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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

每到八月，妈总会翻着日历寻
找：“立秋过后就是处暑了，哪天是
处暑呀？”处暑，24 节气中最不具浪
漫色彩的一个，雪小禅描述处暑说：

“是夏天彻底离开的时候了，是要诀
别的时候了，觉得夏天才刚刚来，转
眼已是背影了⋯⋯”

处暑，时值初秋，故乡无垠广袤
的平原上，开满了金黄的向日葵，早
熟的芦苇在微风里飞扬着细细绒毛
的穗。土豆的白花开了，远远望去，
似一层薄云落在碧草间。处暑，这
一天起，暑气尽失秋风起。对于以
农事为生的妈来讲，整个春夏的劳
碌大汗淋漓地走远了，处暑过后丰
收即到，一个围炉赏雪的蛰伏冬季
在望了。

那时，处暑之后不久，乡里要有
一年一度的交流会，爸是村里的兼
职厨师，我便得天独厚地年年跟了
去。在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里坐上
马车，红骏马四蹄轻扬，嘚嘚地扣着
泛白的硬土路，傻呵呵的小丑姑娘，
花布薄衫。

戏园子坐落在乡政府所在的土
路边，初秋的金阳里，有瓜果的浓
香。我在午后看门人恹恹欲睡的昏
沉里溜进园里，坐在水泥管子上听
戏。晋剧，包公戏居多，秦香莲黑衣
青衫，悲怆尖细的声音说着听不懂
的哀伤，在空旷的蓝天下突兀出不
一样的风景。听到无聊时，便堂而
皇之地从大门退出，全然忘记了是
怎么进去的。

园外的土墙边，摆了琳琅满目
的好吃的，爸爸给的几毛钱正好花
销。多年后，说起此事，妹妹说，那
时无比盼望跟着爸爸去看交流会，
可是爸爸只带你。我说，你俩还小
啊，离不开家。心里却是无边的暗
喜，庆幸童年的记忆里，有了那么绚
丽的一笔。

那是怎样贫瘠的年代，一个像
样的农家，一年也不过几百块钱的
收入。我是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妈
为什么那样盼着那个毫不起眼的

“处暑”。
1988 年春，爸爸离开故乡的土

地到城郊谋生，买下了青石红砖的
院落。新居的周边是零星的菜地，
郁郁葱葱着整个春夏，稀释着我们
一家人的乡愁。每到初秋，相处不
错 的 邻 居 会 送 来 卖 相 不 好 的 西 红
柿、黄瓜，做番茄酱或腌咸菜，妈和
奶奶就在后院的石头墙下折腾这些
东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捧着
小 说 ，不 时 抬 头 看 她 们 婆 媳 的 忙
碌。妈说：“处暑了吧？”奶奶说：“七
月十五前后。”青石墙上的天空，是
塞外初秋高远的碧蓝，洁白的云朵
间有灰色的鸽子飞过。

时间的水，漫过青春，在妈和奶
奶期待“处暑”的目光里缓缓流过。
倏忽间，我们就相继就找到了那个
能够托付终身的人，欢天喜地地嫁
入 他 门 。 2001 年 正 月 奶 奶 去 世 ，
2003 年秋爷爷去世。虽然是不可逆
转的自然规律，心中仍满是遗憾与
不舍。失去了他们，郊外的院落便
失去了久留的意义。

爸 妈 在 我 居 住 的 城 区 买 了 楼
房。客厅的最显眼处，爸粘了不干
胶的挂钩，用来挂日历，就是最老
土、每天必须撕去一张的那种。我
多次哑然失笑地想，没有这个日历，
妈 去 哪 儿 找 那 个 念 念 不 忘 的“ 处
暑”。近些年，爸妈在京城给妹妹看
孩子，她家欧式豪装的点缀，依旧不
可缺少那个质朴的日历，等着妈寻
找她喜欢的每一个节气。

习惯用台历，每月才翻一次，年
底仍是完好无损。我不喜欢每日需
要撕扯的日历，仿佛撕扯了生命般，
能掠过细微的疼。

2016 年，8 月 23 日，今日处暑。
给妈打了电话，一路家长里短，末
了，我说：“妈，今天是处暑，北京还
热不热？”然后莫名地热泪盈眶，独
自站在处暑的陌上，有萧瑟的秋风
凄清略过。有些思念，无以言表。

