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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大德，我們接著再看第四段，先將這個文來念一遍：
　　【祭之旨在不忘本，所謂報本反始也。古禮首重祭禮，誠屬心
性極則之理而表現於吾人日常生活中者也。真一切行門之大根大本
也。】
　　到這裡是一段。這一段給我們講祭祀的宗旨是在於不忘本，就
是教人做人不可以忘本，要知道我們從哪裡來的，這是祭祀祖先的
宗旨。人能夠不忘本，他才能夠『報本反始』，在佛法講才能恢復
到自性，恢復到本性。我們學佛為什麼不能明心見性？就是把這個
根本忘記了，迷失了，所以就成為凡夫了。「報本反始」，在我們
世間教學是基礎，這是基礎，也是根本。所以『古禮首重祭禮』，
這個禮，祭禮是最重要的。在過去帝王的時代，一些大的典禮皇帝
可以派代表去主持，但是祭祀祖先這個典禮皇帝一定要親自去主持
，不可以派別人做代表。這是說明什麼？過去古代國家的領導人是
以孝治天下。不像我們現在學西洋的，西洋他們講法治，法律來治
天下，跟我們中國古代是截然不同的。古代的人他是以孝道來治天
下，也就是帝王自己先做一個榜樣給天下老百姓來看、來效法。人
人都能夠懂得孝養父母，這個天下就大治，這是治天下的根本，從
這個孝做起。因此這個祭禮非得帝王親自主持不可。如果他不親自
主持，表示他對這個孝道不重視。一個國家最高的領導人對孝道都
不重視了，當然下面的這些文武百官老百姓，當然也不會重視了。
　　所以古代帝王，一般講，要做人民的君親師。君就領導人，要
領導全國的人民，要照顧全國人民；親就像父母親一樣，愛護子女



的心情來愛護人民。所以過去做官的人稱為父母官，一個地方官就
是這個地方的父母官。所以父母官我們聽起來非常的親切，這個地
方上的首長就是這個地方人民的父母，他要像做父母的一樣去愛護
子女。大家都知道，父母對子女的愛護出自於天性，沒有條件的，
真心的愛護，做官的人也是要像做父母這樣心態來愛護老百姓。所
以跟現在講的公僕意義大不相同。公僕就是公眾的奴僕、僕人，現
在做官的講人民的公僕。僕人跟父母這個心態上是完全不相同。大
家有做過人家的父母，一定能夠體會得到。第三個是師，師是老師
，這個國家各階層的領導人，一直到最高的領導人，一定要做一個
好的榜樣、好的模範，來教導全國的人民。這是古代從最高的領導
到最下面的領導，每一個階層的領導都具有君親師這三個條件。一
定要做到這三樁事情，在這個地位上才算圓滿，才有功德。反過來
講，如果做不到，那就有罪過了。這個是講提倡祭禮是重孝道。
　　祭禮『誠屬心性極則之理而表現於吾人日常生活中者也』，這
是把祭禮生活化，就是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待人處事接物這個
上面，落實在我們現實生活當中。所以它不是空談，而是要在生活
中去落實的，去把它做到。所以『真一切行門之大根大本也』，從
這個祭禮當中，你就懂得怎麼做人，人與人之間怎麼相處，怎麼做
事、怎麼接物，你從這個地方就可以學得到。所以這個是大根大本
。我們再看下面第五段：
　　【祭有三：一曰祭祖先，每於清明、冬至皆有各個族姓祭祀活
動，旨在教民誠、信、忠、敬，愛人如己，事死如生，情至厚也。
人心厚，方能繼孝思，篤人倫，醇風俗，進而隆國運，開太平；是
為令我中華文化復興光大，普照大千世界，一切眾生之類，咸得和
平安樂，福慧自在之基始也。】
　　這裡是第五段。這是講到祭祀有三方面。『一曰祭祖先』，第



