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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平原的小径穿越平原的小径
鲁北平原广袤而辽阔，平原深处的小

径，纵横阡陌，曲折蜿蜒，深沉肃穆。沿着小
径一路走来，环环绕绕，迷迷惑惑，小径印
满乡农们祖辈叠加的足印。地头渠尾弯曲
的羊肠，蒹葭荒蒿的湖渠沟渎裸露的畦埂，
小径如一根绵长的丝线，以各种姿态交织
于平原的脊背，匍匐、穿梭，任意东西。静默
的小径，无人惊扰，只有时间如水，岁月沧
桑。偶尔鸟雀轻啼，风儿缠绵，大地会发出
轻声的颤音，吸引你不断向前。黄昏来临，
母亲亲切的呼唤自巷口传来，空旷辽远的
音律，如层层的涟漪，在摇曳涌荡的高粱穗
上震荡，徐徐传入顽劣孩童的耳畔。母亲的
声音让人愉悦，氤氲着家的温暖，于是，一
种幸福感涌遍全身。

小径是大地的经络，如母亲的血液在
汩汩流淌，带着她的体温，布满大地每一寸
肌肤，贯穿着城市与乡村，田野与湖泊。小
径是人走出来的，有小径的地方就有人迹，
有劳动生息。行走家乡小径，如同感觉到蓬
勃有力的心跳，嗅闻到津津汗湿的气息，倾
听到泥土深沉的呼吸。

记忆中的故乡是一色的土灰，泥泞凹
凸的街巷间，胡乱地横着一些低矮的土屋，
破败的几近萧索。偶有残迹斑斑的老房基，
亦是黄土青砖，残存着岁月的沧桑，那是
泥土的本真。家乡的人们斗大的字不识
一升，但他们知道，能够让祖辈生存下来
的一切，都源于土地，包括草木生灵、土
屋牲畜和少得可怜的五谷。每当从城里
回到家乡湖滨，丢下简易的行囊，见过母
亲，没聊上几句，就得到湖畔转转，呼吸一
下家乡清新的空气。母亲知道我这个习惯，
也了解我的秉性。脚下的土地，仿佛牵动着
我的记挂，只要踏上那块土地，就像见到母
亲一样亲切、踏实。这是一个农民对土地的
敬仰。

漫步湖堤，难免相遇一些生活在此的
湖乡人，他们纯厚朴实，一辈子趴在洼里，
与自然相伴，与水土庄稼相守，毫无所求。
我心中蓦然对湖乡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对故土深深的热爱与依恋。因而我时常想：
假设能在湖中幽静的小径旁，搭两间湖泥
草屋，一架茂盛的丝瓜门前垂下，听着鸟
鸣，吹着湖风，撵着那架旧式的老牛车，做
一个悠闲的“趴洼人”，或许是一件惬意的
事。

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对泥土的痴恋，
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依然根植于土壤。
记得儿时在湖畔小径玩耍，不小心被芦苇
划破手指，母亲总是抓一撮泥土按在流血
的地方，絮叨着：土药土药，按上就好。母亲
的话音刚落，颓靡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

农村的冬日是清闲的。每到周六周日，
父亲总是带我和哥哥去责任田里平地，高
的地方用柳筐抬到洼的地方，开阔地边沟
头，把畦埂整高筑牢，以待明年播种灌溉。
少年柔弱的肩头，被生活的担子揉起了水
泡，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劳动的艰
辛。懵懂少年的心里，对土地的情义，萌生
了一种神奇的敬畏。母亲看到我肩头的水
泡，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亲昵着我的脸说：

“你们要好好念书，争取做一个有文化的城
里人。”母亲话里，似乎对脚下这片生生不
息的泥土，浸透着无尽的苦涩与隐痛，懂得
土坷垃里刨食的代价和对土地的依赖。温
暖的目光里，充满着对儿女们的几多疼爱
与期许。

踏上湖堤小径，寄宿异乡的人，就像回
到母亲的怀抱，心情激荡，脚步轻快，似乎
每一根神经都被激活，我兴奋不已，不由自
主地张开双臂，大声呼唤，哎——我来了
——我来了。想起小时候，放学后去地里打
猪草，累了，找个绿草茵茵处，仰面躺倒，尽
情呼喊，哎——哎——哎——我来了。然后
闭上眼睛静静倾听，倾听隐约传来的回音，
在苇梢间荡漾，在草叶里穿梭，划过潋滟的
湖面，顺着花草乱坠的小径隐约传来。那是
大地的倾诉，是一个酝酿已久的梦，一个呓
语呢喃的梦。

