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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才：坚守初心 无畏风浪 谱写红色传奇

多年的磨砺，让孙殿才成为了
一位优秀的革命者。

在刘少奇的介绍下，孙殿才于
1941年来到延安的党校学习，熟悉
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堂弟孙殿举、
儿子孙福善等都参加了统战工作；
在孙殿才等人的影响下，家乡又有
十多人投身革命运动。值得一提
的是，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宁夏旅平学生会后来再度组织起
来，为了抗日，大家始终保持着心
往一处想。

革命的路程是极为曲折的，也
是很有可能遇到风险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单方
面撕毁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考虑
到延安是中共的中心，于是对陕甘
宁边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宁夏的情
况也不容乐观，在这里盘踞多年的
马鸿逵也行动起来，以一种极为狠
毒的方式面对共产党员。

孙殿才在如此情况下毅然带

领宁夏工委机关及部分部队抵抗马
鸿逵进犯，可马鸿逵人多势众，在定
边失守后，孙殿才的母亲及其他亲
属共计十余人都被军阀逮捕了，并
且全部被囚禁在宁夏银川。

不难想象，当时的孙殿才心情
有多么悲痛，可他依旧在担任工委
副书记期间组建了回民游击队、回
汉支队等地方武装部队，这些部队
在孙殿才的指挥下骁勇善战，实现
了打击反动武装、牵制敌人的目的。

1947年 5月，西北野战军攻克
了环县，孙殿才也见到了彭德怀，当
时回汉支队被编入宁夏人民解放
军，孙殿才被任命为司令员，这也体
现出组织对他领导才能的重视。

最令孙殿才激动的瞬间，莫过
于宁夏解放。

1949年，对于中华大地是极为
关键的一年，当时的蒋介石仍然不
愿接受失败的现状，妄图依靠盘踞
在陕甘宁一带的马步芳、马鸿逵、胡

宗南等部固守西北，达到“连接西
南，卷土重来”的目的。

可随着西安的解放，胡宗南也
像一只惊弓之鸟，完全没了当初进
攻延安的狂妄。扶眉战役使得胡宗
南 4个主力军被吃，他也不得不将
其余的部队撤到川北和汉中一带，
宝鸡只留下了一个兵团。

解放军的士气高涨，直指甘
肃、青海与宁夏，而毛主席也制定了

“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总
体政策，并布局了傅作义等人去做

“二马”工作。经过了陇东千里追
击、兰州战役后，当年9月2日，解放
军打响了解放宁夏的第一枪。宁夏
解放总体耗费了21天，歼敌3.3万；
9月26日十九兵团的入城仪式举行
时，银川各界各族人士自发前来、载
歌载舞、夹道欢迎，欢呼着宁夏获得
新生。孙殿才的家人也被解救了出
来，对于当时的孙殿才而言，一切都
充满了幸运。

投身宁夏解放事业

在宁夏奋斗多年，孙殿才对于这
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宁夏解放时，他
跟着十九兵团一起进驻银川。因此，
在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他也出任
了副省长与西北军政委会委员。

在职的那段日子里，孙殿才一直
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绝大多
数时间都在农村深入调查，对于民众
的诉求与生活情况了如指掌。

银川、吴忠地区经常能看到孙殿才
的身影，在了解到情况后，孙殿才也总
能根据百姓的实际需要提出一些合理
化的建议，他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位好
干部。

1956年，孙殿才发现农民饲养的
羊入社价格太低，自己留下的数量却
不多，于是便在省委会上提出建议：农
民有 300只以下数量的羊留下百分之
五给饲养，若是超过300只以上的则留
下百分之十，家里只有几十只的就不
用入社了。而且，就连山羊、绵羊的价
格孙殿才都考虑到，并且提议价格远
高于当地实际折价。

在农业方面，由于甘肃省委想要
在银川推广棉花种植，可在具体操作
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孙殿才也第一
时间向上级领导汇报。

