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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正月，我读着山西诗人李峰的诗，

他的诗集《装在陶罐里的春天》是纪念中国新

诗百年的献礼诗集，由中国著名诗歌图书品牌

——中国诗文金点推出。

这是一首春恋诗：把那些白雪折叠成一本

新的台历，翻到三月；收拢的枯叶，装进日子的

陶罐里，发酵后就是一杯陈茶。诗人李峰在写

一首诗，更是在绘一幅画。

这是一幅《早春图》：诗人眼里，每一根树

枝都能挤出绿色，而远处的溪水像一把竖琴，

在徽寒的早春里歌唱，诗人不禁为美好的大自

然鼓掌，而诗人的掌声飞到大山里，就成为鸟

鸣；动静结合中，犁铧翻动着土地，耕牛走来

了，它再一次找到走失的故乡。

诗人李峰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描写春天，

歌赞春天。诗人用白雪起兴，既表达瑞雪兆丰

年的祝福，也是承上启下的时间接续。

春天是诗歌永恒的主题。诗人没有歌颂

百花盛开，而是从三月收拢的枯叶着笔，装进

日子的陶罐里发酵，成为一味禅茶。

拟人手法是李峰的拿手好戏，他关注鸟语

花香，更体贴沉默寡言的老树。他这样描写一

棵枣树的春天：你其实早就醒了/只是眯着眼

在早晨里装睡/春风吹来春雨落下的时候/你

正在这早春二月读一本厚厚的哲学/迎春花开

了/红叶李开了/所有的艳丽都像春鸟一般大

声鸣叫/而你像菩萨一样稳重端庄/默默地诵

读着你心中的思想/你知道在早春里还有寒流

的背后是阴影/在这个季节里/你会把年轮绕

成灵魂的光芒/你会把身上的皱褶和理想国一

起呈上。你说：在这早春二月/我只是个老者。

春天在唤醒万物，沉稳的枣树却不急于走

进春天，它甚至眯着眼在早晨里装睡，既使所

有的繁华在身边喧闹，枣树也不为之心动，而

是以老者的身份静坐。

老树在读一本书，厚厚的哲学书。

在哲学的沉思和跳跃的意象中写诗，这使

李峰的诗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我们感觉李峰

笔下的枣树不仅仅是春天的主角、枣树还是一

位诗人、一位哲学家。

李峰写《春风》中河流端起的竖琴、写《春

雨》中一朵朵扎在春天发髻上的挑花、梨花、杏

花；写《春语》中砖缝里生长的蒿草、写《春思》

中嫩芽分娩的阵痛、写《春恋》中的福字是春天

里一颗颗的纽扣、写《春怨》冰河藏不住的野

心、写《春夜》破冰的河水一路破译密码……

走在春日里是幸福的，诗人告诉我：不要

惊扰一声鸟鸣。

随着诗人一首首物我同一的禅诗，我又推

开一扇扇别致的秋之窗。我看到雨丝如抽茧

的《秋》。看到《秋语》中和冬天做严肃对话的

秋风。看到《秋雨》中欲穿起秋天袈裟的诗人

有藤的韧牲和岩石的强劲。看到《秋意》中的

大海说：激流勇退才是大智慧大境界。看到

《秋禅》中挂在树上的雨滴是佛珠，而树叶落

尽，树枝上挂着的果实是舍利。看到《秋悟》中

穿着铠甲的事物。看到《秋韵》中想挥毫泼

墨。洇染湖光水色的诗人抬头看到母亲站在

村口，才发现那是最美的工笔画……

李峰的诗既高雅又通俗接地气。他写过

年的诗有浓浓的烟火气息，诗人从腊月二十三

灶王爷爷上天，到除夕守岁，到正月十五元宵

节，写出家乡人辛苦一年盼大年，团团圆圆过

大年的喜乐。腊月二十四开始打扫卫生、二十

五炸豆腐、二十六割上二斤肥羊肉、二十八用

