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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师读完了，开始点评：“刘
健飞的作文写得很生动，尤其他想
到有八个轮子，轮番着跑。很有想
象力！只是有一点儿我不明白，刘
健飞，别的人见了你，咋就马大爷
见冯大爷，是咋回事啊？”

同学们再笑。
刘健飞站起来：“高老师，我

是说，我的车好，八个轮，他们的
车只有四个轮，他们都是马大爷，
我刘健飞是冯大爷，他们都比我
差得多！嘿嘿！”他把贾老师的

“马大娘”“冯大娘”的歇后语又讲
了一遍。

“好，这个歇后语用得好，改得
也好。下次把话说清楚就行了！”
高老师从讲桌上又抽出一本：

……人害羞的时候脸红。猴
一害羞，就红屁股。有意思吧？

“何用功！何用功！”同学们
小声议论。

何用功端正地坐着，谁也不
看，心脏却跳得很急促。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动物饲养
员，专门喂猴。我要当让猴子尊
重的饲养员。我不像那些吝啬的
家伙，不让猴吃饱。我使劲喂，我
要让猴子个个长得像老虎，屁股

大得像脸盆……一点一横一大
甩。拐个弯，甩两甩，拐个弯，甩
两甩，左一甩，右一甩，一甩一甩
又一甩。廖得满园都是……

同学们笑爆了，一个个东倒
西歪。

何用功努力地想忍住，看着
大家的样子，他终于忍不住也哈
哈地笑起来。

高老师笑着说：“大家知道
了，这是何用功的作文。他想当
一个好饲养员，一个让猴子尊重
的饲养员。把他的猴子养成老
虎。何用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
人，老师相信你能做到！可有一
点我不明白，这‘一点一横一大
甩。拐个弯，甩两甩，拐个弯，甩
两甩，左一甩，右一甩，一甩一甩
又一甩。廖得满园都是’是什么
意思？像个谜语似的。”

何用功站起来，说：“这就是
个谜语，甩了十次的这个字，就是

‘廖’字。”
高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

“廖”字。
“‘廖得满园都是’呢？”高老

师问。
“‘廖’就是扔的意思。”何用

功解释。
“啊，我知道了，是这个字！”

高老师说着，在黑板上写了个
“撂”，“可以看出来，何用功是很
动了一番脑筋的！”

何用功羞涩地低下头。
“还有一篇作文，写得相当动

人！现在我也读一读。”高老师又
拿起一本：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会断案的
神医，像济公那样地神奇，既不让
人生病，也不让人受委屈。如果
谁的眼有毛病，我轻轻地一摸，他
的眼就好了。如果他的眼睛看不
见，我轻轻地再一摸，他的眼睛就
好了。如果他生来就没有眼睛，
那也不要害怕，我摸上三次，一双
明亮的眼睛就长出来了……如果
有谁委屈了别人，我就让他的眼
睛看不见。直到他承认了错误，
我才让他重见光明……

老师读着，大家又在互相猜
测。最后的目光都落在了大强身上。

高老师读完了，说：“这是范
大强同学的作文。写得很动情！
范大强！”

“有！”大强站起来。
高老师：“你咋想起这样的话

题呢？要当一名会断案的神医！”
范大强略一停，似乎是平静

了一下情绪：“我奶奶是个盲人，
我妹妹也是一个盲人。我的理想
就是让她们和我一样能见到光
明。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我奶奶教我妹妹学歌谣：‘月亮
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手扯手。我
问月亮到哪去，月亮光笑不开

口’。我妹妹问奶奶奶奶，月亮咋
笑啊，你见过吗？给我说说呗！
奶奶说啥时候我能看见月亮，你
也就能看见月亮的笑容了。就在
这时候，我奶奶和我妹妹忽然都
看见了月亮。好大好大的一个月
亮！奶奶哭了。妹妹却大喊着，
好漂亮好漂亮的笑容啊！也就在
这时候，我忽然变成了济公！”

听着他的讲述，师生们都很
感动。

高老师又问：“范大强，你后
边，‘如果有谁委屈了别人，我就
让他的眼睛看不见……’你又是
咋想的呢？”

范大强又停了一下，说：“高老
师，我的作文现在还能不能修改？”

