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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君

强词有理

三季人与垃圾人 □ 崔耕和

人在旅途

妙曼最是原生态 □ 傅绍万

云南，彩云之南，一个令人产生无限
遐想的名字。我曾经三赴云南的丽江，作
寻梦之旅。今年十一月初，我又来到彩云
之南的普洱，作“妙曼”之都的体验。

下了飞机，先换行装。北方已是黄叶
飘零的初冬，普洱依然春意浓浓。翻看
接待手册，气温提示是12℃-26℃。

陪同我们的舒建新副市长，从北京
来这里挂职，一个外地人，充满了对普
洱的深情：“普洱是真正的春城，也是
生态之乡。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连绵
起伏的茶山，负氧离子浓度高，每立方
厘米一万多个，你们来这里吸吸氧、洗
洗肺吧。”

同行的同事已是四赴普洱，已经深
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他接上一句：
“普洱是上帝留给自己养生的地方！”

普洱之行，一路山峦叠嶂，满眼绿
色。棉絮般的白云，静静地挂在山顶。
绿色的海洋里，遍地是鲜花。偶尔浮现
一片云海，让人错识为静静的湖泊。野
外的景色，引得我们不时停车观赏。

起伏的山峦间，一望无际的奇特植
物引起我们一片惊叹：茎棵像芝麻，半
米多高，和芝麻不同的是，叶子绿得流
油，秆上长满了圆圆的珠子，红得像玛
瑙。原来，这就是普洱一宝——— 咖啡。

普洱产咖啡？不大为外人所知。实
际上，它的种植面积，占到云南、也占
到全国的65%以上。说到它的品质，普洱
人不事张扬，把它放到高级宾馆，不说
名字，客人喝了都说好，问起来，再说
产地。普洱咖啡的名气慢慢传扬出去，
在世界性评比中的得分高出了哥伦比
亚，星巴克、雀巢都来普洱采集原料。

随着主人的指点，眼前出现一片仙
境般的地方：三面是群山，一水脚下
流，茶树爬上半山腰，再向高处，是茂
密的原始森林。这里正在筹划建设一座
咖啡小镇，荟萃世界咖啡名品，弘扬咖
啡文化，让世人前来体验咖啡的韵味。
听着主人的介绍，甜甜的空气中，分明
飘荡起咖啡香。这香气，把普洱的妙曼
带到外面很遥远的地方。

咖啡小镇，也融铸了普洱人的超前理
念：普洱要发展，更要保护生态。发展旅
游业也要走高端，不能让喧闹和人潮冲击
了它的纯净和静谧。

走西盟，赴澜沧，进入景迈山，又是
一重天地。放眼望去，好大一片茶山！原
生态人工驯化的古茶树，绵延两万多亩，

最古老的茶树已经生长了1800多年。景迈
山古树茶的珍贵，在于形成了一种大自然
良性循环的生态。各种乔木的落叶，成为
茶树的养料，不用施一粒肥。生生相克，
抑制了病虫害的生长，不必用一滴药。生
态和绿色，21世纪人类的追求，在这里已
是一种自然状态。

景迈山古茶的重镇要数芒景村。村支
书叫南康，布朗族土司的后代。在芭蕉
树掩映的天井里，望着眼前云笼雾罩的
群山，伴着淙淙的山泉流水，泡一壶
茶，说茶、品茶，讲“淘茶”的故事，
论普洱茶文化，数不尽的茶人茶事，道
不尽的茶道风云，穿越林海的茶马古
道，把思绪引向外面的大千世界。人仿
佛进入一种禅境，凡胎肉身也立时仙风
道骨！

