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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军日记》

内容概要

本书分部分，依次为骑兵军日记、《骑兵军》补遗、速写和回忆及其他。
骑兵军日记系作家一九二0年参考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时的战地日记，为基辅女翻译家M.R.奥弗
鲁茨卡娅等人先后保存，首次发表于《人类友谊》杂志一九八七年第十二期。小说《骑兵军》的故事
大多来源于此。不仅被视为研究作家以及相关历史的珍贵文献，日记本身亦堪称文学杰作；作者深邃
真挚的洞察力，精确洗练的文笔 ，为世界众多名家所盛赞。
《骑兵军》补遗中，《格里休克》和《他们曾经九个》写于一九二三年之前，前者曾发表于敖德萨当
地报刊，后者似乎未在作者生前发表，手稿亦为M.R.奥弗鲁茨卡娅所保存。
速写部分所收乃作家早期为报刊所写纪实之作，近乎新闻特写，分别发表于一九一八年《新生活报》
，一九二0年《红色骑兵军报》和一九二二年《东方曙光报》。
回忆及其他所收除六篇怀人之作，还有两篇谈文学与创作观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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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军日记》

精彩短评

1、　　纯粹是研究巴别尔的人才有兴趣。
　　书断断续续，好象原稿就不全，其次，都是自己嘀咕的事情，日记体，战争期间，断断续续，不
好看。
2、笔记，太凌乱了。支离破碎的。
3、差点出手这本书。
4、也觉得可读性不强，尤其是对历史不熟的人。所以光有对巴别尔的景仰不足支持我读完全书。但
骑兵军日记的短文简短精确，干净利落，语句铿锵有力，有节奏感，像电影
5、买了巴别尔的两本书，骑兵军日记 ，敖德萨故事。前者就用这个版本，呜呼，反正也不知道原本
6、　　细节
　　观察
　　概括
　　记录
　　速写
　　素材
　　直观呈现
　　文字和图片 经验和想象 延伸 所有的一切 事件人物 活动 场景
7、难怪我说怎么看不懂呢，原来还是译者乱翻
8、只看过几篇
9、幸而当时在网上搜过，买了花城版。有些书还是旧版好。
10、对东欧的书不太能理解
11、从这本书开始了解巴别尔。
12、世风日下，这也是咱们的国情。
13、序上说这本书貌似作者自传又像掺杂他人经历。话说得模棱两可。
更像是写《骑兵军》之前的素材积累，很多地方只是个标题，没有展开写。
可能更有利于研究巴别尔，但我觉得不怎么好看。
14、不妨先读敖德萨故事
    我也是强迫自己读了好几篇以后才渐入佳境的
15、“我请教过数学家，他说5个字母看错了两个，错误率为40％”“译著有40％的错误”这两个没有
因果关系
16、翻译有问题
17、戴骢版的骑兵军从直觉上来说翻译一般般，没有阅读快感
18、　　始终会与一个真正的巴别尔相遇
　　
　　苏联作家巴别尔于1939年5月15日被捕，被没收15个夹子和11个笔记本的文稿。哪怕在庞大的克格
勃档案库中找到巴别尔的那些文稿（事实上巴别尔95岁的遗孀佩罗什科娃正是这样殷殷期望的），这
个世界上也不可能再有一本巴别尔的日记。然而，对于非俄文的读者来说则未必。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了由王天兵编、徐振亚译的《巴别尔马背日记》，这是人民文学
出版社继2004年9月出版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之后的延续。从巴别尔的小说到他的日记，更能深刻
全面地了解这位苏联短篇小说大师的人生历程与内心世界。
　　自然，这册《巴别尔马背日记》亦非单纯的出版延续这般简单。正如我们会把戴骢译本的《骑兵
军》与之前傅仲选、孙越译本的《骑兵军》一起对照着读一样（《红色骑兵军》，傅仲选译，辽宁教
育出版社；《骑兵军》，孙越译，花城出版社），这本日记当然要与去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王若行译
本《骑兵军日记》对照着读。尤其是王右行译本出版之后受到不少人的“批评指正”，我们拿着如今
这册《巴别乐马背日记》也就不可避免地认为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译本——这是因为，东方出版社的
《骑兵军日记》不仅先后在报纸媒体、网络媒体上引发译文争论，更在于有资深俄文老师私下里指出
了这本书的错译之处，而他们只想“以后这些错误可以用来纠正学生造句”。
