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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下“拾年”二字，心中滋味万千。
此刻，距离《城记》搁笔已整整十载。
    还记得2001年疯狂度过的日日夜夜。
那时，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职，是跑新闻的记者，那一年大事小事不断——北京申办奥运、中国加
入世贸⋯⋯一项项报道任务令我无比兴奋，又是应接不暇，心中还惦记着家里的书桌，那上面有我未
写完的《城记》。
    经常是夜里才回到这张书桌前。
一抬头，天色已亮。
    那一年的7月13日，北京时间22时08分，新华社赴莫斯科记者发来急电：2008年奥林匹克盛会选择了
北京。
    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
这一刻，来得如此艰辛，为了这一扇门的打开，近代以来，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
    中国，这个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在一千多年时间里领跑世界文明的国度，自1840年以来，在列强的
枪炮之下，经历了沉沉的失落。
    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之邦，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废旧书、废古物、废汉字的呼声
日隆，虽然另一股力量在与之抗衡，期望“整理国故”以“再造文明”，但一次又一次，被集体的情
绪湮没。
    严复(1854～1921)把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了《
天演论》，竟是以改编原著的方式，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植人中国人的心灵。
    在赫胥黎看来，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进化、适者生存，但人类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能
够互助互敬、相亲相爱，不同于物种之间的关系。
但严复不以为然，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便略去赫氏著作之伦理学部分，只保留进
化论部分，并在书中借题发挥。
    《天演论》风靡一时，影响了好几代人——你竞争不过别人，被人家欺负，就是劣败啊！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庚子之战⋯⋯你不就是劣败吗？
你再要去搞什么民族的东西，不就是要亡国吗？
    有一天，我读到1955年梁思成(1901～1972)承受的责难——“如果要用机器的就都不要民族形式，用
民族形式就成为卖国主义”，心中想到的，还是那一部《天演论》。
    严复为什么把赫胥黎幻想的仁爱家园，变成了尚武社会？
是他太想着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下一剂猛药吧？
    从自认技不如人，再到自认文化落后、人不如人，中国人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1948年3月，朱自清(1898～1948)撰文反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缮文物之请，理由包括：“不同意过
分地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地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
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
言语之中，还透着((天演论》的逻辑啊。
    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碰撞，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投影——求富自强，总是伴随着对祖宅
的摧毁、共同记忆的灭失，儿孙们顾不得思量其中的曲直，先是要把它荡平了再说。
甚至，这才叫爱国。
    这样的线索渐次演绎，便被掺杂太多的利益。
一套逻辑哪怕持续一时，也会衍生既得利益，久而久之，逻辑也就是名义上的存在，但它还被立在那
儿，因为可以掩护另一种逻辑。
    北京如此伟大，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
在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那一天深夜，我目睹长安街上欢腾的人流，心中充满对和平的祈愿，还有对
这个城市的忧虑。
    我又回到那一张书桌前，继续写那一部《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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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路上，我看到元大都的土儿胡同、香饵胡同⋯⋯被夷为了平地。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已把它建成了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
我们付出了如此之代价，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现实。
难道北京主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带来的空前发展机遇，只会更加剧这样的不堪？
    我疯狂地敲打着键盘，完成了《城记》的写作，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北京城市改造历程作了一个
初步的梳理。
末了，做了一梦，梦见北京的总体规划要修编了，不再在老城里面大拆大建了。
    怀着这一个梦，我投入另一项工作，与同事刘江合作，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展开调研，试图回答
：北京既有的城市结构能否适应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大发展的需要？
