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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纪事 灯下漫笔

♣ 王吴军

“花间派”鼻祖温庭筠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诗人，他写的词更是
有独到之处，被誉为“花间派”的鼻祖。宋朝
的王拯在《龙壁山房文集忏庵词序》中说，词
体是李白、王建、温庭筠所创。宋朝的周济在
《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词有高下之别，有
轻重之别。飞卿（温庭筠，字飞卿）下语镇纸，
端己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意思是
说，温庭筠一下笔写词，就已经深美闳约、气
象万千了。刘熙载在《艺概》里更是高度赞誉
温庭筠：“温飞卿词，精妙绝人。”足见温庭筠
在词史上地位之重要。五代十国时期编纂的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中，收录
了温庭筠写的词 66 首，是这本词集中收录作
品最多的作家。

温庭筠的诗也写得清婉精丽，备受时人推
崇，他的《商山早行》一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
迹板桥霜”是不朽的名句，千古流传。宋朝文
学家欧阳修非常赞赏温庭筠的这两句诗，曾模
仿温庭筠的诗句而写了“鸟声茅店雨，野色板
桥春”这样的诗句，但是，欧阳修的诗句终未能
超出温庭筠诗的原意。除诗词外，温庭筠还是
一位小说作家、学者。《新唐书·艺文志》中记
载，温庭筠写有小说《乾巽子》3卷、《采茶录》1
卷，编纂类书《学海》10 卷。可惜这些书几乎
全部亡佚，十分令人痛惜。

温 庭 筠 的 诗 和 词 大 多 是 以 描 写 爱 情 为

主，是一位写情圣手，他用绝妙温婉的笔触，
描写了男女之间的爱情，洋溢着一股撩人的
春意。温庭筠的作品写得温软旖旎，让人觉
得他应该是一个倜傥潇洒、玉树临风的美男
子。可是，实际上温庭筠这位写情圣手却是
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因为温庭筠长得很丑，
所以，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一个“温钟馗”的绰
号。钟馗是传说中相貌奇丑的男人，连鬼见
了钟馗都要被其丑陋容貌给吓跑，而温庭筠
的绰号是“温钟馗”，仅从这个绰号就知道，温
庭筠的相貌之丑是相当严重的。有人说，温
庭筠这哥们儿就是因为相貌太丑，所以一生
才混得不得意。

温庭筠能够把诗词写得无比美好，却独
不能让自己的相貌也美好起来，他因为貌丑
而穷困潦倒一生，想想真是让人感叹。《旧唐
书》里说温庭筠不但貌丑，而且不修边幅，这
样惊世骇俗的相貌和随心所欲的生活习惯似
乎昭示了他一生的悲情命运。更让人感到可
悲的是，温庭筠的丑陋相貌竟然延续到了他
的孙子。《北梦琐言》中记载说，温庭筠有一个
孙子，本来想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四川的
州府里找一份工作，结果却被拒绝了，理由是
他长得太像他爷爷温庭筠了。当时，温庭筠
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若是温庭筠在泉下得
知此事，一定会无比尴尬无比气愤。也许，温

庭筠还会用他的神笔写下许多情感激烈的诗
词以反击。

温庭筠虽然长得很丑，但是，他是一个才
情洋溢的大才子，他还精通音律，善鼓琴吹笛，
《旧唐书》记载他“能逐弦吹之音”，估计他的音
乐才华可以和“曲有误，周郎顾”的美男子周瑜
一比高下了。而且，温庭筠为人风流，颇有男
人魅力，以至于让大美女和大才女鱼玄机对他
情思萦怀。温庭筠写有一首《菩萨蛮》的词：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
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首词描绘了一幅
深闺美人图，词中的女子宛若天仙，朝阳透过
水晶帘照进纱窗，昨宵的一枕浓睡扰乱了她如
墨的青丝，额上的蕊黄若隐若现，美人香腮，晶
透如雪，娇嫩如花，她坐在镜前，看着自己紧蹙
的蛾眉，蛾眉里面暗藏了欲说还休的心事。温
庭筠用笔温存缱绻，让人顿觉真切如画，怎不
让才女加美女的鱼玄机为之动心。

