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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缘政治中的技术因素

陆 俊 元

(江南社会学院 教务处 , 江苏 苏州 215124)

　　[摘要 ] 技术是影响和制约地缘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重大技术进步常改变地缘政治的面貌

和特征 。从对世界地缘政治关系变迁过程的考察中可以发现 ,技术对地缘政治存在两大作用途径:

一是技术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改变地缘政治 ,二是技术通过改变地理空间的性质及其

政治意义进而改变地缘政治。在影响地缘政治的诸多技术要素中 ,交通通讯技术是改变地缘政治

关系与样式的核心成分。从技术对地缘政治的作用机制来看 ,技术进步不断地将地缘政治推向纵

深领域 ,新技术往往意味着新的地缘政治空间 。人类社会掌握技术的能力存在显著的时空不平衡

性 ,因而导致空间控制能力竞争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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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缘政治在本质上是行为体通过控制空间而获

取权力和利益的竞争 ,通常表现为行为体对空间的

争夺。麦金德强调控制欧亚大陆核心地区对建立世

界霸权的意义 ,提出 “谁统治了东欧 ,谁就能控制大

陆心脏;谁统治了大陆心脏 ,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

统治世界岛 ,谁就能控制全世界。”
[ 1] (P. 73)

马汉崇尚

海权的优势 ,认为海洋势力可以通过控制欧亚大陆

周围的一系列基地获得世界霸权。
[ 2] (P. 20)

杜黑声称

制空权是赢得胜利的必要的充分的条件 ,掌握制空

权就是胜利 ,丧失制空权就是战败 。
[ 3] (P.22)

地缘政治

学的经典理论无不体现出以控制空间为精髓的地缘

政治精神。事实上 ,决定空间争夺胜负的关键在于

对空间争夺能力的掌握。因此 ,地缘政治首先直观

地表现为争夺空间的政治 ,而其背后则是空间控制

能力的竞争 。

那么 ,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行为体的空间控制能

力呢  是技术 ,行为体控制空间的能力除受制于必

备的地理条件外 ,在根本上来源于它所掌握的保障

其在特定空间中自由行动的生产力应用能力和技术

能力 。尽管人们可以找出其它一些能够影响到空间

控制能力的因素 ,如军事力量 、经济实力 ,或综合国

力等 ,但技术是影响甚至决定国际政治行为体在空

间控制能力竞争中所处地位的直接的和清晰的方向

标。这样 ,技术将空间与权力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对一切地缘政治理论研究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要准

确地估价相互交往的社会所拥有的工具 、机能和技

术发明。
[ 4] (P. 79)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意识到技

术 、地理和国际政治之间密切的关联性 ,关注到技术

对地缘政治的显著影响 ,但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技

术与地缘政治关系的深度分析并不多见 。本文尝试

从技术对地缘政治的作用途径 、成分 、机制等方面 ,

剖析地缘政治中的技术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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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术对地缘政治的作用途径

