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轮银月明晃晃悬在夜空，那蓝的
幕无边无沿。古木窗棂，那般雕花的写
意镌刻着岁月的斑驳，昏黄的灯光洇出
来，无声无息。泛黄的手工麻纸糊成的
那层窗户纸，难以捅破，Q弹的质感下，
一幅幅猫扑鼠的闹剧亦真亦幻显现在
窗户上，那猫爪时缓时急地挠抓……在
寂静寥落的夜里，梦中的窗花花时隐时
现，我笃定这又是一个失眠的夜。

山与山的对峙注定会需有岁月的
河流解读，一个村庄的诞生会依着这方
山水的环绕，一方人必定有着这方水土
的地理人文格局。在北方的北方躺在
那一坡阳光的窑洞应运而生时，一扇扇
关乎着一代代山沟沟人的风水、命运的
木格窗扉依次打开。陪伴着它的是一
年年糊了又扯、去而复归的窗花花。窗
花是庄户人家里一道靓丽的风景，有了
这道风景，一户人家便有了香火旺气、
一个院落便有了烟火气、一个村庄便有
了灵气。

窗花花分明是一个后缀形容味道的
名词，而我想把她解读为华影绰约的动
词，她已经够繁华的了，我想她明艳动
人，只有她动起来才有岁月穿透的凿空
感，扑面而来的沧桑压住花花绿绿的色
彩，融入旧窗棂那原木沉淀的质朴厚重。

是的，我想我是入了那窗花花的
蛊，下蛊的人早已作古，我却愈来愈无
法自拔。这不，一摞摞，一叠叠，踏着彩
云而来，循着星光而去，隐入夜色苍茫
中。说起来窗花原本是从夜的黑幻化
而成，须得经过夜的熏陶才有原生态的
烟火味道。

那时节的外祖母尚还健在，每当深
秋入冬南瓜下蔓时便前胸一个南瓜，后
背一个南瓜，捣鼓着那大于三寸金莲的
小脚从对面的沟坡坡连滚带爬地映入
了我们的视眼。那火红的南瓜好像红
灯笼似的照亮了我的童年。我们管叫
姥姥的老妇人便趁着夜色边叨古记边
拿出一本泛黄的杂志，小心地翻开里面
便露出一个个古老的窗花样子。如若
不是那美丽“冻”人的季节，姥姥是万万
无暇在我们家停留的。母亲也不会让
我们看她珍藏的那些宝贝，那仿佛藏着
她新婚的嫁妆，那前半生的爱恋，不光
是窗花花还有鞋样子、虎帽帽……眼福

未饱，管家婆的姐姐便忙不迭地收起
来。过火的灶火映出红光，点灯了，晚
上的重头戏，薰、钉、剜窗花依次排开。
母亲拿出平时积攒的几张旧报纸，剪成
一张张窗花大小，把窗花样子放在木板
子上，用口含水喷将出去，用手拍拍，使
窗花和报纸融洽到一体，然后便把煤油
灯的灯捻拨大，冒出的黑烟把那窗花花
熏得白的黑的一分为二，清晰的轮廓便
呈现到我们眼前。感觉那一缕缕黑烟
就是窗花花的灵魂，好似一帘水墨泼
来，没有它，那窗花的神韵便出不来。
然后整理好红黄绿的彩纸，裁剪上匹配
的窗花样子，剪上麻纸的边角料，手指
头肚一用力，一个个小纸捻子便成型
了，用粗针扎到窗花的空白处把一个个
纸捻子引过去定型。接下去用仅能放
进去俩手指的小剪刀上下翻飞，那小到
六七厘米，大到十几厘米，纤细工整的
人物、动物、花草造型中，匀称的线条，
锯齿的装饰，亦动亦静，亦庄亦谐，质朴
清新，寓意深远。特别是传统的生肖剪

