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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五、文德惠政
胡公祠 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

的抗倭之役中，时任知县胡顺华积
极备战，组织大规模扩建城墙，最终
保住了兴化城。此外他还修南塘减
水患，主持编撰《兴化县志》。由于他
宦迹显著，被擢为南京兵部主事。为
纪念胡知县的功绩，兴化人为他立
起了一座胡公生祠。

胡公祠位于文明门内的儒学街
西首，去文庙不远，祠内还设有文明
书院。门后有左右亭，再后正厅内塑

“光仪俨然”之胡公铜像，祠成后由
已 具 文 名 的“ 中 原 才 子 ”宗 臣 撰 碑
文，赵宋书于碑上，解宋为之撰额。
一块碑，集中了兴化三位进士才子
的留痕。

正如宗臣在碑文中所述：“侯之
德政驾侔往昔，宜祀哉！宜祀哉！”凡
是为兴化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政者，
其德政就会一直为兴化人民感戴和
怀念。

遗爱祠 又名三贤祠，供奉有明
代隆庆知县李戴、万历知县欧阳东
凤和崇祯知县刘士璟，在明代先是
在县署东来范里建有李公祠和欧公
祠，后欧公祠增祀刘公而名欧刘祠，
入清荒废，康熙年间重建于马桥之
西，光绪五年（1879）又移拱极台上，
与屈子祠同立高台以享人间香火。

这三位明代知县得到如此高规
格的纪念，主要因为他们均以民生
为己任，为减轻兴化百姓的负担做
出了突出贡献。

永乐年间兴化被增粮加赋，以扬
州府十分之一的土地缴纳十分之三
的钱粮，这已是难以承受的重担，宣
德年间不适合养马的兴化又被强行
分配养马，民众更是苦不堪言。隆庆
二 年（1568）李 戴 来 到 兴 化 担 任 知
县，一上任就忙于治水救灾，并认识
到不应承担的重税才是兴化苦难根
源，遂不顾个人前程，多次上书请求
为兴化减税粮数万石，还亲自解囊
救 助 贫 民 。万 历 十 七 年 至 二 十 年
（1589-1592），欧阳东凤任兴化知县，
他在任前两年兴化先旱后涝，他见
百姓苦楚而痛心疾首，一再上书请
求省、府赈灾蠲赋却无回应，于是忍
无可忍“自甘斧钺”，冒着触犯天威
的风险毅然越级上奏中央，请求免
除兴化积欠，取消不合理的沉重赋
税与苛刻马政。欧阳东凤虽受到“停
俸一年”的处分，却也成功让兴化减
去了许多不合理的重赋苛政。刘士
璟则是在崇祯年间接下了兴化四个
月无知县的烂摊子，大力赈灾，活民
无算，仅用数月就把原本混乱无序
的兴化治理得井井有条，离任之日，

“百姓号泣遮道，城为之空”。
六、文盛诸贤
正是范仲淹的兴文教化和各代

名宦的励精图治，兴化在明中后期
已从水泽荒野、洼地小邑发展为一
座市井昌盛、秩序井然的繁华城市，
尤 其 在 文 教 发 展 上 取 得 不 小 的 成
就，明代兴化士子高中进士、入朝为
官者接连涌现，兴化亦以水乡出人
才倍感骄傲，其中佼佼者亦享受立
祠祭祀的待遇。

其中显著者，当是嘉靖年间兴化
脱颖的“中原才子”宗臣、“东海贤
人”韩贞和“状元宰相”李春芳。

宗公祠 宗臣高中进士，其父宗
周乡举为“经魁”。宗臣入朝后与王
世贞等人为友，提倡改革文风，结为

“嘉靖后七子”，声名大振。他刚正不
阿，抵怒权奸严嵩，遭打压，被贬往
倭患频仍的福建，任布政使左参议。
宗臣积极抗倭，因功升任为福建按
察使副使、提督学政，训导诸生。宗
臣英年早逝于武夷山止止庵，年仅
三十六岁。