    这组调研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工程浩大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随后启动。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
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
    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的惯性，问题因此趋于复杂。
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十周年。
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
因(1904～1955)故居被野蛮拆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2001年梁思成诞辰100周年，2011年梁思成诞辰110周年，清华大学举办了两次纪念活动，我有幸两次
应邀出席，作了两次演讲。
去年的那一讲讲完，不禁心生感慨：十年过去了，这是怎样的十年啊？
    这十年里，北京制定了那么一个总体规划，终于回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1916～2001)描绘首都
建设蓝图未竟的理想——建设多中心、平衡发展的城市。
这个规划关系那么多人的福祉，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
    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幢幢被我最后触摸的老屋，和那一片片承载着如此动人的情感，又相继离我
而去的胡同、老街⋯⋯    我把这十年通过不同渠道发表的文稿归拾起来，略加编辑、修订，汇集成书
。
这一篇篇文章，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城市，在过去十年的奋斗历程，及其生死纠葛。
    这本书的第一章《守望古都》，试图结合北京旧城改造的新近情况，提出较少被关注的北京唐辽金
故城的保护问题，以及廓清北京早期城市史的紧迫问题，再由此出发，对北京在城市规划、建筑艺术
等方面长期存在的矛盾进行梳理，交代相关背景，明确当下使命。
    第二章《再绘蓝图》展示了北京在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调整总体规划的情况，包括专家意见与学术
争论、修编过程与决策背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政策的演变历程。
第三章《十字路口》则揭示了新修编的总体规划在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以上三章，搭设了本书的叙事框架，第四章《重建契约》则试图通过对城市生命机制的探讨，使这
个框架血肉丰满，涉及土地政策、拆迁政策、税收政策等，事关城市化转型的战略问题。
    第五章《营城纪事》则通过对相关历史的叙述，将前章所列事项，置于一个更为深远的背景，在古
今中外的尺度之下，丰富观察与思考当前问题的视野，并由此导入第六章《岁月留痕》的“遭遇战”
与第七章《梁林故居》的激烈冲突。
    第八章《此心安处》追忆了相关历史人物，以期将本书所牵扯的思绪与历史线索，和一个个具象的
生命加以交织，领悟城市与心灵的关系。
    收入本书的文章，我皆注明了书写时间，它们皆因当时的情境而成，前后或有因果关系，也可见证
光阴的演进。
一些事实被我一再提起，实是因为兹事体大，也希望读者能够设身彼时予以体谅。
    我把这本书取名为《拾年》。
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而城市，分明是光阴与心灵的造化。
    它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记载，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因为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十年。
    王军    201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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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拾年》以新闻式的记录，书写北京城十年来的生与死。
作者以故事为浅层结构，从2005年总体规划修编、实行、陷入困顿的整个过程入手，进而深度解剖城
市生命机制，探讨产权与契约等问题，其间亦记载许多人物故事：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吴良镛
、贝律铭、老舍、培根、徐苹芳⋯⋯作者在书中写道，“它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记载，仍有加以呈现的
必要，因为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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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这一个十年 壹 守望古都 对宣南士乡的最后拆除 寻找失踪的北京城市史 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
裂 守不住的天际线 保存最后的老北京 贰 再绘蓝图 北京名城保护的法律政策环境 改变“单中心”发展
模式 贝聿铭呼吁“向巴黎学习” 期待二〇〇八 首都规划修编的台前幕后 中央行政区与城市结构调整 
奥运会的城市遗产 叁 十字路口 北京的“人口失控” 拽不住的人口规模 北京式治堵 行政区划调整之疑
旧城保护的最后机会 民生靠保不靠拆 肆 重建契约 鼓楼前的镐锹 黄金宝地上的萧条 南池子“吃了螃蟹
”之后 四合院存废的讨论 文保区之惑 私有四合院的土地财产权 拆迁条例的“盈利模式” 《清明上河
图》与不动产税 价值观是如此有用 城市化，从革命走向契约 伍 营城纪事 《城记》的缘起 从“东方广
场”说起 白颐路忆旧 下水道的记忆与启示 元大都与曼哈顿 陆 岁月留痕 “规划性破坏” 酒仙桥与798 
历史的见证 不能再失去的“城墙” 柒 梁林故居 请留下中国建筑史的摇篮 闻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获保留
