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晓曦

一

《中庸》有言：“人莫不能饮
食也，鲜能知味也。”意思是说，
道的难以说清，同饮食的滋味一
样。说白了就是，只要是人，只
要长一张嘴就会吃喝。但是，并
不是能吃喝的人就能品出饮食的
味道。

什么东西最好吃？这是个恐
怕连皇帝都不好回答。据说，隋
文帝为此特别写了一个告示，向
广大臣民征求答案。有一个叫詹
鼠的厨师，把榜揭了。皇帝问
他，你知道什么最好吃么？詹鼠
只答了一个字：饿。他带着皇帝
东边胡同进去西边小巷子出来，
满大街地转悠，把皇帝渴得嗓子
冒火，饿得肚子抽筋儿。最后给
皇帝一张葱油烙饼吃，皇帝吃得
龙颜大悦，回来就封了个“詹王”。

老话说：“宁给饿汉一斗，不
给饱汉一口。”便是这个道理。还
有一个故事说：朱元璋做皇帝前
在大街上要饭，有一次连续几天
没吃到饭，有个老大娘给了他一
碗野菜粥，朱元璋狼吞虎咽地吃
了，认为是世上最好的美味。后
来他当了皇帝，吃腻了山珍海
味，想起当年要饭时候的野菜
粥，让人找来老大娘再做一碗。
老人说要吃到当年的粥，必须饿
上三天。为了吃到美味，皇帝饿
了三天，迫不及待地来喝世上最
美味的粥，他连吃三碗，大呼好
吃，问老人有何秘方，传给御
厨。老人说这只是一碗普通的野
菜粥，今天好吃是因为你像当年
一样饿了，才觉得好吃。”

的确，“饿”是最好吃的。再
好吃的东西，不饿吃了不知其
味，喝了不觉其甘，吃了也白
吃，等同于白吃。那么要怎样才
能做出来“饿”时候的食物，那
个是火候的问题。

二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的牙齿
已经全军覆没，窝窝头要用稀饭
或者开水泡了吃，吃个杂面条还
要用上红薯叶子凑分量，往往是
仨鸡子俩豆儿不够一人一份。

爷爷坐在院子里的树下，一
抬头，就看到了靠墙角的那棵大
榆树。他要吃蒸榆钱，他要吃榆
树叶煮杂面条。

夏天，大榆树暗灰色的皮裂
着大大小小的竖口子，口子里长
满了橘黄色的树虱子，一团团一
坨坨蠕动着，弄到人身上、手
上、脚上，像小孩子拉的屎一样
腥黄。忍着恶心爬到树上，挑选
嫩绿一些的叶子捋下来，放进面
条锅里煮了，看爷爷吃得香甜，
我忍不住挑了一大筷头放进嘴
里，粘粘的、绵绵的，吃到嘴里
感觉有粘条子糊嘴，说不出的难
受。我想，爷爷也不是好这一
口，能把杂面条省下来一些给孩
子们，对于掉光了牙齿的爷爷来
说，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再好不过
榆树叶了吧。但是，爷爷却说榆
树叶好吃，坐在院子里一抬头看
到榆树叶子就想吃。

他吃的是“饿”的味道，是
一种直觉，是一些触动。所以，
味美甘甜。他吃的时候，绝对不
会想起来榆树能做成家具，坐在
榆木家具上谈天说地吃饭是一种
文化、一种品味、一种格调。如
果想到，吃的时候再佐以优美的
音乐便是一种超现代的高级享受。

三

以往农村的食材是不加以修
饰的，马齿苋、荠荠菜、鸡冠
菜、甜菜芽子、车轱辘棵、扫帚
苗、灰灰菜等只要是能吃的，从
庄稼地里，沟渠边采回来直接煮
了、蒸了、凉拌了就吃了，赖以
充饥。

没有人认为那些菜不好吃，
也没有人刻意夸奖哪些菜特别好
吃，人们对于吃到嘴里的东西的
评价就只是“扛饥不扛饥”。吃了
能让人有力气干活做事的即使难
吃，在心中也是好吃的。吃的是
一种对日子的感动和对困难的抗
击打能力。所以，原本世界上没
有最好吃的一道菜。所谓好吃，
没有最确定的定义，各人凭感
觉，就像我给幸福下的定义，在
我这里是满意而别人恰恰就会感
觉是一种煎熬一样。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吃的理解

