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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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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咔嚓

（组诗）

咔嚓之一

一个春天

他们用一个整齐的声音

形容着路边的女贞子

就这样，旋转着，移动着，切割，修剪

沿着他们的审美上下左右

咔嚓

他们满头大汗

并为此感到高兴而心满意足———

他们的咔嚓多么美！

咔嚓之二

咔嚓是一种声音

咔嚓是一个动作

咔嚓是他们

咔嚓是他们的审美

咔嚓是他们沿着他们的审美的一种修饰

要剪掉雨水溢出的一部分

要剪掉阳光高出的一部分

要剪掉一枝枝不听话的风

要剪掉些旁逸斜出的想法

就这样就是这样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是锋利的强大的

是不可阻挡的

他们一个春天都在对我说：

咔嚓，哦多么美！

确认

有时在半夜

我会披衣而起

仰着头，看窗子左上角的

那一颗

星

我在确认

她也在看着我

她不会溜走

她是我的

之后，才能放心地睡去

破绽

我看出春天的破绽

所以，我也变成春天的破绽

哦我的爱

我痴迷在颜色里的爱

我无法告诉你

你当然无法看到我

你看到我时

或许

我已是满怀悲喜的结果

夜

最初是

无数个灯和无数个黑的纠缠

到最后是

一个黑和一个黑的拥抱

镜子

成为一个闪电———

这样说，并非我过度的想象或猜测

导致了它的突变———

每当我脱离

就一次又一次听到了碎裂

从而深信

它决不用来

照

而是照亮

你

我碰到你的时候

天快要黑了

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不是你

我再次碰到你的时候

天快要黑了

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你

风吹过头发

这样的下午

我安排自己进入石头

石头发出了风

白茫茫的

我以为

这风吹过头发

就是吹过了一生

过了一会

我从石头里出来

才知道

风吹过头发

就是吹过了头发

槐花

槐树还是开花了

人们为了吃更多的槐花

就用刀把她举着花的胳膊砍下来

或干脆用手连皮带肉撕下来

雪

雪并不知道尘世已经安排好了她的一生

她将得到白、赞美、抚摸、凝视、辽阔、静

后来在泥泞中得到生活

无

众花喧哗

时光好看

我能用叙述的沉静

一一化解，熄灭，暴露

这将是一种上升和降低的理由

这将是一次连续得到和失去的过程

这将是一个克制和宽容的日子

就像一条河流的入海

你看：红、白、黑、黄、绿、蓝……

当终于叙述到，无

终于无法叙述

哦无，我发现我已不存在

●

李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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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人物