鲁北平原，地沃水广，万顷麦田在水的
滋润下变得丰硕而秀美。雨水过后，是家乡
农田播种返青的季节。我曾装模作样地扛
着铁锨跟在父亲身后，学着浇灌那些干渴
难耐的麦苗及青菜。沉寂一冬的麦田，兴奋
得如同刚刚醒转的孩童，左顾右盼，交头接
耳，顺着沟壑蜿蜒的小径畦埂奔跑，在广阔
的田野上涂抹、染织、传播，把大平原绿化
美化，把条条松软、自然坦荡的小径踩得踏
实，坚硬，一如父亲的肩头。

于是，牛马车、地排车沿着小径“吱扭
吱扭”缓缓而来，顺着深浅重叠的车印，平
行着驶向前方。车上装载着耢耧、肥料和种
子，种子合着汗水播进肥沃的泥土。而那些

饥渴的麦子，喝着黄河水，吃着农家肥，如
同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精神抖擞，在阳
光下舒展着筋骨。你追我赶的拔节声，吱吱
的抽青声，农人们充满希冀的笑声，在春光
中低回，荡漾。

我常想，小径是农村与城市间经济发
展的桥梁，是农人依赖的信息通道，更是农
人们的精神支撑。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
户，为方便麦收秋种，大片田地里，要修筑
几条相互贯穿的新小径。这些小径不同于
之前弯曲凹凸、斜南吊北的天然小径，它们
要经过村委会商议规划后，仔细丈量，专人
放线楔橛，保证每一段小径条直、标准、一
致，并且与每家每户的责任田相互连接。两
边挖渠筑路，垫上一层土，然后人畜踩踏
结实。新修的小径如同版图上勾画的一
般整齐，平整通顺。那时，父亲任生产队
长，他总是以身作则，用心地在松软的土
壤上来回踩踏，心里的盘算不由地念叨
出来：有了这路，麦秋再不用远远地赤着
脚肩担背扛了，一家人的田地在一起也相
互有个帮衬和照应。路边，开春栽些小树
苗，既护了土坡，累了又能燠热乘凉。大片
玉米地里转悠久了，迷了路，小径上的树就
是你的方向标。

记得我家的责任田，就在门前小径的
旁边。父亲爱种菜，常在地头沟边种一些扁
豆、丝瓜、向日葵。等硕果累累，母亲总是捡
着熟透的摘下，让我送给东家西家。父亲驾
鹤西去的那天上午，还亲手种下一架扁豆。
记得那年秋后，那架扁豆花繁叶茂，一串串
低垂鼓胀的脸……或许，这是父亲与土地
的一种默契，一份情感，酝酿于岁月的枝
头，沉默成永远的乡愁与回忆。

小径绿了，有了活气，有了四季，有了
心跳与呼吸。我以为春暖、夏燥、秋实、冬
寂，家乡小径多以水滋养，五谷哺育，得以
旺盛的生命力。在家乡湖区生活了二十多
年离开，小径就像我的脉络，流淌着嫡系的
血液，小径的每一处都有我年轻的足印。惊
蛰到来，隆隆的雷声响起，泥土中蛰伏的生
灵，伸着慵懒的腰肢走出洞穴，享受温暖久
违的阳光。人间务生事，耕种满田畴。农人
们也开始推上小推车，装上农具或水泵，耕
种或浇灌。小径上，田野里便热闹起来。夏
季一到，烈日下的小径却显得有些寂寥。野
花慵懒地开着，似睡似醒地做着美梦，梦呓

里咧着嘴笑着。庄稼成熟的秋季，小径又忙
碌起来，人踩车撵，小径瘦了，那是叫庄稼
挤得，它能经得住考验，身板也更结实了。
收获过后，亮带子般的小径，没有尽头的由
脚下伸向远方。风雪的晨昏，小径坚硬了，
在旷野上突兀着，一如大地的筋骨。

