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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大学学报》征稿启事

１．来稿要求

文稿应论点明确、内容充实、数据可靠、逻辑严密、文字精炼、图表简明清晰。每篇论文必须包括中英文

题名、中英文作者名、中英文作者单位、中英文作者单位所在地名及邮政编码、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

考文献及第一作者简介。

１．１题名

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２０个汉字，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

１．２摘要

采用第三人称写法，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２００－３００字），阐明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英文

摘要应与中文摘要文意一致。

１．３关键词

中文关键词标注３－８个，选词要规范，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不能采用英文缩写。

１．４正文

论文篇幅一般在８０００字左右，文中出现的外文缩写除公知公用的以外，首次出现应标有中文翻译或外

文全称。

１．５量和单位

采用国家法定计算单位，单位符号用正体字母表示，如 ｓ（秒）、ｍｉｎ（分钟）、ｈ（小时）、ｄ（天）、Ｌ（升）、ｋｇ

（千克）等。不要使用已废弃的量名称和某些英文缩写，如比重（密度）、分子量（相对分子质量）、摩尔数（物

质的量）、质量／体积百分比浓度（质量／体积分数）、ｐｐｍ（１０－６）等。量符号用斜体字母表示（ｐＨ除外），如 Ｖ

（体积）、Ｔ（热力学温度）、ｔ（摄氏温度）、Ｐ（功率）、ｐ（压强）等。文中量的数值一般处于０．１～１０００范围内，

常用的词头有Ｍ（１０６）、ｋ（１０３）、ｈ（１０２）、ｃ（１０－２）、ｍ（１０－３）、μ（１０－６）、ｎ（１０－９）等。

１．６数字用法

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计数单位计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２００５年１

月１５日、３ｓ（三秒）、５ｍｉｎ（五分钟）、８ｈ（八小时）、７ｄ（七天）、８Ｌ（八升）、９ｋｇ（九千克）等。词组、成语、惯用语

或缩略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用汉字，如星期四、二极管、第一作者等。

１．７图、表

应有自明性，且随文出现。图和表一般不重复使用，数量关系尽量用图表示，力求简明清晰。图中文字、

符号、坐标中的标值必须写清，并与正文一致。表格采用三线表。图、表中出现的数值都应标有明确的量与

单位，图、表须注明序号。照片要求图像清晰，层次分明。 （下转封三）



（上接封二）

１．８专业符号

文稿、图表中出现的外文字符必须区分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上、下角标字符的位置高低应区别

明显。容易混淆的外文字母、符号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文种（英、俄、希腊、拉丁文等）。

１．９参考文献

选用６条以上与本文有关的文献并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排。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如下：

专　著：著者．书名［Ｍ］．版本（第一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期　刊：作者．题名［Ｊ］．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报　纸：作者．题名［Ｎ］．报纸名，出版年、月、日．

论文集：析出文献的作者．文献题名［Ｃ］／／论文集编著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专　利：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Ｐ］．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学位论文：作者．题名［Ｄ］．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技术标准：标准编号，标准名称［Ｓ］．

作者在３名以内的全部列出，４名以上的列前３名，中文后加“等”，英文后加“ｅｔａｌ”。作者姓名不管是

外文还是汉语拼音一律姓在前名在后（外文姓不缩写，名缩写）。

１．１０作者简介

在稿件首页地脚处写明第一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学位、专业技术职称、专业方向等。

１．１１基金项目

论文若是有关基金项目的研究内容，请在文稿首页地脚处写明基金或资助机构的名称，项目编号（附证

明复印件）。本刊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刊登基金项目的论文。

２．投稿约定

２．１投稿方式

来稿请以电子文档方式发至我刊编辑部，写清作者通讯地址、联系电话、Ｅ－ｍａｉｌ及邮政编码。我刊Ｅ－

ｍａｉｌ：ｚｚｄｘｘｂｂｊｂ＠１２６．ｃｏｍ，电话：０３７１－６８２２９２１５。

２．２投稿时限

文稿自收到之日起，２个月内未收到本刊通知，可自行处理。在此期间收到复函、口头答复或录用通知

者，不得另投他刊。退修的稿件如修改期超过１个月又未及时说明理由，按新稿处理。文稿刊登后赠当期样

刊２本。

２．３著作权

稿件文责自负，但学报编辑部有权进行技术性和文字性的修改。文章著作权归作者所有，编辑权归本刊

所有。凡引用参考他人的研究成果，均须列出参考文献，严禁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凡经认定有学术

不端行为，本刊将在中国知网给予曝光，并撤下该不端论文。本刊有权将其编入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维

普数据库等数字化文献。所付作者稿酬中已包含在上述数字文献中的著作权使用费。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

编入上述文献或网络，请在投稿时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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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ｂ．２０１６　

农业技术服务业对农业增长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

朱　涛１，２，夏　宏２

（１．黄河科技学院 商贸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６３；
２．河南大学 农村和产业发展研究所，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基金项目：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溢出效应、机理及路径研究”（１４ＢＹＪ２２２）
作者简介：朱涛（１９７２—），男，河南柘城人，博士，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黄河科技学院院士工作站特聘研

究员，河南大学农村和产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公司成长。

摘　要：农业技术服务是科技兴农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农业大省河南省为例，对农业技术进步
增长率与农业总产值进行回归分析，探究农业技术对我国农业增长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耕地面

积，劳动力对农业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小，反映农业技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用电量灌溉面

积、机耕、机收、机播等五个变量都对农业增长起到明显促进作用。

关键词：农业技术；农业增长；影响机理；实证分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１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０１－０５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已

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出路。目前我

国农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要想提高我国农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依赖农业技术的创新发

展。著名经济学家 ＧｅｎｅＭ．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Ｅｌｈａｎ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４）认为发达国家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
源泉主要来自资本数量的增加或资本使用范围大的

扩大；或者通过内生技术变迁或创新式的技术升级

来促进经济增长［１］。

基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技术

对农业增长的重要作用，国内学者对农业技术的研

究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１）基于农户对
农业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研究。董鸿鹏等（２００７）
从需求角度对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认为农户技术选择行为受收入水平、耕地禀赋程

度、决策制定者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影响［２］。刘晓

敏、王慧军（２０１０）认为家庭年均总收入、地块面积
对农户技术采用有正向影响，而经营规模以及政府

扶持则对农户技术采用有负向影响［３］。罗富民

（２０１０）指出财政支农可以提升农户的技术需求意

愿和技术需求能力，并通过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财政

支农支出总体上与农业技术有效需求呈正相关的长

期均衡关系［４］。（２）基于农业技术实施影响因素的
研究。钱加荣、穆月英等认为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

和秸秆还田机械质量等变量在１％显著水平下差异
显著，均和农业技术的采用呈正相关关系，而技术补

贴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５］。刘纯彬、王晓军指出劳

动力流动下的兼业生产行为抑制了新技术采用量，

并导致农业产出总量的减少［６］。（３）对农业技术扩
散的研究。王永强、朱玉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虑

了影响农业技术扩散源和技术采用者之间关系的因

素，系统全面的分析了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障碍因

素［７］。赵佳荣认为当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存

在很多问题，阻碍了农业技术的应用，并提出了创新

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和运行机制必须重新激活政府主

办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多渠道增加投入，改善国家

财政农技推广投入结构；构建以提高农民素质为中

心的农技推广模式等一系列建议［８］。

从以上学者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可以看出，农业

生产环境对农业技术的应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农业

劳动力素质也是影响农业技术需求和实施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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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但是已有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偏向于理论研究，对

农业技术和农业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比较

少。因此，本文在前人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以粮食大

省———河南省为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所研究

农业技术服务业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先进

的农业技术和良好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实现的。

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及实证

分析

（一）农业技术及农业技术进步内涵

《农业技术推广法》规定，农业技术主要是指应

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科研成果和实用

技术，包括良种繁育、施用肥料、病虫害防治、栽培和

养殖技术，农副产品加工、保鲜、贮运技术，农业机械

技术和农用航空技术，农田水利、土壤改良与水土保

持技术，农村供水、农村能源利用和农业环境保护技

术，农业气象技术以及农业经营管理技术等。

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诠释，没有统一的概念。对

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有静态层面和动态层面两种，静

态层面根据所包含的内容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指的是农业经济增长中除去农

业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经济要素投入增加所起的作

用后，剩余的其他因素作用的总和，不仅包括“硬技

术”上的进步，还有提高科学管理水平、组织变革，合

理的农业资源配置等“软技术”的进步［９］。狭义的农

业技术进步指的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生产

技术的进步，例如新品种的培育和栽培，农业灌溉技

术的提高。由此可以概括为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主

要指的是在“硬技术”方面的进步。

从动态角度解释农业技术进步主要是研究农业

技术进步的实现方法和途径、发展过程和带来的效

应。要素投入量的相对变动和绝对变动都是农业技

术进步的具体体现，所以按照要素节约功能的角度，

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型，分别为：

土地节约型、劳动力节约型、水资源节约型和综合

型。总的来说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可

以使农业经济增长的农业要素改进和农业资源合理

优化配置农业要素的替代过程［１０］。

（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１．样本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河南省的粮食产量高，是全国粮食生产大省、粮

食主产区和粮食生产核心区，其粮食产业在全国粮

食生产和供求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

以河南省为例研究农业技术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情

况。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农业增长情况，这里的农

业总产值为农林牧副渔的产值综合；化肥使用量，农

膜使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

收面积等代替农业技术因素。主要研究的是河南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的农业生产情况。由于统计限制，灌
溉面积、机收面积、机种面积和机播面积几个变量的

选取年份是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等５个
年份。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为

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以１９９５年的农产品价
格指数为基础对农业总产值进行平减得实际农业总

产值，然后运用 ＳＰＳＳＩｎｃ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处理
和演算。

２．数据模型及实证分析结果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Ｙ＝ａ０ ＋ａ１ｘ１ ＋ａ２ｘ２ ＋

ａ３ｘ３＋ａ４ｘ４＋…＋ａｎｘｎ＋ｕ （１）
Ｙ为回归方程中的被解释变量；ｘ１，ｘ２，…，ｘｎ为

方程的ｎ个解释变量，ｕ为误差项，回归模型的自由
度为Ｎ－ｎ－１，其中Ｎ为样本容量。

（１）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农业机械
总动力、农药农膜使用量、财政补贴、化肥使用量、用

电量对实际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根据回归模型（１），
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Ｙ＝ａ０＋ａ１劳动力 ＋ａ２耕地面积 ＋ａ３机械动
力＋ａ４化肥用量 ＋ａ５用电量 ＋ａ３农药使用量 ＋
ａ７农膜使用量＋ａ８财政补贴 （２）

