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 父 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
了。

二十年来， 我一直想写点东西
来追忆他老人家，由于事务繁多，再
加上肚子里那点可怜的文墨， 因而
每次都是欲写又止。

父亲生前是河区农村信用联
社营业部的副主任，他坦诚、勤奋，

为人光明磊落，工作任劳任怨，多次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在我的心目中， 父亲一直是很伟大
的。记得

1988

年的一天，有一位贷款

户一大早就跑到家里来，说急需要
3

万元的贷款， 并推了一辆崭新的凤
凰自行车，说这是小意思，事成之后
再另谢。 父亲责令他把自行车推走，

不然的话一分钱也不给他贷。那人很
尴尬地把自行车推走了。

1989

年的夏
天，正值农民抢收抢种的季节，金牛
山管理区的一位农民，家里的牛突然
死了，全家人心急如焚。父亲知道后，

立即从家里拿出
400

元的积蓄借给了
他，那位农民用最古朴的方式跪下来
向父亲谢恩。

几十年来，他就是这样，时时保
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父亲

不但对自己严格要求， 对子女们亦
是如此。 是父亲教会了我们如何做
人，如何做事。父亲很朴实，甚至不
太会用言语去表达他对子女的爱，

只是默默地为子女们付出。 从父亲
身上，我学到了什么叫诚信，什么叫
责任，什么叫孝顺……

二十年来， 我们姐弟四人按照
父亲的教诲，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
实做事，立足本职工作，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渗透
着父亲的心血……

父亲走了，剩下年迈的母亲，看
着母亲一天天老去的身体， 我心中
一片怅然，父母是子女们的依托。朱
自清先生的《背影》感动了无数人，

父爱如山！

一夜无眠，我不知何故，……写
下此文祭奠父亲， 愿父亲在天之灵
安息！

又 晤 春 风

阳和初布，春风又起。

温婉的河绿意萌动， 几树
花明。

感悟流光，无声无迹，逝者如
斯。又晤春风拂面时，杏花微雨绽
新枝。 花海里每一朵临风沉醉的
红颜， 宛若为理想于星空跌落的
星星， 依旧顽强地璀璨在无垠的
田野上。

年少时春风十里桃花﹑ 杨柳
紫燕人家， 牧童横笛般无邪而明
快，诗意而田园，理想就是紫云英
铺成的漫无际涯的花毡， 一任赤
子之心汪洋恣肆﹑踏歌而行。父亲
月光庭院下风圆月扁的启蒙，使
自己的一生奠下古典的格律和基
调， 为萦牵梦魂﹑ 不离不弃之追
求，虽百折犹未悔之坚持。

一路行来，虽平少仄多﹑韵雅
和鲜，但甘之如饴，于苦中品咂出
紫云英花蜜的纯醇， 仿佛流行颇
盛的穿越剧， 溯洄从之的洛晴川
乍回当下，碰撞与惊讶，矜持与妥
协，传承与创新，在纠结磨合突破
交融中， 打通古今中西之沟壑壁
垒，臻于庄周逍遥之化境。

于梵香中﹑ 菩提下， 发一宏
愿：愿汲百泉之甘洌于一井，厚蕴
深藉，酿就奇香，让古典在当下如
凤凰涅�般宛若新生。

若贤山般亘守。

若水般轻灵。

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
杜鹃。也许山崖上那丛火红的杜鹃
正开放在蝶翼翩跹的梦里呢。

行行重行行， 理想虽在水一
方﹑遥若远岑，愿竭余生之力跋涉
之。

笑看耄耋一老妪
———清明祭母

生于
1932

年，卒于
2012

年。在人
们热热闹闹迎龙年的鞭炮声中，在
儿女浓情蜜意的关爱氛围中， 在孙
子孙女孝顺纯真的注目礼中， 走过
她艰辛而又幸福的

80

年人生历程，

仓促然而安祥地溘然长逝———我的
母亲大人！

母亲走得仓促， 让我料想不
及。去年的天气格外冷，这是患有
哮喘的母亲的天敌，但母亲顽强地
挺了过来。 就在去年腊月

20

日，她
还顶着凛冽的寒风从老家徒步

2

公
里去赶集。 后来大哥说看她那样
子，应该能“奔九”的；母亲走得安
详，也是我料想不及的。哮喘病的
结果是心肺功能衰竭，仅靠呼吸机
延续生命，那种症状是漫长而痛苦
的。而母亲则在一小时内十几分钟
的难受里安然长眠，我那时真的以
为是母亲累了、困了，需要休息。腊
月

