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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军”：
长征到达陕北第一军

■往事

■钩沉

■人物春秋

每到考试季，网络上就会传出一个
段子。这个段子是两份名单：

第一份名单有傅以渐、王式丹、毕
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
姚、刘春霖等人；第二份名单是顾炎武、
李时珍、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李渔、
蒲松龄、洪秀全、盛宣怀、袁世凯等人。
然后提问，以上名单中，哪一组的人认识
得多一些？

答案揭晓，前者全是曾经的科举状
元，后者全是落第秀才。的确，通过科举
考试，古代读书人能够改变自身的命运，
但是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是少数人。毕
竟在考试中，除了实力，还有多方面的因
素。因此，在“落榜”的读书人中，依然有
不少获得了不凡的成就。

孟浩然 未考取功名 隐居鹿门山

孟浩然（689-740 年），生于襄州襄
阳（今湖北襄樊）的书香世家，唐玄宗
开元年间孟浩然科举落榜，加之仕途
困顿，后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
孟浩然留下了诸多著名的诗篇，被誉
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与王维
并称为“王孟”。

孟浩然坎坷的“功名”之路非常坎
坷。孟浩然年轻时隐于鹿门山，一心苦
读诗书，弱冠之后，辞亲远行，广交八
方朋友，拜见公卿名流，以求有取士的
机会。开元十二年（724年），因唐玄宗
在洛阳，孟浩然便前往洛阳求仕，却一无
所获。

两年后，孟浩然从襄阳出发去扬州，
途经武昌，他与小他十二岁的李白约好
在武昌相遇，两人在短短的相处中，结下
深厚的友谊。分别时，李白在黄鹤楼作
诗为孟浩然送行，写下了千古名篇《黄鹤
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开元十五年（727年），快要四十岁的
孟浩然，第一次赴长安进行科
举考试。第二年初春，孟浩然
在长安作《长安平春》诗，抒发
渴望及第的心情，然而，那一
年，孟浩然科举不中。就在这
一年，孟浩然与王维结交，王
维为孟浩然画像，两人成为忘
年之交。

据《唐摭言》中记载，科举
未中后的一年，孟浩然游长
安，王维想推荐他做官，可是
一直没有机会。一天，王维在
宫禁中当值，私自邀请孟浩然
到当值处晤谈。不料突然报
说唐玄宗来此，王维慌忙让孟
浩然躲藏起来。等到玄宗来
了之后，王维又觉得不把孟浩
然在这里的事奏明皇上很不
妥当，说不定会引来欺君之
罪，于是王维就奏明了皇帝，
玄宗倒并不计较，他也是久闻
孟浩然的诗名，于是当场召见
了孟浩然。孟浩然向皇帝读
诗，可当读到“不才明主弃，多
病故人疏”一句时，玄宗就有
点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
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孟
浩然虽然说自己“不才”，但皇
帝听得出来，这是以自嘲的形式发牢骚，
所以玄宗不高兴是自然的。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孟浩然
返回襄阳鹿门山隐居。唐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伯乐韩
朝宗，人称韩荆州，李白曾在《与韩荆州
书》中写道：“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韩荆州曾向朝廷推荐崔宗之、严武与蒋
沇等人。

韩朝宗约好了孟浩然一起去京师长
安，孟浩然正跟朋友喝酒，家人催促他
说：“别喝了，你跟韩先生约好的，你们不
是要去长安面试吗？”

孟浩然说：“都已经喝成这个样子
了，还管他呢。”

真性情的孟浩然错过了又一次入仕
的机会。

李贺 因避讳而被迫远离科举

说起科举不仕的原因，不外乎成绩
不够，不过，对于才华出众的唐朝诗人李
贺来说，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他因为“避讳”而远离了科举考试。

李贺（791-817年），字长吉，河南福
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李贺先祖是
唐高祖李渊的叔父，他属于唐宗室的远
支，因“皇室后裔”身份，他常被称“唐诸
王子李长吉”。

