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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的故乡，位于贵州省仁怀
市赤水河畔的黔北名镇——茅台
镇。茅台镇历来流传有“水为酒之
血”的古谚。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举
行，北洋政府以“茅台公司”名义将用
土瓦罐包装的茅台酒送去参展。博
览会上，外国人起初对包装得灰头土
脸的茅台酒不屑一顾。情急之中，一
名中国官员有意无意将一瓦罐掷碎
于地：顿时，酒香四溢，举座皆惊。随
后，茅台一举夺得金奖。

毛主席的茅台情
因着茅台酒的卓越品质和文化

底蕴，早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
典当晚的开国第一宴上，茅台酒就进
了中南海，周恩来亲自审定，主酒为
茅台。此后多年，国庆招待会均指定
用茅台酒。

1949 年 12 月，毛主席对苏联进
行友好访问，同时给斯大林庆祝 70
寿辰。在随车运输的萝卜、大葱、苹
果等众多物品中，毛主席不忘把茅台
酒作为国礼相赠。1950 年 1 月毛主
席回国时，斯大林也同样准备了厚礼
回赠，这些礼物中就有斯大林汽车制
造厂生产的吉姆牌高级小轿车。有

的同志常常以玩笑的口吻说：“毛主
席的汽车来得划算呢，是用茅台酒和
大白菜换来的！”

1956 年 6 月 1 日，毛主席与茅台
又留下一段诗酒佳话。当天上午，毛
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后，上船吃饭。
国家首批特级厨师杨纯清为主席做
了四菜一汤，即：清蒸鳊鱼、烧（草）鱼
块、回锅猪肉、炒青菜和榨菜肉丝
汤。这一餐，毛主席喝了一小杯茅台
酒。

饭后，毛主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
条幅对杨纯清说：“杨师傅，我刚刚写
了一首新诗，送给你要不要呀？不喝
茅台酒，不吃武昌鱼，我是写不出诗
来的。”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才饮长沙
水，又食武昌鱼”的由来。

周总理与“茅台外交”
1954年4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

议上，积极灵活展开外交。在会议召
开的第二天，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
举行了招待会。招待各国代表、新闻
记者和国际友人。茅台酒以其优秀
的品质，一下子成了宴会上的话题。
宾主都十分高兴，在品评茅台酒的友
好氛围中，频频举杯沟通感情。

回国后，周总理向党中央汇报

时，曾感慨地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帮
助我们成功的有‘两台’，一台是茅
台，一台是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中美建交中，周总理的“茅台外
交”更让茅台大放光彩。

1972年2月21日晚7时，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周总
理与首度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共
同举起盛满茅台的酒杯，这一历史性
时刻通过中外记者的镜头迅速向全
世界播送，全球冷战出现转暖的先
兆。“茅台杯酒融坚冰”的典故，随之
载入中美外交史册。

1972年2月21日下午，尼克松从
毛主席书房会见出来后，便前往人民
大会堂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盛大
欢迎宴会。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
精含量在 50度以上。”周恩来举起酒
杯向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
人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
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
了。”尼克松讲到这里，不等翻译译
出，自己先笑了。周恩来也开怀大
笑，周总理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
认真点燃自己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
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
实可以燃烧。”

那团跳跃着幽蓝光芒的火焰，也
点燃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新篇章。

摘自《文史参考》

抗战前，薄一波被国民党逮捕关
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南京曾拟立即
枪毙薄一波等 12名重犯。可是华北
的国民党当局不干。理由非常有趣
——这个大才子太厉害了，碰到内
政、外交、经济等解决不了的问题，华
北的国民党当局就要去监狱求教薄
一波（这一点国共双方都有记载）！
而薄一波也很有趣，把话说到关键的
时候，告诉这些国民党大员——是否
给你们出主意，需要我党同意。

国民党那边没办法，只好替他去
找组织。就这样薄一波和中共华北
局取得了稳定的联系，同意有限度地
给国民党“支招”，同时给监狱中被
捕同志争取了政治学习的条件，中共
瓦窑堡会议文件，这些人就是在监狱
里看到的。

关于国共合作，西安事变之前的
华北地区就已经颇有建树了，其中，
这个坐牢的才子功不可没。他还担
任了国民党北平第二监狱支部的中
共支部书记。

吃人家的嘴短，薄一波是策划兵
变的“要犯”，哪个国民党掌柜的都不
敢随便放他，也不敢慢待，说话比监
狱长还好使。这时候华北局的刘少
奇（胡服）和柯庆施想出了一个“假自
首”的模式，和国民党华北当局取得
一个默契——让狱中的党员写假自
首书，国民党这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放人。