景迈山茶树有许多奇特现象。茶树
身上，生长一种像螃蟹脚的寄生物，它
具有茶叶的功能，有药效，还是茶的
“味精”，冲泡普洱茶，放上几粒，顿
添鲜美的味道。说来奇怪，在茶树林里
钻来钻去，急于找到它，它却总不现
身。站定在一棵老茶树下，怀着一份虔
诚，静静地面对茶树，“螃蟹脚”竟神
奇般地“生长”出来。更加奇特的是，
景迈山茶入口，一股蜜香沁入心脾。问
原因，南康领我们往深山去，来到一棵
大榕树前。参天古树，树干的洞窟刻下
树的年轮，树冠上密密麻麻挂满了蜂
巢。树的不远处树了一块碑：“蜂王
神”。南康说，每一年，数不清的蜜蜂
都要来到这里，在树上筑巢、酿蜜，这
是景迈山的神树，景迈山人每年都要郑
重地对它朝拜。树上的蜜是没人采的，
只有熊瞎子上树碰下来，才有人敢去品
品它的滋味。

天地灵气化育了茶树。普洱温润、
少风，品吮普洱茶这天地杰作，自然会改
变人的性情。而蜂王神树和古茶的蜜香，
难道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

茶乡行最有趣味的事情是“淘茶”。
舒建新和南康讲了他们的得意之作。在南
康串村，发现一批存茶，品相虽不佳，却
带有几分沧桑。他以极便宜的价格收购过
来，让舒建新品鉴，此茶入口不俗。又送
给专家鉴定，断定茶的生产年份在上世纪
七十年代，普洱越陈越香，此茶立即身价
百倍。舒市长取茶一方，与我欣赏，茶封
上郑重地写下“舒建新识”，仿佛一个鉴
赏家对着自己发现的一件久被沉埋的文物

珍品。穿行于茶乡，这种发现，最让人惊
喜。可惜时间短暂，我们无缘作这样的发
现之旅。

普洱之行，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原生态
的民族风情和淳朴的民风。生息在这里
的彝、回、傣、佤、布朗、景颇、哈
尼、拉祜等几十个民族，个个保留下来
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普洱接触到的本
地领导，不管是书记还是市长，饭桌
上、闲谈间，兴之所至，便放开歌喉，
用歌声来表达思想和情感。路经西盟，
一个佤族聚居的地方。县城建筑是一色
的佤寨风格。二三层的小楼，木质结构
的外立面，斜坡式屋顶，铝制品做成的
茅草覆盖，装饰图案是些牛头、木鼓、
铁叉和极度夸张的舞者。在佤族的圣地
龙摩湖擂响木鼓，大碗喝下佤族兄弟捧
出的米酒，融入他们中间，尽情地舞蹈
放歌，全身顿生一种豪迈之气，生命的
活力也在迸发和升腾。

夜宿澜沧，县委书记讲述的感人故
事，更令人难忘。

书记带领企业家考察团来到付腊温
泉，两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正在温泉水里
煮鸡蛋。一位企业家说：“小姑娘，卖
给我一个吧。”小女孩说：“不卖！”

约一刻钟后，小女孩又挽着裤腿追了过
来，手里用塑料袋提了七个鸡蛋：“叔
叔，鸡蛋熟了，给你。”企业家付钱，
小女孩连连摆手：“不卖，不卖！不要
钱！”县委工作人员掏空口袋，一共210
元钱，硬是塞给了小女孩。企业家说：
“给她二千块、两万块也不多。多少年
来没有感动过了，今天，我真正被感动
了！”

书记讲完故事，还有紧急公务，没
法陪同我们。临别时说：“还是送支歌
吧！”他亮开洪亮的嗓门，唱一首《实
在舍不得》：

我会唱的调子，像山林一样多，就
是没有离别的歌；我想说的话，像茶叶满
山坡，就是不把离别说；最怕的就是要分
开，要多难过有多难过，舍不得呀舍不
得，我实在舍不得……

唱着唱着，他动了感情，流下泪水，
每个人的眼睛也都湿润了。

歌声拨动了我的心弦，引发我无限的
情思。普洱，一片神奇的土地。它让人养
身、养心、又养神。普洱，一片美的田
园。这里，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文化
之美，人情之美，都完好地保存下来，
融合成一种大美的和谐。

