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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教内丹学”是道教文化中的瑰宝，内丹学借用外丹术语，以“鼎炉”、“药物”、“火候”为三
要素，以“阴阳”、“五行”、“八卦”等符号系统为象征语言，以道家哲学为理论基础，是综合和
升华了道教史上的各种修炼方术，而形成的以三教融合为特征、以性命双修为宗旨的修道思想体系。
内丹学以人体为实验室，以自身的“精”、“气”、“神”为修炼实验的对象，以意识的自我调节为
实验手段，探索出一套转化升华人的生命能量，达成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超越的生命自控系统方法
。
这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探索人体生命的奥秘，提升内在生命的质量，克服盲目追求外在物质欲望的偏颇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儒、释、道三教并立互补的中国文化格局中，“道教内丹学”有其重要地位。
作为道教修炼方术的实践归宿和理论完成，自晚唐发展至宋明成熟起来的内丹学在整个道教中的地位
，相当于禅宗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或理学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
虽然学术界对道教内丹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但相对于禅佛教和宋明理学的广泛深人的研究而言，道
教内丹学的研究只能算是刚刚开始成为道教研究的重心，不像佛教的禅宗和儒家的理学那样已经成为
世界性的显学，引起了各国文化精英们的关注。
    笔者在《道教内丹学探微》和《道教内丹学溯源》两本专著中，对道教内丹学的理论体系及历史源
流作了比较系统的探索。
现在的这本《丹道今诠》，是在已有的宏观研究的基础上，以内丹学的重要经典《乐育堂语录》为媒
介，对内丹学进行的具体的文献研究，通过对《乐育堂语录》的分章今注、今译和今诠，对道教内丹
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现代诠释。
在导论部分，我们将对《乐育堂语录》及本书的写作体例做一综合介绍。
    一、关于作者与成书    黄元吉，名裳，字元吉，为清代著名养生学家、传统内丹功宗师，其生卒年
不详。
黄氏系江西丰城人，乃博学鸿儒，深究经史，兼精佛乘，曾遍游名山胜地，卒获异人传授道门心法真
诀，终而人道。
清道光、咸丰年间，于四川自贡、富顺、荣县等地，设馆授徒十余载，朝夕讲解老子《道德经》，并
传授道门真法，门人有数千之多，亲撰《道德经注释》一书，门人又将其讲道语录集成《乐育堂语录
》，流传于世。
    据《乐育堂语录》“原跋”记述，黄元吉先生是元代人，并言《张三丰集》中列举师承中有黄元吉
之名。
又称黄元吉遁形隐迹，直到清朝道咸之年“犹聚徒讲学”，言黄元吉“历时几历千载。
”以此说，黄元吉在世之寿几近千岁。
然查《三丰全书》，其“隐鉴”中仅有王原吉、沈元吉之名，其事迹均与黄元吉不符，全书他处亦未
见提及黄元吉。
《乐育堂语录》“原跋”所记或系讹传，但此书著成于道咸年间，黄元吉当为清时人。
    元代净明道第三代宗师亦名黄元吉(1271～1355)，字希文，号中黄子，江西丰城人，编有《净明忠孝
全书》。
则此黄元吉与《乐育堂语录》的作者黄元吉，姓名籍贯都相同，这也是一大奇案，难怪一般人容易将
他们混淆。
加上清代的黄元吉生平无记载，神龙见首不见尾，从神仙长生不老的角度上说，修道的人容易联想他
们可能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仙家成就金液大还丹，留形住世历千年之久，在神仙的意义上说也并非难
事。
当然，这都是超出我们一般人的认识范围的，是真是假，方外方内之人可有自己的看法。
从学术的立场上说，则凡无有确切证据的事，都要存疑，也许两人同名纯属巧合吧！
    《乐育堂语录》系黄元吉于清道、咸年间讲学四川乐育堂时所授道门心法，由其门弟子记录整理而
成，为流传于世的丹道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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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二仙庵刻版原为五卷，镇江道德分社版则为四卷，少后一卷。
泰国赞化宫、复圆堂版亦均为四卷。
香港正德公司版将最后一卷合刊于四卷末，成五卷本，其所据何版未叙明。
