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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讲一个小信鸽千里回家的故事。
　　有个朋友饲养了许多信鸽，每年都要选送几十羽到信鸽协会指定的公棚去参加比赛。
每到比赛日，他都要在自家的鸽棚边守候信鸽飞回。
在某次近千公里的竞翔赛中，他参赛的信鸽绝大多数都像往常那样，在正常的时间内飞了回来，唯有
一羽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飞回，鸽友们都以为它在途中遇到不测失踪了。
然而，在一个黄昏时分，它忽然飞了回来，重重地跌落在院子里，趴着一动也不动直喘气。
朋友忙把它抱了起来，整个鸽身粘粘糊糊的，细看鸽身伤痕累累仍在渗血，于是对它进行紧急治疗。
一个多月后它伤患痊愈，又重新翱翔在蓝空白云中。
大家对此热议不止，一只小小的鸽子没有任何辅助手段，为何能穿越千山万水、抵御狂风暴雨、逃避
鹰隼的围追而飞回自己的家里？
人们只能解释为信鸽有一种坚忍不屈的信念，凭借特殊的识辨能力寻亲回家。
　　动物执着又智慧的行为，常为人们津津乐道。
而人类忠贞地守护亲情，更有许多感人肺腑的典故。
像古代的薛仁贵为国征战十八年，官至当朝大元帅，荣华富贵应有尽有，仍然不忘寒窑苦妻，甘愿舍
弃所有，跋山涉水回家寻探深山窑洞的亲人。
薛仁贵精神世代流传，成千古美谈，令人肃然起敬。
　　家，有靠深山，有近大海；亲人，或者贫穷，或者富有，或近在咫尺，或远在天涯。
但人们守望亲情、回家团聚的意志却不会因此而改变。
有一位县委书记曾说，做人一定要有信念，有信念就有力量，有力量就有智慧，有智慧就能克服困难
。
世间万物，唯亲情无法取代，心力永难测量。
为了回家快捷方便，实现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宿愿，人们巧用了马驴，制造了车船，进而发明了更加现
代化的各种交通工具。
古时信息不通，交通落后，尚且不能阻断人们回家寻亲的道路，今日交通发达了，科技进步了，高山
、大海就更加阻挡不了人们回家的步伐。
　　人人都渴望有个安宁的家，不仅因为家里衍生着血脉相连、牵肠挂肚的群体，这里更是家人获得
充分信任和支持的安全港湾。
人们高兴的时候想回家，不高兴的时候也想回家。
回家不用写申请、等审批，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告别喧嚣，尽享天伦之乐。
在家里喝小酒，谈天下，没有人给你扣帽子、穿小鞋，心境舒缓，回复当主人的尊严。
　　落叶会归根，过节想回家。
回家看看是普罗大众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就这点基本的人之常情，却成为巫七娘与秦梦田在漫长的岁月里，可想而不可及的奢望。
　　支撑巫七娘毕生守候的精神力量是看到儿子回家。
她坚信她的儿子是喝竹溪水长大的，不会忘本，去到天涯海角，也会回来看她。
她用生命守望信念，任凭谁来劝说，她哪里也不去，就在竹背村守着儿子回来。
比起许多望眼欲穿、至死不能相见的母亲们，巫七娘是幸运的，守了五十二年，在山村早已变模样的
时候，终究守到儿子回来。
　　心系秦梦田一生的，是他在海峡那一边的亲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他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来没有忘记竹背村是他的根
，那里有他的家，他思亲寻亲的情结从来没有消停过。
秦梦田也是幸运的，他终于迎来了云开雾散的这一天，踏上满眼灯笼望亲归的故土，见到了魂牵梦绕
的亲人。
　　秦梦田不仅回来了，还带着儿子、孙子回来了，全家人终于团聚了，山沟里的村民百感交集，喜
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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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九十多岁的巫七娘并不满足，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亲自到台湾宝岛去看一看，因为
在那里有她的子孙安的家。
她期盼想去就能去的那一天尽快到来。
　　《总有那一天》的结局有一点老套，却是一种大潮，它透出了人世间心底深处的精神。
　　回家不怕难，回家不该难，亲情所系，血脉使然。
自以为序。
