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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迪思

善的传递与美的建构
——评侯发山小小说集《黄河谣》

侯发山的小小说在当代历史语境下具有弘扬主
旋律的特点，在精神世界维度上通过传递善来建构
美。评价小小说的价值，艺术性是一个方面，而社会
价值亦不可忽视，对于时代脉搏的捕捉与时代景观
的呈现是当代小小说作家的责任，因此，从这个角度
说，侯发山具有为人民写作的自律性和自觉性，他站
在历史背景的帷幕下对时代正义进行谱写和评价，
凸显出新时代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侯发山在传递善时进行了沉淀与过滤，他并没
有将大众喜闻乐见的善举写入作品中，他屏蔽了浮
浅的善意，将善引到了更高的精神维度。如在《黄
河谣》中塑造的扶贫第一书记伊南，面对月亮湾售
卖鹅卵石的小男孩的纠缠不休，没有反感，而是认
真地询问男孩的梦想。得知男孩是为了走向盖房
子、生孩子、卖鹅卵石这条路时，他失望地对村主任
老贵说：“不能这样，如果这样帮助他，他就以为兜
售鹅卵石就能赚钱，就会没有了其他梦想。”伊南扶
贫，扶的不是贫，而是志。他深知，一个没有梦想、
没有更高追求的孩子是扶不起来的。在一些善举
中，慈善不但没有帮人，反而害了人。轻而易举得
到的钱财让一些陷入困境的人打起了歪主意，以获
取同情心来迅速致富，放弃了勤劳致富的正途。伊
南循循善诱，引导男孩拥有更美好的梦想，劝他上
学，他愿意资助男孩到大学毕业。男孩听从他的劝

告时，他开心地唱起了歌，他也是个孤儿，得到爱心
人士的资助上了大学。伊南的人生观，或许是帮助
一个人最好给他几根羽毛，让他拥有一双飞天的翅
膀。无疑，这样的善意才是更深刻、更长远的善意。

《玉米》对人性的刻画深沉而诗意，作品中的老
贵，迫不及待地选择了一块中越边境的荒地，这里曾
经布雷，部队排除后交给政府。开篇设置了悬念，这
是一块没人愿意要的地，老贵却抢着去要。得到地
后，老贵便辛勤耕耘，种上了玉米，把荒地变成良
田。有人想要这块地做墓地，老贵拒绝了。村主任
二宝也来找他，也看上了这块地，老贵依然拒绝。
得知村主任是打算建小学时，老贵同意了。如果小
小说就写到这里，这只是一篇简单的正能量故事，
甚至算不上小说。但是结尾，侯发山巧妙一点，点
出了老贵当初抢这块地的原因，他的儿子是军人，
就是在这块地上排雷时牺牲的，他的儿子叫玉米。
结尾没有一句煽情的话，就这么轻轻一点，但却使
读者泪奔，瞬间就明白了老贵对这块地的感情有多
深，让他放弃是多么不易。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
有类似一个情节，亨伯特理发时，他的理发师喋喋
不休地谈论他的儿子多么优秀，亨伯特很不耐烦，
出于情面不得不应承几句，后来无意中得知理发师
的儿子早就去世了。小说并没有对这件事进行过
多的渲染，只是轻轻点了一句，但巨大的同情心奔涌

而出，令人潸然泪下。纳博科夫说：“房子失火，消防
员英勇地把孩子救出来，是故事；房子失火，消防员
救孩子的同时，把孩子的玩具也救出来了，这才是小
说。”小说是对人性深入剖析和冷静呈现，于无声中
见力量，越是艺术张力大的作品，处理得越平淡，而
文字的背后却掩藏了巨大的人文同情心。

