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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叫“懒汉鞋”的布
鞋，后来又称“片儿鞋”，十分流
行。这种鞋廉价、方便，松紧口，
提上就走。最流行的，是黑布面、
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

“白边儿懒”，以天津产的“天津
便”为最好。上了中学，萌发了点
招摇心劲的孩子，将这种鞋视为
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
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

冬天都穿条绒面的五眼棉
鞋，俗称“北京棉”，区别在于鞋
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
最流行，下雪时孩子走路爱打“出
溜滑”，这种鞋脚感特滑溜。

口罩属于当年的高档生活
品系列，很多人其实也不正经戴，
或者舍不得真戴，而是把口罩塞
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
衣襟里，带子留在外面。这在当
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时尚标志。
其功能近似于今天男人的领带或
女人的首饰。

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
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
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
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
再时髦，也差着行市。口罩带子

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点缀，反衬
出孩子穿着上的单调。

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在秋
冬的棉衣外面，罩上一件前翻一
字领、小西服领、上肩、五个扣的
布上衣。这种衣服被称为“迎宾
服”，大约是因为它可以用作接待
外宾等重要场合，很像男人的中
山服，只存在领式和口袋儿上的
变化。这种所谓的“迎宾服”，不
罩棉袄时也可作春秋两季的外
衣。在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
期的十余年中非常流行，后来已
显得土气，但在中老年妇女（特别
是部分普教女教师、女干部）中一
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

整个60年代，大体是军用服
装在领导时尚的潮流，当年一度
游行的顺口溜中，有一句为“狂不
狂，看米黄”，指的也是军装。

雷锋帽、“国防绿”上衣或一
身“国防绿”，脚上穿“片鞋儿”，背

“军挎”，把 26“燕把”链套转铃八
成新的自行车车座拔到顶，手挂
钢丝锁。这副打扮，今天叫“酷”、

“潮”，用那个年代的词来形容，叫
“份”、“狂”。

现在的影视作品里那个年

代的孩子，人人一身军装。
其实“文革”前期，孩子的穿

戴并非独以军上衣能领风骚。院
子里的半大孩子结伙骑车出行
时，部队大院是一身绿，地方大院
是一身蓝。倘是两类院子相邻或
相对，这种对比尤其分明。孰优
孰劣，没有公判。

后来，从军成为时髦的就业
方式，不独军队子弟，地方大院孩
子参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装
这才跟着走红，成为一种社会化
的“学生装”。

当“文化大革命”战鼓擂响
的时候，人们认为解放军战士是
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的，解放军
服饰形象成了最革命、最宝贵、最
纯洁、最可信任的象征，可以想见
当年军服的感染力是惊人的。

先是军人子弟翻出父辈的
军服，一身绿军装加褐色皮腰带，
显得格外神气。在他们的倡导
下，全国各大专院校乃至所有的
中等学校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
织，小学也不甘示弱，纷纷成立了
红小兵组织，工人、农民开始成立

“赤卫队”，一时“全民皆兵”。
找不到真正军服的红卫兵

小将就去买军绿色的制服，通称
军便服。这种衣服当然不够正
规，纽扣是全塑的（真正军扣是塑
料面后装铜环），但上面也印有

“八一”两字，形同于解放军军服
纽扣。尽管这样，穿上也很神气，
因为它暗示着装者出身好，是国
内高人一等的公民。如若出身不
好，或是所谓“黑五类”，是无权穿

用哪怕是仿制的军服的。
“全民皆兵”的另一个重要

内容是民兵操练，其中有一个运
动是“拉练”，即“拉出去练一练”
的模拟行军。这时，工人、知识分
子和在校学生都以一身军装为
荣，不穿军便服的穿蓝、灰色制
服，但也戴绿军帽，背后一个打成
井字格的行军背包，再斜背一个

