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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主体的三方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欧阳明

(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新闻报道主体由新闻报道的作者、报道者、叙事者三方构成。新闻报道的作者是新闻报

道的创作者，由采写者与大众传媒机构双方构成，但以采写者为中心; 新闻报道的报道者是通过一

定的新闻传媒机构，以一定的符号面向广大公众公开传播新闻事实的行为者，它既包括采写新闻报

道的记者、通讯员，又包括新闻媒体，并以新闻媒体的编辑部为主; 新闻报道的叙事者是在新闻报道

之中向广大受众表达新闻事实的行为主体，涉及叙事者与新闻报道两方面。新闻报道的作者、报道

者、叙事者三方角色不同，职责有别。新闻报道的报道者比新闻报道的作者所指范围要宽，但报道

者不完全享有著作权。新闻报道的叙事者不能等同于新闻报道的报道者，叙事者侧重采写，报道者

侧重编播; 新闻报道的叙事者也不等同于新闻报道的作者，叙事者侧重表达，作者侧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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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新闻报道主体颇为简单，似乎不成为问

题; 但若细加分辨，则可发现新闻报道主体并没有那

么简单，相反，是很复杂的。新闻报道主体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不过，关于新闻报道主体的特殊性，目前

学界探讨极为有限。曾庆香等人撰写的《谁在新闻

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一文中有两点值得

注意: 一是认为新闻来源尤其是官方的新闻来源是

新闻报道中的真正主体，因为话语“代表谁的思想、
意图或者说意识形态”，谁就是“说话主体”; 二是将

新闻评论的言语主体纳入新闻，存在将新闻报道的

话语主体与新闻话语的主体同一的倾向。［1］这样的

主张是有问题的。其一，新闻报道主体是否等同于

新闻话语主体，要视具体语境而论。如果新闻话语

主体中的“新闻”指新闻报道，则与新闻报道的主体

同一; 如果既包括新闻报道又包括新闻言论，则与新

闻报道的主体不一。显然，曾庆香等人既然将新闻

话语的主体视作新闻报道的主体，那么这样的新闻

话语的主体就外在于新闻评论的主体。其二，新闻

来源虽属于新闻报道的信息出处，但若以为新闻来

源即新闻报道的真正主体，那就混淆了新闻报道的

主体、客体、中介三方之间的必要界限，夸大了新闻

的主观性、倾向性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按照曾庆香等人的逻辑，新闻事实的施动者较之新

闻来源更具备新闻报道终极主体的资格: 没有新闻

事实，何来新闻来源? 又怎么会产生新闻报道呢?

这样认识新闻报道主体过于牵强。笔者认为，新闻

报道主体是由新闻报道的作者、报道者、叙事者共同

构成的，是三者的集合，其间又存在着互相作用的复

杂关系，这正是新闻报道主体的特殊性之所在。厘

清新闻报道主体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既有科

研价值又对新闻工作有益，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一、新闻报道主体的构成

1． 新闻报道主体的界定

所谓新闻报道主体，概而言之，就是新闻报道的

行为主体，即推动新闻报道产生、运行的行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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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是什么能成为推动新闻报道产生、运行的行

动主体呢? 新闻报道主体的复杂性就在这里。要破

解这一复杂的问题，应首先从新闻报道主体的外延

入手，即新闻报道主体由什么组成。
新闻报道主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既然新闻报

道主体是推动新闻报道得以产生、运行的行动主体，

那么新闻报道主体就不能不由新闻报道的作者、报
道者和叙事者这三方行为主体组成，且各有自己的

行动范围、功能。
2． 新闻报道的作者、报道者和叙事者界定

( 1) 新闻报道的作者

新闻报道的作者是新闻报道的创作者，没有作

者，就没有新闻报道，作者是新闻报道的“母亲”。
新闻报道的创作者不像文学创作那样一般仅有一方

甚至一个人，而是由采写者与大众传媒机构双方构

成，但以采写者为中心。
先说新闻报道的创作者由采写者与大众传媒机

构双方构成。首先，新闻报道的作者即新闻报道的

采写者，“他”或“他们”是新闻报道的直接创作者，

一般可以通过作者署名来体现。如通讯报道《县委

书记的榜样———焦裕禄》［2］的作者署名为穆青、冯

健、周原。其次，新闻报道的作者多数还应该包括记

者所供职的新闻媒体。与书信、日记等日常生活实

用写作与小说等文学艺术创作不一样的是，新闻报

道多由供职于某家新闻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完成。在

新闻报道活动中，记者既以所在媒体新闻工作者的

名义采写，又得到所在媒体系统的支持，因此新闻报

道多数是供职于新闻机构的新闻工作者的职务行

为。经 2010 年 2 月 2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11 条规定: “由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

