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寰宇寥廓，沧海桑田。斗转
星移，岁月流金。年已久矣，历
数千载。驸马郡兮，始于东周。
马家圩兮，诞自战国。梁家沙
兮，立于明朝。博一都兮，树于
清代。始呼平定，源于明朝州守
平乱也。巍巍古堡，踞石龙之要
冲，扼粤桂之咽喉。地势雄奇，
两江交汇；物华天宝，地灵人
杰。平中立于斯地，得天独厚
也。吸圣地之灵气，托苍天之庇
佑，承政要之扶持，蒙乡民之捐
资，籍商贾之解囊，凭学子之拼
搏，赖园丁之深耕，几经变迁，铸
就今日之辉煌。

平中母校久哉
母校百年，历经风霜也。诞

生于民国，壮于共和也。二十世
纪，风云变幻。“五四”之呐喊，唤
醒边陲。南湖之洪流，波涌罗
江。百年之变局，二中应运而
生。科学救国，先哲之梦想；立校
育人，达人之壮举。李氏父子，曾
创二中。黄氏刘傅，承易罗江。
谢氏蒸尝，创立明新，陈氏宗亲，
兴办尔昭。公私兼容，各相益
彰。一九四九，立国共和。一九
五一，拼校六中。一迁母校，谢氏
祠堂。背靠峻岭，面向平川。新
校建于城西，立于闹市西北，背枕
绵绵之山脉，目送滔滔之江水。

嗟夫！白驹过隙，岁月如
梭。回首母校，越百载矣！

平中母校美哉
旧校山口坡之美，美在山水

也。故校背山，犹如太师于座
也。神圣而肃穆，闲逸而神怡。
山前曲溪，犹如太守金绔。轻孱
而权重，飘逸而庄严。左侧之山
脉，象征笔架；右边之山包，似枚
方印。门前池塘，犹如砚台；屋后
之水塔，犹乎笔尖。嗟夫！神秘
热土，地灵人杰也。

旧校之美，美在景色变幻无
穷也。春夏之季，凤凰花红；秋冬
之时，松榕叶绿。晨风吹拂，翠竹
含笑；夕雨骤降，芭蕉郁葱。一年
四季，景色分明也。春雨霏霏，夏
雷滚滚，秋云朵朵，冬寒啸啸。

旧校之美，美在虫鸟和鸣，禽
畜共舞也。青蛙池旁唱，雌蝉山
上鸣，黄莺枝头歌；蜻蜓荷上飞，
蜜蜂花蕊忙，燕子梁上舞；鲤鱼水
面跃，家犬三更吠，雄鸡五更鸣。

嗟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弹丸之地，
名声远播。

平中母校奇哉
新校之奇，在于校地神奇也，

新校选址，坐落陂板嶂之东南，犹
如猛虎下山，一跃千里也。校建
两江之襟，犹如双龙出海，畅游四
海也。校地曰雄鹰，飞鹅岭山脉
为左翼，天堂嶂山脉为右翼也。
两翅搏击，昂首飞向南海也。平
定圩地，民称舰舟。历次洪灾，只
有水花边洩。平中与镇府，共处
纵轴；平中与平小，共成横轴。党
政掌舵，学校扬帆，嗟夫！平中真
乃乎风水宝地，何愁弟子不甲第
魁科！

新校之奇，奇在后花园也，入
斯地，欣然也。观奇景，陶然也。
曲径幽静，如入仙景；桃红柳绿，
若百花园。杨柳依依，风姿万种；
花草娇娇，露凝芬芳。毓秀钟灵，
聚山川之壮美；得天独厚，集方圆
之菁华。日出东方，书声琅琅；月
上柳梢，灯火熠熠。嗟夫，斯地斯
景，何不奇哉！

平中母校贤哉
母校之贤，在于先生之圣贤

也。湖水作墨，难写师恩情深
也。谆谆教诲，如潺潺溪流；声声
叮嘱，似嘤嘤音符。情如三春暖
阳，缕缕灿烂；义若掌心化雪，滴
滴晶莹。

大地作纸，难载恩师丰功
也。早年二中，进步教员，舍身取
义，光照后人。立国之初，数批高
知，远离闹市，奔赴山村。弃燕雀
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高塔作笔，难写恩师之春
秋。寒来暑往，冬去春归；睡之三
更，起之五更；伏案备课，披星戴
月；以校为家，亲生如子；粉末喷
墨，雪染青丝；三尺讲台，无悔年
华。