温庭筠与才貌双全的鱼玄机有过一段绮
丽的故事。鱼玄机出生于书香之家，幼有诗
名，然而她命途多舛，为生活所逼，她和母亲被
迫为人洗衣以供生计。大名鼎鼎的温庭筠收
鱼玄机做了他的弟子，他指导鱼玄机学问的同
时，并接济鱼玄机母女的生活。温庭筠离开鱼
玄机时已是 56 岁，鱼玄机在长安想起了远方

的温庭筠，写了《寄飞卿》一诗：“阶砌乱蛩鸣，
庭柯烟露清。月中邻乐响，楼上远山明。珍簟
凉风著，瑶琴寄恨生。嵇君懒书札，底物慰秋
情。”诗里洋溢着懵懂的少女情怀。但是，对于
鱼玄机的深情，温庭筠没有回复，他知道他不
可以，他相貌丑陋，而且年事已高，不能误了鱼
玄机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温庭筠只有
无言以对，鱼玄机面对温庭筠的沉默，忍不住
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于是又写了一首《冬夜
寄温飞卿》：“苦思搜诗灯下吟，不眠长夜怕寒
衾。满庭木叶愁风起，透幌纱窗惜月沈。疏散
未闲终随愿，盛衰空见本来心；幽栖莫定梧桐
处，暮雀啾啾空绕林。”

神女有意，襄王无情。温庭筠始终没有接
受鱼玄机的深情。

也许，正是因为温庭筠的貌丑，他才经历
了生活的太多失意，所以，温庭筠在自己的词
中将美女写得总是非常寂寞，得不到别人的
欣赏，这其实寄托了他因为貌丑而得不到别
人欣赏的落寞情怀。《唐诗记事》里说，温庭筠
的晚景极其凄凉，穷困潦倒，令人寒心。一代
写情圣手竟然沦落到如此下场，让人不禁为
之扼腕叹息。

然而，历史终会记住温庭筠，人们也会记
住这一位因相貌丑陋而落寞一生的才子，他真
的是一位才情横溢的写情圣手。

唯有牡丹真国色唯有牡丹真国色（（国画国画）） 马新跃马新跃

最早知道樱花，源自于中学课文鲁
迅的《藤野先生》中“上野的樱花烂熳的
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虽然未
曾见过真正的樱花，但那“绯红的轻云”，
却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念想。由于中学
时连县城都很少去，没见过“大世面”，不
知道哪儿有樱花，甚至认为樱花可能就
是日本的独宠。

后来上了大学参加工作，发现了外
面的世界很精彩。在报纸杂志、网络媒
体上多次看到东湖之滨、冈峦连绵、花
木葱茏的武汉大学珞珈山上，每年樱花
盛开时都人山人海，不仅惊动武汉三
镇，也吸引周边省份不少人千里迢迢前
去观赏。武大因樱花而美丽，樱花也因
武大而更迷人，被誉为“世界最美大学”
名不虚传。

位居郑州西北部的郑州大学新校
区，每年仲春时节，樱花红陌上，杨柳绿
池边，不仅郑州人前去观赏，还辐射中原
城市群，也让更多学子因此而对河南这
所唯一的211高校心驰神往。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鹤壁，有一条路
叫作“樱花大道”，北起世纪广场，南至
朝歌大道，全长 4000多米，植樱 2.2万
余株，有昭君、貂蝉、西施、慕青、初美人
等品种，不看花，只从这些名字上，就足
以令人翘首期盼。每当樱花绽放时全
城倾动，人们奔走相告，樱花大道成了
市民打卡的海洋。拍照片、发抖音、现
场直播，宣示幸福指数，展示山城的良
好生态环境。

在郑州西部的古柏渡黄河岸边，建
有一个占地5000余亩、植有80多个品
种12万余株珍稀名贵樱花树的主题公
园。据说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品种最
多、景观最为别致的樱花旅游主题公
园。花开时候游人熙攘、摩肩接踵，也成
了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代表性
项目之一。

