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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民韵
从南昌来北京

工作已经半年多了，
对这座城市慢慢从
隔膜变得熟稔。工
作时间开始于早 8
点，对习惯晚睡晚起
的我来说无疑是巨
大的考验。每天当
我匆匆冲出住处后，
立刻陷入浩瀚的上
班人潮中。二环内
不到 20分钟的自行
车程，密布着将近10
个红绿灯。骑车的
人格外多，大家努力
拂去一夜困顿，在每
一次蹬踏时全力向
前。我常疑惑他们
怎么能在没有倒计
时显示的红灯前，准
确估算绿灯开启的

时刻。仿佛短跑运动员一般在心中倒数，然后
迅捷起跑，带起一缕疾风。偶尔也会有“抢跑”
的，本就拥挤不堪的街口顿时一片慌乱。挥舞
着小旗的协管员大声喝止想要跟从效仿的人
们，他们只好硬生生地捏下刹车，讪讪地等待
绿灯亮起。这样短暂的静默无疑是令人焦虑
的，我不安地拿出手机看看时间，却感到脚下
有隆隆的震动。一定是有一辆地铁刚刚驶出
附近的站点，满载的乘客，也如路口的我们一
般睡意蒙眬，却依然对新的一天充满了期望。

北京纵横平整的道路两旁，还保留着许
多遮天蔽日的大树。阳光被层叠的绿叶筛成
无数细小的光斑，跳跃闪烁着，投射在行人的
背影上，将每条街道变得妙趣横生。无论哪
个季节，大树总是在掉落着些什么。春天是
杨柳絮，飘飘忽忽地扶摇直上，伸手去抓是够
不着的，不经意间却会发现衣襟早已挂上了
一缕。夏天是金黄的槐花，尤其是傍晚的一
阵雨后，密密的一层委顿在地，任由经过的车
辆行人将它碾落成泥。秋天银杏树会掉落果
实，一颗颗小圆球挂着白霜，沉甸甸地坠落到
地面。有爱好养生的，拾满一袋果子就带回
家熬煮，据说果肉微臭，而果核对健康大有益
处。2022年的冬天北京一直没有下雪，我很
好奇雪后大树下会有什么，是被大雪压弯的

一根树枝，还是在严寒中屹然挺立的一抹新
绿？真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大树在冬天送给
我们的礼物。

北京的公园极多，而且大多有着深厚的历
史渊源。四下一望，山是明朝垒的，还嵌着块
元朝的砖；树是金朝种的，还为清朝的皇帝挡
过风。就连面前的一泓湖水，看似波澜不惊，
碧波下却沉淀着不知多少兴衰更替。最妙的
是，这里处处有出处，却一点也不摆出德高望
重的架子，而是舒展身姿，继续衬托今日的生
活。于是，在皇家园林里随兴散步，或是沿着
古大运河畔晨跑都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有
一次看到景山下壮观的广场舞队伍，让我一时
有些恍惚。前面就是巍峨的山体，山脚下就有
崇祯自缢的遗迹，原是不可轻易踏足的皇家后
园，承载着多少历史的幽秘，如今却回归到它
的自然属性本身，见山只是山，一草一木不问
来历，只为一支热烈的舞蹈平添风采而已。于
是无所谓古今，红墙碧瓦，即便已流转经年，仍
只是当下的寻常一隅。想到这一点，我偶然在
公园的草丛中发现断壁残垣，也不再像从前那
般大惊失色。不用深究它蕴涵了多少故事，只
要欣赏公园的美景就行。

北京人对运动锻炼有着很高的热情。去年
初春时我刚到北京，路过市中心的小河畔，就看
到几位年岁不小的大爷戴着泳帽、光着膀子一
头扎进了水里，毫不迟疑地向前游去。当时乍
暖还寒，水面上依稀还有些浮冰，我裹着羽绒服
还觉得寒冷彻骨，真不知要多强大的意志力才
能完成如此壮举。天气晴好的中午，也经常能
看到附近上班的人们并不午睡，而是相约着出
来散步，三三两两地挽着手低头笑语。有的会
特意换上一身利落的运动服沿着附近的街道绕
圈慢跑，同时用手机的运动App进行记录，中午
的一小段闲暇，也能完成一次减脂增肌的功
课。傍晚的长安街，总是云集着很多骑行爱好
者。暮色四合，晚霞明媚，宽阔的街道庄重大
气，骑车经过尤其让人心旷神怡。路面上的骑
行者有的穿戴着全套骑行服，使用专业自行车，
更多的人骑着各色共享单车次第行进在这条著
名的街道上，在经过天安门时不约而同地眺望
那壮美的城楼。此刻消灭了多少卡路里已经不
那么重要，内心的自豪和充盈才是大家来这里
骑车的原因。

