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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毡》

内容概要

本书是西西长篇小说代表作，2005年获《星洲日报》世界华文文学奖。全书以花氏家族兴衰作线性的
串联，配以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写实的手法，书写香港（肥土镇）百年世俗生活史。
打开世界地图，真要找肥土镇的话，注定徒劳，不过我提议先找出巨龙国。一片海棠叶般大块陆地，
是巨龙国，而在巨龙国南方的边陲，几乎看也看不见，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针点子地，方是肥土镇。如
果把范围集中放大，只看巨龙国的地图，肥土镇就像堂堂大国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那些商旅、行客
、从外方来，要上巨龙国去，就在这毡垫上踩踏，抖落鞋上的灰土和沙尘。可是，别看轻这小小的毡
垫，长期以来，它保护了许多人的脚，保护了这片土地，它也有自己的光辉岁月，机缘巧合，它竟也
飞翔。蹭鞋毡会变成飞毡，岂知飞毡不会变回蹭鞋毡？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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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毡》

作者简介

西西，原名张彦，广东中山人。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毕业于葛量洪教育学院，曾任教
职，又专事文学创作与研究，为香港《素叶文学》同人。著作极丰，出版有诗集、散文、长短篇小说
等近三十种。1983年，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获联合报第八届小说奖之联副短篇小说推荐
奖。1992年，她的长篇小说《哀悼乳房》名列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1999年，长篇小说《
我城》被《亚洲周刊》评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5年，继王安忆、陈映真之后获世界华文文
学奖，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飞毡》。2009年，《我的乔治亚》、《看房子》入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2014年获得台湾“全球华文文学奖星云奖之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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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毡》

精彩短评

1、好像一口一口吃历史小点心
2、节制的情感和叙述，片段但不碎片化的故事，仿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生长一般，不牵强，不抗
争，不扭捏，有些超脱，但并不单单来自那些许魔幻色彩。
3、（2017年11本）正如梁文道所说，西西这本描述香港百年历史的小说，没有其他“史诗小说”的那
种沧桑沉重，却有一种近乎童话般的轻盈质感，每个人物都是真实的，却又有一丝不真实的痴傻可爱
之态。虽说是百年历史，但行文中却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线来推进，而是不断围绕一点在时间和空间
上扩张和延展，最终形成这幅跨越时间之河的包罗万象的画卷。
4、能扛得住瞌睡的书
5、我读西西的第一部作品，刚刚看完，发现知乎上讨论甚少，还是来豆瓣吧。不得不承认，西西是
我喜欢的作家，她的作品我会一一看完。
6、天文地理、典故童话、啰啰嗦嗦、絮絮叨叨的讲述一个叫肥土镇的地方，肥土镇（可以看得出来
是隐喻香港）常住居民、过往商客的生活碎片、人生百态，拼成了一幅肥土镇近百年的历史画卷。几
乎不表达观点、立场，仅仅是叙述，叙述中掺杂着一些神鬼故事，一些离奇人生，细碎、有趣、随意
，东拉西扯的就把一个肥土镇这么扯没了。
7、读之前就感觉会喜欢西西，读过后确实如此！
8、叶重生把花初三的眼睛鼻子嘴巴的相片剪成碎片分门别类地放到床下的每一个抽屉里 就是我看过
的最简单也最完美的魔幻叙事和召唤结构 太喜欢故事的中前段了 后续的索然和乏味也可以忽略不计
了
9、希望从来没有醒来过，就像花一和花二
10、历史也可以轻盈起来，西西眼中看不见的城市
11、感觉作者很有野心，部分章节也确实写得不错，但整体而言，不算一部好长篇小说。太柔情。
12、读者如同在读一个童话故事一般，慢慢地进入时间的魔咒之中，如同一块飞毡飘起。百年沧桑，
尽于书中。
13、童话。
14、美丽的肥土镇，美丽的香港。
15、独立的小故事好像连续不断的日子，随着时间流逝拼凑起的是肥土镇的历史和日常。
16、用童话的方式写时代变迁，语言又笨拙又俏皮。但因为文风“散漫”，过于在意美丽的意象和氛
围，人物、故事就显得太轻薄抽象了。
17、真有趣。ps，哎，想起咖啡店里一只患癫痫病名叫阿花的馋嘴大肥猫。。
18、如果我会画画，我会为这本书配上插画。充满童趣，适合当作睡前故事。读了三个月还没读完，
那意味着肥土镇的故事不会终结。就像1988，我也没有看完，既然知道结局就没必要再往下追了。飞
毡中尤其爱叶重生与花初三躺在床上望星星那段，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温馨浪漫。
19、一部美好的描写香港的小说、童话、寓言。回看了介绍它的《一千零一夜》，节目里将这本书比
作清明上河图，实在太贴切。小说结尾作者现身告诉大家书里所有人物都隐形了，让读者我眼前一亮
同时产生伸手却又抓不住的失落。
20、西西写得好温柔呀像一个童话
21、四星扣一星给校对错误，影响阅读体验
22、有点《天香》的意思，不过比它好。
23、写出《飞毡》的西西，真是太棒了！
24、一部记录消逝了的肥土镇的历史，与兴趣盎然的科普读物
25、博学又可爱的西西，轻盈又宏大的西西。最喜欢的是叶重生花艳颜两代小姐童话梦，那个能看见
星星的玻璃天窗屋顶就这么在烈焰中陨灭
26、很有意思的现实童话，很特别的唯一。
27、书里的人物挺喜欢的，也喜欢书里魔幻色彩的部分情节。有一天能去香港街头走走
28、一部关于香港发展的小说，描绘了整个社会人心态的变化，财富的变化，观念的变化，环境的变
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非常的好。《飞毡》应该是梦想吧！
29、西西的这本自传性质的小说，1996年初版，以童真之心，记录了港英时代香港这座的难民之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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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毡》

