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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语境下长沙窑陶瓷

传统技艺传承与产业复兴①

孙兰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是千百年来长沙窑地区制陶艺人通过实践探索并逐渐形成的一套制瓷技术、文化体
系。其独特的工艺特点和传承方式是技艺创新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助于推动长沙窑

陶瓷产业复兴，并促进长沙窑地区发展出一条属于自己地方性的现代经济、文化之路，使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存在于现代

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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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
式、心理活动和审美观念的表现形式，它蕴藏着民

族深层的文化基因，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

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确立国家的文化

身份和传承民族文明，因为它是人类通过口传心

授、世代相传形式保留下来的无形、活态流变的文

化遗产。近年来，中国政府、学术团体及社会各方

面力量开始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卓有成效和具有中国特色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法规，如《传统工艺美

术保护条例》《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

工作的意见》等①。该举措的展开将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肯

定了作为多代劳动人民口传心授、约定俗成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特征和对传播民族文化的重

要性，它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根，对其传承与保

护将有利于弘扬本民族文化，维护世界文化多样

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长沙窑又称铜官窑。铜官是一个陶瓷古镇，

位于湖南省望城县，在唐代因其遍地产陶，有着

“五大陶都”之一的美称。长沙窑艺术在秉承唐

代青白瓷共同特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高

温铜红釉彩瓷，包括褐、绿、蓝、红等多种釉色，打

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格局，开辟了釉下多彩彩

绘装饰技艺时代，在中国陶瓷史上举足轻重。长

沙窑传统手工制陶工艺高超，陶瓷制品个性鲜明，

独特的制陶工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科学、

艺术等价值，是中国古代长沙制陶人智慧的结晶，

是全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２１世
纪的今天，以传统技艺为基础的长沙窑正经历着

现当代艺术思潮影响下发展转型的阵痛，多种现

当代文化、艺术的介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

长沙窑传统工艺内涵和形式表达，但是也造成了

一定程度的漠视传统工艺传承与创新现象的发

生，使长沙窑陶瓷产业发展滞后，传统制陶技艺濒

临失传。

因此，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作为活态流变的

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传承与保护是我们这代人不

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基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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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文化的属性特征，对长沙窑传统制陶工艺的

保护是复兴长沙窑陶瓷产业的前提条件，也是文

化传承的最有效措施。

一　传承中改良其传统手工制陶技艺
长沙窑的传统制陶工艺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

精湛的手工技艺之一，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

整套严谨有序的体系。除了泥料的加工、釉料采

配，它还包括拉坯、修坯、雕花、刻花、划花、贴花、

印花、施釉、匣钵、装窑、烧成等多道程序。一件完

整的作品必须经历泥料的采料、精选、风化、配比、

粑泥、陈腐、熟泥、揉泥、拉坯、修坯和釉料的精选、

配制、施釉以及手工装饰（雕、刻、贴、印）、窑具制

作、装窑、烧窑等２０多道复杂工序①。因此，传承
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需要把握好以下内容。

