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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紫阳文人李胜璋先生的 《紫阳味道》
一书后，不仅让人浮想联翩，它是风的味道、阳
光的味道？ 还是炊烟的味道、岁月的味道？

愚以为“紫阳饮食”除美食菜品外，茶、酒
饮品不得不提及。 俗话说的开门七件事，饮茶
第一件，君不见除家人一天一至两碗外，来客
首当其冲以茶相待，正如作者书中所言，紫阳
茶的独特魅力与美妙，主要是得力于气候湿润
温和，土壤肥沃且富含硒元素，是茶树生长的
理想之地。 紫阳茶的历史悠久，不仅仅是一种
饮品，它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神农氏
饮茶习俗的萌芽，到唐代贡茶的辉煌，再到现
代茶文化的繁荣，紫阳茶见证了中华茶文化的
发展与传承。 紫阳茶以其独特的栗香味著称，
香气浓郁而持久， 带有淡淡的花香和果香，让
人心旷神怡。 “清明已煮紫阳茶”“无忧何必去
饮酒，清静常品紫阳茶”。 紫阳人品茶，它不仅
仅是一杯茶，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美
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

除茶外，离不开的饮品是白酒。 直到中国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济逐步复苏，人们的生
活水平也逐渐提高。 白酒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孕育出了具有独特风味的大桥、粮白、玉
米烧白酒。 紫阳粮食白酒以当地优质玉米为主
要原料，经过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精心酿造而
成。 这种酿造方法保留了粮食的原始风味和营
养成分，使得酒味更加醇厚、口感更加丰富。 它
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带有淡淡的甘甜和一丝
不易察觉的辛辣，令人回味无穷。 在那个物资
相对匮乏的年代，紫阳粮食白酒凭借其独特的
品质和口感，在当地乃至周边地区享有较高的
声誉。 它成为人们聚会、庆典或日常饮用的首
选佳酿，承载着人们的欢乐与记忆。 再后来由
于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紫阳酒厂退出
了历史舞台，但民间作坊酿造的柿子酒、拐枣
酒、板栗酒；玉米、苦荞等粮食酒遍布城乡。 尽
管如此， 紫阳民间自家酿酒一直不愁销路，加
之科研证明紫阳农作物富硒， 本地酒纯度高，
价廉物美，喝着放心。

总之， 紫阳粮食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

是紫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承载着当地人
的情感与记忆，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在
品尝紫阳自产白酒的同时，那个纯真年代的美
好时光，值得我们去探寻和回味。

茶与酒，一静一动，一淡一浓，一杯茶，品
人生沉浮；一杯酒，尝世间冷暖。 茶，教会我们
在喧嚣中寻找内心的平静， 像是一位智者，引
领我们走向心灵的深处，品味生活的真谛。 而
酒，则让我们在平淡中感受到生命的热烈与活
力，它像一把钥匙，打开我们内心的枷锁，释放
最真实的自我。

在安康人周末读书会阅读分享 《紫阳味
道》这本书，我仿佛踏上了一场心灵的归乡之
旅，它不仅带我深入领略了家乡独特的地域风
味，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妈妈的味道”与“家
的味道”那难以言喻的温情与眷恋。

书中对紫阳美食的细腻描绘，对紫阳茶的
系统描述，让我仿佛穿越儿时，妈妈厨房里那
熟悉而温馨的味道。 那些简单却饱含深情的食
材，经过妈妈的巧手烹饪，变成了记忆中最美

味的佳肴。 紫阳茶、紫阳蒸盆子、洋芋粑粑、浆
粑馍、山野菜……每一道饮食都承载着妈妈的
爱与关怀，它们不仅仅是食物，更是连接过去
与现在，连接我与家乡的情感纽带。 而“家乡的
味道”，则是更深层次的文化与情感的交融。 紫
阳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以及那些世代相传
的习俗与节日，共同构成了紫阳独有的文化气
息。 这种味道，是走在紫阳的大街小巷，与乡亲
们亲切交谈时能感受到的；是品尝紫阳特色饮
食，回味无穷时感受到的；更是每当夜深人静，
心中涌起对家乡无限思念时，那份深深的情感
共鸣。

