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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挖宝》

前言

这世上有一种发现，叫做考古发现。发现，是考古这一行与生俱来的学术特性；关注，也成了考古不
同于其他学科的社会特点。近年来，媒体相继发自北京老山汉墓、杭州雷峰塔地宫、云南抚仙湖水下
遗址、上海广富林工地、四川广汉三星堆、山西汾阳宋金墓、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的考
古实况报道，更触发了公众对考古发现的直接热情。从一个曾经被普遍认为的冷门学科，到如今可用
人气十足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考古发现的魅力可见一斑，可谓大矣。考古发现的确很迷人，很有趣，
从平民百姓到领袖人物，不论男女老少，不管白领蓝领，对它不感兴趣者，恐怕不多。先说领袖人物
。2008年5月，在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胡锦涛主席前往祝贺。其间，他还专门来到该校的赛克
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了解博物馆建设和考古学研究情况。胡锦涛对几位正在修复文物的老师和学生
说：“我们伟大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文物考古工作是发掘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工作
，考古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问。希望老师和同学们潜心钻研，刻苦治学，努力取得一流学
术成果，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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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挖宝》

内容概要

考古到底是什么？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味地寻求文物宝藏？还是依附于历史，以期拨开迷雾见真相
？⋯⋯《考古不是挖宝:中国考古的是是非非》撷取了大众感兴趣的话题，诸如有没有国宝级文物，该
不该发掘秦始皇陵，考古发现的偶然性，考古改写了多少历史等等，条分缕析，抽丝剥茧，讲述了什
么是真正的考古事业和考古人的真实风貌，介绍了考古学的非凡成就以及考古业内存在的是非曲直。
语言通俗易懂，观点发人深省，内容精彩生动，集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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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挖宝》

作者简介

高蒙河，男人，中年人，蒙古族人。生为东北吉林人，现为复旦教书人。主要著作有《郑和史迹文物
选》、《灯烛》、《铜器与中国文化》、《三峡考古记》、《长江下游考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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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挖宝》

