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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 文

再精准的天气预报、再贴心的妈妈唠
叨，远比不上一场凌厉、速冻的狂风暴雪
的“严逼”，来得有力、有效。人们纷纷翻
箱倒柜，将压箱底儿的冬衣拿出来，掸掸
尘，去去皱，裹在了身上，“面包”模样又何
妨！即便还有年轻人在那儿嘀咕：“这下
又省秋裤了。”

一秒入冬，立时寻暖。
街上行人明显少了，公园里跳舞、踢

毽、跑步、直播的也寥寥无几，怕是大多猫
了起来。秋收完毕的农人开始赋闲，乡野
又迎来一冬肃寂。不管是城里供暖，还是
乡下生火，温暖是此刻共同的主题。窗外
雪冷风寒，屋内暖意融融。这强烈的反
差，带来身心极度的舒适与熨帖，幸福感
爆棚。

与最亲近的人猫在家里，一顿暖暖的
“合家欢”颇为适宜。因为饭菜最有暖意，
故而我深爱上了在冬天下厨房的感觉，那
不仅是在做饭，更像是在写诗。

可包一顿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猪肉
芹菜馅儿、羊肉萝卜馅儿、韭菜虾仁馅儿、
茴香鸡蛋馅儿……喜欢哪种做哪种，哪种
方便做哪种。你剁馅儿，我和面；你擀皮
儿，我来包；你煮饺，我做菜。分工明确地
边忙活，边唠家常，最后热气腾腾地围坐
品尝，亲情亦随之加温。

可擀一顿面条。面粉加鸡蛋和盐，和
一块硬面；用布盖着，饧好；用长擀面杖将
面饼压着、卷着擀成大大、圆圆、薄薄的面
片；边撒玉米面边折叠，切条，提攥成细长
的面条。西红柿鸡蛋或白菜肉丝卤，原汤
煮了，全是妈妈传下的手艺和味道。吸
溜吃完，满身冒汗。

可熬一锅八宝粥。大米、小米分别是
东北、山西朋友快递来的地道品种，豆子
是父亲种的菜豆、红豆，配上深山核桃、原
生板栗、淀里莲子，还有红薯、南瓜、花生，
皆在从老家取的山泉水里慢慢熬，熬到开
花、融合，熬到喷香、黏稠。一勺一勺下
肚，暖胃，更暖心。

可炖一锅杂烩菜。冬储白菜、萝卜、

土豆为主，豆腐、粉条、海带为辅，传统工
艺腌制的腊肉是灵魂。切好，备好，按“易
熟度”分先后，一股脑儿扔进锅里，咕嘟个
把小时。待食材皆熟，滋味渗透调和至最
佳，盛上一盘，就着吃碗米饭，吃个馒头，
那叫一个过瘾。

再有时间、兴致的话，炖一锅萝卜
羊肉，蒸一锅红枣黏糕，炸一盆荤素丸
子，烙几张葱花油饼，腌一坛脆爽泡
菜，榨一壶香浓豆浆……猫在厨房，变
着花样儿扮靓冬季餐桌，饭菜热热的，
家人暖暖的，活色生香、温馨诗意的寻
常小日子，正当如此。

若有“无用”好友相邀，赴场雪中“火
锅宴”，那自是美到极致，暖到心底。“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落地窗外雪花飞
舞，小雅间内蒸汽氤氲。三五好友，兴头
似翻滚的火锅般滚烫。筷起筷落，猪肉、
羊肉、牛肉、驴肉，白菜、菠菜、油麦菜、茼
蒿，鱼丸、豆腐、粉条、海带，水饺、面条、煎
饼、饸饹，次第在清汤、菌汤、番茄汤里涮
过，佐以麻酱、韭菜花、糖蒜、腐乳等小料，
火热吞下群英荟萃的人间风味；杯起杯
落，白酒、啤酒、红酒、茶水、白水，满载着
快乐、悲凄、烦忧、愁苦、迷茫，细细品出至
真至纯的人生百味。出得店来，哈口热
气，裹紧衣服，重又轻松释然地大步迈进
风雪之中。

