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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介 石 的 一 生 中 有 不 少 追 随

者 , 他们为之 出 谋 划 策 、 出 生 入

死。那么蒋介 石 究 竟 用 什 么 办 法

让这些人为之 效 劳 呢 ? 在 其 尚 未

发迹的时候、在其上升发展之 时 、

在其飞黄腾达之际 , 境况不同 , 蒋

介石所使用的方法亦有变化。

善结金兰

蒋 介 石 最 喜 与 人 结 拜 金 兰 ,

他可能是中国 现 代 人 物 中 盟 兄 弟

最多的一人。

俗 话 说 :“ 在 家 靠 父 母 , 出 外

靠 朋 友 ”, 而 交 友 之 道 , 又 莫 过 于

结 拜 盟 兄 弟 , 这 是 蒋 介 石 的 处 世

经 验 。他 自 己 也 承 认 一 生 中 最 喜

“异 姓 昆 弟 之 交 ”。现 已 查 明 他 的

盟 兄 弟 主 要 有 以 下 诸 人 。

蒋 介 石 13 岁 时 , 去 外 公 家 葛

竹读书 , 小小年纪 , 就和一些 同 学

结成了“葛竹十兄弟”。 其 中 有 栖

霞坑的王恩溥、剡溪的陈泉卿 、江

岸的董凤阳、肖王庙的何先德 、班

溪的章云、石门的毛如水、亭 下 镇

的沈新成、陈世荣等。这十兄弟曾

有过一次惊人 之 举 , 就 是 在 奉 化

搞过一次绑票 , 十 兄 弟 中 和 蒋 介

石 关 系 密 切 的 是 王 恩 溥 和 陈 泉

卿。

陈 泉 卿 是 有 名 的 恶 霸 地 主 ,

人称“剡山王”, 也曾留学日本 , 参

加过同盟会 , 并 和 蒋 介 石 一 起 参

加过光复浙江 的 战 斗 。 其 子 陈 式

正 , 曾任国民 党 师 长 , 抗 战 胜 利

后 , 与人合伙经营长途汽车公 司 ,

后逃往台湾。

1905 年 , 蒋介石在奉化城里

凤麓学堂读书 时 , 又 结 拜 了 一 个

“凤麓十兄弟”, 其中有胡朝臣、周

采臣、凌阿道、周知外、周飞来、汪

阿蟾、陈毓南、朱孔阳、刘祖汉等。

和 蒋 介 石 关 系 密 切 的 是 朱 孔 阳 、

刘祖汉。

朱 孔 阳 , 字 守 梅 , 又 名 鹤 年 ,

奉化城里人 , 北 伐 时 任 蒋 介 石 总

司令部的军需 处 长 , 南 京 政 府 成

立 后 , 任 军 需 署 长 , 因 贪 污 公 款 ,

在家乡大兴土木 , 被撤职。后任浙

江省政府委员 、 浙 江 地 方 银 行 董

事长 , 病死于浙江金华。

刘 祖 汉 ,

奉化城里北街

人 , 小蒋介石

7 岁 , 参 加 过

东 征 陈 炯 明 ,

在福建白沙战

斗中 , 因救护

蒋介石左臂被

打断。蒋送他

去 日 本 进 修 ,

后任惠阳县知

事、水上警察

局长、监察院委员 ; 随蒋介石 去 台

湾 , 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1987 年

病死。

在此 期 间 , 和 蒋 介 石 结 拜 的

还有 :

周日宣 , 字淡游 , 奉 化 城 里 东

门村人 , 凤麓学堂的体育老师 , 长

蒋介石 6 岁 , 对蒋多有关照 , 后 去

日本入警监学 校 , 与 陈 其 美 是 同

学 , 经他介绍 , 蒋介石才结识 了 陈

其美。辛亥革命前回国 , 是中部同

盟会的重要成 员 。 和 蒋 介 石 一 起

参 加 过 二 次 革 命 与 肇 和 舰 起 义 。

1919 年病逝于四川。其侄周天声 ,

曾任蒋介石的侍卫官。

俞镇臣 , 字作屏 , 曾 任 广 东 淡

水县长 , 因贪赃枉法 , 被当地 农 民

打死 , 其次子 俞 国 华 随 蒋 介 石 去

台湾 , 曾任行政院长。

陈杏 佳 , 蒋 介 石 在 奉 化 读 书

蒋介石拢人三招
□ 王光远

冯蒋结义为把兄弟 , 谱弟蒋中正手写的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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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和蒋介石结盟的陈铭枢

