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 1042 年到公元前 1021
年间，已无从查考何人铸了一尊青
铜器，只知这尊青铜器刻有“何”姓，
称为“何尊”。何尊高 38.8 厘米，口
径 28.8 厘米，重 14.6 公斤。考证是
西周初年的器物。它的价值还不仅
在历史的久远，而在其内底刻有铭
文，铭文12行，122字。大意书写了
铸尊何由——前 1038 年，周成王对
武王进行祭祀，并于宗室训告中讲
到何的先父追随周文王，文王受天
之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告祭
于天。并重赏何氏。可见何尊之铸
在于纪念。但我关注到它的价值还不
在距今约三千年的文字对于家族历史的
记载，而是三千年前的这122个字中，有
这样一句：“余其宅兹中国”。“余其宅兹
中国”中的“中国”，历史学家的解释多指
政权的中央之国。而依我浅见，我以
为这正是“中国”一词的最初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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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真的？”
我用力点头：“我已经暗恋他很

久，如果我不走到他的面前，他永远
不会看到我，还有比同事更近的接触
方式吗？”

大姐沉默地盯了会儿我，很冷淡
地说：“好，我同意你走，但是我不会
给你写推荐信，你也不要指望我会为
你说话，你的位置很快就会有人坐。”

给MG发了简历，只是一个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的职位，仍旧需要过五
关斩六将，竞争令人吃惊的激烈，大
半个月后，我才得到职位。

第一天去上班时，我在晚上几乎
通宵失眠的情况下，早晨六点就醒
了。洗澡、弄头发、挑衣服，在镜子前
一照再照，唯恐哪个细节出差错。等
进了办公室才想起嘲笑自己，这么大
一个公司，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以
为我想见他就能见到吗？果然，一周
过去，我算着各种时间下班，愣是没
有撞见过他。

这天加班，离开
的时候，等电梯的人
只有我一个。

电梯门打开了，
我和电梯里的人视线
相碰的一瞬，都愣住
了，我吃惊下忘记了
我需要进电梯，只呆
呆地看着对方，幸亏
他反应快，挡了一下
门，已经要合上的电
梯门才又打开。

“ 你 怎 么 在 这
里？”我立即发问，又
觉得太不礼貌，赶紧
加了一句，“我打电话给你还钱了
的，你的手机一直不通，说是不在服
务区。”

他不答，反问：“你怎么在这里？”
我得意扬扬地说：“我现在在这

里上班。”话出口才反应过来有问题，
立即很心虚地问：“你怎么在这里？”

“我也在这里工作。”
“那个，那个，其实那天我告诉你

我在W工作是在骗你，我没有在那里
工作，我也不叫 Freya，我叫 Armanda，
你就当做那天什么都没听见过如
何？我请你吃饭……”

电梯停住，好像有一个人走了进
来。我没有心思理会，只满脑门子想
着如何封住此人的口，否则让公司听
到风声，我肯定被烙下“骗子”的印记。

我手里捏着两张百元大钞递给
他：“我请你吃饭，你想吃什么都行，
鱼翅、燕窝、鲍鱼，就是把我炖了都
行，只要你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手向我的两百元钞票伸来，
我正要松手，却看见他的手直直越过
我的手，和另一只手握在了一起。

一个熟悉到梦魂萦绕的声音响
起：“刚回来？”

“下午的飞机。”
“辛苦了！”
“哪里，哪里。”
我的脑袋一瞬间空白了。
他在收回手的同时，终于顺道从

我手里拿过了钱，而我仍盯着自己的
手指发呆。

电梯到底了，宋翊第一个走出电
梯，我下意识地跨出电梯，跟着他的
脚步紧追着，走出玻璃门，被街灯一
映，人又立即清醒，停住脚步。

回头处，某个人也已经快要消
失，我立即踩着高跟鞋狂追：“喂，
喂！站住，站住！”

他的心情似乎很不好，眉头攒在
一起。我有些呆，鼓了鼓勇气才敢
说：“你可不可以不要……”

他不耐烦地说：“我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OK？”

