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高能物理项目正处于重大

变迁的阵痛之中
,

随着超导超级对

撞机实验室 �� � ! ∀的建造获得批

准
,

一连串事务接踵而至
,

我国的高

能物理领域将受到它的巨大 冲 击
#

这一重大的创举
,

将为延伸能量范

围提供史无前例的崭新机会
,

使我

们得以探索这一新的能量范围并有

希望对当今高能物理的一些关键问

题提供回答
。

然而
,

就象任何一项重

大变革一样
,

总伴随着一些新的重

大的挑战和要求
#

这些挑战和要求

便是本文的焦点
#

我谨告诉读者
,

本

文所述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

未必

反映高能物理顾问团 �∃ % &∋ & ∀的

审议结果或美国基金机构的政策
#

( ) ) ∗ 年 ) 月 ∃ % + ∋ + 的会议

上
,

我就我们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

谈了一些想法和打算
,

现详述如下
#

一
、

按时建成 �� ,

超导超级对挂机 ���  ∀
,

是美

国所承担的最大的独一无二的纯粹

基础研究建设项目
#

它的规 模 之

大
,

使得我们必须在建设程序上做

重大改变
,

才有可能保证它的圆满

成功
#

因此
,

将 ��  ! 与以前最大

的建设项目
,
如曾是新

“

绿洲”实验

室的费米实验室
,
对规模和特征上

的本质区别做个比较
,
可能是有益

的
。

当初建设费米实验室耗 资 −
#

,

亿美元—
那个年代的钱

#

把增添

的和改进的设施的费用 都 算 在 一

起
,

大约是那个总投资的两倍
#

公

认能源部 �. / % ∀ 批准 ��, ! 的费

用是 0− 亿美元
#

显然此数不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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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下
,

现在 已建成一支作风好
、

能力强的科研梯队
。

冯端教授是能人又是忙人
,

除

教学
、

科研
、

指导研究生外
,
他在学

术界身兼多职
,
为发展我国的科学

事业奔走
、

操劳
,

有时一年中外出参

加各种会议和学术活动的时间甚至

超过半年
#

“ 岁的冯端教授
,

他不

慕名利
,

不计个人得失
,
仍不辞劳苦

地在广阔的科学园地里辛勤地耕耘

着
。

接类比得来的
#

因为 ��  对撞机是

在费米实验室 1∗ / 2 / 3 加 速 器 建

成后约 4∗ 年才将宪工
,

届时
“

科学”

美元的购买力将贬值多少
,

是个值

得适当议论的话题
。

按 日用品价格

估算
,

价格指数在此期间的增长率

肯定不少于 呼倍
,
大概不至于超过

0 倍
#

此外
,

现在的这种计算方法与

过去的相比略有不同
#

现在估计的

�� , ! 的总投资包括这样一些费用
,

例如探测器的费用和一些研究与发

展方面的费用
,
而当年费米实验室

公布的费用里
,

并不包括这些
#

因

此我猜想
,
��  ! 的费用比当初费

米实验室的投资的实值 �即计贬值

率∀
,

可能会超过 1 土 5 倍
#

在规模和技术方面
,

现有的能

力有哪些需要提高6 费米实验室的

呼∗∗ 2 / 3 这一令人满意的能量
,

超

过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7 8 ! ∀的

∋ 2 � 加速器或西欧中心� % 9 8 ∀的

& � 对撞机的 (4 倍
#

而 �� , 将超

过实际能量为 ( : / 3 的 : ,3 ;< </ =

加速器的 −∗ 倍
#

��  虽比当初费

米实验室的加速器复杂得多
,
但应

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 提 高
。

因为在过去的 −∗ 年中
,
在束流动力

学
、

仪器的有效使用以及应用高能

加速器和对撞机的一般经验 方 面
,

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

因此
,

我认

为
,

从规模
、

复杂性
,

乃至费用�在介

人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毕竟也显

著增长∀的角度看
,

��  ! 不会出现

根本背离我们以往的经验的 现 象
。

然而
,

有些因素的存在
,

今非昔比
,

可能会影响 ��  ! 的发展和美国高

能物理的进步
#

最重要的因素可 能 是 ��  探

测器组的庞大规模及其复杂性
#

按

通常的设想
,

��  探测器组实际上

将成为一个实验室中的实验 室 群
#

对它们及其领导者的选择
,

有关它

们的设计
、

建设和管理的旧程序
,

以

及探测器的旧式样
,

都不再适用
#

必

须另找新路
#

我觉得建设和管理间

题尤其难
,
因为对 ��  ! 来说

,

即使

>
#

件。(,?,≅?�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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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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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上的事也非 同小可
,

