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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老党员
李小娟

原 继 桃 老 师 要 求 我 们
多看报纸，加大阅读量，关
心时事政治，扩大知识面。
那时不像现在书籍很多，除
了课本几乎没有其他可看
的书，所以看报成了我们增
大 阅 读 量 的 一 个 主 要 途
径。同学们大都订不起报，
我们就到老师办公室借报
纸看，时间长了，形成了习
惯，天天阅读报纸。有时看
不 到 大 报 ，就 看《参 考 消
息》，从中了解国际形势，比
如当时世乒赛就是从《参考
消息》上了解战况的，天天
看谁赢了，谁被淘汰了，谁
和谁的比赛如何精彩。比
如梁戈亮连续跳起来扣了
二十一个大板才拿下一分
最后获得冠军，李富荣、郗
恩庭、许绍发、瓦尔德内尔
等 运 动 员 的 比 赛 也 很 精
彩 ，都 是 通 过 看《参 考 消
息》而 知 道 的 。 那 时 没 有
电 视 ，但 生 动 的 报 道 使 我
们脑海里浮现着这些精彩
的比赛画面。看报扩大了
我 们 的 视 野 ，感 受 到 了 阅
读 报 纸 的 乐 趣 ，也 启 发 我
们如何写新闻稿。

多 读 、多 写 、多 练 ，熟
能 生 巧 ，同 学 们 终 于 克 服
了 发 愁 写 作 文 的 心 理 ，作
文变得轻松起来。我也是
受 原 老 师 讲 解 的 启 发 ，作
文成绩得到较快提升 。 记
得 初 三 期 中 考 试 ，语 文 是
命 题 作 文 ——《论 方 向 与
苦干》，论述思想觉悟与埋
头苦干的关系。根据老师
讲的，我先审题，题意审清
后，琢磨好自己的观点，落
笔行文，形成文章的论点，
然后根据当时报纸上宣传
的 党 和 国 家 的 方 针 政 策 ，
从 正 与 反 、理 论 与 现 实 角
度 进 行 论 述 ，最 后 推 出 结
论 归 题 。 心 有 腹 稿 思 路
清 ，一 口 气 轻 松 写 完 交 了
卷。试题是公社文教办出
的 ，阅 卷 自 然 也 是 公 社 统
一 组 织 。 成 绩 出 来 ，原 老
师在班上说我的作文被评
为 一 等 ，表 扬 了 我 。 到 了
期 末 考 试 ，语 文 又 是 命 题
作文：《谈谈政治学习与专
研业务的关系》，实际上是
上 次 作 文 观 点 的 具 体 化 ，
出题者的用意是既考我们
论述文的写作方法掌握得怎么样，又考我们课外读书看报
时事政治关心得如何，所以写好这篇文章内容和方法都要
熟悉才行，这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讲是有难度的。这篇
论 述 文 也 写 得 比 较 顺 畅 ，春 节 过 后 公 布 成 绩 我 又 得 了 第
一 ，试 卷 被 拿 到 其 他 学 校 当 范 文 讲 解 ，原 老 师 在 课 堂 上 又
表扬了我。这两次考试对我鼓励很大，对写论述文似乎摸
到 了 一 些 感 觉 ，增 强 了 信 心 。 事 实 上 ，我 也 只 是 临 场 发 挥
得好而已，班里学习好的同学还多得是。我想原老师在她
的书里写有我，是不是两次考试这两篇文章给她留下了印
象 。 回 想 起 这 件 事 ，我 从 心 里 感 激 原 老 师 ，是 她 辛 勤 教 诲
和 适 时 表 扬 鼓 励 ，打 开 了 一 个 少 年 的 心 智 ，激 发 了 他 的 兴
趣，喜欢上了阅读和写作。

