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爱原野
林 染

在我居住的小城酒泉北面，

隔一片田野和白杨林，是辽阔

的托来河滩。夏日的傍晚，我

常和妻子把自行车丢在那片树

丛，在河滩流连。河水，野草

地，水洼，参差错落的白杨林，

水柳丛里云雀的飞起……看不

到南面的城市，只看到更南面

清凉、宁静的雪峰云海。在柔

和的大漠夕阳斜照里，祁连的

白雪呈现出幽幽的蓝。

我们在这里谈天说地。当

然，话题不涉及工作和现实生活

的纷杂；工作和纷杂的现实是晚

饭以前的事，此刻我们并不需

要，此刻最高原则是保持心神清

爽。比如，我很感兴趣地听妻子

把芨芨草当成燕麦指点给我。去

年她曾把毛驴的叫声当成骆驼

的发音。娃娃脸的妻子今年依然

没长大……如果一只野兔突然

窜出来，我就率领着妻子大呼小

叫地猛追一阵子。

凝望雪峰，那白雪和云静

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是跟着村妇姥姥在中原

乡野长大的。姥姥大字不识，

教育儿童的方法是任其自然。

我如果捅了我家草房前的马蜂

窝，姥姥就会递给我一杆更长

的竹子，说： “把咱屋后葵花

地里的那盘大马蜂窝也捅下

来！”这样，我的性格就同原野

越来越合拍。

我一直没能适应城市生活。

上山下乡时我本来可以留城的，

但还是高高兴兴从兰州乘上西

去的列车了。我想到河西走廊

最西端的荒野看看戈壁蜃景和

瀚海落日。在疏勒河畔的罕垦

农场一呆就是 １２年。挖渠，打
土坯，割麦割胡麻，每到夏天

身上就被烈日蜕下一层皮，越

吃不饱越苦越累我越是喜爱我

农场大片大片的骆驼刺花。到

现在我还常梦见骆驼花里的小

刺猬和很甜的甘草、能解渴的

戈壁芦苇根。

雨后初晴的时候，原野的

气息是很好闻的。我和妻子骑

着自行车在绿洲飞驰，往往要

骑到夜深，一直骑到绿洲的边

缘。

在无边荒滩的烛照下，绿

洲的油菜花、麦田、白杨树和

羊驴们，显出极为清新、生动

的姿态。

背椅绿色面对荒凉，是思

想舒展的最好地点。就如同我

家的住房在小城酒泉边缘一样，

我觉得我本身就是边缘。我喜

爱思索。

我们的民族历来把自然看

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哲学，人也

被包含其中，人和自然的和谐

成了唯一的深刻性。水墨画就

以一种高远的精神体现这种思

想。

朴拙确实是高层次的美。

我们有时需要用树皮和不刷漆

的树干搭亭子。

但是，具体事物在和谐之

中，往往就失去性格和才华的

力量。

每次离开托来河滩时，我

总感到内心有隐隐的缺憾。这

片风景太静了，太过于高远、

和谐了。应该有几根纯白的大

理石柱子，最好不是圆形而是

方形的，长长短短地竖在草丛

里。内在的生动可能比高远、

静穆、和谐更重要。

我喜爱原野，喜爱在原野

里长出清新的思想。

我喜爱率领妻子大呼小叫

地追赶一只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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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轻”或许是一种学术美德
陈绍华

偶然看到一个好帖，是在

北京一个年轻设计师林晓先

生的博客里发现的，和我的前

帖一样，也是在讲中国大剧院

的标志设计的话题，因他参与

了投标设计，故自己的作品和

中标作品双双亮出，以图为例

来分析、批评陈幼坚先生的方

案的种种不是。仅从图形学和

设计专业性上来讲，我很赞同

他的观点。

诸位若是有兴趣，不妨前

去拜读一下。

看完帖子，给我印象最深

的是他那种驳之以理，动之以

情地诚意和认真的态度，颇为

感人。

我非常欣赏这种同行和

同行之间的学术性争鸣与批

判，但很可惜，在当今，这样的

现象可谓是凤毛麟角，甚至几

近消亡。即就是鲜有林晓先生

这样的行为出现，也可能被误

解或是遭来 “酸葡萄”“嫉妒”