“军挎”和水壶，军挎包的带子上
系一条白毛巾，脚穿胶鞋，一时成
为城乡一景。

这种人人穿军装的时代，随
着“四人帮”垮台及改革开放的到
来才逐渐淡化。（参考华梅：《中国
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
11月出版。）

国务院规定不在国内销售口红
北京西单商场化妆品组的

李淑琴，熟悉化妆品知识，热心帮
助顾客挑选，像胭脂，她就介绍母
亲们给孩子买朱红的；当肤色红
黑的少数民族姑娘来了，就介绍
她们使紫红的，以便显得更加健
美。碰到夏天来买“雪花膏”的男
顾客，她就介绍买“杏仁蜜”，说这
种雪花浆，里边有点杏仁油，擦起
来不太白也不太香，清爽不油腻。

地安门百货商场化妆品柜
台售货员郭晴霄，受到李淑琴的
影响，渐渐也成了明星营业员，对
化妆品的认知不亚于今天的美容
教主。

她自己并没有用过化妆品，
她的知识是向顾客学来的。碰到
演员来买货，她就跟他们询问口
红、眉笔之类的使用体验，不出几
个月的功夫，她就了解了 200 多
种化妆品的特性、功用和使用方
法。有了本领，服务质量也就提
高了，受到了顾客的欢迎。地安
门百货商场的售货员们都公认她
是“服务标兵”。

她认为：“群众要求生活越
来越美，化妆品的花色品种越来
越多，我还需要不断学习哩！”

没想到，一到 60 年代，口红
等化妆品渐渐为“革命”所不容。

1966年 9月 23日，中共中央
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
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
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
中规定：呢绒、绸缎、烟、酒以及劳
动人民的舞台、银幕需用的化妆
品，还要继续生产和销售。商品
的品种不要轻易取消。口红这类

高级化妆品，不要在国内销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第一版）

买不到口红，爱美的女性也
有招。

凤仙花，又叫指甲花，小桃
红。采几片凤仙花的花瓣，与明
矾一起捣碎了，覆盖在嘴唇上，
轻轻抿几下，唇色立马就变得鲜
艳欲滴，但是要小心别给人看出
来了。

在学校里，遇到孩子们演
出，老师会拿出一张红纸，用水沾
湿了，让孩子们张开嘴，咬住，抿
几秒钟，把嘴唇染红。

有研究表明，搽抹口红的女
性笑的时候更多。而且，看到红
色，人的代谢速度会提高 13.4％，
还会引起人体内的一些生理变
化，如使血压升高，呼吸变得急
促，心跳加快，促进食欲等。有句
俗话叫秀色可餐，唤起人诗情联
想的，一定有口红这个重要因素。

美国的一条著名的关于口
红的广告语说：“口唇不
化妆的女性，就像不会发
光的电灯泡。” 8

连连 载载

遵义豆花面
李玉林

遵义豆花面（豆浆面）是遵义人的一
种独创。面条上盖着一团雪白、细嫩的
豆花，面条浸在豆浆之中。豆花，有的地
方叫水豆腐，是用前一次点豆腐的窖水
存放几天后成为酸汤。用这种酸汤点豆
腐，使豆腐没有石膏或卤水的苦涩味，比
一般豆腐细嫩，比豆腐脑紧扎。据说起
源于清代光绪年间，开初是素面，是一位
慈善家专为来湘山寺烧香拜佛的人做
的，因而取利微薄，怎样才味美，不少人
为此献计献方，到民国年间，已经发展成
为正宗的遵义豆花面，生意兴隆。