技术是改变地缘政治的活跃因素 ,它对地缘政

治的作用主要有两大途径 。一是技术通过对国际政

治经济关系的影响改变地缘政治。二是技术通过改

变地理空间的性质及其政治意义 ,进而改变地缘政

治 。前者是通过改变政治本身改变了地缘政治 ,后

者则通过改变空间性质改变地缘政治 。

从第一条途径来看 ,技术的发展引起经济结构

和生产方式的改变 ,带动国际层面上生产关系的变

革 ,赋予地缘政治新的内容 。如科技革命造就了产

业革命 ,带来国际分工 、资本流动 、资源和市场供求

关系等一系列国际经济关系的改变 ,进而推动国际

政治 、社会 、文化关系的变化 ,导致国际政治从内容

到结构 、秩序等深层次变化 ,从而改变地缘政治的实

质内容 ,造就新的地缘政治关系 ,取代旧式地缘政

治 ,以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生产关系的需要 。 19世纪

后期 ,在美国率先掀起以电力 、钢铁工业 、铁路交通

的兴起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 ,并迅速扩展到欧

洲等世界其它发达地区。第二次科技革命进一步推

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重工业的大发展改

变了原有的工业结构 ,引起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 ,加

速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世界开始步

入帝国主义时代 ,萌生帝国主义时代的地缘政治 。

再如冷战之后 ,信息革命带来的交通与通讯技术的

变革推动全球化加速发展 ,导致国际间的交流与融

合前所未有地加强 ,世界整体性 、行为体之间的相互

依存关系加深 ,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

关系 ,使当今富有全球化特征的世界地缘政治现实

明显有别于以往任何形式的地缘政治关系 。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内容和反

映世界政治特征的重要标志 ,它直接参与地缘政治

建造 ,而且是塑造地缘政治的主动因素 ,因此 ,技术

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对地缘政治的作用和影响往

往是直接的和灵活的 。

从第二条途径来看 ,技术通过改变地理空间的

性质 ,使空间具有不同的权力意义 ,赋予地缘政治新

的样式。人类对风力 、蒸汽动力等技术在海洋运输

中的应用 ,开创了海权时代。帆船的应用和航海术

的发展 ,使大西洋沿岸 ———从西班牙到英国斯堪的

那维亚———兴起诸多海洋强国 ,掀起了一场广泛的

殖民运动 。蒸汽动力在海洋运输中应用后 ,海洋运

输的便捷与机动性为人类展现了海权时代更广阔的

前景 ,进一步向人们展示海洋力量对控制世界的意

义。马汉的海权理论正是人类运用海洋运输技术 、

利用海洋谋求国家力量的写照。 20世纪初铁路技

术的发展改变了原先的海权优势 ,尤其是内燃机车

和现代化公路网的铺设 ,使地面的机动性超越了海

洋 ,从此广阔的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政治关系中成

为越来越突出的竞争场所 。麦金德据此认为 ,一度

曾有利于海上实力的技术在 20世纪初开始转而有

利于陆上实力 ,提出了其 “心脏地带 ”理论 。无论是

对土地的争夺 ,还是在海洋上的竞争 ,地缘政治空间

都局限于地球表面 ,这是因为人类还未制造出能够

脱离地球表面的交通运输工具。飞机的诞生改变了

这一传统面貌 ,使天空的机动性对人类活动产生意

义 ,地缘政治空间由平面转向立体空间 。杜黑据此

构建其 “制空权 ”理论。技术再一次发挥作用 ,改变

特定的地缘政治关系的意义。
[ 4] (P.73)

继飞机之后 ,陆

续涌现出进入外层空间的各种飞行工具 ,使地缘政

治空间由下层空间进入远离地球表面的外层空间。

1980年代 ,里根政府为全面遏制苏联 ,提出了 “星球

大战计划 ” ,太空成为美苏决战的场所 。空间技术

的发展将人类政治竞争进一步推向引力场之外的 、

广及月球轨道空间和太阳系空间的外太空。随着外

层空间地缘政治区域边界的划定 ,太空政治 (astro-

po litics)开始了。
[ 5] (P.68)

如今 ,全球互联网和信息技

术的发展 ,又为地缘政治开辟了新的空间 ,提出了网

络地缘政治新课题 。

由于技术改变地缘政治的第一条途径是通过改

变政治本身实现的 ,这方面的研究在现存的国际政

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中就能找到答案 ,因此 ,本文

将对地缘政治中技术因素的剖析重点置于第二条

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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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地缘政治的技术成分

