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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用竹篾编织成马的形状，把
布蒙在外面，称为马灯。挑选 10至 13岁
的孩子，把马灯套在身上，模仿骏马奔
跑，称为走马灯。这种习俗在村里已经
有几百年历史。

传初的父亲是村里马灯队领头人。
传初 10岁时父亲就手把手教他走马灯。

传初成家后，一天，父亲把他叫到跟
前，指着后面的一堆马灯说：“我年纪大
了，这些马灯要靠你去管理了。”

犹豫了几天，传初终于从父亲手上
接过马灯。他在村里重新挑选了 12名个
子相仿的男孩和女孩作为新队员。

传初到镇上挑选金丝绒布料制作马
灯，又在文具店买了金灿灿的铃铛。

新的马灯出来了，传初指挥孩子们
在镇上的广场上练习。阳光下，一只只

“穿”上新衣的马灯，颜色各异，鲜艳夺
目，铃铛声声。配上欢快悦耳的音乐《骏
马奔驰》，仿佛骏马奔驰在广袤的草原
上。

一马当先、二马和谐、三马福寿、四
马平安……

表演马灯的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
茬，许多人上了大学，还会想起传初的马
灯。有的人每年都给传初拜年问好。

那年春节，孩子们骑着马灯，挥舞着

马鞭，时而八字步，时而梅花步，时而并
列，时而单行，有人把视频传到网络上，
很快火遍了全国。

此后，电视、报刊纷纷报道传初的马
灯。镇里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一定会点
名叫上传初的马灯。

一 天 ，传 初 发 现 一 只 马 灯 的 布 破
了。他拿起针线缝补，几次穿针没有成
功。传初猛一想，自己已经 60 岁了。他
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感觉自己也是小
孩子。老婆不止一次提醒他，该把马灯
队伍交给其他人管了。

传初心里舍不得那些天真活泼的孩
子，也舍不得那些马灯。他也曾想过找
接班人。可是，接班人在哪呢？他唯一
的儿子成家后，对马灯根本不感兴趣。
他的孙子扬扬，从小由他带着，耳濡目
染，成了马灯队员。但扬扬大学毕业后，
也到城里工作了。

传初想成立马灯研究会，但村里没
有一个对马灯感兴趣的。

马灯又一次在镇上的民俗活动中亮
相。孩子们骑着马灯，奔驰在舞台上。
欢快的音乐，嘚嘚的马蹄声，引得台下观
众纷纷举起手机拍照。

传初站在舞台下，看着看着，突然眼
前一黑，倒在地上……

传初在医院治疗了 3 个月，回来后，
他再也没办法带着孩子们表演走马灯
了。

传初再一次病倒，他躺在床上，一闭
上眼睛就梦见马灯。他的病情越来越严
重，他对媳妇说：“我死后，你把马灯烧成
灰，一起放到我的墓地。”

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媳赶回来，为
传初准备后事。孙子扬扬也赶回来了。

一见面，扬扬就握住爷爷的手说：
“爷爷，告诉您一个好消息，马灯申报非
遗成功了，您被定为传承人。”

传初看着孙子，叹了口气说：“那又
有什么用？爷爷走了，谁来传承？”

“爷爷，您看谁来了？”扬扬朝房门外
招了招手，一个清秀的女孩走了进来，有
些羞涩地看着传初，轻轻地叫了声：“爷
爷。”

传初认出是曾经和孙子一起走马灯
的子涵。

“爷爷，这次申报非遗传承人，多亏
了子涵，材料全是她整理的。她在我们
镇上的小学教书，以后就把马灯交给她
吧。”

传初的眼里突然闪出亮光。他颤抖
着、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我们，看马灯
去。”

时光滑入腊月，农历年的余数也
屈指可数了。

国人青睐阴历年，因为它是华夏
民族大团圆的盛大节日。从远古逶迤
而来的年，记录着浩瀚历史的风霜雨
雪，承载着悠悠岁月的悲欢离合；丰盈
着辞旧迎新的文化内涵，推动着历史
车轮滚滚向前。

