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戴复东

Dai Fudong

戴复东 建筑学与建筑设计专家 。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 ，安徽省无为
县人 。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 。 同济大
学教授 。提出了“建筑是生存与行为的人工与
自然环境 ，宏观 、中观 、微观应全面重视 ，相互匹
配 ，首重微观”全面环境观的设计思想 ，设计中
崇尚“现代骨 、传统魂 、自然衣”精神 ，富有创新
精神 。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做出了相当数量的
优秀建筑设计 。 此外 ，在医院建筑 、航空港建
筑 、高层超高层建筑 、旅馆建筑 ，文化建筑等研
究及实践方面也富有成果 。 重视乡土建筑与文
化研究 ，其中海草石屋的北斗山庄化腐朽为神
奇 ，获得国内外赞誉 。 设计工程 ８６ 项 ，大型规
划 ２ 项 。获省部级一等奖 ４ 项 。 发表论文 １０８
篇 ，出版专著 ７ 部 、译著 １ 部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 。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２０ 世纪末） ，我成为了一名
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时我百感交集 ，老泪纵横 。
立即写了一首诗 ，敬赠给我在贵阳花溪清华中
学读书时的校长唐宝心先生和夫人陈琰老师 ，
表达我向他们和学校的感激深情 ：

凡苗有幸入清华 ，
养育精心壮嫩芽 。
虽逾古稀花易果 ，
师恩铭记永无涯 。
１９４０ 年 ，我在广西省全州县小学毕业 。 父

亲到贵州省贵阳市以西的安顺县 ，于是母亲带

我和弟妹到贵阳市 ，我考上了贵阳市花溪镇的
清华中学 。这所中学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 ，
清华大学在贵州的校友们为报效祖国培养人才

而创办的一所中学 。它沿用了清华大学的很多
好东西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作校训 ，校歌也
是清华大学校歌曲调 ，仅结合时间地点 ，文字略
作修改 ，此外“诚实 、自立 、助人”也是学生们自
觉遵守的准则 。 学生们一律住校 ，进行准军事
训练 ，并很重视日常的体育锻炼 。起先 ，我家在
贵阳 ，花溪到贵阳有 １８ 公里路 ，周六下午放假 ，
师生步行到贵阳 ，周日下午步行返校 。 这样步
行也就成为我的一种喜好 。 两年以后 ，家搬到
了花溪 ，我就有机会接触到农村 、农民和农民的
孩子 ，小学生们上学 、放学 ，身上都背个背篓 ，沿
途拾些柴棍或有用之物 ，下午放学回家 ，在水沟
中捉些鱼鳅等 ，回家自食或喂猫 、狗 。 这种必须
走路 ，但可以顺便采集有用之物的行为 ，给我很
大教育和启示 ，也成为我一生学习仿效 ，作为研
究和探索学问的方法之一 。 由于我在初中一年
级时 ，先父戴安澜抗日战争中在缅甸牺牲 ，当我
高三要毕业的时候 ，我考虑我是长子 ，今后要承
担家庭生活的重担 。 而在 ４０ 年代 ，只有学工
科 ，毕业以后找工作才能有较稳定的生活条件 ，
但我又喜欢胡乱涂上几笔的画画 ，因此在人生
道路的选择上犹豫不决 。 陈琰老师知道后告诉
我 ：“去学建筑 ！”这样我才知道还有建筑这一
行 ，这就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目标 ，决定了人生的
导向 。 此外 ，那时考大学 ，数学考试难度极大 。
教数学的敬爱的于闺彦老师（天津大学建筑系
聂兰生教授的母亲） ，在教完我们枟范氏大代数枠
后 ，留了约四周多的时间 ，每周 ２ ～ ３ 次给我们
讲解分析数学上的若干难题 ，教我们如何去识
题和解题 。炎热的六月下午 ，人们都昏昏欲睡 ，
但我不知怎么的 ，毫无倦意 ，都听进去了 。 在大
学考试时 ，数学有三个大考题 ，其中两个是于老
师给我们分析过的 ，这使得我喜出望外 。 由于
家在南京 ，我考上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建
筑系 。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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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大建筑系后 ，我感到很满意 ，我们班
只有七个学生 ，初始系主任是中国著名的建筑
历史学家 ，在日本著名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
业的刘敦桢教授 ，他的中 、外建筑史讲学令人眼
界大开 、神驰内外 、心旷神怡 。 以后 ，系主任是
杨廷宝教授 ，他是美国潘雪文尼亚大学的硕士
高材生 ，做学生时得过两块金牌奖 ，数枚铜奖 。
当时系里高班同学告诉我们说 ，他们两位都是
国宝 ，后来都做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即以
后的院士） 。 还有一位老教授童隽 ，是满族人 ，
和杨先生在美国是同学 ，设计能力很强 ，１９５２
年中央大学 ５０ 周年大庆 ，展览会上要一张大的
校园鸟瞰图 ，可那时学校基建资料未经整理过 ，
他让我们用最大的图版 ，为他裱了一张超 ０ ＃
大白水彩纸 。 他脱去外衣 ，用一支铅笔和一把
丁字尺 ，很快正确地就完成了校园鸟瞰铅笔稿 ，
然后用水彩画的方法 ，在一天的时间中完成了
正式透视图 ，令师生们敬佩不已 ，可是他从不宣
扬自己 ，虽然他的学历和学术经验和刘杨二位
教授不分伯仲 ，但他宁愿作一个布衣身的学者 。
其他还有各方面的老师 ，也都各有特色 ，水平很
高 ，令我感到非常满意 。

