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姓陈，舅舅家的对门有座山叫“义门
山”，距山的右边不远的“105”国道旁有座小村庄，
虽然全为孔姓，但庄名却叫“义门铺”，这山这铺皆
缀“义门”，也许和义门陈有些瓜葛。果不其然，前
几年，陈氏族人集资在义门山脚下重建了始祖伯
宣公祠。据同化志载：“义门铺者，陈氏旧居得名，
陈公伯宣宗祠在此。”据传，伯宣公先是游隐庐山
圣治峰，后易地德化县甘泉乡甘水垅（即现在的
义门铺），死后其后人在义门山下建祠祭奠。至
此，验明正身的我曾多次以陈氏后人的身份虔诚
前往祭拜。

伯宣公之孙陈旺因官置产，遂率全家四代于
唐元宗辛未年四月，自庐山迁至九江德安县太平
乡常乐里艾草坪（今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从
陈旺移居车桥开始至北宋嘉祐七年义门陈奉旨
分家，历332年、15代不分家、高峰时期人数多达
3900多口，创造了忠孝为家，耕读传家的典范，经
屡朝旌表，又经欧阳修、黄庭坚、朱熹等名儒褒奖，

“义门陈”遂名扬天下。
虽为义门陈氏后人（外甥），对“义门陈”文化

略知一二，但对其渊源历史及其深刻内涵却知之
甚少。因此多年来一直寻找机缘结伴探访“义门
陈”的发源地——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2018
年11月16日，九江市妇联邀请好友九江学院文
传学院陈世林教授主讲第十九期“爱莲讲堂”，地
点就在义门陈村。在陈教授盛邀下，遂与学院其
他3位教授怀着对先贤的崇拜、怀着对文化厚土
的敬畏、怀着对家国文化的心仪欣然前往，了却
了一桩心愿。

从九江学院出发，车行2个小时左右即至义
门村，讲座地点就在义门村“家风堂”，我们到达
时，屋里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全市各级妇联系统干
部及德安县、镇、村各级干部和群众。下午3时10
分，陈世林教授正式开讲，主题为“义门陈与现代
家风”，这倒也与时政相合。聆听半小时讲座后，
看时间不早，便和学院其他几位教授动身前往义
门村参观。

出“家风堂”右行，便踏上一条便捷的乡间小
道，左边屋舍俨然，间或有几人在屋前菜地劳作，
见我们到来，不时报以亲切的微笑；右边是一条
小溪，溪水从上游涓涓流下，静静地流进池塘、淌
入田间。走进宁静祥和的山庄，不禁肃然起敬，

最先迎接来客的是路左侧一个不大的广场，中间
是一个书形石雕，上面刻的是《义门陈赋》，讲的是
义门陈家史。广场左侧不远处一块巨石挺立，

“天下第一家”几个朱红大字特别显眼，款署为“宋
钦差大臣秘阁内侍裴愈题赠宋至道二年春”。系
北宋至道二年（996）秘阁内侍裴愈奉旨恩赐御书
至义门，但见三千余口聚族同居，一派祥和，遂欣
然泼墨题赠。广场前有一口椭圆形小池，传为洗
米池。顺着石阶上去，两旁各有一石柱，刻有宋
太宗赐联：“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三百年世
上无双”。在它们下面的斜坡草坪上，用灌木裁
剪成“忠义”“孝悌”4个大字。大门口的建筑是一
座古色古香的翘檐门楼，门檐上悬挂一块唐僖宗
御笔亲题的“义门陈氏”4字的匾额，两旁木柱上
又有一副为唐僖宗所赐对联：“九重天上旌书贵，
千古人间义字香。”大意是说在北宋100多年间，
得到多位皇帝屡次旌表，义门陈的忠义家风在长
期封建社会被广泛传扬。

