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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君试品梅花雪
史上名宴甚多，但大多与酒有关。长

江岸边，舳舻千里，明月当空，横槊赋诗，
大战前夕的盛宴慷慨豪情；三月山阴，惠
风和畅，壶觞丝竹，诗歌书法，兰亭名士的
盛会流韵千古；水静潭清，秋凝山紫，高朋
满座，胜友如云，滕王阁上的诗会辉映江
河；阳春烟景，秉烛夜游，幽赏高谈，天伦
序乐，桃花园的家宴引人神往……

然而终究是过于浓烈了些、热闹了些，
不如来品一杯栊翠庵里的梅花雪吧！

栊翠庵里，秋高气爽，花木繁盛。妙玉在
一众人中悄悄拉了宝钗黛玉的衣襟，请她们
去东耳房吃“体己茶”。本就对女孩们格外留
意的怡红公子自妙玉出场便一直留意她行
事，如此美事自然也不会落下。于是，红楼世
界里便有了一次高雅无比的品茶。

品茶地点极好，清静的禅房里，暂时远
离了喧嚣红尘。香炉里缭绕而出的一缕轻
烟仿若佛偈，让人心静神寂。茶具不凡，钗
黛所用分瓜瓟斝、杏犀 是宝玉口中的“古
玩奇珍”，而妙玉常用的绿玉斗则是连贾府
都未必能找得出的“俗器”。宝玉用的九曲
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要的一个大
(台皿)，只看名字也是绝品。妙玉所用茶叶
没有明确记载，但既然能拿出六安茶和老
君眉，想来也必定是一般人喝不到的。

茶之性发于水，好茶须好水。陆羽《茶
经》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杭州龙
井茶配虎跑泉被称为天下一绝，苏轼“独携
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是好茶与好
水一次绝配。然山泉虽好，仍不是最佳。上
佳者是雨水、露水、雪水。《红楼梦》中妙玉
献于贾母的便是旧年蠲的雨水，惜春留下
妙玉手谈时烹茶用的也是雨水；在太虚幻
境时警幻仙子献上的“千红一窟”用的是仙
花灵叶上的露珠；宝玉在《冬夜即事》中说
过曾用雪水烹茶，“可喜侍儿知试茗，扫将
新雪及时烹”：可见，在风雅名士眼中，雨
水、露水、雪水都是高于泉水的存在。而妙
玉烹茶所用雪水则更令人神往。

那年苏州玄墓蟠香寺初雪，美丽的小
道姑轻轻扫取红梅上的白雪，收于一鬼脸
青的花磁瓮里，埋于梨树下，等待着某个夏
天启封。光阴流转，五年后，栊翠庵的静室
里，身着道服的妙玉轻启磁瓮，风炉煮雪，
茶香满室。这杯香茗透着雪的清澈空灵，有
着梅的暗香流动，展现出冠绝红楼的茶艺，
暗含着超脱凡尘的高洁志趣，等待着那个
最懂它的人。

从喝茶到品茶，其实是从物质到精神
的升华。品茶不宜人多，最讲究的是精神的
契合。宝玉不用说，家世、相貌、才情都是
一流，还是个语言常笑、转盼多情的惜花
人；宝钗是花中牡丹，任是无情也动人；黛
玉是芙蓉，风露清愁惹人怜；妙玉呢，恰若
栊翠庵里的白雪红梅，清冷出尘。妙玉为人
在李纨看来“可厌”，不入她眼的绝不会多
看多说，更别提邀约品茶了。所以这四人是
妙玉眼中可以共品的风雅之人。然而整个
品茶过程中，宝钗未发一语评价，黛玉只喝
出大概是旧年的雨水而被妙玉冷笑说是

“大俗人”。唯有宝玉细细吃了，觉清醇无
比，赏赞不绝。这场体已茶最后真正能够与
妙玉成为品茶知音的唯有自行闯入的宝
玉。

冬雪再至，栊翠庵的梅，花吐胭脂，香
欺兰蕙，粉装银砌里显得分外有趣。即景联
诗落了第的宝玉被罚前来折梅，过程是很
诗意的“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
梅”，妙玉如何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欣喜
的。回来的宝玉不仅带着一枝好俊的梅花，
衣上沾着佛院的青苔，还带着妙玉的二次
邀约。槛外的妙玉冷眼旁观琉璃世界轻易
不出庵门，却赠送每人一枝娇艳的红梅，谁
又能说她“可厌”呢？