长江作画轴，难描恩师之风
采。一支粉笔，书写大义；三尺讲
坛，指点江山。承万世之师表，扬
孔孟之遗风。点梦想之火种，亮
人生之明灯。春蚕吐丝兮，以锦
而作茧；蜡烛燃烧兮，发光而烬
身。

嗟夫，天苍苍何其高也，不如
恩师功德高；海茫茫何其深也，不
如恩师恩情深。借诗一首，感激
恩师。“讲台三尺赋春秋，蜡烛韬
光岁月稠。苦乐人生多浪漫，课
堂解惑亦风流。人梯许愿终无
悔，意乐甘心作马牛。黑板传经
扬国粹，培桃育李壮神州。”

平中母校贵哉
母校之贵，在于师贤生贵

也。母校百年培生三万；桃李芬
芳名扬九州。为先锋者，不忘初
心；为从政者，两袖清风；为商贾
者，布施是德；为教育者，授业解
惑，为从医者，悬壶济世；为科研
者，勇攀高峰；为戎装者，保家卫
国；习文化者，书写华章；为音乐
者，唱响强音；为农耕者，丰衣足
食。卧龙藏虎，众生逞强。雄材
大略，壮柱擎天。

嗟夫！求学之斯，启航于斯，
歌之赞之，爱之兴之；受惠于斯，
感恩于斯，思之念之，崇之敬之。
作诗一首，不负盛世：平中校史百
年长，桃李繁花万里香，梁栋雄杰
凝出现，擎立壮柱九州扬。

韶华似水，岁月沉淀。百年
沧桑兮，教坛翘楚；三万学子兮，
放飞梦想。弦歌不辍兮，薪火相
传；栉风沐雨兮，春华秋实。方寸
之纸兮，难赋百年风流；咫尺之笔
兮，何穷一校春秋。

嗟夫！抚今追昔，思接千载；
走笔行文，感慨万端！千言万语，
化作寄语：睹平中新容兮，愿鲲鹏
之展翅；聆两江和韵兮，望蛟龙之
翱翔！

平定中学母校赋
■ 华玉超 信宜客家地区，有个俗语很有

意思，叫“年三夜四”。按照老一辈
的说法，“年三夜四”是指腊月二十
三朝至二十四夜这段时间。这段时
间小年开始（年二十三），而“年三夜
四”还要劳作，指该做的事没做好还
在做，那么就要抓紧时间完成，迎接
年节了。

所以，“年三夜四”这个俗语充
满了内驱力，在客家地区出现的频
率增加之后，各项为过年准备的工
作就会紧锣密鼓地进行，而客家地
区过年的味道也渐渐浓郁了。

小年夜
信宜客家乡村农历十二月二十

三日为小年夜。小年夜又叫祭灶
节，俗称灶公上天。小年夜最重要
的习俗就是扫尘，意为去掉一年陈
气（尘与陈谐音）邪气，迎接新年新
福到来。

扫尘实际上就是家庭成员在这
天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年头到年尾
十二个月的忙碌，新的一年将至，小
年夜这天扫房擦窗，刷洗锅瓢，清洗
衣被等物。同时，大人们还会带领
我们用扫把、锄头及铲，将门前门后
的道路水沟清理干净，铲除两边的
杂草，把屋前屋后彻底弄得干干净
净，迎接新年。这一习俗寄托着人
们辞旧迎新的祈求。

祖母对于这个习俗几十年坚定
不移地遵循，对于督促我们更是不
遗余力。等到傍晚时分，祖母就会
提着供品，虔诚地祈求新年里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政通人和。

当刂年猪
当刂年猪，南方北方过年必备项

目。北方地区，叫“杀年猪”，在动词

“杀”与“当刂”之间，信宜客家人选择
了“当刂”，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当刂”
似乎更加鲜明生动。

村里的青壮年对于当刂年猪的
热情似乎是基因里自带的。据祖母
说，我的曾祖父当时是村里公认的
第一快刀手，一把当刂猪刀在手，当刂
猪是当刂出了名望。当刂猪刀传到祖
父手里，依然威风不减，祖父在生产
队可是镇队之宝。到了父辈，虽然
手艺不及先辈，但是手艺还是相当
娴熟。