（一）了解炼泥、炼釉程序

炼泥、炼釉是长沙窑陶瓷工艺最基础和最重

要的工艺环节，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精细。传统的

炼泥、炼釉程序复杂，比如首先需要选料，然后将

其固体原料进行粉碎、净化、掺和、化浆、搅拌、除

杂、脱水、炼泥、脱气、陈腐程序，再分别制成可塑

性软泥团（坯料和釉浆）等一系列复杂过程②。然

而，在今天的工业文明时代，伴随着现代化的制陶

机械设备的出现，高效的机械化原料粉碎、搅拌过

筛、压滤脱水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淘洗排砂和沉淀

去水稠化工艺，真空练泥机和捏泥机的出现也使

传统的人工炼泥、磨釉等低效工艺过程逐渐走向

消亡，这是科技发展、历史进步的必然。尽管今天

的炼泥、炼釉因为现代技术的介入使过程变得越

来越简单、高效，但是，相关的原始工艺流程特点

依然存在。所以，只有根据其现实需要，改进其工

艺技术，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今天的陶瓷业发展。

（二）优化拉坯、利坯工艺过程

长沙窑传统器物类制陶一般采用辘轳成型，

拉坯和利坯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传统的拉坯工艺

需要拉坯者使用一种被称为陶车或辘轳的拉坯设

备，在拉坯过程中手执木棍拨动陶车的转盘，通过

惯性的作用使陶车高速旋转起来，接着将揉制好

的泥团放至转盘中心，双手蘸水按泥，利用离心力

的作用拉制出自己预先设计好的器型③。坯体拉

制好以后，接下来进行进一步的修整，完成器物最

后形状的过程就是利坯。这是一项考验利坯者工

艺水准的工序，利坯工对泥料性能的熟悉程度决

定陶瓷造型的曲线变化和烧成时各部位的收缩比

率，以及坯体各部分留泥的厚薄程度，这是决定制

品在烧成过程中不出现开裂、变形等问题的保障。

传统的手工拉坯、利坯操作主要依靠人力在变速

运动中进行，工作劳动强度大，且生产效率低下，

随着现代新型电动拉坯机的参与，拉坯、利坯效率

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当代陶瓷 ３Ｄ打印机与模具
注浆工艺就明显改善了手工拉坯成型效率。然

而，利坯工艺和手工拉坯工艺所带来的艺术性、非

重复性特点依然不可或缺，它依然值得我们在传

承中优化其工艺过程。

（三）保留雕塑技艺

雕塑成型是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中较为特别

的形式，基于泥料的特点，有“雕”和“塑”二大类，

其中“塑”多于“雕”，雕的手法形式一般以模印贴

花为主，出现在器物的装饰纹样上。而塑的手法

是以人物、动物为题材进行捏塑制作，如三彩狮

子、镇墓兽等类型。长沙窑雕塑作品形象逼真，打

破了以往佛教造像的宏大气势和玉石雕刻的精雕

细琢，以较为写意的表现手法，将人物、动物形象

刻画得稚拙可爱。尽管随着现代艺术创作理念的

介入使传统雕塑成型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但是，

长沙窑陶瓷雕塑的传统制作技艺，如手工成型中

就有挖塑、围塑、拉塑、卷塑、捏塑、堆塑、贴塑等内

容，装饰上的画、刻、雕、拓、釉彩等工艺依然作用

重大，意义非凡，有助于拓展当代雕塑艺术家的创

作表现空间。

（四）重视画坯工艺、施釉效果

画坯作为对成型好的坯体进行装饰的工序，

需要画工用毛笔涂上釉彩料在泥坯器型上将相关

的图案装饰上去，画坯工序分工明确，需要专职人

员进行勾线、渲染、工款等内容。分工越细，所绘

画面的专业化程度就越高，画工的笔力就会更加

到位。长沙窑传统的画坯工艺因为陶瓷业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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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发展到现代已经基本消亡。因此，要重视画

