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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爰四下看了一眼，发了个
地址过去。

“一个小时后门口见！”孙品
婷马上发了过来。

许爰放下手机，却不装进兜
里，放在桌子上，看着这部手机。
外壳已经磨损，可是接打功能完
好。她是不是不用再还给林深
了？毕竟这部手机是当年她围追
堵截逼着他收下的。

又点了一杯咖啡，这一次，
她慢慢地坐着，一点一点地从热
到温不等它冷却便喝完了。

喝完后，拿着包出了咖啡
厅。

掐着点儿到与孙品婷约定
的商场门口，正看到她停好车从
车里下来。

“谁又刺激你了？”孙品婷走
过来，勾住许爰肩膀，“别告诉我
又是林深！”

许爰打开她的手，“你是女
人，别这么勾肩搭背的，当心嫁不
出去！”

孙品婷放下手，“担心你自
己吧！你这副样子，一看就是因
为林深。你还真就在他这棵树上
吊死了？我还以为因为苏昡你突

然出息了！看来真是高看你了。”
话落，将高跟鞋踩得噔噔作响，长
发甩了一下，腰肢款款，风情万
种，不屑地冷哼，“为了一棵树木，
放弃整个森林，也就你傻！为了
一棵枯树，放弃一棵好树，更是傻
透了！”

许爰笑，忍不住推了她一
把，“踩着十厘米高跟鞋跟我逛商
场，你也不怕脚废了。”

“还不是因为你，我为了追
一个帅哥，今天跑去蹭他的课，刚
跟他搭上话，你就找我，我只能这
样来了。”孙品婷回头瞪了她一
眼，“先跟我去买鞋。”

许爰纳闷，“什么样的帅哥
孙大小姐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则
去？至于去蹭课？”

“一个木头！”
许爰眨眨眼睛，勾起好奇

心，凑近她，“木头你也喜欢？”
孙品婷翻了个白眼，“换换

口味！”
许爰无语。

“还没我拿不下的人！”孙品
婷志在必得，“你等着，一个礼拜，
我肯定把他拿下。”

许爰看着她斗志昂扬，忍不

住无奈，“你少祸害点儿人吧！小
心阴沟里翻船！”

孙品婷“呸”了一声。
二人说着话，进了商场，孙

品婷直接奔高跟鞋的专柜。
许爰伸手拉住她，“还买高

跟鞋？”
“你睁大眼睛看看！姐姐我

穿的可是裙子！难道你要我买运
动鞋？”孙品婷打开她的手，教训
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自
己的格调。我可不想让哪个被我
甩了的男人不小心看到我裙子下
的运动鞋。否则指不定觉得怎么
瞎了眼呢！”

“即便看不到你裙子下的运
动鞋，看到谈几天恋爱就翻脸甩
人的你，人家也觉得瞎眼了。”许
爰说着，跟着她进了专柜。

“当初觉得咱们俩是一条道
上的我，才是真的瞎眼了！”孙品
婷一边看鞋，一边忿忿，“没想到
你可真是纯情专一得很。”

许爰走到沙发边坐下，“告
诉你啊，只准买一双。”

她刚说完，孙品婷指着两双
鞋说，“服务员，这两双，都拿 36
号的给我试试。”话落转身，一屁

股坐在了许爰旁边。
服务员很快就拿来了两双

鞋，都是有跟的，但不高，逛街的
话还勉强可以。

孙品婷利索地试完，在镜子
前比照了片刻，手一挥，“都要
了！开票吧！”

许爰瞪眼，“只准买一双！”
“我车在外面，有地方放，又

不用你提着，怕什么？”孙品婷瞪
了许爰一眼。

许爰只能住了嘴。
孙品婷换上了一双鞋后，自

然不能因为两双鞋就跑出商场去
放车上，提着两个鞋盒，与许爰上
楼直奔女装区。

一个小时后，许爰手里提了
四个袋子，孙品婷手里除了两个
鞋盒外，又提了五个袋子。

“到底是我买衣服，还是你
买衣服！”许爰看着她买了这么多
还想逛，不由开口。

“一起买！你从林深那儿赚
的辛苦钱不花，难道留着下小
的？”孙品婷鄙视她。

许爰脚步一顿，“他说两年
前，在他的公司，给我名下记了百
分之五的股份。”

