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梁王国梁
清明节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我们我们

家族一向非常重视家族一向非常重视。。每到清明节每到清明节，，亲戚亲戚
们就要齐聚一堂们就要齐聚一堂，，而且一个都不能少而且一个都不能少。。
我的叔叔远在北京生活我的叔叔远在北京生活，，但清明节是一但清明节是一
定要回来的定要回来的。。他说他说，，每年都会在清明前每年都会在清明前
梦到去世的父母梦到去世的父母，，不回来祭祖不回来祭祖，，总觉得总觉得
心里不踏实心里不踏实。。我们家族通过祭祖仪式推我们家族通过祭祖仪式推
崇孝道崇孝道，，传承家风传承家风。。

每年清明节每年清明节，，亲戚们都回来后亲戚们都回来后，，父父
亲作为家中的长子亲作为家中的长子，，便开始了一年一度便开始了一年一度
的的““往事大回顾往事大回顾””。。父亲讲起曾经的苦父亲讲起曾经的苦
难岁月难岁月，，总是无限感慨总是无限感慨。。叔叔叔叔、、婶婶婶婶、、
姑姑姑姑、、哥哥哥哥、、姐姐姐姐、、堂弟堂弟、、堂妹堂妹，，都坐都坐
得端端正正的得端端正正的，，就像听老师讲课一样听就像听老师讲课一样听

父亲回忆过去的事情父亲回忆过去的事情。。
父亲总是会讲祖父辗转漂泊的一

生。我们的老家本来在天津，艰难岁月
里，祖父不得不踏上漂泊之旅。几番辗
转，后来在本地定居。我们的小村庄，
只有我们一户姓王。祖父落户到这里，
不仅没有被当地人欺负，还赢得了当地
人极高的评价。祖父勤劳能干，待人诚
恳，与人为善，在大家心中有很高的威
信。

我家没有正式的家训，但我小时候
听父亲说的最多的话是：人心换人心，
你对别人好，别人自然会对你好。父亲
和叔叔传承着这样的家风，并教导后辈
如何为人处事。我们家族在村里站住脚

之后，也树立了不错的形象。父亲在村
里比较有威望，多次被大家推选为村
干部，为村里做了不少实事。叔叔参
军后，努力上进，后来成为师级干
部，是我们家族最有成就的一个成
员。到了我们这一代，依旧传承了家
族良好的家风：诚恳待人，与人为
善。我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我懂得，
良好的家风不仅能树立家族形象，还
能让自己受益终生。所以我工作多年，
与同事、领导关系融洽，事业发展比较
顺利。家庭是人的第一所学校，家风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甚至左右着我们
的人生走向。

父亲讲完了先祖的历史父亲讲完了先祖的历史，，就带领着就带领着

一家人去祭祖一家人去祭祖。。墓地在村东头墓地在村东头，，清明风清明风
暖暖，，我们踏着陌上青草来到墓前我们踏着陌上青草来到墓前，，神情神情
庄重庄重。。我们满怀对先祖的敬意我们满怀对先祖的敬意，，摆供摆供
品品、、烧纸钱烧纸钱、、敬酒敬酒。。仪式完毕仪式完毕，，父亲还父亲还
要向先祖汇报一下大家一年里的新成要向先祖汇报一下大家一年里的新成
绩绩：：谁升职了谁升职了，，谁考上了大学谁考上了大学，，谁找了谁找了
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份不错的工作。。父亲是在告诉先祖父亲是在告诉先祖：：
后辈们都在努力生活后辈们都在努力生活，，认认真真把日子认认真真把日子
过好过好。。父亲也是在告诉我们父亲也是在告诉我们：：踏踏实实踏踏实实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做出个样子来做出个样子来，，就就
是对先祖最好的告慰是对先祖最好的告慰。。

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这种形式也是对孩子这种形式也是对孩子
们最好的教育们最好的教育。。清明节清明节，，他们跟随大人他们跟随大人
一起祭祖一起祭祖，，在心中种下了在心中种下了““孝孝””的种的种
子子，，也悄悄把家风牢记在心也悄悄把家风牢记在心。。

