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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端坐在那里，脸上带着
活佛般的宁静。

近年来，开着汽车来看望大
师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师已应接
不暇。从东南亚的富商，到京城
的商界大佬，乃至各省市的地方
官员，纷纷前来拜望。有问一情
一事、吉凶祸福的，也有来参悟
人生玄机的。他们一个个极恭敬
地来到大师面前，尔后又各自开
车离去。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大师
那里得到了什么。只是，这里的
路修了，是东南亚富商出钱修
的；这里也很快地为大师建起了
一座寺院，寺院耗费巨资。大师
洞悉三命、参悟玄机，于是就有
了这座“玄妙寺”。大师在“玄妙
寺”做了主持。

一个人，当他声名远播的时
候，他就成了一座寺。

初时，大师一天只见十人。
再后，见大师一面就难了。所以，
玄妙寺外建起了宾馆，许多远道
而来的人住在宾馆里，他们都是
等待大师指点迷津的。

有幸见到过大师的人都知

道，大师是坐着的，大师是“半仙
之体”。他就那么端坐在一个特
制的轮椅里。可是，假如时光能
倒退四十年，大师还愿意当坐着
的“大师”吗？

大师也有过年轻的时候。
二十岁的时候，大师曾是邙

山脚下一个村里的电工。他的名
字很普通，姓陈，叫陈麦子。那时
的陈麦子是英俊的青皮后生，屁
股上挎着电工包，荡荡地在村里
走，很惹眼的。于是，就有很多媒
家上门提亲。村里的姑娘们也是
一趟趟往陈麦子家跑，借个簸
箕、顶针什么的，寻机丢一媚眼，
问：麦子，你家的杏儿熟了吗？

陈麦子并不回话，他甚至有
些腼腆。他把电工包横在胸前，卡
腰立在那里，望着远处一天的火
烧云。那云铺一天橘红，一匹一匹
亮着，一会儿绸缎样儿，一会儿奔
马样儿，展万里锦绣。这仿佛就是
那未来的日子，还不知是怎样一
个好呢！

陈麦子拍拍那个电工包说：
灯就要亮了。

陈麦子就是在这天傍晚的时
候爬上那根电线杆的。在夕阳

里，他披着五彩的霞光立在高空
中，看上去无比潇洒，就像是一
个金人。接线的时候，有人还看
见陈麦子笑了。他望着天边那五
彩的云霞，咧嘴笑了。尔后，也
就是咽一口唾沫的工夫，只见电
杆上闪了一束火花，“砰！”一
声，他掉下来了。

当人们把他从医院拉回来的
时候，命是保住了，人却成了

“半个”。——他的脊椎折了，腰
以下失去知觉，他再也站不起来
了。那时候，一村的人都跑来看
他。人们一声声地哀叹：一个活蹦
乱跳的小伙儿，怎么咽口唾沫的
工夫，就成了“半个”人？

陈麦子不想再让人看了。在
人们的目光里，陈麦子已死过一
千遍了。

一天夜里，陈麦子对娘说：
娘，你把我背到山里去吧。

娘只是哭，娘的泪都哭干了。
陈麦子就轱辘着从床上翻下来，
一点一点在地上爬。娘一次次地
把他重新弄回床上，他就一次次
地往地上摔……娘没有办法了，
娘给他跪下来，说：麦子，你真想
死？