1958年，邓小平等人视察遵义时，还
专门到遵义市老城的豆花面馆品尝了

“豆花面”。外地来遵义的旅客，总要寻
到豆花面馆以饱口福。

新中国成立前夕，遵义市老城、新城
都有开豆花面馆的，但真正有名的还在
如今万里路口的狮子桥一带。当年这一
带是菜市，开豆花面馆的有好几家，其中
有户四川人、张姓的生意最兴隆，而且价
廉物美。张家豆花面父子分工合作，老
大专掌灶、老二专门制面条、其父专制辣
椒，均有独到之处，为人所不及。豆浆、
豆花全由家属磨制，独家经营数十年不
衰。光临该店的顾客常排着长队。新中
国成立后，“豆花面”曾经萧条了一段时
间，仅剩下老城新华桥头附近的一家。
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兴旺起来。

遵义豆花面的制作，必须具备以下
原料：“豆花”，以黄豆磨浆经点酸汤而成
水豆腐，用豆浆煮熟，比普通豆腐细嫩而
绵扎。“宽刀面”，选用上等面粉掺和鲜鸡
蛋，外加少许碱水和芡粉制成，比普通面
条要宽一点、长一些。作料和肉臊，需红
辣椒油、猪油、熟菜油、麻油、味精、葱花、
姜丝、香椒末、鱼香菜和碎细的鱿鱼、猪
蹄筋、鸡肉丁加油炸花生米。豆花面味
道的好坏，关键在肉臊。清朝光绪年间，
豆花面是一种素食，后来经过改进，加上
了肉臊。肉臊是用猪腿筋肉和猪肉切成
肉丁，然后用榨菜丁，拌上适量甜酱、胡
豆瓣酱等，再用猪肉和菜油各半的混合
油炒熟，加上几颗香酥的花生米，放入小
碗内，再佐以辣椒、酱油、味精、葱、姜、香
菜等的香料。

做豆花面煮面也是有讲究的，要用
豆浆煮，味道比较鲜美。还要备有一锅
干净的豆浆，做汤用。豆花要热，面条不
要煮得太软，鱼香菜必不可少。

盛装豆花面，需一碗一碟，碗里先装
面条，“豆花”盖上，再加豆浆；作料和肉
臊用小碟拌匀盛着。吃豆花面时，可以
选择干吃，蘸着蘸水，食欲顿开，鲜美上
口，鲜香嫩滑，面条绵韧，豆花嫩滑，蘸水
鲜香；也可以选择有糖的吃法，就是将豆
花面和豆浆混合，再倒入做好的蘸水，也
很美味，不过建议干吃。

随笔

感怀刘禹锡
柴清玉

河南荥阳市有一个刘禹锡公园，是游人休闲散
步、怀古抒怀的好去处。

刘禹锡（公元 772—842），是唐朝著名的文学
家，又是哲学家，这一点知道的人似乎不多。字梦
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
贞元进士，后官监察御史，因参与王叔文等政治革新
失败被贬为连州刺史，未至，又长期斥为郎州司马，
日后又历官礼部侍郎、集贤直学士，苏州、汝州、同州
刺史。迁太子宾客，放世称“刘宾客”。

刘禹锡才华出众，气势如虹，加之性格豪放、倔
强爽朗，通脱旷达，被称作“诗豪”。历代文人骚客总
是“悲秋”，写秋天的作品充满伤感、悲凉，色调凄清、
肃杀。但刘禹锡怎么对待秋天呢？他逢秋则喜，他
笔下的秋旋律高亢激越：“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
蝉我却回。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马
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
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该诗的后半首，犹
见雄健俊迈，骏马、劲雕、豪士、逸兴，情状如画，衰气
尽洗，恐怕秋天有知，都会痛快淋漓的。这就难怪前
人赞其“照耀古今，脍炙人口”（王昌彦《小清华园诗
谈》）了。

刘禹锡还写有《秋词三首》：“（其一）自古逢秋悲
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
到碧霄。（其二）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读来会使我们
感受到他对秋天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使我们感受到
他在秋天里的精神焕发而深受感染，耳目一新，胸襟

