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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笙 

多年前，我曾喜欢过诗。 

这些年，走的山水多了，我发现诗与山水是密不可分的。 

不信？你看，每一处名山胜水总有不少文人墨客留下诗文。如今旅游热了，每到一处，

都有编印成的诗词小册子，让你领略山水的奥妙和神蕴，我广为收集，不觉已厚厚一摞。有

些山水未必有那么奇妙，因诗妙诩高，遂成胜迹。故尔，我深切体会到山水因名人诗词而引

人瞩目，名人也因山水而流芳百世的道理。 

当湛全把他的这册诗歌集送给我时，我十分惊奇！展开一读，不觉被吸引住了。我全然

忘记了诗的优劣，被他广泛深入的了解征服了。这些我几十次走过的土地，竟然有那么多或

存在或湮没的胜迹。那称为凤栖镇的洛川县城，那马翅谷的血案、那甘罗墓、那古鄜城和姚

苌古寨…… 

我所生活的这块土地是一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五千年的岁月留在这块土地上的痕迹有

多少？谁也无法说清。不了解历史就寻找不到治理土地的钥匙。从“了解”到“寻找”要经

过多少代、多少人的努力。湛全在“了解”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的心血必会为众人所接

受、所赞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湛全是我的朋友。在一起搞新闻工作时，他写了不少

好的报道。他也喜欢散文，出过好几篇上乘之作。我们是朋友加文友，共同走过了 20年的

岁月。近年来，他由于工作变迁，接触少了些。没想到，他这一变，变出了这本诗歌集，变

出了一个新的“湛全。”我很欣赏他的“变。”他走宽了路子，挥舞文学的各种兵器，他为民

俗的研究和文学的创作趟出了一条路。 

在 20世纪的最后一个春节，回首我走过的半个多世纪。我怀念着许多朋友，缅怀着诸

多往事。湛全是这段历史胶片中活跃的人物。我祝愿他取得新的成就，也愿他把这本诗歌集

推荐给众多的朋友，一起回味历史的篇章。 

1999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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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高原的绿》是一部集散文、杂文、新旧体诗词为一体的综合集。《高原的绿》的付梓

自感有些勉强。其原因主要是感到过去多年所写的东西档次太低，与诸多同仁的作品相比，

自惭形秽，贻笑大方了。好在自古道“好儿不嫌母丑”，此话反过来用就是好母不嫌儿丑了。

丑则丑了，文章不够档次也罢，只是已经写出来了，有的已经面世了，不妨把它们收拾到一

起，立此存查，也许方便一点吧。 

再则古语有“言为心声，字为心画”之说，《高原的绿》所表达的人与事、景与物，年

代跨越较大，所见所闻及所发之感慨，大多与时间有关。读此或可以回味过去，体察人世沧

桑，感受人生之艰辛，追忆大千世界之多彩，芸芸众生之多才俊，或可作为激励后生之苦口

良药。 

当然，《高原的绿》本身存有许多缺陷。这主要与本人的知识层面和写作水平有关，诚

望过目君子不吝赐教，自当不胜感激。 

师银笙老师曾为我的《咏叹篇》写过序，但那已是十年前的事情，那时本想出专集，后

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出。只好在这次和其它作品一起付梓，银笙老师的序也一并奉上。深感内

疚，并表歉意。 

拙作的付印承蒙多方支持，及诸多同仁、好友的关心和帮助，借此机会顺致谢忱！ 

二○○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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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心声篇 

观沟黄土原 

沟壑在北方黄土高原之普通如同祖国西部、南部之高山纵横交错俯仰即是。自古以来，

文人墨客写山之文可谓多也。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社工部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李太白之“噫吁兮，危乎高哉！”都是在写山。而观沟之文则绝无仅有。只记得社工

部在《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中有两句写沟的诗句：“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惟土山，

连天走穷谷。”这是杜公在逃避安史之乱期间沿葫芦河川北上鄜州探亲时所写。杜公笔下所

展现的是沿川自下而上观沟景的景象。然而，我以为沟壑既然是黄土高原特有的景致，生于

斯栖于斯的高原人居高而临下，俯视观沟，必定会领略到如山一样壮观的沟的另一番景象的。 

陕北的洛川原平均海拔 1100米，是世界典型的黄土塬区。当你站在这块高原的塬头，

俯视脚下，你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空旷。这沟的渊深和宽阔会使你回肠荡气，会使你立即体会