坯工艺，地方政府只有积极引进具有绘画技能的

优秀人才，同时，通过大力推广画瓷类型制品的生

产与销售来推动画瓷制品的市场需求①。施釉，

长沙窑传统的施釉方法有荡釉、蘸釉、刷釉及吹釉

等。画坯、施釉作为传统陶瓷制作工艺的重要环

节，只有充分利用现代设备来改进传统的操作方

法，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现代陶瓷产业化发

展的需要。

（五）继承传统烧制工艺，推广新烧窑方式

烧窑是泥坯转换成陶瓷的关键环节，传统长

沙窑的烧窑载体主要是柴窑，柴窑窑室的结构特

点使窑内温度差异大，窑火一般会出现“前火烈、

中火缓、后火微”现象。因此，坯体安放在窑内的

位置也必须根据坯体的大小、厚薄，釉的烧成温度

来进行，烧窑者需要凭借经验和直觉来判断和控

制窑内温度。传统烧窑工序复杂，仅烧窑就有把

桩、驼坯、加表、收兜、三夫、二夫、打杂、推窑等过

程。显然，如此复杂的程序将无法适应当代陶瓷

业的快节奏发展，改进窑炉结构，提高烧窑效率的

改革势在必行，这需要大力推广新能源窑炉，如推

广使用液化气的梭式窑和电窑，实现烧窑过程的

全自动化。在降低烧窑成本的同时，可尽量减少

环境污染②。

整体上，长沙窑手工制陶技艺主要包括以上

五方面内容，尽管由于当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陶

瓷机械逐步代替传统手工制作已是大势所趋，传

统繁复的手工制陶工序逐渐精简明了，很多低效

的人工程序也逐渐被取代。但是，当代制陶手工

艺人所从事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工艺如拉坯、利坯、

施釉、彩绘等工序的工艺特性是始终不能被陶瓷

机械所代替的，而且，技艺的传承并不等于复原。

因此，长沙窑传统陶瓷产业的复兴需要我们在技

艺传承与保护中顺应历史时代的发展过程，把握

其工艺内涵。

二　完善多种传统制陶技艺的传承
方式

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主要原因

在于其文化属性是无形的、活态流变的，且需要通

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方式，这就导致在传承与推

广上存在局限性。由于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建立

在自然经济背景下，一般以家庭制或行帮制进行

传承。

家庭制传承的特点是以家庭为纽带，非常重

视血亲种系连带的相关问题，民间流传着讲究传

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思想。传承模式一般以

父传子、夫传妻为主，一般采用言传身教以及口传

心授等方式。家庭作坊是学习的主要场所，如长

者边做边教，晚辈边做边学，其传承人自幼就在这

种手工艺制作氛围中学习、成长，通过耳濡目染，

在一种自然而然的传授中完成技艺传承。在自然

经济特殊年代，家庭制工艺传承方式对长沙窑陶

瓷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的传授

方法毫无疑问能够使陶瓷技艺经过多代人的总

结，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毕竟每一代人都会毫

无保留地将技艺要诀悉心地传授于下一代，包括

制作工艺的技法、经验和其他相关的社会行业中

的礼俗。一般来讲，家庭制传承很少有分工，传承

的内容几乎是整套陶瓷手工艺制作过程，但是，它

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家庭制的传承因其

保守的传授方式，一方面严重阻碍了制陶人之间

有益的技术交流，导致制陶技艺缺乏一定的创新，

另一方面其传承方式的纽带是子嗣，子嗣的兴旺

因素往往制约工艺传承，导致某些制作技艺因后

继无人而失传。

当家庭制传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形成了行

帮制传承方式，行帮制的出现是封建社会商品经

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③。当商品经济高度发

展时，商人或者手工业者为解决行业发展和利益

问题时，就自发成立了新的社会性组织———行帮，

行帮制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经济发展的

需要，促进了传统制陶技艺的提高，为陶瓷行业的

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行帮所追求的精益

求精的优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陶瓷技术的革新

与改良，使传统制陶技艺的分工更加细致和专业

化，比如拉坯、喷釉、画坯、烧窑等工序都从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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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出来了。然而，作为典型师徒传承方式的行

帮制，它还是无法脱离家庭制式的局限性，行规制

度对学徒等相关传承人的培养有着严格的数量控

制和行业控制，如学徒数量、跨行从业等都有着局

限性，再加上它依然是世袭制，随着分工越来越

细，它又具有强烈的限制性和排他性，各个行业的

专家都习惯保守自己的工艺特长，不轻易传给他

人①。这就导致掌握制作工艺的专家与相关工艺

的人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与相互促进，阻碍

了制陶技艺的全面发展。而行帮师徒制传承发展

到后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沙窑在地方政府的

大力扶持下，尤其是国有制大型陶瓷厂的出现使

其逐步演变成为较为开放式的工厂师徒制传承。

相较前者，后者的传承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工人、徒

弟们、师傅之间的技艺沟通、技术交流。

长沙窑陶瓷产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再

辉煌，逐步没落。一方面由于经济转型失败所导

致，另一方面也因为制陶技艺的传承问题而严重

阻碍了其发展。因此，在２１世纪科技主导的信息
时代，长沙窑陶瓷产业的发展需要以传统制陶技

艺为基础，并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和借助工业文明

成果来进行。完善多种传统制陶技艺的传承方

式，将多种有效的传承方式纳入到传承人培养计

划中是技艺传承必不可少的环节。如保留部分家

庭制和行帮师徒制传承方式的优点，积极开展学

校办学培养技艺传承人方式，利用现代科技开展

网络远程教育培训的方式，为长沙窑陶瓷艺术发

展储备人力资源。相比传统的传承方式，学校制

传承的最大优势在于开放性，无论是职业学校还

是高等教育学校，老师和学生大部分都来自全国

各地，师生之间、同事之间、学生之间都是开放性

的，这些都有助于技术与经验的交流，促进技艺的

创新与发展。既带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的，也有助于人才储备。毕竟，在全球化发展的今

天，不再存在封闭的文化系统，每个地方性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传播者未必只是当地民

众，他们可以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们。

三　推动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的创新
众所周知，一件优秀的陶瓷作品是集材料、造