我赶紧点头：“OK！OK！”
回 到 家 里 ，洗 完 澡 ，登 录 了

MSN，宋翊的头像竟然是亮的。
颤颤巍巍打了

个“你好”，发了一个
笑脸过去。

屏 住 呼 吸 等
待 ，没 想 到 对 方 立
即 给 了 回 复 ：“ 你
好，很久没有登录，
很多人光看账号已
经 记 不 起 真 名 ，请
问，你是……”

我深吸了口气，
颤抖着手打字，好半
天才终于敲出一句完
整的话：“我也是清华
经管的，比你低两届，

我和袁大头的女朋友，他现在的老婆
很熟。”实际上，我和她只是住在一层
楼里，彼此知道对方而已。

“笑脸”
我盯着这个笑脸的符号，他应该

不排斥和我说话吧？
突然，“滴滴”几声响，一句问话

跳上屏幕。
“你对北京熟悉吗？知道什么地

方的餐馆味道比较好？”
吃喝玩乐可是我和麻辣烫的特

长，我立即一口气介绍了一串味道好
的饭馆，具体哪道菜做得好，什么时
间去最好，都详细地告诉了他。

“谢谢！北京这几年变化很大，
一切还在适应中。”

“不客气，很乐于为师兄效劳。”
我赶紧趁机拉近关系。

他又回应了我一个“笑脸”。
我的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

好一会儿后，才字斟句酌地问：“我能
找你聊天吗？”发出去后，又赶紧补上
一句话，“我有很多金融方面的问题
想请教。”还是不妥，再补
充，“我知道你很忙，不会占
用你太多的时间。” 3

我问：“怎么好的呢？”“找您看过
后，服药效果并不明显，但我最大的
收获是，知道了这和心理因素有关。
5 年前婆婆去世了，我想我的足跟痛
应该彻底好了，没想到只要看到婆婆
的照片或者她的衣物，足跟还是痛，
甚至整个后脊梁骨都发麻，我心中暗
想：‘这老家伙，真是阴魂不散，死了
还在折磨我。’3年前，儿子结婚了，我
也做了婆婆，也是和儿子、儿媳住在
一起。对年轻人的许多事情，我真的
看不惯，我就想说他们。有一次我刚
说了半句话，突然意识到，我要说的
这句话，和婆婆当年最伤害我的那句
话不是完全一样吗？我就把后半句
话咽了回去。于是突然理解了婆婆
当年说这句话，完全是好心，心中对
婆婆就彻底宽容了，足跟居然再也不
疼了。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您当年
对我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
需心药医’，‘宽容他人就等于宽容自
己’那两句话。”

消化系统许多
疾病是心身性疾病

消化系统的许
多疾病的发病、发展
和心理社会因素都
密切相关，如上消化
道溃疡（胃溃疡和十
二指肠溃疡）虽然和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有关（有人因为这项
研究成果还获得了
诺贝尔奖），但感染
幽门螺旋杆菌的人
并不一定都发病，而
发病或者病情复发的人，在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的前提下，几乎都和精神心
理因素相关。

某中年男子，因胃痛来门诊就
诊，特点是空腹时胃痛，每天睡到后
半夜常常因胃痛而疼醒，吃点东西，
比如饼干、面包片一类的东西，疼痛
就可以缓解。这是比较典型的胃和
十二指肠溃疡疼痛的表现，吃上一点
东西，将胃酸中和一下就不疼了。我
问他：“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他
说：“3个月了。”“在 3个月前，你遇到
过什么事情？”他说：“这和胃痛有关
系吗？”我说：“应当有关系。”他说，
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3 个月之前，
被歹徒抢过两次，其中一次差点丢了
性命。从此之后，他开车上路，总是
处于焦虑、紧张状态，没人招手拦车，
他就盼着有人拦车，有客人拦车坐车
才能赚钱呀，可是一看到有人拦车，
就会紧张，心中“怦怦”跳，担心会不
会又是劫匪。在这样的矛盾心态和
焦虑心理、强烈的精神压力下不久胃
就开始痛了，越痛越厉害，直到不能
忍受。