上大学时曾学过《植物学》，翻开已
经生疏的课本，查阅樱花属于双子叶植
物纲、蔷薇目、蔷薇科、李属的落叶乔
木。全世界300余种，各地均有生长，其

中野生的150多种樱花中，我国就有50
余种。《广群芳谱》记载，我国晋朝已开始
在宫廷种植。资料显示，日本原本没有
樱花，最早是日本僧人从我国云南带回，
经过精心培育和改良，形成了品种多、观
赏性强的樱花家族，被他们尊为国花。
所以樱花绝不是日本独有，只是鲁迅把
日本的樱花写火了，这也体现了文学的
力量。

如今，樱花已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稀罕植物，而是“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郑州的大街小巷、公
园花圃、小区游园，也都有樱花“玉树临
风”，每到春天都送出惊喜，吸引人们相
约樱花树下，赏花之艳美，闻花之清香，
比生活之多彩。

数日前，与部分文友来到郑东新区
农业南路与七里河北路交会处的七里河
北岸赏樱。天朗气清，暖阳和煦，惠风荡
漾。河堤之上，数百米的樱花长廊把河
岸装扮成了一个粉中带白、白中有绿、清
香馥郁、饱含浪漫气息的彩色长廊。

细观那一树树繁花，每枝 3～5朵，
伞状花序，粉色白色交互、嫩叶绿芽映
衬，幽香明丽、蜂蝶蹁跹，风吹樱花雨、落
地一片白。游人有的着旗袍，有的穿汉
服，还有的打着油纸伞，更多的则是一身
便装，大家在樱花树下不断地变换姿势，
忙得手机、相机快门“咔咔”作响。

漫步河畔樱花长廊，徜徉两侧生
态堤岸，岸上密植的雪松、马尾松碧绿
一片，高大的洋槐、榆叶梅新绿如染，
女贞、黄杨、南天竹挨挨挤挤。彩色长
廊、绿色堤岸与一河碧水的七里河相
向绵延，更与对岸同样也是花事正盛
的长廊遥相顾盼，简直是神话般的魔
幻世界！美丽的七里河，美好的郑州
生态，无怪乎早已成为人们打卡的网
红景点。

沿着堤岸西行，发现尚有几百米长
的晚樱在列队迎宾，虽然花朵还没有张
开，但已是含苞欲放。文友们当即约定，
停几天还要重来，继续赏樱看花，感受缕
缕清香。

人与自然

♣ 王守振

樱花烂漫

荐书架

♣ 曾少美

《唐宋八大家》：探寻八位文学宗师的轨迹与文学魅力

《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是央视同名文化综艺
节目的延伸，不仅还原了节目的核心与精华内容，
更通过文字的力量，立体呈现八大家的人生轨迹与
创作历程。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
轼、苏辙，这八位文学宗师的诗词文章是中小学语
文课堂和考卷中的常见素材。唐宋时期的文坛可
谓群星璀璨，而很多人在读书时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中没有初唐和盛
唐的诗人呢？这个概念主要是从古代散文的角度
来讲的，唐宋两代都有著名的古文运动，而唐宋八
大家的名号是从元末明初开始萌芽的，后来逐渐形
成。这八个人经过唐宋两代不懈的努力，才真正让
散文成为创作和表达的主流。文学只是一种载体，
古文运动摒弃空洞无物的表达和对华美形式和韵
律的追求，用通畅的文字讲道理，实际上的诉求是
针对社会时弊。这既是为政的需要，也是文学本身
发展的必然规律。他们改革的不仅仅是一代文坛
的风气，还是时代的风气。他们既让我们享受到文
学的美，又能够让我们产生共情。

在这八位文学宗师中，苏轼无疑是最为当代津
津乐道的一位。苏轼身上既有心怀家国的使命感，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被贬谪后，在生活上体现出的进
退自如的松弛感。他对饮食的热爱，日常的诗情画
意 ，词 和 文 里 的 想 象 力 和 豁 达 ，都 为 当 代 人 钦 佩 。
苏轼的人格范式有一些继承了庄子的思想，身在朝
堂 ，就 要 充 分 释 放 自 己 的 能 量 ，敢 于 担 当 ；身 处 乡
野 ，就 跟 小 草 一 样 ，都 应 有 自 我 存 在 的 价 值 和 骄
傲。八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他
们的经历启示我们，除了事业和理想的追求，还要
去寻找支撑精神的力量。