读过《紫阳味道》，我更加珍惜与家人共度
的时光，更加怀念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紫阳
味道》让我意识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岁
月如何变迁， 那份来自妈妈的爱与家乡的记
忆，都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最珍贵的部分。
如同紫阳的山水一般， 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
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归属感，感受到家的
温暖与安宁。

难以言喻的温情与眷恋
□ 赵功筹

安康 书评

枕边书

《时光沙漏》

《时光沙漏》是
“采薇”系列最新作
品， 是由西安出版
社出版的陕西作家
李宗保先生最新散
文集。 这部散文共
五辑， 包括长安尽
头是故里、 慢品人
间烟火色、 相识已
是上上签、 纵马踏
花向自由、 爱花常
为花留住。 其文字
都是从心底流出的
歌， 其篇章都蕴含
着人生的足迹 、感

悟、情感与人事的交集。 单看这些辑名与篇目就
感到作者用了心思，下了功夫，其文字都是从心
底流出的歌。 其篇章都蕴含着人生的足迹、感
悟、与情感、与人事的交集。 其实，日常生活、凡
人琐事最易唤起人阅读的欲望。

李宗保，从编审业三十多年，有数十篇作品
发表在《美文》《读者》等杂志以及北京晚报、澳
门华侨报、文化艺术报、安康日报等报纸。 先后
获得中国编辑学会授予的 “从事编辑工作三十
年编审” 荣誉证书、 陕西省第二届优秀图书编
辑、曲江文化集团“文艺精品丰收奖”等荣誉称
号。 著名作家王蓬评介道：时光如沙漏，纵观李
宗保这部凡五辑、 近百篇散文皆是从岁月的长
河中一篇篇筛选出来的。 精炼短小，没有鸿篇巨
制，所涉多为日常琐事，随感随思，岁时节庆，故
乡忆旧，黎明静夜……然贴近生活，充盈人情，
生命亦因此而流光溢彩，灿烂充实。 给我的直接
感受是：这是一个心底纯净善良的人，甚至让人
怀疑他还停留在大男孩阶段。

（梁真鹏）

这 是 一 部 非
典型的人物志。 写
司马迁的家世、学
习和漫游时代、仕
宦之路、师友与忧
愤，犹如一部成长
小说，在一个个具
体的场景中，考察
司马迁的处境与
应对，看他怎样一
步步成长为一个
独特的自己。

上 海 作 家 黄
德海 《史记今读》
不落入具体的文
本赏析，而将一部

传世经典放到文化长河中，回顾生成它的壮阔
的时空景象，考察一部杰作在古典世界中为何
伟大，解说的思路却时时贯彻到现在，但又不
只站在现在这边，在古今交融中辨识《史记》至
今熠熠生辉的魅力。

“一部作品成为经典之后， 随之而至的光
环会慢慢弥缝创造物本有的针脚，让我们忘掉
其初生时灰扑扑的模样，只记得光环围绕中宛
如琥珀的完美织体。 那个写出了伟大作品的
人，逐渐在传言中脱离了在世的辛劳，只剩下
了跟不朽媲美的从容自若。 然而忘记了经典必
然的世间属性， 会同时忘掉其生长所需的土
壤、水分和阳光，忘掉任何经典和写作者都无
法离开的具体世界，忘掉那耀眼的光芒可能是
从近乎密不透风的阴影里透射出来的。 需要记
住，文化天空中的繁星点点，正因为很多时候，
背景是无边的暗夜。 ”

（任雪姣）

《史记今读》

著名诗人、海南省作协副主席彭桐先生的
诗歌创作总是另辟蹊径，别具一格，意味深长，
耐人回味。 他最新出版的一字为题散文诗精选
集《窗》，奇特的想象与联想水乳交融，轻歌曼
舞，浪漫的诗情与深刻的哲理完美融合，一起
飞扬。 整部作品像澄澈圣洁的泉水滋润着读者
板结的心田，给我们曾经被紧张焦虑裹挟的灵
魂以温情的呵护和抚慰，带给读者强烈的阅读
体验。

