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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诗人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等于和一位高尚的人对话。
”多读书、读好书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成长中的青少年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正因为如此，本世纪初教育部即将一些中外名著推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与此同时，相关省份也把
经典名著阅读纳入了中考和高考命题的范围。
然而，当今多数中学生承受着繁重的课业负担，阅读时间有限。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准确掌握经典名著的精深内涵呢？
苏州大学出版社精心策划、出版本套《经典名著深度导读丛书》，其目的就在于帮助广大青少年读者
融会贯通，获得一条领略古今中外名篇精髓的捷径。
    本丛书由名家名师联合编著，融原著与导读为一体。
各章节均由“内容概述”、“原文”、“深度导读”、“练习测试”四部分构成。
其中，每一章节前的“内容概述”着重介绍本章节的主要情节和中心议题，指导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本
章节的内容要点；“原文”经梳理或删减后，其情节更加紧凑，主题更加突出，更有利于读者抓住情
节的主要脉络去领略思想者们卓尔不群的精神境界；“原文”后面的“深度导读”，从“重点解析”
、“写法探微”、“名家集评”这三方面着手，帮助读者站在名家与巨人的角度与高度去了解作品的
思想精髓、作家的写作技法，以及可能存在的考点、难点；最后的“练习测试”主要是为中考、高考
服务，力求做到读与思结合，学与练同行，通过激发学生的思考力，使其在充分解读的基础上，获得
对名著文化意义的真正理解。
    《经典名著深度导读丛书》为青少年学生升学考试和提高文学素养提供了最有用、最直接、最便捷
的帮助。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读者不仅能够在应试中立竿见影，取得收效，而且能够在反复品味中终身受益
！
    苏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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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典名著深度导读：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所作的回忆散文集，共10篇。
最初在《莽原》杂志发表时总题目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辑成书，改为现名。
鲁迅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正受着北洋军阀当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
1925年他因支持学生运动，受到“正人君子”们各种“流言”的攻击和诽谤。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枪杀进步学生，鲁迅受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受
守旧势力的排挤。
在这样的处境中，鲁迅曾说：“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
”《经典名著深度导读：朝花夕拾》中的10篇作品，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
虽然是回忆文章，但都反映着当时社会斗争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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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引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
范爱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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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注意本文选取典型事例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法和欲扬先抑的写法。
    文章围绕长妈妈选择了五个方面的事情，又以感情变化为线索来组织文章，使长妈妈的品格风貌表
现得非常突出。
开头的第1、2段，作者以深厚的感情和简练的笔法介绍了长妈妈的身份、地位及名字的来历，旨在说
明她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甚至连真实姓名也不为人们所知的平凡劳动妇女。
接着第3—5段，从“我不大佩服”的感情角度，写了长妈妈喜欢“切切察察”和夏天在床间摆成一个
“大”字的睡态，刻画了她质朴而唠叨、略带粗野的性格。
第6—12段，着重从“我”的“不耐烦”去写长妈妈懂得许多规矩，如说人死为“老掉了”，不能进死
了人和生了孩子的屋子等，文章述说这些“琐碎之至”的规矩，意在说明长妈妈有着跟千百万深受封
建思想毒害的普通劳动者一样的特点：质朴的品质和迷信的缺点。
第13—18段，随着感情的变化，作者又从“我”对长妈妈产生的“空前的敬意”，来写长妈妈讲“长
毛”的故事，从而揭示了她愚昧的一面。
第19—29段，文笔一转，写了“我”对长妈妈产生“新的敬意”的原因，是长妈妈用自己微薄的收入
给“我”买回了“我”渴望已久的带画的《山海经》，展示了她的“伟大的神力”一一“别人不肯做
，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从而突出了她对“我”的关心，体现了她热情、仁慈、乐于助
人的品质。
而长妈妈高洁的灵魂也就在这“剥笋”式描写里，在由表及里、由浅而深的认识过程中得以完整而清
晰地展现：她是沾染封建迷信而又质朴、善良、慈爱的劳动妇女。
作者在充分展现了长妈妈的品格风貌之后，在文章结尾处以深厚的感情抒发了自己对她的怀念之情。
    全文线索清晰，结构上绝不平铺直叙，是经过精心构思的。
作者欲扬先抑，写知道阿长谋害了“我”的隐鼠时，感情上是“憎恶”她；对于阿长的平常举动，“
我实在不大佩服她”；对于阿长所懂得的许多规矩，“我”也是“不耐烦的”；尽管在阿长给“我”
讲长毛的故事时，“我”也曾“发生过空前的敬意”，但那后来也“逐渐淡薄”了；是因为阿长给“
我”买《山海经》，才真正“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甚至连“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
文章最后以“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结束，表达了作者对阿长的深切怀念之
情。
这种“层层剥笋”的方式，使长妈妈的形象在先抑后扬、对比映衬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写法探微    善于抓住细节描写人物。
写人物最怕把人物的鲜明性格淹没在一般性的叙述之中，俗话说，“于细微处见精神”，鲁迅就是善
抓细节的高手，他善于抓住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个性。
例如，文中写长妈妈时，有这样几个生动的细节：她在“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的时候，还要“
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表现了长妈妈的饶舌多事，爱说