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技术发明的高峰时期 ,那

么 ,是不是所有的技术发明都能改变地缘政治呢 

无线电技术 、核技术 、克隆和转基因等生物技术 ,几

乎每一项新技术 、每一次技术发明 ,都有可能改变地

缘政治某些具体内容或影响一场具体的地缘政治竞

争 ,但本文是从普遍意义上讨论技术与地缘政治的

关系 ,因此 ,我们必须寻找出能够造就地缘政治某种

质变的关键技术成份 。为什么飞机的诞生改写了传

统的地缘政治 ,而此前的热气球却没有把人类带入

制空权时代  对此 ,我们必须从地缘政治的本质中

去寻找答案 。地缘政治权力是通过对空间的控制实

现的 ,地缘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争夺空间 ,而行为体

控制空间的能力决定于它所掌握的能够影响和改变

这种能力的技术 。因此 ,只有那些能够决定或改变

空间控制能力的技术 ,才是使地缘政治形态发生转

变的关键技术 ,它通常表现为交通通讯技术 。在蒙

古游牧部落同其周围农耕民族的征战中 ,蒙古人在

人力 、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不具优势 ,但它凭借彪悍

的骑兵南征西伐 ,一度开创了蒙古帝国的辉煌 。一

项西方的研究成果表明 ,蒙古人的这段辉煌历史得

益于它发明的马鞍 ,蒙古人靠的就是安装了马鞍的

战马 ,掌握了控制亚欧大陆广阔内陆空间的能力 ,得

以驰骋疆场 ,建立霸业 。在今天 ,马鞍也许是不值一

提的技术发明 ,但正是有了它 ,蒙古人一度确立了对

农耕民族的优势 。

在不同性质的空间里穿行 ,需要使用不同的交

通工具和技术 ,而不同的交通工具适用于不同性质

的空间 。人们的政治活动空间总是受到它所掌握的

交通技术能力的限制 ,对于擅长骑术的大陆民族来

说 ,往往因为不习水性 ,在海洋事业方面无所作为 ,

而导致 “望洋兴叹 ”的无奈。相反 ,人类正是凭靠航

海术 ,开始了 “地理大发现 ”,结束了新 、旧大陆的隔

绝 ,把世界连接为统一整体 。新的交通技术的诞生

往往意味着新的地缘政治空间的打开 。航海术打开

了海洋地缘政治空间 ,飞机把人们原本并不陌生的

天空魔术般地开辟为新的地缘政治竞争空间 。远程

轰炸机和以陆基 、海基为平台的洲际导弹等远程运

载技术 ,能够将包括核弹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投射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把陆地 、海洋 、天空统一

为一个地缘政治空间。

可见 ,关系到空间控制能力的技术首先表现为

交通运输技术 ,包括以陆地为载体的地面交通工具 、

把海洋变为通道的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 、自由穿梭

于空中的各种飞机以及活动于外空的各类航天器 、

穿越天空的远程武器运载投射系统等。其特点是 ,

这种交通运输能力必须保证能够跨越足够远的距

离 ,快速而有效地携带和移动包括人力 、物资 、武器

等在内的用于争夺地缘政治空间的建设性或毁灭性

物质力量 。

其次 ,空间控制能力必须有与之配套的通讯技

术的配合 ,以保证信息的反馈 、对交通运输过程中从

出发点到目的地或目标物的统一和全程控制 ,形成

可控的统一空间。通讯技术关系到空间控制能力 ,

但它不能独立决定这种能力 ,因为它只能传递信息 ,

而无法传递控制空间必需的物质力量。信息本身不

能自动控制空间 ,它必须通过与交通运输技术结合 ,

才能发挥控制空间的作用 。如无线电技术 ,它是现

代通讯技术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无线电通信技术的

发明并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电磁波地缘政治空间 ,

因为它不能主动控制空间。

那么 ,与无线电技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当代信

息技术又如何呢  如果仅仅从通讯角度来看 ,以计

算机 、互联网等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同样不能控制空

间 ,它只是一种新的通信方式或手段而已。但是 ,现

代信息技术的攻击性使它具备了以往任何通信技术

不具有的功能 ,使它变成为一种武器———远程武器 ,

能够摧毁对方与空间控制能力息息相关的信息控制

能力 。丧失了信息控制能力 ,用于控制空间的飞机 、

坦克 、舰艇就像拳击台上被蒙住双眼的拳击手 ,将一

事无成。从这个意义上看 ,现代信息技术实际上具

有了能远程投掷的毁灭性武器的功能与作用 。由于

地缘政治竞争中各行为体都依赖于现代通信技术为

其控制空间服务 ,通讯能力被摧毁即等于空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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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毁灭;相反 ,掌握能够免遭敌方攻击破坏的通

