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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问题,于 国于民,举足轻重。

毛泽东同志说过: “政治路 线 确 定 之

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一再强调 :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
”, “必须善于使用干

部
”,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

”;要 “任人唯

贤”,反对 “任人唯亲”。这些论断,是古

今用人得失规律的科学总结。说明了用人问

题的重要性。

历史是∵面镜子,它常常以丰富生动的

材料使人清醒,促人谨慎,催人奋进。我们

今天要为实现
“四个现代化”进 行 新 的 长

征,回顾一下历史上用人的经验和教训,是

大有裨益的。 ∶

兴国必善用入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

只要真正善于用人,做到
“贤者在位,能者

在职”,那就∵定能兴旺,反之 ,如 果 是
“贤者居下,不 肖者居上”, “骅骝蜷母局不

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那就 一 定 不 景

气。

我囟奴隶社会的商朝曾经有 过 兴 旺 时

期,产生过著名的殷商文化。到后来,就因

纣王荒淫无耻,杀贤臣,亲佞人,结果众叛

亲离,迅即灭亡。周原是西方小国,但是由

于文王、武王重用姜尚、周公,放手让其治

军、治政,结果开创了周朝八百 年 江 山 。

春秋时期,诸侯蜂起,互争雌雄,其 中吴王

阖闾、越王勾践、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

先后获得优势。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善用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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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阖闾用孙武和伍子胥,累战累胜,击败

强楚,直抵郢都;勾践曾被吴王夫差俘虏 ,

当了亡国奴,但他采用范蠡、文种的计谋,卧
薪尝胆, “

十年生聚,十年报仇”,终于兴

越灭吴,齐桓公因鲍叔、管仲的辅佐,勃兴

于东,晋文公有赵衰、狐偃同患难,崛起中

原;秦穆公用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

公孙支五人,日 渐强大。这些都是历代政治

家、史学家公认的史实。以后的战国七雄都

有招贤纳士的风气。秦所以又能独冠群雄 ,

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它在用人方面做得特别出

色。自秦穆公起,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

昭王,秦始终坚持了任人唯贤的好传统,不
仅尽量发挥了本国人才的作用,而且任用了

许多客卿,利用了外来人士的才干。关于这

一点,李斯见得很透,他在给秦始皇的 《谏

逐客书》中指出:穆公用由余、百里奚等五

人,获得了 “并 国三 十,遂 霸西戎
” 的功

绩,孝公用商鞅之法,赢得了 “移风易谷,

民以殷盛,国 以富强”的局面;惠王用张仪

之计,终于占据了 “膏腴之壤
” ,打 散 了

“六国之从”,昭王得范睢之后 ,才得以“
废

穰侯 ,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

使秦成帝业”。在历数了秦国四 君 任 用 贤

才取得的成果后,李斯从反面指出: “向使

四君却客而弗纳,疏士而弗用,是使国无富利

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李斯这里所举

的都是秦发展强大过程中活生生的史实。秦

始皇早期头脑比较清醒,他接受了李斯的意

见,纠正了逐客的错误,大胆任用李斯、尉

缭、姚贾等外来的和本国的人才,结果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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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

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在统一大业完成后 ,

他陶醉于胜利与权力之中,以为从此江山永

固,可以传之万世了,就不再信用贤才,不
再体恤百姓了。到了晚年,他一 味 追 求 享

乐,幻想成仙,远离群臣,怀疑一切,完全

成了孤家寡人,这无疑是为秦二世而亡种下

了祸根。秦在兼并六国时是那样强大,建国

以后却只短短十五年就灭亡了,这种可悲的

结局,不是发人深思么?

