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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因家能力的削弱及＿裂 ＿

． 清末

新政与Ｗ宪改革的困撓

王鸿铭

【提 要 】 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是近代 中 国政治转型 中 的 关键时期 ,
面 对王朝将倾 的统

治危机 , 清政府企 图通过全面改变原有的政治架构来达到 重新集权的 目 的 。 匆 忙的官制 改

革削 弱 了 国 家调控能力 ,
不成功 的 经济改革减 少 了 国 家汲取能力 , 科举制取消后官方意识

形态的 瓦解降低了 国 家合法化能力 , 谘议局 的产生解构 了 国 家强 制能力 ,
从这四个变量 的

观察可以梳理 出新政改革在推行 中遇到前所未有的 困境 。 国 家在近代化的 转型 中缺乏有效

的 国 家治理能力 , 从而导致清末新政立宪改革和 国 家建设走向 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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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 甲午战败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清王命一声枪 响 , 中 国 的政治社会从此进入新的

朝 , 面对 日 益严重的国 内外政治危机 , 不得不篇章 。

采取最认真的一次近代化努力 。 清末新政与立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 笔者

宪改革 由清王朝统治者发起 , 清 中 央政府于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以 国家治理与国家

1 9 0 6 年发布的谕令正式宣示启动了清末新政以能力为变量 , 进行考察探析 。

及近代中 国宪政改革的历程。 新政立宪改革的

内容极其广泛 , 并 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省全面
—

、 中国传统〒土
＝的 〉口理模式

推进 ,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 其对近代 中 国 的中国古老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在数千年

政治转型与社会生活 , 远远超过了此前洋务运 里成功维系 了一个地缘辽阔 、 民族复杂 、 人 口

动和戊戌变法 。 从清末新政的开启到辛亥革命 众多的农业社会整合 , 并产生出 官僚制这
一

具

的爆发 ,
近 6 年的时间里 , 清末新政无论从内有 中国特色的中央政府治理制度 。 有学者将数

容上还是深度上对近代中 国的政治 、 社会 、 文 千年亘古不变的制度结构称之为
“

超稳定结

化有着较为深刻地影响 。 新政之后 的第二年 , 构
”

, 他们认为
“

在中 国封建社会里面 , 上层组

近代中国的
一

个宪法性文件 《钦定宪法大纲 》织是以皇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 ,

颁布 ,
1 9 0 9 年各省谘议局成立 , 随后资政院开中层组织方式是县以下的地主 乡 绅 自治 , 宗法

院 、 清廷 颁布 《 宪法 信条 十九条 》
, 仅仅 在家族和家庭是中 国社会最基层的组织 , 而儒家

《宪法信条十九条 》 颁布的
一

年之后 , 辛亥革意识形态以伦理为本位 , 把国家看做家庭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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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体 , 有效地消解了宗法家族组织与国家组织能及的领域 , 由于存在着大量的深受儒家价值

的对抗 。 中 国封 建社会 就 通过 上层 国 家机观影响的乡 绅 、 族长和其他领袖 , 他们会 自觉

器
——

大一统官僚机构达到每
一

个县 , 再 以乡地将儒家价值观贯彻于他们领导制定的各种民

绅 自治为 中介 , 最后由基层宗法家族达到每个间规范之中 , 并且在实践中努力贯彻之。 于是 ,

家庭 , 实现了
一个超级农业社会之整合

”

。
① 黄这些领域可能地处于天南海北 , 但是他们 的

仁宇认为中 国传统
一

体化结构三个层次如潜水
“

行为规范体系 的内容
”

却
“

有着显著的
一致

艇夹肉面包 , 上层官僚机构是上面
一块又大又性

”

。

④ 正是在这样
一

致性的行为规范体制下 ,

硬的面包 , 浮在农业社会之上 ； 社会动员必须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幅员辽阔 、 人口众多 , 中央

