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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针儿青青 ♣ 韩心泽

一网幽梦与谁共
在世界可以压缩进一枚芯片的时代，一台

电脑就打一个结，网有千千结、万万结，每一个
结上都系着一颗驿动的心灵。即使相隔千里万
里，当借助 QQ 在网络上相遇的一刻，两颗心就
紧贴在银屏的两面，你能听到对面心脏加快的
跳动声。

陌生是道竹篱笆，透过空隙可以清楚地看到
对方，但足以把缘分冷漠地隔开，再拥挤的大街
也只是过客的河流。然而，当我们只有心灵在网
络上相遇，才发现，陌生的心与心的共鸣与相互
取暖，原来那样容易和自如。

正因为彼此陌生，正因为网络的两端彼此相
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扉大胆敞开，游荡的灵魂
出没网络，一度成为天籁般其乐融融的空间。
QQ时代网络上缘分的美妙，只有用一句古诗才
可形容：自在飞花轻似梦。

然而，无边丝雨细如愁，如果生命都有不能
承受之轻，网络上的缘分也就比梦还轻还薄。当
微信的秋风借力移动端强劲袭来，网络情感也来
到了萧瑟的秋天，一个个曾经让人心动失控的
QQ头像，从此不再闪烁，变成点点灰黑，那些旧
日的情愫、倾诉、预约、愉悦，像落叶一样纷飞飘
落，空空的情感枝头仿佛从未繁茂过。

微信的丰富功能在带来便捷的同时，迅速成

为束缚我们的工具，和日常工作以及亲朋好友死
死地纠缠在一起，系成一个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我有种感觉，自从有了微信，人们突然间全都忙
碌起来，手机从两天充一次电变成一天充两次
电，稍长一点的网聊时间，我们就已经抽不出
来。更为关键的，用微信进行像 QQ上的深度聊
天，莫名其妙地会感到别扭，因为很多知心话或
内心深处的声音，在熟人构成的环境中，你都说
不出来或再不愿去说。QQ 上的知心网友也有
加我们微信的，他们一旦成为我们微信好友中的
熟人之一，同样也不复有QQ上的倾心交流。

可时代和时间一样不可逆转，经过微信一折
腾，人们不得其解地再也回不到 QQ时代了。我
们怀念 QQ 时代，却很少再登录账号，很少登录
账号，又一直狠不下心来从手机里卸载。在很多
人心中，QQ 像极了一段不堪回首的青春记忆、
一份难以割舍的幽幽牵挂。让人庆幸的是，尽管
QQ 已如此落寞，但还一直勉力维持着，默默而
暖心地，替一代人封存着美好而斑驳的回忆。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网络本
自虚无，春波荡漾处，那惊鸿真的来过，抑或从
来就没有来过？

不知是不是为了平抚内心的波澜，这些年，
虽然文学越来越寂寞，网络上喜欢写作的人反

而越来越多。写作出来的，大多是不想不便与
人直说，又憋在心里想寻找出口的人生幽思。
以前写出来了，读者有何认识、有没有弦外知
音，大多时候云水茫茫两不知。有了各种网络
平台，有了微信群、朋友圈，我们就能及时地接
收到点赞与留言。那些带着情感温度的回声，
多多少少暖热了我们内心的期待。白屏黑字的
人生独白，弹拨出的，原来尽是暗自期许世人有
所回应的幽幽心声！我们希望与人分享、与人
探讨，让平凡人的深浅感悟，也能刺探出天地人
生更深处的幽微来。

然而，我们的内心依然波澜难平，幸好科技
的浪潮也一直波翻浪叠，AI如今已经站稳了时
代的潮头。时代也终于螺旋式回归，通过庞大的
数据和复杂的算法，AI努力梳理、阐释，提供缓
解我们人生焦虑的最优解，正成为一个博学、睿
智的倾诉对象，一个亲切、即时的情感陪伴者。
虽然 AI没有肉体，我们却实实在在是和一个深
懂人生却足够超脱的智者对话，某种意义上就是
和整个人类的心灵对话。在这样的情境中，人麻
痹自己，越来越像面对真人一样，津津有味地和
AI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而 AI也煞有介事、深
情款款地以人的方式与人聊天，浑然不觉自己只
是个没有自我意识的 AI机器人，从而神奇地达