南北风物各异，居北思南，我想，我会发现
更多有关两座城市的差异。

那株古榕停在路的中央，古城墙下新铺的路面为之向外弯

曲一个弧度。她雍容舒展、蔚然气派，粗拙的树身由一脉脉茎干

抱结在一起，须四五人展臂合围。她伸出长而多姿的手臂，仿佛

一手挽着古城墙，一手牵住赣江水，铺展的树冠荫蔽了不小的地

面，有阳光的日子，透过枝叶筛落下来的满地光斑，悠晃灵动，仿

佛一处潜向时光深处的通道。身边的城墙和赣江比她古老。最

初，奠基于北宋熙宁年间、夯土筑造的城墙绵延三里，中结城门

四座。赣江以丰沛不羁的水势冲刷江岸和土城墙，土城墙几度

翻修又几度塌损，直到明正德年间，新一任知县桑翘仿照南京的

城墙，改造为砖城墙，方有了这经得起风霜剥蚀、洪水冲击的筋

骨，挺立至今。砖城墙有城门六座，朝向赣江的三门：观澜门、五

云门、芙蓉门，以容纳那时来去江边码头流流沓沓的商贾与货

物，南来的、北往的，无不是经由三座城门吐纳。最繁盛时期，云

集而来的船只无法靠岸，一直铺排到江心停泊。那时节还没有

这棵榕树，她在 100 年后的万历年间，被一位顺赣江而来的福建

商人手植于此，寄意吉祥。民间素有“榕不过吉”之说，这棵榕树

却在吉安的地面上生根茁壮。古榕树脚下曾是码头，她看取了

这江面上的繁华与萧瑟，也看尽了人间的沉浮与冷暖，看透了世

事的喧嚣与清寂，看清了时光的满实与虚空。无法读取她的心

思，只能看见她巍然挺立的姿态——300 年间，她以强劲的生命

之力，牢牢地用根须握紧这片土地，同时向外竭力伸展虬曲的长

枝，让自己长成了这座名为万安的小城绕不开的风景，长成了她

绿幽幽的深情眼眸，长成了她气定神闲的心魄，同时给小城人以

荫庇，以清凉的慰藉，以精神的有力支撑。

壬寅年夏日，我与之劈面相遇时，禁不住心旌摇动，一再为

之回眸。仅仅一棵榕树，就轻易俘获了我对这座小城的好感。

梅雨时节，雨意紧紧相随，却不漫漶成灾，与漫山层叠、深浅

交杂的绿意相宜，使之带有了新鲜、洁净的质感。我们走在凌空

的玻璃栈道上，水渍模糊了脚下深邃的绿。远处起伏的绿色山

峦间，氤氲着似有若无的云雾。蝉在鸣叫，不知藏在哪根树枝、

哪片树叶之后。它的叫声与前一日在柏岩仙深山中听见的蝉鸣

不同，少了野性多了绵软、婉转，后者的鸣声仿佛原生态的山野

高腔，粗剌剌的高亢、猛烈，让人担心那深山之蝉会不管不顾地

叫破嗓子。有同行者说：不同地方的蝉鸣确实不同，她留意过，

比如庐山的蝉鸣，五声短一声长——此时在高岭，耳听得蝉鸣声

声，与眼前的景致如此相宜，与新修成的柏油小道、仿鸟笼形态

的度假小屋，与浓浓文艺气质、翻旧为新的幢幢民宿，与湿润的

空气、幽静的山中环境，与夹杂草木气息的清透空气，浑然一

体。还有那散落在路口、山坡、屋后、水畔、田埂上的 60 多棵银杏

树。“高村起炊烟，岭上铺黄金。”这高岭之上的村庄，这群山环抱

的村庄，这被千百种草木恣意装扮的村庄，“黄金”就是那些银杏

树。不能不说，这是大自然对这座村庄的恩赐。

村名高岭，相传是唐朝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的后裔，从赣

南迁徙至此，也将银杏种子带到了这片土地。迄今最老的银杏

王，已有 1200 多岁；400 岁以上的银杏树，有 25 棵。我们到时，并

非高岭最美的时节，也非银杏最耀眼的时段，但棵棵银杏树挺拔

向上，不似榕树横向铺展，而成为一方景致中夺目的“标高”。当

