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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刘洪文

小时候，我们家里很“穷”，穷到什么
程度呢？这么跟您说吧，连过年包饺子、蒸
包子用的擀面杖和蒸笼都得借邻居李爷
爷家的，这一度让我感觉很自卑，觉得别
人家都比我们家过得好，比我们强，就我
们什么都差。

李爷爷是个独居的孤老头。 在当时，
我们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出去大城市打工
了，这也是大势所趋，赶上工作忙或者因
为过节有三倍工资可拿，年节不回来的也
都是常事，包括我们家在内，也只是我和
爷爷在家的时候居多。只是因为李爷爷只
有一个儿子， 而这个儿子跟其他的村民
比，更是很少回家，时间久了，邻居们就把
他当成孤老了， 时时处处都格外照顾着
他。 这倒是应了那句话———远亲不如近
邻。

我们村子并不大，但民风淳朴，老百
姓实在。 那时候，我记得每次借完李爷爷
家的擀面杖，归还时爷爷都得给人家备上
一屉包子， 一盘水饺或是一瓶白酒什么
的，以表谢意。 在我看来把这么多好吃的
东西白白送出去，真的是得不偿失，像是
从心头割肉一般。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大
人的世界，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懂。 我也只
能遵从爷爷的意思，尽量把事情做好。 免
得他老人家唠叨起来没完。

当洁白的雪花飘满田间的每一条小
径之时，山野间一片白，小村如在画里，纯
洁宁静。 此时年关又至。 我们家又在准备
年货了。 这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整天乐得
合不拢嘴。 爷爷说我是在盼年，还说他小
的时候也和我一样。 其实我最在意的还是
能够吃上好吃的，大快朵颐。 这一段时间
里，爷爷蒸馒头、年糕、炸油条、丸子，厨房
里的热气总是不断，香味飘出去老远。 连
村头流浪的小黄狗都给吸引来了，逡巡着
不走，爷爷便从屋里抛出去一些骨头和它
能吃的东西。

那天， 爷爷又在堂屋里喊：“小柱子，
快去你李爷爷家借擀面杖用用，就说面都
和好了，就等着他们家的宝贝上灶呢！ ”

“好嘞！ ”我答应着，心里却不太痛快，
扭扭捏捏的。 因为知道又要给人送好吃的
了。

按照以往惯例，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
事情。 我只要越过一段矮墙，到李爷爷家，

把话传达到。 李爷爷就会毫不犹豫地翻笸
箩、找簸箕，从里拿出来那根又光又长的
擀面杖给我，还会叮嘱一句：“告诉你爷爷
慢慢用，不用着急还，反正我也用不着。 ”
李爷爷眼里满是失落。

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次李爷爷却说啥
也不肯借擀面杖给我， 还编出一大堆理
由， 说什么他们家的擀面杖都丢了有日
子了 ，墙角旮旯都找了 ，咋也找不到 ，这
次真是没办法。 李爷爷还让我捎话给爷
爷 ， 说谢谢爷爷这么多年的好意和照
顾，帮了他很大的忙之类的话，云云。 我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心想： 你们家擀
面杖没了， 干嘛谢我爷爷啊？ 又不是我
爷爷偷去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 我悻悻
而归。

到家后，我跟爷爷添油加醋地说了一
遍，并且说：“李爷爷的擀面杖丢了，他说
以后再也找不到了， 让我们自己买吧，别
动不动就借人家的东西， 让人看不起，还

得备那么多好吃的， 够买多少个擀面杖
的，真是得不偿失……”

爷爷听完我的话，笑了起来：“这都是
你的想法吧？ 傻小子，你李爷爷才不会这
么说话呢！ 老邻旧居住了这么多年，他是
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 这种话也只有
你这样的小孩子才说得出来……”

爷爷说着， 转身进了里屋， 竟然变
魔术一样从橱柜里拿出一副擀面杖和
蒸笼来 ， 外面还套着很大的塑料方便
袋 ，上面积了很多灰尘 ，一看就是很久
没用过了。

我大为不解：“爷爷，自己家有为什么
还要借别人家的东西啊？ 您不是经常教育
我做人要诚实吗，可您这样省着自己的东
西，用别人家的，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要
是李爷爷知道了，会生气的。 这也太过分
了吧？ ”

