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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i暖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 就地域层面而

言，是指国家悦连边界线、 与内地(内陆、内 ，每)相对而 言的区

域。 一般而言， 历史上中 国的边疆是在秦统一中原、其重心部分

形成之后确立的，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 。 相应地，中 国 的边

疆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优良的传统 ， 并与国 家和边疆的安危

息息相关 a

从近代到新 中国成立.中 国边疆研究曾 出 现过两次研究高

潮 ， 第 一次研究高潮是 19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

兴起， 国家边界沿萃的考订、边疆民族发展的著述等，是这一时

期中 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 在边疆研究的热潮 中，一些朝廷的

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近代国 际法的领土主权原则，与要食我国领土

的列强势力相对抗。 黄遵克 、 曾纪i辛等都曾 以"万国公法"为武

器 ， 在处置国家边界事务中与 英 、 俄列强执理交涉 。 在边疆研瓦

领域 ， 学者们开始将政治学 、 法学等与传统的史学 、地理学等相

互结合，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

第二次研究高潮是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是在国家与民

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又一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 。 国 际法与政治学

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中 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之中，边政学的创立

与研究 、 以现代学术新视角 和新方法对中 国边碰进行的全方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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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这次高潮的突出成就;研究内容也从边疆领土主权、历史

地理扩展到民族、语言、移民、中外交通等领域。与此同时，边

疆考察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也愈益受到重视。

两次研究高潮的实践与成果，实现了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中

国史学研究向现代多学科结合研究的转变，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

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奠定了基础 。 新中国 建立后，中 国 边疆

史地研究方兴未艾。 继而在改革开放大湖的椎动下， 带来边疆学

研究的三度兴起。此次研究高湖酝酿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兴盛

于 90 年代，至今热度不成 U

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 简称

"边疆 中心" )成立，这既是我国 边疆 史地研究第 二皮热潮 的 产

物，也进而成为国家边疆研究的前沿引领者。

近 30 年来，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领域己取得了丰硕的学术

成果，很多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 新 中 国 成立以 来各自领域的学术

研究空白，而且以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特点，成为目前国

内同 类研究中的优秀作品，对学科建设和发展 、对椎动全国边疆

史地研究，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己形成

了从最初以中国近现代边界研究为主，发展到以古代中国 疆域

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

究格局。近年，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在继承和弘扬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过产的基础上，己逐步形成了历史研究与 1见状研

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祉 1而为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模式。

边注中心所实施的应用研究，是以当代我国边疆的稳定和发

展现状为切入，点，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紧要问题和热点问

题，进行跨学科的结合性研究。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要追寻边疆历

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还应探求边启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当代我

国边疆现状研究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

边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 我国边疆区域的发展现实，促使中国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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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现状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有祈的学科定位:即将中国边疆作为

统一多 民族国 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现

状与历史不可分 Jli!，~犬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现状，所以要进

一步加强历史的和现状的综合性一体研究 。 通过对学科布局的适

时调整，中国的边疆研究不断取得学科突破和新的学科增长点，

进而尽快实现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并重的中国边疆研究的过渡。

短期内，我 国在中国边疆疆战理论研克方面必须明确主旨，

并应该有大的突破。 在深化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理论

研究投入的力度，不断探索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发展的规律。在

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为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边疆地区

的政治、经济、人文发展和变迁构筑理论体系，是中国边硅史地

学研究的根本目标 D 近 30 年来，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面

世，为中国边疆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未来中国边碰学学科体系

的构建英定了坚实的基础 o

一方面，边疆 实证研究的不 断深化，需妥理论层面的支撑。

在中国古代历史疆域理论、历代边碴治理理论，古代统一多民族

国 家边睦地区的发展规律、古代边疆民族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

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以及在近现代陆疆、 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

等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构建我国

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 家发展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边桂研究学科的发展需妥尽快完成中国边疆学学

科的构建， 包括边疆学学科的概念、界定与范畴，学科性质和功

能，学科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理论问边，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 。 近年来，国内数所大学

以开设边援学博士点为 契机，也在加紧边疆史地学科的构建;一

些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政史

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围绕边疆研究先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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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相关学科命名有边疆政治学(边政学) 、 边疆 史地学 (边史

