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读作家王娅莉的散文集 《只此青绿》，
一股浓郁的忧患意识扑面而来， 作者徜徉于
城市与农村之间，她一直在思考，乡村究竟如
何振兴，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作为
从农村走出来的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她
时刻在想着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一颗赤子之
心浸润在通透绵邈的文字之中。

忧患意识的内涵。 忧患是我国古典诗文
的基调。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已跳动
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忧患之声。 从屈
原忧愤的长吟，到近代文人们悲愤的歌唱，无
不是以忧患始，以忧患终。 对国家命运的担心
忧虑，对黎民百姓的忧戚和同情，对人生的关
切和思考，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 这种
忧患意识，像一根红线，千百年来贯穿于古典
诗文之中。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
应该有忧患， 因为古人在思考人间的吉凶祸
同人们行为之间的关系， 古人已经认识到人
必须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使命感。 人类的忧患
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生命存在，就有对
生命的威胁，有威胁就会产生忧患。 人类除了
对自然危害的忧患， 还有对自身生存的社会
环境条件的忧患，这种忧患是双向的，即所谓
的忧国忧民。

“诗言志，歌咏言”，古代人文知识分子的

人生志向就是“济苍生”“安社稷”，就是“以天
下为己任。 ”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自京
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林则徐的《赴戍登程
口占示家人》， 都抒发了这种人生的远大抱
负。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价值选择，是知
识分子对国家自觉的使命意识的体现。 因此，
文人们的忧患意识， 源出于他们的使命意识
和现实的冲突。 忧患也是良知、敏感、道义等
的综合体现。

忧患意识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
识。 它是发源于殷周、渗透于儒家思想的渊源
至深的文化传统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是
有识之士从实践中升华出来的一种忧国忧民
的思想意识。 这种思想意识以危机感为基础，
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
历史使命感， 体现了一种勇于担当的人文精
神。

浓浓的乡愁。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
子，王娅莉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存在
的某些隐患和矛盾冲突，书中忧患意识的表
现之一是就是乡愁。 正如作者在《恒口的雪
花白与海棠红》中所言“中国土地的广袤，吸
引着一批批探索者，也催生了中国文化中永
远的乡愁”。 眷恋故乡和怀乡思归之情是全
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从不同的角度遥望故
乡，即使只见青山一发，碧水一线，也能抚慰

远迁异乡人的九曲回肠。 《我和老家隔着的
雨 》表现的是一种孤独的乡愁 ，随着城市化
步伐的加快 ，老家人大多搬迁走了 ，剩下的
可谓寥寥无几。 “一栋充满了欢笑，吵闹的房
子竟然随着日往月来而逐渐倾颓，一个光滑
平整的院落竟然被野草毫不商量地占据，人
生活的点点滴滴竟然慢慢地蒸发了。 ”她在
《我们的乡村》中写道：“我总觉得，我们向乡
村学习的 ，还有很多很多 ，那种沉淀在黄土
地里的生命体验，不应该随着人群的减少而
完全消失”。人走了，地荒了，房子长草了，乡
村如何兴盛， 非物质文化遗产谁来传承，问
题多多，没有答案，作者忧心忡忡。 真是“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因
为如此 ， 兰涧书屋应该是作者心灵的栖息
地，也是灵魂的最大慰藉。 用作者自己的话
“也为了在渺茫的人世间寻找一种精神依
托”。

淡淡的哀伤。 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就
是哀伤。 在《小镇双龙》中写道：“近年来，农村
留守儿童教育现状堪忧。 ”的确，孩子们的生
理及心理健康问题， 孩子们的生存环境及安
全等最让人揪心感伤， 关乎下一代人的健康
成长。 在《乡村的葬礼》中说：“一个乡村老人
的去世， 代表过去生活的那部分又缺了一个
角，我心里有些莫名的悲伤。 ”《魂归故土》的