处暑

□王国元

春秋已是五十有四，按照圣人的
标准，早该知天命了。但我愚笨，达
不到圣人的要求。真的，我不清楚上
天让我托生为人，来到这世上，之前
到底有咋样的命令。也许，终我一
生，也不清楚吧？回首过往，一派苍
凉中，只能看见些许斑驳的颜色隐没
其间。

心为物役，人在一地生活久了，
大地也便晕染得人身上和心上，和大
地难以区别，乃至浑然一体了。

紫色
十八岁那年，我到乌丹复读。乌

丹的蒙古语名为“宝日浩特”，“宝日”
义为“紫”，浩特义为“城”，汉译为“紫
城”。明末清初，翁牛特部蒙古族初来
此地，望见此地一片紫色，遂为它取名

“宝日浩特”。后来因故将“紫”析置为
黑（乌）、红（丹）二色，称“乌丹”。

复 读 一 年 后 ，我 考 上 大 学 。 在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年代，考入大
学意味着什么，无需赘言。由此说
来，彼时的我，人生也呈现紫色吧？
人们常说“红得发紫”，紫色是红色的
高端，而红色是喜庆的颜色。

后来，我又来到乌丹，成家、工作，
养活妻小，至今已近三十年。我的人
生是什么颜色的了？我不知道，据专
家讲，紫色原本是由温暖的红色和冷
静的蓝色叠加而成，属于二次色。啊，
温暖的红色，啊，冷静的蓝色。

何尝不明白，在实际的生产、生
活中，将某物调成紫色，人们一般叠
加红色和黑色。要红得发紫，少不了
黑。至于黑越来越多，多到一定程
度，紫色不再，物体则全黑了，我也见
过，但也只限于见过。

红色（之一）
我 就 读 的 大 学 ，学 校 坐 落 于 赤

峰。赤峰蒙古语名“乌兰哈达”。赤
峰城东北，有一山呈赭红色，名“乌兰
哈达”。蒙古族同胞习惯以颜色取地
名，地方也便随之叫了“乌兰哈达”，

“赤峰”是它的汉译。
人在大学时代，认为求知、求友、

求事业也好，认为求知、求偶、求工作
也罢，一切恰如王蒙在《青春万岁》里
所言，“眼泪、欢笑、沉思，全都是第一
次”。用颜色来代表大学时代，毫无
疑问同乌兰哈达一样，也是红色的，

只不过，有的人红得深有的人红得浅
而已。乌兰哈达的红，便介乎于红色
与黄色之间，有的岩石红得深些，远
远望去，居然有些紫色的样子，而也
有部分岩石，甚至连黄色都不纯粹，
而褪为了灰白色。但处于红色的包
围中，灰白色被湮没，人们视而不见
了。

我不清楚自己，大学时代到底红
得如何，我只看见，多年过后，风剥雨
蚀，红色越来越稀淡，但那红根植于
骨子里，除非骨子这个根拔掉，否则，
它是不会被完全湮没的。

红色（之二）
这个红色是乌兰浩特了，乌兰浩

特汉译“红城”。乌兰浩特原名“王爷
府”，因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最早成立
于此，遂改名“乌兰浩特”。在中国，
革命的颜色是红色。

大学毕业时，“到农村去，到边疆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口号喊
得震天响。而当口号落到实地之后，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站，是乌兰浩特
了，乌兰浩特下面的一所学校。此
时，我生命的颜色，从革命的维度看，
自然与红色是一致的。

但，这个红在我，更多的是变异
了。人总是在失去家乡，走向远方
后，才真正地拥有故乡。在乌兰浩
特，因了乡愁，家乡频频地出现在我
的笔下，乃至在我托命一支笔后，成
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乌兰浩特啊，你的红，到底要变
异为我生命中的什么颜色？莫名其
妙地，想起自己的一句“名言”，“人世
间有一种红叫萧红，红得让人心痛”。

