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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富也要穷孩子
黄远风喜欢养花，他说养花的过

程给了他很多启发。你看，那些施了
肥、在温室里开得很娇艳的花往往一
拿到室外，一旦遇到点风雨就蔫儿
了。而那些一直生长在户外的花，经
历那点风雨算什么。最后他总结出，
养孩子就像养花，培养有战斗力的孩
子，就得让他吃点苦！

让孩子怎么个“苦”法?他从来没
有让孩子坐公司的车去上学，原来是
妈妈打车接送，而自打上了二年级之
后，就没有接送过。晓雨就读的学校
离家有五站地，他每天不得不六点钟
就起床准备上学，而每到放学的时
候，家长排队接孩子的现象司空见
惯，只有晓雨形单影只。年龄小，怕
坐过站，他把十几个站名记得滚瓜烂
熟。晓雨所在的学校，老师、学生都
不知道这个“穷孩子”有一个“富爸
爸”。

去年春天回老家过年，黄远风
夫妇坐飞机，却让儿子跟一个老乡坐
火车硬座回家。“飞机、卧铺是舒服，
但是你还没有条件达到。除了阳光
和空气是大自然赐予的，其他一切都
要通过劳动获得，我想让他明白这个
道理。”

所以，在他的家里，孩子得干家
务，因为通过干家务，孩子才可以得
到零花钱。因此晓雨小小年纪就知
道权衡轻重了，一旦超过自己能力的
东西就暂不要了。比如手机，他用的
是父亲淘汰的一款旧式手机，他想换
个新手机。“可是那样我就得干很多
家务，否则得考双百分，我想了想，考
双百有点不可能，就朝最近的目标努
力，如考一个百分我就可以换一双新
鞋。”

让孩子生活节俭，并不意味着让
孩子不会支配金钱。因此他应酬的
时候，遇上周末，就带上孩子。不是
叫孩子去花天酒地，而是在整个过程
中，让瘦弱的孩子充当一个服务员的
角色，哪位叔叔阿姨的茶杯空了，爸
爸一使眼色，儿子就立马端着茶壶去
给客人倒水，服务员想帮忙都会被黄
远风阻拦。而最后，去结账的也是孩
子，每次结账都让服务员吃一惊，而
晓雨接下来的“老练”更是让收银员
们大跌眼镜，他不仅会仔细地对账
单，而且还会问是否有什么优惠活动
和打折，他总会给爸爸争取到一个最

优惠的额度。
黄远风常说授他家财万贯，不如

教会他谋生的手段。“将来，如果他有
能力，我留钱没必要，他如果没能力，
留钱更没必要。”这是黄远风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

舍得把孩子“推出去”
现在的多数孩子，只有一个位置

——接受关怀、接受保护、接受给
予。这种惯性，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
式和行为习惯。黄远风认为，家长要
做的，就是打破这种惯性，让孩子独
立。一个不能独立的人，学习成绩再
好，走上社会后，最终也会被淘汰。
因此，黄远风对孩子的异类教育还体
现在“放养”上。

“对小孩子，一是要管，二是要
放。对孩子的呵护太多，反而是害。
父母不当拐杖要当向导。”10岁的时
候，晓雨就被爸爸“放”了出去。暑
假，黄远风让儿子跟另一个同时是十
来岁的小老乡回福建老家。北京到
福州，那么远的路程，而且到了福州，
还要转长途车才能到老家，这对于一
个成年人来说都发憷的旅程，更何况
是两个孩子。

这是一个可怕又艰难的旅程。
无奈的晓雨战战兢兢上了车。一路
上，他牢记妈妈的话：“不要和陌生人
说话，不要吃陌生人给的食物，保持
手机有电随时联系。”饿了吃方便面，
困了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孤独、恐
惧、担心是至今留给他的记忆。

这个旅程，对于黄远风夫妇来说
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孩子上车几个
小时候之后，他们给儿子打电话，没
人接听。打了几次之后，手机却又关
机了。这下子让人坐不住了。没想
到，这时候，儿子的电话却打过来
了。原来，机灵的小家伙悄悄躲到了
厕所里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他说
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手机，所以他没
有接妈妈打来的电话。没料到，孩子
的防范意识很强。以后的每个寒暑
假，黄远风还是放心地让儿子独自回
老家，他知道会一路颠簸，知道老家
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北京，但他知道孩
子成长过程中的每一小步，都是父母
学习放手的机会。

