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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草明老师，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
的事了。

那时我23岁，在京西木城涧煤矿当岩
石掘进工。我扛过风锤，和过水泥，主要干
的是调度装渣的矿车——嘴上叼个哨子，
在矸石车之间蹿来蹿去。干活儿是卖力气
的，“偷奸耍滑”的念头也偶有发生。比如，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让我替他写一篇宣传报
告，这于我倒不难，文章无趣，可总比下井
干活儿强很多。为此我决定不能给领导留
下“倚马可待”的印象——文章是花半天时
间就写完了：从公开文件中借来的豪气，设
问句反问句多多益善，最后再来一句昂扬
振奋的唐诗宋词，就是“沉舟侧畔”“病树前
头”之类。完事以后，把那讲稿塞到床褥底
下，剩下的时间做自己的事。直到书记前
来询问“讲稿好没”，才把褥子底下那稿子
奉上。“偷得浮生半日闲”，无非也就是看看
当时传来传去的“禁书”，《红楼梦》《孽海
花》、莎士比亚、杰克·伦敦之类。于是，就
计划着自己的未来要从事文学创作。固然

“平生志气运未通”，但“时来风送滕王阁”
那梦想，已经怀揣上了。

“风”终于来了。
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遍地

开花“赛诗会”，田间地头打谷场上，尽显
工农兵文艺的豪迈。近日从网上读到一篇
文章，作者回忆当年回到乡村，为了“赛诗
会”，替失明的母亲写顺口溜。才发现，彼
时家家诗歌大都文采斐然，原来都出自一
个老地主的手笔。那老地主倒是饱读诗书
的，只是当时早已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一
只脚”。村里的干部催诗债比催公粮还急，
贫下中农们就骂，说这是逼着瘦驴拉硬
屎。诗债交不上，只好找“老地主”代笔。

“老地主”受宠若惊，却也灵感爆棚风流尽
呈——非但把诗歌写得精神抖擞斗志昂
扬，而且还量体裁衣，无论鳏寡孤独、瞽叟
聋婆，各个都拿捏有度、身份熨帖，不少佳
句甚至被新闻稿所引用。这位倒霉的“老
地主”，不敢想命运自此转圜，居然渐渐为
乡亲们尊崇，里闾相逢，不再避之唯恐不
及，而是远远便怯怯地喊：“九爷……”看到
这故事便想笑，想我自己当年或也类似，都
是那荒诞岁月里“蒙恩”的人。

那天，矿上负责宣传的领导找我，问：
“你会写小说吗？”我说：“我爱看，没写过。”
领导说：“那给你两天公出，去城里北新华
街北口那儿，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开个
会。”那时渐渐复苏的出版单位，都以此命
名。参会后我才明白，是当时的北京市委
指示，要召集重要厂矿的业余作者，让工人
阶级出手，创作并出版一本工矿题材的小
说集。我就这么混进了“业余作者”的行
列。这本小说集要展示“文化大革命”成果
的产品，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是李炬，一位
永远笑眯眯地讲话，却对每篇稿子永远忧
心忡忡的老大姐，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理解
她的恐惧。

其实她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她和颜悦
色、苦口婆心地宣讲着几条样板戏的“经
验”——“三突出”“三陪衬”等，却在某一天
忽然对我们几个说：“要不然我找一个写工
业题材的老作家给你们看看稿子？草明同
志那本《乘风破浪》，应该没问题了吧？”李
炬老师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要给我们解
释什么，她说：“《乘风破浪》是写‘鞍钢宪
法’的，草明算是新中国工业题材文学的开
拓者。听说她已经到‘一机床’体验生活去
了，还开始辅导他们的工人创作组……”我
们忙说：“那还怕啥呀，您就领我们去。”李
炬说：“好，我联系一下草明。人家还参加
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呢！”我们越发觉得被

“壮了胆儿”。
算起来，草明应是我文学上的第一位

恩师。
那时草明的家，在东城史家胡同南侧

一个窄窄的巷子里。院门也是窄窄的，看

起来像是那种很随意的边门。后来才知
道，这里旧称“官学大院5号院”。院子不
大，一栋二层小楼，草明只住一层。客厅很
局促，书柜书桌满围着一对单人小沙发，草
明和李炬分别坐在小沙发上，刘渊、王尚
成、李正、梁向东和我，几个来自工矿基层
的作者，有搬椅子的，有坐马扎的，已经把
客厅填得满满当当了。