之后 旧城保护是法律问题 斥”维修性拆除” 追诉拆毁者 一处典型四合院的生死映像 北总布胡同的哀
思 捌 此心安处 梁思成的死与生 老舍墓座上的波澜 向埃德蒙·培根致敬 怀念陈占祥先生 徐苹芳先生
的底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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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个《意见》首次将学术界关注的对北京明清古城的保护，提升到对元大都古城
的保护。
2002年6月，徐苹芳发表《论北京旧城的街道规划及其保护》，再次提出：“北京旧城不但是亚洲（中
国）城市模式典型的实例，也是尚保存于现代城市中继续使用大面积古代城市街道规划的孤例，它在
世界文化遗产上的价值，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与它相比。
” 北京古城长久为世人称颂。
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称赞：“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
”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之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丹麦学者罗斯缪森（Steen E.Rasmussen）认为：“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
，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美国规划学家丘吉尔（Henry S.Churchill）以现代城市规划观点揭示了这座古代名都在今天的实用价
值：“大街坊为交通干道所围合，使得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扰的独立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具有无限的
变化。
”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走过的曲折历程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北京成为北洋政府所在地。
在城市改建中，拆除了皇城的东城墙、北城墙以及西城墙的很大一部分，辟和平门门洞，拆除正阳门
、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宣武门这六座城门的瓮城，打通南北池子、南北长街、东西长
安街、景山前街、新华街等道路。
 1937年北平为日寇占据，日伪政府于1938年编制完成城市规划方案，提出在西郊五棵松一带建设新市
区以容日益增多的日本人，以避免与中国人混居。
1946年，北平市政府完成《北平都市计划大纲》，提出：计划北平将来为中国的首都；保存故都风貌
，并整顿为独有的观光城市；政府机关及其职员住宅及商店等，均设于西郊新市区，并使新旧市区间
交通联系便利，发挥一个完整都市的功能；工业以日用必需品、精巧制品、美术品等中小工业为主，
在东郊设一工业新区；颐和园、西山、温泉一带计划为市民厚生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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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拾年》一书即将杀青，我校阅书稿至“梁林故居”一章时，忽闻这处故居惨遭拆毁，愤忿之情难以
言表，不得不离开书桌赶赴现场。
今天，终于能够回到桌前，再将匆忙写下的几篇关于这处故居的文章收入书中。
这样，原计划编入2001年至2011年有关北京城市建设文稿的这本书，增收了2012年的文字，索性再将
写于2000年关于曹雪芹故居的那篇文章也收入其中，前后各错出一年，正可让读者对这十年看得更加
立体和真切。
    从曹雪芹故居到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形成了历史的回应。
前者未得到保护，是政府部门未采信主张保护者的意见；后者被拆除，则是政府部门采信了主张保护
者的意见并作出行政决定之后，遭到开发单位的公然挑衅——性质已大不相同了，可这两处故居被拆
除的结局仍是一样的。
    这构成了一种象征意义。
在过去十年里，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公众参与的力度在不断增强，政府部门已在倾听、合作
，开始意识到这是善治的必需，诚是可贵的进步。
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的惯性。
这个城市已制定了一部要求整体保护旧城的总体规划，可是，它不会自动成真，仍需要每一位热爱自
己故乡的公民持之以恒的努力。
    作为一位根基于北京的新闻记者，我目睹了这个城市发展变迁的许多重大事件，不断告诫自己要尽
力记录、报道，却时常为自己力不能逮、未能尽职的方面愧疚不已。
置身于矛盾的夹缝之中，平衡地观察、记录，是记者的天职，这正可为每一篇报道构架起最为真实而
戏剧的线索，可每一次酣畅地落下最后一笔，心中总会积淀下沉重的思绪——为什么故事的主人公们
竟是如此难以沟通？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为《城记》举办了一个座谈会，我作了发言，题为《增进社会沟
通的立场》。
我说：“我在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将要从事的职业是为什么？
我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的沟通。
所谓communicmion，仅仅说成传播是不够的，它还有沟通的意思，这是它的价值。
所以，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
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
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
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
”    我是一个笃信“拿证据来”的人，希望每写完一篇文章如同解完一道数学题，深信“论从史出”
，生怕“以论带史”，最恶“以论代史”。
每次看到交谈的双方不能心平气和地推杯换盏，竟是以摔碎杯子了事，总是希望为他们打一张桌子，