宗臣深受闽地百姓的敬爱，他去
世的消息传来，福州“吏民皆哭”。人
们惋惜这位不幸的才子，福州文庙
名宦祠有他的牌位，古城名胜乌石
山之巅凌霄顶上还专门立有宗公祠
纪念他；家乡父老们也未忘记宗臣，
在 兴 化 城 中 还 保 存 有 宗 臣 故 居 与

“中原才子”牌坊，兴化文庙乡贤祠
亦有宗公牌位，四牌楼上还挂有“中
原才子”匾。在亲友、乡亲们的支持
下，宗公的衣冠被迎回家乡，于他曾
隐居过的城南沧浪河的百花洲中修
衣冠冢安葬，以表叶落归根。

韩公祠 与 年 轻 成 名 的 宗 臣 不
同，韩贞的出身就贫苦多了。他家世
代都是韩家窑的窑工，以烧砖为业，
从未有机会读书。幸运的是当时鼓
励人们自修的王门心学已经流行，
其分支泰州学派更是鼓吹“百姓日
用即道”，强调不拘贫寒布衣，人人
都可以凭自己的努力修为圣人，从
未上过学的韩贞拜泰州学派的王氏
父子为师，刻苦求学后有所成，又亲
身力行，将原本晦涩的学问道理化
为歌谣，走到民间传播学问、教化一
方，因此兴化知县和包括宗臣、李春
芳等本地名贤都与之交好。

韩贞一心教化，以助人为乐，自
己却从未谋取功名。他家中一贫如
洗，成家时还要用三间茅屋来抵债。
他去世后，在其家乡戴窑镇立有“韩
善士墓”与韩乐吾家祠；兴化县城的
四牌楼正东悬“东海贤人”匾以为纪
念，并将位于成家大司马府西侧原
先的竞渡庙改为韩公祠专门祀之，
韩公祠巷之名就由此而来。人们尊
敬他，真心称赞他为“东海贤人”。

崇德祠 李春芳是兴化列朝入仕
为官最显赫者，既是万人瞩目的文
状 元 ，又 是 一 人 之 下 的 内 阁 首 辅 ，

“状元宰相”的头衔无比尊贵。李春
芳 虽 官 居 高 位 ，却 十 分 低 调 平 和 ，

“性素沉静”，不妄言滋事也从不参
与争斗，因此在嘉靖、隆庆朝斗争极
为激烈的内阁中竟安枕无忧，最终
保全自身和子孙之富贵平安。兴化
李氏家族由此兴盛，“九世一品”，成
为兴化古代功名第一的望族。

李春芳归乡时，他的老父老母仍
无恙，因而这位昔日的状元宰相就
与 双 亲“ 晨 夕 置 酒 食 为 乐 ，乡 里 艳
之”，亦是一代佳话。李春芳 75 岁时
平静离世，万历皇帝为之辍朝一日，
赠太师，谥文定，并由皇帝亲自下旨
赐祭葬于扬州西山洪恩寺，后入祀
乡贤祠。

在兴化城中的东寺桥东立有一

座面南的崇德祠，正是专门供奉状
元阁老李春芳的专祠，且该祠建立
之时李春芳还在世，因此是一座极
尽殊荣的生祠，左右小门额“居仁”

“由义”，引导人们学习李春芳的处
世精神和崇高品德。后来崇德祠内
还设有石鹿书院和李审言图书馆，
李文定公身后仍为兴化文教事业助
力匪浅。

仰止祠 宗、韩、李三公之祠均享
有官祭待遇，同样被载入事典由地
方官专门负责祭祀的还有纪念明代
提学副使胡献的仰止祠和为国力战
而死的成谐之奋忠祠。

另外一些功名未就，甚至就是布
衣的邑人，亦因符合忠孝节义的传
统道德规范立祠并享受官祭待遇。
如“烈孝格天”的陈嘉谟陈孝子祠和
各 节 孝 祠 、双 贞 祠 、贞 孝 节 烈 总 祠
等。

七、文源活水
兴化地处里下河腹地，水是生命

之源也是交通命脉，但水患也是兴
化一直面对的威胁。各代名宦如范
仲淹、詹世龙、魏源等，多以治水留
下美名，也因此受到纪念。

兴化北城墙专门建立的拱极台
又名玄武灵台，城内佑圣观、四圣观
等亦主祀真武。

兴化东城外和北城外分别建有
晏公庙和金龙四大王庙，它们折射
出水在交通上的作用。城内东营街
的妈祖庙又名天妃（后）宫，主奉的
女神妈祖本为福建地方神，后成为
保佑海上船只通航的官方神祗，兴
化东濒大海，故也立有供奉妈祖的
天后（妃）宫。

