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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较之家国情怀的大孤独，小孤独大约是我们的宿命。”林少华先生以村上文学中特有的“小孤独”为切入点，首次条分缕析他的“翻译之道”和“文学之道”。在徐徐展开美丽的文学风景中，本书直击当下年轻人不羁的自由灵魂——真实面对深植心中的那份“小孤独”——享受孤独并且从中获得力量！诚如村上春树所言：“在这里，孤独不需要慰藉，因为孤独本身即是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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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价：

“孤独也是大丈夫的孤独，国土的孤独，悲壮的孤独！”亦有小女人的孤独，像书中提到的村上春树，读过他的书，一直不曾注意翻译者是谁，也很少讨论关于书的内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脑部结构，所以相对的想法和意见都会不同的，看到太多因为言论不同，而争吵不休的人，久而久之选择了沉默，然后就寡言少语啦，也许争吵过后大家都觉得落寞，认为经常和你聊天的人不懂你的内心想法，可你哪里知道，我们又不是你，怎么知道你的想法，有些东西是见仁见智的，同时期的作者很多写作就是从回忆开始到展望未来，从回忆看作者的心路历程，或许会读懂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的过往，但还是受限于局限问题。

成也村上春树，败也村上春树。大众关注村上春树，甚至于对于作者就只限于译村上春树，从而忽视了作者的其他作品。其实作者还有很多译其他作者的作品，如夏日漱石《心》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三岛由纪夫《金阁寺》等等。

林少华在书中提到，“说一下孤独。大孤独，小孤独，不大不小的孤独。 ”而小孤独与我们凡夫俗子的生活状态似乎更息息相关。作为著名的翻译家，他以村上春树作为第一篇章来解读孤独和翻译工作，之后他也提到了鲁迅、莫言等作家，作者把屈原等古人问天问地地忧国忧民的孤独、陈寅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独归为大孤独；把莫言那种特殊社会环境或特殊个人语境中的孤独归为不大不小的孤独；而平平常常的我们，包括作者也即小孤独。

在《小孤独》一书中，林少华先生不仅对小孤独中蕴含的文学密码进行解读，同时对自己几十年翻译日本名家作品积累起来的经验，做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想要了解林少华“翻译之道”和“文学之道”的读者，这次可以过把瘾了！

“幽玄”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是作为宗教哲学词汇使用的。而被日本引进之后，则用来表达日本中世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所谓‘幽玄’，就是超越形式、深入内部生命的神圣之美”。诸如含蓄、余情、朦胧、幽深、空灵、神秘、超现实等等，都属于“兴入幽玄”之列。

林少华认为——所谓孤独，有没有人理不重要，重要的是，孤独的时候是否仍会为什么“感动得热泪盈眶”，亦即是否怀有激情，是否具有感动与被感动的能力。有，孤独便是财富；没有，孤独则可能导致无聊。

到手以后有点小惊喜，是双封呢，内封的颜色好漂亮

孤独是一种自由，小孤独或许就是自由的某个瞬间吧。读过很多林老师的译本，有川端康成的作品，也有村上春树的作品，一直都喜欢林译对日式审美的呈现，而村上的小说主人公大多数都相当孤独。现在想想，如果没有林老师可能不会爱上日本文学吧。

开篇就被吸引到了，大孤独、小孤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体会不到家国离愁，却注定要去品尝男女之间琐碎的情感涟漪，戳心戳心

孤独这个东西，如影随形，尤其是在大都市生活久了，到最后孤独都成了慰藉，看完这本书想念起千里之外的故乡，我的老家和林老师笔下的一样，开阔的农家院，草木茂盛，繁花似锦，空气清新怡人啊……

从书中的美谈到现实的美，从美又延伸到乡愁、诗和远方。社会发展太快，林老师也要面对自己的困惑，人们出席正式场合已不再穿西装打领带，大家都成为物质的农民，社会已经缺少精神的贵族。现代人被科技裹挟，小孤独正在蔓延，我们应该学着去做精神的贵族，每个人不免困惑孤独，但重要的是在面对孤独的时刻，我们依然能心怀激情，可以对一朵花笑，可以被一声鸟鸣感动。

