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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异域风格的
华俄道胜银行大楼

李琦琳

读老舍先生的书，发现他把作家称为“写
家”。据他谈写作《骆驼祥子》的经过，他说他
不喜欢教书，虽然已出版《老张的哲学》《牛天
赐传》，但只是教书以外的副业，如果《骆驼祥
子》一炮打响，他就打算做“职业写家”。
《骆驼祥子》初次在《宇宙风》杂志连载，

后出单行本，流传不广。巴金主持的文化生
活出版社买到纸型和版权在上海出版后，顿
时洛阳纸贵。我在网上买的文化生活版是
1941年的版本，不是初版，卖家要价280元，
我没讨价还价，马上买到手，到手方知版权页
撕掉了。好在旧书如新，内容完整，并不妨碍
我阅读。

我是1982年读的《骆驼祥子》，是写家大
修改后的版本。那时，凌子风正在拍摄电影
《骆驼祥子》，张丰毅、斯琴高娃分别扮演祥子、
虎妞。电影在鼓楼拍外景时，我碰巧在那里
的一个单位实习，还兴冲冲地跑去看。读完
小说，我又看了电影，对老舍的这本名著印象
很深。那时，我也知道小说有修改，但我是普
通读者，不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写家老舍的
修改没有深究。读小说，消遣耳，何必认真。

读《乔木文丛》，在“谈文学艺术”卷，发现
胡乔木对老舍的评论：“老舍的同情还是在人
民一边，在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一边。他的
作品早期笑的成分多一些，但没有掩盖他的
正义感。”对文学，胡乔木有很高的鉴赏水平，
他在谈话中还笑着引用《骆驼祥子》的句子：
“阮明爱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
胡乔木为什么对写家删去的这个情节印象
深，随时能背出人物的对话？有趣，有趣。《乔
木文丛》这一篇的脚注，说明了版本修改的情
况：“《骆驼祥子》初版本有革命青年阮明为考
试不及格而出卖同情革命的大学教师曹先生

的情节。此人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做了官。以后阮明良心发现，他的钱不够用了，
又想起激烈的思想。他接受革命机关的津贴，把思想变成金钱。他从事组织洋
车夫的工作，物色了祥子。祥子为钱，接受思想。祥子羡慕阮明的奢侈生活享
受，结果告密把阮明出卖了，得60元钱。”阮明游街后被枪毙。枪毙阮明的市景
是：“哥儿们，给他喊个好儿呀！”因为阮明个子矮，“像个害病的小猴子”，看客们
不过瘾。脚注又说：“1955年1月出版单行本，作者作了重大修改，上述内容尽行
删去。”我在1982年读的版本，正是1955年的删节本。所以，我不会知道小说里
有阮明其人，小说很大的一节内容，只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里。最近发现一
本新书的介绍，书名《北平的洋车夫》，约略知道1929年的北平洋车夫曾举行大
罢工，起因是公共交通电车的开通营业，抢了洋车夫的饭碗。在工业化的道路
上，西方国家遇到的事，近代中国也遇到了。《骆驼祥子》里阮明和祥子的交集，应
该就是这一段历史的文学化。在初版本里，祥子、阮明都是悲剧人物。阮明组织
洋车夫造反被枪毙，祥子失业，虎妞难产死亡，祥子靠给红白喜事的主家打旗幡
挣点零碎钱来维持生活。祥子还嫖娼，在西直门外的土妓馆鬼混，传染性病，最
后悲惨地结束了可怜卑微的一生。

老舍是苦出身。从他的散文《我的母亲》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小时候成长的
家庭环境。出身，决定他同情不幸者的品质；出身，塑造了他的平民情怀；出身，
使得他不把文学创作看做是什么上等人的职业，而看做是“干活儿”，与士农工商
没有区别，干活儿的人是“写家”。他表扬张恨水每天写三四千字，为自己的同行
喝彩。他看见开作家书屋的姚蓬子没有一块平稳的砚台而叹息。据新中国成立
后和他在一个文艺单位工作的邓友梅回忆，老舍关心天桥旧艺人的生存状况，提
议把一些有绝活儿的艺人组织起来，在新社会为这些生活无着的可怜人分一杯
羹。话剧《茶馆》写了那么多形形色色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人，剧中的焦点是，历
朝历代都是顺民的王利发，为什么一直没有安稳的营商环境？老舍剧中隐藏的
问题，实质上是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是动荡的中国社会在一个嘈杂的茶馆里的
折射，是平民百姓对乱世的控诉。