闲话；长妈妈夜间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经旁人提醒以后，依然如故，“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
颈子上”，这似乎是涉笔成趣，其实表现了长妈妈的粗俗和不拘小节；描写吃福橘，“我”一醒就要
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
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
当“我”忽而记得了隔夜长妈妈的提醒喊“阿妈，恭喜”时，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
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写出长妈妈的朴实和善良以及对“我”的关心和祝福；写她
买来《山海经》时，“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哥
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这里，不仅看到一个衣着朴素、满脸笑容的劳动妇女的外貌，而且听到她那亲切自然的言语，感受
到她为孩子办成一件事后内心的无比喜悦。
长妈妈饶舌多事、不拘小节、朴实、善良以及仁慈的性格在这些细节中刻画得淋漓尽致，收到了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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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P18-20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朝花夕拾-经典名著深度导读>>

后记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
且以他为胡人。
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
胡》。
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日：麻胡来！
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
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
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
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王比，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毗怖之则止。
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胁云：薛尹来！
咸类此也。
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
”(原注：麻祜庙在睢阳。
部方节度李丕即其后。
丕为重建碑。
)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
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今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
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
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原书有注云：“卅读如习。
”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
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
序有云：    “⋯⋯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
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
⋯⋯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
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
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
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
，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
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
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迹。
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
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
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
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
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
⋯⋯”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
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
不必说他错。
    这部《百孝图》的起源有点特别，是因为见了“粤东颜子”的《百美新咏》而作的。
人重色而己重孝，卫道之盛心可谓至矣。
虽然是“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与不佞有同乡之谊，——但我还只得老实说：不大高明。
例如木兰从军的出典，他注云：“隋史”。
这样名目的书，现今是没有的；倘是《隋书》，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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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华民国九年(1920)，上海的书店却偏偏将它用石印翻印了，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
百孝图全传》。
第一叶上还有一行小字道：家庭教育的好模范。
又加了一篇“吴下大错王鼎谨识”的序，开首先发同治年间“纪常郑绩”先生一流的感慨：    “慨自
欧化东渐，海内承学之士，嚣嚣然侈谈自由平等之说，致道德日就沦胥，人心日益浇漓，寡廉鲜耻，
无所不为，侥幸行险，人思幸进，求所谓砥砺廉隅，束身自爱者，世不多睹焉。
⋯⋯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几全如陈叔宝之无心肝。
长此滔滔，伊何底止？
⋯⋯”其实陈叔宝模胡到好像“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
。
这是有几个人以评“郭巨埋儿”和“李娥投炉”的事的。
    至于人心，有几点确也似乎正在浇漓起来。
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
现在是连“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
这大概为因不满于《百美新咏》而教孝的“会稽俞葆真兰浦”先生所不及料的罢。
    从说“百行之先”的孝而忽然拉到“男女”上去，仿佛也近乎不庄重，——浇漓。
但我总还想趁便说几句，——自然竭力来减省。