糖做的饼馅、馍馍上笼蒸，象征日子会蒸蒸日

上、到除夕贴对联……从初一到十五都是年，

诗人说：正月是最漂亮的姑娘。诗人用大红灯

笼给年化妆，给每副春联都扎起小辫，鞭炮响

起时，年是盖着盖头的新娘，一盘饺子熟了，母

亲喊着他的乳名吃饺子……这缕缕的情丝无

不寄托着诗人对故乡深深的怀恋。我喜欢二

十五添仓、老添仓，一年里攒了多少亏空，都要

在正月二十五添上。

李峰说：万物无论大小，都怀揣隐秘。诗

人写到：那些比麦子和高粱更有嚼头的往事/

在风中有的挤出一滴生泪，有的像大酒逃亡。

诗人只是弯着腰向收获致敬。趁着河流还没

有冰冻，行走在一条铺满黄叶的小径，诗人轻

轻地向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花瓣问好

道别。诗人是这样虔诚，焚香净手后，烫好一

壶酒，为落叶写一首诗，等待一场大雪的到来。

李峰说：诗的隐秘是一种美妙，雅如孔雀

开屏，让我们感受到满目春光。诗人游走四

方，他最热爱的是家乡，眼中最美的春光是淇

水。是一只仙鹤的指点，让诗人来到淇河。

淇水，古称淇河，素有“中华第一诗河”的

美称。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共 305首，

描写淇河流域的诗就有 56首，

数千年来，有多少文人雅士在淇水河畔引

吭高歌？李峰感慨：淇河的每一根雨丝都像窈
窕淑女，而芦苇是蒹葭苍苍身影，那清澈的河
水淘洗着闷热的尘埃。

在淇水，芦苇的每一次拨节，都有诗意的

灵感。

当我们读到：所有的命运都可以拯救/只

要遇见/只要有缘……坐在 39 个莲花宝座上

……李峰写的 39 个莲花宝座，应该是指《诗

经》里有关描写淇河或者是以淇河为背景的

诗，把诗比作莲花宝座，可见诗人对诗的理解

和诠释更加深奥，“诗”这个字，拆开就是“寺庙

的语言”。“所有的命运都可以拯救”，是的，诗

可以拯救，拯救生命、拯救世界！

金点影响力丛书由著名军旅诗人峭岩主

编，将军诗人吴传玖说：诗文金点第一套丛书，

是总结中国新诗百年的优秀作品，第二套丛书

是站在新的百年起点上，探索未来新诗的发展。

李峰的诗，正是金点影响力的突出代表。

在新诗百年的突破口上，做了勇敢的探索。

李峰上大学时是班干部，他很喜欢写诗，

带头出黑板报，写出《墙角，有一片野草》《春

哀》《我的神经》《海和堤》等。

李峰大学毕业分配到杏花村酒厂，火热的

汾酒生活，醇厚的汾酒文化，悠久的酿酒历史，

无时无刻不感染着他，触动着他的诗心。他在

酒厂创作了《杏花村，我的歌》（组诗）、《金牌遐

想》、《春天，从这里走来》、《杏花村，1988》等一

批优秀诗歌。

从 1980年到现在，四十多年的诗歌创作，

让他的生活更加美好，让他的生命更加灿烂，

让他的人生更加完美。

《装在陶罐里的春天》出版第二年，李峰又

出版了诗集《我是我的仇人》。

李峰在后记中说：我是我的仇人，并不能

概括这本诗集的全部内容，只是我喜欢仇人这

个词，喜欢的深刻。

李峰说：穷其一生写诗，需要很大的勇气

和毅力，劳其筋骨，伤其神志，耗其银两，所以

诗歌成为他的仇人。

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一直行走在一条

隐秘的诗路上，在肉身之外，寻找一种生命存

在的哲学。他遍体鳞伤又不能自拔时，也想与

仇人一刀两断，永别江湖。然而，抽刀断水水

