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红是个晓事的人。她看康
悔文言语有些迟疑，即刻改口说：
康公子，你别多心。我说这些并没
有别的意思。我知道你是做正当
生意的，我看中的是你的为人。所
以，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你要租
的店面，已经给你找妥当了。康悔
文说：那太好了。多谢多谢。

崔红说：另外，我还要告诉
你，在兰水，你若是运粮食来，回
去，可运些布匹。这样一来一回，
赚头就大了。康悔文很感兴趣，
说：噢，是吧？

崔红说：不瞒你说，我父母早
年是做布匹生意的。只是有一年
在水上碰上了盗匪，一船货被歹
人抢走，父亲也被土匪害了……
不说这些了。

康悔文说：噢，原来你祖上是
做布匹生意的。昨天我看了布
市，这里的市面不小啊。

崔红说：是啊，这里的布匹市场
很大。往南有松江布、常熟布、无锡
布。往北有乐亭布、南宫布……松
江布质地优良，无锡布着色最好，
常熟布结实耐用。另外，西边的
棉花如果运到这里，赚头更大。

康悔文说：崔小姐，听你这么

一说，你也有心做布匹生意？
崔红说：我一个小女子，出不

得门的。只是给公子提个醒儿。
康悔文说：小姐的恩德在下铭

记在心，你看这样好不好，以后凡布
匹生意，我负责运，这边就由二哥代
理，利润五五分成。你看如何？

崔红说：此话当真？
康悔文说：决无虚言。
崔红说：好。我就知道你仁

义。她想了想，突然说：康公子，
我有个请求，你能答应我吗？

康悔文说：小姐请讲，只要是
我能办的。

崔红说：你住的这间客房，我
想劳烦你调换一下。

康悔文怔了一下，说：这……
崔红说：有一位熟客，常来常

往，住惯了这间房子。
康悔文一口答应：这好说，我

马上就搬。
崔红说：谢过。我这就让掌

柜的上来给你调房。
之后，崔红告辞。康悔文虽

然有些不解，没有多想，也就在新
换的房间睡下了。

早上起来，康悔文见客店掌
柜的神色慌张，问他出什么事

了？掌柜的说，昨天半夜，有间客
房进了一伙歹人，好在房里没人，
要不然，就出大事了。康悔文听
了，心里明白，也不便多说什么。
只是在心里暗暗感念那位名叫崔
红的姑娘。

第 九 章
一

遥遥地，陈麦子看见，一个七
品知县，正在堂上补官服呢。

…………
近些日子，刘知县常问的一

句话是：内务府的官差到了吗？
报子再一次回道：禀老爷，还

没呢。
刘知县坐在后堂上，一直在

缭那件绣有鸿鹄的蓝色官服。
只是如今的他，早已没有当

年的“鸿鹄之志”了。
身为七品知县，官职低微，俸

禄微薄，全年只有四十五两饷
银。每年迎来送往的应酬如此之
多，南方的父母家小尚需接济奉
养，这都是要银子的。当然，即便
是捉襟见肘的时候，也绝到不了
置办不起官服的地步。刘知县不
贪，再不济，本县范围之内他还可
以赊账。不过，寅吃卯粮，在当朝

的官员中，已是不成文的惯例。
官服他有三套，本可以替换

着穿。但几年的案牍劳形，其中
一套的领子、袖口已磨烂了。另
一套则在一次打茶围、喝花酒时，
被醉酒同僚撒上酒菜污渍，洗之
不净。第三套还有八成新，一直
在柜子里放着。那是为皇上召

见，或是接驾逢迎来往大员等重
大场合预备的。提起喝花酒，他
私下有些不好意思。偶尔逢场作
戏，也只是应酬。

七品知县自己补官服，听来
像是作秀，但确系实情。刘知县乃
苏州人氏，祖上几代均为织造行的
匠作，知县本人亦嗜好缝纫。况家
眷不在身边，那一针一线，补的是
心思，织的是惆怅。每有烦心事，
他总要织补一点什么才会心安。

