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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内迁建校  艰苦创业 

1972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了 6个年头。这场依然在继续的“文

化大革命”，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对民族、对人民、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都是一

场不折不扣的浩劫，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难以估量。高等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

的重灾区。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 1972 年，高等院校停止招生，正常秩序荡然

无存，与人才培养相关的高校的基本工作诸如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对外交流都

基本停顿或完全停顿，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批判斗争。高校师资队伍

遭到严重摧残。高等教育处于一片凋零且难以为继的状态。而 1971 年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提出的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十七年来教育战线情况的“两个估

计”，更使得高等院校所面临的危局与困境雪上加霜。 

就学校而言，除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又处在内迁峨眉的过程之中，且迁

址峨眉并非得到大多数师生员工认可，这种情况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交织

在一起，使得学校的处境较之其他高校更为艰难。学校人员与大量装备分散于唐

山、峨眉两处，基本秩序难以维持，造成的损失无以估计。在高等学校成为“文化

大革命”重灾区的大形势下，西南交通大学更成为重灾区中的重灾户，遭受的冲击

几乎是毁灭性的。 

但是，学校是从中国近代民族危亡的艰难环境中一路走来的，时代赋予了它自

强不息、多难兴邦的顽强精神；广大师生员工在学校悠久的办学历程中形成的爱国



 

爱校优良传统，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与忠诚，又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信念

使得学校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形势下，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咬牙苦撑，坚持下来，为

学校保留了力量，为未来的发展保留了生机。此外，1971 年“林彪事件”的发生

让全国人民感到震惊，也使学校教职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认识有了一定的

转变。尽可能地维持学校的存在，维持基本的秩序，尽可能地开展环境允许的教学

科研活动，是学校教职工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抗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1年 11月 17日，交通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韩卫民到唐

山传达交通部决定，向唐山铁道学院留在唐山的教职工宣布：根据形势的需要，应

尽快搬迁，结束一校两地的局面，“以利于教育革命的进行”。学校的办学历史，

由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第一节  迁址峨眉，更名西南交通大学 

自 1971 年年底至 1972 年年初，根据交通部的决定，全校教职工广泛动员，在

严寒中自己动手搬家装车，分成两批，拖家带口，匆匆启程，包括绝大部分教职工

和教学设备，均迁至峨眉，实现了学校主体部分的整体搬迁。至此，学校教职工分

别在唐山和峨眉两地的局面结束。唐山设立留守组，由刘毅任留守组组长。 

1972 年 3 月 2 日，交通部下发（72）交计字 349 号文：唐山铁道学院校名自

1972 年 3 月 1 日起更改为西南交通大学。这标志着唐山铁道学院的历史结束，学

校告别了曾经辉煌过的唐山时代，进入了一个当时前景并不确定的新的办学阶

段。这次易名，铁道扩大为交通，学院升格为大学，似乎可成为学校发展的契

机，解决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院系调整中，把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改为唐山

铁道学院带来的学科专业过窄的问题。但是，这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易名并不具有上述理解的含义，压倒一切的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当时学校面

临的主要任务和形势。而初到峨眉时学校面临的艰苦与窘迫，使得生存且成问

题，遑论学科的发展！ 



 

据统计，在迁峨之前，学校在唐山的教师 625 人（教授 26 人，副教授 19 人，

讲师 229人，助教 351人），干部 397人（科级以上 92人，一般干部 305人），教

辅人员、工人 436人（教辅人员 78人，工人 358人），总计 1 458人。在峨眉人员

113人。①到峨眉后，截至 1972年 3月，有教师 559人，其中教授 16人，副教授 9

人，教授、副教授共减少 20人。据统计，从 1972年至 1979年，学校调出中、老年

教师共 106名。 

全校搬迁峨眉后，无论工作与生活，处境均十分艰难，其境况绝非今日所能想

象。学校没有正常的机构设置，校园建设已停顿数年，房屋缺口巨大且质量很差，

物资供应极其匮乏，没有自来水，环境的封闭，几乎无任何配套设施，等等。面对

如此危局，学校遂于 1972年 3月向交通部、四川省和乐山地区报告②，希望帮助解

决几个迫切的问题。 

一是领导班子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领导班子受到冲击，陷于瘫

痪，希望尽快成立校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领导学校的全面工作。 

 

