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路放歌

金蝉褪去了壳
留给我的是件美丽的金色外衣
是树枝上传来的歌声
和无尽的回忆

每年初秋
你在蝉妈为你打造的
树枝小孔产房里醒来
随着秋风落入土中
便开启你潜伏式的生长过程
是二年还是五年
无人知晓 无人关注
只有随着土壤的冷暖变化
感知着世间的春夏秋冬
只有自己吮吸着根汁的奶液
在黑暗里锻造着靓丽的身姿
为了一鸣惊人
为了重见光明
忍受着黑暗的恐惧
孤独的苦闷
暴雨的浸泡
冻土的寒冷
几年间的四次蜕变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飞向天空

在那炎热的夏季雨后
你披着金甲冲破地垄

“金蝉脱壳”
至今还被多少谋士引用

从此 炎热的夏季
多了几缕飞来的清风
寂寞的树林里
多了几首欢快的歌声
明月高挂的树枝上
多了几袭美丽的靓影

震耳的歌声里
有仰天长啸的悲壮
有声嘶力竭的抗争
嘹亮的歌声里
有一飞冲天的豪迈
有憧憬未来的痴情

冲上枝头的日子
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天
十五个日落日升
虽然你
感知了螳螂捕捉的凶险
目睹了弹弓射击的威能
看清了马尾编出的圈套
忍受了玩于股掌的无奈和心痛
但你 看到了世界的风云变幻
感知了多变的冷暖世情
实践了翱翔天空的美梦

蔚蓝的天空上
留有你飞过的痕迹
葱绿的树林里
留有你嘹亮的歌声
这个世界少了你
是否太过安静

♣ 尚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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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垦
区的“北玉5号”玉米早熟单交种、悬
挂式播种施厩肥机、侧牵引清淤机等
10项成果获国家部级成果奖。黑龙
江省国有农场总局在科学大会上获
得奖励的农垦优秀科技成果达92项。

1978年之后，北大荒知青开始
返城，他们回到祖国各地，把“北大荒
精神”带到各个岗位上，成为各条战线
上的中坚力量。聂卫平、姜昆、赵炎、
何新、张抗抗、李晓华、濮存昕等一大
批从北大荒黑土地走出的知青，成为
享誉海内外的棋圣、世界冠军、艺术
家、作家、企业家等。当年走进北大
荒，他们无怨无悔，北大荒这片热土铸
就了他们的刚毅和顽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北大
荒农垦事业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进入了二次创业阶段，也给新一代北
大荒人提供了更多完成梦想的契
机。此阶段，北大荒人“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
战略，实行对外开放，建立农业现代化
窗口，改善管理体制，变革经营理念，
实行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措施。垦
区由试验探索转向能动推进，由单项
突破转向配套实施。垦区社会生产

力水平明显提高，也进一步推动了由
“北大荒”向“北大仓”的转变。

一代代的北大荒人，在“北大荒
精神”指引、锻造下，实现了一个又一
个历史性的飞跃。如今，北大荒已经
变成名副其实的北大仓，粮食商品产
量、专储量均居全国第一，成为国家重
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丰盈富饶的中
华大粮仓。2019年，北大荒生产的
粮食可以让1亿国人吃一年。

在 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
地震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等关键节
点，北大荒垦区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十一五”以来，北大荒全力实施
“强工”战略，米、面、油、乳、肉等十大支
柱产业迅速崛起，“完达山”“九三”“北
大荒”“丰缘”等一批品牌蜚声四海。
2012年，“北大荒”品牌价值高达365.36
亿元，成为亚洲农业第一品牌。

北大荒用了60多年时间，提前
实现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50亿斤
的目标，成为中国最安全的粮食战略
储备基地，累计生产粮食 3922亿斤，
其中，商品粮3065亿斤，粮食商品率
为78.1%。无论是从我国的农业历
史来说，还是同美国（从19世纪60年

代开始）和苏联农业开发史（从20世
纪20年代开始）进行国际比较，能够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无疑
是一个让人惊叹、称奇的事实，也是世
界移民开发史上的一个亮点。

第八章 种子的力量
2014年世界种子大会上，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指出：种业是现代
农业发展的“生命线”。当年农业部公
布的资料显示：良种在中国农科贡献
率中占比43%以上。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2019年12月9日，农业农村部

在海南召开的全国现代种业发展暨
南繁硅谷建设工作会议上透露，目前
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
盖：节水小麦、优质水稻品种选育取得
新突破，第三代杂交水稻亩产突破
1000公斤，继续保持国际领先优势，
玉米良种选育出一批可与国外抗衡
的新品种，抗虫棉实现了国产化，国内
种植的水稻、小麦、大豆、油菜等都是
自主选育的品种；我国自主选育品种
面积占比已由2010年的90%提高到
当时的95%以上，实现了中国粮主要
用中国种。