老舍著作等身。我读过的，只是他著名的《骆驼祥子》和《茶馆》，还有几本谈
创作的集子，一册散文选。人艺的《茶馆》，于是之时代的我看过两次，新版的看
过一次，谢添导演的电影《茶馆》也看过。电影把原作的浓度稀释了，但也有自己
的特色。我喜欢老舍对老北京生活的回忆和描写，他的带有风俗志意义的散文，
是亲历亲见，是有情感贯穿其间的怀旧之作。谈北京人怎么过春节，逛庙会，他
和梁实秋写的同类散文一样，都是老一辈北京文化人对传统的尊重和留恋。但
是，我不喜欢老舍“油腔滑调”的文字表达。他惯于自嘲，有时做出穷酸潦倒而实
质并不潦倒的样子，老是自我作践，不知为什么？

文学界有所谓“京味小说”，研究这类小说的文章，出版这类小说的书籍，都
把老舍的小说排在首席，举老舍为地域文学的代表。老舍的小说确实有味，但已
是旧时月色旧时味。“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
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
鸟等以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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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让几多人
误读了李白，以为只有季春才是畅游扬
州的美时节，其实不然，古郡维扬四季各
有其美。我去的时候，恰是六月。漫步
在街头，六合弥漫的芬芳，怎一个香字了
得。这香，非梅非桂，亦非琼花，而是来
自花团锦簇的冬青。触目皆是的冬青
树，不夺眼，不招摇，却慷慨地掬起满枝
乳白的花朵，让人们享受着沁人心脾的
香气。这花，香了心庭，也香了民风。

在这里，问个路，打探个事，无论是老
者还是年轻人，都会仔仔细细地指点给你，叫你颇感亲切，
一副副的热心肠，陡地让古城增添了几许厚重的风韵。

不游瘦西湖不算到扬州。倘若将扬州喻为风情万
种的美人，瘦西湖则是她的传神阿堵。巧得很，一进瘦
西湖，天便飘起霏霏的雨丝，刹那间淡淡的雾霭如烟似
纱氤氲开来，让那柳，那堤，那水，那船，那桥，一股脑地
溶进了影影绰绰、缥缥缈缈的仙境。

瞧那二十四桥，宛若一条首尾皆潜于水的银龙，腾挪于
碧波之上。足下薄雾生烟，身边熏风徐徐，登桥如驭龙也。

此时，耳畔悠然响起杜牧的吟唱：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玉人还在呢，虽不是月上中天，水中依然漂来画船，一
位窈窕少女，明眸粉腮，身着一袭白纱长裙，纤手正舞弄着
竹箫吹着古曲，那曲子悠扬入耳，让人忘了天上人间。

大名鼎鼎的五亭桥，如五朵菡萏绽放生娇。流水映

花两百载，巍然屹立丹桂边。桥下，巧布的十五孔涵洞，
孔孔相通。最神奇的是，每当月满之夜，每孔各衔一月，
呈十五枚圆月共映清波的圣景，乘画船穿于其间，水光如
金，随众月争辉，会令你如神如仙……

阅小金山，揽插云白塔，盘桓徐园，流连静香书屋，
看玲珑花界，发水云胜慨……不知不觉间，雨停了，烟
消雾散，瘦西湖露出素面娇颜，“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
楼台直到山”。只觉得数百年来，扬州人过谦了，瘦西
湖并不瘦，只凭一条水道，便营造出千姿百媚的景致，
其数何止三十六，够丰腴的了！帝王金戈商贾银，黎民
血汗才子心，开辟了这人间胜境。

