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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文人逸事

1932 年 2 月，中共溧阳特别支部

顺利改建完毕后，为了更有效地开展

革命活动，支部决定创办一份党报。

支部书记狄超白任主编。

为 筹 集 办 报 经 费 ， 社 长 沈 兰 芝

毫 不 犹 豫 地 慷 慨 解 囊 ， 花 费 200 多

元从苏州购进一批美国进口的无线

电 元 件 ， 组 装 成 一 台 五 灯 收 音 机 。

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这台

收音机为他们打开了获取外界动态

的大门。

1932 年 2 月 20 日，《溧阳日报》

创刊。这是一张四开排老三号字的地

方报纸，主要以发表记录新闻为主，

由竞华印刷厂承印，印数达 800 份。

狄超白以笔为剑，在报纸上大力宣传

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的真

相，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

政策以及勾结日本的罪恶行径，号召

民众抵制日货、团结抗日。他详细地

阐述了抵制日货的重要性和方法，鼓

励民众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日本侵略

者的愤怒和反抗。在他的号召下，溧阳

的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抵制日货的浪潮

迅速席卷了整个城市。狄超白还采写了

《育婴堂的调查》《监狱视察记》 等文

章，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弱势群体的漠

视和虐待以及监狱中的种种不公和虐待

囚犯的行为，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的

震动，人们纷纷被狄超白的勇气和正义

所感动，对他的文章赞不绝口。

国民党反动派看到 《溧阳日报》 的

影响后大吃一惊，立刻派人破坏了报社

组织，并抓到了溧阳党组织线索。国民

党南京警备司令部迅速给溧阳县政府下

令，指名逮捕狄超白等人。3 月中旬，

狄超白不幸被捕，《溧阳日报》 也惨遭

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这张仅仅办了 7 期

的党报，在反动统治的压迫下被迫停

刊，但它所散发的光芒与影响力却从未

消逝。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溧阳县委又恢

复创办了 《溧阳日报》，并邀请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陈毅为报纸题写了报头。

狄超白创办《溧阳日报》
周 星

我国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

曾经在香港非常认真地观看了 7 遍卓

别林主演的电影 《大独裁者》，大为佩

服。

后来，卓别林在香港见到梅兰芳

的时候，两位大师惺惺相惜，相处得

非常愉快，卓别林非常真挚地把自己

设计的一种火柴送给了梅兰芳一盒，

留作纪念。

卓别林不仅是一个幽默的喜剧大

师，也是一个很富有智慧的人，他曾

经设计过一种别致的火柴。

1940 年初，卓别林在他主演的电

影 《大独裁者》 即将上映的时候，忽

然来了兴致，就自己动手设计了一种

富有情趣的火柴。这种火柴的盒子是

扁平的，用钉书机装订了起来。火柴

盒的一面印着 《大独裁者》 主人公兴

格尔 （其实是指希特勒） 抱着地球仪

玩 弄 的 情 景 ， 显 示 出 一 副 贪 婪 的 模

样 。 火 柴 盒 的 另 一 面 是 英 文 字 母 的

《大独裁者》 的电影片名。打开火柴

盒，里面是制成炸弹形状的火柴。

卓别林设计的这种火柴使用起来

也是很有意思的。擦火柴的地方恰恰

是兴格尔的屁股，卓别林说：“我这样

设计的意思是在时刻警告一切热衷于

战 争 的 霸 权 主 义 者 ： 玩 火 者 必 然 自

焚。”