到“胸怀若谷”这一成语的无比妥贴。如果，你能站得更高一点，那么你将看到的是塬与沟

的重叠，无边无际，影影绰绰。这也许会使你想起国画大师石鲁先生生前所画的《转战陕北》

的那幅国画巨制吧。 

你以为沟壑的景致只是宽阔与深远吗？不，沟壑在一年四季都有它变换的不同的美。 

早春，当你站在原头望去，你会嗅到春的最早的气息。那植根于沟壑阳面的山桃野杏在

熬过了漫长的冬天，吸足了黄土的养分后，终于展开了满树的花蕾，红白相间，无边无际，

向人们争相传递着春的消息。夏季高原的沟沟岔岔都是绿色的世界。万木葱茏一派生机。洋

槐树释放着浓浓的甜蜜和清香，白杨树拍击着响亮的巴掌，垂柳翻舞着绿色的裙带。山花烂

漫，芳草如茵，百鸟争鸣，这一切呈现在你眼前的是无比的富丽。秋天的黄土沟壑更是一派

殷实、富足的美。山梨熟透，沙果放香，酸枣树缀满了繁星般的果实。椿木、沙棘、枫树以

及布满千沟万壑的嘉木百卉，在挂满了籽实的同时沐风傲霜，呈现出红一片、黄一片、橙一

片、紫一片的色彩，斑斑驳驳，缥缥缈缈。你仿佛是置身于飘动着的彩云间。冬季的黄土沟

壑则更有一幅美景：大雪一降”，千树万树梨花开”，站在塬头一派素色，尽收眼底。那凹凸

不平的坡梁，那平地突起的黄土山柱，那如刀凿斧劈的黄土崖壁，已经银装素裹，霎时会变

得仪态万千。远远望去，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一望无际的银色雕塑群。那造型犹如群雄鏖战，

犹如万马奔腾，犹如城郭环绕，犹如大海涌波，这不仅会使你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肃然起

敬，同时也会使你真正体会到“动中寓静，静中寓动”的美学含义呢！ 

黄土沟壑的美不仅在其外表而更在其内质。不是吗？这黄土高原本来就是宇宙间亿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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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风肆虐的痕迹，而这千沟万壑则是暴雨洪流冲刷的“杰作。”这“杰作”一方面造就了黄

土塬块的支离破碎，一方面又把宇宙间的洪荒巨变、沧海桑田、历史更迭展示得历历在目。

站在塬头，四下端详，你就会把黄土塬块的形成、地壳震荡的痕迹、人类生存的进化审视得

明明白白。这会使你感到，观看黄土沟壑如同是在翻阅一部天体演变、人类进化的教科书！

这时，你也许就会幡然领悟近年世界黄土研究专家和考古学家频频光临这些黄土塬块的秘密

吧。 

清晨，当你呼吸着这高原特有的空气，穿过那最适宜在这黄土高原生长的一片又一片的

苹果园林，跨过那黄一片、绿一片、紫一片的高庄稼地，掠过那一张张一大早就在黄土塬上

耕耘的纯朴而熟悉的面孔，毫不经意地漫步至黄土塬畔时，朦朦胧胧的晨雾正在千沟万壑中

自由飘荡，一轮红日也正在这雾海中冉冉升起。此时此刻，一种深厚、悠远、博大、富丽之

感会从你的心头油然而生。至此你才真正感悟到这黄土高原的可爱，这黄土沟壑的耐读，你

还真想为这生你养你的圣地奉献点什么哩！ 

池塘边的小学校 

乘车从洛川县城出发，沿咸榆公路北上，约行十公里，在一个 S形的拐弯处车子慢了下

来。抬头望去，只见一个不大的池塘静静地躺在路旁。池塘里盛满着碧绿的清水，几位村姑

正在喜气盈盈地搓着衣裳；几头黄牛在一位老农的照管下悠然自得地饮水。水中映出了这一

切的倒影，紧挨着的是一片错落有致的房窑。池塘的旁边竖着一块洁白的牌子，上写“洛川

会议旧址。” 

啊！这就是洛川会议旧址的所在地冯家村么？这就是中央负责同志在回忆洛川会议时所

说的“村子挨着公路，路旁有一个小池塘”么？整整五十年，你这黄土高原土里土气的小池

塘能依然如故地静静地躺在这里，面向蓝天，如实地映照着人间的风云变幻，作为历史的见

证，你太可贵了！ 

沿着池塘的边沿车子向东拐去，约行二百米，驶进一个宽敞的小院，这里松柏环抱，鲜

花竞放，绿红相映，美不胜收。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会址小院的外围。当年这里并无

