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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阳江市９所中学的１　５００多名在校中学 生 为 研 究 对 象，发 现 中 学 生 自 我 概 念 在 乐 观 与 生 命

意义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１．中学生的生命意义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男生；２．生命意义

的生活地差异显著，农村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低于城市学生和乡镇学生；３．自我概念在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乐观既可直接影响中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又可通过影响其自我概念而间接影响生命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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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乐 观 是 国 内 外 积 极 心 理 学 领 域 研 究 的 一 个 热

点。目前对乐观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乐观解释

取向和乐观人格取向。［１］本研究中“乐观”主要指乐

观人格取向，即认为乐观是人类的一种稳定的心理

品质，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特征。乐观不仅指特定情

境中抱有希望的期望，而且指相似情境中一种类化

的、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一致性的期望，一般强调个

体的总体感受。［２］沙 伊 尔（Ｓｃｈｅｉｅｒ）和 卡 佛（Ｃａｒｖｅｒ）
将乐观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倾向，乐观主

义指个体对未来事物的发展抱有积极的预期，而悲

观主义则指个体对未来抱有更多的消极预期。［３］海

诺宁（Ｈｅｉｎｏｎｅｎ）等人的研究发现，乐观者的自我概

念评价较为积极，且乐观者的自我概念水平显著高

于悲观者［４］；同样的结果在西方医疗等其他领域的

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５］［６］。刘志军和白学军的研究

表明：面对生活事件乐观者更多地采用积极应对策

略，而悲观者较多采用消极应对策略。［７］应对策略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事件处理是否成功，成功与否又影

响个体对自我的评价，所以乐观个体的自我概念水

平更高。因此，乐观是个体良好自我概念的一个重

要预测因素。

根据谢弗尔森关于“自我概念”的定义，自我概

念是指个体对自己的知觉，即自我系统中的认知方

面或描述性内容。钞秋玲等的研究发现：自我概念

是自我的主要成分，在人格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８］

对个体行为具有调节和定向作用。自我概念控制和

综合着对环境知觉的意义，并高度决定个人对环境的

反应；自我概念为个体提供自我认同感和连续感，调
节和维持有意义的行为，其发展标志着个体社会性发

展和人格健全的程度。［９］尤其是对于中学生来说，自
我概念不仅影响他们的行为表现和学业成就，对其人

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建立更是起关键性作用。
近年来，中学生自伤、自杀事件的发生率不断提

高，引起了家 长、学 校 和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的 关 注 和 忧

虑。刘明娟的研究表明：有自杀念头的人往往报告

说找不到“存 在”的 理 由［１０］；刘 德 威 发 现，青 少 年 生

命意义感越是缺乏，寻死的决心越坚决；苏慧君等也

指出：青少年发生自伤行为的首要因素是生命意义

感的缺失。还有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在个人危机

和重大挫折 时 具 有 无 可 替 代、独 一 无 二 的 作 用［１１］，

与个体心理健康方面也有紧密联系［１２］。可见，自我

价值感的丧失和生命意义感的缺乏，正是这些自伤、
自杀行为的幕后推手。关于生命意义感的来源，不

同学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涵盖了生活环境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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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中的方方面面；不过，大部分研究都提到了自我

效 能、自 我 价 值、自 我 超 越、自 我 接 受 和 快 乐

等，［１３］［１４］［１５］这些来源都与自我概念有关。拥有积极

自我概念的个体，更容易感到自我的存在是有价值

和有意义的，并具有更高水平的生命意义感。
综上所述，乐观、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之间有密

切的关系，而且乐观和自我概念均能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生命意义感。研究表明：乐观的个体免疫力更

强［１６］、患 病 更 少［１７］、情 绪 更 健 康［１８］、心 理 功 能 更 强

大［１９］，并能更好地调节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１８］；袁

莉敏等还发现：乐观及其各维度均与生活满意度呈

显著正相关，且 乐 观 可 以 显 著 预 测 生 活 满 意 度。［２０］

乐观是对未来积极结果的总体性期望，是个体良好

适应的有效保障，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有密切联系。
而自我概念高的个体通常能够体验到更强烈的生命