型、绘画、色彩和工艺等元素于一体的综合性创作

结晶。唐代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其制瓷理念、装

饰元素与材料功能造就了长沙窑器物在中国陶瓷

发展上显著的历史成就。它原有的手工制陶技法

不仅是长沙窑陶瓷艺术创作的基础，而且作为宝

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那一套精巧而完善的制

陶工艺程序蕴含着历史传承的合理性和唯一性。

非物质属性决定了制陶技艺传承与保护的最有效

方式在于创新。因为，保护只能保守的、被动地留

住手工艺，而创新却能主动地为手工艺创造合理

存在的可能性。因此，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创新、

产品创新是发展手工艺的重要内容和促进长沙窑

陶瓷产业复兴的必要条件与基础，需要把握好几

个关键节点。

（一）在工艺传承中培育现代艺术陶瓷工艺

创新发展的沃土

由于任何技艺的产生都是时代社会生产关系

发展的结果。当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属性显

然已经不适合长沙窑原有的某些传统手工技艺的

发展。如何依托现代科技文明成果实现长沙窑传

统制陶技艺的多元化发展和满足艺术家个性表现

的需要，这不仅是复兴长沙窑陶瓷产业的前提条

件，也是传统制陶工艺能否转型适应时代发展的

关键所在。因此，在当今信息与科技成为时代的

主题下，长沙窑制陶技艺的创新发展也需要更多

科技元素的参与。因为，只有当陶瓷艺术家充分

利用当代科技文明带来的科技成果使新的技术、

材料融合在传统制陶技艺中，才有可能为当代陶

瓷艺术的发展培育更合适的生长土壤。比如，对

长沙窑陶瓷原材料进行相关的开发研究，在不改

变材料半瓷半陶物理属性基础上，拓展陶瓷材料

的门类与成分内容，改变其成型方式、烧成温度；

或者利用先进的现代陶瓷设备提高炼泥、炼釉、利

坯、修坯及烧成技术等内容的工作效率。因为当

陶瓷材料成分内容发生改变时，其烧造工艺就会

得到不断改进，这样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工

作效率，也只有当陶瓷制品的颜色与质地发生相

应改变时，陶瓷的相关功能性特征及表现形式也

才能得到广泛的拓展，才能满足不同用途的陶瓷

生产形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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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传统制陶工艺内涵的现代转向

陶瓷作为一种无机非金属元素物质，由于其

在一定的温度下容易改变其内部结构形式，它的

基本属性在于它的工艺性。因此，要推动传统制

陶工艺内涵的现代转向，需要对陶瓷艺术的表现

形式进行创新。当然，创新的前提必须是在充分

了解陶瓷原料的质性、器物造型原则、翻模工艺、

坯胎表面的装饰形式以及施釉、烧制过程等一系

列制陶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不能违背制陶工艺的

法则。比如改变长沙窑传统的陶瓷艺术创作“器

物观”理念，充分发展“艺术观”创作理念，从选

料、制坯到上釉、烧成等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传承基

础上的工艺创新，多尝试胎、釉结合、多次复烧等

多种工艺融合的可能性。又如国际著名陶艺家阿

仙先生的人物青花彩绘作品，该作品的表现形式

特点在于有效地将景德镇传统青花工艺与真人翻

模技术相结合，利用真人翻模技术塑造出以人物

的半身胸像为主的陶瓷造型，结合景德镇传统青

花的装饰技术与表现手法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或

山水绘制在人像上。该造型方式不仅改变了景德

镇千年传统陶瓷雕塑人物造型的表现模式，而且

也因为将二维平面图案完美融合在三维空间的转

换形式，让人觉得既传统又现代，既熟悉又陌生。

在作品中，多种工艺技巧和多种文化元素的混杂，

不仅消除了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的原始意义，给人

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西

方陶艺的创作手法和观念被利用和借鉴，陶艺家

是在尽量保证工艺的可操作性基础上，真正实现

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创造出了陶瓷雕塑与青花

艺术结合的新表现形式①。可见，充分利用西方

当代观念性的审美“创意”来拓展长沙窑陶瓷艺

术的表现形式，在陶瓷艺术创作中提倡艺术形式

的跨界，将国画、油画、水彩、版画、雕塑等多种艺

术的表现形式切入到陶瓷艺术创作中，实现传统

工艺内涵的现代转向，也是当代长沙窑陶瓷艺术

发展的重要内容。

四　发展长沙窑陶瓷艺术文化产业
以发展现代陶瓷文化产业作为长沙窑陶瓷产

业的重点，将有助于实现传统制陶技艺的传承与

陶瓷产业的复兴。文化产业本质特点在于创意，

创意是其发展的生命力和能够衍生发展的基础，

而创意既是基于对传统知识的继承，也是在原有

模式上的一种创新。长沙窑传统陶瓷文化代表着

湖湘地域的传统文化，从知识传承的角度来讲，发

展现代长沙窑文化产业包括长沙窑的陶瓷工艺与

产品。一方面，长沙窑工艺是陶瓷艺术发展与创

新的重要保障力量，是长沙窑文化核心内容得以

存在的技术支撑，没有一定的技术支撑，长沙窑文

化产业的发展就不再具有其长沙窑文化特征。另

一方面，陶瓷文化产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陶

瓷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不仅在于陶瓷文化产业为

长沙窑陶瓷艺术传承人、从业者创造了就业机会，

延续了制陶工艺的生命力，还在促进地方区域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将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然而，

