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功罪向谁论
———《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

陈铁健

　 　

应当拂去的历史阴影

这是一本不足 15 万字的著作 ,卷首有几帧书中主要人物罗章

龙以及他在 1936 年拍摄的游览华山、青岛的照片和晚年所写诗文

的手迹。其中一首七绝诗云 :“骊山兵谏建功勋 ,亘古男儿忆汝名 ,

渤海洞庭波浪阔 ,历史功罪向谁论 ?”他的一纸手迹慨叹 :“西安事

变幕后人物外间知者甚甚少。”另一人物李希逸 1992 年从美国寄给

罗章龙的小小名片不无深意地写着 :“1936 年西安一别 ,已近一个

甲子。每忆故人 ,不胜怅惘。尊况偶由报章获悉。旧日同侣 ,殆仅

存兄与弟二人。”(无文 :《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

社 2000 年版。)

汝名、渤海、李希逸等“旧日同侣”何许人也 ? 西安事变“幕后

人物”又何所指呢 ? 罗章龙、吴雨铭等前共产党人留下的狱中供词

和回忆文字 ,都不约而同地回避着自己在张学良身边策动兵变的

壮举 ,或者一笔带过 :“以后就在张学良的左右工作”(吴雨铭供

述) ,或者语焉不详 :“我曾到东北军工作”(曹策回忆录) ,就是境遇

较好的罗章龙 ,“留下的文字或者藏头 ,难窥全豹 ,或是暗语符号 ,

难辨真相。所有的文字和心灵都罩着一层抹不去的阴影”(本书第

116 页) 。罗章龙在“文革”前写过一些回忆中共内部斗争的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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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当权者警告不准深谈。“文革”开场不久即被抄家 ,许多资料

散失。其后所写文字 ,不得不加以“包装”,或故意空行漏字 ,隐语

曲笔 ,或避而不谈 ,掩去真相 ,或闪烁其词 ,前后不一 ,使后人难窥

决策的内幕和行动的细节。

这一批老共产党人 ,或因被捕转向 ,或被中共开除 ,聚集于东

北军总部机关 ,成为罗章龙所说的“西安事变幕后人物”。在当年

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生死搏斗的险恶环境中 ,这些人不容于赤白两

道 ,因而组织严密深藏 ,行动不留痕迹。若想还原其历史真相 ,实

在是太难了。

为了拂去层层阴影 ,追寻坠绪 ,透视幽渺 ,本书作者历经数载 ,

钩玄探微 ,小心求证。许多问题虽然一时难以完全廓清未必即是

定论 ,却为史学界今后深入探究这些问题 ,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和饶有新意的思路 ,也为一般读者安排了一个想像的空间。

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

1934 年前后 ,前共产党人在东北军中结成的秘密组织 ,究竟

由何人组成 ? 这些人又如何从中共分离出来 ? 这要从 3 年前的中

共六届四中全会说起。

1931 年 1 月 7 日 ,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 (后台是掌握共产国

际和苏联党政大权的斯大林) ,以突然袭击方式 ,强行召开中共扩

大的六届四中全会 ,打击瞿秋白等 ,扶植王明集团夺得中央领导

权 ,结果引发大规模党内斗争。大批抵制四中全会的党员干部拒

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 ,其中包括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

韩麟符、吴雨铭等。双方的矛盾激化 ,罗章龙等几十名反对派骨干

被米夫以“分裂党”的罪名宣布开除党籍。罗章龙、史文彬、何孟

雄、李求实等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下简称“非委”) ,予以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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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上海“非委”领导成员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 ,北方“非

委”主要骨干有王仲一、韩麟符、吴雨铭、张慕陶、李希逸等。早年

从中共转向 ,投身于奉系张学良的黎天才 ,也成为北方“非委”的特

殊成员。四中全会召开 10 天后 ,1 月 17 日上海突然发生“东方饭

店事件”,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陆续遭国民党当局逮捕。

“非委”的活动中心被迫移往北方。2 月 7 日 ,在上海被捕的 24 人

被枪杀于龙华。2 月 10 日起 ,王仲一、韩麟符、吴雨铭、张慕陶、李

希逸等在天津先后被捕。王明集团逐步在全党推行极左路线 ,把

中共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

“非委”遭如此沉重打击 ,活动似乎早已结束 ,实则不然。1936

年 4 月 11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向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发

