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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儿童“尾巴帽”研究
李 明

( 茂县羌族博物馆，四川 茂县 623200)

摘要: 羌族的儿童“尾巴帽”是一种民间艺术，是民族服饰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解童帽
所隐含的民俗审美及民俗文化，以四川茂县羌族博物馆藏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实物归纳法对其材质、
工艺、装饰用色、图案、装饰特点、装饰规律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羌族儿童
的“尾巴帽”装饰元素丰富，充满童趣，形成了自己的装饰规律，与其他类服饰相比更具特色，而且童
帽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羌民族的审美和情感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通过这样的方式
希望更多有志之士参与到羌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来，保护传统文化，留住传统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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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Weibamao”of Qiang children
LI Ming

( Maoxian Qiang Museum，Maoxian 623200，China)
Abstract: The“Weibamao”of Qiang children is a kind of folk art，which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olklore taste and culture implied in the“Weibamao”，the collections of
Qiang Museum in Mao County，Sichuan Province were used as the objects of study，and the material，technology，
color，pattern，as well as decoration featur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eibamao”which is full of playfulness has various elements and unique decoration law． Besides，it is more
characteristic than other kinds of costumes． As the precious wealth of national culture，it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represents the aesthetic and emotional culture symbol of Qiang people． We hope that more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of Qiang'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protect it and to retain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Key words: “Weibamao”of Qiang minority; material; technology; decoration; design connotation; idea of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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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据说是炎帝的
后人，也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
分［1］。这支从远古走来，至今一直顽强地保持自身
文化精髓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服饰文化。
羌族儿童的“尾巴帽”( 羌语“达瓦”) 是一种民间艺
术，承载着民族审美和情感文化符号，是民族服饰文
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母亲把绣童帽和做童帽
当成对孩子表达关爱的一种重要方式，她们将无穷
智慧与造物思想潜藏在工艺中，表达精神诉求与思

想情感。“尾巴帽”造型独特，工艺复杂，展现出民间
独特的审美情趣和造物思想［2-4］。

大多数羌族聚居于高山或半高山，大部分地区
为高山峡谷地带，山高坡陡，河谷深邃。由于独特的
地理环境造就了羌族服饰文化的区域性差别，形成
了“十里不同羌，五里不同俗”的特色。本文研究的
“尾巴帽”类型主要分布在四川茂县黑虎、三龙、白
溪、曲谷一带。

1 “尾巴帽”的材质和工艺
制作“尾巴帽”所选用的主要面料为透气性和保

暖性都较好的棉布、棉花、丝绸等，很少用到化纤面
料。帽子的装饰配件有银泡、铃铛、流苏、野猪牙、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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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等，在装饰的同时也表达对福寿平安的祈盼。
“尾巴帽”以夹帽为主，在两层布中间镶有一层

薄薄的棉花，棉花不仅可以保暖还有支撑作用，让帽
子更有型更立体。按照帽子制作工艺流程分为: 剪、
裁、绣、缝、定几个部分。首先剪样，帽样为纸质，剪
好样后根据样的大小裁剪布料，布料都选用透气的
棉布，布的底色一般是黑色，这种底色最适合刺绣配
色。布料裁剪好就在相应位置起稿设计图案进行刺
绣，刺绣的内容大多与吉祥、富贵、平安有关，绣好图
案就可以镶棉花进行组合拼缝。拼缝要根据帽子的
结构，先缝帽身再缝帽顶最后缝帽额，整个帽子缝合
好才固定装饰物，装饰物的类型也比较多: 银泡、流
苏、铃铛、彩带、牙骨等。帽子工艺繁琐复杂，做完一
顶大约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2 “尾巴帽”的装饰
2． 1 “尾巴帽”的色彩

