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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下午晚些时候，我跨
过波托马克来到了五角大楼。五角
大楼还在冒着烟，里面还有些未清
理的尸体。唐·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对
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了感谢。当
时，一群在屋顶的工作人员展开了
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表明他们绝
不屈服，决心反抗，而这也正是整
个美国最需要看到的。

五角大楼一行让我坚信，我必
须尽快赶赴纽约。乔·哈京告诉我，
这个想法恐怕会有问题，特勤局还
不确定纽约是否安全，高级团队也
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总统出行做好准
备，没有人知道世贸遗址现在状况
如何。这些担忧都很合理，但我已
下定决心，我要让纽约人民知道，
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

周四上午，我决定宣布这一消
息。阿里·弗莱舍建议我们邀请媒体
到椭圆形办公室，以见证我与纽约
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鲁
迪·朱利安尼的通话。
我说道：“你们那里
的人民以及你们所做
的工作令我感到万分
骄傲。”之后，我突然
说道：“既然你们已
经 盛 情 邀 请 我 到 纽
约，我接受，明天下
午我将抵达纽约。”

劳拉和我到华盛
顿医学中心去看望在
五角大楼撞击中受伤
的人们。有个人全身
大部分都被烧伤了。
我问他是否是陆战队
队员，他立刻回答道：“不是，长
官。我是特种兵，我的智商太高
了，进不了陆战队。”在场的所有人
——他的妻子、医生、劳拉和我
——都大笑起来。这是喜悦之笑，
受伤人员的勇敢与医生护士的爱心
让我备受鼓舞。

当我们从医学中心返回的时
候，安迪·卡德正在南草坪车道上等
候我们。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他就
拉开车门跳进了车里，对我说白宫
里有爆炸威胁，特勤人员已经将副
总统安置到其他地方，并且也希望
我一同撤离。我让特工再去核查一
下信息，并尽可能将其他白宫工作
人员安全送出，但我要留下。我不
会让敌人看到我再次匆忙逃离而在
暗地里窃喜。之后，特勤部门扩大
了保护白宫的安全范围，我们安然
度过了这一天。睡觉之前，我心
想：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恐怖袭
击，感谢上帝。

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深知
反恐的意义。在与他通话之后，我
召开了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
议。在我走进会议室时，他们给了

我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惊呆了，面
对他们真心的支持，我竟一时语
塞，两天中泪水第二次充满了我的
眼眶。

国家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建
筑。9月14日，教堂中座无虚席。前
总统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
均偕妻子出席。与此同时，几乎所
有国会议员，全体内阁成员，参谋
长，最高法院大法官，外交使节和
遇难者亲属均来到了大教堂。唯一
缺席的是迪克·切尼，因为他在戴维
营以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这也表明
现在威胁仍未消退。

我让劳拉和卡伦·休斯帮我统筹
此次活动，她们做得很好。发言人
包括各个宗教的领袖：北美伊斯兰
协会的伊玛目姆扎米尔·希迪基，犹
太教拉比乔舒亚·哈伯曼、比利·葛
培理，柜机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和
牧师科尔比让·考德威尔。在仪式最
后，该轮到我发言了。在我走上读

经台时，我低声祈祷
道：“主啊，让你的
光芒照耀在我身上
吧！”

在我上任的这
段不算长的时间里，
在大教堂的这次讲话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了。

“我们怀着心中
的 悲 痛 聚 集 在 这
里。”我开始说道。

我看了一下在
场的人们。坐在我右
侧的三名军人已经潸

然泪下。我的首席特派人员夏丽蒂·
华莱士也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
绪。我下决心不让自己情绪失控。
全场当中有一个方位是我不敢去看
的：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劳拉坐
的地方。我继续说道：如若没有这
天之事，美国人尚未感受到历史
的距离感。但现在，我们的责任
已 经 明 晰 ： 应 对 袭 击 ， 消 除 邪
恶。密谋、欺诈与谋杀的行径表
明敌人已经向我们宣战。美国是
爱 好 和 平 的 国 家 ， 但 一 旦 被 激
怒，则会全力反击。这场冲突开
始 的 时 间 与 方 式 是 别 人 决 定 的 ，
但结束的时间与方式则由我们来
决定……

