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研究的评估方法及其应用

时 宪 民

社会学研究的评估
,

即是从社会学研究原理和方法的角度来评价一份社会学研

究报告的可靠性程度
。

其墓本原理是
:

以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和证据的联结关系为主

线
,

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分解为理论
、

理论命题
、

操作化
、

实地调查
、

研究结

果 5 个逻辑环节
,

然后依据 5 个环节之间的内在关系
,

对各个环节之间的转换以及

每个环节中涉及的主要研 究方法和技术进行效度检验
,

从而对社会学研究结论的可

信程度作出方法论意义上的评价
。

因此
,

这一 方法也称为
“ 社会学研究的解析

” 。

70 年代后期
,

社会学研究的评估逐步形成为一套完整的方法和技术
。

随着 80 年代社

会学对社会政策研究的介入
,

社会学研究的评估方法和技术开始被应用于以社会政

策评价为主要内容的广泛的社会领域
,

使社会学学科的应用性大大加强
.

从社会的

旁观者变为社会的直接参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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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80 年代
,

社会学研究的评估逐步形成为一套完备的方法
、

技术体系
,

并越来越受到各国社会学家的重视
。

而且
,

它的应用己远远超 出社会学研究的范围
,

进入更

广泛的社会领域
,

正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
。

社会学研究的评估要解决的问题

当我们在着手组织
、

设计一项社会学调查研究之前
,

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便是尽可能地

搜集与研究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
,

其中包括前人在该领域做出的大量研究报告
。

那么
,

当我

们阅读这些研究报告时
,

我们怎样去判断它们在理 论上做出的贡献以及对我们的研究所具有

的参考价值呢 ? 显然
,

做 出什么样的判断将对我们要做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

我们首先会

去注意分析这些研究报告的选题角度
、

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

在研究过程中所获取的证据
,

以

及最后得出的结论
,

等等
。

但是
,

仅仅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
。

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来说
,

我们还

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

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由前人做出的研究结论
,

其可靠程度有多

大 ? 即
,

我们有多大把握可以认为它们是可信的 ? 要回答这个问题
,

除了诉诸我们的理论洞

察力和辨别力外
,

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在研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造成的直接影响结论可靠性的

方法
、

技术问题
。

由此便引出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问题
:
我们应该怎样或依据什么标准去评价

一份研究报告中的研究结论? 社会学研究的评估方法和技术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
。

简单说来
,

社会学研究的评 估 ( t h
e o v o l u o t i o n o f s o e i o l o g i e a l r e s e a r e h )

,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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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社会学方法的原理
,

依照社会学研究过程的基本逻辑
,

从社会学方法的技术性角 !叹对社

会学研究报告中的研究结论进行有效性检验
,

判断该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和 可推论范围
,

对它

的可信程度和理论解释力 作出评价
。

在国外有关著作中
,

与评估一词等价使用的专业术语还

有
"
社会研究的系统分析

,,
、

( t h e s y s t e m a t i ; 公 n :al y s i s o f s o e i a l r e s e a r e l l ) 和
“ 社 会

学研究报告的解析
”

( d
e e i p h e r i n g a r e p o r t o f s o e i o l o g i e a l r e s e a r e h )

。

因此
,

社会

学研究的评估所关注的问题不是一项社会学调查研究应该怎样设计和实施
,

而是一 项 已经完

成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是怎样设 计和实施的
; 它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研究的设计和实施过程

是否合理
,

是否有效 ;

价一份研究报告
。

它所提供的知识不是怎样组织撰写一份研究报告
,

而是怎样解剖和评

二
、

社会学研究评估的基本原理

社会学研究评估的方法和技术所依据的是社会学研究思想的基本原理
。

评估的一般原则

是
:

按照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内在逻辑程序
,

对研究的每一个环节之间转化的有效性 (或称效

度
, v

al i id yt ) 进行评价
。

我们可以说
,

从实质 L看
,

社会学研究的评估就是研究程序的效

度评估
。

现分述如下
。

(一 ) 社会学研究的理想模型

要建立起社会学评估的一般框架
,

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 一 项社会学研究的内在

逻辑关系是什么 ?