学)、边防学、边疆安全学(边安学 ) 等。 但从学科层面看 ，在

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缺乏基本学科框架的规范系统讼

证。 在诸如边疆学的内 涵与外延及整体构建等方面还需妥做更 多

深入研究;在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则 需要投入更 多 的 力 量，尽快拿

出较为成熟的成果。 同时， 应注重学科理论建设与方法论的进一

步开拓，在原有的历史学 、 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为 主的基础

上，扩展引人政治学 、 社会学 、 法学 、 国 际关 系 学、 地缘政治学

等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突 出边疆研究作为跨学科、 边缘学科和新

兴学科的特点与优势，不断加快学科建设步伐。

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的出版是并行的 。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当组建不久的边疆中心在成果出版方面寻找出路的时候，黑龙江

教育 出版社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伸出了合作

之手。一晃至今，双方精诚合作了 20 多 年。先是以"边疆史地

丛书"的形式，自 1991 年 3 月开始出版，截至 2011 年，先后有

70 余种边疆研究著 (译)作面世。 已 出 版的学术著作得到了 学

术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持续有力地椎

动着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不断发展。 如果说边疆 中心在边疆研究

方面成为学术前沿的引领者，那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以边碰研

究成果的出版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出版社。

在当前我国边疆研究氛围持续高涨的形势下 ， 经边疆 中心与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共同努力，将以更为严格的科学态度 、 更为严

谨的学风文风，共同出版水平更高 的边疆研究著作。 双方遂决定

以"中 国边疆研究文库"的形式，由边疆 中心组稿审定 ， 黑龙江

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2

"中国边 ~1}研究文库"由"中国边疆研究 文库·初编一一近

代稀见边疆名著，与、校及解题"与"中 国边疆研究文库 ·二编

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两部分组成。 前者共选 出 50 种近代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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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面世的我国边雄研究学术著述，在实施，主校的基础上，做出导

读性与研究性的解题，予以重新出版; 后者选择 50 种新 中国成

立 60 多 年来我国 (包括台 湾、 香港 、 澳 门)边缰研究的老一代

知名学者 、 中年有为学者 、年轻后起学者的著述，汇集 出版。可

以说.这些著作基本代表了 目 前我国边疆学研究的水平。

同时，对 1 949 年后有较大影响的边疆研究著述又进行了修

订出版，特别是将新近的研究成果充实其中，使这些有影响的研

究成果内容更加翔实、完整，更具学术价位。

今天，中国边疆研究 已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显学，呈

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尚属开创之举，一定有诸

多 不尽如人意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批4平指

正。同时， 我们也有信心，在目前"中国 边疆研究文库"初编、

二编 100 部著作的基础上， 继往开来， 努力开拓进取，组织更多

边疆研究的优秀成果，继续 出版三编、四编……为我国边疆研究

的持续兴盛，为繁荣边疆的历史文化.为今天我国边疆的社会稳

定和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需妥说明的是，本" 文库"系 国 家 出版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如果没有国家 出版基金办大手笔支持我国 的 出 版事业， 本"文

库" 是无法面世的 。 在此 ， 请允许我们表示诫挚的感谢。

主编谨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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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缩"入选典籍的成书背景

"中 国边疆研究 文库 · 初编一一i近丘代稀见边疆名著点杖及解

题

名著的点校与解题

以往人们探讨近代中国边疆 问题 ， 特别 是考察近代中国士大

夫与学者关注边疆事业， 都 以 1 840-1 842 年鸦片战争为标志性事

件。 故编选近代边被名著的时限也以鸡片战争为界 ， f!17 鸦 片 战争

之前为古代，之后为近代。

但中国近世最高统治者、 士大夫与 学者群体关注具有近代意

义上的边界、边境与边疆事业.大致始于 18 世纪后期 ，当时英

国还没有对中 国发动鸦片战争。 所以说，这种对边疆事业的关注

并非像许多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来自于鸦片战争对中国官民的

剌激η 我认为，这种关注起初是与清代中 国 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

直接相关的 ，只是后来因 中 国在鸡片战争中败于英 国 而激起了中

国 士大夫与学者的爱国之心， 这种爱国之心又与此前的学 术发展

的内在理路相结合，于是使促成 了近代中国第 一次边疆研究的 高

潮 。 因此中国边疆研究义库 · 初编 " 这入的近代稀见边疆名

著 ， 并不局限于鸦 片 战争之后，而是根据实 际情况，的量从清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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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期开始的。

