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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己性别对于现代青年象征意义的 
诠释现象学研究
叶童彤  宋文里  苏兆曦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特别行政区

摘  要｜根据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在无意识情结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是自我情结。杨·艾卓森博士进一步提出每个人

的意识都会认同某些性别特征、性别态度作为意识的自我，而对立性别的深层人格就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补偿

性，作为异己性别的心理象征，影响甚至于决定了对于异性的印象、态度与认知。本文选取12位青年作为受

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和性别主题的深度心理访谈。并使用诠释现象学的分析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探

寻异己性别在青年无意识中形成的象征与意象。最终将研究结果总结成异性意象的特点区分、异己性别对自

我情结的影响、异己性别的具身体验等部分。

关键词｜象征；分析心理学；诠释现象学；性别研究；半结构化访谈；质性研究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研究背景与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多方面发生变化，人际关系中也面临着两性之间的冲突，市场经济社会中大

量女性从妥协者不断变成男权文化的叛逆者［1］。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男尊女卑的价值观把男

性和女性都固定于刻板印象之中。杨·艾卓森博士曾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从潘多拉神话中诠释性别

之间的张力，她认为性别间的刻板印象与偏见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把男性与女性隔开并贴上不同的个性

标签［2］。荣格认为男性内心有女性的原型意象阿尼玛，女性内心有男性的原型意象阿尼姆斯，他后期

的情结丛理论认为，情结是围绕能够激活情绪的一个原型核心的联系丛集，在无意识情结中占有中心地

位的是自我情结［3］。杨·艾卓森博士据此提出占有核心地位的原型是“非我原型”，“非我原型”中

不仅聚集了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还聚集了其他一切异己性情结。因此，每个人的意识都会倾向于认同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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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性别特征、性别态度作为意识的自我，这一意识人格从早期关于性别、身体意象和幻想的起点进行发展，

而对立性别的深层人格就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补偿性，对异己人格带有过于理想化和贬抑的成分［1］。

笔者根据分析心理学理论，使用半结构化与诠释现象学分析方法探寻异性对于当代青年来说是否具

有某方面的象征意义，甚至是可感知的（Perceivable）？为了解异性是否会引起当代青年特别的心理共鸣，

异己性别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形成了怎样的集体再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以及缠足引起的情感、

情绪、观点和意象，本文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搜集资料，使用诠释现象学分析方法探寻缠足对于现代青年

的象征意义，研究的具体目的如下：

（1）了解受访者对于己身性别和异己性别的了解、形成的感受和意象。

（2）异己性别存在的意义和对自己的影响。

（3）异己性别的具身意义。

2  研究方法

（1）半结构化访谈

为了解受访者对于性别意象出现的心灵反应及联想，考虑到心灵的开放性及灵活性，研究采用半结

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数据，在使用访谈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设定好大致的提纲，对招募到的来访

者进行提问，在提问过程中对受访者的回答进行进一步的追问，收集更丰富的资料。

（2）诠释现象学的分析方法

诠 释 现 象 学 分 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 是 一 种 质 性 研 究 方 法， 这 种 方

法致力于研究人们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对个体来说有重要意义的生活经验。理论基础包括现象学

（Phenomenology）、诠释学（Hermeneutics）和特则取向（Idiographic Approach）。首先，IPA 对日常生

活经验展开细致而系统的反思，关注人们在世存有的（Being-in-the-world）那些体现的（Embodied）、

认知的、情感的和存在主义层面的事物［4］。其次，诠释学也对 IPA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对象诠释

及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加以理解［5］。特则取向是相对通则取向而言的，

对于个别案例进行个案史的详尽审视和分析，再转为一般的解释［6］。

由于研究目的就是要从意识的侧面探测出缠足在当代青年及人类共同的集体无意识中引发的反应及

承载的象征，进一步丰富缠足背后的性别意义。这种探测方法不同于扎根理论等其他的质性分析方式对

数据饱和度、系统性、严谨性的强调，一篇优秀 IPA 分析报告更多地关注在主题中心突出、内容生动有

启发性、研究者的分析深入且有说服力，文章能引人入胜［7］。因此选取 IPA 对收集到的访谈数据进行

分析是合适的。为增加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中每个主题下都会有至少三名研究对象的摘录，并在