通过中下层组织 , 但中层恰如 夹在中 间的 肉 , 政府依然能够推行对地方进行全面渗透的大一

它的组织结构松弛 ；
而下层则是一块代表宗法统体制 。

组织的硬面包 , 唯有通过意识形态认同将三个一＋

层次联系起来 。 而意识形态的各种功能均 以克
—、

＝
禾 目 制的改军与

服内部整合困难为主 , 社会组织动员也以农村治 3 能力 的困境

为 中心 。 这种组织方式对于保持农业社会整合中央对地方的调控能力是衡量国家能力的
和基层稳定十分有效 。

◎ 笔者因此认为 中国传统 基本条件之－ ,

？ 笔者舰收集清末新政时地方
社会 胃＾

＿

乡 ＿
”

督細人事飄希望尝试翻 中央練运动的

模式构成了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力布局ｆ轨迹以及与地方的博弈 , 发现最后恰恰是中央
配的基础 。 对于

“

中 央
一

地方
”

渗透模式而言 ,

与地方零和博弈的结果导致中央和地方均无法
中 会产？官＿｜■使巾＿＿形成改革权力聚集的中 心 , 使得清末新政难以
方进行有效地治理和权力渗透 。 中央政府通过

达到向现代国家转型的 目 的 。 通过观察可以发
财政税收 、 地方官员任免 、 军事制度管理避免

现 , 新政时期所有总督和巡抚中 , 任期 1 年以
地方割据势力 的存在 。

巧＾
制度的实行使得知 下的均超过总数的

一

半 , 直隶总督袁世凯和湖
识分子构成 了官僚体制运行的基础 , 并通过意 广总督张之洞是总督巡抚里面唯

一

任期达到 5

识形态的教化也就是儒家纲常教义构成权威统 年的官员 。 学者刘广京发现在 1 8 6 0 ？ 1 9 0 0 年之

治合理化基础 。 王亚南在对中 国官僚政治的研 间总督任职 3 年以上的 占 4 8 ． 9 ％ , 任职最长的
究中

芒
指出

：
封建社会皇权有三大支柱 ,

巧
一

官员甚至达到 1 2 年 以上 魏秀梅研究发现嘉
个是亘古不变之天道 ( 它基于哲学

,
) ； 第二个 庆年间到光绪年间各省总督和巡抚任职平均年

是大一统思想 ( 它是社会观 )
；
第三个是儒家纲 限分别为 2

？

3 年和 1
？

2 年 ,

？ 相 比于此前各省
常教义 ( 它来 自 把国家看做家庭同构的 意识 ,



即儒家伦理的延伸 ) 对于 官 乡 绅 渗
① 金观涛 、 刘青峰 ： 《开放中的变迁 ：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

透模式而言 ,
地方主要依靠具有

一定功名 的 乡构 》 , 法律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7
￣

1 1 页 。

绅进行 自治 , 这些乡 绅
一般都是接受过正统儒② 参见黄仁宇 ： 《 中国大历史 》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家意识形态训练的知识分子 , 他们按照儒家意
③ 王亚南 ： 《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腿

识形态
一

方面作为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帮助政年版 , 第 7 0 页 。

府管理各种基层治理事务 , 保证宗族与政府之？ 杨阳 ： 《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
一廉教中国 的政治文化解

间的有效合作 ；

一

方面作为 宗族势力 的代表 ,ｍ 》 ’？ 2 1 Ｍ －

么 1 , , 1⑤ 王绍光 ： 《 分权的底限 》 , 中 国计划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与政府在一定的限度 内进行合理地
“

谈判
”

, 保ｈｉ

证宗法家族和家庭组织的利益。

“

官于朝 , 绅于⑥ 刘广京 ： 《晚清督抚权力 问题商榷 》 , 《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

乡
”

, 乡绅 自治起到了 整合政府与民间的作用 ,集 》 第 6 编 ’ ( 台湾 〉 商务印书馆蘭 年版 , 第 3 5 3
—

挪

使得社会组织在上中下三层能够实现紧密地结 ⑦ 魏秀梅 ： 《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 》 , ( 台湾 )