纸，细腻活泼，栩栩如生，质朴而富有情
趣的镂空图案好像那生灵在眼前晃动。

叽叽喳喳，小时候的山村无疑是麻
雀的乐园，一群一伙，散落在乡间的天
空下不甘寂寞。要说欣赏，麻雀可谓窗
花花的第一看客，它们不光看，而且分
明在吃。数九寒天糊上去渐冻在边缘
的浆糊便是麻雀争相的美食，仿佛也在
陪着人们凑红火。因而，过大年糊窗户
绝对是一道技术活，也是从腊月二十三
开始，年前活动的一项重头戏，斗方对
好，浆糊打得不稠不稀涂在窗花上，尽
量不要外露，以免麻雀啄破。早年的三
十六眼窗户已被下面的玻璃取代，看点
移在中央区，如意头雕刻的大孔窗户
里，必须得配几个寓意丰满的窗花花方
可体现女主人非凡的剪艺。

记录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各种寓意，独具形象性、谐音性的窗花
花便会出现在乡间形态各异的窗户
上。如那幸福美满的婚礼现场必须得
配一幅“龙凤呈祥”的剪纸方可象征幸

福与美满；用五个民间完美的蝙蝠化身
捧起美化的大福字，“五福捧寿”的孝心
寓意便出来了；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花
草树木，院子里的鸡羊猪狗家禽们都艺
术化地纳入窗花花的范畴。莲与鱼七
秒钟的生死相依成全了“连年有鱼”的
美好祝愿；蝙蝠与可爱的小鹿在纸上换
一种剪法，“福禄寿喜”的美好祝愿便表
达出来了；丰收的谷穗与各种吉祥的谐
音动植物组合在一起，“岁岁平安”“五
谷丰登”的寓意跃然纸上。还有诸如

“莲生贵子”“一路连科”“瓜瓞连绵”都
是有讲究的，你完全可以依据前人流传
的这些传统吉祥的样子加入现代元素
拓展组合为寓意丰富的大幅剪纸，来烘
托节日里浓浓的气氛。

半个世纪过去了，好多人好多事被
岁月漫漶得模糊不清。而那月光，那煤
油灯熏就的蓝色夜空，那旺火映衬下形
态各异的窗花花还是清晰地印在我的
脑海里，顽固不化地占据着脑中一角。
以至于多年后的今天，斯人已去，我又
传承了那一份寂寞，虽然没有煤油灯烟
熏火烤的那般火热场面，白炽的电灯下
更多的是心静。我的创作已摒弃原始
的熏样子脱模子，腾讯科技的应用使我
脑洞大开，各种展览比赛让我见识了大
师们的精妙构图，我便开始自我设计，
不过我还是喜欢那种古朴原始的传统
文化图案。譬如十二生肖的各种图案
设计，以生命树的张力诠释自然、人类
与万物和谐相处及盘根错节的社会发
展状态，探索用各种形式完美表达剪纸
的寓意。

万变不离其宗，即使气势恢宏的大
幅剪纸堂而皇之走进空旷的大展厅，印
入蓬荜生辉的高堂之上，它的内涵依然
离不开窗花花的雏形。在我们阔别窑
洞窗花花那活色生香的日子里，慢慢地
一股股浓烈的乡愁便又氤氲在心头，逐
渐发酵成一种病，必须动手剪出个子丑
寅卯方可按捺住那份激情。于是当我
看到夏季由我们民间艺术家协会剪纸
老师们集体创作的窗花花，裱糊在雕刻
各异的旧窗棂上，活脱脱再现了晋西北
传统的民俗民风，我根子里残留的艺术
味道又活泛起来，我要留住这美好，更
多地剪出来传承这种朴素的民间艺术。

梦 中 的 那 个 窗 花 花梦 中 的 那 个 窗 花 花
●●李秀兰李秀兰

副 刊 32023年1月7日

星期六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微聊家国事，眨眼六十九。
往事如飞雪，纷纷落心头。
三月拧柳笛，六月喜杏熟。
爬树捋榆钱，结伙冰上溜。
青春胆气豪，茅屋笑高楼。
沟坡锄五谷，汗水满脸流。
土豆清水焖，酸菜当肉酒。
男女月下行，不敢手挽手。
有爱口难出，未表心已羞。
老来知春贵，人已黄昏后。

风雨多少回，峥嵘岁月稠。
锅碗瓢盆曲，从冬唱到秋。
今又回故乡，平添几多愁。
爸妈都离世，难见猪羊牛。
檐下燕巢空，旮旯尘土厚。
凄凄两行泪，村邻紧握手。
人生一场戏，精彩梦中留。
转眼新年至，山河一望收。
信步出小巷，凛寒一醉游。
曾经多少事，尽落笑谈收。

