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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的三部曲”：竹林的“人间大爱系列”　　（代序）　　作为知青文学第一人，竹林是在茅
盾、韦君宜、冰心、萧乾等文学前辈直接关怀下成长的作家，著作等身，影响深远，多年前就进入了
文学史。
当年，《生活的路》出版后，一纸风行，领衔潮流。
之后创作不辍，佳作迭出，在文学的多个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比如，她的另一部“知青文学”《呜咽的澜沧江》，不仅受到海峡两岸老一辈作家胡秋原、萧乾等人
的高度评价。
还在台湾出版了精装本和研究专集，在加拿大被那里的文学杂志全文刊载；《女巫》出版后，也立即
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到现在已经出了多个版本。
《挚爱在人间》发表后；获得了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
尔后，她又开始转向“青春文学”创作，经过“跨世纪”地努力，接连推出《灵魂有影子》和《今日
出门昨夜归》两部作品，后者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并引起对“青春文学”走向的热烈讨论。
　　但是，正如东方广播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淳子女士所说，竹林绝对不是一个属于社会型的知识分
子，不会作秀，因此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很容易被公众无意或有意地遗忘。
徐坚忠先生说她是上海作家中的隐士，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时代的大潮只能冲走表面的泡沫，不能冲走坚实的河床部分，她总是不断地以自己的作品引起大
家的关注。
因此，新浪网作家频道称她为“传奇作家”。
其“传奇”的意思可能是指一个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特殊性，也可能是指他的成就和声誉严
重不对称，似乎一个几乎会被世俗和商品时代彻底淹没的人，却屡次浮出水面。
　　竹林“生活的路”或许是曲折的、艰辛的，但对她“创作的路”而言，未必不是一种锻炼、一笔
财富。
综观竹林的创作，从儿童文学到散文，从小说到纪实文学，无不包含着自己的童年记忆、个性气质、
艺术追求、人生思考、社会理想，同时，大师与前辈对她的影响也深蕴其中。
　　“母爱、童心、大自然”是冰心“爱的哲学”的核心部分，在竹林那里得到了全面继承，并有了
新的内容。
“爱亲人”，包括母爱、父爱、家族关怀，是竹林爱的起点；爱世人，关爱那些最需要关爱的人，如
善良的弱者——他们往往是妇女、儿童，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弱势地位的妇女和缺乏父爱、母爱的
儿童，等等，则倾注了她最多的感情。
与个性气质有关，也与自己多年工作有关，竹林的创作，尤其是儿童文学、青春文学的创作，始终对
大自然、茫茫宇宙、未知世界，充满着儿童甚至是人类早期原始思维的好奇心理。
在她眼里，“万物有灵”，天地人神无不有尊严，无不有魅力。
现代社会．科技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人类的基本困惑，如人类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为何存在、
怎样活着等，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没有资格对大自然妄加裁决。
因此，竹林作品中的那些灵异事件、科学幻想、悬疑情节等，不仅仅是文学技巧、结构艺术、小说材
料，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价值观。
　　或许有相似的童年记忆，竹林与萧乾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感受得特别深刻。
作为一个女作家，竹林对“寄人篱下”的屈辱感受得更加细致、深刻，表现得更加触目惊心。
在萧乾的同类作品里，主人公对亲情表现得要决绝一些。
而在竹林这里，主人公从来没有对亲情绝望，反而充满了更大的期待、更多的感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思潮，而女性主义写作在
当代文学里。
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正如女性主义写作倡导者认为的那样，女性主义写作不等于“女人写”。
