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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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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辩证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有其存在的$本体论承诺%&辩 证 法 也 就 生 成 于 对 其$承 诺%

的$本体%的寻求’批判之中#因而辩证法总是与本体论纠缠在一起的&批判性是辩证法的内在本性#但这一批

判本性#决不是一种对事物的简单否定和反驳#而是对其所承诺的$本体%所内含的$矛盾%的反思和批判&正

是这一反思和批判#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以人的生存方式为$根本%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的本体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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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辩证法#可以说一直是哲学史上一个$剪

不断#理还乱%的基本哲学问题#所以有人把辩证法

戏称为$变戏法%&但不管对辩证法作何种理解和

解释#其内在固有的否定的批判本性是不变的&这

也正是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

判的和革命的&而辩证法的这一批判本性#并不是

对事物的简单否定#在其根本涵义上#是对哲学所

$承诺%的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最高支撑点的$本
体%的反思和批判&

!!一、辩证法的“本体论承诺”

辩证法作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

就的基础上 的 理 论 思 维%*&+E!!#是 有 其 存 在 的 理 论

前提的&不可否认#邓晓芒教授对辩证法’特别是

黑格尔辩证法存在的两个前提,,,$语言学起源%
和$生存论起源%的揭示和阐释#是很富有解释力和

生命力的)语言学起源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逻各

斯%主义’理性主义和方法论倾向#生存论起源赋予

黑格尔辩证法以$努斯%精神’历史主义和能动的本

体论特征*#+&#&由此可见#辩证法天生就具有方法

论和本体论双重向度&但$语言的逻辑本能恰好是

出自于 语 言 中 所 积 淀 下 的 生 存 论!或 目 的 论"本

能%*#+EC#也就是说#方法论往往又内在地受制于本

体论&所以#对此作进一步的追问#我们又可归结

出辩证法存在的一个前提,,,最深层’最根本的前

提,,,本体论前提&而辩证法自古希腊萌芽以来#
就一直是与$本体%纠缠在一起的&在这一意义上#
阿多诺认为#$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

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而这种$肯定

的东西%#就是辩证法所$承诺%的$本体%&
按照美国当代哲学家蒯因的观点#在讨论本体

论问题时#要注意区别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何物

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

者是关于$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后者则是语言使用

中的所谓$本体论的承诺%问题&$一个理论的本体

论承诺问题#就 是 按 照 那 个 理 论 有 何 物 存 在 的 问

题%*D+D&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本体论本质上

不是$何物实际存在%的$事实%问题#而是我们$说

何物存在%的$承诺%问题&根据这一理解#$由于人

类意识本性的意向性%#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

可避免地具 有 相 应 的 本 体 论 设 定 和 承 诺%*E+&C"#而

辩证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言说#同样蕴含其特有

的$本体论承诺%&无论是认定事实上何物存在#还
是说何物存在#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最高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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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体"问题是哲学必须回答的#传统形而上学

是在!何物实际存在"的意义上寻求和回答本体的$
总是把本体实体化$是一种!实体本体论"#而辩证

法却是在!说何物存在"的意义上反思和寻求自己

所!承诺"的本体的$总是对本体进行反省和批判$
是!承诺的本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辩证法实质

上是一种!如何"去寻求%反思和批判哲学所!承诺"
的本体的理论思维#传统的哲学家们总是把!说何

物存在"的!承诺"问题$视为!何物实际存在"的!事
实"问题$也就是把自己的!承诺"当作毋庸置疑和

不可变更的!独 断"$从 而 走 向 了 非 批 判 的 形 而 上

学#而现代本体论的真实意蕴$决不是去独断何物

可以作为!本体"$而是!承诺"我们有本体论的!意

向性追求"#这 样$本 体 论 就 由!独 断"走 向 了!承

诺"$而与之相应的辩证法也就取代了形而上学$从
自发 地 断 言 本 体$走 向 了 自 觉 地 反 思%批 判 本 体#
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发生!本体论革命"的实质#

