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天夜里，一场噩梦把我惊醒了，醒
来后浑身是汗，再也睡不着了。

在梦中，家里的乡亲们给我在老
家娶了一个媳妇，一定让我回老家去
生活。我反复跟他们讲，北京城里现
在大家看的都是液晶电视了，咱们这
里还没有通电，我不能回去。乡亲们
执意让我回老家，说，她家的口粮多，
娶到她是你的福气！梦里不断重复着
类似的对话。

醒来后，我为自己在梦中的恐惧
感到不解，最近连续回了两次甘肃天
水老家，在白天我的思维中回老家是
愉快的，心里也时刻思念着故乡，希望
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可是在梦中为什
么回老家变成了可怕的噩梦呢？“做梦
娶媳妇”在俗语中是一桩美事，谁梦想

着什么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会用“做梦娶媳妇”来形容。
但在我的梦中却恰恰相反，梦
里娶媳妇变成一件可怕的事，
这可能是我内心深处自己都无
法察觉的恐惧之处，恐惧生活
再回到封闭和落后中去。这种
恐惧在梦中释放出来了。

昨天与一个朋友吃饭，得知我是从
黄土高坡上出来后，他对我说，他认为最
浪漫的事是身穿羊皮袄，头扎着羊肚子

白毛巾，背上背着装水的葫芦，赶
着羊群，在黄土高坡的对面有姑娘
穿着红色的衣服与他对歌。我说，
我昨天刚做了一个“娶媳妇”的噩
梦，你的浪漫正是我的噩梦。我的
说法很扫他的兴，他再也没有把他
的浪漫讲下去。在沉默的时候，我

想，他的浪漫是张艺谋电影画面中的浪
漫，与现实生活相隔很远。

两天过去了，我还一直在想我做的
这个噩梦，我很少看电视，为什么在梦中

要向乡亲们大声说“北京城里都用液晶
电视了”呢？我想我还是怕落后，怕思想
的落后。

今年初，看到陕西省的作家路遥
临去世前给贾平凹写的一封信，信中
说：“现在我们在西安城里好好写小说
赚钱，赚够了钱，我在黄土高坡上打一
孔窑洞，一边放羊，一边养病，养身
体。”但是，写完这封信不久，路遥就去
世了，路遥的梦想也只能在另一个世
界中去实现了。说实话，我看到路遥
在信中这样说的时候，也觉得很浪漫，
可是在我的梦里，这一切为什么又是
如此可怕呢？

我是不是也有点叶公好龙，或者是
人真的有两面性，对某一种事物的爱和
恐惧有时也是并存的呢？

做梦娶媳妇做梦娶媳妇
潘石屹

魏巍老师走了。
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读

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应该是中学吧。在课
本上。后来知道他又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比如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火凤
凰》、《东方》，荣获了茅盾文学奖。这部巨
著，据说是花了20年的时间写的。从1958
年写到1978年。1958年，他已然是中国文
坛上最走红的作家
了。当时，地不分南
北，人不分老小，可以
说举国上下，无人不
知，谁人不晓《谁是最
可爱的人》这部作品
和魏巍这个作家。但
他居然还能埋下头，
用20年的时间来写一部文学巨著。这在中
国文坛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而在这个过
程中，他还参与创作了《东方红》史诗。这部
史诗《东方红》演出后立即轰动了全国，但他
仍然埋头继续写他的文学巨著。在这20
年，他成了部长，当了“高官”，却仍然坚持着
写巨著。后来，他又遭受“文革”灾难的不尽
冲击和无穷折磨，他却还在继续坚持着写这
部巨著……

他是真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啊。他是
真想通过自己的创作，让自己的国家，自己
的人民，自己的军队，自己所依赖的这个世
界变得更美好啊……

我没有全部读完魏巍老师的作品，我
也没有悉心研究过魏巍
老师人生的全部历史，
我没有资格来评价他的
文学成就。我知道，现
在有一些人并不赞成魏
巍老师那样的活法和写
法。他们并不希望作
家，更不希望文学跟整

