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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临近，又到了划龙舟、吃粽子的时候了。这是汨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流传时间最长、影响
最广的节日，早已在2006年5月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被列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汨罗江畔、玉笥山上耸立的屈子祠与端午节的历史一样长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这里投江后
不久，当地人就在他居住的南阳故里修建了屈原庙，后来几经修复，到清朝乾隆年间，因庙宇被江水
淹蚀，便于1754年将其迁建到玉笥山上，这样算来也超过260多年了。

两年前的端午节前，我陪父亲（刘新煌）去了一趟屈子祠，那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下午4点多
钟。颇感遗憾的是，当时屈子祠又在大修，正门紧闭。我们父子俩只好在屈子祠外拍了几张照片，在
摆摊的小贩那里买了现泡的姜盐豆子芝麻茶喝了，然后喟叹几声离开了。我没有想到，那是父亲最
后一次来看屈子祠。

父亲曾在湘阴、汨罗为政多年，此前屈子祠的重修、维护，以及当地龙舟节的举办等围绕屈原开
展的各种活动，大都得到过他的支持、帮助。他曾发表过《1964年朱德到汨罗》一文，提到国家领导人
对屈子祠的关心。文中写道：“1964年的3月，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康克清，在视察广州返回北京的途
中，特地在汨罗车站下车巡视。”

当时湘阴、汨罗尚未分县。父亲回忆说，当天一早，他与县委副书记樊川廷、公安局局长张书铭
乘坐着县里唯一的一辆破旧面包车，从湘阴县城出发，来到汨罗区公所，赶到火车站。“约莫10点钟时
光，专列由南往北，徐徐驶入汨罗车站。当列车停稳后，县委副书记樊川廷领队登上专列，委员长和
康老满面笑容，挥手让座。”

聊了一会儿，朱德委员长下车“来到站台，举目环视。”“在站台上，委员长十分关切地询问了到屈
子祠的路况。因那时从汨罗车站到屈子祠还没有通公路，县委副书记樊川廷如实做了汇报。”

这是父亲谈到屈子祠有关情况的最早记录，当时屈子祠已在1953年获得省、县两级人民政府拨款
修葺，并在1956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父亲在他撰写的《胡耀邦同志两次到湘阴》一文中，也
提到1964年5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湘阴考察时，连夜在县城召集
县委主要领导，小范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忧国如焚的耀邦书记针对当
时干部中的伤感和压头情绪”，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等历史故事，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发愤图强。

父亲去屈子祠的次数，想来是多得无法计数。屈子祠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熟稔于心，如
数家珍。在他1992年出版的小说《热血奇男》第七章“受命”中，他讲述主人公龙刚、刘滔准备渡汨罗
江南归时，用一大段文字描绘了屈子祠的景色，书中写道：“抬头却见前面江岸北边山头上，丛林独
秀、古木参天，林荫深处，巍然屹立着一古建筑群，只见琼楼阁遂，琉璃檐角，好不气派。”

接下来，父亲细致描写龙刚等人走过“濯缨桥”，来到“女嬃庙”，“离骚阁、独醒亭、寿星亭、望爷
墩、招魂台一一出现在眼前。”“龙刚进得祠去，情不自禁地一下就被那满祠的匾额、联对、碑刻所迷
住。尤其是‘光争日月’、‘德崇骚雅’、‘德范千秋’这些警句名言，使他横思广溢。”

读罢这些细致入微的描述，不难想象他对屈子祠有多么熟悉，多么热爱。他曾为屈子祠撰写了5副对联，其中
第一联是：“世间俊杰，留有爱心昭日月；江上孤忠，甘将鲜血染山河。”这些对联凝聚着他对屈子祠的深情厚爱。

1993年冬天，父亲蘸墨挥笔书写了“光争日月”四字，并特别注明“敬录司马迁题屈子祠”。此前
十年，也就是1983年，父亲还专门为屈子祠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江上孤忠”，悬挂在祠内正堂左侧
的室门上。这四个字源于对屈原身世、精神的理解。在父亲看来，屈原的“孤”来自于“举世皆浊我独
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的“忠”来自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

