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星球史
”

视野下的文明思考
４

张旭鹏

汤因比在 １ ９４７ 年发表的 《 文明经受考验 》
一

文中 ， 曾感慨于西方人

所获得的开阔的历史眼界 ：

“

就空间而言 ， 我们西方的眼界已经扩展至这

个星球上可居住和可进入之表面上的所有人类 ， 以及这个星球在其中不过

是极小微尘的恒星宇宙 ； 就时间而言 ， 我们西方的眼界已经扩展至晚近这

６０００ 年中升起又衰落的所有文明 ， 以及 ６０ 万到 １ ００ 万年之前人类起源的

史前历史 ， 乃至大约 ８ 亿年前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历史 。 我们的历史眼界得

到了何等惊人的扩展 ！

”

？

汤因比显然不会意识到 ， 他对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的判断 ， 与 当 前方

兴未艾的
“

大历史
”

（
ｂ ｉ

ｇ
ｈ ｉ ｓｔｏｒ

ｙ ） 十分相似 。 大历史在时间上可以追溯至

大爆炸 ， 在空间上则可以涵盖整个宇宙 。 从研究实践来看 ， 大历史可分为

宏观 、 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 ， 分别对应宇宙的历 史 、 地球的历史和人类的

历史 。

？ 相比于宏观和微观层面 ， 大历史的实践者更喜欢从中观也就是地

球的历史入手 ， 以便有效地将宇宙 、 地球和人类的历史统合起来 。 不过 ，

大历史视角下的地球历史有着 自 己的独立性和严整性 ， 它不是人类历史的

背景 ， 更不是人 类 历 史 的延续 。 相 反 ， 地球具有 自 己 的
“

深 度 历 史
”

＊ 本文为 国家社科基金 中 国历史研究 院重大历 史 问 题研究专项招标项 目
“

西 方历史理论发 展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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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ｆｅ ｅ

／
ｊ ／ｉ ｉｉｔｏ ／ｙ ） ，

① 它所呈现的不是人类居于其间的全球 （ ｇ
ｌｏｂａｌ

） 的历史 ，

而是作为宇宙之一部分的星球 （ ｐ
ｌａｎｅ ｔａｒｙ ） 的历史 。

汤因比之所以发出上述感慨 ， 是为了说明即使人类具有如此开阔的历

史眼界 ， 但看待历史的眼光却非常狭隘 ， 依然局限在民族国家之内 。 而从

民族国家中所诞生的阶级和战争这两类事物——前者造成了社会的分裂 ，

后者有可能毁灭整个人类 ， 却使人类文明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 。

？ 汤 因比

将文明的危机归结于阶级和战争 ， 虽然不见得完全正确 ， 但他关于文明危

机总是产生于国家或国家间事务的论断 ， 在 当时以及之后 ， 却是人们思考

此类问题的主要 出 发点 。 比如 ， 亨廷顿在 《 文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

建 》 中认为 ：

“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 自 不同的文明 。 最可能逐

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 自 不同文明的集 团和国家之

间的冲突 。

”

？

当前 ， 文明的冲突及其所导致的整个人类文明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 ，

但是借助于冲突的双方 ， 也就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和协商 ， 还是

有可能在最大限度上规避这
一

风险 。 反倒是环境 、 生态和气候的恶化加之

于各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的风险 ， 却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加严重的文明危

机 。 因为较之于社会内部的纷争和国家间的战争 ， 环境 、 生态和气候方面

的因素 ， 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更大 ， 它们所造成的后果

往往是不可逆 ， 甚至是难以修复的 ， 更非人力所能改变 。 不仅如此 ， 环境

恶化 、 全球变暖等现象也会打破有限的资源在国家间分配的平衡 ， 让本来

就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更加不平等 ， 甚至引发地缘争端 ， 使得国家之间发生

冲突的可能性加大 ， 进而加剧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危机 。

因此 ， 当前对文明危机的认识应 当从超越国家的
“

星球史
”