《窗》这部散文诗集，分四辑，分别是：大自
然，动植物，生活圈和社会潮。 可见，作者关注
的对象涉及自然现象、动植物和人类生活的方
方面面，作者把温情悲悯的目光投放在万事万
物中，写出一篇篇含蓄蕴藉而又诗意丰沛的短
小精悍的作品。

《窗》 这部散文诗集选取的作品题目全都
是一个字，在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中，这种构
思创意本身就很新颖别致，独具魅力。 彭桐先
生是一位天性敏感多才的诗人，在我们眼中寻
常可见的事物，在彭桐眼里却具有了特别的意
味，他以此为题浮想联翩，或借景抒情，或托物

言志，或联系当下，在带给读者审美情趣愉悦
的同时，也受到人生哲理的启示。

奇妙的想象和联想。 如在《夏》中写道“风
是热的，雨是热的，天空的脸膛是热的，大地的
神经和血管是热的，天地人家奔腾着火一样的
热情……夏是浓烈的酒， 酒是卷成画轴般的
夏。 夏与酒是一家，酒与夏是孪生兄弟！ ”如在
《秋》中写道“秋阳高悬，当视作天空的一枚硕
果；那漫山的红叶，也可看作大地在鼓掌……”
把烈日炎炎的夏想象成辛辣刺激的酒的孪生
兄弟；把秋天明亮煦暖的太阳，当作天空捧出
的一枚饱满圆润的果实；把漫山遍野艳丽的红
叶，想象成大地在热情地鼓掌……这样奇特的
想象和精妙的联想着实令人称奇。 作者慧眼独
具，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似点，张开思维的翅膀，
尽情翱翔， 才创作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诗句，令
人拍案叫绝。

浓厚的爱国情怀。 在《窗》中，彭桐在咏物
状景的同时，还抒发了浓厚的爱国情怀，表达
了一颗滚烫赤诚的赤子之心如大海一般磅礴
深厚的爱国之情。 譬如在《国》中，作者满怀深

情地写道“你若问我，祖国对我意味着什么，那
就是在问，春对我的意义———它是绿色、是生
命，是我生命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心要回归的
原点。 你若问我，有多么热爱祖国，那就是问
我，多么挚爱自己的家———它是港湾、是温暖，
是我人生的栖息地，也是我未来无论多么落魄
或荣耀时，也梦想时时捧在手心的宝。 ”作者把
祖国当作自己生命的源头， 当作温馨的港湾，
当作灵魂的栖息地，当作捧在手心里的稀世珍
宝，这样炽热浓烈的表白，这样厚重深沉的爱
国激情怎能不让人动容？ 怎能不唤起读者心灵
深处的共鸣呢？

深刻的人生哲理。在《锁》中作者写道“劳
作是打开大地的钥匙， 读书是打开智慧的钥
匙， 思考是打开黑夜的钥匙， 信念是打开困
难的钥匙，情义是打开人性的钥匙……只是，
逐渐有人丢失了一把把宝贵的钥匙， 故而堆
积在面前的锁便越来越多， 愁云般的烦恼和
锥骨的苦痛便不断袭来……最坚固的锁 ，就
是心锁，需要自己的灵魂之手才能打开。 ”像
这样蕴含人生哲理的诗句在书中比比皆是 ，

作者对自然总有独特敏锐异于常人的全新感
受， 对生活总有高度概括而又独到精辟的见
解， 总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到人生
本质， 总能以凝练温暖的语言揭示出生活的
真相 ，拨云见日 ，抚慰人心 ，启迪智慧 ，既振
聋发聩，又脉脉含情。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也写到了自己成长中
遭遇的挫折，如“我赤手空拳来到人间，在家庭
的摇篮、父母的怀抱、爱的港湾里，在温情软语
的音乐声中长大，及至独闯世界，才惊觉周围
刀枪林立，噪声刺耳，兵器在文明时代也不曾
缄默入库！ ”但可贵的是，作者对那些伤害欺骗
他的人丝毫没有怨恨之心，对各种纷乱的世相
丝毫没有愤愤不平。 因此，我们从中感受到的
是一颗宽广仁厚博大的胸怀，是一种对他人通
透豁达的包容，是世事洞明的超然洒脱。

