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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 1933 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作为信仰正统犹太教的第二代

美国移民的后裔，罗斯在小说创作中不仅仅关注犹太移民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同时也广泛

涉及美国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罗斯是一位多产作家，在他长达 4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共发表了 28 部作品。这些小说分别代表了罗斯创作的三个阶段：现实主义阶段、现代主

义阶段和后现代主义阶段。《人的污点》①属于第三个阶段的作品，是罗斯美国三部曲继《美

国牧歌》、《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之后的最后一部，在 2000 年出版之后即获福克纳奖和

美国全国犹太人作品奖。

在 20 世纪中后期，虽则民权运动在美国不断开展，但在几个世纪的种族偏见的积习下，

各色人种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依旧存在。由于经济发展过快，整个社会呈现出浮躁之气。社

会意识、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问题由于1998年克林顿总统桃色事件的发酵，导致混乱、狂热、

偏执不时沉渣泛起，诱发了许多敏感的社会问题。罗斯在《人的污点》中对这些诟病的大

胆揭露和深刻批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有从后现代语境分析主人公所代表的族

裔群体身份困境的；有从欲望角度出发，运用创伤理论分析小说悲剧主题的。国外学者则

更多的阐释这部小说所包含的多元文化和身份政治；或者在情节上把握文本的主体框架结

构，用原型批评理论解析各个角色。本文则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分别从身份伦理、

欲望伦理、死亡伦理三个方面，梳理经历了麦卡锡白色恐怖、越战，到克林顿丑闻等各种

社会事件后，美国大众伦理意识的嬗变，以及无论是少数族裔群体抑或白人群体的生存现

状，从而揭示作者对人性和伦理的思考：“人性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人性不是人的生物性

特征，而是人的伦理特征，因此人性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形成的”（聂珍钊，《文学

伦理学批评导论》272）。

一

从身份伦理的角度看，现实中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问题，乃是个体为了

生存发展或利益的需要，总是不断地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一旦个人抛弃了原有的生

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不再遵循传统的伦理规范，他们不得不面临社会的拒斥和个人选择的

困境，而“原来根据家庭和阶级确认人的地位的做法，一旦改变成为代序列确认‘结构’，

这就给身份判断造成了新的紧张局面”（贝尔 138）。

男主人公科尔曼出生在黑人家庭，从小就感受到来自白人的歧视。房东因为仇恨邻居

才故意把房子租给他们这样的有色人种；献血的时候医生竟然不要他的鲜血，甚至他去妓

院都被拒之门外。科尔曼父亲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但因为是黑人，每天都承受着难以

启齿的羞辱。父亲的猝死，对科尔曼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为了追求社会地位，科尔曼利用

自己肤色较白的条件，掩饰了自己的种族身份，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白人”。通过

处心积虑的乔装打扮，他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学业、婚姻、事业有成，成为了雅典娜学院

的教授、校长，获得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地位和身份，实现了他的自我满足。在更改身份这

一行动中，他目标明确，态度坚定，社会身份给了他无穷的推力和诱惑。“社会身份或文

化身份，只是对某种社会特征的表述，如总统、政治家、作家、教师等。……由于社会身

份指的是人在社会上拥有的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可或接受的身份，因此社会身份

的性质是伦理的性质，社会身份也就是伦理身份。”“无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

都必须遵守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做出符合身份的伦理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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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导论》 264—265）。作为校长、大学教授的科尔曼，和作为总统的克林顿一样，他们

的伦理身份都受到与之相对应的身份伦理道德的约束。

在科尔曼多元的身份中，最基本的是他的种族身份。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身份

的背叛，本质上是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否定。“人具有伦理意识，这种伦理意识最初表现为

对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伦理身份的确认，进而建立伦理秩序。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

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聂珍钊，《文学伦

理学批评导论》 257）。科尔曼的迷惘与毁灭正是源于他身份变化所引发的伦理混乱与冲突。

科尔曼在某次上课点名时，对两个长期缺课的学生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有人认识他们

吗？他们是真实存在，还只是 spook ？”（6）① spook 这个词有两个涵义，最通常、最基

本的涵义是“幽灵”，有时也用作对黑人的贬义词。恰巧这两名缺席的学生是黑人，于是

他们以种族歧视的罪名向学校起诉了科尔曼，导致他被迫离开了学校，而他的妻子艾丽斯

认为科尔曼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气急攻心，在事发后不幸中风去世。一个词的误用，竟

