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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汉 密 尔顿 的经 济 改革

罗 徽 武‘

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是美国建国初期重

要的政治家。他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进行

了争取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且积极参

与了制定和争取批准莱国宪法的活动,在改

革国家政体方面发挥过蕈大影响。特别是他

出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期阃,在改革经济

体制,改变殖民地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对此改革:国内外

都存不同牙价。本文准备略谈白已对此鹛的

看法。

有人认为,汉密尔颐等
“
主张跟英国密切

联不唧联邦党人,事实△是丰张美国在经济

方面保持对英国的殖民搀依敕性”①。然而,

汉密尔顿却是从改革财政金融制度入手.主

张偿还赁务,设立合众国银行,增强玫府的

经济信用,绮束财政伞砷蓉乱状况,摆脎对

外国的经济依赖,槔定和发展国民经济的。

汉密尔顿的改革是针对英国殖民统治及

反英狒立战争璋成的严重财政困难捍出的。

反英战争期间,美国曾借了大量外偾和内傧。

外偾本息约四千零四十万美元。大陆会议和

各州发行的公债共约七千万美元。 -些州为

了支付战争开支发行了四亿多美元的纸币
“
本陆币

”,还存在着一些私自印发的伪

钞,造成了纸币的不断贬值。一七七九年一月
-元纸币值为硬币的1/8,五 月降至1/24,十

一月降至1/40,甚至出现了
“
用浦满∷车的

钞票未必能买得回∵车货物
”
②的严 翼局

面。于是商典交易转向依靠英国,法国,酉
班牙稗葡萄牙的硬币米进行。币类繁多氵诹

货混乱,严蕈阻碍ェ商业的发展。联邦敢癌

无力偿泽债绎,公傧由各州分扭。分摊又难
于合璎,于是

“
联邦公傧将是备州球备联邦

之间发生冲突的另一原囚。
”
这样外国就会

乘机强迫羡国满是他们的要求。 “
于是各煳

的和平会遇到外国侵略和内部争论的双重危

险。
”e美国面临翼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严

重局面。

汉密尔颐威任财政邯长后,立即浒行财
政改革,接连向国会墀毋三个信用报告,蓠
手解决偾务问题Q他肆议联郏政府伞部骼迳
所欠法国、酉班牙和矸羊等国的外侪,同时倦
付自本陆会议以来联邦和各料寒行睥公镦。

馋泽建议发行新公傅,并按票田价值裳埤包
括各州债券在内的甲傧券,雨且用新公硬棣
一百比一的价杵收回部分 “

木陆币”
,淬

样,以 “昭示硒所有权应有的尊重″Q,蟓
复财舆信用。他在报刊△发表了《向公傧杈
人致阋》、 《偿傅制∷度昀辩自》、 《捍再馔
傧制度》等文章,以加深公众对锩傅措施的
认识。这样,既巩固了政府Bg商业和财政a~ll

益,鹊维护了偾揖人的利粪: 
“
罅所有昀公

苯傧权人鄣林一个源皋得到馋们的王当报
酬。”⑧从而团结起来支掎舆府0g财政措雄。
阃债制度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蠢要手段之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公债

具有使不生产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作用。所

以在发行新公债之后,维持公共信用就成了

资本的信条⑥。汉密尔顿主张偿还内外债务

并发行新公债,^不仅克服了新国家所面临的 |

信用崩溃危机,而且由手保持了债券的票面
·

价值和稳定了信用,从而使债券
“
像硬币一

样流通
”