清明祭祖话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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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合
父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是和

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工农干部，年轻时以
种地为生，逃过荒、要过饭。是党把他
从苦海里救了出来，并引导他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父亲从一个
苦孩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领导岗
位。他怀着对党炽热的爱和无限忠诚，
投入工作、学习和生活，并以身示范，
教会了我们兄弟姐妹怎样生活、怎样工
作、怎样做人。

父亲工作起来很拼。在我们姊妹
几个的记忆里，父亲的工作日志里从
来没有节假日。有一天，他骑自行车
下乡，在途中扛着车子过河时，脚大
拇指被河里的玻璃割破了，伤口有4
厘米长，血流不止。他简单包扎后，
硬是强忍剧痛一瘸一拐地走回来，傍

晚才回到了家。那时我想，平时父亲
几个月都不回来一次，这次可该在家
歇两天了，谁知第二天，他不顾家人
劝阻，仍带着伤骑着自行车下乡工作
去了。

父亲正直无私。物资匮乏的20世
纪70年代，一位乡干部的家属托人把
一块儿做衣服用的绒布和一兜花生带给
在县城当干部的父亲。父亲再三推辞，
但推不掉，便收下了。事后，他让我姐
姐拿着钱到乡里找到那位干部，说是购
买绒布和花生的费用。那位乡干部钦佩
地说：“真没见过像你爸这样正直的干
部。”

父亲生活简朴。作为一名老党员，
父亲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但他总是为
社会、为他人尽所能、献爱心。汶川地
震发生后，他整天坐在电视前观看抗震

救灾的工作报道，除自发参加社区捐款
外，还主动让女儿代表他到离休前所在
单位缴纳特殊党费。

父亲教育子女，“严”字当头。“严
是爱，宽是害。”记得我参加工作的前
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身旁语重心长
地说：“你明天就要参加工作了，在单
位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要为
组织争光、为全家争气啊。”他教育我
们在工作上要高标准、比贡献，埋头苦
干，多干少说，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
实工作；在生活上要低标准、不攀比。
父亲还经常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教会我们知足、感恩，珍惜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

“父之美德，儿之遗产。”父亲虽然
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人格魅力永远留在
我们心中！

念父亲

■仲信

静默的园中
那些微笑的面容
凝固在我的心中
他们不再是
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
已化为沙澧河岸的缕缕春风
这鲜花碧草之下
一颗颗心脏在跳动

在竹沟

在竹沟，停下脚步
仰望那巍峨的丰碑

许多人曾走向这里
那些贫穷而朴实的庄稼汉
那些满身油污的工友
那些走出书斋的少年
情愿接受血与火的淬炼
在身躯里埋入一粒种子

许多人又从这里走出许多人又从这里走出
去皖西去皖西、、去豫东去豫东、、去豫南去豫南
去路途遥远的陕北去路途遥远的陕北
带着温暖与光芒带着温暖与光芒
有的熄灭了有的熄灭了
像铁梨花一样迅忽而灿烂像铁梨花一样迅忽而灿烂
有的砰然爆响有的砰然爆响
那声响至今还在震荡那声响至今还在震荡

在竹沟在竹沟
我问自己我问自己，，从哪里来从哪里来、、该如何走该如何走
清风里有历史的回音清风里有历史的回音
家园家园，，是出发地是出发地
旗帜旗帜，，是领航标是领航标

在烈士陵园
（外一首）

■张晓燕
清明时节，我回了一趟老家。
推开老院的木门，那木门的“吱

扭”声仿佛时光之门的重启声，几棵枣
树是这个院落最忠实的守护者。坚贞就
在这里——那斑驳的沧桑树身，那初发
的脆嫩新芽，都无言地述说着已经流逝
的岁月。

我轻轻抚摸着条几我轻轻抚摸着条几，，背面有层叠的背面有层叠的
苔藓苔藓，，历经几场春雨历经几场春雨，，在苔藓之上又浮在苔藓之上又浮
一层绿意一层绿意，，仿佛岁月从未逝去仿佛岁月从未逝去，，而是叠而是叠
加在这层层叠叠的苔藓之中加在这层层叠叠的苔藓之中。。我仿佛依我仿佛依
然能看到那个拿着画笔的弯腰老头儿把然能看到那个拿着画笔的弯腰老头儿把
宣纸摊在条几上一丝不苟地作画的情宣纸摊在条几上一丝不苟地作画的情
景景。。我就趴在旁边的太师椅上我就趴在旁边的太师椅上，，看着他看着他
笔起笔落间笔起笔落间，，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便跃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便跃
然纸上然纸上，，鼻息间全是墨的清香……鼻息间全是墨的清香……

