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赞美是我们最熟悉的事情，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我
们也都是在赞美声中长大的，爹妈夸，老师夸，同事夸，
领导夸……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学习赞美别人，
夸爹妈，夸老师，夸同事，夸领导，还有夸单位，夸家乡，
夸祖国……总之，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我们生活在赞美
和被赞美的温馨中，像金鱼一样，优哉游哉吐着赞美的
水泡泡。有着精神生活的我们，赞美是保持我们和谐
生存的重要元素，不能想象，一个从来没听见过赞美之
词的人能够长大，同样也不能想象，一个对任何事情都
绝不赞美的人能是个精神正常的人。赞美与被赞美，
也就是爱与被爱，喜欢与被喜欢。幸福是什么？就是
有着爱与被爱，喜欢与被喜欢的人生嘛。大了讲，爱世
界爱人类爱国家爱故乡，被世界所爱被人类所爱被国
家所爱被乡亲所爱；小了讲，如王世襄爱蛐蛐爱鸟笼爱
家具爱字画，也因爱成为人生充满情趣的大玩家名扬
天下。幸福与赞美分不开，千真万确；然而，赞美也不
一定全是幸事全是福音，也有各种变调和杂音，细细
品，就能体会生活的多种滋味。

赞美之声，如果有了功利之心，不是由衷地发自
内心，而是以赞美换取现实的利益，这就叫阿谀奉承，
叫拍马屁，这类东西在与名利最近的场所充盈弥漫，

成为公害。“被赞美”者如果位高权重，如果财大气粗，
那么，“被赞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官德而言，廉
洁奉公者，也需要“被赞美”。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

“口碑”，当然这口碑应该是赞美才好。然而，为官者
更应明白，“被赞美”对于在位者不是一件不易得到之
物。如果太喜爱“被赞美”，上有所好，下必风行。如
果媒体一片赞美，如果各种文艺作品一片赞美，其实
就不一定是好兆头。“被赞美”对那些位高权重者，是
属下最低成本的回报。开国领袖有句话，好话坏话都
要听。我觉得，被赞美不需肚量，听得进坏话却需修
养；我还以为，能“被赞美”容易，能听到坏话还需要说
话者“愿说并且敢说”的条件。这种条件，不仅需要个

人的开明，还需要制度的保障。
赞美之词，在同窗同行同事之间，是维系人际关系

的重要元素。这并非坏事，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同行
是冤家，同窗无好言，同事互相拆台，那么人际关系紧
张，环境不和谐，谁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赞美之词成
为一种利益共同体之间的交换物，那么，这一次“被赞
美”就要准备下一次用赞美来抵还。记得曾读到一篇
批评文章，说学术界有这么一种不正之风，师出同门或
同一名校的同窗赞美彼此，那么，这一批学者就成了

“互相抚摸的男人”。话说得挖苦，但确实说出了一个
道理，现在文学圈有那么一些批评家实际上基本不批
评，主要的工作是“赞美”捎带着“被赞美”。都在说文
学无大家，然而“赞美”和“被赞美”却是当下主要的文学
批评方式。

尽管我对赞美说三道四，我依然是一个对世界充
满赞美之心的人。真的，当我从地铁口出来，看到那
些匆匆的打工者，我赞美他们闯进都市的勇气。注视
背着沉重书包的孩子，我赞美他们带给早晨的快乐。
赞美路旁的树，它们站在喧嚣的车道旁多不容易，赞
美从云中露脸的太阳，它总不后悔升起又会落下，多
好啊，无论生活着还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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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2005 年的春天，
我应聘到报社工作，也把儿
子的学籍转了来。儿子上
学不久就逢上愚人节。那
天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有
个小同学在下课时对儿子
说：“你爸爸来了，在校门口
等你呢。”

儿子发懵，然后半信半
疑，最后是欣喜若狂。跑到
学校门口找爸爸。记忆里，
他恍惚还记得爸爸的模样，
高大，很帅，能用一只胳膊
提起他轮上三圈。但是校
门口除了卖零食的，没有等
待儿子的人，也没有像爸爸
的人。儿子在校门口等了
半堂课，是同学来叫他回去
的，说今天是愚人节，你咋
那么死心眼，你爸爸没有
来。

儿子就一直忍着，忍着。等放学
我去接他时，他抱着我的腰把头埋在
我的怀里就开始哭，哭得上气不接下
气。儿子的同桌跑来跟我说了原委。
我只好拍着他的小肩膀告诉他要坚
强。