反过来也是如此，女作家的创作未必都是、必须都是“女性主义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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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女性主义写作越来越趋向自我关怀、自哀自恋的时候，社会关怀将是一个发展方向。
竹林的创作正是如此，她从来都坚持现实主义，坚持社会关怀。
正像张炯、严家炎、何启治、谢冕等人所说的那样，竹林的小说有政治关怀、文化思考、人性探索，
紧扣时代，紧扣中国现实和历史。
作为女作家，她的视点从来没有离开过女性，但从来没有局限于女性，这是她对当下女性主义写作的
超越之处。
这似乎很不时髦，但是只要能正确、正常地揭示中国经验，解释中国现实，实现文学的目的和功能，
不时髦又有何妨。
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的文体探索转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如何表现中国经验、解释中国现实的起点，
我们终于体会到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道理。
　　创作总根于爱。
鲁迅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27年．面对的是恶劣的生存环境。
但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有意义。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心灵环境依然备受污染。
文学的力量首先作用于人的心灵。
因此，在对这个世界怀有大爱的竹林那里，宣扬爱是她一贯的文学主题之一。
　　竹林的这套“两岸人间系列”包括三部长篇，分别是《净土在人间》、《挚爱在人间》、《天堂
在人间》。
从文体上说，它们一为报告文学，一为纪实小说，一为虚构小说；从主题上说，三部作品既是统一的
，又各有侧重。
《净土在人间》讴歌的是人间博爱，《挚爱在人间》抒写的是亲情挚爱，《天堂在人间》表现的是人
性真爱。
　　《净土在人间》主要讲述台湾证严法师建立慈济、播撒人间大爱的事迹。
证严法师出身富家，天资绰约，秀外慧中，本可锦衣玉食，享受人生，但她心存善念，与佛有缘。
她立志出家．将自己献给了更为广大的世界，化小爱为大爱、博爱——爱世界、爱世人。
她点滴做起，身体力行，从五毛钱起家，到建立遍及全球的庞大的慈善事业，一步一个脚印地感动着
这个世界，改变着这个世界。
现在，台湾每十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慈济会员；全世界每一次大的灾难中．总能看到慈济人的身影，
这其中也包括祖国大陆。
慈济人身体力行着真善美，也引导着真善美的传递：从接受别人的奉献，到奉献别人，直至这个世界
更加美好。
《净土在人间》告诉我们，“净土”并不在遥远的天国，也不是在未来，净土在人间，在每个人的心
间，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善念、美行，去开辟，去创造。
　　《挚爱在人间》讲述的是被海峡分隔数十年的一对父女从相逢、相别再到永诀的故事。
小说以纪传体的形式和意识流的手法，在父女重逢的雨中、路上和家里，巧妙地穿插了他们各自的人
生苦难、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
故事是真实的。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这样的故事也许很普通、普遍，然而叙述者刻骨铭心的心理体验，将苦难的女儿
没有爱、渴望爱、拥有爱到失去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没有爱的悲哀，刻画得惊心动魄。
“挚爱”是双向的，既有女儿对父亲的依恋。
也有父亲对女儿的深爱；“挚爱”又是多层次的，爱亲情，更爱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
父亲在海峡的那一边，几十年来对女儿、对母亲的牵肠挂肚，全部包含在对故土的深爱之中；“挚爱
”的体现方式还是多样的，女儿对父亲的爱是无比的依恋，在重逢时却如此坚强，没有任何抱怨；父
亲对女儿的爱是深沉的，却表现得严厉而琐碎。
爱的反面是没有爱，在女儿林男成长过程中，她所遇到的艰难、险恶和虚伪的人生情境，多次将她推
向异常危险的人生边缘。
然而．正是没有爱的悲哀，才衬托出了人间有爱的无比珍贵，正是人间仍旧有爱，才让她一次次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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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关，坚实地成长。
