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姝说这话的时候，正靠在
床头，手里捧着本商务印书馆的
《汉译世界史纲》（英国作家、学
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著，以地
球形成开篇，一战结束为止。商
务印书馆于 1927 年引进出版，由
梁思成、向达等翻译，梁启超、竺
可桢等校订，为民国时期最为通
行的大学世界史教材），懒洋洋
地看着奕雯，道：“我敢打赌，如
今迦太基还是长庄稼的，至少能
长草。所以，这一次绝交无非时
间长些罢了。至于结束在何时，
取决于两点。一个是你父亲的
恋情何时结束，一个是你的恋情
何时结束。这两者只要有其一，
便是你们父女重归于好之时。”
言罢，静姝端肃地看看奕雯，不
容置疑地点点头，又埋头读书；
过了片刻，却又实在忍不住了，
拿书掩住了嘴，笑得花枝乱颤。
奕雯一边听，一边冷笑，一边把
手里的信折成飞机，对准静姝扔
了过去。静姝故作惊慌地躲开，
又捡起展开，笑着念道：“你悄悄
地占去我的梦，又静静地关上我
的灯——我说沈小姐，这情诗还
打不动你吗？”

奕雯毫不客气道：“这诗是
偷来的！连求爱的诗都要偷，还
算个男人吗？”

写诗的人姓裘，是《河南民
报》的 记 者 ，追 求 奕 雯 已 有 数
月。奕雯一直瞧他不起，之所以
没跟他了断，全是为了气徵茹，
至少她认为徵茹一旦知道，必然
会怒不可遏；只要徵茹生气，她
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快活。静
姝摇摇头道：“这个也不行，那个
也不行，你是想要什么样的呢？”

奕 雯 好 一 阵 不 语 ，托 着 下
巴，像是认真想过，才道：“我需
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
男人，夜夜偎着我并头睡在床
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
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
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原文出自
苏青代表作《结婚十年》，该书于
1943 年在上海《风雨谈》杂志连
载，后出版单行本。因此书的风
行，苏青得以成为与张爱玲齐名
的海派著名女作家。说完，奕雯
扭头看着静姝。两人就这么互
相看着，忽然不约而同地一阵
笑。笑毕，静姝道：“这书去年才
出的吧？难为你背得这么熟，竟

跟你自己写的似的，原来都是你
自己的心里话。”说着话，把手里
的情书团成一团，又叹道：“看来
这位姓裘的记者，果真不是你要
的男人了。那你便行行好，早点
打发了人家——你不喜欢，说不
定倒是有人喜欢呢。”

奕雯拿起桌上那本《结婚十
年》，其中一页上勾画圈点，像爬
满了歪歪扭扭的蚯蚓，她自失地
一笑，将一枚红叶书签夹进去，
放进箱子，扣上锁，抬头一笑道：

“打发他倒也简单，不过还是等
到了朱阳关再说吧。不然，你我
这些坛坛罐罐的，谁给搬上车
呢？”静姝皱眉道：“还以为跟着
你住，能占不少便宜，起码你父
亲能派辆车来——这可倒好，从
丹水到朱阳关，二百多里地，得
走上两天一夜呢！”奕雯笑道：

“你还说我？你那位许先生，怎
么没来接你？我是知道你有个
爱你的未婚夫，脏活累活有人干
的，这才一咬牙跟我爹绝交。现
在才知道，不管是未婚夫还是父
亲，这男人统统是靠不住的。”于
是两人又一起大笑，互相拿着枕
头衣物抛来掷去，嬉闹良久，斗

室中一派鸟语花香。
奕雯和静姝认识，还是在去

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的夏
天。去年四五月间，河南在平静
了两年多之后，战事骤起。日军
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调集华
北方面军十五万精锐，由冈村宁
次（冈村宁次时任中国派遣军华