可能此书原为四卷，书成后黄元吉续有讲录，又录成一卷，后补人四卷本成五卷本。
此书后经多次重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五卷本、《道藏精华》第六集之五、北京天华馆四卷本(并收人
《藏外道书》第25册)等。
以上诸版本以北京天华馆所印四卷本最为完善，错误最少。
今人蒋门马先生《道德经讲义·乐育堂语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版)校注的《乐育堂
语录》是现代人整理的最新的版本，也应是最完善的版本。
    二、《乐育堂语录》的丹道思想及其特色    学术界一般将李道纯之《中和集》、尹真人高弟之《性
命圭旨》和黄元吉之《乐育堂语录》归为内丹学中派的典籍，中派由李道纯以“中”字概括三教心法
而得名，其实在《乐育堂语录》中“中”字并不完全能概括其丹法之要。
将黄先生的《语录》归于中派，乃为一传统说法，其实《语录》应属各派内丹学之综合集成之作品，
相当于一部内丹学的综论。
又，中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派”，其中也不一定有前后相继的师承关系，其实是一个“学派”
的概念。
严格说来，丹道的派别很多是属于个人化的宗教，他们只是修炼丹道以成神仙，功成之后再传授有缘
的弟子，有的有自己松散的组织，有的就只是隐传而已，与官方的或正统的组织化宗教有所不同。
丹道思想的流派与正统道教教会、官方组织是不同的，丹道思想的分派更多地是作为道教一个修道思
想的学派而存在的，这是我们首先要加以交代的。
    综观各种讲丹道的经典，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通灵型丹经，是由扶乩、降神等特异
状态下所出的经典，皆是各类神仙降笔，间附玄理，偶有真知，但逻辑上常常有点纷乱，可以说是杂
而多端。
二是学者型丹经，是由道教学者、论师所创作出来的各类丹经及注疏，其文思理一贯，理论上较系统
，但多思辨玄谈与名词术语，有时属于纸上谈兵，不切实用。
一是悟道型丹经，是得道高真著述或由讲道记录所成的作品，其文义理深微，前后一贯，语语自心中
流出，可为修道者之指南，最具理论与实践价值，《乐育堂语录》就是属于上述第三类的丹经。
    像《乐育堂语录》这样兼备通俗易懂与高深义理之道教作品，殊不多见。
《乐育堂语录》的丹法，从理论特点上说是性命双全，理法并重；从所被根机上说是顿渐相资，普被
三根；从语言风格上说是亲切详明，出语警策；从讲道宗趣上说是三教贯通，直指大道。
    内丹学南宗从命至性，其中丹禅之融通尚分成二段，较详于命功，但其文多诗歌吟颂，不易了解。
内丹学北宗由性摄命，偏重于性功而命功较略，禅之色彩浓厚而不显丹家本色。
而黄之《语录》丹禅完全融合成有机的内在的系统，性功了悟与命功丹法俱详并重，虽融通儒佛而不
失丹道本色，是站在道教立场而融通三教的代表作，真正形成“性命双修”的系统伟构。
《语录》中既有系统的丹道理论，又有切实详明的丹道功夫与火候的描述，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这
也是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仅有系统理论而无具体的实践功夫，则其理论是空的；仅有实践功法而无系统理论，则其实践是盲的
。
《语录》是黄先生讲述自己的切身体悟，不尚空谈，但同时又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义理系统精当，这
样的作品，当然就是内丹学文献中的精品了。
    丹道修炼有一个由浅入溧的系统的修道过程，对于不同根器的弟子，对于修道到不同阶段的修道者
，相应地他们所需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也都是有所不同的。
由于《语录》是针对不同的弟子和不同的修道阶段应机所作的开示，因而其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了从
下根到上根、初级到高级等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所需要的丹法，能够适应不同人的需要，因而可
以说是普被三根的、适于广传的内丹心法。
当然，这也造成阅读《语录》时的一个困难，因为此书并非黄先生自己亲著的书，而是随机讲授、应
机说法的记录，虽然全书蕴含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但内容的前后排列却并不是由低到高系统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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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内容是重复的，需要读者认真反复钻研，从中找出一贯的系统来，并寻找到适合自己当前需要
