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问句具有加强语气的作用,把本
来已确定的意思表现得更加鲜明，带有
很强的倾向性。反问句式不但比一般
陈述句语气更为有力,而且感情色彩更
为鲜明。

工作生活中，喜欢用反问句的人，
往往是想强烈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和唯
一正确性。上司爱用反问句，会让人感
觉戾气重而不愿亲近，直接影响和谐的
人际关系。家里人如果一直用反问句，
很容易引燃怒火或者冷战的硝烟，消磨
家庭成员彼此的幸福感。

著名气象主持人宋英杰先生曾透
露自己处理家庭矛盾的制胜法宝：“夫
妻吵架不要用反问句……”反问句就是
勾火句。

为什么尽量不用或者慎用反问句
呢？我个人认为原因起码有四：

其一，反问句在使用时间上，往往
是在气头上，用反问句更能发泄自己的
情绪，说着也更痛快，但是听到反问句
的人，不管这句话意思如何，第一感觉
都是不舒服的，容易勾起一方的火气，
质问的结果要么是双方互不相让，势必
引发更为激烈的争吵，甚至拳脚相加，
最后也只能两败俱伤。

其二，反问句从内容上讲，多是明
知故问，让人生嫌。有人问你：难道你
不知道？难道你不懂？你或许会回答
他：是的！我不知道！是的！我不懂！
不过心里一定会再加一句：“去你大爷
的！”问题是，标准答案或者真相往往是
心里的那个声音，没发出来的那个声
音。心理学上说: 反问句是最有攻击
性一种说话方式,常说必定讨人嫌。

其三，反问句在语气上，一般会带
些：讽刺，挖苦，让人难以接受，反问句
的攻击力特强，常伴随质疑对方的能
力、智商和人品。

其四，反问句在使用语境上，具体
表现为一种控制获取话语权的方式，控
制欲和权威性都相当强。是一种高高
在上，咄咄逼人的架势。“这样难道还不
行？不行就算了”，直接把对话带进死
胡同，拒绝沟通的可能。不给别人留一
丁点余地，也把自己逼入“绝境”，再好

的脾气也会被带入“互损”模式。
在心理学中，把反问句看作最有攻

击性的一种说话方式，建议慎用反问句
与人进行沟通交流。当然啦，反问句能
够成为一种句式也并非一无所用，慎用
反问句，并不等于不用反问句。在特定
语境中，不包含伤害对方语气时，在双
方都理解彼此的善意时，反问句的使用
也可以变得“恰如其分”，情感鲜明。比
如恋人之间，“我如此爱你，你还嫌爱得
不够吗”，哥们之间“难道我们的关系还
不够铁吗”！

话 有 三 说 ，巧 说 为 妙 。 总 而 言
之，表达方式都是为交流服务，真正
让人受伤的是潜意识中的态度，即使
是仇人面前，也没有必要通过反问句
把对方置于死地，不要把反问句当成
武器，更不要下意识地把运用反问句
当成习惯。

敢问明智诸君，我所言是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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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记忆

吴 烨

小桥·流水·人家 李奕冉 摄

那是一个恬静安详，四季如画的
地方。夏日，河面上凌风破浪的荷
花、春天，溪畔那一朵朵笑颜如花的
桃花、秋天，田间那一垄垄金黄稻谷、
冬日，悠长深厚的老屋炊烟……这些
都是父亲儿时的画册，描绘出了他对
这个世界的初印象。

父亲出生在典型的江南水乡，久
居城市的他，常常会回忆起故乡的风
景，故乡的人和事。

阳春三月，溪边的桃花灿烂如
云，就像悄悄向初恋告白的少女，羞
涩地在风中轻轻摆动。到了夏天，水
塘里开满荷花，它们宛如一群优雅的
少女，穿着绿罗裙，在微风的吹拂下
翩翩起舞。秋天，稻田里整齐的稻
谷，就像金黄色的海洋，铺天盖地，浩
浩荡荡，那种丰盈的美，仿佛是生活
赋予的最初的幸福。而冬日的炊烟，
在屋舍的掩映下，犹如长卷的诗篇，
袅袅不绝。炊烟升起的地方，便是父
亲牵挂的家。