北方面军司令官，因指挥豫中会
战之功，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官）亲自指挥来犯，不到一个月，
洛阳、郑县、许昌等地沦陷，河南
境内四十万国军溃散，躲进豫西
山区与鬼子对峙。省府驻地鲁
山县也没能保住，整个省府一部
四厅八处（当时河南省政府下属
一部、四厅、八处，一部即省保安
司令部，四厅即财政厅、教育厅、
民政厅、建设厅，八处即秘书处、
会计处、田粮处、文教处、人事
处、交通处、卫生处、警务处）狼
狈迁往内乡县。豫省农商银行
是一省金融枢纽，总行还兼管公
库，负担全省驻军、党政机关的
薪俸拨付，所以省府在哪儿，总
行就得跟到哪儿，徵茹身为行
长，自然责无旁贷，便带着奕雯
从鲁山到内乡，在丹水镇落了
脚，总算安顿下来。自从撤离开
封，奕雯就没再正经上过学，一
路向西，跟着徵茹四处流离，先
是到镇平，又到洛阳，再迁鲁山，
现在是内乡。本来家里还有冯
氏，一家三口也算团圆，可惜民
国三十年冯氏客死郑县，家里竟
是连个主妇都没了。算起来，沈

家一前一后两位夫人，一个出洋
离婚，一个突遭横死，徵茹身为
一家之主，难免伤心怅惘，加之
身在公门，战事吃紧，也断了再
娶的念头，但求跟女儿相依为
命。而几年颠沛下来，奕雯虚岁
已到二十，正是身大袖长，按开
封老话儿讲，就是女大不中留，
留来留去结怨仇。徵茹着实动
过招婿之念，不料消息刚放出
去，便引来一帮纨绔膏粱浮浪子
弟，非但是奕雯大为光火，就连
徵茹也自觉无趣，远在英国的惠
葳更发来电报，痛骂徵茹误女，
天理昭昭，必遭报应，气得徵茹
暴跳如雷，却也无言以对。

在丹水镇住下不久，奕雯某
日闲极无聊，忽发奇想要去山里
打猎，便趁徵茹在外公干，偷偷
开了他的车进山。徵茹的车是
捷母西牌小卧车，车体甚是宽
大，底盘也低，奕雯刚学会开车
不久，仗着胆子大，不管一路上
磕磕碰碰，一口气把车开到半山
腰，实在没路可走了才停下。奕
雯没有猎枪，惯使的还是那把掌
心雷，这枪固是名枪，但其长处
在玲珑小巧，缺点是射程短，威

力也有限，根本不适合打猎。她
掂着枪噼噼啪啪打了一阵，连一
只野鸡野兔都没打着，却惊动了
一对在此幽会的野鸳鸯。男的
是个军人，穿着一身空军地勤的
制服，女的便是静姝了。奕雯当
时正追赶一只野鸡，眼睁睁看着
那野鸡钻进坡地林子里，她哪里
追得上，又急又气间，不慎一脚
踩空，整个人顺坡滑下，裙衫迸
裂，狼狈不已。不料她刚气急败
坏地站起，旁边小林子里，一男
一女也是衣衫不整，探头探脑地
朝她这里看过来，跟她正好面对
面。奕雯便没好气地道：“我什
么都没看见，这就走了。”说着，
她负气攀爬而上。等到了车里，
奕雯却傻了眼，车子怎么都打不
着火，车尾黑烟茂盛，跟着了火
相似。眼看天要落黑，奕雯急得
猛按喇叭，心里一个劲地发慌。
就在这时，车窗外来了静姝，笑
眯眯地看着她，敲了敲玻璃，道：

“要帮忙吗？”
奕雯皱眉道：“你懂修车？”
静姝得意地朝后一

指，笑道：“许先生，是空
军地勤工程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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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二十四节气之一，进入夏季
的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记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
得盈满。”随着小满节气的到来，草木
开始繁茂，麦子进入灌浆期，籽粒开始
鼓胀饱满，但还没有完全熟透，“小满
小满，麦粒渐满”。

我国古代把小满分为三候：一候
苦菜秀。苦菜，学名“山苦荬”，又称
苦苦菜、败酱草等，是国人最早食用
的野菜之一，《周书》中记载：“小满之
日苦菜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
经》里有“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的诗
句。小满时节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开
着美丽黄花的苦菜，带着救赎的使
命，成为饥民充饥果腹之物，正所谓

