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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爆炸与血泪中奋进    当装有700公斤炸药的自杀式汽车炸弹在50米开外被引爆，我的房间和整个大楼
如遭受大地震般撼动，屋内的玻璃门窗被震碎，崩到墙上、书桌、床上，散落一地；天花板不断塌下
，漆黑一片的浓浓烟尘中，无处可逃。
    2009年10月25日的爆炸，是我在伊拉克常驻期间，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虽然已经对爆炸、袭击司空见惯，但那一刻，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在安保森严的饭店驻地，死神
依旧可能随时降临。
在伊拉克，你永远不知道危险在哪里，而我早已习惯了熟知的朋友远去的笑容、被烧焦的汽车残骸、
尸体碎片和斑驳的血迹⋯⋯    然而，对于战地记者而言，恐怖袭击的轰鸣正是常驻伊拉克的国际记者
之间展开新闻竞赛的发令枪。
爆炸发生的数秒钟后，我立即投入了现场报道中——没有时间恐惧，新闻报道刻不容缓！
    无暇顾及身处的危险，我和摄像师依靠应急灯的帮助，拍摄报道中国大使馆的受损情况。
为了搜集一手素材，丰富滚动报道，我又与摄像师奔赴爆炸点现场采访：到处是血迹、被炸毁的汽车
残骸和烧焦了的尸体残片，穿行其间，空气中弥漫着汽油、血腥和烧焦尸体的味道。
拥挤中，荷枪实弹的军警、列队驶来的悍马军车，头顶不断轰鸣而过的直升机，以及嚎啕哭骂的当地
百姓，使我紧张而悲愤；满地血迹和烧焦的尸体碎片让人下意识地恶心，却又强迫自己面对。
直到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时，摄像师发现，我竟踩在一截被炸断的手指上⋯⋯    就这样，我在爆炸点
镇定地发回了《新华社记者直击巴格达大爆炸现场》的系列视频报道。
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我第一时间采写的通讯《袭击猝然而至，新华社记者临危不惧——记驻伊中国外
交官和新华社记者在巴格达恐怖袭击后的48小时》一文的批示中，高度肯定了我在危局中的工作表现
，体现出“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这场特大连环恐怖袭击中，爆炸物近两吨，致近千人死伤。
我办公和居住地所在的曼苏尔饭店遭重创：六层的中国大使馆、八层的法新社、五层的中石油驻地均
无一幸免。
饭店里工作的两名中国厨师在爆炸中受伤，惊慌失措地逃到使馆求救。
昏暗、烟尘弥漫的使馆内，我的镜头记录下外交官们在自救的同时为他们包扎鲜血直流的伤口。
    劫后余生的人们是幸运的。
如果爆炸那一刻，我房间玻璃门内的窗帘已经拉开，抑或是恰巧经过门廊，飞来的玻璃片和塌下的天
花板可能致使我无法再继续工作。
    在伊拉克爆炸、袭击无处不在的环境中工作，很多时候就是在赌自己的运气。
有朋友和同事不止一次问过我，面对爆炸等恐怖袭击怕不怕？
我给出的回答是：没有时间害怕！
作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记者与其他世界性新闻媒体间的竞争时效，往往精确到0.01秒。
更多的时候是在忙完一系列报道之后，回过神来，才有时间去“后怕”。
还有朋友问我这样奔赴爆炸现场，值不值得？
我觉得，自身的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往往在突发事件袭来的瞬间，一名国际记者无法理性地衡量
生命与新闻价值，谁都不希望在抢新闻中不幸受伤甚至牺牲，但如果能够抢到了第一时效、第一现场
，同时全身而退，那就值得！
    没有美联社、路透社、cNN完备的硬件设施和强大的报道队伍，没有他们出行采访时装甲车、便衣
保安甚至保安公司的“护驾”，也没有在高薪刺激和完善的安保措施下活跃在一线的雇员队伍，但为
了抢时效、争独家、拼话语主导权，作为一名“80后”的战地记者，我宁愿冒险，同当地雇员亲赴现
场，力图为国际和国内的受众带去最权威、客观的多媒体战地新闻报道。
伴随着高风险的同时，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把一个个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独家多媒体报道做足、
做精彩，是我这个年轻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全力奋斗的目标！
     “80后”曾一度被误读为娇纵溺爱、不懂得奋斗的一代，但这应该仅仅是一种偏见。
