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思盈
邢德安有着农民朴实、善良、勤俭

的本色，就连他的文学作品也充满了粮
食的芳香、蔬菜的淡然、树木的耿直和
青草的坚韧。出生于1953 年的他，常把
自己形容为秋日的晚霞，要把最后的光
芒和热量尽情地洒向大地，即使用尽了
生命的燃料，也要为人生留下一片火
红。这是他对生活的一腔热爱，也是他
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孜孜以求的精神写照。

1970年底，“文革”中的第一届初中
生毕业了，既没有毕业考试，也没有中
招考试，听完讲话后，学生们便被大队
负责人领回了大队部，一番教育讲话之
后便各回各家了。邢德安亦是如此。意
外的是，春节过后，他收到了公社高中
的录取通知书，才知道因为自己是贫
农出身，历史清白，所以被大队推荐上
了高中，他是为数不多的三个被推荐人
之一。进入高中后，直到一年级下半学
期，邢德安才开始学习 26 个英文字母，
在高中剩下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每周
两节军事课以外，他还要去学习农业、
进工厂实习两个月、放麦假和秋假支援
农业。所以，两年的高中生活很快过
去，除了拿到一张高中毕业证外，邢德
安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学到。出路何在？
邢德安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迷茫。

1973 年，邢德安去焦作走亲戚，焦
作电厂职工子弟小学的校长得知他是高
中毕业生，便问他愿不愿教学，他们学
校急需一位教师，如果邢德安愿意，可
先行代课，而后视其教学效果决定转正
与否。当时，邢德安的心情十分激动，
觉得机会从天而降，跃跃欲试，但一想
到自己的“底子”，瞬间就像泄了气的皮
球，只好婉言谢绝了。他说：“因为，我
知道自己吃几个馍。”这件事既让他心灵
倍受打击，也让他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
性，更让他后悔虚度了大好时光。

好在，邢德安上学时就比较喜欢语
文课，毕业回家后仍然保持着这个爱

好，闲暇之余就写些聊以自慰的小文。
但在那个年代，因为能读到的有质量的
文学作品刊物实在不多，能给他指导的
人也基本没有，所以写文章时，他几乎
是绞尽脑汁，觉得脑子里那点可怜的文
化储备几乎要用完了。迷茫中，邢德安
把比葫芦画瓢写出来的一篇文学作品拿
给高中语文老师，表面上是求得他的指
教，实际上是想得到他的赞许。谁知，
语文老师在回信中非但没有表扬他，反
而对他这种沾沾自喜的态度大加批评。
语文老师的话让他一辈子不敢忘：“要想
做成一件事情，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
着手，别好高骛远，不能还不会走哩就
想跑，文学创作尤其如此。”老师的批评
既让邢德安惭愧，又让他感动。从那以
后，他开始试着给县广播站写稿子，一
篇、两篇、三篇……终于有一天，他听
到自己的作品在广播中被播出。当时，
他喜极而泣。那时候，广播站的稿酬很
低，每篇稿子一块钱，还要通过邮局取
款，但邢德安看中的不是钱的多少，而
是自己的追求和付出得到了肯定，他想
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健。

1982 年，因种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
的他，在抱怨命运不公的同时，为了弥
补文化知识水平的欠缺，参加了自学考
试，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播站逐渐退
出了历史舞台，加上生活的繁重、生产
的劳累，邢德安本分地当起了农民，中
断了文学创作的路。四十年改革开放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时代的见证
人，邢德安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满腔
热情地想把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但他
猛然发现，多年不曾动笔，自己仿佛和
这个时代脱节了，文思也仿佛枯竭了。
时代向他发出了挑战，是应战还是逃
脱？这时，邢德安才发现，在内心深
处，那个被抑制了三十年的文学梦并未
泯灭，于是，年过花甲的他，决心从头
学起。

