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1 月 25 日，农历大年三
十。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刚下春节联
欢晚会，就迫不及待地与弟弟姜威
通了电话，他关切地问：“感觉身体
好些了吗？我这段时间忙于春节联
欢晚会的彩排和演出，一直没去看
你，实在抱歉啊。”电话那端，姜威无
语哽咽。

生死相依
2002年 10月底，姜威陪姜昆去

江苏昆山演出。一向身体健朗的姜
威突感身体不适。姜昆关切地说：

“这里离上海近，你去上海做个全面
体检吧。”检查结果诊断为肾癌。

当天晚上，姜昆给姜威打了个
电话，故作轻松地说：“你的体检结
果出来了，你的肾上长了结石，医生
说还是及时做手术为好。”姜威敏感
地问：“一个肾结石必须要手术吗？
是不是我得了别的病？”姜昆急忙
说：“你别瞎猜。我问过医生了，肾
结石如果发展严重了，很有可能癌
变，咱们听专家的没错。有大哥在，
你什么也不用怕。”

1950年11月19日，姜昆出生在
北京。他的父亲是小学语文老师，
母亲在街道工厂工作。姜昆是长
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比姜昆小7岁的姜威是最小的弟弟，

姜昆对他格外疼爱。17 岁那年，姜
昆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
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很差，姜昆在兵
团每月有 32元的工资，他只留下几
块钱，剩下的全都寄回家。

姜昆成了全国著名笑星，但他
与弟妹们的感情却没有生疏。1983
年，姜威要结婚，姜昆帮弟弟布置新
房，找人打家具，安排婚宴的事宜。
结婚那天，姜昆更是忙前忙后地招
待着亲朋好友。姜威的儿子高中毕
业后准备去新加坡留学。姜昆拿出
一张写了一串名字的纸交给侄子
说：“这是我在新加坡所有朋友的联
系方式，你有困难可以找他们。”

1998 年，姜昆决定创办鲲鹏
网。网站初建需要 2000万元资金，
姜昆为了筹钱，把自己的房子、车
子、电脑等全卖了，一家三口搬到母
亲家去借住。看大哥倾其所有，姜
威毅然辞掉贸易公司的工作，全身
心地去帮助大哥。

击退病魔
姜昆和姜威商量后，决定到上

海去做手术。姜昆在陪着姜威做了
术前的全面检查后，才把真相告诉
姜威。

当天晚上，姜昆请专家们吃
饭，拜托他们一定要对弟弟多加关

照。听专家说喜欢自己的相声，姜
昆就在饭桌上给大家说相声，搞了
一场两个多小时的“个人专场”演
出。

11 月 8 日上午，姜昆一直拉着
姜威的手，将他送到手术室门外。
手术成功后，因为没有度过危险期，
姜昆不放心，晚上坚持要留在医
院。半夜，姜威醒了，看到实在熬不
住的大哥侧着脸，趴在床边睡着
了。后来，姜昆怕弟弟再有事而自
己睡着了，就找来一根细绳，一端拴
在弟弟的手腕上，一端拴在自己的
手腕上。为了照顾姜威，姜昆推掉
了不少演出，在医院整整照顾了姜
威10天。

风雨携手
一个多月后，医生告诉姜昆，姜

威可以出院了。当时姜昆正在外地
演出，便打电话让妻子亲自去上海
接姜威。姜昆还特意打电话向医生
咨询，肾摘除手术后应该注意什么，
并一一记在本子上，经常打电话提
醒弟弟。

看姜威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
姜昆便鼓励他出外旅游。他知道弟
弟几年没工作了，经济上肯定不富
裕。于是，就经常塞给他装有钱的
信封。在姜昆的鼓励下，姜威经常
和妻子出去旅游，在亲近大自然的
过程中，姜威的身体真的一天天好
起来。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姜昆与姜威手足情深

在中国科学院宿舍区一排老旧
的红砖楼群中，有一座普通的小楼，
这就是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著
名科学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
术歌曲权威”蒋英夫妇的家。

悠悠青梅竹马情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
父亲蒋百里都是前清秀才，又同是留
日学生，两人回国后都在北京供职，
因此两家来往甚密。

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只有
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
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要 5岁
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蒋英的名
字也改为钱学英。

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
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
了，非常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
三要回去。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
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现
在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
妇。”

蒋英儿时喜爱唱歌，颇有音乐天
赋。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
声乐系，从此开始了她在欧洲学习音
乐的漫长旅程。