结尾，“我把这件事记下来，也许这样，城市的
嘈杂与喧嚣就不会侵蚀到我们灵魂的根。 ”拜
祭亡魂，寻根问祖，普通的事，普通的人，短小
的语句既怀旧感伤又凄恻哀婉， 女老师菩萨
之心可见。 《寻根记———记王家祠堂》，父亲不
愿去祠堂， 有内心的忧伤也是硬伤， 没有儿
子，家谱断了，作者把这件事记下来，难道就
没有自己内心的感伤？ 在 《我和老家隔着的
雨》中写道：“村里剩下唯一一条狗，它的叫声
在空旷的院落里回荡。 ”人走了，狗不忍离去，
狗还能等回主人吗？ 通过狗的不离不弃，哀伤
人生聚难别易，别后难见，真有点“悲莫悲兮
生别离”的酸楚。 见花落泪、见鸟惊心的多愁
善感既是诗人的特性， 也是王娅莉散文的情
感特征， 王娅莉老师就是一个率性的饱含人
文精神的诗意女子。 这种诗意，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诗意，在《只此青绿》散文集中，我们可
以发现这种文化意识隐藏在故土家园中，隐
藏在山水畅游中。 古人登高临远，慨叹自身及
国家命运，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文章的主题。 王
娅莉所写的山水，将古诗意境化入寻常语言，
看似随意，实则用心。 使她跨越了一般的山水
审美，进入到古代文化层面的审美，也进入到
千古文人的悲悯情怀。

这种悲悯情怀， 就是通过笔下的精妙文
章，由衷地哀叹他人的不幸，又设身处地去感
受他人的苦难， 并将普通人的生存体验聚合
起来，传出一种时代的哀声。 它所抒发的情感
特征和文化精神， 使王娅莉老师的散文进入
到一个较高的美学境界。

浩大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 作为我国代
代相传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 决定了我国诗
文的调子， 它往往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
移，难怪诗人杜甫有“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
吟诵转凄凉”的深沉感慨。 这种深沉的感慨在
王娅莉老师的文章里随处可见， 这是难能可
贵的，更是值得点赞的。

《西游记 》几
乎是每个孩子熟
悉、 喜欢的神话
故事 ， 伴随了一
代又一代中国孩
子成长 。 不仅如
此， 故事里还藏
着很多和科学相
关的 、 有意思的
知识。

《当西游记
遇见科学 》 是一
套用科学知识解
读西游故事的原

创科普读物，融合跨学科知识，提升孩子科学兴趣
和探究能力。通过神话故事与科学思维的碰撞，拓
展孩子科学视野，满足好奇心和探究欲。

《当西游记遇见科学》精选从猴王出世到取得
真经成正果，全套共 40 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合理
改编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版本， 并在每个故事中提
出 3 个科学问题，涵盖 120 个科学主题、超过 200
个科学知识， 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对科学知识进行
梳理和讲解。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十
万八千里有多远？猪八戒的兵器是九齿钉耙，你知
道它是从何而来的吗？ 真假美猴王就像一对双胞
胎让人难以分辨，为什么会出现双胞胎呢？芭蕉叶
能做出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吗？ 书中部分复杂问题
课题式深度探究，以科学思维分级讲解，更清晰有
条理。 在解读科学主题的过程中穿插“知识+”板
块，围绕同一主题带来更多扩展内容。通过阅读本
书，孩子们可以实现跨学科主题学习，将语文、天
文、物理、化学、历史等学科知识串联起来，储备丰
富的科学知识，不断完善孩子的知识体系，深化科
学思维，日积月累打好基础。

（王莉）

《史记里的
中国》是 2024 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图书 ，作
者是著名作家 、
画家、 木刻非遗
传承人， 知名媒
体人赵宗彪。 作
者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如果去一座
孤岛， 只能带一
本书，我只选《史
记 》。 要了解中
国， 必须读 《史

