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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当家
刘云

定西庄稼把式武仁林在他的抖音赞美定西土
豆，一部乱草蓬蓬的胡子抖个不停。 我觉着那乱胡
子丛也能长出一窝土豆来，黄土豆，大的比拳头大，
小的也得有鸡蛋大。

武仁林口若悬河，只是他的定西普通话是难懂
的，需要脑子转几个弯，或者多听上一两遍，才疑似
听懂了。 武仁林在抖音也说定西花牛苹果、定西不
加胶粉条、定西大西瓜，只有说到土豆时，我才觉着
他说的分外有激情， 好像是说自己家里的大喜事，
隔空说出土豆味道来，鼻子眼睛挤成一疙瘩都是土
豆的享受，那乱蓬蓬的大胡丛里大土豆小土豆都在
成精。

我从春天看武仁林种土豆，春天的天空还寒气
压顶，武仁林在他的土豆地里起垄，丢肥，安种，掩
垄，土豆垄像大地的被卷一点点延伸，几天工夫好
几十亩土豆地就成了一个大棋盘，盘面里睡着土豆
的棋子，武仁林在黄土地下土豆棋，他把黄蓬蓬的
土地种出绿来种出花来。黄色的土豆花开后夏天就
开始了，黄花供奉着西北大地上的蜜蜂，那些日子，
我看见武仁林眉宇间也开着土豆的黄花，定西的蜜
蜂在他抖音里飞进飞出，他时常站在土豆地里检阅
一望无际的土豆，他说，“长得多么好，今年又是一
个丰收年。 ”武仁林常常很激动，胡子随半空划圆的
手势一起抖动， 说农民种下土地就是盼个好收成，
有收成才有幸福啊！

整个夏天武仁林的土豆地都是青乎乎一片，我
喜欢这生长变化的颜色，那青乎乎的土豆秧蔓变幻
的色谱，从浅绿到翠绿，尔后油绿、墨绿、蓝绿、金
绿、粉绿，最后是黄绿、褐绿，土豆秧颜色一天天在
变，武仁林在土豆地说土豆的话语也在变，让人分
明看到土豆丰收的场景， 闻到土豆变身美食的香
味。秋天，镜头里土豆变身主角，武仁林被丰收的土
豆鼓舞，滔滔话语像黄河壶口瀑布，说完一段自己
就很感动， 恍惚中自己就是土豆堆最大个头的土
豆，一副功成名就的土豆憨态。

武仁林身前身后是一筐一筐的土豆，再远处是
还未采挖的土豆地，大个头的在一筐，中个头的在
一筐，小个头的在一筐，他闺女喜气洋洋助播，手举
写着“大、中、小”三字的三个土豆，经管它们排着队
立正稍息，向前看向左向右看，比大比小，这一番热
闹中武仁林的土豆就平添出大户人家的喜庆，像是
祖孙三代土豆照相，大的是爷爷，中的是爸爸，小的

是儿子。
武仁林教大家怎样吃土豆，大的烤着吃，做拉

条子吃，小的蒸着吃，和大米饭小米饭一起蒸着吃，
中的嘛也是咋吃都好哩！ 我第一次刷到武仁林的抖
音就信了他的话，下单了十斤中个的，黄色的、粉面
的、带甜的，连续吃得荡气回肠。 十斤吃完又下一
单，第三单下的大个的，我第一次见这么大个头的
土豆，印有土豆合作社专用字样的包装箱一箱似乎
只能装下十来个大土豆。

武仁林示范拉条子的做法， 从大瓦缸里舀面，
“自家种的麦面呵”， 武仁林说，加清水和面，使劲
揉面，“地要种面要揉，越揉面越好吃”，武仁林刀功
一般，切出的土豆丝有小拇指粗，不过与同样粗粗
的拉条子拌起一大海碗，调着油辣子，筷子上下左
右翻拌，隔着抖音都闻到香，武仁林说，“开吃啦，干
完农活，有这样一碗拉条子吃，真是展劲啊！ ”我觉
得武仁林对土豆丝拉条子情有独钟，抖音里他凡吃
饭，差不多都是土豆丝拉条子，他干完地里的活，进
屋手上还搓着土灰， 嘴里就大声嚷嚷着，“老婆子
啊，拉条子好了吗，饿死人啦！ ”有时他们老两口从
地里回屋，女儿在灶前做拉条子，武仁林会换种语
气，“闺女啊，满屋都是土豆拉条子香啊！ ”他拍电影
时吃的盒饭也是土豆条子拌面， 直吃得热气腾腾，
黄土飞扬。

