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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内容概要

《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是我的第二本随笔集，选收了本人在1999—2003五年间散发于各地报刊
的数十篇闲杂文字：有生活小品、文娱酷评；俗至足球，雅及诗歌；杂七杂八，不一而足⋯⋯现在集
中成册，得以堂皇出版，似乎也找不出太大的理由。网上常遇老读者，还在念及我出版于六年前的那
本《一个都不放过》——其中涉及的话题恐怕早已作古，文字造成的快感却难以释怀⋯⋯要写就写叫
人记住的书原本就是我的自律，每每感念于此，我知道惟有新著可以图报。六年前，我劝自个儿闲文
少做，但六年下来却又做出了一堆，如果出书，也将不止于一本。未料却遇诸多不顺，要命的阻力总
是从斜刺里杀出，连个“自序”也写过好几个没用的。现在终遇良机，也是《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
活》命中注定的缘分使然。谢天!谢地！我还当在书外谢人！等急了吧?我的读者——鲁迅称得更精彩
也更准确——我的“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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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书籍目录

自序辑一 不许上床手机音乐肯德基罗大佑演唱会小哨子天梯站台团圆卖春联的老先生风水情结我想我
是说明白了司机的悲愤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小黄借钱记生活副的混出样子再见面送歌星上路在动
难逃跟老板去南方有这样一个女人不许上床大好人家长会炒鱿鱼的智慧陌生的来访者不打不相识网下
弱人辑二 邂逅初恋成人仪式活着就是故事度假村我们当年的教师流氓摔成好人我曾偷看别人的日记列
车上的相声晚节不保糊涂的人是有福的装糊涂的哲学邂逅初恋找同学擦肩而过的苏州我当红娘好人有
好报白楼里的人选修课老板的问题小老太太亡友辑三 呼唤二流导演辑四 余华买别墅辑五 不要糟蹋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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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章节摘录

　　火车站的站台真是一个容易出戏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首歌就叫《站台》，好像是那个没什么大
出息的孙国庆唱的吧？闹哄哄的，没有唱出感觉。听说有那么点小意思的“地下导演”贾樟柯也拍了
个名叫《站台》的电影，拍得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因为还没有看到。这些年来，我来自生活的对于站
台的记忆竟是因为儿子在某个年龄段的特殊癖好。　　在他三到五岁的那两年中我有时要应他的要求
到火车站去，目的是看火车。那两年中我的亲戚朋友一定都觉得我忽然变得过于热情了，只要他们有
坐火车去外地出差或旅游的机会，我都会在电话中主动而又坚决地提出要到火车站送对方，不论对方
如何表示这没有必要，也最终会在火车站的进站口看到我带着儿子来送他们了。有时候没有这样的机
会，但儿子要看火车的那个瘾强烈发作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以接人的名义买一张站台票，就那么
进去了。花一块钱让儿子看一次大火车，看着他面对轰隆隆的进站火车欢呼蹦跳的场景，我就觉得我
花点时间这么看似无聊地来一趟是很值的。　　　　细细是个好编辑，这是我最终获得的一个印象。
每期杂志她不是发稿最多的，但是非常稳定。她不是对杂志没有想法的，只是不在公开场合说。那时
候下班以后我们总是同路回家，她在公共汽车上讲起杂志该如何搞也是一套一套的，让这份杂志发行
量上扬知名度暴涨的那个“十差作家评选”的策划就是细细最先提出来的。细细到杂志社来之前我就
听说这是一个“才女”，她写那种叫做“青春美文”的东西，发得满天都是，在读者中的知名度也越