为之一阔。
对待秋天，刘禹锡是如此的与人不同，对待别离

也是如此，他从不为伤感所困。如“水为风浪生，珠
非尘可昏。悟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赠别君素
上人诗》）洒脱亦含禅意。《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
号五首》，乐观想象韩泰未来在湖州神仙般的日子，
从而宽慰好友——“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
时。”没有丝毫别离的愁忧。

人，最大的恩人和敌人，是时间，老年对任何一
个人都是一种考验。那么刘禹锡是如何对待老年的
呢？白居易是刘禹锡最好的朋友，二人的关系十分
密切，唱和甚多。白居易和刘禹锡同年出生，白居易
活了74岁，刘禹锡活了70岁，在当时都算高寿了，他
们的晚年，不得不面对老友离去的打击。

白居易曾写过很多首诗，以“谁知临老相逢日,
悲叹声多语笑稀。”来抒发叹息和悲哀。刘禹锡则不
同：“一别旧游尽,相逢俱涕零。在人虽晚达,于树似
冬青。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坐听。终期抛印绶,共占
少微星。”（《赠乐天》）在伤感、无奈的同时，仍有“在
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的乐观，胸襟气度非同凡
人。他不像白居易那样一味伤痛，万念俱灰，末句更
以自己愿意抛官弃职，同老友一同归隐相期，大概这
是对好友白居易最真挚的慰藉了。

《酬乐天咏老见示》是刘禹锡写给白居易的又一
佳作，延续了他性情不改、气势不坠的品格。白居易
写了《咏老赠梦得》，感叹自己已经垂垂老矣，颇有些
悲观，而刘禹锡的酬答，前半首虽然也对年老表示感

叹，似乎与白有同感，但后半首却难掩英气，如月出
云后、凤鸣幽谷：“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
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不但
有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智慧，更有老骥伏枥、壮心
不已的豪气，“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更成为千古
传诵的名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引来无数赞誉：

“结句气既不衰,文章必传无疑。”（何焯语）明代胡震
亨称：“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而精华
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
晚，为霞尚满天’。公自贞元登第，历德、顺、宪、穆、
敬、文、武七朝，同人凋落且尽，而灵光岿然独存，造
物者亦有以偿其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唐音癸签》）这对世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是有
益的启示。

刘禹锡的通达是以参透人生、洞察规律为基础
的。我们从他的《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
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可以感受到：“吟君叹逝双
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
觉祭文多。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万
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前四句承接了白
诗的诗意，五、六两句，便借自然界的现象说明了人
类的新陈代谢乃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虽有无
奈却不消沉，更多的是认识天道后的淡定坦然。结
尾说古往今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别之恨，即使
痛心疾首，哭干眼泪也是无济于事的，以此劝慰白
居易不要太过伤心了，独到见解，使人有豁然开朗
之感。

文史杂谈

唐太宗惩“谀”
姜炳炎

众所周知，唐太宗知人善任、虚怀
纳谏。同时，太宗对阿谀谄媚者，轻则
痛加斥责，重则贬斥罢官，同样传为千
古佳话。

夏季的一天，唐太宗带领众大臣
到御花园憩息纳凉。太宗站在一棵大
树下。只见树干粗壮笔直，枝繁叶茂，
树荫清凉，只觉心旷神怡，暑气顿消。
他徘徊良久，不肯离去，不觉脱口赞
道：“这是一棵多么好的大树啊！”话音
刚落，跟随太宗身边的殿中监宇文士
及察言观色，奉承说：“阔大的树冠，象
征陛下的功业伟绩！大树的阴凉，就是
陛下赐给臣民的恩惠和福泽！”唐太宗
听后，脸色一沉，当即在众大臣面前严
厉斥责他说：“魏征常劝我注意提防疏
远那些善于阿谀之臣，我当时还不知
道是谁，心中只是怀疑你，今天你的表
现，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听了太宗
的训斥，宇文士及心中惊恐，跪下叩头
不止，此后再也不敢阿谀奉承了。