有个朋友在我朋友圈留言， 晒他自家种的土
豆，他说:“你是不记得咱家乡的土豆了！ 定西长好
土豆，可咱这儿也长好土豆啊！ ”我立马就想起来，
这是我早年在家乡工作时结识的一个乡下朋友，他
家住在高山村，家里人口多承包地也多，每年要种
五六十亩地的土豆，是远近有名的种粮大户，全县
数一数二戴了绶带和光荣花的庄稼把式。 每年春
天、夏天、秋天，县上的土记者都要去采访他，他喜
欢在大晴天站在自家土豆地里，对着摄像机给全县
种庄稼的人讲土豆种法，讲留种选种，讲农家肥复
混肥， 讲低山种土豆每年得换高山种才不得病，讲
五斤土豆一斤米，讲高山要致富，地里的土豆屋后
的树。 他家每年要收二三十万斤土豆，用蛇皮袋子
装着，房前屋后堆得山码大堆。 这些土豆运下山去，
大个的进了菜市场， 小个的做了山下替换的种芋，
有直接换白米的，那些年山上土豆收得多的人家白
米也多，我朋友家有年换了上万斤白米！ 一连好多
年，我年年冬腊月都会去他家看望他，跟他拉一派

家常，吃他家的土豆饭菜，他家娘子把土豆做出上
十种吃法来，土豆丝切得一把棉线似的，精美得人
不敢下筷子。

朋友的留言，勾起我对家乡土豆的想念，那些
年，冬土豆，春土豆，都是山里人家一年生产的大
事。 成坡架岭的土地在初夏长齐了土豆蔓子，约定
几天内开齐了花，那些花，有黄花、有紫花、有白花，
什么颜色的土豆开什么颜色的花，那些花，像小伞，
像吊着的小金种，在风中叮叮作响。 我眼前全是朋
友早年站在自家气派的土豆地里，对着记者的镜头
神色飞扬的样子，他说：“山高自有山高的福，好土
豆就是高山人的好神福！ ”

武仁林家的土豆开一色儿黄花，那是黄土豆的
花，是武仁林一遍遍唠叨的幸福的花 。 武仁林站
在春天的风里 ，夏天的风里 ，秋天的风里 ，总是
一遍遍重复地说啊 ： “今年土豆又种下了， 看看
土地没有闲下的！ ”“今年土豆长得喜人，土地不负
人啊 ！ ” “今年又收下了 ，这好的土豆让人高兴
啊 ！ ”我朋友也站在他那向阳的坡地上 ，方圆十
几亩的缓坡地 ，那都是大巴山里种土豆的好地
块 ，这些年山里种土豆的少了 ，我那种土豆的
朋友话也少了 ， 他站在土豆地里不大爱说话
了 ，地里的土豆替他在风中说，说感谢他家年年
还让土豆当着家，想想都浑身是劲，得使劲长出一
地的金蛋蛋！ 风吹动土豆秧蔓，翻起层层细浪，涟漪
似的漾过坡岭。

多少年中农民武仁林日子过得土得掉渣，有个
电影导演就看中了他的土，土的隐入烟尘，就请他
出演了一部电影。 他在电影中土得掉渣，他把自己
演成一堆黄土，一片黄土，一天一地的黄土 。 他在
黄土中种土豆 ，用土豆攒钱还债 ，娶媳妇 ，建自
己的屋 。 这让他在定西很有名 ，演了电影他开
的抖音在定西也有名 ，他在抖音说定西好啊，总
像在说自家的水浇地、桃树李树苹果树、有围墙的
院、自家的驴、羊群、小四轮拖拉机、自家能换金子
换银子的土豆。 武仁林拍完电影就回家专心种自家
的地，把土豆种得有滋有味，然后一身黄土烟尘在
抖音推荐土豆。 我朋友家年年还在种土豆，他家的
土豆还是远近有名，附近农家乐、民宿和森林公园，
专一推出成套的土豆饭菜， 只要说是他家种的土
豆，城里下乡来玩的人都信得很，说这土豆真好吃，
地道。