章节摘录

插图：考古发现中国根据中国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可以断言中国考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英国
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世界十大发现中国仅占一席1973年7月，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南书房接见
了美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谈话中，作陪的周恩来总理请杨振宁博士想个好办法，激励
一下中国科学的发展。杨振宁博士便推荐了一本美国综合性科学月刊《科学美国人》，建议将其译成
中文。杨振宁博士当年介绍的这个杂志，据说早到爱迪生，近到比尔·盖茨都喜欢翻阅。迄今已有包
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至少一百二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上面发表了大约两百篇文章。这本杂志强调科
学与人文精神并举，内容几乎涉及所有重大科学主题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并密切关注它们对人类社会
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就是这份已创刊一百五十多年，月发行量逾百万，拥有中、英、法、德、日等十
多种版本的杂志，在20世纪末又组织专家，权威性地评选了20世纪全世界十项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入
选的名单结果如下：1.死海古卷：1947年起发现写在羊皮纸和皮革上的《旧约全书》的最早抄本。2.图
坦卡蒙法老墓：1922年在埃及帝王谷发现的唯一未遭盗掘的年轻法老王陵。3.最早的美洲人类：1908年
起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现1万年前人类已到达美洲的证据。4.乌尔遗址：1922年起在伊拉克发现的迄今世
界上最早的城市，距今5500年。5.地中海沉船：土耳其南部水下发现公元前14世纪装载大量货物的不
明国籍沉船。6.阿尔卑斯山冰人：1991年在意大利和比利时国境线发现公元前3300年的冰冻人。7.解读
玛雅象形文字：记录公元200-1500年玛雅文明的象形文字有80％释读成功。8.利基家族在非洲寻找人类
起源：该家族用了一个世纪在非洲找到了人类起源的证据。9.拉斯科史前壁画：1940年在法国多尔多
涅省拉斯科洞穴发现了1.7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壁画和雕塑。10.秦始皇兵马俑：1974-午在中国发现秦
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评选结果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我们没找到直接的资料，难
以了解《科学美国人》评选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标准，就先凭直觉吧。直觉告诉我们，这是一份遗憾
色彩颇浓的名单。这组令人感慨的评选结果，把考古精华浓缩得有点叫人窒息。在考古学诞生以来的
近二百年里，堪称伟大的考古发现难以数计，即便是起步不早的中国考古，也有了将近百年的发现历
程，这一切岂能是这组区区十个数字所能概括和凝练的么？如果我们照此推想下去，搞个“十进五”
、“五进三”甚至“三进一”之类的评选，那么谁能胜出？哪个该淘汰？评选总是伴随着欢喜和悲伤
，荣誉和失落。这讲十的名单，其实并无输家，更无胜者。更何况考古是发现出来的，岂是评选出来
的？这是后话。而在英国考古学家巴恩博士的《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一书中所罗列
的远东地区著名的考古发现有：北京人与爪哇人；中国和印度的岩画；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
布满东方壁画的墓穴；安阳；远东青铜器；东方皇陵兵马俑；远东的雕像。在这份名单里，与中国有
关的考古发现在总数上有所上升，看上去养眼多了——因为一串总比一个好。可仔细揣摩过后，发现
这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而已。因为在巴恩所列举的全世界100个考古发现里，中国的考古发
现所占比例还不到1／10，何况有些发现还是和别的国家“捆绑式”出现的。这给人的感觉，如果用近
几年已经被年轻人用滥了的字眼儿来形容，就是“郁闷”二字，而且郁闷得很。所以，数字这东西，
感性了不行，理性了也不好，但这不是数字的错，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100项世界考古大发现中
，欧洲有41项，占了近一半；亚洲有20项，非洲有15项，澳洲有5项，美洲有19项。由此看来，世界考
古大发现主要集中在欧洲，这是既正常又不太正常的事情。所谓正常，是因为现代考古学诞生在欧洲
，在那里已经有了将近二百年的发展历史。欧洲一直是考古活动开展得最集中的地区，发现的数量自
然不会少。说不太正常，一是由于考古学传到其他各大洲的时间都相对较晚，也就百八十年多一点的
历史，发现的数量自然要少，像中国有考古活动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在亚洲，日本比我们开放得早
，1877年就发掘了东京郊区的新石器时代绳纹文化的大森贝冢遗址，而我们到1921年才有被正式承认
的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考古发掘，晚了近五十年。二是从各大洲历史文化发展看，欧洲并非
古老文明诞生发展的唯一区域。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也不过是两三千年前发达过一阵子
，后又偃旗息鼓了。世界上公认的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四大文明古国，欧洲都沾不上边。当然
，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分析的学者也许会说，欧洲遗传下来了最重要的人人平等的人文精神遗产，
崇尚的是“为求知而求知”的求真传统，而不是我们那种注重“运用”的智慧和“经世致用”的价值
观之类。话又说回来，这是涉及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的另外一个话题了，在此不予讨论。所以，
中国在20世纪100次世界考古大发现中，连10次都没轮上，虽是实情，却是不太公正的。好在这只是上
个世纪的状况而已，如果21世纪末再评选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即便是保守的估计，中国起码会占
到1／4或1／5。首先，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人文历史方面拥有无比丰富的资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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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挖宝》

况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具有5000年连续不断发展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次，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正
处于腾飞阶段，配合基本建设的大规模考古活动正在或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
。例如，众所周知的三峡考古和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考古，集中了几乎全国的考古大军，其发掘点之
多，发掘面积之大，出土成果之丰富，堪称旷古未有。所以，面对西方评选标准的不足，我们尽可以
感性地放达一下，并借用当年闻一多先生《一句话》的诗来表达：“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
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因此，到21
世纪末的时候，无论世界上哪个组织再评选世界考古大发现，都不会再忽视中国考古的价值；不管哪
种主流文化意识和何种传统力量当道，也都不会再忽视中国考古的成就了。那种20世纪末中国在世界
考古中所占数字比例的窘况，以及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郁闷，肯定不会再在我们的子孙身上发生。那时
，人们对考古的热爱和关注一定比我们现在高涨，会有更多的地下宝藏为人所道，他们感到由衷自豪
的一定是：那些数量众多、熠熠生辉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不仅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浓缩出的精华，还
是中国考古理应为世界考古所作的巨大贡献。挖出来的中国数字这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并非只有枯燥
的统计学价值，它是质量的刻度计，是收获的测量仪，是考古进程的计时器。这就让人对数字有了好
感，就叫我们对考古数据不再兴味索然，就使我们有底气称道中国自己的考古评比——没洋人来矫情
，没外国来掺和，实打实是由中国人自己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中国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有两类
，一类是1991年开始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还有一类是20世纪里的100项考古大发现。正像评审者说的
那样：“100项考古发现虽然仅是中国20世纪考古发现的一部分，但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百年考古的概
况，是中国考古学的缩影。”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将1990年以前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都囊括其中，弥补了从1900年起每年评选十大考古发现的不足，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考古的全貌。
友情提醒的是，本书列出的100项中国20世纪考古大发现清单，建议你最好不要一掠而过，也不要对角
线式地阅读，那样做，信息溜掉太快。因为这些发现也许就在你的家乡；如果不在你的家乡，可能就
是你的籍贯地；如果不是你的籍贯地，可能就在你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省区。这些考古大发现的发现者
中，兴许就有你的亲戚、家人、长辈或后辈，你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同学或同学的同学，老乡或老
乡的老乡。你和他们不但相识，还可能相知，更可能相爱相亲，一个锅里搅过马勺。即使你与他们素
昧平生，隔行隔山，也可能在电视里看到过他们，还可能坐同一趟火车与他们侃过，你甚至还可能冒
雨去听过他们的讲座，讲我们的祖先，讲我们的民族，讲我们血脉相通，谱系相连，讲我们基因中都
有遗传自中华远祖的精气神儿，讲我们各有源流但又多元一体。这些考古大发现，大致按时代先后排
列，与评选的得票数多少无关。但印象性的关键词是：时间、地点、史前至明代、墓葬、遗址、发现
、调查、发掘。没有渲染或煽情的形容词和修饰语，只有实实在在的名词和动词。学术不打折，科学
无诳语，考古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现她的面容、身段和心怀，很炫，很阳光。专家常讲，这些年的中国
真是进入了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平均每年有500个考古发掘项目经国家文物局审核批准可以
开挖。这就是说，中国每年有500个考古队在野外工作，有500个地点在动土，有500个考古发现面世。
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无论如何也不过分，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考古发现怎么也不夸张，
说中国的考古发现也许能忙坏统计人员也不是扯淡，说中国的考古发现远不是几台电脑的内存可以容
纳更不是妄语，说中国的考古库房一直需要加速增建，指定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实情。中国人有比其他
国家的人能在第一时间和第一地点感受这些伟大的发现，其条件是得天独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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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挖宝》