（ ｐ
ｌａｎ ｅ ｔａｒ

ｙ

ｈ ｉ ｓ ｔｏｒ
ｙ ） 的高度加以考量 。 对于什么是星球史 ， 美 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 ？

沃斯特较早有过论述 。 在 １ ９ ８ ７ 年的论文 《 脆弱的地球 ： 走向一种星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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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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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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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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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中 ， 沃斯特指出 ， 星球史是与国家 史相对应的 。 历史学家在书写国

家历史的同时 ， 也应书写地球的历 史 ， 因 为人们在 自 己 的祖国家园之外 ，

还拥有
一

个共同的地球家园 。 与国家史不同 ， 星球 史这部更大的历史 ， 展

现的是人与 自然世界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 。 用沃斯特的话说 ，

“

星球史在

本质上
一

直都是环境史
”

。

？ 在沃斯特的构想中 ， 星球史标示着
一

个新的历

史阶段的到来 ， 它凸显了 自然乃至地球的重要性 ， 以及将 自 然和地球作为

历史研究主体的重要意义 。 沃斯特希望借助星球史的概念 ， 批判人类对权

力和理性的盲信及滥用 ， 强调人与 自然环境高度依存的关系 。

尽管沃斯特强调了环境 、 自 然甚至地球的重要性 ， 但他所设想的星球

史依然是在人类历史的框架中展开的 。 近年来 ， 迪佩什 ？ 查克拉 巴蒂重拾

了星球史这
一

概念 ， 但较之沃斯特 ， 他更重视地球作为
一

个独立 系统的意

义 ， 也就是说 ， 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 、 自 然环境 ， 乃至地球 内部的深

层结构 ， 共同构成了
一个有机的整体 。 这个有机的整体在历经数十亿年的

历史演进后 ， 发展成为宇宙中
一

个独特的存在 。 也正是在这
一意义上 ， 查

克拉巴蒂不主张使用全球 （ ｇ
ｌｏｂｅ

） 、 世界 （
ｗｏｒｌｄ

） 或地球 （
ｅａ ｒｔｈ

） 这些以

人类为中心或者更侧重人类的概念 ：

“

然而 ， 它既不是全球 ， 也不是世界 ，

更绝对不是地球 。 它属于这样
一

个领域 ， 在这个领域中 ， 这颗星球 （ Ｐ
ｌａｎ ？

ｅ ｔ
）自我呈现为天文学和地质学研究的对象 ，呈现为包含生命历史的一个

非常特殊 的 案 例
——所有这 些 维 度 都 大 大 超 出 了 人 类 的 空 间 和时 间

现实 。

”

？

为了更好地解释地球的
“

星球
”

属性 ， 查克拉巴蒂特意比较了
“

可持

续性
”

（
ｓｕｓ ｔａ ｉ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与
“

可居住性
”

（
ｈａｂ ｉ ｔ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这两个概念 。

？“

可持

续性
”

将对人类的考量放在首位 ， 是
一个以人类为中心 （

ａｎ ｔｈｒｏｐ
ｏｃ ｅｎ ｔｒ ｉ ｃ

）

的概念 。 我们可以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为可持续性发展所下的定义 中

看到这
一

特点 ：

“

可持续性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 又不对后代人满

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 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 ：

‘

需要
’

的概念 ，

①Ｄｏｎａ ｌ ｄＷ ｏｒｓ ｔ ｅｒ
，

“

ＴｈｅＶ ｕ ｌｎ ｅ ｒａｂ ｌｅＥ ａｒｔｈ
：Ｔｏｗ ａｒｄＡＰ ｌａｎ ｅ ｔ ａ ｒ

ｙＨ ｉ ｓ ｔｏ ｒ
ｙ ，

’ ’