种，影像感强烈，且是彩色的，像超长篇港剧，多角度刻画每一人，平民众生态跃然纸上。我们可以
看到烟火人家，岁月静好；亦能体会故国情怀，海棠血泪。语言晓畅易读，接续明清小说之衣钵——
光影变幻，转换视角，构成艺术的动态，绘成艺术的行迹，读来颇为消受。
30、如此轻盈
31、谁说香港无文学?感觉大陆很多人对港台的文学误会很深。西西这篇绝对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轻盈
”的文学的典范，文字熨帖。
32、断断续续看了小半年。有些作家的文字会让人混淆了创作者的年纪。比如西西永远是一派天真的
少女口吻，读揽渊博却无傲慢，难得。
33、一段歷史的變遷原來還可以這樣寫。。。
34、必得先认识香港 再读此书 方能会心一笑
35、虽然不能和百年孤独同日而语，但西西这想象力也不是盖的，就是如果隐喻可以再隐一点魔幻多
一点现实少一点就更好了。#2017年看完的第31本#
36、对香港史的文学再现！写法细腻，不废宏大！
37、想再去香港看看！
38、和我去过的香港看来，有确实存在与清晰的景象，但又不仅仅如此，喜欢西西眼里的香港、人物
的一颦一笑与时间的斗转星移很巧妙的发生着“化学反应”，在花一花二的红房子里，也在花初三、
花里耶神秘色彩的经历里。他们渐渐走出笔者的故事，又活生生的继续发生在以他们自己为主角的精
彩人生里！默默为他们加油！
39、不能把它当成是香港的历史来看，但是却是从香港出发，一个看香港的窗口，有些童话连成人也
许也不一定明白，似有深意，可回头看却像是喝了隐形药的小说各类人物一扬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趟
回味无穷的旅行，我去了土肥镇去了梦里西西的香港。
40、迷人的肥土镇~结尾尤其有魅力
41、《飞毡》说的是肥土镇的故事，而肥土镇却是香港的代名词。因为化名，故事多了一份童真气息
。花顺家，叶家，胡家。是这个故事的线索，三个家族代表着三个不同领域，三家的联结交织，在时
代变迁中的变化，也就成了香港近现代发展的缩影。从番人、番物来到肥土镇这个传统的小镇，自此
故事展开了篇章，诉说着近代西方文化流入对香港本土文化的冲击和改良。从木头房、落后、愚昧到
后来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电灯、自来水、教会学校、高楼等的出现，在物质上改变肥土镇的物质，
也改变着他们的观念。叶太太与胡太太的对比，有传统中国妇女依赖夫家，也有现代女性自强自立。
女权之变，在经济上是先导，也是近代之缩影之一。不断涌入的人口，不断的开发改造，让肥土镇繁
华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许多温情。贫穷、压抑、为生计奔波、而肥土镇也在传统与现代中融合。
42、西西太可爱了
43、一部發展史
44、果然是有点儿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呢。一部城市的历史我以为总逃不过描写战争涂炭人世变迁大
喜大悲，但这些略显矫情的情节在肥土镇完全看不见恢宏的大场面，平平淡淡，时代中的人们在这座
奇妙的肥土镇沉沉浮浮却安之若素，人的情绪被缩小妙趣被放大，那些奇妙的蜜蜂、紫苜蓿、自障叶
、莲心茶铺午夜的阁楼、以及最神奇的飞毡等，莫不是这片土地上所特有的生灵，时间在推移，而伴
随着物外的变化，肥土镇的人们仿佛一幅被定格的画面，在那个世界安安稳稳地生活着。或许你踏上
现在的香港，依稀能找到些往日的影子。
45、故事性比不上南美大师们，手法上感觉有点散，由此感觉世界华文奖水了点。但是西西老师的语
感真的好！
46、最近读的最像童话的一本书。
47、无感
48、举重若轻挺好的，飞起来的历史变迁，自由也随和。再来一杯荷兰水吧。
49、个人书单年度最佳。
50、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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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毡》

