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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伊班语的音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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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班语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占语支语言，是无声调的黏着型语言。伊班语的音节

结构除了和其他南岛语一样属于多音节语言，还有着汉藏语复辅音和辅音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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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伊班语是达雅克语群中的语言之一，因此通常被称为伊班达雅克。早期的语言学家将伊班达雅克

语 群 称 为 Ibanic 语 群 ，在 Ibanic 语 群 中 的 部 落 有 Kantu Dayak，Ketungau，Mualang，Desa，Seberuang 和

Bugau。与伊班语接近的语言是 Kantu，Mualang，Desa，Seberuang 和 Bugau（Blehaut，1998）。 [1]（P20）在 Ibanic
语群中，对话者在相互交流时彼此之间不会有任何困难。霍斯（Lebar，1972）指出，伊班语类似于伊斯

兰教传播之前在苏门答腊所说的古老（旧）马来语，与其他的达雅克语不同。 [2]（P181）

关于 SIL 伊班语被归类为南岛语系（马来语 - 波利尼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族马来-占语支（Simons
和 Fennig，2017）。 [3]西加里曼丹省使用伊班语，范围涉及卡普阿斯 Hulu 县，Nanga Katungau 北至卡普阿

斯（Kapuas）河中部的砂捞越（Sarawak）边境，Betung 山以东至 Udjungumbut，西至位于卡普阿斯南部边缘

下游的新塘县 Sebangkung。
伊 班 语 的 方 言 有 atang Lupar，Bugau，Kantu'，Ketungau（Air Tabun，Banjur，Demam，Maung，Sebaru'，

Sekapat，Seklau，Sesat，Sigarau），Desa。 使用伊班语者人数高达 15 000 人（Simons 和 Fennig，2017）[3]，由于

使用者的广泛分布，伊班语非常引人注目。除印度尼西亚外，马来西亚和文莱·达鲁萨兰国也使用伊班

语。在印度尼西亚，印尼语言发展和建设中心已开展了几项关于伊班语的研究。如 Tanjungpura 大学的

研究团队 Mustafa Kamal 等人从技术层面进行伊班语的重叠系统研究，他们于 1990 年出版了专著《伊班

语中的重叠系统》。这项研究描述了重叠的类型、重叠的形式、重叠的单词类型以及伊班语重叠的含

义。伊班语中的重叠系统被认为与印度尼西亚的重叠系统没有太大区别（Kamal 等，1990）。 [4]（P38）一年

后，Mustafa Kamal 等人进一步从技术层面对伊班语语言结构进行研究，出版了相关成果（Kamal 等，

1991）。 [5]

在马来西亚和文莱·达鲁萨兰国，伊班语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关于马来西亚伊班语的一些研究，有

收稿日期：2021-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岛语系占语支与海南汉藏语系侗台语的语音演化研究”（批准号：21BYY040）。

作者简介：Maria Magdalena Sinta Wardani（1986~），女，印度尼西亚日惹人，Sanata Dharma 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南岛语言研

究、印尼语言文化、历史比较语言学；张会叶（1982~），女，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南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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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曾在第 50 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2017 年 11 月 25 日—28 日，北京）上宣读，承蒙与会专家先生提出宝贵的

修改意见，特此诚挚感谢诸位先生！文中出现的谬误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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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ah（1981）和 Richards（1981）（Tjia，2007）已经做过关于伊班语的语言结构研究。 [6]（P10）马来西亚教育

部语言和图书馆理事会也于 1989 年出版了一本《伊班语-马来西亚语词典》。同时，文莱·达鲁萨兰王

国的伊班语研究可以追溯到如 Paolo Caluzi（2010）题为“婆罗洲的濒危语言：在文莱的特姆布隆（Tembu⁃
rong）关于伊班和穆鲁特（伦巴旺）的一项调查”的研究。

本文伊班语的语言数据来源于两次田野调查，即 2015 年 9 月和 2017 年 7 月调查组在西加里曼丹省

（Kalimantan Barat）坤 甸 市（Pontianak）本 卡 杨 县（Bengkayang）Jagoi Babang 区 的 Semunying Jaya 巴 雷 村

