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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嗜煲——追求食物的新鲜生
嫩。做嗜嗜煲时要用猛火急攻，尽
可能缩短烹饪的时间。不仅如此，
厨师还要根据餐桌与炉灶的距离，
调整火力和“抄起”砂煲的时机，因为
在服务生奔跑的过程中，烹饪仍在继
续。如果这是一出戏，那么只有大幕
拉起，也就是享用的那一刻，食物才
完美亮相。在中文里，“火候”一词的
使用并不局限在厨房，更能用来评价
处世的修养以及为人的境界。传承中
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昆
曲、京剧，更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
的每一个细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厨
师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文明的伟大
书写者。在徽州，榨油留下的饼渣，是
庄稼最好的肥料。陕北的窑洞前，张
世新的儿孙们挂出了自己制作的面。
莽山瑶族，仍然感恩来自大山的馈
赠。从手到口，从口到心，中国人延续
着对世界和人生特有的感知方式。只
要点燃炉火，端起碗筷，每个平凡的
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和创造了舌
尖上的非凡史诗。

·本帮菜·
在20世纪初期，上海汇聚了苏、

锡、宁、徽等16种地方风味菜系，上海

人将它们称为“苏帮菜”“杭帮菜”，把
自家的上海菜则称为“本帮菜”。

本帮菜原来并不能登大雅之
堂，是非常平民化的菜色。主要以
本地鱼、虾、蔬菜为主料，烹饪方
式则以红烧、蒸、煨、炸、糟、生
煸见长。后来，上海菜不断吸取外
地菜，尤其是苏锡地方菜的长处，
在选料上注重活、生、寸、鲜，在
味道上讲求汤卤醇厚、浓油赤酱、
糖重色艳、咸淡适口，调味方面则
擅长咸、甜、糟、酸。集众家之长
后的本帮菜，品种多样，风味自成
一家。

著名的本帮菜品有扣三丝、响
油鳝糊、油爆河虾、黄焖栗子鸡、
荠菜春笋、水晶虾仁、冰糖甲鱼、
芙蓉鸡片等。另外，糟货也是本帮
菜的特色之一，如糟鸡、糟猪爪、
糟毛豆、糟茭白等。其他诸如上海小
笼包、萝卜丝饼等小吃，在本帮菜中
也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章 时节
中国，有着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

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
夏耘、秋收、冬藏。四季轮回中隐藏着
一套严密的历法，历经千年而不衰。

相比农耕时代，今天的人们与自然日
渐疏远。然而，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
并以此安排自己的饮食，已内化为中
国人特有的基因。这是关于时间的故
事，也是中国人与自然相处的秘密。

第一节 春种：美味的萌发
春分时节，冷暖空气激烈对峙。

在浙江天目山，春雷唤醒了土壤中的
生命，高宝良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大自
然发出的信号。在此后的一个月里，
他每天清晨五点就要起床上山挖笋。
春雷过后的第一拨笋，被当地人称作

“雷笋”。雷笋在十天之内可以食用，
十天之后就会长成竹子，它的保鲜时
间极短，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
过夜再吃，已有隔世之感。高宝良夫
妇脚不停歇。最忙的时候，两个人每
天要挖750公斤雷笋。深山里，家家户
户的生活都以竹笋为中心。削蔸、去
皮、剥壳，雷笋在女人们手中以最快
的速度被处理完毕。雷笋脆嫩爽
口，炒、炖、焖、煨，皆成美味。
煸炒后用酱油、糖，煮滚收汁，便
是一道时令名菜——油焖春笋。咸
出头、甜收口，正是早春的况味。
竹子，原生于中国。在临安，有 15
万人以竹子为生。刚刚完工的茶，