阳光大好的冬日，最宜出门做点儿
“暖事”。喜欢静，就拣个向阳背风的墙
根儿，在暖暖的阳光里，凑一局扑克或
象棋，吵得面红耳赤也无妨，图个乐子
嘛！或听听“墙根儿广播站”的高谈阔
论、坊间琐事，感兴趣的，就插上一
句；不感兴趣的，就关上耳朵。喜欢
动，就随性“动起来”，寻找单属于冬天
的一种“炙热”。健步、爬山自不必说，
也曾赶时髦奔赴雪场，体验过一把冰雪
运动。虽望着身轻如燕、活力十足的青
少年，发出“廉颇老矣”的自嘲，可战
战兢兢地舒活舒活筋骨，“动”得浑身暖
洋洋，还是蛮刺激、蛮舒爽的。

父母尚在，老家依旧是温暖来处。煤
炉在房间一角火红燃烧，烘得父亲、母亲
和我脸红红的、衣服烫烫的。母亲不时拍
一下我的腿：“离远点儿，别烤煳了。”
继而抖落出我儿时不堪回首的糗事。闲
聊间隙，母亲剥一块烤得焦煳的红薯给
我，黄瓤的、白瓤的，喷香、甜面，吞
下的那刻，烫得我喉咙疼。我拿来铜
勺，烤在火上；放点儿油，撒点儿盐，
打入一个鸡蛋，嗞啦声中快速搅拌，做
出童年难忘的“勺炒鸡蛋”。夹一块儿给
母亲，她慢慢品咂，说：“香！”岁月流逝，无
情地将父母送入生命的冬季，多些陪伴，
便多些不留遗憾的“暖”。

安享温暖一隅，独处也是极好的。对
于我这“文艺青年”来说，一个人做点儿啥
都行。

听着中意的音乐、戏曲，打理打理窗
前的花花草草，看着它们鲜嫩、娇艳的
模样，心里也似开出了花儿；整理整理
曾经的老照片、老物件、旧书报，指尖
划过的一瞬，恍然光阴流转，回到从
前。斜倚藤椅，背向阳光，品一杯香
茗，读一本闲书，任时光在茶香、书香里
丝丝消磨虚度；即便是闭着眼发发呆，也
当是一段“人生好时节”。

偶尔也刷刷朋友圈，总有些寒冬里
的“暖”让我“更暖”。还是孩子的战士
们，矗立风雪中，坚定守卫着祖国安
宁，守护着万家灯火。当人们还在梦乡
时，已有清洁工上街清扫积雪和落叶，
已有早点摊儿开门为市民准备早点。还
有公安交警在疏导交道，有快递小哥在
走街串巷，有电力职工在保障线路，有
供热公司在检修管道……他们用他们的

“冷”，换来我们的“暖”，值得拥有那满
屏暖心的赞。

静坐在岁月静好中，我最喜欢敲打
些向善向美向暖的文字，与读者分享冬
日可人的“阳光”。即使严冬酷寒、冷风
冰雪还很漫长，仍需用心用情地极力寻
暖，但冬天来了，春天自不会遥远。

与高中老同学在朋友圈聊起丹阳老家的大麦粥。
那时，过年后来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正是还青涩的大麦

救了无米下锅的穷人家，村民忙不迭摘下没成熟的青麦粒充
饥。待大麦上了打谷场，进了家里囤着。想吃了就磨成粉，
家家户户如此，只要有大麦，大家存储起来，备一年四季不时
之需。作甚用？煮大麦粥呗。闲时吃稀一点，农忙吃稠一
点，倘还不足以应付，就在大麦粥锅里加放几个大麦粉做的
团子，要想口感好一点，讲究一点的也用红糖做馅子，我至今
依然喜欢吃。想起这些，老家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年到头在大
麦里打滚！

离开小镇到县城读书，才知道原来城里人也爱吃大麦
粥，只不过多放些大米，煮得黏稠多了。我在县中初中高中
读了六年，那学生大食堂早晚吃粥，有白米粥，或早或晚也常
常端到桌边一大桶大麦粥。我来到省城再也没有尝过大麦
粥的味。1992年回老家探亲，看望大哥大嫂，他们家一大早
锅里煮了稠稠的大麦粥，揭开锅盖，冒着热气，黄澄澄的，香
味扑鼻。跟往常不同的是粥里下了米粉团子，这也是我爱吃
的。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这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
亲情。

