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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什

么叫气质”？
有个同学很严肃地回答我，听

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有气质，我找了
个磁带，听了半天，没听见什么叫
气质。

当时《读者》上有个台湾的
“傻大姐信箱”，经常回答各种人生困
惑，有一次有人也问“什么叫气质”？

大姐回答得很抒情：“气质就
是春雨的沛润，夏风的迤逦，秋日
的甜美，冬云的飘逸。”

我盯着这几个排比句琢磨了一
会儿，就放弃了这事。

2
前阵子吃饭的时候，有位男同

志中途来了，一见刘瑜，握手寒暄
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您是一个
新保守主义者了？”

刘老师刚从剑桥回清华教政治
学，这位同志可能认为总算找着了一
个能用术语对话的人。整个一晚上，
他都雄踞一角，说着各种洋气的哲学
和政治派别，说到外国人名就上英
文，弄得本来八卦的饭局气氛全无。

我想起刘瑜前不久一篇文章，意
思是爱说教的人不爱直视人生经验，
特别爱翻山越岭，比如明明是推销专
制思想，但不说“董仲舒说”或者“张

春桥说”，非要说“施密特说”。
她写，“你可能会问，施密特是谁

——这就对了，如果你也知道了施密特
是谁，好些人还怎么用它装神弄鬼？”

3
伯林是个有名的哲学家，有人敬

畏地问他：“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
征是什么？”

老头子说：“根本没这玩意儿，什
么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都是
任意武断的概念。”

那人又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他说了个故事，有个教哲学的老

师给学生上第一课，说：“你们当中有
人要当律师，有人当官员，有人当士
兵，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
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
处。但有一点可以向你们保证，上完
这个课，你们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
在胡说八道。”

摘自《广州日报》

伴君如伴虎，领导的秘书不好
当，虽有高效益，但也担高风险。而
高士奇当秘书，却是羡煞旁人。

高士奇 19 岁到北京参加“高
考”，考完了，也落榜了，但他落榜不
落志，立志当个京漂族，在北京给小
户人家写状子，给大户人家写对联。
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士奇被明珠看上
了。明珠是康熙的大宠臣，他把高士
奇介绍给了康熙。与最高领导攀上
了，一路通，则路路通，“（高士奇）旬
日之间三试皆第一，于是简入内廷供
奉，旋受内阁中书舍人，擢翰林院侍
讲，荐升詹事府少詹事”。

高士奇知识丰水平高，脑子反应

快。有一次，康熙调研旅游产业，来
到泰山。当地领导拜请康熙题词，随
行笔杆子早就想好了词，叫“而小天
下”，意思是大领导在此，天下都是小
样儿。康熙挥起如椽巨笔就写，然一
落笔，就出了问题。他把“而”字之起
笔“一”字写得太靠下了，“一”字下面
的笔画无从着笔了。康熙站在那里
不知道如何运笔，“甚踌躇”。领导受
窘了，领导即将出乖露丑了，说时迟
那时快，高士奇马上跑到康熙前面，
说：“陛下非欲书‘一览皆小’四字
耶？”一语点醒梦中人，康熙“欣然一
挥而就”。

又一次，康熙到杭州灵隐寺去考

察，众僧扑通扑通都跪下了，希望康
熙给题个词。可能这次题词是在议
程之外的吧，太突然了。但是地方迫
切希望领导题词，这是群众的强烈要
求，拒绝当然不好。康熙就说了，也不
将题词当重要指示了，就写个寺院名
称吧。这寺院叫灵隐寺。康熙展纸挥
毫。坏了，领导气魄大了，康熙起笔写
那“灵”字，“雨头太大”。“灵”字的繁体
字是“雨”字头，这个“雨”字写得太大，
下面就无法写下去了，“其下恐难得
势”。康熙在那里写也不是，不写也不
是。领导尴尬了，高士奇见状，马上跑
了去，假装给康熙磨墨，在手心里写了
两个字“雲林”，向领导暗示。从此灵
隐寺就多了个名字，叫云林寺。领导
快出丑时分，高士奇硬是脑筋急转弯，
机灵中多见智力。其实这种智力倒在
其次，重要的是，高士奇做得不显山不
露水，十分乖巧。

摘自《知识博览报》

梳理张作霖的言论，仍让人感叹
他的聪明绝顶。他敢于直明心曲，因
此十二三岁时便得私塾老师的帮助。
后来他更是放胆直言，多次对上司说
自己只不过“为了升官发财”。

张作霖没有多少文化，却一点儿
也不糊涂。奉系崛起之初，他常以李
渊自况，一心为“张家王朝”创基业。
随着他势力的扩大，舆论盛传张作霖
有野心，要建“大辽帝国”。对此，张作
霖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
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
变为君主吗？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
放屁。”