又见王全杰

������

时隔

6

年，我终于又见到了王全

杰。

王全杰，男，

1950

年

11

月出生，

河南省武陟县人。曾任十届全国人大

代表、十一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烟台

皮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博士

生导师。现为国家制革技术研究推广

中心主任，烟台大学教授，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拥有多项国

家发明专利成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烟台大

学拜见王全杰的情景。 那是

2007

年

的

3

月，也是一个春天。 山东的早春

很冷，烟台的海风很大，而我的心却

很热。我们一行参观了王全杰的国家

制革技术研究推广中心、烟台市皮革

工业研究所。 从那时起，我脑子里烙

下一个深深的印记：在焦作武陟老乡

中，有一个中国知名的科学家，他叫

王全杰。

近来，媒体曝出部分药用空心胶

囊使用工业明胶、并含有很高金属铬

致癌物的消息 ，“老酸奶 ”、“皮鞋 ”、

“明胶”等关键词在网上引发热议，成

为寻常百姓家茶余饭后的 “谈资猛

料”。《焦作日报》、《焦作晚报》、《焦作

网》记者就上述热点新闻事件，组团

赴烟台大学采访我国皮革行业专家

王全杰，请科学家从胶囊制作、皮革

工艺流程等方面，为读者科学解读毒

胶囊的内幕。

这次， 王全杰挤出

3

小时时间，

接受家乡媒体的采访。我听王全杰办

公室张萌萌主任解释，甭小看这

3

个

小时，《凤凰网》、《中国网络电视台》、

《慧聪皮革网》、《齐鲁晚报》、《烟台日

报》等十几家媒体采访王全杰，王全

杰只给一个半小时的集体采访时间，

记者们连呼不过瘾。

的确，王全杰的时间金贵。 当天

下午，王全杰就要由大连直飞日本东

京进行学术交流， 他应邀为日本专

家、学者讲座授课。

王全杰是科学家

王全杰是国宝级的科学家，他以

自己心血和汗水，奠定了自己在我国

科学界的地位，媒体称他为“中国皮

革教父”。

其实，生活中的王全杰，即便说

话办事，也流露出与众不同的科学思

维和个性思想，特别善于总结、归纳

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王全杰自我介

绍：“我叫王全杰，我母亲受窗花的启

发， 给我们

４

个兄弟姐妹起名字，与

众不同，分别叫全真、全英、全中和全

杰， 名字就像贴在窗户上边的窗花，

从里看、从外看名字都是一样。 做人

也应该这样，表里如一。”王全杰起身

关闭火锅电源，他不忘告知大家：“这

火锅还要再咕嘟

10

分钟。”这就是科

学家的语言，形象、生动、简约、准确。

王全杰坚持在我国皮革工业科

研和生产的第一线，坚持用现代科学

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先后三次承担国

家科技攻关项目，一次主持国家

863

计划项目，先后取得

32

项科研成果，

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的科技进步奖

8

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

3

项，二、三

等奖

4

项，为我国皮革工业的教学和

科研作出了较大贡献，是山东省获奖

最多的科技人员之一。

1990

年，王全杰主持“面粗质次

猪皮制革新技术”， 攻克了胶原蛋白

可逆变性的难关，世界首创的剖白湿

皮新技术和光学补残技术在全国

20

多个省

300

多家企业得到推广转化，

创经济效益

30

多亿元， 为国家取消

了长久以来的高达每年

8

亿元的猪

皮制革财政补贴，为山东省夺得了建

国以来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3

年， 以王全杰为首的科研团队

将聚氨酯纤维与皮革相结合，研制出

一种既具超高回弹力，又透气透汗的

新型复合材料———莱卡皮革。在研发

期间， 莱卡皮革的销售额便已达到

100

多万美元。

2004

年，以王全杰为

首的科研团队进行了高性能汽车内

饰革的研究工作，这是国内第一个以

现代汽车革标准为参照系并转化为

批量生产的新型皮革，王全杰从最初

的面粗质次猪皮制革新技术到目前

莱卡皮革、汽车坐垫革等先进制革技

术的研究及推广，同时大大提高了我

国在制革行业的国际影响。该项目于

2006

年投产，产品主要供应福特、大

众、宝马、通用、海南马自达等汽车公

司配套使用，为国家创收

60

多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我国汽车配套工业的

国产化水平和自主创新。

王全杰的技术成果已转让了

100

多家企业，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

北，行程

10

万多公里，

300

多家企业

从中受益，

50

多家濒临倒闭的企业

起死回生，数万名职工重新上岗。 安

徽、湖北、河南洪涝灾区的

23

家企业

拿着王全杰无偿赠送的技术如获至

宝，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江泽民同志观看了王全杰研制

开发的皮革样品，对王全杰说：你们

皮革科技人员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件

大好事。

王全杰是普通人

王全杰学贯中西。 但是，在生活

中，他确确实实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今年

61

岁的王全杰， 高高的个

子，走起路来，身腰背略微驼。但他讲

起话来神采奕奕，声如洪钟，犹如三

四十岁的壮汉。

1950

年

11

月，王全

杰在河南省武陟县黄河岸边一个农

民家庭出生，自幼父母双亡、饱尝艰

难。

1973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

北轻工业学院皮革专业， 毕业后留

校，担任皮革工艺教师。

1983

年，王

全杰接受当时烟台地委行署的聘请，

走下西北轻工业学院的讲台，来到烟

台皮革工业公司从事技术工作。

2003

年至今，王全杰为国家制革技术研究

推广中心主任，烟台大学教授。

王全杰接人待物，全然没有科学

家的气派和睿智，他直率而诚实。 王

全杰的儿子把要饭的小乞丐领到家

里吃肉，他拍着儿子的肩膀赞道：“儿

子，像你爸爸一样，有一颗善心……”

