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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祁继先，藏族，曾用名慈仁群佩，1952年1月26日

出生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大学本
科学历，中共党员。1967 年参加工作，1969 年应征入
伍，1971 年底由部队选送进中央民族学院，攻读汉藏
翻译专业，1975年元月大学毕业到北京民族出版社从
事翻译出版工作。1983年调到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
历任藏文室翻译组组长，藏文室副主任、主任、副译
审、译审；翻译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翻译局副局长
等职。2000 年 10 月调民族画报社任副社长、副总编
辑，兼任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正司
级巡视员。系中国译协民族翻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版协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中国《格萨尔》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民委高级职称
评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二级教授。

主要成果有：翻译作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消失的地平线》、《迪庆藏
族民间故事》、一至六年级小学《语文》（12 本）等；著
作：《雪山圣地卡瓦格博》、《香格里拉东旺人》等；论
文：《文学翻译与创作》、《藏族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

《格萨尔与姜岭大战》、《从“香巴拉”到“香格里拉”》等
20 多篇；策划选题：《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藏彝
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辉煌60年》等重大
选题。获得省部级以上奖10多项。

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自1927年南

昌起义初创之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90年的光
辉历程。在这支光荣的人民军队的队伍中曾经有过
一个主要由藏族战士组成的民族连队，它的名字叫

“藏三连”。
1953年年底，德钦县人民武装部根据昆明军区指

示，组建民族基干队；1955 年民族基干队改编为民族
基干连；1956年8月1日，民族基干连改编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云南省公安边防第34团第六连；1957年11月，
云南公安边防第34团改编为云南公安边防第一团，六
连隶属于边防一团领导；1960年7月，云南公安边防第
一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步兵第一团，六
连改编为第一营第三连，简称“藏三连”；1969年3月，
驻中甸一团与腾冲二团换防，“藏三连”调至中甸，隶
属于二团领导；1970年1月，驻中甸部队精编为昆明军
区独立第七营，“藏三连”隶属于独立营领导；1973 年
12月迪庆军分区成立，“藏三连”隶属于迪庆军分区独
立营领导；1983年3月撤销迪庆军分区独立营，“藏三
连”改编为迪庆军分区独立连；1985 年“百万大裁军”
时撤销独立连。

“藏三连”从一个脱产的民兵队伍到光荣地加入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历经32个春秋。在历史长河
里32年是短暂的，但对“藏三连”来说是光荣的。回首
往昔，岁月峥嵘。“藏三连”的32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从无到有，在激烈残酷的风雨战斗中不断成
长，全心全意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英勇战斗的 32
年；是为保卫祖国、维护和平、支援国家建设流血流
汗、甘于奉献、建功立业的 32 年；是人民战士热血喷
涌、意气风发、英雄模范人物辈出的32年。

在保卫新生人民政权，平息叛乱的5年斗争中，先
后参加平叛剿匪作战50余次，击毙、俘获以龙巴格色、
桑树林、吉如松等为首的反动土匪350余人，荣立集体

一等功，4 名战士荣获战斗英
雄称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军民联防，
保卫边疆，成绩卓著，连续 10
年被评为“四好连队”，被昆明
军区授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
极分子先进单位”，荣记集体一
等功，并授予“硬骨头连”的荣
誉称号。30多年里荣获昆明军
区、云南省军区、丽江军分区、
迪庆军分区分区授予的奖状、
奖旗40余张（面）。“藏三连”向
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
卷，英雄连队，当之无愧！“藏三
连”虽然已经撤编了，但它永远
留在我们的心中，永远留在我
们的记忆里。

笔者怀着对英雄无比崇敬
的心情，于 2017 年 5 月 14 日从
北京出发，历时近两个月，行程

数千里，在昆明、丽江、香格里拉、德钦等地，走访了见
证“藏三连”建连初期、平叛战斗，以及和平时期等不
同历史阶段的老战士和已故连队主要领导的亲属 40
多人，还走访了迪庆军分区和丽江军分区，到云南省
图书馆查阅了《国防战士报》。尽管历史资料中查找
到的有关“藏三连”的记录少得可怜，但采访的收获还
是不小的，特别是此次采访中捋清楚了德钦平叛战斗
的基本情况，并了解到了“藏三连”一些鲜为人知的故
事，让人感到欣慰，感到满意。采访中，最让人感到痛
心的是过去已有的连史档案、荣立战功的锦旗、受到
表彰的奖状等珍贵文物遗失殆尽。