至人机和谐交融的默契。
尽管 AI 这个倾诉对象足够温暖也足够睿

智，并日趋完美，只是我们很快感受到缺憾，又
想和一个有情绪波动、无缘无故使些小性子的
不完美的真人对话。于是，模拟真人人格的聊
天对象也被虚拟出来，隔着屏幕，各种帅哥美
女、各行各业的精英，科学大牛牛顿和爱因斯
坦、神界顶流哪吒与孙悟空，都可以虚拟出来与
你对话聊天，而且对你有呼必应且回复得头头
是道，满足了用户个性化、多样化的情感诉求。
人们越来越愿意和 AI聊天，以至于一些软件不
得不参照香烟的警示语发出警告：请避免过度
代入现实。

对 AI机器人的人性化诉求，反证了人类情
感的复杂与纠结，说明从虚拟中获得的并非我们
真正渴望的心灵慰藉。可我们还是愿意把满腔
的肺腑之言，尽数托付给芯片和程序，就像没有
网络的从前那些时刻，我们明明满腹心语，却不
愿说与周边人听，更愿意在寂寞时数自己踽踽的
脚步，无聊时听枝叶间啁啾的鸟鸣，感怀时对无
言的花草，茫然时望寥落的星空……

我有一网幽梦，不知与谁能共。其中的多少
秘密虽无人能懂，但这曲中之意与梦中憧憬，我
们内心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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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纪事

♣ 刘文方

故乡捕蛇人

故乡有个捕蛇能手，人送外号“白鹤精”。
五短身材，走起路来像一个大冬瓜在滚动。皮
肤黑，满脸疙瘩痘痘，力气大，沉默寡言，是个
土里刨食的光棍汉，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白鹤精”捕蛇赤手空拳。他是蛇的克
星，蛇见到他要么蜷缩了身躯一动不动，要么
就飞快逃跑，不敢向他发起攻击。偶尔也有
咬他的蛇，只不过他却丝毫不怕，被蛇咬后最
多流血出个青疙瘩，不到半晌就消失不见了。

“白鹤精”捕蛇，一看，二闻，三抓。一看，
即四处打量周边环境；二闻，就是俯下身子嗅
嗅四周气味；三抓就是看到蛇后一下子就抓
到手中。他捕蛇有规矩，一不伤害蛇的性命，
二不捕捉孵蛋的蛇，三不捕蛇卖钱。

那时候，乡村的蛇似乎很多。房檐墙洞、
田间地头、溪流塘畔、竹林草丛中总有大大小
小的蛇出没。即便如此，但他却不以捕蛇为
生，闲时捕蛇只为消遣，当玩意儿玩。

他玩蛇时，一会儿把蛇搭在脖子上当项
链，一会儿盘在手脖当手镯，一会儿缠在腰里
当腰带，一会儿放胸膛里露出个蛇头。他有
时候会把蛇带回家放桌子上玩，躺到床上放
到枕边玩，困了就胡乱把蛇装进口袋或放进
抽屉内，倒头呼呼大睡。

干活干到半晌里歇息的时候，乡亲们总
会怂恿他玩一阵子蛇刺激一下，乐呵一会
儿。他捕了蛇任意把玩一会儿后，掰开蛇嘴
塞些化肥、填些辣椒，想法淘气。像小猫捉了
老鼠戏来戏去，那蛇就像他的玩具，任其变着
法儿把弄玩耍。他玩得如此自然随便，一旁
众人看得却是心惊肉跳。众人愈是害怕，他
愈是搞恶作剧，捏了蛇头朝众人做慷慨赠送
的样子，吓得一圈人四散而逃。玩足玩够了，
他总会找个僻静之处把蛇放生。

他还有个绝活是治疗毒蛇咬伤。山上的
药草好几样，他采药不让外人跟着，一边走一
边采一边放到嘴里咀嚼，嘴里翻不过来时放
塑料袋里，而后就把这嚼碎的药糊糊涂到伤
处，简单包一下，三五天消肿痊愈。