后记

2007年是我入考古之门的第三十个年头。在自己专业生涯的“而立之年”，不出专业书，却写大众书
，我觉得挺值当。因为我一直认为，虽然考古现在还是冷门学科，从业者不多，尚不是大众之学，但
也绝不是小众之学。考古学家习惯了在象牙塔里作道场，可考古之花，墙外也香。曾经挺诚心地把写
成的草稿捧给几位业内的朋友看，他们多是翻了翻就撩在一边，说这是给初中生看的。听后，我第一
个感觉挺欣慰，因为不论你是高端人物，还是草根百姓，只要一走出自己的专业领域，顶多也就是初
中水平，说明这书找准了定位。同时，我听后的第二个感觉是有点伤感，因为我知道业内的朋友们无
暇顾及此道，给足我面子的潜台词里包含着不务正业的嗔怪。这应了我写本书之前的两个忧虑：一是
我能不能写出新意，二是我在圈内的名声会不会糟糕起来。其实名声不太重要，因为我本来也没什么
名，最多是背上骂名，在圈里混不下去。可是能不能写出新意我却很在意，如果圈内人不喜欢，圈外
人看着没劲，那就白忙乎了。欣慰的是，几个圈外的朋友口碑不错，还说和常见的写考古发现的书不
太一样。上海大学的老友张雨声甚至说他是连夜一口气读完的，并建议我如何改进。他从事图书情报
学，能掺和进来谈考古，说明他看懂了。后来我还给我的朋友和学生们传阅，梁睿红、王太一、刘晓
婧及冯小妮等还提了修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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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挖宝》

媒体关注与评论

考古学一直在寻找谜底，却不断遭遇新的谜面。考古学家挖出的永远是谜面比谜底多，而且绝大部分
还是早已发生了自然或人为变化的支离破碎的谜面。这就是考古的宿命。　　——《考古学家是不幸
的侦探》最叫诗人杜牧郁闷的可能有两件事，一个是他倾心杜撰的《阿房宫赋》被考古发现所颊覆；
另一个是他描绘阿房宫的瑰丽词汇“勾心斗角”，被辗转流传为一个贬义成语，更不提气的是又被演
绎成“明争暗斗”！　　——《考古改写了多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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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不是挖宝:中国考古的是是非非》是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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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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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挖宝》

