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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出，对山里人来说是司空见
惯的事，但特意到山顶上看日出却未
曾有过。小时候经常天不亮就随大人
们上山砍柴，往往砍了半挑子坐下来
歇会时，才看见太阳出来了。那时好
像是条件反射似的，肚子闹起了革
命，刚出山顶的太阳，像一个大大的
火烧馍，让人更加饥肠辘辘，手心也
会冒出很多的虚汗。那时我还真不知
道有画饼充饥一说，否则我会认为这
是上帝故意戏弄我的。稍大一点从课
文中读到了《泰山日出》《亚洲日
出》及刘白羽关于日出的文章，但似
乎也没读出过美感，反而认为老师说
的有些牵强附会。真有那么美吗？后
来我终于明白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
贾府上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

近年随旅游业的发展，各地建设了
不少名胜景区，霍山县单龙寺镇政府在
其境内的屋脊山打造了一个摄影家村，
与“月亮湾作家村”“仙人冲画家村”，合
称为霍山的“三家村”，吸引了大批中外
游客。屋脊山摄影家村就是依据屋脊山
特殊的环境、奇妙的景观，给广大游客
特别是摄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
平台。现在经常有外地朋友向我寻问屋
脊山景区的事宜，问的多了，就有了“三
人言成虎”的感慨，为避免朋友说我“灯
下黑”，于是我决定爬一趟屋脊山，看一
看日出。

要看屋脊山日出，必须头天晚上住
在屋脊山下的隆兴，这样第二天早上五
点半出发，上山才不至于匆匆忙忙的。3
月3日下午，我与上十位文友，在单龙寺
美女镇长的邀请下住进了隆兴的“影
庐”。影庐是针对摄影家村利用闲置的
小学教室打造的、很有创意的民宿，简
约，休闲，清静，卫生，大有宾至如归之
感，绝无喧嚣嘈杂之憾。我住的是“一(2)
班”，整个夜里，辗转反侧，又让我体味
了一把上小学的感觉……

3月4日凌晨五点半，文友们都从
“教室”出来了，地面尚有微霜，走在上
面有“唰唰”的声音，晨风有些刺耳，但
谁也没有畏缩，一行人向着屋脊山进
发。
屋脊山海拔480米，从山脚行到山

顶也不过两公里，但多是峭壁，攀爬起

来非常艰难，好在走的人多了，“路”的
痕迹非常明显。可能是我身体的原因，
也可能是我主观上对观日出的排斥，双
腿像灌满了铅，渐渐地我落伍了，只能
走走停停，我羡慕年轻人的身轻如燕，
看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小孩从我身边快
速走过，我感到自己已力不从心。

这时，手电筒所照之处，我看到一
个五、六岁大的小男孩可能是开始走急
了，有点虚脱，现在赖在地上不走了。孩
子的母亲劝说道：再不走，你可看不到
日出了，回去你可无法向爷爷奶奶讲日
出的故事了。还有，就是你挡住叔叔阿
姨们的道了。小男孩听了母亲的话忽然
来了精神，“噌”的一下就离开了我的视
线。我知道在这个隔代亲的当今，“日出
的故事”背后的故事，大人的许诺便是
孩子的梦想。我当然也知道，躺在地上
虽永远不会跌倒，但会被人践踏的真
谛。
倒是孩子的举动，让我想起了“行

百里者半九十”警句，真的是心中有所
想，脚底有力量。我相信观日出不仅是
一种视觉享受，更是一次艺术盛宴，还
可能是一次精神洗礼。

屋脊山终于被我踩在了脚下。
屋脊山顶形似屋脊，长约30米，

宽约6、7米，可以立足的地方不过一
百平方。我登顶时，已找不到最佳的
位置了，黑压压的，分不清是石还是
人。从游客的声音可以分辨，除少数
分不清是哪里人外，多数是六安人、
合肥人。因合肥人曾说：屋脊山，是
省城观日出最近的地方。东方的鱼肚