穿过移民博物馆下的城门洞，便踏入江滩体育
公园。 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硕大的汉江石，
和旁边的金牛雕塑遥相呼应，汉江在阳光下跃动着
粼粼波光，成群的麻鸭、白鹭在水上游弋觅食。

缘江边步道前行，一排整齐的垂柳掩映着宽阔
的草坪。 嫩绿的草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大地
演奏的无声乐章。 春日里，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洒而
下，给草地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 孩子们在草地上
嬉笑奔跑，手中的风筝随着他们的欢声笑语，在湛
蓝的天空中肆意翱翔。 风筝的影子在草地上跳跃，
与孩子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充满生机的
画面。老人们有的唱歌、吹奏乐器，有的和着音乐翩
翩起舞，有的在抖空竹、练气功……有的悠闲地坐
在草坪边的长椅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或闭目养
神，或轻声交谈，享受着这难得的惬意时光。

江水时而平静如镜，倒映着岸边的高楼大厦和
蓝天白云；时而泛起层层涟漪，那是微风与江水在
温柔嬉戏。远处，汉江画舫缓缓驶过，留下一道长长
的水纹。 岸边的芦苇在风中沙沙作响，它们细长的

身姿随风摆动，像是一群身着素衣的舞者，为这江
边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 对面的汉江大剧
院如一艘巨大的帆船， 远处的四桥如长虹卧波，芦
苇掩映的安康湖早已成了麻鸭等水鸟的栖息地。

清晨的汉江泛着粼粼波光， 像一条银色的绸
缎，轻轻铺展在安康城的臂弯里。 江风裹挟着湿润
的水汽扑面而来，带着早春特有的清凉。 岸边的垂
柳已经抽出了嫩芽，细长的枝条在风中摇曳，像极
了少女的发丝。 三三两两的晨练者从身边跑过，他
们的运动服在晨光中划出鲜艳的弧线。

紫藤架旁，栽种着几十棵高大挺拔的雪松和粗
壮的垂柳，这里的草树格外茂盛。 早晨的阳光下，阳
光透过树枝洒在草丛中斑斑驳驳， 小草挂着露珠，
翠绿喜人。 圆形小广场上，几个打太极、练气功的老
人动作舒缓， 白色的练功服在绿树掩映下格外醒
目。

棕榈树举着大蒲扇， 海枣树拖着长长的绿翅
膀，南天竹和女贞树散布在公园的每个角落。 荷花
玉兰和香樟树格外葱郁，撑起浓密的伞盖，新抽的

嫩叶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 灌木丛中，三色堇
开得正艳，黄的、红的、紫的，像打翻了的调色盘。 几
只麻雀在枝头跳跃，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为不
远处笼式足球场上的少年们加油助威。

公园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四桥下那个笼式足球
场。 足球场被墨绿色的铁丝网围住，像一座绿色的
城堡。 场内的少年们穿着各色球衣，在人工草坪上
奔跑、追逐。 他们的球鞋踩在草坪上发出“沙沙”的
声响，足球撞击铁丝网的声音清脆悦耳。 一个身穿
红色球衣的少年带球突破，他的动作轻盈得像一只
燕子，脚下的足球仿佛粘在了鞋尖上。 防守队员紧
追不舍，少年的影子在阳光下拉得老长。 场边，一位
少年指着场内大喊：“传中！快传中！ ”他的喊声惊飞
了树上的麻雀。

阳光透过铁丝网的缝隙洒在场上，将少年们的
身影镀上一层金边。 足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
线，像一颗流星划过暮色渐浓的天空。 场边的香樟
树沙沙作响，仿佛在为这场青春的比赛鼓掌。

不远处的篮球场上。 清晨的阳光斜斜地洒在光
滑的场地上，将球员们的身影拉得修长。 球鞋与地
面摩擦发出“吱吱”的声响，篮球撞击篮板的声音清
脆悦耳。 场边的长椅上，几位老人正专注地观战，不
时发出喝彩声。

