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
这里是位于郏县的三苏园，背靠嵩山，前临汝河，苏

轼与他的弟弟苏辙长眠于此，陪伴他们兄弟的，还有他们
的人生导师苏洵的衣冠冢。我来到这里，只为苏轼。

唐宋八大家，苏氏父子三人占了三席。这在中国文学
史上绝对是一个奇迹。而苏轼，不仅是其中最出色的一
个，还是整个北宋文学的巅峰。

苏轼很幸运，出生于诗书之家。他的母亲，尽管没有
在其背上刺字，却教他从小读《范滂传》，在心里种下了
善良、正直、勇敢的种子，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苏轼的父亲，也就是 《三字经》 里“苏老泉，二十
七，始发愤，读书籍”的苏洵，更是一个“身教重于言
教”的忠实实践者，他和两个儿子一起读书学习，直到把
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席之地。

科举时，苏轼的一篇考场作文 《刑赏忠厚之至论》，
让当时的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十分赏识道：“读了此子
的文章，不觉汗颜。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又对
儿子说，“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老夫。”虽有谦卑之意，但
是过了三十年之后，全国文人关注的中心真成了苏轼。

殿试中，苏轼又向皇上呈上了25篇《策论》，都是他
对大宋治理江山社稷的真知灼见。仁宗皇帝选拔了苏轼兄
弟之后回宫兴奋地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选了两个丞
相之才！”

本以为满腹经纶胸怀大志的苏轼会一飞冲天，成为安
邦定国经天纬地的国之栋梁，没想到却连遭打击，科举途
中，母亲病逝，紧接着父亲苏洵、妻子王弗先后不幸离
世。苏轼也是个凡人啊！深受打击的他，扶着父亲和妻子
的灵柩来到眉山，把他们葬在了母亲的坟墓旁边。丁忧期
间，苏轼每天都在埋葬亲人的坟墓旁度过，以泪洗面。整
整三年，没有写过一首诗，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却在那座
睡着他深爱的人的山上，亲手种下了三万棵松树。我知
道，苏轼种下的不是松树，而是深深的悲痛和绵延的思念
啊，甚至十年后身在密州的他，还在梦中与爱人相见，一

首《江城子·记梦》，千百年来，无数女子在读到这首词
后，都会一边流着泪，一边在心底默念着愿意穿越千年嫁
东坡，哪怕历经千百劫。

后来，苏轼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合而且声名太盛而被嫉
贤妒能的小人陷害，从此一生坎坷，颠沛流离，不是被贬
官，就是奔波在正在被贬官的路上。“乌台诗案”将他排
挤出了京城。“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在残月下
漫步，苏轼的孤独又谁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在官场上行走，苏轼的仇恨又有谁知？也许只有这轮残月
吧。“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是苏轼唯一的态
度，即使无处可依，还有脊梁可以支撑。“竹杖芒鞋轻胜
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淡淡的一笑，接住了所有
的打击。如果在今天，有QQ或者微信，那么苏轼的个性
签名一定是：我绝不苟且地生活，我要用我的双脚去实现

“诗和远方”的梦想。于是，杭州、密州、黄州、颍州、
惠州、儋州……被贬途中，留下的除了出色的政绩，还有
一路诗词华章！

西湖边上，苏轼写下了贬官以来的第一首诗：水光潋
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
总相宜。

从此，西湖又名“西子湖”。杭州有幸，西湖有幸，
能有苏轼这样的父母官。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游山玩
水，而是积极治理地方。苏轼发现，西湖雨季的时候总是
泛滥，那就建一条大堤吧。一条长堤，遍植杨柳，苏堤春
晓，名扬宇内。

苏轼又被贬到密州。在这里，苏轼看到的是密州田野
上空黑压压的一片蝗虫，二话不说，他亲自加入了去捕捉
蝗虫的队伍中。终于，蝗灾消除，苏轼身在密州，心系朝
廷，渴望朝廷重新重用自己，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挥洒而出：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
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
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
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从此，苏轼在豪放词写作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到贬
官黄州时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横空
出世。《念奴娇·赤壁怀古》堪称苏轼的代表作，这首词
在宋词排行榜上置顶到现在都无人可以超越，以至于三苏
园的“东坡碑林”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毛主席手书的这
首词，碑林里的墨迹也以这首词为最多。

