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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功德论》是一部失译经，旧附“后汉录”。但以下语言现象表明这部经不像是东汉译

经：（&）在语法方面，被动句中，“被”字式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达到 !!) !.，而东汉佛经没有“被”字式被动

句。疑问句中，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东汉佛经；语气助词的种类与东汉佛经不同；使用频率最高

的语气助词是“耶”，而东汉佛经是“乎”；出现新兴语气助词“那”的可靠用例；反复问句“颇⋯⋯不”的使

用频率比东汉佛经高；特指问句疑问词语“何者”、“何等人”东汉佛经未见。（!）在词汇方面，佛经译名

“阿那律”、“阿练若”、“耆婆”、“耆域”、“南无”、“岚”以及普通语词“双生儿”、“骆驼”、“算术”、“秃头”、“殊

途同归”等，在东汉佛经中均未使用。据此综合考察，这部经的风格和魏晋时期的译经相近，最早也只能

是三国时期的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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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功德论》五卷［&］（22) #" $ +!），失译者名，旧附“后汉录”。吕澂云：“失译。作迦叶阿难造

［祐］。附后汉录［房］。原题称经，今依仁录改正。”［!］（2),,）也就是说，该经在较早著录佛经的梁僧

祐的《出三藏记集》中未署译者，至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方附“后汉录”。这是文献著录的情况。

由于《分别功德论》附“后汉录”，故一般都把它当作东汉的译经对待。但据笔者的初步研究，从语言

的角度看，《分别功德论》不像是后汉人翻译的佛典，倒是和魏晋译经的风格相近，把它当作东汉的

语料来徵引使用，是有问题的。兹从语法和词汇两方面略作考述如下，以就正于博雅。

（一）语法方面

& )被动句

《分别功德论》的被动句有三种形式：“为⋯⋯所”；“见”字式；“被”字式。

（&）“为⋯⋯所”，这是上古汉语被动句式的沿用。此句式在《分别功德论》中有 + 例。如：

意欲舍去，反为对所牵。［&］（卷二，2)#%3）

惟有如来圣众四双八辈之士，不复为四驶所漂九止所索耳。［&］（卷三，2)#-3）

（!）“见”字式，先秦已见。此句式有 ! 例：

所谓忍度者，见骂见毁，默受不报。［&］（卷一，2)##3）

我若不良，自可保试，见扌王如是。［&］（卷五，2)+"4）

（#）“被”字式，是中古新见的被动式。此句式有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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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连被打，身子下肠。［!］（卷二，"# $%&）（“打”是纯粹的动词，这是一例可靠的“被”字式

被动句。）

罗云自被约敕以后，未曾复犯如毫厘，故称第一持戒也。［!］（卷五，"# ’!&）（“以后”在动词

“约敕”后使用，表明“被”成为一个纯粹的被动标志。）

这两例“被”字式，“被”后面没有出现行为的主动者，这是早期“被”字式被动句的特征。

如表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分别功德论》的被动句中，“为⋯⋯所”和“见”字式两类相加为

%()，“被”字式为 **)。在笔者用来对比的 $+ 种东汉译经中，尚未见到确凿可靠的“被”字句。

表 ! 《分别功德论》被动式统计

被动式 次数 比率

为⋯⋯所 ’ ’’,-)
“见”字式 * **,*)
“被”字式 * **,*)

合 计 . !//)

因此，从被动句的角度看，《分别功德论》应该不是东汉时期翻译的!。

据曹广顺、遇笑容研究，魏晋佛典的被动句仍以“为”（见）字句为主，“被”字句较为少见［$］：

表 " 几部魏晋佛典的被动式统计

佛经 为（见）字句 被字句

撰集百缘经 (%) !$)
六度集经 (%) !$)
旧杂譬喻经 (!) !.)
生经 -.) $!)