借住的民房 

二是建校问题。房屋紧缺，是学校面临的突出问题。由于家属宿舍不够分配，

原修建的单身和学生宿舍全部被占用，图书馆、实验室尚未修建，图书资料、仪器

设备占用了已修建的工厂、食堂及其他用房，连走道、平台也被堆放挤满，还有大

                                                        
①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行政，1971年，1-6-1，本校人员统计表。 

②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1972 年，1-1-1（2），西南交通大学（向交通部、四川省、乐山地区

的）汇报。 



 

量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堆放在临时搭建的席棚里，一些大件设备只能放在露天场

所。同时，根据交通部的决定，要求学校 1972 年秋季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在

当时，学校只建了 3 幢教学楼，其中两幢教学楼已作为中、小学校舍和临时图书

馆，所以用房安排十分紧张，而且之后每年还要陆续增加新生，为了承担正常教学

任务，学校必须在当时现有的基础上，尽快完成续建工程。 

三是生活问题。当时学校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员调转和生活供应

问题。全校分居的教职工为 605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 2/5。其中属于迁校峨眉

后造成新分居的有 340 人。在这些分居的教职工中，近百人的家属在农村，为农

村户口。教职工子女下乡、支边的共 197人，其中 1969年以前下乡的有 169人。

对此，学校希望上级领导在户口指标、安排教职工家属和子女的工作方面，能给

予合理妥善的解决。为了解决教职工子女就学问题，学校建议峨山中学继续办或

者批准学校自办中、小学。在生活供应方面，标准不应低于地区和县城。学校认

为，解决这些问题既要考虑不要脱离群众，又要考虑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请求

省、地领导考虑解决。这对于稳定学校教职工和干部队伍的情绪，搞好革命和工

作都非常重要。 

学校所反映的这些问题，受到地方党和政府的重视，有些问题得到了及时

解决。经中共乐山地委同意，1972年 5月 20日，学校建立了“中共西南交通大

学革委会核心小组”①，作为学校的领导机构。调原四川省文教办公室副主

任、高教局副局长袁仲凡（校友）任组长，杜景云、涂育文（军宣队负责人）

任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由 7 人组成，其他成员为：戈平、何志先、牛毓英、

辛伯驰。设置办公室、政工组、教务组、校务组和武装部，作为办事机构。学

校党的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瘫痪后，开始恢复活动。系一级设立“革

命领导小组”，有机械系、铁道系、桥隧系、电机系、运输系、基础课部革命

领导小组。由于学校长期在唐、峨两地“闹革命”，无法实现大联合，直到

1973 年 1 月 23 日，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才成立了西南交通大学革命委

                                                        
①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1972 年，1-2-1（3），中国共产党乐山地区委员会（批复），乐地函

（1972）31号。 



 

员会①。“革委会”由 32 名委员组成。主任杜景云，副主任：戈平、涂育文、

何志先、谷云青、吉佩祉、阎焘。 

1973年 4月，杜景云升任校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袁仲凡调离），何志先、

戈平任副组长。1973年 11月，杜景云调离，由戈平主持工作。1973年 12月，驻校

军宣队奉命撤离。 

同时，为解决学校迁峨后教职工子女就学问题，经上级同意，在校内建立一所

子弟学校（十年一贯制），于 1972年 9月开学。 

但是，学校所反映的其他问题，诸如物资供应、户口、文件待遇、定员编制、

子女问题等，这些与教职工生活切身相关的问题，因牵涉方方面面，一段时间内仍

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975 年 1 月 17 日，交通部划分为铁道部和交通部，铁道部从交通部独立出

