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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星版3昊旭潘：辑编刊副池杯流

网络时代，高情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热词，

也是当下夸人的必用词语之一。

什么叫高情商，说白了，就是见多识广，老

奸巨猾，见啥人说啥话，妥妥的老油条一根。文

雅一点的说法，就是这人会脑筋急转弯，细雨滋

养心田，说啥都成诗篇

《论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

邦。”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言语的力量，它既可

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在纷繁复杂

的社交场合中，高情商的人总是能够巧妙地运

用语言，避免说出那些可能伤害他人或破坏人

际关系的致命话语。

但是，最怕的是碰到那些铁打的营盘打铁

的兵，偏偏跟人作对，说啥还啥，以牙还牙，以怒

制怒，丝毫不让步。尽管其言如刀，却显得朽木

难雕，更显其拙。

面对此类，高情商者最会借力打力，怼人四

两拨千斤，既可展现清晰的逻辑思维，又能让对

方无法反驳。

不可否认，在日常生活中，沟通交流都是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巧妙地回应他人，把话说

到对方的心坎里去，却是一门深奥的艺术。高情

商者会用高超的话术，将局面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困境，都能游刃有

余地应对。

我们天天都在说话，却不见得就会说话；许

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

所以说，说话人人会说，境界各有不同。

有的人巧舌如簧，说起话来妙语连珠，口若

悬河；有的人笨嘴拙舌，说起话来脸红耳赤，话

不成句。

看人家高情商的孔子，一说话就成了《论

语》，让人懂得了为人之道、处世之道、交友之

道、人生之道。看人家高情商的老子，一说话就

成了《道德经》，短短五千真言，就成了“群经之

首”，成了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成了中华

文明的智慧源泉。

还有高情商的庄子墨子韩非子，孙子荀子

淮南子，这些离我们遥远的大师们，用他们远古

的语言，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批栩栩如生、光彩

照人的文化巨匠。他们是中华文化的守夜者、传

播者、捍卫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

再看看我们身边，有的人一张嘴，能让人对

牛弹琴，笑掉大牙；有的人一张嘴，能把假的说

成真的，死的说成活的；有的人一张嘴，能让人

茅塞顿开，深受启发；有的人一张嘴，能让人“曲

径通幽处”“胜读十年书”。

一个人的高情商是可以后天培养出来的，

要说好话，首先得有足够的知识，因为，知识就

是力量。高情商的人之所以“会”说话，其实都是

靠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所以与别人

交谈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无话可说，或者说不好

了。

会说话并不等于就能说好话，说话的水平

高低因人而异、相去甚远，这是一种深奥的艺

术。

尽管有的人伶牙俐齿，口若悬河，但说出话

来不是自我标榜，就是

故弄玄虚；尽管有的人

笨言拙舌，不善言辞，

但说出的话来不是字

字珠玑，就是至理名

言。即便有的人擅长写

作，但日常生活中却未

必能说好话。有的人说

起话来头头是道，思路

清晰，照原话写下来就

能成为一篇锦绣文章。

但真让其按照原话写

下来时，这人却是知难

而退，望而却步了。

一个高情商的人

的说话技巧是靠阅历、

经验、学识等综合因素

培养出来的，要说好

话，首先得有足够的知

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一个人之所以“会”说

话，其实都是靠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所以与别人交谈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无话可说，