冬季寒梅，孤寂怒放，艳红如脂，清冷
似雪，亦如那个身在佛门的妙龄少女。梅花
香茗，清醇无比，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少女
心，懂者何人？

若 待 晶 莹 枝 上 落 ，请 君 试 品 梅 花
雪……

坐 车
因为自小晕车的厉害，我并不太喜欢

坐车。大巴车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似乎总
与空洞无神的眼、惨白憔悴的脸和翻江倒
海的胃连在一起，成为一个个痛苦的回忆。
这种痛苦不晕车的人是难以理解的。

听人说坐火车不晕，但是到了我这也

不灵光，还是会晕，只不过稍微能坚持久
点。奇怪的是那个时候知道自己晕车，却不
知道买药来吃，咬着牙，捂着胃，生无可恋
地靠在椅背上，无数次地涌起“下去了，不
坐车了！还是走路吧！”的念头，一边又不
停地祈祷快点到吧！几番磨折，终于也总结
了一些经验。越高级的车我晕得越厉害，最
合适我的是没有遮蔽的拖拉机；上车千万
要往车的前面坐，越前越好，最好的位置是
副驾驶，如果没有，那也要紧靠窗户，晕车
时可以靠在玻璃上假装在看风景。再后来，
尝试了几次晕车药、晕车贴、生姜片之后，
终于找到了最根治我的茶本海明片，只要
小小的白色一片，就能让我乘坐最长七个
小时大巴车。

从此，我开始渐渐品尝到坐车的乐趣。
坐车去一个熟悉的地方，途中的风景

大多是看惯的，但也能找到四季的变化和
不同的人生况味；如果去的是一个陌生的
地方，则会充满期待，窗外也常常因陌生而
平添了无限的可爱。

坐车去远方，不必讲话，择一靠窗的
座位，一路上看窗外风光无限的田野，春
天的绿水云绕，夏日的浓荫粉荷，秋日的
金黄成片，冬天的静谧安宁。农田、房屋、
池塘、牛羊、鸡鸭……快速行驶的车辆将
它们带到眼前又抛诸脑后，在由春到冬、
由此到彼的变化中，属于自然的秘密仿佛
被一一泄露、展现。这个时候，眼睛是可以
游动的，心灵是无限自由的，什么都可以
想，什么也可以不想。呆滞、惊喜、憨傻、可
爱、狂放、柔弱、悲伤……任各种表情和心
情在脸上、心里走过，疾飞或缓行；美景、
美食、诗词、歌酒、工作、爱情、朋友……任
大千世界在脑中毫无规律地扑腾，热烈或
平静。

坐过最长的车是去西安旅游。那时没
有动车，硬座的快车要 15个小时。没有坐
车经验，准备也就不足，夜里冷得只能拼
命往身上加衣服，当时是夏天，带的衣服
也不多且没有厚的，便依然是冷。半夜，车

厢里有人拿出桶方便面泡了吃，那冲天的
香气夹带着暖乎乎的热气充满诱惑地侵
入骨髓，成为我坐车生涯里最惦记的美
味。

坐过最惊险的车是从庐山顶上下来的
旅游大巴。盘旋的山路并不算陡峭，但是司
机却是炫技的高手，一路上猛刹猛转，把车
上的人甩得东倒西歪，晕头转向，喊声连
连。到了山脚下，个个脚步虚浮，脸色发
白，揉胃抚肚，我的晕车药也在那次光荣失
效了。

坐过最惊喜的车是在西北旅游。大巴
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沿着笔直的公路快
速向前。车窗外的西北开阔、粗粝，少有人
迹，稀疏的几株草或间歇出现的小片树林
醒目地彰显着生命的顽强。眼睛不会因为
绵延单调的戈壁而审美疲劳，一汪水，一块
石、一片草、几株树，或者远山流畅的线
条、几户胡杨掩映的人家、悠闲在天地间的
牛羊，都会让你惊喜赞叹。丘陵地带住惯了
的人在大西北的辽阔、伟岸面前渺小得只
会感叹自然的神奇和伟力。