年二十六、七开始，当刂年猪开
始提上日程。早餐过后，祖母开始
磨豆腐。而父亲、叔叔就带领我们
到猪栏赶猪。猪赶出猪栏，大家七
手八脚地揪着猪耳朵，拉着猪前、后
脚和猪尾巴，分工明确，在猪的嗷嗷
直叫声中，将猪紧紧按在案板上，而
地上则摆放着一个桶，准备接猪
红。有一年，提当刂猪刀的叔叔将刀
递给已读初中的我，示意由我操刀，
有点培养接班人的意思。我接过
当刂猪刀，只见刀身狭长，刀刃锋利，
寒光闪烁，我提着刀在猪颈上比划
了几下，结果还是手软了，将刀回递
给叔叔，叔叔笑着说：“怕什么？”“既
然不想提刀，那以后就认真提笔
哦！”前一句，我假装没有听到；后一
句，倒真记在心上了。

当刂猪刀在猪脖颈处一进一出，
接着猪红喷薄而出，接了猪红后，
妇女们提来烧好的开水，大人们将
开水淋在猪的身上，剃毛、开膛、剔
骨……技术性工作进行中，旁边的
小孩儿们啧啧称赞，这时候“庖丁
解牛”这个成语就在我脑海里不断
浮现。

猪肉抬回家，猪杂取出一些，
刚好煲豆浆猪杂粥。加上米酒、生
姜、酱油，一煲这样的猪杂粥是可
以通行两广地区的。板油熬猪油；
猪头骨煲竹笋干；猪腿骨煲深薯；
腩尾晒腊肉，或者炸扣肉……至
此，过年的肉已准备好，而豆腐也
煎成了豆腐饼储备，年味在此刻已
是触手可及。

年画
除夕当天，家家贴上对联、门

神、利时钱，还有年画。
年画，客家乡村张贴的主要是

驱凶避邪、祈福迎祥这两个主题。
在新年时张贴，用于装饰环境，含有
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

以前村子里住的是泥砖房，贴
上年画后，屋立刻有焕然一新的喜
庆气息。但自己家里经济不景气，
年画极少买。所以，我爱在新年里
跑到隔壁叔伯家看年画。

正墙上贴的年画，色彩明丽、生
动传神，如《天官赐福》《连年有余》

《富贵满堂》《加官进禄》……还有八
仙、寿星、瑞兽祥禽等等。年画激发
了我对于艺术的向往之情，让我对
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美好想象。

然而，有一年除夕，父亲也挂了
一幅年画，内容赫然是新中国十大
元帅，顿感瓦屋有了蓬荜生辉之
感。在我惊异的目光之余，邻居也
是多方点评，于是，年画，开启了新
的方向。可年味，是不变的！

烟花爆竹
在我固化的思维里，烟花爆竹

才是过年不可或缺的年味。整个年
节，当“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夜
空绚丽的烟花绽放，这时，心里面才

有一种踏实而满足的感觉，才意识
到自己真正有了到家的归属感。

每一个乡村必有一个当刂猪佬，
每一个当刂猪佬背后必有一间杂货
店，这是乡村最神奇的地方。村中
的当刂猪佬仿佛有读心术，他的杂货
店不仅能够满足日常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还能够在过年期间紧紧拴
住村子里孩子的心：五毛钱一盒的
火柴炮，两块钱一扎的火箭炮，五
块钱一盒的遁地雷；烟花太贵，没
有关系，那就来一扎二十块的火花
筒，或者八块的飞蝴蝶，十块的孔雀
开屏……品种多样，既考虑到孩子
们的荷包，又最大程度让孩子在年
节里收获快乐。

白天，小孩子们用火柴炮、火箭
炮玩打仗游戏，晚上放火花筒、飞蝴
蝶、孔雀开屏，艳丽的火花在空中舞
蹈，这时候孩子眼里是闪烁着光辉
的。什么是年味？年味就是当一代
代孩子长大后，一回想起那些刻骨
铭心的欢乐，都能够找到归家的路。