腊月，是旧岁新年的承上启下，是
美好憧憬的悄然孕育。寒风呼啸中闪
现出忙年的步伐，雪花飞舞中绽放出
迎春的喜悦。

“除夕更阑人不睡”“小儿呼叫走
长街”，是孩子的欢欣与喜乐；“天增岁
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是大人
的期盼与祝福。腊月，驱逐着寒天，呼
唤着春光，神州大地张灯结彩，欢乐祥
和。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
豚。”距今 742 年前大宋王朝著名诗人
陆游的《游山西村》，记述了自己游村
来到农家，主人盛情留客的情景，渲染
出农家丰收后准备过新年的欢乐氛
围。你看，“腊酒”已经酿好，鸡和猪肉
也已备妥，客人来了要盛情款待。这
与孟浩然的“故人具鸡忝，邀我至田
家”的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腊八节，正式拉开迎接新年的序
幕。在我国北方，腊八节要吃腊八粥，腌腊八蒜。“一阳
初复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煮。”一碗红红的粘稠的腊八
粥，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条件艰苦的日子，
吃腊八粥是一种奢望。主妇在前一天晚上就将红豆、糕
米、糜米、红枣等浸泡好，第二天早早起来熬粥。当东方
晨曦微露，馨香弥漫土屋，锅中的粥“咕噜”“咕噜”唱响
时，孩子们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全家喝着热乎乎的腊八
粥，寄予来年五谷丰登、人寿年康、生活美满的诸多元
素，都融入这浓浓的粘粘的甜甜的腊八粥中。腊八粥温
暖了寒冷的时光，滋养着日子，催生了新的希望。

过了腊八，时间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向小年冲刺，过年
的准备工作也全面铺开。年味被一张年画、一幅春联、
一串鞭炮、一束烟花所激活。

记忆最深的是缝制衣服，磨米磨面。前者由主妇负
责，后者由男丁承担。传统男耕女织的分工，将迎新年
的职责划分得神圣而分明。

难忘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做衣服和鞋子的情景。那
时虽然物资匮乏，但父母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过年穿上
新衣和新鞋，母亲的忙碌是夜以继日的。白天，要为我
们缝制翻新衣服；晚上，我们时常被纳鞋底的声音惊
醒。朦胧中看见墙上映着母亲瘦弱的身影。母亲用锥子
扎鞋底、用麻绳穿鞋帮，一针一线连着人间的至情大爱！

父亲则忙着准备年货。磨多少小麦，泡多少糕米，购
买红纸、年画、麻纸、蜡烛、火柴、鞭炮、烟酒，乃至油盐酱
醋等都要一一列出，都要精打细算。每一个环节都紧扣
年的主题，每一项内容皆闪耀着传统文化的光辉。

备年货最忙碌的是蒸馒头，炸油糕。“民以食为天。”
在粮食短缺的年代，这些食品犹为珍贵。这是正月里招
待客人的主要食物。那时，小麦要运到生产队的加工厂
用机器去杂质，然后洒水搅拌后再加工。这样加工出来
的白面颜质好，筋道，蒸出的馒头好看好吃。糕米家家
都准备得充分。将糕米淘洗浸泡沥水后，用碓臼反复
杵，然后用纱箩反复筛。杵米是一种力气活儿，常常让
人汗水涔涔。所以，每到腊月，村子里有限的碓臼就非
常忙碌，人们排队等候时就自觉地互帮互助。不闻黄犬
门口叫，但听户户杵米声。金黄色的糕面堆在盆里，便
开始蒸糕面烧油锅炸油糕，浓郁的胡油香味弥漫在村
落。外脆内黏的油炸糕是最具特色和人们最喜欢的食品
之一。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是扫尘、祭灶的日子。这一天，
家家忙着打扫卫生：粉刷墙壁，更换窗纸 (过去是木制的
三十六眼窗)，贴窗花等。这一天人们累得腰酸背痛，忙
得蓬头垢面，但所有的劳累，都淹没在雪白的墙壁、花花
绿绿的窗纸窗花氤氲的喜庆氛围中。