爷爷笑了：“有些事， 以后你就会明
白的。 人生不易，善念为先，能帮助别人
时就尽所能帮人一把 ， 现在你只要知
道， 爷爷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都是对的就
行了。 ”

爷爷的目光变得深邃起来，望着窗外
自言自语地道：“这下好了，看起来今年他
儿子是要回家过年了， 他一定高兴坏了！
大家也跟着省心了。 ”

□小小说

冬 与 树 语
郭华悦

冬日里，适合与树木进行对话。
平日里的树，郁郁葱葱。 在这样葱茏的绿意中，很多都被掩盖

了。映入眼帘的，只能是看似美好的事物。而很多本该被注意的，却
因为一树灿烂的花红柳绿，迷花了眼，而对其视如不见。

这像不像一个人？ 得意时，身旁繁花似锦。 此时，若与其对话，
入耳入眼的无非是莺声燕语，锦簇花团。 看似美好，却因为不够真
实，而成了海市蜃楼。

叶，终归要落去；花，亦不可不凋谢。 所以，花叶再美，也无法成
为树的根本。看树看人，都一个道理。眼睛若只盯着花与叶，以对方
堆积在表面的璀璨，作为识人识物的标准，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只见
花叶，不见根本。

而冬天，就是这么一个将根本坦荡荡展现在他人眼前的时机。
冬天的树木，褪去了花叶，显得格外静寂。 但静寂，有静寂的智

慧。 粗壮的枝干，无所装饰，却显得淡泊豁达。 坦荡荡地，把自己真
实的样子，展现在冬天里。

此时，树下一壶茶，与树轻语，便能品出树的曼妙。 无花叶障
目，眼前的树，因坦荡朴实，而毫无遮掩。 这样的时光，是心与心的
对话。

人，何尝不是如此？ 人生，走进了严冬，不见得是坏事。 褪去花
叶，于己而言，更能看清楚自己本该是什么样子？ 这本不是什么难
题，只是俗世之中，花叶障目，以至于很多时候，很多人连自己都看
不清楚。

于别人而言，亦是如此。 往日里，你不见得是你，对方不见得
是对方。可在冬日里，当对方褪去了繁花绿叶后，可能是不同于往
日的另一番模样。 这样的人，对你而言，似乎有点陌生。 但细细一
想，人与人之间，贵在真实。 能领略到对方真实的一面，进行心与
心的对话，而不是平日里的迂回曲折或虚与委蛇，那也是挺难得
的事儿。

冬日里，与树语，与人言，静对人生是清欢。

腊 月 红
聂 难

腊月，是中国人的腊月，中国人的传统。 小寒晃过，“大寒过了
就是年”，随着年关愈来愈近，腊月就愈来愈火、愈来愈红。 红，是最
美、最传统、最经典的中国元素，象征着吉祥如意、喜庆红火、团圆
热闹……中国人，对红色有着很深的情节；红色，是中国人情有独
钟的颜色。

腊月红，是喜庆的红。 腊月里，到处涌动着红色，俨然一片红色
的海洋，没有任何一个月份能与之相比。 集市上，红红的春联、红红
的灯笼、红红的福字、红红的窗花、红红的中国结、红红的门神、红
红的蜡烛、 红红的鞭炮、 红红的糖葫芦……映得人的眼睛亮亮晶
晶，煞是好看。 广场上，红色的锣鼓敲出了欢乐和喜庆，红色的飘带
舞出了红红火火的日子……红火火的日子红火火地过， 红火火的
春天红火火的歌。 人间盛事，到处都是热热闹闹的欢庆，到处都是
红红火火的日子。 红色是年味的主色调，意味着日子红红火火，年
味因红色充满着温暖和幸福。

腊月红，是幸福的红。 腊月的红，对孩子们来说，最喜欢最幸福
的事，莫过于在除夕之夜收到压岁红包了。 在天真无邪、无忧无虑
的年龄，一个红艳艳的红包，既装下了长辈们殷切的希望和美好的
祝福，同样也装下了孩子盛大的欢喜和对未来无尽的期待与憧憬。
一年又一年，一个个红包重叠起来，重叠起来，像一撂欢喜的光阴，
揣在心上，舍不得丢弃。 一年又一年，和春天赛跑，门前的树长高
了，他们也慢慢长成了追风的少年，长成了背上行囊，去追求诗和
远方的茁壮青年，那行囊里，必定装着孩提时代的旧时光，不一样
的是，如今有了更多的憧憬与向往。