张萌萌小姐埋怨王全杰，说他不

是生意人。别人购买王全杰研制发明

的技术和专利，他从不会与人讨价还

价，他也不主动报价，请厂商看着、估

摸着报价格，他说：“我干的是个良心

活，厂商到我这里，厂商永远都是买

方市场。 作为科技工作者，技术能被

人用，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就高

兴。 能挣钱最好，不能挣钱，也无所

谓，我不能因为不挣钱就不推广新技

术。 ”

王全杰像普通人一样， 也会忘

事。 媒体采访他，他竟然忘记了事前

预约的时间。当记者浩浩荡荡进了办

公室， 王全杰才丢下手里的文稿，手

忙脚乱地一个劲致歉：“对不起，我以

为咱们约定的时间是明天呢。 ”

又见王全杰，他说出的话，叫我

吃惊：“你现在是作家了，我读过你的

长篇小说《我的外公是特务》，现在我

是你的粉丝呢。 ”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王全杰所

教的历届博士、硕士生们，对王全杰

课堂上几十年来所讲的警句、 妙语、

哲语，情有独钟，他们自发整理编纂

成书，书名叫《王全杰哲语》。

王全杰学识渊博、 大智若愚、大

巧若拙、上善若水的言行，那乡情，那

友情，那亲情，跃然纸上，令人久久不

能释怀。

王全杰是武陟人

王全杰离开家乡武陟

40

年了，

他热爱家乡武陟， 喜欢家乡人的造

访，他一口普通话里，还不时带出典

型武陟话的字眼， 他把厕所叫茅房，

他把稀饭叫糊涂。

见家乡人，说家乡事。 王全杰讲

起武陟老乡焦作军分区原副政委杨

法有的轶事， 他孩子般地手舞足蹈。

杨法有在山东长岛部队服役三十多

年，热爱海岛，建设海岛，守卫海岛，

从一名士兵成长为师级干部，是济南

军区保家卫国的先进人物。 那年，杨

法有作为模范， 在山东做巡回报告，

王全杰不顾会场纪律，擅自登台献花

祝贺，为家乡武陟人加油、喝彩。杨法

有当团政委时，团长是山东人，说话

办事直爽。 团部召开党代会，团长的

座签摆在台下，杨法有的座签摆在台

上。 团长闹情绪：“政委，为啥你的座

签摆在台上，我的座签摆在台下。”杨

法有讲原则：“我是团政委、 党委书

记，团里的党代会、党委会由我主持，

我必须坐台上，你必须坐台下。 ”

王全杰讲着武陟老乡的故事，自

豪、神气之情时时溢于言表。

王全杰以自己是武陟人而骄傲，

讲起武陟的地名、风俗、民情和文化，

他如数家珍。 我特别留意，发现他所

有的论著、书刊签名和署名时，落款

必写“武陟王全杰”。

王全杰对家乡武陟， 的确有着大

海一样的深情。 他说：“我虽然生活在

异地他乡，但我对家乡武陟魂牵梦绕，

武陟

37

万亩的黄河滩地不时呼唤着

我，呼唤着我为家乡建功立业。我正计

划筹资

10

亿元，在武陟滩地建设一个

黄河北岸最大的皮革加工基地。 ”

王全杰的一言一行，表现出了一

个游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高尚情

怀，值得我们学习之弘扬之。

●

张伯舜

/

红色五月

五月榴花别样红

——— 写在韩秩吾烈士牺牲 70周年

������

五月榴花别样红， 每到这个时

候，就会怀念起焦作地区的革命先驱

韩秩吾烈士，到今年

5

月，他离开我

们已整整

70

年了。

韩秩吾烈士是在

1942

年

5

月的

日寇“大扫荡”中牺牲的。当时担任我

党《新华日报》报社总务科长的韩秩

吾，在分散突围时，不幸和敌人遭遇

而壮烈牺牲。

1903

年， 韩秩吾出生于修武县

西村乡磨石坡村，幼入私塾，稍长则

就读于修武县第一小学。

1925

年于

河南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同年到

修武县第一小学任教，不久便加入了

孙中山先生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立

志投身革命，并当选为国民党修武县

党部执行委员兼焦作市党部委员 。

后结识了焦作市党部委员、 共产党

员李刚中等。 在李的影响下， 积极

同黑暗势力作斗争， 支援焦作煤矿

工人罢工斗争。

1927

年 “四一二 ”