拆洗被褥，是年前大扫除、讲卫生的重要项目。那时
条件差，洗出的被面、褥面、衣服晾在外面，被冻得“哗啦
哗啦”作响。为了使其干得快一些，人们只好晚上放在
火炉旁烘烤，还要不停地翻动。

腊月二十三过后，游子归心似箭，家人望眼欲穿。四
面八方的乡音挤满旅途，一车又一车乡愁从村庄卸下，
酝酿了 365天的主题正在集聚发酵。

到腊月三十上午，孩子们和大人一起贴春联，挂年
画，扫院落，准备拢旺火的木材。中午吃过肉后，急不可
耐地换上新衣服和家做鞋，与村里的发小们一起“跑大
年”。春联辉映的院落中不时传来清脆的鞭炮声。

踏雪临风，遐思悠悠。怀想是为了追寻过去浓郁的
年味，挽住日渐淡漠的民俗，唤醒冬眠在人们脑海深处
的记忆，从风云激荡的岁月中，理清社会变迁之路，珍惜
当下美好的生活，用今人和来者的睿智，建设更加美丽
幸福的家园！

回望一水环城，碧波荡漾的小黑河，
随着寒冬的到来，河水不再流动，平静
的河面如一条长长的玉带，曾经两岸晓
风、青青杨柳、夏雨荷花 ......无奈被时光
的卷轴轻轻合上，只留两岸的玉树琼
花，静候姹紫嫣红的唯美到来。

大寒这一天，一场大雪漫平了黑河
岁月的沟壑，新春的脚步一天天临近，
龙年的味道越来越浓。冬月的视线格外
透明，放眼望去，小黑河主城区河道两
旁一路一主题迎新年特色灯组装点一
新，给整条河道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树
干上张灯结彩，处处挂满造型各异，五
彩斑斓的各色灯饰，阳光照耀下，最明
亮的大红灯笼和灵动的一串串小红灯笼
一摇一曳，明暗有度，让小黑河显得更
加温馨与柔和。

漫步河堤两侧，凭栏处花灯一景一
创意，点缀春花秋实，一路花红柳绿，瓜
肥果硕 ...... 流光溢彩，寒冷中唤醒了记
忆的香甜，把寂寞舞出一幅幅美秋的水
墨画卷。打卡地一组一亮点，沿小黑河
一线铺开，构思新颖的炫彩灯光秀，亦
真亦幻，穿越时空，把艺术的想像与逼
真注入小黑河每一个角落，洋溢的喜庆
气息扑面而来，青城人民欢乐祥和的新
春氛围愈加浓厚。

冬来日短，暮色苍茫中，远看小黑河
两岸一盏盏、一束束、一排排“苏醒”的
花灯，星星点点，灿若星辰。无论起步
新城区奥莱小镇、东河景观带、水岸漫
街，途经赛罕区麦迪逊花园番茄广场、
保全庄东茶房滨河景观带，还是落脚玉
泉区福地新春欢乐、鱼跃龙门、草原丝

路、御马刨泉等 7 处主题灯会，河间有
梦，勾勒千古柔情，把昭君文化、草原丝
路、呼市记忆三重文化的厚重底蕴，闪
耀在冰清玉洁般的小黑河中。

辞旧的玉兔、迎新的金龙，呈吉祥、
献祥瑞，璀璨的灯光通体发亮，仿佛置
身时光交错的分隔线上。驻足“年年有
鱼”“花团锦绣”“巨龙腾飞”缤纷花灯
前，唤发魔力，把冬天的凛冽，幻化成春
天的烂漫、丰年的意韵。全树悬挂的镭
射灯、彩色藤球灯、绕树串灯、“灯笼长
廊”，黄的、红的、紫的 ...... 浑然交织，一
闪一闪的萤火之光像花朵一样盛开，争

