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12+-%2-&%34-25%"'"60!1"2+&'12+-%2-73+/+"%"

8"'9!" :"9#

!&%9!$!!

%&'!#$(#)"*!+,(-./'(#01!

2

1*)"(!$!!($#($$0

语言%逻辑与计算互动视角下

汉语直接被动句的 DD<<Y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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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汉语被动句有直接和间接之分!也有长短之别!如何处理汉语被动句历来是计算语言学家需要攻克的难题$

汉语直接被动句的显著特征是主谓语的受事指向主句主语!传统分析方法使用移位"删除等句法操作分析汉语被动句!

否定了被动句的原生成性!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 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 DD<<Y抛弃了移位和删除等句法操

作!以表层组合的方式生成各种被动句的句法2语义推演树!避免了传统方法分析被动句时出现的所有问题!并从计算语

言学视角证明了被动句的原生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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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汉语被动句的界定及来源

对于汉语被动句的定义素有争议#洪心衡认

为#带被动标记词%被'的句子才是被动句#而没

有标记词%被'的句子仅仅表述论断事实#并没有

表示被动的语义!

& 然而#王力认为#无被动标记

词%被'的句子也可以是被动句#只要它有被动的

含义+从语义角度来看#只要主语在句子中表现为

受事#这个句子就是被动句#哪怕%被' %让'等被

动标记词不出现在句子中 "比如 %花盆摔碎

了'$

"

& 从语义出发界定被动句#无论句子是否

包含被动标记词#只要包含被动语义#就可断定为

被动句& 这样看来#汉语被动句既包括带被动标

记词%被'的句子#比如%我被人打了'+也包括带

%让'%给'等被动标记词的句子#比如%我让人打

了'和%我给人打了'等等+还包括一些不带被动

标记词的句子#比如%球弄丢了'%衣服洗干净了'

和%饭做了'等等& 依据不同的视角#%汉语被动

句'这个概念也就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本文只

处理带被动标记词%被'的被动句&

!#"A(王五被领导骂了% V(王五被骂了%

这两个句子都含有被动标记词%被'& 在 A

中#%被'右有一个名词短语 bW#这样的被动句被

称为长被动句& 在 V 中#%被'右没有名词短语

bW#这样的被动句被称为短被动句& 这两个被动

句有一个共同特点!主谓语的受事指向主句主语#

如上述主句主语%王五'所指是%骂'的受事#这样

的被动句被称作%直接被动句'& 与直接被动句对

应的是%间接被动句'#其中主句主语可能与主要

动词的直接宾语具有非同指的其他关系"如%张三

被李四抓住了一只手'%张三被抓住了一只手'$#

也可能与%被'后任何句法位置都无关"如%张三被

李四自摸了'%张三被自摸了'$#前者被称作%包括

式间接被动句'#后者被称作%排除式间接被动

句'#二者也都有长短被动句之分& 本文只处理直

接被动句#对于间接被动句#另撰文再论&

关于汉语被动句的来源问题#也是见仁见智&

劲松认为#从句法角度来说#被动句从主动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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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

& 笔者认为#汉语长被动句是原生成的#而

不是由主动句转换而来的+汉语短被动句也是原

生成的#而不是由长被动句转换而来的#它比长被

动句有更长的历史起源& 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

DD<<Y是单层结构语法#它抛弃了移位和删除

等句法操作#经由表层成分毗连组合得到各种被

动句的句法2语义生成树#从计算语言学视角证

明了被动句的原生成性&

二4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DD<<Y

组合范畴语法 <<Y源于范畴语法 <Y& <Y

的基本做法是从不同层次的语言表达式中抽象出

句法范畴#再通过范畴的运算来刻画语言表达式

由小到大逐层逐级地毗连生成过程& <Y仅含两

条规则#对自然语言的描述能力很有限& 往 <Y

中添加三类组合规则#产生了 <<Y& <<Y虽然能

够处理<Y无法处理的一些自然语言语句#但也

能为一些不合语法的自然语言语句构造推演树#

应对其进行限制& 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 DD<<Y

引入了定义斜线类型的模态词
(

(

)