那年春天，四哥猝然去世，我去宜兴奔丧，赶不上当天
车，途经常州在一个老乡家里过夜，这位懂我的好老乡袁大
哥把大床让出来，还特地煮了一大锅稠稠的大麦粥，一碗粥
吃进肚滑爽舒服，虽非大鱼大肉却胜似大鱼大肉，他乡遇老
乡，使我悲哀的心境得到些许慰藉。这大麦粥竟具有不一样
的减轻痛苦的功效，这似乎超出一般食物的精神治愈了。

有一年中秋，丹阳市政府给在外乡贤发了一封慰问信，大
家非常感谢领导的挂念。我们自然一聊就聊到大麦粥。我说

“家乡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真希望再喝一碗大麦粥！”钱同
学住江宁，当仁不让道，“到我家来，我煮大麦粥水平一流。我
每周都会煮几次大麦粥当早餐。”严同学更慷慨说，“大麦粉我
有！有机会给你一袋。”我立马回应，“好呀，你俩有这样大麦粥
情结，佩服佩服！我当然不会辜负你们的美意。”

据说苏中地区的兴化也把大麦粥当主食，那可引为同调
了。民以食为天，谷为民之魂。大麦粥一路吃来，其功能由
果腹变为美味回忆，大麦粥啊，是乡愁，是亲情，也是同窗情，
真正是情意满满又独特的家乡好味道哦。

家住顶层，上有阁楼，阁楼是生命的王国，
更是自然的王国。

阁楼向阳，母亲在这里侍弄花草，以补偿
没有院子的遗憾。玫瑰娇羞地躲在室内阴处，
只一小丛却是红得艳美。仙人球则大方地长
在阳台，有雨时，盆内是一汪欲滴的青翠，无雨
时，便是锋芒毕露的岛屿。一旁的仙人掌也不
甘示弱，一片，两片，三五片，绿意蔓延到了花
盆之外。

生命是顽强的，有时无需关注也能绽放精
彩。阁楼外的扶手下面，不知何时钻出两颗纤
细的竹，起先无人注意，一场小雨后便猛得蹿
到一米多高，仿佛在比赛长高，又如与命运赛
跑。又一场雨，伴着狂风，我在阁楼内望着它
们，或摇曳，或摆动，或旋转，或猛然被变化莫
测的风使劲一扭。雨点狂傲地打在竹叶上，溅
起小小的水花，宛如米芾的劲笔在草书的弯处
几滴墨水轻洒。雨过天晴，竹“任尔东西南北
风”，依旧牢牢扎根在砖缝中，竹叶上还残存几
粒雨珠，晶莹，圆润，仿佛映照出又一片蓝天。

阁楼的扶手上，曾驻留过一只鸟，可能是
喜鹊。它就这样静静伫立，目光有神，望着前
方，周身黑羽夹着些许雪白，既显得精神，又透
露着俊美。偶抖动一下翅膀，它仿佛感受着清
风的气息与阳光的抚慰。他时而闭目养神，时
而叽喳地轻叫几声。我在玻璃的门后静静地
看着，与它度过这段静静的时光。忽然传来一
声啼鸣，它飞走了，拍打着翅膀，留给我一个轻
快的背影。

阁楼里有绿植，有风雨，有阳光，有生命的
奇迹，有雨过天晴的欣喜，有自然的美好，而若
心中充满着对自然的向往与对美好的追求，心
中的阁楼便会为你而敞开，这是一个融合了世
间静静的美好的阁楼。

日暮，那是一条迢迢还乡路，那么长，那么远，消失在
天际边。

村里的大坑、村中间的东西小路、村东的大沙河，家后
的北地里、二级地头的大杨树，院子旁边的黑槐树，都在日
暮下，搀着金黄的夕阳，慢慢地走进夜色中。

村中的一草一木，虽是记忆中的事了，然而，却融入了
我浓厚的家乡情怀。著名散文名家茹志鹃曾尽抒她对故乡的
情、茅盾也曾以景寓意抒发他对故乡的思念，老舍曾在《济
南的春天》里，对济南的春天狠狠地抒情了一把。无独有
偶，郁达夫曾在那早已凉意浓浓的北平，写下热情满满的

