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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云霞七彩山，

七重画境上瑶轩。

剪断天机抛玉锦，

万道长虹贯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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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孔子学说话跟孔子学说话 □焦仁贵

孔子很会说话，他跟弟子们说的话记录
下来就是《论语》，说治国理念，言治世良方，
教平天下之经。直面者莫不倾心聆听，后继
人莫不鼎信相学。孔子说的是大话大理大
道，但皆语出小事琐事身边事。因此，孔子说
话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指导生活，训导人
生，平和世事，大同世界。

孔子说：“符合礼制规矩的话，怎么能不
听从呢？改正错误才可贵。符合自己心意的
话，怎么能不高兴呢？分析一番才可贵。盲
目高兴，不加分析；表面接受，实际不改，那我
也就没办法了。”很正确的话，怎么就不听呢，
很合心意的话，怎么听着不合意呢，是说者的
责任还是听者的毛病，孔子似乎没有明确偏
向哪一方，但他的意向很明确，说话说到这种
程度，听话听到这种效果，就没法说了。说者
你还说啥呀！听者你也别听了，南辕北辙，反
意来了，赶快停止，找找原因吧。

《集释》湛若水《四书训测困勉录引》中有
一段注释，说得比较符合孔子的本意：“说而不
绎，犹不说也，而甚于不说。从而不改，犹不从
也，而甚于不从。何也？不说不从者，即锢蔽
日甚，然此念一转，其奋发犹可望。亦从亦说，

只是不绎不改，全是顽皮心性，如何着手？”
人与人说话，说的过程就是交流、明示、

传输、说服、劝导、规避、归顺的过程，说与被
说，说者与听者，二者分主动与被动位，说者滔
滔不绝，如水冲石，一波接一波，或如细流漫
沙，渐润其境，以撼动变换视为说的成功。而
这种成功，又成了说的经验，说的技巧，说的功
夫。于是说话成了一行，嘴皮事业兴盛，说客
遍行天下。凭说混饭吃也会过得不错。

其实说话行里有许多废话，有许多过头
话，有许多重复话，有许多该止而未止的啰嗦
话，说者惯性使然，浑然不知。有些成了反话，
起了反作用，孔子在这里指出来了。有人成了
话皮子，左耳进，右耳出，听了等于没听。还自
叹曰：耳朵听出茧来了。说者视这种听者为

“对牛弹琴”，孔子也说“没办法了”。那总得有

个办法呀，只能从说者自身去找了，你怎么把
人说成这样了？他不听，我再说，他再不听，
我继续说，总要灌到他耳朵里去。终成皮功，
啥话也难凑效。孔子是有怪于说者的，不听，
听了不管用，就不要再说了，应另想办法，或
另起话头。一句话一把钥匙，说对了，自然打
开，说不对，怎么捣腾也打不开，你以为多说
再说重复说就能奏效，反了，不但不见效，可
能逆反反态，惯性“顽皮”，成话赖的皮人。永
无话效，成了不治之人，麻烦就大了。

一张白纸，画上去容易，如果要修改，可
就难了。要清除旧画，虽清痕迹在，再画上
去效果打折。若不清涂抹画改，画面更混
乱，效果更差，一塌糊涂。人脑亦然，说话是
往脑上涂画，说了再说，等于画了再改，描了
又描，徒劳无功。虽不能保证提笔成画，话

到心解，但一笔成画，一言事功的努力和追
求应该有的，总不能信口开河，话语无疆吧！

唠唠叨叨，反反复复，絮絮不止，重复不
断，可谓苦口婆心，使人刻骨铭心。被一些
说话者视为说服人的方法，训教成功的经
验，心理降服的法宝。其实，我们先甭信说
话者的感觉，说者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总觉
得灌进你脑子里了，你是拔不出去的，常响
耳边岂能无效？常吃药有抗药性，常听话有
抗话性，令说话者头疼的“不听话”，就是一
批抗话性患者，说话者常指责他们，把话效
的失灵怪罪于他们的“不听话”。孔子可不
这么看，他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达而
已矣。”他提醒说话者要会说话，意思表达清
楚就可以了，以免话多产生抗性。

岳母大人养女有功，吊在嘴上的就那点

事、那几句：“你爸去世早，我把你们拉扯大多
不易……”此话贯穿一生，此意传输一辈。
晚年躺床更甚，早晚要叙说，开口传此意。
听话的子女受不了了，是责我们不孝？我们
为行孝心累体疲精神垮，不知还要怎样孝
呢！问母可有不周处，回说没有。但母仍说
孝不止，女听如针刺不爽。母说如常，女听
过敏，每听如鞭挞。以至恐说难以同处，止
母说话成了难题。

