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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寒水

我喜欢欣赏冬天的树，它们是如此绰约多
姿，足以令世间万物失色，哪怕再赏心悦目的雪，
再慑人魂魄的霜，再美艳动人的迎春花，也只是
陪衬。

看，无论大路边的桉树、梧桐树或柳树，还是
高岗上的松树、杉树或槐树，虽然失却了盛夏时
节的茏苁，然而傲骨铮铮，不媚不俗，不向霜雪低
头，不向朔风折腰，兀自挺立着，不言不语，不亢
不卑，深沉内敛，外表冷静，内心炽热，像传说中
的谦谦君子，钢铁一般的枝干撑起执念如铁，冥
冥中，等候着第一声春雷，第一场春雨。

冬树不像献媚于人前的寿命短暂的应节花
卉，它们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迎春花的俏
娇艳丽，也没有菊花的馥郁芬芳，但它们代表恬
静和朴素，寓意坚贞，象征顽强，它们立足现在，
生命的汁液在体内奔腾不息，地表之下，发达的
茎须从不曾停止生长，朝着防沙固土、繁衍后代
的宏伟目标挺进，挺进。它们着眼未来，立志长
成天地之间最大的盆景，到春天尽情吐露独树一
帜的芳菲，到夏日盛情绽放满眼的绿色，到秋季
为天下苍生献上一场璀璨夺目的金黄，然后到来
年的冬天，站成内敛睿智的思考者。

冬天的树，如画家笔下的水墨丹青，有着别
样的美，一枝一叶总关情，每棵树都自成一景。
以擅画老树著称的吴冠中曾经这样礼赞冬树：

“冬天的树，赤裸着身躯，更见体态魁梧或绰约多
姿之美。”它们有的早已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
桠，酷似一个个形态各异的英文字母，更多的，像
一枝枝箭矢对准天空，粗壮的树干，好像巨人挥
向天空的铁臂，整体像一个个千姿百态的用铁水
浇铸的雕塑，给人一种阳刚之美。一些常绿乔
木，依旧枝叶婆娑，然而叶片大多颜色偏黄，朔风
吹过，一片片落叶如致敬严冬的奖章，四下里飞
扬，在母树的茎部积聚了厚厚的一层，只待零落
成泥，化作反哺母树的绝佳礼品。

一场严霜或大雪，给冬树披上锦衣玉袍，每
一根枝条都仿佛用水晶做的，每一片树叶都闪
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整棵树粉装玉砌，吸引
着天下苍生情不自禁的为它们行注目礼。即
使在冬夜，冬树仍然魅力四射，有了如梦似幻
的星光的辉映，岸列于路边或山间于冬树披
着梦的轻纱，虬枝更显刚劲，残叶更显绰约。
此刻，它们是天底下的巨人，人人须仰视才
见。有月亮的夜晚，冬树更加美丽不可方物，全
身上下透出说不出的韵味，莹白的月色，把它们
妆扮成冷美人，令人孰视久之，恨不得化身为树，
与之相依相伴……

冬日看树，可以看出别样人生，——掉光叶
子的冬树，像耋耋之年的满腹经纶的智者，既有
饱经沧桑之后的泰然和释然，又有洞明世事之余
的豁达与乐观，繁叶犹在的冬树，像处于事业低
谷的雄心勃勃的弄潮儿，既有坚信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自信执着，又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
志。

冬日看树，解读树木有别于其他季节的内涵
和壮美，岂非人生一大乐事?