小径会老，却依然年轻。那蜿蜒曲折风
雨沧桑的羊肠小径，曾经年复一年，演绎
着、重复着丰收喜悦场景的小径，渐渐在岁
月的年轮里老去。细看土地深处，一条条笔
直平坦的小径，纵横交织，跌宕不羁，正如
平原上世世代代生活的农人，瓜瓞绵绵，生
生不息。当我再次回到家乡，于田野中踽踽
行走，不再是泥泞不堪车辙深陷了，而是清
一色的小柏油路；当年栽下的小树苗，已经
遮一方绿荫，顺着路的方向，向前，绵延着
甩向平原深处。

如今，父亲已不在，母亲依然说：去吧，
到坡里转转，生活好了，就连田野也大变了
样。可这次我不再和之前一样，搭不上几句
话就急着往地里走。因为父亲去了，孤独的
日子，只有母亲自己在坚守，从母亲的话语
中知道，她是在照顾儿子多年来一成不变
的习惯，其实她多么想和自己的儿子说说
话啊。母亲的老态与慈爱常常会把我的鼻
子拧酸，眼睛捂热。

是啊！今非昔比，小径也踏着新时代的
步伐与时俱进。就在这广阔的鲁北大平原
上，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等高效农业示范园
鳞次栉比，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智能温室、钢
架大棚、观光农业景区，以及凭借天然资
源，多样化、大众化等绿色旅游产业，正在
如火如荼地发展之中。沿环湖路边行边看，
眼下湖水清冽，湖色空蒙，萦绕着一方方豪
放深情的芦苇，鹅鸭嬉水，舟楫穿行……当
我在家乡在鲁北大地上看到这一切，心头
猛然一喜，崛起的家乡，吸引着离家多年的
游子，更招来了巨商与投资者，心中的喜悦
难掩对家乡巨变的惊叹与自豪。归来吧，漂
泊的游子，家乡哺育了我们。

是啊，自家乡小径走出，羁旅异乡，我
们什么时候设想过平原的今天，家乡的明
天，我们心中有愧啊！面对今天的景象，我
们歉疚，我们欢呼，我们一荣俱荣，让我们
虔诚地向泥土致敬吧。

顺着小径，不知能否走进人心深处，告
诉他们，小径期待他们归来。

老少同乐庆新春老少同乐庆新春
龙年新春前夕，黄河社区服务站二楼

大厅里又热闹起来了。那天是腊月二十，那
里聚集了一群人，有鬓发斑白的老人，也有
十来岁的儿童，还有年轻的青年男女，大家
聚集在那里，要见证一个美好的时刻——写
春联、学剪纸，给社区居民送福字、庆新春。

一进入腊月，社区就安排职工到市里
的文宝斋书画店，早早买齐了写春联用的
带龙凤纹的专用红纸，门条长幅有五字和
七字格的，大红方格不但带着龙凤图案，还
配有福字金边，还购置了多瓶一得阁墨汁，
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在社区居住的市老干部书协的副秘书
长刘先生受社区委托担任此次活动的组织
者。刘先生运筹帷幄，精心组建了书写班
子，早早地安排了书写任务。他先把一部分
春联格式红纸提前发给书法家们，让他们
在家中尽早下手先行书写一部分，等到集
体书写时以减轻压力。于是，我也领受了任
务，成了书写小组的成员，并领取了三十副
对联的书写任务。领受任务之后，我就开始
选择书体，斟选春联词句。根据过去书写春

联的经验，居民还是比较喜欢楷书、行书和
隶书春联的。我选择了王羲之、米芾和颜真
卿的书体作为参考字体，从网上下载了不
少吟颂龙年的春联集成作为参阅，也自撰
了几副讴歌新时代、赞美滨州发展成就的
春联，以书写表达内心对祖国和家乡的祝
福。利用几个下午时间，我在家完成了所分
配的书写任务。

腊月二十，是几位书法家集中书写春
联的日子。大家自带大小号毛笔，精神饱满
地来到了社区服务站。大家就如同接受检
阅一样，准备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和最高
书写本领来，为居民奉献一份精神文化食
粮。大红的纸张映照在书法家的脸上，浓浓
的墨香飘满了整个大厅，大家在兴奋中显
得更为激动，书写的激情瞬间爆发出来。