便有了极大的差异，农村人不再
吃那些沟渠边的荠荠菜、马齿
苋、车前草、灰灰菜，只把它们
当作养猪喂牲口的草料。城市人
通过大量科学知识的普及，懂得
了马齿菜中含大量去甲基肾上腺
素和多量钾盐，以及苹果酸、柠
檬酸、谷氨酸、天冬氨酸、丙氨酸
和蔗糖、葡萄糖、果糖等宝贝成
分。知道了车前草具有利尿、镇
咳、驱痰、止泻、明目等功效，明
白了许多野菜不仅能食用，还可以
养生，用来做清茶招待客人。

于是随着食客口味的翻新，
城市里的餐馆不但把这些农村人
视为“养猪喂牲口的草料”的野
菜摆上了餐桌，而且堂而皇之地
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名贵菜
肴。如凉抖马齿苋，开水浴不要
焯，要加底料——在热水里加一
点盐、料酒与植物油，让菜在水
中入味。并且，在热水中浴时，
掌握好水的温度，不要出那么多
植物黏液，迅速投入冷水中。热
冷相激后，吃起来口感脆，并且
最大程度保持菜的水份与营养，
爽口。热炒的时候，要先蒸马齿
苋，一把大火将笼轰起来，达到
大约 120 度。马齿苋均匀铺面挂
糊。上笼大火蒸8~12分钟，并且
中间要放一次气，爆炒的时候还
要加大蒜去毒素……这愣是把农
村的寻常菜做成了一道艺术品。

四

虽然说只要兜里有钱，你可
以尽可能脚长走天下，嘴大吃四
方，尝尽天下美食。但是，生活
并不是有了美食就如同荷花池里
开出了清高的莲花，翠柳上有了
鸣叫的黄鹂，有一种美妙的相依
相伴不可缺少，那便是拥抱有品
质的生活，兼顾到品质生活的缺
失和饥饿。

有品质的生活也并不是熬上
一锅大骨头汤，放几片莲藕，配
上白菜和青菜的翡翠白玉猪骨
汤。这些原本就是地地道道的乡村
姑娘，被莲藕的嫩白青菜的滴翠和
猪骨头汤的香浓披上了一层锦衣，
转眼就变成了国色天香的美女，但
总归是多了些世俗的俗气。

说来也怪，在外面折腾着勇
往直前百折不挠的舌尖，依托着

呼啸着往上蹿升的生活水平，吃
的花样不断翻新，再冲着记忆里
那些好吃的馆子而去，收获往往
不尽人意。那些引以为惊艳的菜
食，比如酸菜鱼里面放面条，冬
瓜里面加虾米。不管是“金汤素
燕”，也不管是“猫耳小江蟹”，
无论怎样的流光溢彩，说到底，
它们除了技术和食材，就是味道
和加工技术的叠加，它们需要一
种除了吃之外的意境的烘托。

想起今年三月份去上海办
事，眼看着一家荠荠菜馄饨馆吃
饭的人排到门店外面，就想知道
什么样的口味才让一家小门店门
庭若市，食客愿意排长队等候。
排上队等了半个小时，15 元一碗
10 个大馄钝端上来，个个浑圆，
白白胖胖大过饺子。咬一口，里
面的荠荠菜肉馅儿居然裹着爽口
的汤水，咂咂嘴清新干净的味
道，极大限度地挑起了味蕾的好
感。我却决定以后不再来，小小
的馄钝馆子，拥挤得没有了三月
的初暖乍寒，脱了外衣汗水依然
滴滴答答往下冲。出得店门，小
风一吹，鼻塞头疼的，差点误事。

是的，有些个时候，各式大
餐的诱惑都会暂时被屏蔽，那些
蛰伏在记忆深处的味觉密码指挥
着舌尖，寻寻觅觅扒拉着隐秘在
犄角旮旯里的往日味道和感觉，
它用小爪子轻轻挠你的记忆挠你
的胃。于是，兜兜转转，人们不
仅要吃传统的饭菜，还要吃回记
忆中的味道，吃的时候还不能像
吃清汤挂面那样随意，要既有贵
族的风姿还有田园的小情趣。