　　相对来说，译文“信”与否乃是译者、翻译家、行家的活儿，普通读者没有专业水准，自然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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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核实译文是否忠实的程度，不过，普通读者却在检验另一种语言的水准——汉语读者谁不会？去年
，戴骢先生的译本了出来之后，我也是三个版本一起对照着看——当然是三种汉语译本。巴别尔一篇
短篇叫《千里马》，讲的是“我”下到连队，分得一匹千里马，却因为文弱的“我”与倔强的千里马
不够磨合，千里马被“我”鞭打得伤痕累累。排长就对“我”这个知识分子说：
　　“四眼，马叫你给废了，”（戴骢译本）
　　凡是读过《骑兵军》的读者，都会记得文弱书生“我”（巴别尔的原型）与骠悍无情的哈萨克骑
兵之间巨大的反差与对立。可以说，排长的这句话也尽显这种格格不入。但在另一个版本里，这句话
则是：
　　“你把马给废了，四只眼睛。”
　　很显然“四只眼睛”比起“四眼”来就差了很多——大部分中国人也不会说“四只眼睛”吧？而
很多译文之所以让我们不习惯，仍是译者的中文是在其他国家学的，这并不涉及译者的外文水平如何
，而即使外文水平非常高，中文表达是否自由、顺畅与熨帖才是要害。
　　老实说，尽管东方出版社的《骑兵军日记》存在误译之处，甚至连巴别尔的生卒年代都写错，但
它也有优点，作为巴别尔的随军日记，译文短促有力，句点用得尤其好，（就像巴别尔说：“没有一
种铁能像一个恰到好处的句号那样直刺人心。”）不论它是否忠实了原著，这样的段落对于不谙俄文
的读者而言都是可口的，并且还可以认定这就是巴别尔式的：
　　
　　与犹太人交谈。我的生养之地。他们以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我的灵魂正在敞开。我们坐在高高的
河岸上，安静弥漫，身后的轻身叹息。我要去保护乌切尼克。我告诉他，我的母亲是犹太人，往事，
白教堂，拉比。
　　
　　对照着新出版的《巴别尔马背日记》，相同的这一段，除了误译之外，我个人觉得王若行的版本
至少语感上没有缺点，相比于“信”，普通读者更要求“雅”和“达”，对普通读者来说，把一位以
简洁著称的作家翻成罗嗦的长句，把随军日记翻成长句才是最不可饶恕的。
　　巴别尔作为一位二十世纪文学“局外人”的形象，有着深远的价值和影响力。对于二十一世纪来
说，巴别尔还算一位处于不断打捞、挖掘中的作家，阅读这样的作家，诚如布鲁姆·哈罗德所言，并
不能让人变好或变坏，但却能与伟大孤独的心灵相遇，增进内心的成长。正如我们读到过巴别尔的三
本《骑兵军》一样，我们也会读到巴别尔的第二本战地日记，或许还有第三本，而在这几个译本之中
，读者始终会与一个真正的巴别尔相遇。
　　
19、王若行译本语句简短利落，一溜短句，读起来很有节奏感。。。 这可能是优点吧。
20、读的是05年10月第二次印刷的版本  贴子里说的译文错误去对照了一下至少改了一半以上。很喜欢
巴别尔记日记的风格，速写笔记感，赞！ 没看过另一个译本所以先四星吧
21、　　曾经被老师规定的散文式周（日）记困扰过很多年，直到后来发现可以在日记里连载小说
　　
　　最引以为傲的不是红笔勾勒出的精彩字句，而是自己用毫无章法的方式对中学生活做记录，并结
集成册，图文并茂，号称“江湖外史”，在班上传阅
　　
　　最喜欢的还是《吻》。其实日记比小说重要得多。
　　
　　日记应当怎么写？是创作小说呢，还是记录生活？
22、不加修饰的，真实的俄国革命战争
23、其实对本朝的出版质量，不要这么悲情。现在是出版量急速增长，出版单位和从业人员增长却缓
慢。这种情况下出版质量下降那是必然。但另一点是，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书籍。倒退到六七十
年代，那时候出版质量好，可骑兵军日记这种书可能出版吗？
24、翻译有些 不过蛮喜欢的
25、配合着《红色骑兵军》看
26、不被本尊同意发表的东西还是不发表更好啊。。
27、　　期望很大的，可是真正读起来没有小说那么过瘾，好像笔记一样的记叙方式，不过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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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可能会好些，可以在日记上找到小说的原形，还是可以的，我刚刚看到10几页，后面的内容可能会
好些...
