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编辑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名流故事名流故事

精品文摘
2011年7月7日 星期四

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
13第241期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舒伯特一生
为人们留下了《G大调交响曲》、《未
完成交响曲》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杰
作。但这位音乐大师在没有成名时
却贫困潦倒。

有一天，他的一位画家朋友马
勒前去看他，在朋友面前，他闷闷不
乐。马勒问其原因，舒伯特无奈地
说：“糟透了，我已穷得连买乐谱纸

的钱都没有了，一肚子的音乐没了
载体，就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样。”马
勒听了和他一样心酸，因为自己的
腰包也空空荡荡。但马勒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兴奋地说：“别着急，我有
办法。”

他迅速打开自己的画夹，从里
面取出画纸，架好尺子，一丝不苟地
画出道道线条，五条一组，他画了一

条又一条，画了一张又一张，画了整
整一天，厚厚一叠乐谱纸经过画家
的手便制造出来。舒伯特万分感
动，饱含激情地在马勒画出的五线
谱上，行走他精灵般的音符，创作出
了好几首佳作，其中就有他的传世
之作。他感慨地说：“这是画家和音
乐家共同心血的结晶。”

多年后，马勒成了著名的油画
大师。有一次，学生问他：“您一生
中对自己的哪幅作品最满意?”

马勒想了想，十分认真地说：
“我最满意的作品只有一个，那就是
为舒伯特画的乐谱线。”

摘自《思维与智慧》

大师的“杰作”
曾有情

前几年，一个芬兰 IT精英开车
超速，被警察开了约合 60万元人民
币的天价罚单，这个价码差不多可
以买下他那部车。原来，芬兰的交
通法规定，罚款是按肇事者的收入
比例开出的，因为同样罚1000元，富
人可能不在乎，穷人却会很痛苦，而
事故是一样的，没理由让富人和穷
人的痛苦程度不同。把平等做到这
个份上，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为考
察芬兰的廉洁程度，曾与芬兰警方
合作进行了一个试验。俄方派出记
者在芬兰的路上故意超速，被警察
抓住后记者暗地掏出 1000欧元，芬
兰警察脸色大变……接下来的对话
是在警察局进行的。记者告知原委
后，警察向他道歉，并说：“您真的以
为我会收钱吗？我可不是白痴，拿
自己的工作冒险……”此后一个星
期，该记者在芬兰多个城市“作案”，

但结果颇令人“泄气”：他碰不到一
个接受贿赂的警察。一位资深警官
告诉记者，自打他当年进警察局上
班起，就没有看见过任何贿赂发生。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前几年芬
兰监察部门别出心裁地搞了个高科
技的公务车监控系统，跟踪是否有
人开公车办私事，结果系统装了几
年，没抓到一个违规者——不是系
统不灵，而是公务员太守规矩了。
而芬兰的总统反而“不守规矩”：前
总统阿赫蒂萨里曾自己拖着行李在
机场与普通民众一起排队通关；另
一前总统哈洛宁也不顾身份，在超
市打折时常挤在人群里抢购便宜货
……芬兰已平等得让人分不清官和
民了，干净得快让人忘记世间还有
腐败这回事了。

2008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曾建议：欧洲领导人应暂时放下所
有事情，“去芬兰的学校上课”。除

了平等和廉洁，芬兰的教育成就也
闻名世界。芬兰年轻人最想做的职
业不是公务员和医生、律师，而是中
小学教师。在芬兰，中小学教师受
尊重的程度超过了总统和教授，师
范学校招生时总是千军万马挤独木
桥，录取率只有10%……

芬兰令人惊讶的地方还不止于
此：芬兰人平均每人每年向图书馆
借 17本书，并定期将流动图书馆开
到边远的北极圈；在我们的一些中
学生或忙着赶时髦或为课业所苦
时，四成芬兰的中学生却“老土”得
把阅读当作最常从事的“休闲活
动”。