周作人有一句话说：我们于
日用必需的东西之外，还要有一
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
得有意思。我想，放在今天看这
句话，美食就是日用必需的东西
之外的一点享乐吧。然而，要把
寻常之物烹调成一道可心的美
食，绝非易事。

于是新一轮的创新如约而
至，要有怀旧感的店铺，有轻松
愉悦的音乐，要有新时代的美食
盛宴，要有记忆深处的小吃小
调，更不可缺少小桥流水人家那
样的优雅，还要有小时候的况
味。再于是，类似的读书生活
馆、休闲馆、生态园，养生会所
等吃喝娱乐读书学习五脏俱全的

各类馆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五

美食终究是美食，美食是美
的。做的人需要用心去制作，吃
的人才能吃得随心、随性、随
缘。这样，寻常之物才算得上是
美食，这样，才可以让美食的美
味入口、入胃、更入心。

既然美食需要寻常之物烹
调，那么美食应该回归原生态，
最好的是做法简单又能吃出美
味，同时易于保留食物的原始本
性，还要大气不失体面，即使达
不到王世襄一捆葱做了一个菜并
且技压群芳的水平，那么至少可
以学习他采用最简单的食材在平
淡中显现厨师本色的方法。而不
仅仅是追求食材的贵重精细和做
出来的那些中看不中吃的新贵花
样。毕竟不差钱的铺张消费并不
是公民共有的消费理念，易牙的
婴儿羹也羞于让吃货们作为味蕾
猎奇的风向标。

即使是把一盘粉丝做成“蚂
蚁上树”，把一枚鸡蛋做成“一行
白鹭上青天”，又能怎样？百姓买
账的还是品它味道的时候，是它
是否契合了自己的心意，是否契
合了吃饭时候的意境。这些取决
于人们对吃的理解，吃的时候，
肚子是饥饿的，能吃就好，吃的
时候感官是饥饿的，需要有点音
乐做调料，吃的时候追求的是品
味、是记忆，就需要到生活馆和
原生态植物园，总之，吃的境界
决定于人们什么地方是饥饿的。

就像王世襄的葱，他追求的
是大拙至美的境界，返璞归真的
从容和单纯，那就姑且在原生态
植物园吃吧。花草树木，小桥流
水，吃一个神清气爽情趣横生。
就像易牙，他追求的是功利和回
报，那就直接豪华大酒店，最好
卡拉OK健身房一应俱全。

所以，追踪着食客们不同的
“饥饿感”应声而起的餐厅和大师
们要想牵制了食客们的味蕾导
向，做到相互吸引，就要透彻的
掌握食客们的品味饥饿程度和口
味极限，把对彼此的好慢慢渗透
对方并做到相看两不厌。

毕竟，“饿”才是世界上最美
的食物，世人谁解其中味？

饿中味

春

远处的袅袅余音
是笛声和着河泥清香
携来了千树琼花的笑靥
燕子在呢喃细语
柳梢已顾盼生辉
黄发垂髫嬉笑间
不经意咏唱出
今昔的变迁 未来的期许
人来熙往 千年沧桑
虽说无声 却倾注着无尽遐想

和那隔世常念的回眸

夏

粼粼波光 映着晚霞
肆意绘就天马行空的水彩
一只轻舟 不知趣地跃然纸上
划开了 尘封已久的历史
铮铮号角 豪情万丈
金戈铁马 捷报频传
莫须有 撼河山易 撼岳家军难
终成绝唱
彼岸寺旁，佳人舞剑

风情种种，气动四方
斑驳的青石古柏 浮动的香水海印
镌刻着 亘久的守候
时光荏苒 白鹭掠影
沙洲日暮间 只待霓虹夜雨初上
青春舞动之盛宴又将开场

秋

贾湖酝酿的美酒
鼓舞激荡着岸边雄壮的号子
潋滟波光映着满天余晖
浸染着整个秋天的色彩

金色的如盖梧桐 终迎凤之来仪
快乐的蚂蚁
也早在落叶上
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
银杏雅致的羽扇
在云淡风轻中 轻轻一挥
带动了空竹 升起了风筝
渐行渐远 于水天处炫彩
渔舟孤影中 虫鸣雁南飞
满船的沙澧秋色
载着日间丰收的喜悦
步向静谧的月夜
安然入睡