“小人”之类的板砖伺候。

学术性的争鸣与批判原

本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基本动

因，如今却成为人们望而却步

的禁区，取而代之的却是相互

阿谀、马屁、虚伪和肉麻地互

捧，你好我好大家好，萝卜白

菜各有所得，不亦乐乎。而另

一方面，在人背后或是在匿名

潜水的阴暗区域里却显得异

常地活跃，但这种活跃基本上

是以口水、谩骂式的人身攻击

为特征，这种行为，于讨论问

题无益，更于学术无关。

说到学术争鸣，往往会被

人们以“文人相轻”而嗤之以

鼻，此乃传统“国情”。

“文人相轻”这个成语出

自 １７００多年前的曹丕，自此，
这句话也让所有中国文人贴

上了与“人品”有关而说不清

道不白地窝囊了 １７００多年。
“相轻”自然地成为文人特定

的陋习标签。

其实，“文人相轻”一语并

非是曹丕原话的全部。曹丕的

原话应该 “是以各己所长，相

轻所短”。

“文人相轻”之“轻”，虽有

贬义，但依蔽人之拙见，原本

许是学问人之间因观念或是

程度不同而发生对垒 （争鸣）

的常态行为。试问，何有平辈

学人之间如雷锋那样互助友

爱，循循善诱而相互教导之

理，如若真有，恐怕也会被列

为“有病”之列而遭戏之。学

问，恐怕只有在“相轻”之间互

以争辩，进而互以升华。只是

不要将“相轻”变成“相侵”。

民间的小车舞
朱永忠

古老的郑州，民间文艺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形式丰

富多彩，具有浓厚的地方文

化特色，深受老百姓们的喜

爱，如小车舞，城乡较普及。

小车舞的道具主要是木制的

小推车和必要的古装彩衣，

根据扮演角色，有男女古服

装。参加表演为一人坐车，多

为男扮女装，一老者推车，一

青年或儿童拉车。坐车者站

在车内，似坐的姿势，车前面

装有二条假脚，好像盘腿而

坐，推车人在后架车，前面为

拉车，三人配合表演出各种

动作和情节，各自表演自己

的拿手好戏，如“串亲戚、走

娘家、赶庙会”等，表演行走

的动作翩翩起舞，如“起车、

坐车、慢行、快跑、上坡、下

坡、翻车、滑车”等，动作幽

默、风趣、活泼。在说唱中，按

演员技能表演各种唱段，模

仿各类剧种的名角唱段。小

车舞的扮奏乐器主要有锣

鼓、打击乐器，按表演情节进

行伴奏，边舞边唱并带有浓

厚的乡土气息，逗得观众捧

腹大笑，其乐无穷，深受广大

群众的喜爱。

小车舞，在上世纪 ６０年
代以前系由各商家、农户出

资组成的一个“玩会”，聘请

老师傅们作指导，在春节期

间、庙会和喜庆节日，出来进

行表演，演员多是爱好文艺

和热心公益事业者，自愿参

加，不图名利，不计报酬。每

逢春节，正月十五、十六，二

月二或者重大的喜庆日子，

都要争先恐后地上街表演，

其场面大、热闹非凡，给群众

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在“文革”中一度中断。

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文化

生活丰富多彩，青年人对过

去的传统文化艺术观念渐渐

淡薄，加之老艺术家们都年

老或者去世，民间文艺有失

传的危险。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党和政府号召继承、

振兴民间文艺活动，河南省

于 １９８８年举办首届艺术节，
从此民间文艺焕发青春，开

始出现老艺术家们“传、帮、

带”、青年人积极参与的喜人

局面，民间文艺得到了恢复

和发展，城乡的小车舞又活

跃在大街小巷、集市村庄。

《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
传 英

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已三十

多年，而在现时考察、研究当前中

日关系，包括中日双边关系和历史

上的恩恩怨怨，以及当代的种种战

略冲突和未来的潜在利益互动等，

更具有深远意义。

中日关系中的矛盾林林总总，

但归纳起来无非是历史、现实和未

来三大范畴。中日双方今天在历史

