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2021年5月17日 星期一文学评论责任编辑：行超 教鹤然 电话：（010）65001102 电子信箱：wybwxb@vip.126.com

提起我国海军远洋“和平方舟”医

院船，大部分人都听说过它的名字，这艘

英雄医疗船是随着武汉抗疫走进千家万

户的。

今天拿到这本书，我就非常急切地想

进一步了解它的具体内容，一口气就读完

了。我想，大多数人会和我的心情一样，

其实从出版的角度来说，这就是热点，也

是这个选题的市场价值。在这本书里我

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串数字，入列11年，9

次走出国门，航行24万海里，服务过43个

国家和地区，救治23万余人次。数字是最

有说服力的，它清晰简洁地概括了这艘医

院船11年来创下的了不起的惊人业绩。

就这本书来说，作为一部写给少年儿

童阅读的纪实文学作品，我觉得作者和编

辑都深谙童书之道，可以说，有关这艘船

要写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而他们选

了一个很特别也很讨巧的角度，从孩子

入手，书名就叫《和平方舟的孩子》，里

面的内容又紧紧围绕着孩子，一章写和

平方舟在国外救助过的孩子，一章写和

平方舟指战员自家的孩子，也就是为了

完成远洋任务，不得不抛在家里，远离父

母的孩子。还有一章是写指战员自己孩

童时代的故事，走访童年和少年足迹，让

读者不仅了解钢铁是什么，更明白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然后再加上前一章总

述，后一章再出发，结构上清清爽爽的，

做到了点面结合，条块清晰，内容全面而

生动。

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本书的内容：一

是生动的故事，二是崇高的精神，三是有

趣的知识。

先说生动的故事。在本书的核心内

容部分，作者采用了典型人物与典型故事

相结合的方式，每一章的人物和故事不

多，也就三四个，但一下子就让人记住，特

别是作者擅用非常感人的细节，更令人过

目不忘。

比如，在塞拉利昂，在和平方舟上为

一个患糖尿病的高危孕妇接生，孩子平安

落地，但有两行字是触目惊心的，“几乎没

有羊水，胎盘大面积钙化，脐带水肿，短，

缠绕颈部一周”。寥寥几句话，就让我们

知道了当时这个孩子的情况该有多危急，

从万里之遥来的中国军医，就像从天而降

的天使一样，所以这个孩子取名叫“和

平”，就是为了纪念中国的和平方舟。所

以，世界各国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它“大

白船”，能体现出他们心中浓烈的感情。

如今，这艘中国的医院船已经走遍了五大

洲四大洋，救治了数十万人，把中国人民

爱好和平的声音和友谊传遍全世界，也把

中国军人的精神和美好形象展示在世界

面前。

不只是救助国外孩子的故事感人，这

些军人们抛子离家，舍小家，顾大局的精

神同样感动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年

轻的妈妈，两个孩子都很小，大的还在上

幼儿园，妈妈就远赴重洋，有个情节是她

走之前，给她儿子看地球仪，指着地球仪

南太平洋上的一个个小国，告诉孩子，妈

妈就是要到那里去，她儿子就一个一个地

数，这情景简直不能想，一想就让人落泪。

作为一部写英雄群体的书，这部作品

很好地处理了英模平民化的问题，没有人

为地拔高，也没有过多文学的渲染，文字

很朴实，甚至可以说是通俗。但因为事迹

本身生动感人，越真实，越朴实，就越有力

量。还记得有个军医的女儿看着她爸爸

戒烟，多么普通常见的一件小事，可是当

你隔着重洋接到女儿这样的信息的话，那

股亲情、那股无以言表的暖流就会不由自

主地涌上来。还有一个让人难忘的人物

就是假小子“烨哥”——黄芳烨，她的专业

是掌舵手，还和男兵一样苦练各种本领，

她是防化兵、操舵兵、电工兵、帆缆兵、潜

水兵、安检员、纠察员、引导员、军乐队员，

她成了和平方舟上的一个多面手、大能

人，一个明星女兵。虽然是纪实文学，但

作者很会塑造人物形象，个个有血有肉，

个性鲜明。他们既是普通军人，也是平凡

中做出不平凡业绩的楷模。

第二是崇高的精神。和平方舟是一