有些国家的税率表面上不高，
但人民的“税收痛苦指数”却很高。
芬兰则相反，为应付一系列福利开
支，税率之高在全世界是有名的，但
芬兰的纳税人基本上能接受。因为
他们知道，自己交上去的钱一点都
没有“跑、冒、滴、漏”，政府为使每个
人都受到很好的照顾已尽了力，而
为了国家的未来，即便只是为了自
己和孩子的明天，投资教育和医疗
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

摘自《学习博览》

人们常说东京“居大不易”，物
价房价贵、食物贵，但是今天，中国
经济飞速发展，国内舆论对日本“高
物价”看法逐渐改变。

首先，以最低生活水准来说，日
本的物价体系，可以满足低收入的
生存需求。日本一般 4 口之家的饮
食开支约为3万日元。一般来说，东
京散工工资每小时 1000日元，一天
以 7 小时计，可收入 7000 日元。关
于第二个尺度，主要是指基本生存

外的“发展”问题。比如子女学费、
进修充电、海外旅行、家庭休假等。

以笔者看，日本的物价体系，其
实设计得比较巧妙。日本这个社会
的中产阶级家庭，如要满足前者，十
分轻松；而如要满足后者，只要精打
细算，也可如愿以偿。这就是说，只
要勤勉加上精打细算，你可在日本
维持一个中产家庭的生活。

战后日本通过一代人，建成一
个坚实的中产阶级社会。分析其因

素，教育、文化制度发挥了重要作
用。战后的教育，逐渐摆脱精英教育
束缚。一个人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
基本目标被设定为成为“社会的一
员”，“为社会做贡献”。战后高速增
长时代，众多公立、私立大学诞生，现
在几乎所有日本适龄男女，只要想
读，都可找到一家大学。日本教育制
度，保障了中产阶级的再生产。

另外，每逢竞选，各政党无不竭
力讨好中产阶级，各个政党懂得，只
有采取中道路线，争取最广泛的中
产阶级支持，才能执政。而一旦执
政，该党必须维系中产阶级利益，否
则就会被清除。

摘自《中外文摘》

日本中产阶级何以强大
刘 迪

2011年3月9日，《大方》“落落大
方”地上市了，主编安妮宝贝，近 90
页村上春树访谈，杂志的每一个小细
节都是争议点。这本Mook（杂志书，
Magazine和Book的组合）甫一露面，
就已登上畅销书榜顶端，与张悦然的
同类杂志《鲤》，郭敬明旗下的《最小
说》、《文艺风赏》、《文艺风象》，韩寒
发行百万的《独唱团》形成辉映之
势。至此，青春文学偶像们办杂志已
蔚然成风，他们不再满足单纯做写
手，而愿意尝试更有挑战性的出版人
甚至商人角色，这是否意味着青春文
学又一次华丽转身？

形式的美感VS内容的力量
这些青春读物，给人扑面而来的

清新气息，与《收获》、《人民文学》等
容颜不变的传统纯文学刊物相比，它
们更注重图文创意、艺术美感，并勇
于进行新形式的尝试。

《大方》大气地打破了杂志的这
种狭隘格局，创刊号就用大幅笔墨刊
登了村上春树的深度访谈，又挖掘出
周作人的未发稿《龙是什么》，开风气
之先；安妮宝贝亲自操刀撰写长篇随
笔，以吸引眼球；还用贾樟柯的散文，
香港作家黄碧云首次在大陆发表的
小说，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
伊丽莎白·斯特鲁普的代表作《药
店》，重磅压轴。这样豪华的阵容，确
实有底气“大方”一下。

另一本同样文艺气息浓重的
Mook杂志《鲤》于 2008年 6月出炉，
主编张悦然。这也是一本注重文字
诗意表述的杂志，用李商隐诗句“水
仙已乘鲤鱼去”中的“鲤”字为刊名，
已透露出编者的文艺偏好。它“面貌
新颖，和传统文学杂志相比，有一种
时尚、女性气息”。

在商业上获得更大成功的毫无
疑问是郭敬明，继《最小说》、《最漫
画》大卖之后，郭敬明一路高歌猛进，
又在去年年底推出了两本杂志——
笛安任主编的《文艺风赏》和落落任
主编的《文艺风象》。两本杂志都有
着浓重的日本情结，带来新风。