或者说不顺溜了。

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生命终结，能说出天

文数字的话，但真正有用的，还真没几句。

所以说人这一生，没有不变的承诺，只有说

不完的谎言。

而语言作为人类心灵交流的工具，它不仅

是虚无的，更是坚实的。它能让人在心与心之间

搭起一架彩虹。也能让人在心与心之间竖起一

道墙。一颗心的闪念，可以轻易被另一颗心所感

应、感知，一颗心的热度，也可以点燃另一颗心

的火花。语言可以穿透心灵那道厚墙，使人产生

共鸣、共振，同时也会使人孤独、深受打击。

所以，会说话是人类的骄傲，也是与动物的

根本区别之一。

什么话该说，该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不该

说，不该在一些场合说是有讲究的，油腔滑调、

甜言蜜语；故作高深，咬文嚼字；旁敲侧击、搬弄

是非……说话要考虑场合、听者，以及听者的情

绪、接受力、心态、意向等等，当一个人自说自

话，不看对象也不看对方的情绪，那只能是对牛

弹琴，不知所云。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在日常

生活中好好说话是至关重要的。高情商的人说

话，力求把每一句话说得再好些，至少在说出每

一句话时会稍加思考：此话该不该讲，怎样讲得

准确、唯美一点？若能这样训练自己的说话水

平，日久天长，说话渐渐就会有一种魅力和感染

力，听者会为其语言才华而心悦诚服，沟通起来

则容易得心应手。至于那些情商不在线的人，那

就随他去吧。

因为我们不介意这样的人能说出什么样的

话，只介意是否把他们的话当成耳旁风。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人生就是在比情

商，我们用上半生学习说话，用下半生学习会说

话。其间的差别，高情商者自然领会。

我的故乡汝州市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北

靠巍巍嵩山，南依茫茫伏牛，汝水似银色飘带，自

西向东缓缓流过，南北山连绵起伏向中部延伸，

形成了丘陵和河川相间的地貌特征。我故乡的

树，亦在炫耀着另类的怡人风景。但需要我们用心

去观赏。

故乡的杏树，早春里最先开花。仿佛是隐形的春

韵，跨着来自日边的娇艳，轻捷的一骑骑“骏马”，当先

闯进了汝州的旷野，通体的云霞之色与田野里刚刚立起

的麦苗儿同降同生，粉红嫩绿，洁净如洗。杏花展绽得疾

速繁盛，褪落得也齐促彻底。

待那小麦泛黄时，叶儿里时时亮开的杏儿也黄澄澄

的，丰腴润泽，十分诱人。杏树以粉红、莹白、澄黄之色彩，

将翠绿花叶和澄黄果实铺排在一个紧凑、简练的序列里，以

悄无声息的方式显示着春之多情，春之浩茫。麦收之后，使

命已毕的杏树仅余青叶，静下来了，一直平静到落叶之秋。

故乡的洋槐树，万花凋谢它才开。在刚刚波荡开来的绿

色里，槐花一嘟噜一嘟噜素白似雪，雅秀高洁，清芬阵阵，鲜

洌的气氛夜静时尤其袭人。当年，在那个青黄不接、许多人家揭

不开锅的时候，便有那颖颖新妇，捏一长钩、挎一竹篮，拽弯带刺

的青枝，小心翼翼地采撷槐花。槐花串儿嗅之幽香，生啖之则微

甜。

回家去，将槐花洗以井水，一笸箩白花撒上三五把白面，敷

霜敷粉，两手和匀，尔后入笼捂蒸，熟时趁热拌以少许油盐，油香

淡淡，花香微甜，筋实而耐嚼，妙不可言，庄户人便称之为“蒸槐

花”。陆游的“风吹麦饭满村香”，很切合故乡的这一景况。“蒸槐

花”做工亦是很讲究的，鲜花白面，调料不宜重，火候不宜猛。

年年的五月份，一片一片的，特别芬芳馥郁，引得附近各地

的养蜂人前来采蜜。

故乡的柿子树，无疑是色调至为沉着的一种果树。春深时

节，它才将指甲盖似的蜡黄花儿隐蔽在密叶里，不露色相，什么

异味也没有。有的玩童长成棒小伙了，仍以为柿树十年二十年不

坐花呢。

经夏而入秋，雁唳长空，寒霄里杀下了严霜，碧绿的柿子树

这才着火一样旺烘起来。蜡黄花儿偷偷结下拳样的青柿子先红，

红灯笼一样惹眼，接着是巴掌大的叶儿突然间洇染而红透，整个

硕大树冠像是坠接在大海之滨的残阳，泼血一样焚烧，泼血一样

鲜活。

火炬在黑夜里最热烈，柿树在秋野上最壮观。它是自然界的

最后一抹成熟，是天地间所有绿色卷旗回营的号令。

故乡的柳树，是更有姿色的雅淡者。在俺家外的河边、池塘、

路旁和田野里，鹅黄初上，茸如小茧，谁晓得是叶芽还是花苞呢？

丝绦如帘，叶儿秀媚，荫凉浓淡相宜，正好隐蔽住人身，也正好泄

漏下月辉，这正是男儿的粗犷青春与女儿纯贞的情愫，迸射出生

命的第一朵火花的所在，这“火花”便是柳树所独有的天然花朵

了！论绚丽，论神奇，大千世界里难得其俦。

柳树是天地流水差遣于月地里的爱的信使，由它撮合成的

姻缘是最美满的姻缘。村妇媒婆们捏拢下的婚姻，全不及柳下之

盟来得幸福，来得如意。故此而生成无数的“列宿分龙影，芳池写

凤文”的成人之美。

我故乡的杏树，掀开了春之裙裾。我故乡的槐树，担负起承

春启秋的夏炎。我故乡的柿子树，则收揽了缤纷硕丰的秋意。以

杏花之粉红为始，以柿叶之绛红终局，既关乎人世，也属于苍天

造化的安排！

