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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2日，美国前总统尼
克松的秘书罗丝·伍兹在美国俄亥俄
州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 87 岁。罗
丝·伍兹辞世，马上成为美国各大媒
体头条新闻。老太太离开权力中心
多年，所以惹人关注，只因她是“水
门事件”当事人。罗丝·伍兹在世，肯
定有人心存幻想，希望有那么一天，
老太太会说出事件真相；老太太一
死，意味着“水门事件”空留谜面永
无谜底。

“水门事件”发生在 1972年 6月
17日，五名男子在华盛顿水门大厦民
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被捕，其中一人
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
虽然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但“水门
事件”越搞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
尼克松定为掩盖“水门事件”的同谋
者，最高法院裁定尼克松须向官方交
出有关的录音带。尼克松深知美国
总统必须带头遵守法律，选择了交出
而不是销毁这些录音带。

录音带的录音时间总计 240 个
小时，其中有一段尼克松与其幕僚长
海德曼谈话，长达 18.5分钟被消磁。

“水门事件”沸沸扬扬，扑朔迷离，皆
因此而起。罗丝·伍兹解释说：18.5
分钟空白是制作副本时不小心按错

了键，又恰好接到一个电话，未能及
时发现造成的。而专家经检测后确
认，这段录音是分五至九次被抹掉
的。于是，消磁内容就成了当代美国
历史上一大悬案。

尼克松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
也知道只有说那段空白是我洗掉的
或者说是由罗丝·玛丽·伍兹自作主
张或者是在我的直接间接要求之下
由她蓄意洗掉的，人们才会欣然接
受。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去洗掉录音
带，我也完全相信罗丝所说的，她也
没有。”

罗丝·伍兹曾在法庭和大陪审团
面前为此宣誓作证，并未因违法受到
起诉。

基辛格在回忆录《动乱年代》中
曾说“尼克松没有真正的密友”，但实
际上尼克松对罗丝·伍兹非常信任，
甚至视她为家庭成员之一。尼克松
说 过：“我(辞职)的决定已是不可动
摇的，在一次晚餐上，我让伍兹忘记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了，事情就不能再改变了。她……和
我们全家走得很近。”

舆论怀疑罗丝·伍兹对录音带
做了手脚，尼克松更是跳进密西西
比河也洗不清，只好辞去总统职

务。这在美国历史上前
无古人，迄今亦无来者。
罗丝·伍兹离开白宫后，
一如既往，对陪同总统一
起走过的那段日子只字
不提。

人证不能如愿，退而求其次，大
做物证文章。2001年 8月 8日，美国
国家档案局郑重宣布，将竭尽全力恢
复录音带上被抹掉的那 18.5分 钟录
音。档案局女发言人苏珊·库帕透
露，恢复这段录音至少耗时一年。结
果科学家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耗时
近两年，但仍然无法恢复录音带中的
空白。

2003年 5月 9日，档案局发言人
约翰·卡林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尝
试了一切手段来再现那段被抹去的
录音；不过，我们现在只能尽量保存
这盘磁带，希望下一代人有能力破解
这一关键的历史证物。”

历史学家平生职责所在，就是努
力发掘事情真相，恢复历史本来面
目。而发掘真相有效途径之一，就是
找到当事人、亲历者。可惜当事人各
有自己的原则，当事人做得都没错。
但作为史学家，探求真相也没有错。
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可以说是一个难
解的悖论吧。

历史绵绵不绝，酷似一个自然数
列，而真相则相当于该数列之极限，
从理论上讲，可以无限趋近；从事实
上看，永远不会抵达。

摘自《领导文萃》

让尼克松总统辞职的18.5分钟
陈长林

许允是三国时期魏国领军将军、
吏部侍郎。他的妻子虽然长相不尽
如人意，却是个贤惠、聪明的女子，二
人相敬如宾。

许允是朝廷高官，处于朝政纷争
的漩涡，常常有人在魏明帝那里造谣
中伤。有一次，专权的司马师指使人
诬告许允，说他在吏部做官，提拔了
许多自己的同乡或同学，也就是结党
营私。魏明帝派卫士将许允捉拿，要
亲自审问。

