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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父亲接到省公安厅
通知去中州宾馆开会，当时在座
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
甫、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副厅长
陈蕴贤等领导，还有一处处长皇
甫书信、吴荣村、朱玉庆等。赵文
甫伯伯在省里抓公检法，他问了
父亲的工作经历后说：“你是白皮
红萝卜，无名英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我当时在郑州大学外语系读书，
星期日回省政协机关看父亲，因
他当时公开身份是资本家、爱国
民主人士，随时有可能被批判或
说清问讯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天
天提心吊胆，只有到政协见到父
亲才能略感放心。

那时，我们姊妹最怕填表
格，因为有家庭成分一项，听爸爸
说我的老太爷（曾祖父）和爷爷都
是木匠，所以我们填工人出身。但
经常受到质疑，说爸爸是资本家，
不能填工人，使我们精神上受到
很大压力和打击。还记得我在新
乡一中上高中时，写入团申请书，
填了工人出身，团的负责人含蓄
地对我说，有时工人和资本家分
不清。暗示我应改成资本家出身。

我当时心里很难受，回家问妈妈，
为什么爷爷是木匠，爸爸却是资
本家。我看到妈妈一直不说话，最
后她眼含热泪只对我说一句话：

“你爸爸是个苦命的人。”
有一天，我回政协的家时，

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父亲，
对当时的形势发展深感不安，他
以超群的敏锐性和准确的判断力
意识到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有可能
被暴露。父亲很严肃地和我谈过
一次话，也好像是向我交代什么，
他说：“运动发展越来越深入，什么
事情都可能发生，你是爸的大女
儿，要记住爸爸的话，不管发生什
么情况，就是刀架在你脖子上也不
能承认爸爸是共产党员。”当时我
就蒙了，资本家身份的爸爸怎么是
共产党员？多少年的委屈一起涌上
心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都这
个时候了，父亲还要求他的孩子也
必须要用生命来坚守党的机密。后
来，父亲才告诉我说，当时，他到公
安厅看到与他联系的同志装着不
认识他，便判断一定有意想不到的
紧急情况发生。父亲又得知有一个
人因忍受不了压力，把父亲和部分
隐蔽干部暴露了。

当时，军管会负责公安厅的
全面工作，他们不了解党的隐蔽战
线工作。河南省一批久经考验的党
的隐蔽战线上的同志被暴露，给党
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后来，公安厅军管会暂时停
发了公安厅应发给父亲的工资，
面对这一切，父亲并没有动摇对
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仰。
他告诉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他曾多次对我说过：“孩子，要忠
于党，忠于人民，敌人把刀放在脖
子上我们也不叛党啊！无数革命
先烈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爸
爸在延安中央党校实习团到陕甘
宁边区安定县实习期间，在与日
本鬼子战斗中不少战友就牺牲在
我面前再也没有站起来，想起他
们爸爸非常难过，我能在枪林弹
雨中活到今天，已经非常幸运了，
爸爸知道你们受了不少委屈，为
了党的事业，我们受点委屈算什
么！”“文革”中父亲和一大批从革
命战争年代过来的党的老干部虽
然受到批判和打击，但他们始终
坚持相信党，相信群众。

那时，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
还有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在暗中

默默地关心照顾保护着我们，我们
并不孤独。一天，一位40岁左右的
男同志走到我妹妹祁葆玉面前，小
声说：“我是市委组织部的，你们马
上回去整理重要文件，有人要抄你
们家。”妹妹立即跑回家，告诉了母
亲，随后大家钻到小屋，撬开抽屉
找到了不少文字资料，其中有公安
部的、公安厅的，还有公安部席国

光副部长写给新乡市公安局吴振
卿局长转交宋一文（我父亲）的信
件，我们赶紧把这些资料都烧掉
了。他们没有任何收获，党和国家
的机密得到了保护。当时，他们要
把我父亲任冀鲁豫情报站站长的
照片烧掉，说是国民党军官，我妹
妹葆玉说这是铁路服装，不是国民
党服装，这才保住了我爸爸的珍贵
的地下情报站照片。我妹妹祁葆玉
也就是这个时候才知道爸爸是中
共党员，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所有
委屈烟消云散。