“苦苦菜，带苦尝，虽逆口，胜空肠”。
如今人们不再为填不饱肚子而犯愁，
苦菜成为餐桌上营养丰富的野菜，食
用苦菜既能凉血解毒，又能品尝到鲜

嫩清香、苦中带甜的味道。二候靡草
死。靡草，按东汉郑玄的解释是荠、
葶苈之类枝叶细的草。葶苈三月开
小黄花，四月结子，因为是阴气所生，
到入夏畏于阳气，便枯死了。三候麦
秋至。此时，夏麦已经成熟，可以收
割了。原为小暑至，后来《金史志》将
其改为“麦秋至”。麦秋即麦熟的季
节，通指农历四月。古人把五谷粮食
作物生长的时间叫春，成熟的时间叫
秋 ，农 历 四 月 为 麦 收 季 节 ，故 称 麦
秋。东汉蔡邕《月令章句》载：“百谷
各以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
夏为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麦
秋至，在四月；小暑至，在五月。小满
为四月之中气，故易之。秋者，百谷
成熟之时，此于时虽夏，于麦则秋，故
云麦秋也。”

乡村五月麦浪涌，农人们开始
有条不紊地准备着麦收前的各项工

作，到处弥漫着麦收大战前的庄严
与肃穆。荒芜了大半年的打麦场杂
草丛生，坑洼不平，经验丰富的牛把
式们将麦糠一把把均匀地撒在泼过
水的场地上，然后套上牛，后面挂一
个石磙，一圈圈不厌其烦地在上面
反复碾压，直至压平压实、场光地净
才算完事。女人们在家里也没有闲
着，除了洗衣做饭，还有一大堆细活
儿等着她们呢，生锈的镰刀需要磨
利，装麦子的口袋需要缝补，系麦袋
子的麻绳需要整理，下雨时盖麦堆
的塑料布需要找寻，扫帚、木锨、簸
箕等农具需要维修。铁匠铺里一天
到晚火光闪烁，叮叮当当，在打铁师
傅挥汗如雨的辛苦劳作中，一把把
锋利的镰刀被打制出来，不等安上
木柄便被人们抢购一空。

“一夜南风起，小麦覆垅黄。”小
满时节，微醺的南风不停地吹着，轻

轻拂过那一望无垠的麦海，金黄色
的麦浪一波接着一波漾向远方。闻
着醉人的麦香，让人喜悦兴奋。田
野阡陌间、如带小路上，伴随着布谷
鸟的声声啼鸣，前来看麦子的人一
拨接一拨，来来往往的脚步细碎而
急促。三三两两的农人们聚拢到地
头，手搭凉棚喜滋滋地察看着麦子
的长势、估计着割麦的时辰、品评着
各 自 的 收 成 。 有 的 走 进 自 家 的 麦
田，随手掐下一穗，手心相对搓揉几
下，然后吹掉麦壳，低着头瞪大眼睛
仔细数着饱满的麦粒。数完了，乐
呵呵地捏起几粒扔进嘴里，有滋有
味地嚼着，享受着新麦的清新和芳
香，咧着嘴乐不可支，眼神一下子明
亮起来。毕竟，经过一年的辛苦劳
作和漫长等待，再过几天就要开镰
割麦了，这种兴奋喜悦的心情按捺
不住，也掩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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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飞机的乘客难免会碰上飞
机晚点，而日本航空自 2010年以来
有5年获得“准点到达率世界第一”的
殊荣，很难想象表现如此优异的航空
公司在2010年却因为经营不善破产
重组。

这中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又是
谁让这家破产前有近5万名员工的庞
大航空公司浴火重生的呢？东方出
版社近日推出了《日航的现场力》，全
景式地展示了稻盛和夫带来的阿米
巴经营和哲学思想，精准地改变了日
航员工的精神面貌，让亏损23221亿
日元的日航在一年内实现了盈利。