十日前，县衙接到一封内务
府的秘牒。说是在开封、洛阳一
带的当铺，发现了两件前明王宫
的饰物。一件为盘龙玉镯，一件
为九凤金钗。牒中严令各地，一
要密查这些前明宫中物品的来龙
去脉；二要密查是否还有前明漏
网之余党。并特示：上方会派员
密查此案，此事不得张扬。

刘知县接到秘牒后，很有些
紧张。大清有“连坐法”，事关前明
余孽，这不由得让他心惊肉跳。他
不知内务府的密探何时造访，恐有
不周之处，他无论如何吃罪不起。
想他十二年苦读，三年候补，熬来
一个七品知县，实为不易。

刘知县还听说，河洛仓那边

的仓署官员中，有人可以直达天
听，有专折密奏之权。这人是
谁？新来的杨侍郎？吴仓监？或
是黄……刘知县摇摇头，他实在
是猜不出。可这又是不能不防
的。万一那人得到什么风声，抢
先上奏朝廷，岂不是他的失职吗？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刘知
县一边补着官服，一边想着心
事。一针一线，拉得很长。

冬日的阳光钉在签押房的兽
头上，溢出些许暖意。庭外那株
蜡梅开得正好，可围着火盆独坐
的刘知县心里却很凉。终于，他
想起一个人来，他要请这个人吃
火锅。

他要请的是河洛镇的康秀
才。如今的康秀才已是当地的名
儒，且不说他家中曾先后出过两
个进士，在官场上有些根基，仅就
他在当地的家世声望，已足以让
他这个七品知县待为上宾。前任
知县八抬大轿把他抬到文庙，聘
为县学，可他说辞就辞了。府学
一请再请，他竟坚辞不就。可见，
此人不看重俗世功名。

官轿把康秀才抬来，已近午
时。刘知县亲自到县衙大门迎

接，一口一个“老太爷”，作揖打拱
地把老人请到了官衙的后堂。

康秀才步入后堂，见花窗前
的铜火锅早已摆好。炭是孙记炭
薪行不冒烟的上等好炭，炭火红
腾腾的，火锅中水已煮沸，几样小
菜和口外的切片羊肉都已备下。
刘知县特意介绍说，酒是从家乡
带来的“女儿红”。

雪后初晴，透过棱形的格子
花窗，只见漫天皆白，唯有院中那
株蜡梅，在一片琉璃世界中如粉
雕玉琢。

两人一番寒暄，刘知县再三
谦让，终还是坐了主位。待康老
爷子坐下，知县大人端起酒杯说：
老爷子，下官今天能把您老请出
来，赏雪品酒，实乃一大快事呀。
请，请。

康秀才说：承蒙知县大人抬
爱，老朽谢了。晚来天欲雪，能饮
一杯无。好雪好酒好雅兴，老朽
愧领了。知县大人请。

刘知县说：您老能来，是下官
的造化。正可谓“身无彩凤双飞
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请，请。这口外的羊肉，一
点也不膻，您老尝尝。 44

连连 载载

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时期著名
书法家。历任秘书郎、宁远将军、江
府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
后辞官，工书法，学钟繇书，独创圆转
流利之风格，兼善隶、草、行各体，广
采众长，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
自成一家，影响深远，被奉为“书圣”，
《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永和九年（353 年）上巳节，以王
羲之为首的东晋名流 41人聚集在会
稽（今绍兴）的兰亭，曲水流觞，即兴
赋诗。当时的名门望族王、谢、庾、
郗、袁、羊、桓诸家的代表人物纷纷乘
兴而来，盛况空前。这些人中，多半
都是谈玄的高手，喜欢身托山水而心
寄玄远。“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
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自江表，玄
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相
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最
后，众人的诗篇结为一集，王羲之为
之作序，是为“兰亭序”。出人意外且
难能可贵的是，王羲之所撰之序没有
迎合当时东晋士人以阐发玄思妙理
为时尚的潮流，而是借作序之酒杯，
浇胸中之块垒，感喟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全文快乐

