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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 房 拾 趣
叶 青

《东观汉记 》记载 ，蔡伦用树皮 、破
布和麻头等没有使用价值的废品制成
纸浆，变废为宝 ，成就了我国古代四大
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宇宙级别的化腐
朽为神奇的智慧。 日常生活中，一个平
凡的主妇在方寸之间，在自己的厨房小
世界，也可用生活的小技巧和细腻灵巧
的心思，惜物拾趣。

物质匮乏年月， 鸡蛋是奢侈食品。
偶而做蛋羹、鸡蛋酒或煎蛋前 ，外婆用
盐水把蛋壳洗得干干净净，在鸡蛋的顶
端磕一个小孔 ，把小孔捣拾光滑 ，蛋液
从小孔里流出来后，再从小孔塞入浸泡
过水的粳米 ， 竖在烧番薯丝米饭的中
央，有佳人在水一方的景致。 一锅饭熟
了，把鸡蛋壳取出来，剥开，是裹满蛋白
香气的米团。就是粘在蛋壁上那薄薄一
层滴不下来的蛋液，让米团像水煮鸡蛋
一般香，外婆常把这个鸡蛋米团留给我
吃。

耳濡目染的， 何止是这一个米团，
厨房里时常可获得意想不到的欣喜。闽
浙一带渔家人，鱼丸鱼饼和肉圆在年节
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把刮去肉茸的鱼
骨留下来， 剁碎加姜蒜等调料熬成汤，
热乎乎地喝。 或把浓汤置于冰箱，冷藏
锁鲜，凝胶成冻 ，那满满胶原蛋白入口

滑嫩，下饭或配粥，是唇齿间的挑弄。肉
茸常用豆腐揉捏再羼薯粉制作鱼饼肉
饼，豆腐起到松软的作用 ，我常用剩饭
冷粥代替 ，抓成糨糊状 ，做出来的肉圆
鱼饼味道不逊于用豆腐， 更有嚼劲，还
有稻粮的香气，十分蓬松 Q 弹，省钱省
力， 这是我外祖母传承给我的手艺，冷
饭剩粥成为美食的配角，物尽其用。 我
常去街市上买肉，肉在案板上，问：要去
皮吗？去皮，但皮我带走。遇到好天气直
接把肉皮晾干， 大部分积存在冰箱里，
待寒冬朔风劲吹时取出来风干，年前一
起在食用油中欢腾片刻，泡炸过的肉皮
膨胀好几倍，诱人的金黄色，收拾起来。
春节前后， 家乡的蛤蜊正鲜甜肥美，烧
一碗蛤蜊肉皮汤 ，放一把芹菜 ，曾是民
间宴席八大碗之一 ， 现在也是一道硬
菜。

说到芹菜，那淡黄色或浅绿色的嫩
叶，下汤和凉拌都是美味。 连续十四年
蝉联米其林三星的澳门天巢餐厅，以清
新的芹菜叶与白松露等搭配成一道叫
“贡多拉”的顶级佳肴，是天巢名菜。 我
们平日常把芹菜叶全部摘去扔了，有多
可惜呀！ 还有春秋时节的莴笋，圆柱形
的茎根上端长着披针形花叶，散开来生
机勃勃的样子，露出购物袋外像买了一

束花。 人们回家把莴笋叶掰出来，丢进
垃圾桶，留下光杆司令样的茎干 ，或炒
食或凉拌。其实这个时节的莴笋叶子十
分鲜嫩，绿中带紫 ，洗净后用手折成几
段汆水，捞出码盘，煞是翠美，拍一两粒
白蒜，浸入酱油加香油的调料，蘸着吃，
那可不是一般菜叶的口感，有一股特别
诱人的清香，若连续吃上几餐 ，如吃榴
莲，会吃出瘾来。我迷上吃莴笋叶后，睡
眠好了许多，查了一下莴笋叶的药用价
值，竟然可以治疗神经衰弱 ，还可以调
节血糖，真是“喜得良方”。

