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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疏枝映空，是初冬世界里特有的景
象，疏朗而痩净。

如世间的繁华，起起伏伏，而最终都
会消于湮灭一样，所有的树，在夏天里枝
繁叶茂的树，其葱郁的叶子，亦全都会在
秋的风里被吹落，一棵树，便会显现出铁
条质感的满树疏枝，苍劲如虬，稀落如篱，
直指青天。

疏枝映碧空的图景，让人心生欢喜。
在蛋黄的夕阳落山后、夜的黑没泛上来之
前，天空会是傍晚的青蓝色，是那种纯洁
到极致的青老蓝，闪着幽幽的光，也像极
鸭蛋壳的青玉润色，天空看似高远缥缈，
似乎又近在眼前吹弹可破。

这样的碧空，是块天成的“幕布”。戟戟
向上的疏枝，映在天空，就成了浓浓淡淡的
青黑线条，疏枝纵横，经纬交织，有诸多千奇
百怪的图案呈现出，鱼儿戏水，羊儿撒欢，鸡
鸭觅食，全都如屏上皮影，又如木版雕刻，更
如意蕴深远的水墨国画，舒朗、明晰、清新。
这应该是树们，在冬天，以疏枝映碧空的方
式，宣告自己生命的另外一种精彩。

我不喜欢深冬里的残星挂疏枝。天
寒地冻，冷到活物嘴里呵出的气，都雾化成
了烟囱里的老烟。这时候，每个人，都缅想
着过往的温暖烟火，搓手跺脚。疏枝依然
硬朗，只是上空的点点寒星，在冷硬的西北
风里，在冷漠地眨着眼，有大把的孤寂与冷
清，顺着冷冽冽的空气罩下来，铺满大地，
让夜走的人，踏动得窸窣作响、飞渣四溅。

书法高手的狂草，满纸都是飞舞龙蛇
的“疏枝”，枯瘦欲出。黛色的墨条，如疏
枝盘虬，旁逸斜出，枝丫交错，但又顾盼有
情，笔画伸展处，便是劲风掠过疏枝的纵

横牵掣；青蓝天空，则是上好的大宣纸，满
空疏枝，随风的手摇曳变幻，几可疏可走
马、密不透风，书法大家的挥毫泼墨、巨毫
走停的气韵生动、跃然“空中”，充满了点
划勾连的灵魂挥洒。

疏枝招展，便是鸟儿安家的好处所。
横竖交织的疏枝，是天然的屋梁屋脊，过
冬的鸟儿，衔来根根软草，搭织成圆圆的
鸟巢，全家老小，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自
己动手，置办房产，还没有房贷的压力，鸟
儿定然快乐得很。晨曦中，你能远远的看
到疏枝上的鸟巢，像是一个个音符符号，
挂在疏枝间，清晰无比。

这样的场景，让我写成了诗：巢立疏
枝冷风中，红足黄口独自鸣。料峭冬寒何
所惧，高处立定抒己声。我乐呵呵地，拿
给做屠户杀猪的的邻居大牛看，不曾想，
他极不欣赏，还大大嘲讽了一番，说，你这
个，不如我这几句好：鸟儿家安树梢，图个
清净逍遥。冬风里头端坐，盼看花满山
凹。我连读两遍，果然如此。

疏影横斜水清浅，是千古名句，专
写老梅的疏枝。月光泻下来，照在老梅
的疏枝上，影子落在清浅的水面上，随
水波荡漾而灵动有致，原本干枯的虬
枝，便变得顾盼有情了。吟哦口诵，仿
佛看见这首诗的作者，在暗香浮动的黄
昏，白衣飘飘，背负双手，倚在院子里的
老梅树上，孤独地注视着脚边翩翩起舞
的鹤群，幽幽地在思念心中的那个人。

疏枝映碧空，所有落叶的树的疏枝，黝
黑如铁的疏枝，都伸向青空，南去的雁阵，啾
啾从上而过，远去不见，有孤烟袅袅升起疏
枝间，一切，便成了冬世界最美丽的插图。

□张光恒

疏枝映青空

洁白的雪花飞舞着，静静地、悠悠
地，像鹅毛、像棉絮，给大地披上了一
层素装。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就只剩下
白色一种、银色一片了，让人觉得单
调，甚至于疲惫、困倦。