这样的设计别出心裁，由此也可

以看出，卓别林是一位非常爱好世界

和平的喜剧大师。

卓别林把自己设计的这种火柴赠

送给梅兰芳，表达了自己热切期望世

界和平的心声，真可谓“此时无声胜

有声”。

梅兰芳和卓别林
王吴军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

家马寅初针砭时弊、嫉恶如仇的勇气

和胆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0 年 11 月，马寅初应黄炎培的

邀请到重庆实验剧院发表演讲，他开讲

即说：“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有钱的

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

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

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平和

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

因马寅初经常在演讲、文章、提

案中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

由此罹祸，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社

会各界为了营救马寅初，自发组织起

来，要在重庆为他举办六十寿辰祝寿

会，各阶层共数百人到场祝寿。中共

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

联名送来装裱好的大幅贺联：“桃李增

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新

华 社 则 将 一 副 对 联 写 在 一 大 红 绸 缎

上：“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

神。”重庆大学还专门集资为他修建

“寅初亭”，冯玉祥亲自题写匾额。

生活中的马寅初，风趣幽默。有

一次，他去澡堂洗澡，服务生见他穿

的背心有洞，忍不住问道：“马先生是

大教授，还穿这么破旧的衣服？”马寅

初笑着说：“背心上有破洞，碍什么

事，穿着凉快啊！”新中国成立后，马

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有人给他泼

冷水，他不失风趣地说：“泼冷水是不

好的，但对我倒很有好处的。我最不

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

已经洗了五十年了！”

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马寅初总

能 做 到 宠 辱 不 惊 、 淡 然 处 之 。 1960

年 3 月，马寅初被免去北京大学校长

职务。儿子回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

他只是轻轻地“噢”了一声，便不再

言语。1979 年 9 月，北京大学召开大

会，为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并对

他进行高度评价。此时，马寅初已经

97 岁高龄了。当儿子回来告诉他这一

喜讯时，他又是心不在焉地“噢”了

一声，不置一词，依旧闭目养神，好

像这件事与他没多大关系。

马寅初的真性情
王 剑

1926 年 2 月，郭沫若被国立广东

大学聘为文科学长兼史学系教授。不

久，广东大学拟改名为中山大学，郭

沫若受筹委会委托，撰写了一首荡气

回肠的校歌：“浩然正气此长存，霹

雳一声天下惊，叱咤风云卷大陆，倡

导三民主义首民族，此乃吾校之衣

钵，此乃吾校之衣钵。白日青天满地

红，新兴文化作先锋，匪行之艰知之

艰，倡导三民主义重民权，此乃吾校

之真铨，此乃吾校之真铨。中原之中

中山大，扶植桃李满天下，博审慎明

还笃行，倡导三民主义济民生，此乃

吾校之光荣，此乃吾校之光荣。”歌

词分三节，七言成句，欢快豪迈，深

刻阐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和

学校的办学理念。后来，该校音乐教

员李耀辉为歌词谱了曲。4 月 27 日，

广州 《民国日报》 刊登了郭沫若创作

的中山大学校歌歌词。

1958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

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的郭沫若兼职担任校长。学校开学前，

郭沫若创作了校歌 《永恒的东风》，并

广泛征求意见。经周恩来审定，郭沫若

最后作了修改并确定了歌词：“迎接着

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

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

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我们

是中国的好儿女，要刻苦锻炼，辛勤劳

动，在党的温暖抚育、坚强领导下，为

共产主义事业作先锋。又红又专，理实

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永远向人

民学习，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歌词以报国为底色、以科学为目

标、以学习为路径，折射出鲜明的时代

印记，反映了中国科大的办学追求和理

想信念，凸显了丰厚深邃的精神内核。

两天后，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应

郭沫若之请为校歌谱曲。9 月 20 日，中

国 科 大 举 办 成 立 暨 开 学 典 礼 ， 全 校

1500 多 名 师 生 合 唱 校 歌 ， 歌 声 嘹 亮 ，

荡漾心田，鼓舞了他们投身科教报国、

攀登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郭沫若写校歌
周惠斌

曾任《赤光》杂志编辑

1904 年 8 月 22 日 ， 邓 小 平 （字

希 贤） 出 生 于 四 川 省 广 安 州 望 溪 乡

姚 坪 里 ， 1918 年 考 入 广 安 县 中 学 ，

翌 年 考 入 重 庆 勤 工 俭 学 留 法 预 备 学

校 ， 1920 年 到 法 国 勤 工 俭 学 。 1923

年 ， 邓 小 平 加 入 旅 欧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 次 年 转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员。这时，他还不满 20 岁。