但那天儿子很不坚强，一直哭。
他不停地说：“妈妈你把爸爸找回来，
把爸爸找回来。”后来我也哭了。他爸
爸已经去世多年，我找不回来。

打那时起，儿子再不过愚人节。
我也受了影响，每年的愚人节报社要
采访跟节日相关的稿件，我都尽量回
避。因为一想到愚人节，我的眼前就
会出现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站在校门

口，等到夕阳把他的身影拉
长了，依然没有等来爸爸。

儿子一年年地大了，我
们 似 乎 都 淡 忘 了 这 个 节
日。去年春天时，儿子上了
一所电脑学校，他的同学都
比他大个三两岁，晚上放
学，都各有活动。儿子也时
常晚归。一到放学时间我
就忐忑不安，担心他晚归，
担心他在外面玩会出什么
意外。

那天晚上放学的时间，
儿子突然来电话，说晚上不
回来了，有个同学要过生
日，他们去庆祝。这种情况
过去有过一次，那次我找遍
了 全 城 的 歌 厅 才 找 到 儿
子。儿子还小，小到还不懂
保护自己。

我想在电话里让儿子早点回来，
但儿子的手机挂断了。我焦虑不安，
穿戴好要出门找他时，他竟然回来
了。笑呵呵地说：“妈你真是 Out，今
天是愚人节，我愚你一下。”

我的心哗地一下就柔软下来。儿
子终于接受了这个节日，甚至还能跟
我开个玩笑。我也笑着说：担心你么，
你在外面，我怕你不知道保护自己。

儿子却说：“我能保护你就行
了。就是为了不让你担心我才回来。
让你高兴，算不算是保护你？”

我的眼睛湿润了。儿子长大了，
他不是那个吵着跟我要爸爸的小男孩
了，他已经肩负起了他爸爸应该肩负
的任务。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打
开了“民国之门”，“拉开了
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不仅
赶跑了清朝皇帝，还使中国
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从此永绝；不仅猛烈地冲击
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
态，还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
方面，造成了一代新风。1912 年 3
月 5 日出版的《时报》用 5 个成、5 个
灭和 17 个兴、17 个灭，高度概括了
这种新风。其中 5个成、5个灭即共
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
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
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
灭。17个兴、17个灭即新教育兴，旧
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
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

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
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
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
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卡片兴，大
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
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
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
栈名词灭。同时，破除神权，反对迷
信，改革旧的婚丧礼俗，也是民初社
会风尚演变的重要内容。民初社会
风尚演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崇洋”
倾向，与“去土存洋”相补充的，是奢

靡、虚华风气的存在。民初，
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于
人的价值，产生了新的认识；
对政治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
趣；对于职业和学问改变了

以往的看法；对于消费生活，采取了
不同的态度。民初社会风尚的演
变，发端于清末，急剧变化与辛亥革
命以后，主要表现形式是追新慕异，
去土求洋，主要内容是以西方资产
阶级的人生哲理，取代儒家的伦理
纲常等，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
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性思想为
武器，革除旧的陈规陋习，为社会前
进开辟道路的愿望。不过，这种社
会风尚革新的影响仅限大、中、小城
市，对于广大农村则影响甚微。

五年前，许映洁的丈夫辞去稳定的工作独
自打拼，几经失败后脾气日益暴躁，而生活也由
此变得拮据。婚姻的不如意加上同事杨远的频
频示好，让她陷入了极度矛盾中，她决定带着四
岁的儿子走出不幸的婚姻，远离流言，却没有过
上她想要的平静生活。离婚后的种种艰辛和不便让
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再婚，感动于杨远给予的关心和帮
助，两人不顾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走到了一起，婚后，
杨远对她百般呵护，她不久怀孕，生下一个女儿。在
此期间，前夫的事业也渐有起色，他在一次偶然中听
到了关于前妻与再婚对象的传言，得知原来两人之间