他是老院的主人他是老院的主人，，我慈祥可亲的姥我慈祥可亲的姥
爷爷。。

姥爷生于姥爷生于2020世纪世纪2020年代年代。。听母亲听母亲
说说，，太姥爷是私塾先生太姥爷是私塾先生，，家境优渥家境优渥，，姥姥
爷自小随其熟读经书爷自小随其熟读经书，，尤喜画画尤喜画画。。姥爷姥爷
常常对着院中的一草一木和小猫小狗认常常对着院中的一草一木和小猫小狗认
真临摹真临摹，，日积月累日积月累，，家里竟攒了厚厚的家里竟攒了厚厚的
几本临摹纸几本临摹纸。。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国家急需
教育人才教育人才，，姥爷便响应政府号召姥爷便响应政府号召，，举家举家
迁至安徽凤阳办学校迁至安徽凤阳办学校。。那时姥爷二十出那时姥爷二十出
头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几年后因家几年后因家
中变故中变故，，又不得不回到老家又不得不回到老家，，先后在镇先后在镇
上的两所小学担任校长上的两所小学担任校长。。虽然忙于办虽然忙于办
学学，，但他手中的画笔从未丢弃但他手中的画笔从未丢弃。。““文文
革革””时时，，姥爷被打倒姥爷被打倒。。平反后平反后，，因年事因年事
已高已高，，他就回家务农了他就回家务农了。。那时我尚年那时我尚年
幼幼，，记忆中只余姥爷弯腰画画的样记忆中只余姥爷弯腰画画的样
子……子……

姥爷的字画在附近渐有名气姥爷的字画在附近渐有名气，，临近临近
春节的时候尤其忙春节的时候尤其忙，，十里八村的老乡都十里八村的老乡都
早早地把自己家的纸张送过来早早地把自己家的纸张送过来。。我就在我就在
旁边看着他铺纸挥毫泼墨旁边看着他铺纸挥毫泼墨，，或写春联或写春联，，
或画堂画或画堂画。。他画的老虎尤其威武他画的老虎尤其威武，，上山上山
虎下山虎姿态不同虎下山虎姿态不同，，还记得姥爷对我还记得姥爷对我
说说：：““上山虎因为吃饱了上山虎因为吃饱了，，所以神态悠所以神态悠
然然，，一般挂于客厅一般挂于客厅，，寓意平安无事寓意平安无事，，步步
步登高步登高；；而下山虎因要捕食而下山虎因要捕食，，应突出虎应突出虎
威威，，寓意镇宅辟邪寓意镇宅辟邪，，可挂于朝向大门的可挂于朝向大门的
地方……地方……””

““佳节清明桃李笑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野田荒冢只生
愁愁。。””往事历历在目往事历历在目，，姥爷早已离开我姥爷早已离开我
们们，，他的画作也随着岁月流逝无处可他的画作也随着岁月流逝无处可
寻寻，，唯有老柜子门上他曾经画的花鸟尚唯有老柜子门上他曾经画的花鸟尚
在在，，斑驳的柜门上这些精灵们依然生斑驳的柜门上这些精灵们依然生
动动，，仿佛在等待那个握着画笔的弯腰老仿佛在等待那个握着画笔的弯腰老
头儿来唤醒……头儿来唤醒……

忆姥爷

■刘云燕
婚姻，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是一粥

一饭的温度，是两个人相扶相携地走在
人生之路上。

婚姻中的诗意是不可缺少的。陪着
爱人散步，躺在草地上看星星，这些都
是生活中的诗意。当年，爱人是部队的
宣传干事，当我还不知投稿为何物时，
爱人就已经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上千
篇作品，让我很是敬仰。婚后，在爱人
的影响下，我也喜欢上了读书和写作。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手捧一本书或各执一
支笔，在温暖的灯光下静默不语，偶尔
彼此看一眼，满是温暖。

