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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人》背后的故事
□　刘俊奇

　　2023年7月，我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燃灯人》由济南出
版社出版。读者朋友在被主人公李振华的事迹所感动，对
作品给予肯定并表示祝贺的时候，很难想象我创作这部
作品所经历的心路历程。

非同寻常的采访对象

　　最早知道李振华的名字和他的故事，是在2002年第
二期《人物》杂志上。开卷首篇，《蒙山沂水当铭记》
这样的标题便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
　　《人物》杂志被誉为“当代史记”，由国家权威出
版机构——— 人民出版社主办，入选作品锚定当代中国有
重大影响力的人物。沂蒙这片红色热土涌现出的英模数
不胜数，让蒙山沂水应当铭记的是怎样一位人物？作为
一个沂蒙山人，我对这篇文章充满了好奇。
　　作品讲述了17岁的南京青年大学生李振华到沂蒙山
支教的半个多世纪教书育人，以无涯大爱改变了无数孩
子们命运的感人故事。这本刊物我珍藏至今。
　　第一次采访李振华，是2012年秋天。那时，我担任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刊——— 《老年教育》杂志的社长、
总编辑。我想从自己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一位“老有所
为”的时代楷模。
　　李振华事迹展厅一幅幅珍贵的图片、展柜里的老粗
布棉衣和小马灯等实物、可以用“海量”形容的报道李
振华事迹的各种报刊，还有那一面面饱含老区人民深情
的锦旗让我震撼不已。正是这次采访，我萌生了以文学
的形式展示李振华故事的想法。
　　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是在我退休之后。有了充裕的时
间，我多次去沂源与李老师同吃同住，陪他一起参加社
会公益活动，下乡看望学生，走访孤寡老人等，与他进
行深度交流，感受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感受他的一言
一行和所思所想，体味他的崇高精神境界。
　　李振华老师的相貌、身高，包括他温和与慈善的性
情，和我的父亲有许多相似之处，和他在一起那么的亲
切、默契。
　　2016年6月，我和女儿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大山里
的梦》发表在《电影文学》杂志第12期。我感觉这样的
剧本难以全方位展示李振华卓尔不凡的人生，便决定写
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李老师得知我的想法后，很委婉地告诉我，写他的
书已经有五六本，我就不要再写了。
　　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素材，查阅了大量
历史资料，基本捋顺了创作思路，包括我对学校教育工
作的思考。
　　李老师却对我的执着表现出一种冷漠。他说，过去
给他写书的那些人，大都采访了大半年时间，该说的我
都说过了。你如果一定要写，看这几本书就可以了。这
明摆着是拒绝采访。
　　他这样的态度让我十分困惑：是不是我的采访占用
了他太多的时间，打扰了他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还是别
的什么原因？
　　李老师很委婉地告诉我，你也是不小的年纪了，写
一本书多么累啊！再说了，出书需要花钱，钱从哪里
来？就像你写我的电影剧本，人家让你帮助筹集拍摄资
金，你怎么办？无论是花你自己的钱，还是找别人资
助，这样都不可以。
　　某影视公司想拍摄剧本《大山里的梦》，因为资金
不到位，暂时搁置在那里了。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真
想把房子卖了拍这个电影”，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担心花钱，是李老师最真实的想法。我告诉他，一
本书如果写得好，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出版社是不会让
作者自掏腰包的。
　　我从他的神情看得出，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完全打消
他的顾虑。
　　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向李老师核实一个故事情节，
无意中说到我正在某地疗养，这让他十分担心，执意要
去看我，任凭我一再解释是正常的健康疗养，不必担
心。他去看我的那天，恰巧听见了我和朋友说自己的创
作感受，“几乎每一天，我的电脑前都堆满了沾满泪水
的纸巾”，这更增添了李老师的担忧：你这样不行，这
么动感情，会影响身体健康，你一定不能再写了！
　　《燃灯人》的创作过程中，我还面临着许多的“不
能写”——— 特别是那些在李振华看来比较敏感的故事和
话题，诸如作品中写到的某媒体采访时拉广告的事，某
地医院的医风医德问题，甚至是书中涉及的某个学生或
者家长的疾病等等，他都要担心会不会给当事人带来不
好的影响，一定不要写到书里。
　　李振华时时、事事都在为别人着想。每一次和李振
华老师在一起，每一次的思想交流，都让我感觉到心灵
的震撼。我也曾经与许多采访过李振华的朋友交流，他
们同样发出“高山仰止”的感慨。

