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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冰心作品中的“真”与“爱”

!张建秒 刘 飙

冰心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她创作的基本态度和一贯追求，即创作 “真”与 “爱”的文学，表达对生命的

“爱”。“真”既是她的人生态度，也是她的创作态度；“爱”既是她的真切体验，也是她对世界本质的概括。因

此，本文在分析冰心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真”与“爱”的同时，进一步阐释“冰心体”中“爱的哲学”的产生及其与

文学创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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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秒 （*1&*—），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江西上饶师范学院中文与新闻

传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刘 飙 （*1&*—），男，江西上饶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

国现当代文学。（江西上饶 00+%%%）

“真”，是冰心坚持了一生的文学观。她在年轻的时

候 ，就 提 出 过 自 己 的 文 学 理 想 ：“这 其 中 只 有 一 个 字

‘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 * " 2 3*10 4

在她长达&%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里，她一直都在沿着她

为自己规定的这一“真”的文学理想而前进。

“爱的哲学”是冰心文学书写的灵魂，是渗透于冰心

作品中的文学精神。“有了爱便是有了一切”，这是冰心

的至理名言，也是她终其一生信守的信念。在冰心的理

解里，爱是人类的生命，是人类的一切。在她的作品中，

她以对人类进行 “爱”的启蒙，让芸芸众生在纷乱世事中

获得一片宁静为己任。“爱”几乎是贯穿冰心一生的纽

带。冰心以“爱”的哲学为底蕴，以“爱”的澄明照亮人内

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平凡的生命更高远的精神瞩望。

冰心的作品忠实地记录了冰心创作的基本态度和

一贯追求：创作 “真”与 “爱”的文学，表达对生命的

“爱”。“真”既是她的人生态度，也是她的创作态度；“爱”

既是她的真切体验，也是她对世界本质的概括。“真”是

她文学创作的基础，“爱”是她心灵祥和的升华。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5 在 “科学”、“民主”的旗号

下，文学研究会倡导 “为人生而艺术”，郑振铎在评价文

学研究会时说 “他们提倡血与泪的文学5 主张文人们必

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5 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

写作。文人们不是住在象牙塔里面的5 他们乃是人世间

的 ‘人物’，更较一般人深切地感到国家社会的苦痛与灾

难的”! $ " 2 31 4。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的冰心很早就主

张 “要创造 ‘真’的文学”! * " 2 3*10 4，她在 《寄小读者》里说：

“我平日总想以 ‘真’为写作的唯一条件”。直到 $% 世纪

.% 年代，她还明确指出：“‘真挚’是一切创作的灵魂和力

量！”! 0 " 2 3*%- 4。“真诚”既是她的人生态度，又是她的创作态

度。她为人光明磊落，坦荡率真，乐观豁达；为文率意求

真，讲真话，抒真情，表现真实。冰心的创作尤其是散文

体现了她的坦诚无私的“真诚”。散文的“真”表现在以下

方面：

*’ 表现在内容上的真实

尽管散文并不一定要拘泥于事实，可冰心宁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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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如实地叙述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感所思。她的作品几乎全是她复杂的人生历程和

情感思想变化的记录。她一向认为，创作的源泉在于生

活，艺术的价值在于真实。 %&%& 年，冰心参加五四爱国

运动，听审后有感而发撰写了她的处女作 《二十一日听

审的感想》，这是她走上写实道路的开始，此后，冰心的

作品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来。《往事 （二）》发表于 %&!’