然导致了一个人的去职、一个人的死亡，科尔曼从此背上了“种族歧视者”的道德枷锁而

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场起因于“spook”的冲突，实质上是科尔曼个人伦理身份和社会伦理

规范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科尔曼面临着伦理两难的选择：如果他坚持自己的种族身份，

则他只能在底层社会挣扎，过贫穷潦倒的生活；如果他想挤进中产阶级队伍过体面的白领

阶层生活，他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种族身份，漂白自己。导致科尔曼们陷入伦理困境而无力

自拔的原因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种族压迫的社会现实。由此，罗

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美国种族制度的核心。

科尔曼的父亲，如罗斯的父辈一样，都是正统的犹太教移民。科尔曼从小就受到父亲

的严格教育，尤其是在语言方面。“我父亲是开酒吧的，但他坚持让我使用准确的语言，

而我一直保持这条信念”（84）。父亲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同时，拥

有良好的语言能力，才能使人不会处于“失语”的状态，不至于失去话语权，它是“没人

能从你身上拿走的”（92）。正如法农所说：“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

或那种语言的词法，但尤其是承担一种文化，担负起一种文明”（8）。所以，当科尔曼

因为“spook”这个词被误解而被迫背上种族主义的枷锁时，既委屈又愤怒。他认为这不仅

是对他所受家庭教育的侮辱，更是对他种族身份的侮辱。科尔曼的身份是多变的，按血统

是黑人身份，按肤色是“白人”身份，因为“幽灵事件”，又成了“种族歧视者”。身份

真相败露后，地位失落，又降而成为人们嘲笑、诟病的可怜虫。所以，尽管他怒不可遏，

却不能用自己的血缘身份为自己辩护。人必自侮而人侮之。科尔曼背叛了自己的种族，授

人以柄，是自取其辱。面对来势汹汹的“种族歧视”指责，他只能选择“失语”、禁声。

“失语”不仅仅是少数族裔群体特有的现象，即使是白人也有可能失去话语权。小说

女主人公福妮娅也经历了社会身份变化的痛苦历程。她出生在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但

从小不断受到继父的骚扰，十四岁离家出走。成年后，暴虐的前夫使她精神、肉体备受折

磨，幼子的夭折彻底摧垮了她。经历了一连串的苦难之后，她隐瞒了自己家庭背景的真相，

主动选择了失语和边缘身份的现实。科尔曼想给她念报纸上关于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报道，

福妮娅勇敢地表达了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别他妈的教育我——没用的！”（234）她的排斥，

她的愤怒，其实是人们对克林顿丑闻的不认可。在她的伦理价值观上，她同情莱温斯基的

遭遇，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在世俗人眼里有违道德伦常的女人。异质环境让福妮娅不

得不噤声，她的失语以及社会身份的变化均是无奈的选择，既是对社会伦理规则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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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反叛。

二

马克思·伦纳说：“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情欲高潮的崇拜取代了对金钱的崇拜成为

美国生活中普遍追求”（转引自贝尔 118）。罗斯是一个观察极其敏锐的作家，对社会伦

理规范与人的本能高度关注。《人的污点》正是对当时美国社会世俗生活现象的深刻反映。

科尔曼在雅典娜学院里是一名教授古希腊文学的老师，给学生讲解“受人敬仰的古希

腊文学译著概况”（4）。他对古希腊文学的情有独钟也许在于斯芬克斯最早涉及到了伦

理问题。斯芬克斯是人兽结合的形象，所以它既具有人的理性，也具有动物的本性。而它

人兽合一的特点被定义为“斯芬克斯因子”。“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与

兽性因子”（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38）。作为高级因子的人性因子控制着低

级的兽性因子，使人具有伦理意识。而当兽性因子不断膨胀，超越、掌控人性因子，人就

失去理性，产生了欲望，导致伦理冲突。“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

的行为和性格复杂化。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变化导致不同的伦理冲突，体现出不同的道德

教诲价值”（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15）。所以，即便科

尔曼有文化、有智慧，但人格并不健全，加之价值观的扭曲，他的斯芬克斯因子不断组合、

变化，使得他的生活注定要在危机四伏的伦理困境中载沉载浮。在这场地位起落、贫富攸

关的搏斗中，情绪低落的科尔曼转而放纵自己的兽性因子，在情欲的狂欢中麻醉自己，成

了欲望的奴隶。 
古希腊文学对于科尔曼而言不仅仅是他在社会上得以生存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能让他