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

李峰创作出版这两本诗集的时候，我们正

经历着全国冠状病毒疫情，很多诗人写过不少

抗疫的诗篇，这两本诗集中，我读到《没完没

了》：除了秋日的爽朗 ，这时节的阴雨连绵/总

是那么没完没了。鸟儿多日失声，树林空旷得

像个哑巴；往日散步的小路，泥泞着很多美好；

天空垂头丧气，比坟场更寂静。这样的天气

里，一切都是那么的无精打采，让人绝望。

困在屋子里，站在窗前，独自一人凝望这从

天而降的雨线、雨丝、雨滴。朦胧中，眼前飘落

的全是那没完没了的烦恼：不知这口罩是不是

还要没完没了的戴下去；不知这一场接一场的

秋雨，能不能彻底埋葬那些郁结了多年的心事？

没完没了的秋雨无声无息，而我的心在没

完没了的烦。

这首诗通俗易懂，李峰讲：隐秘不是神秘，

好比瓜熟蒂落、一地鸡毛。

一场接一场的秋雨中，诗人想掩埋的是什

么呢？

我看到了，正如我所问。

《在一场夜雨中，我掩埋着一切》：连日的

高温，树叶在崩溃，鸟鸣在崩溃，蓝天在崩溃，

白云在崩溃，河流在崩溃，日子在崩溃。极限

就是一场预谋，一定有一种救赎，在暗中和解。

盛夏总是被诱惑和冲动扶持。一条咆哮

的河，一个金黄的麦穗，一朵怒放的花，如同认

养的一只老虎，与季节较劲成一场闪电、雷雨、

冰雹，都是暗器

黑夜是谅解的道场。一场夜雨，就是一把

慈眉善目的梳子。雷雨中，没有刀枪剑影，没

有闪亮的词汇，在黑暗里听雨，所有的对垒都

是温柔的情人，你只需要一点一滴地掩埋。

这首诗可以解释吗？不好解释，不同的读

者有不同的解释。曾经有一位画家为纪念亡

者画了一座坟墓，坟墓上开着一朵鲜花。有人

拿着这幅画问一个孩子：你从画里看到了什

么？孩子回答说：看到了花朵。画家拿着画问

一位老人，老人说：看到了坟墓。而当画家问

一位哲学家的时，哲学家回答说：我看到了坟

墓上的花朵，花朵中的坟墓。

有些好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们回到李峰的诗集《装在陶罐里的春

天》，现在我想问陶罐暗喻什么？春天象征

什么？诗有时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换

句话说：诗和读者共鸣，会产生余音悠远的

效果。

站在中国新诗百年的起点上，错综复杂的激

流下，不断有新的浪潮涌现，李峰的诗很有个性有

代表性，未来百年期待着更精彩的作品，我们有理

由期待李峰、期待每一位勇敢探索的诗人。

月，皎洁如玉

悬于夜空又挂在枝头

白雪映着光辉

皑皑又潺潺

夜空暗蓝无垠

独有一颗璀璨之星

眨着白金之光

寒意随风

侵入城市的角落

侵入人们的心底

夜愈深，天愈黑

夜空熙熙攘攘

群星慢慢铺满夜幕

熬过漫长黑暗

黎明，群星散去

留下一片空白与寂静

孤星依旧

天边泛起微微曙光

闲暇爱好之一便是逛超市。

逛超市首当其冲是购物。柴米油盐酱醋茶，一

日三餐果腹都得去超市买。现在不甚贮存，所以两

三天就得去一趟。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你眼花缭乱

又心生欢喜。逢年过节，不想在外打牙祭，往往水

果、蔬菜、肉品买得更多一些，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乜蛮不错的。而且休息下，自由自在，不必像平