相斗艳。
夜静时，喧嚣的城市渐渐平静下

来。此刻，小黑河的轮廓更加清晰，沿
河花灯愈发绚丽多彩。临河居住的人
们，俯瞰正对着的银河北路灯组夜景，
一簇簇宝石般的灌木镶上了金叶，左右
怀抱“2024 年”“遇见赛罕，遇见幸福”，
东西弥漫，一夜花千树。更有周边绿松
傲霜，似乎能把冬天的枯黄孕出春夏的
温暖。

小黑河舞动万千明灯汇聚的“火树
银花不夜天”，不经意间被点亮。岁月
有爱，一路繁花。

绘画作品做到“像”是比较容易的，
从创作的实践过程来看，这尚属“技能”
的层面——当然，其专业性的技能是必
要的；但是作为不失个性的创作追求，
则还需通过由“技”入“艺”的提升，并进
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如宗白华先
生所言：“使片景孤境自积成一内在自
足的境界，无求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满
的小宇宙。”若这“小宇宙”让人感到“皆
灵想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清代画家
恽南田语），那么，其独创性之所在显然
已不言而喻。概而言之，作为绘画艺术
家，其心灵境界的涵养是格外重要的。

齐白石先生有言：“作画最难无画
家习气，即工道气也。”在我看来，非有
深切体认并深得绘画艺术之三昧者难
出此言也！遗憾的是，如今举目所见，
满身“工匠气”的“画家”不少，而真正达
到白石先生所推崇的“先入其室，然后
必须自选门户，另具自家派别，是谓名
家”者则并不多；更为遗憾的是，有不少
身处此境者自己始终不觉其困局之所
在。那么，如何方可脱去“工匠气”，而
开创出自己独有的艺术世界呢？这是
个大而复杂的问题，而且古今中外已有
许多人从不同方面进行探因与求解，不
乏真知灼见，而我在此着重提及的是

“自觉”二字，即艺术家内在涵养的自
觉。

如今，有一种状况我们应该有所觉
察，即学画画的人很多，但真正在艺术
上有追求、有成就的却比例很小。原因
何在？如果从学画者身上找原因，我以
为有两点是最为显见的，一者是功利心
太强，再者是作为成就艺术家应有的综
合素养薄弱。无论是从合规律的学理
角度看，还是探寻中外大艺术家们所走
过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涉足
艺术之路，爱好（或曰兴趣）是至关重要
的——甚至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缘，而
且很少有通过学习艺术（包括学画）而
别有所求的复杂之想。所以，尽管不同
艺术家的经历与个性有千差万别，但却
往往殊途同归，其生命的火焰始终为艺
术而燃烧，并照亮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所谓留下“一个世界”，让世人体会
不尽。相比之下，那些名义上进入了某
个艺术圈子，而心灵尚未得到安放和静
养的人，则不免会心浮气躁，左顾右盼，
以至往往容易逐时尚之变而游移，随功
利得失而徘徊。这种状况持续越久，人
的自信心受挫越重，那么，其个性的坚
守与张扬自然便无从谈起了。

我之所以特别提及“自觉”之说，因
为专业研究及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来我
眼之所见，自命为“画家”者不乏其人，
而能够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自己与真正
的艺术家相差多远，以及差在哪里之类
问题者，所见者鲜也。

