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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喜欢抢话，中年时喜欢插话，今天呢我们分成两种类别：袖手无言或喋喋不休。

一句话叫人笑，一句话让人跳。话是好东西，感情交往，情绪表达都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口

若悬河、口吐莲花受人瞩目。但话有时也很坏，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表达出错覆水难收。认知不

到位我们辞不达意，受人重托则言不由衷。从这点上看，言语表达与其处境密切相关，传播的方

式与范围就是一种力量，书上叫它语话权。有话语权并不表示使用得当，有人满口跑火车，也有

跨界讲道理，结果是贻笑大方。

袖手无言袖手无言 程局新程局新

我在职场也人模狗样地在多种场合侃侃而

谈，其实心里很清楚，那种正确的废话是强其入

耳、无法入心的，多次重复的套话更是令人生厌。

言语反复必有鬼，豪情万丈定有求。之所以声嘶

力竭，强调再三，本质上就是一种表演，表演给上

层看，不折不扣执行他的旨意，表演给下层看，我

在尽心尽责行使权利。

说话是一种艺术，更是识人阅世方法。记得刚

工作那时，似乎什么都懂，常喜欢高谈阔论，其实就

是望文生义，夸夸其谈，听到一点“风声”未加以认

证就“口耳相传”，结果不止一次落入陷阱。我的一

位老教师曾这样告诉说：你所知道的，常常是他们

让你知道并传播的，真实的内情总是讳莫如深，守

口如瓶的人可怕，信口开河的人更可怕。

今天社会许多人的讲话大同小异，他们口中

传播的信息无非就是媒体和网络上的公开的信

息，只是你刚巧看到，自己觉得真实可靠，其实没

有几种渠道获得的信息验证，再不加以思考，可信

度值得怀疑。“内部消息”即使围圈内传播，在大众

化网络时代，是早已公开的新闻，只是借助你这个

“神秘”的传播工具，换种方式再推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隔墙有耳，飞短流长。

中国从不缺少“祸从口出”的案例，一句话能高升，

也可能一语成谶。即使苏轼那样的高才，其言也

经不起前后敲击、左右揣摩，弦外之音是主导者喜

欢或讨厌最终定调，讲话疑话变成奇话，智慧解语

变成佳话。一句话也能显现水平高低和人品优

劣，圣人不是话说得多，而是话说得少，说得富有

哲理；名家不是发表的多，而是让人记得住运用得

多。“她把将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

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三言两语传

世界，深入人心存百年。“大鸣大放”的社会，也绝

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语缓人贵，字字含金：

“假话全不说”是君子，“套话偶尔说”是世人，“真

话不全说”乃高人。

话不投机半句多！有时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

就翻了个底朝天。少年时，父亲对我说：嘴上要有

个把门的。当时我不理解把门是个什么意思，几

十年的风吹雨打，我深知“言不为心声”，表扬的话

直言无碍但要有度，讽刺的话则以糖衣包裹但不

损人尊严。表达不符合社情、人性和事情，别人就

骂是屁话，自己不顺心的则是鬼话。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要看

人看事看场景，那怕到了“仁人者送人以言”地步，

即便是家人，道理不是说了就能接受，领悟多在撞

墙后才深刻。离开职场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回

归家庭，多一言不如少一言，将话烂在心里可少是

非，必要的提醒注意方式，可说可不说的事情就闪

到一边，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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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仲夏，在舒城县廖冲的一个小山村，一户杜姓人家的院里传出一阵婴儿啼哭。不久之

后，母亲病逝，但对于年幼的小老六来说，母亲的离去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记忆，毕竟他一直是奶

娘带着。转瞬十年过去，小老六的父亲也撒手人寰。

茶盏茶盏 杜娟杜娟

随后的几年，因为天灾人祸等诸多原因，除了

小老六的大哥毕业分配去了遥远的新疆，二哥三哥

因为食不果腹，身体虚弱，先后撒手人寰。剩下几

家孤儿寡母，流离失所。小老六跟着四哥四嫂一家

生活，在艰难困苦中苦苦挣扎。

懵懂的小老六目睹家境如此，仿佛刹那间长大

了，也明白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没了庇护，一切

只能依靠自己。于是，他在心底暗自发誓一定要读

书，因为只有读书才能飞出这座困住他的大山。凭

借着过人的天分与不懈的努力，小老六和大哥一

样，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被分配到庐江中

学任教。

小老六是我的父亲。他在离村五里地的小镇上

教书。而我的母亲，从麦苗韭菜分不清的状况，逐

渐学会下田干农活，喂猪种菜不在话下。挣点工分

加上父亲每月24元的工资，除去仅有的一点开支

外，全部上交生产队，却还是不够，年年都是超支

户。在那个年代，听说超支户所分的粮食都是最差

的一堆，生活的重担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即便生活困难，但每个夏天的夜晚，我们一家

五口搭起门板、凉床，在院子里乘凉。父亲就开始

讲述《三国演义》里的家国情怀，《水浒传》里的英雄

人物，还教我唱舒城民歌《十把穿金扇》，至今我仍

能吟唱。秋天的晚上，大家早早上床睡觉，父亲每

周一三五都要在学校值班。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母亲听到有人撬门，

赶忙点起煤油灯，大声斥骂，原来是邻村的一个小

偷，想来偷缝纫机。母亲的骂声惊动了左邻右舍，

小偷慌乱逃走了，母亲一边骂着，一边护着三个孩

子，当时只觉得母亲无比勇敢，简直就是“母鸡中的

战斗机”，只是那对翅膀仍在不停地颤抖着。女子

本弱，为母则刚。

腊月寒冬，狂风怒号，卷走了屋上的茅草。刚

盖完不久的稻草房被风掀起，父亲急忙拿起粪桶装

水，一瓢一瓢地往屋头上泼水，这才压住了草屋，保

住了我们温暖的家。

转眼到了春天，改革的春风吹进了我们这个普

通的家庭。我们迎来了新的生活。

父亲退休后，随子女来到合肥定居。他老人家

每天吹拉弹唱，生活充满了欢乐与祥和。最惬意的

是，虽然八十多岁了，但身体无恙。按照他自己的

说法，是因为自己自律，一直在保养。他总是面带

微笑，眼中闪烁着满足和欣慰，还不时自豪地说：

“我就像一只精致的‘茶盏’，86年的‘老茶盏’，被我

保养得锃亮，没有污垢，没有瑕疵，没有裂纹，不求

百岁，90岁还是有信心的。”

