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 川 师 范 大 学 孚 报 10δ 8年 第 2期

对蛤汉潘鞭学豳学科魑位槲战略意义

五文~虎 李阳受

对中国人的汉i苕 教学 ,土Ⅱ中文系那样 .是一闸学问,没有丿、怀凝。对中田

甘,如外浯系那样 ,是一门学闷,也没有

`怀
疑。对外㈤人的汉语 (钽i拼文学

外汉 r品教学 ,是不是一门学问,则有人怀疑。许多入不了解什么是对外汊语教

这门学科的性质与艰叵性,不了解它对国家、对民族特殊的更大意义。为此9

学科具有灼学科地位和廷要意义j↓行研讨。

一、时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抖学

当代一切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只J乎都是在已右的科学技术冉
’
年边缘地带产生出来的◇对夕卜

汉话敬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种边缘学科。它主要涉及到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

泅情学等多种学科。正是在这些学科的相互怍用、交叉渗透之下 ,对外汊语教学怍为一门新

兴的学科 ,才从一般的汉语文教学屮分离出来,开始形成白已独特占1理论体系 ,取得白己应

有的学科地位。   
ˉ

对外汉活敬学是一种浯言教学,是属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应用话言学是语

言学的一个分支 ,它研究如何把语言学原理和理论运用于其它科学领域。广义的应用语言学

研究的领域包括词典编纂、机糌翻译、情报检索、人工智能、倍息传逍、邋讯工程、言语病

理、语言风格、语言教学等等。随着浯言学和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 ,应用语言学研宄n饣 方面

越来越广阔。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专门研究语言学在语言教学 ,特别是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

学中的运用。这些运用包括教学大纲的拟订、课程的设置、教材的设计、教学程序的安排、

语言的测试等各方面。今天,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产生了一批

专家学者,出 版了不少专著、丛书,发表了许多论文' 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门科学更

有了长足的发展,十 分引人注目。可是在我国'应用语言学嘟研究工作才刚刚展开 ,有待于

迎头赶上。

再说 ,人们通过学习获得一种语言,有若十分复杂的心理过程 ,达种语言习得过程就是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通常 ,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总离不开 i舌语生成和话语接收

两个相互联系妁 氵「面。话语生戊和滑i谱谐收有内部心理过程和外部语言行为。卩l部心理过程

是心理语言学研芟轲主要内容c外部语言行为就是语言教学中所谓
“
说、写 (表 达 )” 与

“
听、读 (理解 )” 。t· 珏语言学认力,人的心理和生理中存在苦特有汹语言机制 ,掌管着

教

对

解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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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语言活动。心理语言学采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 ,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研究认知的心

理过程 ,研究大脑对言语的机制功能 ,研究习得语言的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心理语言学的

研究成果对语言教学有重大的影响,它使语言教学建立在更加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外

国

^。

学习汉语的心理过程 '有哪些心理活动和变化规律?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

何避免消极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发挥积极心理因素的作用 ,或 者化消极心理因素为积极心理

因素 ,使他们的汉语学习更加富有成效?如何运用心理语言学的理论 ,指导我们的对外汉语

教学?这都是我们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对外汊语教学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 ,对象是成年的外国人。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的特殊

性 ,决定了这门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学习第二语言时,学 习者思维健全 ,知识面宽,理解力

强 ,有了学习第一语言 (母语 )的 经验可供借鉴,这些是有利的一方面。不利的一方面是母

语的干扰 ,可 以说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母语干扰的过程。所:谓 英语式的汉语 ,

法语式的汉语 ,日 语式的汊语 ,就是母语干扰造成的。如何处理好学生的母语同 汉 语 的 关

系,发挥母语的积极作用 ,帮助学生排除或减少母语的干扰 '这又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个十

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为了有效地排除学生母语的干扰 ,充分发挥母语的积极作用 ,作 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

教师首先是要精通汉语 ,同 时又要掌握一两门外国语 ,以便运用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

进行两种语言的对比教学。这决不是提倡用翻译法进行教学 '而是通过比较、分析 ,找出汉

语同学生母语 (或媒介语 )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诸方面的异同以及对应关系。在课堂