张作霖起自草莽，说粗话习以为
常，但他对自己重用并有所依赖的杨
宇霆、王永江等人却从不粗蛮。有一
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
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
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
罪道：“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不留心溜
出来了，敢是骂谁！”以至于后来胡适
听说后感慨：“这个故事很美。”

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对
北洋政府官员有过一次讲话。他开口
第一句话是：“我叫张作霖。”接着说：

“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
一个人。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

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
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
我一出门，这些捧臭屁的（指卫
兵、秘书等人）就净了街，让我谁
也见不着。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
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
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
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
张作霖盖的楼房？便宜也要便宜中
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过年
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
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
股香，跪在院子里祷告。我说：‘天
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
下，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
力吧……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
好好地过个日子……’你们大家记
着，我张作霖绝不做伤天害理、对不
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多次说，不要想着糊弄
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
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
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做口述史
时，明确说：“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
地皮。”帅府的大青楼建成后，张作
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写了

“天理人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
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

业银行（奉系控制之下的商业银行）
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了

“天良”二字，表示不能坑害老百姓，
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他也曾卖友求荣，挑拨是非，但
只要不妨碍他的权力，他的为人就深
得中国传统的忠义之道。一个旅长做
大豆生意，亏空了 24万元军饷。这个
旅长正打算要怎么逃跑，要么自杀。
这事被张作霖知道了，骂他：“你这小
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止值
24万？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
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
给你好了。”夫人阻止他把女儿嫁给
失势者，张作霖不肯：“人家红火时，
咱把女儿许了去；人家不行了，咱又
悔婚。这事传出去，还怎么做人？”这
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张作霖对做人也有一番简介：
“做马贼、土匪都无关紧要，成则为王
败则贼，混出了名堂就一切好说，但
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骂名
的。”在孔子的诞辰，他会换上长袍马
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
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
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
地跑来感谢。”

这位备受争议的“大元帅”，在世
时平定了北方的匪患，稳定了纷乱的
东北，遏制了苏俄和日本的野心……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张作霖确
实有着不同于一般军阀、暴发户们的
性情和人格。

摘自《读者》

册封嫔妃最多：后妃五十五
康熙皇帝玄烨是中国历史上

500多位皇帝中，后妃拥有正式封号
的最后一位皇帝。据文献记载，他
在位 61 年，69 岁时去世，有正式封
号的妻妾共 55人。其中，康熙皇帝
亲自册封的有：皇后 3人，贵妃 2人，
妃 11人，嫔 5人，贵人 11人，常在 14
人，答应 9人。康熙皇帝去世以后，
德妃乌雅氏是继位的雍正皇帝的生
母，被追封为皇后，尊为皇太后。雍
正、乾隆两朝，又先后将康熙皇帝的
贵妃1人、妃2人追封为皇贵妃，嫔3
人追封为妃，贵人 1 人、常在 5 人追
封为嫔。

康熙皇帝的55位正式封号的后

妃包括：皇后 4人——赫舍里氏、钮
钴禄氏、佟佳氏、乌雅氏，皇贵妃 3
人，贵妃 1人，妃 11人，嫔 8人，贵人
10人，常在 9人，答应 9人。这 55人
之中，大约有 40余人可以确切知道
其民族，以满族人为主，约 30余人，
确知的汉人10人，蒙古人2人。

结婚最早，婚龄最长
康熙皇帝的结婚年龄在中国历

代帝王中是最早的，11 岁就正式结
婚；他的婚龄也是中国历代帝王中
最长的，婚姻生活长达 50余年——
康熙四年举行大婚，康熙五十七年
生下最后一个皇子。有趣的是，在
康熙皇帝庞大的妻群之中，有4对亲
姐妹：3对是满洲镶黄旗人，1对是满

洲正黄奇人；3人是 3位皇后之妹，1
人是宜妃之妹。由于权臣多尔衮的
缘故，康熙宠爱的后妃之中，竟然没
有一人来自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

嫔妃入葬人数最多，时间延续
最长

清王朝在关内外建造了 10 座
妃园寝，其中，以康熙皇帝的景陵妃
园寝入葬的人数最多，多达 49 人。
这座庞大的妃园寝，坐落在河北遵
化马兰峪镇昌端山清东陵康熙皇帝
景陵以东，大约半华里的地方，都是
坐北朝南，依山而建，依次排列，包
括贵妃1人，妃11人，嫔8人，贵人10
人，常在 9人，答应 9人，以及一个空
位。据说，这49位嫔妃，都是自然死
亡然后陆续入葬在这里的，前后入
葬的时间长达88年之久。其入葬人
数之多、入葬时间延续之长，在中国
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
的。

