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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会说话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素三彩暗花
云龙花果纹盘，盘口微外撇，弧腹，圈足，内
外白地素三彩装饰，原属清宫御用瓷器，所
属年代清康熙。文物盘内外暗刻云龙纹。盘
内在刻划纹饰上彩绘石榴等折枝花果纹，
外壁在刻划纹饰上彩绘折枝牡丹花纹两
组。花卉施以绿、紫、黄等低温彩釉。圈足内
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
款，外围青花双线圈。此盘以黑彩勾绘纹饰
轮廓线，将果实的饱满、丰硕表现得淋漓尽
致。纹饰层次分明，色彩素雅。
  而在潍坊市博物馆内，也有一件素三
彩藏品，为清康熙素三彩折枝瓜果暗龙纹
盘，圆唇，撇口，腹壁斜直，浅圈足。通体施
白釉，白釉乳白莹润，素三彩主要为绿、黄、
紫等色，呈色纯正。盘身内外均刻暗龙纹为
地纹。其上以绿、水绿、娇黄、淡紫等色绘折
枝佛手、桃、石榴，寓意多福、多寿、多子。圈
足底沿露胎一周，底部中心青花双圈内书
“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识。
  两者相较，风格题材类似，但潍坊的这
一件在盘内风物上更胜一筹。佛手、桃、石
榴巧妙地对应了绿、娇黄、淡紫色，将素三
彩的色彩和题材融合，色彩饱满，团花锦
簇，果叶相依，有格局、有气势、有留白，不
动声色间将吉祥寓意呈现出来了。
  此器烧制方法是先在素胎上暗刻云龙
纹饰，施透明釉后入窑高温烧成白釉暗花
云龙纹瓷盘，然后在瓷器的表面用素色彩
料绘花果等纹饰，再入窑经低温焙烧而成。
二次烧成工艺，使得釉下刻花与釉上彩绘
相结合，表现手法更丰富，明暗、阴阳、主次
相互依存。云龙纹打底作为衬托，也有帝王
之气息；“福寿子”三多的纹饰明丽呈现，让
幸福吉利的人生愿景低调诉说，彩绘纹饰
下刻画的素色纹饰若隐若现，虽无张扬，豪
气满满。
  说起素三彩，往往让人想起珐琅彩、青
花五彩、墨地三彩、蓝釉白花等瓷彩的样
式。素三彩的“素”，其一指的是“素胎”，在
素胎上刻画、填入釉料烧制；其二是指“素
色”，古代有“红为荤色，非红为素色”之说。
明清的一些瓷器以黄、绿、紫三色彩料为
主，有时还加少许白彩和黑彩，因无红彩，
色调冷艳、素雅，故称为素三彩。
  最早的素三彩见于明代成化时期，
1986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了数件用
黄、绿、紫等彩釉烧制的素三彩瓷。正德时
期素三彩传世品与成化、弘治时期一样，并
不多见，但是与前、后时期相比，制作水平
非常高。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素三彩海
蟾洗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嘉靖、万历时期
素三彩的产量有所增加。
  清代康熙年间，康熙帝兼容并蓄，文化
方面恢宏博大，文人参与了画瓷，促进了瓷
器品种的繁荣。而在皇宫造办处，有中国的
士人、工匠和西洋的画匠共同研发、烧造御
用瓷器。素三彩的发展史上，以康熙年间最
为盛行，并有创新，它的彩色除了黄、绿、紫
外，还增加了当时特有的蓝彩。同时，加彩
的方法也更多样，有的在素烧过的白瓷胎
上直接加彩，然后罩上一层透明白釉，用低
温一次烧成。传世较为常见的素三彩花果
盘即属此种制作方法。也有的在白釉瓷器
上涂以色地，再绘素彩，如黄地加绿、紫、白
彩，黄地三彩，绿地加黄、紫等彩。墨地素三
彩器则是更少见的精品。
  康熙年间的素三彩器，对于明代成化、
正德之三彩和嘉靖、万历色地重叠工艺多
有继承，但又发明素胎上刻划出纹饰轮线，
绘以图画，涂以釉彩，其工艺标新立异，品
种丰富多样，质朴雅洁，黄色地、紫色地、米
色地、虎皮釉等反复交替使用，变化莫测而
颇具匠心。
  其中，白地素三彩瓷器是康熙三彩中
的精品，潍坊市博物馆的这件藏品就属白
地素三彩。其特点为采用釉下刻花与釉上
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在彩釉纹饰下还
隐现着另一种刻花纹饰，表里相合。白地素
三彩主要作品除了花果纹盘，还有山石牡
丹纹盘、花蝶纹碗等。这些素三彩器，瓷画
表面会有紫绿黄彩釉绘画的花果、山石、牡
丹纹等，纹下隐现云龙火珠纹，纹饰层次分
明，显示出动植物纹饰并存、动中有静、静
中有动的画面。
  陶瓷界还有另外一种“素三彩瓷”的定
义，即素三彩瓷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是
以黄、绿、紫三色为主的瓷器，其实并不限
于此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
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
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
  康熙年间是中国陶瓷史上素三彩制作
最繁荣的时代。这不仅表现在器物数量大
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且在器物
造型、装饰技法、图案纹样、色彩的变化上
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
  从素三彩瓷器上，可窥见康乾盛世的
国力之盛、物阜民丰。素三彩也从侧面反映
出了当年崇尚清雅、寄情吉祥的审美风尚，
有一种低调奢华的人文之美。