出的电报即说 ,张学良“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 ,其

中有几个共产党人 (脱离党的叛徒)”。引起周恩来注意的这几个

共产党人 ,显然是指在张学良身边任职的“非委”核心成员黎天才、

吴雨铭、李希逸等。

黎天才 ,又名渤海、伯海、经天。山东蓬莱人。早年就读于北

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 ,策动京汉路大罢工的骨干分子。

加入中共后在铁路总工会与罗章龙、吴雨铭等共事 ,先后参予工

运、学运、兵运工作。李大钊死难后 ,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8

年被捕转向 ,投靠奉系 ,张学良倚为心腹 ,初长总部机要处 ,旋为总

部政训处核心人物。后为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领导人 ,是坚决

支持张学良发动兵变的人 ,西安事变张杨八项政治主张通电的起

草者 ,主持事变的宣传工作。

吴雨铭 ,又名汝明、汝名、雨名、慰名 ,与罗章龙同乡、同学 ,同

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者。从事工运

工作 ,为罗章龙的助手。大革命期间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 ,中共

“五大”中央委员 ,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北方“非委”书记兼铁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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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非委”书记。被捕后转向 ,通过黎天才进入东北军 ,成为东北

军“非委”秘密组织的核心成员 ,张学良总部机要秘书。

李希逸 ,又名玉书、秋生。河北静海人。北京大学学生 ,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天津市委负责人。

“非委”成立后任北方区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1931 年在天津被

捕转向。1933 年张学良下野离北京前下令释放共产党政治犯 ,交

黎天才经办。李出狱后入孙殿英军中任政训处宣传科长 ,为学兵

队讲授马列主义常识。一年后孙军兵败宁夏 ,李希逸转入东北军 ,

为“非委”秘密组织核心成员。

张学良何以肯容纳共产党政治犯呢 ?

早在 1931 年 2 月 10 日 ,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东北时局时即

说共产党里“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张学良文集》(1) ,

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436 页) 。恰巧此时“非委”北方组织在

天津遭破坏 ,吴雨铭、李希逸等被张部逮捕在案。张学良对共产党

人的取缔方针 ,只限于取缔“暴动分子”,而对“研究学者”型的共产

党人则似乎明显宽容。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主办被捕共产党

人案件的便利 ,使被捕党人尽快出狱 ,又逐步吸收他们进入东北军

总部机要部门 ,进而成为张学良的智囊人物 ,受到器重。据罗章龙

晚年回忆 ,先后进入东北军的共产党人约 20 余人。东北军“非委”

组织的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为核心 ,秘密接受在河南大学 (开

封)任教的罗章龙的领导 ,“处处照顾到我党在当时的政策”(据《黎

天才自传》未刊稿) ,继续从事政治斗争。

或许有人会问 :东北军“非委”成员的活动是否算作组织行为 ?

其实 ,一切非法秘密组织的地下斗争 ,不可避免地带有密谋性质 ,

多半是先有人员、有行动 ,才有正式的组织形式 ,再经上级组织认

可。在特殊环境下的非常行动 ,很难讲求正常条件下规范的组织

程序。“非委”成员既然不容于赤白双方 ,其密谋性质更为明显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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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将人员登记造册 ,确立组织名称 ,否则一旦暴露 ,其后果