摘自《康熙盛世的故事》

张作霖的管人风度
余世存

第一秘书高士奇
刘诚龙

文人自古多性情，他们激情，执
著，随性，善感。而最体现文人性情
的，莫过于绝交的行为，在其中他们
也创造了不少“最”。

最普及。绝交最闻名的，当数
管宁和华歆的割席断义了。二人在
同一张席上读书，遇有达官贵人从
门外经过，管宁依旧读书，不受影
响，华歆却把书抛在一边，出去看热
闹。管宁便把席子割为两半，跟华
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这个故事可谓老少皆知，常用来比
喻朋友之间因志不同道不合而绝
交。

最动容。竹林七贤中嵇康淡泊
名利，喜欢饮酒弹琴作诗，希望在乱
世中寻得一方宁静。但山涛却出仕
做了官，并向司马家族推荐嵇康也
到朝中做官。嵇康很是生气，立马
手书《与山巨源绝交书》。虽然绝交
了，但嵇康对山涛的信任还在，后来
嵇康在临刑前对 10 岁的儿子嵇绍
说：“巨源在，汝不孤矣。”后来，山涛
果然把嵇绍抚养成人，未负老友所
托。

最正式。范仲淹和梅尧臣本是
一对要好的同事加文友，两人常一

起出游一起作诗，但后来因政见不
一，两人还是成了仇人。其交恶的
导火索即是导致革新派垮台的“奏
邸之狱”。范仲淹是革新派，告密者
是梅尧臣的手下李定。于是范对梅
大生反感。梅自感委屈之余，反认
为范等人行为不检点，亦对范不
满。于是两人各写一篇绝交文章公
布于世，就像今天在报上刊登公告
一样，公开决裂。

最深情。与中国文人义正词严
的绝交不同，外国人的绝交看起来
比较幽默。这是小仲马写给情人阿
尔丰西娜的一封绝交信：“我不够
富，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爱你；我也
不够穷，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被你
爱。让我们彼此忘却：你是忘却一
个对你来说相当冷酷的姓名，我是
忘却一种我供不起的幸福。永别
了，你那样多情，不会不理解我写这
封信的动机；你是那样聪慧，不会不
宽恕我……”如此绝交，真是含情脉
脉。

最激烈。左宗棠和曾国藩都是
清朝中兴的名臣，二人都为湖南同
乡，曾称兄道弟，军政上配合也相当
默契，但到最后却绝了交。事情缘

于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向朝廷
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
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举
火自焚。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
伪幼主已逃至广德，被太平军余部
迎入湖州府城，想重振军心。清政
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
为不满。至此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
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
而付诸东流。

最严肃。在中国的现代史上，
陈独秀与胡适是两个极为重要的人
物，他们是安徽老乡，曾并肩创办

《新青年》，大声疾呼“文学革命”。
但发展到最后，他们一个信奉了马
克思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
人；一个尊崇自由主义，成了“中国
自由主义之父”。1921年，因信仰不
同，陈独秀写信给胡适断交，从此两
人自走自路了。

最“八卦”。鲁迅和周作人是
亲兄弟，又都是文人，本应志同道
合，但最后也走上了绝交。至于失
和的原因，周氏兄弟对此都闭口不
谈。于是这就给外界留下了许多
猜测。有人说是二人因信念不同
而分，也有人说二人因经济纠纷而
分，更有人说什么鲁迅偷看了周作
人的日本太太洗澡，作人大怒，便
写绝交信给鲁迅：“愿你安心，自
重。”都是坊间流传的段子罢了，真
是“八卦”。

摘自《渤海早报》

文人绝交七宗最
薛 峰

古琴曲最可人的地方，正是有
些不很准的音，一句旋律完了，在
似是而非的位置上，差那么一丁
点，颤颤悠悠的，伴随着手指抹在
琴弦上的刺啦声，古韵的味道就浓
郁起来……极其简单的五声音阶，
不急不躁—— 明月天山，苍茫云汉，
渭城朝雨，陌头柳色，塞下孤鸿，闲情
雅兴……那是古人在松下溪边，高山
流水般娓娓地诉说……琵琶曲《阳春
白雪》里有一个段子，叫“道院琴声”，
用手指轻轻触碰琴弦奏出一组泛音，
来表现在远远的山间从道院里隐隐
约约传出的古琴声，若有若无，细若
游丝，欲断又续的那么一种感觉，可
惜许多演奏者并没有领会到这层意
趣，只是一味滚珠似的弹下来，技巧
娴熟，功底扎实，却没了蕴含，令人感
喟……

