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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各大卫视热播的电视剧《侦察英

雄》，以侦察兵的视角，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那

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历史，塑造了一个深入敌后

“虎口拔牙”的英雄群体。其中，南朝鲜军的“黑

豹团”原型为“白虎团”，侦察英雄群体为奇袭白

虎团的志愿军某部侦察排，侦察科长梁辰的原

型之一是杨育才。

斩虎头扬军威

杨育才，1926 年出生于陕西省勉县杨家

山乡一个贫苦家庭，自小过着饥寒交迫的生

活。1949年 4月光荣入伍，1950年 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侦察兵、班长、副排长、副连长、

营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83
年光荣离休。

1951年 6月，杨育才所在的 68军 203师奉

调入朝作战，在阵地防御作战、巩固阵地作战、

战术反击战中打了不少漂亮仗。特别是 1953
年 7月的金城战役，这支部队打出了奇迹和威

风。当时，任 607团侦察排副排长的杨育才奉

命率侦察班12名战士，以化装奇袭手段直捣南

朝鲜军首都师第 1团（白虎团）团部，仅用 13分

钟就干净漂亮地结束了战斗，毙伤敌机甲团团

长以下 97人，俘敌军事科长、榴炮营副营长等

19人，以敲掉敌指挥部、缴获李承晚亲授白虎

团的虎头旗，而自身无一伤亡的突出战绩，为战

役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为表彰杨育才率侦察班歼灭南朝鲜王牌军

白虎团的赫赫战功，1953 年 10 月，中国人民

志愿军总部为他记特等功，并授予“志愿军一级

英雄”称号；朝鲜也授予杨育才“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他的英雄

事迹因报告文学《奇袭白虎团》而家喻户晓。

从朝鲜凯旋后，杨育才出席了全军英模

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

接见。杨育才所获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作为一级文物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侦察班缴获的白虎团优胜虎头旗，也被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成了弘扬伟大的抗美

援朝精神、见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惨败

的历史信物。

毛主席打听杨育才

1955年4月，68军203师凯旋回国，驻扎在

江苏省徐州。随着时间推移，杨育才这位全国

闻名的战斗英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58 年，周恩来总理为志愿军全部撤军

而出访朝鲜。正是此时，周总理建议中国人民

志愿军政治部京剧团，创作一部反映抗美

援朝伟大精神的作品，向祖国和人民献礼。

当时的志愿军政治部京剧团回到国内后，集体

转业到山东京剧团，继续完成周总理交办的

任务，创作排练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并于 1963 年秋参加全省现代戏汇演，演出

引起轰动。

1964年6月，山东省京剧团携《奇袭白虎团》

赴京演出。首场演出时，周恩来、朱德、贺龙、

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前往观看，给予高度

评价，并与全体演员合影。演出结束后，周总理

特意嘱咐山东省京剧团留京，准备推荐给

毛 主 席观看。8 月，毛主席在北戴河观看了

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还亲切接见了剧组

人员，并以“节奏紧凑、声情并茂、扣人心弦”高度

评价这台戏。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陪同毛主席

观 看《奇袭白虎团》时，毛主席突然问肖华：

“剧中的严伟才确有其人吗？此人还在不在，

任什么职务？”肖华回答说：“确有其人，但现在

干啥还不大清楚。”

