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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

人的一生中要结许多缘，亲缘、地缘和学
习缘，最让我割舍不下的是书缘，它是我工作、
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把它叫作生
命中的“盐”。

我是教师，读书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我不可一日无书，亦不可一日不读。因为
读书能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更重要
的是它能排遣寂寞和孤独，还能帮人在忙碌的
生活间隙中觅得一份宁静与充实。 正所谓“偷
得浮生半日闲、一缕书香伴余生”。

20 世纪 90 年代，受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所限，市面上的图书发行种类与数量都不

多，名著就更是寥寥，加之工资低，根本买不起
书来读。实在想读书，就只好到安康市图书馆来
借。 拿身份证办理纸质借书证，需要交押金。 记
得有一回，我借阅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当时
交押金 30 元，延期归还每日要付给一点微薄的
滞纳金。 囊中羞涩的我，咬紧牙关，省点生活费
也要读，读着读着，被作品中生动曲折的故事情
节和美好的人物形象所吸引。一时间，我像一位
虔诚的宗教徒， 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对这部作品
的“朝拜”当中。 在如痴如醉地阅读中，文中优美
的语言文字、宏大的时代背景描写，混合着纸墨
的香味，不断在我脑海中萦绕，催促着我，使我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整部书！
从此，我便成了市图书馆的常客。 如饥似

渴地阅读，使我在丰富阅历、积累知识的同时，
也对我担任的语文教学工作大有裨益！与市图
书馆结缘，与图书为伴，它们是我的良师益友，
在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陪伴着我、滋润着
我、影响着我。

如今，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图书行
业愈加兴旺发达，书籍种类丰富、质量上乘，价
格也低廉，读书已不再是一种奢望，而成为人
们休闲消遣的一种常见方式。我的老朋友———
市图书馆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馆内设施越

来越现代化、藏书更加丰富、环境也更为优雅
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
水平，质量又高更温馨！有时，面对一些不熟悉
电子信息技术操作流程的老年书友，热心的管
理员总能不厌其烦地为其指导，甚至是手把手
地一遍遍教，直到教会为止！

退休后赋闲在家，时间宽裕，活动又自由，
于是我又来到市图书馆， 重新办理了借阅手
续，又开始重拾旧业。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个喜爱阅读的
民族，才有希望与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
“书香中国”活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像我这
般热爱阅读的读者， 都纷纷自觉加入读书行
列，全民阅读已蔚然成风。 图书馆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助推“书香安康”创建活动。 它通过定
期召开读书交流会、读书有感分享会、书香安
康读者诗词朗诵会等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活
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安康读者加入其中。 安
康，一个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之地，在书香氤氲
之下，一定会更加秀美迷人！

翻开程根子先生的长篇小说 《石榴花》，一
幅陕南乡村创业的绮丽画卷徐徐展开。 那些跃
然纸上的女性形象， 恰似五月枝头怒放的石榴
花， 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中绽放出摄人心魄的生
命华彩。她们用各自的人生轨迹，不仅勾勒出程
家庄百年沧桑的变迁史， 更在儒家文化的浸润
下，谱写了一曲乡村振兴荡气回肠的生命赞歌。

主人公石榴花无疑是这簇石榴花中最为
耀眼的一朵。 她的一生，饱经风雨却始终坚韧
不拔，用善良与大爱书写着非凡的人生。 痛失
亲人的锥心之痛、天灾人祸的无情打击、死里
逃生的惊险时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接
踵而至，却未能压垮她的脊梁。 她身上闪耀着
“仁者爱人”的儒家光辉，在艰难困苦中，始终
心怀他人。 她不仅努力让自己走出困境，还无
私地帮助身边的人，将温暖和希望传递给每一
个需要的人。 这种大爱无疆的精神，正是传统
文化中“仁爱”思想的生动体现。 她用实际行
动证明， 女性可以在困境中绽放出惊人的力
量，成为照亮他人的光芒。

