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落后的大地渐渐走向黑暗，当西边天际

收敛去最后一抹晚霞，夜的帷幕很快就厚重起

来。

6

月

5

日

20

时

30

分，乡村早已是繁星点

点，在修武县郇封镇雪庄村的麦田内，收割机

的轰鸣声、装车的吆喝声、人们的嬉笑声……

组成一首动听的丰收之歌。

在乡下，农人把麦收时节，称为午忙。 可

见，麦收是与忙紧密相连的。为了抢收小麦，这

里的夜晚和白天一样喧哗热闹，处处闻得到麦

香，处处看得到丰收的喜悦。

一片麦田收割完毕，高小勇从收割机驾驶

室内走下来，来到机器前面，拍了拍身上的麦

灰，在机器灯光的照耀下，身影与“荡起”的麦

灰显得格外醒目。

来自新乡获嘉的高小勇今年刚买了台收

割机，过上了麦客的生活。 “离开家生活，刚开

始还真有点不习惯， 干这行的不分白天夜里，

居无定所的，确实很累，但看到丰收的景象，见

到别人脸上的笑容， 自己感觉也就不那么累

了。 ”高小勇说，他还告诉记者，明天他就要去

武陟县收割了，然后再去河北找同伴一起收割

麦子。

“白天等了一天收割机，没有轮上，只有晚

上收割，再不收麦子就要掉粒子了。 ”谈话间，

高小勇又被等待收割的村民叫走了。

麦田的北侧，五六个村民正在另一台收割

机的出谷槽旁，忙碌张罗着将收割完的小麦装

袋，身影在机器灯光的照耀下若隐若现。

收割后的麦田里， 麦子的香甜味还在，远

处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的灯光与天上的繁星

交相辉映，夜，在这三夏时节，和忙碌的人们构

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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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话

麦客的夜

本报记者 赵林峰 摄影报道

邗

农用三轮车成了运输麦子的主要工具。

夜幕降临，在修武县郇封镇雪庄村的麦田内，依旧一片繁忙的收割景象。

来自新乡获嘉的高小勇今年刚买了台收

割机，过上了麦客的生活。

借着收割机的灯光，人们在忙碌着将麦子装袋。

隍

夜幕下的麦田内，收割机正在忙碌着。

收割机内的麦粒水一般倾泻而出， 向人们诉说

着丰收的到来。

英国

公交车，流动的文明

公交车在英国被誉为 “流动的文

明”，记者在英国生活多年，发现英国公

交车与中国公交车有五点不同之处。

车内车外整体干净、无噪声。英国的

公交车虽然是当地人每天出行的主要交

通工具， 但由于公交公司对每一路公交

车安排的数量都比实际需求多， 所以没

有“车上总是挤得满满的”的现象。 车内

永远都是“静悄悄”的，没有噪声，让人享

受安静之旅。 而且，车内车外干净卫生，

没有垃圾杂物。

保证准点到站。在英国，无论公交车

站是大还是小， 都会有清楚明了的时刻

表， 告诉等车乘客最早和最晚一班车的

到站时间。每逢周六、周日公交车班次会

相应减少，公交公司会通过即时通知，或

在线网站告诉公众，周六、周日是否有可

能改线，以免影响民众出行。

实时监控车内情况。 英国的部分公

交车上安装了车载电视， 但这里播放的

不是电视节目， 而是监控系统实时记录

下的车厢内，尤其是双层公交车上下层、

不同角落的情况。不过，无论是乘客还是

司机，都只能看到画面，不会听到声音。

因为，英国法律规定，公共区域一定要保

证没有噪声，公交车上也需要遵守法律。

若真的发生意外， 乘客可按车上的报警

按钮，让司机立即停车。

配有专属刊物。 对于一些需要在公

交车上打发时间的乘客来说， 他们可以

选择阅读车上前排自取的报纸。 这类只

在公交车和地铁站派送的报纸是周一到

周五的日刊———《都市报》，汇集了时政、

娱乐、城市交通、文化信息等，是不少乘

客最喜欢的读物。

狗狗有专座。 对于出门遛狗的人来

说，英国公交车上还为狗狗们配了专座。

通常，司机见到带狗的乘客，会让其在中

门上车， 等待狗主人把狗狗安置在距离

车门不远的固定位置后， 再让其去刷卡

购票，非常人性化。

伍铎克

近年来，围绕高新技术人才的争夺战正在全球

范围内展开。 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

知识和人才的竞争。为了填补巨大的高新技术人才

缺口，德国近几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德国

坚持引进与培养并举、 留住与用好并重的原则，修

改和完善《移民法》，改革奖励制度，打造了一系列

人才吸引计划。

上世纪末，德国就业条件呆板，人才管理体制

僵化，因此德国高级人才外流现象十分严重，特别

是

IT

领域专业人才奇缺。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政府

不得不考虑适当放松移民政策。

2000

年初，时任德

国总理施罗德在参观汉诺威电子技术博览会时，提

出要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吸引国外人才，解决德国

IT

业人才紧缺的燃眉之急， 这可以说是德国绿卡

计划的开始。

2000

年

8

月

1

日德国绿卡计划正式出台，按照

这个计划，德国将在几年内向来自欧盟国家之外的

两万名

IT

业高级专业人员，颁发特殊的居留许可，

对其实行优惠的居留审批政策。

2004

年、

2009

年以

及

2013

年德国多次对《移民法》进行修订，采取了

更为积极的移民政策，扩大移民数量，广招天下贤

才。 为了应对德国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社会危

机，以及专业人才缺口所导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问

题，德国还通过了一项名为“工作移民行动项目”的

新政策，对外国精英敞开怀抱。 《移民法》的重新修

订使德国向一个移民国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另外，德国政府十分重视建立研发机构，设立