“现在？”高老师一愣，马上
说，“可以呀，你想咋修改？”

大强说：“最后一段，我想改
成这样：‘如果有谁委屈了别人，
我就让他的眼睛流泪，体验被人
委屈的滋味。直到他承认了错
误，我才把他的眼泪收回……’”

“好！改得好！范大强把‘如
果有谁委屈了别人，我就让他的
眼睛看不见。直到他承认了错
误，我才让他重见光明’改成‘就

让他的眼睛流泪’，体现了一个人
的爱心和宽容。范大强，老师祝
贺你又有了进步！”

高 老 师 说 着 ，带 头 鼓 起 掌
来。同学们连忙跟着鼓掌。

大强的泪水潸潸地流下来。
何用功的头深深地低下去。当他
再次抬起的时候，眼睛里也有了
泪水。

“范大强！”高老师喊，“我还
有一个问题要请你回答。听贾老
师说，你已经连续迟到了两个上
午的第一节课。今天的第一节你
又耽误了，一连三个上午啊！是
不是家里有啥困难了？”

大强摇头：“没有。”
“究竟是咋回事，能给大家说

说吗？”高老师看着他。
大强迟疑了一下：“我……”

“不方便吗？不方便就不要
讲了……”高老师示意他坐下。

大强不坐。大强说：“我家养
了三只羊。每天早晨我都要去给
它们薅草。我发现，河里的水不
流了，只剩下几个水坑。水坑很
浅，里边的小鱼无处躲藏。有几
个孩子总想把它们捉走。妹妹
说，河水是鱼的妈妈，这些鱼就是

被妈妈遗弃的孩子。我知道，这是
妹妹的童话，她可怜这些小鱼。”

高老师轻轻点头。
大强继续说：“小鱼虽然弱

小，可它们也是生命。它们和我
们一样，害怕孤独，害怕恐惧，害
怕被委屈，害怕被伤害。它们惊
慌失措，东躲西藏，可是，水面太
小了，并且一天一天在缩小，即使
没人去抓，它们也仍然面临着死
亡。我知道，我不一定能完全地
保护它们。但有的我能做到：我
坚持，在上课的铃声响起之后，我
最后一个跑向学校！这样，那些
孩子就没有机会伤害这些小小的
生灵了……”

师生们再一次被他感动，不
少学生点头表示赞成。

“很对不起，我知道自己违反
了学校的纪律，影响了课堂的秩
序，但是、但是，我再一次请求大
家谅解！对不起！”

泪眼蒙眬的孩子忽然用雷
鸣般的掌声回应他。

“我们也要保护小鱼！”何用
功大喊一声。

“保护小鱼！”同学
们应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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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婉转夏风来

父亲的“三光政策”
♣ 高玉成

朝花夕拾

♣ 韩心泽

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又抗美援朝，回国后
上世纪 50年代末转业到地方。虽说是“老革命”，
工资也不算低，但对我们的家教，仍然是勤俭节
约，“三光政策”便是一例。

“三光政策”是指和面做饭的时候，要做到面盆
光、面板光、手光。也就是说，一顿面食做下来，面
盆、面板和自己手上，都要光溜溜的，不能残留一点
面。“三光”虽然是节俭惜物的“政策”，操作起来却
也是个技术活儿。父亲的示范是：水一点一点地
加，面一层一层地和；水加多了面就粘盆，面粘盆了
就造成浪费；水加到哪一层面就和到哪一层；边加
水边和面边清理手上粘的面，面和好了盆上手上也
都光溜溜了。和好的面放面板上揉搓之前，要先铺
垫一层面粉，然后是边揉面边继续铺面粉，防止面
团粘到面板上。面揉好了，到处干干净净、利利索
索，没有半点浪费，就是父亲的所谓“三光政策”了。