总之，《窗》中想象与联想共舞蹈，诗情与
哲理齐飞扬， 是一部艺术性与思想性融于一
体的作品。当我们浸润其中，扑面而来的是诗
歌的芬芳，是哲理的曙光，是浪漫与温情的慰
藉。

诗情与哲理齐飞扬
□ 张燕峰

作家 书评

平利县作协主
席陈旬利的首部散
文集《女娲山灵》近
日由陕西新华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 全书共收
入 80 余篇，分为七
辑， 其中第一辑时
光穿越， 是写平利
地域文化散文 ；第
二辑以写地理风光
为主， 人文为辅的
散文； 第三辑草木
性 灵 写 草 木 的 散
文； 第四辑灿烂星

空，写平利地理人文的小文化散文；第五辑女娲
乡亲写平利人物故事；第六辑客在旅途，写作者
亲人，思想和情感等：第七辑流年书签，写平利
的文学文化活动，和对平利书籍的书评等。从历
史传说到天文地理，从社会变革到个人悲欢，从
追怀往事到着眼现实，从家长里短到山川草木，
或叙事，或抒情，或写景，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多年来，陈旬利一直在写平利，写女娲娘娘
传下的人文风情、天地人物，写这座青山下的河
流坝子、山湾人家，这片三秦之南、青绿之地的
神韵和烟火。 这部《女娲山灵》就是女娲事迹的
新录、新赋、新辞，是作家献给女娲、献给平利山
水、献给父老乡亲的长歌短吟，情意深长，亦可
见其赤子之心。作家的行文自有清泉般的韵味，
是安康散文创作群中一座云彩萦绕的风水之
山。

著名作家刘成章评介道：陈旬利的笔端，是
完全聚焦在陕南的美丽小县平利的， 平利是他
的家乡。这是陈旬利打出的一口深井，犹如莫言
打出的高密东北乡之井， 贾平凹打出的商州之
井。平利的神话传说、山川人物、风情文化，在他
的笔下都有生动而真切的记叙和描绘。 即使是
他笔下的那些寻常草木花鸟，也写得非常精彩，
都像刚从山坳挖出的花， 甚至是连泥带土挖出
来的，花根还带着草屑和泥土，充满了新意和独
特的感触。 陈旬利的语言也极富于文采和音乐
性，读起来很是舒服。

（王莉）

《女娲山灵》

《旬阳县志》第三章古建筑的会馆一节，主
要介绍的是蜀河的黄州馆和杨泗庙。 出于好
奇，我多次来到蜀河，去看黄州馆和杨泗庙，流
连忘返，情有独钟，我被它们的旖旎美丽和深
厚文化迷住了。

蜀河古镇位于蜀河与汉江交汇处，依山傍
水，地形险要，是古时东下荆襄、西通汉中、北
进长安的咽喉，因其境内有蜀河而得名。

蜀河古镇昔日的鼎盛源于蜀河古渡，古渡
遗址在今蜀河镇南街头，其前临汉江，后靠绝
崖，上为汉江蜀河大桥和汉江蜀河电站，下为
汉江与蜀河交汇口。

在没有铁路、公路之前，交通运输主要靠
汉江黄金水道上的船运，据当地老人讲，蜀河
古渡船只最多时达到百余艘，从码头一直摆到
金子沟（现汉江蜀河电站处），足有 3 华里，可
谓百帆林立，百舸争流，十分壮观。

蜀河船运业的兴盛诞生了船帮。 船帮是由
船主们自发组建起来的民间协会组织，主要是
协调船帮内外关系，处理船帮公共事务，维护
船运正常秩序和船员正当利益。

随着船运业的发展，船帮队伍不断壮大。
那时从事造船、修船、编纤、开船的船帮会员多
达千余人，他们不仅为蜀河的商贸流通作出了
贡献， 而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汉水船帮文化。
他们在辛苦的拉纤过程中创造了恢宏悲壮的
汉江号子。 他们自发组织集资修建的船帮会
馆———杨泗庙，更是汗水船帮文化的结晶。