社会学研究有不 同的种类
、

不 同的研究角度以及研究的不同风格
。

但是
,

从方法论的角

度看
,

任何一项研究最核心的技术性问题都集中在
“ 理论一证据

” 联结的关 系 上
,

即 研 究

是怎样将理论和证据联结在 一起的 ? 不论一项研究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

运用什么样的技术
,

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所需证据以解释
、

检验或建造新的理论
,

这样
,

我们获得了评估最重

要的一个视觉点
: 一项研究是否有效地达到了理论和证据的联结 ?

“ 理论一证据
” 联结这一基本关系构成了我们理解社会学研究一般过程的重 要 的 关 键

点
。

根据联结性质的不同
,

我们可以把社会学的各种研究划分为两大类理想模型
:

理论检验

( t h
e 。 r y 一 t 。 s t i n g )和理论构建 ( t o

e 。 r y 一 。 。 n 、 t r u 。 t i n g )
。

理论检验是指通过调查研究来对已

有的社会学理论加以验证
。

验证包含两层含义
:

l) 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理论的正确性程度 ;

2) 根据调查结论对原理论的错误或疏漏加以修正或补足
。

这拳研究的著名范例是 迪 尔 凯 姆

(E
.

uD
r
k he im) 的 《自杀论》

。

理论构建则指通过调查研究去建立解释某一社会事实的新

理论
。

例如
,

怀特的 《街角社会》
。

显然
,

这两类研究之间存在着若干重要的方法论差别
,

其中最有意义的可列举如下
。

1
.

理论一证据联结的性质不 同
。

理论检验研究搜集资料获取证据的目的是为了验证理

论和评价理论的正确性程度 ; 理论构建研究则是为了建立新理论
,

对社会现象进行归纳
、

概

括和解释
。

2
.

研究资料的性质不同
。

一般说来
,

理论检验所依据的是建立在统计资料基础上的定

量资料 ( q u a
nt i t at i v e d a t a

)
; 而理论构建依据的则主要是建立在个案基础之

.

上的定性资

料 ( q
u a l i t a t i v e d a t a

)
。

.

—
3

.

研究方法的不同
。

理论检验多采用结构性很强的调查方法
,

按一定的标 准 选 取样



本
,

使用标准化问卷
,

运用统计方法处理和分析资料数据 ; 而理论构建多采用非结构性调查

方法
,

如观察法
、

访谈法
,

资料形式更多地是各种文字记录
、

被调查者叙述
,

研究的程序是

在调查过程中逐步形成
,

而非预先设计的
。

4
.

研究结论的要求不同
。

理论检验要求结论更加精确
,

这种精确是在对资料数据的科

学分析中达到的
; 理论构建要求结论定性准确

,

这种准确是从大量调查基础之上的理论洞察

,
下
了
获得的

。

根据上述分析
,

我们找到了可以完全加以区分的两种基本研究模型
,

这构成了我们建立

评估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二 ) 评估的基本分析框架

评估的核心问题是理论一证据的可靠性程度
,

这是通过考察各研究基本要素之间联系的

有效性来实现的
。

评估的基本分析框架
,

就是按照社会学研究过程的基本逻辑程序
,

将每一

环节所包含的基本研究要素离析出来
,

按其内在的逻辑转换关系组成一个
“
理想

”
模型

,

这

一模型表示了研究过程中各要素关系的结构
。

根据这一思想
,

我们建立起下述分析框架
;

理论 -

—
_

_假设 (理论命题 )“

—操作化 (研究方法及研究设
一

计) “

现场调查 (研究的实施 )

结论————

A杏B杏C杏D杏E

为了方便起见
,

我们将
_

上述框架称为
“ A B C D E

”
模型

。

下面按理论检验和理论构建两

种不同研究类型对这 一框架加以说明
。

1
.

理论检验

显然
,

_

L述分析框架完全适合于理论检验研究的逻辑思路
,

即将已有理论中包含的理论

假设操作化为可量度的经验命题
,

建立测量指标
.