文学的秘密在于耐人寻味，人性的美好往往体
现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里。《摸秋》写了两个青梅
竹马的孩子，男孩子叫小池，女孩子叫云朵。当地有
中秋夜“摸秋”的习俗，即从别人家地里“摸”一点瓜
果蔬菜。得知云朵的娘饿病了，小池爬上苹果树，摘
下来很多苹果，足足装了两裤腿，光着屁股就送到云
朵家了。云朵的娘病好起来，全家人吃苹果坚持到
云朵的爹要饭归来。小池被他爹打了一顿，他“摸”
的正是自己家的苹果树。但打的原因不是因为“摸”
苹果，而是爬树时挂烂了褂子。结尾这一笔，足以体
现穷人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怀。一个作家真正要
表达的，总是不在文字之内，而是留在文字之外，读
者要于无字处品味作者留下的袅袅余音。

侯发山擅长以饱满的形象、独特的情节来呈现
历史真实，《唢呐王》将视角探入抗日战争那个硝烟
弥漫的年代，这样的年代是没有诗意的，但侯发山
出人意料地写出了诗意，回避了血腥与残忍。他以
写传奇的方式描述了“唢呐王”这样一个口技高超、

乐感出色、品德高尚的地下抗日战士。他沉着冷
静、大智大慧，以逼真的口技吓跑了日本小分队，又
调虎离山引来日本大队，使八路军趁机奇袭县城，
炸毁了碉堡与营房。侯发山在描写“唢呐王”时并
没有刻画他的英雄气质，反之，诗意地描述了他高
超的吹奏技术，小说的结尾村里人依然不相信吹唢
呐能打鬼子，使“唢呐王”成为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
的隐形战士。《爱丽丝漫游奇境》中，柴郡猫消失了
它的身体，只留下了它的笑。侯发山也如出一辙，

“唢呐王”只留下了他的音乐，却看不到他抗日的事
迹，只有若干草蛇灰线，隐隐地闪烁出星光。

大事以小事来呈现是侯发山的特点，比如王家
坝泄洪，用水莲这样一个清纯善良、心胸宽阔的姑
娘来呈现；写抗疫用把嫁妆钱换成救护车的雯雯来
呈现……历史如巨大的明镱，而侯发山只取一个碎
片，用碎片来折射整体的辉光。

侯发山是新时代的聆听者与观察者，他写的是
个体，但并非个体写作，他将优美的文笔融入整体
的精神洪流中，借其中的一朵浪花来呈现时代的波
澜壮阔与激流勇进。他将传递时代的善、建构时代
的美作为历史使命，贯穿到写作中，在他的文字里，
永远能找到人性的温暖、团体的美好、时代的明
亮。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看，一个时代只是一瞬，而
侯发山尽力将这一瞬定格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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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伴着鲜花，伴着细雨，伴着和风，
伴着鸟儿们的欢唱，踩着轻快的步点，欣然
向人间走来。

我喜欢四月，不光是它春和景明、风和
日丽、景色宜人，也不光是它山清水秀、花
红柳绿、莺歌燕舞，更因为它一切欣欣向荣
充满活力，一切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四月，大地更新，万物复苏，阳光和煦，
鲜花烂漫，到处都是嫩嫩的、绿绿的，涨满
着热情，散发着朝气。

四月，春寒料峭正悄然褪去，气温一天
比一天暖和，在温暖和煦的春风中，苒苒物
华。你看已是绿染山河，芳草碧连天，那一
条条水岸边的行行柳树，也已是柳色青青，

“万条垂下绿丝绦”，随风起舞，如绿烟似碧
雾，生机盎然。

四月，时而春雨扬扬，有时也会伴着羞
答答的春雷在天边一个滚一个滚地打过，
那可是催发的鼓声？雨声淅淅沥沥，丝丝
细语，那是大自然演奏的天籁之音，是最好
听最入心的音乐。雨丝清凉，是甘霖、甘
露，撩拨得大地上一张张如饥似渴的小嘴
畅快地啜饮着。雨连续地下，润透得土地
松松的软软的，像温床，踩在上面腻腻的滑
滑的，如抹了油，更利于植物孕育庄稼生
长。“雨足郊原草木柔”，树叶润得绿得发
亮，小草润得翠得逼人的眼，麦苗也润得挺
起腰杆在轻风中高兴地舞蹈。山泉又淙淙
唱起了歌，河流也重新涨起了春潮。