让他们把杯子摆上去——《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以及这一本《拾年》，就是我希望摆出来的桌
子，希望它们能够为不同意见的人士提供一个可交流的基础，大家把杯子摆上去聊聊天，希望那上面
还摆得住，毕竟这些文字提供了大量与今天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实，这些事实表述得准不准、“数学
题”解得对不对，还可以深究，去证实或证伪，都是为了进步。
    我不是一个爱打擦边球的人，我看到的更多情况是，擦边球的边，里面是空的，外面也是空的，请
问哪一个空是对的？
我们总不能以这一个空去覆盖那一个空，以这一种情绪去湮没那一种情绪，这样的故事毫无新意。
桌子里面有做不完的事情啊，只是需要一颗安静的心。
所以，我总是提醒自己要静下心来，从桌子的中间做起，虽然它也有边，可毕竟，多多少少打出了一
张张小小的桌子的模样了。
那么，就请大家把杯子摆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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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有质量的交流啊。
如果我能够为此尽一份力，就没有白来这一世。
    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春江放舟、两岸鲜花那般惬意，把一切一切的不如人意，归结于一个抽象的敌
人，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希望我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敌人，如果有，那个敌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看不惯的人性，我自己身上
就有，谁叫我是人呢？
所以，看到建筑物因为偷工减料而发生的悲剧，我总是担心我也是那一个偷工减料的人，因为我深知
，是偷工减料害死了那些孩子！
我不敢说自己做得有多好，但希望始终朝着勤勤恳恳的方向。
《拾年》里的文字，和以往的文字一样，皆是经过了自己的一番怀疑，把它们呈现给读者，还是诚惶
诚恐，因为它们皆是记者的工作，都有一个截稿时间，都是在被规定了的最短时间内完成的，它们能
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唯可慰藉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的工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使工作质量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但
这仍需要等待读者的审视。
    这些年，在新华社与前辈们聊天，每每痴迷于他们亲历的往事，忍不住动员他们先写下来再说，因
为那些事情是那么准确地定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不能遗忘啊。
记录历史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挑战，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境，这不足为奇。
与太史公相比，我们已是何等幸运。
正是因为这个民族拥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把墨浸到纸上的传统，这个民族的文明史未曾中断。
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老老实实去做。
我们不做，孩子们也得去做。
而我们今天，正面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社会正在经历的空前转型，也面对人类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
又一次激荡的变革，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和记录。
尽管我们的文字，可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被完整呈现，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做，这些文字总会活
得比我们长。
    我是一个幸运儿，自《城记》之后，我的写作得到了读者的关注与鼓励。
对此，我深为感激，更是不敢懈怠。
我是那么希望早一天把计划中的写作任务完成，包括那一本《梁思成传》，可由于种种原因，更是由
于自己能力的不足，至今未能如愿，深感愧疚。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成了档案馆、图书馆的常客，幸运地收集到大量珍贵的史
料，我确实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我的书桌上了。
    我的工作得到许多前辈、同仁、朋友们的指教与帮助，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发
自内心的感谢。
    感谢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人士。
    感谢林洙老师为本书提供了有关梁思成、林徽因的历史图片。
这些年，我最对不起她，她是那么盼着我早日完成《梁思成传》，可我总是拖拖拉拉。
是的，我必须动笔了，我已能说服自己动笔了，确实是要早一些动笔了，不能再开小差了。
感谢她老人家对我的宽容与期待。
    感谢傅熹年院士提供给我1943年的北京旧城航拍图以及他复原的元大都和义门图，它们是非常珍贵
的历史资料，其中有大量细节需要用心感悟。
    感谢罗哲文先生提供给我1969年他拍摄的北京城门拆除现场图片，这些图片在《城记》一书中刊用
过，此次，我仍选用了若干，因为它们与本书介绍的徐苹芳先生的元大都考古工作有着深刻的联系。
    感谢岳升阳老师为我标注“2007年菜市口地区危改工程位置图”，为我绘制“大吉片历史文化点分
布图”、“金中都城址图”以及“北京城址变迁图”，并提供他拍摄的观音院过街楼照片。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岳升阳老师紧紧盯着一个又一个建设工地，怀着对祖先的巨大敬意，在极其艰
难的情况下，倾力寻找北京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痕迹。
