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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知秦桧当政我怕他，我举进士干什么？”

“ 心忧天下，为国为民，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传

统，自春秋始，一直贯穿中

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

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坚

韧的生命力。张孝祥，还有

一位又一位先贤，皆是今

人之楷模

福建“岳飞”陈文龙：书生守志定难移，未闻烈士竖降旗人人物物春春秋秋

“ 陈文龙以孱弱之躯

踉跄迈入岳庙，哀痛欲

绝。那一晚，溘然谢世，

年仅四十六岁。还监禁

在福州的母亲得知后，

说：“吾有此儿，与儿同

死，有何恨哉？”绝食而

死 ；此前，季弟 、妻朱氏

也上吊身亡。满门忠烈，

气贯长虹

▲张孝祥画像。 图片来自网络

关山远

近读南宋状元张孝祥的传记，击节赞叹：心忧
天下、胸襟坦荡的真正士大夫也！

张孝祥只活了短短的 38岁，如一颗流星划过
历史天幕，惟余光芒令后人畅想。

一

公元 1154年，张孝祥状元及第，这一年，他只
有 23岁。

当时宰相是秦桧，就是那个害死岳飞的大奸
臣，他对新科状元很不满意，原因很简单：这个状
元本来内定了他孙子秦埙。

他孙子本来能上，秦桧当时已当权十几年，权
倾一时，以他奸滑手段，给孙子弄个状元当当，不
难。但张孝祥实在太优秀了，《宋史·张孝祥传》说
他从小就才华横溢，有神童之誉，“读书一过目不
忘，下笔顷刻数千言”。宋高宗主持殿试，读了他的
文章，连连叫好，钦定为状元。秦桧好梦一场空，对
张孝祥说：“天下好事都让你占尽了！”满心失落之
态，溢于言表。

接下来，秦桧更郁闷：秦桧奸党曹咏，也是一大
权臣，为了拉拢张孝祥，要把女儿嫁给他。确实是攀
龙附凤的好机会，但张孝祥“不答”，拒了。

但让秦桧一党恼羞成怒甚至恐惧的一幕，接
踵而来：新科状元张孝祥刚走上仕途，就上疏为岳
飞鸣冤，他说：“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
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
大英雄死得这么惨，亲者痛仇者快，是国家的巨大
损失，“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天
下人都知道岳飞死得太冤，只是陛下被蒙蔽了(他
这么写，其实是给皇帝面子)。岳飞的冤案，对世道
人心的打击，实在太大，怎么办？“当亟复其爵，厚
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
公道昭明于天下。”要给岳飞恢复名誉，厚待其家
人，这样，才能为英雄正名、凝聚大宋人心！

石破天惊！当时，距岳飞被害已经整整 12年，
秦桧一党已完成了对岳飞的污名化，“岳飞”二字
不能提。天下人心中虽恨，却在重压之下，无人敢
言。偏偏，张孝祥站出来了。

他的朋友劝他：锋芒太露，对你不是好事，要
学会收敛啊。

张孝祥当即连发三问，可谓酣畅淋漓、荡气回
肠：

无锋无芒，我举进士干什么？
有锋有芒却要藏起来，我举进士干什么？
知秦桧当政我怕他，我举进士干什么？
这三句反问，尽显中国古代读书人的风骨，也

触及到了“学而优则仕”的终结目标：读书、当官，
是为了什么？

“道”，是中国士大夫的人生目标。孔子说过：
“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什么是道？道是包括文化理想
和社会理想的一套价值体系，是士大夫的精神寄
托。对张孝祥来说，他追求并捍卫的“道”，就是岳飞
的英名不应被玷污，英雄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崇。

可以预料，张孝祥为自己的锋芒付出了惨重
代价。秦桧恨得牙痒痒的，指使党羽诬告张孝祥父
亲张祁杀嫂谋反，将张祁投入监狱，百般折磨。

但张孝祥没有屈服。士大夫精神的重要内涵，
是甘愿“殉道”，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压力面前，在
诱惑面前，要保持浩然之气，坚定自我选择。

幸好，老天有眼，秦桧没多久就死了，结束了
恶贯满盈的一生。张祁给放了出来，张孝祥度过了
人生第一个难关。

二

秦桧死了，大宋“杰青”张孝祥的苦日子就到
头了？非也，非也。

他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的坎坷。他是一个坚
定的主战派。

“靖康之耻”，是戳在南宋一朝读书人心头之
上的刺，时时作疼，念念不忘。对金国是“战”还是
“和”，也成了南宋官员最主要的政治分歧，主战与
主和两派，矛盾尖锐。张孝祥终其一生，北望中原，
渴望励精图治，恢复河山，他的诸多名篇，字字句
句，无不大声疾呼：奋斗！奋斗！只要不懈奋斗，就
能成功收复中原！