此前大约一周，李炬早已把我们的作
品送过来了，原稿潦草的，还嘱咐我们誊抄
清楚。

我誊抄后送上的是短篇小说《“铁扁
担”上任》。又过了近50年，我在2022年
10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落英缤
纷忆故人》里，记叙了这篇誊写稿的故事：

几天前，有位青年文学研究者来访，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找到我发表的第一篇小
说《“铁扁担”上任》的誊写稿。捐赠人叫吴
纳嘉。立刻想起，所说的就是1973年我登
门求教时，特别认真地誊抄的那篇。

从那时到2002年草明老师逝世，已近
30年。难得的是，老师居然把这稚嫩的文
稿保留到辞世，而后才由她的女儿吴纳嘉
捐赠到了现代文学馆。

初见草明老师，发现她已经细细读过
我们送来的稿子了。她一篇接一篇给我们
分析，又告诉我们写小说的基本要求是什
么。谈到我那篇小说，她鼓励甚多，特别问
我怎么积累了那么有趣的语言。我说：“大
概因为挖煤的人都爱苦中作乐吧！”草明老
师说：“对，我到工人中间去，也感受过他们
的语言真是新鲜有趣。”告辞出来的路上，
同去的朋友啧啧而叹，有点儿羡慕嫉妒恨
的劲儿，我嘴上连连说“哪里哪里”，心里还
真是挺得意。

作家们有句时髦的话，叫“不悔少作”，
许多人之所以“不悔”，大抵因为那“少作”
里毕竟能露出以后的神气。而我后来哪儿
还有胆量重读这“少作”？尽管它写的不是
与“走资派”的斗争，但那种“三突出”“三陪
衬”模式的肤浅和僵化，回想起来还有什么
可得意？草明老师当然不可能就这话题和
我们说得过深。在那个年代，刚刚获准到
工厂“深入生活”的草明和战战兢兢回来当
编辑的李炬，应是同一心态。因此，一篇篇
说过我们的习作之后，更多的则是循着我
们的好奇，闲话起来。

客厅里挂着一幅窄窄长长的会议合
影，黑底白字的通栏写着“毛主席和延安
文艺工作者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
座谈会开会期间的合影”。我们当然一眼
就认出了前排中间位置的毛泽东和朱德，
又试图在那密密层层的人群里找草明。
草明指着毛泽东右侧隔过的一个人告诉
我们，她在这。30年前的草明，应该是30
岁，虽然现在看她身材瘦小，那时却裹在
厚厚的棉服里，加上一头浓密的黑发，不
经她自己指点，是认不出来的。我暗暗吃
惊她为什么会坐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她看
穿了我的心思，说：“那时候延安的文艺家
和首长间也都随便得很，就是在文艺座谈
会上，也不论资历，争来吵去的呢……那
时我还年轻，听人家喊‘照相啦’‘照相
啦’，也不懂什么规矩，就挤到田方身边坐
着去了，他挨着毛主席呢……”我这才知
道，在她和毛泽东中间的是田方，就是《风
从东方来》里那个王德民、《英雄儿女》里
那个王文清政委。那时候我甚至没读过
《讲话》全文，顶多只算是读过高中课本里
的一段节选。这段由合影引出的故事，似
乎更令我觉得有趣。

那天引起话题的，还有“鲁迅和青年木
刻家在一起”的照片。大约一拃多长的照
片，镶在镜框里，摆在柜橱上。那照片我以
前在一本杂志里见过的，也略知鲁迅先生
和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关系。照片中的鲁
迅背靠藤椅，仰面向上，双臂交叠，右手掐
着烟，四围坐着的是四个青年的木刻家。

鲁迅先生的面庞，显得格外瘦削，倔强的一
字胡，加上那身姿，愈显冷峻和傲岸。草明
老师见我们都俯身往照片上看，说：“这照
片照了才11天，鲁迅先生就逝世了……”

随后几次去草明老师家拜望，才知道
这照片是摄影家沙飞送给她的，其实沙飞
还送过她鲁迅先生逝世之后摄下的遗容照
和鲁迅殡仪游行的照片。已经记不得是不
是因为草明老师的介绍，我才和沙飞的女
儿王彦有了1996年的一面之晤。因此，我
才更多地了解了沙飞，凭他拍下的鲁迅、古
长城和八路军、白求恩、聂荣臻和日本孤
女，无疑是中国摄影史上、世界战地摄影家
中闪光的名字。

关于草明老师所存沙飞拍摄的三张照
片的来历，后来我从王彦的文字中读到了：

三张泛黄的照片都是父亲沙飞拍摄、
放大、制作，在广州、桂林展出后，1937年8
月带到华北抗战前线，1946年春在张家口
赠送来自延安的老朋友草明。草明珍藏至
离世，其女吴纳嘉保存至今。

