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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属虎，今年刚好是本
命年，八十有四。忠厚老实的父
亲虽然经历了这辈子太多的艰辛
和不易，但凭借着自己的争气、勤
学、肯干和知足常乐的心态，尽管
一生平凡，终归苦尽甘来，如今正
安享晚年。

父亲出生于桂南的小村，小
时候家里经济较困难，念了四年
小学便辍学了，回家跟着我祖父
干了三年农活，上世纪五十年代
初才重新入读四年级，两年后考
上初中时，家里仍是捉襟见肘，对
他的基本伙食费还是保障不了。
但父亲很争气，入学不久，星期天
就到离学校三公里处的硫磺矿区
挑矿砂，辛苦一天下来便挣得六
角钱，刚好可在学校购买到一个
星期的粥票，每天可以喝上两顿
粥。尽管基本伙食解决了，但终

因缺乏营养而骨瘦如柴，好在父
亲的学习成绩还挺不错，初一第
一学期中段考后，父亲便为自己
赢得了每月三元钱的助学金，免
去了继续挑矿砂的辛苦活，也有
了更多的时间专心学习。

到了初三，父亲最初的升学
志愿是报考县师范学校读中专，
首先是确保伙食无忧，其次日后
也可早点工作以帮补家里。而当
时就读的中学正准备招第二届高
中学生，富有慈爱心肠的陈校长
特意找到父亲谈心，说他成绩优
秀，读高中以后有把握考上大学，
而且高中的助学金也会更多一
些，生活费将不成问题。父亲听
从陈校长的劝导，选择了继续苦
读三年高中，学习一路领先，其中
数学成绩特别好，也由于助学金
有增加，伙食改善了一些，身体也

开始壮实起来。
很快便到高考，虽然成绩还

好，但考虑到当时的家庭成分，父
亲不敢报其心仪的北师大，最终
被地区师专录取。五十多年后，
当父亲得知我的大侄女高考被中
国人民大学录取时很是开心，说
终于圆了他当年到北京读大学的
心愿。

读师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
期，难得的是学校除了包伙食和
学杂费外，每月还有三元钱的生
活补助，对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
会父亲格外珍惜，不断充实自己，
朝着当人民教师的方向努力。两
年的大专学习很快毕业，但父亲
最终没当成老师，而是服从分配
到粤西一个小镇的供销社工作。

能从小村走出来到镇上上
班，父亲已很是满足，他虚心向同

事学习，工作上手较快，仅十几年
时间便干遍了售货、收款、支款、
采购、主办业务等多个岗位工作，
他凭着自己有较好的文化基础，
善于钻研业务，逐渐成为单位的
业务骨干，样样工作独当一面。
那时候供销社的办公区与家属区
紧挨着，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作
息时间是分不清的，工作随叫随
到，起早摸黑是常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凭
着敏锐的经济头脑和自己会说流
利普通话的优势，在镇供销社率
先与北方众多城市的蔬菜公司联
络起来搞“南菜北运”业务。因工
作关系南来北往走的地方多了，
父亲的眼界也开阔了很多。几年
后，父亲被提拔到县供销社北运
组主抓“南菜北运”工作，平台更
大了，并在此一直干至退休。后

来父亲感慨地说，在北方大棚蔬
菜未兴起、没有高速公路、物流不
发达的当年，每逢冬季县供销系
统凭借着火车的“南菜北运”确实
为保障民生、繁荣经济做出了一
些贡献，那二十几年间自己也算
是做了一番实事好事。

当年读初中时，父亲就爱上
了音乐，吹笛子、唱歌的乐观心态
一直陪伴着他成长。退休后父亲
的空闲时间更加充裕，手抄了几
百首名歌名曲，还自编自印了许
多本歌集赠送给亲友，自然而然
便成了一名业余的“音乐老师”，
晚年终于圆了自己一辈子的“老
师梦”。因为年纪大不适合吹笛
子了，又学会弹电子琴，他和他的
歌友们成了县老干活动中心的常
客和活跃分子，大家还相互勉励：