又看看秦以后的历史吧!楚 汉 之 争 ,

开始楚强汉弱:项羽名声显赫,兵多将广 ,

刘邦则身卑名微,兵少将寡。两相比较,力

量十分悬殊。但项羽刚愎自用,不善用人 ,

刘邦却礼贤下士,广求人才。于是韩信、陈

平、英布等纷纷弃楚投汉,结果楚材汉用,

强弱对比迅速逆转。最后刘邦胜了,在举杯

庆功,高唱 《大风歌》时,犹 自思贤若渴,

唱出了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心声;项羽

败了,落得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还至死

不悟,竟发出了 “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的悲叹。汉文帝、汉景帝承袭高祖勋业,依

靠先朝功臣,又采纳贾谊、晁错等贤士的建

议,任用周亚夫等名将,削诸侯、平叛乱、

重农耕,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
“
文景之治

”。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跨州连郡者不可胜

数”,最后却只存曹操、孙权、刘备三家。

曹操开始力量也不大,但他能 “牢笼英俊用

文武″,自 己又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因此

很快击败了比他强得多的袁绍、袁术,统一

了北方。孙权十九岁继承父兄基业,他尊崇

老将,擢用新才, “贤能为之用”,于是雄

据江南,赢得了 “少年万兜鍪,坐断东南战

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

仲谋”的赞誉。刘各比之曹操、孙权,起初

实力最小 ,当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 ,孙权 “据有

江东 ,已历三世”
时,他还处于东奔西走 ,身无

立锥之地的狼狈境地。但他比曹操、孙权更

长于用人。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他委以

重任,言听计从,终于在曹操、孙权的虎口

鼻尖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建立了与魏、

吴政权成三足鼎立的蜀国,真可谓 “鱼水三

顾合,风云四海生”哪!唐太宗李世民是我

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吸取隋亡的教

训,深深懂得了 “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道理,广开贤路,

从善如流,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 “贞观

之治〃,使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都达到了极其繁荣的时期。唐玄宗前期还

较清醒,保持了自唐太宗以来用人唯贤的好

传统,信用贤相姚崇、宋躁、张九龄,出现

过 “开元全盛”的兴旺景象,世称盛唐。但

他后来罢了张九龄,起用 “口蜜腹剑”的李

林甫为相,宠幸杨国忠兄妹,政 事 日益 腐

朽。奸佞之辈,斗鸡之徒,志得意满, “鼻

息干虹霓”。贤才志士却被投闲置散,弃若

糟糠。李白这样的才子,被放还山,不得已过

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杜甫这样的贤人,流落

京城,竟弄到 “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

的惨境。整个社会也从全盛的顶端迅速跌落

下来,正如杜甫所反映的那样: “五十年间

似反掌 ,风尘 氵项洞昏王室”。天宝十四载,

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后,藩镇割据,拥

兵自重,尾大不掉,唐王朝几乎一蹶不振。

宋元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其

间也不乏忠贞智能之士,如李纲、宗泽、岳

飞、辛弃疾、文天祥、海瑞、于谦、林则徐

等等,但国君很少有 “文景”、 “贞观”之

风,因此也未曾出现
“文景”、 “贞观”那

样繁荣发达的局面。更多时候,倒是权奸弄

朝,贤才被害,悲风冤狱,连发迭起。北宋

末年,皇室昏庸,蔡京、童贯等奸臣掌权 ,

致使山河破碎,二帝蒙尘。南宋初年,耿南

仲、黄潜善、秦桧等坏蛋把持朝政,李纲被

罢,宗泽殒命,岳飞冤死,复地兴国的希望

终成泡影。明朝后期,宦官专权,东西厂特

务多至十万,爪牙遍布全国,忠臣贤士多为

其害,终致国弱民穷,清兵入关。清王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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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煳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时期,对内大搞文字