一個是祭祖先，『每於清明、冬至皆有各個族姓祭祀活動』。清明
，一般我們民間大家都知道，清明掃墓一直到現在還是普遍在民間
，每到清明大家都會去掃墓祭祖，這是在民間這個活動到現在還保
存著。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不再極力來提倡祭祀，恐怕再過二、三十
年，在下一代的子孫，恐怕把祭祖慢慢就淡忘掉了。所以現在是正
好極力提倡的時候。
　　冬至這個就比較少人知道了，一般大家都知道清明，冬至就知
道的人比較少。所以我們道場我們導師在過去台北景美華藏圖書館
，每一年道場基本上有三次的法會。第一個就是清明，我們修淨土
就是打佛七、做三時繫念，來祭祀祖先，把誦經念佛的功德迴向給
列祖列宗。第二個節日就是我們民間農曆七月份，俗話稱鬼節，就
是中元普渡，是民間從七月一號到七月三十號，這三十天當中選一
天，也是做佛七、三時繫念的法會。第三個就是冬至了，像我們這
次在香港佛陀教育協會舉辦「中華民族萬姓先祖紀念堂」落成冬至
祭祖佛七三時繫念法會一樣，剛好佛七圓滿第二天就是冬至。所以
選擇這一天來祭祖，就符合過去我們祖先祭祖的節日，剛好是冬至
這一天。所以稱為冬至祭祖。所以祭祖的活動一年基本上是兩次，
一個清明、一個冬至。
　　每個族姓在過去這兩個節日都有祭祀的活動，這個活動它的宗
旨在『教民誠信忠敬，愛人如己』。祭祀是教導人民這個心要真誠
，儒家也講「不誠無物」，誠就是清淨心。過去清朝曾國藩先生他
註解誠的意思，他講「一念不生謂之誠」，就是我們心中一個妄念
都沒有，這個時候這個心就是誠心，真誠心。所以有同修問到了，
我們要怎樣做心才真誠？我們以曾國藩先生這個註解，他這個註解
跟佛經講的也相應，我們佛經講一念不生，返本歸實，恢復到本來
的心性，我們本來的心性就是清淨的，所謂妄念就是虛妄不真實的



，才叫妄念。如果是真的就不能叫妄念。我們把妄念放下就恢復到
真心本性，真心本性就是誠心，就是真誠心。
　　我們這次打佛七有同修問到這個問題，我們要用什麼心來念佛
？要怎樣念？想了很多問題。想了這麼多是什麼現象？就是妄想、
妄念。要怎樣念才叫是真誠心念佛？我們就是以一句佛號來代替所
有的妄念。我們念佛，心中有妄念起來了，這個念頭不管是善、是
惡，亂七八糟的、奇奇怪怪的雜念起來，怎麼辦？古大德教我們不
理會，不要管它，這個妄念起來讓它起來，你不要在乎那個妄念，
也不要再回憶那個妄念，不要去擔心那個妄念。你把注意力轉移到
阿彌陀佛這一念，照顧這一念，你不要去照顧那個妄念。我們現在
念佛這個要領抓不到，就是念佛不照顧佛這一念，偏偏去照顧那些
妄念。所以念來念去，念到心神不安，心不安寧，就是沒有抓到念
佛的要領。
　　所以古大德教我們，你妄念起來，不要管它，盡量讓它起來，
你不理會它就好了，過一陣子那妄念自然就沒有了。你只要把注意
力專注在這句佛號上，專注在念佛這個上面，這樣念久而久之妄念
慢慢就減少，到最後妄念它自自然然就沒有。所以念佛的時候你也
不要一直想，我這樣念會不會得到一心不亂，我還要念多久才會得
到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又是什麼樣子？給大家講，如果你在想這些
問題，統統叫妄念。如果你這些念頭不把它放下，就是你念佛得一
心不亂的障礙。什麼念頭障礙你一心不亂？就是這些念頭。那要怎
麼念？剛才講，你不理會，你也不要管你什麼時候會念到一心不亂
，也不要去想一心不亂又是什麼樣子，你先不要去想這些問題，現
在重要的，你先放下萬緣，提起一句佛號。
　　當你心中只有阿彌陀佛這一念的時候，這個時候你的心就是真
誠心，起作用就是大慈大悲。就是我們導師講的，真誠清淨平等正