通过对“尾巴帽”分布区域的田野调查和对帽子
底色的罗列分析，“尾巴帽”底色多以黑色为主，黑色
是羌族绣花主要底色，由于深色底布容易和其他颜
色搭配，而且帽子由于制作工艺及一些特殊材料的
装饰不适合清洗，黑色耐脏所以成为大量应用的原
因。除了黑色，帽子的辅色都是纯度较高的颜色，如
红、黄、蓝、绿等( 表 1 ) 。从整体来看，红色是帽子的
主要装饰色彩，通过使用不同明度的红色让帽子具
有更浓厚的装饰效果，以红色为主要装饰色也展现
出趋吉的思想理念。除了红色，黄、绿、蓝相间的辅
色起到了很好的调和作用。为了更好地处理对比强
烈的色彩关系，“尾巴帽”运用了镶边、留空和加装饰
的方法使帽子展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效果。

表 1 茂县羌族博物馆藏童帽色彩概况
Tab． 1 Colors of children's hats collected in Qiang Museum

in Mao County

底色 辅色
在帽子中的
装饰比例 /%

辅色颜色层次 点缀色

黑色

红色 70
深红、大红、
玫红、粉

棕黄、明黄、
深紫、白色

蓝色 5 藏蓝、深蓝、浅蓝 墨绿、橙黄

黄色 10 棕黄、橙黄、明黄
棕色、浅蓝、
草绿

绿色 15 墨绿、草绿 玫红、明黄

2． 2 “尾巴帽”的结构
“尾巴帽”从基本保暖和保护头部的功能出发，

决定了其外形要符合人体头部结构，“尾巴帽”的结
构可分为帽冠、帽额、帽顶、帽尾四部分( 图 1) 。

图 1 “尾巴帽”结构
Fig． 1 Structure chart of“Weibamao”

2． 2． 1 帽 冠
帽冠是整个帽子的脊梁，是帽子的门面，这部分

结构一定要挺立，要体现出儿童的精气神，所以帽冠
一般为“山”字型像一座矗立的大山或者是“品”字云
形。云头边沿呈波齿状，中间高两端低，高的部分为
云头，低的部分为云尾，这两种造型都比较稳重大气
能撑住帽子的气场。在结构上帽冠是独立的半环
式，采用立体缝合，只连接帽冠下沿，上沿自然挺立。
2． 2． 2 帽 额

帽额的位置在帽冠和帽顶之间，由于帽额面积
相对较小，不太适合复杂的装饰，所以像银饰、绣球、
绒花、鸡毛等小巧、立体的饰品都会点缀在这个位
置。结构上帽额、帽顶和帽尾是一个整体，要区分这
三个部分通常是靠装饰手法。
2． 2． 3 帽 顶

帽顶采用左右分裁式，以帽冠中心线为帽子的
中轴，将帽顶和帽身进行左右对称式裁剪，然后再进
行缝合，缝合后才形成完整的帽顶。为了符合人体
头部的结构，帽顶的纹样都是圆形团花图案。
2． 2． 4 帽 尾
“尾巴帽”最有特点是尾部有帔( 古代披在肩背

上的服饰) ，帔就是帽子的拖尾( 一般长约 15cm) ，帔
呈椭圆形像尾巴一样，所以帽子被形象的称为“尾巴
帽”。尾部剪裁有两种方式，一种剪裁较圆缝合起来
比较服帖，像批肩一样叫“圆尾巴”; 另一种剪裁较
尖，缝合起来微微上翘叫“尖尾巴”，不管哪种样式都
有保暖作用，以保证儿童后颈不受风寒。

2． 3 “尾巴帽”的造型
“尾巴帽”从造型可分为 A 型( 图 2) 和 B 型( 图

3) ，A型帽帽冠独立与帽身分开，B型帽帽冠与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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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身连为一体。

图 2 A型帽
Fig． 2 A-type hat

图 3 B型帽
Fig． 3 B-type hat

A型帽的造型多是仿生类型。仿生造型思维是
一种创造性思维，是对自然物种的认识和再创造的
过程。“尾巴帽”的造型整体表达上并不是追求原型
的逼真，而在于模仿原型的特征和韵味，使其既有原
型特征，又符合人体的结构。A 型帽的仿生形态是
靠缝合帽顶前端的弧线，经过巧思妙构的对接，弧线
会形成猫头或者虎头的形象，不仅有头还有耳朵、胡
须和鼻子，造型逼真，生动可爱，充满童趣。“尾巴
帽”形象抓住动物形态结构的典型之处，进行归纳夸
张，提取神韵，将自然形态转化为富有生命力的情趣
形式，传递出羌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审美心理和
文化价值观。