我进入中大时正是 １９４８ 年 ，是南京和全国
解放前夕 。 因为是一位熟悉同学的关系 ，地下
党利用我的家庭地位 ，有一箱子资料藏在我家
中 。 曾有一次一位不认识的人想闯入家中 ，向
楼上走去 ，已经上了半层 ，但被我制止 ，他就走
出去了 。这样直到 １９４９ 年南京解放 ，地下党的
重要材料被安全地掩护了下来 ；此外 ，在地下党
的教育下 ，我参加了反美蒋的“四一”学生运动 ，
担任宣传 ，在路边墙上写标语 。 当天另一路游
行中 ，有一位叫成宜宾的同学被打伤了脾脏 ，急
需输血 ，我是 O 型血 ，给他输了 ２００CC血 ，但仍
未能挽救他的生命 ，使我感到很遗憾 。 １９４９
年 ，南京解放 ，不久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 ，
此后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向党交了心 。

１９５１ 年夏天 ，读完了大学三年级 ，杨廷宝
先生给我们联系到北京去参加生产实践的实

习 ，实习的单位是中共中央直属修建办事处 。
通过近二个月的实习 ，使我们收获很大 ，懂得了
学建筑设计不是画画 ，而是要为人的生活需要 ，
用工程技术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 。 使我开始
体会到 ，设计工作是一桩艰巨的 、为人服务的 、
但又是很有趣的创作工作 。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我和同班同学吴庐生（后来
成为我的妻子）等被分配到上海同济大学作教
师 。 这时 ，是全国院系调整时期 ，德国人办的综
合性的同济大学改成了以土木建筑为主的大