在其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情绪、欲望的宣泄。妻子艾丽斯死后，科尔曼的孩子们指责他是

杀死他们母亲的凶手。孩子们的指责和幽灵事件使得科尔曼极度委屈、愤怒，古希腊悲剧

里的人物就成为他发泄的媒介。他们代替他表达愤怒，表达不满：“他从阿基里斯的怒

火，菲罗克忒忒斯的狂暴，美狄娅的斥责，埃阿斯的疯狂，厄勒克特拉的绝望和普罗米修

斯所受的苦难中知晓了各种恐惧。当愤怒达到极致时，这些恐惧会越演越烈。惩罚将以正

义的名义得以执行，而复仇的循环之路由此开始”（63）。“我们沿着‘愤怒’这条伦理

主线，不仅看到荷马时代的道德原则遭到破坏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伦理秩序的失衡，还看

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引发的更深层次的伦理思考”（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24）。在现实生活中被科尔曼压抑的各种代表兽性因子的冲动、本能，在对古希腊文学

的阐释中获得释放。罗斯告诉我们，这样的伦理轮回，从古希腊就开始了，只是在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会因经济、社会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由于“幽灵”事件的影响，科尔曼的处境每况愈下。生活的压力，前途的担忧，情欲

的压抑，促使科尔曼和福妮娅“不可思议”地走在了一起。在世俗的人看来，科尔曼和福

妮娅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差距太过悬殊。然而，欲望是人人都有的，无关其身份、地位、

学养；而且，欲望是强大而盲目的，就像一头饥饿的野兽，即使高大的“牛栏”也阻隔不

了情欲中的恋人的结合。

与福妮娅相对照，由于家庭传统、所受大学教育以及社会身份，科尔曼一直压抑着自

己的欲望本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他一直做着该做的事。他很忙，作为动物的天性被

关进了箱子里”（32）。然而，自然本能可以被压抑，但绝不会抹灭。兽性因子一直潜伏

在在他身内等待时机，蠢蠢欲动。在遇到福妮娅之后，带着欲望的兽性因子被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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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她毫不掩饰的冲动所吸引，“以前控制着他的潜藏的正义感现在正推动他，不可思议

的和一个女人保持精神和肉体的亲密。这女人绝不是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动物天性而一周两

次进入她身体的玩物”（164）。

“在文学作品中，斯芬克斯因子在人身上分别以自然意志、自由意志以及理性意志形

式体现出来。自然意志主要是人的原欲即力比多（libido）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由意志是人

的欲望 (desire) 的外在表现形式，理性意志是人的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然意志是最原

始的接近兽性部分的意志，如性本能”（聂珍钊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42）。而罗斯

擅于挖掘人的自然意志，并将自然意志通过欲望，特别是对性的欲望暴露无遗。因而很多

人指责罗斯的小说（尤其是《人的污点》）中过多露骨的性爱描写。然而，正是对性爱的

书写，表达了作者对性爱在人的伦理关系中的思考。科尔曼曾问福妮娅想从他身上得到什

么？福妮娅说：“一些友谊。也许一些知识。性。快乐”（30）。罗斯借福妮娅之口说出

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性关系的本质。这种类似于动物性的自然意志，是人最原始的本能。

福妮娅对性的欲望既自然、又纯粹，“她的上帝是自然”（295）。所以，福妮娅更愿意

和动物打交道。她宁愿在奶牛场辛苦的工作，每天看着奶牛“奶水充盈的乳房……享受着

肉欲刺激”（48）, 在与动物的凝视中反省自我，反审社会。福妮娅有欲望，但欲望却不

盲目。她真诚，对生活有着深刻的自省和警觉。然而在旁人看来，这画面却是“性压抑的

场景”（51）。

福妮娅“经常想到乌鸦。到处都是”（165）。她觉得自己和乌鸦心灵想通，甚至希

望来世能做一只乌鸦。她将科尔曼送给她的戒指偷偷送给了一只乌鸦，并私下“和一只乌

鸦定了婚”（247）。福妮娅不愿意和人呆在一起。她认为人是有污点的，这个污点就是

欲望，是“欲望所带来的一切疯狂。放荡。堕落。最原始的欢乐。而且这个污点是不能被

湮灭、消解的。” 这些污秽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有，并且“和慈悲、恩赐或者救赎都无关”。

她甚至呐喊出：“上帝堕落。上帝腐朽。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也是过着平凡生活的神。具