不过，“白鹤精”也有坏自己规矩的时
候。那些年吃食堂饭，大家都忍饥挨饿，到最
后饿得实在没法。“白鹤精”是个大孝子，为了
母亲，他狠下心偷偷到野外捕蛇，剥皮后用火

烤熟了，把蛇肉带回家孝敬母亲，一家人遂渡
过难关。

还有一次，“白鹤精”捕了一条蛇玩，那蛇
实在难以忍受，于是朝他手面狠狠咬了一
口。手面上流出了鲜血，出现了一个青疙
瘩。他非常恼火，伸手就把蛇牙掰了下来。
尽管最后还是把蛇放生了，但“白鹤精”说，估
计这条蛇也活不长了。说这话时，脸上分明
带着几许愧疚之色。

“白鹤精”最成名的一次是捕捉玩耍西北
沟无底坑的一对黑蟒蛇。那年夏天，他去无
底坑洗澡，忽然间一阵风从山坡上刮了下来，
原来是一条碗口粗的黑蟒蛇来喝水。看到他
后，那蛇居然折回身子就跑，“白鹤精”一下子
扯住了蛇尾巴，把它拽到水中嬉戏起来。过
了一会儿，另一条蟒蛇也从山上下来，他腾出
一只手，又抓住另一条蛇的尾巴，两手在水里
抡过来抡过去，击起阵阵水浪。那两条蛇尽
管很粗，力气很大，但真是奇了怪，见了他却
再也凶不起来了。水面上水珠四溅，雾气腾
腾。看得人目瞪口呆，都说这简直就像哪吒
闹海。“白鹤精”玩了很久，累了，也玩够了，终
于撒手放走了那两条蛇。

“白鹤精”的绰号声名远播，不少人慕名
而来。有的想学捕蛇的技艺，有的想出重金
聘请他捕蛇吃。无论是干什么的，“白鹤精”
都没有好脸色，默不作声拒之门外。如此这
般，一段时间后也就罢了。

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对他又敬又怕又喜
欢，大家都觉得他是乡村生活的调味品。

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我再也没见到过
他。那天傍晚，小吃街熟肉店前，一个佝偻着
身躯、穿着破烂却又带着些许熟识气息的身
影让我大吃一惊。他拿了一元钱，一边嘴里
哇哇地叫，一边还用手比比画画想买熟肉
吃。卖肉的老板一脸为难的样子，嚷嚷着说
钱太少没法卖，可他却依旧固执地哇里哇啦
坚持着。

终于，熟肉店老板切了一小块熟肉递给
了他，他伸出满是黑灰的右手接过肉马上塞
进了嘴中，一边吃，一边快步地向前走去。怕
他遇到熟人觉得难堪，我急忙扭过头去，快速
地躲到了一边。

《时间的声音》是刘义彬继《情感天涯》《哦，那
颗月亮》之后的又一部新作，共分《归路尽头的黄婆
塘》《放不下的凤凰古城》《时间的声音》《那些闪烁
的人间烟火》四辑。散文集从时间的角度，用回忆
的方式，追溯半生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对故乡黄
婆塘深深的依恋，对年轻时工作过的凤凰古城的深
切怀念，对亲情友情的恒久感念，对生命历程中经
历过的人和事的鲜活记忆和品味回望，对自然山水
的深深依恋和深情描绘，对人文历史的探索思考，
对先贤圣哲的崇敬膜拜，活在当下顺其自然的人生
感悟，生活中的快乐感伤，灵魂的摆渡苏醒，这些珍
贵、深情、难忘的点点滴滴，构成了他整个散文集的
基调。

《时间的声音》很多文字记录的都是人间烟火、
平凡往事，但却能带给读者温暖、感动、深思、觉
悟。一直在新闻部门工作的他，有着独特的视觉和
敏锐力，善于发现生活中细碎温暖的闪光点，对万
事万物心怀感恩和悲悯情怀。在辞去职务后，他重

拾一直魂牵梦绕的文学创作，对散文创作热爱忠
诚，加上半生感悟，让他厚积薄发，有了这本散文
集。作者笔触细腻，文字像散文诗般朦胧温婉。青
黛色的南华山、晚霞映照的喜鹊坡、薄雾笼罩的沱
江、安静端庄朦胧水墨的凤凰古城、清雅美丽的暮
云居、飞檐翘角的吊脚楼、温暖灯光下的生活日常、
沈从文故居的超凡纯净、玉氏山房的至情至性……
带读者走进爱意绵绵的亲情世界，徜徉在充满生机
的草木世界，流连于诗情画意的山水之间，缱绻在
至真至纯温暖诗意的时光隧道中。

