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曾洋
过了腊八，家在李集的姑姑来看父

母，三轮车上带来一袋红薯粉条，一下子
勾起了我对红薯粉条的回忆。

“小孩小孩不要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这句俗语对像我这样生在农村长在
农村的孩子来说，真的好亲切。过年，也
就意味着可以穿新衣、戴新帽、领红包、
放鞭炮，而最最让人激动的，莫过于吃好
多好多好吃的。

且不说小年夜的锅盔、麻糖，二十五
磨豆腐，二十六赶集割肉，二十七杀小
鸡，二十八蒸枣花，单是那让人想想就馋
涎欲滴的家乡特产红薯粉条，就让人回味
无穷。

红薯是家乡最高产、稳产的农作物了
吧？

记得小时候，每到秋末，一场严霜把
红薯叶打成了黑色，我就跟着父母下地出
红薯，父母用铁锹在前面挖，我在后面提

着荆篮捡，满一荆篮就“吭哧吭哧”着倒
到架子车上再接着捡。装满车就由父亲在
前面拉我在后面推，拉回家卸到院子里堆
着，然后继续拉着架子车到地里接着捡装
红薯。那时候红薯是绝对的主食，蒸红
薯、煮红薯、烤红薯，红薯面、红薯馍天
天吃，吃到了刻骨铭心！但唯一让我喜欢
的就是红薯粉条。

做红薯粉条的过程很复杂，生产队长
把各家各户组织在一起，先是用大秤称每
家要打粉条的红薯重量，由专门的会计记
到本子上，然后开始打粉子，一车车洗干
净的红薯，投入石磨磨成红薯渣，然后装
进白色的滤布单子，反反复复地摇，过滤
出粉子，沉淀下来后打包挂在树上，沥干
水就成了粉子疙瘩，再破碎晾晒，家家户
户院里房顶都像下雪一样！

等到过了腊八，天寒地冻，屋檐下的
流冰一尺多长，做粉条的时节就到了！下
粉师傅支起大铁锅，鼓起风箱，呼噜呼噜

就开始了。整个场面几乎全生产队的人一
起上，只记得当时的场面热闹非常，大人
们忙个不停，将出锅的粉条挂在大树之间
的绳子上或者支好的架子上，一排排无比
壮观！我们小孩哪儿都不去，就围着大锅
台等粉条出锅。下粉师傅这时候往往有意
下一些很粗的粉条，称之为“小猪娃”，
专门让我们这些馋猫吃。

到临近过年的那几天，家家户户都少
不了磨豆腐买肉杀小鸡蒸枣花，但各种美
食当中，“猪肉炖粉条”是无上的美味。

以前家里穷，即使过年也买不了几斤肉，
如果没有客人，一般情况下父母就用萝卜
白菜豆腐炖粉条汤，虽然没有猪肉，但吃
起来仍觉得口齿生香！

现在，家乡依然保留着纯手工制作粉
条的传统，有的甚至已经规模化，打出了
自己的品牌，尤其是李集姑姑家那一片的
粉条，更是远近闻名。不过，不知怎的，
我还是觉得小时候的红薯粉条更好吃，尤
其是那胖嘟嘟的“小猪娃”，让我至今还
记忆犹新。

家乡的红薯粉条■■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致漯河公交驾驶员
■曹存正

■李 玲
初中时候读鲁迅的《社戏》，我第一

次知道了“社戏”这个名词，也了解到
“社”接近土地神、土地庙的概念。社戏
是中国民间有关宗教、风俗的戏艺活
动，一般在庙宇、祠堂或戏台演出。

我们村的社戏当然也是有渊源的：
相传商高宗武丁在我们宋岗村驻扎过灭
蝗的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治军严
明。后来，武丁为灭蝗虫而累死在西华
境内，后人为纪念高宗灭蝗虫的恩德，
因此在我们村北建高宗庙 （离我老家仅
100 米），且树碑立传，把每年的农历正
月十九、三月三、三月二十四、六月
六、十月十五都定为庙会，如果演戏就
是社戏了。代代相传，已经几千年了。