2015 年，邢德安有了一部智能手
机，便尝试着用手机写稿件，但因为不
会汉语拼音，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手
写，速度既慢错字又多，一篇千字文往
往要折腾好几天。但是，邢德安没有放
弃，他对自己说：“慢，不可怕，怕的是
半途而废，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获得
成功。”2016年5月24日，邢德安的处女
作 《九十九朵玫瑰》 在 《漯河日报水韵
沙澧》 文艺副刊发表，看到报纸那一
刻，邢德安感慨万分。此后，随着多篇
稿件的相继发表，他写作的信心更足了。

邢德安的作品具有新时代新农民的
新风貌，很有代表性。处女作 《九十九
朵玫瑰》 那倔强的文字中，不仅写出了
农村孩子那种天生不服输、不认命的特
点，也切合了新时代对新农民的新要求
——不再靠天种地，不再单一种植，有
想法、有行动。其实，从这段文字中，
我读出更多的，是邢德安心中对自己被
耽误的命运的不甘心。

邢德安的作品紧扣时代主旋律，不
媚俗、不迎合。近年来，随着国家对

“三农”问题的重视，一大批惠农政策相
继出台，新一轮土地承包政策实施以
后，农民像吃了定心丸。土地确权登
记，明确承包权、流转经营权，农民可
以充分行使对土地拥有的权利，亦可以
根据自己的能力去承包别人的土地，使
土地利益最大化。这些变化怎么用文学
作品表现出来？邢德安有他的视角和切
入点，他在 《俺二舅》 一文中，通过对
曾经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立事的二
舅一系列转变的描述，将农村现状和农
民心态的变化自然展现；他在 《买车
记》 一文中，对培基大哥靠努力改变命
运和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描写，又将富
裕后的农民们怎样转变理财观、消费观
等以白描的手法进行了委婉表述。

邢德安的文学创作源泉从生活中
来，不虚构、不浮夸。邢德安创作的大
量文章，基本不离“三农”主题，所以

称他是“农民作家”一点也不为过。《记
忆中的河南坠子》 写出了曾经深受农民
欢迎的说河南坠子的“农村书场”，随着
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要求的提高，已
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土地是农民财
富的重要来源，是农民生活的重要保
障，是农民精神的重要寄托，《麦香》写
的是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的麦香
婶，因为新农村建设，自己的土地被规
划征用而被迫脱离土地的矛盾交织之感
和依依不舍之情，这种感情，是改革开
放之路上的阵痛，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
的必然，更是一位下辈子还想当农民、
对土地饱含深情的农村妇人的挣扎与呐
喊；《小翠当家》一文，通过“她”和儿
媳的一系列对话，将年轻一代的农民和
上一代对待土地的不同态度和理念完美
呈现，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儿媳对

“她”多年来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不满意
了，且儿媳说干就干的行事作风更让她
始料未及，在覆水难收的现实中，她也
转变了心态。这不也正是新时代新农民
的新风貌？

邢德安在文学创作之路上能取得一
些成绩，这与他的坚持和努力有关。他
自学电脑，愿意接受新理念、新思想，
愿意在农闲时节和其他文友外出参加读
书会交流活动、听与读书写作有关的讲
座，虚心接受编辑和文友的建议和批
评，相信，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会
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当然，他在文学创
作之路上也走过弯路，比如在自媒体泛
滥的当下，他曾尝试着写些受大众欢迎
的小资美文和新诗，但经过自我修正和
文友建议，他适时地回到了正路。因为
自身知识水平储备不足等原因，邢德安
的语言还有待凝练，对一些专业术语尤
其是当前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等的提
法，还需要加强掌握和熟练运用。

老牛已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
起。且看那天边夕阳，虽然近黄昏，但
是无限好。

夕阳情思——邢德安的文学创作之路

■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
儿时的记忆中，泥土墙的身影在我老

家的村落里真可谓是无处不在。茅草屋的
四壁有它，庭院的四周有它，猪圈、羊
圈、菜园周围更少不了它。它是村庄的标
志，它是生活的印记。那一堵堵、一段段
富含泥土芬芳气息的土墙，浸染着一股股
醇厚朴实的乡风，更给我带来了童年成长
的快乐和美好生活的憧憬。