被高宝良夫妇用来制作另一种美味
——多味笋干，这是夫妇俩最重要
的经济来源。

一个月后，雷笋季节结束，但
属于山里人的美食故事才刚刚开
始。残枝败叶下，泥土裂开一条细

缝，笋头将出未出，这就是非常稀
有的黄泥拱。它们从泥土最深的地
方长起来，一座山头或许只能找到
三四棵，挖的时候要连根拔起。笋
农挖到黄泥拱，都会留下来自己享
用，其肉质比任何春笋都更为细密
爽脆，甚至有类似梨子的口感。更
为奇妙的是，黄泥拱出土后，品质
会随时间迅速退化，从收获到加
工，必须以分钟计算。咸肉配黄泥
拱，是高家常有的做法。竹笋与咸
肉在口感上形成巨大的反差，只需
要大火蒸七分钟，肉的浓烈与笋的
清新就会在相互对抗的同时相互交
融。这种笋农们独享的美味，也是
中式饮食中一种极高的境界。最极
致的美食，只留给最勤劳的人们。58
岁的沈敦树是江西上堡乡的一位农
民，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感知季节的
变化。成形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历
书，依据时间更替与气象变化的规
律，一年里安排了二十四个节气来
指导农事：三月回暖，播种南瓜、
丝瓜，等待萌发成芽；四月蝴蝶化
茧，砍取枝条，给山药搭好支架；
五月燕子筑巢，准备秧苗，菜园等
待施肥。夏种之后，玉米成熟，可

以收获丝瓜、南瓜。待到九月和十
月，播种藠头，静待来年开春生
长。四季轮回，应季而作、应季而
收，中国农民用祖先的经验，获得
丰沛的回报。当水稻长出五六片叶
子，就需要分株了，正是插秧的季
节。儿子远在北京，老沈只好唤回
在省城工作的女儿沈玉花回家帮
忙。沈敦树坚信，儿女离家再远，
也不能忘记土地才是农家的根本。
春季，万物萌发，庄稼青黄不接，
但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鄱阳
湖的湖边，野芹菜和藜蒿最为旺
盛。而在北方山里，腌一罐木兰芽
的习惯至今不改，蒸榆钱饭则是几
代人记忆里最初的美食。上堡的白
鹭进入了繁殖期。秧苗已经长出了
新根，沈敦树渴盼一场春雨的到
来。沈家决定用一种美食来寄托他
们最真切的期望。头年的大米，加
入韭菜，磨出绿色的米浆；晾干的
栀子果用水冲泡，调和出泥土般的
黄色；第三层是大米呈现出的白
色；最后是喜庆的茄红。一层层添
加并蒸熟，反复九次，做出的米糕
就叫“九层皮”。春季秧苗青葱，秋
季稻谷金黄，打出大米雪白，过上

红火日子。对地球上所有的稻作民
族来说，这大概就是他们共同的心
愿，以及这一心愿所应有的色彩。
燕山余脉的上方山，安培文焦急地
等待着。筷子粗细的野菜——香
椿，只生长在这座大山的背阴处。
一场倒春寒，让本该谷雨生发的香
椿临近立夏还未发芽。然而，几乎
就在一夜间，一种奇异的香味传
来。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多
一天便老，枝丫上的头茬儿最好。
安培文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打香椿
芽，一直忙到中午。香椿芽的采摘
时长只有一个礼拜左右，对老安两
口子来说，打四五百斤香椿，每年
收入一两万块钱，就够他们用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香椿嫩芽当作
美食的国家。将香椿芽裹上鸡蛋与
面粉糊后油炸，就是香椿鱼儿；而
将香椿芽切碎摊鸡蛋，就做成了香
椿摊鸡蛋；也可以将香椿芽与豆腐
凉拌，做成香椿拌豆腐。这些与香
椿芽的搭配，都是独特的春季美
食。一个星期可以收两茬儿香椿。
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
合食用，对老安来说，春
天就这样过去了。 7

连连 载载

在五月，或者六月，小麦和豌豆
一件一件褪去绿色的外衣
再穿上黄马褂，开始登基为王
乡野间满是醉人的临盆的气息

那些粮食，从泥土中钻出来
在雨雪中分蘖，在春风里长大
在夏天来临后成为父母
诞下孩子之后，它们又归于泥土

这里是一场现代的战争
在广袤的平原或错落有致的梯田、坡地
联合收割机的英猛和镰刀的锋芒
相映成趣，将一浪一浪的金黄归拢

时光的深处，正在飘起一场鹅毛大雪
那丰腴温润的纷纷扬扬
是又一个好年景在大地上的素描
是对农民挥洒汗水的最好回报

铺天盖地的白，温软，细腻，喜人
那些摆在餐桌上的
包子、面条、馒头、饺子等美食
都是这场大雪变出的魔术

乡野的光芒
吕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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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万象万象