时，上两次班，吃三顿饭，中规中矩，挺严谨的。尤

其是女儿外地上学放假回来，家人难得一聚，前天

商量好明天吃饺子。次日，八点起床，洗漱完毕，喝

点午奶黑芝麻糊，九点到超市。挤过熙熙攘攘的人

群，直奔肉摊莱点。刚宰杀的猪肉，仿佛还冒着热

气，取五花肉，让售卖师傅去皮、绞馅，够三口人吃

正好。蔬菜就选择多了，可白菜丝芹茴香，可香菇

藕根青椒，皆水灵灵嫩生生。还有胖的鲜鱼、肥的

鸡腿、鲜的蘑菇等等，满载而归后，洗菜，切菜，剁

肉，拌料，剁馅，捏剂子，包馅料，下锅，品食，大半天

就过去了。像以前，想吃顿饺子颇为不易。一个是

肉不好买，即使买下肉要全靠手剁，非常辛苦。现

在也有卖现成料、现成剂子的，但还是自己拌料、自

己和面来的新鲜。

逛超市有时也不为购物，而为赏心悦目放松情

绪。我常常以为，了解一个地方先从集市、超市开

始。集市、超市不仅是价格的晴雨表，其品种的丰富

与否、畅销与否，与当地经济发展、老百姓消费能力

息息相关。过去针头线脑、小商品居多，现在家用电

器等大宗商品占据主角。吃的穿的用的，包罗万象，

应有尽有。并且颠覆你的想像，只有你想不到，鲜有

买不到的。妻子喜欢自己蒸馒头。蒸馒头以前用笼

布，用水沾湿，蒸熟后笼布上粘满面糊，极难清洗。

现在超市有卖一次性透气蒸笼低，防沾黏易剥离，而

且受热均匀，十分方便。小区附近就有一家大型超

市，置身其间，仿佛置身一个光怪陆离、繁华似锦的

世界，大饱眼福，大开眼界！那井然有序的陈列，仿

佛规整的城市布局让你流恋忘返；那汗牛充栋的商

品，给足你平安无虞的消费底线；那细致周到的服

务，让人频生宾至如归的感觉；还有那绿莹莹的菜

蔬、亮晶晶的面料、光闪闪的电器、香丝丝的甜食、热

腾腾的面品……无不让人心旷神怡，唇齿留香，一次

次激发购买的冲动！逛超市还会偶遇旧友，驻足闲

谈，或边走边聊，会勾起无限往事，滋生百般滋味。

逛超市也会感知不同的经营策略，体味市场风

云与不测。我所居住的小城市，多年来进驻了不少

连锁超市，起初轰轰烈烈，最后无不黯然退场。究其

原因，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水土不服，没有适应当地

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价格一刀切，不灵活，不机动。

单说蔬菜一项，上午上的货，下午卖不出去必然会枝

枯叶败，变得软塌塌，卖相惨破。一般连锁超市反应

迟钝，不减价降价，宁可烂掉扔掉亳不足惜。而本土

超市反应灵敏，不但时时有新菜上摊，对一些蔫了的

黄了的菜蔬，采取降价半价赠送等手段，甚至引发新

的购买潮，不但清了库存还保了本保了底，不赔反

赚。对于一些民俗供品祭品，本土超市提供全套服

务，也极具竞争优势。长期以往，赢得消费者欢心称

心，被视为自家人的超市，如邻居大妈一样招人待

见。反观一些外来连锁超市，不接地气，不聚人气，

仿佛严肃的大叔不苟言笑，不近人情，自然人们会疏

而远之，敬而远之。我家门口的这家超市，就是靠自

力更生做强做大的本土企业，什么时候都是人头攒

动人满为患，洋溢着欣欣向荣、活力旺盛的喜人景象

和诱人前景。那一日，忽然发现多了一处售卖盆栽

绿植的，有红运当头，有一帆风顺，有橡皮树，有发财

树，还有米兰、君子兰、长寿花等，花开富贵，绿意葱

茏，非常适会客厅、阳台摆放，吸引了不少顾客。

逛超市还会“观世态之极幻”、“咀世味之昏

空”。超市是货物的集散地，也是民风民情的观察

哨，显示着人物相连、以物察人的别样情状。一次，

遇到一对残疾夫妻，购物车上满满的都是打折菜蔬

和临期食品。上去打问，才知他们开了一家小吃

店，顾客不多，勉强糊口，为了减少成本，只能挑便

宜的买。还有一次，碰见一个打扮妖娆的中年妇

女，在菜摊上把包菜剥了一层又一层，服务员上去

制止，她还振振有词：“我花了钱就要买最好的，不

行？”声音怪戾，大家纷纷侧目，她最后不好意思走

开了。在文具办公区域，见到书法班的段大姐，正

细心挑选四尺宣纸。段大姐年届七旬，早年喜欢文