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其他组织

视为作者。”第 16 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

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

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 一) 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

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按照著作权法，新闻记者

所在媒体显然在记者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新闻报道中

享有一定的或部分的著作权。新闻报道的电头如

“本报讯”、“某某新闻通讯社电”，也从一个方面证

明新闻报道著作权的这样一种由采写记者与大众传

媒机构共享的现实。有的新闻报道没有署名，如

《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电头仅有“新华社晋绥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电”文字，全文也未署记者姓

名。这类未署记者姓名的新闻报道强调的是战争时

期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版权所有上的分量。英国新

闻期刊《经济学家》( Economist) 刊发新闻报道实行

匿 名 制，仅 标 注 新 闻 报 道 所 发 出 的 城 市 名 称。
1938—1956 年 担 任《经 济 学 家》主 编 的 克 劳 瑟

( Geoffrey Crowther) 说: “匿名制使编辑成为刊物真

正的仆人，而不是主宰，从而给予了刊物惊人的思想

与原则。”［3］《经济学家》实行匿名制的主要目的是

强调媒体而不是媒体内部工作人员的公信力。在西

方国家，媒体对新闻报道著作权的主张主要通过发

行人来落实，我国内地目前多来自媒体的法人社委

会、台委会。如我国报社是统领编辑部与经营部的

社委会，其法人代表是社长，2009 年人民日报社的

社长是张研农。另外，离开大众传媒机构，新闻报道

即使已为记者写就，也往往无法以该媒体公信力进

入大众传播领域，成为大众传播活动的有机组成

部分。
再说新闻报道的创作者以采写者为中心。首

先，新闻报道的直接创作者毕竟是采写者。没有采

写者，新闻报道就不可能出现; 而没有新闻媒体则不

等于没有新闻报道作品悄然问世。其次，新闻报道

的采写队伍包括通讯员。供职于媒体的记者并不是

新闻报道的唯一采写者，一部分新闻报道由媒体之

外的通讯员独立采写，一部分新闻报道由通讯员与

记者合作完成。而对由通讯员独立采写或部分采写

的新闻报道，新闻媒体是不能享有或完全享有著作

权的。再次，依劳动类型划分，新闻报道的作者以写

为主、以采为辅。《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第一作

者是陈峰，第二作者是王雷。第一作者陈峰说: “采

访确实大部分是由王雷完成，但稿子是我主写，五个

部分写 了 四 个 部 分，报 社 奖 励……我 1 万 元，奖

王雷 5 000 元。”［4］

( 2) 新闻报道的报道者

新闻报道的报道者是通过一定的新闻传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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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一定的符号面向广大公众公开传播新闻事实

的行为者，既包括采写新闻报道的记者、通讯员，又

包括新闻媒体。
首先，新闻报道的报道者包括采写新闻报道的

记者、通讯员。毫无疑义，采写新闻报道的记者、通
讯员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产者，正是那些长年累月