个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紧密挂起钩
来。怎么活，怎么写，的确是每个作家，每个
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的体制应该给每一个
作家和每一个人以充分的生存发展权利。
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法在魏巍老师那样一种
文学的执著和人生理念的顽强面前无动于
衷。近年来，中国文学的疲软不正是因为缺
少了这种执著和顽强所致吗？少灵魂，缺精

神，哪来真正的艺术？这和中国足球的萎靡
其实是同出一个病根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有一股风潮，歪
批和彻底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做这种
事的当然是“知识分子”，是“文化人”。但在
我看来，这些人恰恰既没有知识，也缺少文
化修养。历史进步总是表现在长江后浪推
前浪，也表现在后浪超前浪上。但身为后浪
的我们因此就可以嘲弄前浪、蔑视前浪，甚
至故意歪曲前浪了吗？这不仅仅是无知，也
缺少一点最起码的文德和学人的良心。固
然，我们一定不能拘泥于前人的足迹而迟滞
不前，更无须奉前人为尊神而泯灭自己。大
胆超越前人，是每一代新人最起码要完成的
使命。但是在这时候，必须明白一个最浅显
的道理，任何一个后浪都是由于前浪的使力
而造成的。每一个作家严格说起来，都只能
属于某一个时代。真正超越时代超越历史
而永恒不朽的作家，有，极少。像最近被嘲
弄的巴金、老舍、冰心，还有常常被捉弄的鲁
迅，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曾点亮过多少渴望
自由、民主、爱情和真善美的年轻人的心
灵。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早先，一个

东南亚的作家代表团来中国，有些老作家提
出要见巴金，等真的见到巴老，他们一下便
全跪下了。他们太激动了。因为他们年轻
时被他的作品深深地打动过，并因此影响了
他们的一生。

现在的家庭，现在某些社会角落里，是
老人们跪倒在“小皇帝”面前甘于去伺奉。
时代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现在的年轻人不再

会和这些前辈作家作
品中人物命运产生共
鸣，他们的一些写法
在我们看来似乎也显
得比较“落伍”和“幼
稚”了，这是时代的局
限性造成的，是他们
个人所无法改变的，

因此也是正常的事。我们可以分析他们
作品的得失，不受他们作品的局限而再造
新的局面，但千万不能嘲弄。只要他们在
他们那个时代，确实是推动了历史前进，
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前进的方向去努力
的，而且取得了重大成就的，都应该得到
最大的尊重。比如我们的父母都会老。
他们总有一天会变成“老小孩”。我们也一定
会做出许多他们做不到的大事。因此，到那时
候，我们会呛声嘲弄他们吗？会摒弃他们吗？
会拿他们开涮吗？何况还有一些大学老师，蓄
意歪曲和轻蔑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等一
批我们民族文化的巨匠，用此伎俩来哗众取
宠，以博取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得不到的那种虚
名浮利，那就更加可恶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靠多少
代人积累、积淀才能成气候的。无知和狂妄
地否定一切，也许会博得一些虚无分子和无
知者的掌声，但虚无必定改写不了人类的文
化史。把历史随心所欲地当猴耍的人，必定
也会被历史耍成个“猴”。这个定律早已被
历史本身证明了的……

夜放春风，银树飞花，火凤还巢。展文
明古国，千年画卷；和谐世界，万众音高。
奥运无疆，体坛无界，四海宾朋诚相邀。东
方亮，看冲天圣火，华夏情豪。

复兴之路迢迢，百年梦，心头从未消。
昔孤身壮士，唯留企盼；破零枪手，独领风
骚。众志成城，强大军团，赛场摘金举世
骄。国运盛，则民身强健，且看今朝。

《瀛海行》的作者高治军先生，
用诗行记述了他游历南太平洋的
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亚日本的见
闻与感受。读着《瀛海行》，品味弥
漫在诗句中的情趣与理趣，让人看
到了他的心灵世界，领略了生命中
别样的风景。