 尺⑷咖
，

Ｖｏ ｌ ． １ １
 ，Ｎｏ ． ２

，Ｓｕｍｍｅ ｒ
， １ ９ ８ ７

，ｐ
． ９ ０ ．

②Ｄ ｉ
ｐ
ｅ ｓｈＣ ｈａｋ ｒａｂａ ｒ ｔ

ｙ ，

“

Ｔｈ ｅ Ｐ ｌ ａｎ ｅ ｔ
：ＡＨｕｍａｎ ｉ ｓ ｔ Ｃ ａ ｔ ｅｇ

ｏ ｒ
ｙ ，

”

 ｉ ｎ７７ ｉ ｅ ｏ／ Ｚ／ ｉｓ ｆ ｏ ｒ
ｙ 
ｋ ａ Ｐ／ａｎ ｅ ｔ ａ ／ｙ

Ａｇｅ
，Ｃ ｈ ｉ ｃ ａ

ｇ
ｏａｎｄＬｏ ｎｄ ｏｎ

：Ｔｈ ｅ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 Ｃ ｈ ｉ ｃａ

ｇ
ｏＰｒｅ ｓ ｓ

，２０ ２ １  ，ｐｐ
． ６９  ７ ０ ．

③Ｄ ｉｐ
ｅ ｓ ｈＣ ｈａｋｒａｂ ａ ｒｔ

ｙ ，

“

Ｔｈ ｅＰ ｌａｎ ｅ ｔ
：ＡＨｕｍ ａｎ ｉ ｓ ｔ Ｃ ａ ｔ ｅ

ｇ
ｏ ｒ

ｙ ，

”

ｐｐ
． ８ １

－

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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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世界贫困人们的基本需要 ， 应将此放在特别 优先的地位来考虑 ；

‘

限制
’

的概念 ， 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 力

施加的限制 。

” ？ 因此 ， 在
“

可持续性
”

概念中 ， 地球只是人类活动无声的

背景 。 与之相反 ，

“

可居住性
”

并不以人类为中心 ， 它关注的是
一

般意义

上的生命 ， 亦即地球是如何发展出适合复杂生命存在的环境 。 人类与
“

可

居住性
”

的关系因而可以理解为 ： 人类不是可居住性问题的核心 ， 但可居

住性却是人类存在的核心 。 此外 ， 从时间架构上看 ，

“

可持续性
”

涉及的

是人类时间 （
ｈｕｍ ａｎｓ ｃａｌｅｓｏｆｔ ｉｍ ｅ

） ， 而
“

可居住性
”

涉及的是地质时间

（ ｇ
ｅｏｌｏ

ｇ
ｉ ｃａｌｓ ｃａｌ ｅ ｓｏｆｔ ｉｍ ｅ

） 。 以生命所赖以生存的氧气为例 ，

一

个氧气分子

在大气中停留 ４００ 万年才会被地壳吸收 。 尽管这一时间 已经十分漫长 ， 但

是与呼吸氧气的动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
５ ．５ 亿年左右的时间相比 ， 则要

短得多 。

星球史概念的 引入 ， 必然会 引发对于文明概念的全新思考 。 传统对于

文明的理解 ， 显然是从人的维度 出 发 ， 将文明视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

物 。 因而 ，

“

文明
”

的主要内涵是指人类把 自 己提升到动物生存状态之上

的那些生活特征 ， 包括人类在控制 自 然 、 获取资源以满足 自 身需求过程中

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 以及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财富分配的规章制度

等 。 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类的 自我教化 ， 是人类行为向着善 良 、 优

雅 、 理性和秩序的发展 ， 并在此过程 中逐步建立起的社会制度 。

？ 但是 ，

在星球史的框架中 ， 文明的核心不再是人类技术与精神的进步 ， 而是如何

确保地球的可居住性进而为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提供
一

个可持续

性的未来 。 因此 ，

一 ？

个正在出现的星球文明 （ ｐ
ｌａｎｅ ｔａｒ

ｙ
ｃ ｉ ｖ ｉ ｌ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

） 将促使

人类摒弃以消费 、 发展和 国 家间 竞争为 目 的 的文明模式 ， 转向
一

种 以气

候 、 环境和生态为重的
“

后人类
”