冬

黑白世界里 雪花像是精灵
在明澈如墨的沙澧水间
舞动着轻快的留白
温暖绽放了岸边傲雪的寒梅
暗香静默中遥想许氏先哲
历春秋 经寒暑 漫涉文字长河
待如今 城市精神已筑 上下同心
倏忽间 破水惊涛 龙腾九霄
梦想直指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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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艳
《傅 雷 家 书》 记 载 了

1954 年至 1966 年间傅雷夫妇
和儿子们的 173 信。五十年
前，傅雷带着他的傲气和自
尊离世，傅雷夫人朱梅馥女
士，不忍独活，伴他而去。

读着这样厚的一本书，
沉重的不仅是手里的书。

傅雷是一个多产的翻译
家 ， 让 国 人 熟 知 了 巴 尔 扎
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
大作家。有人说，没有他，
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
翻 译 罗 曼 · 罗 兰 的 《 约
翰·克利斯朵夫》 影响了几
代中国人。

傅雷是著名的作家、评
论家，著有很多小说，作为
评论第一人发表了 《论张爱
玲小说》，这篇评论对张爱玲
有褒有抑，间接让张爱玲停
写了正在连载的小说 《连环
套》，两人因此结下龃龉。

同时，傅雷是个严苛又
多情的父亲，因为对于儿子
傅聪过于严苛，以至于让他
在书信中引用巴尔扎克的话
说：有些罪过只能补偿，不
能洗刷。但是他和夫人共同
培养了两个出色的儿子，傅
聪和傅敏。

傅 雷 先 生 的 大 儿 子 傅
聪，1934年生于上海，8岁半
开始学习钢琴，9岁师从意大
利钢琴家梅百器。1954 年赴
波 兰 留 学 。 1955 年 3 月 获

“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第 三 名 和 “ 玛 祖 卡 ” 最 优
奖。1959 年起为了艺术背井
离乡，轰动一时，此后浪迹
五大洲，只身驰骋于国际音
乐舞台，获得“钢琴诗人”
之美名。

傅 雷 先 生 的 二 儿 子 傅
敏，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
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
始终没有泯灭的正直和善良
感人至深，因为编纂 《傅雷
家书》而被人们熟知。

傅 雷 对 儿 子 们 要 求 的
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
家。”在通信中，傅雷和儿子
们谈学习的要领、谈做人识
人的艺术，谈古今中外的历
史风土人情，谈音乐创作与
学 习 ， 培 养 儿 子 的 爱 国 情
操，几乎包含人生的各个方
面。在家信中，他不是翻译
家也不是作家，而是对儿子
敞 开 心 扉 、 悉 心 教 导 的 父
亲。我们的父亲和他一样，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不时地给
予指导，有时候我们却嫌他
们唠叨。傅雷也生怕儿子、
儿媳厌烦了这种唠叨，几次
在 信 中 希 望 儿 子 不 要 责 怪

“ 讨 信 像 讨 情 一 样 的 老 父
亲”；傅聪婚后，傅雷夫妇也
给傅聪的妻子弥拉写信，但
是极其重视措辞和语气。

在资料稀缺的年代，他
亲自给儿子翻译艺术书籍，
给儿子寄书寄画寄拓片，关
注儿子每一个思想动态，在
信中捎去殷殷嘱托。

儿子出国在即，遭遇感
情 问 题 ，他说:“你年事尚
少，出国在即；眼光、嗜好、
趣味，都还要经过许多变化；
即使一切条件都极美满，也不
能担保你最近三四年中，双方
的观点不会变化，从而也没法
保证双方的感情不变。最好让
时间来考验。”

儿子朋友有了苦闷，他
说：“你们既然是很好的朋
友，你在百忙中终得写封信
给她，安慰安慰她，鼓励鼓
励她！”