问题上的分歧，与其说是一个外交

问题，不如说更多的是日本民族对

自身精神梳理不够彻底的问题。而

过去几十年冷战格局和中日态势

的不平衡，恰好掩盖了这一点。新

世纪的中日格局，使中日双方都面

临一个极其漫长和艰难的国家定

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历史恩怨、现实矛盾和未来

疑惑都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

乱”。

针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种种

情绪和微妙心态，中日双方如何站

在两国交往史的宏观高度，同时又

跳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从亚洲乃至

全球关系和利益的角度，重新审视

和处理两国关系的具体议题，是十

分考验两国决策层和民间智慧的。

该书作者经过多年观察和研究中日

关系，从两国现代化道路和思想史

的角度切入，并结合欧洲经验，围绕

中日关系的全球战略框架，提出“亚

洲大智慧”和处理中日关系具体议

题的一些思路，对中日关系进行论

述，让读者有机会从中了解中日关

系在新世纪的走向，启示良多。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国古代的路名
陈永坤

道路建筑是便利交通、发展贸

易、调动军队所必不可缺少的，它

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

１２０８年周朝初期，建立了第一个大
道路网。秦代曾大规模修筑驰道

（供帝王行驶马车的道路），在全国

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网。

在今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上和

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就有驰道

的遗迹可寻。

道路在古代有许多不同的名

称。相传，黄帝“命竖亥

通道路”。因为史前先民

作战与生活的需要，“道

路”出现了，名称也由此

而定。帝尧时，路名“康

衢”。西周时，路按等级

分别命名，“路”容乘车三轨，“道”

容二轨，“涂”容一轨，“畛”走牛车，

“径”为仅走马的田间小路。“秦治

驰道”为我国交通史上空前大的工

程。“驰道”又名“真道”，为天子驰

车马之道。又广筑非官道。秦汉以

后历代，路名“驰道”或“驿道”，元

称“大道”。清称“官路”和“大路”。

１９１３年后各省建现代公路，叫
做“汽车路”，以后就统一称“公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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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海萍千挑万选租来的安身

立命之地。每个月６５０块。她原本只
想在这里过渡一下，没想到一度就是

五年。这期间，她和老公办了婚姻大

事，换了 Ｎ个工作，妹妹海藻借住了
大半年，儿子出生后第一次回家。一

生中几乎所有的大事，就在这租住的

１０个平方米屋檐下完成了。
海萍原本想，等一攒够首期我就

买房子，然后我就有自己的窝啦牎
五年下来，她发现，攒钱的速度

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而且距离越

来越远。再等下去，也许到入土的那

一天，海萍还是住在这 １０平方米的
房子里。如果这幢古老的石库门房子

不拆的话，她会一直租下去，一直节

衣缩食，一直凑不够房钱，一直跟其

他五家共用二楼半的那个小厕所，一

直为多摊了几块钱的水费而怄气。

海萍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

“都怪你。”对这话，苏淳已经习惯了，

每次都笑着回答：“好，怪我，怪我。”