1923 年 6 月 11 日 ， 邓 小 平 到 了

巴 黎 。 他 一 边 做 杂 工 ， 一 边 在 旅 欧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书 记 周 恩 来 的

领 导 下 ， 参 加 旅 欧 共 青 团 机 关 刊 物

《少 年》 杂 志 （1922 年 8 月 1 日 创

刊） 的 编 辑 工 作 。 邓 小 平 负 责 刻 蜡

版 和 油 印 ， 并 用 本 名 还 有 化 名 发 表

文 章 。 因 刻 字 工 整 、 印 刷 清 晰 、 装

订 简 雅 ， 他 被 大 家 称 为 “ 油 印 博

士 ”。《少 年》 杂 志 社 即 中 共 旅 欧 机

关 驻 地 ， 在 巴 黎 十 三 区 的 戈 德 弗 鲁

瓦街 17 号一家小旅馆内。

《少 年》 杂 志 在 1924 年 2 月 1 日

改 名 为 《赤 光》（半 月 刊） 正 式 出

版 。 创 刊 号 上 发 表 的 《赤 光 的 宣

言》 写道：“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

便 是 ： 反 军 阀 政 府 的 国 民 联 合 ， 反

帝 国 主 义 的 国 际 联 合 。”“ 我 们 是 要

以 科 学 的 方 法 ， 综 合 而 条 理 出 各 种

事 实 来 证 明 我 们 的 主 张 无 误 。 本

此 ， 便 是 我 们 改 理 论 的 《少 年》 为

实 际 的 《赤 光》 的 始 意 ， 同 时 也 就

是 《赤光》 的新使命了。”

以 曾 琦 和 李 璜 为 首 的 中 国 青 年

党 以 《先 声》 周 报 为 阵 地 ， 反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政 治 主 张 ， 反 对 国 共 合

作。1924 年 9 月、10 月间，邓小平因

患 伤 寒 住 院 治 疗 一 个 月 ， 出 院 后 又

到 疗 养 院 疗 养 一 个 月 。 他 病 中 撰 写

了 批 驳 中 国 青 年 党 的 评 论 《请 看 反

革 命 的 青 年 党 之 大 肆 其 捏 造》 发 在

《赤光》 第十八期上。文中揭露了青

年 党 捏 造 新 闻 ， 欺 骗 广 大 旅 法 华

人，“使他们都来笑骂革命党人”的

无 耻 行 径 。 同 时 严 正 指 出 ： 利 用

《先 声》 周 报 散 布 捏 造 “ 新 闻 ”， 是

“国家主义”者的重要手法，因为在

他们看来，“新闻我能时常更改或假

造，以能使人愤激为目标”。

1925 年 1 月，署名“希贤”的文

章 《请 看 国 际 帝 国 主 义 之 阴 谋》 和

《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

闻》 刊登在 《赤光》（第二十一、二

十二期合刊）。前一篇抨击帝国主义

统治中国的企图。文中说：“帝国主

义 者 ， 尤 其 是 英 美 ， 想 一 方 面 改 变

包 有 四 万 万 居 民 的 大 国 为 殖 民 地 ；

他 方 面 从 苏 俄 势 力 中 把 中 国 拔 出

来 ， 再 用 经 济 封 锁 来 从 经 济 上 扑 灭

那正在充分发展的地方 （苏俄）。全

世界的无产阶级要空前地大叫：‘勿

犯中国。’”第二篇文章一针见血地

指 出 ：“ 为 着 新 闻 而 读 《先 声》 的

人 ， 应 知 反 革 命 派 就 在 迎 合 你 们 的

需 要 ， 捏 造 新 闻 ， 来 宣 传 你 们 欺 骗

你们呢！”