我 走 回 座 位 ， 坐 在 劳 拉 身
旁。父亲凑了过来，轻轻捏了一下
我的胳膊。有人说这一时刻象征着
火炬从一代人传给了下一代人，我
觉得这是一个了解战争挑战的父亲
给儿子的安心一捏。我从他的做法
和关爱中汲取了力量。在下一段旅
程——访问受袭地点曼哈
顿下城时，我需要这种力
量。 14

翟昌和葛禄正心绪烦乱地向山
下走着，化妆为樵夫模样的坡头僧李
彪急急迎上山来，向葛禄禀报说：“当
家的，三个和尚果然向咱青竹寺的方
向去了！”葛禄问：“怎的变成了三个和
尚？”坡头僧说：“把‘瘸老黑’摔了一骨
碌的愣头青半大小子也跟着他们走
了。”翟昌说：“你快去挑几个武艺高强
的和尚，在断魂桥上等我。”说着，已经
到了山下，树林中有马匹等候，坡头僧
便飞身上马，挥鞭向深山中驰去。

道房一路吹木笛，与跋陀一行三
人信步走来。稠问：“师父，青竹寺的
恶僧有加害师父之心，我们还要去青
竹寺么？”跋陀转而问稠：“为什么不
去？红娃儿还在青竹寺等我们呢！”稠
说：“只是怕师父遭灾！”道房说：“你
有一身好武艺，又有跟黑熊摔跤的好
力气，还怕什么灾？”稠说：“师父心中
的慈悲太多，在黑熊沟，师父还替黑
熊叫屈呢！若是这样，我怎敢放开手
脚，保护师父？”跋陀叹息说：“稠，我
只是怕你有一身蛮力，会轻动杀伐之
心。”稠说：“怎会呢？习武健身本是师
父在太行山游访时对
我的教诲，我还要感
激金刚力士把他的神
力借给我用，他在借
力以前，是考问过我
的。”道房惊讶地说：

“稠，你见过金刚力
士，真了不起！”稠说：

“我在太行山时，寺中
有金刚殿，我天天都
要见他。”道房责怪
说：“这么重要的事
情，怎么没听你向师
父禀报过呢！师父，我
们就坐在青草地上歇息片刻，让稠向
师父禀报一下，他这身神力的来历
吧！”

稠说，五年前，师父离去后的一
个夜晚，他在金刚殿里，抱着金刚脚
说，我跪拜在您的脚下已经很多天
了，难道您真的不肯给弟子一点力量
吗？寺中的小沙弥一个个身强体壮，
都欺我瘦弱无力，我与其胆怯地活
着，不如死去的好，就叫我死在您的
脚下吧。他说着，正要向金刚脚上撞
去，忽见金刚佛头上灼灼放光。殿内
回荡着威严、雄浑的声音：

“稠，你若得到力量，会恃力欺人么？”
“决不，苦于受人欺，岂可再欺人！”
“愿为众生除恶么？”
“愿意，除恶即是行善。”
“愿为佛祖护法么？”
“为护法舍身不辞，您就是我的

榜样。”
“好吧，可抱我腿。”
稠抱金刚腿，稠腿骤健，巍然立起。

“可抱我臂。”
稠抱金刚臂，稠臂忽振作有力。

“可抚我胸。”
稠双手抚金刚胸，稠胸倏然隆

起，衣襟为之断裂。

稠起而跳跃殿堂屋梁上，复落
下，倚殿柱，柱欲倾，仰天大笑，屋瓦
吱嘎作响，殿堂颤动不已。金刚说：

“你要习武健体，还要熟读经书，五年
后，你的师父在洛阳，你可速去洛阳，
为师父护法!”