文明模式 。

推动这
一

文明转型的
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 ， 人类超出其他物种的对 自 然

和地球环境的深度参与 ， 正在给地球以及人类 自 身带来深重的危机 。 自 工

①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 《 我 们 共 同 的 未来 》 ， 王 之佳 、 柯金 良 等 译 ， 吉林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 ９ ７ 年版 ， 第 ５ ２ 页 。

② 关于文 明 的定义 ， 参见何平 《 文 明 的观念与教化 》 ， 何平 、 张旭鹏 ： 《 文化研究理论 》 ， 中

国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４９ 页 ； 刘 文 明 ： 《 １ ９ 世纪 中 叶前 中 国 与 欧 洲 的
“

文 明
”

观

念 》 ，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 （ 社会科学版 ） ＝

？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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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时代以来 ， 人类对于煤和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 ， 以及大量的生产和

生活活动 ， 对生命赖以存在的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这在以下两方

面表现得最为严重 。 第
一

， 碳循环的波动和气温变化 。 工业化时代以来 ，

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 比工业化时代以前高出三分之
一

， 是近 １ ０００

万年以来的最高值 。 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气温 ， 特别是最近 ２０ 年的气温加

速上升 ， 已达到 ６０００ 万年以来的最高温度 。 第二 ， 生物的变化 。 人类的扩

张 、 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动物的无节制捕杀 ， 是很 多生物灭绝 的直接原因 。

自 工业革命以来 ， 生物生活的环境面积缩小了
９０％

， 物种减少了
一

半 。 人

类导致的生物种群的变化速度堪与冰河期来临时相提并论 。

？ 人类对地球

地貌和地层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 甚至让地球被动地进入
“

人类世
”

这

样
一

个新的地质时代 。

由于人类力量的参与 ， 星球史时代的文明危机集 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 第
一

， 生命多样性的消失 。 第二 ， 因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变暖 。 第

三
， 地球可居住性的恶化 。 仅就当前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发展来看 ， 这三种

危机并没有减缓的迹象 ， 而且极有可能是不可逆的 。 这说明 ， 地球——或

者詹姆斯 ？ 拉伍洛克所谓的作为活的有机体的盖魅
——正在失去 自我调节

的能力 。

？ 其结果 ， 很有可能导致地球稳定且充满 多样性的生命 系统的崩

溃 ， 给包括人类文明在内的星球文明带来灭顶之灾 ， 并使地球退回到与其

他星球无异的蛮荒状态 。 那么 ， 我们该如何应对星球 史时代的文明 危机

呢 ？ 保罗 ？ 拉斯金曾指 出 了星球文 明 的三个特征 ： 生命质量 （ ｑ
ｕａ ｌ ｉ ｔ

ｙｏ
ｆ

ｌｉｆｅ
） 、 人类团结 （

ｈｕｍａｎｓｏ ｌ ｉｄａｒ ｉ ｔ
ｙ ） 和生态恢复力 （

ｅ ｃ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ｒｅ ｓ ｉ ｌ ｉｅｎｃ ｅ
） 。

？

这三个特征 ， 为我们思考应对之道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生命质量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应 当 获得安全 、 健

康和持续的发展 。 从空间上看 ，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生活在
一

个封闭且能

自我调节的生物圈 （
ｂ ｉ ｏ ｓ

ｐ
ｈｅｒｅ

） 内 ， 其范围大约为海平面上下垂直约 １ ０ 公

里 ， 包括岩石圈 、 水圈和空气 。 对陆地生命来说 ， 它们共同生活于其中 的

空间更加狭小 ， 仅仅是地球表面
一

层薄薄的
“

关键带
”

