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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清晨

呦呦鸣声刚把春天从沉睡中唤醒

鹿乡大地就长出太阳

养鹿人，只需一声呼唤

那一朵朵梅花，就会围着他盛开

每个清晨，从草粉、鹿料，带露珠的鲜嫩绿叶开始

穿迷彩服的父亲

能把簸箕、扫帚、铁锹变成会唱歌的乐器

这是一段应该分享的时光

母鹿即将分娩，公鹿头顶二杠茸

还有爱撒欢的小鹿

我对这些精灵总是怀有爱的冲动

与旧时不同，我像一个外来者

每次回家，都能发现比昨天更新的乡村

这是一个我想要的清晨

父亲的手，比我更懂得怎样写生活的诗（刘晓东）

冬夜听雨

冬夜，雨水落深巷

云烟过往，带走光阴的潮湿

夜色里，听雨声潺潺

冬雨淋过的情节无高潮

只有寥寥几笔的开端

匆匆的风声

曾改写冬夜里的乡愁

雨丝如织，缝补枕边的呓语

故乡的炊烟被雨水串联

化作冬夜里的暖

冬夜的雨，是乡愁的催化剂

在这寂静中，瞬间浓烈起来

我起身凝望，窗外雨丝

分明是一张乡愁的网

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冬雨阵阵，乡情绵长

小巷深处是故乡

冬夜听雨，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痛

远方的家，是否也无眠

唯有雨声滴答滴答，诉说乡思 （周广玲）

冬天的小村

冬天是不需要修辞的

极简主义的小村

从来都不在乎形容词的点缀

树举起苍劲的线条

鸟飞过的线条

阳光洒下温柔的线条

月光流泻银色的线条

雪飞过的线条

勾勒小村的简约

阳光下

麻雀在草垛前蹦跳

为一粒粮食欢呼雀跃

树枝不语

深意的简笔画

也可能是草书

在写一个思考的小村

炊烟袅袅

随意缭绕一下

便会扯出许多的思乡情 （周恒祥）

喜悦

白纱轻覆，覆盖了过往

冬，用雪的纯洁织梦的纱

落在掌心，温暖的诗行

寒风中，静默的白在空中旋转

落下，静待拥抱的温暖

这份白，是冬的邀请

邀请我们，在洁白的世界

轻舞，聆听风的低语

感受雪落的喜悦

和拥抱的温暖 （汤百慧）

冬日怀乡

翘首于

岁末的码头

思绪凝结

漫过时光的海

青鸟衔来家信

乡愁

便在纷飞的雪夜

潜滋暗长

乡音摇曳

摇瘦游子不远的归期

被漂得苍白的故乡

是一幅待采撷的画

故土风情茂盛

润养一辈辈后生

此刻

都化作我梦的呓语

丰盈缠绵悠远的乡情 （张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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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霰 □ 路来森

汽车在弯曲的乡村公路上奔驰，广袤的原野，散发着乡
村特有的气息。远山，近树，田野，村庄，一派田园风情。拐
过一道弯，便可以隔着庄稼地遥遥地看到我的小村庄了。庄
稼地是村人赖以生存的依靠，小村庄就在庄稼地一旁。房屋
的红墙与庭院的绿树相互映衬，远远望去小村庄特别有“烟
村四五家”的味道。

即使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家户户不再烧柴火做饭，
没有了炊烟弥漫的场景，但小村庄依旧仿佛是在淡远的水墨
画中一般，白云飘飘，烟气缭绕。在我看来，这个“烟村”的烟
不一定是炊烟，而是一种小村庄隐约的状态。小村庄有时候
隐约在晨雾中，有时候隐约在暮色中，仿佛白云深处的仙境
一般，带着几分古朴久远和迷离神秘的气息——这是很多次
出现在我梦境中的小村庄的模样。

不过，当我离小村庄越来越近的时候，它亲切质朴的气
息就会在瞬间扑向我。你能想象那种“烟村四五家”的画面
吗？小村庄很小很小，小得似乎只能容纳几户人家，村庄里

的人似乎都过着远离俗世喧嚣的生活。我的小村庄，只有
王、于、朱几个姓氏，而且几乎每家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大家
见了面，“爷爷、叔叔、兄弟、大娘、婶子、嫂子”地叫着，仿佛整
个村庄就是一个大家庭。的确，往上追溯几百年，很多人都
是一个祖先。这样的状态，总让我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
记》，我怀疑我的祖先也是在某个战乱年代躲避到了小村庄，
从此扎下根来，代代繁衍生息。