四月，已翻过春的扉页，精彩纷呈的剧
目正紧锣密鼓上演，处处繁花似锦，处处鸟
语花香，世界被装扮得多彩多姿美不胜收。
你看田野里金黄的油菜花铺天盖地，成片的
紫云英精心铺排，还有那无数夹杂其间的五
色缤纷的小野花，一起将大地编织成一张美
丽的大花毯。你看那广阔的乡村中，棵棵桃
树、杏树、李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经过轮番上演绚丽青春后，开始落英缤纷，
唯美谢幕。接着海棠、映山红、月季、牡丹
……无数花儿连着趟儿登场，一簇簇一丛
丛，像燃了火，像落了霞，云蒸霞蔚。成百上
千的蜜蜂整日在花丛在树上嗡嗡地闹着，大
小的蝴蝶也飞来飞去，风里浸透着花香的味
儿，熏熏的甜甜的，有些醉人。

四月，风光正好，正是踏青赏花时。
禁锢了一冬的人们，告别了慵懒与萎靡，
无论大人孩子，趁着明媚天气，抢着走出
户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锻炼身体，
在花丛中流连徜徉，在一片新绿中驻足观
赏，感受春光的美好和自然的欣欣生意，
心灵不知得以陶冶，精神不觉注入力量。

四月，生生不息，正是孕育诞生新生
命的好时候。你看，在温暖的春光里，南
归的小燕子不管在晴天丽日下或蒙蒙细
雨里，一直在碧蓝的天空中翩跹着，一会
儿上一会儿下，软语呢喃，轻快地穿梭在
柳荫塘湾中，寻找酥软的泥，衔去新交故
旧的农家筑巢垒窝，准备生儿育女。最
急的是花喜鹊，你看，谁家门前树上硕大
的鸟巢里已经露出几只调皮的小脑袋，
叽叽喳喳地吵闹着，都扎了新毛，虽然羽
翼未丰，但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展翅
翱 翔 ，去 开 创 属 于 它 们 自 己 的 一 片 天
空。再看树下农家小院里，猪圈内已下
了几只小猪仔，鸡架里也已孵了两窝小
鸡娃，一派繁荣昌盛。

四月，前程似锦，正是创造丰收美好未
来的大好时机。你看，在阳光雨露的滋润
下，在农民们的辛勤耕耘里，田中的冬小麦
苗正欣喜地拔节生长，有的已经开始抽穗，
风儿摇曳着，一天天茁壮、育秀。早谢的油
菜花，也已经纷纷暗结果荚。

四月，春耕生产正当时，俗话说：“一年
之计在于春。”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你看，那
沃野千里，那田间地头，处处是勤劳忙碌的
身影，处处是翻耕播种的场面。却再也不像
过去牵引着牛儿，手扶着犁把，摔着鞭儿，缓
缓地驱赶着艰难地前进着。无数的拖拉机、
耕种机奔跑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中，欢快地呼
啸着奔腾着。广大的农民在新翻的泥土中
播下种子，也播种下希望和未来。“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有了春天的辛勤耕耘，才
会有秋后满满的收获。有了满满的收获，也
就有了百姓们的丰衣足食、社会的安稳太
平、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幸福日子。

四月，如诗、如画、如歌。吟着一首蓬
蓬勃勃的诗，描绘一幅鹏程万里的画，唱着
一支昂扬奋进的歌。

人与自然

♣ 殷雪林

四月如歌

荐书架

♣陈彦瑾

《天下人心》：新时代正风反腐的文学表达

《天下人心》从纪检监察角度描写反腐，集中展现了十
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的艰辛历程和重大成效。全书四十
余万字，以某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当地系列腐败案件为主
线，将复杂、真实、紧张、严酷的纪检监察工作，通过小说化
的笔法和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铺展开来，塑造了一批忠诚
干净、一身正气的纪检监察干部形象，突出了他们的党性
原则与斗争智慧，讴歌了纪检监察队伍对党的忠诚和无私
奉献精神，体现了我党全面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实现海晏
河清的坚定决心和力度。