2012年1月26日，我又陪同父母游屈子祠。这次来迎接的是新馆长，父亲关切地问候他们春节
值班情况，接着来到“江上孤忠”牌匾下再次深情凝望，若有所思，然后鼓励新馆长维护好这处文化遗
产。这一年，屈子文化园开始建设，这是一个包括屈子祠在内的标志性文化工程，父亲对此非常关
注，并给予了相关支持。

最近这次屈子祠修复工程完成后，汨罗市文化部门特地托人转告我，父亲书写的那块牌匾因时间过
久，风吹雨淋日晒，有所损坏，已经请人取下来去重新复制一块，复制好的牌匾仍会悬挂在原处，以前的那
块旧牌匾将作为文物保存起来。算来此匾已悬挂了将近40年，见证了屈子祠改革开放后的变化、发展。

30多年前的1982年春季，父亲主政汨罗时，著名画家范曾专程到汨罗采风、拍片，父亲特意抽出
时间与他们一行晤谈。当时他专门嘱咐接待人员，安排范曾先生等人去屈子祠、汨罗江、玉池山以及
白杨、杨沫祖居等汨罗名胜参观游览，期待范先生用画笔描绘出汨罗的美丽风采，扩大汨罗对外的影
响力。后来，父亲在他的回忆录《红火春秋》中还写到这段往事。而范曾也饱含深情，奋笔写下散文

《汨罗江，诗人的江》，记述这段经历。他开篇写道：“汨罗江，汨罗江，我朝夕思念着的诗人的江；以诗
为魂，涤尽铅华，情深一往，溉泽百代仁人志士的江！今天，我来到了你的身边……”之后他继续说：

“带着被汨罗朝曛夕晖浸透的灵魂，我拿起画笔，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颇有意思的是，32年后的2014年8月，范曾先生的大弟子赵均教授到岳阳举办画展，年已80岁的

父亲特意去参观画展，兴致盎然地与赵均说起当年范曾先生到汨罗采风的情景，并叮嘱赵教授也去
汨罗江、屈子祠游览。于是，28日上午9点多，我陪着赵均教授来到屈子祠，参观完后，他兴致勃发，当
场挥笔，绘就一幅《屈原与婵娟》留作纪念。

父亲一直对汨罗江与屈原抱有深厚的情意，念念不忘，在他写的许多文章或书籍中，常常会提到
他们。在杂感集《世纪的回声》中，他写道：“屈原在《楚辞》中有过这样的名句：‘夫尺有所短，寸有所
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意在对人对事都要一分为二，对具体的人和事要做具体的分析。”

在关注农村问题的专著《农村新浪潮》中，说到屈原农场今天的巨变时，父亲写道：“如若屈子有
知，他也必定会高度赞扬屈原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的先驱精神。同时，他还会情不自
禁地再次祝愿屈原人，发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断求索精神，刷新未来。”

2004年5月18日，父亲在《岳阳晚报》上发表了一篇3000多字的长文《龙舟文化探源》，从历史、民
俗、典籍等方面研究“龙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龙舟文化经历了一个由传说中的巴蛇——到
神化了的龙―到龙舟―再到龙舟竞渡并升华到龙舟文化的漫长过程。”在这其中，屈原“他的心血与
悲哀，染透了汨罗江畔的一草一木，感染了汨罗江畔人民的灵魂。纪念屈原的锣鼓号角，从汨罗江畔
传到神州和世界，至今也已有2200多年。”岳阳晚报阅评员、岳阳楹联学会副会长游利发称赞说，此文

“历史跨度几千年，从《山海经》到梁朝的《荆楚岁时记》，再到《隋书地理志》，旁征博引涉及十多部历
史著作。这是一篇保护我国端午节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文章。”

2006年5月28日，父亲在《岳阳晚报》上又发表了一篇近1500字的文章《品味<离骚>中的民本思
想》，认为“《离骚》全诗饱含着作者的‘忧’心，一连吐出了沉甸甸的四个哀句：哀众芳之污秽、哀民生
之多艰、哀朕时之不当、哀高丘之无女。”他最后总结说：“原来，诗人心目中‘美政’的核心就是德政。
德政的具体内容就是民生，就是‘哀民生之多艰’。”这些颇具真知灼见的研究和论说，足以说明父亲
对屈原的作品和龙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思考。