1957年，很多情况变得越来越严
重了，孙殿才是了解农民的，也很快发
现了问题所在，他立即向省委提出了
修改意见，想要纠正不好的倾向。

那些日子，恰好是关于宁夏建立
自治区的时候。

由于在 1953年的人口普查中，宁
夏回族人口就有350多万了，在新中国
少数民族数量中位居第三，可作为一
个人口数量多、在全国影响大的地区
却没有省一级自治地方，这是与其在
祖国大家庭地位不相匹配的。

中央也正式提出过“在甘肃东北
部建立省级回族自治区”的倡议，还指
示了有关方面认真酝酿。

因此，1957年5月，全国政协常委
会就建立回族自治区的问题接连 3次
召开了扩大会议，周总理参与第一次
的讨论，他明确提出：“回族人口有三
百多万，是我国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少
数民族，需要有相应匹配的政策。”

在宁夏，孙殿才也就此事与其他
同志讨论着，讨论过程中，产生了一定
的分歧。1958年，孙殿才被错误划分，
并受到了错误处理，被调任到甘肃一
处水利工程指挥部担任处长。

一直到 1961年，中央派出的干部
来到甘肃调查，称赞他为“敢于实事求
是，坚持说真话的好同志。”

两年后，中央决定撤销对孙殿才
的错误处理，并为其恢复名誉，就这
样，孙殿才担任了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1975年，孙殿才由于病重离开了
人世，享年67岁；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
一刻，他都没有改变初心。

（据 宁 夏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网 、
银川党史网）

即便蒙冤 依旧识大体

1924 年，孙殿才在恩和高级
小学读书时，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
响，提倡民主、科学思想，使学生受
到很大的教育。和很多农民家庭出
身的孩子一样，孙殿才年幼时就见
识过各种社会不平等现象，对于那
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深恶痛绝，内
心中有了反抗的种子，就等着一把
烈火将他引燃。

有一件发生在他童年的趣事，
似乎也预示着他的人生。

当地有一个名叫宋朝堂的孩
子，他父亲是商会会长，每天都骑
着马在新修的操场上溜达弄得尘
土飞扬。同学们只能顶着沙土上
操，就连校长都是敢怒不敢言。于
是，孙殿才组织了一次“复仇”行
动：他联合几名同学，趁着宋朝堂再
次闲逛时直接将其拉下马来，并高
喊“将宋朝堂赶出去”，宋朝堂本来
是很愤怒的，可看到聚集过来怒目
圆睁的同学越来越多，也赶紧求饶，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随着年龄增长，孙殿才暗下决
心要让同学们一起脱离苦海，并一
直等待机会。

1926年 9月，第一次国共合作
时期，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由绥远途经
宁夏，入甘援陕，策应北伐。在国民
军联军驻宁夏期间，部队中的中共党
员深入城乡各地，进行革命宣传活
动，中共党员刘屏先等人到中宁县恩
和堡发动高级小学师生同封建势力
和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孙殿才、王
绪祥（张子华）等人积极参加，在斗争
中受到锻炼，经刘屏先介绍，孙殿才

加入共青团。孙殿才还与张子华、
潘钟林等人共同秘密成立了马克思
主义学习小组，对外宣称为“读书
会”，大家平日凑在一起读《资本论》
《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使得他
们的信仰更加坚定。

1927年春，孙殿才到兰州共
和中学上学。同年秋，又转入甘肃
省第五中学读书。当时，中共党员
杜仲元在课堂上经常教育学生：“我
们青年要时刻追随时代发展的潮
流，将来解决中国的事情，不是别
人而是共产党。青年们需要努
力 。”这对孙殿才和一些进步同学
影响很大，他们积极接受党的教育，
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进步活动。

1930年秋，孙殿才到北平弘达
学院读书，通过张子华找到了党组
织，于 12月经李进介绍由共青团
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化名孙树
德，任北平西城区宣传委员 ，以学
生身份和张子华共同从事学生运
动。同年，宁夏旅平学生会为促进
学生学习文化知识，还合办了《银
光》刊物，孙殿才听说后非常支持，
当时这种刊物主要针对的是当地学
生、进步士绅等，也确实算宁夏出现
较早的进步刊物。

