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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位于北京三里河的钓鱼台，曾经是一处神秘禁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它日益蜚声海内外。
　　上个世纪末的一天，笔者有机会来这里采访，才有幸一睹它的&ldquo;芳容&rdquo;&hellip;&hellip;
　　当我们走进这个占地42万平方米，有别墅15幢，湖面7万平方米的园林之内，不能不为这里的中国
古典园林的艺术特色所折服&mdash;&mdash;山戴亭而水绕阁，古木茂密，绿草如茵，石桥小径，松石
流泉，别有幽静之趣。
15幢相对独立的别墅，典型中国古建筑的外观设计，坐落于花坛、草坪之中。
与修建的人工湖、小桥、亭台相互映衬，依托。
成为一座具有传统园林风格的艺术精品。
环楼四周处处是景，从楼内每个窗户向外望都是中国古园林的美景。
　　来到18号总统楼，更让人叹为观止，外观典雅华贵，一对从圆明园流失多年又回到中国的鎏金铜
狮坐手大门两侧。
里面的总统套房完全是中式设计，古色古香；仿明式的装修和家具，颇有皇家气派。
　　来到钓鱼台，就一定要到芳菲苑。
这是钓鱼台国宾馆内面积最大、场地和使用功能最为齐全的建筑。
大宴会厅可容纳四五百人。
这里灯饰豪华，从三面玻璃墙向外望去，绿草茵茵，景色怡人。
专用的大会谈厅在宾馆饭店中首屈一指。
中韩建交谈判及签字仪式等大型会谈都曾在这里举行。
而芳菲苑外的大草坪，更是钓鱼台的一景。
在这里举办三四千人的露天活动，自然别有一番情调。
　　钓鱼台还有不能不看的养源斋，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所营造行宫的正宫，&ldquo;养源斋&rdquo;
三字亦为乾隆皇帝题写。
宴会厅金碧辉煌，两根大柱上悬挂乾隆皇帝之孙临摹其书法&ldquo;幽怀托泉石，乐事在桑麻&rdquo;
，极具皇家气派。
会见厅古色古香，以线装古籍和启功先生手书前人歌咏钓鱼台诗篇为饰，朴素之中凸显文化色彩。
　　现在，彰显皇家气派的养源斋是举办重要会见、宴请的场所。
邓小平同志最后一次正式外事宴请一宴请美国总统里根就是在此举办的。
　　另外钓鱼台12号楼也不能不看，会客厅金碧辉煌，在刘海粟巨幅国画《江山多娇》的衬托下更显
大气磅礴。
四季厅高大敞亮，假山、溪流、涌泉、池水和各种名贵花木掩映错落、绰约多姿。
它的总统套房住过赫鲁晓夫、里根。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特别钟爱此楼，卸职后访问北京仍要求下榻于此。
　　然而，钓鱼台所以在北京的亭台楼阁中声名显赫，并不全是因为它的建筑、它的美景。
依笔者看其原因有三：　　首先是它的悠久历史。
早在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曾在这里垂钓，那时它就叫钓鱼台。
清乾隆时将玉渊潭疏浚成湖，乾隆皇帝命修台座，并题写了&ldquo;钓鱼台&rdquo;三字。
乾隆皇帝把它建成行宫之后，更有了几分皇家气派。
可见，数百年前钓鱼台就是一处神秘之地。
　　其次是国宾馆的地位。
1958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研究了有关建国十周年大庆的事宜。
考虑到诸多外国元首会前来，于是决定在钓鱼台建立国宾馆，主设计师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师张开济（
他同时也负责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任务）。
　　1959年国庆前夕，钓鱼台国宾馆正式落成，当时有十几座楼，为尊重外国人的习惯，没有1号楼
、13号楼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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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宾馆建成首次启用接待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起，至今已有700多位来访总统和政府首
脑在此入住。
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国务卿基辛格，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朝鲜首相金日成和越南领袖胡志明等
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同时世界级的商贾巨富和世界知名人士也多次在此入住：已故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先生曾
是这里的常客；美国摩根集团、荷兰壳牌公司、瑞典爱立信等很多世界著名公司的高层都曾在此小
住&hellip;&hellip;　　它也是国家领导人进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许多震动世界的事件在这里谋划、决策。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曾经在这里召开，很多重要新闻在这里发布。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mdash;&mdash;&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期间，这里是&ldquo;中央
文革&rdquo;的办公地。
期间许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都与钓鱼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因所谓&ldquo;冲击钓鱼
台&rdquo;引发的&ldquo;杨余傅事件&rdquo;，武汉&ldquo;七二。
事件&rdquo;等。
毛泽东批评&ldquo;四人帮&rdquo;时曾经对政治局委员说&ldquo;钓鱼台无鱼可钓&rdquo;，要陈永贵等
人从钓鱼台搬出来。
而那些真正的革命者，则用不同的方式，和&ldquo;钓鱼台&rdquo;进行了不屈的抗争&hellip;&hellip;　
　随着时间的推移，钓鱼台越来越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它的神秘色彩也日益浓重。
让我们慢慢掀开它的面纱，认识与它有关的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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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位于北京三里河的钓鱼台，曾经是一处神秘禁地。
它是国家领导人进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许多震动世界的事件在这里谋划、决策。
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曾经在这里召开，很多重要新闻在这里发布。
    随着时间的推移，钓鱼台越来越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它的神秘色彩也日益浓重。
让我们慢慢揭开它的面纱，认识与它有关的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
    本书揭开了历史尘封的钓鱼台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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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保存，解放军(文艺、昆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
大校军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员。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小说，报告文学共20余部，200多万字。
近年来在传记文学、纪实文学领域著述颇丰。