金龙四大王庙俗称“大王庙”，
建于北城外大街尽头濒临乌巾荡的
北窑庄。兴化亦是大运河交通网络
中的一环，因此也视金龙四大王为
水神，北窑尽头湖荡之畔的大王庙
即建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兴化县城不大，但四门之外的关
厢均发展有规模不小的街区，它们
无城墙阻隔而水路通达，实为主要
的对外沟通和市井商贸区域，故保
佑通航的大王庙便建于关厢。

兴化位于关厢的水神庙宇还有
晏公庙、龙王庙等。

晏公庙位于东城外，建于明洪武
七年（1374）。所供奉晏公元末江西
人晏戌子，传说江河湖海泛舟若遇
风波汹涌，拜祭他便能“水途安妥，
舟航稳载，风恬浪静，所谋顺遂”，得
到安稳。明初朱元璋册封晏公为显
应平浪侯、“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
帅”，职司为平定风浪，保障江海上
的过往行船，命天下建庙祀之。兴化
的 晏 公 庙 建 于 龙 舌 津 头 的 大 码 头
旁，正对淼淼东门泊，恰与其保佑风
平浪静、船只平安的信仰需求密切
相关。

兴化东城外的龙珠岛上有敕封
利泽龙王庙，清光绪十年（1884）以
龙珠寺东院原龙王殿扩建而成，因
僧司供。祭祀龙王是水崇拜的一种
表现形式，水乡兴化历来多建龙王
庙庵。敕封利泽龙王庙为其中最大
的一座。每逢干旱，知县等“皆运晏

公庙龙神于海池上，步祷得雨”，因
而“详由大府上闻”，得光绪帝御赐
神号“利泽”，并赐额“润泽万物”。这
座龙王庙“前有厅事，重门洞开”，并
享受春秋官祭。民间还在每年五月
出龙王会。兴化县衙北、海子池南建
立有龙王行宫。东门龙珠岛上的龙
王庙曾于民国四年（1915）改设轮船
局，体现了水对兴化城的另一重影
响。

八、文昌市井
除了水神信仰，兴化人还修建有

许多大小不一的庙宇来寄托不同的
信仰需求。

土地庙又名福德祠，是最基层对
土地的崇拜。作为离百姓最近的神，
土地庙是兴化城内最多的祠宇，不
仅各坊里皆设神祠，县衙、文庙及诸
多大家府第也设有土地祠。坊里的
土地庙实际上成为土地崇拜及里中
议事、办案等的综合场所，所以各土
地庙中皆设有更房。位于东城外后
街的胜湖里土神祠被称为“李春芳
读书处”，因为李春芳中进士前曾在
此借祠读书，嘉靖二十五年（1546）
李春芳赴京会试前在此祭祀土神，
夜梦化免得鹿，以为土神吉兆。嘉靖
四十三年（1564）入阁前夕，李春芳
大 修 土 神 祠 ，撰《胜 湖 里 土 神 祠 碑
记》。

对安宁的祈愿，同样反映在火星
庙、八蜡庙等各路分工明确的庙宇
中，它们所奉神灵的职能多和人们
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故多分布于
居住区集中的城外关厢，尤以南城
外集中。

火星庙，在北城外和南城外各有
一座，供奉火德星君即祝融氏。古代
兴化城内房屋均为木制结构，一旦
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火神信仰
也就因此而生。

八蜡庙立于南门外的关厢，源于
八蜡之祭。八蜡是古人所祀之八种
与农业有关的神祇。兴化的八蜡庙
因东殿供奉驱蝗之神刘猛将军，以
求 避 免 蝗 灾 对 农 业 生 产 造 成 的 破
坏，又被称为“蚂蚱庙”。