艘军队的医疗船，这和远洋货轮或者民用

医院船是不一样的。封底上有几句话说

明了这艘医院船的战略意义。“和平方舟

号是我国首艘制式远洋医院船，是加快推

进海军转型发展的先锋船。锤炼远海后

勤保障能力，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砥

砺强军，在卫护士兵中增强打赢本领，在

救死扶伤中传递和平理念”。这说明和平

方舟的建立是强军的需要，是在现代战争

环境下保卫祖国的需要。除了军人特质

和崇高精神以外，我们还从一个个小故事

中，体悟到了更多的军人内涵。比如，不

分国界的博大深沉，视他国为己国的责任

感和国际主义精神，还有视外国人为亲人

的博大胸怀，以及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等。在菲律宾等国的灾难现场，中国军人

奋不顾身忘我救人。起初人家不理解，不

信任，我们就想办法，以真情打动他们，顺

利开展医疗救援。

第三是有趣的知识，其中包括有关舰

船的知识，远洋的知识，比如舰艇编号、船

名和舷号等。要在船上做手术，想想都

难，有一次给一个孩子做腰椎手术时，因

为退潮船体大幅摇摆，不得不用人力固定

船只。除此以外，还有各国不同的气候、

不同的风俗民情等等，都是少年读者感兴

趣的。读这本书，让少年读者大大地开阔

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钢铁“大白”是怎样炼成的
□徐德霞

作家简平是位精力充沛、富有探索精神的“多面

手”，在多个门类的创作中都有很多佳作，特别是面向青

少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他一直是这个有些寂寥的领域里

坚定的耕耘者，以敏锐的目光、热切的情怀表达出一位

新闻记者、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与思

考。《和平方舟的孩子》以“童年”的目光切入我国首艘制

式远洋医院船“和平方舟”号的故事。这是一艘规模庞

大、技术先进，承载着外交、军事、救援、科研等等重大使

命的巨轮，从它的蓝图擘画到它的出海远航，必定会凝

聚着无数的故事，但是，简平却别具眼光地选择了那些

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最为柔软的故事，举重若轻地描

绘出一艘托起友谊、希望与博爱的巨轮，一艘从新时代

的中国驶向世界的和平之舟。

这是一艘时代的巨轮，但它从历史中驶来。当“和平

方舟”停靠在那些满目疮痍的国家和地区，为一个个病

人解除病痛、为一个个家庭重新燃起希望的时候，我们

自然为这种大国担当而骄傲，但我们也同时体会到作家

所暗含的一种悲壮。100多年前的中国，正是被西方列强

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

中跋涉了百年，才得以重新站立、昂扬。但是，日益强大

的中国却从不将自己承受过的苦难再加诸人，而是坚定

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致力于构建互相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和平力量。“和平方舟”的远航，是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向着世界的

宣告与承诺。地球是我们共有的家园，浩瀚的海洋不应

该成为资源竞争和军事争夺的战场，而应该是博爱、包容

与互助的通道。“和平方舟”所到之处，不仅仅是提供医疗

救助，更是为世界的未来贡献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

这样宏大的主题向少年儿童讲述，并且要讲得生

动、自然，既能体会和平、友爱、道义这些重要理念，又能

唤起心中最为自然真切的爱国心、英雄气，是非常难的事

情。简平在故事的取舍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忍痛割爱了很

多动人的故事，只集中笔力讲好“和平方舟”与童年的故事，让童年的纯粹、

梦想、活力，童年所代表的未来与希望，在“和平方舟”上得以实现——这

不仅是和平之舟，更是梦想之舟、未来之舟。哥斯达黎加的“小足球先生”