三张照片的背面，都留有草明的笔迹：
草明珍藏 1936年12。

关于鲁迅殡仪游行，王彦考据甚详。
她写道：

鲁迅先生丧仪：1936 年 10 月 22 日 走
在队伍最前面的欧阳山（右），蒋牧良（左），

“鲁迅先生殡仪”张天翼写，后面紧跟着的
是由 20 名作家签名的“敬献鲁迅先生”祭
联，祭联首位签名的，是草明。

草明老师没有和我提过这件事，只有
一次谈话提及鲁迅时，我说看到了巴金、胡
风、萧军等作家为鲁迅抬棺的照片，真的好
感动。她浅浅地笑着，说：“我可不够格，那
次我在接待的台子旁，负责签到和花圈挽
联的登记。”

初次见面以后，我每月从京西矿区回
城，都会到史家胡同拜望草明老师一次。
熟稔之后，我曾向她诉说当矿工的艰辛和
苦闷，把希望“挪动”的心思向她吐露。她
听后沉默片刻，似乎听出了我改变命运的
愿望。她坦言相告，做文学不是为了做官，
也不是为了谋利，更不要迎合什么以改变
命运。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她也差点成
为一名缫丝女工，尽管最终未能如愿，但她
觉得自己的心始终是属于她们的，最初的
作品写的就是她们的苦难和呐喊。她说：

“你当个矿工不容易，当上了，别老想着逃
跑。多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借文学传递他
们的声音吧！”此后没过几个月，我因工伤
而入院。出院没多久，老师从城东赶到西
郊我的家中看我。我记得她摸了摸我因骨
折而凸起的脊椎，对我父母说：“现在我在
想，那次我是不是说错了？他伤成这样，伤
成这样啊！”随即她又对我说：“不过你不是
逃跑的，你是伤病员，不能不下火线了。你
骨子里还是和矿工们连在一起的，好好养
伤，找机会好好写他们吧！”

此后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读了
文学专业。读了文学史才知道，草明老师
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作家。作为新中国工业
题材创作的开创者，她塑造了一系列从旧
中国到新中国的工人形象。她青年时代
即怀抱着“和工人打成一片，借文学传递
他们呼声”的渴望，投入左翼文学运动。
为此她曾被羁押判刑，又经鲁迅、茅盾等
左翼作家的营救而出狱。而后，她的理想
非但没有被挫伤，反而如春草萌生，越发
生机勃勃。且看她出狱后写的中篇小说
《绝地》，既充满了写实主义的真切，更洋
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她借人物之口，毫
无顾忌地赞美那支“爱护穷人的奇怪的军
队”，一支“神话一般的军队”。她憧憬着

“苏区”：“……那儿有一大片地方，通福
建、江西，那儿有正直的人。呵，将来那儿
能通到广州，能通到全中国，唉，那时候我
们过的日子才是人过的日子哩……”抗战
胜利后，草明老师又沿着缫丝女工时代的
情感轨迹，来到了解放区的工人中间。她
走进了宣化龙烟炼铁厂，走进了镜泊湖发
电厂，走进了皇姑屯铁路工厂，走进了大
连十八机床厂，一直走到新中国时代的鞍
钢和机床厂……她的代表作从《原动力》
《火车头》到《乘风破浪》，成为了新中国早
期工业生活的缩影。古稀之年，草明老师
壮心不已。她的步履，又出现在长江三
峡、华北油田、浦东开发区。更为难得的
是，直到晚年，她还为读者奉献了长篇小说
《神州儿女》，再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四人
帮”斗争的壮阔画面。

在我认识的工人作家中，不少人都说
自己是草明老师的学生。后来我才发现，
在鞍山，在一机床，几乎在其足迹所到之
处，她都组织过工人写作组或办过写作训
练班，经她培养而成为工人作家的大约有
200人之多。直到她去世以后我才知道，她
多次把自己的稿费和工资，送给生活困难
的工人家庭以救急。想起她朴素的衣着、
简单的饭菜，又想起她当年坐着公交车斜
跨整个北京城，看望我这个受了伤的青年
矿工、这个普普通通的习作者，那暖意是永
恒的。