松柏花草，有的只是一片枣树林。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那

时候，这里的枣子刚刚红过眼圈儿。据参加过会议的中央负责同志回忆：那时候，会议开得

很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到村外闲逛。休息时只能在枣林子里蹲一蹲，转一转，透透气。记得

当时的枣子结得很繁，也有被风雨摇落到地下的，红军首长害怕踏坏了群众的枣子，围座前

自觉地把枣子拣在一边。可惜，这片枣林后来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了。听着县上同志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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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的鲜花、松柏仿佛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正是当年的枣树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和他们的战友们似乎正在枣林里踱步，正在思考着民族存亡的大事。 

步入会址的小院，跨进大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普通的农家院落。大不过三丈

见方，院中央有一个圆形花园，三面土墙围着两孔北方传统的砖窑，坐北面南地坐落在围墙

正中。是了，这就是中央负责同志回忆中说的“池塘边的一个小学校了。”此时这里恬静极

了，连参观的人也不见大声说话，仿佛窑洞里的会议还正在进行。我们首先步入西边的窑洞，

一进得门，立即感到愕然：竟然是一些修补起来的破旧桌椅、板凳，临时合并在一起，可坐

二十多人。窑洞很旧，光线也不明亮。难以置信，当年那样重要的会议竟会在这样简陋的条

件下举行！然而，听了陪同同志的介绍，我终于信服了。原来，这里是村子里的一个私塾小

学校。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有两位戴着“抗大”领章的红军干部来找学校的校

长冯建勋，他们十分和气地称冯先生，并说：“我们想借用学校开会，请你把学生放回家。”

说完又借了笔和墨，刷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标语。学校放假后的第三天，村上便来了许多红

军和红军首长……。 

我们从西窑出来步入东窑，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的住处。”

我们一看，里面有一座北方传统的土炕，炕上铺着白色粗布被褥。室内还有一个大方桌，一

个大条桌，一把木椅。条桌上面摆置着文房四宝。看来是宿舍兼办公室无疑了。陪同的同志

接着解释说：“这次会议，党中央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共来了二十三人，会议期间大都住在

老百姓家。” 

看着这里的一切，听着陪同同志的介绍，我们的心潮翻腾起来。是啊！洛川会议通过的

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高度地概括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是我党领导和发动

全面抗战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唤起了民众，同时也唤起了国民党内的爱国者和广大的志士仁

人。他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民族是一个永不分离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任何外来力量都无

法摧毁的！ 

洛川会议期间，工农红军即改编为八路军。它和随后改编的新四军组成了许许多多的抗

日支队，迅速地开赴抗日前线，挺进华北敌后，挥戈大江南北，收复了大片为国民党军队所

丢失的土地，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创建了总人口达五千万以上

的抗日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日寇，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仅三八年十月，八路军与敌人战斗

一千五百余次，歼灭日寇五万余人，打击着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

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洛川会议的历史功绩是无法

估量的！ 

3



离开洛川会议旧址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啊！池塘边的小学校，你是这样

的普通，但又是这样的不平凡。你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上，留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

人民心上！ 

枣儿红了的时候 

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日子。这天，我们来到冯家村，

看见村子火红的枣树，想起了三年前的今天。在那雨水和泪水冲刷着神州大地的悲痛日子里，

我们参加了冯家村人民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活动。 

走进庄严肃穆的吊唁大厅，我看见在毛主席的遗像前堆满了青松、翠柏和无数朵洁白的

纸花丛中，敬献着满满的一篮枣儿。这枣儿胖呼呼，嫩生生，红亮亮，在绿树白花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的鲜艳。枣篮上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副挽联：“手捧红枣想亲人，世代不忘毛主席。” 

我痴痴地望着枣儿，心里却翻起了大海一样的波涛。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篮普通的枣

儿，它象征着七百二十多口冯家村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它代表着冯家村人民三十九

年如一日，时刻惦念毛主席的无限深情。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冯家村人民关于枣红时节的深情回忆。 