欢乐的场景总是难忘。 假日与单位
同事一起做饺子， 大家一同擀饺子皮，
调各种馅料包饺子。最后在一大汤锅里
把饺子煮熟捞出来 ，一锅又一锅 ，一盆
又一盆，我趁锅气腾腾 ，用手指抓几个
塞进嘴里，特别有滋味。那锅饺子汤，下
过那么多饺子，汤清，有浓香，漂着一点
点油花， 配饺子如薄米汤配食饼筒，吃
得你撑肠拄腹。 饺子汤，姑且不说它有
多少维生素、矿物质 ，单那下肚时暖身
暖胃的感觉，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你消
食，又好喝又实惠 ，若倒掉真是求而不
得，得而不惜。我家中也一样，下完自己
做的饺子后，给饺子汤加点盐花 ，每人
盛一碗，心里盛满欢喜。

宋朝名将宗泽慧眼识珠 ， 起用岳
飞。 岳飞与金兵作战战绩赫赫，但宗泽
发现岳飞没有遵循作战阵法，于是送岳
飞一幅战阵图。 岳飞留下千古名言:“阵
而后战 ，兵法之常 ，运用之妙 ，存乎一
心。 ”这妙就妙在灵活 ，妙在用心去处
置。厨房是征服味蕾的战场，锅碗瓢盆、
刀叉铲勺就是手中的武器。见一块大番
薯长出叶芽，是弃是留，当机立断，斩成
几块，各带叶芽置于容器，加水，待长出
白根，移置花盆土养 ，会长出茂盛的红
薯叶，剪下嫩叶开水烫熟 ，拌以酱油姜
汁辣油， 一盆盆红薯叶让你视力更好，
免疫力更强。 几十年厨房“征战”，边边
角角的食材，俯拾皆是 ，犹如一个个孤
单的文字 ， 你可以把它们织成锦绣文
章。人间烟火皆是诗。我在阳台养兰花、
瑞香、茉莉、海棠、圣诞伽蓝菜等花卉 ，
十几年了，我让草本木质化，成为木本，
木本成了老桩。淘米水和做豆浆剩下的
豆渣是它们成长和茁壮的功臣。当鲜花
怒放时，我向厨房里鞠躬尽瘁的一切自
然馈赠致敬。富庶的物质是大自然赋予
我们的幸福， 珍惜生活所拥有的一切，
越珍惜内心越富足。

光阴中有温暖的收获，日子便是金
子般珍贵。

岁月无声
张 晨

在我的记忆中， 爷爷一直是个沉默寡
言的人，我们说三句，他回一句，更多的时
候只是笑笑，不大说话的。

这两年，爷爷的话更少了。 常听家里的
阿姨念叨：“老爷子的耳朵啊，肯定是聋了，
天天喊他也没反应，跟他说啥都不回答。 ”
看着爷爷从早到晚坐在躺椅上， 在窗边的
一小块阳光里，微眯着眼睛，任由光影在他
脸上的皱纹里缓缓流淌， 由明转暗， 我明
白，爷爷并不是听不到了，只是这辈子想说
的话早已“说”完了。

爷爷出生在洛阳附近的村子里， 年轻
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动荡与变革。
亲人们的相继离世， 将他变成了孤独的幸
存者，独自迈入命运的洪流，被惊涛巨浪拍
打，如浮萍般随波逐流。 到头来，大概是觉
得语言实在太轻太轻了， 爷爷的话也就越
来越少了。 就连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我也
没听爷爷说起过， 而是从他那摞泛黄的日
记里窥探到的。

没错，爷爷不说，但是会写。 他爱文字，
敬畏文字，因为他是靠文字活下来的。

小时候没机会读书， 爷爷在砍柴挖菜
的间隙，自学了认字和书写；战火纷飞的青
年时期，他靠着给村里做文字工作，辗转流

离，侥幸活了下来；成家后来到城市，爷爷
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 又养活了一大家
子人。

爷爷就这么写啊写，写了一辈子，记了
一辈子，直到前两年，手抖得再也握不住笔
才停下来。 那之后的日子，从爷爷常常望向
远处的浑浊的眼神里， 我们再也揣测不出
爷爷在想些什么。

我时常想起爷爷在最后一篇日记里写
的：“我这一辈子，没什么成就，拼尽全力却
也只是庸庸碌碌地活了下来。 我把我这平
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一生， 老老实实记录下
来，为的也不是别的，只是对得起这支我拿
了一辈子的笔罢了。 好了，我写不动了，就
此罢笔吧。 ”我想，爷爷是把想说的话，都写
完了。