时就住在陈家 , 二人十分要好 , 陈

的侄女陈志坚 还 和 毛 福 梅 结 为 异

姓姐妹。蒋经 国 在 奉 化 读 书 时 也

住在陈家 , 陈志坚之弟陈舜耕 , 任

蒋介石侍从秘书多年。

陈积澍 , 字云汀 , 蒋 介 石 在 箭

金学堂读书时 , 二人结为盟兄 弟 ,

后 曾 任 宁 波 洋 广 税 捐 局 局 长 、镇

海船货税局局长等职。

何禄山 , 肖王庙镇何 家 村 人 ,

蒋 介 石 在 堂 舅 孙 琴 风 家 与 何 相

识 , 结为金兰 , 他和丁志国一 起 曾

救过蒋介石。

杨凡庆 , 曾任奉化县长。

蒋介 石 在 日 本 留 学 期 间 结 拜

的有 :

孙星环、孙洞环兄弟 , 肖 王 庙

人 , 和蒋介石是竹马之交 , 孙 星 环

曾代蒋介石考 学 , 后 任 镇 海 要 塞

司令 , 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孙洞

环曾任陆军医院院长。

杨志春 , 溪口财神殿 人 , 是 蒋

的近邻 , 曾任 总 司 令 部 军 械 局 局

长 , 军委会总务处长等职。

竺绍康 , 浙江嵊县人 , 平 阳 党

领袖 , 蒋介石 在 葛 竹 读 书 时 与 他

相识 , 二人又在日本重逢 , 备 感 亲

切 , 结 为 金 兰 , 蒋 介 石 在 一 篇《 自

述事略》中说 :“是时之知交 , 以竺

绍康为第一人。”1910 年竺绍康病

逝 , 其部下大部为蒋收容。

1912 年 , 蒋介石与陈其美、黄

郛结拜 , 蒋还特制了三把短剑 , 将

他们的结拜誓言刻在上面 :“生 死

与共 , 安危同仗”, 留作纪念。后蒋

多得二位盟兄的帮助。

同年 , 蒋介石再与黄 郛 、张 群

结拜。

1915 年 , 在上海讨袁期间 , 蒋

介石与杨虎结 拜 , 杨 是 安 徽 宁 国

人 , 小蒋 2 岁 , 曾任总司令部 特 务

处长 ,“四一二”政变时 , 是有名的

刽子手 , 后离蒋而去。

1916 年 , 蒋 介 石 与 中 华

革 命 党 的 财 政 部 长 张 静 江 、

军务部长许崇智结拜。

同 年 , 蒋 介 石 去 山 东 讨

袁 军 中 任 参 谋 处 长 , 与 参 谋

巴英、王柏龄二人结拜。王曾

任 黄 埔 军 校 教 务 部 主 任 , 成

为 蒋 介 石 进 行 反 革 命 活 动 的

主要助手。

同 年 , 又 与 邵 元 冲 结 拜 ,

邵 为 浙 江 绍 兴 人 , 1914 年 与

蒋 介 石 相 识 , 一 同 参 加 过 肇

和 舰 起 义 , 又 同 去 山 东 讨 袁

军 中 工 作 , 回 到 上 海 后 二 人

结盟。

1922 年 元 旦 , 蒋 介 石 与

吴 忠 信 结 拜 , 吴 是 安 徽 合 肥

人 , 长蒋介石 3 岁 , 1913 年 在

日本与蒋相 识 , 一 同 参 加 过 肇 和

舰起义 , 后 蒋 任 援 闽 粤 军 少 校 作

战科主任 , 吴任上校参谋 , 后 蒋 任

第二支队司 令 , 吴 任 第 七 支 队 司

令 。 后 吴 一 直 是 蒋 的 得 力 助 手 ,

1959 年在台湾病逝。

在黄埔军校时期 , 蒋介石曾和

陈 策 ( 曾 任 虎 门 要 塞 司 令 ) 、欧 阳

格( 曾任中山舰舰长) 等人结拜。

1926 年北伐时 , 与李宗仁在

长沙结拜。

1928 年二次北伐时 , 与冯玉

祥结拜。

1930 年与张学良结拜。

还 有 三 个 人 , 蒋 介 石 要 与 之

结拜 , 却遭到拒绝。

一 是 汪 精 卫 , 1925 年 汪 精 卫

出任国民政 府 主 席 , 蒋 对 他 毕 恭

毕敬 , 总想与他结拜 , 并主 动 送 去

了拜帖 , 汪也表示同意 , 但 遭 到 陈

璧君的坚决反对 , 陈对汪说 :“你

愿做他的阿 哥 , 我 还 不 愿 做 他 的

阿嫂呢。”汪历来惧内 , 此 事 只 好

作罢。

二 是 唐 生 智 , 北 伐 时 蒋 与 唐

在长沙相会 , 蒋提出与唐结 拜 , 唐

却说 :“结拜也靠不住 , 从 这 次 湖

南大变动中 , 我摸透了 , 过 去 和 我

拜过把子的人 , 口里喊哥哥 , 手 里

摸家伙。拜把兄弟干起来 , 比外人

还狠一些。”因而遭到拒绝。宁汉

对峙时 , 蒋介石再次提出结 拜 , 并

请蒋百里来说 , 仍被唐拒绝。

三 是 陈 铭 枢 , 1931 年 , 汪 精

卫 、胡 汉 民 、孙 科 、李 宗 仁 等 联 合

起来反蒋 , 在 广 州 另 组 国 民 党 中

央和国民政府。蒋请陈铭枢、蔡元

培、张继三人出面调停 , 粤 方 要 求

由 陈 铭 枢 出 任 京 沪 卫 戍 总 司 令 。

这时 , 蒋介 石 提 出 要 和 陈 铭 枢 结

拜 , 陈恳切地对他说 :“桃 园 结 义

是封建社会 的 产 物 , 今 天 搬 用 这

一做法 ,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总司

令 , 你现在身为国家主席 , 是 国 家

元首 , 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 只 需

你能开诚心 , 布公道 , 政策 方 针 昭

示得正确 , 自然四海归心。一切忠

义才智之士 不 待 招 而 自 至 。 倘 若

不然 , 但凭极少数人的恩情 结 合 ,

将示人心不广 , 反堵塞了道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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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在是民主 时 代 , 人 人 都 在 看

