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消夏神器不是空调，不是西
瓜，不是绿豆水，而是一张土法擀制的
羊毛毡。

一说羊毛就有一股热烘烘的气息
袭来，夏天铺它合适吗？

合适，非常合适。质疑的人一定没
有享受过羊毛毡的妙处。羊毛毡隔热
防潮，外界的温度湿度对它影响不大，
就像保温杯，保的是温度恒定，你把开
水倒进去它不凉，你把冰棍放进去它也
不化。如果你家里也有这种土得掉渣
的羊毛毡子，你不妨给它做一个套子套
住，然后再覆一块厚实的粗棉布，夏天
里铺着，简直比市面上那些价值不菲的
凉席好太多。之所以要装一个套子，是
因为羊毛毡确实会掉渣。擀毡子的时
候，为了羊毛粘接牢固，要撒豆面。那
些和羊毛一起被擀到毡子里的豆面，在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就会陆陆续续脱
落。这种脱落下来的豆面糁子掉在早
年竹子或者苇子编的人字纹炕席上不
显山不露水，要是掉在当下高档精美的
床上或者可以照出人影的地板砖上，那
简直不能容忍。我家那口子因为我在
床上铺毡子，对我发出严重警告和强烈

嘲讽，好像我就是一只吃不了细糠的山
猪。其实，夏虫不可语冰，谁是山猪，谁
被嘲笑还不一定呢。

过去，北方住窑洞睡土炕，光景的
好坏一目了然。穷人家土炕无席子，枕
头流皮子（荞麦皮），如果炕上铺着席
子，席子上还铺着毛毡，那一定是实力
派好人家。毡子还是特定年代表达尊
重、在重大事件中彰显隆重的载体，新
媳妇下轿脚踩红毡，倒毡人亦步亦趋，
两块红毡一递一铺；招待尊贵客人，炕
上要铺毡子，接出嫁的姑娘回娘家，接
娘舅看大戏，小平车上要铺毡子。自家
拿不出或者凑不齐足够数量的毡子，就
从交好的乡邻家借。既壮门面，也是对
人的尊重，关键坐着还舒服。我上初中
时，家里唯一的一块毡子被我带去学校
独享，我的行李铺开，床板上是装着莜
麦秸的厚草包，草包上是羊毛毡，羊毛
毡上铺着里面三新的褥子，褥子上叠放
着同样是里面三新的厚被子。因为比
一般孩子多出了草包和毡子，我的铺位
就高出一扎多。就这一套高配行李来
看，我家那时的家境还算可以，我在我
们家的地位也还可以，我爸我妈对我那

更是绝对可以。
从读书住校到工作住单身宿舍，褥

子被子我换过，但这块毡子我始终不离
不弃。结婚后，搬离单身宿舍，我把这
块已经发黄且被烟火气息熏透的毡子
带进了新家，与我奶奶作为嫁妆送给我
的另一块毡子配了对。

我奶奶是个讲究人，在我刚二十来
岁时，她老人家就说过：等你出聘的时
候，奶奶送你一块新羊毛毡。

奶奶一辈子穷困潦倒，以她的残年
余力，她所能给予孙女的陪嫁只能是一
块新毡子。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我以为她是随
便一说，根本没当回事情。

又隔了几年，我找了对象，婚事提
到了议事日程。

我去看望奶奶，奶奶很神秘地拉我
到柜子前，她微笑着说：奶奶给俺娃看
个好东西！

从小到大，奶奶有什么稀罕吃的都
给我留着，一把红枣，一个煮鸡蛋，几颗
糖，几个杏儿……奶奶莫不是又给我留
了啥好吃的？

奶奶打开柜门，扑面一股卫生球的
味道。

奶奶探身进去，拽出一卷东西。
奶奶把那卷东西立在我和她之间，

奶奶还是那套颇有悬念引人入胜的话：
你看这是啥？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毡子。
奶奶兑现了自己给我置办一张毡子作
为嫁妆的承诺！

奶奶说：奶老而无能，闹不来别的，
这块毡子是奶的一点心意！

奶奶把毡子抱到炕上铺开，她絮絮
叨叨和我述说这毡子多长多宽，用了多
少羊毛，请了哪里的毡匠。她摩挲着毡
子赞叹着，你看这厚墩墩的，你看这白
生生的，你看这瓷定定的……显然，这
块毡子具备了一块好毡子的全部优点，
或许我奶奶一辈子都没有铺过这么好
的毡子。