2013年端午节，父亲还写了一篇万字长文《屈原南征在洞庭湖畔》，分五个部分考证、探讨了屈原
是通过南征而并非流放来到洞庭湖边，这五大部分分别是“屈原生平没有流放的记录”“屈原是南征
来到洞庭湖畔的”“屈原作品中留下了他南征的足迹”“屈原用生命铸造了爱国求索精神”“屈原忧国
忧民的情怀有如日月之高悬”。此文通过对翔实的历史资料、历史遗迹、屈原作品等方面的分析、研
究，得出了与传统说法、民间传说完全不同的结论。可见父亲对屈原生平的研究下了一番功夫，并有
自己独特的心得和体会。

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出版了一本古体诗集，用《罗江放歌》为书名。临去世前，他又将自己多年写作
的诗词联重新整理，汇成一册，决定仍采用这个书名。在这本还没来得及出版的诗集中，最早写到屈原的
诗是在1961年6月18日端午节，当时父亲在湘阴观看龙舟赛后，心潮澎湃，一口气写下三首《湘阴龙舟赛
吊屈原》诗，其中第二首写道：“怀王不返困西秦，家国沦亡几佞臣。举世皆浑公独醒，离骚求索万年春。”

1987年，父亲在《诗刊》第7期上，作为“旧体诗十九家”之一，发表了《汨罗屈子祠书感》两首，诗中
写道：一代风骚震九州，民情国事毕生求。滔滔汨水怀君泪，不殁江河万古流。另一首为：吟魂独向
楚天呼，声振朝纲意自愉。喜见斯文重抖擞，炎黄十亿主沉浮。

在《罗江放歌》这部诗集中，收录了他有关汨罗江、端午节和屈原的诗词联，总计达20首，比如《游
仙咏·屈原》《吊屈原》《屈原魂》《拜星月慢·屈原南征》等。他最后写的一首有关屈原的诗词是在离世
前7个月的2017年12月13日写的，题为《拜星月慢.屈原南征》，这应该是他对几年前写的那篇《屈原
南征在洞庭湖畔》的呼应。全词如下：美好河山，干戈纷起，易水犹寒多难。楚秦烽烟，两湖三湘乱。
郢都陷，楚败，君臣御前商谋，遣使南征图转。屈子临危，不畏征途险。 屈原魂，国与民生叹。离骚
句，出自罗江畔，求索不息精神，唤醒英雄汉。叹民生，诀别笥山贱，罗渊奔，誓死将身献。抱一石，直
下潭渊，舍身如心愿。

就在辞世前几天，父亲还在电话里再三叮嘱我将“江上孤忠”手书拍下来，付印到这部诗集中。
我告诉他已经翻拍好并收入诗集中了，父亲得知后倍感欣慰。

回顾父亲的这些点滴往事，我认为他不只是单纯关注、热爱屈原和汨罗江，他还将屈原“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贯彻在他的生命追求里，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感倾注在
他为政的经历中，从而像屈原那样关注民生，追求美好，无惧艰辛，坚持真理，以诗咏志，以书畅怀。

“江上孤忠”屈子情
◎刘 武

诸君试看，天下无水不朝东；举世皆
知，此间有江独向西。水汇黄龙山之岩
泉，波映梨树埚之日曦。挟千峰万岭以崔
嵬，拥万壑千溪而逶迤。穿山破谷，跃出
龙门之塝；卷浪掀波，汇入梦泽之陂。

膏腴之乳，血脉之筋。载德寓智，播
文明于两省；滋圻润土，施泽惠于千村。
舵上坪现龙山文化之古迹，木瓜河布殷商
时代之遗存。结网罟，行渔猎，古罗先民
逞智慧；植稻黍，饲牲畜，罗湘历史著灵
根。都亭丘井，百乡皆一水所滋润；巴湘
平汨，四邑尽一城所支分。风帆满目，磊
石直达长寿; 茶布盈舟，货财交易远津。
万木葱茏，五彩缤纷；峰峦倒影，画卷迷
人。百里河谷，碧水回环盘石洲；千顷滩
涂，棹歌振响回龙门。更田翻稻浪，地簇
麻林；喜果盈碧树，棉吐白银。

