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996”“007” 的职
场文化为公众关注 ，更是互联网
从业者的切肤之痛 。 从基层一
线 、管理者到作家 ，您对此有怎
样的看法？

王强：这事我觉得应该看本
质。 作为创业者，付出再大的辛
苦努力， 都是他心甘情愿的，那
是他的选择，是他的人生。 超常
付出是创业的特征。 但是，创业
者和创业团队当中的成员是有
区别的。 我特别反感把一个口号
喊得震天响，但其实目的是拿这
个口号去忽悠人，站在一个制高
点上，剥夺他人的选择权。

当一个人不得不 996、007，
他能创造出来的价值也是要打
个问号。 我特别不认同某些企业

家在那儿高喊，你们年轻人就应
该创业， 你们就应该付出等等，
其实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给企
业解压，用更低的付出换得员工
更多的回报。

羊城晚报： 您也是管理者 ，
您会怎样去要求下属 ， 和下属
沟通 ？

王强：我跟下属沟通，向来
不用一些所谓鸡汤类的东西去
忽悠。 换句话说，我觉得企业家
不应该当骗子， 不管是骗客户，
骗市场，还是骗员工。 当然了，在
商场上，经营压力比较大，但是
做人还是要有一个底线，包括我
在书里写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
在自己的底线上挣扎，究竟要选
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除了赚钱之外，我还想把企
业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我这
个人要做成什么样的人？ 其实每
个创业者心里面都有这么一道
线，这道线某种程度上是这个企
业和这个创始人不同于其他人
的一种标志、一个标杆。 这道线
也是衡量这个人水平高低的重
要指标，而不是看他现在是不是
挣钱，是不是光鲜。

以前跟员工沟通的时候，我
的想法非常简单， 你们只是在
做你们人生当中一个阶段的事
情。 只不过是碰巧在这段时间
里，我们大家是同路人，是同在
一条船上。 我们之间的关系非
常简单， 就是一个商业的契约
关系。

企业家不能当骗子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 ，新商业
小说“新 ”在何处 ？ 在商战作品众
多 、标签林立的今天 ，您的写作 ，
如何与同行拉开距离？

王强：重点在本质上，而不是
在标签上。比如写职场，就要能够
抓住职场的本质， 而不是简单展
示职场的各种“术”这些小手法。
写商战也是这个道理， 真正的商
业本质是什么？ 深层次的商业内
核是什么？ 要能挖出来。

不管是写职场还是商战，写
城市小说还是农村小说， 能够挖
掘出人性，我认为最关键。只要能
把人性揭示出来，给读者以震撼、
以启迪， 就是好作品。 写什么题
材，什么类型，并不重要。 否则哪
怕贴上职场书、商战书、新商战书
的标签，读者也不会认。

羊城晚报：众所周知 ，商界竞
争激烈 ，充满尔虞我诈 ，您在作品
中如何处理这些部分？

王强：人性既有阴暗的一面，

也有光明的一面，每个人如此，每
一代人也是如此。 这在利益冲突
和商战中或许表现得更淋漓尽
致，也有利于我构建故事。

《我们的时代》从 1990 年开
始写起，我在书中设计的贪婪、虚
荣、尔虞我诈等等很多人性特质，
是古今中外都有的， 并没有刻意
标新立异。我更想表现的是，在我
们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 大家都
有机会往前奔，这时，人性的阴暗
面自然而然就会淡化———因为我
不需要在背后插你一刀。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伟大。 它
让大家尽可能地把光明的一面发
挥出来， 而不是把阴暗的一面暴
露出来。 我写《我们的时代》三部
曲，就是要让大家回头看，看清自
己从何处来， 然后知道接下来该
向何处去。

我们这个时代， 一步步走到
今天不容易。 有些方面一定不能
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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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业小说
就是要写出人性

日前，曾以“国内职场商战
小说开山之作”《圈子圈套》三
部曲享誉出版圈的作家王强，
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云莱坞，
推出最新作品《我们的时代》三
部曲。