　　九寨沟、黄龙是旅游胜地、人间天堂。
那里的奇峰怪石、绿草红花、水云变幻，无不充满着神秘和诱惑，但是这一切如果与人的生命和情感
无关，那它们也只是冰冷的物理现象，算不得真正的天堂。
《天堂在人间》讲述台湾电脑公司老板许云龙和四川某高校教授陈松林以及女作家如蓝一行，结伴旅
游，经历了种种试探、误解和挫折之后。
各自找到所爱的故事。
小说通过女研究生李星和女秘书沙沙天真而清浅的视角，揭开层层迷雾，发现了一个凄艳而浪漫的“
革命加恋爱”的故事。
原来，许云龙是故地重游，寻找失散在大陆多年的女儿，当然，他也是在寻找一段失落的爱情。
在寻找自己的亲情过程中，他遭遇了昔日的情敌和忘年的爱情。
他与古龙虽未相逢，但一笑泯恩仇，而他，则又化爱情为亲情，错认李星为女儿。
爱有真假之分，亦有对错之别。
如果说，李星喜欢自己的导师。
并转而喜欢承诺让她出国的许云龙，有很大的虚假成分。
那么．许云龙喜欢李星，并认她为自己要寻找的女儿，自然是错爱：她错过了自己真正的女儿如蓝。
然而，正是假爱和错爱，成就了真爱的传奇。
已经四十多岁的如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并在父亲临终的那一刻，赶到了他的身边。
虽然父女俩已经没有机会相认，但是，血肉相连的冥冥通感超越了语言，在他们伤别离的刹那，感受
到了团聚的极乐。
这个时候，人间终于成为了爱的天堂，天堂在人间。
　　“两岸人间系列”因此可以称为“爱的三部曲”，博爱、挚爱和真爱超越了政治、国族、信仰、
贫富、时空等隔膜和局限，沟通了小我与大我、个人与世界、亲情与爱情。
它形象地说明，“爱的哲学”并非抽象无力、凌空高蹈，而确实能够实实在在地对世道人心产生巨大
的作用。
尤其是在大陆和海峡对岸天各一方的今天，只有爱才能跨越中华民族之间因社会政治造成的隔阂，亿
解昔日的怨恨。
连接两岸的亲情人心，构建一个和谐繁荣的民族大家庭。
　　许道军　　2008．9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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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挚爱在人间》讲述的是被海峡分隔数十年的一对父女从相逢、相别再到永诀的故事。
小说以纪传体的形式和意识流的手法，在父女重逢的雨中、路上和家里，巧妙地穿插了他们各自的人
生苦难、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
故事是真实的。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这样的故事也许很普通、普遍，然而叙述者刻骨铭心的心理体验，将苦难的女儿
没有爱、渴望爱、拥有爱到失去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没有爱的悲哀，刻画得惊心动魄。
“挚爱”是双向的，既有女儿对父亲的依恋，也有父亲对女儿的深爱；“挚爱”又是多层次的，爱亲
情，更爱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
父亲在海峡的那一边，几十年来对女儿、对母亲的牵肠挂肚，全部包含在对故土的深爱之中；“挚爱
”的体现方式还是多样的，女儿对父亲的爱是无比的依恋，在重逢时却如此坚强，没有任何抱怨；父
亲对女儿的爱是深沉的，却表现得严厉而琐碎。
爱的反面是没有爱。
在女儿林男成长过程中，她所遇到的艰难、险恶和虚伪的人生情境，多次将她推向异常危险的人生边
缘。
然而，正是没有爱的悲哀，才衬托出了人间有爱的无比珍贵，正是人间仍旧有爱，才让她一次次度过
难关，坚实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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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竹林——这个南方乡野一团葱绿的自然景观，最初被化作我的笔名符号印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上时，是在我结束了六年的知青插队生活之际。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使它既开了知
青文学之先河，把我推上了不容回首的文学之路，也为我带来了厄运；而后我便自甘寂寞地去了农村
。
二十多个春秋的乡下生活使我收获了《女巫》、《呜咽的澜沧江》、《挚爱在人间》、《夜明珠》、
《晨露》、《灵魂有影子》、《今日出门昨夜归》等十多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其中《老水牛的眼
镜》得了全国第二届儿童文学奖，《挚爱在人间》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今日出门昨夜
