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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 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

【 内容摘要 】 马 克 思和 恩格斯作 为 马 克 思 主义 的创始人、 奠基人 ， 他们在

１ ８４８ 年 出版的 《 共产 党 宣 言 》 是整个马 克 思主义最为 厚 重 的基石 之一 。 《 共产

党 宣言 》 的 主 旨 是 昭 示共产 党人 的理论主张 ， 并不是刻 意对文 学 艺术做某些专

门论述 ， 但是其 中有些论述成 为 当代西方文论乃 至于全球文论 的 重要 问题的理

论依据 。

【 关键词 】 《 共产党 宣言 》 ；
唯物史观 ； 文艺创新

１ ８ １ ８ 年马克思诞生 ，
１ ８４８ 年 ３０ 岁 的马克思和他的 ２８ 岁 的合作者恩格斯

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 《共产党宣言 》。 ２０ １ ８ 年 ５ 月 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

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和 《共产党宣言 》 问世 １ ７０ 周年 ，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

艺学的研究者 ， 感慨良多 。

毫无疑问 ，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 奠基人 ， 他们在

１ ８４８ 年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 》 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最为厚重的基石之一 。 他们对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以及无产阶级政党作用的论断至今仍然

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马克思之后的每一个著名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把 《共

产党宣言 》 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 反复阅读 ， 历久弥新 。 毛泽东

说他把 《共产党宣言 》 读了一百多遍 。 邓小平南行讲话中说 ，

“

我的人门老师

是 《共产党宣言 》 和 《共产主义 ＡＢＣ 》

”

。 ２０ １ 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 《共产党宣言 》 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 ，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

？ 冯宪光 ： 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 国家级重

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教育部人文社餅学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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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宣言 》 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
”

，

“

《共产党

宣言 》 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 ， 值得我们反复学习 、 深人研究 ，
不断从中

汲取思想营养＇
①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 为什么 ３０ 岁左右的两位青年理论家能够写出 《共产

党宣言 》 ， 影响了世界两百年 ？ 什么是 《共产党宣言 》 的研究方法 ， 由此对于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什么方法论的启示 ？

马克思是哲学博士 ， 恩格斯中学没有读完 ， 辍学经商 ， 在柏林大学旁听哲

学讲座 ，
１ ８４４年在马克思主编的 《德法年鉴 》 上发表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 ，

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 这一年马克思也写出 了 《 １ ８４４

经济学哲学手稿 》 ， 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 ， 认为恩

格斯的 《 国 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 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对国民经济学
“

这门科学而

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
”

。

②
两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认识有许多

共同之处 ， 就在这一年 ， 两人开始了终生的合作共事 ， 为创立马克思主义贡献

了毕生精力 。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 《德谟克利特的 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 自然

哲学的差别 》 ， 他与恩格斯决定合作共事 ， 就在于两人都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两个学科有独创性的思考 ， 在欧洲学科分化 、 划出学科规定界限的时候 ， 加强

了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 开始一种面对社会生活整体事实的跨学科研究 ， 特别

是转向 了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的研究 。

１ ８４４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合作 ， 他们的合作研究一开始就指向 了在当

时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青年黑格尔派及其黑格尔唯心主义理论 ， 重新寻找研

究现实问题的原则和方法 ， 确立研究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该年 ９ 至

１ １ 月两人合著了 《神圣家族 ， 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 驳布鲁诺 ？ 鲍威尔

及其伙伴 》 ， 这一著作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

初步阐述了他们的唯物史观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 。 列宁认为 ， 这部著作
“

奠

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

。

？

１ ８４５ 年秋到 １ ８４６ 年 ５ 月 ，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撰写了 《德意志意识形

态 》 这一重要著作 。 在这一著作中 ， 他们第一次对它们共同创造的唯物史观

这一新的世界观和理论方法做了系统阐述 ， 并且论述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

革命的理论 。 这一著作可以说是 《共产党宣言 》 的真正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

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 １ ２ 页 。

③ 《列宁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９ ８ 年版 ， 第 ９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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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德国书报检查机关的阻烧和 出版商与本书所批判的哲学流派和代表