就中国近世学风衍变而言， 17 世纪 40 年代明朝天亡是一个

标志性的转折点。明:青易代对汉族学者的内心冲击巨大，他们纷

份反思明朝空疏的经学之风、"玄妙"的理学弊揣 ，逐渐开始提

倡实证一考据学风。 关于明清两代学风之差异，日本江户时代著

名学者太回锦城( 1765-1825 年)有"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

:青人之书一卷"之叹。

实际上，中国近世学者群体开始由经学-理学向实证一考据

学的转变，在 18 世纪初期就已基本完成了。到了 18 世纪后期，

常州士大夫庄存与转向今文经学的研究，标志着以常州'1 为中心的

今文经学派的诞生。 该学派后经庄氏外乎l、刘逢禄的躬身实践与提

倡，对学界与政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该学派的显著特征是提倡

经世致用的学风，谋求在儒学政治框架中注入变革的内容。因该

学派倡导丈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崇尚客观主义

与实证主义精神，故其学岩 不久便将这些入世学风 、 研究方法与

学术精神投射到急需经世致用之学的边疆地区 。 ]8 世纪后期 ， ï青

帝国统一磁土的事业进入高峰，引 起了 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常 1" '1

今文经学家龚 自珍、 魏源等的关注。对于清帝国主运帕米尔高原

一事，龚自珍特作一首七律一一 《汉华j儒生行》来表达自己的心

情汉朝西海如郡县，萌苟l 夭马年年见e 句奴左臂乌列、王，七

译同未菜街宴。 "① 嘉反二十五年( 1820 年)秋，大和丰木后裔

f长格尔( 1790-1 828 年)入侵南 疆。② 时龚自珍刚出任内阁中

书，于是马上撰就《西域置行省议》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 ，用郡

县制替代伯克制，以期探寻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方略。 道光八

① 二巳佩铮编校 : (龚自珍全1/.!) ， 460 -461 页 ， ι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75 。

g,l < m宜宗实录》 卷 4 .. 茹 !芙二 J' 直年j夫 !丧 九月 j贞前 (七日)" 条 . 北京，中华书

局， 19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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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 828 年) ， 张格尔兵败被诛。 ω翌年， 龚 自 珍会试 中 试， 朝考

题 目为 《安边接i在鼠>) ，毡 他趁机将其深思熟虑的 屯田 固边之策淋

漓尽致地表述出来。

道光五年 ( L 825 年) ， 常州今义经学派中 的 另一位著名 学者

魏源 句受江苏布政伎贺长龄之巡请 ， 编基 1 20 卷本的 《 皇朝经世

文编》 。 该书收集 的 文献为清中前期士大夫与 学者的各种作品，

规模浩大，对研究清代政治具有重要价值，为"当时对国内外现

实 问题进行研究的重妥开祸 ·啕。 1831 年前后， 提源编慕了 l4 卷

本的 《 圣武记)0 该书之特 色在 于 系 统地记述 了 清初到道光朝 中

期的历 次重大战役 ， 特别是翔实地记录 了 清朝统一疆土的历次重

大战役们

从清朝 中晚期以降.学者们 开始关注与研克边疆 问题 ， 就常

仲l今文经学派而言 ， 其主要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该学

派 自身所具有的 经世致用性格使然;二是内地人口聘胀，该学派

主张向边疆移民;三是中华帝 国重返帕米尔 高原，激起了士大夫

与 学者的幽古之思与雄''-'壮志;四是清朝属国一一浩罕 内佳，以

及张格尔叛乱等 电 引 发了学者关注西域的热情。 对此， 美 国 学 者

艾尔 曼一语中的 客观主义与实证学风在中 国 的出现，不是 19

世纪帝国主义和鸦 片 贩子移植的 突发性进步。"⑤

鸦片 战争后 .清王朝 的 海疆处 于 西 方 列强 的 坚船利 地之下，

门户 洞 开 ; 陆疆处于俄 、 英 f1í民者的铁炮火枪射程之 内， 或被挤

吞，或被蚕食，边疆危机频仍。 魏源依托其边疆问题的先行研究

优势，立即做出反应。首先，他于 1841 年依据林则 徐委托他人

σ 槐由;í jj号 ， 韩锡镑 ‘ 孙文良点佼 (圣武记) l占 5 ( 迫YtiJl:定 l到困I ~己 ) . J 88 - J 89 

页 ， 北京 ， 中华何用， J984 , 
@ 王佩仲编校 : ( 龚自卫生全知) . 1 J2 - 11 4 页 。

毡} 魏源( 1794- 1 857 年) . 名远i左. 宇航深

:4 ' 艾尔显著 . 赵阿ljì手 : (从JIIl学jJJ朴学) . 167 页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忧 1 995 D
尔显著 . 赵刚译 : (从理学到l朴号:) .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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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粹的描述外国地理、风物与历 史的 《四洲 志》 ‘ 春 以 中 国的 历