陪同毛主席看完演出后，肖华立即责成

济南军区了解杨育才的情况，这也成就了战斗

英雄辉煌的后半生。

济南军区政治部接到查找战斗英雄杨育才

的任务后，迅速派人到杨育才所在部队了解情

况。当时，杨育才任203师侦察连副连长，正在

距师部50多公里外的沛县微山湖畔农场，带着

连队边生产边训练。但据说，他已经被内定为

当年的转业地方人选。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荣立者、战斗英雄

杨育才为何进步如此缓慢？因为杨育才在陕西

汉中被国民党强行抓兵后，当过国民党军的传

令兵。他是在解放军解放太原战役中，被俘虏

后自愿加入解放军的，属于“解放兵”。杨育才

虽然在抗美援朝中战功卓著，但在当时政审甚

严的情况下，进入副连职后一直提拔无望，而且

还面临转业。是在毛主席的过问下，他才枯木

逢春。

当时，68军政治部派干事刘瑞年、吕连澄

等去连队调查。时值深秋，杨育才正带领战

士们在微山湖畔的生产基地边生产边训练。

他们见到他时，年近 40 岁的杨育才正带领比

他小 20 来岁的战士们，在秋凉的湖水中苦练

武装泅渡。杨育才担任了近 10 年的连级干

部，非常关心战士，除了抓好军事训练，逢年

过节都要到连队食堂去帮厨，和战士们欢度

节日。生产基地距徐州师部 55 公里，每次到

师部开会，只要时间许可，他总是徒步往返，

借此锻炼健壮体魄和保持行军能力。这真是

一块掩埋于尘埃中的金子，调查组写下了对

杨育才的评语。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此后，杨育才不断得

到提拔，最高军职为 203师副师长。1973年 8
月，杨育才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还是党的九

大、十大代表，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5年，杨育才担任中朝友好代表团团长，率

团出访朝鲜，受到热烈欢迎。

英雄的晚年

1983年，离休后的杨育才退而不休，先后

担任过30多所学校的名誉校长、校外辅导员和

德育顾问，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解放军的光辉

战史，教育下一代爱党爱国爱军。他作报告的

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直接听众达 28 万余人。

1998年，杨育才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

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全军先进

离休干部”称号。

杨育才对自己和家庭非常严格，从不拿自

己的战功谋求私利。他的大女儿杨军15岁时，

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两年后入伍，靠自己的努

力入党、考上护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蚌埠某军医

院，后随部队调往青岛。二女儿杨华、儿子杨波

和三女儿杨红当兵退伍时，都没考虑给安排什

么理想工作，后来儿女们单位效益不好，儿子还

下了岗。小女儿杨辉军校毕业时，完全有理由

留在他身边，妻子李天姿也再三让他为女儿的

分配打个招呼。可杨育才反而让小女儿听从

组织分配。后来，小女儿被分配到淄博某部测

绘大队工作。

1991年10月11日，杨育才带着老伴李天姿

和小女儿杨辉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勉县

探亲。他婉言谢绝了当地领导为他安排的小车，

全家三人坐着亲戚家的一辆小面包车回到杨家

山乡，路过千户崖时，因坡陡车上不去，65岁的

杨育才下车同大家一起推车。在家乡逗留的

十多天里，他走访亲友乡邻，询问生活、生产

情况，鼓励乡亲们勤劳致富，并一再告诫侄儿们

要勤劳致富。在家乡，杨育才始终保持着俭朴

的习惯，不糟蹋粮食，剩下的饭菜也不让倒掉，

第二天要热着吃。他的这种勤俭精神，让乡邻

们至今记忆犹新。

1999 年 3 月，杨育才入选全国百名英模，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邀请他们去北京。当时，