来越高。　　而在杂志社内部她却成了一个著名的“怪人”，有一个关于她孤僻的段子不知是怎么传
开的：说她住在父母家，有天晚上洗澡，在浴室里一呆就是两个钟头，急得父母和她两个妹妹不断去
敲门，敲得多了，她还很不高兴。她二十大几的人了，没有男朋友不和男人约会也是被议论较多的，
说她接听男士的电话，有两句著名的台词：“不吃!”“不喝！”——有人推想电话中的对方一定在说
：“请你吃饭好吗?”“那我请你喝茶吧?”我听到一种说法是：她如此对待男人的盛情是因为初恋遇
挫，挺好的一个男孩，仅仅因为出生于农村而被自己的父母活活拆散了!　　在这个封建家长式的杂志
社里，由一些“灵魂的妓女”构成了一种叫人恶心的气氛，就是我即使和老板没什么事儿，也要暗示
别人我曾给老板洗过内裤。人们也传诵着细细的“另类壮举”，有一次老板请几个人吃饭，其中也有
她，到饭桌上大家惊异地发现她根本没有来，有狗腿子偷偷跑出去打电话叫她，她的回答很简单：“
不吃，吃饭无聊。”——可爱的女孩，在她眼里老板和那些约她吃饭的男人没有区别。　　从她身上
我意识到：所谓“怪人”真是人民群众发明出来的一个最阴险的词。她“怪”么?一点也不：无人可爱
就不爱，多余负担全省了。我曾想过：我如果先她之前离开了这家不正常的杂志社，我就还算是个正
常的男人，好在最终的结果如我所愿。　　足球界闹腾“恐韩症”已经很多年了，到现在也尚未终结
。谁是这一词的发明者，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我想这近20年来的他一定经常性地处在一种得意洋洋的
情绪里，也许当初的命名纯系偶然，但近Z0年来中国国家男足逢韩不胜的历史却将这一词提升到了预
言的高度，此人也便成了预言家。若编一本《当代成语小词典》，如果编得还算权威的话，我想“恐
韩症”一定会赫然在目。　　作为一个写诗的，我深知语言这东西的“魔力”。诗歌界形形色色的扮
酷者历来不少，诗里诗外地扮酷，但也不是全无禁忌——比如说“死亡”，现在似乎没人敢在这个词
上口无遮拦了。为什么呢?因为数年以前死去的几位诗人都在其诗里留下过“预言”的——海子说：“
我是众尸之王”，他便成了近20年来诗人自杀的一个先行者；戈麦说：“我要沉入那最深的海底”，
这几乎是对他自杀方式的一种设计——最后他投湖自尽。从此，没人敢在写诗时乱给自己开玩笑了，
死亡的玩笑。　　我们也用不着谈得很玄，关于语言，关于它的“魔力”——我想那是一种现象经过
我们的口变为语言的现实之后对人心理产生的一种反作用力，一种强化性的暗示作用。回到“恐韩症
”，是逢韩不胜的事实造就了这个词，到了下一代球员则成了比赛还没打呢就先知道世上有种“恐韩
症”，心理上难免就会起微妙的变化，中韩足球对抗中许多未战先输的活例就是这么造成的。所以，
可以这样说是“恐韩症”帮韩国队打败了我们，是“恐韩症”这个词让我们患上了“恐韩症”这种病
。　　后来，听说“韩流”来了，先是一些蹦蹦跳的歌，再是一些黏黏糊糊的剧，然后是一些花里胡
哨的衣服，没那么冷啊，也没那么酷，非说得那么危言耸听干吗?20年前一个青年的装扮若是像一个大
家想象中的华侨就是一种时髦，15年前是港台人，10年前是日本人，如今是韩国人，这些课好像非得
一一补上。正如韩国足球的全部力量也抵不上“恐韩症”这个词，所有花在那些歌、剧、衣服上的广
告费用也没有“韩流”这个词值钱。“韩流”是中国人为韩国商品发明的—句威力无比的总广告语，
与此同时，韩国人在干吗?国民在抵制日产汽车，一百名电影导演剃了光头在汉城的广场上集会，号召
国民不要走入影院去看美国大片⋯⋯　　从“恐韩症”到“韩流”，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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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中一些浮躁的东西，浮躁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但其中暗藏的浅薄与自轻自贱却还是让人大
吃一惊！过去时代蒙昧的中国人是把自己编成神话来吓自己玩，开放时代开化的中国人是把世界编成
神话来吓自己玩，都21世纪了，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种无休无止的自我恐吓呢?　　　　十年前
她往巴塞罗那的跳板上一站，一块水淋淋的金牌就跳到她脖子上了，记得是那时还在世的母亲很喜欢
