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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边的话张学良已经听不进去
了，胸口一阵阵地疼。决定为表嫂去
讨公道后，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
来十万块钱，然后往表嫂面前一放，
转身就走。从此狼走狼道，狗走狗
路，天各一方，再不相见。现在的结
果是，钱到手了，也是十万，而且也
到了表嫂手里，而且表嫂拿了钱也走
了，一切都与自己当初设想的一样。
可这个相同结果却让张学良心里极不
痛快，总是想表嫂不应该就这样一走
了之，哪怕只说一句话，哪怕只回眸
笑一笑，哪怕让丫鬟来装模作样地应
酬两句，也算是个交待，也算是个结
局吧？

张怀英懂得哥哥的心思，偷着去
找了表嫂几次。买下小院的美国人
讲，那个漂亮的女人说，她不会回来
了，她要去一个你们谁也找不到她的
地方。

张怀英不忍把真实情况告诉张
学良，只是说，有人看见表嫂了，
她还在城里，说不定
哪天就来看你呢。张
学良听了，突然暴跳
如雷，你们能不能让
我清静清静？从现在
起，我谁也不见，谁
来也不见！

可是，现在却由
不得张学良清静了，

仅仅过了一天，
张大公子住院的消息
就传遍了奉天城。奉
天各公署衙门的大小
官员，奉省所有驻军
各级长官，奉天城各
界知名人士，外国驻奉领事馆的领
事，都争先恐后来医院探视。黑龙
江督军朱庆澜、吉林督军孟恩远也
派人专程来奉慰问。北京的袁世凯
袁大总统“惊悉”后，屈尊降贵，
派大公子袁克定乘专车北上，手持
一张圣旨般的慰问信，据说是袁世
凯亲笔书写。其时，袁世凯正图谋
称帝，很看重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
和影响，意欲借机笼络。事后，张
作霖不无得意地对张学良说，臭小
子，你吐口血，把半拉中国都惊动
了。

日本关东军和满铁的众要也来
到了医院，张作霖亲自陪同来的，
几十辆小汽车把南满医学堂的前庭
院塞得满满的。本庄繁和土肥原贤
二还特意把儿子带了来，“五鼠大
闹奉天驿”时，最先对张学良抡起
网球棒的就是土肥原贤二的儿子。
那小日本长得跟他的粗壮爸爸像是
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肥嘟嘟的大脑
袋刚从人丛中挤出来，张学良就认
出了他。土肥原贤二满脸真诚的样
子，说，自上次发生那场误会后，
犬子深感不安，总想找个机会向张

公子当面道歉。昨天听说张公子住
院的消息后，缠着我，非要来看望
张公子，以一表歉意。说完，土肥
原贤二一挥手，两个日本少年走到
张学良面前，深深地一躬，说，对不
起了，请张公子原谅。张学良这天心
情还算不错，白永贞刚来看过他，说
了不少宽解的话。所以，虽然见了这
两个小鬼子，心就生恨，但总还忍住
了，没有发作，只是脸上冷冷的。张
作霖见状，哈哈一笑，过去了，都过
去了，中国人讲究不打不成交。好
了，你们都一般大的，我看以后就当
朋友处吧。本庄繁接口道，张师长所
言极是，以后，我们的是朋友，他们
的也是朋友，日中两国世代友好下
去。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体会东北第
一公子的尊贵与荣耀，尽管此时不
过勉勉强强算是个“准第一公子”，
但这种以前没有体会过的尊荣已经
让张学良感慨颇深了。

张怀英告诉张
学良，来人都带了礼
金，最少的一千块，
最多的你猜多少？张
怀英伸出双手，十
万，是十万啊！哥，
咱爸的面子好大哟！
哥你说，早知道这
样，咱爸干吗去当铺
啊，十万块，轻轻松
松就解决了嘛。

冯德麟也来看
了张学良。冯庸说，
是我妈逼他来的，那
么多的官都来了，咱

不去，多让人讲究啊。冯德麟这次
见了张学良没骂“小兔崽子”，喊
的是小六子。小六子啊，这两天累
坏了吧，这么多人来看，哪个不得
应酬几句，嗓子都哑了吧？张学良
这几日确实忙于应酬，苦不堪言。
听了冯德麟的话，真感觉说到了心
里，连连点头，是啊，是啊，冯大
爷说得是，真是说得嗓子疼呢。可
冯德麟接下来几句话却说得不受听
了，小六子啊，回去跟你爸说说，
以后不用做什么买卖了，什么三畲
当三畲堂的，费那个劲干吗？隔个
三五年的，你吐一回血，啥都有
了。