　　作者　　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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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粤东北山区竹背村贫穷人家的儿子秦梦田和高传宝，由于不堪地主恶霸
的迫害，为找活路而参加了国民军队。
解放前夕，秦梦田随国民军队溃逃到台湾，而高传宝则被我地下党成功策反，后因受伤返回家乡。
去到台湾的秦梦田仕途顺利，官升至台湾“国防部”的中将局长，但他却无时无刻不思念祖国大陆，
多方打听和联系大陆的亲人。
在那特殊的年代，秦梦田在大陆的家庭，虽然时常遭人歧视和打击，但不少乡亲和基层干部仍然通过
各种方式保护在台家属的正当权益，其母亲巫七娘及以高传好一家为代表的乡亲，始终坚信在台湾的
亲人是爱乡爱家的，总有回乡团聚的那一天。
　　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离开大陆五十二年的秦梦田终于回到家乡，见到苦苦守护了他一辈子
的母亲、恋人和父老乡亲，他百感交集，圆了迟到的乡情和亲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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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我在神岗县人民公园邂逅了九十多岁还来听山歌的乡村俩母女，正在为与她们分手而失落
时，在南门又碰到一老一少两对夫妻，原来老人是台湾“国防部”退休中将局长。
他带着家人悄悄地来到神岗，他来这里干什么？
　　2000年金秋。
我到粤东北神岗县办事，住进明珠宾馆里。
对神岗县群众性文化事业的发达兴旺情况我早有所闻。
这次回来，更有一些朋友指点我到神岗县人民公园和文化广场去，说这两个地方每天早上七点钟就会
有几百上千人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或唱歌跳舞，或练拳健身，场面颇为壮观，它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
　　这一天我起了个大早，边走边打听来到位于县城中心的文化公园。
公园是敞开式的，不用买门票。
还没有走进大门，就听到公园里传出了响亮歌声。
我突然感到心跳加速，加快脚步走进了公园。
　　公园的正面是一个近十亩大小的人工湖，旁边有七八个人在用力踢着鸡毛毽子，右边有一百多人
在起劲地跳腰鼓舞，年轻的、年长的都有，但中年妇女占了绝大多数。
我又沿着湖边小路往前走，这里传出雄壮豪迈的《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的革命歌曲，和别处流行歌
曲占据时间空间的情形相比，这里的气氛令人耳目一新，格　　外亲切，我情不自禁地挤上前去，找
了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
原来，这里的南面墙上挂着许多用毛笔字抄写的革命老歌，有三个中年妇女站在台阶上领唱。
在此唱歌的男女老少都有，不少于二百人。
我很久没有听过、也没有唱过这些歌曲了，便悄悄地融在人群中跟着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
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歌曲。
唱了一会，因为心里记挂着想尽快了解这里的新鲜概况，我又悄悄地起身走出这个“阵地”。
刚走出来，就看到在杨树下站着两男两女四个人，他们也在边看边议论，大概也在为这道亮丽的风景
而喝彩。
细瞧这四个人，穿着虽然简便，但气质不凡，不太像本地人，想来多半是从外地来此观光旅游的吧！
年长的男人七十岁左右，穿一件浅灰色短袖衫，身高约一米七八，身材健硕，四方脸型，两边的眼眉
毛又浓又长，一双闪着泪光的眼睛，不时警觉地向四周瞟移；身边的女人看上去六十岁出头，穿一件
枣红色长袖衫，短头发，略胖，双唇涂着淡红色的唇膏，她的右手挽着他的左手，显得亲热而温馨。
显然这是一对恩爱夫妻。
另一对年轻点，男的看　　上去三十四岁左右，长得高大而帅气，总是拿着数码摄像机不停地拍摄感
兴趣的场面，站在他旁边的年轻女人不断提醒他要摄录这个，摄录那个，看这个一老一少男人的长相
，这对年轻男女极可能是年长者的儿子和儿媳。
我在打量他们的时候，正好与老人投过来的目光碰到一起。
我们互相点了点头，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离开了。
　　我虽然走开了，心里却在想着这四个人，他们从哪里来？
难道也是慕名来这里观光的吗？
