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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書信簡介 

丘建峯  

 

按思高聖經的介紹，新約裡共有十四封書信，是以保祿的名

義寫成，故合稱「保祿書信」。為一般教友來說，這些書信名字

各異，內容不一，在彌撒裡的讀經二中，不時會聽到一個片段，

卻未必真的明白這些書信的來龍去脈。因此，我們嘗試用這篇小

文，為大家勾勒保祿書信的輪廓，目的不在於深入明白，而是掌

握大要，好在往後的日子裡，聽到相關的經文，較有其脈絡上的

認知。 

一、保祿是誰？ 

如果要一句話說出保祿是什麼人，他就是一個「破格」的

人。他是猶太人，約在公元元年至十年間出生，自幼受猶太經師

的教育(宗 22：3)，最後卻因為在公元 36 年左右，於大馬士革為

基督的召叫，他離開了猶太信仰，全身投入基督的福音傳播裡；

他是宗徒的一員，卻又不是那十二位中的其中一個，並且走與十

二宗徒相當不同的道路，就是向外邦人傳教。除此以外，保祿還

是羅馬公民，這個身分讓他得到四處傳教的若干便利，也是他成

外邦人的宗徒的重要原因。 

由於保祿在當時的中東與歐洲南部，建立了許多個教會，而

他在離開後，仍然要對他們作牧養關顧，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寫信

給他們，而保祿寫給不同地方教會的信件，由於很受到重視，在

很短時間內，就已經被搜集成一個書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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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麼是書信？ 

按照傳統的稱呼，我們稱新約裡其中廿一篇作品為書信

(epistle)，但是學者辨別當時的文體，認為保祿的十四封書信，稱

為「信函」(letter)可能更為合適，因為「信函」是指較私人的信

件，有明確的寫作對象的，這正是保祿所寫的信的情況。因為新

約裡所收的保祿書信，大部分都是保祿為某一地方教會而寫，內

容也是針對該教會所面對的問題，或是特別的信仰問題，所以嚴

格來說，保祿所寫的，更應該稱為「信函」。不過，如果我們從

發展的角度來看，保祿的書信在最初可能是信件，但是後來就變

成了書信，所以沿用書信一詞，並沒有問題的。 

三、真的是保祿寫的嗎？ 

當我們稱這些書信為「保祿書信」，那麼，是否全由保祿寫

成呢？由於這些的寫作風格、語氣、用詞等有一定的差異，它們

並不像全部出自保祿一人手筆。近代聖經研究裡，有關的討論很

多，爭論也很大，我們不在這裡詳述，只是提供一個較多人採用

的分類，讓大家瞭解，不同的保祿書信，與保祿這個人的關係，

是有差異的。 

這裡可以分為四個情況： 

(1) 真正保祿的著作:：分別是《得撒洛尼前書》、《格林

多前書》、《格林多後書》、《羅馬書》、《迦拉達

書》、《斐理伯書》和《費肋孟書》。這七封書信從

沒有受質疑，無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甚至比較批判

性的學者都承認他們是由保祿寫的。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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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爭議性的保祿著作：又稱為「後保祿書信」，分別

有《哥羅森書》、《得撒洛尼後書》和《厄弗所

書》。雖然這三封書信的思想內容與保祿很接近，寫

作風格與用詞卻與上面七封有差異，故學者對其真偽

性尚有不少爭議，但大部分天主教學者都承認《哥羅

森書》和《得撒洛尼後書》是由保祿所寫的。 

(3) 以保祿為名的著作：《弟茂德前書》、《弟茂德後

書》和《弟鐸書》。這三卷牧函的爭議性最大，幾乎

所有基督教學者一致以為它們非出自保祿手筆，但仍

有天主教學者肯定它們是保祿的著作。 

(4) 非保祿的著作：《希伯來書》。一般學者都認為，這

書卷並不是來自保祿的，但是，也有極少數者的學

者，認為是保祿的作品。 

要留意的是，這些有關作者的問題，無損作品的重要性，因

為它們全都是聖經的一部分，只是辨識作者，有助我們理解書信

的內容。 

四、作品簡介 

以下我們會按思高版聖經中各書信的次序，逐一作簡單的介

紹。 

(1)   羅馬書  

這是眾多保祿書信中最長的一封，也是為一眾學者認同為保

祿本人所寫的一封書信。這封書信的主題是「因信成義」，可以

用該書 1：16-17 說明：「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為使一切有信仰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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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獲得救恩，先使猶太人，後使希臘人。因為福音啟示了天主