作家年表作家年表我文学上的第一位恩师
□陈建功

草草 明明

1913 年 6 月 15 日，出生于广东顺德桂洲乡，
原名吴绚文。

1923年，入桂仪小学读书。
1928年9月，考入广东省女子中等师范学校

初中。初中期间，开始大量接触鲁迅、茅盾等人著
作，阅读中外书籍与进步刊物。

1931 年 4 月，创作《私奔》。11 月，结识《广州
文艺》主编欧阳山。

1932 年 9 月，参加“广州普罗作家同盟”。10
月，在《广州文艺》发表《缫丝女工失身记》。

1933年8月，与欧阳山结婚。10月，参加左联欢
迎“世界反战大同盟”远东会议英法代表时，初见
鲁迅。

1934年2月22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晚
上》。3月13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病人》。4
月，参加聂绀弩主持的豫园聚会时，与鲁迅交谈。
7月，在《中华月报》发表《在清醒的人们之外》。9
月，在《太白》发表《出嫁》。

1935年1月25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偷
儿》。3月，在上海被捕。5月，在《文学》发表《进城
日记》。9月，在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女人的故事》。

1936 年 2 月，被上海当局释放。3 月，在《申
报》发表《胡大少爷》。4月，在《作家》发表《大涌围
的农妇》。6月，参加“两个口号”的论争，与鲁迅、
巴金、欧阳山等人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签名。
7月，参与创办《现实文学》，并在创刊号发表《我
们底教师》。10月，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工作。

1937年5月，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中篇
小说《绝地》。8月，在日军进攻上海后，参与长篇
小说《给予者》的创作。9 月，在广州积极参加抗
日活动。11 月，在《七月》发表《我是那样接近敌
人的》。12月，参与创办“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8 年 1 月，在《七月》发表《遭难者底葬
礼》。3 月，参与组织“广东战地文艺工作团”。5
月，在《文艺阵地》发表《梁五底烦恼》。

1939 年 2 月，在《抗战文艺》发表《战地随
笔》。前往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宣传工作。3 月，在《抗战文艺》发表《小献议》。4
月，在《全民抗战》发表《太平场震怒了》。

1940 年 1 月，在《抗战文艺》发表《诚实的小
俘虏》。2月，在《全民抗战》发表《进步的新年》。3
月，在《文学月报》发表《追悼》。4月9日，在《大公
报》发表《一席酒》。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
在《文学月报》发表《我们对于苏联文学的感想》。

1941 年 1 月，在《文艺阵地》发表《遗失的
笑》。2 月，到达延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延安分会工作。3月，在《抗战文艺》发表《我
怎样创造小说里的人物》。

1942年3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创造自
己的命运》。4 月，与毛泽东同志见面，谈及对即
将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意见。5 月，参加延
安文艺座谈会。

1943年2月，参加西北文工团，在陕北深入生活。
1944 年 7 月 29 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无名

女英雄》。
1945 年 11 月，离开延安奔赴东北。12 月 29

日，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两个世界》。
1946 年 5 月，在《北方文化》发表《解放了的

“虎列拉”》。6月27日，在《晋察冀日报》发表《永远
忘不了她》。7月，在哈尔滨参与创办《青年知识》。
10月21日，在《东北日报》发表《不朽的鲁迅》。12
月，在《东北文艺》发表《鲁迅忌辰在北平》。

1947 年 1 月，在《东北文艺》发表《怎样写
作》。2月，在《东北文艺》发表《今天》。6 月 20 日，
在《东北日报》发表《哈牡线上——孩子们的控
诉》。9 月，在《东北文艺》发表《翻身工人的创
作》。10 月，在黑龙江宾县、北安等地视察土改，
发动组织妇女工作。11月，在光华书店出版小说
集《今天》。

1948 年 1 月，在《东北文艺》发表《论人物和
歌颂——评〈夏红秋〉》。3 月，开始创作《原动
力》。6 月，在东北书店出版中篇小说《原动力》。
10月19日，在《东北日报》发表《向鲁迅学习》。12
月18日，在《东北日报》发表《工人艺术里表现的
爱和恨》。

1949 年 4 月，在《文学战线》发表《一天》。在
东北书店出版散文集《解放区散记》。7 月，在北
平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
会。9 月，在文化工作社出版《遗失的笑》。10 月，
在《小说》发表《我在工厂里》。

1950年1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火车头》。5
月，在《东北文艺》发表《歌颂伟大时代里的英
雄》。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新问题，旧做法》。
10月，任东北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在

《人民文学》发表《写〈原动力〉的经过》。11月，在
工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火车头》。

1951年2月，在《华南文艺》发表《我怎样写新
中国的工人》。4月，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奔
赴朝鲜。11月23日，在《东北日报》发表《悼波儿》。