显然，《分别功德论》的被动句句式的分布与曹、遇两位统计的《旧杂譬喻经》、《六度集经》、《撰

集百缘经》等几种三国译经大体相似。这样看来，《分别功德论》即使不是东汉所译，其翻译的年代

距东汉也不会太远。

* #疑问句

（!）疑问句语气助词

!使用频率。先看整体使用频率。《分别功德论》疑问句共 $!/ 例，其中 !*! 例疑问句使用了

语气助词（共 !*+ 次），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约占总数的 $.)。东汉佛经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整

体上看，东汉佛经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约占总数的 - # .)。另外，翻译时代较晚的几部东汉佛经

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比率如下：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为 *%)"，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

起经》为!’ #’)#，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为 !. #’)$。

再看各种疑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分别功德论》有特指问句 */$ 例，使用语气助词的有

’*例，约占 *’ # -)；是非问句 *( 例，全用语气助词；反问句 $. 例，有 $- 例使用语气助词，约占

.* #$)；选择问句 !/ 例，. 例使用语气助词，为 ./)；反复问句 $/ 例，! 例使用语气助词。东汉佛经

中，特指问句使用语气助词的约占 $)；是非问句占 -+ # $)；反问句占 !. # -)；选择问句占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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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起经》，汉献帝建安十二年（*/%）译出。

《修行本起经》，汉献帝建安二年（!.%）译出。

《成具光明定意经》，汉灵帝中平年间（!(+—!(.）译出。

唐钰明（!..!）所提供的表格中，认为《中本起经》中有一例“被”字式被动句，也许是下面这一例：后来弟子，谓火害佛，悲唤

哀恸：“瞿昙被害（‘被害’二字宋、元、明三本作‘世尊无常’），我生何为？”这一句有异文，并不可靠。见《汉魏六朝佛经“被”

字句的随机统计》，《中国语文》!..!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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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问句占 ! "#$。除反复问句外，《分别功德论》各种疑问句语气助词的整体使用频率都比东汉佛

经高。就单独的几部佛经看：《成具光明定意经》特指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约为 #%$；是非问

句、反复问句仅 & 例，全部使用了语气助词。《分别功德论》特指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与之很接

近。但《成具光明定意经》共 %% 例疑问句，特指疑问句 %’ 例，是非问句、反复问句、反问句仅 & 例。

许理和认为，支曜的译经风格更多的是个人的创造性!，参照价值不大。《中本起经》疑问句总数及

各种疑问句分布比例与《分别功德论》相近。《中本起经》有疑问句 #’( 例，特指问句 &%’ 例，使用语

气助词的句子约占 )$；是非问句 #* 例，约 +! " *$使用语气助词；反复问句 #) 例，约占 &&$；反问

句 &+ 例，约占 %% "%$；选择问句、比较问句各 # 例，没有使用语气助词。再参照《修行本起经》的情

况：特指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约为 !$；是非问句 && 例，选择问句 & 例，全部使用了语气助词；

反问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是 *$。

可以看到，《分别功德论》各种疑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东汉佛经。据我们考察，整体

上看，东汉佛经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的比率频率随着译经时代的推移逐渐提高。《分别功德论》

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比率如此之高，和东汉译经迥异。总之，从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看，《分别功

德论》不像是东汉的佛经。

"语气助词的种类及分布比例。《分别功德论》疑问句语气助词的种类及分布比例如下：耶，在

+% 个疑问句中使用了 +( 次"，约为该经疑问句语气助词使用总次数 &#% 次的 *,$；“也”，使用 #’
次，约为 &*$；“乎”，, 次，约为 )$；另外“者”% 次；“那”# 次；“与（欤）”# 次；“哉”# 次。如：

何以复作此谩说耶？［&］（卷二，-"%!.）

迦叶谓比丘尼曰：“大妹，阿难有二事可耻。何所为恨也？”［&］（卷二，-"%!/）

王心念曰：“当何方便化此弟乎？”［&］（卷三，-"!’0）

遍观世界，谁不来者？阿那律即观，世界尽来。［&］（卷四，-"!’.）

江神女曰：“看此比丘已复骂欤（宋、元、明三本及宫本作‘与’）？愿世尊说此本末。”［&］（卷

五，-"!,/）

不净之溢岂由心哉？［&］（卷五，-"!)/）

这和东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的整体面貌很不相同，也和《中本起经》差异很大。东汉佛经疑