不过，小村庄到底不是世外桃源，村庄人也没有过着远
离俗世喧嚣的生活。相反，小村庄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且非
常乐于接受现代文明。外面的精彩世界影响着小村庄，网络
上的新闻也成为大家乐于谈论的话题。小村庄与时俱进，越
来越繁荣，越来越现代化。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各种电器，炊
烟彻底消失。有些人家盖起了二层小楼，小村庄呈现出错落
有致的变化之美。很多年轻人把大城市的各种元素带回小
村庄，大家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无论它如何变化，古朴淳厚的本色改变不了。这种本
色，就像一首曲子的基调，多年的岁月磨砺早已奠定了小村
庄的基调。“烟村四五家”，这种历经时光沧桑淘洗出来的水
墨画一般的色调，不会变。这些是小村庄的核心，再多的点
缀，本色也不会改变。现代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元素，只是为
小村庄锦上添花。

小村庄民风淳厚，村庄人热情质朴。大家有简单的“有
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心理，谁家有喜事，就是整个村庄的喜
事；谁家有难事，就是所有人的难事。比如谁家的孩子考上
大学了，大家都跟着高兴，这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会三天两头
被村庄人请到家里吃饭。村庄里还有很多古老的传统和习
俗，如今依旧在延续。这些东西，会代代传承，就像村庄的精
神血脉一般，永不消逝。

迢迢千里外，烟村四五家。这个世界的某一个不起眼的
角落，有一个属于我的小村庄。我从那里长大，老了之后还
会回归那里，想来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冬日里，清晨的湖畔弥漫着
薄雾，空气中带着湿冷的气息，像
一双冰凉的手，轻抚过脸庞。湖
水平静如镜，偶尔被几只白鹭掠
过，泛起浅浅的涟漪，又迅速归于
平静。我踏着石板路，沿着湖边
的小径，开始一场寻梅之旅。

昨夜，风雪交加，天地间尽是
白茫茫一片。可我知，风雪之中，
梅也正在悄然绽放，坚韧如她的
生命。早年读过“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那时年少，
并不深解其中意蕴，只觉得梅是
一种独特的存在，而今才明白，那
份清冷中蕴藏的傲然，是梅之魂。

小径曲折蜿蜒，走过了山石
与溪流，穿过了草木的幽静，渐渐
来到山脚。微风夹杂着丝丝清
香，似有似无，若隐若现，撩拨着
我的心弦。我循着香气抬头，终
于在湖边的树影间，望见几株梅
树静静地伫立，含笑凝视着这片
湖与山。

踏近时，才发现那一枝枝的
花苞，正从银白的积雪中探出头
来，点点嫣红，簇拥着苍白的枝
干，似乎在诉说着一种倔强的生
机。我伸手轻触一朵，它的花瓣
细致而脆弱，犹如薄冰，但内里却
充满生机。这样的梅，寂寞而傲
然，经历了严寒，仍在风雪中舞
动，守住了它的那一抹热烈。

湖边的风吹得有些急，我退
后一步，靠在一块青石上，看着那
株梅树。耳边只听到风声、鸟鸣，
以及梅枝在风中轻轻摇曳的沙沙
声。这声音像是一曲低吟，带着
淡淡的哀愁与执着，仿佛在提醒
着我，生命的本质不是逃避风霜，
而是迎着风雪，坚定地绽放自
己。梅之韵，实在是一种天地间

的智慧，令我心生敬意。
我想起曾经的日子，那些轻

狂年少的梦，曾也像这梅花般热
烈，却往往因挫折而凋谢。如今
想来，那些风霜才是人生必经的
历练，而我是否也该如梅花一样，
从中汲取力量，重拾那份初心？

忽然，一阵清香更浓，似乎梅
花也回应了我的思绪，空气中弥
漫着一种暖意。眼前的梅树，在
雪中愈显妩媚，却无丝毫娇柔之
态。她的姿态，宁静而有力量，这
是一种只属于冬天的美，寒冷而
热烈。

