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宮牛黃丸不是補藥

凜冬將至
今年夏天的時候，德
意志銀行的智庫們一邊
伴着罕見的世紀熱浪揮

汗如雨一邊在報告中寫道：在俄羅斯
斷供的威脅下，今年冬天，德國家庭
可能不得不使用木材作為取暖能源。
幾個月一晃過去了，專家們的預言
毫無懸念地成了真，而且更甚——據
彭博報道，約有4,000萬歐洲人將用
木材取暖，目前木材已經成為了歐洲
的「搶手貨」。在法國，木屑燃料的
價格已經翻了一倍，每噸要600歐
元，而且還正在被哄搶；在匈牙利，
禁止木屑出口的法令已經出台；羅馬
尼亞用上了「計劃經濟」，對木材實
施了長達半年的限價政策；而在德
國，彭博的記者描寫道，在距離柏林
滕珀爾霍夫機場不遠的地方，能源公
司因為擔心絕望的人們竊取其「寶貴
物資」，正在給倉庫修建一道新安全
門，而這裏所說的「寶貴物資」正是
木柴。此外，柏林大蒂爾加滕公園幾
乎所有的樹都已經被當地居民砍光
了，大量的顧客在給煙囪清理協會打
電話諮詢「怎麼燒馬糞」……有瑞典
環保部門的官員說，他非常擔心「人
們會焚燒他們所能找到的一切」。
是的，在這個即將到來的冬天，歐
洲人正在重拾古老的取暖材料，不惜
一切代價找尋取暖的方法。不過也不
都是古老的，另一邊廂，歐洲人民也
在「兩條腿走路」，借助科技的力量
解決「冷」的問題，比如通過跨境電
商搶購中國產的「禦寒神器」。
有中國跨境平台數據顯示，來自歐

洲的購買者正在買爆包括秋衣秋褲、
法蘭絨睡衣、熱水袋、暖手寶、取暖
器、電熱氈和高領毛衣組成的江湖人
稱「過冬8大件」。僅10月上半月，保
暖內衣的銷售額就環比增長了246%，
其中，秋衣秋褲在包括法國、德國、
意大利、荷蘭、波蘭等在內的多個歐
洲國家的銷售額均達到了3到4倍的增
長。而熱水袋，在歐洲的銷售額取得
了300%的環比增長，暖手寶比上月增
長447%，低耗能的「取暖電器」環
比增長300%……而荷蘭、德國、法
國、波蘭則是歐洲買家大戶。
不僅如此，除了「過冬8大件」，

跨境電商平台上被歐洲人熱買的產品
還包括國產「光腿神器」。這種與膚
色相近、可以打造「光腿效果」的保
暖褲深受荷蘭、德國和法國女性喜
愛，10月至今，銷售額已環比增長
131%。看來再「凍人」也要美麗，所
言不虛。
以上這些，雖然看着都挺輕鬆，有

的甚至還有點「喜感」，但其實好笑的
背後是心酸。世界局勢日趨緊張，各國
人民劍拔弩張，生活水平被人為逼
退。但其實，跟國與國的爭端、意識
形態的不同比起來，疫情長期困擾、
經濟發展停滯、全球陷入衰退、氣候
危機加劇等等這一切都讓整個人類正
面臨着更大的危機。值此危難時刻，
實在應該牢記所有人、所有生物乃至整
個地球都是命運共同體，集體救亡圖
存都來不及，還鬧個什麼鬧呢。
Winter is coming，但你真的以為這

