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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袁宪法变迁属于一种具有法效力的客观事实袁由此袁宪法变迁必须接受法内在价值的评价遥 这也产生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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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早提出宪法变迁概念的是德国公法学者拉班

德渊孕葬怎造 蕴葬遭葬灶凿冤袁他于 员愿怨缘 年在叶德意志帝国宪法

的变迁曳一书中袁首次提出了宪法变迁的概念袁籍此

来说明宪法条文未改变而宪法实质上发生变更的现

象遥 但是袁拉班德仅就宪法变迁的现象加以描述袁并
未就宪法变迁的法学意义以及宪法变迁的界限等问

题作进一步的探讨遥
早建构宪法变迁的理论体系的是德国公法学

者耶林内克渊郧藻燥则早 允藻造造蚤灶藻噪冤袁自 员怨园远 年袁其叶宪法修

改与宪法变迁曳一文发表后袁宪法变迁一词广为人

知袁并成为宪法学界研究的对象遥 宪法变迁的含义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袁广义的宪法变迁泛指宪法的一

切变化袁除宪法修改外袁宪法的废弃尧废止尧破毁以及

停止都包含在内遥 狭义的宪法变迁是指宪法条文未

修改袁而现实上宪法规范的内涵发生变化袁这也是自

拉班德尧耶林内克以来学者们普遍认同的概念遥

宪法变迁为什么会产生钥 主要有以下两个原

因院一是从宪法的内在要求来看袁宪法变迁反映了作

为应然的规范与作为实然的社会实际之间的一种紧

张关系遥 宪法是时代之子袁宪法的成文化凝聚着制

宪时的国民意志袁彰显共识遥 随着时代尧社会环境的

变迁袁国民对于事务尧价值与规范的看法也会随之改

变袁处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与思

考模式袁宪法规范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与回应遥 应

然与实然不是截然二分的对立袁而是呈现出一种辩

证式的交互作用袁即法与实际的相互归属遥咱员暂怨猿 因
此袁宪法变迁是一个合乎宪法本质的尧内在的表现袁
是同一部宪法之下维系国民共识持续发展所必要

的遥 二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袁宪法变迁是为了在宪

法的稳定性与弹性之间寻找一种平衡遥 因为稳定性

能够保护国家生活在持续的尧不可预见的尧无法克服

的变动中免于瓦解袁弹性也使得历史变迁与生活关



系的多面性能够被正确地评价遥咱员暂员园源虽然修宪程序

也是宪法对于确保稳定性与弹性的内在机制袁但是袁
由于在成文尧刚性宪法国家中袁修宪程序的困难使得

宪法变迁的理论蓬勃发展遥咱圆暂圆员园

一尧耶林内克和徐道邻对宪法
变迁的经典论述

摇 摇 耶林内克在其叶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曳一文中

对宪法变迁作了如下的分类院渊员冤因议会尧政府或法

院对宪法规范的不正确解释而产生的宪法变迁曰
渊圆冤因政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宪法变迁曰渊猿冤因宪法

惯例而产生的宪法变迁曰渊源冤因权力不行使而产生

的宪法变迁曰渊缘冤为填补宪法漏洞而产生的宪法变

迁曰渊远冤因宪法根本精神或基本制度变化而产生的

宪法变迁遥咱猿暂员园远原员园愿

应当看到的是袁耶林内克对宪法变迁的分类标

准并不相同袁比如院第一类着眼于导致宪法变迁的主

体曰第二类尧第四类尧第六类从宪法变迁的原因入手曰
第三类和第五类侧重于宪法事例与宪法规范的

关系遥
另一个对宪法变迁进行分类的学者是徐道邻遥

徐道邻继承了其师斯门德渊砸怎凿燥造枣 杂皂藻灶凿冤的整合理

论袁认为宪法是融合国家政治力与法律尧文化价值观

念等所整合形成的根本规范体系袁在宪法的发展过

程中袁宪法作为一持续践行的统合系统应将变动不

已的社会实践纳入统合的过程中袁以确保国家履行

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变动的任务遥咱源暂 徐氏认为袁宪
法变迁共有 源 种类型院渊员冤形式上未伤及宪法规范