精彩书评

1、当自己热爱的土地变了模样，熟悉的风景慢慢消逝，你会怎么做？悲愤？淡然？还是呼天抢地？
同为香港作家，李碧华以一种沉郁、悲凉的笔触写下了《霸王别姬》和《胭脂扣》，让笔下的程蝶衣
选择自杀，让如花和十二少阴阳两隔、有缘无分，以此来表达对不断变“坏”变陌生的香港的失望与
逃避。西西却用魔幻主义风格和近乎童话般的笔触，将自己心中的美好，编织成一个亦真亦假的肥土
镇；然后让其随着魔法雨和药糖隐去，只将最美的印记留在白纸黑字中，最终形成这本《飞毡》，供
人随时翻阅缅怀。正如王安忆给她颁奖时的评价，“西西其实是替香港做梦，是给这个太过结实的地
方添一些虚无的魅影”，她是当之无愧的“香港的说梦人”。西西的《飞毡》，以花式家族的兴衰为
线索，讲述了“肥土镇”百年风貌的变迁，颇有一点《百年孤独》的史诗即视感。但在文风上，却和
后者有很大差异。如果说《百年孤独》是恢弘庄重的黄钟大吕；《飞毡》则是跳脱欢快的民间小调，
充满了生机、活力，和难得的意趣。在这本书里，西西的语气一会儿像童话，一会儿像科普书；一会
儿是跟你讲一千零一夜里飞毯故事的语调，一会儿又以科学考据论述的口吻，一本正经科普“毡”和
“毯”的区别。叙事线索看起来也没有章法，一会儿是花家，一会儿是叶家，一会儿是胡家，一会儿
又是李健一家，可一点不显得杂乱。语言虽然不精细，却有种活泼流畅的文气。单个句子拎出来，并
不觉得有多么精妙，可是一旦连着起来读，一气呵成，就自有一种坦坦荡荡的文气在，读着十分迷人
，有一种说不出的妥帖。就像看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老电影、电视剧，有一种氤氲之美，耐人咀嚼。在
这个虚构的世界里，花、叶、胡、李等家庭平淡温馨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但随着岁
月的变迁，技术的进步，西洋玩意儿的进入，原本封闭传统的肥土镇渐渐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负责
救火的水车馆和斧头党人：“经过电工的接驳，水车馆安装了警铃，通到斧头党人家中，一旦发生火
警，警铃就会响起来”，于是，“水车馆再也没有了锣声”，“不再用锣来召集斧头党人”。曾经意
气风发的斧头党人就这样渐渐落寞起来。所以，当原是斧头党人的花初三从海外归来时，他们才会那
么激动、雀跃；从他们的往日豪情里，能感觉到流金岁月里的一丝怅惘。受西洋家具和百货卖场冲击
的荣华家具店，叶、胡两家父母对女儿出去工作的态度变化，更是香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叶重生
、胡嘉未出嫁时，自作主张去百货公司上了半天班，就被家人揪回去；但随着岁月逝去，肥土镇风土
人情大变，叶重生为了养家去工厂做工，父母反对也无可奈何。正是通过这些琐碎而平淡的日常变化
，西西在尽情缅怀故去的香港，感叹被岁月改写的香港风貌。“红尘孽债皆自惹，何必留痕？互相拖
欠，三生也还不完。回不去。也罢。不如了断。死亡才是永恒的高潮。”这是李碧华对回不去的过往
的决绝。而西西，用花一花二的药糖和魔法雨，将自己心中最美又独特的“肥土镇”隐去，隐匿成一
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同样是缅怀故去的香港，前者选择了“毁灭”，后者选择了再造，以期让这个越
来越物质的城市，留下一点有温度的念想。香港一梦，说得，还是说不得，还真是全看内心放得下放
不下。
2、地球没有了人类会不会有一些孤独阿。特别是有一些人，为了书籍、戏剧、科学原理、时空和起
源，为了归纳、探索、无意识的呆迷喜欢和思想实验，常常漂浮在高级的语言、流动的逻辑、和闪闪
发光的音律中，就无法在深深的夜晚停止活动进入睡眠；若不是站在清白露台的长窗前看一顶托着古