有人的形象的上帝”（242—243）。福妮娅的“上帝”是她个人的上帝，并且随着她的处

境、心境而变更身份：或是自然的，和自然相融洽的；或是欲望的，是她荒诞生态的变形。

她嘲笑欲望的上帝，也是嘲笑她自己的荒诞生活。身处伦理困境，她无力从欲望的泥沼中

自拔出来，理性意志压抑着自然意志。所以尽管厌恶，却也只能用这种自嘲的方式来发泄

对社会、对自己的不满。

处于伦理漩涡中的科尔曼和福妮娅的结合注定会导致毁灭。福妮娅的前夫最终设计了

一场车祸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罗斯想要表达的自然意志和社会伦理现实的冲突与无奈尽显

其中。这就印证了拉康那个著名的论断：“动物的欲望总是被生存、续命的欲望所决定，

当欲望脱离了动物欲望，它就成为了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如果价值

没有被他人所认可，那么欲望就迷失了方向。欲望一旦被点燃，主体为了得到认可便会铤

而走险，甚至在斗争中不惜性命”（转引自沙鸥 13）。

三

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存在提出过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正是伦理关系最核心的范畴，也是道德伦理规范形成的基

础。作为个体的人，无论谁都是社会历史中的一员，都有家庭、有欲望，都受现实社会伦

理规范的制约和影响，且最终都会经历死亡，走向墓地。在《人的污点》中，罗斯一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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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营造一种悲悯、压抑的氛围。代表噩运的乌鸦、充满血腥暴力的战争等等，但首当其

冲的却是整部小说笼罩着的死亡氛围。“死亡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海德格尔 269）。

小说一开头，主人公科尔曼的妻子艾丽斯就因为科尔曼的 spook 事件导致心脏病突发而不

治身亡。故事最后男女主人公科尔曼和福妮娅也因为“意外”车祸而丧生了。

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提到，人类对死亡伦理的思考是从斯芬克斯之谜

开始的。斯芬克斯之谜是“一个关于人的定义的问题”（182）。人终有一死，死亡是一

切生物必然的归宿。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命历程，也都有结束各自生命的命定形式，

这些形式无论自然与否，全由社会和个人的伦理环境所决定。死是生的镜像。科尔曼、福

妮娅和法利们的死亡，看似偶然，其中却有显在的因果“业报”。在悲剧人物科尔曼们身

上有一种张力，就是俄狄浦斯式的与命运抗争和接受死亡这两极态度之间的一种紧张的生

存关系。他们的死亡悲剧都带有浓厚的伦理困境的色彩。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开头就提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

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3）。小说中，有一段福妮

娅试图自杀的心理描写非常精彩。在福妮娅两个小孩因为意外而夭折之后，她悲痛欲绝试

图自杀。第一次她“做足了准备”，洗了澡，穿上最好的衣服，精心化了妆。而“第二次

是突然的，冲动的，了无生趣的，匆匆了事”（246）。两次自杀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

两次自杀心态差别如此之大？第一次自杀，福妮娅认为死亡是一件庄严神圣的事，人应该

有尊严的死去。她在意人们对她的评价，她要用死亡的庄重证明她生命的尊严。第二次自

杀时她真的已经心灰意冷了。不再在意外表，不再在意如何去死，更不再在意世人对她的

看法，只是抱着一心求死的心态。福妮娅的自杀生动地诠释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的

生被外部环境所决定，但我们的死属于自己”（毛姆 72）。讽刺的是，一个已经如此可

怜的人，居然连结束自己的生命都那么困难，真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她就只能

这样苟活着，只在最原始、最本能的欲望挣扎中寻求着活下去的理由。就像弗洛伊德所说：

“文明的演变过程已经不再模糊，它是爱欲与死亡之间、生本能与破坏本能之间的斗争，

正如我们人类所经历得那样。这种斗争构成了所有生命的基本部分，人类文明的演变因此

可以被简单地描述成求生的斗争”（转引自斯托尔 226）。只是在这场“求生的斗争”中，

福妮娅被命运之神无情地作弄了。在她认为自己也许找到了依靠、找到了生路的时候，却

被前夫设计的一场“意外”夺去了生命。罗斯通过福妮娅的遭遇告诉我们，在当今社会，“他

人即地狱”；身份困境之中，生也迷茫，死也迷茫。这或许就是底层人物的宿命。

这部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事件就是 1961 年的越南战争。美国学者丹尼尔·

贝尔认为：“在美国，甚或是在世界上，倘若有什么单一的因素是社会紧张局势的催化剂，

那就是越南战争”。许多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在道义上让人“稀里糊涂”，使得政府信誉