这回买了许多书。之前没读过林教授的书，这次还没细读，看完序言就喜欢上这本书了。

夏末秋初的午后，从梦中醒来，偏西的斜阳照进屋内，在杂乱的床上放下了一道光斑。窗外对面楼宇外侧的爬山虎已经枯了大半，一阵风起，吹秃了几根藤条。孩子的喧闹声传进屋内，想来是幼儿园闭园的时刻到了。而我就这样一个人躺在床上。

林先生对于孤独的阐释尤其透彻，他把孤独分为三种，一种是大孤独，就像鲁迅、陈寅恪之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独，这种孤独中的大气凌然以及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岸的背影让人深思；第二种则是小孤独，这种小孤独最能体现在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中，而这样的孤独也许来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于内心诗意栖居的冲击，也许是科技浪潮对于个人存在的稀释，亦或是城市生活对于个人信仰的抑制……原因多种多样，不一而足；第三种便是文学作品透露出的那种不大不小的孤独，如村上春树的书中就强烈的体现了青年人中的孤独抑郁，而长期的这种情绪使得生活一度成为灰色！

天马行空的人把故事写得如此动容，他们的脑袋里一定装下了另一个世界。如果在平行时空死去，那么他们可以在这个异想的世界再活一次。可能就在一颗半熟的瓜里，在白透的籽里。对于翻译家来说，他们可能是包裹瓜籽的瓤，是瓜皮上深一道浅一道的纹路。我们大口咀嚼红色，丢弃吃不透的籽，而这瓜本身就是一颗籽，瓜瓤只是做了最好的阐释。不同的译者可以把同一篇文章翻译出咖啡和茶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同样是提神，苦中滋味尽不同。习惯和村上捆绑销售的林少华也习惯了做阐释。这种捆绑本身就是孤独的，好像磨没了双方的性格，终于可以在作品里融为一体。一个输出，一个再输入。最终，呈献给读者最好的作品，可称之为精彩。

“孤独”它居然还分大小，本就是反义词的两个字居然和孤独扯上关系，而我一直认为人不应该孤独的，从出生到离世，身边的人陆陆续续不曾间断，何来孤独一说，或许我们是孤独的，但我们不想承认而已，觉得朋友很多，但可以说贴心话的能有几人，过往的人生中有许多幸运的事物和人在等着我们，美丽又温暖的鼓励让我们觉得不孤独，就自动的忽略了这个问题。

自己初识林少华，是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那一年的夏天，知了叫个不停，朋友赠我了村上春树的书。起初觉得作者名字好有意思，细细读完之后，便成了村上春树的迷。后来慢慢才知道，是林少华把村上春树的书翻译到中国的。林少华和村上春树就像是连体婴儿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在日本，一个是在中国。

读《小孤独》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林少华是把“幽默”翻译成了“孤独”，又或者说是用“孤独”来注解“幽默”，二者互为表里。

孤独这个话题，不少作家、名人学者都有探讨过，早前看刘同的《你的孤独，虽败犹荣》就提到了孤独，刘同讲到从小到大，从读书到工作，人都离不开孤独，而孤独正赋予了人某种一往无前的力量。而今天我所读到的林少华的这本《小孤独》，也是异曲同工的告诉我们关于孤独的含义。

人的一生是害怕孤独的，但是却又难免不会遇到孤独。张楚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觉得不尽然，孤独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它是陪伴我们一生的一种感觉。我们大可不必去过分渲染他的可怕之处，我们更应该学会去与它共处，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更加惬意，更加明了！孤独让我们成长，孤独是我们一生的伙伴！