“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高中时候，每逢周五晚修
后总会约几个小伙伴出去校
门口逛，流动摊贩虽是小了
点，但各式各样都有，麻辣烫、
臭豆腐、炒粉炒面、杂粮煎饼
等，美味可口且价格实惠，对
高中生来说，十几块钱就可以
吃一顿“上等”夜宵。在这些
小吃中，我对煎饼情有独钟，
它称得上是我“肠胃界”的灵
魂食物。

买煎饼十有八九少不了
等，等的过程中就少不了同老
板聊天，依稀记得那阿叔岁数
四十多了吧，看上去是老了点，
但人特别有精神，煎起饼来手
法特别熟练。只见他舀起一勺
稀溜溜的煎饼沫子，均匀地倒
在鏊子上，与热锅碰撞发出“砰
砰砰”的声音，仿佛在为这熟能
生巧的手法奏乐。随后，他转
动手里的转耙儿，转一两圈后
就喊道：“靓仔，要加什么呀？”

“好嘞，稍等片刻，美味马上就
好哈！”他拿起转耙儿左边铲
一下，右边刮几回，接着再来
个大翻滚，一张形状正圆、厚
薄均匀、没有破洞的煎饼就这
样出炉了，一口咬下去，喷香

酥脆，不由自主地感慨道：“老
板，这味道儿真绝！”

高考后有空余时间了，自
己也尝试在家做煎饼，网购了
相关的设备和材料，整个说起
来简单，但做起来困难，而新
手的第一次“实战”往往都是
以满是窟窿且外露馅肉的煎
饼皮告终。

怀着激动的心情倒下第一
勺面糊，拿着推子将表面涂
匀，估计面糊倒得太少，推的
时间又太长，再加上火候太
大，一股烟味熏得太呛，就一下
子把饼皮给戳出洞来。事到临
头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直接
上其他料吧，就把超市里买来
的鸡胸肉、菠菜、火腿肠等硬塞
进去，等把整张饼“回手掏”的
时候，下面已经黑糊……

后来上大学报考军校，去
了外省，吃过不同地方不同口
味的煎饼，但无论何时何地，
中间经历过多少挫折与艰辛，
每次行走在街上，好像都能闻
到似曾相识的煎饼味，狼吞虎
咽之际，心头总涌上一股幸福
感和满足感，似乎有几分家乡
的味道……

居住了二十余年的楼房
要更换新电梯，对此，我是又
喜又愁。

我所住的楼，每层两户。
因住户少，每栋楼只有一部电
梯。这就意味着，在改旧换新
期间，没有电梯可乘，只能爬
楼梯。我住在楼中间的九层，
一楼是空层，空层上面是隔
层。从一楼爬到二楼，等于爬
到四楼，爬到九楼，相当于爬
了十一楼。如果开车到车库，
从车库到家里，等于爬了十三
层楼梯。

我一生不爱运动，尤其害
怕爬山爬楼。特别是几年前，
我做过一次心脏搭桥手术，对
于爬楼更是心有余悸。业委
会和物业管理处事先发出公
告，让我们业主们提前作好物
资准备，要么先将重量级的粮
油等物品提前储存起来；要么
到外面租房住，并将享受一定
的住房补助。我思来想去，决
定坚守。

第一天开始爬楼，心里直
打鼓。来到楼梯前，眼睛盯着
面前的台阶，迈开了沉重的步
子，数着台阶数，1、2、3…7、
8…12、15……，越数腿越感到
沉重，气也短了，开始喘了，不
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歇了一
会儿，再往上爬，心脏“突突”
跳得厉害，感觉是身体牵引着
腿脚前行。终于，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爬到家，一屁股坐在沙
发上，像一团泥似的瘫在那
里。突然，手机响了，是顺丰
的快递小哥打来的，说是我的
快递到了，要我下楼领取。我
擦着前胸后背的汗，跟他说，
自己刚爬到家，能否帮我送上
楼。以前有电梯时，快递小哥
会爽快答应。这次快递小哥
流露困难：“叔，今天我拉了
一车货，如果爬上楼，会耽误
时间，还担心车上的货物。”
我马上表示，我可以支付一
点 辛 苦 费 。 快 递 小 哥 婉 言
道，不是钱的问题，真的是现
在抽不开身。下次，我先送
完 别 人 的 货 ，最 后 再 送 您

