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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于我本人来说，《红楼梦》是一段绕不开的记忆，是我人到中年后一段色彩丰富的记忆；这段记忆，
也是我的家人、明友，特别是参加过87版《红楼梦》昕有人的美好记忆。
《记忆》这本书，我不想写成一个“名人”出书的形式——我不是一个名人或明星，只是因为我工作
的特殊性而受到瞩目——我想把这本书写或一本关于我们这群人的集体记忆的书，希望这本书让我们
记住我们年轻时幸运遇上《红楼梦》的日子。
我们这群人没有什么八卦，书里没法给大家看爆炸性的事情，只是尽量还原当时我们的单纯、质朴和
理想，和一些大家没有看到的事情和记忆；通过这本书，我们也要感谢那些给我们这群年轻人教育和
引导的老师们。
当我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得到导演王扶林，编剧周岭，摄像李耀宗，演员张玉屏、邓婕、东方闻樱
、安雯、胡泽红、郭宵珍、金莉莉、王忠信、刘宗佑、周月、孙梦泉、沈琳、姬玉、袁玫、郑铮、高
亮、吴晓东、陈洪海、李颉等朋友的大力支持。
王导，尤其可爱可敬。
我开始是想让他老人家口述，再进行记录和整理，老爷子不同意，要自己写，和策划人以E—mail的方
式交流、沟通；让我意外的是，张玉屏居然保存着87版《红楼梦》的挂历和一些我自己都没有的照片
，那本挂历跟新的一样，一下把我拉回到当时的情形里面；摄影李耀宗保存着《红楼梦》的大量照片
，我管他要这些照片时，他还不会发E—mail，为了给我照片，现在也学着发邮件给我了；远在加拿大
的张莉得知我写书，打来越洋电话一起回忆当年拍戏的情形。
周岭和邓婕都很忙，但为了这本书，也作了积极准备，尤其是邓婕，她说她要好好想想那些事情，给
这本书添彩加色；东方闻樱很多年来都回避谈论《红楼梦》，我一说到要写书，东方就爽快地说“欧
阳要写书，除了支持就是支持”，还要自己亲自写；周月拍完《红楼梦》之后不久出国了，这次她敞
开心扉谈起了当时出国的原因、出国后的失落和自己不能超越尤三姐这个角色的苦恼，还有她现在宽
容、平和的心态；孙梦泉还是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姐姐一样，让我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情，她一定全力
以赴；胡泽红更是一句“没有问题”，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已经八十有三的李颉老师，对于当年的
情形还记忆扰新，说到细节处还总能娓娓道来⋯⋯《记忆》不是我们这群人的炫耀，而是一种记录，
记录我们的成长，记录我们走过的日子。
这本书虽然主要以我的叙述为主线，但几乎包括了87版《红楼梦》所有主创人员，我们在说起那段日
子的时候，都以中年人平和、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倒没有留恋，更多的是感谢和
感恩。
说到感谢和感恩，当然也少不了很多的观众。
有位观众朋友叫周宝明，按照年龄，他是我的长辈，是一位高级工程师。
这位长辈喜欢我扮演的贾宝玉，费尽周折找到我，和我联系，在他工作之余专程从外地赶到成都来看
望我。
我要请他吃饭，他也谢绝，坚决要请我。
央视的《讲述》栏目还专门到东北采访过他。
我从来不敢说我有自己的粉丝，这位长辈我视为自己的忘年交。
友谊和友情是不分年龄的。
朋友是一笔财富；记忆也是我们的财富。
我们这群人经常聚会，连著名演员张国立都很羡慕地说：“你们真像一群大学生，过去了这么多年还
经常聚会，难得啊！
”写这本书，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很多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一下又回到了眼前。
当年那场“红楼”电视盛宴带着浓浓的八十年代气息已经离我们远去，定格成我们永远的记忆。
张莉(扮演薛宝钗)：二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把我们的青春献给了“红楼”。
“红楼”的岁月也给了我们最美好和最难忘的记忆。
衷心地祝愿你的《记忆》记下我们美丽的岁月。
邓婕(扮演王熙凤)：几十年过去了，一些面容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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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还是跟王熙凤有关的话题。