艾尔兰德斯，因为腰伤无法及时手术而不得不告别绿茵场，“和平方舟”的

到来让艾尔兰德斯重新踏上了追梦之路。为了这个异国男孩的健康与梦

想，中国军人和医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和平方舟入列以来最

复杂、最惊险的一次手术。斐济女孩戴安娜因为手脚畸形而深陷自卑，在遗

憾地错过和平方舟的到访之后，居然盼到了和平方舟的再次到来，如此复

杂的手术居然在船上顺利完成，戴安娜可以勇敢地去学习她钟爱的芭蕾舞

了。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病症的孩子，在这艘来自中国的大船上开启

了新的人生。甚至有很多孩子就出生在和平方舟上，未来的他们每每想到

自己的生日，必然也会深深地记住中国，记住一份遥远的爱。

简平用“童年”的视角串起了不同群体的故事,船长郭保丰这个贫寒

的乡村娃，无论求学环境如何艰苦，都始终葆有一颗好学上进、百折不挠

的勇毅之心，从家乡的小溪划向远洋大海；“90后”黄芳烨从小就是能吃

苦、不认输的“假小子”，作为船上少有的女兵，无论是体能还是专业能力、

反应能力、学习能力，样样拔尖，不断突破、不断超越已经成为她凝铸在心

的自我要求；来自大山深处的江山，以“一路奔跑”的顽强拼搏，从粤北山

区考入名校，登上和平方舟，成为讲述“和平方舟”故事的新闻工作者。从

他们的成长历程中，简平写出了楷模人物的精神气质，同样也是在书写一

代中国孩子的追梦之路，他们追求卓越、不懈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

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延续，是新一代军人的精神底色，更是铸就“和平

方舟”丰功伟绩的原动力。同时，简平的目光也没有忽略那些因为和平方

舟受到了“委屈”的孩子。船上的每个工作人员，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特殊

的职业让他们不得不长时间缺席孩子的成长，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

造成亲子关系的紧张。长年累月航行于大海之上，那种思念和遗憾是对情

感和意志的莫大考验，但是这些刚毅顽强的人们，却只能将对家人的牵挂

深藏于心，全力以赴地投入高强度的工作中。使命在肩，必须远航。

这是中国故事新的启航，承载着中华民族追求和平、乐善好施的价值

理念，驶向更广阔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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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生命 不朽的传奇
——评刘虎长篇小说《飞越喜马拉雅》 □徐 峙