来。2 月，铁道部通知，学校主管部门由交通部改为铁道部，学校冠名为“铁道部

西南交通大学”②。 

第二节  不懈努力，启动校舍续建工程 

在学校当时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中，最为迫切的就是校舍和房屋不敷使用，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任务。 

一、恢复招生，续建校舍 

由于匆忙搬迁至峨眉，当时学校因经过“文化大革命”几年的荒废，之前修建

的本来质量就很差的“干打垒”房屋亟须修缮。而且房屋数量严重不足，各类房屋

                                                        
①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1973 年 -1-1（2），四川省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复），地革发

（1973）15号，关于西南交通大学革委会委员的批复，1973年 2月 12日。 

②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1975年，1-2-2（4），铁道部文件，（75）铁人字 65号，关于更改单

位名称的通知，1975年 2月 8日。 



 

总面积 5万余平方米，与原设计计划 12万平方米差了一倍多。大批人员聚集峨眉，

人员陡增，校舍问题成为学校面临的突出问题。 

1971 年全国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学校秩序还很混乱，大部分教职工又在

不同时间自发回到唐山，而峨眉由于校舍严重不足（既缺乏教室，又缺乏实验室），根

本不具备招生条件，因此，直到 1972年学校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比其他高校晚了 1

年。 

其实，就 1972 年招不招生的问题，学校内部意见分歧较大。一部分人认为，

由于学校刚刚从唐山迁到峨眉，一切尚未就绪，条件不具备，不必勉强，不妨过一

年条件稍好时再招。但是以何志先①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学校如期招生，教师安

定了下来，有事干，学校的工作可以走上正轨。②他说，大学不招生那还叫大学吗？

③由于这部分领导和教职工的坚持，终于使学校在 1972 年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

员。 

招生在即，学校用房，特别是教学用房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之后每年还要陆

续增加新生。因此，建校工作成为当时的首要工作。为了承担正常教学任务，学校必须

在当时既有基础上，启动续建校舍工程，基建项目必须迅速上马，尽快完成续建工程。 

总体而言，峨眉建校工程分为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时间为 1965 年至 1978

年，第二期为 1979 年至 1986 年。第一期建校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65

年至 1969年的初建阶段，第二阶段为 1970年至 1972年 5月的停建阶段，第三阶段

为 1972年 6月至 1978年的续建阶段。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师生自发离开峨眉回了唐山，对学校以后在

哪里发展，上级领导部门也都心中无数。1970 年初，铁道部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

学校峨眉建校工程暂告一段落，工程队伍划归 431 厂，支持内地铁路建设，峨眉建

校工程被迫中断。 

1972 年重启续建校舍工程，困难重重。既无建校队伍，又无机具和材料。为

                                                        
① 何志先，1911 年 12 月出生，河北沧县人，1958 年从铁道部经济勘察设计院调至学校，任副院

长。“文革”中受到冲击，1972年任校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3年任校革委副主任。 

② 韩琴英记录整理，《关于对校史上一些事件的看法》，《校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2009 年，

第 66页。 

③ 何晓亮：《纪念我的父亲何志先诞辰一百周年》，《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三

十八辑，2012年，第 44页。 



 