对我来说，这次采访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是
一次亲身体验红色文化教育的课堂，是一次接受生动
的革命理想和信仰教育的过程。革命先烈、战斗英雄
以及老战士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解放军的至深
感情，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使我深受教育，深深地
被打动。比起这些参加过平叛战斗，经受了血与火、
生与死的考验的老前辈、老革命们，感到自己是那样
的渺小！所采访的众多人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藏三连”建连初期参军或参加过平叛战斗，还健在的
王凤朝、扎史、达瓦、单珍此里、江洋、扎史此里、南德、
白玛康卓、阿果、嘉措饶登、鲁追、顿珠、巨米、此里农
布等14位老战士，他们中年龄最大的88岁，年龄最小
的也已经80岁了。老战士们回忆起峥嵘岁月，依然激
情澎湃，神采奕奕。

在丽江安度晚年的 86 岁的“藏三连”老指导员王
凤朝听说我要来看他，他拄着拐杖早早地等候在马路
边上，一进家门，就指着挂在客厅中央墙壁上他与周
总理、陈毅副总理的合影，眉飞色舞地介绍起 50 多年
前他一生最难忘的时刻，他说：“能受到周总理、陈毅
副总理的接见，并且零距离接触，聆听周总理的教诲，
不仅是我的荣幸，更是‘藏三连’的光荣！”那幸福满满
的表情洋溢在老人的脸上。

家住云岭乡扎龙村 88 岁的老战士南德回忆起旧
社会给农奴主当牛作马的悲惨生活时老泪纵横，讲起
新社会穷人翻身解放、当家做主、参加人民解放军、参
加平叛战斗保卫人民政权时，老人眼里闪烁着光芒，
像一个小孩一样笑逐颜开……

我面前这位身材高大威猛，精神矍铄，说起话
来声如洪钟的耄耋老人是 1956 年参军的单珍此里
老战士，经历过平叛血与火的洗礼，转业后在山乡
当武装部长、乡党委书记，继续发扬“藏三连”的精
神，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后来退休了，
他却退而不休，当起乡党委的参谋，他说：

“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
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
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
幸福的事……”

老战士扎史此里给人的印象是个心地善
良、淳朴憨厚的实在人，他皮肤黝黑，笑的时候
露出洁白的牙齿，与你对话时他总是十分谦逊
地伸伸舌头，他收藏着 50 多年前他在部队时
穿过的一件老式军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
凭布票做衣服的年代里，扎史此里是多么需要
这样质量优良的衣服啊！但是，他一直没有舍
得穿，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深
厚感情。他抚摸着衣帽，深情地说：“共产党、
解放军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在黑夜里摸

索着的我们这些穷人们指明了道路，把我们当人看，
真心为我们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共产党、解放军的
恩情。”我请他把军装穿起来，老人家穿上军装，顿时
精神抖擞起来，英气不减当年。

81岁的老战士白玛卡卓是一位精瘦的老人，瘦削
的脸，淡淡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身穿一套
褪了色的藏装，斜跨书包，足蹬一双运动鞋，走起路来
快步如飞，见人总是乐呵呵的，他见到我时从怀里小
心翼翼地掏出好几个证件：复员证、立功证、残废军人
证，这些证件已经很破旧了，但是他仍然像宝贝似的
用红布包着，拿的时候轻手轻脚，唯恐落下地丢失
了。他复原以后，回到家乡，投入到建设家乡的事业
中，他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到了部队里，他说：“我这
一生没有别的东西奉献，唯有坚守在部队时的优良传
统，党叫干啥就干啥，像松明一样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为建设社会主义流血流汗；送3个儿子当兵，为的
是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最让我感动的是住在永芝上村的老战士阿果，老
人因患脑梗瘫痪在床上，他今年 84 岁，我的老战友汪
秋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来意，他能听得懂，频频点头，只
是说不出话来。当介绍到我是从北京来的“藏三连”
老兵时，老人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双手合十，激动不
已，泪流满面。我看着这位曾经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
权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老战士，心里一阵难过，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
起。在与他告别时，他久久地拉着我的手不放松，两
代战友相遇时那一份温暖的感动，离别时那一种依依
不舍的眷念充盈心间……

老战士们一生一世，无怨无悔，把爱的甘霖，洒在
前行的道路上。他们那慈祥的笑容，如沁人心脾的甘
泉，融化了我的心。他们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深深地
教育了我，化作心头的丰盈和充实；他们无私奉献的
高尚品质，深深地感动了我，吸引了我，让我的心潮久
久地激荡着、澎湃着、感动着。