是啊，人生如梦，还有什么能比好好活着更重要的
啊！因为这世间，还有亲情，还有兄弟。然而，命运把苏
轼的亲人放置在千里之外，他和弟弟七年没有见面了。于
是，在这一年中秋，望着天上的圆月，想念着远在千里之
外的弟弟苏辙，苏轼写下了中国诗词史上写月的巅峰之作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千年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在心
中唱着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我们都可以
想象得到苏轼与弟弟手足情深。即使相隔千里，也想着与
弟弟共享这美好的月光。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歌颂爱情，令人忍不住落泪；
赞美亲情，成就千古绝唱。心念亲情，心系家乡，所以，
苏轼与时任汝州父母官的弟弟共登郏县小峨眉山时，看到
这里与家乡峨眉非常相似，于是嘱咐弟弟和儿子身后葬于
此处。

从儋州遇赦回归途中，苏轼病逝于常州。苏迈、苏过
兄弟遵照遗愿，护送他的骸骨来到郏县，了却苏轼的心
愿。几年后，弟弟苏辙病逝于颍昌，临终前嘱托儿子将自
己与兄长葬于一处。一百多年后，元朝郏县县尹杨允将苏
洵的衣冠从四川峨眉护送至此修建衣冠冢，三苏父子终于
在这里团聚。

今天，当我们拜谒三苏坟，为苏轼的坎坷唏嘘感叹、
忍不住要为苏轼流泪时，眼前总会浮现出“人生到处知何
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
西”的诗句。

是啊，人的一生仿佛雪泥鸿爪，在雪地上留下那几个
浅浅的脚印又能如何呢？苏轼用一生，把别人的苟且活成
了潇洒。

三苏园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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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后汉书》上记载：“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
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范滂是东汉郾城（汝
南）召陵（征羌）人，年少时就品行端正，被举为孝廉，做官后
公、廉、勤、谨 （光禄四行），声名远播。范滂生活在汉桓帝、
汉灵帝执政时期，从公元165年至189年，这是东汉历史上最黑
暗乃至最血腥的二十几年。那时，一场朝野上下反对宦官专权的
斗争相当激烈。在这场斗争中，范滂勇往直前，忧以天下，乐以
天下，始终处在激流、险滩的中心。自古忠臣有气节，范滂的凛
然刚直，使他的生命矫若松竹。其一，面对权奸，他一身虎气，
从不畏惧。其二，面对私情，他一身正气，从不徇私。其三，面
对拥颂，他一身清气，从不矫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范滂的母亲在他赴死前，泪光闪烁，语出
惊人：“儿近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这是一场出人
意料又撼人心魄的生死诀别，是一位心境芬芳的母亲对儿子凛然
气节的深情嘉勉。范滂的刚直不阿、凛然气节与范家的家风、范
母的教诲分不开。从范氏身上，我们看到了家事连着国事，做官
连着做人，所谓“家国情怀”，“家”是根基也。因此，家教与家
风皆不可等闲视之。如果说范滂挺身就险、在宦官集团的刀锋下
演奏了一曲生命的绝响，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
向高潮的音符。

想了解这段历史吗？
那就来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

堂·沙澧讲堂”吧！2019年7月13日 （周六） 上午九点，知名
作家、市委老干部局原副局长
张德贞老师将以《说范滂 论
家风》为题，从范滂所处的时
代、范滂的高风亮节、范滂的
后世影响、且从家风说开去四
个方面，在漯河日报社三楼多
功能会议室展开讲述。

全公益，全免费。前 50
名到场人员有精美书籍免费赠
送 （以签到顺序），活动结束
有抽奖。

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微信：siying_289169909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
公益讲座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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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河南坠子，是近代曲艺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剧种，据说起源于

三弦书。它的表演人数一般只有两个人，一人演唱，一人伴奏，
乐器为一副简板、一把坠胡和一个绑在伴奏者脚上用以打节拍的
梆子。演出极为简单，不要道具，无须化妆，演员一个人可以代
表很多角色，手拿简板就可以开演了。它的演出成本低廉，不需
要太大的场地，流动性强，很受群众欢迎。每到农闲季节，各村
便不时有坠子书演出。一部连台戏往往让人们听得如痴如醉，一
场也不想落下，所以，但凡是一个村子，不请说坠子书的便罢，
一请就是十天半月。南宋诗人陆游曾有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极尽乡
村听书的美丽画卷。

