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生办起
爱心图书馆
通 讯 员 倪俊峰

本报记者 陈 强

今年 “五一” 小长假， 福建省泉
州市培元中学高二学生蔡程方和他

的同学一起忙着挑选出100本图书准
备给鲤城区妇联送去 ， 然后 ， 再交
到定点帮助的小学 。 这些书是从蔡
程方创办的 “美好生活爱心图书馆”
募集的图书中挑选出来的第二批捐

赠图书。
“美好生活爱心图书馆” 位于泉

州老城区繁华的西街， 和一家小酒馆
合为一体， 场地是酒馆老板无偿提供
的。 暖色调的灯光， 简洁的书架， 摆
放着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700多本图
书。 18岁的蔡程方是这家爱心图书馆
的 “馆长”。

今年初， 蔡程方在一本杂志上看
到国内其他城市设有公益的图书馆，
突然萌生了创办爱心图书馆的念头。
他大胆向小酒馆老板说明自己的设

想， 没想到一拍即合。 “现在有些人
做公益活动像是一阵风， 我不喜欢做
一次性的公益， 所以选择搞个爱心图
书馆 ， 让公益活动能够不断延续下
去， 感染更多的人。” 蔡程方向记者
说出了自己最初的想法。

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 ， 创办图
书馆不是件容易的事 。 摆在蔡程方
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 ， 图书馆的书
从何而来 ？ 为此 ， 他将创办爱心图
书馆的消息发布在新浪微博上 ， 并
且给一些出版社的微博发私信寻求

支持。
微博发布后， 果真有些网友寄来

了自己的书。 北京一家出版社更是一
口气寄来了四大箱全新的系列图书，
并来电表示今后将继续支持爱心图书

馆 。 泉州本土作家陈瑞统得知此事
后， 也给图书馆送来了9本自己的专
著。 据蔡程方介绍， 一些市民也加入
了捐书行列， 经常是静静地把书放下
后就离开。 “一位叔叔送来了500元
钱赞助图书馆， 还有些来泉州旅游的
背包客回去后也寄来了书， 这些都让
我很感动。”

蔡程方自办爱心图书馆的行为不

仅得到社会爱心人士的响应， 也得到
了他所在学校的肯定。 在培元中学团
委的发动下， 同学们积极为爱心图书
馆捐书， 短短几天时间里同学们就为
图书馆带来800本图书。 还有一些同
学成了图书馆的固定义务馆员， 他们
利用平时放学或者周末的时间， 轮流
到这里来帮忙分类整理图书， 而小酒
馆的老板则在同学们上课期间帮忙照

看图书馆。
蔡程方和同学们为这些捐赠来的

图书一一登记造册， 并把书分成 “泉
州本土 ”、 “文艺青年 ”、 “社会科
学 ” 等几个类别 。 而图书馆的借书
流程也十分简单 ， 只要你留下自己
的联系方式 ， 就可以把喜欢的书带
走 ， 一个月内归还即可 。 当记者问
是否担心出现有借无还的情况时 ，
蔡程方说 ： “我相信来借书的读者
都是真心喜欢阅读的 ， 会把这里当
作是一个分享知识的平台 ， 也就不
担心他们有借无还 ， 有的读者来还
书时甚至会顺便再带几本书来充实

图书馆。”
经过蔡程方和同学们的共同努

力， 这个爱心图书馆渐渐有了样子，
不到半年就募集到 2000多册图书 ，
他们从中精选了700多本作为固定馆
藏图书 。 他们发现 ， 来爱心图书馆
借阅图书的多半是成年人 ， 于是他
们决定把好书给小朋友们送上门去，
让这项公益活动有新的拓展 。 首批
30本图书 ， 已委托泉州市鲤城区妇
联转送给当地的小学。 蔡程方表示，
今后将继续跟踪这些同学们的阅读和

需求情况， 每季度为他们送上100本
好书。

近日， 泉州市鲤城区妇联将 “美
好生活图书馆” 确定为 “爱心分享阅
读” 的指定收书点。 蔡程方认为， 这
项公益活动已经得到社会的肯定， 今
后即便自己离开泉州， 也会有学弟学
妹接过他的工作， 将美好生活爱心图
书馆办下去。