当把话说得无人听，听了烦，烦了反，反
而逆，不但是说者的失败，也是对听者的摧
残和折磨。说话如同做事，有始有终，把话
说完说全当然重要，但半截话，半意话，半话
而止，未必不是很好的说话。善于开口是说
话，知道止口也是说话，是更好的说话。说
话是与人以言，效果在千变万化中，一言既
出，受者触动，察颜观色，析面解心乃说者常
识，话见效速止，适可为度。话不见效速止，
话语中的最为重要。

说话的成绩大大的，但那么多听话的
“皮子”，抗话的“瘾君
子”，是谁培养出来的
呢，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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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取了免费的参观票，穿过陕西历史博物馆展
览大厅前空旷的广场，进了大厅。当进入展室时，灯
光立即变暗了。

眼睛适应了昏暗光线后，我开始欣赏展室内陈列
的文物。三秦大地以文物的量和质来说，陕北、陕南
的文物显然不可能和曾经作为帝国之都的关中长安
相比。然而，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陕南的文
物特色依然，这从馆藏文物的展出中可以看出。陕
南是汉水上游的所在地，文物有南北交汇的主要特
征，总的来说是传递了汉水上游人类的生活繁衍发
展历史。

陕南人文之祖的遗迹是最该令陕南人骄傲的遗
产，西乡县的李家村文化遗址是这方面的代表。资料
记载，李家村文化遗址位于西乡县城西 1.5公里的李家
村附近，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考古发现房址
一座，有三个柱洞，其内有一灶坑。展室里展出了一件
出土文物——圜底钵，是新石器时代的物件，陶器手

制，陶色不纯，但也可见先辈的智慧。西乡县何家湾出
土的骨雕人头像，是一件非常小的人头肖像，原件是
放置在一个圆形放大镜后面，透过放大镜才可以看清
形态。五官端正，圆头鼻子显得有些大，神态自然，还
流露出些许的自信神情。在何家湾出土的另一件新
石器时代的线刻人面纹骨管，也是放置在一面放大镜
后面，这是在一块柱形的骨头表面刻画的人面造型，
眼睛中间只是一个点，两眼分得很开，鼻眼朝天，很像
现代的抽象画。

从最早的文物发展，我看到商州市的红陶船型壶
很有意思，它出土于商州市杨浴河镇，也是新石器时
代的物件。文物中出现船的造型，说明那个时代的河
流发达，船是人们的生活交通的重要工具，因此把平
时使用的壶也做成船型。

到了商代晚期，出土的文物渐渐增多，而且出土
的范围也扩大到陕南的整个流域。如城固县苏村出
土的文物——三角援戈，此后各个朝代出土的文物就

品类繁多了。文物的出土和现在的行政区划分是有
所不同的，因为历史上陕南三地市的行政划属存在交
叉、融合的情况。安康市旬阳县出土文物较多，比如
战国两甾钱。安康市长岭南朝墓出土的徒附俑、胡
人俑、仪仗俑、提物女俑，说明了胡人进入陕南的资
讯。汉中市出土的文物繁多，有勉县出土的战国巴
蜀式铜矛，勉县红庙乡出土的十六国、南凉元兴元年
铜洗。勉县汉城遗址出土的三国、魏黄初七年铜弩
机，勉县定军山出土的三国、蜀铜马刺，让人立马联
想到三国时代战马厮杀的战火纷纭。在商州市洛南
县出土了战国铜剑、错金鸟篆文铜戈。

出土文物就像是我们先辈从历史走过来的足迹，
一步一个脚印。每一件珍贵文物都有它珍贵的理由，
或精美超群，或独一无二。你可以想像到生活在汉水
上游流域的人类的发展进化，从文物的细部感受到先
人的脉搏。

有 3件被博物馆列为馆藏珍品的文物：出土于旬

阳县的西汉象牙算筹，有 27根，被列为馆藏珍品。出
土于旬阳县的另一件文物西魏孤独信多面体煤精组
印，被列为馆藏珍品。这虽只是一枚印章，却是由 26
个大小不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组成的多面体，其中
14个正方形印面上刻着规范的楷书阴文，好像一个
武林高手，一个人打了一整套组合拳。我又在展室
里仔细寻找出土于我的居住地石泉的汉代鎏金铜
蚕，这也是博物馆馆藏珍品，鎏金铜蚕，全身首尾共
计九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或
吐丝状，制作精致，造型逼真。展馆把这条汉代鎏金
蚕作为中国与西域交流的一个物证展示，意喻丝绸之
路的一个物证。