爱人喜欢在晚餐后去楼下的小公园
散步，我们喜欢一边走一边聊天，说彼
此的梦想，畅想美好生活。月光温柔如
水，我们走得很慢，听蟋蟀叫、闻花儿
香、听晚风轻唱，日子过得轻松而欢
愉。

我们的心中都有远方。我热爱西
部，每年夏天，都想着去西部看看，爱

人总是会克服各种困难陪我前往。每年
一次的长线旅行规划，我必是“总设计
师”。提前很久就开始做攻略，查阅各
种资料，制订详细的时间表。

那年深秋，我们开心地驾着车一路
向西，逐日而往。在青海湖畔，我们领
略了最壮美的日出，每个人、每种生灵
都在阳光下，呈现最自然的状态。在格
尔木，我们在大漠里欣赏到了最灿烂的
胡杨，那些金色的胡杨，千年不倒，巍
然屹立。从格尔木沿着青藏线，一路是

白雪皑皑的昆仑山，过唐古拉时，我们
耳边仿佛响起了歌唱唐古拉的歌。在高
海拔地区，依然有很多战士在坚守，守
护一方平安。深秋的拉萨，美得像幅油
画，当我们的车子经过神秘的布达拉宫
时，我们都雀跃起来。旅行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到达远方，也抵达自己的心
灵。

每次和他远行，总是充满浪漫和诗
意。婚姻生活，一定也要有诗和远方，
这样，婚姻生活才有了无穷的魅力……

诗意婚姻

■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
父亲和母亲结婚五十年了。过去我

一直怀疑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爱情。
母亲年轻时是全村出了名的美女，

且心灵手巧。而父亲，在我的印象里，
除了老实能干外，实在说不出还有什么
优点。听母亲说，当年她跟父亲结婚，
没有婚纱、鲜花，更没有像样的婚礼。
五十年来，没有海誓山盟，没有金银首
饰，只有粗茶淡饭和每日操劳，日子过
得平淡如水。

跟大多数农民一样，老实巴交的父
亲不懂浪漫，不会表达对母亲的爱，甚
至没有给母亲说过什么体贴的话。我却
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有几年的冬天，母
亲搭乘火车卖芝麻糖挣钱供我和弟弟上

学，父亲每天很早就起床做饭，吃完早
饭就送母亲去小商桥火车站赶火车，天
黑了再去火车站接母亲，回来再给母亲
做晚饭。那么多年，那么多次，母亲脸
上总洋溢着幸福。

母亲夏天赶集卖桃，冬天赶火车卖
芝麻糖。父亲就忙完地里的活儿后再回
来忙家里的活儿，做饭洗衣、喂家禽家
畜，还要照顾我和弟弟写作业，其实比
母亲还要累，但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更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有一次，我听见
母亲跟邻居婶子提起父亲时说：“他只
要对我好就行。”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

后来，我和弟弟先后毕业并参加了
工作，不想再让父母亲因那二亩三分地
吃苦受累了，但不管是跟着我住在城

里，还是随弟弟去山西晋城，父亲母亲
都在一起，不会一个人跟着我，一个人
跟着弟弟。后来，父母亲还是决定住在
老家小院里，两个人相依相伴，种菜养
花，听戏打牌，日子过得云淡风轻。

母亲三年前突然脑出血，送进手术
室之后，父亲一直站在门口，不肯坐下
哪怕片刻。我默默地陪着父亲站在那
里，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好凉，不停地
轻微抖动。一直到晚上十点半，医生从
手术室出来，父亲赶忙上前一步问：

“大夫，怎么样了？”他的声音发颤，当
医生说出“手术很顺利”时，我分明看
到他的泪水顺颊而下。母亲被医生从手
术室推出来的时候，父亲赶忙趴到手术
床前，颤声喊着母亲的名字，一直跟到

