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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见抵赖失败，索性直接从我
婆婆怀里接过锦锦：“丫头，走，跟爷
爷上楼去。”说完，他就率先步上了楼
梯，一边走还一边说：“丫头，又胖了
啊，上海好不好玩儿啊？你可真棒，
爷爷都还没去过上海呢，哈哈。”

我婆婆紧追其后：“你慢点，慢
点，小宝儿沉了，你抱好了啊。”

孙小娆改签了新东家。也对，去
别家试试看，要是再红不了，那就该
从自身找找原因了。

自从上海归来，锦锦在家里常常
要承受奶奶和姥姥的双重呵护。她
们三口躺在我和刘易阳的大床上午
睡，锦锦自然是在正中间，面朝上，奶
奶在左，面朝右，握着锦锦左手，姥姥
在右，面朝左，握着锦锦右手，画面呈
现完美的对称。

我不禁哀号：“妈妈们，你们就差
给锦锦五花大绑了。”

“咱闺女可真是个香饽饽。”刘易
阳沾沾自喜。

我把我妈拽出房
间，随后拜托我婆婆：

“您快给小宝儿翻翻身
吧，让她侧着睡会儿，
面朝您。”

我妈嘟嘟囔囔：
“你这孩子，干吗啊这
是？”

“妈，您怎么又来
了，房子还没开始装
呢？”连我都快等不及
了。

“没法开始。那
设计师憋足了劲儿要
坑我钱，我就不能让他
得逞。”我妈倒了杯水，咕咚咕咚一饮
而尽。

“您又把设计图打回去了？这都
改了多少次了？”

“那没办法啊，这回他又紧着给
我那儿布线，弄出不知多少个灯，多
少个电源开关来。我说我们家又不
是舞厅，弄那么多灯干吗啊，他还挺
有理，说一次性装足了，免得今后想
加的时候再拆墙皮。可佳倩你知道
吗，那电线可是按米算钱，他那儿布
着布着，愣是给我布出六百多米来。
坑我钱，他想得美哟。”

“行了妈，您差不多就得了。装
修本来就是个让人吐血的差事，您要
是再这么斤斤计较，那肯定是要伤身

的。”
“哪是吐血啊，简直就是让他们

吸血。”我妈瘫坐在沙发上，“哎，这还
没装呢，就把我累得直不起腰了。早
知这样，还不如不搬了，让你爸给你
们要一套。”

“您看您，尽说那没用的。我跟
刘易阳现在挺好，住得省心。”

“哎，不说了。”我妈打起精神，又
往房间走去：“现在就只有锦锦能让
我开心喽。锦锦，睡醒了没有啊？姥
姥来喽。”

“什么世道啊这是？个个有产阶
级削尖了脑袋往咱这无产阶级租来
的房子里钻。”我跟刘易阳感叹。

“咳，因为房子不是家，有爱才有
家啊。”刘易阳改用我的名言，命中靶
心。

再然后，再然后，刘家迎来了一
次重大的变革。在一次又一次的家
庭会议之后，我们全家全票通过了一
项决议，那就是要将刘家的旧房出

售，然后贷款购置一套
四室两厅的新房，供我
们 刘 家 六 口 共 同 居
住。至于房贷，自然是
由 我 和 刘 易 阳 来 偿
还。刘易阳的奶奶很
高兴，因为她又可以吃
到出自我童佳倩之手
的饭菜了。刘易阳的
爸爸很高兴，因为贴心
的孙女终于近在咫尺
了。至于刘易阳的妈
妈的高兴，就更不用说
了。

而对这次变革最
为欢欣的人，自然非刘易阳莫属了。
眼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四个女人，
外加他最崇拜的父亲，又要重新团聚
在他的四面八方了。欢欣之余，难得
他还顾得上关怀我：“佳倩，你真的愿
意吗？只要你说一个不字，我们马上
推翻这项决议。”“算了，”我勾上刘易
阳的脖子：“反正我童佳倩天性无私
嘛，只要你们个个都满意，我也就满
意喽。不过老公，你能不能偶尔陪我
回娘家小住呢？跃层啊，我们也去体
验体验嘛。”