一个老师不仅仅是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对
学生多加表扬鼓励，增强自信，激发兴趣，打开他的思维。能
调动和激发出学生的兴趣，就是一个好老师，如果在兴趣的
基础上课再讲得好，激励学生自觉学习，那就是相当好的老
师了。原老师就是这样，在授课时很注重激发、调动我们同
学们的兴趣，适时引导，循序提升。一个少年，一旦对某件事
有了兴趣，八头牛也拉不回来，他会如痴如醉地去琢磨，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

原老师告诉我们，要学会写文章，一定要持之以恒地阅
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可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课外书很少，
我们就想办法去借，我终于借得《林海雪原》，书已翻得很旧，
利用寒假细细地看了一遍，看得如醉如痴。小说是拉长了的
记叙文，看完之后，大为惊叹，原来文章是这样写的。这本书
情节曲折，语言上口，拿起来就放不下。少剑波、杨子荣、刘
勋苍、栾超家、孙达得、小白鸽等英雄人物及小炉匠、许大马
棒、座山雕等反面人物个个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写人写事堪
称经典。通过阅读《林海雪原》，开阔了我这个少年的视野，
对如何写好记叙文受到了很大启发。同时，激发了对杨子荣
等英雄的崇拜，英雄情结植入内心。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太深
了，可以说它影响了我一生。多年前工作不太忙了，我专门
买来认真读了第二遍，越发感到脍炙人口，爱不释手。在我
看来，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
的一本书。

读《林 海 雪 原》激 发 了 我 读 书 的 欲 望 ，接 着 又 陆 续 借 读
了《西游记》《水浒传》《青春之歌》《红岩》《战斗的青春》等
书，每看完一本，皆大为惊叹，感觉像一个饿汉饱餐了一顿
一样，既解馋又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这些书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语言优
美 丰 富 多 彩 。 看 了 这 些 书 ，结 合 老 师 讲 的 ，似 乎 从 中 感 悟
到了一些写文章的窍门。再后来，从我外公家看到一本很
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书（书 名 记 不 清
了），拿回家反复看，书中人物部分介绍了古今中外各方面
的 杰 出 人 物 ，其 中 钱 学 森 、华 罗 庚 、钱 三 强 、李 四 光 、郭 沫
若、茅以升、沈雁冰、老舍等大师级人物的事迹深深地吸引
着 我 ，对 他 们 的 崇 拜 油 然 而 生 ，激 起 我 渴 望 读 更 多 书 的 愿
望。命运垂青，机缘巧合，我借得了郭沫若的不少书，陆续
读 了 他 的 自 传（《反 正 前 后》《北 伐 途 次》《洪 波 曲》）、散 文
集、诗歌、剧作（《棠 棣 之 花》《屈 原》《虎 符》《孔 雀 胆》《南 冠
草》）等 文 学 作 品 。 我 尤 其 喜 欢 他 的 新 诗 ，像 炉 中 煤 、天 上
的 街 市 、地 球 我 的 母 亲 、女 神 之 再 生 等 都 给 我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诗 中 表 现 出 的 激 情 感 染 着 我 。 在 一 个 下 午 ，我 拿 着 郭
沫 若 的 诗 集 ，在 村 南 潇 河 湾 没 人 的 地 方 ，尽 情 地 朗 诵 他 的
诗 ，感 受 着 他 的 诗 情 。 郭 老 真 是 才 子 ，这 些 在“ 五 四 ”前 后
写成的诗，50 多年后依然澎湃着一个少年的心。接着我又
读了他的《女神》，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气把它读完，虽然有
些地方不是很懂，但非常兴奋。我还读了华罗庚写的在西
南联大艰苦条件下刻苦研究数学的文章，从中感受到了他
们的才情和勤奋。读了这些大师的书和文章，我的心被强
烈地撞击着，渴望读更多书，同时，更加感到加大阅读的重
要 性 ，体 会 到 了 原 老 师 的 谆 谆 教 诲 和 殷 切 期 望 。 从 此 ，养
成了阅读的习惯，读书成为我几十年来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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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
日 行 北 陆 ，夏 木 阴 阴 ，问