根据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河南省的农业生产各项统
计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Ｉｎｃ软件对回归模型（２）进行数据
回归处理，农业总产值与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农

业机械总动力、农药农膜使用量、财政补贴的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模型（２）拟合优度和Ｆ检验方差分析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检验 显著性

１ 回归 ４．９２９Ｅ７ ８ ６１６１７６７．０６９ ２２１．０４７ ．０００ａ

残差 ２７８７５４．１２０ １０ ２７８７５．４１２
总和 ４．９５７Ｅ７ １８

　　ａ．预测因素：（常数），财政补贴，农业劳动力（万），农用机械

总动力，耕地面积（千倾），农药使用量，农膜使用量，农村用电量，

化肥使用量（万吨）

ｂ．因变量：实际农业总产值

数据来源：由ＳＰＳＳＩｎｃ软件计算机模拟得出

所以回归模型（２）可写成 ：Ｙ＝３４９６．９６６－
０．５０５耕地面积 ＋０．２０９机械动力 ＋９．３７７化肥使
用量 ＋１４．９８３用电量 －３０６．７６２农药使用量－
２９８．０６８农膜使用量＋４．３５３财政补贴

根据表１可以看出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
好，通过了Ｆ检验，整体上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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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模型（２）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检验

变量的回归系数

模型
非标准系数

β值 标准误

标准系数

β值
Ｔ检验 显著性

（常数） ３４９６．９６６ ２１０６．４０２ １．６６０ ．１２８
农业劳动力（万） ．０４５ ．５３４ ．００８ ．０８４ ．９３５
耕地面积（千倾） －．５０５ ．２５１ －．１６６ －２．０１２ ．０７２
农用机械总动力 ．２０９ ．２４２ ．３１２ ．８６４ ．４０８
化肥使用量（万吨） ９．３３７ ６．９５４ ．６９０ １．３４３ ．２０９
农村用电量 １４．９８３ １０．８３７ ．６４２ １．３８３ ．１９７
农药使用量 －３０６．７６２ ２６８．３２４ －．３０９ －１．１４３ ．２８０
农膜使用量 －２９８．０６８ １９８．７９２ －．６０６ －１．４９９ ．１６５
财政补贴 ４．３５３ ．７９８ ．４５４ ５．４５３ ．０００

　　ａ．因变量：实际农业总产值

表２主要是各个变量系数的回归结果：农业劳
动力的系数为正，说明随着劳动力的投入，依然会带

来实际农业总产值的增加，但是也可以明显的看出

劳动力的系数非常小，而且 ｔ值仅为０．０８４，没有通
过ｔ检验，说明劳动力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不明显；
耕地面积的系数为负数，耕地面积每增加一千顷，农

业总产值减少０．５０５亿，并且通过了 ｔ检验，说明耕
地面积对农业总产值的这种负效应比较明显。主要

是因为河南省的耕地面积在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间增长
不明显，最近几年还出现减少趋势。农业机械总动

力和化肥使用量均为正值，说明农业机械的使用和

化肥投入对农业产出有促进作用。农业用电量的系

数为１４．９８３，对农业总产值的正向拉动作用比较
大，同时也说明河南省的农业生产过程中能量消耗

比较多；农药使用量和农膜使用的系数为负数，并远

远超过其他变量的系数，说明二者对农业总产值有

极大地负效应，大大地阻碍了农业总产值的增加。

也说明河南省的农膜和农药使用过量；财政补贴系

数为４．３５３，并通过了 ｔ检验，对农业产值的促进作
用具有显著性。

（２）由于耕地面积与灌溉面积具有严格的共线
性问题，因而灌溉面积对农业总产值影响进行单独

的实证分析，根据线性回归模型（１），我们建立实际
农业总产值和灌溉面积的回归模型：

Ｙ＝ａ０＋ａ１灌溉面积 （３）
应用ＳＰＳＳＩｎｃ软件对河南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等５个年份的灌溉面积数据和实际农
业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所以回归模型（３）可写成 ：Ｙ＝－１６７２８．７１６＋
４．１５灌溉面积

回归模型的 Ｒ２达到 ０．９８，调整 Ｒ２也达到
０．９６，说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好。根据表３
可以看到：灌溉面积的系数为４．１５，ｔ＝５．５０６，通过

了ｔ检验，灌溉面积对农业总产值具有显著地促进
作用。相比耕地面积对农业产值的副作用，说明良

好的灌溉技术和灌溉条件可以提高农业总产值，促

进农业的增长。

表３　模型（２）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检验系数

　　模型
非标准系数

β值 标准误

标准系数

β值
Ｔ检验 显著性

１ （常数） －１６７２８．７１６ ３７４６．２５６ －４．４６５ ．０００
灌溉面积 ４．１５０ ．７８２ ．７９０ ５．３０６ ．０００

　　ａ．因变量：实际农业总产值

数据来源于计算机软件的回归结果。

（３）实际农业总产值与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
收面积的回归分析结果。

同样由于耕地面积，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收

面积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影响回

归分析的结果，本文对反映农业技术的机耕、机播、

机收面积三个重要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根据模

型（１），分别设置实际农业生产总值和机耕、机播、
机收面积三个回归模型：

Ｙ＝ａ０＋ａ１机耕 （４）
Ｙ＝ｂ０＋ｂ１机播 （５）
Ｙ＝ｃ０＋ｃ１机收 （６）
①河南省机耕面积、机收面积、机播面积的情况

图１　机耕、机收、机播面积增长图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河南省的机
耕、机播、机收面积不断增长。尤其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机播面积增长迅速，并且超过了机耕面积，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三者发展都比较迅速，之后逐渐趋于平稳，
增长缓慢。

②回归分析结果
表４　机耕的回归分析结果系数

　　模型
非标准系数

β值 标准误

标准系数

β值
Ｔ检验 显著性

１ （常数） －１５２５．５８５ ２９７７．７６０ －．５１２ ．６４４
机耕 ．８５８ ．３８８ ．７８７ ２．２１３ ．１１４

　　ａ．因变量：产值

表５　机收的回归分析结果系数

　　模型
非标准系数

β值 标准误

标准系数

β值
Ｔ检验 显著性

１ （常数） ３８４．８２８ １９５０．９７８ ．１９７ ．８５６
机收 ．６６１ ．２７２ ．８１４ ２．４３１ ．０９３

　　ａ．因变量：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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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机播的回归分析结果系数

　　模型
非标准系数

β值 标准误

标准系数

β值
Ｔ检验 显著性

１ （常数） －３２７．９４６ １８４８．６５３ －．１７７ ．８７０

机播 ．６７８ ．２３０ ．８６２ ２．９４８ ．０６０

　　ａ．因变量：产值

通过表４、５、６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机
耕、机收、机播的系数分别为０．８５８、０．６６１、０．６７８，
并且都通过了 ｔ检验。对农业生产总值都具有显
著地促进作用。其中机耕的系数最大，对农业产

值的影响比其他两个更大，但是这种促进作用的

显著性没有机收、机播的明显，机播对农业产值的

影响最显著。

综述，根据上述对河南省农业总产值和相关变

量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促进农业产值增加的因素，

如耕地面积、劳动力对农业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

小，甚至对农业产值的增加出现负效应。反映农业

技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用电量灌溉面积、机

耕、机收、机播等五个变量都对农业增长起到了促进

作用，说明农业技术在增加农业产值，促进农业发展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出

农药、农膜的过度使用不仅会对土壤造成破坏，而且

对环境也会产生危害，也不利用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财政补贴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比较大，并且是正向

的促进作用，因而政府也应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尤

其是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动农业现代化。

三、农业技术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根据《农业技术推广法》规定，农业技术推广，

是指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

农业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

程的活动。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仅是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

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促使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七届

三中全会做出了一系列具体指示推进农业技术推广

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推进农业科

技创新，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１１］。

（一）样本说明和样本数据的来源

衡量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重要指标是农业技术

进步增长率。根据农业产值、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总

数、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财政补贴、农

业机械总动力和化肥使用量等七个变量计算出农业

技术进步率。

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

国农业发展报告》。主要研究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６年的
农业生产情况。利用 ＤＥＡＰ２．１软件进行农业技术
进步增长率的计算机模拟和利用的演算。

（二）农业技术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

结果

表７　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

年份 技术推广效果 年份 技术推广效果

１９９１年 １００％ １９９２年 １０５．１０％
１９９３年 １０６．３０％ １９９４年 １０７．１０％
１９９５年 １０８％ １９９６年 １１６．５０％
１９９７年 １０２．８０％ １９９８年 １０２．８０％
１９９９年 １０１．３０％ ２０００年 １００．９０％
２００１年 １０３．５０％ ２００２年 １０４．１０％
２００３年 １０３．９０％ ２００４年 １０６．４０％
２００５年 １０４．２０％ ２００６年 １０４．７０％

　　数据来源：ＤＥＡＰ２．１软件计算机模拟得出

图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变化

表７和图２的结果表明：我国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１６
年间农业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为１０４．８５％，１６年的
每一年的农业技术增长率都超过了１００％，说明这
些年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效果十分的明显。１９９１—
１９９６年，农业技术增长率增长迅速，尤其是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年；随后一年，技术增长率急速下降，但与１９９１
年相比仍然处于增长状态，随后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这十
年以比较平稳的速度增长。

（三）农业技术推广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为了更加精确的分析出农业技术推广对农业增

长的促进作用，本文以农业产值增长量为因变量，农

业技术进步增长率（农业推广效果）为自变量设立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Ｙ＝ａ＋ｂｔ
其中 Ｙ为被解释变量农业产值增长量，ｔ为解

释变量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

利用ＳＰＳＳＩｎｃ数据分析软件对两个变量进行
线性回归分析，探索农业技术推广对农业增长的贡

献率，可以的到如下方程：

ｙ＝４．９２７＋０．５２１ｔ
其中，Ｒ２＝０．５９２　Ｆ＝２０．７６１　Ｄ－Ｗ＝１．４５２
从上式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回归方

程通过了Ｆ检验，具有明显的显著性。说明农业技
术推广对农业增长具有明显效果，农业推广效果增

长１％，农业产值增长０．５２１％。这说明了我国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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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实践中，农业技术通过农业技术推广不断地

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应用，不仅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