由此可见$辩证法在理论本性上也是一种!本

体性"的理论$它与其相应的本体论承诺是内在统

一的&!辩 证 法"是 其!本 体"所 蕴 含 内 容 的 内 在 展

开$!本体论"是一种被!辩证"地理解了的!本体"’
本体论构成了辩证法得以立足和生成自身的载体

和依托$辩证法是根植于这一本体而展开的关于这

一本体的思想逻辑’辩证法是本体论基础上的辩证

法$本体论是一种辩证的本体论#离开其相应的本

体论前提$辩证法就失去了其!真理内容"$失去了

赖以存在的依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沦为纯

粹形式化的!外延逻辑"和任意化的!概念游戏"$真
正成了!变 戏 法"(")%#因 此 说$辩 证 法 在 本 质 上 就

是!如何"对待!本体"的一种理论思维$它的存在和

生成是与其所!承诺"的!本体"密不可分的#

!!二、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辩证法与其!本体论承诺"的内在关联性$决定

了辩证法的生成即是源于对!本体"的寻求#但对

本体的寻求即是矛盾&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

所!承诺"的本体及其对本体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

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哲学本体论却总是要求最高

的权威性和最终的确定性$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视

为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因此哲学本体

论从其产生开始$就蕴含着两个基本矛盾&其一$哲
学本体论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基
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基本

原理"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

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

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

威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

的矛盾’其二$哲学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
或!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
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身为根据$从而造成自身

无法解脱的解释学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

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

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是哲学本体

论的自我矛盾(%)&#C#这样$在对!本体"的寻求过程

中$如何对待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从

原则上区分为!传统本体论"与!现代本体论"’而与

之相应$作为对!本体"所蕴含的内在矛盾进行反思

和批判的辩证法也就有!自发形态"和!自觉形态"
的区别#

古希腊哲学以寻求万物的!本原"%!始基"的方

式$开始了对!世界何以可能"的哲学本体的寻求$
从而形成了!宇宙本体论"#但古希腊哲学对本体

的寻求$基本上是通过直接断言的形式$还是一种

直观经验 的 猜 测#不 过 这 些 对 本 原*本 体+的!断

言"和!猜测"$!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

法的问题"$已经!处处%到处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胚

芽和探索"(C)!&!$从 而 形 成 了 古 希 腊 时 期 自 发 的 朴

素辩证法#在这一意义上$苏格拉底追求普遍概念

的!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确立理念的!通种论"$亚

里士多德 的!寻 取 最 高 原 因 的 基 本 原 理"的!四 因

说"$都是追寻!本体"的辩证法#但是$当哲学家们

把万物的!本原"%!始基"独立出来并加以绝对化和

人格化时$便演化成西方中世纪哲学的!上帝本体

论"#在上帝本体论中$!上帝"成了万能的造物主$
它既是宇宙的原则$也是人的尺度$人们对上帝只

能绝对地信仰和服从#这样$上帝本体论就以!神"
的形式$抛弃了辩证法$变成了一神教#在这一时

期$古希腊哲学!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

被抛弃"(C)!&!$甚至连自发的朴素辩证法也没有了#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西方哲学在近代实现了所

谓的!认识论转向"$也即开始了对!认识何以可能"
的追问#从 表 面 来 看$近 代 哲 学 关 注 的 已 不 再 是

!本体"问题$而是!认识"问题$并且得出了!没有认

识论的本体论无效"的论断#但从深层来看$近代

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实际上是以考察人的认识能力

的可靠性来保证自己所!承诺"的本体的有效性$在
本质上还是对!本体"的寻求和反思#所以说$西方

近代哲学的!认 识 论 转 向"$既 是 对 本 体 的 寻 求 过

程$也是对本体的反思%批判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

离开本体论批判的认识论哲学#其!转向"的根源



在于要求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

位归还给人本身!其"转向#的实质在于把自发的本

体论批判和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自觉的本体论批

判$因此%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具有双重

内涵&一是把中世纪哲学的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本

体论批判!二是把古代哲学自发的本体论批判升华

为 自 觉 的 本 体 论 批 判%即 对 本 体 论 的 认 识 论 反

省’%(&!D$这种近代水平的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
即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同时也把辩证法理论由自发