年事已高的杨育才身体状况很差，子女们都

劝他不要去北京了。但是，一向好说话的

杨育才这一次却格外固执，坚持要去北京。到了

北京，杨育才就因发高烧住进了 301 医院。

在北京有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行程安排，

杨育才坚持要去。在毛主席遗体前，杨育才

泪眼婆娑地三鞠躬，实现了他最后一次与

主席见面的意愿。

1999年5月，杨育才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时

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参加了告别仪式，并

题挽联“奇袭白虎团威震敌胆，战功垂青史名扬

华夏”，概括了英雄的丰功伟绩。

如今，在战斗英雄杨育才的故乡——勉县定

军山镇杨家河村，建起了英雄故居纪念馆，纪念

馆通过大量的图片和实物，反映了杨育才革命的

一生，成为勉县和汉中市红色教育基地。

秦岭横亘在我国大陆中部，东西绵延一千

多公里，南北宽一二百公里，它犹如中国的一道

脊梁，将中国分为南方和北方。秦岭以北有富

饶的关中平原，秦岭以南有富庶的汉中盆地和

成都平原。自古以来，两地人民相互往来都要

翻越险峻无比的大山，人们利用山中天然的河

谷、地势开创了一条条南北通道，傥骆道就是其

中之一。

人们习惯上把由关中通往四川的路叫作

蜀道。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

天！”一提到蜀道，人们就会想到唐代大诗人李

白的代表作《蜀道难》，这是诗人在长安为送别

友人入蜀而作的，表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强悍、

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这里

的蜀道就是指连通成都与京城长安的秦岭交通

道路。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包

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有自三峡溯

江而上的水道，有从云南、甘肃入蜀的故道。而

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狭义的概

念，即包括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

陈仓道、傥骆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

荔枝道和米仓道等。诗人运用夸张的手法，说

明四川一带的山路非常地难以攀爬，走这样的

道路比上天还难，极度地描绘了蜀道行走之艰难。

作为历史上在全国影响力较大的国家级陆

路交通线，蜀道是全国政治中心与西南联系的

重要通道。而蜀道在不同时期的交通作用、军

事作用以及发生在蜀道上众多的重要历史事

件，其影响力与价值已经超越了地域范围，真正

具有了国家意义上的价值。

横阻在蜀道上的有两座大山——秦岭和

巴山。因而蜀道也被分为两个部分，北段翻越

秦岭，自西向东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

午道四条道路。南段从汉中到蜀中翻越大巴

山有三条道，自西向东分别是金牛道、米仓道、

荔枝道。这些南北通道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

一套庞大纷繁的道路交通系统。

三国时期，秦蜀之间的通道大致有“三谷四

道”，三谷者：褒谷、北骆谷、东北子午谷；四道

者：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及南栈金牛道。傥

骆道为远古时期先民所开，初始于商周，一直是

沟通南北的捷径，秦汉时期完全形成，但直到三

国时期才有历史记载，其记载晚于其他蜀道，唐

代时成为通达南北的重要通道。

傥骆道从长安到汉中，南口曰傥，因洋县城

西有傥水河谷。北口曰骆，因周至县西南的西

骆峪。因该道呈南北走向跨越秦岭，故以南北

谷口命名，称傥骆道，又名骆古道，全长 240公

里。傥骆道是一条极为险峻的道路，也是秦岭

长安通往汉中的四条道中最近的一条。从秦岭

北麓的周至县西骆峪进山，越骆谷关，过陈家河

上游，翻越老君岭，沿八斗河、大蟒河河谷至厚

畛子，再过秦岭梁至老县城、都督门，再向西南

翻越财神岭、兴隆岭，至洋县华阳镇，沿酉水经