前来参加会议的水稻育种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虽年近
九十，仍心怀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
乘凉梦，就是不断追求高产，通过大家
的共同努力，现在正逐步变成现实；另
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让杂交
水稻造福世界人民。全球现有水稻
1.6亿公顷，如有一半种上杂交稻，就可
增产1.6亿吨粮食，多养活5亿人口。”

袁隆平先生带领团队开展第三

代杂交稻研究，而且取得了重大突破
——“叁优1号”2019年在湖南衡阳
作双季晚稻试种，30亩试验田平均亩
产达到了1046.3公斤，远远超出我国
晚稻平均亩产398公斤的水平。

作为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
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
父”的袁隆平先生，在我国可以说家喻
户晓。袁隆平先生的贡献究竟有多
大？求是网如此概括：袁隆平一生致
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
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
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
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
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
杰出贡献，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始终
居世界领先水平。

袁隆平，1930年9月生，江西德
安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
他不畏艰辛、执着追求、大胆创新，勇
攀杂交水稻科学技术高峰，建立和完
善了一整套杂交水稻理论和应用技
术体系，创建了一门系统的新兴学科
——杂交水稻学，实现了我国超级稻
第一、二、三、四期大面积种植平均亩
产700、800、900、1000公斤的目标。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是袁隆平毕生的追求。他积极推动
杂交水稻走出国门，致力于将杂交水
稻技术传授并应用到世界几十个国
家，帮助提高水稻单产，缓解粮食短缺
问题，为人类战胜饥饿作出了中国贡
献，获得了世界粮食奖。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是袁隆平为国家担负的责
任。他对杂交水稻和它背后维系的
国家粮食安全怀有的赤诚初心，从过
去到现在，始终未变。他荣获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等称号。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党和人民授予他

“共和国勋章”，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
他颁奖。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
（现西南大学）农学系毕业，被分配到
湖南省怀化地区偏远的湘西雪峰山
麓安江农校任教。1956年，为了响应
国家“科学发展规划”，袁隆平开始带
着学生做农学试验。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农校试
验田里发现了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
——就是这株“鹤立鸡群”的植株，使
他产生了“杂交稻”的灵感。次年春
天，袁隆平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
试验田里，发现它的子代有不同性质，

证明这就是“天然杂交稻”。随后，他
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
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尝试培育杂交
品种。1964年7月，袁隆平在试验稻
田中找到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
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
不育株种子。1965年7月，袁隆平又
在14000多个稻穗中挑出6棵不育
株。接下来，在两年的播种中，其中的
4株成功繁殖了1~2代。经过几年的
试验观察，袁隆平对水稻雄性不育材
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认为，水稻
也有杂交优势，可以通过培育雄性不
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
复系的三系法途径来培育杂交水稻，
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

根据积累的科学数据，袁隆平撰
写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发表在1966年第17卷第4期《科学通
报》（中国科学院主办）上。论文发表
后，引起巨大反响，国家科委九局致函
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
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指出这项
研究的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将使水稻
大幅度增产。袁隆平的论文彻底打破
了传统经典理论的“无性杂
交”学说，也由此拉开了我国
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36

连连 载载

身兼摄影史家、策展人、摄影家
等多重身份的复旦大学教授顾铮，近
日 推 出 新 书《中 国 当 代 摄 影 景 观
（1980—2020）》。该书历经多年沉
淀、打磨，不仅是顾铮对中国当代摄
影三十余年观察、研究之大成，更是
中国当代摄影史书写的一个新篇章，
它的出现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为
当下的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了样
本。本书得到巫鸿、陈传兴、陈丹青、
郭力昕、李公明、杨小彦、刘树勇、晋
永权等多位专家的一致推荐。

早在 20 世纪初，郎静山、庄学

本等一代中国摄影人便开始了对摄
影现代性的追寻，而这种集体努力
因战争的爆发而被迫中断。直到
1980 年代，随着“四月影会”“陕西
群体”“北河盟”等民间摄影团体的
涌现，中国摄影未完成的现代转型
才得以重新启动。自 1980 年代起，
四十年间，中国当代摄影发生了哪
些变化，又有何种探索？该书对此
做了一次重要的梳理，全书分为“现
象”和“个案”两个部分，从宏观与微
观两个角度回顾过往四十年中国当
代摄影的发展历程。