走进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面面对对记记者者的的采采访访，，多多少少人人侃侃侃侃而而谈谈，，李李振振华华却却是是例例
外外。。他他从从不不主主动动讲讲述述自自己己的的故故事事，，总总是是问问一一句句答答一一句句，，
甚甚至至““顾顾左左右右而而言言他他””。。
　　　　有有一一次次我我问问到到他他，，帮帮助助别别人人用用钱钱最最多多的的一一次次是是多多
少少。。他他没没有有回回答答，，而而是是讲讲起起了了故故事事：：沂沂源源有有个个老老乡乡从从摆摆

地摊烙煎饼卖煎饼起步，一步步发展起来。他致富不忘
乡亲，帮助身边的群众共同富裕，帮扶困难户和孤寡老
人，县城的环卫工免费在他的店里用餐。有一天李振华
正在与老板说话，一个环卫工吃完饭匆匆地离开了，老
板连忙吩咐妻子包上一些煎饼，追过去给环卫工带走。
原来，这个人的老伴去世了，生活很不方便，煎饼是留
给他晚上吃的。
　　李振华还给我讲过一个有残疾的环卫工如何敬业、
如何孝敬老人的故事。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在沂蒙山
的半个多世纪里，每一天都被身边的榜样感染和感动
着，自己做的一点事情真的不值一提。
　　在与李老师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努力走进他的内心
世界，学习、理解他的思维方式，设身处地体味他在沂
蒙山所做的一切。陪同他看望孤寡老人，我也会留下一
些钱，寻找一种感觉，努力让自己“成为他”。唯有如
此才可能写出一个丰满、真实、可亲可信的李振华。
　　我曾经独自来到博山的八陡火车站，沿着李振华当
年走过的路线，从八陡到县城，再到韩旺，想象和体味
当年17岁的他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徒步翻山越岭的感受，
想象他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我也曾来到山区废弃的石
灰窑，流连在风景如画的红水河畔，与当地的乡亲们交
流着当年的生活，让作品中相关描述真实准确，与时代
相符。书中的歇后语“李振华坐的席——— 怪得劲”，就
是这样得到的。
　　作品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李振华在韩旺小学时，与
他一起住的一个学生有遗尿症，李振华因此需要经常晒
被子。遇到阴雨天，他便睡在尿湿的那一边，用自己的
身体把被子暖干。这件事情被村子里的耿玉兰大娘知道
了，便教给他一个方法：把灶膛里的草木灰装在两个布
袋里，放在湿被子的正反面，然后用脚反复踩，就可以
把尿窝吸干，李振华从此摆脱了睡“尿窝”之苦。
　　李振华对山里孩子们的爱，父老乡亲对李振华的
爱，一切都如此真实与暖心。
　　在李振华老师审读《燃灯人》书稿期间，我与他的
学生张文强保持着密切联系。有一天张文强告诉我，这
几天李老师情绪很低沉，把父母的照片都找了出来摆在
那里，默默地掉泪。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张文强说，他
读到“深藏心底的愧疚”这一章了。
　　有人说，在父母面前，李振华不是一个称职的儿
子，来沂蒙山支教的几十年里，他待在父母身边的日子
屈指可数。1980年高考前，父亲从患病到去世，三封加
急电报没有把他唤回去；在妻子面前，李振华不是一个
称职的丈夫，三个儿女出生时他都不在身边，孩子在上
中学之前，都是妻子一个人带大；在子女面前，李振华
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舍小家顾大家，几乎把所有的
爱和时间，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都给了山里的孩子。
　　一心一意改变山里的孩子们的命运，为了这样的目
标，李振华一辈子矢志不渝。
　　我看过媒体记者采访李振华的视频，每当被问及父
母、子女方面的话题，李振华或者泣不成声，或者沉默
不语。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太多的愧疚和痛苦。
　　今天谈起这些话题，有多少人表示难以理解，特别
是李振华让儿子放弃高考，替他回南京照顾病中的
父亲。
　　《燃灯人》中引用李振华父亲临终前说过的话，对
李振华的这种境界作了诠释：“爱自己孩子的是人，因
为这天经地义，每一个父母都可以做得到；而能够爱别
人孩子的是神，因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寥寥无几，咱们
应该为振华骄傲啊！”
　　谈起李振华对父母的孝，有人认为他留下了太多遗
憾。关于这个话题，我曾经与他进行过探讨。
　　李老师看过我的散文《假如有来生》，我在文章引
用的《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
身”，他感同身受——— 从孝敬父母开始，认真为国家做
事，让父母以儿女的成就而自豪，是人生最大的孝。李
振华告诉我，他忘不了母亲从南京来沂源时，看着他在
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欣慰；还有父亲说
过的那句话——— “振华对得起我为他起的这个名字了，
儿子让我们在大半辈子里都感到荣耀”，给了他精神上
的慰藉与激励。
　　所有这些都不是我杜撰出来的。相信每一个走进李
振华内心世界的人都会被他感动感染，灵魂都会得以
净化。