要发展长沙窑陶瓷艺术文化产业，须做好以下

两点。

（一）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纵观在湖湘文化孕育下的长沙窑传统陶瓷艺

术，它具有千年发展历程，它的陶瓷艺术制品无疑

就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成为了长沙窑重

要的文化资源。如何将长沙窑传统文化资源有效

地转化为文化资本？笔者认为，从文化产业发展

的特点来看，首先需要从文化符号消费的角度整

合、重组长沙窑陶瓷产品文化符号和推广陶瓷艺

术产品的营销策略入手，以此来突出长沙窑地域

陶瓷文化品牌的符号特点，如三彩陶瓷作品的典

型性，就是通过陶瓷作品的造像形式与釉彩特色

彰显其文化符号意义。其次，挖掘陶瓷制品的审

美内涵，使地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

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成双赢模式。如通过政府相

关部门组织与开发以长沙窑陶瓷文化产品为特点

的旅游业，相关的旅游产品开发能创造传统制陶

工艺以一种“活态传承”方式存在，一系列的旅游

活动能让游客切身体会到陶瓷生产过程中的趣味

性和陶瓷文化的历史性②。通过带动有做陶瓷兴

趣的游客到长沙窑亲自体验其传统制陶工艺，这

种传统手工艺的再现，不仅可以展示长沙窑传统

文化的魅力，而且可以激发长沙窑人对自身文化

与技艺的自信心与传承的积极性，在促进陶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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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浩：《新媒介视域下的传统景德镇瓷业传承研究》，《中国陶瓷》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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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正确制定陶瓷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

长沙窑陶瓷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制定正

确的战略规划，完善相关的保障机制。文化产业

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站在一定的发展高度，有针

对性地制定相关的企业发展规模目标和陶瓷文化

产品的生产、销售目标。采取相关措施整合地方

力量发展其优势文化产业，如重组相关的陶瓷企

业，加大对陶瓷产业发展的市场管理，对原有的产

品营销理念进行创新。尝试走产业集群化道路，

学习与借鉴产业集群化发展较好的江西景德镇、

广东佛山和河北唐山等陶瓷产区的相关经验。政

府应依靠现有政策进一步完善陶瓷工艺人才培养

及教育制度，建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以国家政

策为辅的薪酬制度和保障机制，留住从事传统技

艺的人才，为其提供一定的研究经费，鼓励手工艺

人发扬传统工艺技术①。提高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设计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外贸人员待

遇，留住人才。同时，地方企业也要利用好政府的

相关政策与经费扶持，积极配合多方力量以多种

传承形式如开办工厂、开办学校等措施来保证制

陶技艺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注入科学技术与时

代文化精神，对制陶技艺进行创新，进一步积极响

应国家提出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发

展高技术陶瓷，让其产品突破原有的艺术陶瓷、生

活陶瓷的局限，将陶瓷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通

讯、机械、电工、新能源等领域。因为在互联网＋
的新时代，陶瓷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适应市场的

需求，根据市场需求与消费的品味积极调节设计

和制造的方向，确保产品的销售，并完善市场保护

机制，规范市场，带动陶瓷文化产业的良性

发展②。

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历史悠久，凝结着一代

代手工艺人的心血与汗水，蕴含着传统民族文化

的丰富审美内涵，传承传统陶瓷技艺有助于弘扬

其民族文化精神。因此，需要立足于文化遗产的

视角加强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推动其工

艺创新和发展，构建长沙窑陶瓷文化产业多方位、

立体化复兴规划③。同时，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成

果梳理和挖掘传统手工制陶技艺的科学内涵，只

有切实地传承这项技艺，才能真正维护中国陶瓷

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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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ｋｉｌ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ｍａｋｉｎｇ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ｒｅｖｉｖａｌ
（责任校对　蒋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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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熊花：《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支持对策研究》，《企业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熊廖：《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２３页。
方李莉：《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