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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若干思考 

朱宏斌 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研究所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中国的先民是以农业的开发经营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和
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农业开发是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
定的生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切实注意其历史性、区域性以及产生原因的多元
性，否则即会夸大或延伸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不仅背离历史研究的本质，而且亦无助于
对当前严峻生态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真正解决。 

关键词：生态问题；农业开发；环境变迁；传统农业 

随着当今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渐趋于白热化。在反思人与
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诸种危机，诸如生态问题、
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物种问题等的日趋严重，实际上是以“天灾”方式而表
现出的“人祸”，即是人类自己所亲手酿造的恶果。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
起了人们对历史时期人类自身开发方式、生存方式的深刻反省。作为一个农业素称发达的
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许多学者在追溯生态环境问题历史根源的时候，也自然对传统的农
业生产方式有所关注，甚至远溯至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奠基形成时代，认为此即祸患之始
也。这些认识的产生，在当前生态问题空前严峻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相
当的警示意义；但仔细推究，这一结论似乎缺乏充裕的事实依据，而其研究问题的方式与
思路也似乎与历史研究的本质存在一定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种结论与思路的产
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人们对生态问题产生主要原因与时代的关注视线，虽然减轻了
今人的内疚与自责，但却无助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 
正确地认识与估价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地位与作用，不能孤立地从其某一个方
面简单地臆测或武断，而是要系统地、全面地分析考察，即需建立一种“整体史观”。对
于古代农业开发经营中的生态问题的认知，也同样需要如是视角。在古代社会，在农业生
产作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条件下，认识农业经营开发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
必须把其放在一个长时段下系统地考察。也就是说，我们在注意农业开发经营所产生的诸
如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等消极影响同时，还有必要充分地认识其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尤其
是从社会时间这一角度权衡把握二者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传统时期的农业
开发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前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其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先民赖以生存延继的最主要方式。“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
类诞生以来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人类诞生之初，其最主要的经济
方式是采集与渔猎，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茹毛饮血，生存条件相当的恶劣，故此，探寻
新的生产方式就成为了人们的共同愿望；而农业这一生产方式的产生，也正是在这一探寻
过程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完成的。应该说农业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场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革命，不仅使先民在解决生存问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且亦加速了“人猿
揖别”的历史进程，也因为如此，其在传统社会一直是绝大多数民众的衣食之源和安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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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本，这一点也是农本观念最基本的含义。以之为基点，还衍生、引申出许多的涵义：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谐辑

睦于是乎兴，财用番殖于是乎始，敦庞憧纯固于是乎成。”[1]  

其二，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华民族兴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和重要纽带。中华民族不仅源远流
长，而且以辉煌的文明成就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成就的获取，不能不说与农业的
开发经营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反顾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炎黄部落的
率先崛起是得益于对农业的关注，而此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也是以传统时期农业的开发经
营为主要载体与途径的一个逐渐凝聚的过程，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农业开发经
营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三，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基础。正是以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
业文化的发展迈进为基础，我们的先民不仅率先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而且创造了
一系列的灿烂辉煌，使得古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惟如此，中国
的农业文化还是构筑中国传统文明最基本的要素与基础，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

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以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农业与农业文化的确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根基。这是一
个谁也不能忽略和否认的事实，也应该成为我们探讨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问题的一个基
本前提。 

二、农业开发经营中生态问题的历史性 

生态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不可辩驳地说，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与历史时期若
干生态问题的逐渐积累密不可分；而当时生态问题的产生也是与农业这一生产经营方式密

切相联系。譬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坏，即与原始农业时期“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3] 
这一刀耕火种式的农作方式相关，与传统时期农业区域性拓展过程中的与山争田、“斩伐

林木亡有时禁”[4] 相联系。再譬如生态脆弱地带的土壤荒漠化问题，也是与历史时期农业
发开之触角延及诸多生态脆弱地带，破坏其植被相关。考究史册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过
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已经对当时的生产与生活产生诸多的危害，而且亦引起了人们的
警觉。如秦汉时期的贡禹在探究当时灾患频仍原因时的“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
必不由此也”之谓、刘向在《别录》中的“唇亡而齿寒，河水崩而其坏在山”之喻，等
等。明清时期类似的记载与言论则更为丰富。对于这一点，不仅已为众多的学者所充分地
证明，而且也可以从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踪迹，故此不再赘述。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一问题过分地简单化。既然其是一个历史过程，就意
味着传统时代面临的诸种生态环境问题，并非如我们今天一样如此严峻；而且，与生产力
发展水平及其对环境作用程度相联系，还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面临生态问题的内涵也是有
所差异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环境史研究的成果，把其放置
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进程的长时段中加以分析。环境史研究成果表明，人与环境关系的
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而其分界点