记》。 《史记》是人类最伟大的史诗，是东亚文明前
三千年的总结，是中国人的文化圣经。 《史记》完
成了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定位了先秦士人的思想
品质，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风骨。 《史记》里的中
国人，是青春期的中国人，朝气蓬勃、阳刚乐观、
敢爱敢恨，人人身上有一股不可阻挡的生命的力
量。 所谓的汉唐气象，所谓的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都可以溯源至春秋战国，都来自《史记》人物的精
气神。

《史记》乃最伟大的史学巨著，对中国学人士
子及普通读者影响深远。 该书是读《史记》的随笔
结集，作者对《史记》烂熟于心，对一些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有自己独到的认知， 该书对伯夷叔齐、
李斯、韩非、韩信、萧何等历史人物进行精到的分
析与点评，表达自己独到的看法与思索。 该书的
文字非常有特点，老辣生动，入木三分，既是对历
史的阐述， 也是对现实社会某些现象的批评，所
以也很有现实针对性。 《史记》里的人，或者说，司
马迁所推崇的人物，都是铁骨铮铮的英雄。 有人
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思想进入了酱
缸时代，生龙活虎的百家争鸣时代结束了。 也有
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华，中华文明消失了：所有的
中国人，都匍匐在王权的脚底下，被迫做奴隶。 这
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 说这些话的参照坐标，就
是《史记》里的人物。 确实，我们读《史记》，感受到
里面的人物，都顶天立地、昂首挺胸，是在阳光下
站立的，一个个充满阳刚之气，洋溢着不可抵制
的生命激情。

赵宗彪先生已出版木刻作品集 《木上江南》
《万物有灵》和散文集《山河故人》等 10 多部。 在
巴黎、杭州等地举办木刻个展 20 场。

（梁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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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

作家王运昌
的 首 部 散 文 集
《 到 世 界 去 流
浪》，近日由群言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全书共 7 章
21 万字， 也是作
家游记作品的精
选集。 自 2014 年
起， 用了近十年
时间， 独自游走
世界五大洲近百
个国家， 并以纪

实散文形式，记叙了所到国家的湖光山色、风土
人情和奇闻轶事，以及独自闯荡世界时，所面临
的困难、问题及解决途径。 同时，作者还通过自身
经历，梳理出游走世界的感悟及实用知识，让期
盼丈量世界、却又心存疑虑的梦想者，有了一个
可供参考的样本，并能从中获得战胜自我、克服
困难的智慧和勇气。

王运昌系白河县人，生于 1952 年，曾在白河
县人社局、县法院工作多年，在安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退休，现居西安。 其散文、诗歌散见于省市各
种报刊，其自传体长篇小说曾被天涯社区评为年
度精品。 他退休后开启了独自游走世界的流浪之
旅，游记遍发各地省市报刊。

（黄秀琴）

《史记里的中国》

《当西游记遇见科学》

《到世界去流浪》

安康 书评

深 沉 的 忧 患 意 识
□ 谢开云

“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是读书，虽贫穷
但只要勤于读书，精神气质非同常人。 “万般
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是读书人的迂腐和
自信，但读书增长知识多是认同的。 或许与
自己多少读书有关吧！ 我对读书的理解，说
得实际一点，知识或许能成为以后养活自己
的饭碗 ；说得严肃一点 ，知识在有的危急时
刻能够救命 ；说得美好一点 ，知识能让人自
信。

读书人喜欢说读书， 不读书的人往往反
感读书。 对多数人而言，“一本好书，可以影响
人的一生。 ” 我们都有自己心中的英雄或榜
样，如科学家、英模。 这些令我们崇拜或学习
的楷模，可以通过阅读书籍所认识，而阅读就
会潜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书中所描
述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 无形中提高了自身

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素质。
古往今来成事者 都 有 一 个 相 同 的 嗜

好———读书。 所以，他们说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说书是千里眼，说秀才不出门 ,便知
天下事，说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多读书 ,能通
古今 ,通四方 ,很多事都可以未卜先知 ，这是
无可争议的。至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
有黄金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些至理
名言外，我把读书看作是一种很好的消遣方
式。 或许某些文友们有疑惑：在这个市场经
济大潮中 ，要想充实自己 ，除了读书还能有
什么呢？