银杏树满身披挂金黄的叶片，仿佛无数金色的小扇子在风中摇

动，那一种摄人心魂的灼目，只能用惊艳来形容。我曾在北京地

安门外大街钟楼一带，曾在杭州福严古寺，看见过高大而耀亮的

秋天的银杏树，乍见之下，那焕然如新生般的色彩，顿时抹去了

心头的丝缕暗涩。一直视银杏是具有抚慰和唤醒功能的树，这

恐怕得益于她在天地间的漫长修行——银杏出现在地球上，已

历 3.45 亿年，她经历了第四纪冰川运动，是遗留至今的裸子植物

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一棵银杏树的生长极其缓慢，寿命却绵

长，从种子落土到结出果实（白果在古代曾是皇家贡品）需 20 年，

果实的数量也是缓慢增长，树龄 40 时，才可望结出满树累累的果

实 。 这“ 晚 熟 ”的 树 ，民 间 称 之 为“ 公 孙 树 ”——“ 公 种 而 孙 得

食”。一粒种子被种下，谋求的不是即时的回报，而是未来的璀

璨。

针叶，褐枝，隐于几乎不见缝隙的层叠草木中，如果不是专

门介绍，很难注意到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

曾被神舟四号飞船带入太空的红豆杉，与银杏一样经历了第四

纪冰川运动的考验，依循自然的优胜劣汰法则存活下来，在地球

上已有 250 万年生长史，与银杏一样，也是“国宝”级植物。曾在

江西遂川的大山顶上，一户独居的农家门前，看到一株野生的红

豆杉，正是挂果时，粒粒红艳的小果缀满枝头，阳光下煞是明

艳。没想到，来到小小的万安县城，于一个高岭小村，与 60 棵银

杏树劈面相逢，继而又在潞田山谷中，与 25万株红豆杉相遇。

据说红豆杉种皮极厚，处于“深度休眠”状态，在自然条件下

须得经过两冬一夏才能被“唤醒”，20 年才能挂果，40 年方果实满

枝。这养生谷中的红豆杉并非天然，而是一位在外务工有成者，

回到家乡斥巨资种植。这片将 25 万株红豆杉拥入怀中的山林谷

地，如今解决了当地 1200 余人就业，其中有 230 户贫困农家。“公

种而孙得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满山遍植的红豆杉，预约的

是未来的幸福时光。

古榕树，银杏树，红豆杉，还有黄檀木——那株矗立在竹林

村古桥旁的数百岁黄檀，挂满了一蓬蓬嫩黄花穗，还有柏树——

在烈士曾天宇故乡村背村傲立的柏树，还有随处可见的高大的

香樟树——她们停驻在张千载与文天祥“生死与共”、义薄云天的

大道上，环绕在艮方村黎光园旧址残损的玲珑石亭四周，站立在

“六子参军”“八十农民上井冈”的艰难路途上……这些树木见证了

万安县城的千年历史风雨，见证了 20世纪初在山野深谷涌动的革

命热潮、星火之光，见证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谋求幸福生活

的种种努力。听当地人说，漫山遍野的毛竹，一茬接一茬，生生不

息，让不少村庄得以过上优裕从容的生活。那恍如仙境的柏岩仙，

牛羊满坡散养，野生茶树成排，无污染的草木和洁净的空气、高山

云雾，经由一条新修的盘山公路与外面的世界联通，让住在深山

的 村 民 靠 发 展 油 茶 产 业

和畜牧养殖业，就能守住

一 片 山 林 安 然 度 日 ……

