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112019年3月27日 星期三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刘明辉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郑 风

♣ 李星涛

春天，我喜欢

人与自然

满世界禁不住春天的诱惑，不知不
觉之中，我已跟着春风走出了家门。

春天，我喜欢听饮过露水的鸟儿，在
田野上空清脆的婉转；我喜欢看淅淅沥
沥的小雨，在远方刺绣出草色遥看的梦
境；我不再像那个摔泥巴的孩子，去拧一
管青翠的柳笛，将春风吹得碧波荡漾；我
喜欢站在小河旁，听阳光撕锦裂帛般碎
裂河冰的声音。

春天，我喜欢和青青的麦苗一起，走
进阳光的瀑布中，接受她温暖的祝福；我
喜欢看走出闺房的野花，用露珠的杯盏
迎接远道而来的蜂群；我喜欢看钻出地
面的小草，放飞出蝴蝶的风筝；我喜欢看
精神抖擞的老牛曳着一张锃亮的犁铧，
翻腾出泥土的波浪；我喜欢听挑青的村
姑无意间唱响的一支民歌，我喜欢听老
农飘扬在天空的吆牛号子。

春天，我喜欢看春风柔柔地吹绿河
柳；我喜欢看麦田激情地掀起绿波；我喜
欢看春风在水面软手软脚地起舞，我喜
欢看春风从四面八方走来，又带我们向
四面八方走去。

春天，我喜欢看采茶姑娘唱绿满山
的茶树；我喜欢看嫩绿的瓜秧儿齐刷刷
地举起泥土的芬芳；我喜欢听流水的舌
头慢慢舔舐石头的声音；我喜欢听夜里
嫩绿的草芽儿撬翻石头的合唱。

春天，我喜欢看积雪融化后的土地
在阳光下蒸腾而起的雾岚；我喜欢闻春
天的土地所散发出的新鲜刺鼻的芳香；
我喜欢躺在中午的土地上，咀嚼着艾青
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诗句；我喜欢看
中午的天空中，一朵朵白云无忧无虑地
徜徉。

春天，我喜欢在晨光中看远山妆成
的一缕缕悄无声息的黛青；我喜欢看在
黄昏中山尖洇染出的朦胧神秘的淡紫；
我喜欢看地平线那可望而不可依，可望
而不可即的神奇；我喜欢在追求和失落
之间，满怀信心地驾驭着我人生的航船。

喜欢，喜欢，春天到处长满了喜欢。
我喜欢春天五彩缤纷的形容，我更喜欢
春天默默滋润天天向上的神韵；我喜欢
把毛茸茸的太阳当成自己的梦，放飞进
春天纯净的空气里……

《红楼梦》中有一配角人物——充
其量算配角人物，作者着墨仅千字，整
部书也就让他出场了这么一次，却令
人印象非常深刻。闲暇翻看，总是忍
俊不禁；与人谈论，又不免捧腹而笑。

这就是八十回目中“王道士胡诌
妒妇方”之王一贴。

“一贴”乃其诨名、绰号。红楼中
人物名都不是胡起的，取名上就十几
种讲法，每个人名字都含意蕴。主要
人物命名取号选姓定字，次要人物取
名则简单而形象。拿王道士王一贴来
说，作者不赐名字，单起个诨号唤作

“一贴”，寓其膏药灵验，只一贴便百病
皆除意，足见作者匠心。一贴有先见
之明，知道哥儿“今日必来，屋里头三
五天就拿香熏了又熏的”。当宝玉问
其膏药到底治什么病时，一贴先是谦
虚，故作深沉：“其中细理，一言难尽。”
接着侃侃而谈：“共药一百二十味，君
臣相际，宾客得宜，温凉兼用，贵贱殊
方。内则调元补气，开胃口，养荣卫，
宁神安志，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则
和血脉，舒筋络，出死肌，生新肉，去风
散毒。其效如神，贴过的便知。”说的
尽是医学术语，恐怕宝玉不信，又诅咒
发誓说他这膏药百病千灾，无不立效，
否则可揪着他胡子打他老脸。宝玉原
非找膏药治病，也是异想天开，突然想