年《小说月报》第 %( 卷第 # 号，其中有离别家园时的伤感

情怀、旅途的见闻和咏叹、异国瑰丽的山色、友谊的温暖

⋯⋯%&)( 年，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依次详细地记述

了自清华园至包头站平绥沿线的风景、古迹、风俗、宗教

以及经济、物产的种种状况，不仅如此，作者还根据实情

分析了平绥沿线对西北开发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圃中，怀人散文是一支独秀，

这是介于散文和传记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既具有散文的

特质，又具备了传记的特征——— 以真实人物为记述对

象，可以剪截提炼，不可虚构想象，类似于古代正史传记

之外的“杂传”。冰心的散文有不少是怀人散文。在这些

散文中，有的是对已逝亲人的怀恋，如 《南归——— 贡献给

母亲在天之灵》、《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老伴

——— 吴文藻（一）》、《我的老伴——— 吴文藻（二）》、《我的三

个弟弟》等等。更多的篇章是冰心对自己所在文化圈里

知名人士的怀恋，如 《怀念老舍先生》、《追念闻一多先

生》、《悼念茅公》、《忆实秋》、《忆许地山先生》。在这些文

章中，冰心追怀了自己所了解的亲人或朋友的生平往

事，饱含着对已逝亲友的深切悼念。这些平实的文章，因

为人真、事实、情诚，才为后来者研究这些学者、作家的

生平提供了第一手的生动资料。%&#& 年，冰心应《福建文

学》之约，撰写了 《我的故乡》，以此成为系列回忆的发

端，一发不可收拾地相继写了 《我的童年》、《我到了北

京》、《我入了贝满中斋》、《我的大学生活》、《在美国留学

的三年》、《我回国后头三年》等似淡却浓，似久违而亲近

的散章佳作。这是自传性的长篇回忆录，以史实为依据，

以回忆录为体式，用娓娓动人的叙述方法，追忆了自己

的生活经历、创作道路以及社会活动，同时生动地描写

了她所熟悉的各种人物际遇、精神风貌，形象地勾勒了

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

!$ 冰心的散文感情真挚

情“真”，是散文的生命所在，灵魂所系。冰心向来坚

持把感情的真挚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她的散文就

是她那纯真的内心世界里流淌出来的心泉，包含着感悟

人生的真味。她在作品里坦诚地无拘无束地抒发自己的

真情实感，倾吐衷肠，叙写真话，“字字出自心坎，真挚自

然”*’ + , -()( .。冰心的散文大多以纯真的爱心作为灵魂。在

她的散文中，有身居异乡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也有对大

自然、小动物以及儿童的挚爱。%&!’ 年 ) 月至 ( 月间冰

心写作 《往事 （二）》，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她举目无亲，又

体弱多病，因而在回忆和追写往事时，对祖国亲人的思

念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文中，她深情地赞颂了父母的至

爱与关怀并抒发了自己对母亲的无限眷恋。!" 世纪 /"

年代末，年近九旬的她发表 《我请求》、《我感谢》、《给一

个读者的信》，都是用正直、坦诚、热切的拳拳之心，说出

真实的话语，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南归》

是冰心丧母一年半后作的悼文，也是现代文学史上首屈

一指的悼念母亲的散文名篇。在这篇散文中，前半部分

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她唯恐失去母爱的惶急、竭力延续母

爱的焦虑，把作者服侍母病过程中的内心的煎熬和情绪

的复杂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情真意切。后半部分则痛

述了失去母爱的无限悲恸，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

“完了，过去这一生中这一段慈爱，一段恩情，从此告了

结束。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

空虚。”“窗外是苦雨，窗内是孤灯。写至此觉得四顾彷

徨，一片无告的心，没处安放0 ”字字发自心坎，浸透着无

法排解的伤怀、痛失母爱的悲痛及无助。

冰心的散文的情 “真”，不仅体现在对祖国和亲人的

情感上，也表现为对大自然以及一切生命的热爱和赞

美。歌颂自然是冰心作品中永远的主题。冰心从小生活

在山陬海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冰心度过了自己无忧无

虑的童年，受故乡山水的熏陶如同家庭教养一样直接而

深刻，因此，冰心喜欢大自然，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

了故乡。大海、繁星、云霞成了冰心笔下的知音，即使在

美国读书期间，慰冰湖畔也留下了冰心与大自然的喃喃

对话。怀着对自然的热爱，带着虔敬的心情静对山水，冰

心领悟了自然生命与自我性灵的默契与交融，她的笔展

示出浩瀚无边的大海的景色，气势雄浑、波澜壮阔；她的

笔写出山间、湖畔、园里、家中的各种各样的花，争妍斗

艳，异彩流芳；她的笔画出各个式样的明月，还有月光下

的各式美景和人的活动：或月夜泛舟，或赏月清谈，或游

园观景，或望月遐思。《通讯四》的苏州景物，仿若一首优

美的田园牧歌，又是一幅水乡的风俗画，使你悠然如醉，

倾倒于江南的雅淡温柔之中。

在冰心眼里，孩童是集善良、纯洁、可爱于一身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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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儿。她的散文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童真。“病中不必装

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山中杂记》）。“一边走

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小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

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 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