在德钦县烈士陵园中，陈列着一排排墓碑，一座
座墓碑代表着一份份忠诚，凭吊烈士的英魂，缅怀先
烈英雄事迹，热泪盈眶祭英魂。时至今日，我们仍然
能触摸到先烈们跳动的脉搏，仍然能感受到先烈们呼
吸的频率。“为人民而死无上光荣，为人民利益而死重
如泰山”，奠定了人民军队为谁打仗，为谁牺牲的思想
根基。他们顽强不屈、英勇献身，难道不是为了人民
今天的幸福吗？难道不是为了祖国的明天更美好，祖
国的未来更富强吗？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只有崇尚英
雄的军队，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军队；只有崇尚英雄
的民族，才能成为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烈士，就是一
座不朽的丰碑；一个英雄，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激励
人们追寻英雄、仰望崇高，激发爱国主义情怀，不断增
强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实现中国梦
不断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学习和倡导英雄精神的今天，对革命先烈和革
命前辈们作一番深入的探究和记录，让英雄精神与我
们一路同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发
扬百折不挠、勇敢无畏、敢于牺牲、奉献人民的英雄精
神，战胜一切困难，应对一切挑战，为实现昭示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愿景的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应该说，这是一
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
先烈流血牺牲，千千万万革命前辈前赴后继、艰苦奋
斗换来的！ （未完待续）

从梅里雪山走来的英雄藏三连
★祁继先

他做生意赔个底朝天，女朋友又成
为别人的女人，兜里揣着仅有的一块钱，
面对父母所期望的愿景，他真的是感到
这个世界不能容他了，因而就解了腰带，
系上脖子，准备把这一百多斤的肉体交
给生长在荒野上的一棵大树……

可是，事与愿违，也许是这棵树在故
意，竟然在他蹬掉脚下石头的那一瞬间，

“咔嚓”就折了枝，当时秋黄的树叶儿下
雨似的落在他的泪脸上，断了的树枝却
颤颤的躺到了他的面前。他回头看着树
枝断裂处流出了一股“清泪”，并悲哀地
慢慢地不再动弹……

“我没死，而它死了！”待他逐渐清醒
过来时，发现系着他的这枝树枝上的叶
子已经枯萎了。他知道，是它救了他的
生命，而它则依然选择了死亡。

后来他心中就产生了愧疚感，他对
不起这棵树，也许死掉的树枝就是大树
的左臂。渐渐地他也慢慢地想到了在乡
下的父母，因而一种最大不孝之感就盈
上心头，使他无法不痛恨自己的幼稚与
无耻！

当他远离那棵大树的时候，猛然回
头，才发现，这棵大树尽管在那片荒野站
得威风凛凛，然而也免不了给人心头袭
上一丝孤独。可是，它却能在那个蛮荒
之地独具成一道威风凛凛的风景！

那一天，他回到自己租住的土屋，夜
里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树的种子在
空中飘飞，其中有的很幸运地落到了肥
沃的地上，有的落到了它们同类的身边，
而有的则落到了干旱贫瘠的荒原上，有
的甚至落到了怪石林立的石头缝隙里
……可是它们并没有怨言，而是各自千
方百计地去适应环境，寻觅自己萌芽出
世的时机和机缘。当春风走过的时候，
它们都及时地从各自的地点萌发，生长，
虽然生长的速度和身段的肥瘦不一，然
而它们最终都成为一棵树站直在这个世
界里遮风避雨。

这个梦极大地启迪了他东山再起的
信心，从此他不再沉沦，而是像树种子一
样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出世的时机，毅然
决然地要出发，要长高，要长成这个生存
世界的一道威风凛凛的风景。

后来他从小工做起，在经历近十年
的磨砺拼搏后，他终于又成为商界的一
棵大树，一道风景。

如今他退休了，人在敬畏他，然而他
敬畏的却是那棵大树。大树从生下来和
人一样没有选择地盘的权利，可是大树
却能随遇而安地坚强地活好自己。人的
确该敬畏一棵大树，敬畏它的随遇而安，
敬畏它坚强不屈的精神，把自己也长成
一棵大树，长成一道魅力无限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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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421600162816。

香格里拉县臻爱商行，不慎遗失
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云国税字
510902198212089165号。

遗失声明

敬畏一棵大树
■宋殿儒

四十年栉风沐雨，风雨兼程；四十
年砥砺前行，薪火相传，四十年我们耕
耘在雪域高原深处。在迪庆藏族自治
州成立60周年之际，香格里拉市红旗
小学也迎来40华诞。值此，全校师生
谨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校的社会
各界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和最崇高
的敬意。

四十年校庆，不仅是一个展示业

绩、彰显魅力的庆典，更是一个描绘蓝
图、延续文化的盛会。庆典将至，我们
诚挚邀请各级领导、广大校友、各界朋
友在2017年9月27日莅临我校，共襄
盛典，同谱华章！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香格里拉市红旗小学
2017年9月15日