李贺小小年纪就聪慧过人，才智出
众。21岁的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并一举
考中，年底赴长安应进士科。可是“阖扇
未开逢猰犬”，麻烦来了，竞争者认为李
贺父亲李瑨肃名字中的“瑨”与“进士”中
的“进”字音同，而犯家讳应避讳退场。
按当时的规矩，考生若发现试题中出现
祖上的名字，便要告假说肚子疼，退出考
场。李贺仅仅因早逝的老爸的名字而不
能参加考试，他那黯然离去的背影，包含
着多少委屈和无奈。后来韩愈愤而作
《讳辩》，文中质问道：“父亲叫瑨肃，儿子
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
不是不能做人了吗？”成为当时韩愈爱才
荐才的佳话。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文化
现象，不同时代对避讳的要求有所不
同。唐太宗李世民在唐高祖时曾做过宰

相，高宗以后为了避讳，宰相更名为同中
书门下平章事，是避君王之讳。杜甫的
父亲名字叫“杜闲”，杜甫在诗中不用

“闲”字，是为避尊亲之讳。冯道（字可
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后汉、
后周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人称官
场“不倒翁”）的一位门客在冯府读《老
子》时，将“道可道，非常道”读成“不可
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也是为避府
主之讳。

一年后，李贺因病辞去职掌祭祀的
九品小官奉礼郎，回到了老家。四年后，
27岁的李贺郁郁而终。

尽管一生短暂，在生前没有考取功
名，但并不妨碍李贺在诗歌上的成就。
李贺给世人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

“雄鸡一声天下白”等千古佳句。后来，
他与李白、李商隐合称为“唐代三
李”。晚唐李商隐、杜牧都曾为他写序
作传。光化二年（899年），李贺亦被追赠
为进士。

唐伯虎 被“考场舞弊案”冤屈的一生

要说科举经历坎坷者，不能不提唐
伯虎。唐伯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
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1470年3月6日），
按照天干地支，这一年是庚寅虎年，他在
家排行老大，名唐寅，字伯虎。

唐伯虎16岁参加秀才考试，29岁参
加应天府试，考中第一名，后人也因此称
他“唐解元”。30岁赴京会试时，他却受
考场舞弊案牵连。

当时，唐伯虎赴京参加会试，路上巧
遇江阴“富二代”徐经（就是旅行家徐霞
客的曾祖父），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
之交，一同赴京赶考。

徐经、唐伯虎到京后，两人多次前往
礼部侍郎程敏政家“蹭饭”。程敏政为当
年的主考官，由于那年出题偏，考生相顾
失色，感叹题目太难。阅卷时，阅卷官梁
储拿着唐伯虎的文章给程敏政品评。程
敏政读完后也觉得文章写得十分精彩，

情不自禁地说：“只有徐
经、唐伯虎文章最好。”结
果，这句话被平时忌恨程敏
政的华昶听到，于是华昶启
奏孝宗皇帝，程敏政利用职
务之便，受贿泄题，若不严
加追查，将有失天下读书人
之心。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孝宗皇帝着令彻查，于
是程敏政、徐经和唐伯虎被
关入大牢。徐经入狱后经不
起严刑拷问，招认收买程敏
政的家童来获取考题，并将
试题泄露唐伯虎。后经刑
部、吏部会审，徐经又推翻自
己的供词，说那是屈打成
招。孝宗皇帝下旨“平反”，
将程敏政、徐经和唐伯虎释
放出狱。唐伯虎出狱后，因
为此案，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徐经此事后，在家中发奋读
书，并作《贲感集》以表明自
己的志向，程敏政则引咎辞
职，解甲归田。

经历这场不明不白的
“牢狱之灾”后，唐伯虎自然
也对科举心灰意冷，他以卖
画为生，其才华声名远扬。

正德年间，唐伯虎应宁王朱宸濠的邀请赴
南昌为其效力，但后来却发现宁王有篡权
不轨之心，宦海沉浮，实难久恋，唐伯虎只
好装疯卖傻逃离宁王府。

蒲松龄 因考试失误而被取消资格

蒲松龄（1640-1715年），生于山东省
淄川县（现属淄博市）蒲家庄，父亲蒲槃
因科举不第而弃儒从商，赚得相当丰厚
的家产后，仍不能忘怀于光复门庭，于是
弃商归田，教书教子。

