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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假牙

老妈要装假牙， 女儿和儿子为了谁给老妈付费的问
题吵了起来。 最终，老妈拍板，姐弟俩一人出一半。 不料，
假牙装好没几天，老妈就觉得牙有些不舒服。 这时，老爸
在一旁说：“当初我就让你不要花孩子们的钱，你偏不听！
这闺女和儿子从小就爱闹别扭， 现在你这上牙听闺女
的，下牙听儿子的，协调性肯定差。 ” （综 合）

琴声悠悠
涂保学

周日下午在家看书，突然，一阵悠扬的板胡曲飘入耳鼓。
寻声望去，一位老人，正倚在大门前，他面无表情地拉

着板胡。或许是出于对音乐的爱好，或许是怜悯老人，我把
老人请进客厅，他走进客厅一脸的茫然。 当老人了解我也
爱好二胡，并且很想与其交流琴艺时，他的脸上立时绽开
了笑容。

老人的板胡很独特，虽然板胡的琴身油光锃亮、饱经
沧桑，但板胡的琴杆、琴筒、琴托十分粗糙，看上去是手工
自制的。老人发现我对他的板胡饶有兴趣，便点燃一只烟，
渐渐地放慢语调，跟我讲述了他和板胡的故事。

老人名叫周国发，12 岁时便加入了龙井人民公社“豫
剧团”，跟着师傅“跑龙套”、拉板胡。在“豫剧团”里，周国发
起早贪黑苦练基本功，很受师傅宠爱。 18 岁时，他就成了
剧团的台柱子。 剧团里有个名叫朱小兰的女孩，比周国发
小 3 岁，跟着他练功、演出，久而久之，两人便萌发恋情。朱
小兰家境十分贫困，两个哥哥都过了谈婚论嫁年龄，均未
成家立业。 为了延续朱家烟火，朱小兰的父母便托人为她
物色了一个婆家。 朱小兰未来的丈夫，不但比她大 10 岁，
而且是个瘸子，她婆家人答应把自家的女儿嫁给朱小兰的
大哥做媳妇。

朱小兰当然不愿意为哥哥“换亲”。朱小兰的父母为了
拆散她和周国发，提出条件：必须盖三间房屋，才能允许朱
小兰嫁给他。 深爱着朱小兰的周国发，只好投亲靠友拿高
利贷，盖起了三间稻草屋。 然而，就在婚期临近时，周国发
的稻草屋莫名其妙地失火被烧毁了。当周国发的房屋烧毁
后，上门讨债的人逼得他四处躲债。 两人的婚姻也由此化
为了泡影。

而朱小兰的“婆家”，却为“换亲” 的事紧锣密鼓地筹
备着。经媒人从中说和，徐家闺女先行一步，嫁给朱小兰的
大哥；一个月后，朱小兰要再嫁给徐家做媳妇。 1970 年腊
月十六，徐家姑娘如期嫁到了朱家。 而朱小兰无论父母如
何劝说，就是死活不同意“换亲”。朱小兰的母亲，眼看无法
向徐家交待，深夜服毒身亡。

婚事变成了丧事，朱小兰无法面对父亲和哥哥的指责，
只能选择和周国发私奔。 他们从信阳火车站爬上了南下的
运煤列车，经过 10多个小时的颠簸，到达了广西柳州。

朱小兰和周国发来到柳州，举目无亲，只好沿街乞讨。
为了乞讨方便，朱小兰拿出身上仅有的 3 元钱，买来了几
根琴弦，又到街上买了个椰子，用椰子壳做琴筒，求助当地
的木匠，专门做了一支琴杆和琴托，于是一把人工板胡，在
两个恋人地精心制作下诞生了。 从此，周国发和朱小兰在
柳州市的街道上，过上了夫拉妇唱的乞讨生涯。

居无定所的漂泊、远离他乡的水土不服、母亲离世带
来的巨大悲伤使年仅十九岁的朱小兰患上了严重的精神

疾病，她昔日甜美的歌声也变成了信口开河的呓语。
1971 年阳春三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周国发从睡

梦中醒来，却不见朱小兰。他找遍了柳州市的大街小巷，没
能寻觅到朱小兰的身影。于是，周国发寻找朱小兰的范围，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扩大……

就这样，一把板胡，一首首悠扬的曲子，伴随着周国发的
脚步，在中国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寻觅着、飘扬着，至今孑
然一身的周国发老人，仍坚信：他的朱小兰，还活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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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故事·