青色
爬了二十多年格子，说奋斗也好

说蹉跎也罢，我一直在文学外围徘
徊。终于，机会来了，区里开办文研
班。结果，我报名了我参加考试了我
被录取了。

文研班设在坐落于呼和浩特的
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有座昭君墓，

“北地草皆白，惟独昭君墓上草青，故
名青冢”，呼和浩特一名便缘此而来，
呼和浩特汉译为“青城”。这个“青”
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约等于绿，但它
绝不是芳华时节的绿，也不是“草色
遥看近却无”，草色青青生长着的绿，
而是绿的末端，褪去饱满的苍翠却又
坚韧不拔，马上因枯萎而白但还绿着
的绿了。

我是人到中年，即使按照国际标
准，也是青年已到尾声时，才到呼和
浩特的。这是不是与青城的青，在品
质上，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总之，在
呼和浩特，我的文学之旅开始走上正
轨。

毫无疑问晚些了，但“莫道桑榆
晚，为霞尚满天”，我先后两次负笈内
大文研班，只愿春风再绿。“步履蹒跚
听又重，梦中依旧少年声。莫悲世上
无人识，大器从来少早成。”在《生日
抒怀》中，我豪情满怀。

黄色
其实，这颜色那颜色，都大不过黄

色。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代，世世

代代先人遗传给我的基因，一定是黄
色——遗传基因也有颜色吧，家乡贫
瘠的黄土地的颜色。提到遗传基因
提到黄色，让人首先联想起来的，是
黄皮肤的黄色。甭说，这种黄色，我
一样照收不误了。

尽管我跨出了农门，不再脸朝黄
土背朝天，但我心里清楚，终我一生，
黄色是褪不下去了。这不是我想不
想、做不做的事儿，是命运。比起先
人，小时候在黄土里洗澡，长大后在黄
土里流汗，老了后到黄土里长眠，我只
不过，长大后不再在黄土里流汗罢了。

我一落生，黄色就是我生命的底
色。黄色的好我享受，黄色的坏我承
受，一言以蔽之，黄土地上的一切黄
色，诸如藤黄、石黄、鹅黄、雄黄、杏
黄、姜黄、柳黄等等，我都得接受，选
择不得、逃避不得。

黛色
人生至今，走过的地方，不知有

多少了，颜色也肯定不止上述寥寥的
几种。不过，它们尽管看起来五彩缤
纷，但凝聚在一起，在我脑海里幻化
出 来 的 ，却 每 每 只 有 一 种 颜 色 ，黛
色。人站在那里，望远处的山，山的
颜色便是标准的黛色，青黑。

我不晓得这黛色，是各种颜色相
互作用的结果，还是我虔诚企望的结
果。我只感到，黛色越来越有质感，
矗立在我的脑海里，如同远山，矗立
在大地上一样。

生命之色

惬怀絮语

□董改正

美好的事物总令人怜惜。
理工男李时珍这样写曼陀罗：
生北土，人家亦栽之。春生夏

长，独茎直上，高四五尺，生不旁引，
绿茎碧叶，叶如茄叶。八月开白花，
凡六瓣，状如牵牛花而大，朝开夜
合。八月采花，九月采实。相传此花
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
人舞。予尝试之，饮须半酣，更令一
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

“念”是最美好的汉字，从心，我
们藉此而存于人心，也藉此将人放
在心上。一“念”便是整个世界。

最严肃的典籍，最刻板的学究，
在释“念”义时，也都忍不住化为绕
指柔。

《尔雅·释诂》：思也。又忍不住
补一句：常思也。

《释名》：念，黏也。意相亲爱，
心黏著不能忘也。

《书·大禹谟》：念兹在兹。
常思，黏黏，心很大，也因此很

小，所能念的，往往只是一个人，一
件物，一桩事，一个地方，一个遗憾，
一往情深。那个人走了，那件事成
为过去了，那个地方回不去了，那个
遗憾圆不了了，那段情烟灭灰飞了，
他的心也就锁了，那些记忆旧活在
他的念中，来来往往，生生不息。

念从心，执念伤心，而人生多执
念，念是心永远的叛徒。《东邪西毒》

里醉生梦死的欧阳锋，《阿飞正传》
里不停找爱的阿飞，《堕落天使》里
时刻提醒自己学会忘记的杀手，他
们都活在执念里，我们呢？我们在
自己的剧本里，爱，被爱，离开，遗
憾，然后执念寻找。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
夕阳。