蒲松龄9岁开始读书，19岁初应童子
试。不过，此后蒲松龄在科场奋斗数十
年，届届都不中。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秋，山东
乡试正式开考。号舍内，年届 48岁的蒲
松龄觉得很有把握，奋笔疾书，写满了好
几页。古代科举考试有严格的书写规
则，每页写十二行，每行写二十五字，且
必须按照页码顺序书写，不巧的是，蒲松
龄匆忙间竟漏了一页未写，后来他发现
时，自己被吓得魂魄出窍，“惊损六叶连
肝肺，唬坏三毛七孔心”。在当时越幅
（俗称跨页，页码不相连接）须受处罚，甚
至被黜落。蒲松龄也因越幅而被取消考
试资格，还被张榜公布于世。此后，蒲松
龄在家著书立说，晚年留下了一部洋洋
洒洒数十万言的《聊斋志异》，得到当
时主政山东的学政施闰章的称赞，“观
书如月，运笔成风。”自此，蒲松龄声
名大振，书未脱稿，便在朋辈中传阅。
蒲松龄72岁时，被破例补了个贡生。

《聊斋志异》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名
叫叶生的淮阳学子，他的文章词赋首屈
一指。一天，淮阳来了个新知县丁乘鹤，
他很欣赏叶生的文章，让他住在县衙内读
书，还经常用钱粮接济叶生。县里预考叶
生夺得第一后，丁知县对叶生抱有更大的
希望。谁知，叶生时运不济，考试落榜。
叶生很沮丧地回到家。后来，叶生面容日
渐消瘦，神情也变得痴呆，不久叶生病
逝。病逝后，他的魂魄竟然跟着来到丁知
县家，还教丁知县的儿子考取了功名，丁
公子考中一年后，自己也考中举人。叶生
得意地返回自己家时，他才知道自己已经
死去。蒲松龄借叶生的故事，讲述了自己
在科举上落魄的经历。 □王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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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出生于终南山下西安周至一个书香
门第之家，清代著名教育家。为西安书院门内
关中书院主讲老师，在关中书院历史上，授徒
时间长，培养学生多，首先要数这位路德先生。

关中书院在清代，乃是响彻西北和国内的
一所高等教育学府。这所学府是明代万历时
期，大儒冯从吾在此讲学，由于听讲学生多，校
舍难以容纳，冯从吾予以扩大校围。到清已成
规模，逐渐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关中书院。

今天说路德先生，其实西安没有太多的人
知道他，可以说鲜为人知。而陕西及西安的一
些辞书和典籍中鲜见他的名讳。但，这并不影
响这位清代教育家卓著不凡的声望。

路氏为享誉一方的名门世家，族人多有成
就者，出过3位翰林、5位进士。

路德于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中甲
榜二甲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
户部湖广主事，兼军械章京，方略馆协修，
中宪大夫。可正当他大展宏图之时，却因患
眼疾归乡养病。

仕途前程虽然断了，但他并没有消沉。为
了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受聘关中书院，从
而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换。他以一
颗赤子之心，投身教育，著书立说，为弘扬关学
而授徒育人。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
身修养，以知识使自己成为具有良好道德品质
的人，他要求学生先立品行，后做文章。他给学
生讲诚信说：“有志偿债者，不敢负债；有志全交
者，不敢滥交；有志酬恩者，不敢受人恩。”

路德为国家、为陕西培养了一大批的知识
精英和栋梁之才。

路德初为翰林时，一件趣事，特别有意思，
成为文坛佳话。那是嘉庆己巳年，路德选为翰
林院庶吉士，跟随陶澍先生习翰林之道。一
天，陶澍给路德写了两个字“盱眙”，但是身在
北方的路德却没见过这两个字，陶澍便说这两
个字读“xūyí”，是江苏名县，亦是陶澍的家乡，
此时路德肯定是既尴尬又惭愧。当然有“陕西
第一佳士”的路德，岂肯甘拜下风，于是顺势也
给陶澍一书了两个字“盩厔”，断没想到，身在
南方的陶澍也没见过这两个字，路德便介绍这
两字读“周至”，是陕西名县，也是路德的故
里。陶澍同样有点难堪，遂解嘲道，这可真是

“北不识盱眙，南不识盩厔。”在场的翰林们闻
之皆笑。后来，翰林院的翰林们便以“北不识
盱眙，南不识盩厔”这句谚语来形容南北方的
差异，流传至今。

近代历史名人、清廷重臣的曾国藩，特别
推崇和仰佩路德，他没有忘记西北长安有个路
德先生。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
和蒋介石，都曾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
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说：“曾公
乃国人精神之典范”“足为吾人之师资”。