一个奉献的家庭群体

　　　韩韩旺旺中中学学校校园园矗矗立立的的李李振振华华的的半半身身雕雕像像，，向向人人们们昭昭
示示着着沂沂蒙蒙人人对对他他的的爱爱戴戴与与景景仰仰。。今今天天的的他他被被誉誉为为““活活着着
的的雕雕像像””。。
　　　　在在一一次次次次的的采采访访中中，，我我却却看看到到了了李李振振华华光光鲜鲜与与荣荣耀耀
的的背背后后，，他他的的父父母母、、妻妻子子和和子子女女们们在在半半个个多多世世纪纪里里默默默默
无无闻闻的的奉奉献献与与付付出出，，他他们们完完全全有有资资格格与与李李振振华华组组成成群群
雕雕，，供供人人瞻瞻仰仰。。
　　　　新新中中国国成成立立之之初初，，父父母母支支持持刚刚刚刚1177岁岁的的儿儿子子到到贫贫穷穷
与与落落后后的的沂沂蒙蒙山山区区支支教教。。他他们们省省吃吃俭俭用用，，一一次次次次给给儿儿子子
寄寄去去粮粮票票甚甚至至是是大大米米，，父父亲亲却却因因为为营营养养不不良良患患上上水水肿肿
病病；；在在漫漫长长的的岁岁月月里里，，父父母母忍忍受受着着孤孤单单寂寂寞寞与与对对儿儿子子的的
思思念念，，相相濡濡以以沫沫，，从从不不抱抱怨怨。。为为了了让让儿儿子子安安心心工工作作，，时时
年年8833岁岁的的母母亲亲毅毅然然决决然然随随儿儿子子到到北北方方的的沂沂蒙蒙山山生生活活。。她她
那那么么理理解解儿儿子子，，曾曾经经偏偏瘫瘫的的她她为为了了给给儿儿子子省省下下两两张张火火车车
票票钱钱，，执执意意搭搭乘乘从从沂沂源源去去南南京京送送货货的的黄黄河河牌牌大大卡卡车车，，千千

