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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走进云南边境文化多样性的领域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有国家的存在，就有了相邻国家间的界线，称为 “国

界”。又由于国家通常以首都为中心，从这个中心所达与他国交界的区域，一般

叫做 “边境地区”。在中国，这样的边境地区包括了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的

８个省区。在２２０００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３０多个民族跨境而居，呈现了与非边
境地区不同的文化特色，丰富而多样。其中，云南是全国边境线长度仅次于新疆

的省，但在４０６０公里的边境线上居住的民族数量则为全国第一，多达２０余个，
其中１６个跨境而居，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边境民族文化。

《南行记》是中国现代作家艾芜的第一本小说集子，既是他的处女作，又是

其成名作和代表作。１９２５年，年轻的艾芜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
姻而出走。他 “颈上挂着墨水瓶”，从昆明一路漂流到腾冲，经过梁河、盈江，

沿着大盈江到达缅北八莫一带。在中缅边境茅草地客店打工扫马粪时，他偷闲写

了 《在茅草地》等文章，从而诞生了一本展示２０世纪初叶德宏边地风情的 《南

行记》。他在１９６３年６月写的 “后记”中说：“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

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心里。”于是１９８１年３月底他重游德
宏，又写了 《南行记续篇》，讴歌了德宏的新生。如果说艾芜先生笔下的 《南行

记》为当时国人初识云南边地提供了一个窗口，那么近百年后今天的云南边境地

区早已发生了惊人的巨变，为世人呈现的是一幅绚丽的文化景象。

在传遍全国的 “云南十八怪”中，“鸡蛋用草串着买、粑粑饼子叫饵 、三

只蚊子炒盘菜、摘下草帽当锅盖、四季衣服同穿戴、竹筒能做水烟袋、袖珍小马

有能耐、蚂蚱能做下酒菜、四季都出好瓜菜、茅草畅销海内外、火车没有汽车

快、娃娃出门男人带、鲜花四季开不败”，有十三怪在４０００多公里的边境线上都
能看到，形象地描绘了这一区域的地域、文化、风俗特点。

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部，东部与贵州、广西为邻，北部同四川相连，西北部

紧靠西藏，整个西部和南部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与泰国、印度等

国为近邻。其中，中缅边境线 １９９７公里，中老边境线 ７１０公里，中越边境线



１３５３公里。①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云南成为我国从陆路通向东南亚、南亚，进入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沿边一线，由于奇异的山川

地貌和多样复杂的气候环境，形成无数的天造自然奇观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加

上各民族的浓郁风情和民族文化景观，成为引人注目的神奇之地。云南与相邻三

国，山连着山，水连着水，边界线成区分国家和国家领土主权的最主要标志。中

国与越、老、缅三国的交界线，除中越段广西占小部分、中缅段西藏占小部分

外，主要集中在云南；而中老边界全部在云南。因此，云南有占全省近１／４面积
的县市与周边国家接壤，边境线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１／６。在云南的边境线上，
自西北、西部折向南部、东南分布着怒江、保山、德宏、临沧、西双版纳、普

洱、红河、文山８个州市，其中直接位于边境前沿地带的县 （市）达２５个，国
土面积为９２４６０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２３５％。在８个州市中，边界线较长
的有西双版纳、德宏和怒江３个州，而普洱市则是唯一与３个国家交界的地区。

在１６个跨界而居的民族中，有跨居中、越、老、缅４国的苗族、瑶族、哈
尼族、拉祜族，跨居中、越、老３国的傣族、彝族，跨居中、越两国的壮族、布
依族，跨居中、老两国的布朗族，跨居中、缅两国的傈僳族、景颇族、阿昌族、

怒族、独龙族、佤族、德昂族。这些跨界民族分别居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州、保山市、思茅市、临沧市８个州市中的贡山、福贡、泸水、芒市、
盈江、陇川、瑞丽、景洪、勐海、勐腊、金平、绿春、河口、麻栗坡、马关、富