年，什么时候才算是过去？或
许是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背上行囊踏
上了离乡之路的那一刻；或许是厨
房里的竹篮里的古粽所剩无几的时
候；或许是挂在楼棚上的腊肉要吃
到最肥那一件的时候；又或许是父
亲开始浸谷种，准备春耕之时……
年节的过去，是日历一天一天翻动
过程中的数字提示，但是年味的延
续却在时空的变幻中反而愈加深
刻、悠长……

年，又过年，一年一度一归来。
年年共度欢乐年。相信这是每一位
中国人心底里最朴素、最永恒的愿
望。

年味 ■ 杨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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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阳光穿过云层、透过树
梢轻撒大地，褪去夏日的热烈、秋日
的率真，变得婉约柔美，不徐不躁的
温暖恰到好处，扫去积压的阴霾，予
人积极的力量。

冬日阳光照耀下的凉都明湖
路，有一种独特的美，道路两旁枝繁
叶茂的梧桐树油画般伫立，黄绿、浅
黄、明黄、金黄、焦黄、枯黄的树叶交
织，色彩斑斓，明媚绚烂。干枯的树
叶坠落，渐渐铺满树的周围，像一张
褐色的毯，风起时，棱角分明的树叶
翩翩起舞，随风飘落在石径、在小
桥、在林间、在河岸，把路人的心事
轻轻牵动，拉得长长，带向远方。

每天乘车往返于明湖路上，穿
行在紧邻的明湖湿地公园里，看它
们的四季变化，有宁静也有喧闹，有
温婉也有热烈，有萧瑟也有繁花，每
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难以用一种
标准去评价哪一个季节最美，只有
色彩的不同、温度的不同、看的人心
境不同。

如同人的一生，不是只有青春
最美，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风
采。这种美，不是容颜、不是身材，
而是由内向外透出的岁月静好、从
容淡定。这种美，不取决于财富、不

取决于地位，而是取决于发自内心
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

这不禁让我想到身边年龄相仿
的女性好友。伍老师从事报社记者
时开始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退休后，
把文学和公益当成事业来做，弘扬
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带动了一大批
人，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如
今，容颜已不再年轻，但她眼里的光
却更加明亮坚定。凤凭着厚重的发
表作品和独特的文风，敲开了报社
大门后，游刃于文学和新闻之间，活
跃于各个文学团体中，为六盘水文
学发展尽心尽力。莉从国有企业退
休后，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培养古诗词爱好者，成
为贵州省各级诗词学会的骨干力
量。娇是企业职工，工作稳定，却
对自己要求甚高，学国画、学诗词，
做事认真，谦虚好学，开朗乐观，与
人交往从不掩饰自己的年龄，却无
人相信她的年龄，只能笑叹岁月对
她的格外关爱。还有热爱文学，积
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发挥教师
优势特长的香；还有一边踏实工
作，一边写作出书，一边当舞蹈队
长的云……她们虽都已过不惑之
年，却个个活得自立自信，时光的沉

淀，让她们更加优雅美丽。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知不

觉，匆匆又是一年。盘点一下过往，
繁忙紧张仍然是工作的常态，但恰
是这份工作让我生活规律、精神充
沛，参与社会、学习知识、提升心志，
我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领悟，坚持
热爱，才会快乐，才能展现价值。回
望一下过往，文学写作仍是精神的
寄托，人世的亲情友情、生活的苦辣

酸甜，我点点记录，细细品味，闲暇
时、静夜里，我把它们一一掏出，带
着我的思想、我的领悟、我的灵魂，
变成令我愉悦欣喜的文字，让我又
得到一次释放，又完成了一次治愈。

生命轮回，是自然规律，年龄增
长，我们无法阻挡。新年的钟声即
将敲响，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无论未
来会面对什么，我都相信，坚持热
爱，会让我看到，美好。

岁末絮语
■ 陈忠燕

上章说到张松东得知徐艳芬之死被定
性为自杀后，当晚就组织了同学饭局。通
知赴宴人员有欧光华和李秀芹夫妇，市政
府综合科李沁科长，市电视台副台长黄丽
丽，树脂总厂办公室主任龙涛明以及生产
部部长江华，本来还有四个同学在通知名
单里，因是临时饭局，他们先有安排了，其
中有两个表示看情况，有时间就来窜窜台。