稠禀报完毕，跋陀却在闭目熟
睡，发出打鼾声。稠老大的不高兴，叫
醒师父说：“我正向师父禀报，师父怎
么打起呼噜来了？”跋陀说：“稠莫恼，
我抓紧睡了一小觉，可我的耳朵是醒
着的呀。”稠戴在脖颈上的一串小叶
紫檀念珠忽地震动发光，稠说：“师
父，小念珠又向咱报急信儿了！”跋陀
说：“莫急，它是怪咱们歇的时间长
了，催咱们快快上路。”

不多时，跋陀师徒来到了断魂
崖，只见这里悬崖对峙，仅有一条铁
索桥相连。铁索桥虽有五六丈长，却
只有四五尺宽，桥下是深不见底的山
谷，鹰鸣谷底，在桥下翻飞。

道房从长布袋中取出三十八斤
重的浑铁禅杖。一路上这禅杖不露形
迹，一直装在长袋中，道房把它当成

扁担使用。这时，道房
却把它举在手中说：

“师父，我从小在鲜卑
山走过这样的险桥，
让我先行。”稠推开道
房，并不说话，只是弯
下身子，抓住铁索，就
是一阵猛烈的摇晃，
一条铁索桥被他摇晃
得“嘎嘎啦啦”地直
叫，忽忽闪闪地起落。
他又跳到桥上蹦了几
下，桥上并无大动静。
跋 陀 便 宽 下 心 来 夸

说：“此桥甚好，又是佛祖为我们准备
的了，快快过桥去吧。”稠说：“请师父
紧跟着我，道房紧跟着师父。”道房
说：“稠领先，需举着这根禅杖，以禅
杖为前驱。”稠接过禅杖，在脸前举
着，师徒三人络绎上了桥头。

对岸小庙内，翟昌和葛禄正躲在
小庙的窗口内向外张望，还有几个膀
大腰圆的打坡僧缩在他们身后，注视
着跋陀师徒的一举一动。他们刚到桥
心，稠却陡然止步说：“不对，这禅杖怎
的发沉？”话刚出口，就望见两枚飞镖扑
闪着两道光亮，“嗖嗖”地从对岸飞来，
闪电般飞到脸前，却陡地拐了一道弯，
接着是“怦怦”两响，飞镖被禅杖紧紧吸
住，粘在禅杖上端的月牙铲上，震得稠
手指发麻。稠正从禅杖上用力取下飞
镖，小庙里的葛禄又大喊了一声“放！”
几个缠着铁索的大辘轳猛然旋转，铁索
迅即松动，绷直的铁索桥哗然下垂，如
软塌塌的长帘横挂空中。跋陀和弟子猛
然跌倒。跋陀正向山涧下坠落，被稠一
把抓住，顺手将月牙铲的两个尖头猛插
铁索环中，禅杖竟被铁索紧紧吸住，摇
之不动。跋陀便抱着稳稳竖起
的禅杖，站在耷拉下来的铁索
桥上，观看起风景来了。 9

连连 载载

爱植于心，是至真至善；情生于心，是至纯至诚。
所以，真正的爱情是挑战世俗的气度，是绝无粉
饰的本色，是平和冲淡笑看金钱的境界，是精神向
高雅的渴望……就像热烈的鲜红、宁静的湛蓝，就像素
雅的洁白、鲜嫩的鹅黄，让人无限憧憬，让人终生追
求，让人视为生命的勃发和升华。

由此看待爱情，就是自我的品质和心性的净化，
就是自我的操守和德行的修炼。所以，爱情在身外也在
体内。那是一个久远而又新艳的传奇，讲述着明月梨花
般缱绻的思念；那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生命，奔跑在
日升日落的岁月；那是一个坦荡而又坚贞的灵魂，吟唱
着亘古不绝的礼赞；那是人生旅途中一道绚丽的灵光，
照亮着夜行的崎岖和泥泞；那是生命中不断美丽的心
怀，铸造着生命的沉实和轻盈，也铸造着灵魂与情感的
博大和永恒……

以真实的灵魂看待爱情，爱情就是树根树叶里蓄
藏的阳光和雨露，就是铺满田野的风声和鸟鸣，就是澎
湃在我们体内的精气和血液，就是我们在天地间孕育的
智慧与力量，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清纯莹明的精诚，
一种实实在在中走完人生的行程，一种无私无欲中走向
完善的大境。所以，爱情很遥远也很现实，爱情很高雅
也很通俗，爱情很伟大好也很平凡。