讯技术 ,则可以强化自己的空间控制能力 。在此背

景下 ,以现代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权已经演变为

关系到空间控制能力的关键因素 ,信息权成为一种

全新的地缘政治权力 ,信息空间成为不同于以往任

何空间形态的全新的地缘政治空间。

可见 ,与空间控制密切相关的以交通运输 、武器

运载 、通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进步 ,不仅能改变空间

的权力意义 ,而且能改变行为体控制空间的能力 ,从

而改变地缘政治关系的运行方式和总体面貌。

三 、技术对地缘政治的作用机制

探讨技术对地缘政治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宏

观和微观层面进行 。在宏观尺度上 ,可从空间的性

质以及技术对空间权力意义的影响入手。地缘政治

的要脉在于空间控制 ,而技术是直接关联空间控制

能力的关键因素 ,不同的技术条件培育出不同的地

缘政治权力 ,催生出不同的地缘政治空间 。技术通

过改变空间的性质及其权力意义 ,将地缘政治空间

逐层打开 ,将地缘政治权力逐级抬升 ,形成地缘政治

空间与权力的梯度递增变化规律。

自然经济时代的技术条件将人类政治活动主要

束缚于陆地范围 。人类对航海术的掌握使海洋空间

释放出良好的机动性 ,成为沟通世界各地的通道 ,对

控制世界产生了独特含义 。飞机和洲际导弹出现之

前的时代里 ,通过海洋运输军事能力最为便利 ,因此

能够控制海洋的国家就成为支配者 。
[ 6] (P.167)

飞机的

出现使人类开始摆脱对地表的依附 ,开辟了超越地

球表面自然条件限制的第三维空间 ,诞生了制空权 。

作为一种凌驾于陆权和海权之上的主动性空间权

力 ,制空权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和地缘政治竞

争的重要内容。 20世纪后期 ,航空航天技术的发

展 ,使人类活动空间由大气层拓展到外层空间 ,形成

第四维地缘政治空间 。信息革命带来的各种技术变

化 ,又构建出一个崭新的地缘政治空间 ,它既包括以

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有形空间 ,又包含以电磁波

为载体的无形空间;它既包含在陆地 、海洋 、天空等

形态的地缘政治空间中 ,同时又将这些有形空间统

一于一个包容它们的无形空间———地缘政治的第五

维空间。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 ,接收 、传播以及处理

大量资料的能力———获得信息控制权———是权力的

关键 。
[ 6] (P.168)

对信息的控制权不仅是一种新形式的

权力 ,而且是一种驾驭其它形式的上层权力 ,制信息

权已成为当代和今后地缘政治竞争的高端目标。

地缘政治空间结构示意图

技术与空间控制能力的紧密关联性造就了技术

发展与地缘政治形态变化的联动关系 ,随着技术进

步 ,地缘政治空间从陆地 、海洋向天空 (由下层空间

发展到外层空间 )、网络空间以及其他新的空间变

化发展 ,地缘政治权力经历了由陆权 、海权 、空权向

信息权以及其他未知形式权力的发展。从技术进步

与地缘政治变迁的互动逻辑看出 ,新技术意味着新

的地缘政治空间 ,关键技术的诞生不断将地缘政治

竞争平台从已有的较低层次向全新的较高层次 、从

有形空间向无形空间 、从物质形态向非物质形态扩

展 ,从传统领域向未知领域推进 ,不断地诞生出新的

空间权力 。X权地缘政治的概念为人们思考人类技

术进步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思

维模式。
[ 7] (P. 18 - 23)

接下来 ,本文从微观尺度自某种形态空间内部

讨论技术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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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具有位置 、范围 、距离和方向四大属性 。以

