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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讲到元人杂剧，不能不提到元杂剧的“压卷”之作——被金圣叹点为“第六才子书”的王实甫《西厢
记》。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
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
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
作词章，风韵美。
士林中，等辈伏低。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贾仲名为王实甫写的这首《凌波仙》吊曲，对王实甫及其《西厢记》作了极高的评价。
清代的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
而文章一道，较之它物，尤加倍焉。
”杂剧《西厢记》之所以能在当时获如此高的评价，能够雄视百代，历经清代的官方禁毁而流传不衰
，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新”，即它的创造性。
    王实甫《西厢记》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及其所负载的思想意义的创新。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
最早见于唐德宗贞元末年(802—804)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元稹(779—831)所写的传奇小说《会真
记》(又名《莺莺传》)。
《莺莺传》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
于该寺，遇兵乱，崔氏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
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
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
后张生赴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
全传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描写，亦楚楚有致
、细腻动人，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
剧，宣扬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
总体上，其情节尚局限于崔张的爱情纠葛，老夫人仅仅是个幕后人物。
    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
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
》和赵令畸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赵令畴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
《西厢》故事。
最值得称道的是，鼓子词开头说：“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已隐含了对张生薄情的批判，对莺莺被遗弃的同情。
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
”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
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
至此，崔张故事蕴涵的思想意义有所进化，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到了金代章宗时期，董解元(约1160-1220)的《弦索西厢》(称《西厢记掐弹词》、《西厢记诸宫调》)
问世了。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北曲之祖”的“董西厢”。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第三人叙事的说唱文学。
他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婚
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
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别开了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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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
    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
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杂剧，对董曲情节进行了调整和剪裁，结构更为合理、
紧凑。
    杂剧《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老夫人”与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展开的冲突。
这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封建势力和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叛逆者之间的冲突。
此外，《西厢记》还有由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种种矛盾、误会引起的另一条戏剧冲突的线索，
这些冲突虽然属次要，却是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常常和主要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推动戏剧
情节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西厢记》把董曲的说唱人物改为戏曲舞台人物。
剧中的人物并不多，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十分丰满。
这主要是因为每一个人物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多重性，就是说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
得到了多侧面的刻画。
张生的戏剧动作，主要是执着地追求与崔莺莺的爱情。
他“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慌”，只是见到了莺莺，就再也无法摆脱了。
这样，张生就与一般的寻花问柳的风流才子严格区别开来，而突出了“志诚种”，甚至是“傻角”的
个性特征。
同时，在张生出场时，作品还强调他的“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志”的情志；通过对他所见
的九曲黄河壮观景色的描写，也表现了他的胸襟。
这样，张生就不是某一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如此，她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作为一个相国小姐而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主
的婚姻，同时，作品也十分真实地表现了这位相国小姐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的动摇和矛盾，这也就
是她的“假意儿”的实质。
正因为作品充分、细致地表现了莺莺性格的复杂性，这一形象才具有了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
红娘的全部活动，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全心全意(甚至忍辱负屈)帮助张生与崔莺莺实现爱情理
想；二是同老夫人以及郑恒进行斗争。
她的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正义感和聪明机智——在这两个方面的活动中得到表现，作品细腻地写出
了她的坚定、勇敢以及胜利的喜悦，同时也写出了她的恐惧、气愤以及蒙受委屈时的痛苦，画出了一
个成功的文学形象。
    二、艺术形式与艺术手法的创新。
    《西厢记》的结构规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
它突破了元杂剧的一般惯例，用长篇巨制来表现一个曲折动人的完整的爱情故事。
因此它避免了其他元杂剧由于篇幅限制而造成的剧情简单化和某种程度的模式化的缺点，能够游刃有
余地展开情节、刻画人物。
这是王实甫的一个创举。
    元杂剧的通例是一本四折，由一个主角主唱。
而《西厢记》则不仅为五本二十一折(有的版本为二十折)，而且第二、四、五本中，也突破了一入主
唱的通例，即一本之中有几个角色分唱、接唱或对唱。
元杂剧每折一套曲牌，每套曲牌属一个宫调，元剧共用九个宫调。
每套曲词要一韵到底，不能换韵。
《西厢记》全剧使用了三宫三调，即仙吕宫、中吕宫、正宫，越调、双调、商调。
《西厢记》用韵较宽。
以周德清《中原音韵》归纳的十九韵部计，除“恒欢”外，其他韵部，都使用过。
    在形象描写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王西厢”手法的“异”。
    莺莺形象早在《莺莺传》里就塑造了雏形，“传”中的“垂鬟接黛”四字就是后来形成董王二曲莺
莺形象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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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鬟”，指修长的鬓发。
“黛”指眉毛，“接黛”即长眉入鬓。
董、王二人根据各自的具体生活感受给予不同的形象化。
董曲是：“露着庞儿一半，宫样眉儿山势远。
”王曲则是：“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
”董曲是明写，直接说明是侧影——“露着庞儿一半”。
王曲是暗写：“斜侵入鬓云边。
”看到莺莺的长眉入鬓，当然是侧影无疑。
一说是像山，一说是像月。
虽都写的侧影，但给人的具体形象感受大不相同。
王曲的侧影更为逼真美丽。
王曲中的人物的音容笑貌、行为坐卧、情绪情志、心理活动，都寸分具体地和董曲中的人物显现出不
同。
这些不同，体现着作者生活、思维、情志的不同。
    张生爱慕莺莺而夜间偷看莺莺在花园烧香。
董曲是从莺莺的具体形象描写入手的：“整整齐齐忒稔色，姿姿媚媚红白。