合 。 更为关键的是在那些国家正式体制力所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1 9 7 4 年第 4 期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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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任职的情况 , 新政时期地方官员变动频率起彼伏的农民大起义交相影响下
一度面临着崩

之快实属罕见 。 清朝 中 央政府固然有 自 己 的考溃的状态 , 为 了筹集镇压农民起义和应对国外

量 , 希冀通过大范围快速的人员变动进行选择赔款的经费 , 清政府不得不对中 央财政制度进

性再集权增强中央对地方人事制度的管控能力 ,
行大幅度改革 , 赋予地方督抚更大的财政实权 ,

打破 自 太平天 国 以来对地方政令不畅 的局面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制度逐步瓦解 , 这使得中

( 事实上清政府地方势力在太平天 国之后的变央对地方的治理渗透能力大为减弱 ,

“

户部徒掌

化 , 不外两点 ：

一

是地方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本部收支 , 而各部岁计出入之当否 , 户部无从

权 , 其势渐重 ；
二是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 ,

过问 , 各省奏销则凡外销
一项 , 亦皆无从稽核 ,

中央失去把握之权？
) 。 但近代 国家转型 的顺利是全国财政无一监督之机关也

”

。

③
薄弱 的财政

进展需要制度保持适度的稳定 , 这是实现稳定 基础导致政权治理能力 的削弱 , 清王朝为挽救

秩序的最起码前提 。 在 中国传统社会官僚制体 政权危机 , 遏制不断分离的地方政府倾向 ,
又

制之中 , 地方官员处于上传下达的重要环节 ,
进行了所谓的财政改革 , 通过谕令各省需明报

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新政改革的政治重任 , 但是 财政收人 、 整顿币 制 、 成立户 部银行以及在

中央政府出 于对地方官员 的不信任导致地方官 1 9 0 6 年新政之时成立了度支部作为全国财政的

员任期过短 , 难 以在地方有所作为 。 人员变动 综合管理机构 , 试图在全国范围 内重新财政集

的频繁更使得中央政府的改革措施难以得到全
权 , 但未产生实际作用 。

面展开 , 中央的改革措施难以具有连续性。 更学者王绍光认为政府为实现中央决策者的

为关键的是 ,

‘ ‘

中央
一

地方
, ,

官制改革 中地方实
所谓

“

国家利益
”

从社会经济中 动员财力 的能

权派对于清廷中央集权的反弹行为的力麵来 力被称为
“

汲取能力
”

这样 的
“

汲取能力
”

越大 , 尤其是地方谘议局的设置 , 地方谘议局
通常从

“

两个比重
”

也就是财政收人占社会总

不单单使得士绅城市化 , 更为地方主义的滋生
产值的比重和 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人的 比

以及后来的分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 湖广总督

李鸿章 、 1 ；隶練 作她方实據眺＆ 巾 、 巾

表人物对于新政推进全国 的过程 , 起到 了非常表 1 晚清不同时段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关键的作用 , 他们的权力影响逐渐超越了地域单位 ： 倾

的范围甚至能够渗透到 中央政府的有关决策之年份生产总值财政收人
．

比重

中 。 袁世凯提出 的 责任 内阁制别有用 心 , 很明 ： 1 8 8 7 3 3 ． 2 7 5 1 ． 6 8 5 4 5 ． 0 5

显他想利用责任内 阁制来达到限制君权的 目的 ,

： 1 8 9 4 4 2
． 4 9 1

． 6 2 6 3 ． 8 3

从而使得 自 己能够操控 中央大权 , 进入中央政： 1 9 0 3 5 8 ． 1 5 2 ． 6 2 3 4 ． 5 1 1

府的权；＾核‘、

。 1 9 0 8 6 9
．

2 3 3 ． 0 1 2 2 4 ． 3 5

实现政策 、 行政的统一和政令畅通本是官资料来源 ： 《清末民国财经史料辑刊 》 , 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