到夏金桂悍妒成性，把苦香菱折磨得
“莲枯藕败”，心内愤愤不平，遂灵机一
动，向一贴讨要贴女人妒病的方子，要
为呆霸王薛蟠之妻夏金桂治妒病。一
贴不敢过于诓骗宝玉，他话题一转，说
虽没治这种病的膏药，却有一种汤药叫
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
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早
吃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当宝玉疑
问未必见效时，一帖道：一剂不效十剂，
今日不效明日继续，今年不效明年，横
竖这三味药润肺开胃，止咳好吃，吃过
一百岁，还妒什么！最后自揭老底，连
膏药也是假的，真的他还吃了做神仙
呢。可谓一波三折，幽默诙谐，把个江
湖郎中活生生勾画在读者面前。

王一贴之“疗妒汤”，虽是胡诌出
来的笑话，却也不无道理，梨与冰糖性
甘寒，宜润肺凉心，久服不免生湿，配
之以燥湿理气化痰之陈皮，有益而无
害。嫉妒心强盛之人，常是郁结于心，
如此说来，宝玉所求疗妒方欲治妒妇
河东狮之恶病，勿如医黛玉之妒心。
金桂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妒
之外在表现为悍；弱柳扶风的黛玉则
是以花自喻的哀婉纤柔，泪尽而逝，妒
之外在表现为哭。二人青春悲剧截然
不同，真要都饮了疗妒汤，弄不好对于
黛玉小心眼的妒会比金桂河东狮的妒

效果要好得多，可惜的是二人都不曾
饮。最近报道说苏州有酒楼推出红楼
美食，其中就有疗妒汤，不妨劝妒妇们
都去尝一尝，一来苏州本就是黛玉的
老家，二来那里风景绝好，散散心，品
品美食，对身体固然有益的。

《红楼梦》中涉药处甚多，丸散膏
丹皆有，多数非寻常人所能抓配，普通
百姓买不来也吃不起。譬如第七回宝
钗患娇贵的喘嗽病，一秃头和尚为其
开了个奇方谓“冷香丸”：将白牡丹花、
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蕊各十二两
研末，并用同年雨水的雨、白露的露、
霜降的霜，小雪的雪各十二两加蜂蜜
白糖调和。四种花蕊易得，然四个农
时节令果有雨露霜雪？难怪周瑞家的
笑说等十年也未必都这样巧吧，其玄
妙令人叹为观止。而冷美人宝钗服了
这冷香丸也果然灵验。医家分析医
理，宝钗这病症乃胎里带来的热毒引
起，诸花蕊并霜雪纯洁无瑕，确有清热
凉血、止嗽定喘之效。拿疗妒汤与冷
香丸作比，一个是平常药治得奇病，一
个是奇药治得平常病，可谓异曲同工。

《红楼梦》中，写了多个医者，来自
宫内的御医，正宗的六品御医王济仁，
透过他对贾母的谦恭，可看出其谨慎。
侍候皇帝老儿家的医生，弄不好是要被
杀头的，不小心哪行？而张友士，虽美

誉太医，应是频繁出诊，虽无人给他颁
发行医执照，却也算是正宗的医师吧。
张太医为秦氏治病，不望不闻不问，只
一见便滔滔不绝，大谈病状病源，让人
信服，于是少不得人请来请去；而王一
贴，不但游走于市井街巷，亦常在宁荣
两府走动，虽以射利为目的，却还以不
伤人为底线，最后自己道出全是假话，
的确一个反应灵敏巧舌如簧八面玲珑
之江湖郎中。其与今之骗子又有不
同。今游走江湖卖大力丸之郎中已不
多见，而在电视上忽悠着卖拐卖车治疗
肾虚肾亏之骗子比比皆是，更甚者广告
宣传势态强猛，已攻破人们心理防线，
诸如三鹿之三聚氰胺奶粉、金华之敌
敌畏火腿，让人防不胜防，哭天无泪。
不少骗子戴着手铐，摄像机照着，还依
然脸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谎，其心理承
受比王一贴要强得多了。