的形态升华为自觉的形态%并使之获得逻辑学形态

的系统表达%从而达到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

者融为一体的辩证法理论$其最高表现%就是黑格

尔所创建的"概念辩证法#体系$但正是在这种通

过反省人的认识能力来探索"本体#的近代哲学中%
出现了批判的辩证法与非批判的形而上学交织在

一起并相互对立和冲突$而这一冲突和对立%一方

面使被中世纪哲学所抛弃的辩证法得以复苏%并开

始逐渐由自发形态走向自觉形态%从而为黑格尔创

立完全自觉形态的概念辩证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

面%又由于这时自觉的辩证法不具有应有的地位和

作用%使近代哲学对本体的追寻变成了对本体的信

仰%自觉形态的辩证法最终让位给非批判的形而上

学%造成了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猖獗#$
正是由于西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猖獗#%使

西方近代哲学在批判的辩证法与非批判的形而上

学的冲突中%形而上学占了上风$也就是说%西方

近代哲学在寻求)反思和批判"本体#的过程中%缺

乏应有的自觉辩证法$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是到了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通过康德认识论的"哥白尼

革命#%对认识能力加以区分和考察%确立了"先验

逻辑#%揭示了"二律背反#%说明了矛盾是人类思维

规定的本性%辩证法是理性的必然***"有 一 种 纯

粹理性之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与人类理性

不可分离之辩证法#’B(#D"H#D%%才重新恢复了辩证法

的合法地位$而这又直接导向了黑格尔在康德基

础上对康德二律背反的批判和超越%在哲学史上第

一次确立了以"绝对理念#为本体的表达人类思想

运动的逻辑的自觉形态的"概念辩证法#$对此%伽
达默尔认为&"黑格尔通过一种想把希腊开端处的

全部真理都囊括于自身中的思辨辩证法%完成了他

对形而上学 遗 产 的 异 乎 寻 常 的 综 合$#’&$(#"而 这 种

"综合#%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黑格尔真正实现了辩

证法 对 近 代 形 而 上 学"胜 利 的 和 富 有 内 容 的 复

辟#’&&(&EB$而黑 格 尔 的 这 种"复 辟#%在 阿 多 诺 看

来%实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的"纯粹的恐怖#%所以阿

多诺甚至有些极端地认为%自己否定的辩证法"在

批判本体论时#%"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

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而作为辩证法的

合理形态的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也正是立

足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在寻求"每个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实
体本体论#批判而形成的$

!!三、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批判

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

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

物 中 的 理 性 的 和 解%亦 即 达 到 理 性 与 现 实 的 和

解#’&#(D!%也即实现黑格尔所谓的"全体的自由性与

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而黑格尔对这一问题

的解决%就是通过运用"把实体了解为主体#的概念

的辩证法%构建了"绝对理念#的精神本体论来完成

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

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

体#’&!(&$$所以黑格尔强调%"要这样来理解那个理

念%使得多种多样的现实%能够被引导到这个作为

共相的理念上面%并通过它而被规定%在这个统一

性里面被认识#’&D(!CE$而黑格尔这一"绝对理念#%
既是"实体#也是"主体#%能够自己二元化自己%自

己乖离自己%自己发现自己%自己恢复自己%已经超

越了康德的不可捉摸的"物自体#$在黑格尔看来%
世界就是"绝对理念#自我对置)自我运动)自我发

展的历史展开过程$对此恩格斯指出&"要知道%当
这个黑格尔发现%他借助理性不能得到另一个凌驾

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时%他是多么为理性而感到

自豪%以致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 帝$#’&E(#&&H#&#但 黑

格尔宣布理性为上帝%决不是理性向中世纪上帝的

回归$在这里%代替上帝的理性+精神,本体论%也

是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

性的辩证法#’&"(&#$%二者在黑格尔哲学的逻辑里是

统一的$但是%黑 格 尔 的"绝 对 理 念#的 精 神 本 体

论%只是对世界作了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
人及其实践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具有真正

的自主性和现实性$所以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的

辩证法"经过一切矛盾和差异化重又建立同一性#%
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仍保留着"本体论

上的自我驯服#’&$(#"%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本

体论#$而 马 克 思 则 认 为 它 是 一 种"无 人 身 的 理

性#%只是达到了辩证法的形式的自足%仍然是"头

足倒置#的%还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和拯救$
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 的 最 后



一个代表人物费尔巴哈就以他的!人本学本体论"
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精神本体论"进行过批判#
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关于人%自然%社会等为理念