咽部的梅核气、食道失弛缓症、
反流性食管炎、慢性胃炎、胃下垂、神
经性呕吐、神经性厌食、溃疡性结肠
炎、过敏性结肠炎、习惯性便秘，它们

的发病和发展，都和心理社会因素
有关。

有的慢性结肠炎的病人，一生气
就复发，就拉肚子，就是心理社会因
素导致的结肠炎的发作。便秘也和
心理社会因素有关。一位女士，从小
学、中学到大学，不是班长，就是学校
的学生会干部，她很喜欢做管理工
作，而且认为自己很有做管理工作的
天赋和能力。没想到阴差阳错上了
医学院校，毕业后当了医生，其实她
一直不满足于眼下的工作，更不满
足医生工作的极度辛苦、担责之大
和低廉的工资收入。有一天外地一
家私企到北京招聘厂长助理，说得
很明白，就是代理厂长管理工厂的
全部工作，厂长想离开工厂周游世
界。开的基础薪酬是她做医生薪酬
的 10 倍。她动心了，先签了 1 年的
合同。毅然办理了辞职手续，只身
离开北京，去了外地。3个月后发电

子邮件向我咨询，
说她患了严重的便
秘，用了不少缓泻
的中西药物，只能
缓解一时，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7个月
后 发 电 子 邮 件 给
我，说便秘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脸上
又 起 了 很 多 黄 褐
斑，脱发、月经紊
乱、经常失眠，不
知道能不能干到合
同约定的满 1 年的
工作。1年后，她回

到北京，到门诊找我看便秘、月经
紊乱、失眠、脱发和黄褐斑，告诉
我说，不能再续合同了，如果再续
合同，小命就要留在那里了。在那
里，没有一个得力的助理人员，事
事都要我出面打理，已经是身心憔
悴，精疲力竭了。我说，你这几个
问题，都和心理情绪有关，回到北
京，离开了那个工作岗位，压力没
有了，可能过两三周你的便秘和失
眠问题就会不药而愈，调理月经和
治疗脱发需要费点时间，至于黄褐
斑，恐怕这辈子就很难恢复到原来面
部干干净净的状态了。我并没有用
任何通便的药物，只是疏肝化浊养血
安神，两周后，大便正常，睡眠改善，
两个月后，月经正常，不再脱发，到现
在10年过去了，她后来又回到了医生
的岗位，用了各种方法，但黄褐斑至
今未退，每天只好用粉底或者隔离霜
遮盖。可见除了便秘，月经紊乱、黄
褐斑、脱发、失眠都和心理社会因素
密切相关，因此都可以归属于心身性
疾病的范畴。
一个见妈妈就紧张的孩子得了哮喘

呼吸系统的疾病，如支气管哮
喘、神经性呼吸困难、神经性
咳嗽，和心理社会因素的关
系，也非常密切。 7

连连 载载

何尊铭文中的一句或可也是“中
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中国”之“中”，在我以为，更多地
来源于地理概念。

或者干脆来源于天文。
登封观星台是一有力的见证。
因在河南郑州居住四十年，登临

不计其数。现存的登封观星台，位于
郑州西南 81 公里处的登封市（属郑州
市）告成镇。登封，告成，一看地名就
有来历。登封观星台，其实包含周公
测景、观星台、周公庙三部分。其中周
公测景台建于唐开元年间的723年，观
星台则建于 1276 年，周公庙为后人纪
念而建。五百多年的日月相隔，郭守
敬仍然选址登封，而且建立了一个 13
世纪中国颇具规模的天文仪，当然正
如英国李约瑟所言，或受了当时阿拉
伯天文仪巨型化潮流的影响——11世
纪至 15 世纪，天文学家伊本·奎拉加，
以及撒马尔罕各建有彪炳史册的天文
台，但其根本还是应从本源去找，比周
公测景台建筑更早的是《周礼·地官·
大司徒》的记载：“日至之影，尺有五寸，
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
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
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周礼》成书于
战国，大约公元前476年至265年间，较
之“何尊”之“中国”之文，《周礼》中的“地
中”是一地理的释义。当然今天我们与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的年代已
相距遥远，但无数次站在周公测景台前，
感念于心的仍是《隋书·天文志》跃动的
一句话“昔者周公测影于阳城……”，站
在登封告成这一古阳城遗址之上，回味
这句自历史深处迸出的话，有壮怀在胸，
可与天宇共鸣。