你的所作所为 , 来 决 定 对 你 的 背

向。”一席话 , 恰似一盆冷水 , 结拜

之事再也不提了。

妙用照片

在 蒋 介 石 那 里 , 照 片 自 有 妙

用 , 它不仅可以显示自己 , 还 可 以

用来拉拢部属。

蒋介石最善于使用照片。

1922 年 6 月 , 陈炯明发动武

装叛乱 , 炮轰总统府 , 孙中山 被 迫

到永丰舰避难 。 蒋 介 石 听 从 张 静

江之谋 , 从上海奔赴广州 , 登 船 护

驾 , 在危难关 头 , 随 侍 孙 中 山 左

右 , 出谋划策 , 在炮火硝烟的 情 况

下 , 蒋介石也 没 有 忘 记 与 孙 中 山

合影留念。这 张 照 片 成 了 他 忠 实

于孙中山的见 证 , 也 为 后 来 他 争

当继承人 , 捞到了一个政治资本。

到 了 1926 年 , 蒋 介 石 窃 取 了

国民党的军政 大 权 , 更 加 踌 躇 满

志 , 极想网罗天下名士 , 以备 他 建

立大业之用。这时 , 邵力子奉国民

党中央之命 , 去 上 海 宣 传 国 民 党

的政治主张 , 并 与 上 海 各 界 人 士

联络。蒋介石 请 他 带 去 一 张 亲 自

签名的照片 , 转赠给陈布雷 , 并 转

达 他 对 这 位 报 界 才 子 的 仰 慕 之

情。陈布雷当时是《商报》主笔 , 才

思敏捷 , 文笔犀利 , 赞成孙中 山 的

政治主张。蒋 介 石 不 仅 佩 服 他 的

胆识和才气 , 还 特 别 看 重 他 是 浙

江同乡 , 所以着意延揽 , 陈布 雷 接

到蒋的照片后 , 既见其人 , 又 领 其

意 , 深受感动。1927 年 2 月 , 又经

张静江、戴季陶推荐 , 前往南 昌 见

蒋。后成为蒋的幕僚长 , 一直追随

蒋 20 多 年 , 直 到 1948 年 自 杀 才

算了结。而两个人交往的开端 , 竟

然是从一张照片开始的。

1933 年 , 蒋介石在庐山创办

了军官训练团 , 自兼团长 , 陈 诚 任

副团长 , 其 目 的 是 对 军 官 进 行 法

西斯的军事 和 政 治 训 练 , 同 时 借

机 收 买 和 分 化 地 方 军 阀 的 部 下 。

比 如 孙 桐 萱 被 任 命 为 第 一 营 营

长 , 就是为了对他进行拉拢。

孙桐萱 , 河 北 交 河 人 , 是 韩 复

榘 属 下 的 总 指 挥 兼 第 十 二 军 军

长 , 山东的第二号人物。蒋介石感

到韩不驯服 , 于是想拉孙排 韩 。6

月 5 日 , 训练团第一期毕业 , 恰 逢

孙桐萱父亲 七 十 大 寿 , 蒋 介 石 得

知后 , 特送来照片一张 , 礼金 5000

元 , 寿 幛 一 幅 , 上 书“ 孙 伯 父 大 人

七 十 寿 辰 之 禧 ”, 下 款“ 蒋 中 正 ”。