∶狱,弄得人才凋零,万马齐喑,对外一方面

∶闭关自守,一方面又丧权辱国。林则徐禁烟

∶抗英,反被道光皇帝充军伊犁。慈禧太后更

∶为可恶,她独揽大权,驾空光绪,残杀变法

维新人士,签订卖国条约,纵虎为患,引狼

入室,使中国堕入了最为可耻可悲的时代。

∶  ·
历史就是这样的公正:善用 人 者 能 治

国、兴国,不善用人者不能治国 ,甚 而 灭

国。天下兴亡,世事盛衰,重要的∵条,就

在于是否善于用人。

∷    用 入 必 先 知 人

善用人是兴国的重要条件,但要真正做

到善用人,首先就得做到知人。只有真切地

了解各种人的特长,量体裁衣,才能使之各

得其所,各尽其才。

当然,知人不易。白居易有一首给元稹

的诗: “与君一法决狐疑,不用 钻 龟 与 祝

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需待七年期。周

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初

身先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说的就是知人

的难处。但是,这决不是说,人不能知。而

是说要真能知人,就必须懂得知人之道。如

何才能知人呢?

其一,必须要有内行的眼光。历史上有

许多贤愚错勘、良莠不分的事,考察原由,

往往就与识者本人是外行或假内行有关。汉

文帝很有见识地说过: “择者不明,国之太

患
”。不是有个成语故事叫

“
纸上谈兵

”吗?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赵国一个能臣良将赵

奢的儿子赵括 ,自 小谙读兵书,常在人前大谈

用兵理论,连他父亲也说不过他。赵奢深知

儿子的这种表现并非好事,而是潜伏着一种

危险。他曾警告说: “使赵不将括则已,若

必将之,破赵军必括也。”但后来的赵孝成

王是个不懂军事而又刚愎自用的人,他以为
“有其父必有其子”,又看赵括说起兵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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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侃而谈、应对如流,就认定赵括是个将才 ,

根本不听赵奢预先的警告。当秦赵两国大军

在长平对峙的时候 ,他竟听信流言,撤下老将

廉颇,而任赵括为帅。结果赵栝死搬教条,一

战而败,血流漂杵,自 己被射死,四十万大

军也遭覆没。这个故事,后人提炼为成语 ,

说明其中概括的教训是有普遍意义的。 “世

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唐代大文学家韩

愈在 《马说》中的这一警句,千余年来之所

苡脍炙人口,引起无数志士的共鸣,就因为

它形象地揭示了知人必须内行这一朴素的真

理。事实正是如此。鲍叔荐管仲 ,百里奚荐蹇

叔,徐庶、司马徽荐诸葛亮,之所以识贤不

谬,就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人才,是内行,是

知音。韩愈在任国子监博士分司时,一见少

年李贺的诗篇 《雁门太守行》,立即认为李

贺是个人才,不顾困倦,急忙出门迎请,以

后又一再向有关部门推荐。李贺后来果然成

了唐代非常出色的诗人,与李白、李商隐合

称 “三李”。欧阳修在嘉萜二年主持礼部考

试,一见苏轼的题为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

文章,便极口称道: “快哉!快哉!老夫当

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而且预言: “更三

十年,无人道著我也。”后来,也确如他所

预见的那样,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超过了欧

阳修。韩愈、欧阳修为什么凭一首诗、一篇

文章就能看出李贺、苏轼是个人才呢?也就

因为他们本人是唐、宋著名的大文学家,对

文学是内行,因而在这一行里成了真正的伯

乐。

其二,要通过实践识人。识人者切忌主

观片面,先入为主,一定要深入到群众中、

实践中去考察人、识别人。孟子有句名言:

“听其言,观其行, 人焉瘦哉!” 意 思 是

说:听取一个人平日的言论,观察他的实际

行动,那他的品德的好坏,才能的高下,就

可以了解得一清二楚了。金无足赤,人无全

才。知人者,需考察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工

作,不要因某人一言一行之差误 而 全 盘 否



定。纨现一个人德丌昀全貌,就能在有疑难

的关键时刻,洞若观火。早在唐朝初年就有

了类似的史实。据记载,一次唐太宗听人报

告:尉迟敬德要谋反。他听了以后,没有象
工般君主那样立即龙颜大怒,将被告下狱问

斩,而是亲自把尉迟敬德找来调查。他问g

“有人说你要谋反,是什么原因呢?” 尉迟

敬德气愤地回答: “臣反是实。臣跟从陛下

讨伐叛逆,幸亏没有死掉,但全身留下的也

就是刀伤了。现陛下基业已定,反倒怀疑起

我来了:” 于是把衣服脱下来,露出浑身伤

疤。唐太宗听了、看了,立即流出眼泪来 ,

说: “
你快穿上!我不怀疑你,所以实言相

告。”后来事实也证明唐太宗这样处理是对

的。由于他深知尉迟敬德平日的表现,又细

致地弄清了尉迟敬德的 “反”并非本意,而
是在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之下所说的气