至少有

个时期会缺乏这方面的专长
。

另一个重大改变是 ΑΑ  ! 对工

业的紧密依赖关系
#

费米实验室的

磁体�主环和 : / ;< Β 加逮器两部

分∀ 是在实验室内部自行建 造 的
,

�! ∋ 调速管的大部也是该实验室

自建的
#

然而
,

�� , ! 的磁休
,
将完

全靠外界提供
,

其结果可能导致费

用超额和完工日期的后移
。

而且
,

这种新做法使得该实验室需要一个

较为庞大的管理机构
#

政府机构增加的监督是另一个

重大的新发展
#

我们已从过去的三

十年看到
,

要求的报告的总数
、

评审

的次数和有关实验室计划的批准系

统的复杂性
,

都稳固增长
#

这种增

长
,

若任其继续下去
,
必将使头验室

# 作者系美国能源部高能物理顾间团主扁

#
今 #



资源应起的作用变为穷于应付政府

部门的那些繁文缚节
#

在我们的历史上
,

这是首次将

一种新设备放到只有单一目的而为

尖端能量机构的高能物理实验室
#

费米实验室的 1 ∗∗ 2 Χ 3 机器取代过
7 8 ! �是有着多重目的的实验室∀的

曾为最高能量设备的 ∋2 � 加速器 Δ

∋ 2 � 又在更早的十年前取 代 过 洛

仑兹
一
伯克莱实验室 �! 7 !

—
另一

个多重目的机构 ∀ 的高能质子同步
稳相加速器

’