父亲于1968年 10月结束了
他的“潜伏”生涯。他的中共党员身
份公开后，当时省政协机关不少党
员干部找他谈心，说以前对他的态
度恶劣，深感内疚。父亲安慰他们，
并夸他们立场坚定，让大家消除思
想顾虑。后来，父亲和大家相处得
非常好。父亲还笑着告诉我，原来
他上车没人管，后来好多人主动扶
着他上车。父亲为党为人民，在难
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忍辱负重，
甘当无名英雄，他坚定的共产主义
信念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精
神境界，将激励我终生！

“文革”中期，父亲与许多老

同志一起被送到信阳地区罗山
“五一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父
亲负责喂猪，他干什么都是那么
专一，那么认真，再次展示了他所
具备的特种才华和能力：他讲科
学喂养，对猪进行特种训练，吹不
同的口哨，指挥猪统一吃食、统一
睡觉、统一排便。猪圈内干干净
净，无味无蝇。令后来接班的战士
佩服不已。有一年夏天，农场改善
生活，把父亲辛辛苦苦喂养大的
猪杀了一头，他很心疼不忍心吃。
但因信阳罗山天气太热，猪肉变
质，导致大家食物中毒了。除父亲
之外其他同志都病倒了，上吐下
泻发高烧痛苦极了。因为都是高
级干部，虽是改造对象，但人命关
天，于是省委决定把病号由罗山
送到信阳医院抢救。当时，父亲说
他成了男护士，端饭喂水，跑前跑
后，跑到信阳大街到处寻找去给
病号买卫生纸，服务周到细致，大
家深受感动。父亲说越是这个时
候大家更应互相关心、互相照应。

因父亲刚结束“潜伏”身份，
为保守国家机密和父亲安全，公安
部下令河南公安把父亲保护起来，
凡要见他的，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并由公安战士陪同。当时的负责人
是省公安厅的姜少杰，他对父亲非
常关照，常陪他吃饭聊天，使父亲
再次感受到党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1973年 12月 18日，经中共
河南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审查，
得出结论是：“祁文山同志的这段
历史（白区）没有问题。”关于我父
亲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往敌占区，
执行秘密任务这段历史，找到中央
社会部领导出具证明材料，回函：

“有此事，因时间久远，不记此人。”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许多

战友找到了他，他们非常激动，纷纷
写信，回忆他们当年为中华民族的
解放并肩战斗、浴血奋战的难忘岁
月和他们对我父亲的思念挂念之
情。1977年 5月 16日，原中共豫
西省委书记刘子久在给我父亲的
信中写道：小宋同志，我感到这
样称呼更亲切。你为了党和人民
的事业，甘心当了一辈子的无名
英雄！对于你这种纯洁的党性和
高贵的品德，我十分钦佩！你的老
战友刘子久。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新
书《信仰的力量》，本报有
删节） 12

连连 载载

260年前，一个没落贵族出身的人写了一部
有关石头的故事，口衔通灵宝玉的贾宝玉，就是
被女娲娘娘扔弃在青埂峰下的石头。260年后，我
遭遇了一块石头，我却不知道石头所经历的故事。

阳光明媚，春意盎然，新的春天总是以新的
面目吸引着、诱惑着人，让我丝毫不能懈怠地去
向往她、拥抱她。春天已经毫不客气地笼罩了世
界，我哪有理由囚闭在温暖的房间里，享受无聊
和寂寞的折磨呢？

走进附近扩建中的公园北门，尘土飞扬，却
丝毫不能阻隔春天的味道，春天是庞大的，春天
的庞大早已超过了我的想象。公园里红男绿女们
或悠闲漫步，或窃窃私语，适宜春天这个大背
景。我像一个多余的、灰暗的色团，在春天的公
园里缓缓移动。

在崎岖蜿蜒的林间小道上，我发现了一块光
滑如玉的石头。在散落一地的石头中她茕茕孑
立，像是在等待一个前世就约定了要相见的人，
她莹润如玉，却不是玉，是一块光润的石头。