□李职贤

冬树

铜官山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一场
大雪之后积雪盈尺，山川银装素裹。雪后初晴，
旭日东升，云淡如纱，日光红艳。

体弱怕冷的我，一连几天没有迈出大门一
步。今日天晴方好，我穿戴的严严实实，终于可
以外出一观雪景，欣赏高冷圣洁的深冬残雪。

我走出院落，太阳照射在屋顶的积雪上，阳
光反射有些刺眼。或许是室内暖意融融，也或许
是室外暖阳高照，高耸的屋顶温度升高，屋顶南
坡的雪已经开始融化，残雪斑驳，露出红色屋
瓦。残雪有的像条条白龙横卧，有的像座座群山
连绵，有的像片片鱼鳞剥落。红白相间，为银白
色的童话世界增添了鲜艳色彩，屋顶的北坡由于
没有阳光依旧白雪皑皑。

熔化的雪水不愿离开洁白，在屋檐下结成冰
种翡翠般的冰凌，冰凌像是一条条倒挂的晶莹剔
透的玲珑宝塔，每座“宝塔”将阳光这射成七彩霞
光，冰凌通体异彩纷呈。冰凌又像一把把刺破寒
冬的利剑，剑尖孕育着一滴滴温暖如春的清水。
冰凌又似天河里的出水芙蓉，娇翠欲滴。此时寒
冷与温暖共存，激情与平静同在。

瑞雪丰年，乡村外的冬麦田依然被大雪覆
盖。雪面上有梅花状的足迹，不知是野兔走过，
还是白狐路过；还有娇小的竹叶般的痕迹，不知
是麻雀觅食，还是翠鸟嬉戏。只有麦田边一个枯
树木墩周围的积雪全无，可能是冬雪敬畏逝去的
生命，悄然退去，慢慢融化。

经过一所学校，学校门前一棵高大的塔松，
塔松的背面还有一些积雪，如同挂满礼物的圣诞
树。几只灰喜鹊在塔松上叽叽喳喳地缠斗，翅膀
舞动，白雪飞散，似芦花飞絮，如梨花醉落。教室
中朗朗读书声与操场上孩童的操练之声相合，好
一派生机勃勃的青春校园。

校园门口的积雪已被清扫，路边沾满尘土的
积雪融化，雪面如犬齿交错、参差不齐。雪水化
作涓涓细流，缓缓流淌。

小时候我曾经好奇：为什么白雪沾惹了尘土
之后易融化？妈妈告诉我：“白雪有志，不愿与尘
污相伴，既是变残也心甘情愿！”从此我喜欢上了
残雪，佩服残雪的高洁。

“风吹芦苇鸣，残雪满桥板。”残雪是变化后
的美丽，更是特立独行的圣洁……

□崔忠华

残雪

踏着青春生命的律动，沿着中华龙的图
腾，涉过滔滔黄河源头，遁掠西部朱褐色的
褶皱悬梯，凝视西极九天苍浪的绝地，比五
千年海浪还要高的天山，环抱着一望无垠的
辽阔大漠。

古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屋脊之西，浩瀚的大漠
弥漫沙浪，尘烟淹没山河湖川，遮盖日月星辰的
辉煌。也许我们从书本里曾阅读过西域大漠，从
电视里曾看到过突番大
漠，也许你今生都无缘目
睹过西风狂沙的漠地。

经无数岁月洗刷，揽
九亢物换星移。八千里
路云和月，呈尽眼前凛冽
的苍漠，坦荡一望无垠的
傲彻。

天坤怒吼，山险凛峻；腹地崔嵬，黄沙聚
散，绿州杳期，脚下的西部显得苍劲而凝重。
大漠以冷俨的姿态，窥视着你的到来。你无法
涉过眼前这茫茫的大漠。

苍狼西部似乎是无情的。风啸不停，刚走
过彳亍的脚印，回过头，身后便是一抹平沙，没
有留下一丝痕迹。

矗在沙丘间，风于遥远处骤起，逆旋而上，
拔地直冲，在半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柱，

激巅狂高，随即天昏地暗，日光昏昏，仿若天蒙
地撼。

塞风在怒吼着，沙漠在咆哮着，顷刻如海
啸般卷起了万丈沙暴，直冲云霄。

大漠沙暴，在这严酷中如何前行。一堆堆
流沙，如一座座山峦，蜿蜒层缀沙浪，跌跌宕
宕，一直铺向远方。这哪里是西部的沙漠，分
明是白垩纪陆地上大洋，伴着风的吼声，一鼓