向着我微微的笑。”（《笑》）在她笔下，每个小孩都是天使

的化身，都有着不一样的可爱、调皮之处；读她的散文总

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个天真烂漫、纯洁无暇的孩童形

象跃然纸上。只有用童稚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才能有

如此形象生动又毫无世俗瑕疵的描述，这类饱含童真的

文字是作者本人由内而外的孩子气使然，比如在 《山中

杂记》中，她饶有兴趣地描写了小鸟破壳而出的过程，藕

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圆壳的蜗牛、嗡嗡的蜜蜂、每夜乱唱

的青蛙、在花丛中闪烁的萤虫，都充溢着斑斓的童真和

童趣，透盈在她文章的字里行间。它们都是极温柔，极其

孩子气的。

!" 冰心散文还融合着理“真”，讲真话与传真知相互

结合交织

她的散文富有哲理，有的从某一个生活场面或自然

景色的变化中受到启发，表现为理趣的自然流露。如《往

事 （二）》（一）中，黄昏十分，下着大雪，作者送一个朋友

出山而去，独自归来时，大雪已掩盖了他们去时的踪

迹。作者的心因觉悟而沉沉的浸入悲哀：“白茫茫的大地

上，还有谁知道这一片雪下，一刹那前，有个同行，有个

送别？”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便让作者觉得

“⋯⋯于是人生到处都是渺茫了！”她的感悟来得如此强

烈：“生命何其实在？又何其飘忽？他如迎面吹来的朔风，

扑到脸上时，明明觉得砭骨劲寒；他又匆匆吹过，飒飒的

放到树林子里，到天空中，渺无来因去果，纵骑着快马，

也无处追寻。”创作的冲动来源于内心的感性冲动，而感

性和理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感性本身包含着理性的积

累，柏格森就明确说过：“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

验⋯⋯”# $ % & ’(! ) 或许对作者来说，这只是特定场景里所引

发的那一刹那的感受，但这种感性的认识何尝不是理性

思索的结果？设若没有一颗敏感而知性的心，对时间和

生命的感悟哪能如此形象、得体？

冰心散文富有哲理，不仅表现为理趣的自然流露，

更多的时候，是作者经过对现象的观察，对生命的体悟

和思考，提炼出对社会人生或自然的某种规律性的认识

或结论。比如 《圈儿》，在文中冰心自我感觉有一个漆黑

严密的圈儿罩定自己，“圈子里只有黑暗、苦恼和悲伤”，

很多回与圈儿作斗争后，作者感到疲乏。“难道我至终不

能抵抗你？永远幽囚在这里面么？”不，只要 “起来！忍

耐！努力！”作者接着写到：“呀！严密的圈儿，终竟裂了

一缝。——— 往外看时，圈子外只有光明、快乐、自由———

只要我能跳出圈儿外！”作者思维严密，层层推进，紧追

不舍，进而得出结论：只要努力和忍耐，终将跳出这苦

恼、悲伤的包围，找到光明、快乐和自由。如此包含着睿

智哲理的结论乃是作家认真探索人生感悟而得的思想

火花。又如在《寄小读者》通讯 *+ 中，作者由蒲公英不如

菊花受重视的一件小事，体悟出：“没有蒲公英，显不出

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于是得出结论：“所以世

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由此最终悟

到万物相衬托的理。作者擅从万目所见又被众人忽视的

不起眼处发现弱小，褒扬伟大，由花及人，小中见大，极

具说服性。平淡的叙述饱含着言理的睿智，这与作者用

心体察生活、勤于思考是分不开的。年轻的冰心在这个

王纲解纽的时代积极热情地探索着人生和社会现实中

的种种问题，结合自己对社会的理性思索，真诚地、大胆

地看取人生，以 “问题小说”亮相文坛，写出了许多探索

人生问题的作品。

在冰心的散文里，写 “真”事、抒 “真”情与说 “真”理

水乳交融、密切结合；通过自己的真实见闻抒发真情实

感，而那些富有哲理的思索往往融化在娓娓的叙述和温

馨绵密的深情之中，包藏在抒发真情的艺术形象之中。

内容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推理的真实不着痕迹地融为

一体，达到毫无破绽的自然和谐统一。这是冰心散文的

独特之处，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绵远流长，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

二

冰心的创作以 “爱的哲学”为佳境，在她的文字里倾

诉着对童心、母爱与自然的一片衷情，挚情相伴着哲思，

婉丽糅合着清愁，其清澄淡雅之美打动了无数儿童与成

人，形成了 “冰心体”。本文将对 “爱的哲学”的产生及其

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研究。

冰心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年，阿英在 《谢冰心小品·序》中认为：“无疑的，在她的

作品中，也还有基督教思想的血液存在，这些血液，是流

贯在她的爱的哲学之中。”# - %在她的成长经历里面，她深

受基督教的影响，而基督教的 “博爱”精神对她本人的

“爱的哲学”的产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人思想的起

试析冰心作品中的“真”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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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性格后来的发展，肯定和他所处的现实及周遭的环

