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历史上孔庙的兴毁看尊孔与反孔的斗争

英 良 墉

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
,

,

为了奴役人民
,

他们千方百计抬高孔老二的身价
,

,

“
把孔失

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
” 。

大力建造曲阜孔庙
,

就是一个例证
。 ,

而厉
代劳动人民在反孔斗争中

,

却对此进行了斜耸相对的斗争
。

从历史上曲阜孔庙的兴毁这一侧面加以剖析
,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尊孔与反孔的

阶级斗争实质
,

使我们更加韶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

这也是对国内外
反动派想利用祭孔修庙等拙劣表演来对抗我们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揭露和批判、 一

( 一 )

尊孔有一个过程
,

修庙也有一个过程
。

这个过程是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转化为

反动派的过程相一致的
。

公元前 4 79 年孔老二死了以后
,

第二年鲁哀公为他立庙
,
·

在他

住过的房子里
,

摆上牌位
,

给他祭祀
,

所渭孔庙也只是在那三间破屋里摆着据说是当年

孔老二的破车子
、

旧衣服之类
,

总之很不象样
。

地主阶级在它的初期
,

还是新生力量的

时候
,

是崇法反儒的
。

汉初
“
孝惠高后置原庙于郡国

” ① 对孔庙并未加理采
,

只是孔老

二若干后代徒孙
“ 鲁褚儒

” ,

在守卫林庙⑧ ,

非常冷落
。

汉武帝兴太学
,

也 并 没 有 祭

孔
, “

而独未简释奠之礼焉职 ④ ,

说明对孔老二并不重砚
。

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

立和逐步巩固 ,
,

他们同农民之 l旬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

`

政治思想上也就转向尊儒反法舒

从汉元帝开始
,

真正推行了董仲舒
“ 罢黝百家

,

独尊儒术
” 的建裁

,

从此孔老二的行情

才逐渐 上涨
。

汉元帝即位第一年即公元前 48 年 (初元元年 )下韶封孔丘十三世孙为褒成

侯
,

并以
“
所良邑八百户祀孔子

” 。

到了东汉桓灵之际
,

兴起频繁 的尊孔 活动矿公元

1 53 年汉朝皇帝派了专门官吏守庙祭祀
,

孔庙更直接地隶属于封建王朝
。 `

三国时期
,

曹操等实行法家路线
,

韶为儒家思想不合世用
,

有人哀叹
“ 桐祀既衰

,

儒道尤甚
” ,

曲阜孔庙在这几十年里
“
百祀堕坏

,

旧居之庙
,

毁而 不 修
” 。

④魏 文 帝

崇儒
,

一上台立即
“
夜复旧庙

,

丰其亮宇
” ⑤ 目的在

“ 王教既备
,

群小遇沮
” ,

遏制劳

动人民犯上作乱
。

南北朝时代世家豪族
,

推箱对法家路线进行反扑
,

尊孔修庙
, “ 制同

锗侯之礼
” ⑥ ,

孔庙比过去又显赫了些
。

唐朝修孔庙的记录
,

至少有 5次之多
。

自安史之乱后
,

朝廷威势下降
,

封建统治者

企图利用孔老二的
“
正名分

” , “ 尊王室
” 来挽救残局

,

孔庙一再修搭
,

以适应当时政

治的需要
。

随着封建社会越来越僵化
,

与农民矛盾 日盘尖貌
,

没落了的地主阶级
,

一天天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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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路
,

