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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用于赞赏人的网络流行词语。通常
在此人作出令人惊叹、令人直呼“厉害”的
行为时会用到“牛”这个词语。

日前，愚在家乡参与地方志编纂工作，
在广泛搜集家乡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资料
时，无意间结识了本村的一位“牛人”，他
默默无闻从军30年，至今仍留在部队。他
是军中出类拔萃的技术尖兵，一位劳苦功
高的士官教员。

他叫牛明元，1979年12月出生于霍邱
县孟集镇农村，家中并不富裕，对部队有着
特殊的向往。他仅有初中文凭，却以其不畏
困难的坚毅意志和勤奋学习的态度，从一
个普通的新兵成长为装甲“兵王”的光辉典
范。现在已荣升为一级军士长军衔、高级修
理技师、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分队长兼修
理技师。
他1995年12月入伍，1997年8月入党，

1998年9月考入长春装甲兵技术学院，第
二年被评为“优秀学员”。在部队期间先后
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三军联合演习、高技术
巡修、抗击冰雪灾害等重要任务。

牛明元，不仅姓牛、脾气牛、技术牛，搞
发明创造也特别牛。他的故事感动了无数
人，他深知个人力量的有限，因此将重心放

在培训新兵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整个
部队都变得更强大。他是陆军驻宁某综合训
练基地士官教员，曾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4项，编写教材3本，在学术期刊杂志上
发表论文10余篇。先后被基地评为“感动基
地人物”，被原南京军区装备部评为“优秀士
兵标兵”，被东部战区陆军评为“练兵备战先
进个人”，被评为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
奖”，被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优秀人才
奖一等奖”。他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
炬手，是战区陆军后装科技专家库专家，其
先进事迹分别被中央电视台《军旅人生》、

《军旅文化大视野》等栏目专题报道，多次被
各级表彰，荣立三等功一次。

牛明元的名字，在战友们心目中是个
响当当的名字，拓荒牛的牛，发明家的明，
武状元的元。教学科研比武，全军优秀士官
一等奖获得者，从门外汉到技术牛人。他从
事装甲修理专业30年来，成长为“发明专
家”、一级军士长，成长为“桃李”遍全军的

“铁甲神医”，靠的正是像雷锋一样的“钉
子”精神，扎实苦干的工作态度而炼成的。
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通过

日积月累的坚持和努力，才能逐步实现自
己的梦想。牛明元何尝不是呢？他刚接触装
甲修理时，缺教材、少设备，很多方面都是
从零开始，探索创新必不可少。为了提升修
理技术，解决装备难题，他硬着头皮啃下了

“机械原理”。那段时间，牛明元凭着一股
“倔”劲，白天拆卸零件，晚上查阅资料，自
习室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半夜，甚至是通宵
达旦。有时为了一个部件研究一晚上也琢
磨不明白，气得他直想摔包袱，然而气消了
还得坐下来慢慢琢磨。牛明元有个好习惯，
笔记本从不离身，有什么问题和收获第一
时间就用笔头记下来。

就这样一点一滴，边修边学，牛明元不
仅成了装甲修理的行家里手，还自学考取
了本科文凭。他先后研发了三种型号检测
仪，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大大方便了装甲

维修检测，成为装甲维修领域实实在在的
“拓荒牛”，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型人才，
教出来的学生遍布全军。

对于这样一位为国家、为部队奉献了30
年青春的老兵，任何人都理应对他抱有崇高
的敬意，当然也包括他的上级指挥官们。为
此，《军旅人生》栏目特以“牛明元：牛脾气的
牛教员”做过专题节目；他入伍以来，苦练坦
克维修方法，自主研制了火控系统性能综合
检测仪、自动装弹机记忆装置检测盒等设
备，极大地提高了维修效率，为部队提高了
战斗力。他三十年如一日，恒心如铁未曾改，
被所在部队的士官们亲切地称为“兵王”。