的口诀与心法。
    一般内丹学作品多隐语譬词，殊难了解其真义，而此书对内丹学的重要名词术语都有直接、根源性
的指示，通俗易懂但又深微精当。
因为是讲道的记录，所以语言都是亲切详明的，句句指归大道。
这在当时是完全口语化的文本，但到今天有些也难于理解了，与现代的白话文还是有差距，可以说是
比较浅近的文言文体。
其中有很多的名词概念，虽然黄先生已经用当时的浅白的语言加以解释了，然而到现在也还需要进一
步地用现代语言进行诠释。
    内丹学东西两派都重男女阴阳双修的丹法，其法难行而易生流弊，《语录》的丹法清静纯正，既有
详细的下手功夫和中间过程，又指归大道，人于无为道体，下学上达之理法俱备，可以适于普传广授
，为丹道之正宗。
《语录》以丹道为中心，同时贯通儒释，随手引用儒释两家的经典加以解释丹道的义理，体现了黄先
生贯通三教、直指大道的讲道宗趣。
    从理论特色上言，《语录》之于道教内丹学，犹《六祖坛经》之于佛教禅宗。
然而在实际影响方面，《坛经》为佛门显学，而《语录》则没有取得应有的影响，实为可惜。
这可能是因为黄氏并未建立宗派传法系统，没有得大成就的后继者来光大其学。
现在是我们重新发掘其重要意义的时候了。
    根据《乐育堂语录》的上述特点，我们可以看出研究《乐育堂语录》的重要意义：    (一)《乐育堂语
录》可视为一部内丹学的概论，是传统各宗各派内丹学成果的融会贯通，通过对《语录》的研究可以
系统总结道教内丹学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意义。
这对于道教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
    (二)明清以来三教融合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一大特征，其中有儒家立场的三教融合、佛家立场的三教
融合和道家立场的三教融合三种类型。
《乐育堂语录》虽为道籍，但可视为三教真传的要典。
通过《语录》的研究，可以了解以道教立场融通三教的代表性成果，从而加深了解中国思想史上的三
教融合特征的一大类型。
    (三)《语录》对现代人的身心修养和探索人体生命的奥秘仍具有现代意义，从现代哲学、宗教学、
精神分析学、超个人心理学和人体科学等多学科的角度重新诠释其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乃是一富有
生命力的研究方向。
    这样一部重要的道经，前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先生非常看重，指为研究道教之必读丹经，曾经构想
依据《乐育堂语录》撰写一部《口诀钩玄录》，虽然只完成了初集，但可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
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没有对这部道经作系统的专门的研究，殊为遗憾。
本书将全面整理《乐育堂语录》的丹道思想，对《乐育堂语录》进行分章今注、今译和今诠，这将是
道教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一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三、撰稿说明    本书以《乐育堂语录》原文中的每一大段为单元，每一大段为一章，每卷分章从“
一”开始，以大写数字标序。
每章依“本文、今注、今译和今诠”等四项为序进行注译和研究工作，今注解释专有名词或难解术语
，今译则加以白话翻译，今诠则申述奥义，附论己见。
    由于《乐育堂语录》的原文本就是近于白话的文言文，这使翻译成现代文时很难把握那个诠释的“
度”。
从其义理来说是很深奥的，如果要完全加以解释那就不是简单的今译而是要加以新的注解；从其文字
表达来说又是深入饯出的，如果不加一点解释就似乎没有翻译的必要，所以今译的过程或多或少总要
加以某种程度的诠释。
《乐育堂语录》本为讲道的记录，基本上是当时的白话，但时至今日，有些地方一般读者仍会有一些
隔膜。
此次作现代语的翻译，对文化基础较好的读者似无必要，但是翻译成现代语本身也是一种重新诠释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丹道今诠>>

过程，也可作为一种对照原文的参考读本，而且可以方便一些古文基础薄弱的读者。
由于本书除了“今译”另外还有“今注”和“今诠”的部分，所以“今译”只能是对原文尽量进行直
译，而对其中的名词术语及思想奥义另作注解。