然而，萎靡不振的南宋气质，注定了他的悲剧
命运。

他一度春风得意，皇帝很欣赏他的才华，火箭
提拔，他官至中书舍人，为皇帝执笔代言，也就是
说，成了皇帝的文字秘书，难免引起羡慕嫉妒恨。
他遭人弹劾，被罢官，赋闲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
金国皇帝完颜亮挥军南下，来势汹汹，南宋朝廷大
震，幸亏前线宋军有了采石矶大捷，金兵因此内
讧，杀了完颜亮撤军。指挥宋军取得采石矶大捷
的，是张孝祥的好朋友，也是他同一年中进士的虞
允文。

捷报传来，张孝祥激动万分，写下《水调歌头·
闻采石矶战胜》，结尾“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传诵至今。

他跑到建康(南京)，去拜访主战派重臣张浚，
张浚是与岳飞同时代的名将，因为秦桧当道，他一
直处于被贬状态，秦桧死了，他才复出。宴请众人
时，张孝祥当席赋《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
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
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
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
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
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
南望、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
倾。

词人慷慨激昂，张浚默默听着，突然一把推开
面前案席，扭头回到内室。或许，老将想起了沦落
敌人的中原父老，想起了壮志难酬的自己，想起了
时光汹涌而过宝剑却开始生锈……

不久，张孝祥复官，辗转多地。南宋皇帝换成
了孝宗赵眘，他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
锐意收复中原。张浚向皇帝推荐张孝祥，称其“可
负事任”。但张浚因部下不和，宋军溃败于符离集。
看到军事失利，朝廷一帮软骨头又开始要议和。张
孝祥仍旧坚持自己主战收复中原的理想，向孝宗
奏议，可惜的是，有多少人能够像他这样进行士大
夫式的坚持？

主和派宰相汤思退执掌了大权，张浚被罢黜，
四个月后病逝。张孝祥被汤思退幕后指使人弹劾，
再被罢官，主战派彻底失败。但议和何能维持局
面？此后金兵又挑战端，宋军没有准备，连接溃

败，汤思退以撤兵议和之罪被罢官，在贬谪途中
忧悸而死。张孝祥又被启用，多地为官，却已心灰
意冷，1169年，请辞获准，回乡退隐，绝意仕途。

值得一提的是，《宋史》中对张孝祥有这样
的评价：“渡江初，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
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
两持其说，议者惜之。”从这段话来说，貌似张孝
祥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张浚与汤思退
二人之间左右逢源。但事实是，张孝祥是个坚定
的主战派，他因此被贬官数次。之所以“出入二
人之门”，是因为汤思退是张孝祥中进士时的主
考官，所谓“座师”，关系密切，但张孝祥跟张浚
又走得很近，受他推荐，汤思退心胸狭隘，《宋
史》载：“孝祥既素为汤思退所知，及受浚荐，思
退不悦。孝祥入对，乃陈‘二相当同心戮力，以副
陛下恢复之志。且靖康以来惟和战两言，遗无穷
祸，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

旁人只看到张孝祥在汤思退、张浚之间奔走，
以为取悦双方以利己，又哪知道他不顾个人名节
一心只为国家的苦心与努力？

三

张孝祥是“靖康之耻”发生后 5年出生的。他
祖籍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父母因战乱
逃难移居至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他
在这里出生，是宁波历史上第一个中状元的人，后
人称他为“甬上第一状元”。

张孝祥出生时，父亲张祁仅任小官，张家在鄞
县又无田产，他是在贫苦中成长，史称“奋起荒凉寂
寞之乡”，从一个寒微子弟，到高中状元，绝对是励
志故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隋唐确定科举
制度后，到了北宋，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对士大夫
阶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跟西方的
贵族阶层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佼
佼者，不是依靠家族血缘，而是靠自己的后天奋
斗而跻身精英阶层。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功名出
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人数的 40%，而在唐朝这
个比例只有 15%。晚唐时期，69%的高官要么出
身于世家大族，要么出身于官宦世家，而到北宋
时，这个数字只有 19%。

在宋朝，士大夫的地位很高，他们也很自
信。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天下不能由皇帝一个人
独治，天下只能由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哈佛中
国史》写两宋一书，书名为《宋的转型：儒家统治
的时代》，书中写道：