问句语气助词共见 #&# 次，使用最多的语气助词是“乎”，共 +* 次；其次是“耶（邪、那）”，共 )& 次；

“者”!) 次；“也”! 次；“耳”# 次；“尔”& 次；“哉”& 次。《中本起经》“耶（邪、那）”&) 次，“乎”## 次，“哉”

& 次。例如：

世尊威神，明仪煌煌。迦叶情悸，蒙蒙不悟，即自惟曰：“若是日耶？吾目得逮。”谓是天人，

其目复衭。后思乃解曰：“得无是白净王子悉达者乎？”［!］（卷上，-"&(’0）

求之不止，恚而言曰：“若能以金钱，集布满园，尔乃出耳。”重问：“审实尔不？”癨谓价高，子

必不及。戏言：“决耳！复何疑哉？”［!］（卷下，-"&(*/ 1 .）

非常明显，东汉佛经“乎”是疑问句最主要的语气助词；其次是“耶（邪、那）”。《中本起经》中两

者的使用次数比较接近，但“乎”仍较多，“也”使用频率非常低。从语气助词的使用面貌看，《分别功

德论》不像是东汉的译经。

#疑问语气助词“那”。“那”是一个新产生的句尾语气助词，表示感叹和疑问两种语气。这里

要讨论的是作疑问句的语气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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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 例选择问句的两个分句的语气助词都是“耶”。

《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顾满林译）指出支曜的译经“表现出另一种高度的个人创造性”。《汉语史研究集刊》第 ! 辑

第 #,! 1 #,( 页，巴蜀书社 #’’&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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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曰：“我暂出游，卿等云何便作此事？我铁轮不在那
!

？何乃如此纵横耶！”［!］（卷三，

"#$%&）

拘律陀见来颜色异常，疑获甘露，寻问：“得甘露那
!

？”曰：“得也。”［!］（卷四，"#$!’）

第二例“那”，宋元明三本和宫本作“耶”。撇开这例不算，《分别功德论》还有 ! 例。关于句尾疑

问语气助词“那”，朱庆之［(］和笔者［)］（""# !( * !)）都讨论过。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材料而言，这是魏

晋以来佛典的习惯用法，六朝中土文献亦有少量用例。东汉译经中，只在《中本起经》卷上见到一

例：“拘律陀见彼容悦，疑得甘露。即问优波替：‘得甘露那？勿违本要，惠及少少。’”［$］（卷上，

"#!(+,）!较多的是魏晋时期的用例。

（-）“颇（有）⋯⋯不”