义门故居的主要建筑是义门陈氏宗祠，建立
在几十级台阶之上。在中央的路旁，是义门古居
地的断墙，传为明代的遗存，墙上依稀可见文革
期间刻写的毛主席关于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
已，专门利人的精神”的语录，同行的郑莲聪教授
打趣说，是毛主席这条语录才使明断墙保存下来
了。陈氏宗祠的正中悬梁上，有御赐“义门陈氏”
的铜匾。祠内供台上端坐着五尊分别被宋仁宗
赵祯追封为晋国公、齐国公、吴国公、燕国公和许
国公的义门陈开业的五位先祖陈旺、陈机、陈感、
陈蓝和陈青的塑像。祠内右侧为文史馆，主要展
出的是义门陈氏发展史，从始祖建庄，到立家规
家训，到家族一点点壮大，再到受到历朝历代皇
家表彰，再后面就是历代义门陈氏名人。追根溯
源，义门陈竟是南北朝时陈武帝陈霸先的皇族后
裔，元末明初有陈友谅，近现代有国民党元老陈
立夫、陈果夫、陈诚，有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有
新中国开国将帅陈云、陈毅、陈赓等，义门陈可谓
代有英才。纪念馆另一侧是分庄纪念馆，讲的是
分庄的因由和分庄去向。自唐代以来，历代皇帝
都曾旌表义门陈氏，及至宋朝，太宗淳化三年（公
元992年）还赐予义门陈“忠孝世家”匾额。次年
又御赐“真良家”大鼎一尊。到宋仁宗嘉佑七年

（1062年），义门陈氏已历时332余年，全家3900
余口，田庄300多处，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一个家
族。这么大的一个家族，精诚团结，显得势力过

于膨胀，朝廷开始害怕危及自己的统治。在重臣
文彦博、包拯等屡次建议下，仁宗皇帝终于下诏
分家。

出宗祠原路返回，望见对面山上有巍巍的尖
塔耸立，走近一看，才知道是“分庄纪念碑”。纪念
碑西面是旌表台，登旌表台，顺着台阶拾级而上，
是一组组牌楼式建筑，牌楼上分别悬挂着“义门
陈氏”“真良家”和“义居人”等牌匾。沿陡直的台
阶攀登至最后一级台阶时，纪念碑兀然屹立在面
前。纪念碑坐南朝北，是一座方正式建筑。主体
分两层，上层四面分别镌刻着“江州义门陈氏分
庄纪念碑”“义门流芳”和“江州奕世”等名人题词
及四组浮雕，下层则是义门陈后裔分布情况及分
庄关书。纪念碑内部有楼梯直达顶部，在顶部可
遥看义门陈旧址，并一览四周围的山光水色。纪
念碑北面是分庄纪念广场，两侧各竖立着六块大
理石，上面分别铭刻着“孝、义、礼、智、诚、德”“善、
仁、公、和、忠、勤”十二个大字。广场的正上方，在

“义门陈分庄纪念广场”彩色巨石的后面，就是义
门陈的始祖陈旺公的古铜雕像。从纪念碑下来，
见到旌表台下面建有“云梦庄”“丰城庄”“马迹庄”
等几十处分庄纪念亭，据说以后还将建齐291庄
纪念亭。

义门村陈姓一族，从唐开元十九年陈旺移家
于车桥开始，到北宋嘉祐七年义门陈氏奉旨分
家，创造了十五代同堂、历时三百三十二年聚族

而居、同炊共饮、击鼓传餐、百犬同槽、孝义传世、
耕读传家、家无私财、族产共有、人无贵贱、共同劳
作、平均分配、和谐相处的人间奇迹，成为中国历
史上人口最多、文化最盛、和谐团结最紧密的大
家庭。义门陈受唐宋两朝历代帝王旌表，堪称古
代文明之典范，至宋仁宗时处鼎盛时期，当时在
义门陈的感召下，江南人家平纠纷、净争讼，知礼
仪，忠国家，呈现一派耕读升平景象。设身处地
想一想，当年宋仁宗令义门陈分析居住，确有以
其“忠、孝、节、义”之道德典范，传播忠孝伦理，教
化百姓，进而有助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之
意。