文学理想VS商业追求
这些青春文学杂志的主办者，都

是以写作起家的，办刊是他们文学理
想的延伸，亦是商业潮流大势所趋。

安妮宝贝原名励婕，1974 年生
于浙江宁波，痴迷文字，1998年，她在
网络BBS上发表了名为《告别薇安》
的短篇小说，从此走红，成为小资、破
碎、忧郁、文艺叙述风格的代表。在
过去的十年，她很少抛头露面，直到
担任《大方》主编，才走出神秘纱幕。

同样是女作家，张悦然是抱着寻
找同道的理想来办《鲤》的。在新加
坡留学期间，异国他乡，张悦然多少
有些寂寥，在强烈的写作诉求中，上
文学论坛成为她的“精神支柱”。将
自己新写的得意小说贴到论坛上，看
看有没有回复，是鲜花还是板砖。就
是那段孤寂的时光，让她下定决心日
后办一本属于自己的同人文学刊物，
于是当她遇到同样热爱文艺的周嘉
宁，《鲤》便应运而生。

而郭敬明办杂志却毫不避讳商
业化，他说：“我在作为一个作家的同
时，我还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
出版人、优秀的杂志主编。”身为上海
最世文化发展公司的董事长，他深谙
青春小说的商业运作。而他的《最小
说》，自 2006 年创刊以来，一直以 50
万份的发行量笑傲江湖，通过这本杂
志，郭敬明以签约作家的方式捧红了
一大批年轻作家：笛安、落落、七堇

年、苏小懒、消失宾妮等。
不过，在所有青春作家创办的杂

志中，无法绕过的高峰却是韩寒的
《独唱团》。论收入，韩寒远不如郭敬
明挣得多，但作为一个意见领袖对青
年的影响，看《独唱团》显然比看《最
小说》有范儿得多。2010年7月6日，

《独唱团》首发——首印 50万册在两
天内被经销商一抢而空，后加印的
100万册，也全部售空。但这本杂志很
快遭遇猝死，从诞生到结束不足六个
月。2010年12月28日，韩寒发表博文

《后会有期》，宣告《独唱团》终结，“我
们的遗憾是作为一本准备时间足够充
分的文艺读物，第一期做得不够好，不
幸让大家给看见了，第二期有了长足
的进步，不幸大家都没能看见”。

青春文学VS传统文学
追根溯源，这批文学偶像中最重

要的几个都发迹于老牌青春文学杂
志《萌芽》，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皆
是通过新概念作文而改变了命运。
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文坛的格局，以
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朝气撞击着传统
文学。只是当年青春的“80后”转眼
就到了 30 岁关口，青春饭不能吃一
辈子，于是他们纷纷转型，有的办杂
志，有的涉足出版，利用积攒下来的
人气和影响力再战江湖。

有人追问：青春文学作家办杂志
是好事还是坏事？中国新一代文学
杂志浪潮，除了滚滚的钱和产业化的
头脑，还能带来什么？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就对新
杂志铺天盖地的营销不无担心，因为
杂志不是图书，“考验的不是一时的
营销策略，还有综合能力”，而且“文
学杂志不能靠照片、装帧和摆饰，说
到底还是靠作品抓住读者”。不过，
他对新杂志的争妍亦持宽容态度：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它使我
们的文学生态更为丰富更具差异
性。在这个时代里，认真地丰富差异
和尊重差异，使得文学变得摇曳多
姿，那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摘自《青年文摘》

看金马奖颁奖礼上说起李安
的新片是《少年 Pi的奇幻漂流》，突
然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几年前我
看过这本书，非常奇妙的作品。一
个少年和一只孟加拉虎，在海上共
同漂流了 227天，他没有被它吃掉，
它也没有饿死，这本书包含的生存
智慧是钢铁丛林中的人们闻所未
闻的。