香格里拉市红旗小学四十周年校庆公告

周恩来总理接见“藏三连”代表王凤朝指导员。

不同时期的“藏三连”战士复员证。

吃月饼是欢度中秋佳节的一个传统习俗。在我
们家乡，大多数人家过中秋节，都要做上一桌好菜，
备上月饼、水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叙谈、赏月、吃
月饼，喝酒品茶。也许，这就是我们普通百姓最朴素
最传统的欢庆仪式了吧！

我的老家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小村庄里。小的时
候，别人家过中秋都是到商店里购买月饼，我们家的
月饼却是母亲自己动手制作的。父母亲养育了我们
兄弟姐妹共五个子女。父母收入不多，必须勤俭持
家，母亲自制月饼也是勤俭持家的一项举措。

1960 年，我们家乡先后遭受了严重干旱和洪灾
等，我们家和好些人家一样缺吃少穿，但大家瓜菜代
粮，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抗灾救灾，恢复生产，坚忍
不拔。

这年中秋节，为了让全家人能够吃上月饼，母亲
把想方设法积存起来的少量黄豆炒熟，用石磨磨成
粉，再加入很少的红糖水，搅拌成月饼馅；将为数不
多的小麦磨成粉，发好面，再打好碱，反复地揉搓成
空心圆面团，包上月饼馅，并将这些做好的圆面饼，
放进木刻成型的月饼模型内，压制成“月饼”的模样，
然后，再用文火慢慢地焙干、焙熟。如此这般，香甜
可口的“家庭定制”月饼就新鲜出炉了。

这年中秋节的晚上，皎洁的月亮又大又圆，亮汪
汪的月光如水般地洒落在我家宽敞的院坝里美不胜
收。哥哥姐姐们迈着欢快的步伐，轻快地搬出自家
的方桌、板凳，摆上月饼、老叶茶等好吃的东西。然
后，父母亲恭恭敬敬地“敬月”，敬月以后，我们全家
七口人，围坐在方桌周围，开始吃月饼、喝茶。这天
晚上，我们全家老小，人人都吃上了两块小月饼。

虽然，这些月饼是如此的简陋、朴素。但是，我
们却兴致勃勃，边吃边谈。时至今日，我还会清晰地
记得父亲教导我们兄弟姐妹要刻苦读书，用知识改
变命运的神情，以及母亲慈祥的微笑和小妹吃月饼
时天真活泼的模样。我们都说，这月饼又香又甜，好
吃极了，简直令人回味无穷！

自然，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随着我的哥
哥姐姐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我们家逐渐摆脱了贫
困，过上了较好的日子。但是，每逢中秋节时，母亲
依然如故地要制作月饼。当然，月饼质量越来越好，
增添了用腊肉、花生、水果等做饼馅的月饼品种。固
然，这些月饼依然简陋朴素，但是，因为是被全家“私
人定制”的，所以非常适销对路，受到全家人的厚爱。

光阴荏苒，50 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沧海桑
田，早已物是人非。我母亲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因病

去世。我们兄弟姐妹也因工作生活等原因，纷纷离
开了老家，有的去了其他市县，有的去了广东，有的
去了上海，小妹去了欧洲某国。

岁岁中秋，今又中秋。欢度中秋，月饼必不可
少。年逾六旬的我，数十年以来先后品尝过花色品
种繁多，价格档次各异的月饼，其中，自然有制作精
美，价格高得离谱的月饼。也许是因为心理因素，或
者生理因素口感失衡吧，总之，在我的心灵深处固然
认定：我的母亲亲自动手制作的月饼，是最为脍炙人
口，过“口”难忘的月饼。就连我的小妹也说，1960 年
的中秋月饼，是她吃过的最好吃的月饼。

我们怀念母亲自制的月饼，并不是要说“过苦日
子要比过富日子好”，不，并非如此。

我们怀念自制月饼，是眷念艰苦年代贫困家庭
那 种 浓 浓 的 亲 情 和 坚 忍 不 拔 奋 发 向 上 的 精 神 风
貌。

家制月饼带给我太多的缱绻情愫。我想，欢度
中秋并非一定要有高档的月饼，只是需要所有的亲
人都欢聚一堂，品尝简陋朴素的自制月饼，喝大碗老
叶茶或者自制的葡萄酒，一边叙谈，一边赏月，那温
馨祥和的氛围，也许才是中秋节本来应有的滋味儿
吧！