《故都的秋》……
每每读到这些名家的散文时，我都不由地想起我的故乡

沛县，对啊，我被作者们的文章所感动，他们从一个小事情
或一草一木开始，把家乡的形、声、色、味描写得淋漓尽
致，家乡是每个人最初的故土，是生命的原乡，已经融入每
个游子的血液里。如果说，游子是风筝，乡愁就是牵住风筝
的线索，让他始终挣脱不了故乡的牵绊。夕阳西下，站在小
城的高楼上，远望北方，家乡的一草一木仿佛在云际的另一
端映入眼帘。日暮乡关是何处，是一片瓦砾，是一方土墙，
是一声蝉鸣，是袅袅炊烟，还是在四季的轮回中。

家乡虽地处苏北平原，却也有着不一样的美。当袅袅炊
烟升起，喃喃燕呢满庭院时，春天的绿色来临，大地开始苏
醒，渐渐闻到了旷野泥土的芳香，春忙的旋律打破了乡村的
宁静，乡亲们开始在春地里种上瓜果蔬菜，母亲这时候也开
始忙了起来，带着我们去麦田里除杂草。春暖花开，燕麦、
狗耳朵草、艾草等开始在麦田里肆意生长，我拿上小锄头，
拉着平板车，平板车旁边拴上山羊，跟着母亲来到家后的北
地。一个上午，就锄了满满一平板车杂草，山羊也吃得肚子
滚圆，开心地咩咩叫着。村里升起一道道炊烟，母亲开始收
工了，看着满车的青草和焕然一新的麦田地，心中多了不少
喜悦。那个年代，帮着母亲干点农活，虽然辛苦，却能减少
母亲的劳累，那种春日里干农活的场景，映着满山野的万紫
千红，让人回味无穷。

蝉鸣是家乡夏季的一道亮丽风景。晌午过后，蝉鸣声四
起，热浪滚滚而来，闷热的空气像是狗皮膏药粘在身上，让
人很不自在。这时候，会叫上三五小伙伴，来到村后的小河
边，看到潺潺流水，那种热浪顿时消失了一半，大家扑通扑
通跳进水里，一会儿捏着鼻子在水里深游，一会儿仰面浮在
水面上，一会儿从河的北岸游到南岸，有的小伙伴抱个西瓜
过来，在水中竞相争抢，最后吃了西瓜，皮还戴在头上，想
方设法躲避这夏日的热浪。很快，听到母亲的喊叫声，我们
就结伴而回了，回味着凉丝丝的河水，着实舒服很多。晚
上，睡在凉席上，仰望着苍穹，夏日的星空是最浪漫的，群
星闪烁下，听外婆讲着岁月的故事……

金黄是家乡秋季一场不散的烟火。青纱帐渐渐褪去了绿
色，玉米棒子裂开了口，沙河两岸的果园里苹果红彤彤的一
片，梨子黄了肚皮，圆鼓鼓的柿子压弯了枝头，到处飘着果
香味。人间烟火气，最抚少年心，这时候三五伙伴，挖出几
个红薯，掏个地锅子，生起柴火烤红薯，一阵火光后，红薯
的香甜气开始在田野飘溢，狼吞虎咽之后，大家脸上都留下
不少斑点的黑灰，童年的欢声笑语在金黄的田野上如蝴蝶一
般飘飞。大家玩累了就躺下，枕在杨树墩上，远处的枫树已
红遍山野，搜寻些红得发亮的枫叶回家夹在书中，做成书
签，憧憬着少年的梦。

深冬一到，家乡就被寒风包围着，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平
淡和安静，白杨树耷拉着脑袋，干枯的芦苇在沙河两岸沙沙
作响，河面已是厚厚的一层冰，田野上一片荒凉，大地进入
了冬眠期。不远处的瓜苗炕冒着阵阵白烟，沙土地上一望无
垠，只有地下的根在土地里潜滋暗长，有些许已经迫不及待
地破土而出，那毛茸茸的小耳朵，仿佛在等待聆听春雷的声
音，等待下一个春的来临，等待下一个秋的金黄。