学 。 新建筑系是由圣 · 约翰大学 、之江大学 、杭
州美院的建筑系和同济大学土木系的一部分以

及其他大学有关土建系教师合并成的 。 这是一
个营养丰富的土壤 ，各校在各地的原生态情况
有大小不同的差异 。比如圣 ·约翰大学建筑系
在学术思想上 ，主要是在建筑方面代表现代主
义思想的德国包豪斯（BAUHAUS）学派 ；而中
央大学建筑系主要是美国潘雪文尼亚学派（代
表法国波杂 — BEAUX — ARTS 学派） ，主要是
重视古典建筑艺术思想的学派 ；再加上其他各
大学各有不同特色 ，所以我和我爱人吴庐生在
这个新环境中就有一个认真努力地学习 、熟悉 、
理解和磨合的过程 。在校党委 、校部 、系总支和
系行政的领导下 ，在约三年的磨合过程中 ，在思
想上 、业务上我受到了不少的深刻教育 ，我向冯
纪忠 、金经昌 、黄作燊 、吴景祥 、谭垣等老一辈教
授 、专家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好东西 ，为我后
来的教学 、设计 、研究和行政工作进一步打下了
极为重要的基础 。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 ，在杭州 ，为建设华侨旅馆 ，举
办了解放后全国第一次建筑设计竞赛 。 我也报
名参加 。 由于西湖位于旅馆基地西侧 ，我们认
为应当解决客房以朝南较好 ，观湖以西向为佳
的朝向与景向的矛盾 。 在解决了这一矛盾的基
础上 ，又做出了使得每一间客房都可以看得见
西湖景色的 、形态比较新颖现代的 、具有较大特
色的方案 。因此 ，我们的方案取得了和吴良镛
先生的方案并列第一名的好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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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７ 月 ，我和爱人吴庐生（现为中国工程
设计大师）又参加了波兰国举办的 ，为纪念二次
世界大战中华沙人民英勇斗争作出重大牺牲的

“华沙人民英雄纪念物”的国际设计竞赛 。我们
用建筑的语言 ，设计了用历史文字 、实物及文献
教育后人的纪念馆与体现引导华沙人民艰苦卓

绝斗争的飘扬旗帜相结合的形态 ，再用折板形
的长廊围成水池庭院 ，加强永远波动感的沉思
哀忆气氛的方案 ，结果和其他方案获得了方案
收买奖 。

在 １９５８年 ６ 月 ，我和爱人吴庐生等有机会
为湖北省委招待处的武汉东湖梅岭工程设计梅

岭一号楼（为毛主席使用）和梅岭三号楼（主席
用多功能小会堂 、室内游泳池等） 。 在这一工程
中 ，当时我特别重视建筑是为人使用的目的 ，不
追求豪华 、气派 、堂皇 ，而是重视自然与人的关
系 ，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 ，关心人在室内与
室外环境以及景观的互动关系 ，建筑材料就是
用当时比较普通常用的材料 。 我们后来提出这
一种做法叫“低材高用 ，普材精用” 。 所以建筑
物朴实无华 ，但很合乎人的需要 ，并给人以舒适
宜人的感受 ，室内外空间符合使用者的要求与
尺度 。 由于该建筑位于武昌东湖之畔 ，建筑物
采用了瓦顶坡面 ，但是 ，在室内游泳池设计中 ，
我们做出冬至节日太阳可以满照整个泳池 ；同
时在建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用毛玻璃穿孔背
面涂漆的方法代替穿孔板 ，背后空腔内用不怕
水的棕梠蓑衣作吸声材料的土办法 ，来解决现
代科技上泳池内壁防水吸声难题 。 几十年用下
来效果据说还是不错的 ；等等 。 这些得到了使
用者和管理者的好评 。 在这次东湖梅岭工程的
设计中 ，我们有机会看见了毛主席 ，事情是这样
的 。 当时主持工程工作的是一位战争中失去左
臂的英雄 ——— 朱汉雄处长 。 他对建筑的态度基
本上与我们是一致的 ，所以工作进展得比较顺
利 。 唯有对客房主卧室大小上 ，他坚持要
８ m × ８ m高 ４ m ，我们认为这样大小的客房住
人是不舒服的 ，双方坚持不下 。 后来有一次 ，他

要我们去参加看演出 ，我们进入场子演出已经
开始 ，在黑暗中他领我们坐在了第八排中间的
边座 。 坐定以后 ，才发现前面都是空的 ，只有第
五排中间坐了一个人 ，是谁 ？ 看不清 。 一个节
目演完 ，他鼓掌了 ，从这个姿势上才发现 ，是毛
主席 ！ 当时心情异常激动 ，整个演出结束后 ，毛
主席离开会场时就从我们身边走过 ，我拼命地
睁大眼睛屏住呼吸注视着他老人家 ，心中升起
了无比的幸福感 。 这时 ，朱处长跑来告诉我们 ，
卧室是给他用的 ，这样我们才放下心来 ，同意了
领导的决定 。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我由国家公派至美国纽约哥
伦比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生院作访问学