如诗如画的故乡，那里以水为脉
络，于绿意里织就悠悠的诗意。白墙
黑瓦，小桥流水，尽是泼墨山水画般
的意境——远远望去，江南犹如披上
了一件透亮的绿色纱衣，带着清新的
水汽和繁花似锦的色彩，无论是婉约
的水乡人家，还是亭台楼阁、湖光山
色，都散发出迷人的古典之美，让人
如痴如醉。

儿时的父亲，经常跟随我的祖母
去乡间赶集，那里的热闹，让他印象
深刻。卖鱼的阿婆，挑着重重的担
子，不停地叫卖；卖面食的阿伯，熟练
地捞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浇上汤
头，香味四溢；古稀的剪纸艺人，手法
熟练地创作着一幅幅生动的剪纸，从
他的手中，父亲领悟到了艺术的魅力
……他常常一边品味着刚出炉的锅
贴，一边聆听着熙熙攘攘的市集声
音，感受着故土的风土人情。

父亲随祖母三五步走过一串串
石板路，品尝着精巧的糕点，欣赏着
书画集市的作品，还有苏绣、根雕等
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身心都被美的
愉悦包围着。市集的热闹丰盈，绵延
到江南的水路。每次从集市归来，祖

母的篮子里总是满载而归，小鱼小
虾，针头线脑，那些用来滋养日子的
小物件，都倾注在她的眼睛里，使她
有忍不住要分享的快乐……

多年过去了，我随父亲回到了这
片熟悉的土地。夏日炽热的阳光洒
满了田野。来自大海的微风，乘着弯
弯曲曲的河流悄悄地吹来，拂过稻田
的翠绿，捎带着一丝丝的清凉。父亲
走过熟悉的小巷，走过精巧的石砌小
桥，泛舟河道，呼吸着久违的泥土芬
芳，呼吸着河水的沁凉气息，心底的
那一份乡愁，才如轻烟一般散去。

步入小镇，映入眼帘的是古老褐
色的石板路，左右两边，错落有致的
鳞次栉比的老房子静静地分布在路
两边，它们的门前是一朵朵盛开的蔷
薇。蔷薇花儿在烈日的照耀下，稠稠
密密的花瓣一层一层地堆叠，色彩浓
厚，犹如夏天午后的慵懒和安详。这
种安静的生活给人一种时间被定格
住的感觉。

远望田野，排列着一片片稀稀疏
疏的榕树，它们围绕着稻田，犹如一
串星星点亮了夏天的田园。那些满

是粮食的稻穗在夏日热风的吹拂下，
摇摆着，像热情的婆婆皱眉儿，笑着
接待每个人的到来。

正值夏季，清晨的集市，太阳还
未完全升起时，熙熙攘攘的行人们已
经在狭窄却又宽敞的街道上来回穿
梭。他们在货摊前驻足，对比，犹豫，
然后满意地笑着离开，手上多了几样
新鲜的瓜果。货摊主人热情地推销
着自家的产品，口齿伶俐，笑意盈盈。

午后，镇街上的溪水变得异常宁
静，鱼儿在水底悠然自得地摆动着尾
巴，像是在享受着零星的几分闲适，
或许在慵懒的午后，除了人类，鱼儿
也会有“午睡”的习惯。

江南的人们生活悠闲，耐得住
寂寞，能悠然自得。你能看见在木
质阳台上乘凉的老人，他们手中翻
动的扇子似乎正在诉说着沧桑的历
史。你能听见挂在屋檐下的风铃，
它们在和风清婉的歌唱中响起，仿
佛在向你倾诉江南的故事。听，那
哗哗而过的江水，那撑船者的吆喝
声，构成了这片土地上特有的动听
的声音，凝成了一抹浓重的乡愁，回

荡在游子的耳边。
水乡的青石板街和一座座小石

桥，见证着岁月沉淀的历史遗迹，还
有那色彩斑斓、香气馥郁的繁花似锦
的海洋，以及那传统小舟平稳地游走
在碧绿的水面上，都在诉说着如歌的
岁月深情。小桥流水，鸭子戏水，老
柳依依，姑娘浣纱，倒映在水面上闪
闪烁烁、波光粼粼，好似青绿水墨浓
淡之间的变幻中，一抹鲜红令人耳目
一新，也仿佛那蓝色天幕下的星河，
闪烁着绵密的细碎的浓淡相宜的光，
见证着人间无数的悲欢离合，无言
地，波光中仿佛在流淌着一曲深情的
小调。