我热情地回应着奶奶对毡子的赞
美，我不忍心要奶奶的毡子，正如她所
说，她已老迈，再养不动羊攒不下羊毛
擀制不出这样的好毡子了！

我说：奶奶，你可是有五个孙女的，
这毡子给我，你就偏心了。

对于这个问题，奶奶显然是事先有
过考虑，而且考虑出了一个自认为比较
合理的解释。

一向温和的奶奶有点狡黠、有点霸
道地说：谁叫你是抢先先（同辈中的第
一个）呢。在这五个孙女中，我的确抢
了先，仅此一条，她们四个被排除得哑
口无言。

出嫁那天，奶奶郑重其事地把毡子
和毛毯、太空棉被、电饭锅之类当时行

情下亲戚们送的时兴嫁妆放到了一起。
帮忙办事的总管提了提直竖竖的

毡子，调侃说：二大娘给孙女置办的礼
物可真厚沉。

我三叔说：二妈，你孙女人家住的
楼房，毡子没处铺，你的礼物不合适，快
抱回去。

在众人毫无恶意的说笑中，奶奶的
神情开始有些落寞，她不争辩，不解释，
只是平静地倚靠在那卷立着的毡子边。

正在穿戴打扮的我，忽然瞥见手足
无措心事重重的奶奶，我的眼窝一阵潮
热……我强忍着将奔涌而出的泪，对装
车的人喊：我奶送我的毡子我收下了！
一定给我拿上。

奶奶如释重负地笑了，有了我做主，
奶奶恢复了底气，她大声说：铺着这厚墩
墩的毡子，我大孙女可要过那好光景呢！

这厚沉的毡子啊，承载的是我奶奶
对我的祝福啊！

结婚后的某一年夏天，奶奶来我家
小住，那时她小脑萎缩的毛病已经初见
端倪，她蹒跚着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
子，时而拍拍门，时而摸摸家具，欣慰我
住上了“亮堂堂、宽展展”的楼房，过上
了如她所愿的好光景。当她坐在我们
的大床上时，特意撩起床单，摸着厚实
的床垫，不无遗憾地说：哎，奶那块毡子
果然配不上俺娃这好床好家！

奶奶一定以为我把她给我的毡子
丢弃了，她一定又在愧疚自己的老而无
能了。

就像当年她给我展示好东西时的
样子，我打开了落地柜。

我说：奶奶，你看这是啥？
尽管我包了一个罩子，奶奶还是一

眼就认出了这个好东西。
我没有丢弃她给我的好东西，而且

还给这好东西做了一身“衣裳”。我对
毡子的善待和珍惜让奶奶很是惊喜，她
夸我：俺娃真是个存财好货货！她说现
在人们“肥疯”（钱多胡乱花的意思）了，
花钱大手大脚，如何如何“彪翻”（铺张
浪费）。显然，她夸我的那句话里，不动
声色隐含着对某些不存财（财物）、拿东
西不当东西的行为的不满。

今年的夏天特别热，毡子派上了大
用场，几乎每天后半夜被热醒来，我都
会悄悄地把毡子铺在南阳台的榻榻米
上，或坐，或躺。

伏天的后半夜，凉风飒飒，虫声唧
唧，城市灯火阑珊，夜空星汉灿烂，我总
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事情，想起一些
人，想起“羊毛羊毛团蛋蛋，攒下羊毛擀
毡毡”的儿歌。想起奶奶纹丝不乱的满
头银发，想起她慈祥和善的笑，想起她
给我看好东西时神秘兮兮的样子……

现如今，包括擀毡在内的好多传统
手艺已经绝迹，社会发展进步日新月
异，新材质，新工艺，生产出的物品华美
无比。人们追赶时髦，有所获得，也有
所抛弃和遗忘。

既然奶奶亲封我为“存财（财产）的
好货货”，我就一定得好好保存并传承
这两块毡子，在我和她一样老而无能的
时候，给我的后辈讲述这两块毡子的故
事，哼唱“羊毛羊毛团蛋蛋，攒下羊毛擀
毡毡”的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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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㞎味】粪便的味道。比喻说话办

