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文化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你知道心得
体会如何写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
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华文化心得体会篇一

一是认识上的转变。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
过国学方面的知识，只知道是儒家学问，还有些封建思想意
识，认为学这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
然而，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我认为，
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
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中国
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家，
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直贯
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学国学是当今很热门的一个词儿，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反
思和正视。其概念广泛、内涵丰富、分类多样，把我们祖辈
们的经历、体验、方法以及感悟都融入在这些文字中，为我
们后人所一一品读，并领悟其中的奥妙。他们把这些经典留
给我们，自然是希望我们代代相传，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是学习的重要。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了孔子
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
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有很多不可知的部分，但是知识可
以增长才干，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我感到爱学习是一
种快乐，想学习是一种幸福，求知若渴是一种喜悦。学习新
知识，温习旧知识是一件让我们感觉愉悦的事情，学习能使



我们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所以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传统文化凝聚了五千年来所有人的智慧，我们的先辈为我们
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传统文化学
好？我们不仅要学习传统文化，也要把它运用到现实当中，
与时代结合，让五千年来祖辈的智慧在现代生活中熠熠生辉，
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我龙的传人背后的悠久历史带给我们的
力量！

中华文化心得体会篇二

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
篇就提出了学习是件快乐的事，反映了孔子一生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一个人在生命
的历程中，有很多不可知的部分，但是通过学习可以增长才
干，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我感到爱学习是一种快乐，
想学习是一种幸福，求知若渴是一种喜悦。学习新知识，温
习旧知识是一件让我们感觉愉悦的事情，学习能使我们提高
素质、增长才干。所以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五千年来所有中国人的智慧，我们的祖
辈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传
统文化学好?我们不仅要学习传统文化，也要把它运用到现实
当中，与时代结合，让五千年来祖辈的智慧在现代生活中熠
熠生辉！

儒家要我们首先修身养性，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讲
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无不为；佛教导我们：利
己、利人，功德圆满。

这三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先要求我们自己明明德，摆脱了
身心痛苦，悟了，获得了大的智慧，然后再去做事，帮助他
人，影响他人，造福社会。



宋朝朱熹曾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即五伦。它告诉我们思维的方法：博学、审问、
慎思、明辨、笃行。待人接物的原则：言忠信，行笃敬；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学习的最根本就是培养每个人德行，
具体来讲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一、孝：百善孝为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
之始也".我们是从父母那里获得生命，我们应该知恩感恩。
一个人能知恩感恩，孝心才得以萌生。身为子女理应将奉养
父母的责任扛在肩上，时时想着父母、孝顺父母，不仅养父
母之身，还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和父母之智慧，这样
才能真正让父母身心更快乐，生活更美满。

二、悌：一个"心"字，跟一个弟弟的"弟"，心在弟旁，表示
哥哥对弟弟妹妹的关心；心中有弟，就是兄弟间彼此诚心友
爱。《弟子规》中"首孝弟"就说明了孝敬长辈、兄妹友爱是
教育学习的重点。在家知道孝敬父母，在外面才知道尊敬老
师、尊敬领导；在家懂得友爱兄弟，在外面才知道关心朋友、
团结同事。在家里把孝道行好了，在社会上才能更好地接人
待物。

三、忠：古人云：忠者，德之正也。惟正己才可以化人。而
尽忠者，必能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干，因为公生明，偏则
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四、信：是指做人诚实不欺骗别人，我们与人交往要有诚信。
民无信不立，与他人交往，绝不食言，不妄语，不轻诺，言
既出，事必行。

五、礼：是由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大家共
同遵守的礼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
应学会礼仪，以礼待人。即洁身自爱，知节用和，克己制欲，
不涉奸乱，端正心思，以德治事。



六、义：是指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
有正义感。在社会活动中言行举止合乎正义和公益，不起盗
心，不占便宜，不偏不倚，俯仰无愧。

七、廉：是指人的品行正，不贪污，廉洁自律。我们做事情
应当洁身自爱、廉洁奉公，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思
想上以清廉为乐。

八、耻：是说做人应懂得知耻、要有羞愧感。子曰："知耻近
乎勇"，一个民族的强盛，往往崛起于这个民族自知所遭受的
耻辱，继而才能勃发图强之力。

最后，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浇水、施施
肥吧！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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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心得体会篇三

x省翼城县武池完小谭君君

对一个人而言，应报答的最大恩情是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恩
父母对很多人来说，感触最深切。“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
养而亲不待”，行孝需越早越好。因为在这个世上，父母是
最无私爱我们的。我们应感恩老师，因为老师打开我们智慧
的大门，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
浓浓的师爱一直伴随左右。

要感恩国家。北宋范仲淹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明清思想家顾炎宗也道：“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一个对国家、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才会用一颗感恩的