荐书架

♣ 高晓倩

《中国当代摄影景观》：多角度勾勒当代摄影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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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祺

闲话读书
自古至今，读书人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抱着实用的目的，为建功立业寻找
根本；另一类希冀装点门面，预备谈资，
以便展示给人家看；最后一类漫无目
的，唯其所好而已。

实际上，将上述三类看作读书人的
三个阶段也极为适当。第一阶段，为“黄
金屋”，为“颜如玉”，为安身立命。第二
阶段，为求富贵整日忙碌，将书放在案
头，偶尔瞟瞥以示雅致，虽浅尝辄止，足
以增进谈资，装点门面。第三阶段，无安
身立命之虞，无追求富贵之想，或忙碌之
余，或偶得闲暇，不管外在静躁，平心静
气，出入书海，无欲无求，但求怡然自得。

第一类读书人苦，因为读书是一件
“have to”的事情，不得不为，悬梁刺股
即是读书之苦的极好言状。第二类读
书亦苦，但程度大为下降，虽说并非不
得不读，总归非心向往之。第三类便不
同了，因其所好，乐在其中。

宋时叶采、朱熹都深得读书之乐。
叶采《暮春即事》说：“双双瓦雀行书案，
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
知春去几多时。”看，人在书房坐，麻雀房

檐嬉闹，影子晃动书案，纷纷杨花柳絮也
来挑逗，飘然入窗，舞入砚池。诗人不为
外在所动，捧读不辍，连春去夏来的季节
变换都忘记了，难道不是乐在书中？

大理学家朱熹更得读书三味。他
的《观书有感》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
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初读此诗，觉得大谬，说是
观书，却不见书影；反复玩味，始觉处处
书在，深感其妙。书页开展，四方四正，
恰似半亩方塘；书中“山光水色”，也正如

“天光云影”，看似说方塘，实为状书景。
后两句既是评论，也是心得，是问“塘”，
更是问自己、问人生。为什么方塘如此
明净清澈，因为源头不断有活水流来！
宋代的另一位诗人，苏轼的好友黄庭坚
的一段话，大凡可以为朱熹的感受注脚，

“三日不读，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
当然也不会心旷神怡、淡泊宁静的。

当代著名作家林语堂也把读书视
作一种雅事，他在《读书的艺术》有一
段述说相当精彩，他说：“读书或书籍
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
一种雅事……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

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
的世界所禁锢的……他在这个监狱里
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
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
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
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
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
度或不同的时代……一个人在十二小
时之中，能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
活两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
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身体监狱里
的人所妒羡的权利。”

依我看，读书还不止于此。读史的
时候，便是与古人面对面，或聆听，或对
话，或切磋，鉴成败得失。捧读四书五
经，便是经历着思想的陶冶与洗礼，仰
视之中，见贤思齐。卧读游记，足不出
户，银两无耗，壮丽山河便历历在目，似
与高山相共舞，与流水觅知音。读诗，
与诗人的愤怒与欢欣共鸣，或低沉或高
昂，俨然一次自身的情感游历。打开一
本书帖，便觉见字如面，书者的心境、个
性、文采，他们的书中法式，举手投足的
涵养与风范赫然入目，受其陶染，心向

往之。读《中国建筑故事》，解构凝固的
历史，经历文化的穿越，欣赏先人的审
美眼光和创美能力，令人惊艳，令人叹
息，为它辉煌地来，为他悲壮地去……

有人问我，黄土及胸，读书何用？
这样的问题真难以回答。他人非我，自
然不知读书之乐；我非他人，当然也不
知道他说的读书之用为何物。但凡读
书有了目的，便无乐无趣。如果非强我
所难，说出读书功用的话，便是：思想的
游历和反省，心灵的扩张与美容，困顿
生命的大补，有限生命的超越……

当然，读书要有选择，择门类不必，
择良莠必须。名著皆为良俊，皆可捧而
读之，如四大名著；名家之为名家，非浪
得虚名，皆是以文载名，如诸子百家。
许多历经千百年时间淘洗而流传下来，
存有历史的鉴章，哪个都不会少了真善
美的基因，自然皆在可读之列。

人要读书，哪怕百忙千忙。正如玉
要把玩，人也是要读书的，最好将读书
修成一种生活方式，终日不辍，定会受
益匪浅，乐在其中；亦可排解心胸浅薄、
面目可憎之忧！

数天前逛街，发现一车车光滑溜圆的青皮核
桃上市了。我立马意识到：秋天来了，核桃熟了。

看见青皮核桃，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想起
了沟沟坎坎上的核桃树，想起了小时候的暑假
里，偷吃核桃的诸多趣事。