与悲伤互渗、明亮与阴暗交叠。一阴
一阳，相得益彰；阴阳相和，气场全
开；仰观宇宙之大是阳，俯察品类之
盛是阴；欣于所遇、快然自足是阳，所
之既倦、情随事迁是阴；高朋满座，把
酒赋诗是阳，年寿有尽、转眼陈迹是
阴；今诵古人佳章是阳，后呤今人诗
词是阴……起伏跌宕、一唱三叹，词
采既富、更兼风骨。《兰亭序》的基调
虽然低回伤感，但更有“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贯注之中。

文如其人。王羲之向以清名远
扬，然清而不虚，更以“风骨”著称于
时。《晋书·王羲之传》载：“及长，辩
赡，以骨鲠称。”《世说新语》刘峻注引
《晋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世
说新语·品藻》载：时人道阮思旷：骨
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
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
之美。他为政勤勉，事必躬亲，方正
无私。

王羲之作为修禊盛事的发起者和
组织者，面对良辰美景，把酒临风，同
时心事浩荡、千忧百虑，两股情感在胸
中激荡交汇、碰撞，于是产生了传诵古
今的《兰亭序》。此文本是为玄言诗集

作序，却没有丝毫“平典似道德论”的
痕迹，而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抒写良辰
嘉会之际自己内心的悲喜交集之感，
直言“一死生”“齐彭殇”的虚诞与矫
情，反思生命的意义与真谛，字里行间
蕴蓄着“生生”美学的深厚内涵，以其

“雄秀”和“自然”之风辉映千秋。
从古至今，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无论是做人或是为文。始终推崇
“真”与“诚”。《中庸》将“生生”之德抽
象为“诚”：“诚者，天之道也。”诚的本
意是指言行一致，真实无欺，有一是
一，有二是二，不虚不妄。此与天道
运行的秩序相契合：“故至诚无息，不
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
厚，博厚则高明。”“诚者自成也，而道
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兰亭序》的殊
胜之处，就在于它一任真情实感尽情
挥洒，不回避、不含糊，不故弄玄虚或
故作超凡脱俗，“字字从肝肺出”，以
一片赤诚示人，所以使人为之打动，
充分展示了王羲之的风骨。

除了“风骨”，王羲之还以其真性
情为人传诵。当时王家与郗家联姻，
郗家掌门郗鉴独具慧眼，舍弃了那群

芝兰玉树般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公
子哥，选定了“在东床上坦腹卧”的王
羲之，也是看中了王羲之“不装”的真
性情。事实证明，郗鉴的选择是正确
的。婚后，王羲之与郗鉴之女郗璿情
爱甚笃，始终如一，王羲之在晚年骄
傲地说：“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这
在那个纸醉金迷，妻妾成群的时代，
王羲之可谓鹤立鸡群，无愧江左士族
圈中的一股清流。王羲之醉心书法，
爱鹅成癖，对声色犬马没有丝毫兴
趣。张岱《陶庵梦忆》说：“人无癖不
可交，以其无深情也。”王羲之的确是
一个“一往而有深情之人”。不仅对
家人，他对朋友也总是以诚相待，语
浅情深。虽为官，却对平民百姓充满
爱心温情。见路边老妪卖扇辛苦，他
便在每把扇子上写字，让老妪告诉众
人此为王右军所书，扇子很快便被争
购一空。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王羲
之发起齐聚兰亭曲水流觞应者如云，
不难理解今人谈到王羲之而肃然起
敬。

1600 多年过去了，《兰亭序》的
字字句句仍然是鲜活生动的，王羲之
的形象依然是鲜活生动的。

百姓记事

静美北龙湖静美北龙湖（（摄影摄影）） 张张 永永

什么是好书？答案恐怕见仁见
智。畅销的未必都是好书，好书也不
见得好卖；但被广泛推荐，特别是被懂
书的阅读达人推荐的书大概率算是好
书，好书总是因推荐而发现，因推荐而
被阅读。

百道好书榜·艺术类榜单近日新鲜
出炉，海燕出版社2020年 7月出版的

“竹堂文丛·第三辑（套装5册）”荣耀上
榜。“竹堂文丛”第三辑包括《〈书概〉衍
义》《读“三大行书”》《竹堂笔记续辑》
《书法入门十八帖》《竹堂余事》五种。
《〈书概〉衍义》约30万字，是对清代刘
熙载《艺概》中《书概》的疏解、意译和讲
述。《读“三大行书”》对《兰亭序》《祭侄