我心事重重，脚踏疏松雪层，漫步
雪山小径，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心
中甚是忧愁。唉！秋风扫落叶，无
情、凄厉；冬雪摧万物，残酷、悲凉。
我无心再往前走，准备退步而归。

猛然间，我的眼前红光一点，并觉
有一股暗香浮动。这是什么？我忙睁
大眼睛，啊！原来是一枝红梅。奇
怪，怎么你未被积雪覆盖？看你还轻
轻地摇着花枝，难道是为胜利而自
豪？我急忙俯下身去，用手抚摸着可
爱的花枝，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啊！红梅，你妩媚而不骄傲，婀娜
而不自诩。自古以来有多少名家伟人

赞美你，歌颂你。你那火红的花瓣像
那闪耀的红五星，你“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虽然杨柳婀
娜多姿，桃李绚烂多彩，但是怎能同
你媲美呢？尽管有无数的人喜爱你，
赞美你，你却从不以此自居，总是谦
逊地认为：我只是万花丛中一点红，
没有给予多少，但人们给我的荣誉确
实太多了。

你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你有力求
上进的精神。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
阶段，秋天是许多事物收获的季节，
同时也是“秋风扫落叶”，那些经不起
风霜的花木凋谢的时候。红梅，你却
仍以惊人的毅力奋发向上，努力登
攀，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啊！红梅，我爱着的红梅！
你雄心是胆，百折不挠，敢于同严

寒斗争，你是英雄中的佼佼者。人贵

有志，而此志不是表现在生活顺利时
如何雄心勃勃，而是要看其在遭到挫
折、身处逆境时的英勇行为。在严冬
之时，“万花纷谢一时稀”，只有“梅花
欢喜漫天雪”。红梅，你勇敢地与严
寒搏击，从不低头，你是与淫虐的雨、
凄厉的风和肃杀的霜雪搏斗的胜利
者。“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
不屈服，树树立风雪。”这就是对你的
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你是何等的勇
敢、顽强。虽然“秋菊能傲霜，风霜重
重恶；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但
是，“风雪”和“风霜”相比，哪一个更
凶残？哪一个环境更恶劣？哪一个更
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毅力？只
有“隆冬”，只有“风雪”，才能辨别生
活中谁是真正的强者，才能为人们引
出一条光明大道。红梅，不正是这样
一位生活的强者吗？你同严冬拼博，

总是凯旋迎来明媚的春天。那些生活
中的强者不正像这奋勇拼博的红梅
吗？

啊！红梅，我爱着的红梅！
你虽没有玫瑰那美丽迷人的色

彩，没有牡丹那富丽高贵的娇容，你
只是默默无闻地吐蕾，开花，将自己
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人们。但是，你
有高尚的情操，你有美丽的心灵，你
有战斗的勇气，你是“生活的强者”，
你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我双手捧着红梅，紧贴在我的脸
上，我的胸口。我要与你结为知己，
永不分手，我要像你那样生活、战
斗。我的眼前出现了胜利的曙光。太
阳出来了，它将溶化单调的白雪，使
自然界，也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我迈开大步，奋力向雪山之巅奔
去……

□刘华溪

红 梅 赞

入秋到立冬这段时间，沿江江南的小
城一直没有下雨，直到小雪近了，才下了
一夜的雨。这一夜的风风雨雨，我是断断
续续地听着的。好久没有在夜里听窗外
的风雨之声了，听了一夜，心里竟生出几
分感动来，为雨，为夜，也为那些祈雨盼雨
的人和物。