的。话讲到这个地步，我只
好再次走下楼……与徒手爬
楼完全不同，抱着纸箱爬楼，
像是抱着一座大山，爬几步，
得找地方歇一会儿，缓过气
来，再弯腰将梯面上的纸箱
子抱起，继续爬楼。两个来
回，到家如释重负地放下纸
箱，全身像散了架似的。

生活要继续，至少每天得
上下楼两次。我开始调整自
己的心理和办法。爬楼时，我
不再盯住前面的台阶，而是仰
头朝上看，分散自己的注意
力。脑子里不再惦记着还剩
多少台阶和楼层，而是神游起
来：从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
到有人骑车漫游祖国大地、有
人划船周游世界，想象他们的
样子和心理活动。有时爬楼，
回想起当年谈恋爱时的情景，
那种单纯、期盼、痴迷、热烈，
年轻真好。

我一生喜欢写作，并让我
受益终生。写作首先要有冲动
和灵感，要酝酿、发酵，我在爬
楼时，就琢磨某个文章如何构
思，从哪个角度入手，怎么提
炼？在酝酿和琢磨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到了家门口。有一
次，因入戏太深，竟然超过自己
所在的楼层，爬到更高楼了。

环境改变人。对于爬楼
梯，我从之前的恐惧到爬楼梯
时的艰难、痛苦再到还能接
受、可以接受、乐于接受。除
了改进方式方法外，也得益
于我在心理上的调整。这使
我想起几十年前在新疆部队
时听说过的一则寓言：戈壁
滩上有两粒种子，一粒种子
在唠唠叨叨的抱怨中死了，
另 一 粒 种 子 调 整 自 己 的 心
态，默默地把根伸向大地，汲
取每一滴水分，终于长成了
一棵粗壮的胡杨。

在爬楼的经历中，我发现
了自我，锻炼了自我，强壮了
自我，让年逾六旬的我感觉自
己还行——看到了长期浑然不
知的自身潜力，这是一个多大
的人生收获啊。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作息时间是分
不清的，工作随叫随到，起早摸黑是常态 我的父亲 □梁 源

我还行 □尹 广

有时爬楼，回想起当年谈恋爱时
的情景，那种单纯、期盼、痴迷、热烈，
年轻真好

无论何时何地，中间经历过多少
挫折与艰辛，每次行走在街上，好像
都能闻到似曾相识的煎饼味

煎饼的味道 □陈新元

往事并不如烟那么朦胧，无
可捉摸。我觉得往事如絮，虽飘
忽不定，但可以捉摸，一旦捕捉
到，还相当清晰。特别是当年做
学生的时候，主编黑板报、壁报
的情况一一如在目前，像放电影
一样。

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年
代，大学生非常热心于发表自己
的创作，黑板报和壁报就成了主
要的发表平台。我一开始以志愿
者的身份主编班上的黑板报，后
来当了中文系学生会宣传部长，
理所当然成了系黑板报和壁报的
主编。这么多年，做过不少主编，
包括像《华文文学》这样重要刊物
的主编，现在也还在做着《中国文
化论丛》的主编，不过我还是特别
怀念学生时代当黑板报主编的感
觉，那才叫说一不二，首先是编辑
稿件，予取予夺；然后安排版面，
指点江山，纵横捭阖。

一开始编辑班级黑板报，是
不是有主编名义不知道，但是有
个编委会的，记得我给班级黑板
报取的名字叫“涟漪”。后来负责
黑板报长廊的中文系板块，当然

也就是主编了。每次在黑板报前
指点版面，修改文字，感觉很好。
有多好？当时主持各系黑板报的
署名单位都是各系学生会宣传
部，但一般用简称，历史系学生会
宣传部简称“史宣部”，政教系学
生会宣传部简称“政宣部”，我们
中文系学生会宣传部差点也想用
他们的那种简称法，都已经写在
黑板报的题头上了，想想还是觉
得不合适，就让抄写的同学抹去，
换作“中文系会宣”。

当年还真有办刊物做文化的
意思。记得当时一位托名为“潘
晓”的人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