境有着血肉联系。冰心的豆蔻与花季年华就浸润在浓郁

的基督教氛围中。无论是她的出生地福州，还是她的第

二故乡北京，这种浓厚的基督教氛围对冰心的人格形成

及其创作起着至关重要和不可磨灭的影响。冰心出生

时，父亲请教会医院里的女医生来接生，她的二伯父在

一所教会学校 （福州英华书院）教书，书院里的男女教师

都是传教士，曾来家中做客，给冰心留下很深刻的印

象。家迁到北京后，冰心的舅舅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冰心的大弟弟和舅舅的儿子因此就

进了青年会夜校学习英文。%&%’ 年秋，冰心考入了在北

京的美国卫理公会办的贝满女中读书。在具有浓郁基督

教文化的环境中，她受到了基督教十分深刻的影响，

%&(! 年，冰心在回忆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中学四年之

中，没有什么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

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

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对她的影响也很大。泰戈尔是一

个 “爱”的宗教的崇奉者，他宣传爱的福音，认为能够真

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文明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他

爱神、爱人、爱大自然，爱的思想成为他诗歌中泛神论的

宗教情结的精神支柱。无论是梦幻多于现实的早期诗

歌，还是晚期直面现实的厚重力作，爱的思想始终是他

诗歌统一的宗教基调。泰戈尔的散文诗如心有灵犀一点

通一般地打动并启发着冰心，泰戈尔的泛神论，引领她

走向温柔的爱的吟颂，她写下颇有影响的 《寄小读者》，

便是最好的例证。

冰心本人思想的避世性，也是促使她 “爱的哲学”形

成的动因。在 %&!( 年留美期间，她与国内的剧烈的斗争

呈现完全脱节的状态；在美国威尔斯利学习仅几个月，

就因病迁住青山沙穰疗养院。远离家乡和病魔缠身，使

她的 “独坐沉思的脾气”得到更甚的发展，于是她的思想

更加内向，甚至堕入了神秘的境界。她自述在疗养院中

的生活是“完全与‘自然’相对。以读书，凝想，赏明月，看

朝霞为日课”。这种隐居式的生活使她觉得“世事从头减

去，感悟逐渐侵来，已滤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怀。”与此

同时，客旅中的乡愁使她把 “母爱”夸大为是一种浓郁、

诚挚且能开天辟地的感情，而疗养院中病友们的互爱互

怜更使她赞叹。总之，疗养院是冰心 “爱的哲学”发酵酿

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地方。

冰心以 “爱的哲学”领悟人生，探求生命的奥秘和意

义，营造了一方和爱温柔的精神乐园。在她的文学世界

里，即使有悲怆、有愤慨，那悲怆也是有节制的，愤慨也

不那么偏激，悲悯中融入了爱的抚慰与希冀，让人在悲

苦的咀嚼中也领受一份人道主义之爱的慰藉和召唤。鲁

迅的一句“创作总根于爱”放在冰心身上尤为贴切。

冰心的 “爱的哲学”在她的诗歌、散文、小说中都有

很好的体现：

%$ 在她的诗歌里，“爱”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在她的成长中深受基督教的影

响，诗人笔下的“繁星”、“花儿”、“石子”、“风”、“大海”等

自然景观，都是宗教性灵的产物，散发出一种爱的生命

气息，是人类生命的起源。诗人甚至称赞道：“我们都是

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第 %’ 节）她

写繁星：“繁星闪烁着——— )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它

们 对 语 ？ ) 沉 默 中 ，) 微 光 里 ，) 它 们 深 深 的 互 相 颂 赞

了。”（《繁星》第 % 节）她写花儿和石子：“轨道旁的花儿

和石子！ ) 只这一秒的时间里，) 我和你 ) 是无限之生中

的偶遇，) 也是无限之生中的永别；) 再来时，) 万千同类

中，) 何处更寻你？”（《繁星》第 *! 节）她写风：“风啊！ )