而钱学森，不仅学习成绩优异，
而且对艺术也很热爱。书法、绘画、
写作、小品尽显才艺。1935年钱学森
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钱学森
和导师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
——钱学森公式”。从此，钱学森的
名字传遍了世界。

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一个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

一个在欧洲畅游于声乐艺术的海洋
之中，10多个年头，钱学森与蒋英彼
此没有来往，只有艺术的种子孕育在
各自的心田。然而，当蒋百里赴美国
考察把蒋英在欧洲的留影拿给钱学
森看时，照片上那动人的微笑和儿时
就依稀可见的美丽，在钱学森的心里
掀起了微澜。

这年的旧历七月初七，是钱学森
刻意选择的良辰吉日。钱学森来到
蒋家，走到蒋英面前恳切地说：“英
妹，12年了，我们天各一方，只身在异
国他乡，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
们多么需要在一起，互相提携，互相
安慰！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还要相
逢，我们却一别 12年，太残酷了。这
次我回来，就是想带你一块儿到美国
去，你答应吗？”

1947 年，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
喜结良缘。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
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麻
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
在新家的起居室里摆了一架黑色大
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
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
妻子的礼物。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

在美国工作的 10 多年间，钱学
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1950 年 8 月，当得
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
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
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
了！”

整整 5 年在美的软禁生活并没

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
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
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
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弹
一把吉他，两人共同演奏古
典室内音乐，以排除寂寞与
烦闷。虽然说竹笛和吉他
的声音并不那么和谐，但这

声音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它是
一种力量，它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
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他们从这音
乐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信
心和动力。

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
亲自过问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
森夫妇回国。但当钱学森和蒋英带
着他们 6 岁的儿子永刚、5 岁的女儿
永真在机场最后登机时，美国政府又
无理扣留、没收了钱学森在美国 20
多年间积累下的研究笔记。而他们
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在
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
回到了祖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
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
福的见证。

在回国以后的 40 多年里，每当
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
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钱
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
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
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
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
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
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
海洋里。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能
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自豪
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他
甚至总想对人们高呼一声：让科学与
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摘自《新华网》

钱学森与夫人蒋英：

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

叶永烈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
家中积累了大批档案和资料，成了一
个“私家档案馆”。其新出的《历史
在这里沉思——我 的 书房“沉思
斋”》一书披露了他的部分“馆藏”。

在一家棉纺织厂的人事档案中，
叶永烈发现了“四清”时期王秀珍的
自传。那时，厂方不让拍照，更不让
复印，但这没有难倒作家。叶永烈取

出一台袖珍录音机，一边读档案一边
录音，晚上回家后再根据录音整理。

在位于外滩的一家市级机关里，
叶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
其中有本大事记，它的来历还颇有些
传奇。原来王洪文进京后，他原来
在“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

“畅想”当年如何跟着王氏造反起家
的，如此倒腾出一本“革命大事记”

来。这份档案的保管形式是——纸
张卷曲后塞在一根铁管中，这根铁管
在两头被焊死后藏进了墙壁里，秘不
示人。

一本胡乔木在“文革”时期的“起
居录”，记录了胡乔木每天起居、活
动、来电等。这是警卫人员根据周总
理的指示，记录在一本小黑皮本中
的。因为有一回周总理要找胡乔木，
却不知道被拉到哪里批斗了，于是指
示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要对胡乔木
每日行踪加以记录。叶永烈费周折
借到手后，一口气全部予以复印。

摘自《报刊文摘》

叶永烈的“私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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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人给“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计算了“身价”，据称高达 1000
亿元。对此袁隆平先生表示：“用财
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
俗。”袁隆平先生培育的“超级杂交
稻”，在小片试验田里已经取得亩产
900 公斤的佳绩，他曾经自豪地称，

如果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到世界水
稻种植面积的一半，则每年可以多
养活4亿人。

面对如此伟大的成就，用得上
那句套话：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
分。好事者为袁隆平先生“作价”，
大概就是这种慷慨之意的“量化”表

达。在今天的语境之下，这种用“身
价”表达敬意的方式，已经成为许多
人唯一擅长和理解的语言。在他们
的评价标准里，最伟大、最杰出、对
社会贡献最大的人，就应该是最

“贵”的人，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
有什么标准可以用以衡量一个人的
成就和价值。

袁隆平先生的“不领情”，既是
对这些人的棒喝，也是对社会的提
醒，人们应该在金钱之外发现更可
贵的价值。

摘自《北京青年报》

袁隆平的“财富观”