作为其中一员，我深刻感受到在各个行业和领域里都有“80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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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事新闻事业的我，成为新华社外派的年轻记者之一，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在遥远的巴格达谱写了
完美的篇章。
很感谢新华社给予的这个难得的锻炼机会，使我在那段充满了血泪与动荡的日子中，迅速成长为一名
合格的、更加成熟而坚定的新华社国际记者。
    巴格达与北京，五个小时时差，却恍若隔世。
虽然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事并没有想象中的惨烈和漫长，但战后直至今日的数年间，此起彼伏的恐怖
袭击、绑架、谋杀却创造了二十一世纪最为惨痛的战争创伤。
如今的伊拉克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致命的危险如影随形。
    在这个硝烟弥漫战场上，一场国际媒体的眼球争夺战也同时展开，来自中国和欧美数量庞大的国际
记者们在这个舞台上尽情施展自己的魅力。
战地的特殊环境，也成就了我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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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付一鸣所著的《炮火下的新闻》记录了作者在伊拉克十四个月短暂而又漫长的日子里，在驻地遭遇过
与迫击炮弹擦肩而过；冒险前往逊尼派武装小镇调研当地的实际情况，十八天后小镇便被自杀式袭击
者“血洗”，分社雇员的家属被当场炸死；冒险飞赴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报道大选；冒险“
嵌入式”采访外国保安公司的实地安保流程，“嵌入式”采访伊拉克安全部队接管防务权⋯⋯
作者在《炮火下的新闻》中回望来时路，经历了在伊拉克的种种，他和其他有着同样经历的前辈、同
事以及同行们一样更加珍惜生活；并且，对未来的工作与生活注入了更多的激情与活力。
作者的人生似乎注定了与众不同，也因此而更加波澜壮阔、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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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付一鸣，1983年3月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祖籍上海市。
2005年7月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进入新华通讯社工作至今。
曾担任国际部编辑，江苏分社记者、巴格达分社记者，现任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英文台（CNC）《聚
焦》栏目责编、《国际观察》和《聚焦》栏目主持人。

采写的战地新闻和参与制作的英语电视专题节目分别获得2009年、2010年四项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奖
，并先后获得“新华社十大海外出镜记者”、“新华社优秀共青团员”、“中直机关优秀共青团员”
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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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生活不简单
  “玻璃杯是半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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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亲历“8·19"巴格达特大恐怖袭击    身处巴格达，危险与动荡几乎是家常便饭，而爆炸与恐怖袭击
则是其中带给人无限伤痛和身心俱疲的加餐。
作为一名战地新闻工作者，从踏上伊拉克的土地开始，我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迎接它的到来并应对其
带来的挑战。
但当恐怖袭击真正来临时，一切都是那么渺小和无助。
在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繁重的工作却成为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为新闻而坚守，我为工作而坚守，我为自己而自豪。