《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既保留了节目特色，
如将八大家回到当代的板块保留，扩充为“研学指
南 ”，展 现 宗 师 在 当 代 的 影 响 力 ；还 在 书 里 收 入 了
精彩的节目原创剧本。这两点都大大扩展了传统
图书的实用性和可参考性。同时，图书以内容翔实
的人物传记和年表，书写八大家的人生之路，也紧
扣语文教材，增补 39 篇经典文本赏读，配以注释和
赏析，以此提升图书的文学性，带领读者踏上一趟
千年的文学之旅。

书人书话

♣ 薄余丰

成长小说的另类书写

《败节草》是李佩甫的中篇小说，后补入《李
氏家族》。小说通过乡村少年李金魁从童年到中
年的人生轨迹，展现了特殊历史语境下个体成长
的异化过程。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成长小说的
叙事框架，揭示了权力、欲望与人性的复杂纠葛，
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亲人对个体的影响构成了一个人最早的世
界观与人生观。在李金魁的成长道路上，祖父

“捆”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那样一个贫困
的年代，无名是人们的生活与成长常态，他们静
悄悄地来到世间，又无言地离去，不存在被后人
铭记的可能。因此，祖父捆对孙子的“命名”构
成主人公成长的初始密码。当两枚鸡蛋置换的

“金魁”二字烙入生命，这个破格的名字不仅赋
予了少年身份的合法性，更成为他突破无名宿
命的精神符号，预示着对祖辈生存逻辑的叛离，
祖父捆的存在也构成李金魁最初的精神图腾。

然而，当怀揣憧憬的主人公初次进城，表姑
奶的冷眼让他第一次触摸到阶层的鸿沟。当手
贴近裤腰的那一刻，“他脑海里轰了一下，那也
许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顿悟”，他的少年经验尚
不足以允许自己对社会规则拥有充分而自足的
体认，可对残酷运行机制的本能效仿正在无形
之间重塑主人公的主体性。李金魁的两串蚂蚱
是迈入名利场的宣言书，“窗子太小”的感慨也
成为对生存困境的初次觉醒。在这种充满痛感
的成长境遇下，少年金魁一夜之间告别了过去
的自己。李佩甫以克制的笔触将撕心裂肺的痛
苦置换为主人公的两滴眼泪，把成长的阵痛转

化为改变命运的执念。正是在表姑奶和祖父的
双重作用下，少年在“啥也没拿”的隐忍中开启
了向成人世界的艰难蜕变。

爱情为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提供了飞速成熟
的道路选择。李金魁与李红叶的情感纠葛贯穿
小说始终，“脱”字则成为这段关系的核心密
码。它是二者爱情之路的见证者，也是伴随李
金魁终生的记忆信号。在这一语词对个体的基
因编码中，李金魁沦为一种情感装置。出于对

“脱”的信服和认同，他的行为几乎成为强制命
令下的条件性反射，“脱”字的每一次“在场”都
将主人公引向爱情的不归路。

张炜曾言：“现实主义作为创作的一个原则
就是坚持了两个字，即‘诗’与‘真’。”从课堂上
的惊鸿一瞥到二人肉体的沉沦，李金魁和李红
叶的爱情既是诗意的精神寄托，也是现实困境
的投射。在他们艰难的情感交流中，交往主体
已不再是单纯的现实性人物，而因带有强烈的

隐喻色彩成为一种象征。红叶代表着超越苦难
的精神向往，金魁的自卑与怯懦则暴露出贫困
对人格的扭曲。身处生存困境的李金魁甘愿承
认别人对自己的污蔑，却没有勇气和李红叶实
现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他的一句“我穷，我
野。可我不会坏你”暴露出物质贫困对精神世
界的殖民。可在拥有权力和地位后，他又重新
鼓起勇气去占有和征服，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再
度成长。在前后的差别之间，二人诗意爱情背
后的骨感现实不由自主地浮出水面。在“诗”与