2005年，他以10岁的年龄，成为
“最小的大学生”。在许多人预言又
一场现代版“伤仲永”即将上演的时
候，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向“最小硕
士研究生”的跨越。

“居高临下的感觉真好”

办入学手续时，张炘炀遇见了
他未来的导师，两个月前，双方已经
见过面。母亲示意儿子“快叫老
师”，结果他连招呼都没打，扭头走
了，只留下一句话，“都认识了还说
什么，以后有的是机会”。

类似的情形，在 2005年张炘炀
考入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时就曾上
演过。第一次见面，学校的老师让
他写几个字看看，这个还差一个月
才满 10 岁的大一新生写了 10 个
字：“居高临下的感觉真好啊。”从
一开始，张炘炀就直呼两位导师的
名字，“既然知道名字，不叫白不
叫”。

和所有早慧的孩子一样，张炘
炀最先表现出来的还是学业上的天
赋。有一次上课，别的同学都在认
真听，这小子突然鼓起掌来，说是因
为看到了“多项式对称的美，情不自
禁”。导师张跃辉为此感到震惊：

“我确实想表达对数学美的感受，但
此前从未有过共鸣。”另一个故事则
反映了张炘炀非凡的记忆力，大一
下学期，他完全凭心算解出一道八
元二次方程。

为弥补因为年幼而欠缺的叙述
能力，导师刘华曾要求张炘炀用500
个字描述自己的办公室。半个钟头
后，他发现纸上只写了一行字——

“废纸堆上漂浮着几张桌子”。刘华
发现，张炘炀能敏感地发现事物的
核心所在，这个少年所具备的天分
他前所未见。刘华经常带着他去公
园，张炘炀会因为某片树叶的脉络

结构很漂亮，呆坐下来，盯着看上半
个钟头。这种“专注”，被认为是数
学研究或其他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先
天素质。

可另一方面，这个 10岁的少年
也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无法在课堂
上认真听课超过10分钟。每隔几分
钟，这个坐不住的学生就会用油彩
笔在同学的衣服上作画，或是悄悄
地把女同学的头发绑在椅背上。这
个好动的少年很轻易地与比他大 8
岁的同学交上朋友，还在班上认了4
个姐姐，“我喜欢跟她们一块儿玩，
她们很漂亮”。

“有比我更牛的人吗”

12 岁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
同学贾艳的印象里，“一个暑假过
去，这个弟弟突然就和我们疏远
了”。很明显，张炘炀在大学迎来了
青春期。那时他每顿饭要吃 4个馒
头或6两米饭，学会了自己打水洗脸
刷牙，讲话瓮声瓮气，身高也很快从
1.43米逼近到1.70米，开始像男子汉
一样锻炼身体。

此时的张忻炀倔强而自信，从
不打算服输或投机取巧。如果一道
选择题不会做，他宁愿空着也不蒙
答案。不过，他也会因为参加一期
访谈节目，在全班同学面前露了脸
而得意洋洋一个月。

“张老师，你说，现在这个班里
还有比我更牛的人吗？”考上研究生
之后，张炘炀有一次当着所有同学
的面，忽然问张跃辉。

“这没什么了不起。”张跃辉很
平静地回答，“如果每个学生都能拥
有两位导师，都被允许提前考研，班
里好几位同学完全都可以考上研究
生，而且成绩会比你好。”

但打心底，张跃辉也认为自己
的这个学生“的确很牛”，只是，“我

必须在他怀疑自己的时候夸奖他，
在他翘尾巴的时候打击他。”“骄傲、
叛逆、反抗……当人们把他当成一
个大学生的时候，会看不惯他的某
些言行，并以此说明他不够格。”张
跃辉说，“但是说到底，他就是个 13
岁的孩子。”

“没有他就没有我”

2008年，这个 13岁的硕士研究
生，与父亲张会祥同住在北工大的
一间博士生宿舍里。

“父亲和你比谁更优秀？”有人
问张炘炀。“也许我更优秀。”张炘炀
回答说，“但是没有他就没有我。”

在张炘炀两岁识字、5 岁上小
学、9岁上高三、10岁上大学的传奇
经历中，父亲张会祥始终扮演了主
导者的角色。张会祥河北科技大学
毕业，在发现儿子的早慧之后，他萌
生了从“超慢式”教育中突围的想
法，继而总结出一套“量化为先”、