本书作者凤岐、宗利华有多年相关行业经验，在创作
中艺术化地融入自己的经历、见闻与思考，确保了行业小
说和反腐题材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尤为难得的是，小说并
不止步于反腐败斗争的文学化描写，而是秉持新时代反腐
理念，进一步提出了反腐题材作品的人民立场、文化担当
等关键问题。作者将自己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洞察、对反
腐败斗争的思考、对党的方针政策的领会融入文学创作

中，写腐败而不媚俗，写反腐而不绝情，始终以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为党赢得天下人心的人民立场，作为核心理念
统领全书。小说出版之后，在行业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获
得了极大好评。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表示，《天下人心》是一部
“难得的佳作”，总结其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天下人心》
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的反腐肃纪斗争的第一部作
品；其二，这部作品深入到纪检监察的内部去近距离表现
反腐败斗争，有一种揭秘色彩；其三，这部作品写反腐不是
笼统概念的反腐，而是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
央纪委对于腐败问题、腐败干部在处置方面的相关政策，
比如四种形态的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作品
既描写正和邪的斗争，也写人与人的较量，而且这些人过
去互相都是同事、同学、朋友，原则面前不放松，但是对待
一个具体的犯了错误的干部，究竟如何挽救他，这部作品
表现得非常真切、真实。”

灯下漫笔

♣ 张向前

元丰五年的那场雨
轻寒料峭，一场雨，事先似乎并没有假设，劈头

盖脸地就来了。
宋神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一场雨相逢了许多

人，它也恰巧兜头浇在了苏轼的头上。渐渐豁达的
苏轼，有心地写了一首词，第一时间将这场雨用文
字镌刻在历史的天空。

一个多月前，苏轼在东坡下选了一片高地，经
过修整把它用墙围起来，在一众邻里和上下亲友协
力帮助下，建造了一处居所，茅草为顶后方覆瓦，刈
草为席。因为是在大雪这个节气中建造的，苏轼在
堂屋的四面墙壁上都画满雪，几乎没有空隙，谓之

“东坡雪堂”，并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自号，显然
来自于他那份对于白居易的敬仰之情。

白居易当年写诗遭诬陷，降职为江州司马，又
迁为忠州刺史。忠州城东有一山坡，白居易忙完公
事之余，常到坡上植树种花，并写有《东坡种花》《别
东坡种树》等诗，后人亦将“东坡”作为白居易的代
名词。苏轼殊为艳羡。无怪乎，南宋著名文学家洪
迈曾言：“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
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
州相似……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
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白居易不会料到，自己的人生行藏、道德文章、
处世态度，会让 200 多年后的苏轼予以相当地认
同。更让苏轼没有料到的是，来自白居易原创的

“东坡”，却被他发扬光大，成为他本名之外最响亮
的称谓，遗响千年万年。

身后的事，苏轼没有时间考虑。眼前事更为
紧要。

刚种了一季庄稼的东坡地喜获丰收，苏轼兴奋

之余，打算再买一块地。
这块地在沙湖，离城东南三十余里。一大早，

苏轼就和三五好友兴致勃勃前去相地。不知是地
差强人意，还是价格没有谈拢，那块地最终没有成
交。苏轼心里是否有点失落，不得而知。事情虽没
办成，但任侠豪爽的苏轼当然不会冷落随行的朋
友。他在附近找一家小店，等友人落座喝茶期间，
热情地点了几个菜，打了酒，一干人边喝边聊。同
来的仆从饭已填饱肚子，不及等待，携带上雨具等
家伙什，道一声先行走了。

酒酣饭饱，苏轼一行人哼着小曲儿上路，步履
轻盈往回赶。春日的天空孩子的脸。刚才的风和
日丽，被突然涌起的乌云团团笼罩，一阵风吹过，接
着又起了一阵风。“不好，要下大雨了。”朋友话音甫
落，豆大的雨点迅即砸了下来。开初稀稀疏疏，始
而逐渐密集如织，慢慢地布成了一张网，一阵紧似
一阵网向大地，打在竹叶上，砸在树枝间噼啪作
响。闪电来了，将天空划开一道口子；雷声也不示
弱，轰隆隆地滚过。风、闪电、雷声，渲染鼓舞了雨
的嚣张气焰。一时间，天地为之黯然。