中古时期，“颇”有疑问副词的用法，常和句尾的“不（否）”、“未”、“乎”等配合使用，表示疑问（询

问）。可参看江蓝生文［.］（""#!(/ * !)!）。

谓阿难曰：“人云瞿昙弟子智慧第一，颇有此不？”［!］（卷一，"#+!,）

汝颇见犯欲人能飞不也？［!］（卷一，"#++&）

又问曰：“颇有欲意不？”［!］（卷三，"#$%&）

又问曰：“汝先时颇瞻视他病不？”［!］（卷四，"#$+’）

堕地便言：“世间颇有金银七宝，可持布施不？”［!］（卷五，"#$/&）

问贾人曰：“天下人中，形容姿貌颇有胜我者不？”［!］（卷五，"#$0,）

类似这样用“颇”加疑问语气词的疑问句，在东汉时期的翻译佛经中十分罕见。遇笑容、曹广顺

指出：“后汉译经中，我们只在《中本起经》中看到‘颇 12 不’出现，其他使用的都是南北朝译经。本

土文献只有《三国志》和《世说新语》里出现了少量的例子，其他几种都没有。”［/］而《分别功德论》集

中出现了 ) 例，这正说明其翻译年代应该不早于三国。

（+）特指问句疑问词语

特指问句疑问词语很多，本文仅讨论“何者”和“何等人”两种形式。

!何者。《分别功德论》“何者”有 !$ 例，有三种用法：其一，表示选择；其二，表示事物疑问；其

三，用于解释原因。三种用法各举一例如下：

有人问射法：一人射百步玄毛，一人射地尘出。何者为难？答曰：“玄毛为难。”［!］（卷四，

"#$$’）

何者契经？［!］（卷一，"#+-&）

声闻家戒，喻若膝上花，动则解散；大士戒者，喻若头插花，行止不动。何者？小乘捡形动，

则越仪。大士领心不拘外轨也。［!］（卷二，"#+)’ * ,）

这三种用法在东汉的中土文献中多见。但东汉佛经疑问句未见“何者”。表示选择和事物疑问

的“何者”，东汉佛经用“何”，例不赘举。解释原因的“何者”，东汉佛经用“何以故”、“所以者何”

等。例如：

誓其辞曰：“至于斯难化之人民未得成就者，吾终不取无上正真道。所以者何？今我以为

斯故，以誓自誓也。”［0］（"#!.’）

设住其中者，为不随般若波罗蜜教。何以故？行识故。［!%］（"#$-)&）

"何等人。《分别功德论》有 $ 例“何等人”表示人物疑问，而东汉佛经未见“何等人”用例。

问曰：“君是何等人？”曰：“吾是沙门。”［!］（卷四，"#$!&）

举头视曰：“是何等人？”答曰：“我是贾客所道者。”［!］（卷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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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汇方面

! "佛经译名

考察佛经名词的异译，是考辨可疑佛经翻译年代的方法之一。在《分别功德论》里，从佛经译名

方面也可以看出翻译年代的蛛丝马迹。

（!）阿那律。“时佛为大会说法，阿那律在坐上睡眠。”［!］（卷四，#" $!%）阿那律，梵名 &’()*++,- ，

巴利名 &’*)*++,- 。又作阿尼卢陀、阿难律、阿楼陀等。意译无灭、如意、无障、无贪、随顺义人、不

争有无。乃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城之释氏，佛陀之从弟。考此译名，东汉译经未

见。三国以降，始见其名，如支谦译经：

父母爱念，便将小儿，与阿那律，令作沙弥。［!!］（卷九，#".$/-）

佛告长老阿那律：“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此外，还见于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和旧题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

（.）阿练若。“昔有比丘作阿练若，常行乞食。”［!］（卷二，#"01-）阿练若，即阿兰若，梵语 -)-’2-，巴

利语 -)-’’- 之音译。又作阿练茹、阿练若、阿兰那、阿兰攘、阿兰拏，略称兰若、练若。译为山林、荒

野，指适合于出家人修行与居住之僻静场所；又译为远离处、寂静处、最闲处、无诤处。此译名也出

现在魏晋以来的译经中，如：

彼时尊者卢耶强耆，在释革奇瘦阿练若窟中!。

时尊者鸯崛髻，修阿练若，行无人之处，常乞食，不选择家"。

（0）耆婆、耆域 。“耆婆”“耆域”，史光辉（.33!）曾论及，可以参看［!0］（#"!01）：

时阿难背上生痈，佛命耆婆治阿难所患。耆婆白佛：“不敢以手近阿难背。”佛告耆婆：“但

治勿疑。”［!］（卷三，#"01%）

佛命耆域治之。曰：“不眠不可治。”［!］（卷四，#"$!%）

“耆婆”，梵名 4(5-6-。又作耆婆伽、祇婆、时婆、耆域、时缚迦，为佛陀时代之名医。虔诚信仰佛

教，屡次治愈佛弟子之病。曾引导弑父之阿衯世王至佛陀面前忏悔。其名声可媲美我国战国时代

之扁鹊。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耆婆”一名最早见于三国译经：“时诸眷属，载其尸骸，诣于冢间，请

大医耆婆，破腹看之。”［!!］（卷一〇，#"./%）仅此一例而已。此外，在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凡九见，