“兵王”指的是一级军士长，也被称为七
级士兵，是士兵的最高级别。一级军士长是
将士心目中真正的王者，他们要么是战功赫
赫的英雄，要么是部队某个领域的牛人、大
神或专家级人物。他们的肩章是“三宽一窄
四条折杠”，这代表着他们在军队中的崇高
地位和荣誉。此外，作为“兵王”的一级军士
长在部队也享受着正团或以上的待遇。
人们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我

们家乡的牛明元在部队一干就是三十年，
且坚持不下火线，真可谓是众人心目中的

“牛人”，将士心目中的“兵王”。

离年越近，越是想念故乡的手工挂面。
过去，在我的故乡——— 皖西大别山区，山高林密，适

合麦种的土地少。手工挂面成了只有在过年才能吃得到
的美味。
记得小时候过年，母亲总是在新年第一缕阳光到来

之前，将我们姐仨唤起，端上热气腾腾的挂面，面条里总
会有几粒汤圆或几块糍粑。爷爷端坐上席，爸爸妈妈坐
下首，姑姑和姐姐坐对面，我和弟弟坐下排。这时爷爷总
会问：“你们几个说说，吃的是啥？”“银丝缠玉兔”(糊田
埂)—在广种薄收的山区，田埂糊结实了，水量充足，寓意
来年大丰收，一家人就不会饿肚子。这时爷爷的脸像盛
开的菊花，混浊的眼睛也光亮了许多。此时他的话也会
尽可能温柔：“宝，多吃点！”

大了点的我，有年故意淘气，当爷爷问吃啥的时候，
我把从别处听到的，盯着父亲一字一顿地回答：“穷筋缠
光蛋。”结果那年正月初一，我的头上平添了几个包包。
姐和弟也因此幸灾乐祸了好长一段时光。

挂面好吃，制作起来可不容易。扯挂面可是个技术
活。那时爷爷似乎不太信任父亲，必须要自己亲自动手。
把挂面厢、醒面盆、挂面架、挂面筷子、挂面案板，清洗了好几遍。确认一尘
不染后，爷爷先去邻家听了天气预报，再在晚饭后坐在自家门前思忖。当
看到一弯月亮在群山顶上朗挂，又或看到星星缀满天幕，便放下烟斗，脱
去棉袄，洗净手，挽起袖，把几十斤上等面粉、适量盐和山泉水混合一起，
开始和面。扯挂面最讲究三样：盐、水、和面的程度。盐多了，面醒得慢，扯
不动；盐少了，面醒得快，存不了架。水也是。也只有像爷爷这样的老师傅，
才能做到分毫不差，恰到好处。

接下来和面。爷爷和面的场景堪比大片，一直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弓箭步，青筋暴露的手臂，突显着力量。捻，揉，搓，打，捶，一个小时后，爷爷
将面和成一大团韧性十足的面坨，面上微微起泡。这时的爷爷，在昏黄油灯
下，浑身冒着热气，嘴角挂着笑意。一双被岁月侵蚀的眼睛，也散发着青春少
年的生气，笑咪咪地审视着自己的作品。母亲适时端来一杯热茶，父亲会递
上烟斗。一番吞云吐雾后，面醒好了。爷爷用瓷盘沿口，将面划成条状。搓成
均匀的原条，抹上香油，沿着面盆盘下。后面，爷爷可得休息好几个小时。
当公鸡引吭高歌，东方尽显鱼肚白时，爷爷已将面盆的面搓成拇指

粗细，将原条间隔均匀地缠在两根挂面筷子上，一排排放进挂面厢里。上
面盖上被子，旁边生着炭火，边上坐着疲惫的爷爷。
给挂面上架是轻松愉悦的。太阳如期而至，轻柔的风传递冬阳的温

度。一根挂面筷子上缠着原条，插在挂面架子上，另一头在重力作用下自
然低垂着。这时用手轻握低垂的那根筷子，先轻轻下压，然后一张一弛地
扯着，姿态优雅且舒展。全家人都欢乐而兴奋，家里的大黄狗也会围着面
架嗅来嗅去，整个世界都洋溢着面的芬芳。
等太阳挂在西屋角的时候，满架的挂面如银丝的垂帘，映衬在老屋的

