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昌族禁忌文化：流变与功能 

[作者] 文小勇，李磊，石颖 

[单位]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华侨大学 

[摘要] 作为少数民族社会的一种普遍[1]文化现象，禁忌是他们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滇西

中缅边境的阿昌族也不例外。其传统禁忌文化之丰富、内容之广泛，包括时令与生产禁忌、生育禁忌、婚

丧嫁娶禁忌以及日常和社交禁忌等。其禁忌文化之流变也是多层次、多因果的，正因此，它表现出来的社

会功能也是多元性的，群体性、具体性、变异性和自我发展性是其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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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禁忌既是一种生活习俗，也是一

种宗教意蕴深厚的行为规范，更是少数民族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它包含在各民族

传统文化的积淀而形成的民族习俗中。对禁忌文化的整理与研究，有助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的认知，进而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在阿昌族村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

注意到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这个民族明目繁多的禁忌。从这些最早的禁忌规范中，

我们也许就能探寻出阿昌族文化的最早渊源。为此，笔者以滇西阿昌族的研究为对象，就阿

昌族的传统禁忌文化做一初浅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 

生息繁衍在滇西中缅边境的阿昌族①，历史悠久，民族传统文化经过多年的深厚积淀，

世代相传到今天。阿昌族先民们自古以来就敬鬼神、重祠守寨，宗教意蕴古朴浓郁。正是这

些民族宗教与文化信仰，使他们在生存与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丰富多彩的

禁忌习俗与文化。笔者从历史的发展与现实流变的双重视角及其社会功能来体认阿昌族的禁

忌文化，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时令与生产禁忌。在阿昌族的民间禁忌中，时令、节气总是与生产禁忌联系在一

起的，其主要含义或目的在于农事、生产和生活的顺利与丰收。这里主要有：1、除夕与正

月禁忌：阿昌族人在一年的首月和腊月禁忌最集中，其民谚所云“正月忌头，腊月忌尾”正

是。比如，除夕之日及正月初一至十五忌推磨舂礁，犯忌，牛马等牲畜不吉，会招致疫病或

虎豹进寨咬死牛羊；忌梳头洗衣，以免来年暴雨刷掉地里的泥土、肥料；腊月二十九到正月

初一，忌妇女做针线活，否则梨田时耙齿钉着牛脚或水稻等植物会起钻心虫；忌汤泡饭，以

防涨水冲毁庄稼；忌借财物、扫地以保住财运；阿昌族还有年三十晚挑灯种瓜点豆的习俗，

因这一天种瓜点豆会多结果实，但初一忌进菜地园地；年三十晚忌串门，因为要守岁。初一

早晨寨中孩童要口念“开财门调”，让各家各户起来“开财门”，忌不“开财门；初一忌访亲

走友；初一、十五忌宰杀生灵，犯忌会招致生灵阴魂报复；阿昌族人还认为正月逢戊日禁止

动土松地或劈柴等强震动活动，因为这天是地母娘的生日，犯忌就会灾祸临门。2、时令节

气禁忌：主要包括立春和立秋忌，例如立春日忌打井水，犯忌会使水井枯竭或引发水灾。立

秋日禁止下菜地以免蔬菜生长不旺；禁止下河、下塘洗浴，否则招致秋冬旱灾。另外在清明

节和立夏时禁止梨田翻地，犯忌会使农活沉重并且耕牛会生病等。3、农事生产禁忌。狗属

戊日禁浇粪施肥，立春后要忌“五戊”，即在戊日不能破土动工，下种以后到小暑节止，龙

日要忌龙或破土。正月间开始农作时要看好顺畅日子，一般羊日不下种，因为这是枯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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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的正、四、七、十月逢蛇日，二、五、八冬月逢鸡日禁止下种，犯忌会招天灾人祸或庄

稼歉收。 

（二）生育禁忌。在阿昌族的传统禁忌文化中，生育禁忌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其重要