茅坪过八里关，越贯岭梁经白草驿，出傥谷口；

或由华阳镇向西南，越牛岭至八里关；也可由

牛岭折西南至铁河，循傥水河谷到清凉川，转至

洋县县城，亦可由傥谷西行到湑水（马畅附近），

再西行经城固县到汉中市，从汉中取道金牛道

或米仓道进入四川。由于傥骆道穿越的河流峡

谷地段比较多，所以在这条路上的悬崖峭壁

上修造的栈道多达近百处，约占道路全程的三

分之一。

傥骆道虽有路途近捷之利，但途中要翻越

好多座海拔超过1500米的山梁，其中许多都在

海拔3000米以上，其间多生长着毒虫和有毒植

物，有着久弥不散的瘴气，所行之处，人迹罕至，

又有毒虫猛兽，还有筑巢于地上的地生蜂、让人

讨厌的小蠓虫，再加上缠绕交错的树根与毒蛇

相伴，路途异常艰险，是被称为“黄泉”的险地，

行走时需小心翼翼。即使牵骡马驮行李行进，

最快也只能日行60里左右，这样需要八天才可

以走完全程，如果中途遇到特殊天气或者其他

不测情况，将会需要更长时间。

傥骆道较多历史记载见于《三国志》，多与

军事行动密切相关。根据《三国志》记载，与傥

骆道有关的最早历史事件是244年3月，魏国大

将军曹爽亲率十万大军，从傥骆道长驱直入，企

图侵犯蜀国，但因为运输不能应付行军所需，造

成军队物资和粮食严重缺乏，而且蜀汉大将军

费祎抢占老君岭，截断了魏军的退路。曹爽率

军虽拼死苦战，却因伤亡惨重而大败。

蜀延熙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公元257年），

蜀国大将姜维趁魏国关中兵力空虚之际，从汉中

率军由洋县傥谷北进伐魏，前锋到达芒水（今周至

县黑河口），依山扎营，伺机进攻。魏军却坚壁

不出，局势僵持近半年，姜维只好班师回汉中。

魏景元四年（公元 263年）冬，司马懿集团

控制魏国政权，大举进攻蜀国，大将钟会统率

十余万人马兵分两路，分别从傥骆道和子午道

南进。一路上没有遭到任何抵挡，两军很快会

师于汉中盆地。

西汉末年，刘秀被叛军追杀，逃难至此，他

借傥骆道的险要摆脱了追兵，后另辟天地，做了

东汉的开国皇帝。

……

到南北朝时期，关中与汉中分属两个割据

政权，傥骆道荒废不通。隋朝时，对傥骆道又开

通利用，并在周至县骆谷关设“关官”。到了唐

代，随着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繁荣，关中和陕南

一带的物资转运量不断加大，唐高祖李渊武德

七年（公元 624年），朝廷征调民力整治疏通了

傥骆道，在北口设置了骆谷关，沿途设置了许多

驿站、邸店、邮亭、铺递等，为来往的官吏、商贾

和行人服务。并在骆谷关、都督河、华阳镇等处

驻扎军队，负责维护道路安全。这一时期，傥骆

道上商贾往来不断，为中国南北方贸易往来、运

送军粮的要道，也是通往京城长安的重要驿道，

官员赴任、述职、使臣出使等公务活动也让这条

道上行者络绎不绝。

唐代中后期，傥骆道使用最为频繁，特别是

“安史之乱”后，皇帝、官员为求便捷，多取傥骆

道往返于长安和汉中之间。最为繁盛的时期，

达到了三十里一驿站、十里一邮亭，沿途馆驿多

达 10余处。到了唐末，因社会动荡、政治不安

定，傥骆道年久失修，到五代时已经基本废弃。

后唐明宗时期，曾一度进行整修，但因工程量浩

大、任务艰巨，终未能完成。北宋时期，国都东

移，傥骆道也曾作为官方驿道发挥过一定作用。

傥骆道也一度成为唐代帝王避难的主要道

路：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 783年），泾原兵变，

朱泚盘踞长安，德宗被迫经武功、盩厔入骆谷，

逃往汉中。他最疼爱的女儿唐安公主也病死于

洋县。次年五月，叛乱平定后，德宗又返回长

安。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 880年），黄巢农民

起义军进围长安，唐僖宗在宦官田令孜护送下，

经傥骆道逃到汉中，不久又逃到成都。

南宋与金对立，划秦岭为界，骆谷道仍占有

重要地位。据文献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至

隆兴元年（公元1161—1163年），金帝完颜亮大

举分道攻宋。西路金军由凤翔出散关，宋吴磷

部出骆谷，分道反击。而金兵所到之处，焚烧驿

舍，该道中断，渐渐废弃。陆游《怀南郑旧游》

云：“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渴骥

奔时书满壁，饿鸱鸣处箭凌风。千艘粟漕鱼关

北，一点烽传骆谷东。惆怅壮游成昨梦，戴公亭

下伴渔翁。”