一个人坐车，是在流动的过程中静观
自己的好机会，好像奔波了许久的浪子终
于找到了停下的驿站，可以捡拾一路的悲
欢，对未知的前方做出更清醒和理智地判
断。

和家人坐车，更多的是一家人日常生
活的延续，准备充分的零食和饮料，随时贡
献出来的可供孩子或爱人依靠的肩膀，描
摹着岁月静好的模样。

和朋友坐车，一路上天南海北，欢笑嬉
闹，窗外的风景怎么样，对不起我不知道。
仿佛会缩地成寸的法术，再远的路程，到了
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啊，这么快！

诗词里的车坐不到，唯有站在文字的
幕布前翘首。“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
各在腰”，何等的雄壮！“驾长车，踏破贺兰
山缺”，无限热血的梦想！“虎鼓瑟兮鸾回
车”，怎会有如此的浪漫？

影视剧里的车总是与故事有关，邂逅、
爱情、争斗、阴谋、恐怖、逃亡、暗杀、悬疑、
惊悚……美好的时候恨不能同坐，遗憾的
时候叹不能挽留，血腥的时候庆幸车上没
我。

如今，我不向
往“宝马雕车香满
路”看“一夜鱼龙
舞”，却无比期待有
一天能“坐上火车
去拉萨”，赴一场雪
山圣地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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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徐敏的《请君试品梅花雪》和
《坐车》两篇散文，眼睛不禁为之一亮，心
头为之一热，为其婉约俊美的文笔和一
气呵成的气势而击节赞赏。
徐敏虽然年轻，但阅读面较广，知识

储备较为丰富，驾驭语言文字能力较强，
具有比较深厚的创作潜质。倘若能够持
之以恒地坚守下去，前程定会妩媚光明，
令人甚感欣慰。
《请君试品梅花雪》主要取材于《红
楼梦》第四十一回和四十九回相关内容。
文章开篇仿如一组远镜头，气势磅礴，荡
气回肠，聊作铺垫。突然把镜头拉近，亮
出了品茗之地栊翠庵，把读者的思绪一
下子引向《红楼梦》的相关章节之中，立
马陷入沉思。
紧接着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妙玉与宝

玉、宝钗和黛玉四人品茗的雅趣与不俗。
作者不是复印机似的复述原文，而是经
过咀嚼消化之后，组成自己的语言，抒发
高雅的意趣，表达超尘拔俗、冷峻孤傲的
见解：“品茶不宜人多，最讲究的是精神
的契合。”“这场体己之茶最后真正能够
与妙玉成为品茶知音的唯有自行闯入的
宝玉”。高山流水，知音难觅。人生得一知
己足矣。行文至此，作者的观点便和盘托
出，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令人回味不已。
文章语言清俊凝练，形象生动，如行

云流水，读之快意，仿佛聆听一位清纯高
雅的女士在轻拢慢捻抚琴，又如品味一杯淡香四溢的梅花酒，五脏六
腑无一处不熨帖，心灵得到了净化，情愫得到了升华，不禁深深体味
到：文学名著具有无穷的魅力，宛如一座精神富矿，采之不竭，陶情冶
性，影响久远。
《坐车》由自小晕车、不喜欢坐车开篇，欲扬先抑，先声夺人。紧接
着详细交代了晕车的感受和战胜它的方法，顺理成章地过渡到“渐渐
品尝到坐车的乐趣”，内容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接下来文章紧扣“坐车的乐趣”铺展开来，分述了“坐车去一个熟

悉的地方”、“坐车去远方”，“坐过最长的车”、“坐过最惊险的车”、
“坐过最惊喜的车”，“一个人坐车”、“和家人坐车”、“和朋友坐车”，
“诗词里的车”、“影视剧里的车”和“现实里的车”的不同经历、见闻、
感受和特色，既有惟妙惟肖的具体描述，也有高屋建瓴的总体叙述，
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由实到虚，虚实结合，条分缕析，相得益彰，
令人赞佩。
作者善于从纷繁芜杂的材料中抽丝剥茧，梳理出几个层次，从不