凜冬只屬於歐洲嗎？

中醫中藥經歷了2003
年「非典型肺炎」和近
年「新冠肺炎」兩次重
大疫情期間默默建功

後，越來越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
今天談一談安宮牛黃丸這味貴重中
成藥。事緣又在某藥店見到貼得滿滿
的減價促銷通告，便拍了個照片放上
社交媒體，寫上9個字示警：「急救
藥，非補品，咪亂喫！」最後3個字
是廣府話，就是「勿亂吃」的意思。
有網友問：「『得閒無事』服用會怎
樣？」筆者答道：「安宮牛黃丸是寒
涼藥……不宜當補藥食。打個不完全
貼切的比方：你家的水管不暢通，才
該用通渠水；如果水管正常，卻慣性
濫用通渠水，你家的喉管會襟用
嗎？」或許是一波又一波的廣告宣傳
深入香港民心，不少網友誤以為安宮
牛黃丸既是救急藥，同時也是補益
藥；甚至有人相信常服這藥可以預防
「中風」云云。
潘某人學過點中藥方劑學的皮毛，
這就乘機給讀者諸君「科普」一下。
安宮牛黃丸算是「年輕」的中成
藥，出自清代名醫吳鞠通（1758
年-1836年）的《溫病條辨》。吳氏活
躍於乾嘉年代，曾參與檢校《四庫全
書》中的醫書。
中醫中藥每每用上精準的術語去描
述病情、治則和藥物療效等等的分類
要點。安宮牛黃丸屬「開竅藥」，這
類藥主治「神昏竅閉」，人們都聽說
過的「中風」可以是其中一種。不過
按中醫的分類，類近中風的急病還可
再分為閉證和脫證兩類。閉證又再細
分熱閉和寒閉；熱閉用涼開（竅）

藥，寒閉用溫開藥，服後讓肌體回復
正常不寒不熱。脫證錯用開竅藥固然
大凶，寒閉錯用涼開的安宮牛黃丸亦
是寒上加涼，必加重病情。
漢語詞常有多解，日常用法和專業

用法可以大相逕庭。「開竅」兩字日
常會怎麼用？比如說，有個小孩學習
老是跟不上，忽然有一日好像都明白
過來，課業突飛猛進，旁人可能會
說：「這孩子終於『開竅』了！」
原來「竅」的本義是「空」，引申

為人體的「孔穴」，兩耳兩眼兩鼻孔
和口，合稱「七竅」。常用成語「七
孔流血」（又作「七竅流血」），是
小說戲劇中常見強調中毒身亡的特有
體徵。竅又引申為事情的重點，如
「竅門」、「一竅不通」等。中醫的
「開竅藥」不能讓人愈吃愈聰明，這
個命名說明了這類藥是治療「竅閉」
的徵狀。「竅閉」可以是耳、眼、口
等「孔穴」都無法正常與外界溝通，
不見不聞又不能說話，只是還有呼
吸。
香港中學會考曾經節選吳敬梓

（1701年-1754年）《儒林外史》中
「范進中舉」的故事。話說范進因為
中舉而喜出望外，暴喜引發神志不
清。有人立馬給他斷證是「痰迷心
竅」，請范進生平最怕的老丈人胡屠
戶嚇他一嚇，結果胡屠戶一個巴掌就
把范進打醒，「重開心竅」，回復常
態。范進也是「神昏竅閉」，卻不是
中風。這中間用了「恐勝喜」的治
則。心主喜屬火，腎主驚恐屬水，水
能剋火，這是五行的妙用。
安宮牛黃丸是救急中成藥，普通人

萬不可濫用亂服！

日常生活，柴米油鹽，和寫作不相關？相關呀！因為
寫作，我感到可沉澱生活的百般滋味呢。
寫作，是我生活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滋養我的精神

和心靈。寫出的作品反映了我的家庭、工作和夢想。人
生有百般滋味，社會萬事人情皆複雜，幸有家庭、工作及夢想，生活
就有溫情和盼望。各類題材皆成助力，是重要活水源頭，推動我去
寫，寫出甘苦，寫出困境或委屈，即便沒有知音，也有文字相伴。
生活裏有寫作，總會有不期而遇的溫暖，生生不息的想像，濃濃的

活力和希望，使我意志篤定，重拾給生活消磨或了的朝氣及能量，活
出更好的我！生活有愛，寫作就有動力，有興味和靈感，凡我走過，
所到處所遇到的人事，各樣遭遇，皆豐富了我的寫作題材，而我的文
字裏也出現了他們的身影和故事。
我渴望用文字串聯出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書寫出內心隱晦難言

的話語。文字似有魔法，常能撫慰我，療癒我的傷痛。寫下停下，搔
首踟躕時，翻看書架上浩瀚的典籍，彷彿陽光照耀着我，天地間即有
了溫度，暖暖歲月，在寫作中深感幸福。我渴求可駕馭文字，得心
應手，或潛進深邃的汪洋，或浮沉在宏闊的天空雲海，我尋覓得人
生方向，更可企及夢想彼岸！
生活有愛，即見題材俯拾皆是；我多年來在教育期刊寫青少年個案