王强， 有着令人称奇的商
界丰富经历，被称为“中国新商
业小说领军人物”。他于清华大
学获得工科硕士学位后， 曾在
短短七年间从国内电脑公司的
底层员工飙升为 IT 行业外企
在华机构高层管理者。 后又在
互联网领域创业并涉足风险投
资、战略咨询等领域。 继 2005
年《圈子圈套》第一部问世，创
下畅销 300 万册的佳绩，他先
后又推出 《创始人》《螳螂》等
作品。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 50 周
年。50 年前，我们一无所有。50
年后， 我们多家本土互联网企
业的突破性发展， 牵动着世界
关注的目光。 然而，市面上却少
有文学作品记录下这一辉煌变
迁。 聚焦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
全景展现中国创业者在新浪潮
下开拓征程的《我们的时代》三
部曲，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是王
强在沉淀多年后推出的新作，
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创业先辈们
在中国 IT 行业初创时的艰辛历
程， 更凝聚着他身为亲历者一
路走来的人生感悟。

作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见
证者、亲历者，书写者，在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 王强表
示， 自己书写这段伟大历史的
初衷， 是期待让读者真切感受
到，我们的时代一步步走过来，
颇为不易，弥足珍贵。

羊城晚报：《我们的时代 》三
部曲是您沉淀多年的新作 ，同样
是商战小说 ， 它与您的成名作
《圈子圈套 》 三部曲最大的差别
在哪里 ？ 相距十多年 ，您的创作
状态有何变化？

王强： 区别挺大的。《我们
的时代》 的重点并不是职场和
商战， 商战只是全书的背景之
一。它跟《圈子圈套》不一样。这
本书是从几个 20 出头的年轻人
讲起， 一直写到他们人到中年，
50 岁以后 ， 这期间 28 年的故
事。商场其实是他们人生的一个
舞台，我更想展示的不是商场的
变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
时代的变迁。 而在时段划分上，
第一部是讲电脑时代， 第二部
是互联网时代， 第三部是移动
互联网时代。

从写作心态来说，我觉得现
在好像比当初写《圈子圈套》的
时候更能够沉下心来。 写《圈子
圈套》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创业，
比较苦闷，需要抒发。 于是开始
写作，开始在天涯上发表，直至

书出版。 这次写《我们的时代》，
自己非常心平气和，能够平心静
气地往回看，回想过去这二三十
年，心态特别不同。

羊城晚报：《圈子圈套 》的人
物 、事件都有真实原型 ，而新作
中的主人公裴庆华 、谢航 、萧闯
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类型的创业
者 、企业家 ，他们是否也是您的
身边人？ 这些角色体现了您的价
值观、人生思考吗？

王强：对，每一个人物都有原
型，而且都有多个原型。 当时希望
每个人物各有特色，有代表性。 比
如说裴庆华，他一直做民营企业，
基本上是本土企业的一个代表。
谢航就是精英，从外企开始做起。
即使后来自己做私募，她的路子、
做派其实也是外企的洋私募的特
点。 萧闯是一种野蛮生长的创业
者，他特别以自我为中心，对他而
言，其他人都是他的跟班，只有他
是自己的老板， 因为他一天正经
八百的班都没上过。 在这三个人
里面，其实最懂人性的、最接地气
的就是萧闯。

这些人物的各个侧面、各种
特征其实都有相应的原型，创作
的时候，我把他们掰开了、揉碎
了弄到一起， 来塑造这三个人
物。 写他们并不是为某几个具体
的人树碑立传，而是让他们有代
表性。 读者看了或许会觉得，像
身边的谁谁谁，有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

羊城晚报：《我们的时代 》以
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三十年为
背景 ， 您也是这三十年的见证
者 、亲历者 ，在小说当中您怎样
融入自己的个人经历？

王强： 其实他们遇到的事
情、遇到的难处，包括碰到的机
遇，基本上我都遇到过。 我自己
做互联网大概是从 2003 年一直
做到 2006 年，而近 10 年，我一
直做投资， 自己也投了几个项
目，有做得不错的，也有半道就
黄了的。 写这本书，我觉得融进
去更多的，是那种创业的孤独。