    一次袭击千人死伤    自2003年美军入侵巴格达以来，伊拉克就以战火和血腥一直处在国际新闻的焦
点位置。
而今，随着驻伊美军大批撤出，伊拉克安全部队开始接管防务，政府对安全局势信心满怀，老百姓也
似乎已经看到了多年动荡的硝烟终将平息的曙光。
    然而，这看似喜人的势头却被一场空前的恐怖袭击打个粉碎。
2009年8月19日，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血腥星期三”。
两起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目标直指巴格达市中心防卫森严的伊外交部和财政部大楼，近一千三百人被
炸死或炸伤。
自此，安全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公众对政府和安全部队的信心遭到重创。
更令人担陇的是，恐怖袭击背后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各方势力的博弈逐步显现。
    那是我在伊拉克常驻期间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大爆炸的震撼。
    8月19日，巴格达当地时间上午11时许，我正在中国驻伊大使馆及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中方人员驻地曼
苏尔饭店的房间内打电话，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爆炸了，并且爆炸点很近
。
还来不及挂断电话，就透过阳台的落地门窗看到底格里斯河对岸腾起滚滚的白烟，高达百米。
    也许是职业的本能反应，我顿时一阵激动，立刻抓起相机到阳台上拍照，不停地按着快门，生怕拍
得不好、不够清楚。
滚滚白烟持续了近两分钟。
拍了差不多十几张照片后，准备回到屋内往北京总社传照片。
可是刚刚转身进到屋内，窗台的玻璃门还来不及关上，又是一声“发自内脏的”巨大的闷响。
这次的爆炸是如此之近，一股强大的气浪扑在了脸上，并将我生生推后了两步。
耳朵顿时有点失聪，大脑一片空白，第一次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恐惧，脑子里下意识闪现出2007年曼苏
尔饭店一层大厅遭自杀式袭击的场景：不会是饭店又遭袭击了吧？
    阳台玻璃门窗像是遭遇了地震一般，噼噼啪啪地作响，顷刻问一股浓浓的土烟夹杂着建筑物的碎片
砸在了墙体和玻璃门上。
我赶紧拉上玻璃门，一大股尘土却从大门冲了进来。
使馆走廊传来凌乱紧张的嘈杂声，“雪豹”突击队的武警们奔向各个房间关上门窗和走廊两头厚厚的
金属防爆窗。
这时爆炸激起的灰土已经潮水般涌入了大使馆的整个空间。
    混乱中，走廊传来惊恐的声音：“在饭店爆了！
饭店爆了！
肯定是饭店！
”    大部分馆员和武警都集中在了中间过道内，三堵防爆门的空间中。
王旭宏代办紧张地向雇员询问情况，并让其和饭店沟通。
我赶紧回到房间，本能地又打开玻璃门向楼下查看究竟。
这时，饭店周围已经一片土烟，只看到两名伊拉克军警提着枪，从饭店旁的小路朝爆炸现场奔去。
紧接着，外面传来数声明亮而嘈杂的枪声、警报声，在巴格达上空激荡。
    当地电视台不断更新着外交部大楼及其周边混乱的场景：浓烟滚滚，火光四射，惊慌失措的市民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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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着乱窜；外交部大楼一面已基本被“毁容”，上百辆车子被炸成变了形的废铁，有的引擎还冒着火
。
使馆由于距离爆炸点较远(直线距离约500米)，震波仅打碎了几间房内卫生间里陈旧的日光灯。
王旭宏代办说，馆员和设施均没有受损，且没有接到中方人员遭到波及的报告。
    通过之后雇员的核实，我们才得到确切的消息。
爆炸是由两辆分别载有1.5吨和2吨爆炸物的卡车分别冲向了伊财政部和外交部并引爆的，共造成95人
死亡，1203人受伤。
第一起爆炸针对的是底格里斯河另一侧的伊拉克财政部大楼，第二起爆炸则是针对巴格达市中心的伊
拉克外交部大楼。
    与以往的遍布伊拉克各地的爆炸袭击不同的是，此次的自杀式袭击目标直指政府办公机构。
装载着2吨爆炸物的卡车竞能突破禁令，明目张胆地行驶在白天的大街上，顺利通过数道关卡后，成
功在外交部大楼围墙下引爆，令各方匪夷所思。
要知道爆炸点是在伊拉克政府机构以及英美大使馆所在的“绿区”旁边，这里历来是城中安保措施最
为森严的地区之一。
那载有整车爆炸物的卡车是如何成功地通过巴格达市区无数道关卡来到市中心实施爆炸的呢？
    当时在和雇员以及使馆的外交官们讨论后，觉得有两个可能：一是恐怖分子买通了所有关卡的安检