稿》《寒食帖》进行了全方位的释读和鉴
赏，是作者孟会祥的用情之作。《竹堂笔
记续辑》是2013年至 2018年笔记，曾
在《书法》连载，点点滴滴，三言两语，全
面而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书法生活面
貌。《书法入门十八帖》是普及性的书法
通俗读物，介绍了最常见的18种楷书、
隶书、行书入门字帖，回答了“谁写的、
写的什么、有什么特点”的问题，适宜初
学者阅读，学有所成者，亦可参考。

《竹堂余事》是孟会祥近期散文、随
笔结集，内分“忆往、涉事、读帖、议论”
四部分。作者持文学为核心，书法为表
相的观点，书法之外的余事文字，反而
意在证明书法才是余事。

新书架

♣ 萱齐

“竹堂文丛·第三辑”荣登百道好书榜

四十年前这个季节，早播的麦子已
出齐了苗，在地里自由摇摆着身子，刨
晚红薯的社员干劲冲天，互不示弱。傍
晚时分，村庄东岗上，一群到城里赶集
的人加快脚步往冒着炊烟的村庄里走
去。有一村民飞速跑到家里对我大妹
妹说，你哥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个女的，
可能是你嫂子。到了家里，正做晚饭的
母亲的脸庞被柴火映得通红。我想这
是母亲最为高兴的时候，因她见到了从
未谋面的在外地工作的长媳。

那个时候，我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一
所中学教书，不久，几个女教师张罗着
为我介绍对象，我一听说羞得脸直发
红。其后，我结识了一女同胞，就是现
在疼我爱我陪伴我的妻子，因我们都有
看书学习的兴趣爱好，不久就领了结婚
证。由于单位房子紧张，连个住处都没
有，无奈，在妻子家中住了几个月后，才
分到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红机瓦房。
室内设施寒碜得可怜，除了一张床板和
两条板凳外，剩下的只有几本书籍为
伴，别说家具了，连个纸箱子都没有。

当时，社会上旅行结婚成为时
尚。一天晚上，行伍出身的岳父把我
叫到身旁说，现在时兴旅行结婚，我也
没有啥要求，你就和湘平到北京走一

趟算了。因为我手头无钱，一听这话，
“吓”得头上直冒虚汗。在一旁的妻子
知道我的家底，最终放弃了去北京的
念想，随从我一起回到了豫西南的老
家，落了个两头“瞒”，说在工作的地方
已经办过了婚宴。现在每当看到新婚
伴侣举办隆重而喜庆的结婚仪式时，
我总觉得亏欠妻子太多。

我们先到郑州，为省几块钱路费，
我们搭乘一辆到新密拉煤而后到许昌
的部队车辆。一下车，我的脸被煤面
染成了花老包，惹得坐在驾驶室内的
妻子，笑得前仰后合，说基本上认不出
我来了。这为我们的“旅行”增添了一
辈子也忘不了的笑料。

妻子中学毕业后，没有上山下
乡，因其母病了，需要人照顾，她走上
了医护工作岗位。她知道服务病人

需要知识，婚后她争取到了市卫校学
习的机会。我也要到更高一级学校
进修深造，于是，我俩比翼齐飞，废寝
忘食地学习，夜点明灯下苦心，每每
考试，妻子均名列前茅。毕业后，妻
子回到医院，成了一名护士长，工作
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论在儿科、外
科，还是在妇产科、供应室等科室，护
理人员应具备的十八般武艺她样样
精通，难怪她多次获得了优秀护士
奖。几十年来，从未出过一次差错的
她口碑良好。现在走在大街上，常会
有人主动和她打招呼。有的说她照
顾过自己的儿子，有的说她接生过自
己的孙子。其实，对于这些，她总认
为这是天职是本分，在她的眼里已是
过眼烟云，早已经忘却了。