代女子飞过的地毡，也必是躺在轮廓明亮的黑暗中做抗拒睡眠的平行飞行，撞在梦的造物和现实哲学
的边边角角上。飞毯并非很少，能飞皆是因为日积月累的稀奇个性，流苏飘摇、平稳能干。国家中的
地方、大大小小性格，也都有上升飞翔的流行机会，其中一些就成为精挑细选的一流城市。西西写了
一个优美儒雅、市井学富的家族作为视觉的重心，加以摄影奇幻历史、廊庑花园、政治飞毯、地产经
纪、建筑家居、旱涝火斧、饮食移民、狐仙南音、宗教外番、精英百货、工商金融、昆虫地质，像是
将每一帧时间转变为具体的空间、按一个一个空间收藏起来的博物家，常常一页就是几年的变化和冲
击，气氛里却总营造起温柔应对的必要，正是由于许多人脱离了温饱的经验、对立并减弱了贫乏的伤
害，才使丰富和多彩得以实现。城市飞翔的能力不易保存，到最后谁也看不清他了。但人类为什么要
制造地毡呢？国家为什么会建造城市阿？西西说：除了波斯人把地毡当作移动的花园外（为了喜欢花
园的美丽），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是说保护自己，因为地毡可以御寒、隔潮和护肤，但是不，地毡制造
的原意不是这样的，而是保护大地，人类编织地毡，然后在上面坐卧，使泥土不致流失，使身上的汗
水不致酸化泥土，使空中的杂尘不要落到大地的脸上，人类敬爱大地，所以为它编织最美丽的衣裳。
一切都是因为爱他、感谢他非常美丽，又慷慨给予。但人们总是把初衷忘记了，自己做新的判断，这
判断常常是不可爱的，又以为自己是被动接受的这聪明的判断，告给别人听要大家都相信，所有人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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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不安，忘记了创造、平静、和抒情。但凡书评都要依据作者的生平来言论，其实应当反过来，因为
温柔坦白的人、他的社会身份和职业、故事通常是一个不小心、十分随机地发生和确定下来的，只有
其作品是稳固的、累积的、可以因凭着了解他的真实材料。同时，应《飞毡》书末那句：效果常常出
乎努力创造的人意料之外。书的效果，又超越了书的组合材料，生成了自己的性格，在作者、出版家
和读者身上可是施了许多大不相同的神奇生命的魔法哩。书的后段太接近面前生活了，有一些不爱看
，看了伤心，但书的前段真是如广播时间传来的空中小说一般动人，写美人时平平静静，年轻男女的
爱情又文质彬彬，亲情和和美美慢慢失落，友情时时照应，父亲的教育偶然发生、孩子都尊敬，商业
理论也不是急功近利而是正派的学问知识，丈夫和太太齐心协力，成家立业皆是循序渐进事出有因，
成功都来得淳朴、智巧、温良，谁也不急于放弃什么、得到什么，也不苦于成为什么，运气来来去去
，时势走走停停，女孩做了母亲，谁都有挂念的事和人也要常常和他们走得近，谁也没有要改变别人
的个性、往往是顺便照顾，狐仙的情感也要怜惜，西西笔下，就是一个竖琴也有美，一个汤罐也有美
，一个鹅颈椅、一个沙龙椅、一个摩登的荷兰水瓶、木头的重量、蜂蜡的技艺、金属的名称、与彗星
媲美的昆虫衣鱼、客途秋恨、坚强和勇气、财富和快乐、清洁和好运。然而我们是活在书的后段和后
段的未来之中，总是不能把握住真相而失去了甜美的命运个性，读这本书就能恢复一些，“心灵不致
失落”。这很香港。
3、　　1999年，西西的长篇小说《我城》，被《亚洲周刊》评入二十文学小说一百强。　　《我城》
是写香港的小说，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每日一千字，配一幅西西自己画的插图。西西说，这本小说像
一棵树，初生时，在原地生长，却又想突破限定。经过季节变换，落了一些叶子，又滋长出另外一些