新年随感
●●李成斌李成斌

一
腊八粥一吃完，我母亲就急着把西

房里的一个大瓮和一个大坛“哼哧哼
哧”地滚在南墙根底，然后再咬紧牙叉
骨，两手向前平升,紧紧地抠住一个头号
盔的盔沿，顶在小肚子上，吃力地半弯
着腰搬到大瓮的旁边。

“妈——您儿做啥哩？我和您搬
哇。”

“你可搬不动，比死人还沉哩。你
爷爷买时咋不挑撒个轻身些的？”说着，
母亲又重复着刚才的动作把另一个灰
黄色釉面的盔搬到了南墙跟下。清洗
干净后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蒸装了。

这些瓮、坛、盔我母亲至今还保存
在小南房里，舍不得丢掉。瓮和坛都有
一米来高、六七十厘米粗，是存放粮食
的好家具，不怕潮湿而又保温保湿，只
要盖好瓮盖，老鼠日能死也钻不进来。
你可不敢小看这个瓮，能装一百大几十
斤玉茭颗颗哩。头号盔有多大呢，比那
个瓮粗一些，高大约有四五十公分，存
取东西时，比瓮和坛方便、省力，这是盔
的好处。在我的记忆里，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母亲每年
要冻一瓮和一坛窝窝，一盔弧儿，一盔
糕、三道子和少许的花馍馍。

在那个年月里，物资匮乏，粮食尤
为短缺。城里人分“硬供户”（市民户）
和农业户。硬供户每人每月28斤口粮，
农业户每人每年三百来斤，蔬菜、副食
少得可怜，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是缺粮
户。我们家只有父亲是硬供户，母亲和
我们兄妹都是农业户，供应的粮食显然
也是不够吃的。但能蒸装下这么多的
窝窝，一是母亲会裁缝，二是父亲会木
匠，给人们做衣服、做家具，大多是有些
微薄的收入的，三是母亲持家有方，到
了夏秋两季，苦菜、茴白叶、萝卜缨就天
天在锅里唱大戏，省下了不少的粮食。
其实，那时的朔县人家，大都是这样的
艰辛，一家不知道一家的困难。

二
破五过后，亲朋好友之间是要走动

走动的，也叫拜年。一般来说，同在城
里住的亲戚，初十以前就已经拜过了。
乡下的亲戚进城拜年的高潮出现在元
宵节期间，一来是拜年，二来是为了看
红火，用乡下人的话来说这就叫“二股
叉打老婆，一下顶两下。”

我的表兄表妹是下团堡村人，姨
姐姨弟是马营堡村人，加起来有十四
人。这两个村庄离城分别是十五里和
十七里，徒步进城大约需要半天的时
间。平时进城办事，多半是“打当天”，
元宵节为了看红火，就只有住在我们
家里了。

我母亲属于争强好胜的一类人，正
月初三或初六领上我和妹妹回村给姥

爷、姥娘拜年，同时也短不了去舅舅家
和姨姨家去拜年做客。回城前，总是千
相邀万嘱咐我的舅舅妗妗、姨姨姨夫他
们全家人正月十五进城看红火。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奶奶爷爷
两口人住着两间正窑外套一间正房，我
们一家六口人住着三间正房。爷爷的
那间正房一年四季闲着，只有到了元宵
节才变成了客房；我们那三间正房，夏
天两铺炕都睡人，到了冬天，母亲为了
省柴炭，就又把我和妹妹撵到一铺炕
上。冻了一个腊月的闲房子，冰窖一样
的寒气逼人。所以每当过了正月初十，
奶奶就响应母亲的“号召”，开始和母亲
一起收拾各自的“客房”，主要是烧火，
二十四小时不断火地燃烧锯末面。

那个时期，炭也有买处，但很贵的，
人们只是在蒸饭的时候才舍得用炭，热
饭的时候就用柴。我爷爷和父亲都是
木器厂（玛钢厂的前身）的工人，那时厂
里定时给职工发放锯末面票，锯末面上
烧炕取暖的好材料，尤其是冬天里的冻
锯末面，倒进灶火里一大盆，少也能着