当许允被抓时，妻子告诫他：“许
郎，在朝廷审问时，你千万不能莽撞，
只可上殿讲道理，据理力争。你是个
大男人，要有骨气，万万不可低头求

情，而要坦陈道理！”许允知道妻子素
来有见识，记住了她说的话。

当魏明帝审讯许允时，许允想起
妻子的嘱咐，顿时没有丝毫的畏惧，
更没有向明帝求饶，而是理直气壮地
说：“陛下规定的用人原则是‘举尔所
知’，我的同乡、同学，我最了解，所以
推荐了他们，这并没有错。如果陛下
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考察他们，看
他们是否合格。如果他们不称职，我
甘愿接受一切处罚。”

魏明帝同意了许允的请求，派人
前去考察那些被许允提携的官员，结
果他们一个个都非常称职，有的在当
地还具有很好的口碑。于是，魏明帝

不仅将许允无罪释放，还御赐了他一
套朝服。

许允何以能够化险为夷？其一
是因为魏明帝是个讲道理的人，他明
白自己听信了一面之词，所以放过了
许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允听从
了妻子的告诫——与其求情，不如说
理。许允提拔同乡、同学，不是以权
谋私，为了一己之利，而是以朝廷利
益为重，举荐贤人。而且，许允推荐
的官吏不但没有渎职，反而忠于职
守。有了这个硬“理”，自然可以抵消
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之嫌。

俗话说“心底无私天地宽”，在
我们蒙冤之时，与其低声下气去求
情，不如堂堂正正地说理，只要我
们坐得端行得正，就可以通过坦陈
事理，还自己一个清白，从而消除
交际隔阂。

摘自《演讲与口才》

在唐代，有一些诗人才华横溢，
却英年早逝。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
的故事。

王勃，“初唐四杰”之首。少有
才名，被时人称为神童。沛王李贤
特别欣赏王勃，召他为沛府修撰。
当时诸王间常玩儿斗鸡，于是王勃
写了一篇游戏之作《檄英王鸡》，这
篇檄文使他名震朝野，也使他惹怒
皇帝，被逐出长安。六年后，王勃再
次走上仕途，任虢州参军。任职期
间，王勃收留了官奴曹达，后又怕事
情败露杀了他。其实，这件事说起
来很蹊跷，王勃既然当初救下了曹
达，又怎会杀他，这不符合王勃的性
情啊。还有既然最后杀了他，又怎
么轻易被外人知道。怪不得有很多
人说此事纯属是对王勃的诬陷，谁
让你那么有才呢？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因此事，王勃被判处死刑，幸

好遇到了大赦。性命虽保住了，但
仕途之路就此终结。父亲也因他受
牵连贬到荒芜之地交趾做县令。王
勃千里迢迢前往交趾省亲。归途
中，不幸溺水而死。年仅二十六岁。

李贺，这位“细瘦、通眉、长指
爪”的其貌不扬的才子，乃唐室宗亲
后裔，只是到他这一代家族已没
落。和王勃一样，李贺在年少时就
展露了他出众的才华。但才高被
嫉，有人说他要避父讳（父名晋肃，
晋、进同音），不能举进士，李贺因此
始终不得登第。李贺从小就体弱多
病，加上他痴迷诗歌，呕心创作，身
体更是吃不消，更主要的是他长期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二十七岁时就
郁郁而亡。

有一位诗人叫刘希夷，他相貌
英俊，为人洒脱，且身兼多艺，有名
士风度。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