因为经常独自出远门，晓雨的应
变能力可不是一般同龄小孩能比
的。有一次，他下了火车正准备乘车
回家，突然被两个乞丐拦住，说刚下

火车到北京找亲戚，钱丢了，而自己
是第一次到北京，希望晓雨施舍点
钱。晓雨身上钱不多，正准备给他们
一人一元，乞丐们却开口了：给我们
每人 3元，我们要坐地铁。晓雨的小
脑瓜子立马转开了，既然是第一次来
北京，咋知道坐地铁是 3 块钱呢，肯
定是骗子。立马掉头就走，走后再回
头，发现真有警察过来抓那两个乞
丐，这无疑证实了他的猜测。

看着小小年纪的儿子经常自己
计划假期，从容不迫地准备行李，而
且灵活自如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黄
远风很是欣慰。

他说自己对孩子的这种教育看
似“狠心”却是厚爱，因为父母不能陪
伴孩子一辈子，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如
何面对世事和处理世事，他相信孩子
在将来就有本事独立撑起一片属于
自己的天空!

教孩子感恩施爱
很多父母感慨，现在的孩子不

知感恩，因为接受的爱太多，慢慢失
去了自己爱别人的能力。黄远风经
常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如何孝顺父
母的，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回家看望
老人，在家里住一阵，而且有意识地
把孩子带上，让他亲身感受孝敬爷爷
奶奶。

不仅关爱亲人，黄远风对待朋友
也热情真诚，即使是素不相识的陌生
人，他也同样施与爱心，轰动京城的
由北京当代女子医院出资承办的“10
万女性宫颈疾病免费大筛查”就是黄
远风为社会做得实事。看望病人、捐
助贫困家庭、做公益活动……黄远风
都尽可能带上儿子，他希望儿子也能
尽一份自己的爱心去爱别人和关注
弱势群体，从小让他懂得：敬人者，人
敬之；爱人者，人爱之。“与孩子一起
为公益事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目的
就是想让孩子学会关心他人、理解他
人，善于与人交往。”

父母是爱心传递的使者，正是在
这样的教育下，晓雨在潜移默化中学
会了感恩和施爱，也明白了生活就是
这样在真善美之间不断流动及循环
的。因此，他没有许多孩子常有的那
种专横、霸道、任性和以自我为中心
的坏习惯，相反，却是个懂得体贴、关
心、照顾别人的“小大人”。他不仅没
有一些富家孩子身上的那种骄横，而
且可以说是比一般家庭的孩子还要
显得“谦卑”。在饭桌上，他会帮别人
倒水沏茶。而与小伙伴相处，看到好
吃的他从不独享。有客人来家里做
客，他小小年纪就会主动下楼迎接、
相送。 摘自《家庭之友》

东非地区一直干旱，植被由逐
渐减少到赤地千里，许多野生动物
及家畜因长久找不到食物而死去。
在旱魔肆虐将近 3年之后的 2008年
4月，受灾比较严重的肯尼亚瑞夫特
山谷地区，终于迎来了几场透雨。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然而，奇怪的是，大地上死去的

动物不见减少，反而更多了。人们
对那些动物进行解剖分析——它们
无一不是被撑死的。据肯尼亚国家
公园高级管理员反映：草一开始发
芽返青，动物们就开始狂啃猛吃，不

久，公园里就到处尸横遍野。
如果说连上帝赐予的好处都不

允许你贪欲之心膨胀，都要你谨慎
待之的话，那么在有些人为的、白白
送来的“好事”面前更不可掉以轻
心，忘乎所以。

某国本是农业国，千百年来粮
食自给自足。有一年，邻国来大量
收购动物皮毛，且价格高昂；同时向
其大量抛售粮食，销价堪称奇廉。

这可是好事！于是，人们便纷
纷放弃耕作而开始从事狩猎及畜牧
养殖业。因为这样，他们轻轻松松

就可过上衣食无忧安康富足的日
子。

时间飞逝，邻国似乎有计划地
将皮毛的收购价格一降再降，将售
出粮食的价格一抬再抬——原来一
张皮毛就可换取一个人一个月的口
粮，现在换来的粮食却不够一个人
吃上一天了。饥饿贫困的人们想到
要自己生产粮食，可曾经的优质农
田已变成了牧场或狩猎场，种田技
术也早已失传，谁家也没有像样的
农具了。