与长篇童话《布罗镇的邮递员》时隔4

年，郭姜燕的第二部长篇童话《果然镇的熊

先生》近期与读者见面了。在这4年多里，

整个世界愈加处于不可预测的多变之中。

以往古典时代的自然、有序、自足的安宁日

子已成了遥远的梦幻。我们寄居于此的世

界突然成了无依之地。然而，惟有多变，

一种稳靠感坠落后难以挽回的感觉，才催

生了郭姜燕这部童话中的疼痛和忧伤，寻

找和希望。

记得托尔金在写完奇幻文学的史诗巨

著《魔戒》后，曾对他的友人斯坦利·昂温说

过这样一句话：“它是用我的血液写成

的……”我以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郭姜燕

的《果然镇的熊先生》的创作体验，毫不夸张

地说，这部童话中的每个字都是用她的血液

写成。

这部童话固然可以被视为《布罗镇的邮

递员》的姊妹篇，或郭姜燕的“神奇小镇”童

话第二部，但更应该被理解为郭姜燕童话之

再生。究其原因，具体如下：

首先，这部童话的主题似乎脱胎于《布

罗镇的邮递员》，实则是对其主题进行了改

变。在《布罗镇的邮递员》中，郭姜燕传递了

人与动物之间能够消除误解、传递情感、修

复伤痛、重建希望的某种可能性，进而告知

人们，这个世界尽管充满了阻隔，但仍有可

能逾越阻隔。然而，在《果然镇的熊先生》

中，郭姜燕借助于一种综合的童话意象，表

明这样的主题：这个世界充满了隔绝，而且

隔绝巨大到难以用一般的言语表达，可以说，

在隔绝的世界里各类生命的交流何其难也！

这一主题，恰是对现代社会真相的直视。而

对于这一新主题的发现，郭姜燕依靠的不是

一位童话作家的头脑分析力，而是一位童话

作家的心灵体验力，即童话之再生是用血液

浸泡出来的童话主题之再生。

其次，这部童话的形式虽然与《布罗镇

的邮递员》具有某种连续性，如：延续了“小

镇”场景，但实则是对其“小镇”童话故事的

重写。卡尔维诺在《论童话》中曾说：“童话

的主题一旦确立，就已经存在相当数量的套

路来引导故事的走向，这些套路会在不同

‘类型’间互换……”这意味着这部童话的更

大挑战在于如何走出童话故事的“套路”，而

对郭姜燕而言，4年前的《布罗镇的邮递员》

是荣耀，也是魔咒。为此，在叙事方式上，郭

姜燕继续选取悬疑叙事，尤其这部童话中的

诸多角色个个充满童话的神秘色彩。熊先

生是这部童话中的主角的名字，这个主角

的行为和处境充满谜团，他身材高大，性格

孤僻，最不喜欢孩子，一见孩子就叹气。随

着童话情节的发展，谜团不断增加和扩

大。熊先生为什么去林一家的茶馆，却在

茶馆里一言不发？他为什么患有失眠症？

他究竟是谁？作者不慌不忙地延宕着谜底

的揭晓，有时会俏皮地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但在叙述的路途上始终稳扎稳打，不会提前

透露半句口风。

再次，这部童话并未满足于对童话的形

式探索，而是在形而上的层面对今日现代人

日渐深陷的精神困境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进

而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世界提供了一种建

设性的愿景。在此意义上，童话之再生即是

个人生命形式之再生。不过，身为童话作

家，个人生命形式又是和无数人的生命形式

相连。因此，童话世界作为一种个人想象世

界的方式，故事叙述者虽然可以在不同程度

上驾驭神奇的故事内容，同时也会以现实世

界为参考，以未来世界为目标。为此，这部

童话的故事结构被设计为以个人生命形式

将人类的过去、现实和未来重叠在一起。“过

去”可以是熊先生与兰琪相亲相爱的日子，

也可以是音乐家和老熊先生相处的美好时

光。总之，一切因飘逝而永恒的时光都属

于过去，以此对应于人类的古典时代。现

在那个外来者小耳朵在果然镇又喜又忧

地生活着，总之，果然镇居民努力想成为

人类的一切行动和梦想都属于“现在”，以

此对应于人类的现代性悖论。未来犹如

在追忆世界里复活的美好过往，可以是一

声“谢谢”，也可以是一种隐秘，还可以是

一种花香，以此对应人类超越现代社会的

理想世界。

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以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三维时间来结构这部童话的反