本书作者金子宽人是日经BP出
版社副总编辑，航空领域的专家。他
获得独家授权深入日航一年多，采访
了100多名不同岗位和职务的员工，
详细地记录了日航破产后普通员工
的责任感以及为企业竭尽全力的细
节。此外，本书还记录了日航在维
修、IT技术、员工培训等方面的创新
与变化，细致地刻画了破产重生后的
日航如何不把目光局限于民航业，而
是高瞻远瞩树立远大目标，和广大员
工齐心协力提高服务品质的种种细
节，为广大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提升员
工现场力的极佳范本。

新书架

♣ 李汶璟

《日航的现场力》：看日航员工如何提高效率

在我国汉语词库中，有一个成语
为“指鹿为马”，或可称为一个典故，其
核心意思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
个成语的炮制者是赵高。

赵高，秦王朝的大奸臣。他其实出
身卑微，父亲因犯重罪被处宫刑，其母
受株连，罚没为官家奴婢，因不甘帷幔
之寂寞，与人野合而生赵高。秦灭赵国
后，赵高被掳入秦，由于他人高马大，身
强力壮，又粗通狱法，很快得到秦始皇
的赏识与信任，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始皇暴毙后，“八月丙寅，秦始皇车队
从直道回到咸阳发丧。秦朝大臣赵高
等人矫秦始皇遗诏，立秦始皇的幼子胡
亥为帝，是为秦二世皇帝。”又载：“八月
己亥，中丞相赵高意图谋反作乱，恐群
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秦二世曰：

‘马也。’秦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
为马！’向身边左右大臣询问，左右或
默，或言马以巴结顺从赵高。群臣皆畏
惧赵高，莫敢言其过。”

奸诈的赵高野心勃勃，为“欲专秦
权”，其手段之卑劣残忍可谓无所不用
其极。他先是巴结奉迎秦始皇，遂被
封为中车府令。秦始皇死后，赵高与
秦始皇幼子胡亥沆瀣一气，胁迫丞相
李斯伪造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帝，之
后，害死了秦始皇长子扶苏，赵高被任
命为中丞相。大权在握，利令智昏，这
时的赵高已经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了，

先是诬陷政敌李斯，并诛杀其三族，接
着就向秦二世进谏，杀掉了功臣蒙恬。

“指鹿为马”这个典故，其实就是赵
高所施的阴谋诡计，试探拥护自己和反
对自己的都是哪些人，然后分别予以处
置。他牵到二世皇帝面前的明明是鹿
却硬说是马。有文字称，胡亥曾问：“马
为什么头上长角？”赵高答：“这是千里
马，千里马头上都长角。”信口雌黄，无
以复加的狡辩。可叹胡亥二世揣着明
白装糊涂，没再刨根问底。慑于赵高的
权势和霸凌，群臣“莫敢言其过”，使得

“指鹿为马”以假乱真。
这是事态发展之必然。试想想，

秦二世上位，靠的是赵高与胡亥密谋，
胁迫李斯伪造秦始皇遗诏，没有不透
风的墙，必留下蛛丝马迹，众臣中也定
会有人知其一二。于是，赵高大开杀
戒，先后杀了扶苏、李斯、蒙恬等人，几

乎与此同时，将那些“说鹿为鹿”的臣
僚全部斩尽杀绝。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赵高的终极
目的是“欲专秦权”，接下来便是如何
收拾胡亥二世皇帝了。司马光《资治
通鉴·秦纪三·二世皇帝三年》有这样
一段话：“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
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
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
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
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
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
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
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
兵进。二世自杀。”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直译白话为，
赵高派他的女婿、京都咸阳守令阎乐，
带兵来到二世面前逼迫说：“足下骄纵
自恣，滥杀无辜，如今天下已经全部背