眼睛多彩多彩

失败跌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从容淡静，这
是一种人生的风度。

遭遇误解与委屈，一笑了之，从容平和，这是一种
人生的宽容。

面对赞扬与嘉奖，不骄不躁，从容自若，这是一种
人生的清醒。

身临烦恼与忧愁，豁达大度，从容不迫，这是一种
人生的境界。

一个人能够保持从容的程度，同他的思想素质与
文化修养息息相关。心灵的从容意味着一种成熟的经
历及其对客观事物不同凡响的认识与了解。人的思想
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唯有通过学习与修养，树立了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越来越清楚事物内部存在的辩
证关系时，他才会停止大惊小怪、勃然大怒或是悲观失
望……

从容淡静的人,懂得人们虽然不能改变客观,但可
以调整自己以适应客观。看湘江北去，百舸争流，不拒
百川方为沧海。芸芸众生，世事无常，勇于进取创新，
方显英雄本色。山雨欲来，乌云压顶，举目远眺，艳阳
总在风雨后。潮涨潮落，云卷云舒，浩浩乎如冯虚御
风，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前方就是成功的彼岸！

从容平和的人，胸有城府，他不会沉湎于昨日的旧
梦，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功而迷失前进的方向，更不会
因为眼前的风雨而否定明天的艳阳。既已选择了前
方，就只管风雨兼程，莫让暂时的困难遮住了你的眼
睛。当走过一片淖污地后，再回首曾经的艰险，你便会
升起一股慰意。你经历过的都已成为你的拥有，你的
财富。你会活得更立体而从容，更真实而洒脱。

从容自若的人，总是受到人们的尊敬。他像炎暑
天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树，又像大海中一膄乘风破浪的
航船。无论是狂风暴雨抑或是艳阳高照，无论是沧桑
巨变抑或是命运逆转，一切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人
永远沉着、冷静、待人友善。我们称这种“从容”的性格
是人生修养的最后一课，是生命盛开的鲜花儿，是灵魂
成熟的果实，其价值胜于黄金珠宝——是的，比黄金珠
宝还要昂贵百倍、千倍！

反之，那些跳蚤脾气性格暴躁的人，常因一些微不
足道的小事动辄大发雷霆、口出恶言，而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他们在给别人造成诸多痛苦与灾难的同时，也
贬低和损害了自己的良好声誉，而遭到人们的谴责与
唾弃，并将这坏影响四处扩散传播。是的，他们常因毫
无节制的狂热而躁动不安；常因无休止的悲伤而萎靡
颓唐；常因焦虑不安而饱受摧残；以致他们的生活变得
一塌糊涂。只有明智的人，能够节制和引导自己思想
的人，才能处变不惊，神情潇洒，举止从容而事业有成。

大凡经历了人生风雨的人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能否认鲜花与荆棘相伴，也不能否认阳光与风
雨双至，更不能否认成功与失败并存！人生风雨长一
二，阳光明媚常八九。那就让我们搭乘“从容”这艘人
生的大船，驶向幸福快乐的彼岸吧！

田野、山川、河流，透出一种自然而恬静的美。春燕鸣唱，花
开有声，小河轻轻地呢喃；夏季风铃，雷鸣电闪，雨滴残荷，大河
涨水怒吼；秋虫鸣奏，青蛙高歌，梧桐滴雨；冬雨敲窗，静夜听雪；
树林的啸声，原野的回声，透过大雾的牛铃声，风吹草动，萤火虫
一闪一闪，麦子拔节，这些乡村的声音，自然亲切，令人心动。