白渐渐有了一丝丝橘色的镶边，从游
客的装束和长枪短炮的配置，可以看
出大多是摄影爱好者，也有像小男孩
那样为了完成讲故事或写作文的任
务，也有像我这样凑热闹的。

就在一眨眼的工夫，东方天边的橘
色已变成了橙色，仿佛那云海下面是一
个偌大的染坊，那天边灰白的云像被橙
色染了的绸缎慢慢地拉出了地平线。忽
然间，那绸缎像是被毛石或树桩硌了一
下，裂开了一条小缝，于是“女儿肤”上
出现了一点殷红，渐渐地那点殷红随绸
缎的缓缓拉出，慢慢地向四周渗了出
来。那团殷红也伴着我的心跳，一秒一
秒地匀速上攀。

手机的摄像功能告诉我，1013秒
后，太阳已完全爬上地平线，一面彤红
的圆盘挂在东方。“散云作雾恰昏昏，收
雾依前复作云；一面红金大圆镜，尽销
云雾照乾坤”。这是杨万里观日出的心
得，而此时用来比作我的体会，也是再
恰当不过了。

收起手机，我才发现周围挤满了
人，而那个“赖在地上不走”的小男孩就
站在我的身旁。小男孩的脸蛋圆圆的，
红红的，像一个初升的小太阳，悬在我
的眼前，我感觉到了一股股温热的朝气
向我袭来。这时，我又滑稽地想起《两小
儿辨斗》的故事，圣人的中庸可能就是
圣人的哲学。无论是“远者小而近者
大”，还是“近者热而远者凉”，我以为只
要把一个人比喻成太阳，这个千古公案
就好回答了，因为人生的意义，远远超
出了“远近”“大小”“凉热”。

初升的太阳，早春的太阳，身边的
太阳，我心中的太阳，真的是美翻了，怎
么可以用言语来表达呢？山高我为峰，
这是胜利者的骄傲，然而对于一个登峰
者来说，他面临的将是一个下坡路。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如果说
上山是心情是期待，那么下山则是哀怨
是叹息，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短时间
内再看，不免有审美疲劳。还有就是人
体双脚的构造和人的心态，易上不易
下。
下山时我已平复了心境，更不会与

年轻人“争先恐后”，便“稳扎稳打”、亦
步亦趋。这时，还是那个小男孩疾步从
我身边走过，不料却跌了一个“狗吃
屎”，男孩立马嚎啕起来。我看出年轻的
母亲掩饰着内心的疼痛，边埋怨边拍打
着绊倒孩子的石头，然后又揉捏孩子的
头部，祷告着：慢点走，看清了路再走！
孩子的额头已鼓起一个大包，年轻的母
亲告诉孩子：这是太阳公公送给你的大
红包，今天你收获最大。男孩没有破涕
为笑，“小太阳”上依然挂着泪滴，但他
却站了起来，这次好像是看清了路，每
到陡峭的地方，总是拽一枝条，慢慢下
行，可谓是吃一堑长一智。
的确，人生的路谁不是哭着哭着就

长大了，摔着摔着就成熟了的？阳光在
鸡鸣声中，洒满了屋脊山，农舍泛起了
缕缕炊烟，牛群亲吻初醒的大地，植物
拔节、分蘖的声音在我耳边萦绕。原来
下山也可以有风景的。虽然我已步入老
年，但此刻仿佛已回到了童年，横坐在
牛背上，吹着一支竹笛……

追 索
在一条通往前方的

道路上，“出发”永远是
最美丽的词汇。因为从
事教育这份事业，不求
结束，不知疲倦，霍然前
行。上有蓝天白云可供
仰望，下有芳草落英可
供观赏。
我在路上，并不孤

独。
假如没有邂逅教

育，那么我依旧停留在
原点。像一个刚刚踏入
社会的无知青年，茫然
不知所措，保留着一部
分畏怯和固执。
宁静的乡村，月光

总是美丽而动人，这个
时候正是我读报的最佳
时光。轻轻将其摊开，一
边用手掌摩挲，一边用
练毛笔字的砚台压住边
角，阅读就此开始。这样
的夜晚不知重复多少
次，我只知道，一日不
读，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一周不写，心痒难耐。每
当我踏着暮色走回住
处，是文字陪我度过一
个又一个杂念缭绕的
夜。
简直就像对迷失故