父亲是山西人，做面食的确有一套。但是父亲
一般不做，做一次就要弄出很大的动静；若是包饺
子、蒸包子，更是七手八脚，忙作一团，人人有分工，
全家跟着转，七八口人围在一起包，又聚在一起吃，
倒也很热闹！偶尔，父亲还会做一顿正宗的山西
饭，蒸一笼栲栳栳。做法大约是将莜面和好后，捏
一小团下来用手掌在面板上一搓，再用指头一卷，
像鸡蛋卷似的，一个个立在蒸笼里蒸，蒸熟了蘸蒜
汁吃。可惜那些年生活条件比较差，粮食是定量供
应的，莜面又是稀罕物，很难买到，所以也很少吃。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学会落实父亲的“三
光政策”了。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后，父母还没下
班，姐姐们在外地工作，我的任务就是把馒头蒸
好，或者把面条擀好，等大人回来炒菜。父亲对我
干活很满意，不仅是“三光”落实得好，还因为我人
高力大，面揉得硬，面条擀得筋道，吃起来有嚼
头。后来我当兵到部队，连队食堂包饺子让我们
去帮忙，指导员很惊奇，说你一个城市兵还会包饺
子呀！我心想这算什么，我会的东西多着呢！

转眼四十年过去，父亲早已作古，母亲风烛残
年，姐弟们分散在四面八方，难得一聚了。偶然聚
在一起包饺子，总会说起父亲的“三光政策”，边说
边笑，边笑边回忆！有时也会说起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已经不再蒸馒头、擀面条，包子、饺子之类，也
都是街上去买了。我们倒也不是抱怨他们没有继
承“三光政策”，只是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很多是被
宠大的，苦吃得少，福享得多，平时大手大脚，甚至

“超前消费”，时代烙印很深，说不清这到底是进步
还是堪忧！

与人相处，语言是必不可
少的工具，“会聊天”不仅在男
女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日
常的工作、生活中也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怎样表达，能够既让别人
舒服又满足自己的需要？怎样
才能让话题顺利愉快地进行下
去？如何描述才能简洁明了又
不失自己的本意？在剖析两性
相处的关系之道外，该书更将
着眼点放在了“会聊天”上。
成熟的沟通技巧将有助于解决
社交焦虑者的难题。

作者阮琦最初因为“魔鬼
咨询师”的名字而在豆瓣平台

上被大家熟知，也因为其在男
女关系上独特且实用的见解，
被粉丝亲切地称为“搭讪教
父”，现在，豆瓣小组“搭讪
学”“魔鬼约会学”依然保留了
十几万的粉丝，就相关话题进
行互动。

《魔鬼聊天术》是阮琦三
年磨一剑的最新作品，书中分
享了大量的实用干货，从搭
讪、相识到相爱，既为单身人
士分享了找到理想中爱人的诀
窍，也为已脱单人士分享了与
爱人相处的方法。本书由磨铁
图书策划出版，一经上市便引
发了广泛关注。

新书架

《魔鬼聊天术》

消夏图（国画） 李学峰

康有为说，“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尔
悲”，不知不觉中，酱已经贬到柴一样的等级了！照
常理，像康先生这样的读书人，比较清高，一旦落魄，
就会指桑骂槐，也算意料之中。只是，这“百味将帅”
的酱，沦落到熟视无睹的境地，着实让人心酸。

这酱，可是权贵的专享！茹毛饮血的时代，生
嚼肉块是生存王道。大快朵颐固然痛快，却有点鲁
莽；老年部落首领牙齿松动、消化力弱，那般吃法有
些勉强。况且，生活总得长远计议，储存一些肉，备
不时之需吧。于是，半流质肉食品出现了：研碎鲜
肉，酒曲拌均，装进陶器，用泥封好，曝晒两个七天，
酿出酱味即食，这就是“醢”。上古时期的酱单一，
但酒曲翻腾出的肉香，有了盐的助演，滋味绵长，王
公贵族自然追逐。周代的“八珍”，淳熬、淳母，就是
醢油浇饭——盖浇饭的鼻祖，酱肉的郁香渗入米
饭，一口多味，无须菜肴佐食！炮豚、炮牂、捣珍、渍
珍、熬珍和肝膋之类，醢也是得力的助佐。所以，

“八珍主人”的雅号自然非醢莫属!周代以后，烹、煮
的出现，先人以草木之属做酱，品类猛增，膳食中自
然不可或缺。吃鱼脍用芥酱蘸着吃，吃干肉片蘸蚁
卵酱，吃干肉粥用兔肉酱，吃麋肉片蘸鱼酱。酱，也
从主要的配食品，变成了调味品。