素彩见华章

——— 清康熙素三彩折枝瓜果暗龙纹盘

◎崔斌
  松林书院是青州一中的发祥地，青州
府的文脉之源。北宋时称矮松园，为著名的
三元宰相王曾少年读书处。明成化五年

（1469年）始称松林书院，明万历八年（1580
年）阁臣张居正下令毁天下书院，松林书院
未能幸免，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得以重
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着晚清政府
“废科举、兴学堂”诏书的下达，书院教育走
入历史，现代教育正式开始。

清代书院政策的转变

  明朝末年，全国的书院在多次禁毁政
策下已伤痕累累，加之声势浩大的农民起
义又使书院难免有池鱼之殃。清初统治者
有鉴于明末士大夫借书院讲学抨击时政、
削弱统治的历史教训，对书院的政策并不
友好，担心士子聚集、自由讲学，书院会成
为反清的大本营，为此一度采取压制政策，
限制其发展。顺治帝曾谕令“帝王敷治，教
化为先”，“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
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各级官学
迅速恢复，中央设国子监，分六堂教习，地
方除了府、州、县学之外，还设有社学、义学
等。清初的青州府重视官学发展，官学兴，
而书院的发展尚处于被压制中。
  至康熙年间，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
康熙帝认识到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对于管
理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对书
院政策转向积极地疏导、慎重地支持，于是
书院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至二十六年（1687），湖南岳麓书院
和江西白鹿洞书院分别得到康熙皇帝御书
“学达性天”匾额，得以迅速修复并重新办
学，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于是各地官府及民
众开始争相兴复、创建书院。据白新良著
《明清书院研究》统计，康熙时期，全国新建
书院537所，而修复、重建前代书院达248所，
其中就有青州的松林书院。

青州府官学的废弛

  由于明末战乱纷起，民不聊生，青州府
学几乎处于废弛状态。各地县学情形更为
糟糕，早在明万历年间，青州府日照县县学
就已“缮治不常，日就堕坏，庳逼破露，笾豆
图书，栖列无所，往往散乱不可省”，老师也
不再传道授业，文教礼乐更加冷落萧索。
  官学的废弛往往伴随着吏治的腐败。
据文人安致远《青社遗闻》载，崇祯壬午