(

l

(

*

#用类

型化斜线限制规则的适用范围#使范畴语法走上

了更加彻底的词汇主义道路#并且避免了<<Y导

致的过度生成性&

!一"DD<<Y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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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任何一算子为值&

!二"DD<<Y的语义理论#广义斯科伦项理论

一阶逻辑和
%

2演算结合产生了广义量词理

论#<<Y使用广义量词理论表述自然语言的语

义& 在该语义理论中#因量词和全称量词之间存

在复杂的语义依存关系而出现了辖域倒装(辖域

非对称(伪歧义(伪解释和中间辖域等语义问题&

比如#使用广义量词理论可得到%每个男孩喜欢

一个女孩'的两个语义表达式!

!

G"SG

()

M"YM

*

7MG$$+

)

M"YM

*!

G"SG

(

7MG$$

"

& 前者是存在

量词取窄辖域的语义表达式#表示%每个男孩可

能喜欢一个不同的女孩'+后者是存在量词取宽

辖域的语义表达式#表示%每个男孩喜欢同一个

女孩'#于是产生了辖域倒装问题& 要解决这些

问题#必须简化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之间的依存

关系#K/&BCN提出了斯科伦项理论!删除公式中

的存在量词#用斯科伦函项 I/"M#G#d4$或斯科

伦常项 I/" $取代该存在量词约束的变元#

& 斯

科伦项的定义域由管辖该存在量词的全称量词决

定!若存在量词
)

M处于
!

G的辖域内#则相应的

斯科伦函项为 I/"G$+若
)

M处于
!

G和
!

d的辖

域内#则相应的斯科伦函项为 I/"G#d$44+若
)

M

不处于任何全称量词的辖域内#得到斯科伦常项

I/" $& 于是#前述两个语义表达式分别转换为
+

G"SG

(

"YI/"G$

*

7I/"G$G$$和
+

G"SG

(

"YI/

"$

*

7I/"$G$$&

有了斯科伦项#不需要存在量词也可得到存

在量词取宽(窄辖域两种解释#同时避免了广义量

词理论中存在量词取宽辖域解释时出现的辖域倒

装现象& 但是#上述公式含有一个独立的谓词 Y#

因此与语句表层语序并非完全一致& KFCC%NA. 把

斯科伦项方法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引入了形如

I/

>

.!U+-

的广义斯科伦项#其中
,

是环境#环境中的元

)3

!

"

#

劲松!-被动句的偏误和规范.#-汉语学习.!$$3年第 #期&

谓词S表示%是男孩'#Y表示%是女孩'#7表示%喜欢'"7MG表示%G喜欢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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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管辖广义斯科伦项的全称量词约束的变

元!

+U是使用
%

2公式表述的名词性质#比如%女

生'的逻辑性质
%

M(YM+. 是名词短语出现的编

号#目的是区分具有相同性质的不同个体#比如在

%三个男生走路#三个男生坐车'中#前后出现的

%男生'要用带不同编号的广义斯科伦项区分开

来"不用区分时#. 可省略$+基数条件 -表示像

%三个'%至多两个'和%大多数'这样的数量"基

数为 #时#-可省略$

"

& 该语句开始出现的%三个

男生'就可表述为 I/

56

#!M(SM+)

#因为该广义斯科伦项

没有出现在任何全称量词的辖域内#如果环境 >

是空集#这样的广义斯科伦项被称作广义斯科伦

常项+如果环境非空#则得到广义斯科伦函项& 广

义斯科伦项 I/

>

.!U+-

指称语义类型为 C(性质为 U的

个体& 众所周知#就辖域交替而言#包括复数在内

的非全称量词与全称量词的表现非常不同#在处

理方式上应该区分开来& KFCC%NA. 继续用广义

量词表示全称量词#而用广义斯科伦项表示所有

非全称量词#形成了广义斯科伦项理论#并把它作

为DD<<Y的语义理论#这一做法不仅更准确地

刻画了自然语言的量化现象#解决量词辖域引起

的各种语义问题#还可以处理 <<Y无法处理的一

些话题结构#实现代词与其先行语之间的语义同

指关系(所有者对中心语的领有关系#等等& 在

DD<<Y中#%每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的两种解

读就表示为!

!