然而，命运却在这第40个教师节的早上，由于

您的一个不小心，亲手把这个的“茶盏”打碎了，碎

了……父亲，您怎么能这么不小心！“茶盏”碎了，也

是我们的心碎了，裂成无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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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山中来我从山中来
杨琰杨琰

冬日晴好，相约出行，我与散文家协会的文友们

选择以矾矿工业遗址公园为起点，驱车贯穿庐南川藏

线。当车真正驶入矾山镇，看着车窗外徐徐而过的整

洁又寂静的矾山街道，我忽然感到内心被一种莫名的

情愫轻轻牵动了一下，久违的记忆排山倒海地一下子

涌上心头。记忆中的矾山好像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

变，当年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在阔别矾山四十

多年后，又一次踏上这片热土。

在矾山镇邓宣委和文联刘老师的引领下，我们到

达了第一站——矾矿工业遗址公园。来到当年矾矿

标志性建筑八大窑前，文友们饶有兴趣地倾听刘老师

介绍着矾矿的历史，我的目光却长久地投向周围层叠

的山峦。这些深深刻印着我童年记忆的山峦，于久别

重逢的我而言，是那么的熟悉又陌生。凝望处，曾经

淡忘的记忆渐渐被放大成黑白片中闪回的一幕，那些

被自己一度忽略甚至遗忘的细节也都历历重现，最终

拼接成一条完整的岁月之路。这条路，目睹了千百年

来矾山历经的沧桑，也见证了矾矿的灿烂辉煌。

站在历经岁月风雨洗礼，却依然高高屹立的八大

窑前，我遥望着那条儿时走过的通向外婆家的崎岖山

路，那条曾开满鲜花，也曾布满荆棘的岁月之路。我

仿佛看见少年的母亲翻山越岭赤脚走在求学路上的

小小足印；看见白发苍苍的外婆倚在石头房子的门前

等着儿女们归来的孤单黄昏；看见头戴矿工帽、脚穿

矿工靴的大舅走在平峒里的高大背影；还有背起行囊

去打拼的表哥们告别家乡时坚毅的眼睛……

沿着盘山公路，我们继续向南而行。至此，庐南

川藏线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才真正向崇山峻岭间

纵深铺开。蜿蜒的路，绵延不断地在迂回中盘山而

上，穿行在万顷林海中的车抱山而行，似轻舟掠过万

重山。茂林修竹在眼前纷至沓来，又在耳边疾驰而

去，山体越来越陡峭，山路越来越崎岖，百转千回间，

我们终于到达双顶山观景平台。

“登山望天阔，俯首瞰九霄。”登上观景平台极目远

眺，我们无不被眼前阔大的自然之美深深震撼与陶

醉。抬眼望去，风烟俱净，碧空如洗，双顶山双峰并立，

挺拨峻秀；俯首鸟瞰，层峦叠嶂，山川相连，山谷中村落

古朴，离尘远嚣。无可比拟的自然之美，是清冽的山风

拂过的山林；是和煦的冬阳染红的树梢；是“树树皆秋

色，山山唯落晖”的绚烂；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的豁然。世间万千丹青手，此处美景画不成！临风而

立，无边风光尽收眼底，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渐次寻访双峰寺，金足亭，山腰一处名唤“映山

廊”的木栅围廊，冬阳穿廊，光影斑驳；山风回旋，落叶

四起，阳光下甚是迷人。听刘老师介绍说，双顶山奇

在地藏王菩萨脚踏分峰，而论美尤属“双峰杜鹃”了。

每逢春夏交替之际，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花灿若云霞，

美不胜收。这映山廊便是观赏映山红花的极佳去处，

闻此盛况，我们还未离开，便已开始期待来年双顶山

踏春寻芳，共赴一场盛大的花事了。

一路向南，沿途经过闻名的乐华村万亩蓝莓种植

基地，虽错过蓝莓果实收获的季节，却欣赏到入冬的

蓝莓树纷纷披上红装自成一景。

行进中，九曲十八弯，弯弯相连，处处皆景。相思

巴滩的涓涓细流、关庙水库的点点清波，像跳跃在山

水画卷上的灵动音符。放眼望去，群山若奔，云蒸霞

蔚，凌安村的万亩竹海碧浪起伏，犹如镶嵌在湖光山

色中的一块翠玉。“一生痴绝处，不妨到凌安。”庐南川

藏线由此进入最后一站——龙桥镇凌安村。凌安村

位于庐江县最东南端，坐拥万亩竹海，四面环山。竹

海深处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六百多户人家，作为一名医

务人员，凌安村也是我和我的同仁们经常送医下乡的

地方。这里过去交通极其不便，常年缺医少药，如今

新医改惠民政策的大力实行，老乡们真正解决了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覆盖的布

局下，村民们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得到显著提升。

结束了行程，回望被庐南川藏线这条游龙环绕的

绿水青山，带着喜悦的心情，带着更美好的愿景，我，

从山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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