（Pareh）和西加里曼丹省卡普阿斯 Hulu 县的 Utik 河。数据收集点在两个不同县城，但它们都被认为具

有相似的文化统一性。本文通过观察、访谈、录音和记录来获取语料，然后对录音进行语音转写成国际

音标，以便对伊班语的语音和音节结构进行描述。本文运用语音学方法描述了伊班语的语音，伊班语

多达 10 个元音，20 个辅音和 3 个双元音。另外，伊班语没有 [v]，[f]，[z]，[x]，[š]和 [q]音。伊班语的音节结

构有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同时，伊班语的音节类型是 V、VC、CV 和 CVC（Kamal 等，

1991）。 [5]（P44-45）这在南岛语音韵学研究领域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提供给在印度尼

西亚使用伊班语相关的丰富的语音知识。

二、元 音

（一）单元音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伊班语有 11 个元音 [a][ə][e][ɛ][ӕ ][i][ɪ][o][ɔ][u][ʊ]和 19 个辅音，即辅音 [b][c][d][g][h][j]
[k][l][m][n][ŋ][ɲ][p][r][s][t][w][y][ʔ]。伊班语元音语音见下表 1。

表 1 元音语音

高
半高
半低
低

前
ɪ i
e

ɛ ӕ
a

中

ə
后
u ʊ
o
ɔ

在 11 个元音语音中有 6 个元音音素，即元音 /a/、/ə/、/e/、/i/、/o/和 /u/。通过进行最小的比对测试可以

在下表 2 中看到：

表 2 元音音素

音素

/u/, /a/
/a/, /i/
/a/, /ə/

例词
[umay]‘ladang’旱田

[amay]‘sangat’十分，非常
[kulat]‘jamur’蘑菇

[kulɪt]‘kulit’皮肤
[lamaʔ]‘lama’长，久；旧

[ləmaʔ]‘lemak’弱

音素

/e/, /a/
/o/, /a/

例词
[ɡaleʔ]‘berbaring’躺
[ɡalæʔ]‘galak’凶猛的
[layoʔ]‘layu’枯萎

[layaʔ]‘perkelahian’一场战斗

在伊班语中，音位变体出现在闭口的音节中。以下语音听起来像是伊班语中元音音素的音位变

体：（1）[ӕ ]的发音是音素 /a/的音位变体 ;（2）[ɔ]的发音是音素 /o/的音位变体 ;（3）[ɛ]的发音是音素 /e/的
音位变体 ;（4）[ɪ] 的发音是音素 /i/的音位变体 ;（5）[ɔ]的发音是音素 /o/的音位变体 ;（6）[ʊ]的发音是音

素 / u /的音位变体。

同时，双元音 [ay][aw][uy][ʊə][ɪə]位于音节尾位置。

（二）复合元音

除了单元音之外，伊班语中最后一个音节的位置也有复合元音。伊班语中的复合元音包括了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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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即：（1）滑向 [i]和 [u]音尾的高元音移动的复合元音 ;（2）滑向 [ə] 音尾中央 /中心发音移动的复合元

音。 复合元音的语音数据可以从下面看出：

（1）[ay]是从低中不圆唇到高前不圆唇的复合元音。

复合元音 ai 是从低中不圆唇到高前不圆唇的元音变化。伊班语中的单词包含复合元音 [ay]，例如

lemai [ləmay]“下午 /下午”。

（2）[aw] 是从低中不圆唇到高后圆唇的复合元音。

复合元音 au 是从低中不圆唇到高后圆唇的元音变化。复合元音 [aw]出现在 mansau [mansaw]“生气 /
愤怒”这个词中。

（3）[uy]高 后 圆唇到高前不圆唇。

复合元音 ui 是从高后圆唇到高前不圆唇的元音变化。复合元音 [uy]出现在 betui [bәtuy]“下注”这

个词中。

（4）[ʊə] 后高不圆唇到半高中不圆唇。

复合元音 ʊə 是从后高不圆唇到半高中不圆唇的元音变化。复合元音 [ʊə]出现在单词 [tin+dʊəʔ]“睡

觉 /睡觉”和 [i+jʊəʔ]‘enau’“糖棕榈”中。然而，讲伊班语的人也使用其他变体，即通过发 [tin+dɔʔ]“睡

觉 /睡觉”和 [i+jɔʔ]‘enau’的音。

（5）[ɪə] 前高不圆唇到半高中不圆唇。

复合元音 ɪə 是从前高不圆唇到半高中不圆唇的元音变化。复合元音 [ɪə]出现在 [bi +lɪəʔ]“房间 /房
间”这个词中。上述所说的复合元音 [ɪə]随着 [bi +lɪʔ]中的单元音 [i]而变化，具有相同的含义。