（1642年），山东提学钱启忠品行不端，试后
出谒宾客，见市中有卖海蟹者，在轿上手劈
双螯啖之。士子出场时，自己把持门扉夺取
考生伞、笔诸物，携抱累累，交于左右送入
内署。观者喧笑，恬不知耻，最终因贪婪被
黜。明末官场上的贪腐更是屡见不鲜，大明
王朝日落西山已无可避免。
  清初至顺治年间数十年，由于统治者
的支持，官学大兴。至康熙朝，官学式微。光
绪《益都县图志》载：“康熙七年（1668年）地
震，（府学）大半倾圮，惟有大成殿独存。”康
熙十一年（1672年）修葺，不久复圮，至三十
八年（1699年）春，张连登任青州知府，“谒庙
下，周旋四览”，“所谓庙者仅颓垣数尺而
已，圣像覆以破盖，贤者蔽以为席，为之愕
然惊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青州知府
陶锦在《重修青州府儒学碑记》中云：“今之
设学，非古之设学矣。古之设学也，讲道；今
之设学也，课艺。古之课艺也，兼乎六艺之
全，专乎书文之一。而且师旷其官，士旷其

业，黉宫茂草，经年无复弟子之迹，遂使广
文博士等于赘疣，而讲堂经阁几为虚置，恶
在其为学校也者？”从记载看，康熙年间，青
州府学连基本的课艺即八股文的教学都很
少，遑论对生徒德行的培养。而且，学宫中
老师“旷其官”、学生“旷其业”均为常态，学
宫中荒草离离，多年不招弟子，先生博士成
了“赘疣”，讲堂经阁虚设，哪里像个学校的
样子？
  官学和书院的关系往往此消彼长。康
熙皇帝开明的书院政策使书院得到较快发
展。松林书院得以重建并迅速崛起走向
辉煌。

松林书院的重建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陕西华州人陈
斌如以山东按察司佥事出为青州兵备道，
与青州知府金标主持，在废墟上重建松林
书院，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月动工，康熙
三十一年（1692年）四月落成，易植大量柏
树。当时书院的重建得到山东巡抚佛伦的
大力支持，山东布政使卫既齐也“跃然出俸
羡倡之”，陈斌如“倾赀佐之”，青州知府诸
僚属绅士各闻风而动，纷纷捐餐钱以助成
此事。陈斌如亲自作《重建松林书院碑记》，
明确了重建书院的目的：“今重建而仍名以
书院，原欲与诸僚属缝掖讲明此义，俾忠孝
廉节日不泯于天地，若会文课艺，其余事
耳。”体现书院教学初衷重在对生徒德行的
培养，八股文的研究学习是次要的事情，至
于沦为考课式书院更是在清末了。此碑现
藏松林书院内，成为研究书院历史重要的
碑刻之一。
  陈斌如曾请当时才华横溢的著名诗
人、进士赵执信为之代写《重建青州松林书
院碑记》，然写好后陈斌如“嫌其词旨淡
漠”，而“不之刻也”，即未被采用，此文见
《饴山文集》。赵执信代写的《碑记》中提到
“居人穆氏者求得其故地，余遂力任其事，
而郡邑之守令与其乡之士大夫咸乐与有成
也”，又云“是役也，不藉公家，不扰里社”；
明末清初文人李焕章在《松林书院志序》中
也提到“穆其等赀而复之”，可知松林书院
故地由当地居民穆氏购得，在陈斌如和青
州知府等官员的协力支持下建成，说明重
建的松林书院性质为民办官助，在办学方
面如聘任山长院师、生徒招生具有较大