这酱，在岁月里发酵。到了汉代，开始用大豆

做酱，实现了腾跃。贾思勰的“肉酱法”，用“麹”（麦
麹）和“黄蒸”（带麸皮的酱麹）。是呀，人口的增加，
素食的风行，蛋白质的追求，聚焦于酱在内的菽类
食品。做豆酱，在大蒸甑里干蒸大豆，水气馏熟。
平摊席上，覆棉被，结块，长绿菌丝，打散，铺瓮中，
下西瓜，曝晒百日才能熟透，这是豆瓣酱。饱满的
豆菽，经历高温和时间的拖曳，渐渐离析、交融，稠
而黏，厚而亮。到了盛唐，诸酱登场，麸酱、米酱、甜
面酱、芝麻酱、八宝酱等进入寻常人家。放点酱调
味提鲜，成了生活习惯，被百姓尊称“百味将帅”。
清朝时，出现了香菇、虾子之类的各色酱油：本色者
曰“生抽”，复晒增色、酱味变浓者，称“老抽”。 自
此，酱香与清新的空气一样，成为华人不可或缺的
家常之物。酱也走出国门，向朝鲜半岛、东南亚、日
本传播，结成了“泛亚洲酱文化圈”，环球同此凉热，

几乎鲜无人识了。
老人常说：做不出好酱的家庭主妇，是不会把

日子过出滋味的。主妇的执着和挚爱，用日月酿出
滋味，在层层叠叠的陈香里，记录着水远山长的人
世风情。烤鸭、大葱之类的蘸酱、面条卤的炸酱，不
一而足。居然，酿酱用于烹制菜肴，竟催生了北酱
南卤的餐饮风格！水果、肉类或鱼虾等，捣碎制成
的糊，也都出相入“酱”了。有味蟹酱，捣碎小鲜蟹，
加入盐、红酒糟，石磨碾碎，呈稠膏状，入坛，放白
糖、盐和辣椒粉。最好多放高粱酒，催生香味，可以
吃上一两年，极美味的一款。在“忽有瓶罂至，卷将
江海来”的大气磅礴中，风姿绰约的酱，把等待变成
了滋味。况且，酱能除热、解毒，治蜂虿虫伤、烫
伤。宋朝政治家司马光，提醒赴任富顺的好友，“盘
馐蒟酱实，歌杂竹枝辞”，若要民风淳朴，必借丰饶
的物产，蒟酱与歌舞相佐，教化百姓。

酱香飘入钟鸣鼎食之家，也不避小门柴居之
户。酱有变，心态亦有变，唯一不变的是情愫——
巍巍中华的赤诚之心。北方自不待说，吴侬软语的
江浙人家也要非酱不食，无酱不欢，浓油赤酱反倒
造就了白皙的皮肤、温婉的性情，可谓奇特！酱在，
家常的日子就能翻出奇异的浪花，这种精致巧思，
酿出清苦素简里最长久的暗香！

知味

♣ 张富国

酱 香

灯下漫笔

六君子图（国画） 柴清玉

人与自然

春秋易度，冬夏难熬，而冬夏相较，又觉得
冬天好受些，毕竟冷了可以多添衣物，夏天热起
来减除衣物则作用有限。尤其烈日之下，夏天室
外就是只大烤箱，身体暴露处不堪炙灼，衣物遮
蔽处汗流如沐，此暑实在无计可消除。

待到盛夏入伏，每天朝日喷薄，辉煌灿烂顷
刻唤醒一个喧嚣世界，早晨那点似有若无的清凉
一闪而过，气温直线抬升到让人心燥气闷的程
度。渐近午时，被太阳烘烤着的田野上，蒸蒸腾
腾的暑气隐约可见，辛勤的农人不得不早早收工
回家，急急喝碗绿豆汤稳稳心神。酷烈的午后，
高楼墙面与公路路面炽白晃眼，出门如同浴火，
人们都被逼回室内午休，以弥补昨夜溽暑中不足
的睡眠，但如果没有空调，只能听凭汗淋淋的午
梦被一次次热醒。好不容易等到夕阳在山，虽拉
长了树荫楼影，高温也定格不减，滚滚热浪中人
们依旧黏腻在不休不止的汗水里。若无清风可
待，真不知何以调剂酷暑。