跟很多人比较起来，我很知足，以我这并不算好的自身条件，还能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还能出一些不
错的戏，我觉得自己该知足了。
我以前很想在专业上作更多尝试，现在不想了。
我没必要成为千面人。
这辈子，大家觉得我演好了王熙风，我很满足了。
张玉屏(史湘云候选人)：虽然我没有演史湘云，但现在回头看看当年我的史湘云的造型照，还有87版
“红楼”剧组的其他演员的剧照，就是一个感觉——那时的我们都很质朴、单纯，没有什么修饰，就
像开在田野和山坡上的小野花儿一样，虽然单看一朵很不起眼，但是把这些不起眼的小花儿搁在一块
几，就很惹人喜爱了。
我想这也就是87版“红楼”的魅力之一吧。
说到记忆，真的都是美好的！
孙梦泉(扮演李纨)：当年一大群姑娘们外出，引来无数眼光的注视，我走在前面回头一看，她们个个
都是那么漂亮、青春、单纯而又充满活力。
拍摄《红楼梦》的那段时间就像我当年回头看姑娘们的感觉一样，是很斑斓、漂亮的。
金莉莉(扮演迎春)：我是扮演贾迎春前半部分的演员，这些年来，一直有很多观众在惦记着我们，也
会陆续接到不同的祝福和期待，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们。
沈琳(扮演平儿)：现在回忆那段时间就像大家在一起读大学一样，让人留恋，所以我还习惯叫我们那
群男女演员是男同学、女同学。
李耀宗(摄像师)：对于年龄，中国有个传统，以十二生肖为一轮，一轮就是十二年。
现在是2008年，在第二十四年上了，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本命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四年了，曾经年轻的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也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
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过着和大家一样的平常生活；虽然我们时常聚会，但也变成一种类似老友之
间的家庭聚会。
现在，大家伙儿少了浮躁，多了一些中年的淡定。
高亮(扮演贾琏)：那时剧组更像是一个学习班，可以静下心来读书，非常怀念那段日子。
有时会想，如果现在再去演，会是怎样的？
我想演不了那时那么好了！
周月(扮演尤三姐)：在剧组的时间真得算是一段黄金时间，虽然我演的尤三姐戏不多，但还是让观众
记住了。
我演的其他角色都没有超越尤三姐，是幸运还是不幸？
我觉得是幸运的。
胡泽红(扮演惜春)：因为有了三年的拍摄时间，我们剧组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样。
这种感情很难得！
姬玉(扮演妙玉)：想起那段剧组的时光，很远又很近，近到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安雯(扮演晴雯)：进入“红楼”剧组本身就是想学东西的，拍完之后我还做了许多事情，记忆里面的
事情和人也挺多的，但“红楼”是记忆里面比较深刻的事情。
陈洪海(扮演薛蟠)：因为“红楼”，我们成为兄弟姐妹。
东方闻樱(扮演探春)：那是一段想绕开又绕不开的记忆。
胡焰(贾宝玉的化装师)：非常令人怀念的一段时光，非常淳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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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记忆红楼》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和大量经典珍藏剧照，回顾、还原了《红楼梦》
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作者回忆了当年“红楼”拍摄戏里戏外的点滴故事，选角、培训、拍摄，多情公子和大观园中的姐妹
在镜头外，有竞争也有友爱。
曹雪芹笔下的家族荣衰、多舛命途被搬上荧幕后，这些青年男女脱下凤冠霞帔，走出红楼，踏上了各
自的人生道路。
“黛玉”遁入佛门，芳华早逝，“宝钗”移居海外，孑然一身，他们命运竟也如剧中一样令人欷歔⋯
⋯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策划、拍摄、制作长达三年之久。