令人怀疑。而且“对于青年人来说，越南战争是促使他们异化的唯一最直接的根源”（贝

尔 243—244）。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主要反映在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法利身上。法利是

福妮娅的前夫，参加过越南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感受既直接又深刻。小说通过法利的经历

和反思反映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普通美国青年的深刻影响。

法利和许多像他一样的美国青年满怀梦想奔赴越南战场。然而，战争的失败粉碎了美

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战争的残酷和道义的失衡，使许多士兵在精神上受到扭曲从而丧失了

基本的价值判断。在战场上，无数的法利“将自己置于了一个生存竞争的伦理环境，而这

个伦理环境的典型特征就是弱肉强食”（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08）。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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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丛林法则不仅仅适用于自然界，也是人类社会在道德沦丧、伦理混乱时的衡量标

准。越战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法利的心头。法利出现梦魇，越战的经历经常“闪回”在他的

记忆中，恐惧长期盘踞在他内心深处，使他在战争结束很多年后，仍没法投入到正常的生

活之中。他无一技之长，经营农场也以失败告终。与福妮娅的婚姻面临解体的危险，他只

能从对妻子的施暴中获取平衡和尊严。两个孩子的意外死亡对他更是致命的一击。离婚后，

得知福妮娅和别人私通，尤其还是个非裔美国人私通之后，他的怒火被点燃了。他设计杀

死了科尔曼和福妮娅，在愤怒的“复仇”中终结了自己的美国梦。罗斯告诉我们，缺乏社

会关怀和成功体验的人格是不健全的。不幸容易导致偏激；偏激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最

终成为滋生仇恨与死亡的温床。

胡吉省在《死亡意识与神话》中说：“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是人类对死

亡的意识和思辨”（164）。罗斯在反思生存、死亡，他笔下的人物也在反思着生存和死亡，

或者说，他们代表罗斯表达着他对生存和死亡的看法。在科尔曼和福妮娅去世后，作为科

尔曼的好友、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内森经常追问自己：“在我脑海里是否思考的仅仅是死亡？

死亡和我自己？死亡和科尔曼？”（206）即便是在听音乐会这样本应该令人心情愉悦的

时刻，内森也会想到死亡，而且是关乎人类的死亡。对死亡的思考来自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死亡是恐怖的、强有力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同样，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也是无可避免的。

而恐惧，说到底，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人类意识到死亡迟早要来，它是人无可逃避

的宿命。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对处于特

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剖析，分析伦理选择的不同动机”（聂珍钊，《文

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5）。罗斯正是用这样一部创作手法多样、内容包罗万象的小说，深

刻地反映了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美国的社会现状，剖析了人性以及人类的命运。罗斯试图

通过他的创作，为我们展示一些人类生存境况的现象模式。这些模式几乎涵盖了诸如忠诚、

责任、爱情、人性、死亡等等与生活和生存相关的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无一例外地和

人类伦理道德有关。然而，发现问题是一个方面，发现之后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又是一个

方面。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并且怎样做” 。因为无论我们

面临何种问题都需要做出决断、采取行动。只有采取行动，人类才会进步。但遗憾的是，

“却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做出决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及我们应当承担并应该

愿意承担何种后果”（邓安庆 39）。这部小说中所揭示的伦理现象不同于传统的道德批评。

他没有对小说人物和事件作简单的善恶、好坏评判，他关注的是造成这一现状的社会、历

史成因。他不仅关注少数族裔的生存环境，更是关注整个人类社会身份、人性、死亡等现

实伦理问题。他告诉了我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及做的结果，但他没有告诉我们面

对伦理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也许这不是一个人，一部小说所能解答的伦理之谜。

注解【Note】

①关于 The Human Stain 的译法，国内目前唯一的中文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发行，刘珠还老师将书名译为《人

性的污秽》，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文译名为《人性污点》。根据聂珍钊教授在其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

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中的观点：人和人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人是人性的载体；人性是一个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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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概念，是人的道德属性，它的核心是善。聂教授在文章中专门提及了对于 The Human Stain 这本小说书

名的翻译，他认为译为《人性的污秽》或者《人性污点》并不准确。故本文采用聂珍钊教授的译名《人的

污点》。本文相关引文均译自 Philip Roth, The Human Stai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以下只注明具体页码，不再一一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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