坊间纪事

卖 梦 □ 一 叶

想了解一个人的处境，在
闲聊的时候，可以问问他最近
做了什么梦，或者他历年来总
做什么样的梦。通过他的梦，
你就能大致勾勒出他的生活状
态。

正因为梦跟现实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有些人学会了拿
梦说事儿，常常以梦遮掩。曹
孟德怕人搞暗杀，声称自己
“梦中好杀人”，提醒别人在
自己睡觉时离远一点。美学家
高尔泰记述，“文革”期间，
同住“牛棚”的人故意在梦中
高喊革命口号，第二天问别人
是否听到自己的呼叫。抛开这
些可悲因素，梦境的确是我们
内心一块隐秘的伤，即人们常
说 的 “ 日 有 所 思 ， 夜 有 所
梦”。

我小的时候，老爹半夜喊
无钱还账，被老妈叫醒，问他
怎么回事。原来老爹在邻村聚
赌，输了一袋面粉。我的女儿
有一次被我责打，睡梦里还在
哭哭啼啼。我在旁边听了，自
责了很长时间。如果说黑夜是
白天的延伸，那么梦就是现实
生活的一部分，二者密不可
分。

曾经，起点中文网搞了个
“买梦”活动，每个人都可以
到网站上讲述自己的梦境。一
些名人也参与了进来。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潘石屹梦见家里
的亲人们给他娶了一个媳妇，

一定要他回老家去生活。我
想，这对一个身家过亿，美女
香车如云的富翁来说，一定是
个噩梦。他在小时候曾经无能
为力深陷生活的泥沼，时时梦
想着冲破穷困的处境。后来他
终于成功了，但所谓的成功无
法让他安逸，他还是被拉回到
无助的当年。我身边不少朋友
都梦到过忽然回到了考场上，
要么丢了笔，要么忘了拿准考
证，或者所有的数学题都不会
做，这是一些被高考严重伤害
过的人。多少年过去了，他们
的伤口已经愈合，以为从此与
高考无关，可到了“晚上”，
伤口突然疼起来。像一道隐隐
的伤疤，只要刻上去，一辈子
都抹不平。

与“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的功利比起来，“少有所
伤，老有所梦”更能体现生活
的多元与艰辛。这才是梦的真
谛。

我喜欢那些手舞足蹈描述
梦境的人。他们回归到孩子的
状态，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
的阴暗、善良、无奈、轻狂、
可爱、小心眼、大悲悯，都可
以通过梦中的若干细节解析出
来，那是他们完备的人生。相
比之下，一个梦都没做过的人
则是可怜的，可悲的。

若有人买，我希望把我的
梦卖掉，尤其是那些苦涩的
梦。

心灵小品

红帖与白帖 □ 浅 水

年纪越大，接获白帖越
多。同事好友年事已高，健康
状况每况愈下，生病，住院，
走到人生终点站，到站下车，
从此告别人间。

同事的儿女大都过了适婚
年龄，大部分已完成婚嫁。侄
儿侄女，外甥外甥女也都结
婚，接到红帖的机率降低了。

我工作的学校，每半年举行
一次退休会，找不同的餐厅聚
餐。会长致词时，常提到某同事
去世的消息，令人哀伤叹息。人
走了，是否举行隆重的告别式，
现在也多元化地呈现。

六年前参加一位企业家的
告别式，打破传统，以音乐会
形式进行。会场播放着死者生
前活动的光盘，舞台上大提琴
名家即席演奏。会场气氛哀
凄，与会者手捧一朵鲜花祭
拜。数百位宾客列队井然有
序，完成祭奠仪式。