这部鸿篇巨制既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是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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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奋强，四川电视台首席编导，国家一级导演，四川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1964年3月生于四川成都，十四岁进入峨嵋电影制片厂参演电影。
1984年被选入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组，他塑造的宝玉成为永恒的荧幕经典。
 深圳大学影视制作专业毕业后，进入四川电视台任导演。
曾导演电视作品三十余部，其作品曾荣获全国优秀电视“飞天奖”五次、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两次
、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最佳故事片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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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童年·〔我直的和潘冬子很像！
〕第二章 进大观园·〔演贾宝玉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第三章 宝黛初会·〔我就不信捉弄不到你陈晓旭！
〕第四章 凤辣子·不疯魔不成活第五章 军旅宝钗·〔我是『拥林派』。
〕第六章 红楼梦中人·耳鬓廝磨的三年第七章 演宝玉·〔贾宝玉应该有胡子吗？
〕第八章 黛玉圆寂·〔晓旭，想你。
〕第九章 走出红楼·〔我们还是一家人。
〕第十章 幸运的〔打工仔〕，会〔又脸〕的老爸附录 欧阳奋强艺术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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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童年·“我真的和潘冬子很像！
”1964年3月，我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工人家庭。
在市中区春熙路附近的江南馆街的小院子里面，楼房都是那种木结构的老房子，木墙、木地板、黑瓦
。
墙壁因为有了一些年份，有些发黑和暗淡，木纹也看不清楚了；地板被拖布擦洗得有些发白，木质的
纹路清晰可见，好像还可以闻到树木的味道一样。
二楼住了几户人家，我家就在其中；楼下就是我妈工作的粮站。
这个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楼的楼梯非常陡，陡得真的是在爬楼梯。
从开始学走路到离开这个小院，我一直就很喜欢爬这个楼梯，而且爬得非常快——到现在我登楼梯的
速度依旧很快，也不觉着累，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天井里种了一些树木，都不是很粗大；还有一个花坛，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不败。
我和邻居家的孩子喜欢围着花坛捉猫猫耍（捉迷藏），由于年龄小，跑急了的时候脚下一绊，就会来
个狗啃泥。
摔倒就会哭，妈妈很心疼地抱起我。
这个时候邻居就说：“不哭哈，娃儿是摔大的，茄子是吊大的。
”我妈就不心疼了，给我吹小手，拍拍身上的泥土，说：“去耍吧！
”有了妈妈这个鼓励，就会忘记疼痛，玩得比先前更欢了。
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端着饭碗蹲在屋檐下面吃；哪家有好吃的，也会嘻嘻哈哈跑过
去夹几筷子菜到自己的碗里，继续蹲在那里吃。
大人是一边吃一边聊天，我们是一边吃一边耍。
院子里面也不是每个小伙伴都会和我耍的，记得有一个是转业军人的家庭，这在当时很了不起，因为
曾经是军人，还在一个单位当科长，他们家的孩子从来都是俯视我们这些孩子的。
他有优越感，我也有自己的优越感，那就是我爸是粮站的工人，也有很多便利的。
那时候买米买油还有节日供应的花生什么的都是凭票的，民以食为天，从我懂事就体会到了。
我爸工作的粮站辖区范围里有市中区的一个电影院，东风电影院。
每次我爸给他们送粮的时候，我会跟着去，为了看电影。
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打击侵略者》，一部打仗的电影，讲的是抗美援朝，好看啊！
可以说，当时“文革”放映的所有电影我都看过。
后来放《闪闪的红星》的时候，有人觉得我长得非常像演潘冬子的祝新云，就对我说：“如果你生在
北京，家里有关系，潘冬子肯定就是你演了。