治军先生写在《瀛海行》卷首
的《自序诗》，是作者对自己整部诗
集内容的高度概括：“异域一见他
山石，愿补华夏更胜形。”行走在大
洋彼岸的诗人，俯仰之间，触目所
见，时时处处想到自己的国家，自
然而然地生发出关于社会生活、文
化政治的种种联想。如写于堪培
拉国会大厦的：“阳光下，民主佳，
自然和谐足堪夸”；在《凯恩斯放
思》中：“融入环球中，方会眼界
宽”；在《东瀛思》中：“居住海国者，极具
扩张性，历史不应忘，痛定当思痛。未来

应前瞻，坚信花更红……中日若
和好，世上谁争锋？”这些诗句记
录了他的理性与思考，也记录了
他对祖国的一往情深。

《瀛海行》更多的诗作，是诗
人于常见的风物景色中，信手拈
来，直抒胸臆。如《天鹅》一诗中
对天鹅的吟咏：“……应知世上万
类物，高贵总不与俗同”；又如《红
衫树》中对红杉树的描摹：“……
绝无弯曲旁斜枝，一心只向光明
去”；再如《小企鹅》一诗中对小企
鹅生存状态的悲悯：“早上即入波
涛海，直到向晚方才归。谁知掌
样小小物，但为生计搏几回。”这
些诗行，一扫浮夸和俗见，呈现出
朴素通达的洞见，让人们看到了
世间万物各个不同的生命姿态，

也体味到了蕴涵其中的作者的情怀和胸襟。
大象出版社出版

在中华民族的民间美术这个
丰富而又珍贵的艺术宝库中，民间
剪纸无疑是一支最富有生活气息
和民族特色的鲜艳花朵，而豫东民
间剪纸艺 术 则 以 它 那 粗 犷 中 见
天真，浑厚中更显茁壮有力而独
具特色。

自古以来，豫东的广大农民，
尤其是农村妇女，就能根据日常生
活的需要，或
者是结合传统
的节令风俗和
婚 嫁 喜 庆 活
动，创作出许
多丰富多彩的
剪纸艺术品。世世代代，她们受
传统民族文化和民间美术（如泥
泥狗、布老虎、花棒槌等）的影响
和熏陶，再加上家传身教，耳濡
目染，逐渐形成了粗犷浑厚的豫
东民间剪纸艺术的独特风格。
剪纸艺术的创作过程，也是广大
农村妇女倾注自己的情感，施展自己
才能的好机会。她们不拘一格地自
由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其剪纸作
品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上，虽然不
能与专业美术工作者的作品相比，但
是，它们却像一首首质朴生动的民
歌，清新、活泼、健康、富于创造性，散
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表达了豫东广
大农民美好的思想情感和独特的审
美趣味。

豫东民间剪纸应用的范围很
广，或者被直接贴在窗户、门楣上，
或者用于婚嫁喜庆、传统节令的装
饰美化，或者用作鞋子、枕头、门帘
等刺绣的底样，或作为一种独立的

艺术欣赏品。
其中窗花是一种贴在窗户上

的剪纸，在那洁白的窗纸上再贴上
色彩鲜艳的窗花，使人感到特别的
清新亮堂。为了增加效果，创造出
一种节日所需要的红火气氛，往往
在一个窗户上要贴上许多窗花，这
些窗花或在内容上配套，或在形势
上相呼应。窗花一般都不太大，而

且还要注意镂空透亮，避免影响光
线。至于窗花的题材内容十分广
泛，从生产劳动到日常生活，从动、
植物到戏曲人物，应有尽有。“麒麟
送子”是常见的题材，瑞兽足踏祥
云，送子娘娘端坐麟背，手持莲花、
怀抱婴儿眉清目秀，更有喜鹊迎风
飞舞，一派吉祥场面。表达了人们
期望人丁兴旺、家族昌盛的美好愿
望。窗花虽小，但民间艺人的艺术
想象力和表现力却是极为丰富的，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评价的：“一剪之
巧夺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

鞋花和枕头花、门帘花等，则
是豫东农村一种用作刺绣底样的

剪纸。它的图案一般都比较疏朗、
匀称，像窗花那样淳厚朴实。一把
剪子，一张彩纸，在农村妇女们的
手中弯来弯去，一会儿便飞出了一
只只生动活泼的花鸟鱼虫，这种民
间的艺术才能实在令人敬佩。