的国家实务运作所产生的宪法变迁曰渊圆冤宪法条文

所规定的权限无法行使所产生的变迁曰渊猿冤因违宪

的国家实务运作所产生的宪法变迁曰渊源冤经由宪法

解释所产生的宪法变迁遥咱圆暂员愿愿

徐道邻的分类建立在对耶林内克学说批判继承

的基础之上袁因此其分类与耶林内克既有交叉又有

不同遥 如徐氏的第一种与耶氏的第二种尧徐氏的第

二种与耶氏的第四种尧徐氏的第四种与耶氏的第一

种相同遥 徐氏与耶氏的不同在于院渊员冤徐氏不赞同

耶氏的第三种分类遥 徐氏首先批判了宪法变迁是习

惯法的观念遥 他认为袁习惯法强调经过惯例形成必

要的法的确信袁这与宪法变迁是因为改变已经稳定

的宪法秩序不同袁即习惯法是一种趋向稳定的过程袁
宪法变迁则是反其道而行袁所以袁宪法变迁并非习惯

法遥 其次袁对于因惯例而产生的宪法变迁袁徐氏援引

英国著名公法学者 阅蚤糟藻赠 的叶英宪精义曳中的观点认

为袁依惯例来形成宪法变迁只能说是英国法的特殊

现象遥 更何况这种惯例并不如习惯法有稳定的法的

确信袁而是可以随时改变袁随时产生新的惯例袁所以

无法以此来解释宪法变迁遥淤渊圆冤徐氏也不赞同耶氏

的第五种分类袁即为填补宪法漏洞而产生的宪法变

迁遥 徐氏认为袁只有宪法典而非宪法本身会有漏洞袁
学界承认宪法有漏洞是因为将宪法典与宪法混为一谈

所致袁宪法典是一个不可能把每一项宪法关系都纳

入的法典袁但是袁宪法本身所蕴含的意义体系是完整

的袁所以袁宪法漏洞是宪法形式主义者所持的怀疑遥
徐氏主张袁宪法典漏洞属于宪法典未明文规定的情

况袁而宪法变迁属于与宪法典上的明确规定不一致袁
故宪法变迁与宪法漏洞并不一致遥咱圆暂员愿愿原员愿怨渊猿冤与耶

氏的第六种分类不同袁徐氏将其分为实质意义的宪

法变迁于袁这种情形可能是直接与宪法条文相抵触袁
也可能与宪法条文字义不抵触袁但却和条文精神相

违背遥 所以袁这种宪法变迁也可称为野体系与意义

的变迁冶遥 渊源冤徐氏明确反对因违宪所导致的宪法

变迁袁认为这属于野恶性变迁冶袁应予排斥遥 这恰好

是耶氏学说的缺陷之一袁从耶氏的分类中袁看不出宪

法变迁与违宪的明确区分袁耶氏甚至将野无人表示

异议或主张违宪冶作为宪法变迁的判断标准遥 也就

是说袁如果既成事实与宪法条文的含义相左袁却无人

对其合法性表示异议或主张违宪袁则产生宪法变迁遥
这是耶氏的学说极为危险之处袁将宪法变迁等同于

野存在即合理冶遥 这也与耶氏倾向于对宪法变迁作

经验的描述袁而非建立法学的理论或探讨宪法变迁

的法律性质有关遥
耶林内克与徐道邻对宪法变迁的论述对比袁如

表 员 所示遥
表 员摇 耶林内克与徐道邻关于宪法变迁分类的对照

耶林内克 徐道邻

渊员冤因议会尧政府或法院对宪法规

范的不正确解释而产生的宪法变迁

渊源冤经由宪法解释所产生

的宪法变迁

渊圆冤因政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宪法

变迁

渊员冤形式上未伤及宪法规

范的国家实务运作所产生

的宪法变迁

渊猿冤因宪法惯例而产生的宪法变迁 反对

渊源冤因权力不行使而产生的宪法变

迁

渊圆冤宪法条文所规定的权

限无法行使所产生的变迁

渊缘冤为填补宪法漏洞而产生的宪法

变迁
反对

渊远冤因宪法根本精神或基本制度变

化而产生的宪法变迁
实质意义的宪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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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尧
宪法解释尧违宪的关系