“当宋朝于 960 年建立的时候，门阀士族把
持权力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取代他们在政府和
管理部门中职位的官员，不再源于与生俱来的
世袭特权阶层。现在的这些官员成了身份集团，
而不再是世袭集团。

“就思想和学术成就而言，11 世纪时的宋
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振奋也最令人鼓舞的时
代之一。这个时代的成就，是由一个精英团
体——— 他们被称为‘士’或‘士大夫’——— 所缔造
的，同时他们也定义了这个时代的含义。”
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爆棚的自信心，以及

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有范仲淹的“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张载的“为
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自信，自尊，自强。

遥想当年，寒门子弟张孝祥一夕之间成了
状元郎，怎不踌躇满志，以天下安泰为己任？他
的能力确实很强，到江西抚州担任知府不久，治
内的临川县驻军因军饷被克扣发生哗变，叛乱
者占领了府库。在一干地方官员吓得纷纷跑路
时，张孝祥展示了过人的才干与勇气：

他单人独骑，闯入乱军营地，先找到几个
下级军官，说：“你们一定要犯上作乱的话，就
请先杀了我这个太守。”几名军校哪敢动手，只
得把原因归于军饷被克扣。张孝祥说：好，你们
稳定手下，我来解决军饷。他飞速写下几封檄
文，命人张贴各处，谕示：听从官府命令的，就地
待命，可以不死。同时命人取府库中的银钱，发
放给士兵，场面迅速得到控制。同时，他抓住组
织哗变的几个骨干，当场斩首示众，一时全军震
慑，自知有罪的士兵伏在地上，不敢仰视。哗变
得以平息。

平定这一事件时，张孝祥尚不满 30岁。
他在多地为官，政绩显赫，《宋史·张孝祥

传》中颇多赞誉：“知平江府，事繁剧，孝祥剖决，
庭无滞讼。属邑大姓并海囊橐为奸利，孝祥捕
治，籍其家得谷粟数万。次年，吴中大饥，迄赖以

济。”“复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
安抚使，治有声绩，复以言者罢。俄起知潭州，为
政简易，时以威济之，湖南遂以无事。复待制，徙
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筑寸金堤，自是荆州
无水患，置万盈仓以储诸漕之运。”可见，无论是
处理积案，还是扫黑除恶，无论是治理水患，还
是廓清匪患……他都干得很出色。

遗憾的是，这样的杰出青年、优秀官员，却
因官场倾轧而辞职归隐，旋即因中暑，急病而
亡，年仅 38岁。

听闻张孝祥的死讯，宋孝宗长叹：“用才不
尽……”

四

张孝祥是唐朝诗人张籍的七世孙，张籍曾
写过“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等佳
作。有一则轶事：张籍极度迷恋杜甫诗歌，曾把
杜甫的名诗一首一首地烧掉，然后纸灰拌上蜂
蜜，一天早上吃三匙。朋友不解问，他回答说：
吃了杜诗，就能写出和他一样的好诗了。

跟先祖相比，张孝祥对自己的才华无疑要
自信得多，他对标的是苏轼，史载，每作诗文，
必问门人曰：“比东坡如何？”后人评价，张孝祥
上承苏东坡，下启辛弃疾。张孝祥研究专家宛
敏灏教授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这
么评价张孝祥，除了卓越的政治能力外，“他对
文学创作及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才华和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南宋初年词风转变的著名
作家之一。”

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为他收获了
无数粉丝，试看：“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
风色”“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
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
夕！”他的书法在南宋一代名气甚著，宋朝皇帝
个个都是书法鉴赏高手，宋高宗说他“必将名
世”，宋孝宗亦在张孝祥去世后见到他遗墨“心
实敬之”。

遗憾的是，他只活了 38岁；更遗憾的是，这
样一个致力收复中原的战士，却跟辛弃疾一样，
留给后世的身份，却是词人，以忠愤悲慨的爱国
词为世所名，而不是挥戈北上收复河山的功
勋……

五

张孝祥的道德学问，影响了很多人，他英年
早逝时，史载：“商贾为之罢市，两河之民惶惶如
失所恃”。

是啊，还有哪个人，能够在压力下奋起发
问、振聋发聩：我进中士干什么？

心忧天下，为国为民，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
神传统，自春秋始，一直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历
史过程，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坚韧的生命力。
张孝祥，还有一位又一位先贤，皆是今人之楷
模。

在今天的安徽芜湖，有一处名胜曰“镜湖”，
原名陶塘，分东西两湖，水面达二百余亩，因其
水清可鉴，形似圆镜，“水惟不竞形俱鉴”，故名
“镜湖”。镜湖由张孝祥当年“捐田百亩，汇而成
湖”。斯人已逝久矣，精神却似这湖水，仍然泽被
后人。