在新闻现场往来穿梭的新闻记者通过大众传媒向广

大受众及时地报告新闻信息。
其次，新闻报道的报道者还包括新闻媒体的编

辑部。在新闻信息的制造上，有一个关键角色，这就

是新闻媒体的编辑部。是否传播新闻信息、传播什

么样的新闻信息，最终的决定权是编辑人员。离开

编辑部，新闻报道也是无法与受众见面的。《“能把

资金投到这里来吗?”——— 随一位外商在河北某地

洽谈项目手记》［5］中说:“我们所去的几家企业不能

说对项目没兴趣。他们早早就到宾馆将外商接到了

企业，在交谈中也一再表示出合作愿望。”这篇新闻

报道的作者明明只署有记者梁栋一人的姓名，报道

中却说是“我们”，这里的“我们”是指亲到新闻现场

的新闻工作者，除记者梁栋本人，还包括在新闻现场

的有关新闻媒体采编人员。在新闻报道的报道者

中，编辑部是代表新闻传媒实施报道的具体执行者。
再次，尽管新闻报道的报道过程既离不开新闻

记者、通讯员又少不了新闻媒体，但新闻报道的报道

者也存在主次之分。第一，以新闻媒体的编辑部为

主。新闻媒体的编辑部虽是新闻报道的二线生产

者、后方报告人，却是新闻报道的终极把关人和决定

性的发布者，故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报道者。第二，

新闻记者、通讯员为次。新闻记者、通讯员是新闻报

道的一线生产者、前方报告人，是新闻源头、新闻事

实的主要发掘者、第一掌握人，但在报道什么和怎样

报道上不具备终极决定权，终需接受编辑部的指挥、
调遣，在新闻事实的发言权上终稍逊一筹，故成为新

闻报道的次要报道者。
新闻报道的报道者与新闻报道的作者有所不

同。对于新闻报道，作为主要报道者的编辑部不完

全享有著作权，一般无署名权，但享有报道权，如著

作权中的发表权、修改权。这是新闻报道的报道者

与作者之间的重要差别。因此，新闻报道的报道者

比新闻报道的作者所指范围要宽。
总之，新闻报道的报道者由记者、通讯员与新闻

机构两方共同构成。离开记者、通讯员与新闻机构

中的任何一方，新闻都无法面向公众公开传播。
( 3) 新闻报道的叙事者

新闻报道的叙事者是在新闻报道中向广大受众

表达新闻事实的行为主体。新闻报道叙事者涉及叙

事者与新闻报道两方面。这就是说，新闻报道的叙

事者是叙事者与新闻报道的结合。因此探讨新闻报

道的叙事者应结合新闻报道来进行。
首先，新闻报道的叙事者是新闻报道的叙事主

体。在报道方式上，叙事者有自身的特点。所谓叙

事者，指的是在记叙类语段、语篇中有关事实材料的

讲述者。任何语段、语篇都有言说、表达的主体。议

论文的言说、表达主体是议论者; 说明文的言说、表
达主体是说明者。议论文、说明文所言说、表达的客

体不是事实，故其言说、表达者在叙事人范围之外。
叙事者仅仅存在于记叙文中。新闻报道的叙事者仅

仅是新闻报道叙事语段、语篇的讲述人。
其次，新闻报道的叙事者是非虚构的叙事者。

叙事者有虚构叙事者与非虚构叙事者之分。虚构类

记叙文的叙事者为虚构叙事者。在虚构类记叙文

中，叙事者与作者不是一回事。此即法国著名的叙

事学理论家杰拉尔·日奈特所说的“作者与叙述者

的背离( A≠N) ”。这里的 A 是指 Author( 作者) ，N
则指 Narrateur( 叙事者) 。在虚构类记叙文中，作者

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人物，叙事者则是由作者所虚

拟的故事讲述者，“是纸上生命”［6］。我国现代作家

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儿》的叙事人“我”，是那位在

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最终

不得不靠出卖自己年轻的肉体以换取生存物质条件

的北平姑娘，而小说公开发表时作者老舍是 36 岁的

中年男子。虚构类记叙文的叙事者“我”，是不能离

开具体的虚拟叙事作品而生存的。相反，非虚构类

记叙文的叙事者和其作者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

在。新闻报道的叙事人属于非虚构类叙事人，是有

生命的真实存在。
再次，新闻报道的叙事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

当下存在。这就是说，新闻报道的叙事人起码在新

闻报道的采写阶段是有生命的存在。
总之，新闻报道的叙事者是新闻报道的叙事

主体。

二、新 闻 报 道 叙 事 者 与 报 道 者 的

关系

新闻报道的叙事者不能等同于新闻报道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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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二者既有联系，又不相同。双方都是新闻报道

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角色不同，职责有异: 叙事

者侧重 采 写，报 道 者 侧 重 编 播。《武 昌 中 南 路 最

“牛”乞丐讨钱不得投石打人》［7］可资证实。
本报讯( 记者董晓勋 通讯员王庆泽) 昨日，

市民王女士电话投诉称: 武昌中南路上有一名侏儒

乞丐，拦住行人乞讨，如不给钱，当面骂人不说，还用

石子打人。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中南路中商广场门前，一身

高约 1． 2 米左右侏儒女乞丐，着装整洁，背着一个书

包，站在人行道上，身旁放一堆石子，手端着一个碗

向过往的行人讨钱。记者路过她面前，她连忙拦住

索要钱，记者故意说没钱，她便拉住不让走，当挣脱

她的手后，她便破口大骂，还不停向记者投石子。
记者随后观察，不一会，一对年轻情侣牵手过

来，这名乞丐上前拉住男子的手，男子反感地甩开，

她边骂边捡起身旁的石子向男子砸去。男子返回刚

举起手，她大声说:“不给钱就打你，我是残疾人，你

敢打我，我就告你。”男子无奈快速离去。
十几分钟内，记者看到，她向 5 位行人要钱，4

位不给钱的行人都遭到她的谩骂和扔石子。不少行

人躲得远远的，摇头感叹:“要不到钱就打人，头一

次碰见这么‘牛’的乞丐。”
在这篇新闻报道中，通讯员王庆泽是报料人，体

验者、采写者是记者董晓勋。此文的报道者是董晓

勋、王庆泽和《长江日报》，而叙事 者 则 是 记 者 董

晓勋。
在报道者与叙事者的分辨上，电视新闻报道更

为直观。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于 2005 年 11
月 23 日播出的《天价住院费》可说明问题。