这个女孩，而我对她的小男孩模样则毫无感觉。　　六年前出现在亚特兰大的她却让我有着无比的惊
讶!是女大十八变啊!那时的她已经出落为我记忆中惟一一位能让我感受到性感的干体育的女同胞。　
　两年前悉尼奥运会上的她已经是在创造奇迹了，我曾经以为”、“高敏神话”是牢不可破的，到了
她这儿就跟玩似的!双眼放电的我心怀的一片肃然。　　我以为伏明霞是有观音相的。有观音相的女人
我在生活中见识过两个，命都好得不得了。一个是我之初恋，一个是我在杂志社兼职时的一位同事，
如今满街都是想嫁大款的女孩，更有甚者整夜都在酒吧里候着，可终是不得。这两位我可从测听人家
嚷嚷过，还死活要嫁给我等穷人，还在我等这里不受待见，一抹泪，一跺脚，走出门，年轻英俊的正
宗大款已在门外恭候多时了！现在两位都已为人妇，为人母，一个远在异国他乡，一个近在本城富人
区，过着恬淡悠闲的日子，偶尔想起我等穷哥们，就如同想起她们年轻时路过的贫民窟公厕。　　由
此我认定同样具有观音相的阿霞妹妹今生的命也将好得不得了，就她而言，单纯的大款是用不着嫁的
，如能最终嫁与香港财政司的梁哥那也真是造化！至少是离农村大集一般的三里屯酒吧远了，离无聊
北京的“名人俱乐部”远了，离时髦的摇头丸远了，离什么也没教会她的清华大学远了，离没文化的
中国体育界远了，再蒙头蒙脑地穿上一条写满fuck的裤子时，旁边有人能够指出来——毕竟丫头底子
薄啊!底子薄的傻丫头最好不要待在底子薄的地界和人群里。　　这真是：足球圈少了一位名家属，好
女孩多了一份真幸福!　　而咱们一帮老爷们在这儿家长里短地嚼舌头，无非也是出自一种纯朴善良美
好的心愿：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天下好女孩找到好主！　　　　我在外地的朋友以北京为最多
，每次在北京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似乎总能成为他们的同情对象，这份同情也总会体现在相似的一句
话上：你怎么还在西安呆着呐?——或者直接就是一句：干脆到北京来吧!　　这个建议到目前为止在
我这里尚未奏效，事实是我对此项建议从未动心。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我居住的城市缺少了我生活必需
的内容，就跟人人倾羡的北京相比，它也不缺少什么。柴米油盐，声色犬马，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的朋友诗人李亚伟对我说：北京缺乏市民生活的传统——他可说得太对了！这个传统是被另一种
叫做“文化”的东西遮蔽并取代了的。没有市民生活，只有文人时尚——这便是我眼中“文化中心”
的生活格局。华灯初上的时候，满北京都是所谓“文化人”　的饭局，我曾跟随两个朋友在一个晚上
赶过四个饭点——那真是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累啊!从第四个饭点出来打车回住地的路上我曾对这两个朋
友抱怨说：这真不是人过的生活。如果单单是累，那只有傻子才会去赶这些饭局，用我的话说：饭局
不过是北京文化人相互之间送温暖活动的举办地。早两年我在这种场合初感温暖时我也是颇为喜欢，
发现自己可以呀，被如此之多的人敬着。后来我是渐渐发现在那个场合，其实人人都是爷，因为那种
互送温暖的气氛让每个人都有腾云驾雾之感，这种方式的生活也便成了我眼中不折不扣的“伪生活”
。　　在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夜晚，也有类似文人的饭局，有所不同的是：我是本城带有强烈农民气息
的文人眼中的非文人，人家一般不带咱玩。另一方面，文人的稀有决定了此类文人饭局无法构成一种
时尚(早被非文人光着膀子热气腾腾直奔吃喝的场面淹死了)，所以与大多数的文化人也没有关系。我
曾问过自己：这样的文人饭局我需要吗?我出于本性的回答是：不需要。诗人于坚曾在一篇文章中发问
：李白和杜甫、庞德和艾略特有没有一起参加过在某风景名胜之地举行的笔会——说的也是同样的问
题。所以，当一位深爱着三里屯的北京文人告诉我说他之所以要常去那里是不想和生活脱离，目的还
是为了写作——我真以为他讲的是外星人的逻辑和道理。　　从去年到今年有如下消息相继从北京方
向传来：某某到外地租房写作了，某某某搬到农村去住了。在某个诗歌网站上还看到一些“70后”的
诗人为“上山下乡”的这位小爷所写下的一组送行诗，那种煽情的气氛真是把人大牙都要酸掉!其中最