孔老二的地位被越抬越高
,

尊孔修庙的活动
,

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

宋真宗封

孔丘为
“
玄孽文宣王

” ,

后又改为
“
至肇文宣王

” ,

下令
“
大扩璧庙

” ,

把曲阜孔庙扩

建为 3 1 6 间之多
,

规模宏大
,

比战国时期原有的兰间破庙扩大了一百多倍
。

作为北宋时
期的法家主要代表王安石

,

对到处立庙祭祀孔子
,

颇不以为然
。

但当时尊孔 逆 流 已砚
乙

“
正统

” ,

也只能挖苦一番
,

批汗当时砍木头围泥巴
,

为孔老二作象
,

把孔庙弄成象和

尚庙道士庵一样
, “断木搏土

,

如浮屠道士法为王者象
” ⑦

。

王安石变法失败
,

尊孔逆流

更加泛滥
,

北宋王 朝更加没落道至灭亡
。

北宋末年金人攻 占曲阜
,

这个北方民族的统治者起先不了解孔老二是怎样一个角色
,

曲阜孔庙
,

毁于战火
。

后来发现孔老二对旗压人民很有用处
,

想要统治中国就得尊孔
。

金熙宗假作徽悔地说
: “

脍幼年不知志学
,

岁月渝迈
,

深以为悔
,

孔子虽无位
,

其道万

世景仰
,

儿人为善
,

不可不勉
” ⑧

。

于是
,

除了在曲阜重修孔庙外
,

还恢复各州县的孔

庙
。

特别金章宗干得更起劲
,

忽为旧庙还
“
不足以称夔师之居

” ,

必须 “ 大作新之
” ⑨ ,

一举把孔庙的规模扩大到 3 60 多间
, “

增意U” 的土程量 占三分之二
。

明代中期以后
,

封建统治集团极端腐败
,

阶级矛盾 日趋尖镜
,

农民起义不断高涨
。

为了镇压人民反抗
,

统治集团更加紧利用孔孟之道进行思想控制
。

例如科举考试规定从

《 四书 》 《 五经 》 出题
,

妄图从尊孔导致忠君
。

大修孔庙
,

也是实现这一政治目的一种

手段
。

公元 1 5 0 0年 明孝宗时修孔庙
,

整整用了 4 年时间
,

并扩大了孔庙的规模
,

奠定

了现在孔庙的体制
,

`

不仅房屋建筑
,

连桥梁牌坊都焕然一新
。 “ 规模壮丽

,

工艺精致
,

足称瞻仰
。 ” L 以为把建筑搞得越壮观

,

欺编性就越大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汉到清
,

有 13 个皇帝到过曲阜
。

至于就近
“
释奠于国子学

” 或

文庙的
,

就儿乎难于统计了
。

封建统治者在尊孔手法上
,

更是处心积虑
,

独出
,
已

、

找
,

有

的献 “ 礼器
” 、 “

乐器、 有的作壁画
, “ 图形于壁

” ,
有的作塑象

, “ 列象庙堂气 有的

为孔老二等重加打扮
“ 改服衰冕、 有的

“
赐字

” 、 “
立贯

” ;
有的为孔老二追封加溢

,

越抬越高
。

并且祭祀的花样越来越多
,

除了祭孔老二外
,

还逐步扩大到祭所渭
“ 七十二

肾 ” ,

修建孟柯庙
、

颜回庙等
。

之后
,

连董仲 舒
、

斡愈
、

朱熹等这些孔家店的
“ 正统 ”

徒子徒孙
,

甚至孔老二的一家老小等也被塞进孔庙了
。

孔庙修搭
,

不仅规模越搞越大
,

到了清末
,

发展到 4 66 间
,

而且建筑规格也越来越高
。

13 3 1 年元文宗时
,

孔庙四隅添

建
“ 角楼

” , “
仿王宫之制

”
@

,

清代将大成殿换成黄琉璃瓦
,

采用了封建时代建筑屋顶

色彩的最高等级
。

清统治者吹嘘说
, “ 尊崇之典

,

至我朝为极盛
,

… …超越前模
” L ,

筒道是在进行尊孔大竞赛 !