故事，一直寫，寫出青少年的成長困惑，並讓青少年在閱讀中反思家
校問題，自我找出方向，肯定學習及成長之意義。
我享受創作之樂，享受少年讀者閱讀來信而感動難忘！何紫兒子小

宗，曾是我忠實小讀者，因我在《突破少年》寫故事，而竟遇上他父
親何紫，更和我結上不解之文學緣！
為少年人寫作，我樂在其中，一管筆讓我插上了翅膀，在文學天空

任飛翔。寫作令我沉澱了生活的渣滓，篩出清泉甘流，洗滌心靈，感
應自然與人的奇妙，情動於文字中，讓思潮
展開，流動如活水，生機勃勃！
我喜和讀者互動，我每下筆皆全力以赴認

真寫，盼得編輯及讀者一瞥再看就好了。為
了不致靈感斷絕而未可一氣呵成地寫，我
愛在夜晚筆耕，心靜是寫稿的最佳時刻，萬
物靜觀皆自得，寫得更爽暢！我期待自己的
創作，經得起時間和文藝的考驗，文思意旨
皆受眾人肯定。我享受寫作，令我的生活奔
向人間最美最遼闊的文學天地，何其幸福！

生活滋味 寫作沉澱
有夕陽的日子，

是舒朗的。我坐在
客廳的沙發上，任
由那落日的餘暉透

射進來，穿過飄窗上的金錢樹、
紫羅蘭，穿過茶几上的幾件相
框，穿過相框裏我和父母親的合
影，灑落在我和我的書頁上。那
書頁裏，常常是亦舒的小說、汪曾
祺的隨筆，或者是戈爾泰的詩，
那些文字，在光影裏似幻化出更
具意象的詩意來。我時常有種錯
覺，那美麗的五彩的光，是上蒼派
出的使者，帶着光陰的問候，帶
着大海的濤聲，走進我的生活，
來到我的身邊，給我溫暖的注
視，讓清冷的日子豐富無比。
大海就在不遠處，與那精靈

一樣跳躍的陽光相比，它顯然是
深沉穩重的。我和大海之間，有
很多具體的事物——比如屋頂，
我從窗子很輕易就能夠看見，大
部分的屋頂都被人的創造力物盡
其用，飄揚的被單常常五彩斑
斕，陽光的味道經過了晾曬之後
融進了人們的美夢；比如別人家
的陽台，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誰
家喜歡三角梅，誰家鍾意發財
樹，誰家在陽台的欄杆上精心放
置了一個鐵皮的橢圓形盒子，投
餵流浪的野鴿，傳遞着生靈之間
的善意；比如社區裏咖啡館和超
市相鄰相依，人們進進出出，有
忙碌亦有悠然，時常有人將大隻
的金毛犬或是哈士奇拴在超市外
面的門柱上，有大膽的孩童與牠

們玩耍，直到大人們看見，將孩
子一把抱開，惹得意猶未盡的孩
子哇哇大叫，我在高處看着，不
禁莞爾，這世界，究竟是純真的
善意多，還是天然的戒備多？我
忍不住輕輕地問自己。
社區和大海之間，有一條林蔭

道。高大的椰子樹和茂密的鳳凰
木在道路兩邊一唱一和。我在窗
邊，看那挺拔的椰子樹筆挺地站
立，如同齊整的哨兵，像是守
衛，而鳳凰木終年曼妙着，經冬
復歷春的年輪裏，寂寞了一路的
等待。林蔭道和大海之間，就是
曲折蜿蜒的海灘。每到假日，人
滿為患。他們與我一樣，都在夕
陽的餘暉裏，等待華燈初上，等
待夜色四合，等待月掛中天。
我和大海之間，那扇窗是潔淨

的，大海看上去纖塵不染。漲潮、
退潮，是海浪巨大的徘徊，唯有海
上來來往往的船隻還有漫長的海岸
知道它經歷了什麼。而我，遠遠地
望着，只看到大海身後的城市，與
南中國海和諧共生。在大海盡頭那
個看不見的地方，是另外的城市，
和大海一道，孕育着生命。
人和海之間的事物，與奔跑的
精靈的陽光一樣，都是帶有詩意
的，讓人心靈安寧。而我的閱讀和
書寫，究其實質，就是要在我孱
弱的生命個體與命運的大海之
間，構建起溫暖的事物與溫和的
過渡，抵禦命運的嘲弄和外界的
侵擾，它已超越了審美的意義，於
我的人生十分必要，不可或缺。