特别是《银光》的第二期中，
就直接指出了军阀、官僚压榨宁夏
人民的现状，很多读者在阅读后纷
纷写信予以支持，可这些进步青年
却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打压。国民
党宁夏省政府还抄录过一份学生
名单，要求北平市政府将他们逮
捕，特别是在 1933年马鸿逵主政

宁夏后，更是明令禁止《银光》在宁
夏的发行，《银光》历经了多次改
名，一直坚持到 1936年，这也是相
当不容易的。

正确思想的引导，让孙殿才对
世界有了基本的判断，当日寇的铁
蹄践踏东北时，孙殿才积极投身于
抗日运动，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当时，宁夏旅平学生会也组织
了很多革命活动，特别是同日寇侵
略及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进行斗争，
他们经常在群众聚集的地方散发传
单，广泛传播斗争思想。可国民党
当局显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孙殿才的好朋友李天才就在从事宣
传工作中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
逼迫他说出其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信
息，而李天才则表现得相当坚毅，最
终惨遭敌人杀害。

孙殿才一直在抵抗侵略的道
路上。

当年抗日同盟军在向热河及
河北南部进军的过程中就遭遇了国
民党万福麟部队的袭击，孙殿才负
了伤，不过依旧随军前进，组织给他
的任务向来都是从事学生、工人运
动，孙殿才始终没有忘记。

由于表现突出，他于1934年被
组织调往上海继续投身工人运动，
上海纱厂工人抗日罢工运动中就有
他的身影，这些也加速推动了上海
的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事变”发生时，孙殿才也
在上海，积极推动工厂工人对敌斗
争，还跟随别动队成员配合武汉外围
保卫战，那是一段长达半年的战斗。

坚定不移参加革命

孙殿才（1909—1975），曾用名孙树德、王文清、陈光华、赵忠国，宁夏中宁县人。1909 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30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工人联合会组织部长，中共唐山煤矿特委书记，上海工人联合会委员长，中共舒无中心县
委书记，绥宁工委副书记，三边工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宁夏省委员会常委、宁夏省第二届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甘
肃省委常委、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

由甘肃入宁夏

1935年 10月 5日，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右路一纵队由静宁县界石铺
高家堡一带出发，经显神庙、长尾河、
团庄等地进入宁夏西吉县，宿营于葫
芦河中游东岸的兴隆镇、单家集；左路
二、三纵队宿营于葫芦河西公易镇、上
村、新合庄、撒家湾、阎家、西冶等村
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
10月 5日下午随一纵队到达单家集。
红军离开界石铺的当天，国民党三十
七军毛炳文部尾追到达。

6日，一纵队拂晓由兴隆镇单家
集出发经新店子、什字路、杨家磨、黄
湾等地向固原县张易堡行进。二、三
纵队在公易镇一带，当夜发现毛炳文
部逼近，于凌晨出发，因向导错带了
路，天亮时才过葫芦河，经兴隆镇、北
堡子、红城子，在什字路赶上一纵
队。当晚，宿营于张易堡一带。

毛泽东 6 时左右出单家集南
头，进东南五里陈田玉村山口，折向
东北，抄小路下午到达张易堡东南
六里的毛庄村，住在这里。当天下
午，毛炳文军第八师陶峙岳部二十二
旅，由界石铺追到兴隆镇、单家集、将
台一带，企图阻击红军翻越六盘山。