设计抽样程序
,

现场调查搜集资料
,

得出

结论
,

最后对原理论进行检验
。

这一框架包含的内容如下
。

A
.

理论
,

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检验对象
。

B
。

假设
,

研究问题的命题形式
。

C
.

操作化
,

研究的具体设计
。

其核心问题是怎样将理论命题操作为经验命题
,

从而转

换为具体的测量指标
。

其包含的基水研究要素是
:
决定研究的程序 , 选择资料搜集技术

;
确

定概念与指标的关系 ; 抽样方法和样本分布 ; 变量和分析单位的确定
。

D
.

现场调查
,

实施研究的操作程序
。

基本内容是搜集资料和处理资料
。

E
.

结论
,

资料的理论分析
,

作出解释
,

再将结果反馈到 C
、

B
、

A 阶段
。

2
.

理论构建

不难发现
,

前面介绍的标准分析框架并不适用于理论构建研究
,

因为一项理论构建研究

在开始时并不存在现成的理论
,

理论的产生是在研究的结尾
。

这就是说
,

理论构建的研究程

序是从经验层 上升到理论层
,

而不是象理论检验那样从理论层下降到经验层
。

但是
,

它们之

间的不同仅仅是程序上的差异
,

作为一个研究过程
,

其包含的基本要素却是相同的
。

我们只

需将上述标准框架加以适当的
“

变形
” ,

就可用之于理论构建研究
,

即
:

2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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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面提到的两类研究之间的不同之处
,

使得它们在各个程序上所包含的内容也有所

不同
。

现在我们来看看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
。

C
.

操作化
,

其主要内容不是将理论命题操作为经验命题
,

而是怎样进入研究现场
。

包

括
:

样本的选择 , 研究者以什么身份进入研究现场 , 使用什么样的现场记录方法 ; 确定研究

的入手点
。

D
.

现场调查
,

这一环节的孩心间题是
,

研究者怎样有效地接近研究对象
,

又不因他的

参与而破坏研究对象的原有状况
,

这是能否获得准确资料的关键
,

由于研究的程序是在研究

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

因而搜集资料 同时也就包含了研究设计的内容
。

国外教科书中将这一过程

称为
“
研究的 自然历史

”
(

n a t u r a l h i s t o r y o f r e s e a r e h )
,

它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

`

臼

们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论
。

E
.

结论
,

主要指资料的摘编和分类处理
。

核心问题是研究者怎样产生出概念
: 哪些是

原有的概念
,

哪些是新产生的 ? 哪些是参与概念
,

哪些是理论概念 ?

B
.

理论命题
,

研究者怎样建立概念的关系
。

A
.

结论
,

研究者怎样做出理论解释
。

根据上面的说明
,

分析框架的主要作用是使我们对一项研究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

及研究的展开过程一目了然
。

`

凭借这张关系表
,

我们就可 以在具体的逻辑环节上对一项研究

进行评估了
。

(三 ) 评估的方法论依据

评估的核心问题是理论一证据联结的有效性间题
,

即
,

证据对理论是不是有效的 ? 有效

程度有多大 ? 这即是研究的效度问题
。

效度的意义在于
:

如果研究获得的证据正是研究所需

要的证据
,

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就大
。

效度的检验
,

即是我们进行评估的基本依据
。

实际上
,

上述 A B C D E标准模型 由两大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包括 A
、

B
、

C三个环节
,

它体现的是理论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的关系
;

第二部分包括 C
、

D
、

E三个环节
,

它体现的是经验命题
、

指标和结论之间的关系
。

因而
,

操作化 ( C ) 在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以它为界
,

可将一个研究过程分解

为理论层和经验层两个层面
。

这样
,

效度相应地也区分为两 种效 度
: “

内 部 理 论 效 度
”