作品曾数十次在军内外、国内外获奖，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最近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名优秀传记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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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之八  钓鱼台／毛家湾与“七二○事件”　01／“文化大革命”烈火烧遍神州大地时，毛泽东说
：“我要到武汉去游水”　02／毛泽东明确说：“我们为陈再道保驾！
”　03／毛泽东所在的东湖，冲进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04／“天下大乱”／报告之九  粟裕“听不见”
钓鱼台的声音　01／毛泽东的一句话，粟裕免遭“火烧”　02／在庐山上面对巨大压力，粟裕一言不
发　03／请江青来讲话？
粟裕装作没听见报告之十  钓鱼台传出消息——毛泽东城南庄遇险⋯⋯　01／江青突然抛出毛泽东在城
南庄遇轰炸一案，向聂荣臻发难　02／到底是谁向国民党飞机指示的目标？
　03／江青重翻旧账，徒劳无获报告之十一  “谭老板”目标直指“钓鱼台”　01／“老板”之称有来
历　02／“谭老板”大闹怀仁堂　03／从紧跟到抵触再到抗争，谭震林决定要公开反击　04／人们都
说，谭老板个子小脾气大　05／给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谭老板目标直指“钓鱼台”
　06／没完没了的批判　07／江青污蔑谭震林是“叛徒”　08／面对莫须有的罪名，正直的人让谭震
林肃然起敬　09／流放广西，信念不改，给毛泽东写信，得以回到北京　10／晚年他对农村新变化的
认识　11／夫妻情深报告之十二  宁折不弯同“中央文革”抗争　01／中央全会“一致通过”时的反对
票　02／陈少敏坚持党性原则下的独特个性　03／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的抗争　04／张经武走进红墙
，又走出了红墙报告之十三  政治夹缝中的战将　01／初上庐山的郑维山，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02／陈伯达来到华北组煽风点火，郑维山不明就里　03／六号简报铸成了郑维山等人的冤案　04／
江青又借口“磁县事件”给郑维山加上“开枪镇压群众”的罪名报告之十四  所谓“冲击钓鱼台”引
发的“杨余傅事件”　01／耸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第五个回合”　02／诡秘的3月22日之夜——突然
逮捕　03／凌晨2时的突然任命　04／紧锣密鼓揪“后台”　05／夹缝中的将军　06／卷入政治漩涡中
　07／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　08／毛家湾，一纸证明／　09／匿名信——又一导火索　10／打倒
之后找“罪证”　11／年之后的平反尾声  钓鱼台在改革开放中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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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2／毛泽东回访苏联，曾称赞赫鲁晓夫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踏上苏联的土地。
　　上一次他来这里，是来见斯大林，这一次克里姆林宫已经易主。
他就是毛泽东并不陌生的赫鲁晓夫。
　　这次访苏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二是参加在莫斯科举行
的欧亚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另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便是中苏双方达成了一打不成文的协议。
赫鲁晓夫由于刚刚出现的波匈事件和党内反对派问题而地位不稳，希望毛泽东对他表示支持，为此答
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核技术。
毛泽东则表示，如双方谈判成功，可以去苏。
于是，在这一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后，毛泽东便如约前往苏联访问。
　　毛泽东此次苏联之行是有不少想法的，但他不肯外露，在飞机上，他还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开
玩笑。
　　他说：&ldquo;你是哲学家，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rdquo;　　尤金说：&ldquo;我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是老朋友，主席给我出题目考试，我争取及格。
&rdquo;　　毛泽东笑笑说：&ldquo;我们刚才在机场，现在在天上，再过一会儿我们又要落到地上，
这在哲学上应该怎么解释呢？
&rdquo;　　尤金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出这么一个题目，他眨眨眼，说：&ldquo;这个问题我可没有研究
过。
&rdquo;　　毛泽东笑眯眯地看着他，好像在说你想想看。
　　尤金看看毛泽东，又看看周围的人，还是摇摇头。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开心。
这位苏联哲学家被他考住了。
　　他说：&ldquo;我来回答，请你这哲学家鉴定鉴定。
飞机停在机场上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落到地上就是否定之否定&hellip;&hellip;&rdquo;　
　&ldquo;太妙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讲哲学！
&rdquo;　　尤金不知道，毛泽东早就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和书本上走出来，要让广大的工
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要打破哲学的神秘。
　　当毛泽东坐的专机在莫斯科降落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机场等候了。
毛泽东从机舱门口出现时，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睛。
他看到了赫鲁晓夫和苏联的其他领导人，赫鲁晓夫正在朝他招手。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毛泽东对这一套欢迎的方式很不&ldquo;感冒&rdquo;，上一次他访问苏联时，就曾经对斯大林搞
的那一套欢迎仪式表示了很不赞同的态度。
那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宴会，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开到了第二天凌晨1点多才
散。
回到驻地，毛泽东对汪东兴说：&ldquo;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为什么要搞这么长？
吃也没什么好吃的，看也没什么好看的，鼓了一晚上掌，手都鼓痛了。
我们回去不学这个。
吃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
&rdquo;　　汪东兴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ldquo;唉，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每人一份，都要服务员送到每位面前，他们的
服务员真不少，太辛苦了。
&rdquo;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完成那一套在他看来是繁琐的仪式。
然后上了汽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上、下）>>

　　赫鲁晓夫和他同坐一辆车。
在车上，毛泽东又和赫鲁晓夫说起仪式的事情来。
　　&ldquo;赫鲁晓夫同志，我不是和你们打过招呼吗，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
不要来这么多的人接，你们怎么还是搞得这么隆重？
&rdquo;　　赫鲁晓夫有他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应该的必需的，是不应该也不能简化的。
　　他说：&ldquo;我们是收到过尤金的报告，说你有这样的请求。