文化之江，源远流长。龙舟竞渡源汨
罗，风气渐开越重洋。飞棹劈浪，翻江倒
海龙腾跃；斩旗夺标，震天动地鼓激扬。
映日旌旗，围堤士庶，欢声雷动抒豪气；沿
江彩舫，喧天锣鼓，旋律脉冲化吉祥。高
翘故事，玄妙异常。哪吒闹海，刘海砍樵；
宋江招安，渔翁戏蚌。鼓吹炮仗天庭动，
兜率灵霄户牗张。五月初五过端午，十里

八乡闻粽香。千层贞塔，九凤朝阳。变化
品种，翻新花样。一粽入口，醇厚健脾胃；
百味沁心，齿颊留芬芳。中华传统溯源
头，非物遗产载典章。

圣哲之河，芝兰之浦。千古汨罗，泛
涌文采之波；万顷楚泽，闪耀龙纹之珠。
诗祖魂归河伯潭，诗圣墓葬天井湖。一江
双圣哲，百里两圭瑜。屈夫子，曾显治国

之才华，更展强楚之抱负。群小进谗毁，
左徒遭放逐。行吟泽畔 ，伫望郢都。渔
父何知？岂明清浊之论；江波有幸，常聆
忧伤之赋。《离骚》《九歌》《天问》；《招魂》

《九章》《卜居》。辞采摘古今之冠，龙光射
牛斗之虚。举身一跃，惊天意志殉邦国；
投黍三哭，亘古江河吊大夫。杜子美，一
生忧国鹃啼血，九转飘蓬贫到骨。一叶扁
舟，六旬病躯。祭屈别洞庭，访友入汨
浦。风疾舟中，伏枕终成凄婉绝笔；军声
岭外，临终犹发忧国愤语。愁肠百结汨江
水，青史千秋杜工部。

壮美之水，英雄之河。轰轰烈烈，啸
嗷雄浑之音；滚滚滔滔，奔涌豪迈之波。
怒吼声中，千年奴隶闹翻身；红旗掣处，十
万农军齐举戈。天岳山下，彭大将军张义
帜；连云峰麓，红色政权驱恶魔。三年游
击，八载抗倭。嘉义岭头溅碧血，白鹤洞
中飞壮歌。六十六颗将星，红星闪耀；两
万多位英烈，壮烈巍峨。钟灵毓秀，唐家
桥走出洪流砥柱；播德行仁，大中华赞誉
人民骆驼。红土地席卷红浪，共产党缔造
共和。承五千载文明积聚，凭七十年经营
运作。看霞光照烂漫，喜杨柳舞婆娑。祯
祥济济，福运多多。

汨罗江赋
◎朱培高

年年端午，我们都要回到岳父母家过节吃粽子。
岳母是个勤劳一辈子的人，每年端午的粽子都是她包的，从来不

让我们插手。从自家地上摘回来的箬叶，用刷子刷干净后，放在桶里，
用清水浸着,岳母还从邻居家的棕树上砍回棕叶（当然是经过允许了
的），撕成条后过一遍热水，然后挂在屋檐下晾成包粽子的绳子。糯米
也是先浸泡了的。还有粽馅也准备好了，腊肉剁成了肉末，蜜饯红枣
去了籽，切成了细块。岳母做事总是那么认真细致，似乎不这样倾情
用心去做，她对儿孙的爱就不够浓烈一样。

岳母先把沥干水的糯米拌上冰碱，这样可以让粽子保存时间长而
不变味。包粽子的道具非常简单，一把椅子，一个面盆，一根筷子，一
只勺子。把装满糯米的面盆放在打倒的椅子上，只见岳母左手拿起一
片箬叶，右手配合将它卷成一个漏斗，用勺子把糯米灌进里面，放上肉
馅或蜜枣后，在上层再填上糯米，用筷子把它插紧，让粽子变得饱满。
然后把多出的箬叶盖住糯米，用棕绳紧紧缠绕，一只有棱角的粽子就
包好了。整个过程娴熟流畅，手到粽成。

