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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文

  沂蒙山区，不少坡度平缓的低山丘陵，戴着
顶“帽子”，仿佛一座座烽火台。
　　如果在当地问路，百姓会指着说：看，朝那
座崮的方向，走下去，就到了你想到的地方。　
　他们口中的“崮”，学名为“岱崮地貌”，被认为
是继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张家界地貌、嶂石
岩地貌之后的中国第五种造型地貌。
　　沂蒙地区有上千座山崮，又以七十二崮最有名。
山峦密集，崮与崮遥相呼应，崮与崮紧密相连……
　　岱崮钟灵天赐貌，自然造化鬼神惊。它立于
高山之巅，或坐或卧或立，穿透历史，熬尽年华，
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大地的子孙。

一眼万年

　　层峦叠嶂的山东沂蒙老区，随处可见姿态
奇特的山——— 群山之巅，山峰顶部平展开阔；但
四周陡壁峭立，山体坡度由陡到缓，酷似山顶上
放置了一块巨大“石台”。“石台”或方形，或圆桌
形，或鸡冠形，远远望去，像星罗棋布的烽火台，
又像是大自然馈赠给山的一顶“礼帽”。
　　这种独特的造型，当地人称为“崮”。字形结
构看，崮是“坚固的山”，顶上有“山”，下面“稳
固”。《现代汉语词典》字义解释，崮指“四周陡
峭、山顶较平的山”。
　　现代诗人苗得雨曾这样描述：“沂蒙山所有
崮，几乎都是山上有山。那山上山，上面平，四面
是悬崖（当地叫光崖），崮之名也由此得来。”当
地曾有小学生在作文里这样生动描写：“看，远
处出现了抱犊崮壮美的躯体，像一顶巨大无比
的草帽扣在山顶上。”
　　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中的崮，主要集中
在沂蒙山区的蒙阴、沂水、沂南、沂源、平邑、费
县、枣庄市山亭区等 7 个县区境内。据说沂蒙
山崮就有上千座，其中有名有号的崮不下百座，
组成了壮美的沂蒙崮群。数量之多、地域之集
中、形态之壮美，世所罕见。
　　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崮”是玉皇大帝
在沂蒙山区插的七十二根擎天柱，因龙王的龙
子龙孙们经常顺着柱子爬上天庭，惹弄是非，玉
皇大帝一怒之下，挥剑斩断擎天柱，因此留下了
七十二根柱桩，慢慢演变成今天的“七十二崮”。
　　崮在沂蒙山区分布广泛，又以临沂市蒙阴
县的崮最为集中、典型，有“沂蒙七十二崮，三十
六崮在蒙阴”之说，而蒙阴的岱崮镇就有 30 多
座崮。
　　“七十二崮”中，有不少以神话传说命名。例
如，蒙阴县垛庄镇的孟良崮，因北宋抗辽名将孟
良曾屯兵于此而得名。在费县、兰陵和枣庄山亭
区的交界处，还有数易其名的“抱犊崮”。汉代称

“楼山”，魏晋称“仙台山”，唐则称“抱犊山”，明
清时叫“君山”。唐《元和郡县志》记载：“昔有遁
隐者，抱一犊于其上垦种，故以为名。”
　　更多的崮，则以象形命名。
　　“崮上草原”，这是蒙阴县岱崮镇有名的观崮
景区。登上观景台，眺望四方，山峦起伏、梯田层
叠、郁郁葱葱，群崮尽收眼底。这些“崮”千姿百
态，各具风采，或雄奇，或险峻，或秀美，有的像山
顶上冒出的巨型蘑菇，有的似古老城堡，有的则
像古代美女发髻。一处“神佛崮”，从侧面看，宛若
一座大佛静坐，鼻孔、眼眉、嘴唇等惟妙惟肖……
　　临沂市沂水县博物馆，陈展着几枚崮上发
现的三叶虫化石。贝壳中轴凸起，两边肋叶分层
清晰，这种长着坚固甲壳、在距今约 5 亿年前
的寒武纪广泛存在的生物，曾多次出现在沂蒙
山崮上，蕴含了地壳运动的神奇密码。
　　沂水县博物馆馆长耿涛介绍，寒武纪时期，
山东的地壳不稳定，沂蒙地区经历过海陆变迁，
陆地沉降变成海洋；在晚古生代，陆地升高海水
退去，而三叶虫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经
过大自然的沧桑巨变，这些三叶虫的遗体形成
化石后。如果运气好的话，现在去崮上，还能捡
到不少三叶虫化石呢。”耿涛说。