受访者知情的情况下将研究结果交由导师核验，亦即增加最终研究结果的效度。

3  研究过程与信度考验

研究经由以下步骤进行：确立研究目标→选定半结构化访谈及诠释现象学的分析方法→选定研究对

象→设立访谈提纲→预访谈→修改访谈提纲→进行正式访谈→数据整理→分析数据得出结论→撰写研究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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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取诠释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无法用相关系数进行信度证明，因此本文经过研究者对访谈稿

件的反复阅读、多次进行主题再提取与分析、与前文实测结论的对照、半个月后进行再分析、导师核验

等方式来保证研究信度［8］。

由于研究话题涉及的性别主题贯穿于每个种族、时代、年龄阶段、社会阶级之间，属于全人类共同

的课题。但实际访谈及研究工作却很难涵盖到如此大的范围。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 年，

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 28.67 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9.38 岁，女性为 27.95 岁［9］。因此，

由于访谈内容大量涉及对异性的看法及想象，而适婚年龄的未婚男女又更容易保有无意识中对异性的好

奇及联想。且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的同构型，根据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及年龄层次，研究者在社群发布研究

相关主题及要求，招募 20 ～ 30 岁不限性别的未婚受访者。通过微信对报名的受访者年龄、职业、婚恋

情况等信息进行收录与审核，再根据合适的时间进行筛选，剔除预访谈及有丢失内容的访谈资料。最后

收集到 6 名男性、6 名女性共 12 名受访者的有效数据。

4  资料收集

4.1  访谈提纲

本研究以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开展，访谈提纲从性别的特性出发。首先性别由于另一性别对照存在，

因此访谈提纲的第一部分是为了探索受访者对男性与女性的看法与印象。其次通过对异己性别或己身性

别的消失探索异己性别象征的影响。最后从具身想象的层面出发，提取受访者对异己性别的身体体会。

主要以“我与我的性别，我与他 / 她的性别”为主题，探索受访者对于己身性别及他者异己性别的感觉

印象和形成的认知，拟定问题提纲如下：

（1）提到男性、女性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2）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另一种性别，世界会是怎样的？如果没有自己这种性别，世界会是怎样的？

（3）幻想如果自己的性特征变成异性的，会有哪些感觉、体会？

4.2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IPA 对数据进行分析，IPA 对数据的处理没有规定式的取向，在 IPA 的诠释学、现象学及特则取向

的指导原则下，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资料分析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反复阅读，以获得与所研究主题相关的整体认识。

（2）识别初始主题，根据研究者的理解将数据组织及归类到不同的类型中，以便接下来的分析与

叙述。

（3）对访谈内容按照受访者性别分别进行对照分析及一致性分析，在分析的主题下明确附上访谈

中的摘录以支持主题。

（4）对研究内容进行分析与提炼，将各个主题相连接并得出最终的、清晰明确的研究结论。

（5）研究者在阅读整理出的访谈资料时，以开放的心态进入受访者的生命体验中，理解、建构及

解释他们对于研究主题及个人经验的理解。对重要信息进行标记，理清各部分的联系。在反复阅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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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核心的概念［10］。

根据 IPA 的研究指南［6］，在分析过程中需要关注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联，既了解整体，又对部分