重症监护室门口，直到大门关闭。
母亲病情稳定了，从重症监护室转

到普通病房。父亲一直陪护在母亲病床
前，为母亲定时翻身、打背、按摩……
没想到几天后，父亲竟然得了脑梗。当
医生开始给他输液时，他紧紧拉住我的
手哭着说：“赶快给我看好，我还得伺
候你妈哩……”母亲得知后哭着对我和
弟弟说：“我这病不中了，先把你爹看
好！”

他们相继出院后，父亲很快痊愈
了。回到老家后，他就成了母亲的“全
职保姆”，从早上起床到一日三餐、洗
洗刷刷，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每次
回老家陪伴父母，我总能感受到两位老
人相依相伴的美好和幸福。

父母爱情

■王南海
春日最美是徽州。每到春

天，我都会想念徽州，想念那
里的古村落，想念那里的廊
桥、清茶、油菜花，还有笑颜
如花的姑娘……

那年清明节，我们来到徽
州。每个村子都依着一条小
河。小河悠悠，滋润着美丽的
田野。眼前，大片大片的油菜
花盛开了，如海洋一般铺陈开
来，绘成了一张浓墨重彩的油
画。

村子质朴而宁静，宛若邻
家姑娘，素面朝天，却清纯得
动人心魄。我喜欢村落里古老
的廊桥，廊桥拱拱的，可遮风
挡雨；也喜欢悠然地坐在廊桥
边，看村落里袅袅的炊烟，背
起书包上学的孩子，牵着牛犁
地的汉子，还有坐在阳光下舒
服晒太阳的老人。

我最爱村落里浓郁的文化
气息。晴耕雨读，在古老的徽
州，人们习惯在晴天时劳作，
在下雨时读书写字。两者相得

益彰。当你坐在廊桥上喝着茶
时，香气在你的身边氤氲。这
一定是上好的茶叶，刚刚采摘
而来。山顶上云雾缭绕的地
方，正是茶园的所在。

落雨时分，雨一滴一滴，
飘落在古老的廊桥上，滴落在
白墙黛瓦的庭院里，打湿了油
菜花，也打湿了茶碗和心绪。
泡上一壶茶，你可以听老人为
你讲徽州的故事。在他们看似
浑浊的眼睛里，在他们细致的
讲述中，你才读得懂那房梁上
的雕刻，门口的石雕究竟蕴含
了怎样的故事。

村落外，一潭碧水，小
船悠悠地划过来，又悄然划
走了。油菜花地里，母鸡嬉
戏着，这里的油菜格外高，
花儿也格外多，村落掩映其
中，别有情趣。雨后的空气
格外清爽，我们坐在古徽州
村落的院子里，点上几个地
道的小菜，泡上一杯茶，喝
上几口小酒，恍然间，直把
他乡作故乡。

大美徽州

■彭 珍
春回大地，绿意如潮，各

色花朵竞相开放。爱花的人儿
忙不迭地来到田野或山间寻觅
春色，开心地与花儿合影。我
也喜欢花，那些与鲜花相伴的
时光和春天的清新明媚一起从
记忆深处走来。

小时候看电影，第一次看
见一大束玫瑰花，深红、热
烈、典雅，我深深被打动。我
第一次收到玫瑰花是在云南昆
明，那是爱人送给我的。一束
大大的玫瑰花，配上满天星，
用彩色玻璃纸随手一扎，说不
出的美。因为喜欢，所以我常
常买来放在床头桌上，那一段
段与玫瑰花相伴的时光，仿佛
就在眼前。

儿子上初三后，学习上有
些紧张。为了让他放松心情，
我开始在客厅里摆放鲜花。九
朵玫瑰花亭亭地立在白色细高

腰花瓶里，放在乳白色茶几
上，仪态万方，四壁生辉。一
进客厅，花儿深情款款，美目
盼兮，任是愁眉也粲然。我在
走廊转角处摆放了一株名贵蕙
兰，明黄纯美，优雅大方。我
还在餐厅里养了一丛绿油油的
富贵竹，好像一片清凉的林间
绿地。阳台上，那一盆盆多肉
植物憨态可掬。