由于庙宇庞大，是周围多村集资所
修，并非我村全部之功，因此，高宗庙
的庙址位于两村之间，是一个高出地面
十多米的高台。两村之间由于挖土形成
了大壕沟，因此还流传出了美丽的传说

“盆湖”以及“崇岗饮社”等虚实景观
（《郾城县志》里有记载）。因此，千百
年来两村人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
来夺取庙会之所属。

记忆中，两个村庄总在正月十九对
戏，也就是唱对台戏。我们宋岗村喜欢
豫剧，而邻村的梁庄村就唱曲剧。由于
我村人多，收上来的钱就多，难免财大
气粗，九岁那年，我们村专门请了知名
剧团来唱戏，那可真是高手林立。而邻

村梁庄也不甘示弱地请了郾城曲剧名旦
徐霞艺。因为徐霞艺长得好看，扮相漂
亮，唱腔珠圆玉润，所以我们那有“看
戏不看戏，看看徐霞艺”的谚语。可见
徐霞艺的魅力所在，所以，第一场戏，
梁庄村理所当然占了上风。

孩子们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快乐的。
我们可不管什么豫剧曲剧，不管什么生
旦净末丑，也不管秦皇汉武，更不管唐
宗宋祖，我们自有我们的乐趣。看戏的
时候听大人说“看戏看顶棚”，掂起小脚
尖儿也看不见，然后“轰”的一声如潮
水一般被挤到台底下，我们也不气馁，
从头再来。

既然什么也看不见，随便转悠一下
也不错。二分钱一本的图书照样看得如
痴如醉，心随小三毛的喜怒哀乐而阴晴
圆缺。看见卖糖葫芦的，把口水强忍住
咽了好几次，卖水煎包和卖胡辣汤的在
一起吆喝着“刚出锅的热包子！鲜味可
口的胡辣汤……”看着焦黄的包子，冒
着热气飘着白绿相间葱花的胡辣汤，一
次又一次地徘徊，那么不情愿地走来走
去。那时候包子才一毛钱一盘，我都没
有舍得买，牛肉胡辣汤也就一毛钱一
碗，我用力吞咽了一口唾液。那时，我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啥时候攒够三元钱
了，那套《雁羚支队》就是我的了。

一个卖小河虾的老头引起了我的注
意。干净的小竹篮里铺着白色的塑料
布，红彤彤的小虾和葱花红绿相间，洁
白的笼布里包着薄薄的烙馍，最主要
是：价格便宜——一个烙馍卷小河虾只
要五分钱！

我走不动了！心里有个小人一直在
煽动我说：“买吧，买吧！”我终究还是
没有抵抗住美食的诱惑，一边讨价还
价，一边让老头多给卷些小虾，然后小
心翼翼地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一毛钱交
给老头。拿到馍，我一口下去便啃掉半
个烙馍，再快意不过了！平时，我是没
有零花钱的，也只有在村里有社戏时，
我妈才每天给一毛钱零花钱。

那些吹糖人儿的、补锅的、换江米
糕的、耍猴的……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随着年龄的增
长，这些都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

那年的正月十九，淫雨霏霏，连月
不开，到处泥泞。我们老家是黑土地，
泥巴黏，胶鞋底不知道粘掉了多少。因
为交通不便，所以剧团走不了，只好在
我们村整整驻扎了半个月——唱戏不要
钱，只要管饭就行。其中有一部戏叫

《刘安宁私访》，我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
故事，只知道唱了八场还意犹未尽，那
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很是吸引人，三十

多年过去了，有些情节我还历历在目，
甚至能把其中的有些台词哼唱。

因为第一场对台戏输了，对我村来
说简直是奇耻大辱，理所应当地连夜去
请了“角”（就是托熟人去大剧团请名
角）。河南省豫剧一团的名角张艳平当时
已经五十多岁，虽然年过半百，但看不
出岁月在她脸上雕琢的痕迹，那身段、
颜面以及她字正腔圆的唱腔。社戏期
间，她在我家吃饭，在我幼小的心里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最得手的戏是