分别为1492年和1969年。[5] 也就是说，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生态问题的严峻以
及人类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是始之于近代工业化，这同样是一个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
所以有些学者就曾明确地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产生于市
场机制”。回顾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问题严峻，同样也是始之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
化，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及其对自然环境作用的日增相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不
宜对传统时期生产经营方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予过分的夸大。 

再具体到中国古代历史内部来看，我们也同样不难发现，真正的、整体性生态问题的凸显

也是始之于明清时期[6]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明代以后人口的激增超过了生产力
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能力，迫使人们从各个角度、各种途径千方百计探寻增加粮食总量
的方式与方法。人们一方面从提高单产的角度发掘农业内在潜力：如引种诸如番薯、玉
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进一步提升精耕细作程度，这是使得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体
系在这一时期迅速达到了巅峰状态的基本动力之一；掀起了又一次的水利开发之高潮，改
善农业生产的基本设施与环境……等等。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纵深的、内
涵式发展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也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因此，农业横向的、外延
性开发，即地域性的拓展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新的高潮。同时，由于宜农之地早在历史时
期就已经开发殆尽，所以其触角亦不可避免地延伸至陡峭山岭、草原牧场、水泽湖泊，宋
元而始的与山要地、与水争田之趋势至此而达到高峰：长江中下游河湖纵横地区，人们围
垦湖面及滨江濒湖之洲滩，以致出现了“江右产谷，全仗圩田。从前民夺湖以为田，近则

湖夺民以为鱼”[7] 之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则大量围垦荡地，至明中叶已是“草荡多被



势豪侵占，开垦为田”（朱廷立《盐政志》卷7）；在北方的农牧交汇地带，大规模的农业
垦殖再掀高潮，如宁夏花马池一带，先前“全无耕牧”，但“自筑外大边以后”，“数百

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4）；人烟稀少乃至人迹罕至的山
区更是当时开发之重点区域，“国家承平，二百年兹矣，各省生齿繁盛，浸有人满之虞，

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开垦”[8] ，尤以鄂豫陕交界山区之开发最盛，“广、黔、楚、

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以致于
“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师承瀛：《浙西水利备考》杭嘉湖三府三

道总说），“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清·嘉庆《建始县志》） 

明清时期的大规模农业垦殖，虽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缓解需求压力之利，但又因其重点区
域大都为生态脆弱之地带，且开发经营也往往缺乏规划、不计后果，所以也产生严重的生

态问题。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9] ：一是森林缩减。西北的许多山岭在此前大都“林木
葱茂”，但由于明清时期的不断垦殖樵采，至清代已“牛山濯濯”。如祁连山脉的黑松

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乾隆《五凉全志》卷4）；秦巴山区“比年来开垦

过多，山渐为童”（同治《房县志》卷4），“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

已见其濯濯矣”（光绪《紫阳县志》卷1）。二是水土流失。由于当时对山岭的垦殖多以刀
耕火种之粗放形式为主，故导致了水土的严重流失。如秦巴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

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三是河
湖淤塞。一方面由于山区垦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
则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调蓄和泄洪能力。故明代后期以后，许多河流“水道渐

隘，洪流冲突，无复疏导，则势不得不溃堤而入”（万历《荆州府志》卷3）；江南地区濒
江濒湖去处，势豪之家“不分河港宽狭，即种茭蒲、芦苇，占为菱荡、莲荡”，以致“水

道日隘，为下流数十州县之害”（乾隆《苏州府志》卷7）。四是沙漠扩张。明清时期，由
于不合理的土地垦殖破坏了植被，使得沙漠扩张的趋势日益加快。如宁夏铁柱泉城始建于
嘉靖年间，当时泉眼“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约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

之地”（嘉靖《宁夏新志》卷3），筑城后将“四周空闲肥沃地土”拨给军士，“听其尽力

开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5），遂致其逐渐沙漠化。明后期，在长城沿线，“屯地
或变为斥卤、沙碛”是很常见的现象。到清代，特别是清后期，由于汉人大量进入蒙古草
原垦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为沙漠。 

总而言之，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相适应，传统农业经营时期的生态问题总体上不宜
过分地夸大；而在其内部，也经历了由区域性到整体性、由简单到复杂、由轻微到渐次严
峻这样的过程；是明清以降，这一问题才真正显现，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三、农业开发中生态问题的区域性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理、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有不同的自
然带之划分；而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环境，又与一定是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不同
的经济带。因此，作为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结合的农业生产，其开发经营所引发的环
境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也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也就说，农业经营方式与这
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否相适应、和谐，这是最终是否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之大小
的关键。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也同样是如此，农业经营在一些地区引发了生态问题，在
另外一些地区则恰恰相反。 