精彩书评

1、高中的时候我跟坐我前面的男生吹牛说报志愿的时候要填考古，结果南大那年招考古，就一个名
额，还限定男生，真是出师不利；好在他也没落着好，虽然订了三年的考古期刊（名字我忘了），最
后还是变成了建设银行员工一枚，so much for dreams。后来读研的时候看一部纪录片，讲的是一群女
的在沙漠里挖先人的遗骸，镜头特别漂亮，沙漠的夜空里没有光污染，只有蓝宝石般的天空和钻石碎
屑般的银河。纪录片看到一半就睡着了，这个镜头却一直印在脑子里，成就antropology和archaeology
高大上的形象，譬如印第安纳琼斯夺宝奇兵般惊险刺激，又如掌握了生命秘密的出世高人般不可捉摸
。可惜想得太美的事肯定都不是真的。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让人多少有点心塞的中
国式考古——跟地方政府的政绩抗衡，跟房产开发商抗衡，跟打着考古旗号的官方盗墓打交道，跟国
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规范打交道⋯⋯相比国际化考古的大投资、长期慢慢搞学术研究、注重hard
science（比如法医人类学）；中国式考古是“多快好省”的、受到严重政治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活动。虽然这很让人心塞，但是死人管不了活人的事儿，就算生前统一了六国、身后也只能老
实躺着任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Cleopatra生前那么风光，死后还不是在大英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躺着
人人瞻仰。另外，叶公好龙的意淫考古是很容易的事儿；能在令人心塞的现实中认真的做能力范围能
做到最好的研究、不愧对祖先和全人类的研究，这个才是一个考古人真正的荣誉与使命所在。我等因
为心塞而挥挥手退缩的草民，应该对心塞着却坚持做正确的事的人致以敬意。
2、几乎所有的中国考古事件，都围绕着是非两个字，那些被挖掘的遗存虽然静悄悄地矗立，却始终
摆脱不了喧嚣的纠缠。秦始皇和武则天的陵墓到底该不该挖？司母戊大方鼎、长信宫灯到底算不算“
国宝级”古物？王圆箓这个道士无意中找到了敦煌石窟的宝藏，这事儿到底算不算“考古发现”？这
个年代喜欢是非、迷案这些字眼。任何直来直去的故事，魅力都会很快消失，只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结
局，才会一直吊着公众的胃口。《考古不是挖宝》动了个心眼儿，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将平头
百姓的注意力引向了田野作业那看似枯燥的现场。其实这本书的用意，并不只在于讲述那些古墓传奇
，如果是那样的话，干脆围绕秦始皇的神秘地宫、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去忽悠好了。作者说得好，考古
学家就是不幸的侦探，留给他们的“现场”存在已有数百上千甚至万年，往往残缺不全，破坏严重，
最要命的是，从来不会有目击证人出来指证——那样的话就太吓人了。所以这是一门充满遗憾的学问
。考古者不得不费劲地在碎片一样的信息里，勾画出遥远时空里的生活样貌，推测当时发生的情景。
大多数时候他们连推测都做不到，只能带着叹息走出古墓旧城。假如遗憾只是由自然环境的变迁造成
，还不至于太过扼腕，那些人为造成的缺失才最令人心痛，尤其当它们出现在考古的环节中时。始于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定陵发掘，最终导致很多精美出土文物变质，万历与两位皇后的尸骨还在随后的“
文革”里被付之一炬。此次发掘的发起人吴晗事后懊悔万分，泪流满面，但考古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流
程，没有亡羊补牢的机会。悲剧不只这一幕。广西罗泊湾汉墓中曾出土一个铜壶，被一个初次参加发
掘的学员不小心打开，使其中保存的古代液体流了个精光；连云港尹湾汉墓清理工作结束后，有个镇
领导在现场办公会上随意抽取了出土的木牍，抹掉了最重要的文字信息⋯⋯外行人的无知、业内人的
粗疏，伴随着行政指令的蛮横、商业开发的霸道，甚至还有盗墓的贪婪，毁掉了不知多少曾眩目一时
的文明遗迹，纵然我们是所谓“地大物博的大国”，怕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挥霍。作者阐述考古中的遗
憾种种，无非展现出了这样的现实：不管是政府还是公众层面，我们都不了解考古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更有甚者，连学界有时都懵懵懂懂。大多数人带着猎奇心态审视考古中的发现。如果一次发掘没有
掘出珠光宝气，没有颠覆一段历史记载，似乎就没有意义。殊不知，当人们将焦点集中在窥探秘史、
挖掘高级文物这两方面时，就偏离了考古学的价值取向。正因为这样，公众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外行，
说外行话，做外行事；正因为这样，很多业内人士也失去了自省与自控，在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下铸
成大错。考古专家苏秉琦说过，发现只是考古的一个环节，如何解释这些发现才是这门学科中最重要
的内容。将考古等同于挖宝，让考古失去了正常的文化基因，生存在扭曲价值观组成的环境里，不论
它自身怎样挣扎、努力，招来的也只能是偏见与质疑。就如最近的“曹操墓”之争，何尝不是类似心
态导致的结果呢？缺什么补什么。如果学者对公众的考古常识缺失感到忧心的话，就应尽力给我们补
上这一课。在传统文化复苏、公众参与热情激增的时候，考古学也不能闭关自修，依然断绝着与社会
的沟通。《考古不是挖宝》的目的就很明确，它不避讳人们的猎奇心态，反而巧妙地利用这一心态，
在公众和学术领域之间架设了通道，在看似不经意中还原了考古学的现场，用很生态的画面告诉大家
考古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也许在若干年后，当公众明了这门学科的意义所在，并再度“曹操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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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挖宝》