陈志平

在杭州西湖智果寺旁有一座坟墓，里面躺着
一位被后人誉为福建“岳飞”的抗元英雄。

他，就是被海峡两岸民间信仰尊崇为“水部尚
书”“镇海王”，与妈祖并称“双海神”，与岳忠肃(岳
飞)、于忠肃(于谦)合称“西湖三忠肃”的陈文龙。

一

其实，陈文龙原名陈子龙。其父希望长大后的
儿子能像三国赵子龙似的，有一腔惊天动地的铁
血忠勇，成为人中蛟龙。

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里的一天，南宋朝廷
为数百位通过吏部考试的进士举行殿试。宋度宗
御览试卷时，被来自福建莆田陈子龙的作品迷住
了，脱口而出：“真锦绣文章也！”兴奋至极的宋度
宗不但钦点陈子龙为新科状元，而且当场把子龙
改名为文龙，并赐字君贲。“贲”，贵宾贺临之意，即
把文采出众的陈文龙视为等待已久的贵客。

从此，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脱颖而出，开始
在宋末历史舞台上，紧握手中文魁之“笔”“挥斥方
遒”，酣畅淋漓地书写波澜壮阔的铁血忠勇人生。

二

陈文龙仕途的第一个驿站是在今浙江绍兴的
越州：镇东节度使判官。

上任伊始，他发现这里虽是鱼米之乡，却也是
皇亲国戚聚居之地，历任官员到此，要秉公处理政
务，总会遇到皇亲国戚的干扰。对此，天生具备忠
肝义胆的陈文龙毫不犹豫地举起革除政弊之剑，
挥动手中的反腐惩奸之斧，公开声言为官“不可以
干以私”。终以政声卓著“人皆惮之”，深得镇东军
元帅刘良贵的器重，“政无大小，悉以询之”。

陈文龙被权臣贾似道“看中”，一路举荐直至
监察御史。

贾似道，南宋一位声名狼藉的权臣。他看好陈
文龙，无非是看到“文章魁天下”的陈文龙受皇帝
赏识，便想拉他为己用。

然而，心中只有黎民与社稷的陈文龙，岂能与
他志同道合？正直耿介的陈文龙并未受蒙蔽，时刻
牢记作为监察官的应有职责，挺身而出，屡屡弹劾
贾似道弄权误国的行径。

咸淳八年(1272年)，临安知府洪起畏在贾似
道的授意下推行“类田法”，用劣等公田强行更换
肥腴良田，导致“六郡之民，破家者多”。陈文龙上
疏慷慨陈述，要求严惩洪起畏，终于逼迫贾似道废
除此法，黎民百姓称赞陈文龙“乃朝阳之鸣凤也”。

这是陈文龙首次与贾似道的公开对决。
咸淳九年(1273年)，被围困达 6年之久的襄

阳、樊城重镇相继弃守，南宋危如累卵。造成如此
局面，贾似道女婿、守将范文虎难辞其咎，大家纷
纷要求严惩范文虎。但贾似道却大加包庇，对范文
虎只作降职一级、出任安庆知府的处理。陈文龙对
贾似道的丑恶行径极为愤慨，毅然上疏痛责贾似
道用人不当。

面对忠直敢言的陈文龙，贾似道终于意识到，
陈文龙不是一个可以收买的势利之徒。于是，贾似
道抛出一记凶狠的“组合拳”：把陈文龙贬往抚州，
又以“催科峻急”的莫须有罪名将其罢官。

大厦之将倾，纵使“蛟龙”也回天乏力。这位出
身“世代簪缨”之家的名臣，与其说是单挑贾似道，
不如说是与官场潜规则过招。在这个“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动荡腐败年代，他的不同流合污的
“叛逆”个性，注定了他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
悲壮结局。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南宋朝廷的悲
哀。

三

正当南宋没落政权“窝里斗”正酣时，1275
年，元兵大举南侵。贾似道任命被陈文龙弹劾过的
范文虎、赵潜等五人领兵御敌，结果是范文虎投降

元军、赵潜未战先退、贾似道兵败芜湖，几乎把
命悬一线的南宋家底悉数败光。

烈火识真金，国危思忠臣。接手惨局的宋恭
宗想起了忠勇之“蛟龙”，陈文龙“回锅”担任左
司谏、侍御史。

临行时，从叔陈瓒谆谆告之：“为今之计，不
如尽召天下之兵囤聚要害，择取文武才干之臣
坚守，敌若至，奋力搏杀，则国犹可为也。”陈文
龙答：“叔之策非不好，然柄国政者非人，恐不能
用。我前去，必身死。”他清醒预料到那些柄国庸
臣的颟顸自负，这些救国良策难为所用，此去唯
一死而已。