村上春树作品的成功在于其语言艺术上的特异，往往能将两种不相干的事物比喻到一起，林少华在《小孤独》一书中有这样的评价：“有一种大跨度想象力生成的新颖而睿智的诗性和机趣。”

……三伏时节，我和弟弟在柳树阴下将黄瓜和偶尔偷来的西瓜投进井里。估计凉透了，便用桶打捞出来，在柳树阴下迫不及待地“咔嚓”一口。一口就从脑门儿一直凉到脚后根，那才叫痛快，才叫爽。这么着，柳树阴、轱辘井和“咔嚓”一口，构成了儿时的我对幸福最初的感受和理解。

读者若能理解林少华的《小孤独》，则作者幸甚、读者幸甚。若不能，林少华将继续孤独地前行，这也是他的一种财富。

窃以为《小孤独》这个书名取的非常好。一方面，中肯地说出了村上文学所以能打动我们的缘由，在于写出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孤独和疏离感，和书中对村上文学的评析呼应；另一方面，更是作者自己的心境表述，书中不乏作者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深刻思考，某些观点或许与大众相悖，由是生出一种孤独感吧。

有一年自己去香港迪士尼，去剧场里看狮子王庆典。每一个演员都非常认真努力，场面热烈而又宏大。那个时候突然袭来的孤独感，一个人坐在木质板凳上看着满场的欢乐却又置身欢乐之外，直到现在也忘不掉啊。属于我的小孤独。

为什么明明在人群之中，却感觉自己无比孤独？因为我们生来就要与孤独为伴，人生和灵魂都只能独行，孤孤单单的来，又孤孤单单的去。

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不喜欢孤独的人呢？

孤独，自己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时候就很孤独。当别人执意如此，你没道理反驳。内心一片荒凉孤独

其实我害怕说出孤独，像是被生活打败落荒而逃的小丑，周围连嘲笑的声音也不复存在。所以我把孤独解释成享受独处，仿佛只有那一刻，世界是属于我的。

书中前半部分将孤独的比较多，讲村上春树的孤独，将村上春树作品的孤独，将村上春树一直未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孤独，还有林少华作为翻译家的孤独。后半部分多是些日常散文，闲暇之余翻来看看，倒也不坏。

我们一天天长大，孤独感却越来越强烈，从离开父母到组建家庭，不论是在群体中，还是独自一人，时常会被强烈的孤独感包围。我的小孤独，我们的小孤独！

犹太人每家据说至少有一个书柜，而且书柜必定放在床头而非脚对着的床尾。不少犹太人的墓碑前放着死者生前爱读的书。所以犹太民族有马克思有爱因斯坦有卡夫卡，我们没有。犹太人里外加起来不过六七百万，仅占世界总人口的0.2%，却包揽了21.7%诺贝尔奖。

兜兜转转一圈，才发现孤独是我们最后的归宿。这书吧，直接写孤独的不多，多的是形而上的孤独感。村上的，林少华的，这个时代的……

《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一说到村上春树的书名，自然就会想起林少华。很巧的是，家里有一本《且听风吟》，然后有一本《1Q84》，同样是村上春树的作品，来自不同的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隐射出译者自身的独特魅力。之前对林少华了解不多，唯一的了解也是和村上春树绑定在一起。而手上这本来自林少华的《小孤独》，让我对他除了翻译著作外，有了另外一面的了解。

林少华先生将孤独分为大孤独、小孤独和不大不小的孤独。这类似于高中做语文阅读理解时剖析主人公的家国情怀。我自没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也不像莫言字里行间有着时代深深的烙印，所以我愿守着自己的小孤独，大多数人都有的一种孤独。

林少华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学者。本书开篇，他以广为大家所熟知的村上春树入手，以其独特的见解，由古至今，为我们分析孤独，构成这本有意思的小孤独。作者以小字冠在孤独之前，将孤独的范围缩小了，小到一个你和我可寻的范围，你和我可控制，可理解的范围。这么一个小字，却又不可忽视的。众所周知，凡事皆由若干众小组成，所以小有其存在的原由，也有让我们重视的原由。