孙品婷一愣，停住脚步，“有
这事儿？”

许爰点头，“他以前是说过，
我还以为开玩笑的，没当真，没想
到今天他又说了。”

“怪不得你受刺激了，原来
他对你砸钱了！”孙品婷似乎又来
了精神，“那接下来再多买点儿，
你请客！”

“我又不能真要他的股份。”
许爰摇头。

“你猪脑子啊！这么多年，
你为了他，就拿那么一点儿工
资。如今他给你股份，他公司现
在蒸蒸日上，以后你就等着每年
拿红利吧！为什么不要？”孙品婷
拿鞋盒砸她，似乎恨铁不成钢，又
教训她，“告诉你，想要一个男人，
得不到的话，就缠着他花光他的
钱。”

许爰失笑，“都得不到了，人
家还能白给你钱花？”

“林大才子不就是良心发现
给你钱花了吗？你不是现在也没
得到他？”孙品婷挑眉，“指不定你
拿了这个股份，他就对你好了。”

许爰想着拿了他的股份，他
怕是就跟她算清，两不相欠了。

“走啦！再去买！得不到
人，再不要钱，才是傻子。你不要
的话，那股份转给我。”孙品婷不
客气地催促她，“我可不嫌钱多烧
手。”

“你孙大小姐还缺钱？”许爰
忍不住踹她。

“你不拿钱当好的，那是因
为你手里有钱，你那间大学城的

咖啡厅一年就给你收入不少，况
且你还给林深打工拿工资。我就
不同了，我一直好吃懒做，花的还
是家里老子的钱。哪天我不听
话，二话不说就给我冻结银行卡，
缺钱的日子难熬，你又不是不知
道。”孙品婷说着，又向一个专柜
冲去。

许爰嘴角抽搐了两下，想着
她老妈估计因为给她安排相亲放
人鸽子被气疯了，再没打电话
来。冻结不了她的银行卡，却是
冻结了她的电话联系，估计不认
她这个闺女了。

接下来，孙品婷果然又买
了好几单，自然是许爰付款。手
里拿不动了，这位大小姐才作
罢。

二人下了楼，许爰看着大
包小包说，“我还得买个手机！”

“你手机呢？”孙品婷累得
一脸菜色，早先逛街的精神头不
见了。

“不小心掉地上摔碎了。”
许爰往电子区走去。

“那你刚刚用什么
跟我打的电话？”孙品婷
跟在她后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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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百年还多了！鲁迅那时还不叫鲁迅。
1901 年 2月 11 日，阴历庚子年腊月二十三，周树
人和周作人兄弟在故乡过小年，为兄的周树人即
兴作五绝一首《庚子送灶即事》云：“只鸡胶牙糖，
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古来今
天是个节日——天下百姓于此日送灶爷上天，恭
祝其“上天言好事”，祈福全家来年平安，此举带有
游戏的成分而老少咸欢。因此，至今南北各地特
别是农家，依然还保留着祭灶放火鞭，上供香，吃
糖瓜、灶糖或祭灶火烧的风俗。但说起用鸡和黄
羊祭灶，便是旧典了。

旧典复杂。古籍刊刻传承中的手民之误，加上
风习演变，典故难免前后不一。先说黄羊，老辈邓
云乡著《增补燕京乡土记》，有《黄羊祭灶年关到》一
文，他解释鲁迅先生的祭灶诗是这么说的——“黄
羊”是古代用来祭灶的，但到后代则无人再用了。
据《燕京岁时记》说“内廷尚用之”，至于民间，则不
知黄羊为何物，只是清水草料、关东糖瓜而已。

此文不长，邓先生于文末，特地加注对黄羊予
以说明。他引用清人梁章钜《浪迹三谈》的闻见与
考证：“余在兰州，饱食黄羊，所谓迤北八珍也。其
状绝不类羊，而与獐相似。戴侗《六书故》直以黄羊
为獐，误矣。按汉阴子方祀灶用黄羊，窃谓阴是贫