有道是不登平山堂不算懂扬州。正是因了一代文
宗欧阳修筑堂蜀冈，才有了这瘦西湖。那是北宋庆历
年间，欧阳修时任扬州知府，登临蜀冈，顿生奇思，如见
八方风流奔涌而来，助其实现热络扬州的抱负。于是，
修屋种果栽竹养荷，邀来名士高朋，坐花载月，把酒赋

诗，既吟山唱水，抒放胸臆，更为富甲一
方出谋划策，正是“晓起凭栏六代青山
都到眼，晚来对酒二分明月正当头”。
他的学生文学巨擘苏轼后来也成为扬州
知府，师生二人都被誉为“文章知府”，皆
为修建瘦西湖，繁荣古扬州，恩泽了得。
扬州人至今景仰他们贤守善政、亲民爱
民的形象，怀念其奠基园林山水文化的
功德。“先有平山堂，后有瘦西湖；没有
平山堂，难有瘦西湖。”这是扬州人世代
颂唱的思贤感恩的歌谣。

毗邻平山堂的是“淮东第一观”大明寺。此寺，乃鉴真
和尚的故居，他14岁时在此剃度出家，后任主持。为弘扬
佛法，他自52岁起10年内5次赴海，前往东瀛，历尽艰险，
未能如愿，双目却不幸失明。但他矢志不渝，六赴波涛，终
于登岸，成为在日本开创佛教律宗的大师。大明寺连着大
海，也连着世界，这让扬州有了更深邃的文化思想的意蕴。

大明寺内矗立着巍峨的栖灵塔，登塔远眺，瘦西
湖尽收眼底。绿柳洋洋，湖光荡荡，麟瓦参差，榭台如
画。极目群山，怎能不教人生发怀古之幽情？地灵乃
生人杰，扬州有多少千古风流！美名百年的画坛八怪
郑燮、金农、汪士慎、高翔、李方膺、李鱓、罗聘、黄慎当
为翘楚。他们以“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
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挑战陈腐，决裂旧规，摧枯
拉朽，独辟新天地。他们不仅是一代画圣，更是一代
人瑞，那独立人格，清高风骨，桀骜精神，慈善心怀，草
木禅境，正是扬州人的缩影。

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与大同道
交口，一幢带有浓郁俄罗斯建筑特征的
楼房已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拱券窗、带
有“人”字形山花的平窗，还有弧形转
角上方的盔顶，都让人想到了那个遥远
的国度。这就是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
行大楼。

这座大楼在整体设计上，既采用了
文艺复兴时期在顶层顶加采光亭的做
法，又采用了罗马风格的圆拱，还采用了
巴洛克时期曲线型的尖山墙，是各种风
格的集合，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银行入
口在马路转角处，自入口进入内六角形
的门厅，经门厅内两侧的弧形楼梯，进入
底层的外国人专用营业大厅。大厅为对
称的短“L”型。华人用营业厅则由侧门
进入。半地下室为金库、账库等。此楼
为天津唯一用穹顶、采光亭的银行建筑，
很有特色。

引人注目的是，这座建筑沿街立面
贴着黄色面砖，仿佛在诉说着昔日华俄
道胜银行的日进斗金。

1898 年，沙俄强行修筑了中东铁
路，也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铁路
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
大连，干支线全长两千多公里，纵贯黑吉
辽三省。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被日
本占据，称“南满铁路”。沙俄成立的东
省铁路公司除独揽铁路经营大权外，还
取得了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
政管理权甚至司法权，包括铁路经营管
理、军、警、司法、行政、交通、工矿、金融、
宗教、卫生、文化、邮政等，由此东北的心

脏地带出现一个比普通租界规模庞大得
多的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

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专门为建
设中东铁路而设立，总行设在圣彼得
堡，由俄国和法国共同投资。转年，更
是迫使清政府从俄、法借款中拨500万
两库平银作为投资，遂成中俄合办，但
银行控制权全部在沙俄手中，托中俄合
办之名，进行经济掠夺，先后在北京、
天津、上海、营口、武汉、新疆、哈尔滨、
吉林等地设分行共12处，代办中国各
种税款，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业务，
发行纸币，参与对华贷款，筹措款项及
经营所得大量投入了中东铁路的建
设。其中，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于
1896年开业，以发行卢布为交易筹码，
进行投机买卖。