归》获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晨露》、《夜明珠》被选入中国百年百部儿童文学经典。
　　回首已逝的人生旅程，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
不过。
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
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时开花结果。
我十分崇敬这种植物。
我愿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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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等待二、雨中三、旋转四、命运五、泥泞六、温馨七、失落八、夜路九、彼岸十、晶莹十一、迷
雾十二、春风十三、挚爱十四、梦幻十五、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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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等待　　林男来到虹桥机场的时候，正好是下午五点半。
　　离爸搭乘的国泰航班到达时间尚有半个小时。
她轻轻嘘了口气，走向一辆深蓝色的计程车。
　　她自己是乘民航班车来的，从市区到机场，只花了不到两元的车费，可是来自台湾的爸，决不肯
坐这种大巴士的。
既然是诚心诚意来接爸爸，她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
　　司机听说要他等待，便有些迟疑：“你最好先交二十元押金，要不，我等半天你不用车了怎么办
。
”　　她承认这话有道理，却不愿当司机的面取钱。
她随身背的牛津包里装着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五千元——这是她的全部财产。
机场上这么乱，把钱露出来让小偷盯上怎么办。
她想了想，脱下外面穿的风衣：“喏，把这个放在车上，行了吧？
”司机点点头，轿车像一团凝固的暮云，悄然滑向道边。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已经十一月了，夜色中刮来的风很有些寒意，不想让爸看到这副缩头缩脑的样子，她在原地跳了几跳
，然后，挺直了腰，朝出口处走去，但却被粗暴地拉住：“去去，这里不能进！
”　　懊丧地退下，她才发现，门口已挤满了接客的人。
问题是，出口处有两个，八号与九号，爸会从哪个门出来呢？
　　闹哄哄的人群传来你呼我应的喊叫：“姆妈呀，你守在这里，我到那边！
”　　“好的呀，你在那边不要走开！
”　　盛装的男男女女，怀抱幼儿的妇人和摩登的姑娘们在她身边来来去去，那种殷殷的切望，那种
骚动不安的热情，汇成巨大的漩涡，几乎要把形只影单的林男淹没了。
“爸会从哪个门出来呢？
”再次这样想的时候，一种凄凉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她总是独来独往，无论干什么都这样，已经四十岁了，还是孤身一人。
爸这次回大陆，只给她一个人写了信，只把确切的行期告诉了她，而对别的亲戚，他的哥哥和弟妹们
，一概都没有说。
也许，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体贴吧！
　　想到即将来临的欢聚，她的心境明朗起来。
爸把这一份欢乐独独留给了她，说明爸对她的珍爱，说明她在爸心中的位置。
不过，她还是拿不准该守在哪个门口好。
　　自从接到爸的信，她就琐碎得像个老太婆。
爸在信中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六时抵沪，她一连看了三遍月历，并在上面做了记号。
隔了几天再去看月历，竟发现她做记号的那一日是十一月十七号，星期五，而十一月十六号则是星期
四，她糊里糊涂地把日子推迟了一天。
为这个发现，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从此神经兮兮简直不能相信自己。
　　既然哪个门都不保险，那么，还是站在中间吧。
隔着玻璃墙壁朝里望去，可看见每一个出来的旅客，看他们分别走向哪一扇出口的门。
已经有不少人捷足先登了。
她勉强挤进去，占据了一块小小的地盘。
这时在她的左侧站着一个不断呼出香烟臭气的男人，为了躲避这种气息，她不得不尽量把脸向右转。
而她的右边，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年轻女人，穿一身毫无美感的时装套裙，捧一束包着塑料薄膜的
鲜花。
　　因为挨得太近，林男不得不留意那女人的面容，应该说，这是一张极少见的美艳的脸，虽然浓墨