张学良把冯德麟的话学给了
张作霖，张作霖没直接回答，却
讲起了当年与冯德麟在辽西的往
事。最后说，那个时候，爸见了
他 可 是 要 磕 头 的 啊 。 张 学 良 说 ，
爸 ， 咱 把 收 人 家 的 钱 都 还 回 去
吧，冯大爷能说这样的话，别人
也能说，不说也会在心里想，这
不 是 好 事 。你放心，爸，
我欠你的那十万块，长大
了一定还你。 30

从亚布力论坛开幕时起，这里
就聚集了中国思想最前卫的企业
家，奉行平等、真实、自由的精
神。冯仑对《中国周刊》记者表
示，只要你交钱，不论是多小的企
业和多大的企业都能一起参与，平
等交流。“要去见官员，那你得去
博鳌，别去亚布力。”

这种平等和自由也在着装上有
所体现。别的论坛是要穿西装的，
但亚布力论坛上，你看到的是满眼
的休闲装。

这样的“自由”从来时的路上
就已经开始了。潘石屹记得他去达
沃斯的经历：亚布力论坛包了一节
车厢前行，随着火车隆隆的响声，
真正的会议从火车上就开始了。每
个包厢都有探讨的话题，你要是不
感兴趣，可以到别的车厢去，“不
用任何客套，也没有任何礼节。”晚
餐由陈东升请客，六菜一汤。而端
茶倒水的工作由当时的论坛秘书长
陈东升、嘉宾主持王梓木等主动担
当。“从世界的变革、和平，到企
业家的信仰，再到企
业的创新，一路无话
不谈，相言甚欢。”

由于少了很多媒
体的围追堵截，没有
高官，没有台面上的
故 作 深 沉 ， 在 亚 布
力，企业家很敢说话。

陈东升说，论坛
会上“挑战过老段，
挑战过王石，挑战过
最权威的教授，这就
是 一 种 精 神 ， 是 参
与、批判、平等的精
神。”经济学家赵晓
曾在论坛上听了一圈发言后，当面
对大家说：“我不满意各位今晚的
表现。”

2010 年第十届亚布力论坛上，
就有这样直白地交锋。银泰集团的
沈国军上台发言：“我感觉三十年
以后再来谈民进国退就没有意义，
我自己认为再过三十年中国经济正
常发展，除了几个关系到国家安全
的行业，我估计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去主导。”

在他之后上台的戴志康，证大
投资集团董事长，显然不认同这个
观点。他说，今后三十年中国的趋
势是“国进民退”，“这个不是我所
希望的，但是它客观上可能就这么
走了，有其合理性。”

亚布力论坛的官方网站上写着
这样一句话：亚布力论坛的参与者并
不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经济力量，也
不仅是行业翘楚和领袖，但参与者绝
对是最具思想力，最具创新精神的企
业家，亚布力的贡献就在于积累了中
国企业家的众多原创思想。

自由、创新的特点自然需要相
应的氛围，相对封闭的环境。滑雪

场，安静的小城，企业家们好像来
到了一个远离尘世的自由王国。论
坛期间，分为男女组进行的滑雪比
赛，增添了论坛的娱乐性。空闲
时，三五个好友找个农家院，盘腿
上炕，边吃边唱。晚上，在走廊
里、酒店大厅，三五成群，你喜欢
的就打个招呼扎堆参与，不熟悉的
就点头而过，好不轻松。

一个参与过亚布力论坛的记者
说，在这里你一眼就能看出谁喜欢
谁，谁爱在哪个群里扎堆，谁和谁
是一个圈子。

中国NGO组织先驱
由于地处偏远，亚布力的条件

是所有论坛中最艰苦的。“抱怨”
随着亚布力论坛诞生之日起就有。

“亚布力论坛几乎都靠手工，企
业家报到注册时服务人员翻着打印
出来的各种表格进行登记，效率比
较低。虽然李宁牌运动服给每个企
业家赞助了一套滑雪服，但却还没
有出现中国哪家大公司为大会赞助
电脑，也没有看到中国的高科技 IT