深秋的夜来得早，眼见暮色四合，想想陈教
授的讲座也将结束，于是我们匆匆结束观瞻。回
到“家风堂”，陈教授讲座刚好讲完。教授引经据
典，通古博今，娓娓道来的义门陈文化犹如醍醐
灌顶，使听课的人们感触颇深。他们对百犬同
槽、碎鸽和酒、奉旨分庄等义门陈动人传说赞叹
不已，对义门陈蕴含的睦邻、和谐、勤劳、文明的文
化现象赞不绝口。九江市妇联顺应时宜，在义门
陈的发源地开讲“义门陈与现代家风”，意义不一
般，收效很好，此次讲坛采取网上直播的方式，当
天网上线下听众达6000人之多。其实，弘扬义
门陈忠义之风、和谐之盛、文明之优、风气之美和
义传之广，不正是时下创建精神文明社会应进一
步继承和发扬的么！

烟水亭责任编辑 邹伟军
E-mail：jjrbzbb@126.com 电话：855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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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人生

■ 谢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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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爱东

娘泡的冻米茶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有的人如一团火，有的人
如一首歌，有的人如一束花，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谱写生命
的华章。

如火的人生，让人赞颂。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大地一
片黑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仁人志士积极投身
到拯救中华民族的大潮之中。共产党人夏明翰因叛徒出卖
而被捕，面对严刑拷打，他视死如归，在狱中慷慨激昂地写
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
壮丽诗篇。革命战士董存瑞面对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英勇
顽强，奋不顾身地冲到敌人的碉堡下面，他右手举起炸药
包，左手拉开导火索，喊出了“为了胜利，前进”的嘹亮口号，
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了年仅十九岁的生命。夏明翰和董
存瑞只是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的代表，为了革命理想，他们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如同一把把火炬，用自己的
生命照亮了神州大地。

如歌的人生，让人赞扬。许多共产党人怀着对党的事
业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谱写出一曲曲生命的赞
歌。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参加革命工作十八年间，时刻想
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冷
暖挂在心上。为了改变兰考县面貌，他在困难面前不退缩、
不畏惧，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在兰
考的除“三害”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了人民而献出自
己的生命。革命战士雷锋同志，几年如一日，坚持助人为
乐，谱写了“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动人佳
话。雷锋同志在一次意外中不幸壮烈牺牲，毛泽东主席亲
笔题写并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平年代，许
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他们视人民如父母，视百姓如亲人，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关爱他人，他们的一生虽然没有轰轰烈
烈的英雄壮举，但他们的人生故事，却如一首首经经典老歌
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如花的人生，让人赞美。张海迪从小身体高位截瘫，面
对人生的不幸，她没有自暴自弃，自学了小学和中学全部课
程，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课程，并以惊人的毅力学会
了 4 国语言，成功翻译了 16 本海外著作。张华用舍己救人
的行为，诠释了人生的意义，张海迪用自强不息的坚强毅
力，树立了人生的典范。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从年轻时
开始就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他几十年如一日，经常冒着骄
阳酷暑，深入田间地头。为了提高杂交水稻产量，他进行了
无数次试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他坚持不懈，永不放弃，
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创建了超级杂交水稻技术体系。
我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90 亿亩，共增产稻谷
6000 多亿公斤，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
了卓越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特等奖等多项荣誉，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他们
用坚持谱写人生的华彩，如同鲜花一样芬芳美丽。

人生如白驹过隙，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
展生命的宽度。只要对人生充满理想，就一定能够书写像
火一样温暖、像歌一样动听、像花一样美丽的人生篇章。

“初一早，家家跑，冻米焗茶，喝个饱。”儿时春节，大年
初一屁颠屁颠随在大人身后，满屋三间拜年。每到一家，厅
堂中间八仙桌上（有八仙桌的当然是殷实之家），摆放着冒
着香烟的木头桌桶，热腾腾的冻米茶，散发着诱人的黄豆芝
麻、生姜香味，馋得直流口水。稍一坐下，大娘、婶妈便盛上
一白瓷茶碗冻米茶，放到我手上，笑咪咪地说：“细妹呀，尝
尝我家的冻米茶，比你娘泡的么试……。”这时，我便用娘专
门为我准备的银簪当筷子，拨划着瓷碗中的黄豆，嘎嘣嘎嘣
品尝起来，好香啊！