反革命政变后， 韩秩吾认清了蒋介

石的反动面目 ， 决意脱离国民党 ，

去到铁道部焦作扶轮学校教书。 两

年后， 因受国民党右派排斥， 被迫

离开焦作， 流亡北平， 先在香山慈

幼园图书馆工作， 后到清华大学附

小任教 ， 同时还到国民大学学习 。

1933

年又被铁道部教育会委员谷正

鼎先生委派到开封扶轮学校任校长。

韩秩吾心系乡梓， 当年夏末再回焦

作扶轮小学， 并担任校长。 在北平

期间， 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 思想

发生根本转变的韩秩吾，先后聘请杨

乃峰、周致远、李建贞、姚步霄、郝洁

轩、李萍、李导民等一些共产党员和

进步人士到校任教。这些共产党人上

讲台，办墙报，公开针砭时弊，宣传抗

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韩秩吾欣

然支持，暗中保护。是年秋，共产党焦

作扶轮学校党支部成立。

1934

年，共产党员李耀先（化名

李常青）被上级党派到焦作担任中心

县委书记，韩秩吾将其介绍到焦作中

学， 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

作。通过积极申请和扶轮小学党支部

研究同意，经李耀先批准，韩秩吾在

这一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时，

焦作扶轮学校的共产党人异常活跃，

他们成立了由四五十人参加的文艺

研究会，作为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公

开团体；还组建了童子军，来维护学

校秩序。后世有人著文写到：“……扶

轮小学成为焦作当时的红色堡垒。 ”