公司把大会的宽带网
络建立起来。”潘石
屹后来写了他在亚布
力的见闻。

服 务 不 周 到 ，
这不仅仅是嘉宾的感
受，亚布力论坛主席
田源自己也清楚。

他有个朋友交
了会费而没被安排住
处，自己找地方借宿
了一段时间。虽然朋
友并没有责备田源，
但田源意识到论坛专
业化运作的必要性。

于是，田源和一部分企业家发起成
立了一家公司来经营中国企业家论
坛，每人出资十多万元，但约定永
不分红，靠这笔启动资金来让论坛
运转得更好。

这几年，交通和基础设施改善
了，亚布力论坛的内容早已经在网
上直播，嘉宾居住环境也好了，交
通更加便利，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
进入了东北小城。

这也让有些人怅然若失，陈东
升直呼不习惯：以前每年来这里过
着农民的生活，大家挤在一起，在
热炕头喝着东北的白酒，其乐无
穷。现在有了好环境，倒还不习惯。

走过的十年，借助参会大家聚
集的机遇，亚布力也孕育了另外的
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数字中
国、绿领俱乐部、中国企业领袖年
会、中城联盟。亚布力论坛无愧为
中国NGO组织早期的先驱。

但是，随着各种特色鲜明的企业
家论坛、组织的出现，亚布力的影响
力似乎受到了威胁。有业内专
家对《中国周刊》指出“亚布
力不如前几年那么活跃了”。 19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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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山：位于金水区金水路与金水河
之间。紫荆山其实是在郑州商城旧址上
被大风吹堆出的沙丘。为了防止沙丘的
黄沙南移，人们在沙丘上种植了很多生命
力很强的紫荆树，把沙丘装扮得郁郁葱
葱。这个沙丘被人们约定俗成地叫成了
紫荆山。对郑州这座地貌平坦的城市来
说，这座紫荆山，不过是相对平地而言“山不在高”，也
算是郑州一处游览地了。

二里岗：位于管城回族区东南部。指凤凰台村以
西，郑新路以东，杨庄村以南，老农药厂以北地域，原
是高出地面约 5～10米的一个沙土岗。岗的中部像
一个东西走向的脊，南北两侧逐渐走低，沙岗因距城
区约两华里，俗称二里岗。二里岗遗址位于二里岗村
北边。

林山寨：位于中原区东南部，与郑州市人民政府
毗邻。据有关资料记载，林山寨原为“临山寨”。临山
必有山。很早以前，这里居住着朱姓人家，村西有一
座南北走向的土岭，故名朱临山寨。此后，肖、郭、赵
姓相继来此落户，依山居住。清乾隆年间，村民为方
便生活，便出资在村里修建一磨坊，并立碑纪念，碑文
落款为朱林山寨。清朝末年，村民们将朱字删去，称
林山寨。是郑州市最早的城中村之一。

老坟岗：位于二七区北部。历史上这里原为一杂
草丛生的沙岗。明初，西方回族真人默穆都哈到郑游
历教化，死后葬于此，亦称“巴巴墓”。清乾隆十三年

《郑州志》记为“回回墓”。回族群众仰真德学，争在其
墓地附近购地为茔，经明清两代成为回民义地，冢墓
累累，埋的层次不分，人称“乱葬岗”。因沙岗地势凸
出地面约10米，故名“老坟岗”。

杜岭：位于金水区东南部北二七路东侧。“杜岭杜
岭”，顾名思义，它既与杜姓有关，也与地势有关。据
杜岭村中老人讲，现杜岭中街北段沿金水河向东，即
古城墙南百米处有一土岭，岭上建一庙宇。因庙建在
一块高地上，加之庙宇大，四有挑角，俗称此地为岭，
杜姓来这里安营扎寨最早，又是大家族，有祠堂，有花
园，久而久之，这里便被叫成了杜岭。

花岗：位于惠济区大河村西二里许。该岗南北长
600多米，东西宽 500多米。村中流传，西汉末年，王

莽撵刘秀到此，刘秀惊恐之余，见岗上苍
棵密布，（一年生草本植物，果与棉花近
似）误认为是棉花，不禁称赞说：“美哉花
岗！”然后挥师南下，经过多年浴血奋战，
刘秀终于平定天下，建立了东汉王朝，人
们为了纪念他曾到过此岗，便把这个大岗
称为花岗。后来，黄河改道，花岗四周的