事走了样或事情没办好、办得离了谱：
那可是个～货，啥也干不成/这下可～痛
啦，除情礼没送下，还叫那女儿的大大
给戳捋了一顿/我本来是叫他去道歉的，
没想到他却和人家打起来了，太～啦。
○类似的还说“㞎了味”、“㞎了大味”、

“㞎下大味”等。此词还可贬词褒用，比
如：卬娃可给妈～痛啦，得了100分哩。

【疤】①伤口或疮口长好后留下的
痕迹：伤～/脸上有～。②像疤的痕迹：
柜顶上有～了。

【疤子】麻子，出天花后脸上留下的
疤痕。你当面可不敢说人家是～，当紧
记住。

【疤疤疥疥】形容有（像）疤或疥，借
指不平整：你这桌子～的，还想卖个好
价钱？

【吧嗒】①象声词。形容物体轻微
撞击或液体滴落等声音：两扇门～一声
合上了/眼泪～～地掉了下来。②嘴唇
开合时发出的声音：他～了两声后就走
啦。③抽旱烟：拿来，卬也～上两口哇。

【吧唧】①象声词。形容两脚拍打
泥泞地面的声音：他光脚板在泥水里～
着。②嘴唇开合时发出的声音。也比
喻乱说话或说话没完没了：不显个你，
还～个啥呢？

【拔】①把固定或隐藏在其他物体
里的东西往外拉或抽：～萝卜/～钉子。
②把东西放在凉水里冰镇：刚压出锅的
粉条只有在冷水里～一下才好。③从
低处向上提：～水。④吸出（毒气、脓液
等物质）：大腿上长了个脓疙瘩，不妨拿
膏药～一下。⑤挑选：只好让你代表
了，筷子里头还～旗杆哩。⑥特别凉：
今儿这冷水真～人哩/看把娃冻的，小手
手～死个人啦。

【拔火罐】中医针灸的一种方法：我
经常头晕，医生说～挺见效。

【拔河】（河，huo,音活）一种体育运动。
【拔尖儿】在某个方面特别突出：他

在卬班里，数学是～的。
【拔水】用双手或辘轳通过绳子链

接起来的罐头从井里来取水。也泛指
挑水、担水：数九寒天哩，上井台～可得
小心哩/我八九岁就开始给家里～啦，不
是就没长高啊。

【把】（一）bǎ，①用手握住：老师手
～手地教我写字。②看守；把守：他眼
下给厂里～门哩。③把持；占据：你～
着不放手，我没法儿干。④紧靠；挨着：
卬家紧～哩巷口头。⑤车把：学骑洋
车，～不能握得太死了。

【把】（二）bǎ，量词 ①用于有把手
的器具：一～壶/两～刀。②一手抓起的
数量：三～米/四～花生。③用于一些抽
象的事物：一～力气/一～岁数了。⑷用
于手的动作：帮他一～吧。

【把】（三）bǎ，介词。①（bu,音不，
入声）宾语是后面动词的受事者，整个
格式大多有处置的意思：你先～手洗了
再吃/你～头掉过来/你～门关上。②后
面的动词，是“忙、累、急、气”等，加上表
示结果的补语，整个格式有致使的意
思：看～你忙的，歇歇哇。③宾语是后
面动词的施事者，整个格式表示不如意
的事情：明儿还浇地哩，没想到～个水
泵就坏了。