1934

年

10

月， 由于出现了叛徒，当

时正以国民党豫北特派员身份在省

城开封办事的韩秩吾，得到了河南省

保安司令部要派军警到焦作抓捕共

产党、 特别要逮捕李耀先的消息，于

是旋即连夜赶回焦作，秘密将李耀先

隐藏到焦作中学校长张润三住处的

一间密室里。随后又亲自从农村带了

一辆马车，趁天黑将装扮成长工的李

耀先拉到了自己老家， 几天之后，韩

秩吾亲自指派一位族叔护送李耀先

走小路到平汉铁路线上的塔岗站上

了北去的火车。 李耀先到了北京之

后，组织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

九”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秩吾主

持的扶轮小学成为公开宣布抗日救

亡的讲坛。

1938

年

2

月

29

日，焦作

沦陷。 为了抗击日寇，焦作党组织在

修武县西村乡磨石坡村韩秩吾家召

开会议， 就地组建道清抗日游击队。

先后前来参加游击队的焦作扶轮小

学师生及煤矿工人

100

余人，吃住基

本全在韩秩吾家。这支抗日游击队的

建立，点燃了道清铁路沿线武装抗日

的烽火。 为把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

中，韩秩吾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做了

大量工作，促成了修武县抗日民主政

府（这是在国统区第一个由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韩秩吾

任粮秣科长。道清抗日游击队列入八

路军编制后，韩秩吾便跟随八路军转

战山西。

1939

年，韩秩吾在陵川县平

城镇任太行文化出版社经理。

1940

年调任我党《新华日报》材料科科长，

他不辞劳苦，不惧安危，来往于游击

区采购油墨、纸张，保证了报纸的按

时出版发行。

1941

年夏，韩秩吾升任

报社总务科长。

1942

年

5

月，侵华日

军集结了两万多兵力，对我太行抗日

根据地发动了凶残的 “铁壁合围”大

扫荡。

5

月

27

日，韩秩吾随《新华日

报》副社长杜毓云转移途中，在山西

辽县庄子岭不幸与日寇遭遇而壮烈

牺牲，时年只有

39

岁。

韩秩吾烈士一生虽然只走过了

三十九个春秋，但他的每一步都写满

了辉煌。 他出身于比较殷实的农家，

师范学校毕业后，

20

多岁即担任国

民党修武县党部执委、焦作市国民党

党部委员及国民党豫北特派员，本来

可以飞黄腾达的他，却转身加入了时

刻有生命危险的共产党。在焦作党组

织遭到破坏、 革命处于最低谷之际，

他毅然决然救护共产党员，坚持革命

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毁家纾难，在

自己家中建立焦作地区第一支抗日

武装。 敌人为使其屈服，曾残忍杀害

了他年幼的孩子，但敌人的暴行丝毫

没有撼动韩秩吾的革命信念，反而促

使他带领全家人都参加了革命活动，

他的两个哥哥也先后在革命斗争中

献出了生命。 更难能可贵的是，

1937

年，为不应有的原因，韩秩吾被停止

中共党籍。 但他无怨无悔，依然按共

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为党工

作， 直到

1940

年被重新接受为中国

共产党候补党员。

今天，在韩秩吾烈士的故里磨石

坡村、修武县烈士陵园和焦作市烈士

陵园，都为他树立了纪念碑。 韩秩吾

同志是我们焦作人民的光荣。

●

石永刚

/

似水流年

母亲的缝纫机

������

很久以前，母亲就特别想要一台缝纫机。

因为，她太需要一台这样的机器，来解放或是

延展她的双手。

那时，农村已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了。农田

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机械，犁地靠牲口，播种、除草、

施肥全靠手工。 父亲是教师， 忙时可以帮上一些

忙，平时地里大多数的农活全靠母亲一个人。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也到过自家的责任田。