”我爸只是笑笑，觉得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在我后来演了《红楼梦》之后，还有人这样对我说：“哎呀，著名演员来了⋯⋯”我听了这话很高兴
，可接下来的话就气死我，“你的潘冬子演得真好！
”我产生去做演员的念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要做一个演员，以我的家庭出身来说，又是可
望不可即甚至渺茫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走上演员这条道路。
演员就是银幕上、画报上、报纸上的人，是抬头才能看见的；低下头就是自己的路。
那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另外一个地方“朝拜”这些演员，那就是春熙路。
春熙路离我家很近，春熙路上有个工艺品商店，一楼的柜台里面有石膏做的潘冬子塑像，雪白一片，
冬子戴着八角帽。
去了那个商店就会看上半天，站着看够了就蹲下继续盯着，柜台的玻璃就像镜子一样清楚照出我的样
子：自己真的和冬子很像！
只是看还不够，就要妈妈给我买一个。
妈妈舍不得，因为太贵了，石膏像定价四元五角。
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花这么大一笔数目的钱买一个只能看不能吃的东西，是一种奢侈和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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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了半天，我妈也没给我买，还教育我：“都是当哥哥的人了，咋个这么不懂事呢？
”我妈这么一说，我就不好意思起来。
妹妹比我小七岁，我是老大，自然要比妹妹懂事。
粮站工作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在供应粮食的单位里面，还有市新华书店，我爸和他们很熟，每次有
新的连环画，我爸总能买到，我就有一大箱子的连环画。
喜欢看书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这些连环画我很爱惜，不会借给任何人。
有次有个叔叔来我家，看见这些书，就想借一本去看。
我答应了，让人写了一张借条后才借给人家。
那个叔叔刚走，我就不放心我的书了，硬要我爸带着我去叔叔家，找他还我的书。
 我爸也希望我学个手艺，我姑父是重庆歌舞团的，来成都演出的时候在重庆买了一把二十五元的小提
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乐器。
到了成都后姑父教我拉琴，整天就是哆来咪发嗦，枯燥得很，而且不成调，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只要我一拉小提琴，邻居就说：“欧阳又在杀鸡杀鹅了！
”对拉小提琴我没有一点兴趣，但我姑父和我父母希望我学会，会拉小提琴算是一个特长，有了这个
特长长大以后就可以不下乡，好找个工作。
每天练琴，我爸虽然不懂，就在旁边监督我。
只要我爸不在身边监督，我就拿着小提琴发呆。
练琴一般是在放学之后，我把米饭煮上后就在公共的阳台上开始练琴。
不想练，就玩耍，到我爸要下班的时候，就会盯着楼下右边的巷道，那是我爸下班回家的习惯路径。
这种把戏玩多了也有穿帮的时候，有次我正在张望，看我爸下班没有，没有想到我爸已经站在了我身
后。
估计我爸也知道了我的把戏，就绕了一个圈，从左边的巷道回到了家。
当时，我脸煞白，异常惊恐地望着我爸，就像耗子看见猫一样恐惧。
看见我这样，我爸心疼得不得了，摸着我的头：“不要怕，娃娃，不喜欢我们不练就是了。
”这个小院子一共住了十几户，我们家在十几户人家里面的生活水平属于中等，所以，我每天都有零
食吃——两颗水果糖。
虽然每天有两颗水果糖的零食，可小孩子还是嘴馋。
嘴馋又没有钱，又不敢找家里要，我会在放学的路上去偷路边人家自行车的铃铛，拿去当废铁卖；还
拣过橘子皮，把家里没有用完的牙膏挤出来，牙膏皮拿去卖，卖了就有钱了，就去买糖、榨菜和虾皮
吃。
因为我是儿子，也是家里的长子，我爸对我的管教很严厉，他要我走正道；因为我们家没有任何背景
，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走了正道才能找到一个工作，才有一口饭吃。
我爸历来教子的信条是：“黄荆条子出好人！
”黄荆条子就是一种植物的枝条，打在人身上很疼，也就是俗话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意思。
到现在我爸还说：“亏得我那时候用黄荆条子打你，不然你哪里有今天的成绩。