薄一波一听就不干，他认为这
样以后就讲不清楚，清白也不清白
了，牢底坐穿也不出去。这一来国
民党高兴（又能多请教几天了），共

产党可不高兴了（好好一个人才放
在那儿给国民党用算怎么回事儿
啊），最后说到经中央批准记档，他
才勉强同意。出狱以后，时任五大
常委之一的任弼时，还专门和他们
谈话以安军心。

不过，当时释放薄一波，第一个
迎接他的可不是自己人——阎锡山
的特使梁从熙早在监狱大门里头就
堵上了，毕恭毕敬，请问是薄一波先
生吗？请问您老家是山西的吗？都
对就好了，阎主席想请您帮忙——
老阎的话是要和薄一波“共商保
晋”——土皇帝还要“共商”，这面子
够大的啊。

可薄一波偏偏不卖这个面子
——不行，有事儿跟我们组织商谈
去，我自己做不了主。生生把梁特使
给晒在外头了。

还好，后来我党还是同意和阎锡
山合作了。派了一文一武，都是阎老
西儿心仪的。文的就是薄一波，武的
就是徐向前。

摘自《内蒙古日报》

1969 年 7 月 20 日，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的尼尔·阿姆斯特朗离开
在轨的阿波罗 11 号指令舱，在登月
舱“鹰”上执行着陆任务，然后踏上
了铺满粉尘的月球表面，成为踏足
月球表面的第一人。

他 登 上 月 球 后 说 的 那 句 话
“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
的一大步”，通过电视转播让数以
万计的地球人激动万分，如痴如
狂。然而，相比于这句富有哲理
的名言，当他返回登月舱时，他说
的另外一句话就显得有点莫名其
妙了。这句话是：“高思基先生，

祝你好运！”
当时，鉴于美苏正在搞太空竞

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许多人
认为这只不过是阿姆斯特朗针对某
个苏联宇航员随意讲出的宣布胜利
的一句话。

然而，后来有心人发现，在苏联
宇航员和美国宇航员中都没有名叫
高思基的人。

在以后的多少年里，经常有人
问起阿姆斯特朗，他的那句“高思基
先生，祝你好运”究竟有何深义，但
是他总是秘而不宣，笑而不答。

1995年 7月 5日，阿姆斯特朗在

佛罗里达州坦帕湾做了一次演讲。
演讲过后，一名记者又问起了这个
26 年前的老问题。这一次，他终于
作出了回答。

他说，高思基先生已经去世了，
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1938 年，阿姆斯特朗还是美国
西部小镇的一个小男孩，有一天他
在自家的院子里与一个朋友玩棒
球。他的朋友扔棒球时，不小心将
棒球扔进了邻居的院子里，滚到了
卧室的窗户下面，而高思基先生就
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

当阿姆斯特朗溜进高思基先
生家的院子弯腰捡球的时候，他听
到高思基先生的妻子正在朝高思
基先生发火：“想让我原谅你？梦
想！除非隔壁家的小男孩登上月
球！”

摘自《羊城晚报》

很多座火山一齐爆发，岩浆滚
出来，从火山口一直流淌到海边；海
啸翻腾，地球上的温度剧烈上升，仿
佛一只快要烧开的水壶；地表开始
崩裂，分散在海洋各处的大陆慢慢
向中心合拢；各种有毒气体迅速被
释放出来，空气中充满了甲烷和二
氧化碳。顷刻间，所有生物走到了
灭绝的边缘。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气候灾难。
在地球的历史上，曾发生过5次生物
大灭绝事件，其中 2.5 亿年前，二叠
纪末期的生物大灭绝，则是规模最
大、破坏力最强的一次。大约70%的
陆地生物和90%的海洋生物，在那次
气候灾难中灭绝。经过那次大灭绝
灾难之后，差不多历经了3000万年，
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才得以恢复完
全。

至今研究者还不能说清，那样
的生物大灭绝是如何发生的，但根
据古地质学家在各处发掘的化石显
示，二叠纪末期的气候大灾变，正是
发生在一个地球最暖的周期中。

但是仍有一些动物在那次史前
的全球变暖灾难中幸存了下来。没
有钢铁诺亚方舟，一些动物凭本能
找到了栖息地，保全了生命，直到生
机重新在地球上活泛起来。12 月，
德国权威杂志《自然科学》上刊登了

