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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徐贵祥是“正面强攻军事文学的重型坦
克”，他的作品脍炙人口，精彩纷呈。《历史的天空》荣获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并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
典藏”。最近，徐贵祥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新著《伏击》。这
部作品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实现了当代军旅
文学的新突破。

新故事具有新魅力
《伏击》讲述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新奇的

故事。
国民党“西训团”青干班学员易水寒，是陈达教官

组建的特务组织“战术研究室”成员。陈达教官实施“借
尸还魂”计划时，指定易水寒冒充死去的西路军团长凌
云峰，潜入陕北伺机刺探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秘密联
络的情报，刺杀中共要员。易水寒打进红军部队后，经
历了一次又一次教育、鉴别和考验，一次次都是化险为
夷、绝处逢生。而正是在这交往过程中，易水寒感受到
了红军崇高的信仰、抗战的真诚，为红军官兵的人格魅
力所打动。他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与国民党阵
营彻底决裂，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指挥员并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更巧的是，真正的凌云峰并没有牺牲。他被下属救
活后，先是流落在街头开饭店，再后来听说抗战爆发，
在前往陕北寻找队伍的途中，遭遇对日作战的沧浪关
战役，误入曾经的敌人、国民党军旅长谢谷的部队。当
时正值国共联合抗战的特殊时期，谢谷让他顶替战死
了的国军连长楚大楚，继续跟鬼子战斗。冒名的楚大
楚——— 也就是真凌云峰，与八路军部队中的假凌云峰
相互配合，打了不少硬仗，不幸的是，在对日最后一战
中壮烈牺牲。

《伏击》刷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抗战故事。其情节
不落窠臼，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魅力无穷。细加探究，
它之所以新鲜，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混合了以下几种元
素。

一是战争故事。
徐贵祥是写战争小说的顶尖级高手，在他的小说

中，两军对垒、烽烟滚滚、金戈铁马、枪林弹雨的场景比
比皆是。《伏击》也不例外。这部作品描绘了楚大楚连队
打日本鬼子的灵风伏击战、易水寒(假凌云峰)率领全营
打响的黄桥阻击战、沧山战役、汤原战斗、唐库战役等。
这些战斗或者战役，时间不同，背景不同，战场不同，战
略战术也不同，共同之处就是描写生动逼真，故事一波
三折，不仅通过宏大叙事，展现了战火之中的人性，而
且能够牢牢抓住读者的心。

二是谍战故事。
易水寒假冒凌云峰，混入红军内部，意在搜集情况

搞破坏，这明显是个谍战故事。但徐贵祥没有一味按照
谍战的套路往下走，而是成功地在严肃文学作品中吸
收谍战戏构思新颖、故事惊险等优点，再加上自己丰富
的艺术想象，使得笔下的国民党特务一步步完成人性
的觉悟、觉醒，最终加入革命阵营。这就超越了一般的
谍战故事，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是爱情故事。
爱情与死亡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伏击》写了

不少爱情故事，比如易水寒与桑叶的爱情，楚大楚与蓝
旗的爱情，凌云峰与安屏的爱情。这些缠绵悱恻、各具
特色的爱情故事，既是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载体，也是
情节发展演变的组成部分，有看点，易共鸣，耐人寻味。

新人物达到新高度
《伏击》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易水

寒这个主动弃暗投明、由国民党特务变为八路军将领
的英雄典型。

——— 易水寒是一个身份复杂的人。
易水寒出身贫寒，是云华山乡绅家账房先生的儿

子，从小跟小姐蔺紫雨一起读书，既是仆人，又是书童。
蔺紫雨因为到红军医院放火而出逃后，易水寒一路护
送，并随她报考西训团，成为训导处的一名勤务兵。后
因期中考试统计分数毫厘不爽，赢得陈达教官好感，成
为代理书记员。又因为与书记员打架，被踢进冰窟，阴
差阳错救出了落水的陈达，被补为西训团初级生队一
名学员，半年后先后授中尉、上尉军衔。易水寒白白净
净，有点腼腆，会织毛衣，被同学们看成不是女人的女
人。易水寒是陈达教官看重的“战术研究室”特殊人才，
也就是国民党特务，后受命冒充凌云峰潜伏陕北，其真
实身份与虚假身份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和矛盾。经过激
烈的斗争和不断的演变，结局是，易水寒成为优秀的八
路军将领和共产党员。易水寒的身份具有复杂性、多元
性，正因为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易水寒就有了很多与众
不同的性格特征。