我们认真地讨论过，我们的同志都认为不应该那样。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照惯例办的。
你这样的同志来了，我们是不能简化的。
&rdquo;　　毛泽东的回答非常得体，而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说：&ldquo;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
&rdquo;　　毛泽东这次来苏联，赫鲁晓夫还是比较热情的，毛泽东对他也比较热情，但在一些问题上
，是没有同意他的意见的，有些分歧甚至是不可调和的。
　　毛泽东在苏联发表了一些精彩的言论。
有的言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他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既讲了赫鲁晓夫不少好话，也对他提出了一些批评。
　　毛泽东说他的好话是真诚的，批评他也是真诚的。
　　到莫斯科之后，毛泽东在和兄弟党的领导人接触时，曾多次做他们的工作，要社会主义阵营以苏
联为首。
　　无论是在国訇人面前还是在&ldquo;洋人&rdquo;面前，毛泽东讲起话来总是那么风趣，那么有味
道。
　　他说：&ldquo;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
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
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
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
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
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
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
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
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
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
要防备疯子。
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
但是有疯子。
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
&rdquo;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扫了扫众人。
喝了一口茶，说：&ldquo;那么谁为首呢？
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
按照字母？
&rdquo;他看了一眼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说：&ldquo;阿尔巴尼亚？
越南。
胡志明同志？
&rdquo;　　胡志明正在朝毛泽东点头，意思是说，我当头，绝对不可能。
　　&ldquo;其他国家？
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
我们经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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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
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
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有抛上去。
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rdquo;　　此后毛泽东就大讲苏联的好话，说苏联有如何丰富的经验，如何强大的实
力&hellip;&hellip;　　即使毛泽东这么说，还是有些党的代表在摇头。
　　毛泽东又说：&ldquo;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
，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苏联是个什么国家？
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
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
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
&rdquo;　　说到这里，他似乎觉得有点绝对，又补充一句，说：&ldquo;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
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
&rdquo;　　不要小看毛泽东这几句话，这为后来他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毛泽东又说：&ldquo;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
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
&rdquo;　　坐在一边的赫鲁晓夫自然很得意。
他侧过身子听毛泽东继续往下讲。
　　毛泽东似乎很会把握人们的心理，说了一通苏联的好话。
&ldquo;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
苏联抛了一个500公斤的小月亮。
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于500公斤。
搞个5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
你搞个5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
我们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干不干呀？
&rdquo;　　赫鲁晓夫倒是还有几分清醒，说：&ldquo;大家共同努力，是有可能的。
&rdquo;　　毛泽东还在将他的军，说：&ldquo;大家共同努力也对，主要由你努力。
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
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lsquo;免于恐怖&rsquo;了。
&rdquo;　　毛泽东在这里引用的&ldquo;免于恐怖&rdquo;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个很有名的说法。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提出：&ldquo;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4项人类基本自由上的世界。
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mdash;&mdash;遍及世界各地。
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mdash;&mdash;遍及世界各地。
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mdash;&mdash;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
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mdash;&mdash;遍及世界各地。
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mdash;&mdash;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
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的国家有形成侵略行为的地
位&mdash;&mdash;遍及世界各地。