史密斯（2017）指出，伊班语中 [ʊə]的发音是古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uC 发音的反映。同时，伊班

语中 [ɪə] 的发音是古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 -iC 声音的反映。 [7]（P184）以下是史密斯关于复合元音 [ʊə]和
[ɪə]发音的解释：“在伊班语和 Mualang 语中，在塞韵尾中的元音表现出次要的中元音滑动，其中塞韵尾

音节中的高元音（这个区域里语言的典型特征）经历了终极弱化。”[7]（P186）

显然，上述所说的这两个复合元音首先由操伊班语的人们所知。虽然在这个时候，复合元音 [ʊə]的
发音与单元音 [ɔ]竞争 /变化，而 [ɪə]与单元音 [i]竞争。

三、辅 音

（一）单辅音

以前的研究由 Mustafa Kamal 等人进行（1991）。 [5]（P21-26）在伊班语中有 10 个元音，即 [a][ə][ɛ][ӕ ][i][ɪ][o][ɔ]
[u] [ʊ]，以及 20 个辅音，即 [b][p][m][w][t][d][n][1][r][Ɍ][s][c][j][ɲ][k][ɡ][ŋ][h][y][ʔ]。以下表 3 是本次调查伊班语的

辅音。

表 3 辅音语音图

爆破音
鼻音
颤音
擦音

半元音
舌边音

双唇音
p b
m

w

齿尖音
t d
n
r
s
l

软腭音
c j
ɲ

y

舌根音
k g
ŋ

声门音
ʔ

h

在上述 19 个辅音中，有 18 个辅音音素，即 /b/、/c/、/d/、/g/、/h/、/j/、/k/、/l/、/m/、/n/、/ŋ/、/ɲ/、/p/、/r/、/s/、/
t/、/w/、/y/。

以下表 4 是伊班语辅音音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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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辅音音素

音素

/m/, /n/
/ŋ/, /l/
/ɲ/, /g/
/m/, /w/
/p/, /b/
/c/, /t/

例词[ŋətam]‘mengetam’折断

[ŋətan]‘tahan’忍受
[kəɲaŋ]‘waktu’时间

[kəɲal]‘tahan’忍受
[ɲaʔ]‘ini’这

[gaʔ]‘juga’也
[damay]‘damai’和平

[daway]‘kawat’电线
[ampʊn]‘ampun’天呐！

[ambʊn]‘embun’露水
[maca]‘membaca’阅读

[mata]‘mata’眼睛

音素

/d/, /t/
/g/, /k/
/h/, /s/
/l/, /r/
/j/, /b/
/w/, /y/

例词[naday]‘tidak ada’没有

[natay]‘mendatangkan’运来
[gaʔ]‘juga’也
[kaʔ]‘burung gagak’乌鸦
[ampʊh]‘genangan’水坑

[ampʊs]‘asma’哮喘
[ləŋaʔ]‘wijen’芝麻

[rəŋaʔ]‘pilek’感冒
[jalay]‘jalan’路

[balay]‘balai’宫殿
[awaʔ]‘agar’稍微

[ayaʔ]‘paman’叔叔

在音节结尾部分，[ʔ]的发音有来自音素 /k/的音位变体。此外，[p˺]的发音成了音素 /p/的音位变体，

[t˺]的发音成了来自音素 /t/和 /d/的音位变体。

我们通过观察、访谈、录音和记音来获取语料。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伊班语中的单词可以包含 1
个音节、2 个音节、3 个音节和 4 个音节。伊班语有 18 个辅音音素，即辅音 /b/、/c/、/d/、/g/、/h/、/j/、/k/、/l/、/
m/、/n/、/ŋ/、/ɲ/、/p/、/r/、/s/、/t/、/w/和 /y/。

