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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随想录》

前言

(一)日本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与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如同两国民间交流的火车头，一贯同心同德、
携手共进，今后仍将是相互信赖的合作伙伴，步调一致地行进在促进两国友好交流的主力军中。孙平
化先生是中日友好协会第三任会长。我们多么地期盼他更长久地活跃在这个岗位上，然而1997年8月15
日他却撒手人寰，结束了他11年又3个月的会长任期。孙平化先生于日中关系举步维艰之时，以至诚之
心，同众多先驱挺身搏击于历史大潮，直至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两国许多人士熟知。日本政府于1992
年11月授予孙平化会长勋一等瑞宝章，表彰他的功绩。我们还知道，孙平化会长青年时代留学日本，
后辍学回国投身救国运动，为表示对他爱国精神的理解，他的母校东京工业大学于1994年4月特向他颁
发名誉毕业证书及名誉博士称号。(二)“饮水不忘掘井人”是我们怀念孙平化会长时最真实的心境写
照。周恩来总理、中日友协的首任会长以及孙平化会长是我们尤其难忘的先辈，对这些伟大的领导者
，我们怀有由衷的敬意。孙平化会长的日记体遗作堪称他的人生史，此次汇编出版，实为意义深远，
可庆可贺。本书的问世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更加可庆可贺。本书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
后，孙平化会长自1952年艰苦开拓时期至1997年去世时的、参与日中交流的亲身经历，是他在艰难曲
折中致力日中关系的生动写实，折射出日中现代史的一个侧面。孙平化会长的著作《我与日本三十年
·中日友好随想录》(1987年，讲谈社)、《我的履历书·中日两国间的架桥人》(1998年，日本经济新
闻社)曾在日本出版发行，至今为读者喜爱。(三)我们相信本书的历史价值，衷心希望年轻一代阅读本
书，了解这段历史。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日中关系史，演绎出众多戏剧化的历史瞬间，创造出了一个全
新的时代，这本书正是一份活生生的历史教材。2010年，日中友好协会将迎来六十周年华诞，她的诞
辰正是新中国问世一周年的日子，1950年10月1日。那一天，为介绍新中国，我们曾在东京和大阪的繁
华街道向过往行人散发《人民日报》，而我们的会员竟然因此被当局拘留，长期遭受非正当关押。从
那天起，我们走过了六十年。孙平化会长的遗作将于今秋在中国出版，我们由衷期待日文版的出版发
行，期待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能够获此大礼、得此殊荣、尽享望外之喜。(四)卅
年有余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情同手足这是孙平化会长生前书赠日中友好协会前会长的寿诞贺词，是
他1989年访日时留下的墨宝。孙会长与这位老友是相识于1955年的至交，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充满同志
般深情的名言，且书法练达、风格独到。与孙平化会长肝胆相照、至真至诚的友人在日本大有人在，
他们至今敬慕、怀念孙平化会长。今年5月中旬，我们将在日本香川县高松市举办“第12次日中友好交
流会议”，中日友好协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总工会以及北京市、上
海市、四川省、江苏省、青海省等中国部分省市自治区的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派代表参加，与日本各
都道府县日中友好协会代表欢聚一堂。当日中两国政府间已经通过各种协会或会议建立起了定期的、
制度化的交流机制时，往来历史更为悠久的日中民间交流，却尚未建立起固定的平台。1983年，在当
时的中日友协廖承志会长及日中友协宇都宫德马会长的共同倡导下，在中国的邓小平及各位领导的支
持下，双方于7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中日友好交流会议”。之后，交流会两年一次在两国间易地
举行，今年将要举行的第12次会议将是参加人数最多的空前盛会。孙平化会长曾多次主持交流活动的
中方筹备工作。“贵在坚持”，我们将持之以恒地坚持两年一度的交流活动，力争每次会议都给两国
民间交流带来新的活力。

Page 2



《中日友好随想录》

内容概要

《中日友好随想录》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孙老从1984年到1997年辞世这段时间内的工作和生活。以
亲身参与的视角记述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及珍贵瞬间，全书字里行间无不流露中日友人之间深厚
的情谊和追求和平的执著精神。作为展现中日友好发展脉络的权威之作，该书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珍
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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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随想录》