话,因此对症下药,消除对方的疑团,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所谓内行总是相对的。人生有涯

而知无涯。
一

个人在一些领域内是内行,在
另一些领域内也许就是外行。在任何领域中

都是内行的真正全才可说是没有的。因此,

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韩愈说 :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 “道 之 所

存,师之所存也。”凡聪明的人都懂得除自

己亲自实践外,还要善于依靠别入的力量。

知人也是一样。一个 人 通 过 亲 自观 察 了

解,要识别一些人,是能够做到的。但作为

一个地区,或工个国家的领袖,要真正对本

地珲本国的人才了如指掌,做到心中有数,

全靠自己一个人去逐一观察鉴别,这在实际

上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明智的统治者往往除

自已有深入实际的作风外,还善于集众思,

广忠益,通过内行而又可靠的人来访贤、荐

贤,以补充自己有限的了解。春 秋 战国时

期,各国有为之君求贤的风气都很浓,而且

还容许象毛遂那样自荐。因此人才显露的机

会很多,各种学派、各种思想都能得以充分

展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也都 得到 迅 速 发

展。三国时期,诸葛亮治蜀,还专门把 “集

众思,广忠益”作为丞相府处理人和事的一

项经常性的措施,上至高级参谋,下至管文

书的小官,都可以参与争论,提 出 批 评 意

见,r所以蜀中人才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据,

蜀国也治理得相当出色。隋文帝杨坚首创科

举制度,第一次以考核的办法来选拔人才,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荐贤的补充。唐太宗时期

既沿用科举考核,又订立举贤制度,经常性

地责令有关部门官员下去察访,推荐贤能 ,

这就兼得两条途径之益。

其实,在知人问题上,人民群众很有发

言权。谁个有才,谁个无能,哪个贤,哪个

不肖,老百性是清楚的。观民情,察民意,

就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唐宣宗在这点上做得

不错。他常借狩猎之机,了解官吏政绩。-
次,他在渭水边行猎,见几十位老人在佛殿

祷告。询问之下,才知醴泉县令李君爽为官

清正,百姓闻知他要另调,特 上 书 州 府,

共留李君爽为本县县令。州府不准,父老们

才来求佛保萜。宣宗见此,极为感动,回宫

后立即大书李君爽三字。一年后,怀州刺史

缺,宣宗亲笔批示: “醴泉县令李君爽,可
为怀州刺史

”。又一次,宣宗打猎时同几个

樵夫交谈,得知泾阳邑宰李行言不避权势,

执法公允。回朝后,立即在殿柱上写下李行

言之名。两年后,宣宗提升李行言为海州刺

史,并当着文武百官重赏了他。唐宣宗在当

时能做到这样,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

知人还顼罄任

用人必先知人,但知人者未必能善任。

知人要有内行的眼光,善任则要有无私

的品德。无知人之明,固然会错勘贤愚,埋
没人才,有知人之明而无善任之德,不仅同

样会埋没人才,而且还会残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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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所流行的一种坏品德就是忌才。