黄土墙上，爷爷依然吸着他的烟斗，笑咪咪地看着我们姐仨疯……此刻的
乡村如爷爷般慈祥，宁静。
如今，我离开乡村很多

年了，故乡变成了一个符
号。每次吃到手工挂面，总
会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人
和事。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
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
这是一首让姥姥们带火的歌曲，瞧，音乐开始
了，姥姥又成了这条街最亮的“仔”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我一边欣赏着

小老太太的舞姿，一边仔细游览这片熟悉
的土地时，不禁感叹家乡的变化之大，仿佛
一夜之间，从一个闭塞的小镇蜕变成一个
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小城。我试图用笔触记
录下这些变化，却发现文字的力量在家乡
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前显得如此微弱。

看我姥姥的腰肢扭转多灵活啊！记得
小时候，家乡的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平房，坑
洼不平的土路，每到雨季，泥泞不堪。那时
的我们，放学了，就能等到姥姥来背着我们
过水坑，小老太太生怕弄脏、弄湿了我们的
鞋啊裤啊的，还记得姥姥弯下腰时总会叹
息一声，放下我和妹妹起身时，更是哎呦一
声。这可不是我眼前这个正灵活地扭腰的
姥姥啊！那时我们总是盼望着能有一条平
坦的水泥路，下雨天也不用担心泥水溅满
裤腿，姥姥的腰也不会疼得那么频繁。如

今，当我再次目视街道时，映入眼帘的是一
条宽阔的柏油马路，两旁是整齐划一的高
楼建筑：商店、超市、餐馆琳琅满目。霓虹
灯闪烁下，夜晚的家乡像披上了一层华丽
的外衣。
随着音乐的更换，我的姥姥姥爷开始

了双人友谊舞，那前进有力的脚步，无时无
刻不在告诉我，现在姥姥的身体健康早就
超越从前了。记得小时姥姥带着我和妹妹
去田野里玩耍，姥姥的脚步总是显得很虚
浮，怎么也跟不上我和妹妹。那时的我，总
梦想着能有一座公园，离家不远。那里有绿
草如茵，有五彩斑斓的花朵，有清澈见底的
小河。这样我和妹妹还有姥姥都能够像电
视里那样每天锻炼锻炼身体。现在，家乡的
公园已经成为现实，未名湖畔湿地公园里
不仅有我梦寐以求的绿草和鲜花，还有供

人们休闲娱乐的广场、健身器材，甚至还有
儿童乐园，每一次我和妹妹都能在这里玩
得乐不思蜀呢。

正想着出神呢，德德玛的一曲“我的草
原我的家”又把我拉回姥姥身上，原来扭扭
腰肢、伸伸腿已经不算是姥姥的拿手好活
了，现在居然还跳起这么大幅度的藏族舞，
我的姥姥呀我的女神！瞧，这藏族汉子的大
摆胯，还有那大甩胳膊，我正担心姥姥别闪
了腰和腿呢，结果小老太太跳兴奋极了，到
处都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是呀，绿油油的
草原，多好的景色，多好的环境啊！听之心
旷神怡，观之精神愉悦。而我的家乡环境这
几年也不逊色呢！过去，工厂的烟囱冒着黑
烟，河流被污染，天空常常灰蒙蒙的。现
在，政府大力推行环保政策，污染企业被整
治或搬迁，河流得到治理，天空变得更加湛

蓝，空气也变得清新。人们开始注重绿化，
公园、街道两旁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家乡
变得更加宜居。

“胖小子呢？”呀！我的姥姥喊我了，原
来是姥姥的手机卡顿了，她老人家又相中
了添添闺蜜机，喊我给她参考呢。这我必须
支持呀。从我姥姥身上，我发现家乡的变化
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人们的生活方式
和思想观念也在悄然改变。无论是我的校
园环境，还是姥姥的业余生活，都在往更好
的方向发展着。今天我的姥姥60多岁称霸
广场舞，未来我的姥姥80岁依然是广场舞
中的一支花呢。