《拷红》，把一个小红娘演得活灵活现，
几十年过去了，我老家四十岁以上的人
提起来还津津乐道，可见她的演技当时
已经炉火纯青。一次吃饭时，我问她：

“艳平姨，你会唱红娘，那张君瑞你会演
吗？”没想到第二天她真的扮上了张君
瑞，把张君瑞“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的潇洒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台下掌声阵
阵。她竟那么在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
第三天，她又扮上了崔莺莺，那“纤纤
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好像她就是为崔
莺莺而生，看得我如痴如醉。

因此，我和艳平姨相约，长大了我
要跟她一起学唱戏。那年，她是偷偷走
的，我为此哭了好几天。尽管后来看过
好多名家演戏，但都没有童年的回忆中
那么快乐、淋漓尽致！

说起社戏，就不能不说说我村的宋
豹，他是唱反串的。在他的倡导下，我
们村也成立了古装戏剧团，经典剧目有

《卖苗郎》、《十五贯》、《铡美案》等。演
出 《卖苗郎》 的时候，村里的财旺大爷
扮演苗郎的爷爷，宋豹演苗郎的母亲，
俩人平时是爷们儿，演出过程中俩人还
相互骂玩儿，在台上的表演令人忍俊不
禁。宋豹虽然是草根演员，但他很会唱
戏，包括救戏。记得有一次，宋豹唱的
台词当中有一句“六扇窗户开八扇”，下
面的观众都替他捏着一把汗，都瞪大了
眼睛发问“六扇窗户怎么会开八扇呢？”
只 听 他 娓 娓 道 来 ：“ 还 有 两 扇 没 有
装……”可见他的机智。

那时候生活艰难，几乎没有什么娱
乐项目，所以农闲时节我们村就把锣鼓
等乐器搬到了十字街口，乐师们全部是
村子里的，谁想上去唱就唱，谁喜欢唱
什么就唱什么，就是草根大舞台，比河
南电视台的 《梨园春》 要早好多年哩。
所以，我们村四十岁以上的人大都会唱

古装戏，大部分也都识戏，也加深了我
对古装戏的痴迷程度。

不知道什么原因，村子里唱戏包括
邻村的城高唱戏，从来不唱有关商纣王
和苏妲己的戏。我问过好多老年人，他
们只说是前辈留传下来的传统，唱了高
宗后世子孙的戏，戏台会莫名其妙地着
火。

我上初一那年，许昌戏校来我们村
招学员，当时我偷拿了母亲一元钱作报
名费。主考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伯伯，
他看了我的身板 （11 岁时我近 1.6 米）、
量了腔，那伯伯夸我身材好、唱腔好，
是天生唱生角的料。可惜母亲不让我学
唱戏，说什么“鹌鹑戏子麻利猴，剃头
的孩子不可留……”前些天回老家，我
还开着玩笑抱怨母亲，当初不让我学唱
戏，豫剧界少了我这么一颗明星。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村里
大部分年轻人背井离乡去外地谋生，宋
豹调到舞钢豫剧团后，我们村里的剧团
也慢慢地七零八落了，连古装戏服、乐
器都不知所踪了。

我也因为上高中，接着又读大学很
少再看家乡戏，也很少再体味那“包
子、油馍、胡辣汤”的味道，还有每次
赶春会时柳条穿油馍的阵势，家家户户
飘来酱炒肉的诱人香味儿，如今，无论
如何都吃不出来记忆中大锅菜的味道。
不知道是舌尖的挑剔，还是味蕾的退化？

工作的城市虽然离老家并不遥远，
但每次春会回家的脚步都是匆匆，太匆
匆，以至于不知道戏台搭在哪里就踏上
了回程的路，无法领略“三五步走遍天
下，七八人百万雄兵”、“咫尺地五湖四
海，几更时万古千秋”等对中国戏曲生
动的描述，只能在每周的周末隔屏看