使学校基建能立即开始，1972 年 3 月，学校向交通部①提出报告，要求把原参与学

校建校的工程处人员和机具尽快调回，同时希望省、地为学校再补充一部分施工技

术力量和需要的全部民工，以解决施工队伍问题。需要的建筑材料，希望交通部继

续调拨，同时希望地方省、地区领导解决材料供应问题。 

随后，交通部要求由 431 厂工程处组成一支建校工程队调给学校。431 厂第一

批调来的建筑队伍 210 人于 1972 年 5 月 31 日到达学校。6 月，学校成立建校工程

处，作为建校机构，建筑工程重新上马，峨眉校舍开始续建。 

续建初始，学校还是按以前的思路，建的都是小房子，校舍七零八落，分

散在各个山头，缺乏整体性和高等学校应有的规划布局。经过反复思考和论证

后，学校摒弃了以前的做法，大家一致达成共识：①  再也不能修建“干打

垒”房屋；②  再也不能搞原铁道部老领导提倡的那种楼上住人、楼下养猪的

校社结合建筑形式；③  大学里必须把教学区、实验区、体育活动区、住宅区

和生活服务区等分开，使得不同功能建筑相对集中。紧接着，学校及时总结了

建校工作的经验教训，调整校区总体规划，采取了一些大的举措，决心把学校

建得像个高校的样子。 

                                                        
①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1972 年，1-1-1（2），西南交通大学向交通部的报告，1972 年 3 月

6 日。 



 

 

内迁续建总平面布置图（1972） 

根据这个思路，1972 年 6 月，学校制订了内迁续建设计任务书。任务书既

考虑了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也充分考虑了广大教职工的意见，主要内容为：

在办学规模上，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校暂定为 12个专业，2 100名学

生，并考虑干部进修班，总共按 2 200 人的规模设计；建筑面积由批准的

120000 平方米压缩到 100000 平方米，之前已建 51 568 平方米，再续建 54 280

平方米；总投资仍维持在原批准的 1400 万元，已投资 670 万元，续建再投资

754 万元。决定开挖中山梁至等高线 510 米处，形成以中山梁为中心的教学及行

政办公区。这是这次续建工程的一个比较大的举措。同时，利用开挖的土石方

填平中山梁西侧的山沟，成为体育运动场，与中山梁教学行政区形成一个整

体。然后，通过一些改造，使家属住宅区集中在路北区，路南作为单身住宅及

学生区。此次续建设计任务书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确定和规范了整

个校区空间布局的基本框架，也使学校校园建设基本摆脱了不切实际的所谓

“干打垒”的因陋就简的建设模式。 

以前建校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都是由校内的设计人员和施工队伍完成，而续建的

任务重，要求进度快，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所以，学校于 1973年 7月，邀请



 

四川省建筑工程局（简称省建工局）安排学校基建工程的设计与施工①。省建工局

安排由四川省建筑勘测设计院承担设计工作。 

由于施工工作久未落实，1973年 11月 18日，学校向省建工局行文，要求尽快

安排施工单位，进入现场，早日开工，以适应学校教育革命形势的需要。省建工局

安排省建第一公司承担学校基建工程施工工作，后学校与该公司接洽，了解到该公

司只承建土建部分，并不包括水、电、设备的安装。1974年 9月，学校再次给省建

工局发函，要求一并考虑水、电、设备安装事宜，以便配合房建施工，早日完成学

校的续建工程②。后省建工局安排第一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并揽承包。 

续建工程的另一个大的困难是，学校基建工程原是中央内迁项目，定为国家重

点大型工程，因而在 1965 年内迁时建筑材料及其他相关方面均按重点工程供应，能

够得到保障。1970 年停建时大中型建设项目就被终止，1972 年续建时改为小型项

目。当时全国物资缺乏，尤其是建材，国家控制很严，需要计划。因学校建校工程

改为小型项目，建筑材料供应带来很大困难，往往排不上号，特别是地方供应的二

类机电产品，更为突出。如乐山地区供应学校的机砖指标是 60 万块，而实际需要

135 万块，尚差一半多。学校四处设法，多方找货源，汽车运距达 90 多公里。同

时，还采用附近老乡的土窑砖代替机制红砖，用于非承重墙上。远距离运输造成运

力紧张，司机多拉快跑，但停工待料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使得一些教学用房建好

后因缺设备安装而不能交付使用，施工过程拉得很长。“每年投资虽在二、三百万

元以上，1975 年高达 400 万元，但该项目实际上已变为小型项目，设备、材料（主

要是钢材）、二类机电产品按计划分配供应不足，严重影响了建设进度。如电机

馆，内燃、热工、车辆实验室等主要教学房屋土建工程虽已完成了 2～3 年，学生也

住进去了，但其与土建相连的空调设备、配电装置、行车等无材料设备可以安装，

无法交付。”③ 

1974年 8月，学校向四川省建委、物资局、五金机械公司等单位请示、汇报，

                                                        
①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1973年，3-4-2，西南交通大学，核发（1973）001号文，1973年 7月