一见如“崮”

　　令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
了神奇地貌。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被
发现的？
　　关于崮的成因，国内学界认为，主要是由于
地壳垂直错动，又经过几百万年的风化侵蚀、逐
步演变而成，形成演化过程主要是沉积、抬升、
成熟、消亡 4 个阶段。崮属于方山地貌，方山的

形成包括软硬互间的平缓地层、长期缓慢抬升
的构造运动条件和较强的外力侵蚀作用，同时
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区不多见。
　　地形风格独特的崮，深深吸引着旅行作家
李存修。
　　 2007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事旅游文化
考察的李存修，来到蒙阴县岱崮镇。当时正是春
天，山崮遍野桃李盛开、花红柳绿，群崮林立、争
耸天表。游遍世界各大洲、考察过地球上无数名
山大川的他，坦言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崮群。
　　“它为什么不生在山腰，不长在山脚，不立在
平地，而偏偏从大山的顶端冒出来呢？它为什么
不是山丘的形状，不是峰峦的外相，而四周那样
笔直陡峭，顶端又坦荡平缓呢？这一座座的崮，为
什么偏偏选中了沂蒙山，而没有落户他处？”
　　他考察发现，这些崮有独特性和差异性。每
座大山顶部，总有那么一块突出的部位。从这些
崮群，他联想到国内所熟悉的“喀斯特地貌”“嶂
石岩地貌”“张家界地貌”和“丹霞山地貌”，但以
上 4 种地貌，不能代表沂蒙山这种崮群的地貌，
后者应是更稀奇和不可替代的另一类地形地貌。
　　李存修把这些发现和判断写成一篇《沂蒙
望崮》，在北京的一家旅游文化杂志发表。不久，

《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予以发表。这引起有关
部门的重视。
　　 2007 年秋天，中科院以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张义丰教授为首的 15 位专家组成课题
组，历时 5 个月、6 次深入沂蒙山区，实地考察
和吸收众多学者的地貌研究成果，提出了“岱崮
地貌”一说，得到了地质地貌学术界的广泛响
应。全国地质地貌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一致通过评议，把“崮”这种地貌正式命名为“岱
崮地貌”，列为中国第五大造型地貌。
　　学界认为，在距今约 5 亿年的寒武纪时
代，沂蒙山区还沉浸在汪洋大海之中，海底有一
个个突起的山地。风吹雨打、海流摆动等外力作
用无时不在侵蚀着山地，经过千万年逐渐降低
成平原。当平原再遇地壳抬升时，再次被抬起，
形成平顶的山地，从而进入新一轮侵蚀循环。
　　岱崮地貌上部为寒武纪开始形成的厚层石
灰岩，抗风化剥蚀能力强，在长期的风力、流水
侵蚀和溶蚀及重力作用下，不断坍塌后退，形成
典型的方山“帽子”；下部基座由易风化的页岩
等组成，总体厚度远大于顶部方帽。在长期的风
化剥蚀作用下，逐渐形成近似锥体的缓坡。崮就
是新一轮侵蚀循环的残留物，平坦崮顶就是平
顶山地的遗存，崮顶高度可以代表古平原的抬
升高度，隐含了地壳抬升运动的重要信息。