在韵尾的音素 /k/变为 [ʔ]，/p/变为 [p˺]，/d/和 /t/变为 [t˺]。伊班语中的元音音素是 6 个，即 /a/、/ə/、/e/、/
i/、/o/和 /u/。伊班语的音节形式可用以下六种类型表示：（1）由 1 个元音（V）组成的音节 ;（2）由 1 个元

音和 1 个辅音（V）（C）组成的音节 ;（3）由 1 个辅音和 1 个元音（C）（V）组成的音节 ;（4）由 1 个辅音、1
个元音和 1 个辅音（C）（V）（C）组成的音节 ;（5）由 2 个辅音和 1 个元音（C）（C）（V）组成的音节 ;（ 6）由

2 个辅音、1 个元音和 1 个辅音（C）（C）（V）（C）组成的音节。

在上面的 6 种音节模式中，似乎伊班语在音节开始的位置中发现了簇（辅音丛）[mb]，[nd]，[mp]，[ns]
和 [nt]。

（二）辅音丛

在关于南岛语语音学的讨论中，在确定语音的状态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争论，即两个辅音是否与

语音片段或两个语音片段的状态相邻，以用于区分两者的技术术语是集群和鼻前或鼻后爆发。

在伊班语中找到了 [mb][nd][mp]发音的音丛。在 [m]和 [n]发音后出现的塞音 [b]和 [d]在 [səmbilan]“九

月”和 [ndor]“地点”词中被弱化。同时，在 [m]之后出现的塞音 [p]如单词 [mpəjadi]“进行”所示的那样得

到了强化。

此外，伊班语语群的发音也有变化。 请注意以下例子：

（1）a. nsabi [nsa+bi]‘sawi’ 芥末菜 （2）a. ntemu [ntə+mu]‘ temulawak’ 生姜

b. ensabi [ən+sa+bi]‘sawi’芥末菜 b. entemu [ən+tə+mu]‘ temulawak’生姜

一部分讲伊班语的人使用 [ns]和 [nt]辅音丛，并且分布在音节 /ns_/和 /nt_/开始的位置。但是其他讲

话者的发音方式不同，因为在上述的两个辅音之前，出现了央元音 [ə]，使得 [n]的发音位于结尾 /_n/，[t]
的发音位于开始 /s_/。同样，[n] 的发音位于音节尾 /_n /，[t] 的发音位于音节首 /s_/。在 Utik 河地区出现

的语音变化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历时角度探索并进行分析。

四、伊班语的音节结构

音节是从两个自然音素之间的响度峰值开始的一段语音（Kridalaksana，2008）。 [8]（P230）伊班语中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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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一个音节，例如单词 pun [pun]“树”；此外，伊班语中的词也可以是两个音节，如 cicak [ci+caʔ]“蜥

蜴”；三个音节，如：kemaya [kə+ma+ya]“什么时候”，以及四个音节，如：kelekanit [kə+lə+ka+nit]“扁桃”。

在伊班语的 19 个辅音中，有的音可以位于开始和结尾，有的音只能位于开始或结尾。在下表 5 中

可以看到相关数据。

表 5 音节首位置的辅音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音素

[b]

[c]

[d]

[ɡ]

[j]

[k]

[l]

[m]

[n]

[ɲ]

[ŋ]

[p]

[r]

[s]

[t]

[w]

[y]