这样一比，王一贴真还算一个可
爱的人物。他懂些医理，定是也看好
了不少人的病，否则不会被美誉为一
贴；这老道又颇具世情，谈笑风生，与
年轻人也能够沟通。那宝哥儿原是见
了男人就觉污浊不堪的，见了一贴却
能与之说笑；更加可贵的是一贴的疗
妒汤不伤人，不会置人于死。

小人物王一贴因独创“疗妒汤”而
名扬天下。

王一贴与疗妒汤
♣ 袁占才

放学路上放学路上（（摄影摄影）） 郭东伟郭东伟

洛河畔，邙岭下，大力山石窟南，
偎依了一片仿古建筑，厅堂楼阁，戏
台街坊，小吃叫买，俨然一派古香古
色，且完全是免费开放。王老板做生
意收入多了，便投资给老百姓建了座
神仙的体验地儿。

因是片特异之处，成了四方人们
热去的地方，男女老幼，外地本地的，
每白日皆呈熙熙攘攘的氛围。

日落了，河水轻吟佛经，邙岭亦
如卧息的大佛，那片“古迹”之处，却
亮起了灿烂的灯火，红的，蓝的，绿
的，一派绚丽多彩。诸多建筑被亮装
点，让人感叹它们的巍峨和美丽，催
人产生天宫御街的想象，也似有种磁
力勾引着，吸引人步入那片仙的境
界。从城里开车来的，从附近山村来
的，仍然热热闹闹。

这天下午，老同学儿子南方探亲
回来，相邀陪同前往。兴致勃勃游览
了那里白日景色，体验了仿古的勾栏
瓦舍，一眼难见边际的古建群落，初
见者不禁唏嘘感慨，赞叹当地的明智
企业家。且还幸遇河南电视台梨园春
栏目的赛事，省内外诸多好唱家舞台
竞技，既来则安，我们也顺便坐在摆

放的藤椅上，无拘无束，貌似资深戏
迷，陪着省内外多地的资深戏迷们，
饶有趣味地享受了一次戏剧精宴。

古城里一座大戏台，还有座小戏
台，另有戏剧茶座，据说是城主王老
板热戏的缘故，他想让人们记忆中原
老戏的模样，当然戏台楼都建得相当
古气，可与北京颐和园里的戏楼相毗
美的。当天的梨园春赛事设在了小戏
楼，配合小戏楼的广场也可着千人之
多。观看赛事的也有几百人吧，多是
中年以上的男女。

趁天色尚早，我们又去洛河一
游。正涨的黄河，一派雄浑大气，而婉
约的洛河则显羞涩与他牵了手，然后
昂扬着向东方奔去，大海里有他们永
远的向往啊！此为河洛文化的标志圣

地，游走着，我们谈天说地起来。寻找
黄帝、大禹即此筑坛沉璧以祭大天的
遗迹；朝雾色渺茫处张望伏羲见河图
洛书而演画八卦那座突兀的伏羲神
峰；说民国时期“四大豫人”出在巩义
的刘镇华和王抟沙，占四人一半的河
洛圣地的先贤；又看洛河对岸隋代兴
洛仓斑驳的半截仓城墙，说着瓦岗军
开仓放粮的盛举；另扯起了诗圣杜甫
……谈古论今，不禁生发些生于此地
的幸运感、自豪感，心里也掂量出了
中华文化的凝重。那也是一种得以咀
嚼有滋有味的营养。

走着说着，太阳西斜时，又返回
古城，眼前已成了一片灯火辉煌。古
城里蜿蜒了一条古街市，天下美食尽
展，诸多游客夜里品味的盛地，那当

然是不可错过的好去处了。
大家汇入了寻味的人流，在华

灯下漫步那热闹的街，参观了一遍
男女食家幸福的吃相，也在对比中
寻到了所爱的美食，喂庄牛肉水煎
包，外加江苏沛县的板面。说着话的
工夫，热腾腾的水煎包和板面便上了
桌，开吃不一会儿，也都被美味儿调
理得心旷神怡了。谁说，我们也回到
了古代一回，是汉？是宋？那就真的难
以辨别了。