中，他的名声也许并不十分响亮。
但他的那首《代悲白头翁》，却被人
熟知，这首诗写得太好了，以至于大
才子曹雪芹创作的《葬花词》就有多
句模仿此诗。尤其是其中的这两
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更是让人拍案叫绝。这两句诗
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居然有人想
花钱买下它，据为己有。这个人就
是刘希夷的小舅舅宋之问。宋之问
也是唐代一位著名诗人，但道德品
质低下。他的这一无耻要求遭到刘
希夷的断然拒绝。为了谋得这首好
诗，宋之问竟把刘希夷骗到一个僻
静角落，用土壤活活压死了后者。
诗人死去时还不满三十岁。有的人
为宋之问抱不平，觉得宋之问断不
会为了两句诗做出这等之事。真正
的历史是什么样我们无从知晓，其
实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句
诗已深入人心，作为一个诗人，已经
足矣。

还有陈子昂、王昌龄、李商隐
……他们都是在壮岁韶华就去了另
一个世界。

摘自《大公报》

求情不如说理
杨海亮

在历史上，明代开国皇帝朱元
璋是反腐败手腕最狠的一个皇帝。
登上大宝的第二年，朱元璋龙椅还
没有坐热，就对手下的大臣说了一
番动感情的话，大致意思是：从前我
当老百姓的时候，见到贪官污吏对
民间疾苦丝毫不理会，心里恨透了
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贪官污
吏危害百姓的，绝不姑息。

朱元璋说到做到。他颁布了有
史以来可谓最严厉的肃贪法令，规
定但凡有官员贪污 60 两以上银子
者，立杀！这个政策一出台，他的老
部下，一个叫朱亮成的便享受到了
这一“待遇”。当时这个朱亮成是赫
赫有名的开国大将，镇守广东，当地
的一些“土豪劣绅”便拉拢朱亮成为
他们谋取利益。这个朱亮成头脑一
热，便收了土豪劣绅的一些好处，充
当起了他们的“保护伞”。这事被朱
元璋知道后，立马派人抓捕了朱亮
成和他的儿子。见到昔日的老部
下，朱元璋一点都不客气，亲自动手

用鞭子抽打朱亮成。结果这个开国
功臣活活被鞭死。

在朱元璋亲自审办的贪污案
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
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
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
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
放过。

在反贪运动开始时，只要稍有
贪污嫌疑的，就被剥皮楦草，摆在
衙门前示众，数目稍大的一些官
员，不是被凌迟、阉割，就是被剁
手、挑筋。比如凌迟这种酷刑，就
是把贪污者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
割，如果行刑的人手艺好，那受刑
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
了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
有死，还有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
刑被再次起用。这一层是刑罚之

“重”，而刑罚之“广”也相当骇人，
凡有贿案发生，必定顺藤摸瓜、斩
尽杀绝：不避皇亲国戚，凡皇族贪
赃，量刑尤重。

老朱还创造了以往统治者都不
敢想象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
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
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种检查
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胆敢阻挡，
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老朱“手狠心毒”，见贪就杀，可
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
眼了，他不明白，这些饱读诗书的官
吏们，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为
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
派，夕腐败”的反面典型。老朱就纳
闷了：“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想到早
上杀，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
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
为限，全部杀掉！”

尽管朱元璋下猛药、出重拳，
但腐败并没有被完全杜绝。效果
并不好！仔细分析，是某些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出了问题。很多时候
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玩老鼠逗
猫的游戏。还有老朱过分看重了
刑法的力量，而没有从各方面加强
制度上的完善，一味猛杀猛打，虽
然他统治时期，贪污腐败现象很
少，但他死后，明朝的贪污却十分
严重。整个明朝可谓是历史上最
腐败的王朝。

摘自《大江晚报》

唐代英年早逝的诗人
王小亚

众生喧闹，尘梦缭绕，我喜独
欢。

独欢，是一个人的热闹。独，有
一点落寞，有一丝薄凉。欢，也不过
是清欢，也不过是寡欢。独欢，要的
是沉静之味，要的是孤雅之趣，要的
就是，心灵在不被打扰中，觅得大自
在大快活。

一个人的灵魂，只有在独处中，
才能洞照见自身的澄澈与明亮，才
能盛享到生命的葳蕤与蓬勃。也就
是说，只有独处，才能把迷失在喧嚣
尘世里的自己给找回来。其实，生
活，为每一个生命都安排了丰盛的
精神筵席，只有心灵快乐的人，才能
回到它的原乡。