早上海萍在转不开身的小地方居

然还四处找钥匙的时

候，她会嚷嚷：“都怪

你牎为什么昨晚不提醒
我放包里？”有时候苏

淳会说，亏得地方小，

所以东西才好找，若

换套 １００平方米的大
房子，每天不要上班

了，整天捉迷藏。

海萍严肃地说：

“绝对不会。房子大了

才会有序，所有东西

归位，我会在进门的

墙上订个杂品袋，把

伞、钥匙、信件都放进

去。所有的鞋子不会这样敞在房间

里，要收进鞋柜。电视机不要放在书

桌下面，每次看的时候蹲着看要放在

电视柜上，电脑也会有自己的房间。

我要做一套海尔橱具，买一套美国的

康宁餐具……”苏淳每次到这时候都

后悔跟海萍提房子的事。她似乎早已

成竹在胸，要买什么样的房屋，什么

样的朝向，怎样装修，墙是什么颜色，

家里要添置什么细软，精确到在玄关

安一面照妖镜。

每到这个时分，海萍的脸蛋就洋

溢着一层兴奋的红光，鼻翼也会因为

兴奋而扩张。

海萍在谈论房子的时候，几乎所

有的细节都设计好了，独独不谈钱。主

要是，这一点没法谈。一涉及这方面，所

有的梦想，就只能称之为梦想了。

其实，三年前，就在三年前，就在

海萍的肚子刚刚有点鼓起来的时候，

他们家差点就有一套房子了。如果海

萍当时更加实际点的话。

那时候，上海的房价正小荷初露

尖尖角地开始上扬。海萍那时候刚怀

孕５个月。原本，那是买房子的最好

时机。趁走得动，海萍每天下了班就

拉着苏淳去看上海各区的二手房。

当时，小夫妻俩手头存款 ４万，
加两家凑的钱，够付一套中小户型的

二手房。也就是在蓝村路或者张扬路

附近吧牎天哪牎这个地段放在现在，随
便什么房子，都得上百万以上啊牎

房产经纪人打电话来约看房子。

到地方一瞧，小小的两室一厅，属于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设计，所有的房
门都对着客厅开，厨房、厕所、两个卧

室。所以那个厅纯粹是过道，基本上

放不了什么家具。 海萍不是很满

意。两间卧室，一间朝北，一间朝东。

就这种户型，来看房的人居然占满了

小厅，总共得五对夫妻吧牎
海萍心里暗暗“切”了一声，想：

“造势啊牎以为来的人多就卖得掉啊牎
这种房子，送给我都不要牎孩子难道
住北间？电脑电视不还是没地方放

吗牎”
房主就开始指着每家的女主人

问：“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第一个问

海萍，海萍显然摇头，

根 本 没 问 苏 淳 的 意

见。问到第二家，那个

女主人就已经表现出

意向了，仔细问一下

估价，好像是３０万。就
这种１０多年房龄的房
子，房主好意思要 ３０
万牎看那墙，都起皮了牎

海萍嘴角都止不

住扬起一丝蔑笑。

海萍如果能预料

到以后的势头，她就

该哭了。

然后海萍就有了

儿子欢欢。没想到，一个小毛孩子竟

然这么能糟蹋钱牎那糟蹋的，都是海
萍未来一平方米一平方米的房子啊牎

欢欢一个月的口粮比他们夫妻俩

吃得都多。光吃也就罢了，他还拉呢牎
一罐进口奶粉一百多块，一包尿布也

一百多。看着存款单上的房屋蓝图一

平方米一平方米地坠落，海萍常常面

对满垃圾袋沉甸甸的尿不湿恋恋不

舍。这扔出去的，都是票票啊牎她恨恨
地在儿子肥屁屁上拍了一巴掌：“你进

出双向收费啊牎比中国移动还狠牎”
家里因为姥姥的到来而更显得

拥挤不堪。姥姥和妈妈带宝宝睡床

上，爸爸就铺个地铺睡地上。苏淳和

海萍一想到那个小地方，混着孩子的

哭声，屎尿的味道，大人的汗味，几个

人因为喂养而发生的争执声，就实在

不想进门。

孩子生下来三个月后，海萍就宣

布：“我要回去上班了。我得挣钱。房

子太小，开销太大。妈妈，你替我

把欢欢带回老家养吧牎”
海萍说这话的时候，是带

着解脱的神清气爽。

连 载
１

１６

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６日，美联储正式
开始运作。１２月１６日，摩根的左右手
戴维森来到英国，与英国达成信贷协