地上的行人惊慌失措。骑马的甩起手里的鞭

子，朝马屁股下狠狠地鞭了两下，马惊而迅跑。坐
轿的吆喝着、催促着，轿子在风雨中癫狂如舞。雨
具没了，朋友们哪里架得住这急骤的雨势，忙乱不
堪。以手遮脸的有，以物挡头的有；挽袖卷裤脚的
有，冒雨奔跑的有……只有苏轼，惟有苏轼，神色自
若行进在雨中，不疾不徐。

跑什么呢？前面不也一样在下雨吗。
眼见这个奇怪的人，穿着草鞋，拄着拐杖，悠

然冒雨而行。上衣打湿了，他不管；裤脚上沾满泥
浆，亦自不顾，独往径行。骑马的回望，坐轿的斜
眼，奔跑的侧目。路人在看，历史在看，千百年以
后的人们，亦然在看。苏轼毫不在意，伸出右手，
囫囵抹掉脸上的雨粒儿，随手一甩。他的脸上旋
即露出一片酒后的红晕，似雨中桃花一现，瞬间又
被雨水遮盖住了。美，有时需要渲染，有时也需要
内敛。才华也是。

苏轼太需要一场雨，心中旧的块垒虽然一直在
消融，但还不够酣畅淋漓。东坡那块地也太需要一
场雨，新一茬的庄稼需要生长拔节，俗话说，春雨贵
如油。苏轼不会错过，东坡也不会错过，这是机
缘。一场雨，氤氲了两个“东坡”。一切来得恰是时

候。苏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在胸中憋
闷了两年多，气定，然后才能神闲，在雨中。

情绪上来了，苏轼身体膨胀，精神激昂，蹙口
发出悠长清越的一声长啸，把他自己都吓了一
跳。一路人回首，满脸惊诧。他理解这个不懂他
深沉内心的人——懂是一个很艰深的问题，不能
苛求他人。苏轼当是想起了“竹林七贤”之一的阮
籍。喝酒谈玄抚琴长啸是阮籍的日常。“把酒长歌
物天外，仰空一啸自超然”。四件日常中，他惟是
喜欢阮籍的长啸，遗憾晚生近 800年，不能洗耳恭
闻，感受那份满溢冲撞的情感。他曾专程寻访阮
籍的老家——开封尉氏的“啸台”凭吊先贤，纵情
写下：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阮籍的狂放旷
达，是他所钦羡的。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
啸”的高雅宁静，也是他所中意的。长啸这个行为
本身，也让他心里有了意动。他模仿着阮籍，或是
王维的样子，始而吟啸。啸声在雨中穿行，在风中
摇曳，鼓荡在人们的耳中。他的耳膜也受到震动，
心湖掀起阵阵波涛，不能止息。初次长啸，他还是
没有太放开，许是真的放不开。放开也需要一种
境界。

雨，适时地停止了。一丝微风起来了，苏轼的
酒意醒了大半，一股寒气沾染身体发肤。夕阳西照
之下，苏轼恍若梦中。买地、喝酒、淋雨、吟啸、挫
折、受辱、遭贬……一切风吹云散，仿佛什么都没有
发生。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
轼安坐如炬，提笔舒腕，一首旷达古今的词《定风
波》应时而生。

元丰五年的那场雨，滴滴绝响。

每种花都有自己的品格。牡
丹富贵、兰花清雅，梅香于寒意中
沁出，迎春在冬尾春初予人以热
烈的希望。水陆草木之花，自在
生长，却以无声的花语与人类相
惜、守望。

我喜欢花，毋论是长在田野、
庭院或是居室的。因了这点爱
好，虽终日忙碌穿梭于红尘之中，
亦喜在家和办公室拈弄些花草，
它们大抵是绿萝、文竹、兰草之
类，既可怡情，又不烦打理。