近 安 ！
吾乃晋侯鸟尊，生于西周，认

姬燮为主。主人在时，吾掌祭祀，
盛鬯酒敬神明与先祖，祈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主人既没，吾随主
人长眠于地。今幸再面于世，欣
喜若狂，想来与诸君暌违竟有三
千年，心中思绪如春草，更行更远
还生。遂执枯笔一支、蘸玄墨二
两，于故纸堆中拾来笺页若干，写
下这封信，与诸君促膝长谈吾这
千年所历。

千年事何悠悠，若恒河之沙
数 、漫 天 之 星 斗 。 思 来 想 去 ，从
头 至 尾 ，掇 其 精 以 告 ，撷 其 华 以
示，说与诸君。

诸 君可曾听闻“桐叶封弟”？
若要说清吾来自何方，此事不得
不提。

三千年前，诸
君 现 处 之 地 乃 一
片 金 戈 铁 马 、鼓
角 争 鸣 。 周 成 王
幼 年 之 时 与 其 弟
叔 虞 演 练 礼 仪 ，
偶 拾 起 一 桐 叶 ，
削 成 玉 圭 状 ，分
封 叔 虞 。 天 子 一
言 九 鼎 ，成 王 即
位 后 ，汾 河 畔 古
唐 部 落 叛 乱 。 叔
虞 受 命 翦 伐 。 既
定 尔 勋 ，福 禄 攸
同 ，王 乃 封 弟 叔
虞 于 唐 国 ，因 氏
焉 ，后 尊 唐 叔
虞 。 叔 虞 既 薨 ，

其 子 姬 燮 袭 父 爵 ，改 国 号 为 晋 ，迁 都 晋 地 ，世 称 晋 侯 燮 ，吾
主也。

昔武王伐商、诛纣王，顺乎天应乎人。吾周时，国之大
事 ，在 祀 与 戎 。 春 祭 曰 祠 ，夏 祭 曰 礿 ，秋 祭 曰 尝 ，冬 祭 曰
烝。以槱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
命 风 师 雨 师 ，为 酒 为 醴 ，烝畀 祖 妣 ，以 洽 百 礼 ，降 福 孔 皆 。
奉天承运，尊彝乃出；盛之鬯酒，以享天地。

吾适时既出，主人铸铭文于吾身：“晋侯乍向大室宝尊
彝”，以显位尊。武王伐纣，凤鸣岐山，凤鸟乃我朝祥瑞，故
主 人 铸 吾 以 凤 形 ；象 之 如 山 ，寄 寓 和 平 ，古 来 有 之 ，故 主 人
赐吾以象鼻作尾；吾颈、腹、背饰羽片纹；翼、腿饰云纹；翼、
盖间饰立羽纹；以雷纹衬地，以羽翎着尾。一琢一磨，敬尔
诸公；一切一磋，明昭神灵。

吾历祭祀不可胜数。及主人薨逝，葬晋墓，吾随之，长
眠于斯。代代晋侯励精图治，开疆辟土，北取晋阳，南取河
洛，东出太行，晋国雄霸天下，吾长眠；静公二年，韩赵魏三
家分晋，江山易主，晋国衰亡破败，吾亦长眠。

千载沉浮轻似梦，八百年晋国风云在吾体内镌刻，三千
年时光变幻在吾身侧闪过。零落成泥，吾周身遍布锈迹，往
日之姿荡然无存；涅槃重生，吾此刻生机勃发，静立于展厅
中 央 ，为 晋 之 象 征 。 拜 访 者 络 绎 不 绝 ，上 至 耄 耋 ，下 至 稚
子 。 或 感 吾 形 之 精 妙 奇 绝 ，或 叹 吾 生 之 跌 宕 起 伏 ，虽 隔 一
间，然今人肺腑真言，吾心明之，甚慰。