“求博不求尖”的教育理念。
2005 年，张会祥和妻子把家从

辽宁盘锦迁到河北廊坊，专职“陪
读”。张炘炀向学校申请不上英语
课，改由父亲指导自己复习。在“英
语靠死记硬背”的思想指导下，他通
过了英语四级和六级。

有评论认为，这种陪读的模式
不可复制，而现在的成绩，只是将应
试教育发挥到了极致。可在张会祥
看来，讨论这些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13 岁的张炘炀走上的是一条单行
道，只能这么走下去，而自己的任务
就是确保张炘炀顺利拿到硕士学
位。张炘炀会把“菲尔茨奖”（国际
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挂在嘴上，可张
会祥为儿子设计的路只是考硕、考
博，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
每个家长的想法，我们只是提前了
几年。”张会祥说。

许多人都在担心，总有一天，张
炘炀将不得不脱离对父亲的依赖，
独自面对世界，到那时，他怎么办？

摘自《启迪》

在我们的经历中，有很多东西
也许是终生难忘的，比如偶像。我
相信，每个人都曾与自己的偶像相
伴，走过一段人生旅程。即使你是
个特立独行的人，把自我和个人的
精神自由看得比命还重要，你也不
会没有所崇拜的对象。有人会说，
我不崇拜任何人，我只崇拜我自
己，就像“五四”时期的那句名言：
我是我自己的。犹如自我解放的
宣言，它宣告了孤独个体与专制制
度的势不两立。但残酷而荒谬的
不只是专制制度对个体生命的虐
杀，还包括每个个体在面对自身意
义的空白和自身所指的匮乏时所
产生的惊慌失措。我是我自己的，
但我又是谁？自己又是什么？如
果这个终极问题得不到答案，那
么，我们刚刚获得的主体性也就不
具有真实的含义。

很多时候，我们恰恰是从偶像
身上找到自身意义的。英雄崇拜，
偶像崇拜，既是源自个人内心的心
理需求，又是从历史发展进程中产
生的社会需求。

因此，不仅每个时代有每个时
代的偶像，而且，每个人也有每个人
的偶像，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代
还会有不同的偶像。记得我在很小
的时候，偶像大约就是小兵张嘎、

《鸡毛信》里的海娃，或《红孩子》里
的儿童团员，崇拜的人物还有李向
阳、史更新、肖飞、马英或者杨子荣、
许云峰、成岗、江姐、铁道游击队等
等，他们的英雄传奇在我的童年时
代曾是一道绚丽的风景，也是我们
乐于模仿，甚至梦中仍然念念不忘
的内容。如果说这些偶像只是投射
了一个孩子的英雄情结的话，那么，
另有一些英雄模范人物，像董存瑞、
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欧阳

海、刘英俊、王铁人、王国福等，则更
多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主
流价值观念，并成为一个国家、一个
时代道德理想的标杆。所以，那时
并不用偶像一词，比较多的还是直
接称为英雄、模范、典型或榜样。“学
习雷锋好榜样”，歌里就是这么唱
的；还有一句老生常谈：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这种对于榜样的推崇和
迷信，与偶像崇拜或有相似之处，但
并不完全一样，区别就在于，偶像崇
拜更多地基于个人的心理诉求，而
榜样的确立，却只能来自特定文化
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持。

发生在 70 年代以后的变化，首
先 还 是 社 会 核 心 价 值 观 念 的 变
化。国家的主要任务转向经济建
设，知识成为改变命运的关键，于
是，知识分子成为人们追捧的新的
偶像，陈景润和钱钟书分别代表着
两个不同的领域。人们崇拜他们，
其实是在崇拜知识。这里或许仍
然体现了一种国家政治意志，只不
过是从单纯的政治道德完人，变成
了知识积累的神话，作为偶像崇
拜，它还是被动的，单一的。当然
并不排除有人崇拜张海迪或女排
的姑娘们，她们在民众中唤起了一
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民族自豪
感和自信心；同时，也还有人崇拜
遇罗克和张志新，他们的行为，标
志着人类可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其实，不管你叫他什么，偶像也好，
英雄也罢，榜样也行，都是社会价
值理想的体现者。你崇拜一个人，
就意味着你认同他的理想和价值
观，向往他的精神境界，希望成为
他那样的人物。这样的崇拜，更多
的还是一种理想情怀。