在一些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带，农业的过度开发的确带来严峻的生态问题，甚至有些真
是所谓万劫而不复。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区域的不断拓进、即其横向性的发展，是中国农
业历史发展中最为主要的内涵之一。可以看出，在这一进程之中，中原农业民族以农业技
术体系的率先成熟为动力，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依托，以体系强劲的政权为后盾，使得农
业这一生产方式得到不断的拓展，不仅在各核心农区内大致呈现出一个田尽而地、地尽而
山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很早即把开发之触角延伸到了诸多非宜农地区，实质上历史时期以
农牧分界线迭移为标志的、农进牧退之历史巨剧，即是这一进程的反映表征。在农业经营
方式扩展的进程中，由于生态意识的缺乏和经营中的某种无序性，自然带来了诸多的生态
环境问题。上文我们所提到的明清时期山地开发所引发的森林缩减、水土流失等生态问
题，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尤其是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其生态环境总体上就相当地脆弱，
而过度的农业开发又很容易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典型如秦汉时期盛极一时的河套平原开
发，当时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屯垦等举措，很快将阴山以南、乌兰布和沙漠以东的广大农

牧交错地带发展成为了新的农区，“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0] ，富
庶几欲关中相媲美，故号之曰“新秦中”。然而今天的这里则是黄沙漫漫，昔日的繁盛与
辉煌早已成为了历史遥远的回忆。类似的例子在这一地区还有很多，都无疑给我们留下了
极为惨痛的教训。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因素的这一特殊性，也使得农业经营在
诸多宜农地区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环境。譬如水利的兴修，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农
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也是相当的显著，甚至可以说，水利从伊始就具有一定的生态
意义。著名如大禹治水、关中水利网的形成、四川盆地水利的兴修……等等，其在带来巨
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是不容低估。史载郑国渠渠就之时，“用
注填閼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

卒并诸侯”[11] ；都江堰修成之后，“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故成都平原遂有“天府之
国”之谓。除此之外，具体到农业技术体系内部，也存在一系列的改善微观生态环境的措
施与意识，对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做专题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四、生态问题产生原因的多元性 

诸多的事实表明，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多个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
人类生产、生存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包括了自然环境
自身的变迁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如地质变迁、气候干湿变化、气温的冷暖更替等因素，都
可能引发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生态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
结果，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之后的结果。 

首先，从长时段来看，自然环境及其变迁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基础和最主要因素。一方面，
相对脆弱的环境基础是产生生态问题的基本前提。研究表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问题，就
与早在末次盛冰期就已形成的范围广大的古沙源相联系，虽然其在全新世适宜期发育了一
定的草原植被，但却相当脆弱。正是因为这种固有基础的脆弱性，所以当农业开发的触角
延及这一地区之后，便会很容易破坏这种区域性的生态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
题，而且其恢复也往往是相当的困难。另一方面，所谓的沧海桑田这样的巨大变迁，实质
上更多的是自然使然，而其中人为的因素是间接的、细微的。众所周知，与人类历史发展
演替一样，大自然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变化过程，这其中包括了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地
质变迁等诸多方面，其势必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史时期诸多的生态问
题，实质上很大程度的与这些自然因素变迁相联系。典型如楼兰古国的突然湮没，世人就
有诸多的推理与猜测，如战争说、过度开发说、气候变迁说、冰川说、沙漠风暴说、河流

改道说……等等[12] ，其中大都归因于自然因素变迁。有些学者还运用现代卫星遥感考古
资料从环境地质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楼兰古国消亡的原因是由于古城所在
地——孔雀河上游先后出现过两次滑坡崩塌而造成堵江，形成了堰塞湖切断供水源而导致

[13] 。另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西北的气候环境在经历了距今４000年前的气候恶
化事件之后，就大致呈现出一个由暖湿而干冷的变化过程，这一点也似乎已为学术界所公

认，而这一变化发展事实上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应该有必然的联系[14] 。 

其次，人为因素是诸种生态问题产生的主导，在自然变迁的基础上加速了环境的恶化进
程。从历史时期生态问题的产生、发展来看，的确大都如此。如上文我们所谈到的西北地
区沙漠化发展问题，就是因为人类的诸种活动破坏了原始的自然植被而引发，并伴随人类
活动的深入而加剧的；而这一进程似乎又以农业的开发与发展为其最主要诱因。史籍记载
中反映农业开发过程中伐木毁林的史料就相当地多，如居延汉简中的所见的“官伐材木取
竹箭”、“二人伐木”等记载，就是一个例证。也因为如此，“加大了对植被的破坏程
度，导致历史时期西北生态状况每况愈下，呈逐渐恶化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西北