李雅芝则是智慧贤良的典范。 她教子有
方， 将儒家的传统美德融入对子女的教育之
中。在家庭中，她不仅是孩子们生活上的依靠，
更是他们精神上的引路人。 她以言传身教，让
孩子们懂得了“孝悌忠恕”的道理，培养出善良
正直、有责任感的下一代。 她的智慧体现在面
对生活的种种问题时，总能冷静应对，用巧妙
的方式化解矛盾；她的贤良则展现在对家庭的
默默付出和对家人的悉心照料上。她就像一棵
枝繁叶茂的大树，为家人遮风挡雨，营造出温
暖和谐的家庭氛围，诠释着传统文化中对女性
德行的美好期许。

美依然作为年轻一代女性的代表，其成长
历程充满了波折与感动。 小时候的她历经磨
难，心灵遭受重创，然而在养母石榴花的关怀
和教育下，她不仅走出了阴霾，更将这份恩情
铭记于心，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考入大学后，
在抗疫一线逆行的她，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责
任与担当。 她传承了孝道美德，将石榴花给予
她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成为了传统文化与现

代精神交融的鲜活范例。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传统文化的力量可以跨越代际，在新时代的年
轻人身上焕发出新的光彩。

小说在构建城乡图景中，欲望与挣扎交织
成一张无形的网，牢牢困住了几位女性，她们
跌宕起伏又令人唏嘘的命运故事，如同一记重
锤，敲打着观众的心灵。 金满儿以出众的美貌
与独特气质示人，却因自恃清高将择偶标准拔
至云端。 在寻觅理想伴侣的漫长道路上，她四
处碰壁， 一次次降低底线又一次次被现实刺
痛，曾经的骄傲与自信被击得粉碎，落得个黯
然收场的结局，令人不禁为她的执拗与天真叹
息。冯志美和贾凤同样拥有令人艳羡的美丽容
颜，然而在欲望的漩涡与命运的捉弄下，一次
错误的抉择便让她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曾经
灿烂的人生瞬间蒙上阴霾， 大好前程毁于一
旦，只留下无尽的悔恨在心底蔓延，让人感慨
命运的无常与残酷。 至于金菊嫂，本可安享安
稳生活，却因作风不端，甘愿沦为他人作恶的
帮凶，在罪恶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正所谓“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她曾经的恶行化作利刃，反
噬自身，落得个凄惨下场，深刻诠释了正义或
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的真理。 这些女性
的命运轨迹，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对人性、
欲望与道德的深刻叩问，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
反思。

小说通过对这些女性的刻画，展现了陕南
女性灵秀的外在美与勤劳善良、 不畏艰辛、敢
于担当的内在美。 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传统文
化对女性成长和塑造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中
的价值观，如仁爱、孝悌、忠信等，如同养分，滋
养着这些女性的心灵，让她们在时代的浪潮中
坚守自我，绽放出独特的魅力。

掩卷沉思， 这些女性形象已超越文学范
畴，成为传统文化活的注脚。 她们或如幽兰暗
香盈袖，或似寒梅傲雪凌霜，但都共同诠释着
中华文明最深邃的生命智慧。在物欲横流的当
下，《石榴花》恰似一剂清醒剂，提醒我们：唯有
将传统文化内化为精神血脉，才能让生命如石
榴花般，虽经风雨仍灼灼其华。

翻开 “淳美家
风”系列绘本，那些
被时间打磨得发亮
的情感记忆 ， 如同
老座钟的嘀嗒声 ，
重新唤醒了我们血
脉中沉睡的文化基
因 。 “国际安徒生
奖”评委、南京师范
大学教授谈凤霞携
手多位优秀插画家
共同打造的 “淳美
家风” 系列原创绘
本， 由河海大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 。 这
套绘本以 《外公的
宝 马 》 《 外 婆 的 滴
答》《补呀补》和《我

会和你在一起》四个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故事，
编织出一幅展现中国家庭情感传承的温暖画卷。