自由。

松林书院的变迁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青州知府张连
登主持增修书院，一度改为社学，后改称张
公书院。对于此事，赵执信在碑刻中讽刺：
“修复之者遂欲自列于诸贤之间，是殆不自
知者也。不自知者，人亦不之知。”松林书院
东原有十三贤祠，祭祀寇准、王曾、范仲淹、
欧阳修、富弼等政绩突出的宋代青州十三
贤，赵执信认为张连登欲跻身“十三贤”之
列，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此时书院已逐渐官
学化，经费由官府拨给，生童录取及平日考
核之权操在地方官手中，院舍维修由知府、
知县主持。
  康熙戊子（1708年）至己丑（1709年）年
间，黄崑圃任山东学政时，兴复济南白雪、
青州松林两处书院，延名师，选才俊。山左
文教，一时称盛。松林书院是青州府书院，
但此时能跟省级书院——— 济南白雪书院一
起，大受山东学政的青睐，当为“以府级之
实厕身于省级之列”的书院，地位非同一
般。黄崑圃居青州期间，考核生员，评定等
级，一丝不苟。对优秀者，他聚宴教诲之；对
较差者，决不轻易降黜。知府、知县如因小
故请求剥夺生员资格，一概不准。此时考中
的举人进士，包括江苏巡抚徐士林、湖南粮
储道董思恭等十多名。赵执信认为，黄崑圃
明辨是非善恶，学问功力造诣深厚，特别对
其“皦然不滓之节，挺然不挠之气”予以高
度评价。黄崑圃任期将满，还朝之日，青州
士子“皇皇如失所恃”，于是纷纷跑到山东
巡抚都御史那里请求督学留任。在奏请未
果的情况下，“则相与树丰碑于青州之松林
书院”，将学政先生的大名跻身于名垂千古
的“青州十三贤”之间，以表达一方学子对
他的感激与爱戴之情。其事迹见藏于松林
书院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赵执信所撰
《黄崑圃政绩碑》和藏于青州博物馆的乾隆
四十年（1775年）黄崑圃之子、时任山东学政
黄登贤所撰《松林书院记》碑。
  乾隆十四年（1749年），山东按察使沈廷
芳巡视青州时拜谒十三贤祠，见“祠仅存而
讲堂久圮”，念及皇帝明诏，于是与青州知
府筹划，由益都县令具体负责，对松林书院
进行修葺，又召集高才生并考查之，率僚属
及生徒祭拜先贤，与官员及山长探讨了书

院的发展。其事迹载于沈廷芳《重葺松林书
院记》。乾隆十八年（1753年），青州知府裴宗
锡延聘原安丘知县、进士严锡绥任松林书
院山长，“一时肄业诸生常数十百人，数年
之间，登贤、书贡、成均者十余人”，其中包
括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
李文藻。裴宗锡重视道德教化，教育生徒
“必先德行，而后文艺”。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裴宗锡调任济南，青人攀辕遮留，于北
郭立“清正仁明”碑，书院诸生复于松林书
院为立“去思碑”。
  乾隆时期书院有桧柏数百株。李文藻
《四松记》中曰“植桧柏多至四百余株”。乾
隆五十九年（1794年）举人朱沅在《读书矮松
园》一诗中也写道“城南四百八十松，我来
坐卧居其中”。另据清代进士冯浩《安肃县
知县沈君可培传略》载，“宋王沂公矮松园，
故址松柏八百馀株，长夏阴翳，居甚适”。柏
树具体株数虽有差别，但可想见当年书院
松柏规模之大，气势之盛，“书院松涛”作为
青州府八大景之一名副其实。现仅存18棵，
成为书院沧桑历史的见证。
  清乾隆末年，建于青州卫街之“云门书
院”改为“青州试院”后，云门书院并入松林
书院内，松林书院大门门匾改为“云门书
院”。咸丰《青州府志》叙述“松林书院”沿革
时曰：“今扁其门曰云门书院非明云门书院
地也。”但从这一时期的书院课卷的印章
看，习惯上仍保留了松林书院名称。嘉庆二
十五年（1820年）知府汪彦博、道光二十六年

（1846年）知府李廷扬相继修葺松林书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政府颁布
谕旨：“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
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
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
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
鉴及中外艺学为辅。”清政府的本意是幻想
以此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但也就是在
这道上谕的推动下，各省书院在数年以来
改革的基础上，终于走完了向新式学堂转
化的艰辛历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松林书院改办
为青州府官立中学堂，同东昌府启文书院
改办的东昌府官立中学堂一起，成为山东
省最早的国办中学。松林书院的最后一任
山长法伟堂被任命为中学堂的第一任监
督 ，由此开启了青州一中现代教育的
序幕。