我偷偷拿走了爷爷笔筒里那支泛着锈
的钢笔，放在我的书桌上。一天夜里，我坐在
桌前，下意识地拿起钢笔，就着台灯端详着

它———被陈年汗渍蒙上了一层暗纹的笔杆，
质地粗糙，漆面斑驳。我手执笔杆两端，轻轻
一扯，一道反光一闪而过，晃得我眼睛一眨。
定睛一看，钢笔的笔尖异常光亮，竟然没有
一丝锈迹，在灯光的照射下，像夜空里的一
颗星星。 我扭转笔杆，试图寻找笔尖光亮如
新的秘密，却在笔尖的平面上看到了自己的
倒影。 那天夜里，我写下了第一篇文章。

从那之后，我就一直不停地写啊写，仿
佛这支笔是一只储存时光的机器， 里面藏
了太多的心事， 随着一篇一篇的文章从笔
端流出。 三个月之后，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
了，紧接着第二篇、第三篇……

我想是时候告诉爷爷了。 可我要怎么
告诉他呢？ 用那轻飘飘的语言吗？ 思来想
去， 我还是决定用爷爷的方式———用他最
爱的文字告诉他。 我翻出爷爷每天读的报
刊，找到了投稿邮箱，投出了我为爷爷而写
的那篇文章。

很快，文章见报了。 我心跳加速，手心
发潮，将报纸递给爷爷的时候，眼神不知为
何像做了错事，回避着爷爷的目光。 好在爷
爷并没有看我，只是接过报纸，像往常一样
从身上摸出老花镜，颤颤地架在鼻梁上，一
页一页地读了起来。 我在离爷爷不远的沙
发上坐下，假装翻阅手机信息，用余光关注
着爷爷的一举一动。 终于，爷爷翻到了那一
版……

那时， 窗外的阳光刚好挪到了爷爷身
上， 将他变成一个发着光的剪影。 逆着光
线，我看到爷爷微微直起身子，把报纸凑在
脸前， 颤抖的手让报纸发出沙沙的细微声
响。 爷爷的目光在那一版停留了很久，阳光
在他脸上跳动着， 照亮了他微微上扬的嘴
角。 直到空气中浮动的细小纤维渐渐平静
了，落定了，爷爷放下手中的报纸，转头望
向了窗外。

那是记忆里爷爷唯一一次主动开口 ，
他对我说：“写得很好。 喜欢写，就多写，我
等着读。 ”

我不知道在爷爷望向窗外的那段沉默
里，岁月是以何种姿态淌过他的眼前的，但
我看到，那些岁月落在了爷爷的眼睛里，变
成了亮闪闪的泪光。甜蜜的季节 陈勇钊 摄

花 道 至 简
罗 薇

我曾经在花园里种过许多花，但大多数都离我而去，死的死，残的
残，最终都化为了护花春泥。

现今花卉市场很多平日里少见的花，其实也不贵，我得以有机会试
种。 但那些奇花好看却难伺候，它们之所以“奇”，也是因为一般人不懂
其种植窍门，加之地缘、季候关系等因素，要想花园里“品种繁多”，并非
易事。

经过大量周而复始、在错误道路上坚持不懈从而导致的惨败教训
后，我得出了一个浅易的道理———少去种那些奇花异草，只需繁育皮实
好养之花即可。譬如蓝雪花、绣球花和天竺葵，这三种花都易于扦插，成
活率极高；旱金莲是自力更生型，自己开花结种，自己播撒，很是省心。

蓝雪花和绣球花只要浇足了水，花能从 5 月开到 11 月。
蓝雪花呈穗状花序开放，淡蓝色的花球缀满枝头，柯条悬垂、依附

于池塘边白色栅栏，水面丽影，吸引了鱼儿，它们在花影里，哔哔啵啵地
私语。其间，少不了恋花的蜜蜂，嘤嘤嗡嗡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绣眼
们常在午后成群赶来， 小巧的身影在浓密的花枝间自由穿行， 啁啾鸣
啭。