至于我家那三间茅草屋是什么时间建
起的，我一无所知，但西边的那一堵院
墙，我是看着父亲一点点垒起来的。他先
是一车又一车地从田野里拉回土，掺入些
碎麦秸和麦糠，而后浇上水，和成泥，一
粪叉一粪叉垛起来的。父亲和泥的时候，
会把裤腿卷到高过膝盖，光着脚在泥堆里
踩来踩去。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要那样
做？他说是为了把泥和得更“熟”，又黏
又匀的泥，垛出的墙才结实耐用。知道了
这些道理后，我也好奇地光着屁股学着父
亲的样子在泥堆里踩，一不留神就滑到在
泥水里，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由于小
时候我比较胖，所以站在一边的母亲看着
我的狼狈相，就笑着把我称为一头小“泥
猪”。

父亲把泥和得很“熟”，他做起活来
又很细致，那堵院墙真的很结实，历经了
好多年风吹雨淋都没变样。那时候农村的
小孩子野，只要一有小朋友来我家玩，一
个必选的项目就是学电影或神话故事里那
些传奇人物，在不高不低的泥土墙上练

“飞檐走壁”。墙那边邻居家有两棵大枣
树，每年的秋天，我和小伙伴们就爬墙爬
得更频繁。站在墙的这边，就能看到红红
的枣儿。窥视到邻居家没人时候，我们就
会一拥而上地翻过墙头去枣树下，要么用
木棍打，要么用砖头砸，慌里慌张地弄些
枣子，又争先恐后地翻爬到我家的院子
里，顾不上拍拍身上的泥土，顾不着洗洗
红枣上面的灰尘，就猫在一起互不相让地
吃起鲜红枣来。有初一，就有十五。由于
枣是从我家院墙上翻过去偷的，我就成了

“主犯”，轻则会让母亲数落一番，重则会
被武力收拾一顿。

翻墙偷枣的新鲜劲一过，泥土墙又成
了我们坐的“大马”。模仿骑马时，我们
都骑在土墙上，各自拿着一根柔软的枝条
高高举起，一手拍着土墙，屁股在土墙上
一起一落，口中大喊“驾驾……”尽管泥
土墙不会真的奔跑起来，可我们却玩得很
得意。那年月，单调的农村生活总能被我
们这些小孩子翻出花样来。虽然墙是死
的，但我们是活的。很快，泥土墙又成了
我们的“攀岩”赛场。通常，我们都是以
比赛的形式来找乐，看谁先攀到泥土墙的
上面，谁就是冠军。那时候，我和小伙伴
们的个子都不高，就找来小铲子先在泥土
墙的一侧挖出一个个小坑，随着一声“开
始”的命令，那一个个或胖或瘦的小手立
马找准恰当位置，脚对准小坑一蹬，猴子
一样地蹿了上去。有时候快攀上墙头时，
由于用力过猛，就会扒下许多土块来，久

而久之，泥土墙就变得残缺不全，墙体上
面也被磨得溜光蹭亮。

孟子说：“其交也以道，以接也以
礼。”村西头有一堵500米左右的长墙，那
是生产队干部为了挡住村里的猪和羊跑到
田里啃庄稼而带人垛的。墙的西面是一片
田地，东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村头大路，
墙不算高，但宽度是我家院墙的两倍。由
于那时候我和小伙伴都已经是小学生，懂
得了爱护公物的道理，所以面对那堵“大
有作为”的泥土墙，我们却野不起来，总
是会在放学或假期里来到那堵墙的墙根处
或蹲或站，有时候是看书，有时候是畅谈
以后的理想。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安安静
静地坐在墙上什么也不做，只是盘着腿坐
在那里，遥望田野，眺望前方，抬头看
云。在初春时节，只见田野一片莹莹翠
绿；中秋前后，只见云朵近了很多。有时
候云朵就像棉花，在天空堆得一垛一垛
的。远远望去，天上的棉花和田间的棉花