重彩的化妆遮掩了本来的肤色，但那深深的黑眼窝和柔柔的两片红唇，惹得同性也会不由自主地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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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眼。
问题是，那衣裙上的复杂花边，那明眸上扯得过细的眉，还有从裙裾下面露出来的、两条套着黑色腈
纶健美裤的不伦不类的腿，把一切都破坏了。
还有气味，那一阵一阵刺鼻的廉价香水味，消蚀了鲜花的清新甜纯之气。
林男没来由地感到惋惜。
她揣摩她很可能生在一个连抽水马桶也没有的家庭里。
如果她有一份清白的工作，那么，这束花就要了她半个多月的工资。
很奇怪她也是一个人，这么年轻这么孤单；还有这身打扮，这束花，无不散发着一种暖昧的气息。
　　突然林男意识到自己走神了，赶紧扭过头，朝大厅里面望去，只见墙上的大钟还不到六点，又摸
背包，那五千元巨款的厚厚一沓还在，一切都很好。
　　她本是个粗枝大叶的人，经常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或者随手捞起一根皮鞋带往头发上一束
，就这么出门了，有时写稿写得来了兴致，从早到晚不洗脸，至于吃了些什么东西，简直弄不清楚。
　　但这一刻，林男却非常自觉地提醒着自己，毕竟五千元是她两部长篇小说的代价，她甚至不知道
还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再写两部。
以往爸来上海，是他的哥哥和弟妹们来接，爸便托他们兑换人民币在大陆用。
现在，他们都没来，她必须先为爸准备好一些钱作急需之用。
　　为了迎接爸爸，她毅然丢下笔忙了两天，洒扫除尘，缝冼被子，她要把爸接到自己的小窝住一天
，吃一餐她亲手烧的饭。
多少天来她为这个梦想激动得热泪盈眶，可现在，望着那一秒秒移转的大钟的指针，这个念头动摇了
：爸能吃得惯她烧的饭菜吗？
她那些乱七八糟的“剩余物资”又怎么能端出来“亮相”？
唉，说到底还是疏忽了，明知爸喜欢吃鲜鱼，自己虽不会杀，为什么不事先买好几条，请人帮忙杀了
放在冰箱里呢？
　　后悔已经来不及，现在所盼望的，是早点见到爸。
飞机已准时到达，无论是耳边的窃窃议论和墙上的显示牌都证实了这一点。
但出来的旅客很少，爸不是年轻小伙子，不可能冲在前面，这点她很放心。
不过，既已有人出来，爸自然也已经到了。
也许，爸现在正在取行李。
　　这么说，爸现在距她不过百米之遥了，如果没有这一道该死的墙壁，那么她现在就能见到爸了。
不幸的是，在人类交往中，有许多墙壁是无法逾越的，即使是眼前这一层薄薄而透明的玻璃墙，也把
人阻隔在两个世界。
　　玻璃墙内，灯火辉煌，温暖如春，从国际航班下来的旅客，一个个面色红润饱满，气宇轩昂，哪
怕八十岁的老妇也如打鸣的公鸡一样挺胸凸肚，神采飞扬。
那种来自另一国度的优越感，明白无误地写在从容不迫的步履上，写在彬彬有礼的微笑上。
　　而墙的这一边，萧瑟的秋风席卷着遍地灰尘，一派昏暗中聚集着苦苦等待的芸芸众生，你呼我叫
，你推我搡，为了争夺一个有利的位置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尽管捧着鲜花也如东施效颦般的可
笑可怜。
焦渴急切的眼神，不安地扭动着的身躯，盛满了对玻璃墙内的艳羡，对美钞港币的向往⋯⋯　　想到
这些，林男觉得丧气，毕竟，她也是墙这边的人。
四十年来她只见过爸一面。
她与爸相认时已经是一个有了作家职称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女人了，除了爸的爱，她什么也不需要。
可是，爸会怎么看她呢？
　　抬头望钟，不觉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出来的人渐渐稠密。
提着大包小包，推着沉重箱子的旅客也在往外走了。
身边接客的人群里，不断有人发出喜悦的呼叫。
她不觉有些紧张，赶紧集中注意力朝里望去。
　　上次见到爸的时候，爸穿着一件极普通的米黄色茄克衫，于是她便下意识地搜寻米黄色，可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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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如潮涌，本已目不暇接，眼睛又近视，匆忙中还忘了带眼镜，哪里辨得出什么米黄不米黄，再说，
爸也未必这次仍穿米黄色的衣服。
上次见面是温暖湿润的初夏，如今时已暮秋，难道还穿着单薄的茄克不成？
　　但她依然信心十足。
她相信，不管爸换上什么衣服，不管自己的视力多么不好，只要爸一出来，那么，第一眼看见爸的，
必定是她。
她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全副心灵，去探求去感受，去体味去追捕的⋯⋯　　已经七点了。
　　挤在她身边的人已离去了好几个，甚至那手捧鲜花的女孩子也悄然不知去向。