作者简介

孙平化(1917-1997)，1917年8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州市)。1939年留学日本国立东京工业大
学附属预备部，后升入东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科。1943年中途退学回国。1952年接待日本第一个访华
代表团。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职。1963年任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1964年至1967年任廖承
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1979年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3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副会长兼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1986年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1997年8月15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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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随想录》

书籍目录

序前言1984年再访目白拜访田中角荣府民间人士会议倡导者未能与会怀念廖公西花厅焕然一新邓大姐
会见竹入义胜深圳巨变陪竹入义胜参观经济特区骆驼背上心连心陪伊东正义一行访敦煌无量庵普茶料
理邓大姐捎礼物给园田夫人白薯和怀表做客浜野清吾家八王子距我们最近访新制作座剧团去目白是廖
公遗言再访田中角荣府拜访松山芭蕾舞团出席新远州协会干部大会访盐谷一夫一张奇笑的合影与藤波
孝生饱尝螃蟹做客竹入义胜家料亭清水忆松村谦三1985年在东京买地皮盖楼廖承志办事处往事割烹白
云下个蛋北京的日本料理出席藤山爱一郎追悼会顺访茨城县、探视田中角荣会见冈崎嘉平太在医院未
能看到田中角荣转达中国领导人问候星火燎原星火产业与中国欣赏日本风味关东煮与伊东正义亚洲和
平之船胡耀邦谈国际局势与吴清源在首都机场重逢回忆周总理、陈毅、廖公关心的往治沙老人远山正
瑛《中日友好随想录》与《日本人物辞典》完稿锦州猪皮加工技术训练班科技与能源合作小组会五十
余年噩梦未醒回击根本龙太郎北京第一次“盆踊”在京日本人欢度传统节日樱内义雄是中日关系掘井
人北京出现了高尔夫球场会见建设大臣木部佳昭忆松村谦三罗湖桥头重逢与竹入义胜邓大姐在棒槌岛
接待竹入义胜与日本议员访华团阻止日方举办蒋介石百年纪念活动茅老米寿与“觉友会”的集会访茅
诚司出席日中友协成立35周年纪念大会日本纪南行京都探病访友日本少林寺道场总部善通寺——空海
的“家庙”为大平、成田扫墓圣通寺山顶观本四大桥访西公做客西园寺公一家访吉崎鸿造、高碲芳郎
家访竹人义胜、早坂茂三不打不成交与古井喜实访岛根出云初访萨摩——鹿儿岛之行访都城“日本小
姑娘”家会见铃木善幸、宫泽喜一官房长官单独宴请廖承志铜像落成典礼打年糕大会在京日本人欢度
元旦1986年参加各位日本友人九十大寿、米寿聚会荣获创价学会文化勋章第三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再
次观赏《兰陵王》两次额外享受桑拿浜松之行王老访雅马哈、我为盐谷打气难得的财富人地两生——
访美杂感在丝绸之路上与竹入义胜东北行——旧地重游西公八十寿辰捡栗子田园庄落成十三陵高尔夫