而此刻我被感动的不是一只盛满爱的粽子，而是岳母为家庭付出艰
辛的那双手。这双手手背皮肤粗糙，青筋暴出，那些手指头因患有风湿，
已严重地弯曲变形。岳母说，手指只要一沾冷水，晚上便钻心地疼，听得
我们要掉泪。虽然我们想办法为她进行治疗，但效果一直不佳。岳母劳
动惯了，总是停不下手中的活儿，沾冷水是常有的事。其实岳母手上的
风湿病是长年劳累所致的。岳父是乡镇干部，一直忙于工作，不到节假
日很少回家。岳母19岁嫁给岳父后，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老母要赡
养，两个年幼的弟弟要照顾，还有幼小的孩子要抚养，从上到下，从里到
外，都是岳母一个人操劳。我老婆经常同我讲：“母亲生我们姐妹时几乎
未坐过月子，生产后第三天就下地干活，就下塘洗衣洗菜，她的病根就是
那时候给落下的。”多年来，我从未听到岳母抱怨过那段充满艰难困苦的
日子。从岳母的身上，我想到一个词：奉献。

岳母说，粽子要多包一些。她的外孙女在广州工作，要托人带
些汨罗江畔最正宗的粽子给她吃。她的孙子也一直在外面奔波，端
午节一定要让他吃到娭毑包的粽子。老人家当然知道她的外孙
——我的儿子也喜欢吃粽子，她也少不了让外孙带些到学校里去
吃。岳母疼孙的方式跟普天下的奶奶、外婆一样，恨不得把自己全
部的爱都给了孙辈们。

我不喜欢带馅的粽子，岳母专门给我包了纯糯米粽子。岳母是个
有心人，为了区别各类粽子，肉粽以 10 只为一扎，蜜枣粽以 8 只为一
扎，而为我包的专属粽子以5个为一扎，即使粽子们混在一起煮熟后，
我们也能很容易判断是什么馅的。岳父岳母待我这个女婿亲如儿子，
有好吃的都要留到周末，等我们回去吃。而每次返回时，岳母总是让
我们满载而归，土鸡蛋啦，自种的小菜啦，说是自家的小菜、土鸡蛋吃
得最放心，还说这些东西不用我们去买，都由他们两老来供应。岳母
在屋后养了几十只黑鸡婆，岳父把个菜园弄得四季如春，时新蔬菜从
来没有间断过。

整个下午，岳母紧锣密鼓地包着粽子，头也不抬，沉浸在包粽子的世
界里，也沉浸在播撒幸福分享亲情的时光里。看到挂在椅子上的粽子，
儿子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有些撒娇地说：“娭毑(儿子称外婆为娭
毑)，我要吃蜜枣粽。”“好好好，马上包蜜枣粽。”岳母忙不迭地点头说。

粽子一包完，岳母又忙着去煮粽子。一只只粽子顺着她的双手，
下到锅里，锅里放上水，盖上锅盖，开煮！岳父的任务是帮着生火煮
粽。半天下来，缕缕粽香便满屋子飘荡。

“吃粽子啰!”岳母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粽子。“这是肉粽，这是蜜枣
粽，这是白粽。”闻着浓浓的粽香，我们迫不及待边解箬叶，边吃粽子，
弄得手上嘴上都黏糊糊的。儿子一口气吃了两只肉粽一只蜜枣粽，连
说娭毑包的粽子太好吃了。望着我们，岳母露出了一脸幸福而满足的
笑容，眼角的鱼尾纹显得特别清晰而深刻，岳母已经老了，但我感觉，
岳母的爱却从未老去。

岳母的端午粽
◎赵 光

小时候，过年当然是最最让我们盼
望的，过年有好吃的好玩的呀，除此之
外，最向往的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可
以吃粽子吃好菜，还可以看划龙舟，那
浓浓的节日气氛足可以将我们的兴致
撑得满满的。