莫问乡关是何处，异乡安置不了灵魂，从此有了归程，
有了故乡，故乡的泥土扎满了我生命的根须，是乡关最后的
归宿。

每个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一条河流。
我生命中的那条河流，并不宽阔，也

并不伟岸。
小溪得青山宜养，水清且浅，卵石与

游鱼历历可数。两岸稻菽飘香。
炎炎夏日，一放学，我们便急匆匆冲

至河边，扑通扑通跳入河里，涤去一天的
溽热。彼时，夕阳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水
面，捣衣的妇人在金柳下摇落一声声银铃
般的笑。水草丰美，万物生长，仿佛要将
这滚烫的人间攒成诗、攒成歌、攒成画。

阳光明媚的午后，孩子们光着脚丫，
提着裤腿在河里逍遥，所到之处，吓跑了
鱼，惊散了鸭，趁着大人们打个马虎眼，
往溪流里一滚就地化成了一条泼剌剌的
鱼。倘若静立于溪涧之下，还能听到大山
在歌唱。

在一些有露的清晨，河面荡起了白
雾。远山近水、田园村舍，都笼罩在如
梦如幻的轻纱里。雾气缥缈，仿佛撩动
轻纱，一叶轻舟就会分开白雾，满载着
山间果实的芬芳与两岸稻菽的丰收，横
江而来。

入夜，一切归于寂静，河流之上的村
庄也沉睡于星星点点的萤火里。

别看河流温柔旖旎，偶尔也有任性发
狂之时。它一改往日的温和，咆哮而来，
裹挟着泥沙滚滚而下。它冲破山的阻碍，
岸的规制，狂奔数十里，肆无忌惮地吞没
两岸的良田庄稼。洪水退却后，满目疮
痍，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深思……

从涟水上游走出的我，心中始终澎湃

着一条河流。它流淌过我的童年与少年，
一路陪伴我成长，激励着我求索。最终，
是河流的呼唤，让我又一次回到了这里，
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涟水河畔，日夜聆听它
如歌的流水。

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推进农村厕所改
革、沿河两岸严禁养殖污染、严管工业污
染、实施沿河风光带河堤工程治理等一项
项河流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保护青山碧
水，守护母亲河，是故乡对游子的召唤，
也是一个游子对故乡深情的守望。

往日那略带野性的河流，重又恢复了
清明如玉。

一条河流的光影里，总是留下无数不
朽的诗篇。河流自远方而来，穿城而过。
水的灵性与多情，山的伟岸与无私，造就
了小城的秀婉与宁静。城以水而名，因水
而兴。

曾经，这里商贾云集，楼阁遍地，宛
若一处繁华的“小南京”。很多年过去
了，那河流之上的舟楫催发，流年里不曾
远去的桨声灯影，还久久徘徊在小镇人们
永不褪色的繁华旧梦里。

小镇时光是慢的。青石老街铺面，家
家门口摆满花花绿绿的百货南杂，往里一
瞅，深邃幽远，一直通到时光深处。其
实，屋后是一汪碧水，青石磊磊。河边捣
衣的、洗菜的、洗马桶的，笑声、骂声，
混杂在长长的吆喝里。小巷深处，古老的
蓝溪桥横卧溪上。路面青石久远，显露出
镜面般光滑的花纹来。凭栏倚立的石兽，
蹲守人间已久，面目逐渐模糊。从桥这头

抬脚迈上石阶，迎面就触及对岸的烟火。
桥上三五知己碰面了，未及寒暄，车子篮
子担子、锅碗瓢盆便叮当响作一团。凑热
闹的，还有那袅袅的烟波。

小城枕山环水，抗战时期，其独特的
地理位置吸引了一些躲避战乱而搬迁至此
的高等学府。著名的国立师范学院便发轫
于斯。时光久远，国师李园不复，但弦歌
不绝，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舟楫相接、辐
辏相继的繁华盛景。

从古老的蓝溪桥漫步而行，秀美的沿
河风光带延绵数十里。

溯游而上，墨溪河水波明澈，两岸白
塔入云，青山倒影，风雨桥横贯如虹。夕
阳西下，河上金光闪闪，映照着三甲古村
落，也映照着广场上人们的笑脸。

沿河而下，则可直抵涟水河东岸。夹
矗于湖光山色中的沿河风光带已成为美丽
新城。人们傍河而居，晓看山色暮看云，
尽情享受山水之城带来的安详与宁静。而
在距离下游坝口不远之处，一座座新的家
园正拔地而起。