不堪设想。“非委”进入东北军的成员 ,都经历过中共党内和北方

“非委”组织生活的约束 ,多年来目标一致 ,高度默契 ,严守秘密 ,相

互配合 ,形成有力的群体行动。这样的群体 ,当与政治组织无异。

张学良研习共产党学说的三位伴读

张学良于 1934 年 1 月 8 日由欧洲返国抵达上海 ,发表谈话拥

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 ,倡言仿效德、意法西斯 ,实行领袖独裁 ,武力

统一中国。2 月 ,张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 ,翌年 3

月改任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张虽追随蒋介石“剿共”,却又担心

内战招致日本加剧侵华 ,亟欲抗日而不可得 ,深陷愁城。为谋求出

路 ,寻觅人才 ,张学良将目光转向共产党 ,潜心研习共产主义学说。

在百忙之中 ,张学良经常要伴读者随车为他讲解。

为张学良随车辅导共产主义学说基本知识的前共产党人 ,首

先应该说到潘文郁 (又名问友、闻友、冬舟、东周) 。潘是湖南人 ,中

共早期党员 ,留苏学生。回国后任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 ,编辑

《布尔什维克》,被向忠发倚为“文胆”,署名向的文章多出自潘的手

笔。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 ,参加反文化“围剿”斗争。在《世界月

刊》、《新思潮》等刊物发表的 6 篇万言长文 ,论题涉及中国经济性

质、经济发展、经济改造、中国工业、对外贸易等 ,几乎涵盖中国宏

观经济领域。1931 年 ,潘文郁被捕自首 ,被中共明令开除党籍。

此时恰逢老友黎天才。经黎安排 ,潘住进北平城东一所公寓 ,主持

《北方公论》周刊 ,宣传抗日 ,并为张学良之不抵抗行径辩护。黎设

法出版潘文郁接续陈启修所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分册 (第二、三

篇) 、第三分册 (第四篇) 。黎潘之交深厚 ,相顾相惜 ,潘得黎引进 ,

遂入东北军。与此同时 ,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将潘“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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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中共做东北军的情报工作。1934 年秋中共河北省委杨青林

案牵出潘文郁 ,并缴获大量证据。张学良仍欲保护潘 ,卒在蒋介石

一再严令之下 ,被迫将潘处决。潘临刑前夕写数万言遗书 ,交张后

从容就死。张学良以重金抚恤潘妻及两子 ,不无痛惜之情。

黎、潘在张学良幕中 ,虽彼此心照 ,但终未捅破各自的组织关

系。本书说得好 :黎潘“既有惺惺惜惺惺的相知 ,又有各为其主的

心计”。他们互相利用 ,绝不露出各自的组织底细。“一黎一潘 ,真

格的殊途同归 ,把对蒋介石已灰心的张学良推上了‘革命道路’”

(见本书第 64 页) 。潘死后 ,北方特科在东北军中的工作已前功尽

弃 ,黎天才等都始终按照“非委”的路数 ,在策划着东北军的行动。

继潘文郁之后 ,黎天才按时随车为张讲书。不久 ,吴雨铭成为

张学良研习马列学说的伴读。吴是中共早期开辟工人运动的重要

干部 ,他的讲解使张学良更加真切了解中共早期历史和工运工作

业绩。

下边是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中对三位伴读情形的描述 :

自 1934 年起 ,张学良在潘文郁、黎天才的帮助下 ,开始阅

读马列主义著作 ,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 ,还要潘、黎经常给

他讲解。他住在武昌徐家棚 ,办公在望山门原湖广总督衙门 ,

每天乘车前往 ,每次要 40 多分钟。张常要黎随车给他讲课 ,

盛夏挥汗如雨 ,也不停止。潘案发生后 ,张带潘、黎去南京开

会 ,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 ,只 10 来天 ,张请潘讲国际共产党

历史 ,共讲了三四次 ,每次都在一小时以上。熊谷康是张学良

在武昌结识的日本朋友 ,熊谷说张“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

《资本论》”。

潘案未了结前 ,张学良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已有初步的

了解 ,对阶级斗争与工人运动实践更有兴趣。说黎天才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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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洋秀才上课 ,要黎找一位办过工运与工人共同生活过的

人为他讲工运和阶级斗争。黎找来了吴雨铭。(《张学良传》,

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19 —120 页)

1935 年中共红军长征落脚于陕北 ,蒋介石数次与张学良商

讨 ,令张主持西北“剿共”军事。据《黎天才自传》叙述 :

张曾考虑至再 ,我当时坚决主张接受这个命令 ,我主张的

出发点 ,有些英雄主义的出发点 ,认为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

摇篮 ,是待开发的处女地 ,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 ,分治割

据 ,同时也可以接近我党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力 ,

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

他 (张学良)那时读了一篇陈绍禹同志写的关于统一战线

的文章 ,口诵心唯 ,逢人便说 ⋯⋯他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 ,

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 ,都由我写具体方案 ,他并对

我表示要请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 ,以讲学为名 ,实

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工作 ,记得当时我曾推荐了罗章

龙等人。

显然 ,张学良已将学习马列主义融入了他的政治实践行动中。

张学良与罗章龙秘密会晤

西安事变前 ,张学良与“非委”最高领导人罗章龙数次会晤。

时间从 1935 年春到 1936 年秋。

罗章龙 (又名 阶、仲言、文虎) ,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 ,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中共北京小组发起人之一 ,中共三至六届中

央委员 ,工人运动的领导者。1931 年 1 月 ,罗章龙被中共六届四

中全会开除出党 ,愤而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与王明集团的新中

央抗衡失败 ,无法在上海立足 ,遂转入北方 ,在奉系天地里隐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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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33 年重返上海 ,旋即被捕。幸得蔡元培等出面营救获释 ,