清清代代松松林林书书院院的的重重建建与与变变迁迁
◎◎王王岩岩

  整个中华大家庭有56个民族，百家姓
记载了中国几百个姓氏。中华民族孕育发
展的历史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字记载，将文
字记载解构开来，是我们世世代代流淌在
血液里的乡土情怀。
  由于我们是历史的构成，于是，我决心
沿着嫡脉这根线寻根溯源，弄清自己的祖
先和族群的发展脉络，在寻根过程中不断
找寻自己。
  翻阅史籍，高氏最早出现在上古黄帝
时期，中国最早系统记载姓氏来源的典籍
《世本》载：“黄帝臣高元作宫室。”春秋时
期，齐太公吕尚（姜子牙）的八世孙齐文公
吕赤有个后代即以先人封邑为高姓。
  高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
氏群体，在《百家姓》（含复姓共472字）录入
的450多个姓氏中排第153位，在中国姓氏人
数排行榜上名列第十九位。高氏主流发源
于今河南省境内，但在春秋以后，却以齐鲁
之地分布居多。

来自九华山下 落户临朐北关

  有高氏记载的几千年，我们这支与祖
先繁衍脉络的文字衔接断层于元末。我的
寻根问祖也只能追溯到元末这断代（1320
年）至今七百余年的历史。
  元末，我的先祖高循哲（临朐高氏的始
祖，一世）从家乡安徽省池州府青阳县十里
庙子村从军，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一路打仗
一路北行。明洪武元年（1368年），他所在的
部队到达山东。在青州府战役中，先祖不幸
负伤，滞留地方养病。明洪武二年（1369年），
被安置在临朐县城北关。
  高循哲在当地娶妻生子繁衍香火，族
人逐渐扩大。经过了二世高士文（庠生）、三
世高志（氾水典史）、四世高弼（庠生）、五世
高宣后，北关形成了一条很像样子的高家
胡同。从此，临朐县城地图便多了一条高家
巷。高循哲也因此成为临朐高氏的始祖。
  原本得知先祖高循哲的老家是十里庙
子村，可以沿此线索继续上溯。但是后来寻
根续撰族志的有关人士了解到，很久以前，

十里庙子村已没有高氏族人居住。至于先
祖高循哲离开家乡后，其他人士迁徙何处
已无考。于是，我们这支高姓只能确认前溯
止于元代末期（自高循哲上溯一代，1320年
左右）。

兴盛城南朱封 嘉靖钦赐“德化”

  临朐高氏的兴旺源自于明嘉靖皇帝朱
厚熜钦赐九世祖高尚綗“德化”牌坊。
  因为临朐县城北关高家巷日益拥挤，
六世祖高松便举家迁到了风水宝地城南朱
封村。朱封历史悠久，近年出土文物追溯到
五千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地灵人杰，高家
的兴盛也始于此村。
  高松略懂文墨，虽从事农耕却教育子
孙好学向上。其长子（七世）高杰成为由吏
部铨选、皇帝任命的县令佐杂官——— 典史

（县尉），虽“未入流”，却是知县下面掌管缉
捕、监狱的属官。此后，高氏朱封一支发愤
图强、农文并重、好善乐施，成为当地的佼
佼者。高松次子高伦（七世）之子高员（八
世）更将所生长子尚綗（九世祖）培养成贡
生，将次子尚樸、三子尚讷培养成庠生，高
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史考，明嘉靖皇帝朱厚熜于1536年赐
“德化坊”予居朱封村的高尚綗。
  尚綗，字朴千，又字伯纯，贡生。生五
子。綗的长子高标（十世祖）及其四个弟弟

栻、格、槐、榜皆学业优异，同为庠生。标之
子十一世祖高珅亦为庠生。其生三子，长子
文铨，岁进士司训（县学教谕）；次子文锳

（十二世祖），岁贡；三子文铧，庠生。
  尚綗居家未仕，重农桑而兼办物流商
社，收益颇丰，家境富庶。他践行德化善待
芳邻，教育子孙好学上进。“本县田赋不能
自完者悉代完之，至破产而不忍索。邑宰嘉