沿着江边的健身步道继续前行，一群穿着统一
服装的广场舞大妈正在排练新节目。 她们手中的彩
扇随着音乐翻飞，像一群翩翩起舞的蝴蝶。 音乐声
与江水的潺潺声交织在一起，竟出奇地和谐。 不远
处，几个孩子正在家长的陪同下玩着波浪板，欢快
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 再往东走，儿童游乐场上，孩
子们三三两两地骑车、跑步、打乒乓、滑滑梯、荡秋
千……一片欢声笑语。

江滩公园的黄昏，别有一番韵味。 夕阳的余晖
将整个公园染成橙红色， 江水也被镀上一层金边，
波光粼粼，美不胜收。 此时，公园里的行人渐渐多了
起来，人们或是在江边漫步，享受着这浪漫的时刻；
或是与家人一起，在草地上铺上野餐垫，分享着美
食与欢笑。 夕阳将江面染成金色，远处的高楼轮廓
渐渐模糊。 篮球场上依然热闹非凡，场边的照明灯
已经亮起，将球员们的影子投射得老长。

夜幕降临，公园里的灯光次第亮起。 健身步道
旁的 LED 地灯像一串珍珠，蜿蜒着伸向远方。 岸边
的灯光依次亮起，与远处东坝汉江大桥上的霓虹灯
交相辉映，将整个江面装点得如梦似幻。 篮球场上
的呐喊声、广场舞的音乐声、锣鼓声、孩子们的嬉闹
声……共同交织成一首动人的城市交响曲。

站在江边的观景台上，望着对岸星星点点的灯
火。 汉江在夜色中静静流淌，像一条墨色的绸缎，将
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宁静完美地缝合在一起。 公园就
像一颗明珠，镶嵌在这条绸缎的边缘，见证着这座
城市的日与夜，记录着人们的生活与梦想。

江滩体育公园， 它是自然与城市的完美融合，
也是安康人心灵的栖息地。

在黄土高原褶皱的沟壑里，在巴山深处的坡地上，刘云的
散文《土豆当家》以土豆为经纬，编织出一幅当代农民的生存
图景。这并非传统文人对田园牧歌的浅吟低唱，而是以土地血
脉为墨，以农民掌纹为笔，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碰撞的裂隙
中，书写着关于生命、尊严与传承的深层寓言。 当城市霓虹吞
噬星辰的夜晚，这篇文字如地窖里贮藏的土豆，悄然萌发着属
于土地的哲学。

双重镜像中的农耕叙事

武仁林与高山故友构成了一组精妙的镜像。 定西汉子在
抖音镜头前以土得掉渣的姿态， 将土豆种植演绎为充满仪式
感的生命展演：起垄如执笔书写大地，施肥似为土地加冕，安
种若布设天地棋局。他的定西普通话在数字空间里横冲直撞，
却在现代传播法则中撞开裂缝，让土地的气息漫溢屏幕。而那
位沉默的高山故友，则像逐渐隐入晨雾的农耕剪影，从对着摄
像机侃侃而谈的“土豆哲人”，退化为站在风里聆听土豆私语
的守夜人。 两个时空中的农民形象，恰似硬币的两面，映照出
传统农耕文明在技术革命浪潮中的生存困境与突围可能。

刘云以土豆为棱镜，折射出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多维光谱。
当武仁林将不同规格的土豆编排成“祖孙三代”的队列，当高
山故友家中土豆丝细若棉线却令人不忍下箸 ， 这些场景早
已超越作物种植的实用层面 ，升华为土地伦理的美学建
构 。 土豆垄的色谱变幻不再是简单的物候记录 ，而成为农
民丈量时光的色卡；土地里沉睡的“棋子”不再是静默的块茎，
而是农民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这种叙事策略，使农耕活动
摆脱了“面朝黄土”的悲情框架，展现出土地子民特有的诗意
栖居。