两个星期前，去皖南绩溪的龙川，一
路上，看到山川田野里的旱情，心里还是
有些焦急。到龙川时，正是午后，阳光正
好，村中的小溪已经干涸，看到小溪里裸
露的灰白的石头，便少了一分兴致。此
时，有工人正在清理河道，埋设排水管道，
沿着没有溪水的龙街和凤街一路走过来，
总觉得缺少一些什么。想起几年前的春
天，也是在龙川，和朋友一起在跨溪的桥
上，从龙街走到凤街，又从凤街走回龙街，
就这样走来走去，听桥下的溪流声，看村
口的澄源河如青玉带一般蜿蜒而来，又蜿
蜒而去，站在溪桥上，看对面山上的新绿，
以及绿树掩映中庙宇的飞檐和黄色墙体，
那样清新秀美。我在想，若是能住在溪
边，遇上春雨，枕溪听一夜的春雨，该是怎
样一番滋味呢？只是可惜，我无缘遇上这
样的一场春雨，也无从去描述我所能想象
的枕溪听雨的感受。

回来后，在一场久旱之时，我遇上了
一场久违的冬雨，我不知道自己流露出来
的应该是喜，还是忧。那天晚饭后，当我
听到窗外的风雨声时，还不太敢相信，往
窗外看了看，才确定。开始时，风雨虽不
大，但也不宜于外出，于是取消了每天晚
饭后，照例要去公园湖边散步的计划，独
自进了书房。在这样的天气里，没有什么
比安静地去读一本书更好的了。

书读了没多久，窗外的风雨之声大
作。冬夜，难得遇上这样大风大雨的天
气，我赶紧关好门窗，只想两耳不闻窗外
风雨，一心只读几页闲书。可是，窗外的
风雨不停地拍打着已关好的门窗，我忍不
住又朝窗外看去，窗外黑乎乎的，什么也
看不见，可隐隐的风雨之声仍隔着门窗时
时传来，我索性放下书，静静地听着窗外
的风雨之声。

那一夜的风，是莽撞的。它们在城
市的楼群之间，在楼下的树木之间，穿
过一切可能穿过的空隙，来制造声音和
想要引起的恐慌。可是很多人都躲在家
里，藏在一扇门，或是一扇窗的后面，听
着窗外的风声，或是看着夜色中风的狂
乱。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狂风骤
雨不终朝的道理，更何况是一场冬雨
呢，每个人也都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
一场风雨的停歇。

相对于风，冬夜的这场雨，却透着狡猾
和执著，它们随风就势，时而顺风而下，时
而在窗上拍打几下，洒下一串雨滴，时而噼
里啪啦地打在阔叶树的叶子上，阳台上的
八角金盘、楼下的广玉兰、街道边的梧桐树
的叶子上都不能幸免，那些叶子，一定被雨
抽打得很疼很冷吧。可在冬夜的雨里，我
还是会喜欢那些叶片宽阔的树木，有了它
们，冬夜的雨声便多了起来，也丰富了起
来。也许我是自私的，或许我也是那些树
叶宽阔的植物的知音，在冬夜风雨之中，我
似乎听见了它们的坚守，我仿佛看见了它
们的挣扎，这样的坚守和挣扎，都是极其可
贵的。即便它们不能坚持到最后，即便在
天亮之后，我看见的只是一地落叶，我也会
被在这个冬夜里凌风傲雨的叶子所感动，
感动于它们所经历的一夜冬雨，感动于它
们在风雨之中依然美好、依旧如昔的样子。

在初冬的那一夜，朋友说黄山下了一
夜的冻雨，早晨起来，山上结了一树树的
雾凇。在朋友发来的图片上，我看到了黄
山上的雾淞，但我无法想象冬夜黄山上的
一夜雨声。就像朋友说的一样：昨日，还
是秋叶绚烂，只一个转身，已是银装素
裹。听朋友的语气，颇有一番感慨。

我想，听冬夜的那一场风雨，也许只
是人生一个小小的转身而已，感慨又自何
处来呢。

□章铜胜

听一夜冬雨

当，当，当……
老师掂了掂日记本，又放下了。

想起女儿昨晚作业做到深夜，嘴角翘
出一丝无奈。

老师说：“下课！”

学生问：“今天作业是什么？”
老师说：“没作业，今天让大家休

息一下。”
学生说：“其它科都有作业，就

语 文 没 有 ，我 们 怎 么 给 家 长 解

释？请老师在家长微信群证明一
下。”

老师于是在微信群里说：“五年
级语文今天没布置作业！”