B型帽的造型带有独特的地域性，B 型帽又叫
“将军帽”，将军文化在这个区域是独有的。为了纪
念黑虎将军，当地羌民衍生出很多纪念方式:建将军
庙、将军墓、妇女戴“万年孝”帕、儿童戴“将军帽”等。
“将军帽”的造型像一顶将军的盔帽 ( 图 4 ) ，前圆后
方，无冠，顶有缨，帽后有帔巾，帽子的帽额造型简洁
呈半圆型，末端有一对向上翘起的小耳，帔巾方正过
肩没有装饰，整体造型体现出武士的端正和威严。
2． 4 “尾巴帽”的图案纹样
“尾巴帽”的图案是按照结构来装饰，不同结构

有不同的图案。图案以剪绣和贴绣居多: 剪绣，即将

图 4 宋三彩武士俑的盔帽
Fig． 4 Helmet hat of clay warrior of the Song Sancai

glazed pottery and porcelain

事先剪好的花样贴到绣布上，贴上后再用丝线依形
刺绣，这种绣法因纸样被绣线覆盖，绣成后的图案略
微突起有饱满的效果; 贴绣，先剪出帽子结构的形
状，绣上图案后，把整个图案贴上去，贴绣要等帽子
完工后再贴，更强调帽子的结构感。“尾巴帽”的图
案以组合的植物纹为主，动物纹较少，植物纹主要是
云纹、牡丹纹、菊花纹、梅花纹、刺梨花纹及各种藤蔓
等。帽子的图案是随形进行装饰( 表 2) : A型帽以剪
花绣为主，帽冠是帽子的门面，作为装饰最为突出的
部分，所绣的图案是对精神的寄寓。A型帽冠绣的是
如意云纹，云纹与外轮廓相吻合，纹样巧妙与外形融
为一体，图案结构严谨、布局均衡、主题突出。整个
帽子以帽冠图案为主题，带动其他图案的变化: 帽冠
为云纹其帽顶为团花云纹，帽耳牡丹云纹，帽尾卷草
云纹，可以看出帽子的图案变化都是以曲云的波齿
为轮廓，再根据结构内填图案，这样的图案结构均衡
稳定，布局与空间规整，在稳定中又有变化。在羌族
地区如意纹和云纹几乎是通用没有区别，云纹是羌
族服饰文化中典型的文化符号，运用非常广泛，象征
万事如意，是羌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祝福［5］。B
型“将军帽”以贴花绣为主，每个图案都是先绣好绣
片再贴上去。B型帽的图案是依附盔帽的结构来装
饰，帽冠呈半圆形两端有一对向上勾卷的小耳，帽顶
呈梅花造型，中间有一圆形布纽象征盔帽的缨，帽耳
为正圆形，帽尾方正简洁似盔帽的帔巾没有图案装
饰。“将军帽”图案遵循“十”字对称，以圆形团花为
主，帽额以菊花为中心点，四周均衡分布其他图案，
视觉上体现了对称均衡的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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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尾巴帽”A型帽与 B型帽的纹样对比
Tab． 2 Comparison of patterns of A type cap and B type cap of“Weibamao”