竟然扯起了手，让人分不清哪一些是天上
的，哪一些是地上的。尤其是在秋收过后
的夕阳西下时，刚被犁铧翻过的土地上呈
现出波光粼粼的江水样，让人产生无限遐
想。记得小学生课本上有一篇“长江水呀
浪滔滔，南京长江架金桥”的诗文，所以
我们就会坐在村西头的那堵泥土墙上，围
绕“长江、金桥”等字眼去展开联想，想
长江的壮阔，想金桥的美丽，想更远更远
的远方……从此，也就让我们每个小伙伴
的心里产生了走出村落，走向远方的渴
望……

几十年一晃而过，如今的老家，泥土
墙已经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在
记忆中留下了弥久的陈香。现在农村出现
了许多砖墙围起的庭院，不但时尚，而且
漂亮，但是细想一下，总觉得缺少了一些
质朴和厚重，不由得让人想起那时的一堵
堵、一段段泥土墙，既是一份情感，更是
一份对滋养我们那块土地的思念和牵挂。

老家的泥土墙

水韵沙澧2019年9月17日 星期二星期二
编辑：陈思盈6 本版信箱：siying3366@163.com

■黄 娜
春节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

病把我击倒了，手术时因发烧而
引起的一系列危险症状，让我生
命垂危。

我从来没有如此恐惧过，躺
在手术台上的四个小时，我的头
脑中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很多
人的面孔：渐渐老去的双亲、如
花朵般成长的女儿、曾经帮助过
我的人……

手术后，我在医院里住了三
四天后出院了，在家休养。那段
时间，我觉得健康是如此重要，
不想让余生因没有文字记录而终
将被遗忘。我一下子开了窍，读
书的欲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我
把丢了很久的书本又捧起来，如
饥似渴地读，内心也敏感了许
多，看山山有色，听水水有情，
那些在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文字
苏醒过来，从笔下、从胸中喷涌
而出，它们都带着强烈的感情呼
啸而来，只等着我去把它们唤
醒。

夜晚，当整个世界安静下来
时，自己也能摒弃浮躁稳稳地端

坐于书桌前，遨游在书本的世界
中了。这样的修行，让我的内心
无比充实，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
养知识，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
大有力，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内
在的需要，它让我不断地拷问灵
魂，发现自我。尤其是《积攒生
命的光》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贾
志敏老师那颗报效祖国教育事业
的赤子之心，他把教好语文当作
自己毕生的事业去追求，晚年身
患绝症，但他无视癌症，创造了
生命的奇迹。他燃烧自己，照亮
了别人，用充满人性光辉的一
生，唤醒了许多人内心沉睡的力
量。

读书让我的生活变得简单，
让我的内心获得前所未有的充
盈，我的眼睛里又有了星星，脸
上也有了神采飞扬的光彩。

人的一生短短数十载，甚至
没有一块石头的生命力顽强，在
这有限的生命里，我不能再碌碌
无为，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值
得去做，比如读书写作、陪伴孩
子成长、孝敬双亲、实现自己的
梦想……

读书的幸福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 文艺副刊是漯河文
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
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

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
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
备足后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
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
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
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
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
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邢德安，农民，漯河日报社水
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舞阳
县文峰乡乔庄村人。业余喜爱文
学，曾在 《漯河日报》《漯河晚报》
等发表习作三十多篇。

作者简介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喂！卖桃的，你这桃咋卖的？”一

位司机把车门打开探出头来问道。
“桃不一样，各有各的价钱。奉化

水蜜桃、北京十四号红桃每斤两块，油
桃每斤三块，蟠桃每斤五块，要哪说
哪，买得多了优惠！”

“嗯，比在城里买便宜多了，每样
来五斤！”

“好嘞！”
“不过，价钱我给你够，分量上你

也要给我足！”就在桃嫂拿桃在手的时
候，司机又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

“你放心，只要是在桃嫂我这儿买
的桃，随便你去称，少一两我赔你十
斤。俺是人硬货顶棒，卖桃不卖良心！”
说着就把桃称好了。随后又说道，“不过
俺劝你一句，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孩子，
就把这奉化水蜜桃和北京十四号红桃多
买点。因为，这两种桃不但味甜汁浓，
而且不伤胃。而这油桃，虽然味道独
特，但不如以上两种桃养人。至于这蟠