家长甲：“？？？”
家长乙：“鼓掌……”
家长丙：“不可能吧？”
家长丁：“微信号被盗了？”
家长戊：“怎么证明你是老师？”
……

□司 文

证 明（小小说）

铜官山铜官山 美丽的传说 董泽中 摄

天气陡然间变得阴冷，冷得人有
些不适应。

已经进入初冬，昨天还是阳光灿
烂，今天天气就变成了严冬。我骑着
一辆摩托车抵御着阵阵从四面八方
袭来的寒气在车流中穿行。距离书
店还有一半路时，雨下来了，不大，但
是能让天气变得更加充满寒意。我
追着雨继续往前行驶着，直到书店雨
还没有停，但我的衣服已经有些潮
湿。

走进书店，灯光明亮，一下子暖
和了许多，也亲切了许多，书架上一
排排的书似乎在招呼着我，让我有些
激动。花了半个多小时，找遍了所有
文学类书籍，也没有找到我所要找的
卡夫卡的书，问营业员，她一脸的茫
然，不知道卡夫卡是谁？我不禁有些
失望。此前在自家小区附近的另一
个书店也没有找到卡夫卡的书，问营
业员时，回答的几乎一样。

对于卡夫卡，凡是写小说的人，
几乎都知道这个名字，他是一名犹太
人，20世纪奥匈帝国德语小说家，现
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记得在一
篇文章中莫言曾经说卡夫卡等是天
生引领小说创作方向的大师。可是，
跑了这两家书店都让我有些失望了，
估计卡夫卡的小说虽好，但是未必符
合大众口味。

对于买书，我总是有一种激情，
这是自小就养成的“习性”，记得小时
候，小镇上的“新华书店”是我最喜欢
去的地方，放学时，三天两头要光顾
那里，只要有新的小人书到了，就会
将平时积攒下的零花钱毫不犹豫地
用到买小人书，那个时候父亲和祖母
对于我买书总是积极支持，尤其是祖

母经常给我零花钱，我几乎都攒下留
着买小人书了，后来上中学时开始买
小说看，中学离家有十多里远在一个
叫太平的乡下，有时候几个要好且爱
看课外书籍的同学，约好了旷课去5
里路远的区政府所在地石涧镇买书，
然后大家互相交流着看。那个时候，
对于看课外书籍似乎着了魔一般，几
乎每天都要看所能看到的书，甚至上
课时也偷着看。星期天或放假时，我
最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将自己关在房
间里，泡上一杯茶，抓上一把花生
米，除了吃饭以外，可以从早晨看到
天黑。有一次，听说一个同学手上
有一本《格林童话集》，于是去找人
家借，同学也正看得入迷，但经不住
我的死磨硬泡，答应我用一本新书
来换，还指定要新华书店里刚到的
某一本小说来换，我于是找祖母要
了钱将书买来交换，同学又限我一
天内看完，我从上午一直看到晚上
六点多钟总算将书看完，然后揉着
发酸的眼睛将书送还人家。我还喜
欢夏天躺在树荫下的凉床上看书，
看累了就闭上眼睛眯上一会，听树
上鸟儿们的鸣唱和金龟子银龟子们
在我耳边拍动翅膀的风鸣，享受着
阵阵舒爽的凉风从身上略过，不一
会就会睡着了，醒来时继续看书。
那个时候，我每看一本书，自己就几
乎融入到书中的故事里去了，有时
候好几天还沉浸在书中，那种感觉
真的很纯真很奇妙。后来，参军去
了部队，每月有了津贴，我就可以更
自由地买书了。当时很流行琼瑶的
小说和汪国真的诗歌，我几乎将琼
瑶、汪国真的能买到的书都买下了，
父亲和未婚妻寄给我的一点补贴也

几乎都用在买书上了。
每次买书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

情不由己，本来想好了量入为出买上
个两三本，可是一旦走进书店就忘乎
所以了，总要捧上好几本回来，有时
候甚至十多本书，口袋里那点钱不掏
空是没法离开书店的，幸而那个时候
的书价格都很便宜。买回的书放在
眼前，总是有一种愉悦的感觉。晚上
睡觉前，先看一会书，再枕着书闻着
油墨香味入眠有一种踏实甜蜜的感
觉。