宁、龙陵、腾冲、耿马、镇康、沧源、孟连、澜沧、西盟、江城２５个县 （市）。

这些地区分别与缅甸北部的掸、克钦两个邦接壤，与越南西北部的河江、老街、

莱州、山罗、宣光、安沛、永富７个省接壤，与老挝北部的丰沙里、南塔、波
乔、乌多姆塞、琅勃拉邦、华潘、川圹、沙耶武里８个省接壤。② 此外，还有拉
基人、普标人等未定族称的族群和被归属于布朗族的克木人、莽人等都分布于国

境沿线。

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是云南的省情之一，更是边境地区的重要特征。２５
个边境县 （市）约有人口５４０万，占全省总人口的１５％，其中少数民族达３２０
余万人，占边境地区总人口的６０％以上，分属近５０种民族成分，当中又有２１个
为世居民族。云南边境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在语言系属上都是汉藏语系的藏缅语

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及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彼此间血缘比较接近。很多

民族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内地西北、华南迁徙而来。

·２· 活跃的边缘地带

①

②

刘稚：《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载赵廷光主编 《中国跨界民

族问题研究》（内部资料），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０页。
赵廷光、刘达成：《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４页。



在云南边境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境内外称

谓也不尽相同，但同源同祖、语言相近、地域相连，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也基本

一致，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乃至有通婚、互市、过耕的关系，彼此视为一家。加

上寒带、温带、热带、亚热带几种不同特色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创造了绚丽丰富的民族文化，在宗教信仰、民居建筑、

歌舞艺术、节日活动、饮食特点、服饰穿戴、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形成

了各自的特色。这些文化有的具有共同的性质，有的则随着民族的迁徙、互相交

往而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得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３·导论：走进云南边境文化多样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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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历史到现实

在世界地图上，一条蜿蜒的 “长线”将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勾勒成为
一只面朝东方，引吭高歌的巨大雄鸡，其双翅欲振，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爆发出源

源不断的强大发展能量。这条 “长线”即是国之边界，而勾画这幅神奇画卷的，

并非冥冥之中的 “上帝之手”，而是中华民族５０００余年的集体智慧和无畏付出。
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国历经无数朝代，经过数不清的纠纷和战争、无以计数的分

裂和统一，“雄鸡”版图最终得以确立，形成了我国东起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

口，向西绕行折转到华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北部湾畔，总长度约２２
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在这条逶迤的陆地边境线上，云南作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

的重要门户，一直在守卫国家疆域、维护边境和谐稳定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

角色。而境内巍峨雄奇的自然生态、绮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也使云南边境地区成为

中国陆地边境线中最精彩夺目的风景之一。

一、边缘风景

（一）边境的界定与文化的约定

《国语·楚语上》：“夫边境者，国之尾也。”① 顾名思义，边境即是国家版图

的边沿部分，而边界则是国与国疆域之间的明确界线。国家边界的有无，是区分

传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指标。正如吉登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所指出
的：“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家边界。”② 在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

国版图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历代君王奉承 “天下观”，认为 “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推崇 “怀柔远人” “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

化外邦，以文明吸引其臣服。在此观念引导下，中原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不断感

召周边国家及民族，出现了汉唐时期万邦来朝的辉煌盛景。这一时期，中国的

“边界”实际上是一条虚线，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和可能，“四海之内皆兄弟”，只

要仰慕中原文化，愿意诚服于 “天朝”，便可成为华夏之一分子。中国的历朝历

①
②
（春秋）左丘明著，张永祥译注：《国语译注》，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４页。



代，边境是随着边界伸缩而有所变动的。直至清朝初期，中国才形成稳定的疆

域。而具有现代意义的 “边界”概念则是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而形成的。清

朝末期，中国主权边界问题日益突出，在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之

后，中国版图大致定型于近现代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收复了被日本侵

占的台湾及南海诸岛，承认外蒙古独立，“雄鸡”疆域版图最终确立。自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周边接壤国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边界划分和勘定工

作。２００８年，随着中俄、中越的勘界立碑工作完成，困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陆
地边界问题大部分得以解决。中国与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

南１３个陆地邻国之间均有明晰的界限。这条全长２２０００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成
为中国独立、主权和尊严不容侵犯的象征。

作为祖国西南边陲的守望者，云南４０６０公里的边境线分别与越南、老挝和
缅甸接壤，与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和印度等国相邻，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