【把】（四）bǎ，助词 加在“个、百、
千、万”和“里、顷、丈、斤”等量词后面，
表示数量近于这个单位数（前头不能再
加数词）：个～月/丈～长。

【把】（五）bǎ，指拜把子的关系：人
家是～兄弟。

【把柄】①器物上便于用手拿的部
分。②比喻可能被人用来要挟的过失
或错误等：你是不是有啥～落在人家手
里啦？

【把…当成（作）】（把，音不，入声。）
拿…当成（作）：你把人家那女女当成啥
人啦？也作把…叫成。

【把公道】扳腕子，两个人以手相握
来比试腕力或臂力。

【把撅】(撅，jue 入声)形容巴得结

实：贴了一圪片膏药，～的头还疼哩。
【把脚】 (脚，jia,入声，音夹)朝后抱

住幼儿双腿或双脚，让其大小便：～屙
～尿的，可累人哩。

【把门儿】本指看守门户，比喻说话要
谨慎：你啥也敢说，嘴上老也没个～的。

【把手】 ①拉手：门上的～跌地下
啦。②器物上手拿的地方：柜门得安个
好看的～哩。

【把式】精通某种技术的人：那可是
个做马车的好～。

【把稳】①稳妥；可靠；有把握：这事
～能做成。②一定；保准：我的手机不
离家就置没了，～是叫二毛给拿走啦。

【把握】（握，wa，入声）①握；拿：学开
车，可得～住方向哩。②抓住（抽象的东
西）：在这个机会你可得～好。③成功的
可能性：我倒是能帮忙，可是～不大。

【把戏】①魔术：街上来了个耍～
的。②花招，蒙蔽人的手法：你的～早
就叫人看穿啦。

【把捉】(捉，入声)形容抓得牢而紧：
他那腿三天了都伸不直，好像叫啥给～
住啦。

【耙】（一）bà ①一种平地的工具，
其用途是把耕过的土地里的土块压碎
弄平。②用耙平整土地：这块地我～过
两回了。

【耙】（二）pá ①耙子：钉～/打粪
～。②用耙子平整土地或摊开、搂合柴
草、谷物等：把糜子～开。

【罢】①停止：～工/～市。②免去；
解除：他那个县长早叫人家给～啦。③
结束：完：哪有个苹果呢，早就～园啦。

【罢罢罢罢】感叹词。含有嘲讽或
否定之意：～，你咋啥也敢给往出来端
挟？/～，就为这二十块，你两个值得叫
号一黑夜？

Bai
【掰】（bǎn，音板）用手把东西分开

或折断：没小心把水笔给～断啦。
【白】字音或字形的错误：这个字念

～啦/写～字。

【白】①说明；告诉；陈述：～白/辩
白/告白。②戏剧中的道白：对～。

【白案】炊事工作的分类，主要指制
作主食的技术工作（区别于“红案”）：卬
从小做的就是～上的营生。

【白白净净】干净。多指妇女肤色
干净而又好看：你看人家那女儿，～的，
真是顺眼。

【白板】本义是木板未上漆。比喻
没有一点收获：这下可～啦，三天没挣
下一分钱儿。

【白醭】(醭，pa ，音葩，入声)指醋、酱
油、腌菜等表面产生的霉菌：腌菜得放
足咸盐哩，要不就克肯～哩。

【白醭烂气】本指醋、酱油、腌菜等
白醭所产生的难闻气味。后比喻某人
的言语引来他人的反感或不满：你少照
正我～，骂人还当成了本事？

【白醭燎烂】意同“白醭烂气”。
【白不拉几】①颜色发白或褪色：那

人的脸～的，不是有病哇？/你这衣裳～
的，还不赶紧扔掉算啦。②比喻某人说
话办事不体面：那人说话～的，让人看
不惯/他～哩就把小王的砚台拿走了。

【白不拉茬】颜色发白且不均匀：这
墙谁给粉刷的? ～的，赶紧返工。○

“白”可换为其他颜色的形容词。也说
白不溜球。

【白不溜淡】①多指饭菜颜色难看
且不入味：这叫啥饭哩？～的难吃苦顶
啦。②比喻某人脸皮厚：任你咋说，他
总是～的不当回事。○也说白不拦蛋。

【白不菜菜】表示有些过度的白或
是白颜色不正道：你这门没油好，～的，
咋想起油这种颜色？○也说白不几几、
白不印印、白不外外。

【白不愣怔】白中发青、发灰显得呆
板：这双鞋～的不受看。

【白茬】①未经上漆的（木制器物）：
桌凳还都是～哩，今儿交不了货/～门窗
真难看。②未用布匹、绸缎缝制面子的
（皮衣）：～皮袄倒底不耐戳磨。③农作
物收割后没有再播种的（土地）：还有一
亩～地没种哩。○白茬后面一般可带

“儿”和“子”，构成属性词。
【白丁】(白，bie,鳖，入声)封建社

会里指没有功名的人。形容某人不
识字或没文化：他可是个～先生，连他
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啥也不知道，瞎
～一个。 （未完待续）