低凹处逐渐被黄河淤为平地。1964年秋，在岗上发现
了古文化遗址。后经发掘，发现了大量古代遗物。

刘胡垌村：位于二七区马寨镇人民政府南部。原
为刘胡垌乡政府驻地。刘胡垌地处丘陵地带，沟壑纵
横。相传，明末刘姓迁此，挨村有一狭窄深沟形似胡
同，村名便叫刘胡垌，后来，又有多个姓氏的人家在此
定居，村民逐渐增多，成为方圆数里内的一个大村。

台郭村：位于二七区侯寨乡西南部。据村中老人
讲述：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唐代名将郭子仪第
六子的第十一世孙郭武功由山西洪洞县携妻和二子、
二女及三个胞弟、堂侄等 10人迁居郑州西南杨柳村
（今台郭）。许多年后，郭武功后代的数量激增，人多
地少的矛盾日渐突出。为了生存，后部分人居沟北半
坡上的沟台上，历经数载，郭武功大儿子郭浩嫡系居
沟北，二儿郭旺嫡系居沟南。清朝末年，郭氏后裔陆
续由沟台搬迁到沟北平地，定名台郭村至今。

几千年了，狗都是人的生
死朋友。在盛行厚葬的汉代，
尤其在东汉以后，墓室里总有
狗，大大小小的狗，各式各样的
狗。人在世时，狗为人看家护
院，人下世了，也要有陶狗陪伴
左右。人说狗是忠臣，狗不嫌家贫，还
把它当作家里的一口人。

这只狗，是卧着的，身高 34 厘米
高，身长也是 34厘米。它宽宽的耳朵
竖着，大大的眼睛圆圆地瞪着，听到了
什么声音？看到了哪个人影？它张开
大嘴露着尖利的牙齿，汪汪地狂叫，主
人呢，主人哪儿去了？汪汪汪，它狂吠
了。就叫它吠犬吧。

吠犬身高一多半是它的脖颈，脖
颈是挺着的，足显它的神情专注，脖颈
也像铆足了劲儿，格外得长，显然是夸张了，不过表现
吠犬的状态却恰到好处。

这狗是著名的东汉南阳狗，它形体大，形象生动，

通体饰黄色铅釉，连毛色都逼真
得像狗。

时下城里人养狗是养宠物，
市面上不但有各式狗粮狗零食
卖，还有狗衣服狗鞋狗厕所狗尿
布卖，价格都不菲。我家附近有

一家专营狗用品的商店，起名还叫百万
宝贝。当宠物养的狗也适应地有了宠物
的秉性，跟人越发得好，邻居家的一只外
国品种的金毛狗，是狗中第二聪明的，常
常拥抱主人表示亲热。有一次，家里进
了贼，卷走了他们的现金，还从容地坐下
吃了他们家桌子上的一个苹果，聪明的
金毛始终宽容友好地没叫一声。不知道
因为是外国狗脾气不一样，还是主人把
它宠坏了。

我家养了一只京巴狗，很机警的，
但凡有什么动静就会汪汪地叫，提醒我们。有要求了要
吃饭了要遛了也叫。它和那只东汉南阳黄釉狗都是忠
于职守的狗。

周作人、汪曾祺、鲁迅等70多位文化名人
将品茗升格成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术，品茶品
人生。饮茶的境界与文人雅士崇尚自然山水、
恬然淡泊的生活情趣相呼应。名山名水出名
茶，更因名人传美名。闲情雅致、风俗人情、体
悟生活、闲情逸致，诸如此类和茶有所关联的
词汇琳琅满目，其实，这些完全可以一言以蔽
之，那就是“吃茶”，一个“吃”字，是何其潇洒地
把茶的语境体现得酣畅淋漓。历来的文人墨
客们几乎无一不对茶情有独钟，在他们的笔下
更是把吃茶的意境描绘得美奂绝伦。在这本
书里，编者精选了一些名人的文章，与其说是
文章，倒不如说是茶语，读之如品茶，意在其
中，或许读罢会张罗一声：吃茶去！