我还来不及多想，就走近了一个歌场，抬头望去，是一个上百平方米的八角亭，上书“山歌台”。
令人意外的是，台上除一个工作人员稍为年轻外，还坐着四男四女八个人，都是七十岁上下的老人。
这同别处年轻俊男靓女占据舞台当主　　角的情形截然相反，我想领略一下老人们是怎么唱山歌的。
　　这时，麦克风里传出女中音：　　山歌唔唱心唔开，大路唔行生青苔。
　　唱到山冈换模样，唱到阿哥回家来。
　　稻黄谷熟庆丰年，金果飘香又尝鲜。
　　山村早已变模样，阿哥何日回家园？
　　男中音唱：　　风筝唔放飞唔开，两手唔牵情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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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是风筝妹是线，飘到天边也相连。
　　牵手唔怕大海阔，回家唔怕山道弯。
　　山隔水隔心唔隔，总爱娶妹把家还。
　　台上唱歌如泣如诉，歌声虽然沙哑，但却声情并茂，婉转动人，颇具地方特色。
亭子下面是一排排的石凳子，早上的石凳子有点凉，到场听歌的人却不少。
　　我决定找个位子坐下听，搜寻了一会，发现一个满头花白，年纪似乎特别大些的老太太一个人坐
在那里专注地听歌，于是走向前去问：“阿婆，我能在这里坐吗？
”　　老太太面颊清瘦，刻满了皱纹，饱经沧桑的一对眼睛，炯炯有神，但眼眶却充盈着泪光。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像招呼熟悉的晚辈一样说：“来，坐坐坐，怎么不能？
快坐下！
”　　“谢谢了！
”我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我想老太太这把年纪了，还听得这样入迷动情，实属难得，就问，“阿婆，今年有八十岁了没有？
”　　老太太抹了一下眼睛：“还八十岁？
九十岁生日都过了！
”　　“九十啦？
不像，不像！
听你的声音这样洪亮，体魄这样健壮，真不像九十岁的老人。
”我又问，“阿婆，就你一个人吗？
你就住在这附近吗？
”　　“我妹祗陪我来的。
”老太说着又笑，“我住在乡下，远着呢！
如果走路，要走三个钟头。
”　　“要走三个钟头的路？
”我暗自吃了一惊，这位老太太真神了，难道她是走几个钟头来这里听歌的？
我正在纳闷，有一个女人手拿食品盒走了过来，她对老太太说：“阿妈，认识新朋友了？
这石凳子太凉了，我给你垫着来坐好一些。
”她说着放下手里的食品盒，就去脱外套。
　　老太太忙说：“阿好，你快坐下，我不凉，不用垫了，脱了你会着凉的。
”　　叫阿好的女人还是把外套脱了下来，叠得平平整整地铺在石凳子上，把老太太扶起来又坐下，
问：“行不行？
这样坐是不是舒服了些？
”　　老太太笑着：“行行行，是舒服了许多。
”　　阿好解开食品盒说：“我刚才买了鱼片粥和猪肠粉，闻着都香，趁热吃吧！
”　　老太太看着她的食品盒说：“好好好，换换口味，吃点新鲜，你也一起吃，我哪里吃得了这么
多？
”　　阿好拿汤匙一口一口地喂到老人嘴里，不断说着：“妈，别着急，慢慢吃，多吃点。
”　　叫阿好的女人看样子也六十好几了，中等身材，头上长着些许白发，但面色红润，手脚麻利，
看得出来是个既能干又孝顺的女儿，看着这母女俩的亲热劲，真让旁边的人羡慕极了。
　　我忍不住赞道：“阿婆她就是你妹祗呀？
你妹祗真好！
”　　阿好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像是作谢了，她没有说话，老太太却说：“是呀，村里人都说我们
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　　好奇心又驱使我问：“你们走几个钟头的路，就是为了来这里听山歌呀？
”　　老太太说：“过去是，但这次不全是，我们是昨天一早坐车来医院作体检的，今天没事就到这
里来听听山歌，你听，唱得真好！
”　　阿好补充：“我小叔和妹妹说要来这里唱山歌的，我妈赶来想给他们捧场，但到现在也没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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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他们可能是到文化广场那边唱去了，我妈又不想再走了。
”　　老太太：“这里唱得也很好，不就是听歌嘛！
就别走来走去了。
哎，唱得真好听啊！
”　　阿好一直在给老太太喂吃，我不断在猜想：老太太叫她为“妹祗”，她又称要来唱歌的是小叔
和妹妹，那她俩到底是母女呢还是婆媳呢？
照常理，婆媳没有这么亲热，只有母女才会那么贴心。
但母女怎么会有空一起来县城听歌呢？