夜色逐渐浓重起来，有说咱也该
走了，大家便响应起身离开。再好的
情景，不能永远陪伴身旁的。

偃月古城大门外，大家仍不离不
舍，又观看了半天那带有神秘感的地
方，城内建筑的灯光轮廓亮丽尽然，
柔 美 的 音 乐 声 流 溢 出 来 。旁 边 的
S314 景观大道上的汽车，也似乎忍
不住慢了许多，司机和乘客们用贪婪
的眼光扫描古城，多看一眼似得到多
一点的幸福。

走吧，有人屡屡提醒下，我们才有
点不舍地登上了汽车。那美丽神秘的
大片灯光已经印记在了大家的心里，
还有那久久难以消散的美食味道。

♣ 古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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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 夫

争 春

鸟语花香，乃春天之最佳代名
词，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春天就会
热热闹闹，有声有色。

鸟语是春天的发言人。“春眠不
觉晓，处处闻啼鸟”，听那树上的鸟
儿一大早就在争相鸣叫，高一声低
一声的，长一声短一声的，一叫就是
几个时辰，也不嫌累。太史公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
利往。”也不知这些鸟儿到底是在争
什么，自然不是人类的理论之争、主
义之争、府院之争、楚汉之争，想来
无非是在争配偶，争高枝，争巢穴，
争虫子，说到底也是在争利。据说，
全世界的鸟语共有三千种之多，和
人类语言的种类不相上下。孔子的
快婿公冶长要在就好了，相传他是
懂鸟语的。

花香是春天的活广告。春之万
物，争来争去，争得最出彩最生动的
当然还是花卉，百花争艳，万紫千
红。争着看谁最先绽开花朵，争着
释放芬芳，争着看谁的花朵开得大，
开得娇艳别致，开得久长。人世间
热衷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花的世
界也难免俗，你争花王、花后桂冠，
我争花魁、花仙名号。花花草草的，
看似沉默不语，但都心里有数，在暗
地用劲，比着打扮自己，争蜂引蝶，
争奇斗艳。

争得最热闹的非虫蛇猫狗莫
属。惊蛰一到，无数动物就急匆匆
地结束冬眠，争先恐后从地下、从洞
里爬了出来，伸伸懒腰，活动活动筋
骨，嗷几嗓子，便忙着觅食，搭窝，然
后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着去
吸引配偶，谈情说爱，生儿育女。猫
儿在房顶上叫春不停，野狗奔波打
闹争风吃醋，尽情发泄着集聚了一
年的荷尔蒙，播撒下爱情的种子。

一年之计在于春。“布谷飞飞劝
早耕，舂锄扑扑趁春晴”，勤劳的农
夫争着下地劳作，犁开沉睡的土地，
播下希望的种子，等待发芽、开花、
结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金”，勤奋的学子争着读书学习，游
弋在知识的海洋，收获科学的硕果，
将来好报效国家，实现自我。

争春，一直是文人骚客百写不
厌的话题。同是咏梅，陆放翁壮志
难酬，心情悲凉，诗云“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毛泽东则踌躇满志，
心旷神怡，反其意而用之“俏也不争
春，只把春来报”，显得境界更为旷
达乐观。宋人梅尧臣志趣高雅，不
落流俗，诗曰“应与残红闲是伴，不
随舞蝶去争春”。唐人李商隐多思
多情，缠绵悱恻，发出“春心莫共花
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哀叹。明
人沈愚心情不错，志得意满，春天在
他眼里就成了“江花含笑欲争春，江
水笼烟柳色新”。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精心设
计了争春的细节。贾府的四个女
儿，老大元春争来了荣华富贵，烈火
烹油，成了皇帝宠妃；老二迎春，也
想抗争命运摆布，但懦弱胆小，还是
没有争赢，白搭上了一条性命；老三
探春生性刚强，争地位，争脸面，争
风头，争才学；老四惜春与世无争，
最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其实也是
不争之争。这四春，秉性各异，命运
不同，争来争去，“三春去后诸芳尽，
各自须寻各自门”，也是大观园由盛
到衰命运的缩写。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千世
界，万事万物，竞争无所不在，无时
不在，争能出生机，出活力，争得欣
欣向荣，蒸蒸日上。春天也是争出
来的，越争越热闹，越争越红火！