思世界时，并未如寻常童话那样选取人的视

角来反思自身，而是非同寻常地选取了动物

的视角来讲述动物的悲欣交集的生活和命

运。从第15节到第28节，果然镇的谜团渐

次被揭开。原来，这个果然镇的居民，都是

一些为了躲避人类伤害、幻化成人形的动

物。熊先生之所以古怪，是因为失去了挚爱

的妻子，伤心过度。至此，在这部童话中，冷

淡与热情、积怨与宽恕、友谊与爱情、梦想与

现实、生离与死别、时尚与古典等优质童话

的要素，堪称应有尽有。在这部童话的尾声

处，作家安排了“忘忧节”。原来，爱的化

身——美丽的花鹿兰琪始终以缺席的方式

在场。她给予身心备受伤害的果然镇居民

以慰藉，使果然镇居民再次确信热爱生命就

能够享有生命、享有世界。惟有爱，是救赎

世界、托举生命、温暖生命的解药。

这样用血液写成的童话，对于读者而

言，皆可以在童年时读第一次，之后会一读

再读。这也是读者的童话之再生。

刘虎是近年来非常活跃的一位儿

童文学作家。作为地质工程师的他常

年跋涉在祁连雪山、大漠戈壁，足迹踏

遍大江南北，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给养，

科技工作也赋予他独特的视角，使其

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气质和极高

的艺术辨识度。

《飞越喜马拉雅》以斑头雁的迁徙

为枢纽，以雄浑的笔力展现了斑头雁

惊心动魄的飞行和顽强生命力，关注

环境问题，反思人性弱点，赞美了爱的

救赎，洋溢着人性的光辉，书写了一部

波澜壮阔的生命史诗。整部作品高扬

着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使人类反观

自身，体会生生不息带给我们的不竭

动力。

刘虎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对现实生

活的高度关注，《飞越喜马拉雅》延续了其现实主义的底

色，视野开阔、激情澎湃，讲述斑头雁传奇的同时，涉及

偷猎、资源与环境、生活变迁、禽流感等诸多现实问题，

引人深思。多年野外生活的积累和笔耕不辍的训练，让

刘虎的作品具备了高度写实的特征。写动物，他纤毫毕

现地展现动物的神态、动作、习性、性格甚至心理，活灵

活现而不失真实；写大自然，他准确把握地形地貌，发现

大自然的奇妙，赋予山川河湖以生命，兼具工程师的严谨

和诗人的浪漫；写人，他直击人生，探索幽邃复杂的内心

世界，显示出深厚的生活积淀和坚实灵动的写作功力。

对自然生态的忧思是刘虎作品的又一特质。刘虎眼

中的大自然本身是一个生命体，有自我平衡、自我调节

的法则，不需人为干涉。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否则就会受

到惩戒。《飞越喜马拉雅》直面了许多重要的生态问题，

人类活动会怎样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过度开发会

导致怎样的环境退化？乱捕滥杀会给野生动物带来怎样

的灭顶之灾？某种动物的消亡会对食物链产生怎样的破

坏？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甘之如饴又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

灾难？一系列追问隐藏在刘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彰显

着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担当。

《飞越喜马拉雅》中的西部高原是地球最后的圣地，

但人类的过度索取，对其造成的伤害正在逐渐威胁人类

自身。刘虎在揭示问题的同时，更以深

情的笔触歌颂了图雷根教授等科学工

作者、布拉克拜等最广大的牧民以及

乌拜、温迪等少年们对家园的保护，对

包括斑头雁在内的所有生灵的热爱，

抨击了利欲熏心者，激发着读者的环

保意识。

作为理学硕士的刘虎写小说时也

执著地追求严谨的科学性，首先是写

斑头雁两次迁徙的时间节点，迁徙路

上的飞行特征，其求偶、育雏和飞行训

练、对抗天敌，以及走失的雏鸟见到营

救的少年将其当作父母的细节等，绘

制出一幅充盈饱满的旷野生活长卷。

他善于把人置于复杂而艰难的境地，

直面现实诱惑，通过不同的人生选择，

揭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小说中的牧

民喀拉库尔为了利益，一步步陷入欲望的泥淖，走上了

偷猎、贩卖斑头雁之路。生物学家图雷根教授执著于科

研，面对诱惑毫不动心，并以智慧化解了危机。孩子的纯

真和善良则是作品中另一种不可忽视的人性力量，他们

天性热爱自然、爱惜动物，为作品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形形色色的人物就这样围绕斑头雁纷纷登场，在人性的