里迢迢来到北方，临行时带上了寿衣，就没有打算再回
到故乡。经历一路的颠簸与“水土不服”，老人到沂源
半年多时间便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故事让多少人扼腕
叹息。
　　李振华的妻子，同为教师的杨朝清，也是一位默默
无闻的奉献者。担任小学校长的她一直工作在最偏僻的
乡村学校，与丈夫两地分居的28年里，独自承担着抚养
孩子、照顾老人的责任。因为李振华把大部分的钱用于
帮助生活困难家庭的学生，在许多年里，她几乎是用一
个人的工资抚养着三个儿女，还要挤出一些钱资助学
生，接济需要帮助的乡亲们，自己连一件换洗的衬衣也
舍不得买。
　　李振华的三个儿女同样作出了牺牲与奉献。大儿子
李东峰高中毕业时只有17岁，他本可以再复读一年，参
加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全国第一次招生考试，然而他却选
择了就业，为的是减轻父母经济负担；二儿子李东伟替
父亲去南京照顾病重的爷爷，顾全大局，放弃高考，成
为县化肥厂的工人并很快在企业改制中下了岗。
　　平日里，父亲对他们兄妹在生活、学习等方面的要
求十分严格，这种严格近乎苛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的，是父亲对山里孩子无微不至的爱。在女儿杨海英的
记忆中，父亲总是那么忙，常常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母
亲一直都工作在最偏僻落后的乡村学校，两个哥哥在断
奶后就被送到姥姥家，直到上小学才回到母亲身边。杨
海英出生后因为没有人照看，母亲每次上课都是先把她
哄睡了，锁在家里。她从母亲的同事那里得知，有一次
她睡醒了见不到妈妈，哭着在床上爬来爬去，结果掉到
地上，不知道哭了多久，滚到床底下又睡着了。她五岁
的时候，就跟着母亲上了小学。在她的印象中，需要爸
妈帮助的学生和乡亲们总是那么多，家里的日子连农民
家庭都不如，五分钱一根的冰棍都不舍得吃。为了帮衬
父母，高中毕业时只有15岁的她本来应该继续复习考大
学，却选择了就业，因为年龄不够而虚报了两岁，去了
一家缫丝厂。她清楚记得，第一个月的学徒工工资20
元，她一分不少交到母亲手里时，母亲泪流满面，因为
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李振华的孩子们曾经非常不理解自己的父亲，甚至
产生过逆反心理，盼着早一点长大离开这个家庭，远走
高飞。他们也曾经有两次机会能够离开这里，回到故乡
南京，或者到舅舅工作的省城济南去上学和生活：一次
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外地教师“一鞭赶”，不回
南京就会被取消城镇户口；一次是南京的爷爷去世，奶
奶偏瘫。县有关部门把他们家回南京的所有手续都办妥
了，却因为父亲舍不得离开这里，自此失去了进城的
机会。
　　《燃灯人》中，我通过李振华的女儿杨海英到沂南
县马牧池参观红嫂纪念馆，讲解员对战争年代军民鱼水