一次，太宗巡驾蒲州，蒲州刺史赵
元楷大肆修饰官署和城楼，又准备几
百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室贵
戚，命令百姓穿黄纱单衣，在路旁准备
迎接叩拜皇帝。唐太宗知道后，马上召
他来怒斥道：“我巡察经过的几个州，
凡是需用的东西，都由官府的物资供
应。你准备的羊、鱼，雕饰庭院屋宇，这
是灭亡的隋朝坏风气，绝对不能再实
行，你必须彻底改变旧习惯。”因赵元
楷在隋朝任职时就善于溜须拍马，听
了太宗的警告，赵元楷又惭愧又害怕，
几日后竟暴病而亡。

贞观五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好转，
唐太宗命令一窦姓大臣，遵循简约原
则，修缮洛阳宫。该大臣以为讨好太
宗，立功升迁的机会到了，于是精心构
思，准备将各种景观布置得高低起伏，
错落有致，计划将洛阳宫雕饰装扮得
华美无比，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太宗
知道后，想到民生的不易，连忙招来窦
姓大臣，严词责备他浪费太甚，并下令
立即停止修缮，下诏罢免该大臣的官
职。原本还想讨好太宗、加官晋爵的窦
某，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没有升迁反
倒丢了官。

书斋书屋和书巢
阎泽川

南宋诗人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多
首。他的诗寄怀时政，反映民间疾苦，
构思新巧，通俗明畅，自成一家。当年
力主抗金而遭贬的张浚，勉励杨万里凡
事须正心诚意。杨万里据此意将其书
斋取名为“诚斋”，文学史中的“诚斋体”
也源于此。他撰写的133卷诗文集也
曰《诚斋集》。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为了编撰《资治
通鉴》这部洋洋巨著，他和他的助手们，
历时19个年头，含辛茹苦，“遍阅旧史，旁
采小说”，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研究，
首先写出草稿，然后又删繁就简，取精用
宏，修成了一部共294卷、300多万字的
鸿篇巨制《资治通鉴》。据说，这部书成
书以后，底稿贮积就有两大屋之多。

南宋诗人陆游，创作的诗词极多，今
尚存9000多首。他晚年虽然体弱多病，
仍然“读书有味身忘老，力虽不逮开卷
勤”。他在住宅飨刻“书巢”二字。有人
问他“书巢”作何妙解时，他答曰：老夫屋
里，柜中装的是书，架上放的是书，桌上
摆的是书，床上枕的铺的皆是书，上下左
右将老夫围个水泄不通，岂不似巢也。
经此一释，陆游的书巢更传为佳话了。

博古斋

新书架

《最美的教育最简单》
王莉莉

尹建莉是一位教育硕士，曾从
事一线教育工作多年，后致力于家
庭教育研究及写作。她的《好妈妈
胜过好老师》是一部融合了中西方
教育理念的著作，曾引起广泛关注。

在《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姊妹
篇《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中，尹建莉
秉承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思想深
刻、文笔优美、雅俗共赏的风格，仍
采用案例写作的手法。案例主角由
尹建莉老师的女儿圆圆扩展为更多
的孩子，展示了前一本书尚未涉及
的另一部分儿童教育生活。

作者依据经典教育学和心理
学理论，以学者的严谨和妈妈的亲
和，对大家面临的种种教育问题进
行了深入而细腻的解读。作者眼

光非常犀利，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
的问题，并指出当下教育面临的种
种误区，勇敢地进行批判，同时努
力给出建言，甚至给出非常具体
的、立竿见影的方法。

尹建莉在新作中传达的有心
无痕的教育理念让北京师范大学
朱旭东教授感叹：“读到她的第二
部书稿，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教育
的美丽和质朴，再次让我有眼前
一亮的感觉。在这本书中，她的
角色从家长完全进入到研究者的
身份，写作更进一步地从个体经
验进入到群体经验，从经验理性
进入到学术理性，从个案思考进
入到对更广泛社会教育问题的关
注。”