——— 易水寒是一个精神异常的人。
易水寒自幼胆小，对主子家的小姐蔺紫雨更是十

分惧怕。他患有“官能性记忆障碍”，不敢跳木马，只敢
跳“人马”。他遇事特别紧张，以至于蔺紫雨“捉奸”时，
他紧张得看不清来人是谁，就重重下手。模仿凌云峰
时，他穿上红军衣服，在屋里反复演练，险些走火入魔。
潜入陕北后，他的神经绷得更紧，疑神疑鬼，恍恍惚惚，
动作行为异乎寻常。易水寒精神异常的一面，实际上是
他作为国民党特务助纣为虐时的极度恐惧和不安。

——— 易水寒是一个追求光明的人。

他身为潜伏的特务时，依然良心未泯，有正义感。
在观看话剧《松花江上》的时候，他义愤填膺，从柴草堆
里找出一个木棒，大步流星往后台走，准备和剧中的日
本鬼子拼命；在执行暗杀红军派往西北军谈判代表的
时候，他调转枪口，将配合他的特务击毙，保护了红军
代表；在赵庄被巴根识破身份并被谢谷点明的时候，他
慷慨陈词：“如果我能为抗战捐躯，那就是我最好的将
来”。他虽说有过五次写坦白信却悉数藏于桑叶琴盒的
犹豫和彷徨，但最终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
在同日寇激烈的战斗中，越打越清醒，越打越明白，“在
关键时刻觉醒了，真的灵魂附体了。这个‘魂’就是民族
之魂，抗战之魂，理想之魂，信仰之魂。”

——— 易水寒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
易水寒长于战术，善于指挥。黄桥阻击战中，他把

一道防线推到马蜂岭，以攻为守，先守后攻，为战斗争
取了主动；沧山战役中，他改变了上级要求马岗单点防
守的作战部署，率领部队打赢了断裂沟袭击战，成功地
变被动防守为以攻为守；汤原战斗中，他以连排为单
位，采取梯次纵深防御，变分队穿插为阵地穿插，出色
地完成了防御任务；唐库城大反攻时，他提出“首取茨
镇，逼敌南逃，在汤原一带打援”的作战设想，并创造性
地组织开展“剥皮战”；收复湛德州时，他按照“内线的
仗在外线打”的思路，立下了赫赫战功。易水寒的战神
身份，使得这个艺术典型具有了崇高美。

新探索展现新风貌
一是孪生的架构。

《伏击》是徐贵祥长篇小说《穿插》的姊妹篇，两者叙
述的是同一个故事。只不过，《穿插》的主人公是红军团
长、号称穿山甲的战术专家凌云峰，作品围绕凌云峰的
传奇经历来谋篇布局；《伏击》的主人公是冒充凌云峰的
国民党特务易水寒，作品以易水寒的人生嬗变为线索来
进行艺术构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两部
作品内容相关联，角度有区别，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宛
若双峰挺立，俯仰生姿，又如孪生姊妹，联袂登场。

同一素材的两个方面，却由同一名作家，写成了两

部长篇，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特殊的视角。

《伏击》以第一人称叙事。这种写法的好处是，作者
笔下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在“我”视野所及的范围
内，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真实感和可信
度比较强。但也有局限，它受制于“我”的观察和认知，
那些没有进入“我”视野的内容，作品就无法写出来。这
就不像第三人称叙事那样天马行空，灵活自如。