“成交。”刘易阳的嘴覆盖上了我
的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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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登顶了，
我第一反应就是掏出准备好的哈达，赶
紧献给山神。如果你问我在那一瞬间看
到了什么，天啊，群山都在我的脚下，纯
净得几乎没有杂质的天空，是的，我征
服了这座峰，可是，我发现征服的更是
我自己，一种天地间的豪情油然而勃
发。突然间，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些登山
者会不停地登山，即便有死亡的威胁，
即便有无法言明的痛苦，他们只是选择
在途中默默地承受。

这里面有太多的情绪了。可惜，
还没有感慨到15分钟，教练就说：“下
山了，再不下山就下不去了。”可是我
这时候已经两腿发软，没力气了。上
来花了6小时，下去哪儿还行？但是还
得走。

走了大概 100 米，我就走不动
了，腿已经没力了。就让教练用绳子
绑着我，又滚了100米。有生以来没有
这么狼狈过。教练用绳子拉着我，我
往下滑，绳子到了尽头，教练就噔噔
噔地跑下来，如此往复。可是，这样不
行啊，因为雪都趁机跑进衣服里了。
我突发奇想，说：“教练，让直升机上
来接我们吧。”教练说：

“上面缺氧，飞机上不
来。”后来，教练扶着我
又 走 了 300 米 ，还 差
100 米才到营地，来了
两个队员把我扶到了
营地。

我忍不住立即给
小娟打电话：“老婆，我
登顶了。”

“啊，老公你登顶
了？”

“是啊，我现在已
经平安下来了，但是过
程实在太辛苦了……”

话还没说完，我就哭了出来，能
平安回来，真是太幸运了。在山上的
时候，我都忍住了，可是，现在再也忍
不住了。我想，我再也不可能在同一
个地方看见四季分明的景色了，阳
光，大风，突然间又是大雨，紧接着，
下雪了。我想起了人类总是在说我们
战胜了大自然，其实，一直都是我们
在自欺欺人。

我哽咽着跟老婆说：“教练说我
身体条件好，可以继续登珠穆朗玛
峰。”

“你想都别想了，你去这 10 天，
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都没合过眼，
我一天紧张得都不知道在干什么。算
了，别想了，别的什么地方都别去
了。”

“老婆，那跟你商量一个事，我最
想等我80岁生日那天庆祝完了，我可
以去新西兰跳降落伞，高空 13000
米。”

“80 岁，到时候再说吧！现在不
答应你了。”

我想，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去
尝试的。但现在我做的每一件事，都
不是单独地为了自己，还要考虑到家
人。所以我答应老婆不再登山，但高
空跳伞，还是可以偶尔为之的。

我常告诉儿子，男人本来就是需
要有些冒险精神的。我在这个年纪选
择高空跳伞，是为了不断考验自己意
志力和体力，提醒自己要保持“战斗”
的状态，告诉自己“冒险”精神不可退

化，我不愿意这么快迷失自己。
改变我一生的贵州之行
我在正式皈依佛门后，腾出了更

多的时间，参与一些慈善工作。
我第一次开始实地捐赠是在

1999年。当时我们一群朋友在贵阳的
一家酒店里吃饭，我说：“贵州真是个
好地方，经济不错，环境也很美。”

座上的一个人说：“呵呵，吕哥，
你只看到贵阳，当然会这么说了，贵
州有的山区，里面没钱吃饭的人多了
去了。”

我随口问了一句：“那么那里的
小孩也不上学了？”

“都没有钱吃饭了，还怎么上
学？”

就是那一次聚会回来，我忽然想
到，我可以用钱去帮助没办法上学的
小孩。

我想起了我 16 岁那一年的退
学，离开中学的大门，把自己只用了
一半的课本仔仔细细收藏好，那种心
里的悲凉，绝对是很难让人忘怀的。
而那些山区里的小孩子，家境都很困
难。如果他们接受了教育，也许还可

以有改变自己生活的
机会。

因为小娟是贵州
人，所以我对贵州的
事情特别关注。那次
聚会回来后，我对助
手说：“你帮我找一些
贵 州 比 较 困 难 的 山
区，我想去看看那里
的情况。”