豫东民间剪纸艺术的取材内
容，是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生
活密切相连的。生产劳动、农村生

活，人们喜爱
的家禽如鸡、
鸭、鹅和猪、
牛、羊等，喜
闻乐见的动、
植物如大象、

老虎、猴子和竹、菊、梅、兰、牡
丹、荷花等以及一些喜庆寓意的
题材如“五谷丰登”、“喜鹊闹
梅”、“吉（鸡）庆有余（鱼）”、“五
子登科”、“鱼跃龙门”等，而戏曲
人物、传说故事如白蛇传、老鼠
嫁女等，也是她们最喜欢表现的

题材。在这些题材中，生动地体现
了豫东劳动群众饱满、亲切、纯真
的思想感情，寄托了他（她）们祈望
吉祥幸福、家庭昌盛，寄托对美好未
来的希望和向往。

豫东民间剪纸艺术主要依靠
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概括
力，抓住现实生活中最动人的、最
能表达自己情感的内容和形象，运
用夸张、变形的手法，简练的线条，
创作出富有概括力和想象力的艺
术构想。简练的结构，以及明快鲜
艳的色调，于粗犷中见精神、浑厚
中见天真，构成了豫东民间剪纸艺
术的独特风格。

南北朝刘宋时，宋武帝有位
女儿寿阳公主，生得十分美貌。
有一天，她躺卧于宫殿的檐下休
息，一阵风过去，有几瓣梅花恰巧
掉在她的额头。寿阳公主被衬得
更加娇柔妩媚，宫女们见状，都忍
不住惊呼起来。从此，爱美的寿
阳公主就常将梅花贴在前额。

寿阳公主这种打扮被人称为
“梅花妆”。传到民间，许多富家
大户的女儿都争着效仿。但梅花
是有季节性的，于是有人想出了
法子，设法采集其他黄色的花粉
制成粉料，用以化妆。这种粉料，
人们便叫做“花黄”或“额花”。由

于梅花妆的粉料是黄色的，加之
采用这种妆饰的都是没有出阁
的女子，慢慢地，“黄花闺女”
一词便成了未婚少女的专有称
谓 了 。 同 时 ，“ 黄 花 ”又 指 菊
花。因菊花能傲霜耐寒，常用
来比喻人有节操。所以，在闺
女前面加上“黄花”二字，就说
明这个女子还没有结婚，而能
保持贞节。

以上的说法是民间传说，贴
花黄之风俗比刘宋时期早，北朝
民歌《木兰诗》中就有对镜贴花黄
一句，而北朝的建立是早于刘宋
的。

一纸剪出万木春
穆广科 王七灵

艺苑撷英

沁园春·北京奥运
马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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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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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

杨澜：八千块人民币？对一个
学生来说，已经很多了。

萧蔷：我就觉得已经是一个月
的薪水了，那好啊，我愿意去试试看。

杨澜：萧蔷很早就有了台湾第
一美女的称号。这个名称是从哪里
来的？

萧蔷：台湾的一些市场调查，
一些民意调查，有明星的，有商业的，
有媒体的，有报纸、电台的，它们可能
会不定期地做一些调查。比如说现
在，你觉得谁在你心目中是最好看的。

杨澜：如果有一年被评为最美
的女人，那是可以理解的，要是连
续十年都被评为最美的女人，就会
觉得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里面。

萧蔷：我觉得30岁以前的容貌
是父母和上天给我们的礼物，30岁
以后我们就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了。
我刚开始也不懂得保养，不是说我
以前很粗枝大叶吗，刚开始当模特
的时候，回家就用肥皂直接洗脸卸
妆，隔了一阵子脸上就出现一些莫
名其妙的大疙瘩。我心想，为什么
我们化妆会比不化妆
还难看？要命。所以
我觉得女生还真的需
要保养，尤其我们要
常化妆，保养我们的
皮肤，把化妆当成工
作的一部分。

杨澜：其实这也
是敬业的一个部分。

萧蔷：这点我很
敬业。

杨澜：但是会不
会 觉 得 到 了 这 个 阶
段，到了某种顶点的
时候，你不满足了？
就是因为当一个女演员很漂亮的时
候，人们就会要你去演那种人们印
象中的角色，你要突破的时候，就
很有压力。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对
你最有挑战的一个角色是什么？