埙是一种可以和鬼神对话的
乐器，埙的音韵如泣如诉，如怨如
艾，来自浩茫的星空下，来自月夜
的城墙边，来自荒凉的旷野中，来
自沉沉的睡梦里……欲言又止，哽
咽着，啜泣着，仿佛是幽灵的诉说，
是孤魂的悲啼……萋萋荒草，萧萧
白杨，充满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的落寞。
喜欢听佛家的诵经声，喜欢听

寺院里的晨钟暮鼓，那种单调的声
音让人有着说不出的感动。初春，
在天目山昭明禅寺的大雄宝殿，我
请开玄法师为我反复敲击摆放在
释迦牟尼供案边上的磬，磬很大，
铜质的，外面上了一层黑色的釉，
款款的声音厚重而清越，颤颤地抖
开来，弥漫在大殿的上空，悠悠地
响彻山麓，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
我听着，在瞬间里悟出了“大音希
声”的道理……这是世间最美的声
音，也是最深刻的声音，就那么一
锤子轻轻落下去，便阐述尽了佛家
教义，什么也没说，又什么都说尽
了。

人们通常把大自然发出的声
音称为天籁，指风声，雨声，松声，
落木萧萧声，鸟啼声，蝉鸣声，蛙鼓
声，水流声，鸡鸣狗吠声……许多
用天籁之声命名的乐曲，反映的正
是这样一种美，《雨打芭蕉》《旱天
雷》《听松》《大浪淘沙》《高山流水》

《寒鸦戏水》《渔舟唱晚》《春江花月
夜》——用琶音模仿划桨和水流的
声音，那鼓声由远而近，咚咚砰砰，

由轻到重，由缓到急，一气击来，令
人心跳加快……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萧萧”不仅是一种画面，
更是望不尽的落叶被风扫落的秋
声，长江轰然奔涌，“滚滚”可视也
可听，江河涌流，从天而降，气势恢
弘，声震天外。

小时在吕梁山，印象中最让人
惊心动魄的是春天黄河解冻的声
音，每每在夜半时分，能听到冰裂
之声，闷闷的，回响在天地之间，传
递着春的消息。继之，一块块碎开
的冰块漂浮在水面上，随着河水的
流动上下颠簸着，煞是壮观。有一
首山西民歌，第一句就是“大河里
流凌……”

这些原本习以为常的声音，如
今成了追忆和旧梦，每日被高分贝
的汽车喇叭声和嘈杂声折磨着，晚
上还要继续看电视里的喋喋不休，
上网去看看朋友们的博客，最害怕
的是每点开一个，就会响起一种声
音，流行音乐，民歌……全部交织
在了一起，形成一种很个性的噪
音，把你的脑神经要生生地扯断
……于是，不看或少看电视，把自
家博客里的音乐关闭……

声音里饱含着世道人心，承载
着时代变迁，诠释着世相百态。

对声音的认识，即是对生活的
认识，声音里有禅，声音里有道……

摘自《太原日报》

姐姐
1997 年 5 月，在我去马来西亚

演讲之前，接到当地一个女孩的来
信，里面附了一沓资料，细看，是医
师的诊断证明：她得了血癌。

“我很想去听您的演讲，因为
要动手术，不能去。”女孩子在信里
描述了病情以及她痛苦的生活。
还说到她从小就被姐姐欺负，似乎
对她姐姐充满怨恨。

看看日子，正是她要动手术的
前几天，我拨了越洋电话过去，是
她自己接的，我问她动什么手术。

“骨髓移植。”她说。
“你能找到跟自己条件相符的

捐赠者，已经很不容易。”我说，“是
谁的呀？”

“是我姐姐的。”
“就是你信里提到的，从小总

是欺负你的姐姐？那个让你抬不
起头的姐姐？”我问。

“就是她。”
“是她自己愿意，还是你求她

的？”
“她自己愿意。”
“你知道她是爱你的。”
好几秒钟，女孩子没说话，然

后幽幽地说：“是的，一直到现在，
我才知道她爱我。”

父亲
一位与我通信多年的女孩子

身体不好，学业也断断续续。她经
常给我写信诉苦，她尤其怨父亲，
说父亲总在外面为事业忙，难得跟

她说几句话。
我在回信中劝她，说天下没有

不爱子女的双亲，只是每个人表达
的方式不同罢了。

有一天，又接到她的信，大意
是：“那天，我在家晕倒，醒过来，人
在医院，身上插着管子，我睁开眼，
看见老爸坐在一边，还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我好生气，骂他：