张松东今天特别高兴，安排同学饭局
这样的事情，以前一般是交给龙涛明或欧
光华张罗。这次他亲自操办，先在新半岛
酒店订好最豪华的纽约房，告诉阿芳经理
以最高标准制订菜单，然后电话餐饮妈咪
预留五个新来的最漂亮的陪酒小姐。80年
代，江南市的酒楼饭店，大多是小姐（陪酒）
和菜单一起预订。

晚上宴会，按惯例，张松东坐主位，美
女同学李秀芹或黄丽丽坐主宾位，其他同
学都相互客气争坐陪同位。今晚张松东直
接点位，李秀芹坐主宾位，黄丽丽坐副宾
位，龙涛明坐主宾旁，其他就自便了。陪酒
小姐的业务水平挺高的，他们很快就各自
找准目标，坐在男士身旁了。待同学们坐
下后，李秀芹装腔作势，娇滴滴地对着张松
东说：“你们叫了这么多年轻貌美的小姐，
还叫我们来干什么嘛，不怕电灯泡在照着
你们呀。”风月高手张松东呵呵一笑：“我今
晚就自私一点，你们两位校花就尽管照我
吧，让其他同学轻松轻松！”黄丽丽看着对
面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有感而发：“我们上了
岁数啦！”张总又接一句：“同学们，管他几
岁，开心万岁！”大家齐声应“好”！

真正的交际高手，是让别人顺理成章
恰到好处地感到舒服快乐。张松东看着桌
面上静了下来，便自然地清了清嗓子，宣布
今晚宴会的目的：“同学们呀，我们班吉星
高照呀，好事连连呀。”张总一连几个“呀”，
让大家竖起了耳朵——

“首先是李沁同学，即将调团市委任副
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大家一阵鼓掌，李沁
答应下次他请。

“第二是黄丽丽上个月任电视台副台
长，我们还没祝贺呢。”黄丽丽连忙答应补
请，但表示做不到张总这样高档的。

“第三是欧光华很快调站前路派出所荣
升正所长了。”欧光华说待升职后连请两餐。

“第四是卢国忠两天前任财政部综合司
正处长了。”欧光华马上说，要国忠这小子在
北京请。卢国忠是班里的数学科代表，他考
上中财毕业后，直接留在北京工作。

“第五是江华夫人上月生了双胞胎姐
妹花。”大家都说，这最值得庆贺。江华说，
待宝贝满月时，我请同学们吃红鸡蛋。

对张松东来说，明明龙涛明今天从公
安局出来，是最大的好事，偏偏他就不讲。
他这个消息灵通的班干，把同学们的好事
喜事“罗列”了一遍。每讲一个好事，同学
们就喝一轮洋酒，几轮下来，酒兴上来了。
欧光华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站起来双
手揖礼：“我今晚值班，先告辞了，下次聚
会，别忘了我呀。”龙涛明也站了起来，代表
大家送欧光华到电梯口再返回。刚回到座
位，龙涛明竟看到张松东右手伸到台下，搭
在了李秀芹的大腿上，不停地抚摸。李秀
芹双腮绯红，欲拒还迎。龙涛明权当是张
总喝多了。

其实，喝这点酒对张松东简直是小意

思。他早就对当年的校花垂涎欲滴了，待
欧光华一走，便从看似无意把手搭在李秀
芹大腿上，再到揩蹭，最后到放肆地抚摸，
开始李秀芹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后来就
任由张松东胡作非为了。张松东见水到渠
成，便通过服务员叫来阿芳经理，让她到总
台拿房卡来。没过多久，房卡来了。张松
东附在李秀芹耳边小声说：“你先上1808房
等我。”同学们都是明白人，待李秀芹一走，
宴会便结束了。

随着夜色渐浓，新半岛酒店 1808 房里
的张松东和刘秀芹已经结束一轮亲热，正
搂在一起说话。李秀芹此刻躺在张松东怀
中，突然记起了高中时的一件小事。那时
候，他们每逢周日晚上都要交一斤早餐米
给学校，有一次自己忘记带来了，是做生活
委员的张松东帮她垫上的。后来大家出了
社会参加工作，每次同学聚会也几乎都是
张松东买单。李秀芹想，这人豪爽义气，也
能担事。