一项最新的发现：在那次史上最大
规模的生物大灭绝灾难中，南极洲
充当了一些动物的避难所，保护它
们，直到生物进化的链条，从它们那
里重新接续起来。

“那时候的南极洲不像现在这
样，覆盖着永久冰层。”芝加哥菲尔
德博物馆的约尔格·弗勒比施说。
他和他的同事安杰勒兹科以及美国
华盛顿大学的克里斯蒂安·西德尔
一起，常年在南极洲附近发掘化
石。最近，他们确认了一些化石的
确来自二叠纪，它们是一些在二叠
纪生物大灭绝时期幸存下来的动
物。

古生物学家们称呼这种动物为
“南极科布尼西亚兽”。根据现存的
化石，研究者还不能复原出这种动
物的全部细节，但是在提交的研究
报告中，弗勒比施还是对这种动物
做了大致描述：这是一种小型的哺
乳动物，从鼻子到尾巴尖，它的“个
子”50 厘米都不到。这种动物体型
和家猫差不多，住在树上，以树上的
嫩叶为食，有时也会跑到地面上活
动。

在二叠纪大灭绝之前，南极科
布尼西亚兽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哺乳
动物之一。在突然爆发的气候灾难
中，大部分科布尼西亚兽都灭绝了，

只有一小部分生活
在南极洲的活了下
来。不过幸存下来
的南极科布尼西亚
兽也不是今天哺乳

动物的先祖，它们生活了很多年，然
后默默地在进化过程中灭绝。但它
的确是那时候地球生态环境的一部
分，在南极发现它们的化石，可以帮
助古生物学家了解到，史前全球变
暖的灾难，到底对地球的生态造成
了多大的摧毁，同时又作出了怎样
的保留。

现在弗勒比施和他的研究组大
致上可以断定，在 2.5亿年前的生物
大灭绝中，南极充当了最后的避难
所；至少有 1/3 的陆上动物，在那里
度过了成百上千万年的蛰居期。

二叠期晚期，南极比现在更靠
北，气候也比现在温暖，可能还有一
些植被。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
因，当其他大陆在火山、海啸中分
崩、漂移时，南极洲所受的影响并没
有让物种处在灭绝的地步。

地表生态还是受到损害，但是
像南极科布尼西亚兽那样的小型
动物活了下来。它们或者钻到地
下，或者找到一块安全的地方蛰伏
起来，食物很好，但显然还能支持
它们的存活。大灾难后日子很艰
难，但是南极洲相对稳定的地表状
况和生态环境，为很多像南极科布
尼西亚兽这样的气候难民提供了
家园。

摘自《外滩画报》

国民党不敢杀的坐牢才子
萨 苏

2.5亿年前南极洲曾是避难所

阿姆斯特朗的秘密
邓 笛

儿时，曾留心过燕子飞行的过
程，它们也是呈弧线飞行的，每次高
飞前，总是要向下滑落一段，然后再
奋力向上飞。起初我不明白其中的
缘由，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燕子
下滑的过程是积蓄力量，是为了下一
次飞得更高、更远。蓦然间我幡然领
悟，原来人生的低处只是力量的一种
蕴藏，是为了走向另一个更高的顶
点。那么当我身处低处时，又有什么
好悲伤的呢？

通常当人们处于人生的高处时，
总是志得意满，颐指气使，恃才傲物，
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因而停步不

前。其实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即将滑
向人生的低处。当人们处于人生的
低处时，总是悲观失望，痛苦决绝，殊
不知，否极泰来，即将步入另一个美
丽的春天。《蜗居》中有一句很经典的
台词：人的一生是一条上下波动的曲
线，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低的时候
你应该高兴，因为很快就要走向高
处，但高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你
看不见即将到来的低谷。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的
一生总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总会遭
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当身处高处
时，要不骄不躁，要意识到潜在的危

险，要不断地奋发进取。当身处低处
时，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悲观绝望，凡
事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充分利用
自身的优势，等待下次机会的到来。
因为低处只是暂时的停留，只是力量
的蓄积，一旦时机成熟，达到所需的
能量，就会石破天惊，到达另一个理
想的境地。很多时候，巨大的成功往
往会导致我们更大的失败，而暂时的
失意却常常能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人生有三种境界，就好像是参
禅。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参禅有悟，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顿悟之时，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
水。当走过生命的一周匝，再回过头
来看自己的人生，才惊奇地发现，原
来人生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高处与低
处，只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攀登的过
程。