28、同样, 戴骢的&lt;骑兵军&gt;译文力求华美,但略嫌拖沓,,译者常常喜欢自由发挥,却把巴别尔行文的
简洁性和节奏感失掉了. 可惜.
29、出版的错误率国家是有规定的，仅凭5个字母看错了两个，就判定一本书的错误率为40％，这么说
是不科学的。虽然这本书翻译得确实很烂，但没烂到全书错误率达到40%的程度。说实话，一些无良
出版商的盗版作品都没烂到40%的程度。
30、　　也说说《骑兵军日记》
　　
　　   如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看起来轰轰烈烈，景况喜人，不过，就其译者的质量却鱼龙混杂，
有些书也译得足以令人触目惊心。对此，一些资深的前辈已多次撰文予以批评，无奈，由于市场利益
的驱动，既然不可靠的译文也有人买，出版社干脆就“罗卜快了不洗泥”了 － 还有几个人关心译文
的质量呢?
　　    8月1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出了《与蓝英年谈中译（骑兵军日记）》一文，我觉得这在学术
界是极为正常而且应当予以鼓励的好事，开张学术交流、互相切磋是使事业成功的巨大举措。林源先
生对东方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骑兵军日记》的译文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并且列举了译著中6月3日照
地天的日记，具体指出了16处的错误，文章写得有理、有力、有节，读后令人信服 － 是啊，“水力磨
坊”怎么能译成“水灵灵的小妹妹”呢？如果我们能再多发表一些这样的批评文章，对于译著质量的
督导作用则会更大，即使对于译者本人，也是一个自我完善的难得机遇。
　　    仅仅一周后该书译者就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也谈（骑兵军日记）》。看了这篇文章后，我
真的感到啼笑皆非。
　　    林源先生的文章指出了译文的错误已达到“离谱”的程度，比如“列宾”译成了“列宁”。可
喜的是，译者承认了“确有错误”，但是笔锋一转，认为那只是“看错了俄文的一个字母”⋯⋯
　　    请原谅，我手头没有《骑兵军日记》这一段的俄文版，无法对照原文，既然译者也承认了把“
列宾”译成了“列宁”，“列宁”（Ленин）与“列宾”(Репин)，凡懂一点儿俄语的人无
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们混同起来。虽然都是5个字母，但大字的字头显然是两个模样，中间的字母也根
本不同，这一望而知。更不必说，译者只承认“看错了一个字母”，而我要实事求是地告诉译者：5
个字母看错了一大一小的两个。我请教过数学家，他说5个字母看错了两个，错误率为40％，如果译著
有40％的错误，谁还敢看呢？
　　    为了进一步弄明白译文的错误性质，我求人把该书的俄文版找来，复印了其中6月3日的一节，
中俄文一对照，我初步觉得其错误的原因除“看错了一个字母”外，还有：首先是对俄文单词记忆混
乱，这正如林源先生指出的，把貌似相近的词弄混了，如把“绿树浓荫”译成了“网球场”；其次是
记错了单词的中文含义，，如“抢劫”译成了“屠杀”；其三是，一词多义，取义不对，如“宽恕”
在俄文里还有“别了”之意义，这里或许可译为“永别了，死去的人”。
　　    日前，《文汇读书周报》登出过批评傅雷先生和杨绛先生译文的文章，虽然这些前辈的译文在
中国已被公认是经典译著，但杨绛先生看到批评文章后，立即嘱咐报纸编辑，不要认为这种对译者的
批评是“歪风”，而且自己觉得那篇文章“完全正确”，说那位批评者“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
的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辈” － 这种闻过则喜的大家风范，表现了虚怀若谷的崇高。
　　    光阴荏苒，时不待我。我们盼望着俄语翻译界能有更多的像蓝英年先生，林源先生这样的翻译
家出面扭转局面，使读者真正能读到放心书。（新宇）
　　
31、看的有点闷
32、　　战争年代，他，用最真实的手法向世人重现了历史。
　　日记，这是普通的日记吗？根本是战争写实。
　　通过日记，我们知道了战场上的实况；通过日记，我们了解了士兵战场下的生活；通过日记，我