那青峰上飘浮的白云、绿湖中恬静的红荷，那姑
娘美眸的顾盼，那小伙甜甜的微笑，那老伴儿们相互的
搀扶，以及人生落幕时缱绻的目光和呼唤爱人名字时低
低的声音……无不是迷人的爱情之美，无不是爱情的生
动之美，无不是爱情的沉实与空灵之美。所以，爱情决
不虚无，爱情实实在在。以热爱生活的态度看爱情，它
就是一畦田地，只要耕作就会有春绿夏红，就会有饱满
的稻穗。因而，爱情在我们日日的耕耘里，那是一种勤
劳；爱情在我们挚诚的奉献里，那是一种关怀；爱情在
灵魂对岁月的注释里，那是一种执著。在我们漫长的人
生里，爱情无时不在，爱情无时不存，爱情时时都在启
迪着我们的生命，牵挽着我们的手臂，也铺在我们的脚
下。

爱情自然于世间，但也靠我们发现。绿树婆娑，
风月无涯；细雨润物，春露如眸……皆在眉前履后。爱
情在心间，则需要创造。永不相负、不离不弃、时时爱
恋、朝思暮想……皆在追求之中。自然于心的爱情，能
成人仙风道骨，能于人消灾祛病，能教人云水情怀，能
促人自尊自爱，能让人心怀感激也承担责任。所以，爱
情不仅是浑然天成的真实和缤纷，更是人生的信念和力
量。所以，爱情不仅是行云流水的俊逸，更是生命之歌
的低吟和长啸。拥有爱情的人生，无疑是最为真实灿烂
的人生。

有人说爱情很飘渺虚无，是因了欲望太重，钱
欲、物欲、权欲、利欲……这无疑是现代人生活的误
区，多少人因此而丧失幸福。因而，欲重如同招鬼，欲
重如坠陷阱，欲重如同玩火，欲重终将悲惨。欲重者看
爱情则如同天边的薄雾流岚，高山的峡谷悬崖，近不得
也触不得，于是，人生就充满了惆怅孤独，甚至是丑陋
和险恶。……

爱情很浪漫，就像凌波仙子罗袜不尘衣袂飘逸；
爱情很浑厚，就像黄土高原浪峰波谷跌宕远行。
爱情总在雕塑我们的境界和信仰，雕塑我们的精神

和理想。爱情是心灵之光生命之慧。因而守住爱情之心
需霜叶寒秋，看雁去雁来云卷云舒，经得起荣辱沉浮，
耐得住寂寞痛苦。这无疑是一种豁达坚韧，一种豪迈威
武，是一种人生的无惧和从容，是人生的一种可比日月的
壮丽之美。

醉秋月

银汉星光阑，
清秋玉镜寒。
花前一壶酒，
梦里万重山。

鱼儿戏月

万里碧空嵌玉盘，
千朵白云绕其间。
恰似银镜坠水底，
惹得鱼儿戏无眠。

秋思

水云幽幽影，
秋韵缕缕情。
夜静谁邀月，
花香入梦中。

文珍是近年来纯文学界的一枚新星，她的作品数量
不多，却篇篇精品，为高端纯文学杂志所青睐。但她的文
字又绝没有 80 年代纯文学的“隔离感”，她写小说只为

“体贴人心”。在《十一味爱》的后记中，文珍写道：“《桃花
扇》里的唱词道，‘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但
愿自己能写出生命里的暗和光，又写出那况味的热与凉。”

褪去了 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写作对读者的“启蒙”
姿态，亦拒绝与目下浮躁浅薄过度市场化的文学习气同
流，文珍的文字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独特精品。

《十一味爱》全书由11篇中篇小说构成，精选了作者
从开始写作到逐渐成熟的十年间的主要作品。11篇均为
爱情故事，主人公多为大城市中的平凡市民，但是作者却
着意写出他们平凡中渴望爱情和幸福的内心。文字晓畅
而朴实，于细致处打动人心。比如描写婚姻七年之痒的

《气味之城》和引起颇多影视界人士关注的、描写中产阶
级对爱情向往的《画图记，或动物园的故事》等。

《十一味爱》
王 晶

爱情之美
茹喜斌

秋月吟
张俊霞

双面琵琶这小子竟然结
婚了。新娘子哪来的？是他
从河里捞上来的。

双面琵琶原名许多多，
因为打小就瘦得出奇，前后
肋骨根根清晰可见，村里人
就给他起了个双面琵琶的雅
号。许多多成人以后还是且
瘦且小。水乡人都识得水
性，许多多也不例外，不过打
懂事起，许多多从不打赤膊，
就算大伏天也是，当然更不
会和别人一起去游泳了。