翻越六盘高峰

7日凌晨，敌二十八旅的前哨部
队，接近张易以西阎官大庄，红军留小
部队在堡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经王
套、后莲花沟，向六盘山急进。毛泽东
从毛庄出发，向东南入隆德县境，沿
小水沟登六盘山。这天，情况非常紧
急。敌毛炳文军第二师李英部进至
六盘山西麓隆德县城，第八师一步不
舍地接踵尾随。海拔二千九百多米，
岗峦起伏，沟壑纵横，古称天堑的六
盘山，横亘于前。东麓和尚铺一带，
驻有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门炳岳的
第七师；固原驻有何柱国的骑兵和
马鸿宾的步兵三十五师。西（安）兰
（州）公路，在六盘山东麓的和尚铺与
从平凉经固原去银川的公路相接。
敌人调动非常便利。红军东进陕北，
必须越过平（凉）银（川）公路，从和尚
铺到固原九十华里之间，只有上、下
青石嘴一带，敌军兵力较弱；只有从
这里越过去，才能跳出包围圈。

拂晓，一纵队登上六盘山高峰。

聂荣臻、左权等从望远镜里看到，有
一股南来的敌人，进入青石嘴，挡住
了去路。不多时，毛泽东等越过牛
头山北侧一个壑岘到达。聂荣臻政
委将此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当机立断，
突袭青石嘴，消灭敌人打开道路。一
纵队四个大队，立即下山，经南马场、
北马场，向莲花沟集结。毛泽东、
张闻天、王稼祥等在高峰，饱览了六
盘山的雄姿。毛主席对张闻天等人
说:“这里可观三省，快到陕北了！”他
满怀激情，构思了气壮山河的著名
诗篇——《清平乐·六盘山》。

一纵队在莲花沟召开了纵队指挥
员会议，决定由四大队（队长王开湘，
政委杨成武）正面攻击，一大队（政委
杨得志）和五大队（队长张金山）两侧
迂回包抄十三大队（队长陈赓、政委
邓飞、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江华）
后卫掩护，突袭青石嘴。

突袭青石嘴

上下青石嘴两村相隔二华里，
都在平（凉）银（川）公路上，是个峡
谷地带。乃河流过峡谷，在下青石
嘴折向东北，流入古城川。上青石
当时只有十多户人家，坐落在河谷
西岸。村西是六盘山麓的起伏岗
峦，马莲道梁、长征梁和裴家堡梁，
南北并列，东面寺洼山隔河高峙，地
形复杂，易守难攻。

红军从隐蔽山地，衔枚疾走。中
路四大队已到长征梁，村内敌人毫无
知觉，有的铡草，有的担水，有的闲转，
马匹散在荒坡吃草（现在公路以东的
村子，当时是片荒坡），炊烟袅袅。山
顶警戒的哨兵被红军战士活捉，供称
村内是向固原送军装和弹药的门炳岳
第十三团两个连。红军立即发起进
攻，从长征梁压下来。敌军昏头转向，
乱放几枪之后，过河向寺洼山狂奔。
刚到山下，遭到从马莲道梁和裴家堡
梁南、北迂回过来的一、五大队一阵猛
揍。敌人失魂落魄，溃不成军，纷纷抢
马逃命，有的这边骑上去那边跌下来，
乱成一窝蜂。红军从四面包围上来，
除敌团长胡竞先和几个人拼命突围，
逃向开城外，一百多人举手投降。红
军略事休息后，用缴获的一百多匹马，
驮着战利品，押着俘虏，从挂马沟，沿
着乃河进入固原东山。

（据《固原市志》）

中央红军长征过宁夏（上）

发源于六盘山的红河，自西向东
横贯彭阳县全境。位于其上游的中共
红河支部，在红河镇红河村大洼组，是
宁夏农村坚持开展地下工作至全国解
放的中共支部之一。

1937年春，援西红二十八军建立
红河（野王）抗日救国委员会，扈连玉
任主任。参加抗日救国委员会工作的
还有中共党员常仁义。中共固原工委
派出的两个工作组分赴境内城阳、草
庙一带开展工作。李有福、朱孟才等
组成工作组在城阳、红河一带开展工
作。同年 3月，李有福、朱孟才介绍王
兆璜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王兆璜
介绍刘荣、王进堡加入中国共产党，红
河地下党的工作开始活跃起来。