而 后 吾 乃 知 ，三 千 年 已 逝 ，真 可 谓 沧 海 桑 田 。 观 今 之
国，河清海晏，无难；观今之人，怡然自乐，无虞。

诸君！吾虽已三千年不曾盛酒，尊内却仍散发酒香，吾在
汾水之畔，山西博物院内，愿与诸君共赴一场千年之约。

诸君！临颖依依，不尽欲白；顺颂时祺，敬候面叙。
晋侯鸟尊于山西博物院

天刚破晓，整座城市还在酣睡之中。微风摇
落阵阵鸟鸣，晨练的人们大步流星奔向自己的
队伍。有一位身穿太极服、瘦高个子的老人，却

“反其道而行之”，他经过清风扑面的东湖边，不
去广场上找他的同伴，而是穿过马路折入巷子
进了一个小区大院，站在 14 号楼下，仰头冲楼上
大声喊：“老三媳妇，下来锻炼走啦！”

老 三 媳 妇 小 梅 ，在 清 徐 县 城 农 业 银 行 工
作 ，是 单 位 的 党 员 先 进 分 子 ，下 面 喊 话 的 是 她
的公公。

“老三媳妇！”老人中气十足，声若洪钟。小
梅知道，她要是不下去，公公决不会离开。自从
加入公公组织的杨氏太极拳协会，老爷子不论
刮风下雨，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出现在她家楼下
叫她，公公说：“练太极拳可以强身健体，而且不
可耽搁一日。”

“ 为 了 练 习 太 极 拳 ，我 每 天 起 得 比 公 鸡 都
早！”小梅向爱人打趣。老三一边穿衣服一边催
促：“走吧，爸爸都是为了咱们健康着想。”夫妻
俩飞跑着下楼。

除了叫小梅，老人还要去叫他的外甥刘强。
刘强是县城报社总编，工作很忙。老人说：“身
体是革命的本钱，工作再忙也要经常锻炼，年轻
人必须千锤百炼才行。”

这个让家人都惧怕三分的犟老头，名叫史
侯 铁 ，清 徐 县 西 谷 村 人 ，1930 年 出 生 ，1948 年
参加革命。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战
车 学 校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第 二 坦 克 学 校 ，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他，
历 经 九 死 一 生 ，先 后 参 加 过 解 放 华 北 战 役 、解
放大西北战役，由一名战士成长为排长、连长、
营 长 、参 谋 长 。 转 业 到 地 方 工 作 后 ，历 任 柳 林
县委常委、武装部长，清徐县委常委、县革委会
副 主 任 、县 政 府 副 县 长 ，清 徐 县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1991年离休。

离休后的史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为清徐县政治经济及各项事业献计献策，并
牵头成立了清徐县杨氏太极拳协会，常年义务
向广大群众教授太极拳。

史侯铁老人是有着 75 年党龄的一位老共产
党 员 。 他 说 他 一 辈 子 只 做 了 两 件 事 ，“ 保 家 卫
国、强身健体”。早年的征战生涯让他落下了不
少伤病，自发现太极拳的疗伤健体功效后，他决
定在家乡推广这项运动。无论推广太极拳何其
困难，一旦认准了，他就非做成不可。

最初那几年，除了虚心拜师、潜心钻研，他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骑自行车满县城跑——东
湖公园、醋都广场、南营村大队广场、六合村学
校操场……凡是有人锻炼的地方，他都要去，给
大家发放他自己印制的太极拳学习手册，手把
手教人们打太极拳。

在家里，他实行“家庭总动员”。小梅和刘
强就是他动员加入太极拳协会的。不过后来，
他们两人都得了打拳的益处，也都真正爱上了

太极拳。
史侯铁在地方工作期间，立志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他的工作法宝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他工作过的柳林和清徐都是传统农业县，史侯
铁 总 是 与 农 民 吃 住 在 一 起 ，扎 下 身 子 搞 农 业 。
他冬季抓基础建设，兴水利、修梯田；春秋抓农
业生产，兼顾种植养殖。平日里进村入户，精准
帮扶。比如哪个村子缺水、哪块地种植结构不
合 理 、哪 村 哪 户 缺 粮 需 救 济 ，他 都 摸 得 一 清 二
楚。柳林山区多，有很多自行车去不了的村子，
却没有他的双脚去不了的地方。