G"SG

(

7I/

5G6

M(YM

G$ (

!

G"SG

(

7I/

56

M(YM

G$& I/

6{
M(YM

和I/

G{ }
M(YM

均表示具有性质 Y"是女

孩$的个体#前者指称一个确定的女孩#后者的指

称可以随着 G的变化而变化#两个语义表达式也

没有使用独立的谓词 Y来表述广义斯科伦项所

指对象的性质#因为广义斯科伦项本身就是一个

语义元素#一开始就与名词的性质相联系#这些性

质以下标形式"比如I/

5G6

M(YM

中的 YM$出现在广义斯

科伦项中#是广义斯科伦项的一部分&

三4DD<<Y对汉语长被动句的处理

!一"汉语长被动句的生成及处理之辩

自从生成语法诞生#在汉语长被动句的研究

中逐渐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_A.?认为#汉

语长被动句也是通过 bW移位而产生#一旦出现

词汇%被'#底层的宾语就会移到表层的主语位

置#这就是移位分析法#

& 另一观点认为#%被'是

带一个嵌入子句的动词#该嵌入子句的宾语因与

主句的主语相同而被强制删除#成为 9W补足语#

这就是补足语分析法&

bW移位理论认为#%被'拥有抑制主语论元和

吸收宾格的能力& 一旦出现%被'字#主句动词的

主语位置就会出现空论旨角色#主句动词的宾格也

会消失& 这样#因为原宾语位置缺乏格位#原宾语

被迫移位到没有论旨角色的主语位置#施事bW变

成了介词短语WW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形成了被

动句& 根据此理论#主动句%领导骂了王五'变为

被动句%王五被领导骂了'的过程如图 # 所示"ZW

是Z.LBC-F'&.ABWJEAIC的简称#表示时态语句$&

图 #4移位假说下汉语长被动句的形成图示

bW移位理论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bW移

位理论认为#被动句底层宾语因受到%被'的影响

而移到主语位置#实际上它仍然扮演受事角色#被

动句的主语位置是非论旨位置& 然而#合法语句

%小明故意被老师打了'带有主语取向性副词%故

意'#只有施事或历事 bW方可接受%故意'修饰#

因此%故意'修饰的%小明'必须扮演施事或历事

论旨角色& 这样#%被'字句的主语只能是原生成

的#并接受主语应具有的论旨角色#这就与移位理

论相矛盾& 其次#bW移位理论认为#%被 bW'是

附加语WW& 然而#%被 bW'与 WW区别很大& 比

如#WW在句中的移动比较自由#而%被 bW'就不

能在句中自由移动& 再者#照应词的约束差别也

证明了%被bW'不是 WW& 反身代词%自己'有主

33

!

"

#

>中元素取决于对某个非确定斯科伦项进行确定化运算时#管辖这个非确定斯科伦项的全称量词!假设这个非确定斯科伦项处于

!

G的辖域内#那么 >中元素为G+如果这个非确定斯科伦项处于
!

G和
!

d的辖域内#那么>中元素为G(d+如果这个非确定斯科伦项不

处于任何全称量词的辖域内#那么 >为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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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取向性#即%自己'倾向于受主语约束#而在被