随着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
快速发展，商业社会渐露雏形。利

益的多元，带来了价值的多元；价值
的多元更带来文化的多元。特别是
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明星制的引
进，商业价值获得广泛认同，偶像崇
拜正在变成一种消费形式。虽然有
人发现了顾准、陈寅恪这样的精神
崇拜对象，但已经很难进入社会的
主流。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偶像崇
拜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金钱的烙
印，就像几十年前的偶像崇拜不可
避免地被打上政治烙印一样。一方
面商人、老板、企业家成了一些人崇
拜的偶像，另一方面，文化商人和掮
客则试图将一切偶像崇拜都转化为
商业价值。在这里，不仅演艺明星
被发现了具有商业潜力，体育明星、
新锐作家、时尚选秀、明星学者，同
样被发现了具有商业潜力，甚至像
杨利伟这样的航天英雄，都无法逃
脱被消费的命运。前几年我去阿根
廷，恰赶上切·格瓦拉的纪念日，满
街都是他的头像，印在各种旅游商
品上。这时的偶像崇拜，已经越来
越多地显示出多元崇拜的特征。如
果说大众的消费活动创造出一种特
殊的文化价值——偶像明星的话，
那么，对明星的偶像崇拜，又进一步
转化为商业利润。

纵观 60 年来偶像的变迁，在中
国，我们的偶像崇拜经历了两个重
要的转变，一个是具有政治诉求的
偶像崇拜转变为商业的、世俗的、大
众情人式的偶像崇拜；再一个就是
偶像崇拜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当下
几乎不再可能出现为全民崇拜的唯
一偶像。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历
史的进步，没有人能够阻挡其步
伐。但其吊诡之处就在于，这种进
步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而是使人
陷入了新的奴役。也就是说，对象
不再向它的崇拜者贡献意义，而是
使他的生活丧失意义；偶像崇拜者
为了摆脱孤独和寂寞而崇拜偶像，
这时他才发现，他可能因此陷入更
深的孤独寂寞之中。

摘自《论坛》

上世纪 30年代的一天，北平城
里的十余名画家举行雅集。在宴会
上，年龄最大、名望最高的大画家陈
半丁老人兴奋地宣布：他新近得到
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和尚的一部画册
精品，为此他特地邀请北平艺苑名
流第二天晚 6点到他家鉴赏。陈半
丁邀请很多画苑名流，却少邀了一
个人、此人就是当时正客居北平、尚
无名气的年轻画家张大千。

但张大千是个有名的“石涛
迷”。他少年习画，就下工夫临摹石
涛、八大山人、徐渭和吴昌硕的画，
研习多年、画技几可乱真、有“南方
石涛”之称。这次，他风闻艺林有此
雅集、鉴赏石涛精品，此等机会他岂
能放过？因而不等陈半丁相邀，第
二天下午 3点张大千就直趋陈府求
见，毫不客气地当面向陈半丁要求

出示藏画。陈对张大千这位虎头虎
脑的后生小子摆架子说：“我约朋友
来共赏、请帖的时间是晚上6点。”说
完，离座而去，留下张大千一人在客
厅里坐冷板凳。

年青的张大千受到如此冷落，
也是老大不高兴。但为了鉴赏石涛
的稀世珍品，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地
等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晚上6点多，
贵客齐集后，陈半丁先在宴席上讲
了一通开场白，自称幸获名迹、不敢
私密自珍，愿与好友共赏。张大千
被挤在这批名流的外圈，等陈半丁
捧出宝贝画册、刚刚展示，张大千就
不由自主地大声叫起来：“是这个册
子啊，不用看了，我晓得！”陈半丁被
这个年轻人的狂妄急躁弄得很生
气，于是他学着张大千的四川口音
说：“你晓得，你晓得啥子嘛？”陈半

丁想，我画册还未全打开，你怎么晓
得？

但这时张大千却不慌不忙地讲
出，此画册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
页画的是什么，题的什么款，用的什
么印章，如数家珍，一一道来。陈半
丁与众画家一边听张大千讲，一边
翻看画册，进行核对，发现张大千竟
说得丝毫不差。陈半丁与众画家万
分惊奇，陈在翻看时连眼镜都滑落
到地上了。画家黄君壁惊异地问张
大千：“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张大
千的回答更使大家大吃一惊。他得
意地说：“这画册是我画的，咋个不
晓得？”

原来，这画册是张大千以前临
摹石涛画风的习作之一，早已流传
失落多年，不知怎么竟辗转到陈半
丁手里。张大千临摹之精、画艺水
平之高，竟瞒过了一代国画大师老
前辈陈半丁之眼。于是，张大千从
此在画界名声大振。

摘自《团结报》

张大千艺惊陈半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