家，祀灶安得此异品？考《尔雅·释畜》：‘羳羊黄
腹。’阴所祀当是羳羊。而邵二云先生《尔雅正义》
直以今之黄羊当之，恐误。”

误之所在，不在前人。我认为或是梁章钜和邓
云乡两位都弄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祭灶早
在《礼记·祭法》中就有，但当初确定不是后来的腊
月廿三。而黄羊祭灶出典，《荆楚岁时记》曰：十二
月八日为腊日。“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汉阴
子方，腊日见灶神，以黄犬祭之，谓之黄羊。阴氏世
蒙其福，俗人竞尚，以此故也。”看看！祭灶神用犬
而非羊，名曰羊也。而杀狗祭祖的风俗，最迟在汉
代就流行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里就有：“先后冬
至各五日，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

十月获稻。冬季是庆丰收和祭祀的日子。从
《四民月令》说冬至前后买犬备用，到《荆楚岁时记》
曰腊日用犬祭灶神，说明在佛教尚没有大盛行的时
候，最初的祭灶或在腊八。祭灶吃灶糖，用甜似蜜
的糖瓜糖稀糊在老灶爷的嘴上，放鞭烧纸马，供灶
爷吃着糖瓜或芝麻糖上路，乘云车风马，志得意满、
摇摇摆摆上天庭复命，那灶爷便紧着往好里说了。

说过指犬为羊，还有“只鸡胶牙糖”，那鸡呢？
鲁迅毕生喜收藏，而集藏驳杂。他曾收集豫地的汉
画像石和朱仙镇木版年画，而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

社现在的姚敬堂先生，著《中原年俗》说灶神像和祭
灶程序：“腊月廿三日晚上，祭灶前，备红公鸡一只，
作为灶王爷的坐骑……祷告后，灶爷的坐骑喂好，拍
打红公鸡叫三声，粘抹灶糖于灶王爷脸上，随同黄表
纸香火焚烧告曰：三十日夜早回，全家叩首。再分吃
灶糖，将鸡子宰杀，捆绑如马状，放入灶王神龛内。”

鄂人韩致中撰《新荆楚岁时记》，记录今日湖北
祭灶习俗，长江边上的蒲圻市地方传说：“一碗清茶
两根葱，快送灶神上天宫。多说好话多降福，少降
灾难给世人。”百里不同俗。黄河故道所在的豫北
滑县，其木版年画也颇有地方特色。冯骥才的民俗
团队曾经慕名到内黄、滑县一带抢救木版年画，蛇
年的春节，《滑县木板年画展览》在河南博物院举
办，同时播放南开大学民俗小组整理制作的滑县祭
灶风俗声像资料，——冬日惨淡的阳光下，早上主
人在村口的枯树林边，放一只盛满清水的大粗碗，
上面摆放很整齐剥了皮的一双大葱，男子下跪磕头
送灶爷，连声说年景不好，自己年纪又大了，实在没
有本事置办更好更丰富的礼物给老灶爷带上天庭，

“就这我老马越来越不中……”滑县人将腊月二十
三“送灶爷”，与某些地方流行正月晦日即正月最后
一天的“送穷”活动合二为一，正说明豫北一带的祭
灶风俗独特。

祭灶的旧俗
乡俗乡情

胡适北大任教时，他家客厅是文艺人士聚集
地。有回徐志摩拿了本德国色情书给大家传阅，胡
先生说：“这种东西都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
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
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
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含蓄二字是胡适一辈子的标志一辈子的标准
一辈子的追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小心也
正是含蓄。含蓄二字差不多左右了中国人几千年
的审美，左右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文章。

西方人推崇露的艺术，中西绘画对比格外鲜
明。西方人体画，多为丰乳肥臀。中国人体画，与
其说展现人体美，还不如说是服饰美。明清春宫
图，也不像西方色情画那么一览无余。

中国人讲究意不直叙，情不表露，善于在浅谈
中体现智慧，在温婉沉郁中揣摩心意，以含蓄为美
成为中国文化主流。以园林为例，设景不可开门见
山。《红楼梦》中对大观园这样描写：贾政“遂命开
门，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贾政道:“非此
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
贾宝玉认为，这里“并非主山正景”，所以拟题刻“曲
径通幽处”，人们方知这假山叠嶂，其实是用来“障
眼”“藏景”的，其作用类似照壁、屏风。因有此山遮
挡，再曲径通幽，“方能景愈藏而境界愈大”。中国
园林讲究因地制宜，回廊曲桥，峰回路转，顾盼有
景，步移景换，渐入佳境。