为了活命，人们最后不得不屈
服于邻国。

有时，我们甚至要将“好处”当
做灾难，当做祸患来忍受。这样，我
们才能避免灾害，远离祸患。

摘自《青年文摘》

1984年11月19日，郑渊洁首次
产生了完全由他一个人写一本刊物
的想法。因为他发现在一本刊物
上，有的作者写得好，有的写得不
行。读者是为了看好文章而掏钱买
那本杂志的。可是这本刊物上的所
有作者却按照统一的标准拿稿费，
这就等于写得一般的作者在剥削写
得好的作者。他向编发他刊物的主
编提出增加稿费，但主编却说若是
因为你的作品导致刊物发行量上
涨，如何举证呢？就拒绝了他的要
求。郑渊洁觉得不公平，于是想改

变这种状况。
后来，这样一个场景坚定了他

的想法。当时他们的住所附近有一
条自北京站延伸出的铁道，每天有
很多火车经过这条铁轨奔赴远方，
于是郑渊洁骑自行车带着儿子去看
火车。

后来郑渊洁对儿子郑亚旗说：
“那天带你看火车，对我来说意义非
同寻常。我头一次感到火车可怜，
它们终生被禁锢在固定的轨道上，
每天重复着周而复始的路线，虽然
表面看气势磅礴、风驰电掣，其实，

风驰电掣走老路是一种悲哀，还不
如蹑手蹑脚走新路。火车从咱们身
边驶过时，挟雷带电，气吞山河，但
我却感受到它在哭泣，这么有底气
有力量的物体，却只能按照别人给
它设计好的路线行驶，不能越轨半
步……那天下午，我和你在火车道
旁，在观看了十几列火车疾驰而过
后，我决定脱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
路，尝试一个人写一本期刊。”

一年后，《童话大王》创刊。很
快，郑渊洁尝到了甜头，他第一个月
的稿费就相当于那时候的万元户，
他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摩托车，后来
又有了汽车和更好的汽车……

郑渊洁就这样不再走由别人决
定命运的老路，转而开辟了新的人
生。

摘自《思维与智慧》

萝卜花是一个女人雕的，用料
是胡萝卜。她把胡萝卜雕成一朵一
朵月季的模样，很喜人。

女人在小城的一条小巷子里摆
摊，卖小炒。

女人三十岁左右，瘦，皮肤白
皙。长头发用发夹别在脑后。惹眼
的是她的衣着，整天沾着油锅
的，应该很油腻。但是，她的衣
服极干净，外面罩着白衣。衣
领那儿露出一点红，是红毛衣，
或红围巾。