……毕竟，我们所处的不是烽火连天山河蒙尘的征战年代，而是轻歌曼舞花好月圆的和平岁月。较之挑灯看剑，较之吴钩看了，我们注定更要看男女之间琐碎的情感涟漪。较之落日楼头断鸿声里的大孤独，更要品尝“失去女人的男人们”的小孤独……幸也罢不幸也罢，反正这大约是我们的宿命，谁都奈何不得，全然奈何不得。

读林少华的《小孤独》让我们知道孤独它就是孤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孤独，但也一定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孤独，恰恰相反有些人就喜欢置身在孤独中，寻找创作的灵感，通过和自己灵魂的对话，寻找突破口，在激情和感动中找寻那面镜子也是奢侈的，孤独不需要慰藉，它也是一种调和剂在挑动我们的味蕾，让我们在排外的灵魂中寻找安慰与跳脱。正如蒋勋的《孤独六讲》里说：“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就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确实有些寂寞的人发现自己的灵魂也脱离了自己，想改变可是灵魂已远去，孤独只是被人的不理解和不认同而觉得孤独，文化交流没有国度，没有地域之分，但言论自由的不同让人深感无奈。

小孤独挺好，谁也都曾体会过，孤独是一种独处的能力，只有具备能力，方能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不会因为一个人遗世独立，就不能存活下去。一个人要学会忍受孤独，接受孤独，并且享受孤独，这是一个人成长必经的过程，有着隐忍的寂寞和疼痛，却始终会有破茧成蝶的瞬间，而一旦走过，就会发现孤独反而成就了当时的自己和未来的人生。

早就收到了书，特意等看完才来写评价。本书是林少华的散文集，还是非常精彩的，作为文学领域的代表翻译家，人们往往只记住了村上春树，背后的翻译者却鲜为人知，但是没有他们的阐释，这些作品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大众所熟知。

牛奶咖啡有一首歌叫做《越长大越孤单》，歌词里有一句：“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其实，不仅仅是越长大越孤单，科技越发达、社会越进步，人们也是越孤单，现代社会人人都有手机，沟通方式的便利带来的却是沟通的障碍，现代人好像都患上了孤独症。

学会孤独，懂得孤独，欣赏孤独。自己曾想象过村上春树，想象过林少华，想象过他们的样子，一个如何创作，千里之处，另一个如何翻译。无论是在创作时，还是在翻译时，他们都是孤独的，试图将自己脱离现实，融入书中。就如同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是孤独的，孤独地去想象文字砌成的另一个世界。

辞藻华丽不停炫技，矫情造作非常自恋，但却非常对我的口味。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写作风格是对村上春树的东施效颦，直到今天才发现我只不过是对林少华的拙劣模仿。翻译家的能量，真的是超乎读者的想象，可怕，可怕……

大孤独，小孤独，有意思。既是村上春树的小孤独，也是林少华的小孤独，也是我们——芸芸众生的小孤独。

林老师谈到文体语言的魅力，同样比喻太阳，莫言说“赤红的太阳……好像一个慈祥的红脸膛大娘”；村上则说“新的太阳好像从母亲腋下出生的佛陀一样从山端蓦然探出脸来”。同样比喻月亮，莫言说“那天晚上的月亮……像颜色消退的剪纸一样，凄凄凉凉地挂在天上”；村上则说“可怜巴巴的月亮像用旧了的肾脏一样干瘪瘪地挂在东方天空的一角”。

作为日本文学翻译家，林少华对日本文化也颇有研究，书中有好几篇，讲了日本的“幽玄”“物哀”文化审美的历史演变，读之脍炙人口，至少再次确认了日本的好多文化都是从中国过去的舶来品，换汤不换药。