文章也要藏，藏拙藏嫩藏劣，藏得多少是多
少。以前写文章不懂藏，洋洋洒洒，尽图自己快活，
后来知道藏三分。藏得三分比全部抛头露面好，写

露了，易失分寸。文章藏得七分才好，剩下三分山
岛竦峙。下笔含蓄了气度才雍容，才有回旋的余
地，好比闲庭信步，登楼望月方得意趣。

文章写得散散淡淡，让情绪之水弥漫到每个角
落，是我三十岁上的追求。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之
二有段话大好：“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
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
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
勉强。”不可勉强亦可谓作文真言，做人做事皆然。

北新书局那本《雨天的书》的老书真好，淡黄色
封面，书名四个字是蓝色的，“周作人著”四个字也
是蓝色的，图是蓝色的，寥寥几笔斜风细雨，简单隽
永。集内文章也好，像退隐的官宦人家，门庭清幽，
花木扶疏，况味几近雪地芭蕉。

王维有幅画，雪里一株翠绿芭蕉，历来争执不
休。《渔洋诗话》说王维画画只取远神，不拘细节。
张彦远说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杏蓉莲，同画一
景。只取远神，不拘细节，不问四时，同画一景，这
是大宗师天性。

周作人读了十几年，十几年过去，文章写了不
少，越读越写越觉得与周作人有距离。以前不耐烦
周作人，现在终于读出了一点他的好。

周作人书房号曰苦雨斋，文人从来不乏雨的情
结，苏东坡有喜雨亭。朱光潜的庭院飘满落叶，学
生要扫，朱先生拦住了，说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
可以听到雨声。雨声真美，小楼一夜听春雨夏雨秋
雨冬雨，况味不同，心境都是好的。管他第二天有
没有卖花人。我喜雨亦喜雪。少年时，我家庭院栽
有几株梅树，曾祖手植也。当真是老梅愈老愈精
神，尤其是大雪天，梅花开得精神抖擞、幽香馥郁。
二十多年前的雪天了。

古人说雪夜闭门读禁书是人生乐事，在我这
里，雪夜读书即乐事，是不是禁书不重要。常记当
年乡居雪夜读书的辰光，瓦屋纸窗下烤火喝茶。整
个原野被封住了一般，却有一种梦似的诗境。

小时候喜欢玩雪，现在是看雪，看雪比玩雪格
调高。玩雪玩出一片灿烂一片天真，常常令人怀
念。有年春节从岳西老家回合肥，一路看雪，不亦
乐乎。早春之雪比初夏的花更美。坐车看雪，仿佛
走马观花（我总觉得这个词语里有洋洋得意的成
分）。坐在车上，大地一白，春雪连绵两路，心境甚
好，大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欣然。

冬天下点雪才有意思，小雪怡情，大雪畅怀。走
出门，几十米竟也白了头。人在城里，玩雪是奢侈
事，比不得过去乡下，可以玩山丘雪树林雪竹枝雪茶
园雪草地雪庭院雪。庭院雪最有趣，像个大馒头。
有年在山东见到枕头馒头，枕头那么大，吓人一跳。

文章也或许和雪有关，萤囊映雪除外。沈启无
辑录晚明清初诸家散文，集名即为《冰雪小品》，冰雪
二字出自孟郊那首《送豆卢策归别墅》“一卷冰雪文”
句。好文章雪泥鸿爪，有时候，好文章还冰清雪净。