球场开业小林隆治访华百次纪念1986年打年糕大会辞岁送老友盐谷回国1987年中日关系又出现波动同
日本驻京记者定期座谈《中日友好随想录》问世去日本大使馆讲中日关系辽东半岛发展外向型经济研
讨会宇都宫家观樱会随王老中曾根首相会见旧地重游旧友重逢王老访日三十周年凤凰涅槃访福冈又来
新三浦重游别府初次见到母校校长关西、东海访友探病从本间喜一长女晟子来访说起向日本出口荞
麦25周年纪念大会在杭州同公明党随团记者一席谈第三次中日友好交流会议家乡行上海中日关系史学
术讨论会纪念中日建交十五周年难得听到的一席话邓大姐会见竹入义胜一次既容易又不容易的访日中
日友协第一次应公明党邀请派团访日关西与九州之行创价大学名誉博士日程外的安排出版纪念会北海
道之行伊豆行第一次拜访母校同讲谈社的交往1988年周恩来学术讨论会与廖承志纪念座谈会早稻田大
学名誉博士“随想录”在日增印安藤彦太郎荣任日中学院院长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名誉博士在竹入家一
席谈雨宫礼三夫妇墓揭幕式第四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高尔夫球比赛三木武夫、睦子绘画陶瓷展伊东正
义与河野一郎北京首次举行早庆战宏池会妇女部代表团访华纪念缔约十周年北京煎茶会与松本明重一
行的争论烟台、大连、沈阳行吉林行天池奇观访边陲城市——延吉、图们旧地重游——长春“白云”
五周年不成书法的书法进入皇族之家敦煌行与日本文物保护振兴团二阶堂进第九次来访本普请世界人
类和平祈祷大会因天皇病危而推迟访日茅诚司与三木武夫先后病故邓大姐会见吉村启子1989年真山美
保主持晚会缅怀王炳南平成元年首个访日团创价学会最重要的客人四国之行福冈之行会见竹下首相、
宇野外相参观小学校及再访新制作座看望老友·出席婚礼与田中前首相相拥而泣创价学会欢送代表团
利库路特事件赴美探亲悼念水上达三老先生百岁老人死了再访大连开发区追悼冈崎嘉平太先生田中角
荣退出政界西花厅回忆一件往事电视剧《别了，李香兰》披露宴屿崎光次戒烟与河野正称兄道弟扫墓
与侨胞们一次欢聚看望病重老友大塚净吃、说、跑第四次中日友好交流会1990年90年代第一春抒怀赤
尾敏死了头山满的孙子自杀江间章子突然来访浙江行西子湖畔旧地重游初游绍兴还想再来宁波重游太
湖友好城市间第一个日方办事处冈崎嘉平太国际奖学财团日本黄金周自民党政治家纷纷访华中岛京子
一行访华古井喜实在北京庆米寿杂记二则怀念盐谷一夫先生陪宇野宗佑参观恭王府卢泰愚让渡边广康
来京传话池田大作第七次访华荻原定司接受贸促会名誉会员称号冈崎嘉平太夫人来京访问浜野清吾逝
世一次难得的聚会第一次出席政协外委会赤塚来谈金丸信访华事去满月新店与鸠崎重逢《朝日新闻》
采访渡边美智雄宴请同竹入一席谈吊唁大平夫人吊唁浜野清吾再访西公磋商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事初次
会见金丸信再访东京华侨总会有感日中友好协会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井上靖先生家访值得记载的几场
会见与池田大作名誉会长重逢初访早坂事务所渡边社长宴请再到京都有马温泉我与大连开发区宴请金
丸信一行第五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给金丸信祝寿出席吴普文葬礼华侨与祖国会见冈野裕委员长缅怀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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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随想录》