《梨园春》，觉得总少了戏台前的喧闹和
人声鼎沸的气氛，还有当时家家户户待
客的纯真。我留恋的，可能是当时的那
种场景，可能是当时生活的慢节奏，也
可能还有乡邻那种待人接物的纯朴吧？

乡愁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羁旅漂泊的
回眸中，也可能会在长久间隔的记忆
里，那么最吸引你的故乡印迹会是什么
呢？是在老树下等候的亲人还是玩伴？
是那些留下童年、青春脚步的山水？还
是无法忘却的家乡美食味道？

对我来说，记忆中的社戏，才是我
挥之不去的乡愁呀！

社戏，记忆中的乡愁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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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展示不凡成就展示不凡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挖掘
漯河民间艺术资源，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引导群众在文化活动中主动
参与，不断传承发展，全面落实新时
代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布局，提升
漯河文化软实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
围，2018年，《水韵沙澧》文艺副刊
开设《街巷寻珍》专栏，以“坚定文
化自信 展示不凡成就”为主导方
向，以文学的笔法去写一写民间手艺
（人）、草根绝活、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可以是文化记忆，也可以是文化
写真，形式多样。欢迎关注，欢迎投
稿。
邮箱：siying3366@163.com

■■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你怀揣着沉甸甸的A1A3驾驶证，
从四面八方走进公交集团这个大家庭；
你奉献着自己宝贵的年华，
与漯河公交改革的大潮同行！

你清晨5点多上岗的路程，
身披璀璨星空；
你晚上8点多回家的脚步，

点亮夜幕苍穹！

你每天将时代的车轮启动，
沉寂的大街小巷被你唤醒；
你手握前进的方向盘，
迎接这座城市的黎明！

你伴随着365天的时钟，

将一亿一千万人次的乘客运送；
你每年绕地球1500圈的距离，
都镌刻在烈日和风雪之中！

你脑海里安全驾驶的警钟长鸣，
遵规守章心系广大群众；
你完成的300万个营运班次，
记录着你的分分秒秒之功！

你践行社会公德自警自省，
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自律自重；
你将捡到的乘客遗失之钱物，
如数上交且送还得那么完整！

你的节假日有一半被工作占用，
无怨无悔保证着公交正常运营；
你把驾驶员的职业疾病，
默默地藏在心底从不吱声！

你用自己辛勤的劳动，
不懈地描绘着沙澧文明；
你将实实在在的奉献，

洒向了人间的春夏秋冬！

你的职业受人尊崇，
你的精神令人尊敬；
你竖起来的一面旗帜，
展示着公交车长的自信之风！

集团为你骄傲，
你用无悔的人生，
将崭新的公交事业支撑！

市民为你点赞，
你用自身的言行，
将漯河的公益民生证明！

政府为你护航，
你和你依偎的摇篮，
刚刚组建五年还那么“年轻”！

社会为你鼓掌，
期盼你和你的团队，
在这个城市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入冬以来，两场大
雪降临我市。冰雪覆
盖，公交车成为市民出

行的首选。特殊时期，漯河公交不负
众望，在天寒地冻中形成了一道道绿
色的保障线，赢得了社会各界由衷的
赞叹。

从2013年至今，公交改革已历时
五年。五年攻坚破难，五年持续发展，
大公交格局已露端倪：公交线网优化升
级，公交专用道投入使用，节能环保公
交车覆盖市区，市民乘车环境有了质

的改变……2018年1月，漯河市人大
常委会对10件重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
满意度测评，加快建设市区“大公
交”格局的建议办理情况满意度最高。

在公交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一
支队伍引人注目，他们长年坚守在营
运服务的第一线，披星戴月，早出晚
归，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默默奉献，
书写着公交人的壮丽诗篇，他们，就
是漯河公交驾驶员。

冰雪冷无情，车厢溢满爱，我们
为漯河公交驾驶员点赞！

■王 剑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理想

生活？作家林语堂说，睡在自
家的床上，吃父母做的饭菜，
听爱人给你说情话，跟孩子做
游戏，就是幸福。作家亦舒则
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
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
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
作的奴隶，不受名利的支配，
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
的孩子，每天丰衣足食，已经
算是理想的生活。