,“成为资本的一种代替物。
”
⑦偿

还外债,不是
“
在经济方面保持对英国的殖

民地依赖性
”,而是有利于经济独立;不是

单纯资金外流,而是
“
会对外资产生强大的

吸引力
”C,吸引外国政府或私人购买美国

公债,增加国家资本,有效地发展民族资本

主义工商业。正如美国经济史学者福克讷所

指出: “
不论通过这个法案时周围的环境如

何 ,汊 密尔顿的计划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
⑨。

汉密尔顿的另一项经济改革,是根据他

的提议在一七九一年建立了第一 合 众 国 银

行。这不只是对英国银行制度的简单仿效 ,

而是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加以革新。银行营

业期限是二十年,资本为一千万美元,其 中

政府可以认购二百方美元,私人可以投资八

百万美元。合众国银行是作为一个私营组织

获得菅业执照的,但又是私有而公营,银行

必须向财政部长提出报告;财政部长有权随

时检查银行的业务。他规定银行资本四分之

一是现金,四分之三是公债, 把 贬 值的 货

币、旧公债变换来的新公债券作为合众国银

行的一种资本额,使银行制度和国债制度密

切联系起来,作为国债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

和发展。他从法国财政大臣约翰 ·劳那里吸

取了纸币的流通能促使国家繁荣的主张,但

又尽力避免过去那种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涨

的弊端。他主张合众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可

以发行纸币,以弥补根据宪法规定州银行不

得发行纸币的不足,但又规定银行发行的纸

币不能超过股本的数额,而且规定纸币发行

用硬币兑‘现,以便保持纸币的票面价格,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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崮财政信用,促进ェ商业的废腱。  ∶

汉密尔顿建立的合众国银行达到了预定

的目的 ,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充作了政府的财

政代理机关,进行了发行公债等业务,代理

国库业务,并提供了T个保存公款的安全地

方。它保症扌政府的勋跛芟出,二十年中借

给了政府一千三百五十万美元。它能提供迫

切需要的货币并保证纸币的票面价值,有利

于结束财政金融紊乱状态和促进商业交易。

它能起到积累资本的作用。该银 行 吸 收 游

资丿用贷款的方式借与东北部资本家,促进

工商业的发展与信贷业的扩大s而且,它能

使社会上一部分由于缺少投资机会或投资资

金不足而停留在私人手里的 :“呆滞资本
”

,

通过存入银行或购买银行股票为社会提供实

际使用资本,增加资本 活 力,从 而 使
“
用

一定数量的银行支票或信用贷款从事买卖象

同样数量的货币那样有效
”

C。 它能起到吸

收外资的作用,正如汊密尔顿所指出, “
只

要外国公民大胆从事美国的银行活动,国 家

金银就会绝对增加。
″

④它吸引了大量的外

资,英国资本家掌握了该银行二万五千股中

的一万八千股。虽然英国资本家是该银行的

最大投资者,但不能对银行业务起决定性作

用。吸收外资并不意味着依赖外资,而是有

利于增加美国的资本额和增 强 资 本 活力,

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由于合众国银

行发挥了重大作用,所 以最初许多反对它的

反英亲法的
“
共和党

”
人后来都变成了它的

支持者。而且
“
共和党

”
入执政后,在一八

一六年发给了第二个合众国银行 的 营 业 执

照,使它得以继续发展。

∷
有人指责汊密尔顿, “

对于跟从前的宗

主国即英国尽可能保持更密切的经济政治联

系,至为关切,而对于美围资本主义经济的



独立发展阀题,则甚少注意。
”

然而他却非

常注意发展制造业,改萃经济结构,从根本

上改变殖氏地经济面貌,把美国建成一个独

立富强的工业国。

尥对发展制造Ⅱ廴甚为关切。在制宪斗争

和一七九一午十二月十五 口向国 会 提 交 的

《制造业报轩》中9部充分论述了发展制媸业

的重太意义。独立战争虽带来了芙国政治上

的独立 ,但经浒上仍处于对英的依赖地位。汊

密尔顿认为.发展制造业走实现经济独立从

而巩固政冶独立的前扮。池抒出
“
拥有这些

对国家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的安全

和幸福也是必须的。缺少任何一样就等于缺

少政治生命和政治活动的重要部件。
”0只

有发展制造业,礻能利用杌器的力量为闼家

民族谋取经济利益,否则女n果
“
外回的制造

业代替国内的制造业的活,就把使用机器能

得到的利益让给外国了
”