1939年 7月，在红河抗敌后援会
活动区域内已经发展中共党员 15人。
三岔抗敌后援会（实际为中共固原县
委）决定成立中共红河支部。当时党
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党的基本知
识，使党员懂得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
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教育，提高党的战

斗力；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加强
情报工作。

整顿后建立中共红河支部，王兆
璜任书记，王进堡任副书记，下辖野王
沟道、杏树湾、野王3个党小组，党员分
布10个庄头。

红河党支部成立初期，便遇到非
常严峻的形势。驻境内的援西红军开
赴抗日前线，革命工作失去强有力的
武装力量支持。由于王兆璜担任红河
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公开，国民党
顽固派扬言“要割王兆璜的头！取王
兆璜的肝花！”恐吓并没有吓倒中共红
河支部的党员，反而激励起他们在极
端危险且非常困难情况下继续开展革
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1940年，中共固原县委遭到敌人
严重破坏，中共红河支部成为在黑暗
统治下保护人民的主要依靠力量。在
遇敌顽抓兵要款、残害百姓时，党支部
能迅速汇报联系配合县委，打击滋事
者，保护人民群众、稳定民心。

中共红河支部除积极配合上级党

组织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外，还承担着
接待和掩护地下工作人员的任务。

1942年夏，上级党组织要求中共
红河支部护送两名从中共甘肃工委赴
青海工作的干部到平凉搭乘火车。为
确保安全，经过缜密安排，他们将两位
边区干部所带经费包藏在馍馍里，由熟
悉地形、有丰富对敌经验的王兆璜护
送，巧妙应对敌人层层哨卡盘查，机智
化解土匪的拦路抢劫，顺利到达平凉。

对于红河呈现的新局面，人民群
众无不拍手称赞，但引起国民党顽固
派的不满和仇视。

1943年，固原县的国民党顽固派
组织反动武装人员加紧破坏活动，到
处搜捕中共红河支部的党员和革命群
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将王兆
璜安排到三岔、何家岘等地流动居住，
党支部接头地点也随即转移到野王沟
的山洞里。王兆璜则经常利用夜间赶
回支部，传达上级党组织精神，安排工
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红河支部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46 年，为瓦解敌人的疯狂进

攻，党支部采取了更加积极、灵活、有
效的斗争策略。为适应统战工作需
要，通过交朋友、建立关系等方式，将
一些思想进步、表现良好的乡保人员
吸收进党组织，分化瓦解敌人，扩大革
命力量。与此同时，党支部还把中共
党员王启祖等富有斗争精神和工作经
验的地下党员安插到敌自卫队，使革
命力量渗透到了敌人内部，及时、准确
掌握敌人动向，传递可靠情况，挫败了
敌人多次有预谋的破坏活动。

1949年春，中共红河地下支部动
员群众进行斗争，建立起一支 60多人
的游击队，王启祖任队长，以镰刀、铁
锨、锄头为武器，白天隐藏晚上出去活
动，一方面有组织地对抗国民党抓兵
要款，一方面积极宣传组织群众，筹款
筹粮、支援解放大军。

1949年 8月 2日，固原解放。中
共红河支部的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欢
欣鼓舞。（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中共红河支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李有祯，又名李清惠、李福明，
1923 年出生于宁夏城（今银川市），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新安旅行团（即新安
少年长途修学旅行团）由北平经绥远
到达宁夏地区，沿途每到一个城镇都
在公共场所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大大激发了宁夏地区各学校学生的抗
日积极性。新安旅行团在宁夏省城
时，宁夏实验小学教导主任杨文海（共
产党员）和教师薛云亭（共产党员）等，
带领该校学生配合新安旅行团的宣传
活动，组织座谈，学习经验。在校长贺
自正、高立天的支持下，杨文海、薛云
亭、涂冲林在宁夏实验小学以高年级
学生为主，秘密成立了“西北少年抗日
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少战团”）。