科研奖项招聘海外优秀人才。

2003

年，德国成立了

一个名为“德国学者组织”的机构，它的主要工作就

是吸引海外的德国籍高级人才回国。政府投入上亿

欧元资金，启动了“赢取大脑”工程，以留住德国本

土人才并吸引国外人才到德国来。这一工程为各国

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特别研究基

金，供他们独立组建研究小组。

2007

年底，德国设

立了“国际研究基金奖”，最高奖金额高达

500

万欧

元，用于表彰所有在德国工作且研究工作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的各学科的杰出科学家。

积极吸引外国留学生是德国揽才的另一重要

手段。 与美英等国的做法一样，德国也把在德学习

的外国留学生视为高科技后备人才。

2009

年修改

的《移民法》向世界各地的大学生、研究人员和科学

家进一步敞开大门。 德国放宽了留学生签证制度，

也增加了针对外国留学生的奖学金。 从

2011

年起，

外国留学生如果被德国企业或在德国被聘用，就可

以获得在德国的居留许可。对于一些毕业后未能马

上在德国找到工作的外国留学生，德国也允许其居

留一年来寻找工作。

德国现有的晋升体制过于严格和教条，博士生

要想晋升教授比“登天还难”。 所以，许多德国本土

的博士生毕业后往往跑到美国。 对此，德国政府提

出了三项措施：一是实行灵活的、有竞争力的、与个

人绩效挂钩的新型工资制度，让科技人才实现自己

的价值；二是通过设立“青年教授席位”，给予青年

研究人员较快的晋升机会； 三是创造环境和机会，

给予“青年教授”独立进行科研、教学和带博士生的

权利。

德国教育部部长万卡说，在经济全球化和人才

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德国要努力培养、吸引、留住、

用好人才，以提升德国经济和科技在国际上的竞争

力。 柴 野

科举考试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

的一种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

举。 科举考试最初的目的是从民间选拔人才，整饬

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来说无疑是一

种进步。然而，随着科举考试的日益僵化，特别是后

期的“文必八股，书必馆阁”，使科举考试饱受诟病。

那么，什么是八股文？ 何为馆阁体？

“八股”一词现在多用来比喻内容空泛、形式呆

板、缺乏新意和思考的文章。但在明清科举制度中，

“八股”则是科举考试所必须采用的一种特殊文体。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

书文”，八股文要求每篇文章必须由破题、承题、起

讲、领题（入手）、提比（起股）、中比（中股）、后比（后

股）、束比（束股）八个部分组成。 破题共有两句，即

点破题目的要旨；承题可有三四句，以承接题义并

申明之；起讲则概讲全体，为全文议论的开始；入手

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的提比、中比、后比、束比

四段，方展开议论，而中比则为全篇的重心所在；这

四段都由两股相比偶的文字所组成， 合计八股，故

称八股文或八比文。各部分之间必须有固定的连接

词，如“今夫”“尝思”“苟其然”等，每一部分的字数

也都有严格的限制。 八股文重章法，且将散文与辞

赋融为一体，但“文必八股”的科举考试，专讲形式、

缺少内容， 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

面，因其形式与内容严重地桎梏了人的思想，一直

备受抨击。

馆阁体是科举考场上士子们必须采用的一种

书体，以明清两代为盛。明代称“台阁体”，清代改称

“馆阁体”，其书写特点是方正、光洁、乌黑、大小齐

平。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因要求以这种书体应考，所

以，又有“干禄体”之称。清代洪亮吉在其所撰的《江

北诗话》一书中记载：“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

‘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 ”馆阁体讲究黑、密、方、

紧，写出的字拘谨刻板、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但士

子为求干禄不得不竞相摹习，因此，馆阁体被看成

是明、清科举取士书体僵化的产物。

晚清文人龚自珍以《己亥杂诗》闻名于世，道光

九年 （

1829

年），

38

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

于考中进士。 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

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

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

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阅卷考官都为他的才情所

折服。 然而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却以“楷法不

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排在三甲第十九名。 所

谓“楷法不中程”，就是说龚自珍的楷书写得不好，

不是当时科举考试流行的“馆阁体”。 王劳来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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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中 为何要用馆阁体写八股文

全球人才争夺战 德国有绝招

《敬斋箴册》代表馆阁体最高水准。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