这套绘本最珍贵之处在于它将“家风”具象为
可感可知的生活细节。 当我们将 4 册绘本并置阅
读，会发现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宇宙。
人物与情节的互文， 让分散的单册形成了有机整
体，恰如家庭成员间剪不断的血脉联系。 《外公的
宝马》以三代人的“自行车”为线索，勾勒出一个普
通中国家庭的精神纽带。 《外婆的滴答》以老座钟
的嘀嗒声为背景， 讲述了小女孩与外婆之间深厚
的情感。 《补呀补》以独特的诗歌形式，将“修补”这
一生活智慧升华为哲学思考。 《我会和你在一起》
则以小女孩与小狗拉拉的双重视角，探讨“失去与
治愈”这一生命课题。 “淳美家风”系列绘本告诉我
们，家风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流动的情感；不是
沉重的负担，而是前行的力量。 当孩子通过这些故
事触摸祖辈的童年， 当忙碌的父母在共读中重拾
成长记忆，“家风” 便完成了它最本质的使命———
让个体在情感上保持联结， 让生命在文化上获得
延续。 （王莉）

艾丽丝·门罗的名字， 总让我想起加拿大
休伦湖畔的晨雾。这位被誉为“当代契诃夫”的
文学巨匠， 用 14 部短篇小说集构筑起属于她
的文学王国。 当 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落在这位 82 岁的老人头上时， 颁奖词这样写
道：“她以精准的笔触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奇迹
与深渊。”在门罗的世界里，没有惊心动魄的史
诗，只有小镇街角的咖啡馆、泛黄的信纸、褪色
的连衣裙，但这些平凡的碎片，在她笔下却折
射出人性最幽微的光芒。

《亲爱的生活》作为门罗的封笔之作，是她
80 年生命积淀的结晶。 这部作品集收录了 14
篇短篇小说，其中最后 4 篇被门罗称为"情感
上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 她在书中写道：“关
于我的生活我所能说的一切，我相信，这些故
事给出了最初，最后，以及最贴近生活本身的
表达。”当我们翻开这本书时，仿佛打开了一扇
通往时光深处的门，门后是无数个被岁月尘封
的瞬间， 是那些在记忆长河中闪烁的生命琥
珀。

门罗的文学之路如同她笔下的小镇一样
朴实无华。 1931 年出生于安大略省的她，早年
经历了婚姻、育儿、经营书店等普通人的生活
轨迹。但她始终在柴米油盐中守护着文学的火
种，在孩子午睡的间隙、在书店打烊后的深夜，
用文字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在平
凡生活中坚持创作的韧性，让她的作品始终带
着人间烟火的温度。

2013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不仅是对门罗
个人成就的肯定，更是对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
裁的致敬。评委会特别指出，门罗“在短篇小说
领域达到了史诗般的广度”。 她的作品打破了
传统短篇小说的结构限制， 用碎片化的叙事、
跳跃的时间线，展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和不可预
测性。正如她在获奖感言中所说：“生活并不遵
循明确的情节线，而是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发
生。”这种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让她的作品
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精
神财富。

《亲爱的生活》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门罗
对生活本质的一次叩问。 在《漂流到日本》中，
母亲格丽塔在火车上与陌生人的短暂邂逅，折
射出婚姻中的孤独与渴望；《亚孟森》里，女教
师薇薇安在结核病医院的爱情与幻灭，揭示了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沙砾》中，姐妹俩在洪水
泛滥的砾石坑边的生死离别，探讨了记忆的不
可靠与人性的脆弱。 这些故事看似平淡无奇，
却在门罗细腻的笔触下，展现出生活的千疮百
孔与人性的幽微复杂。

门罗的叙事艺术如同一位高明的织工，将
现实与虚构、 回忆与想象编织成精美的挂毯。
在《亲爱的生活》中，她摒弃了早期作品中略显
粗粝的戏剧化手法，转而用更加内敛、克制的
笔触， 让故事在平静中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
力。 例如在《亲爱的生活》这篇同名小说中，母
亲为保护孩子而产生的误解，最终演变成无法