元代以后，傥骆道荒废不通。据明嘉靖《汉

中府志》记载:“洋县之北，林深谷邃，蟠亘千里，

为梁、雍第一奥阻。”

到了近代，随着佛坪县城东迁至袁家庄，

108国道（周城公路）开通，傥骆道已被完全废

弃，再也见不到各色风尘仆仆的行旅了，只留下

了大量的神怪志异，还有无数的英雄伟绩和传

奇故事在山民间口耳相传。

随着岁月的剥蚀，傥骆道留存栈道、栈桥、

摩崖碑刻等遗存 50余处，主要分布于西骆河、

黑河水、傥水等河谷，其架木或架石的栈孔多开

凿于河流一侧的悬崖峭壁之上，密集处多达 70
余个。栈孔以方形和圆形为主，也有呈马蹄形、

三角形的。栈道的修造方式有平梁立柱式、千

梁无柱式、依坡搭架式以及凹槽式。

作为秦岭故道之一，傥骆道承载着厚重的

历史文化和流传甚广的传奇故事，吸引着无数

文人墨客荟萃于此，览物抒怀，为其壮美景致而

感动，为其险峻而折服，写出了许多神采飞扬、

流传千古的壮丽诗句。

著名诗人白居易、岑参、元稹、韩琮、崔觐

等均曾著诗于傥骆道。如崔觐的“高峰偃蹇

云崔嵬，层崖巨壑长峡开。龙蛇纵横虎豹乱，

石栈朽裂埋深苔”，白居易的“今年到时夏云白，

去年来时秋树红。两度见山心有愧，皆因王事

到山中”，韩琮的“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

望时。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等，

都是脍炙人口的咏骆谷诗篇。元稹也曾两次往

返于傥骆道，写诗三十余首，记述沿途的风光和

驿站。

清代诗人童颜舒有诗云：“蔽日旌旗近御

銮，清凉川上万人欢，回想觅贽千金日, 至得

洋州已是难。”此诗也告诉我们，当时的傥骆道

曾是历史上一条重要的“官道”，以及其重要的

交通枢纽位置。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傥骆道不仅仅是

一条只供车、人通行的道路，就其文化内涵来

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也有着极其重要

的地位。

一抔黄土淹没了多少英雄豪杰，一缕东风

吹散了盛世朝代。岁月的风风雨雨将古栈道

的遗址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茂密的森林

遮蔽了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只有那些残留

在山崖上的槽孔，还顽强地记忆着古栈道上

如织的人流、飞奔的战马和曾经厮杀的激烈

战斗场面。在历史的过往中，傥骆道迎来又

送走了一群又一群的人，有帝王将相，亦有平

民布衣，这条穿梭于深山之中的古蜀道上，埋

葬着无数的生灵，也只有他们才能说清楚古

道的沧桑悲壮。

据《汉语大词典》解释：

“祓禊，犹祓除。古祭名。

源 于 古 代‘ 除 恶 之 祭 ’。

或 濯于水滨（薛君《韩诗

章句》），或秉火求福（杜笃

《祓禊赋》）。”远在周代，就

有水滨祓禊之俗，朝廷指

定专职的女巫掌管此事。

《周礼》曰：“女巫掌岁时祓

除衅浴。”衅浴是用芳香的

草药涂身（或熏身）并以和

汤沐浴洁身。《论语》曰：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

思是结伴在沂水里沐浴，

到舞雩台（鲁国求雨的地

方）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儿

回家。

汉朝，三月上巳确定

为节，每逢该日，官民都去

水边洗濯。不仅民间风

行，连帝王后妃也去临水

除垢，祓除不祥。《后汉书·礼仪上》载：“是月

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

除，去宿垢疢，为大絜。”东汉文学家刘桢的

《鲁都赋》曰：“及其素秋二七，天汉指隅，民

胥祓禊，国于水嬉。”