大约 3 个月后，
助 手 递 给 我 一 份 资
料。里面包括一张作
了记号的贵州全省地
图，一张关于威宁地

区经济状况的详细说明，以及去那里
的路线图。我看了几遍，半小时后，去
威宁的旅程就已经排进我的日程表
里了。

贵州山区多，威宁的地形就很典
型。那个县虽然在发展经济上也作出
过不少努力，但是边远的一些山区，
因为交通不便还是没有办法很好地
改变经济状况。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山
里面，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个寨子。
以前经常听说贫穷和闭塞是联系在
一起的，去了威宁我才真正感受到这
句话不假。因为是山路，所以火车没
有办法深入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算
坐汽车，坐到后来还是要爬山。

我们去那里坐的火车，没有卧铺，
全是硬座。因为是山区，所以有火车通
到最近的一个镇，然后我们下车，坐上
非常颠簸的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颠簸近5个小时，才可以到达。

那时是七八月份，天气非常闷
热。偏偏火车上的乘客又多，我们一
行人在里面也是被挤来挤去的，使情
况更加恶化的是，好多人看到我，就
硬是挤过来要签名。于是那一次在
火车上几个小时的经历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我从来没有在那种情
况下给别人签名，但是每一位乘客
都表现得非常热情。对于我的影迷
我一向是抱着非常尊敬和感激的态
度，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就
觉得我的事业是成功的，我在
表演上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26

连连 载载

旧事郑邑郑邑

小说小小

笔随随

漫步书林书林

书法大师郑桥是我光腚
的同学，去年初，还不到“古
稀”之年的他却患了绝症，一
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里。
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去医院
看他。还未坐定，显然有些
过度兴奋的大师蓦地想起了
什么，立马让人取来文房四
宝，说：“我还欠你两幅
字，现在就写！”可我怎么
也没想到这竟是大师的两幅
绝笔书。

大师说“我还欠你两幅
字”，那是 20 年前的事了。
那时郑桥应日本、新加坡、
澳大利亚等国华人社团之
邀，频频出国举办个人书法
展，尤其升任省书协主席
后，他的字很是难求。一
次，在省文联举办的书展会
上，我借机跟他说，老同
学，你的墨宝我现在一幅也
没有了，你得抽空给我写两
幅啊。他说咱自己的事，好
说，却一直未写。

之所以说“你的墨宝我
现在一幅也没有了”，是因
为我原先本有郑桥写的两幅
字。那时我刚被借调到市文
化局工作，因为我爱好书
法，就常到局下属的文化网

点转悠。一天，当我转悠到
“翰墨轩”时，发现那里的
经理竟是我光腚的老同学郑
桥。据郑桥说，他练习书法
是从“文革”写大字报开始
的。为使字写得好看些，便
买来几本字帖临摹，临来摹
去，便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
缘。改革开放后，他便辞去
工作，一门心思经营起这爿

“翰墨轩”来。
那时文化局下属有很多

像“翰墨轩”这样的基层店
铺。为扩大经营，他们都想
背靠文化局这棵“大树”向
银行申请贷款，郑桥自然也
在其中。就在这时候，郑桥
主动提出为我写两幅字，我
客气了一番，并未当真。可
没过几天，郑桥却为我写了
裱好并亲自送到了家里……

就这样，我与郑桥关系
特“铁”的消息不翼而飞，一
些想得到郑桥墨宝的人，便

“曲径通幽”，托我向他求
字。盛情难却，我便置些薄
礼登门拜访郑桥，说我有两
个好朋友对您的书法仰慕已
久，看能否得空给写两幅？
他说现在太忙，得空写吧。
我当然不好勉强，便说不急

不急，待你有空了随便写两
幅就成。可他一直忙，也就
一直未写。在朋友日趋紧催
之下，我无奈只好将郑桥早
先给我写的那两幅字，每人
一幅送给了朋友。后来听人
说，那时郑桥已是书法大师，
身价百倍，他的字每平方尺
已达千元以上，而且还在节
节攀升，很是难求。