知妻子者莫若丈夫。我们婚后不

久，我母亲病危，妻子跑前跑后，送药
端水，倒便盆，如亲闺女一般。妻子拔
龋齿那年，不能吃硬东西，喝豆腐脑可
加快创面愈合，妻子本是到街头喝豆
腐脑的，一问价钱，说是五角钱一碗，
她说太贵了，忍忍就过去了。一次下
班后我让她到街上买蔬菜，她买了七
分钱的君达菜叶回来了。她说其他蔬
菜都较贵，舍不得乱花钱。后来，她所
在的医院集资建房，我们没有伸手向
他人借过钱，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都
知道，这笔房款是从她的牙缝里省出
来的。她对前来就诊者大方阔绰，住
在山区的老大娘来看病，她把她领到
家里喝碗热饭暖暖身子，有的产妇生
了小孩，她把产妇的家属领到家里来
做饭，为其提供无偿帮助，妻子常说这
样做心里才踏实。

寒风刮过几场，枯黄的树叶纷纷
落地，天气越来越冷了，当我拿出四十
年前妻子为我织就的加厚毛线裤穿上
时，忽然有一种暖在心头的感觉。

屈指算来，我和妻子已经同甘共
苦走过了四十年的难忘旅程，就像红
宝石一样珍贵难得。我同女儿商量，
给你妈咪挑选一枚色泽耀眼炫目的红
宝石戒指吧，送给她一个惊喜。

史海钩沉

♣ 柴清玉

清气满怀王羲之

♣ 刘传俊

聊斋闲品

白璧无瑕与白璧微瑕，相同的都是白璧，
不同的是一个无瑕，一个微瑕。无瑕的白璧，
十全十美，无可挑剔，但对于自然物来说，有
点太过苛求了；微有一点瑕疵，是大自然赋予
的印记，只要不影响总体观瞻和质量，就仍不
失为一块美玉。所以，白璧微瑕反倒说明这
块玉是天然生成的，货真价实的。

见之于人，只要吃五谷杂粮，别说我们普
通人，即便是公认的好人、圣人、贤人，也不可
能没有缺点、不犯错误。如果无视人家的好、
人家的贤、人家的才能和贡献，专盯人家的缺
点和错误，甚至刻意放大人家的缺点错误，就
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人要么是眼界
有问题，要么是心态有问题，总是借所谓“还
原真相”的名义，挑别人毛病，扒别人负面材
料；且不说扒出的材料是否就是所谓“真相”，
即便包含有部分“真相”，也无非是白璧微瑕，
影响不了人家仍是一个好人、圣人、贤人，反
倒说明人无完人，更真实也距离我们更近了。

见之于事，世界上的事总是有一利就有
一弊，关键是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利大
于弊的事就是有益的，百利无一弊的事是不
存在的。何况凡事总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
程，有一个等待历史检验的过程，过早下结论
难免失之偏颇。但有些人总是急不可耐，轻
下结论，甚至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不了解
的事情，也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这也不行那也
不行，鸡蛋里面挑骨头，实在是既无意义，又
自损形象。

人生一世，最可贵的是做个好人，做点好
事；但好人好事是需要掌声，需要鼓励，也需要
包容的。如果掌声中总有些人吹口哨、发杂
音、说怪话，久而久之，不明真相的人就多了，
掌声就少了。好人不被信任，好事不被包容，
好人好事就没人愿做，也没人敢做了。相反，
遇到好人就鼓掌，遇到好事就鼓励，即便有缺
点、犯过错误，也不揭短，不翻旧账，大处着眼，
小心呵护，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争当好
人，争做好事；好人好事多了，坏人坏事就没有
市场了，优良的社会风尚也就逐渐形成了。

爱一块玉，就不要介意它有瑕疵；欣赏一
个人，就不要纠结他有缺点和错误。有些人的
洁癖，属于心理疾病；有些人的洁癖，属于心理
阴暗。心理疾病可以治疗，心理阴暗至少要给
予限制！曾有人说，对于那些不怀好意，热衷
于借所谓“还原真相”之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的人，大家也应该扒一扒他们的老底，“还原”
一下他们的“真相”，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
什么药，搞的什么名堂，似乎也不无道理！