心去面对一切，他的人生也因此而精彩。所以我们的心灵深
处都应充溢着对国家沉甸甸的责任感。

要感恩所有的人。时常怀着感恩之心，念念想着别人的恩德，
人才不会那么自私，不会有那么多的不满和怨言，人才会活
得开心，社会才会和谐，我们生存需要工作，生存需要付出，
工作给予了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工作还为我们提供了展现
人生价值的舞台，工作意味着责任，感恩让我们担负起责任。

中华文化心得体会篇四

中华文化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充分融合全国各地区、各民
族文化元素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国际属性不同，它可以被
称为“中国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以下是为大家整理
的关于,欢迎品鉴！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明的结晶，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感想、
体会颇深。

一是认识上的转变。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
过国学方面的知识，只知道是儒家学问，还有些封建思想意
识，认为学这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
然而，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我认为，
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
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中国
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
家，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
直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学国学是当今很热门的一个词儿，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反
思和正视。其概念广泛、内涵丰富、分类多样，把我们祖辈
们的经历、体验、方法以及感悟都融入在这些文字中，为我
们后人所一一品读，并领悟其中的奥妙。他们把这些经典留
给我们，自然是希望我们代代相传，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是学习的重要。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了孔子
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
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有很多不可知的部分，但是知识可
以增长才干，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我感到爱学习是一
种快乐，想学习是一种幸福，求知若渴是一种喜悦。学习新
知识，温习旧知识是一件让我们感觉愉悦的事情，学习能使
我们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所以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身为一名教师，在工作中一是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要求
员工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
坚决不能做。要给学生做出表率，正确引导员学生的行为，
树立良好的风气，只有员工心平气顺，工作才能有积极性，
才能达到和谐共处，更好的工作。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有助
于我们走好人生的路途，有助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在学
习传统文化《弟子规》的过程中，使我受益非浅。其中有些
道理很简单，但就是没有真正去体会其中的道理。因为在学习
《弟子规》之后才真正的懂得。《弟子规》增长了我的智慧，
震撼了我的心灵。

做人要懂得感恩。佛法里说人有四种恩德必须报答：父母、
师长、国家和众生。对一个人而言，应报答的最大恩情是父
母的养育之恩。感恩父母对很多人来说，感触最深切。“树
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行孝需越早越好。父母
给了我们生命，抚育我们成长，供我们读书，教我们做人的
道理；长大后，离开了他们，他们在家乡仍然是无尽的惦念。

父母已逐渐老去，有一天一定会离我们而去，尽孝的时日无
多，作为子女，应该做得越多越好，让他们尽享天伦之乐。
我自己深有体会，父母亲养育了十个子女，母亲因操劳过度，



得了肝癌，在患病期间，还早早起来为我烧粥做饭，怕我上
班迟到，怕我劳累，为我做好准备。在弥留之际，还竭尽全
力为子女操劳，多给子女一份爱。因为母亲的病确诊的晚，
当我做子女的得知噩耗时，都来不及怎样去回报母亲的爱，
报答母亲的恩，只有抢着时间多陪一下母亲，短短的十五天
母亲离我而去，留给子女的是自责、后悔、遗憾，而这份遗
憾永远无法弥补。之后，我的兄弟姐妹吸取了这惨痛的教训，
把对母亲的思念化作怎样照顾好父亲的行动，日后的生活中，
舍不得得罪父亲，父亲的冷暖、爱好、健康都在子女的言语、
行动中得到体现。现在，父亲已进高龄，由于子女的尊重、
珍惜，身体、精神都很好。

这个暑假，我问父亲想到北京玩吗？（因为村里有的老人去
玩过了）父亲说：“想到广西桂林看看你舅舅、舅妈。”就
这样，虽然自己家经济不是那么宽裕，还是带老爸去桂林玩
了一星期，带老爸到桂林的景点看看，这可乐坏了老爸。看
到桂林的奇石山峰、岩洞，老人家赞不绝口，看到“刘三姐
印象”，老爸怀疑是神仙下凡，我告诉老爸是人工合成的，
老爸说，现在人真聪明，科技发展真快。一趟访亲旅游，给
老爸长了见识，了却一桩心愿。我一家人也感到很高兴，能
陪陪老爸走走。

鲜花感恩雨露，因为雨露滋润它成长；苍鹰感恩长空，因为
长空让它飞翔；高山感恩大地，因为大地让它高耸；我们应
感恩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打开我们智慧的大门，让我们享
受的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好处。在这个世上，父母是最无私
爱我们的，他们的爱让我们的人生阳光普照。孝敬父母要趁
早。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明的结晶，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感想、
体会颇深。

一是认识上的转变。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
过国学方面的知识，只知道是儒家学问，还有些封建思想意