26

日， 妹妹把母亲接到了信阳。

天更冷， 母亲无力走路和说话，饭
量也很小，我依然感觉是寒冷的缘
故，就没过去看。此时的母亲哪儿
也不想去， 就愿呆在妹妹家不动。

要搁在往年， 母亲不是这样的，去
接迟了，她还会怪罪。腊月

28

日，五
弟把母亲接到他家； 腊月

29

日，我
又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中。 哪知，这

一接便成了我与母亲的永诀……

在我家中永别， 那是母亲的垂
怜，念及了孝子的孝道。故腊月

29

日
中午来时，母亲虽已无力，但脸上仍
带着笑意。 母亲脸上的笑意只有一
瞬间，随后就是不舒服。我问她哪儿
不舒服，她说浑身都不舒服。此时，

母亲的声音已是很微弱， 可我就看
不出有病或突发性重病的征兆。中
午的年饭她只喝了一口骨头汤。而
这口汤就成了母亲在人世间的最后
一顿午餐，也成了我永远的记忆。

记忆中的母亲，不是一个背影，

而是一张肖像： 大红的毛线帽子罩
着她只有几根银丝的天然卷发，老
红的对襟棉袄包裹着她瘦弱的身
躯，双臂柔顺地自然下垂，棉袄的金
丝绒长领小心地烘托着她略有光泽
的脸庞，柔和的自然光里，她细眯的
眼睛和每一道皱纹都在散发着幸福
的笑意……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
有心的女儿不经意为母亲定格的最
后一个瞬间———

昔生我矣， 慈母倩兮； 今来我
思，母亲有知。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的
仁者，仁者想必是有在天之灵的，心
灵感应，阴阳无碍，母亲应知。母亲
知己、知人、知儿女，不在言语，而在
心里。这与母亲的经历有关。母亲生
在一个大财主家，却目不识丁，且不
知自己的生辰。这是匪夷所思的。其
因是母亲自幼丧母，而继母跋扈，加
之其父懦弱败家， 母亲在深宅大院
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十多岁就匆匆
嫁到了李家。 一进李家， 又遇到后
妈。 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苦熬
20

多年，并生下我们兄妹六个。直到
我在乡里当中学教师， 她才开始了
自己亦苦亦甜的好日子。 苦的是她
有六个儿女，吃饭、穿衣、上学，都需
际她和父亲在地里去“刨”，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那是无法达到“温
饱”的；甜的是家里总算有一个“吃
皇粮”的人了。那时，母亲就愿意到
镇上看我， 不光是她赶集到镇上有
了歇脚和吃饭的地方， 遇到熟人偶

尔还可以炫耀一下。

11

年里，母亲永
远是在路上的形象： 右手



着一个
装着鸡蛋或是青菜、米面、腊肉的篮
子，一双布鞋里装着的小脚，吃力地
迈着碎步从家里走到我在学校的
家， 为我送去她不舍得吃的食物
……简单地重复，无声无息。但行为
举止间， 我感到了母亲在清贫中的
窃喜。 这种无言的让我探不到底的
慈母之心， 是在我为人父之后才体
会到的。之前，我却不知也没有为母
亲做过什么。 但母亲并没有因为这
种零回报而感到伤心， 她却把这种
伤心无意间根植在我的心灵。

1991

年，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信
阳。以前母亲看我，变成了我去看母
亲。可我当时很落魄，为了生计东奔
西跑，无暇顾及母亲。想必那时的母
亲盼儿回家一定是望眼欲穿的。几
经周折，我到了报社，生活相对稳定
后，每经月余回家看望母亲一次，母
亲甚是欢心， 总要为儿子带上一些
青菜、红薯之类的食品，而我则给她