之，报其事于朝，皇帝旌以‘德化’二字立牌
坊于邑之北门内，于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
时人咸荣之，谓德化世家，所以为德化坊高
氏也。”此皇帝钦赐尚綗是谓提倡和弘扬以
德治世的理念而为。
  皇恩浩荡，县署即在县城北关立“德化
坊”木牌坊一座，继又借力发力，把德化牌
坊所在行政街区直接命名为德化坊。
  德化坊，在当时直属县衙。《嘉靖临朐
县志》载：“德化坊，自儒林坊至北门外社稷
坛巷。”据临朐文史专家王新生考证，德化
坊位于当时的临朐县城羊肠街北段，即现
在的民主路百货公司以北。辖区为旧县城
北半部，即南到今新华路，北至三元街，东
至旧县城东墙，西到文化路的这一片街区。
  “德化”二字由皇帝表彰高氏尚綗而为
牌坊名称，再为行政区划名称，于史罕见，
成为临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为高氏世代
引以为豪。高氏族谱记载，清代，高尚綗被列
为临朐有史以来42名乡贤之一，入乡贤祠。
  这里，有一件必须提及的事：有人借高
尚綗被皇帝恩赐而无端地编造出其与明朝
状元马愉的交集故事，可谓弥天大谎。作为
临朐高氏九世的尚綗，生于1502年左右。而
马愉生于1395年，卒于1447年（明朝第六位
皇帝朱祁镇任上，马愉是朱祁镇的老师）。
也就是说，马愉和高尚綗出生时间相差百
岁之多。马愉在明朝第六位皇帝任上已经
去世，怎能为第十一位皇帝钦赐荣誉的高
尚綗唱赞歌呢？

受命长沟建村 困苦彷徨十代

  书归正传。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
顶着祖宗的光环，多少有点功名的十二世
祖高文锳响应朝廷号召，毅然放弃在朱封
村优渥的生活环境，将大儿志学（十三世）

派去杨家河的张家庄发展，自己则率领他
的二儿高科和三儿高第从朱封村迁居长
沟，在荒无人烟的沟崖旁建立长沟新村。
  十二世祖高文锳迁至长沟后，建桥修
路，带领家人在乱石遍布、荆棘丛生的山丘
埋头农桑，积德扬善，建设家园。可由于沟
壑纵横、交通不便、土地瘠薄、自然环境恶
劣等种种原因，致使常年食不果腹，遭遇了
长达十代人二百余年的困苦不堪。这期间
我祖上自十三至二十二世均无功名，但家
族德化精神不朽，传承脉络仍旧清晰。谨录
如下：十四世，高居让；十五世，高治；十六
世，高宛；十七世，高世吉；十八世，高凤；十
九世，高魁选；二十世，高汉成；二十一世，
高传禄；二十二世，高学友。
  1942年，战火加灾荒使临朐民不聊生。
高祖父高传禄无奈之下，变卖家产欲带领
全家大小九口人“闯关东”。因高祖奶奶不
肯走，高祖父便留下其四子即曾祖父高学
友陪高祖奶奶留守家中。此后，曾祖父与日
伪军和土匪几次冤家相逢，遭遇血光之灾。
当时可谓“布衾多年冷似铁”，更莫说读书
识字了。

一声春雷震响 赓续历史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长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氏也与
时俱进，弘扬祖训，传承德化精神，铸就族
人的兴盛和辉煌。
  重大转折从我的祖父开始。祖父高立
基（二十三世）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被
省直机关海选为记者。他在省市两级主流
媒体耕耘了一辈子，出版专著14部，并获中
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使
高氏重新回归书香门第。祖父的奋斗精神
与德化传承不断激励并影响着我们后世。

史海钩沉 寻根嫡脉
◎高宏宇

                                    松松林林书书院院中中院院    沈沈志志海海  摄摄

  潍坊市博物馆的清康熙素三彩折枝瓜
果暗龙纹盘。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