水平，节约了资源，而且促进了我国农业向集约化和

现代化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农业技术服

务业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农业技术和农业

技术推广，一方面农业技术中农业机械的使用，化

肥、灌溉技术的提高对农业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农

药、农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农业总产值，但是农

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对农业增长的具有阻碍作用，不

利于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农业技

术推广，提高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可以加快农业技

术的实际应用，直接推动农业产出的增加。根据我

国农业情况，现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应当加快新型机

械研究开发和推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

生产力。二是应该完善农村基本建设，尤其是灌溉

设施，提高灌溉技术，应用喷灌、滴灌等先进的灌溉

技术，增加农村有效灌溉面积，改变中国传统农业靠

天收的落后局面。三是增加优秀农技人员的引进，

不断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提

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缩减我国农业技术转化

为先进生产力的过程。四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扶

持和补贴，增加农业的科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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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推进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李孝敏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 学报编辑部，郑州 ４５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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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河南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２０１５ＪＣ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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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教育的综合平台，是我
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在打响我国公共文化扶贫攻坚战的背景

下，以五大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末

端，打通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关键词：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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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
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

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坚决阻止贫困

现象代际传递。”［１］治贫先治愚，文化脱贫已经到了

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贫困地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责任重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要求“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部等７部
委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联合印发了《“十三五”时期贫困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中央文件

以及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的出台为脱贫攻坚，推进河

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遵循，指

明了方向。

一、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应

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

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那是不完整的。”［２］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是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教育的综合平

台，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是广大基层群众充

分享有文化权益和共享文化成果的重要渠道，是减

贫脱贫根本之举。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符合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一是有利

于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以党的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统领，加快推进贫

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末端，打通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规划纲要》针对贫困地区公

共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按照“补齐短

板、巩固提高、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的建设思路，明

确了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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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划纲要》

提出要增强群众文化素质、促进地方特色文化保护和

发展，充分发挥“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积极作用。

把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记忆乡愁、凝聚

乡情、富有乡韵、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阵地。乡愁反映

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体现了当代人对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愿望和期盼。记住乡愁、凝聚乡

情，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载

体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养料。三是有利于保障公民的

基本文化权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提供

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保障公民基本

的文化权益为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享受文化成果、参加文化活动、进行文化创造、文化成

果受到保护等是公民最基本的文化权益。《规划纲

要》强调，“重点保障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特

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通过整合各级各类面向基

层的公共文化资源，实现人财物统筹使用，资源共享

共用，从而达到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强化服

务功能，提升服务效益的目的。四是有利于增强公民

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坚定文化自

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３］《规划纲

要》指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补短板、

兜底线、建机制、畅渠道、促发展，以广泛开展宣传

教育活动、宣传党和国家重大改革措施与惠民政策，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和中国梦主题教

育实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服务内容，这

有助于激发民族凝聚力，增强公民的文化自信。五是

真正打响文化扶贫攻坚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的效能，扭转贫困地区与发达

地区发展差距，实现贫困地区文化跨越发展。推进贫

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自身“造血功

能”，激活文化力量，以文化助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真正实现彻底脱贫。

二、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

河南现有 ８１００多个贫困村，５７０多万贫困人
口。为了全面系统了解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现状，探索“十三五”期间改善贫困地区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创新模式，课题组成员历经３
个月时间，分头深入河南兰考、嵩县、宜阳、上蔡、息

县、新县、桐柏等５３个贫困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

得的成就

近年来，河南各级党委、政府都非常重视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第

一，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初步建成。财政政策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所倾斜，加大了资金投入，不断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如兰考县积极鼓励社会各

界力量，投资 ８０００万元建设兰宝图书馆、文化馆、
体育馆、体育场和文化广场。兰考县初步实现了基

层文化设施全覆盖，建成了１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中心、１６个乡镇综合文化站、３４０个农家书屋和４５８
个基层服务点。第二，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总量增加。

如固始县在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完善了“三馆”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建设，图书馆服务全民阅

读，上升为国家二级馆，文化馆彰显特色文化资源优

势，上升为国家三级馆，博物馆馆藏日益丰富，这极

大地提升了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公共文化服务资

源总量不断增加。第三，群众文化活动日益丰富。

如新县大力推动红色文化、廉政文化、记住乡愁等群

众性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有效弘扬大别山精神，坚

守 “文化主导，部门联姻，广泛参与，积极扶持”的原

则，文化惠民，深入人心。

（二）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

在的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足。基层文化设施是推进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然而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河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大

多陈旧老化，或文化设施总量不足。虽然有些基层

文化设施硬件基本达标，但像农家书屋、乡镇文化站

等软件设施尚显不足，文化活动场所建设较为落后，

布局不够合理，而在有些偏远山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偏少甚至没有，因而难以满足基层广大群众

的文化需求。

公共文化服务活力不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特性在于“服务”，然而，乡镇综

合文化站“空壳”化现象严重，设备陈旧、有名无实，

几乎没有与当今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的书籍，或仅有

几本布满灰尘多年前的图书。大多数农民对文化站

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知之甚少，即使有文化需

求也很少去乡镇文化站寻求文化扶贫。农家书屋利

用率低，尽管农家书屋提供实用图书、报刊、音像制

品借阅服务，但管理不善，人气不足，甚至有些音像

制品没有启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不健全，存

在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等问题。服务组织方式单一，

服务理念偏于传统，服务质量不够高，优秀文化产品

供给不足，缺少统筹协调，多头管理，甚至出现“官

本位”的服务理念，淡化了公共文化服务意识。

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匮乏。贫困地区公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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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文化服务

专业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服务精神。河南贫困地区大

多在大别山、伏牛山和桐柏山等山区，由于受多方面

因素制约，无法吸引和留住高端专业人才，更别说在

基层工作的文化人才，一些优秀的民间艺人也因后

继无人而难以有所作为。虽然某些地区也对文化工

作人员进行了上岗前培训考试，但是由于缺乏系统

严格的规范程序和标准，往往收效甚微，影响了公共

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有待提高。虽然国家对

“２１３１工程”投入较大，但“２１３１工程”服务效能甚
小。国家“２１３１工程”是一项新世纪的电影工程和
文化建设项目，是原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和国家发

改委共同实施的一项农村电影工程和基层文化建设

项目。“２１３１工程”即在２１世纪，落实执行“送电影
下乡”活动，广大农村每月每村至少放映一场电影。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高科技的发展，即使在贫

困地区农民也不再局限于电影这种文化传播渠道，

对这种服务方式的不太认同，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

功能的发挥。

三、以五大发展理念推进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末端，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平

台，应具有时代性、创新性、均等性、共享性和开放性

等特征。只有打通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最后

一公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真正得以完

善和健康发展。

（一）以创新理念谋新篇

创新是推进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第一动力，以理念创新引领实践创新，以创新理

念引领创新行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让

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理念，以新的内容、新的

形式、新的载体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

式，探索建立“按需点单、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

式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人

民群众文化需求有效衔接。整合河南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数据资源，加快“文化河南”云平台建设，让人

民群众在“云端”上尽享标准化、均等化的公共文化

服务。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扩大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主体，支持群众自主参与、鼓励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研究制定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性目录。创新公共文

化服务载体建设，载体建设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方式，

文化通过有形或无形的载体得以呈现，利用好“互

联网＋文化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高
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

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４］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文化人才是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第一资源。探索培养政治强、业务精、作

风硬，与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相适应的文化人才，

建立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员配置，为文化人才

提供发展机会和平台。着力扶持基层文化骨干，推

进立足基层、结构合理的懂管理、善工作、能创新的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建立基层文化人才定

期培训制度，强化培训，使其更新知识以适应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的需要。建立培训基地，培养专业的能

够理论联系基层实际的文化人才，强化问题意识、公

共服务意识，以提高大数据时代基层文化工作者素

养和创新能力。依托河南高校、科研机构，培养参与

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专业人才。挖掘乡土文化能

人。乡土文化能人是最“接地气”的文化人才，能够

直接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文化需求，懂得群众的文

化喜好，也最受群众欢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构建的价值实现在农村基层，文化发展的根在群众，

充分挖掘乡土文化能人迫在眉睫。

（二）以协调理念共赢城乡一体化发展

协调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

的战略部署一脉相承，就是着眼于贫困地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实际，补齐文化短板，实现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统筹好现有的城乡公共文

化资源和文化设施，加快推进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标准化建设，促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利用河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人才、形态、品质的

优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把贫困地区群

众需求和文化特色结合起来，推进城乡文化发展一体

化，均衡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实现城乡资源整合和共

用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文化扶贫，把贫困

地区公共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结合起

来，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切实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

益，服务资源向特殊群体倾斜，加强对残疾人、留守

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建立标准化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形成文化配送服务

网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整合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探索实现共建共享的方式

和途径，完善城乡联动机制和城乡帮扶机制，真正建

成互联互通、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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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绿色理念弘扬生态文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以培育绿色生

态文化理念为重要取向，坚持可持续发展。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绿色”作为未来 ５年五
大发展理念之一。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

要真正嵌入绿色元素，搭建好绿色文化建设平

台，弘扬生态人文精神、绿色文化生活方式，提升

文化品位。开展绿色文化创建活动，消弭“低俗、

媚俗、庸俗”之风，增强环保意识，倡导绿色消费。

建设绿色文化市场，加大文化治理力度，特别是

加强对互联网、图书、音像制品等的综合治理。

开展“美丽乡村，文化乡愁”农村文化品牌活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国精

神，讲好中国故事，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强化“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实践中化为生动

的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使广大

人民群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绿色文化作品，以健康积

极向上的绿色生态文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需求。

（四）以开放理念扩大文化交流

文化的魅力在于包容，文化的特性是开放。以

开放的理念统筹推进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建立起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家园。大

力实施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扩大不同地

区、城乡之间公共文化交流与传播，使贫困地区广大

群众拓宽文化视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以增强

河南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河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文化

交流活动，积极引进优秀文化文艺产品，汇聚文化正

能量，给贫困地区人民群众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

积极打造河南贫困地区文化传播平台，提升文化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使河南贫困

地区人民群众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五）以共享理念惠民生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以共享理念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落到实处。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

更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以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均等化、多元化、社会化、数字化、现代化为

原则，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统筹发

展，加快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

河南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城乡一体、人人共

享的新格局。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工作力度，

力争“村村通”互联网，让贫困地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

共享我国文化发展成果。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广大

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中有了更多获得感，积极性被调

动了起来，就会产生更大的文化创新能力，进而创造

更多的社会成果，增强“文明河南”建设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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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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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发展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城镇化的不断提高为
社会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河南的城镇化发展近些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全国尤

其与发达国家相比，城镇化率偏低，尤其表现在产业结构上的不合理。河南城镇化发展中还存在诸

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阻碍进程的问题、速度与质量统一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开放、严