上适当地进行汉外语言对比讲解 ,可以更有效地加深学生对汉语规律的认识。由此看来 ,作

为∵个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必须是汉外双优,决不是随便可以凑合的。

外国人学习汉语,有的是出于职业的需要 ,或当翻译 ,或作教师 ,或 搞外交 、 外 贸 工

作;有的是出于学业上的需要 ,研究某个专题;有的是为了旅游观光需要日常的交际语言 ,

目的不同,要求也随之各异。国别语种不同,学 习时间长短不同,程度高低不同,情 况千差

万别 ,错综复杂,由此产生了对外汉语教学特有的复杂性。因此,对外汉语教学 的 教 学 计

划、教学内容、教学安排,乃至教学的方法都具有多种多样的层次。就教材来说 ,学理工的

有科技汉语教材 ,学文史的有文科汉语教材;短期班有短期班的教材 ,长期班有长期班的教

材;同是 《基础汉语课本 》有英文注释本 ,法文注释本 ,日 文注释本 ,如此等等。这种复杂

性 ,是对中国人的汉语教学所没有的。进行这样复杂的教材建设 ,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

师的艰巨任务。

语言同社会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语言担负着社会文化的运载和传播的重任。语 占教学不仅

仅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教学、必然涉及到那种语言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内容。在第二 语 言 教 学

中,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授 ,目 前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兴起的语言国情学就是一

种标志。许多学者十分重视国情教学 ,把它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认为:外语教学=教语

言+教国情。不同的民族、国度 ,同 一个动作有不同的含义 ,例如用拇指和食指作成圆圈 ,

美国人表示
“
很好

”
,法 国人表示

“
毫无价值

”;西藏以吐舌头表示
“
尊敬

”
,美国人则认

为是
“
侮辱

”
。因此 ,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向外国人传授 ,不广泛地研究国情学是不行的 ,

这又有别于中国人教中国学生的汉语。

对外汉语教学 ,由 于汉语本身的特殊性,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也有其特殊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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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规律 ,白 成⊥体。            ˇ

中国人在学校学习汉语 ,是在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汉语感性知识和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能

力之后进行的。这时的汉语教学侧重于从理论上分析和描写汉语的面貌 ,使学生的感性知识

条理化、系统化,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 ,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正确地运用 祖 国 的 语

言。教中国人汉语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规范问题。外国人学习汉语 ,情 况完全不同。他们既

没有汉语的感性知识 ,更没有理论的认识 ,起点是零。这时的汉语教学是从培养学生最基本

的语言能力开始的。既要解决汉语是什么,又要解决为什么这样 '使学生对汉语既要知其然 ,

又要知其所以然。教外国入汉语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运用汉语的能力 ,使 学 生 自觉

地、熟练地运用汉语 ,进行有效的交际。汊语同世界上其它语言相比,差异很大 ,这种差异

就是汉语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往往就是难点,好些对中国人不成问题的

问题 ,对外国人却成了极大的难题。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能照搬中国人学习汊语的那

∵套:

例如 ,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 ,在组织词语中声调又有不同变化 ,这是其他

语言所没有的。历来外国人学汉语 ,在短时期难以掌握声调 ,出 现
“
洋腔洋调

”
。因而如何

在理论上对声调加以透彻的分析 ,寻求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外国学生克服洋腔洋调,也
是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探索的问题。

中国人运用汉语 ,不是先学好了汉语理论然后才去运用的。外国人运用汉语 ,则是以我

们教给他的理论为指导的。汉语理论对于指导外国人的汉语实践至关重要。我们的汉语理论

研究工作 ,可以说历史悠久,著述宏丰9成绩巨大,但是 ,需要解决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也

还不少1中国语言学著作大多是写给中国人看的 ,为外国人学汉语而写的理论著 述 还 不 多

见。现在的汉语理论研究成果 ,还不能满足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 ,有不少问题尚不能给外国

学生以圆满的解释。比如:汉语普通话形成的历史及其规律性问题,现代汉语的音节究竟有多

少的问题,汉语的时态问题 ,构词造句的规律问题 ,在缺乏形态变化、缺乏关系代词的情况

下如何进行语法分析的问题 , 
“
是

”
字句、 “

把
”
字句的问题 ,各种补语问题 ,以及汉字的

认读和书写规律、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等。我们从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出发 ,可以开

拓新的研究领域 ,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促进汊语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丰富汊语理论研究的

学术宝库 ,这是它作为一门学科所特别具有的学术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是把汉语作为外语来教的 ,这就有一个教学法的问题。教学法是实现教学

目的的手段 ,它是要解决如何教的问题 ,即研究整个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 ,其中也包括某些