简陋朴素的家制月饼
□ 乔德芳

古往今来，每逢中秋良宵，无论男女
老幼、富贵贫贱，都会相邀赏月、玩月、拜
月、祭月……凡与月有关的人间百相尽
皆融入明月情怀，莫不能外，从而演绎出
多少浓郁繁复的民俗风情。面对那一轮
圆月，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们更会把
酒问天，对月感怀，在一轮秋影一袖清风
的启迪中，玄思冥想，神驰八极，直至触
摸到一些人生哲理与形而上的终极问
题。他们望明月而挥毫的隽永诗篇，至
今开启着我们的心智，成为提升我们的
灵魂、抚慰我们的乡愁、美化我们的襟怀
的无价精神财富。

“年怕中秋月怕半”。每年中秋给人
的伤感不仅仅是寄托在圆圆的月饼里有
关乡音、乡情、乡愁的思念故土亲人的情
怀，还有对加速终结这飘满桂花香气的
一个月时光的留恋与不舍。生活这般美
好，而人生却如中秋圆月一般有限，眼见
时间账册上的支出越来越多，在良宵的
陶醉中，有几人又能够少几分惊惧？这
种突然袭来的时光意识，到了文人骚客
笔下，就会化抽象的概念而为生动可感
的艺术具象，就会在清宵仰望中，借那一
轮神秘的撩人清光，挥洒出融诗情、画
意、哲理于一体的佳句来。“今人不见古
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的《把酒问
月》把苍茫的时间感受与时空感慨化入
诗中，妙语极尽往复、回环之美，而又互
文见义，蕴涵着极大的容量。人生短暂
而明月亘古如斯，其弥漫的淡淡忧伤，已
然超越个人的愁思而化为一种浩茫的历
史忧愁。七百多年后，当风流才子唐伯
虎重复读此佳句时，忍不住在其《把酒对
月歌》中复又慨叹：“李白前时原有月，唯
有李白诗能说……今人犹歌李白诗，明
月还如李白时。”而化入王昌龄诗作《同
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中的“荏苒
几盈虚，澄澄变今古”，寥寥十个字，就道
尽了月相变化之下的人世沧桑：那澄澄
月色既恒久而又幻化不定，仿佛就是它
的几度盈虚，倏忽间已构成人间的朝代
盛衰、世事兴替，悠远而空灵的意境令人
玩味不尽。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

看？”苏东坡在《中秋望月》一诗的诘问，
让读者与诗人一道于恒久中悟出无常，
亦尝到了人生如羁旅，漂泊难定；月亮虽
长在，却有盈亏的几分无奈。而在其另
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一千古
绝唱中，诗人的感悟则有了升华，在对李
白《把酒问月》的传承中，将明月与人事、
自然与社会紧密关联起来，概括出“月有
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的哲理名言，显示出一种旷达的胸怀，所
以，诗人最终以积极的心态，向普天下人
发出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笔者不禁想象，那时诗人的心
情必定如看破红尘一般静谧安详，如同
那中秋之夜洒落一地醉意散乱的光晕
吧。

读着前人的诗句，想到日渐临近的
中秋，身在铁路一线的我因为工作不能
回家与妻儿共聚赏月，内心虽然神驰往
复，心神似喜似悲，但每每看到那些脸挂
笑意的他乡游子能够不远千里回家与亲
人共度中秋时，内心却也多了几分自豪
与幸福。更何况面对如银月一般的高铁
动车、如人生一般富满哲理的两根平行
的钢轨时，身为凡夫俗子的我虽然吟咏
不出流传千古的诗句，却有着一样的对
月伤感情怀。面对冷秋，面对一霎的良
辰，清静、悲凉如同程砚秋、如同骆玉笙
的唱腔一般浸润了全身。最是这蓝得耀
眼的高天，有时挂着丝丝缕缕的几抹微
云，让人一望而知，只有秋天才有这样澄
澈的碧空。却又陡添了几许欣喜。兴致
已然勃勃，就趁这静谧秋夜，且偷得浮生
半日闲，来个东施效颦一般，也仰头仰望
一望这轮中秋明月吧。

月中有桂树白兔相伴，今宵嫦娥必
不寂寞，寂寞的应该是人间的文人骚
客。于此之时，不禁又想起唐人曹松《中
秋对月》中“直到天头无尽处，不曾私照
一人家”的诗句，更有与朱自清同题被凤
凰传奇演绎的《荷塘月色》，诗以抒怀，歌
以咏情，这一轮中秋之月的无私公平普
照下的大地，这一轮中秋的淡淡月光照
耀出的古今不同，其中真的有悲喜两重
天之感了。

中秋明月
★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