如果说江南的风情是一位倾城
的女子，白天她洗尽铅华，展示着简
单朴素的自然风光；而当夜晚降临，
她又摇身一变，如诗如画，带着淡淡
的清香，透露出无尽的静谧之美。
水乡的夜晚宁静而深邃，宛如一幅
静止的画面，整个镇子的照明全靠
江面上点点繁星以及几户人家的窗
户映出淡淡的光。唯一的声音，就
是岸边的青蛙和虫儿的唱歌。星星
点点的灯光在江水中照亮前行的
路，那淡紫色的天空，宁静的街道，
寂静无声的夜晚，除了浅浅的笑声、
低声的说话声以及流水声，什么都
没有。在这个时候，你会感觉江南
的夜晚十分含蓄优雅，它轻手轻脚
地，将一个个美妙的故事包含在深
深的寂静之中。

那小溪、那田野、那老屋、那菜市
……这些曾经陪伴父亲长大的一切，
已融入他生命的骨髓，成为深深烙印
在他心底的乡愁，成为他无法割舍的
生命的情怀。江南的记忆在父亲的
心里，是那样的婉约和悠闲，它若隐
若现，时而绽放璀璨光华，时而静默
如水，是他一生都心心念念生命之初
的温度，这温度里，蕴藏着无尽的爱
与美。我知道，父亲只是那个在外漂
泊的儿子，带着乡愁走遍天涯，他期
待着有一天，能重返那个被阳光和小
溪拥抱的江南小镇，让童年的脚印印
满阳光下的原野，直到所有的事物都
虚化，长出薄薄的翅膀。

紫 藤 萝紫 藤 萝紫 藤 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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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宝蓝色的旗帜在大地上蔓延，