调回老家清徐后，路平了，他可以骑自行车
跑 更 多 的 乡 村 ；因 为 跑 的 乡 村 更 多 ，关 于 他 的
奇 闻 轶 事 也 更 多 地 传 进 了 家 人 的 耳 朵 里 。“ 他
说 党 员 干 部 要 和 老 百 姓 打 成 一 片 ，不 能 搞 特
殊 ！ 下 乡 出 差 ，他 要 求 所 有 人 都 和 他 一 样 ，滴
酒 不 沾 ，只 能 要 一 碗 面 。 有 一 次 ，人 家 只 在 餐
桌上加了盘豆腐干和炒灌肠，他就气愤得直接
离场了。”

听了这话，老伴好意提醒他一句，他却很生
气，反问道，这话谁说的？我得让他作检讨！

史侯铁的大公无私是出了名的。外甥刘强
大学毕业后，想托舅舅的关系去个好单位。上
世纪 80 年代初，大学生在县城还是稀缺人才。
况且刘强从小到大一直品学兼优，史侯铁不是
不知道。结果他一句话：“下基层去！”现在回想
起来，刘强笑称：“我这辈子最惹不起的人就是
我舅舅，他让我下基层我就下了基层，让我打太
极拳我就打了太极拳……”

史老的三儿子回忆：在柳林，他们一家吃的
是 定 额 粮 票 ，全 凭 母 亲 精 打 细 算 才 能 填 饱 肚
子。回到清徐后，身为副县长的父亲还是没能
为 家 里 改 善 伙 食 。 每 天 红 面 剔 尖 ，又 硬 又 糙 。
加之清徐的泥炉子烧的是煤土和成的泥，和柳
林的炭炉子完全不一样，母亲不会烧火，不是喊
他们这个劈柴就喊那个生火，吃顿饭烟熏火燎、
鸡 飞 狗 跳 ，他 们 一 家 简 直 是 县 委 大 院 里 的“ 奇
葩”住户。

人生两件事，成家和立业。史老三个儿子的
这六件事，他都没管过。甚至三个儿子的婚礼
他都因忙于工作没能参加。大儿子高中毕业，
自己找工作，自己买肉买菜张罗婚事，老二老三
同时高中毕业，同时参了军……

他让孩子们自力更生，对他们严格要求，并
让儿子们记住：第一，你们从来不是什么领导的
儿子，你们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儿子！第二，别
人不愿意做的事你们要做，不愿意吃的苦你们
要吃，总之一定不能丢共产党员的脸！

时光荏苒，将近一个世纪的光阴慢慢流过，
史老的身上始终有一种温暖的光，照亮着身边
的人。夏日，我在清徐县中医院六楼的康复中
心见到了这位老人，听他缓缓地讲述过往人生，
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位老共产党员身上纯正的党
性和可贵的精神传承……

永祚寺寺名由诗经而起。“永祚”二字，语出《诗经·大
雅·既醉》“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句，“永祚”就是“永锡祚
胤”的略写，有“永远传流，万世不竭”之意。

永祚寺俗称双塔寺，位于太原市城区东南方向郝庄
村南向山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入太原市区，
远远就可看到古朴的双塔巍然屹立，与周围的景致浑然
一体，醒目亮眼。凌霄双塔是太原市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是“古晋阳八景”之一。这对形似姊妹的双塔高耸在这座
名胜古迹众多的城市，历经 400 多年风雨，仍在此伫立凝
望，仿佛在随时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如果你在五六月间，择一阳光明媚的日子，到依山构
筑、坐南朝北的永祚寺看看，一定会不虚此行。走过绿草
如茵、水流潺潺的双塔公园，踏上镶着汉白玉围栏的石
阶，经过镇守寺门的石狮，穿过永祚寺的山门，寺内的建
筑古色古香，青瓦红墙掩映在青翠的松柏中，牡丹园中各
色花朵与绿叶交错，那些或粉、或紫或白或黄的各色牡
丹，争奇斗艳，引人驻足。这里有 40 多个品种、6000 余株
牡丹，其中最珍贵、历史最悠久的要数“紫霞仙”，它们于
明代万历年间种植在永祚寺大雄宝殿前的花坛里，至今
已有 400多年历史。