崎嘉平太和大平夫人会见小泽一郎薮伊豆总本店吃荞麦面再访竹人家再访早坂事务所亚运会开幕式里
千家若宗匠千宗之夫妇访华与森住夫妇之约突然提及派我访日之说与河野正夫妇一日游审查中译版《
别了，李香兰》公元彩色胶卷汕头四日游访汕头经济特区东山湖温泉潮州一日游中日友好城市乒球联
欢李瑞环同志的评语1991年面包街104号和国民街1号重回哈尔滨1991年新春漫话一次出乎意料的访日
人有旦夕祸福在日本住院盆栽与盆景柏木博子音乐会王震会见木村一三奇遇有缘千里来相会北京稻门
会与竹下登座谈里千家千宗室家元访华与小西甚右卫门在京重逢江苏行湖南行西公再次来访吹田幌自
治大臣访华小林隆治130次访华庆祝会天津人工海水浴场出席上海池田大作摄影展初宿田园庄日中学术
协团访华再访哈尔滨一年一度大连行接受茶名“宗和”豆腐缘岚山小督庵与日本记者同游威海《大平
正芳评传》出版纪念会第十八次公明党访华团千宗之夫妇再次来访田川诚一访华瓜人与油条福冈、熊
本行赶上了好时机日本内阁更迭向冈田春夫遗体告别巧遇横路孝弘知事赴高峰秀子夫妇之宴再次看望
田中角荣老同学欢聚又与竹入一席谈访福井工业大学和仓温泉京剧《坂本龙马》1992年应聘任抗日战
争纪念馆顾问“初釜”之礼里千家茶道为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做报告福建行应聘福州市经济顾问和平
、友谊与水杉常州行长影编导采访天津之行祝贺江西、冈山结好出席日中友协定期大会先念同志、邓
大姐相继逝世一年一度大连行重游天津海滨浴场田中前首相访华纪念邦交正常化招待会大连日本工业
团地宴请后藤田正晴夫妇创价学会第八次访华团江总书记会见日本老朋友日本天皇访华接受日本政府
授勋南京行上海行第二次中日友好城市乒乓球赛1992年终北京“稻门会”集会接受邓大姐遗物田园庄
卖掉了1993年1993年抒怀老同学横山亮次再次来访应邀出席城市绿化节访川津子之吉家祝贺受勋招待
会访鹿岛町纪南、鸟羽旅游观光出席创价大学入学式小渊惠三、竹下登宴请八芳园旧友重逢大内启伍
举行蟹宴吹田幌宴请廖文集日方实行委员会宴请探望伊东正义拜会、访友、会客听早坂茂三、远藤胜
已介绍政局会见原富士雄父子再访松本楼再访田中角荣拜访竹人义胜家逛武藏小山商店一条街西公逝
世赴美探亲日本政局大动荡、大改组探亲接近尾声地方经济比较学术讨论会会见金子治一一行会见古
海健一一行长富宫领导宴请九月份几件事孙平化文库中日友协成立30周年森喜朗、羽田外相夫人相继
访华东京工业大学北京同学会看望山本市郎伊东秀子来访日中友好会馆之邀福州行田中角荣葬礼远藤
胜已谈政局天津伊势丹开业小西甚右卫门的回忆田中角荣逝世后的反应“中日不再战”石碑1994年看
望楚老邓大姐铜像揭幕1994年除夕一位知名而不相识的人有缘千里来相会两位老朋友走了斋藤的孙女
来京接受乒乓球训练二阶堂进、武藤山治先后来访樱花时节访关西应河野邀请再访福冈母校的名誉毕
业证书37天“豆腐账”访准安、常州伊东正义病故北京又增添和式茶室日本福建同乡会恳亲野蔷薇会
成立30周年又来大连度假避暑敦煌研究陈列中心落成典礼人民大学授予竹下名誉博士派遣农业研修
生15周年一个月中主要对日活动一个月中内事活动阻止李登辉、徐立德访日奥山道夫之邀后藤田正晴
访华喜寿陈慕华会见伊藤助成四个访日邀请陪长野士郎知事游三峡京都建都1200周年纪念看望安井正
幸东京华侨总会接待探视古井喜实大塚净逝世5周年缅怀会为大连驻日办事处办点事与奥山道夫商谈
箱根强罗山庄泛亚文化交流中心招待会向母校木村孟学长表敬解决民间人士会议经费来源向田中真纪
子长官表敬了解日本政情1995年张吾乐省长宴请陪竹入一家旅游与森住夫妇访西双版纳镇江国际书法
赛5月份活动摘要中日合作修复南京城墙初游洪泽湖二次来淮阴初访连云港市荣叡大师归故里松下正
治夫妇访华出席中联部宴会有感清水访华100次西冈访华110次中日关系研讨会为出席平山郁夫画展访
日1995年夏大连行毛大姐病故桥本龙太郎就任自民党总裁78周岁生日“孙平化文库”揭幕'95大连开发
区经贸洽谈会三访冲绳第六次中日友好交流会议佐川急便赠车纪念仪式京都、福冈访友二进东京1996
年“555”牌村山内阁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1996年春节李鹏总理会见平山郁夫一行第六次中日民间人士
会议照沼重辉捐款大日精工拟在华办厂三下淮阴盐川正十郎总务会长访华房威、孙尚清遗体告别式日
本黄金周，政治家外游国际友城第二届理事会和平友好基金会成立茶道里千家献茶爱知大学成立50周
年日中友协全国本部定期大会桥本首相接见大连度假首次应自民党邀请访日大阪府新大谷当一日总支
配人中国语学院成立25周年游览大阪讲谈社采访上海中日关系讨论会访吴县市又来常州伊东正义夫人