者 。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非常认
真努力地学习 。 在这一期间 ，每逢闲暇 ，我身背
相机 ，携带笔记本 ，乘地铁并徒步在纽约市内 、
大街小巷 、建筑内外 、高楼上下 ，进行参观调研 。
既拍摄了大量的幻灯片 、照片 ，又勾画了城市内
各种风貌 ，记录了规划和建筑中的一些重要问
题 。 此外 ，我就在图书馆借书或在馆内 ，或在住
所认真阅读思考 。 同时在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份 ，在国
内钻研的基础上 ，我写出了 A Brie f Rev iew
About H osp ital Building S ynthetic P lan‐
ning ——— Marching Forward to The Integra‐
tion o f N eeds and Possibi lities（枟医院建筑综
合设计 ———向着需要与可能的整合前进枠这样）
一本介绍医院设计的小书 ，并呈交给院长 ，转交
给该研究生院的图书馆保存 。

１９８４ 年春 ，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
先生获得普立兹克大奖 ，这相当于建筑设计界
的诺贝尔奖 。 他用这笔奖金设立了一个在美华
人学者奖学金 。 我也报名申请 ，最后在人数众
多申请者的激烈竞争中 ，我荣获到贝先生设立
的第一届奖学金 ，奖金的数目是二千美元 。 当
时有不少人向我建议买几件大件回国 ，或是把
钱存起来积蓄财富 ，但我没有这样做 ，而是用这
笔钱 ，单身一人 ，用乘坐灰狗公司 （ GREY
HOUND）长途汽车的方式 ，冒着人地生疏的艰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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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环绕全美 ３２ 座城市作了一次旅行学习 。 途
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一次几乎要丧命 。 但我能
有机会察看了那时美国城市和乡村的现状和环

境 ，以及当时在美国称雄于世的高层建筑情况 ，
这些使我在建筑学专业方面的理论和知识技能

有很大的收获和长进 。 我高兴并感慨地说 ：“这
些是用钱换来的 ，但也不仅仅是钱就能换得来
的 。”这样 ，我取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
认识 。

刚到美国不久 ，我就为一件事烦心 。 我的
父亲戴安澜 ，是国民党二百师的师长 。 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 ，为反抗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 ，作
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战
功 ，但不幸在缅甸壮烈牺牲 。 毛主席和周总理
都曾在悼诗悼词中对先父作过高度的评价（抗
日战争胜利 ６０ 周年大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的报
告中也提到了他的名字 。）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
总统的提议 ，曾授予先父戴安澜将军以“军团功
勋勋章” ，也称“懋绩勋章” ，对他进行表彰 。 但
这枚勋章不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失 。我赴
美前 ，整个家族要求我去要一张该勋章的照片 。
我到美国后如何去要呢 ？向谁去要呢 ？ 后来我
只好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先生 ，
说明了事情的情况 ，最后又只能将此信投在了
校门口路旁邮筒中 。 我想我只能如此地尽了我
的努力 ，履行了家庭交给我的任务 。 谁知出人
意料的是 ，两周后我收到了美国陆军副总参谋
长的回信 ，说明里根总统委托他办理此事 ，也将
当时历史资料的复印件寄给了我 ，并且告诉我
说 ，美国有关机构将为先父重铸一枚勋章 ，这使
得我喜出望外 ，收到了勋章后 ，我填写了一首
枟忆秦娥枠的词来纪念这件事 。

忆秦娥

先父以鲜血与生命获得之代表中美两国人

民战斗友谊之勋章 ，失而复得 ，感慨系之 。
千般憾 ，
宝章不翼肠愁断 。
肠愁断 ，

魂萦梦绕 ，
暮思朝盼 。

“功勋”再铸光华艳 ，
斯人惠我酬衷愿 。
酬衷愿 ，
时空纵阻 ，
友谊长灿 。
回国后这枚勋章被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借