就在这时候，我的一个
厅长朋友打电话说他明晚在

“金麒麟”酒楼宴请郑桥，要
我作陪。这位厅长朋友的意
思我懂，他无非是想通过我
向郑桥求几幅字。席间，我
与郑桥频频举杯，酒至微醺，
我道出了这位厅长的心思，
郑桥满口答应，并说：“你已
多次提出想要两幅字，这次
一起写了。”事后不久，这位
厅长朋友儿子结婚，我去他
家，见客厅正中挂着郑桥为
他写的真、草、隶、篆四屏条
幅，很是遒劲潇洒。厅长朋
友问我要的字郑桥给写没？
我无言以对，不好意思地摇
了摇头……

书法大师郑桥为我写有
两幅绝笔墨宝的消息，不胫
而走，一时上门高价求购者
络绎不绝。他们哪里知道，
大师的这两幅被称作“墨宝”
的绝笔书，由于他病重无力
手哆嗦得厉害，字写得非常
的糟糕。为了不辱没大师的
艺术名声，回到家里我就划
根火柴把它给烧了。

真正的诗是人的灵魂的
如实写照。我了解诗人仿佛
对经由冰心译介的泰戈尔作
品长期的、刻骨铭心的热爱，
甚至可以说，就在三十年前，
作为一个青年学子的仿佛就
被泰戈尔深深地吸引着、影响
着、熏陶着，从某个侧面上也
可以说青年仿佛几乎在一年之
内就被泰戈尔塑造为一个诗人。

就像泰戈尔一样，仿佛首
先是一个大爱的圣徒。仿佛
的散文诗中，有几乎一半的作
品都在表现（抒发、描叙）那种
至真、至纯、至为细腻甚至至
为微妙的母爱、父爱、对大自
然的爱和两性之爱；作为一个
同样喜欢泰戈尔的人，在我看
来，诗人仿佛的这些爱的诗篇
既有泰戈尔的些许影响，又有
仿佛的独特风骨和个性品格，
同泰戈尔的散文诗相比，仿佛
的诗篇更有当代色彩、更富于
情感色彩、更敏感、更细微、更
形象化，有时则更叙事化。可
举《秋天》一例：“我哪儿也不
去，我的孩子，你坐在院里玩
吧。/我就坐在咱的大门口做
点针线活儿。天凉了，树叶纷
纷下落。你爸爸的毛衣烂了
个洞，我得给他补补。/今天
也正是你爸爸回家休息的日

子。孩子，如果外面响起自行
车的铃声，你能分辨出哪是你
爸爸的铃声来吗？”通过一段
少妇的心灵独白，表现了三个
人物，这是一个被爱的惦念所
笼罩的幸福的三口之家，其中
少妇在那个晚秋的下午萧瑟
的冷风中对丈夫的思念、对孩
子的怜爱可以说被表现得无
以复加。

我也读过《吉檀迦利》和
《园丁集》，我知道泰戈尔的诗
篇精于表现对妇女、对儿童的
挚爱，但我应该不揣浅薄地坦
白，同样是表现这些内容的诗
篇，我觉得仿佛的作品更能激
起我的情感波澜、更能触碰到
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有时可
以催我泪下。不消细说，但不
妨提到若干不可不读的篇子：

表现儿童的至真、至纯，
抒写儿童极其纤细而又极其
动人的情感，如《小山羊》、《羞
愧》、《冬天》、《买鱼》、《影子》、

《害怕》、《谴责》等。有些篇什
表现儿童的成长，对世事的领
悟，有时因受到母亲的赞许或
受到父亲的轻微责备而激起
心灵上的波澜，读来不禁热泪
盈眶。如《生炉子》、《资本》、

《怨言》等。《赖皮》、《女儿一天
一天地长大》表现父爱，《英

雄》呈示一个儿童在朦胧中对
人间美好事情的热烈憧憬，相
当动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仿佛
自然也是个“情种”——有相
当多的诗篇用以表达爱情，其
中包括表现失恋之情、表现单
相思。表现爱情之真挚、之纯
洁、之热烈、之敏感、之亦真亦
幻自不待言（如《放假》、《超市
里的收银员》），我特别称道的
是诗人敢于绝对真实地袒露
内心世界，不惮于被人误解为
癫痴、误解为狂狷、误解为粗
鄙的写作勇气——是啊，没有
真实（包括“错误”）哪有真
情？没有彻头彻尾的坦荡哪
有可以信赖的盟誓？爱情自
然是一桩昏头昏脑之事，然而
爱情的逻辑毕竟也有清晰之
处。但是爱情诗篇的写作往
往是激情的驱使、激情的抒发
形式，对爱的对象，对自我都
是一种坦白、一种记录、一种
证明、一种存照。这样的写
作，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其
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家
洛扎诺夫也是这方面的一个
代表人物，他把这样的写作称
为“灵魂的手书”——这是种
多么准确生动的形容！的确，
一个有思想力、对自己对世界
对真理富于承当勇气的人才
会有自我，才会有此种写作的
胆略，才会有此种自信。只有
像奥古斯丁、卢梭这样既坦诚
又自信的人才会写出各自的