她每卖一份小炒，必在方便盒
里放一朵萝卜花。这样装在盘子里
才好看，她说。

一到吃饭的时间，女人的摊前
就围满了人。女人不停地翻铲，装

盘，然后放上一朵萝卜花。整个过
程，充满美感。于是，一朵朵萝卜花
随着百味香，开到了顾客的饭桌上。

我也去买女人的小炒。去的次
数多了，渐渐知道了她的故事。

女人原先有个很殷实的家。她
的男人是搞建筑的，很有钱。不幸

的是，在一次施工中，男人从高楼上
摔下来。男人捡回一条命，却瘫痪
了。

年幼的孩子、瘫痪的男人，女人
得一肩扛一个。她考虑许久，决定
摆摊卖小炒。有人劝她，街上那么

多家饭店，卖小炒能有生意吗？女
人想，也是，总得弄点和别人不一样
的东西。她想到儿时雕刻过萝卜
花。

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女人攒多
少钱了，女人笑而不答。

不多久，女人竟盘下一家酒
店。在菜肴里，她依然喜欢
放上一朵萝卜花。菜不但是
吃的，也是用来看的呢，她
说。

生活，也许避免不了苦难，却从
来不会拒绝一朵萝卜花的盛开。在
女人一朵一朵细细的雕刻里，有对
生活的尊重，还有一种信念，那就
是：美好，就在不远处，就在手底下。

摘自《中国青年报》

一位“富爸爸”的教子经

走老路是一种悲哀

萝卜花盛开

他们在认识后的第二个情人节
举行婚礼。装修好后，每到周末，他
们就去买居家用的东西，细到连汤
匙也要讲究一下。他总说一切突出
她的习惯就OK，她审美，他跟风。

只是她没有想到那天在商场看
厨具时，发生了分歧。他看好一套
进口刀具，分类周全，一共有 10 多
件。虽然价格不菲，但他决定买下
了。他说想到以后他们可以一起用
它做美食，心里就又高兴又激动。

她眼底滑过了一道暗影，努力
遮掩心里的悸动，说，不用这个，我
们挑酒杯。可他钉在那里，坚持要
买。没办法，她只好装作随意地说，
这样的刀，我有一套。

婚礼如期举行，蜜月回来，他们
就要开始自己做饭吃了。她每天下
午3点就下班，所以，晚餐由她来做。

第一个下午，她就痛苦无比。
即便是做简单的一顿饭，她都得用
到那套厨具，它们会让她想起罗。
和罗有过 5年情感。彼此以为爱得
很深，每年都让非她不娶非他不嫁
的爱情宣言更高调一些。罗在悉
尼，她在深圳，她的房子里有一幅他
送的水晶框世界地图，走的那天，罗

用透明尺仔细量出，深圳和悉尼的
距离是 29厘米。她笑，她牢牢认定
那就是她跟罗的距离，不过一个转
身的尺寸而已，她会始终站在心上
人的事业后面，等他转身回国，就是
面对面了。

那年秋天罗回来了，说再过一
年就把地图换成结婚照。于是，她
拉着罗去商场看居家家具，看中一
样，就发誓一般的说明年就来买。
看到厨用刀具时，罗拍拍胸膛说，一
定从悉尼带一套回来。

厨具是寄回来了，罗却留在了
悉尼，罗打电话哭着说，小米，我们
虽然很相爱，但是因为太远，思念就
被拉出一些细小的空隙，而那个新
加坡女孩就恰好填补了空隙，等醒
悟时，她已经把整个世界都占了去。

她知道自己还是爱罗的。所以
不去恨，所以留下那套刀具，指望着
再遇到罗那样的好男人，就在他身
边给他调制佳肴。

好男人她遇到了，可是现在，她
和他刚刚蜜月，她对罗的思念就决
堤奔流。她告诉自己她和他现在都
是在最爱的状态下。

可是不管用，每个下午，只要一

操作那些厨具，她就会想到罗。连
续一个星期后，她竟然妥协，说服自
己她还是个好女人，就让每个下午
精心做的美味属于她，每个下午的
爱情就留给了罗。

这样的结果常常是他回来她听
不到门铃，几次割破了手，让疼痛阻
隔想念，几次把盐当糖，让煲出的甜
品味道背叛。在又一次烫了手腕的
下午，她丢下手里的事，站在窗前等
他回来，她要告诉他，她没有办法忘
记过去，是原谅是放任，全由他。

晚 6点，他准时回来，从后面抱
着她，交叉着把他的两只手伸进她
居家服两个大口袋，说公司里的人
都说他娶了个好老婆，才几天就把
他养得那么好。她的眼泪差点就出
来，看来，她并不坏。

他看见她烫伤的手腕，把她按
在沙发里坐下，系条围裙去厨房忙
开了。她的手突然在衣服外面摸到
两块东西，一定是刚才抱她时，他偷
偷放的，这才想起，自从认识以来，
她常常会在她的书包里，衣服兜
里。甚至大部头的书里，发现两块
等她剥开来放到口里浓郁的巧克
力。

一个同学老远来看她，她把那
套厨具装好相送。从此，她要用最
平常的家什，在最温馨的下午，给他
做最可口的晚餐。她知道，他是最
爱她的。

摘自《女士》

丈夫劳累一天回来，看到结婚
以前从来没做过饭的我在举着锅盖
当盾牌炒菜，说：“真是一百个人里
也找不到的好妻子！”说完去盛饭。
他喜欢糙米饭，我喜欢精米饭。他
看到盛上来的是硕大而稀松的糙
米，又说：“真是一百个人里只有一
个的好妻子！”吃着饭，我想，也许这
便是意识深处的大丈夫主义，我一
辈子只好吃糙米了，想到这里，心里
有一点凄凉。