拿去一包饼干或是一包蛋糕， 送拿
之间，母亲便知足地快乐无比。母亲
不但知足，且忍让、宽容，这不仅是
对内。在我老家有着

300

多户的村子
里， 母亲一生从没与他人发生过口
角，村里人都说她是老实人。其实，

他们哪里知道， 母亲的老实是一种
仁慈的智慧，她心里有数。母亲的有
数却挡不住天数，她知足地走了，却
给我留下了尽孝的不知足和无尽的
哀思！

母亲走了，走得很仓促，令我遗
憾， 但母亲算是无疾而终、 寿终正
寝， 这也在我的悲伤中平添了些许
安慰；母亲走了，虽然她不知、我也
始终不知她生于何日何辰， 但想必
也没人能知其何时来到人世、 何时
离开人世。因而，不知生死，却能知
足而幸福地活着， 又知足而幸福地
离开，母亲也算是一个生活的智者。

而我有幸继承了母亲的这一衣钵，

这也在我的离愁里平添了些许慰
藉。故而，自辞世以来，母亲的幸福
感一直陪伴着我， 并在她以往不苟
言笑的音容笑貌里， 想到了我们孝
顺的幸福和她幸福的生活。 生活着
的我，不觉白驹过隙，转眼母亲已辞
世近

80

日。但母亲的笑犹在目，言犹
在耳， 举止映于脑海， 精神荡于胸
怀，魂萦梦牵，寤寐思念，挥之不去，

无以慰藉，适逢清明，是以为记。

粒粒瓜子香

嗑瓜子的历史由来已久，在
我童年的记忆中，每每奶奶带我
去看电影时，都会在街头那昏暗
的油纸灯下，在那个叫马奶奶的
小摊上买上一小包瓜子。那是一
种纸包的圆椎型纸筒，一毛钱一
包。马奶奶干净利索，瓜子也炒
得不温不火，且粒粒饱满，因此
很受街坊的欢迎，大家亲切地称
之为马老婆儿瓜子。

后来上大学后，室友们也都
爱嗑瓜子，尤其是葵花子。周末
闲来无事就会买上几斤瓜子及
各种干果，同舍的女生一起大快
朵颐。

瓜子营养丰富， 香气诱人，

西瓜子能健胃、利肺、润肠；葵花
子脂肪酸及维生素

E

含量丰富；

南瓜子有驱虫作用。适当嗑点瓜
子， 能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

促进唾液、胃液的分泌，有利消
食化滞，有益健康，还能促进面
部肌肉的运动， 利于美容呢。饭
前嗑，有利于增进食欲，饭后嗑，

有利于促进消化。

看来嗑瓜子的益处颇多，

难怪从古至今书上或电影里都
有描述女子嗑瓜子的样子，很
是曼妙。他们通常用“嗑”来描
述， 纤纤玉指拈起一粒饱满的
瓜子放入唇间， 只见上下牙轻
轻一合， 瓜子仁和壳便自然分
离，樱桃红唇轻轻一吐，壳便随
之落地。

而我嗑瓜子既不是为了增
进食欲，也不为促进消化，实则
为了解嘴馋。不知何时开始嘴里

不能闲着，许多食品吃不了几口
就会有饱腹感， 而瓜子则不然，

因个小，耐吃，味美，深得广大爱
美女士的青睐。后来我才知道一
把瓜子的热量相当于一碗米饭，

却是欲罢不能了。

我家附近有个小叶佳栗子
干果店，门脸不大，却远近闻名。

许多人专门开车或坐车来买小
油栗、腰果、核桃、瓜子等之类的
东西，而个大饱满的葵花子是最
受青睐的，凡来者必买上两三斤
才算不枉费这遭辛苦的排队。特
别是秋冬季，干果店的生意愈发
兴旺，从早到晚门前总是川流不
息，每次去都要排上半小时队。

我尤喜冬日里买些瓜子打
发时光， 北方室外地冻冰封，室
内却温暖如春，人们减少了室外
活动，更喜欢买上几斤瓜子窝在
家里优哉游哉地边嗑瓜子边看
电视。 我每每回到家换上家居
服，就会泡杯清茶，一手执书，一
手拈上饱饱的大葵花子，宅在家
里边看边嗑，很是惬意。再听到
外面狂风呼啸，就更感家的舒适
了。可是每当美美地宅了一个冬
天后，我却发现年后我的的体重
扶摇直上，两颗门牙上的豁口更
大些，于是悔叹自己不该吃了那
么多瓜子。