工作后，单位图书馆也有许多的
书，买书的习惯依然不改，有些书尽
管图书馆里可以借得到，总认为那毕
竟不属于自己，只有将书买来了才有
一种满足。

这几年，几乎每年都要买一两
次的书，可是，读书的时间却越来
越少了，除了看一看杂志或快餐类
文章，就是在手机上看一看新闻和
感兴趣的东西，大部头的小说几乎
不看，买来的书都是装装门面，准
确地说是自我安慰。没法静下心
来读书的理由主要是工作上的事
情太多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自
己，还是觉得仅是一种借口，倘若
真的下决心看书，也是能挤出时间
的，纵然一天看上两三页，一年下
来也能看上两本书的。记得 2013
年，下决心看完《静静的顿河》，我
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如果是十多
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也就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就会将这篇四册巨著
看完。对于看书变懒，我常常有一
种自责，而往往又希望通过买书来
寻求安慰，总是寄希望某一天能够
闲下来，再安安静静地看一看自己
喜好的书。

可我心里更明白，买书就是看
的，那么多钱买来的书都在呼唤着我，
我没有理由不理睬它们，否则，我就会
让它们失望，更让自己内心失望。

□杨勤华

买 书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唐诗无疑是一条
星光斑斓的长河。如果把几万首唐诗来个
综合大排名，我以为，晚唐大诗人杜牧的
《清明》足以挤入前五十名。正是这首《清
明》，让池州城冠上了“千载诗人地”的美
名，也让杏花村享誉海内外，获得“天下第
一诗村”的荣耀。

在池州市，杏花村堪称文化地标。在
寻寻觅觅中，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的杏花
村。步入大门，扑面而来的恰似一幅江南
山水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泓约2平方公
里的湖泊，湖泊中漂浮着几只乌篷船，随着
湖水的涟漪轻轻摇晃。一座三孔拱桥自北
向南横跨湖面，连接湖心岛，远看湖心岛上
郁郁葱葱，垂柳轻拂湖面，亭台楼阁的飞檐
依稀可辨。湖泊东岸，是几座相互独立的
古典建筑，在古建筑的后面则是一大片几
十层高的现代建筑。湖的右面最远处隐隐
约约能看到一座硕大的建筑物似一本翻开
的线装书。环绕湖面的是一条弯弯曲曲高
低错落的濒湖公路，路面多被湖畔的依依
垂柳和银杏、杏树等花草树木遮淹。

先有黄公酒，后有杏花村。杏花村之
行，就得从“黄公酒垆”说起。酒垆坐落在
公园大门口的平台上，在石头垒砌的多层
石堆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许多酒缸，让人
自然回想起“牧童遥指杏花村”诗中的“黄
公酒”，以及古人酿酒时“垆边人似月”和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风雅往事。
从黄公酒垆出发，沿着湖的左侧绕行，

穿行于杏花村中的窥园，通过窥园的宣传
牌，可知窥园是当年歙县学博董子修的读
书处。行走其间，只见到处是断垣残壁，
枯草古井，昔时光景已没，如今遗迹尚

存。穿过窥园，可以看到一座伸入水中的
“坐亭”，坐亭四周为大理石护栏，护栏上
面刻有许多古诗词，都是千百年来慕名而
来的文人墨客拜谒杏花村时留下的诗词。

连接湖滨与湖心岛的拱桥叫观澜桥，
登临桥顶，凭栏眺望，只见湖面波光艳影，
渔舟数点，湖心岛上绿树掩映。步入湖心
岛，首先看到的是一面照影墙，上书“佛艺
堂”三个大字。湖心岛很小，呈圆形，上有
小亭，亭内有铜钟。湖心岛上有一座古建
筑——“大夫第”，里面供奉着唐朝最伟大
的诗人——李白，大夫第里有一副对联：

“盛唐诗酒无双士，青莲文苑第一家”。恰
如其分地评价了李白的诗坛霸主地位
和酒仙风采。李白一生钟爱皖南，寄情
山水，多次游历池州，史志上有李白“三
上九华，五游秋浦”的记载，李白在池州
的秋浦河、九华山留下了40余首不朽的
诗篇，为池州山水增光添彩。