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山里的孩子没有零
食吃，想解馋了，就到山上去采摘将熟未熟的
山果吃。这些山果都是队里的，集体所有，是
不允许随便采摘偷吃的。但枝头上的累累果
实，引诱得我们馋涎流淌，欲罢不能。特别是
越嚼越香的核桃仁。

山里农家不养闲人。暑假里，父母不是让
我上山放牛，就是去地里薅草、出门拾柴。那
时，村里的核桃树很多，山上山下，地边路旁，
哪里都有。我走到核桃树下，前后看看没人，
捡起一块石头，使劲往树上一扔，哗的一声，随
着石头落地，就会落下三五个青皮核桃，我跑
过去拾起来放在篮子里，到隐蔽的地方，美滋
滋儿地砸开吃了，才开始干活。

新鲜的青皮核桃仁虽然好吃，却能给人留下
偷吃的痕迹。核桃仁在最里边，要用石头砸开外
边的青皮与中间的硬壳，才能吃到。核桃外边的
青皮与其他水果一样，是有很多津水的。核桃青
皮里的津水是极易染色的，粘到哪里，就把哪里
浸染黑了。而且，用什么洗涤产品也洗不掉。

如果身边带有刀具，把青皮核桃外层的青
皮削掉，露出硬核，砸的时候，会减少津水外
迸。但是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只要你吃的是带
青皮的核桃仁，手指上必然会沾上核桃的津，
给你留下黑色痕迹。

我嘴馋心急，小时候吃青皮核桃，从不用
刀具削皮，拿起石头直接砸开，津水迸溅得哪
里都是，总是把两只手弄得黑如木炭。有一年
夏天，父亲给我买了件白色T恤衫，穿上不到一
个月，就因砸青皮核桃，胸前被核桃津浸染得
斑斑点点。

暑假里吃青皮核桃，满足了馋欲。临近开
学，我却发愁了。

在家里，带着被核桃津染黑的手无所谓，村
里的小伙伴们都一样，甚至有的成年人也偷吃
青皮核桃呢，谁也不说谁。开学后到学校里就
不一样了，老师看见了你的黑手，就知道你偷吃
队里的青皮核桃了，就可能以破坏集体、思想品
质差、不配做好学生等条款来说事儿。如果被
点名让站在课堂上挨批，脸面就丢尽了。

因此，在开学的前几天，我就努力控制馋
欲，管好自己的嘴，不再偷吃青皮核桃。同时，
还跑到河里，像父亲磨刀一样，在粗糙的红砂
石上，咬着牙把双手磨得红彤彤的。尽量消除
手上的核桃黑津……

如今，农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每到
秋天卖核桃的季节，我总会想起儿时的那些往
事，感到一种艰苦之中的温馨快乐。

知味

♣ 马清贤

青皮核桃

百姓记事

♣ 袁占才

码字和放羊
说来外人可能不信，我这大半生

以码字为业，当编辑写文章；小弟这
几十年以养羊为主，喂羊、放羊、贩
羊。我俩干的活儿似乎天壤之别，但
几十年来我俩无话不谈，从未拌过
嘴、闹过不愉快，亲得不可分割。

父亲为我取名占才，怀有一种期
盼。而小弟叫老末，原因是几个孩子
中他最小。我俩都没大名。我识俩
字，却未萌生过起个字、号什么的，年
轻时发文，曾附庸风雅诌过一笔名，
后逐渐弃之不用。而小弟发身份证
时，派出所竟把“末”误填成了“未”，
待发现时要改，人家嫌麻烦。错就错
吧，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外人不知就
里，还以为他叫“袁老未”呢。

我小时候学习还算差强人意，
十来岁父亲进城粜粮，就能跟着去
伸指头，帮着算账；凑得巧了，从乡
戴帽高中逮个中专，勉强跳了龙门，
也算是祖坟上蒿子劲儿动了。而我
可亲可敬可爱的小弟，只进了三五
天学堂，就闹着不想上学，于是就永
远地告别了教室，到了广阔天地。
我的不少朋友，见了高粱一样壮实
的小弟，一听他是睁眼瞎，心下疑
惑：不识字，何以他说话句句在理？
待确认后又问我：何以父母厚兄薄
弟，不供他上学？问得我面红耳赤、
张口结舌。小弟却直率：“不能怪俺
大俺娘，是我当时不想上。”把责任
揽归自己。但我心里明白，这事怪
不得小弟，怪父母似乎也不该。怪