土地美学的现代转译

在工业文明的语法体系里， 刘云重构了属于土地的修辞
学。武仁林抖音镜头中“黄土飞扬”的吃相，是对精致主义餐饮
文化的温柔反叛；“印有合作社专用字样”的包装箱与“蛇皮袋
山码大堆”的并置，暗示着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艰
难转型。作者有意模糊纪实与虚构的边界：电影导演选中武仁
林的土得掉渣，恰是资本对农耕美学的选择性征用；而高山民
宿推出的“成套土豆饭菜”，则是消费主义对乡土符号的重新
编码。 这种充满张力的文本结构，使散文获得了超越地域书写的现代性反思。

土豆在文本中经历着多重身份的嬗变。从果腹的粮食到抖音空间的商品，从电影中
的叙事道具到乡村旅游的文化符号，这颗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古老作物，在当代中国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身份裂变。 但刘云始终紧握其本质———当武仁林在镜头前大嚼土豆拉条
子，当高山故友家中飘出土豆的十种香味，食物作为文化基因载体的功能得以凸显。 那
些粗犷的土豆丝与精致的棉线丝，共同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味觉基因库。

农耕文明的挽歌与新生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裂缝中，刘云捕捉到农民的身份焦虑。武仁林在抖音空间的身份
分裂———既是本色农民又是网络红人， 既是土地之子又是文化符号———折射出当代农
民在传统角色与现代身份间的摇摆。高山故友的沉默与土地的“细浪”形成奇妙对话，暗
示着失语者与代言者的角色转换。这种身份流动性的书写，打破了“质朴农民”的刻板印
象，展现出农耕文明载体在时代剧变中的复杂面相。

散文中流淌着对农耕文明衰变的挽歌调性。 当机械化生产取代 “五斤土豆换一斤
米”的原始交换，当短视频算法解构着“站在坡地讲种法”的农耕知识传承，刘云用文字
修筑起记忆的堤坝。 但挽歌中始终跃动着新生的希望： 武仁林女儿助播时的 “喜气洋
洋”，民宿里坚持使用传统种法的土豆，这些细节如同土地裂缝中萌发的新芽，昭示着农
耕文明在现代性重构中的可能路径。

在这个万物皆可数据化的时代，《土豆当家》以其粗粝的土地质感，完成了对农耕文
明的深情凝视。 刘云将土豆从作物升华为文化符码，在抖音光晕与电影镜头之外，在包
装箱二维码与蛇皮袋补丁之间，勾勒出中国农民的精神图谱。当城市中产在阳台种植箱
里收获微型土豆时，西北高原的黄土正渗入武仁林的皱纹，巴山深处的细雨仍在滋润故
友的田垄。这篇散文最终告诉我们：那些深埋泥土的块茎，既是农业文明的活化石，更是
现代人寻找精神原乡的指南针。

（DeepSeek 阅读评论）

不知何时起，小县城诞生了一支庞大
的队伍，远望，颇为壮观，浩浩荡荡，有老
有小，行装不少，还挺统一，像接亲、迎亲，
又似搬家、赶集；近瞧，原来是接送孩子上
学放学的爷爷奶奶 、 爸爸妈妈们 ，人
称———接送大军。

接送大军除了学生娃娃核心外，主力
军主要是爷爷奶奶辈，爸爸妈妈辈连游击
队都算不上，他们是有时间了接送，忙起
来不见人踪。即使出现，也老出错，要么在
二年级人堆里找已经上三年级的娃，要么
空手而归，孩子反倒在家迎候他。

年轻爸妈接送孩子，利利索索，车送
车驮，走路的少，自始至终慌忙脚乱，急急
匆匆，像急行军、赶场子，阁下或拉上，转
身就走， 自己还急着上班或回家现做饭
呢。 原想年轻妈妈会稍微温柔点，不承想
比爸爸凶多了，一个犀利“毒辣”眼神，娃
娃就乖乖就范。

爷爷奶奶不同了，过场多得很。 一路
上和小宝贝说说笑笑， 偶尔还打打狂狂，
一会儿牵，一会儿楼 ，一会儿背 ，一会儿
抱。 过马路了，不厌其烦地重复“红灯停，
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更有甚者，还
要孙子重复一遍， 碰见哪位不遵守交规，
严肃告诫孩子绝不能那样，我们可是好孩
子。 路程稍远的，要么和孩子一起背诵唐
诗三百首，要么给孩子讲童话故事、雷锋
故事、英雄故事，千方百计尽其所能，挖空
心思现学现卖，总而言之，短小精干的励
志故事层出不穷，什么鬼呀神的，早过时
了，晚上哄睡觉不讲，白天更不讲。