找不到方向，又觉得在什么
地方有一个方向；坚持，很可能
明天天就亮了， 也可能是后天，

或者大后天……更有可能是在
你放弃之后的第二天！ 不断地在
问自己，这个坚持究竟有没有意
义———这种心态是我切身的感
受。 这些都放到书里面的人物身
上了。

羊城晚报：创业者的成功
故事固然激励人心 ，在书中也
有一些失败者。您希望通过这
些失败者的故事传递什么？

王强：我觉得失败者同样
应该被尊敬、被铭记。 因为他
们都非常了不起，而且说句实
在话， 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
其实是这一拨拨先驱。现在特
别耀眼的成功人物，大多是站
在他们肩上才有了今天。

所以我对他们有敬意，觉
得他们可歌可泣。我写了这些
书，其实也是在向他们致敬。

羊城晚报：《圈子圈套 》 被称
为 “国内新商业小说开山之作 ”。
作为工科出身的作家 ， 您是怎么
开始自己的商业小说写作的？

王强：当初开始写作，并没想
要出版、上市，要如何畅销。 就是每
天写千八百字，然后在天涯的职场
天地和 IT 世界两个板块里面发帖
子，自己连载。 所以我觉得，网络给
我们这些非专业写手提供了一个
特别好的、没有门槛的平台。 在那
儿发帖子，我从来没想，我不是学
文的，没学过写作、没去上过什么
文艺班之类的。 我只要有话说，我
能写出来，哪怕有错别字我都不去
管就贴出来了。 只要有人愿意看，
有人愿意跟我互动，我好像就又有
了进一步去写的愿望。

羊城晚报： 而如今的网络写
作非常火爆。

王强：我觉得现在网络写作是
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可能比传
统的写作者面对的那个金字塔，还
要难以攀登。 现在网文的写手，全
国动辄上百万。 每年创作出来的作
品大概有多少百万部，多少千万字
甚至上亿字等， 真正能够流传开
的， 包括能够被出版社选中出版
的，被影视公司选中改编的，连百
分之一都不到吧。 比例非常非常
低， 相比上世纪 90 年代、00 年代

刚刚开始有网文的时候，这个比例
低得太多了。 换句话说，从这条路
往上爬的难度相当高。

羊城晚报： 您如何看待类型
小说与主流文学的关系？

王强：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出我
的书，我有点意外，但挺高兴的。 其
实现在主流文学、严肃文学、通俗
文学的界线已经比较模糊了。 基本
上重点是有人愿意看，能够给人带
来启迪，能够值得留存下去吧。

羊城晚报： 什么因素对您的
创作影响较大？ 个人职场经历、阅
读，还是其他？

王强：写作特别主观，首先我
考虑的是我想写什么， 而不是某
些人让我写什么， 包括出版社这
方面，给我非常大的自由度。我不
去迎合什么， 无论是编辑还是读
者。当初写《圈子圈套》没迎合，现
在写《我们的时代》也没迎合。 我
就是自己想写什么东西就去写。
写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
程，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过程。基本
上就是回忆从 1990 年到 2018 年
自己亲历的， 以及看到的周边朋
友、 同事、 同行所经历的那些事
情， 然后把这些感受放到自己身
上，通过我的笔写出来。

阅读对我的写作影响不是特
别大。

王强：
写出创业者的孤独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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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王强

午休时，我坐在办公桌前吃饭，
电脑的屏幕没有关， 一张一张自动
变换着背景图片。 我偶一抬头看屏
幕，一大片青草地，一缕阳光，却像
是要从屏幕上走下来似的， 瞬间席
卷了我所有感官。定睛看，下面还有
梭罗的一句话： 景色中最丰富的元
素，就是一点天真无邪的阳光。

我坐不住了，起身到院子里，才
知道平常忽略的阳光原来竟是世间
最美好的事物， 明媚了多少人世的
黯淡。它一直在尽力穿过障碍，去温
暖每一颗漠然的心， 点亮每一座沉
寂的院子，关怀每一扇斑驳的门，亲
吻每一棵枝干枯瘦的树。