“龙腾云海国昌盛 春满人间民泰安”“灯笼
高悬喜盈门 龙腾虎跃贺新春”“刚唱兔岁歌
一曲 又饮龙年酒三杯”……一行行饱含感
恩新时代、迎接新一年的文字跳跃在大红
纸上。而我家住在黄河小区，切身感受到小
区里一年的巨大变化，也感受到社区对居

民的深情厚意，我自撰的春联表达了对社
区党组织的谢意和期望：“黄河大妈口碑好
家装电梯百姓夸”“居民齐心助稳定 社区党
建保平安”“家园兔岁处处好 社区龙年日
日新”。

小朋友们在爷爷们的鼓励下，也拿起
毛笔书写了毛泽东同志的词句：“风雨送春
归 飞雪迎春到”，还书写了歌颂新时代的春
联：“讴歌新时代 高唱幸福曲”。虽然孩子们
的字体还显得稚嫩，但精气神十足，墨色艳
丽，活泼洒脱，很具有代表性。在一位幼儿
园退休老师的指导下，一群放假在家的小
学生围着女老师学剪纸。不一会儿，一件件
由“龙凤”“双喜”“福字”组成的剪纸作品就
展现在大家面前，在场的不少家长脸上露出
了喜悦之情。几位大妈央求着孩子们要收
藏，想要回家贴在门窗上。一个小朋友对一
位大妈说：“奶奶好，这个给您吧，我再剪了
送给我姥姥，让她也快乐过春节！”大妈挑指
称赞，直夸小朋友们懂事。

我与几位书友在大家的围观中，各展
神通，用不同的书体撰写着春联，表达着对

新春的期许和对龙年的祝福。社区的年轻
同志，每人负责一位书法家，我们写一副，
他们接走一副，几个小时下来，整个大厅里
已经摆满了一地春联和“福”字。得知社区
里书法家在写春联，附近小区的居民陆续
来到服务站，等着求一副对联、请一个“福”
字回家。有些对联墨迹未干就被居民看好
了，他们一直守在旁边，等待着墨迹干后再
带回家去。

春联摆满了屋子，春意充满了房间。社
区的同志们将春联、剪纸整理、摆放好，挨
家挨户送入老干部、老党员、退役军人和困
难居民家中，把社区党组织的关怀和新春
的祝福送到居民心里。

完成了这次书写春联的任务，我心情
格外舒畅，虽然站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感觉多
累。作为小区的一员，作为一名关心下一代志
愿者，能够为社区居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服
务，也感到特别愉快。当我们书写的一副副春
联和孩子们一件件剪纸贴到居民的门窗上，
居民们看了那么高兴，大家平安幸福过大年，
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所期盼的吗？

线条生硬的，竖直向上的
矮于折断的潜入水里，挺立着
横斜在水面上
超越世间所有轻微的事物
雨水挽起秋风，无关痛痒的
乱而无章的荷茎
适宜用钢笔拉出僵硬的线条
再用大量的水稀释一些
溺于平静湖水里的叶
被遗忘于淤泥底部的乌黑的，喑哑的
那些折断的需要拉直的线条
终将存于湖底。雨水显示出
此刻的平静，而喧闹
属于远处向上的弯折的事物

八月之诗

干燥的豆茎在灶里燃烧的
噼啪响。风箱沉重的喘息
像老祖母的肺叶挤满了火焰
那时豆子刚收割完，天色将晚
我们把最后的炎热也装进袋子里
生火，做饭，母亲黝黑的脸
被火光一闪一闪
就像一块烧红的黑铁色
夜晚的凉意充斥着赤裸的皮肤
厨房昏黄暗淡的灯光里
母亲扎紧头巾，饭要熟了
她喊着父亲端饭，让我支起桌子
她眼睛上的汗水滴到地板上
她解下头巾，就像
暂时卸下一生的疲惫和辛劳

稼穑之歌

月牙安静，河流安静
树林安静，田野安静
我们安心坐在大地突起的部分
吃炒韭菜，喝啤酒，饮水
麦子收割完
就播种玉米，浇水
一直到天黑，机器隆隆地响
我们的雨靴踩在田野里
沾满了泥水和碎麦秸