常念的人是孤独的。他与热闹
闹的现实隔着蓬勃的热气，隔着苍
茫茫的人海和苍凉凉的夕阳。念念
不忘，是否真有回响？温暖的量子
力学，薛定谔的猫，能否坍塌掉所有
的假设，让那个消失在人海的人，突
显在峰顶，被你一眼看见？

想想都渺茫。你信吗？
他们分手三年了，群里相见，也

从未打过招呼。那一个风雪之夜，
群电话中，他醉了，倒在一个人的屋
里。她按照原来的地址找去，敲门
不应，摁密码，门应声而开。原来他
一直也念着她，他的门，一直为她敞
开。

在念的孤岛上，总会有一个人，
等着帆影，来或不来。那个岛，是他
的全部，有时候也会是你的方舟。

这样的念，世上会有多少？
有便好，便值得。一分侥幸，便

值得万分执念。

念

□宋生贵

我 现 在 承 认 ，我 是 那 种 性 格 中
“犟”的因素比较突出的人。我说“我
现在承认”，并非以前不愿承认，而是
没有真正认识到，故而不以为然。“认
识你自己”，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
话题，一者是有必要认识自己，再者
则说明认识自己其实并非易事。

最早发现我的犟的，是我的母亲
和父亲。母亲的说法是：“这孩子太
犟”！父亲的说法是：“哼！他认准的
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们的判断
当然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因为他
们是最了解我的人，我的一举一动都
清清楚楚地看在他们眼里。

很显然，父母认为“犟”是我性格
中的一个不可小视的缺点——后来我
理解，父母更担心我这种性格将来到
社会上容易碰钉子吃亏。当时，我自
己虽然能够从父母的口吻中感觉到，
这肯定不是什么优点，但却并未放到
心上，因为根本不知道这看不见摸不
着的所谓性格中的东西，会与自己以
后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唯一对我的

“犟劲儿”给以肯定的，是我的一位大
哥。他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师范学院
美术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大约在我上
小学四年级时，他来我家，母亲和他讲
我的情况，大致意思是：这个孩子啥都
好，就是性格太犟。父母希望见多识
广的大哥能够好好开导我，好让我早
点知道其利害，并能有所改变。没想
到大哥的看法大大出乎父母和我的意
料。大哥说：“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
这叫执著，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做下
去，不被困难或挫折吓到。一个人要
想做成点事情，就必须得有这么一股
劲。”大哥又说：“不过，他还是个孩子，
需要引导好，把这种执著的劲儿用到
学习上，用到正经地方，这很重要。”父
母听了大哥的话，有些将信将疑；我听
了大哥的一番话，虽然没有去想性格
中的执著（或曰“犟劲儿”）的好与不
好，只是从心眼儿里对大哥佩服有加，
心想：“大学生真的是不一样！”

到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当面指
出我性格中的“犟”的问题的，是我的妻
子。我们刚结婚的那几年，我是大学的
一名普通教师，读书、教书、编稿、写作
是我的工作主调，虽然也很紧张，但却
比较简单和纯粹，尤其很少涉及到他人
的利益得失。因此，在这一个时期之
内，我的“犟劲儿”几乎全部用在了专业
方面，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这期间，妻
子说过我的“犟”，但那主要是针对我在
专业上过分投入，持续性加班熬夜太

多，担心我把身体搞坏。她说：“我可发
现了，你这人是一根筋，认准的事干起
来好像要拼命似的。你的身体可是跟
着你要受老罪啦！”

后来，我被“提拔”到某行政管理
岗位上，自此，我原来习惯了的单一并
且比较纯粹的工作与生活状态被打
破，未曾料及的问题与困惑几乎是接
踵而至。我对此开始有些不解，继而
又生出了无端的苦恼。我想不明白为
什么会这样。我检讨自己的工作方
法，反省自己的处事涵养，甚至怀疑自
己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妻子则说：“最
主要的还是与你的性格有关。”她说：