久坐屋子里， 面对着电脑里
的强大信息，容易疲惫，更容易情
绪低落，我在院里留连，不想立即
回到办公桌前去。 看着眼前这平
常的情景，屋顶上的猫，枝上风干

的黑皮柿子， 觉得连门口生
锈的水龙头都有了光辉。 那
一刻，阳光真让人感动。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小时
候背过的古人诗句从时光之河里被
唤醒，从古至今，阳光永恒，抚摸过
往，也以同样平等的心抚慰将来。人
心始终是柔软相通的， 隔着长长的
光阴，由阳光而生发美好的共振。 想
起以前看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
生》，记住了一个词语：晴空如玉。 这
个词语曾在我心里万千翻转。 与它
很相近的一个词语是“晴空如洗”，
这个词也好，干净清澈，恰如秋天的
天空，让人觉得舒朗高远。 而“晴空
如玉”更胜一筹，散发着玉一样温润
的光泽，暖而明亮，应该只有春天这
个短暂明丽的季节能与之匹配。

这么好的天气，是要走出去看
看才算不辜负。 但天冷的时候，我
们总会为自己找很多借口，明知局
促于室内，对身心不好，也让思维
困顿。 其实局促于一个人的小世
界，就像总是在过冬天，虽也有“红
泥小火炉”的惬意，有拥被读书的
美妙，有雪花飞舞的浪漫，但总是

有清冷冷的幽寂在里面缠夹着。即
使阳光偶尔大驾光临，也是轻轻浅
浅的，一会又急急忙忙地撤走了。

趁午休的空闲，到外面转悠转
悠，沐浴一点太阳的光辉，不失为
一种放松，有助身心健康，神思灵
动。 你看，天气好，路上也热闹，三
三两两都是出来溜达的人，闲闲淡
淡地聊天。 没有焦急和烦躁，没有
急着要赶的路， 急着要做的事，完
全是轻松的悠闲姿态。我走进一条
胡同，胡同一边是平房，一边是家
属楼，阳光穿楼而过，只要有空隙，
它就释放光芒，让不协调的胡同变
成了世间最温柔的存在。胡同里那
种亮堂堂的静，无端地便让人心情
愉悦。 两个老太太，一个站在胡同
里的阳光下，一个扶着家属楼的单
元楼门廊，互相问候着健康，互相
祝福着。而我慢慢走，慢慢看，似乎
忘记过往，也不忧愁将来，只有此
时此刻的好。 此时此刻
的光阴便如永恒。

犹记儿时的年，隆重、喜庆、
欢乐、有味。

现在生活富足了， 过年有时
却淡漠得跟过个普通周末一样。
不愁吃，不愁穿，现在只愁怎么
过年。 过去愁的是没啥吃，现在
愁的不知吃啥；过去愁的是没钱
买年货， 现在愁到底买啥才好
呢？ 真还得好好琢磨琢磨，为啥
该买的都买了， 不该买的也有
了，年还是越过越没意思。

过去过年时，尽管穷，待客
这天，亲戚们一家都不少。 早上
吃完饭，大家就都来了，坐在土
炕上拉家常。 说说过光景的不
易，叙叙挣钱的艰难，念念父母
的养育之恩，筹划一下庄家地里
开春的农活……气氛总是那样
热烈，场面总是那样和谐，交谈
总是那样亲切。 欢声笑语，真情
满满。 到中午饭后，亲戚们又坐
下说说话， 抽根烟， 喝杯茶，然
后互相祝福着陆续离去。 这画
面早在记忆里定格下来。

我们去给亲戚“回节”时，也
总能满载而归。 回的新年礼有

油粑、花卷，还有自家产的苹果
也给装上十个八个的。家里有几
棵果树， 结的果子都舍不得卖，
留着过年自己吃，顺便也让大家
都尝尝。那个年代的水果可是稀
罕物，拿回来，藏在柜子里，要隔
上好多天才吃一个。吃的时候还
要按人头多少，将一个苹果分成
几份———那味道简直美极啦！水
分又大果又脆，十分爽口。

现在生活富足了，吃的东西
多了，反倒愁肠百结。 亲戚们也
都很忙，开着车来，把礼盒一放
就要走，连坐下来好好说句话的
时间都没有。你说凉盘还未端上
餐桌呢，亲戚已摆着手说：“不吃
了不吃了。 ” 急着又去别家了。
或者有的人忙着开店里的门，怕
耽搁了生意，或者有的人初三四
就得离家踏上远行的路去务工。
人人嘴里说着的，都是“过年事
小，挣钱事大”。