在我看来，一个人，能够独欢，

一定是学会了精神的厮守，花开独
妍，自嗅其香；一定是懂得了灵魂坐
在灵魂的对面，把盏言欢，喜乐对
酌。独欢的最高意境是，生命在宁谧
中躲起来，然后与另一个自己，在更
辽远的宁谧中玩捉迷藏的游戏。

真可谓，天地空旷，生命独欢。
独欢的人，丰沛的心性，常常在

寂静中，才能释放出真正的自由
来。独欢与群体狂欢最大区别是，
群体的狂欢，兴奋更多地流转在肢
体和面目上，而独欢，则是在沉静
中，获得心灵最大范围的奔放与逍
遥。

独欢的人，也许幽僻，但一定明
媚。因为独欢的人，一定是一个会
玩的人。他们在自我的精神世界

里，让枯燥蓬勃，让寂寞吐蕊，让简
单深刻，让宁静丰富，他们通过释放
自己，进而让整个人生波光潋滟。

独欢是心灵的一种特别的盛
开，生命，以这样一种春天的盎然气
象，来体现自身的强大，进而对抗人
生秋的萧索，冬的凛冽。实际上，生
命，若快乐，就是强大，若能不借外
在独自快乐，就是无比的强大。

一个人，即便一辈子遭遇过许
许多多的失败，若能始终快乐，便收
获了生命中最伟大的成功。

我相信，每一个从苦难中走出
来的人，一定是能够独欢的人。他
们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喂养着自己
的精神，强大着自己的灵魂。这是
生命的寂静独舞，这样的人，未必能
战胜苦难，但一定能消化苦难，他们
用微笑与坚毅，挣脱命运的束缚，搀
扶着自己，走出人生的困境。

独欢，是生命的佛性。这样的
人，是打不败的。

摘自《思维与智慧》

我的目光再次集中到那两个神
秘的古怪老木雕身上。细细品味，
觉得它们与双叟金碧辉煌的西式典
雅氛围不大和谐。但是双叟咖啡馆
的空气里流淌着一种潜意识里似曾
相识却又无法表达的特殊色彩。那
是什么呢？是一种精神自由徜徉的
感觉。

早在 1917年，法国艺术家布雷
东、阿波利内尔、阿尔贡、米罗、恩斯
特、曼·雷等一群桀骜不驯的文艺青
年，就在我的右手——大门口边的
几张咖啡桌上整日挑战旧传统，狂
飙新理论。他们激辩的主旋律是：

“我们昂首屹立在群山之巅，喝令高
山大海，向宇宙发出我们的挑战。”
阿波利内尔在这里首次提出了“超
现实”这个词，于是双叟咖啡馆成为
超现实主义思潮的发源地。1924
年，布雷东正式发表《超现实主义宣
言》，超现实主义便从双叟咖啡馆这
几张桌子旁传遍整个巴黎，影响了
欧洲、南北美和部分亚洲国家。超
现实主义新思潮不仅渗透于各个艺
术领域，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和生活。

此外，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在
这两个木雕人像的注视下，曾经有

一个孤单、羸弱的身影每天走进双
叟咖啡馆。可能谁也想不到，这位
眼神呆滞、神情古怪、惨兮兮的落魄
者，就是当时与萧伯纳齐名，被称为
剧作家、诗人、散文家的英国天才王
尔德。

1895 年，王尔德在伦敦社交圈
子里还是最风光的人物，他的三幕
喜剧《不可儿戏》首演轰动了整个伦
敦，王尔德正备受尊崇。同年，一位
侯爵因儿子与王尔德交往导致父子
不和而公然斥责王尔德是一个同性
恋者。王尔德异常愤怒，上诉状告
侯爵败坏他的名誉。结果上诉惨
败，反而因“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
化的行为”被判在监狱服苦役 2年。
始终在背后支持着他的妻子康士坦
丝却在此时因病先他离开人世，以
至于出狱后的王尔德几乎一无所
有。