人员，从而得以顺利通关；二是，爆炸物其实就藏在巴格达市区内，只不过是在周密计划好的地点和
时机进行了引爆而已。
但这两个可能的推测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伊拉克军警中混有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已经渗透到了
政府中。
这其实是各方早已有的猜测，只不过这次袭击能够如此成功，更加证明了这种推测的可能性。
    技术层面上，后来伊军方得到的证据显示，两辆卡车内超过3吨的爆炸物由普通的硝酸钠和化学肥料
组成，其中还混有迫击炮和火箭弹等武器。
爆炸物被装在多个玻璃纤维容器中，以降低安检站爆炸物探测仪的敏感度。
    袭击发生后的几天中，伊拉克民间因失去安全信心而怨声载道，政界也掀起了口水战——什叶派、
逊尼派、库尔德人相互指责染指爆炸或存在疏漏。
警方也拘留了十名负责财政部和外交部两个地区的安全、交通、情报以及军方和警方官员，调查审问
。
接下来的新闻报道证实，伊拉克情报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萨万尼在收到政府的劝退信后被开除，并
出走约旦首都安曼。
    什叶派铁腕人物总理马利基指责爆炸制造者是“基地”组织和前总统萨达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
方面，“连环炸”和“大伤亡”是“基地”组织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伊安全部队中“渗透”了一些
“妄图破坏安全局势”的逊尼派武装和萨达姆党羽残余的质疑越来越多。
    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巴格达行动指挥部发言人阿塔深夜通过伊拉克电视台表示，经过数个小时的
搜捕行动，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抓获了涉嫌策划和实施“8·19”巴格达市中心特大爆炸袭击的恐怖组
织，该恐怖组织与前总统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有联系。
但马利基和军方一直没有进一步透露被捕人员的背景和动机。
爆炸后第三天，外交部长兹巴里公开表示，爆炸袭击“很可能是得到了安全部队的协助”，指出安全
部队中内鬼共谋的可能性。
    巴格达安全部队发言人卡吉姆·穆萨维少将更是认定肇事者与“邻国(伊朗、叙利亚)武装势力”有
联系，试图扰乱伊拉克即将开始的全国大选。
但伊拉克舆论则认为，伊国内什叶派政治派别的内斗以及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政党在大选前的
角力和争斗则更可能是罪魁祸首。
    如果说饱受战火的伊拉克人早已习惯了爆炸和袭击，巴格达的“血腥星期三”则再次警示了“恐怖
”的威力。
即便此前整日报道爆炸袭击等新闻事件，那场十八个月来最为血腥的袭击，仍让亲身感受到其威力的
我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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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回望来时路：火舞历程    2009年12月14日，是我任满离开巴格达的日子。
至此，我常驻伊拉克十四个月的战地记者经历最终完美地画上了句号。
    那一天是难忘的。
望着陪伴了我十四个月的曼苏尔饭店院内的椰枣树、铁丝网外浑浊的底格里斯河、河对岸被炸毁的建
筑、头顶不时低空飞过的直升机、远处传来的时隐时现的警笛声、枪声⋯⋯不知该是厌倦还是留恋。
现实和梦境中会频繁闪现过去的这段日子中，我冒险外出采访、驻地多次遭袭等和死神擦肩而过的记
忆片段，令依旧处在这个环境中的我胆战心惊。
看着天空中的喷气式飞机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巴格达上空不断飞过，我的心似乎都已经被它带出了这个
阴郁的国度。
十四个月的成绩辉煌，但我却已身心极度疲惫。
回程倒计时，每一秒钟都是煎熬！
    我最终选择了巴格达至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直飞航班。
    离开的那天上午，一切都异乎寻常的平静和迅速。
我的大脑就像快速放映的幻灯片，这十四个月以来的一些记忆不断闪现，不知该欢喜还是难过，能够
感受到的情感似乎就只有麻木了。
司机巴夏尔开着分社那辆破旧的马自达汽车载着我开往巴格达国际机场。
一路上，一座座熟悉的建筑、巴格达街头持枪的军警、一道道安检站、高高的隔离墙，还有悍马军车
⋯⋯我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望着，一闪而过。
巴夏尔一句话都没说。