会后遵遗嘱，雇用渔船将

骨灰送到海上举行海葬。老人
家潇洒自在，走完人生93年的
岁月。另类的告别式，令人印
象深刻。

二弟告诉我：他的一位好
友最近去世，病情严重时，没
有惊动任何亲友。去世前，交
代儿子在他去世后发一则短
信：

各位叔叔伯伯，家父已经
离世，行家祭仪式后火化，一
切顺利。

先父生前承蒙各位叔叔伯
伯照顾，感恩不尽。遵父嘱，
不敢惊扰各位长辈，谨致歉
意。敬祝阖家吉祥安康！

这种以短信方式通知好
友，代替讣告，是最进步的模
式。

繁文缛节，徒增忙碌现代
人的负担。简化告别式，以隆
重，哀伤，感性的气氛，举办
一场追思纪念去世者的聚会，
应该更具意义。

在人海里徜徉，会碰上形形色色的
人，碰上正常人尚可正常打交道，若碰
到三季人和垃圾人，该如何是好？

先说三季人。
话说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天早晨正

打扫院子，远处走来一个身着绿衣的
人。那人问子贡：“你是孔子的学生
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那人继续
问：“那你一定懂得很多东西喽，我请
教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一年中有几个季
节吗？”子贡笑着回答：“自然是四个
季节。”绿衣人摇摇头：“不对，是三
个季节。”于是两人争执不下，过了中
午也没停止。

孔子闻声从门里出来，子贡便把与
绿衣人的争执禀告了老师。孔子上下打
量了一下绿衣人，对子贡说：“你错
了，一年确实只有三个季节。”绿衣人
高兴地离开了，心有不甘的子贡则是一
脸困惑。孔子笑着说：“你没看到那人
通身的绿衣吗？他分明是蚱蜢所变。蚱
蜢春生秋死，一生只经三季，从没见过
冬天。在他的知识系统里，一年就是三

季，你的道理怎么可能跟他说得通呢？
你又何苦枉费口舌呢？”子贡闻听此
言，恍然若悟。不必细说你也明白，绿
衣人的别名就是三季人。

再说垃圾人。
一则被网络疯转的与垃圾人打交道

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位朋友在正确的车
道上行驶，突然间一辆黑色轿车从停车
位开出，正好挡在前面。朋友立即踩刹
车，车子滑行了一小段路，刚好闪开来
车，两车之间的距离只差几厘米！这
辆车的司机凶狠地甩头，并且朝着朋
友大喊大叫！面对无礼，朋友只是微
笑，对那家伙挥挥手。同车的人问朋
友：“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做？！那家
伙 差 点 毁 了 你 的 车 ， 还 可 能 伤 害 我
们！”朋友解释说：“许多人就像垃圾
人。他们到处跑来跑去，身上充满了负
面的垃圾：沮丧、愤怒、嫉妒、仇恨、
抱怨和失望。随着心中的垃圾堆积又堆
积，他们终需找个地方倾倒；有时候，
我们刚好碰上了，垃圾就往我们身上
丢。所以，无须介意，只要微笑。挥挥

手，远离他们，然后继续走我们的路就
行，千万别将他们的负面垃圾接收再扩
散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或其他路
人。”

不得不承认的是，日常生活中随处
可见以上故事中的场景。喋喋不休的争
论之所以常常发生，正是因为现实中不
乏三季人的存在，当然也不乏一时执着
的子贡。被垃圾人撞个满怀的案例我们
也是再熟悉不过，似乎每天都在身边上
演。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那个摔婴事
件。两名驾车男子因不满一名推着婴儿
车的女士挡道，双方发生争执。过程中
一名男子将该女士打倒后，又将婴儿车
内的两岁女童重重摔在地上，导致女童
伤重不治。女童妈妈事后说了一句令人
心碎又无奈的话：“如果我知道那两个
是刚从监狱放出来的，我怎么也不会跟
他们冲突。”可问题是，垃圾人并不是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事实上，从人群中不可能随意择出
“三季人”或“垃圾人”，这样的标签
贴得并不科学。可黑格尔说了，凡是存