中东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铁路当
局强行规定铁路客票、运费及税费一律
收取沙俄在中国发行的卢布——羌帖，
当时中东铁路沿线工商业者和一般居民
均以羌帖作为计价和支付的货币，羌帖
流通量因之迅速增加。这条铁路，也是

天津杨柳青赶大营的客商去往新疆最为
快捷的一条路，他们乘坐列车到达满洲
里，进入俄国，改乘西伯利亚铁路上的列
车，转赴新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华俄
道胜银行的大部分优良资产被苏联政
府没收。该行把总行迁至法国巴黎，
继续经营。1926 年 9月 26日，华俄道
胜银行因巴黎总行外汇投资失败宣布
停业清理，在华各分行包括天津分行
也随后关闭清理。中国政府依法派出
王宠惠为清理督办，负责中国境内华
俄道胜银行清算，各地分行再单独派
驻清理员，如天津分行的清理员为著
名银行家卞白眉，副清理员为程耀
楠。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财政部
定道胜银行清理章程》，包括“清理大
员应即日结束各该分行一切业务，并
将一切财产、债权、债务制成详细表册
呈报”，“各该分行之现金、财产、权利
及其他财产，非经清理大员之许可，不
得移出中国境外”，“清理所得之相当
金额中，可先行偿还一部分之债权”等

11 条，明确了清理职责、方法和相关流
程。经过一年多的清理，中国债权人凡是
债权在两千元及以下的，收回了原额度的
四成；债权在两千元以上的，基本收回了原
额度的两成半。而大营客来往于天津和新
疆之间，利用羌帖的汇率差价获利，这回
则因其成为废纸而血本无归。

历经岁月沧桑，原华俄道胜银行大
楼基本保持原貌，且被列为天津市文物
保护单位和天津市特殊保护等级历史
风貌建筑。如今，这座建筑成为人民银
行天津分行的办公用房。人民银行制
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维护金融稳定，将保持货币币值的
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并以此促进经
济增长。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华俄道胜银行大楼于1900年兴建，由德国