历代反动统治者苦心经营孔庙的反动政治目的
,

从下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
。

公元 1 0 0 6 年
,

王钦若给宋真宗的 《 清救修庙奏状 》 中说
: “ 荀庙貌之不严

,

即典

章而何贵 ! ” L 意思是说
,

孔庙外观不象个样子
,

那么儒家所标榜的
“
典章制度

” 也就

不会被尊重了
。

宋真宗批准了这个修庙奏状
。

由此可见
,

修庙的 目的在于维护那摇推欲

堡的 “
礼

” 。

在清代
,

以大搞特务政治
、

大搞谋杀
、

时间大修孔庙
。

并专门派宫廷匠人去塑象
,

阴险残酷简名的世宗即雍正皇帝
,

用了 5年

所有建筑
、

祭器
、

装饰设计图样
,

他自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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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目
,

还指指点点
,

说什么要工程
“
务期巍焕崇阴

,

坚致壮丽
,

纤悉完备
,

灿然一新气
-

如需增加工程项目
,

可
“

添发努银
”

0 等等
。

这是为什么 ? 原来雍正为了维护反动统治
,

一面搞尊孔
,

提倡理学
,

妄图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思想
;
一面却大兴文字撤

,

进行血腥

旗压
,

大搞反革命两手
。

清 代另一统治者文宗即咸丰也善于搞反革命两手
。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日 盘 高 涨

时
,

他一面指使大创子手曾国藩血腥旗压
,

一面多次
“
脂文庙行释奠礼 ” 。

再看蒋介石这个人民公敌
, 1 9 2 7 年发动反革命政变

,

第 二年就亲自到 曲阜
“ 朝

璧
” ,

并发布保护孔庙令
,

说什么
“
保护孔庙之文

,

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键除
” 。

彻底

暴露了蒋介石尊孔的 目的
,

是为了反共反人民
。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蒋介石一

面发动反革命的军事
“ 围剿 ” ,

一面紧耀密鼓
,

掀起以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复古逆流
,

进

行 反革命的文化 “围剿 ” 。

在进行第五次大 “ 围剿
”
中

, 1 9 3 4 年蒋介石一面在江西苏

区陈兵百万
,

筑了碉堡 2 ,

9 00 座 ; 一面又一次下令
“
尊孔祭望

” ,

派政府
.

大早去曲阜
祭庙

,

并拨款 10 万元修庙
。

第二年又下令要大修孔庙
,

一切安排就褚
,

只是由于
.

“ 西安

事变
” ,

这塌丑剧才不了了之
。

正象鲁迅所说的
, “

然而对于聚庙
,

那些权势者也不过

一时的热心
,

因为尊孔的时候
,

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
,

所以目的一达
,

这器具就无用
。

如果目的不达呢
,

那可更加无用了
。 ” 蒋介石把修孔庙和修碉堡同时并举

,

最鲜明不过

地说明了孔庙和碉堡这两样东西
,

是一个用途
,

都是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

资产阶级野心家
、

.

明碟家林彪步蒋介石的后尘
,

一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

多次写下

“ 悠悠万事
,

唯此为大
,

克己复礼
”
的条幅

,

把孔老二的
“ 克己复礼

”
作为他复辟资本

主义的反动锢领
,

另一面却在磨刀霍霍
,

搞反革命武装政变
。

两个反革命头子
,

施展反

革命的两手
,

完全一脉相传 1

历史的亘翰是不能逆转的
。

祭孔也罢
,

修庙也罢
,

都挽救不了反动统治阶级必然灭

亡的命运
。

( 二 )

历史上孔庙不断扩建
,

不断翻修
,

耗费人民大量的财力物力
,

道接加重了对劳动人

民的压迫和%lJ 削
。

前面说的清 朝撒帕大修孔庙
,

用银即达 15 了
.

6 00 两
。

后来
, 1 8 8 3 年

(光褚 9年 ) 仅仅重修孔老二嫡系后代的住宅—
“
孔府

” ,

就用跟 8 万余两 ! 而 当时

的社会经济状况
,

光籍初年山西
、

陕西
、

河南农民因凯锹而死达到 13 0 万人
。

当时 1的

两银子就是 6 5 个茸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

`

8 万两银子就合 52
,

0 00 个农民一年的口粮
,

而 15 了
, 6 00

·

两银子就合 10 万多农民一年的口粮
`
这些工程臂时至少 1

、 2 年到 4
、

6 年
,

动用了成千上万人
,

真是劳民伤财 ! 斜对蒋介石尊孔
,

鲁迅先生揭露当时有的地

方旱炎严重
,

老百姓连水都没有喝
,

是
“ 用兵炙

、

病疫
、

水旱公风蝗
,

换取着孔庙的重

修
” 。

这短短的几个字
,

深刻地道出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修孔庙对劳动人民的迫售
。 ·

孔

庙的一砖一瓦
,

渗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泪和苦难
。

一
几

为了利用孔老二嫡裔作为活标本
,

.