早有情义，顿感受到了欺骗污辱，心生妒意，他知道妻
子视孩子如生命，为了报复，展开了孩子抚养权争夺
之战。

与此同时，杨远因为有了自己的女儿，便不想留
她前夫的孩子，生活摩擦中，这个孩子已经成了他和
她之间的障碍，她想努力要回孩子因为少于丈夫的支

持而最终失利。
前夫达到了目的，但对于孩子却无心照顾，

看到他也无非勾起对前妻的恨意。于是将他送
到了很远的乡下妹妹家，只寄抚养费。母子从此
分离。
她的内心由此多了一道伤疤再无法回到过去，面

对每天享受公主般待遇的女儿越发思念远方的儿子，
不知他过得好不好，一年后，她背着丈夫满怀内疚地
去看望，却意外发现了儿子的非人待遇……

家庭矛盾愈演愈烈，曾经的恩爱早已灰飞烟灭，
摆在她前面的路，最终竟变成了她在两个亲生孩子之

“走阁”，据说是源出于山西民间舞
蹈，俗称“蕊子”。大概是明洪武年间，山
西人迁徙来到中原，“走阁”也带来了。

走阁表演，一般多是由二人组成一个
单元，借助于独特的铁桩、铁蕊等组合装
置，使外观构成“棚架式”造型。下边的人
俗称“驮家”，多由青壮年男性出演，以腰背
部为基点，依靠桩架，将一名由幼童扮演的
角色托架于头顶上方。二人通过化妆着
装，多扮演戏剧人物，如上扮“白娘子”，下
扮“许仙”；上扮“孙悟空”，下扮“沙僧”，上
扮“十三妹”下扮“安公子”等。设计新奇绝
妙，比如“铁扇公主”，通过装饰，给观众的
直观感受竟是站在铁弓的一根细弦上。又
如“何仙姑”站“莲花”，“孙悟空”站“仙桃”
等，可谓费尽心机，争奇斗艳。后来有些地
方还出现了“双桩”——上层站两名幼童，
形成三人组合、“吊桩”——上层人物可吊
动翻滚、“顶桩”——使站桩者如立人顶、

“五子登科”——上层桩架上，真人配傀儡，
形成五人同桩等，更是出奇制胜，一鸣惊
人，让人眼花缭乱。

每年走阁上街演出，至少要从镇西街
走到镇东街外。路上每遇有人放炮拦截，
还要在锣鼓声中转几周，这样，从西街到

东街本是三里长街，可如此玩来停去，就
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走完。一般在玩耍中
还不能随意停顿，必须到街外才能休息。
休息时是有专人用一根撑子撑着幼童，那
撑子是一个月牙儿型的托子，铁制的，下
面按了长竹竿，幼童歪在那月牙儿里，重
量就偏了过来，能让托者喘一阵。

当年我在文化站工作时，曾带领镇
上社火队去县城演出。记得那一年我
们出五桩走阁，一下就震了陈州古城。
上走阁的幼童不能太胖，且要漂亮的，
三岁至五岁为最好。当时许多家长都
想让自己的孩子上桩，这就要挑选一
番。被选上者，要求头天晚上不能吃面
食，只吃鸡蛋而且还要少喝水，以防上
桩后解手。有一次，因饰演“孙悟空”的
娃娃喝多了水，出演时憋不住，一下尿
了顶桩者一头一脸，成为最可乐的笑

谈。这就是说，幼童上走阁也是很苦很
累的。因为元宵节天气还冷，上桩的小
演员又不能穿得太厚，又不准喝热汤，
在半空中被冷风一吹，弄不好就会感
冒。怎奈孩童也有虚荣心，都想上走阁
作为炫耀的资本。当时镇上书记有个
小女儿，岁数也不过，刚 5 岁，长得也漂
亮，可就是有点儿过胖，上秤一称快 40
斤了。若让她上桩，连架子带“彩头”什
么的，至少也有 50 多斤。路远没轻重，
没人敢扛她。怎奈她是书记的千金，老
会首又拒绝不得，只好挑选大个儿青年
来完成这个艰巨之任。说来凑巧，一个
姓李的小年轻正想去当兵，觉得这是巴
结书记的好时机，便把活计揽了过来。
怎奈他虽然年轻力壮，但毕竟刚满 20
岁，没有后力，从镇西街没走到十字街，
就已汗水直流，气喘吁吁。那一年书记
的女儿扮的是白娘子，西街姓李的小年
轻自然要扮许仙，脸上浓妆淡抹，不想
现在被汗水一冲，变成了五花脸。由于
出汗过盛，又患了重感冒，挂了三天吊
针才止住高烧。后来又听说就因这场
重感冒影响了体检，兵也没当成，真是
得不偿失。

悬铃木
故乡在那里
来自法兰西
塞纳河畔风
吹到郑州绿

新区
昨日草萋萋
今朝楼环立
会展昂龙头
车流往来急
艺馆五连体

金壳珠合壁
丝竹声声响
碧波卧如意

九州中谓豫
古来即通衢
郑州中之中
承蒙天地利
传承是根基
新城向东移
厚积薄发时
中原大崛起

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
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
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
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
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
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
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
为汝安排工作也。汝见我信之后第
一事，就是将五斗橱右抽斗内之小
皮夹收藏起来（其中有保险箱之钥
匙），又将我的图章亦收藏起来，待太
太来京时交之。