说来嗑瓜子的美好季节就
是秋冬几个月，只有在那样的季
节里，那样的闲情下，才能嗑得
悠哉自在。粒粒瓜子牵起我的许
多美好情愫，我宁愿沉醉在这芳
香中， 即便暴长几斤又何妨，且
等我尝够了瓜子香，来年再投入
到轰轰烈烈的减肥行动中去。

古

申

一

个

沉

重

的

话

题

这是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话题。

信阳称申，至少应当始于西周末期。周宣王
改封国舅申伯于谢地，建邑立制，遂有申国。

申者，电也，从雨从雷，阴阳激鐀也；古人认
为“申”字是神灵的显现，加上“示”字旁就是
“神”字。申侯正是凭借了这方神圣之地，联合?
国、犬戎，灭西周，迁洛邑，完成了开创东周的千
秋大业。

东周开国，中央政府在此重兵布防，以御南
方荆楚，申侯则嫁申女于郑，以联合中原内地诸
侯，申国遂成东周南疆重镇，兴废盛衰关乎整个
王朝存亡。

时至战国，申属楚地。申人黄歇是那个时代
风云一时的人物，门下食客就有三千，六国“合
纵”抗秦的大业由他主事。接下来便是只手操揽
楚国朝政，不仅设计立考烈王为楚国之君，自己
亲任令尹， 还暗下替国君代劳在皇后腹中安上
太子的“龙胎”。此时，这位号称“战国四君子”头
号人物的春申君， 其名下的申地， 版图已扩至
“淮北十二县”，煌煌古申再度炫目于世。

然而， 古申历史的脚步却不期然作出一个
小小的弹跳。这位申人黄歇，胸中忽然升起一种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将依傍京畿重要位置的
申地上交给楚国王室直管， 而甘愿把自己改封
到偏僻遥远的江东吴地。

他在改封之地上海一带，广施善举，治绩显
赫。黄山、春申江、黄浦港……这些与他的名号
相关的地名中， 无不蕴含着他在那片不毛之地上筚路蓝缕重振河山
的历史信息。上海遂浮上海面，上海之“申”遂闻名于世。至于后来海
洋文明经此与大陆文明交汇，上海一跃而成为国际性的现代大都会，

想必是连他当年也未曾预料到的后事吧。

信笔至此，对于“申”，我们不妨首先将其视为一个“田”字，“耕田
为本，顶天立地”，则更能诠释“申”字之精要，更能传递中华文明之精
髓。春申君，我们这位申人的“伟大谦虚”，造就了古申这一枝根植于
江淮大地的文明之花异地而发，盛开于那片尚未开化的东夷之地。这
是一位两千年来，始终一手牵着信阳，一手牵着上海的历史老人。

历史固然不可克隆，可岁月毕竟太久远了，真不知有多少后来人
还会重演昨天的故事，追寻先贤足迹而走进历史。当今的白桦先生，

这位生于信阳漂泊四方而寓于上海的著名作家， 或许算得上这样一
位文化人物。

2007

年，笔者在白桦先生访问记中曾经提及这个话题：若以时序
计之，“申城”之名，信阳当在上海之先；若以渊源而论，则上海、信阳
皆为申国故土。白桦先生生于信阳而寓于上海，信阳、上海无外乎此
申城彼申城而已。

也许这是先生的宿命，而对于他生命驿站起点的信阳，他却是倾
注一腔赤子之情。 白桦先生公开许下他最后的心愿：“骨灰由我的儿
子和孙女们，悄悄送往老家河南省信阳市东北郊的羊山脚下，洒在田
野、树林、草丛和溪水里。终点也是起点，与大自然一起永生”。