童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拜年时喝冻米茶，是我们六都乡
村老辈传下来的乡俗。除夕子夜，辞岁的爆竹一响，厅堂里
岁火的余温还弥漫着，我娘便又围上围裙，开始打理大年初
一冻米茶活计。她先将早就准备好的芝麻、黄豆炒熟，连同
腌好的生姜归置在灶台上，再将浸透的冻米，从桌桶里舀出
来滤干水份，放在黄豆、芝麻一起。初一清晨早饭刚毕，娘
便将先前准备好的冻米，倒在锅里，加上几葫芦瓢温水，灶
堂里，红红的棉花槁柴火噼啪噼啪地欢唱。一会锅里的冻
米烧开了，娘即刻将炒熟的黄豆、芝麻、碎生姜一起下锅，待
锅里烧开的冻米滚上三滚，娘便麻利地将锅里的“什锦”舀
出来，盛在洗得铮亮的木头桌桶里，盖上桶盖，稍稍闷一会，
便端到厅堂中四方饭桌上，等候前来拜年的亲友。

我家没有八仙桌，但一把普通的四方饭桌，仍被我娘抹
得干干净净，饭桌四方是 4 张长条板凳，也被我娘收拾得没
一点灰尘。桌上木头桌桶里温馨的冻米茶香烟袅袅，围坐
四方拜年的亲友，一边咀嚼着我娘泡的冻米茶，一边真情地
夸赞：“翠兰嫂（翠兰妈、翠兰婶）泡的冻米茶，就是不一样，
又香又糯，不粘牙，好爽口……”。

娘看着他们有滋有味的神态，听着他们由衷的夸赞，撩
起洗得发白的围裙角，揩揩双手，甜甜地笑了。

拜年亲友陆续离去，娘坐下来稍歇口气，拉着我的手，
念叨着，细女呀，往后你泡冻米茶，一定记得冻米下锅后只
能滚上三滚，滚多了冻米就化了，寡淡粘牙，滚少了，火候不
到，香味不浓……看着娘作古作今的样子，我似懂非懂地点
点头。

那时农家的冻米，是冬天冰冻过后，将糯米泡透，装在
木甑中，放在大锅里，架上柴火，隔水蒸熟，再经过一周左右
冬日的暖阳慢慢晒干，专供过年切糖糕，泡冻米茶之用。晒
干后的冻米，色泽圆润，晶莹剔透，捧一把于手掌，神清气
爽，赏心悦目，不亚于珍珠，掺上自家园中的黄豆、芝麻，绝
配！！！

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全民吃大食堂，我家的木头桌
桶归公；三年困难时期，饿得前胸贴后背，梦中曾几次见到

我 家 的 木 头 桌 桶；十 年
文 化 大 革 命，红 海 洋 取
代 一 切 乡 俗，只 好 心 有
不 甘 地 忘 掉 木 头 桌 桶，
忘掉娘泡的冻米茶！再
后来，鄱阳湖汉，穷乡瘠
壤 走 出 来 的 我，随 着 年
轮 的 增 长，随 着 岁 月 的
沧桑，多少儿时的记忆，
逐 渐 模 糊 淡 化，唯 有 大
年 初 一，温 馨 的 木 头 桌
桶、娘泡的冻米茶，非但
总 未 逝 去，反 而 更 加 清
晰 地 映 现 于 我 的 脑 海，
萦 绕 于 我 的 心 房，是 我
此生最美的味道。

“喂嗬——喂嗬——”
母亲那声穿透漫长寒夜的冷寂呼号，

至今仍常在我耳畔回旋……
那是童年一个冬日的黄昏，父亲挑水

回来后显得有些慌张，他对母亲说：“刚才
一只红毛狗坐在屋背头地里，我还以为是
咱家的狗呢。”