人與海之間

但凡一個時裝潮流興
起，不少女士都會一擁
而上追趕潮流，不想落

伍，試新事物的心態乃正常不過。但
有智慧的女性會先考慮這股潮流是否
適合自己，穿着了會否更美。最近流行
的穿着瑜伽褲上街，就在網上引起熱
議，更有男女對罵的情況，男多反對，
女維護，這股潮流可真來勢洶洶！
話說有天我們一群男男女女圍桌飯
聚，其間鄰桌一對男女離開時經過我
們身邊，女穿着緊身而薄的淺色瑜伽
褲，臀部豐盛的兩團肉在走動時彈跳
有力，很是吸睛，他們甫遠離一眾便
不約而同爆笑起來，我們都沒有任何
嘲笑意圖，只是實在忍俊不禁。
於是大家的話題就圍繞在現在流行
的瑜伽褲上：
「瑜伽褲貼身又薄，是為方便做運
動時穿着，並不適合用以上街出席任
何場合的。」
「這樣貼身，身體私位形態盡現，
我們男人看到就感到核突了，何來美
感可言？難怪這麼多男士在網上大肆
批評了。走在街上，10個女人，7個

瑜伽褲，難受死了！」
「現代社會，別那麼保守吧！」
「大批女人還反駁這是她們的自

由，為了抗議，有人更說要天天穿瑜
伽褲上街，太瘋狂了！只為追趕潮
流，不論好醜。」
「這確實是穿衣的自由啊！」
「是，穿衣只求自己舒服，管別人

什麼批評！」
「穿睡衣也舒服，但穿上街便會令

人覺得有礙觀瞻了。」
「肯定是舒服的才這麼多人穿。」
「女人上街前必照照鏡，難道她們自

己不覺得這種現形穿着沒問題嗎？」
「人有高矮肥瘦，腿短而粗的，穿

上鬆身直筒褲，可掩飾缺憾，盲目跟
風是自曝其短。」
「人要有自知之明，不少人都說這

樣穿着好醜，為何還自我堅持說靚？
女為悅己者容，為博取異性留下好印
象，現在是許多男人都不欣賞，是否
應該自我反省。」
「各花入各眼吧！」
「潮流這東西，大家習慣了便見慣

不怪。」

瑜伽褲之爭

西方世界有一處所在，是誰都
聽過卻無人親眼見過的，這便是
亞特蘭蒂斯。柏拉圖第一次在他

的《克里提亞篇》中提到了它。之後，便有無
數人考證出無數個版本。有人說它在希臘，就
是克里特島，被火山焚毀了。也有人說它在愛
爾蘭，還有人說它在塞浦路斯南面。但無論如
何，傳說當中的它是因其文明過高而獲罪的，
最後竟至一夜之間被罰沉沒。
不過也有人異想天開，覺得他們都還活着，
肯定是逃到海裏去了。儘管技術已經告訴我們
那裏深不見底，漆黑一片，但還有很多人相信
這一點。實際上，這可能是一種本能。在這個
如此巨大的藍色星球，就在人類智慧如此之高
的當前，人工智能也如火如荼的時候，海洋依
舊是一個謎。它在黑暗之中，讓人類的文明再
璀璨也僅限於地面。可神仙都不住在地面，他
們要麼在天上，要麼在海裏，要麼司死亡。這
些都是陸地之外的地方。因為一旦接觸陸地，
它就成了物的。所以，拜物教看來是一種陸地
文明。而這個佔據了五分之四面積的海洋，屬
於波塞冬，美人魚和龍宮。

中國人最熟悉的無外於龍了。這個渾身長滿
鱗片、具有海洋生物特徵的圖騰暗示着牠的海
洋屬性，但牠也是天神，司雨卻施恩予人。難
怪古代的皇帝都自比龍子，和人若即若離地聯
繫着。他實際上是一種交界。
希臘文明不這樣。我想柏拉圖第一次描述亞