所施行的正義，這正義是源於信德，而又歸於信德。」 

這書卷的寫作地點及年代亦是相當明確的，因為在書卷本身

也有提及。在該書 15：25，保祿說他「現在我起身往耶路撒冷

去，為供應聖徒」，可見他寫這封書信，是在往耶路撒冷之前。

亦有人從這封書信完全沒有提及伯多祿來推斷寫作年代，認為不

會遲於公元五十年，因為伯多祿在五十年前，並未踏足羅馬。至

於地點，在該書 16：1 提及保祿要把耕格勒教會的女執事送往羅

馬，而耕格勒是格林多的一個港口。由此可見，羅馬書的寫作地

點是格林多。 

既然名為羅馬人書，這些書信的寫作對象自然是羅馬的基督

徒，因此也令這封書信的寫作目的變得較模糊。一般來說，保祿

的書信都是寫給他所建立的地方教會團體，為他們作出鼓勵，或

解答問題，或糾正錯誤。但是羅馬教會並不是由保祿建立的，而

且保祿在寫這封書信時，仍未踏足羅馬。可以說，羅馬書本身是

神學意義極豐富的一封書信，這一點的重要性遠比它的寫作目的

重要。 

(2)   格林多前、後書  

如同羅馬書，大部份學者都同意格林多人前後書是出自保祿

的手筆，因為這兩封書信的內容，不僅在神學上有很豐富的意

義，對於我們認識保祿，以及他與他所建立的地方教會的關係，

也有很深刻的意義。不過，這兩封書信的主題就有點複雜。因為

保祿寫這兩封書信的原因，是針對當時的格林多教會的種種問

題，不過，在這個切實具體的目的之上，我們又可以從這兩封書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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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學習到不少關於信仰核心的看法及倫理上的教訓。總括而

言，我們可以這樣看兩封書信的主題： 

(a) 格前的主題包括：教義的知識如十字架的奧秘及復活的訊

息，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團體分裂的問題； 

(b) 格後的主題包括：宗徒的職務。 

這兩封書信的寫作年代亦相當明確，不過，學者根據兩封書

信的內容，推論出另有兩封給予格林多教會的書信，故此，保祿

前後至少給予格林多教會四封書信，只是留下來，成為聖經正典

一部份的，就只有兩篇。一般會稱第一封名為「先前的信」，然

後是「格林多前書」，第三封就稱為「血淚書」，最後一封就是

今天的「格林多人後書」了。四封書信的寫作年代及地點如下： 

書名 時代 地點 

第一次造訪格林多教會(公元 49-51年) 

先前的信 公元 53年 厄弗所 

格前 公元 54年春 厄弗所 

第二次造訪格林多教會(公元 54年？) 

血淚書 54年 厄弗所 

格後 54年秋 馬其頓 

第三次造訪格林多教會(公元 54年冬-55年？) 

 

希望這個時代及地點的背景介紹，有助你未來進一步認識格

林多人前後書。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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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羅馬人書，這兩封書信的對象是格林多教會。由於格