桃嘛，价钱有点贵，少买点尝尝鲜也就
可以了。”

司机显然是被感动了，说道：“大
嫂，我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也不少，像
你这样实诚的生意人还不多见。这样
吧，你把那奉化水蜜桃和北京十四号红
桃每样再称上五斤，油桃和蟠桃就不再
退了。”说话间，桃嫂已经把桃子包装完
毕，司机装桃上车满意而去了。

这是241国道舞阳县城北八公里处，
公路两侧种植着大小不等的好些个桃
园。眼下，新桃刚刚上市，桃农们便在
公路边上卖起了桃子。由于是现摘现
卖，桃子既水灵又新鲜，很受顾客欢
迎，有些人专门慕名而来，所以这里便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市场。

汽车眨眼就看不见了，而桃嫂这边
却像炸开了锅，桃嫂就如同一个做错了
什么事的人一样被别人数落着。左边的
小翠说道：“我说桃嫂呀，你能不能别那
么实在，张嘴就把最低价报了出来，你
就不能多说一点？这些买桃的人都是南

来北往过路的客，和咱们无亲无故互不
相识，他们的钱不赚白不赚，多卖一个
是一个。你还说什么买多了优惠，你优
惠了人家也未必见得就领你的这份情，
也没见他多给你一毛钱。再说，你卖那
价钱，让我们咋卖？”

“别说了小翠，人家桃嫂的思想境界
高，咱们比不了。就拿前天来说吧，无
意间看错了秤，论说也正常，可人家桃
嫂偏不，硬是追上人家又赔礼又退钱
的，弄得好高调。我看，咱还是挪窝
吧，有桃嫂在这里，她那桃不卖完，咱
们谁也别想开张。”快嘴兰英说道。

“你们的桃怎么卖自己当家，我管不
了你们，但我做生意有自己的原则，我
卖桃，但不卖良心。”桃嫂显然生气了。

“哟！桃嫂，就这么和你开几句玩
笑你还真生气了？我们不是想着都是在
一块做生意的，统一价格，有钱大家赚
嘛！看来，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你
重义，我们重利，我们离你远点，省得
钱的铜臭味儿把你给熏坏了。”

“这种玩笑俺开不起！大道理俺讲
不来，只知道无论做什么都要讲诚信，
该让人家吃一斤的，绝不能给八两。”

桃嫂，名字叫桃，既种桃又卖桃，
和桃有不解之缘，因此，大伙儿都叫他

桃嫂。桃嫂在娘家的时候就种桃，勤快
的她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学会了桃
树嫁接、修剪管理的技术，出嫁后又把
技术带进了婆家。眼见着她家种桃赚了
钱，邻居们纷纷跟着效仿。这些年，桃
嫂也成了“能人”，不停地在各家的桃园
里来回跑，手把手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毫无保留传给了大家。她从父亲那里学
来的不光是桃树的栽培管理技术，更重
要的是如何做人——为人要厚道，做生
意不能太贪；当有十分利的机会时，最
多只能拿七分，留下三分给别人，这
样，才会有更大收益。这几年，每当她
找到一个新的桃树品种，总是第一时间
推荐给种植户。她说：“都是邻里乡亲
的，大家都富了，我也吃不了亏。”

这就是桃嫂。

桃 嫂
■包素娜
梅离家出走了，并决定用离

婚来了断自己的婚姻。
梅是个识大体的人，里外都

是一把好手，她和丈夫相互扶
持，工作生活一直很顺畅。这次
回乡创业是拼尽了老本，想要一
举立稳脚跟。可生意场上，有赚
就有赔，初战被人抢了单，老公
急得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嘴上
的泡起了一层又一层。公婆也跟
着操碎了心，不时地问着想着，
看能不能商量个好主意。梅倒是
稳得住心，她知道生意场上是急
不得的，小地方不比大都市，光
凭一腔热情和干劲儿是不行的，
必要的人情世故不可少。