&rdquo;　　毛泽东引用罗斯福的话，还说要&ldquo;免于恐怖&rdquo;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要有威
慑力。
他说：&ldquo;要免于恐怖。
要有5万公斤，或者还更大的东西抛上去。
而这首先依靠苏联。
这就是大局。
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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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
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心里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
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
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变，还会进步。
&rdquo;　　有人说，毛泽东的此次苏联之行，不仅说了不少赫鲁晓夫的好话，而且讲了赫鲁晓夫应该
注意的事情。
这话自然有道理。
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为这次会议的宣言作了不少的工作。
　　11月16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　　&ldquo;将来我们见马克
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
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
违背了我的主义。
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
&rdquo;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概还觉得想像力不够丰富，又把列宁也抬了出来。
他说：&ldquo;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
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
熟了。
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
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一感谢我的后代。
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
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
马克思他们会怎样讲？
无非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
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
&rdquo;　　毛泽东的这次苏联之行，还发表了一个著名论断，叫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
倒东风。
&ldquo;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
压倒的优势。
&rdquo;　　他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当时世界出现的几个重大事件。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美国等西方大国不得不另眼相看。
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不敢贸然出兵干涉。
　　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号称世界最强大的美军及其盟军打得坐在
了谈判桌上，而且是在三八线的板门店。
　　越南战争，法国也被迫停火，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作被胡志明同志打得呜呼哀哉。
　　还有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而美国连个山药蛋也没有抛上去。
　　那时候，社会主义的确是欣欣向荣，世界形势的确是东风压倒西风。
　　但是社会主义阵营里出现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
　　南斯拉夫等国家对苏联的指挥不买账，有几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很有意见。
正如毛泽东所说。
他对苏联也是很有意见的，但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做别人的工作。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品质。
　　他那时的确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啊！
　　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又一次讲到了团结问题。
　　他这次从更高的角度谈这个事情。
　　他很诚恳地说：&ldquo;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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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
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
什么叫辩证的方法？
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
列宁曾经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
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
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
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
这是中国的成语。
中国还有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mdash;&mdash;集体领导。
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hellip;&hellip;&rdquo;　　毛泽东在论述了团结问题
的辩证法之后，也讲了一些苏联党内的问题。
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是有不少局限性的，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努力，这次
会议是很难开成功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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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威军史专家倾力奉献，图文并茂，真实再现共和国领袖的风采，给人以思想和视觉的震撼。
是一部值得阅读、收藏的珍贵红色经典。
　　昔日皇家园林禁地，赫鲁晓夫成为入住钓鱼台的首位外国国宾。
金日成入住钓鱼台次数最多，入住时间最长。
中央&ldquo;文革&rdquo;所在地。
引发过&ldquo;杨余傅事件&rdquo;。
中美建交使者曾秘密会晤钓鱼台。
　　《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上下共2册）》由权威军史专家倾力奉献，图文并茂，给人以思想和视
觉的震撼。
是一部值得阅读、收藏的珍贵红色经典。
　　随着时间的推移，钓鱼台越来越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它的神秘色彩也日益浓重。
让我们慢慢掀开它的面纱，认识与它有关的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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