只怪家里困难、姊妹们多，供不起；
怪只怪那个年代对孩子们上学这
事，大人们都不太看重：你自己想上
就上，不想上，那就回来种地吧。眼
看着与犁把一般高的小弟像模像样
地手扶犁把、挥动鞭梢吆牛耕田，牛
把式的父亲乐开了花：有接班人了
啊！搁到现在，父母望子成龙，砸锅
卖铁也要供儿女上学；你不想上学，
不大巴掌抽你才怪。

记得我最初也是不愿上学的。
身在教室眼盯黑板，心里却想着斗蛐
蛐逮蚂蚱、洗河澡捉虾蟹，乡里孩子
野惯了。放学回家，怕累不想割草放
牛，说有作业。父亲眼一瞪：有作业
你就赶快做。撇下我下地去了。眼
看着焦麦炸豆，父母兄姊头顶白花花
的日头在地里流汗，我躲屋里再若偷
懒不学，就太说不过去了。

当初，小弟要是能扛过头几天的
厌学，凭他的伶俐劲儿，他的人生会
比我辉煌得多。人生之路，指不定怎
么拐弯呢，只是小弟的这个弯，拐得
过早、过大了。人的一生，又有多少
个弯拐得过猛？

现今50来岁的人，说不识一个字

的不多了，小弟是不多中的一个。虽
说不识字，但小弟是个有心人，他有
个习惯：先是胸前别根钢笔，后是衣
兜里揣根圆珠笔，再装个小本本，遇
了需记的电话和事儿，他就让人代记
到本本上，用的时候再让人找出。

不识字，出了门连找个厕所也不
方便。年轻人都到南方打工，他却不
敢。但小弟心里并不悲催，他把那几
亩薄地种得绿油油、金灿灿的，比别
家的都好，可也换不来几两碎银啊！
千思万想，小弟想起养殖。询这个问
那个，都说喂猪不如喂牛，喂牛莫如
喂羊。我们村有的是丘陵山坡、沟渠
田埂，野草丰茂，最宜养羊。于是，一
年四季小弟除了种好庄稼，就放起羊
来，风里来、雨里往、雪里去。羊病了
比自个病了都揪心，羊生了比自个得
儿子都高兴。他为羊捋毛，为羊拌
料，夜起几次看羊，一大早把羊圈清
得净如客厅。养了卖，卖了买，开了
三轮车，他把西北山方圆百里跑了个
遍，把城里贩羊宰羊的识了个遍。这
些与羊打交道的人看小弟实诚，都愿
意和他结交。渐渐地小弟入了行，既
放羊又贩羊，他瞟一眼羊，就知道是

本地山羊还是外地膻羊；凭羊的毛色
肥瘦，就能看出是家饲还是放养，吃
的山草还是麦苗；两只胳膊把羊轻轻
一抱，马上就能说出斤两，上秤一称，
几乎不差分毫。

我 码 字 ，小 弟 放 羊 ，都 为 稻 粱
谋。我谋的是字，弟谋的是羊；我游
走于纸，弟游走于野。我说你把羊吃
精吃透了，他说学你呢，你把字吃深
了。我惭愧识俩字，当编辑一文不
名，写几篇裹脚布一样臭、兔子尾巴
一样短、没几个人想看、不能疗饥的
文章，小弟养的羊，倒是远近出名，年
节不到呢，就有人上门预定。

闲来小弟常往我这儿来，弟兄俩
有说不完的话。我爱听他说羊经，说
村里的张家长李家短，他喜欢听我讲
天南地北。我说识字有什么用？不
治饥、不煎渴、不致富，却得高血压冠
心病！他说那你干嘛还天天写？我
笑说除了写我会干啥？啥也不会。
他无语，良久才说：除了放羊，我又会
干啥？我说：你放羊太辛苦，一放大
半天，又脏又累的。他说：干啥不辛
苦？你趴到桌前一趴几个小时，脖酸
腰困的；你写东西总想写好，我放羊
也想把羊放好。

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让小弟说出
来都有了追求，有了愉悦，有了哲理。

命运捉弄人，小弟成了解牛的庖
丁。但小弟越是这样说，我对他越是
敬重，心里也越是愧疚，写文章越是
字斟句酌、细心推敲，不敢稍有疏忽。

仙鹤图（国画） 连俊洲

旧体新韵
♣ 王麦对

雨中登山
秋月细雨软绵绵，一览众山情满怀。
清风拂面山留人，净身祈祷醉河山。

游黄果树瀑布
瀑布横空飞黔山，人间仙境胜天籁，
缥缈云峰分碧落，千尺水袖锁云烟。

人生悟性
灯息夜深月儿清，知白守黑尘土扬，
人世身后留空无，守望境界心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