对他而言，送走我们一任又一任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工作的一项内容。
我们走了，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
    和巴夏尔最后告了别，我的思绪似乎回到了十四个月前我刚刚来到这个国度的时间点上。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如此艰苦、危险的国度常驻？
那是因为，冥冥中我觉得和这个神秘的国度有着一场注定的缘分：2001年9月10日我踏进大学校门，次
日就遇上了“9·11”；接下来，“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侯赛因”等名词
不断闯入我们这些成长在和平繁荣年代的“80后”的视野。
四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被新华社录取，成为一名国际记者；又过了三年，我以战地记者身份代表常
驻伊拉克的唯一中国媒体，站在巴格达街头亲眼目睹战后陷入动荡的伊拉克，见证美军撤出伊拉克这
个历史进程。
    还记得母亲在北京机场送别我时的嘱咐：“很快，一年就回来了！
好好锻炼，做一名真正的国际战地记者！
”还能感觉到带着母亲战地记者的理想飞离祖国，徐徐降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还回味着为了避免被
武装分子高射炮击中，所乘坐的飞机以“螺旋式”下降以处在周围美军基地保护范围内的惊心动魄—
—那次难忘的心灵与肉体的飞行⋯⋯    只不过再次环顾巴格达国际机场，已经是物是人非。
我已不再是之前那个对眼前这个陌生的国度充满探索欲的热血青年了，而成为了一名满载着沉甸甸的
战地工作积累，更加成熟、稳健的战地记者。
    背着三十多公斤重的行李，再次通过了机场外四道安检，伊拉克航空破旧的波音737载着我向遥远的
北方飞去。
    再见，巴格达！
永别，伊拉克！
    机窗外已是一片漆黑。
我也已经精疲力竭，昏睡过去——不会再去担忧飞机被武装分子的火箭弹击中，或者飞机老化而发生
空难。
一切担忧似乎都显得多余，需要做的仅仅是最后一次在这个国家的领空赌一把运气，祈祷能够安全抵
达和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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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辗转难眠，向机窗外望去，浩淼而漆黑的沙漠上突然出现了一股股熊熊燃烧的火焰，像狂妄而自大
的魔鬼，试图吞噬漆黑中的一切。
原来，这就是这个“浮在油海上的国家”的独特景象：沙漠和油田上空的熊熊大火。
看着这壮观的景象，我还是有些激动。
想起了之前了解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伊拉克北部地区，油田上空的大火竞燃烧了上千年！
这熊熊的烈焰，是邪恶，映照伊拉克这个因为石油资源而伤痕累累的国度；它又是能量，这些丰富的
石油资源或许就是这个国家重建的动力。
    四个多小时后，当我再次从昏睡中醒来，飞机已经开始缓缓下降。
窗外的景象再一次使我惊呆了：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一个个黛色的小岛被茂密的树林覆盖。
空中的鹅毛大雪洒向冰海和冰封的大地——千岛之都斯德哥尔摩。
这火与冰的强烈对比，是事实，又像是幻觉：短短睡了一觉，我终于再次回到了和平的现实世界！
    从北京—迪拜一开罗一巴格达，再从巴格达一斯德哥尔摩一北京，这就是我伊拉克之行的完整轨迹
。
在鬼门关忙碌了十四个月，其间所发生的那些奇遇，有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是真实经历过的！
但每每回想起来，却又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激动、震撼。
二十六岁生日是在战火纷飞的巴格达度过的，我想，这段独特的人生和职业经历也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
    还记得法新社记者迈赫迪与我分享他在伊拉克工作的人生感悟：他一直坚信：“不走运是一个职业
错误”。
意思是，如果你这个人本身就不是很有运气，那么最好别选择当记者，更不要选择当战地记者。
因为这个职业往往就是“刀刃上舔血，在赌运气”。
而我庆幸，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
    在极其危险和枯燥的日子里，我没有选择杞人忧天，更没有选择终日胆怯，而是从容地选择了去拼
命工作。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在那种地狱般的非正常工作和生活状态下不至于精神崩溃，才能在“一个人