梅开始联络以前的朋友，希
望能快速建立一个关系网，让生
意正常地运转起来。老公对请客
吃饭、喝酒唱歌这样联络感情的
方式实在适应不了，他太实诚，
每次不是被灌得酩酊大醉，就是
坐在那里格格不入。慢慢地，老
公开始找各种理由拒绝应酬，梅
也不想为难他，便独自前往。谁
让她爱这个家，爱这家里的每一
个人呢？小女子也只能充硬汉披
甲上阵了。

艰难的日子总易遇见风雨。
生意没见多大的起色，公婆的脸
色却变了。每天下午五点半，婆
婆会准时打电话叫回家吃饭，梅
说有应酬，婆婆就会抱着电话念
上半天经，说什么女人不宜过于
出头，什么现在酒场上没有几个
正经人，什么女人要尊重老公以
家为主……梅觉得委屈，可她知
道老人无恶意，就不往心里去，
为了深爱的人，受点儿委屈又算
得了什么呢？

今天不同往日，梅的同学介
绍了一个客户，这人资金雄厚，
但性格刁钻。梅是酒也陪了、礼
也送了，谁知他看梅长得漂亮，
竟动起了歪心思。梅摆脱纠缠跑
到大街上，失望与委屈一起袭
来，她禁不住坐在街头痛哭起
来。发泄完情绪，梅打开包补了
补妆，打起精神回家去。踏进家
门，她一眼看见公婆和老公齐刷
刷地坐在客厅里，数落由婆婆开
始，没等梅开口解释，一向只是
助攻的公公开始了新一轮的讨
伐。梅没有力气反驳，无奈地望

向老公，谁知老公今天出奇地安
静，坐在那里只是沉默。梅抬脚
要回卧室，被婆婆一把抓住，一
定要梅下个保证：以后不再出去
应酬了。要是平时梅会解释，也
会配合着哄一下老人，可今天她
太累了，不想说一句话。她看向
老公，老公仍沉默地坐在那，梅
实在受不了了，她一把甩开婆婆
的手想要进屋。可不知怎的，梅
的手背居然甩到了婆婆脸上，一
声脆响，轰炸声戛然而止。梅蒙
了，还没反应过来，老公便如旋
风般卷来，将她推倒在地，咆哮
着让她滚蛋，再不要回来！

梅伤心极了，多日来的委屈
涌上心头，却流不出一滴泪。她
万念俱灰，跑出了家门。结婚这
么多年，她第一次离家，路灯下
只有梅孤身一人踉跄独行，每走
一步，心就冷一分。她看到曾经
美满的婚姻被一双大手无情撕
碎，变得糟糕透顶。她长叹一
声：既然如此，就结束了吧！

找家酒店住下，梅想了一
夜，手机也响了一夜，可梅心意
已决，她要快刀斩乱麻，结束这
一切。收拾心情，回到那个曾经
幸福美满的家，公婆和老公仍齐
刷刷地坐在客厅。见梅回来，老
公狂奔过来，瞪着血红的眼睛一
把抱住梅。梅冷淡地推开老公，
坐下，说明来意，老公呆了，婆
婆哭了。只有公公还算理智，平
静地给梅讲起了故事。

梅每个应酬的晚上，婆婆因
为太担心，都熬着等着，直到梅
回家才放心入睡，休息不好加上
劳心费神，婆婆的血压持高不
下。昨晚，婆婆担心梅喝醉了会
难受，就忙着给梅煲汤喝，谁知
竟晕倒在厨房里，幸亏发现及时
才没大碍。可醒来后的婆婆一刻
也不在医院待着，非要回来，还
警告儿子不许给梅提她晕倒的
事，只劝她别再去应酬就好。

梅泪流满面。这个家还是温
暖的家，只是情到深处，每个人
都选择委屈自己来包容家人。什
么生意、什么应酬，都见鬼去
吧！家和才能万事兴，又何必急
在一时呢？自己现在应该做的，
是保护好家庭，爱护好亲人。

她相信，情到深处，是包
容。

情到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