我故乡的这几种树，花果枝叶动不动被人攀折，立身多艰，

躯干是怎么也长不高长不直的，形貌不扬，绳墨成性的木匠们

也便不屑为顾。匠人不屑，反而能长命高寿。岗坡、沟壑、沙丘、

田垄、井台、河道旁边，一株株龙干虬姿、偃蹇、倔强，默默然伫

立于人们的视野之中。乍然看去，偻腰俯首，又一如阅世颇深

的老人。

最最令我无限感叹的是，树老人自有树老人的信念：饥馑岁

月兮新树繁花，风骨弥刚！接济人世兮不拘一格，丑又何妨！

我热恋的故乡———汝州，在一片涟漪的青山碧水之内，是一

片涟漪的思想之树。树之岸是微倾河流沙滩，树之冠犹如纯净天

鹅，或朝南，或面北，其间是一只充满渴望的雏鹅，在仰望着那蓝

天白云。一缕缕金色夕阳挥洒而下，在乡韵理性的微风下，人文

生命的涟漪飘向故乡万丛树而舒展绵延，形成一道大观：杏花美

在你心扉，槐花香风惹人醉，柿子火红送吉祥，翠柳牵线婚姻美。

每个人的故乡都有其别具一格的风景，故乡的记忆永远铭

记在心里。

大风呼啸，所过之处，无不折身。

我从教室远眺窗外，成片的麦田随风起舞，蔚为壮

观。麦苗生长极其茂盛，那浓重的绿色好似画家无意打

翻了绿色的颜料，绿得让人眼前一亮，绿得让人精神大

振。那浓绿的麦田即刻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汪洋大海，波

浪在海面上翻腾。不时有黑色不知名的小鸟在绿浪上

迎着风飞翔，恰似冲浪的海燕，高傲得翱翔于猎猎风

中。白蝴蝶竟也看得分明，在绿浪的亮点上盘旋飞舞。

那亮点应该是麦苗长得最旺盛的部位，在阳光照射下，

如深邃夜空中眨眼的点点繁星。

远处，深褐色的小山画下连绵起伏的抛物线。大

小、高低各异，但总是弧形的线。有的线上晕染着浅浅

深深的绿色。那是山上茂盛的树。有的线上晕染着如烟

如雾的绯红，朦胧，迷幻。那是山花在开放。原本是如云

如霞的粉红，无奈大风无情，不懂风月，更不懂怜香惜

玉，粗暴得一夜之间将花瓣吹得飘落满山。飘啊飘，飘

落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怜惜。花开花落本是常态，被

无情大风吹落，总有点惋惜。不过，明年她又会烂漫于

漫山遍野。就如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山上，几个白色风车正在转动着手臂，这样的大风

正是他的最爱。原来，数数，只有7个，数着数着，越来越

多，十、十五、二十……雨后春笋一般居然数不过来了。

他们有着强壮的臂膀，结实的肌肉。风愈大，他们的三

只臂就挥舞得越有力量。

风在呼啸，我在教室向窗外看到这样一幅美妙的

画。

今天，我讲的是苏轼的词《浣溪沙》：“游蕲水清泉

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

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

鸡。”

著名词人苏轼虽然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但是始终

有着一颗乐观豁达的心。历代文人，多咏叹自己命运不

济，怀才不遇，或悲愤，或沮丧，或抱怨，或愤懑。而苏轼

却别树一帜，即使在山野小林也悠然乐哉，即使年过花

甲也发出感慨：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讲这首词，我看到了苏轼。

他心血来潮，约上好友一起来到清泉寺游玩。山下

小溪潺湲，岸边的兰草刚刚萌生娇嫩的幼芽。松林间的

沙路，仿佛经过清泉冲刷，一尘不染，异常洁净。

傍晚细雨潇潇，寺外传来了杜鹃的啼声。他和好友

一起漫步到寺外。一条小溪缓缓向西流淌。他不禁大为

感慨。

谁说人生就不能再回到少年时期呢？你看看，那门

前的流水还能向西流淌呢！所以，不要在年老时感叹时

光的流逝。

苏轼为人胸襟坦荡旷达，善于因缘自适。虽在被贬

黄州初时也吟过“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

那样惴惴不安的诗句，但当生活安顿下来之后，樵夫野

老的帮助，亲朋故旧的关心，州郡长官的礼遇，山川风

物的吸引，促使他拨开眼前的阴霾，敞开了超旷爽朗的

心扉。这首乐观的呼唤青春的人生之歌，当是在这种心

情下吟出的。

而苏轼约的这位好友就是他在被贬时患上耳疾给

他看病的医生，两人相见甚欢，他就和这位医生成为志

同道合的好友。

“人生长恨水长东”，光阴犹如昼夜不停的流水，匆

匆向东奔驶，一去不可复返。青春对于人只有一次，正

如古人所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时”，这是不可抗拒

的自然规律。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未始不可以老

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往往能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因此苏轼发出令人振奋的议论：“谁道人生无再少？门