不要吹灭我手中的蜡烛，) 我的家还在这黑暗长途的尽

处。”（《繁星》第 +% 节）她写“大海”：“大海啊，) 哪一颗星

没有光？ ) 哪一朵花没有香？ )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 没

有你波涛的清响？”（《繁星》第 %(% 节）自然的力量是伟

大的，人不过是自然怀中的一个有命脉的灵魂。冰心试

图通过对大自然的内模仿而达到净化心灵、向内观照、

凝心忘我的恬淡心境。在静默无言的大自然面前，通过

幻想而达到一种宗教式的适意感受。冰心在诗歌中赞颂

的 “母爱”也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母亲”在诗人的笔

下，是大写的宗教式的人，是生的安慰，是爱的典范，是

最崇高的、最无私的“上帝”。“母亲呵, ) 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繁

星》第 (( 节）冰心认为，只要人类真诚相爱，就能够共同

抵达和平世界的美好彼岸。她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

爱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

会前进、世界发展的原动力。于是，她在小诗中写道：“人

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

（《繁星》第 %! 节）

!$ 在她的早期散文创作中，冰心把“爱”作为文学母

题

在冰心早期的散文创作中，爱意温情弥漫期间，如

《往事》、《寄小读者》、《山中杂记》等。冰心善于运用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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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爱”的感情的渗透。在她一系列

的以儿童为讲述对象的作品中，作品的风格都是姐弟相

待的倾心交谈、平等对话，都是亲身经历的描述、真挚感

情的倾吐。正是她的那颗一直存在的爱心才使得作者与

小读者声气相通，使得她的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文坛上拥

有独特的魅力。《寄小读者》是 !"#$—!"#% 年冰心留美

期间为《晨报副刊》的“儿童世界”专栏所写的通讯。在与

小读者进行交流的篇章中，爱的主题在不断回响，在远

游的海轮上，在异域的学校里，在山中的病床上，她记挂

着对小朋友的许诺，向他们描绘旅途的风光，旧时堆雪

人的梦境，回忆自己在母亲身边的往事，抒写自己读书、

生活的感性⋯⋯她以自己人道主义的宽广博大的心胸，

以自己女性特有的细腻、温情，感受着大千世界的起伏

波动，体味芸芸众生的冷暖甘苦，不停地展现着自己对

爱的感受、理解与呼唤。温婉、雅致构成了每篇的基调。

正如她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九》中所说：“爱在右，同情在

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

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

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因此，有论者称：

纵观冰心散文，爱的主旨一脉相承，贯串始终，构成其

“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的内核& ’ ( ) *!+# ,。

$- 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更是以爱心为文心，以布

爱为天职

冰心受泰戈尔泛爱主义的影响，在她 “爱的哲学”里

也渗杂了 “博爱”，并且具有人道主义的美。《超人》、《烦

闷》、《悟》是冰心“爱的三部曲”，《超人》被视为冰心早期

的成功代表作，也是她宣传 “爱的哲学”的力作。作品中

信奉 “超人”哲学的主人公何彬从禄儿身上受到爱的启

发，触起了他长期割断的母爱，使得他心灵发生大转变

的就是“爱”。冰心创作《超人》的时代，正是国难深重、政

治腐败的旧中国，许多青年产生种种悲观的念头：世界

是空虚的，人生是梦幻的。何彬的形象因此有着典型的

意义，作者苦心的用意，在于援救一些颓丧的青年，委婉

地告诫青年：徒然烦闷苦恼，想消除社会恶势力，不能实

现光明的世界，不如让爱去引导自己的人生。《烦闷》也

同样追求这一境界。当主人公由于对社会彻底失望而走

投无路时，回家看见弟弟天真极乐地安眠在母亲的温柔

的爱的怀抱中，他驱除了一切的愁烦，用整个心灵呼喊：

“人生只要他一辈子如此. ”《悟》更是冰心的 “爱的哲学”

的最完整最集中的表露，宣扬了爱的“神圣无边”。 小说

主人公星如在对采用 “爱”还是 “憎”来作为处世指针的

问题面前，经过七天七夜的自我内心搏战之后，终于选

定了“爱的哲学”。使这种自我斗争得到胜利的最大的动

力是一盏象征着母爱的长明不熄的灯，还有便是月夜的

清极、秀极、灿烂极、庄严极的自然美。作品中将这两个

因素竭力加以神秘化，以证明人人都能享受的母爱和自

然美是造物者对人类的爱心的表现，因此人与人之间也

决不应该互相仇视和遗弃。冰心想通过爱的说教，希望

患着颓伤的时代病的青年不以 “憎”将一切世事纷纭推

得远远的，从而在世上偷生；而是以 “爱”来调和一切矛

盾，在这大调和中求得生存的缝隙。在这里，冰心道出了

爱的根源，爱创造了宇宙，调整着万象，爱是人类生存所

必须坚守的精神之源。

总之，冰心的作品以其内化了的人生体验和温软的

思辨色彩，表现了对“美”的崇尚和对“真”的敬重。她一

生的创作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胡风的著名论断：“丢掉了

人生等于丢掉了艺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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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冰心作品中的“真”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