病不断困扰，但
他依然以顽强的意志坚守在海上艺坛。应当
讲他是践行了大师的责任和领袖的担当。

!"(!年的二月，西子湖上的春
风还带有一些寒意，孤山脚下的晚梅
还在绽放，缶翁应叶品三、丁辅之、王
福厂等社友的邀请赴杭州相会，亦算
是雅集，同时也是商谈一些印社事
务。他行走在西泠印社绿木扶苏的曲
径山道间，柏堂上的“西泠印社”隶书
额，是他 !"!.年时所题。观乐楼题联
则是“天帱地载，山高水长”。经过这
些年社友们的共同努力，印社已是颇
具规模，景色旖旎，楼阁雅致，风光明
媚。此次，缶翁又带来了一尊自己的
半身铜铸塑像，那是日本友人、雕塑
大家朝仓文夫为他所作。为此，印社
建龛安放，并以石雕下半身与铜铸上
半身合而为一，可谓是“金石一体”、“金石一
身”。缶翁跏趺而坐，头微昂而神态安详地凝
视远方。缶龛建于锦带桥后、闲泉上方的石
壁上，后王一亭捐钱建亭于龛上，并自书“缶
亭”，两侧亦有王一亭手书“楹联”：“金仙阅
世，石室遁形。”缶龛下刻有诸宗元撰、朱孝
臧书的《缶庐造像记》，旁有石刻《缶翁像
赞》，乃沈曾植书撰。

缶龛造好后，因一般游人并不认识缶
翁，误认为里面是佛像，因而对龛烧香叩头。
就在此年底，缶翁再度来到西泠，亲眼看到
有人又在龛前叩拜，他就自嘲道怪不得我老
是头昏脑涨，原来是有人把我当佛拜，我如
何担当得起。从中可见缶翁的自谦与清醒。
他仅是凡人而已，是不能当神拜的，当神拜
他可消受不起。在孤山之巅岩石奇崛嶙峋、
花木明丽秀媚的题襟馆一侧，建有一座重檐
攒尖顶，外形仿吴越宝箧印经塔的“汉三老
石室”。正是此年秋天，由吴昌硕、丁辅之、王
一亭等人义卖书画筹集 %,,,银元从日商手
中赎回了汉三老石碑，接着，他们又募集资
金，于第二年建造了此座古朴端庄的石室以

供存这块国宝之碑，吴昌硕为此亲撰《汉三
老石室记》。缶翁以印社为家，为其建设筚路
蓝缕，终其一生。

生命的过程、人的老去是无法抗拒的规
律。这些年吴昌硕的那些挚友及学生也开始
相继离去。!"(,年是李瑞清（.-岁）、!"(!年
是高邕（+(岁）、!"((年是沈曾植（+!岁）、还
有日本友人日下部鸣鹤（%-岁）、!"(*年是缶

翁的弟子、年仅 -% 岁的陈师曾病
殁。这使缶翁老泪纵横，悲痛不已。
他拿出爱徒当年送他的画册，用凝
重苍莽的笔触写下了“朽者不朽”
（陈师曾号“朽者”），以寄无尽的哀
思与高度的评价。

!"(!年，在“扶桑正是秋光好，
枫叶如丹照嫩寒”的时节，日本大阪
江户崛的高岛屋美术部内，笔墨遒
劲酣畅，色彩雍容瑰丽的丹青，线条
雄浑豪放、气势郁勃强劲的书法，刀
法刚健奇崛、高古质朴的篆刻令人
目不暇接、赞叹不已。从而使前来参
观者充分领略了来自书画篆刻母
国———中国书画家精湛深厚的造

诣、鲜明独特的风格和高迈超拔的境界。这
个展览即是《吴昌硕书画篆刻展》，高岛屋还
为此专门出版了印刷精美、装帧考究的《缶
翁墨戏》。此年吴昌硕已七十又八，一位古稀
之年的中国艺术大师，能展示出如此勃发而
激昂的创作活力，的确令日本的艺术家相当
惊讶而仰慕。从此声名大振，誉满东瀛。

!"($年，又一个“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
丽时节，大阪高岛屋又推出了第二次《吴昌
硕书画篆刻展》，此时吴昌硕已年届八十又
三，并再次出版了《缶庐墨戏》。从当初的《缶
翁墨戏》到当今的《缶庐墨戏》，尽管这一字
之改，但却是对吴昌硕从大师本人到一个流
派的确认。此次展览的反响比以前更加热
烈，由此奠定了吴昌硕日后在日本成为影响
最大、地位最高、效者最多的中国艺术大师。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高岛屋也是缶翁暮年生
命中最后一次辉煌的艺术展示，其后他再也
没有在海内外办过展览，第二年即归道山，
而高岛屋并没有忘记这位海派艺术的领袖
人物，在缶翁逝世后，还连续为其办过几次
展览。