去 ，直到现在仍在展出中 。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回国后 ，我担任了同济大学

建筑系的系主任 ，到 １９８６ 年建筑系扩大为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 ，我又担任了副院长 、院长 、名
誉院长 。 为了将我在国外学习到的知识 ，结合
我国和同济大学建筑系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的具体情况 ，在 １９８５年初 ，我提出了“建筑是为
人服务的生存与行为的人工与自然环境 。 宏
观 、中观 、微观应全面重视 ，相互匹配 、首重微
观”的全面环境设计观的教育与设计思想 。 在
这个思想基础上 ，１９８６ 年初 ，我在系原有的城
市规划 、建筑学 、风景园林三个专业之外又成立
了“室内设计” 、“工业造型设计”两个专业 ，希望
系和学院在全面环境观的指导下 ，能有研究并
实践全面环境的系和学科 ，并使各专业的师生
都能互相了解 、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互相促进 ，
及早树立互相匹配的观点 。 此外 ，一方面我虽
重视理论 ，但我也很重视设计实践 。 我认为这
是培养大量学生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根本目

的 、方法和手段 。 同时 ，我认为建筑设计是建筑
师的看家本领 ，我自己也积极参加各项不同的
建筑设计工作 。 我提出了 ：“我有两只手 ，一手
要紧握世界上先进事物 ，使之不落后 ；一手要紧
握自己土地上生长的 、正确的 、有生命力的东
西 ，使之能有根 。 创造条件 ，使两只手上的精华
结合起来 ，往前走一步 ，去创造出有科技内涵 、
有文化深度 、宜人的 、动人的美好建筑环境和事
物 。”同时在设计中提出了 ，要体现出“现代骨 、
传统魂 、自然衣”的精神 。 同时我很重视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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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新意 、重书卷气 、永远富有创新锐气” 。 这
些 ，是我长年来实践的经验积累和思想小结 。

此外 ，在长期的工作中 ，激起了我在建筑设
计和理论方面的广泛兴趣 ，设计以前及以后 ，我
广为收集资料 ，进行思考和总结 。 如宾馆建筑 、
医院建筑 、航空港建筑 、旅游建筑 、高层超高层
建筑等等 ，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 ，从校图书馆
的外国建筑杂志上 ，看到了我国航空港事业落
后了 ，我就徒手描绘了大量国外新机场图文资
料 ，粉碎“四人帮”后 ，这些手工描绘的资料由建
工出版社出版了枟国外机场候机楼枠一书 。此外
由于我年轻时在西南花溪落后地区生活过 ，因
此我还非常重视乡土建筑和建筑文化的研究 。
１９８８年 ，在当时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和市长赵
西林同志（都是我中学时的同学）的支持下 ，我
在贵州省的中部地区周游了不少地方 ，写下了
枟贵州岩石建筑枠一书 。

后来我在山东省威海市荣城地区 ，考察了
当地渔民利用海草及当地石材建成的海草石屋

后 ，向当地领导极力推荐 ，建成了布局上类似天
上七星的“北斗山庄” ，受到各级政府和人们的
赞许和欢迎 ，被有些人称誉为“化腐朽为神奇” 。

９０ 年代下半期 ，我受到邀请参加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方案设计竞赛 ，我将
广西地方建筑风格糅合了进去 ，获得了一等奖 ，
但可惜没能按这一方案建造 。 此外厦门有一位
台商投资者 ，要建造一座乐园 ，也邀请我参加设
计竞赛 ，由于它位于厦门很大的湖面外围 ，而湖
的四周已被其他建筑占满 ，我设计了一个山岩
形的建筑 ，结果也获得了一等奖 ，可惜也没按这
方案建造 。

１９９７ 年 ，我从第一线退下 ，学校批准我成
立了一个高新建筑技术设计研究所 ，我一面进
行设计工作 ，一面对住宅产业化开展研究 。

进入 ２１世纪 ，我又受到残疾人坚忍不拔毅
力精神的激励和感染 ，我和吴庐生设计了我国
第一个残疾人培训用房 ——— “上海中国残疾人
体育艺术培训基地 ——— 诺宝中心” ，经过多方面