摇 摇 由宪法变迁的分类可知袁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

之间的互动关系除了用宪法变迁的概念来描述之

外袁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概念袁要进一步确定宪法变

迁的内涵与属性袁必须对宪法变迁与一些相关概念

进行区分遥
渊一冤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

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并不相同遥 这在耶林内克

员怨园远 年发表的文章中就进行了区分袁他认为袁修宪

是透过有意识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文本的改变袁而
宪法变迁是指宪法条文形式上没有变更而继续保有

其原有形态袁在无意图尧无意识的情况下袁因情势变

迁而导致现实的政治运作与宪法文本不同遥咱缘暂 宪法

变迁之所以发生袁是因为成文宪法尧刚性宪法袁由于

修改困难袁使宪政运作无法与宪法明文规定相一致袁
所以才会把宪法变迁的问题引入宪法学的讨论范

围遥 如果没有严格的修宪程序袁通过宪法修正案能

够经常反映国家宪政的需要袁便无宪法变迁的问题遥
所以袁根据德国学界的通说袁宪法变迁是宪法修改的

先行程序袁换言之袁宪法变迁的极限便是宪法修改遥
渊二冤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

二战以后袁由于违宪审查制度的兴起袁使得宪法

变迁的重心移至宪法解释袁这也一度造成了用宪法

解释来代替宪法变迁的企图遥 如 匀覿遭藻则造藻 认为袁隐
藏于宪法变迁理论后的仅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袁开放

的宪法解释没有承认宪法变迁的必要袁由于解释不

是在真空的尧无时间性的空间里出现袁解释过程只有

在时间之中才有可能袁因此袁变迁并非由外而来的过

程袁而是在时间之中的规范袁 也就是变迁即解

释遥咱员暂员园怨匀覿遭藻则造藻 指出了宪法解释中的时间因素是有

意义的袁但是袁宪法解释并非宪法变迁的惟一途径袁
如同其他现实的宪政运作导致宪法变迁一样袁宪法

解释可能产生宪法变迁袁但绝不能认为宪法解释就

等同于宪法变迁遥 同时袁宪法解释可能促进宪法的

野良性变迁冶袁使得老条文有新生命袁使宪法成为活

法袁但宪法解释也可能废弃宪法原意袁也就是所谓的

野违宪的宪法解释冶袁这种属于野恶性变迁冶的形同违

宪的措施袁是应排除在宪法变迁概念之外的遥 因此袁
宪法变迁构成宪法解释的界限袁亦即袁宪法解释只能

在宪法变迁的程度内为之方得许可袁解释宪法不得

逾越宪法变迁的界限而构成违宪遥咱圆暂圆员缘

渊三冤宪法变迁与违宪

宪法变迁与违宪均是由于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

的不一致所引起袁但宪法变迁与违宪并不相同遥 宪

法变迁具有正当化的理由袁是必须的袁而违宪则既欠

缺正当性也非必然遥 违宪审查机构既不能否定所有

的宪法变迁袁将其视同违宪袁也不能用宪法变迁来合

理化违宪的状况遥 在此袁到底是违宪还是宪法变迁袁
必须要在宪法规范的价值性与现实需求的必要性之

间进行衡量遥 如果宪法规范所欲彰显的价值仍是现

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袁该宪法规范的意义尧内涵仍是

为社会大众所信赖的曰而与宪法规范产生紧张关系

的社会现状仅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并非社会发展不

得不的必然需求袁如果该紧张关系无法透过宪法解

释等方法来缓和袁甚至已经形成矛盾尧冲突袁则应为

违宪遥 反之袁如果透过社会学尧经济学等相关社会科

学对人类生活长期积累尧追踪尧观察的辅助袁发现与

宪法产生紧张关系的社会实际确为宪政运作所必要

且经长期的实践已经取得当代国人的共识时袁则为

宪法变迁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中国宪法学界还有野良性违宪冶

一词遥 该词的野缔造者冶郝铁川认为袁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出现了一些表面上看似违宪袁但实际上符合历

史发展趋势的事件袁他称之为野良性违宪冶遥 他认

为袁判断是否属于野良性违宪冶的标准是院渊员冤是否有

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曰渊圆冤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

