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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逆潮流而动”的随笔杂感。
作者通过对长期以来弥漫在中国人当中“钟情于口头而惰于行动”的现象鞭辟入理的诟病，指出国人
低效率的最根本原因是“把精神与意志品质混为一谈”，中国人“天天在倡导口才与说话”，恰恰是
“口才与说话挤掉了我们应该用于行动的精力”。
从而揭示了中国人面临的真正危机是“自上而下”的“说话精神可佳，执行意志欠缺”。
是为警醒国人“管好自己的嘴”，把浪费在说空话、大话、废话、假话以及呼口号的时间多挤点出来
干实事。
    仅从书名看，就是一个能让广大读者的心灵为之一震的创意。
作者将自己鲜明的观点付诸檄文，对国人“全民性”的“说的比做的多”的劣根性极具挑战性和冲击
力，且不乏积极向上的理性内涵，故对生活在当今社会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都能形成或多或少的震
憾。
    中国自古就有“祸从口出”一说，在讲究个性张扬的年代，古人的这句训语早就被人遗忘，读罢《
管好你的嘴》，你也许会理解古人的良苦用心。
尽管《管好你的嘴》看上去仍未摆脱口才书的痕迹，但其杂文、随笔“流线式”的写法给人感觉焕然
一新。
在读腻种种乏味口才教科书的时候，这本书值得读者翻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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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林（原名林蔚人），神州市人，现移居北京。
曾担任某出版社科编辑主任、策划部主任。
1998年离任，并创办文化公司，兼自由撰稿人、出版策划人。
已连续10年成功策划中央电视台国际国内大专辩论会图文出版，中国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全10册）
出版，西方哲理精译文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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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今天你嘴痒了吗？
　　张嘴即来——此乃人之痼疾也　　许久以来，我一直被一种现象所困扰：随着人们语言能力的不
断提升，自觉实干的意志品质却呈相应的下降之势。
在这样情形下，不少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强调着说话与口才对人际沟通的主导作用，而不去关注一下自
己每天在废话上浪费了多少时间。
于是我就要问了：“好口才”对提升社会实绩而言，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也许，“说话”在一定条件下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如果光靠“说话”就能解决问题　　的话
，我看这个社会早就不存在问题了。
而如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中，有多少恰恰是因为“说话”而引起的呢？
如此看来，话说得越多未必就越好。
古人训诫中的“慎言”，其意就是告诫那些平素逢事未思先语的好“嘴痒”者应该管好自己的嘴，谨
防言多了祸从口出。
沿着这个话题，我就要谈谈关于“嘴痒”之害了。
　　其实“嘴痒”当属人的一种痼疾，因为是人总要说话，说话总不能时时都遵循着鞍前马后、秩序
井然那般中规中矩，也不可能每说一句话前都要先看看他人的脸色后再娓娓道来，若是都按照拿捏说
话的准则，那么人类所有的语言就都将不再是语言，而是歌唱了。
　　人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话都说得像歌唱那般动听，还因为有太多的话未经大脑过滤，仅凭一时的“
嘴痒”难当所致。
痒虫爬上嘴，就像一个烟鬼被人偷走了香烟立即会落迫得不成样子一般——不让他说话大有可能把他
气死或憋死！
　　这不，某日中午我与一个同事结伴去一家拉面馆吃拉面。
我们正“香吃辣喝”之际，只见一个年轻人走进店里与我们对面而坐，接着便叫：“师傅，给我拉一
碗面！
”　　“好哩——请稍等！
”师傅道。
　　过了一会儿，拉面没上，年轻人急了：“喂，师傅，我的面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拉出来？
”“马上拉，马上拉。
”师傅满口应承。
　　我的朋友低着头好像很神秘地瞄了我一眼。
我没领会，继续吃我的，可是他却把面碗往桌子中间一推——不吃了。
　　“你怎么才吃几口，突然说不吃就不吃了？
”我问。
　　朋友不语。
偏巧那位年轻人又朝着师傅嚷了一嗓子：“等这么长时间你还没拉出来，我不吃了！
”说完起身扬长而去。
　　这时朋友才小声地“提醒”一句：“听到没有，他要吃的面是叫人拉出来的。
”　　呕——　　不但我呕了，邻桌的两个正吃着拉面的小女孩也呕了。
　　我再抬头看那个拉面师傅，只见他正气势汹汹地立在我们面前，表情煞是吓人。
为防止他把我们扔到大锅里涮一遭，我胡乱地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往师傅手里一塞，未等找钱
，便夺门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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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好你的嘴》里讲“说话”在一定条件下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如果光靠“说话”就能解决
问题的话，我看这个社会早就不存在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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