“真”的相互缠绕下，金魁和红叶的爱情于十数
年的时间跨度中不断挣扎与撕裂，影响着主人
公的成长选择。

权力叙事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尤为突出，对
它的书写也促成了李金魁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
的实现。回溯主人公的成长之路会发现，从少
年时期用自缢逼迫队长还钱的极端行为，到成
年后精心编织的人情关系网，权力之路因其自

身所具有的宿命意味始终是李金魁突破生存困
境的唯一选择。在升迁的过程中，王翠花绷脸
细节的揣摩、郭主任樱桃攻略的设计，展现出主
人公将生存智慧转化为政治资本的精微操作。

在底层的权力更迭中，李金魁从三个维度
实现了对乡政府“一把手”的交接。首先，他在
酒量上打破吴乡长的心理防线；其次，苦练发言
技巧，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赢得全乡上下的尊
敬；最后则是在日积月累中建立起人情网络。
在这样的过程中，吴乡长的权力被逐步瓦解，李
金魁的地位得到巩固，直到前者在无奈之下离
开自己深耕多年的政治领地。在二者的权力对
峙中，曾经单纯朴素的少年成长为精通世道人
心、深谙权力世故的无情政客。在个体与世界
的相遇之中，是否只有抛弃善良天真方能获得
成长？其间的对错是非又该如何衡量？李金魁
以其自身的经历昭示出成长的悖论。随着地位
的提高和职权的扩大，金魁的驭人手段也发生
阶段性变化，表现出他在权力道路上的成长与
追求。小说最后在主人公检举腐败领导的思考
中作结，暗示了他成长的可持续与未完成。

《败节草》以冷峻笔触拆解成长历程，在亲
情羁绊、爱情幻灭、权力异化的三维坐标中，勾
勒出一个乡村少年的精神畸变史。李佩甫通过
反乌托邦式的建构，撕开故事的温情面纱，让读
者看见破土而出的不是希望之苗，而是在生存
挤压下扭曲生长的“败节草”。这种对成长本质
的残酷解构，使作品超越具体时代语境，直指人
性深处永恒的生存悖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从军区调到河南
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一天，姐姐下班回到家，高兴地对我说：
“弟弟，今晚我带你去相国寺剧场看戏。”这是
姐姐第一次带我去看戏，我兴奋地跳了起来。

姐姐骑车带着我去看豫剧名家常香玉演
的《花木兰》。常香玉一出场就迎来阵阵掌
声。她那铿锵有力与甜润美妙的唱腔相结
合，如“谁说女子不如男”等唱段，颇受观众赞
赏。姐姐一边看着戏，一边深情地对我讲，常
香玉为支援抗美援朝，不辞辛苦，带领剧团演
员奔走于大江南北，将每场演出得来的演出
费化零为整，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捐献了一
架飞机，真是功不可没、名留千秋啊!

是啊，经典剧目《花木兰》几十年来深受
观众喜爱，剧中所展示的家国情怀、孝善美
德已深入人心。《花木兰》已成为戏曲文化宝
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看完戏回家的路上，姐姐还给我讲述了
相国寺剧场的历史变迁。新中国成立前它
叫“国民舞台”，后来遭到一场大火，重建后
改名为“相国寺剧场”。场内灯光、布景、音
响、座椅等设施都比原来好多了，乐队也齐
整了。姐姐还对我说：“戏如人生，看戏，要
入心入情，才会有长进。”这些话我一直记在
心里。