记得儿时端午节的前一天，奶奶或
者是母亲会带着我们一群小朋友去采
艾叶菖蒲。艾叶就在我家的后山上，那
儿是满山满岭飘着清香的艾叶，不一会，
我们就用镰刀割了一大抱艾叶，而菖蒲
的气味比艾叶更迷人，我最喜欢闻了，菖
蒲就长在我家前面的小港里。采菖蒲
艾叶时，我们还能顺便摘到一些栀子花
和金银花，栀子花插在玻璃瓶子里，满屋
子都香喷喷的，而金银花泡茶喝，可以祛
毒。艾叶和菖蒲稍微清理一下，洗干净，
就挂到了门上，奶奶说可以辟邪。

端午节的重头戏当然是包粽子。
粽叶也是从后山上摘来的，我和妹妹负

责将一桶子粽叶提到池塘边，一张一张地清洗干净，
然后将粽叶用毛巾擦干，放在簸箕里备用。包粽子是
在端午那天早上，不爱早起的我们也早早起来了。奶
奶早就将糯米淘洗干净，浸泡了两个小时左右。包粽
子是技术活，奶奶和母亲是主角，我们小孩子也就是
在一边看看热闹，顶多是传递点东西。

奶奶和母亲灵巧的双手总是让我们感叹不已，只
见她们先将粽叶旋成一个圆锥，然后将糯米灌进去，再
用筷子戳紧，将粽叶盖下来再压紧，左手用力紧紧地捏
住粽子，右手用麻线将粽子缠紧，一个漂亮的粽子就包
好了。一转眼，母亲和奶奶就包了一长串粽子，就像一
根藤上结出了很多个小青瓜。每到这个时候，我和妹
妹总想过把包粽子的瘾。每次，奶奶都会耐心地教我
们。无奈，我们怎么也学不会，粽子在我们手上怎么用
力也包不紧，煮的时候，那几个糯米露出来了，线散掉
了的肯定是我们包的，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学会包粽
子。前几天，我跟妹妹说：“从今年起，我们只怕要真的
用心学包粽子了，奶奶不在了，她的粽子我们是永远吃
不到了，母亲也真的老了，还能给我们包几年呢？”

包粽子很难，其实，煮粽子也不容易，火候不到，
糯米会很硬，火候过了，煮得太烂也不好吃。煮粽子
是奶奶的专属，煤火上，放着一口大大的铝锅，先用大
火，水开后，转小火煮上两个小时左右，美味可口的粽
子就煮好了。那时候，端午不放假，我们总是书包里
带上几个粽子当中饭。那时候的粽子品种也比较单
一，除了绿豆糯米的，就是纯糯米的。可于我们，一个
咸蛋配上两三个粽子，就是一顿很丰盛的午餐了。

虽然端午节没有假，但是下午一般上一节课或者
两节课以后，老师会放学比往日早一点。路过河边
时，我们多半能够赶上赛龙舟的压轴戏，我们站在人
群里，踮着脚尖看热闹，无比兴奋。

回家后，母亲早就准备了端午晚宴，有粉蒸肉、蛋
饺子、红烧排骨、肉包子等等，我十岁那年，还第一次
喝到了汽水，那是很神奇的体验呢。妹妹说：过节真
是太好了，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要是天天过
节就好了，那只怕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如今，仅仅
论吃穿，论物质，我们早就是天天过节了。至于精神
层面的天天过节，可能每个人的要求、标准不一样吧。

最
忆
儿
时
端
午
◎叶 芝

彭宏伟彭宏伟 摄摄

水生的端午
端坐在龙舟之上
像是一个民族的图腾
穿越千年而来
我们看到的水就是水么
我们看到的江就是江么
那奔涌的也是历史长河
那龙舟上的船夫
正是百姓的化身
那激越的鼓点

正是历史的脚步
水生的端午
隆重而热烈
让人们心甘情愿
膜拜阳光感激雨水
明天 龙舟该歇息
雄黄酒已饮尽
但端午后的江水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多了一份更为复杂的情感
也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

水生的端午
◎谢祺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