刈麦谣

铁锹靠在墙上，导致一块
高高鼓起的墙皮脱落
祖母拿着破烂的手巾擦汗
吊在屋顶上的风扇
呼呼地响，就像院子里的苍蝇
我们的汗水流进眼角和嘴里
麦子割完了，堆在路边
散发着逼人的热气
祖父脱下汗衫
在天井最后的阴凉里
搓着胸膛上干瘦的泥巴
大家都不说话
想要帮忙的邻居一只脚刚踏进
我家大门，一切热闹起来

寒食帖

从树林里捡来的树枝刚要晒干
雨水就来了，用潮湿的树枝生火
烟雾不停地冒出来
我们站在无花果树下，一半避着火
一半避着雨水。火堆没有被浇灭
无花果树枝的水珠滑进衣领
凉意让我们惊跳起来
后来我们搬来长凳，锯木头
讨论节气和庄稼。稀疏的鸟声里
植物正大片大片地绿

□ 初守亮

闻着年味儿写春联闻着年味儿写春联
年货大集的年画市上，其实是卖春联

的多。一片片排在地上的，一行行挂在绳上
的春联虽赏心悦目，但多多少少散发着商
品气息。买印制对联的好处是，减少书写的
麻烦。此前的千百年间，春联，可都是一代
代人手执毛笔书写传承下来的。

几十年前的我家院子，在只有3户人家
的半条胡同里。我们几家过年写春联的任
务，由我父亲承担，二伯家小五哥负责研
墨、扯纸、晾字等工作。写春联前，首先是把
我家堂屋杂乱东西清理出去，地面扫干净，
方桌擦拭好安放到光线充足的地方，盛墨
的砚台和笔架放到方桌右侧合适位置。铺
排这些事，很有仪式感。我当时七八岁，也
是进进出出不消停，到伙房里看母亲炸鱼、
炸丸子，母亲把凉透的丸子塞进我嘴里，转
身我又跑进堂屋，看到地面已晾上几个水
汪汪的大“福”字，散发着浓浓的墨香。我喊
着，今天咱家里处处香啊。父亲停住笔笑着
说，香吗？这就是年味啊。

记得一次临近过年，在外工作的父亲
迟迟没放假，二伯急得一趟趟领着小五哥
到我家问，母亲知道二伯着急写春联的事，
就说，小五是高校生，在学校写过“大仿”，
平时也经常练字，我看就让他照着对子本
儿写。小五哥轻轻地拍着我的头说，今天让
小兄弟帮我打下手，咱就试试，好孬自己写
的。我一听，高兴地跳起来。二伯、母亲看着
小五哥挺自信的样子，赶忙拾掇屋里摆好
场子。成品墨汁和红纸早已买好，小五哥边

裁纸边对二伯和我母亲说：“你俩老人家走
吧，你们在场我羞得慌，字写不好。”二伯
说：“不知写得行不行，还怕看，正好我去擦
灯笼了。”母亲也笑着走进西里间屋忙着蒸
年糕。小五哥在墨汁中破好笔，试着写出一
副“江山千古秀 祖国万年春”，看着字还行。
其实五哥和我父亲一起写春联时，他就写
过，父亲还夸奖他写得不错。他的字挺板
正，就是有些拘谨，可能与他内向的性格有
关，不像后来的我，字写得快，不耐看。

我执笔写春联，是在农村土坯房向砖
瓦房过渡的年代，我家已另在新宅基上建
起新房。当时我担任大队会计，工作中有不
少用毛笔写字的机会，算是摸过毛笔的人。
我的字，没临过帖，没受过训，就是不按规
矩地信手写，但每到春节，村里不少人总习
惯找我写春联。人家找咱，是看得起咱，万
不能推脱。刚过腊月二十，一卷卷的大红纸
就送到我家，我收到纸必须夹上纸条注明
姓名，谁家多少屋几个门我是有数的。我也
知道有几户人家比较讲究，有特殊要求，

“天地堂”上一个特大“福”字不能少，进出
大门迎面墙上要贴“进门见喜”和“出门见
喜”长条，牲口栏门要贴“六畜兴旺”，室内
衣箱贴“衣服满箱”，水缸贴“福水长流”，甚
至大车农具上都要贴小对联，好处是这样
的户都会有人盯在现场，一是勤快地帮着
做服务，二是随时提出自己所需内容的规
格要求。我一般是集中一两天，先把村里烈
军属和鳏寡孤独户用的春联写好，青年团