的重要通道。云南省省内的国境线占我国陆地边境线的１８４５％。
在不同语境下，边境的概念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属性。首先，边境是一个关于

区域的地理概念，指国家版图中紧邻边界线的最外延的领土，是国家神圣不可侵

犯的一部分。在中国，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边境地区有边境村、边境乡镇、边

境县 （旗、市、直辖区）等不同的区域概念。云南全省共有１６个州、市，１２７
个县 （市），其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保山市、普洱市、临沧市

共８个州、市的２５个边境县 （市）与外国接壤。在２５个边境县 （市）中，红河

州的金平、河口、绿春，文山州的麻栗坡、马关和富宁，此６县与越南接壤；怒
江州的泸水、福贡、贡山，德宏州的盈江、隆川、瑞丽、芒市，保山市的腾冲、

龙陵，临沧市的镇康、耿马、沧源，普洱市的西盟、孟连、澜沧，西双版纳州的

勐海、景洪，共１７个县 （市）与缅甸接壤；普洱市的江城县与越南和老挝同时

接壤。这些边境县 （市）国土面积为９２４６０平方公里，占全云南省国土面积的
２３５％。其次，边境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概念。边境因与边界
线外围的他国领土山水相连，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历史看，边境几乎纯粹属

于政治性或军事性的存在，作为划分国家的手段，是政治权力在地域上的限界。

历史上举凡异族入侵，必先对入侵国边境的土地进行蚕食，并以此作为跳板，实

现其侵略的目的。因此，边境地区的稳定发展和开放交流是国与国之间政治互

信、睦邻友好的合作象征。边境地区人民的人心向背也成为衡量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重要前提。再次，边境发展也是国家国力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边境贸易

是国际贸易的一种，指边境地区在一定范围内边民或企业与邻国边境地区的边民

或企业之间的货物贸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陆地口岸相继开放，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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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时机积极发展边境贸易。２０１４年，云南经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口岸共１６
个，其中空运口岸３个，铁路口岸１个，公路口岸１０个，水运口岸２个；经省
政府批准的口岸７个。全省口岸中对越５个、对老１个、对缅１４个、综合３个。
还有中国与缅甸、老挝、越南签署协议的通道和省政府批准的边民通道１００多
条，另有一些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边民便道。① 边境贸易逐渐成为云南省域经济发

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最后，边境是一个反映人类活动和交往的文化概念。该文

化概念指边境区域内这一特定地理空间中，由边民 （包括国内国外）这一特定

人群所创造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化群，内容包含当地的历史源流、风土人

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云南

边境地区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集体的聪明智慧，创造了极其独

特而璀璨的边境文化。

既然存在边界，就有居住在两国相邻的地方的民众边境，呈现出跨界、跨国

而居的特点，通常称为跨境民族。② 在现有的研究专门对这种 “跨境 （界）民

族”进行过界定的成果中，比较常见的是王建民、胡起望、赵廷光和黄惠的三

种界定方法。

在金春子、王建民编著的 《中国跨界民族》③ 一书中，将跨界民族界定为：

“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

民族。”

胡起望在其 《跨境民族探讨》一文中指出跨境民族与跨界民族两个概念的

不同。作者认为跨境民族是指同一民族在相邻的两国间跨国界而居，他们在地理

分布上基本上连成一片，民族居住地区因国界而划分成为两部分，是具有不同国

籍的同一个民族。跨界民族是跨境民族的一部分，指跨国境而居住的同一民族，

地理分布可能并不连成一片，有的从居住的第二国迁入第三国、第四国。他们不

仅可以跨国居住，有的还远渡重洋，成为跨海洋而居住的民族。跨境民族是一个

比跨界民族更宽的概念。跨境民族的一部分是跨界民族，但有的民族因各种原因

有了世界性的迁居，他们就不仅是跨界民族，而成为跨境民族。此外，作者还划

分了四种跨境民族的类型，并分析了每种类型的特点和典型的族群。④ 赵廷光对

“跨境民族”的界定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我国 （主要是云南）跨界而居于他

国的同一民族。这一定义更强调的是跨境民族的 “境外”特性，但忽视了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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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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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云南年鉴社：《云南年鉴 （２０１５）》，内部刊印，２０１５年９月，第１７９页。
关于跨境还是跨界民族，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本书不予讨论，统一采用 “跨境民