组成部分。其内容之多，约束规范之严密，成为阿昌族禁忌文化的一个独特性所在。阿昌族

原始宗教中极其崇拜大自然，神灵、仙人及各种鬼魂等，这些原始宗教观念也已渗透到生育

习俗之中。因此，阿昌族妇女生育过程中禁忌较多，主要可以分为：1、孕妇禁忌：比如，

妇女妊娠期间，不得随意进出别人家，因为妇女怀孕期间最容易附上各种恶鬼、邪气，如果

犯忌则被认为会给人家带来晦气，让人家遇上倒霉的事情，会令人家不高兴；阿昌族人是严

禁孕妇进入或接触土主庙大门，如犯忌，认为庙神、族神等会降火灾于村寨；严禁孕妇到果

树下行走或休闲，认为这样会使果实烂掉或不熟而落，同时忌孕妇上果树采果，否则果树来

年就不会结果；孕妇忌跨过犁耙、铁锄等农用工具，犯忌，做活时工具不锐，活计变重。在

阿昌族里，孕妇忌踩别人的小便或剃丢的头发，犯忌的话，就会患膀疾病或中邪，所以禁止

在路上小便和乱丢头发；他们还认为如果孕妇偷别人家的生姜，则会生六指头的小孩；妻子

怀孕后，丈夫不能去参加丧葬殡礼中的抬棺出殡活动，否则妻子会流产；孕妇忌夫妇同房，

孕妇期丈夫只能睡地铺等。2、产妇禁忌：阿昌族请人接生都要请多子女的妇人相助，忌请

无子嗣之人接生；平日里忌产妇串门、忌外人闯入，百日后解忌。如果月子期有闯入者，则

户主抱出小孩，让闯见者抱一下并为其取乳名。这在阿昌族谷称“踩生”，婴儿则拜其为“干

爹”或“干妈”，否则，孩子日后就会体弱多病，不好养活。 

（三）婚丧嫁娶禁忌。阿昌族婚俗礼仪繁杂，礼节较琐，禁忌也颇多，主要包括：1、

嫁娶禁忌。包括：①忌婚前性行为，尤其对非婚生子者按族规处以重罚。未婚有孕一定要在

未生育前及早举行婚礼，才能得到族人及社会的宽恕和原谅。②恋人之间在解除婚约时，需

退回盟誓时的照片及头发和其他物品，忌烧毁或扔弃。犯忌，人就会大病、发疯或得其他疫

病。③阿昌族人一个公认的习惯就是同姓忌婚配，否则认为是伤风败俗。④一般孕妇到即将

出家的新娘家时，不能坐新娘家的嫁妆及物品，否则会影响新娘日后生育。2、丧葬禁忌：

阿昌族家人死后都实行土葬，少数恶病或妇女难产死亡的要实行火葬后，再行棺木土葬。死

于寨子外的，先招魂、安魂，尸首停放于寨外的，严禁招尸入寨。阿昌族人死后殓棺前要净

身、穿寿衣，取米颗、碎银七粒放入口中，停放于堂屋，尸体忌人、狗等越爬，犯忌就会影

响转世或复活。死者忌带金银珠宝等金属物，即使生前镶的牙也得取下，以免影响转世，另

方面怕被人盗墓抢劫。一般出殡后，禁忌动错方向、抬错丧棒等。犯忌的话，寨子里又会死

人。再一个习惯就是，在死后坟冢场地上有一定的划分。比如一般家中生有儿子的要葬在坟

场上头，而葬在下头的就是指未有儿子的人，葬在中间的就是指因病而亡者。阿昌族对此要

求严格，犯忌的话，寨子里又会死人并认为会给全寨带来恶运。 

（四）日常生活与社交禁忌。这里主要有：1、家庭禁忌：在阿昌族村寨内，家庭禁忌

主要还是指日常生活中的禁忌。比如妇女酿洒，做米粉、罐腌莱、豆腐等各种风味小吃之前

要净身（忌房事）、忌串门，犯忌，认为腌制食品味不好，会腐败变质；作为居家成员，兄

长忌进弟媳的房间；忌将生树、绿树叶、犁具直接放入房屋正堂，家堂上忌放杂物，尤其忌

放猎枪等物品。一般忌用脚踩踏火塘锅脚石、三脚架或木柴头，也忌垫坐它，如果犯忌，被

认为上山或外出会遇野兽袭击；忌向火塘吐口水和跨越火塘，一旦犯忌则认为会烂嘴巴和阴

部溃烂；阿昌族人家忌人站或坐门槛、忌用刀砍门槛，因为门槛在阿昌族人心里是代表家风

的好坏与家庭人丁的兴旺发达。阿昌族的卧室房分布在正堂两侧，长居左边，其他居右边。

如人口多的话，居室一分为二，长者居上半厢，其余依兄弟排行分居各厢。男性、长者忌进

已婚晚辈的卧房，未婚男子可住厢房或厢房楼上；女性忌住楼上；男子在楼下，妇女忌上楼。

妇女忌跨越农具和其他生产工具。如犯忌的话，农用工具就会沾上晦气，如挑担、犁田会越

做越沉重，甚至会庄稼收成不好；妇女忌吃鸡翅、鸡爪等，如犯忌，认为她们所纺织的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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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偏斜不齐；小孩忌手指鲜瓜嫩果，犯忌的活则瓜果会烂，忌手指彩虹，否则会烂手指等。