文本深入理解。在每个主题下至少附上三个受访者的访谈摘录以佐证结论。在分析中，既标明研究对象

内容的趋同，又展示个体之间的分歧与建构在个人经历之上的独特性，最终的研究结论，是在研究者对

于访谈内容的反复阅读、对于受访者分享的个人经验与心理体验充分地理解，并通过对于不同访谈对象

所得结果的反复比对而得出的对现象的诠释与分析。

5  研究讨论

本章节下呈现的主题是研究的主要结果，研究者在对访谈收集的资料进行反复阅读及分析之后，对

分析所得的内容进行构建，将研究结果展现为以下主题：男女之别里的意义构建；对于异己性别存在的

态度；对于异己性别特征的具身感受。

这些主题是根据杨·艾卓森博士提出的“非我原型”设置的，她认为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认同一部

分属于自己性别的特征，而异己性别的特征会带有过度贬义或过度理想化存在于无意识中。因此，在访

谈中研究者尝试通过引导受访者联想、体现想象等方式，理解及分析受访者在性别中的体验和对异性象

征形成的认识与态度。

5.1  男女之别里的意义构建

在收集的访谈资料中，男性被认为更多与以下特征联系起来：阳刚、力量、体力活动的、承担更多

社会责任。

“比较容易联想到一身西装，最开始是挺拔和帅气，见了太多会有种连带，想到工作，会有点厌烦，

更多会把男性和工作联系起来。”（C，女）

“对男性的印象是比较强壮、有力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W，女）

“提到男性我第一个想到养家、买房子，想到作为父亲的责任。”（X，女）

“男性代表的阳刚、力量的部分比较多，会想到肌肉。因为我学美术。男性的身体骨骼和肌肉可能

会更结实、立体。”（Y，男）

而女性更多被认为是上进的、亲和的、温顺的、奉献的、情绪化的。

“如果世界上只有女性的话，可能减少很多冲突，比如暴力冲突。想象记忆思维和每个人都联系起来。

是一个具有感性、共情力、很和谐、很美好的社会。”（Z，男）

“女性比男性柔弱一些，柔的部分比较多，可能更多会待在原地，可能不一定非要自我实现。一个

孩子会把母亲从天上拽到地下，她不得不去面对她的孩子，直觉会觉得母亲会为了孩子放弃梦想，很难

想象一个男人会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事业。”（Y，男）

“女生比男生更有意思，带给我的主观体验更丰富，最初的羞涩、不敢表露的情绪都是与女性有关系的。

和男生产生不了这么丰富的情感体验。女性确实不容易像男性那么理性，比较容易感情用事。”（H，男）

“女性让我想到母亲、太阳、温柔、美丽。”（S，女）

首先，男性总与工作、社会责任、体力活等各种与现实相关联的词汇相连接起来，而对于女性的形



异己性别对于现代青年象征意义的诠释现象学研究2023 年 7 月
第 5 卷第 7 期 ·77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507089

容似乎更趋向于某些理想化的词汇。其次，提起男性与女性，性别间的不平等也被提及，在收集到的访

谈资料中，有些受访者提到性别之间的对立和比较，几乎所有观点都会认为男性是性别间的绝对优势方，

有些受访者会对女性有好的、理想化的评价，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在性别之间她们占据更多优势。这些弱

势的方面包括社会容许度、婚恋压力、自由度等。比如 D（女）提出：“男性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绝大

多数历史时段下，他们都是绝对的统治者，带来了对另一个性别的压制、禁锢。”以及“女性有很严重

的婚姻焦虑，我就不是，无所谓，男性会更被宽容，没有那么大的年龄焦虑，总体概括还是占尽了优势

的性别。女性比较容易焦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女性出门要化妆半小时，又要瘦要年轻，多焦虑啊，感

觉她们的青春时间线压得很紧。”（H，男）“如果是男性，会被理解、会被原谅，最主要的是社会方

面的地位，做很多很多都是合理的，犯了错别人比较容易原谅。”（A，女）

5.2  对于异己性别存在的态度

研究者在访谈大纲中设计了“如果世界上另一种性别消失，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和“想象自己

的身体特征变成异性的，会有哪些身体和心理感受？”以了解受访者对于异性的态度与感受。大多数受

访对象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异性，世界将是无聊、枯燥、乏味的，这部分人对异性的特征更加接纳，