教学环节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外语教学法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史 ,从翻译法至直接

法、听说法、情景法、句型法、功能法 ,⋯⋯各家各派,名 目繁多。什么是我们 的 教 学 法

呢?长期以来 ,各派争论不休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外语教学中如何处理语言理论与语言能

力的关系。我们认为 ,语言理论是语言能力训练的基础 ,是为语言能力的培养服务的。外语

教学应以语言能力的训练为主 ,两不应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衡量一个人汉语水平的高低 ,

不是看他掌握了 多 少 理 论知识 ,而是看他是否具有仝面的语言能力。而语言能力只有通过

大量接触和运用该语言进行交际实践才能获得 ,舍此没有别浒路可走。因此,实践性原则就

是对外汉语教学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 ,它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贯穿于教学计划 、 课 程 设

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外实践等各个环节之中。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教学 方 法 的 实

67



性枸 ,成了的动求活仝部教核心 ,其 ti的 敝学耍求郴廿从这里派Ⅱ】·ll;球 的。实践性原则葵

学教师必须对汉语理论、矢Ⅱ识有高度的修养:掌握一两门外语 ,具有理论语言学、心理语言

学、对比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熟悉教育学、心瑾学的基本原理 B

熟 悉 中外 有关的文化知识;熟悉对象国的基本情况;掌握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方法:具有

较强的交际能力和组织教学蛳能力。教师在课堂上要
“
精讲多练

”
,课下要关心学生的课外

学习 (预习、复习、作业、阅读等 ),还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课外语言实践 ,培养学生苴

按用汉话思维和进行社会交际的能力。因此在教学笫一线的教师常常课时多,课外辅导多 ,

课外实践活动多,这同教中因入汉语迥然两样。

总,而 言之 ,对外汉语教学同语言学、心理学、国情学等多种学科关系密切,它有 自己的

性质、特点、任务和规律 ,它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不同于母语的教学。它是一种特殊的汉

语教学,有别于对中国入的汊语教学。它是∵种特殊的外语教学 ,是把汉语作为外话教学 ,

它对于探讨汉语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它有自己的理论、 自己的实践、白已的科研领域,

向成系统,独具一格。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对外汊语教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与学科的形成

对外汉语教学 ,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代的长安 (今泱西西安 )就有许多外国留学生 ,

当时来华的日本遣唐使中有的也是留学生。我国对这些留学生肯定要进行汊语教学 ,然 而在当

时究竟是如何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 ,尚 需根据史料去发掘。解放以前 ,我国对外国人的汉

话教学,大多是个别教学 ,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学校、专职n饣 教员,呈 自流状态 ,谈不

上什么科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 ,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离度重视。建国的礼炮刚刚

响过 ,1950年就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笫一批三十入 ,在清华大学设立了
“
东欧交换生中国

语文专业班
”
。吕叔湘先生是第一任班主任。1952年 以后转入北京大学。

19鸵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围浯学院留学生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外国留学生鬲等预各

学枝。1964年发展为北京语言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高等学校。可

是十年动乱,浩劫空前 ,北 京语言学院被撤销。对外汉语教学这一新兴学科还在稚嫩阶段就

遭到了严重的挫折。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亲白过闸下 ,北 京话言学院才得以恢复。

党的十一·属三屮全会以后 ,我图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近几年来 ,随着开放政策的深入

实施 9中外经济、贸易、文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国外对汉语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多,世界

各国普遍掀起了学习汉话的热湘。这股浪潮推动了我国对外汉话教学的发展,使它进入了空

前发展的崭新阶段。

现在,世界上已经有60多个同宋和地区、上千所离等学校开设了汉语课 ,有的国家在中

学也开设了汉语课。美国就有⒛0多所中文学校 ,逵 0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汉语系科,在校学

生1.3万多人。荷兰从198C年 2月 起开办了电视讲座 ,每用星期一播放半小时汊语节目。联邦

德国1985年和1986年学习汊语的学生人数成倍增长。日本规模最大 ,学习汉语的在校学生有

10万入 ,加上广播、电视自学的超过了100万 。世界上把汉浯作为第二外话的国家越来越多。

遍 布 世 界 各地的3000万华侨和华裔也追切要求祖国关怀他￠l子女蛳汉活教育,世界各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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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广汊语寄于了殷切的希望。近年来在我国围内各大学纷纷对外开放 ,实行校际交流 ,