《时间的声音》落脚点是对人生真谛的叩问，对
灵魂归属的寻觅。一边向往远方一边思念故土，一
边奋力拼搏一边渴望安逸，一边怀揣理想一边徘徊
现实。直到出走半生，回归故乡，回归亲情，回归草
木，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依相伴，用自由
的笔书写文字，最终才回归内心的淡然安宁。宁静
而陶然的人生，这也许才是这本书带给读者最动听
的声音。

荐书架

♣ 孙利芳

《时间的声音》：聆听时光深处的人生旅程

人与自然

♣ 杨德振

大别山的春光汩汩流淌

从大别山归来广州已十天了，天天寝不能
寐，食不甘味，而且口舌上火，心情有点烦闷。
从小在广州长大的妻子对我说：“你这是水土不
服啊！”我笑而不答，心里却在想，大都市虽然高
楼林立，繁华似锦，怎比得上大别山里的无限春
光啊！

人虽然回到了大广州，心里留恋和萦绕、荡
漾的却依然是大别山里的无限春光！

大别山的春光与别处不同。别处的春光没
有大别山的妖娆美丽和宏大无垠。大别山连绵
千里，雄奇巍峨，画中有画，景中生景。“重峦俯
渭水，碧嶂插遥天。”大别山深处，群峰逶迤，峡
深谷幽，鸟鸣山涧。它横跨三省三市，南依长江
眺望武汉，北靠淮河回眸郑州，东视南京再探长
江，是武汉与南京正中间的天然“大氧吧”和“千
里花园”。这里没有大工厂，人口也不稠密，原
始植被丰富，奇花异草众多，“原始”状态凸现；
大别山的春光真正是“一泻千里”，难以阅尽。

这几年我几乎年年回到大别山里过春节。
长时间宅在家里用心观察周围群山的变化和苍
茫原野、寂寂大地的景致。

晴天，我取一张凳子，坐在三楼顶，静观四
周起起伏伏的山峦和蜿蜒曲折的山脉，青山如
黛，黝黑神秘；远山与近岫错落有致，极像画家
笔下的一幅远山近岫图；太阳把它的金辉洒向
座座山峰沟壑，形成重重叠叠层次感；远山看似
画，近岫酷似烟；再从三楼俯瞰门口的大鱼塘，
又见群峰倒映、远山凝霜、近水含烟、水色成诗

的景象与气象，天地万物都氤氲在大自然风和
日丽春光中。

我有时还取一张休闲半躺椅子，坐在一楼
院子里的梨树下，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沏一壶
茶，读一本书，听树上百鸟啾啾，蜜蜂嗡嗡，仿佛
这一刻春光永远属于我一个人似的，任何人拿
不走、偷不跑……看书看累了，要么小憩几分
钟，要么站起来在小院里踱步；有时扯过梨树枝
子仔细观察，见上面已吐出嫩嫩的花蕾……花
蕾在春风中抖动，等待，再抖动，再等待，经过
数个日夜的内在力量聚蓄和严寒的苦逼，她只
为一次盛大而热烈的开放作准备。这种坚韧
而执着的品性，我今年得以从头到尾地见证和
领悟。

雨天，我宅在二楼，隔着玻璃窗看春雨飘
下，细密的雨丝似珠帘摇摆晃动，又似碎银撒
下，天地一片霪霏，朦朦胧胧。远处山脉云雾缭
绕，忽明忽暗，仿佛神仙居住的地方；近处山峰
逶迤翠绿，清丽脱俗，像一个刚揭开盖头、含着

羞涩的俏丽新娘，让人陡生联想；再近处，田园
土地乌黑发亮，被春雨淋漓正酣，大快朵颐，说
不定它也正等着春雨熨帖的滋润呢！它把雨霁
尽情地纳入怀中，为秋天的丰硕与饱满攒下骄
傲的资本。