覺慈悲，這個五句是一而五，五而一，是一樁事情。你真正真誠心
了，那你必定清淨；你有了清淨心，必定平等，你的心一定平等；
心平等，一定是正覺，覺而不迷，正而不邪；你不迷了，你用心一
定是大慈大悲。這才是真正的慈悲。如果你沒有真誠心，沒有清淨
心，反過來講，你那個慈悲不是佛法講的慈悲，是感情的愛緣慈，
不是智慧當中所產生的慈悲。這一點我們同修一定要認識清楚，不
能把感情的愛緣慈看作是佛菩薩那個大慈大悲。佛菩薩大慈大悲是
從清淨心當中智慧所產生的，跟我們凡夫從妄想心、意識心、感情
用事的心產生的，那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是我們要認識清楚的。所
以這個誠在世出世間法都擺在第一個。《觀經》講三心，第一個也
是講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所以誠，儒家、佛家都講，都講
求。
　　誠而後有信，信就是不欺騙人，講信用，與人交往守信。忠，
這個字，中心，你這個心不偏不倚就叫忠，落實在我們生活當中就
是你守本分，把你自己分內的工作，本分的工作，把它做好，所謂
盡忠職守。比如說你在道場，你擔任什麼職事，你把你這個職事的
事情、本分，自己該做的把它做好。要認清自己的工作，不能顛倒
，不能自己本分的事情沒有做好，去做不是我們分內的事情，那就
顛倒了，那就錯了。現在有很多人，你不能說他不熱心，不能說他
心不好，心是好心，但是事情往往做錯了，他不知道，他還以為自
己好心好意幫助別人，實際上他做錯了。所以這個忠，盡忠職守，
首先要把自己當前分內的工作要先認識清楚，認識清楚之後，要盡
心盡力去把它做好，這才叫盡忠。敬就是恭敬，對人、對事、對物
，我們一般講敬業，你有敬業的精神，你就會把這個事情把它做好
，盡心盡力去改進，這是敬。「愛人如己」，愛護別人就如同愛護
自己一樣，絕對不會做損人利己的事情。



　　『事死如生』，這是我們講祭祀祖先。過去有些人拜祖先，拜
牌位，有很多人說這個是迷信，祖先都死了，也不會講話，拜那個
牌位幹什麼？所以有很多人他就不拜了，縱然拜，他也是心不甘情
不願。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因為他不懂祭祖的意義，不懂祭祖的
道理。所以他拜的是，我們一般講，沒有法喜，心裡不歡喜，縱然
有一個形式，那也是應付應付，就做個樣子，沒有那個心。要怎麼
樣祭祀才算是有誠意？就是要「事死如生」，就是這個人雖然已經
死了，但是你要把他當作在生前一樣來奉事。所以我們拜祖先，過
去我們在俗家的時候，父母親每逢先人過世的日子，就煮很多飯、
很多菜來拜拜，準備筷子、碗，就像我們平常吃飯一樣，如果過這
個節日也是準備得特別的豐富。這是什麼？就是事死如生。雖然這
個先人已經過世了，但是我們祭祀要表現出跟他生前在這個時候一
樣，這個時候你才有真正的恭敬心。
　　有了恭敬心，這個祖先也會有感應。如果學佛的人都懂這個道
理，人死了不是說都沒有了，不是的。人有三世，有過去世、有現
在世、有未來世，這一生人死了，來生他再到其他的地方去投胎，
他又一個新的生命。過去我小時候也聽到大人講一則故事，這個故
事完全的內容我是記不太清楚了，那個時候年紀還很小，大概是四
十年前了。他是講到祭祀拜祖先，就是我們一般有人過世，到他祭
日，就是他往生那一天，我們民間都會拜拜。過去我們在俗家，我
父母親，有時候這個人過世二、三十年了，都還會根據他往生那個
日子來祭祀、來祭拜，這個在過去是常有的事情，現在就很少，很
少見到。
　　這個故事是講，有一對夫妻，她這個先生過世得早，大概年紀
不大，可能是二、三十歲，頂多三十初頭，大概是這個年紀就過世
了。這個太太也非常的賢慧，她先生過世的每一年這個忌日，那一