腊月红，是醉人的红。 腊月具有一种无声召唤的强大力量，外
出求学的莘莘学子，远离家乡的寻梦游子，漂泊天涯的羁客旅人，
每每听到腊月的跫音传来，哪怕再迢远再繁忙，哪怕风雪交加，都
惦记起归家的路程，提前计划着购票、购礼物，因为，回家过年就是
幸福。 腊月二十三一过，就开始团年了。 过个团圆年，幸福比蜜甜；
吃顿团圆饭，温暖、温馨又温情。 过年，一家人在一起享受美味佳肴
享受天伦之乐，推杯让盏，觥筹交错，人人面色红润，“酒不醉人人
自醉”，醉人的不是酒，而是那一抹浓得化不开的亲情，这脸上的红
晕不正是亲情陶醉的征象？

腊月红，是红梅的红。 腊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娇美红艳的梅
花却率先努力绽放，它静静地点缀着这个寒冷的节气。 在这个百花
入冬休眠时，它却不惧严寒，在枝头上错落有序地展示着自己的光
彩。 远看，一团团，一簇簇，十分热烈。 瑞雪纷飞，众芳摇落，梅花迎
雪而立，兼覆一层薄雪，古梅一树雪精神，俨然天成一幅水墨大写
意。晶莹的雪花，轻轻地吻着梅花的花瓣。梅花在白雪的映衬下，显
得娇柔高雅端庄，风韵超绝，像羞涩的初恋的女孩，红晕朵朵挂满
脸蛋，尽情地为自己的情人，绽放着美丽的心事。 梅不争春，在严冬
大雪之下，唯有梅能在风雪中绽放，开得如此艳丽。

腊月红，是生活的红，接地气的红。 腊月红，红得让人心潮澎
湃；腊月红，红得让人热血沸腾；腊月红，红得让人幸福满怀。 腊月
红，红出一片喜庆，红出一份热望，红出一份团圆，红出一份期盼。
腊月红，红腊月，红的是火红的日子，红的是缤纷的幸福生活。

雪 天
于小燕

每一个雪天都是老天爷给农民放的假，
它知道，农民也需要放松心情，休养身体，陪
伴孩子。 女人半夜里醒来，听得外面房顶上
“簌簌簌簌”，有一种轻微的声响。 她心里一
喜，连忙穿衣下炕，走到窗户前贴着玻璃向
外一望，嚯！ 外面白花花的，下雪了！ 男人今
天可以不出去了。 两口子种着二十多亩地，
农忙时都在地上，冬天闲了，男人就骑辆三
轮摩托，到电器市场帮人送货，挣点家用。 今
天这样大雪，谁会买东西？ 出去白白站街上
冻成肉干子。 娃好长时间没有吃好吃的了，
春天抓的那几只鸡吃得胖的， 正好待家里，
宰个鸡，给娃做个鸡肉焖卷子吃。

男人也醒来了。 听得下大雪，就又躺下
睡了。 外面天渐渐亮了起来，晨光从窗户里
钻进来，茶壶“嗡嗡”地唱着欢乐的晨歌，茶
壶盖“啪嗒啪嗒”地跳着快乐的踢踏舞，厨房
门敞开着， 带烤箱的铁炉子擦得黑亮黑亮
的。 炉筒拐子烧得通红，热气散到各个屋里。
女人在厨房里忙活着。女人做的油茶好了，羊
油、葱花和麦面的清香，从厨房里飘出来，一
直飘进男人的心里。满屋子都香喷喷的。墙后
面树上的喜鹊“喳喳喳”地叫了起来，厨房的
天窗外，麻雀也不甘示弱地“叽叽喳喳”起来。
男人一翻身坐起来，穿了衣服，走出门去。

一会儿 ，房顶上响起 “咯吱咯吱 ”的声

音，女人连忙跑出去，冲着房顶叫：“下了雪
滑得很，你上到房上干啥？ ”