吃完饭，我闻着衣袖上的花生
油味，反反复复地衡量着关于家庭
中的男女平等问题。

有一天丈夫说大学里的朋友们
要聚会，是一个纯男人的聚会。我
等啊等啊，从焦躁到委屈，终于愤怒
起来。大家都出去吧！我关上门走

到街上。走了一圈，又回到家门口，
我想好了，丈夫一定会焦急地抓住
我的手问：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你
碰见坏人怎么办？我就冷冷地说：
大家都有会朋友的自由。我打开家
门，丈夫并没回家。

第二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说：
“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立起来的
事业。你才２５岁。”

我心里很烦乱，下班回到家，饿
着肚子打草稿，间或愤愤不平地瞥
一眼暮色渐深的厨房，想，该丈夫做做
饭了。丈夫重重地上楼梯，惊讶地冲进
房间：“你生病啦？怎么还没做饭？”

我说我就是没做饭，我要写文
章。丈夫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放下
包，走进厨房。爆油锅了，饭熟了，
摆碗了。丈夫叫可以吃饭了。我心

烦意乱地走出去，丈夫帮我盛好了
饭。吃完不是我烧的饭，我一点也
没有平等了的感觉，尤其看到丈夫
把奔波了一天的脚搁到桌上的时
候。那灯暗暗给丈夫脸上照出了一
天的辛苦。我看着他，看他的眉头皱成
川字。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碎裂开来。

夜里，我被一个什么沉重的东
西压醒，那是熟睡了的丈夫的头，从
枕头上滑到我的胳膊上。沉重的呼
吸，蹙着眉尖。在窗帘缝里的微弱
月光里，我吃惊地看他。丈夫心里
的世界远远不像他白天那么稳重坚
强。他的手抓疼了我的手肘，他的
头往枕头更柔软的地方钻。那一刻
他像个受委屈的男孩。我突然感到
有些心痛，我明白了刚刚那一阵碎
裂是什么。我想，当一个妻子深深
地同情和爱自己丈夫的时候，当她
心里充满温柔地体恤他的时候，她
和他在精神上就平等了。

摘自《家人》

想知道自己是否爱一个人，只
要想象一下，当他年老，卧病在床
的时候，你愿意照顾他吗？

想到他老病的样子，你已经有
点沮丧，那么，他绝不是能够跟你
厮守的人。

很久以前读过一篇访谈文章，
被访者是一位事业成功的男士。他
说，年轻时他有过一个女朋友。一
次，那个女孩子患肺病住进了医
院，他去过一次之后，就没再去，

因为受不了病人身上的那种味道。
女孩当然也明白，出院后没有再见
他。

我不知道，到底是他不够爱
她，还是他不能忍受自己所爱的人
软弱和生病。我也不知道，当他年
老病倒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爱他
的人愿意包涵，不介意他的味道。

爱一个健康的人毫无困难。
爱一个穷人，是一种选择。
爱一个老病的人，是命运。当

健康离弃了我们所爱的那个人，我
们还能够爱他吗？

也许是几十年后的事了，但
是，你现在就会知道他值不值得。

你到时候仍然能够爱他，也还
是不够的。当你同样年老，卧病在
床的时候，你愿意由他照顾你吗？

只要他在，你就放心了。那
么，他是你寻觅的人。

你只希望他是个来探病的朋
友，而不是夜里抱你上厕所的人，
那么，你要找的人，也许不是他。

在最软弱的时候，你会想念的
那个人；还有，在那个人最软弱的
时候，你会怜惜的，才是彼此将来
的那个人。

摘自《视野》

在西方国家，男人如果想离婚，
对于十分有钱的或者穷光蛋的都可
以承受得起，但对中产阶级(有几个
小钱的)来说，恐怕代价就太大了。
用一位网友的话来形容，离两次婚的
男人，家中基本如大水冲过一般。