我站起身，转身离开时，心中
多了一种温暖和力量。此刻我明
白，梅的美，不仅仅在于她的外
表，更在于那份无畏的灵魂。在
这寂寥的冬日里，梅让我找回了
那份淡然与坚持。人生如旅，不
必惧怕风雪，只要心中有梅，自能
绽放。

冬日的午后，泡一杯茶，独坐窗前翻
看着朋友圈，突然发现老家也下雪了。这
让我不禁想起了爷爷，便与他视频。视频
里，爷爷一切安好，他正坐在火炉旁熬煮
着罐罐茶，与他的几位老友浅酌慢饮，不
时传来欢声笑语，惬意与满足……

记忆里，爷爷喜欢喝微苦滚烫的酽
茶。他用的茶叶是极其廉价的，虽然便
宜，但喝着够味。

在农村，煮茶的工具简单却又不可或
缺。一个火炉子、一只茶罐、一只茶盅、一
撮茶叶，便是爷爷煮茶的全部家什。

红色的火焰上蹿下跳得正欢，爷爷不
慌不忙地将一撮茶叶放入茶罐，添满水后
放在火炉上煮至沸腾，便将茶水倒入杯
中，而茶叶仍留在罐中，再添水继续煮，如
此反复，直到煮满一杯茶，茶色亮黄，热气
腾腾。此时，屋内早已茶香四溢。

这第一杯茶，爷爷总要留给奶奶喝。
奶奶习惯性地将杯口贴在嘴边轻吹几下，
随即浅抿一口，接着长舒一口气，浑身也
通透，舒服自在。

冬日里，我最喜欢蹲守在火炉旁跟着
爷爷煮罐罐茶，也顺便烤火，更有一种香
甜温馨的期待。爷爷每次喝完茶，便会给
我和妹妹烤洋芋和红薯吃。此时的火炉
烧得通红，却看不见一丝火苗。这样焖烤
出来的洋芋和红薯往往外焦里嫩，软绵可
口。

庄稼人的冬天，最是悠闲自在的时
候，家家围着火炉煮茶，既是一种闲情逸
趣，也是一种庄严的仪式，每天必不可
少。早起，生火煮茶、烤馍馍，馍馍金黄酥
脆，罐罐茶清苦回甘。就着馍馍喝茶，实
在别有一番风味，也算是农村最实在的早
餐。午饭后，还要一道茶，多是左邻右舍
来串门。尤其是有雪的日子，男人在火炉
旁支起一张桌子，一边喝茶，一边打牌、下
棋；女人们则挤在炕上做针线活，绣鞋垫、
纳鞋底、七嘴八舌唠家常……当然，她们
也稀罕这一口罐罐茶。只有喝到茶，才显
得被主家重视。

水一遍遍沸腾，缕缕茶气缓缓上升，
随后又漫溢开来。满院都是浓浓的茶香
和欢声笑语，千言万语尽在茶中。一天的
光景便也在煮茶添茶中过去了。

工作之余，我也买了电炉子熬过几次
罐罐茶。但缺了那一笼火，总感觉少了些
什么似的。像是听不到罐罐茶那“咕隆咕
隆”熟悉的声响，品不出甘苦相容的味道，
也吃不到外焦里嫩的洋芋和红薯了。真
叫人怀念。

每一个清晨，每一个黄昏，每一个西
北人的心中，都藏着一口浓酽的罐罐茶。
这种清苦回甘的味道，仿佛成了一种精神
寄托，融于血脉，嵌于生命，就像庄稼人对
土地的眷恋。

曾读过一篇文章，说罐罐茶煮的是岁
月，品的是生活。一天天地煮，一年年的
品，煮老了青春，品白了青丝。是啊！那
份浓浓的亲情、乡情只会越煮越浓，那份
情愫也越煮越醇，恒久弥香。