制改革的直接 目 的之一 ,

② 但是在改革的过程影印版 ,
2 0 0 8 年版 。

中 , 中央政府权威性资源不断耗散 , 外省的权

力中心地位不断上升 , 这样的
一个双向过程共

同导致了政治体系治理整合能力的降低 , 从而① 李剑农 ： 《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 1 8 4 0
￣

1 9 2 6 年 》 , 商务印书

导致
“

内外皆轻
”

的局面 , 新政只能流产 。馆 2 0 0 6 年版 , 第 1 0 6 页 。

②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上册 , 中华书局 1 9 7 9 年版 , 第

三、

＝
革与③ ＾末

页

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上册 , 中华书局鹏版 , 第

〉口理能力的困境 3 7 1 页 。

④ 王绍光 ： 《 分权的底 限 》 , 中国计划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清王朝的财政经济在西方的侵略和 国 内此 1
？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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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不同时段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单位 ： 百万 日元四 、 科举制的废除与

年份生产总值 财政收入 比重 ( ％ )意识■形态的瓦解

＾＾＾＾ 3 5 － 1 0

儒家意识形态就如同强力粘合剂 ’ 使得政

＾＾ ＾
3 3 － 9 8

府官僚 、 缙绅地方 自治与宗法家族有效地结合
1 9 0 3 1 0 6 6 2 5 0 － 8 2 2 4 4

在
一

起 。 中国传统社会以科举制度为枢纽 , 在
1 9 0 8 1 8 8 3 7 9 2

．
4 3 4 2 ． 2

平民与精英之间 , 以及在社会的三大主要阶层

资料来源 ：
《 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经济统计集 ( 1 8 4 0

—

之间 , 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 , 使得中国
1 9 6 0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9 6 2 年版 , 第化 、 页

。成为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

对比晚清不同时段财政收人占生产总值的
①

比重和 日本同时期的财政收人占生产总值 比重然而 , 晚清政府面临着国 内外严重的政治

就可以发现 ,
日本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相较于晚 危机加上国 内 民众愈演愈烈的激进心态 , 采取

清政府要强不少 , 新政时期的晚清政府相较于
了？？＿力

新政前的咖财政汲取能力还处于下麵趋势。

—新式学堂■来■传统＿家意￥

笔者认为这与政府对社会的治理监控不力補＿

大关系 , 自太平天 国战争之后清中央政府不得

不赋予地方督抚相应的财政 自 主权 , 商业税等
一

大量税种被地方截留 , 中 央政府难以提取到足

够的资源 。 而且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清政府财 5
‘

＾ ！＋ＪＳｆｆ
政 自主权的丧失 , 清廷不得不把海关税等重ｆＳＩＳＩ

＇

ｎ 2 5 ｆ Ｍ ＲＳＪＳｎＳｊ^
财政收人聽雜棚 , 力卩 ＿ｈ飾结細纖

ｗ■■个巾■会 , 导致相传统社会
性哀败导致地方财源汲取过程 中 的大量流失 ,／ｍ＋

ｔ＋ｔ ｒｆｔｒｉＣ ＴＲＴ ｌ ＩＡ＊

Ａ 油但 中

一

体化结构的分崩离析 。 在 中央政府面临严重
地方政府隐匿大量财政收人 , 使得中央政府实Ｍ

ｉ权威性资源整合危机时 , 认问危机的进发成为

解构清王朝治理能力 的最后
－根稻草 , 传统帝

于是清中央政府不得不寻求向 老百姓继续加税
制的结束不可避免地出现 。

㈣ ｔ輔解：勤主要后棘于 ： 首先使得选
后不断累加的税额与不断降低的 中

＾
财政收Ａ

拔精英的意识形态方式与意识形态教化的 内容
形成了中央Ｍ财政改革的悖论 , Ｒ额累加Ｗ

产生了割裂 , 原有的官僚体制 和社会凝聚机制
税额并未转化为 中 央的财政收入 , 清末国家财

藤 。 许多接受过儒家意识形練化的社会成
政危机得不赚何解决 , 而且高额的税额反而

员被体制
“

抛离
”