帽型名称 帽型图案 帽冠 帽耳 帽顶 帽尾

A型帽

B型帽 —

2． 5 “尾巴帽”的装饰规律
A型帽帽冠布局呈条形带状分布，一般为二方

连续或左右均衡式对称，帽冠和帽额是帽子的门面，
处在帽子视觉中心位置，所以帽冠的造型呈半立体
状，像一座大山立在帽子前端。这样的布局更容易
聚焦视点，让图案更具立体效果，强调装饰风格。A
型帽帽耳、帽顶和帽尾的结构相连，而装饰纹样都是
依托帽子形态进行，所绣图案都是繁复的满地式，体
现出帽子的绣工。B 型帽帽冠图案呈半圆十字对称
型，帽顶和帽耳为圆形十字对称。这样的装饰布局
主要受审美习惯影响，帽顶的布局依照成年人俯视
观看儿童的习惯，顶部也成为装饰的重点。B型帽没
有帽冠而且帽尾简洁没有装饰，所以装饰纹样通常
就会以帽顶为中心视觉展开装饰。当图案以帽顶中
点为中心展开时，其纹样装饰依托帽顶的形状呈圆
形分布，所以帽顶的装饰以圆形对称图案居多。总
的来看，童帽装饰位置的形态会影响装饰纹样的
造型。
2． 6 “尾巴帽”的装饰特点
2． 6． 1 对称式装饰

无论从内在结构还是外在装饰，“尾巴帽”都非
常讲究对称，以对称形式出现，这样的装饰方式一方
面考虑到视觉平衡的美感，另一方面受羌族传统思
想理念的影响。以偶数为吉祥，认为任何事物成双
成对最好，再有“尾巴帽”的绣制工艺一般都是剪花
和贴花，剪花和贴花就是以对称为骨架。从结构来
看，童帽运用左右分裁式，以左右中线为裁剪中心，
再进行拼合。从装饰形态来看童帽也遵循对称均衡
的美，在保持外观造型上对称的同时，装饰纹样也会
保持视觉上的均衡，装饰纹样的骨架都是左右或者
是十字对称，这种对称装饰给人均衡、稳定和严谨的
视觉感受［6］。

2． 6． 2 立体与平面的结合
“尾巴帽”的形态可爱富有童趣，在造型上运用

了立体与平面结合的方式。立面首先强调了造型的
空间感和轮廓感，立体的缝合让帽子更立体，突出了
立面的特点。除了立体缝合，辅助饰品也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体现了立面与平面间的虚实变化，增加
了帽子的动感和情趣。辅助饰品主要装饰在帽子最
前、最高、最显眼的地方，让帽子造型俏皮、生动具有
小孩的神韵。帽子平面则更多强调了图案的装饰
感，大面积的绣花增强了视觉美感，也增加了帽子的
耐磨性，两者结合给视觉创造了强烈的空间层次，使
造型更生动自然［7］。

3 “尾巴帽”的设计内涵
3． 1 不言之化

不言之化是不通过语言进行教育而达到感化的
作用，而教化感人是设计最主要的功能。羌族是一
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服饰是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尾
巴帽”的装饰不仅是一种物质形式还是一种精神形
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伦理道德、
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在 A 型“尾巴帽”上装饰着
一对布偶( 图 5) ，布偶造型简洁质朴，形态逼真可爱，
大布偶代表母亲，小布偶代表儿女。这对布偶生动
形象的刻画了母亲背孩子的场景，再现了孩子在母
亲背上长大的画面，传达出浓浓的母爱和温情。教
化感人是“尾巴帽”的设计功能之一，羌族人用这种
独特的图形符号来传达意思，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对
小孩进行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规范，用这种不通
过语言进行教育的方式来反映羌族整个社会个体的
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体现出他们的伦理道德和生
活原则。所以在羌族人生活中很少有不孝敬父母的
行为，如果对父母不孝会遭到族人的唾弃和指责。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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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将军帽”是茂县黑虎羌寨将军文化和英雄崇拜的
体现。明末清初的时候，黑虎寨多次遭到外敌入侵，
为了保护寨子，杨将军带领族人奋起反抗，将军饶勇
善战每次都能巧妙击退敌人，但由于叛徒出卖，将军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军已故，但他的精神感动了一
代代的黑虎人。“虎倒不倒威、人倒不倒名”，族人誓
言要将黑虎将军的事迹铭记在心，代代相传，所以黑
虎寨有独特的将军文化，寨中有将军庙、将军墓、将
军帕、将军寨等。“将军帽”就是将军事迹传播和延
续的见证，是英雄崇拜的体现，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
教化后人要做一个正气凛然勇敢的人。“将军帽”蕴
涵着独特的精神价值，它作为一种道德主张贯穿在
羌族的生活当中，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直观的教育
载体，从而达到不言之化教育感化人的目的［8］。