林多教會是由保祿建立的，而在他建立這個地方教會並離去不

久，這裡發生相當多的問題，甚至對保祿的宗徒權威亦有所質

疑，故此保祿寫這兩封書信給格林多教會，希望可以令瀕臨分裂

的教會重歸於好。 

(3)   迦拉達人書  

同樣是可以肯定由保祿所著的一封書信，而且是四大書信之

一。被稱為四大書信，不是由於其篇幅，而是由於內容的重要。

這封書信的中心思想在於該書的 2：14b-3：25，主要的思想有以

下幾點： 

(a) 「人成義不是由於遵行法律，而只是因著對耶穌基督的信

仰」，所以即使是守法的猶太人亦沒有可以自誇的地方。 

(b) 人的成義是源自基督的教恩，是一份白白的恩寵。 

(c) 我們要如亞巴郎一樣，因信成義。 

這本書信的寫作年代和地點就有點爭論了。關於年代的問

題，在迦 2：1-10 中提及保祿上耶路撒冷會見伯多祿一事，但是

這究竟是否就是宗徒大事錄第十五章提及的那一次呢？還是宗十

一、十二章提及那一次，還是宗十八章提及往迦拉達地區那一次

呢？因為在迦拉達人書中，共提及兩次前往耶路撒冷的事，分別

是迦 1：18「此後，過了三年，我纔上耶路撒冷去拜見刻法，在

他那裡逗留了十五天」及迦 2：1「過了十四年，我同巴爾納伯再

上耶路撒冷去，還帶了弟鐸同去。」如果本書提及前往耶路撒冷

是指宗十一、十二章那一次，則迦拉達書是現存的保祿書信中最

早的一封；不過，學者多認為書中提及的宗十八章那一次，故此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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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信的成書日子不是太早，大約是公元 54 至 55 年。至於寫作

地點，可能是馬其頓或厄弗所了。 

寫作的對象是迦拉達人，不過關於這一點，也有爭論，因為

迦拉達既可以指嚴格意義下的迦拉達人，即一個為羅馬人征服的

小國遺民，但是也可以是指羅馬的迦拉達省份的人，就會包括丕

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呂斯特辣、德爾貝及依科尼雍等地方團

體。 

無論迦拉達人是指哪一個地域也好，保祿在迦拉達人書中，

更重要是針對一些企圖改變迦拉達人信仰的人。這些人要求迦拉

達人遵守猶太人的法律及習俗，並且認為這樣才可以獲得救恩，

這是保祿極力要攻擊的。 

(4)   斐理伯書  

這封書信是保祿所寫殆無異議，因為這是一封極個人化的書

信，我們可以看到保祿與斐理伯這個信徒團體間深厚的情誼。這

封書信主要是鼓勵斐理伯的教會團體如何在對抗中堅持與成長。

保祿的鼓勵主要是以基督與團體的結合為重，而能與基督契合，

令生命變成喜樂，因此這封書信亦被稱為喜樂之信，同時當中描

寫基督的「基督頌」，亦極其感人和震撼。 

寫作的年代是保祿被囚於羅馬所寫的，因為在信中提及「御

營」和「凱撒家」等詞。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是較早期的作品。如

果是晚期的作品，寫作的地點自然是羅馬；如果認為是早期被囚

的作品，地點就很有可能是厄弗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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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對象是斐理伯這個團體，這個馬其頓的名城，是保祿

在歐洲首個建立的教會團體，因此他與這個團體的關係自然很密

切。 

(5)   哥羅森書  

以上四封書信的作者沒有什麼異議，學者都認為是保祿所寫

的，而這封哥羅森人書卻正正面對這個作者問題。由於這封書信

的措詞、風格和神學思想都與保祿其他書信有別，所以不少學者

都認為這並不是保祿的作品，而是他的弟子以其名字來寫的。不

過，也有學者認為由於這封書信的特殊性令它在各方面都與眾書

信不同，因為當時保祿可能是在囚牢之中，沒有了協助者加上條

件的限制，就不能不有所不同了。 

書信的對象是哥羅森，這是在夫黎基雅的一個巿鎮，不過哥

羅森附近還有勞狄刻雅及耶辣頗里，三地都有基督徒團體，所以

這封書信的對象，可能是三地的團體。 

書信的重點是糾正錯誤思想，並支撐團體的信仰。錯誤思想

方面，大概是一些教內人士把其他迷信的雜質加入信仰之中，令

團體內的教友感到迷惑。因此，保祿要辨析這些錯誤思想。他從

以下幾方面去說明純正的思想： 

(a) 基督論：基督是天主的肖像，是天地的根源； 

(b) 教會論：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c) 末世論：基督徒是在基督內重生，而由此邁向圓滿，即追求

天上的事。 

至於寫作的年代與地點，正如上文所言，在於你是否同意這

封書信的作者是保祿。如果是保祿的話，我們只是在哥 4：3 中一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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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我就是為此帶上了鎖鏈」及哥 4：18 中一句「你們要念及我