同侧面、不同角度、描述坐车的不同见闻，抒发坐车的不同感悟，由此
及彼，由具体到抽象，思路开阔，联想丰富，洋洋洒洒，收放自如，令人
刮目相看。
此外，引用古诗词，信手拈来，恰当好处。将杜甫的“车辚辚，马萧

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岳飞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李白的“虎鼓
瑟兮鸾回车”；辛弃疾的“宝马雕车香满路”；“一夜鱼龙舞”等脍炙人
口的诗句，嵌入叙述的语句中，读来顺畅，既增添了文采，又深化了内
涵，行文摇曳多姿，耐人寻味不已。
从以上两篇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创作态

度严谨，善于提炼主题，善于谋篇布局，重视
炼词炼句，虽算不上“字字看来皆是血”，但也
颇花费了一番心思，可谓准备充分，行文讲
究，值得文学新人们学习。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十
分期待着徐敏创作出更多的文质兼美的文
章，为皖西文苑增添一抹新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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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黄嫩绿
浅紫淡红
大自然的馈赠
友谊的纯真

恋爱的浪漫
亲情的温暖
送你
一个春天

柳宗元在《江雪》里的描述，已经把
大雪无痕刻画到了骨子里，想那一幅景
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天地之
间，苍茫一片，除了雪，唯有雪。雪做了
诗的背景，在耀眼炫目的白中，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就脱颖而出，立体画
面的呈现，愈发显示大雪的纯粹通透。
诗人的视觉和思维是多元化的，在诗歌
的角度与选材上也不乏独具匠心，柳宗
元诗歌生长的时代唐朝，出过太多才
俊，李白，杜甫等等，在这些支撑盛唐诗
坛的圈子里，我还是倾心于柳宗元的文
字，那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之美，抵达灵
魂。

而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
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
恰恰是接近乡情乡音的烟火之作。

大雪纷纷扬扬的黄昏，燃一炉柴火
的温暖，呷一杯米酒的甘醇，与家人或
者三两文友，围着火炉上沸腾的火锅
子，守着一窗大雪小酌怡情，人与人之
间不曾设防的真实在屋子的每一个角
落流淌。仿佛在寒冷的某个夜晚，踏雪
归来，远远望见，房子透着橘黄的灯光。
漂泊的心便被一种亲情的暖塞得满满。

十年前在乡下经历雪，大雪来的时
候很急躁，鹅毛似的雪花一片一片落下
来。树木山川房屋很快被白雪覆盖，鸡
鸣狗吠清脆的像绿皮萝卜，咬一口嘎巴
甜。小生灵们站在雪地上，也是喜气洋
洋的样子。

瑞雪兆丰年，农人们聚在一起谈论
着来年的年景，雪放慢脚步，细细的叶
片如松针落在大地上，厚厚的一层雪，
像母亲缝补的棉被。父亲是喜悦的，他
不停地往铜盆做得火锅内放大白菜、酸
菜丝和红薯粉条，回头喊在厨房搓苞米
的母亲，从腌缸里捞一块五花肉洗洗，
切片码在汤锅里，我和弟坐在板凳上，
眼巴巴等着父亲递进碗的那块肉。

父亲少了素日的严谨，凌厉。嘱咐我
们痛快地吃，吃得浑身臭汗淋漓，贴近

肌肤的虱子也跟着热血沸腾，爬来爬去
找下口的地方。不过是简单的白菜片
儿，吃到嘴里却喷香，外面大雪飘飘，室
内炉火灼灼，这情景和白居易的诗词又
有什么不同？

迁徙城市后，就没遇到一场厚重的
大雪，也许是海洋气候，越来越暖冬，即
使有那么一场雪，也是转瞬即逝，来不
及在雪地撒个欢儿，就融化了。怀念村
庄酣畅的大雪成了我文学里的一块田
园，我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借着当
年的大雪写小说和散文，不会让那一场
场大雪走远。