天她都煮很多飯菜來祭拜。這樣一直拜，拜了二十年，這個相當長
的一段時間，二十年每一年到他往生這個日子她都有祭祀。到二十
年後，這次的祭祀，他這個太太就想到煮一些湯圓，那天中午來祭
拜。她這個先生往生之後，又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投胎，去做人，還
是一個男子身，但是到另外一個地方。當然我們佛經上講人有隔陰
之迷，人一死，再去投胎，前世的事情都忘記了。
　　這一天，他太太給他祭祀這一天，那天是中午的時候，他覺得
很想睡覺，因為他又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投胎了，很想睡覺，就睡了
一覺。睡了一覺他就自己循一條路，從自己家裡門口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走走到他前生的家庭來，就是他太太這一天在拜他，他就走
到那邊。走到那邊看到很多豐富的菜，他就坐下來吃了，還有看到
其他有很多人，他就坐下來吃，對這個地方的環境就記得非常清楚
。吃飽了，吃飽了就好像去給人家請客，吃飽他就要回來了。回來
他的袖子黏了一粒湯圓，湯圓都是糯米做的，黏了一粒湯圓，出門
走到大門的時候，發現袖子黏了一粒湯圓，他把這粒湯圓拿起來，
他也沒有丟掉，就把湯圓黏在門框旁邊，就黏在那裡，他就走了，
就回來了。
　　回到家的時候他就醒過來了，剛才作了一個夢，但是這個夢非
常真實，非常的清楚，那條路、那個房子他記得非常清楚。醒過來
之後，剛才我去這麼一個地方，去給人家請客，他就循著他記憶的
這個方向、這個路線再去找。找找找，果然被他找到了，在另外一
個地方被他找到了。找到，他想那天已經是下午了，他就想，我中
午來給人家請客，出來我還做個記號，袖子黏一個湯圓，把它黏在
門框，他找到這家的時候，去看看，果然那個湯圓還黏在那個門框
，他就進去了。進去就問了，你們家是什麼人？就問到他前生這個
太太，問她，你們今天到底是辦了什麼事情？他前生的太太就講了



，她說我先生過世二十年了，每一年他的祭日都有給他拜，今年特
別給他準備了湯圓。可能他這個太太非常誠意的祭祀，雖然先生已
經死去二十年了，還是跟生前一樣的來拜他，所以就有感應了，她
先生投胎到另外一個地方，他睡覺，他的神識就回到他前生這個家
來，來應供。所以他回去找，就找到他前生他的家裡，找到他前生
太太。但是現在他又去投胎了，又換一個身了。
　　這個故事我記得非常清楚，我覺得這個故事滿有趣的，以前小
時候聽聽，就像故事一樣，只不過對這個故事滿有興趣的，不知道
這到底是真是假。後來學佛了，讀到佛經、聽經、聞到佛法，才知
道這個事實真相。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祭祀，事死如生，真正有誠心
誠意祭祖，祖先會感應，會來應供的。所以我們再以佛經來印證，
這個是更清楚、更明白了，因為人有三世，不是說人死了什麼都沒
有了。所以你真正有誠心，這個都會有感應。
　　能夠這樣做，『情至厚也』，能夠事死如生，這個情感、這個
情誼可以說很厚，我們一般講厚道，人心純厚。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小公案，這個夫妻情至厚，她先生死了二十年，她還是沒有給他忘
記。『人心厚，方能繼孝思，篤人倫，醇風俗，進而隆國運』，這
個是人心純厚才能夠盡孝，才能夠盡人倫道德，才能改善風俗，社
會一些不良風俗才能改善。進一步才能興隆國運，國家才會興隆。
因為一個國家的成立就是很多個家庭組合起來的，家庭能夠這樣做
，當然國運興隆，天下太平。『是為令我中華文化復興光大，普照
大千世界，一切眾生之類，咸得和平安樂，福慧自在之基始也』。
這個是講到復興中華文化，能夠把這個中華文化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這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都能夠得到和平安樂，它的基本就是
在這裡，在這個祭祀。一切眾生能夠得到福慧自在，它的基本就是
從這裡開始。我們再看下面，下面這一段：