( i
n t e r n a l t h e o r e t i e a l v a l i d i t y )和

"
内部经验效度

,,
( i

n t e r n a l e m p i r i e a l v a l i d i t y )
。

这里的
“
内部

” ,

是指暂时撇开研究过程以外的因素影响
,

强调研究过程内在的有效性
。

理论

效度着重考虑将理论命题操作为经验命题的效度高低 , 经验效度则考虑经验命题及测量指标

与结论 (证据 ) 之间的有效性问题
。

这就是说
,

理论一证据联结有效性间题就转化成
“
内部

理论效度
” 和 “

内部经验效度沙 的评估
。



三
、

社会学研究评估的一般程序

(一 )理论检验研究的评估程序

第一步
,

按照 A B C D E模型
,

将研究过程的所有要素分别在各个环节上罗列出来
,

使研

究报告的内在逻辑及各要素的转换关系一目了然
。

这里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

( 1 ) 不能歪曲报告作者的原意
,

如实表达出作者的观点及研究过程
。

( 2 ) 许多研究报告并未详尽地列出所用方法和资料
。

因此
,

评估者必须通过理解和分

析从研究报告的描述性语言中
“
离析

” 出研究的各基本要素
。

第二步
,

对操作化各要素加以评价
。

包括
:
资料搜集技术是否符合需要 , 抽 样 是 否 合

理 ; 分析单位是否准确 , 分析变量是否可靠 ; 各研究环节的设计是否科学
,

等等
。

第三步
,

对报告中所用资料数据加以再整理并进行描述
、

评价
,

必要时核实资料来源的

可靠性
,

注意分析作者对资料数据的理解和使用
。

第四步
,

内部经验效度评估
。

它又含两个内容
。

( 1 ) 假定操作化是可信的
,

对与经验命题及经验指标有关的各种资料之合理性和完备

性加以分析
,

进而对 C
、

D
、

E三个阶段联结的有效性加以评价
。

( 2 ) 从结论反推到操作化
,

依次评价结论与变量和各经验命题的关系
,

从而达到对结

论可靠性的评价
。

第五步
,

内部理论效度评估
。

着重考虑
:
经验命题是否准确反映了理论命题的内涵

,

是

否完备 , 测量指标是否能提供理论概念所需信息 ; 样本的代表性如何
。

第六步
,

总体评价
。

我们可将上述程序归结为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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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评 价价价
心心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评评评

价价价
扒扒护资料

、

表朴朴
浦钾钾钾 5内在理论效度评估估件件件件件件

(二 )

第一步
,

时间和地点
、

的联系
。

第二步
,

第三步
,

第四步
,

理论构建研究的评估程序

概述研究的
“
自然历史过程

” 。

澄清研究的目的
、

以什么理论为指导
、

研究的

研究者的参与身份以及对研究对象是否产生影响
、

研究者怎样建立与研究现场

研究者怎样搜集资料
。

样本的确定过程
。

资料整理和分析评价
。

使用的方法
、

技术及其提供资料的有效性
。

研究者怎样整理和使用现场调查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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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
,

提出了什么概念
。

第六步
,

经验效度评估
。

包括概鑫和资料联结的评价以及柳念和’指标联结的评价这么两

个部分
。 -

- - - - - - - - -

一一

—第七步
,

理论效度评价
。 - ·

第八步
,

样本代表性评价
。

第九步
,

总体评价
。

上述程序可图示如下
;

、

{{{{{{{{{{{{{{{现场场一一

少续探探探 渭查查““ J兴 { TTTTTTT

峨峨料分折折折 珊究究
和和整理理理 结果果

iii
` , 、

护护珑珑珑 石
〔 : :

概念念

扔扔扔子料料料 和指标标

盆盆样本本本 l总体体

膨升圈
上述评估程序只是一个一般的评估流程

,

其中所包含的诸多技术问题不可能在一篇短文

中涉及
,

而应由专门的著述解决
。

O

四
、

评估方法和技术的适用性

社会学研究的评估
,

作为一门验证社会学研究结果的方法和技术
,

对于提高社会学研究

的权威性以及扩大研究的社会效果来说
,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它为社会学研究结论的可

靠性提供了一套技术上的保证
。

但是
,

评估方法和技术的适用性有多大 ? 它仅仅只适用于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分析技木

都比较简单的小型研究报告
,

还是能够广泛地推广应用于一切 :iJ 会学研究
,

包括那些抽象程

度很高的理论
,

甚至大部分的社会学理论专著呢 ?