人物沆瀣一气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能出版。 但是 ， 这

一著作内在的基本思想 由于他们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该组织的宣言的机

缘 ， 在 １ ８４８ 年写就与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 》 中得到了完美和充分的表达 ， 是

他们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研究 ， 并且提出科学社会主

义的伟大纲领 。 《共产党宣言 》 的 问世和广泛传播 ， 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

的深刻影响 ， 证实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 》 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在思想理论上的伟大贡献 ， 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 没有

《德意志意识形态 》 就没有 《共产党宣言 》。 这正如恩格斯在 １ ８ ８ ８ 年 《共产党

宣言 》 英文版序言中说的 ，

“

我们两人早在 １ ８４５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

近了这个思想
”

。

？

国外马克思学中的某些研究总希望在马克思的若干手稿的片言只语中制

造马克思在某些时候放弃了唯物史观和 《共产党宣言 》 的基本思想的舆论 ，

这是在文献中没有可靠根据的臆断 。 《共产党宣言 》 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

文件 ， 其中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基本的思想和理论 ， 这些思想理论是

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始终坚持、 没有改变的思想理论。 这可以 由 《共产党

宣言 》 多次用不同文字再版时 ， 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写下的序言为证 。 １ ８７２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 德文版序言中说 ，

“

不管近 ２５ 年来的情况

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 这个 《宣言 》 中所阐明 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

是完全正确 的
”

。

？
１ ８ ８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马克思逝世。 在马克思逝世之前一年 ，

即 １ ８ ８２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维拉 ？ 查苏利奇翻译的 《共产党宣

言 》 俄文版写了序言 ， 用俄国革命当时的形势说明 《共产党宣言 》 对现代资

产阶级私有制必然灭亡的宣告还是完全正确的 。 恩格斯于 １ ８９５ 年 ８ 月 ５ 日逝

世 ， 他为 《共产党宣言 》 写下的最后一个序言是 １ ８９３ 年 ２ 月 １ 日意大利文版

序言 ， 重 申 了 《宣言 》 在出版 ４５ 年以后仍然为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客观事

实 。 马克思恩格斯从 １ ８４８ 年开始一直到他们去世之前 ， 终其一生一以贯之地

坚持 《共产党宣言 》 的思想理论就在于 《宣言 》 所有的分析和论断都来 自 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 恩格斯在 １ ９ ８ ８ 年 《共产党宣言 》 的英文版

序言中指出 ，

“

构成 《宣言 》 核心的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 。 这个思想就是 ： 每
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力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４ 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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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 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 ，

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

… …

”？
《共产党宣言 》 就是用这种唯物史观的理论

和方法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 成为 １ ７０ 年

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 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 包括 《共产党宣言 》 在

内 的多种马克思著作再版重印 ， 西方知识界大声呼叫
“

马克思 回来了
”

！
＠
马

克思 的 回归 ， 不仅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的 回归 ，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的回归 。 这种回归正是我们努力完整地掌握唯物史观 ，

加强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重要契机 。

恩格斯说 ：

“

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 ， 并不是按照黑格

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 。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
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

会形态的存在条件 ， 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 、 私法、 美学 、 哲

学 、 宗教等的观点 。

”？
《共产党宣言 》 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是 ：

“

至今一切社会

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
为了确证这一论断 ， 恩格斯经过长期研究 ， 在

晚年写下了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 重新研究了
“

社会的史前史 、 成

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
”

， 指出 《共产党宣言 》 中所的
“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
”

，

“

这里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
”

。

＠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 ， 书写历史的理

论学术权力基本上掌控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学派的手中 ，

“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

史
”

是必须按照唯物史观重新研究历史 ， 夺取掌控在唯心主义手中的理论学术

权力 ， 这是 《共产党宣言 》、 马恩全部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

论的前提和基础 。 这肯定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和

基础 。 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 ， 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

件 ， 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美学的观点 ， 这一完整的研究思路是恩

格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 文艺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文艺活动是美学研究的

一个重点问题 。 文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学理论在具体文艺活动中的论述形

态。 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必须在用新的唯物主义研究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上才

能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美学的观点的研究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