陈布雷给陶副官留言托付之后，
还不放心，又给自己在京沪的几个知
友分别留函，托他们照顾自己的妻
子。他先给前侍从处四、五组的组长
陈方、陶希圣和蒋介石的前外文秘书
李惟果写信。

陈布雷写完这封信，觉得意犹未
尽，又给《商报》三鼎足之一的老友、
上海《申报》社长潘公展及从投稿《商
报》而结识的上海《新闻报》社长程沧
波两人写信。

写到这里，他的
心境倒平静了。忽听
楼下有人走动，他知
道这大概是他的秘书
蒋君章从报社值夜班
回来了。不一会儿脚
步声没有了，陈布雷
又提起笔来给儿女写
遗嘱，这时候突然想
到 自 己 50 岁 生 日 ，
那时，蒋介石亲自书
写了“宁静致远，淡
泊明志”八字以赠，
这 八 个 赠 字 如 今 还
在。他的妻子王允默在陈布雷逝世
两月后曾写道：“此虽诸葛武侯之
名言，先夫子自云蒋先生贻此八
字，可谓知其最深。盖淡泊为其立
身之根本，宁静为其处世之中心。
淡泊则所以能与世无争，宁静则所
以能坚忍不拔。”陈布雷也经常以

“ 正 直 平 凡 ” 四 字 教 勉 子 女 ， 谓
“ 能 守 正 直 ， 则 不 致 为 环 境 所 左
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彻了解自身
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
当之贡献”。于是，他提笔给几个孩
子写了遗嘱。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

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
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
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
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
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
世时仅49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
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
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
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
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

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
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
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
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
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
兄弟务宜友爱互助。彦及手书

陈布雷之所以一再给子女讲明
“中心领导……方针上绝无错误”是
有原因的，因为他在这封信中没有提
起怜儿（陈琏）。陈布雷长叹一声：“怜
儿呀怜儿，你与父亲走的可是两条道
路啊！”

时已深夜，陈布雷根本没有睡
意，他知道这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几
个小时，他想要将身体沐浴一下，死
得清清白白。沐浴之后，换了里外衣
衫，在外面穿了一件棕黑色的马裤呢
长衫，坐在写字台旁，燃起一支香烟，
顺手拿过一张12日的报纸，随意浏览
一下，头号新闻的几个大铅字很是触
目：

中 央 党 部 举 行
总理纪念周

蒋总裁对军事、
政治、经济进行动员

蒋 介 石 的 讲 话
有几千字，陈布雷只
是瞟了一下。蒋介石
说：“……最近东北重
要据点锦州、长春、沈
阳相继沦陷，加以共
军到处造谣，人民心
理 为 之 动 荡 不 安
……”

陈 布 雷 把 报 纸
掷在桌上，仰头苦笑，

他想：在这种时候还要固执己见，还
要靠谎话过日子，这怎能不垮台呢！

这时天已近五更，寒气袭人，可
是陈布雷却不觉寒冷。他又燃起了一
支香烟，心想，这是最后的时刻，必
须来得清白，去得清白，把所有的
事交割清楚。他先写了一封遗书致中
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洪兰友，托照
料中政会之事。又写了一封遗书给张
道藩，托移交“宣传小组”账目及单
据。最后，留函蒋君章、金省吾两秘
书，其中一段话表示了决绝之心说：

“我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请兄等
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决
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
能回生也）。”关于死后如何发表消
息，陈布雷留言：“不如直说‘△
△从 8 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
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
量，不救而逝’。”至于文件放在何
处：“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
侍从室时代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
卷夹……”还有呈委座函，托谁呈
阅……此外一再表明：物
价 日 高 ， 务 必 薄 殓 、 薄
棺、薄埋等。 33

腹式呼吸是养脾胃的法宝
腹式呼吸其实是对腹部进行了

一种良性按摩，这样可以促进胃腹运
动，改善消化机能。腹肌又是排便的
动力肌，可以说腹式呼吸也是治疗便
秘的良方。

大家知道，乌龟为什么长寿吗？
原因之一是它们是以腹式呼吸为主
的，它们的寿命有的可达 1000 年，够
长了吧！

我们人类呼吸有两种：一种是胸
式呼吸，另一种是腹式呼吸。我们人
类在学会直立行走以后，就逐渐变为
胸式呼吸了，而胸式呼吸其实是不利
于肺的健康的。因为我们在进行胸
式呼吸时，只有肺的上半部肺泡在
工作，占全肺大部分的中下肺叶的
肺泡都在那里“原地休息”。时间长
了，中下肺叶得不到锻炼，长期废
用，容易使肺叶老化，弹性减退，
呼吸功能变差。这样一来就会出现
一系列的连带反应，最终导致我们
身体的抵抗力下降，各种病痛也会
随之而来。