曾国藩本人在治学等方面就已有很高成
就，被胡哲敷赞叹为：“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
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
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但曾国藩却感觉和路

德相比，还有相当距离。他在给儿子纪泽的信
中大赞路德：“陕西近三十年科举中人，无一不
出闰（路德的字）先生之门，湖北官员中想亦有
之名。”曾国藩不断告诫儿子，将路德推荐给儿
子，让其作学问还是做人，是必有其道理的。
他说：“闻近日精於举业者，言及陕西路闰先生
在《仁在堂稿》及所选仁在堂试帖，律、赋、课、
艺，无一不当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见此书，
仅见其所著《柽华馆试帖》，久为佩仰。”曾国藩
这段给儿子的话，足可知路德在曾国藩心目中
有多么大的分量。并给他的另一个儿子纪鸿
与瑞侄等书中有：“须买《仁在堂全稿》《柽华馆
试帖》，悉心揣摩。”

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对路德的评价更
高。他说路德“行谊为文名所掩，其诗古文又
为时艺试律所掩”。人们只看到路德是作字大
师、八股大家、时艺宗师，实际上路德还有画、
剪纸、诗、文章等其他方面的造诣，这个评价反
映了路德学识渊博，涉猎面之广而精，但世人
却是以八股和试贴诗而重视他，这其实是对路
德的一种全面评价赞誉。

路德先生，不光影响了曾国藩父子及幕僚，
就连一些成就了大事业者，也深受路德影响。

晚清四大名臣“张之洞”对路德亦推崇备
至。同治十五年，张之洞在四川完成其著作《輶
轩语》，并指示巴蜀士子读书的门径，所推荐必
学的书目内，路德的《仁在堂时文》赫然位居前
列，张之洞还说要“涉猎千余篇，烂熟数百首”。

经他教授的学生达千人之众，许多弟子后
来都成为名家。晚清著名的东阁大学士、救时
宰相、财政大臣阎敬铭便是路德在关中书院讲
学时拜入门下的弟子。

这就是陕西周至走出的路德先生，虽名
不甚显，但令人疑惑的是，他却能得到五百年
来能把学问在事业表现出来的“儒雅风流人
物”曾国藩的敬重和推崇，并影响到大江南
北。因之作为陕西的文化人，确实应当认真
深入的研究一下这位胸括万殊，深藏不露的
路德先生。 □朱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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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超越时空的丰碑。在中国工农
红军的队伍中，活跃着一支以“儿童军”著
称的队伍——红二十五军，这是长征中最年
轻、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

“儿童军”实施战略转移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两支红
二十五军。原红二十五军主力在1932年10月
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根据中
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由“那些在1932年随
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
弟”，于 1932年 11月重建部队。在这支新组
建的队伍中，“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
不多没有年逾 18岁以上的战斗员”。军长程
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
虽是年岁较大的领导，也不过 34岁，韩先
楚、陈先瑞、刘震、刘华清等都在 20岁上
下。这是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也
是一支年轻而富有朝气、充满青春活力而又
革命意志坚定的队伍。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的武装斗争中，红二十五军以英勇善战成为
威震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师劲旅。

鄂豫皖根据地在敌人长期反革命军事
“围剿”下，被敌人分割成“鄂东北”和“皖
西北”两大块，红二十五军处境日趋艰难。
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包围，1934 年 11 月 16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
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
义，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实施战略转移，
成为各路长征队伍中的一支。

“儿童军”进军陕南

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路后，蒋介石乘其孤
军远征之际，调集第47师、第54师和第115师
组成追剿队跟踪追击，企图以 30多个团的绝
对优势兵力，消灭红二十五军。为摆脱敌人重
兵追击，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以
最快的速度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胜利地
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实现了战略转移时
的既定方针——进入桐柏山区创建新的根据
地。遗憾的是，部队进入桐柏山区后，却发现
桐柏山的地理条件对创建根据地十分不利：
紧靠平汉线、襄樊线及汉水，红军能够获得
的回旋余地十分狭小；此外，当地的群众基
础、物质条件相对薄弱，加上敌人重兵压
境，这样的生存环境，可以预料部队将难以
在桐柏山区获得发展。据此，红二十五军果
断放弃在桐柏山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转而进军伏牛山区。兵贵神速。为甩掉尾随
的敌人，实现进军伏牛山的战略方针，红二
十五军掉头向东，挥师北上。蒋介石获悉这
一消息，急令第 40军第 44师在老河口（今光
化）、南阳、方城一线迎头截击。