父母没修行 孩子没前程

本报讯 （记者樊未晨） 近日， 一
本名为 《爱孩子， 是父母的修行》 的
书在北京举行首发。 首发仪式上， 中
国经济出版社教育教材出版中心主任

徐子毅介绍，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家庭
教育方面的书， 不少是教给家长三招
两式的， 但是这些解决的都不是教育
孩子的根本问题， 要解决教育孩子过
程中出现的根本问题， 重要的是完成
对家长的教育。

在 《爱孩子， 是父母的修行》 一
书中， 作者夜深用自己与孩子10年生
活的真实记录， 对父母的自我教育与
自我修行问题进行了阐释。

据悉， 该书还将在上海、 苏州、
南京等城市陆续举办读者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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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丹丹：

自强的人永远可以重新出发

实 习 生 冯明

本报记者 樊未晨

乔丹丹， 北邮的 “自强之星”。 这位
家境贫寒的姑娘， 去年参加了清华大学管
理学院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 过五
关斩六将， 成功通过笔试、 面试， 获得了
到清华大学硕博连读的保送资格。

勤工助学收获自强自立

与以往见过的贫困生不同， 乔丹丹总
是笑盈盈的， 从她的身上完全感觉不到生
活的苦难与家境的贫困。

但乔丹丹心里一直很心疼自己的爸

妈。 “看着爸妈那么辛苦地生活， 我很心
酸”。

乔丹丹的家在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小

乔沟村， 父母靠种地和农闲时外出打零
工支撑着家 ， 经济条件一直不好 。 为了
供3个孩子上学， 丹丹的父母几乎做遍了
各种各样的苦力活， 做木活、 修管道、 滚
涂料……

靠助学贷款解决了在北京邮电大学4
年的全部学费， 乔丹丹执拗地认为， “生
活费再向父母伸手索要简直就是种耻辱”。
于是，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 乔丹丹就决定
完全靠自己。

从老师和师哥师姐那里得知， 学校里
的 “勤工助学中心” 能够给贫困生提供助
学岗位， 刚入学的乔丹丹来不及感受初入
大学的喜悦， 就开始在每天下课后去邮局
取报纸， 然后再给行政办公室的老师们一
一送去。 这件看似很乏味的事情， 丹丹却
干得有滋有味。 在丹丹看来， 只要能让远
方的家人少一些劳累， 自己苦点累点又算
什么呢？

在助学中心， 丹丹一干就是4年， 平
均每天2小时， 每月的收入大约在400元左
右 ， 再加上学校给贫困生提供的家教机
会， 她不仅可以养活自己， 有时还可以接
济家里。

参加勤工助学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收

获， 就是 “提高了自强自立的能力”。

每一个认识乔丹丹的人都说， 与刚上
大学时相比， 她简直变了一个人。

4年前刚入校时， 丹丹一说话就脸红，
而现在， 她已经是学校助学中心的小主管
了， 将中心的业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曾经
有人担心， 助学中心的 “工作” 会影响丹
丹的学习成绩， 事实是： 在校期间， 乔丹
丹不仅成绩一直稳居NO.1， 还连年被评
为 “三好学生”， 并多次获得 “国家奖学
金” 和 “国家励志奖学金”。

自强的人永远可以重新出发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老师和同学眼中
不折不扣的 “乖乖女”， 曾是一个让父母
头疼的 “顽劣儿童”。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乔丹丹的成绩
很一般。 当时， 她的父母除了要供他们兄
妹3人上学外， 还要照顾常年生病的奶奶。
父母曾经动过让丹丹辍学的念头， 但最终
还是忍住了。

后来， 为了赚更多的钱， 丹丹的爸爸
跟别人合伙去做生意， 结果失败了。

乔丹丹永远记得那天， 爸爸手里的烟
一根接一根慢慢变成灰烬。 这让她深切地
感受到了父母的压力和艰辛， 她暗暗提醒
自己 ， “学习是我现在唯一能做好的事

情， 一定不能白花这学费。”
从此 ， 乔丹丹在学习上像变了一个

人。
小学六年级的暑假 ， 看到二哥学英

语， 她非常好奇 ， 就天天拽着二哥教她
英语对话。 从此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 且一发不可收拾 。 初中时 ， 英语老
师看她如此酷爱英语 ， 就给了她许多英
语练习册 ， 给一本她做一本 ， 给一本她
做一本……就这样， 她的英语成绩一直很
不错。