凌行正，1930年6月生于潢川。1949年5月
潢川解放的那一天，19岁的潢高学生凌行正和
当时的同学、好友白桦、叶楠入伍随军南下。随
后在湖南参加了“衡宝战役”，这一仗迎来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激动之中，他一气写下
了《当国旗升起的时候》，从而正式走上了文学创
作的道路。

1952年，任
成都军区政治
部创作员的凌
行正踏上了抗
美援朝的列车，
荣获过“国际三
等功”勋章，受到贺龙、康克清等中央慰问团领导
同志的接见。直到1958年8月，才随最后一批志
愿军回国。紧接着又同他所在的部队到西藏参
与“平叛”工作，帮助百万农奴进行民主改革。
1962年夏天，随同部队返回内地。就在这时，中
印边境的枪声打响了，凌行正又随军奔赴边疆，
重新开始另一种战斗生涯。

1964年秋，凌行正创作了报告文学《活着的
黄继光——陈代富》《杨建章》、散文《高处不胜
寒》《绿色诗行》等，均受到总政的奖励。反映中
印反击战的剧本《边哨风云》获奖，并在人民大会
堂演出，当时凌行正被安排坐在周总理的身边。

1993年，任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党委书记、
社长、总编辑的凌老光荣离休。他的作品如《关
山情》《山河赋》《神圣的珊瑚礁》等散文集，多写

军人的思想、性格和灵魂，颇具阳刚之美，受到海
内外评论家和同行的高度赞赏。

1994年8月，我再次进京看望凌老。这时的
他坐在中南海内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西苑出版
社是在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受中共中央办公厅主管。凌老告诉我，他是

返聘任这个出
版社总编辑的。

近年来,凌
老创作出版了
纪实文学《初踏
疆场》《铁血记
忆 》《 感 念 西

藏》，组成了高昂优美的“军旅青春三部曲”。其
中的《感念西藏》还荣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艺奖”。

2007年，凌老创作的纪实文学《纵横中南》，
生动地再现了 1949年解放军挥师南下、进军江
南、长途跋涉追歼敌人的铁血画面。

2009年9月，年近80高龄的凌老创作出版了
我国首部以军队干休所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九号干休所》。干休所的生活其实很平常，近乎
琐屑，但凌老别具匠心，用深厚的生活和不凡的艺
术功力，塑造了几位老军干的艺术形象，再现了一
代军人高尚的思想境界。该书一经面世，就受到
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举获得“解放军图书奖”，很
多老读者看后“禁不住热泪盈眶”。目前，《九号干
休所》已经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