2、社交禁忌：阿昌族人社交主要是平时族人交往和节庆活动，与此相关的禁忌也不少。比

如正月初二的“赶拜”活动中，全寨各家到秋场竖立秋杆，祭拜秋神，但忌妇女参加和外寨

人参与；阿露节是阿昌族的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它起源于宗教信仰，是由宗教节日演化而

来的民族节日。往昔在节日期间小伙子、小姑娘在晚上到各家各户汲取斋饭，然后净身煮斋

饭吃，到凌晨起来去供斋，并向神灵祈祷以求赎罪降福，因此节日期间忌吃荤，只能吃斋，

犯忌则会招致不幸进寨和家庭。随着社会的发展，阿昌族这两个节日已变成了庆祝丰收、歌

颂生活以及经贸文化交流等具有现代意义的节日内容了；阿昌族都比较热情好客、尊老爱幼，

有客人来访主人都会好酒好菜招待，礼让上座。年轻客人辈份小，推辞上座，要坐边座或下

方座；遇敬酒倒茶，忌不礼让就接受。阿昌族有劝饭习惯，无论劝酒还是劝饭，忌不接受，

也忌不用双于捧碗相接，双手接递时要起身行礼，否则视为不敬。客人到阿昌族人家造访时，

忌用手摸小孩的头，犯忌则认为是对小孩不吉利；忌借水桶后挑着空桶还给人家，应该拎着

还给人家才行。客人到人家做客时不能正对正堂祖宗牌位；在播种和打猎期间忌有客人造访，

因此在寨规里有“不准在狩猎，播种期内造访别人”的规定。 

总之，阿昌族的禁忌事项和禁忌内容颇多，不胜枚举，其内容之广，涵盖了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作为民俗信仰和宗教文化的一种，它在阿昌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突出的

地位，并从多方面影响和制约着阿昌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二 

阿昌族的禁忌文化古老而神秘，源远而流长。其源头始于原始文化，其流变贯穿于阿昌

族人民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样，

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正因为此，阿昌族禁忌文化的特征就带有明显的群体性、具体性、变

异性和可比较性，从而也具有现实文化价值的可研究性。首先是从阿昌族禁忌文化本身的合

理性及现行国家法律在阿昌族地区的相对薄弱性来看，禁忌尽管有其落后不科学甚至是愚昧

的一面，但在维护本民族，本民族村寨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阿昌族在现实生活中很大程度上还依赖民族禁忌与文化习俗的威

力，尽管司法部门每年也进行普法教育，宣传，并投入不少的人力物力调解为数不少的纠纷，

但效果远远不如禁忌习俗的功能，这是少数民族社会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独特现象，也是禁

忌文化习俗存在并产生作用的合理性所在。其次，从宗教学的角度分析，它源于阿昌族先民

们对神灵的崇敬和对自然的畏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偏远、落后、封闭的环境几乎与外界

隔绝，外来先进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现代经济方式无法植入，导致人们对宗教、禁忌等的封闭

认识。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们认知能力的限制，先民对大自然束手无策，对变

幻莫测的自然与人生现象百思不解，因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先验之见，认为各种神灵魔

力无边并决定着人们的祸福吉祥，面对神灵人们惶恐、敬畏，不敢有任何的冒犯，以免遭到

神灵的惩罚。受这种原始宗教观念的支配，人们尽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灵的淫威，以消除

不幸的发生，从而导致了种种对自己行为的约束，禁忌也得以产生。阿昌族人的传统禁忌中

许多内容都直接源于这中原始宗教信仰，在丧葬、祭祀等禁忌中尤为明显。这种禁忌都是为

了防止触怒神灵，以免神灵降祸。另外一些禁忌，如忌手指月亮、脚踏火塘等都是直接来源

于对月神和日神的敬畏。如同温德特所说，禁忌的来源只有一个且只有一个：“当心魔鬼的

愤怒！”第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源于阿昌族先民对人们自身欲望的克制与限定。弗

洛伊德就认为，仅从宗教信仰方面寻找禁忌的根源是不够的，他从心理学上对禁忌的由来作

进一步的追溯，认为一件强烈禁止的事情，必然是一件人人想做的事情。人人都有各种各样

的欲望，但决不能“随心所欲”。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争得自由使人从“自然”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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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既从“自然”之人转化为“文化”之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以人类克制个体或群