个一两小时。就这样，到了正月十二，
这两间“客房”也就烧热了。对此，我爷
爷总是嘟哝着和奶奶说：“离十五还早
哩，白费柴火哩。”奶奶听后小声地说：

“不就是些据末面面，你说一两天光景
咋能把这冷家烧热呀？你小声些好不
好，不怕媳妇听见了不好看？你可小气
死人啦。”也不能说全是爷爷小气，那些
冻得像冰块一样的锯末是爷爷每天半
麻袋半麻袋地从厂里背回来的，其艰辛
与困苦奶奶是难以体会到的啊。

从正月十三开始，我的表兄姨弟们
就陆续地开始进城做客了，到了十五的
中午，来的客人多达十几人。浩浩荡荡
的，俨然是一个小分队。

三
从十三中午开始，到十六元宵节结

束，母亲是最高兴也最麻烦的人。高兴
的是她的娘家人来啦，麻烦的是担心因
照顾不周让娘家人不高兴，回去后数落
城里的姑姑、姨姨是如何如何的小气。

一般来说，早饭都是一大锅玉茭面
糊糊，一大尺盘腌咸菜，一大搪瓷盆冻
窝窝和冻弧儿；午饭是烩粉菜、三白片

子，主食是馏糕、馏三道、馏馍馍，十五
的中午另加几锅煮饺子；晚上是玉茭面
糊糊和冻窝窝、冻弧儿或者是粉汤汤和
馏糕、馏三道等。

“娥娥，二姑给挟上，卬娃可不敢杀
假哩。”母亲边说边给我的表妹碗里挟
了半个冻弧儿。

母亲总是如此地热情，让了西家让
东家，不时地让，唯独忘了她自己。有
时候，等所有的人都吃饱放下碗筷后，
锅里早已是空空如也了。母亲便倒上
半碗滚水，泡半个窝窝将就了下去。那
时候我们兄妹都小，不知道心疼自己的
母亲，总以为自己吃饱了，母亲也就吃
饱了。

那个时候，乡下人进城拜年，基本
上是不空手来的，包二三十个白面的或
荞面的冻饺子，另外再拿六七个花馍馍
或几个冻窝窝。我的妗妗和姨姨就总
是这样从不空手而来的。人家给你把
饺子都拿来了，你不给客人吃一顿饺子
似乎就有些说不过去，于是我母亲十四
的下午就动员我奶奶来捏饺子，大约得

捏二百多个吧，晚上就一拍拍一拍拍地
冻在院子里，十五的中午再一锅一锅地
煮，来回得煮五六锅。我们和客人全都
吃得满头大汗，此时母亲虽然轮不上
吃，但她一个人又要拉风匣，又要下饺
子，早已是汗流浃背了，但总是满面的
春风。

四
客人来了，吃的还不是个问题，反

正有那两瓮冻窝窝抵挡住了。最大的
问题是铺盖的短缺。你说向邻居们借
吧，平素还有可能，此时则是六月扇子
一齐扇，口都开不了的。于是就穷将
就，门帘当褥子用，皮袄大衣当盖子用，
如果还不够，就干脆贴炕睡，褥子当盖
子用算了。我们家元宵节每年来的客
人都差不多，我们兄妹四人都睡在奶奶
家，其余的三铺炕都睡满了人，所以来
的客人总在十三四人的。

乡下人常常讥讽城里人小气，其实
这是很不客观公正的。我们家还算可
以，起码有两瓮冻窝窝，两间宽敞的“客
房”，来个十几位客人还可以应付得过
去。要知道，那个时期，能具备这两个

条件的家庭不是很多的。我小时候，有
一户叫做武三先生的人家，租住着我家
的一间西房，全家七口人挤在一铺炕
上，翻身的缝缝也是没有的。武三的妻
子也是乡下的人，即使是她的妈妈来
了，也只能住一个晌午。对此武三大娘
总是“无情”地对她母亲说：“吃了这顿
饭，您儿就走哇，一是给您吃不起啦，二
是没个睡处。”看似无情，实是无奈。

“白眼狼，嫁到个烂城里，就连你的
娘也不认啦？”

“妈，我家就牛儿他爸一个人上班，
每月供应的粮只能吃二十几天，又是寻
房住院的，您儿说我不撵您儿撵谁呀？”