1952 年 2 月 27 日，在《东北日报》发表《制裁
细菌战犯！》。4 月，在东北青年出版社出版散文
集《在和平的国家里》。

1953 年 3 月 11 日，在《东北日报》发表《悼念
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4月，参加中国妇女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9 月，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
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10月19日，在《东北日报》
发表《伟大的先驱者》。

1954 年 8 月，落户鞍山钢铁公司，担任第一
炼钢厂党委副书记。

1955 年 1 月，在鞍山创办“青年工人业余文

艺创作学习班”。2 月，在《中国青年》发表《茂盛
的花朵开在肥沃的土地上》。7月，在《文学月刊》
发表《乘胜追击》。

1956 年 3 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在祖国
的土地上》。4 月 29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在战
斗的摇篮里长成》。12 月，在工人出版社出版短
篇小说集《爱情》。

1957年2月，在《作品》发表《小加的经历》。3
月，在《作品》发表《回乡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散文集《鞍山的人》。5 月，开始创作长篇小
说《乘风破浪》。9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草明短
篇小说集》。

1958年3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新老结合，
扩大队伍》。3 月 27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沸腾
的钢都》。5月，在《人民文学》发表《迎春曲》。9月
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钢厂的战斗》。

1959年8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姑奶奶》。9
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乘风破浪》。

1960年2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姑娘的心事》。
1964 年 8 月，在《北京文艺》发表《永不知足

的人——记焊接老工人薛玉昆》。10月，加入北京
文联，任专职作家。

1965 年 3 月，任北京第一机床厂党委副书
记。4月，在《北京文艺》发表《坚实的第一步》。

1966 年 3 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接班》。4
月，在《北京文艺》发表《从〈欧阳海之歌〉吸收精
神营养》。

1977 年 5 月 22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指路
明灯》。12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挥笔上阵》。

1978年2月，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7
月 2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忆柳青》。9 月，出席
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

1979 年 4 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可喜的收
获》。10 月 1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闪光的奖
章》。10月30日-11月6日，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
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80 年 4 月，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
问。5 月 2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衣带水衫犹
湿》。5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岚山》。9月，
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神州儿女》。

1981 年 7 月，在《文艺报》发表《母亲的声
音》。9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忆季愚》。

1982 年 3 月，完成长篇小说《神州儿女》初
稿。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哑梅》。5 月，在《人民
文学》发表《五月的延安》。6 月 3 日，在《光明日
报》发表《珍贵的临别赠言》。9 月 15 日，在《人民
日报》发表《努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1983 年 5 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绝地》。8
月，在《作品》发表《捕蛇者新说》。

1984 年 4 月，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小说创
作研讨会”。5月，在《小说选刊》发表《谈谈〈工人
日报〉的几篇小小说》。5 月，在工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神州儿女》。

1985年1月，参加北京第一机床厂举办的《神
州儿女》研讨会。6月2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他
永远爱孩子——告别张天翼归来》。6月，在湖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探索细胞奥秘的人》。7
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洛阳岂只牡丹红》。

1986 年 3 月 11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
杰出的革命女作家》。12 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短篇小说集《倾跌》。

1987年4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
优秀作家称号。8 月 13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屹立的苍松》。9 月 20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
《悼白薇》。

1988 年 3 月 17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忆梦
醒大姐》。5 月，与美国耶鲁大学阿普特教授谈

“延安文艺座谈会”。6月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
《琢龙人》。

1989 年 1 月，开始撰写个人传记。3 月 5 日，
在《光明日报》发表《三·八节抒怀》。7 月 1 日，在

《北京日报》发表《七一感怀》。11 月，在《新文学
史料》发表《我珍藏的四封信》。

1990年1月，在《中流》发表《希望——读〈邓
小平论文艺〉有感》。10 月 2 日，在《光明日报》发
表《难忘的会晤》。

1991 年 5 月，在鞍山参加“草明同志文学创
作六十年研讨会”。8月1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

《用社会主义文艺教育青年一代》。9 月 14 日，在
《光明日报》发表《顺德文明之花》。

1992 年 1 月 11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觅
桥》。5月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讲话〉的生命
力所在》。5 月 6 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

《〈讲话〉对我的深远影响》。10 月 19 日，在《光明
日报》发表《凤城腾飞》。11月3日，在《人民日报》
发表《记郭老二三事》。

1993年10月2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悼黄
钢》。12 月，参加“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
念大会。

1994年8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魂兮，
敦煌》。11月，参加“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

1995年7月，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研讨会。7 月 3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缅怀骆宾
基同志》。

1997年12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世纪
风云中跋涉》。

2001 年 12 月，被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
聘为中国作协荣誉委员。

2002年2月16日，在北京去世。
（本年表由慕津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