“我把这雪扫掉。 ”男人在房上说。
女人说：“你赶快下来，不要把房顶踩坏

了！ 屋里热，房顶也热着呢，雪下到房上，看
起来上面是雪，其实下面化了。 你一踩就把
房泥踩一个窝儿。 ”

男人不听。 男人说：“傻着呢。 这么厚的
雪，不扫掉，太阳出来晒化，把房子泡漏了。 ”

女人不信他说的。 房檐上有雨槽呢，夏
天那么大的雨，也没见房子漏过。 可是这要
是踩坏房泥，以后就难保不漏了。 但是男人
在房上，她在地上，她再生气跳蹦子，男人不
理她，她也没办法。 她听着男人挥动扫帚的
“唰唰”声，欢快愉悦的口哨声，心里便不恼
了，转身进了屋。

孩子在炕上听见爸爸妈妈在外面说话，
也起来了，惊喜地问她：“妈妈，是不是下雪
了？ 是不是可以堆雪人了？ 我要去铲雪。 ”戴
了帽子、手套，拿起小锨，风团儿一样地跑出

去，一会儿，就像一朵美丽可爱的格桑花，在
院门外晶莹的雪地上开放了。

男人把雪从房顶扫到房后，又从房后铲
到路边的干水渠里。“爸爸，我来帮你！ ”孩子
欢快地叫着，跑到父亲身边。 也像父亲一样，
一锨锨把雪往渠里送。 父亲的大锨，孩子的
小锨，有时候就碰一块儿，父亲和孩子就都
大笑起来。 树上的鸟儿“喳喳喳喳”的，叫声
此起彼伏。 它们“呼啦”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
树上，又“呼啦”一下，从那棵树上飞到这棵
树上。 它们为什么飞来飞去？ 是因为下了雪
它们也高兴吗？ 还是因为男人和孩子铲雪把
它们吵得？ 这一点，树下面住着的大黄狗最
明白了。 有多少日子，它没有见过孩子和父
亲在一块儿了？ 有多少日子，它没有见过这
么欢快热闹的场面了？ 纵然它是一只狗，它
也喜欢今天这样的情景。 喜欢看到主人一家
欢乐开怀地在一起。 喜欢看它身形健壮的男
主人，精力充沛地在它面前来来去去；喜欢
看那小主人，又跑又跳又唱又笑的模样。 如

果女主人再来给它扔根骨头，男主人再放开
它的铁链，叫它自由的活动一会儿，那它就
比神仙都过得好了。 它伸着长长的红舌头，
眼睛看着男人和孩子，摇晃着扇子一样的尾
巴，嘴里发出快乐的声音，一会儿向前，一会
儿向后，腾挪跳跃。

他们铲完墙后的雪， 又扫院子里的雪。
女人也加入了进来。 院子是水泥地，院子里
的雪最为干净。 扫到门外面，孩子就说：“妈
妈，这堆雪最好，我要堆雪人！ ”

于是爸爸也停下来， 帮孩子一起堆雪
人。 “堆两个，爸爸！ ”“行，爸爸今天没事，堆
两个。 ”爸爸把雪用锨拍得实实的，垒得又高
又胖，妈妈拿来一条旧的红丝巾，围在一个
雪人的脖子里。 孩子取来两个漂亮的小红瓶
儿，倒插在雪人的脸上，做雪人的鼻子。 又拿
来四个黑色的瓶盖儿，做雪人的眼睛。 还差
点什么呢？ 孩子问爸爸。

爸爸跑进院子， 拿出一个戴过的旧草
帽，顶在另一个雪人的头上。 孩子拍手大笑
起来，他说：“爸爸妈妈，我觉得这就是你们
啊！ ”

爸爸和妈妈怔了一下，相视一眼，也大
笑起来。

呀，一年里不管挣多少钱的日子，也没
有像此刻这样开心啊！

天鹅湖晨曦 王祖良 摄

新 年 碎 语
路来森

总结与展望
年年新年，都要总结，都要展望。 虽然有点随世

的“俗”，但作为“俗人”，也只好随世而“俗”下去了。
虚浮的人，总结过去的时候，总喜欢为自己找

些“优点”；而谦虚的人，则恰恰相反，喜欢找出自己
的不足。 我喜欢后者，因为不管你曾经取得了多么
大的成就，一切也都成为过去了，人，最重要的是开
拓未来，所以，眼睛向着未来看，才是正确的。 而找
出“不足”，也才能更好地完善未来。