作为小说它有无限遐思的空
间，拍成电影一定是个艰难的工程，
动物、孩子、海，都是最不可控制的
元素。没有明星，拍摄困难，注定这
是块难啃的骨头。我所感动的是李
安这些年来一直在拍自己感兴趣的
题材，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

不可否认，他是华人导演中拥
有最大自由度的，其他导演不可能
不考虑投资方，不考虑前途。张艺
谋要挣钱，所以有了《三枪》；冯小刚
为了拍大片，拍出个《集结号》；陈凯
歌想忘记《无极》，转回到《梅兰芳》；

陆川八面玲珑，很精明地选择《南
京！南京！》。

很多导演的从艺之路不比演
员，他们是喜爱光影才进入这个行
业的，可走着走着，渐渐地忘记了
自己的初衷，为了这个为了那个，
唯独不是为了电影去拍电影。李
安未必比他们高明到哪里去，只是
他确实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去讨
好别人，他讨好的只是自己，但结
果是，观众不傻，更接受这种真诚
的讨好。

《卧虎藏龙》之前美国人会看一
点功夫片，可功夫片和武侠片是两
个门类，谁能想到他们会接受道家
那套理论？《色·戒》里大段曲径通幽
的麻将戏，注定是要在西方失败的，
李安也没有因此把它舍弃。

几年前我见过李安一次，当时
为了宣传别人给他写的传记，他被
出版社忽悠到大陆，拉着转了几个
城市，上了一些十三不靠的烂节目，

最后那些节目还都没播出。他只带
了一个老助理，提着一瓶胖大海泡
的茶，没有专车，在北京要自己打
车，去外地就坐火车，和我们一样从
北京站进出。如果见识过比他无名
到不知多少倍的演员的排场，你就
会讶异李安的好打发。以他的聪
明，已经知道被人利用欺骗了，但还
是很无奈地配合，连发飙都不敢。
那些节目的编导都可怜他，说他有
一双小动物般无辜的眼睛，但边可
怜还是边把生病的他按在那里，无
休止地折腾。

看到那个场面，我会很信那本
传记里的自述，他只有在拍电影时
是那个小世界里的国王，他的气场
才会吓哭章子怡。而离开了电影，
他是个没有生活能力且无害的人，
没有一般男人的攻击性，总是别人
来侵略他。正因为如此，他比别的
导演更纯粹，工作对他来说就是工
作，不是孔雀的翎毛，为了求偶，为
了炫耀，职业带来的虚名他也享受，
但没有享受到那么夸张的程度，工
作本身产生的快乐对他尤为重要，
所以，有时候自由是自己争取的，不
是审片委员会给予的。

摘自《新民周刊》

常常有人问我，在我采访过的
人物当中，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
深？我的回答是：王光美。

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采访
她，正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亲切地
说：“你叫我光美吧，大家都这么叫
我。”她先打开衣柜，让我帮她找一
件合适上镜的衣服。衣柜中不过十
来件当季的衣服，我们都看中了一
件天蓝色的毛衣。她忽然想起了什
么，找出一条蓝白相间的纱巾，在脖
子上一围，问我是否好看。她有着
极好的品位，这恐怕与她的出身教
养有关。她生于官宦人家，是中国
第一位原子物理专业的女性硕士毕
业生。她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和芝加
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思想

“左”倾的她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
共代表团的翻译，1947 年她最终决
定放弃留学机会，奔赴延安。她后
来嫁给了刘少奇并成为他已经有的
5个孩子的母亲。

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了百
般羞辱。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

她始终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当
时多少普通的家庭因为政治原因夫
妻划清界限，父子断绝关系，而她却
在万人批斗会上从台下冲到台上拉
着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斗。那是一
种什么样的勇气和感情？这之后12
年的牢狱生活，每一天只能够看到
窗户缝里的阳光，根据阳光的角度
才知道晨昏昼夜。这是一种什么样
的人生苦痛？正在我采访王光美之
际，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来访。他
先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听
着，渐渐地激动了起来，忍不住说：