体的某些欲望为代价和前提的。从哲学意义上说，只有摆脱了自然状态并能自律的人类才是

真正的人类。因而为了自身的繁衍生存，为了社会和谐稳定，为了渔猎耕作的丰顺，阿昌族

先民们有意识地克制自身欲望，约束自己的言行，由此产生了禁忌。可以说，阿昌族人传统

禁忌中的饮食起居禁忌、社交禁忌等都源于此。 

第四，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类认识能力的关系来分析，该地区自古以来沿袭刀耕火种

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从而使人们摆脱不了受经济发展制

约的文化的落后，因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源于阿昌族先民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

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认知能力，这样，人们对生产、生活中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必

然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之所以产生错误的认知，是因为早期先民的愚昧和科学的欠缺，使人

们在对事物因果关系的推导过程中产生偏差，把一些偶然因素看作是普遍的、规律化的现象，

这种认知习惯就成为禁忌产生的一大源头，表现在思维过程中就是采取错误的联想法，错误

地应用因果律。阿昌族人的岁时禁忌，如出门、拜访、数字和交往禁忌等，都是这种错误认

知的直接结果。 

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和事物关系的认知中正确的

因素开始增多，这种正确的因素就产生出了另一种禁忌——源于生产、生活实践中正确经验

总结的经验性禁忌。从阿昌族人的传统禁忌中，可以看出这种经验禁忌颇多。例如对孕妇、

猎人、产妇和农事生产等禁忌大多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一定程度上说有利于农业生产和身

心健康，但由于人们对此无法科学认知和加以科学解释，而只能任其涂上神秘主义色彩，用

超自然的神秘魔力来迫使人们敬畏与顺从罢了。 

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原始的思维方式以及历来“万物有灵”观念是禁忌产生的温床，

人们的恐惧、畏惧和迷信是禁忌生长发育的土壤。虽然原始社会早已过去，人们的生产和认

知能力大为提高，但禁忌并未销声匿迹，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各种

禁忌还以多样形态存在于阿昌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阿昌族人的言行，

影响着阿昌族人的生产与生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禁忌自身除了具有原始性和神秘性外，

它还如同许多社会文化现象一样，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和变异性。因为禁忌的古老和神秘，使

它无须解释便能使人想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在人们心理或精神上形成很强的支配力和控制作

用，使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禁忌的变异性是因为它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功能，为适应外部新

的环境，能进行自我淘汰、更新，从而延续其生存过程，并不断得到自我发展，成为一种充

满生命力的文化历史现象。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并没有完全摆脱恐惧、愚昧、迷信，使人们

产生恐惧心理进而产生禁忌的客观环境从古至今始终存在，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本身还不能

完全支配外界力量，消灭意外的发生，预测并完全认识自然界中的诸多奥秘，如地震的完全

预测、疾病、死亡、凶杀等事件，人类尚难以预测和避免，这些天灾人祸随时可能降临到每

一个人身上，因此，人们的恐惧心理难以消除。特别是对阿昌族先民来说，由于科技文化落

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不少地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其抵御和承受这些灾祸的物质力量和

心理承受力极弱，再加上阿昌族本身残留的浓厚迷信习惯，在趋利弊害和从众心理的作用下，

对前人传下来的禁忌习俗，尤其是对那些因敬畏鬼神和祖先而产生的迷信禁忌习惯，当然就

顺理成章地传承下来了。 

三 

一种文化的诞生并能够长期延续和发展，总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阿昌族的传统禁忌

文化也不例外。其必然性在于产生禁忌的土壤和温床，其合理性在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秩序与规范的需求。如果用文化哲学的眼光来透视阿昌族传统禁忌，那么在其表象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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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性，是人们信仰和崇拜神秘的异己力量和神圣的悟性经

验的感知表象，其特征是虚构的危险、恐怖的心理、自我限制和消极防卫，其目的是确定认

识上和社会现实生产与生活中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将人们的活动纳入有序的制度化的模式

之中，从而维护神圣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我们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考察，

阿昌族的传统禁忌，对整个阿昌族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都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其

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是多元性的。（一）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少数民族禁忌对于维持地区

社会秩序、满足个人需要、培养社会角色、传递民族文化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作为民族文化

的独特部分，阿昌族禁忌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稳定性、变异性、规范性的特

征。和探讨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对于阿昌族禁忌文化的探讨、整理和概括，对于拓宽民族

文化研究领域，正确处理现代化发展中的固有文化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禁忌是人类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形式，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人类的行为规范也有一个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此，探寻民族文化的渊源，可以从人类最早的行为规范——禁