建筑师查理·西尔设计，占地700平方米，建筑

面积2900平方米，是一座采用穹顶及采光亭

的建筑。大楼为两层砖木结构，具有浓郁的俄

罗斯风格。

这个建筑，一方面是在街角抹了一个圆角，

而且，更有特点的是它在这个街角的上面做了一

个比较突出的穹顶，这个做法在现在的俄罗斯仍

然在延续。它的外墙也使用了这种淡黄色的颜

色，在一些窗框的过梁的地方，用灰色来进行一

种协调，形成了一种比较生动的效果。（节选，略

有改动）

天津玻璃制造业起端于19世纪末，当时山
东和广东商人合资设立玻璃厂，但规模较小，不
久就歇业了。1902年茂泰玻璃厂创设，1908年
永信玻璃厂成立，这两家工厂均由日资组建，雇
佣日本技师、有玻璃制造经验的日本员工和中
国学徒。此后，华资经营的玻璃工厂逐渐兴盛，
到1923年，天津华商玻璃厂已有12家。20世纪
二三十年代，天津玻璃工业已非常有名，成为全
国仅次于山东博山的玻璃制造中心。天津克明
料器厂是近代天津最著名的玻璃器皿制造厂，
曾辉煌一时。该厂不断创新生产工艺技术，采
用先进生产设备，产品独具特色、品类齐全，在
天津同行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1928年6月，天津克明料器厂成立，是合资
制建厂，位于天津市北营门外。设立之初，克明
料器厂规模较小，占地面积小，资本总额3000
元，主要生产雪花膏瓶子、灯罩之类的简单玻璃
制品。不久，开始生产除玻璃仪器之外的所有
玻璃制品，从酒具烟碟、各类灯罩及化妆品瓶，
到“同心牌”暖水胆、植物油灯等。产品除供销
天津外，还远销北平、河北以及北疆草原。据
1934年成书的《国货年刊》记载，当时克明料器
厂制造的玻璃盆行销天津市，电灯罩运销河北、
山西两省，牛奶瓶运销察哈尔省和绥远省，化妆
瓶运销热河、山东两省，文具瓶运销陕西省，医
药瓶和灯类畅销天津及河北各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润庭担任天津克明
料器厂总经理，并逐渐成为该厂最大的股东。
1940年克明料器厂已发展成为天津规模最大的
玻璃器皿制造厂，资本达50000元。1941年 3
月，克明料器厂更名为天津克明诚记料器厂，为
郭润庭所控股。由于他灵活敏锐的经营意识和
集贤纳才的用人方式，使得克明诚记料器厂日
益兴旺昌盛。据天津档案馆档案记载，1942年
克明料器厂生产瓶子 250000 打，轧力玻璃杯
11480打，磨花玻璃杯1540打，电灯罩1300打，
油灯14400打，料碟270打，贡碟2700打。从业
者150人，其中普通机工和徒弟100人。在工厂
规模方面，机械房有5个，拥有轧力机、吹瓶机、
磨活机、烧口机等机器设备，并设立3个分厂制
造厂。其中制造厂是16间铝顶革棚，机器房是

3间砖瓦房，材料库是8间铝顶革棚，制品库是8间
铝顶棚，账房是4间砖灰房，宿舍是12间砖灰房，
模具房是6间砖灰房，模具修造房是2间砖灰房。
分厂制造厂有48间铝顶革棚，材料制品库有12间
砖灰房，宿舍有10间砖灰房，账房有3间砖灰房，
模具房1间，厂房面积已达1561平方米。

1933年8月，《大公报》记者曾对平津玻璃工业
作过调查，调查显示：当时天津共有玻璃厂（俗称
料器厂）10余家，主要分布于北营门及南市一带，
但玻璃厂的出品及设备大多雷同。为在市场竞争
中取得领先优势，郭润庭坚持不断创新，追求独特
的发展理念，始终在创新上狠下功夫，使产品处处
别具匠心。

连最普通的化妆品包装瓶，郭润庭也费了
一番心思。他认为，化妆品特别是高级化妆品
属于一种奢侈消费品，化妆品瓶必须有所“讲
究”，不仅要有使用价值，而且要有观赏价值，造
型要美观，色调要漂亮。在技术人员精心设计
下，克明料器厂生产出了油玉、白瓷、葱心绿、
黄、粉等多种颜色的雪花膏瓶。当时玻璃着色
是一项关键技术，别的料器厂是难以做到的，很
快克明厂就凭借五颜六色的雪花膏瓶垄断了天
津市场。又如，克明料器厂专门研制、生产的小
口径花露水瓶、头油瓶，有的小到甚至装瓶时需
要用针管注射，小口径瓶克服了市场上大口径
瓶容易浪费、不好控制产品使用量的缺点，一经
投放市场就受到了用户的欢迎，收到大批量订
购单。再如，克明厂生产的玻璃口杯也与众不
同，总是在口杯上加工磨花后，才出厂销售。当
时市面上磨花口杯稀少，克明厂的产品再次受
到顾客的喜爱，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克明料器厂不断创新研发、生产新产品，始终以
独具特色的产品屹立于天津玻璃器皿市场，也

让同行厂家难以望其项背。
如果没有技术人才，不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

产品的创新与特色便无从谈起，克明料器厂也就
难以立足和发展。郭润庭为了吸纳高级人才，获
得先进技术，颇费心思。岳砚田是精于玻璃熔窑
和配料技术的高级技师，郭润庭为了让他安心为
厂服务，不仅拉他入股，给予高薪，还送他公司股
份，委以重任。由岳砚田全权负责工厂技术监督
与指导，凡事都跟他商量，唯恐有招待不周之处。
不仅对岳砚田如此，凡是能干的和有手艺的员工，
郭润庭都以礼相待。