夏风往往气息微微，再若稍雨即停湿气氤
氲，炎夏切换到闷蒸模式，吊在枝头的树叶纹丝
不动，清爽夏风会让人苦盼到恨的程度。正恨它
不来，一阵轻微的战栗忽地掠过草叶尖，几片绿
叶晃动后倏的摇动起一溜树梢头，习习凉意奔袭
而来，撩拨衣袂，抚摸肌肤，瞬间挠得你“破恨
为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诗中四种意象是四季的美丽标识，而其中，凉风
代言夏日似乎有违逻辑，明明四季之风，属夏风
最有温度。可就是这一个凉字，道出了夏风的妙
处。春风和畅，秋风萧瑟，冬风凛冽，夏风清
爽，虽各有风情，夏风无疑最急人之需，且以凉
暖拿捏恰到好处而最为讨喜，实则深谙予人有度

的道理，尤其闷热到绝望处逢生的那丝丝缕缕的
清凉，让人倍感体贴和舒服。夏风之玲珑乖巧，
实堪为欲练达人情者的心法指南。

夏日煮沸光阴，也萃溢出“风情”万种。阳
光充足、雨水丰沛，草木尽情舒展生命的张力，
青绿蓬勃，浓荫翁郁，成就了夏之隆盛。可这一
切繁华如若没有夏风激扬，就会显得冗赘憋闷。
夏风以其无形之手在盛夏的各种物象上张扬自己
的情调，使缱倦者飘逸，使繁茂者婆娑，使流深
者灵动，使远航者洒脱。酷闷的境遇，更能化压
抑为个性，催生夏华绚烂。夏风吹绽的玫瑰、紫
薇、月季、凤仙、美人蕉、大丽花诸品，绚极烂
极，极妍极丽，恣肆泼辣，激情火热。街巷间、
公园里，夏风吹绽“女人花”，处处裙裾荡漾，
飘飘争艳，成为四季中最摇曳心旌的风景。春风
剪剪，使春天在娇媚上胜了夏天一筹，但夏风款
款，却让夏天在风韵上夺了春天的风头。

如若夏日持续酷闷，暑气就会积郁为山后天
边的浓云，或一块块沉沉的堆叠磊砌，或一团团
翻滚着铺陈漫漶。流连在翠草竹栅、穿梭于茂叶
林隙的夏风，得遇风云际会的机缘灵犀，极力联
通天地气脉，瞬息草木摇荡，即刻雷击电劈，眼
见云城倾溃，霎时雨骤如注，酣畅淋漓，荡尽暑
气，也涤荡心胸。几度风云起落，一番骤炎骤
凉，雨后鸟悦天光，蛙鸣虚谷，证得一派山碧水
静的澄明境界。扑面的夏风一时异常清新，把夏
日时光吹澈得仿佛一味宜人的凉茶。我一向认
为，所谓清风，该是专指夏日清爽之风，尤指夏
日雨后之风。

一部夏日清风乐章，行板抑扬跌宕，不过，
转轴拨弦、轻拢慢捻之间，夏夜之风终将曲调引

入深婉。
夏夜正愁苦短，忽而晚风徐来。这样的时

刻，杜甫会“开轩纳微凉”，孟浩然也一样会
“开轩卧闲敞”。而轩外有明月相照，清荷送香，
听闻竹露滴答，如琴瑟和鸣，很容易引发人生苦
短待知音的幽思。为什么是长风万里苦思难待？
又为什么风在耳际撩乱心弦？呵呵，我们所希冀
促膝相对的，不正是夏夜之风这样让我们心旌微
荡的素心之人？

夏夜即使开轩，夏风还是不足以稀释室内的
燥闷，所以夏夜常驱人到室外消暑。常忆大学校
园中的夏夜，月光流泻在草坪上，花影摇落在廊
榭间，二三心气相通的同学随意散坐，交流情
感，挥洒意气，鼓荡青春，展望人生。渐觉暑意
随清风消退，于是回到寝室卧谈，却仍觉闷热难
耐，干脆重回操场畅聊到天明。夏夜难眠正可拉
近人与人、心与心的距离，夏风断续反让人倍感
清凉与柔婉，人心在汇流处随风悠悠和鸣，使夏
夜之风别具一种宁和的魅力！