杨泗庙位于蜀河镇后坡南端， 坐西向东，
背依山坡，南临汉江，面对蜀河，站在庙前就直
接鸟瞰到码头和船舶， 其现存建筑主要有上
殿、拜殿、乐楼和门楼。 庙内供奉的杨泗，人们
说法不同，一说杨泗将军是一个因治水有功而
被封为将军的明朝人，一说杨泗将军是晋朝周
处那样的敢于斩杀孽龙的勇士，一说杨泗将军
就是南宋农民起义首领杨么。 不管哪种说法，
民间特别是船民都把他作为行船的保护神加
以膜拜。

船帮修建的杨泗庙在当时可能承载着四
个方面的功用：一是祭祀的功能，在船民的心
目中它有保佑船舶平安、 码头兴旺的寓意，每
当开船出航之际， 船工们就会前来烧香祭拜，
企求平安，特别是船工的父母、妻子、儿女，他
们常常站在杨泗庙前盼望远航的家人早早归
来，寄托对亲人的无限情思和美好祝愿。 二是
象征镇江建筑物，庙旁横卧有镇江石龟。 三是
码头船舶的管理单位， 庙内所存清同治六年
（1867）和光绪八年（1882）的保护船户利益碑
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据记载当时根据船只吨
位大小，每年要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有一年有
一个船霸私自抬高管理费， 引起船主们的不
满，上告县衙，县令颁布指令，限期纠正，否则
依法论处，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政府是保护船帮
利益的。 杨泗庙还发挥了水文监测职能，庙门
北端有二石窟 ， 石窟外壁嵌有同治十一年
（1872）所刻《重修朝阳古洞志碑》，古洞前石崖

上有明弘治十一年（1498）、万历十一年（1583）
和公元 1983 年汉江洪水题刻三处， 为重要水
文资料。 四是公众文化活动场所，每逢节日庆
典、重大集会，船帮都要在杨泗庙的戏楼上演
出戏剧，其中有汉剧、二黄、豫剧、秦腔、地方小
戏等等，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蜀河船帮和船运业的兴起标志着蜀河商
贸流通的繁荣昌盛。 由于蜀河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交通优势， 吸引外地客商大量涌入蜀河，其
中最多的是湖北、关中、河南、四川等地客商，
尤以湖北、河南客商居多。

这些外地客商云集蜀河，从事各种商业活
动。 据说当时形成规模的商家有 69 家，其中资
产过万元的有 12 家，有 11 家商号能够自己印
制货币，最著名的有 8 大字号，如恒玉功、元茂
台等等。

商务活动的繁忙和复杂，需要按照一定的
规矩和章程办事，于是代表各地客商利益的商
会组织应运而生。

八大商会活跃在蜀河，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描绘出千年古镇的商贸繁荣景象。 他们不
仅在蜀河从事商务活动，而且发扬了各自的文
化。 他们纷纷建起自己的公共聚会场所———会
馆，黄帮建起了黄州馆，陕帮建起了三义庙，回
帮建起清真寺，江西帮建起了万寿宫，武帮建
起了武昌馆，船帮建起了杨泗庙，本地帮建起
了火神庙，加上蜀河中学的五指柏，构成蜀河
古镇的八大文物古迹。 在古时不足一平方公里

的蜀河古镇，竟然有这么多的文化古迹，充分
表明那时蜀河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盛极一
时。

黄州馆位于蜀河古镇下街后坡， 清代时
由湖北黄州客商建立 ， 是陕南规模最大 、最
具代表性的会馆杰作 。 远观 ， 气势恢宏 ；近
看 ，细节精致 ，无处不透着当时会馆的精雕
细作与繁华景象 。 黄州馆由门楼 、 乐楼 、拜
殿 、正殿构成 。 门前和台阶上由对称的石狮
和抱鼓。 中柱、边柱以及次楼均为砖砌，砖面
模印有阴文楷书“黄州馆”三字。 牌楼与乐楼
巧妙相接 ，浑然一体 ，其设计之精心 ，构筑之
巧妙，不可多得。 乐楼为高台建筑，前台不设
山墙 ， 观众可以从正面和两侧观看演出 ，楼
上有金匾一幅 ，楷书 “鸣盛楼 ”三字 ，相传为
武昌某状元所书 。 拜殿在正殿之前 ，与正殿
均为硬山式顶。