萧蔷：我觉得应该是《 一帘
幽梦 》里面的绿萍。因为她是一个
很完美的女人，就像一只天鹅一样
优雅、完美，外貌、内涵、气质各
方面都非常完美，可是突然她的腿
断了，就好像她的翅膀折断了，折
翼的天鹅或天使，然后她的个性有
了很大很大的转变。我第一次觉得
心里面有一簇火焰，表演的能量很
充沛、很顺畅的时候，我感觉到表
演的乐趣和热情。

杨澜：若干年前，有一次我回
到家里，看到我婆婆正在那里抹眼
泪，我一看就是你演的绿萍在那发
疯呢。

美丽是一种负担
杨澜：所有的人都会觉得美丽

的女人获得爱情的机会比较多，她一

定有很多很多追求她的男人在身边，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萧蔷：在工作很忙的时候，如
果心里面还想着一个人的话，真的是
太煎熬了。

杨澜：那不是很甜蜜吗？我觉
得想到那个人很有力量，然后赶紧干
活。

萧蔷：想见又不得见，而且不
是一天不得见，可能好多天都不得
见。我又不能让他到现场来，因为我
对爱情的看法是，我有多在乎这个
人，我就有多保护他。

杨澜：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是
这样的，他会因为你的美而受到其他
的压力，这时候他的压力也就部分地
成为你的压力。

萧蔷：我可以挑选的人本来就
很少，如果他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
很有自信或是很肯定自己的人的
话，那他肯定就没有这个机会。因
为我并不能够去呵护他脆弱的自尊
心，或者很怕触动到他很敏感的部
分。我就好像碰到一个定时炸弹，

你不觉得吗？我每天
的工作已经很紧张
了，回家以后还不能
讲这个话，不能说那
个话，我应该不会往
那个洞里边去跳。过
年的时候，小女子我
呢就会在家里陪我爸
妈打一圈麻将，我哥
也在。每年那个时候
都会接到很多记者的
电话问，你的择偶条
件是什么，你怎么过
新年啊。他们已经问
了大概十几年了，今

年又打来，我又接到。他说择偶条
件是什么，我以前会说孝顺啊，幽
默，善良，有专业能力，体贴，真
心对人好，然后要很爱我什么什么
什么，人才，钱财，奴才，哇啦哇
啦一大堆。

杨澜：还有奴才呢？
萧蔷：就是不只嘴巴讲讲，要

出钱，还肯为你真心去付出，做事
情。后来我哥就懒懒地说男的，会
动，活的。

杨澜：你就把这个话说出去了
是吗？

萧蔷：说真格的，我已经讲了
十几年了，我也不认为他们真的很在
乎我的择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我哥
这样讲就很有趣。

杨澜：其实我发现你比前几年
放开很多。

萧蔷：对对，就是不会那么认真
地去做，因为我以前很紧张。

杨澜：很紧张，是
吧？

冯玉祥一看，这人是韩占元。
韩占元是保定人，擅长拳术，为

人机敏，入伍时是左哨正兵，后来升
为排长。他当了官，却在外边包庇烟
贩，从中获利。一次，他包庇的一个
烟贩偷偷从桃源过来，从张家湾闯过
沅江，把船开到陬市地方停靠。他指
着那个烟贩骂道：“我韩某本是一个
安分守己的军人，都是你们这批烟贩
引诱我，叫我吃上了大烟，现在又让
我做这丧心天良的包运烟土的买卖，
都是你们陷害我的！我想起来就恨
得牙根发痒！我这次定把你这些烟
土拿了，上常德告你去！”那烟贩听
罢，慌了手脚，只好跪在地上向他求
情。韩占元把他放走，自己将烟土偷
偷运到下游变卖了。

冯玉祥得知此事，立即把他撤
职，驱逐出去。

韩占元在这个时候自告奋勇，
将功赎罪，要求给他六个手枪队员，
上场接补。冯玉祥想试试他的本领，
很爽快地答应了。韩占元带着六个
弟兄，英勇善战，越战越勇，果然把敌
人打退了。这次因
他有功，冯玉祥便委
任他为营长，并教育
他努力上进，好好报
效国家。