前流水尚能西！”

人们惯用“白发”“黄鸡”比喻世事匆促，光景催年，

发出衰飒的悲吟。当年白居易在《醉歌》中唱道：“谁道使

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

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苏轼也曾

化用白居易诗，吟过“试呼白发感秋人，令唱黄鸡催晓

曲”之句。此处作者反其意而用之，希望人们不要徒发自

伤衰老之叹。“谁道人生无再少？”“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与另一首《浣溪沙》中所云“莫唱黄鸡并白发”，用意相

同。应该说，这是不服衰老的宣言，这是对生活、对未来

的向往和追求，这是对青春活力的召唤。在贬谪生活中，

能一反感伤迟暮的低沉之调，唱出如此催人自强的歌

曲，这体现出苏轼执着生活、旷达乐观的性格。

看到这场汹涌的大风，我想到命运中的变幻和坎

坷。

对苏轼来说，被贬，被流放，就是他人生中的狂风。

而他面临打击，面临人生无常，他依然保持一颗积极向

上、乐观豁达的心。

今日之风好像就是配合这词而来。苏轼的心，如风

中麦苗，如风中山花，如风中之车，“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打我撒？你打我撒？

生老病死，本是人之常情。更多的人感慨时光易逝，

时间就像一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爱美之人多通过医

美、美容之术来延缓衰老。奈何眼角纹、法令纹还是能将

蚊子夹住。更多的人在感慨中得过且过，情绪低落。只有

心中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激情，就会永远年轻。

时间可以改变容颜，却改变不了我们热爱生活的心。

风声鹤唳中，我耳边又响起了苏轼的诵词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

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

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

骑卷平冈。”

苏轼以“老夫”自居，却依然保持着少年的豪情与

活力。他骑着马，带着猎犬，身着华丽的服饰，率领着千

骑在平冈上驰骋。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不仅是对

自己年轻时的怀念，更是对生命活力的颂扬。在苏轼的

诗词中，年龄从来不是束缚，而是一种更加深厚的生命

体验。

苏轼的乐观诗词，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

对人生智慧的深刻总结。他以豁达的心胸，面对人生的

风风雨雨；以乐观的态度，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在他

的诗词中，我们感受到了那份超然物外的宁静与从容，

也学到了如何在困境中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苏轼

的诗词，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

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更加坚定与自信。

大风，还在呼啸，我在给孩子们滔滔不绝地讲诗

词，讲人生。孩子们全神贯注，若有所思。

这风，成了绝佳的伴奏。

故乡的树
●张勉 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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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与苏轼的词
●李晓延

风儿捎来消息，春天来了，她的身影已经遍布汝州的大街

小巷。她笑得是那样灿烂，招呼着过往的行人。

周末的下午，我终于完成了家庭作业，长长地松了口气，

总算摆脱了家庭作业的纠缠，一门心思地想去洗耳河畔走走

看看，透透新鲜空气。

洗耳河畔的周末，比往日热闹多了。两岸木栅栏上的行人

络绎不绝，喜盈盈的花香里处处是欢声笑语。周末是“鸟儿”出

笼的日子，家人陪伴着孩子恰逢春的盛会。欢笑、流水、鸟鸣，

每种声音都像跳跃的音符，连成了一曲动听的歌，似春天在欢

呼，在流动。

漫步在洗耳河畔，我被迷人的春色诱惑了。柳树的枝条吐

出了嫩绿的叶子，随风飘荡像一个个孩子在玩着荡秋千的游

戏；树荫成了小鸟的舞台，他们舞动着，歌唱着；小草偷偷地从

土里钻出来，觉得无比新奇四处张望；河水眨着眼睛一路狂

欢，为两岸春色拍照已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这是洗耳河畔

的春天！这是大自然的妙笔杰作！穿梭在热闹的春天盛会里，

我迷了，醉了，疯了，兴奋得忘乎所以。

往日里我是在书本上了解春天，想象春天。亲近了春天，我

才发现大自然是如此的神奇，如此奥秘。你看！小草，绿叶，花儿

都在忙着追赶春的盛会，融入了这支队伍，才体验到了心花怒

放的滋味。这里是洗耳河岸，也是我畅游春天

的创新大课堂。

我喜欢春天，喜欢课本里鸟语花香的春

天，更喜欢汝州洗耳河畔春意盎然的春天。

洗耳河畔的春天
实验小学五（7）班 王梦琪 指导老师 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