弥补的遗憾。 门罗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将这种
愧疚与原谅的复杂情感层层剥离，让读者在看
似平淡的叙述中，感受到生命的沉重与温暖。

门罗对人性的洞察，往往体现在那些容易
被忽视的细节中。 在《科莉》中，残疾的单身女
性为了维持一段私情，甘愿被人勒索。 门罗没
有对她进行道德评判，而是通过细腻的心理描
写，让读者看到一个在孤独与渴望中挣扎的灵
魂。 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包容与理解，正是门
罗作品最动人的地方。

在《亲爱的生活》中，门罗多次探讨了“逃
离”这一主题。 从《离开马弗里》中逃离专制家
庭的利亚，到《火车》中不断逃避过去的杰克
逊，这些人物的逃离，既是对现实困境的反抗，
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追寻。门罗通过这些故事告
诉我们，逃离并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形式的
回归———回归到对生活本质的重新认识，回归
到对自我内心的深度剖析。

阅读《亲爱的生活》，就像在时光的长河中
打捞琥珀。每一个故事都是一块凝固的时光碎
片，折射出不同的人生光谱。 门罗用她的文字
告诉我们， 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
立，而是充满了灰色地带的复杂织锦。 她笔下
的人物，无论是卑微的小镇居民，还是陷入困
境的知识分子，都在生活的泥淖中挣扎着寻找
光明。

在《湖景在望》中，患有痴呆症的老妇人试
图逃离疗养院的束缚，却在记忆的迷宫中迷失

了方向。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外婆，她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常常在记忆与现实之间
徘徊。 门罗用她细腻的笔触，将这种生命的无
奈与尊严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在阅读中找到
了情感的共鸣。

艾丽丝·门罗的《亲爱的生活》，是一部关
于生命、记忆与救赎的启示录。 她用文字为我
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平凡生活中隐
藏的诗意与力量。在这个充满喧嚣与浮躁的时
代，门罗的作品如同一片宁静的湖泊，让我们
在阅读中得以沉淀自己的心灵。

当我合上书页， 窗外的月光正静静地流
淌。 我知道，那些在门罗文字中遇见的人物，
那些在时光褶皱里闪烁的生命琥珀 ，将永远
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正如门罗在 《亲爱的生
活》中所写：“我们会说起某些无法被原谅的
事，某些让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事 。 但我们
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 ”这或许就是生
活的真谛 ，在原谅与被原谅中 ，我们不断成
长，不断前行。

在这个被大数据和快餐文化主导的时代，
门罗的作品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是对人性
最深刻的洞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致敬。《亲爱
的生活》不仅是门罗的封笔之作，更是一部留
给世界的文学遗产。 它让我们相信，在这个看
似平凡的世界里，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倾听，
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书写。 而我们，也将在门
罗的文字中，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

念楼先生读书宏富，思想渊博，眼光独到，
他的书，吸引了大批读者。 《钟叔河集》出版后，
我就急切地在网上购得。 《钟叔河集》是钟先生
在九十高龄之后，仍顽强笔耕编成的文集。文集
由岳麓书社精装印行，凡十卷，收入作者几十年
写作的《走向世界》《从东方到西方》《笼中鸟集》
《小西门集》《书前书后》《学其短》《念楼学短》
《儿童杂事诗笺释》等重要著作。

由于这些文章作于不同时期， 收入不同集
子，每次印前均有修改，所以，这次编《钟叔河
集》时，钟先生仍逐篇逐本作了必要的补正和修
改。每一次改动，哪怕是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标
点，甚至版式，都凝结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体现
着他朴实为人、严格作文的精神，体现了老辈学
人认真做事的风范，让晚学后生感佩不已。

钟先生不但是卓越的编辑，而且是文章大
家，他的文字颇得知堂遗绪，其平静朴实、清明
开阔的气息和韵味，体现出来的时代感和思想
性，读之使人难以释卷。我爱钟先生文章，极力
搜寻着他的书。