谨、科学的态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破解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矛盾，创新融资模

式，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以及构建合理的城镇产业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

的道路，破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难题，进而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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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社会生产进步
达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我国的城镇化起步晚，底子薄，且资源分布不均，内

陆省份与东南沿海在城镇化率上存在较大的差距。

目前，河南省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但是人均

ＧＤＰ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更是落后，远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河南的城镇

化应坚持走有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结合河南

的具体省情，走出一条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

业现代化相协调的发展道路。

一、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与河南现状

１．中国城市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步入正常的轨道。但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城市发展方针仍没有摆脱规模
调控的思路。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共中央
做出推进城镇化的重大决策并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

的层面。２０００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２００７年，党的十
七大报告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极。２０１１年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
城市病的预防和治理。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
式提出新型城镇化，强调“四化”的同步发展。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
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

我们要打造“美丽城镇”，要把生态文明的理念与城

镇化过程相融合，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成为新型城

镇化道路的目标。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在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里，得到了有力的印证，成为推动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因。２０１１年，中国经
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ＧＤＰ达到３５１８１元，
约合５５００美元，而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５１．３％，标志
着中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阶段。我国城镇

化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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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将为我国的ＧＤＰ增长提供强大的驱动力。
２．河南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河南是我国的人口大省，２０１３年总人口１０６０１

万人，常住人口９４１３万人。河南省现有１４９个涉农
县区、１８９２个乡镇、４７５３３个行政村。河南省城市化
水平自 １９４９年以来，一直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绝大多数年份二者的差距都在 １０个百分点以上。
自２００４年之后，河南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城镇常住人口为４１２３万人，城镇化
率达到４３．８％，低于全国平均城镇化率 ５３．７％近
１０个百分点。

二、河南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１．土地制度成为河南城镇化的首要问题
在我国，城区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除了为

国家所有之外还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实行建

设用地总量控制。土地作为一项稀缺资源，在我国

越来越被视作宝贵财富。从中央到地方，包括农民，

对土地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考虑，要进行土地制度

改革，势必要触动他们各自的利益。尤其土地财政

对地方政府的巨大贡献，加大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

让金的依赖程度，加上农民世代将土地视作自己的

生命，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加剧社会矛盾。现行土地

制度在征地制度、土地产权、土地流转机制等方面，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影响着河南城镇化进程。

（１）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不高，不利于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随着城镇化逐步深入，土地使用的

目标本应朝着集约、高效的道路发展，而一些地方的

现实情况表现得恰恰相反。河南许多地方在支持、

引导城市新区、产业集聚区等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巨

大努力，也带来了速度过快、招商引资力度不够、质

量不高、产能过剩等问题，一些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

准入的门槛过低，提供的土地“优价”条件太大，致使

一批落后产能企业获得了生存空间，不利于落实中央

提出的“未来五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经济发展目标。许多产业园区、加工工业区处

于开工不足、产能过剩的状态。２０１４年度产业集聚区
考核，河南省有１６个未达标，７个被降级。

（２）农村土地闲置状况比较严重。由于劳动力
受市场机制调配，而从事农业的收益偏低，大量的河

南农民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城选择

了加工、服务、建筑等行业。通常一个壮年农民劳动

力在乡下务农一年的毛收入在０．６万 －２万元，而
通过务工则可以达到３万－７万元。虽然现在农民
没了“皇粮国税”，但是大规模地租种土地又不现

实，种地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从而造成大

量的耕地撂荒现象。

（３）农用地质量下降，影响粮食安全。大批的
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留守的大部分是劳动

能力低下的“老弱病残”，农村耕地的种植质量与效

率虽然在大量化肥、农药使用的情况下得以维持，但

７０％的耕地由于农田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再加上部
分地区的工业排放不达标，造成土地、水资源的污

染，影响了河南粮食生产安全。

（４）土地财政问题依然存在。土地财政诱惑巨
大，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为城市建设提供了较大比例

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过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

其偏离了土地管理的目标，不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中央政府严格控制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数量，而地

方政府不断地加强土地储备，引发城市建设用地供

应不足，直接造成招拍挂的土地成交价不断攀升，直

接增加了房地产的开发成本，继而引发居民对房价

持续走高的不满。

（５）土地流转双方主体问题突出。农民缺少在
征用土地上的话语权，在土地补偿或安置问题上每

年都发生大量的群体事件甚至恶性事件。现行的土

地制度，积弊太多，越来越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需要。

２．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购房、入学、生育、医疗、

养老、社会求助等很多方面直接与户籍挂钩，农村人

口进城就业，无法享受到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

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公共服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

会经济发展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我国现行

户籍制度的产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初衷是为了

限制城乡人口的流动，减少供给对城市带来巨大的

压力。然而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依然执行现行户

籍制度，这严重影响了农业人口自由流动，阻碍了城

镇化发展的速度。

３．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矛盾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落

后于工业化，在河南表现得尤为突出。河南省的国

民生产总值近些年一直占据着全国第五的位置，但

其本身又是个农业人口大省，也是劳务人口输出大

省。根据《２０１３年河南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３年河
南全部外出人口中，外出地在省内的占４４．３％，在
省外的占５５．７％。河南的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产
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转化

·１１·



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严重不足。加之本地的

劳务报酬水平偏低，而北京、上海、东南沿海城市吸

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强，自 １９９５年之
后，河南农民更多地选择在东南沿海一带务工，巨大

的务工人口数量没有对本省经济发展做出直接贡

献，对河南来说，是一大损失。

４．当前城镇化发展的融资模式存在风险
为保障城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实现农民就业、

农民增收、社区建设规划、土地征收、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融资困难已成为河

南各地城镇化建设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当前土地

财政和成立各类开发建设公司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

融资手段。

（１）土地财政的缺陷凸显。在现行的分税制模
式下，地方财政收入渠道与规模越来越小，从而加大

了与迅猛增长的地方财政预算之间的矛盾，所以地

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其融资力度。而土地财政将高额

的土地出让金转嫁到房价上，加重了农业人口转移

到城市的成本。另一方面，为了本届政府政绩，土地

财政极易招致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

（２）地方政府间接融资潜藏巨大风险。地方政
府是不允许直接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所以近年来地

方政府成立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市建设开发公

司以及城市建设资产公司等迅猛发展，变相地向银

行举债。随着城市建设的规模急剧扩张，这种融资

模式也将不断得到应用，地方政府潜藏的债务风险

也将伴随着融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一旦融资规模

超过地方政府偿还能力的一定比例，就有可能爆发

政府债务危机。地方政府以土地和信用进行融资，

一旦地方政府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并与各城市之间

形成联动效应，极易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５．城市治理和管理水平不高
河南的城市大部分属于粗放型发展模式，并带

来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一方面，河南各地市的

财政收入普遍比沿海城市偏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造成了诸如道路拥堵、城市

河道污染治理不力、垃圾处理能力不足、教育医疗等

资源与社区人口区域不配比、水资源缺乏等城市问

题；另一方面，部分城市政府的支出行为缺少有效制

度的约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短期行为对城市资

源配置带来的后果仍然十分严重，存在各种形象工

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以郑州市为例，２０１４年底郑州市常住人口超过
９３７．８万人，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增加了２７２万人。随着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车辆的快速增长，郑州市的

城市交通拥堵状况越来越严重，于是不断地新修各

种快速通道。市政工程占用了现有的公共交通设

施，地面施工带来的拥堵越来越严重，并形成恶性循

环。另外，城镇化发展的不科学带来资源能源紧张、

浪费，环境污染严重。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缺少相

应的管理，带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的生产模式。

河南人均水资源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５、世界平均
水平的１／２０，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居全国倒数第二
位。河南很多地方属于缺水的城市，并“逢雨必

涝”。随着郑东新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的发展，目前还处在“喊渴”“找水”的状态。

６．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城镇化发展研究表明，城市化率达到 ５０％以

后，第三产业将会出现高速发展。２０１３年河南的第
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约３２％，与全国的平均水平
相比还落后约１４个百分点。而在第三产业的结构
中，河南传统服务业的比例太大，现代服务业如金

融、文化、体育、信息服务等所占比例过小。第三产

业在发达国家对就业人口的贡献达到了７０％－８０％
的比例，河南要转化的农业人口巨大，第三产业未来

发展的前景与空间也将是巨大的。

三、河南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的解决路径

河南部分地方对城镇化的本质和内涵缺乏科学

认识，对新型城镇化更是一知半解，他们热衷于把搞

形象工程当作提升政绩的一种手段，一些城镇化规

划过于高大上，忽略了城镇居民的客观公共需求和

城镇化发展的科学规律，严重脱离自身实际，造成了

资源上的浪费，甚至带来城市发展的负面效应。必

须加大改革的力度，提升和转变政府职能，引导河南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

１．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权

利平等的土地产权制度，建立公平、共享的土地增值

收益分配制度，建立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土地

财产税制度、土地资产经营制度和土地融资制度以

及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

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１）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
同等进入市场。在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和市场规则

的前提下，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

同价同权。

（２）制订新的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促进土地抵押、转让、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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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市场发展。建立规范、透明的土地流转的二级

市场，所有城镇建设用地流转，都纳入到土地二级市

场中进行交易。

（３）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为农村
土地集约化管理提供充足的政策保障。在充分尊重

农民的意愿的基础上，实行平等、协商、有偿流转农

村土地。农村土地流转既要通过政策激励、管理服

务进行引导推进，也要积极培育完善农村土地流转

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从而保证土地流转

有序，实现土地使用效率提高的目的。

（４）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
上，鼓励土地联合经营，规模经营，大力推广农业科

研成果，发展绿色农业，提高农业产出效率，缓解农

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２．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当前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必由之路，是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

生产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加快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

度改革，以尽快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１）落实允许农民“带土”进城的政策。农民进
城后最怕失去土地，在深化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权的

基础上，建立农用土地流转制度，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让农民土地自由转让、转租、转包，建立起农村土

地流转市场。

（２）加快统筹协调，完善顶层设计，推进相关公
共服务改革。各城市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深化推

进现行的居住证制度，根据居民对当地贡献的“积

分”，重点解决随迁子女异地入学、中考、高考问题，

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快研究社会保险制度的

城乡统筹和地区间转移接续的问题，逐步实现居民

共享公共服务，完成务工人员由“居住”到“市民”身

份的转换。

３．破解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矛盾
在当前经济的新常态下，工业发展的条件在发

生变化，包括资源供求、劳动力成本、商品供求关系、

国际宏观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

成本上升。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目标都没有完成的情

况下，生产要素成本却进入到了上升阶段。传统的

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以及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成