天涯海角
涯非遥远角非偏，
北航往返一日间。
海角万里说昨日，
天涯咫尺论今天。

北海银滩
沙白滩软岸无边，
踏浪戏水很好玩。
游遍天下金沙滩，
浴足首选北部湾。

鼓浪屿
闹中取静城中城，
锦上添花岛外岛。
若非游人总骚扰，
小岛美如绿玛瑙。

日光岩
巨石磊磊逼长空，
阳光落顶如有声。
凭眺始惊厦门美，
山海尽在一望中。

厦门大学
校园青青如园林，
读书散步两怡人。
湖清正可陶胸怀，
草绿亦能出学问。

金塘大桥
斜拉竖绷复横牵，
谁架巨琴跨海天？
车鸣千声颂奇迹，
波涌万里唱鸿篇。

鲁迅故居
一支战笔定终身，
故居处处留美闻。
巨匠早逝岂不幸？
若活至今必困窘。

浔阳楼
官逼民反起此楼，
人去楼在说风流。
若将长江当青史，
浔阳一段有看头。

泰山
山不太高水不深，
帝王封禅必登临。
五岳独尊良有以，
请读崖刻美诗文。

北戴河
分明靠海却称河，
汹涌浩瀚壮北国。
海大以大为警戒，
城小不小正奇崛！

棒棰岛
山环水抱神仙窟，
游禁人绝鸥鸟巢。
唯有高官避暑客，
年年下榻享海疗。

付家庄远望
大海是本蓝皮书，
山头远望最耐读。
浪中岛影出又没，
天边船痕淡欲无。

长白山瀑布
山崖百丈挂珠帘，
大珠小珠落深潭。
一潭流出三江水，
水水如青沃平原。

长白山天池
土薄草稀山白头，
雨雪来去忽悠悠。
应谢苍天酿玉液，
中朝共饮一樽酒。

刘思走了。也许，我们永远再也听不到他那谈笑
风生的绝伦妙语了；但是，他的潇洒形象，会永远保存
在我记忆的刻盘里，会随时映现在我脑际的屏幕上。

形容一个人很“潇洒”，既指其风貌举止，更指其
精神韵致。

刘思的潇洒，仅凭“风貌举止”就足够百分。论个
头体魄，往他身边一站，便自觉微“残”；论容颜相貌，
虽不顿生妒意，也暗暗自惭形秽；论着装穿戴，他的服
装谈不上豪华和阔绰，但总是将传统和时尚、朴素和
大气、平常和不凡融合得无声无息又恰到好处。他那
风度和气质，让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一看，就猜想这是
一位尊者、智者、思者、睿者，让坐他身旁的我们惴惴
地自觉“瘪三”和“土冒”。“衣着细事，切莫等闲看”，
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一个人对待生活的心境和
态度。刘思的着装，不知道是他自己的着意选择，还
是嫂夫人的精心创意，抑或是儿女们的特别设计。我
老伴时常以刘思为标杆和模特，来提醒、开导和启发
我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自觉：“你看人家刘思，多潇洒！
他比你还大好几岁哩！”

当然，刘思的潇洒主要体现在他对命运磨难的态
度上。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正当他的诗情、诗
才、诗兴倜傥风流、潇洒勃发的时候，突然陷入了那场

灭顶之灾的运动中，直到80年代初，才真正结束了漫
长的炼狱生涯。尽管他曾经饱尝过难以用文字形容
的苦痛，但是，恰如李晴先生在给他的杂文集所写的
序言中所说：“他像一个长途归来的旅人，拍拍身上的
灰尘，便又坐到他的书桌前去了。”多么从容又淡定的
身影！多么坚强又潇洒的形象！接着，他的杂文便像
井喷一般披纷问世，立即引起了全国文坛的瞩目。更
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杂文，尤善“从平淡中揭示崇
高，从荒诞中揭示理智，从随意的描述中揭示事物的
实质，从可笑的事物中揭示悲哀”（语出《苏联大百科
全书》对“幽默”一词的诠释），所以朋友们把他的许多
杂文冠名为“幽默杂文”。真的，品读他的杂文，随时
都会忍俊不禁从心肺里爆出快哉的笑声来！笑过之

后，又会陷入不尽的思索，顿彻的感悟，甚至产生灵魂
的震颤！有人说，幽默是一种处世艺术，惟能看破人
生的严肃面，才能以较为轻松的态度应付人生，幽默
感就是从这种轻松的处世态度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他的这种轻松，不正是精神上的潇洒吗？

更让人赞羡的是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所表现的那
种洒脱！得悉刘思先生晚上突然走了，次日我们杂文
界的几位朋友立即赶到府上去吊唁。进入他家厅室，
意外地发现一切安详如故。我们想向我们至亲至敬
的老哥的遗像恭恭敬敬三鞠躬，以表发自内心的哀
思，但家里却没有布置灵堂。我们“被请”坐下，听嫂
夫人平静如常的述说。原来，刘思在生命的弥留之
际，对其身后诸事都给老伴一一作了交代。那交代，
像平常两人在花间小径上散步时亲切聊天一样轻
松。他特别执意地强调：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不惊动亲朋好友，家里也不搞灵堂，连孩子和女儿也
不要戴黑……他说：“那都是给活人看的，我一点也感
受不到。就让我悄悄地走吧，让我将平平常常的样子
留在大家的心里，那该多好！”……听着嫂夫人平平
静静的叙述，我们心里的哀痛，完全升腾为敬意，升腾
为敬重，升腾为钦敬，升腾为崇敬之情了！

呵呵，潇洒刘思，你一路走好！

潇洒刘思潇洒刘思
王继兴

随笔

旅 途
高继恒

凌行正：八十舞春风

《吃茶去！》
段 然

新书架

忠于职守的狗
张健莹

阅汉堂陶俑

郑州城乡地形名称的由来
王瑞明 杜丰芮

郑州地理

（二）

你才唱罢我登场 王国强 摄影

唐 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