“光美对少奇，那真是无怨无悔啊！”
继而泣不成声。光美忙起身走到他
身后，抱着他的头轻声说：“别激动，
别激动，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
也够戗。要不我给你拿一片药吃？”
这一幕，让现场所有的人动容。

世事人心，王光美看得太多，经
历了太多。出狱之后，看到了昔日
丈夫的同事们是如何在判处他死刑
的文件上签字。一个人经历了这么
多的仇恨与背叛，见识了这么多的

丑恶与黑暗，她究竟以一种什么样
的心态活过来？我问她：“当初你身
边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教你的女儿唱
打倒自己爸爸妈妈的歌曲。你不想
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王光美说：“我
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个
人，这个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会遭
受不少麻烦。为什么要让痛苦延续
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我
问：“你是‘文革’的受害者，有没有
想过在这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你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她应声回
答：“那真没准！所以我就是希望中
国不要再搞什么运动。呼啦啦地打
倒一大片，肯定会冤枉不少人。”

王光美的母亲就是因为受到牵
连，最后死在北京监狱里的。母亲
曾被没收的首饰瓷器，在归还后都
被王光美拍卖，并以筹得的资金设
立了幸福工程，来帮助乡村的贫困
母亲。母亲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一
个已经失灵的老式座钟，那是母亲
睡觉时摆在床几上的钟，走走停
停。每天早晚，王光美都去给它上
弦，仿佛是一种与亲人的对话。

历史选择的人，人创造的历史，
让我着迷。“记录一个人和他（她）的
时代”，从那时起，成为《杨澜访谈
录》明确的追求。

摘自《人物》

16岁那年，在离高中毕业只剩下
两周时，因为贫穷，他不得不离开校
园，开始在社会上闯荡。43岁时，他
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变成美国首富，
建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托拉斯。他，
就是世界石油大亨洛克菲勒。

事业达到高峰时，洛克菲勒的身
体垮了。一天，他突然晕倒。医生诊
断出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多
种慢性病，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气血两
虚，濒临油尽灯枯。医生表示无药可
救，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洛克菲勒
也活不过48岁。

一夜之间，洛克菲勒就白了很多
头发。

面对疾病，他无能为力。
其实，洛克菲勒早有预感。他每

天都在极度劳累中度过，工作起来，
常常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有时甚至
会两天两夜不睡觉。在别人看来，他
总是充满激情和力量，但只有他自己
知道，他太累了，该休息了。

尽管如此，洛克菲勒并不悲观。
毕竟，他人生理想基本实现。剩下的
日子，他开始培养接班人。

一天，洛克菲勒去非洲考察。路
上，车陷入泥坑中。他和导游走进附
近的一个村庄，去找人帮忙。这是沙
漠里的一片绿洲，那里的人都在休
息。洛克菲勒向众人表示，只要他们

能帮忙把车弄出来，就给他们很多
钱。没想到，那些人拒绝了。他们
说，现在是冬天，他们不要钱。

洛克菲勒不明白冬天和钱有什
么关系。导游详细地讲解起来：

这里的人遵循大自然的规律。
他们认为，既然庄稼是春种、夏耕、秋
收、冬藏，人类也应该这样，春天要种
庄稼，做好打猎的准备；夏天要维护
庄稼、打猎；秋天开始收割庄稼，最后
一次捕捉那些成熟的猎物；到了冬
天，就不再出去干活了。他们留够冬
天要吃的食物，剩下的全捐给那些年
纪大的和因病不能自食其力的人。
整个冬天，他们都如动物冬眠一样，
待在家里不出去，最多只是和邻居说
说话。

洛克菲勒有些鄙夷地说：“难怪
他们成不了富人。要做富人，一定要
努力。无论是春天还是冬天，都要辛
勤工作。”导游将他的话翻译给当地
居民听。他们鄙夷地看了洛克菲勒
一眼，也为他不值。他们觉得他为钱
违背自然规律，放弃了很多体验人生
的机会。他们的一生由很多个春夏
秋冬组成，洛克菲勒的一生只有一个
春夏秋冬。他们警告他，再不改变人
生态度，恐怕连体验第二个春天的机
会都没了。