族”的概念。

金春子、王建民：《中国的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载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

４期。



民族中的 “国内”部分。① 黄惠在 《跨境民族研究论》② 中对跨境民族的状况

做了类别的划分，划分为回归型、迁徙型、流徙型三种。作者对跨境民族的研究

方法做了新的剖析，对跨境民族研究的性质和意义及有关的民族理论，在新的视

角上做了概括。很多文献引用的关于跨境民族的定义便是基于以上几种定义补充

形成的。

中国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起源的国家，云南虽一直处于历朝封建王朝的政治

统治之下，但因在地域上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一直处于 “华夏文明”

的边缘。旧时称为 “化外之地”，属于未开化的 “蛮荒”区域，往往成为内地各

类人员发配、流放、充军的 “理想”处所，所以被疏离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

“中华文明圈”之外。也正因如此，云南边地的世居民族长久保持了自身的文化

特色，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辐射，还接受了来自中南半岛临近区

域东南亚、南亚文化的熏陶，成为多元文化汇聚的 “聚宝盆”。在这里，诸种民

族和平共处，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处处可见悠久灿烂的民族历史文物、璀璨夺目

的民族文学艺术、绚丽多姿的民族民俗。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差异，正

是差异的存在，各文化体系间才有可能相互交流、借鉴和发展。也正基于此，云

南才能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旅游胜地。

云南边境文化就其内涵而言，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云南边境文化包括云南边境特有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云南边境８个
州、市集中了全省６０３％的少数民族，其中有１２个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和１６个
跨境民族③，成为云南民族文化资源最富集之地。边境各民族多源自中国古代氐

羌、百濮、百越三大族群，各民族间既有紧密的联系又相互区别，使其文化普遍

呈现出宽容性和开放性的特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各个民族在历史源

流、宗教信仰、民间文学、民居建筑、民间工艺、民族服饰、民间艺术等方面均

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各种文化长期并存，和谐共生，生动诠释了费孝通 “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理论。

第二，云南边境文化包括云南边境跨境文化。一方面，历史上中原王朝与云

南边地的治理与沟通，中国与老挝、越南、缅甸三国的交往历史及边境线的勘

定，古往今来的经济往来和边贸互市，使跨境文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诸

多方面内容；另一方面，特指少数民族跨境文化。云南的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山

水相连，血浓于血，由于国家政治的需要被划分为不同的国籍，但却无法割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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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赵廷光：《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黄惠：《跨境民族研究论》，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年

第１期。
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７７页。



脉亲情，相互间探亲访友、通婚互市、拜佛朝庙、节庆欢聚等交往长久以来未曾

中断，形成了独特的跨境文化。

（二）自然的边境与人文的边境

在古代，对于中原腹地而言，西南边陲的云南路途遥遥，山穷水恶，瘴疠横

行，民众 “蛮荒不化”，人们视为畏途。７００多年前，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
旅居云南，立即被云南秀丽雄奇的壮美山河和神秘的民情风俗所吸引，其 《马

可·波罗游记》① 一书，掀起了整个欧洲东进探险的风潮。３００多年前，一位几
近花甲的老者，历经艰难险阻，游历云南边地的名山大川，为其一生的探险生涯

画上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位老者就是徐霞客。《徐霞客游记》② 成为中国

最著名的地理名著。两位名闻中外的游客无一例外地都对云南给予了毫无保留的

赞美，覆盖在云南边境之上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撩开。

云南边境的魅力在于其雄奇瑰丽的多元生境。云南边境地区大体上位于北纬

２１°２９′～２８°２４′、东经９７°３７′～１０６°１２′之间，北依广袤的亚洲大陆，南连位于辽
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东南亚半岛，是亚洲大陆腹地与东南亚、南亚次大陆

连接的链环，地域跨度大，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沿着前辈探险家和旅行者的

足迹，行走在４０６０公里的边境线上，极目所见是错落有致的连绵群山，或雄奇
伟岸，或秀美精致，连绵起伏的江河，或碧水如带，或珠花迸发，最奇妙的是镶

嵌其间的大大小小的 “坝子”，如散落一地的珠玉，熠熠生辉。

西南边疆地区是中国丘陵山地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云、贵两省９４％的面积
均为山地。云南是高原山区省份，属青藏高原南延部分。“多山地”是云南边境