员们要敲锣打鼓给这些户，打扫卫生，贴春
联，搞慰问服务活动，必须早准备。再就是
把提前送来红纸人家的春联写好，然后我
就把笔墨摆在方桌上帮着家里忙年，谁来
就随时给谁写。人们在我家进进出出，来拿
着红纸，走提着春联，都面带微笑，说着吉
祥话，还真是一道充满年味的热闹风景。人
们准备过年的过程，就是调整心态酝酿年
味的过程。人们在越来越浓的年味里，享
受着一年中最后这段愉悦而忙碌的时光。
大年三十贴上春联，挂上红灯笼，过年的
筹备才算最后完成。记得村里王怀光老人
生病住院，一家人都在医院轮流陪护，我
为他家写好春联贴在大门上。大年三十儿
晚上，王怀光老人被接回家过年，当他被
孩子们搀扶下车看到大门上“遍地祥光临
福宅 满天喜气入华堂”的春联和门板上的
大红 “福”字时，突然挣脱孩子们的手，
身子贴在大门的“福”字上，喊着：“我
有福啊，我的病好了。”在场的人都笑
了。多年前的祥和场面，现在回想起来心
里还热乎乎地泛着甜蜜。

市面上出现印制的春联后，乡亲们找
我写春联的逐年减少直到消失。前些天我
路过一位刚修起新院子的老大哥门口，他
正在擦拭新修门楼上的浮土，揣摩挂红灯
笼的位置，没想到他又提出让我写春联。
我说：“老大哥，盖得起新房，还买不起
春联吗？集上啥样的没有啊。”老大哥
说：“买的春联再好看，我总感觉是‘空

’‘瘪’，没有咱的心情在里边，自己写的
也许不如买的好看，但是‘实’‘圆’，有
咱自己的情感融在里头。”我愣了一下，
没想到老大哥竟有这样的感悟认知，我反
驳不了他的观点，哑口无言。老大哥见我
不吱声，哈哈一笑说：“没空就算了，别
受难为。”我说：“不！今年一定给你写一
副表达你心意的手写好春联。”老大哥握
紧我的手“咱一言为定”。

我一路走着，远处响着排练“村晚”
节目的锣鼓声，街上飘荡着各家忙年的饭
菜香，都是传统的年味儿啊。到时再挂上
大红灯笼，贴上红红的春联，有声有色的年
味元素就全了。我恍然想通了刚才老大哥
的话，在诸多年味儿元素中，都是象征性地
蕴含富贵吉祥、和谐幸福的内容，只有手写
春联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对幸福生活的满
足，寄托对美好愿望的追求和祈盼，这就是
手写春联重新受到人们重视与喜爱的原
因，怪不得手写春联又火腾起来。

那些天，“2024年春节山东乡村文化
旅游节”之滨州沾化“春联村”创建活动
已拉开帷幕，书画艺术家们分头到各村挥
毫泼墨，为乡亲们写春联、送“福”字，
村里男女老少喜笑颜开，争相要大红

“福”字和春联，场面热闹非凡。我也拿
起毛笔，认认真真写下几副好春联，送给
那位老大哥和村里的父老乡亲们，也衷心
希望这具有传统历史文化底蕴的春联，能
够继续经久不衰。

穿过季穿过季节的阡节的阡陌陌
□□ 马如滨马如滨

记忆抚摸过往，黄昏染透秋池
老槐袒露枯瘦的筋骨和脊梁
携着风雨，把少年熬成了暮年
一座石拱桥，驮着日月星辰
把浆声和鸥鸟的影子
深深地砌进石缝与桥墩中
任流水一次次唤醒

父亲的额头布满沟壑与沧桑
像一块黄土地，穿过季节的阡陌
收割着自己的秋风和冬雪
蓦然回首，落叶铺满脚下的行程
我的内心泛起波澜
已无法承载一双目光的厚重
任泪水打湿渐行渐远的背影

枯荷写生枯荷写生
（（外四首外四首））
□□ 祁林虎祁林虎

□ 鲍冬青

□ 万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