留学生人数剧增。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 100个圃家的近6000名 外国留学生在我国80所院 校 学

习汊语。许多院校都有了专门的接待机构。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其本身的发展与建设也是空前的 :

19鸺年3月 ,北 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第一次提出
“
要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 作 为

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研究
”
。①    ′

1983年 6月 ,成立了全田性的群众学术团体
“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

”
。现在已拥有近600

名会员。研究会是团绪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的核心,它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新加

坡、意大利、澳大利距、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团体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I984年 6月 ,在纪念 《谮言教学与研宄 》创刊五周年的座谈会上 ,语言学家王力先 生 在

发言中着重指出: “
对外汉语教学 ,我讣.为 是

一
种学问,一门科∥学

”
。他还挥笔提词: 

“
对

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
”
。②

同年1l月 ,专门研究对外汉语教学ui科研机掏 ,北 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正式戚立。

同年12月 ,教育部召开了来华留学生工作会议。会上 ,当 时的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同志在

报告中说: 
“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型的学科″。

198δ 荃F2月 ,北 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宣告成立。它是-家以出版对外汉语教材、教学 辅 助

资料、教学参考书、工具书为专职任务的机掏,同年8月 ,在北京召开了
“
第一届国际 汉 语

教学讨论会
”

。未自⒛个国家和地区的2C0名 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汉语作为外语

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交流。这次盛会扩大了我国的影响,不少

囝外代表要求中国出两组建
“
世界汊语教学学会

”
,总会会址设在中因北京。还提出建立世

羿汉语教学情报资料中心和教师培训中心。

1987年 8月 ,在北京召开了
“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

”
, 

“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
宣

告戚立。在这次盛会之甫 ,经囤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
“
国家对外汊语教学领导小组

”
。

同年 11月 ,国 家对外汉话教学领导小组在广州召开了
“
全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议1讨

论制定我囝对外汉语教材建设的方针、政策、任务、要求和方法3讨论制订我国对外汉语教

材
“
七 ·五

”
期间廾i二年 (1988-1990)规 划:具体落实今明两年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出

版任务。

为了保证出书,m家专氵
ˉ
l戚立了华语教学出版社。

为了倮证师资 ,田 家教委批准北京语言学院、华东师大、上海外语学院、北京外语学院、

四川外话学院开设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 ,培养汉外两语兼优的大学本科生。国家教委还批准

了北京大学、屮山太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开始招收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研究生。

为丁开辟学术园地 ,除了继续办好理论刊物 《话言教学与研究 》外 ,又创办了 《世界汉

语教学 》和供外囝学生阅读的 《学汉语 》。

在理∶̄±斫究上 ,近几年来硕果累累。已出版丁一批论文、专著、教材和工具书。 《现代

汉语频率词央 》是笫一部反映汊语词频的重要著作 ,具有较离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用途。

总圭:说 东 ,∷ i外 汉语教学这门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它有固定的教学基地 ,有一支稳定的

挟师队伍,有 自己茁学术团体,右 专门的研究机构,有专业的出版社,有培养专职教师的专

业,有 专门∴1宁 术∷力,在△论研究、教材建设等方珂有自己的建树,它已经得 到 了 学 术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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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社会、政府的普遍承认 ,它作为」门新兴科学 ,其地位已经确立 ,体系正在形成。

、     三 、对外汉语教 学的战略意 义

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远见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发展本族语 ,推广本族语。在一些发达国家 ,

把本族语作为外语教学 ,把本族语推广为国际通用语 ,不仅是一种专门的学问,而且是一项

基本的国策:为了加强本族语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些国家投人了很大的力量 ,作 了很多的工

作。法国总统多次发布命令夕要推广法语。法国有一个 专 门 机 构
“
最高法语委员会

”
,苴

属总统府负责推广法语工作。它在国外开办了许多法语中心 ,提供教材、教师、理论指导 ,

帮助培训法语教师。它储各了 3万多法语教员,可以随时派往国外。英国有个
“
文 化 委 员

会〃,主要任务就是推广英语 ,在 国外办英语中心 ,为外国人学英语提供方便。美国有奸多基

金会资助外国人学英语 ,它在很多国家开办了文化中心 ,搞英语教学。苏联有个普希金俄语

学院,专门从事对外国人的俄语教学 ,这个学院还设了 6所分院。它的
“
国际俄罗斯语言文

学教师协会
”
就是推广俄语的一个组织。现在日本很重视推广日语 ,他们计划在10年 之内培

养 6千名日语教师。日本在国外也搞了好些日语培训中心 ,还 资助一些国家开设日语专业。

前不久 ,日 本在北京语言学院搞了一个日语教师培训中心,5年之内将把中国600多 名 日语

教师轮训一遍。这个计划是大平首相亲自倡导的。计划完成后 ,紧接着又在北京外语学院办

了个日语中心 ,培训日语研究生。埃及也很重视推广阿拉伯语 ,宣传伊斯兰文化。我国每年

都有ˉ批留学生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经费由埃及提供。以上这些例子说明 各 国 都 十

