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Typst 真不错

Typst 真不错！面对基本需求比 LATEX 更好用！

1.1 空格

源代码中西文之间是否加空格会对结果产生细微影响（加空格更宽），这可能是一个 bug。

使用 HYXuanSong 字体进行排版。

使用 HYXuanSong 字体进行排版。

1.2 字体

WoW 的 kerning 没有问题。关闭 kerning 后，WoW 的效果如你所见。连字测试：ffl & finally。
可以对文字进行字重的调节，不会使用伪加粗形式。

Array(10)
  .fill(0)
  .map((_, i) => i)
  .filter(i => i % 3 === 0)

1.3 标点挤压测试

根据《中文排版需求》：

排版上，《标点符号用法》规定问号与叹号连用时，占一个字位置；两个问号或叹号叠用时，
占一个字位置；三个问号或叹号叠用时，占两个字位置。此外，在台湾直排的习惯中，叹问号连
用与问号、叹号叠用时，符号多直立，并且占一个字的位置。

怎么回事？？？原来是他？！……满足上述需求。

引号有点小问题：缩进后前引号也应该进行挤压，没有缩进时的却处理正常。（加个 #box 也
能解决问题）

“快乐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来访。”——苏格拉底

“快乐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来访。”——苏格拉底

“快乐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来访。”——苏格拉底

游戏科学工作人员说：“首部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将于 2024 年发售”。

1.4 椭圆

椭圆的标准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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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风格：

已知 𝐹1、𝐹2 分别为椭圆 
𝑥2

4 + 𝑦2

3 = 1 的左、右焦点，𝑃 为椭圆上的点，𝑃𝑇  为 △𝐹1𝑃𝐹2 的外
角平分线，𝐹2𝑇 ⟂ 𝑃𝑇，则 |𝑂𝑇| = ̲ ̲ ̲．

1.5 存在的问题

https://github.com/typst/typst/issues/420

英文的首段不缩进，但中文需要，我还没有想到或找到一个比较优雅的解决方法。

使用 Cambria Math 作为公式字体时，下标和字母之间间隙过大。在 Word 中会呈现一种类
似 kerning 的效果，这里却没有。不知道是没有开启对应的 OpenType 特性，或是 Word 针对性
进行了处理。理想中的效果应该类似 𝐹 21  而非 𝐹21，不过在浏览器中用 MathML 显示的效果也大
致相同，更可能是字体本身的问题。

第二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
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
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
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
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
藤和木莲藤缠络著，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
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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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
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
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
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
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
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
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
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
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
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
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
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
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
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
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
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
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
里叫着撞著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
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
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
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
间是书房。中间挂著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著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
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
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
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
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
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
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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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
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
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
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
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著：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著，向后面拗
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
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
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
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
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九月十八日。

第三章、源码

#import "@preview/cetz:0.1.2"

#let fonts = (
  HYXuanSong: "HYXuanSong",
  Helvetica: "Helvetica Now Text",
  Libertine: "Linux Libertine",
  Radon: "Monaspace Radon",
  Argon: "Monaspace Argon",
  XiangHe: "M XiangHe Hei SC Pro",
  Cambria: "Cambria Math",
  Noto: "Noto Sans Math",
)

#set text(font: fonts.HYXuanSong, lang: "zh")
#set par(justify: true, first-line-indent: 2em)
#set page("a4", numbering: (current, total) => text(font: fonts.Helvetica, features:
("frac",))[#current/#total])
#set heading(numbering: "1.1")

#show heading: 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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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t.level > 1 {
    return v(.8em) + it + v(.5em)
  }
  locate(loc => {
    let chapter = counter(heading).display("一")
    set text(gradient.linear(red, blue))
    v(4em) + block[第 #chapter;章、#it.body] + v(2em)
  })
}

#let indent = h(2em)
//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77338855/how-can-i-recreate-the-result-of-
latex-in-typst
#let LaTeX = {
  let L = [L]
  let a = box(move(dx: -4.2pt, dy: -1.2pt, box(scale(65%)[A])))
  let T = box(move(dx: -5.7pt, dy: 0pt, [T]))
  let e = box(move(dx: -7.0pt, dy: 2.7pt, box(scale(100%)[E])))
  let X = box(move(dx: -8.0pt, dy: 0pt, [X]))
  box(L + a + T + e + X + h(-8.0pt)) // nonbreakable
}

= Typst 真不错

#indent;Typst 真不错！面对基本需求比 #LaTeX 更好用！

== 空格

#indent;源代码中西文之间是否加空格会对结果产生细微影响（加空格更宽），这可能是一个 bug。

#[
  #set par(first-line-indent: 0em)
  #box(stroke: black, inset: 1em)[使用 #fonts.HYXuanSong;字体进行排版。]
  #v(-1.5em);
  #box(stroke: black, inset: 1em)[使用 #fonts.HYXuanSong 字体进行排版。]
]

== 字体

#let w = 300
#let fw = for c in "字重的调节" {
  text(weight: w)[#c]
  w += 100
}

#indent;WoW 的 kerning 没有问题。关闭 kerning 后，#text(kerning: false)[WoW] 的效果如你所
见。连字测试：#text(font: fonts.Libertine)[ffl & finally]。可以对文字进行 #fw;，不会使用伪加
粗形式。