（
ｃｒｉ ｔ ｉ ｃ ａｌｚｏｎｅ

） ， 其

①张旭鹏 ： 《

“

人类世
”

与后人类 的历史观 》 ， 《 史学集 刊 》 ２〇 １ ９ 年第 １ 期 。

② Ｊａｍｅ ｓＬｏｖ ｅ ｌ ｏｃ ｋ
，
Ｇａ ｉａ

：４ ／Ｖｅｗ ；Ｌｏ ｏ Ａ ：ａ ｆ 乙拆 
ｏｎ￡ａｒｔ ／ ｉ

，
Ｏｘｆｏ ｒｄ

：Ｏ ｘｆｏ ｒｄ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２ ０００ ．

③Ｐａｕ ｌＲａ ｓｋ ｉｎ
， Ｊｏｕｒｎｅ

ｙ
ｔｏＥａｒｔＷａｎ ｃ／

：ＴＶ ｉｅＣｒｅａ ｆ７＞ａａ ｓ＂ ｉｏ ／ ｉ如 尸 ／ａ ｎ ｅｍ ｒ
ｙＣＷ ／ ｉｚａ ｚ ｉｏ＂

，

Ｃ ａｍ ｂｒｉｄ
ｇ
ｅ

，

Ｍ ａｓｓ ．  ：Ｔｅ ｌｌｕ ｓ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ｅ
，２０ １ ６

，ｐ
． ６７ ．

？

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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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自树冠开始一直延伸至地下水的底部 。 不论是生物圈还是关键带 ， 都

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相互依存 ， 并且与地质和 自然环境
——岩石 、 土壤 、 水 、

空气发生互动 ， 让生命的过程不断延续下去的重要场所 。 生物圈和关键带

的存在 ， 体现 了 生命 、 环境与地球之 间 高度 的共生 关 系 ， 尤其 是关键

带——这
一

被布鲁诺 ？ 拉图尔称为
“

地球皮肤
” ？ 的地带 ， 更能展现生命

赖以存在的环境的重要性和脆弱性 。 协调生命 、 环境 、 地球三者之间的

关系 ， 是保障生命质量 ， 进而延续星球文明的根本和关键 。

人类团结指的是 ， 在当前星球史的大背景下 ， 人类应 当摆脱地域和文

化的束缚 ， 尤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 ， 共同去面对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

外的星球文 明 的危机。 事实上 ， 自 人类 文明诞生 以来 ， 部落 、 种族 、 阶

级 、 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始终与之相伴 ， 战争甚至成为人类文明内在

的组成部分 。 时至今 日
， 人类这

一

正在迈向
“

后人类
”

状况的智慧生命依

然无法解决在人类诞生之初处就已存在的战争 ， 不得不说这是人类文明 中

的
一

个荒谬的悖论 。 但不论如何 ， 人类应该意识到 ， 在星球史时代 ， 能够

将人类凝聚在
一

起的 ， 不是作为
一

种特权单位的民族国家 ， 而是作为人类

共同命运的地球家园 。

？ 同时 ， 人类也应该意识到 ， 只有从作为一种生命

形式的深度来反思 自 身 ， 人类才能获得作为
一

个统
一

体的存在论基础 。 正

如芭芭拉 ？ 沃德和勒内 ？ 杜博斯指出的 ：

“

在人类的任何
一

个历程中 ， 我

们都属于
一

个单
一

的体系 ， 这个体系靠单
一

的能量提供生命的活力 。 这个

体系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表现出根本的统
一

性 ， 人类的生存有赖于整个体

系的平衡和健全 。 这种统
一

性并不仅仅是
一

个幻想 ， 而是客观存在的和无

法逃避的科学事实 。 如果统
一

性的观点能够变成地球上全体居民的共同见

解 ， 我们就可以摆脱一切难免的 多 中心论 ， 而以必要的统
一

性为 目 标来建

设人类世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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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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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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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 ｅ ｔａ ｒ