看 电 影 是 件 很 私 密 的 事
儿，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但演员张译说：
当我对一部电影不知如何解读
的时候，我就会问他的意见，
意见相近时，像押中了宝；意
见相左时，我会瞬间倒戈。导
演李睿珺说他的影评对于创作
者而言犹如一面无可遁形的镜
子，而对观众来说，如同燃在
黑暗中的一支蜡烛，总为观众
照亮着电影迷宫的出口。

《晚安，人类：阿郎看电影
私享笔记》是《看电影》杂志主
编阿郎近一年来的影评新作。

精心收录了《水形物语》《小偷
家族》《无问西东》等当下热门
大片和争议作品。阿郎用他一
贯独特的视角、犀利的文字语
言，重新拆解和架构出一个深
邃而简单、博大且细腻的观影
空间——好玩，有趣，私密，分
享。阿郎的文字，实现了专业
深度与通俗表达、刚性思辨与
柔性诗情的完美结合、观点犀
利，行文精练，意蕴悠长。读阿
郎的影评，有点像读古代那些
书评名家的注释，那是欣赏完
作品本身之后，另一个层面的
享受。

《晚安，人类》：阿郎看电影私享笔记
♣ 王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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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中又一次战鼓般敲响饥
饿的声音。他无可奈何，只好再
次紧紧腰带。街道两旁，任何一
种吃的东西都散发着迷人的诱
惑，他抑制住跃跃欲出的口水，眼
里却又开始涨潮。

忍耐饥饿的程度是有限的，
当这种状态达到一定程度时，人
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填饱肚子
的途径。宋书恩正是在这种状态
下顿生灵感——尽管这做法很让
他难为情。

他的眼睛在搜寻着，目光扫
过一个个这样那样男人女人的脸
庞，最后终于落在一个他以为善
良的，五十来岁的卖黄瓜的老汉
身上。他勇敢地向那老汉走去。

“大爷，我……”他刚开口，
喉咙就有些哽咽，脸也直发烧。

“大爷，我坐车坐过了，身上
的钱又被偷走，这会儿饿得很，你
给我根黄瓜吃吧。”他一口气说
完，低着头不敢看老汉的脸。

那老汉果然如他想的那样
善良，他一边询问他的情况，一边
拿起一根黄瓜让他吃。他尽量吃
得慢些，眼泪喷薄而出。他吃着
黄瓜，泣不成声。

宋书恩只说自己是外出打
工，不能把事情的原委告诉老
汉。老汉听了之后说：“年轻人想
出来找点活干干，不是坏事儿。
这样吧，你跟我走吧，跟我看菜
园，管你吃，一个月再给你弄二十
块钱，啥时候想走了你再走，咋
样？”

他点点头。他真想大喊大
爷你万岁。大爷又为他在小饭馆
要了一碗肉丝面，他津津有味地
吃完，感觉那天的肉丝面特别好
吃。

当太阳变得又红又大，西边
天际燃烧起一片火烧云的时候，
宋书恩坐着老汉的毛驴车跟他回
家了。

能进入何大爷这个和睦的
家庭，对此时的宋书恩来说应该
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何大爷与老伴只有一个女
儿——何玉凤。何玉凤比他大两
岁，可看起来并不比他大。她高
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村里的小
学做民办教师，喜欢看点小说什
么的。何玉凤是那种第一眼看起
来很平常、越看越耐看的女孩，细
眉杏眼，皮肤红润，结实而丰满。

家里突然来了一个说不上
英俊却很顺眼的小伙子，对于怀
春的何玉凤来说也是不小的惊
喜，她表面上表现得很冷静，心里
却说不出的高兴。她主动帮助娘
张罗晚饭，还跑到代销点去买了
瓶酒，特许爹喝二两。