雪霰雪霰，，今人大多泛指颗粒状的雪今人大多泛指颗粒状的雪。。其实其实，，在古代在古代，，““雪雪””
和和““霰霰””是分开的是分开的，，雪呈片雪呈片，，霰呈粒霰呈粒。。只因只因““霰霰””大多出现在大大多出现在大
雪之前雪之前，，故尔故尔，，““雪霰雪霰””二字二字，，亦常常并而用之亦常常并而用之。。

《《诗经诗经··小雅小雅》：》：““如彼雨雪如彼雨雪，，先集为霰先集为霰。。””如果天将下大如果天将下大
雪雪，，就先要下雪霰就先要下雪霰，，说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宋人杨万里宋人杨万里，，有一首诗有一首诗，，是专门写是专门写““霰霰””的的，，题为题为《《霰霰》：》：
““雪花遣霰作前锋雪花遣霰作前锋，，势破张皇欲暗空势破张皇欲暗空。。筛瓦巧寻疏漏处筛瓦巧寻疏漏处，，跳跳
阶误到暖边融阶误到暖边融。。寒声带雨山难白寒声带雨山难白，，冷气侵入火失红冷气侵入火失红。。方讶方讶
一冬暄较甚一冬暄较甚，，今宵敢叹卧如弓今宵敢叹卧如弓。。””

首联首联，，写大雪之前写大雪之前，，雪霰落下雪霰落下，，天空骤然昏暗下来天空骤然昏暗下来；；颔颔
联联，，写雪霰蹦跳降落写雪霰蹦跳降落，，钻入瓦缝钻入瓦缝、、触暖融化的景象触暖融化的景象；；颈联颈联，，是是
写雨霰交加写雨霰交加，，寒气暗淡了炉火寒气暗淡了炉火；；尾联尾联，，则是写雪霰落下则是写雪霰落下，，使一使一
向温暖的天气冷了下来向温暖的天气冷了下来，，夜眠夜眠，，恐怕也只能躬身而卧了恐怕也只能躬身而卧了。。

全诗全诗，，虽然是写虽然是写““雪霰雪霰””，，但无处不在的是一个但无处不在的是一个““寒寒””字字
———雪霰降落—雪霰降落，，带来的寒冷带来的寒冷。。

而此而此，，恰是抓住了恰是抓住了““雪霰雪霰””降落的特点降落的特点。。
雪霰雪霰，，呈颗粒状呈颗粒状，，雪霰降落时雪霰降落时，，天气通常比较寒冷天气通常比较寒冷。。雪雪

霰霰，，粒粒坚硬粒粒坚硬，，那天气那天气，，仿佛也坚硬如铁仿佛也坚硬如铁，，有着铁一样的凉有着铁一样的凉
寒寒。。

不过不过，，雪霰降落时雪霰降落时，，那景象那景象，，也确然是美也确然是美。。
进入寒冬进入寒冬，，木叶凋零木叶凋零，，篱园枯净篱园枯净，，地面冻得生硬地面冻得生硬。。故而故而，，

雪霰的降落雪霰的降落，，就是一种就是一种““硬碰硬硬碰硬””———坚硬的雪霰—坚硬的雪霰，，撞击着坚撞击着坚
硬的地面硬的地面。。

初落初落，，稀稀疏疏稀稀疏疏，，一粒一粒，，两粒两粒，，三四粒……落到地面三四粒……落到地面，，迅迅
疾弹起疾弹起，，然后然后，，再落到地面再落到地面，，滚出老远滚出老远。。无数颗这样的霰粒无数颗这样的霰粒，，
以这样的姿态和情状落于地面以这样的姿态和情状落于地面，，地面就呈现出一种纷乱交地面就呈现出一种纷乱交
织的雪霰状态织的雪霰状态。。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纵横恣肆纵横恣肆，，感觉一派霸气感觉一派霸气。。同同

时时，，它们那娇小的身姿它们那娇小的身姿，，又如同一群正在嬉戏的小娃娃又如同一群正在嬉戏的小娃娃，，那那
种毫无规则地戏玩状态种毫无规则地戏玩状态，，让人心生一份欢喜让人心生一份欢喜，，禁不住童心陡禁不住童心陡
生生，，好想自己也参入其中好想自己也参入其中。。