洗澡之后
杨 绛

! ! ! ! ! ! ! ! ! ! ! ! "$%他解放了我

大家默然。许彦成说：“你们这会儿还觉
得没有着地吗？”
杜丽琳说：“我伸了胳膊，在四面探索，想

抓到许先生建议的照相馆。”四人坐在客厅里
谈到夜深。
第二天早上，许彦成醒来，罗厚已经为他

们做好早饭，许彦成和他同在厨房里吃了。罗
厚说：“许先生啊，你是在伺候他们两个！你伺
候杜先生也罢了，她毕竟是你多年的老伴儿。
那位帅哥，又凭什么受你伺候呢？”
许彦成笑说：“感谢他解放了我吧。”
罗厚说：“我可看不惯，他们的劳动没个

完呢，你就老陪着他们？陪到几时？我舅妈正
忙着布置新房呢，你难道要等着和他们一对
儿一起结婚吗？”

许彦成说：“我不忍叫他们两个没饭吃
呀。”
罗厚嘀咕说：“许先生啊，你就是心肠太

好。杜先生欺负得你还不够吗？你真是个扶不
起的阿斗吗？我这会儿就为他们找个阿姨，要
求住在东家吃一顿夜饭，白天为家家干活的
阿姨肯定有。”
他说着就出门去找邻家的阿姨，邻家阿

姨说：“有，有，现成就有一个。我去叫她。”不
一会儿，果然来了一个干干净净的林妈，她先
看了自己的房间和厨房，都满意。罗厚就预付
了半个月的工资，说明是伺候下乡劳改才回
来的一对未婚夫妇。林妈把宿舍那间下房打
开，看了被褥都干净。下房只有半墙高，透气
的。她就要了一把大门的钥匙，罗厚吩咐她多
买些小米儿，连带一天的小菜也让她随意买
点回家。他把许先生的钥匙给了她。
他要和许先生一起回四合院。许彦成不

肯，说要当面和杜丽琳、叶丹交代清楚，马上
就回来。
罗厚说：“你留下一封信就行了。他们一

对儿情人没准儿趁你不在，就睡一床去，你管
他们的闲账！”

许彦成说：“别胡说，丽琳不过是俗气点
儿，她不轻骨头，也不贱，别说这些胡话糟蹋
她。”罗厚承认自己胡说了，他说，等许先生明
天上午自己回去吧。
林妈洗了小米，煮了一大锅小米粥。就自

己铺好了床，把带来的一包衣服，一件一件放
在床前的矮柜子里。
杜丽琳和叶丹都回家了，他们问，罗厚

呢？
许彦成说：“罗厚为你们找了一个林妈，

叫她为你们煮了一大锅小米儿粥，你们不是
想吃三大碗小米粥吗？我不会洗米，只好叫你
们帮我吃那又干又陈的面包。我也想喝小米
粥了呢。”他介绍林妈见了杜丽琳和叶丹，彼
此都表示满意。
许彦成说：“已付了半个月的工资。”叶丹

要还他，丽琳只说了声谢谢。彦成接着又说：
“明天一早上，我就走了，祝你们幸福快乐。”

许彦成就此和多年的老伴儿分手了。他
临走利用学校热水方便洗了一个干净澡，好
像把过去的事一股脑儿都冲洗掉了。
许彦成接到天津来的一封信。
信是许先生的伯父和伯母大人写来的。

原来，许彦成和杜丽琳在婚姻登记处办了
离婚手续，就给他家唯一健在的长辈大伯
父母写信，禀告此事，并说他将和姚宓小姐
结婚。

伯父恭喜侄儿终于甩掉了那个俗气美
人。除了恭喜，还说为侄儿汇上一笔钱，不是
贺仪而是侄儿的一份遗产。信是伯父亲笔。
信里还附有小丽的两张照片，照片上是

小丽的近影。相貌活像许老师，和妈妈一点儿
不像。小丽的照片用信纸包着，上面是许彦成
伯父的附言，说孩子不愿称“小丽”，姑姑为她
改“许玉林”，她也不愿意，因为玉林分明就是
杜丽琳的“琳”字。她对妈妈一点情分都没有。
许伯父学历是正途出身，只是没有出洋

而已。老大娶了那位性情古怪的夫人，他们简
直无法理解。但是儿子历年寄给他们的钱，他
们分文没用，想将来用做女儿的嫁妆。
许伯母的信最长，是写在宣纸上的，字很

娟秀，许彦成从没见过。她信中说，她的女儿
向来有个使命感，说自己是上天派来伺候爹
妈工作并为他们养老的。她不嫁人，认小丽做
了女儿，姑侄俩亲如母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