一场见证

　　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每年都能看见一张
熟悉的面孔。这位老兵经常会来纪念馆，缅怀牺
牲在此的战友。今年国庆节前夕，他又一次穿着
绿色军装，站得笔直，一边向烈士墓碑敬礼，一
边哽咽：“我以后来得不多了，我 90 岁了！”敬
礼完毕，他在旁人的搀扶下，抹着眼泪，哽咽地
说：“再见了呀，再见吧……”
　　韩寿春，蒙阴县垛庄镇后里村人，参加过莱
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
等。1946 年 10 月，年仅 14 岁的韩寿春报名参
军，成为鲁中军区医疗队的一员。1947 年，他跟
随队伍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复员后，他回到家
乡，在村里当起了赤脚医生。
　　孟良崮，蒙阴县垛庄镇一座险要的山峰。在崮
群中，这座最著名的孟良崮反而缺少了“崮”的特
征，但它却因驰名中外的孟良崮战役而家喻户晓。
　　一方是精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张灵甫的整
编第七十四师，自诩为“天下无敌”；一方是小米
加步枪的共产党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被认
为“必败无疑”。国民党军主动退守孟良崮，妄图
以七十四师为饵诱我主力。1947 年 5 月 13 日
黄昏，孟良崮战役正式打响。
　　七十四师兵强马壮、装备精良，但战斗一开
始，张灵甫精心安排的垛庄退路就被我军切断，
辎重被全部缴获，只能在孟良崮上负隅顽抗。5
月 16 日，华野全线出击，浴血奋战，攻上孟良崮，
一举歼灭了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也在大崮顶山
洞里被击毙。这一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境内
的重点进攻计划，扭转了华东乃至全国的战局。
　　孟良崮并不是典型的岱崮地貌。从山脚下
远远望去，顶端不像其他崮宽敞平坦，反而更加
陡峭险峻。白色花岗岩筑成的纪念碑耸立山巅，
形如三把刺刀直指云天。上山的石阶上，有不少
关于花岗岩的地质介绍。路边岩石，仔细一看，

都有大大小小的弹痕。当年密如雨点的子弹射
向孟良崮，有很多击在石壁上，70 多年过去，弹
痕依然清晰可见。
　　民心向背，是决定战役胜败的关键。孟良崮战
役中，沂蒙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用
小推车抢运弹药、运水送粮、运衣送药。“沂蒙六姐
妹”发动全村拥军支前，沂蒙妇女勇架火线桥……
男女老少齐上阵，要人出人，要粮出粮，他们用小
推车，一程又一程，不断将革命推向胜利。
　　车轮滚滚，民心如潮，这是民心的见证。
　　欣闻大捷，陈毅挥毫写下：“孟良崮上鬼神
号，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
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战役结束
后，小推车没有停歇，继续跟着共产党在解放道
路上一往无前。
　　不过，沂蒙山崮所见证的战争中，很多战斗
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1941 年冬，日军推行“扫荡”和“三光”政
策，敌后根据地形势非常严峻。1941 年 12 月 4
日拂晓，山东纵队第二旅第四团第三营部队突
遭日军偷袭。下属的九连、十连边打边向沂南县
孙祖镇的和尚崮突围，当到达西侧山沟时，才发
现沟里已挤满 2000 多名群众和行署机关人
员。生死关头，八路军战士端着刺刀，提着手榴
弹，冲上了和尚崮，掩护群众突围。
　　上午 10 时左右，日军攻占了和尚崮西侧
山顶，八路军被迫在和尚崮西南面悬崖绝壁边
上，与敌人白刃搏斗，但因寡不敌众，大部牺牲。
最后的 17 名战士摔坏枪支，英勇跳下悬崖。
　　蒙山有顶，沂水有界，鱼水情深的故事永远
讲不完。血与火的战场，炼就了沂蒙壮士的铮铮
风骨，那一座座昂然屹立的山崮，如同壮怀激烈
的勇士头颅，构筑成沂蒙巍峨的脊梁。

一段往事

　　岱崮镇，名出自岱崮。“岱”本义为大山，《说
文解字》中指“岱”为“大山也”。据说在此崮上能
望到泰山，所以称望岱崮，简称岱崮。岱崮镇有
名有姓的崮就有 30 多座，为群崮荟萃簇集之
地，分布集中、类型齐全、造型秀美，也被称为