此时我想起一个文友前几天赠予我的一首
诗：“好雨淅淅贵如油，田间小麦绿如绸；护林才
涂鹅黄色，时见鸟巢立树头。”再看自家屋侧边
几棵高大的梧桐树上，真有几个喜鹊巢穴立在
上面，虽风雨飘摇，却稳稳当当。平时司空见惯
的一个场景，此时也赋予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和
生命意蕴，怎不让人兴奋激动呢？

春天下雪的事也是常有的。2 月 5 日大别
山里下了一场小雪，大地和山峰都变成了银装
素裹，真正是“千里冰封”“青山白头”。3月 4日
又下了一场雪，不过这场雪太小了，雪还没有碰
到大地的“嘴唇”，就被大地的热情融化了，给大
别山的春光只是加上了一点小小的点缀。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原

野上，植被茂盛，草木葳蕤，空气清新，鸟叫虫
鸣。山林里，参天古木将灿烂的阳光和湛蓝的
天空切割成无数炫目的碎片，宛若国庆大典的
礼花正在高空纵情绽放，那绚丽的色彩和光晕
令人炫目。我不由得闭上眼睛，贪婪地做着深
呼吸，一次次让清新的空气和负氧离子冲洗自
己的肺部，几近陶醉，思绪也不由自主地驰骋在
千里之外；田埂上、村落旁的杜鹃花和桃花红
了，李花、杏花和梨花白了；田野里一片金黄，油
菜花海像一块大锦毯在天地间铺开，蔚为壮观；
水塘边的杨柳露出新绿，枝条摇曳，婀娜如少女
起舞，风情万种；河道两侧，小草从乌黑的土地
里探出头，来接受春光的抚摸；河水也苏醒了，
清澈如碧，波光潋滟，向着长江的方向奔跑；山
林里更是热闹，我见到了久违的刺猬、黄鼠狼、
蛇、穿山甲、野猪……正在我细心观赏一棵发出
幽香的兰草花时，惊动了旁边的山野鸡，“扑簌、
扑簌”地迅速飞开了，它鲜艳的羽毛、轻盈的身
影，在春光里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大别山的春光，让人留恋；大别山的春光，
让人难忘，而让人更加留恋和难忘的是，大别山
老百姓心头的春光，比大自然的春光更加绚丽
多彩、璀璨夺目。

大别山的老百姓勤劳朴实，早春就开始下
地劳动了。这些大别山里的农民是多么地勤
劳、善良、单纯和朴实，他们的每一份付出与奉
献，成了这个春天里最亮丽的风景线，成了我心
头永远不会消散、汩汩流淌的春光。

“打罢春，赤脚奔。剜野菜，拔茅
针儿。”这是一首流传于20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乡村童谣，道出了童年记忆里那抹
永不褪色的翠绿，还有那个藏在春风里
的精灵的永恒魅力。

茅针儿，是生长在乡村野外河畔堤
旁的茅草，在初生叶芽后孕育的花苞。
它包在茅草中，有两三寸长，呈紫红色，
头部尖尖，通体圆润。当你将它拔出剥
开后，会有白色穗状的东西，像棉花糖一
样柔软，入口甘甜。

童年生活的乡下老家，茅针儿这种
小草类植物，确实太平常不过了。令人
惊讶的是，它的大名和风采竟然成为一
种意蕴深厚的文学形象，走进《诗经》发
黄的纸页上，回响在历代诗人的吟诵
中。《邶风·静女》一诗曰：“静女其娈，贻
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在这
里，诗人将茅针儿形象比喻为古代女史
记事用的杆身漆朱的笔，不仅让读者看
到茅针儿顶端那抹胭脂般润泽的光亮，
还让我们从小小的茅针儿中感悟古人的
浪漫情怀；语出《卫风·硕人》经典语句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描绘的则是卫
国夫人庄姜的手，像茅针白皙的嫩芽，
比拟真切，意境纯美。