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

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

所创造的神学学说$所以!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

的避难 所 和 最 后 的 理 性 支 柱"&&%’&&E#而 在 黑 格 尔

的这种理性神学中$人的本质被!异化"了#因此$
应该对黑格尔哲学加以!颠倒"$不是把!实体了解

为主体"$而是把!主体理解为实体"$破除人在宗教

神学中的自我异化$颠倒人与精神的关系$把人的

本质还给人$确 立 感 性 存 在 的 人 与 自 然 的 本 原 地

位#遗憾的是$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

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

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

东西#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不具有历

史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人虽然获得了本原地位$
但并未表现出作为现实主体的丰富性与能动性$人
仍然是抽象的!无人身的感性"#费尔巴哈只不过

是用抽象的!人和自然"取代了同样抽象的!绝对理

念"#所以$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实际上遵循的是同

一个逻辑(都是从一个抽象的!实体"出发$都以!还
原"的方式把世界归结为一种实体性本质$都在建

构一种!实 体 本 体 论"$都 是 一 种 传 统 的 本 体 论 思

维$只不过费尔巴哈重!直观"$而黑格尔重!思辨"
而已#这样$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本体论同样需要批

判和超越#而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现实的人

的实践活动为哲学的出发点$则奠定了马克思实践

批判的辩证法的坚实基础#
正因如此$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的双重批判与超越(既是借鉴费尔巴哈来批判黑格

尔$也是运用黑格尔来超越费尔巴哈#当时$马克

思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就是!个人"受

!抽象")资本逻辑*统治#而其导致的结果就是!资
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

性和个 性"&&C’#""#所 以 马 克 思 要 做 的 就 是 推 翻 那

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

西的一切关系$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
独立性和个 性$把 人 的 世 界 和 人 的 关 系 还 给 人 自

己#而这实质上就是确立!人"作为主体)本体*的

合法地位$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在马克思眼里$人

自由解放 的!根 本"就 在!人 本 身"&&C’B#而 这 里 作

为!根本"的!人本身"$既不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

理性"$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无人身的感性"$而是生

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

思强调(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可

以根据意识%宗 教 或 随 便 别 的 什 么 来 区 别 人 和 动

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

的时候$他 们 就 把 自 己 和 动 物 区 别 开 来#这 就 是

说$马克思在这里作为根本的人本身的!人"$是处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

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

发展以及 与 这 种 发 展 相 适 应 的 交 往 形 式 的 制 约(
!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

物质条件#"&&C’#E正是如此$我们说马克思在哲学史

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论证了!人本身"的真正本

质及其作为!根 本"的 合 法 性(!一 旦 人 已 经 存 在$
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

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

果才成为 前 提#"&&B’EDE可 以 说$马 克 思 在 这 里 所 揭

示的是!人 本 身"的 特 殊 的!实 践 活 动"的 辩 证 法

,,,实践是人的本源性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也是

人作为!根本"所构成的人特有的!历史"的辩证法

,,,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它表达了

!人本身"作为!根本"的真实内涵#这种!历史的辩

证法"$也就是马克思的!实践"的本体论$而这只有

以!人本身"作为历史的!根本"为前提才成为可能#
在这里$马克思真正颠覆和解构了一切先验的%非

历史的%非现 实 的%非 具 体 的 形 而 上 学 的!逻 辑 本

体"(!传统哲学中那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本体论$第

一次在这里被宣布为非法的"&#$’!""#无论这种!本

体"以 什 么 形 式 出 现)抽 象 的!精 神"或 抽 象 的

!人"*$只要它还在制造一种外在于人的抽象的主

体本质$都是非科学的#正是如此$我们说马克思

哲学是以现实的!人本身"为!根本"的!实践批判"
的辩证法#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思辨的精神本体论和

费尔巴哈直观的人本学本体论$既锻造了具有彻底

批判本性的辩证法理论$又以这个革命的%批判的

思想武器去批判!现存的一切"$并!在批判旧世界

中发现新世界"$从而为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的自

由解放和 全 面 发 展 开 辟 出 了 一 条 现 实 性 的 道 路#
所以马克思强调(自己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

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理人的恼怒和恐

怖"$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

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

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

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



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
是批判的和革命的#$#&%#&C&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