”我笑：“如果你不打我，说不定我的成绩更大——因为我胆儿小，你那么一打，把我的聪明才智都
打跑了，也把一个人才扼杀在了摇篮里面！
”像很多家庭的老大一样，父母上班、我上学的时候，脖子上会挂一串钥匙，方便回家做家务活。
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揭开蜂窝煤炉子，准备做饭。
很多时候是洗完米后，忘了揭开蜂窝煤炉的盖子就开始煮饭，这样等于没有煮；要么就是揭开盖子，
忘了给米加水，饭煮糊了，我还闷着头在做作业。
爸妈在单位工作了一天，很累；再加上又是“文革”，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好，回到家一看我还没把饭
煮好，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爸就会打我。
做错事情我爸肯定会打我，就是这样也挡不住我淘气。
比如修改考试成绩，把58分改成68分；在学校和同学打架，老师通知家长去学校⋯⋯这些事情一旦被
告发，我爸就会对我一顿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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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爸现在会说：“那时把气撒在你身上是不对的。
”我爸工作的粮站离我们家有五站地，小时候我没有上幼儿园，我妈上班的时候带着我，有时是我爸
带着我去上班。
为了节省车费，我爸上班都是步行；如果我跟着去，这一路是我们父子俩的世界。
从家到我爸的单位走路要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我爸就给我讲故事，《三国演义》、《水浒》、《西
游记》等就是在那个时候讲给我听的。
和我爸一起上班，在路上听我爸讲故事，是我那时最大的精神食粮；而我以后喜欢讲故事也是受了我
爸的影响。
位于川西平原的成都是一个不大的省会城市。
城市虽然不大，但在我的眼里它却是一个很大的神奇乐园，处处都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和刺激。
每当我骑自行车穿梭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时候，我总是会以新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美丽的城市：
一条贯穿南北的人民路，起点是火车站，到了市中区的时候，被人民展览馆截断，北面是人民北路，
南面是人民南路。
听我父母和周围的大人说，人民展览馆所在的地方是蜀国的皇宫，也叫皇城坝。
“文革”的时候为了革命，修成了一座巨大的展览馆，以展示革命的成果，命名为万水展览馆。
 这座巨大的建筑，坐北朝南，风格有些像北京人民大会堂。
我去北京之前，只在报纸、画报还有电影之前加映的新闻记录片里看到过人民大会堂。
万水展览馆就是成都的人民大会堂，我一直这样认为。
展览馆的前面，有个高高的大理石台子，上面矗立着毛主席的大理石雕像，毛主席左手背在身后，右
手高高舞动，眼神慈爱，注视着面前南来北往的人民，这个塑像自落成以来就成为成都的一个著名标
志——毛主席挥手，这座塑像现在还屹立在成都的中心位置。
这样的地理位置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以一种敬畏的心情和仰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巨大的建筑和英武的毛主席。
十二岁的时候，我学会了骑自行车，骑的是我妈的自行车，26凤凰女式车。
说是骑自行车，其实是手握车把侧身跨骑在自行车中杠下面的三角区，不是像大人那样坐在上面很洒
脱、很自在地骑车。
就是这样别扭的骑车姿势，我也会和小伙伴们快乐地骑着一路飞奔到展览馆前，在那里玩耍，在毛主
席的关怀和注视下骑车，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有次幸福得过头了，和旁边的大人撞上了。
我个头小，又是那种骑车的姿势，就摔倒在路边。
那个大人不但不扶我起来，还扔下一句：“你个瓜娃子，咋个骑车的？
”抚摸着疼痛的膝盖和腿，我龇牙咧嘴在心里发誓：“年纪小就该受欺负？
以后我长大了，一定要骑车撞翻你！
”小孩子都是没有记性，爬起来就忘了疼，继续高高兴兴往前骑。
路上会经过红照壁的四川剧场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偶尔看到一些虽然穿着和我父母一样普通衣服但
气质不凡的男女进出，就会多看两眼，很羡慕。
因为省人艺的人都说普通话，实在是太好听了，当时觉得会说普通话的人太了不起了。