宋朝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
中写道：“茅针香软渐包茸，蓬櫑甘酸半
染红。采采归来儿女笑，杖头高挂小筠
笼。”把茅针儿毛茸茸的花蕾、半绿半红
的外形，以及柔软清香的特点，描绘得栩
栩如生，让人仿佛看到孩子们采完茅针
儿欢声笑语中归来的场景。清代诗人徐
淑的《茅针》诗“东风送暖到天涯，细草如
针遍地排；绣阁未能穿彩线，踏青偏刺凤
头鞋”则把野外丛生的茅针儿，比作绣阁
里闺女未穿彩线的绣针，俏皮地说它专
戳绣了花的凤头鞋，充满趣味。

说起来，在春天里采吃茅针儿的时
间很短，不过七八天。早了，那细细的白
色穗状物还没形成，吃起来没滋味；晚
了，就变硬变糙失去淡淡的甜味，嚼不烂
咽不下。所以，孩子们总是格外珍惜这
段时光，把吃茅针儿的最佳时间选定在
清明之前。常听大人们讲，清明前吃上
三次茅针儿，一年都不会害眼。除了这，
我们还从大人们那里懂得许多吃茅针儿
的规矩。譬如：掉在地上的茅针儿不能
捡拾，还得对着它“呵呵呵”地吹上三声，
不然会聋耳；当天拔回的茅针儿一定要
当天吃完，若想把剩下的留到第二天，一
定要放在屋顶露一宿才行。在孩子们心
中，这些带着几分迷信色彩的规矩，也为
茅针儿增添了几分神秘的魅力。

就这样，每逢春暖花开的初春时节，
带着对茅针儿的无限敬畏，我和小伙伴
便开始进入拔茅针儿的“实战”阶段。那
时，农村的孩子远没有现在的孩子那样
金贵和娇气，大多处于一种自然的野性
生长状态。于是，村外河畔沟渠旁，还有
那片长满茅针儿的荒坡草地，便成为孩
子们放学后肆意撒欢的乐园。你可以闭
上眼睛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阳光暖暖
地照着，春风徐徐地吹着，三五孩子，右
胯下皆斜挎着用五颜六色碎布缝制的花
书包，一路小跑来到校园外无际的向阳
野地，像寻宝一样满怀希冀地猫着腰，于
绿绿的茅草中翻找着可心的茅针儿。小
伙伴们一边拔着茅针儿，一边哼唱着关
于茅针儿的歌谣：“茅针茅针这么亮，我
吃茅针你喝汤。茅针茅针一把红，我吃
茅针儿你吃虫。”“扒茅草，拔茅针儿。我
吃茅针儿你咧嘴，馋死你个背时鬼……”
一首首质朴的歌谣押韵上口，像春天的
风，从岁月深处响起来，吹进孩子们的心
间，吹向梦幻的天空。

拔茅针是一项技术活儿。拔的太
老，嚼不动；拔的太嫩，一拔就断。最好
的标准是把握在三寸长左右的，粗细均
匀，恰到好处。拔的时候，要用左手轻轻
摁住底部，右手稳稳逮住中间部分，轻巧
用力，随着“吱吱”的拔节声细微响起，一
支鲜嫩的茅针儿就到手了。拔到茅针儿
的孩子，握着一把茅针儿眉飞色舞，手舞
之，足蹈之，那气派就像现今的土豪，洋
洋自得。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的孩子多
是善良性格，一般不吃独食。不管找到
多少茅针儿，总能自觉分享给那些找不
到的小伙伴，让茅针儿带来的愉悦如春
水一样浸润每个孩童天真的心灵。

当一把茅针儿到手，孩子们会格外
小心地剥茅针儿。“茅针儿三层壳，要吃
当心戳。”稍不留意就会被刺伤手指，可
这小小的危险，怎能阻挡我们对美味的
渴望？剥去葱绿的两三层叶衣，中间那
支银亮柔软的针头便“锋芒毕露”，咬在
口中，满嘴都是甘甜与清新，仿佛整个春
天都在舌尖上绽放，那是独属于孩子的
惬意与满足。

如今，童年的时光早已远去，那片长
满茅针儿的草地早已渐渐模糊在记忆深
处。但每当春天来临，我总会想起那些
与茅针儿相伴的日子，想起那些简单而
纯粹的快乐。茅针儿，它不仅仅是一种
可以吃的野草，更承载着故乡的风土人
情，以及那段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岁
月的长河里，茅针儿青青的画面，永远是
我心中最温暖、最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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