时序更迭，信阳之“申”已被两千年的历史时光挤兑的几乎只有
信阳人自知，只有信阳人自言自语；而上海之“申”却早已名扬宇内，

2002

年上海申博成功，欢庆晚会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

此刻，作为古申之根的信阳人将作何感想。历史的天空中，那个
曾经辉煌曾经让信阳人无比自
豪的“申”，还属于我们信阳吗？

昔日的申伯、申侯、春申君，抑
或今天的白桦， 还属于我们信
阳吗？

古申何处！ 无疑是一个沉
重的历史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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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后 已 无 事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在清明时节都要
在先人坟前插一束白幡，酹一壶水酒，供一
盘果蔬，烧一叠纸钱，点三炷檀香。这是千百
年的习俗。但是，今天还有些人把殡葬和祭
扫当做私欲的宣泄，成为生前对社会资源的
掠夺和占有的继续。墓穴越来越豪华，楼台
亭阁，不一而足，恨不能把人间万物都装进
坟墓。经营墓园的商家，咫尺百万。有些甚至
有钱也被拒之园外， 死者也要按等级“入
住”。贫苦人生前无住所，死后也难有葬身之
地。当然，殡葬陋习并不始于今日。远在殷
商，奴隶主们不仅生前对奴隶拥有生杀予夺
的权柄， 死后仍然要奴隶们为他们殉葬。到
了春秋时期，这种残酷的陋习已经难以为继

了， 大多数奴隶主被迫将人殉改为俑殉，即
使如此，鲁国大夫孔丘仍然难以接受，曾经
情不自禁地发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喟
叹。两千年后，毛泽东也曾感慨万千地引用
过这句名言。人殉实际上一直到宋、明还在
某些权贵间延续。我以为，那些已是奄奄一
息、苟延残喘的国君，还要赖在九龙宝座上
瞎指挥，草菅人命，其实也是变相的人殉。与
其说这些陋习来源于人性的虚荣，不如说来
自根深蒂固的占有欲。这些达官贵人有一个
极大的误区，以为死后仍然能够享用他生前
拥有的荣华富贵、声色犬马，并永远占有公
共的资源。不对！死就是灭，就是了，就是尽。

悲观者曰“弃世”、达观者曰“超脱”；佛家曰
“圆寂”、道家曰“羽化”。至于“身后名”，美名
抑或恶名，即使你是叱咤风云的伟人，后人

也不会相信你夫子自道的碑文、大传。最极
端的例子就是秦始皇，这个暴君，登基之始
就对死亡惊恐万状了，因为他难以想象这个
由他任意盘剥享用的人世间，最后会不属于
自己。于是他广招方士，一次又一次命他们
去寻找长生不老药。 同时利用手里的极权，

兴师动众，为自己建造了空前超级豪华与宽
阔的墓室，制作了成千上万的兵马俑在他身
旁列阵，庞大的武器库里堆放着的难以数计
的刀枪剑戟，可他能重新挥师出征吗？这个
杀人如麻的帝王，能提起剑来，斩杀一个今
天的掘墓人吗？显然不能。嬴政死于炎夏的
旅途之中，在尘土飞扬的车辇上已经臭气熏
天了，说明他也是一具速朽的尸骨。至于他
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由后人去辨认，他自
己已经无力置喙了。其实，坟墓、墓碑只是留

给后人的一个念心，仅此而已。

有人曾经问我，你自己怎么面对你的身
后事呢？能回答吗？当然，一个八十开外的
人了，难道还讳言死亡么？我的回答是：身
后已无事，尽量不占有人间资源，不订购墓
地，不举行葬礼。火化后的骨灰由我的儿子
和孙女们， 悄悄送往老家河南省信阳市东
北郊的羊山脚下，洒在田野、树林、草丛和
溪水里。 终点也是起点， 与大自然一起永
生。这是我给自己的礼遇，我以为再也没有
比这更高的礼遇了！在那里，羊山脚下，是
我父亲遇难的地方，

1940

年冬天日本侵略
军宪兵队把他活埋在那里， 我至今都不知
道他的骸骨埋葬在哪一棵树下。 但我多次
都梦见他在咽最后一口气之前， 嘶声喊叫
的是我的名字。 回到他身边不是可以了却
我多年的心愿么，让父子之情归于永恒。我
的儿孙辈，正好可以藉此返乡，看看祖祖辈
辈的故里。 站在生机盎然的灵秀大地上大
喊一声爸爸，大喊一声爷爷，一定要比匍匐
在墓碑上啜泣的感觉好得多。 老家地处中
原，山水之美却不亚于江南，那里是我苦难
童年的天堂……