在的都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我们
就应该正确地对待。那么怎样对待才是
正确的呢？

台湾大学教授曾仕强曾说：“以前我
看到那些不讲理的人我会生气，现在不会
了，我心里这样想，三季人，我就没事了。”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也说得精妙：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与
朝生暮死的生物谈论月亮的圆缺是没有
用的，与夏生秋死的蟪蛄争执季节轮回
更是对牛弹琴。是啊，对牛弹琴可不是
牛的错。

庄子还说：“夏虫不可以语冰。”
跟夏天的虫讲冰，那蠢的一定是讲冰的
人。至于碰上垃圾人，甚至可以连想也
不用想，微微一笑，挥一挥手，变个
道，让个位，轻轻回避，默默远离，这
似乎并不是难事。

网络上有句话把这个道理讲得更精
准：“不要试图跟猪摔跤，这样你会弄
得满身是泥，而它却享受在泥里打滚，
乐此不疲。”嘿嘿，这比喻真的生动而
实用。

手机语文

会说话 □ 于琇荣

若按字面解析，除有听力
障碍外，会说话是再寻常不过
的事，而俗言俚语却将这简单
的行为引申成一种合时宜、讨
人喜的境界，就像一个词汇，
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形容
词。

古时，有位富人老来得
子，甚是欢喜，于是大摆筵
席。一人说：此子天庭饱满，
必主富贵。主人悦。又一人
说：小儿双耳垂厚，必仕途坦
荡，位高权重。主人大悦。另
一人说：此儿为肉身，百年消
逝。主人顿时大怒，将其责
出。其实，细究起来，前两个
人所说不过是虚幻的愿景，反
倒最后一人说得实际，肉身不
假吧，百年后消失也是人尽皆
知的事实，却令闻者刺耳，从
而不悦。

还是鲁迅先生提议的说话
方式巧妙，若说不出令己汗颜
的恭维话，不妨借此一用，
“这孩子，真是……呵呵呵，
长大后，必定……哈哈哈。”
至于其中省略的深意，凭自己
想象揣摩去吧。

在某位作家的新书研讨会
上，主办方问一位资深学者的
看法，学者连说“不孬，不
孬，真是不孬”。绝口不提一
个好字。私下里，他说：“这
书只能算不孬，若说‘好’，
就过誉了。”可见，汉语博大
精深，就像钻石的切割面，虽
表面意义相近，但不同的措
辞，会折射出不同的含义。就
像此“会说话”和彼“会说

话”，一个是硬生生的铁块，
一个是被冶炼成钢铸成绕指柔
的利剑。

尤其在公开场合，需要发
言表态时，能够游刃有余左右
逢源，着实是智慧与心理的双
重考验。话重了，得罪人；轻
了，显得自己思维浅显，没有
独立思考能力。若再遇到那入
世的人有颗出世的心，说话不
知轻重口无遮拦，搅了平和的
局尚属次要，带动起一股犀利
的风就难平息了。

当下流行一句话：会说话
的人，可以少奋斗30年。虽有
些夸大其词，但也有些道理，
否则台湾作家刘墉也不会费心
劳力地著书《说话的魅力》，
细 致 地 从 接 电 话 的 第 一 声
“喂”，谈到呼吸的调整，再
从为什么“能在马背上得天
下，却不能在办公桌后面治天
下”，来阐述会说话的重要
性。

会说话可以缓解气氛，融
洽关系。而且，用无伤大雅的
虚荣营造一团和气的局面也未
尝不可，但丧失原则、违背事
实的“会说话”，却等同于背
负了撒谎这件破败褴褛的外
衣。个体撒谎是道德问题；行
业撒谎是诚信问题；一个阶层
撒谎则是观念方向出现了偏
差，思想和信仰出现了问题。

托马斯·潘恩说：人如果
已堕落到宣扬自己所不信奉的
东西时，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
事的准备。想到此，身心不禁
不寒而栗。