陈麦子说：要么你看着我，在
众人的眼窝里淹死，在唾沫星里
泡死。要么你让我一个人……活。

于是，娘狠狠心，把他背到山
里去了。这一去十年。达摩九年面
壁，陈麦子在山里一待就是十
年。在这十年里，没有人知道，陈
麦子是怎么活下来的。也没人知

道，他在山里究竟遭遇了怎样的
机缘。只是，当他出山的时候，他
已不再惧怕人们的目光了。

陈麦子出山后，第一个给他
传名的人是老邵。

老邵是市里来的干部，下乡
工作队的队长。那时候老邵刚
来，一家一家走走看看，这叫“走
访”。当他“走访”到陈麦子家的
时候，进门踩了一脚鸡屎。他
在院里的树上蹭了蹭鞋，尔后
才进屋。陈麦子看了他一眼，
说：你祖籍山西？老邵说：是
啊，是。你怎么知道？陈麦子
淡淡说：回去吧。赶快走。老
邵愣了。陈麦子接着说：你祖
籍山西，兄弟姊妹四人，门前
有 棵 老 槐 树 ， 开 紫 花 。 回 去
吧，你娘在床上躺着呢，还有
三天的阳寿。赶得快了还能见
上一面，慢了怕就见不上了。
老邵傻了。老邵呆呆地站在那
里，摇摇头，又摇摇头说：我
不信这个。陈麦子两眼一闭，
再不说话。老邵是个孝子，一
天 心 神 不 宁 ， 当 晚 就 赶 着 回
了。等他回到老家，娘果然在
床 上 躺 着 ， 还 有 一 口 气 。 立

时，老邵服了。
第二个给陈麦子传名的是

万海法。
万海法是煤矿工人，新婚，

给陈家送喜糖来了。他穿一身
新发的工作服，体体面面的，一
脸笑说：婶子吃糖。娘怕伤了麦
子，就说：多好。走，咱上那屋说
话儿。陈麦子看了看万海法，
说：你三天假？万海法说：可不，
明儿就走了。陈麦子说：我看你
还是多歇一天。万海法说：矿上
忙。陈麦子说：忙也多歇一天。
万海法说：我又不像你……陈麦
子说：还是多歇一天吧。多歇一
天，你还有六十年的阳寿。少歇
一天，你只有一天的阳寿了。万
海法说：别乱。哥，大喜的日子，
你咋说这话？陈麦子说：听哥一
句话，晚走一天。万海法心里嘀
咕，也馋媳妇，就晚走了一天。
结果，等他回到矿上，才知道矿
上头天出了大事故，一班人全
去了。

第三个给陈麦子传名的是
黄九香。

黄九香是黄村嫁过来的媳
妇，人很泼辣，一张刀子嘴，当时

是村妇联主任。她家的牛丢了，
就站在村街骂，直骂了一天。陈
麦子听不下去了，对娘说：你叫
她来。黄九香来了，往门上一
靠，说：大兄弟，你说气人不气人
……陈麦子淡淡一笑说：别骂
了。有惊无伤。九月初九，牛就
回来了，随一喜。黄九香一怔，
说有这好事？我不信。陈麦子
说：别再骂了。七日头上，你有
一小灾。黄九香当然不信，该
骂 还 骂 ，又 打 发 人 四 乡 去 找 。
哪里找得到？七天头上，黄九
香熬煎了一嘴热疮，出不了声
了。可到了九月初九，天转凉
时，家里的牛果真就回来了，竟
然带一犊儿。

民间的事，是口口相传的。
越传越远，越传越神。渐渐，陈
麦子的名声越来越响了。最最重
要的是，陈麦子曾跟本省的一位
市长密语过。没人知道他给这位
市长点拨了些什么，但此后不到
五年时间里，这位市长果然一提
再提，成了封疆大吏。

就此，陈麦子成了
大师。人们都说，他开

“天眼”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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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宏是偏远农村的孩子，以优
异的成绩被县第一高中录取。第一
学期，他考了班里的第二名，老师很
是看重他。第二学期，他的成绩一下
子滑到了倒数第二名，班主任于老师
对此大为不解，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
原因，他一直闭口不作回答。于老师
给了他一张纸一支笔，让他在办公室
写成绩下滑的原因，一边在一旁批改
作业。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于老师忽
然听见身边有鼾声，扭头一看，欧阳
宏竟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那张纸
上一个字也没写。

于老师与其他老师沟通，老师
们都说，欧阳宏不是调皮捣蛋的学
生，事不多，很听话，但不知怎么这
一段时间总是萎靡不振，上课时似
在睡觉。于老师问与他同住一个宿
舍的同学，同学说，他经常半夜 12
点出去，一直到凌晨 4 点多才回来
睡觉。于老师又去找学校的门卫打
听，门卫说，咱学校夜里 11 点锁大
门，早上 6 点多才开门，从未见一个
学生外出啊。于老师有点不解，就
想法给欧阳宏的父亲捎了个信，要