《忏悔录》。我看诗人仿佛也
是如此。

蝴蝶漫天飞舞
我嗅到了桃花的香味
你忽闪的眸子
闪动我夏天的回忆

软软的飘动，
阳光变得柔和
缓缓的飘过
我不想预测美丽的轨迹
被你过滤的光
让我灼热

穿过草坪 水波
隐进一片林子
一切属于自然

自然的吻合

一刹那 你驱散了我
所有的寒冷
我不再怕失去你
你飞过柔光的一刻
我正吃着点心

你是一幅画
任何画师都无能为力
我静静地欣赏你的
一举一动
比任何奇观都震撼
无法创造的美
想象力也望尘莫及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在乡下枕
月而眠。

那是一个多么惬意而美丽的
夜晚，乡村的夜静静的，明净的月
光照在静寂的田野上，我却十分悠
闲地躺在父亲承包的鱼塘边的小
屋里，看着布满星星的天空，枕着
落在水里的月亮，心中却情不自禁
地吟咏着李白的《静夜思》：“床前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那是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回到
乡下老家看望父亲。尽管乡下树
木密集、空气清新，但火辣辣的太
阳似乎要把一切都烤焦似的。乡
下人除了早晚上坡干点必要的农
活外，多半都呆在家里，或者在院
前的竹林下乘凉，都尽力去寻找最
凉爽的地方呆上一时半会，合合眼
打个盹，也是乘凉的一种方式，更
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

我的父亲乘凉的最好去处是
他承包的那个鱼塘，因为要喂养和
照看鱼塘里的鱼，父亲就在鱼塘边
搭起一个简陋的棚子，棚子是用竹
子编的，父亲还用稀泥巴在外面涂
了一层，这样就冬暖夏凉。冬天把
门关上，里面升上一个炉子，不管
外面下起多大的雪，里面也一样的
暖暖的；夏天只要把门打开，凉凉
的风就轻轻地吹拂着小屋，里面凉
悠悠的就是天然的“避暑山庄”。

棚子里虽然只能放下一张床和几
个小凳子，但在这空旷的田野上，
在这宽宽的鱼塘边，在这清清的水
面上，别有一番风味。

也许我早就知道父亲鱼塘边
的小屋冬暖夏凉，我一到老家就直
往父亲的鱼塘跑去，只见父亲的小
屋里正坐着几个人在高兴地聊着
天。他们见我回来了，就赶忙叫我
进去坐，他们仍天南地北地聊着，
我却在屋里坐着乘凉，也许是我在
城里吹惯了空调，回到乡下尽管手
中的扇子扇个不停，还是感觉到很
热，全身都被汗水浸透，可来到这小屋
里，一会就感觉到凉悠悠的。

不一会，那几个跟父亲聊天
的人走了，父亲就与我聊起天来。
在这清清的鱼塘边，时不时有鱼儿
游出水面，在清澈透明的水里游来
游去，时不时弄出“叮叮咚咚”水
声，父亲看着顽皮的鱼，高兴地说：

“这些鱼，多可爱，我看见它们就像
看见你们小时候一样，多高兴多快
乐呀！”我说：“听说你这鱼塘承包
期快满了，还承包么？”父亲说：“当
然要承包，只要在这鱼塘边一坐，
心中就有一种快乐和踏实的感觉
哟！”我似乎明白了父亲的心情，虽
然我们都劝父亲不要再承包这鱼
塘，因母亲常年在城里帮着做生意
的弟弟带孩子，也想叫父亲去城里
享享福，可他总以有鱼塘走不开为