展望未来，我对家乡的发展充满信心
和期待。我相信，在全体家乡人民的共同努
力下，家乡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它将成
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环境优美、人
民幸福的现代化城市。而我，也将继续为家
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这份对
家乡的深情厚谊化作前行的动力，与家乡
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叶集一小 盛彬彬)

家乡的牛“兵王”
史云喜

故
乡
的
手
工
挂
面

孙

军

姥 姥 的 腰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
仅让我们看到一个自由生长的童年世
界，也让我们反思当今教育中自由与规
矩的平衡问题。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之
间，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极富启发性的教
育对话：自由与规矩，如何才能在教育
中共生共融？

童年天地，百草园之自由梦

重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我仿佛看到一个充满灵气的童
年世界：不必说百草园里碧绿的菜畦、
光滑的石井栏，也不必说高大的皂荚树
和紫红的桑葚，更妙的是那个捉蝉扑蝶
的少年，那个用何首乌叶编织梦想的孩
子……
曾经的百草园不仅是一片乐土，更

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泥土的芬芳，植
物的生长，昆虫的鸣叫，一切都是那么
鲜活，充满吸引力。孩子们无需任何指
导，也能通过玩耍获得知识，通过观察
与探索建立对世界最初的认知。这种自
然中的学习，正是对儿童天性的尊重。
而今的孩子呢？他们的“百草园”似

乎越来越少。钢筋水泥取代了泥土芳香，
电子屏幕遮蔽了星辰月光，连最简单的
自然乐趣都渐渐远离了他们的童年。无
论是学业的重负，还是无休止的竞争，似
乎都让孩子的自由显得“多余”。

我们常常叹息，孩子们缺乏想象
力，缺乏创造力，缺乏专注力，却很少反

思：这是否因为我们剥夺了他们本该拥
有的自由与快乐？

规矩方圆，三味书屋之教育路

从百草园转入三味书屋，是鲁迅童
年生活的一大转折。私塾先生寿镜吾严
肃持正，讲究规矩，但也偶尔带着一丝
温情。课堂上的死记硬背，课后的“刻
早”游戏，三味书屋里的生活充满了矛
盾的味道：既压抑，又不失些许童趣。鲁
迅并没有全盘否定三味书屋的教育方
式。从这些描写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对
传统教育有着复杂的情感：既感念于它
的存在，又遗憾于它的僵化。

今天的教育在强调纪律和规范时，
常常不知不觉地忘记“自由”与“兴趣”。
许多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竟要学习英文
字母、数学加减，甚至还要在课余时间
繁忙地上各种补习班。小学一开学，孩
子们便被厚厚的作业压弯了腰。
有人说，这是“竞争需要”，有人说，

这叫“赢在起跑线上”，但从这样的起跑

线真的能很好地跑向未来吗？教育不能
一味“教”，更需要“育”。规矩和方法可
以束缚住孩子的行为，但永远不要束缚
他们的心灵。

善于引航，规矩自由之均衡点

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在我看来，代表
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既是鲜明的对
比，又是内在的和谐统一。鲁迅童年所经
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形成了一种
巧妙的对比，百草园为孩子们孕育了丰
富的想象力与探索的热情，而三味书屋
则为其构筑了坚实的知识根基与严谨的
学习态度。这两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现今的教育体系似乎愈发倾向于强
调“规则与纪律”的重要性。找到平衡点
通常涉及到在不同目标、需求或资源之
间做出明智的决策。
当今的孩子，从一出生起，几乎就

被父母和老师规划好了人生的“路径”。
从早教班、兴趣班，到小学、初中、高中，
他们的人生轨迹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很

多家长甚至会把孩子的兴趣爱好都设
计得严丝合缝，钢琴、绘画、编程……无
论孩子是否感兴趣，先学了再说。而孩
子的日常生活更是被作业、考试、竞赛
挤得满满当当，留给他们自由探索的时
间却少之又少……