万千植物依循时序自我更

新，生生不息，拥有让人敬

畏的力量。万木葳蕤的万

安，森林覆盖率逾 71%，别

称“五云”，是被大自然恩

惠之地，自然“万民以安”，

如踩五色祥云。

江西是个好地方

古榕、银杏与
红豆杉

□□ 王王 芸芸
那手中的擂杖，那双腿夹住的茶钵，那旋转的手

势，是我们熟悉的。当然，这个“我们”限于赣南梅江

流域生活过的人。但那身装饰是陌生的：青花布衣，

菱角头巾……在 21 世纪 20 年代，这已经不是日常生

活的装束，而是特殊场合才会出现的表演服。

眼下这个场合，当然算是特殊的——小城的新

文化馆落成不久，其中的非遗馆别有韵味，吸引了

众多游客。在新鲜时尚的现代文明之中，这座非遗

馆走向岁月的背面，打开陌生而熟悉的时空，让人

们看见过去、看见乡愁。这里有赏心悦目的民间舞

蹈与戏剧，巧夺天工的手工三维钢模雕刻、草竹编、

根雕与灯彩制作技艺，古韵悠扬的古文说唱，惟妙

惟肖的木偶戏，引人入胜的苏区红色戏剧，美味的

传统特色食品，宏伟壮观的“祠堂”模型。

擂茶，作为非遗项目不算是最特别的。小城坐

落在绵江边，而擂茶是西北偏远乡村的习俗，为此小

城对擂茶是陌生的。但这种特殊的茶饮在现场制

作，在现场推介，在现场品尝，就变得热闹好玩了。

何况，那位制作擂茶的客家女子一身表演装束，一边

舞动手上的擂木，一边放声歌唱。

这是特殊的茶歌。一边擂茶一边唱歌，歌声在

茶香中飘荡，在光影明媚的现代化场馆内弥漫，人气

聚了起来：“打来红井水，擂制客家茶，远方客人来我

家，拉拉家常说说话……”那擂木在茶钵中旋转，像

古诗中的胡旋舞，其实这是一项累人的活，手中的劲

道和茶钵的吃力，只有制作过擂茶的人才能明白。

也许是习惯成自然，总有人愿意把辛劳转变成欢乐，

比如山歌，比如茶歌。这位青花布衣的中年妇女，显

然就是这样的人。

是擂茶好喝，还是茶歌好听，游客一时说不清，也

不必分得清。一打听，这位客家女既是小城山歌队的

歌手，又是擂茶制作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她叫陈丽

华。十年来，她的生活是被擂茶和山歌改变的。

陈丽华娘家在瑞金大柏地，后来嫁到叶坪山岐

村。丈夫曾宝明是个司机，常年在外跑运输，十年前

又到广州从事装修行业。陈丽华也跟着去了广州。

两人已在广州购房安家，但陈丽华看到家乡发展得

好，就回到了小城，在景区卖起了旅游产品。这时，客

家山歌队也在景区红火起来。山歌队是小城有名的

山歌手周含笑发起的，学唱的有100多人，核心的十来

个成员组建了表演队。陈丽华也加入了歌唱的行

列。陈丽华唱山歌不是最好的，但做擂茶却是数一数

二的。于是，山歌队表演便加了一个节目，一边制作

擂茶一边唱擂茶歌，由此成了山歌队的压轴节目。

在客家风俗中，擂茶用来安慰劳作，山歌用来提

振精神。在赣江源头，在山水之间，赣南正好迎来了

蓬勃发展的时代，正需要这些茶饮和歌声为之助阵，

为之鼓劲。陈丽华没有想到，这些“土得掉渣”的擂

茶和茶歌，却受到了热烈欢迎。文化节，聚会，红色

景区，乡村旅游，农家乐餐馆……青花布衣随着擂茶

香气，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既有义务表演，也有

商业演出。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陈丽华很高