我伸手捡起来——这块误入风尘的石头，冰
凉而润泽。我不知道她经过了多少年的时光打
磨，经过了多少年日精月华的孕育，她没能成为
玉，她仍然是一块石头。也许她知道做石头有做
石头的好处，至少可以减少对自己身体进行残酷
狠毒的雕琢；至少可以减少被品头论足后的讨价
还价。不知道石头是怎样想的，反正我是这样揣
测的。这样揣测时就觉得石头有了温度，让我有
些心跳——一种令人心生怜惜的心跳。

和一个人一样，没有一个人不想成为这世界

上有用的人才，最终取得成就的只是凤毛麟角。
我想石头也有奢望或者理想的，要不然也不会有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悲叹，
也不会有令人悲怆的红楼梦魇。一个人就和石头
一样，总是在玉和石的边缘徘徊，最终成就你的
是自身的潜质和上苍的命意。为什么女娲补天当
年选择了其他 36000 块石头，偏偏就剩下了一
块？是女娲娘娘挫伤了石头补天的宏图大愿，还
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这块曾经踌躇满志，最终
百无一用的石头只好怀着最初的梦想枉入红尘，
演绎出一曲千古传诵的情爱悲剧。

我手上这块肯定不是能够补天的石头，她和
我的境况惊人的相似，她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是一块想成为美玉却未能成为美玉的石头。只是
因为她比别的石头莹润光洁了一点，就诱发了我
的情趣、吸引了我的眼球。从众多用来铺路的石
头中逃逸而出，成为我手上的把玩。我们惺惺相
惜、心照不宣地相互接纳，我安慰了一块石头的
凄凉，石头安慰了我的孤独。

抛去神话迷人的面纱，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人，行走在人生的江湖上；石头也只是一块普通
的石头，行走在石头的江湖上。我们的江湖又是
出奇的相似，作为普通的人，我必须为自己的责
任，忍痛割爱一些精神上的索求，满足物质上的
需要。作为一块普通的石头也必须放弃补天的梦
想，回归现实做一块铺路筑楼的石头。这一切都
是身不由己的，都是理所当然的，谁能逃脱命运
的驾驭和驱使呢？

茫茫红尘中能够相遇便是缘分，能够相知需

要若干年的交融和碰撞。有些东西是藏在骨头里
的，是肉眼无法分辨的，是人力和人意不可违抗
的，譬如我和这块石头。不要认为自己有多么了
不起，不要以为你比石头更能感知什么。其实人
无非就是一块行走的石头，石头更像一个安然下
来的人。不信你试试，当你愤怒时扔出一块石
头，石头也会愤怒地发出沉重的啸叫；当你温情
地抚摸一块石头时，石头也知道安静而温柔的享
受你的抚爱。你踢飞一块石头时，只是向这个世
界释放了你的浅薄无知、毫无内涵，你没有想到
你损伤了一块石头与世无争的尊严，忽略了石头
沉默不言的尊贵。要知道，一个多么伟大、多么
尊贵的人，也无法比一块石头更长寿，更能阅历
沧桑。人总想把历史抑或是爱情凿刻在石头上期
望不朽，却总是被时间抑或人为的因素抹去或毁
坏，过错不在石头，过错大都在人。

石头被时间冲刷，被风雨淘洗，被洪流驱
赶，从一块棱角分明、锐气十足的杀器，变成圆
润光洁的卵石，历经了千年万年的磨难，她用沉
默铸造了自己的尊贵，修炼了自己的涵养，这是
多么的难能可贵啊！而一个人稍微有点不幸，须
臾有点不顺，就会骂骂咧咧，怨天尤人，咒天骂
地，人是多么的浅薄啊！

不要认为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你没有依据说
明一块石头就没有思想。世界上万事无物都有自
己的运行、生存法则，都具有科学无法阐明的灵
性，保持沉默是最好的生存方式。

没有一块石头不想成为玉，既然没能成为
玉，我们就安静地做一块石头吧！

石头记人生况味

在一本书里，既能赏花，又能唱歌，还能读到
优美的文字，是个很不错的创意。孟宪明的《花儿
与歌声》不同于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原因就在
于作者兼具了文学、音乐和民歌三方面的叙事能
力，并把它们巧妙地融为一体。