一群黝黑的面庞激荡奋斗的号角，

汗水中映射的大国重器如同利剑，

刺破万里层云，洒下秋阳辽阔。

我们，用蓬勃青春创新与奉献，

书写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答案，

以全力挑战技能与极限，

践行对国家铁路事业庄严的承诺，

我们是西渝高铁康渝段的建设者。

精品，源于执着。

宏图一展动山川，千里巴郡长安临。

我们在银色铁道旁写诗，

就不能不写烈日弧线下追求精准，

涂画后的“日晒红”，

我们在绿色车厢中高歌，

就不能不唱安全帽檐下打造典范，

印刻后的“汗渍白”，

对照一个个验标和方案，

开工标准化、首件工程评估、精

品示范段、全线优质，

清晰的建设思路、严格的质量管控，

我们将钢轨向四面八方延伸、再延伸。

智能，源于创造。

鏖战蜀道卧长龙，驾车通明斜岭中。

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

今日之铁道非智能无以进步，

大国工匠、智慧建造，

我们以“四化”的管理手段支撑

西部建设的专业典范，

数字时代、领跑未来，

我们以“信息”的集成共享展现

科技引领的风华无双，

混 凝 土 全 流 程 智 能 监 管 及 验

收系统，

首个智慧型无人超市“物联云仓”，

“建筑+互联网”，这就是我们在

新征程上一路争先的坚定宣誓。

绿色，源于和谐。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和谐交通、自然共鸣是我们的永

恒主题，

从低碳环保的装配式驻地系统

到节能降耗的施工和治理方案，

秦岭的风从长安行过巴蜀群山，

在彩云之南留下绿水青山的生动实践，

西昆联通三原地，一气吹暖千叠景，

我们震撼于八纵八横的恢弘豪迈，

同时也欣喜于打开车窗后的云

山苍苍和江水泱泱，

如椽的巨笔点缀出山高水长的

灵动画卷。

人文，源于初心。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从73年前兰新铁路的那根钢钎开始，

我们就怀着“建造精品、服务

社会”的使命战天斗地，

嘹亮的劳动号子至今回响，

艰苦、险恶、钻研、挑战、白头、传承，

为的是什么呢？

正是那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企业文化、铁路精神都是为建

造一个现代化盛世而诞生，

也必将因此闪耀历史。

以过程精品创时代精品，

万里铁道线旁的建设者们，

把建设工程当作生命孕育，

坚守“三个不出、一个出”的方针，

以“敢想敢干”之姿擦亮一局名片，

以“攻坚克难”之魂铸就先锋形象，

以“焚膏继晷”之功定义铁军担当，

让每一颗螺丝都经得起风雨的

打磨和历史的推敲。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也将化作永动不歇的“复

兴号”，奔向千道彩虹！

把精品留在当代 把承诺告诉未来

李炳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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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砰砰、砰砰砰……
这就是大山深处开挖隧道凿顶

的枪声，是凿顶棒与岩石搏斗，刺击
岩石时发出碰撞的锐利声音。

在中铁一局这棵中国筑路的大
树上，我曾经是一枚隧道开山的绿
叶。开山、开凿隧洞也是我们五公司
当时的“拳头产品”。

在我们伟大祖国，山地、高原和
丘陵约占了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六
十；排除高原和丘陵，海拔高度超过
五百米的山地，大约就占了国土总面
积的二分之一。高大的山区藏龙卧
虎，物产富饶，与纵横奔腾的河流相
拥相揽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民族美
轮美奂的壮丽图腾——江山。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
折腰。

然而，山地较之平原，虽然有其
不一样的万种风情，但同时也盘踞着
闭 塞 、落 后 等 等 深 层 次 的 崎 岖 和
艰窘。

我们开山、筑路、打隧洞，就是在
改变那些盘踞、徘徊在山地、山区上
空残存的闭塞、落后。

在深山凿道、筑路，有一种听上
去让人如雷贯耳的开山神器，那就是
风动凿岩机——风枪；从属于风枪阵
营，与之匹配，紧跟其后的还有一种
开凿神器，那就是凿顶棒，也叫凿
顶棍。

现在，在山地，通常情况下的隧
道开凿、凿顶大都由过去的纯粹人工
操作变成了由凿岩台车在操作完
成。但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大型
施工器械无用武之地，此时，开山、凿
孔及凿顶的每一道工序、细节依然还
是要工人一手一脚地去完成。就是
说，相对已经比较“古老”的风枪、凿
顶棒依然还是威风凛凛地屹立在开
山筑路的漫漫征途上。

凿顶，只是前沿开山凿岩工序的
一部分，其作业时间通常只有开凿、
爆破作业时间的几十分之一，或几百
分之一。但它却是爆破后掌子面上

展开的第一道、也是守护凿岩工友人
身安全最为重要的一道工序。

新开辟出的掌子面是一个混沌、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世界，凿顶
工友将是在这个世界凿空叩问、出
现，并且活动的第一人。

凿顶用时会因爆破后的岩层状
况而长短不一，通常会持续十来分钟
左右。如果新断面安全、没有明显的
隐患，凿顶有时候又只需要“砰砰砰、
砰砰砰”的几枪就相对圆满地解决了
战斗、完成了任务。

隧道新断面开凿爆破后的凿岩
现场称“齐头”。齐头，就是隧洞开凿
的位置与山体、岩石相齐的地方，这
个齐头的名称一直要用到隧道贯
通。齐头也叫“掌子面”。

刚经过爆破的掌子面上岩石犬
牙交错、凹凸不平，面目十分狰狞，
像一只长满獠牙的老虎，笼罩着随
时都有可能发生坍塌的危险。很
显然，早已经习惯成自然的邪恶势
力，顽固地恪守着旧有秩序，绝不
会轻易向建设的新秩序作出丝毫
让步；亿万年以来，它们从未听过、
见过所谓的高速、高铁的发展，更
不清楚振兴、复兴述说着怎样的来
历和内涵。

凿顶，是新与旧的对话，是与那
些顽固守旧势力面对面的交锋。其
工作程序就是把爆破后岩顶已经松
动、存在坍塌危险的岩石、岩层凿下
来，从而解除或降低安全风险，为隧
道施工的下一道工序创造相对安全、
良好的施工环境和有利条件。