的探索 ，摒弃了直线形走廊的旅馆客房的平面 ，
最后采用有中庭圆形平面 ，解决在客房走廊上
能便于与聋人互通信息的联系办法 ；同时又设
计了与前人不同的室内游泳池 ，空间感受很高
畅 ，但体量较一般室内泳池小 ，可以节约用能 。
在室内游泳池的结构中 ，由于规范上有防火要
求 ，实际使用中怕水防锈的需要 ，我们向武汉钢
铁公司提出这一要求 ，他们以副总工程师陈晓
教授为首的技术中心炼出了世界上无先例的耐

火耐候钢 ，并克服了重重困难 ，才得以在室内游
泳池中应用 。 对整个建筑 ，想做到“残疾人殿
堂 、残 、健可共享” ，受到了残疾人和健康人的喜
爱 。 荣获 ２００６年度上海市建筑学会第一届建
筑创作优秀奖（最高奖） ，名列第一 。

２００３ 年 ，武钢技术中心要建新楼 ，我们参
加了方案竞赛 ，被选中 ，我们提出并设计了世界
第一例 １７ 层的耐火耐候钢结构的大厦 ，又克服
了重重困难 ，２００６年秋天竣工 。获 ２００７ 年度上
海市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 。

２００１ 年初 ，我自己家乡 ———安徽省无为县
的地方领导和开发商找我 ，要我为他们再设计
一个文化广场 ，性质由我决定 。 经过我深思考
虑 ，我的家乡是安徽省沿长江的农业大县 ，但农
民实际上被重视得不够 ，我觉得应当歌颂作为
我们民族脊梁的农民和农业 ，于是我设计了 ，并
在 ２００６ 年春天建成了歌颂我国农业和农民的
“农文化广场” 。 其中有用白色大理石巨型石
壁 ，正反十个壁面上 ，镌刻了 ２６ 首我国历代有
关农民农业的诗词 ，和五组农民进行农业生产
各个过程的大型铜雕像 ，屹立在广场范围内 ，歌
颂了我国有史以来农民不朽的历史功绩 ，受到
了地方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赞赏 。

２００４ 年 ，我和吴庐生又设计并建成了杭州
浙江大学紫金港新校区中心岛组团建筑群规划

与设计 ，人们很喜爱它的形态新颖 、有现代感和
地方氛围 ，我们很高兴 。获得 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建
筑学会第二届建筑创作佳作奖 。

２００１ 年初 ，安徽省芜湖市弋矶山医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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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我国较早的一个教会医院） ，要我们为他
们设计一个 １ ０００ 床以上的医院病房楼 。 我
们用现代医院的理念 ，给他们做了十几轮的
方案 。 我们已完成了施工图纸设计 ，正投入
施工建造 。

２００２ 年夏天 ，芜湖有一位开发商在一块较
小基地上造一座宾馆 ，两幢公寓和相当数量的
商店 ，要我们参加建筑方案的设计竞赛 ，我们参
加了这一活动 ，认真仔细地进行了设计 ，最后我
们的方案中选 。 但由于投资者有自己的要求 ，
地方领导与规划部门有各种规定 ，经过了较长
时间的探索 、磨合 ，基本取得了共识 。 ２００６ 年
春节后开工 ，由于资金不畅 ，现仍在施工中 。 由
于设计难度大 ，我们将设计做到既符合地方要

求 ，又做得不一般化 ，功能很复杂 ，我们希望能
取得好成绩 。

长期来 ，我们的思想 、工作 、研究的座右
铭是 ：

坚忍不拔地追求 ，
执著勤奋地探究 ，
清醒周密地思考 ，
顽强谨慎地奋斗 。
虽然我已 ８０ 岁了 ，但仍希望我还能继续不

断地为我国建筑事业再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
因为设计并建造着既能为祖国奉献微薄之力 ，
同时也是极大的快乐 ！

青锋怎忍滋锈迹 ，
伏枥永怀万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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