北赴开封河南大学 ,先为经济系主任 ,后为教授。此时 ,北方“非

委”成员黎天才、吴雨铭等人已先后进入东北军 ,成为张学良所倚

重的心腹。张学良从潘、黎、吴三位伴读者的讲述中 ,已对中共工

人运动领导者罗章龙的名字不再陌生。此后 ,张学良向黎天才之

妻孙菩缘 (普爰) 打听罗氏 ,孙如实相告 ,使张产生与罗会晤的愿

望。就主观思想而言 ,张初步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后 ,萌生会见共产

党高层学者的想法。就客观处境来说 ,张正身陷逆境 ,谋求打破僵

局 ,亟愿与罗章龙面商对策 ,寻找出路。据本书作者考察 ,张罗会

晤共有三次 :

第一次会晤 ,1935 年 4 月 23 日 ,张学良到开封校阅驻军 ,随

后往访河南大学会见罗章龙。

第二次会晤 ,1936 年 4 月上中旬 ,罗章龙以率领河南大学经

济系毕业生参观访问为名 ,到西安、华山游览 ,借机与张学良晤谈。

第三次会晤 ,1936 年夏历 7 月 ,罗章龙有西行之举 ,并遗诗 :

“晓行原野瞥经过 ,驰骤风烟渡大河。东望潼头西大散 ,商鞅前事

感人多。”

张罗晤谈内容 ,本书作者依据罗章龙生前所写的《大革命时期

中共军运工作纪略》(70 年代后期稿 ,未刊) 、《回忆片断 ———西安

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约 80 年代稿 ,未刊)等回忆资料 ,作如下

的叙述 :

开封会晤 ,张学良坦率陈述“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 ,毫

不含糊”。张罗“彼此对话范围涉及很广”,谈到了“打开目前政治

僵局的问题 ,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

第二次西安会晤 ,罗章龙不止一次提到张学良对他的邀请。

张学良“介绍东北大学情况 ,同时又涉及大学学制改革问题 ,渐渐

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 ,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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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张希望罗能“到东北大学讲学 ,藉便朝夕‘聆教’”。所谓开发

西北的真正含义 ,今天看来另有深意 ,当为张诚心邀罗共举大事 ,

而非一般意义的延揽人才。西安方面后来正式向罗送上东北大学

聘书 ,罗亦同意于 1936 年秋后束装西行 ,卒因身体欠佳未能成行。

1935 至 1936 年间 ,东北军“非委”成员之间的密谋策划 ,多以

吴雨铭、李希逸穿梭来往于西安开封之间 ,与罗章龙进行联络。其

间 ,罗章龙与黎天才的一次秘密会晤 ,则巧妙的安排在 1936 年夏

季的青岛海滨。据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一文

中写道 :

暑假期间往青岛避暑 ,寓汇泉山东大学 ,北大旧同学孛爰

夫妇来访 ,原来孛爰此番来青访文主要是报导东北军方面同

志工作情况。

孛爰 ,是黎天才孙菩缘夫妇二人姓名的隐写 ,文 ,则是罗章龙

别名文虎之略称。据罗回忆 ,会见时黎天才所谈要点是“汉卿为人

通达事理 ,近来倾向革命 ,主张打破现状 ,亟思冲决罗网 ,为革命出

力 ,察其为人 ,可与共事。他现有精兵三十万 ,武器精良 ,训练良

好 ,久戌思归 ,梦寐不忘北大营 ,但不知计将安出”。(罗章龙《大革

命时期中共学运工作纪略》)罗章龙的意见是“宜从政治思想、组织

宣传各方面下一番功夫 ,方能水到渠成”。“事宜迅速以赴事机 ,同

时应计策万全以防内奸 ,你回去代我致意同志们 ,选定好一个大题

目 ,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

纪略》)看来 ,罗黎青岛会晤 ,乃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谋划西北大局

的一步要棋。虽然细节隐去 ,还是可以看出大略来。

西京兵变方案及其意义

1935 年秋天 ,东北军开始移师西驻 ,张学良出任西北地区“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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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副总司令。“非委”成员立足西北 ,策划未来行动计划。1936

年 4 月到秋天 ,罗章龙两次西行期间 ,均与东北军中的“非委”全体

人员见面 ,对当前时局交换意见。经长时间反复磋商 ,初步拟定两

项计划 :

其一为兵变方案 :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 ,自力

更生实行兵变 ,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 ,并以武力逮捕元

凶 ,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 ,即通电全国讨贼 ,联合全国各界

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 ,对内实行民主政治 ,对外联合各

省军政实力 ,出兵抗日 ,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 ,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 ,利用