的战斗中”挺过来。
    在伊拉克十四个月短暂而又漫长的日子里，我在驻地遭遇过与迫击炮弹擦肩而过；我冒险前往逊尼
派武装小镇调研当地的实际情况，十八天后小镇便被自杀式袭击者“血洗”，分社雇员的家属被当场
炸死；我冒险飞赴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报道大选；我冒险“嵌入式”采访外国保安公司的实
地安保流程，“嵌入式”采访伊拉克安全部队接管防务权⋯⋯    我常常将战地记者称作“火中舞者”
，因为他们是在职业成绩和自身安全这根钢丝上寻求平衡的现实派艺术家。
这个舞台上有中国记者、伊拉克记者，还有西方记者。
在这场新闻合作战中，也许我们的角度、看法和报道方式截然不同，但也正如此，我们能够在整体上
为全球受众展现出一幅完整的图景，尽量做到新闻报道的客观与公正。
    由于我出色的综合表现，我被评为“新华社十大海外出镜记者”；我对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恐怖
袭击波及的现场视频报道，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广泛采用，不断滚动播出；我做的电视新闻《新华社
记者直击巴格达大爆炸现场》以及消息新闻《巴格达市中心发生自杀式爆炸我使馆和分社受严重冲击
》分别以“最佳独家报道”和“最佳时效报道”获得两项2009年的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奖。
    为了鼓励更多的新华社电视记者的出色表现，新华社音视频部全体同事写下了长达三十三页的感言
：《无所畏惧：新华社记者的职业本能》，学习我以实际行动诠释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
精神”。
伊拉克，这个曾经令无数记者望而却步的国度，如今已成为新华社众多年轻记者向往实现职业理想的
热点地区。
因为，在很多青年人眼中，巴格达已不再仅仅是危险的代名词，而更是实现新闻职业理想与个人价值
的选择。
我回国后，新华社《记者看天下》栏目制作的对我的访谈节目《在动荡与寂静之间——巴格达分社记
者付一鸣》成为了新的一批批新华社年轻记者奔赴世界各地从事新闻报道的教学片，鞭策着更多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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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90后”记者们承载者自己的理想和勇气，为攀登一个个人生的高点而不断奋斗。
    回望来时路，二十六岁的我经历了如此种种，我和其他有着同样经历的前辈、同事以及同行们一样
更加珍惜生活；并且，我对未来的工作与生活却注入了更多的激情与活力。
我的人生似乎注定了与众不同，也因此而更加波澜壮阔、更加精彩。
    能够代表新华社将自己的热情和理想挥洒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堪的伊拉克，我感到十分荣幸！
作为一名“80后”战地记者，能够在这样一片沃土中如鱼得水，以一名中国国际记者的身份在战场上
见证一个个重大的国际历史事件，我感到更加自豪！
    此时此刻，接替我的新华社记者们依旧时刻奋战在伊拉克新闻的第一线。
我想用自己的笔和心声记录下那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战地奋斗岁月。
不仅仅是展现一名年轻"80后”战地记者的工作生活，因为那段犹如陷入地狱般的艰苦危险岁月，有我
自己的奋斗，有伊拉克雇员的协助，也有西方媒体同行的精彩。
但我更多的是想用战地国际新闻人最真实的故事，为那些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祈祷和平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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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付一鸣所著的《炮火下的新闻》真实记录了一位80后记者，在持续的炮火和动荡中经历生死考验。
作者用常驻伊拉克14个月的亲身经历，讲述与硝烟共舞的国际战地记者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惊心动魄采访的过程，亲眼目睹的惨烈场景，以及身为记者的职业坚守都在这里展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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