苏联有句谚语 ：“书籍是瞭望世界的窗
口。 ”读书就是为了拥有丰富知识。我们现在所
处的是信息时代，一切都飞速地发展着。 倘若
一个人在这信息时代中不读书，不学习，脑子

中只保留一点小聪明，我想，即使天资聪慧，很
快地也会被市场弄潮儿所抛弃，被社会滚滚洪
流所淘汰，被大浪淘沙的时代所遗弃。 明朝的
许仲琳说：“井底之蛙，所见不大，萤火之光，其
亮不远。 ”不读书，不知道当今世界的发展形
式，不知道国家的政事，岂不是“萤火之光”？ 英
国哲学家培根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
行的思想之船，它以小心翼翼把珍贵的货物送
给一代又一代。 ”自然，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
领悟其中的道理，能应用，就将成为一个道德
高尚的人。

读书明智。 智慧得来的途径，一是在社会
实践中得到直接经验； 从书本中得到间接经
验。 事事都去从亲身体验中得到，恐怕一个人
是不好办到的， 因为精力有限， 取得间接经
验，往往是我们的捷径和必修课。 事实证明，

一个人要想取得更大的智慧， 更多的还是从
书本上学来。 书能让你变得更聪明，让你在困
难面前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法。

读书明理。 许多道理都是经过前人的总
结后写在书本上的，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学
到更多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学到更多的自己
体会不到的真理，帮助你更好地看待万事万
物 ，帮助你在人生的坐标上不出偏差 ，切实
做到明礼诚信，爱岗敬业，奉献社会，提高自
己人生价值。

读书冶性。 读书可以使我们从无知到有
知， 从有知到深知； 读书可以使我们更加理
性，不为喧嚣繁杂的世事所干扰，不为一时一
事的得失而喜忧。 通过在笔墨书香中体验共
鸣和感动，解脱自己内心的焦虑、恐惧、寂寞、
悲哀， 使胸中的积郁释然超脱， 达到淡泊宁
静、自信从容的心理和谐状态。

“腹有诗书气自华 ”， 读书也可以让我
们变得温文尔雅 ，知书达理 ，颇有风度 。 读
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书读得多了 ，驾驭
文字的能力就增强 ， 想表达的思想就能流
畅地表达出来 。 “业精于勤 ,荒于嬉 ;行成于
思 ,毁于随。 ”让我们多读书，读好书，以“活
到老 ，学到老 ”“秉烛夜学 ”的精神 ，树立终
身读书 ，终身学习的理念 ，以丰富 、精彩自
己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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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长篇小说《青囊》时我就说过，愚公先
生（本名胡君）学习岐黄文化并专注创作中医
小说，是进入了一个神奇王国，拥有了一座富
矿，必定会有大收获。 果然，《青囊》药香未散，
又见《当归》，还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岐黄使
者》。 这固然源自愚公的勤奋，更重要的是因
为古老的岐黄文化太厚重， 值得书写的东西
太多。 读完《当归》，这种感觉更为强烈。

《当归》 是一部描写民间中医传承的现
实主义小说，故事主线围绕一家民间中医祖
传特色技法传承的过程展开。 郭老中医把家
传医术配伍组合，发明了一种用中草药液在
患者病灶处画圈医病的特色疗法，治疗慢性
病 、疑难杂症 ，简单廉价屡见奇效 ，救人无
数，民间称其为“郭圈圈 ”。 2010 年冬季 ，当
传统中医药热潮渐起，市中医药管理局全面
展开抢救民间特色诊疗法工作时，却发现郭
圈圈突然失踪。 一个年逾古稀的民间中医因
何离家出走？ 他家代代相传的中医药外治疗
绝技何以传承？