小颗颗的朱唇，翠弯弯的眉黛。
滴滴春娇可人意，慢腾腾地行出门来⋯⋯”“遮遮掩掩衫儿窄，那些袅袅婷婷体态，觑着剔团的明月
伽伽地拜。
”用了许多叠字，句句都是刻意求真，写面色、朱唇、翠眉、窄衫。
到了王实甫的笔下，同样是写张生对莺莺的爱慕，却偏从总体上写莺莺的风神：“侧着耳朵儿听，蹑
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
”“等待那、齐齐整整，娉娉婷婷，姐姐莺莺。
”他没具体去写莺莺的面容穿戴，但莺莺之美，张生之情，同样历历如见。
“叠字”本是董曲的创造，用来写形；王曲拿来，用于写神，所谓“写得真来便不真，不如约略写风
神”。
王实甫就是这样取董曲之长加以点化，而使之成为自己的独创新曲。
    三、《西厢记》尚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
    《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写林黛玉读《西厢记》，“不顿饭时，将十六出俱已看完。
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确实，《西厢记》的语言，一向受人称赞。
明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体，极有佳
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这些都是针对《西厢记》而言的。
综观《西厢记》全剧语言的艺术成就，最突出的是把典雅的文学语言与白描性的白话口语巧妙地结合
在一起，形成一种既文采华丽，又朴实淡雅的风格。
如果说“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富有浓郁的文学语言色彩，那么，同是第四本第三折中，“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
人熬熬煎煎的气⋯⋯”“霎时间杯盘狼籍，车儿投东，马儿向西⋯⋯”则显然又是充分的白话口语，
两者自然熔为一炉，正是《西厢记》的风格。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西厢记》的版本，现知明代有六十余种，明清两代合计不下二百种，在古典戏曲中恐怕是刊刻最多
的。
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刊本，即所谓弘治本，其全名为《奇妙全相注释西
厢记》。
明清两代《西厢记》刻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金圣叹批评本，即《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俗称“金批西厢”，此本除有随文评点，两篇序文，“读法”八十一则，对原文还有多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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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流传版本大致有：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刻本(
李贽、王世贞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刻本(王骥德、徐渭注，沈景评)，明万历间萧腾鸿刻
本(陈继儒评)，明天启间乌程凌氏朱墨套印本(凌濛初校注)，明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刻本(李
贽评)，明崇祯间汇锦堂刻本(汤显祖、李贽、徐渭评)，民国五年(1916)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
二种》重刻凌氏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开明书店排印汲古阁《六十种曲》本。
    今以结构为二十一折的弘治本系列刊本为基础，校以所能见到的其他刊本，并作简要注释。
限于学力，其中错误，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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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之一。
《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优美动人的言情传奇小说。
作为剧本，它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一起被誉为"四大名剧"。
唐德宗时，洛阳才子张君瑞在普救寺偶遇故相国崔珏之女崔莺莺，两人一见钟情，在丫鬟红娘相助下
，冲破封建礼教的代言人--老夫人设下的重重障碍，历尽悲欢离合，最终结为夫妻。
本故事内容生动，情节曲折，缠绵悱恻，跌宕起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如同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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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
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
《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
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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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折    〔正末扮骑马引俫人上开〕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
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
后一年丧母。
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於四方。
即今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过蒲关上，有一人姓杜名确，
字君实，与小生同郡同学，当初为八拜之交，后弃文就武，遂得武举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十
万大军，镇守着蒲关。
小生就望哥哥一遭，却往京师求进。
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
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仙吕】【点绛唇】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
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混江龙】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
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
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
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
空雕虫篆刻，缀断简残编。
    行路之间，早到蒲津。
这黄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内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呵！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则除是此地偏。
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
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
归舟紧不紧如何见？
却便似驽箭乍离弦。
    【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
渊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
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
    话说间早到城中。
这里一座店儿，琴童，接下马者。
店小二哥那里？
〔小二上云〕自家是这状元店里小二哥。
官人要下呵，俺这里有干净店房。
〔末云〕头房里下，先撒和那马者。
小二哥你来，我问你：这里有甚么闲散心处？
名山胜境、福地宝坊皆可。
〔小二云〕俺这里有一座寺，名曰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盖造非俗：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
直侵云汉。
南来北往，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则除那里可以君子游玩。
〔末云〕琴童，料持下响午饭，那里走一遭，便回来也。
〔童云〕安排下饭，撒和了马，等哥哥回家。
〔下〕〔法聪上〕小僧法聪，是这普救寺法本长老座下弟子。
今日师父赴斋去了，着我在寺中，但有探长老的，便记着，待师父回来报知。
山门下立地，看有甚么人来。
〔末上云〕却早来到也。
〔见聪了，聪问云〕客官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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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云〕小生西洛至此，闻上刹幽雅清爽，一来瞻仰佛像，二来拜谒长老。
敢问长老在么？
〔聪云〕俺师父不在寺中，贫僧弟子法聪的便是。
请先生方丈拜茶。
〔末云〕既然长老不在呵，不必吃茶。
敢烦和尚相引瞻仰一遭，幸甚。
〔聪云〕小僧取钥匙，开了佛殿、钟楼、塔院、罗汉堂、香积厨，盘桓一会，师父敢待回来。
〔末云〕是盖造得好也呵！
    【村里迓鼓】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
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
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
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
    〔莺莺引红娘捻花枝上云〕红娘，俺去佛殿上耍去来。
〔末做见科〕呀！
    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
    【元和令】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