2023 年 ，购买了 《钟叔河集 》之后 ，我从
《书屋》《随笔》等杂志上读到了钟先生的《念楼
题记百则》和《壬寅题记 25 则》。 这些题记文

字，是钟先生在“大块文章”写作之余的随性之
作。 辑者王平先生说：“多年来，钟叔河先生写
过不少他统称为题记的文字， 或记事或抒怀，
或题书或赠人，文体则或白话或文言，或诗词
或联语，也有采取打油、嵌名等游戏形式的，皆
即兴随心之作，却不无意趣或感慨。”虽是短篇
短章，却言简意丰，精神到处，文章老到，几十
年的人生智慧和从容尽在其中。

书缘使然， 我在阅读这些题记的同时，与
岳麓书社李缅燕女士有了联系。 她是《钟叔河
集》的责任编辑。 我写信给她希望能得到钟先
生的签名或题赠。 她答应将手头编辑《钟叔河
集》时钟先生改过不用的校样给我。 我当然欣
喜若狂啊。

不久，便收到了她快递来的钟先生的《题记
30 则》校样。这份校样，按成书的版式排印在 A4
纸上，上面留下了钟先生修改的痕迹。钟先生用
红、绿两色中性笔，仔细地修改着，或增或删，或
改动或添加，都是小楷书写，一笔一画，中规中
矩，一丝不苟。 斑斑笔迹，实乃心血呀。 这份校
样， 不仅按编辑要求注明了每则题记的写作日
期，还对文字、内容、版式作了修正和调整。题目
《题记一束》改成了《题记 30 则》。 对题记前的

“小引”也作了文字上的改动，“于是有可能时便
设法留底，如今有机会发表，就随意发表，字句
或有修改也”，修改为“于是留底，随意发表，字
句或有修改”，比原句简洁得多了。

关于《题王平〈倒脱靴故事〉》，将原来的一
句引文“王平写长沙，倒脱靴故事。 我亦老长
沙，喜而为题志。 ”改变为正文的起首句，使整
个打油诗意思更为连贯完整，一气呵成。 王平
是《书屋》杂志原副主编，与钟先生是楼上楼下
的邻居，比先生小 20 岁。 他们亦师亦友，帮助
钟先生料理了不少事， 编辑了钟叔河随笔集
《今夜谁家月最明》等。 关于《打油代作文———
寄董宁文》，在“人生只须臾，交卷匆匆去。此上
宁文君，钟叔河谨具”两句之后，补入了这样一
句：“临行叫几声，今已无恐惧”，使文意更为贯
通、自然。 董宁文是著名民刊《开卷》的执行主
编，不仅刊物编得好、丛书出得好，受到很多文
化老人的赞赏，而且画得一手好画，他出的《宁
文笔墨》等画册深受读者喜爱。再比如第 25 则
《题周实小说稿》，原稿只有三首七言四句的打
油诗，钟先生在校样上又增加了一首，列为其
二：“白虎青龙斗几场，坎离交媾合阴阳。 洪荒
宇宙初开凿，本是人生第一章。”这则题记是为

《书屋》杂志原主编周实的小说《起死回生》而
作，有小注如下:

“袁枚《控鹤监记》叙性事多夸诞，杨慎《杂
事秘辛》写女体嫌轻薄，现代读者已难认可。亚
当夏娃正常相处，刻意遮掩禁忌才多。 周君之
作，别开生面矣。 ”

这份《题记 30 则》校样，显然不是终校稿，
在收入《钟叔河集》第 6 卷《青灯杂抄》时，我与
校样比对了一下，书中只收 25 则，作者仍然做
了必要的修改。 一是将题记大致分为四类，一
类为纯粹的题记，一类为俚语题记，一类为打
油诗，一类为嵌名联。分类精准科学，便于读者
阅读。二是删除了原作中《题曹隽平书法论集》
《题廖世英画红白牡丹》《题 〈念楼集〉 回赠罗
丹》《题〈记得青山那一边〉寄顾欢》四则，增加
了 《董宁文开卷楼》《周实书房》《平江风情》的
嵌名联。