们晓得有一位作家，出于对写作的热爱，敢于上战场，直面敌人的枪眼。
　　他不过是个文人，但他像鲁迅一样，用笔深深记录了历史，以致他最后的惨死，也是因为这个，
相隔几十年，《骑兵军》才在俄罗斯推出。
　　他的文字极简洁，让我觉得，一句话就是一段故事。刚读时，往往觉得前后辞不达意，其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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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那是战地日记，保存完好是不可能的。缺少的那部分也未必重要。只是在现有的文字中挖掘作
者的真正的意图。
　　我正在考学，考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我文学功底很差，以致现在凌晨了，还在为明天的
评论而头疼。只要因为巴别尔，他真的太难写了，真的是值得深度挖掘的男人，文学家。
　　受他的启发，对于写散文，我知道了，不要说人人都能想到的东西，而是要标新立异，找属于我
的那部分。再一个，不要啰嗦，难道中国人会看不懂你的汉语吗？？
　　做人亦如此，做自己，真实的自己，具有意义的自己。
33、简直骇人听闻！不过我没见过东方的版本，一水儿的戴骢版，也不喜欢。所以巴别尔一直没认真
读过。
34、原准备中午下书单，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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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也说说《骑兵军日记》如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看起来轰轰烈烈，景况喜人，不过，就其译者
的质量却鱼龙混杂，有些书也译得足以令人触目惊心。对此，一些资深的前辈已多次撰文予以批评，
无奈，由于市场利益的驱动，既然不可靠的译文也有人买，出版社干脆就“罗卜快了不洗泥”了 － 
还有几个人关心译文的质量呢?8月1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出了《与蓝英年谈中译（骑兵军日记）
》一文，我觉得这在学术界是极为正常而且应当予以鼓励的好事，开张学术交流、互相切磋是使事业
成功的巨大举措。林源先生对东方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骑兵军日记》的译文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并
且列举了译著中6月3日照地天的日记，具体指出了16处的错误，文章写得有理、有力、有节，读后令
人信服 － 是啊，“水力磨坊”怎么能译成“水灵灵的小妹妹”呢？如果我们能再多发表一些这样的
批评文章，对于译著质量的督导作用则会更大，即使对于译者本人，也是一个自我完善的难得机遇。
仅仅一周后该书译者就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也谈（骑兵军日记）》。看了这篇文章后，我真的感
到啼笑皆非。林源先生的文章指出了译文的错误已达到“离谱”的程度，比如“列宾”译成了“列宁
”。可喜的是，译者承认了“确有错误”，但是笔锋一转，认为那只是“看错了俄文的一个字母”⋯
⋯请原谅，我手头没有《骑兵军日记》这一段的俄文版，无法对照原文，既然译者也承认了把“列宾
”译成了“列宁”，“列宁”（Ленин）与“列宾”(Репин)，凡懂一点儿俄语的人无论如
何也不会把他们混同起来。虽然都是5个字母，但大字的字头显然是两个模样，中间的字母也根本不
同，这一望而知。更不必说，译者只承认“看错了一个字母”，而我要实事求是地告诉译者：5个字
母看错了一大一小的两个。我请教过数学家，他说5个字母看错了两个，错误率为40％，如果译著有40
％的错误，谁还敢看呢？为了进一步弄明白译文的错误性质，我求人把该书的俄文版找来，复印了其
中6月3日的一节，中俄文一对照，我初步觉得其错误的原因除“看错了一个字母”外，还有：首先是
对俄文单词记忆混乱，这正如林源先生指出的，把貌似相近的词弄混了，如把“绿树浓荫”译成了“
网球场”；其次是记错了单词的中文含义，，如“抢劫”译成了“屠杀”；其三是，一词多义，取义