艺，无奈家贫提前辍学，一直为生活奔忙劳碌。待

儿女相继成家立业，她才重拾爱好，业余学起了书

法。通常是上午出摊卖菜，下午走进培训班潜心钻

研书艺，是书法班里年龄最大的学员。而且，别人

是工作退休后兴趣使然，只有她边谋生边学艺，乐

此不疲，不管不顾别人说三道四。她常说，人一辈

子，不为自己活一次，不为自己拼一次，就等于白活

一世。她倔犟的样子，赢得同事的由衷佩服、和丈

夫的倾力支持，也活出了晚年的活色生香。这不，

马上元旦了，培训班准备作品展览，段大姐决心买

些上好纸张，好好展示一下一年所学所得。望着她

娇小的身影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我同样心

生敬意，为段大姐笃定萧洒的人生态度而狠赞！

逛超市逛出了人生风景，此乐何极！

第三十八章 灭宋

孟尝君的回归，毫无疑问地成为临淄城的大事，然而，

回归的热度只持续了一两天，反而是他的所作所为成为大

家热议的焦点。

别人送归的产业，孟尝君都派人将相应的金钱还了回

去，并送上利息和厚礼，表示感谢。当初弃他而去的门客，

孟尝君概不追究，待之如初，言辞之间，也绝不会流露出丝

毫的不满和鄙夷。有的门客自觉惭愧，各自求见孟尝君，

为自己的行为表示了忏悔。孟尝君都是一笑置之，说田文

终归还是有做的不到的地方，不怪你们。在朝中，孟尝君

一反之前骄横霸道的做法，变得谦逊有礼，处事公道……

齐王那里，孟尝君一入临淄城，就前去觐见。齐王道：

“自你离开之后，我觉都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现在 ，你回

来了，真好！”

孟尝君拜伏在地，恳切道：“这些天，我也是想着王上，

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君臣二人相顾垂泪。

之后，日子一天天重复着，毫无波澜。第二年，列国间

发生了一件大事：秦将白起统兵 10万，东出函谷，在伊阙大

破韩魏联军，全歼韩魏联军 24万人，魏将公孙喜被杀，韩将

暴鸢仅以身免。白起乘胜追击，夺取韩魏六十一座城池。

伊阙之战，天下震动。

孟尝君听到此事，想起几年前被白起追击时的惨状，

叹道：“白起！白起！利刃出鞘，今后天下，谁能挡之？”

伊阙之战的胜利，为秦国打通了东出的通道，但是碍于

齐国的实力，秦王也不好太过张扬。某天，秦王觉得，天下诸

侯互相称王，显不出秦国的威势。以大秦的力量，称个帝，应

该不过分吧！可是要称帝，其他人倒无所谓，只是这齐王，却

是个硬茬子。万一齐王不高兴，带头和自己闹，也很棘手。

好在以齐国的实力，称个帝，似乎也不辱没自己。

于是，秦王就派使者去见齐王，传达秦王的意思，道：

“这个天下，秦齐最为强大。现在，大家都称王，不足以显

示这一点。不如这样，他们是王，我们称帝。秦国在西方，

称西帝，统领西方诸侯；齐国在东方，称东帝，号令东方诸

侯。大王觉得如何！

齐王觉得这个提议很好，有些心动，便来问孟尝君的

意见。

现在的孟尝君汲取以前的教训，一般情况下，尽量不对

齐王的事指手画脚。如今齐王亲自来问，便道：“秦王一贯强

横霸道，他这样的提议，我感觉，王上还是不要同意为好。”

齐王心中不快，心道：你曾经说过，人生要有目标，要

有大志，不能虚度。还举齐桓公的丰功伟绩激励我，现在，

以齐国的威势，我称帝是名副其实，你阻拦我，到底是什么

心思！

正在这时，苏代从燕国来，做客齐国。齐王就把这事

拿来咨询于他。

苏代道：“秦王霸道，为列国所痛恨。他要称帝，明摆

着看不起天下诸侯，诸侯们肯定大为不满。秦王独独邀请

大王一起称帝，是为了让大王替他分担诸侯的怒火。但

是，秦王主动邀请大王，表达了对大王的尊敬，假若大王一

口回绝，秦王面上也不好看，说不定会迁怒于齐。不如这

样，大王先接受秦王的提议，但是不要对外宣布。等秦王

称帝后，假如诸侯们默认了，到时大王再称帝也不迟。假

若诸侯们反应强烈，那就让秦王独自去承担这份怒火吧！”

齐王听了，觉得大有道理，便对秦使道：“秦王的提议，

我同意，就这么办。”