最近，我市女作家孟焕军
用轻轻浅浅的语言，从一个离
婚女人的视角，也给我们讲述
了一种“理想生活”。从整体上
看，中篇小说 《理想生活》 应
该与她的 《女人的战争》、《女
人不是花衬衫》、《花红柳青》
等作品属于一个谱系，可看作
是孟焕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
说。这篇小说在 《莽原》 杂志
2017 年第 5 期刊发之后，迅速
被 《小说月报·大字版》 2017
年第10期转载，在读者中产生
了较大的反响。

炒 房 ， 是 小 说 《理 想 生
活》 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
一。1980 年，中国房地产正式
成为一个产业，开始了缓慢的
种子发芽的阶段。如今，经过
几十年的市场化发展，中国房
地产历经沉浮，始终倍受关
注，话题不断。房价高了，买
不起房，民怨沸腾；房价低
了，经济萧条，怨声载道。“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对
于有理想有抱负的执政者而
言，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人民都
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愿
望，人人都能有温暖的家庭。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拿来炒
的。”他多次强调和明确了住房
的社会功能。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孟焕军笔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我”出场了。作为一个离了
婚、还带着一个男孩的中年女
性，“我”并不是一副大家习惯
了的苦巴巴的样子，而是一种
重获自由、拥抱新生的做派。

“我”在出租屋里给自己树立了
一个理想，就是一定要拥有一套
属于她自己的房子。“我”从三
千元起底，举债发展，从一套小
户型居室，到一套郊区别墅，再
到引人注目的“空中花园”，

“我”迅速实现了人生的“三级
跳”。孟焕军笔下的“我”就像
一片树叶，在房地产的大风大浪
上飘动，穿插迂回，闪转腾挪，
虽然分得了一杯羹，却也差一点
被吞噬。阅读小说时，读者的心
是被抓紧的，随着“我”搬家，
随着“我”购房，随着“我”赚
钱，随着“我”从理想的高峰跌
下深谷。

孟 焕 军 无 疑 是 一 位 有 心
的、有探究精神的作家，对于
中国工薪阶层在房地产市场中
的命运沉浮一直抱有浓厚的兴
趣，投注了关切的目光。可以
看出，《理想生活》是一部“向
死而生”的小说，她表面是写
炒房，实际上是在自觉记录和
思考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

《理想生活》 对离婚女人
的生活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如
今，中国的离婚率越来越高
了，离婚对一个女人来说，可
能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很
多外表平静，内心波澜的女人
一旦离婚后，自己就要承受着
极大的痛苦；若是没有职业的
女人，便会面临着生活的挑
战。因此，女人离婚，一下子
就成了弱势群体，她们的内心
是很纠结的，心理是痛苦的。

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是
人类心灵秘密的探求者。面对
离婚女人纷乱的生活状态，《理
想生活》 以长镜头的方式，客
观予以呈现。例如，“我”受不
了别人的议论和撺掇，被迫去

“相亲”，却往往无功而返。不
是“我”长相不好，气质不
雅，而是“我”离婚后，带着
一个男孩儿，不得不忍受着别
人的挑剔和冷落。再如，“我”
买房子，首先要考虑的是儿子
上学方便，离学校近，坐公交
便利。其次，“我”得亲自跑建
材市场，从地板砖，到洁具，
都要讨价还价，精打细算。每
天晚上，“我”都要趴在床上算
来算去，这划算不划算，那是
赚了还是赔了。再如我向朋友
和亲戚借钱时的矛盾心理，还
上钱时的轻松畅快。我被表妹