，回头一看，茁壮地连自己回过头来也吃一惊。　　《我城》写作手法很独特，讲一座城的故事，结
构却松散，一个点讲完，再讲下一个点。用作家何福仁的话来说，像是中国古典长卷绘画，视点是移
动的。恍如著名长卷“清明上河图”，“拿一个放大镜来，可以一厘米一厘米地仔细看画里的船钉、
席纹、水绉、叠瓦⋯⋯”　　几年以后，西西又以书写年世俗生活史的小说《飞毡》，获得《星洲日
报》世界华文文学奖。　　《我城》写一座城市（香港）的现在。　　《飞毡》写的则是一座城市（
香港）的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　　书开篇，西西用很大篇幅去解释“飞毡”的意思，从古到今
，引经据典，最后说，这本书讲的是巨龙国肥土镇的故事，巨龙国是一片海棠叶般大块陆地，上面一
粒比芝麻还小的针点地，是肥土镇。肥土镇像巨龙国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要上巨龙国，就要在毡垫
上踩踏，抖落鞋上的灰土和沙尘。　　充满象征及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正文故事中，像《我城》
一样，“结构还是松散”的，视点还是移动的。作者东一笔西一笔，细细讲述肥土镇的事情：肥土镇
上有些什么人，肥土镇上有些什么花、什么草、什么虫，肥土镇的人爱水的原因，肥土镇的斧头党，
肥土镇的茶楼，肥土镇的照相馆，肥土镇的乳娘管家⋯⋯　　每一个单独章节，都充满了趣味性，表
达形式灵动多变。　　故事开篇是“睡眠与飞行”，作者从《齐物论》讲到庄周梦蝶，再讲到人类为
什么睡眠，睡眠时会有什么表现。最后，作者写道：庄周梦蝶，这寓言，寄托了人类抗拒睡眠的无意
识。　　接着，作者写飞毯的异类飞行，写地毯的种类，每一章都像完全在叙述不相干的东西。但紧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开始写肥土镇的荷兰水，写荷兰水店家花氏，看起来是以花氏为串线，来讲肥
土镇的生活，茶楼、照相馆、家具行、斧头党⋯⋯　　一串看下来，肥土镇是怎么发展的，人们是如
何生活的，地域有什么特点，等等，一目了然。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写一个家族的盛衰，也
写出了马孔多的变迁。结构复杂、人物形象突出。　　《红楼梦》写一个家族的变迁，文采飞扬，故
事复杂到繁复，　　长久以来，华语作家的“史诗”类写作，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炸
裂志》，都充满了乡土气息，蕴含对土地的眷恋，对家乡浓重深沉的情感。但对于香港来说，这些显
然是不适合的。作为现代著名的商业交易地，那里的人只做生意不种地，那么这块土地的故事，究竟
该怎么写？　　西西采用的依然是她熟悉的“中国古典长卷绘画”式的写法，仿佛是用放大镜，一个
一个来放大香港城市无数坐标中的点，讲它的昨天、今天、明天。　　西西的笔法细腻，每一个点都
能讲出一个小故事，无数的小故事，串成“飞毡”这个大故事。　　为了深刻展现香港的传奇性，西
西除了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用象征来表现城市，行文中还采用质朴言辞来表现故事，读来颇有几分
童话色彩，齿颊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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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飞毡》的笔记-第83页