海为龙世界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云是鹤家乡（（书法书法）） 段海峰段海峰

白璧微瑕
♣ 高玉成

知味

木有耳
♣ 董全云

听说我参加了献血活动，母亲
心疼得不得了，给我冲了一大杯浓
红糖水，说木耳补铁生血，拿出两包
东北黑木耳非要我拿走。

成熟的木耳中部凹陷，呈耳
状，故名木耳。唐朝韩愈在《答道
士寄树鸡》中写道：“软湿青黄状可
猜，欲烹还唤木盘回。烦君自入华
阳洞，直割乖龙左耳来。”木耳在这
首诗中被韩愈赞誉为龙耳，足可见
韩愈对木耳的喜爱，而树鸡则是木
耳的古称。

儿时，老家的院子里有朽木，遇
到连阴雨天，木头上便会生出一片
片的灰黑色野生木耳。母亲小心地
采下晒干，她说新鲜的木耳有毒，只
有经过阳光的炙晒和风的熨磨，它
才会入人肌理肺腑，生血、补铁，清
理肠胃。

记忆里，家里有一个粗纹小布
袋，里面装着晒干的木耳蘑菇，放在
小竹篮里，挂在堂屋檩子上。来了
亲戚，母亲会小心地打开布袋，用手
指捏出一点木耳，放到不锈钢的小
盆里，凉水泡发。有些神奇，盖不严
盆底的木耳，一两个小时居然长大，
黝黑透亮，丰盈肥厚，满满的一小
盆。凉拌，或青芹炒肉片，或西红柿
炒鸡蛋，不论什么菜蔬，一旦搭了黑
色的木耳，立马盘内色彩生动，营养
加倍。

现在人们食用的大多是东北小
木耳，肉厚，具有药用价值。我有一
爱喝酒的中年朋友，他家的饭桌上
常有一盘黑木耳，或凉拌，或清炒。
问其缘故，答曰降血脂，排毒清肠。

夏日暑热，凉拌木耳来一盘。
木耳发泡好，如果有芫荽几根最美，
洗净控水，淋上香油、精盐、香醋，装
盘即可，黑色的木耳朵朵如花，点缀
碧绿的芫荽段，清淡营养。

女人月事，一碗木耳红枣粥，美
容滋养是再好不过。发泡好的木
耳，洗净撕成小瓣。粳米淘洗干净，
大枣去核，切片，一同放入锅内，大
火烧开，移文火上慢炖，咕嘟咕嘟，
白色粳米至熟烂成粥。喜欢甜口的
加入冰糖，喜欢咸口的加一点精盐，
一碗糯糯温热的木耳红枣粥，实在
是温补之良物。

即便寻常白菜，加几片黑木耳，
也立刻如下里巴人成了阳春白雪，
虽家常味道，却是一生的滋养。

母亲生日，我和她二人在厨房
边做着菜边聊着家常。父亲在客厅
看着电视，冬日阳光从玻璃窗透进
来，光影斑驳，明媚温暖。中午，三
世同堂，弟弟、弟媳给母亲敬酒，一
晃眼的工夫，孩子们也长成了我们
小时候的模样，母亲开心地笑着，满
桌都是母亲精心置办的菜肴，热炒
凉拌，满桌的菜蔬里都欢快地绽开
一朵朵黑色的木耳花。

初冬。傍晚，寒气初上。坐在
灯下读新疆作家李娟的散文，“在阿
勒泰的森林里，木耳一排排半透明
地并立在倒木上，或单独一朵，微微
侧向一束手指粗细的光线投过来的
地方。它们是森林里最神秘最敏感
的耳朵，它总能会比你先听到什么
声音，总能比你更多地知道些什
么。”“阿嚏阿嚏……”可能是白天出
汗后受了些寒，连着打了几个喷嚏，
忽然，母亲的电话打来，“天冷了，降
温了，注意照顾好自己。”

我不觉有些泪目：其实母亲又何
尝不像老树上立起来耳朵的木耳，时
时刻刻侧耳倾听着我们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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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贤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