值得注意的是，《伏击》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
索和尝试。作品中的叙事人物“我”，指的是国民党军队
的连长楚大楚，而且，不是活着的楚大楚，而是楚大楚
死后的魂灵。既然是魂灵，当然无所不能。所以，作品中
多数内容都是以楚大楚的口吻叙述出来的，“我”是在
场的；也有一些内容，“我”并不在场，也就是说，超出了
楚大楚的视野，实则变成了第三人称叙事。这种“错
位”，看似不合理甚至有瑕疵，但恰恰因为“我”指代的
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魂灵，所以，无论叙
述什么内容，又都是合乎逻辑、无懈可击的。

此外，徐贵祥小说向以现实主义著称，《伏击》也是
如此。而这部现实主义作品，以楚大楚的魂灵来叙事，
这就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了作
品的表现力和可读性，提升了其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

三是精巧的书名。
作品以“伏击”为书名，简简单单却匠心独运，其含

意至少包括三层：
其一，指易水寒的潜伏。国民党特务隐藏在红军内

部，意欲暗算，图谋不轨，这自然是一种“伏击”。
其二，指凌云峰的顶替。凌云峰被指派顶替楚大

楚，起初是国民党谢谷部队对日作战的需要。联系《穿
插》的内容，不难了解到，八路军掌握这一情况后，默许
了假楚大楚的存在。这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共合作、团
结抗日的态度，更好地发挥凌云峰以国军军官身份挫
败国民党摩擦阴谋、联合抗击日寇的作用。因此，我认
为，凌云峰的顶替，其实质也是一种“伏击”。

其三，指对易水寒的改造。易水寒潜入陕北后，其
国民党特务身份早已被组织上识破，但组织上看到他
不断觉悟、不断清醒的表现和以死洗罪、向死而生的战
绩，就不动声色，对他逐步进行教育和改造，最终使之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抗日名将。对易水
寒的改造，说到底，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伏击”。

综上所述，作品取名“伏击”，一石三鸟，直指要害，
其内涵的丰富
性和构思的突
破 性 ，值 得 学
习借鉴。

军旅文学的新突破
——— 评徐贵祥长篇小说《伏击》

张烈鹏

土是有生命色彩的，土构造了一个个村庄，在有土的地方，有了人家有了
烟火有了行走着的物种，土成就了一代代人，也喂养了一茬茬庄稼。人是吃土
地上的谷物生存下来的，最后又被土收留。土很安静地生长在尘世，不温不
火，不急不躁。像一位贤达的哲人，它不曾因为谁的离开，或者不敬虔发怒，土
就那么泊着，以恒久的姿势，美好的心态，迎接送往四季的轮回。

在村庄，父辈喜欢将责任田叫出接地气的名字，并惯有历史性意义的称为
比如:薄地被喊为西半坡，涝地则唤作肇嘉浜，还有土气的刺槐沟，南关岭等
等。这些词汇扎根在江东父老的灵魂深处，他们扛把铁锨或者镢头从田里归
来，往往是一头挑着月牙，一头挑着浑身的尘埃，夏季围拢在某一棵树下纳
凉，烟锅内袅袅蒸腾的就是土地的细枝末节，土地是村庄的标签，没有土地的
人会遭到耻笑，土地是农民的大好江山。

土质的村庄，建筑房舍离不开土，在村庄哪一栋住宅都凝聚着土的功劳。
小时候家里的三间土坯屋子，虽然摇摇欲坠，却很暖和。我喜欢黄昏坐在土抹
的窗台，望着天边瑰丽的晚霞，等着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影回家，闻着泥土的味
道想象着山那边的远方。

夜里撑着一盏煤油灯，躺在热乎乎的土坯炕上，母亲一边给我们缝补衣裳
一边讲故事，外面雪花纷飞，西北风撕扯着窗棂发出啾啾声响，土质的房子被
一把把柴禾喂着，被亲情包围着，并不冷。