甲 、乙两个行为体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抽象模型为

例 ,位置 、范围和方向三个属性都失去了意义 ,它们

之间的距离成为其空间关系的唯一指标。技术对空

间的作用转化为这样一种关系:行为体甲 (或乙 )所

掌握的技术通过克服甲乙间距离的作用而能够对乙

(或甲)产生影响的程度。如果甲 、乙都不掌握足以

克服它们之间距离而影响到对方的技术能力 ,则两

者彼此隔绝 ,处于分裂的地缘政治系统中 。这种情

况与本论文讨论的主题不符。如果甲拥有跨越距离

障碍而影响到乙的技术 ,而乙不具有这种能力 ,则甲

乙地缘政治关系成为甲支配乙的主从关系 。相反亦

然 。如果甲乙都具有这种能力 ,两者间形成相互影

响的地缘政治关系 ,它们间地缘政治关系状态将取

决于其技术竞争的程度。

技术可以改变空间的性质和时空距离 。拿破仑

时代 ,英吉利海峡曾多次保护英国免遭法军征服 。

而今天 ,英吉利海底隧道已将英国与欧洲大陆连接

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 。大西洋和太平洋曾作为保护

美国本土安全的天然屏障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惊醒 ,

太平洋已成为敌方进攻美国本土的通道 ,因为大洋

彼岸的国家已经拥有跨越大洋攻击美国的能力 。地

理距离是构成 “屏障”还是 “通道 ”,取决于行为体克

服距离作用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决定于行为体掌握

的技术 。

技术进步将改变时空关系 ,大大缩小时间距离 。

飞行技术和通讯技术的现代化 ,使全球缩小为一个

“村落” ,奠定了全球一体化地缘政治形态的基础 。

时空距离的压缩 ,推进国际合作的加强 ,区域化发展

趋势蒸蒸日上。信息化时代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

的相互影响 、国际政治的互动前所未有地加深 ,这是

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发展的结果。

可见 ,技术使不同性质的空间具有不同的权力

意义 ,在不同性质的空间中 ,存在一种在权力意义

上最主动 、最积极 、居上层地位的空间 。这个空间

必定对应着一种新的技术 ,它是地缘政治竞争的

制高点 。为掌控这个制高点 ,行为体谋求相应的

技术优势。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往往打开高一层次

的空间 ,同时使原有空间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降格 。

在微观层次上 ,技术改变时空距离 ,制约时空关系

转变。

四 、技术作用的时空差异

然而 ,我们必须注意到 ,技术进步引发的新型地

缘政治的出现并不表示原有地缘政治形态的彻底消

失 ,新的地缘政治形态并不取代旧有地缘政治形态 ,

而是新旧形态并存 ,它们之间形成立体交错的结构。

这是由人类掌握空间控制能力的不平衡性和地理环

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共同作用造成的。

人类所掌握的以支配其空间控制能力的技术

水平在时空分布上是严重不平衡的 ,表现在:(1)

行为体之间技术能力的不平衡 。各行为体之间在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 ,只有少数国家处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更多

的国家只能步其后尘 , 而且发达国家确立的技术

优势地位是其它国家在短时间内难以取代的 。因

此 ,当少数地缘政治强者在新的地缘政治空间中

竞争时 ,世界上更多的行为体面临的仍是那些传

统的地缘政治问题 。 (2)技术对空间控制的支持

在空间上的不均衡。人类研发出的新技术使人类

不断地突破某些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 , 但并不能

使人类完全不顾一切地理条件的约束 , 按人们的

意愿自由驾驭空间。例如 ,飞机的诞生使人们在

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面和海洋条件的限制 ,获得

空间控制的主动权 ,但飞机自身受飞行距离的限

制 ,因此它仍需要地面和海上基地的支持 ,制空权

仍需陆权和海权的配合。这表明 , 一种技术革命

可以带来空间控制能力的突破 ,但任何技术本身

都有其局限性 ,并体现在对新空间的控制能力中 。

在一个现实的地表空间中 ,任何技术革命都不可

能不受距离条件的限制而转化为不因距离而衰弱

的空间控制能力 。即使是信息空间 ,对信息空间

的控制 ,也必须依赖于布建在地表 、海洋 、天空中

的包含各种硬件设备和软件支持的信息网络的支

持 ,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信息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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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质性 ,使信息空间同其它形态空间一样 ,存在