我小时候，村里就常有坠子书演出。那时候，人们的文化生
活贫乏，除了偶尔看一次古庙会的大戏以外，最受人们欢迎的就
是河南坠子了。在吴城镇，就有一位叫刘天仪的说书艺人经常在
我们这里演出。他是一位盲人，和另一位拉弦子的盲人师傅一
起，手牵一匹竹马，背着简单的行李和乐器，走村串乡，巡回演
出。演出的时候都在晚上，夏天在村庄的某个空地上，冬天则找
个背风的地方或者生产队的饲养院，一张桌子两个凳子，一盏灯
一壶茶就是书场了。吃罢晚饭，孩子们早早地来到书场，围着桌
子席地而坐，大人们则是忙完家务以后三三两两来到书场，享受
这民间艺术，消除一天的疲劳。那时的刘师傅正值壮年，嗓音圆
润，记性好，说啥像啥，不时博得大家的阵阵掌声和欢乐的笑
声。人们说“ 说书的嘴，戏子的腿”，刘师傅的嘴说出了世间的
人情冷暖，喜怒哀乐。他说书很有艺术，很会吊人胃口。记得有
一次说《杨家将》，当说到七狼八虎被大雨困在幽州城，眼看粮
草断绝陷入绝境时，突然不说了。急得那些想知道七狼八虎命运
如何的书迷们，一阵央求。后来，等他喝完了茶，过足了烟瘾，
才说道“后来天晴了，七狼八虎饱餐一顿后拔营走了”，让大家
捧腹大笑。和别人的技艺相比，刘师傅更高一筹。别的演唱者都
是只能拿一副简板，而刘师傅却能另一只手用指头挑着一面小钗
并且夹着一根竹筷敲击小钗和简板共同伴奏。他们演唱的剧目经
过几代艺人们的创作，唱腔优美，发人深思。有劝人不要争名夺
利的、弃恶扬善的，也有劝人消除烦恼的、遵守孝道的，老百姓
们不知不觉地在他的说教中把中华民族的古朴道德观念装进了心
里。那时候，我们尚小，听书的时候不像大人们那样专注，往往
是听不到一半就瞌睡了，因此，能记住的很少。记忆最深的就是
每次演唱开头的那几句“ 小弦子一拉俺言归正，简板响您听俺
论正风。把列位看官都请到，唱一段小戏奉宾朋。要听武戏唱杨
家将，要听文戏唱二进宫。又文又武唱岳飞传，这苦甜酸辣说红
灯”。

由于时代不同，那时的河南坠子不但是为人喜闻乐见的一种
艺术形式，也为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
时，还以其特有的方式为具有艺术特长的残疾人提供了就业机
会。尽管当时演出一场只有两块钱，但对于失目人来说已经很满
足了。他们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既娱乐了众人，又不给国家增加
负担。每当在演出最后一个晚上的末尾，他都会唱道“ 说书
人，从春唱到夏，从秋唱到冬。一骑竹马牵在手，弦子简板抱怀
中，一年四季不停歇，走乡卖艺度营生。说罢忠烈杨家将，再唱
醒世清风亭。一场书，两块钱，一杯清茶一盏灯。只要乡亲不嫌
弃，俺愿唱落满天星……”悠扬婉转的演唱如泣如诉，既表达了
对艺术的执着，也说出了志向，令人为之动情，不忍离去。

这些年来，人们都忙了起来，以前的农村书场已经不再，当
年的刘天仪师傅也已作古，河南坠子似乎与我们渐行渐远了。随
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要求的提高，取而代之的是电影、电
视、歌舞、新媒体等，这也是时代发展使然，但我仍然怀念那乡
间的河南坠子。

记忆中的河南坠子

■本报记者 左素莉
枝头挂满怒放的阳光，微风拥着冰凉的葱绿。七月

的漯河，热烈而又静美。
7月6日，由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主办、李雪

书馆协办的“文艺小方桌”活动举行，特邀著名作家、
《河南工人日报》 综合副刊部主任奚同发莅临漯河，以
《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创作》为题，为漯河日报社
水韵沙澧读书会会员分享小说创作和阅读经验。

奚同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
事，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河南省文学院，现任《河南
工人日报》综合副刊部主任。已出版《拥抱苦色》《爱的
神伤》《浮华散尽》《最后一颗子弹》《木儿，木儿》《雀
儿问答》等长篇小说（小说集、随笔集）。

思考决定写作的差异和高度

奚同发说，面对丰富的信息，面对同质化的生活的
时候，怎样找出区别对于写作是最重要的。再同质还是
有区别的，差异在于每个人的大脑，思考不一样，出来
的结果也不一样，思考决定写作的差异和高度。在座的
没有撞脸的，只有整形美容以后可能撞脸，如果没有整
形美容，天然来自母体，是没有撞脸的。作家和隔壁做
头发的差异在哪儿？差异在于面对同质生活，作家会用
思考解决，而他们是有问题只找百度搜索。开始写作都
在拼技术，写作毕竟是一门技术活，它需要技术，需要
掌握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等，但是这些技术都可以
学，为什么有的人写得好，有的人写得不好，差异不在
技术上，在思考上。