图 5 “尾巴帽”布偶设计
Fig． 5 Design of the puppet of“Weibamao”

3． 2 辟邪禳灾
辟邪禳灾是造物设计功能的演进，将教化和适

人的功能上升到信仰观。羌族对自然界的一切都怀
有敬畏和崇敬之心，在服饰上也会体现出对自然的
敬畏，只有人与自然和谐才能长期共存。羌族多居
住在大山上，缺医少药很普遍，在传统的观念里疾病
和死亡不是“自然”的，而是来自某种超自然力量。
为了排除病灾追求安全，他们需要种种具有神性作
用的装饰物来消除灾难作为庇佑( 图 6) ，在帽子上装
饰了一只布偶猴子，猴子怀里抱着金瓜，叫“猴子抱
金瓜”。猴是羌族释比 ( 羌语，对羌族民间祭司的一
种称呼) 的护法神，是释比人神沟通的媒介，用金丝
猴皮制成的帽子是释比最重要的法器，释比只有在
宗教祭祀活动做法事时才能戴上。戴上猴皮帽，就
标志着祖师爷已被请到现场，释比可以与天神交流
并能得到祖师的护佑，有了神灵的护佑，人的力量就
会倍增内心就会强大。“尾巴帽”上的布偶猴就是神
灵的象征，可以护佑小孩，猴子怀里的金瓜象征丰

收，“猴子抱金瓜”寓意在神灵的护佑下，孩子会平安
长大而且衣食无忧。除了用布偶装饰帽子，还会用
到羊毛，自古以来羊对羌人有着特殊的感情，羊是羌
人进入农业社会的重要标志。从某种角度看，羊直
接维系着羌人的繁衍生息，羊皮制衣、羊肉食之、羊
毛吊线、羊骨做卦、羊头敬神等，因而羊逐渐成为了
羌人心目中的“吉祥物”。在古代铭文中，“羊”与
“祥”相同，“吉羊”即为“吉祥”，在羌族最隆重的祭
祀活动中都要以羊祭祀，以骨占卜，以祈求吉祥平
安。孩童帽子上羊毛都是装饰在最前端，用羊毛装
饰在童帽上可以庇护孩子不被妖魔侵扰，有震慑邪
恶的力量，是孩童避邪驱灾的保护神。有的帽子还
装饰有野鸡毛、野猪牙齿、獐子爪子、银子等，这些饰
物可以驱走邪魔达到禳灾庇佑的目的。可以想象母
亲在为自己的孩子做童帽时，凝聚着多少祝福与期
望，体现出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诉求，更能深刻感受到
母亲借助孩子的服饰表达关怀和爱意。这种关怀和
爱意是建立在对生命敬拜的基础之上，在她们心里
生命是本源，有了生命的保障，才有成长的过程，所
以保佑孩子平安长大是多么重要。羌族运用这些崇
拜的精神偶像来为小孩镇邪驱魔、消灾避难，以此达
到辟邪禳灾的目的。

图 6 猴子抱金瓜
Fig． 6 The monkey's holding pumpkin

4 “尾巴帽”的造物思想
4． 1 “实用”与“适用”的造物思想
“致用利人”的实用理念至始至终贯穿在传统造

物思想里。羌族受居住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限
制，在服饰上保暖是最主要的功能，小孩子的穿戴更
是如此。“尾巴帽”以保暖为主，而且多是双层结构，
两层单布中间夹薄棉，夹棉的帽子能够挡风防寒，可
以使身体温度保持平衡，具有很好的保暖性，可以防
止儿童脆弱的头部不受到伤害，特别是长长的“尾
巴”可以很好地护住儿童的颈部。在造物的过程中
不仅要具有保暖、御寒等基本要求，还要好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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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是实用的升华，适用是在实用的基础上更能体
现出造物的功能和适合性。“尾巴帽”在缝合帽顶
时，不会缝合得很严密，会在帽顶与帽额交接处留出
自然的风口( 图 7) 。风口的设计可以让帽子具有很
好的透气功能，儿童喜欢活动，如果活动过大就会大
量出汗，汗液不能及时排出，很容易受凉感冒，巧妙
的风口设计能让身体里的气流得到循环，不会产生
闷热感，降低儿童生病的几率。一个小小的风口设
计使整顶帽子具有极好的使用性，可见造物者的无
穷智慧和细腻的心思。