八月，正是枣儿挂红的时候。 

枣儿在陕北简直像小米一样普遍，一样受人们珍爱。八月，你到陕北的山乡走一走，那

枣儿给你的印象将会十分深刻。窑脑上、崖畔上、村口、路旁、门前、院落，几乎到处都有

枣树，每棵枣树差不多都是累累垂垂地结满着枣子，而每颗枣子都红得象玛瑙、火球一样羡

眼，甜得象金梨、蜜糖一样好吃。这时候，要吃枣儿那是极容易的了，行路间随便将手伸出

去就可以摘来几颗。如果有事到老乡家里拉话，主人一定会极热情地用木升或是小竹筛儿端

来枣儿给你吃。若是主人留你吃饭，那枣儿稀饭就一定少不了。陕北老乡都有晒干枣的习惯。

这时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屋檐下，摊着的，挂着的，一堆堆，一串串的尽是枣儿。那火红

火红的颜色和翠绿欲滴的树丛、金黄色的庄稼互相衬托在一起，把一个丰富多彩的秋色点缀

得更加瑰丽。 

冯家村是陕北洛川县咸榆公路旁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和所有的陕北山乡一样，村里村外

栽满了枣树，人们也像所有的陕北人民一样热望着每年的枣红时节。然而，他们热望这个时

节，却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收获的时节，而是因为有一位擎天的伟人在这个时节来到了他

们村。 

那是一九三七年，一个风悲云怒的年头。这一年，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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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发动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全面侵华战争。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然而，抗战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立

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筑成全面的民族抗战。相反地国民党反动派在卢

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提出以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从卢沟桥同时撤退为条件，进行投降谈判。

直至七月十七日，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才勉强宣布对日作战，而且态度动摇，拒绝实行任

何有利于抗战的民主改革，压制人民群众，采取单纯的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致使国民

党统治区局势急剧恶化。卢沟桥事变不到一个月，天津相继失陷，日冠沿平津、津浦、平绥、

同津四条铁路长驱直入，侵入华北平原进而威胁中原。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危亡在即。

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战胜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动员和组织全国广大人

民群众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

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不辞辛苦，于八月二十二日从延安远道来到洛川

县冯家村，与另一部分正在向抗日前线挺进的中央首长汇合，及时地召开了党的历史上著名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那时节冯家村的枣儿刚刚红了脸。毛主席来到村子上，就

住在一所周围栽满枣树的小学校里。学校只有两孔砖窑，一孔为毛主席所住，一孔为政治局

会议室。两孔窑洞一孔室内除有一陕北土炕外，其余仅有的只是一些破破烂烂的小课桌。再

加上当时这个村庄还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因此，一切还必须在秘密中进行。就在这样简陋的

条件和危险的环境中，毛主席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在冯家村度过了四个不眠的昼夜，亲自

主持了会议，制定了举世闻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规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抗战的彻底胜

利指出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就在那红枣林荫之下，毛主席写下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

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光辉著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

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的伟大号召。 

毛主席来到冯家村的那些日子里，村里村外驻满了红军：灰军装，红领章裹带扎在半腿

上，一个个生龙活虎，英姿飒爽。那些天，村里村外贴满了红色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实行减租减息”，一看就使人精神鼓舞，

力量倍增。那些天，冯家村的人民时而还可以看见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

令和其它中央首长在会议休息时间，一起谈笑风生地漫步在火红的枣树林下。 

枣儿啊，你是历史的见证，你是胜利的先兆，你是冯家村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你向全国

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了一个颠覆不灭的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灾难深重

的中华民族出火坑。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毛主席才能真心领导中国人民把万恶的日寇赶出

5



中国领土。 

事实也正是这样。就在洛川会议期间，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

抗日前线，挺进华北敌后，挥戈大江南北，收复了大片为国民党军队所丢失的国土，发动和

组织广大群众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

几十块总人数达千万以上的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日寇，取得了光辉的战绩，为抗战的胜利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枣儿啊，你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你还是冯家村人民朴质、纯厚的结晶。你把冯家村人民

对毛主席无限深厚的感情全部酿进了你蜜一样的果质里。 

转眼三十九年过去了。在这三十九年的日日夜夜里，冯家村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毛

主席。特别是每当那一树树枣儿红透了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冯家村的情景便一幕一

幕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记得在一个初春的夜晚，我们因下乡来到了冯家村一个名叫冯山的老大爷家里。一进屋，