出来 ,

“

游离
”

在新的社会结
1 ：加激化了 ？＃

构之外 。 正是这錢受过
－定教細社会群体 ,

中央政府越是缺乏财政收人越是向 老百姓增力口
在晚清末年 的社会革命中成为最活跃分子 , 给

税额 , 老百姓在高额的税收压力下与本身早已 予清王朝致命一击 。 其次这些被动地被传统体
对朝廷不满的心态叠加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对 制

“

抛离
,
’

出来的社会成员
一

下子没有了科举
抗中央政府 , 他们采取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方式 及第的希望 , 内 心的失落与相对剥夺感油然而

逃避各种税收 , 而缺乏税收来源和财政 自 主性 生 , 社会群体性的不满蔓延到知识阶层之 中 ,

的中央政府只能采取继续向下增加税额的办法 更加激化其本已相当激进的革命心态 。 他们竞

企图解决沉疴已深的财政危机 , 这样的恶性循

环直接导致清中 央政府权威性和国 家渗透能力
① 萧功秦 ： 《危机中的变革》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 第

的丧失 。 1 7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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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角逐政治利益 , 反叛现存秩序 , 晚清政府面接近 。

？ 笔者认为 , 地方洛议局的设立 , 其本质

临巨大政治压力 。 最后 , 科举制 的废除带来中就是地方士绅权力 的上移 , 就是把科举制之后

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断裂 , 传统的意识形地方逐步瓦解的宗族社会统治模式搬到城市里 ,

态在一夜之间丧失 了其正统地位 , 改革后 的新进行城市里的
“

乡绅 自治
”

。 但是 , 科举制废除

文化意涵得不到传统知识分子和广大官僚阶层之后的士绅阶层与 中央政府早已产生无法调和

的认同 , 造成前所未有的文化失范 。的矛盾 , 他们经历了被官僚体制的
“

抛离
”

后

科举制的废除导致原有意识形态的瓦解 ,
又在城市里重新进人权力核心 , 对抗中 央政府

意识形态认同的破坏在打击大
一

统中央政府的的心态深深地根植于这
一

阶层 , 同时 , 谘议局

同时 , 也削弱 了皇权的合法性 , 这是当初清政的设置也使得这些士绅有了 自 己 的合法机构来

府新政改革中始料未及又未及时弥补的 , 直接 代表 自身的利益 , 城市化的士绅阶层成为汇合

导致了基层政府的解体以及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清中央政府治理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最重要节

的认同危机 。点 , 成为推■清政府
1

的最重要社会勢1力 。 如金

观涛 、 刘青峰所指 出 , 辛亥革命之所 以成功 ,

￡ 、 ｉ咨议胃旳 ｉ殳＆与并很快得到各省响 应 , 正是士绅城市化之后 ,

地方主义的滋长地方势力合法化并在体制 内 和中央王权冲突 的

午办且 ａ止访办於细户如 册 山 ？
、

太 且机进
符合逻辑地展开 。

③ 他们？认为 ,

Ｍ奸例起了各賴方前雌锁响应 ,

麵单－肺鮮鮮賴人紅陳少数新

Ｓ？／Ｉ 2 2 Ｊ 5＾军反中央是很容易被镇压下去的 。

④ 很明显 , ｍ

2＾ 2？
议局带有浓厚的传统乡绅模式 自治色彩 , 本来

中央政府就是靠意识形态的教化对于基层宗族
1 9 Ｑ 9

＾Ｓ？、

进行有效统治 , 所谓
“

皇权不下县
”

就是这个
各地洛议局在形式上看是新政中清政府力

道理 。 但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发生 , 珞议局 内
了模仿西方政治制度而

＾
立 的地方议会组织 ’

部成员心态发生变化的时候 , 除非地方利益与
但我们发现 ’ 珞议局 的运转模式很,

度上是
中央利益完全－致 , 他们才会选择与中央合作 ,

乡＃ 自＿＿細職局肯定会代表 自躲方＿ｊ益 。 而且
规定 , 凡属本省籍贯 、 二十五岁 以上的男 子 ,

县与县之间还是一个个如同
“

蜂窝状
”