孙桐萱收到 后 极 为 感 动 , 当 即 向

陈诚表示 :“委员长对我的 深 恩 厚

德 , 我 一 生 感 念 不 忘 。 ”1938 年 1

月 , 蒋介石将韩复榘处决之 后 , 所

部就由孙桐萱接管。

抗 战 期 间 , 蒋 介 石 在 重 庆 浮

图关成立了 中 央 训 练 团 , 仍 自 兼

团长 , 每期一个月 , 除讲授 抗 战 形

势和国民党 的 方 针 政 策 外 , 主 要

是灌输“效忠领袖”的思想 。 受 训

期间 , 蒋介石分批接见学员 , 每 批

十多人 , 谈话十多分钟。结业时每

人赠送照片一张 , 上款写“某 某 同

志 惠 存 ”, 下 款 写“ 蒋 中 正 赠 ”, 并

盖有私章。送这张照片 , 既可给学

员造成深受宠幸之感 , 又能 以“天

子门生”到处炫耀 , 来更好 地 为 领

袖尽忠效力。

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 ,

蒋介石决定 派 唐 生 智 之 弟 唐 生 明

去上海 , 假意投靠汪精卫 , 利 用 各

种关系 , 完成以下任务: 其一 , 设法

掩护和营救 在 上 海 和 南 京 的 军 统

特务 ; 其二 , 向大小汉奸转 达 蒋 介

石的“宽大政策”, 动员他们弃暗投

明; 其三 , 尽一切力量发展“忠义救

国军”, 打击新四军。唐生明怕背上

“投敌”的罪名 , 更怕蒋介石将来翻

脸不认账 , 便推托说 : 要和老 母 商

量一下再定。蒋介石立即表示 : 可

以送给老夫人 一 张 照 片 , 请 她 放

心。这张照片成了唐生明假意投敌

的护身符。

抗 战 胜 利 后 , 蒋 介 石 把 30 多

万伪军全部收 编 , 以 备 发 动 反 人

民的内战。1946 年春 , 蒋介石偕宋

美龄到河南新 乡 视 察 , 为 了 让 这

些 曾 经 投 敌 的 伪 军 将 领 给 他 卖

命 , 特地召见了庞炳勋、孙殿 英 等

20 余人 , 除设宴招待外 , 还一起照

了集体像 , 随 后 又 让 每 个 人 站 在

他的身旁合影 , 以示恩宠。

1949 年 4 月 , 蒋介石由奉化

来到上海 , 5 月 7 日乘“江静轮”逃

离上海 , 江静 轮 的 船 长 名 叫 徐 品

富 , 也是奉化 人 , 又 与 蒋 经 国 同

庚 , 一路上提心吊胆 , 小心侍候。5

月 17 日 , 总算 平 安 抵 达 舟 山 。 蒋

介石对徐极为 感 激 , 特 与 他 合 影

留 念 , 又 送 他 一 张 24 寸 的 半 身

照 , 以示格外器重。

1974 年 10 月 31 日 , 是蒋介

石 的 寿 辰 , 他 也 仿 照 大 陆“ 文 革 ”