认为需要有异性存在，世界才会更加完整、多元和有趣。并且他们认为，当异性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候，

单一的性别里会分化出一部分来充当性别的角色。这部分人对于性别之间的区分和认知是更加开放灵活

的，不认为男女之间的特性差异只局限于身体特征之中。

“对抗可能仍然存在，分歧点可能就不在性别不同。可能就变为种族之间的内斗，产生种族之间的

消亡，仍然存在矛盾，现在社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仍然存在。没有好坏之分吧，任何一种状态

都不一定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绝对不会是的。世界都是同类的和有男有女差别不是很大。”（D，女）

“刚开始拿到这个问题，很难代入，现在的社会多元化，人的社会不仅只是生理，不是二元化的。

第一想到的是繁殖，男性性功能退化，不会有家庭。如果突然一下女性没有了，那么缺失感立马会出现，

没有妻子或女朋友的陪伴，慢慢会有部分男性去代替女性的职责。补充男性的职责，照顾其衣、食、住、

行和情绪。”（L，男）

“如果只有一种性别，感觉消费欲望会减少、乐趣会降低、人类的数量会减少。觉得如果只有男性

和女性的话，不会有什么区别，还是会这样生活，男女之间的乐趣减少，某些生活方式会改变。”（W，女）

有些来访者认为，如果没有异性存在，这个世界将会减少对立和斗争，缺少摩擦，甚至发展成更和

谐美好的大同世界。这部分人将部分自己未完全理解和发展出的功能投射在异性身上，认为冲突和对立

是因为性别所产生的性格对立所带来的。他们的异性意象所带来的消极体验更多。

“如果没有男性的话，可能这个世界还挺不错的，如果只有一种性别，只有女性，可能大家都一样了，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歧视、矛盾、摩擦。（C，女）

“男性可以理解男性，可能会是一个更团结的社会。（H，男）

有些男性认为，世界上如果没有女性，只有男性，会往更加暴力、压抑、束缚的方向发展。如果世

界上只有女性，世界可能相比于只有男性的世界更团结和和谐。他们把男女的特质进行性别的区分，认

为世界上暴力、冲突、竞争、危险、打斗的元素是由男性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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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男性的话，世界上暴力会非常多，等级制度非常分明，不是很自由。但只有女性会减少很多

冲突，没有暴力冲突，想象记忆思维和每个人都联系起来，更有感性和共情力，会是很和谐、很美好的

社会。”（Z，男）

“只有男性，会更加暴力，竞争是男性天性，可能会发生同性恋。”（S，男）

“如果世界上全是男性，第一个想到的是战争。”（Y，男）

5.3  对于异性特征的具身感受

性别的区分首先在于身体，男性和女性从出生就拥有不同的性特征来区分他们的性别，从出生开始

人类就因身体性别特征不同而被赋予特别的意义。那么对于个体本身来说，那些自己不曾拥有、而异性

才拥有的身体部位象征的是什么？对于这样的疑问，在受访中的所有女性对于拥有男性特征的态度都是

倾向于积极的，而绝大部分男性对变成女性特征的态度和情感体验都是偏向于消极的，女性对于拥有男

性特征的感受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好奇

“我的感觉和体会可能是分阶段的：刚开始可能会有好奇的心理，好奇维持很少的时间就开始恐惧，

恐惧来自原本的社会功能的消失，自己会不会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带着惊讶和好奇，自己对身体的探索