代史志， 编磊 了 《海 国 图 志 ;þ 50 卷 ， 后经修订、 增朴，到 咸丰

二年 (1852 年)成为 百卷本。其次，他于咸丰元年( 1851 

开始慕修 《元史新编》一书，两年后告竣。

嗣后 .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一 百

多年间， 中外关系 问题 ，特别是边疆问题 ， 成为 朝野上下关注的

焦点。有关边疆地区的历史、 政治、地理环境 、民族 分布、 经

济、文化、习惯等问题的论著与调查报告等.可谓汗牛充栋。 对

于今天的我们而言 ，这些作品不但是不可多碎的丈化遗产，而且

具有很高的 学理与 学术价值 ， 更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 义 、 借鉴

价值。

为了 给相关研究者 与 关注边疆 问题的人们提供这方面的研克

资料 ， 我们特这一些清朝 中后期及民国时代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力或学术价值的代表性作品 ‘予以标，在、与 适当注释，以供读者

参考 。

二 、 "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缩"编篡缘起

促使我们动手编磊 .. 中 国 边疆研究丈碎 · 初 锅 " 的缘 由， 主

要是因为我国边疆及周边环境的 变化，以及由此派生的研究与解

决边疆问题的 紧迫性。 我 国从 1978 年启动改革 开放政策至今 ，

业已恃结 了 二十五六年哩 所取得的 成就堪称举世瞩目，此不赞

言 O 但成就有时与麻烦相伴而 生，近些年来，我 国边疆的 内侧 与

外部， 都友生了后lJl:1、变化 c

仅就 中 国内部陆桂环境而 言， 随着社会经济革开的扩 大， 以

往潜在的诸多边疆问题 日 益表面化。

在海疆领域，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于 1982 车通过 ， 1994 年

生效。出于不同利益 ， 周边各国对 《公约 》 有不同解释。 南海周

边国家采用的有些手法则是避开 《公约} Jfr. 则 精神 ， 而抓住并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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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公约》 的某些具体条款，不顾历史事实 ，抢占 海洋权益。 近

来， 东 海问题频现，中 日 钓鱼岛 、 中 韩苏岩礁之争， 经常牵涉着

中国人的情感。 尤其是南海局势更加复杂，我国在南海的历史主

权、现实主权和管辖权等都面临着现实威胁。同时，南海周边国

家也经常祭出一些海疆理论，在国际学界挺得一定程度的 "共

鸣"。对此，我们不能用 非 学术性语言去应对，不能革而统之地

予以 简单批判 。 从边破学的视角 来看，廓清中国拥有海洋历史主

权、 现实管辖权、 海洋权益的历史脉络与法理根据，为认识和处

理现实海洋主权问题提棋有力的理论支撑 己刻不容缓。

就我国周边态势来说， 伴随着 中国的崛起，先是西方国军别

有用心地鼓噪 "中国威胁论而后传导到周边国家。现在的周

边局势是， 一些邻国利 用我国以存~为善 、 以邻为友的政策，一边

频 出" 中国威胁论" 的噪声 ，一边毫无顾忌地强 占我海疆岛礁、

霸 占我陆硅领土。 另外，中 国 与 周 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

长， 错综友杂，一言难尽。近代以前，中国与一些周边国 家之间

程皮不同地存在着藩属关 系， 直到 19 世纪末 ， 这种 "宗 藩体 系"

才基本上瓦解。 如何看待和界定历史上的彼此关 系，不但都有一

个"理j顷"的问题，而且还有领土分割与文化传统的首友权等 问

题。 值得关注的是 ， 1949 年以后 ，中 国与周边 国 家的关系也经常

变化 ， 如 20 世纪 50 年代是 "一边倒 "， 60 年代是 "反帝反修

70 年代是支援世界与邻国革命 ， 80 年代转向自主和平外交，今

天则提出睦邻外交。 短时期不断 变化的周边政策，使邻国难免产

生不安、但我国现在真诚地实施睦邻友好政策是有目共睹的。无

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邻国恰恰是利 用我们的善良来达到其不

可告人的 目的 。

中国 疆域是通过内地与边疆交互支更 、 边疆与藩属( .gjl)王

换角色的形式最终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边疆地区普选

实施 了与 中 国传统，有所不同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区域自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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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并成立了自治区、 自 治州 (盟 )、 自 治县 ， 这些政策与你 #i lJ