于是，她对张松东说：“哎，松东，你认
识市里那么多领导，看能不能帮帮我的顶
头上司，她跟我说了很多次，要我同光华
讲，找人帮帮她，光华说很难。”“那要看什
么事啰。”“其实，要帮的是我上司的弟弟，
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柯金福，你还记得他
不？”“当然记得，好像金福因什么事情没参
加高考。”“没错，他高考前受了些精神刺
激，竟然冲动地挥刀自残，把自己弄成了

‘太监’！”李秀芹解释说。
本来，张松东、李秀芹高考那年，同学

们个个都怀着“决战高考，改变命运”的理
想，争分夺秒地努力“提高一分，干掉千
人”。可柯金福因这一变故，耽误了高考。
下半年参加银行招工，进了储蓄所当出

纳。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年后，储蓄所
的员工听说了柯金福自残这件事，使坏地
给他起了个“福太监”的绰号，还天天这么
喊他。自尊心极强的柯金福非常抗拒这样
的称呼，认为是对他极大的侮辱。于是他
有一天准备了把凶器，决定当天谁再叫他

“福太监”，就直接捅上去好让他（她）“闭
嘴”。那天，他用刀刺伤了三位同事。现在
他伤人的这个案子正在区法院走程序，他
姐姐——江南市财政局税政法规科科长，
李秀芹口中的顶头上司，一心想找办法让
法院能轻判点。

“松东，我相信你能帮得着。”“好吧，我
明天约院长吃个饭。你怎么报答我呀？”李
秀芹揉捏着张松东的肩膀，装作嗔怪地说：

“我人都给了你，还要什么报答呀！”说着，
又主动给了张松东一个香吻。接着二人又
是一番情热交融。到了后半夜，张松东才
送走李秀芹，独自回到房间斜躺在床上，心
情甚好地回味着自己人生中经历过的女人
们，善于总结的张松东感慨：自己夫人又木
又实，徐艳芬又娇又媚，李秀芹又柔又软。
他感叹一个女人就是一道不同的风景线。

再说宴会结束后，黄丽丽问龙涛明：“你
今晚还有事吗？”龙涛明说没有了。“那我们
走走？”“好的”。黄丽丽和龙涛明之间既简
单又复杂，对龙涛明来说，是简单的同学关
系，而对于黄丽丽来说，却是愁断百转回肠
的单相思。其中原委得从黄丽丽说起。

黄丽丽是一个纯朴的农村女孩，初中
就长得亭亭玉立。不幸的是，在一个上晚
自修回家的路上，被同村一起回家的老师
侵犯了。自此，丽丽对所有男人都心怀戒
备并刻意保持距离。

高考前一个学期，市教育局组织了一

次全市作文大赛，市一中经过层层选拔，最
后推荐龙涛明和黄丽丽代表学校参赛。比
赛完后，市教育局招待参赛人员吃了个工
作餐，饭后返回时，天色已晚，而送他们回
校的面包车又抛了锚，他们俩只能徒步回
校，这可把黄丽丽紧张得不行。

但一路上，龙涛明没有半点冒犯的意
思，表现绅士且彬彬有礼，这给黄丽丽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好印象。此后，黄丽丽便用
心关注龙涛明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越关
注越上心越入迷，慢慢演变为单相思。她
将所有向她求爱的人都拒之门外，她这么
多年也从未向龙涛明表露过任何意思。今
晚邀龙涛明走走，也是临时斗胆所为。

黄丽丽说：“涛明，深圳特区现在建设
如火如荼，我想到深圳去闯闯，你一贯考虑
问题比较全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黄丽
丽如今已是一位成熟知性的处级干部，讲
话水平相当高，这句话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但比起听“意见”，她更想要试探的是龙涛
明对自己的态度。

龙涛明认真想了想，很诚恳地说：“你
这想法很好，趁年轻，拼搏一下，对自己人
生有个交代。不过，听说深圳那边生活成
本挺高的，工作节奏也很快，你刚升副台
长，在江南市前途也挺好呀。”

黄丽丽细细琢磨龙涛明讲的每一个
字，好像品出有挽留的意思，心情一下子清
爽了起来。

走着走着，来到电视台的楼下。黄丽
丽说：“你等等，我上去办公室拿件东西给
你。”未等龙涛明作出回应，她便兴冲冲地
跑进了楼内。

黄丽丽要拿件什么东西给龙涛明呢？
请看第六章。

◎小说连载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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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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