文艺思想正是这样形成的 。 他们是在重新审视人类的全部历史、 文艺的全部历

史 ， 分析文艺在各种社会形态中存在条件的基础上 ， 研究具体文艺现象如何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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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１ ０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５ ８７ 页 。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 第 ２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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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条件中出现 ， 在社会关系 中展示 ， 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等一系列环节基

础上 ， 才提出他们的文艺思想的 。

《共产党宣言 》 的主 旨是昭示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 ， 并不是刻意对文学艺

术做某些专门论述 ， 但是其中有些论述成为当代西方文论乃至于全球文论的重

要问题的理论依据 。

《共产党宣言 》 指出 ，

“

在我们的时代 ， 资产阶级时代
”

， 社会的生产方式

和社会形态出现了与以前社会时代不相同的突出特点 。 与文学艺术活动相关的

特点主要是在资本主义时代 ， 资本在对社会的全面扩张中 ， 把物质生产与精神

生产完整地掌控起来 ，

“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①
物质生产

中资本的作用也同时表现在精神生产中 。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

一

，

“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他把医生 、 律师 、 教士 、 诗人和学者变成了他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

。

＠
艺

术生产在资本主义整体生产关系的影响下 ， 从单纯的精神生产演变成为商品生

产 ， 作家艺术家成为雇佣劳动者 。 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 ， 艺术生产逐渐

全面商品化 ， 商品生产则逐渐全面艺术化 、 审美化 。 资本增值的商品驱动成为

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生产的第一效应 。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 艺术同时具有文

化价值、 审美价值 、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 在经济价值与艺术的其他价值发生

抵晤 、 不可共容的时候 ， 经济效益第一是资本主义时代艺术生产的核心价值

观。 当然 ， 现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也在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

境中生存和发展 ， 如何正确地调整艺术的文化价值 、 审美价值 、 社会价值和经

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 ， 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艺术内在价值的多样化统一应该

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

二
， 资产阶级在资本市场中是活跃的 、 有能力的 ， 它要对这一时代的生产

工具 、 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变化 ， 甚至改革 。

“

生产的不断变革 ，

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 ， 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 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

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

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 ，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

一切等级

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 人们终于不得不

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 、 他们的相互关系 。

”？
不断地变革 、 动荡 ，

不安定的躁动 ， 挑战固定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秩序 ， 就是资产阶级时代生产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３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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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生活状况的常态 。 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 》 讲到包括文学

艺术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的功能时说过 ，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 全部庞大

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 在这种时候 ， 那些法律的 、 政治的 、 宗教

的 、 艺术的或哲学就成为
“

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
”

的意识

形态形式 。

？
艺术是时代的风向标 。 艺术家用他职业性的敏感心灵 ， 在一个大

动荡的时代 ， 比常人更容易感知社会形态变化对人的心理和生存方式引起的巨

大波澜 ， 有些真诚地热爱和忠实于艺术的艺术家往往把这些直刺内心伤痛的种

种经历和感受书写在艺术作品 中 ， 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 在资本主义

时代不断变革的生产工具、 生产关系和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状况中 ， 首先在西

方文学艺术掀起了从浪漫主义 、 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 、 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文艺

思潮 ， 这些波翻浪涌的艺术景观只有用 《共产党宣言 》 中指出 的资本主义的时

代特征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 文学艺术中先锋派从艺术创作的需要出发 ，

应对社会生活的瞬息万变的动荡 ， 在艺术的 内容和形式上刻意求新 ，

一定程度

上不断地激活了艺术的创新机制 。 而且 ， 当代西方艺术发展的事实表明 ，
正是

在这些从与资本驱动的变革相应的社会生活状况中涌现出来的文艺思潮 ， 其中

的某些代表性艺术作品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成为西方当代乃至人类的艺术精

品 。 詹姆逊在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 中 ， 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变

化的阶段 ， 梳理西方文艺思潮的演变历程 ， 大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应

当遵循的在
“

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 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 ， 然

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
”

的美学观点的方法论原则 。 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产生了人的全面异化 ， 同时也不断更新生产工具等 ， 也同时激发了艺术工

具、 形式 、 手法的不断花样翻新 。 这些是值得研究和可以利用的 。

三
，

“

资产阶级 ，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 使一切 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