意义感，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感也有一定的预测作

用。
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自我概念、乐

观人格和生命意义感均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和逐步

稳定。因此，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的内在机制，对提升中学生的积极心态、增强心理健

康水平、减少抑郁等不良情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
而引导青少年沿着积极健康的人生道路不断前进。
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本研究假设：个体越乐观，其自

我概念水平越高，因而拥有更强的生命意义感；即乐

观通过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自我概念

在乐观和生命意义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取样和目的取样相结合的方法，
对广州市和阳江市市区和辖下三县共９所中学的在

校中学生（初一至高 二５个 年 级）共１　５００多 人 进 行

问卷 测 量，收 回 有 效 问 卷１　３９０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９３％。其中男生６８７人，女生７０３人；初中１　１０７人，
高中２８３人。

（二）研究工具

１．生活取向量表

采用沙伊尔和卡佛修订的生活取向量表（ＬＯＴ－
Ｒ）。［２１］该量表共１０个项目，其中６个测验项目和４
个掩饰项目，测验项目包括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

个维度。ＬＯＴ－Ｒ采用５点评分，量表总得分越 高，
乐观水平越高。ＬＯＴ－Ｒ的ａ系数为０．７８。

２．自我概念量表

采 用 由 王 才 康 和 杨 晓 燕 修 订 的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ＷＳＣＳ）中 文 版［２２］，Ｗａｌｌａｃｅ自 我 概 念 量 表 最 初 由

美国密苏里 大 学 的 格 仑·华 莱 士（Ｇａｙｌｅｎ　Ｒ　Ｗａｌ－
ｌａｃｅ）于１９８０年完成。该中文版量表共１５个项目，
采用７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对自己各方面的

自我知觉越好。ＷＳＣＳ中文版具有 良 好 的 信 度，其

内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８。

３．生命意义感问卷

采用我国台湾学者宋秋蓉所修订的生命意义感

问卷［２３］，该问卷共２０个 题 目，包 括 五 个 分 量 表：对

生命的热诚、生活的目标、自主感、逃避和未来期许。
问卷采用５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
修订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５。

（三）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量表同时发放于每一

个被试，由主试按统一的指导语说明作答要求，当场

统一作答。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

中介效应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生命意义的人口学差异

１．生命意义的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对不同性别学生的生命

意义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生命意义的性别差异（Ｍ±ＳＤ）

性别（人数）

男（６８７） 女（７０３）
ｔ

生命意义 ６７．４６±１２．５６　 ６９．３０±１１．６１ －２．８３＊＊

生命热爱 ２５．６０±５．９７　 ２６．３７±５．４４ －２．２１＊

生活目标 ２０．２０±５．１０　 ２０．８６±４．５５ －２．２５＊

自主感 ７．０３±２．０３　 ７．１５±２．０３ －１．３２

积极性 ７．０５±２．１２　 ６．７４±２．１６　 ２．３１＊

未来期许 ７．９４±１．８９　 ８．１２±１．７５ －１．４７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统计检验表明，在生命意义总量表上性别差异

显著。由表１可知：女生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男

生（Ｐ＜０．０１）；在“生 命 热 爱”和“生 活 目 标”维 度 上

女生均显著高于 男 生（Ｐ＜０．０５）；在“积 极 性”维 度

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Ｐ＜０．０５）。

２．生命意义的生活地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生活地学生的生

命意义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生命意义总量表的生活地差异显

著；多重检验表明：农村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显著低于

城市学生和乡镇学生（Ｐ＜０．０１）。在“未来期许”维

度上生活地差异显著，进一步检验表明：城市学生的

未来期许显著高于乡镇学生和农村学生（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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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生命意义的生活地差异（Ｍ±ＳＤ）