绣球花总是予人花团锦簇之感。 每一颗大球状聚伞花序的朵儿，
因生出时间的不同，呈绿蓝红渐变之色。 一丛丛繁茂的叶子上，开出变
幻多彩的花球，它们在半阴的地方，也能自得其乐，撑起园中各个角落
处、夏秋之季的美丽。

旱金莲在夏末的时候，自己会从土壤中钻出。金红色或淡黄色的花，
从秋天开到来年春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在三伏天，便完全消失。

然而到了秋天，在书房窗外的贴梗海棠下，你会猛然发现一片青
绿。一个个翠绿的枝干、擎着小荷般的叶子，在草坪上挨挨挤挤、层层叠
叠、随风荡漾，一幅“莲叶何田田，鱼（花）戏莲叶间”的小景。

说到天竺葵，它是我最中意的。其花为伞形花序，也像绣球，故又名
洋绣球。因其对土壤不挑肥拣瘦，对天气任热任寒，故四季花开不断，色
彩层出不穷，更是在冬日里，填补了花园的冷清。

如今小园里已繁殖近 50 株天竺葵，花开四色，红的、粉的、紫的、白
的。 其中红色又分为了火焰红与宝石红，粉色分为桃粉和玫瑰粉。

世界上的天竺葵有 250 多个品种，我仅种有 4 种。
其一是香叶天竺葵。 香叶天竺葵因其叶片、枝干能散发出一种馨

香的味道而得名。 这香气非常特别，混合了玫瑰、柑橘、薄荷、椰子及豆
蔻的气息，以及多种水果的味道。其可制成精油和化妆品，滋润人体，使
皮肤红润而有活力。它除了味道好闻，在春天还会开出粉紫色细碎的小
花，煞是好看。

其二是蔓天竺葵，灌木状草本、蔓生。 顾名思义，其可种在吊盆中，
一大蓬花叶垂下的姿态，甚是迷人。

其三是马蹄纹天竺葵，亚灌木，茎直立，叶面上有深褐色马蹄纹状
环纹，故而得名。

最后一位就是家天竺葵，这是家家户户最常种的一种。 家天竺葵
品种花色繁多，红、白、粉、紫，缤纷艳丽。

我从惨重教训中，悟得一点懒人种花经验，虽有不思进取之嫌，却
似合老子之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人有人道，花有花道，
天地万物，只要顺应自然之道，一切都简单了。

岁月留痕

浅 喜
杨福成

浅喜，是极妙的境界。
记得是在逛步行街的时候，我看到

一个门面的牌坊上就写着这么两个字，
还是弘一法师写的，那时懵懵懂懂的，后
来，越琢磨这俩字越好。

看竹子，到江苏天目湖边的南山竹
海看，那真是漫山遍野，郁郁葱葱，饱了
眼福，喜不？ 大喜。

在家中，种一小竹，就一支杆生枝生
叶，水灵灵的，清清静静，喜不？ 浅喜。

怎么说呢？ 掂量掂量，此浅喜，似
乎并不逊色于那大喜， 让人满意得傻
乎乎。

朋友喜欢书法，而且写得还不错。
有人建议他到北京进修一下，当个

书法家；有人建议他去文化市场租个店，
卖字挣钱。 他都摇头，说只是喜欢而已，
不求出名，不求挣钱。

这，也算是浅喜吧，让人艳羡，称道。
某画家，身居高位，画得也不错，但

一平尺开价几十万， 一幅要卖几百万几

千万，那就让金农、八大汗颜了。
结果，好景不长，撸了官，罚了钱，还

险些蹲了号，搞得灰头土脸，让人笑骂。
这就丢了大喜，没了小喜，给祖宗丢

人喽！
一个人会点东西，拥有点东西，不奢

望多强，不求太多，并能保持一份沉静，
无疑是不凡的智慧， 它意味着人的成熟
以及对于事物规律不同寻常的理解。

浅喜，是心情的豁达，是生活的潇
洒，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对人生的一种规
范、一种认识、一种化解，它更是让生活
走向良性健康的一个向导， 用自己的能
力觅得自己生活的质量， 找到自己活着
的自在与安稳。