为突出的一首有着这样的标题《送某壮士赴某县》，读罢我忍不住在底下留言说：应该是送某懦夫到
某县吧——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这位小爷完全是因为受不了在北京巨大的生存压力才做此选择的，
既非得道而为的壮士　　又非随心而动的隐者，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生活失败者。文学、写作被当
成最后的遮羞布。唉！对我对你，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是在别处的，别处的生活是一种可怕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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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　　一位作者为其新书撰写“自序”的时刻，也就是这家伙最容易上赶着装孙子犯虚伪之时
——对此，我早有警惕。好在原本就不是写本小书就以为发现了地球上一半“真理”的那路货色。　
　本书是我的第二本随笔集，选收了本人在1999—2003五年间散发于各地报刊的数十篇闲杂文字：有
生活小品、文娱酷评；俗至足球，雅及诗歌；杂七杂八，不一而足⋯⋯现在集中成册，得以堂皇出版
，似乎也找不出太大的理由。　　网上常遇老读者，还在念及我出版于六年前的那本《一个都不放过
》——其中涉及的话题恐怕早已作古，文字造成的快感却难以释怀⋯⋯要写就写叫人记住的书原本就
是我的自律，每每感念于此，我知道惟有新著可以图报。　　六年前，我劝自个儿闲文少做，但六年
下来却又做出了一堆，如果出书，也将不止于一本。未料却遇诸多不顺，要命的阻力总是从斜刺里杀
出，连个“自序”也写过好几个没用的。现在终遇良机，也是本书命中注定的缘分使然。谢天!谢地！
我还当在书外谢人！　　等急了吧?我的读者——鲁迅称得更精彩也更准确——我的“主顾”!　　“
主顾”们知道：我是主动做诗，被动为文——闲文或曰“随笔”都是信我爱我的报刊编辑们长年不断
“催命”的结果，尽管我比六年以前更为重视和爱惜自己的闲散文字(是否老了的缘故?)，但也将继续
沿袭此种被动，现如今主动出击的一方面又添加了熬人费时的长篇小说进去，所谓“随笔”就将少下
去了吧?我不知道，只想在此谢谢我的编辑们!并不完全拒绝你们日后的“催命”。　　已经说多了，
好在无“大话”。　　打住，并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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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伊沙！你敢不要这么牛皮哄哄的么。。。
2、牛逼吹大了。
3、前面好后面不好
4、都花天酒地了还被迫，真贱呐
5、和这个系列的胡赳赳的《布尔乔亚之痒》伊伟的《受不了的幸福》徐江的《爱钱的请举手》一起
看的，但是这是我忘得最快的一本书。伊伟和胡赳赳是我记得最久的，胡赳赳现在还是经常写（真心
觉得没以前好），伊伟搬了无数个博客，也不写文。
6、我也忘记内容了
7、伊沙的杂文没有小说写的好，而且扯那些诗人江湖的玩意太多。但有些观点很有趣，值得一读。
8、图书馆找的，格调不高，偶尔有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出来，一般般吧，可以看着玩。
9、帅气的老师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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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开始的一个个小故事都很好，看的出用心生活，用心观察。后面的评论我不同意。相当不同意。
之所以给评价为“还行”是因为前面很好，后面很不好。每个人都生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内，每
个人都是自私的，认为自己永远是最对的。我只能说，你可以认为自己很牛逼，但是不要妄自下定结
论说其他人很傻逼。如果你这么说了，放心，那么你在其他人口中恐怕也会成为所谓的自称牛逼，实