的鎖鏈」，可以估計保祿撰寫這封書信時，正在囚牢之中，但是

究竟屬於哪一次坐牢呢？不得而知。同樣地，保祿曾在厄弗所、

凱撒勒雅、羅馬囚禁，所以都可能是寫作地點。如果作者是保祿

的弟子，寫作地點不可考究，寫作年代就一定是較晚的作品了。 

(6)   厄弗所書  

厄弗所書的作者問題與哥羅森書相約，正如白朗神父所言：

「大約 80%的(學術界)意見同意他(保祿)不曾寫厄弗所書，約 60%

的意見認為他沒有寫哥羅森書。」(白朗，1993)由此可見，厄弗所

書的作者，也是有所爭論的。所以有所爭論，情況與哥羅森人書

一般，在於這封書信的內容、風格、詞彙和神學思想，都與其他

幾封確為保祿所寫的書信有別。 

因此，學者認為這封書信的作者可能是保祿的弟子，而他擁

有保祿大部份的書信。至於寫作地點和年代，如果作品是保祿所

著，年份應該與哥羅森人書相近，而寫作地點就不清楚；如果作

者是保祿的弟子，就很有可能是第一世紀晚期的作品，因為教父

依納爵‧安提約基於第二世紀初年已經知道這封書信的存在，同

樣地，寫作地點不詳。 

由作者的身份就衍生寫作對象的問題。厄弗所的教會團體是

保祿所建立的，但是在這封書信中，我們不能看到什麼直接與厄

弗所團體有關的資料，甚至唯一提及「在厄弗所的」一句，在較

古老及重要的手抄本都沒有。因此，我們不容易肯定這封書信的

對象是厄弗所的教會團體，還是如一些學者所言，這封書信是公

函性質的書信，其對象是整個大公教會。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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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封書信的內容與哥羅森書也有相同的地方，其主要的

思想也有相近之處，就是強調基督是教會的頭，是整個宇宙的元

首，而教會與主的結合，就能圓滿，而人所以能夠與天主圓滿完

結，基於基督的死而復活，把罪的阻蔽衝破了。除了這個中心思

想外，厄弗所人書還有不少獨特的觀點，就待有興趣的讀者，自

己再進一步探究了。 

(7)   費肋孟書  

這是保祿書信中最短的一封信，也是頗令神學家困擾的一正

典經卷，因為他的內容主要是保祿向費肋孟收回一名奴隸敖乃息

摩的信件，雖然信中也有提及信徒之間應有的關係等問題，但是

深度不強，但是卻被肯定收入為正典，故此有部份學者認為相當

特殊。 

由於對整件事的認知，都是透過本書信，所以我們只能估計

這位費肋孟是哥羅森的名人，亦是一位基督徒，而敖乃息摩則是

他的一名奴隸，並且逃跑了。在事件中敖乃息摩令費肋孟有所損

失，而他逃到保祿處，為保祿所收留並且皈化為基督徒。保祿雖

然覺得敖乃息摩有用(在希臘文中，敖乃息摩就是有用的意思)，但

是覺得他仍然應該回到自己的主人處，故此他遣派敖乃息摩回到

費肋孟處，並且送上這一封求情的信。 

因此，寫作的對象與目的也十分明顯，不過不少人指責保祿

並未批評奴隸制度，可能是對於寫作對象和目的的理解有所偏差

而造成的。雖然保祿這封書信指名寫給費肋孟，但是也指明「並

給姊妺阿丕雅和我們的戰友阿爾希頗，以及在妳家中的教會」(費

2)，可見這封書信的內容，是給予教會的。另外，這封書信雖然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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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敖乃息摩求情，但是同時也是說明了了在愛中，主僕的關係會