人离钱越来越近，离人情味
就越来越远。年味也自然而然地
淡了。 很是怀念过去的年，就算
穷，过起来也实实在在的。

瑞雪染白苗乡山寨， 又是一
年腊八来。 腊八过后就是年，苗
乡父老乡亲都开始忙碌起来。 这
不， 连年近八旬的母亲也隔三差
五让弟弟给我们打电话、发微信，
目的就是一个：回家杀年猪。

杀年猪， 是我们湖南省城步
苗族自治县山山寨寨的一种习
俗， 也承载着苗乡父老乡亲家家
户户盼团圆、迎新春的美好愿望。
但那年那月， 家里养一头年猪真
的不易。 特别是在湖南省城步苗
族自治县这个高寒地区， 养年猪
的风险其实相当高。

我小时候常随父亲去赶集、
捉 (购 )猪崽，因为无论手中钱够
不够， 父亲每年都会去捉两头猪
崽回来养。 有一年我问父亲为啥
一定要捉两头？ 父亲笑说， 两头
猪崽一同养，它们会竞争抢食，就

不会挑食。 但后来我知道父亲当
时只说了一层意思， 而另一层意
思是不能明说的———他这样做是
为了上“双保险”，苗乡的年猪都
是用土办法喂养，要养够一年，养
两头的话，万一有一头病死，还是
能保证有一头可作年猪。

不过说是土方法， 苗寨养年
猪对食材要求也是相当高的。 猪
草主要是不同季节在山上、溪边、
田间、菜地长出来的嫩野菜 (中药
类的 )和嫩芋荷叶、嫩萝卜菜、嫩
白菜，等等，可以说都是上等中药
材苗叶和原生态、 有机的蔬菜。
将猪草割选回家，剁好，要放入大
铁鼎罐里煮，煮沸后再放米和糠，
再次沸腾后， 先盛入猪食盆凉一
会儿，用手试一下温度，觉得能放
下手了才会端入猪栏给猪吃。 天
气凉时， 每天下午那一顿还要将

猪食热一下，再拿去喂猪。
养一头年猪，是苗乡每个家庭

主妇一年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
每个家庭丈夫必须时时过问、督促
帮忙的常态事务之一，也是做儿女
的放学后必须参与的义务劳动。

我的父母非常重视养年猪，也
很会养年猪。他们经历过猪要统一
养、牛要统一看的年代。有一年，生
产队队长说队里好几年都没杀年
猪了，他们看中我父亲人勤快又懂
中草药， 想请他帮忙养猪。 就这
样， 我的父母被安排到生产队养
猪场里工作。 养猪工作责任相当
大， 因一头猪关系到生产队上百
号人过年能不能吃到肉， 能不能
过上一个好年。 那一年，父母以猪
场为家，早晨煮猪食，白天上山打
猪草，晚上在家剁猪草，日复一日，
雨雪无阻。 那个年代缺医少药，猪

虽然吃的是中草药食材，但并不代
表不会生病。 每一次猪生病，父母
也会跟着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全
凭他们懂些中草药， 细心看护，才
带着这些猪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
关。 但最让父母担心的，还是母猪
下崽时， 猪崽可能会被母猪踩死。
所以每次母猪下崽，他们几乎都是
整夜不睡地守在旁边。

那一年， 因为生产队里有了年
猪，大家都过了一个幸福年，队长高
兴地在大小会上反复表扬我父母。

我家里真正自己开始养年猪
已是改革开放后。 记得那一年，
父亲专门去赶场捉回的两头猪
崽， 在母亲的精心喂养下长成了
大肥猪， 年底父母杀了一头肥年
猪做了腊肉，卖掉了另一头，家里
便有了些收入。 过春节时， 父亲
第一次带着我们兄弟俩“风风光

光” 地去舅舅家拜了一次年。 那
一整天父亲都笑容满面， 走村串
寨始终高昂着头……

前几年，可能因为物质供应充
足， 加上喂养年猪的成本增大，一
些苗寨人家竟不愿意养年猪了。有
好几年的春节，回乡探亲的我都是
因为看不到这种习俗，总是带着惆
怅回广州的。年猪竟成了我的一种
乡愁。直到这几年，已走出大山、见
过世面的苗民似乎又明白了一个
道理： 还是自家养的年猪是有机
的、原生态的、最美味的，做出来的
腊肉也是最好吃的。所以他们又开
始养起了年猪， 并懂得了养年猪、
杀年猪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
种习俗的坚守。