他来学校一趟。
欧阳宏的父亲是在傍晚的时候

来的，因他家离学校太远，交通又不
方 便 。 这 位 朴 实 的 农 民 穿 得 很 破
旧，脸上皱纹纵横。父亲没有批评
欧阳宏，只是对他说，当父亲的对你
没什么要求，只希望你好好学习，多
长本事，将来成为一个能改变自己
命运的人。不要像我一样，一辈子
只会土里刨食。接着，父亲又给了
他一些钱，便要走。他问父亲，天黑
了，没有回家的长途车了，你还没吃
饭 ，你 去 哪 儿 ？ 父 亲 说 ，我 去 住 干
店，干店便宜，只要十来块钱，顺便
在干店买点饭吃吃就行了。

当天晚上近 12 点，欧阳宏用暗
号约了两位同学，向“秘密通道”跑
去。所谓的秘密通道，原来是校园
南围墙处有几块砖脱落了，可以轻
松爬上墙翻到校园外。校园南围墙
外，是一处老年健身娱乐广场，有石
凳靠椅什么的，经常有老年人聚集
在那里健身娱乐晒太阳。

欧阳宏他们半夜三更跑到校外
干什么呢？原来近两个月来，欧阳

宏迷上了上网，一天不吃不喝行，一
天不上网心痒难熬。难怪他整天萎
靡不振，难怪学校门卫从未见他出
过校门。

再 说 当 晚 ，天 气 晴 朗 ，月 光 皎
洁。欧阳宏第一个爬上墙头，就在
他准备翻身跳下院墙的一刹那，他
顺势往墙外看了一眼，一下子可愣
住了。他趴在墙头整整看了有三四
分钟，然后就忽地抽身又退到了墙
下 。 两 位 同 学 忙 问 ，怎 么 又 下 来
了？欧阳宏没有回答，用手揉着眼
睛向宿舍跑去。两位同学以为他看
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也不敢翻墙
去上网了，扭头跑回了宿舍。

从这天起，欧阳宏不再外出上
网了，期末考试，他再一次冲上班级
前三名的位置。但那天晚上他到底
看见了什么，在同学们心中一直是
个谜团。

转眼间高中毕业了，欧阳宏理
所当然地考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大
学毕业后，他又顺顺当当地考上了
公务员。

若干年后同学聚会，有个同学

忽然问道，欧阳宏，当初你在翻越院
墙时到底看见了什么？

欧阳宏一脸的肃然，他慢慢地
说，那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秘密，现
在 可 以 给 大 家 揭 谜 底 了 。 那 天 下
午，我父亲来学校看我，给我钱后他
说去住干店，干店便宜，只要十来块
钱，又说顺便去干店买点饭吃。当
天晚上，我和同学偷偷去上网，当我
爬上墙头，忽然看见父亲裹着衣服
蜷着身子坐在墙角的石凳上，正在
吃他自带的粗娘饼子，他没有去住
干店，为了节省那十来块钱供我上
学，他甚至舍不得买一碗饭吃，可我
每天晚上跑网吧上几个钟头的网，
就花去好几块钱，你们说我还是人
吗？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网
吧乱花钱了。我时刻用父亲那天下
午对我说的那句话激励自己:成为
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我现在
是人民的公仆，我不但改变了自己
的命运，同时也成为能帮助别人改
变命运的人。

欧阳宏的一番话，博得了在座
同学的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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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有女孩的父母，都有这样的
烦恼：遇到难题自己不动脑筋，光等着
别人来给讲解；听课不认真，根据家长
和老师的脸色判断解题步骤的对错；作
业总要花上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才能
完成，状态还总是又累又困；一看答案
就会，不看答案就懵，举三反一竟成了
学习常态……这些问题，真的是因为学
习不用功吗？不！女孩的大脑发育特
点和个性特征才是一切的根源。如果
不找到适合女孩的学习方法，只是一味
地让她们努力，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和
精力。

该书作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与实

践成果，根据女孩的大脑发育特点和细
心认真、上进心强、信守诺言等个性特
征，总结出让女孩快速提高学习力的
105个具体方法，帮助女孩将性别差异
转化为自身优势，全面强化共情力、思
考力、理解力、决断力和习惯力。只要
方法正确，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霸！