这样的好成绩一直坚持到高三。
但是， 就在距离高考不到三个月的时

候， 在一次模拟考试中， 丹丹突然从一二
名滑落到二三十名。 这让丹丹一度特别憋
屈， 最终影响到了高考———与自己梦想中

的清华大学失之交臂。
不过， 自强的人永远可以重新出发。
带着爸妈的鼓励， 从踏进了北邮校园

的那一刻起， 乔丹丹就坚定地告诉自己，
“这里， 将是一个重新起飞的地方， 青春
年少， 需要的是飞翔。” 丹丹的努力没有
白费， 如今， 期待已久的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硕博连读的录取通知书， 为她铺展
了一条继续前行的路 ， 她终于圆梦清华
园， 飞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陪女儿读书 读女儿的书

冯 ■

第一次买回大卫·维斯纳的书时，孩
子爹翻了翻， 嘀咕：“这什么啊， 字这么
少，还这么贵。”

这是我们这代人关于书的 “偏见”：
字少图多、字体太大、留白太多、行间距
太空的，都属“不值”———因为都是小时

候没看过绘本、图画书的人，连电视都少
看， 从识字开始就看的是字， 字越多越
好。然而女儿生于图像时代，被动画片、
iPad和数不清的精美绘本包围，读书，对
她来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虽然作为一个新闻专业毕业生，早
知“一图胜千言”之说，但总觉得文字比
图像更有智力上的优越感。 我也是从陪
女儿读书开始， 开始对绘本和图画书的
魅力有了重新认识。

谢尔·希尔弗斯坦的《爱心树》，有段
时间是女儿杭之的最爱， 天天晚上都要
看， 给她读了不下一百遍吧。 我有点奇
怪，她当时也就两岁多点，不可能体会到
那种甜蜜又心酸的感情。

只能说，好的童书，你可以两岁看、
二十岁看、乃至四十岁看，谢尔·希尔弗
斯坦的所有书都让我有此一感。《失落的
一角》《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向上跌
了一跤》《阁楼上的光》《一只会开枪的狮
子》等，虽是简笔画，有的文字只有一句
话甚至几个字，论及的却是快乐与成功，
选择与放弃， 寻找与自我实现这些人生
的根本问题，如今，这几本也是我常常翻
看的手边读物。

大卫·维斯纳的 《7号梦工厂》《1999
年6月29日》《疯狂星期二》等，也是我推

荐给不少妈妈的。要说内容就更无稽了：某
个星期二晚上， 一个池塘里的青蛙全飞上
了空中……这能有什么“教育意义”？不过
正是因为连文字都没有， 每次看都能天马
行空地生发出不同内容：我们一起给7号梦
工厂里的小男孩和小云起名字， 每次安排
不同的对话，演绎更丰富的细节，想象飞向
外太空的蔬菜会遭遇什么， 飞翔了一圈又
落回池塘的青蛙是什么心情……我还会把
杭之说的内容记在旁边， 用不了几次，文
字，自然也就认得了。

回想起来，我从未刻意“培养”杭之读
书或教她认字， 但是从《小黑鱼》《小房子》
《猜猜我有多爱你》《逃家小兔》 到G·V·西
纳顿的《奇奇好棒》、岩村和朗的“十四只老
鼠 ”和 “七只老鼠 ”系列 ，再到 《查理与劳
拉》、“托马斯小火车”，等等，就这么一路读
来，5岁的杭之已经把常用字基本认全了。
现在， 常能看见小小的一个人拿本书坐在
凳子上，埋头半天不说话，偶尔发出咯咯的
笑声。

要让孩子爱看书， 先问问自己是爱读
书的父母吗，孩子最是有样学样。杭之曾经
有一个在姥姥奶奶界传为笑谈的习惯，不
到两岁时每次坐便盆前， 都要急急提着裤
子去书架上找书———和她爸妈一个样。