洛克菲勒深受震撼。的确，他的

童年如同春天，他一直在课余时间做
小工，赚小钱，是人生的预备阶段；青
年时期是他的夏天，他起早贪黑，白
手起家，创立了石油公司；中年就是
他的秋天，他硕果累累，成了美国首
富；现在，他就要进入冬天了吗？他
还有机会看到第二个春天吗？

洛克菲勒想过第二个春天，想过
很多很多个春夏秋冬。回国后，他做
出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每年至
少捐出 100万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去
世前，他要捐出绝大部分遗产。此
前，洛克菲勒可是著名的铁公鸡，从
不捐一分钱，连朋友结婚，也只送很
廉价的礼物。这次，他先给非洲一些
地区捐了款，接着又在世界范围内大
量捐款，主要用于消灭文盲、普及教
育和消灭疾病、保障医疗两方面。

当年冬天，洛克菲勒捐出 100多
万美元，赚钱的事情却很少做。不用
再煞费苦心地想着如何赚钱，他睡得
很香甜，身体奇迹般恢复健康。

第二年春天，洛克菲勒才开始开
拓渠道赚钱。

洛克菲勒把自己对于一年四季
的感受郑重地传给儿子和孙子。后
来，他的儿子和孙子也都成了著名的
慈善家。去世前，洛克菲勒已经捐出
95%的财产，只给儿子留下两千多万
美元。

原本被医生判定只能再活五年，
洛克菲勒却活到了98岁。

而遵从了一年四个季节的规律，
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分别活了 87岁和
95岁。

摘自《现代青年》

1946年，经徐悲鸿引荐，李可染
见到了心仪已久的 80多岁高龄的齐
白石，表达了自己想拜师求教的心
情。1947 年春，李可染带了 20 张画
第二次拜见齐白石，由此引出一段动
人的故事。

当时，齐白石正在躺椅上养神。
画送到手边，他便顺手接过。起初，
他还是半躺着看，待看了两张画以
后，他已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再继
续看，齐老眼里放出亮光，身子也随
着站了起来，边看边说：“这才是大写
意呢！”齐白石晚年有个习惯，认画不
认人。看完画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
到李可染身上，问：“你就是李可染？”
李可染忙答应。齐老高兴了，赞许

道：“30年前我看到徐青藤真迹，没想
到 30年后看到你这个年轻人的画。”
徐青藤即徐渭，是明朝著名的花鸟、
山水画家，其画以用笔豪放恣纵、潇
洒飘逸而名重一时，对后世有极大影
响。齐白石生平十分推崇徐渭，由此
可见他对李可染的赏识。

接着，齐老满含深意地说：“但
我看你的画像是写草书，我一辈子
都想写草书，可我现在还在写正楷
……”就这样，两人以画为桥，一下
子变得十分亲近。李可染告辞时，
齐老留他吃饭。李可染再三推辞，
齐老动了气，对正要迈出门槛的李
可染大声说：“你走吧！”这时，齐老
家人示意李可染：“你要听齐老的，

留下吧。”从此，齐白石与李可染结
下不解之缘。

李可染对拜师一事非常看重，认
为拜师仪式必须郑重其事，所以拖了
一段时间。齐白石却等不及了，有一
次，他问李可染：“你愿不愿拜师？”李
可染忙说：“您早就是我的老师了。”
齐白石会错了意，心情郁闷，不时地
对身边的护士念叨：“李可染这个年
轻人，他不会拜我做老师的，他的成
就将来会很高。”

这话传到李可染耳中，他急忙去
见齐老，解释原因。齐老心直口快，
连声说：“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
要。”李可染茅塞顿开，当天在齐老第
三子齐子如陪同下执弟子礼。齐白
石连忙站起，扶李可染起来，高兴之
余，眼睛都有点湿润。

此后，李可染便正式成为齐白
石的得意弟子，尽得齐大师艺术精
髓。

摘自《思维与智慧》

洛克菲勒的四季
张宏涛

李安的自由
孟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