克思’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精神"其终极旨趣在于

批判和否定一切阻碍人的自我发展(妨碍人的生命

自由的异化力量"以实现人的不断的自我超越和自

我提升#$"%#!E&所 以 说"只 有 马 克 思 的 实 践 批 判 的

辩证法"才根本改变了哲学对所’承诺#的本体)))
’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绝对确定

性和至高权威性的逻辑寻求路向"形成了对’本体#
的实践性(历史性理解&在马克思这里"实践批判

的辩证法不是’实践的本体化#"而是’本体的实践

化#&这样"马克思实践批判的辩证法"就是一种以

人的本源性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为’本体#的关于

人的存在的自我解放学说!而马克思的本体论也就

是运用实践批判对资本逻辑统治人的现代资产阶

级社会加以批判的’否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这

里"本体论与辩证法才真正实现了在瓦解资本逻辑

的内在过程中的否定性的统一&而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阿多诺作为’瓦解的逻辑#的’否

定的辩证法#(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伽达默尔

的’解释学对话#(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德里

达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和’延异#"以及

罗蒂的’偶然#与’反讽#等所谓后现代脉动"其实都

是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的内在意蕴的时代

显现&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I%J北京*人民出版社"&B%#J
$#%!邓晓芒J思 辨 的 张 力)))黑 格 尔 辩 证 法 新 探$I%J长 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BB#J
$!%!蒯因J从逻辑的观点看$I%J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BC%J
$D%!阿多诺J否定的辩证法$I%J重庆*重庆出版社"&BB!J
$E%!孙利天J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I%J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J
$"%!贺来J辩证法的生存 论 基 础$I%J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DJ
$%%!孙正聿J马克思辩证 法 理 论 的 当 代 反 思$I%J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J
$C%!列宁J列宁全集*第EE卷$I%J北京*人民出版社"&BB$J
$B%!康德J纯粹理性批判$I%J北京*商务印书馆"&BB%J
$&$%!伽达默尔J摧毁与解构$,%J哲学译丛"&BB&+E,*##H#CJ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I%J 北京*人民出版社"&BE%J
$&#%!黑格尔J小逻辑$I%J 北京*商务印书馆"&BC$J
$&!%!黑格尔J精神现象学+上,$I%J 北京*商务印书馆"&BB%J
$&D%!黑格尔J哲 学 史 讲 演 录*第#卷$I%J 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

&BB"J
$&E%!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D卷$I%J 北京*人民出版社"&B%#J
$&"%!马克思J&CDD年经济学哲学手稿$I%J 北京*人民出版社"

&BCEJ
$&%%!费尔巴哈J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I%J 北京*商务印

书馆"&BCDJ
$&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I%J 北京*人民出版社"&B%#J
$&B%!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第#"卷!$I%J 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B%DJ
$#$%!张一兵J回到马克思$I%J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BBBJ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I%J 北京*人民出版社"&B%#J

责任编辑!刘荣军

!"#$%$&’()%*+,$%-#’$"$./)01!23’)%+(#’(2

?@KL0/M"N8O9-A.(/M
#!"#$%&’()"’*"+,-.#/&$),0+/"/,-1(+,’,234"$*&,’"5&6&’7’&8"+/&*3")%#’($%0’&!$$"#")%&’#$

452#0)(#*@707P6<90)346(.639<0)349/Q9/M">90)6<39<7407937(/3()(M9<0)P.(R976*K3<(R671.(R346766Q9/M0/><.939<9S9/M
(1937P.(R976/(-R6/(/"7(3403>90)6<39<70)50;7M6376/30/M)6>9/(/3()(M;*T.939<97R97346/03-.6(1>90)6<39<7"U-3937
/03-.6(1<.939<97R97346.61)6<39(/0/><.939<97R(19/36./0)<(/3.0>9<39(/(1937P.(R976/(-R6/(/"/(3079RP)6/6M039(/
(1349/M7*V4.(-M4346.61)6<39(/0/><.939<97R"I0.W4070<496:6>0/(/3()(M9<0).6:()-39(/(1P.0<39<0)<.939<0)>90)6<39<7
549<4U076>9371-/>0R6/30)7(/346R(>6(1P6(P)6-7)9:9/M*
6+78$092*>90)6<39<7!(/3()(M9<0)P.(R976!(/3()(M9<0)<.939<97R!P.0<39<0)<.939<97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