访华北京日端电子公司开业剪彩雁栖湖畔纪念植树白仁杰婚礼成都行沪、浙友协成立40周年竹入义胜
受勋桥本二次组阁1997年母校沿革池田赋诗祝我康复三林资助抗战馆日中文交、友协事务局集体慰问
由彭真同志逝世想起的住院日记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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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海中日关系史学术讨论会8月28日偕关毅(老伴)应邀前往上海，在讨论会开始前参观三天：一天闵行
经济开发区；一天嘉定；一天苏州。李寿葆等同志对我们照顾得很好，安排周莉亚全程陪同，若没有
小周，恐怕什么都难，连售货员见了北方佬都显得更不耐烦。我们还拜访了小力的岳父母吴强夫妇，
首次会亲家。亲家送我几本他的小说作品，包括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红日》；我却只能回赠个随想
录，咱生平仅此一册，不能与专业作家相比。9月1日至3日，上海对外友协与日本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
会共同举办中日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日方代表有安藤彦太郎、卫藤沈吉、岸阳子等六人；中方有上海
社科院研究所、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历史学者、教授。我被邀请出席并就中日关系史战
后部分作个发言。行前我写出约七千字的发言稿寄给上海友协，他们打印在会上分发。会议是开放型
，驻沪日本领事官员和六名记者也参加了，我的发言引起他们注意。发言最后部分是如何看待历史遗
留问题及历史演变产生的问题，缩短认识上的差距。无非就当前一些事发表个人看法。但共同社记者
断章取义，说孙某人利用上海学术讨论会又在严厉批评日本政府。日本有报纸登在头版头条，如《产
经新闻》。这种评论摘译到《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上，又引起国内读者关注。有几封读者来信
，误认我发言中提到赔偿问题意在向日本索赔，由此他们强烈表示“十五年前我领导人不要日本赔偿
是不对的！现在完全应该再提出赔偿问题！”此事群众认识比较混乱，众说纷纭。再加上近几年日方
不断搞出新问题，今年又是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不少关心时事的青年对中日友好产生种种疑问，看
不清前景。开幕次日我就赶回北京接待二阶堂一行；接着是琢本三郎委员长率领的民社党第七次访华
团。9月10日全天都在同他们座谈，对方先发言，与其政府言论别无二致，全是表白辩解；好像外务省
不便讲的话交给民社党来讲，又像是外务省有心让民社党来说服我们，还像是民社党在逞英雄，显示
敢讲反面意见。日方讲完，我当然不能沉默，就他们提出的问题发表我的看法，批驳日方意见。他们
就又再讲，争来争去我不耐烦了，向大内启吾书记长说：“如果你们只是把日本政府官方言论加以整
理来说服我们，那就不必了，我们不能接受。”我挺激动，调门高了，气氛有些紧张。总之是各讲各
的。第二天小平同志会见塚本一行之前，一进门就向我说：“你们没谈拢吧？”会见时对塚本也说：
“你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你们的意见我们都清楚了，我们的意见你们也清楚了，这就是收获。所以
说是一次交锋。”每次会谈、会见后，代表团要给随团记者吹风，记者们于是又报道“孙平化再次严
厉批评日本”。最近我连续批日本引起了不快，驻华使馆桥本参赞向韩炳培同志表示：近来对孙某人
印象不佳，他不帮日本说几句话，尽是批评。我觉得不对头的地方，必须要讲话，否则哪是真友好？
！纪念中日建交十五周年9月27日晚，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日邦交正常化十五周年
纪念招待会，预计双方共出席五百人，实际来了约六百人。今年国务院发出礼宾改革通知，逢十纪念
日才办庆祝活动，逢五免办或降低规格。因此今年中日双方只是两国总理互致贺电，双方大使举行小
型宴会，均由副外长为主宾。出席日本大使夫妇宴会的有刘述卿副外长夫妇、符浩、宋之光两位前大
使夫妇，中日友协的我、香山、黄世明、王效贤，以及外交部和友协一些主管日本事务的同志。双方
共30余人，这是中江大使最后一次在官邸为中国朋友举行正式晚宴——下月5日告别酒会，8日就要离