我已过了说大话的年龄，大言不惭，不属于我。
展望未来，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又无话可说，因
为说一千，不如做一点，扎扎实实，一点一点地做下
去，可积土成山，可积水成渊。 行动起来，才是第一
位的；只要生命还活着，一切就都处在“进行时”。

未来，在远方，是需要一步一步，扎实丈量的。

读几本书
年年过年，我都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年年过年，

我都会在假期中读几本书。
读什么样的书 ？ 我秉承知堂老人的读书观 ：

“识”和“趣”———既具有知识性，又具有趣味性。 有
“识”有“趣”的书，可以博我一识，赠我一趣，怡情悦
性，养一份生命情味。 专业的书，不读，太累。

怎样读书？ 缓缓地读，优雅地读。 泡一杯茶，燃
一支烟，甚至，还要烧一炷香；案头，一定要有一份
清供：插一枝梅花，摆一只佛手，或者，就干脆如张
中行老先生那样，放一老玉米，金黄金黄的，让人联
想到秋天丰收的原野。

手中，一定还要有一支笔，身边放一笔记本：边
读边划、边画，或者记。 如旷野旅行，一路迤逦，但觉
风光无限。 想起《梅花草堂笔谈·高杏东先生》一文
中，那位叫唐子畏的“校书”人：“子畏每夜尽一卷，
用朱黄识其旁。 卷尽，辄写山水人禽竹木其端，或书
小诗，或括前意为一二语 ，或纪日月 ，诚一时佳玩
也。 ”

其实，读书亦如校书，我假日读书，更享受的，
就是这个读书的过程，玩赏而读，亦可谓“一时佳玩
也”。

我心淡然
年龄渐长，好多事情不再激动，包括过年。
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甚至玩得都

好，曾经的物质追求，皆已得到满足，夫复何求？ 一
切皆好，物欲之心淡了，名望之心淡了，年龄渐长，
更无权力之欲；不忮不求，心中只有一份岁月静好
的安乐。

可“心淡然”，并非“无情”；恰恰相反，人渐老，
每至年节，情愈醇———醇厚如陈酿老窖，滋味埋在
时间的深处。 我爱与家人倾面而谈，春风化雨，雨露
滋润，于交谈中，增加了解，加深感情；我喜与朋友
欢颜相聚，围桌而作，浅斟低酌，闲闲而谈，各适其
适，各得其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夫子之谆
谆教诲，谨记心中。 我对国家，更是“一往情深”，常
常告诫孩子的话就是：“国家利益至上。 ”

我之“淡然”，其实是一种铅华洗尽的明净。心
无尘滓 ，唯一的追求 ，就是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
高度。