的 制 定根据与实施效果，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与经济

发展，而对这些政策与体制，特别是在边屈地区产生的效果的研

究，是边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 随着周边国 家的民族

主义思潮的兴起与 经济的进步，这些国 家都在积极用近代民族主

义理论辑基本国历史、 建构本民族谱 月~， 0 在此过程 中 ，历史上 曾

经是中 国藩部或属 国 ( 属部)的周边国 家 ， 都或多或 少、 或轻或

重地，与中 国在历史问题上或领土问题上有所瓜葛 。 这些瓜葛的产

生， 莫不同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与中国古代疆域现 、近代中 国的

民族国家 建构、民族主义生成与领土 变更等边疆学理论问题有

关 。 现在看来，由于时势衍变，单从历史与地理的角 度看眼来解

决这些问题，显然是力所不过的， 或者是无济于事的 O 另外，伴

随着用边 国 家 的 先后独立， 特别是受到近代民族主 义思潮 的 影

响， 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在构建本国 "样垃"的历史及本民族 u 伟

大" 的发展历程 ， 希冀以此来树立 国家与 民族的 自 信。 但以往长

时间存在的所谓的 " 中华 的世界秩序 " 是一个无法磨灭 的痕汪 ，

更是一逗难以逾越的心灵之坎，不否定它就难以建立名副其 实的

民族 自信，否定它自然就会衍生出"中 国威胁论" 。 所以，关于

历史上曾经是中国 藩部或属国、今天业已柏立的周边国 家的心理

问题，单靠外交努力、自 我表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 O

基于上述边疆 内外 ，情 景， 我们 与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 2010

年初决定编慕、出版一套大型边疆研究方面的 丛 书， 在某种程度

上回反这些边疆 问 题。 这套丛书 全称 "中国 边疆研究丈库内

分初编、二编 。 其中中 国边疆研究文库 · 初编 " (50 种 ) ， 拟

选近代稀见典籍，由相关边疆研究学者整理、点技与 解读 中

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 (50 种) ，为 当代边疆研究前沿学者的

研究成果。

实际上，自 1989 年起 ， 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便出版 了 边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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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面的研究图书 。 兹后直至 2009 年底 ， 集腋成哀， 业已出版

图 书 60 余种。 这些图书 受到 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好好，

取得 了 显著的社会效益 ， 极大地促进了 边疆 史地研究的发展进

程 ， 黑教社也逐步确立了在业内的品牌地位。 由 于 20 多年不间

断地组稿与 编辑、出版，使得黑教社在边疆图 书 编辑与出版方

面，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条件，我们萌发了利用黑教社已有的资

源，根据边疆社会发展与周边形势变化的需要 ， 重新策划、编辑

与 出版一套大型边疆丛书的念头。当我们把这个念头告知黑教社

社长丁一平博士时， 未曾想丁博士也早有此意。于是 . 我们决定

共同规划、编草并 出 版这套丛 书 o 恰好这时 出版署启动" 国家 出

版基全资助项目

手草拟且反复修改" 国 家 出 版基全项 目 中请书

基金规划 管理办公室严格把关定向及4佯乎审专家们的厚爱 中国

边暗研究文库" 最终荣获"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我们策划、 编-'-与出版 " 中国边雄研究文库·初编"的宗旨

很明确 ， 就是希冀通过析出晚清民国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边疆研

究作品 ，从克人那里汲取经验.从学术层面来解读一些紧要的边

疆 问题。 拟探讨的边疆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我国边疆二占 区占 我国 国土面积的 60% 以上， 同 时又是

我国 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由于特定的历 史条件， 边疆地 区

的 经济、文化等从古代开始就与中 房、等 内地省份有着不同的特

点 ω 步入近代后，西方列强环伺边稽 ，边疆地区人民饱受被侵略

及丧失家画的痛苦。 另外，从古至今，由于特殊区位及诸多 条件

的限制， 使我国 太多数边疆地区在总体上处 于欠友达状态。 在这

种条件下， 如何在政治上进一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

区社会的稳定，如何在社会经济上加快边疆地区的发展 、 尽快改

支边疆面貌、缩小边疆与 内地的 差距等 嘈 都是我们想适当地予以

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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