清康熙年间，八蜡庙还划出一块
地盘建立了都天庙，名为供奉都天
大帝张巡，实为奉元末起义领袖张
士诚，民间所烧“久思香”即取“九
四”（张士诚原名）之意，每年五月中
旬都有盛大的都天庙会。元末朝堂
昏聩、民不聊生，张士诚起义于兴化
白驹场，后割据江南为吴王，张王治
下轻徭薄赋、多有善政，虽由于败给
朱元璋而无法得到公开的纪念，但
他 的 功 绩 善 举 从 未 被 兴 化 人 所 遗
忘。

南城外还有痘神祠，供奉天花娘
娘，天花府巷即以此命名，古代已有
种牛痘以预防天花，但费用高昂、成
功率亦低，故人们只好把对生存的
渴望寄托于神灵的护佑。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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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我与晓剑从网上聊书、写淘书猎书
文字，到他邀我加盟他策划出版的“读
书风景文丛”，并为我的小书《积树居话
书》撰写序——《神秘园》。我们坚持纸
质阅读，其实，阅读是离不开纸质书
的。爱书人淘书、猎书、买书的感觉也
只有真正的读书人才能体味得到个中的
趣味。

二〇〇六年二月九日，晓剑在天涯
博客留言：《人文兴化》不知何时出版，
在“闲闲书话”看你的留言，请出版后
惠寄一册。我喜欢读书，偶尔写点读书
类文字，希能支持贵刊。我回复：《人文
兴化》是兴化市图书馆、兴化市姓氏文
化联谊会主办，以兴化人文、文史、家
谱研究、书话为主，现正筹备，估计4月
创刊，俟出即奉呈指教，并请赐稿支
持。此后我们交往日深。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晓剑自
成都来江苏省无锡参加一个为爱行走的
公益活动，活动结束后专程来兴化小聚。
在兴化期间游览了兴化市博物馆、郑板桥
故居、赵海仙洋楼、状元坊、上池斋、兴化

县署、李鱓浮沤馆、儒学广场、家舒巷等兴
化古街、古巷、古宅；我与他行走在幽静的
巷子里，脚踏青石板，感受老街的内涵，推
开半掩的榻子门与街坊们聊几句；在积树
居品茗聊书，我请他在他的著作上题签，
不亦乐乎。

晓剑是高产的作家，他是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成
都文学院驻院作家、成都市作家协会副
秘书长，首届全国“书香之家”。其创作
勤奋是令人钦佩的，迄今已出版著作20
余部；《我在书店等你》入选第二届“全
民阅读·全国书店之选”十佳作品。他
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漫步书林，
故事多多。我与晓剑因名中都带有一个

“晓”字，故而自然地亲近。晓剑的创作
成果是令人钦佩的。人只有不懈怠，不
等待不观望，方有所获，读书写字亦如
此。

记得那年在湖南株洲参加全国民间
读书年会，他到火车站接我，见到我立
即帮我提着行李，我叫他：我的兄弟晓
剑。他富态、心宽，为书而生，杯酒慰

风尘；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自在自得。
他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漫步书
林，故事多多。

抱朴含真，读书随心。好的写作者
理当在阅读中加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
养，从书籍中吸收养分。多读书、读好
书，开启阅读的视野。

二〇一八年九月，郑州·全国民间
读书年会上，那天晓剑将他刚刚拿到手
的新著《猎书杂记》相赠，并在书的扉
页上题签“从读书风景到纸阅读，读书
年会故事多”。《猎书杂记》朱晓剑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二〇一八年出版九
月第一版）系“纸阅读文库·原创随笔
系列”第五辑之一。全书分为“书里情
缘”“淘书论语”“成都书房”“书边闲
话”“流沙河识小”“读后有记”六卷。
该书文字晓畅，语言清新，书中记述了
作者淘书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和在淘书过
程中的乐趣，在阅读淘得之书时与作者
的思想交流及阅读中的感悟，爱书人之
间的心灵碰撞，时而发出的会心一笑，
在这些藏书中知悉读书人的癖好，从中