自汉朝起加封世袭
。

宋代给了
“
衍

,

塑公
,

” 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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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

1

并为之修建
“
孔府

” `
这种

“
制度

”
一道传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

。 “
衍塾公

” 的

“
孔府夕 在政洽上经济上享受的种种特权

,

宋元以后越来越大
,

名目越来越多
,

劳动人

民所受的经济剥创和政治奴役也越来越重
。 ` “

孔府
” 霞 占的田地

,

从宋真宗
“
赐田

”

1加 顷陆擅扩大
,

到明初
, “

定给祭田 二千大顷
” ,

分为 “ 五屯
、

四厂
、

十八官庄
” ,

还有所稠免粮地
、

轻粮地等等
。

据 《 阴里文献考 》 记载
,

清代轻粮地就有 4
,

2 22 顷 51

亩
,

痘布曲
、

邹
、 ·

滕三县
。

至于其他各种巧立名 目的掠夺
、

霸 占
、

吞并的田地更不知多

少
。

清代皇帝道接收租的土地是 4 00 万亩
,

而孔府最盛时期土地多达 10 0 万亩
,

遍及

由东等五省
。

至于孔府庙户
,

唐初规定为 20 户
,

到明初增加到 10D 户
。

明 英 宗 在

143 9 年 (正统 4 年 ) 宣赐孔庙佃户 50 0 户
,

这些农民实际上渝为世世代代失去人身自

由的奴隶
。

在庙户名额上
,

有一件历史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
,

减孔庙

庙户
,

存 3 0 人
,

林户存 3人
。

后来顽固派司马光一上台奏罢新法
,

立即又一切复 旧
,

“
依旧法添差庙户五十人

,

林户五人
” L

。

联系到在前述三国时期
,

由于曹操执行法家路

线
,

孔老二的后代
“
褒成之后

,

绝而莫撇
” L

。

到了魏文帝上台立即以裁郎孔羡为宗架

候
,

受 邑百户
, “ 奉孔子祀

” O 等等
,

这不是很清楚地看到 ,’I L庙 ” 、 “
孔府

” 的兴废

和儒法斗争
,

和每个时期的政治脉搏多么息息相关 I

这个
“ 衍聚公府

” 拥有官员和种种司法特权
,

是一个具有政权
、

神权
、

族权三位一

体的世袭朝廷
。

这套政治机构和管理系统
,

也是随着尊孔的发展越来越鹿大
。

这个封建小朝廷内设公堂
,

用各种刑具惨酷迫害农民 , 这个封建小朝廷历来勾结封

建皇帝
,

向地方官告密
,

旗压农民起义 ; 这个封建小朝廷还值接与帝国主义串通一气
,

1 9 2 9 年 日本军阴头子犬养毅一行去曲阜
“
朝擎

” ,

就住在
“

孔府
” ,

八人大翰进进 出出
,

后来带着名日
“ 瞻送

” 实则盗取的古玩玉器
,

每人十数件锡长而去
。

抗 日战争时期
,
日

本帝国主义侵入曲阜
,

这个封建小朝廷更大摆筵席
,

为虎作怅
,

充当汉奸卖国贼 !