土贯穿着村庄的荣辱兴衰，土路土墙土窖子土篮子，土是一切生命的暖
床，人们不得不敬重土，垒地基盖房前，必请风水先生择个吉日动土，新房上
梁，乔迁之喜也是好酒好菜款待明事的人拿个主意，对土的敬畏如侍奉神灵。
我二叔是人民教师，几口人都是端铁饭碗的，无论怎样的年景他们是旱涝保
收，退休后闲赋在家，想租点地种，就来问我父亲能不能匀一块地他打理，论
亩计算，一亩一年五百元地租，父亲摇了摇头，不答应。二叔有些恼，尽管是叔
辈兄弟，二叔也不少帮衬我们，父亲榆木疙瘩硬是不开窍，母亲劝也不好使，
二叔气咻咻走了。母亲说，“咱家十几亩地，哪差他二叔一亩？打虎亲兄弟，上
阵父子兵。那年你被三彪子打了，还不是他二叔找人摆平的！”

父亲斩钉截铁的说：“让我干别的都可以，唯独这土地不行，那是我的命，
动了土地就是动了我的命。”

土是有血有肉的，在村庄我蹲在堤坝上，听到土地的呻吟，像婴儿在哭泣，
很压抑很含蓄，后来我才清楚，土地是在分娩中，所以它咬着牙支撑着，土地
有一个信仰，决不辜负深爱它的事物。那些植物的根紧紧地贴着土，土地伸出
宽大的肩膀，从一粒种子的孕育到发芽，破土而出直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一
株谷物的成熟，整个过程只有土知道其中的辛酸与艰难。土是力量的源泉，鲜
花绿树竹篱茅舍，哪个不是土的滋养，才有机会活得极致惊艳。土如此普通，
低调，往往被人遗忘，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先祖就有烧制陶瓷的记录，陶
瓷的原料自然是土，有粘性的土，有个性的土，有感情的土。土在祖先的手中
被运入土窑，进行火的淬炼和煎熬。土是有疼痛的，它们被捏成一只只陶瓷，
杯具碗盘的模样，在一遍一遍的火浴中，疼得死去活来，大汗淋漓。最终土化
作一个个艺术的载体，呈现在民间，流于各个朝代。有的成为御用品被珍藏流
传下来，有的成了政权的牺牲品被击碎。有的成了逃亡者手里的要饭器皿，有
的在陶渊明式的田园意境中云淡风轻。今朝的我们，端起的饭碗何尝想起泥
土的价值？土以各种的形象更好的接近人类，土被烧制成了红砖黑瓦，烟囱水
罐，在脱去了一件一件旧布衫后，越来越隐匿地生活在民间，只是灯红酒绿的
都市不欢迎泥土，他们把泥土碾压在地下，竖起一座座高楼大厦，铺上一层层
柏油路，喂养轰隆隆的机器和车辆，泥土被浓缩成混凝土，瓷砖，红砖嫁接在
墙体和地面上，泥土活得卑微但不绝望。在城市，很多人在寻觅有泥土的园
子，哪怕是一堵土墙，一块檐瓦，卧在鱼漂里的土，都能让人找到故乡的味道，
泥土的气息，父母的光芒。可惜，城市排斥泥土，不允许有菜地，拒绝家禽的饲
养。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泊着一片低矮的民房，早晨可以听到三两声鸡鸣狗吠，
女人泼辣辣的吆喝，很烟火的拥抱着我，那一刻不想起床，枕着熟悉的乡音躺
到日头照腚，幸福惬意。下班时，不忌讳绕行慢悠悠地漫步在那片民房，目光
触摸着一绺绺笔直的炊烟，斑驳的黑瓦，几只猫咪穿过身旁，思乡的情节也就
清浅了。

而愈来愈多的人，回乡下购置一处房子，一块土地，隔三差五开着车来小
住几日，种种瓜，栽栽花，养一茬鸡鸭，睡一睡土炕，离开土，想着土，守着土却
厌倦土。人是个很复杂的矛盾体，得到不珍惜，失去则忏悔。像我父亲这代人，
城市再繁华他们也不愿住下来，原因很简单，村庄是根，土地是水，父亲是鱼，
鱼脱离了水，就被干涸被搁浅，没有生命力，大凡从村庄出去的人，无不对土
地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人文地理有着浓烈的情愫。

时光在我体内刻下一道道年轮，渐渐老去的生命，对于土地和村庄的爱，
又近了一步，又加了一层。尤其是经历着村庄一个一个死去的人，我蓦然觉
得，我被土地收割的日子屈指可数。在靠近泥土的时候，我的心坦然而又安
详。