很多作家说，一部好的小说要有好故事。一部好的
小说有好故事固然可贵，没有好故事，不一定不是一篇
好的小说，很多好的小说完成了非常棒的语言表达。要
人物没有人物，要故事没有故事，但是悬念迭生，阅读
很有意思，完成了语言战胜故事。

当然，写作首先是个技术活儿，千万不能忽略技
术。大家写作，首先要完成对技术的了解。买些小说创
作谈之类的书籍读读，也可以把一部作家的作品从头
尾、每个段落、每句话进行拆装，要把自己当作家考
虑，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放在这儿等，静下心完
成一部作品的拆装，创作技术就能掌握。技术掌握之
后，要善于模仿，技术性的模仿完成差不多了，对生活
的认识、思考的差异化，用模仿的技术去创作。

一个作家最后拼什么？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来源于

人格，人格的力量多强大，想象力就有多强大。

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创作

奚同发说，为什么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创
作？新闻是表象的，是传递信息，创作基于思考，是进
入灵魂，进入个性化。对新闻信息的认识和思考是有差
异的，现在，人们每天都在刷屏、看报纸、看电视，一
部分信息是一看就有感触的，一部分一会儿就忘记了。
当年司汤达写《红与黑》，就是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
然后把新闻放在脑海中，让他无限变化，最后变化出一
部长篇巨著，完成了司汤达在文学上最华丽的转身。

一个人脑海里不停地想一件事，就进入人性最惊心
动魄的层面。自己在家，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你考虑
你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一定是你心灵中最想埋藏的东
西，暗夜中自己把自己的灵魂打开的时候，确实惊心动
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扇门紧紧关着，不愿为外人打
开，甚至不愿为自己打开，这扇门对写作很关键，你不
愿意给你自己打开，你也能给写作打开，写作写的就是
心中最隐秘的部分，日常生活呈现的只是表象，最深刻
的小说是借助表象完成对隐秘的探索。

阅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奚同发说，写作不写作，阅读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
事情。阅读能帮助你坐下来，让心灵回归沉静，让阅读
成为习惯很重要。

现在书很多，如何判断一本书值不值得从头到尾读
下来，这种判断能力需要长时间培养，需要建立在大量
阅读的基础上。世界名著建议大家细读，是经过时间淘
洗沉淀下来的，是经过很多人认可的，不优秀的书籍很
难欺骗时间和众多人的眼光。国内有一批非主流作家，
建议多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了解当下的创作状况。世
界名著的开头都是有创造性的，从开头就能判断一本书
是否特别，开头吸引住你了，就可以好好看下去。如果
读不下去，就可以放弃，也许将来会喜欢阅读，但我们
不需要为未来买单。

另外一部分书很红，很红，一定有原因，一定会有
某个方面有价值，可以粗读，一天翻上几本。也要阅读
一些知识性的书籍，对写作很有帮助。

写作、阅读都是为了找到满意的生活方式。无论你
赚多少钱，拥有多大的房子和豪车，你只拥有一种生

活。但是写作让你结识很多朋友，阅读十本小说，相当
于活了十辈子，活了十种生活方式，体味更多不一样的
人生，能够给你带来深刻的幸福。

为读书会会员答疑解惑

奚同发还与水韵沙澧读书会的会员进行了互动，回
答了读书会会员提出的关于小说创作方面的问题。

一位会员问：我有一个困惑，手里有不错的小说素
材，因为不是自己经历的，感觉很值得写，却没有能力
写，想问问，如何提高虚构能力和细节勾画能力？

奚同发说，一个人不能只写自己的生活，你只写自
己的生活，很快就会写尽枯竭。写作有三个层面，第一
个层面是把真事写假，说明写作能力不行；第二个层
面，是把真事写真，来源于生活，写的生活；第三个层
面，是把假事写真，来源于生活，写出了生活中没有
的，这叫创作。把假事写真，需要有虚构能力，虚构能
力来源于阅读能力和生活储备能力。细节也来源于生活
储备，没有生活储备写不出生动的细节，需要深入生
活，善于观察生活。

一位会员问：我很喜欢您的写作风格，情节感人温
馨；作家余华作品中表现的人性很阴暗、情节很惨烈，
您怎么评论这种现象？

奚同发说，写作允许描写人性百态，每个人的关注
点不一样，再恶的人也有善的一面。恶也有必要写，把
人性中恶的一面用语言存留下来，使人警醒。支持你们
写作时发掘人性中善的一面，多写能给读者带来感动的
善，传递更多正能量。