这血淋淋的事实本身
,

就是对所稠
“ 文章道德望人家

”
的控沂和批判

。

孔孟之道就

是剥削之道
,

吃人之道 ! 林贼梦寐以求要
“ 克己复 礼

” ,

就是妄图按照孔老二的
“ 兴灭

国
,

撇绝世
,

举逸民
”
这种极其反动的政治主张办事

,

镶地主资产阶级重新骑在劳动人

民头上作威作福
。

这是亿万人民坚决不答应的
。

( 三 )

哪里有压迫
,

哪里就有反抗
。

历代孔庙经常被毁
,

除了因雷着火等事故
,
或因某些朝代某些帝王奉行尊法反懦路

线而废置倾败外
, ;

更多的是因为受到起义农民的憧怒袭击
。

例如公元 44 2 年南朝宋刘义

隆 (文帝 ) 修庙
, “ 沼书 ” 中就承韶 由于 “ 寇乱

” ,

簧学被毁
。

越到后来
,

农民起义越

加频繁
,

毁庙的事也就越多
。

金代有赶袄罩起义
,

元朝末年有扛 巾军起义
,

明朝有著名的

刘六
、

刘七起义
,

·

徐鸿儒起义
,

姚某起义
,

李自成起义
,

清朝有捻军起义等等
,

真是风

起云涌
。

这些英勇的农民起义罩多次向曲阜及 啊孔庙
” “

孔府
”
进攻

。

这些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行动
,

有两个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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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农民以道接的革命行动
,
向这个封建统治阶级时

赶 “ 蜜人色作战
。

例如
,

12 1r4 年由郝定率领的杠袄军把孔庙里一向作为 ` 壑迹气 的
、

`

据说是孔老立手植的 令押

楷粕一把火烧掉
“
被掇无孑遣 , 。

。

明代中吞刘六
、

刘七队伍攻下孔庙所在地朋里
,

“
袜马于庭、 汗书于池 ”

,

, “
祭器亦被孩毁

” O
,

还烧掉了据说在当年孔老二聚徒讲学

地方盖起来的珠洒书院大门` 以后起义军更是多次焚毁了神牌几
,

祭器等
。 `

这充分反映了

劳动人民对这个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奉为 喇神灵户
’

的孔老二和所宣撮的反动
“

孔孟之道
”

是何等的憎恨和鄙砚 !

第二
,

在鹿大的农民起义军中
,

一

有不少次都有
“
孔府

”
的佃户参加

。

例如 1肠 2
_ _

年

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
,

就是在
’

“ 孔府
”
的 “ 五屯

、

四厂
、

十八官庄稗爆发的
`

他们不

堪
“
孔府犷的压迫和剥削

,
.

值接起来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
。

至于抗租斗争矛那就更

多了
。

就在清高宗多次到曲阜朝
“ 塑 ” 期间

,

滕县孙家庄等村的 “ 孔府护佃户
, 几就多次

进行了抗租斗争
。

每次农民起义
, “

孔府
”

_

家族都胆颤心惊
,

恐惧万状
。

在阴里有块碑文记录下明代

刘六
、

刘七起义时
, “

族属散走
”

、

“
岌岌乎危亦甚矣”

`

。 的狼狙相
,

比他们的老祖宗
“ 累

累若丧家之狗
”
还狼狠

。

那次起义罩
,

使反动统治者特别感到害怕的
,
叮是起义军

“
来去

自如
” ,

而孔庙离城 8 、 9
`

里
,
’

“ 守望无所恃
双
百第二年 (即 文6 12 年 ) 赶紧奏清皇帝

批准
,

用丁一万*,’
一

历时 9年
,

新建了周长 8 里
,

听〔庙为中心的新曲阜城
。

他们以为这

样就能
“
永保无忧

” 了 、 然而反动派高兴得太早了
。

正象毛主席所说的
,

`

“ 那些封趁皇

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犷群众` 起来
,

,

. 个个都翻了
。 、

”
新的曲阜城还不是一再被攻

打? 白逢教起
一

义 3 次进玫曲阜
,

李自成在北京建立政权后
,

就派兵把曲草饭下余
,

后来

捻罩 4 次进玫曲阜
。

农民队伍” 马奔腌
” ,

使反动统治者自己
“
人心风鹤

” ,

弄得春

秋
“
不敢致祭

” 、 “
实为心腹之患

” ,

朝不保夕
。

-

从以上的例子
,

充分说明了劳动人民从来就是反孔斗争
.