情的讲述，还有杨海英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故事，写她
最终理解了父亲，懂得了父亲为什么对沂蒙山一往情
深，一辈子在这里无私奉献。

西服里榨出的“小”

　　2021年10月24日上午，我突然接到李振华老师的电
话，说他第二天来济南参加山东省第十三届人代会第六
次会议，因为会议要求与会者一律着正装，而他去市里
报到时穿的是便装。如果我有中山装，希望能够借他穿
几天。
　　难得有这样一次为李老师做事的机会，我欣然
应允。
　　其实我家里也没有中山装，何况因为身高和体型的
差异，我的衣服李振华老师穿着肯定瘦，之所以立刻答
应了下来，是想借此机会给他买一身新衣服。我为李老
师给予的这样一次机会兴奋不已。
　　我马不停蹄跑了三个大型商场十几个高档服装摊
位，问到中山装，几乎所有的商户都摇头。只有一个柜
台的人告诉我，他们可以量体定做，但最快也需要三天
时间。省人代会明天开幕，毫无疑问，定做服装来不
及。那一刻，我有一种沮丧的感觉，本来想对李老师表
达心心意意，，眼眼睁睁睁睁就就要要落落空空。。
　　　　既既然然买买不不到到，，那那就就借借吧吧。。电电话话问问了了四四五五个个身身高高、、体体
型型与与李李老老师师差差不不多多的的朋朋友友，，得得到到的的回回答答基基本本上上一一致致：：见见
过过中中山山装装，，却却没没有有没没有有穿穿过过中中山山装装。。我我只只能能如如实实向向李李老老
师师说说明明情情况况，，如如果果找找不不到到中中山山装装，，可可不不可可以以买买西西服服。。
　　　　李李老老师师说说可可以以，，但但一一定定拣拣价价钱钱最最便便宜宜的的，，六六七七十十块块
钱钱就就行行。。他他反反复复嘱嘱咐咐不不要要买买裤裤子子，，因因为为是是坐坐着着开开会会，，不不
会会有有人人留留意意。。
　　　　我我听听出出了了他他的的话话外外音音————最最好好是是不不要要花花钱钱。。
　　　　这这就就好好办办了了。。我我从从自自己己的的西西服服中中找找出出来来一一件件，，那那是是
三三十十多多年年前前一一个个冬冬天天买买的的，，因因为为有有些些肥肥大大，，所所以以一一直直挂挂
在在衣衣柜柜里里。。我我赶赶紧紧给给已已经经到到达达济济南南的的李李老老师师去去电电话话。。得得
知知我我没没有有花花钱钱买买衣衣服服，，他他的的声声音音十十分分愉愉悦悦。。既既然然穿穿西西
装装，，自自然然少少不不了了衬衬衣衣和和领领带带，，家家里里有有一一件件衬衬衣衣，，型型号号也也
适适合合李李老老师师，，可可喜喜的的是是还还带带着着包包装装；；领领带带准准备备了了三三条条不不
同同颜颜色色的的，，可可以以由由李李老老师师任任意意挑挑选选。。我我赶赶紧紧骑骑上上自自行行
车车，，来来到到离离家家不不远远的的山山东东大大厦厦。。
　　　　此此刻刻，，李李振振华华老老师师已已经经等等候候在在大大厦厦入入口口的的隔隔离离栅栅栏栏
的的内内侧侧。。
　　　　因因为为疫疫情情和和重重要要会会议议，，山山东东大大厦厦对对外外严严格格封封闭闭。。我我
走走过过长长长长的的回回字字形形栅栅栏栏通通道道，，按按照照安安保保人人员员的的示示意意，，把把
装装有有衣衣物物的的袋袋子子放放在在一一个个平平台台上上，，并并按按照照要要求求迅迅速速离开