偶尔等来一场雪，总要打通老家的
座机，询问母亲，故乡的雪大吗？母亲的
回答令我归心似箭，母亲说雪下得很
厚，都没膝盖了，她急急忙忙挂断电话
说去给麻雀撒一些谷物，别饿死这些小
生命。

雪是洁净，清白的，雪是用留白洁净
世界。“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
尘”，王冕的《白梅》不与桃花李花混在
一起，沦落在世俗的尘埃。质本洁来还
洁去，消融和带走世间的一切浮躁奢
华。

散文家雪小禅说“一个人的心里要
住着山水，住着广阔，住着天高地厚”。
穷也好，富也罢。这本是一场宿命，就像
雪的盛开与陨落，大雪无痕，悄悄地来，
又安静地离去。但是，雪化成最美的甘
露，喂养地下的种子，滋润各种植物，雪
很唯美的活在诗词歌赋的词典中，雪是
佛性的皈依。

行走半生，已是满心沧桑，只想安然
于世，不媚俗不
奢望，做雪一般
的女子，不带走
一片云彩，平静
的打理 走过生
命的光阴。

懂 得 给 自
己的人生留白。

大 雪 无 痕
张淑清

哥大她六岁。
她很小的时候，哥常在放学后带着她到处玩。春天带她去花草田

里和小伙伴们捉迷藏，夏天到了，哥会爬到高高的树上逮知了给她。
有时候，哥还会和一般大的孩子们顶着中午的大太阳偷偷去村后的
塘边游泳，只有这个时候，哥是不敢带她的。记得有一次，她悄悄地跟
着哥后面去了塘边，独自一人跑到水塘的一角试着往水里走，被哥发
现了，哥远远地冲过来狠狠地捶了一下她的小屁股。这是她记忆里哥
唯一一次打她。

上小学时，她的成绩一直很好，每次去村小开家长会，学校的老
师们都会竖着大拇指告诉她的父母，这个女娃是个读书的好料子。家
长会散了，回到家，她会吃到母亲笑吟吟地端上来的一个煎鸡蛋。这
个待遇，在镇上读初中的哥哥是几乎没有过的。

她四年级的那年夏天，父亲带着哥哥挑着一担稻子去镇上卖，走
着走着父亲突然倒下，等到母亲带着她赶到镇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
不行了。

父亲去世以后，哥就辍学了。
祸不单行，第二年母亲又被查出了胃癌。
一年以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镇上的初中，这年暑假，母亲

去世了。
报名那天，哥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带着她来到学校。帮她在寝室铺

好床，哥从身上摸出一叠钱说，这是六十块钱，该花的你别给我省。
哥还要赶着回水泥厂背水泥，一袋水泥从仓库搬到卡车上哥能

挣八分钱。她没心没肺地问哥，背水泥累么？哥笑笑答，哥笨，只会干
这个，你要好好读书。

她目送着哥走远，她知道，从此以后，远去的那个并不坚实的背
影就是她头顶上的一片天了。

哥会隔三差五地来学校看她，嘘寒问暖，有时还会带来一个用毛
巾裹好的瓷缸，瓷缸里装着还有点温热的煎鸡蛋。哥煎的鸡蛋要不太
咸要不太淡，但她吃得有滋有味。

那年高考后，当她把红彤彤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递给哥的时候，哥
先愣了一下，随即眼前一亮，哥拿着通知书一路小跑到父母的坟前。
那几天，她发现哥的胸脯挺得特别直。

哥依旧是用自行车驮着行李送她去镇上的汽车站。拍着她的肩，
哥望着她，说，我就不送你去省城了，你自己路上注意一点。

那个时候哥已成家。哥回来时嫂子怪他，不是说好送妹子一起去
学校的么？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哥说，妹长大了，该试着放手了。哥说这话时背对着嫂子，咬着牙。
大学毕业以后，她留在省城的一所中学教书，然后结婚生子。哥