“你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太上心，太认
真，而且不会拐弯，甚至还总是要追求
完美。你这样，做学问、搞创作可以，
可是搞管理、和人打交道就不是那么
回事了。人和人有千差万别，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想法，所以很
复杂。有些事你没必要那么认真，那
么当回事。”她还说：“你的性格，还是
更适合做学问与写作，在那里，你的那
些理想化的想法更容易实现！”

我不得不承认，小时候，我的父母
看到了我性格中的关键点，之后，最了
解我的人就是我的妻子。这使我明
白，能够发现并指出你性格中的缺点
的，恰恰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当年父
母为我的“犟劲儿”担忧，主要是怕我
因此而吃亏，事实上，父母的这种担忧
已作为教训，多年来在我身上多次得
到了验证。现在，妻子对我的“一根
筋”的分析及结论性的意见，令我心悦
诚服！既然是写作和治学更适合我，
那么，何不自觉地还本归真呢？

是的，静心回想起来，在这数十年
的人生旅途中，是求学、治学及写作，
为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充实、快乐和
满足。我在读初中一年级时，因有几
篇文章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曾使我
不知天高地厚地生出当作家的想法，
因此，从那时起，读书和练笔（写作）便
成为我用力最多的事情，而且几乎充
实了我的所有空余时间。我写诗歌、
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多种文学样
式的写作我都尝试过。读大学后，学
术论文的写作更多了些。尽管因天分
不高、学力不逮，我至今还在通往理想
目标的路上跋涉，但在此过程中，我却
真正实现了个性表达，并可以尽享创
造的自由。我的写作通常是因情而
致，在形式上，或长或短，不拘格套，均
以真切为魂——面对自己有所感，有
所悟的世态人生或学术问题，写真情，
说真话，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幸福。

我还不能忘记，是写作与读书无
数次地帮助我驱散焦虑和孤独感。

多少年来，我已渐渐形成了一种自
觉，即每每感到心境浮躁或焦虑的时
候，便会坐下来找书读——当然是有
选择的。通常我会很快走进书的世
界，于字里行间获得某种心性的感
应，并在不知不觉间使自己浮躁或焦
虑的心复归宁静。如果说读书是我
的安神妙药的话，那么写作便是我驱
散孤独感的灵丹。有时，我走在人稠
如织的闹市，会感到孤独，但是有写作
为伴，即便在节假日大楼内空空荡荡，
我一人独坐于斗室，却丝毫不觉寂寞
和孤独。写作可以使我进入趣味横生
的世界，无论是激活神思飞动的想象
力，进行文学创作，还是于沉思细究
中，做学术上的辨析与阐述，我都会觉
得自己是在与他人进行敞开心扉的对
话和交流。为了使自己的表述能够打
动他人或说服他人，我只要动笔，便必
然投以真诚。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时
间真的如白驹过隙，倏忽而逝，哪里还
有孤独感的发散机会呢！

2018 年春节期间，妻子到外地帮
助女儿带我们的大外孙，家里仅剩我
一人，这是我们结婚三十多年来，第一
次我一人在家过春节，也是第一次这
样长时间的分开。妻子及女儿、女婿
牵挂着我，当然最不忍的便是家里仅
我一人的寂寞和孤独。是的，一人在
家，应该说孤独是客观事实，但所幸我
有“灵丹”可用，且效果绝佳。此间感
触，唯自己深知！这年正月初六的下
午，写完长篇论文《“限制”与艺术跨界
的尺度》后，我离开写字台，开门看了
看空寂的楼道，心中感慨道：“感谢写
作！感谢学术！”我也在想，如果没有
写作和学术研究的陪伴，我真的不知
道该如何度过孤身一人时的日月。

是的，我真的应该感谢写作、感
谢学术。数十年来，是写作和学术使
我得到了太多心灵方面的调适与安
顿，太多精神方面的力量。不过，最
近我又在想，我之前所以对写作与
治学如此信守不移，是否恰恰与自
己性格中的“犟”或曰“一根筋”有关
系呢？因为“一根筋”，所以，那扎了
根 的 心 思 才 不 容 易 被 其 他 诱 惑 分
去，不会为赶风潮、逐时利而朝三暮
四，让一颗承受力有限的心，太过受
累，也不会因为找不到精神上的寄
托，而使自己泄了元气！因为“一根
筋”，一辈子便只做一件事——遗憾
的是，到现在还远远没有做好！