为世界性的了
”

，

“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 自 给 自足和闭关 自 守状态 ， 被各民

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 民族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 日 益成为不可能 ， 于是 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

学
”

。

？
此处的

“ ‘

文学
’

一词德文是
‘

Ｌｉ 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 这里泛指科学、 艺术、 哲

学 、 政治等方面的著作 。

”＠
用今天的话来说 ， 这里的

“

文学
”

可以理解为广

义的
“

文化
”

， 是对
“

世界文化
”

全球化的一种论断 。 各个民族和地方的文化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５９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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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生产和市场的全球性扩张中也互相交流和互相依赖 ， 不与其他民族和

地方文化发生关系 ， 仍然只具有单纯的某
一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与文学艺术是

不存在的了 。 这既适用于广义的世界文化 ，
也适用于狭义的世界文学 、 世界

艺术 。 世界文学格局的形成已经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既定事实 ，
１７０ 多年来各

个民族和地方文学的发展演变基本上都是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进行 ， 任何试图

回归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各民族和地方文化状况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 中

国当下的文学艺术毫无疑问 已经是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世

界文学论现在是世界文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还是应当按照恩格斯的说

法 ， 重新研究世界文学形成的历史 ， 提出 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世界文

学的理论 。

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 ， 《共产党宣言 》 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文

化以及文学艺术的突出特点 ， 仍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 按照 《共产党宣言 》

的经典论述 ， 密切关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 ， 进
一步认识当代

资本主义文化艺术的特征 ， 仍然是很重要的 。 但是 《共产党宣言 》 并不是止

于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论述 ，
而是在此基础上宣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 宣示

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社会制度的主张 。 《共产党宣言 》 发表 ｎｏ 年的历史

不仅是资本主义时代 ，
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 。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 ，

“

《共产党宣言 》
一经问世 ， 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 深刻改变

了人类历史进程 。 我们党开辟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 中 国共产党是 《共产党宣言 》 精神的忠实

传人
”

。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市场经济引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伟

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
也是符合 《共产党宣言 》 的精神的 。 《共产党宣言 》

指出 ，

“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 ， 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 的共同活动 ， 而且归根

到底只有通过社会群体成员 的共同活动 ， 才能运动起来 。 因此 ， 资本不是一

种个人力量 ， 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②
无产阶级革命剥夺了资产阶级对资本的

私人 占有的私有制 ， 将资本掌握在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手中 ， 并不意味着

要消灭资本 ， 而只是改变了资本的社会性质 。 正如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制

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样 ， 社会主义制度也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社会 由资本运

行形成的髙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基础建立起来 。 《共产党宣言 》 指出在资本主

①《 习近平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

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４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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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时代 ， 在资本驱动下文化艺术的三个特点 ， 既是对广大劳动者和人民群众

的文化压迫 ，
又产生了埋葬资本主义的有生力量 ， 既有推进艺术发展的印记 ，

又有资本主义走向穷途末路的历史必然归宿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

必须善用资本在艺术生产中积极作用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中 国社会主义

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

当前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根据 《共产党宣

言 》 所依据的唯物史观 ， 重新研究中 国
“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社会主义革命

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的历史 ， 详细研究改革开

放后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 ， 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

出相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学、 文艺学的观点 ， 而不是一味地跟随

在西方文论后面 ， 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指路明灯。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 ，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根本

目标不仅是解释文艺 ， 而且是创新文艺 。 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根

本 目标是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 当前要认真研究 《共产党宣言 》

所指出的在资本动力推动下资本主义时代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特点 ， 在剥离了资

本的私有化社会属性以后 ， 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 ， 推进中 国化马

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 。 要认真研究如何运用资本和市场不断改变 、 创新的活

力 ， 提出推进文化体制进一步改革创新的方略 ， 理顺和扩展文化市场 ， 提出激

发中 国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艺术生产力量的理论思想 ， 形成创新中华文化优秀传

统 ， 丰富民族特色 ， 具有现代化、 国际化的文学艺术浪潮 ， 把中 国制造的优势

扩展到文学艺术领域 ， 在当前世界文学的格局中 ， 逐渐走向文学艺术舞台的中

央地带 ，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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