�7
Χ Ε ; < Φ Γ = ∀

#

我相信
,

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
,

这种差别显

得很重要
,
因为它引出了费米实验

室的未来会出现更多需要解决的困

难这样的论题
#

我们正为及时建成一个因袭美

国其它高能物理机构的真正传统的

第一流实验室这一目标而奋斗
#

借

此机会
,

我想谈谈未来十年美国高

能物理项目的生气
,

即时机和人力

问题
#

� �, ! 曾在 ( ) > 4 年由 ∃ % + ∋ +

重新评审
, ( ) 0 0 年得到第一批建设

基金
,

预定 ( ) , ) 年完工
#

因此
,

这

个新实验室的
“
建设时间”可以说是

在 (( 到 (Η 年之间
#

这个期限
,
与以

前的高能物理项目相比算 长 的
,

与

许多其它科学工作相比则 算 很长
,

与人在高能物理中的
“
自然”寿命相

比
,

也算得上很长
#

因为
,

一个研

究生的研究生涯不过三
、

四年 Δ 博士

后职位大约三年
,

或是在获得固定

职位之前作为助教服务更长一段时

间 Δ 固定职位一般也不过六年
#

可

见
,

每一种尽职都必须保证坚持执

行上述进度表
#

一个需要警惕的恶

性循环是
,

将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危

机
,

使得完工日期向后拖延
,

这种拖

延又使整个费用显著升高
,

又导致

延期
,

于是这种遥遥无期会使任何

一个人都因之而沮丧
#

在我考虑的 ��  ! 的整个图象

中
,

最严酷的一个问题乃是人力或

新成员的补充间题
#

目前 ��  ! 正

通过严酷的设计阶段
,

必须在数月

内最后定出增强器综合体的一些特

征
。

因此
,

让加速器方面的一些与

之相关的且迄今仍是空缺的高职位

都满员
,

乃当务之急
#

这就要求美

国高能物理界
,
要在比目前更广泛

的范围里参与 ��  ! 的工作
#

也就

是说
,

所有来自其它实验室的人
,
无

论是直接参加 ��  ! 的工作
,

还是

从事他们自家的实验室研究
,

都应

该以一部分 ��  的设计和 Ι或建造

为己任
,
都必须给 ��  ! 以有效的

帮助
#

当然
,

这无疑对现有实验室

的项目
,

至少是部分项目
,

会有一些

冲击
#

二
、

保持美国高能物理的生气

我们面临的 另一项挑战
,

是让

美国高能物理项目在变革的十年中

仍保持生气
#

显然
,

这些项目原则

上是以现有的美国加速器实验室为

基础
,

兼带在非美国设备上或注重

在不用加速器的设备上进行较小的

但有效的工作
#

为何使这些项目保

持兴旺
,

我已就 ��  的长期限阐述

了些道理
#

我们
,

美国高能物理界
,

只有通过不断研究的生机和 激 励
,

才有可能吸引和墙养下一代粒子物

理学家
,

才能容留当今这一领域的

实践者
#

倘若我们立志于在未来数

十年美国高能物理项目一直兴旺这

样的目标
,

那么
,

我们就必须保证
,

在 ��  建成前的变革时期
,

这里依

然不乏重大的研究机遇
#

为什么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现有

项目的兴旺
,

还有很多另外的理由
。

第一
,

我们目前的设备
,

对研究这一

领域的一些最重要间题
,
在今天是

最理想地保持着均衡
#

第二
,

这个

领域的历史一再证实
,

在可用的设

备中保持着足够的多样 性 是 重 要

的
#

不同的问题往往要求不同的进

玫路线
,

有必要掌握一套以不同种

类的加速器或对撞机为基础的完整

的研究方法
#

由此可见
,
目前运行

的设备
,

到了 ��  年代
,
仍将是合

适的和必要的
#

对目前运行的实验

室
,

我们必须认识到
,

有关试验束

流
、

运行经验
、

实际实验环境等间

题
,
对设计

、

建造和检验 ��  的设

备都是必不可少的
#

由于现有的项目和 ��  ! 都有

财政和工作人员来源上的需求而不

可避免地会有冲突
,

我们怎样对待6

这是我论及的第二个主要间题
#

这

种冲突很快变得明显
,
在保障 ��  

及时成功方面
,

这是最紧迫的论题
#

对这种冲突
,

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

我们必须使我们物理界更深地意识

到
,
对此必须取互让互助的明智态

度
#

一个可能的一般准则是这样
,

如果某个重大的新项目 �在实验或

加速器方面∀
,

直到 ��  开工后还

没有得到科研基金
,

而且大大影响

了 �� , ! 可能的人力资源
,

象这样

的新项目
,

我们就不能上马
#

三