忌才的人丿总是深怕别人才高德高,一旦有

了用武之地,功成名就,超过自己,动摇自

己独霸专制的地位。因此 “宁用奴才,不用

人才”,常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哲学。你越

是个人才,他就越是要整你,决 不 让 你 出

头。如果你已脱颖而出,那他也决不让你平

安过日子,轻则造谣诽谤,重则害人性命。

李萧远在 《运命论》中说: “木秀于林,风
必摧之,堆出于岸 ,流 必湍之,行高于人 ,众

必非之”。韩愈在 《原毁》中说: “事修而

谤兴 ,德高而毁来”。苏轼在《洗儿》诗中写

道: “人皆荞子望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

但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些

痛心的感叹,在当时,确实不是对偶然的个

别现象的愤激之语。我国历史上有不少人灾

祸突降,不为别的,恰恰就是因为 有 德 有

才。战国时期的孙膑 ,就 因为他才智过人,为

他的同学庞涓深知而又深忌,结果被设计刖

了足。韩非也因为才智过人,为他的同学李

斯所忌,结果被诬陷入狱,终于被害。隋炀

帝是历史上一个昏庸的暴君,但喜欢舞文弄

墨,对文学略有所通。但就因为他懂一点文

字上的好坏,而又 “不欲人出其右”,一些

有文才而又不精于马屁术的知识分子就纷纷

遭了殃。据 《隋唐嘉话》记载: 司 棣 薛 道

衡,就因为诗歌作得比隋炀帝好,隋炀帝借

故把他杀了,还要引用他诗中的佳句来揶揄

他: “更能作
‘
空梁落燕泥

’
否?” 著作郎

王胄,也因为隋炀帝作 《燕歌行》,文士和

诗皆不如,只有他 “独不下帝”,结果竟因

此被害。人死以后,隋炀帝还要念他的警句

来奚落他: “ ‘
庭草无人随意绿

’,还能作

此语耶!” 无疑,碰到这种忌才 如 仇 的 恶

魔,才识之士避祸尚恐不迭,还怎能说得上

一个用字呢?

中国几干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流行的另一种坏品德 是 贵 上 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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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论资格、讲门第的等级观念是这种坏晶

德的思想基础。所谓 “龙生龙 ,凤 生 凤 ,

老鼠生儿打地洞”
,贝刂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袤

露。这种观念,其本质是剥削阶级狭隘唯心·

的阶级偏见。它不仅使许多统治者囿于狭小

的圈子,坐井观天9以至孤陋寡闻,失去了

许多识人的机会和本领,而且还使他们在感

情上与下层人民之间永远形成一条鸿沟,即

使明知下层人民中某些人富有才德也不去任

用。历史上所谓 “上品无寒门, 下 品 无 世

族”,就是这种坏品德在用人问题上导致的

必然结果。出身贵族的项羽对曾 乞 食 于 漂

母、受过淮阴恶少胯下之辱的韩信就是瞧不

起。韩信身居楚营多年,尽管有人向项羽推

荐过这位将才,但他仍只给韩信担任个执戈

侍郎的下等职务,而且一当韩信大胆发表意

见,立即叫人逐出。但正是韩信,后来成了

灭楚的一个方面军的统帅。项羽自食了贵族

偏见的恶果。汉朝末年,以 四世三公的门第

自豪的袁绍对白丁出身的关羽、张飞也是瞧

不起。在对董卓的讨伐中,关羽立了大功 ,

他不仅不赏,反而斥责。但也正是关羽、张

飞这些白丁,后来成了蜀国的勋臣,而袁绍

却不久就败亡了。事实证明,凡贵上贱下 ,

等级观念森严的人,实际上都是极愚蠢的。

历史上真正善用人的人,他们所具有的

品德则与上述忌贤害能者相反。

他们有容人的肚量。不是忌才,而是爱

才;不是忌贤,而是思贤若渴。得贤以后 ,

不是作聊资风雅的摆设,而是委以重任,发

挥他们的专长。比如刘邦,他 明 知 领 兵打

仗,自 己不如韩信;运筹惟幄之中,决胜千

里之外,自 己不如张良;坐镇关中,补充兵

员供给粮革,自 己不如肖何。但他不以为忌 ,

反引以为喜。他根据这些人的特长,分别让

韩信为将,肖 何为相 ,张 良为谋臣,结果就充

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和力量。无疑,肖何、

张良、韩信之所以能建大功于当时,成为有

刍昀
“汉初之杰

”,刘邦为他们提供了充分



的用武之地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又如刘各,

他深知诸葛亮的才能比曹丕强十倍,也远远

超过自己,但他也从不顾忌,相 反 高 兴 地

说: “孤之有君,犹鱼之有水 也。” 在生

前,他真诚地尊重比他年轻得多的诸葛亮,

萼之如师岁临终的时候,还嘱咐后主刘禅:

彳汝父德薄,勿效之”,要 “父事丞相”。

无疑,诸葛亮所以能充分发挥他 的 雄 才 大

略,一身系天下安危而成为一代名相,刘各

的充分信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他们还能从大局着眼,打破亲亲仇仇的

私人感情的局限,坚持赏罚分明。如晋悼公

时的名将祁奚9就能无私地举荐仇人解狐代

替 自己的职务。又如齐桓公,管仲曾是他的

仇人,扶助过他的对立面公子纠,但他深知

∷管仲的德才,不以为仇,用 之为相,并深信

∵不疑。管仲后来立了大功,他还呼之为 “仲

∶父”。再如唐太宗,魏微也曾经 是 他 的 仇

人,跟李密投唐后,曾 辅助过他的对头太子

建成,但他知道魏征的德才,也照样用之为

相。魏征经常面折廷争,火辣辣地批评他的

缺 点错误,他还把魏征树为直谏的榜样。魏

征 死后,他还痛惜地感叹自己失去了一面镜

子。而当爱子吴王恪犯法 ,他照样无所宽假·

潮户免官。至于汉文帝母舅薄昭,封侯为将

军'犯法当死,文帝不以至亲曲宥,流涕赐

死;诸葛亮治蜀9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

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也都是为后人一再

赞叹的例子。

他们有礼贤下士的态芟,能 一 定程 度

上冲破上下尊卑观念的束缚。周公 “握发吐

哺
”,刘各 “三顾茅庐

”,早已成为美谈。

信陵君亲访看门孝头侯嬴和 屠 夫 朱 率
·孟

尝君器重身份低贱的冯谖;平原君大胆起用

名微自荐的毛遂,也一直传为佳话。唐太宗

用人也是不拘一格的,他在开国时期,任用

许多重臣,如徐懋功、程知节、吴闼黑等 ,

都是农民起义军的将领。魏征出身
“
低微

”
,

在隋末做过道士。马周是山东布衣,因才见

用,授官监察御史,后任中书令,担任宰相

职务。诸葛亮到西南以后,也曾提拔了一批

既出身门第不高、又无雄厚资历的人才,如

张裔、杨洪、马忠、王平,张翼,李恢等,

或使他们专领一郡,或委派他们督领重兵出

征。实践证明,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不仅

帮助这些统治者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狭隘的

圈子,获得真翔”获得人才,而且还帮助他

们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上下层之间感情上的

鸿沟而获得人心。

鲁迅先生在 《南腔北调集·经验》 一文

中曾指出: “
古人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

在是极可宝贵的。”兴国必善用人,用 人蛉

先知人,知人还须善任。这些历典肀寨墀烬

的经验,确实是永远值得借鉴的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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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怀疑:既然是 “裴为公结庐,则诗题当

特标裴冀公。”要知道,杜甫作诗,对诗题

一 向是十分审慎的。凡与人有关的,或者有

名有姓、有行次1有官衔,或者有名无姓 ,

而有些则根本不提姓名,这当中无形地分别

了亲疏爱憎,正是杜诗的精细处。 《卜居》

诗中明明提到有位
“
主人

”
和他一起相地?

却略而不标,原因是杜甫和裴冕虽同属房涫

门下,但意气并不相投,感情并不深厚,而

在当时的处境下,又不能不 求 助 于 裴。同

时,杜甫也着得出裴冕不过是做顺水人情,

并不打算出钱为他结庐,因而用不着在题上

特标裴冀公以示恭维,而只以 《卜居》概说

之,具中深意,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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