凿顶，虽说是隧道施工术语，但
我们私下都叫这项工作是在“找顶”、
称凿顶棒是“找顶棍”。

虽然名字很温柔，但找顶棍棒却
不是也绝非木质的。通常情况下，找
顶的“棍棒”都是用不锈钢管做成，大
约两米长，顶端部是二十厘米左右长
的糙式坚硬锥体，便于刺击。被称作
棍棒，那是较之其他开山神器它比较
苗条、纤细，便于携带。因是金属质

地，私下里，我们又都堂而皇之地称
它为“金枪”或者“钢枪”。找顶钢枪
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深山隧道施
工渗水差不多都较严重，在现场，工
人们一般都是一身工装外套着雨衣
雨裤及水靴，太重了，就笨，不便持久
灵活地操作；隧道施工面对的是坚硬
的岩石，太轻了，飘浮无根，在与岩石
的搏斗中，叩问、刺击又会软弱无力，
不能肩负重任。

两米左右长，那是在与岩石搏斗
过程中可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实际工作中，“找顶”就是在探天
之威，就是在摸老虎屁股、找老虎茬
儿，把被动的工作状态变为主动状
态。当然，天有不测风云，有时候一
枪戳过去，就把天透了个窟窿，老虎
开始暴跳如雷。一时间“天倾一隅，
地陷东南”，引来小坍方或大坍塌。
但是，不管老虎怎样地凶恶，该摸它
屁股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摸，无法回
避。小坍方也好大坍塌也好，总还是
要把它找出来，让它从隐蔽的地方暴
露出来、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安
全隐患找出来了，把暴露在人们眼前
的危险清除掉了，那么我们的工作环
境不光拥有了一片相对晴朗的天空，
同时，也就把死神和事故圈定在了可
控范围之内。

其实所谓的摸老虎屁股、找老虎
茬儿，也就是在让老虎先动起来。老
虎一动，就露底了，这时通过仔细地
观察、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它暴露
出来的软弱环节，然后“形人而我无
形”，避实击虚，一鼓作气地将其擒获
成为囊中之物。

摸老虎屁股、找老虎茬儿，当然
是要有“两把刷子”，我们自然也是
希望把老虎的屁股摸得顺顺当当，
将老虎的茬儿问得服服帖帖。老虎
不暴跳、或不再暴跳，说明我们施工

过程中诸如炮眼布局、凿孔深浅、炸
药用量等环节都相对合理，我们为
之 付 出 的 艰 辛 也 将 得 到 肯 定 和
回报。

在我曾经的开山班组里，凿顶工
友通常都是由一些胆大心细、匠心独
运的工友轮番担当。

凿顶工友手提长枪，沉着冷静
地站立在隧洞边壁，一边抬头瞭望
着，一边缓缓地就亮出了怀中钢枪
金闪闪的光芒。当时，爆破后的硝
烟眷恋着旧时光，依依不舍，一时还
不肯散去，掌子面上的灯光在时薄
时厚的烟雾里左右摇摆，一副细草
狂风的尴尬模样。凿顶工友在齐头
左近所有关切目光的注视下，借助
身上手上金枪及手电的亮光四下照
耀着，为自己的思考探寻、审度着出
路。那时，深邃的隧道里万籁俱寂，
仿佛掉下一根绣花针的声音都可以

“于无声处听惊雷”般地听得清清楚
楚。只见凿顶工友迈着沉稳坚决的
步履，以高度的警惕性、敏锐的观察
判断能力，一步一步审度着敌我双
方眼前的态势。那爆破后如山拱起
的石碴就是为他搭设的工作平台，
他的身体紧贴着隧洞边壁。这也是
常识，新段面坍塌，老虎龇牙，绝大
多数情况都是从上往下塌，边壁连
接着经过支护的初始成型隧道，这
样的断面虽然还没有经过严格规范
的混凝土浇筑施工，但一般是不会
发生坍塌的。

等到人们期待的那一道明亮、雷
霆万钧的闪电在掌子面的雾霾里划
过，不用说，凿顶工友已将怀中钢枪
枪端寒光闪闪、蓄积已久的那静如山
岳、灵如狸猫的力量，迎着昏暗中的
岩 石 凝 重 、娴 练 地 就 开 始 了 刺 击
搏斗。

砰、砰砰、砰砰砰……

凿顶的枪声（上篇）

陈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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