2016年的一个春日，因公事
到学校教务处刘老师的办公室，
见她向阳的窗台上嫣然开着两
朵红花，花朵下面蓊郁着紫色的
茎和叶，再细看，竟是用水养在
废弃的塑料瓶中！身处简陋的
生存环境，却开得如此灿烂。瞬
间爱了！刘老师爽朗地介绍，这
是长寿花，在她的授意下，我得
以从花株上掰下两个小枝条，乐
滋 滋 地 插 在 我 办 公 室 的 花 盆
里。它长得倒是挺快，叶片绿油
油、肥嘟嘟的，只是不分枝，独茎
直直地往上长。

2018年临近放暑假的时候，
我新调了办公室，有心带点随身
之物和我一起适应新的环境，就
从长寿花的枝条上面掐了一小
段，并特意从校园的怀若谷采来
一些土，将其培植在新办公室的
一个小花盆里。起初，我按时给
它浇水，也不见它长得有多茂盛，
反而像吃了铁一样，纹丝不动地
立在花盆里，我差点要把土挖开，
查看它是否真的在这个小花盆里
扎了根。还好，一年多过去，它真
的长高了，但仍然是一枝独茎，直
直地往上长。我在想，我采的这
个土并不是专门的花土，一浇水
就板结，硬硬的，应该没有多少营
养，且我整日忙碌，也没顾上给它
施点花肥，它这样好好地活着，已
算是格外恩待我了。

2020年初的疫情，彻底打乱
了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校园封
闭，授课由线下转到了线上。待
再回办公室的时候，已是 2020年
的 4 月份。自上一次寒假时离
开，至此已三个月有余。心里忐
忑着，我那一屋子的绿植，怕是已
经不保……

小心翼翼推开办公室的门，
一片枯枝败叶之中，向阳的窗台
上赫然开着一团花——玫红色，
像一个小绣球，挺立在努力向着
阳光伸展着的枝头上，在光影中
神秘地绽放着。啊，是长寿花！
这个红彤彤的“小绣球”是由九
朵喇叭状的小花组成，它们参差
错落地簇生在一起，各自铆足了
劲儿，欣欣然绽开了红萼。已经
近百日了啊！近百日没有浇过
一滴水！这株长寿花，是怎样一
天一天将严冬的日子数算、在寂
寞之中积蓄着力量，又是怎样在
危难之中乘着春光，自在、优雅
地绽放！

其实，在我重回办公室之前，
已经对室内的花草做了各种想
象，我能想到最乐观的情形，是有

“生命之花”美誉的绿萝也许还有
一线生机。而展现在眼前的景象
却是，之前葱郁茂盛的绿萝憔悴
不堪地堆积在盆中，了无生命气
息；兰草已直挺挺地被风干成了
灰褐色；乍一看，碧玉似乎在绿油
油地撑着门面，而其根部已悉数
枯萎……只有这株先前不起眼的
长寿花，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
幽静的窗台，罔顾无人照料，自
在、本真地开放着，兀自展示着生
命的美好。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是啊，春意正浓，花开正当时，草
木本心如此。所不同的是，此花
较张九龄笔下的兰桂多了一份特
殊的境遇——九十多日的滴水未
遇。它熬过了寒冬，又耐着干旱，
终于迎来生命的春天——长寿花
的品质里裹着一份坚韧！而在
这九十多日里，办公室空无一
人，无人知遇，依然灿烂地开放，
像极了韩愈笔下的《幽兰操》：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
佩，于兰何伤。”

我突然回过神来，长寿花，
哦，一如它的名字，名副其实！这
株花平日里极为内敛，从不徒然
消耗自己的精气，以致平淡得几
乎让人注意不到它的存在，而在
艰难时刻，它居然会从容应对，一
点一点吐露生命的芬芳，终得圆
满——这多像千百年来默默耕耘
而深怀内美的父老乡亲啊！

我默默地注视着这株小花，
有一种深沉的感动潜入心田，似
乎，它的力量、它的优雅、它的娇
美，已静静地传递给我，化作我生
命里长久的温暖和动力。

那个午间，那束暖暖的春光，
那株窗台上悠然绽放的长寿花，
都镌刻在我生命的印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