黄州客商有四种大型活动需要在黄州馆
举行：一是召开年会，商讨黄州客商一年的生
意大事，进行科学决策；二是通过每年定期举
办广交会的形式，洽谈生意，签订订货合同，把
生意做大做强； 三是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活
动，活跃黄帮会员精神文化生活；四是开展黄
帮的各种庆典活动。

至于黄州馆建设得如此精雕细作，富丽堂
皇，美丽壮观，气派非凡，则主要是显示黄帮生
意兴隆、实力雄厚、势力强大、领军蜀河商场的
主导地位。

漫话蜀河会馆
□ 赵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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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我读了安康散文作家石昌林老
师的《时光深处的温暖》一书。 全书是散文的结
构，小说的笔触，用讲故事的方式，诠释了关于
生命坚守、关于健康尊严、关于亲情友情的一
部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作品。 全书分为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拥抱生命》，这一部分讲了作
者在生病期间以及病后，在亲朋好友以及医护
人员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顽强意志，最终战
胜疾病的故事；第二部分是《疫情下的阅读》讲
的是疫情防控期间，一家人宅在家中读书分享
的故事。 第三部分是《时光深处的温暖》讲的是
作者在人生当中遇到的人事物以及这些人事
物是如何触动作者的灵魂，给予作者人生向上
的力量的故事。

读完这部书，我深有感触。 首先，我看到了

作者与病魔抗争的情景，作者因为学校劳动搬
运石头时，不小心砸到自己的腰上，起初觉得
没什么事，可后来，却查出了肾功能衰竭，这对
经济收入很少的作者无疑是极大的打击，他不
仅要付出巨额的金钱来治疗， 还要忍受痛苦。
几十次的血液透析导致他变得体弱多病。 但
是，他坚持了下来，没有向病魔低头，反而坚强
地活了下来。 等了两年，终于等来与他配型成
功的肾源，进行了肾移植手术。 在这期间，作者
虽然很痛苦，但是他从没有放弃，这种不怕病
痛折磨、 坚持活下去的勇气和顽强拼搏的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

在疫情防控期间，作者和家人坚持在家中
读书，这期间读了很多有意义的书，比如《黄帝
内经》《记念刘和珍君》《带灯》等。 他不仅自己

读书，还将好书推荐给自己的家人，他给自己
的妻子推荐了《人生》，他妻子说，这是她人生
中第一次耐心地把一本书看完；他还给自己的
女儿推荐了《活着》《穆斯林的葬礼》。 在他的带
动下，一家人都爱上了读书。 看完这一章节后，
我意识到 ，读书的重要性 ，还要多读书 、读好
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书中，作者描述了自己家庭生活的一些事
情，有高兴的，也有痛苦的。 首先，是对母亲的
怀念，他的母亲得了癌症，但当时，儿子也身患
重病， 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比自己先走，于
是，她并没有说出来，并且还把借亲戚的救命
钱给了自己的儿子治病。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
天内，她还为自己的儿子着想，想把自己的肾
脏捐给儿子，但事与愿违，她最终并没有捐赠

出去，在生命最后的几十天，咽不下一口饭的
她渐渐地消瘦下去，最终，在床上咽下最后一
口气，离开了人世。

书中多次写到父亲。 父亲被火烧残了一条
胳膊，好在当时是大集体生活，父亲被分配到
村中的小卖部工作。 虽然小卖部被偷盗了好几
次，作者家中还遭遇火灾，但最后，父亲找到了
赚钱的方法，重新耕起了地，种植果树，带领全
家走向了富裕。

总的来说，石昌林老师从小到大，生活一
直都是如履薄冰， 但他不仅坚持活了下来，还
在恢复健康后的一段时间，带领自己的家庭走
向了幸福生活。 这种不怕困难、不屈服于命运、
坚持不懈的高尚品德正是我们要学习的。

时光深处最温暖
□ 罗梓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