乡村的声音美丽亲切，温暖熟悉。“狗娃——黑蛋——”的
阵阵呼唤，是母亲叫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吭哧吭哧”，是母
亲在河边洗衣服搓衣服的声音。牛嘶、狗叫、鸡鸣、羊咩，麻
雀、野鸡、喜鹊、斑鸠鸣叫，听老人家春耕时在田里摇鞭催牛前
行的声音，听“三夏”大忙时节割麦、扬场麦秆断裂、麦粒落地
的声音，听生产队长敲钟上工的声音……这些声音中，蕴含一
种特有的艺术情愫，让人陶醉其中，回味无穷。

乡村的声音简单实用。公鸡喔喔叫上三遍，天亮起床，做
饭下地。母鸡“咯咯哒”地鸣叫，表明刚刚产下一枚鲜蛋。一
有风吹草动，狗会发出“汪汪”的叫声，主人根据狗叫声的高低
和频率，判断发生的情况。乌鸦和喜鹊的叫声，传递村里人家
的吉凶。人们认为喜鹊叫是报喜，心会因此而亮堂，脸带笑
意，开始快乐的一天。乌鸦叫不吉利，遇到的人会拾起土疙瘩
赶走它。

流水的声音跟随时光的节奏。三月河水破冰，开河的声
音势不可挡，春水哗啦啦地流淌。春雨一落就绿了树，村里多
了一种声音，那是小孩吹响柳笛的声音。小燕子从南方飞回
来了，喋喋不休地述说，带来了春的声音。夏季下起大雨，河
水上涨，大有毁灭一切之势。秋天村外的河滩，青蛙多起来，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呱呱”地叫，秋蝉这时也会落在窗外发出
鸣叫。冬天河水结冰，走在冰面，脚下发出嘎巴嘎巴声，这是
水对寒冷强硬的回击声。

冥冥之中，总是有风吹来。春天的风丝丝入耳，轻轻柔
柔，温温暖暖，迎面不寒杨柳风。夏天的风时轻时重，时而委
婉，时而豪放，一股凉意，随风而来，花香扑鼻，惬意凉爽，淘气
轻松。秋天的风在树林中飒飒作响，秋风扫落叶，百草花凋
谢。冬天的风凛冽咆哮，在村子里乱窜，把缝隙、孔洞当长笛
吹，咣当咣当地拍打门板，惹得鸡飞狗跳。

声音告诉人们四季的变换。“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
秋，以风鸣冬。”春天，啁啾吟唱的鸟儿，宣告春天的到来；打雷
意味夏天的开始；从虫鸣知道秋天蛹动，瑟瑟秋风预示该收获
了，酥梨熟了，苹果红了；听到呼呼的北风呼号，知道冬天来
了，天要变冷，冬天的储备少不了，为了过冬，准备工作得提早
着手，储备粮食，收拾柴火，备足蔬菜，如萝卜、土豆、白菜，以
便冬天食用。北风刮起雪花飘来，脚踩厚厚的积雪，嘎吱嘎
吱，一步一步，走向季节的深处。

把贫穷算作一个人的隐私，我有点
理解不了。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
有近两千万的贫困者，在国家荣誉至高
无上的时候都没把贫穷当作隐私隐藏
过，当下个人到了贫困的窘境怎么就成
为隐私了呢？没有“贫穷就是罪过”的
理论给我们洗脑吧？虽说人人都不愿
意贫困，但贫困者自身没有丁点儿的原
罪，倒是富贵者死去的时候还把守着一
大堆的财富才是耻辱。

日前新华社发布消息：某高校的一
名网友，向某报记者透露，今年他们全
专业的同学要想拿到贫困生每月 550
元的补助金，就要上台介绍自己贫困的
情况，让全班同学票决出 6名最贫困的
同学。上台的同学看上去都不好意思，
说话声音很小，其中一名男生在台上更
是数度哽咽。发微博的学生说，有个女
同学家里经济条件实在不好，可由于得
票数不够，未获得特困生名额，回到宿
舍就哭了。另一名学生，家庭也比较困
难，但因为要上台“晒贫困”，觉得有损
尊严，就放弃了申请。于是引发了争