生活地（人数）

城市（９２７） 乡镇（２３４） 农村（２２９）
Ｆ

生命意义 ６９．１８±１２．１５　 ６８．７６±１１．８６　 ６６．１５±１２．９０　 ４．８３＊＊

生命热爱 ２５．９２±５．６３　 ２６．０６±５．６８　 ２５．５４±６．１３　 ０．４３

生活目标 ２０．６５±４．５９　 ２０．３１±５．２２　 ２０．０４±４．０４　 ０．９５

自主感 ７．１０±１．９７　 ６．９８±２．３０　 ７．１５±２．１４　 ０．２３

积极性 ６．８９±２．１２　 ７．１１±２．３１　 ６．６５±２．１２　 １．３１

未来期许 ８．１６±１．７３　 ７．８４±１．８４　 ７．２６±２．２０　 １３．２０＊＊＊

　　＊＊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３　乐观、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的相关矩阵

自我概念 生命意义 乐观（总） 乐观主义 悲观主义

自我概念 　１　　

生命意义 　０．６８＊＊ 　１＊＊　

乐观（总） 　０．４７＊＊ 　０．４６＊＊ 　１　　

乐观主义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７２＊＊ １　

悲观主义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６５＊＊ ０．１６　 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二）中学生乐观、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之间的

相关分析

采用积差相关分析，对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乐
观及其两种倾向与自我概念、乐观及其两种倾向与

生命意义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乐观和乐观主义与自我概念均呈

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悲观主义与自我概念呈显

著负相关（Ｐ＜０．０１）；同样，乐观和乐观主义与生命

意义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悲观主义与生命意

义则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而自我概念与生命

意义也存在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
（三）自我概念在乐观与生命意义之间的中介效

应分析

从表３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可知：适合进一步做

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采用温忠麟等人建议的方法［２４］

来分析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４和图１。
表４　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中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含中介） ＳＥ β
１（路径ｃ） 生命意义 乐观（总） ０．０８　０．４６＊＊＊

２（路径ａ） 自我概念 乐观（总） ０．０２　０．４７＊＊＊

３（路径ｂ，ｃ’）生命意义 自我概念（中介）０．０５　０．５９＊＊＊

乐观（总） ０．０１　０．１８＊＊＊

　　＊＊＊Ｐ＜０．００１

→

乐观
→

自我概念

→ 生命意义

０．４７＊＊＊　　　　　　　　　０．５９＊＊＊

０．１８＊＊＊

图１　自我概念在乐观和生命意义间的部分中介作用路径图

　　由中介效应分析可知：乐观对生命意义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Ｐ＜０．００１），对自我概念也有显著的预

测作用（Ｐ＜０．００１）；然而，当自我概念作 为 中 介 变

量引入回归方程后，乐观对生命意义的预测作用虽

然下降但仍然显著，即自我概念在乐观对生命意义

的影响中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四、讨论

（一）生命意义在人口学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表明：中学女生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中

学男生，而且女生在“生命热爱”和“生活目标”上的得

分也显著高于男生，但“积极性”显著低于男生。这与

何英奇［２５］对大专生的研究结论不太一致，何英奇发

现女生的生命意义感低于男生。另外陈秀云用自编

的大学生个人生命意义量表进行调查，发现男女生在

总体生命意义感和三个维度上没有差别，但在另外三

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别。［１５］还有一些研究者发现生

命意义和性别无关［２６］［２７］，不过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

中学生，因此不同年龄被试的性别差异可能不一致。

对于本研究的结果，女生的生命意义感强于男

生，可以从生命意义感的来源加以分析。巴蒂斯塔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和阿尔 蒙 德（Ａｌｍｏｎｄ）认 为，生 命 意 义 来

自六种主要的生命定向：人际、服务、理解、获取、表

现、伦理。［２８］对于 中 学 生 来 说，尤 其 是 初 中 生，虽 然

主要任务是学习，但仍然较少感受到学习成就带来

的意义感，因此大部分学生还是从与人交往的关系

中获得意义感。而在关系感受方面，女生一般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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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在巴蒂斯塔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和阿尔蒙德（Ａｌｍｏｎｄ）
的六种生命意义来源中，女生在前三种来源的付出