忌入手。（二）生存解释功能。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认识客观存在、改造客观现实的历

史，因而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精神现象以及人类自我生存，是人类文化领域中最为重

要的任务。禁忌文化在这方面担任着民族生存的自我解释功能这一特殊的历史性任务。当阿

昌族先民三春柳和认识能力低下难以用理性和实证方法来解释客观存在时，禁忌文化就通过

其特有的直观性、猜测性幻想方式来填补这个“真空”。因而阿昌族先民对生育出畸形儿的

解释是孕妇吃了兔、狗、蛇等动物之肉的结果，对庄稼收成不好的解释是因为播种时遇上“红

煞日”，等等，对此解释，如果我们剥去其种种幼稚、荒唐的表现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看

出这乃是处于原始社会时期阿昌族先民特有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他们的认识能力与认知方

式，无论这种解释正确与否，丝毫不会影响其在阿昌族人认识史上的价值，因为这毕竟是阿

昌族先民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思索和对自身生活与存在的一种最合理的解释与说明。正是从一

个最为简单的、幼稚的、甚至是荒唐的解释开始，阿昌族先民们走了征服和把握未知、最终

建立起完整的思维和认知体系的光明之路。这一切无疑也是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与延续。 

（三）自我保护功能。禁忌是阿昌族人自我约束与自律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形式，其根

本目的在于避凶趋吉，保护自身，这是阿昌族传统禁忌的原始功能。在阿昌族人的现实生活

中，这种原始功能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许多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经验禁忌，对保护阿昌族

人本身的身心健康、免受疾病或种种意外伤害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岁时禁忌中对妇女

的一些限制，实际上是让辛勤劳作了一年的妇女稍作休息；对孕妇、产妇儿童的禁忌等也大

多是符合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实际上是加强疾病防治，避免意外病变，维护妇幼的身心健康，

这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护人类自身的作用。阿昌族人正是通过躲避、警示等方式，防止与

各种可能给自身带来祸患的事物接触；通过严格限制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的时间、场合、事

物中有意无意的行为，达到了减少灾祸的目的。在这里，禁忌的避凶趋吉意识十分明显，自

我保护功能突出。 

（四）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功能。禁忌的存在是世俗化存在的必然要求，一个民族的生

存与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要建立和维护这种有序，必然地依赖与社会生

活的两种机制，即社会的组织管理与控制，也就是利用社会或文化的工具，对个人或集体的

言行进行约束，以协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保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与

和谐发展。而禁忌的主要意义既是反对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自由化，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正

是社会控制的最原始的最终要的手段之一。通过对阿昌族人传统禁忌的解剖，我们不难发现，

它能起到这种社会控制与社会调适作用。这种控制与调适，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整合与民族

认同过程，具体分析，它主要从三个方面发挥这种功能。一是调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阿

昌族人去适应、利用与保护自然界，让自然界为自己服务。如禁忌中限制砍伐村寨林木、打

蛇食用等都有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二是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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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维护公共秩序的“通约”作用。为了民族发展的共同利益，其成员必须在感情、价值、

信仰和行为方式等保持一致，禁忌正是这种社会要求的体现者和执行者。阿昌族婚丧禁忌、

宗教禁忌中许多内容都反映出了这种要求。对神灵、祖先崇拜及其禁忌，起到强化民族自我

意识、增强民族内聚力的作用；三是调整了人伦关系，使阿昌族保持平等友爱、互助互利的

和谐人际关系。个人之间的言行不慎导致的矛盾，家庭成员之间因伦理问题而引起的冲突，

均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宁、家庭的稳定，对此，仅仅依靠道德舆论作用不足以解决问题，必

须借助于禁忌这种强制手段实行社会控制。阿昌族人禁忌习惯中的忌不尊敬老人、忌揭人之

短、忌笑人之生理缺陷，以及在男女之间、翁媳之间的种种禁忌，均对减少人们之间的冲突，

保证家庭和睦，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禁忌涉及到的内容，是人际关系中法

律鞭长莫及的，以禁忌对此进行限制与调节，这正说明了禁忌的社会整合与民族认同作用。

当然，禁忌作为阿昌族的一种文化现象，对本民族社会的影响也是一把双刃剑。限于篇幅，

这里不在赘述。 

综上所述，阿昌族传统禁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其流变过程是多层

次、多因果的，其功能是多元性的，并且积极意义中附带消极作用，二者共生互存一体。对

此，我们应该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和对待阿昌族等少数民族

传统禁忌文化，发扬其有真正价值的、科学的内涵，摒弃其负面影响，从而将少数民族地区

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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