特蘭蒂斯和他哲學當中的精神至上有莫大的關
係。因為海民僅靠索取就夠了，他們不像陸地
居民，要麼依靠農耕，與自然達成和解，然後
按部就班地播種收穫；也不是遊牧的，一不小
心草就被吃光了，需要被迫遷徙到別處。海民
應當是自由自在的。海洋當中有那麼多的魚，
無窮無盡。海水蒸餾成淡水從天而降。海洋給
予一切而無須勞作，也無須離開。再富饒之地
也不如海洋給予的多。離開了物的亞特蘭蒂斯
因而是精神性的。就像海明威《老人與海》也
是精神性的。老人打的並不是魚，他只是秉持
着信念去實踐。
既然是精神性的，就會有轉機。唐泰斯是在
偽裝成死人之後，經由海裏逃生的。他最後之
所以可以變成基督山伯爵，是因為他在某個海
島上發現了無數珍寶。現代電視劇更是鍾情於

海洋。每一次，當一個人步上窮途，幾乎無一
例外都要往山上跑，金庸喜歡讓主角掉到洞
裏。可更多的人卻喜歡讓主角跳海。想想也
是，跳海似乎生存的機會更大。但無論如
何，這個作為未知的海洋在戲劇當中是轉機的
代名詞，未知就代表着可能性。尤其在主角面
臨巨大危險的時候，未知可以讓作者給主角一
個機會。
甚至於真正生活在海洋當中的人也是精神性

的。海盜是唯一在海上生活的人。現實生活裏
他們惡貫滿盈，殺人越貨。可是西方文學和藝
術都很鍾情於他們，一次次把他們描繪成一股
純粹的力量。這力量因其靠天吃飯，就甚是生
猛。但誰也不知道他們是誰。好像他們生來就
跟情感不搭邊。只有一次，唐璜見識了海盜的
女兒，然後就被這個無邪少女的美貌震懾了。
但是，這少女什麼都不懂，她雖不像她的父親
那樣好勇鬥狠，可依然面目模糊。就好像在海
上呆久了，連帶海盜的性格都好像成了自然般
不可捉摸的。就這樣，連同亞特蘭蒂斯與龍
宮，海盜成了屬於海洋的神話，它們都成了可
探索的。

亞特蘭蒂斯、龍宮與海盜幻想

舒展的花瓣
歲月的流逝，模糊了它曾經的模
樣。家裏有一個包碎布頭的鋪襯
包。包袱皮是當年母親結婚包陪嫁
品的。時光荏苒，它像母親一樣老
了，老得看不出它原來的顏色，但
仔細端詳仍從它褪色發暗的容顏中

依稀辨出它曾經的艷麗。我想，是母親用
一生的光陰漿洗掉了它的底色，這底色染
得母親一頭的華髮。
這個鋪襯包裏包裹着一個色彩繽紛的世界，

讓拮据的日子，在母親的精心着色下閃着光。
小的時候，家裏不富裕， 很少買衣服
穿，一般都是自己做。家裏的縫紉機噠噠
噠的韻律像鐘錶伴隨着四季的腳步，唱着
春夏秋冬的歌曲。做衣服剩下的邊角料，
被母親板正地放到鋪襯包裏，年復一年，
各種剩布料愈摞愈高。
母親用這些碎布頭給我縫踢毽子的口

袋，口袋裏裝玉米粒或蕎麥粒，踢起來不
發飄。用綠色的布料縫書包，再用紅布剪
一個紅五星，簡易版的軍綠色書包就做好
了。上學時坐的墊子，是母親用許多五顏
六色方形小塊布片拼綴一起，這樣的百衲
墊子，細密的針腳裏縫着母親的愛和期
望。那時候實行衣服在褲子的膝蓋處，上
衣袖子的胳膊肘處打一塊對稱的補丁，我
就央求母親給我打補丁，追趕時髦。
母親的鋪襯包外觀方方正正，這是母親

生活規整的習慣。母親把做衣服剩下的邊
角料用電熨斗熨平，一層一層，整整齊齊
碼放在包裏。遇到布料大小不一，母親總
是把兩邊都找平衡，邊角不塌陷。寬的、
窄的、長的、短的、黑的、白的、花的、
素的，紗的、棉布的、的確良的、大絨
的、緞面的……形狀不一，各色雜陳，一
摞一摞地碼放在鋪襯包裏。
鋪襯包上面用一枚別針別着，這樣布料