秦王得信，大为高兴，当时就大张旗鼓，打出了秦帝的

称号。这帝号一出来，立刻引来诸侯的厌弃。大家明面上

不敢说什么，私下里却是各种吐槽。原先说好一起称帝的

齐王，却一点消息都没有，骂声就都集中在秦王身上。

秦帝的称号叫了几十天，秦王实在也觉得尴尬，只好

把帝号去掉，继而对齐王的出尔反尔大为不满，可也总不

能因为这事，就对齐国兴兵问罪，不过，倒是可以去收拾其

他国家。赵国比较嚣张，取笑的话最难听，那就先敲打敲

打赵国吧。于是，秦王约齐王一起伐赵。

苏代此时还在齐国，他与赵王关系很好，当然不想让

齐国伐赵，他求见对齐王，道：“赵与秦接壤，打下赵国，土

地都归秦国，齐国得不到什么太大的实惠。要打，不如打

宋国。宋在齐边上，又非常富裕，兼并了宋国，又有钱，又

有地，对齐国的利益可太大了。而且，宋王荒淫暴虐，伐宋

乃是替天行道，师出有名。此是一举数得之事。”

齐王道：“宋刚与秦结盟。此刻伐宋，如果秦王救宋，

怎么办？”

苏代道：“宋王无道，大王可以联合魏楚一起出兵。至

于秦王那边，我自有办法，阻止秦国出兵。”

齐王吃了定心丸，开始联络魏楚，三家合兵二十万，讨

伐宋国。秦王得到消息，大怒：“岂有此理！我约他伐赵，

不同意也就罢了，却要伐宋。秦宋刚刚结盟，齐王怎能如

此无理！叫白起来，统兵救宋！”

正在这时，苏代来见秦王，道：“大王，切莫救宋。”

秦王怒道：“秦宋结盟，岂能不救？”

苏代道：“齐王狂妄自大，这次联合魏楚伐宋，宋国难

保。灭宋之后，以齐王的脾性，一定想将宋国独吞，定会对

魏楚不利。魏楚吃了亏，十有八九会投向大王。损失小小

的宋国，却得到魏楚两个大国。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啊。”

秦王还是有点不舒服，道：“我要一定救宋，又会怎样？”

苏代道：“宋王荒淫暴虐，天下人称之为宋桀。齐以讨

伐无道为名伐宋，秦救宋，这个无道之名，马上就落在大王

头上。何况，为救一桀宋而与天下诸侯作对，怕也不符合

秦国的利益吧。”

秦王听了，沉默半晌，最后道：“既如此，那就等等再看吧。”

秦国背约，宋王以一国之力，对抗齐楚魏，明显不敌。

几场大战之后，宋王被俘获后杀死，齐楚魏分割了宋国的

领土。本来，这事情大家都挺满意，谁料，齐王有了新想

法。他此次亲自领兵伐宋，大胜之余，志得意满，认为宋国

的土地，都应该归齐国所有。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魏

国这些年，跟着齐国打楚国、打秦国，都得了许多土地，齐

王早就觉得魏国应该报答齐国，那么这次宋国土地就算是

报答吧。至于楚国，楚王是齐王派兵护送回国得以继承王

位，现在，难道不应该回报一下吗？

但是，若是与两国商讨，肯定是扯皮良久，也不会有结

果的。于是，齐王暗中命令齐军统帅，分兵袭击魏军楚军，

魏楚猝不及防，大败而逃，所分的宋国土地，全部被齐军占

领。魏王楚王大怒，但一时也惹不起齐王，恼怒之下，派遣

使者，前去秦国，表达了唾弃齐国，要与秦结盟的意思。秦

王大喜过望，那是不用多说的。

齐国本就强盛，现在吞并了富饶的宋国，力量更为强

横。齐王见楚王魏王没有什么反应，更加狂妄骄横。得意

之余，齐王忽发奇想，准备出兵灭周。 （待续）

父亲对我说

白天要少喝酒

喝多了影响工作

我对自己说

晚上要少喝酒

喝多了夜更清冷

母亲对我说

空腹时别喝酒

喝多了伤肝

我对自己说

难过时别喝酒

喝多了伤心

喝与不喝

走进巷子口的小酒馆后

似乎不再需要纠结

或方或圆的酒桌上

故乡的故事

一年接一年的讲述

偶然会想起

曾经陪伴过的人

已渐次凋零

乡音的环绕里

端起酒杯

深深的下一口

踉跄着回到老屋

倒在厚实的炕上

入眠

孟尝君
□ 李牧

春的光芒
□ 康桥

在故乡

喝酒
□ 高鹏

孤星
□ 徐意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逛 超 市
□ 雷国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