O。

发展制步业才有利亍扩太农产品的销售

市场。在殖民地时期麦国农业粗放,产品主

要销往英国。独立战争后户英国和一些欧洲

国家采取了限制政策,禁止从美 国 输 入 稻

米、鱼类和咸肉等,造成美国农产晶出田的

严重困难。汊密尔顿感到农产晶依赖国外市

场是
“
不稳定的

”
冫只能是

“
暂时的

”J,摆脱

这种困境的有效办法是发展制造业。通过发

展制造业使用大量原料来扩大农 产 品 的 销

路,增加非农业人 口和扩大商品粮食,扩大

农产品市场。而且他认为, “
韧J器是辅助人

的自然力量的一种人的力量,也是一种人手

的增加
”

⑩。这更有利于实行精耕细扌::,捉

进农业机械化。

汉密尔顿强调发展制造业才 能 巩 圃 闰

防,防止侵略。他早在-七八三年总结独立

战争的教训时戏指出:如果制造业不发达造

成依靠国外提洪武器, “
会使国家安全没有

保障。
”

C0美 国独立后英因并不甘心失败 ,

缎续占据荇西北部擗点,江i挠 关η夺l欧 Ⅱ时大

陆的贸易,拦截美国船只,捕捉夫闺水手 ,

伙同西班牙等企图卷土茧来,战争阴云笼罩

若芙国。因此,汊 密尔顿强调指瑚: “
在将

来的战争中,除非立即努力改变 无 力 提 供

自已防卫手段的状况,否则会在很大程度上

重演过去的错误和出现过去的危险
”

C。 发

展制造业不仅有利于巩圃阃防,雨且.有利于

繁宋亩业。他说: “
如果我每

’
J想成为一个商

业民族,或若要傈拧大两洋这边的安全,我

们必须尽怏蚺为有一支海军两努力。因此就

必须有造船厂和兵工jⅡ
”

0。 所以
“
制造业

的繁荣不仅与囝家的财宙”雨且、与国家的安

全相联系
”C9芨展制造业才能使国家独立

富强。

汉密尔顿总络了囤内外的经验,提出了

一系列发展制造业的抖跑9并对改变那种英

困
“
以其本身的工业来抑制美国的工业

”
的

局面,作 出了贡献。 ∷

他改苹税收制度9特剃走采取了有利于

促速民族工业发展的保护关税玫策。他认为 ,

“一个国家没有税 1汶是不能长期存在的。
”

tΙ

所以把近代赋税制度与倮护制度怍为避行资

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为发展制造此积累

资金9倮护和促进民旗工业的发展。一七八

九年关税法规定9对∧十一种商品包括其中

六十五种工业品征波进口移a。 税率根据是否

有利于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两定 '灵活多变。

对其中毛织布、蜡烛、肥皂和酒等二十一种

阃内已有发展的产品征收较重的特剃税。对

于锌、锢、铅和羊毛等极端必需的短缺原料

实行免税。对输入商晶实行按质收税'从而

使澍晶的质量差价拉开。并且随着制造啦发

展的需要9对关税率怍了相应的调整:提高

了已经逐渐发展了的产品的税率,降低了随

制造蚍的发展两扩太了需求的原料的税率。

为了鼓励进口原料加ェ,还规定了用进口原

料加工产晶的 ;扌;口 税想税办法。汊密尔顿主

V‘ ,lp∶ 邝级 9f∫ ↓竹Ⅱ{∶ 仪扛不应仪 h、 t∶ I;∴{1ri瘀 a冫 辽:



应征收国产税 ,特别是征收较重的酒税 ,以至

后来酒税在整个联邦税收总额中约占三分之

一。汉密尔顿虽然把税收作为美国资本主义

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反对税收愈高愈

好的主张,他认为税收不当亦
“
会抑制某些

ェ业部门的发展
”,会“

迫使工业离开其比较

自然的渠道进入其他比较不利的渠道。
”