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的粗放型增

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需要提高

社会化分工的程度。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取决

于第一、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值率的高低，提

高第一、二产业的效率，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转变

工业化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４．创新融资模式，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融资渠
道

市场化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不仅为城镇化发展特

别是相关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

来源，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

财政风险。新型城镇化的融资，要建立健全地方债

券发行管理制度。在不违背经济运行规律的前提

下，以创新的模式获得更高更有效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资金。

（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吸收民间资本。充分发
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的效率，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２）发行市政债券。市政债券优势明显，长期
以来在欧美各国倍受青睐。市政债券违约风险较

低，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发行比较顺利。

（３）股权融资。向特定的、具备资金实力的法
人机构筹集资金，高效地利用社会资本，丰富城市建

设资金的结构比例。

（４）设立城镇化建设基金。借鉴安徽首支城镇
化基金“徽银—桐城—中辰 ＰＰＰ城镇化基金”的经
验，开创城镇化建设资金筹集新模式。

５．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消除“城市病”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遵守城市发

展的客观规律，以人为本，大力发展智能、低碳、节

能、高效型城市、城镇。加强对城市发展战略的研

究，高标准、高水平编制各类规划，形成统一衔接、功

能互补、相互协调的规划体系。加强规划实施全过

程监管，严格实行规划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建

筑质量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强化设计先行，管理透

明，大力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摒

弃粗放管理，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推动城市绿色发

展，提高智能化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内在品质，把河

南的城市建设成为集约型、节约型、环保型、人文型、

效率型、智能型的城市。

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构建合理的城镇产业体
系

对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产业结构存在着很

大的不合理，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正

由以工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转变。实现这一

转变，我国将完成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也为挖掘经

济增长后劲找到出路，同时也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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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选择。要实现第三产业的突破性的发展，就必须

加快政府职能改革，调整第三产业的准入门槛，打破

现有的垄断机制，真正能让市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

的作用，让服务业在价格和质量上相互竞争、相互推

动，与消费者市场的要求形成合力，由此建立起河南

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根据河南各地城市的不同情

况，发挥不同层级城市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金融、保

险、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公共服

务等第三产业，调整服务业产业结构，提升竞争力，

充分发挥以郑州等中心城市为龙头的辐射影响力，

积极带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四、结束语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共中央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今年又是“十三五”开局之

年，河南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站在新起点，继续发

挥“滚石上山”的精神，不断取得新成就。因此我们

既要满怀期待，以百倍的信心和努力开拓城镇化的

新局面，又要尊重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建设城镇

化的规律和特点，正视河南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矛

盾和问题，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为引领，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内核，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

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独具中原特

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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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发展迅速，竞争日益加剧，将现代营销理念引入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势在必
行。文章从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内涵谈起，提出应遵循整体性原则和可持续性原则，进而分析乡

村旅游目的地营销的产品、形象、信息传递等影响因素，探讨提升目的地营销效果的若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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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其中重

点谈到要实施乡村旅游提升计划，开拓旅游消费空

间。到２０２０年，全国将建成６０００个以上乡村旅游
模范村，形成１０万个以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
村、３００万家农家乐，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过 ２０
亿人次，受益农民５０００万人。由此可见，我国乡村
旅游的发展势头迅猛，乡村旅游目的地数量将会剧

增，从而形成激烈竞争，在此背景下，营销成为乡村

旅游目的地提升整体吸引力的重要手段。

一、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内涵及原则

（一）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内涵

王磊、刘洪涛在《旅游营销的新观念———旅游

目的地营销》一文中指出：旅游目的地营销是指旅

游目的地所有旅游企业，共同作为营销主体，以一个

目的地的形象整体加入旅游市场竞争中，这一营销

理念强调营销的参与主体不是某一个旅游企业，而

是目的地所有参与旅游供给的机构和人员；营销的

对象不再是某一个旅游产品，而是目的地广泛的相

关旅游产品和服务；营销最终获益者也不是具体某

个旅游供应商而是整个地区。

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

在与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有关的众多因素中，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作用于旅游市场（即游客）和

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一个因子，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构

架起游客和目的地之间的桥梁，这一桥梁对整个乡

村旅游目的地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何

更好地构建这一桥梁且让其持续发挥积极作用，进

而实现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的持续发展，这是今后

乡村旅游目的地发展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原则

１．整体性原则
从旅游目的地国内外营销实践来看，基本上是

选择将目的地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整体的战略规划

和资源整合。这是由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复杂特点和

旅游者的感知特点两个方面决定的。

作为乡村旅游目的地，它可以是一个乡镇、村

庄，也可以是一个景区，无论大小，通常包括体现乡

村文化的旅游吸引物与满足游客基本需求的旅游接

待设施组合的各类地域空间要素，从而构成一个复

合性的地域空间。在这一空间范围内，旅游产品的

提供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各个部门；旅游形象

的树立依赖于企业的服务、政府的宣传、乡村居民的

配合；目的地与目标市场的沟通需要各部门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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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也需要各主体同游客间的和谐相处和感情积

累。这些都不可能通过单个的企业或政府单兵作

战，独自完成。企业实力单薄，且受各自利益的驱

使，不太可能真实全面地展现出目的地的整体实力，

更不可能保证自身的行为能够与其他部门协调一

致，或惠及目的地构成的其他方面；政府具有统筹全

局的能力，但却不能事必躬亲提供市场、游客所需要

的一切，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必须以具体部门所提

供的产品或服务为基础；无论是企业或政府，最终产

品的提供、措施的落实都需要乡村居民的支持和配

合。由此可见，乡村旅游目的地本身所包含的因素

的复杂性及其所决定的目的地营销的多关联性，决

定了必须从整体着眼，统筹各相关因素，调动各相关

主体，方能使营销工作顺利地开展。

旅游者在寻找一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时，就是在

挑选某一种感兴趣的乡土环境。旅游者感知环境的

结果是认识地图，即指一个人在环境或场所中导引

自身的信息集合，情感和感觉是认识地图的重要部

分。旅游者的认识地图经常与用图表表示的物质界

限不符，他们并不固守物质界限，并不特别区分出旅

游目的地内不同的区域和吸引物，而是将目的地作

为一个整体环境来感知、来记忆。针对旅游者感知

的特点，应该考虑把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目的地来营

销。

２．可持续原则
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营销行为不应该是一次性博

弈，其所追求也不应该是单纯地将游客吸引到目的

地，尽可能地榨取其身上的旅游商业利益的短视行

为。要保持乡村旅游目的地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需

要营销工作的持续不断开展，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可

持续性就是指在旅游目的地发展的过程中，既能使

一段时期内的营销工作所涉及的各要素环节顺利运

转，又可让各个阶段的营销行为能得到有效地衔接

和协调。要实现旅游目的地营销的持续发展，就需

要对其产品、形象和沟通进行全盘考虑。

二、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影响因素

（一）产品

旅游产品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资源，对

一个旅游目的地进行整体营销，应该在整合旅游目

的地资源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开发具有竞争力的

旅游产品。毋庸置疑，旅游产品一般情况下是通过

旅游企业和其他相关部门联合完成，这些旅游相关

行业在提供各自产品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和合作。但长期以来，这些行业并没有将自己纳入

到旅游目的地这一整体背景之下，各自为政，单纯从

行业自身利益出发，忽视全局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

突出表现为区内旅游产品雷同开发、相互冲突，不能

形成有效互补。此外，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旅游产

品开发和经营一般都旨在满足游客的需求，忽视了

其所涉及到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利益，从而一

系列负面效应相继出现。

（二）形象

如果说旅游产品构筑了一个旅游目的地营销的

基础，那么，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塑造则是贯穿旅游目

的地营销始末的灵魂。旅游者在选择乡村旅游目的

地的时候，固然要考虑旅游产品的质量高低，但当其

没有真正体验旅游经历之前，其对旅游产品质量的

判断往往来源于对目的地形象的了解或感知，在当

今各地乡村旅游产品普遍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创造

良好的目的地形象无疑会获得吸引更多游客的先

机；即使是游客到达目的地之后，在其消费该地旅游

产品的过程中，目的地形象同样影响着旅游者整个

旅游经历，如果不慎，很容易使游客“乘兴而来，败

兴而归”，从而使整个营销活动功亏一篑，同时还有

可能带来更大范围的负面效应，影响乡村旅游目的

地下一阶段营销活动的顺利开展。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讲，无论是在旅游产品开发之初，还是在旅游产

品消费过程中，甚至在游客旅游经历完成之后，都要

注意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塑造，使其既能对新游客产

生促使其前来的吸引力，又能通过过往旅游者良好

的口碑赢得更广阔的市场。

（三）信息传递

无论是旅游产品的打造还是旅游目的地形象的

树立，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吸引游客前往旅游目的地

进行旅游活动。那么旅游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旅游

产品，他们欣赏什么样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这些信息

的掌握不仅会使近期内产品的提供和形象的塑造更

具针对性，而且在游客的旅游活动结束之后，这些信

息的反馈还对下一阶段的旅游目的地营销起到一定

的导向作用，使旅游目的地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继

续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塑造有针对性的形象，进而

使整个旅游目的地营销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要

实现旅游目的地对游客需求信息的了解，就要构建

良好的沟通渠道。沟通是双向的，一个良好的沟通

渠道一方面可以使旅游者通过这一渠道更广泛地了

解旅游目的地信息，另一方面可以使旅游者通过它

把自身对于旅游的需求信息及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

信息传递给旅游目的地。这样在双方对彼此都较为

了解的情况下，无论是营销活动的开展，还是旅游活

动的进行，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从而达到一种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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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