识，认为学这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
然而，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我认为，
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
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中国
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
家，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
直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学国学是当今很热门的一个词儿，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反
思和正视。其概念广泛、内涵丰富、分类多样，把我们祖辈
们的经历、体验、方法以及感悟都融入在这些文字中，为我
们后人所一一品读，并领悟其中的奥妙。他们把这些经典留
给我们，自然是希望我们代代相传，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是学习的重要。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了孔子
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
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有很多不可知的部分，但是知识可
以增长才干，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我感到爱学习是一
种快乐，想学习是一种幸福，求知若渴是一种喜悦。学习新
知识，温习旧知识是一件让我们感觉愉悦的事情，学习能使
我们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所以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身为一名教师，在工作中一是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要求
员工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
坚决不能做。要给学生做出表率，正确引导员学生的行为，
树立良好的风气，只有员工心平气顺，工作才能有积极性，
才能达到和谐共处，更好的工作。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有助
于我们走好人生的路途，有助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在学
习传统文化《弟子规》的过程中，使我受益非浅。其中有些
道理很简单，但就是没有真正去体会其中的道理。因为在学习



《弟子规》之后才真正的懂得。《弟子规》增长了我的智慧，
震撼了我的心灵。

做人要懂得感恩。佛法里说人有四种恩德必须报答：父母、
师长、国家和众生。对一个人而言，应报答的最大恩情是父
母的养育之恩。感恩父母对很多人来说，感触最深切。“树
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行孝需越早越好。父母
给了我们生命，抚育我们成长，供我们读书，教我们做人的
道理；长大后，离开了他们，他们在家乡仍然是无尽的惦念。

父母已逐渐老去，有一天一定会离我们而去，尽孝的时日无
多，作为子女，应该做得越多越好，让他们尽享天伦之乐。
我自己深有体会，父母亲养育了十个子女，母亲因操劳过度，
得了肝癌，在患病期间，还早早起来为我烧粥做饭，怕我上
班迟到，怕我劳累，为我做好准备。在弥留之际，还竭尽全
力为子女操劳，多给子女一份爱。因为母亲的病确诊的晚，
当我做子女的得知噩耗时，都来不及怎样去回报母亲的爱，
报答母亲的恩，只有抢着时间多陪一下母亲，短短的十五天
母亲离我而去，留给子女的是自责、后悔、遗憾，而这份遗
憾永远无法弥补。之后，我的兄弟姐妹吸取了这惨痛的教训，
把对母亲的思念化作怎样照顾好父亲的行动，日后的生活中，
舍不得得罪父亲，父亲的冷暖、爱好、健康都在子女的言语、
行动中得到体现。现在，父亲已进高龄，由于子女的尊重、
珍惜，身体、精神都很好。

这个暑假，我问父亲想到北京玩吗？（因为村里有的老人去
玩过了）父亲说：“想到广西桂林看看你舅舅、舅妈。”就
这样，虽然自己家经济不是那么宽裕，还是带老爸去桂林玩
了一星期，带老爸到桂林的景点看看，这可乐坏了老爸。看
到桂林的奇石山峰、岩洞，老人家赞不绝口，看到“刘三姐
印象”，老爸怀疑是神仙下凡，我告诉老爸是人工合成的，
老爸说，现在人真聪明，科技发展真快。一趟访亲旅游，给
老爸长了见识，了却一桩心愿。我一家人也感到很高兴，能
陪陪老爸走走。



鲜花感恩雨露，因为雨露滋润它成长；苍鹰感恩长空，因为
长空让它飞翔；高山感恩大地，因为大地让它高耸；我们应
感恩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打开我们智慧的大门，让我们享
受的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好处。在这个世上，父母是最无私
爱我们的，他们的爱让我们的人生阳光普照。孝敬父母要趁
早。

中国传统文化灿若星空，拥有无穷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
化美如山河，拥有高尚的精神品质。悠悠漫漫中华五千年的
历史，风骨犹存，源远流长，独树一帜，而又熠熠生辉，深
深念念中华悠久历史古迹，风韵犹存，博大精深，而又清新
自然。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培养我们的文化气质，还可以开
阔我们的人生境界，启悟生命的智慧。学习诵读名家经典，
领悟传统道德的魅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仁爱精
神的象征，“色思温，貌思恭，居处恭，执事敬”那是礼法
的遵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是和的终极追
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是内
圣外王的思想，“上善若水”那是道的境界。接触儒家，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解道家，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
无不为，感悟佛教，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古圣先贤以己之思
明我之智哉，明心见性，睿智笃行。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体悟方能感知，感知方能做到。中国传
统文化承载着数千年先人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我们每个中华
儿女都应学习感悟与行动。人的处世之法其实深藏其中，帮
助人类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三大问题之道
也深藏其中，中国乃至世界的救市之道更深藏其中。五千年
的历史传承至今，风雨无阻，彩虹依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
不学习它，不传承它，不发扬它，不去做到它!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如今的你应该倍加珍惜与运用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要传承，要发扬，但它更需要