钟先生在离职休养后，除继续编自己喜欢
的书外，还写了大量随笔文章，只是“讲一点自
己想讲的话”，内容驳杂，思想深厚，“亦不过祈
愿自己的悲欣留下些微痕迹，若能使人接触以
后偶起感兴，那便是作者最大的满足了”，赢得
了读者的好评。

作家 书评

在时光里打捞生命的琥珀
□ 方晓蕾

作家 感悟
于平静朴实和清明开阔之间

□ 胡忠伟

安康 书评

谱写乡村振兴的生命赞歌
□ 程宝珍

读书 时光

结缘图书馆
□ 李本桥

《人民日报散文（精粹版）》

庆祝人民日报
创刊 77 周年 ， 人民
日报出版社近日出
版了《人民日报散文
（精粹版）》一书。

该书收录自 《人
民日报》创刊以来名
家大家散文、随笔 70
余篇，均为人民日报
历年散文作品中的
经典之作 ， 如老舍
《我热爱新北京》、冰
心《我们把春天吵醒
了》、季羡林《清塘荷
韵》等。 本书不仅记
述了中国大地的发
展变化，刻印了作者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和创造， 更抒发了他们对祖国的由衷热爱和赞美之
情。 本书文辞优美，意境深邃，情感真挚，具有较高的
文学性、可读性，既呈现了人民日报散文的气象和风
貌，也是一部展现时代发展的人文社会变迁史。

这本书是“人民日报散文”系列图书之一。 自
2009 年起，人民日报文艺部开始编选每年发表在副
刊上的大家散文 ，结集成书 ，已形成 “人民日报散
文”品牌，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喜爱，对学生
积累作文素材、提高文章鉴赏能力也颇有助益。 翻
开本书，你便走进了这个风光旖旎的散文世界。 大
事小情，林林总总，筑一方清新雅静，奉一份真实情
怀。 一册在手，可以慰藉精神之劳顿，可以静谧思想
之浮躁，不失为旅途、案头的心灵栖息之所。

（余佑学）

《笑游天下》

作家许笑天先
生是一位七旬老者，
他用 3 年时间游历
世界五大洲 20 多个
国家，传播中华笑文
化。 笑文化是当代焦
躁社会释放心理压
力的快乐法宝，也是
缓解社会矛盾焦点
的文化工具。 笑游天
下 ，快乐生活 ，这是
一种境界，一种人生
态度。

现 代 人 生 活 节
奏越来越快，人们被
“内卷” 快节奏生活
挤压着， 揉搓着，很
少有时间体验 “笑”
的感觉和滋味。 而作
者在遭受唐山大地

震、失去 10 余位亲人的巨大打击下，没有向生活妥
协，他用“笑”来消减生活中的不幸，用“游”来迎接
新的生活……多少年过去了， 他倡导的笑文化，变
成了很多人解开心结的钥匙。 生活中我们都想学会
笑，用笑来迎接未来的美好。

作者许笑天与笑结缘，他能够从悲痛的阴霾中
走出，重新认识生命价值，创编笑文化传播体系，为
更多人送去快乐与健康， 是他对生命重新认识、领
悟和升华的结果。

作者还在环游旅行中学到了英国的 “达式微
笑”、美国的“泛美微笑”、南非开普敦“摘掉门牙的
灿烂微笑”以及日本“礼仪式微笑”，融合了世界微
笑的特点，从而为构建自己的笑文化体系拓宽了视
野。 《笑游天下》不仅是普通的游记作品，也是作者
注入笑文化元素，把旅游提升到悟道人生的源泉和
力量。 以笑文化为主题，以游世界为目标，他走到哪
个国家，就将笑文化传播到哪个国家，链接世界友
邻。 “笑游”要从理论的高度阐述其科学性，从传播
学角度提取其商业价值，在中国文化旅游的热潮中
发挥巨大作用。

（梁真鹏）

《“淳美家风”系列绘本》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