际傻逼的人。用心生活，发现生活的感动，点滴，细节。从而看见生活的意思，思考人生，发表感想
，这都挺好。可以说不同意的观点，但是处于各种目的，把别人贬的一文不值，吧别人看成傻逼，恐
怕这就不是真正牛逼的人。最后，你如果认为自己很牛逼，可以。牛逼是自己的事，管不着别人。管
不着别人傻逼还是牛逼。也无权定义别人。
2、读伊沙的打口时尚随笔（这个称呼实在有些怪异）《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是两年前的事情
了，而今把当时散在白纸七零八碎的文字整理串连也算是对这本书有了个交待。“花天酒地”是伊沙
对现下文化圈内文化人物觥筹声色生活的一个定谓。他若干篇文章都对圈子内文人道貌文化姿态在媒
体大众面前搔首弄姿进行了犀利的抨击。这让我一度对如此热闹的文化圈倍感好奇。在这个娱乐致死
的社会，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文化人，做为有思想的存在他们面对社会上充斥着太多不入眼的现象，责
任感迫使他们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而伊沙反观文化圈，看更多的人成为为娱乐社会的佐料，以圈子
单位聚首花天酒地，于是文化人眼中的文化人成就了“呼唤二流导演”这个单元篇章。当然，伊沙的
文字不乏愤愤之言，他做不了什么也就为自己的胸闷出一口恶气。这些文章他使用了诸多反问、反诘
加，长串问号构成的排比句式加重文字气势。但他又像是什么都没说，只是内省自问提出思考。有理
儿没理儿，全看自个道行深浅了。伊沙笔下是这么形容北京的“文化餐”文化——一帮文化人之间相
互送温暖活动的举办地，是不折不扣的为生活。我看过一阵子尹丽川的Blog“尹声浪语”。与她的随
笔《78℃》和下半身诗歌不同，“尹声浪语”就是小尹日常生活的记录以及朋友圈交往的二三事。那
时看尹帮帮派聚会，挟一干文化众人驸马、师江、阿美、勃客金呼朋引伴救场风流实为乐事。现今伊
沙的文字下北京彻底酒肉的文化饭局着实打消了我那一番美丽憧憬。我就是这么个易受文字影响的墙
头草。看六哥、三表笔下同为朋友总相弃的吃货饭局，我以为这看似相互打压讥诮将朋友无限程度妖
魔化的聚会，指不定什么重大思潮文化萌芽就在杯盏碰撞下成事了。就算撇开文化不说，就是文人间
的黄缎子诨笑话我以为都极具幽默讽刺的精髓。而伊沙讲到这些聚会，两个字“吃喝”而已。一语点
醒我梦中人，我也相信了。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文人怎么了？文人也要吃喝拉撒。指望酒肉穿肠还
高谈什么艺术复兴文化结构，那才叫装B。其实神化这些文化名人生活的并不是他们，就是我等小人
物仰着敬着高高托起文人们的屁股。伊沙诗人出身，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认识他就源于他“花天酒
地的生活”。但一个小插曲让我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渊源远不止于此，《车过黄河》这首在大学现当代
文学课堂上老师作为范例列举的诗歌，让我认识到原来还有人这么在抒写母亲河。我喜欢上了这首视
角独特的诗，为诗人那种摒弃高调“黄河，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屑态度，但遗憾是我没有记住作者，
只深深为诗人那种反体制文化、教条艺术的抗争精神激动着，并记住了“只一泡尿功夫 黄河已经流远
”再次读到这首诗是在伊沙的随笔集《无知者无耻》“自赏自析”中提到自己影响最深的几首诗，其
中就有《车过黄河》。能想象当时我那种“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激动真是言语所不能
道也。看《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对这位作者的观点抱着是看看而已的中庸立场，一方面喜欢
他这种尖刻锋刃批判处毫不留情的辛辣文风，真过瘾。常自淫这些文字如果出自我口，批“牛群的疯
狂”、不能忍受“水均益的皱眉”、哀叹“中国摇滚”、“最烦梁晓声”，一个人以真我性情直抒胸
臆“我还就不待见这个垃圾如山的文化圈”。一方面又被他冷静颐指的文字质疑是否会过于偏颇？可
面对被大众传媒娱乐致死的我们这文字是有着几分醒酒的力道。当得知这位让我态度无法拿捏的伊沙
竟是那首仰慕久久诗歌的作者，我的立场顿就失去了。伊沙谈到自己的诗歌中还有《饿死诗人》，自