鲁迅思想，自由教育与维持秩序

我觉得我的语文课堂也应成为孩
子们的“百草园”。我努力坚持激发孩子
们对文字的兴趣，在学习中总是通过生
动的故事引入文章背景。课堂不应是知
识的“牢笼”，而是孩子们想象力的发源
地；课堂也有三味书屋的秩序。
规矩并非坏事，关键在于它是否适

合服务于孩子。作为老师，我始终铭记，
教育的历程应是园丁之道，并非工人之
道。不能将孩子们塑造成千篇一律的模
具产物，而如园丁洞悉并尊重每个孩子
的独特性，精心为之配置恰到好处的日
光与滋养。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教育是根植
于爱的。”爱并非掌控，而是理解；爱不
在于居高临下地设计蓝图，而是在于俯
身聆听，响应孩子心灵的低语。教育工
作者，应是百草园的保护者与三味书屋
的引航人，让孩童于规矩间展现本性，
在宽松环境中逐梦前行。

小记者优秀书画作品选登

小记者 王雅馨/绘

小记者 刘梦一/绘

小记者 涂芯语/绘 指导老师 陈显秀

小记者 王姝霖/书 指导老师 牛洁

小记者 徐清枫/书

小记者 李安妮/书

做“百草园”的梦
走“三味书屋”的路

六安市紫荆小学 马艳

上到《大卫科波菲尔》课文时
候，面对高二的学生，我与孩子们交
流探讨“米考伯主义”对我们面对人
生困境的启发，讨论很激烈，绝大多
数孩子谈到了乐观和善良。可我还
想跟孩子们说说每个人都逃脱不了
的情感困境和思想困境。
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

的童年一生都无法治愈。当说到“我从
来不曾见过这对双胞胎同时离开过米
考伯太太”时，大家不由想到从小就被
遗弃的大卫或自己；当说到米考伯太
太因为先生的困难已经到了最危急的
关头那双通红的眼睛时，有的谈到恋
爱脑母亲克拉拉引狼入室，最后家产
被霸占抑郁而死的悲哀，有的谈起“贫
贱夫妻百事哀”，还有的从理性的高度
分析当下的结婚率和离婚率……
在情感困境突围这个问题上，我

分明看到有几个孩子始终没有抬头，
还有几个孩子眼中明显有泪光。在情
感的世界里我们何尝不是需要成长的
孩子？不管是浪漫的恋爱，还是一团乱
麻的婚姻，爱和责任是我们必须要留
给孩子的。反观当下教育面临的问题，
根源到底是学校和老师，还是家庭？面
对留守或离异家庭的问题孩子，我总
是心疼而无奈。我只能告诉孩子们，如
果你的童年是不幸的，那请你相信身

边一定会有如父如母亦如友的米考伯夫妇带你走出孤独。如
果你的童年是幸福的，请记住幸福中的自己，在未来的人生
里担负起责任，让爱延续！
小童工大卫似乎应该融入到比货行里，与粉白土豆做

朋友，与沿街的失学儿童、孤儿交谈。这一切看起来更符合大
卫当时的境况，可在现实与理想里挣扎的大卫又不可以。应
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仿佛存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世界
里。一个10岁的小孤儿没有忘记他的志向：要成为一个有学
问有名望的人。这让我想到一句民间俗语：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才有了下一章的决计出逃，小大卫不
甘于沉沦，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了种种困难，最后成为
一名作家。我想在思想的困境里，我们要做的就是初心不改。
即使深陷沟渠，也要仰望星空。需要成长的小大卫和来

不及成长就离世的克拉拉，还有米考伯夫妇，乃至整个社会，
让这部小说有了超越民族、超越时代的意义。这就是经典的
价值魅力。
或许今天我的学生读懂的只是“没有远虑，幻想走运的

乐天派”，但若干年以后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共读经典时，关于
成长的触动会更深吧。阅读与体验一直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我对语文学习的理解很简单：读懂他人+反思自我。