故 乡 深 处 的 风 景
丁太如

聆听故乡的声音
是谁夕阳中的诉说
惊醒冬眠中的窃窃私语
把故乡的声音
贴近旅途行囊中的感叹
为了再一次的告别
无声地浸透被月色抚摸的伤口

是谁淳朴的打扮
搅动内心蕴藏许久的秘密
把春天的色泽
涂满蛰伏游子心中的期盼
为了再一次捧读
无声地敲击被黑夜拉长的思念

是谁守望的风景
诠释鼓槌中金质的旋律
把岁月的脚步
搁浅季节飘雪的黄昏
为了再一次的绽放
无声地摇曳被阳光剔透的情节

是谁钟情的故乡
忽略乡愁的翩翩起舞
把冬日的花瓣
轻洒永不安于现状的天空
为了再一次的邂逅
无声地点燃被炊烟缭绕的乡情

故乡的味道
习惯于这样放纵自己
其间的距离没有人能说清
曾经弥漫芬芳的怀想
始终走不出被你一生耕耘的

土地
手指间流淌的等待
分明是你给这个季节最后的

箴言

习惯于这样伤感叹息
其间的苦楚没有人明白
曾经独自聆听的琴声
始终走不出你仄身而去的回眸
透过玻璃的暗示
分明是你给这个空间最后的

灵动

习惯于这样漫长等待
其间的快乐没有人分享
曾经涌入人群的话题
始终走不出你竭尽生命的馈赠
来自远方的呼唤
分明是你给这个天地无限的

关爱

习惯于这样静静想你
其间的精彩没有人理会
曾经渐行渐远的歌谣
始终走不出童年小河边的涟漪
视线飞翔的故事
分明是你在故乡魂牵梦绕的

味道

树梢的月亮
此刻所有关于你的消息
都在迷雾中消失
而那轮悬挂在树梢的月亮
在思绪中潮涨潮落
一如井台边的絮絮叨叨
被寒风一点点地凝聚成一种固体

这个冬天已被收藏很久
看不到你面颊甜美的微笑
唯有那小鸟的飞翔
闯入用生命吟唱的短笛
所有的言辞再次陷入你的

陷阱
古老的节奏在村庄纹丝不动

打开那瓶尘封的老酒
一缕清香直袭贫血的往事
被晨曦编织的花环
挂在岁月低矮的老屋
远离的背景再次被阳光雕刻
如同地平线上的那道彩虹

脆弱的文字一碰就碎
一种来自千里之外的疼痛
能够这样想起或许真的是种缘
不需要一生的坚守
不需要铿锵的诺言
一切都在不经意间成为彼此

牵挂

香 菜 不 如 故
汪 亭

在我的故乡皖南， 香菜并非芫
荽的俗称， 而是一种用青菜腌制的
咸菜。

隆冬的乡下，放眼望去，田野上
一畦畦的菜地， 棵棵青菜， 翠绿肥
壮，好似胖乎乎的娃娃，端坐其中，
煞是可爱。

小寒大寒，一场雪后，就是制作
香菜的好时节。

清代饮食专著 《醒园录》 下卷
中，记载了香菜的制作方法，洗、切、
晒、腌、藏，每道工序都是十分细致
的活儿。

阳光暖和的早晨， 下地去割几
捆茎长叶短的高秆青菜。 蹲在门前
小溪旁，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掰下
来， 放进哗哗流淌的溪水中漂洗干
净。

随后，将一篮子白生生的菜叶，
一片片吊挂到院中搭架的竹竿上，
沥水到晌午。晒至半干，等有些韧劲
的时候， 再从屋里抬出宽大的竹编
簸箕。 垫上砧板，拿起菜刀，把嫩嫩
的菜帮和菜叶，切成一寸多长、两三
分宽的小条子。细细的菜丝，青白相
间，水灵极了。

挑个暖阳高照的天气， 把菜丝
晒上两三天。 等其收了水， 色也变
了， 就将晒蔫了的菜丝倒入大木盆

里，反复揉搓。 直到揉出菜汁后，撒
入精盐、白糖、茴香粉、辣椒粉、生姜
末、大蒜泥，轻揉几下摊开。 接着撒
上炒熟的芝麻与碾碎的花生仁，浇
些熟的菜籽油，搅拌均匀。

此时 ，菜已油光滑亮 ，香气浓
郁。但不可心急，还需藏入瓦坛中，
密封坛口，让佐料的味道浸透菜中。
耐心等上十天半个月，打开菜坛盖，
一股浓烈的香气扑面而来。 拣些放
到金边白瓷的小碟里，橙黄油亮的，
让人忍不住拿几根丢进嘴中， 细细
地咀嚼，鲜嫩脆辣，十分爽口。

儿时的冬日早饭， 香菜不可或
缺。 红薯稀饭配香菜，又甜又辣，非
常开胃。童年，乡村孩子大多没有什
么零食可吃，寒冬腊月里，香菜便成
了最好的搭嘴闲食。

依稀记得，那时候每天上学前，
我总要偷偷溜进厨房， 从菜坛里抓
一小把香菜， 用油纸包好， 塞入口
袋，带到学校与同桌交换着品尝。独
具特色的乡土风味， 至今令我难以
忘怀。

现在，生活在城里的我，偶尔也
会跑到附近的超市， 找一找袋装香
菜，买点解解馋，但总觉得，没有老
家腌制的好吃够味。 或许因缺少了
一种叫“故乡”的佐料吧。

hnrbrt772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