纸上博客

诚恳的年纪 □ 辛 然

人在年轻时顾忌多，大约隐隐觉得要
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往上爬的时候要
对别人好些，因为你走下坡路时还会遇
到他们”这类规劝成为警世恒言。可人
一旦有了年纪，就像倒进锅的蔬菜被炒
没了性儿，刚开始的有棱有角变成软趴
趴一团，才知道逃不出铲子跳不出锅，
于是就没那么多想法了。这时候对生活
的态度就诚恳得多，没有了那些修饰和
羞涩，什么“人艰不拆”，简直见佛拆
佛见鬼拆鬼。

跟老妈逛集市，偶尔会遇到很久不
见的熟人。有时是老妈的同龄人，一
脸惊喜地看着她，“哎哟”一声，跑
过来问：你还好吧？！浑身打量完她
再浑身打量我，问在哪里工作、薪水
如何、有没有结婚、对象是干什么的、
哪里人……一番调查后满意离去。

老妈天性不喜四处联络，关于她的
消息就比较“传奇”，所以她对这些问

候只能自嘲：什么表情嘛，见到我好像
见到鬼。有时遇到的是被老妈叫“阿
姨”的人，一上来就直截了当地问：你
爸妈还好吧？！老妈勉强笑答：都好。
对方就长舒一口气，一副“活着就好”
的舒心表情。

据说，当我姥姥遇见同龄熟人，通
常话题只有一个：谁还在世谁不在世，
在世的有什么病痛，不在世的是怎么走
的。一番对话后负能量满满。听到这些
事我就觉得，未到年老，谈人生什么的
都是人生的伪饰，谈生死什么的都是生
死的无知，真正接近了，才能纠正态
度，真正诚恳起来。

年轻时心直口快是种性格，年老时
就是一种特色。于我自己而言，经常得
到阿姨们的直白指教，她们完全站在你
的立场上帮你做统计分析，打破你的想
法、嘲笑你的规划，甚至手把手告诉
你，话应该怎样讲，口气应该怎么掌

握。无论如何，她们的诚恳令我感动。
有朋友说，她在小区经常遇见五十

岁以上的老人，真的越老越直接，完全
不认识却“好意思”问她两口子的工作、
收入、房贷、车型……那气场让你没办法
不回答。若没发现你生活前景中有什么破
绽，就点头而去；若发现了，比如“婆婆来
看孩子”“老公长期出发”，就会给出严谨
的人生分析和状况预料。

这算多管闲事吗？我在理发店遇到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顾客，她向理发师要
电话号码时，要反反复复好几次才搞清
楚人家的名字，还不停抱怨自己脑筋不
好用了，糊涂了。然而，当她说起给这
些年轻理发师做过的人生规划时，就条
理清晰、口齿清楚：几几年就劝过阿强
买房子别租房子，当时房价是多少；几
几年劝他第二次，当时房价又是多少；
几几年劝了第三次，还列举了周围的幼
儿园、小学等诸多好处；如今又劝阿峰

继续跟进房产，落脚济南，未来想回老
家卖了房子还是赚……还有阿龙，要买
房，把老婆孩子从老家接到自己身边，
老婆可以去做什么什么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大妈”，人生
经历丰富、理财观念长远。在“大妈”
这个阶段她还愿意无偿为你提供咨询，
等熬到奶奶级别，是否愿意点拨你就要
看心情了。所以，被这些人问起家庭情
况 ， 配合一下并非为 了 满 足 其好奇
心——— 这个年纪，哪还有什么好奇心，
只是把你当个样本，进行验证生活的科
学研究——— 能当上她们的样本则是你的
荣誉和幸运。

年轻时无论境遇如何，内心对生活
总有种趾高气扬、不屑一顾；年老了就
服帖老实、自顾有暇，成了样本之王，
成了生活的“院士”。这时候你不赶紧
凑上前自报家门、自揭短处，难道还避
之不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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