“她婶婶，没房也有没房的好处，我
要是换成你，客人一来就是一大批，光
景就散板啦。”武大娘每每这样和我的
母亲感慨。其实，我母亲何尝没有同感
呢，只是她的好强和好客鼓舞着她不说
罢了。

来的客人中没有一个是奶奶的亲
人，但奶奶比我的母亲还热情，洋溢着
一脸的春风。然而也有不高兴的人，第
一个不高兴的是我爷爷，他总是心疼我
母亲的那些蒸装的东西，说什么“三天
少说也把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给吃完
啦。”第二个不高兴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他倒不是怕人吃，主要是休息不好，不
管是木工的活儿还是铸工的活儿，都是
极其繁重的体力活儿，休息不好是很痛
苦的事，好在母亲装着看不见，向父亲
说：“你就不能嘴甜些？过了十六，你再
想留，人家也不在哩。”

五
正月十六一过，红火也看完了，客

人也走了，瓮也腾空了，城里人的生活
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仔细一想，朔县
人把正月十五来的客人叫成“腾瓮队”
实在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腾瓮队”大约一直存在到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期。1990 年我女儿出生的
那一年，我的表弟、表妹们还带着他们
新婚的爱人来我们家过十五哩。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里的饭店多
了，旅店也多了，乡村的公路也好走了，
更主要的是村里人的钱也多了，摘掉

“腾瓮队”帽子的时机也就水到渠成了。
新千年以后至今，每到了元宵节，

母亲总会坐在炕上撅长脖子向外瞭，小
花狗一咬，便慌忙地下地。我知道她是
盼望当年“腾瓮队”的人来。

“妈——您儿是不是想念‘腾瓮队’
里的人啦？”

“妈才不想呢，妈有自个的儿孙们
在跟前，还用想他们？你说是不是？”

“妈——您儿不会口是心非哇？”
“妈才不哩！”
我知道，母亲多少是有些口是心非

的，但她不敢说破口，我也装着糊涂不
敢揭了母亲的老底。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七十一七十一））

腾瓮队腾瓮队
●●陈陈永永胜胜

大风大浪好世界，越是艰险越向前。
以身许国乃本意，跃跃欲试勇毅担。

火红岁月献肝胆，放弃“皇粮”志戍边。
血书擦亮金戈握，中专毕业铁马牵。

奔放青春追高远，下定决心学英烈。
不要工作不图钱，义无反顾离家园。

父母掩盖装笑颜，乡亲欢送锣鼓喧。
一朵红花挺胸口，走起路来轻如燕。

崭新军装绿色扮，就差领章帽徽闪。
精神抖擞青山喜，激情四射海燕翻。

轰动县城不翼传，礼堂开会宣誓言。
叫我讲话露锋锐，掌声雷鸣刮目看。

军列闭窗神秘感，其实稻草铺铁板。
热情洋溢荡春寒，快马加鞭越山川。

疾驰飞车过雄关，一泻千里逐泥丸。
几宿未眠梦杀敌，青涩难掩志如山。

号角震天催征战，哨声尖厉断思念。
操场操练不停歇，背上时见碱白染。

岁月无情一忽闪，人生有味长阅览。
老兵作风不改变，日新月异诗情添。

光荣时刻
●●冯耀冯耀

落木萧萧铺信笺，思父不见泪涟涟。
天人永隔二十载，音容笑貌在眼前。
犹记儿时父慈爱，未曾厉色少疾言。
全家团坐玩扑克，撒娇父怀似猫蜷。
及至开始学写字，倚靠父亲坐桌边。
打格示范手把手，幸福满足溢心田。
勤劳聪明手灵巧，善织毛袜儿女穿。
针线细密模样好，双脚舒服心里欢。
最忆咱家房前景，果蔬俱全百宝园。
春来百花齐开放，桃苹杏李竞相妍。
翻地耙畦又播种，小不点儿步蹒跚。
菠菜白菜渐次挑，茄子豆角不间断。
肥硕土豆地里长，番茄露出红脸蛋。
葵花饼子总朝阳，玉米棒子叉腰站。
自给自足从无忧，各色时蔬皆吃遍。
仲夏杏熟不垂涎，爬上枝头吃新鲜。