李有祯当时在实验小学读书。
由于母亲去世早，他生活十分艰难，
但学习很用功，积极接受革命思想，
很早就加入少战团，并任工作推进股
股长。少战团的活动由秘密状态转
为公开后，李有祯已从实验小学毕业
考入宁夏中学，但他仍关心并参与实
验小学少战团的活动。

1938年7月，少战团宣传队到平
罗、黄渠桥等地宣传，李有祯任宣传
队小队长。宣传队到达平罗时，正赶
上庙会，他们便在戏台对面摆摊，通
过演讲和演出话剧宣传抗日。群众
簇拥在周围听演讲、看话剧，被内容
感动得流下眼泪。当时的《宁夏民国
日报》曾报道：“省垣暑期宣传队，实
小宣传队由小队长李有祯率领到市
讲演。讲题大意为：日本欺负我们已
忍无可忍……为着我们的国家民族，
前方的将士已牺牲了许多，我们后方
应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责任。
当时听众围满街头，颇为感动。”

1938年 10月一天，少战团刚从
今贺兰县金贵镇回到实验小学，宁夏
军警联合督察处就来抓人。杨文海
当时化名侯亦人，也叫侯振斋。荷枪
实弹的敌人气势汹汹地走进校门，恰
巧碰上了他，便问道：“你们学校有个
叫侯振齐（敌人误把‘斋’认成‘齐’）
的吗？”杨文海一听敌人根本不认识
自己，就随机应变道说有，把手往后
一指，借机支走敌人。在高立天的掩
护下，杨文海机警地从学校后门逃
走。临走前，杨文海将一部分材料交
给李有祯转移。李有祯把材料带回
家隐藏起来，但又不放心学校的情
况，晚上从学校后门进去，被便衣警

察拦住：“你来干什么？”李有祯机敏
地说：“我是这个学校半工半读的学
生，别人不在，让我和伙夫老刘照看
一下。”便衣警察再三盘问，李有祯
总是重复那几句话。那帮家伙见问
不出什么名堂，便把他关在一个黑暗
冰冷的屋子里。李有祯看到那些人
打着手电筒搜这搜那，就喊着要解
手，以此干扰搜查。1938年冬，由于
李有祯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成绩突
出，经杨文海和薛云亭介绍，李有祯
加入中国共产党。

敌人逮捕杨文海未遂，便逐个
传讯审问和杨文海有来往的人，全城
处于恐怖之中。此时，少战团由于得
不到党的指示而停止活动。1939年
元旦，李有祯和少战团副团长李志纯
在薛云亭的带领下来到陕甘宁边区，
被分到边区中学就读。李有祯改名
李清惠。

1940年初，李有祯被派到边区保
安处办的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
到三边分区保安处工作。1941年，按
照上级指示，李有祯被派到安边国民
党十一旅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
经常挑着货担，以小商贩身份从安边
到靖边，与地下党员李启明和余光联
系，并与打入中统的李生儒保持联
络，传递情报。李有祯对党忠诚，工
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给李启明和
余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被给予
高度评价。

1943 年，李有祯被派回宁夏做
地下工作，组织上给他改名李福明。
李有祯的父亲李福泽在国民党统治下
的银川市警察局工作，他给李有祯在警
察局挂了个名。为开展工作，李有祯
以在家开磨坊为掩护，从事地下交通
工作，经常挑着货担到贺兰丰登、旧满
城等地搜集情报。

1947年 3月，马鸿逵部进攻三边
地区，叛徒将李有祯供了出来。马鸿逵
部一二八军立即发电邀功，国民党银
川市警察局获悉后逐个审讯局内所有
姓李的人，李有祯身份暴露，遭敌人逮
捕。在监狱中，敌人对李有祯严刑拷
打，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未
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信息。

1947 年 9 月 16 日，李有祯和另
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李志勤被国民党
宁夏军法处的宪兵押赴银川东教场
枪杀。在刑场上，李有祯面对敌人的
枪口怒目而视，牺牲时年仅 24岁。

（据银川党史网）

宁死不屈的李有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