儿子有了烦恼，他开导
儿子：“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
潮中沉浮，唯有庸碌的人，
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
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
累，真正的解脱。只要高潮
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
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太阳
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
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
们只求心理相当平衡，不至
于受伤而已。”

儿子有了成就，他告诫
儿子：“成就的大小、高低，
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一半
靠人力，一半靠天赋，但只要
坚强，就不怕失败，不怕挫
折，不怕打击——不管是人
事上的、生活上的、技术上
的、学习上的——打击。”

他教儿子做人：“青年人
最容易给人一个忘恩负义的
印象。其实他是眼睛望着前
面，饥渴一般的忙着吸收新
东 西 ， 并 不 一 定 是 忘 恩 负
义 ； 但 懂 得 这 心 理 的 人 很
少，你千万不要让人误会。”

他和儿子谈论艺术：“真
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
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
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
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
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
了 解 自 己 了 解 别 人 上 面 的
爱，才不是盲目的爱。”

关 于 爱 情 与 艺 术 的 关
系，他这样说：“真正的艺术
家，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多
半是在回想中和想象中过他
的感情生活的。惟其能把感
情生活升华才给人类留下这
许多杰作。反复不已的、有
始无终的，没有结果也不可
能有结果的恋爱，只会使人
变 成 唐 璜 ， 使 人 —— 至 少
——对爱情感觉麻痹，无形
中流于玩世不恭……”

傅雷家书中这样舐犊情
深的句子俯拾即是。

1966 年前后的傅雷，作
为专业作家，很多作品却不
能刊印，失去稿费的供养，
生 活 渐 渐 落 入 困 顿 ， 知 识
分 子 的 自 尊 遭 受 严 厉 打
击 ， 在 信 中 他 曾 这 样 说
过：“近几年来常常想到人
在 大 千 世 界 、 星 云 世 界 中
多 么 微 不 足 道 ， 因 此 更 感
到 人 自 命 为 万 物 之 灵 实 在
狂 妄 可 笑 。 但 一 切 外 界 的
事物扔不断对我们发生强烈
的作用，引起强烈的反应和
波动，忧时忧国不能自己；另
一时又觉得转眼之间即可撒手
而去，一切于我何有哉！”

傅雷一生追求理想、执
着艺术，他的才华横溢、著
作等身，他待人至诚、为人
耿直，即便是曾经交恶的张
爱玲，在晚年重读了 《连环
套》，她对自己的批评比傅雷
还激烈：“尽管自以为坏，也
没 想 到 这 样 恶 劣 ， 通 篇 胡
扯，不禁骇笑。”

《傅雷家书》 曾被评为
“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
自 1981 年出版以来，一版再
版，2016 年是傅雷夫妇的五
十年忌，很多人重新开始聆
听傅雷的教诲……

读《傅雷家书》

■王秋霞
月光透着那颗老榆树，星星

点点地洒在老宅的院落里。一晃
三十几年过去了，偌大的院子除
了老榆树记载着流金的岁月，余
下的只有凄清和苍凉，惆怅和忧
伤瞬间涌出，记忆的碎片像过电
影一样回放出来。无论何时何
地，只要老榆树的影子晃动，我
就想起了慈祥、勤劳的奶奶。

奶奶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却
非常明事理、顾大局。想当年部
队首长到我们村招兵，她立马把
正上初中的长子——我父亲带到
首长面前，送他当兵，去保家卫
国。当时首长觉得，这老太太觉
悟很高，看着我父亲很精干，还
有文化，就带走了。父亲也不负
众望，在部队提了干，还把我们
母女都带到了部队。由于工作
忙，父亲好几年都没探家，奶奶
就背上家乡的粉条、花生、黄豆
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去大西北看我
们。父亲的战友和家属们都很惊
讶，一位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太是
怎么倒几次车，摸到几千里外看
儿子的。

其实奶奶真是有本事，家里
家外都是一把手。在地里忙完，
就坐到蒲团上纺线，她纺的线既
细又结实，织的布花型既漂亮又
匀称，十里八乡打发闺女娶媳妇
兴看女红，都借奶奶的线和布撑
门面。那时家里粮食不够吃，奶
奶就挖野菜、捋榆树叶，做成菜
糊糊，到河里捞小鱼、小虾，让
孩子吃上荤腥，变着花样腌小
菜。人勤地不懒，奶奶从来没让
家人饿过肚子。