、

现有实验室的前景 、

最后我们讨论第三个严峻的挑

战
,

即表明四个现有的加速器实验

室在 �Α  ! 年代的可能的前景
#

就

象以前常发生的事情一样
,

每当一

台新的较高能量的机器 开 始 运行

时
,

原有实验室的角色必然随之改

变
#

我们要求
,

须使这种调整尽可

能完善同时保持目前运行的这些实

验室的独一无二的能力
#

尽管 ��  和它的高能质子
一

质

子对撞机将成为美国高能项目的柱

石
,
然而

,

项目的多样性的必要性
,

仍要求其它实验室具有强大的互补

能动性
#

历史记载充分表明
,

无论是

用固定靶
,

还是对撞机实验
,

这两种

实验方式都有着各自独特的 贡 献
#

电子和强子机器的非常有效的互补

性
,

更有着惹人注目的记载
#

长期

以来
,

成功之摆总是从 一种 机 器

摆向另一种
#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

代初
,
可能先是强子机器获得成功

,

而后是电子机器率先进入成功的十

年
,

而在八十年代
,

它在强子对撞机

面前又再度相形见细
#

对强子对撞机的强调
,

至少有

补于我们目前对建设一 台 能 达 到



“, 能标的电子直线加速器的技术

力量之不足的间题
#

目前在电子机

器技术上的优势
,

能为电子型机器

提供重要的新设备
,

也就是能让高

亮度
Χ

ϑΧ
叮
对撞机在 (∗ 2 Χ 3 能区

�7 介子工厂 ∀尽善尽美
#

这 些机

器的物理目标
,
已得到 当 今 美 国

∃ %& ∋& 的分团的热衷赞同
#

例如
,

�, ?Κ5 Λ 分团的九十年代高能物理研

究项目
,

就把研究  & 破 坏 问题

—
当今粒子物理最基 本 问 题 之

一
,

视作一条极好的探索之路
#

可

见
,
倘若发现建设这样一台机器的

资源
,

粒子物理项目则将更为丰富
#

现在回过来更具体地讨论我们

现有
‘

的四个加速器实验室的 前 景
#

我们比较乐观的是布鲁克海文和康

奈尔 � / Μ = Χ

55∀
#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

验室
,

未来的方向比较明确
,

它面临

着巨大的 变迁
#

目前
,

它原则上的

实验项目的重点是在 ∋ 2 � 加速器

的高电流容量上
,

将改变为以新的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 �9 ∃ Ν, ∀ 为基

点
,
即变成一台介于传统的粒子领

域与核物理交界面之间的机器
#

康奈尔的 7 介子物理项目
,

依

赖  %� 9 探侧器目前的性能和改进

的 , ! % Γ 探测器
#

根据机器的改

进程度
,

可推侧将来的强度
,

极可能

在这个十年的结尾阶段提供令人兴

奋的尖端物理
#

即使后几年在世界

某地建起一个新的 7 介子工厂
,

但

这个 (∗ 2 / 3 Χϑ
Χ 一
区

,

丰富得仍能

给康奈尔产生令人兴奋的物理的足

够多的机遇
#

对 7 介子工厂来说
,

对目前的机器作实际改进的最明显

的目的
,

是为进入下
一

世纪时仍保持

尖端能力
#

无论这一目标达 到 与

否
,

康奈尔职员的机敏性和创造性
,

以及他们那种相对说来规模较小的

实验运转
,

都会在美国高能物理项

目中保持一个重要的 合适位置
#

费米实验室和 Α ! 人 
,

由于它

们的单一目标特性及其大规模运转

的因素
,

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

如

果主注人器建在费米实验室
,

而完

成日期约在 ( ) ) > 年
,

那么
,

我们对

费米实验室的未来十多年可以做这

样的展望
,

该实验室将以逐步提高
: / 3

;< Μ/ =

加速器的亮度
,

以 卜 : Χ 3

质子的专门固定靶工作以及在主注

人器上的高强度
、

中能固定靶工作

为基础
,

在此基础上进行前沿物理

的研究
#

看来
,
即使到了 Α�  年

代
,

尽管费米实验室在示波器方面

有些降级
,

但基于它的多重面固定

靶项 目和对撞机实验的特点
,
使它

仍将有着独特的位置
#

而且
,

它可

能显示出这样的优 势 Φ 灵 活 性 比

��  ! 大
,

外界压力比 Α Α ! 小
#

勿

庸置疑
,

费米实验室显著的贡献必

将与 �� , ! 的实验沿着一贯的首创

路线并驾齐驱
#

不用怀疑
,

�! ∋  过去在高能

物理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
#

不仅在

关键的实验上
,

它的突破使我们对

物质的基本成分以及支配它们的作

用力具有当前的这种了解
,