进了腊月门，农家无忙人。丢镰收锄
的十冬腊月，北方乡村的喜事就逐渐多起
来。无论是贺寿嫁娶、生日满月，还是乔迁
新居……村里人称为“事宴”，都热闹无比。

事宴的前几天，主家要打扫卫生，做各
种准备，忙得不可开交。人逢喜事精神爽，
再忙，一家人也充满喜悦。

乡村事宴吃的有些东西可以去集市购
买，有些是亲自做的。比如蒸馍，那年头想

买集市上也没有，就在村里东家进西家出
地借几盘石磨，连同牲畜一同借来磨面。
磨豆腐和磨面的不同之处在于磨豆腐的石
磨不是固定的，只有在使用时才临时支起
来。这样就只能由人来推磨了，不能用牲
畜的。先把大豆或者黑豆脱皮后，用石磨
磨成浆，再在大铁锅里熬制，最后用碱土点
成豆腐。杀猪的过程最有看头。杀猪的头
天晚上，停止给猪喂食，只饮些水(这叫“洗

肠子”)。次日一大早，早早烧开一大锅水，
然后，屠家和帮忙的动手了。猪杀死后，众
人七手八脚地用开水褪猪毛，将猪褪洗得
白嫩嫩的。这时，首先从猪脖子割下第一
块肉(俗称“槽头”)，交给女主人早早切肉、
备饭菜。然后开膛、收拾心肝脾肺，翻肠
子，倒肚子。一起收拾停当以后，男人们帮
忙把成扇的猪肉抬进凉房。至于分割，那
是男主人自己的事情了。

乡村事宴，全村人参与。事宴前一天，
来帮忙的都是左右邻居，男女老少不约而
同全部聚集到了主家院子里。洗锅抹碗，
烧火拣菜，忙忙碌碌，各尽其职。说话声、
锅碗瓢盆声、鼓风机呜呜声等交织在一起，
组成了一首绝妙的乡村交响曲。院子里冒
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村子里事宴，
一般担任总管的定是家庭中辈份长、懂礼
数的白发老者。掌勺的是乡间厨师，虽搞
不出五花八门的吃法，倒也实惠。

乡村事宴，最难忘的就是现炸糕。在
乡村里，再好的席面如果没有炸糕，就会吃
不香。糕，是将性质柔软的米面蒸熟后搓
成卷儿，切成片儿，用猪油、胡油、菜籽油或
牛、羊油趁热一炸，呵，黄津津的，脆皮软
瓤。若滚上白糖，热一热，后在那长长的、
滑溜溜的荞面饸饹或豆面、挂面粉汤中吃

起来，格外香美！
贴对联，是乡村事宴必不可少的。村

子里的老先生早已蘸饱了墨汁一展身手，
苍劲有力的毛笔字在红纸上跃然而出。若
是婚庆，对联会写“欢庆此日成佳偶，且喜
今朝结良缘”；祝寿则会写“福如东海长流
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乔迁新居又会写“合
家共庆乔迁喜，亲友同享富贵欢”……一幅
幅红红的对联，朗朗上口，寓意喜庆，既送
去了美好的祝福，又增添了事宴的气氛。

事宴当天大清早，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
聚集村子，平日里寂静的小村顿时喧嚣起
来，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主人只需打扮一
番，去应酬客人，其他招待事宜全都由帮忙
的人来负责。时到中午，鸣炮开席，亲朋好
友举杯共贺，推杯换盏，欢声笑语不断……

以上说的都是我小时候在故乡所见、
所闻、所经历的故事。现在故乡的生活好
起来了，备办酒席不需要去几十里外的县
城了，乡村门口就有市场，卖肉的、卖馍的、
卖豆腐的……一应俱全。一切都是手到擒
来，只要兜里有钱。但事宴吃席的一切规
矩、讲究还是基本没变，还是那么富有地方
特色和人文风情。

事宴，是乡村一道最靓丽的风景，蕴含
浓浓的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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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流影光流影

■■吕成玉吕成玉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腊
月
怀
想

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乡村喜事

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艺术及美育需要

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内在涵养的自觉

疏疏
影横斜影横斜

■■宋生贵宋生贵

边边
走边写走边写

■■北望北望

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传初的马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