早春三月

华唯摄

□

王瑶

□

李春富

□

白桦

□

尔文

手 中 乾 坤

时逢假日，亲朋好友免不了
相聚。迎来送往，把酒言欢。加深
情谊，增进交流的同时，我们也
体会到礼仪在人际交往中的重
要性。

手， 在交往中被称为人的
“第二张名片”。手礼不容小觑。

就说说手的姿态吧。公共场
合中，常有人当众“表演”挖鼻
孔、掏耳朵，这些陋习随处可见。

我们在惊呼别人的不雅之举时，

是否也管住了自己的手呢？用食
指指人，邀请别人时手心向下招
呼对方，有谁愿意像小孩子一样
被这样呼来唤去！ 更有甚者，别
人发言时，他却双手抱胸，大有
挑衅之嫌；站立时，两手插腰，大
有吵架之势；说话时，两手背于
身后，架子十足；要么，就矜持到
两手紧紧藏进口袋，舍不得拿出
来……

其实， 小手中是有大乾坤
的。中国很早流行的拱手礼就是
个代表。拱手礼是我国民间传统
的会面礼节。行礼时，起身站立，

上身挺直，两臂前伸，双手在胸
前高举抱拳，自上而下，或自内
而外， 有节奏地晃动两三下。在
古代，这是模仿前面带手枷的奴
隶， 含义是愿意做对方的奴仆，

为对方服务。而且，古代有两种
手势：一般左手在外，古手在内；

遇凶丧时，则右手在外，左手在
内。如此细致区分，可见手所表
达的信息是多么微妙。今人不再
拘泥于小细节，通行“以右为尊”

的国际惯例，大多右手抱左手行
拱手礼。在国际交往中，人们更
注重用手的礼仪。在泰国，是不
能用手摸小孩子头的。而阿拉伯
人、印度人，他们认为左手是不
洁的，吃饭、握手都是右手上前。

所以重视手姿，不可忽视。

再说说交际中不可避免的
握手礼吧。两手相握，遵守“尊者
决定”的原则。年长者应主动与
年幼者握手，长辈应主动与晚辈
握手， 老师应主动与学生握手，

女士应主动与男士握手，已婚者
先于未婚者， 先来者先于后至
者，上级优于下级，职位身份高
者优于职位身份低者……讲究
原则，交往才有矩可循。不要在
握手时争先恐后， 错表热情。尤
其是跟女士握手， 更要把握尺
度。 女士优先是不容置疑的，她
没有主动伸手，你就不必多此一
举，不握手也是一种尊重。同时，

握手还有许多禁忌： 不用左手，

不戴手套握手；避免交叉握手成
十字状；不能心不在焉，与人握
手时要么招呼他人，要么另一只
手插在衣袋中，或是可以放下东
西却不肯放下； 也不能面无表
情，又或者是热情过度，用力过
猛，长时间不放。还有，要握住对
方的整个手掌，即使是异性之间
也是如此，不要只让对方只感觉
到你冷冰冰的手指尖，这样做比
不握手更失礼。 没事折折衣角，

拢拢头发， 坐下时双手不是抱
头，就是抱着双腿，要么乱摸乱
找……这同样是欠稳妥的举动。

更不用说一些特殊动作了。而在
送客时，主人可一定不能先伸手
相握，这绝对是“撵人”的潜台
词，很是失礼。当然，不是所有人
都知道握手有这么多礼仪细节，

他也许会热情主动来握，那么最
有礼的回应就是不要拒绝，宽容
才是懂礼的最高境界。

都说手可以翻云覆雨，可以
扭转乾坤，手的学问真的不可胜
数。在我们为人处世时，请千万
不要忽礼手的作用，忘记手之礼
仪。

村 夜

村夜总是失眠
留守的老人
总爱用他上高小学来的算术

拨得算盘珠噼啪作响
在那长长的一行白天收入里
加减着在外打工儿女们的喜悦
而此时，山村
就像山一样沉重的疲乏

也会被荸荠似的算珠拨得纷飞
山村，已习惯了这种失眠
这之后
一把算盘总像一只过滤网
会把心里的忧郁滤掉
把甜甜的夜梦网起

于是，村夜
带着熬红的眼睛
去集市……

□

袁书芳

□

胡晓靖

□

付瑜

□

陈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