我们认为
,

社会学研究结论之所 以能够进行有效性评估
,

其基本根据来源于社会学这门

学科的基本性质
,

即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证性
。

无论是只运用了简单的研究手段还是复杂的方法技术
,

无论是一个很小的研究结论还是

很复杂的大型社会学理论
,

只要是社会学研究
,

其共同特点都是
:

研究的结论是建立在经验

性研究基础之
.

上的
。

从这点 卜说
,

简单的社会学研究和复杂的社会学研究之间并无本质的差

别
。

因此
,

从理论上
,

任何社会学理论
,

;

无论其抽象程度如何
,

它都是可操作化的
。

换句话

说
,

任何复杂的社会学理论形式
,

我们都有可能按照理论一证据联结关系的逻辑
,

将它们的

理论命题逐级还原为经验命题
、

变量
、

指标
、

证据
,

并按照社会学的一般研究程序将研究的成

① 我国第一部评估方法的译著 《当代社会学研究解析 》 ( 〔英国〕 G
.

罗斯著〕 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

读 者 可

参阅该书
。



果形式分解成各个研究环节的技术性要素加以分析和评价
。

这即是社会学研究的可评估性
。

因此
,

评估的逻辑对于社会学研究具有厂
`

泛的适用性
。

另一方面
,

对社会学复杂理论进

行评估的要求又为社会学评估方法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

随着社会学 学 科 的 发

展
,

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不断精细和复杂
,

这就要求社会学评估的方法和技术必须在实践中不

断完善和成熟
,

成为更加有效的技术体系
。

五
、

评估的社会应 用— 社会政策评估

进入80 年代
,

社会学评估的应用范围开始超出社会学研究而进入更大的社会领域
。

从美

国开始
,

遂步形成了以社会政策评估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研究取向—
社会评估研究 (

s 。 。 i al

e v a l o a t i o n r e s e a r e h )
。

这一研究取向的形成是与被称为
“
第三次社会结构变动

” ① 的 一场新变化有关的
。

这场

变动的基木 内容是社会责任结构由分散到集中
,

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主要

责任
。

这就要求政府不断对与社会政策有关的各种问题做出准确
、

及时的判断
。

如
:

某项政

策涉及的领域该有多宽 ? 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否有效 ? 某些政策是否应当继续下去或是否应该

修改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

社会学的研究开始大步地涉足于社会政策
。

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角

度 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

由分析
、

解释社会间题变为社会决策的信息提供者
,

由社 会 的 “
旁观

者
”
变为社会的

“ 局内人
” 。 ②社会学的评估方法也因此被应用子社会领域

。

总起来说
,

社会政策评估的应用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
,

社会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检验
。

这也可称作是社会政策实施的可行性研究
。

通过研究
,

能提高社会政策制定的合理性
。

在现代社会中
,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越来越被视为
“ 社会总体工程

,, ,

这

就是说
,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是社会总体中的组成部分
,

都将与众多的社会因素相关
。

无论

是在教育
、

社会保障
、

住房
、

城市建设等项目上的投资
,

还是社会总体或局部改革方案的确

立
,

甚至到一个企业或社会部门的经营决策
,

政策的制定都必须充分考虑到所有相关的社会

因素
,

进行全面的论证租科学的设计
,

4

以求最优钓合理性
。

因此
,

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
,

每 一项社会政策都可被视为一份关于某种社会需求的社会分析报告
。

从这种意义上
,

社会政

策评估研究
,

就是运用评估的原理
,

去解析制定社会政策的各个技术环节
,

进行 详 尽 的 评

价
,

然后对政策加以修改和完善
,

使之更为合理
。

第二
,

社会政策对于社会发展目标的有效性评价
。

在这个层面上
,

评估研究的目的是
:

以社会发展目标为参照系
,

测量一项社会政策对于

社会发展目标所达到的实际效果
,

以评价该政策的社会有效性
,

对下一步的政策制定做出改

进
。

显然
,

这一层面的研究是第一种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

社会政策评估研究的发展从两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效果
,

一是极大地提高了政策制定的合

理性
、

有效性和
一

可顶见性 ; 二是社会学与社会进步更好地结合起来
,

极大地淀进了社会学学

科的发展
。

①

。

邓方
: 《从社食结构变动看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 ,

《 提国研究》 1 939丰卒 2期
,

第1 2 9页
。

同上
,
三于; 1 3公一 1 40页

。



结 语

目前
,

中国社会学界考虑最多的间题有两个
: 一 是姐何更好地使社会学研究参与到中国

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发展中去 ; 二是如何更快地提高社会学研究的水平
。

笔者以为
,

这两个

间题归根到底都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基本建设有关
。

与学科基本建设有关的一个 重 要 问 题

是
,

我国社会学界应该在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学科的基本规则
。

笔者相信
,

社会学研究评估

的应用能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

确立起一种评估的眼
.

光
,

能对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研究

质量产生积极的作用
,

这种眼光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设计
、

组织
、

实施每一项社会学研究
,

从

而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

而社会政策的评估研究更是中国社会学值得关注的一个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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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党校青连斌撰著的 《城市生活方式》 一书
,

已于 1 9 9。年 12 月由江

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本书大 32 开
,

软精装
,

定价 4
,

50 元
。

该书较系统地研究了城

市生活方式的形成
、

形成机制和客观基础
,

分析了城市生活方式的特 点 和发展 趋

势
,

对城市消费生活方式
、

劳动生活方式
、

家务劳动方式
、

精神文化生活方式
、

人

际交往方式
、

家庭生活方式
、

闲暇生活方式
、

居民的生活时间的分配和利用方式等

分别作了专门研究和探讨
,

提出了侧量城市生活方式的指标体系的初步方案
。

△于宾
、

严家明主编的 《杜会主义杜会学耳理》 一书是以运行机制为突破口
,

融合社会学的各种理论
,

用教材体侧写作的社会学理论著作
,

已由知 识 出 版社出

版
,

全书共 4 编
,

19 章
,

2 5万字
,

每册定价了
.

的元
。

欲购者请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钟良征 联 系
。

邮政 编码
: 4 3 QO7了

,

地址
:

武汉市东湖 路 81 号
,

电 话
:

8 1 17 6 5一 3 1 7
。

△ 《杜会润奋研究实用教棍》 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

该书是一本关于社会调查

研究理论
、

方法和应用的专著
。

全书分上
、

下两篇
,

上篇阐述了社会调查的理论与

方法
,

下篇介绍了社会调查应用与案例
,

是一本内容丰富
,

实用性强的著作
。

本书

由于忠一主编
,

千 ,
、

张文山副主编
,

大 32 开
,

压膜封面
,

定价 6
.

60 元
。

△由那道生主编的 《当代杜会的脚奋心理
-

分析与对策》 已由社会科学文献

出丛丝出版
旦 定鱼些

些

丝元
。

欲购者可直接汇款给该书主编
,

每册含邮费 5力玩
` 地

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邮政编码
, 1。。7 3 2

。

△ “ 七五 ”
国家重点课题专著 《杜会发展与杜会指标》 己于 1 9 9 1年 6 月由中国

社会出版社出版
,

全书21 万字
,

定价 5
.

30 元
,

可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周谦订购
。

邮编 1 0 0 7 3 2 。

(张 )

,̀̀,瓜即
.

勿乙,反V几,么V么’j̀’-jI’j.f勺̀’j-I’j-I’j̀-/阮V-l’j么V么-j反’ j.I,
.

勿Z,么7伽y
.

伽7压,反7阮’j̀7

分分公占
、

分公孕分泞孕
·

分分
`

矛
·

宁 , 夕
·

夕
·

夕
`

牙 夕泞
、

夕泞泞泞泞泞孕孕夕夕夕泞夕`
、

公孕泞必

,̀̀沙,̀̀,̀,阮
产.r

切
产

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