‘我都要死了，你还没事似的，
根本不关心我。’爸爸没吭气。然
后，我看到护士在擦地上的血迹。
我吓了一跳，叫起来：‘我流血了？
哪里流血了？’护士过来，指了指我
爸爸，说：‘不是你，是他。他叫不
到车，抱着你，跑了十几条街。’我
低头看爸爸，才发现他虽然穿着西
装，却没穿鞋子。他急着救我，连
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抱着我跑
到医院。他的脚被东西割破，还在
淌血。"

摘自《意林》

在一份小报上看到一篇文章，
说的是人三十岁之前必须要做的几
件事，其中有失恋、辞职、离家出走，
等等，有点搞笑。不过，在某个年纪
回顾一下自己生活的过往，想想自
己在此之前的得与失，是应该做的
事。

回想自己人生的最大收获，是找
到了真正喜欢的事：读书。纵观个人
史，本人的“启蒙”阶段总是要比别人
晚。别人早早就明白要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时，我还游手好闲，玩兴不减；
别人已是情思闷闷，情窦初开了，我
却“发育”迟缓，不解风情；别人一进
入社会就八面玲珑，世事洞明，而我
却懵懂未开，不知所措。所以青年时
就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对我而言
绝对是件大事。别的事可以晚一点，
唯独这件事不能晚。因为读书是一
种生活方式，一种最接近生活本质的
生活；读书也是一种信念，一种脚踏
实地、不随波逐流的信念。当我把读
书当成了自己的最爱时，实际上是找
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开始获得
自己把握自己的能力。这比什么都
重要。

读书是怎样一种感觉呢？有点
像饥饿的人沉浸在美味中，嗜睡的人
对美梦的留恋，但这仅是一点感官上

的快感，读书带来的更多是精神上的
愉悦，心灵的满足。这种愉悦与满足
所产生的巨大享受，不是语言能说清
楚的，甚至不愿用语言去描述，舍不
得与别人分享。所有的享受，都容易
使人懒惰，读书也不例外，而且精神
享受所产生的懒惰尤甚。有时就常
做这样的白日梦，能整天不干别的，
光读书，就好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真一头扎进了书里，反而会对摆
在眼前的“黄金屋”视而不见，更是会
冷落“颜如玉”，令“颜如玉”耿耿于怀
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当然，读书
没有狭隘的功利动机，不等于就是没
有追求没有目标，也难免会有“僭越”
的想法，想一吐为快。但等提起笔
来，却欲言又止，无处下笔，此时才发
现，不是材料不够，就是设计不周。
材料与设计，书中均有现成的模型，
此时读书，是以书为师，不再走马观
花，而是醉心于其中的机巧关键，平
时难以领略的意味、忽略过的细节，
此时无不妙处毕现。但再好的设计
终是别人的，自己要写，还要重新设
计重新思考。而引人思考正是读书
真正的价值所在。读书就是学会思
考，养成思考的习惯。读书人可以不
写作，但一定要思考，不思考的读书

人是给书搬家的劳动力，不过是把书
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搬得再
多，跟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读
书与思考的关系，就是孔子说的：“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考的
时候，书就不再是老师，而是朋友，彼
此间进行的是平等的交流。

真正的生活是从阅读和思考开
始。正确地阅读人生，平静地思考人
生，然后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生活，发
现自己的浅薄、浮躁、迷惘，开始无比
强烈地渴望改变这一切，并为创造一
种新生活而不懈努力，不管遇到多大
困难都决不妥协。阅读与思考能赋
予人生活最重要的能力，洞察真相的
能力。面对各种诱惑与假象，不会轻
易为外物左右而迷失自己，牢牢把握
住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最喜欢的事是读书，最不喜欢的
事也就有了：那些无意义、浪费时间
的事。有的人以消磨时间为乐，消磨
自己的时间，可能也是一种乐趣，只
是不为别人所知。还有很多人，专门
消磨别人的时间，并以此为理所当
然。对这样的人和事，深恶而痛绝
之，犹恐避之不及。但还是有很多这
样的人和事无法避开，也不再生气上
火，既来之，则安之。每在这样的环
境中，就来个神游物外，或干脆就观
察思考眼前这样的人，好歹也是生活
的一部分，其中总有某一方面的意
义，有助于对生活的理解。这只能算
不是办法的办法了。

生活从阅读开始，从思考开始。
摘自《青岛日报》

什么叫气质
柴 静

生活，从阅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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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声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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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才明白至亲
刘 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