郑邑旧事

第一次进城
卞 卡

第一次进城来的是郑州，时间在1953年盛夏，为
的是考初中。那一年我高小毕业，因家里经济条件
差，考不考初中、去哪里考，心里一直纠结着。我家
在黄河北岸，当时属平原省管辖，毕业的学校在黄河
滩区一个村子里。老师当然希望我们继续读书，并
且建议去县城考，如果想跑远点，可以去新乡报考，
那是省会城市。那时凡出县考试，如不被当地学校
录取，考试成绩会被转回县里，由县里的学校择优录
取。我们做了比较：以我村为起点，到县城68里，到
新乡90里，到郑州坐船过黄河45里，但得跑几十里
路，坐火车70里，只需走12里到火车站。最后决定
来郑州报考，即便考不上，也算去了一趟郑州。

我们学校来郑州报考的共8人。母亲为我烙了一
大摞白面掺玉米面的饼子，焙得很焦，天气炎热，怕
霉。我用粗布单子包了饼子、课本，还有毛笔和墨盒，
按共同约定的时间，我们一伙乘火车来到了郑州。

当时的郑州刚解放四五年，百废待兴，很难谈

得上繁荣与繁华。但我们毕竟从农村来到了城市，
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与新奇。我们村有人在郑州开
了一个水果店，地点在现在的解放路新华书店附近,
名为“利民水果行”。果店老板不知是念其老乡情
谊，还是同情我们一群十二三岁的农村孩子，同意
我们在店里落脚，并在放水果篓的棚子里腾出一块
地方，备了几领芦席，供我们歇息和晚上睡觉用。

水果店离二七广场很近。当时的二七广场很
简陋，木栅栏围了一个圆圈，圈里长着高高低低的
草，中间用木棍和木条搭了一个塔状物，塔上装着
一个喇叭，晚上有一盏电灯亮着。当时郑州最繁华
的街道是大同路、德化街、钱塘路和二七路，人们多
在这几条街上流动。为了“赶考”，我们白天躲在水
果店里复习功课，晚上就到二七广场听喇叭里播放
的戏曲。离二七广场不远，二七路西边一家照相馆
橱窗里挂有两个人放大的照片，一个是韩兰根，一
个是常香玉。常香玉的镜框里写的是“爱国艺人常

香玉”，据说韩兰根也是个艺人。喇叭里播放的有
常香玉的唱段，是哪一出戏的，我们不知道。

我们报考的是省立郑州二中。开考那天，我们
去了位于弓背街的校园，连续两天，考试结束，自我
感觉良好。但是，没想到的是，可能因为一个多星
期每天吃烙饼喝凉水，很少到饭馆吃碗面，加上紧
张的复习和考试，身体透支太厉害，回到家后我害
了一场病，身体非常虚弱。当时录取新生不发通知
书，名字登报纸，正在我因身体欠佳而愁眉不展时，
我的老师将登有我名字的报纸送到我家中，还对我
进行了夸赞和鼓励。秋季开学，我和同被录取的 4
位同学一起去学校报到了……

从那以后，初中、高中、大学，十年寒窗苦读，都
在郑州，毕业后又分配郑州工作，直至退休。岁月
蹉跎，从第一次来郑州，迄今61年倏忽过去，我从戴
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变成了这座新兴城市的一位
老居民。在退休后的闲暇时光里，我总爱选一路公
交线路，以闲适的心态坐在车厢里，观看沿途的楼
房、街道和行驶的车辆，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凡此
都能引出我极大的兴味和慨叹。人生苦短，而具体
到一个人，比如像我，61年却是个不短的时间段，在
这个时间段里，我整个的身心全都融入了郑州飞速
发展的旋律之中，郑州的一切变化都装在我的心
里，都能叠印出我深沉而多情的记忆。

知味

清风（国画） 傅春梅

太行秋深故事多 白云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