《赤 光》 杂 志 大 部 分 在 欧 洲 发

行 ， 读 者 主 要 为 旅 欧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者、勤工俭学的学生以及华工；少数

发行于国内和加拿大、古巴等国家。

“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
们的党”

1926 年 初 邓 小 平 离 法 赴 苏 ， 先

后 在 莫 斯 科 东 方 大 学 、 中 山 大 学 学

习。他在当时写的自传中说道：“我

来 莫 的 时 候 ， 便 已 打 定 主 意 ， 更 坚

决 的 把 我 的 身 子 交 给 我 们 的 党 ， 交

给 本 阶 级 。”“ 我 愿 意 绝 对 的 受 党 的

训 练 ， 听 党 的 指 挥 ， 始 终 为 无 产 阶

级的利益而争斗！”

1926 年 6 月 16 日 邓 小 平 按 照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学 中 共 党 支 部 的 要 求 ，

填 写 《党 员 批 评 计 划 案》。 在 关 于

“党 员 问 题 ” 一 栏 填 写 ：“ 一 切 行 动

合 于 党 员 的 身 份 ， 无 非 党 的 倾 向 ；

守 纪 律 、 对 党 中 的 纪 律 问 题 甚 为 注

意 ， 对 一 般 政 治 问 题 亦 有 很 关 心 且

有 相 当 的 认 识 ， 在 组 会 中 亦 能 积 极

参 加 讨 论 各 种 问 题 ， 且 能 激 动 同 志

讨论各种问题。”在“做什么工作最

适 合 ” 一 栏 填 写 “ 能 做 宣 传 及 组 织

工作”。

邓小平 1927 年 2 月回国，到西安

冯 玉 祥 国 民 军 联 军 中 担 任 中 山 军 事

学 校 政 治 处 处 长 兼 政 治 教 官 ， 并 任

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同年 7 月到汉

口 ， 在 中 共 中 央 机 关 工 作 。 为 了 摆

脱 敌 人 的 白 色 恐 怖 ， 他 随 中 央 机 关

从 汉 口 搬 到 武 昌 ， 又 从 武 昌 搬 回 汉

口 ， 经 常 转 移 ， 机 智 地 与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周 旋 。 此 后 ， 邓 小 平 开 始 改 用

“邓小平”这个名字。参加中共中央

紧急会议 （即八七会议）。9 月底或

10 月 初 随 中 共 中 央 机 关 迁 往 上 海 ，

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 共 六 大 在 莫 斯 科 召 开 期 间 ，

邓 小 平 协 助 留 在 国 内 的 中 央 领 导 人

处 理 中 央 日 常 工 作 。 1929 年 他 赴 广

西 首 次 独 立 地 领 导 一 个 地 区 的 工

作 ， 化 名 邓 斌 、 领 导 创 办 《右 江 日

报》 和 《士兵之友》 等报刊。

主编《红星》报

1931 年 到 江 西 中 央 革 命 根 据

地 ， 邓 小 平 先 后 任 中 共 瑞 金 县 委 书

记 （领 导 创 办 中 共 瑞 金 县 委 机 关 报

《瑞 金 红 旗》 ）、 会 昌 中 心 县 委 书

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 年 5 月在王稼祥、贺昌等人

的提议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

部 任 秘 书 长 。 当 年 7 月 至 1934 年 底

邓小平被调离、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

任 中 央 秘 书 长 ， 期 间 他 共 主 编 《红

星》 报 70 多期。该报于 1931 年 12 月 11

日 创 刊 ， 系 中 央 革 命 军 事 委 员 会 机 关

报，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

在瑞金郊外下肖村西边的总政治部

宣传部，邓小平带领几名工作人员，组

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他以化

名或不署名的形式撰写各类文稿；采用

社 论 、 署 名 文 章 及 开 辟 “ 党 的 生 活 ”