在一条大河的边上，有一块平坦如砥的田地。站在

地头看对面，树小如草，人小如豆。 我想，别说干

活，光是走一遭该要多大会儿。母亲挥舞着锄头在

锄地，锄头灵巧地绕过庄稼，准确地除去杂草，快、

准、稳。 很快的，母亲像一艘小船一样飘到了田地

的中间。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母亲还拿出鞋底和

麻绳，纳上几针。要知道，一家六口的衣服鞋子，全

靠母亲的一双手。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有多忙。 快晌午时母亲扛

着锄头回家了，先是把锄头往墙根一顺，然后从水

缸里舀一碗水咕咚咕咚地喝上一气， 再拿火柱捅

开灶火开始做饭。洗菜切菜炒菜擀面条，一会儿的

工夫，三下五除二饭就做好了。最后是一家人开始

呼噜呼噜吃面条。

姨总说，你妈做的茶饭不行。

是的， 母亲切得菜不够细， 菜里的盐总是多

了，味道也不够香。因为母亲没有时间细致地做出

味美可口的饭菜。不过话说回来了，母亲做的饭菜

我们一家总是大口大口吃着， 邻居看着总觉得我

们的饭菜无比香甜。

没有办法！

母亲会一些简单的裁剪，会裁剪裤子。她会缝

制各种各样的衣服， 会做各种各样的布鞋， 纺过

线，织过布。 在母亲织布时，我曾调皮地在织布机

上飞过梭，弄乱了线，扯断了线，害得母亲细心地

接好又理好，费了不少的工夫。

母亲想买一台缝纫机，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

刚好二弟辍学了，母亲说，和我一起去窑坑拉

土吧。

附近烧制砖块的砖窑， 需要把土拉到指定的

位置，拉一方土可得两块钱。 我们家的小骡车，大

约三车是一方土。二弟刚下学，赶骡车有个新鲜劲

儿，就和母亲一起去了。

我没去过窑厂， 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一锹一

锹把土装到车上，赶车到卸土点，再一锄一锄地把

土扒下来。 只能从傍晚他们衣服上的汗渍推想他

们的艰辛。 二弟说，太累了，我真不想去了。 母亲

说，再拉几天就不去了，妈想用这钱买个缝纫机。

二弟下了很大决心才同意了。

窑厂离家不太远，可他们带了馍和水，只为能

多拉几趟。

好在周末，父亲也去帮忙，赚钱的速度快了很

多。

十几天后，母亲去窑厂结算了工钱，然后和父

亲一起到县城百货公司买了一台梦寐以求的缝纫

机。

黄色的木纹平台，暗紫色的铁质支架，看上去

显得稳妥又安静。这可是个高级的玩意儿，缝纫机

头不用的时候， 可以转到下面， 上面盖上板子就

是一个小桌子。 放针线的小抽屉是侧旋式的， 小

巧又精致。 三弟反复开合几下， 发出啪嗒的声

音， 觉得挺好玩的， 并有继续玩下去的意思。 母

亲轻轻打了一下他的手说， 以后这缝纫机谁都不

准乱动。

有了缝纫机， 母亲一下登上了她梦寐以求的

舞台。 脚踏板随脚转动， 带动转轮飞转， 发出有

节奏的轻微的咯噔咯噔的声音， 机针上下跳跃，

每跳一步， 都会在两张布中埋下牵引的线。 机针

沿着裁剪好的布迅速地游走着， 不知疲倦， 且充

满了快乐， 很像在除草的母亲， 一下又一下， 少

有停歇。 不到一晌， 一件衬衣或一条裤子就缝好

了。 母亲拿在炉火上烧红的铁熨斗， 试好温度，

铺上半湿的毛巾， 一瞬间， 水火齐下， 衣角裤边

顿时舒展开来， 显得整齐熨帖。 稍加晾晒， 缀上

衣扣就能穿了。

母亲做衣服的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看我们试

衣服。 我们穿上新衣服， 扣好扣子， 母亲会替我

们整整衣领拽拽衣角， 再前后左右地转着看我

们， 还会走远几步， 看看整体效果， 目光里都是

快乐和满足。 而那一刻， 也是我们感觉最温暖的

时候。 母亲平时家里家外地忙碌， 很少和我们交

流， 此刻， 感觉母亲的目光像三春的阳光一样，

照得我们暖洋洋的。

母亲做衣服的时间和范围也在慢慢延展和扩

大。 我晚上写作业， 母亲在旁边咯噔咯噔地踏着

缝纫机忙碌着， 有时候睡一觉醒来， 朦胧中还听

到缝纫机的响声。 当时流行尖领衬衣， 母亲看了

邻居的样式， 到集市扯了一块圆点白底的确良

布， 第四天我和两个弟弟就穿着那款衬衣。 隔了

一段又流行一款圆衣角的西服， 母亲狠狠心扯了

一块条纹布， 给我做了一件西服。 这是我人生中

穿的第一套西服， 当时西服刚刚流行， 穿出去自

然惹得同学甚至老师的目光连连。 买得起马还配

不起鞍？ 母亲又找了一条花布， 找人参谋后竟给

我缝了一条领带。 平整笔直带着花布图案的领带

看上去很精致。 一次去办公室问老师题， 学校一

个穿着俏丽的女教师也在， 她拉出我的领带端详

了半天， 害得我一阵阵脸红。 后来她问谁给你做

的， 我回答后， 她啧啧称赞了半天。

渐渐地， 市场上衣服多了， 衣服都不用母亲

做了， 我也开始到外地求学工作， 和母亲在一起

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好在工作后单位离家不远，

周末能经常回家看看， 看看渐渐年老的父母。 年

老的母亲还经常下地干活， 还在缝纫机上做一些

零碎的活儿。 一次回家， 午后， 阳光很好， 母亲

说帮我纫个针吧， 我才意识到母亲的眼睛已经老

花了。 给机针穿上了线， 母亲娴熟地操作起来。

针和线相依相偎， 穿过布的边缘， 留下自己细密

的足迹。 咯噔咯噔， 缝纫机在演奏一首欢快的

歌， 这也是一首属于母亲的歌。 这首歌中有阳光

雨露， 有春风有花香， 也有人间最温暖最温馨最

柔软的一切。

母亲的世界很小， 只有那几亩地和这个家；

母亲的力量却好像是无穷的， 她用锄头和缝纫

机，还有她那双不知疲倦的手，为我们打造一生的

温暖、充实和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