舞台上各自演出。最终，在一场高致病禽流感的袭击下，

曾经的偷猎者意识到了破坏自然的恶果，在图雷根的帮

助下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刘虎对人性的不断探索，让

其作品具备了不同于一般儿童文学的深刻意味和厚重

气度。正如刘虎所说：“文学固然有教化的功能，更多应

该是关注心灵。我的创作初衷只有一个：让男孩子变得

刚强、勇于担当，让女孩子学会独立、走向高贵。”刘虎透

视了人性的贪婪，更挖掘了人性的美好并使之散发出耀

眼光芒，烛照心灵，引领读者向光而行。

《飞越喜马拉雅》是一部昂扬激荡、震撼心灵、将自

然万物聚力笔端的大作品。斑头雁是不多的能飞越喜马

拉雅的鸟，它们在高寒缺氧中战风斗雪，挑战生命极限，

告诉行进在复兴路上的我们，只要大家都像斑头雁那

样，前进路上无论发生什么，都顽强自信、披荆斩棘、奋

勇拼搏，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

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

在人类文明史记忆中的诸多席卷全人类的灾难里，

洪水留下了许多文字图像记载，西方选择的是祈祷上天，

造一艘方舟避难，而东方的中国，则出现了大禹和百姓一

起迎着洪水，搏击而治。不同文明思维的背后，是个体精

神的信念，“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无论是有名的英

雄，还是无名的英雄，都将激励与照耀周围更多的个体，

凝聚在一种天地精神之下。

被疫情笼罩的世界，我们听过许多英雄一般的事迹

与故事，凝聚人心，移情化物，对孩子而言，这些英雄更是

人生初长时的博大感召。作家简平便找到了一艘低调而

不平凡的现代方舟，来自中国海军的医疗船“和平方舟”

号。从这里启航，他为孩子们讲述了一段段不为外界知

晓、却惊心动魄的无名英雄故事。这艘医疗船之所以不

太为国人所知晓，在于它平时救治服务的对象是海外患

者，它亲历了许多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人道主义救援。

2019年，简平接手了这个写作素材，深入东部战区海军，

和医疗船上的医护人员们做了一次次深入采访交流。

《和平方舟的孩子》真正展现了我们从未了解过的一

些故事，那些万里之外世界各地发生的儿童困境。这样

的“走出去”是本着大爱无疆的人道主义精神航行于大

海碧波之上，失事海域的突发事件、哥斯达黎加拥有体

育梦想却突然生病的小男孩、斐济岛上先天畸形而心

存芭蕾舞梦想的小女孩、非洲埃博拉病毒，这些灾难降

临在个体身上时，犹如命运被扼住了咽喉，但“和平方

舟”的出现带去了希望，让病患者的梦想不再遥不可

及。船上的医护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证，和平方舟

每到一个国家，都会看到成百上千的当地民众提前问

讯在港口排队等待就诊，碧海蓝天从来都象征着探

索、勇气与希望，那一刻，和平方舟带来了和平、友谊

与仁爱。

这些亲身经历不仅被那些病患者记在心里，同样也

被医护人员的孩子所观察所体会。是的，作为方舟上医

护人员的孩子，有着其他孩子想象不到的苦恼，父母常年

远航在外，长达几个月看不见孩子，缺乏陪伴带来的不理

解乃至矛盾不可避免，但当他们慢慢成长，逐渐了解到父

母的工作细节，知道发生在大洋之外的一个个惊心事迹，

他们的内心也得到了震动与震撼，有的孩子高考时“子承

父业”，填报了海军医疗专业。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就

是为人父母最沉默而有力的传递。

写作这个题材时，简平没有预料到之后疫情的暴发，

他聚焦了“和平方舟”号上的女性医护人员如何主动请

缨，奔赴武汉一线参与救援，她们和所有支援武汉的全国

医疗队一样，组建了陆地上的“和平方舟”，奋战疫情，为

民众带来希望。穿着同样的防护服，她们抹去了自己的

性别和标签，共同守护医者仁心，视国人为家人一般体贴

医治。我们常常以为，和平年代不需要英雄，也无需提倡

英雄，但英雄不意味着刻意塑造，更是一种传承的内在精

神，它潜流在日常的寂静时刻，却在灾难肆虐时随时向前

一步，平凡的外在，英雄的内心，这是一个民族永远保持

活力、前行无阻的秘密所在。

出发，永远在航行的路上。这样的故事永远不会结

束，正如每一次困难来临，这个社会永远不缺乏英雄的挺

身而出。和平方舟的故事在简平笔下，都化作了儿童的

视角，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在2020年第一次如此真实地

感受到英雄品质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其中一个孩子说

的：“船是我，我也是船。”这个故事源自一个命题，一个任

务，但并没有拘泥于形式和主题先行，从孩童的视角去看

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变得异常简单明朗，它是无数有担

当有作为的大人在支撑着，也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悲欢与共，乘风破浪。

苍穹之下 方舟之上
□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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