　　【次曰祭天：天者天理也。有事必有理。祭天旨在教民即事以
明其法爾自然之理也。天理明則良知現，良知現則道義生。心生道
義，行順理智，此祭天之本義也。】
　　這個祭祀第一個是祭祖先，第二個就是祭天了。天它是自然之
理，我們一般講天然的道理，所以天有自然、有天然這個意思。『
有事必有理』，有這個事情必定有它的道理，每一樁事情都有它的
道理在，所以有事有理。『祭天旨在教民即事以明其法爾自然之理
』，法爾自然是佛經講的，從祭天這樁事情讓我們明白宇宙之間法
爾自然之理。我們人要順乎自然，這就正常了；如果違背自然，那
就不正常了。不正常就不健康，好像我們違反大自然。從我們生活
當中，飲食起居、一切作息一定順乎自然。順乎自然是就健康的，
違反自然那就不健康，那就毛病百出了。所以祭天就是要我們明白
要順乎天理，做什麼事情要順乎自然之理。比如說四時有春夏秋冬
，你要順這個四季；有晝夜，白天要工作，晚上要休息。如果偏偏
晚上不休息，白天不工作，那這個就違背自然之理，當然就很多問
題產生了。這是祭天。『天理明則良知現』，你那個天理你明白了
，你的良知良能，也就是我們的真心本性，才能夠現前。我們良知
現前，道義自然而生，這是自自然然的，一點都不勉強，順乎自然
。『心生道義，行順理智』，你心生道義，你的行為當然就順乎理
智，不會感情用事。這個是祭天它的本義。我們再看下面一段：
　　【三曰祭諸神：諸神即指萬物萬事之謂也。祭之旨在教民敬事
愛物，以成百藝，是為生活之藝術感情之表現，並非迷信也。如地
神、山神、海神、樹神、花神、五榖神，乃至門神、灶神等等，無
一不是教人敬事愛物之意也。實即孫中山先生所謂物盡其用，貨暢
其流，勤儉之道，從此生矣。其立意之精美，則非淺智所知也。】
　　祭神，一般如果不懂這個道理，以為祭神是迷信，實在講這個



不是迷信。我們中國人祭諸神就是教導老百姓『敬事愛物』，萬事
萬物我們都要去恭敬。在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第一願就教我們禮敬諸
佛，這個諸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華嚴經》講「情與無情，同
圓種智」，所以諸佛不但是有情眾生，還包括無情的眾生。這個就
講到萬事萬物統統要恭敬。這是講敬，敬事敬物。所以拜這些神不
是說迷信，我們對於任何一個事物都存一個禮敬、恭敬之心。你存
這個心你就不會任意的去破壞、去糟蹋，這樣自然能夠得到吉祥、
平安、如意、自在。所以這個不是迷信。孫中山先生他也講得非常
好，『貨暢其流，勤儉之道，從此生矣』。這個是祭諸神它的用意
是在此地。這個不是一般淺智所能夠理解的。再看下面這一段：
　　【三祭備，真善美滿之人生樂趣，始得與物同享。佛法曰：離
苦得樂。是祭之道不亦大矣哉！】
　　『三祭備』，就是這三方面的祭祀都完備了，都具備了，我們
『真善美滿之人生樂趣』就產生了，我們就得到了。所以『佛法曰
：離苦得樂』，真正能做到離苦得樂。『是祭之道不亦大矣哉』，
我們要離苦得樂，從祭祀做起，這樁事情就很重大，很重要。再看
下面：
　　【佛陀教育乃師道，而師道必建立於孝道之基礎上，無孝道即
無佛道，亦無師道可言。孝道、師道、佛道斷絕世間，則一切災難
必隨之而來，此即世間宗教所言之末日也。故凡我佛弟子，皆應大
力提倡孝道，以期全球凡華人居處，皆有祖宗紀念堂在。由一國一
族之先祖紀念，進而推廣及九法界眾生之先祖紀念，如此大行孝道
，而後必有聖賢師道之示現，化惡為善、化迷為悟、化凡為聖之學
術生焉，斯生民之最大福善也。】
　　這段是講到師道。佛陀教育是師道，這是我們導師經常在講席
當中不斷的強調、不斷的提倡，佛法是師道。師道是建立在孝道的