朔州方言乡音汇释
●●陈永胜陈永胜

繁花似锦正当季，生如夏花好年色。
谁人不惜青春美？哪家花开不堪折？

总嫌炎炎暑气煞，斗转星移秋风杀。
纵然百叶飘零落，亦有菊梅待春华。

夏 咏
●●李义明李义明

一座楼宇山腰悬，流芳后世现美颜。
外奇内秀三教坐，悬空不空恋人间。

六十春秋催人老，青春年华已逝东。
退休随游梦依旧，总见夕阳别样红。

出游有感
●●齐志远齐志远

我叫彭安，1928年农历三月初二
生于当时的怀仁县何家堡乡赵庄村。
我们家世代务农，我爹妈认为务农没
出息，吃不饱饭，将改换门庭的希望寄
托在儿孙们身上。我们家六个孩子：
四男二女，我是最小的四小子，我们弟
兄四人和我的两个侄儿都在六七岁时
入本村私塾房读书，读了“三、百、千、
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千家诗》。一门六相公，都能达到写
联写信记账打算盘的程度。1948年 2
月我爹便将 20岁的我和 24岁的我三
哥送入部队当兵，下半年又将我大哥、
二哥的长子一并送入部队。一门 4个
后生都当兵，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我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蒙军
区，入伍第二天便参加了解放鹅毛口
战役。第二次参加的战役是解放大同
战役。1949年春季，我解放军各路大
军陆续开赴大同，大同国民党守军做
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固城墙，准备固
守；同时也准备献城归顺。所以当我
方派员谈判时，对方说：“只要你们解
放了太原，我们就归顺解放军”。1949
年 4月 24日太原解放后，26日大同守
军起义，大同和平解放。大同解放后，
绥蒙军区8军一路北上，以秋风扫落叶
之势解放了集宁，随后又拟定解放陶
林。陶林位于大青山东侧，我们的作
战对手是国民党 35军部属，时间正好
是 1949年农历大年三十夜 12点左右，
陶林老百姓按老传统接神，我们与国
民党部队接火，战斗异常激烈。国民
党部队装备非常好，阵地上大炮一字
排开，战壕工事里轻重机枪密密麻麻，
士兵们清一色美国钢盔，美式冲锋枪，
先大炮轰击一个多小时，后部队潮水
般涌冲，我方好几处阵地工事被炸毁，
人员撤离，阵地反复易手，战至天破
晓，国民党部队乘美国十轮卡车撤退，
我方获胜。缴获大炮六七门、枪械数
量众多。我们连连长叫唐二罗，平鲁
县人，爱兵如子，很会打仗。拿下陶林
后我们连又解放了沙县、包头、绥远。
绥远战役后，我被评为“战斗英雄”，荣
获“华北解放纪念章”一枚，并升为排
长，全排战友羡慕不已。休整半年后，
我连奉命到大青山一带剿匪。1950年
冬至 1951年春将西北土匪彻底消灭。
略做休整后，我们绥蒙军区8军便被悉
数归拢到辽宁安东，将士们心知肚明，
我们要“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了，我们
一点都不害怕，相反都异常高兴，只想
再打胜仗，再立新功，我们有的只是兴
奋、责任和血性。

1951年 10月，我们绥蒙军区被并
入 67军，我被任命为排长。我们连入
朝后通过两夜急行军赶到大兵站宁
远。在这里休整了三个多月，主要听
文化课老师给我们讲五次战役的辉煌
经过，并且加紧训练射击、刺杀、夜战、
近身搏斗技巧等，熟悉各种迫击炮、山
炮、野战炮性能、构造原理、使用方法，
大批量实弹射击。战士们都能熟练掌
握各种火炮的使用方法。

1952年 2月，我们连越过元山、高
山等地，从美军手中夺回三八线北侧
最南端的著名军事要塞——孤山梁，
彻底打破了美军志在必得孤山梁的梦
想。孤山梁是第二次战役后，三八线
北侧最南端前沿阵地，67军和 68军分
列孤山梁东西两侧。首次驻守部队为
68 军营长潘世贵（山阴人）率全营固