动句%我被妈妈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中#%我'和

%妈妈'都可做%自己'的先行语#故%妈妈'应是

主语#而不是%被'的宾语& 最后#%被bW'是否是

一个独立成分也有疑问& 比如#对于并列结构

%大宝被爸爸打了两巴掌#妈妈骂了两句'而言#

%被'右边的bW与9W构成了一个独立成分&

补足语分析方法认为%被'是二元动词#事件

补语的宾语因与历事主语相同而被强制删除& 据

此#%王五被领导骂了'的结构如图 !所示&

图 !4补足语分析法下汉语长被动句的结构

按照补足语分析方法#%被'有主语论元#可

带主语取向性副词& %被 bW'不构成独立成分#

不需要拥有 WW的性质& 在%我被妈妈关在自己

的房间里'中#%我'和%妈妈'分别是主句主语和

事件补语"从句$的主语#故均可约束反身代词&

但是#补足语分析方法无法回答为什么要强制删

除嵌入句的宾语& 另外#在%王五说领导骂了他

"自己$'中#嵌入句的宾语为显性代名词或照应

词#为什么被动句不能如此/

DD<<Y不承认移位操作#直接否定了关于

长被动句的移位生成观点& DD<<Y也不承认删

除操作#认为%被'字右边的表达式主谓短语成分

不涉及强制删除#与补足语分析方法迥异&

DD<<Y既不把被动句之%被'字视为介词#也不

视为动词#而是视为功能性成分#即被动句的标记

词+%被'右边的主谓短语在整个被动句中作谓

语#因此#汉语长被动句是带%被'字的主谓谓语

句#带有两个主语!大主语"%被'左bW$和小主语

"%被'右bW$& 这种分析方法解决了上面提及的

两种传统分析方法带来的所有问题!

第一#补足语分析法需要回答强制删除嵌入句

的宾语的原因#而DD<<Y分析方法根本不承认删

除#这就回避了补足语分析方法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移位分析方法无法解释被动句主语位

置的 bW为什么能够右接主语取向性副词#而

DD<<Y分析方法坚持被动句的原生成地位#

%被'左bW本身具有主语论旨角色#被主语取向

性副词修饰乃天经地义&

第三#移位分析方法把长被动句之%被'当作

介词#%被bW'是介宾短语WW#却不具有WW的一

些性质& DD<<Y认为%被'是被动句指示词#%被

bW'不是独立成分#故不需要具有WW的性质&

第四#移位分析方法无法解释%我被妈妈关

在自己的房间里'中的%自己'可回指%妈妈'#而

DD<<Y认为%妈妈'是小主语#可约束%自己'&

DD<<Y借助其自身的彻底词汇主义优势#

不使用移位(删除等机制#以表层组合的方式进行

句法2语义推演#在生成长被动句的句法结构树

的同时#生成它的谓词2论元结构#这就从计算语

言学的角度证明了长被动句是原生成的#和主动

句并没有派生关系&

!二"简单的汉语有界和无界长被动句

!0"A(小张被老师带走了% V(小张我听说被

警察带走了%

-(小张被校长派老师带走了%

!1"被)

f

!K被nbW"+

(

!K+bW")

%

U

1

G(UG$小

张)

f

K被+!K被nbW")

%

U(U张
-

$

听说)

f

!! K被 nbW" nbW"+! K被 nbW")

%

U

1

R

1

X(听说
-

!UR"X$

派)

f

!!!KnbW"+bW"+9W"+bW))

1

M

1

U

1

d

1

G(

派
-

M!UdM"G%

%被'词条上的斜线模态词%

(

'阻止%被'与

右 bW组合而成一个成分& 下面给出"0$中三个

语句的推演"见图 )(图 3 和图 "$&

图 )4DD<<Y对汉语有界长被动句的处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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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DD<<Y对汉语无界长被动句的处理一

图 "4DD<<Y对汉语无界长被动句的处理二

44此分析把%派'视作三元谓词#补语为%老师'

和%老师带走了小张'&

!三"含&所'字的汉语长被动句

!*"A(那份电报已被敌军所截获% V(霸权主

义被国际社会所谴责%

!6"所)

f

!KnbW"+!KnbW")

1

U

1

X(UX%

于是#"*$中两个语句的推演如图 0 和图 1

所示&

图 04DD<<Y对含&所'字的汉语长被动句处理一

图 14DD<<Y对含&所'字的汉语长被动句处理二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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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四"含代名词的汉语长被动句

!#$"A(张三被李四把他骗了% V(小宝被妈

妈怀疑他拿了钱%

!##"把)

f

!K把nbW"+!K+bW")

%

U

1

G(UG$

骗)

f

!!K nbW"+bW

A?E

"+bW

UE&#A?E

)

%

G

1

M

1

A(骗

-

I/

*G+

A

M$

拿)

f

!!KnbW

A?E

"+bW

UE&#A?E

"+bW)

%

M

%

G

1

A(拿
-

MI/

*G+

A

$

怀疑)

f

!!KnbW"+bW"+!KnbW")

1

U

1

G

%

M(

怀疑
-

!UG"M%

有了上述词条#便可得到"#$$中两个语句的

DD<<Y树图"见图 *和图 6$&

图 *4DD<<Y对含代名词的汉语长被动句处理一

图 64DD<<Y对含代名词的汉语长被动句处理二

44%拿'和%骗'有代名词论元#在语义表达式中

使用了广义斯科伦项#从而实现了先行语与代名

词之间的照应关系#扩展了<<Y的表达力&

四4DD<<Y对汉语短被动句的处理

!一"汉语短被动句的生成及分类

人们通常认为汉语短被动句是删除长被动句

的施事 bW而形成的#比如!