乡的寻觅，对离散老友
的查访。

启 航
“美丽的白杨树，这是一位无名的

诗人。”我最初工作的地方抬头就能看
见白杨树，这苍郁的树给人以正直、能
量和希望。白杨树所荫蔽的范围内无
处不见孩子的身影，也为我的写稿积
蓄了许多能量。与教育不单单只是邂
逅，注定了这是一份较为长久的陪伴。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下一次收获
所播撒的种子。我深知与舞台渐行渐
远，但三尺讲台并未圈住我追梦的脚
步。那几年，个人获奖数十次，辅导学
生获奖40余次，执教省内外公开课56
节，最为自豪的莫过于在全国上过一
次展示课。这一串串原来以为冰凉的
数字如今已然成为最美的符号。每至
深夜，看着书柜上安放的烫金奖状，心
里满是喜悦，这种感觉难以言表。它们
见证了我的成长，一摞垒起来，就像盖
房子一样，慢慢地印入我的眼帘。但我
从未安于现状，只有文字能平复那些
日日夜夜所带给我的不安。于是我不
到一年的时间，因为写作结缘了素未
蒙面的诸多文友。
在此之前，觉得自己是一个漂泊

者，心灵的故乡在不断的散失聚合中
和执念摩擦出雷火，震撼着我的生命
旅程。我做过揣测，有一日，我会像道
旁的野草无人问津，也会如飞扬的柳
絮，即使落地也不着痕迹。我以为会渐
渐被现实的生活抹去当年毕业时的激
情，会甘于平庸地一直走下去。

不，我没有。
诚然，我也有过犹豫，那不安的因

子在心底一天天滋长。在多少次徘徊
挣扎中，我试图放弃过。我没法否认，
我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一切只
能靠自己去改变。那时我想到过爱情、
想到过理想、想到过未来，这总也无法
绕开的话题。一份并不厚重的工资单，
承载着百转千回的情思。教育，我可以
当作事业来经营吗？不知何时，我写下
劝慰自己的诗句：

曾以为年轻就是资本
/所以敢于放弃霓虹/来到
静谧的乡村//曾以为美好
的未来终会来临/于是偷
偷撕下时光书一角/弃之
不顾/我坚信：不会让生命
一眼到头//悲伤睡了/而
欢愉醒着/严寒睡了/而暖
阳醒着/异乡睡了/而故乡
醒着 /我相信：总有奇
迹……
稻子黄了的时节，我

闻到稻香。田埂的老农播
种、收割，循环往复，何曾
放弃？“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我应该
学会豁达一些，因为这份
事业就是自己热衷的啊！

光 环
美好、甜蜜之语是证

明幸福存在的另一种方
式。2019年，在期待与忐
忑中，我开始从事全县教
育宣传工作，好在依旧和
文字打交道。
庆幸遇到了你——— 教

育宣传，八年教学，七年宣
传，为我的教学生涯中增
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这
也是我至今没有后悔的事
情。于是，我的简历中变得
更加丰盈：
从事全县教育系统宣

传工作以来，100余篇新
闻稿件被学习强国、新华

网、新华社客户端、人民日报、中安在
线、安徽青年报、皖西日报等主流媒体
采用，其中，新闻“馆校合作 读写成
书”被“学习强国”国家平台推送。参与
策划霍邱县庆祝建党100周年暨党史
学习教育文艺演出、霍邱县“忆峥嵘岁
月 话百年梦想”朗诵比赛、霍邱县读
写成书演讲大赛以及安徽省第三、四、
五、六届校园读书创作等20余项活动。
那些冰冷的文字与思维的火花浸