原文中有一些话近于白话而且很形象贴切，另加翻译反而是画蛇添足，实在不如不翻，所以只好照录
。
    因为本书的体例是“今译”与“今注”、“今诠”分开，为保留《乐育堂语录》原文的语言特色及
其表达的神韵，本书的翻译采取直译的方法，尽量保持与原文的对应。
除非必要，不增加多余的说明补充性的文字。
因为“今译”不是详细的解释，今译只是用现代白话文翻译原文。
如原文需要附加补充说明或进行深入的解释，一般在“今注”中或在最后的“今诠”中加以阐释。
这就是说，今译部分主要就是对《乐育堂语录》作文字转换的工作，只是帮助读者阅读原文，减少文
字障碍，尽量少掺入作者自己的见解，而今注和今诠部分则是作者对原文的疏通与阐释，较多作者的
理解与诠释。
尤其是“今诠”部分是对原文的进一步总结、引申和深化，包含了作者多年研究内丹学的心得，但不
敢说尽合原意，仅提供一种理解的思路供读者参考。
    本书以一般大众为阅读对象，故译注皆以简便明晰为主，不作过分专业化的注释，不讨论纯学术性
的问题，一切皆以帮助读者阅读理解原典为宗旨。
对书中引用的典故，则尽量在注释中给出原典，以供读者查阅经典的原文。
《乐育堂语录》虽然已经包含了系统的丹道理论，但其表达的形式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构，而是讲道
的语录，为适应不同层次听众的需要，语录前后多有重复之处。
所以在前面的注释中尽量详尽一点，对首次出现的丹道术语和重点难点都加以注释，但后面重复性的
内容，除非确有必要，不再作重复性注释。
当然，同一个概念在前后不同的语境中意义不尽相同，故有时需根据不同的上下文作相应的解释。
    又原文每大段不再细分小段，而译文则可根据文意再细分若干小段，以便阅读。
每章原文无标题，为醒目起见，本书依其中心思想加以标题，一般以四字为题，都是尽量采用原文中
现成的语汇。
本书以北京天华馆四卷本为底本，参考蒋先生的最新校注本，对四卷本《乐育堂语录》进行分章今注
、今译和今诠。
蒋校本基本上解决了《乐育堂语录》的点校问题，本书在此基础上修订了少量的错误，因重点在注译
和疏解，故原文之校勘非是此书之重点，只根据已有各版本择善而从，除非有特别意义的文本校勘加
注标明外，一律不作校点说明。
本书的分段和标题，则参考各本而最后由自己综合裁定。
又，天华馆本原有少量眉批，但无关大旨，其意义不大，本书一律不加录入，读者如有兴趣，可于其
他诸本中参阅之。
另外孔德先生曾内部出版过一部《乐育堂语录注解》(十堰市气功科学研究会编印，1995年)，对四卷
本《乐育堂语录》进行过译注，其译与注混在一起，不是对原文的直译，这使其译文较生动详尽，但
也有不少误解原文之处。
    对经典进行注疏，本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写作形式，一代代的学者通过对原始经典的不
断的注解，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既诠释了古人，也借以表达了注疏者自己的思想见解。
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越来越注重系统体系的建构，而较少再作这种扎实的文献整理的工作。
对我个人来说，对道教经典进行注疏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也是我的第一次尝试。
我以前的两本内丹学著作，偏重于宏观的、整体的研究，这就使我考虑今后对内丹学的研究，要转到
一种微观的具体的文本研究上来，于是决定申请一个有关《乐育堂语录》的所级课题，撰写《丹道今
诠》，对《语录》的文本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梳理，采取近似于古人注疏的方式，对《语录》进行分章
今注、今译与今诠。
经历了两年的研究与写作，终于完成了现在这部《丹道今诠》。
    本书通过对《乐育堂语录》进行全面的注释与疏解，把文献的整理与思想的诠释有机结合，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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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了内丹学的基本知识，对丹道的基本理论及其话语系统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另一方面通过对《语
录》的丹道思想的阐释，研究了《语录》的内丹学理论及其思想特色，并结合作者多年的内丹学研究
心得，对《语录》所涉及的内丹学理论进行富有现代意义的诠释。
    与2007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丹道今诠：乐育堂语录注解》相比，本书新增加了对经典原文的“今