三棵大树剩多半，街坊邻居喜开颜。
粉红桃子碗口大，一咬满口蜜汁甜。
捧在手心送亲友，中秋供月王母叹。
一树苹果满院香，逗引馋虫摘果忙。
晨起摘取来润嗓，入口顿觉神清爽。
高高兴兴去读书，脚底也觉有力量。
冬去春来二十载，返家殷勤礼物买。
时髦T恤人前展，甜到爹爹心里面。
碧空澄澈万里明，绿树掩映农家院。
淡淡喜悦挂眉梢，气自闲来脚步缓。
一霎定格永留存，纵使时光千流转。
天不遂人早辞世，再买衣衫谁人穿。
怀桔负米心所愿，寻常天伦登天难。
唤声父亲无人应，涕泗滂沱泪不干。
雁去雁回潮有信，阴阳相催月常圆。
惟待来生能相约，重续父女好情缘。

致父亲
●●赵瑞玲赵瑞玲

2022 年的 7 到 12 月份，我利用周
末和假期，骑山地自行车进行了朔州
市朔城区的乡村游览，基本上把整个
城区的乡村走了个遍，东到东榆林水
库；东南到辛寨、五花营；南到神武、梵
王寺；西到利民镇、暖崖，北到峙峪、东
西赵家口。通过游览，使我对整个城
区的自然环境、风物景观有了一个不
一样的感觉体验，可谓收获满满，感触
颇多。

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
容易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生命
力会慢慢消失，所以需要出去走走。

而所谓出去走走,不仅仅是指看风景，
见天地，识人文。更重要的,是让人走出现
实的困境，让迷茫的灵魂得到救赎。

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子
都过得枯燥乏味。有人困于柴米油盐
的琐碎，渐渐变得心如古井，不起一点
波澜；有人囿于琐碎而机械的工作，整
日步履匆匆，却活得像一具空壳。

周国平说过一句话：如果哪一天
我只是埋头于人生中的种种事务，不
再有兴致扒在车窗旁看沿途的风光，
倾听内心的音乐，那时候我就真得老
了俗了，那样便辜负了人生这一趟美
好的旅行。

往后的日子，愿你能走出自己以前
的小天地，去努力开阔眼界，丰富阅历。

当你去过了神头古镇，登临神女
山，面对辽阔的神头海，你会心旷神
怡，你能从一墙一瓦一溪一潭中，看到
时光镌刻出的印痕，想去感受尉迟恭
在家乡更多的故事；当你登临马邑古
城墙，就能感受到明清历史的厚重；当
你光临青钟村去朝拜王昭君墓，就会

因这位弱女子的传奇心存敬意；当你
去过了梵王寺，你就一定会为那陈旧
的壁画而惊叹，为周边苍茫的景色所
折服；当你登临了儿女山，你就能面对
起伏的群山，不由自主地大声吆喝；当
你光顾了峙峪人遗址，你就惊叹先人
的生活不易，生存的艰难；当你进入神
西村的蔬菜大棚，就会对现代农业致
富赞叹不已！当你进入小泊村这个特
殊的博士村，不由自主想和村民交谈，
取得教育孩子成人成才的真经；当你
漫步在朔州东高铁站、朔州滋润机场
的建设工地，不由地畅想家乡未来的
发达交通，美好前景；当你穿行在西山
森林公园茂密的树林深处，就会为城
区人民连续几年退耕还林还草的辛勤
付出感到震撼和欣喜，早年前这里几
乎是沙砾不毛之地，现在旧貌换新颜，
不仅涵养水源保护环境，还成为市民
休闲娱乐的旅游胜地。

而这些，是只有你走出单位，走出
家门，才能真正领略到的风光。虽然，
眼下病毒肆虐，我们短时间内仍旧出
行困难。但无论你决定何时抵达，它
依旧会为你绽放。

那些最美的风景，永远都在你途
经的路上。当你看过了足够多的风
景，那些所见所闻，也会反过来丰富你
的眼界和生活。

愿你历经岁月山河，遇见一个更
好的自己。我衷心希望每个人都能走
出去，去欣赏享受大自然，真正去体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不一般！

行走在乡间
●●尹德旺尹德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