润落寞而孤寂的灵魂，守护着每一个
清晨和夜晚，等待着每一个盛夏和严
冬。我想说：幸好，有你。

前 行
2022年，在时代的感召下，我成为

县知联会的一员，并有幸参与“惠民
周—暑期中小学公益课堂”活动，凭借
自己的爱好，在课堂里恣意挥洒。后续
的报道又使我信心倍增，我将执笔讲
好统战故事，书写美好时代，让好声音
更强劲。
如果说非要列举不能辜负谁？我

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个美好的时代。特
别喜欢电视剧《大江大河》中这样一句
话：“趁着年轻多做点事,多学点东西,
也算对得起自己的脑袋。”
我们身处的时代给躁急以清冽，

给粗犷以明丽，给浮华以平静。唯有如
此，我们的事业才不失风韵，写作才不
入俗套，思维才不陷泥淖。

每一次的经历告诉我，世间没有
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如果它生长，它就
会慢慢枯萎；如果它流动，它就会慢慢
干涸；如果它燃烧，它就会慢慢熄灭。
从事教育宣传，我能做的只是在生长
的时候倾吐芳华，在流动的时候不舍
昼夜，在燃烧的时候焚尽余辉。

教育宣传让我更进一步倾听鲜活
的生命咀嚼阳光的声音，在那些文字
里寻找温柔的流水。在一路芬芳的前
行中，我铭记着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
宣传工作这条路无论是充满荆棘还是
平坦如茵，都应微笑着一直走下去。

曙
光
在
时
代
的
脉
搏
里
跳
跃

王
玉
齐

文冲村的早晨
早起的太阳，把文冲村和鸟鸣
一起从山洼里请出来

文翁小学的晨读声，像从史册
里跑出来
犹有当年文翁的风采

妈妈挽一缕阳光，点燃崭新的
燃气灶
烟火香味，便从小楼里溢出来

门前大片的莲花，在清风吹拂下
牵手、起舞、袅娜，阵阵暗香从

绿色里漫出来

文化广场上晨练的大爷
太极拳的一招一式散发出古韵

遗风

一辆公交车停下来，第一批游客
让村庄一下沸腾

许多花草，托起一颗颗露珠
是昨夜遗留的星星，是今朝山

村的眼睛

七门堰村
草木和老房子
至今还储存我的第一声啼哭

这里的河水从西汉流出来
每一滴都是历史的血液
走进村里，额头就会碰到祖先

智慧的光芒

采茶的村姑，在三月的山冈与
桃花谈着心事
播种的乡亲，心如晨露生来就

晶莹剔透
上学的孩子们，是春天里跳跃

的音符
读书声在春风里一寸寸拔节

路灯被月光串成项链
挂在村庄的脖子上

春风中，村庄和田野，一次又一
次更换新衣裳
夜晚，花朵们捧着一瓣瓣芳香

走进梦里

桃溪老街
青石板肩并肩整齐地站在一起
仿佛操场上战士的队形

孤悬于丰乐河畔久了
老街宛如一条河
游客是浪花也是星火
重大节日时再现
“十里长河，灯花如雨”

走进老街，唐宋明清和民国的
旧时光
便从《桃溪春浪》里一一向你走来

店肆、青瓦、马头墙、小桥流水、
市井人家、爱情传说……
在朦胧的月光下披一层神秘的

白纱

常有青年男女模仿梁山伯与祝
英台
从古代乡戏里破茧化蝶
飞向新时代春天

南溪河畔
捣衣的女人，水花溅起的音符
弹唱崭新的《洗衣歌》
她们洗衣，也洗心思
用水作镜，梳妆自己的影子和

巧笑

老艄公悠长的歌像一根绳
把古老的时光和新农村连接起来

我们携着清风
在堤边漫步在林间穿行
一会像小鸟，一会如绿叶

贴着河面飞翔的燕子
越过一幢幢高楼
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洁净的天空

舒城景点 (组诗)

杨定祥

话说齐云西路上好几家面馆，生
意真的好。耿氏牛杂面，特色锅巴汤，
包哥牛肉面，韩摆渡羊肉面，老班长羊
肉面，头一家羊肉面，几乎家家客满。
奇了怪了，怕是这一带人都如我一般，
北方老侉一个，爱吃面。坐定了细致瞧
了一瞧，复又仔细听了听，才不是。