老太太的儿子在哪里？
　　我正在胡思乱想着，老太太看着我说：“你的歌唱得怎么样？
想唱的话也可以报名上台去唱几首。
”　　我忙说：“我不行，唱不了，连听还不是听得很真切。
”　　老太太几次说吃饱了，不吃了，阿好哄着她又吃了几口，才把剩余的鱼片粥和猪肠粉吃了。
　　老太太反过来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吗？
神岗大多数人都会唱儿百。
”　　我说：“我是本地人，但我离开家乡多年了，虽然也回来过多次，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真正
来听歌还是头一次。
”　　老太太似有感触地说：“是离家多年回来的？
是该回来了，早该回来了！
你能回来，阿爸阿妈该多高兴啊！
”　　我说：“我阿爸阿妈都不在了。
”　　“是吗？
不在了？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瞪了我一眼，“不在了？
他们多大了⋯⋯”老太太的语调显得伤感，没有再说下去。
　　阿好看了我一眼，转换了话题：“文化广场也有一个山歌台，环境比这里好，唱歌、听歌的人更
多，非常热闹。
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那里去听一听。
”　　我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说错了什么，但感觉到了老人的伤感，因此忙接上说：“我也听说了，
一定要去的。
”　　老太太擦了擦眼睛说：“听歌、唱歌好呀，不仪人的心情好，身体也会变好，还长见识。
”　　我附和着说：“对对对，我刚才听懂了几句，叫做‘山歌晤唱心唔开，大路唔行生青苔。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　老太太笑：“对，要想吃饭就种粮，要想开心就唱歌。
听歌唱歌无病痛，身强体壮胜钱粮。
”　　我高兴地赞道：“阿婆原来也是出口成歌的，失敬了！
想必年轻时是个优秀歌手。
”　　老太太：“我没有读过书，也识不了几个字，年轻时可没有心情去听歌唱歌。
这几年，听乡下人这么说，这么唱，听多了，跟着说一说的。
”　　阿好：“我妈年纪虽大，却耳聪日明，听过什么故事，都能大体重复讲回来⋯⋯”　　“别夸
了！
”老太太打断她的话，“人老了，不行了，但愿少给后生人添麻烦。
”　　我对眼前的这一对母女又添了几分敬意，不断地猜想，她们年轻时一定有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
。
我想打听点什么，却一时又无从说起，到底想知道什么呢？
想了一会，我笨拙地问：“阿婆，您贵姓呀？
”　　老太太笑：“老太婆了，哪有什么贵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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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姓秦。
”阿好说完又征询老太太的意见，“妈，出来的时间不短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　　“还早，那么快就走了？
”对老太太母女突然要走，我感到有点意外。
　　老太太站起身说：“我们走吧，是该回去了。
”阿好拿起铺在石凳子上的外套，扶着老太太向东门走去。
　　望着秦老太渐渐走远的背影，一种莫名的情绪涌向心头。
我分不清是失落还是可惜。
我脱口喊道：　“阿婆，你慢走！
你们住在哪里？
”　　阿好不知是听到我的喊声，还是出于礼貌，她扭过头来向我挥了一下手，却没有说话。
　　我确实失落了，刚刚认识的“朋友”，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又失去了。
我又确实可惜了，面对这么神奇的老人，还没来得及问清点什么就分手了！
我不断想着这对母女的言行，脑子一片空白，再没有心思去听后来的人唱歌了。
我木然地坐了一会，突然站起身，向她们离去的方向追去，希望再看看她们，同她们再说几句　　话
。
可是，眼前的人海早已把我要搜寻的目标淹没了。
　　我漫无目的地在公园里又转了一圈，决定返回酒店里，走到南门时，又碰到了先前在杨树下见到
的那两对夫妇。
年轻夫妇在湖边照相，年长夫妇站在门口，似乎在等候他们。
我走前两步，主动去同老年夫妇打招呼：“也要走了吗？
感觉怎么样？
”　　老人说：“真是太妙了，百闻不如一见！
想不到这哩有这么浓烈的文化氛围！
”老人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却依然让人听出他话中带着的客家语音。