“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的议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热烈
争论，我们的黑板报立即跟进讨
论，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碰撞、争
议。后来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才
知道五四时代早已经掀起过这样
的讨论。有的朋友写文章说，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这场人生问
题大讨论其实是对五四时期“人
生究竟”大讨论的呼应，我觉得有
些夸张，不过联系还是有的。

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

未必。文化辩论同许多学术辩论
一样，往往越辩越模糊，不过这种
辩论过程，越是认乎其真，越是显
得精彩。因此，我的主编生涯，应
该说还是在编辑黑板报的时候最
显得“高光”。那是一种看得见的

“高光”。设想一下，下课之后，大
食堂前，黑板报抄写还没有完工，
一群一群拿着白搪瓷饭盆的认识
的或不认识的学友，都围在板报
前浏览，有时候居然会围上两三
层。读者如此踊跃，对于编者自
然是一种无比的激励。这些可爱
的读者宁愿推迟打饭时间也要站
在那里将黑板报“披阅”一过，或
泯然一笑，或略有所思，或微微颔
首，或一脸茫然，然后从围读的人
群中悄然退出。

那时候我们的黑板报和壁
报，扛着“中文系”的牌子，很有号
召力。壁报每期必有小说，黑板
报也常有小小说，这在当时的大
学生中最受欢迎。记得李振鹏同
学发表过一篇《烦人的酒香》，说
的是冬至夜一个市民因为买不到
计划控制的商品黄酒，闻着满街
巷黄酒的香味而略感烦恼的故

事，人物清晰，文笔老到，情绪把
握得不温不火，至今仍有印象。
在那里发表小说的还有陈茂学同
学、戴建平同学等。在黑板报上
发表诗歌者颇多，当然也以中文
系的作品为佳盛。严月明同学喜
欢写宝塔形诗歌，李勤璞同学的
诗不仅给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
连老师也都格外关注，记得他在
黑板报上发表的一首《人民英雄
纪念碑在注视》，教当代文学的廖
慧予教授竟然拿着她的备课本，
站 在 黑 板 报 前 ，一 字 一 字 地 抄
录。对了，由于有较为厚实的诗
歌创作基础，我们曾经发起过“诗
歌征集活动”，向全校学生征集诗
歌，此事得到了大学校报编辑部
的支持和参与，扩办成全校性的
诗歌征文活动。

我们的黑板报有一些王牌栏
目，包括署名大卫的一位学长的
漫画，他为我翻译的《大拇指汤姆
的故事》所配的只有拇指大的汤
姆的图像，既洋气又潇洒。还有
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刘丹青
学长，他以“单青”的笔名连载的
语言学小词典条目，都是十分受

欢迎的内容。
中文系的黑板报显然比较讲

究学术性。我在上面发表过一篇
《论应启后老师的讲课艺术》，分
析应老师讲课“反向举例”的特
征。应老师所教的课程是《马列
文论》，他能以非常生动的比喻和
非常生活化的情景阐释非常深奥
的文学理论。他最精彩的讲课方
法是“反向举例”，即从命题的反
面假设某种尴尬甚至不堪的情
形，让学生从对这种尴尬或不堪
的领悟中了解相关命题的意义。
比方说，他讲文学中“较大的思想
深度”与“莎士比亚化”的情节生
动性的关系，立论说：思想深度非
常重要，但文学作品不能光是思
想，必须要有相应的故事情节和
生活内容加以承载；文学艺术的
思想深度譬如人体需要的葡萄
糖、维生素，但人体如果直接接受
纯粹的葡萄糖、维生素，那滋味就
不好受，必须跟可口的水果、蔬菜
一起进食，才是享受，才能愉快地
得到滋养。这应该是我写过的论
文 中 唯 一 的 一 篇“ 教 学 研 究 论
文”，它就揭载于我们的黑板报。

那时候我们的黑板报和壁报，
扛着“中文系”的牌子，很有号召力 当年黑板报 □朱寿桐

约公元 813 年，李商隐降
生在唐怀州河内雍店，也就是
今天的河南沁阳市山王庄镇新
店村，一个已经衰败的大家族，
从曾祖父到父亲三代早殁；从曾
祖母到母亲三代守寡。这种累
世孑遗、贫寒无依的家世，使他
自小在心理上就积淀了偌多悲
剧性的因子。成年之后所经历
过的三次爱情挫折，使他的性格
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
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
惘然”。李商隐与女道士有过
奢望天仙配般的爱恋，与柳枝
姑娘有缘无分情难圆的爱恋，
与结发妻子王氏刻骨铭心修成
正果的爱，每一段都令人唏嘘。