10日。 

②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革函（74）14号，1974年 9月 8日。 

③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1977 年，3-4-2（19），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峨眉办事处，关于西南交

通大学建校情况的报告，1977年 8月 20日。 



 

要求将学校的建设项目纳入国家大中型项目的供应渠道，由省归口供应，恢复大中

型重点项目待遇，以利于加速完成续建任务①。经过努力不懈地反映和做工作，后

来，终于争取到了恢复大中型重点项目的待遇。 

 

同学在峨眉新校址进行测量 

在重重困难面前，学校依靠广大教职工的力量，千方百计想办法，加快建校工

作。1974 年年底，连接校园路南、路北区的双曲拱桥建成，桥长 54.5 米，极大地

方便了广大师生出行。 

峨眉校址地处丘陵地带，高低起伏不平，1972 年以后续建时，对道路取直、调

坡、加宽，使校内道路基本通畅。后来学校又盖了一批质量相对较好的教学用房和家

属住宅，这不仅对学校长期办学是必要的，而且在当时对稳定人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 

在峨眉为什么还能待下去？曾任学校工程处副处长的胡敬俺说： 

从 1972 年开始，学校重新规划，采取了一些大举措，加盖教学楼，把通往中

山梁的桥修起来，把中山梁拉通。一是按规划采取措施推中山梁；二是对道路进行

改造，将地势高低起伏不平的道路，采取了大举措，取直、调坡、加宽，道路基本

像个样子。推平中山梁，建一批教学楼，建电机馆。推西山梁，建了实验室。沟填

平了，修了一个标准的 400 米跑道的运动场。但人心还是不稳，学校又盖了一批符

合国家标准的家属房，面积还增加几平方米，优于城市。因为在山沟里，部里同意

                                                        
①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1965 年，2-9-2（19），西南文通大学关于内迁后的情况汇报，西南

交大革发（1974）027号，1974年 8月 19日。 



 

了。首先是路北 13～14 幢，一盖起来，马上让教师住进去。紧接着在镜泊山开发

继续盖。住上宽敞的、符合标准的房子，教职工心情稍微稳定一点，走的念头逐渐

打消。 

中山梁地基好，可以盖楼房，垫的沟可修成运动场。当时大家都说好。也有人

担心能不能实现。那时是人工开挖，必须使用机械化。铁一局有一个机械化施工

队，在西安，听说任务不饱满，我们就去看看能不能承担任务。结果他们任务满满

的。返回成都后，又听说四川省有一个机械化施工公司，在地质学院（现为成都理

工大学）那一片，打电话问他们任务多不多、能不能承担任务。他们很感兴趣。第

二天到公司一谈，他们任务不多，设备也不错，可以马上到峨眉勘探。然后马上签

约，动工干起来了。做到一半的时候，西昌卫星基地上马，省里命令他们到西昌去

建设，这是中央头号任务，不能阻止，当时只知是特别任务。学校要求他们保留一

点力量，不全部撤走，双方达成协议，继续干，就是时间长一点，最后也完成了。 

为了建电机馆，当时曹建猷教授找到基建部门，要建电机馆、实验室，讲得直

流泪，很多人都看见了，很感动。（1975 年，峨眉建校以来第一幢教学大楼──

电机馆建成，高四层，建筑面积 6578平方米。──编者注） 

 

电机馆（1975） 

那时有些院校到学校来参观，总是大吃一惊地说，你们在这个山沟里怎么能维

持这么长时间？山沟里躲了个金凤凰。没有散掉，能保留下来是个奇迹。 



 

