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16百味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江亚萍 组版/王贤梅 校对/刘 洁

唠门，合肥地区方言 ，说大白话，就是上门聊

天。因为很早以前，人们受各种条件限制，不能外出

打工挣钱，全窝在家里，也缺乏文化生活，故唠门这一

活动，在我小的时候，家乡小镇比较流行。

小镇居住数百户数千人，有吃公家饭的，如在政

府、工商税务、供销社等上班；有做生意的，如卖木材、

陶瓷和泥质烧制品等；有做手艺的，如木工、瓦工、裁

缝等；还有民间艺人，如说大鼓的；以及打渔的、跑江

湖、卖狗皮膏药等；而其余绝大多数则是种田的。由

于分工、职业、收入不同，故唠门方法也异同，大致分

为三种。第一种为净身唠门，即纯粹动口不动吃，干

唠。

几十年前的小镇不通电，尤其到了北风呼啸的隆

冬季节，大人小孩冻得手直搓脚直跺，到了某一天出

大太阳的时刻，男女老少纷纷出动，拎着小板凳，到日

照最佳，人缘最好的邻居家，挨排坐在大门两侧屋檐

下晒太阳唠门。而平时唠门，则是三三两两，同学之

间、朋友之间、邻居之间等。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小镇下街的阚大叔，满腹经纶，出囗成章，经常外出唠