守。一个月后由 67军排长杨浩林（今
朔城区人）率三排 40多人接替潘世贵
固守。一个月后，由我率一排固守阵
地，固守期间的 1952 年冬天，战地记
者曾为我拍摄过坑道口照片一张，我
珍藏至今。我们连队与美军相隔不足
半里地，他们在战壕里吵架声我们还
能听得一清二楚。从此，我们长期固
守孤山梁，战多和少,双方都用大炮远
距离轰击对方。美军再未占领过孤山
梁，一直到 1953年 7月 27日朝鲜停战
为止。停战后，我回国被派遣到重庆
炮校学习。学习期间又得到一枚“全
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赠”纪念
章。炮校重点学习炮兵在现代化战争
中的重要作用等内容，为未来战争做长
远准备。1954年底，部队转业复员大
批将士回乡，我便转业回到老家，将组
织关系档案按部队要求上交到怀仁县
文教局。

怀仁县文教局仔细验收我的档案，
发现我是1948年入伍入党的军转干部，
热情接待，第二天便通知我为马营小学
校长，并马上上任。1955年马营由原来
怀仁管辖变为山阴管辖，我的组织关系
又被归入山阴县文教局。1955年国庆
后，山阴县文教局将我从马营小学直接
调入文教局任内务干事。当时文教局
局长为杨建祥，也是部队转业干部，在
部队曾任营长，他严格按组织原则办
事，内务干事须为中共党员，我是中共
党员干部，所以，才能从马营小学调入
县城文教局。1959年组建山阴县晋剧
团时，县委将我从文教局调入山阴县晋
剧团任团长。到任后我全力鼓励剧团
放开胆子，百花齐放想演什么剧就演什
么剧，晋剧、二人转、大秧歌一齐上，剧
团一派生机，多次在太原汇演获大奖。
1972年我被调入山阴县化肥厂任生产
科长。1989年，我办理了离休手续，居
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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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河流的地方，就有人类居住。
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河流经过
的地方，就有繁华片片。

故乡小城，在宽阔的河面上，建
起了一座水上公园，成为一道风景。
每年暑期，是小县城最美好的季节，
芦芽山中，清阴凉爽；马仑草原，游人
如织。

每年暑期，是雨的季节，也是河流
的节日。一场又一场滂沱大雨，将河
流灌得大气磅礴。从源头上奔涌而来
的桑干河，一路奔腾，浪花不停地喷出
斑驳的花纹。两岸的玉米熟了，石湖
河畔的苹果园飘出了成熟的果香。河
道上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拉松比
赛，竞走的脚步开始狂奔。

时而电闪雷鸣，豪雨如注，河流
里展现出男子汉的豪迈和雄姿。时
而雨过天晴，阳光明媚，河水澄清，细
流如丝，飘逸出女子的温柔与舒缓。

奔流不息的河水，或激流奔涌，
或波心荡漾，或清音浅唱，振荡谐趣
的旋律，灵动着生命的火花，回旋热
情好客的山风。水声与公园里交谊

舞的乐曲相伴，弹奏出古典的韵味。
水声犹如天籁，抚慰灵魂之光。

时间穿过南山，将月亮推上了天
空。古老而又年轻的月亮，光度足够
明亮，将河水不安的灵魂安慰得熨
帖。月亮照在桑干河上，更美于太阳。

水上公园，舞曲奏响，爱舞的人
们，结伴而至，对对交谊，翩翩起舞。
月亮大张着嘴巴，羡慕人间的情侣。
月光也散发出一种甜甜的爱的味道，
与河水的味道混合在空气中，清新宜
人。温馨的场景变幻出来的语言，是
水的祝福。在河水的叮咛下，我舞姿
舒展，身心愉快，飘飘欲仙。

故乡的青山，故乡的河水。御风
湿漉漉的时空之上，临睨人寰，心底发
亮。在时间的见证下，我与山水共情。

大山养育着绿色的森林，长河奔流
向大海，故乡的山水最美。故乡的河流
一路赶来，又一路奔流而去。我凝望河
流抵达的地方，将成为梦的居所。

不必去设想，心所依恋的地方，
在河流的源头闪光。河流发源的地
方，也是我的祖先生存过的地方。

月夜，我在水上公园舞蹈
●●向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