对小孩来说， 不仅父母要读书， 还要
“陪”他/她一起读才行。因为小孩享受的不
仅是书，还有父母的臂弯和陪伴。现在，舍
得花钱给孩子买书的父母很多， 但愿意花
时间、花心思陪孩子一起看书的，可能就没
那么多了。在我家，每晚半小时的睡前读书
时间雷打不动———即使书上的字她全都认

识，即使有些已经读过几十遍。
稍大一点的时候 ， 开始带她去书

店———虽然网上买书更方便，更便宜，但是
我希望她能体会在书店或图书馆里乱翻书

的乐趣，也不能想象，我的女儿，将来若是

生活在没有书店的城市，该有多可悲。
鉴于她的年龄， 也鉴于她爸妈小时候

总觉得书不够读的变态补偿心理， 她目前
在书店拥有无限购买权———只要她喜欢的

书都可以买（还好，她没有爸妈小时候对书
的饥饿感，所以并未让爸妈破产）。不过，这
也让我渐渐意识到，即便她只有5岁，即便
她从小看的书都是我挑的，但她就是她，不
是我。我们的审美、兴趣都有不同，我也许
可以影响她，却不能完全左右她。

话说某天，她很正经地考我：“妈妈，你
说世界上最小的东西是什么？”我不得不回
忆几乎已经忘光的物理知识， 底气不足地
答：“分子？哦，不，是原子。”她：“不对，是夸
克。” 我惊：“你怎么知道
的？”

她拿出《妈妈，这是为
什么呢？》 丛书中的一本。
那套书是她在书店自己找

到的，说在幼儿园看过，很
喜欢。我翻了翻，还不错 ，
有些问题提得挺有趣 ，但
不是我会主动给她买的那

类书。
我喜欢优美，明亮，有

好奇心和想象力的童书，
对只会告诉你 “世界上最
高的山是哪座” 一类的知
识问答型图书，不太感冒。
总希望让她通过书籍 ，体
会到的是更丰富、细腻、宽
广无垠的世界， 而不要太
早局限于什么是什么 、不
是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
是错的这么边界绝对 、非
此即彼的结论性概念。

但显然， 从她学会说
人生第一个“不”字开始 ，

就一直提醒着我：她是她自己。
再比如她最近的新宠 《巴啦啦小魔

仙》。
一直自诩要做通达开明和孩子一起

成长的妈妈，虽然还不能像龙应台一样，
为了解孩子痴迷的摇滚乐就研究西方现

代音乐发展史，但冲着她说起“小魔仙变
身”时兴致盎然的小脸，看一套12本的动
漫书，不要落下“才5岁就和她没有共同
语言了”的口实，还是必须的。别说，一边
想起了自己追看动画片《花仙子》的少年
时光， 也才知道了这套我不以为然的动
漫作品在4～10岁小朋友中拥有的惊人粉
丝团。

书籍，为孩子奠定精神的底色，打开
他们认识世界的一道门。作父母的，有责
任拉着孩子的手，扶他到门口，在他走不
稳的时候，陪他走一段，却不能一直拽着
他的手不放， 让他必须沿着你指给他的
路去走。读书此理，人生此理。

人随心动
书伴心行
北京八中高二（1） 陈冠宇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 你喜欢什么样
的旅行？ 我一定会回答他：人随心动，书
伴心行。 读书———让心灵去旅行。

最近， 我的心就和余秋雨老师一起
出了趟远门。我们一起去了莫高窟，看了
道士塔，赏了洞庭湖，游了白帝城。 跟随
着余老师，我转了大半个中国。如同他的
学童一样，跟在他后面四处张望着，欣赏
着，惊叹着，问着，活生生一个刚刚进城
的农村娃儿。我玩儿得甚是开心，却不知
为何余老师称其“文化苦旅”。

一趟玩下来，我最爱三峡。如果余老
师是个著名导游， 那他一定是从讲解三
峡起家的。

“中国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一
个外国朋友曾这样问余老师，“如果你只
向我推荐一个地方会是哪里？”余老师随
口吐出的答案便是“三峡”！很不幸，现在
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亲临余老师口中的

那个中国最值得一去的地方了。
白帝城是三峡的起点，“绣口一吐半

个盛唐”的李白和“白帝托孤”悲忿而苍
凉的刘备。 豪迈与沉郁，诗情与战火，白
帝城确实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种神貌。