不对，如“宽恕”在俄文里还有“别了”之意义，这里或许可译为“永别了，死去的人”。日前，《
文汇读书周报》登出过批评傅雷先生和杨绛先生译文的文章，虽然这些前辈的译文在中国已被公认是
经典译著，但杨绛先生看到批评文章后，立即嘱咐报纸编辑，不要认为这种对译者的批评是“歪风”
，而且自己觉得那篇文章“完全正确”，说那位批评者“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的太早，已成了
他的前辈” － 这种闻过则喜的大家风范，表现了虚怀若谷的崇高。光阴荏苒，时不待我。我们盼望
着俄语翻译界能有更多的像蓝英年先生，林源先生这样的翻译家出面扭转局面，使读者真正能读到放
心书。（新宇）
2、细节观察概括记录速写素材直观呈现文字和图片 经验和想象 延伸 所有的一切 事件人物 活动 场景
3、期望很大的，可是真正读起来没有小说那么过瘾，好像笔记一样的记叙方式，不过结合起来看可
能会好些，可以在日记上找到小说的原形，还是可以的，我刚刚看到10几页，后面的内容可能会好
些...
4、纯粹是研究巴别尔的人才有兴趣。书断断续续，好象原稿就不全，其次，都是自己嘀咕的事情，
日记体，战争期间，断断续续，不好看。
5、始终会与一个真正的巴别尔相遇苏联作家巴别尔于1939年5月15日被捕，被没收15个夹子和11个笔
记本的文稿。哪怕在庞大的克格勃档案库中找到巴别尔的那些文稿（事实上巴别尔95岁的遗孀佩罗什
科娃正是这样殷殷期望的），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再有一本巴别尔的日记。然而，对于非俄文的读者
来说则未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了由王天兵编、徐振亚译的《巴别尔马背日记》，这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继2004年9月出版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之后的延续。从巴别尔的小说到他的日记，
更能深刻全面地了解这位苏联短篇小说大师的人生历程与内心世界。自然，这册《巴别尔马背日记》
亦非单纯的出版延续这般简单。正如我们会把戴骢译本的《骑兵军》与之前傅仲选、孙越译本的《骑
兵军》一起对照着读一样（《红色骑兵军》，傅仲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骑兵军》，孙越译，花
城出版社），这本日记当然要与去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王若行译本《骑兵军日记》对照着读。尤其是
王右行译本出版之后受到不少人的“批评指正”，我们拿着如今这册《巴别乐马背日记》也就不可避
免地认为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译本——这是因为，东方出版社的《骑兵军日记》不仅先后在报纸媒体
、网络媒体上引发译文争论，更在于有资深俄文老师私下里指出了这本书的错译之处，而他们只想“
以后这些错误可以用来纠正学生造句”。相对来说，译文“信”与否乃是译者、翻译家、行家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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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读者没有专业水准，自然达不到核实译文是否忠实的程度，不过，普通读者却在检验另一种语
言的水准——汉语读者谁不会？去年，戴骢先生的译本了出来之后，我也是三个版本一起对照着看—
—当然是三种汉语译本。巴别尔一篇短篇叫《千里马》，讲的是“我”下到连队，分得一匹千里马，
却因为文弱的“我”与倔强的千里马不够磨合，千里马被“我”鞭打得伤痕累累。排长就对“我”这
个知识分子说：“四眼，马叫你给废了，”（戴骢译本）凡是读过《骑兵军》的读者，都会记得文弱
书生“我”（巴别尔的原型）与骠悍无情的哈萨克骑兵之间巨大的反差与对立。可以说，排长的这句
话也尽显这种格格不入。但在另一个版本里，这句话则是：“你把马给废了，四只眼睛。”很显然“
四只眼睛”比起“四眼”来就差了很多——大部分中国人也不会说“四只眼睛”吧？而很多译文之所