的个体 ,

(
－

)彼此之间影响并不太大 , 现在士绅的城市化带

細地方 自治影响力绝非此前在基层政权时能
绩者

；
(

＾
) 棚胁巾等以±学鮮餅歡 比 。 更絲細賊纖的戯力量转化为体

凭者
；

( ｈ ) 有举贡生员 1＾±之出身者 ；
ｍ )

制内職局与 中央政府的冲突 , 各省洛议局相
曾任实缺文七品 、 武五 品 以 上未被参革 者 ； 互之间互相合作 , 地方势力靠着谘议局能够组
( 五 ) 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

动产者 。
① 这些条件很明显是为曾参加过科举考

① 张朋 园 ： 《 民主政治 的尝试一清季谘议局议员 的选举及其

试拥有功名 的士绅大开方便之门 , 参加过新学出身分析 》 , 《近代中国
——

知识分子与 自强运动 》 , ( 台湾 )

堂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不占优势 。 据
9 1／上、 6 6欲ＡＶ ｍ ｉ ａ Ａ

－

｝ 々ＡＶｓａ② 张朋 园 ： 《 民主政治的尝试
一

清季洛议局议员 的选举及其
麵园先生对全国 2 1

％的谘议局 1 6 4 3 名议员身出身分析 》 , 《近代中国一知识肝与 自强运动 》 , ( 台湾 )

份的研究 , 他发现 8 0 ％ 的议员 具有传统功名 ,食货出版社 1 9 7 2 年版 。

其中生员 占 3 4 ． 7 8 ％ 、 贡生 占 2 8 ． 7 3 ％ 、 举人占③ 金观涛 、 刘青峰 ： 《开放中的变迁 ： 再论中国社会趙稳定结

9 1 9 7 0／ａｔ
．

ｊ
－． Ｑ ［

－

ｏ／上 ａｒｔ 叱 伽 斗构 》 ’ 法律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1 1 8 页 。

2 1 ． 2 7 进士 占 4 ． 3 5 ／0
, 占 总 人 口 比 例 为

④ 金观涛 、 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
0 ． 4 2 ％ , 这与历史上士绅 占总人 口 的 比例十分构 》 , 法律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1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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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铭 ： 国家能力的削弱及割裂 ： 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的困境


织发动一系列反 中央政府的群众运动 , 在体制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 清政府推动官制改革和财

内部就能摧垮本已十分脆弱的中央政府 。政再集权的失败 , 不仅导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
‘

可以说 , 1 9 0 9 年成立的谘议局作为一个中恶性博弈 , 更使得地方实权派权力坐大 , 地方

层结构 , 将权威性耗散的 中央政府与传统治理督抚离心倾 向 日渐增强 , 这都大大割裂了 中 央

模式被迫 瓦解的基层政权 的矛盾结合在
一

起 , 对地方的汲取能力和调控能力 ； 清政府因而无

从体制内部给予中央政府致命一击 。法有效应对 民众的参政要求和政治运动 , 无法

结语 ： 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实现国家治理 目实现对社会领域的整合 , 紧接着谘议局的设置

标的实际能力 , 国家治理的实际能力在很大程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 , 最终中央政府失去了地

度上表现为国家促进与控制转型的能力 。方精英和立宪派的支持 , 使得清末的宪政改革

晚清政府缺乏 国家治理的实际能力 , 使其和国家建设走向失败 。

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困境 。 清政府

取消科举制使得士绅阶层迅速被官僚体制抛弃 ,本文作者 ： 中 国 人 民大学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比

对前途感到失望的他们转而变为新政改革的强较政治研究所研究人 员 , 中 国政治专业

大反对群体 , 矛头对准改革的始作俑者清政府 ,硕士

与愈演愈烈的 民族主义情绪
一起大大削减了清责任编辑 ： 赵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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