而且
,

它

在加速器技术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

直到今天
,
这个实验室才

发现它自己正处在困难状态中
#

造

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至 少 有 三

个 Φ 这个团体对 ��  所承担的义

务
,

导致了对原实验室资源上的压

力
,

可能妨碍任何一个重大的新开

项目 Δ在 Α ! ∋  直线加速器改造翻新

的基础上建造高亮度直线对 撞 机
,

会带来超过寻常的困难 Δ ! % & 对撞

机及其有关探测器的成功
,

使得西

欧中心成了 Ο
“

物理实验的主要承

担者
#

要想进行足够多的前沿科学

活动
, Α ! 人 正经受着挑战

#

如何

达到这点
,

是 �! ∋  内部热衷的课

题
,

目前选择的解决办法是依赖斯

坦福直线对撞机 ��!  ∀ 和一个 7

介子工厂
#

日后的严峻挑战将是
,

怎

样保持这个实验室的科学生气和它

独具的专长
,

怎样保证它向着真实

的直线对撞机有条不紊地进展
#

哪

里 �! ∋ , 取得重大贡献
,

哪里就是它

担当主角之地
#

我们要想保持强子

和电子机器两方面实验 的 二 重 能

力
,

那么
,

上述机器都是必不可少

的
#

对 Α ! ∋ , 未来十年的进程
,

我

想谈些本人的观点
#

我之所以用十

年作期限
,
是因为我觉得一台巨大

的直线对撞机的创生不会比这个期

限提前很多
#

果真出现奇迹的话
,

我不会怀疑 Α! ∋  在这一伟业中的

主要作用
#

据我看
,
到那个时候

,

�! ∋ , 的主要活动中心将在这样三

个一般领域 Φ 以最后集中测试束流

设备为基础的加速器研究
,

局部设

备的开发以及在其它实验 室 的 工

作
#

后两点必须作些注解
#

局部设

备包括 Φ �! , , > ∗ 2 Χ 3 电子束流

管
,

可能重新运行的正负电子对撞

机 &% & ,
以及 7 介子工厂 �假使它

在 �! ∋ , 建成的话∀
,

象上面讨论

过的
,

即使 7 介子工厂能阐明当今

高能物理中的 几个关键问题
,

也不

可能在这个十年对物理学有重大冲

击
,

因为这样一个设备要出重大成

果的 话
,

最早也要到本世纪末
#

在

( ) ) − 年初
, �! , 主宰 �! ∋  部分项

目的程度
,

可能与一些回顾性课题

有关系
#

关于外界的活动
,

Α! ∋  适

合做这样一些事 Φ 在提供独特的专

长或设备方面
,

应比各大学研究小

组这样的竞技对手贡献更多 Δ 毫不

迟疑地帮助长期运行的 两 个 实 验

室
,

也是 �! ∋  对 Α Α  ! 所负的一

项主要社会职责
#

此外
, Α ! ∋ 在

加速器技术上的很多专长
,
若用到

�� , 加速器的建设中
,
也将对这一

新设备的创造起重大作用
#

进而
,

�! ∋ , 的超出粒子物理领域的多样

性项目
,

可谓它山攻玉
,

对实验室的

长期发展和兴旺大有裨益
#

作为结束语
,

让我对美国高能

界在我们项目的进展中所起的作用

以及国际合作问题作一简述
#

正是

高能物理界
,

使得我们的政治决策

者注意到我们的主张并经常沿着我

们所期望的路线走
,

这被外界视为

莫大的成功
#

ΑΑ  ! 的创始
,

就是这

种模式的一个范典
。

在外界人眼中
,

∃ %& ∋& 是这次成功的主要贡献者
#

∃ %& ∋& 成功的主要奥秘
,

在于它允

许我们用自己的语言与外界人士直

接交心
#

我觉得
,

倘若我们想在将

来成功的话
,

在活跃的内部讨论统

一之后
,

我们的这一能力则显得非



理鸟

杨振宁谈中国现代科学史研
张奠宙

() ) ∗ 年我在美国纽 约市立 大学作 访 问 研

究�香港王宽诚基金会支持 ∀
,

课题是 −∗ 世 纪数

学 史
#

举世闻名 的物理学家杨振 宁教 授 在 数

学上 亦有许多贡 献
#

别的不说
,

他和 米 尔斯

�Π? 55�∀ 提 出的非交换规范场论和他 () Η Θ 年发

现的杨
一 巴克斯特 �Ρ;= Σ

一

7; Τ< Χ Μ
∀ 方程都 已成

为 当今数学界的 热 门课题
#

可 以说杨教 授 是

−∗ 世纪数学和物理 学发展的一位前驱者
#

于

是我去信求访
#

承蒙杨先生首肯
,

遂有 () )∗ 年

(∗ 月 () 日下午的这次访谈
。

金秋十 月的长岛
,

碧 空如洗
#

我驱车前往

石澳 的 红约 州立大 学的理论物理研 究所
#

所长

室位 于数学大楼的 项层
#

放眼窗外
,

树木葱笼
,

红叶初现
,

美 丽如 画
#

室 内一块 大黑板
,

靠墙

一排 大书架
,

就 中一张堆满 文稿的书桌
,

我们

隔桌讨谈
#

话题是现代中国科学史研 究