的事件时，会用另一种心态去审视它了。
3、本来以为这本哗众取宠书名的书没有什么， 但是读后发现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深入浅出的讲清楚
了什么是考古。 考古第一眼看来是很容易理解的名词。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 发现考古其实还包括
很多。对考古的内涵理解非常有帮助。 野外挖掘只是其中的一环。”上海不是无古可考的地方“我认
为是最好的一篇。虽然和其他篇章比起来可能不是那么波澜壮阔。 但是却非常仔细的对考古的一环一
环用实例进行了讲解。从挖掘到分析，丝丝入扣。
4、“考古学入门”似乎是更合适的书名，读完此书，我觉得确实知道了考古学大概是什么样的，而
之前也确实觉得考古就是挖宝。正好同时在看风雪定陵，诠释了这本书的观点。
5、深入浅出，初中生也看得懂。语言很有高老师的特色，清楚，带点儿文学色彩。澄清了有关考古
的种种误会，能作为想要了解考古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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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考古不是挖宝》的笔记-第84页

        
 如果国际化了，那外国的发掘我们只讲这一项——是不是和我们现有的考古发掘标准有冲突呢？比如
他们要一点一点地挖，一寸一寸地下，速度极慢无比，规矩极多无比，那得挖到猴年马月7当年进行
三峡工程的文物抢救工作时也不是没有外国人想投资参加进来，还好我们中国人“多快好省地自己干
了，否则三峡大坝什么时候能蓄水可就难说了。

多快好省你妹啊，一百年后铁定哭死啊！！！

2、《考古不是挖宝》的笔记-第80页

        所以我们实在得佩服秦始皇，当年有加万人参与修建他的陵墓，他是如何调度和协调千军万马的
呢？时至今日，我们还在为如何保护他的陵墓犯愁，这个始皇帝真是另类到家了。

哈哈哈哈哈考古学家的怨念

3、《考古不是挖宝》的笔记-第70页

        
关于武则天的热闹不仅仅只是她生前82年里的那些事大热闹还在后头。那就是哪天有要挖她的陵幕的
动议了，之前就要热炒起来，哪天真的开挖她的陵墓了，更要热得发烧，到哪天挖完她的陵墓，热度
依然难退，依旧不会太平，等猴年马月折腾完了她生前死后那些事，兴许才能消停点：中国人常说人
死后才能盖棺定论，那说的都是一般的皇帝和文臣武将，放老式贝因身上不太管用，对她还必须得开
棺解密，方能罢休，而且这还要赶早不赶晚，要下手快，起码要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乾陵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前。

最后一句话太亮了。

4、《考古不是挖宝》的笔记-第71页

        2007年在西安召开的“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

真是一个名字屌爆了的座谈会。。。

5、《考古不是挖宝》的笔记-第67页

        古往今来，知名度高的皇帝，多是生前自已折腾，死后被人折腾，自己折腾，也就是生前做了不
少和别的皇帝不一样的事，谜团太多，盖得了棺，定不了论。于是后人跟随，破解谜团。不客气地说
，就是接着折腾他们，让他们死后都不得安宁，后人折腾的最大特点，过去是贬豪功罪，评判得失，
现在流行避虚就实，也就是挖坟掘墓。往客气了说，这叫关注，但关注的问题点，各有不同。

6、《考古不是挖宝》的笔记-第194页

        苏秉琦先生曾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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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文学家的直觉在突破旧思维方面，比起受理论之网重重约束的史学家来说，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优势。
另外，历史学的理论思维，要完全从意识形态教义的框架里摆脱出来也难。历史学家往往离不开“文
以载道”的传统，无论是“载革命之道”还是”载改革之道“，历史学家往往会把历史人物不自觉地
符号化，这就妨碍了人们突破旧有思维模式的努力。

Page 15



《考古不是挖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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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