在旧题康孟详译《兴起行经》中凡七见，但这两部佛经的翻译年代均有问题，都不能视为东汉译经。

西晋以降，如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修行道地经》、《佛说幻士仁贤经》等经中均见此

词。

“耆域”，东汉、三国译经均未见。惟在失译《杂譬喻经》中见到 0 例。如：

佛命耆域：“取此儿来。”耆域即取来出，还本居士。［!$］（#"/.17）

耆域 命 终，天 下 药 草 一 时 涕 哭，俱 发 声 言：“我 皆 可 用 治 病，惟 有 耆 域 能 明 我 耳。”

［!$］（#"/.8%）

（$）南无。“昔有长者，将奴礼偷婆云：‘南无十力世尊。’奴在后礼云：‘南无十一力如来。’”［!］

（卷三，#"01%）两例“无”，宋元明三本及宫本并作“谟”。南无，梵语 9-:-;，亦译作“南谟”，归命、敬礼

的意思。据初步考察，此词东汉译经未见，始见于三国时期的译经#。如：

悉起为阿弥陀佛作礼，以头脑著地，皆言南无阿弥陀三耶三佛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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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光辉曾有文讨论“南无”，参见《东汉佛经词汇研究》第 !01、!08 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33! 年。

《鸯崛髻经》（原失译，后作西晋法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8=/ 年版，第 /!! 页 "
参见《尊上经》（失译，后误西晋竺法护），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8=/ 年版，第 ==< 页，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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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诸商人，各共同时，称南无佛陀。［!!］（卷九，"#$%%&）

时五百人俱发大声，称南无佛。［!%］（"#’$() * &）

此外，在《大方便佛报恩经》、《旧杂譬喻经》等经中也见此词。据研究，这两部佛经的翻译年代

不会早于三国。这样看来，“南无”大概是从三国起出现在译经中的佛经译音词。

“南无”宋、元、明三本及宫本又作“南谟”者，据查检《大藏经》语料库，“南谟”一词出现较晚，见

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唐

人译经，《分别功德论》当然不会晚过南北朝，宋、元、明三本及宫本不可信。

（’）岚。“何谓众生不可思议？或云劫烧后，水补火处，随岚吹造宫殿讫，下有地肥。”［!］（卷一，

"#+!)）按：“随岚”，山风。陈秀兰认为“岚”系梵语 ,)-.)/&0) 一词中1.)/1的译音［!2］。检东汉佛经，未

见“岚”字。在晋代佛典中，倒是见到此字的不少用例：

有风名随岚及断截风，飘坏三千大千世界，还复如故。［!3］（"#+!4）

复有风起名曰随岚，吹此水聚着一处。［!5］（"#3+24）

“随岚”音转则为“旋岚”、“惟岚”：

四方诸风及寒热，旋岚（宋、元、明三本，宫本，圣本作“随蓝”）之风亦成败。［!(］（"#$63&）

天下有风，其名惟岚。惟岚一起，山山相搏。斯风有灭，况汝小躯，何等比数，但当念佛。

［$6］（"#5$5&）

此外，也用“岚”作为记音字。如：

天子复问：“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得入僧萨陀岚生死法？”［$!］（"#!6()）

十二者般遮罗阿拘岚王。［$$］（"#3$3)）（此“岚”是梵语记音字。）

可见，“岚”、“随岚”是晋代流行的佛教译名。中土典籍也大致如此，对此何亚南已有论述［$+］。

上述各例最早也只是三国、西晋时期的翻译佛典，由此可见《分别功德论》的翻译年代。

$ #普通语词

除此之外，我们还对部分普通语词的产生年代作了考察。它们是：

（!）双生儿。“有双生儿弃之于路，有人收取，养长令大。各出家为道。无人与作字，即字为道

生。”［!］（卷五，"#’!4）“双生”犹今言双胞胎，已见于汉人注疏。《公羊传·隐公元年》：“立子以贵不以长。”

［$%］（"#$!(3&）汉何休注：“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34）“双生儿”不仅