对了，是几乎，独独有一家，每每
人家座无虚席，这一家店内三两个人，
生意惨淡。不知怎的。几年了，一次也
没进去，口味如何，待客怎样，一概不
知。也是，吃着这家的面，操哪门子别
家的心？

你道是怎的，一听能明白个啥，那
是大有听头。“来碗羊肉面”，“面”字声
轻，就那么一带，南方的；“来碗羊肉
面”，前面四个字齐整，等到“面”字声
一拐弯，声音往下一折，下巴也跟着往
下一压，“面”字的四声硬生生跟着他
下去又上来。你听着，也别抬头看，那
人准是北方的，那里一眼望不到边的
大平原，无遮无拦，生怕说出去的话跑
出几十里地去，给它加重了分量，于是
砸在地上就有了声响。譬如同是“好哥
们”，南方山区说“弟兄”，北方说“兄
弟”，这里没有长幼序齿的成分，一个
轻绵柔和，一个短促憨厚。

这个话题暂且按下不表，话说回
来，这天周末，突然间就想子龙了，你
别多想，不是美女，是兄弟。发了条信

息，估计在送货，或在接娃途中，一时半会儿没回，没回就没回，闲
了一准会回。待到呱蛋呱得有点饿了，我说走，请你搞碗羊肉面。车
也不开了，我们骑着电驴径直来到老班长羊肉面馆。嚯，门前摆满
了桌椅，虽是中秋已过，气温还是较高，三三两两，来碗羊肉面，叫
上几碟小菜，晚风微凉，灯火如月影影绰绰，随意地说着体己的话，
再惬意不过了。什么话可说，什么不可说，这时候不用去仔细思量，
时光一下子就能回到二十多年前，来此者多半是不在意吃喝的人。
吃完面，车子不骑推着走。
会姐戏谑，人家请你下馆子，点好几道菜，小酒喝着，怎到你这

就一碗面打发了，太抠门了吧，哈哈。不知道的，说是感情好吃啥都
行，知道的道你小学老师就是会过日子。哪里是会过日子，是真没
银子啊！这不，这十月还没到呢，工资先发了，给了妻儿生活费，留
下零头。眼见着寒气来袭，御寒衣物一应都得花钱，一咬牙，连带着
零头都转给了妻。你别问我自己怎么办，山人自有办法度日，一靠
微薄的稿费，二靠到处蹭饭。觉得蹭久了，就请一碗面缓和一下喽。

不过说真的，今天这碗面是真心想请朋友尝尝。我这朋友生活
有品位，嘴又刁，平素吃个饭都需精心挑地方。我一半是想让她给
品鉴一二，看看我这大众嘴是不是真是会吃；另一半呢是带她尝尝
苍蝇馆子地道的烟火味。

老一套，“来碗羊肉面”。清汤的还是红汤的？清汤的。付了钱，
店员端着碗来了，好家伙，这人还在找地方。的确人多，门面两口大
锅热气蒸腾，点餐的，付钱的，取汤的，挨挨挤挤。巷子里支起红篷，
摆上快餐桌，也是座无虚席。外面有点冷，她抱着肩望向我，那就里
屋请吧。7号桌靠墙一位女士自顾自吃着，见来人没地方，主动往墙
挪了挪，腾出四分之三的桌面给我们。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我看着
眼前这一碗清汤面，陡然想起妻子的戏言，可不名副其实铁公鸡咋
的。她环顾四周，人声鼎沸，邻桌四五个人在划拳，“哥俩好啊，五魁
首啊，八骏马啊……”喝得兴正盛，说话毫无顾忌，其中一位道：他
那人跟谁都没真心，谁跟他交心。四十出头，看面相，倒也文质彬
彬，衣着打扮不似粗俗之辈。