三、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产品重复雷同

近年来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日益明显，使

得乡村旅游项目遍地开花。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

引导，乡村旅游重复产品多，创新类型少，大部分为

乡村休闲和观光农业类型。这种类型的产品在开发

建设中普遍缺乏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多为传统的

农家乐、渔家乐、农产品采摘，部分产品甚至存在不

良竞争，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二）形象意识薄弱

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塑造需要各供给环节整

体参与打造，但目前大部分乡村旅游产品的供给者

缺乏对形象问题的正确认知，一方面由于没有专业

的培训和严格的要求，部分地方存在质量低、管理

乱、配套差等一系列现象，欺客宰客事件频发，卫生

环境不佳，直接导致游客体验差，产品缺乏品质；另

一方面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对外推介缺乏突出且具有

吸引力的整体形象符号，雷同的乡村旅游产品造就

了相似的风格，特色的缺失让游客对所游之地缺乏

记忆，从而影响了旅游目的地后续营销的开展。

（三）信息沟通不畅

乡村旅游目的地所处位置多为距离城市较远区

域，一方面交通、通讯、网络等现代化的沟通途径和

设施相对比较匮乏，特别是部分偏远山区地带，信息

的传递更加困难，影响了供求双方的沟通，这直接导

致很多好的产品养在深闺人未知，而期待出行休闲

的游客却踏破铁鞋无觅处；另一方面地处偏远区域

的人们思想意识不够开放，只是被动等游客上门消

费，缺乏对游客的主动调研和了解，所以出现乡村旅

游目的地供求失衡，数量上类型上的严重不协调。

（四）资源破坏明显

在开发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作为目的地的主要

动因为经济利益，一方面无论是自然的资源还是人

文的资源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都被最大限度地商业

化，而这种商业化由于缺乏科学指导，从而背离了可

持续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管理的薄弱与

混乱使前来目的地消费的旅游者缺乏必要的约束和

管理，直接导致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资源被严重破坏。

四、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效果的对策

（一）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乡村旅游产品的打

造

首先，应由政府出面对目的地旅游产品的开发

作整体规划，在统筹旅游资源和各方面利益的基础

之上，决定开发哪些资源，针对哪些市场开发，如何

开发，由谁开发；其次，各相关行业应成立旅游行业

联盟，在提供旅游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积极的协调，加

强合作，减少冲突，在提高旅游产品质量的同时取得

行业共赢的局面；最后，要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参

与到产品的打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其利益，使其对自

身所面对的旅游资源和所打造的旅游产品有一定的

了解，并意识到其能起到的作用，以使其在旅游产品

的提供过程中给予有力的配合。

（二）塑造和维持良好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

如何才能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得到较好地塑

造和维持，这同样需要政府、企业和目的地居民的共

同努力。把一个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展现于世人面

前，并为公众所接受，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无

论是形象的策划，还是形象的促销，皆需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也要涉及众多行业部门，这样一个

规模较大的形象塑造工程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是

很难顺利开展的，所以政府在关注目的地产品的同

时，更应该加强对目的地整体形象策划与促销的管

理和研究。当然，乡村旅游产品最终是要由各个旅

游企业来提供的，人们对目的地形象的评价如何很

大一部分来源于对产品或企业的感知与评价，这也

就决定了各旅游企业在目的地形象的塑造和维持过

程中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如果说政府所采取的营

销手段是促使目的地形象在更大范围内的公众间得

到广泛宣传，那么各企业所采用的营销措施则应注

重于针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一对一”传播，最终形

成一个总体、综合的印象和情感认同。乡村旅游目

的地形象可以通过宣传和促销在公众间确立，使游

客对目的地形象有一种大体的了解，但最终旅游者

要通过在目的地的旅游经历对其形象进行实际的感

知，这将决定乡村旅游目的地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

最终印象，而在这一过程中，与其有较密切接触的，

除了旅游企业的相关人员之外，还包括乡村旅游目

的地居民。能否使游客与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融洽

地相处，能否为游客提供一种热情好客的旅游氛围，

能否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充当起文化的使者与旅

游者之间进行顺利的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游客对目的地整体形象的评价。所以，重视赢得乡

村旅游目的地居民对当地开发旅游的支持，并对其

进行相关教育，使其在该地吸引旅游者时殷勤周到，

这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长期塑造和维持大有裨

益。

（三）构建乡村旅游目的地与游客的信息沟通

渠道

要使目的地与游客之间实现良好的沟通，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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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使目的地各营销主体都有一种沟通意识，从

而使目的地与游客能够实现多渠道多方位的沟通。

首先，政府在对目的地组织大型的产品和形象促销

的同时，还要注意游客信息的采集，通过一定范围的

市场调研，及时掌握消费者的需求特征或消费动向，

从而为整个目的地营销提供方向和依据。其次，企

业在提供旅游产品的过程中，要关注游客对其所提

供产品或服务的满意程度，以及对整个目的地的整

体评价，这样会使目的地有效地检验营销工作的得

与失，从而为以后的工作做好铺垫。最后，目的地居

民可以通过与游客的和谐相处，与其结下朴素的友

谊，在其旅游活动中通过与其进行各方面交流了解

其所想所需。上述信息的获得渠道较为多样，信息

形态也较为零散，所以需要特定的机构对其进行汇

总和分析，从而形成对目的地旅游需求较为整体全

面的了解，这就需要建立目的地相关的游客信息数

据库，以此作为每次营销工作开展的依据之一。同

时，目的地也要努力使自身各方面信息能顺利传递

到游客那里，使游客可以方便快捷地了解目的地的

有关信息，在这一方面目的地营销系统（ＤＭＳ）已经
多有成效。如果能够将游客信息数据库与目的地营

销系统有机地进行组合，相信目的地与游客之间的

有效沟通会更加容易实现，这也将会促进目的地营

销的可持续发展。

（四）坚持可持续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规划方向

任何一项旅游资源的开发都存在着被破坏的风

险，在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的过程中，应在规划初期

就制定可持续的营销方案，无论是资源的选择，产品

的打造，管理的规范还是游客的引导，都需要充分考

虑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承载能力，乡村自然和文化环

境的脆弱程度，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自然和文化生

态系统进行及时监测和维护，只有这样乡村旅游才

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五、结语

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是一个系统工程，且伴随

目的地发展的全过程，要实现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

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需要整合目的地的资源，政府、

企业和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全体参与，在打造高质

量旅游产品的基础上，树立良好的旅游目的地形象，

通过形象的树立进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并且通过

一定的沟通渠道将目的地信息有效地传递到旅游市

场，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同时，通过对旅游者旅游消

费信息的采集，了解其对目的地形象的评价，以及对

目的地产品的满意程度和进一步需求，并将此类信

息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传递给乡村旅游目的地，进

而形成下一阶段目的地营销的重要依据，从而使各

阶段的目的地营销有机地衔接起来，实现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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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产业潜力是区域旅游赢得未来竞争的重要源泉，文中通过对旅游产业要素、旅游产
业需求和旅游产业环境三个方面４０个指标的统计核算，对河南省旅游产业潜力进行了测度，并进行
了中部六省和相邻省份的横向对比，从而探析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势与劣势表现，最终指出河

南旅游产业发展未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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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旅游资源基础雄厚、发展空间大，但旅游
产业链条构建不完善，为更好地应对日益激烈化和

国际化的竞争，必须深度挖掘旅游产业发展潜力。

这是取得未来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区域旅游

业发展战略的重点问题。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是区域旅游赢得未来竞争的

重要源泉，它测度的是区域内旅游产业各类资源在

未来转化为优势竞争力潜力的大小，而该潜在能力

受区域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与测算

（一）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是构建旅游产业发展

潜力评级指标体系的基本出发点。通过文献梳理可

知，区域旅游业发展潜力系统受旅游产业要素、旅游

产业需求和旅游产业环境三方面的影响。其中旅游

产业要素是驱动力，是旅游产业发展所必备的基础

条件；旅游产业需求是拉动力，是旅游产业要素功能

发挥的重要平台；旅游产业环境是外在支撑力，为旅

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体系。这三个方面构成

了测度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子系统，三者之间相互

融合与促进，形成了旅游产业发展系统。［１］

通过对三个子系统指标的分解，可以得出其相

应的构成要素，并获得各评价要素的具体测算指标，

构成旅游产业潜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二）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测算

假设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各子系统的测评值

记为Ｐｉ，则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值Ｐ为：

Ｐ＝∑
３

ｉ＝１
ＷｉＰｉ。其中，Ｗｉ为第 ｉ个子系统所占权

重。

最终测算Ｐ值越大表示该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潜
力越大。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旅游产业潜

在测算三个子系统进行方差计算，寻找其权重，通过

加权平均，得到区域旅游业发展潜力的综合测评值。

Ｐ１ ＝４５．１０％Ｆ１＋２９．５８４％Ｆ２＋１２．７３９Ｆ３＋
１２．５７７Ｆ４ （１）

Ｐ２ ＝３１．２６７％Ｆ１＋２７．１４４％Ｆ２＋２２．５９９Ｆ３＋
１８．９９Ｆ４ （２）

Ｐ３ ＝５４．６２３％Ｆ１＋２７．９６７％Ｆ２＋１０．２９４Ｆ３＋
７．１１６Ｆ４ （３）

Ｐ＝３４．１４％Ｐ１＋２５．７８％Ｐ２＋４０．０８Ｐ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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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个公式中相关权重数值源自于秋阳、宋

咏梅、王学峰等人前期研究结果整理所得。［２－４］

通过对河南省相关指标统计数字代入公式１、

公式２、公式３计算可得出河南省旅游产业潜力各层
次及主要因素得分情况［５］，进而利用公式４可得河
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综合值，如表２、表３所示。

表１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层次 要素 指标

旅游

产业

发展

潜力Ｐ

区域旅

游产业

要素驱

动力Ｐ１

旅游产业要素规模Ｆ１ 旅游资源数量Ｘ１、旅游资源品级Ｘ２、旅行社数量Ｘ３、星级饭店数量Ｘ４、旅游行业从业人员规模Ｘ５
旅游产业组织效率Ｆ２ 旅行社全员劳动生产率Ｘ６、星级饭店全员劳动生产率Ｘ７、旅游产业集聚度Ｘ８
旅游专业人才储备Ｆ３ 旅游院校在校生Ｘ９
旅游产业结构Ｆ４ 游客弹性花费占比Ｘ１０

区域旅

游市场

需求拉

动力Ｐ２

旅游需求层次Ｆ１ 入境游客人均天消费Ｘ１１、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间Ｘ１２、国内游客人均花费Ｘ１３
旅游需求规模Ｆ２ 国内旅游收入Ｘ１４、旅游外汇收入Ｘ１５
国内旅游需求增长率Ｆ３ 国内旅游人次增长率Ｘ１６、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Ｘ１７
入境旅游需求增长率Ｆ４ 入境旅游人次增长率Ｘ１８、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Ｘ１９

区域旅

游环境

支撑力

Ｐ３

经济社会支撑Ｆ１
ＧＤＰＸ２０、人均ＧＤＰＸ２１、对外开放度Ｘ２２、第三产业生产总值Ｘ２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Ｘ２４、邮
电业务量Ｘ２５、移动电话用户数Ｘ２６、互联网上人数Ｘ２７、旅客运输量Ｘ２８、等级公路密度Ｘ２９、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Ｘ３０、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Ｘ３１