“天下第一崮乡”。
　　崮曾是沂蒙山区闭塞的象征。《蒙阴旧志》
曾这样描述：“僻处丛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
内货不出，外货不入。”然而，随着崮的价值不断
被发现，这一传统的思维被彻底改写，“崮乡”也
被重新定义。
　　红叶鲜艳欲滴，黄叶金光灿烂……入秋后的
岱崮地貌旅游景区，漫山遍野的树叶装点在浓绿
松柏之间，层层叠叠、绚丽多姿。岱崮镇的这处
5A 级景区，除了神奇的地貌、迷人景色，令无数
人魂牵梦绕的还有 50 多年前的军工记忆。
　　在岱崮镇笊篱坪村，村间小道并不平坦。无论
是村委办，还是附近的民宿、招待所，楼层大多不
高，窗户较长，墙体陈旧。这些是上世纪 60 年代建
成的“三线军工”宿舍楼，经过翻修后重新使用。
　　相比“民丰机械厂”，当地人更喜欢叫它

“9381 厂”。这个数字，是上世纪 60 年代军工企
业民丰机械厂的代号。在那个年代，能去神秘的
国防军工企业工作，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50 多
年前，数万名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怀着一
腔热血，满腹豪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蒙
阴发展军工事业，拉开了三线军工建设的序幕。
　　上世纪 60 年代，面对紧张的战备形势，国
家为了“备战备荒”，确定了“靠山、分散、隐蔽”
的军工建设方针，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
尖端工程，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蒙阴县地处
沂蒙山腹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国家在
沂蒙老区先后建设了 17 家三线军工企业，其
中，民丰机械厂就落地蒙阴。
　　生产高射机枪子弹、穿甲弹等，“9381 厂”
屡立奇功。上世纪 90 年代，民丰机械厂、工模
具厂、职工总医院搬迁后，厂房、山洞等人去楼
空。2012 年，蒙阴县重新开发这些资源，利用
5600 平方米的山洞厂房车间、旧厂房设施等，
建成岱崮地貌地质博物馆。
　　在岱崮地貌地质博物馆，你一定会被军工
元素吸引：山洞两侧用玄武岩依照山体垒成，洞
口下方有个鲜艳的红色五角星，两边墙体上写
着当时的标语。洞内陈列着当年生产的子弹壳、
车床、汽车等。
　　“当时的一把枪，要分成好几个厂来组装。
生产出的高射机枪子弹，运送到了前线部队。山
洞里潮湿阴冷，但大家劲往一处使，有人在这里

邂逅了爱情，有人在这里扎根安居，这里有他
们的青春。”讲解员说。
　　祖国一声召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
四面八方而来，在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中筑起
钢铁长城。曾经的军工人，如今已霜染双鬓，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
记忆。几十年来，“老军工”们一直保持着亲密
的关系，也时常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访。
　　军工山洞，既是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也是三线军工建设者和后继者聚会怀旧、守
望乡愁的场所，日接待游客量曾达 2 万人次。