论，各地的网民、甚至媒体都纷纷指责
“晒贫困”的做法是不尊重学生家庭的
隐私，有伤人的尊严。

是的，这个办法并不是最好的办
法，那最好的办法谁又能想得出来
呢？往年校方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工作暂行办法》都制定出来了，
各专业、班级还由方方面面的代表组
成评选小组，又实行了各种回避制
度，可评出来的贫困生大家还是不认
可，说是暗箱操作了。上台自己“把
你的客观情况说出来，大家才会了解
你，才能让同学们心服口服”的办
法，就是在各种办法都试过之后大多
数同学都认可的办法。

如果有谁觉得面子更重要，那么就
选择重要的面子，放弃不重要的 550元
钱嘛。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好在它是班
上全体同学自愿的选择，好在完全阳光
下操作，好在人人都有一票的权利。

谁都知道，在中国贫穷不全是个人
的原因。在有的农村，一场天灾人祸、
一次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穷困潦倒。

仅凭家庭成员的吃苦耐劳未必能富裕，
地区性的贫困依然存在。如果把这样
的贫困视为隐私，还不好意思说出来，
那是他思维有问题，观念上他就是嫌贫
爱富，心里边还羡慕着虚荣，它比贫困
的本身更为可怕。

勇敢面对家乡的落后，正视自己的
贫困这与个人隐私毫无关系。如果家
庭的贫困是难言之隐，说出来确实有伤
自尊，诸如老娘好吃懒做，老爸游手好
闲，那么，你可以单独向组织提出自己
有隐私，无法上台面对同学，校方也会
酌情处理，单独对待的。

老夫我年轻的时候就贫困，上大学
时我连女同学吃剩下的窝头都要过，谁
要是脸皮薄那他也只能饿着。

别把不是个人道德、品质原因造成
的贫困当作自己的隐私来保护，我们不
是主张连丑陋都不遮盖吗，贫困怎么会
让我们伤了自尊呢？我倒觉得“挥金如
土”，花着父母的钱炫富才是耻辱，这样
的行为才是一个人的隐私，倒是该隐一
隐。

从容
张培军

乡村的声音
马科平

“贫困”能算隐私吗?
阮 直

浦树积夏阴（国画）福喜

山水（国画） 愚云

我喜欢像读史一样读
山，读出山的神秘与厚重；
也喜欢像读诗一样去读山，
读出山的悠闲与淡然；更喜
欢像读词一样去读山，读出
山的豪放与大气。

小时候，我总是站到院
前去看山，我家院前对着的那座高高的
山，总是不停地变幻着，像变魔术一
样。早上起来，山被白雾笼罩着，雾气
缭绕，白茫茫的一片，仿佛给人如梦如
幻的联想。尤其是在秋天，山上更是留
下我们攀爬的足迹。山上各种野生的
刺梨子、红籽籽等果子成熟了，把牛暂
时委屈一下而拴在了树上，自个儿爬上
山顶去摘野果子吃，有的伙伴天生胆
小，最怕树上的刺，每次都是我摘下来
给他，他却吃得十分开心。

那山上除了一部分树林外，其余的
草坪全被队里开荒变成了土。在土地
下到户时，谁也不想要那山上的土，队
里就按人头分，我家也分得了一些。种
那山上的土，真是很费力的，虽然不像
种山下的土地一样精耕细作，但也得去
种。在山上种土也有乐趣，沿着那条山
路喘着粗气往上爬，爬累了就坐下来歇
歇，可和同时上坡干活的人说说笑，还
可静静地坐会，感受一下山间的清悠与
宁静。在山上干活时，时不时往下看，
整个村子却一览无遗地展现在眼底。
如果再抬头眺望，从山顶上如细细玉带
般飘下来的山溪，更是美丽迷人。口渴
了就走过去用手捧着喝上几口，沁人心
脾。有时干活累了，也在山溪边坐坐，
那山溪飞流下积的一个深潭，犹如天然
泳池，清澈见底。在绿树的掩护下，潭
水碧绿，绿得静谧，绿得出奇。偶尔有
微风吹来，吹起一圈圈水波，又很快恢