“支部通讯”“革命战争”等专栏形式，

宣传报道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

革军委、红军总部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

针、政策；开辟“捷报”“前线通讯”

“前方电讯”“最后电讯”等专栏，及时

报道红军的战况和胜利消息；开辟“铁

锤”“自我批评”等专栏。

1933 年 8 月 6 日 ， 邓 小 平 将 《红

星》 报改版，恢复为四开四版的铅印形

式、重新排序号，出版第一期。第二期

报纸，刊发毛泽东用“子任”笔名撰写

的 《吉安的占领》。并刊载 《优待投稿

同志》 和 《征求照相机及照相材料》 两

则启事。从 10 月 22 日开始，不定期出

版 《红星》 报副刊，主要报道红军的各

项工作及经验，编译苏联红军政治工作

的成功案例。到 1933 年 12 月 31 日 《红

星》 报出了第 22 期，发行量达到 1.7 万

余份。

1934 年 1 月 28 日 ， 第 26 期 报 纸 出

版，刊发消息 《伟大的一天》，报道中

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盛况。4

月 8 日 第 36 期 《红 星》 报 ， 刊 发 社 论

《五一劳动节的工作》。5 月 25 日第 44 期

刊登陈毅的文章 《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

潮 流》， 介 绍 永 丰 游 击 小 组 的 战 斗 经

验。8 月 1 日第 56 期，刊发 《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关于八一节给全中国工农红

军 的 命 令》。 8 月 20 日 第 60 期 ， 刊 登

周恩来撰写的社论 《新的形势与新的胜

利》。8 月 25 日 《红星》 报出了第 61 期。

1934 年 10 月 10 日晚，中共中央和

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

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

直 属 部 队 共 8.6 万 余 人 ， 向 湘 西 进 发 ，

开始战略转移。邓小平带领 《红星》 报

编辑部被编在第二野战纵队 （亦称红章

纵队），该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

和军委后勤部门、共青团等单位组成。

10 月 20 日在行军途中，邓小平主编的

《红星》 报油印版第一期出版，刊发政

论 《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

初步胜利！》《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

作》。报纸每期印 700 至 800 份，发到连

队。

《红星》 报是中国人民军队第一张

影响较大的报纸，也是长征途中代表中

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唯一报纸，

担负着党报与军报的双重任务。11 月 25

日出了油印版第五期。27 日红军先头部

队顺利渡过湘江，为减轻辎重，邓小平

率 《红星》 报全体同志扔掉笨重的油印

机，靠手动油印机继续出版报纸。12 月

上旬，《红星》 报油印版第六期出版。刊

发中共中央 《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

则指示》 和 《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 等

重要稿件。在革命战争年代，“学习优

秀，党性强”的邓小平虽然话不多，但

善写，他的总结报告在党内有口皆碑。

毛泽东特别喜欢看他的报告，说看了小

平的报告就像夏 天 吃 了 冰 淇 淋 一 样 透

爽。

（作者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教授）

邓小平青年时期的宣传工作
邓 涛

1926 年 6 月 ， 时 年 22

岁的邓小平按照莫斯科中山

大学中共党支部的要求，填

写 《党员批评计划案》。在

“ 做 什 么 工 作 最 适 合 ” 一

栏，他填写了“能做宣传及

组织工作”。

在
法
国
勤
工
俭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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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及 报 纸 副 刊 ， 要 追 溯 到 清 朝