郭润庭非常重视和爱惜人才，只要得知哪个
工厂有适合自己工厂需要的技术人才，总会想方
设法将其挖来或聘请加盟自己的工厂。例如，为
了制造出与众不同的小口瓶，郭润庭千方百计地
通过熟人，用高薪把一位绰号为“机器刘”（刘玉
堂）的技师从上海聘请至天津。刘玉堂加入克明
厂后，解决了许多瓶子生产工艺上的技术难题，
改进了瓶子质量，生产出独具特色的小口径瓶。
郭润庭还特别关心技术人才的思想波动，用心解
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人才。
有一次，东北某厂打算高薪挖走克明厂的一位青
年人才，郭润庭闻讯后当即找到这位员工，一面
积极劝说挽留，答应给他提高薪资待遇；一面四
处张罗给他找对象，出资帮他完婚，给予多方面
的生活关照。这位青年员工深受感动，终于留了
下来。一时间在社会上
被传为美谈。克明厂在
追求“创新”与“特色”道
路上不断进步，从中也
可以管窥郭润庭对技术
人才的重视和珍惜人才
的良苦用心。

自古以来，狗就是中国人的爱宠，在古代许
多文艺作品中都能窥见狗的踪影——它们是陶
渊明诗歌中“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
生活重要的组成元素，也是唐代名画《簪花仕女
图》中备受宫人喜爱的小明星。进入21世纪，
中国已经是全球拥有犬只数量最多的国家。

那么，如若当起演员来，狗的表现又会如何？
2017年，一部由狗主演的影片《一条狗的

使命》，在与《金刚狼3》《美女与野兽》等大片的
正面对决中不落下风，令人刮目相看，在中国内
地拿下高达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创造了宠物
电影在中国内地市场的历史票房巅峰。本周推
介的这部影片，便是时隔两年后上映的该系列
续作《一条狗的使命2》。

作为人类亲密的朋友，狗的平均寿命却只有
短短的10到15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期待，已经
离去的狗换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系列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就为观众展现了这
样一种可能。在该系列的两部作品里，同
一只小狗贝利历经八次轮回，守护了两代
主人，而且这两部影片都是以贝利的视角
来看这个世界，观众甚至能够听到贝利内
心的吐槽。而两部电影中的小狗贝利，形
象也非一成不变，总是随着剧情的走向而

改变着银幕形象。最初和主人相遇时，贝利是一只
矫健聪明的猎犬，而在第二部中，它时而化身世界上
最大的犬种之一——憨态可掬的圣伯纳犬，时而又
是小巧玲珑但脾气火暴的约克夏梗。

在《一条狗的使命2》中，共有10只狗参演。
其实很多影片都向观众展现了狗的非凡天赋。
比如在中国版本的影片《忠犬八公》中，曾经惧
怕人类的狗“黄妹”克服恐惧，完成了在雨中奔

跑追光的戏份；电
影《南极大冒险》
讲述了八条雪橇
犬在残酷的大自
然中努力集体求
生的故事，这部电
影拍摄难度非常
高，参与演出的一
条叫卡莉斯塔的

狗，是经验丰富的雪橇领头犬，它不仅出色地完
成了自己的表演使命，还在拍摄过程中引导其
他狗完成了它们的表演部分；狗能够胜任演员
这个职业，也多亏了它们的“吃货”天性，如在
《一条狗的使命2》拍摄时，剧组人员会在兜里塞
满好吃的，用来讨好这些小狗演员，帮助它们完
成难度较大的追逐戏码。

从第一部到第二部，小狗贝利延续使命，在
主人伊森的嘱托下，执著守护伊森的孙女CJ，将

伊森对孙女的爱与陪伴，当做最重要的使
命和意义。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一条狗
的使命2》，看小狗贝利如何帮助CJ收获幸
福，再次回到主人伊森身边。

6月10日22:24CCTV—6电影频道与

您相约《一条狗的使命2》，6月11日14:48

“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