例词
bintang [bin+tæŋ]‘bintang’星星

but [bʊd˺]‘buntu’死胡同
kecapu [kə+ca+pu]‘teratai’荷花

ciru [ci+ru]‘jernih’清澈的
dan [dan]‘dahan’等一下

idup [i+dʊp˺]‘hidup’生活
gegat [ɡə+ɡat˺]‘ngengat’蛾

gidan [ɡi+dan]‘geram’愤怒的
jerumat [je+ru+mat˺]‘jarum’针

jerita [jə+ri+ta]‘kisah’故事
kumang [ku+mæŋ]‘dewi’女神

kesal [kə+sal]‘cemas’担心的
lengak [lə+ŋaʔ]‘wijen’芝麻

lalak [la+læʔ]‘botak’秃头
mansau [man+saw]‘merah’红色

merung [mə+rʊŋ]‘lolong’狗吠声
nadai [na+day]‘tidak ada’没有

nikek [ni+kɛʔ]‘naik’升
nyak [ɲaʔ]‘adalah’是

nyelipan [ɲə+li+pan]‘lipan’蜈蚣
tengah [tə+ŋæh]‘tengah’中间

gigi [ŋə+lɪʔ]‘gigi’牙齿
punyuk [pu+ɲʊʔ]‘jagung’玉米

pisak [pi+saʔ]‘bisul’烧开
ribut [ri+bʊd˺]‘angin’风

rangkai [raŋ+kay]‘mengering’烘干
seput [sə+pʊt]‘napas’呼吸

sikar [si+kar]‘lincah’敏捷的
temedak [tə+mə+daʔ]‘cempedak’俗气的

timbun [ti+mbʊn]‘tadah’拳头
bawang [ba+wæŋ]‘bawang’葱

empelawak[əm+pə+la+waʔ]‘laba-laba’蜘蛛
liyak [li+yaʔ]‘jahe’姜

buyan [bu+yan]‘penakut’胆怯者

音节结构
CVC + CVC
CVC
CV + CV + CV
CV + CV
CVC
V + CVC
CV +CVC
CV + CVC
CV + CV + CVC
CV + CV +CV
CV + CVC
CV + CVC
CV + CVC
CV + CVC
CVC + CV
CV + CVC
CV + CV
CV + CVC
CVC
CV + CV + CVC
CV + CVC
CV + CVC
CV + CVC
CV + CVC
CV + CVC
CVC + CV
CV + CVC
CV + CVC
CV + CV + CVC
CV + CCVC
CV + CVC
VC + CV + CV + CVC
CV + CVC
CV + CVC

在伊班语中，从未出现在结尾位置的辅音是 [ɲ]，[b]，[c]，[d]，[g]和 [j]。同时，从未出现在首音节位置

的辅音是 [h]和 [ʔ]。
在伊班语中，一个音节可以由一个元音组成，但是一个音节不能由辅音组成。在没有辅音的情况

下可以形成音节的元音是 [a]，如 akek [a+keʔ]“爷爷”这个词，元音 [i]和 inek [i+neʔ]“奶奶”这个词一样，

元音 [u] 和 urang [u+ræŋ]“人”这个词一样，元音 [ə]和 engau [ə+ŋaw]“和”这个词一样。

以下表 6 是位于音节尾位置的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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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位于音节尾位置的辅音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音素

[h]
[l]
[m]
[n]
[ŋ]
[p˺]
[r]
[s]
[t˺]
[ʔ]
[w]
[y]

例 词mutah [mu+tæh]‘muntah’呕吐

sangkuh [saŋ+kʊh]‘tombak’长矛
pangal [pa+ŋal]‘bantal’枕头

pemuntul [pə+mʊn+tʊl]‘akhir ucapan’结束语
celum [cə+lum]‘hitam’黑色

padam [pa+dam]‘padam’出去
uban [u+ban]‘uban’白发

sempun [səm+pʊn]‘obor’火炬
pegong [pə+ɡoŋ]‘kolam’水池

tulang [tu+læŋ]‘tulang’骨头
insap [in+sap˺]‘rokok’抽烟

lesap [lə+sap˺]‘hilang’消失
piyawir [pi+ya+wɪr]‘capung’蜻蜓

tusur [tu+sʊr]‘longsor’滑坡
iris [i+rɪs]‘iris’切成薄片

babas [ba+bas]‘hutan’森林
tumbit [tu+mbɪt˺]‘tumit’炒

unsut [un+sʊt˺]‘lumur’覆盖
carik [ca+rɪʔ]‘sobekan’撕裂

lemak [lə+mæʔ]‘rawa’沼泽地
limaw [li+maw]‘jeruk’橙子

danaw [da+naw]‘danau’湖
apai [a+pay]‘ayah’父亲

indai [i+nday]‘ibu’母亲

音节结构CV + CVC
CVC + CVC
CV + CVC
CV + CVC + CVC
CV + CVC
CV + CVC
V + CVC
CVC + CVC
CV + CVC
CV + CVC
VC + CVC
CV +CVC
CV + CV + CVC
CV + CVC
V + CVC
CV + CVC
CV + CCVC
VC + CVC
CV + CVC
CV + CVC
CV + CV
CV + CV
V + CV
V + CCV