译”部分，并且对全书的结构布局做了调整，但原版的基本内容仍都给予了保留。
    古籍整理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笔者虽然充分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但大部分工作仍是自己从头开
始做，限于自己的学力，书中难免还会有曲解古人的地方，不能充分传达先贤的大道，这是笔者需要
交代的，敬请读者谅解。
只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引起读者研究《乐育堂语录》的兴趣，由此进一步深人原典，直接探取原书中无
尽的瑰宝。
    戈国龙记于观虚斋    2006年9月7日初稿    2011年11月6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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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丹道今诠(增订本)(套装共2册)》由戈国龙编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丹经，它以深入浅出的语言，“
朴实说理，大畅玄风”，系统阐述了道教内丹学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功法。
其丹道思想可谓性命双全，理法并重；顿渐相资，三根普被；贯通三教，直指大道。
《丹道今诠(增订本)(套装共2册)》以作者多年研究道教内丹学的学术功底与实践体验，进行了深入细
致、全面系统的今注、今译和今诠，把文献的整理与思想的诠释有机结合，既普及了内丹学的基本知
识，又阐发了道教内丹学的理论特色与微言大义；既对道教内丹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也是一般读者深入内丹学堂奥的最佳入门读物，对现代人的身心修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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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戈国龙，教授，法名观虚，号观虚斋主，观虚斋教学的创始人。
观虚斋，旧名观复斋，作者之书房也。
斋主祖籍江西临川，南京大学理学学士（1990），北京大学哲学博士1999），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学
博士后（2001），先后师从楼宇烈、汤一介、陈来等著名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生院宗教学系教授，兼任香港道教学院客座研究员、北京什刹海书院特聘教授、湖南十
翼书院导师。
自2003年以来，先后主持并完成所重点项目《乐育堂语录与内丹学中派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道教内丹学研究》、《道教内丹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现代意义研究》等科研课题，在多年理论研究与修
身实践的基础上创立观虚斋教学的系列课程与文化体系。
先后为香港道教学院、济南传统文化研究会、南京大学国学班、中科院博士生人文系列讲座、社科
院MBA班等多家机构授课，其教授学修并重，佛道融通，既继承传统智慧的精髓又结合现代多元文化
，廓清生活迷雾，开启智慧心灯，广受学员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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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丹道今诠（上） 导读 一、关于作者与成书 二、《乐育堂语录》的丹道思想及其特色 三、撰稿说明 黄
元吉先生语录序 果园序 柳云亭序 乐育堂语录卷一 立定脚根章第一 阳生之道章第二 无上因缘章第三 
先天水火章第四 明心见性章第五 玄关一窍章第六 虚中得实章第七 一空所有章第八 太空之空章第九 进
火采药章第十 真火凡火章第十一 耐心久坐章第十二 上上妙谛章第十三 积功累行章第十四 打扫心地章
第十五 玄牝之门章第十六 真阳之动章十七 调其火候章第十八 采取烹炼章第十九 进火退符章第二十 金
丹始终章第二十一 先后二气章第二十二 虚无之气章第二十三 真灵之知章第二十四 性命双修章第二十