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女孩指南，
帮助家长全面了解女孩的所思所想，读
懂女孩内心，与她们建立信任关系。从
女孩大脑发育的先天特质入手，运用心
理知识，结合成长特点，发掘女孩天赋，
调动女孩积极性，培养女孩独立学习、
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

新书架

♣ 酷 威

《女孩的学习力》：传授给女孩的“涨分秘籍”

五月天，亮的早，刚微明，喜田伯
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烙烧饼。

“哎，老头子，又犯老毛病了不
是？”被他搅和醒的老伴打趣道。

“唉，过了小满，就是芒种，俺刚才
都听到布谷鸟叫了！”

“净瞎说，这城里哪来的布谷鸟？
八成是你这老东西又犯相思病了，咋
的，少了你那两把刷子，人家还把麦子
撂在地里不成？”

喜田伯知道自己嘴笨，斗不过她
那张婆婆嘴，索性穿上衣服，来到阳台
上，隔着玻璃朝外张望，可眼前除了高
楼,啥也看不见。他回过身来，瞥了一
眼笼子里那只上蹿下跳的画眉，叹道：

“你就省点力吧，你急，俺比你更急，这
关在笼子里的滋味不好受啊！”

像蚯蚓一样把头拱在泥土里，干
了一辈子农活的喜田伯，做梦也没想
到，六十刚出头，就被在城里工作的儿
女，连推带劝裹挟进城。

进城那天，把左邻右舍眼气的眼
睛都红了，一街两行围住看，都夸老两
口晚年有福。怎料，他却享不惯清福，
没几天，就嫌住城里憋得慌，浑身不自
在，一天到头想念庄稼地，他觉得庄稼
地就是他的命根子。

起初，他腿脚利索，想家了就往回
跑。一回到乡下，看啥都顺眼，吃饭香
睡觉甜，枯黄的脸也红润了。蹲在地
头，抓起一把泥土，凑在鼻子下使劲
闻，泥土的芳香游丝般地钻入鼻孔，痒

痒的，身子骨就舒坦了。
喜田伯是种庄稼的好手，犁耧锄

耙，割麦打场，种瓜收豆，样样在行。
生产队时，每年割麦子，都是他打头
镰。开镰那天，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
他被社员围在中间，感觉像个将军，底
气十足地喊一声：“开镰了！”顿时，镰
刀与麦秆碰撞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
响彻田间。他弯腰弓背，挥镰如飞，长
长的麦垄，将旁人甩下一大截子。有
人就纳闷了：难道他有神助不成？他
笑笑道：“俺割麦子从不直腰！”那年
月，说起茹冈村做农活儿的喜田，方圆
十几个村子的人都夸：“那是少有的好
把式！”

1978 年，生产队抓阄分田，东大
岗那坡地，分给谁谁不要，都嫌岗陡地
薄，他二话不说，接手过去，旁人不解，
家人埋怨。他却道：“只要人不懒，孬
地变肥田！”他起早贪黑，精心侍弄。
为肥田沃土，他饲禽畜、起塘泥、沤绿
肥，还自费打一眼水井，硬把岗坡地变
成旱涝保收的良田。麦季里，他站在

打麦场上，望着堆积如山的麦堆，抿着
嘴笑了。

儿女们接他进城前，他把责任田
转包给堂侄，不要任何报酬，只求每年
夏秋季节，留几陇庄稼，让他过把瘾。

头些年，侄儿还照办，总要在边角
留几陇庄稼，等他回来收割。七十岁
那年，他倾力想找回当年打头镰的风
采。为哄他开心，亲戚邻居都赶来喝
彩，怎奈年纪不饶人，一个来回下来，
早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众人不忍
心，七手八脚上前帮忙，准备已久的