!#!"A(张三被老师骂了% V(张三被骂了%

历史事实表明#这一解释不正确#短被动句的

出现早于长被动句& 公元前 )$$ 年的-韩非子.

就使用了短被动句#而人们在公元 !$$ 年的-汉

书.中才发现长被动句的运用#比短被动句的出

现晚 "$$ 余年& 另外#汉语短被动句与长被动句

有不同的句法表现& 比如#在下面的语句中#副词

%在学校'可以在长被动句中出现#却不能在短被

动句中出现#出现了非对称性现象&

!#)"A(张三被老师在学校骂了% V(

.张三被

在学校骂了%

非对称性现象还会以其他形式出现!

!#3"A(小张被校长派老师带走了% A

-

(

.小

张被派老师带走了%

V(霸权主义被国际社会所谴责% V

-

(

.霸权

主义被所谴责%

-(张三被李四把他骗了% -

-

(

.张三被把他

骗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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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短被动句没有无界形式(%所'字

形式和复指代名词形式& 如果认为短被动句是由

长被动句转化而来#则无法解释上述非对称性现

象& P'.?借鉴在英文 VC被动句分析中使用的论

元移位法来分析汉语短被动句#认为汉语短被动

句的表层主语是底层宾语移来的#扮演宾格角

色!

& 英语 VC被动句不允许带主语取向性副词#

而汉语短被动句可带主语取向性副词"%小张故

意被骂了'$#故用英语 VC被动句的论元移位法

分析汉语短被动句不可取& 冯胜利认为#汉语被

动句同句法中空算子运算有关#汉语被动句与英

语%F&O?J 移位'结构相似#可以借鉴%F&O?J 移位'

分析方法处理被动句"

& 黄正德等认为#短被动

句由助动词%被'和 9W补足语组成#句中大代语

宾语 WHa因经历了 bW移位而受历事主语控制#

如图 #$所示#

&

图 #$4轻动词视角下的汉语短被动句生成图

DD<<Y认为#短被动句不是由长被动句转

换而来#而是原生成的& 短被动句的主语有%历

事'角色#可带主语取向性副词&

!#""A(王五被逮捕了% V(王五被捕了%

形如上述 A的短被动句叫做短语型短被动

句#可进行改写!

!#0"Ae(王五被警察逮捕了% Aq(王五被警察

秘密地逮捕了%

A

2

(我们工厂被警察逮捕了两个工人%

形如上述 V 的短被动句叫做词汇型短被动

句#%被'后面的动词是粘着语素#与%被'一起形成

%被动动词'& 两种短被动句具有不同特征#若对

上述 V 也做出类似改写#则得到的语句不合法!

!#1"Ve(

.两个间谍被警察捕了%

Vq(

.两个间谍被警察秘密地捕了%

V

2

(

.我们工厂被警察捕了两个工人%

现代汉语短被动句既有短语形式也有词汇形

式#这与汉语的历史有关& 在古汉语晚期#汉语具

有高度单音节化特征#%被'作为被动标记词%见'

的替代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 后来#汉语发展成

高度双音节化语言#如果一个单音节动词变成了

双音节动词#就产生了短语型短被动句+如果该动

词保持单音节形式#它就要与%被'一起形成双音

节%被动动词'#进而形成词汇型短被动句&

DD<<Y认为#短被动句的%被'也是被动标记

词& 在词汇形式短被动句中#%被'表示主句动词

是%被动动词'& 下面用 DD<<Y处理短被动句&

!二"汉语短语型短被动句

!#*"A(小张被逮捕了% V(所有人被带走了%

-(小张我听说被逮捕了%

!#6"被)

f

!K被nbW"+

(

9W被) %

U

1

d(Ud$

逮捕了)

f

9W被)%M(逮捕-

MI/

*M+

1

G(J'?J,!UE'&E,!逮捕,MG""