一脉传承

　　孟良崮下的垛庄镇古泉村，处于三县交
界处。以前这里土地撂荒，闲置的土地种上了
杨树。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不少私搭乱建，
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村民直言，二三十
年几乎没有变化。
　　甚至，村里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外出的
孩子过年开车回家。道路狭窄，没有足够大的
地方停车。晚上随便停在路边，不安全不说，
还常常发生盗窃事件。于是出现了滑稽的一
幕，孩子回屋里睡觉，老人就去车上过夜。
　　但这两年，大家都说村子变化大多了。不
仅修好了 6 公里的沥青路、建起了 4 个停车
场和 3 个休闲广场，老百姓家门口还有凉
亭。路上安上摄像头和路灯，绿化苗木也多
了，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口袋也鼓了起来。
　　一切和古泉村“兵支书”刘元华有关系。
　　记者采访时正值夏季。宽阔的沥青马路
旁边，避雨式蜜桃大棚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着，
另一边则是当地龙头企业的办公楼。“雨季来
临时，水分过大，会流失糖分，对蜜桃生长不
利。”43 岁的刘元华正在查看项目进度。
　　古泉村交通便利，不少人从事大车生意，
刘元华就是一名“车老板”。2004 年退伍后，刘
元华回到老家古泉村，干起货车运输，最多时，
他有 5 辆货车、雇了 9 名驾驶员。可就在两年
前，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当起“兵支书”。
　　“当时也是纠结，这几年一直在外面闯
荡，和村里人生分不说，跑大车年入三四十万
元，没想过竞选村支书。”乡镇领导看刘元华
当过兵，能吃苦，有头脑，想让他管理村子，做
了几次工作，刘元华依然摇头。
　　蒙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红伟的一
番话，让刘元华动摇了：“自己富不算富，带着
老少爷们一起富才算本事。若有战，召必回，
那才是真军人，真党员！”
　　“若有战，召必回！”从小听孟良崮战役长
大的刘元华，红色基因早就烙印在心里。接过
这一担，刘元华决心大干一场：清理私搭乱
建，整治村容村貌；按每亩地 1000 元，流转
了 2400 亩地；引进了两个高效农业项目，安
置了几十人就业。
　　古泉村少了一位“车老板”，多了一位“兵
支书”。
　　如今，刘元华经常能听到老人们说村里
变化大极了。“他们说活了一辈子，生活和城
里也没差太多，村民觉得我干得好，我心里才
就踏实了。”
　　 2021 年 1 月，刘元华被纳入村党支部
书记专业化管理，工资还涨到每月 4500 多
元。“这是一种责任。当兵的时候，经常讲要么
就不干，要干就干到最好。老百姓能认可，就
是最好的反馈。”刘元华说。
　　退役军人历经军队淬炼，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奉献。临沂市委组织部、临沂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强力挖掘“兵支书”这一资源，大胆使
用、精心培养，进一步充实“沂蒙兵支书”队
伍，截至目前，临沂市 4097 名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中，“兵支书”1140 名，占比 27.8%。
　　“爱人民、爱家乡，在沂蒙山区，百姓信
任、尊重军人的风气依然浓厚，军人贡献家
乡、带头发展的意识依然强烈。”蒙阴县委书
记王丽云说，蒙阴是孟良崮战役的发生地，也
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源地。沂蒙人民爱党爱
军，越来越多的“兵支书”，正带着满腔热情和
激情，继续奋斗在乡村振兴的“新战场”。
　　峰叠重重呈秀色，碧水溪流岁月长。
　　穿越时空，抚今追昔，八百里沂蒙，山崮
依然静静伫立。它继续见证这里书写的故事，
聆听大地上的世事变迁，触摸这片红色热土
上的脉搏……
      （题图：沂蒙岱崮。公茂栋摄）