听到有红毛狗，母亲也有些慌了：“红
毛狗？红毛狗跑到我们屋背头来啦！还
在那儿吗？”

“被我用扁担吓跑了。”父亲镇定下来
了。接着他又说：“可能是来踩点的，今晚
我们焗觉要小心些。”

听到父亲这话，一丝莫名的不安和隐
忧悄然笼罩在我的心头。红毛狗其实就是
豺，冬天经常深夜到村里偷猪吃。红毛狗
生性凶残、狡诈，不要说温驯的家猪，就是
凶猛的大野猪也不是它们的对手。它们是

这样对付它的，一伙红毛狗将大野猪团团
围住，其中一只趁其不备跳到它背上，用前
爪挖掉野猪的双眼，让它失掉抵抗力，然后
从野猪的屁股开始从容地往里面吃。

村里人对红毛狗很是畏惧。红毛狗不
比别的野兽，它和狗本是同类，看到它们狗
都不叫的，因此晚上来了很难被发现。弄
不好半夜起来，会发现红毛狗突然出现在
你眼前，让你惊怵不堪。有一次，村里有家
人半夜听到猪“呜呜”号叫，起来看时，栏里
除了猪没有其它东西。等他刚睡下，猪又

“呜呜”哀号起来。他感到有些不对头，又
起来了。为防万一，他拿了根竹枪棍，打着
手电仔细地照，终于发现一只红毛狗藏在
猪栏角上的茅柴下面。红毛狗用绿莹莹的
眼睛盯着他，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他不
由大骇，本能地用竹枪棍猛刺过去，红毛狗
被他杀死了。红毛狗的报复性极强，第二
天晚上，他家后山尽是红毛狗，有四五十头
之多。它们对着他家呜呜狂叫，要为同伴

报仇，栏里的猪吓得战栗不已。好在他家
有一把鸟铳，他对着山里连轰几铳，那些红
毛狗才慢慢地离去。

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格外小心，一
直听着猪栏里的动静。开始时我也很惊
心，但不久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睡梦中我
朦胧听见父亲说：“听，好像栏里的猪在叫
呢！”“可能是红毛狗来了，我去吊楼上呼
号一下。”母亲翻身爬起披着衣服到了吊
楼上，她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竹焗用力拍打
着，一边“喂嗬、喂嗬”对着后山呼号。几
抹干冷的山风掠过檐头，阒静的寒夜显得
更加的漫长……

听到母亲的呼号，我似乎感到红毛狗
就在我家屋后面，它们正用绿莹莹的眼睛
盯着我家的猪栏。于是我蜷缩成一团，躲
到被窝去了。不一会儿，父亲也起来了帮
着去了呼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又迷
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看时，栏里猪好好的，昨

晚红毛狗根本没有来，我们虚惊了一场。
但是从那次起，母亲每晚都要起来呼号。
每次听到母亲的呼号，我心里便惴惴不安
的。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红毛狗的凶残
狡诈，而是它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的身
后，用那绿莹莹的眼睛盯着你。或许是母
亲的呼号起了作用，整个冬天过去了，红
毛狗一直没有来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那里早就没有
红毛狗了，我也从没有见过红毛狗，但是
那种感受却一直伴随着我，直到现在。

长大后，我渐渐感到，红毛狗固然可
怕，但是在这个世间，还有很多比它更为
可怕的东西。它们就像红毛狗那样，随时
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身后，用一双绿莹
莹的眼睛盯着你，让你毛发悚然。因为这
样，行走在人生途中，我总忘不了经常回
过头来，看看身后是否跟着一双绿莹莹的
眼睛，以致想来一声长长的呼号：“ 喂嗬
——喂嗬——”当然不是为了吓红毛狗。

不知不觉，我也步入了上有老，下有小
的年纪。每个人都是如此，在生活中慢慢
长大，在历练中慢慢成长。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生活教会了我对“生老病死”这四
个字的注解。