逼着搬家时的尴尬、做软广告
时内心的不安、旧房尚未出手
时心理的焦躁；“我整夜失眠，
心急上火，牙龈出血，脸上长
痘。我像是掉进卖房的陷阱
里，满脑子都是卖房。这种焦
虑只能默默承受，不能向任何
人说出来”。这些都是一个离婚
女人必须面对的真实生活。孟
焕军以新写实的手法，不仅写
出了一个离婚女人表面上的刚
强、聚会喝酒时的风光以及清
高自尊的文艺范儿，还层层剥
笋，深入离婚女人这个群体的
内心深处，展现了她们内心的
矛盾、纠结、委屈和不堪，写
出了她们生活的纷乱和无奈。

《理想生活》 最成功的地
方，是塑造了一个爱慕虚荣者
的人物形象，凸显了作家对现
代女性畸形追求的焦虑。

说到爱慕虚荣，大家自然
而然地想到莫泊桑脍炙人口的
小说名篇《项链》。是的，莫泊
桑笔下的玛蒂尔德，图慕虚
荣，追求享乐，她有七个不切
实际的梦想，她梦想“幽静的
厅堂”，梦想“华美香气扑鼻的
小客室”，梦想“精美的晚餐”
和“亮晶晶的银器”，梦想“绣
着古装人物的壁衣”，梦想“仙
境般的园林奇异的禽鸟”，梦想

“盛在名贵的盘碟里的佳肴”，
梦想“一边吃着粉红色的鲈
鱼，一边听客人密谈”。本来，
玛蒂尔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人人都有
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自由。
但是，这样的梦想使玛蒂尔德
的心理产生了异化，她强烈的
虚荣心和要强的性格使她无法
与现实生活取得平衡，从而使
她极度痛苦，这也暗示了她日
后的命运悲剧。她的幸福来得
快，去得也快。她丢失了借来
的项链，却用了整整十年的辛
劳才得以还清债务。一夜的风
光与十年的艰辛，是多么强烈
的对比！多么深刻的讽刺！

孟焕军的 《理想生活》 其
实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在出租屋里发誓要买房
子，这个买房誓言可以看作是

“我”的“初心”，确实是出于
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但随着

“我”从三千元起家，赚到炒房
的第一桶金后，“我”逐渐就被
不断膨大的欲望绑架，被轻松
到手的金钱绑架了。这个时候
再买房子，就不是居住了，而
是“我”显示自己自立自强的
标签，是“我”赚取差价的动
力，成为“我”攀比和炫耀高
品质生活的筹码和资本了。这
种 外 在 的 虚 幻 的 东 西 ， 比

“我”舒适和安定的日常生活更
重要，比“我”儿子亲手进行
装修设计的成就感更重要。随
着利益的雪球越滚越大，“我”
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无
法停下“我”追求的脚步，最
终栽在“空中花园”虚幻的泡
沫里。所谓的理想生活，到头
来，却只是一场噩梦。

小说的最后，游走在理想
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女主人公，
终于从缥缈的星空回到了大
地。此时，一无所有的“我”，
仿佛又找回了自己的“初心”：

“空中花园或许真的成了水中
月、镜中花、空中楼阁了，我
原本一无所有，倒腾这么多年
又回到出租屋，心有不甘，也
没办法。在出租屋里住着住着
也就习惯了，渐渐地看淡了空
中花园，甚至不再幻想坐在空
中的前庭后院看星星、望月亮
了”。但小说的结尾却出现了戏
剧性的一幕，“空中花园”死而
复生，被套走的七十多万又奇
迹般地回来了：“过不多久，我
将告别出租屋，住进宽宽敞敞
的惠家福园，坐在属于自己的
花园里，望着满天星斗发呆。
命运待我真的不薄，想着，竟
然流下泪来。”

按理说，小说可以写得再
狠一些，再冷一些，即使让这
七十多万都打了水漂，也未尝
不可。可是作者还是手下留情
了，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展
现了作者浓郁的人文情怀。这
样的结局很温暖，让大多数读
者都宽了心。不过，这也是作
者的一种警示，作者希望处于
弱势的女性朋友，不可太贪
婪，既要仰望天空，又要脚踏
实地，尽快在风雨中成熟起来，

孟焕军是我市小说创作的
中坚力量，希望她能在沙澧河
孕育的这片热土上，不断成长。

虚荣的代价引言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