我想，我是属于村庄的，属于泥土的，下一个涅 或许就是土地上的一棵
芨芨草，那又有什么关系？

斜阳落下来
大叶杨渐渐变黄
南瓜躺在猪圈棚顶晒着肚皮
干瘪的白豆荚快要垂到地面上
灰喜鹊每天光顾

树上还没熟透的柿子
……
一年一度北风
半生半载秋凉

1992年的9月1日，我离开家出门讨生活。许多年过后，老家已被杂草包
围。

老宅门前这棵大檫树，很有年头了，传说是我的先辈植的，有180多年高
龄。本来有四棵，分布我家的东南西北方，像是镇宅之宝。可惜东西的两棵已
经不在了。每年夏天，树上开满花儿，蓝白相间，一阵风吹过，特有的味便四散
开来。小时候，奶奶常拾掇出一只小板凳，树荫下坐着，我们一众小伙伴们在
稻场上飞跑转圈，奶奶便长一声短一声的吆喝：别跌着……

门前右侧这棵松树，是我与小妹去一亲戚家串门带回的树苗，30年了，现
在也有一抱的粗细！每次回去，我都会抱一抱它，再仰头看看树冠，像是遇到
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1992年8月份，我与叔伯们一起，开了这口井，挖至3米多深度，地下的清
泉喷涌而出，并迅速没过脚踝，清流冰凉，大伙不禁欢呼起来。为方便使用，我
设计砌了这个水池，还做了一个搓衣板的锯齿形状。它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作
品，印象深刻。在尝到甘甜的井水之后没几天，我就离开了家乡。

我立在它面前，相对无言。它旧了，我也老了。依稀中，仿佛见到了25年前
那个正在淘井的翩翩少年，不禁泪湿。东头，是三叔和小叔的家。那棵斜长的
树我记忆犹新。小时候，我们一众小伙伴喜欢爬上去再跳下来，比赛谁爬的
高，结果这棵树就渐渐倾斜，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童年，虽穷，但开心，比起现
在孩子的温室教育，我们更野，更自由，也更有童趣。

这块田，25年前是我家的稻田。一次我们三兄弟与我妻家三姐妹比赛割
稻，她们1 . 5亩，我们0 . 7亩。最终没有悬念，我们三兄弟不但输掉比赛，还赔上
大哥半截手指头。所幸的是，妻上当受骗进了我家门。人和瓜果一样，也讲环
境和生态。就像是南方的柑橘，移栽到北方，不仅果儿小，还絮。我家那位，自
打进了我家门，良驹就慢慢成了犟驴。以前下田能耕种，上田能理家的本领，
好像不曾有过。鸡像鸡，鹅像鹅，娶个媳妇像婆婆。看看妈妈的犟脾气，再想想
自己的犟媳妇，赫然开朗——— 没错，这才是一家人！

老妈性格虽犟，但厨艺在老庄是最好的。尤其擅长做豆酱以及酱菜类。那
时我们要读书，家里的田地大部分由叔伯、舅舅和表哥们帮忙做。一天活下
来，晚餐是少不了酒的。老爸不喝酒，却有一个50斤装的瓦罐酒坛子。舅舅、叔
伯他们正当年，能干也能吃喝，几圈酒下来，菜就没了。这时候，他们敲着空碗
起哄。老妈心领神会，早在厨房准备了4只碟子：一碟酱生姜切片，一碟酱大蒜
掰粒，一碟咸鸭蛋冒油，一碟蒸炸酱飘香。每次都吃得宾主尽欢，一摇三晃地
散场。

有一次，喝到高潮，重添的酱菜，重下的面条都被他们一扫而空。老爸知
道他们借酒装疯，不再搭理。随手倒一盆厨余的淘米水入面锅，再灶膛里添把
柴，去里屋舀米糠，准备拌猪食。出来一看，他们已经一人一碗抱住在喝，还以
为是面条汤。先喝完的敲着碗边，表示庆祝，因为他们又赢了。