那个位置。我只能用目光和手势与站在不远处的李老师
作简短交流。
　　走出了大厦的警戒线，推起了自行车准备离开的时
候，我看见李老师依然站在那里，微风中的他默默地向
我挥手致意。
　　晚霞的映衬下，老人家身上的那件衣服不知道穿了
多少年，已经褪色的便装泛着金色的光晕。已经八十五
岁的他腰背已经不再挺拔，有些凉意的晚风中，隐隐传
来他关切的嘱咐声——— 骑车子慢着点啊！
　　一股热流顿时涌上心头。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
起了鲁迅先生的名作《一件小事》。小说中的那个
“我”与人力车夫，我和李振华老师；小说中的皮袍与
我刚刚给李老师送去的西装。我仿佛看见了鲁迅先生文
章中描述的那个“小”，从我刚刚送给李老师的西服之
中被“榨”了出来，此刻正如影相随，在我的面前蹦蹦
跳跳。顷刻间，想起了与李老师的许多往事，感觉到了
一股燥热在心头弥漫着，身上、头上便有了微微的
虚汗。
　　电影文学剧本《大山里的梦》发表后，某影视公司
的朋友看中了这个作品，约我一起去拜访李振华老师。
　　2018年3月的一天，我陪着朋友来到了沂源。在参观
了李振华事迹展览后，一直沉浸在感动之中的朋友想请
李老师推荐一个特殊困难家庭的孩子，资助其完成
学业。
　　因为我此前也曾经让李老师推荐一个这样的孩子，
回到济南不久，他便把两个孩子的相关情况和联系方
式，以及银联卡号码发了过来。其中一个孩子是张家坡
中心校小学部三年级学生，母亲患有精神障碍方面的疾
病，共同生活的爷爷也常年有病；另一个是韩旺中心学
校初中部二年级学生，父亲意外受伤成为植物人，家庭
生活十分困难。
　　李振华老师说，每年给孩子资助五百至一千元
即可。
　　我通过微信把这两个孩子的情况发给影视公司的朋
友挑选，另一个我来帮扶。然而微信发出之后，却一直
没有收到回复。
　　这位朋友每天都非常忙碌。我这样猜测，或许是没
有注意到我的这个信息，或许是看见了，因为当时忙于
别的事情，暂时搁置在一边，随后被其他微信覆盖，从
此忘记了这个事情。朋友本来是因为我的剧本而去的沂
源，资助孩子是花钱的事情，如果再去电话催促，感觉
有些开不了口。斟酌再三，决定这两个孩子由我一个人
资助。
　　我当即汇款，读小学的孩子五百元，读初中的孩子
一千元。从第二年开始，每年两个孩子各一千元。
　　在资助这两个孩子的过程中，我多次想起前些年发
生过的一件事情。1990年前后，济南市对城乡特殊困难
家庭的失学少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救助行动，济南日报的
周末版连续刊登相关孩子的家庭状况和照片，以及已经
结对帮扶的信息，让人们感受着浓浓的爱与温暖。我和
妻子商量，是否也资助一个孤儿完成学业。妻子表示
赞同。
　　就在我和妻子酝酿这个事情的时候，被母亲听到
了。母亲说，“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情啊！如果是一
个没爹没娘的小男孩，就当是自己的儿子养着。”那时
候我们的独生女儿刚十岁，母亲一直希望家里能够再有
一个男孩。
　　母亲顿了顿又说，只是做这个事情不能让老家的人
知道了。我问为什么，母亲说，咱们家那些亲戚也都不
富裕啊，你大妹妹家孩子上学的钱也是东借西凑。还有
你岳父那边的亲戚，也不富裕呢！
　　母亲不识字，说不出来“虚伪”这样的词汇，而我
却听出了她的话外音——— 如果你连自己身边的人、最亲
近的人也顾不上关照，却要去资助外人，做这样的事情
面子上确实好看，可是心里安宁吗？
　　我和妻子相视无言，最终取消了这样的计划。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省吃俭用，先后资助老家五
个家庭的七个孩子，完成了从中学到大学或者大学阶段
的学习。
　　现实生活中，对亲友、老乡或者熟悉的人给予资
助，大多数人做得到；对突然遭遇灾难者，或者在大街
上遇到求助的残疾人、需要帮助的陌生人，多数人也能
够慷慨解囊，这是人性使然。李振华在70多年的岁月
里，节衣缩食，持续不断地资助了那么多的学生，甚至
让自己的家人一起跟着受委屈，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和
情怀？这个世界上，有几人能够做得到？
　　　　资资助助李李老老师师推推荐荐的的两两个个孩孩子子，，开开始始每每半半年年打打卡卡一一
次次，，为为的的是是让让两两个个孩孩子子在在开开学学之之初初便便感感受受到到温温暖暖和和激激
励励。。但但因因为为忙忙于于其其他他事事情情，，有有时时耽耽搁搁了了，，只只好好与与下下半半年年
的的钱钱一一起起打打卡卡。。后后来来为为了了防防止止疏疏漏漏，，干干脆脆一一年年打打卡卡一一
次次。。想想一一想想李李振振华华老老师师持持续续多多年年直直接接供供养养的的2233个个学学生生，，
不不同同的的地地址址，，不不同同的的年年龄龄段段，，从从汇汇款款到到邮邮寄寄衣衣物物等等等等，，
需需要要怎怎样样的的爱爱心心与与责责任任感感？？而而对对这这些些孩孩子子的的资资助助，，只只是是
他他生生活活中中的的一一部部分分啊啊！！
　　　　更更让让我我没没有有想想到到的的是是，，那那次次给给李李老老师师送送西西装装十十多多天天
后后，，我我收收到到了了来来自自沂沂源源的的一一个个快快递递，，打打开开包包装装，，是是一一箱箱
香香气气扑扑鼻鼻的的““沂沂源源红红””苹苹果果，，还还有有我我的的那那件件叠叠得得整整整整齐齐
齐齐的的西西服服，，以以及及领领带带和和没没有有拆拆封封的的衬衬衣衣。。李李老老师师来来电电话话
说说，，衣衣服服放放在在他他那那里里也也是是闲闲置置，，如如果果下下次次还还需需要要穿穿，，你你
再再借借给给我我。。李李老老师师解解释释说说，，衬衬衣衣太太高高档档，，只只穿穿一一次次也也不不
值值当当打打开开，，会会议议期期间间他他临临时时借借用用了了张张文文强强的的衬衬衣衣。。
　　　　这这就就是是李李振振华华老老师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