王杰平

　　适逢周六，我驱车从重庆主城出发，经
成渝高速在青杠下道，向南驶入缙云山脉
下的一条乡村小道，探访大圆祥博物馆。
　　大圆祥博物馆位于重庆市璧山区城南
乡村，这里原是一处清代工业遗址，名叫天
福碗厂。碗厂始建于清咸丰四年，兴于民
国，盛于新中国，后来逐渐过气。
　　目前馆内藏品主要来源于巴蜀（重庆、
四川）地区，时间分布从汉代延续至民国，
有以清代居多的门窗、匾额、古床、神龛，有
石像、石墩、石狮，还有木雕、石雕等古建筑
构件和陈设、器具，共计 10 余万件。
　　据专家评估，这些收藏品可恢复上百
座古宅大院，是巴蜀古建收藏最为丰富的
民间博物馆。
　　我以为，中国民间博物馆的兴起和发
展，大抵源于喜欢收藏的企业家，痴迷其间
数载或更长时间后，手上的东西多了，认识
也更清晰了，于是民间博物馆顺势而出。比
如著名的江苏溧水周园、四川建川博物馆、
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山西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博物馆等。可以肯定的是，馆主大
都具有情怀，追求人文精神，抱有回馈社会
的想法。实际上，民间馆藏也是保护民族文
化的重要力量。
　　大圆祥博物馆亦如此。
　　在这里，古建藏品分别在 7 个大厅陈
列展示。7 个大厅的海量内容，是 7 部巴蜀
古建编年史。博大精深的文明，历经岁月变
迁，悄然汇聚于此。
  了解过去的文化和民俗特色，博物馆
是好去处。从更大层面讲，小我的感受融入
历史的脉络中，最终呈现出一个民族永不
屈服的精神底色，就是博物馆存在的最好
价值，也是我们向往博物馆的理由。
　　大圆祥的展厅很有意思，因为在老厂
区，中间有条厂区道，道的两旁是一字排开
的老厂房车间，车间里就是分门别类的藏
品。还有一些是后来用铝合金搭建的类似
大棚一样的展厅，展厅顶上还以“错位”的
方式上下隔开几道口子，既采光又透气。往
地上看，偶尔见得青苔；往顶上瞧，甚至可
见展厅外生长的树木。与殿堂级的博物馆
相比，身处田野的大圆祥，自是多了接地气
的魅力。
　　我也喜欢老厂区，还特意从坡下往上
走了一段，但想不出这里作为“碗厂”的时
候，是怎样的场景。
　　在大圆祥博物馆精品厅内，明清时期
的门、窗、撑拱、门楣、吞口、砚台等藏品引
起了我的兴趣。其中，令我长久驻足的就是

“门神门”了。
　　门神上门，永远精神。自古以来，门神
作为民间信仰守卫门户的神灵，一直深受
欢迎。这里的门神形象多为文武门神，即武
门神郁垒、神荼，文门神魏征、包公，另就是
天官门神，如福禄寿三星。这类门神头戴纱
帽，身穿一品绣鹤朝服，手持如意或者蟠
桃，寓意人们长寿或者事事如意。
　　这里展出的 1000 多道门神门，全是清
代产物。我很惊讶，这些门神门，虽历经岁
月沧桑，但门完整，神色彩绚丽，感觉“力
量”还在。
　　据该馆副馆长刘炜介绍，绘制门神的
主要颜料采自天然矿物质，研磨成粉末后
调和使用，过去每代人还会不定期地给门
重新涂装，所以才有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博物馆还有不少表现自然和人文的门
雕、窗雕作品，如三峡风光、亭台楼阁、踏雪
寻梅、陆羽嗜茶图等。这些物件或镂空、或
浅雕，或圆刀雕琢，技艺都十分了得，被中
国社科院专家誉为“木头上的敦煌”。
　　门神门丰富了民俗文化，作为其载体
的门，更是源源不断地铸造了我们的语言
魅力。据查资料，仅以“门”的成语竟多达数
百条。比如“五花八门”“程门立雪”“双喜临
门”“门庭若市”等。
　　中国人在“门”的打造上，从未缺乏过
想象和创造力。门能够给人安全感，大圆祥
有道最拉风的“千斤门”，从立意上即是如
此。这里陈列的门，工艺上精雕细刻，均代
表当时的最高水平，材质从珍贵到普通一
应俱全。
　　伫立在门神门展厅，周遭静谧，唯秋日
初起的风，似以一双无形的手，轻轻推开眼
前的这道门。恍然若梦中，我仿佛看到了人
类的童年。
　　感动于刘炜在展厅介绍上的手笔：“一
道门就是一个家，这里有多少道门，就有多
少个曾经的家和家的故事”。
　　她是留美学生，学的是金融专业，
2015 年毕业后回到重庆，在外资银行工作
未满一年，即辞职回到璧山乡下来研读、挖
掘、整理这里的宝藏。刘炜说，当时很多人
不理解我的决定，我也一度困惑，毕竟一个
年轻人整天与“老古件”待在一块，反差也
太强烈，但相信生活的每一面都有精彩。
　　出得大圆祥博物馆，已是大下午了。走
上一处田埂，远山如黛，近旁即将收获的谷
穗，随风轻摇在阳光与阴影里。

寻访田野中的

“民间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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