主持人柴静( 柴静出镜，着灰色上衣，屏幕画面

左下有文字说明“记者柴静”; 叙事地点为电视台演

播室; 银屏画面背景右方为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大楼，左方从上到下依次为该医院心外科重

症监护室主任于玲范、该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医

生王雪原、已故患者翁文辉的遗像) : 去医院看病对

很多家庭来说都很让人发愁，因为现在昂贵的医药

费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前不久，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的一位观众向我们反映，他的家人在医院住了 67
天，光住院费就花去了将近 140 万，平均每天花去 2
万多。这么高额的费用，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钱又

是怎么花掉的? 《新闻调查》记者对这一事件展开

调查。
解说( 画外音，男性，由姚宇军担任) : 翁文辉生

前是哈尔滨市一所中学的离休教师。1 年前，74 岁

的翁文辉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因为化疗引起

多脏器功能衰竭，今年 6 月 1 号，他被送进了哈尔滨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之后

的 2 个多月时间，他的家人在这里先后花去 139 万

多元的医药费。高昂的医药费并未能挽回病人的生

命。( 银屏画面先后依次为翁文辉遗像、医院内景

的医护工作者推活动病床、医院内景众多腿脚前行、
写有“应急门”字样的双扇门被推开。)

富秀梅( 银屏画面为富秀梅老人讲话，画面左

下方有文字说明“富秀梅 患者翁文辉的妻子”) :

真是，老头儿这死真是死不瞑目，不是说他死了以后

闭不上眼睛，就是我们家属到现在为止每想到这件

事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心跳马上就加快。
……
记者郭宇宽( 银屏画面为记者郭宇宽着深色西

服、开放式衬衣与患者翁文辉长子翁强对面交谈; 郭

宇宽戴眼镜面对镜头; 谈话环境宽敞、洁净、高雅) :

这样每天几万块钱的花费，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家

庭估计都是无法承受的。
翁强( 银屏画面为翁强讲述) : 如果从做儿女的

角度来讲呢，你说付出几百万，我认为就是几千万它

也值。它不像是一个生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肯定

不会考虑它有多大的经济效益或者有多大的价值，

或者有多大的意义，对我来讲，一分钟，只要能挽救

一分钟，我都不会放弃的。
在这期电视新闻报道节目中，叙事人是记者柴

静，报道者则包括柴静、记者郭宽宇、制片人张洁、编
导项先中等，并以记者郭宽宇为首。从这期电视新

闻报道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出新闻报道叙事者与报道

者之间的重要差别。首先，新闻报道的报道者是个

集合体，但以在新闻现场采访的记者为主; 新闻报道

的叙事者则在叙事现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两

个人或几个人。按照叙事机制，视听的四维叙事话

语和文字的平面叙事话语有所不一。影视制作因为

由若干人组成一个制作集体工作，故影视叙事需合

起来有一个总的个体叙事者统领。［8］《天价住院费》
也不例外。在这篇报道作品中，报道者以记者郭宽

宇为主，叙事者则是在演播室内的柴静。由姚宇军

担任解说的画外音不是叙事者，而仅仅是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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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叙事者柴静的叙事话语部分。新闻报道作品的全