末年中国报业的开端。

中 国 创 办 最 早 的 华 文 报 纸 ， 是

在上海由英国人出资的 《申报》 和

美国人出资的 《新闻报》。当时印刷

用 的 新 闻 纸 张 ， 是 白 光 纸 单 面 印

刷，其版面仅有一大张。刊载的大

多是上谕、宫门抄和本埠新闻，此

外就是各类洋行的广告。

1898 年 5 月 汪 康 年 、 汪 饴 年 兄

弟在上海创办了 《中外日报》，成为

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报纸，创造性

地实行了双面印刷，“版面分栏、新

闻 分 类 ” 的 编 辑 方 法 ， 日 出 对 开 4

版，使报纸的版式和容量前进了一

大 步 。 但 它 们 都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特

点，就是均不刊载诗歌、小说之类

的文艺作品。1904 年由康有为、梁

启超参股，狄楚青任总经理的 《时

报》 在 上 海 创 刊 ， 首 开 刊 登 诗 话 、

笔 记 、 杂 文 、 小 说 等 文 艺 性 作 品 ，

被誉为报业的创举。如狄楚青所著

的 《平 等 阁 笔 记》《平 等 阁 诗 话》，

就是先在 《时报》 上刊载，后由书

局出版发行的。

但 《时 报》 上 刊 载 的 小 说 、 诗

话、笔记等体裁的作品，都是排在

论说、新闻之后，并没有一个系统

规范的版面。1906 年，包天笑先生

从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之职上卸

任，应狄楚青之邀，南下上海进入

《时报》 馆，主编外埠新闻的同时，

亦用“秋星阁”“钏影楼”“天笑”等

笔名创作小说和翻译日文小说。后来

随着投稿量的增多，很多优秀的文艺

性稿件弃之不用甚为可惜，包天笑先

生向狄楚青建议：在新闻和论说之

外，另开一栏目，专门刊登小品文、

趣味轶事、诗词诗话、漫画幽默、戏曲

评论等消遣性文字。此建议得到了狄楚

青及报馆同仁的一致赞同，经狄楚青首

肯此栏目遂取名“余兴”。

“余兴”一出，立刻吸引了不少文

人学子，大家纷纷投稿。“余兴”一时

五 光 十 彩 ， 落 英 缤 纷 ， 矜 奇 逗 巧 之

文、讽刺俚曲歌词、游戏诙谐短章可

谓 层 出 不 穷 ， 赢 得 了 各 界 读 者 的 好

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范烟桥、周痩

鹃 、 毕 倚 虹 等 名 家 ， 都 是 这 一 时 期

“余兴”上发展起来的。

当时的报纸，除小说作品外，所刊

登的文章都属消遣性质，皆不付稿酬，

完全出于作者的一厢情愿。但 《时报》

的编辑，体谅作者的甘苦，便给予作者

一些购书优待券，可以定期到 《时报》

馆开办的“有正书局”里选购图书。

一花引来万花开，随后各报亦纷

纷 效 仿 。《申 报》 开 辟 了 副 刊 “ 自 由

谈 ”， 我 们 所 熟 悉 的 鲁 迅 先 生 的 许 多

杂文名篇，就是在“自由谈”上发表

的 。《新 闻 报》 自 不 甘 落 后 ， 副 刊 名

为 “ 快 活 林 ”。 当 时 比 较 知 名 的 副 刊

还 有 邵 力 子 先 生 主 笔 的 《民 国 日 报》

副 刊 “ 觉 悟 ”；《时 事 新 报》 的 副 刊

“学灯”等等。《神州日报》 在余大雄

接手时，销路仅有几百份，他便别出

心裁，又创办了一份 《神州日报》 的

附 报 ， 三 日 出 一 期 ， 取 名 《晶 报》，

属 于 副 刊 性 质 。 专 门 刊 登 社 会 新 闻 、

名人轶事，凡大报不愿或不敢登载的

一些涉及要人隐私的文稿，它可以大

胆地刊登出来，故而特别畅销。当年

首倡副刊“余兴”的包天笑先生晚年

的 回 忆 录 —— 《钏 影 楼 回 忆 录》， 就

是在香港的 《晶报》 上连载后，由大

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包天笑首创“余兴”
郝 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