我刚学会走路那会儿，玩具
少，一个青霉素瓶子都可稀罕，
洗干净，拴上绳子，都是我们抢
玩的对象。姐姐抢到后装上油菜
花，手指勾着绳子转着玩，我屁
颠屁颠地跟在后面。我们走到房
后绿油油的麦地里，瓶子忽然被
甩到土眼井里。我当时就趴下
瞅，哪知一头栽进去了。姐姐反
应快，赶快回家叫大人，边哭边
跑边喊，“奶奶——妹妹掉井里
啦！”附近干农活的乡亲都跑来
了，姐姐跑回院子，奶奶正晒粮
食，听到哭喊声，一下子把簸箕
掉到地上，麦子撒了一地。由于

井太细，大人钻不进去，最后还
是奶奶硬吊着小姑把我捞了上
来。奶奶看我出来了，一把抢过
我，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天啊！
你要有个啥事，我可咋给你爹交
代啊！我的孙啊！你咋这么吓奶
奶啊……哭得乡亲们都落下眼
泪。从那以后，好长时间奶奶都
不让我们出院子玩。

后来随爸爸转业回到家乡的
城市，离奶奶近了，奶奶就把自
己仅有的几亩地，种上各式各样
的作物，说咱家小孩多，人家吃
咱不欠着。所以我们都有口福，
麦子还青着就能喝上麦仁汤，红
薯刚长得拳头那么大奶奶就扒拉
出来给我们送，青角黄豆的用盐
水煮熟别提多好吃了。我们一放
暑假就回到农村，除了到处疯跑
撒野之外，更多的就是品尝种类
繁多的瓜果：甜瓜、西瓜、黄
瓜、面瓜等，绝对的新鲜，摘下
来瓜秧还流着水，用压井里清凉
的水一洗，咬一口甜到嘴里，爽
到心里。奶奶再用网子从河里捞
些小鱼、小虾，用油一煎，软软
的、筋筋的、香香的。长大了找

遍市里所有饭店，也没有吃到这
种感觉，这也许就是童年的味道
吧！

在我眼里，奶奶还是保护
伞。爸爸特别严厉，整天板着
脸，在我眼里从来不会笑，不是
因为这事就是因为那事训斥我，
总让我好好学习，没听他夸过
我，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隔阂。
奶奶总让我不要怪爸爸，他也是
为了让我学习好，将来有出息。

奶奶和妈妈关系特别好，婆

媳俩从没有红过脸，有活抢着
干，有好的让着吃，奶奶活着
时，妈妈都让奶奶拿主意，奶奶
不在了，姑姑们都把妈妈当嫂娘
看待。

往事如流星般散落在历史的
长河里，多少文字也记不完我回
忆的画面，多少感情也表达不了
我内心的激动。如今物是人非，
只有这老榆树还在承载着岁月的
沧桑，树梢上的月影始终抹不去
我心中的记忆。

老榆树下忆奶奶
●
随
笔

●读书笔记

■张国绍
物业通知，不允许业主

再私拉乱扯充电电线，停车
棚已经建好，电动车一律到
停车棚充电。

停车棚充电收费，一个
月 三 十 元 。 老 秦 是 个 规 矩
人，接到通知，立刻照办，
马上到停车棚办了存车手续。

可是，一个月后，老秦
又私自从自家窗口扯下了电
线，不去停车棚了。

物业管理员又来敲门，
老秦发怒了。老秦说，你干
吗只盯着我家，没看见四楼

老皮家的充电线一直都在半
空中挂着吗？

物业管理员是个三十来
岁的小媳妇儿，她可怜巴巴
地说，老秦叔啊，你可不能
和四楼的那一家比呀，那个
老 皮 大 爷 ， 动 不 动 就 发 脾
气，一蹦几尺高，像个二半
吊子，你说是吧？你老秦叔
一看就是有教养、有文化、有
水平的人，咱咋能和那些百法
儿难治的人比呢？你说对吧？

一番话，将老秦说得脸红
脖子粗，好好好，我这就把电
线收起来……

攀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