　　“是呀，真没有想到人们的参与性会这么积极和普遍！
”我又问，“大哥也是神岗人？
贵姓呀？
”　　老人高兴地点点头：“我免贵，姓秦，老家在竹背村，听说过吗？
”　　又是姓秦的？
我心里嘀咕了一下。
我离开老家也有很多年了，对这里实在不太熟。
于是我摇了摇头，问：“竹背村属于哪个乡或哪个镇的？
”　　“我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从温泉走路进去要翻过两个山冈，走一个钟头路的样子。
”老人显然在回忆往事。
　　“神岗有好几个温泉。
”我又问，“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一直没有回来过吗？
”　　老人说：“我很小就离家外出了，儿时的事情好多都已经记得小是太清楚了。
”　　我安慰他：“不要紧的，现在通讯发达了，不管是找人还是找地方，打电话、上网查，都很容
易搞清楚。
”　　“我想也是。
”老人点点头，我们就分手了。
　　第二天，正是农历二十四节中的寒露，快七点钟了，老天还没有放亮。
我憧憬着文化广场的盛况，早早地起床跑去。
　　来到兴南大道的文化广场，令人大开眼界，真没有想到一个小县城竟有如此气派的文化广场。
先说它大，少说也有六个足球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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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前面坐北向南是主广场，上面一个大舞台，下面可以坐下三万多观众，据说县里开重要的大型群众
集会就在这里举行。
马路的西侧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广场，一边是举行规模稍小的文艺表演场，下面能容纳几千人；一边是
山歌演唱台，也有上千个座位。
再说它特，广场里有数个大小不等的喷水池，听说会根据音乐节拍来调节各泉眼的水柱高度；广场种
了许多遮阳树，树下安装了椅凳，供人们休息；行人道、草地和花草树木交错相问，各得其所，避免
了一般广场每遇大型活动就将树木草地践踏得伤痕累累的情景。
置身此地着实感受到它不仅广场大气、没计精巧独特，更体味到这里文化氛围的浓重热烈。
　　扩音器里的欢快乐曲把我引到了文艺表演场。
台上有二十多人动作整齐地跳着健身舞，台下有数百人在跟着台上的人无拘无束起劲地跳。
我暗忖这不就是人们梦寻了几千年的小康生活、和谐社会么？
　　我看了一会，就循着唱山歌的声音，来到山歌演唱台旁边，这里已坐了上百人，我找了个不太招
眼的位子坐了下来。
这里的歌台及音响设备果然比人民公园高档许多。
　　台上唱歌的是一男一女两位老人。
男人身高也就一米六多，偏矮偏胖，走路有点拐，女的倒是标准身材。
我站起身想走近些看，台上的歌就唱开了。
　　听了一会，四个熟悉的身影闪入我的眼帘，定睛一看，正是昨天早上在人民公园碰到的秦大哥那
两对夫妻。
我忙站起来，招呼他们到我旁边的空位子上坐。
　　客家情歌的纯真热情令人十分感动。
我在听歌时，偶尔向秦大哥夫妇投去咨询的目光，发觉老人不仅在认真听，神色有点凝重，眼里好像
还闪着泪花，没想到他也会听得如此动情。
年轻夫妇照例拿着录像机去摄录。
这时老歌手退出前台，换上另一对稍为年轻点的歌手在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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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40年代后期，粤东北山区竹背村贫穷人家的儿子秦梦田和高传宝，由于不堪地主恶霸的迫
害，为找活路而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解放前夕，秦梦田随国民党军队溃逃到台湾，而高传宝则被我地下党成功策反，后因受伤返回家乡。
去到台湾的秦梦田官至台湾”国防部”的中将局长，但他却无时无刻不思念祖国大陆和亲人。
而他青梅竹马的恋人也在苦苦守候，忠贞不渝，与梦田的母亲相依为命，不管遭受多少艰难困苦，始
终坚信亲人总有回乡团聚的那一天。
52年后，秦梦田终于回到家乡，见到苦苦守护了她一辈子的母亲、恋人和父老乡亲，而家乡也早已旧
貌变新颜，他百感交集⋯⋯小说寄寓了盼望两岸统一的殷殷之情，文字朴实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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