        啊啊，花初三救出一个人来啦，救人和被救者沿着梯子平安下地。叶重生静静的看着，哦，救出
来的并不是女人，叶重生笑了。

2、《飞毡》的笔记-第165页

        她剪了一个下午才剪完，把其余的相片部分扔掉，打开百子柜架子床的抽屉，把花初三的碎相片
分别放进抽屉。这个抽屉里放进一只眼睛，那个抽屉里放另一只眼睛；上面的抽屉放左耳，下面的抽
屉放右耳；一个抽屉放手，一个抽屉放脚，直到把整个花初三都放进了不同的抽屉里。

3、《飞毡》的笔记-第230页

        花初三紧紧握着妻子的手，二人仿佛一对年轻的恋人那样，抬头看满天飘洒的流行。远一点的那
边，只听到花里巴巴说：真像下雪一样，可是却没有一片雪花掉在头发上。而花艳颜则说：烟花、烟
花。流星雨下了很久，和显现的时候一样突然，要停就停，再也不见了。过了一会见，花初三听见花
里巴巴的声音：花艳颜，回家去，来，我带你回家去。夫妻二人坐在灌木丛背后的喷泉围是石头上，
看着花里巴巴牵着女儿的手，经过他们身边，一路沿着草径、泥路、花香的道路、肥水区弯弯曲曲的
小巷，回到花顺记。

4、《飞毡》的笔记-第458页

        心理学家认为，所有不想得到“升官病”的人都应该停留在，或想办法待在称职的位置上，不要
愚昧地升职。否则，他们只好在该尽责的事上弄得一塌糊涂，然后用专注别的小事来转移自己的能力
，在那些事上称职地补偿。

5、《飞毡》的笔记-第140页

        ABCD
大头绿衣
捉贼唔到
吹必必

6、《飞毡》的笔记-第83页

        用纯粹淳朴来形容应该不太准确，该说可爱了吧。

7、《飞毡》的笔记-第485页

        梦游症好像一直依附着花艳颜，只不过，发作的日子相隔得远了，常常是几个星期，甚至一季才
发作一次。如今的花艳颜，在睡梦中游逛，并不走到遥远的海滨，而是行走到马路对面的留仙园区，
沿着小径缓缓步行，经过小亭、小桥、花丛，绕一个圈子回到花顺记楼上的家中。花里巴巴仍是数十
年如一日般警醒，花艳颜离开家门，他就知道了。他守护着她，让她安全过马路，仔细在碎石路上步
行，牵着她的手，不让她跌进荷花池里。只有在晚上，在花艳颜梦游的时刻，他可以牵着她的手，和
她一起。

8、《飞毡》的笔记-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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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水南音
孤舟岑寂，晚景凉天
夕阳衬住双飞燕
我斜倚蓬窗思悄然

9、《飞毡》的笔记-第81页

        记得不可以搂抱别的女人，不然的话，我会用你的斧头把你斩成三十二截，把你的眼睛放在这个
抽屉里，把你的耳朵放在这个抽屉里，把你的鼻子放在这个抽屉里，把你的嘴巴放在这个抽屉里，把
你的心放在这个抽屉里...

10、《飞毡》的笔记-第19页

        这个，这个，对不起，我一时偏激。
算了，算了，对不起，我一时小气。

11、《飞毡》的笔记-第94页

        “将来，你会记得莲心茶的。”一位老人家说。
“你会怀念肥土镇的。”另外一位老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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