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这一切
都缘于作者爱书至真至切的感悟。

我与晓剑坚守纸质阅读，他在《郑
板桥的邻居》（刊登于二〇〇三年三月十
七日《天津日报》）一文中写道：“我和
江苏兴化姜晓铭兄的认识比参加读书年
会要更早一些。也许是2005年前后发生
的事吧。彼时天涯社区很火，下面有几
个读书版块如“天涯读书”“闲闲书话”
等，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天南海北的爱
书人，其中就有晓铭。他非常喜爱阅
读，‘嗜读书好文史，以读书聚书为乐，
写作集藏为趣’。他时常在论坛里写一些
读书文章，一来二去就熟悉了。他后来
开通了博客‘积树居’，写读书的内容就
更宽泛了。‘积树居’即是他的书斋名，
其寓意学问是一点一滴积累来的。”

好长时间不与晓剑相聚了，真的想
念我的兄弟了。他说：在阅读的道路
上，我们都是孤独的个体，读书却会让
分布在不同地域、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们
聚集在一起。这种相聚，是因阅读而起
的，也会因阅读而长期存在下去。

□姜晓铭猎书乐趣见晓剑

□平友健

真情是人间最好的滋味
——读王干的《人间食单》

董桥在《今朝风日好》里，描写他
在台北见到的胡适之，总是穿着一袭长
袍，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
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董桥举
这个例子，是拿来说读纸本书与电子书
的区别，就如同胡适之穿长袍跟不穿长
袍的分别。

网络时代，读纸书确乎越来越显得
旧派。我有时也看电子书，但每年还是
会买不少纸本书，家有书香的日子才眉
清目秀。

逛实体书店的时候，我通常会买一两
本书。一是为了支持线下生意，二来为了
在书上盖一枚店章。实体书店一般都有自
己的店章，独此一家，别无雷同，很多店章
设计精美，像艺术品，盖上店戳，书就有了
额外的故事感和纪念意义。我曾在呼兰河

畔买过一套《萧红小说全集》，盖有“萧红
故居纪念馆”的馆章，每当我翻开这两本
书，就想起2017年冬天，我在呼兰河畔的
感动和感慨。一枚红章储存了我千里跋涉
的激情和崇敬。

有时候买书，是为了一读再读。电
子书虽然划算，但弊端也很明显。比如
看到后面想查找前面的内容，翻阅起来
就很不方便。一本电子书，假如看后觉
得不会再看第二遍，那这本书就与我无
缘了。如果觉得好看，我便会下单买回
一本纸书收藏。之前在网上读了白先勇
的电子书《台北人》，被他的文笔打动，
于是一连买了他的四本书回来。好的书
值得一读再读，每次重读都能发现新的
细节和新的感悟，而好的作家，也值得
读全他的系列。

买书的类型随着兴趣发生变化，也
是一大乐趣。有一阵，我对美食很感兴
趣，去各地旅游，尝吃当地的特色菜是
一项必做的功课。那一两年，我买了不
少美食书，去昆明时，随身带着汪曾祺
的散文集，边读边跟着汪曾祺去打卡昆
明的吃食：菌子、汽锅鸡、摩登粑粑、
破酥包子……时不时温书查找漏打卡之
处。去北京时，带的是唐鲁孙的《唐鲁
孙谈吃》。小开本，不占地方，随手翻
翻，跟着去吃烤肉宛、菊花锅子、三不
粘……非常有趣。

设计精美的书，也是买回来收藏的
一个理由。有年逛上海书展，有个展厅
陈列的是“最美的书”。“最美的书”凸
显出纸书的优势，至少设计创意无法在
电子书里欣赏。我在展厅里买了陈从周

的《造园三章》，书内插有很多园林图
片，还夹有园林平面图，绿意盎然，翻
阅时恍如一个人在园林里闲逛，雅趣横
生。

逢年过节，我也会买几本纸书，作
为礼物馈赠给朋友。互赠书籍，让我觉
得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我还有一群爱
读书的朋友，这是一笔多么丰腴的精神
财富。

“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这是
董桥的一位朋友挂在家里墙上的对联。
董桥说这句子好，纸本书里即便藏着蠹
鱼也甘心，也诗意，哪怕电子狂风已吹
斜了老房子。确实，纸书里藏着旧派人
的从容和浪漫，它使时间的消逝变得缓
慢了一些，让我们体会到静等一朵花开
的幸福。