带走了)

f

9W被) %

M(带走
-

MI/

*M+

1

G(J'?J,!UE'&E,!带走,MG""

上述词条把隐性主语表示为广义斯科伦项#由

管辖动词引入#依赖于它自己 BL"B&?'-L&EN$

2统领

的受事 M#指%很可能逮捕"带走$M的任何东西'&

下面给出"#*$中三个语句的 DD<<Y树图

"见图 ##(图 #!和图 #)$&

DD<<Y还会阻止不合法的短语型短被动

句#如图 #3,图 #0所示&

图 ##4DD<<Y处理有界的汉语短语型短被动句一

*3

!

"

#

Ĉ. P'.?((;/#

2

)#-0/*D(#+,"'-'/0$%&1+''-:&H/#'$*)4$-/# -# ?+#3+*-# H%-#&'&# \&-F&EAB\'IICEFAF'&.# Q.'RCEI'FG&LH&-JCIFCE# #66"# U(*6(

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661年版#第 #,!1页&

=OA.?̂ANCI<P(%BCM'-ABIFEO-FOECA.% IG.FA-F'-UE&,C-F'&.'(H%-#&'&A+#5)+5&'+#3 A-#5)-'$-4'# #661# #$")$!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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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DD<<Y处理有界的汉语短语型短被动句二

图 #)4DD<<Y处理无界的汉语短语型短被动句

图 #34DD<<Y阻止无界的汉语短语型短被动句生成

图 #"4DD<<Y阻止含&所'字的汉语短语型短被动句生成

图 #04DD<<Y阻止含代名词的汉语短语型短被动句生成

44DD<<Y能够阻止这三类短被动句的生成#

再一次证明了DD<<Y具有合适的生成能力&

!三"汉语词汇型短被动句

!!$"A(小张被捕了% V(小张我听说被捕了%

!!#"被捕了)

f

K被nbW)

%

M(被捕
-

M$被俘了)

f

K被nbW)

%

M(被俘
-

M

下面给出"!$$中两个语句的 DD<<Y树图

"见图 #1A(图 #1V$&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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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DD<<Y处理汉语词汇型短被动句

44显然#被动动词%被捕' %被俘'是双音节语

素#不能插入其他语素#故直接给出被动动词

词条&

结语

汉语被动句是汉语十大典型句型之一#出现的

频率很高#而且非常复杂#处理汉语被动句一直是

语言学(逻辑学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重

点和难点& DD<<Y认为%被'不是介词或动词#而

是功能性标句词#并采用了使相邻句法成分进行毗

连组合生成句法2语义树的方法表明被动句的原生

成性#认为句首 bW可具有历事论旨角色#进而解

释了传统分析方法无法解释的许多复杂现象&

<<Y最初的发展更关注词库的构建和句法

理论的完善#这使得<<Y分析器在语言生成达到

6$r以上之后#指标难以再提高& 通往其余 #$r

的数据的钥匙#可能就在被忽略的语义之中& 由

于广义斯科伦项语义理论的引入#很容易在

DD<<Y框架内刻画被动句各成分之间的依存关

系#如先行语对照应语的约束关系(中心语和主目

语之间的谓词2论元关系#从语义角度弥补了句

法上刻画被动句的不足之处#效果令人满意& 作

为<<Y升级版的 DD<<Y是更加彻底的词汇主

义语法#表现的现象比 <<Y深#能比 <<Y更快地

评价语词之间具有的各种依存关系& 基于

DD<<Y的分析器在分析速度和准确度上远胜

<<Y& DD<<Y是目前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最理

想工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B$"2-..+%6"(D5+%-.-I+$-2/B&..+,-1-%/-%2-. +%;#'/+NH"3&'

D"HC+%&/"$0 D&/-6"$+&'A$&HH&$";;DDA$ *%3-$/5-P%/-$&2/+"%

B-$.@-2/+,-"(E&%6#&6-# E"6+2 &%3D"H@#/&/+"%

]5a<&.?@,O. h8QDC.?@-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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