1897年，王尔德获释，因身败名
裂无法再在英国立足和对英国人的
伪善性格伤心透顶，穷困潦倒的他
隐姓埋名来到巴黎，改名梅尔诺
夫，蜗居在离双叟咖啡馆不远的德
奥扎尔街的一个廉价旅馆里。诉
讼失败造成的精神打击和两年苦工
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王尔德每天

迈着蹒跚的脚步，只身来到双叟咖
啡馆打发时光。英国导演白赖恩·
吉尔伯特于 1997 年拍摄的《心太
羁》，忠实地描述了王尔德生命中
的最后 6 年，如何从意气风发的巅
峰瞬间掉入谷底、潦倒以终的人生
历程。

1900 年 11 月 30 日，王尔德孤
零零地死在巴黎的旅馆里，后来被
葬在巴黎拉雪丝公墓。1992 年，王
尔德墓地被法国政府列为重点保
护文物。直到 1998年，王尔德死后
一个世纪，英国政府才终于羞答答
地承认王尔德所受到的羞辱审判
是一个错误，并向这位爱尔兰天才
表达迟来的敬意——于邻近特拉
法尔加广场的剧院区竖起了一座名
为“与王尔德对话”的纪念雕像，雕
像的底座刻着王尔德的名句：“我们
全都一无所有，但有些人仰望天上
的星星。”

王尔德在双叟咖啡馆度过了一
生最后的时光。这位伟人不知在默
默怀旧、独自沉思时，是否思考过他
的一生历程恰好印证了他的 3句名
言：一、世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
不到所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
二、我迟早要出名，没有美名，也要
恶名在外；三、心是用来碎的。王尔
德一生尝到了世上两种悲剧的滋
味，不但出名了，而且心也碎了。

双叟咖啡馆，正因为有这些文
人墨客们的光顾而名声大噪。

摘自《读者欣赏》

有年轻记者问我一个问题:
哪个更重——事业，还是情？包

括乡情、友情、亲情、爱情。
我说：这是两码事，都重，并不矛

盾。我举了两个例子：一次，去见季
羡林先生。他说他写过一篇小文章，
是怀念老舍先生的，里面有一个小故
事。有一回他们偶然在“四联理发
店”相遇，点点头，打了招呼，各自坐
在椅子上让师傅替他们理发刮脸。
完了事，老舍先生走了。等季先生到
柜台上付款时，收款员悄悄地对他
说：刚才那位老先生已经替您付了。
季先生大为感动。他觉得这是一份
情谊。什么都不说，只是很小的一个
动作，却给了你很大的温暖。在你想
不到的地方，有人关心着你，替你做
了，什么也不为，没有任何功利，多
好。

这便是情，重重的情，浓浓的情，
让人能记一辈子。

还有一例：老舍先生自杀身亡之
前几小时曾问过夫人：家里有多少

钱？他平时在家里从不管钱，对钱财
心中完全无数。可是，他干吗在这种
时候关心这件事呢？他接着问：够孩
子们养家糊口吗？当时，除了小妹妹
还在北大读技术物理之外，三个大孩
子都已经工作多年了，经济独立，从
来没有向家里要过钱。这是一个不
成问题的问题。

他脑子里怎么会冒出这么个问
题来？在最要命的时候！

完全是一种亲情在起作用。一
个父亲，一个有责任心的父亲，一个
有点老派的一家之长，在庄严地悲凉
地主动地结束自己生命的前夕，占据
他脑海的大事，是想自己孩子的未
来，而且想得很单纯，很直截了当，很
实在：叫他们别饿着，别凉着。这就
是生命的延续。他不能再为他们做
任何事了，只能留下一点钱吧，或许，
还会有点用。还有多少钱呢？所以，
他要问。

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
故事，可是，想起来，便会黯然泪下，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人们各自从事的事业只能占去