公元 826 年，23 岁的李商
隐来到河南玉阳山东峰的道观
修道。一天，与在山西峰灵都
观里的宋华阳不期而遇。一个
英俊儒雅、风华正茂、满腹诗
书，一个年轻俏丽、聪慧灵巧、
顾盼生辉。宋华阳本是侍奉公
主的宫女，随公主而前来修
道。禁不住山外世界的繁华喧

嚣，一见情生春心荡漾，两人便
不顾两峰之间七八里崎岖山路
和溪水的相隔，频频约会，倾心
相爱。然而，这种爱是不容于
礼教和道观清规的。短暂的欢
心、怅然若失、痛苦的煎熬，一
起叠加在李商隐身上：来是空
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
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 ，麝熏
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
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果然，他和她的情事还是被
人发现，以“无望”告终：他被逐出
山门，怀有身孕的她则被遣返长
安宫中。后人评说，李商隐与女
道士的爱情是“千百年来文人中
鲜有的奇遇，情史中的第一悲
剧”，为他后续的诗创作产生深
远影响。

他与柳枝姑娘的相遇颇为
传奇，发生在李商隐从怀州赶
往长安的科考途中。那年春
天，李商隐和乡党一同赴长安
赶考，夜宿洛阳城西。堂兄李
让山的家就在附近，见到堂弟
李义山（李商隐字义山），便兴
奋地高声吟咏其诗《燕台四首》

之“春”：风光冉冉东西陌，几
日娇魂寻不得。蜜房羽客类芳
心，冶叶倡条具相识……

李让山且吟且行，很是投
入，却不想正被邻家姑娘柳枝
听得真切。柳枝父亲虽然早
逝，但曾富甲洛阳一方。她是
在优越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中
长大的，而且天生丽质聪慧伶
俐，不仅能弹琴吹箫，还会作
诗。她听着这情深意长的爱情
诗不禁入了迷，便问李让山诗
是何人所作，李自豪地说是堂
弟李义山也。对诗作、作诗颇
有理解鉴赏力和天赋的十七岁
小柳枝，顿时倾慕之情难掩，当
即手断衣带请让山大哥转赠义
山向他乞诗。李商隐天生多
情，面对俊秀婀娜且多才多艺
的柳枝，也有倾慕之情，点头应
允。岂料，因赶考辜负了邀约，
后来，柳姑娘嫁作他人妇。

李商隐伤感是自然的，这
可在他其后写下的哀怨动人的
五首《柳枝词》中看到。李商隐
让堂兄将此诗带回洛阳，题写在
已人去室空的柳枝旧屋墙上。

李商隐与王茂元之女王氏

因相遇而生情、相爱、成婚，又
是一场令人动容凄美感动的爱
情故事。

作为节度使的王茂元算是
有权有钱的大户人家，而李商
隐却独立清高，他深爱王氏，但
不以王氏为梯阶去攀附。所
幸，王氏亦是知书达礼之人，她
甘愿放弃在父家的“富二代”优
裕生活，跟随夫婿过着清贫且
离多聚少的日子。会昌三年，
他们结婚五年后王茂元病逝；
大中元年、大中三年李商隐连
年外派，待大中五年春夏间他
罢慕归京，王氏已不幸病逝家
中：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
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妻
子去世之前，竟未能见上最后
一面，唯房中王氏生前弹奏的
锦瑟还在。李商隐睹物思人，
追悔无限，《李夫人三首》《西
亭》《正三崇让宅》，一次次以诗
托思寄情，向亡妻诉说衷肠。