接下来两百多公里的三峡， 余老师
都不敢再多加评论， 我岂敢用我这根拙
劣的笔妄言一二。 “其间两岸连山，略无
缺处。 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
分，不见曦月。 ”郦道元这段话描写得着
实贴切。

告别了余老师， 告别了品着苦咖啡
游着大中国的品味（旅程）。 我又找了一
位导游，一位老师，一位小作家。 用周立
波的话来评价， 他一定是一位吃着大蒜
戏说人生的“平民艺术家”。

我跟着曹■老师寻访了一千多年前

李斯丞相的仕途之路。
如果说听余老师讲故事我就像个刚

进城的农村娃儿的话，听曹老师讲，我就
像个久经磨砺的老人，看透世间百态，品
尽人间百味， 戏谈着李斯用血拼下来的
仕途之路。在曹老师笔下，吕不韦不过是
个具有商业头脑，投机取巧的商人，吕不
韦让我明白了原来不仅阿迪达斯、 耐克
这样的品牌可以打出去， 在他吕不韦手
中连皇帝这样的中华千年老字号一样可

以用起来打出去。
在曹老师笔下， ■只不过就是个

简单到吃软饭吃到权倾天下的 “假宦
官”。 ■的成功一蹴而就，简简单单两
三行字，先生便一步登天，而他的失败
在曹老师笔下更是那样轻描淡写， 不值
一提。

整个仕途曹老师只选了两个主

角———李斯和嬴政。 李斯身上的大官之
相， 嬴政身上的王者之气， 让人无法抗
拒。

这一趟旅行我高高在上， 俯视着下
面的一切人：生的那样简单，死的同样痛
快。昨天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今天就要沦为阶下囚， 昨夜还是一介布
衣，今晨便已位及人君。一切都让人提心
吊胆，容不得半点松懈。 不愧名为“流血
的仕途”。

不论是曹■还是余秋雨， 他们都是
我的老师，他们是吃大蒜的也好，喝咖啡
的也罢。我读书没有境界，我只想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

生长在美国却独爱中国古典诗词

14岁华裔女孩南开旁听博士课
本报记者 张 国文并摄

因为写诗为校园里一个土丘命名， 14
岁的美籍华裔女孩张元昕最近在南开大学

引起师生关注。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 这位
同学虽然年幼， 但已是中文系本科学生，
出版了个人诗集， 还颇受88岁的加拿大皇
家学会院士、 著名诗人叶嘉莹教授的垂
青， 获准旁听叶教授的博士生课程。 而她
此前并未读过高中。

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及对叶嘉

莹教授的崇敬， 去年秋季， 13岁的张元昕
从美国纽约来到天津， 以留学生的身份入
学， 就读南开大学文学院。 目前， 经过校
方允许， 张元昕得以旁听叶嘉莹教授的博
士生课程。 为了陪读， 张元昕之母邓路辞
去了在华尔街的工作。

张元昕与家人之间多以英语交谈， 是
个典型的 “ABC”。 邓路告诉记者， 张元
昕1997年年底生于美国。 不过与很多中国
小孩一样， 她4岁起跟随外祖父母邓国光、
曲奉先———两位古典诗词学者背诵诗歌。
家人发现她不但认字、 背诗很快， 而且5
岁时就写出了第一首五言诗。 她小小年纪
就有大量旧体诗问世， 2008年自选了300
首诗词， 在大陆出版了个人诗集 《莲叶上
的诗卷》。

2009年， 张元昕从电视节目里看到叶
嘉莹教授讲诗歌， 深受感染 ， 给教授写
了一封信并得到回信 。 叶嘉莹在加拿大
温哥华讲学时， 张元昕专门从纽约赶去

听了几次讲座 。 她的才华引起了叶嘉莹
的注意。

当时在纽约读中学的张元昕决定报

考南开大学， 以更好地跟随叶嘉莹学习。
去年， 她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及校方组织
的入学考试， 获准入学。