其实我不常觉得自己孤独，大概是生性孤僻便习惯享受独处的自在。偶尔因为那该死的拖延症内心无比焦虑，更多的是忙忙碌碌的时候最孤独，忙碌到被生活抛弃，把周遭的趣味统统卷入一个巨大的黑洞之中。那种感觉很心慌，但往往不允许我有太长的时间陷入此番境地，不然手头上没做的事情能跳起来杀死我！

现在做书的越来越看重工艺了啊，封面烫的蓝金很好看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就是结局。孤独啊孤独，小孤独……

第一层孤独，与具体人群疏离的孤独；第二层孤独，与时代、社会疏离的孤独；第三层孤独，与真实自我疏离的孤独。 

第一层孤独比较常见，第二层比较无奈，第三层比较悲哀。

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我还真的是从未想过孤独还分大小——大孤独，小孤独，不大不小的孤独。作者把屈原等古人问天问地地忧国忧民的孤独、陈寅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独归为大孤独；把莫言那种特殊社会环境或特殊个人语境中的孤独归为不大不小的孤独；而包括作者在内的我们，尤其大多数城里人的孤独称之为“小孤独”。

看完本书，我一点没觉得“孤独”，反而在书中获得了一种力量，就是在日常“小孤独”中，如何去获取感动与被感动；就是当有一日人生列车靠站停车的时候，如何从曾有过的“孤独”中，体会出它带来的幸福与回忆。

林少华老师在面对小孤独的时候，试图用文字去排解。在《小孤独》这本书中，林老师围绕自身谈自己的困惑与孤独。林老师谈自己避不开的就是村上春树的中文翻译这个身份。大多人最早接触村上春树的作品都是通过林老师，诸如《挪威的森林》《海上卡夫卡》都是林老师翻译的，就在昨天还看到村上春树的新书《杀死骑士团长》中译本依然是林老师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林老师应该是最忠实的村上粉了吧。但林老师开篇居然毫不客气地大谈村上春树的局限性，每个人都不是完人，肯定存在局限，村上春树也不例外，这才是一个真正喜欢村上作品的人该有的态度。另外，关于村上最广为人知的梗，就是每年诺贝尔的陪跑，得不得奖其实之于村上春树无所谓，但作为译者的林老师经常被人问及，林老师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漫长的人生中，想必任何人都会拥有若干本之于自己的、仿佛专门为自己而存在的书。很多时候那未必同世人的评价相符。无所谓。应该说，正是这种极其个人性的阅读体验促成了自己这一存在，并且化为温馨的个人记忆伴随自己老去。这些与自己的书，何尝不是自己的小孤独？

18岁那年看过一部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当时因为看不懂剧情而一头雾水，不了解松子为什么一直不停去爱，不停受伤，过着荒唐而可笑的一生，最后连死去都成了被嫌弃的一场笑话。长大后的这些年，终于明白，松子是因为孤独至死，无法学会与自己独处，所以才急需拥抱一棵树取暖，拥抱一个人缠绵，但是，这样的盲目反而导致了她一生都在寻找爱，失去爱。

而电影《小森林》中的市子正与松子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她能忍受孤独，并且享受孤独，她一个人把春夏秋冬的生活过成诗，她亦能一个人有滋有味的静待花开，活出自我。

或许，这也正是此书作者林少华想传递给读者的真正想法，小小的孤独是一种心性的修炼，拥有了就会方知孤独的好，也才能拥有真正独立自由的灵魂。

翻译家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外国小说，如果没有背后优秀的翻译团队，不可能呈现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爱的某些作者的写作风格，但更可能爱上的是翻译家翻译的风格……比如说村上春树，鬼知道我爱的是村上本身的作品还是林少华的翻译作品

孤独；是一种心理反应，不论是一个人还是和一群人在一起都是有这种感觉，孤独亦带着绝望与失望，当今社会也有许多人因为受不了喧嚣过后的孤独，萌生了轻生的念想，不论你是文人墨客、名人亦或者平常人潜意识都有孤独，就是小小的孩童，也会用自己的淘气捣乱吸引你的目光，在你身边刷存在感。