李商隐诗句中那些或艳丽
奇瑰或朦胧迷离或光华温润或
纤细绮靡的诗句，不仅充实着
他爱情的“诗国”，并足以使他
变得不朽。

如果盛夏是有味道的话，
那对我来说，应该是甜的。

小时候，每逢暑假，我都会
随奶奶回乡下生活。盛夏酷暑
难耐，奶奶却总能煮出各式各
样的糖水解暑消夏：海带绿豆
沙、绿豆西米露、番薯糖水、木
瓜银耳糖水、莲子百合银耳糖
水、清补凉、黑凉粉、豆腐花
……每一样都让我回味无穷。

长大后，每到夏天，我总会
想起奶奶，想起乡下弥散着甜
味的厨房，想起那些消暑糖水。

奶奶最常煮的是海带绿豆
沙。绿豆和海带用清水浸泡半
小时，锅中加入清水煮沸后，放
入浸泡好的绿豆用中火熬煮，再
清洗海带并切成小段。在绿豆
熬至将烂未烂时，加入海带，稍
后加入适量冰糖，小火熬煮绿豆
成沙即可关火。出锅后，绿豆的

清香和冰糖融化后的甜香，萦绕
着厨房，久久不会消散。那时，我
尝海带绿豆沙，只觉清甜爽口，奶
奶却念叨：“天气湿热，海带和绿
豆都清凉解热，解毒利尿。”她
总盯着我，要我多吃几碗。

奶奶还常做黑凉粉，我对
它果冻般的性状和口感有种难
以言说的喜爱感。买来的黑凉
粉粉包倒进盘里，准备一碗凉
开水，分次在粉中加入凉开水，
不停地搅拌均匀，调至糊状。
再煮上一大锅开水，水烧开后，
转成小火，倒进搅拌好的黑凉
粉糊，并搅拌防止粘锅，直至烧
开，便可熄火。奶奶接着另起
一锅，加入适量清水，放入一片
黄糖，开小火慢慢熔化，盛出黄
糖水备用。以前家中没有冰
箱，奶奶会从井里打上一盆井
水，将盛着黑凉粉的锅置入井

水里。清凉的井水使黑凉粉更
快凝固，更凉爽可口，那冰镇效
果不比冰箱逊色。

碗中装进划成小块的黑凉
粉，淋上糖水，草本的清香遇上金
黄的糖水，风味清润甘美，质感滑
嫩。午后从外面疯玩回到家中，
吃上一碗，顿感舒畅爽利。奶奶
常守在我身旁，一边用小手帕替
我细细擦着汗水，一边说着：“黑
凉粉清热解毒，多吃点。”

清补凉糖水是我见过材料
最多的一款糖水。每次看着奶
奶依次取出沙参、玉竹、薏米、芡
实、银耳、枸杞、淮山、桂圆、红
枣、莲子、百合、冰糖等，我就知
道她准备熬煮那清补凉糖水
了。只见奶奶提前泡发银耳并
撕成小朵，去除莲子的心后，一
并清洗好其他材料。然后，煮一
锅开水，在沸水中加入用料，大

火煮十多分钟后，再改用小火慢
熬。半小时后加入冰糖，最后熬
煮至冰糖融化。如此多的用料，
搭配起来却出奇的和谐融洽，口
感丰富，滋味清新甜爽。奶奶清
楚地知道每一用料的功效，“莲
子养心、补脾胃，薏米健脾祛湿，
沙参清热凉血……”懵懵懂懂
中，我听明白了，一碗用料满满
的清补凉糖水应是跟黑黑苦苦
的凉茶有着差不多的作用。

于是，我问道：“想要清热
祛湿，为什么不直接喝凉茶？”
奶奶却说：“凉茶苦，你不愿意
喝，你就爱甜的，吃糖水，也能
清热祛湿。”听到这话，纵使盛
夏时节，天气闷热，小小的我心
里却泛起愉快舒畅的涟漪。

童年的盛夏，因为有奶奶
烹煮的消暑糖水，甜滋滋，凉丝
丝的。

李商隐的三段情史 □谢新源

那些或艳丽奇瑰或朦胧迷离或光华温润或纤细绮靡的诗
句，不仅充实着他爱情的“诗国”，并足以使他变得不朽

盛夏的味道 □邹倩娟

因为有奶奶烹煮的消
暑糖水，甜滋滋，凉丝丝的

紫藤（国画）

□刘三齐

词作家乔羽（油画） □冯少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