图 7 帽子风口设计
Fig． 7 Design of the wind gap of the cap

4． 2 源于自然感知的造物思想
古人造物多以自然界为启发，《周易》中所提的

“制器尚象”说，隐含器物的发明创造来源于对客观
事物的俯仰观察，依据形象思维，通过利用自然界的
原型或事物的发展规律，借助联系和想象加以创造。
“尾巴帽”的造型也是通过对动物的观察，找出典型
特征后进行的再创造，所以帽子又叫“猫儿帽”，造型
既像虎又像猫。羌族认为老虎就是大猫，在他们眼
中“虎”和“猫”没有太大区别。“虎”是自然界凶猛
的动物，小孩戴这种帽子有增强自身能力的作用，
“猫”是生活中的家畜，猫狗生命力强容易养活，有
“贱生”的意思，帽子上的植物、花卉纹也是常见植
物。“贱生”是对养活后代最质朴的期盼，从这些可
以看出，造物者将自然的感知和将生活经验转化为
对健康的祈祷，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的总
结，将物品不仅艺术化，而且赋予精神文化内涵，展
现出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由此可以看出民
间艺术源于自然源于生活，却高于自然高于生活，人
与自然的认识、适应和利用并非是被动的，而是建立
在与自然协调与亲和关系上［9］。
4． 3 “器以载道”的造物思想
《易·系辞上》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的造
物思想。“器”是具体的，有形的造物结果，包含形
制、颜色、纹饰等具体的外在形式，“道”是一种无形，
规范一切物质产物和精神产物。“尾巴帽”在满足基
本生理功能的同时，更把“道”融入到“器”中，除了帽
子本身实用和装饰以外，更注入了精神的追求和理
念，用伦理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因此来达到人
性的自觉。“尾巴帽”布偶的设计非常直观地强调了
“孝”道文化，“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潜藏在帽子的
装饰上，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
德规范，做人首先要孝顺，要懂得感恩，常存仁孝心，
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
“将军帽”体现了将军精神的传承，“将军帽”以“器”
的形式出现，在朴实的造型中蕴藏着将军的精神，隐
喻后代要秉承将军正气凛然、无所畏惧“道”的精神，
这样的造物思想是民间造物才能和智慧的结晶，寄
托着民族思想和追求。羌族儿童尾巴帽不仅强调设
计功能的满足、形态的审美愉悦，还强调人的伦理道
德，以暗喻的方式来达到教育和感化人的作用。这
种既有精神诉求、又有实用性的产物，不仅含有祈愿
吉祥、追求美好生活的朴实愿望，还有更深层次的象
征意义，形成独有的、属于羌族民族心理的文化品
格，是羌族生存经历的反映［10］。

5 结 语
羌族童帽是羌族服饰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童帽中丰富的装饰特点展现出羌族传统服饰的
艺术特色，是民间服饰文化中与众不同、不可或缺的
一个亮点，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尾巴
帽”是对儿童脆弱身体的保护，不仅具有保暖的实用
功能，而且具有教育的社会功能。其精湛的艺术表
现手法与丰富的情感元素都蕴藏在其中，折射出该
民族精神诉求与思想情感，是民族审美和感情的文
化符号，更是意识形态、民俗文化的表现载体。但随
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审美的变化，“尾巴帽”越来越少
见，会制作这种手工艺的人也越来越少。研究传统
手工艺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笔者希
望通过对羌族传统手工艺的研究，唤起更多对羌族
文化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手工艺所蕴含的价
值，保留住这些即将消失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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