的做法 , 制作了大量的“蒋总 统 万

岁”的徽章 , 命令公务员佩戴 。 当

天 , 又用巨型 气 球 向 大 陆 投 放 了

1000 万张照片 , 据统计 , 当年共向

大陆投放了 1.8 亿张照片 , 想以此

唤起大陆人民对他的怀念 , 其 实 ,

这完全是他的痴心妄想。

银弹战术

照 片 的 作 用 已 经 不 凡 , 然 而

蒋介石用起银弹来 , 也毫不逊色。

土 匪 军 阀 孙 殿 英 曾 这 样 说 :

“会捞钱 , 更要会撒钱。会捞 钱 是

二 流 学 问 , 会 撒 钱 才 是 一 流 学

问。”又说 :“蒋介石一生只做了两

件事 , 一是懂得如何将钱捞到 手 ,

二是知道如何把钱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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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宗 仁 也 在《 回 忆 录 》里 说 :

“蒋先生在中国纵横几十年 , 他 所

凭借的武器 , 不 外 金 钱 收 买 和 分

化离间的伎俩。”还有人说 : 别 人

打仗是“兵马未动 , 粮草先行”; 蒋

介石打仗是 “兵 马 未 动 , 金 钱 先

行”。

请看蒋介石在战争中是如何

使用银弹战术的。

1925 年 , 第一次东征陈炯明 ,

攻打易守难攻 的 惠 州 城 , 损 失 惨

重 ,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 蒋 介 石

高呼 : 凡第一个登上城墙的 , 每 人

赏大洋 500, 连长赏 1000 元 , 认为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当 时 有 很

多人不以为然 , 认 为 革 命 军 队 是

不应讲究金钱 的 。 蒋 介 石 则 认 为

革命当然讲究 信 仰 , 但 只 有 信 仰

是不够的 , 还必须有金钱奖励。

1927 年 ,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

国民政府 , 与武汉国民政府对 立 。

汪 精 卫 和 冯 玉 祥 举 行 了 郑 州 会

议 , 蒋介石和 冯 玉 祥 举 行 了 徐 州

会议。这时 , 冯玉祥的态度对时局

影响重大 , 为 了 拉 拢 他 与 南 京 合

作 , 一下子送 给 他 200 万 元 军 饷 ,

冯玉祥立即给 武 汉 发 电 , 敦 促 汪

精卫驱逐鲍罗廷 , 实行清党。

1927 年底 , 蒋介石先是和汪

精卫密谋 , 利 用 第 四 军 在 广 州 发

动政变 , 把李济深赶出广东。政变

失败后 , 蒋介 石 又 反 过 来 送 给 李

济 深 30 万 元 军 费 , 请 他 打 回 广

东 , 结果汪精卫逃亡国外 , 李 济 深

也元气大伤。

1929 年 , 发生了蒋桂战争 , 战

端未开 , 蒋介 石 就 利 用 金 钱 和 官

位收买了俞作 柏 和 李 明 瑞 , 不 费

一枪一弹 , 就占领了武汉 , 打 败 了

桂系。

在蒋桂战争中 , 冯玉祥应蒋介

石之邀 , 派韩复榘进兵武胜关 , 名

为援蒋 , 实则静观战局变化。战争

结束后 , 蒋 介 石 邀 请 韩 复 榘 到 武

汉 , 礼盛宴丰。招待得十分热情 , 临

别时送给他一个精致的楠木盒子 ,

上刻“总理遗教”四字 , 要他回去仔

细阅读。韩并不在意 , 回去后即交

给了副官。副官打开一看 , 里面有

一本《三民主义》, 内中却夹着一张

200 万元的银票 , 立即交给了韩 ,

韩复榘就这样被蒋收买。同时 , 蒋

介 石 又 给 石 友 三 送 去 50 万 元 军

费 , 石也被蒋收买。

5 月 , 发 生 了 蒋 冯 战 争 , 冯 玉

祥刚刚做了 军 事 布 置 , 战 争 尚 未

开 始 , 韩 复 榘 、石 友 三 、马 鸿 逵 等

人就叛冯投蒋 , 冯只好宣布 下 野 。

蒋 介 石 曾 高 兴 地 对 他 的 亲 信 讲 :