所以我理解宋人范仲淹《和人游
嵩山十二题》之《中峰》的感慨：“嵩高
最高处，逸客偶登临，回看日月影，正
得天地心。念此非常游，千载一披
襟。”千载披襟，何其壮丽！这还只是
一个逸客旅人的匆促感受，而我，一个
在黄河南岸居住三分之一多世纪的
人，对它风物中蕴藏的文化的深情可
想而知，观星台之天文地理观固然已
随着科学的发达予以更新，“地中”说，
在14世纪之后由于所依据的“地平”观
念的解体而不再提，但“地中”说留下
来的均衡、规则、有序的美学观念，“中
国”之“中”延伸而来的天人合一、中正
仁和的道德法则却留传下来，经久不
衰，直至长成我们文化的血统，在每一
个个体身上得到体现与传承。这可能
就是周公测景台大门影壁上的四个大
字的意义，——“千古中传”。1748 年
清乾隆十三年建立的照壁上书的这四
个字，有大义存焉。“千古中传”，一句
话，真的是文接千载，千古为旧，传而
为新，中间的“中”字，承前启后，续旧
拓新，这个“中”，是空间地理概念同
时，又接续了一个大时间的概念。

大时间所接生的。观星台只是其
中的一个。仅登封一地，仅建筑一项，
还有初祖庵、少林寺常住院、少林寺塔
林、少室阙、会善寺、嵩岳寺塔、嵩阳书
院、启母阙、中岳庙、太室阙等，它们分
布于嵩山脚下近 50 平方公里内，准确
地说，在太室与少室两山之间，同属嵩
山世界地质公园保护范围。上述所列

“8处11项”虽散落于历史的不同时段，

却共同坐落于登封一地，大时间与大
自然展开的共同怀抱，拥簇着它们大
小儿女。这里，人文与自然交融，建筑
与历史呼应，信仰与科技并举，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伦理宗教的物化
载体，我们可以触到文化、政治、天文
的外化结构，我们可以认知到不同的
思想体系——这一以登封“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为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的方圆约 50 公里的区域，竟集中了如
嵩阳书院的儒教建筑，如中岳庙的道
教场所，如嵩岳寺塔、少林寺、会善寺
的佛教建筑，以及汉三阙与原祠庙结
合的至今仅存的礼制建筑，由于历史
的悠久、战乱的频仍，今天我们已很难
在一个不大的文化区域中见到儒、道、
释三教并存的人文景观，而同时又有
礼制之建的并置共存，中国乃至世界
我想只有登封一地，自汉至北魏，至
唐、宋、元、明、清，其间几千年的天文、
人文集中于一片星宿般的古建筑群落
中予以对话式地呈现，我想，三千年
间，能够做到于此的，只有一个中原。

中原精神在登封“天地之中”历史
建筑群中得到了极其直观而鲜明的体现。

所以我非常赞同“天地之中”项目
申遗补充文件中所述，“关于‘天地
之中’的认知首先不是一种宗教信仰，
而是一种古代的对于人类生存最基本
环境——天与地的真相和规律的科学
探索过程和结论”，然后才有政治与社
会的尊崇与跟进。对于大自然界的最
原初最真实的认知，或许源于人类对
于宇宙外物的一种探求的理想，正是
这种理想，化解了宗教之间可以想见
的纷争，化解了朝代更迭时不可回避
的破坏，化解了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
在的差异，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儒、
道、释思想的并存共生。三教建筑各
个分布坐落，是三种文化思想脉络和
谐相处于一地的最好见证。我们常说
一方水土风物，常讲一种文化气场，常
念一种“场所精神”。那么，登封“天地
之中”，这个方圆 50 公里之地，所由建
筑言说的“场所精神”，其内核，只是我
上面所讲的“天人合一，中正仁和”
吗？当然是，但还不够，中原之地的儒
道互补，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
新，难道不是在一个大时间段落中由
这些具体的历史建筑群所体现的精