最主要的地理特色。自西向东的怒江高山峡谷区、滇西南中低山宽谷区、滇南中

低山丘陵河谷区和滇东南中低山谷区，构成了边境地区多层次、复杂的地貌特

征。云南海拔最高的卡瓦格博峰 （６７４０米）和海拔最低处红河与南溪河交汇处
（７６米）均位于边境地区，海拔高低的差距达６６６４米。总的来说，云南边境地
区海拔从西北到东南逐渐降低，地形由山地向喀斯特地貌逐渐变化。依据边境各

县 （市）所处的自然环境，可以把边境地区分为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和坝

区四种类型。高寒山区海拔在２５００米以上；山区为１５００～２５００米；半山区为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米；坝区为１０００米以下。云南边境群山均为横断山脉纵谷区，高山
与峡谷相间，地势雄奇险峻，其中的高黎贡山、怒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脉均

向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越南延伸，地域上连成一体。

如果说山是云南的血肉，那么纵横其间的江水溪河便是游走在血肉之躯上的

骨骼与经脉，使山和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云南水资源发达，境内有大大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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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余条河流。其中，伊洛瓦底江、澜沧江、怒江、元江四条大江经横断山脉顺
势东南而流，流向东南亚国家，最后汇入太平洋、印度洋宽广的胸怀之中，成为

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人民的重要纽带。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

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６个国家，是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大河，
被誉为 “东方多瑙河”。云南边境地区的江河体系及其自然形成的河谷通道，又

把云南各世居民族与祖国内地联系起来，成为各族人民迁徙流动的重要通道。氐

羌系统的民族集团自甘青高原沿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系统的民

族集团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百濮系统的民族集团自东南亚溯澜沧江北

上，使云南在拥有众多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民族。①

在群山相接、蜿蜒多曲的江河流经的地方，镶嵌着很多相对平坦的山间小型

盆地，其面积不大，但数量很多。这些相对低平的小地貌类型，在云南省俗称

“坝子”。坝子是在一定地质历史时期内，由地貌内外营力相互作用塑造而成的

产物。全省共有大小坝子１４４０多个，其中面积在１００平方公里的大坝子共有４９
个，２／３集中在滇东和滇中，边境线上的坝子数量不多，且面积较小，但均为富
庶之地，是边境各族相互交往的重要枢纽。例如，俗称傣族居住地三姐妹的西双

版纳、德宏和耿马孟定，就被誉为中缅边境地区 “会弹琴的坝子”。

独特的区位和地理环境使得云南境内气候类型复杂，北热带、南亚热带、中

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和高原气候区７个气候类型在边境地区均有
表现。处于亚热带和北热带的大部分地区光能充足，热量丰富，降水丰沛。最突

出的是高山立体性气候，区域差异和垂直变化十分明显，“一山分四季，十里不

同天”是云南独特地理环境的生动写照。在这里，上午穿着羽绒服在白雪皑皑的

雪山之巅和藏民喝酒吃肉，下午穿着薄衫在坝区河畔听傣家少女的低声呢喃绝不

是一种想象。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云南边境地区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使其成为闻名遐迩的 “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人类生态家园”和 “生物

物种基因库”。

云南边境的魅力还在于其绚丽多姿的多元文化。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将云南

划分为大小不一、各具特色的 “生态圈”。不同的 “生态圈”抚育一方乡民，形

成了灿若星辰的多样文化，使云南边境成为中国多元文化最富集之地之一。云南

独特的立体垂直型气候决定了云南边境少数民族的立体垂直分布。西双版纳民间

有句谚语 “汉族住街头，傣族住坝头，瑶族住山头”，生动描绘了该地民族的居

住格局。云南整个边境地区也具有大致相似的民族分布特征，但因民族种类及分

支众多，使其文化更加多元，分化也更加复杂。在边境上漫行，一幅五彩斑斓的

立体画卷在眼前慢慢舒展开来。村寨随处可见，却又星罗棋布地散落在青山河谷

·９·第一章　从历史到现实

① 郭家骥：《云南民族关系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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