“我拿 40 个 师 , 不 见 得 能 打 胜 冯

玉祥 , 现在我用一个木匣子 , 就 胜

过 40 个师的力量。”

1930 年 , 爆发了蒋介石和冯

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蒋介石

先 派 张 钫 用 50 万 大 洋 收 买 了 孙

殿英 , 谁料孙殿英耍滑头 , 收 下 钱

并没有马上 表 示 拥 蒋 , 张 钫 心 中

不安 , 向蒋作了汇报 , 蒋却说 :“只

要钱收下就好 ! ”果然 , 孙 殿 英 还

是退出了反蒋阵营。

在 中 原 大 战 中 , 张 学 良 是 个

关键人物 , 东 北 军 的 动 向 关 系 着

战 争 的 胜 败 , 蒋 、冯 、阎 都 派 人 前

来拉拢。蒋介石的代表是吴鼎昌 ,

给他的活动 费 有 几 百 万 , 每 次 宴

请东北军将领 , 一开就是十 几 桌 ,

每桌 500 大洋 , 饭 后 打 麻 将 , 他 都

预备四份钱 , 每份 1 万元 , 玩 一 次

就输几万元 。 而 冯 玉 祥 给 代 表 的

活 动 费 只 有 400 元 , 阎 锡 山 的 代

表 多 一 点 , 也 只 有 1000 元 。 结 果

张 学 良 倒 向 了 蒋 介 石 , 9 月 18 日

发 表 通 电 , 随 即 派 兵 入 关 , 冯 、阎

很快就遭到失败。

1930 年 , 张治中 40 岁生日 ,

他自己都忘 了 , 蒋 介 石 特 地 派 他

的侍卫官送来 祝 贺 诞 辰 的 一 封 亲

笔信 , 一幅亲 自 书 写 的 “自 强 不

息”的条幅 , 外加贺礼 6000 元。张

治中收到后 , 心中自然十分感激。

1933 年 , 蒋介石和福建人民

政府作战 , 做了大量的军事预 算 ,

没想到战争进 展 顺 利 , 钱 没 有 花

那么多 , 剩余的应该归还国库 , 蒋

介石为拉拢下 属 , 决 定 将 这 笔 钱

作为奖金发下 去 , 一 个 团 长 可 得

5000 大洋。当时一个警察每月的

工资才只有 9 元。

1936 年 , 发生了两广事件 , 陈

济棠举兵反蒋 , 他 手 下 有 几 十 架

飞机 , 有新的也有旧的 , 是陈 的 命

根子。蒋介石 派 人 收 买 了 他 的 空

军司令黄光锐 , 答 应 每 架 飞 机 给

20 万大洋 , 一些将领不同意 , 认为

即使这些飞机 是 新 的 , 也 不 值 那

么多钱 , 不如打败陈济棠 , 这 些 飞

机一文钱不要 , 也都是我们的 了 。

蒋介石却不这 样 看 , 并 把 每 架 飞

机提价到 25 万 元 , 很 多 人 以 为 蒋

介石疯了。结 果 黄 光 锐 带 着 几 十

架飞机全部投 奔 过 来 , 陈 济 棠 的

部队马上就瓦解了 , 不用花军 费 ,

几十万大军就被蒋改编了。

1949 年 , 淮海战役炮火正浓 ,

杜 聿 明 在 徐 州 前 线 为 蒋 卖 命 , 蒋

介石从小本子 上 查 到 了 杜 母 的 生

日 , 立即派蒋经国去上海 , 送去 10

万元金圆券的 寿 礼 , 并 举 行 了 隆

重的仪式。杜聿明得知后 , 既吃惊

又感动 , 决心为蒋介石死战 , 一 直

战到无一兵一 卒 , 突 围 时 在 永 新

县被俘。

直 到 蒋 介 石 退 踞 台 湾 , 仍 不

忘将上海的黄 金 、 白 银 和 外 汇 运

走。正是这些银弹 , 有力地维持了

他在台湾的统治。

责任编辑 杨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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