    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行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
太平无事，闲人很多，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
加以绵密的研究。
曹娥的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很有许多人知道的。
但这一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
    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    “⋯⋯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
面抱着浮上来的。
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
’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
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
”    好！
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
么艰难！
    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卅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
。
但吴友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1892)却正是两尸一同浮出的这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如
第一图的上方。
我想，他大约也知道我所听到的那故事的。
还有《后二十四孝图说》，也是吴友如画，也有曹娥，则画作正在投江的情状，如第一图下。
    就我现今所见的教孝的图说而言，古今颇有许多遇盗，遇虎，遇火，遇风的孝子，那应付的方法，
十之九是“哭”和“拜”。
    中国的哭和拜，什么时候才完呢？
    至于画法，我以为最简古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僭本，这本子早已印人《点石斋丛画》里，变成国
货，很容易人手的了。
吴友如画的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
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宜的；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耳濡目染，最擅长的倒在作“恶鸨虐妓”，
“流氓拆梢”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
但影响殊不佳，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画中，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样，一切孩童都画得像
一个小流氓，大半就因为太看了他的画本的缘故。
    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较地更难画，因为总是惨苦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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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郭巨埋儿”，无论如何总难以画到引得孩子眉飞色舞，自愿躺到坑里去。
还有“尝粪心忧”，也不容易引人人胜。
还有老莱子的“戏彩娱亲”，题诗上虽说“喜色满庭帏”，而图画上却绝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气息。
    我现在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标本，合成第二图。
上方的是《百孝图》中的一部分，“陈村何云梯”画的，画的是“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这一
段。
也带出“双亲开口笑”来。
中间的一小块是我从“直北李锡彤”画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上描下来的，画的是“著五色斑斓之
衣为婴儿戏于亲侧”这一段；手里捏着“摇咕咚”，就是“婴儿戏”这三个字的点题。
但大约李先生觉得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这样的把戏究竟不像样，将他的身子竭力收缩，画成一个有胡
子的小孩子了。
然而仍然无趣。
至于线的错误和缺少，那是不能怪作者的，也不能埋怨我，只能去骂刻工。
查这刻工当前清同治十二年(1873)时，是在“山东省布政司街南首路西鸿文堂刻字处”。
下方的是“民国壬戌”(1922)慎独山房刻本，无画人姓名，但是双料画法，一面“诈跌卧地”，一面
“为婴儿戏”，将两件事合起来，而将“斑斓之衣”忘却了。
吴友如画的一本，也合两事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一些，且绾着双丫髻，——
不过还是无趣味。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
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
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
老莱子的作态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
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
一个“摇咕咚”。
    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
的图。
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
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
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
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关于老莱子的，《百孝图》上还有这样的一段：    “⋯⋯菜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尝弄雏于双亲之
侧，欲亲之喜。
”(原注：《高士传》。
)    谁做的《高士传》呢？
嵇康的，还是皇甫谧的？
也还是手头没有书，无从查考。
只在新近因为白得了一个月的薪水，这才发狠买来的《太平御览》上查了一通，到底查不着，倘不是
我粗心，那就是出于别的唐宋人的类书里的了。
但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我所觉得特别的，是文中的那“雏”字。
    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
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Hina，写作“雏”。
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
所以英语的Doll，即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
古人就称“雏”，后来中绝，便只残存于日本了。
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这弄雏的事，似乎也还没有人画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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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搜集的另一批，是内有“无常”的画像的书籍。