老爸僵在当地，不知当讲不当讲。说了，对不起人；不说，又对不起二师
兄。

可惜妈妈的味道没有得到传承，就病倒了。做酱
的手艺，小妹凭借记忆，一遍遍琢磨，味道才八九不
离十！

如今，姐妹们陆续外嫁，兄弟们也陆续迁居外
地。曾经四面飘香的老庄渐渐安静下来。

但在这里生活过的我们，不会忘记它。因为它是
我们曾经的家园，也是我们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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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为了赶一篇稿子，我正舍生忘死地趴在电
脑前敲着键盘，老婆却风风火火地扑进了我的书房，来
到了我的身后，猛地提着我的一只耳朵“审问”道：“老
实交待，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文稿里，好半天才回过神
来，没好气地反问她：“我时时刻刻都想把心掏给你，怎
么还会骗你呢？”

她坚持着：“你就骗我，骗我，骗我！”
我见她委屈得像个孩子似的，便正色道：“喂，老

婆，你说具体一点好不好？”

她这才瞪着我问道：“我们家昨天吃的鱼到底多少
钱一斤？”

我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并推了推她的手，说：
“我老实交待，你放下我的耳朵……”

她放下了我的耳朵。
我车过身子，很认真地面对着她……
许多人都说她厉害，还说我怕她，其实她为人实

在，我也不真正怕她，只是烦她唠叨。她出身贫寒，从小
养成了节俭的习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家有余钱
剩米，可她还是习惯性地抠，总是巴不得将一个钱当两
个钱用，从不乱花一个子儿。我上街买菜时，她每次都
是左叮咛右嘱咐，要我怎样怎样选货，怎样怎样讨价还
价，怎样怎样较秤，千万别上人家的当。而我又是书呆
一个，不管她怎样耳提面命，到时候就乱了方寸，不是
被人家以次充了好，就是被人家暗暗地扣了秤，价格也
常常要比她买的菜高出一筹，回家后她便唠叨个没完，
往往影响我的写作情绪，真是烦透了。

为了躲避那种烦恼，我很不愿意去买菜，但居家过
日子，这又是必修课，想躲也躲不掉。老婆在超市里上
班，总是早出晚归，两头黑，除了节假日，平时她根本顾
不上买菜；而我的单位又是实行弹性工作制，只要把工
作任务完成了就行，上班可紧可松，可早可晚。因此，买

菜的重任非我莫属。怎样才能既要买好菜，又要不被老
婆唠叨呢？后来我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买菜时尽量拣
质量好的买，回家报账时又自动“降”价，使老婆因价廉
物美而高兴。昨天，我意外地在街头遇到了一位卖鱼的
农妇，她那小筐里全是清一色的大鲫鱼，每条都有半斤
以上，条条都活蹦乱跳的，漂亮极了。旁边正有一个年
轻的女子伸手向箩筐里逮鱼，我蹲下一瞅，原来还是我
们的邻居小单呢。这种鲫鱼在市场里用氧气供着要头
十块钱一斤，但小单此时已讲好价，每斤才7元。我二活
没说，也跟着买了两斤，但回家报价时一斤只报了6元。
老婆又很高兴，并亲手烹了，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儿
子把鱼汤全包了……

还没等我交待完毕，老婆便委屈地抢白着：“哼，我
还以为你真是那么有能耐呢，刚才我碰到小单时我还
夸着你呢，谁知小单说漏了嘴，原来你是在骗我！”

我心里很不服，于是辩解着：“其实我是为你
好……”

她立马反击我：“嘿，你骗我还说是为我‘好’呢！世
界上有这种‘好’吗？”

我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那么‘骗’你一下，昨天
晚上吃鱼时你会那么高兴吗？我只花了两块钱就‘买’
得了你的欢心还不值吗？”

老婆又举起了一只手，但这回她不是来拽我的耳
朵，而是握紧拳头一面朝我砸，一面恶狠狠地说：“值！
值！我要你值……”

我一动也不动地硬挺着，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
样。她越砸越开心，最后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其实我是为你好
曹鸿骞

土质的村庄
张淑清

老 庄
黄丙文

小小 说说

评评 论论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