夜幕降临，涟水河畔人声鼎沸，成了
灯的海洋、光的世界。开车漫行于河边，
犹如走进了一幅秦淮河边的光影画卷。

小时候，我常常伫立于河边，遐想着
小河流向何处。

一条河有一条河的走向，一条河有一
条河的梦想，或奔腾入海，或润泽山川。
从遥远的山间奔流至此的涟水河，携着人
们诗意栖居与美好家园之梦，一路向前，
奔腾不息。

生命的质感其实是来源于不断做减法的
过程，这是风风雨雨的平常日月给我的启发。

近段时间，我一直活得从容、充实，且心态
平和，哪怕总在被失眠困扰，哪怕过敏性体质
在冷风的侵袭下，带来诸多病态反应，但我没
有半点焦虑与抑郁的情绪。

学会和生活妥协，让正能量贯穿生活的方
方面面，应该才是养生的最佳方案，而极简的
生活理念，则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轻松、惬意。

极简，是对物质需求的简单化、便捷化。
我平生最贵的衣服，是几年前买的一套三

件套，花了我五千多元。回来之后，我一直在
后悔中，且这套秋衣，穿的频率并不高，因此性
价比不高，实在是大大的浪费。这以后，我的
衣服大多是小几百的家常衣衫。我选那种样
式简洁大方，衣料舒适好打理的买，且学会了
去自媒体上寻找正规源头厂家的直销商品，价
格合理，质量也有保证。

以前的我喜欢穿裙子，单旗袍裙就有近十
件。一年四季，从夏天飘逸的长裙，到春秋厚
实的丝绒裙，羊绒裙，配上或薄或带绒的长筒
袜、连裤袜，再配上中跟皮鞋，似乎我的所有自
信都来源于这从上到下一丝不苟的穿着打扮
上了。

现在的我却觉得穿裙子太麻烦，太拘
束。我爱上了穿休闲装。短款上衣，宽腿裤
子，配上运动鞋或者近似平底的皮鞋，一年
四季都可以这样穿，衣料从轻薄到厚实，这
让我整个人显得轻松、随意、无拘无束，手
脚因此完全放开，身心得以全然舒展，自由
洒脱，何乐而不为呢？

饮食方面的极简是尽量不去下馆子，而是
用心做好一日三餐，全心享受家常便饭带来的
健康与口感的合适。

我喜欢清淡饮食，通常早晚饭吃得更简
单。早上粥、鸡蛋等，晚上喜欢凉拌蔬菜，比如
大蒜、豌豆头、生菜等，浇上生抽、香油，大多时
候连蒜末、姜末都懒得放。中午烧点适当的荤
菜，比如搭配不同的蔬菜炒肉丝，或者红烧鲫
鱼，青椒洋葱炒河虾，再外加一个汤菜。有时
我也会用骨头或母鸡煲汤。煲一次汤能吃好
几天，吃时也是配上合适的蔬菜，保证味道鲜
美、营养均衡。我偶尔还会包饺子来招待三朋
四友。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的厨艺还是不错
的。老妈每次来我这里小住，都会由衷地夸赞
我说：你做的菜就是好吃，你也很会安排自己
的生活。我以后就跟你过，好不？我笑着答：
当然可以啊。

物质上的需求简单不是终极目标，精神上
的富足与愉悦才是生命质感的最好保证。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多地学会了宽
容与妥协，凡事不再过多纠结，学会以平常心
对待生活中的各种得失与不如意。看书、学古
诗词、练朗诵、写作、运动、旅游、与三朋四友小
聚，成了我现在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似乎
总在忙碌中，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学的
东西也很多，而这样的忙碌与不断地学习，使
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内心的充盈。

人生其实是一场修行，深深浅浅全在于
你的心念。心念对了，心就宽了，人也就通
达了，也就更能知道，什么才是个体生命该
摄取的养分。

但愿，我们都能有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
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与豁达。

日暮乡关是何处
□刘 刚

大麦粥
□ 徐锡林

极简生活
带来的惬意

□ 杨龙美

阁 楼
□ 石昊李

寻暖记
□ 张金刚

河流之上的烟火
□ 陈建明

排云上 徐 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