任回国了。根据国务院通知的精神，我们在大会堂举办的招待会也没有专门从日本邀请嘉宾，但有适
在北京访问的大平前首相夫人和儿子、儿媳、外孙；有竹入义胜最高顾问为团长的公明党代表团；以
宇都宫德马为总团长的日中友协代表团；还有日中文交派来的著名作家水上勉，以及其他代表团和常
驻官员等，多是长期为双边关系而尽力的朋友。招待会主人是王震同志，有田纪云副总理、黄华和楚
图南副委员长参加，还有建交时的外长姬鹏飞和主管副外长韩念龙，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其他许多当
年参加建交工作的在京人员也都尽量请到，可以说是个盛会，能给与会人士留下较深印象。15年前的
今天，是中日关系的转捩点，这一天实在来之不易，双方民间奋斗二十春秋才有这个结果。招待会上
的好多人曾为这一天付出生命中的大好年华，现在人老了，退下来了，中日友协每逢举办相关活动总
要请这些老功臣来，不忘老朋友——此话也该用于国内。应《人民日报》国际部之约写的纪念建交的
文章昨天刊登出来，《人民中国》安淑渠为建交纪念采访我的访谈录也在9月号上刊出。《日本研究
》让我写了同类稿件，刊物却不能按时问世，等到这双月刊发行时，纪念日不知过了多久，正所谓黄
瓜菜都凉了。凭着“会长”的招牌，这一阵子写的和讲的都不少，而我也确实想让这牌子起点作用。
因为我总觉得前一阵子宣传中日友好过头了，中曾根一胡耀邦热线，热的程度超过了双边关系的客观
实际；而遇到问题，也有人看得过了头。前段说“中日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段似又“处于
建交以来最坏时期”。我认为看得过好过坏都不符合实际。把中日关系搞糟，退入低谷、退到1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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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两国人民不允许，一些利益集团也不答应；亚洲国家以及美国都不希望出现那种局面。但搞得
十分亲密也难，主要是日方难，真心实意同中国友好、帮助中国发展的朋友是有的，本人就经常提到
这样的朋友；但当权者、统治阶级主流还是把所有关系都摆在战略位置上来衡量的，都是作为策略来
考虑的。资本主义国家看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总是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相互信赖，不是件
容易事。我想让会长这块牌子发挥的，就是起到冷静、客观的作用。作出具体分析，得出恰当估计。
头脑冷静的人越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就越有利。纪念活动前后也出现意外小插曲。宇都宫28日乘我
民航班机，经停上海一小时再飞北京，从上海起飞时忽感不适，心率不正常，机场医生不准他登机，
而他为赶赴北京就同医生僵持。飞机未按时离沪，我们这边在首都机场干着急，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宇都宫和医生相持一小时左右，最后急救车把他送往华东医院，飞机才起飞。总调通知我们说宇都宫
住院了，如无大碍，明天来京。华东医院为宇都宫检查未发现异常，在锦江宾馆休息了一夜。第二天
抵首都机场他得意地说：有生以来第一次乘了急救车，感到自豪。我原定陪同竹入义胜的团于10月1日
去南方参观经济特区，行前突有东京长途：竹入96岁的老父亲在长野去世。竹入夫妇于是立即赶回。
这样，1日到机场一并送走了同机回国的竹入夫妇和宇都宫。一个阶段的紧张忙碌戛然而止，忽然发
现可以休两天国庆节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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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文在线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read_812548197da6b9c1492abfe25206e1fc5a7d8f6fc.html 基本
上就是从日记里攒出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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