故事的主人公叫范大强，他因为被林云老师
诬陷为小偷而离家出走，然后邂逅了小时候——
爸爸妈妈离婚，打小随了妈妈而去的双目失明的
妹妹范心明。回到学校后，他们班来了一个教音
乐的高虹老师。她代替生病的林云老师教数学，
用音乐的形式教数学，也就是说把数学谱成曲子，
唱成歌。比如：

花红柳绿四月天，
学生植树黄河边，
全班买树77棵，
花钱92.4元。
同学们，算一算，
每棵树苗多少钱？
这样新颖而别致的课堂让孩子们一下喜欢上

了，并学到了知识，在全乡的会考中得到第一名。
后来在高虹老师的联系下，范心明在省城大医院
做手术，最后重见光明。

读完以后，我深受感动。因我深有体会。这
三年来，我每年都下乡支教，给孩子们拍微电影。
孩子们找我说心里话。去年我支教的学生就说，
因为我的到来，他们才能看到老师的笑脸。可是

等我一走，老师就变得非常严肃，从来不笑。在
《花儿与歌声》里，林云就是这样的老师。很多学
习不拔尖的学生，常常受到老师的训斥。这就是
现实生活中的儿童。

范大强也是一个留守儿童，他和双目失明的奶
奶及双目失明的妹妹生活在一起。肩上的担子可
想而知。这在乡村，普遍如此。孩子在家上学，爸
爸妈妈外出打工，他们和爷爷奶奶或者姥爷姥姥生
活在一起。这是中国农村当下最基本的生存状况。

我们知道，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阅读对象
的。一本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意味着对永不复
返的童年时代的怀想，意味着对孩童本性的臣服，
意味着对当下孩童生存状态的深切关爱和忧患
……《花儿与歌声》正是体现了这些。

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读到一个感人的故事，
而且学到很多民歌。如果识谱的话，说不定还能
唱一首委婉的、蕴含着淡淡忧伤的歌儿——《月亮

走，我也走》：
月亮走，我也走，
我给月亮手扯手。
我问月亮到哪去，
月亮光笑不开口。
短短四句，月亮重复了四次，而我们没有感觉

到这种重复是多余的。因为每一句的月亮都是不
同的意思。第一句“月亮走，我也走”，月亮和“我”
的关系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就像互不相识的两个
人走在大街上。第二句“我给月亮手扯手”，这个月
亮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个了。第一句的月亮是陌生
的、遥远的。第二句的月亮是相识的、亲切的。第
三句“我问月亮到哪去”，“我”和月亮的关系又近了
一步。一个“问”字，就表达了“我”全心的关爱。
第四句“月亮光笑不开口”，“我”和月亮的关系是
友爱的、含蓄的，月亮甜在心里，却偏偏笑不开口。

可以说这是一首表达亲情的民歌，也可以说
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民歌。

另外，从文本形式上看，很少有哪本书能够做
到这样。尤其是每章的开头，既有植物图，又有谱，
还有民歌。这种文本形式的独创带动了小说内容
的变化。比如范心明总缠着奶奶唱民歌。在一本
书里，我们既能赏花，又能唱歌，还能读到优美的
文字，岂不是一举三得！可见作者的匠心独运了。

本书的纸张的手感、颜色，字体的大小，我都
喜欢，美中不足的是目录，相比而言过于简单。

14岁的蒂芙阿尼·法奈
利，出生于普通家庭，被势利
的母亲送去布拉德利贵族学
校，当作攀附权贵的跳板。美
丽的法奈利如愿融入贵族圈
子，成为众人追捧的万人迷，
却没有人知道她内心的孤独。
在一次校园聚会中，法奈利经
历了始料未及的侵害，从而卷
入让她痛不欲生的校园暴力事
件，随后一起校园枪杀案更是
彻底改变了法奈利的人生轨迹。

28岁的蒂芙阿尼·法奈
利，生活在纽约，拥有一份光鲜
体面的工作，一个有着贵族血统
的高富帅未婚夫，一枚价值不菲
的绿宝石婚戒，一个装满昂贵华
服的衣橱，她一直努力追求的完