“拿手大戏”，只得草草收场。
十多年悠然而过,被他汗水浸渍

过的土地已经几易其主，曾经使过的
镰刀，也都被挂在了墙上，使唤惯了的
犁耙锄头除少数进民俗博物馆外，大
多丢弃在库房墙角，直至锈迹斑斑的
老去。

去年麦收前，喜田伯大病一场后，
腿脚不听使唤了。出院那天，他执意
让儿子开车送他去郊外。在清爽爽的
麦田旁，他被扶下车后，竟双膝扑通跪

倒在地，捧着将熟的麦穗闻了又闻，不
停地喃喃自语，看得儿女们泪花闪闪，
一个个背过身去。从麦田回来后，他
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今年麦季，儿子经不住他再三缠
磨，开车送他回村，眼见路边的麦子都
熟了，却没人动镰。老人心急火燎的
嚷道：“蚕老一时，麦熟一晌，这麦子都
熟过火了，再不收割，麦头还不掉地
里？”

迎上前来的侄子笑着说：“大伯
啊，那都是老皇历了，如今割麦都是等
焦了割，麦粒干，脱粒净，好存放。我
给开收割机的师傅发了定位，一会儿
就到，一小时弄完，不耽误咱吃午饭。”

说话间，一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
边停住，侄子上前把麦田四边指给师
傅，就喊着喜田伯父子往树下去乘凉。

喜田伯被搞糊涂了，迟疑地问：
“不是来割麦子的，乘啥凉哩？俺当生
产队长那会，哪年麦季不晒掉几层
皮？”侄子笑得更爽朗了：“割麦有师
傅，用不着咱伸手，等人家收割完，就
把麦子给送到家了。”

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台台
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喜田伯乐
的像个孩子一样，禁不住凑上前瞧稀
罕，看着看着泪竟流了下来。任凭谁
劝，他一步不离麦田。

远远望去，骄阳下，种了一辈子小
麦、玉米的喜田伯，俨然把自己长成了
一株麦子。

小小说

父爱如山

♣ 史留昌

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

麦浪无声
♣ 薛培政

百姓记事

当第一轮夏风吹过北方的田野，布谷鸟来
不及把歌唱到高潮，便已是麦浪翻滚，遍地流
金。 祖父坐不住了。操起镰刀，蹲在井台边，
霍霍向野。收割，打场，顶着酷热的太阳，被
石磙碾压光滑平整的麦秸就垛在了场院边。

祖父是一位将军，手持长长的木杈，在
麦场的鏖战里指挥若定。他站在垛上运筹
铺排，宽阔挺直的身形越来越高大。

场光了，地净了，麦子流进了囤里。烟
尘弥漫间，麦秸垛从喧嚣的地面勃然而起，
挺挺地戳在麦场边上，似一朵硕大的蘑菇，
黄灿灿香喷喷的，在阳光下发出青青甜甜的
气息，蕴藏着丰收的喜悦。祖父能根据地邻
麦秸垛的大小，来断定他们今年的收成。我
家地多人勤快，收成好麦秸垛也大。他背着
手，胜仗之后忍不住巡视自己的赫赫战功。

夏日到立冬有漫长的时光，麦秸垛就静
静地立着，忍受着风雨的洗礼。湿了又干，干
了又湿，却依然挺拔。这时候，它是寂寞的，
一种从不抱怨的寂寞。无事可做的祖父便从
麦秸垛里抽出一根根银光发亮的麦秆，为我
们编织各式各样的蝈蝈笼，捉一只放在里面，
看着它吱吱地唱歌。

翠绿衬着银白，清脆和着静谧，仿佛一
夜间北风凛冽。

晨起的祖父穿着黑棉袄，笼着袖，鼻尖
冻得通红。天，是真冷了！这时的麦秸垛已
经没有了昔日的神采。经过夏秋的日晒雨
淋，顶部已经发黑，麦子的清香也已消失殆
尽，像一个阳光帅气的少年一步跌入了暮
年，满是沧桑。

伴随着一日日炊烟升起，麦秸在炉膛中
慢慢地弯曲，化为点点灰烬轻扬，麦秸垛也
一日日消瘦。矮下来的祖父蜷缩着，靠在它
的怀里晒太阳，做着来年暖洋洋的梦。那年
冬天，他选择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又倚
在麦秸垛上，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

又见麦收。还没来得及看清收割机庞
大的车轮，便早已滚滚碾过，颗粒归仓。麦
秸是丰收的骨骸，横陈田野 。如果你是一位
将军，即使打了胜仗，满目的伤亡也会使人
心生凄凉。时光是一条河流，每个人都会成
为隔岸的光景，祖父和他的麦秸垛是一座永
不褪色的丰碑。