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次去四川剧场看的折子戏专场，刚刚粉碎“四人帮”，老剧目都拿出来演，那晚
真的是名家荟萃，有陈书舫的《秋江》、周企何的《迎贤店》、唐云丰的《柜中缘》等，也不知道他
们唱的是什么，就觉得好听、好笑，还好看。
看电影是跟着我爸蹭的，到四川剧场看戏是和伙伴们，也知道怎么不买票就能看到演出——我们几个
孩子骑着自行车从省人艺的大门进去，进去后把车停好，由院子里面通向后台的门进入剧场。
进去之后肯定是没有座位的，没有关系，后面几排总是有空位的。
看话剧，让我觉得非常新奇和不可思议，他们的演出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住了我，深深地打动了我
。
也就从那时开始，话剧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变得高大起来。
地位高，所以没敢想过考省人艺，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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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再往前就是锦江宾馆，锦江宾馆是当时成都最大、最高级的地方，外形方头方脑的不是那么起眼
，可怎么看都那么漂亮；宾馆还那么戒备森严，进出的人基本都穿着中山装，手里提着黑皮包，表情
很严肃，也很了不起！
想来，那个地方应该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吧。
没有想到，我竟然就在这个地方和北京来的导演见了面，进而改变了我的人生。
骑着自行车到处玩耍是我们那时的最大乐趣，也是第一位的；读书对于我们来说是次要的。
特别羡慕、特别佩服我们班的班长周建，因为他是少年宫故事队的队员；他可以经常不上课到刚成立
的革命大院讲故事，风光不说，还总是被人夸。
羡慕、佩服他，就会巴结他，在学校就像一个影子一样整天跟着他，拿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给班长做马
仔，想跟着他学讲故事，那样的话我也可以去东城区少年宫了。
不久机会来了，东城区少年宫要演出一个小歌舞节目，需要招收合唱队的队员，老师见我长得乖，和
周建的关系又好，就把我招进了合唱队。
说是合唱队，其实连台都不能上，就是在幕后帮腔的。
但在我看来已经很不错了，合唱队的队员好歹也是少年宫的人了。
排练的时候，合唱队的唐老师一边指挥，一边皱起眉头。
“哪个同学是左撇子（跑调）？
”大家谁都不承认自己是左撇子，都认为自己是唱准了的，就静静地看着唐老师。
唐老师也不知道这个跑调的声音是从谁的嘴里发出来的，就来了一个测验，把所有人逐个叫出来独唱
。
 这一招真灵，一唱我就现眼了，跑调的是我。
唱歌不是我的特长，在合唱队真的是滥竽充数。
当场唐老师就把我开除了。
离开合唱队的时候我是一步三回头啊，因为真的喜欢少年宫的这些活动，自己又不够条件，那种心情
别提有多难受了，这也是我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真的是我给班长周建当马仔当得好，周建很义气地对我说：“我教你讲故事。
”他就随便找了一张报纸，是批林批孔的文章，让我读给他听。
这个不难，和周建那么亲密，久而久之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就学着他的调调读了一遍。
周建一听还可以，又告诉我一些技巧，比如，怎么断句，怎么强调，该做什么样的表情。
他这样点拨我，我就更加上道了，完全找到了感觉。
感觉找到了，周建就带着我去了少年宫故事队，讲给故事队的老师听。
老师一听，不错，说：“你到故事队来吧！
”高兴啊，真的成了少年宫的一员了。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记忆红楼>>

编辑推荐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欧阳奋强深情自述，全体主创只员集体回忆，海量珍藏剧照首次曝光。
红楼沉酣一梦，宝玉回首千行，“晓旭，想你！
”《记忆红楼》作者携手当年参与电视剧拍摄的所有主要创作人员和演员，以第一手的资料与读者共
同完成这场盛大的文化集体回忆。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记忆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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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