他的探索精神与研究成果，给了我太多的鼓励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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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陈衍庆先生提供给我陈占祥先生的照片。
我不能忘记1994年3月2日第一次见到陈占祥先生时，陈衍庆先生当“翻译”的情景。
在之前的电话联系中，陈占祥先生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让我这个贵州人听得很吃力。
没想到陈占祥先生如此体贴，见面时竟将长子陈衍庆先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招来作“翻
译”，使我顺利完成了一个上午的采访，这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
    感谢胡劲草女士，她在完成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的拍摄之后，将她收集到的林徽因致费慰梅信
中手绘的北总布胡同寓所平面图提供给我使用，使我对这处故居的理解能够在更准确的层面上展开，
并与读者们分享。
在梁从诫先生的敦促下，胡劲草女士为拍摄《梁思成林徽因》付出长达四年的辛勤劳动，克服了一般
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如今，这部深受观众喜爱的纪录片一播再播，梁从诫先生在九天之上，定可心慰。
    感谢王南老师和刘辉同学。
在王南老师的指导下，刘辉同学帮我绘制了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1980年代被插建住宅楼
的示意图。
王南老师还向我提供了他绘制的《北京旧城城市肌理卫星影像分析图(2003年12月)》，这是极其珍贵
的图片史料。
王南老师和夫人曾佳莉老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坚持外出调查、测绘北京古代建筑，还邀请我和
我的孩子加入其中。
是的，我们必须当好王南老师的助手，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
王南老师、李路珂老师带领胡介中、袁琳、李菁同学历时多年实地调查，投入巨大心力编著的面向大
众的《北京古建筑地图》三册，是我外出调查时必备的参考资料，也是我这个“地图迷”见到的最好
看、最实用、最专业的地图集，尽管编著者认为还有更加细致的工作等待完成，但它们巳完全配得上
北京这个伟大的城市。
    感谢康乃尔大学的韩涛先生(Thomas H.Hahn)为本书提供约翰·泽布朗(JohnZumbrun)1910年代拍摄
的北京影像及其他图片。
这些年来，韩涛先生在城市规划、历史地理和艺术史方面给予我许多启发，他还为《城记》英文版的
出版往返奔波，让我万分感动，唯以更加用心的写作相报。
    感谢孙纯霞女士提供给我她拍摄的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毁图片。
后来无人能在那个地点拍摄了，这张照片更显珍贵。
    感谢王嘉宁先生提供给我他拍摄的徐苹芳先生照片，那张难得的人物摄影佳作深受徐苹芳先生喜爱
，本书有幸能够刊载。
    感谢王荟女士为本书配图费心尽力。
她作为一名书写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地理变迁的新闻工作者，向读者们贡献了大量佳作，也使我
这个同行受益良多。
    感谢我的老同事李杨女士，这些年来她不断催我写稿，给了我太多灵感，这本书中的多篇文章，包
含了她在编辑工作中付出的大量心血，她在职业生涯中面对最艰难时刻的毫不畏惧，给了我深深的激
励。
    感谢我的另一位老同事刘江女士，这本书收入了我与她在2002年3月合作完成的关于北京城市发展模
式的调研，这组调研引发了太多的故事，我有幸能够把这些故事跟踪下来，形成《拾年》一书的重要
线索。
    感谢柳元先生一直以来在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给予我的启发。
我始终感到他在大洋彼岸一直默默地看着我写下的每一行字，让我知道我的笔端承载着怎样的使命。
    感谢我十分敬重的新华社前辈熊蕾女士，她和柳元先生一道，将我引入美国城市规划的大门，打开
了我的心扉，使我能够完成《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再将由此获得的能力，投入到我生活的这个城
市。
    感谢学长罗锐韧先生对我的关心与鼓励，每次与他相叙，都是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也因此获得了
太多的启发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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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学友胡陆军先生，正是因为他无私的帮助，《城记》英文版去年终于问世。
    感谢李竹润先生、金绍卿先生、熊蕾女士亲自翻译《城记》一书，这三位新华社老前辈优雅的英文
，使这本书大大增色，也让我深深享受到了文字之美。
    感谢张志军女士，她一如既往地高标准、严要求，不留情面地提出宝贵的意见，使《拾年》终于能
够以这样的面貌呈现。
难以想象失去了她的帮助，《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以及这一本《拾年》将会留下多大的遗憾。
    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的李春梅老师、郑竹茵老师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给予的宝贵支持和热情
帮助。
    在这本书的完成中，我还得到杨林先生、刘文丰先生、曾一智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
意。
    感谢我的妈妈、岳父、岳母、姐姐、妹妹。
这些年来，我经常忙得顾不了家，可你们没有责怪我，而是分担了我的责任，更加关心、爱护着我。
    感谢我的妻子刘劫和我的大宝贝宽宽。
要知道，和你们在一起，我是多么幸运，又是多么幸福。
    太多的话不能写在这里。
真希望我所做的一切，对得起你们的爱！
    王军    201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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