复了平静。
由于那山上的土太远，种粮食也

累。有的在这山上栽起了果树，都做成
了自家的果园。我父亲也心动了，也想
在那些土里栽上橘子树，变成果园。说
干就干，父亲就起早贪黑，在那地上刨
出了一个个树坑，然后又在树坑中灌入
了一些从别处运来的肥土，算是给果树
建了一个个小家，然后买来橘子苗栽
下。为了照看这片果园，父亲就在果园
旁建一个草棚。从此，父亲好像以那果
园为家，吃住在山上，精心打理果园，果
树长得很快。两三年时间，一棵棵果树
整齐地排列着，茁壮地伸展着枝叶，微
风拂来，绿叶摆动，为大山增添生机与
活力。

金秋是橘子成熟的季节，我家果园
里的橘子树上也挂满了橘子，一棵棵橘
树被沉甸甸的果子压得低下了头。熟
透了的橘子，黄色的、橙色的，和橘树的
叶子黄绿相间产生出鲜明的对比。而
有些绿色的橘子，也许还没熟的缘故，
藏在枝叶间，像在玩捉迷藏，不易发
现。微风吹过，它们也禁不住欢快起
来，在阳光下跳跃着，闪动着……

后来，村里人都纷纷外出打工了，
山上那些果树也没人管理了。我家的
果园也一样，干不了重活的父亲也不再
管理那片果园了，没人管理的果树一天
天就被杂草覆盖，有的枯死了，有的懒
懒地长在地里。相反的其他的树也长

起来了，又变成一片山林，
这一片山林成了鸟儿栖息
的地方。

每年开春，从山上飞
出的小鸟那欢快的歌声，
叫来了春阳，叫醒了大地，
唱红了花朵。每当农田犁

耙水响，一片忙碌时，鸟儿便追在犁后
翻转的泥土上啄食泥鳅、蚯蚓，高兴了
就跳上田埂欢唱着。过了清明，布谷鸟
就“布谷……布谷……”地催促着村民
撒谷播种，一粒粒种子播下后，鸟儿便
像山里人一样，守护着、等待着种子的
发芽。初夏，每当太阳落山的下午或黄
昏，鸟儿更是不停地欢叫着，声音高低
有致，韵律变化多端，像用歌声唱出对
收获的渴望，用歌声唱出对田里长势良
好的庄稼成熟的期待。秋天，也许因为
收获的欢愉，鸟儿们的叫声更加的响
亮，歌声似乎唱响了秋天，唱响了收获，
唱响了丰收的喜悦。

在县城生活了多年的我，每当回乡
下老家，总是坐在院坝里望着那山，仿
佛觉得那山格外的亲切。这时的山就
显得巍峨、高大，更有一种超自然的宁
静、淡然。凝望着大山，静默无语，我仿
佛因工作或生活中不如意的烦心事，被
从山间吹来的清新而自然的风吹走了，
心中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尽情欣赏
山的自然、野性、粗犷的美；如果遇到下
雨天，雨水洗涤尘世的喧嚣，树木静默，
淡淡薄雾漂浮山间，婉约而且充满柔
情，给我一种别样的美。

每次看山，仿佛是在聆听山上的风
与树林亲切交谈，在倾听大山那豪迈而
酣畅的歌唱，追寻着大山与山里人那纯
洁而质朴的情感，感受着大山那粗犷而
博大的胸怀……

读 山
张儒学

在普通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
发达国家。而谈到新加坡，李光耀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在新加坡的独立、建国以及发展崛起过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
举足轻重。

在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的眼中，李光耀是独裁者。在他
们看来，新加坡是一个保姆国家。然而，在另一些人眼中，李
光耀却是一位英明、有远见的领导者，而他的治国模式更是包
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希望学习的对象。

如今新加坡已经走入“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的“新加坡
模式”究竟有何得失？李光耀的施政政策给普通新加坡民众
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异国人士的认识终究带有“想象”的色
彩，或许只有一个新加坡人才能真正道出“李光耀时代”中的
冷暖。该书作者李慧敏希望做到的是从一个普通新加坡人的
角度，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书写在李光耀时代的成长经历，
为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新加坡故事”——一个新加坡平民
的新加坡故事。

《成长在李光耀时代》
张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