如今空调已普及到室内不辨四季，人们抵御
室外高温的能力却与日俱减，即使夏夜出门，也
逼迫得越来越多的人寻山觅水，好能亲近更清凉
的夏风。最爽的方式，就是在朗月之下、幽径之
侧的半山腰，寻到一处野卉疏木中的农家小店，
点几道山珍野味，围聚着篱笆院落中的石桌石
凳，阔谈畅饮，不问归时。近山近水的情怀恣纵
不羁，幽谷松涛中吹来的清风沁凉深长，不觉
间，意气因兴致而投合，心性随清风而舒张。生
活节奏愈渐提速紧张，夏天白天也愈显酷热漫
长，幸有不眠夏夜与解意夏风，暂辟出一个让我
们融入自然、放达自我的栖心之境！

花和草都是自然赐给人间
的珍贵礼物。爱花者繁多。花
之明媚多样，集世间美好于一
身，眼前繁华热闹，自是人事常
情。草的天性是寂寥单调的，
不是一种孤芳自赏的傲态，而
是姿势很低，就那么做世间美
好者的陪衬。然而却不招人待
见，爱草者少于花。

隽深在心底的不是花与草
的故事，而是草与庄稼的纠
缠。农家院落，庄里庄外，田野
阡陌，甚至人家的院墙上，随处
摇曳的尽是草的舞蹈。农家人
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农家人
不种花，要种养活人的庄稼。

草是庄稼的天敌。记忆最
深的是每年暑假都要去田里为
庄稼拔草，若不拔，草会把营养
吸走，间接把庄稼吃掉。暑热
的天气，草却在疯长。我们小
孩子也要在大人的带领下，戴
着遮阳的草帽，一把汗水，一把
泥土，与藏身在庄稼里的草，斗
来战去。汗水流到了眼角，脖
子里，难受极了。眼前的草还
在招摇，真是令人恨透了。

没想到不久聪明的人发明
了灭草剂，这消息振奋人心。
懒省事的人纷纷在庄稼地里喷
了这种灭草的剂，谁曾想，草没
有被消灭，庄稼倒枯萎一片
片。而那些年长的过来人就谆
谆教诲：“没有草，哪有好庄
稼？草是庄稼的力，有草和庄
稼比着，庄稼才会长得好。寸
草不生，人也别想活下去。”

后来知道朴实的庄稼人其实
在说的是一个生物学的道理：物
竞天择。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
有竞争才有生存。草去和庄稼竞
争，庄稼活下去，而草却不争庄稼
的风头，甘愿受委屈，被误解和埋
怨。它的愿望很小，只想活下去，
尽一株草的本分。收获和喜悦那
是属于另外的世界。

庄稼的生存，花的生存，同
根底源，都要依赖草。出外读
书之后，走出农家院落，身边再
看到的不是草与庄稼的纠缠，
更多的是花与草。花花草草，
天长地久，不可分离的一对。
有草处有花，有花处必有草。
人们依然出门看花不看草，草
依旧是老性子，那样素色着一
张脸，低着头，不言语，衬得花
愈加娇媚明艳。

居住附近有公园，天一暖
和，简直就成了花花草草的世
界。尤其是草，生命力真是强
盛，像初生婴儿，每天的面目都
不一样，可着劲儿疯长。到了
夏日，尽成一色的青碧了。割
草机“嘟嘟”割过一茬，几天之
后，又魔术似的窜成原来青碧
的样子了。这时，总让人想起
儿时背的一句古诗：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

古人赞花的诗句，那是说
不胜数。而赞美草的诗句，却
是屈指可数。最喜欢的除了儿
时常背的那句外，就是孟郊的
诗句“草色琼霏霏”。琼，玉般
美好。霏霏，茂密盛多。这五
个字，字字恰如其分。琼是草
的品质，霏霏是草的生命力。

玉出于石，草长于泥土，都
是坚韧朴厚之物。世间人心思
繁杂，有人赴汤蹈火，非要去做
一朵绚烂的花；也有人不爱热
闹爱寂寞，只想清清淡淡做一
株陪衬的小草。

琼草霏霏
♣ 耿艳菊

♣ 周亚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