许多多名字取得好，可
是家里要啥没啥，房子破破
烂烂土坯房，父母早亡，也没
有个兄弟姐妹。不过他勤
快，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身上也整洁，给人一种利索
感，一点没有农村人不修边
幅的邋遢形象。虽然力气比
不得人家，侍弄庄稼却是一
把好手。他插秧不用秧绳，
棵棵秧苗一般高一般大，间
隔距离一致，速度还快，让人
不服气不行。但是也有人会
取笑他：双面琵琶，你庄稼活
再好，没有好地也白搭。说
这话是因为许多多都三十岁
了还没有娶上老婆。媒婆说
一个又一个，就是不成。姑
娘看见了许多多的模样不是
掩嘴偷笑就是气呼呼走人。
就在人们都以为许多多会打
一辈子光棍的时候，许多多
却白捡来了一个老婆。

新娘一露脸，村里人都
傻了眼，那叫一个俊啊！高
挑的个子，粉嫩的脸颊，抿嘴
一 笑 ，村 里 男 人 的 七 魂 六

魄都跑了。男人们眼热得不
行，回去看自己的老婆横看
不顺眼，竖看惹人厌。直后
悔自个儿咋不去河边溜溜
呢，让双面琵琶捡了便宜。
女人们心眼多，她们觉得很
可疑，许多多能娶到这样的
老婆，其中一定有隐情，莫不
是有了馅，被别的男人甩了，
然后投河自尽，然后被琵琶
救了？于是一双双眼睛像雷
达似的在新娘子肚子上扫
射，还别说，那腰围似乎有点
异样。这下女人们的心里找
到了平衡点。

许多多却整天乐呵呵
的，捡了宝似的，洗衣做饭，
甘心情愿伺候女人。七个多
月女人生下个大胖小子，许
多多更加把女人当宝贝一样
呵护着。这下女人们眼热
了，对着自己的男人数落：你
瞧瞧人家双面琵琶，对老婆
多好。男人一翻白眼，你也
去河里淹一次？女人就跳起
了脚，你这死鬼，你巴不得呢。

谁知道好景不长，在一
个安静的清晨，女人竟然抱
着孩子走了。村里人都为许
多多叫屈，一起簇拥着赶到
了汽车站。许多多满脑门都
是汗，挤进拥挤的人群跳着
脚找，竟然把女人找着了。
女人看见许多多撒腿就跑，
许多多冲上去一把抱住了
她。女人满脸羞愧，一下就
跪下了，说大哥，今生我对不
住 你 ，下 辈 子 做 牛 做 马 还
你。许多多一把扶起女人
说，妹子，你千万别那样说，

今生遇着你是我的福分。我
知道你放不下那边，要走我
不会拦你，这里有 200 块钱，
你拿着。等你安顿好了，回
来把手续办了。说完许多多
歪过了脸，一颗颗泪“啪嗒啪
嗒”掉，在场的女人都抹起了
泪，男人在心里暗暗骂他怂。

女人含着泪一转身没入
人群，许多多怅然若失地回
到家，整个像傻了一样。村
里人都劝他，留得住人留不
住心，别多想了，想坏了身子
骨划不来。许多多冲众人一
抱拳说谢谢各位好意，我没
事，你们都回吧。人们都唉
声叹气地离去了。

许多多摸摸桌子，摸摸
灶台，看着斑驳的墙，看着院
里咕咕叫的鸡，看着墙边支
起的竹竿，那里曾像万国旗
一样飘着孩子的尿布，屋里
还弥漫着女人的奶香和孩子
的尿骚味，这些曾让他多么
幸福。泪再一次爬出眼眶，
他洗一把脸，咬咬牙拿上锄
头上了地里。临近中午，人
们都陆续回家了，许多多却
不想回去，变成了一道孤独
的风景，一道被遗弃的风景。

多多，你快去看看，你家
女人回来啦！是隔壁的李嫂
扯着大嗓门在喊。“当”的一
声锄头落地，许多多飞快地
往家跑。可不是，屋里飘出
饭香，女人抱着孩子倚着房
门冲他微笑哩！