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 ,实行改革内政 ,发展经

济文化 ,达成富国强兵 ,经济自给自足 ,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

济模范重要地区 ,如此进可以战 ,退可以守。(罗章龙《大革命

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这是一个既有近期行动又有远景设计的方案。张学良何时接

受这一方案 ? 本书作者认为在 1936 年 4 月下旬 ,而非在此之前。

4 月 9 日深夜到 10 日凌晨 ,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于延安。周恩来

随即向中共中央详报会谈情况 ,指出张学良虽然防范蒋介石 ,但尚

无反蒋迹象 ,张明确表示“现在反蒋做不到”。4 月 26 日 ,张学良

与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谈话时 ,态度大变。刘鼎从 4 月 27 日

到 5 月 2 日 ,先后三次向中共中央密报张的惊人变化 :“只要有半

年功夫 ,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迁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

到了 6 月 ,张学良甚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见张闻天 7 月

2 日给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 。8 月 9 日 ,中共中央致张信 ,竟称

张为“同志”。这与黎天才与罗章龙在青岛会晤时所谈张“近来倾

向革命”情形完全一致。这个惊人变化 ,显然同 4 月 10 日以后罗

章龙进入西安与张学良会晤 ,并同东北军“非委”成员共商大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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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系。

当然 ,如作者指出的那样 ,前共产党人的兵变计划 ,不完全是

后来发生的捉蒋兵谏。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

备 ,但直至 11 月底 ,并未决定要采取捉蒋行动。依然把西北大发

动的时间延至一两个月后 ,并告知中共方面 ,让处境十分艰难 ,准

备二次长征的中共红军再坚持一两个月 ,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紧

接着 ,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督促剿共 ,透出调换将帅的部署 ,镇压

学生抗日运动 ,诸多因素引发了 12 月 12 日的临潼捉蒋行动。张

学良下定捉蒋决心后 ,黎天才知晓这一变化 ,派孙菩缘返山东“探

亲”途中将此消息秘密通报罗章龙。罗回忆说 :“十二月上旬 ,普爰

密简报道 :‘众意已决 ,立即付诸行动 !’越二日而兵变爆发 !”(见

《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能否认为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 ,

“局外”得知消息而静候发动者 ,天下独罗章龙一人耶 ? 延至 12 月

25 日 ,张学良送蒋介石返京 ,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 ,这些前共产党

人必然预见到大势已去 ,几年的惨淡经营蓄势待发 ,如今悄然划上

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标志着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从此终结。这

些前共产党人 ,作为张学良幕中的僚属 ,不可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诚如本书所论 :即使是张学良 ,“虽有惊天

动地之举 ,在中国的政治棋盘中 ,也不过是一粒受人拿捏的棋子

儿”。“少帅本来是把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 ,而事实上却成了

被所有人弃置的卒子”。“然而 ,毕竟还有人记挂着他是‘千古功

臣’,而那些当年出没在他身边的同样有功的智囊 ,却多是身名俱

灭 ,几乎无人记取了”。(本书第 115 —116 页) 吴雨铭 1949 年入

狱 ,1959 年死于江西第一监狱 ;黎天才 1955 年因潘汉年案株连入

狱 ,判无期徒刑 ,1961 年瘐死狱中 ;李希逸流亡美国 ,1996 年悄然

去世。

本书结语最后一段话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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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说的只是 ,在丙子年间的长安风云中 ,有这么几个

不该被遗忘的人 ,也做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 ,他们曾经是共产

党人。(本书第 117 页)

这个评价 ,似乎有些含混。这些前共产党人给予张学良的影

响是积极的 ,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为 ,有功

于中华民族 ,有功于抗日战争 ,也有功于当时势单力孤深陷泥潭几

乎没顶的中共日后的复兴 ,进而导致江山易主。不管承认还是不

承认 ,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本书也有可议之处。第一 ,本书除引言、结语外 ,将论人、叙事

分成 2 块 9 篇 ,论人者 5 篇 ,叙事者 4 篇 ,围绕同一中心 ,各篇之间

多有重复雷同文字 ,读来不无累赘之感。第二 ,文字有疏漏 ,如结

语叙及斯大林“一石三鸟”策略时 ,说“斯君之话深深地刺伤了张学

良”。读书至此 ,到处寻找“斯君之话”,然而到底也没有找到。这

个疏漏 ,是不算小的。

“非委”的话题所引出的质疑 ,一定不少。作者目前仍在继续

探索这些问题 ,我期待着并且相信他们会有更新的成果问世。

(作者陈铁健 ,1934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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