今夕何夕，青草离离。我依然怀念，只
有怀念。

江城子江城子··密州出猎密州出猎（（书法书法）） 高克勤高克勤

祖父的麦秸垛
♣ 张 娜

人与自然

时值芒种，中原大地沸腾，机声
隆隆，人影闪动，“三夏”大忙，序幕
拉开。夏收、夏种、夏管，人们忙得
不亦乐乎。

这一段时光，人称五黄六月。人
们究竟有多忙？从谚语中可以看出。

麦收有“五忙”：割、拉、打、晒、
藏。麦收有“三怕”：雨淋、冰雹、大风
刮。难怪人们会说，“麦在地里不要
笑，收到囤里才牢靠”“麦收时节停一
停，风吹雨打一场空”。

夏收，“五黄六月不出工，十冬腊
月喝北风”“五黄六月，龙口夺食”“五
黄六月没老小”“麦子上了场，小孩没
了娘”“五黄六月焦麦头，姑娘小姐下
绣楼”“五黄六月到，砖头瓦碴跳三
跳”……足见人们繁忙的程度。“农家
五月无闲人”，不是夸张之言。难怪，
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
逢夫》里说：“我若南京再娶家小，五
黄六月害病死了我。”其意说的是

“农忙时节、人手紧张，死了都没人
抬埋”。

夏种，“五黄六月去种田，午前
午后差一拳”“春争日，夏争时，五黄
六月争头耧”“立秋种芝麻，老死不
开花”……季节不等人，墒也不等
人，人们抢抓节气抢种，为的是不误
农时助增收。

夏管，“孩儿不教不成人，庄稼
不管无收成”“光栽不护，白费工夫”

“三分在于种，七分在于管”“有收无
收在于种，多收少收在于管”……烈
日炎炎，接受阳光雨露恩泽，农作物
茂盛生长，此后日子农活极为繁重。

“最崇高的思想，寓于最简短的
谚语之中。”这话含义深刻。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在靠
天吃饭的日子里，先人们与自然灾
害斗争，在农作物的丰歉里暖老温
贫，积千百年的悉心观察，一代代精
心积累，留下了生机勃勃的谚语，带
着泥土的芬芳，传之久远而不衰，也
让人牵肠挂肚。

六月很好理解。历史上，我国主
要以阴历纪年，这个阴历自夏朝开
始，又称夏历，六月即阴历六月。

那么，什么是五黄呢？
一指五谷。南朝梁简文帝《六

根忏文》中说，“既贪五黄六禽之旨，
又甘九鼎八珍之味”。五谷，在古代
中国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
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
种指麻、黍、稷、麦、菽。有句俗语称
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二说五黄六月为五荒六月的别
称。此段时间天气炎热，农作物青
黄不接，旧粮所剩无几，新粮又未成
熟，人容易烦闷，营养也跟不上。“五
黄六月的苗子——把青草”，说的是
农历五六月间，庄稼尚未成熟。这
句俗语，后来指未成年或不成熟的
人。类似谚语还有，“五黄六月的韭
菜——招苍蝇”“五黄六月长疥疮
——热闹（挠）”“五黄六月穿棉袄
——摆阔气”“五黄六月臭韭菜——
卖不出高价”，指的是不合时宜，或
指失去展示价值的好时机，或指品
行恶劣的人会引来臭味相投的人。

这些民间俗语，或许是因地理、
气候差异造成的。

三说五黄与端午节有关。“五月
五，五黄三白过端午。”阴历五月故
又称五黄月，人们端午节要吃雄黄
酒、黄鱼、黄瓜、黄鳝和咸鸭蛋黄；还
要吃茭白、咸鸭蛋蛋白、白切肉。笔
者认为，这是南方风物与风俗，有点
望文生义。

中原的夏日，雨水较多，人们全
身心投入“三夏”大忙，哪有吃美食的
闲心呢？“麦黄秋黄，绣女下床”，真的
是看不到“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了。

五黄六月
♣ 任崇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