则着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
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上马娇】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
呀，谁想着寺里遇神仙！
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胜葫芦】则见他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
    〔旦云〕红娘，你觑：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
〔末云〕我死也！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幺篇】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
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
〔旦回顾觑末下〕〔末云〕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
〔聪云〕休胡说！
这是河中开府崔相国的小姐。
〔末云〕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
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
〔聪云〕偌远地，他在那壁，你在这壁，系着长裙儿，你便怎知他脚儿小？
〔末云〕法聪，来来来，你问我怎便知，你觑：    【后庭花】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
样儿浅。
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
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
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
似神仙归洞天，空馀下杨柳烟，只阙得鸟雀喧。
    【柳叶儿】呀，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
恨天、天不与人行方便，好着我难消遣，端的是怎留连。
小姐呵，则被你兀的不引了人意马心猿。
    〔聪云〕休惹事，河中开府的小姐去远了也。
〔末唱〕    【寄生草】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
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
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厢记>>

    “十年不识君王面，恰信婵娟解误人。
”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
〔觑聪云〕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
房金依例拜纳。
小生明日自来也。
    【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
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塔影圆。
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
〔并下〕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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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讲到元人杂剧，不能不提到元杂剧的“压卷”之作——被金圣叹点为“第六才子书”的
王实甫《西厢记》。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
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
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
作词章，风韵美。
士林中，等辈伏低。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贾仲名为王实甫写的这首《凌波仙》吊曲，对王实甫及其《西厢记》作了极高的评价。
清代的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
而文章一道，较之它物，尤加倍焉。
”杂剧《西厢记》之所以能在当时获如此高的评价，能够雄视百代，历经清代的官方禁毁而流传不衰
，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新”，即它的创造性。
　　王实甫《西厢记》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及其所负载的思想意义的创新。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
最早见于唐德宗贞元末年(802—804)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元稹(779—831)所写的传奇小说《会真
记》(又名《莺莺传》)。
《莺莺传》写年轻的张生寄居　　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
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
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
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
后张生赴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
全传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描写，亦楚楚有致
、细腻动人，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
剧，宣扬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
总体上，其情节尚局限于崔张的爱情纠葛，老夫人仅仅是个幕后人物。
　　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
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
》和赵令畴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赵令畴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
《西厢》故事。
最值得称道的是，鼓子词开头说：“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已隐含了对张生薄情的批判，对莺莺被遗弃的同情。
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
”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
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
至此，崔张故事蕴涵的思想意义有所进化，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到了金代章宗时期，董解元(约1160一1220)的《弦索西厢》(称《西厢记掐弹词》、《西厢记诸宫
调》)问世了。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北曲之祖”的“董西厢”。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第三人叙事的说唱文学。
他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婚
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I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
奔作结，使旧故事别开了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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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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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厢记(导读版)》是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之一。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色：一、选目精当，强调人文精神。
我们在收录教育部“新课标”建议课外阅读的相关书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主流教材要求阅读的名篇佳
作以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选本，从中总括出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精髓内涵的人文资源，
让学生在审美欣赏中得到情操的陶冶、情感的升华。
二、版本精良，体现浙文社优势。
这套丛书荟萃了浙文社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中国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
文存”、“学者散文系列”等在出版界颇具影响力的丛书的精华，得到了国内一流的作家、翻译家、
学者的悉心襄助，保证了图书的上乘品质。
三、增加导读和附录，加强实用功能。
为了便于学生阅读理解，更好地掌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文学特点，增强阅读与欣赏的自学能力，提高
学习与测试的实用程度，在新版中增加了导读和附录的内容。
导读部分主要涵盖了作家个人生平介绍、作品文本解读、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相关知识链接、文学常
识背景、同类作品比较阅读、学业测试提示等相关内容。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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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