站在湖心岛的最南端，往东看，是三座
各自独立又相隔不远的古戏台，里面人
影晃动，听声音，似在演出黄梅戏。说
起来，池州与安庆隔江相望，黄梅戏的
余风流韵自然飘过长江。池州还是中
国著名的傩戏之乡，因此，池州人对于
戏曲情有独钟。往南细看，则可看到那
座似翻开的线装书的建筑物，左侧为文
字，右侧为头像，这位长久保留在杏花
村里的“文化符号”，就是晚唐著名诗人
杜荀鹤，土生土长的池州人，一生写诗
300多首，他的那首《山中寡妇》诗，曾入
选中学课本。我一直在想：假如杜荀鹤
活到今天，他一定会诗兴勃发，热情讴
歌今日之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征社

千古绝响杏花村

“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
“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隔
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闲读唐诗宋
词，冬天的诗词跃到眼前来，读着读着，冬
便驾着冬诗之舟渡水而来了。

与北方冰天雪地、银装素裹的白色冬
景截然不同的是，南方的冬天是绿色的。

南方的山是绿的。山上的桉树、尤加
利树、榕树……一身古朴庄重的墨绿，像穿
着一件绿衣裳，这件绿衣裳仿佛穿了千年，
仍不肯褪下，因为那是它们生命力的象征。

南方的水是绿的。严寒时节，与“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截然不同的
是，南方的水仍是清莹莹的绿。野外，不知
名的绿色藤蔓爬满了江堤、河畔，把冬水映
得更绿了。藤蔓长出无数细碎的嫩黄小
花，一团团一簇簇的，仿佛一袭轻纱，绿得
轻盈，绿得热闹。藤蔓探头探脑的，宛如美
人临水梳妆。水面上，满眼翠绿的水浮莲，
就像一片绿海，展望，一池绿意舞冬风，心
里不禁氤氲浓浓的诗意。

南方的田野是绿的。田野上，新种的
番薯长出新叶，是一片喜人的新绿。菜畦
上，小青菜、生菜、小葱……长势旺盛，每一
棵都是鲜嫩的绿，这是小家碧玉的绿，绿得
可人，绿得诗意。这种绿，新鲜而嫩碧，带
着湿湿的雾气，带着泥土的芳香。冬天的

菜畦，仿佛一首绿色的诗，读着读着，就能
把你的眼睛染绿。寒冬的晚餐上，当人们
看到这一棵棵青绿了，该是多么的惊喜，多
么的温馨和亲切啊！

南方的村庄是绿的。竹子是南方的村
庄里最常见的植物。竹子在南方温柔的冬
风里愈发显得挺拔、清朗。高高的竹杆直插
云天，尖细的竹叶像纷披的绿缎。董必武
《病中见窗外竹感赋》里说：“竹叶青青不肯
黄，枝条楚楚耐严霜。”写的就是竹在寒冬里
的清劲样子。风吹来，绿竹摇曳，绿意流淌，
竹林是一片绿海。有鸽子在竹林间翩然翻
飞，远看，仿佛绿海上泛起朵朵白色的浪花。

冬季的南方，景色如画。只是翻看唐
宋诗词，古人描写南方冬景的诗词可谓凤
毛麟角，大概那时候的文人骚客都到北方
看雪景去了，只有极少数诗人徜徉于冬天
的江南美景中，乐不知返。一首唐朝白居
易的《早冬》可见一斑：“十月江南天气好，
可怜冬景似春华。”宋朝诗人刘克庄在南方
过冬，也写了《冬景》一诗：“晴窗早觉爱朝
曦，竹外秋声渐作威……叶浮嫩绿酒初熟，
橙切香黄蟹正肥。蓉菊满园皆可羡，赏心
从此莫相违。”在冬季的南方，赏绿观花、饮
酒持蟹，是多么闲适的人生乐事呀！

南方冬天满是绿，让你养眼，让你舒
心。所以，冬天，且到南方来看绿。

□梁惠娣

冬季到南方来看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