五 抽铅添汞章第二十六 元精元神章第二十七 炼剑铸镜章第二十八 太极阴阳章第二十九 乐育堂语录卷
二 一肩斯道章第一 心性空明章第二 炼心伏气章第三 炼己事大章第四 有无之义章第五 元神为主章第六
用心行持章第七 真一之气章第八 玄窍初开章第九 下手兴工章第十 听息胎息章第十一 主人常在章第十
二 观天之道章第十三 存神入听章第十四 炼精化气章第十五 真铅真阳章第十六 两重天地章第十七 自然
之道章第十八 归真返本章第十九 居尘出尘章第二十 神仙之道章第二十一 阳火阴符章第二十二 真觉真
意章第二十三 一念之分章第二十四 真心真性章第二十五 真一之气章第二十六 真空妙有章第二十七 吸
舐撮闭章第二十八 坎离水火章第二十九 太极开基章第三十 丹道今诠（下） 乐育堂语录卷三 单传直指
章第一 虚实兼赅章第二 内火外火章第三 一惊而醒章第四 火药二物章第五 审慎行持章第六 元性本末章
第七 真清药物章第八 真正丹本章第九 道即太极章第十 周天工法章第十一 半边学问章第十二 河车一法
章第十三 本来现形章第十四 当前了照章第十五 勿求速效章第十六 养心养气章第十七 女子丹法章第十
八 太极根源章第十九 止念之法章第二十 杳冥无朕章第二十一 仙凡所分章第二十二 性命动静章第二十
三 返本还原章第二十四 乐育堂语录卷四 了性了命章第一 先天之精章第二 玄关多端章第三 一窍之妙章
第四 本来面目章第五 主静立极章第六 慧光慧剑章第七 天人相通章第八 勉强用工章第九 认取正觉章第
十 动中修炼章第十一 自修其德章第十二 造端夫妇章第十三 完吾本性章第十四 觉照之心章第十五 世何
足恋章第十六 说不如行章第十七 朝屯暮蒙章第十八 清真之乐章第十九 神仙大药章第二十 致中致和章
第二十一 元精化生章第二十二 成仙首务章第二十三 诸说详解章第二十四 邵子诗解章第二十五 重刊《
乐育堂语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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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炼剑铸镜章第二十八 火候之事，别无机密，只是一个勉强自然、分文分武而已。
药未生时，必须猛烹急炼以煅真金，如打战然，务要振顿精神，奋力争先，切不可输与他。
故丹经云：“降魔杵，斩妖剑”，字字皆金针也。
药既生后，当行河车工法，若精神不振，亦难使清升而浊降。
古云“专气致柔”，亦不过言一心一德之专致，极其和顺，非教之放弱也。
总要将后天凡息停止，不可丝毫运用。
盖后天之息，凡火也，凡火伤人，不可用他，必须以先天神息无形无象者为主。
纵有后天之息未止，我亦不理他，只心心念念融会先天神息，而后天凡息一听上下往来，我不采他张
他、与他作一个主，即得先天神息之用。
于是身心内外自如水晶塔子，琉璃宝瓶，通天通地，亘古亘今，觉得天地人物无不与我一体，两相关
切。
迨至三元混合，返乎太古之天，此时用火无火，几于大化流行，上下与天地一也。
学道人第一要炼剑，剑即先天元气也；第二要铸镜，镜即先天元神也。
神无杂妄，常常唤醒，不许走作，即明镜高悬，物来毕照矣。
气由积累，时时提摄，不放他弱，即慧剑排空，能斩三尸矣。
尤要有绳绳不绝、坚固忍耐之心，方能久道而化成。
否则，时作时辍，不能到左右逢源之候。
此即《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大德”，是慧即智也，慧剑即勇也，恒久不已、日夜无
间，即仁而守之也。
尔等须向身心上实实讨出凭据，方有把握。
吾观诸子用火有伤，不是用力之过，是动后天三焦火之过。
而今又近柔懦，故阳陷溺，不经神火猛烹急炼，断不能飞腾而上泥丸，以补脑而还精，乃长生不死之
仙，所以清气不升，浊气日重也。
此须勇往为之，必一心一德，毋许走作，方得神气归还。
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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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丹道今诠(增订本)(套装共2册)》作者根据自己学习研究和实践的心得，对该语录进行了逐字逐句的
解释和讲解，书按原文、注释、白话翻译和现代诠释的体例进行编排，供相关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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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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