兴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为此，她

对 擂 茶 的 传 承 和 发 展 ，又 多

了一个心眼。

她 太 熟 悉 擂 茶

了。她从小跟着奶奶

耳 濡 目 染 ，熏 陶 其

间 。 娘 家 大 柏 地

紧 邻 宁 都 ，自 然

深染梅江风俗，

擂 茶 就 是 其

一。奶奶姓杨，

叫杨美莲，当年

家 在 大 柏 地 院

溪村罗田。讲起

擂 茶 就 喜 欢 讲 起

红军，讲起大柏地

战 斗 。 奶 奶 固 执 地

认为，当年就是擂茶喝

热了红军的身子，是擂茶

帮助红军恢复了信心，是擂

茶鼓舞红军取得了胜利。

那是 1929 年的除夕。陈丽华听奶

奶说，那天红军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他们家刚刚准备

好年饭。那一天，奶奶家杀了一头猪，擂好了香喷喷

的茶泥，烧好了火，备好了米果。太阳快落山的时

候，乡亲们见到了陌生的红军，纷纷逃往深山躲避。

著名的大柏地战斗后来载入了史册，载入了领袖的

词章。陈丽华当然知道，那红军是朱德与毛泽东率

领的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一路突击，饥寒交迫，而

乡民留下的擂茶、米果、猪肉等年夜饭，正是红军最

渴望的食物。红军走后，奶奶和乡民回村发现了红

军留下的借条。不久，红军真的回到了村子里，在大

柏 地 圩 场 上 摆 起 了“ 胜 利 台 ”，让 乡 民 前 来 兑 换 借

条。奶奶当年接过手中的两块银元，惊喜异常。后

来红军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苏区干部下乡进村，帮

助老百姓插秧收稻、挑水砍柴，乡亲们总是以擂茶招

待，红军就把擂茶叫作“劳动汤”“红军饮料”。

通 过 奶 奶 ，陈 丽 华 知 道 了 擂 茶 中 的“ 红 色 基

因”。她虽然自小熟悉擂茶，成为非遗传承人之后，

还是认真“进修”了一些理论知识，在非遗馆讲解起

来，就更加头头是道。这不，在非遗展馆中，陈丽华

不但为擂茶打开了歌喉，而且开起了讲座，成为驻场

的民俗专家——

“据史料记载，客家先民从西晋中原地区开始，

历经五次大规模的迁徙，为躲避战乱，在生产劳作中

也积累了独特的饮食文化，擂茶就是其中之一……

“山高路陡林密，气候潮湿多雨。擂茶具有清热

解毒、强身健体之功效，一碗擂茶消除一天疲劳，一

碗擂茶清除一身疾病，一碗擂茶让人体魄健壮……

“山上的茶叶、田里的生米生姜，洗净以后放入

擂钵，利用钵体直条槽纹，再用擂杖沿着钵壁不断地

运转磨搓，过不了多久，待擂钵里的原料变成了稠糊

的青色浓浆时，冲入滚烫的开水稍加点油

盐，这就是最早之味道鲜美香气四溢

的擂茶……

“擂 茶 习 俗 传 承 久 远 ，至

今 仍 有 很 多 乡 镇 保 留 这 一

习 俗 ，成 为 待 客 的 重 要 方

式 。 每 逢 婚 嫁 寿 诞 、乔

迁满月、亲朋聚会，必以

擂 茶 相 待 。 一 碗 擂 钵

茶 ，一 首 请 茶 歌 ，彰 显

客家人的憨厚与淳朴，

表 达 对 客 人 的 敬 重 与

热爱……”