于是于是，，我走进庭院我走进庭院，，伸出手掌伸出手掌，，试图抓住几粒雪霰试图抓住几粒雪霰，，可刚可刚
落入掌中就迅速融化落入掌中就迅速融化，，只在手心留下丝丝的冰凉只在手心留下丝丝的冰凉；；昂首望昂首望
天天，，任凭雪霰扑打在脸面上任凭雪霰扑打在脸面上，，留下一阵麻酥酥的快意感留下一阵麻酥酥的快意感，，一一
份冰凉的惬意份冰凉的惬意。。

农家门楼前农家门楼前，，大多有篱园大多有篱园。。乡居的那些年乡居的那些年，，最喜欢站在最喜欢站在
门楼前门楼前，，看霰打篱园了看霰打篱园了。。

树枝扎成的篱笆上树枝扎成的篱笆上，，叶枯叶枯，，梗亦枯的藤蔓仍然倔强地攀梗亦枯的藤蔓仍然倔强地攀
附着附着。。雪霰打在枯枝败叶上雪霰打在枯枝败叶上，，蹦跳而起蹦跳而起，，于是于是，，整座篱园整座篱园，，便便
呈现出一种呈现出一种““霰之舞霰之舞””的壮观景象的壮观景象。。蹦跳蹦跳，，纵横纵横，，闪烁闪烁，，像离像离
乱的梦乱的梦，，是一场素洁是一场素洁、、生硬的梦生硬的梦。。麻雀麻雀，，本就喜欢栖止篱园本就喜欢栖止篱园，，
看到雪霰降落的景象看到雪霰降落的景象，，情绪似乎也被感染了情绪似乎也被感染了，，于是于是，，一群群一群群
飞至飞至，，在枯枝枯叶上在枯枝枯叶上，，跳跃不已跳跃不已，，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叫个不停，，喧闹喧闹
极了极了，，也热闹极了也热闹极了。。仿佛仿佛，，是一场是一场““篱园会篱园会””，，田园的情味田园的情味，，浓浓
了了，，浓了浓了。。

雪霰雪霰，，降落的时间降落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一般不会很长，，随后跟着的随后跟着的，，必定是必定是
一场大雪一场大雪。。不过不过，，有时雪霰也会降落较长时间有时雪霰也会降落较长时间，，这时这时，，地面地面
会积下薄薄的一层会积下薄薄的一层，，但并不黏结但并不黏结，，堆积的雪霰堆积的雪霰，，仍然是一粒仍然是一粒
一粒的一粒的，，粒粒分明粒粒分明。。此等景象此等景象，，也叫人觉得美也叫人觉得美。。似乎似乎，，每一每一
粒雪霰粒雪霰，，都有着特立独行的个性都有着特立独行的个性。。

有时候有时候，，一场雪霰一场雪霰，，会在夜间不期而至会在夜间不期而至。。
微风微风，，雪霰斜斜地敲打在门窗上雪霰斜斜地敲打在门窗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声音很响声音很响，，

很清脆很清脆，，尤其是在静谧的深夜尤其是在静谧的深夜，，那份清脆的敲击那份清脆的敲击，，响亮之中响亮之中，，
别有一种触及心灵的莫名的幽微感别有一种触及心灵的莫名的幽微感。。如果房屋是瓦顶如果房屋是瓦顶，，霰霰
敲屋瓦敲屋瓦，，亦别具风情亦别具风情，，杨万里杨万里““筛瓦巧寻疏漏处筛瓦巧寻疏漏处””，，霰粒钻瓦霰粒钻瓦
缝的细节缝的细节，，真是形象极了真是形象极了，，也幽微极了也幽微极了。。此时此时，，会惊醒睡着会惊醒睡着
的大人们的大人们，，惊醒的祖母惊醒的祖母，，常常会自语道常常会自语道：：““哎哎，，又要下一场大又要下一场大
雪了雪了。。””

第二天早晨第二天早晨，，推门而望推门而望，，果然是大雪盈门果然是大雪盈门，，对面人家的对面人家的
屋顶上屋顶上，，白雪皑皑白雪皑皑，，白光刺拉拉地照亮了天地间白光刺拉拉地照亮了天地间。。