饭间，何玉凤对宋书恩问这
问那，宋书恩一直都很拘谨，不敢
抬头看。他的内心已经说不出是
什么滋味。面对何玉凤的热情，
他表现得异常木讷，总是用“嗯”
来应答。

吃过晚饭，何大爷领着宋书
恩去菜园。菜园离家里很近，地
头盖了一间小屋。进了屋拉开灯
泡，靠一边放着铁锹、铁筢、铲子、
荆篮、竹篓、小板凳等用具，另一
边放着一张双人木床。何大爷拿
着一把手电，叫宋书恩出了小屋，
一边照来照去，一边说：“门前这
一片种的都是自己吃的，有辣椒、
豆角、小葱、荆芥、甜瓜、西瓜，那
边是黄瓜，有一亩二分地，正是好
时候，每天都能摘两篓子，这会主
要就是看黄瓜，有小孩子费力乱
拽，把瓜秧都拽坏了；那边是西红
柿，也有一亩多，刚开花，马上就

结果了；还有一亩茄子，刚返过来
苗。”

宋书恩问：“大爷你家一下
子分这么大一块地，种着也方
便。”

何大爷笑笑说：“我这是费
了好大的劲跟人家调换的。在生
产队我就是菜把式，分开地了我

还好侍弄菜，咱离集上近，卖也方
便。”

何大爷又交代了一下，诸如
晚上有偷黄瓜的半大孩，吆喝吆
喝吓唬跑就中了，别撵；谁要是来
要根黄瓜吃，街邻街坊的，就给他
摘两根。

说完，何大爷坐在床头掏出
了烟，是两毛钱一盒的“邙山”牌
棕色雪茄型劣质烟，大爷递给宋
书恩一根，他摇摇头，说：“大爷我
不会吸烟。”

“吸吧，夜里吸烟壮胆。”何
大爷硬着塞到他手里一根，“点
上，男子大汉，得会吸烟。”

宋书恩只好接着烟点上，他
坐在小板凳上吸了一口，浓烈的
烟味呛得他直咳嗽，眼泪都出来
了。

“习惯都好了。”何大爷很享
受地吸着烟，跟宋书恩有一搭没
一搭地聊着。

看他眼皮开始打架，宋书恩
就说：“大爷，你睡吧，要不你回家
睡，我自己在这？”

“你自己中不中？害怕不？”
宋书恩摇摇头，说：“害怕

啥，不害怕。”

“那好，你也早点睡吧，我把
烟给你放这，睡不着了就吸根
烟。”

何大爷走了，宋书恩确实很
累，加上喝了点酒，头晕乎乎的。
但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一闭眼，
不是凌燕的笑脸，就是自己被追
赶的场面。

在这陌生的地方，一个人躺
在野外一座小屋里，他的内心如
何能沉静，那种痛苦的煎熬，让他
噩梦不断。

6
天刚亮，宋书恩在迷糊中刚

刚睡稳，就听见何大爷喊道：“小
宋，起来摘黄瓜了。”

宋书恩一骨碌从床上爬起
来，套上衣服拉开门，一看，大娘
与何玉凤也都来了，他不好意思
地低头笑了笑。

几个人在黄瓜架中间的通
道开始采摘。大爷、大娘负责从
瓜秧上摘，宋书恩与何玉凤负责
抬着荆篮接黄瓜，篮子满了就抬
到地头毛驴车的竹篓里。

何玉凤问宋书恩：“马上高
考了你咋不上跑出来了？学习不
好吧？”

宋书恩嗯了一声，故作轻松
地说：“大学多难考啊，这辈子不
想了。”

“昨天没睡好吧？一个人睡
在这肯定睡不着，你喜欢看啥
书？回头我给你找几本书，睡不
着了就看看书。”

“小说就中，学校有？”
“反正我能给你找来。”何玉

凤妩媚地笑了一下，“我比你大两
岁，你得叫我姐。”

宋书恩腼腆地点点头，叫了
一句：“玉凤姐。”

玉凤嗔怪道：“不准叫玉凤
姐，就叫姐，叫一句。”

“姐。”宋书恩嘴里叫着，心里
突然有了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倘若不是为了有个落脚之
地，我才不会叫你姐呢。宋书恩
想。

宋书恩脸上的轻松一下子
就没有了，变得凝重而木呆。何
玉凤发现了他的变化，问：“怎么，
让你叫姐不高兴了？”

宋书恩摇摇头，说：“没有。”
“ 那 怎 么 还 沉 着

脸？”
“是吗？走神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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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月古城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