一日《玉历钞传警世》(或无下二字)，一日《玉历至宝钞》(或作编)。
其实是两种都差不多的。
关于搜集的事，我首先仍要感谢常维钧兄，他寄给我北京龙光斋本，又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又
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庄本。
其次是章矛尘兄，给我杭州玛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最近石印本。
又其次是我自己，得到广州宝经阁本，又翰元楼本。
    这些《玉历》，有繁简两种，是和我的前言相符的。
但我调查了一切无常的画像之后，却恐慌起来了。
因为书上的“活无常”是花袍，纱帽，背后插刀；而拿算盘，戴高帽子的却是“死有分”！
虽然面貌有凶恶和和善之别，脚下有草鞋和布(？
)鞋之殊，也不过画工偶然的随便，而最关紧要的题字，则全体一致，日：“死有分”。
呜呼，这明明是专在和我为难。
    然而我还不能心服。
一者因为这些书都不是我幼小时候所见的那一部，二者因为我还确信我的记忆并没有错。
不过撕下一叶来做插画的企图，却被无声无臭地打得粉碎了。
只得选取标本各一——南京本的死有分和广州本的活无常——之外，还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
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来塞责，如第三图上方。
好在我并非画家，虽然太不高明，读者也许不至于嗔责罢。
先前想不到后来，曾经对于吴友如先生辈颇说过几句蹊跷话，不料曾几何时，即须自己出丑了，现在
就预先辩解几句在这里存案。
但是，如果无效，那也只好直抄徐(印世昌)大总统的哲学：听其自然。
    还有不能心服的事，是我觉得虽是宣传《玉历》的诸公，于阴间的事情其实也不大了然。
例如一个人初死时的情状，那图像就分成两派。
一派是只来一位手执钢叉的鬼卒，叫作“勾魂使者”，此外什么都没有；一派是一个马面，两个无常
——阳无常和阴无常——而并非活无常和死有分。
倘说，那两个就是活无常和死有分罢，则和单个的画像又不一致。
如第四图版上的A，阳无常何尝是花袍纱帽？
只有阴无常却和单画的死有分颇相像的，但也放下算盘拿了扇。
这还可以说大约因为其时是夏天，然而怎么又长了那么长的络腮胡子了呢？
难道夏天时疫多，他竞忙得连修刮的工夫都没有了么？
这图的来源是天津思过斋的本子，合并声明；还有北京和广州本上的，也相差无几。
    B是从南京的李光明庄刻本上取来的，图画和A相同，而题字则正相反了：天津本指为阴无常者，它
却道是阳无常。
但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
那么，倘有一个素衣高帽的东西，不问他胡子之有无，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只管去称为阴无常或
死有分，我和南京人则叫他活无常，各随自己的便罢。
“名者，实之宾也”，不关什么紧要的。
    不过我还要添上一点C图，是绍兴许广记刻本中的一部分，上面并无题字，不知宣传者于意云何。
我幼小时常常走过许广记的门前，也闲看他们刻图画，是专爱用弧线和直线，不大肯作曲线的，所以
无常先生的真相，在这里也难以判然。
只是他身边另有一个小高帽，却还能分明看出，为别的本子上所无。
这就是我所说过的在赛会时候出现的阿领。
他连办公时间也带着儿子(？
)走，我想，大概是在叫他跟随学习，预备长大之后，可以“无改于父之道”的。
    除勾摄人魂外，十殿阎罗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案桌旁边，也什九站着一个高帽脚色。
如D图，1取自天津的思过斋本，模样颇漂亮；2是南京本，舌头拖出来了，不知何故；3是广州的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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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本，扇子破了；4是北京龙光斋本，无扇，下巴之下一条黑，我看不透它是胡子还是舌头；5是天津
石印局本，也颇漂亮，然而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边去了：这是很特别的。
    又，老虎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的脚色，拿着纸扇子暗地里在指挥。
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伥鬼”？
但我乡戏文上的伥鬼都不戴高帽子。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
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
升为“学者”。
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    《玉历》式的思
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
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
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入冥，帮办公事的脚色。
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又以其本是生魂也，则别之日“阳”，但从此便和
“活无常”隐然相混了。
如第四图版之A，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
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有了生魂人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
    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
——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
有知道得很清楚。
然而从此也更传讹下去。
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
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如何？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
，一面乱发议论了。
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
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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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记述作者的童年生活和青年求学历程，追忆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对往日
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
记录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历程，生动描绘清末生活画面，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之作
。
在生命的长河里，露曦与朝暮更替交织，在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拾起脚下路边的野花，装进思想
的背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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