我们去接受，去实践，去体悟。学古不泥古，我们要将传统
文化结合时代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去。
以传统文化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用传统文化宽抚我们的内
心，让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只有与时代结合，运用到
生活中去，传统文化才是有生命的，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立
于不败之地。“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个
人要广泛地多方面学习，详细地问，慎重地思考，明确地分
辨，踏踏实实地行。在学习中，如果我们时时如此，积极主
动地学习。那么，我们的学习也许会是一件和谐惬意的事，
至于学，而乐在其中已矣。

感悟了，知晓了，学习了，懂得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心
领神会方可。

中国传统文化灿若星空，拥有无穷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
化美如山河，拥有高尚的精神品质。悠悠漫漫中华五千年的
历史，风骨犹存，源远流长，独树一帜，而又熠熠生辉，深
深念念中华悠久历史古迹，风韵犹存，博大精深，而又清新
自然。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培养我们的文化气质，还可以开
阔我们的人生境界，启悟生命的智慧。学习诵读名家经典，
领悟传统道德的魅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仁爱精
神的象征，“色思温，貌思恭，居处恭，执事敬”那是礼法
的遵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是和的终极追
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是内
圣外王的思想，“上善若水”那是道的境界。接触儒家，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解道家，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
无不为，感悟佛教，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古圣先贤以己之思
明我之智哉，明心见性，睿智笃行。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体悟方能感知，感知方能做到。中国传
统文化承载着数千年先人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我们每个中华
儿女都应学习感悟与行动。人的处世之法其实深藏其中，帮



助人类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三大问题之道
也深藏其中，中国乃至世界的救市之道更深藏其中。五千年
的历史传承至今，风雨无阻，彩虹依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
不学习它，不传承它，不发扬它，不去做到它!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如今的你应该倍加珍惜与运用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要传承，要发扬，但它更需要
我们去接受，去实践，去体悟。学古不泥古，我们要将传统
文化结合时代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去。
以传统文化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用传统文化宽抚我们的内
心，让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只有与时代结合，运用到
生活中去，传统文化才是有生命的，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立
于不败之地。“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个
人要广泛地多方面学习，详细地问，慎重地思考，明确地分
辨，踏踏实实地行。在学习中，如果我们时时如此，积极主
动地学习。那么，我们的学习也许会是一件和谐惬意的事，
至于学，而乐在其中已矣。

感悟了，知晓了，学习了，懂得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心
领神会方可。

中华文化心得体会篇五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但
是，在当今各种“变异”文化的冲击之下，人们开始亵渎传
统文化，把文明积淀看作炒作的工具。这怎能不令人担忧?坚
守传统文化的本真，守护心中那泓清泉迫在眉睫。

曾几何时，我们悄悄地淡忘了李白、杜甫，淡忘了那清新自
然、沉郁顿挫的气质和风格。微博时代的我们，早已习惯
了“蓝精灵体”，习惯了那句例行公事的套话：“元芳，你
怎么看?”殊不知，在我们戏谑调侃之时，传统文化在离我们



渐行渐远。半文半白的“甄嬛体”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不痛
不痒、无病呻吟的“琼瑶体”居然号称能“医治心灵创伤”。
这时的我们，情何以堪！

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被修饰、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我们该作何感想?一片真切的思乡之情被无聊地调侃，这是一
种怎样的悲哀！对于中国沉淀已久的文化，我们虽然没有能
力去完全深谙，但也没有理由不保持它自然之美的本性，更
没有资格去胡编乱造，去挑战先人们高超的文学功底。因为
我们生在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坚守本真，
不要丢失了对传统文化应有的崇敬和敬畏之心，在传统文化
调侃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人们追求适宜的精神愉悦本无
可非议。但各种不伦不类的体例的出现却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文化都保护不了，那还
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当我们对“tvb体”、“流氓体”朗朗上
口津津乐道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听见那一声声来自于几千
年前的天空的无助哀号。

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并不是要我们一成不变地照搬先哲的
思想，创新和突破是必要的，毕竟，那是人们前进的动力源
泉。坚守本真，意味着天空的圆月依然是圆月，它是一轮思
乡的月，而非被人们俗化了的月亮；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
意味着那融在酒中的是一片真情，而不是被整饰得面目全非
的一潭污水。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给先哲们一份尊重和敬
畏，不要矫揉造作，不要画蛇添足，更不要将经典俗化。

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让自然和谐的春
风吹向每一个角落，让传统文化之树绽放鲜花朵朵，滋润万
物。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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