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遥 同时袁导致良性违宪出现的原

因是院渊员冤法律对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具有滞后性曰
渊圆冤中国的立宪制度不够完善袁多采用列举式的授

权性规范袁也就是说袁列举范围之外的不能做袁会导

致与改革形势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遥 终袁郝教授

认为良性违宪虽然合理袁但决不能放任自流袁而是应

进行限制院渊员冤通过权威的违宪鉴定机构来鉴别何

者为良性违宪袁何者为恶性违宪曰渊圆冤良性违宪有时

间上的限制袁在一定时间之后袁要通过修宪使良性违

宪变成合宪遥咱远暂 郝铁川的撰文中虽然使用的是野良
性违宪冶一词袁但实际上探讨的是宪法变迁的问题遥
但是袁由于其一开始就将宪法变迁定性为野违宪冶袁
从而必然招致学者的批判遥 比如袁童之伟就质疑说袁
良性违宪也是违宪袁同恶性违宪没有实质差别袁同样

必须追究违宪责任遥咱苑暂 而韩大元则认为袁良性违宪

体现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袁这种由于规范

的滞后性所引起的冲突袁属于正常的冲突袁因而是合

宪的遥咱愿暂可以想见袁如果当时争论的双方从宪法变

迁的角度来论述袁分歧可能不会产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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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宪法变迁的属性

宪法变迁到底是事实属性袁还是规范属性钥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遥 这是自耶林内克提出宪法变

迁的概念之后袁就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问题遥 无

论是从拉班德还是从耶林内克的分类来看袁两者

都倾向于从事实描述的角度来研究宪法变迁袁尤
其是耶林内克提倡野事实的规范力冶学说袁使后人

指责他提出的宪法变迁理论是为统治者恣意改变

宪法进行辩护遥 当然袁根据耶林内克身处的环境袁
当时的公法学说因为绝对君主制的氛围袁往往带

有妥协理论的色彩袁但不可忽视他为宪法变迁的

规范化所做的努力遥
自耶林内克以后袁宪法变迁的属性说共有 猿 种院
员郾 肯定说

这一学说以习惯法来说明宪法变迁的现象袁从
而赋予其完全的规范属性遥咱猿暂员圆苑原员圆愿对此说的批评主

要有院第一袁习惯法只能补充成文法袁无法改废成文

法曰第二袁称为宪法变迁的现象袁往往欠缺习惯法的

要素袁比如院客观上袁必须是一个长期性的惯行事实曰
主观上袁必须是所涉及的公民对此惯行事实产生法

的确信咱怨暂 袁从而宪法变迁不能成为习惯法遥
圆郾 否定说

否定说完全否定宪法变迁的法律性格袁而单纯

以违法事实或法的破坏视之遥 如 运藻造泽藻灶 从新康德

主义的方法论出发袁严格区分应然与实然袁强调法学

的研究对象以应然为限袁从而袁违宪的实例终究只是

事实袁不具有规范的妥当性遥咱猿暂员猿圆 针对 运藻造泽藻灶 的观

点袁日本宪法学者小林直树认为袁否定说将宪法变迁

加上事实的烙印袁尝试以不解决的方式解决问题袁这
并非科学的法学理论应有的做法遥咱猿暂员猿圆

猿郾 折衷说

折衷说认为宪法变迁既非单纯的违法事实袁也
不具有完全的规范属性袁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宪法