④

为了抵挡英国商品的竞争,保护幼弱的

民族工业,汊密尔顿坚持政府挟植和自由竞

争相结合的发展工业方针。刚获独立的美国

工商业仍受着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抑制,

而且本身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发展制造业

面临着资本不足的严重困难它们。由于
“
缺少

资本而不能使用最好的机器
”, “

需要国家

的援助
”

C。 所以,汉密尔顿在 制造 业 报

告中提出, “
政府资本必须补充私人财力不

足
”

@。 并且亲自无微不至的扶植制造业的

发展。他认购了
“
纽约制造业协会

”
建立毛

纺织厂的股票。他还协助建立了
“
有用的制

造业协会
”,为它写了计划书,并没让威廉

姆 ·佩特森州长出面使计划在新泽西州议会

获得通过。而且亲自参加选择厂址 ,据 《国民

报 》报导 ,“某天 ,一群人来到佩特森瀑布购

买地皮和挑选确切的厂址,汉 密 尔 顿 在 其

间
”

②。当该会陷入财政困难时,他又说服

纽约银行董事长威廉姆 ·塞顿以百分之五的

低息给予贷款,并向该银行保证: “
我相信

我的名誉是和该协会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
⑧

汉密尔顿虽然对新建企业无微不至的挟植 ,

但是反对把政府的扶植干预政策扩大到一切

行业和所有发展阶段。他认为, “
在早已建

立起来的制造业部门中继续实行补贴,肯定

是值得怀疑的政策。
”

④而是应 当 鼓 励 竞

争, “
应该赞成听任企业自由发展。

”@汉

密尔顿的主张获得了国会和华盛顿的支持。

华盛顿向国会提出,应该
“
用所有手段来促

进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

⑧。

为了改变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经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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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汊 密尔顿把童视科学技术,鼓励创造

发明,作为发展制造业的一项重要措施。他主

张发挥科学技术和机器的力量来提高劳动生

产率。由于专门从事某一项工作容易创造发

明,从而
“
扩大机器的使用

”
④,他重视以

水力为动力。克拉克指出: “
第一个想系统

地大量把水力应用在制造业的概念,也许是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
”C他非常重视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创造发明,指出: “
在英

国的棉纺厂里,棉花的各道工序都由机器完

成,机器以水为动力⋯⋯这种机器的巨大力

力量是容易被接受的。
”C所 以注意引进外

国的先进技术、设备。一些英国技工由于受

到改良机器的奖金的吸引来到了美国。摩西

·布朗正是在英国技工塞缪尔 ·斯莱特的帮

助下,按照英国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工厂的

样式,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工厂。一七九三年

从英国输入使用水力的梳毛机,到一八一○

年已建成了二十四个毛织厂。在政府奖励创

造发明政策作用下,一七九三年惠特发明了

轧棉机 ,使轧棉工效提高了几十倍。它的重大

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
美国棉业的桎栝

这时便被粉碎了。美国的‘植棉业与英国棉纺

织工业并肩发展,很快变成为∵个巨大的商

业力量。
”@有力地促进了工、柢业和商业

的发展。

有人认为'汉密尔顿
“
为了发展与英国

的贸易,而实际上却使大工业的利益受到牺

牲。
”

然而,他强调发展商业应当是政治家
“
关注的主要对象

”
⑩和

“
联邦政府的主要

目标
”

⑩,是为了把发展商业作为发展民族

经济的中心环节,通过发展 商 业,繁 荣 市

场,积累工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

发展商业,繁荣经济,是美国为了实现

经济独立提出的又一项任务。刚获独立的美



国,主要以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和原料同英国

及西欧各国价格昂贵的工业品进行不等价交

换。加之没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更影响了对

外贸易,并造成
“
由于贸易萧条零落而出现

的资金缺乏
”

。在国内贸易 方 面,各 州 在

工、商业等方面各自为政,各 自制定了关税

率,在一些州之间建立了关税壁垒,不仅影

响了贸易,且成为
“
造成纠纷的一个重要原

因
”