也学着村里在外做生意的其他男人，带着嫂子孩子去了天津，在某个
城郊结合处开了家小洁具店。

那些年哥一直说天津那边生意还好做，比在水泥厂上班好多了。
这点她是相信的，她在省城买房子的时候，还是哥汇过来的四万块钱
帮她凑的首付。哥在电话里不止一次地说，从今以后，我妹在省城也
有家啦。哥说这话时很开心，好像在省城买房的是他自己。

这年腊月，她回娘家上坟。那段不通车子的山前小路上，她和十
岁的儿子还没有走多远早已是气喘吁吁。

哥在前面停了下来，笑。哥把厚重的背包挪到胸前，上前一把揽
住小外甥的腰，倏地一下就举在了自己的肩头。

哥疾步如飞，她似乎看到了三十多年前哥背着自己到处玩的情
景。

回到哥家，和嫂子聊天，她开玩笑，别看我哥都有头白发了，像个
小老头，还真有力气呢。

嫂子望了一眼满脸通红的哥，也像是开玩笑说，你哥那是每天晚
上锻炼练出来的。

嫂子说，他们在天津的店面虽小，卖的东西又不多，但房租却不
菲，加上小侄子在天津当地的一所高中读书，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为
了节省，店里这些年一直没请专人送货，有人来买马桶面盆之类的东
西，五六层的楼都是哥亲自肩扛背驮地给人送到家的。

现在网上卖洁具的多，实体店没啥生意。再不把服务做到家，我
们就真的无路可走了。嫂子边做饭边唠叨。

哥在一旁笑着，点了根烟，
说，又不累，日子比以前算是好过
多了。

她坐在灶旁的小板凳上，抬头
望着年过半百的哥，发呆了许久。

诗与画

詹大南，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1915

年生于安徽省金寨。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5军团
保卫局科员，第28军直属队特派员。参加
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至第四次反“围剿”
作战。1934年11月随红25军长征。到陕北
后，参加了劳山、直罗镇战役。1955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
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
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20年11月21日，詹
大南将军逝世，享年105岁。

水盆被岁月撕开了两道裂缝
似詹大南将军的脚下
军用皮鞋上数不清的的裂痕
和他沧桑的皱纹
他依然捧着这个旧水盆
只把流水接到裂缝处
毛巾仅浸湿了一半
便拿起它洗去面目的尘土
战士要为他换一个新水盆

他微笑着说：不用换，还可以用

20年前的老式浴缸
静静的躺在詹将军的家里
浴缸的缸沿较高
他的腿部在战争里受了伤
战士担心他不方便登上去
要为他换一个矮的浴缸
他微笑着说：做个木台阶即可
詹将军家的墙面破了
工人们过来大整修
他依旧微笑着：补补就好

金光闪闪的军功章
在他艰苦朴素的陋室
显得那么耀眼
却没有一件家具是新的
衣服上一个补丁接着一个补丁
他始终秉持一棵质朴小草的初心
遗忘自己是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朴素的詹大南将军
禹茜茜

大 雪
一幅黑白的装饰画
天地作底
谁沿着一行乡情的履印
走进画框

几十年的时光
竟还未将门前的雪人融化
院中那朵含苞的爱情
依然在雪中
红着脸颊

飘飘扬扬的思绪
覆盖了多少童年的梦想
屋檐下的冰凌
要在一声问候里
融成游子脸上的泪花

一棵柳守在季节的路口
它在盘根错节的记忆里

搜寻丰年的诗句
一只红鸟落在雪地
燃烧并提升
一个乡村冬日的主题

乡村暮雪
风从高处吹来
消遁了大雁的羽痕
一场下在黄昏的雪
收藏了一只小羊回家的路

屋檐下 雏鸟嗷嗷鸣叫
等待母爱的翅膀挂霜归来
被风打开的窗棂下
燃烧的落日点亮了谁眼角的一滴泪

一缕炊烟突破寒冷的围困
沉默的村庄将黑暗抱在怀中
那盏最早亮起的烛火
瞬间温暖了游子心中的乡愁

乡村暮雪(外一首)
方 华

诗诗 歌歌

配诗/刘秀娟 摄影/流冰

小小 说说

哥
吴老黑

喬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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