后来的岁月，姐姐还带我看了当年豫剧
名家王秀兰、王素君和曲剧名家张新芳等演
出的经典剧目《白蛇传》《天河配》等。其间，
令我不能忘怀的是看《白蛇传》。

小时候只是听老一辈说白蛇精变人与许
仙成亲的故事。这一次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
演，趣味性强，感染力强。正当我看得入神之
时，白素贞突感头昏不支，许仙只好让白素贞
进帐休息。瞬间，乐师奏出急促的乐声，观众
随之紧张，我也屏住了呼吸。此时，许仙掀开
了帐帘，转眼一条红眼睛栩栩如生的大白蛇
从床上一跃而起，在空中舞来舞去，白蛇不仅
吓倒了许仙，我也被吓得捂住了双眼。姐姐
连忙抚摸着我的头说：“弟弟不怕，那是假的，
是人工在一旁操作的，这是老法海造的孽。”
听了姐姐的话，我松了一口气。

之后几十年，我总是对善良者称赞有
加，这就是戏曲文化的魅力。豫剧《天河配》
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剧中牛郎织女
勤劳善良，浓浓的家庭情怀，深深打动了我
的心扉。剧情到后段，牛郎身披那张老黄牛
皮，肩挑一双儿女，在多彩灯光配合下，在动
情的乐曲声中，忽闪忽闪向远处的银河飞
去、飞去……此刻，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长大成家后，我常将华夏这美丽的传说
讲给子女听,听得津津有味的孩子会问：“牛
郎能飞到银河去吗？牛郎和织女能见面
吗？”我就对孩子说：“一定会见面的。”多么
美丽的传说，在孩子心灵深处留下了美好的
印记。

儿时，姐姐带我看了许多经典戏剧，我
也从中学习了不少戏曲知识，悟出了不少人
生道理，这些在我人生成长和工作中，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从事教育工作 43年，根据教学需要，
给学生讲述戏曲文学时，讲到关键处，我会唱
几句豫剧、曲剧、黄梅戏的经典选段。有时，
喜爱戏曲的学生也会与老师互动，唱上拿手
的两段，自然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后来
不少学生也成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岁月如梭，退休后，人退心不退，在郑州
市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我做了 15 年之
久的志愿者，接受重任担任了郑州市城市文
明巡访团团长，带领几十名巡访队员，奔走
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以宣传时代文明、道
德规范、社会和谐等为宗旨，利用文图与说
唱相结合等多种宣传方式，增强市民的凝聚
力，为共同创建文明城市做贡献。

其间，我们与退休干部率领的多个豫剧
团合作，为塔湾社区、金色港湾等社区居民
和公园的观众，以戏曲演唱等形式，宣传党
的精神，许多文稿由我撰写，演出由我和剧
团团长策划运作，精彩的演出，博得观众的
掌声与喝彩。演出剧目还荣获金水区演唱
会一等奖。

日常生活中，戏曲演出不拘一格，家中
演出，小区广场演出，公园演出等。其中最
难以忘怀的有两个感人肺腑的场景。

一次，我与社区工作人员去省高院退休
干部、老红军刘玉堂家中慰问，还为老人表
演了戏曲节目，老人乐得合不拢嘴。而后，
老红军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八次代表大
会纪念封”及“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荣誉牌照片，赠送给吉祥花园社
区。让伟大的红色精神传递下去，这是革命
先辈寄予后代的厚望。

我们还特邀15岁参军的志愿军战士、第
15军文工团员柳岳继女士为青少年讲述抗
美援朝的故事。据介绍，柳岳继是电影《英雄
儿女》中王芳的原型，参会者对柳岳继老人倍
加敬爱，还请她用说唱结合的方式讲讲文工
团员活捉美国兵的故事，老人欣然同意了。

老人声情并茂，一会儿讲一会儿唱，讲
着讲着，她站起来，身子小步移动，眼睛四处
寻觅，惟妙惟肖地讲述了文工团员以特有的
智和勇活捉美国大兵的故事。她说，文工团
员抓住时机，很快将此事编成了歌唱短剧
——活捉美国兵，为志愿军做精彩演出，大
大鼓舞了志愿军的士气。

老人向我们传递出志愿军“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展示出志愿军坚
韧刚强的英雄风采。激动之时，我将一首

“十六字令”献给参会者：“爱卫国，英雄志愿
军。洒热血，盛赞可亲人。”以表达对志愿军
英雄的敬爱之情。

♣ 车道平

姐姐带我去看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