感谢写作

塞外诗境

□燕南飞

上篇：科尔沁的孩子
1

每一块石头都掌管一片泥土
我相信会有方寸之地藏身。比如
我准备的马兰花可以作证——
它虽然开得左右为难
黑夜的鬃毛会掩护蹄子逃出险境
草木吹响隐匿和重生
保留一只耳朵的形状和微笑
也许某一刻，就会听见一碗酒在呼救
更多翅膀被释放。大地
是一封写不完的长信
旷野未被驯服，片刻安宁，却如棋盘，

暗潮汹涌
几个回合下来，已是险象环生
我深爱着获得原谅的机会
只等世人放下鞭子：重返家园之心未死
没有谁会放弃拥抱。像一条河流
不会放弃奔赴

2
似在诉说暗箭失去方向
踌躇中，只好把美人拉入尘世
曾在一匹马的想象里痛哭过。山河

委屈
她是柔弱小女子，却编织过许多战衣
一匹马喜欢听她抚琴

“沙场是最美的归宿。一条条命填进去
像填了一首好词”
下到一半的棋局。对阵者还在酣睡
迟迟不肯将弃子收拾干净
破庙苦等数十载，举着一杆旌旗怀念刀锋
恰逢头颅和头颅偶遇
呜咽里唱的是还不完的恩情
我识得那壮士，纵身一跃
一只大鸟扑向谷底：早有一把老骨头
守在遗址上
想从此抠出祸根
是啊，当他捕获一座绝顶
再不会担心没有故乡的人，没有退路

3
只有在黑夜才肯露出发髻
握紧它心头生出的杂草，一生，也不

想松开
小小土屋如同陷阱，等它的王路过时
温柔地来一场伤害
你可还在碗底烈酒的残香里等我

“王子和公主大礼完成”
而自己却把童话熬成苦药
黄土古道是未成的约赴。背后有几

页书笺盯着我
所有反抗都值得同情，所有挣扎
都不会甘心就范
到处都是枪口关注行踪。几句嘱咐
如箭在弦上
回头看，不见一兵一卒
自己才是最没有耐心的观众
有幸在化为飞蛾之前，才知道另一个

你还活着
就像受过胁迫的人
安慰彼此各自安好

4
挥动拳头，如挥动一面旗帜
顺便怀念挨刀时的温暖。
格外珍惜夜幕下惨败的涟漪，这大地上
捕获不尽猖狂野兽之心
沟渠深处，虫子啼哭，企图模仿忧郁
怎样拯救爱着的黄土啊
不忍看到我的弟兄们
把终生都误在其中
牛羊都逃进民谣里了
提着奶桶的女人，把传说喂养
命运总是折磨相爱的人，心里话掏出

来，已面目全非
身影饥饿如幼虎守巢，眼巴巴看着众

生疲于奔命
我们都是婴儿，尽管咿呀口音不同，

却有着相同的眷恋
胸口里藏着野性——
关于河流的加冕仪式还要继续
从容地把半个草原藏进怀里。枷锁已旧
它会潜入铁锈的尖叫中
抚慰落日
当头枕春秋，几十载是非
杂乱如蚤弹来跳去
我却捉不住它

5
又一次摔疼雨水
骨骼试图叫醒一匹狼的孤愤
——狼呢？
早就在刀耕火种的利诱下走远了
走进利刃的锋芒里，流利地讲述唇亡齿寒
人类终将是独行者。干裂的河道
再不见野鸟做窝
沙漠露出背脊，舌尖在上面做梦，怀

念水声
更远处，是月亮拖着候鸟
云深不知处
恰似北风放下屠刀，保佑一盏灯火
提走围栏里圈养的咩叫
那一双双耳朵真饿
小蹄子敲一敲空荡荡的原野
它的奴仆们便应声倒地：会好起来

的。亲吻泥土
愿草木庇佑灰烬
愿所有跌落的呼喊都能匆匆站稳
怀里揣着一块石头，还带着体温
它的使命就是砸开墓门

科尔沁的孩子（二）

且听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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