今天4月， 张元昕为每天路过的一处
土丘写了首词， 为其取名为 “锦丘”， 取
“繁花似锦” 之意。 她和家人郑重其事地

将这首词用白纸打印出来 ， 写了一段说
明， 制成纸牌， 立在旁边。

“我是坐落在南开大学河边的一个小
丘。 我的名字叫锦丘。 一天， 一个过路的
学生为我赋了一首词 《蝶恋花·锦丘》。 开
满樱花和海棠花的小山坡没有名字多可

惜， 就叫它锦丘吧。” 在纸牌上， 她还恳
求园林工人保留这个名字和这首词。

她们本想买一块合适的能插在地上的

木板， 没有找到， 就制作了纸板代替。 这
面纸牌果然被保留下来， 吸引了不少师生
驻足。 张元昕说， 自己当时看到土丘上开
满了花， 每天去看看它们， 有一天傍晚突
然觉得 “应该给它取个名字”， 第二天早
晨就作了这首词。

她说 ， 自然景色容易引起自己的感
触， 哪怕有时一片叶子落地也会令自己心
动。 灵感到来的时候， “笔就停不下来”。
她还经常捡一些落花， 带回家养在水里。

张元昕还从外祖父母编著的 《中国花
卉诗词全集》 中， 挑选了大约20首描写海
棠和桃花的古诗词， 制成纸牌挂在校园里
的树木上。 她认为， 这样可以让师生欣赏
美丽风景的时候也欣赏到优美的诗歌。 她
说： “只要我们都学诗的话， 我们的心灵
会变得很美好。”

这个戴眼镜的女孩眯缝着双眼吟诵起

苏轼的 《海棠》， 脸上还略带害羞的神情。
不过当说起古典诗词， 她就变得健谈。

她认为， 吟诵的传统应该延续下去。
老师叶嘉莹告诉过她， 一定要通过吟诵，
让诗歌自然合乎格律。

除了学诗， 张元昕还擅长弹钢琴。 事
实上， 她在纽约读中学时 ， 课业成绩很
好。 她幽默地表示自己很高兴目前 “不
必上高等数学课”。 不过母亲邓路告诉记
者 ， 家里打算用其他方式为她补习高中
课程。

张元昕告诉记者， 自己一般在早上写
诗 ， “现在发现早上好像灵感越来越多
了 ， 很奇怪 ”。 她同时觉得 ， 自己的诗
“都写得不够好”。

她会挑出自认为较好的诗歌拿给诗词

大家叶嘉莹教授看， 有时叶教授会帮她修
改， 评价她笔还太 “生”。

她说， 叶嘉莹教授令自己眼界大开，
几乎影响了自己一生的方向。 她认真地对
记者说， 自己已经 “找到了人生方向 ”，
将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都打算从事
教学工作 ， 讲授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文
化。 她注意到， 在美国的同龄人里， 即使
是华人， 对中国古典诗词感兴趣的还是不
够多。

叶嘉莹叮嘱过学生， 儒家的经典不是
用来背的， 而是用来做的。 张元昕认为，
叶教授身上能够很好地体现出这一点 。
“她的学问和人品是浑然一体的， 她温柔
敦厚， 你不可能不尊敬她、 不爱她。” 她
觉得自己能做的是， “只好努力学习， 回
报她”。

历朝历代的诗人中， 突然 “蹦” 到她
脑子里的是李白和白居易， “然后杜甫会
蹦出来”， 辛弃疾、 苏轼、 李清照、 李煜，
也都会出现。 “很多时候这些名字一起蹦
进来的”， 所以很难说谁是她最喜欢的诗
人。

上学期， 张元昕修了一门诗学研究课
程。 她从中学到， 很多诗人一生往往经历
过颠沛流离， 才写出了伟大的诗歌。 这使
她愈发能够体会 “文章憎命达” 的含义。

张元昕的家人刻意对记者保持低调，
不愿女儿过早被奉为 “天才” 式少年， 希
望女儿能够少受干扰， 潜心求学。 而这位
少女自己也从古人身上获取了这方面的智

慧———她写过 《惧成方仲永》 一诗： “方
子天才五岁赋， 不学二十成凡夫。 我今虽
作诗三百， 惧成仲永悔时哭。”

张元昕在校园里为人介绍诗词。

成长书橱

达人文苑

牛人榜

寻找青春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