地区后来出现的大沙漠即肇始于此。”[15]  

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在导致生态问题产生的诸种人为因素中，除了农业生产方式影响的
长期积累之外，也包括了诸如战争、建筑兴修、城市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从历史记载
来看，似乎诸多文明的陨落更多地与战乱直接相关，典型如东汉时期西域屯田的“三兴三
绝”，即具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西北农牧交错地带，自秦汉始即为战乱纷争之地，因此，
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除了一定的自然因素和农业开发的破坏外，可能也与战乱戕害
联系。应该说，战争的破坏作用，除了表现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之外，还应该包括
生态领域。此外，与农业经营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如历代的大兴土木，即对森林资源造成

了严重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史籍中同样有相当集中地反映，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谓：

“宫室奢侈，林木之蠹。”《山西通志》卷66也引明代学者阎绳芳文曰：“嘉靖初，元民
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以致于“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
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总而言之，对生态环境问题致因的诠释，不能仅仅关
注于某一点，而应该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 

五、农业经营中的生态思想与经验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结合的一个生产过程，因此其与自然环境有着极为
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农业生产与发展势必对自然环境产生诸种影响，客观上改变着生态
环境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



说，农业生产作为一种利用、改造自然的一种活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不断地面临着环
境问题。从这一特点出发，农业生产者必然会在主观上产生改善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某些意
识，并以之为指导而注意把握自然规律、总结生产经验。探究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与文化
体系内涵，实质上也的确不乏类似的诸多内容。 

首先就是思想层次上的“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是我国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所

逐渐形成的一种自然观，即《吕氏春秋·审时》所谓的：“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
也，养之者天也。”可以看出，其是把农业生产看作“天”（气候、季节）、“地”（土
壤、地形）、“人”（农业生产主体）、“稼”（农作物）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的有机整体，深刻地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依相亲、协调统一的关系[16] 。这一认
识，不仅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内涵，而且也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
作用，同时也是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渊源。因此，以之为指导和基本
出发点，即有了所谓的“时禁”与“三宜”，即不仅要求开发中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而且还有必要树立一定的生态保护观念、明确一定的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17] ，以达到永续性利用的目的。郑玄注《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
泽，毋漉陂池，毋伐山林”时说这是“顺阳养物”，可谓深得其旨。这一天人观，实质上
就是一种生态思想。 

其次，在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也包含了诸多改善生态环境的具体技术与环节，典型如
改土肥壤技术、农田水利环节。伴随农业从起源地向四周的扩展，农业生产的环境必然发
生很大的变化，必然会面临不同的一些壤土，因此，如何改土肥壤以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

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18] 。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先民不仅很早就认识到土壤性质的多样
性，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分类体系，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改土肥壤的观念和技术措
施，如观念层次的“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说、“地力常新壮说”；如技术层面上以恢复
地力为宗旨的轮作制度、用肥技术等等。这些技术措施与环节，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土地资
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此外，我们上文所涉及的农
田水利之兴修，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同样是相当显著的。 

再次，我们就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体系整体的发展趋向而言，实质上也是在朝着对环境
有利的方向发展，耕作制度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回顾中国农业科技史之演进进程可以发
现，耕作制度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原始撂荒制——三代时期的休闲耕作制——春
秋战国时期的连种制度——秦汉魏晋以降的复种制度、套作制度、轮作制度。与耕作制度
变迁的这一取向相适应，实质上还包含了耕作技术发展的取向，即是由原始的粗放耕作逐
渐向精耕细作迈进，这些无疑也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因此，继承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
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生态农业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与借鉴。 

结 语 

总而言之，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对其的分析
与认识，应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并放置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下系统的考察：既要关注其
消极影响，也要尊重其重大贡献，有必要权衡比较二者在谋求人类的生存及生存条件改善
这一内在统一中的关系；既要注意历史时期生态环境问题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同时也要适
度考虑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其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与程度；既要注意
农业开发在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不能忽略生态问题的产生从来就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的这一基本事实；既要看到开发与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
系，也必须注意二者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种互动统一关系，等等。只有这样历史
的、系统地考察这一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归因于历史、归罪于先民，这才能真正有助于我
们对历史时期农业开发中的生态问题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也才能真正地直面目前日益
严峻的生态问题，并最终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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