叛你，请你看着办吧！”二世问：“我还能
再见丞相一面否？”阎乐回答道：“不
可！”二世说：“我情愿到一郡为王。”阎
乐不答应。二世又说：“我愿降为万户
侯，不再为王。”阎乐还不答应。二世接
着又说：“我请求与妻子作为普通百姓，
像其他公子一样。”阎乐说：“我受丞相
之命为天下人共诛足下；你虽然说了这
么多，我怎么敢向丞相汇报呢？”说罢，
便带兵直闯入宫，杀死护卫十多人，情
势如此，二世遂自杀于卧室。屠戮胡
亥，是赵高既定方案，尽管二世皇帝步
步退让，求饶不死，那是不可能的。

紧接着，有称秦三世子婴者，被赵
高立为皇帝，后改为秦王。子婴识破了
赵高的阴谋，5天后，诛杀了赵高。10
月，刘邦率兵入关，子婴投降，秦朝灭
亡。一个多月后，项羽率军入咸阳，屠城
纵火，杀死子婴，秦王朝彻底画上句号。

“指鹿为马”始作俑者赵高，本想
以此瞒天过海，专权秦政，不料他的奸
计最终被子婴识破，诱其入宫被诛，并
暴尸街头。赵高落得如此下场，正应
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
命”那句俗语。做人要正直、正派，光
明磊落，不管办什么事情，是一就是
一，是二就是二，万不可随意而为，无
法无天。经道人心，世事终将归真。

“指鹿为马”尽管作为一个典故留存于
世，却也成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代
名词，令人唏嘘哉矣！

史海钩沉

人与自然

♣ 梁永刚

小满三天遍地黄

赵高与指鹿为马
♣ 卞 卡

绿城杂俎

前不久，长沙中心医院几位参加过武汉抗
疫的护士在火锅店吃饭，结账时发现餐费不知
被什么人已经结过了。结账人还留下一张小纸
条，上写：“你们的负重前行，换来了我们的岁月
静好。谢谢你们！”

调取监控录像，结账人是她们邻座的一位
戴着口罩的小姐姐。显然，这位小姐姐是在吃
饭的时候，听到几位护士议论参加武汉抗疫的
故事后，为她们结的账。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第二天，火锅店老板
闻知此事，便与那位小姐姐联系，要将她代结的
餐费退还给她，被小姐姐婉拒了。

视频传到网上后，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
议，无数被感动了的网友，纷纷向那位小姐姐送
去祝福，送去玫瑰。

很快，不知名的小姐姐被人认了出来：她是
一位普通的媒体人。

一位普通的媒体人，在得知身边吃饭的是参
加过武汉抗疫的医护人员后，就默默地为素不相
识的她们结账，以此表达对她们的敬意，这需要
多么真挚的感情，多么深厚的情义啊！

但是，怀有如此真挚的感情和深厚的情义
的人，还远不止这位小姐姐，还有联系退款的火
锅店老板，有无数给这位小姐姐送去祝福、送去
玫瑰的网友们。他们感动于小姐姐的感动，传
递着小姐姐的爱心，他们同样是富于感情、心怀
感恩的人。

忽然想起武汉抗疫取得成效、武汉交警庄
严地为全国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开道送行时的
情景：满载医护人员的车队缓缓驶离武汉，街道
两边自发前来送别的武汉市民挥动着手臂，泪
流满面；一些市民甚至匍匐在地，用最原始的方
式，表达他们的谢意。短短的一两分钟视频，看
哭了无数人，感动了无数人。

参加武汉抗疫的医护人员、白衣天使们虽
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中去，
但她们熬红的眼睛、疲惫的身躯、脸上被防护用
品勒出的深沟浅壑，小姐姐没有忘记，火锅店老
板没有忘记，无数网友们没有忘记，全国人民都
没有忘记。

只是，这位小姐姐用她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表达了她不能忘却的记忆，并由此牵动了国人
最敏感的神经。

忽然想起臧克家先生的那句诗：“他活着为
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
高，很高。”是的，那些“为了我们的岁月静好”，而
在最危险的抗疫一线“负重前行”、挽救生命的
医护人员、白衣天使们，他们就是“为了多数人
更好地活着的人”，他们就是被人民群众“抬举
得很高，很高”的人。今后无论何时何地，人民
群众都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
在人民群众心中树起了一座座永远的丰碑！