一息的心颤，令人感到悚叹。
弹落凡身的尘埃，炯光开始清晰。从内心

深处的深吸里，感知天苍大漠的有情。
转始隙间，云蔼翻卷，遮掩群山，灰黯低空，

烟雨倾泼。大漠变幻莫测，让人琢磨不透，苍凉
中透着生命的振颤，触动着灵魂的视角。

雨瀑是丝丝的咸，夹杂苦涩异味。天空激
闪雷鸣，划破罡悷的穹庐，瓢泼坚毅沙野。水
淹过处，被瑣砾吸允，不遗任何流痕。寻着浪
涛涌泻，有大片胡杨在沙洲上婀娜招展，润泽

着干枯的旲生。
盘根节错的枝杈，涅磐决绝的饕餮，孕育

百年不死，千年不倒，万年不朽，一世铁骨铮铮
的誓言。

感动万物的造化，祈祷磐世的恩泽。大漠
尽头，熙博轧枝，蔓延丛生，一览无余的新绿，
蓬蓬勃勃的呈现在惊诧的苍襟中，西部旷撼苍
翠的大草原，绝妙伦美，青春荡漾。

阳光赤灼，彩练浩
空；云朵游弋，鹰翔鸟
啼；天山挺拔，氤氲迷
雾；香气徐徐，浸透沙
砾；毡房点点，炊烟袅
升；牧草葳蕤，茁壮诱
人；羊群追逐，天马奔

驰；定格成西部最为盎然的生机。
沙与草，山与水，风与雪，主导了西部桀骜

不羁的诱惑。
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感动

着大漠的良赐。
不到西部，不知道什么是无浩瀚大漠；不

走大漠，不明白什么叫人生跋涉。
生命之力，永远都在丝路西部浩瀚的大漠

上宣泄着，酣畅凛冽，旷世不息，期待着世人的
勇敢探索。

□宋伯航

西部大漠

秋山可看，如读散文。初秋寒山苍翠，秋
水潺湲，如周作人文笔，明净简练；仲秋丹桂红
叶，秋山似燃，似林语堂风格，悍泼放恣；晚秋
草木半凋，林壑静美，如张岱小品，清隽可人。
我是极喜欢张岱的，去岳西看大别山，车上还
读着《陶庵梦忆》。

至黄尾镇已近半午，薄雾未开，山气微寒，
吐纳之间，如饮冰玉，肺腑俱澈，仅此一点，从
霾入雾的近四小时车程，便觉不亏。入彩虹
谷，闻水声轰天，溪转峰回，银珠瀑布赫然眼
前，如倾银河。因无阳光折射，只见瀑布，不见
彩虹。抵近瀑布，窥见瀑底巉岩嶙峋，人工痕
迹宛然。追问导游，得知此瀑系六年前山洪爆
发，冲毁水库夺坝而出，人工顺势而为之。因
着人工两字，心里顿生出个柳敬亭来，其口角
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秦淮名妓王月
生同其婉娈的柳敬亭，闭目听其说书，万般享
受，睁眼一看，这满面疤癗的麻脸黑汉如何竟
与“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
出水红菱”的王月生相婉娈？转视瀑布，竟有
了界破青山之感。

想来看山不可太细，细了，又恨水泥路面
无苔无藓，落叶甚少，淡了些野趣，规整如城中
绿道。不如漫看雾中秋山，虽仅见其脚，未能
全瞻面目，亦似一页字迹患漫的旧书，看看猜

猜，心有旁骛，萧瑟之景亦不甚贫。
忽然口哨一声，如鹤唳空谷，自高空传下，

抬眼见二百余米绝壁之上，依稀可辨栏杆一排，
雾中人形，影影绰绰。想是早行者，已捷足先
登。导游说上面是高空栈道，不在游程之内。
痴痴地望了一会，便决计上去，一本好书在面
前，岂有不读之理？身后也有痴似我者紧紧跟
随。