摘自《思维与智慧》

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
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
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
呢？”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
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出一个
具体的形象？要怎么样才能理清它
的脉络呢？ 窗外的槭树，叶子已变
成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尽
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
不断地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有
找到答案。

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
忽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
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
无法说清的，我必须要接受自己的渺
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了。”是的，在
命运之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
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
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
的了。

所以，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知
道，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烦扰在我心
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
要和莫须有的啊！因为，世间有些事
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的
啊！原来，我如果又想画画，又想写
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
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
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
喜与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
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的现象，我又何
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

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应该就是一种
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
是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的，你一
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
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
诚的了。”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
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茁壮、去成
熟，这世间就会添了多少安静而又美
丽的收获呢！

一位哲学家告诉过我，世间有三
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
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
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配合种种的变
化，所以他们很少会发生错误，也因
而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
人又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
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愿
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
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不会察觉自己的
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
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
都属于中间的那一个阶层，没有上智
的敏锐，所以常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
的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
心情。然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种追
悔的心情，人类才会产生了那么多又
那么美丽的艺术作品。

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我自己在
内，在这世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
把成长的历程中每一段细节、每一丝
委婉的心事都镂刻起来，没有人能够

做到这一点。多少值得珍惜的痕迹
都消逝在岁月里，消逝在风里和云
里。在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一些，在
有意或无意间再忘记了一些，然后，
逐渐而缓慢地，我蜕变成今日的我，
站在你眼前的我。然而，这样的一种
单纯和自然，是用我所有的前半生来
作准备的啊！我用了几十年的岁月
来迎接今日与你的相遇，请你，请你
千万要珍惜。亲爱的朋友，我对你一
无所求，我不求你的赞美，不求你的
恭维，不求你的鲜花和掌声，我只求
你的了解和珍惜。我们只能来这世
上一次，只能有一个名字。我愿意用
千言万语来描述这一种只有在人世
间才能得到的温暖与朦胧的喜悦。
我很高兴我能做中间的那一种人，我
不羡慕上智，因为没有挫折的他们，
不发生错误的他们，尽管不会流泪，
可是却也失去了一种得到补救机会
时的快乐与安慰。

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
得总是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
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
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悲伤，可
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
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
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
痕迹，我终于能得到一种回响，一种
共鸣，终于发现，我竟然不是孤单和
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要问自己
了：“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
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
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
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
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
么呢？”

摘自《经典美文》

心灵的对比
席慕容

人生中的低处
周 礼

有一回，我在媒体上读到，某地
准备出售几个海岛……心里边不禁
一动。就想：我要是买下一个海岛，
那有多好。在岛上盖几间茅草屋，
屋前屋后种瓜种豆。再搭一个葡萄
架，养一只大狼狗。没事儿的时候，
钓钓鱼，游游泳，躺在沙滩上晒晒太
阳。寂寞了，约几个朋友上岛，在岛
边点起篝火，一边吃着烤鱼烤肉，一
边海阔天空，胡说八道……嗨，那样
的日子，可多么惬意！

但我的心，也就是那么地动了
一动。而已。

又有一回，一个朋友向我推荐
一处楼盘，说是房子很好，环境很
好，地理位置很好，因此，极力劝我
去买。还说他希望通过这回的买
房，使我俩住成邻居。那样，以后就
可以经常来往并互相照应了。我被
他说得心里痒痒的，就说有工夫去
看看吧。没过几天，他开了汽车来，
要拉我一块儿去看看。那天，我正
感冒，浑身不得劲儿，但他的热情感
染了我，况且我原也有些心动，便跟
他去了。去了一看，果然不错。“不

错，那就买吧。”可是，虽然不错，也
不能说买就买呀，买房子又不是买
冰棍儿，哪那么容易。他说：“你要
是不买，我可要买啦，你可别后悔
呀。”他的那种态度，对我的确是有
些激将式的作用，然而，我却总觉得
好像还需要再掂量掂量，就说：“对
不起，请容我再想想。”

我的再想想，当时主要是再想
想我的钱袋，想想我的钱袋是否充
盈。转天，我去问过了房屋中介，得
知我现在住着的房子能值多少钱，
再加上我的那几个存款，倒也差不
多，只是没有装修的钱。不过又想
想，却发现如果住进去，就还得再买
辆汽车，因为我总不可能住在那里
一动不动啊。这个装修的钱，再加
上买车的钱，我是没有的。没有怎
么办？借。想到这个“借”，我一下
子就烦了，因为我是从不向人借钱
的。