惯例遥 宪法惯例不是正式的法源袁但可以弥补法秩

序的不足袁或随时伺机而动袁准备一旦原有的法规范

衰减袁即取而代之遥咱猿暂员猿缘

对此袁笔者支持折衷说袁但并不赞同从宪法惯例

的角度来解释宪法变迁的属性遥 首先袁必须承认宪

法变迁是一种客观事实袁单纯的价值判断无法否认

这一点遥 其次袁也不能毫无保留地认为宪法变迁纯

粹是一种事实袁不受法律的约束袁这不是法学研究的

态度遥 法学作为一种应然性的研究袁必须对社会中

的事实进行评价遥 也就是说袁何种宪法变迁的事实

必须接受法律的内在价值的检验遥 第三袁不加鉴别

地承认宪法变迁具有法属性袁具有规范力袁极有可能

成为现实生活中统治者正当化违宪的借口遥 第四袁
诚如前述袁宪法惯例与宪法变迁并不相同遥

四尧宪法变迁的界限

宪法变迁从一种事实转变为具有规范属性袁就
必须接受规范标准的检验遥 也就是说袁在何种限度

内的宪法变迁袁才具有法的规范效力遥 耶林内克将

野无人表示异议或主张违宪冶作为宪法变迁的界限遥
不违宪固然可以作为宪法变迁的界限袁然而袁无人主

张违宪并不代表不违宪袁所以袁耶氏的学说并未得到

多数学者的支持遥 徐道邻认为袁虽然每部宪法都避

免不了宪法变迁袁但是这个界限是宪法的体系遥 所

谓宪法的体系袁在美国袁是遵守宪法的一般原则袁如
政府权力的限制尧代议制度尧联邦法的优越以及人权

保障等遥 但在德国法体系袁则需要另辟蹊径遥 徐氏

认为袁在德国袁宪法变迁的界限是革命袁换言之袁宪法

变迁不能达到产生革命的效果遥 因为革命会带来宪

法秩序的全盘改变遥 徐氏的见解在当时魏玛宪法时

代袁由于宪法中缺乏修宪界限的规定袁所以显得特别

有意义袁但是袁随着基本法第 苑怨 条第 源 项规定了修

宪界限后袁将产生革命的后果作为宪法变迁的界限袁
显然标准过宽袁也就是说袁宪法的变迁不能一直等到

革命前夕才能野喊停冶遥
作为一种正当化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冲突

的方式袁宪法变迁必须与其他的解决机制要要要修宪尧
释宪甚至违宪联系起来发挥作用遥 因此袁其他机制

也自然构成宪法变迁的界限院渊员冤宪法价值的优越

性决定了宪法变迁不能野退入冶违宪曰渊圆冤宪法变迁

的极限是宪法修改袁因此袁在某种程度上袁宪法修改

也构成宪法变迁的界限遥 那么袁宪法变迁累积到什

么程度需要修宪呢钥 一般来说袁当社会实际与宪法

规范之间的冲突已经发展到不通过修宪无法解决的

时候袁亦即宪法文本不存在解释空间时袁就必须进行

修宪遥 因此袁宪法文本就构成宪法变迁的一个限制遥
如果宪法文本的字义非常明确且详尽时袁宪法变迁

就很难发生袁或者说袁一旦发生就构成违宪遥 此时袁
宪法文本具有意义的理解终结之处袁或者宪法变迁

出现与宪法文本明显矛盾之处袁也就是经由解释来

达到宪法变迁的可能性的终结之处遥咱员暂员员缘

宪法变迁的界限如表 圆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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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摇 宪法变迁的界限

宪法规范的价值性跃
社会实际的必要性

宪法规范的价值性约
社会实际的必要性

违宪

宪法文本有解释

的可能

宪法文本没有解

释的可能

宪法变迁 修宪

五尧结语

宪法变迁问题与两个前提性的认识有关院首先袁
宪法变迁是基于实质主义的宪法观袁或者称之为

野活的宪法冶渊造蚤增蚤灶早 糟燥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冤袁是指导宪政运作的

整体规范袁与立宪机关制定的成文宪法或宪法惯例

等形式宪法并不相同袁换言之袁宪政运作的实际制度

以及非宪法明定的宪法文化袁由于都具有指导宪政

运作的规范功能袁都属于这种实质宪法遥咱员园暂其次袁宪
法变迁注重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宪法的效力要要要规范

面的正当性渊 造藻早蚤贼蚤皂葬糟赠冤和事实面的实效性渊 藻枣枣藻糟鄄
贼蚤增藻灶藻泽泽冤袁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袁都不能称为有效