神？由此辐射扩展，这种精神，不止中
原，整个中国的文化留存都能找得到
它的影响，只不过，在这里，中原，是中
国的腹地，是重瓣的花蕊，是深静的本源。

拿在手中的这份书稿，正是力图
揭开中国之“中”的历史内涵与精神本
源的文化追踪之作。这一部书，因其
内容的丰富与体量的强硕，使我无法
将其视作是一部单纯申遗的实录报
告。之于诚挚地面对现实记录生活的
报告文学而言，它的文化含量与历史
分量也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必须将在
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显出文化书写的深
层价值。作者赵富海先生长年生活于
郑州，他近年的“老郑州”系列已出三
部，部部勘探功夫了得，赵先生虽已是
一位近七十岁的老人，在古稀之年，他
以一系列探讨与纪录文化的作品，完
成了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作家向
文化学者的华丽转身。当然，据我所
知，这部书稿他易稿五次，三年写作与
修订长度，足见其对文化的用心，事实
上，我手头翻阅的这份书稿也已有三
稿之多，从初稿、定稿，到校样，每一
遍，他都认真修改，不肯轻率，其间，学
者同仁与出版方面多次催促，想趁申
遗成功后重磅推出，但都被赵富海先
生婉拒，他追踪事件，采访大家，研究
历史，实地勘探，并将个人的文化情怀
倾注于文，单是他参阅的文化学建筑
学以及历史学考古学的著作，其厚度
便可以尺丈计算。数次我们一起探讨
中原中国，他热烈而赤诚的样子令我
感动，他说：“你知道你曾有句话打动
过我吗？”面对我的茫然，他认真地重
复着这句话——是：“历史的耐心！”

诚然，历史是有耐心的。一千年两
千年的建筑群落，并不是哪个人、哪一
个朝代所能完成的。但是历史完成了。
历史是有耐心的，事关一千年两千年
乃至三千年的文化论证，也并不是哪
一个人、哪一团队能够完成的，然而历
史将它完成了。完成它的天时地利像
是天地已安排好的，当然最重要的还
是得益于中原文化中的“中正仁和”，
得益于这样文化中长起来的人。历史
耐心地等待着山川水土，等待着人文
风物，等待着前来探索求证它的核心
的那些人，那些将文化注入血脉而又
将血脉回注文化的一代代的人。他们
披星戴月，他们皓首穷经，他们不计得
失，他们身体力行，这些历史中人，在
历史的追述中，创造着更大的历史。历
史，有谁说，只是固化、外化于我们的
物，只是一个个建筑，一个个事件，一
个个人物，当你以“生命”的眼光去看待
历史时，历史就不是一个个散在的存
在，而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这样
心情去对待历史时，历史就是我们的生
命本身！这也是一个“天地之中”的群
落，这个群落，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个人
的灵魂，一个个人组成的民族的文化精
神，这个群落，一直在文化中坚韧地存
在，并推动着历史的前行。

是呵。中原之大，中国之大，回
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的，何止一周
公，何止一个范仲淹！

中华文化之所以至今生生不息，
正因有历代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者，
赵富海先生，无疑是他们中的一个。

是为记。

《邓小平时代》
张 莹

这部由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
倾十年心力完成的著作《邓小平
时代》，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
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
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作者以丰富
的史料、国内外重要的研究成果、
档案资料和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
为基础，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
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
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完整而独到
的阐释。全书人物、事件众多，既
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
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
有对三中全会、权力过渡、中美建
交、政改试水、经济特区、一国两
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决
策的深入分析。全书持论严谨、
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叙述生动，
力图使人物言行符合历史情境，
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亦时有独
特看法，引人深思，被誉为邓小平
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

老树
其实，村头那棵老树
知晓一切。
可它却坚持着
自己的沉默，
并在沉默中
竭力用金黄的叶遮护
路上残存的印记，
提示后人
从最靠近泥土的角度
去猜测和想象
那段传说中的历史。