落叶铺满砂岩凿出的石条，踩上去如踏碎
玉，人语鸟声俱绝，没有规矩的树枝甚是调皮，
一路搔头，一路抚着微微的喘息。好事者计着
脚下的台阶，数尽了2770级，始临栈道，雾横
山腹，似与人戏，“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
其右，则雾出于左”。俯视山下，猴河断断续续，
涸床如练，积水沉碧，房如芥，人似粒，大有《湖
心亭看雪》之境：“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
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张岱
莫非也是在高空看的湖心亭，不然何来如此大
视野？地位决定视野，胸次自在其中矣。

下山如御风而行，偶一停顿，忽见两株映
山红，洵烂于山道之左，来时不曾见得，倚石观
之，坐而赏之，口中连呼奇哉怪哉。复环视四
周，岩石崛峍，暴山之肌理；枯桩森然，现树之
骨骼，非草木摇落之际，难睹秋山纯粹性情。
心中暗忖：看山又不可不细，一目十行，只见森

林不见树木，则如漏看的书页，何其缺憾。自
然想到张岱记录贴括名士漏仲容的一段话：

“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
空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
个，只是一个，掐得不着时，只是白地。”看山与
读书一样，不可贪，亦不可急，既要探微发幽之
心，又要能耐得住寂寞，至关节处，仍需字斟句
酌，不然，只是白地。

张岱的文字极为传神，原以为其喜游历山
水，又深谙园林布置之法，故其为文，如筑园造
景，寥寥数笔，皆可点睛。此刻想来，张陶庵笔
底之山，初看是山，再看非山，熟视之，又是山，
正所谓大象无形。如此鬼神造化，非从浮华中
来，又脱得干净，不能为之。张岱“少为纨绔子
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
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
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
诗魔。”“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
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
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如此历练、如此
遭遇，如此底蕴，设词造句自然是怀化天工，虽
癖虽疵，亦尽得深情真气。如我之仰慕者，常
于书斋之中，吟哦激赏，心摹手追，毕竟是纸上
得来，何止是画虎不成，简直是白地。山中一
行，有此觉悟，胜读书数遍。

导游说，去上海看人头，到西安看坟头，在
南京看石头，到了这里看山头。半为看无可看
之寒山瘦水，半为一卷梦忆所钟，大而化之，忘
老之将至；细审熟视，有一得之见，浮生半日，
一忘一得，常景熟物入眼，也怡然自得，快然自
乐，超然自在。

□沈成武

秋山可看胜读书

去年底，我们在云南昆明市逗留了两夜一
天的时间，发现彩云之南的昆明，颇具“别有天
地在人间”的风情。

从机场坐地铁到昆明市区，时间已经是傍
晚7点，如果在皖南，此时早已灯火璀璨，而在
昆明，我们却能看到夕阳的余晖留在天际。第
二天一早，我们7点钟准时出门，走在宾馆后面
的步行街上，发现天空依然黑沉沉，伸手难见
五指，街上少见行人，只有几家早起的面馆亮
了灯、开了门。我由此断定，昆明与皖南相比，
时差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有“植物王国”的
美称，而昆明街头最著名的要数茶花，这是云
南省的省花，我们在歌曲上听过，在香烟盒上
也见过。在昆明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仅产于云
贵高原的美人蕉、波斯菊、报春花、叶子花和缅
桂花等。云南的气候适合花草生长，在全国各
地花店差不多都能见到云南产的康乃馨、夜来
香等特色鲜花，当这些鲜花逐渐走向流通领
域，无疑就变成了云南省的“无烟工业”。

为了买到云南产的花椒，我们来到了一家
菜市场，菜市场坐落在老城区，规模不大，两
层楼，显得破旧，但里面的山珍海味可不少。
在楼下摆摊买卖的多半是海鲜，腥味扑鼻，我在
心里感叹，昆明远离大海千里之外，海产品却如

此丰富，现代物流功不可没。入住楼内的多是
干货，最有名的当属云南产的菌类产品，这些菌
类产品名字都怪怪的，如干巴菌、牛肝菌、青头
菌、鸡油菌等，而其中广受欢迎的是一个叫“鸡
枞菌”的菌类产品，据介绍，该鸡枞菌，味似鸡，
细嫩过之，入口无渣，甚滑，且有一股清香，可以
说是“植物鸡”。