到了春天，赏花的活动一
个接一个，爱花的人又怎能
不兴致勃勃地寻访呢？我家
附近的游园里，粗壮的樱花
树长到两三米高。三月煦风
吹拂，一夜之间，满树或白
或粉的樱花绽放。树下满是
仰头凝望的人、掏出手机信手
拍照的人、拿起单反取景摄影
的人。

这与鲜花相伴的时光，赏
心悦目，恒久绵长，叫人怎不
时时眷念。

与花为伴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赫塔·米勒的获奖演说是《你
带手绢了吗》，讲述了手帕与
她和她的家人之间的亲密关
系。赫塔·米勒说，家里没有
其他东西像手绢那么重要，包
括他们自己。手绢的用处无处
不在：擤鼻子，出鼻血时擦鼻
血，手或胳膊或膝盖擦破的时
候包扎伤口，哭的时候擦眼泪
或者咬住手绢抑制哭泣。发烧
的时候，将手绢打湿放在前额
上。在手绢四角打结可以罩在
头上，抵挡太阳暴晒或淋
雨……

米勒的深情讲述，让已经
在我们生活中消失的手帕慢慢
飘回了我的视野。

千百年来，手帕不仅是生
活必需品，还是感情的载体。
手帕轻盈，却承载着沉重的思
念和苦涩的牵挂。明朝文学家
杨慎被贬异乡，其妻遥寄手帕
一方。杨慎题诗曰：“不写情
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相思。
郎君着意翻覆看，横也丝来竖
也丝。”诗中有相思之苦，细
读却能读出两情相悦的幸福，
不像黛玉《题帕三绝》那方手
帕，拎起来只会“吧嗒吧嗒”
往下滴泪。杨慎夫妻虽然有相
隔遥遥的相思之苦，却也有已
成眷属的恩爱和心安。黛玉有
的只是心事难成的悲伤和无
奈。手帕是传情达意的信物，
对宝玉、黛玉如此，对小红、
贾芸也是一样。“痴女儿遗帕
惹相思”和“情中情因情感妹
妹”一样，都是至情至性的故
事。

关于手帕的最早记忆，是
我们用手帕叠老鼠玩。把手帕
的两个角折进去，将另两个角
往里包，包成条状再翻转一
下，然后拉出折进去的角，将
一个角当头、一个角当尾巴，

一个小老鼠就成型了。没有爪
子，也没有耳朵、眼睛、嘴
巴，但我们在油灯下却叠得不
亦乐乎。还经常会叠上好几
个，拿着让它们互相追逐、掐
架。玩够了，捏着“头”和

“尾巴”往两边轻轻一拉，“老
鼠”又变成了手帕。

小时候，我喜欢玩水，袖
口处经常被水浸湿。母亲来不
及给我换衣服，又怕水冰着我
的手腕，总是把她的手帕塞到
我的袖口处。那两方温暖的手
帕，伴我走过了童年时光。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书
包都是大人用碎布拼凑缝制
的，想着孩子正长个，背带
都留得很长。很多女生用手
帕系住过长的部分，有些还
细心地把手帕系成了蝴蝶
结，而我们男生则是挽个疙
瘩直接把书包带挽短了。小
学毕业的时候，手帕被当成
纪念物在女生之间互相交
换。可惜，没有哪个男生收
到，要不然也会留下一段“相
思遗帕”的佳话。

我倒是给喜欢的女孩送过
手帕，里面包着零落的桃花瓣
儿，是我家桃园里的。那一方
蓝色的手帕，那一段零落的时
光，随着那女孩忧郁的背影一
起远去了，去得那么快，去得
那么远。有好多年，桃花飘落
时节，我都会在左手手腕处系
一方一模一样的手帕，追寻远
去的背影，怀念那段远去的时
光。

手帕一年一度地系上，再
一年一度地解下，终于锁进了
抽屉里，再不系了。

日子缓缓滑过，手帕慢慢
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擦手纸、
餐巾纸、手帕纸……纸代替了
布，没有了天长地久，有的只
是一次性消耗，有的只是即时
性消费，甚至包括爱情……

一方素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