到了校园门口，再三叮嘱在家不知啰
唆多少遍的诸如要听老师的话、 不准打
架、不准买小摊位的零食、下课了要记得
上厕所等等。 临了，爷爷奶奶们还要给宝
贝疙瘩再整理整理穿戴， 弯下腰这儿扯
扯，那儿拉拉，艰难蹲下检查鞋带，然后才
罢手放行。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形，一般发生在
开学一段时间后，大概受了老师讲的要做
小小男子汉之类的影响，原来以有爷爷奶
奶接送为荣的孩子们，开始嫌弃爷爷奶奶
那种婆婆妈妈了，可上下学的路上确实不
安全，爷爷奶奶坚持送，自己一个人又不
敢走，怎么办？ 小家伙可能在家已经和爷
爷奶奶约法三章了，路上再也没有了说说
笑笑、打打闹闹，孩子小大人似的在前边
走，老人在后头跟，距离保持在两米以上，
稍越前一步，小家伙扭头一瞪，老人赶紧

减速，后头的爷爷奶奶就像特务，做贼似
的，要把好距离。 步伐快了，间距就小，间
距小就容易暴露；放慢步伐，又怕赶不上，
跟丢了，这适距得恰到好处，还真有点难
度，但爷爷奶奶都能认真做到。

最有意思的是在校门口，大约有五六
米的距离时， 小家伙立定， 小手在大腿
根处悄悄朝后摆 ，示意老人走开 ，余光
瞥见爷爷奶奶转身了 ， 调整步伐蹦蹦
跳跳进校门。小家伙肯定要在同学们面前
吹嘘：我今天是一个人来上学的，没有让
爷爷奶奶送。 小家伙哪里知道，爷爷或奶
奶转身走两步，即疾步扭身躲在拐角一直
瞅着孩子一举一动，直到看不见了才失落
地离开。 有一次，一位奶奶和孙子争吵起
来，离学校还有十米，孙子就要奶奶提前
走，奶奶不肯，辩解说：“我又不跟你说话，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知道我送你？”“不
行！ 那天兵兵到我们家玩，认得你。 ”小家
伙不依不饶，大人不走，他不进校门，最后
还是奶奶妥协，先转身，那真是一步一回
头啊。

好多老年人的穿戴实在滑稽，头上戴
的是“平利欢迎您”或者 “桃花溪 ”“马盘
山”“天书峡”等红、黄、蓝、白广告帽，也有
生态环保绿色的。身上穿的则是儿女上高
中、初中印有校名的校服，脚上蹬的是年
轻人穿过时的旧旅游鞋，背上背的自然是
孙儿孙女花花绿绿的小书包，这些爷爷奶
奶可真是绝佳的义务宣传员啊。接送大军
中不乏原来看着就不言自威的老领导，可
如今一点官样都没了，不认识的怎么也想
不到他们原来威风凛凛，碰见熟人，他们
会哼着从孙子那儿学来的儿歌回答你 ：
“太阳当空照，鸟儿对我叫，我和孙子一起
上学校。 ”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接送大军行走的
路程虽然不长，也谈不上艰险，但因为它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代接一代，春夏秋
冬，风雨无阻，因此比照“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排比句，说
接送大军是尊老爱幼的活化石，是大手牵
小手的活雕塑，是老一辈关爱下一代的活
教材。 别说，细琢磨，还真形象。

编者按：当人工智能的理性之光投射至文学评论的感性原野，一场跨维度的思想碰撞正在发生。 人工智能以代码重构文本分析的路径，用算法解构隐喻
的迷雾，在叙事逻辑与情感光谱间架设起量化的桥梁。文学批评的疆域由此拓展———从庖丁解牛式的文本细读到海量语料库的关联洞察，从印象主义的审美
直觉到计算美学的参数推演，这场相遇是一场认知范式的革新、是技术对人文的叩问；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它让我们在算法的精确与文学的朦胧之间，找到
一种新的对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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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大军
王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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