己又大喜。虽记得不这首诗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但也是喜欢至极。无法想象能有人自断后路，以诗
人之手扼死诗人。年轻的激愤的自己还拳拳响应，芸生在世有太多的丑恶，要饿死诗人又何止诗人。
这是我因诗歌文字结识伊沙的渊源。可要说自己如何喜欢他的诗歌也太过武断，毕竟我不算真正读过
伊沙的诗。所以为免自己露太多短我不再就他的诗多说什么，但是随笔我还可以再浪费几多笔墨。毛
尖上我喜欢的一位专栏作家。她在《慢慢微笑》中曾自我解嘲说“无非是对上海的一番吟风弄月”，
还得力于她对那么一座“阴性“城市的眷顾。所以管它什么伤风情调都源于作者的笔心。她自己也说
写上海开始是干得顺手，到最后也不免有提笔拼凑的嫌疑，可路子调子找对了自己就只管唱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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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喜欢的大可继续追捧，不喜欢，丢了便是。可能因为同为女性，我喜欢毛尖对自己文章低调的态度。
当然也会有人站出来指说这是女人满足于自己小情调玩弄的虚伪手段。做个文人大抵什么态度都不合
适。骂人或挨骂都会被娱乐成“炮制的新闻”戏一出。想我刚亮明自己是毛尖的拥趸，立马就会无数
声音说我是喜欢毛尖小资情调的软语哝情。 还好我不是个文人。也不用太把别人怎么看当成事儿。也
没人会理会我喜欢什么调调的文字。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讨厌许多东西，也不吝于将之一一抖出。For
example，我讨厌孙悦。打开电视只要是她眯缝个小眼睛在那儿蹦蹦嗒嗒我立马转台。我还要添句“倒
胃口”，那又怎样？我完全不用对自己情绪宣泄脱口而出的话负责。因为我的身分就是一名观众，我
说的话和好恶对社会大众不产生任何影响。孙悦依旧会在各个电视栏目蹦蹦嗒嗒。因为伊沙先生不似
我等发言没有说服力，他的文化随笔涉及多层面的社会文化现象，延续自己一贯眼不容沙的酷评笔风
。可在我已经习惯了他笔笔不留情的文字，偏偏又被他吓到惊得一脊冷汗。伊沙是一个有社会影响力
的文人学者，正职为西安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也算一位文化教育的播种者，说话固然不如我那般方便
。更甚如果他再把所思所想上升为文字利用媒介广而播之，那么态度立场就更要做到审慎严谨。我也
相信伊沙的随笔是经过谨慎思考后语言分寸拿捏适度的产物。可这些在我看来文不掩激的斥责文字，
让我这个对中国文坛诗圈没有确切概念的敬慕者都近之情怯了。我在想那是怎样一个乌烟瘴气的文化
圈子，让他不得写下这些文字吓坏了我等毛头对文坛几分憧憬，那该是怎样的愤懑和失望啊!回归正题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我要说我对我上述一切言行文字都不承担责任。伊沙用手中的笔来为这些
文化圈的所谓名人的丑态撰文补录，以他看乐子的心态，正像他自己所写“置身这样的时代，切莫以
为所有问题都事关宏旨”。 他写自己所不容，我看伊沙所不容，我写我看到的伊沙之不容，没人会对
我个小人物说些什么有兴趣，无论我是捧伊沙还是糟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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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的笔记-第230页

        书的前半部分看起来轻松有趣，但给人的震撼少，越看到后面越是激动人心，知道了不少事情，
也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个性。看到最后我只想说：妈的，我上的是大学嘛！

Page 10



《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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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