服务环境支撑Ｆ２ 政府管理水平Ｘ３２、科技成果数量Ｘ３３、第三产业比重Ｘ３４、医疗条件Ｘ３５、铁路密度Ｘ３６
文化支撑Ｆ３ 人口中大学生比重Ｘ３７、文化设施数量Ｘ３８
生态环境支撑Ｆ４ 森林覆盖率Ｘ３９、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Ｘ４０

表２　河南省旅游产业潜力各层次及主要因素得分汇总

项目 产业要素驱动力Ｐ１ 要素规模Ｆ１ 组织效率Ｆ２ 人才储备Ｆ３ 产业结构Ｆ４
得分 ０．１２６ ０．８２７３ －０．７３０３ －０．６０３８ ０．３６３１
项目 市场需求拉动力Ｐ２ 需求层次Ｆ１ 需求规模Ｆ２ 国内需求增长Ｆ３ 入境需求增长Ｆ４
得分 －０．２０９ －０．７７１０ ０．３７２１ －０．２４７６ －０．０６６３
项目 旅游环境支撑力Ｐ３ 经济社会Ｆ１ 服务环境Ｆ２ 文化环境Ｆ３ 生态环境Ｆ４
得分 －０．２１４ ０．３３９８ －０．８３９２ －０．７４６５ －１．２３９９

表３　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综合测算

省区 Ｐ 全国排名 Ｐ１ 全国排名 Ｐ２ 全国排名 Ｐ３ 全国排名

河南－０．０９７ １１ ０．１２６ １０ －０．２０９ ２３ －０．２１４ １２

　　二、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比较分析
（一）河南省与中部六省区的比较

中部六省是指居于中国大陆中部区域的六个省

份，包括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江

西省。［６］中部六省作为中部崛起计划的主体区域，

于２００４年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为促进中部旅游业
的发展，国家旅游局启动实施了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的
《中部地区旅游发展规划》，并规划了八大跨区域旅

游圈。

１．总体比较
利用上述四个公式可得中部六省的旅游产业发

展潜力测评情况见表４。河南省旅游发展潜力高于
中部六省平均水平，在六省区中排名第二，属于六省

中旅游发展潜力较强的省份之一。在三个分解层次

中，旅游产业要素驱动力居于六省首位，旅游产业环

境支撑力排名第二，而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力排名落

后，居于第五位，低于六省平均水平。此情况说明在

六省对比中，制约河南省旅游产业潜力的关键因素

为旅游市场需求的拉动力。

表４　中部六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得分表

产业发展

潜力Ｐ

排

名

产业要素

驱动力Ｐ１

排

名

市场需求

拉动力Ｐ２

排

名

旅游环境

支撑力Ｐ３

排

名

湖北 －０．０３４ １ －０．０８５ ２ ０．２４０ ２ －０．１６７ １
河南 －０．０９７ ２ ０．１２６ １ －０．２０９ ５ －０．２１４ ２
安徽 －０．１１１ ３ －０．１２４ ４ ０．４０２ １ －０．４２９ ６
湖南 －０．１５０ ４ －０．１１４ ３ ０．０１４ ３ －０．２８５ ４
江西 －０．２６９ ５ －０．２００ ５ －０．４０９ ６ －０．２３７ ３
山西 －０．２８２ ６ －０．３８５ ６ －０．１２３ ４ －０．２９７ ５
平均 －０．１５７ － －０．１３０３ － －０．０１４２ － －０．２７１５ －

　　２．各层次潜力及主要因素比较

表５　中部六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各层次及主要因素得分表

产业要素驱动力Ｐ１ 排名 要素规模Ｆ１ 排名 组织效率Ｆ２ 排名 人才储备Ｆ３ 排名 产业结构Ｆ４ 排名

河南 ０．１２６ １ ０．８２７３ １ －０．７３０３ ６ －０．６０２８ ５ ０．３６３１ ２

湖北 －０．０８５ ２ ０．４２８１ ２ －０．６４４７ ４ －０．２６０６ ３ －０．４２９５ ５

湖南 －０．１１４ ３ ０．００７７ ４ －０．３９６１ ２ ０．１２４５ １ －０．１２５６ ４

安徽 －０．１２４ ４ ０．１１９６ ３ －０．４７２７ ３ －０．４２７５ ４ ０．１２８９ ３

江西 －０．２００ ５ －０．１９８５ ５ －０．６５１９ ５ ０．１０９０ ２ ０．５４１８ １

山西 －０．３８５ ６ －０．３１７８ ６ －０．０９５６ １ －０．７５３２ ６ －０．９３０３ ６

平均 ０．１３０３ － ０．１４４４ － －０．４９８６ － －０．３０１８ － －０．０７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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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市场需求拉动力Ｐ２ 排名 需求层次Ｆ１ 排名 需求规模Ｆ２ 排名 国内需求增长率Ｆ３排名 入境需求增长率Ｆ４排名
安徽 ０．４０２ １ ０．０２５６ ２ －０．５１６６ ５ １．２７０８ １ １．３０１８ １
湖北 ０．２４０ ２ ０．１０９７ １ －０．３９０６ ４ １．１３２７ ２ ０．２９１７ ４
湖南 ０．０１４ ３ －０．２７４０ ３ －０．０４７５ ２ ０．４５１９ ３ ０．０５４２ ５
山西 －０．１２３ ４ －０．３９４２ ４ －０．５４０６ ６ －０．０２１２ ４ ０．７９７６ ２
河南 －０．２０９ ５ －０．７７１０ ５ ０．３７２１ １ －０．２４７６ ５ －０．０６６３ ６
江西 －０．４０９ ６ －１．０６３４ ６ －０．１０７９ ３ －０．７１５７ ６ ０．６０１１ ３
平均 －０．０１４２ － －０．３９２６ － －０．２０５２ － ０．３１１８ － ０．４９６７ －

旅游环境支撑力Ｐ３ 排名 经济社会Ｆ１ 排名 服务环境Ｆ２ 排名 文化环境Ｆ３ 排名 生态环境Ｆ４ 排名

湖北 －０．１６７ １ ０．０８０６ ２ －０．３２３１ ３ －０．８５０２ ５ －０．４６７４ ３
河南 －０．２１４ ２ ０．３３９８ １ －０．８３９２ ６ －０．７４６５ ３ －１．２３９９ ５
江西 －０．２３７ ３ －０．３８５７ ５ －０．２１６０ ２ －０．８０７７ ４ １．６４６３ １
湖南 －０．２８５ ４ －０．０８１８ ３ －０．６９６９ ５ －０．６２６９ ２ ０．２６９０ ２
山西 －０．２９７ ５ －０．４０３５ ６ ０．２２１６ １ －０．４８２５ １ －１．２４７７ ６
安徽 －０．４２９ ６ －０．１８６７ ４ －０．５９０４ ４ －１．１５５７ ６ －０．６０３１ ４
平均 －０．２７１５ － －０．１０６２ － －０．４０７３ － －０．７７８３ － －０．２７３８ －

　　通过表５中计算结果对比分析可知：
在旅游产业要素驱动力方面，河南省在中部六

省中表现最强。对于其四个主要因素来讲，旅游产

业要素规模排在中部六省的第一位，这与河南省在

中部六省中旅游资源数量多、品位高与旅游大省的

地位相匹配。河南省的旅游产业组织效率在中部六

省排名最后，结合旅游产业要素规模中星级饭店数

量和旅行社数量两个指标对比分析可知，河南省旅

游企业在数量规模上占据较大优势，但旅游企业竞

争力较弱，劳动生产力低；旅游产业集聚度表明了河

南省旅游企业无论是在旅游饭店或是在旅行社方面

都表现出了“小、散、弱”的问题，未能形成集团发展

模式，缺乏“首领式”的行业引导型旅游企业。在专

业人才储备方面，河南稍强于江西，与湖北和湖南差

距甚大，也不及山西和安徽，这与河南省人口大省、

教育大省的背景不相协调，说明在旅游产业人才培

养与储备方面，河南省尚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旅游

产业结构方面，河南省仅落后于湖南排名第二，相较

于湖北、山西和江西有较大的优势，也远高于中部六

省的平均水平，说明在目前河南省旅游产业构成中，

游客购物和娱乐花费所占总花费的比重在中部六

省中表现较好；对比分析中部六省份的旅游购物

产品和旅游娱乐项目可知，河南省该因素在中部

六省表现抢眼，与“少林禅宗·音乐大典”、开封

“东京梦华”实景演出等演艺项目运作成功具有重

要关联。

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力方面，河南省仅高于江

西省，而弱于湖南省和山西省，与安徽省和湖北省差

距甚大。就旅游需求层次而言，强于江西省，湖南省

与山西省比河南省略高，而湖北省和安徽省分列第

一名和第二名，优于河南省较多。河南省旅游市场

需求规模则在中部六省区中排名第一，领先于其他

五省较多，说明目前河南省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外

汇收入在中部六省表现良好。在国内需求增长方

面，河南省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五位，稍强于江西省，

而与其他四省相比差距甚远，说明河南省近年来国

内旅游市场的增长相对其他省份而言速度较缓。在

入境需求增长方面，位于中部六省最后一名，也是中

部六省中该项得分唯一为负值的省份，说明今年河

南省入境旅游市场的开拓效果较差，在未来旅游市

场开发中入境市场为工作的重点。

在旅游产业环境支撑力方面，河南省弱于湖北

省而高于其他４省，但领先较少。在经济社会环境
支撑方面，高于其他５省，表现较好；在服务环境支
撑方面，被其他５省超越，表现最差，与排名第一的
山西省差距较大；在文化环境支撑方面，略低于山西

省和湖南省，但稍高于江西省、湖北省和安徽省；在

生态环境支撑方面，河南省远远不及江西省、湖南

省、湖北省与安徽省，只是以微弱优势高于山西省。

综合而言，在中部六省中，河南在经济社会环境

支撑、旅游需求规模及旅游产业要素规模有优势，应

继续保持；在旅游产业组织效率、旅游产业人才储

备、旅游需求层次、国内需求增长、入境需求增长、服

务环境支撑、生态环境支撑几个方面处于劣势，需要

下大力气加以提升。另外，旅游产业结构、文化环境

支撑方面需要有所改善。

（二）河南省与相邻省份的比较

与河南省毗邻的省份较多，包括河北、山东、山

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七省。毗邻省份因地理位

置的接壤，在人口、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较多，兼

具有相似度较高的地理地貌特征，所以在旅游产业

发展上进行横向对比意义重大。表６、表７是河南
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旅游产业

发展综合潜力、各子系统潜力及主要因素计算结果，

从而清晰地反映出河南省与相邻省份在各方面的比

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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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河南省与周边省区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得分表