以让我们不习惯，仍是译者的中文是在其他国家学的，这并不涉及译者的外文水平如何，而即使外文
水平非常高，中文表达是否自由、顺畅与熨帖才是要害。老实说，尽管东方出版社的《骑兵军日记》
存在误译之处，甚至连巴别尔的生卒年代都写错，但它也有优点，作为巴别尔的随军日记，译文短促
有力，句点用得尤其好，（就像巴别尔说：“没有一种铁能像一个恰到好处的句号那样直刺人心。”
）不论它是否忠实了原著，这样的段落对于不谙俄文的读者而言都是可口的，并且还可以认定这就是
巴别尔式的：与犹太人交谈。我的生养之地。他们以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我的灵魂正在敞开。我们坐
在高高的河岸上，安静弥漫，身后的轻身叹息。我要去保护乌切尼克。我告诉他，我的母亲是犹太人
，往事，白教堂，拉比。对照着新出版的《巴别尔马背日记》，相同的这一段，除了误译之外，我个
人觉得王若行的版本至少语感上没有缺点，相比于“信”，普通读者更要求“雅”和“达”，对普通
读者来说，把一位以简洁著称的作家翻成罗嗦的长句，把随军日记翻成长句才是最不可饶恕的。巴别
尔作为一位二十世纪文学“局外人”的形象，有着深远的价值和影响力。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巴别
尔还算一位处于不断打捞、挖掘中的作家，阅读这样的作家，诚如布鲁姆·哈罗德所言，并不能让人
变好或变坏，但却能与伟大孤独的心灵相遇，增进内心的成长。正如我们读到过巴别尔的三本《骑兵
军》一样，我们也会读到巴别尔的第二本战地日记，或许还有第三本，而在这几个译本之中，读者始
终会与一个真正的巴别尔相遇。
6、曾经被老师规定的散文式周（日）记困扰过很多年，直到后来发现可以在日记里连载小说最引以
为傲的不是红笔勾勒出的精彩字句，而是自己用毫无章法的方式对中学生活做记录，并结集成册，图
文并茂，号称“江湖外史”，在班上传阅最喜欢的还是《吻》。其实日记比小说重要得多。日记应当
怎么写？是创作小说呢，还是记录生活？
7、战争年代，他，用最真实的手法向世人重现了历史。日记，这是普通的日记吗？根本是战争写实
。通过日记，我们知道了战场上的实况；通过日记，我们了解了士兵战场下的生活；通过日记，我们
晓得有一位作家，出于对写作的热爱，敢于上战场，直面敌人的枪眼。他不过是个文人，但他像鲁迅
一样，用笔深深记录了历史，以致他最后的惨死，也是因为这个，相隔几十年，《骑兵军》才在俄罗
斯推出。他的文字极简洁，让我觉得，一句话就是一段故事。刚读时，往往觉得前后辞不达意，其实
，要清楚，那是战地日记，保存完好是不可能的。缺少的那部分也未必重要。只是在现有的文字中挖
掘作者的真正的意图。我正在考学，考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我文学功底很差，以致现在凌晨
了，还在为明天的评论而头疼。只要因为巴别尔，他真的太难写了，真的是值得深度挖掘的男人，文
学家。受他的启发，对于写散文，我知道了，不要说人人都能想到的东西，而是要标新立异，找属于
我的那部分。再一个，不要啰嗦，难道中国人会看不懂你的汉语吗？？做人亦如此，做自己，真实的
自己，具有意义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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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骑兵军日记》的笔记-第126页

        在喀山大教堂，到了激情高涨的时刻，大家手持点燃的蜡烛，微弱的温暖的黄色火焰随着人们的
呼吸晃动，高大的庙宇内涌入来自各地的人们，祷告时间远远长于平日。头顶耀眼金冠的神职人员在
教堂内穿行，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后面安装了电灯。十字架伸向浓重的青蓝色的星夜，如同幻境。
在布道时，神父讲解由于不堪痛苦而把头歪向一边的圣像上的耶稣，讲解关于唾弃、酷刑、玷污圣物
——黑暗的先知的造物。布道词嘴含悲恸、含混不清，但意味深长。
“到教堂来吧，这是我们最后一道墙，他不会背叛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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