“生”，2018 年年初，老二淡淡如期而
至，给原本幸福的家庭，又增添了无穷的
欢乐。尽管出生后因湿疹，淡淡被隔离住
院了三天，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不仅医
好了淡淡，同时也给抱有“老二照猪养”的
我好好地上了一课，所幸淡淡平安出院，
成了我口中的“免检产品”。淡淡是个乖
宝宝，生产的过程非常配合，让我免受了
很多的苦。超预产期三天，3 月 4 日凌晨
一点破羊水，经过一系列入院检查，忙碌
到凌晨四点多才入住病房，当我还在担忧

当日能不能生产的时候，一阵阵疼痛来得
有点猝不及防，随后，痛感加剧，疼痛间隔
缩短，无比煎熬，那一刻，唯一支撑我的是
能等到天亮我家石头能早点来病房，见证
妈妈的勇猛，给予妈妈安慰，可淡淡迫不
及待地渴望探探这个世界，也可能想给每
日声音相伴的哥哥留下好的最初印象，一
滋溜就出来了，赛出了从病房到待产室再
到产房，23 分钟的好成绩。在他呱呱落
地，泣不成声的时候，所有人都争先围着
他一探究竟，笑脸盈盈。

“ 老”，父 母 衰 老 的 速 度 已 步 入 了 超
车 道，而 我 们 成 长 的 速 度 还 始 终 龟 速 前
行。随着石头的长大，淡淡的出生，一直
倔强、有个性的母亲，渐渐变得柔软；一
直 安 静 、甘 于 付 出 的 父 亲 ，渐 渐 变 得 唠
叨，人是不是都是如此，老了都会变，都
会 往 相 反 的 方 向 变 化，这 样 的 人 生 才 能
称得上完整。看着母亲焗油也无法掩盖

住 的 白 发，望 着 父 亲 金 鱼 一 般 鼓 鼓 囊 囊
的眼袋，心中无奈，无尽的害怕，害怕遗
憾，更怕分别，渴望父母能慢慢变老，让
我 们 能 用 心 体 会 ，慢 慢 感 受“ 你 陪 我 长
大，我伴你变老”的过程。

“病”，父亲年底大病入院，从小到大，
每每父亲生病，尽管担忧，但父亲总会无比
自信地说：“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不会有
什么大问题。”就如同父亲的自信，确实也
没出过什么大问题。这次，父亲病了，我像
往常一样希望从他的自信中找到自信时，

“不太好”三个字，让我顿时慌了。随后，父
亲住院的半个多月，让我深刻体会到父母
的不易，经历着他们的日常，清晨不厌其烦
地叫醒磨磨蹭蹭的石头，穿衣喂饭送到学
校，买菜回家，又要接过“社会主义的接班
人”淡淡，继续陪伴，下午四点，还要准时守
在教室门口接石头，就是为了他们之间“第
一个来接我”的承诺，看似习以为常，点点

滴滴都是老人的执着付出。
“死”，最不想提及和面对的一个字，却

在即将挥别 2018 年的时候不得不坦然接
受。12 月 19 日，在众亲友的陪伴下，含泪挥
别了我的外婆，见证她走完了八十八岁的
人生年华。在她安然睡去的时候，所有人
都泪流满面，人生真是个很奇妙的过程，一
个轮回，有始有终，有喜有悲，时而你是那
个痛苦哭泣的人，时而你又成了那个开怀
大笑的人。一直守护在病床前的我，第一
次完整地见证了一个生命的休止，那一刻，
茫然无措无法言喻。从小到大，我畏惧死
亡，经历得少，想象得多，所以畏惧，直到这
一刻，反而不觉畏惧了，眼前的现实激励着
我要坦然面对生死，珍惜当下，不负青春。

2018 年刚刚过去，2019 年如期到来，收
拾好心情，整装待发，不忘过去，不忘父母
恩，不畏将来，不畏未知数，定计划，立目
标，过好平淡每一天。

■查筱英

走近义门陈
浔阳江头

■黄应祥

有感 2018
人生感悟

■张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