如今的苗寨， 一到年底又处
处能听到猪的独特叫声了。 我忽
然觉得，这便是一种幸福。

年猪叫来“幸福年”

纪纪实实怀念年 □张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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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天气渐冷，我带着
全家人到附近的温泉度假村泡
温泉。孩子还是第一次泡温泉，
觉得很新奇很好玩， 虽然一开
始有点怕烫，不一会适应后，竟
泡在温泉池里不愿意起来，嬉
戏玩耍，直呼舒服。

想起年少的我曾经也像孩
子们一样， 在寒冷的冬天泡在
温泉里不愿起来。

小时候，在我家乡隔壁镇上
也有一个天然温泉。 据说不知从
何时开始，人们发现村里河边有
一片洼地，竟然冒出温度明显高
于河水的天然温泉来， 水质清
澈 ， 还带有一股淡淡硫磺味
道———我们小孩喜欢说那是一
股臭鸡蛋味。 村里人便就着地
势， 在河边筑起几个天然的水
池，像梯田一般，作为村里的公
共浴室， 大家都可以来洗泡温
泉。 后来这里又建起四面有半人
高的围墙， 成了小型露天浴池，
就像电影中古罗马的洗浴场，池
中还设有两级台阶， 可坐可靠，
矮墙则用来放置衣物。 到如今，
这温泉已滋润了好几代人。 等到
我上小学时，温泉镇一些有经济
头脑的村民们建起了私人旅馆
兼澡堂，在附近钻泉眼，铺管道
输送温泉水到浴室里， 花上十
块、 五块钱便可进去泡一个小
时。 按我们家乡话的叫法，这就
叫“洗汤”。 当时，家乡人最流行
的一句话便是：“去新丰洗汤！ ”
这句话的流行程度不亚于后来
的“去唱卡拉 OK”“去舞厅跳舞”

“去酒吧喝酒”，都是指时髦且有
趣的事。

汤，古汉语里有“热水”的
意思。 由此可见我们家乡方言
也承载着古老的中原语言文
化。在异邦日本国，亦有将温泉
唤称作“汤”的说法，动画大师

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的故
事场景就是以汤婆婆的温泉旅
馆为主线。

家乡人深信温泉富含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矿元素， 不但可
以去污垢，还能治疗各种疾病，
缓解疼痛。历史上，唐代诗人白
居易描写美人杨贵妃泡温泉的
诗句最为著名：“春寒赐浴华清
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
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温
泉水滑洗凝脂一语， 便道出了
温泉的功效。 儿时体弱的我一
到寒冬时，天气干燥，脚底板便
会龟裂脱皮，偶有疼痒，泡过几
次温泉后，症状真的有所减弱，
皮肤也变得柔滑些许， 算是印
证了温泉的疗效。

记得长辈们第一次带我去
新开的浴室型温泉泡澡时，曾
差点发生意外。 那天晚上我还
没吃晚餐， 就着急地跟他们一
起出发去泡温泉。 结果泡到一
半，我便头晕脑涨，有点想吐。
父亲以为是我吸入过多温泉中
的硫化氢导致中毒，惊慌失措。
还是温泉老板有经验， 一番询
问过后， 笑着说我是空腹泡温
泉所致， 马上冲来一碗白糖水
让我喝下，没一会，头晕呕吐的
感觉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此
一役， 我才懂得吃得太饱或空
腹泡温泉都是不合适的行为。

虽然有受惊吓， 我却没有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的
心理阴影。 一旦家里哪个大人
说要去泡温泉， 我仍会第一时
间响应，千方百计想跟着去。如
今回忆起来， 那真是一段美好
又甜蜜的时光。 因为尽管乡下
温泉池简陋且拥挤， 但和亲人
们一起泡完汤， 再去附近吃碗
热腾腾的饺子或面条做夜宵，
整个冬夜都会变得温暖起来。

洗汤记
□黄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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