由一再拒绝。
晚上，父亲说我怕热就在鱼塘

边的小屋里睡，他回家去睡，我高
兴地接受了父亲的这一安排。这
是一个多么静寂而美丽的夜，当人
们在唤回未到家的鸡鸭之后，月亮
便渐渐地沿着那山顶升起，虽然农
家小院的灯火通明，但还是挡不住
这月光的明净，那皎洁的月光照在
那片静静的田野上，好一幅山村田
园美景。我走出小屋，站在鱼塘
边，看着月光映照下的水面，如身
临仙境一般。

这时，村子显得静静的，似乎
没有我记忆中的热闹声，特别是在
夏天这样美丽的夜晚，到处都是乘
凉的人们那热闹的说话声，还有粗
犷的笑声和动听的歌声……现在，
山村里的大部分青壮年都举家外
出打工了，山村里多半是劳动了一
生对土地也一生钟爱的老人，还有
在山村里默默担当起照顾老人和
孩子的女人们，还依旧守护着乡
村，依旧守望乡村这浓浓的夜色，
延续着山村里耕种和收获的欢愉。

夜已经很深了，我不知是因为
这山村的静寂而沉思，还是因为月
光下的山村夜色而陶醉，却无法入
眠。尽管我躺在这凉爽的小屋里，
但眼前却是被月光点缀的鱼塘美
景，我透过这一片清清的水面，看
见落在水里的月亮比天上的月亮
更明更大更亮。我想起了李白
的《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
白云端……”我再低头一看，落在
水中的月亮就慢慢在向我靠近，此
时，月亮似乎就在我枕下……

枕月而眠
张儒学

望梅止渴这一成语，出
自南朝·宋刘义庆所撰古小
说集《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
七》。意思是说，三国时曹操
出兵打仗，经过一个没有水
源的地方，兵卒干渴难耐，曹
操就发令说：“前面有大片的
梅林，结有果子，既甜又酸，
可以解渴。”士兵听了，口水
都流出来了，结果大家继续
前进，终于找到了水源。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望梅止渴

的故事。
长期以来，民间对望梅

止渴故事的发生地，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有说在南方，
因为江南多梅林。问题是梅
子成熟的季节多梅雨，而在
雨水充足的地方，会存在干
渴之虞吗？另一说在北方，
因为曹操一生活动的范围，
多在江北，加之北方少雨缺
水，容易出现因无水源而导
致干渴的现象。问题是北方
的梅林少。如有梅林，才有
产生望梅止渴的土壤。有趣
的是，我们郑州就有一个地
方，不仅有梅林，且有这方面
的史料佐证。这个地方，就
是巩义市大峪沟镇的桥沟
村。经宋殿兴同志考证，望
梅止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
里。这是他在查阅相关资

料、经过认真考察后得出的
结论（详见本报 2008 年 6 月
16日《望梅止渴》一文）。

桥沟村原名梅子沟，因
古代沟内有大片梅林而得
名。又因此地建有石桥，后
改名桥沟村。据明嘉靖十七
年（1538 年）所立、现存于桥
沟老君庙的《重修梅子沟石
桥记》石碑记载：“余谕之曰：
斯途东可达于梁汴，南亦通
于钧讦，以至西北之适，京师

川陕何所不至。”说明当年的
梅子沟，虽地处中原腹地，却
交通便利，东通开封，南达禹
州，西、北可通京师及川、陕
等地，乃通往东西南北的军
事要道。当年东征西伐而又
熟知地理的魏武，途经此地，
说出“前有大梅林，铙子，甘
酸可以解渴”的话，也就不足
为奇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老君
庙原有一块《望梅止渴记》
碑，详尽地记录了望梅止渴
这一史实。这碑当地不少老
人都见过。只是在上个世
纪、那个“大跃进”的年代，被
人毁掉了。现存的这块《重
修梅子沟石桥记》碑，因过于
厚重，才得以幸免，但目前已
是伤痕累累，面目全非，让人
为之叹惜。

夏 天
赵 昶 求 字

程勉学

望梅止渴
李济通

灵魂的手书
——读《仿佛散文诗选》

冯 辉

春归故里（国画） 向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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