轻言与轻信
杨德振

一个人在漫长而又曲折

的人生中，很容易被一个“轻”
字绊倒或毁掉， 如： 轻生、轻
敌、轻信、轻言。最后结果要么
自伤，要么他伤，总之，没有一
个让人轻松好受的“轻”。轻生
是自己戕害自己的愚蠢举动，
是一种莽撞；轻敌则是一种自
我伤害，轻则陷入混乱，重则
陷入绝境；而轻信与轻言虽然
字面相对轻松淡然一些，利害
程度和事态性质相对平缓“轻
盈”一些，但同样不可忽视。

古人云“祸从口出”“言多
必失”， 话不要轻而易举地说
出来，更不要随随便便发言和
插嘴，任何话语都要经过“过
滤”说出来才好，不然，在人生

路上， 跌得头破血流是必然
的。 孔子曰：“言未及之言，谓
之躁； 未见颜色而言， 谓之
瞽。 ”意思是说，别人来征询你
的意见看法，你就急着发表意
见，这就显得毛躁；不看别人
脸色，乱说话，这叫“睁眼瞎”。
故孔子最后建议：“忠告而善
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
意思是说，虽然你的出发点是
好的，但也要把握分寸，不要
信口开河，不一定要做苦口良
药，不一定要当头棒喝，完全
可以娓娓道来，这就叫“善道
之”。如果这样做还说不通，那
就什么都不要说了；“轻言”多
了 ，容易自取其辱 ；而且 “轻
言”一多，人也很容易跟着变

得“轻信”起来。 要不，怎么有
那么多人轻易就上当受骗？ 怎
么就有那么多人 “言而无信”
呢？ 在这方面，老子也曾在两
千多年前告诫我们 ：“信言不
美，美言不信。 ”一个人口无遮
拦 ，行为轻率 ，吃亏上当和后
悔莫及是迟早的事 ， 惹祸酿
灾、毁掉幸福亦是随时随地可
能发生的。

生命能够负重前行，却难
于承受众多“轻”字。 “信”字中
无“人”便是空言；“言”字中无
“人”便不足信。 所以，请世人
洞察把持自己，尽量掂量语言
和行为上的“轻重”。 不轻信，
不轻言 ，不盲从 ，从容地过好
一生。

你说我说·

有滋有味·

全家读书的美好
尤 今

书对我而言， 犹如空气。
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我，
时时刻刻都需要它。

自童年开始， 我便明白，
肚子饿了，找食物吃；眼睛饿
了，找书看。我的双眸，时时都
处在饥饿的状态中，只要一书
在手，我便如蚁附膻，既有“蚕
吞桑叶”的快乐，亦有“蜂儿采
蜜”的满足。

略识之无， 我便发现，屋
子里的每一寸空隙，都飘浮着
一缕一缕的书香。 视线所及
之处 ，有书 ；视线不及之处 ，
亦有书。 高高低低地叠着、密
密麻麻地堆着； 疏疏地散放
着、 齐齐地排列着。 书和屋
子， 你依我依地化成了一个
圆满的整体。 在那如饥似渴
地从书籍汲取营养的童稚时

代， 我们的物质生活是捉襟
见肘的。 书却为我营造了一
个金光灿烂的世界。

父亲总是买书 ， 不是一
册册地买而是一摞摞地买 ，
当他把书提进门时 ， 忙家务
的母亲总是很快地把湿漉漉

的手抹干了， 把那一摞书当
成瑰宝一样， 小心翼翼地捧
过来，欢天喜地地拆看。 万籁
俱寂时， 母亲在荧荧灯火下
执卷而读的样子，真是美丽。
睫毛静静地在眸子下方印着

扇形的影子， 脸上浮着一抹
蜻蜓点水式的、 若有若无的
笑意。

她低头看书 。 我仰头看
她。她快乐地沉浸在文字那个
神秘莫测的世界里， 而我，向
往那个世界。 于是，跌跌撞撞
地闯了进去。最初，一知半解，
等一进入状态，便痴痴地迷上
了。 书，自此成了我生命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成家之后，整间屋子氤氤
氲氲都是书香。 我站着读、坐

着读，躺着也读。 我读书的时
候，孩子也人手一册地读。 一
家大小静静地、齐齐地读书的
那种感觉， 美好到了极致，幸
福到了极点。

阅读，是一种多功能的活
动，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浸润
活动。 许多散文和小说，都不
着痕迹地蕴藏着隽永可贵的

价值观与人生观，它会在阅读
的过程中，慢慢地流入读者的
内心深处，那种影响力 ，是巨
大而深远的。

阅读带来的大快乐，是任
何其他的活动都难以相比的。
当它让你哭时， 那种感动，能
够进入心坎很深的地方；当它
让你笑时，那种快乐 ，像是融
化在心上的一块糖。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 “成
就”是：以书为种子，在孩子的
心田种下一株快乐的树 。 这
树，永不枯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