和认识。”（D，女）

这些好奇集中在对异性性行为中的体验上，大多是对于异性的性器官所带来的在两性关系中的体验

感到好奇。虽然也有男性提出对女性的性体验感到好奇，但在访问的六名男性中仅有一位男性提到这点。

（2）轻松

大部分女性转换后会感受到自己摆脱了生理期和生育的困扰，表达出对于男性无需体验生理期疼痛

的羡慕。

“男生的话生活上更加便捷，没有月经等，不会有这些，会比较方便。”（W，女）

“想到每个月生理期的疼痛，那个时候最羡慕男性，在生理期的时候会觉得如果可以选择会去选择

做个男性。”（D，女）

“作为男生不用来姨妈、不用经历痛经，一个月没有七天折磨自己，会觉得很爽。”（X，女）

除了摆脱生理期的疼痛所带来的解脱和放松以外，还有情绪上的放松，比如有些女性认为男性更加

理性，可以摆脱掉情绪上的困扰：

“男性相比起来，觉得他们会更加理性一些，女性会更加感性，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多。摆脱情绪的

困扰，会更放松。”（W，女）

也有女性提出，成为男性会有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上的放松，比如犯了错更容易被包容，不需要花费

太多精力在外表的装饰上等：

“每个女孩子可能都会想过，如果变成男性的话。社会对自己的恶意没那么大，因为女生在社会上

承受的恶意很大，一点事情就被揣测、往不好的方面想，如果是男性，就会被理解、会被原谅，最主要

的是社会方面的地位，犯了错别人比较容易原谅。”（A，女）

“会觉得更轻松一些，男性可以觉得丑就丑吧，可以不在意这些，男生虽然也臭美，但他们通过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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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型就可以。如果我是男生的话，可能不会有那么大容貌焦虑吧。如果我是男生，只要阳光健康就可以了，

所以中年发福的大部分是男生，男生会对自己的外表有摆烂的心态，女性就不一样，到中年还是会化妆、

用护肤品，让自己衰老得没这么快。”（X，女）

（3）压力

除了上述提到的女性对男性的性体验感到好奇、置换了性别后身心都会更轻松等倾向于积极的体验

以外，也有一部分女性提到男性相比较而言承受的更多，当性别转换时，会感到有压力，这种压力是与

现实的经济、物质、生存等相关的。

“变成男性的话好像就会需要承受更多东西。”（C，女）

“感觉男性要承担更多经济上的责任。”（W，女）

“可能作为女生如果没有女强人的思想，会活得没有那么累，如果变成男生会有更重的生活压力。

女生可以不买房，作为男生不买房的话别人可能觉得结婚了住在哪呢？社会上还是会觉得应该奋斗，女

生如果没有能力买房别人不会说什么，男生的生存压力还是更大。女生虽然也有但是相对还是轻松一些，

找个有房有车的嫁了。男生的压力更大一些，除非是很摆烂的态度。”（X，女）

在对于男性受访者的访问中，男性对于性别转换的体验相比于女性更加消极，但也有小部分是具有

积极的倾向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感受。

（1）痛苦

提到性别转换为女性，大多数男性首先就会联想到月经与生产的痛苦，以及雌性激素带来的情绪上

的痛苦。他们对于月经等与女性身体息息相关的身体感受是抗拒甚至恐惧的。

“生理上挺麻烦的，痛经。”（Z，男）

“在怀孕期间行动困难，需要坐月子等，很虚弱。”（H，男）

“雌性激素带来的情绪体会，生理上会有月经的痛苦，情绪变化比较大，身体状况差、工作效率低。”

（L，男）

“对月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感受会很反感，对血、卫生巾这些会很困惑，慢慢地不得不接纳，最后

还是会烦躁，月经自始至终会带来烦躁。”（Y，男）

这种身体感受所带来的痛苦刚好与女性性别转换后感受到身体的解脱与放松形成对照，即无论是男

性或是女性，他们会一致体会到女性身体带来的诸多不便与疼痛。

（2）羞耻

多位男性在感受性别转换中都会提到身体性别转换为女性的时候会更害怕受到身体的伤害，伴随着

女性生理器官会带来羞耻的情绪体验，自己的性格可能会变得更加内向。

“性格会变得更内向、思维方式偏保守，害怕旅途受侵犯。”（Z，男）

“会担心走夜路，心理素质差，害怕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担心穿裙子会有走光的情况。”（L，男）