在佛典中未见用例，在早期中土典籍中似也未见用例。《汉语大词典》未立“双生儿”条，在“双生”条下

举《南齐书·五行志》有“双生二儿”一语，又有“双生子”条，举宋马永卿《懒真子》为书证。

（$）骆驼。“较法从十驴始：云十驴力不如一凡骆驼力，十凡骆驼力不如一凡象力，十凡象不如

一细脚象力。”［!］（卷一，"#+6)）“骆驼”在中土典籍中出现较早，《汉语大词典》已经引汉代陆贾《新语》

为例。但在佛典中则出现较晚，我们只在西晋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生经》、东晋鸠摩罗什译《正

法华经》等经中见到用例。

（+）算术。“城中有梵志，明于算术，于九十五种中最为第一。”［!］（卷一，"# +!4）“有梵志从阿难学

算术，见阿难颜色发明，告阿衯世王曰：‘阿难颜色异常，将欲取涅槃耶？’”［!］（卷二，"# +3&）“算术”在

中土文献中，大约产生于魏晋，《汉语大词典》首例举《三国志》。考察佛典用例，则较早见于西晋竺

法护译《普曜经》、《所欲致患经》等。

（%）秃头。如：“行者，犹昔火餯童子诽迦叶佛言：‘秃头沙门何有道？道难得能得道也。’”［!］

（卷一，"#++)）从笔者的调查来看，“秃头”一词东汉、三国两个时期的翻译佛经都不见，较早见于晋代

译经，如苻秦昙摩难提译《增壹阿含经》、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等。

（’）殊途同归。如：“一法亦断结，四法亦断结，俱至涅槃，殊途同归耳。”［!］（卷二，"# ++4）“或因息

以悟，或分别解了，或头陀守节，或多闻强记，或神足识微，或揩或训悟———所谓殊途而同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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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此例宋元明三本及宫本“途”作“塗”。“殊途同归”源于《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塗”

［&’］（!"()*）。作“殊塗同归”者，则较早见于《宋书·律历志中》载三国魏陈群《奏定历》：“皆综尽典

理，殊塗同归。”［&+］（!"&#,）佛典中，此成语产生较晚，《五灯会元》有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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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婆）、“H_"Y”（耆域），“#\+1”（南无），$#<“:a#”（岚）-# &3/ &*$#%:$&/< =4<<3-%& %8*-7&4*/ $*/ #1& 4%/< -#
&3/ =4<<3-%& %8*-7&4*/% 10 &3/ >$%&/*# ?$# !"#$%&" ’

! b1++1# &/*+%：231%/ :-C/“%34\#A%3Q#A/*”（双生儿，“ &;-#”），“ :4U&41”（骆驼，“8$+/:”），

“%4]#%3Y”（算术，“$*-&3+/&-8”），“&S&‘4”（秃头，“5$:<3/$<”），$#<“%3S&V&‘#AA4c”（殊途同归，“*/$83 &3/
%$+/ A1$: 5" <-00/*/#& *14&/%”）-# &3/ %8*-7&4*/ $*/ #1& $.$-:$5:/ -# &3/ =4<<3-%& %8*-7&4*/% 10 >$%&/*# ?$#
!"#$%&" ’

23/ 81+7*/3/#%-./ %&4<" :/$<% &1 &3/ &/#&$&-./ 81#8:4%-1# &3$& &3/ %&":/ 10 &3/ =4<<3-%& %8*-7&4*/ d/# =-/
)1#A !/ [4# &*$#%:$&/< -#&1 b3-#/%/ -% %-+-:$* &1 &3$& 10 &3/ =4<<3-%& %8*-7&4*/% &*$#%:$&/< <4*-#A &3/ e/- $#<
f-# !"#$%&-/% ’ 23/*/01*/，-&% &*$#%:$&-1# 814:< 5/ <$&/<，$& &3/ /$*:-/%& 71%%-5:/，$% &3/ 7/*-1< 10 &3/ 23*//
g-#A<1+%’
!"# $%&’(：=4<<3-%& %8*-7&4*/%；A*$++$*；:/B-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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