朋友浅尝了一勺汤，低声说了句，味道还行，也不好好装修一
下，正说到“苍蝇店”一词，一只苍蝇打眼前一掠而过，恰到好处地
给了补位，好似踩着点来的。一抬头，遇到老家一个庄子上的宏哥，
我们大声打着招呼，这宏哥起身打开手机扫码，转身问道：这桌多
少钱？我这刚付过，一份面哪能收两份钱？真付过了？服务员没吱
声，我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再次回了他。服务员高声道：是付过
了，我不知道，别介意啊。彼此握了握手，各自低头吃面不再言语。

身旁来了位女士，问了句你们是快吃好了，还是刚来坐下？我
家孩子怕冷，想在里面坐。瞅了瞅，明显身裹一股寒气，衣带几点雨
痕，看来外面又下雨了。正好我们已经吃好了，说话间我们赶忙起
身让座。外面雨打香樟有声，不约而同地裹了裹外套。

味道嘛，确如朋友所言——— 还可以。至于为啥大家好这口，无
需多言，想来各位看官定已猜个八九不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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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偶刷抖
音，见到一则妈
妈与宠物泰迪的
对口型对话，觉
得很有趣，勾起
有关童言的一些
事儿。
小泰迪怯生

生地奶里奶气地
跟妈妈说：“妈妈，老师让你去
趟学校呵。”

妈妈：“又咋了？这个月你
老师都叫我去六趟学校了，今
天又怎么了？”
小泰迪：“这回我错大了，

错了一道大题。”
妈妈：“啥题？”
小泰迪：“老师问唐僧师徒

去西天取经，一共几人，我答2
人，老师说答错了。”

妈妈：“你傻呀，你《西游
记》不是白看了吗，不是4人
吗？”
小泰迪气嘟嘟地说：“就2

个人，就2个人，孙悟空和猪八
戒不是人。”

一段幽默的对话，让人捧
腹，2人？4人？题目？答案对与错
姑且不去评判，童言的故事一
一浮现眼前。

童言无忌
童年时每年的腊月二十

七、八，都是放假回来的老爸
给附近几个生产队人家写春
联的日子，我和八岁的大姐任
务都是帮老爸牵对联纸并帮
写好的对联一一排在地上，待
晾干卷成一幅一幅的。写到结
束时，总要写上两条小的，一
条是“六畜兴旺”，一条是“童
言无忌”。每年都由我和大姐
将“六畜兴旺”贴在猪圈猪窝
的墙上，“童言无忌”贴在客人
一来我家第一眼就见到的稻
床边牛栏的墙上。

每年的大年初一晚上，女
太都要带着我们走到牛栏边上
指着“童言无忌”唠叨几遍，“明
天是大年初二，我带着你们走
人家(拜年)，每到一家，我教你
们分别向长辈问好，一定不能
说错了，说出了不吉利的话，长
辈会生气的，我就要为你们‘赔
不是’，就要讲‘童言无忌’这四
个字，这大过年的我就不拧你
们耳朵了，自己长记性。”看着
女太抬起又放下示意拧耳朵的
手，又盼着“走人家”，老实的头
点得像小鸡啄米。

可是有一次，我也犯了个
“大错误”，害得女太吃饭时快
步绕到那位长辈面前，双手合
一口中连着说“小孩不懂事，小
孩不懂事，大人不记小人过，您
老万寿无疆，您就‘童言无忌’
吧……”。至今我清晰地记得事
情的过程，是这样。
去拜年的那位太姥娘家的

婊太太大年初二生日，我们是
拜年拜寿一起来，饭桌上，每个
晚辈都要说句祝寿的话，7岁的
我跟着其他亲戚后面，端着一
杯茶水，走到婊太太面前说：

“祝婊太太长命百岁！”我话一
出口，婊太太立马变了脸色，脸
拉得老长，热闹的餐桌一下子
冷静了下来，我吓得不得了，站
在那不知所措。突然婊太太，用
手敲着桌子，厉声说“小丫头片
子，我今年96岁，你咒我就活四
年了，我一百岁就走了？”我女
太急急忙忙缓和了气氛之后，
大家纷纷离开座位，上前去祝
福：老太太寿比南山、老太太福
如东海、老太太长生不老……
末了，婊太太笑得前仰后俯，大
家也是笑呵呵地离开了婊太太
的家。
回家路上，我吓得不敢说