空间控制能力的 “死角 ” 、“盲区 ”或 “强弩之末 ”。

(3)人类掌握技术能力的时间分配差异 。人们在

描述技术革命造就的社会关系变革时 ,常使用 “人

类进入某某时代 ”的话语来表述 ,如工业时代 、信

息时代云云 。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发展带入一个

新的时代 ,新时代的开始通常以新技术革命的出

现为标准。因此 ,新时代的 “进入 ”往往是一种标

志和象征 , 而不是人类整体性的完全进入 。它是

一个时间过程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 。信息

革命把人类引入信息时代 ,但当今 ,工业时代远没

有终止 ,两者并存 ,交互作用 。信息技术带来的对

信息空间的控制能力 ,并未使工业时代养成的空

间控制能力失效 。人们一方面在信息空间领域相

互竞争 ,争夺制高点;另一方面 , 人们不会放弃工

业技术革命造就的竞争优势 。

人类掌握技术能力的时空差异造成了国际政治

行为体之间空间控制能力的不平衡 ,形成了多重地

缘政治空间交差并存的复杂局面 ,使世界地缘政治

关系展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特征。

从地缘政治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 ,地缘政治的

总体面貌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

与作为生产力重要标志的技术 , 特别是交通通讯

技术状况存在显著因果关系 。技术是影响和改变

地缘政治的活跃因素 , 它或者通过改变政治本身

而改变地缘政治 ,或者通过改变空间的性质而改

写地缘政治 。人类的技术发展水平制约着地缘政

治的形态 ,一方面 ,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所掌握的

技术能力将人类自身的地缘政治活动限制在有限

的特定的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 ,技术进步往往突

破旧的地缘政治空间 , 开拓新的地缘政治空间 。

同时 ,我们不应忽视人类掌握技术能力在时间和

空间条件上的不平衡性 ,它导致世界地缘政治现

实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技术对地缘政治的作用

存在两大途径: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二是地理

空间 ,技术通过两者都能改变地缘政治 。但并非

所有技术都能改变地缘政治 ,只有那些关系到空

间控制能力的技术才是影响和改变地缘政治的关

键成分 。技术进步不断将人类政治竞争推向新的

地缘政治空间 , 通过技术优势掌握地缘政治竞争

的制高点成为竞争者的战略目标 。但是 ,人类掌

握技术的能力相对有限 ,追求绝对的地缘政治权

力是不现实的 ,而且 ,行为体的技术水平严重不平

衡 ,形成不同技术条件下多种地缘政治竞争空间

并存的复杂局面 。

[参考文献 ]

[ 1 ] 　[英 ]麦金德 .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M ] .武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65.

[ 2 ] 　Gera rad Chaliand, Jean - P ierre Pageau.A S tra teg ic A t-

la s[M ] .New Yo rk:H arpe r＆Row Publishers, 1986.

[ 3] 　[意 ]杜黑 .制空权 [ M ] . 曹毅 , 华人杰 .北京:解放

军出版社 , 1986.

[ 4 ] 　[美 ]詹姆斯 多尔蒂 , 小普法尔茨格拉夫 . 争论中

的国际关系理论 [ M ] .邵文光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 , 1987.

[ 5 ] 　EverettC.Do lm an. Astropolitic s:C lassica lGeopo litics in

the Space Age [ M ] . London:F rank C ass Pub lishers,

2002.

[ 6 ] 　[美 ]詹姆斯 多尔蒂 , 小普法尔兹格拉夫 . 争论中

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M ] . 阎学通 , 陈寒溪等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03.

[ 7 ] 　张妍 .信息时代的地缘政治与 “科技权” [ J] . 现代

国际关系 , 2001(7).

(责任编辑　齐琳)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