门，但从不在别人家吃饭。他就像戏台唱戏的一样，

总是先闻其声不见其人，哼哼哈哈，一字一顿，抑扬顿

挫：“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

段，春秋和战国……”“道顺，到我家吃饭吧，刚端上

碗。”大伙儿热情地招呼着。“主家莫客气，有言道：天

无白使人，皇上不差饥饿兵。改日请我劳作，愿当坐

上宾。”“这么说，你在家吃过了？”“然也”，接着，阚大

叔便一屁股坐在板凳上，之乎者也，引经据典，高谈阔

论起来，诸如虎瘦雄心在，人穷志不穷呀；勤俭持家

富，谦恭受益多呀等等。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阚大叔

也想回家休息了，便拱手向众人告别，他边走边哼：

“父母养其身，自己立其志；年怕中秋月怕半，男儿立

志在少年；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第二种为端

菜唠门，这种唠门既动口又动吃，甚至为了唠门，竟然

忘记家人的存在。

清晨，就有许多人三三两两到亲朋好友家聚集喝

早茶。所谓喝早茶，并非光喝茶水，而是将豆腐干片、

榨菜丝、花生米等拌好后浇上蔴油或烧熟的菜油制成

一大碗食材，大家边吃边喝边唠，有时侯还会端来一

盘包子、油条之类早点。中午唠门，一般是从饭店端

来一碟炒菜到别人家去，主人家就会热情接待，酒足

饭饱后方才离去。

我父亲是裁缝，口袋有小钱又爱结交人，故非常

热衷去别人家唠门，或接受别人来自己家唠门。有一

天镇上逢大集，中午端碟子上我家唠门的人络绎不

绝，有街上的，还有乡下的，满满一大桌，大家吃着唠

着，这个走了那个来，没完没了。当时在农村有个不

成文的规矩，家里来客人，老人妇女小孩不准上桌子，

不等客人走完不准动筷子。我那时十四五岁，在离

家 20里路外梁园中学读书，恰逢周日下午要步行

到校赶笫二天上课。当时既饿又急，坐在厨房面对

客人和桌子，望嘴又望碟子，但丝毫不见有结束的

迹象。眼看下午两点多钟了，再不走就晚了，于是

我悄悄地铲起一块锅巴塞进兜里，像做贼似的溜之

大吉了。

第三种是蹭菜唠门，这种唠门既动口又动吃，不

过是吃别人的。比如我小时候住在镇上黄家大院内，

每到中饭时刻，总有那么三两个人手里端着一大碗光

塌塌白米饭，挨家挨户去唠门，一屁股坐在人家大门

槛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热情的主人见此情景总会

夹菜给他，说你干活这么辛苦，咋能吃寡饭呢，来尝尝

我家小咸鱼味道咋样？经过推让，这人也就不客气

了。一个中午下来，这鱼呀肉呀蔬菜呀，肚皮也撑得

差不多了。但当时人们生活都不富裕，故有时也蹭不

了许多，不过这些人也留有一手，往往趁主人不注意，

用筷子将埋在碗底的一块肉迅速夹起塞进嘴里，简单

咀嚼两下，“咕嗵”一声呑进肚内。

到了晚上也有人唠门，甚至深更半夜也不放过。

我有一位儿时玩伴，今年72岁了，属虎，小名“小虎

子”，他回忆说，我十几岁时，有天夜里睡得矇朦眬胧

的，忽然听见堂屋有说话声，经辨别是大队干部，他们

唠着唠着就唠到吃的话题，这时我母亲早就在厨房忙

开了，其中一位孙主任的讲话，特别引起我的食欲，他

一个劲说，小白菜烧肉好吃。馋得我口水都流下来

了，心想，今夜大队干部来唠门，肯定会剩下一些饭

菜，我要睁着眼不睡着，等候家人端一碗给我吃。就

这样想呀等呀，哪知醒来却发现大天亮了。

如今，唠门作为小镇历史上一种文化和物质传

承，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试想，当今社会时

间就是金钱，还有谁愿意浪费大好

时光，甘愿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呢？

感谢党的好政策和好时代，改革开

放几十年来，小镇的父老乡亲用聪

明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放手大干，

四海闯荡，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家

乡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的唠门形式也一去不复返了。

春寒料峭的季节，母亲总爱坐在门前的

石墩子上，守望着孩子们常回家的老路，眼神

是那样的执着，因为，她总想第一时间呼喊孩

子们的小名！但没有等到，孩子们都长大了，

他们总有忙不完的活……

夏日炎炎的季节，母亲早晚总是坐在门

前的石墩上，守望着孩子们常回家的老路，眼

神是那样固执，因为，她总想第一时间听到孩

子们喊您的声音！但没有等到，孩子们都有

自己的家了，总抱怨时间不够用……

秋风萧瑟的季节，母亲一有空就坐在门

前的石墩上，守望着孩子们常回家的老路，

眼神是那样执意，因为，她总想第一时间感

受见面时的喜悦！但没有等到，孩子们都有

自己的孩子了，总找不到来看您的时间……

冬寒凄切的季节，母亲还是喜欢坐在门

前的石墩上，守望着孩子们常回家的老路，眼

神是那样茫然，因为，她总想第一时间对子女

们说说自己想讲的话！但没有等到，孩子们

大多有孙辈了，他们经常感叹自己的年龄大

了，时常忘记老家那边的您……

母亲是位再平凡不过的农村妇女，膝下

三儿四女，守着一生的清贫和贤惠，在她病重

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想多看看自己养大的

儿孙们，哪怕在她身边多坐那么一小会。弥

留之际，又怕自己连累下人们，选择在这个草

长莺飞的清晨离开，悄然走完她87个不平凡

的春夏秋冬。

天堂那边的您看到身后这群撕心裂肺的

孩子们了吗？此刻，他们多想您依然坐在那个

石墩子上，多想聆听您未来得及说的话，此时，

他们正在深深体会“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思亲

之疼，正在品味着孝敬父母要做到“平时多挤

点时间，终身少留下遗憾”的道理。

门前的石墩还在，母亲却再也不见了。

唠门
■ 安徽合肥 施光华

生疑是人性的弱点
■ 安徽合肥 周彪

守望
■ 安徽庐江 张宏兵

生疑是人性的弱点。这种弱点最容易影响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对事业发展的破坏性巨大。我们知

道，人与人之间最难的是什么？是彼此之间信任。没

有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就没有了合作共事的基础。古

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生疑而产生误解，冤枉了

好人；有多少事，因生疑而受耽误，甚至导致失败，真

是误人又误事。

古代的曾子算得上是位大贤人，他住在鲁国时，

鲁国有一位与他同名同姓的人犯罪杀了人。有人告

诉曾子的母亲，曾参杀人了，他的母亲继续织布，神

态安然，根本不相信自己儿子会杀人；过一会，又有

人告诉曾参母亲，曾参杀人了，他的母亲仍然织布，

神态不变，但心里开始有点生疑；当第三个人告诉她

曾参杀人了，曾参母亲就扔下梳子，翻墙逃跑了。曾

参如此贤德，母亲深信不疑，但三个人都说他杀人

了，母亲也开始相信儿子真的杀了人，可见，生疑的

确是人性中的一大弱点，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西周王朝建立不久，武王逝世，成王年幼，作为

武王的弟弟，成王叔叔周公，为了国家稳定，不顾多

方面的质疑，挑起了治国的重担。执政七年，国家稳

定，百姓乐业。在成王成人后，周 公又主动还政于成

王，自己又回到臣子的行列，这种境界堪称世人的楷

模！就是这样一位功高德厚的周公，成王执政不久，

有一个大臣到成王面前说周公要作乱谋反，成王居

然深信不疑，大发雷霆之怒！周公也因此逃到楚国

以避祸！这说明君臣之间，叔侄之间心里还是存疑

的。好在成王最后明白了事情真相，杀了诬陷周公

的大臣，主动迎回了叔叔周公。

一部中华文明史，不知记载了多少君臣之间因

生疑而产生的人间悲剧！春秋战国七国称雄时期，

燕国相对弱小，经常受到强大的齐国欺负，为了改变

这种状况，燕王姫平慧眼识英才，大胆起用乐毅为大

将军，统领五国联军，一路势如破竹，把强大的齐国

打的满地找牙。乐毅将军在齐国作战五年，攻下大

小城邑七十多座，都划归燕国领土，只有莒与即墨两

个地方没有收服。此时有小人向燕王打小报告，说

乐毅心怀不轨，企图自立。好在燕王对乐毅非常信

任，当众杀了打小报告的小人。时过不久，燕王姬平

逝世，儿子姫乐资继位，史称武成王。

这位武成王在当太子时，就与乐毅结下了梁子，

矛盾由来已久，这种情况恰巧被齐国将军田单获悉，

田单巧妙实施离间计，促使武成王很快用骑劫替代

乐毅，乐毅也被迫流落赵国。结果，田单把骑劫打得

大败，所有丢失土地全部收回。古代的帝王将相们

生疑，大到失国，小至失位、失身，不可不慎。普通百

姓之间生疑，后果也不可小视。父母与子女之间生

疑，内心容易产生隔阂；夫妻之间生疑，容易产生离

异；兄弟之间生疑，容易反目；朋友之间生疑，关系容

易疏远；上下级之间生疑，容易失去信任，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人与人之间相互生疑，是一种消极因素，影响共

存，不利和谐。但生疑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是人性中固有的弱点，很难在短时间内消解。正视

自身的弱点，是解决弱点的开始，人类社会的进步，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也正是在不断的释疑、解

疑、化疑中前行！少一份生疑，多一份信任，你的人

生会更加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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