二、追加配套建设项目遭遇瓶颈 

由于大形势的动荡，时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学校峨眉校舍经过十年断

断续续建设，任务仍未完成。条件有所改善，但房屋面积不够，设施不配套的格局

依然如故。但按照 1965 年拟定的计划任务书，无论是建筑面积，还是投资都将要

或已经突破指标。按基建程序要求，由于缺少追加经费的依据，在具体工作上产生

了很多困难。为此，作为学校实际划款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峨眉办事处 1977

年年中专此来校调查基建情况，该行形成的调查报告指出：“（西南交通大学）建

校工程自 1965 年开始施工，至今十一年（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停缓三年），

至 1976年年底拨款累计已达 2 155.5万元，累计完成投资额为 2 019.1万元，均已突

破原概算。而房建工作仅完成 80 769 平方米，其中教学及行政用房为 6 587 平方

米，工厂 5 658平方米，学生及单身宿舍 20 963平方米，教职工家属住宅 28 793平

方米，食堂 4 945平方米，公用附属设施 7749平方米，城市设施如商店、医院、托

儿所等为 6 074平方米。目前正在施工的各类房屋主要是教室、实验室工程，为 20 

748 平方米，已交付使用的工厂区 5 658 平方米是包括焊接车间、铸工车间、联合

车间等 8个机械制造专业方面的实习工厂；建校初期已按设计建成并交付使用的路

北 1 号、2 号教学楼也因标准低了不敷使用而移作子弟小学校舍外，至今并无一间

按设计竣工可供教学使用的教室及实验室。”① 

当时学校建设情况相当严重。建了十多年，居然没有“一间按设计竣工可供教

学使用的教室及实验室”。1965 年的计划任务书，是基于“干打垒”的脱离实际

的所谓“艰苦奋斗”精神，加之“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混乱，因此学校建设十年依

然如此结果并不难理解。在此形势下，学校重新做了一个基建概算。这个概算铁道

部②没有批复。建行峨眉办事处也通过建行总行催促铁道部批复学校的基建概算，

但铁道部亦无批复。 

为了使学校修建的房屋基本上达到配套的要求，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学校编

制了“峨眉建校工程房屋建筑面积和投资调整计划”，在教室、俱乐部、住宅和食

                                                        
①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校办，1977 年，3-4-2（19），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峨眉办事处关于西南交通

大学建校情况的报告，1977年 8月 20日。 

② 1975年 1月 17日，全国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交通部划分为铁道部和交通部。 



 

堂方面略作调整，将房屋建筑面积由原来 120000平方米调至 157200平方米，投资

由原来 1400万元调至 2903万元，并于 1977年 11月 11日报送铁道部计划局。 

当时铁道部仍然没有复文，建校工作面临着严峻考验。校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于

1977 年 12 月 8 日，又向铁道部党组报送了《关于建校工程中几项急待解决的问题

的请示报告》①（以下简称《报告》），请求铁道部迅速审查批复学校建校工程房

屋建筑面积和投资调整计划及追加 300 吨钢材指标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建

校工程完工和开工的建筑面积已近 12 万平方米，投资早于 1975 年就已突破 1 400

万元的指标，超出学校审批的权限范围，为此，建行峨眉办事处多次提出意见，并

于当年 8 月书面上报建行总行。遵照基建程序的要求，应请铁道部迅速办理追加面

积和投资的补批手续。否则，由于缺少上级批准的依据，对 1978 年的基建用款，

将会发生无依据、无法拨款拨料的困难。同样，对于征用土地和委托设计等具体工

作，也存在因无依据而不能进行的问题。由于时间相当紧迫，请求迅速审查批复学

校上报的调整计划，以利工作进行。 

 

                                                        
①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行政，1977 年，3-4-2（19），西南交通大学核心组文件，西南交大核发

（77）10号，关于建校工程中几项急待解决的问题的请示报告，1977年 12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