的宪法遥

注释院
淤 徐道邻从宪法惯例是英国法的独特现象出发来反对因宪法惯例

而产生的宪法变迁袁理由上是欠缺的袁因为从现实来看袁宪法惯例

并非不成文宪法国家所独有袁成文宪法国家也存在宪法惯例遥 但

是袁宪法惯例的形成必须同时具备野物的要素冶和野心理的要素冶遥
野物的要素冶要求宪法惯例必须持续尧反复出现袁野心理的要素冶要
求国民对其有法的确信遥 因此袁宪法惯例是一种趋向稳定的过

程袁然而袁宪法变迁却是追求一种变更既存规范的动态过程袁这是

成立的遥 同时袁宪法惯例是为了弥补成文宪法的不足袁而宪法变

迁则是以既存宪法规范为前提袁所以两者是截然不同的遥
于 与其相对应的是形式意义的宪法变迁袁是指成文宪法的规定与现

实的宪政状态以不一致袁这也可称为宪法条文的字面变迁遥

参考文献院
咱员暂 杨坤樵援 从宪法变迁论法律与宪法的紧张关系要要要以经济宪法

为例咱阅暂援 台北院 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袁 圆园园源援
咱圆暂 陈新民援 公法学札记咱酝暂援 北京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袁 圆园园员援
咱猿暂 许志雄援 宪法秩序之变动咱酝暂援 台北院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袁

圆园园园院 员园远原员园愿援
咱源暂 苏俊雄援 从整合理论之观点论个案宪法解释之规范效力及其界

限咱悦暂椅刘孔中袁李建良援 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院一援 台北院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袁员怨怨愿院 圆园援

咱缘暂 程明修援 宪法变迁及其界线咱允暂 援 法学讲座袁 圆园园猿袁 员源院 员原愿援
咱远暂 郝铁川援 论良性违宪咱允暂 援 法学研究袁 员怨怨远渊源冤院 员猿援
咱苑暂 童之伟援 野良性违宪冶不宜肯定要要要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

不同看法咱允暂 援 法学研究袁 员怨怨远渊远冤院 圆远援
咱愿暂 韩大元援 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要要要评郝尧童两先生关

于野良性违宪冶的争论咱允暂 援 法学袁 员怨怨苑渊缘冤院 缘苑援
咱怨暂 陈新民援 行政法学总论咱酝暂援 台北院三民书局袁 员怨怨员院 苑怨援
咱员园暂 叶俊荣援 美国宪法变迁的轨迹院司法解释与宪法修正的两

难咱允暂 援 美国月刊袁 员怨愿怨渊怨冤院 苑缘原愿猿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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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远圆 页冤
于 根据洛克的解释袁货币是通过下述途径而出现的院人们相互同意

用货币去换取容易毁损的物品袁而这种默示的自愿同意并没有假

定市民社会的存在遥 这种同意是在社会界限之外达成的袁并未采

取契约的形式袁而是通过将价值赋予金银等贵金属之上而默许使

用货币的方式达成的袁尽管这种默许并不能建立市民社会遥 参见

咱美暂列奥窑施特劳斯等援 政治哲学史渊下冤 咱酝暂援 李天然袁等袁译援
河北人民出版社袁员怨怨猿袁第 缘远远原缘远苑 页遥

盂 洛克关于私有财产起源的学说导致了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和社会

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遥 参见咱美暂乔治窑霍兰窑萨拜因援 政治学

说史渊下冤咱酝暂援 刘山等译袁商务印书馆袁员怨愿远袁第 缘怨圆 页遥
榆 在这个问题上袁卢梭曾经指出袁洛克的理论在逻辑上过于主观臆

断了遥 因为假使政府仅仅是人民的托管人袁那为什么委托人本人

反而因行使委托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袁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遥 参

见咱美暂乔治窑霍兰窑萨拜因援 政治学说史渊下冤 咱酝暂援 刘山等译袁商
务印书馆袁员怨愿远袁第 缘怨怨 页援

参考文献院
咱员暂 詹姆斯窑塔利援 语境中的洛克咱酝暂援 梅雪芹袁石楠袁张炜袁等袁译援

上海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袁圆园园缘院源援
咱圆暂 允燥澡灶 蕴燥糟噪援 杂藻糟燥灶凿 贼则藻葬贼蚤泽藻 燥枣 早燥增藻则灶皂藻灶贼渊员远怨园冤咱酝暂援 酝葬糟责澡藻则泽燥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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