有所變化。 

這封信多半是保祿在獄中所寫，因為在信中多次提及自己是

「被囚」、「囚犯」。但是究竟寫作年代是何時，就要看如何判

定被囚的是哪一回。寫作地點早期認為是羅馬或凱撒勒雅，但是

現今不少學者認為是厄弗所，因為此地較近於費肋孟所居的哥羅

森。 

(8)   得撒洛尼人前書  

在這部份，我們不把得撒洛尼人前後書合論，是由於兩封書

信是否同出自保祿手筆，仍然有所爭論。一般相信，得撒洛尼人

前書是保祿的作品，而且是他留下來的第一封書信。因此，我們

可以從這封書信的內容，認識到保祿早期的思想。 

在結構上，這封書信有其獨特之處，就是在開首有雙重頌謝

(得前 1：2及 2：13)，以及在結尾出現的雙重祝願(得前 3：12-13

及 5：23-24)。 

所以有學者認為得撒洛尼人前書，其實是由兩封書信組合而

成的。在這裡特別費篇幅引證此結構上的特點，是想你有一個初

步的認識：了解新經的書信，有時候是需要從結構上理解，因為

這些書信可能有重新組合的過程，而形成現今的面貌。我們特別

用本書信作例子，是因為這個例子很明顯而易懂。 

這封書信的寫作對象是得撒洛尼的地方教會團體，而保祿建

立這個團體不久，被迫離城，其後就得悉此地的教會的成長與困

難，因而寫了這封書信予以鼓勵。因此，書信主要的內容，一方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神思第 106 期  

| 26 | 

面是鼓勵當地教會面對困難，要持守信仰；另一方面，就是回應

教友的信仰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復活的問題。 

這封最早的書信應該寫於公元 50年，而地點極有可能是格林

多城。 

(9)   得撒洛尼人後書  

正如上文所言，得撒洛尼人後書的主要問題是這封書信是否

保祿所著。不過，這兩封書信的問題又有別於其他書信，因為它

們的主要問題是無論結構、內容及措詞都非常接近，但是學者對

這個情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認同為保祿所著的就強調二者的相

同；反對者就認為： 

(a) 沒有保祿一般書信中強調與當地團體的關係； 

(b) 沒有太多著墨於弟茂德的報告； 

(c) 沒有提及與猶太人的敵對態度，如得撒洛尼人前書般。 

因此，關於這封書信的年代與地點，就取決於你是否同意它

是由保祿親手所著，還是屬於其弟子的手筆了。如果真的是保祿

所寫，就應當是緊接得撒洛尼人前書的作品，即很有可能同是公

元 50 年的作品，而寫的地點也是格林多城；如果作者是保祿的弟

子，各方面都很難確實了，可能是一世紀末，在小亞細亞的某地

了。 

這封書信的中心，主要是延續得撒洛尼人前書關於末世的問

題，但是把重點放在生活上，即要求基督徒好好過生活，而不是

把日子花在寄望主再來的日子。如果作品是保祿所著，大概是他

在發出得撒洛尼人前書後，得到一些迴響，令他希望進一步澄清

有關的問題；如果作者是保祿的弟子，應該是針對當時這位弟子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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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身的時代，對保祿關於末世的論說有不當的理解，他要借此

反駁。 

(10)  弟茂德前後書與弟鐸書  

這三封託名為保祿所著的書信被稱為「牧函」，因為它們的

主要內容都是指導教會的牧者如何領導教會。雖然有學者認為三

封書信是保祿自己的作品，但是無論從風格、內容及神學思想，

三封書信都是針對較後期的教會模式而寫的作品，所以大部份的

學者都認為這三封書信是屬於保祿的弟子所著。 

由於三封書信分別是寫給弟茂德和弟鐸的，所以我們也簡略

介紹二人。希臘人弟茂德是保祿的傳教夥伴，和保祿的關係相當

密切，多次代表保祿往不同的地方教會團體探訪與工作，而且是

保祿好幾封書信的共同發信人。 

至於弟鐸，也是保祿傳教的重要助手，也是一位外邦基督

徒。他既與保祿一同參與在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又成功地令保

祿和格林多教會團體修和，可以看到他的重要性。 

關於這三封牧函是否由保祿所著，學者可以分成兩種主流的

意見。認為屬於保祿的手筆的學者，從書信的內容歸納出寫作的

背景，認為三封書信大約在兩年間寫成；反對保祿為著者的學

者，認為是出自保祿弟子的手筆，原因有以下幾點： 

(a) 三封書信的用詞、文法和風格有別於保祿其他書信； 

(b) 弟茂德前書的內容與宗徒大事錄有矛盾； 

(c) 沒有任何經卷可支持保祿曾經往克里特傳教； 

(d) 弟茂德後書提及的羅馬被囚及往克里特及厄弗所傳教，與保

祿一貫的計劃不符；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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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三封牧函所呈現的教會與保祿時代不相同。 