议，数额为１０００万英镑，这在当时对
美国而言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大生

意，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料到最终的贷

款总额会达到令人震惊的 ３０亿美
元！摩根银行收取了 １％的手续费，
３０００万美元落入腰包，摩根在战争中
吃得盆满钵满。同年春天，摩根又与

法国政府签订了信贷协议。

当战争打到关键时刻，为了得到

更多的金钱，英国政府宣布将对英国国

民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利息收入征

税，英国人立刻贱价出售这些债券。英

格兰银行很快堆满了美国债券，英国政

府立刻让他们的美国代理摩根公司将

这些美国债券在华尔街足额出售，美

国投资者对本国的债券接受度自然很

高，很快３０亿美元的债券变了现，英国
又得到一笔巨款来支撑战事。但是，英

国对美国积累的一百多年的债权人地

位，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从此，英美之间

的债权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当德国驻土耳其大使满腹狐疑

地问他的美国同僚，

为什么美国要和德国

打仗，美国大使答曰：

“我们美国人是为了

道德原则而投入战争

的。”这样的回答让世

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

事实是，美国对

协约国提供了 ３０亿
美元的贷款和 ６０亿
美元的出口物资，这

笔巨款尚未偿还。如

果德国取胜，银行家

手中的协约国债券就

会一文不值，摩根、洛克菲勒、保罗·

沃伯格和希夫为了保护他们的贷款

而竭尽全力将美国推向战争。

《凡尔赛和约》牶一份为期 ２０年
的休战书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血腥残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德

国作为战败国将丧失 １３％的领土，赔
偿３２０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加每年
５亿美元的利息；出口产品被征收
２６％的额外费用，丧失所有海外殖民
地；陆军只能保留１０万人，海军主力
战舰不得超过６艘，不得拥有潜艇、
飞机、坦克或重炮等攻击性武器。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宣称 “搜

遍德国人的口袋也要把钱找出来”，

但私下里，他承认：“我们所起草的文

件（和约）将为２０年后的战争埋下伏
笔。当你们把这样的条件强加在德国

人民的身上，这只能导致德国人要么

不遵守条约，要么发动战争。”

问题不在于政治家们是否都意

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问题在于他们背

后的“师爷们”才是真正的决策者。陪

同威尔逊来到巴黎的银行家有：首席

金融顾问保罗·沃伯格、摩根和他的

律师弗兰克、摩根公司的高级合伙人

托马斯·莱蒙、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

巴鲁、杜勒斯兄弟 （一个是后来的

ＣＩＡ的头头，一个是艾森豪威尔的国
务卿）。英国首相的身后是菲利普·沙

逊爵士，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嫡系

子孙。法国总理克莱蒙梭的高参是乔

治斯·曼德尔，他的真名是杰洛波·罗

斯柴尔德。德国的代表团首席代表就

是保罗的大哥麦克斯·沃伯格。当国

际银行家们齐集巴黎的时候，后来的

“以色列之父”艾德蒙·罗斯柴尔德男

爵作为东道主提供了热情的接待，他

将美国代表团的头面人物安排在自

己在巴黎的豪华庄园里。

巴黎和会其实是一场国际银行

家们的狂欢节，在大发战争横财之

后，他们随手播下了下一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剪羊毛”与美国１９２１年农业衰退
“剪羊毛”是银行家圈子里的一

个专用术语，意思是

利用经济繁荣和衰退

的过程所创造出的机

会，以正常价格的几

分之一拥有他人的财

产。当银行家控制了

美国的 货 币 发 行 大

权，经济的繁荣和衰

退变成了可以精确控

制的过程。此时的“剪

羊毛”行为对于银行

家来说，就像从靠打

猎为生的游牧阶段进

化到了科学饲养的稳

产高产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普

遍繁荣，当战争结束时，农民手中握有

大量现金，而这笔巨额财富却不在华

尔街银行家的控制之下。原来，中西部

的农民普遍把钱存在保守的当地银

行，这些中小银行家对纽约的国际银

行家普遍持抵触和对抗态度，既不参

加美联储银行系统，也不支持对欧洲

战争贷款。华尔街的大佬们早就想找

机会好好修理一下这些乡巴佬，再加

上农民这群“肥羊”又膘肥体壮，早已

看着眼热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准备动手

“剪羊毛”了。

华尔街银行家们首先采用了 “欲

擒故纵”的计策，建立了一个被称为

“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的机构，专门

“鼓励”农民把他们的血汗钱投资于购

买新的土地，该组织负责提供长期贷

款，农民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大量农

民在该组织的协调下向国际

银行家们申请了长期贷款，并

缴纳了高比例的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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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雪夜的 １１点钟，我站在乡村
的一座小楼里。漫天的雪花静静地滑过