那究竟什么是
腹式呼吸呢？所谓的
腹式呼吸就是让腹部
参加呼吸的一种呼吸
方式。说得通俗一
点，就是吸气时用鼻
子吸，除了胸廓扩张
之外，让肚子也鼓起
来；呼气时用嘴，随
着胸廓回缩，肚子也
回缩。使用腹式呼吸
会全部调用了肺脏的
能量，全身获取的氧
气更多，很好地滋养
了我们的脏腑。

明代养生学家冷谦在《修龄要
旨》中记载：“一吸便提，气气归脐；一
提便咽，水火相见。”这其中养生之道
就包含了腹式呼吸、提肛、吞津3个要
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腹式呼吸的重
要性。

如果我们单从呼吸的角度来看，
人类的进化无疑是一种悲哀。因为
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在没有站立
起来行走之前，也就是说在爬行阶
段，是以腹式呼吸为主的。你可以看
看身边的婴儿（尤其是刚刚会爬的孩
子），观察他睡觉的呼吸方式，那就是
典型的腹式呼吸。但是人随着学会
了直立行走，胸式呼吸便成了主导。

我们单从脾胃的角度来看，腹式
呼吸其实是对腹部进行了一种良性
按摩，这样可以促进胃腹运动，改善
消化机能。腹肌又是排便的动力肌，
可以说腹式呼吸也是治疗便秘的良
方。

平时怎么做腹式呼吸效果最好
呢？我们在开始吸气时全身用力，直
吸到不能吸为止，然后屏住气息 4 秒
钟，这时你的身体会感觉有些紧张，
接着再利用8秒的时间缓缓地将气吐

出，吐气时宜慢且长，但不要中断。
做了几次之后，你浑身就会有一种特
别舒畅的感觉。

腹式呼吸要做到深、长、匀、细。
深，就是每次一呼一吸都要尽全力；长，
时间要拉长，节奏要放慢；匀，呼吸要保
持匀称；细，就是要细缓，不能粗猛。

此动作什么时候练习都可以，但
最好在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在床上练
习，会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对于压力大的现代人来说，腹式
呼吸还能缓解人的精神压力，消除紧
张情绪，让人精力充沛。当你工作累
了，或是堵车了，或是与人生气了，都
别忘了来几次腹式呼吸，它能帮助你
变得平和。

生病起于过用——过度劳倦导
致脾胃失常

过度劳倦伤及脾，脾受伤而先
病，脾便不能为胃传输运送水谷精
微，胃也紧跟着就会生病。脾与胃生
病的先后虽有可能不一样，但受邪的
病机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说的过度劳倦，并
不是单纯指体力劳
倦，还包括脑力劳倦、
饮 食 劳 倦（吃 得 太
多）、精神劳倦（精神
压力太大）等。

过劳会伤身也
会伤心，《黄帝内经》
中有一句话便道破了
生病的天机——生病
起于过用。

《素问·经脉别
论》这样说：“故春秋
冬夏，四时阴阳，生病
起 于 过 用 ，此 为 常

也。”其意是说，一年四季中阴阳之气
不断运动变化，而发生疾病的原因，
大多是由于我们平时吃得太饱、过于
劳累以及精神刺激太大造成的，这是
发病的主要原因。

那么，过劳又是怎么伤脾胃的
呢？《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指出：“劳
倦则脾先病，不能为胃行气而后病。
其所生病之先后虽异，所受邪则一
也。”过度劳倦伤及脾，脾受伤而先
病，脾便不能为胃传输运送水谷精
微，胃也紧跟着就会生病。脾与胃生
病的先后虽有可能不一样，但受邪的
病机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过用体力，会出现中气受
损、脾胃功能减退、胸闷气短、浑身无
力、不爱说话、胃纳减退、胃脘部有重
坠感的症状。

同样，一个人过度用脑，也会耗
气伤脾。生活中，有些人喜欢在晚上
加班工作或伏案看书，这样会使脾胃
运化迟滞，消化功能紊乱，出现脘腹
痞满、不爱吃东西或吃完后也不容易
消化。此外，过度劳累，不管是脑力劳
动还是体力劳动，对于脾胃虚
弱的人来说，更有可能会加重
其病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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