“青春期乳房发育会带来羞耻感，变得比较内向。”（R，男）

“想起初中的时候学跳舞，别人说自己跳起来很性感，然后就不跳了。当时蛮避讳被描述成女性的

特征。再高中阶段，腿比较长，屁股更大一些，当感受到我的身材如果在女性身上会被夸的时候，会感

受到羞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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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女性的身体更容易受到侵害，除了女性体力比较弱之外，还会想到女性的身体会引发起的

人性的阴暗部分。并且女性的身体部位需要更多的隐藏和遮盖来抵抗羞耻的感受。

（3）束缚

当男性体会性别转换时，除了感到生理上的痛苦和羞耻之外，也会感受到社会及自己身体部位功能

的束缚与制约：

“认为女性是温顺的、压抑的，必须得忍受很多东西，生理上不会特别讨厌，心理认为是屈辱的、

受到压迫的，好像被剥夺了什么、非要做什么，是不公平的。”（S，男）

“会期待男性的保护和照顾，慢慢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不得不化妆、穿高跟鞋和文胸。”（L，男）

“会纠结于要不要小孩，不要的话自己究竟扮演什么角色。”（Z，男）

其中，Z 纠结于怎样定义存在于自己身体的器官，是对于身体的困惑。S 与 L 提出的更多是社会观

念的束缚，被一些社会固有的审美或评判标准制约着，因此给他们带来了不自由、压抑、受束缚的感受。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部分，也有一些男性在以上体验之外提出了小部分性别转换后积极的体验和感受，

如“可以体验女性细腻温柔的情感世界”“可以更自由大胆地打扮自己，去获得更多的审美体验”“拥

有更多享乐”等。

6  小结

本文以探索当代青年对异己性别形成的心理象征为研究目的，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选取 6 名男

性、6 名女性，共计 12 位年龄介于 20 ～ 30 岁之间的青年进行访谈，并对访谈资料进行诠释现象学分析。

最终得到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男性和女性的意象在受访的青年中存在一些性格和特点上的区分。男性

通常被认为阳刚、有力量、生理上的束缚更少、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且男性被认为更好打斗、

更有竞争的欲望。虽然女性被认为是更加和谐、温顺与美丽的，但在具身体验中总与创伤相连。当受访

者体验异己性别时，女性在感受男性身体时倾向于积极、轻松，而男性体会女性身体时会感受到痛苦、

羞耻及束缚感。最终从上述分析中提取出女性创伤包括：（1）生理的疼痛，生理期与生产带来的痛苦； 

（2）身体带来的羞耻感，更容易受迫害与侵犯；（3）社会观念、审美与评判标准的束缚。

创伤并非只有女性才有，只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以不同形式体现在不同群体当中。如上文所述，男

性虽然不像女性节律性地出现生理期，但身体同样也会有病痛；在一个时代的性压抑下，性羞耻一定不

是女性独有的；男性虽然较少受到外表的束缚，但同样也要受到社会期待、道德的束缚。在性别之间，

女性因为身体特征及被赋予的社会意义不同而成了这类创伤的象征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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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n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Dissident Gender to Modern Youth

Ye Tongtong Song Wenli Su Zhaoxi

City University of Macao, Macao,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eory, the self-complex occupies the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unconscious complex. Dr. Yang Aizhuosen further proposed that everyone’s consciousness would 
identify with certain gender characteristics and attitudes as conscious self, and the deep personality of 
the opposite sex became an unconscious compensation, which, as a psychological symbol of the opposite 
sex, influenced and even decided the impression, attitude and cognition of the opposite sex. In this paper, 
12 young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interviewees f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in-depth psychological 
interviews on gender topics. And use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to analyze 
the interview data, and explore the symbols and images formed by the alien gender in the youth 
unconscious. Fin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summarized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terosexual images, 
the influence of alien gender on self-complex, and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alien gender.
Key words: Symbolic; Analysis psychology; Interprets phenomenological; Gender research;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Qualitative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