不會散，還四稜四架美觀。打開鋪襯包，
就會聞到一股淡淡的香味，那是檳子的味
道。每年的8月節，母親都挑選大個品相
好的檳子放在箱子裏，放一年都有香味，
顏色變了，也不爛。我嘴饞，一次母親打
開上鎖的箱子，我趁母親不注意，偷着拿
一個吃，狼吞虎嚥地吃下這個放了幾個月
的檳子，也沒壞肚子。現在的水果放在冰
箱裏冷藏卻也只能保存一個星期。
記得小時候母親用這些邊角料打袼褙給

我們做鞋穿。爐子上坐着水壺，水燒開
後，倒進麵粉中攪拌，打一盤糨糊，母親
把布頭鋪在飯桌上，用毛刷往底模刷上一
層糨糊，之後把鋪襯選好一塊一塊挨排拼
黏上，黏至七八層。然後晾曬陰乾，板正
的袼褙就打好了。母親比照我們的腳用紙
絞鞋樣。然後用石筆在袼褙上劃，用剪子
剪，一個鞋底和鞋面就剪出來了。母親開
始納鞋底，上鞋幫，碎布頭在母親的手裏
變廢為寶，發揮着「餘熱」。
後來，箱子被淘汰換成了衣櫃，不上
鎖，母親不在家時，我就偷着從衣櫃裏把
鋪襯包拿出來，欣賞包裏各色的花布圖
案。在我幼小心靈裏，母親的鋪襯包就像
個萬寶箱，裝着花花綠綠的世界。那時，
我正是一個愛做夢、愛幻想的年紀，又如
癡如醉的喜歡畫畫，所以，這些布料頭豐
富了我的想像。一幅畢加索油畫、梵高的
向日葵、珂勒惠支的版畫在我的世界裏栩
栩如生。有時，我把花布披在身上，在鏡
子前左照右照，心裏美滋滋的。一塊花布
美麗了我的年少時光。
實際上，母親原來是不會做衣服的。母

親還在上學時認識了我的父親，嫁到塞
外，結婚生子，沒有學過針線活兒。我們
小時候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郵寄到姥姥
家，姥姥做好了再給我們郵寄回來，連同

剩下的布頭，姥姥說，如果衣服壞了可以
用上，用別的布對不上色。後來姥姥年紀
大了，不能為我們做衣服了，況且我們的
身體長得快，穿衣服也費。家住天山的本
家姑姑就每年來給我們做一次棉衣服，裌
襖和褲子。一來二去母親學會了做棉衣
服，母親的手法畢竟不嫻熟，另外母親幹
什麼活都講究四至，所以很慢。那時，母
親在一家國營賓館做會計，白天上班，晚
上漿洗縫補。有一次我睡醒了一覺，發現
母親還在燈下為我們趕製過年的新棉襖，
眼睛都熬紅了。
我們成家有了孩子後，鋪襯包又發揮了

作用。雖然不像我們小時候那樣「新3
年，舊3年，縫縫補補又3年」，母親變戲
法似地挑選包裏的布料，經她的手縫製，
一件花棉襖，一條小棉褲穿在孩子的身
上。綿軟舒適透氣性好。
北方冬天很冷。孩子上幼兒園穿的左3

層右3層，還是凍手凍腳。母親心疼外
孫，在鋪襯包裏選了一塊白點深藍色地的
布頭，給孩子縫製了一個帶帽子的連體棉
衣，腳和手都套裏面。俗話說：十層單不
如一層棉，非常暖和，給孩子穿起來還省
事，不用左一件右一件地套衣服，省去很
多麻煩，為早晨上班節省了時間。現在的
孩子們穿的連體衣服各式各樣，但在當時
送孩子去幼兒園，有好多家長向我取經，
連體衣可能是母親最早的發明吧。這件衣
服我至今保留，作為對母親的懷念。
後來這個鋪襯包打開的次數愈來愈少，

沒有人再用包裏的邊角料做東西，我們也
把它遺忘了。它成了藝術品被母親珍藏，
母親偶爾打開，撫摸着一塊塊各色的布
料，追憶它們曾經帶給清貧生活的幸福時
光，每塊布料頭都似一朵舒展開來的花
瓣，在一段段塵封的歲月裏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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