如此清醒意识到前途险恶，是“智”；知其不
可为依然挺身而出，是“忠”，是“勇”！正是这种
清醒使他成为当时官场的异类。

陈文龙的忧虑并非多余。朝廷虽然罢黜了
贾似道，但又起用了投降派陈宜中。在依稀听见
元兵战马的嘶叫声，陈宜中仍整日与一群昏庸

的大臣喋喋不休、相互扯皮，始终拿不出救国良
策。

心急如焚的陈文龙急忙上疏“请诏大臣同
心图治，无滋虚议。”

庸臣坐而论道直接导致张世杰兵败焦山，
文天祥丢失独松关，周遭郡守县令风声鹤唳，争
相弃官逃亡。

危难之际，陈文龙再次慷慨陈言：“收拾残
兵出关一战，大家死休，报国足矣！”

此时的南宋朝廷，已弥漫着一股惊恐、骚
动、悲戚、绝望的气氛，群臣已成惊弓之鸟。一筹
莫展的陈宜中终于想出一个馊主意：投降。

1276年三月中的一天早晨，临安城门缓缓
打开，宋恭帝领着文武百官出城乞降，偏安一隅
的南宋小朝廷，在一批志无才疏的权奸操弄下
灰飞烟灭了。

这一天，悲愤的陈文龙离开京城，归隐老
家。他不愿跟那些愚忠之臣去投降，因为他知道
投降虽能换来一时的苟安，却无法改变国破家
亡的悲惨结局。他选择了辞官，既保存节义，又
保存为宋朝再次效命的本钱，这就是大智大义
大勇大忠。

四

陆秀夫、文天祥在福州拥立赵昰为帝，陈文
龙在狼烟四起中被委以参知政事。共同的抗敌
志向让陈文龙与文天祥成为莫逆之交。文天祥
还题写“同龙”二字勒成石碑，表明共赴国难的
赤胆忠心。

十一月，小朝廷又被元军捣掉了，陈文龙只
好率残兵退守已成孤垒的莆田。

回到莆田的陈文龙，倾尽家财，加固城堡，
招募义军，并把写有“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大
旗立于城楼之上，铁心要与元兵血战到底。

然而，整个南宋都轰然坍塌了，区区一个小
地方岂能翻天？

在兵不满千的情况下，陈文龙仍在城外设伏
大败元军，足见他的文韬武略和才能超凡。

元兵懵了，派叛臣送来劝降，陈文龙喝道：“国
家平时厚养汝等，不能以死保国，反卖主求荣，劝
我同逆！”怒斩使者。亲戚写信招安，又焚信斩使，
决然说“国事如此，不如无生，惟当决一死守”。

强攻受阻，招降不成，元兵暗中收买陈文龙
的部下，里应外合之后，元兵破城。来不及逃命的
百姓在冲天大火中皆成元兵刀下冤魂。伤痕累累
的陈文龙力尽被擒，看到元兵滥杀无辜，厉声喝
道：“速杀我，勿害百姓！”悲壮的吼声，在莆田上空
久久激荡。

五

斗垒孤危势不支，书生守志定难移。

自经沟渎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时。

须信累囚堪衅鼓，未闻烈士竖降旗。

一门百指沦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

陈文龙与他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母亲、妻
子一起被押到福州。在狱中，他给长子写下这首

《诀别》。至今捧读，依然感受到诗人慷慨激昂的
天地情怀和视死如归、尽忠报国的铁血忠勇。

元兵百般凌辱他，绝食几天的陈文龙指腹一
笑：“此中皆节气文章，怎得为汝胁迫？”元将劝他
要为自己的老母幼子考虑，他凛然答道：“我家世
受国恩，万万无降理，母老且疾，先皇三子，歧分
南北，我子何足挂念。”字字傲骨，句句铿锵。

1277年 4月 25 日，陈文龙以孱弱之躯踉跄
迈入岳庙，哀痛欲绝。那一晚，溘然谢世，年仅四
十六岁。还监禁在福州的母亲得知后，说：“吾有此
儿，与儿同死，有何恨哉？”绝食而死；此前，季弟、
妻朱氏也上吊身亡。满门忠烈，气贯长虹！

后人称赞陈文龙“文章魁天下，节义愧当时”，
一个文官，不惜以一己之身，为捍卫尊严而奋起
抗争的节义，让“当时”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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