昆明的小吃颇有特色。今年两次到昆
明，也算是领略过了昆明的小吃，其过桥米线
天下闻名，不用我多说。我们还吃过一种叫

“燎面”的面条，所谓燎面，意思是面条油多火
辣，点火就着。云南物产丰饶，一年四季鲜花
盛开，此地的鲜花饼名声在外；云南宣威的火
腿非常有名，昆明人炒菜喜欢放一些火腿，甚
至连点心里也放一些火腿，最著名的莫过于
云腿小饼等。当代散文名家汪曾祺先生，世
代书香，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被人称为文坛

“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
经在西南联大读书4载，因为战乱，又在昆明

滞留了3年，在他的笔下，昆明的小吃多姿多
彩、有声有色，汪老本人还是一位美食家，我
大略统计了一下，汪老在他的散文里至少写
过了昆明的过桥米线、凉米线、汽锅鸡、油淋
鸡、雪花蛋、桂花蛋、白汤羊肉、锅贴乌鱼、玉
麦粑粑、洋芋粑粑、米线饵块、破酥包子、火腿
月饼等系列小吃。不知是汪老的文章提升了
昆明小吃的美誉度，还是昆明的小吃成就了
汪曾祺“美食家”的盛名。总之，是汪先生写
活了昆明的小吃，写馋了人们的胃口。

也许是地处云贵高原，又是祖国面向越南、
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桥头堡，昆明更适合
飞机航行。从市区坐地铁到机场，一路逶迤，来
到长水国际机场，顿觉天高地阔，年吞吐旅客达
4000万人次，是中国八大枢纽机场之一。

对于昆明而言，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而
昆明的绿色、美食、宜居、休闲等，却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
特色，都是世间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征社

昆明印象

枝头的绿才刚露出星星点点尖细的小脑袋
来，却已把春天的气氛点缀得恰到好处。空气
中有冷香暗浮，是风姿绰约的梅姑在满心欢喜
地张罗一春复一春的花之盛事，“却笑东风从
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我想，春天最轰
动的花事一定非梅之莫属了。

看，轻盈似水、柔弱似烟的阳光仿似玫瑰色
的纱巾披于梅姑的头上，轻的风是她的呼吸，颤
的枝是她的脉动，更有那通身的暗香幽芳，撩拨
得人神醉魂迷，心旌摇荡。

此刻的梅，恰似那新嫁的娇娘，半羞半怯，
亦明亦媚，是嫁与春风？是嫁与春光？抑或是
那一脉春山？一波春水？还是孤山上那个痴痴
守望了你已有千年的林处士？

人言花是将开未开好，梅恰烂漫天真最
撩人。是以赏梅须探，一如前去幽会一位绝
妙的佳人，因此而心里面总是惴惴的，太早了，
你看不到梅势若雪、满山盈谷的绚烂；太晚，恐
又只剩那一地的落英徒生悲切；唯拿捏得准
时，才有幸一睹梅之浪拥雪堆的蔚然风姿。

似一个约定，我曾年复一年地去赶赴这
场春之盛会。一路而往，耳畔琴音袅袅，“漫
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伯牙心法》云：

“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
写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高韵也。”梅下弄琴，
何等雅事，可惜，今人早已无此福祉，只有听
听CD的份。

初春的雀鸟儿早早栖落在枝头轻唱欢歌
笑语，又生怕一不小心惊吓了这位袅娜的娇
娘，唱唱歇歇；花枝招展的粉蝶，许是那梁祝缠
绵的精魂，簇拥在新人的身畔，停停滞滞；绿柳
舒展开僵了一冬的身段，请春风裁剪出一身妩
媚的新装，翩然争当梅姑的伴娘；碧玉妆成的
小草们也手挽着手儿为春之花事助兴……