浅喜的智慧，贵在养成了一颗浅浅
的心，遇大海不惊，遇高山不屈，遇蝼蚁
不骄，而且还晓得，世事三分醒，七分真
糊涂。

浅喜，是浅浅的，如浪花舔舐海岸，
把澎湃和汹涌都埋藏在柔软的细沙里。

骑 行
李勤安

天麻麻亮时洗漱完毕， 喝罢两杯热茶，骑
上自行车出小区门，朝着太阳的方向前进。 此
时，亮了一夜的路灯如熬夜人的眼，白日拥挤
的路分外宽阔。 遇见的多半是晨练的人，走路、
慢跑、骑行、到某一固定地方练太极、穿着标志
性服装跳操……

我的骑行几年前就开始了，起初不过是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兴之所至骑上几天，有事了
就扔在脑后。 最近几个月却一反常态几乎天天
骑行，这样做自然有原因。

话说三伏天那些日子，闷热得稍一活动就
大汗淋漓 ，只有躲在家里读书 、上网 ，活动量
小 ，胃口还好 ，等秋风渐起 ，无意中踩上电子
秤，乖乖，增加了至少三公斤。 人到中年容易发
福， 但是几十天胖成这副样子超乎我的想象。
于是，节食之外，找出小收音机、手电筒，擦净
灰尘遍布的自行车，要通过骑行找回曾经的匀
称身材。

经常打卡的地方， 是新建不久的高铁站。
选择这条线，主要是路宽车少，两边树木遮阳，
去时缓上坡回来相对轻松。 久不骑行，第一次
去程走了一个多小时，途中歇了四回。 好不容
易到了目的地，汗流浃背，两腿轻微颤抖。 喝掉
一瓶矿泉水，坐了好久才返程。 来回不足二十

公里的路，用了两个多小时，到家浑身不适，只
想躺平。 第二天在去和不去的较量中，理智占
了上风，不能半途而废，按照以往的经验，坚持
一周即可适应。

日子在车轮周而复始的旋转中一天天过
去，应当说最困难的时刻终于挺过去了，不用休
息就可一口气儿到达打卡的地方了。 紧跟着速
度提高时间缩短，不足一小时就完成往返。到了
四十分钟，我不再加速了，这样的速度不紧不慢
正好。黑暗中虽然不能看到一路的好风景，但能
感受到田野庄稼成熟瓜果飘香的气息。 经过一
片香椿树林， 风送来阵阵好闻的气味———活了
一把年纪才知道， 它们在深秋还能散发这么浓
烈的香味儿，一点不比桂花的香气差。

付出无尽力气，流下无数汗水，身体变得
越来越轻盈， 不到俩月基本恢复到原来的体
重，体质也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 前不久频
频到浅山观赏红叶， 登山时大喘气不可避免，
休息的次数却明显减少，可以跟上队伍，有几
次，不知不觉进入了第一梯队。

如今不光是晨练，平时出行，不急的话也
是骑自行车。 至于原先的电动车，担心长时间
不用影响电池寿命，过几天还要特意骑出去放
放电呢。

换 房
王为江

与二弟换房的事， 发生在 1990 年
春。

二弟要谈婚娶亲了，女方家长觉得
两人很般配， 家庭其它条件也不差，只
是觉得二弟准备的婚房太老旧，如果就
这样把姑娘嫁出去， 面子有点过不去。
于是，这门亲事便冷了下来。 父母亲像
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但又心有
余而力不足。二老曾全凭在生产队干工
分，拿余粮钱，供我们三兄弟读书直至
高中毕业， 又为我们砌了三幢砖瓦房，
全村人都羡慕煞了。如今父母亲都是花
甲之人，腰已累弯了，再重新为二弟翻
建新房谈何容易？就在这关乎二弟婚姻
大事能否成功的时刻，家人和至亲都把
目光聚焦在我和妻子的身上，因为我们
结婚十几年来的汗水，已变换成了准备
改造住房条件的砖块、 木料和楼板等；
我们的宅基地无论盖什么式样的新房，
都不影响四方邻居的采光。