该书一共记录了33位各个领域的学者、名家、
大师，个个都是令人敬佩的大先生。共和国风风雨
雨之中，他们经历过相同或不同的政治时期，各有
不为人知的人生际遇。

再无宏大的叙事，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典型，暂
别概念性符号化的认知，相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细
节。鲁迅的好玩儿，胡适的从容，叶嘉莹的弱德之
美，梁漱溟的铮铮风骨。他们是人，更是生命。举
手投足，为文行事，一点沉思，一件琐事，只言片语，
每一个细微处，都昭示着风骨、格调、风范、品位。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遭际，不同的
命运，不同的追求，但底子里都有一个“士”守着，都
在彰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的遭遇或
许会让很多人唏嘘不已，但他们的坚守和奋进会让
更多人感慨万千。以人证史，众多生命个体让过去
半个多世纪的风云烟尘逐渐清晰呈现在眼前，带来
透彻骨髓的震撼，欲说还休的省思。

海棠树冬景
♣ 苏连硕

知味

野橄榄
♣ 余继聪

文化漫笔

♣ 胡竹峰

新书架

《民国风度》

人与自然

雪天的书

♣ 王 宁

♣ 何 频

如同一种约定，一种承诺，每当寒冷悄
然来袭的时节，大大小小不知名字的鸟儿，
就布满了门前那棵高大的海棠树。

日升日暮，寒意渐浓，门前稀疏空落
的海棠树，竟平添了稀奇可人的小景观。

每天我老早起来，总要习惯性地望一望
黎明天空，是否有星星有月亮。过些时辰，
门前的那棵海棠树，遂有鸟儿吵吵嚷嚷飞来，
或落树上，或落在仍然有些许绿意残留的金
银藤架上，或有那么几只更俏皮者落到窗棱
上窥视我，欢叫着跟我热情地打招呼，好像一
只只蝴蝶飞到我的窗前，柔情，亲昵……

自然是真情的流露，质朴是最美的语
言。鸟儿华美而不失朴素、平实、真挚、清新、
亲切的演唱，着实雅俗共赏。大巧若拙，洗尽
了铅华的原生态歌声竟是那般可耳可心。

几十年来，我也是一只早醒的晨鸟。
鸟儿善解人意，投身自然顺应自然体味自
然，深得大自然滋养，本真而自然地推出一
首又一首经典混声合唱。我们灵犀相通，
心照不宣。你们是我的真挚知音。适者生
存，大自然的风雨雷电的磨砺，深谙个中三
昧，才有这既简单朴素，又博大精深，轻拢
慢捻抹复挑弹出的弦音，才有不同的鸟儿
各自的声音韵律和谐和美啊。

早晨伏案写作，聆听它婉转的清唱，
像晶莹的浪花，萦绕在我的心海，激励我萌
生希望，振作精神。鸟儿的清纯，透明了我
的眼睛，晴朗了我的心室。鸟儿栖于树枝，
像一颗颗绿绿青青的幼芽，给我的视野平
添了生机与活力。

经历了春夏秋的疲累，入冬蛮可以增加
一些歇息，但是万万不能进入冬蛰冬眠不作
为的状态。如果那样，一定是肺部梗塞了雾
霾，不见一缕阳光，不啻一场可怜“内耗”战。
耗损了精气神，将是更可悲更无助的自戕。

我和你都心无旁骛，持守着自己的职分，
你在由衷地舞蹈、翩飞、歌唱，我在潜心研讨
大自然原生态的美声美韵。你的音乐语言的
纯洁性，摇动我的心弦，感动我的魂魄。

我要学习鸟儿的欢快，自由，保持童
心。规律不可逆转，但心灵健康的取向应
当是：距童年愈远，离童心愈近。我清醒地
解悟，没了童心，没了灵感，没了联想，那可
就真的傻讷呆滞行将就木了。

这天，鸟儿格外地热烈，热闹。我收到
了远近多处发来的感谢感恩的话。我知道，
是感恩节。亲爱的鸟儿，你们是来特意感恩
的吗？竟唱得这么欢欢喜喜亲亲热热畅畅
快快。要说感恩，我首先应该感谢你们，感
谢天籁，给了我那么多美丽的舞姿，那么多
动听的歌声，那么多温馨的抚慰……

橄榄又称情人果、爱情果。橄榄
是小小的球形果，乍一看，还真有些像
心脏形。在国人心中，心形的东西，象
征着爱情，比如相思红豆，比如同心
结，比如沈从文小说中经常写到的湘
西的虎耳草。