美生活几乎近在咫尺。但法奈利
知道，她只是假装很好。

让无数女孩子艳羡的水晶
灯、红毯，以及名贵的婚纱就
在不远处等着她，但她同样深
深地恐惧，曾经像荆棘般缠绕
的不堪回首的记忆，会让她一
直试图掩藏的另一个自己——
蒂芙阿尼·法奈利现出原形。

该书是一部绝佳的女性成
长小说，不按常理出牌的精彩
故事，讲出了所有人的恐惧和迷
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法奈
利，都曾遭遇命运赐予的完美
及不完美。但命运终会给每一
个不肯妥协的灵魂机会，让我们
能在生命中的某一刻幡然醒悟，
重新修复曾经受到伤害的自己。

蝴蝶不悲伤
♣ 耿艳菊

城里乡下

家的味道
♣ 侯发山

书人书话

♣ 原 草

新书架

《你好，法奈利》

履痕处处

赏花唱歌读故事

♣王俊艳

♣ 唐仪天

没有见小蝶之前，我一直以为那句“蝴蝶飞不过
沧海”是悲伤的，带着点文艺气质的自我安慰罢了。
直到遇见小蝶，我才知道，女人在爱情面前的力量。

与小蝶的认识，多亏了园子里那一片紫色的薰
衣草和一只紫色的蝴蝶。同样喜欢薰衣草，同样钟爱
蝴蝶，两个陌生人一下子变得熟识起来。

阳光明媚，树影斑驳，风声细细，我在园子里闲
逛。转过木槿树，踏上小径，远远地就看到一个女孩
举着相机，蹲在那片薰衣草面前。近了，才看清，她原
来在拍一只蝴蝶，和薰衣草一样颜色的蝴蝶。我随即
禁不住说了声，呀，蝴蝶。

女孩闻声，很快站起来，笑盈盈地，有些惊诧地
望着我，说，啊，你是在叫我吗？

这是一个看起来小巧灵秀的女孩，眼睛很大，水
汪汪的潭水一样清幽。她大概十分爱笑，眼角眉梢唇
间鼻翼都藏着笑意。

我不好意思地指指薰衣草上的紫色蝴蝶，这只
蝴蝶竟还安然地在着呢，并没有因我的惊扰而飞走。

女孩看看蝴蝶，又看看我，笑起来。我也被她的
笑容感染了，也跟着笑起来。女孩很热情，伸出手，与
我相握，告诉我，她的名字也叫胡蝶。

后来的几天，总能在长满薰衣草的小径上碰到胡
蝶，她总是举着相机拍来拍去。我则是如以往那样，在
小径边上的椅子上坐一会儿，看看花，看看飞舞的蝴蝶。

胡蝶也坐下来，对我说，姐，你叫我小蝶吧。她
让我看她拍的照片。很美，美得惊心。这样一个纤秀
柔弱的女孩却已经是一个摄影师了。她说，她的理想
就是发现美和留住美。

渐渐，越聊越多，从工作到生活再到极个人的爱
情。就是爱情，把这个柔弱的南方女孩带到了北方。她
从十七岁就爱上他了，他是哥哥的同学。她爱了他七
年，他却始终没有表白自己的心迹，把她当妹妹一样。
他在南方生意失败，又转战到北方。她也偷偷地跟上
来了。她原本在南方的老家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前
途正好，她眼都不眨一下就放弃了。陌生城市，从头再
来的艰难和辛酸，她一步步走过来了。最难的时候是
住在仅容一张床的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顿饭。他是她
生命中的那一片沧海，再难，她这只蝴蝶也要飞过去。

“从南方到北方，关山万里，山重水复，你都飞过
来了，何况是沧海呢？你一定可以拥抱爱情的。”我安
慰她。

“姐，别说是沧海，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小蝶也不会
犹豫。”一向说话柔声柔气的她最后很清烈地对我说。