一天中午，我与妻在家吃饭，娘舅
上门来了，他开门见山地问：“你们家二
弟谈亲的事， 父母亲是否和你们商议
了？ ”妻子接着话茬说：“我们俩正惦记

着呢。 父母亲一生本分，从来不做亏空
的事，至于想为二弟翻建新房，让我们
挪窝让地、提供建筑材料，二老是不会
开这个口的。但是，我们俩都准备着，随
时与二弟换房， 让出我们的宅基地，建
筑材料全给他用。 ”听妻子话音，一点都
不吝啬，我也趁热打铁地说：“请舅舅放
心，家有再大的事，会有长子长媳顶着。
成全二弟婚事，为父母承担压力，是我
们应该做的。 ”在我与舅舅说话的当口，
妻子在翻看着日历，手指捺住日历其中
一页，面向舅舅和我说：“既然二弟准岳
父家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我们就尽快
地办。 今天趁舅舅在这里，我们下午就
去二弟房屋里收拾顺顺，明天农历二月
初六，是个好日子，我们就把大床、锅灶
等全部家当大搬迁。 ”

我们与二弟换房的事，经媒人传到
了二弟准岳父家。 他们家人半信半疑，
次日特地来我们家探个虚实。当看到我
们一大家子人欢天喜地在忙搬迁让房，
二弟准岳父母高兴地对我父母说：“看
到你儿子儿媳这样通情达理，我们两家
亲事做定了！ ”

把冬天当做春天过
王征宇

阳光下的枇杷树，如舞台上受追光
的角儿，把人的视线都聚过去了。 墨绿
的叶层叠茂密，白白的五瓣小花，开在
棕黄细毛的梗上，一朵朵挤得很紧，叠
罗汉一样，叠成花柱，一根根从绿叶中
豁出头。 阳光照着，枇杷花就释放出淡
淡的香气。 正午时分， 飞来了很多蜜
蜂， 把枇杷树当作摆着满满好吃的圆
台面，对主人盛情的款待，它们蘸蘸这
朵 ，吮吮那朵 ，嗡嗡嘤嘤的赞美声 ，吟
咏般此起彼伏。 有了这棵枇杷树，冬日
沉寂的庭院， 散发出春天般的生机与
灿烂。

在隆冬的凋敝里，枇杷树绽绿、著
花，把冬天当做春天过。 是苦是甜，对
日子矢志不移地爱着，生命就会出彩。

想起童年时到年脚边，村里的水库
就会开渠捕鱼。村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满
了岸堤，大家伸长脖子，好像围住艳惊
四座的美食，朝抽干水瘪塘的库底瞪大
眼。 看一箩筐一箩筐的鱼，被穿着塑胶
大裤子的汉子们嘿咻嘿咻抬上来。噼噼
啪啪，箩里还在用力打挺的鱼，银子一
样闪着白亮。 怦然心动的欢呼，在刺骨
的寒风里， 火一样轰轰地蔓延和窜动。
约莫等上三、四个小时，鱼才能分到各
家手里。 二条三斤来重的白鲢，拴着稻

草开开心心拎回家。鱼身切段腌了存进
甏，留着春节待客，鱼头、鱼尾、鱼肚当
晚红烧，吃光鱼肉，咂完骨头，余下的汤
汁隔天拿出来， 凝成了琥珀一样的冻
子。挑一筷子放进嘴里吮，哎哟，又鲜又
糯。 一条鱼的好，被我们有滋有味地延
续着。 真是妙不可言。

这种生活能养育人生的希望。
也想到春天的笋。对于咬不动的老

篰头， 我们通常都是切下来直接扔掉。
奶奶在世时，绝不允许这么干的。 她会
把老篰头用爷爷铡烟叶的铡刀，铡成薄
薄的一片片，风里晾到半干，搬出磨粉
的磨盘，碾得细如粉末，再晒干收进罐
里。烧菜的时候，挑一点进去，替代短缺
的味精。 那时，我们冬日吃得最多的是
咸菜烧萝卜，因了有“笋粉”吊鲜，确乎
有不同寻常的好味道。 对我来说，奶奶
那双柴爿似的枯手， 隐藏着神奇的力
量。有这只手牵着、搀着，日子如何贫穷
都不怕了……

古人夸枇杷 “负雪扬花， 质贞松
竹”，有傲霜斗雪的顽强精神。其实染不
染冬寒，也由不得枇杷。和人一样，很多
时候，我们都只能顺天命，活下去，完成
好自己担负的角色。 至于收获，来年的
果实，就是最好的答案。

丰收的旋律 王祖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