橄榄要晚秋甚至初冬才逐渐成熟，
过年前后才熟透。滇中山野橄榄很
多。冬季山野肃杀，但是有了满山坡莹
白剔透，或者莹白泛红的橄榄，玉珠一
般，红玛瑙一般莹光闪闪挂满路边枝
头，滇中山野就显得更加璀璨美丽了。

初次行经滇中山野公路的人，城
市里的姑娘们，是绝对经不住一树树
莹白剔透、玲珑诱人的橄榄的诱惑的，
再忙赶路，都要停下车，奔向路边山
坡，采摘一团团橄榄。心里那个兴奋、
激动难以言说。等到狂喜过后，才感
觉腿脚锥痛。低头一看，裤脚边，裤腿
上已经扎了密密麻麻的小箭头一般的
毛锥锥草尖，或者是苍耳子一类的小
果子。滇中山野野橄榄树多，也密布
山茅草，其中很多是毛锥锥草。秋后，
这种草的尖端结出很多锥子一般尖溜
溜的穗子，很像一枚枚小小的箭头，黑
黑的，人一绊，它们就锥进人的裤脚
边，或者锥进牛马牲畜的毛间，以此来
传播种子。这对于它们来说是好事，
但是这对于忙着采摘野橄榄的人来
说，却是苦头的来源。

但是摘橄榄的人顾及不了那么
多，忍着毛锥锥的锥痛，或者由于兴
奋，就忘记了毛锥锥正锥在自己裤脚
上。甚至随着人的走动，它们还会越
扎越锥越深。等到摘得满衣袋裤袋橄
榄，鼓鼓囊囊往外掉，还是不罢手，有
的男士就干脆脱下衣服，扎起袖口来
包橄榄。有的女士把阳伞翻过来，放
到橄榄树下，冒着骄阳，噼噼啪啪摇落
一树树橄榄，橄榄就如同雨点冰雹一
般，噼里啪啦落满阳伞，噼里啪啦砸在
头上身上，落满一地。有的人还不满
足，干脆擗下一枝枝结得密密麻麻、一
团团的硕大橄榄，猪八戒扛芭蕉扇一
般，扛在肩头上，拿上车来。然后才想
起来裤脚上还扎着很多很痛很痛的毛
锥锥，才低头慢慢去拔除。

每年要掉落在山野多少野橄榄？
谁也不知道。但是不必心疼，滇中橄榄
满山坡，它们千万年都是这样自生自落。

橄榄为球形果，多数橄榄只有二
分五分硬币那么大，也有少数生长于
河谷地带、肥沃山坡上的橄榄会长到
比一元的硬币还大。

经过晚秋冷露水浸，经过冬季的白
霜扎冻，又经过晚秋初冬下午太阳的炙
烤，野橄榄很快成熟了，青绿的橄榄逐
渐转为莹白色，玲珑剔透。向阳坡上，
光照充足的橄榄，到深冬里，枝叶已经
几乎落尽，一团团肉红、翡翠红的橄榄
很醒目、很诱人地挂在枝头，煞是可爱。

熟透了的橄榄，个大的橄榄，莹白
剔透，十分可爱，十分好吃。但是只有
滇中人自己清楚，生涩些的，个小的橄
榄，如同少女的感情，如同少年的爱
情，虽然生涩些，但是回味也更绵久。

有一首云南民歌唱到吃橄榄，其
实比喻的是爱情：

送妹送到橄榄坡，摘把橄榄妹揣
着。吃个橄榄喝口水，橄榄回甜想小
哥……

吃橄榄，先苦后甜。如果吃完后
再在山溪山泉里掬一捧水喝，回味尤
其甘甜。因此我觉得，把它叫作爱情
果、情人果，是十分形象生动的。

以野橄榄泡酒，败火生津，止渴止
咳。常含食橄榄，可以治疗慢性咽
炎。也可以榨橄榄汁喝，煮橄榄汁喝，
清心润肺，口齿生香。

到第二年二三月仍然挂在枝头的
野橄榄已经十分罕见，但是这样的腊
橄榄，也正如腊肉，因为弥久，所以味
道更加浓烈，分外甘甜。

吉祥高原（国画）张宽武

明月倾洒（国画）张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