和收获均多于男生，因此中学女生的生命意义感也

更强烈。
在生活地的差异方面，研究发现生活在不同地

方的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不同，即农村学生的生命意

义感弱于乡镇学生和城市学生。近年来很多研究发

现，文化、经济地位、家庭教养、父母期望、学生自身

的能力、人际关系及就业前景等，都对生命意义有很

大影响。［２９］［３０］［３１］城市学生受教育条件好，除了能够

享受更优的教学资源、接受更良好的教学以外，还有

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种兴趣班，在满足自己兴趣需要

的同时也丰富自己的生活、扩展人际交往。在这一

过程中，需要的满足和人际方面的支持，无疑会增强

个体赋予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另外，城市学生的家

长也以知识分子居多，在家庭教养方式上更民主，这
些都有利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的体验。

（二）乐观、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三者关系的分

析

本研究表明：中学生乐观对生命意义有显著的

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乐观主义者常采用积极应

对策略来处理问题［５］，从而体验到更多的成功、喜悦

和自信；他们的自我评价更积极并对未来充满了期

望和信心［６］，因而对生命意义有更强的体验。另外，
乐观对自我概念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即乐观的生

活态度能够提高个体的自我概念，这与海诺宁（Ｈｅｉ－
ｎｏｎｅｎ）等人的研究发现具有一致性［４］。尤其对于中

学生来说，中学阶段是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形成的

重要时期，乐观人格取向的学生能更好地面对成败、
对未来也更有信心，因此良好的自我概念也得以逐

渐形成和稳定。
由中介效应分析可知：自我概念在乐观和生命

意义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与研究的“完全中介作用

假设”略有偏差。这说明乐观既直接影响生命意义

感，又通过 影 响 自 我 概 念 而 间 接 影 响 生 命 意 义 感。
雷克尔（Ｒｅｋｅｒ　Ｇ．Ｔ．）认 为 生 命 意 义 是“一 个 多 维

度的构念，包括一个人对自己存在的原则和目标的

认知、对有价值的目标的追求和获得，并伴随有实现

感”［３２］。从内容 上 说，生 命 意 义 的 定 义 中 包 含 了 自

我概念的内容，生命意义的体验是将自身的价值体

验、积极评价整合到自我概念中的过程，因此其他因

素对生命意义的影响很可能也会通过自我概念间接

地发挥作用。本研究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观点：
中学生的乐观水平越高，其自我概念水平也越高，而
高自我概念又会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不

过，生命意义的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五、结论

中学生的生命意义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生命意

义感显著高于男生；其中，“生命热爱”和“生活目标”
维度上女生均显著高于男生，但在“积极性”维度上男

生显著高于女生。生命意义的生活地差异显著，农村

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低于城市学生和乡镇学生。
自我概念在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中具有部分

中介作用。乐观既可以直接影响中学生的生命意义

感，又可以通过影响其自我概念而间接地影响生命

意义感，即乐观水平越高的学生，其自我概念水平也

越高，而高自我概念又会导致更加强烈的生命意义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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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ｐａｎ［Ｊ］．ＵＳＡ：Ｓａｇｅ，２００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ＹＵ　Ｚｕ－ｗｅｉ　１，ＧＵＡＮ　Ｄｏｎｇ－ｍｅｉ　２，ＷＵ　Ｊｕｎ－ｆａｎｇ３，ＳＵＮ　Ｐｅｉ－ｚｈｅｎ４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Ｒａｄｉｏ　＆Ｔ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９１；

２．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５２９５６６；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３１；

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ｉａｎｇｓ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ｕｚｈｏｕ　２２１１１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５０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９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ｌａｙ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１．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ｎ－
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ａ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ｏｙｓ’；２．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ｈａｓ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ｉｄｅ　ａ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ｔｏｗｎ；３．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ｌａｙｓ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ｔｏ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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