。

张 Φ 十分荣幸能和您谈话
#

我过去研究线性算子

理论
,

现在对现代数学史感兴趣
。

最近听说您对中国

现代物理学史的研究十分关注
,

可否请您谈谈这方面

的情况 6

杨 Φ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一点中国现代的物理学

史研究
,

介绍和评论一些当代中国物理学者的贡献
#

说

起来
,

这还是受日本学者的启发
#

日本人对本国学者

的科学贡献研究得很透彻
,

而且
“

寸土必争” ,

著文论

述
#

比如有一位 日本物理学者长冈 �8
; Σ 。 。≅ 。∀ 曾在

5 , ∗4 年提出过一个原子模型
,

后来看来是错的
,

但还

是有文章探讨
,

竭力从中发掘一些积极的东西
。

相比

之下
,

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

苏步青先生对 日本人

了解很深
#

他说
, 日本人的一个特点是认真

,

认真得连

安装一颗螺丝钉
,

包装一件刁嘀品
,

都精益求精
,

不

遗余力
#

说起来
,

对本国学者取得的科研成就确实应

该认真对待
#

中国前辈科学家在艰苦条件下取得的成

果更应该珍视
#

正是在这种刺激下
,

我开始做一些工

作
。

张 Φ 我看过您和李炳安教授合写的
《
王淦昌与中

微子 》的文章
,

这篇文章不是新闻报道式的介绍
,

而是

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和科学论据写成的科学论文
#

这只

有内行的专家才能写得出
#

请您谈谈这篇文章
#

杨 Φ 王淦昌先生对验证中微子存在的理论 构 想
,

确实极富创造性
#

大家知道
,
自从泡利 〔&; Κ5 ?∀ 于

( , 4 。年前后提出中微子的假说后
,

关于中微子存在的

实验久久未能取得成功
#

这是因为中微子不带电荷
,

不易用探测器发现
,

而且它几乎不与物质碰撞�比如可

以自由穿过地球∀
,

很难找到踪迹
#

到了 ( )1 ( 年
,

正是

中国抗战艰苦的年代
,

王淦昌从贵州涸潭�浙江大学避

难地∀向美国
《
物理评论

》
寄去一篇论文

#

这篇文章建

议用 Υ 电子俘获的办法寻找中微子
#

文中指出 Φ “
当一

个 尹 类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个正电子
,

而是俘获一

个Υ 层电子时
,

反应后的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

依赖于放射的中微子
,

⋯⋯
,

只要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

冲能量和动量
,

就很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质量

和能量
#
”

王淦昌先生真是一语中的
,

给“山穷水尽疑无路”

的中微子存在验证
,
带来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

”
的境界

#

文章发表后几个月
,

艾伦 �ς
·

># ∋5 5Χ= ∀ 就按王淦昌

的建议做实验
,

可惜因实验精度不够
,

未能测得单能反

常重要故而必须继续保持
#

我还看到一些在我们国家作为经验存在的一些因

果关系
,

也同样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

这种朝着更高能

量发展的趋势
,

给每台设备
,

给越来越大的集中地和越

来越少的几个前沿实验室
,

无情地带来了高昂的费用
#

我想讨论更紧密的合作和更大的合作经营
#

然而
,

保

护现有实验室的投资这一愿望
,

无疑是对抗合作计划

的离心力之一 诚然
,

我们自己的这种一年年拨款而

缺乏长远稳固承诺的系统
,

也是那个方向上的一个明

显的反作用力
#

此外
,

重大的合作项目所要求的资源

规模
,

势必直接涉及最高级的政府要员
#

我期望将来

能有一个显然高级的国际实验室
,

但上述诸条
,

都是趋

于阻抑任何一种乐观主义的因素
#

让我再次强调
,

上述有关将来的观点
,

所表达的仅

是我自己的水晶球占卜术
,

并不代表高能物理顾问团
、

能源部
、

国家科学基金会或任何实验室的正式主张
#

但

这些话题很可能由高能物理顾问团讨论
#

这次经过该

团的认真考虑
,

应是非常有益的
#

我们领域的未来
,

需要我们提出更完善
、

更周密的创见
#

�译自
《7 Χ; #

吸泣。
》 ( ) ) ( 1 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