话，深怕女太熊我。当大家都走
远了，路上只剩下我和女太时，
女太拉住我的手，蹲下来，对我
说“小鬼(女太平时都喊大姐为
大鬼，喊我为小鬼)别怕，你没
有讲错，百岁的人很少；婊太太
也没有说错，人老了，就想多活
些年，深怕别人讲了不得体的
话，给她带来不好的运气，婊太
太身体特别健康，能活一百多
岁的，你是小孩，童言无忌，我
们回家吧！”自此，“童言无忌”
在我脑子里生了根，离开我们
35年的女太更是在我的脑子里
生了根。

童言童真
或周末或闲暇，几朋友一

起品茶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
了小孩。友人荣说，她家丽丽小
的时候说话可好玩了，一个人
看电视看着看着，突然跑过来
问：“妈妈，电影里人的名字可
奇怪了，有叫道具的，还有叫谢
幕的呢，我不叫丽丽了，帮我起
一个电视里的名字吧！”
还有呀，丽丽说“腊肉不是

肉”。一天中午下班来不及烧
菜，就在饭头上蒸了一碗腊肉，
丽丽放下筷子哭丧着脸说：“妈
妈，我们是和尚呀？吃饭都没有
肉。”我夹了一块腊肉给她，说
这不是肉吗？丽丽说：“土豆肉
丝里的肉才是肉，腊肉不是
肉！”
荣的话音一落，好友兰接

过话题，聊起
了她家盼盼小
时候问大人的
话。一天兰友
带盼盼去喝喜
酒，结束时盼
盼拿着喜糖礼
盒问她：“ 妈
妈，你和爸爸
结婚是不是避
着我呀，其他
亲戚喝喜酒，
我都收到喜糖

了，就你们不让
我参加，连喜糖
都不带给我，真
小气。”
好友娟一下

子抢过话题，说
她家可可更是搞
笑。春节后第一
天，可可从幼儿

园回来，扯着他爸的衣服问：
“爸爸，你为什么叫宋新年，不
叫宋快乐呢？我们老师一见到
我们第一句话就是小朋友们新
年快乐，你叫快乐多好。”从此，
我家新年在朋友圈就多了一个
名字“宋快乐”……

不知不觉，宝妈的下午茶
总在意犹未尽中依依不舍地散
场。

童言有料
又是一场友人闲谈，语文

老师项打开话夹子，上周让三
年级的小朋友各画一个小动
物，并写上一句话，其中小王同
学画了一条龙，下面歪歪斜斜
地写了一行字：“我也没有看到
过真龙，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龙，
但我爸说他享受过一条龙服
务。”
我们的笑声刚落，同事辉

接过话，说他邻居家的小波有
故事。小波的爸爸在家强势，时
不时家暴，打得她妈妈经常披
头散发地坐在楼梯口哭。有一
天，小波背着小书包放学回来，
见妈妈又在楼梯口哭，问妈妈
咋了？妈妈说：“你老子打的。”
小波气呼呼地小手掐着腰说：

“妈妈你回去，看老子我今天怎
么整他！”辉的话让大家一时无
语。
同事冰嘘了一声，打破了

片刻的宁静，说他家今年春节
吃年饭，5岁的小侄女给他爸送
了一句祝福，让大家哄堂大笑。
小侄女趁大人互相祝福的空
子，端起了一杯茶水，走到他爸
面前说：“老爸老爸，祝你今年
走桃花运。”……

这次的闲聊虽然在笑声中
散场，却让我震惊——— 孩子为
什么会说这些看似是笑话的话
呢？瞬间明白一个理，孩子口中
吐真言，什么样的家风出什么
样的孩子！应了我们民间的老
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
会打洞；跟好人学好人，跟着马
虎学咬人。
童言无忌，童言童真，童言

同样发人深思。

童 言
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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