⑤。于是外国商人趁机将一些商品从那

些不征关税的港口输入,再流转到美国其他

各州市场,获取厚利。因此严重 影 响 了贸

易,而且造成惊人的入超。例如,一七八四

年输往英国的美国货仅七十四万九千三百四

十五英镑,而输入美国的英国货则达三百六

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七英镑之多,到一七九

○年美国进口货大多来自英国。美国在经济

上仍然依附于英国及西欧各国。必须发展工

商业,才能摆脱对英国的经济依赖,保证民

族经济独立发展。

为发展民族经济,汊 密尔顿采取了鼓励

和保护商业的措施。美国第一届国会所通过

的第一个法令 ,即 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法令 ,

目的就是要
“
鼓励和保护制造商

”
④和增加国

库收入。在汊密尔顿任职期间,接连通过专

门法令,积极推行差别对待关税政策。法令

规定对八十一种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列举对

三十种以上的入口商品征收特别关税,对五

十一种入口商品征收百分之七点五到百分之

十的计价税。对于和美国贸易的一切外国船

只 ,运载货物每吨征收五十美分的附加关税 ;

对于使用美国船只运入货物,每吨只征收六

美分关税。为了鼓励新发展起来的远东贸易 ,

法令允许降低用美国船从印度和中国输入茶

叶的茶税。关税条例的施行,获得了大量税

收,充实了国库 ,积累了资金 ,显然具有保护

美国工商业的作用,为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发展和对外竟争创造了条件。正如福克讷

所指出:“法令已经预示了沿海贸易将很快为

美国船只所垄断。
”

⑦为了促进海外贸易,

政府还通过法令加强对海上运输的管理。一

七九○年法令规定:船主与海员之间必须签

定书面合同,确定航程和工资等。船主必须按

当时的最高工资付给海员,不得在国外解雇

海员,否则要受最严厉的处分;签有合同的

海员不得逃离船只,否则不发工资并要勒令

回船ェ作。一些英国水手由于受到较高工资

和和较好工作条件的吸引,成千 上 万 的 逃

走,并 申请加入美国籍。亨 利 ·亚 当斯 写

道: “
每一艘进入弗吉尼亚海港的英国船 ,

都立刻被英国水手所放弃,这些水手都很快

进入了美国公营或私营的轮船。一些水手在

市区里游逛,每个人都拿着一份美国公民入

籍申请书。
”

③国会还通过法令,允许各州

征收一部分关税,用 于疏通河道 和 改 善 港

口,以促进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汊密尔顿的商业改革,使商业特别是对

外贸易迅速发展。一七八九年外贸总值是二

千三百六十万美元,到一七九五年达到九千

万美元 ,增长三点八倍。一七八九年到一八○

○年,用美国船只运输的进口货从百分之十

七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三,运输的出口货

从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使美国的

对外贸易在竞争中迅速赶上英国,并 驾齐驱。

优果 ·莱本指出,美国
“
所经营的对外贸易

的价值仅次于英国;而且按人口比例计算 ,

美国是那时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国家。
”

③商

人从繁荣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水手

的工资亦由每月八元增加到三十元。所以,

“
商人们高呼汊密尔顿是个伟人。

”
⑩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

的发展,也有利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

变。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

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

的历史前提。
” “

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

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
”

④发展商业增加

了税收。它
“
能使纳税更加便利,并且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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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的必要收入。
”
商业的迅速发展获得了

巨额利润,从 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一年间 ,美

国海上运输业的平均纯收入超过三千二百万

美元。所以
“
商业的繁荣是国家财富的最有

效和和最革富的来源
”
∴。所获得的大量商业

利润,相当一部分充当了发展工业的资金,

促进了工此的发展。一些商人协助工厂的兴

建。许多商业资本家后来转向了制造皿。摩

西 。布朗家族本来从事贸易,后来于一七九

○年在塞缪尔 ·斯莱特的帮助下建立了用仿

英的新式纺纱机生产的工厂,就从
“
商业转

向制造业
”

。于是美国逐渐实现了从商业资

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变。发展商业还为工业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原料,加速