#[
  #show raw: set text(font: fonts.Radon, features: ("dlig", "ss01", "ss02", "ss03",
"ss04", "ss05", "ss06", "ss07", "ss08"))

  ```js
  Array(10)
    .fill(0)
    .map((_, i)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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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ter(i => i % 3 === 0)
  ```
]

== 标点挤压测试

#indent;根据 #link("https://www.w3.org/TR/clreq/")[《中文排版需求》]：

排版上，《标点符号用法》规定问号与叹号连用时，占一个字位置；两个问号或叹号叠用时，占一个字位置；三个问号
或叹号叠用时，占两个字位置。此外，在台湾直排的习惯中，叹问号连用与问号、叹号叠用时，符号多直立，并且占一
个字的位置。

怎么回事？？？原来是他？！……满足上述需求。

引号有点小问题：缩进后前引号也应该进行挤压，没有缩进时的却处理正常。（加个 #{
  show raw: set text(font: fonts.Radon, features: ("dlig", "ss01", "ss02", "ss03",
"ss04", "ss05", "ss06", "ss07", "ss08"))
  [`#box`]
} 也能解决问题）

#text(red)[“]快乐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来访。”——苏格拉底

#box[“]快乐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来访。”——苏格拉底

#par(first-line-indent:  0em)[#text(green)[“]快乐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
时候突然来访。”——苏格拉底]

游戏科学工作人员说：“首部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将于 2024 年发售”。

== 椭圆

#let fill-blank = [#underline(stroke: black)[#text(white)[\_ \_ \_]]]

#[
  #show "\u{3002}": "．"
  #show math.equation: set text(font: (fonts.Cambria, fonts.HYXuanSong))

  #indent;椭圆的标准方程是 $ x^2/a^2+y^2/b^2 = 1 $ 其中 $a>b>0$。

  已知 $F_1$、$F_2$ 分别为椭圆 $x^2/4+y^2/3 = 1$ 的左、右焦点，$P$ 为椭圆上的点，$P T$ 为
$triangle.stroked.t F_1 P F_2$ 的外角平分线，$F_2 T perp P T$，则 $abs(O T)=$ #fill-
blank。

  #align(center)[
    #cetz.canvas(length: 1cm, {
      import cetz.draw: *
      set-style(mark: (fill: black), stroke: .75pt)

      circle((), radius: (2, calc.sqrt(3)))

      line((-2.75, 0), (2.75, 0), mark: (end: ">"))
      content((), block(inset: (top: 4pt))[$ x $], anchor: "top-right")
      line((0, -2.5), (0, 2.5), mark: (end: ">"))
      content((), block(inset: (right: 4pt))[$ y $], anchor: "top-right")

      content((0, 0), block(inset: 3pt)[$ O $], anchor: "top-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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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F1, F2) = ((-1, 0), (1, 0))
      let Px = (1.1720418959383, 2.3586472897021)
      let P = (0.5365493899566, 1.6685580793316)
      let T = (1.3548177329301, 1.4712134143414)
      let Tx = (2.454762967402, 1.2059357390306)

      line(F1, Px)
      line(F2, P)
      line(P, Tx)
      line(F2, T)
      line((0, 0), T)

      content(F1, anchor: "top", block(inset: (top: 3pt))[$ F_1 $])
      content(F2, anchor: "top", block(inset: (top: 3pt))[$ F_2 $])
      content(P, block(inset: (bottom: 3pt))[$ P $], anchor: "bottom")
      content(T, block(inset: (bottom: 3pt, left: 3pt))[$ T $], anchor: "bottom")
    })
  ]
]

#[
  #show math.equation: set text(font: (fonts.Noto, fonts.HYXuanSong))
  #set text(font: fonts.XiangHe)

  #indent;换个风格：

  已知 $F_1$、$F_2$ 分别为椭圆 $x^2/4+y^2/3 = 1$ 的左、右焦点，$P$ 为椭圆上的点，$P T$ 为
$triangle.stroked.t F_1 P F_2$ 的外角平分线，$F_2 T perp P T$，则 $abs(O T)=$ #fill-
blank．
]

== 存在的问题

https://github.com/typst/typst/issues/420

英文的首段不缩进，但中文需要，我还没有想到或找到一个比较优雅的解决方法。

使用 #fonts.Cambria 作为公式字体时，下标和字母之间间隙过大。在 Word 中会呈现一种类似 kerning 的
效果，这里却没有。不知道是没有开启对应的 OpenType 特性，或是 Word 针对性进行了处理。理想中的效果应该
类似 $F_1^2$ 而非 #{
  show math.equation: set text(font: (fonts.Cambria))
  $F_1^2$
}，不过在浏览器中用 MathML 显示的效果也大致相同，更可能是字体本身的问题。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show regex("^“"): t => box(t) // workaround

#indent;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
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
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著，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
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
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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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凉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
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
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
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
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
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
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凉，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
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
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
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
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
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
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
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著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
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
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
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著一块扁
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著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
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
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
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
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
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
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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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
“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
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著：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著，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
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
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
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align(right)[九月十八日。]

= 源码

#{
  show raw: set text(font: (fonts.Argon, fonts.XiangHe))
  raw(read("typst.typ"), lang: "ty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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