基礎上，如果沒有孝道，那師道也談不上了。所以孝道、師道、佛
道如果在這個世間斷絕，一切災難就現前了。這個就是在這個世界
上其他宗教講的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就是指這個世間將有大災難來
臨。為什麼會有大災難來臨？因為人把孝道、師道、佛道都忘記了
，大家不明道理，胡作妄為，這個就招來巨大的災難。所以凡是我
們學佛的佛弟子都應該大力來提倡孝道，首先當然以為我們華人做
起，因為全世界只有中國人提倡孝道，從我們做起。從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來提倡先祖紀念，進一步一直擴展到九法界一切眾生都能
知道紀念他的祖先，這樣才能夠大行孝道。如果能夠這樣做，必定
有聖賢佛菩薩師道的示現，這樣才能感應到師道。如果沒有孝道，
那個師道就沒有感應。這樣才能化惡為善、化迷為悟、化凡為聖。
這是我們生民最大的福善，最大的幸福，就是從這裡所生的。我們
再看下面：
　　【香港中華民族萬姓先祖紀念堂成立，旨在令我國民，人人得
以追往古繼孝思；以至情內固民心，外結僑情，暨為大陸十數億同
胞孝心之所皈依。是其恩澤所及，上至萬姓宗祖，下及其萬代子孫
。佛曰：其功德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信哉言！】
　　這是講到我們香港中華民族萬姓先祖紀念堂的落成，成立宗旨
就讓我們國民『人人得以追往古繼孝思』，追往古就是在追溯古人
，繼續孝思，就把孝道的思想把它延續下來，繼孝思。『以至情內
固民心』，這個孝思是至情，「至」就是我們佛經講的至誠，至情
就是至誠的意思，以這個來固民心，這個心是一切法的根本，這個
根本固好了，枝葉自然就茂盛。『外結僑情』，這是在海外這些華
僑都可以跟他們結緣，能夠連結在一起，大家團結在一起，大家是
同一個先祖。『暨為大陸十數億同胞孝心之所皈依』，這是我們中



國大陸有十三億多的人口，這個孝心它皈依處是從先祖紀念堂做個
具體的皈依的一個象徵。所以這個是皈依處。雖然我們紀念堂不是
很大，但是這是大家精神所皈依之處，大家的祖先都在這裡，所以
這是大家的皈依處，每一個人的祖先都在此地，我們來提倡這個。
『其恩澤所及，上至萬姓宗祖，下及其萬代子孫』。所以功德不可
稱、不可量、無有邊，這是我們佛法講功德不可思議。這是佛菩薩
才能夠理解的，我們一般的凡人他就不了解了，不知道這樁事情的
功德之大，大到你沒有辦法去思議。這些都是事實，『信哉言』，
我們一定要能夠深信。最後一段：
　　【孝慈為中華文化精神之大根大本，亦是大乘佛法的根基，孝
無則無儒無佛，中華文化亦蕩然無存。孝道如此之重要，望天下有
識之士認真努力共同推行之！則真善美慧之人生必然光照寰宇。】
　　這是最後一段，這是一個結語。孝慈是我們中華文化精神的大
根大本。也是大乘佛法的一個根基，所以沒有孝道就沒有儒，也沒
有佛，中華文化也就不存在了。『孝道如此之重要』，當然這是最
重要的。所以希望有識之士能夠共同努力來推行這個萬姓先祖紀念
堂，希望每一個地方，有華人的地方先做起，都能夠成立這樣的紀
念堂，讓所有的子孫都知道去祭祀他自己的祖先。這股團結的力量
它是自自然然的，毫不勉強，祖先是自己的。人總不能說不認自己
的祖先，這個是自然之理，是天理，這是祭祀它精神之所在。
　　今天這個時間也差不多快到了，這一篇文章如果要詳細的講解
，實在講可能講十個小時還講不完。我們這次佛七有兩個小時的簡
單介紹，是大概給大家提一下，這篇文章還請各位自己仔細的去看
、去讀、去揣摩。雖然這個文章並不長，但是它裡面有很深的道理
在。希望這篇文章諸位同修大德自己可以去影印流通，希望都提供
自己的親友，讓大家都知道祭祀的重要，我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第



一個成立中華民族萬姓先祖紀念堂就功不唐捐了，功德就圓滿了。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凌會長給我這個機會到錄影室
到來學習，一方面也把這次佛七祭祖法會簡單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下次有因緣我們再相會，非常感謝大家，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