掩映在高大树木中的大雄宝殿面阔五间，殿内供奉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上层为三圣殿，原名观
音阁，面阔三间，中间有正方形穹隆顶，造型巧妙华丽。
殿外为仿木结构，殿内柱、额、斗拱、檐等各种造型全为砖
券砌成，不用梁架，又称“无梁殿”。每年四月中下旬，在
大雄殿外的牡丹率先盛开，虬枝绿叶托着硕大的花盘，仿
佛着盛装的“花神”来到了凡间。它们初开时花瓣呈肉红
色，馥郁芬芳；盛开之际呈淡紫色，馨香更浓；后期成为正
紫色，贵气逼人，故称“紫霞仙”。元好问曾赞：“天上真妃
玉镜台，醉中遗下紫霞杯。已从香国偏熏染，更怕花神巧
剪裁。”穿行于牡丹园，姚黄、魏紫、赵粉、豆绿、状元红、昆
山夜光、蓝田玉、青龙卧墨池、碧雪丹沙等多个珍贵的牡
丹花品种竞相开放，像一群“仙子”在互相比美。缤纷艳
丽的牡丹与寺内高高低低的绿树、青砖、红墙、拱门、石兽
等风景交相辉映，形成一幅静谧、美丽的画。

“出云双塔立千寻，花岗轻摇钟磬音。”在花香中经过
大殿，走过碑林，经过一些古朴可爱亦有残缺的石兽，再
穿过林荫大道，拾级而上，来到寺院的最高处。在这里，
你会看到相隔不远的双塔。塔是 13 层八角仿木构楼阁
式空心砖塔，那些塔外八角上悬挂着的铃铛摇曳在风里，
微 风 轻 拂 ，“ 叮 叮 当 当 ”清 脆 的 铃 声 宛 若 一 曲 优 美 的 音
乐。塔身青砖斑驳，砖雕斗拱、枋子和檐椽精美生动，无

言地诉说着历史。
永祚寺的文峰塔，为兴文运而建。文峰塔建成 9 年

后，晋王朱敏淳邀请五台山的福登大师主持扩建，在旧塔
西北方建起了一座相似的新塔，命名为“宣文佛塔”。双
塔的形态相差不大，塔高仅差两厘米，不同之处是文峰塔
收分不太明显，素边檐子，雕饰牡丹叶子；宣文佛塔收分
明显，蓝色琉璃剪边檐子，饰有莲花。游客可以进到宣文
塔内，沿着石梯盘旋而上，越往上越窄，最上面的楼梯仅
容一人通过，塔身每层辟有四门通向出檐，可以眺望太原
的美丽风光。

这里 还 收 藏 了 很 多 碑 刻 ，明 代《宝 贤 堂 集 古 法 帖》
和 清 代《古 宝 贤 堂 法 帖》荟 萃 了 历 代 名 家 墨 迹 。 来 此
可 观 摩 历 代 书 法 作 品 ，学 习 相 关 历 史 知 识 。 寺 内 楹 联
云 ：“ 风 藻 无 穹 帖 爱 宝 贤 花 爱 紫 ，因 缘 有 会 寺 求 永 祚 塔
求双。”

寺不在大，有仙则名；塔不在高，有佛则灵。在永祚
寺，宝塔梵殿，佛阁玲珑，砖石生奇，花木仙颜，文笔双峰，
碑碣栉比，蓬勃向上，兼容并蓄，这正是太原创新发展的
精神。在这里可以观建筑之美、牡丹之美、书法之美，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摄影：李学军 牛利敏

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永 祚 寺 中 藏 仙 踪
马晓华马晓华

游太原 赏人文 悦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