中最坚决最勇敢的主力军
,

并且随着时代推进
,

斗争也更频繁
、

更浩大奋吏廊妇当然由于他们的阶级和时代局限
性

,

对孔庙的批判
,

也往往来取上述物质的破坏黔
式
毓

。
·

无产阶级是历更上最伟大

的革命阶级
,

澈底批判孔孟之道的任务
,

以有角马克惠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完

成
,

我们对历代统治者尊孔修庙的反动本质必须澈底批判
,

但对历代统治者窃取劳动人

民血汗和艺术剧造而兴建起来的孔庙建筑
,

将作为文化遣产和历史的见证
,

韶真保护
,

成为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课堂
。

从以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例子
,

还说明了处于穷途末路的反动统治者
_

,

不管怎样

苦心经营
,

大修孔庙
,

也挽救不了粗灭的命近卜这是一条不可坑拒的历史规律
。

河少奇亲自到曲阜
“
朝塑

” ,

还要修
`

必班娜亭拭
,

结果垮台了
。 斌

自比周文齐恒的资

产阶级野心家
、

阴碟家林彪
, 丫

出于反革命阶级本性获逆历史潮流而动
,

早在少年时代就

已是祭孔的狂热奉行者
,

哄嚷什么 叮因孔子璧人
,

为我中华教宗
,

犷应当
“
遵古礼… …

敬祀孔子
”
等等

,

随着地位的提高
,

野心越大
,

把历代反动统治者当
“ 人主

”
的经验作

为座右铭
,

做着建立法西斯林家王朝的美梦
,

他的倒行逆施
,

只不过增加一个反面例证

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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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演了一生尊孔丑剧的蒋介石
,

为了对抗中国人民的批林批孔斗争
,

又在我

国的台湾省大搞尊孔
。

这个小朝廷中的一批孤臣孽子
,

一会儿嫌台北孔庙还不够大
,

计

划
“ 兴建一座更巍峨

”
的摩登孔庙 , 一会儿又塑造孔老二象

,

弄了数万个小偶象到国外

散发
,

还以为不足
,

又塑铜象
,

一个比一个重
。

一个孔老二的铜象
,

已由老反动头目陈

立夫送到美国去
,

整立在望何塞市新建的所渭
“
中国文化公园

”
中

,

以此来宣撮孔孟

之道
,

遭到当地群众示威抗裁
。

蒋介石这一套
,

老谱不断袭用
,

花样并未翻新
,

只不过

徒见其黔驴技穷
,

心劳 日拙罢了
。

再看看苏修叛徒集团的表演吧
,

它一面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
,

一面大放厥词
,

吹捧

什么孔老二是
“ 削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

” 啊
, “

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

的政治理论 l8j 始者
” 啊

,

等等
。

鲁迅说过
: “

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
,

孔子也还要更加崇

奉
” 。

苏修叛徒集团的尊孔
,

更充分暴露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妄图侵略 中国的狼子野

心
。

一切反动派的卑劣伎俩
,

都不能捐害中国人民的一根毫毛
,

他们的尊孔丑剧唱得越

喧嚣
,

越是表明其内心惶恐
,

不管如何挣扎
,

同样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
。

“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 ”
通过对孔庙的剖析

,

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忽清孔孟之道的反动性
。

忽清反动派的尊孔和革命人民的反孔这一历

史发展的规律性
。

并且
,

从历史上统治者尊孔修庙
,

到现在国内外反动派尊孔修庙的种

种丑恶勾当
,

还可看出
,

一切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
,

搞复辟倒退
,

从来都是处心

积虑利用旧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
,

包括建筑
、

糟画
、

塑雕等各种艺术手段来欺骗人民
,

为其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
。

林彪不是已经策划把他的老家地主庄园准备作为
“
家庙

”
开

放嘱 ? 不是已经在井阔山等地伪造文物建筑等来为自己树碑立传瞩 ? 这种表现形式虽与

修孔庙不尽相同
,

但利用建筑手段为反动政治目的服务则是一 致的
。

我们一定要总结历

史上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经验
,

深刻理解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

一定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

原载 《建筑学士勋 1 9了4 年 3 期
,

这次发表时作了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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