每一件文物，如果我们深挖，都可以发现一个故
事，形成一篇美文。或者记住一个造型，可以流传于
世，作为雕塑图案置于街头、码头车站、公园广场，这
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文化传承，让人们记住我们祖先的
智慧，留下汉水上游河流文化发展的脉搏。

□□胡树勇胡树勇

陕 南 的 文 物陕 南 的 文 物

说起孙兴盛老兄，我和他是在
一九八四年冬天，参加《长安》杂志
社举办的文学讲习时认识的。这也
是我第一次独自去西安，入住在警
备区招待所（西安教场门 37号）。

学习的第二天晚上，来了位蓝田
的乡党孙兴盛。他家住的玉山镇与我
住的临渭区三官庙乡很近，十几里路，
我们也常去那儿赶集。聊了一阵子
文学，我对面前这位朴素而亲切的乡
党感到敬佩。那时，他常在《渭南报》
西岳副刊上发表作品，他给我讲了一
些我耳熟能详的作者，
也给我分享了他的创
作体会。就这样，一见
如故，彼此就熟悉了。
学习会结束，我们回到
了渭南，他当时在渭南
汽车站旁的同州餐厅
当经理，我们坐在餐厅
里谈着文学，在交谈中，我也了解到
他在《渭南日报》《陕西农民报》《西
岳》《长安》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多篇，
在东府渭南有一定的名气，与他，我
是小学生一名。

此后，在渭南我们就有了更多的
联系，我在乡村小学教书，常去县城
开会。每次都要去他那坐坐，我们一
起谈文学，听他对文学的见解，和对
小城文学动态的报道。每每听了他
对文学的见解，以及他在文学创作方
面取得的成绩，都对我有很大的鼓

励。孙老兄睿智、勤奋，更难能可贵
的是他人活道，且有超前意识。不
久，他就在城区解放路南段，开办了
自己的小饭店，把蓝田葱花油饼引入
渭南饮食市场。后来，他回到家乡玉
山镇，开办了兴盛酒楼。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自己工作与
生活的压力，我就搁笔了，只是喜欢阅
读，很少动笔，自然对文学界关注很
少，与孙老兄也就没有了联系。孙老
兄依旧坚持在文学百花园里，勤奋耕
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担任蓝田

县作协主席期间，编辑了《蓝田文学》、
政协蓝田县文史资料《蓝田名村》，鼓
励蓝田作家写作，使蓝田县涌现出一
大批作家。作家队伍由小变大，迅速
成长，在这一方面他倾注了大量心
血，促成了优秀作品的大量涌现，提
高了蓝田作家在省内外的知名度。
前年，我去西安参加陕西省散文学会
年会，在会前，我赶到老兄的住处，他
和嫂子在楼下等着我，他满头银发，
步履稳健，笑容可掬。老兄爽朗、健
谈，关切地询问我的近况。

在我的脑海里，还时刻闪现着他
在渭南工作时的情形。当年孙老兄在
渭南同州餐厅经理的位置上，把店里
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去了，就
和我坐在餐厅，畅谈我们共同爱好的
文学创作。今天，坐在老兄面前，我
既惭愧又感动，惭愧的是这么多年没
有与他联系；感动的是他传奇的人
生，和在创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我
翻看他送我的书，聆听他在文学创作、
为商之路上的拼搏历程。对照孙老
兄，我叹息自己虚度光阴、一事无成。

孙老兄再三鼓励
我，有精力就努力去
写，并邀请我进《作家
摇篮》群，让我与更多
的文友进行学习交
流。他对文学的执着
精神，一直触动我。
在《作家摇篮》群里，

孙老兄时刻留意和群里的作者互动，
从标点符号的应用到语法错误的更
正，他都会注意更正。更让人敬佩的
是孙老兄倡导并参与主编的《作家摇
篮》期刊，从组稿到编审，他都亲力亲
为。杂志出版后，他又一一邮寄给外
地作者，并微信告知。

孙老兄是当代扛着文学大旗带
领蓝田文学爱好者攀登高峰的领头
人。他对文学爱好者的影响和对文
学的贡献，已不仅仅是在蓝田，更是
遍及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田光明田光明

亦师亦友孙兴盛亦师亦友孙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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