有一天，啄木鸟、青
蛙、乌龟、鸭子和小公鸡
一起去河边钓鱼，可是它
们刚来一会儿，天空就乌
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
了倾盆大雨。
啄木鸟见它们淋了

雨赶快飞回家拿了一把
伞，究竟给谁好呢？啄木
鸟有些犯难。啄木鸟先把
伞给了青蛙，青蛙说：“谢
谢啄木鸟，不过我喜欢雨
水，正好可以洗个澡，你
还是给需要的人吧。”啄
木鸟又把伞给了乌龟，乌
龟说：“谢谢啄木鸟，我把
头和脚缩进壳里，我就
淋不到雨了。你还是给
需要的人吧。”啄木鸟又
给了鸭子，鸭子说：“我
的羽毛很光滑，雨珠淋
到我就滑下去了，我不
怕淋雨。你还是给需要
的人吧。”最后。啄木鸟
又把伞给了小公鸡，小
公鸡说：“谢谢啄木鸟，
要不是你的伞，我就要
变成‘落汤鸡’了。”啄木
鸟说：“不用客气，能够
帮到你我也很快乐！”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大草原，你一定会被眼
前的美景吸引住。

站在大草原上远眺，在那遥远的山顶上，身
披着千百年不化的积雪。山很高，高到似乎天空

的白云在山顶穿梭。如果你站在山顶，一伸手，就
可以摸到天上的云朵。不远处的鸟儿，也正指引
着你往更美的地方望去。

山涧里有缓缓流下的雪水，是这么纯净、这
么透明。千万年来，水源顺流而下，滋养着茫茫的
大草原与人类。

成群结队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吃着草，一匹匹
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而我，坐在毛绒地毯似的绿草地
上，看着风景，是多么快乐啊！ 指导教师 崔时俊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想飞去驰名
中外的黄山，去看那天下第一奇山的奇
松、怪石；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想飞
去遥远的壶口瀑布，去看那“千里黄河
一壶收”的壮观；如果我有一双翅膀，
我想飞去美丽的宝岛台湾，去看那温柔
宁静的日月潭；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

要飞去祖国各地，如同一只雄鹰翱翔在
湛蓝的天空！

我要把我看见的祖国大好河山用手
中的画笔绘在一张张纸上，用绘画告诉
我身边的每一位同学，让他们和我一样
为祖国的美丽、强大而自豪。

指导教师 崔时俊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
小记者 何昕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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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
送给谁
小记者 李沐洋

美丽的草原
小记者 李昕果

生活中的趣事，就像夜空中闪
烁的繁星一样让人念念不忘。
在我的生活中就发生过不少趣

事呢，当然，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
那件事。

我是一个爱美的小女生。有一
天早晨起床时，我发现妈妈的化妆
包放在梳妆台上。妈妈每天都要用
化妆品，今天肯定是忘记带了。想
起曾无意间听妈妈说过，化了妆就
可以变漂亮，我想：我用了之后肯
定也会变得很漂亮！于是，我拿起
妈妈的化妆品在脸上胡乱一涂，特
别是妈妈的口红，是我最喜欢的，
得多擦几遍。化了妆之后，我对着
镜子欣赏自己的“佳作”，特别是那
醒目的“香肠嘴”，我感觉自己真好

看呀。
我兴奋地跑去给奶奶看：“奶

奶，奶奶！您看我美吗？”奶奶哭笑
不得地问道：“宝贝，你的小脸上涂
的都是什么呀？”我说：“奶奶，我用
妈妈的化妆品给自己化了妆，您不
觉得我这样子很美吗？”奶奶听后哈
哈大笑，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道：

“傻孩子，你现在还是个小孩子，不
需要用化妆品，你现在不需要费尽
心思让自己变漂亮，只要好好学习，
做好你自己，你就是最可爱的小女
生！”于是，我又照了照镜子，也被自
己滑稽的模样逗得开怀大笑。

生活中会发生很多小趣事，至
今我想起那件事还是会忍不住大声
欢笑，感觉自己又天真又可爱。

生 活 趣 事
小记者 雷沐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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