之后的一段时日，没再见小蝶。有一天，她突然
笑盈盈地跑过来，很激动地告诉我，他终于接受了她，
她现在很幸福。

可是，没过多久，她突然笑盈盈地又来向我辞
行，要回南方了，一个人，风平浪静的样子。她说，飞
过沧海了，又怎么样呢，终究是感动，不是爱情。

我们站在紫色的薰衣草前，有很多蝴蝶飞来飞
去。我想说一些劝慰的话，还没开口，她已经在拉着
我，让我看那些蝴蝶，她说，姐，你看蝴蝶多美丽呀，它
们不悲伤。

城里的楼房越来越多，如果
是工作、生活需要，花掉半生积
蓄或按揭一套也情有可原，问题
是，好多乡下人也进城了，也赶
时髦来买房，且不说有无购买能
力，经常来往于城市和乡下之
间，农忙时节是要回去的，逢年
过节也是要回去的，人情世故也
是割舍不掉的，平时谁家娶媳妇
了，哪家老人过世，都是要回去
的，很是不便。

一位乡下的朋友在城里买了
套房子，那股兴奋的劲头好比范进
中举了一般，请客吃饭大宴宾朋，
邀请沾亲带故的亲戚朋友前去参
观。他的80多岁的乡下姥姥也去
了。姥姥这个房间看看，那个房间
瞅瞅，最后皱着眉头问道：“狗毛，
猪圈在哪儿？”在得知没有猪圈没
有鸡笼后，姥姥摇摇头说：“不好，
不好。”朋友忍住笑，问她：“姥姥，
哪儿不好？”姥姥认真地说：“啥都
没有，不像个家……没有老家好。”

这位小名叫狗毛的朋友是当
作笑话讲给我听的，我一点也不
觉得好笑，反而为朋友的境界或
者说品位感到悲哀。姥姥说的是
实话，一个家怎能什么都没有
呢？在姥姥的世界观里，家的概
念不是那些家用电器、名贵家具，
既然是个家，除了有人，还得有家
禽家畜（当然不是那些宠物），听
得见鸡鸣犬吠；还得有个小院子，
院子里有石桌、石凳，满院闹腾的
孩子，还有寓意早生贵子的枣树、
多子多福的石榴树。如果院子宽
敞，再开辟上一块菜园……没有
这些，算得上家吗？春天，小姑娘
采下花朵戴在头上，嬉闹般奔跑
着，蜜蜂“嗡嗡”飞着去追赶小姑
娘；夏天，大人们在树荫下摇着小
扇，喝茶聊天，孩子们在一旁玩弹
子、踢毽游戏；秋天，瓜果熟了，有
的上树采摘，有的在地下捡拾；冬
天，落雪的日子，大人也返老还童
似的，和孩子们一起堆雪人。一年
四季，满院子生机盎然的景象。这
一切的一切，都是家常的，简单
的，却又是美好的，温馨的。而这
一切，恰恰是城市楼房所没有的。

在乡下，无须提笼架鸟，不时
有云雀、燕子，还有一些叫不上名
的小鸟，在眼前飞翔，耳边不时传
来百灵、画眉优美和纯净的嗓音，
绝对的原生态。在乡下，无须种
花养草，摆弄什么假花，鼓捣什么
假山，满眼的绿树青山、小桥流
水、奇花异草，说不尽的赏心悦
目、沁人心脾；乡下就是天然的氧
吧，出门不需戴口罩，在家无须开
空气净化器。在袅袅炊烟下，在
篱笆小院里，在牧童的笛声中，在
热闹的饭场上……以本真的状
态，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慢节奏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的享受。这里没有世态炎凉，没
有尔虞我诈，有的是出门不上锁
的浓得化不开的乡情；这里没有
孤寂落寞，有的是数代同堂、儿孙
绕膝的亲情；这里没有世俗的喧
嚣和吵闹，有的是万籁俱寂的情
趣。乡下的宁静非同一般，有时
静得只能听见白云奔跑的声音，
静得只能听到树叶亲吻的声音，
静得只能听到蝉的悄悄话，静得
只能听到大地深沉的呼吸……更
重要的是，在乡下，闻着泥土的芳
香，有脚踏实地之感，有人间烟火
味。只有在那篱笆小院围起来的
家里，才能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
息，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爹的味道，
娘的味道，还有家的味道。

和谐圣地（国画）蔡卫星

多彩中国（国画） 贾发军

——读儿童小说《花儿与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