此时此时，，你找不到一粒雪霰你找不到一粒雪霰，，雪霰已融入了白雪中雪霰已融入了白雪中———化—化
作雪的魂作雪的魂、、雪的魄雪的魄。。

罐罐茶 □ 雒 伟

一名写作者，将发表的长文短句筛选结集，
或把新著的佳构妙制整理成册，付梓之前总会
邀人或自己写一篇序或者跋。许多读者也有读
书先读序跋的习惯，他们甚至把序比喻为“游园
的好向导”，把 “跋”暗指为“精美的后花园”，
捧读在手，沉浸其中，细嚼慢咽，惬意无比。

序又作“叙”，或称为“引”，古代多将其排在
书的末尾，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后来一般放
在书的前面，所以又叫“前言”，而位列于书后者
为“跋”，亦称“后序”；由于两者体例略同，于是
又合称序跋文，内容在于说明书籍著述或编辑
出版的意图、宗旨、过程、编排体例及作者简介
等，它可以由作者本人扼要归纳全书的主题及
对有关问题的写作心得，也可以由旁人对作者
和作品作出中肯概略的评价。不过这旁人大抵
是不凡的，不算权威也称得上名流，至少可作师
长，因此每每读到那些言简意赅、坦诚直陈的序
文，便能很自然地品出其中的“美”来。

序跋之美，美在手法多样。序跋的写作手
法大多是夹叙夹议，偏于叙的，有散文的特点；
偏于议的，有论文的特点。散文也好，论文也
罢，都要言之有物。散文要以材料的丰富和文
笔的多姿见长，论文则要以论点的深刻和分析
的透辟取胜。《史记》中的书、表、传的序，都是在
议论中夹着感慨，借以总结历史教训，表达作者
的政治见解和对所记叙的人与事的态度。《战国
策序》则历述从春秋至战国的转变，通过叙事表
现作者的道德礼义观。抒情成分较多的序，多
半是为诗歌唱和的集子而作，例如王羲之的《兰
亭集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等，不
过此类序跋的抒情，仍然离不开议论和叙事。

序跋之美，美在耐人寻味，《郑板桥集》的小
引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篇小引是以序论
序：“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序），求之王公
大人，既以借光为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
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序）为
得也。”这种以“借光为耻”、“不趋名流”的品节，
不仅是其铮铮铁骨的真实写照，而且与当今那
些言不及义、无病呻吟的应酬之辞，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因此从这种意义出发，作序应该是一
件很严肃的事情，真正有见识的人对其应是慎
之又慎的，因为好的序文不但能定评一部作品、
一个作家，有的还能成为一篇有价值的文论，对
后人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序跋之美，美在真知灼见。鲁迅先生一生
就写了许多序文，其《〈呐喊〉自序》既说明了自
己创作小说并把小说命名为《呐喊》的缘由，更
重要的是从其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中，反映出
了他在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观、文艺观和创作
态度；同时，他还鼓励青年作家走上文艺创作的
道路，并为他们不辞劳苦地作序，如叶紫的《丰
收》、萧红的《生死场》、柔石的《二月》等，这些序
文所表达出来的真知灼见，都已成为现代文学
史上珍贵的文艺评论资料。另外，朱自清序俞
平伯的《燕知草》、周作人序刘半农的《扬鞭集》、
汪曾祺序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等，读来不禁
令人拍案叫绝，击节吟哦！

以愚所见，为他人题作序跋，至少应具备两
个条件：同著者的关系；对作品的见解。尤其是
后者，更要从所序跋作品的实际出发，不以谀词
自欺，不以诳语乱弹，这样的文字对作者才有裨
益，对读者才有教诲。1932年，现代作家阳翰笙
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时，约请茅盾为其作序，
茅盾直言相告：“要我写序，就得批评你的作
品。”后来茅公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分析了作
品中存在的公式化、脸谱化等缺点，阳翰笙也一
字未动地编进了《地泉》的新版内。这段文坛佳
话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小说与序文的本身。

我们欣赏所有言简意赅、坦率中肯、富有理
趣、不拘一格的序跋，那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含含糊糊的话语，还是退避三舍为好！

烟村四五家 □□ 王国梁

序跋之美
□ 钱续坤

湖山寻梅湖山寻梅
□□ 黄链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