本书通过中医世家传承人郭柏川秉承父
志、竭力传承和推广传统中医的故事，讲述了
传统中医传承和发展的艰辛和不易。

市中医药管理局民间中医管理处处长王
泽桐意外走近郭氏圈疗，一步步揭开迷局。 王
泽桐发现：郭圈圈失踪后，他的一直不愿传承
家族医术的儿子郭柏川辞去公职， 担起了传
承圈疗的重担，郭柏川虽无医证，却医术精良
医德高尚，民众信任“郭圈圈”疗法并广为传
播。 王泽桐力荐管理局保护传承这项民间特
色疗法，打工妹赵小冬写下医者笔记，如实记
录了郭氏圈疗治病救人的历程和当下民间中
医传承者的境遇， 终南山里神秘医者的踪迹
更是令人神往，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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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小说辅线的铺设可谓意味深长。 作
为民间中医的直接管理者， 王泽桐也辨别不
清什么是传统中医的精髓， 什么是我们要拯
救要传承弘扬的民间特色技法， 因为在今天

这个商业社会，很难辨别中医的真伪，一些看
起来高楼阔门堂皇富丽的医院、 医馆却是商
业化的中医或者西化的中医， 而收费低廉救
人于危难的良医往往在陋巷乡野。 王泽桐陪
祖父治疗糖尿病烂足， 误打误撞地一步步接
进郭氏圈疗的过程中， 切身感受到民间中医
的医术仁心， 认识到自己和管理局工作上的
偏颇， 这才有了组织寻访小组九上南山追寻
郭圈圈， 把郭氏圈疗申报国家局重点保护项
目、申报非遗项目的故事。

读到这儿，不由想起首届国医大师邓铁
涛先生的一句话 ： 近代的中医就像古代的
和氏 ,不断献宝不断遭受磨难。 中医宛如凤
凰涅槃 ，中医药宛如和氏璧 ，展示它的璀璨
光芒 ，需要和氏精神 。 《当归 》结构的搭建 、
人物塑造 、情节设置 ，情感递进等无处不渗
透中医药文化 ， 作为小说魂魄的中医元素
使整部作品散发着幽幽药香 ， 思想的深度
在这药香中延伸。 老中医郭圈圈，传承人郭
柏川 ，管理局干部王泽桐 ，甚至打工妹赵小
冬等人物身上 ，都能看到精神操守的光芒 ，
那正是贯穿古今 、 薪火不绝的华夏子孙所
崇尚的“浩然之气”。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是岐黄文化的
精髓 。 《当归 》所描述的中医药传承过程虽
然困难重重 ，始终伴着忧伤的基调 ，但整体
读下来感受到的是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前
瞻 ，王泽桐这个年轻的中医药管理干部 ，通
过对民间中医的追寻 ， 明白了什么是中医
的精髓 ， 明白了传统中医为什么会一代代
传承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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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多年来坚持低调、淡定、从容，甘于
寂寞的写作状态， 为中医小说写作专门起用
“愚公”这个笔名，想必是预想到了做一个岐
黄文化传播者的重重困难， 抱定了毅然决然
的恒心，要像那个痴心挖山的“愚公”一样，不
怕智叟耻笑，不怕众人奚落，不计成败，挖山
不止。 曾多次到乡下采访民间中医，曾以数年
时光到民间小诊所打工、体验生活，每日苦读
经典，聆听名医讲座，一边学习中医药学理论

知识，一边写作中医题材小说，静静地深深地
沉入岐黄世界，这一沉就是八年。 这八年几乎
无人知晓，更无人喝彩，当几部厚重的作品摆
在我面前时，不由大吃一惊，不由对这种不曾
被文学界注意的中医写作和散发着浓浓本草
药香的岐黄故事吸引，不由感叹：愚公的中医
小说写作已然风生水起。