玻璃窗子，在日光灯的照耀下泛着银白

的色彩，还有窗子上小溪一样的痕迹，以

及窗沿上堆着的雪花，都让我心中生出

了许多美丽的遐想。

这场雪从早上一直下到现在。茫茫

的原野上闪烁着朦胧而又皎洁的光泽，

让人感受到什么是幽邃和浑厚，什么是

纯粹和无瑕。窗前的树枝，仿佛是一支支

竖起的蜡烛，燃烧着清凌而又剔透的光

焰，就像来自天国的祝福。小心地推开窗

子时，有清冽的气息扑进胸怀，让我的心

里拥有了一片温柔空灵之息。

我要听雪。听雪的沙沙的步子，听雪

的沙沙的旋律，听雪的沙沙的絮语，听雪

的沙沙的情话，和雪的沙沙的笑声……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大雪了，儿时的

大雪已成为记忆里一曲飘渺的歌唱。我

曾在大雪的歌唱里滑冰、打雪仗，或是滚

雪球、堆雪人儿，抑或是支起个大筛子远

远地扯着根绳子捕麻雀……那日子，仿

佛迷人的童话。

我已经很久没听过雪落原野的声音

了，是那种听似无声却如洪涛的声音。那

声音总让我怦然心动而诗意满怀，也充

满无法抑制的激动。但在久居城市的日

子里，我连雪的踪影也见得不多了。即使

天上飘起雪花来，也是不到地上就化了，

就是不化，也绝没有这雪落原野的气魄

啊。城市是一座大熔炉，不只让人身心燥

热，也让空气、让土地和人一样地燥热。

城市里没有雪落原野的声音……

我是专门为听雪才来乡间的。朋友

给我燃起了炭火。是让人感到亲切倍至

的木炭火。这鲜红的甚至会叭叭作响的

火苗在这个美丽的雪夜里，就像一幅温

暖的画图，就像情人给我的亲亲的爱抚。

我在画图中听雪，我在情人的爱抚里听

雪———

雪是来自上苍的精灵。雪的声音是

有色的，不只是白，还有绿，还有翠，还有

红和紫……这些色彩就在它的怀里，一

旦落入泥土，就要生根发芽，就要开花结

果，就要孕育出一个五彩缤纷的天地。我

听到原野上拔节的声音了，由远而近，由

近而远，咔咔嚓嚓，咯咯吱吱，那是雪的

动情的歌唱啊！雪在我的灵魂之上———

在雪的歌唱里，我感到了上苍的颤

动，原野的颤动，心灵的颤动，初恋般的，

少女般的，孕妇般的，有着起伏跌宕的音

韵和律动。哦，在这雪野之下，有多少种

子在拥抱着灿烂的梦想呢，有多少根须

在积蓄着灿烂的花期呢？在雪的脚下，是

一条条蜿蜒的小路，这小路连着田埂、村

舍、炊烟，也连着农人的一颗颗心。这一

颗颗心，因了这雪的动情的歌唱，就像花

蕾，就要吐出它郁郁的芳香了啊。

我在听雪。听雪的温柔的歌唱，听雪

的多情的歌唱，听雪的豪放的歌唱，听雪

的大度的歌唱，听雪的慈祥的歌唱，听雪

的启我心智的歌唱……

田野在漫天大雪中沉入了梦乡，我

想这时的田野一定对雪充满了感激。感

激雪的滋润和雪的温暖，感激雪的浪漫

和雪的专一的情爱。这漫天的雪花，就是

它的乳汁和血液，就是它的力量和色彩，

就是它万紫千红的春天和天高云淡的金

秋啊。我感到有无边无际的绿叶在雪野

上摇曳，有金光四射的麦穗在雪色中成

熟，我感到这雪下蓬勃的火力，就像在不

断地积蓄的洪流，我听到矗天而立的涛

声了。那瓦屋、田埂，那池塘、水渠，都在

我的心里重叠成灿烂多姿的天地了。

这时的炭火越发兴旺了，它在这雪

色之夜中昭示着什么呢？

家（油画） 娜乌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