“风荡梅花，舞玉翻银”，就在这粉蒸霞蔚的
早春，梅香，暖风，把人一并儿熏了个微醉，“千
般明艳成妙句，一缕暗香惹诗魂”，只是无尘的
诗赞终不及不娶无子的林处士那一句千古绝
唱来得精湛——“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于是，更觉晴梅虽俏、雪梅虽妖，终
不及月下之梅清缈。“横、斜、疏、瘦”，其实，梅
姿早就决定了梅之韵，人笑痴情太痴狂，然早
已有多少人为你而痴狂？且不说和靖，且不说
放翁。

当太阳带着一张微醉的大红脸悄然离席，
喧哗了一天的花事盛典才渐落下炽烈的帷幕。
月亮爬上天庭，似一面白玉妆镜，“占尽风情”的
你，在躬逢其盛之后，“月沉时”自又是“一般孤
另”。吟一声“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
笛”，顿觉有清音在心头荡漾，心弦颤栗，这份唯
美，除了沉醉痴迷，还能怎样？

□诸蕾芳

探梅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进入酒家的第一句话就
是：小二，烫壶酒，切几斤熟牛肉。好像也不分季
节，都这么说。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古人
喝酒，不论寒暑，大多是要热着喝的。老绍兴人
喝黄酒，即便是在盛夏，也要温来喝，说是可以解
暑，这是习惯还是“道”？可以想见的是，冷酒入
了肠胃，要以五脏六腑来暖它，必定是有妨害的。

这是“烫”，不是“煮”，是将盛酒的容器置入
热水中，让水来烫热酒，这个过程是慢的、柔的，
你可以想象温度一点一点地传入冷酒里，使它温
暖起来。烫”字显得粗粝泼辣，且温度较高，甚至
可以想象灶底的蓝色火苗，和盛酒器在沸水里载
浮载沉。这个“烫”字，宜大碗喝酒的人使用，宜
北地。而温婉的南国，则多用“温”。一个“温”
字，道出了万种风情，闲适、情趣，嘴角淡淡的闲
散的笑容。

现代热酒图简捷，多用煮酒法。将酒直接拿
钢精锅或铝锅内，放到煤气灶或电磁炉上小火加
热，不能说不好，味道和意趣终究是要差一点
的。有人在黄酒加话梅，意图添加情趣。当时曹
孟德请刘玄德喝酒，盘置青梅，一樽煮酒”，是以
青梅下酒，还是如我们今日吃火锅烫菜一样边喝
边添入青梅来煮呢？不得而知。还有一种喝法：
将黄酒烧到欲沸，冲入打散的鸡蛋，入红糖，或入
桂圆、红枣之属，以为养生。好是好，只是酒倒是
成了宾客了。

酒当然是主要的。李逵说嘴里淡出个鸟来，
黄酒定然不妥，何况加青梅红枣这些劳什子，岂
不成了温糖水？酒寮西风，大盘切肉，大碗酾酒，
大声使唤小二，喝得湿了衣襟才好；若是能如云
长一般，“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
上马，旋即得功归来，其酒尚温”，举碗便饮，须发
皆张，大丈夫当如是也。

温酒是慢的。屋外凛冽，几人坐定，点好菜，
温着酒，说着话。哪里就只是为了喝酒呢？等菜
等酒的时间缝隙里，端酒敬酒的空闲里，都流淌
着话呢。说着说着菜就齐了，酒就热了，话就活
了。白酒要点肉，熟牛肉当然可以，羊肉火锅当
然也可以。若是黄酒，佐以螃蟹很好，茴香豆也
可以，花生米不可少——要洗净手拿手指拈着吃
才好。温酒入胃，手不颤，舌头不大，话出来就是
温热的。

温酒有好处，可也不能温太久，梁章钜说：凡
煮酒之法，必用热水温之，贮酒以银瓶为上，瓷瓶
次之，锡瓶为下。凡酒以初温为美，重温则味
减。”酒不能温得过多，就像酒不能喝得太过，就
像话不能说得太多一样。

□董改正

温酒

和谐和谐

苗 青 摄

事
事
如
意

湖畔夕阳湖畔夕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