记得陕西社科院韩红艳博士在评论中
写道：愚公的中医小说是当下这个浮躁世界
里的一剂良药。阅读《当归》过程以及和愚公
的交谈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传统中
医是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取类比象的思
维模式，以阴阳五行学说原理为思辨依据而
创立的医学体系 ， 其间还包含了丰厚的天
文 、地理 、心理学等多方面学科知识———是
人类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也是当代唯一存在
的传统医学体系。 这个体系与儒释道文化精
髓融为一体 ，只要明心悟觉 ，持一颗宁静向
好的心就能有所悟有所知。 “法于阴阳，和于
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 ”与自然和谐相
处 ，便能从大自然里获得力量 ，使生命生机
勃勃。 西晋大医皇甫谧说：“夫受先人之体，
有八尺之身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也。
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
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是啊，我们拥
有这样一份人类最伟大的医学体系，却不了
解亦不会应用，当自身和亲人被疾患困扰时
“无以济之”，委实不该啊！

愚公用了八年时光讲中医故事， 把中医
介绍给家人、亲友，介绍给所有读者，告诉他
们进入宝库的密码， 带领他们一同游历这座
美丽的王国，一同领悟养生健体的奥秘，一同
分享先祖留给我们的福祉。

可能许多作家都有一种体悟： 一个写作
者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一定是写他最熟悉的生
活领域，一定是他生活积累最丰厚、情感最深
的那一部， 一定是他耕耘最勤的那块自留地
里结下的果实。 深厚博大的岐黄文化给了愚
公足够大的肥沃的自留地， 使他能够不断耕
耘不断收获。 文学，是各种艺术作品的母本，
尤其是长篇小说， 一部优秀长篇小说对社会
对人是有一定影响的， 好小说是民众健康文
化的第一精神食粮，因此说小说是有使命的，

至少， 有使命感的小说对我们这个社会更有
意义。 更何况，岐黄文化，中医药文化，本就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

4

读了愚公的 《青囊》《当归》《岐黄使者》，
深为愚公创作出如此厚重的作品而高兴，掩
卷之余也有一些遗憾如鲠在喉： 愚公甘于寂
寞守孤抱朴固然是好，但是，远离文坛，闭门
自封，难免意识狭隘眼界受限，缺乏与社会融
合的大胸怀。 这种状态使他的文学创作受到
局限，比如：小说人物间矛盾缺乏复杂多变，
叙事手法单一，人物塑造流于理想化等等。

愚公说小说写作只是他学习中医的副
产品，他还为民间中医编写了几部医案医话
类专著，为民间中医传承做了些实实在在的
事。 更重要的收获是岐黄文化给他带来的充
实和愉悦，是古老中医教会了他正确的生活
姿态 ，给了他健康的心智和体魄 ，他对中医
怀着虔诚的感恩之心。 这一点，从他恬淡从
容的气质特征和言谈中流露出的儒道气象
可以感受到。

“归来吧，归来吧，有个声音在呼唤，那是
历史车轮隆隆向前的声音， 是人类向往平安
呼唤健康的声音，那声音在天际回荡，回荡，
汇成黄钟大吕的强音———中医当归！ ”

这是愚公在后记中写的一段话，《当归》
呼唤的不仅是中华医学的回归，国粹的回归，
还有岐黄文化这条历史长河里汩汩流淌的儒
道精神和中华民族生命的智慧。 岐黄文化是
华夏文明的活水之源， 是我们一直不曾忘记
一直在追寻的源头， 中医归来， 是时代的呼
唤。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是作家
的使命， 传统中医就是最古老最动听的中国
故事，是最鼓舞人心的中国精神。 讲好这个故
事传递这种精神，长篇小说是最好的方式。 引
用作家、 评论家李敬泽先生一句话：“伟大的
长篇小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新史诗，承担着
巨大的、重要的历史责任、文化责任。 ”

（作者系著名作家、海南省作协原副主席）

读书 时光

腹 有 诗 书 气 自 华
□ 孙传志

国 粹 回 归
———愚公长篇小说《当归》读后

□ 杜光辉

作家 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