有一次，我应邀去某国际组织领
导人家里吃饭，看见他住在一所普通
的荷兰民房里，觉得很惊奇。

以他部长级的身份，至少也住得
起个带花园的大洋房。一打听，才知
道原来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他的
豪宅在离婚时被法院判给了他的前
妻，现在还得支付前妻的生活费、子
女抚养、教育费。虽然，西方社会离
婚率高，但婚姻财产分割及婚后赡养
费的支付对作为弱者的妇女是有利
的。

我住在德国，传统意义上属于
“西欧”。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
国家对夫妻离婚的财产分割都有相
关的规定。就夫妻财产分割而言，法
律明确认为，女方是弱者，在分割财
产时应给予充分的考虑。原因在于
妇女在婚后对家庭的贡献大于男人；
她们操持家务、生育子女，有的甚至
放弃职业生涯转为家庭主妇，这既是
女方对家庭的贡献，也是对社会的贡
献。因此在财产分割中，法院会更多
地照顾妇女和婚生子女的利益。

在德国、荷兰，离婚诉讼中夫妻
财产分割时，法院明显偏向作为弱者

的妻子，除非妻子主动提出离婚。比
如，作为不动产的房子自然是归妻
子，动产(股票、现金等)则一分为二。
最重要的杀手锏是婚后赡养费，这对
离婚后的前夫是个不小的负担。因
此每个男人离婚前自然都会“三思而
后行”。

多数男人离婚后再婚时，家庭生
活质量必然下降，因为他在离婚后还
需支付前妻抚养费。对于那些企图

“傍大款”的小妞，非但不能因此带来
享受，反而是给自己找来无尽的麻
烦。所以，这就不难理解离过三次婚
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为什么只租得
起两个卧室的公寓、只开得起大众汽
车。据说今年 60岁的施罗德每年俸
禄为24.5万美元，然而三次不幸的婚
姻令这位前总理囊中羞涩。每次离
婚时，施罗德都不得不花上一大笔钱
来处理离婚的各种相关手续，而且还
要向离婚的妻子们支付一笔数额不
菲的“赡养费”。1997年与第三任妻
子希尔特露德离婚时，施罗德不仅要
担负她 3600 英镑的法律费用，还要
赔偿 3.3万英镑。施罗德承认，三次
离婚经历使他“元气大伤”，他的生活
水准也因此大打折扣。

再以荷兰为例，夫妻离异后并不
等于财政上相互扶持的责任结束，如
果其中一方缺乏足够的基本生活资
源，另外一方就有责任支付赡养费。
以下几点是其要义：

1.如果妻子无职业，离异的前夫
必须支付赡养费，直到前妻结婚或缔
结同居关系为止。这对前夫来讲是
笔不小的开支，且法律规定前夫支付
的赡养费要足以让妻子维持婚前生
活水准。比方说，夫妻离婚前丈夫是
个医生，妻子在家生活还算富裕，离
婚后考虑到过去的生活水准，由法院
裁定前夫应该给妻子支付多少赡养
费。当然，离婚的双方可以自行协议
赡养费的数额，协议不成的，再由法
院裁定。

2.赡养费的数额和期限由法庭
作出裁决。法庭裁决会基于以下因
素考虑：“申请赡养费一方的实际需
求；另一方的实际承担能力；在由法
庭作出裁决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方
或者双方的财政状况发生变化，则由
法庭作出修改”。有些情况下，需要
赡养费的一方得不到赡养费、或者得
不到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赡养费，可
以向居住地的地方社会福利处申请
社会援助，由社会福利处审核是否发
放和发放的数额。

3.赡养费的支付年限最高是 12
年，也有年限是 5年的情况。如果双
方没有协议、或者法庭没有裁定，那
么就以离婚之日起至 12年满。这 12
年的规定适用于婚姻中有子女的离
婚，以及虽无子女但婚姻关系维持超
过 5年的；在特殊情况下这两种情况
都可以适当延长。婚姻关系不超过5
年、且没有子女的，赡养费的给付期
限最多为 5年。这样一来，男方即使
想离婚，考虑到要支付前妻生活费用
(基本上为工资的 40%)，恐怕也不得
不认真算计一下了。

摘自《特区青年报》

西方男人为什么怕离婚

下午不是用来想念的

爱的初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