可以通过下表 7 了解伊班语的音节结构。

表 7 伊班语的音节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音节首
-
√
-
√

√√
√√

音节中
√
√
√
√
√
√

音节尾
-
-
√
√
-
√

音节结构
V
CV
VC
CVC
CCV
CCVC

N
ON
NK
ONK
OON
OONK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伊班语的音节形式有以下六种类型：

（1）由一个元音（V）组成的音节。

音节结构（V）如出现在单词 ari [a+ri]“天”中的。在这个单词中，元音 [a]位于单词倒数第二个音节的

首位置。

（2）由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V）（K）组成的音节。

音节结构（V）（C）如出现在单词 taun [ta+un]“年”中的。在这个单词中，元音 [u]和辅音 [n]位于单词

最后一个音节的末尾（单词 -结尾）。

（3）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C）（V）组成的音节。

在 bulan [bu+lan]“月亮”这个单词中可以看到（C）（V）的音节形式。在这个单词中，辅音 [b]和元音 [u]
位于单词倒数第二个音节的开始位置。

（4）由一个辅音，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C）（V）（C）组成的音节。

音节结构（C）（V）（C）出现在单词 ujan [u+jan]“雨”中。在这个单词中，辅音 [j]、元音 [a]和辅音 [n]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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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单词最后一个音节的末尾（单词-结尾）。

（5）由两个辅音和一个元音（C）（C）（V）组成的音节。

音节结构（C）（C）（V）出现在单词 ngkual [ŋku+ʷal]“呕吐”中。在这个单词中，辅音 [ŋ]中，辅音 [k]和
元音 [u]在单词倒数第二个音节的开始位置。

（6）由两个辅音，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C）（C）（V）（C）组成的音节。

音节结构（C）（C）（V）（C）出现在单词 ndak [ndaʔ]“不”中。在这个单词中，辅音 [n]、辅音 [d]、元音 [a]
和辅音 [ʔ]位于单词最后一个音节的位置（单词 - 结尾）。 另一个例子是 məmbam“攫取”。在这个单词

中，辅音 [m]，辅音 [b]，元音 [a]和辅音 [m]位于单词最后一个音节的末尾（单词 - 结尾）。

五、结 语

伊班语是一种使用者分布广泛的语言。伊班语有 6 个元音音素，即 /a/、/ə/、/e/、/i/、/o/和 /u/；以及 18
个辅音音素，即 /b/、/c/、/d/、/g/、/h/、/j/、/k/、/l/、/m/、/n/、/ŋ/、/ɲ/、/p/、/r/、/s/、/t/、/w/和 /y/。

除了单元音之外，伊班语还有复合元音。伊班语中的复合元音是 [ay]，[aw]和 [uy]等复合元音，它们

位于音节的结尾。使用伊班语的人也知道复合元音 [ʊə]和 [ɪə]。但在讲伊班语的人中，上述两个复合元

音的使用因单元音 [ɔ]和 [i]而异。伊班语具有在音节开始处有簇（辅音组）[mb]，[nd]，[mp]，[ns]和 [nt]。因

在鼻音 [n]之前，讲伊班语的人在发中元音 [ə]时，有发音变化，因此某些单词中不再包含 [ns]和 [nt]。
伊班语的音节形式可以用以下六种类型（V）、（V）（C）、（C）（V）、（C）（V）（C）、（C）（C）（V）和（ C）

（C）（V）（C）。在上述的六个音节形式中，似乎伊班语中音节的一般形式是辅音-元音-辅音（CVC）。

这项研究仍然是一个基础研究，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便仔细记录和绘制西加里曼丹伊班语的方言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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