兄弟
初次见面，
你就拍着我的肩膀
大声地招呼：兄弟！

我一愣，然后笑道：
是啊，诗人都该是兄弟。

在你热气腾腾的话语中
我仿佛又回到了
九岁的童年，那时
听从妈妈的吩咐，
无论见到谁，都要叫
叔叔或伯伯，阿姨或婶婶
爷爷或奶奶。
我开心地想：
原来所有人都是我的亲戚，
所有亲戚
都会给我带来糖果和玩具。

夜晚
襄垣，夜晚，
我站在湖边，
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脚下是黑色的金子，
是凝固的粮食。
忽然，奇迹发生了：
我看到
一棵棵树从湖面升起，
洒下一粒粒水珠。
我特意摸了摸额头，
捏了捏脸，
然后确信：那不是梦……

潞潞
潞潞是我的兄长，
也是我的朋友。
我们认识许多年了，
也曾在北京西宁杭州
南京太原等无数个地方
无数次相见。
可每次都匆匆忙忙，
就连喝酒的时间
都没有保证。

到了襄垣，情形
大为不同。潞潞不仅
把我请到房间，还为我
沏上茶，削好一只苹果，
并在温馨的台灯下同我
聊了整整一个晚上。

谈心的感觉，真好！
我到底该感谢潞潞呢，
还是该感谢襄垣？

不管怎样，从今往后，
提到潞潞，我就会想起襄垣，
而说起襄垣，我准会想到潞潞。

梦中的父亲会开车，他把车开到
了田间地头，下了车拿着农具去干
活。可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只会推独轮
车。我记忆中家里的独轮车是木轱
辘，父亲推起它走起路来吱吱呀呀地
响。后来换成了充气的胶轮，父亲推
着它往地里运粪，生产队里分粮食时
用它往家里运粮，改河造田时用它推
沙……后来父亲随我们来城里生活，
也把独轮车带到了城里。我盖房时父
亲用它帮我推过水泥，家里的面粉吃
完后父亲用它推着从老家捎来的麦子
去磨面，再后来车把儿折了，车筐破
了，父亲也舍不得扔掉它，放在我的独
家小院里，占了一个空间。我每天都
看见它，默默地允许它的存在。

梦中的父亲腰板挺直了，扬眉吐
气，笑朗朗地向我走来。可现实生活
中的父亲腰是弯曲的。小时候，父亲
经常背着我去赶集，在夏夜里去邻村
看电影。为了养家，父亲年轻时做过

“卖油郎”，每天挑着沉重的油桶去外
乡卖油，有时候一去就是几天。我想
父亲了，就坐在村口的石头上等。我
问母亲：爹爹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
来？母亲指着遥远的天际，说父亲去
了很远的地方，过几天就会回来。果
然几天后父亲回来了，挑着几口袋芝
麻和棉籽，那是用油换来的。除了物
品，也有一块、两块的破旧纸币。晚
上，父亲在煤油灯下轻轻地把纸币抚
平，小心地用糨糊和纸条将破损的地

方粘好，然后放在箱底母亲的首饰盒
里。这个秘密被我发现后，有一天趁
父母不在家，我偷偷地拿了一张两元
的钞票装在衣兜里，晚上睡后被父亲
抄了出来。父亲要打我，被母亲制止
了，说孩子已经睡了，不要惊着他了。
这是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时母亲告诉我
的，她要我以后别再这样做了。我记
着了母亲的话，从此再也没有偷偷地
拿过家里钱。

梦中的父亲那条瘸腿直了，不拐
了。父亲的那条瘸腿丈量了多少路，
至今已无法统计，因为生活的路太漫
长了。那条腿不光走路，还要承载肩
上沉重的担子，所以腿关节处长了骨
刺，时间长了不得不动手术。手术后
的腿好像短了一截，结果就瘸了。

梦已醒，天未亮，爬起来匆匆记下
这些文字。父亲还健在，快八十啦，每
天拖着那条瘸腿，拿着政府给的免费
乘车证，挤公交车去老年活动中心打
牌，过着知足的生活。

襄垣短章
高兴

春意（国画） 王玉池

看日月影 得天地心
何向阳

梦中的父亲
弋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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