□陆小鹿纸书情结

近日，把王干老师的《人间食单》过了
一遍，这本书是我去年参加“里下河美食
文化”有奖征文大赛获奖附赠的一本书。
当时王干老师是颁奖嘉宾，我在现场还请
他签了名。书拿回家后，没有空看，随手翻
了两页，就放到了一边。

后来，小城举办了“里下河文学研
学营”，我参加了开营仪式，有幸在场听
了王干老师讲授的一节课，课的题目叫
《写作的化学反应》，高中同学仲培当时
也在场，下课后，仲培请王干老师与他
合了个影，我也沾光跟王干老师合了个
影。我平常怕求人，对于请作家合影的
事，虽心里向而往之，实际上却不太敢
行动，骨子里怕拒绝，我总认为名作家
一般都是才高气盛，为人会有点狷狂，
但王干老师自然随和，合影时有足够的
耐心。听仲培说，王干老师曾在扬州师
范学院就读过，他跟我们中学时的廖老
师是同学。

王干老师是作家、评论家、小说月报

的执行主编，他也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高邮和兴化是相邻的两个县，它们同属于
里下河地区，汪曾祺先生是高邮人，王干
老师是兴化人，曾经在高邮工作生活过。
在二十几岁时，王干老师就开始与汪曾祺
先生交往，他们彼此亦师亦友。

在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中常看到写吃
写食。比如，故乡的小吃：高邮的咸鸭
蛋、咸菜茨菰汤、炒米焦屑、虎头鲨
等，四方的美食：昆明的牛肉、湖南的
腊肉、南京的臭豆腐干等，还有萝卜豆
腐之类的，汪曾祺先生写的多是寻常百
姓之菜，是人间烟火，不是什么山珍海
味，但素朴中带着温暖，有着不一般的
风味。

王干老师的这本《人间食单》，大体
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的是故乡的
滋味：米饭饼、烂藕、扁豆烧芋头、螺
蛳等；第二部分写的是他乡的美食：土
笋冻、臭豆腐干、胡公饼、过桥米线
等；第三部分写的是人生食态：和谁

吃，在那儿吃，吃什么，怎么吃等。王
干老师这些写美食的文字，有师从汪曾
祺先生的影子，在写美食之味的同时融
入自己的感情，比如写《烂藕》的那
段，最后一句，“吹唢呐的卖藕人，是个
哑巴”，看似随意的一句，道出了哑巴谋
生的艰辛，还有他对底层民众生存不易
的同情；也有王干老师自己的拓展思
考，特别在书中第三部分人生食态中有
更多的显现，这不仅仅停留在吃的表面
上，更是透过吃看社会，悟人生，是对
吃的社会性的进一步思考。

书中那篇脂油菜饭，我自己是深有
体会的。小时候，粮食不足，瓜菜常抵
半年粮，在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前，
一般人家的家庭成员，想吃饱饭都是一
种奢望。我儿时吃过一回脂油菜饭，小
学附近有户人家，女主人矮矮胖胖的，
人称矮妈妈，矮妈妈有次煮了菜饭，送
了一碗给我，米是糯米，菜是麻菜，还
挖一勺脂油，压到饭里，当时吃到嘴

里，那个香啊，真是形容不出，浅浅的
一碗饭，最后是吃得光光，碗都差不多
要舔亮了。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每天都要解
决吃的问题，只有肚子填饱了，一切才
可能开始；我们这儿农村有句俗语，“吃
是真功，穿是威风，赌钱是两碰，嫖婆
娘是白送”，在吃、穿、娱乐和爱情中，
只有吃是真功夫。简单朴素的生活中，
人们把粗糙的食材弄成精致的菜肴，体
验的是一种烟火的温馨；丰衣足食后，
人们对完美味觉的寻找，反映的是一种
美好生活品味的追求。

王干老师的这本《人间食单》，讲述
的是百姓的滋味，流露的是质朴的感
情。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取胜，
散文以层次丰富的情感动人，随笔以深
刻精辟的观点见称。王干老师的这本
《人间食单》，既有随笔式的思考，更有
散文式的真情。他的文字清新，风格恬
淡，骨子里还有文化人的通达与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