林少华先生的《小孤独》，真正的把孤独这种感觉拿出来，讲出来，所有人眼前一亮，内心澄澈起来，原来孤独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其实我们都是孤独的先觉而后知者，为何如此说呢？从小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声啼哭就能明白，因为当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感觉一切都与自己格格不入，到底是我惊扰了这个世界，还是世界惊扰了我的梦？于是我用“哭”来表达我的困惑与深深的孤独，这大概是所有婴儿对世界的第一步探索和求知吧，而它正是源于孤独。

对孤独的描写直接震撼了我。

书名为《小孤独》，作者在序言部分对孤独的一大段描写直接震撼了我。引用一段文字如下：“当下的我们当然也孤独。但孤独和孤独不同。我们的孤独大部分已不再是屈原等古人问天问地忧国忧民的孤独，也不同于鲁迅、陈寅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独——这样的孤独不妨称之为大孤独。甚至不同于莫言那种特殊社会环境或特殊个人语境中的不大不小的孤独。相比之下，我们的孤独，尤其大多数城里人的孤独似可称之为“小孤独”。它或许来自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对个人存在感的稀释，或许来自各种监控摄像镜头对个人主体性的质疑，或许来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诗意栖居的消解，或许来自城镇化的快速推荐对赖以寄托乡愁的田园风光的颠覆，或许来自西方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血脉和精神家园的冲击，或许来自碾平崇高的喧哗众声对理想之光的挪揄，甚至来自身边亲人对手机的全神贯注如醉如痴……这样的孤独，似乎虚无缥缈又总是挥之不去，似乎无关紧要又时而刻骨铭心，似乎不无矫情又那样实实在在。说极端性，这样的小孤独正在钝化以至剥离我们对一声鸟鸣、一缕夕晖的感动，正在扭曲以至拒绝我们拥有感动或被感动的权利和能力。”

说实话，这本书中关于孤独的内容并不多。但是其中关于文学的阐述让我受益匪浅。孤独只是这本书想要表达内容的表象，林少华先生自己关于村上春树，关于文学，关于美的感受才是本书精华所在。

                                            

                

                
                  
				

					点击下载

	

                                             喜欢(0)
                                                            
                        
分享到：微博微信微信扫一扫分享

TwitterFacebook生成分享图片



                         标签小孤独azw3 小孤独epub 小孤独mobi 小孤独pdf 小孤独txt 小孤独下载 小孤独在线阅读
                    

                

                

            

                                                
	相关推荐
		

	

	
			
	
	
	
	
	
	
	
	
	
	
	
	
	
	
	
	
	
	
	


	

	


                        
        

            

	
    
     
    					最近更新
			
					疯了！桂宝.14，电影卷(白金卷)(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爱你是最好的时光Ⅱ(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科学民主与规范高效的统一-民主集中制的决策与执行体制(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中国道教史(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鲁迅杂文集(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7天搞定托福高频核心词(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做距离孩子最近的妈妈-陪孩子一起上小学(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做自己的心理调节师(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书写的疗愈力量(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诚实的信号(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随机推荐
	皮囊(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2019-03-08
	饮食营养与健康(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2020-05-04
	精益工具箱(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2020-05-12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2019-05-18



	
	
	


    

  

    
      
        Copyright © 2018 夏书吧 网站地图 友情链接：老夏网创      

  




  
      
      
          
          微信公众号

      

  
  
      
  



    
    
        还没账号？马上注册>>

        登录


        
            
            
        

        
            
            
        

        
            记住我的登录
            忘记密码
        

        
            
            
        

        


        
		
	

    
      如果您尚未注册，请选择以下方式登录

       Q Q 登 录  微 博 登 录

    

    

    

    
    
        已有账号？快去登录>>

        注册

    
        
            
            
        

        
            
            
        

        
            
            
        

        
            
            
        

        
            
            发送验证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