魏晋时期，上巳节逐渐演化为皇室贵

族、公卿大臣、文人雅士们临水宴饮（称曲水

宴）的节日。《荆楚岁时记》载：“士民并出江

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宗旨是祈福免

灾、欢庆娱乐。由此而派生出流传千古的习

俗，文人墨客诗酒唱酬的雅事——曲水流

觞。众人坐于环曲的水边，把盛着酒的觞置

于流水之上，任其顺流漂下，停在谁面前，谁

就要将杯中酒一饮而下，并赋诗一首，否则

罚酒三杯。魏明帝曹叡能诗文，善乐府，与

其祖父曹操、父曹丕并称魏之“三祖”。他用

心制诗度曲，征召文士置于崇文观，鼓励其

文学创作。他在洛阳的天渊池南侧，用一块

巨石在其上雕凿出盘曲的水道，引水流觞，

观宴作乐，此后“曲水流觞”就成为一种专门

的饮宴娱乐形式，在南北朝时期已相当普

遍。历史上最有名的曲水流觞当是晋穆帝

永和九年在兰亭举办的那次。永和九年

（公元 353年）三月初三，“天朗气清，惠风和

畅”，会稽内史、右将军王羲之偕同亲家、东

晋著名政治家谢安和高官名士、家族子弟

共 42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清溪举行修禊

祭祀仪式后，又“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

次”，饮酒作诗，其乐融融。据史载，在这次

游戏中，有 11人各成诗两篇，15人各成诗一

篇，16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王羲之将

大家的诗集起来，用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

序，乘酒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

序》，记述了上巳节曲水流觞一事，并抒发由

此而引起的内心感慨。宋代诗人洪适有

《满 江 红》词曰：“曲水流觞时节好，茂林

修竹池台永。”

唐代时，上巳节与中和节、重阳节并称

为“三令节”。《梦粱录》载：“唐朝赐宴曲江，

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唐长安城东南

隅有曲江池，唐玄宗引水，经黄渠自城外南

来注入曲江，又对曲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

修建了紫云楼、彩霞亭、临水亭、水殿、山

楼、蓬莱山、凉堂等建筑，并修建了从大明

宫途经兴庆宫直达芙蓉园的夹城。皇帝

这天于曲江池赐宴群臣，同甘共苦行祓禊

之礼，还在彩霞亭、紫云阁、承天门等楼阁

殿台摆开“金钱会”，宫女抛洒金钱，士庶百

官争相抢拾，嬉笑哄闹，气氛热烈。王维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云：“万乘亲斋

祭，千官喜豫游。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

流。”唐宪宗元和年间的一次上巳节，白居

易在参加皇帝主持的曲江宴会后，欣喜异

常，写下了《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抒

发了当时无比激动的心情：“赐欢仍许醉，

此会兴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

花低羞艳妓，莺散让清歌。共道升平乐，

元和胜永和。”

宋代，上巳节虽然不如前朝兴盛，但是

一些习俗仍然流传下来。明清时期，京城

北京建有流杯亭多座。位于中南海南岸

的流水音为明代所建，亭内石砌的地面上

凿刻有九曲水槽，亭后假山上有人造瀑布

流泉，有水道引水入亭，在亭内水道中盘

旋回转之后，流入湖中。圆明园中的坐石

临流亭，俗称八柱兰亭，始建于雍正初年。

外 檐 悬 乾 隆 御 书“ 坐 石 临 流 ”黑 漆 金 字

玉 匾。乾隆九年（公元 1744 年），乾隆帝

在此宴请群臣，看到“激波分注，潺潺鸣

濑，可以漱齿，可以泛觞”，作诗曰：“白石

清泉带碧萝，曲流贴贴泛金荷。年年上巳

寻欢处，便是当时晋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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