许多多乐了，脸上落满
了阳光。

白居易《琵琶行》中一句
“老大嫁作商人妇”，道尽了
琵琶女的哀伤，其实，若翻检
明清山西商人的经商史，会
发现，更悲惨的是青春韶华
之年嫁给商人的妇女。

清代文人纪昀曾说：“山
西人多商于外……率二三年
一归省，其常例也。一二十
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
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讯
者，亦往往有之。”明代蒲州
富商王现、张允龄走口外，下
吴越做生意，都是在新婚燕
尔之后告别亲人，一去十几
年。对于女人们来说，婚姻
的开始就是夫妻两地分居生
活的开始，有的甚至是永远
的别离。在以后的漫长岁月
里，分居成为婚姻生活的常
态 ，而 团 圆 只 是 短 暂 的 片
断。苦守在家的女人们不光
会在苦苦思念之中独守空
房，还要以娇弱之身，承担起
赡养老人、抚养后代的家庭
重任。

封建社会讲究夫贵妻
荣，对于商人可能是个例外，
每个成功的商人背后，都有
一个苦命的怨妇。在翻阅地
方志《列女传》时，一位位凄
苦的商人妇不时出现在眼
前，她们那哀怨的眼神，愁苦
的容貌，好像透过纸背，穿越
时空，至今仍泛出一阵阵凄凉。

民国《闻喜县志·列女

传》中记载了许多商人妻子。
小祁村张国彦，妻赵氏，

年二十，国彦贸易出外，十年
无音讯；

胡城村薛氏，张学优妻，
于归三年后，夫贸易河南，遂
殁于外；

三合巷叶氏，李步丰妻，
年十八于归，甫数月，夫出贸
易，遂殁于外……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
出，丈夫外出经商时，这些女
人年龄最大的也没有超过二
十岁，新婚后相聚时间最长
的三年，最短的才十天，从此
便是漫长的等待。更可怜的
是那位定了亲还没过门的行
氏，一辈子独守空房就为了

“节孝”两个字。山西各县旧
县志中都有《列女传》，类似
的记载多不胜数。中国封建
社会是个男人的社会，虽然
每个成功的商人背后，都有
个厮守家乡的女人，但除非
女人们贞操节烈得足以彰显
纲常伦理，否则只能默默无
闻被时间湮没。

光绪六年《夏县志》记载
了一个更加悲惨凄凉的故
事。商人张可俊婚后留下怀
有身孕的妻子去固原（今宁
夏固原）经商。几个月后，妻
子刘氏生下孩子，取名张继
先。第二年，张可俊病死在
陕西。刘氏含辛茹苦，将儿
子抚养成人，并为他娶妻樊

氏。张继先想继承父业，随
人出外经商。刘氏并没有因
为其父的悲剧阻拦，慨然允
诺，勉励儿子说：“汝父以商
不返，汝一岁而孤，不及与父
相见。今汝以谋生故，又将
远 游 ，吾 不 可 以 姑 息 废 汝
业。”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
上一代人的悲剧再次上演，
不久传来消息，继先也客死
他乡。刘氏因儿媳樊氏尚未
生子，劝其改嫁：“汝年未三
十，又无子，况家无担石，吾
不忍令汝再守也。”然而樊氏
也执意苦守。从此婆媳二人
并居一室，相依为命。“终日
机声轧轧，夜继以纺”，在当
地传为佳话。

年纪轻轻失去丈夫，本
身已够凄惨，还有一种比失
去丈夫更悲惨的“娶空房”现
象。男子未成年即跟随商贩
出外谋生，动辄数年、十数年
不能回乡。到了适婚年龄，
父母不待儿子返乡，就会替
他娶回一房媳妇，因为是没
有新郎的婚礼，所以称为“娶
空房”。有些女子因丈夫终
生不回故乡而独守了一辈子
空房。

不知有多少女子，就这
样用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换取
所谓“节孝”佳话。每当读到
这些文字时，我好像看到，在
商人的财富背后，永远有一
双忧郁而凄婉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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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琵琶
蓝 月

自从嫁作商人妇
韩振远

向往（油画） 沈汉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