小说创作那些事……
——知名作家奚同发与漯河读者分享创作及阅读经验

■张蔚黎：第一次参加文艺小方桌活动，感觉收获
满满。奚同发老师当过新闻记者，为了文学创作宁愿主
动辞去工作冗繁的领导职务，这种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和
专注才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非常令人钦佩。奚同发老
师常将新闻记者当作主人公进行小说创作，在新闻客观
真实和文学想象虚构中熟稔游走，平凡的日常在他笔下
变成了一个个传奇故事，读来不时让我击节惊叹其大开
的脑洞，生花的妙笔。奚同发老师对小说创作的严谨态
度尤其让我感动，他面对数十上百家媒体的约稿，没有
迷失在稿酬的诱惑里，始终为广大读者坚守文学创作的
高质量。他为一两千字的小说创作花费巨资到梅州、日
本等考察，将一个小说创作素材在心中反复打磨长达十
年之久，直到瓜熟蒂落才去动笔成稿，这是一名作家对
文学创作的敬畏，正是他这样不忘初心，坚守使命，其
作品的精妙才令人期待，其对人性的思考才让读者颔首
认同。希望这样的讲座能够多多举办，我也会坚持参
加。同时，也期待自己雪藏内心的文学梦能早日唤醒，
继续做一个文学爱好的追梦人。

■温媛媛：我一直确信人们对于某项技能的开悟，
不仅仅是从单纯的、日复一日的学习与兴趣上。在我们
有限的人生旅途中会有无数扇门，自我们出生时，会依

次由于某种机缘而打开。奚老师的讲座就是打开我小说
创作之门的那双有力之手，我仿佛看到那扇厚重的大门
被吱吱呀呀地打开，透出一团朦胧之光。“写作水平的差
异不在技术上，而在思考，思考能力决定作品水准与高
度。技术可以学，但思考却是一个人独有的，独一无二
的。”的确，写作需要的是一场头脑风暴。没有多维度的
思维，不可能有多方位的写作眼界。对于我，一个文学
爱好者，所欠缺的关键性点拨，正在于此呀！多读善
思，只有在生活中多看、多悟、多经历，凭借自己的眼
光找素材，再从多个人、多层面的角度考虑人物与故
事，才能跳出圈子，站高位置，掌握全局写文章。艺术
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写作是揭开生活隐秘的大门。
由于每个作者的切入点和关注点不同，作品才会被赋予
灵魂，“活”起来。“想象力来源于一个人的人格，写作
就是为了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作为专业作
家，想象力代表职业生命。我个人认为，但凡作家都是
对生活、对人性有着强大洞察力和感悟力的人。但作家
也是普通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终归还是平
淡与循规蹈矩多一些。如何将虚构想象出来的内容合理
地植入到作品中，融为一体，使人感到真实感人，这就
需要作家除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外，还要有生活阅历与
知识储备、个人眼界、悟性来决定作品的深度高度。想
象力是个很可爱的东西，只要你愿意，闭上眼睛，咱就
在夏威夷……作家于我而言，之所以有很大魅力，是因
为他和演员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在现实中做不到的，

不能做到、不完美的或想打破的，你尽可以大胆地展现
在小说中，对庸常的日子而言，也是另一种体验与乐趣。

■池玉枝：听了奚同发老师的讲解，我明白了小说
和故事的区别，以前我对小说有误解，认为小说就是说
故事，看小说浪费时间，也没有收获，现在我懂了，好
小说是含金量很高的技术性文学创作，这对我以后选书
和读书有很大帮助，我不会再停留在小说的浅表，只看
到上面的文字和形象，而是要深入到文章里面，读懂蕴
藏在小说背后的情感和思想，学习和分析作家对作品的
谋篇布局，从标题、语言、结构、情节、留白、结尾等
去拆解和思考。

■薛桂梅：我最大的感悟是学了两个字：拆装！奚
老师说，一个神枪手会在蒙住眼睛的情况下，把拆散了
的枪组装得天衣无缝，当时我感觉很吃惊，因为我没有
这种经历。回头想想，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比如，
在中学时，学过的那篇《庖丁解牛》。庖丁无疑是一位最
高明的屠宰者或者厨师，他熟知了牛的身体结构，才能
游刃有余地操纵手中的刀，所到之处，得心应手。这
次，奚老师说如果能够把一篇作品拆开来看，可以是一
段一段的拆，也可以是一句一句的拆。拆装几次，仔细
分析，就掌握住了作品的结构和布局，以后自己就知道
该怎么布局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一句话是我最大的
收益，说到了我的心坎儿里。从今天起，我会把精力放
在拆装上，争取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写作的技术乃至技
巧，写出精品佳作。

■■心得感悟心得感悟

■■人在旅途人在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