而我要是不买呢？不买，虽然
我这房子小点儿旧点儿，可这么住
着不也挺得劲儿的吗？我有必要非
得把自己撑起来涨起来，去住大房

子新房子吗？
忽然，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根本：

那就是其实我早已明确，对我来说，
生活还是越简单越好，简单到只要
能够容纳我思考就行。因为思考才
是我生活的本质，而其他，则不过是
维持我思考的附丽罢了。想到这一
点，不禁哑然失笑：一个破房子，怎
么就乱了我的方寸？

于是，结论就有了：与其买了房
子而狼狈起来，不如连想都不去想
它。至于朋友说到的那个所谓遗
憾，其实不过是自寻烦恼，或无事生
非罢了。

这样，很快地，我也就心如止水
了。

不过我承认，这件事，的确是让
我的心动了几动。

……
应该说，欲望是人人都有的。

对于美好与享受的追求，也是人人
都有的。只要与你的能力相协调，
欲望的满足天然合理。然而，倘若
超出了你的能力，你还必欲求之，那
就是你的不对了。许多人常常埋怨
生活累人，但其实呢，常常并不是生
活累你，是你自己累你。是你自己，
还嫌自己活得不够沉重，又从路边
捡了个包袱背上。

当然，这个包袱，不只是房子。
摘自《今晚报》

纽卡夫人七十多岁，头发花
白。她穿最便宜的衣服，吃简单的
面包和生菜叶子。而她的儿子罗
德，却是旧金山最成功的商人。罗
德唯一的苦恼，是母亲纽卡夫人不
肯从那个淘金小镇上简陋的家里搬
到自己在旧金山的别墅来。

自打罗德成功后，一直都有人
说纽卡夫人可以享清福、住别墅了，
可纽卡夫人除了不再工作、性格没
有以前那样暴躁和冲动、脸上总是
带着和蔼的笑容外，她的生活没有
任何改变。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纽卡夫人
病了，而且很严重。医生说，是因为
她年轻时过度劳累，透支了自己的
身体，她也许支撑不过一年了。

孝顺的罗德给母亲买来了最好
的营养品，还请来最好的医生给母
亲治疗，但被母亲拒绝了。纽卡夫
人用粗糙的手抚摩着儿子的脸说：

“我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
你不要再为我费心。我现在感觉很
好。”

就在纽卡夫人一天比一天虚
弱、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罗德的生
意也出现了问题：一个合伙人席卷
了他的钱财和契约逃之夭夭。这
天，罗德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在小
镇的家里，他似乎老了 10 岁。纽卡
夫人虽然奇怪儿子怎么突然回来过
夜，可还是很高兴地收拾出罗德以
前住的小房间。

消息很快就通过镇上的邻居们
传到了纽卡夫人的耳朵里：罗德的
生意失败了，没有存款，欠了一大笔
债务，他卖了别墅、汽车。看样子，
罗德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惊讶的纽卡夫人一一登门，向
邻居们央求，不要再说与儿子相关
的一切事情，她怕他伤心。

纽卡夫人的病似乎被自己遗忘

了，她吃了一些药后，很快生龙活虎
起来，她在镇上摆了个摊子，贩卖一
些自己做的糕点。也许是因为味道
好的缘故，总是会卖个精光。每天
晚上，纽卡夫人把卖糕点的钱一张
张地存放到一个盒子里，然后在一
张白纸上写下数目。

罗德先生早出晚归地忙碌着，
纽卡夫人不知道儿子在做些什么，
虽然她很想问，可是最后还是把这
个疑问埋在了心里。

这样一过就是 20 年。92 岁的
时候，纽卡夫人因为风寒去世，罗
德先生伤心地为母亲办了一个盛
大的葬礼。镇上的人吃惊地发现，
罗德先生的生意并没有失败，而是
已经更上一层楼，甚至连旧金山的
一些政要都来出席了纽卡夫人的
葬礼。

后来，有人问罗德，为什么要
伪装得那么落魄？罗德说：“让妈
妈坚持活下去的理由，没有什么比
儿子需要她更加有力，因为那始终
是世界上所有母亲最为牵挂的事
情！”

摘自《江苏科技报》

轻松的奥秘
吴若增

母亲的需要
亦 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