在 整 个 战 场
上，双方还在激战。
冯玉祥看到赵倜的
薄弱环节，决心拿出
全 部 力 量 ，决 一 死
战。于是，他命令冯
治安、张自忠带着学
兵连，李向寅带着手
枪 队 一 起 冲 了 上
去。这几支如狼似
虎的生力军，猛打猛
冲，赵倜部很快就招架不住。最后，
赵倜部溃不成军，满山遍野到处逃
窜。冯玉祥部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开
封，再没有遇到顽强抵抗。

赵倜见形势不妙，忙向吴佩孚
求情。吴佩孚这时也不愿扩大河南
纷争，答应暂时维持河南现状。

冯玉祥率军离陕时，曾声明决
不回任。如今他替吴佩孚立了大功，
觉得吴佩孚不能不给他报酬，但这个
停战命令却让冯玉祥得不到一点好
处。于是，冯玉祥就不理停战命令这
回事。10日，仍向中牟进攻，赵倜只
好退守开封。

赵倜自知上了假情报的当，已
铸成大祸。当天，他令宝德全维持开
封治安，对冯玉祥的进攻，不许抵
抗。宝德全这时已投靠吴佩孚。吴
佩孚命令宝德全解散赵杰的第一师，
并保举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赵
杰见事不妙，闻风逃到上海租界。

就这样，冯玉祥赶走了盘踞河

南八年之久的赵倜。
赵倜被冯玉祥打垮，冯玉祥没

收其家产，并在省城展览其中的珍奇
物品。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
下属奉献的赤金尿壶、翡翠嘴象牙大
烟枪及赤金镶宝石的烟膏盒，还有赵
倜最宠爱的三姨太所穿的睡鞋：鞋面
金丝沿边，镶有闪光耀眼的珍珠宝
石，让人十分开眼。

吴佩孚挤走冯玉祥
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期间，吴佩

孚在河南督署安插了亲信，但他及时
进行了人员调整。吴佩孚派宝德全
监视冯玉祥，被冯枪毙。因而，冯吴
二人矛盾日益加深。在此情况下，吴
佩孚当然不可能容许冯玉祥扩大势
力。事实上，冯玉祥在吴佩孚的严格
限制和决不允许扩大编制的情况下，
已经大量扩充了军队。

吴佩孚得知冯玉祥私自扩充了
三个混成旅的军队后，更加忌恨冯玉
祥。他认为冯部近在河南，势力越来
越大，已构成了自己的心腹之患，一
定要把他排挤出去。

于是，吴佩孚
示意直系阁员高恩
洪，请求总统黎元洪
下令免除冯玉祥在
河南的职务。同时，
又致电曹锟，准备乘
机消灭冯军。

冯玉祥在河南
的所作所为，在全国
引起很大反响。上
海一家英文周刊举
行了一次中国当代
名人选举，共有3500
人参加了投票，而且
参与者多为中国知
识分子和学生。在

选出的 12 名“最伟大的中国人”中，
孙中山名列第一，冯玉祥竟然是第二
名。消息传出，更引起吴佩孚的忌
恨。

此事发生一个月后，也就是
1922年 10月 31日，冯玉祥被北洋政
府正式任命为陆军检阅使，并授予扬
武上将军，免除了河南督军的职务。

冯玉祥督豫仅仅五个多月，即
失去了河南地盘。

北京政府宣布任命冯玉祥为陆
军检阅使，改任张福来为河南军务
督理之后，河南各界反应强烈。当
时的河南省教育会、省农会、省立
学校联合会、省工会、律师工会等
联合电请挽留冯玉祥。

此外，旅京人士挽冯不成，又
相继发生了废督运动、豫籍众议员
质问调冯事件以及冯的部下不满情
绪等，虽连电中央及曹锟、吴佩
孚，坚决挽留，但无济于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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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的执著与顽强
陆天明

随笔

留得残荷听雨声
茅大容 留我花间住 李俊香

贵州黎平肇兴侗寨 蒋兰成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