局仅有一个总叙事者。由姚宇军担任解说者的解说

行为之上还有上级行为的发出方。这个上级的行为

发出方应属于主持人。其次，在时间、地点上，报道

者立足于新闻现场或有关新闻材料，叙事者则立足

于叙事现场。在《天价住院费》中，报道者郭宽宇位

居哈尔滨，叙事者柴静身居北京，叙事者的叙事时间

2005 年 11 月 23 日要晚于报道者在哈尔滨时的报

道时间。报道者强调对包括新闻现场在内的新闻事

实的占有，而叙事者则身处电视台的演播室内，未必

外出采访，脱离节目《天价住院费》就不再是叙事

者。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叙事者、报道者双方的相

同点。受众是通过媒介符号接触叙事者、报道者的，

而符号化、媒介化的叙事者、报道者与现实生活中的

叙事者、报道者本人是有出入的。
总之，新闻报道的叙事主体不等于新闻报道的

报道者。

三、新闻报道叙事者与作者的关系

新闻报道的叙事者也不等同于新闻报道的作

者，二者既有联系，又不相同。联系在于，双方都是

新闻报道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任何一方，新闻

报道主体都是不完整的。二者的不同在于，角色不

同，职责有别。首先，一是生产者，一是表达者。新

闻报道的作者是新闻报道的生产者，是新闻报道文

本的提供者。采写的记者在新闻现场奔波，在资料

堆内梳理头绪、筛选素材，新闻媒体为新闻报道承担

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提供经济支援。而新闻报道的

叙事者则是在新闻报道作品内向广大受众讲述新闻

事实的表达者，其接受者是叙事者的直接交流方，未

必一定包括广大受众。比如，1985 年的消息报道

《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 安息吧，华罗庚教

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五百多名人士今

天———1985 年 6 月 21 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为您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低回的哀乐寄托着人们对您的无限哀思。礼堂

正中悬挂的您那大幅遗像显得是那样安详，您的骨

灰盒上覆盖的党旗是那样鲜红。礼堂四周摆放的胡

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
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等中共中央、中顾

委、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九

十七位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民盟中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
国科协、北京市领导机关和您的家乡江苏金坛县等

单位送的花圈，礼堂里摆不下，又摆到了院子里，表

达了人们对您的沉痛悼念之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

了您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在为您致的悼词中，称

赞您是中国杰出的数学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
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还特别称您是我国最

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做出巨大贡

献的科学家……
在这篇新闻报道中，作为叙事者的新华社记者

李尚志等人仅和报道客体即华罗庚教授交流，而实

际接受报道的广大读者并不在叙事者的对话场域之

内。作为交流的另一方，接受报道的广大读者是针

对新闻报道的报道者或作者而存在的，尽管新闻报

道《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的叙事者、作者

均由新华社记者李尚志等人一身二任。
其次，作者在新闻报道作品内外一并存在，而叙

事者则仅存在于新闻报道作品之内。正是通过作者

穆青等人的努力，通讯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才得以从无到有、从草稿到定稿。不执笔

写作的，不能称为作者。相形之下，向广大读者讲述

焦裕禄“本事”的那位叙事者因系大众传播而不为

人际传播，故只在作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禄》之内。这位叙事者尽管是真实地存在着，却被

紧紧地固定在文字、新闻媒介的范围之内，不能脱离

文字、广播的有形或有声的语言。不讲述本事的，不

能称为叙事者。叙事者以作者的文本为蓝图进行讲

述，但不能排除在不损害文本的基础上对文本的细

枝末节予以一定的变动。同时，若干年之后，当年的

作者已逝，但只要叙事话语在，则叙事者仍长存于新

闻报道作品之内。新闻报道叙事者与作者的区别可

以通过电视新闻报道更直观地加以分辨。中央电视

台“新闻调查”栏目于 1997 年 8 月 8 日播放的节目

《国家的孩子》，披露了在 1960 年代初我国经济困

难时期，2 000 多名来自上海、安徽等地的汉族孤儿

被送到内蒙古大草原由草原人民抚养至今的故事。
这一期节目的主体有三方: 一是编导陈红新，二是摄

像王小鹏、陈强，三是由记者长江担任的主持人。编

导、摄像均位居这个节目的作者队伍之列，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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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才是这期节目的叙事者。电视新闻报道的叙事

者在报道地点上选择空间较大。与《国家的孩子》
中的叙事者长江将报道的地点选在新闻现场内蒙古

不同的是，以报道软新闻为主的辽宁卫视“王刚讲

故事”栏目于 2008 年 5 月 14 日播出的《母女情仇》
则将叙事地点选在电视台的演播室。栏目成书《王

刚讲故事( 第 2 辑) 》［9］对于作者的处理耐人寻味。
该书版权页的作者栏空缺，在“主创团队”的另页内

有 4 个重要力量值得关注: 一是总制片人张晓宏，这

是节目著作权的真正所有者的代表，是节目的作者

之一; 二是主编张伟、陈海燕、赵飞，这是栏目的编辑

权力核心; 三是薄立为等各期节目的编导，这是各期

节目的实际执笔人与直接的创作者，也是节目的重

要作者之一; 四是主持人王刚，他是由前述三方所推

举出来的专司讲述功用的叙事者。在电视新闻报道

作品中，叙事者在叙事时会伴有编导手中文本所未

予提示的手势、表情、身势等非言语交际手段。至于

叙事者是否享有作者权利，则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需由上述多方协商。
总之，新闻报道的叙事主体不等于新闻报道的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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