一眼就看见在他家的正壁上贴有一幅毛主席的彩色画像，画像的两旁悬挂着两串鲜红鲜红的

红枣。我当时有些不解地问：“春节过了这么久，您有枣不吃挂在墙上图啥？”老人见问笑

着说：“你问这两串枣吗？哈！这可是新枣不红不能吃呐。”接着他便无限深情地叙说了挂枣

儿的来由。他说：“自从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开冯家村以后，冯家村的人民就不约而同地把枣

红时节当作毛主席来冯家村的纪念日。每到枣红时候，人们都望着一树树火红的枣林谈论着

毛主席到冯家村的情景，讨论着毛主席、党中央这阵子又做出什么新的决策，小日本这阵子

被咱们的八路军、新四军赶到什么地方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又望着枣儿盼着‘蒋该死’

赶快垮台，盼着中国赶快解放，盼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来冯家村……。”就这样，伴随着一

年一度枣儿红，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冯家村人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接着，又在毛主席、党

中央的领导下走上了合作化、公社化道路，如今，家家户户都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说着

他又用手指着炕上铺的、盖的和大囤、小囤的粮食高兴地说：“如今我家八口人，吃的，穿

的，样样不缺。这可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再接着，他又谈到了挂红枣的起因。他

说：“刚解放的那一年，也是枣子红了的时候，政府给我分了房，分了地，分了东西。当我

一搬进新居，就和老伴急急忙忙地步行到县城买回了一幅毛主席的彩色画像贴在墙上，一切

布置妥当后我和老伴又一次次望着毛主席的画像端详起来。结果端详来端详去又觉得还需要

有一个什么东西配挂在毛主席画像的两边，以表示咱们对恩人毛主席的无限感激和思念之情。

想来想去，还是老伴脑子灵。她说：‘你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到咱村的那年是八月枣子红

了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毛主席忙于研究救国救民大计，加上当时咱的这块地皮还在蒋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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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毛主席、中央首长的纪律严明，红军战士谁也不肯吃咱一颗枣。为了这事，咱村的男

女里外没有不感到惭愧的。现在，全国上下红成一片了，咱把咱的红枣儿穿两串挂在毛主席

画像两边，一来表示咱冯家村人民永远不忘当年毛主席来到冯家村，二来表示希望毛主席他

老人家再到冯家村，请他老人家亲口尝一尝咱冯家村的红枣。’我当时一听，感到老伴的话

真真说到咱心上了。于是，他俩便精心挑选了两串枣儿，恭恭敬敬地挂在了毛主席画像的两

边，每年到了枣红时节再换旧的，挂新的。” 

多么深厚的情感！我听了冯山大爷的介绍，不禁为两位老人这种真挚、朴素的感情所深

深感动。 

九月九日，当巨大的噩耗传来以后，冯家村人民便立即沉浸在了滂沱的泪水之中。人们

怀着巨大的悲痛，不约而同地奔向那一片片火红的枣林，追寻着当年毛主席来到冯家村时留

下的足迹。人们把红枣儿一把把地捧在手上，痴痴地看着它，让雨滴般的泪水把它冲刷得透

红发亮，人们把一筐筐红枣摘了回去，恭恭敬敬地敬献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遗像前。敬献在

吊唁大厅的红枣更是经过了精挑细选，一共七百二十一颗，代表着七百二十一口冯家村人民

的心。还记得当人们把这一颗颗红枣沉重地投入到那竹篮子里的时候，每个人又不约而同地

从肺腑里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没有死，您永远活在我们冯家村人

民的心中，我们冯家村人民世世代代不忘您的恩情，世世代代高举您的旗帜，沿着您指引的

革命道路，勇往直前，永不止步。” 

时间过去将近三年。又是枣红时候，我又来到冯家村。当我看见一片片火红、火红的枣

林，看到冯家村人民在以华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两年

以后所取得的新的成就，仿佛又看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战功卓

著的中央首长满面笑容地来到了冯家村。 

（发于 1980年《延安文学》） 

囤儿 

我家的窑后掌有两个囤儿。一个扁囤儿，一个圆囤儿。那扁囤儿大一些，可容五石粮；

那圆囤儿小一些，可容三石粮。两个囤儿都是一律的荆条儿编成。由于编技的精巧使囤儿的

全身都呈现着细密而好看的波纹。囤儿的内壁是细泥抹的，由于抹后又经了阳光的曝晒，显

得既平整又硬邦。 

论起来，这囤儿也确是不错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它长时期地空着肚子。由于经常空

着，也就显得是个废物了。记得有一年，为争论留它还是毁它我们家还起了一场风波。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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