本来，她是打定了主意要看一看那束鲜花是由怎洋的一双手接过去的。
　　爸怎么还未出来？
也许，爸突然生病了，根本没上飞机？
　　爸会生什么病？
伤风咳嗽，感冒发烧，还是腰酸背痛，神经衰弱⋯不不，这一切都不可能，即使有点小病，也不会影
响他的旅行，要不就是遇到了意外，比如，一件始料不及的事使他无法脱身，可是，有这么巧吗？
　　说起来，还是身体不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许，爸突然发作了心脏病！
　　这个念头使她不寒而栗，记得上次就听爸说过自己的心脏不好，还说在临来之前曾住过医院。
当她要进一步询问爸的病情时，爸突然严厉地打断了她：“不许再问了！
”　　“为什么？
”她惊讶爸的粗暴与武断。
　　“好儿子！
”爸却微微地笑了——他在那边有个儿子，他也总叫她儿子。
“儿子，你问也白问。
”爸又说，“如果你突然做梦我发心脏病死了，那还了得！
”　　她被逗得发出了轻松的笑声，直到现在她还听得见自己在笑。
可是心头却有一片不祥的乌云压过来。
她拼命睁大眼睛朝人群中望，竟是力不从心的徒劳。
她的眼前一片模糊，连男女衣着也分不清了。
有一次，她看见爸穿着米黄色的茄克向她招手，定睛望去，却是个臃肿的老太婆！
　　她简直绝望了。
她几乎已认定，爸确乎犯了心脏病。
她向上苍祈祷，如果这一刻爸能出现在她面前，那么她情愿、她情愿⋯⋯她情愿奉献出她的全部财产
，包括装在背包里的五千元。
　　她明知这种念头愚不可及，却止不住要这样想。
以前，她常这么许愿，而且每次都会给她带来吉祥的结果。
　　最初的一次是在小学一年级。
那天，她的奶奶病了，她怕得要命，以为奶奶会死掉，以为再也没有人会爱她、保护她了。
进了课堂，她魂不守舍，老师提问，她放声大哭：“我情愿这次考试得两分，我情愿这次考试得两分
⋯⋯”　　老师莫名其妙，只当她发高烧说胡话，摸摸她的额头。
却一点也不烫。
哪里想到，她后面还有半句话：“只要奶奶的病好起来。
”　　结果，奶奶的病好了，而测验卷子发下来，她依然是五分。
　　那时她不能想象生活一没有奶奶，如果奶奶不在家，她吃饭的时候连筷子都不敢朝菜碗里伸。
有一次奶奶到苏州的叔叔家里去，住了好长时间。
她每天都站在墙壁上那张老式的月份牌下面，一张一张地数，盼奶奶回来。
　　在那段日子里，婶婶管家，家里没有早饭。
早上，婶婶带着弟弟上街吃点心。
那个在她家做了几十年、她平时唤作“大妈妈”的老保姆看不过，悄悄指着婶婶的背影对她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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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跟她们一起去！
”　　她真的傻乎乎、乐颠颠地跑去了，因为她非常喜欢婶婶的孩子、她的小弟弟。
每天上学去，她都把小弟弟送到幼儿园，放学后再把他接回家。
如果有了一块糖，她总是仔细地用纸包好了，留给小弟弟。
这种在口袋里焐得快要溶化了的硬糖，被婶婶一发现，就会从小弟弟的嘴里抠出来扔掉：“脏，脏！
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能吃？
姆妈给你买巧克力。
”而小弟弟却放声大哭：“不，不要巧克力。
我要大姐姐，要大姐姐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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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挚爱在人间》无论从内容还是写法上，特别在思想和感情的深度上，我认为都不是一般水平之
作。
　　--萧乾　　《挚爱在人间》是一部充满了凄婉的柔情和淡淡的悲凉的纯文学精品。
　　--严家炎　　《挚爱在人间》荡漾着真正的诗的温馨，非常美。
　　--谢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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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中所描绘的是个文弱女子，但也是个既有才华又勤奋好学、并且坚决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子。
“我是一只夜间奋飞的小乌。
小鸟飞上了枝头，就成为猎人的目标了。
”然而她也并没把现实涂成一团黑。
书中描写了一些热心肠的善良人。
在困境中，她往往会遇到福星。
　　《挚爱在人间》既描绘了海峡两岸的骨肉情，又窍出女主人公林男由孤女而知青，由编辑而作家
所走过的艰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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