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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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 ３年４

月 ３ 日 访问 Ｄ

③ ［ 美 ］ 芭芭拉 ？ 沃德 、 勒 内 ？ 杜 博斯 ： 《 只 有一 个地球 对一 个小小行星 的 关怀 和 维

护 》 ， 《 国外公害丛书 》 编委会译校 ， 吉林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 ９ ７ 年版 ， 第 ２ ５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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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史
＂

视野下 的文 明 思考

生态恢复力是指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 ， 偏离平衡状态后所表现出

的 自我维持 、 自我调节及抵抗外界各种压力和扰动的能 力 。

① 受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等影响 ， 全球生态系统发生了 巨大变化 ， 自 然生态系统面积不

断缩减 、 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 、 生态系统生产力显著下降等导致了区域乃

至全球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不断下降 。 尽管科技进步能够在
一

定程度上改善

生态系统的功能 ， 但不能替代遵循生态系统恢复 力的变化规律 。 从物质系

统演化的角度来看 ，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系统的状态转化是不可逆的 ， 即使

是恢复力很强的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后也会发生改变 ， 无法完全恢复

到受干扰前的状态 。 但是 ， 在实践的层面 ， 人类还是有可能从三个方面去

保护生态系统的恢复力 。

一

是维护生物多样性 。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能够把

生态系统的变化控制到最低 ， 让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有更强的抵抗力和弹

性 。 二是控制气候变化 。 当气候变化超出生物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时 ， 便会

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 ， 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 。 三是限制人

类活动 。 事实证明 ， 人类的活动是生态系统恢复 力下降乃至丧失的最重要

原因 ， 甚至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气温的升高都是人类 活动的结果 。 因而 ，

保护生态恢复力的关键就在于限制人类的活动 。

不过 ， 必须承认的是 ， 上述应对星球 史时代文明危机的主张基本上

是
一

种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的构想 。 在人类社会 中 的生存 、 平等 、 正 义

等问题彻底解决之前 ， 诸如人类 的 团结 、 限制人类 的 活动等理想可能仍

然是空 中楼阁 。 这也说明 ， 人类文明与星球文 明之间存在着很难调和的

矛盾 。 人类文明可以看作人类不断追求上升 、 自 由 、 安全和舒适的过程 ，

但这一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危及星球文明 。 今天 ， 地球这颗小小的星球似

乎已经无法为人类的发展再作出承诺 ， 解决星球时代的文明危机很可能

只是一种
“

不可能的可能
”

。 然而 ， 就像人类 历 史 上许 多重大变革发生

之前 ， 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
一

样 ， 我们还是应 当对克服星球 史时代的文

明危机抱有期待 。

埃德加 ？

莫兰在 ２０ 世纪末展望新千年的未来时 ， 曾说过
一

段悲观但又

不失希望的话 ， 对于我们今天去理解星球时代的文明前景依然有着激励的

①ｃ ．Ｓ ． Ｈｏ ｌｌ ｉ ｎ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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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

“

走出全球铁器时期 ， 挽救整个人类 ， 共同驾驭生物圈 ， 促进地球

文明化 ， 这四个主题之间具有循环性的联系 ， 任何
一个都是其它三个的前

提 。 全球的垂危将孕育出新的生命 ： 我们将从现在的人类过渡到真正的人

类 。 政治方面新的建树行动应以地球人类作为 目 标和对象 。 为抗拒人类死

亡所进行的斗争和为促进人类新生所进行的斗争是同
一种斗争 。

” ①

（ 作 者张旭鹏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 历 史理论研 究所研 究 员 ）

① ［ 法 ］ 埃德加 ＊ 莫林 、 安娜 ． 布里吉特 ？ 凯恩 ： 《 地球 祖 国 》 ， 马 胜 利译 ， 生 活
？ 读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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