了资金周转,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所以,发

展商业不是牺牲了工业利益,而是使美国的

工业发展进入Ⅰ
庐一个新阶段。事实上,正如

汊密尔顿所指出: “
商业繁荣有助于活跃和

刺激工业制度,使之更加活跃和 兴 旺 地 进

行。
”o然而相反,后来杰佛逊政府实施禁

运法案9便严重打击了美国本身经济, “一

年之间在新英格兰有五万五千个水手和十万

工人失掉了工作。原先活跃的港口成为一片

荒芜,码头长满着青草
”

0。

汉密尔顿把商业当作
“
制造业和农业的

莽育者
”

⑩。商业的发展不仅有 利 于 制 造

业,而且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工备商 业 的 发

展,不仅使国内需要大量棉花,而且成为全

国最太宗的豳口货物。福克讷揩出, “
这种

迅速的发展苜先是曲于市场的突然开放造成

的。
”

两且
“
市场的稳定以及曲于卡罗莱纳

出产的大米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这就

使大米的种植者受翌l了 鼓励。
”G工商业的发

展及城市人田的增加,对农产品提出了日益

增长的要求'从而提高了农民改善土地经营

的进取心和发展农业的竞争精神,有利于西

部土地开发和农业J也 区专门化。所以联邦政

府成立以后9关阃农业有了很太的发展。苷

冫ε

实表明,商业和农业
“
双方利益是密切融合

并交织在 一起的。
”

④它们互相促进 ,使美

国走上 富强的道路。

汊密尔顿的经济改萆,虽然维护 了资产

阶级的利益,但也反映了人民要求国家富强

的愿望。它不仅有利于克服财政经济困难 ,

繁荣商业,推动美国从商业资本 向工此资本

的转变,更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描绘了蓝图 ,

规定 了独立发展的路线。从而,维护 了国家

利益,从经济上 巩固了美国的独立,使美国

逐渐摆脱 了对英国的经济依赖,走上 了繁荣

富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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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猜,充满了人人所经历过的情感活动。

作品还有一点能使读者同化的地方,就
是作者善于抓住主人公的病情细节,作具体

生动的刻划:咳嗽、喘息、发烧、盗汗、吐

血等症状都历历如在目前,即使不能唤起读

者的回忆,也会激发读者的联想。加上溶进

了作者的深情 ,进 而摇撼读者的灵魂。作品对

肺结核菌蔓延到喉头,声音由嘶哑到全哑作

了绷致生动的描写,而这种描写又揉和在家

庭经济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生活崩溃的矛盾痛

苦中。这些细节的烘托、渲 染,对 深 化 主

题、突出人物悲剧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从

而使这个咯着血痰的小人物成为作者笔下肺

病患者系列形象中最突出的形象。

鲁迅先生转引陀思要耶夫斯基的话说:

“
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是在高的意

义上的现实主义者
”
。 (《 〈穷人〉小引》)

用来赞美巴金也是当之无愧的。

历来的现实主义大师们,都创作了相当

数量的以心理刻划见长的作品。鲁迅先生有

感于陀思要耶夫斯基的作品深挖人的灵魂。

以此深深打动人,而分别在二十年代和三十

年代撰文肯定这种创作特色 (见 《〈穷人 )小

引》和《关于陀思要耶夫斯基事》),在 自已的

创作中也提出
“
画眼睛

”
的主张,并且一再

希望能让自已的作品画出
“
中国人的灵魂

”

来。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他深挖各类人物的

灵魂,给现代文学画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
页。

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一批有见识的评

论家和作家提出
“
现实主义的深化

”
理论。

文学在这个时代,全面展开了人物内心世界

的揭示和挖掘,这也体现了我们民族在这个

时代对文学艺术的追求。

巴金的作品 《寒夜 》正是在承继了
“
五

四
”

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之上,发

扬了《激流三部曲 》等作品的现 实 主 义 特

色,在四十年代的创作中,作了新的探索。

而且以其独特和卓越的创作成就,证实了自

己的作品符合四十年代文学的 创 作 主 潮,

“
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射出-

道鲜明的光彩
”,奏出了一曲和谐、优美的

现实主义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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