他们的部分时间，但肯定不是全部时
间，在其余的时间里，情便是主角了。

是情支撑着人的世界，让他活
着，让他去干事业，让他去爱这个世
界。

亲情是桨，在许多无助、惊恐的
日子，能够支持你度过，并开始了远
航。这一份情如厚实的山脉，使人有
依有靠，感到无与伦比的踏实。即使
风浪巨变，雨打风吹，也不会害怕。
友情是帆，那些温暖的面孔，执著的
手，诚实的语言，在人生的旅途之中，
让你不寂寞。爱情是水，有了这水，
生命才变得瑰丽，搏动的心脉得到滋
润，才长流不息，充满活力。

人生变幻，难为是情。人生如魔
方，在你的一生之中，你不但领受着
亲情、友情、爱情，同时，你还要以真
心付出各种各样的情。这一巨大“魔
圈”的延续，就是生命的延续，“情”之
延续。

而且，说到情，它的纯真，它的质
朴，它的可贵，就在于只讲付出，只讲
给，完全没有功利，不求回报。

摘自《广州日报》

双叟咖啡馆:我迟早要出名
高 远

独欢
马 德

谈 情
舒 乙

在台湾，有位六十多岁的妈妈，
每天都给女儿打电话。她听到的，总
是语音信箱的留言：对不起，我现在
很忙，有事请留言哦！那轻俏活泼的
声音，让妈妈禁不住笑容满面。明知
女儿不在电话那头，她仍会慈爱地回
答：好，你去忙，妈妈明天再给你打！

而事实上，这声音的主人，已在
一年前因车祸去世。这句熟悉而亲
切的留言，是母亲找到女儿的唯一方
式。它像一把神奇的钥匙，可以随时
开启一扇通向秘密花园的门。那里，
盛开着有关女儿的所有温柔的记忆。

女儿走后，这个手机再也无人使
用。可母亲仍然按时交纳着月租
费。每天听着这句留言，她觉得女儿
并未远走，还在从前的那家公司上
班。

母亲仿佛就坐在女儿身边，微
笑地看着她，看女儿灵巧的手指敲
击着键盘，看女儿在会议室与同事
侃侃而谈，看女儿将一份文件放进

复印机……
在这甜蜜的遐想里，母亲挨过了

漫漫的长夜，挨过了一寸一寸的疼
痛。在茫茫复茫茫的海上，有时，只
需一句话，就能摆渡一颗柔软的心。

可是，有一天，当她又习惯性地
拨打这个电话时，那个留言竟消失
了！她听见的，是对方已关机的提示
音。惊慌失措的母亲，恍如失掉了整
个世界。

她费尽周折，找到了女儿手机的
客服电话。电话接通的一瞬，她泪眼
迷蒙，语不成句。对方听清她的问题
后，耐心地向她做了解释。

原来，电信公司已通过短信告知
客户，语音系统即将升级，请大家将
旧的语音留言与欢迎词，转换到新的
系统保存，否则会丢失。而这位母亲
从未看到手机短信。所以在新系统
上线一周后，她失去了这个珍贵的留
言。

母亲彻底崩溃了：这是我过世女

儿的留言，以后，我该怎么办……这
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哽咽着，像个无助
的孩子。

客服人员立即将此事通报给主
任，主任又迅速汇报给公司资讯部
门。工作人员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
数百万用户的上百万个旧的语音信
箱中，找到了她女儿的录音。

他们立即开始研究，如何让原音
重现。工作人员用原始的方式，使用
公司内部的电话，打入她女儿的手
机，取得了那句至关重要的留言，再
从客服中心的录音系统中，将这句话
转录出来，汇入新的语音系统。

日夜盼望的母亲，终于又听到那
活泼轻俏的声音。这一瞬，她开心得
笑起来：听到了！听到了！仿佛那个
眉眼乖巧的女孩，又亲昵地偎在她的
身旁，一伸手，就可以抱到她。

为了永远不再遗失这条留言，公
司人员将这段录音拷贝到光盘里，赠
送给这位母亲。

也许我们都是普通人，无法阻
止地震、车祸、海啸的发生，可我们
能够用持久的耐心和绵密的关怀，
去缝合一位母亲破碎的心，留住她
的温暖。

摘自《人生与伴侣》

留住温暖
手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