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与敌40军1个旅
及骑兵团在方城的独树镇发生遭遇战。这一
仗，由于红二十五军暴露在地形平坦的不利
环境下，处境十分危险。为打退敌人进攻，
突出重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儿童军”
不畏强敌，英勇拼搏，终于挫败国民党军的
合击，顺利进入伏牛山区。然而，计划赶不
上变化，如同桐柏山区存在诸多不宜创建根
据地的因素，伏牛山区也存在着人烟稀少、
地域狭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匮乏等不利
于建立根据地的因素。如果部队留在伏牛
山，可以预料，下一步将难以获得大发展。
红二十五军再度变更战略方针，决定西进，
从伏牛山入陕南，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

从伏牛山入陕，朱阳关、五里川两个隘口
是入陕之路。敌人在隘口重兵布防，控制入陕
大道。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二
十五军在当地向导带领下沿着深山峡谷隐蔽
前进，绕过敌人防线，打破了20倍于己之敌的
围追堵截，于1934年12月9日翻越蟒岭，进入
陕西洛南县。“儿童军”从此“跳出困境，摆脱强
敌，走上了宽阔的发展道路”，进入创建鄂豫陕
根据地的新阶段。

在开辟鄂豫陕根据地期间，红二十五军克
服了长途跋涉、连续作战以及人地生疏、给养
不济等重重困难，相继打破了敌人第一、二次

“围剿”，粉碎了敌人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二
十五军的阴谋，在鄂豫陕站稳了脚跟。

“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

红二十五军自1934年冬奉中央指示实行
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
失去联系，对主力红军的消息更是一无所
知。直到1935年7月13日，在粉碎敌人对鄂
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军事“围剿”
后，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和红
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行动；并了
解到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
陕、甘边界集结，妄图围堵消灭红军主力于
川西地区。随即，红二十五军获取的这些消
息在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送达的中央文件中
得到确认。

鄂豫陕省委审时度势，于 1935年 7月 15
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作出红二十五军西征
北上，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以
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创造新的伟大
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在与中央长期
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
军能够通观全局，作出这一战略决策，不仅
适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与中共中
央、中革军委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
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
接会合”，实现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不谋而合，同时也与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
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相吻合。

1935年 7月 16日，红二十五军踏上了西
征北上的行程。红二十五军西出秦岭、北渡
渭河，以20多天的急行军直抵静宁城下，将
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 （安） 兰
（州）公路切断。西兰公路被切断以后，红二
十五军紧紧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在西兰公路
以北地区艰苦转战10多天，由于一时难以获
得主力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决定先行北
上策应主力。当“儿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城下时，这些
在敌人眼里不过是“地上跑的小兔子”，却把
自以为是“天上飞的老鹰”的敌人打得落花
流水。直捣敌人后方的红二十五军，在钳制
了敌人，减轻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压力后，
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尽
管沿途人烟稀少，部队无粮可筹，饥疲不
堪，但在严重的饥饿死神威胁面前，全军上
下没有一个人退却。

“儿童军”以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意志
西征北上，前出陕南陇东两个月，行程 4000
余里，沿途攻克了 3座县城，进行了大小战
斗10多次，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
且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敌人，打
乱了敌人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
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正如 1936年底出版的
《共产国际》第 7卷第 3期刊载的《中国红军
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所评价的：红二十五
军西征北上，“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使敌
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惧寒”。

9月9日，红二十五军抵达保安永宁山，取
得北上入陕的伟大胜利。15日，红二十五军
胜利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
十七军胜利会师。这一会师，既是西北主力红
军大会师的前奏，也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
的导炮”。“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
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一
曲信天游，由衷地唱出了陕北人民喜迎劳苦远
征的红二十五军的兴奋之情，也宣告了红二十
五军的长征胜利落下帷幕。

以“儿童军”著称的红二十五军，在艰
苦的长征路上表现出的披荆斩棘、不畏艰
难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召着世界各国的
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高度赞扬

“儿童军”用热血和青春谱写的壮丽诗篇。
1935年 10月底，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
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 中高
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指出：“二十五
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
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
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
军的远征》中也盛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
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
耀，光被四表！” □卓爱平 刘亚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