春游湖春游湖（（书法书法）） 赵丙钧赵丙钧

永远的丰碑
♣ 高玉成

知味

“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
杷正满林。”白居易的诗句描绘
了唐代种植枇杷的盛况。斗转
星移，流云阅春秋。一千多年后
的今天，仍是看不完的人间美
景，赏不尽的花红果绿枇杷黄。
春末夏初，枇杷又黄了。

古人爱枇杷，心声嵌诗中。
关于枇杷，古人有许多名诗佳
句。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里说：

“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
柿，亭奈厚朴。”杜甫有诗句：“杨
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宋代
杨万里写《枇杷》诗道：“大叶耸
长耳，一梢堪满盘。荔枝多与
核，金橘却无酸。雨叶低枝重，
浆流沁齿寒。长卿今在否，莫遣
作园官。”宋代周紫芝有诗赞美
枇杷花道：“黄菊已残秋后朵，枇
杷又放隔年花”。宋代诗人周必
大也有赞美枇杷的诗句：“可人
风 味 少 人 知 ，把 尽 春 风 夏 作
熟。”宋代戴敏的诗句也很精
彩：“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
满树金”。宋代文人郭正祥诗
曰：“颗颗枇杷味尚酸，北人曾作
荔枝看。未知何物真堪比，正恐
飞书寄蜡丸。”写得情真意切。
近代文人、著名画家吴昌硕也有
诗赞美枇杷：“五月天气换葛衣，
山上卢橘黄且肥，鸡颖金丸不敢
啄，忍饥空向林间飞”。如此，我
们从这些名诗雅句里能看出古
人对枇杷是多么的钟爱。

古人出于喜爱，对枇杷又有
诙谐雅句嬉戏之。梅尧臣咏枇
杷诗曰：“嘉名已著上林赋，却恨
红梅未有诗”。于慎行《纪赐鲜
枇杷》诗：“嘉名汉苑旧标奇”。
古人甚至将枇杷果实喻为金弹、
金丸者众。名句如，宋代范成大
的“化成黄金弹”，陆游“且从公
子拾金丸”，明代吴的“箬笼晓来
倾泻处，金丸错落骇儿曹”。沈
周的“数棵黄金弹，枝头骇鸟
飞”，等等。爱之所至，将枇杷果
戏称为“金蛋”“金丸”、仕女头饰
上的“金丸（金流苏）”，这说明古
人对枇杷的爱好，充满了生活的
天真烂漫情调。对于今天的拜
金主义者所崇拜的黄金及其饰
品，不知要休闲浪漫多少倍？忽
然觉得，古人是非常懂得生活的
味道的，爱生活，爱自然，才有那
么多的雅兴，名诗佳句，才能“流
芳百世”而不朽于千古。

“摘尽枇杷一树金”“留个金
丸待我赏”，既是古人对枇杷的
赞赏，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枇
杷在水果中的地位和其经济价
值。枇杷不但是果中佳品，还是
一味良药。中医认为，枇杷性
凉，味甘微酸，有润燥清肺、止咳
消痰、生津止渴、降逆和胃、润养
五脏、清热利尿之功效。在《开
宝本草》《滇南本草》等古医书中
说枇杷能“治肺痿劳伤吐血、咳
嗽吐痰，又治小儿惊风发热”。
所以，患有肺热咳嗽、痰多、咯
血、干咳、咽喉肿痛、流鼻血、声
音嘶哑者，可适当多吃些枇杷作
为食疗辅助治疗。中老年人患
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的
患者，在食用枇杷时吃适量冰糖
可增强润肺功效，若再佐用二比
一的核桃仁，则能滋肺补肾，止
咳化痰，增强免疫力。

夏风习习吹奏乐，枇杷姗姗
今又黄。亘古枇杷如此好，莫如
古今人爱尝。风流枇杷响叮当，
恍若金丸向天唱。五月枇杷正
满林，人间金果甜亦香。

五月枇杷正满林
♣ 连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