分重视本族语的推广工作 ,有的甚至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 ,这不正是给了我们的 很 大 启 示

吗?

再从各国留学生的统计数字看 ,也可以说明国外重视的程度。1985-1986年 ,美国有外

国留学生3压 。3万人;苏联有 13万人;法国有 11万人;罗马尼亚有 8万人;埃及有 3万人; 日

本有1.8万人。日本在国内芷在扩大他们对外国留学生的招生量。1987年 1月 ,中 曾根首相倡

议的教育首脑会议在日本举行,22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和大学有关人士参加了会议。 会 上 宣

布 ,到 21世 纪,日 本将接受外国留学生10万人。我国台湾一个省有 2万多外国留学生。大陆

接受的外国留学生还不到 6千人 ,相比之下 ,不能不承认是太少太少了。这对我们这样一个

大国来说 ,显然是很不相称的。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但在国外 ,懂汉语的人,还为数不多。我们这

么一个语言大国,名家、名著那么多,就没有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为什么?不是我们

的水平不高 ,而是因为诺贝尔委员会里没有懂汉语的人!所以著名英籍女作家韩 素 音 鸣 不

平,大声疾呼:应让懂中文者进入诺贝尔委员会。在联合国内,汉语被列为正式工作语言之

一 ,但是使用的还只是我们中菌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国际讲坛上 ,英语还是通用的语言。

外国人到中国来讲学使用英语 ,中 国人到外国去讲学 ,却不能庋用汊语 ,这种状态应当改变。

怎么改变?只有通过对外汉语教学 ,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汉语 ,掌握汉语,才能实现。

推广本族语 ,发展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项有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事业 ,它有着很重大

而又很深远的意义。

当前 ,世界上的
“
汉语热

”
一浪高过一浪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要求米华学习。越来越多

了o



的国家和地区要求我国派教师出国任教 ,要求我国提供教材 ,提供理论指导。我 国 ,作 为

汉 语 的 故 乡,理所当然地有义务帮助各国人民学习汉语 ,尽可能地满足各国人民学习汉语

的要求。向世界推广汉语 ,进一步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 ,这是发展对外汉语教学 的 首 要 意

义。

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 ,是东方文明的宝库,具有悠久的历史 ,古老的文 明,灿 烂 的 文

化 ,目 前叉取得了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中国的一举⊥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吸引

着人们的关注。世界上许多人对中国怀着一种神秘感 ,渴望了解中国。人家要了解 ,我们就

有义务介绍和宣传。语言贮藏着文化 ,贮藏着信息。通过汉语学习,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

了解 ,宣传我国的文化,传播我国的文明,扩大我国的影响,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 ,这是发

展对外汉语教学又一重大意义。

通过对外汉语教学 ,还能增进友谊 ,加强交流与合作 ,有利于发展我国的经济与文化 ,

有利于巩固世界和平。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民具有重友谊、亲朋友的传统美德。实践证

明,人们学了一种语言 ,总想运用它 ,总希望自己的国家同那个国家友好 ,总是对那个国家

怀着一种特殊的愍情 ,这是各个国家争取扩大留学生名额的关键所在。来我国的 外 国 留学

生 ,在离开中国时 ,有一句共同的心声: “
我们为寻求友谊而来 ,我们又满载友谊而去。

”

这可以说就是对我们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作了一个生动的注释。

过去?0多年 ,我们已经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汉语人才 ,他们遍布世界各大沙Ⅱ,为发展

中外友好关系 ,已经和正在作出各种有益的贡献。我们应当继续努力推广汉语 ,发展对外汊

语教学。让汉语走向世界 ,这是时代赋与我们的使命 ,是国家、民族赋与我们的重任。

注释 :

⊙ 《中国语文》1978年 1期 78页 :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简况。

②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4年 3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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