陈丽华的歌声与讲

解，引来了阵阵掌声。这

掌 声 启 发 了 陈 丽 华 的 思

路。走出了非遗展馆，她就

想到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客

家擂茶坊。她注意到，小城以擂

茶为名的餐馆不少，但专门传播非遗

文化的擂茶坊却没有。她决定自己开办

一个，尝试制作真空包装，探索擂茶的保质期，

要把擂茶推向更广阔的市场。非常幸运，她得到了

丈夫的支持。

丈夫前几年也回到了小城。那次从广州回来，

正好小城开发了“红井步行街”文旅项目，趁着金秋

时节办活动，客家山歌队在红井步行街演唱。丈夫

原是前去看热闹的，却被现场演出的剧组看中，临时

被请上台表演一个唱赞节目，深受好评。丈夫的文

艺才华被激活，从此大受鼓舞，也决定留在家乡开启

另一种生活模式，跟着陈丽华加入了客家山歌队。

当然，丈夫也就支持了擂茶坊的创业计划。

飞速发展的时代，总是会给予人们意想不到的

舞台。一年前，小城一家大型红培机构找上门来，邀

请陈丽华夫妇到红培机构去“上课”。那是特殊的劳

动课——讲解擂茶制作。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被

赣南的擂茶制作吸引。当然，吸引他们的，还是陈丽

华的茶歌和讲座。古老的风俗，古老的手艺，在新时

代的“追光灯”下，绽放出动人的风采。

有时候，学员们在静静地观赏。只见陈丽华手持

擂杖，腿夹擂钵，有节奏地舞动擂杖，时而高山流水，

时而鸾凤和鸣。不久，学员手捧茶碗，相顾笑饮，主人

添满这碗舀那碗，欢声笑语如茶水鼎沸起来。知味之

后，学员们却又听到陈丽华开讲了：

“擂茶功效奇特，食用方便，可荤可素，可粗可

精，加入不同的食材，会有不同的功效。春夏秋冬四

季轮回，不同季节加入不同食材，春夏温热常用鱼腥

草、艾叶、薄荷等原料防暑祛湿，秋季天干物燥就用

菊花、金银花等原料滋阴润肺，冬季寒冷便加入桂

皮、胡椒、肉桂子等原料驱寒保暖。也正因如此，擂

茶不仅能生津止渴、清凉解暑，还有健脾益胃、清肝

明目、养生保健等功能……”

请为擂茶放声歌唱
□□ 范剑鸣范剑鸣

“赤脚医生”，顾名思义就是平日既要赤着脚下地干农

活，又要为村民看病的人。他们虽是医生，但又身兼农民的

身份，要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在那个交通闭塞、缺医少药

的年代，“赤脚医生”是村民健康的“守护神”。

一支体温计、一副听诊器、一瓶红药水、一包医用棉签、

几支注射器、几盒药片、几块消毒纱布……外加一个贴着红

十字标志的药箱，基本上就是“赤脚医生”的全部家当。

印象中，不管东家有个感冒、咳嗽、拉肚子，还是西家有

个头痛、脑热、跌打损伤，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炎夏酷暑，总能

看到一个背着红十字药箱、脚步匆匆的汉子。哪怕是寒冬腊

月凌晨两三点钟，一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他就要一骨碌从温

暖的被窝里爬起，背好药箱，手提马灯（现在是手电筒或矿

灯），深一脚浅一脚往患者家里赶，引得一路狗叫不停。那个

时候只要深夜听到狗叫声，就知道是“赤脚医生”又出诊了。

摸摸额头，翻翻眼皮，瞧瞧舌头，量量体温，最后在屁股

上扎一针，开一至两个疗程的药，临走时反复叮嘱要多休息，

要多喝温开水。

“赤脚医生”在村里一般人缘较好，家境也较殷实。我们

村 300多户千余村民，所有的人都请“赤脚医生”看过病。碰到

家里正好有刚刚出缸的米酒，又有两三个下酒的菜，在主人的

热情相邀下，“赤脚医生”也会半推半就抿几口。冬笋炒腊肉、

辣椒炒土鸡蛋，再加香喷喷的菜油炒花生米……“赤脚医生”

没少吃，村民往往以这种朴素的方式表示感谢。

我们村的“赤脚医生”何水根今年 68 岁了，20 世纪 70 年

代开始行医，轻言细语、和和气气，村里谁家有个小病小痛，

他往往召之即来，来之病除。小时候，细皮嫩肉的小屁股每

年都要被他扎一两回，每每总是哭喊着：“我不要打针，我不

要打针……”眼泪尚未流出，针头已经拔出，有点胀痛，似蚊

子轻轻叮了一口。

前不久，新一波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期来势汹汹，年逾古

稀的母亲尽管居住在山清水秀的蒙山脚下，还是中招了。当

日晚上 11 点多钟，发高烧至 39.3℃，水根医生闻知，第一时间

穿衣起床，冒着严寒，背着药箱，打着手电筒，三步并作两步

从村南往村北赶。两三天后，母亲在电话中说：身体好多了，

不要总惦记！

春节期间，我偕家人回村。村支书告诉我，那段时间，是

水根医生依然在尽心尽力地呵护村里的留守老人。

“赤脚医生”
□□ 何智勇何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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