如果我們相信三封牧函並非保祿所著，而是他的弟子所寫，

我們可以由此推論，這三封牧函的寫作目的，是要重新鞏固當時

教會對保祿的訓導的認識。大概在教會的發展過程中，不少信徒

開始誤解保祿的訓誨，甚至有人曲解保祿的道理，因此保祿的弟

子就以保祿之名，寫這三封牧函給弟鐸與弟茂德兩位公認的牧

者，藉此重新說明保祿的教訓。 

所以，三封牧函主要是針對兩方面的問題： 

(a) 持守教會秩序：說明教會的正統教義及正統的教會秩序，藉

此抗衡異端； 

(b) 抗衡假導師：直接指斥一些不合符正統做法的假導師，這些

導師可能是強調守法，可能是強調苦行，但是他們都不能按

照教會本身的道理行事。 

至於寫作的年代與地點，大部份學者相信寫作的地點在愛琴

海，特別是小亞細亞；年代自然是較後期，但是考慮到牧函中提

及的教會組織，仍未是單一的監督為首，時間應該不遲於公元

110年。 

(11)  希伯來書  

如果你翻開思高版聖經關於希伯來人書的引言，你不難發

現，思高版聖經認為希伯來人書的作者是保祿。但是，今天大部

份的學者都不同意這個看法了。高夏芳修女更直言：「梵二後的

『彌撒聖經選讀』指出，在誦讀希伯來書時，不必提到保祿，因

為在聖經研究上已達到共識，此書並非保祿作品。」可是，由於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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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世紀開始，教會一直都認同此書為保祿所著的傳統，所以仍

然有不少人習慣把這一封書信歸入保祿名下。 

這封書信今天並不知道是誰人所著，歷來有不少推測，例

如： 

(a) 奧利振推測是路加或是羅馬的格萊孟； 

(b) 戴都良推測是巴爾納伯； 

(c) 其他推測：保祿的助手，最可能的是阿頗羅。 

所以認為最可能是阿頗羅，是因為本書信的作者，無論在結

構和用詞上，都顯出是一名對希臘文化知識有深厚知識的人，而

從他的神學思想，又可以推測他是一位猶太人。這位富學識的猶

太人，希望透過這封書信，說明舊約的祭獻，已經為基督的祭獻

所取代，希望信徒明白此點。書信的中心思想是「在旅途中」的

概念，藉此勸勉受苦難的信徒，要堅忍地渡過苦難，可以趨向天

主。 

此書雖然名為希伯來人書，但是寫作的對象卻並不清楚，學

者一般相信是為猶太基督徒所寫，因為： 

(a) 作品運用舊約聖經的內容靈活，似乎假設讀者對猶太概念有

很清晰的認識； 

(b) 作者大量引用舊約聖經的內容； 

(c) 當中的神學論述為猶太人才有意思，因為強調基督的祭獻超

越舊約的祭獻。 

至於寫作的年代及地點，由於書信中提及「基督的祭獻遠比

肋未司祭的祭獻卓越」的說法，部份學者認為本書信應寫於聖殿

被毀前，因為聖殿被毀後，就沒有祭獻的問題了。反對的學者則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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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書中的祭獻討論並不是實指耶路撒冷的聖殿禮儀，反而更近

於出谷紀中有關帳棚的討論。 

另一個線索是書信中有被迫害的意味，而從克萊孟一書(於公

元 96 年前寫成)中對本書信的提及，我們可以假設本書信成書不

遲於公元 96 年，那麼當中提及的迫害可能就是羅馬皇帝多米仙時

代(在位公元 81-96年)的事情，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內寫成的。 

地點因著書信末的一句「意大利的弟兄們」(希 13：24)，學

者認為極有可能是寫於意大利，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確實的憑

證。 

最後可以一提的是：這封書信雖然名為書信，實質是一篇神

學論文。 

五、總結 

非常大略地介紹保祿書信的內容，走馬看花，還望讀者在匆

匆一瞥裡，有所觸動，從而再來相關書信，展卷細讀，必會得著

更多。 

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