产业发展潜力Ｐ 排名 产业要素驱动力Ｐ１ 排名 市场需求拉动力Ｐ２ 排名 旅游环境支撑力Ｐ３ 排名

江苏 ０．８０９ １ ０．８８４ １ ０．６１１ １ ０．８７３ １
山东 ０．５５８ ２ ０．８０８ ２ ０．３９０ ３ ０．４５４ ２
湖北 －０．０３４ ３ －０．０８５ ５ ０．２４０ ４ －０．１６７ ４
河南 －０．０９７ ４ ０．１２６ ４ －０．２０９ ７ －０．２１４ ５
安徽 －０．１１１ ５ －０．１２４ ６ ０．４０２ ２ －０．４２９ ８
河北 －０．１７２ ６ ０．２８８ ３ －０．８７３ ８ －０．１１２ ３
山西 －０．２８２ ７ －０．３８５ ８ －０．１２３ ６ －０．２９７ ７
陕西 －０．２４０ ８ －０．３７７ ７ －０．０４９ ５ －０．２４６ ６
平均 ０．０５３９ － ０．１４１９ － ０．０４８６ － －０．０１７３ －

表７　河南省与周边省区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各层次因素得分表

产业要素驱动力Ｐ１ 排名 要素规模Ｆ１ 排名 组织效率Ｆ２ 排名 人才储备Ｆ３ 排名 产业结构Ｆ４ 排名

江苏 ０．８８４ １ ２．０１７７ １ ０．２５０９ ２ －０．５９９４ ４ －０．１８５６ ６
山东 ０．８０８ ２ １．６４０７ ２ ０．４４６４ １ －１．１６２３ ８ ０．６６５６ １
河北 ０．２８８ ３ １．０２９３ ３ －０．４０９７ ５ －０．８５１２ ７ ０．４２７９ ２
河南 ０．１２６ ４ ０．８２７３ ４ －０．７３０３ ８ －０．６０２８ ５ ０．３６３１ ３
湖北 －０．１１４ ５ ０．００７７ ６ －０．３９６１ ４ ０．１２４５ １ －０．１２５６ ５
安徽 －０．１２４ ６ ０．１１９６ ５ －０．４７２７ ６ －０．４２７５ ２ ０．１２８９ ４
陕西 －０．３７７ ７ －０．２５８６ ７ －０．５０７９ ７ －０．４３８９ ３ －０．４３３０ ７
山西 －０．３８５ ８ －０．３１７８ ８ －０．０９５６ ３ －０．７５３２ ６ －０．９３０３ ８
平均 ０．１３８３ － ０．６３３２ － －０．２３９４ － －０．５８８９ － －０．０１１１ －

市场需求拉动力Ｐ２ 排名 需求层次Ｆ１ 排名 需求规模Ｆ２ 排名 国内需求增长率Ｆ３ 排名 入境需求增长率Ｆ４ 排名

江苏 ０．６１１ １ １．６４７９ １ １．１１５７ １ －０．４２５８ ７ －０．５８１２ ７
安徽 ０．４０２ ２ ０．０２５６ ４ －０．５１６６ ７ １．２７０８ １ １．３０１８ １
山东 ０．３９０ ３ ０．６５３２ ２ ０．３６６７ ３ ０．２９６６ ３ ０．１０２０ ５
湖北 ０．２４０ ４ ０．１０９７ ３ －０．３９０６ ６ １．１３２７ ２ ０．２９１７ ３
陕西 －０．０４９ ５ －０．２３６９ ５ －０．１７８７ ５ ０．１３７７ ４ ０．２２５６ ４
山西 －０．１２３ ６ －０．３９４２ ６ －０．５４０６ ８ －０．０２１２ ５ ０．７９７６ ２
河南 －０．２０９ ７ －０．７７１０ ７ ０．３７２１ ２ －０．２４７６ ６ －０．０６６３ ６
河北 －０．８７３ ８ －１．３５８７ ８ ０．０７８２ ４ －１．４９４５ ８ －０．６９５４ ８
平均 ０．０４８６ － －０．０４０６ － ０．０３８３ － ０．０８１１ － ０．１７２０ －

旅游环境支撑力Ｐ３ 排名 经济社会Ｆ１ 排名 服务环境Ｆ２ 排名 文化环境Ｆ２ 排名 生态环境Ｆ３ 排名

江苏 ０．８７３ １ １．９１５８ １ －０．６５７１ ６ ０．６８９２ １ －０．８５９１ ４
山东 ０．４５４ ２ １．４２３８ ２ －０．８７１３ ８ ０．０５８０ ２ －１．２０３６ ６
河北 －０．１１２ ３ ０．２７４１ ４ －０．５０６８ ５ －０．５２２５ ４ －０．９２５９ ５
湖北 －０．１６７ ４ ０．０８０６ ５ －０．３２３１ ３ －０．８５０２ ７ －０．４６７４ ２
河南 －０．２１４ ５ ０．３３９８ ３ －０．８３９２ ７ －０．７４６５ ５ －１．２３９９ ７
陕西 －０．２４６ ６ －０．２９８７ ７ ０．０６９４ ２ －０．７８０６ ６ －０．３０３５ １
山西 －０．２９７ ７ －０．４０３５ ８ ０．２２１６ １ －０．４８２５ ３ －１．２４７７ ８
安徽 －０．４２９ ８ －０．１８６７ ６ －０．５９０４ ４ －１．１５５７ ８ －０．６０３１ ３
平均 －０．０１７３ － －０．３９３２ － －０．４３７１ － －０．４７３６ － －０．８５６３ －

　　由上述数据分析可知：
从旅游产业发展综合潜力来看（表６），河南省

明显低于江苏、山东与湖北，高于安徽、河北、山西、

陕西，但低于８个省的平均值。在旅游产业要素驱
动力方面，河南远低于江苏、山东，比河北省稍弱；在

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力方面，河南省仅高于河北省，弱

于其他６个省；在旅游产业环境支撑力方面，河南省
与江苏、山东差距非常大，稍弱于河北和湖北，以微

弱优势优于陕西、山西和安徽。

河南省旅游产业要素驱动力在与周边省区比较

中，与８个省份平均水平相当，与江苏和山东相比差
距较大，略低于河北，而稍强于安徽和湖北，与陕西

和山西相比优势较明显。在旅游产业要素规模方

面，河南省排名第四位，远低于江苏和山东，与河北

差距不大，远超出湖北、安徽、陕西和山西四个省区。

在产业组织效率方面，河南省排在最后一位，与其他

７省相比劣势明显。在专业人才储备方面，在８个
省区中排名第五，略高于８个省区的平均水平。在
产业结构方面，河南省排名第三，略弱于山东和河

北，强于湖北、安徽与江苏，以较大优势超过陕西和

山西。

河南省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力高于河北，但不及

其他６省区。就旅游需求层次来讲，以较大的差距
领先于河北，排名第七位，同时弱于湖北、安徽、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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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西，而与排名前两位的江苏和山东差距非常大。

就旅游需求规模来讲，河南排名第二，但与排名第一

的江苏差距很大，而略优于山东，领先其他省区较

多。在国内需求增长和入境需求增长两个方面均优

于江苏和河北而排名第六位。

从旅游产业环境支撑力各主要因素来看，河南

省的经济社会支撑以较大的差距落后于江苏、山东

而排名第三位，弱强于河北，超过其他省份较多；河

南省的服务环境支撑力好于山东，但优势不明显，８
个省区的服务环境支撑力整体水平都不高。河南省

的文化环境支撑力比陕西、湖北和安徽稍好，不及河

北与山西，相比江苏和山东落后较多；河南的生态环

境支撑优于仅优于山西，落后于其他六省，但８个省
区该项指标得分均为负值，说明该区域旅游业发展

生态环境堪忧。

综合而言，河南省除了旅游需求规模、旅游产业

结构、旅游产业要素规模、经济社会支撑力表现尚可

之外，在旅游需求层次、国内需求增长、入境需求增

长、旅游产业组织效率、旅游服务环境、旅游生态环

境支撑几个方面表现较差，排列于下游的位置，而旅

游专业人才储备、旅游文化环境支撑两个方面排位

于中游的位置。

三、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综合评价

（一）总体评价

根据上述分析，对河南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

总体评价为：

（１）在中部六省中，河南旅游产业发展潜力位
列第二位，处于上游，高于区域平均水平；三个层面

潜力Ｐ１、Ｐ２、Ｐ３分别处于第一名、第五名和第二名，
除旅游需求拉动力Ｐ１低于区域平均水平外，其他两
个层面潜力Ｐ２和Ｐ３均高于平均水平。

（２）在与周边省区对比中，河南省旅游产业发
展潜力排名第四位，处在中游，低于８个省的平均水
平；三个子系统层面潜力 Ｐ１、Ｐ２、Ｐ３分别处于第四
名、第七名和第五名，且三个值均低于区域平均水

平。

综上所述，河南省旅游产业潜力提升的着眼点

在于对旅游产业要素驱动力、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力

和旅游产业环境支撑力的优化上，尤其是旅游市场

需求拉动力的提升为关键环节。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河南省优势的旅游资源应向实际业绩进行转化、

加大力度改善旅游产业服务环境与生态环境。

（二）优劣势评价

依据前述内容中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总体

表现、河南省与中部六省、周边毗邻省份的对比分

析，对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潜在优势与劣势进行

总结。综合河南省在三个子系统层面主要因素的得

分与排序，将１２个主要因素指标其划分为明显优
势、模糊优势、明显劣势和模糊劣势四类（表８）。

表８　河南旅游产业发展潜在优势与劣势

类型
层面

旅游产业要素驱动力 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力 旅游产业环境支撑力

主要因素 明显优势 旅游产业要素规模旅游产业结构 旅游需求规模 经济社会支撑

模糊优势 ——— 入境旅游需求增长率 ———

明显劣势 旅游产业组织效率 入境旅游需求增长率 服务环境支撑　生态环境支撑
模糊劣势 旅游专业人才储备 旅游需求层次 文化环境支撑

　　１．潜在优势
河南省旅游产业要素规模在与中部六省及相邻

省区对比中，分别排位第一名和第四名，且得分均高

于相应对比范围的平均水平，说明河南省旅游产业

供给要素在旅游资源丰度、资源品位及旅游企业数

量、旅游从业人数方面表现优异。据统计资料表明，

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底，河南省共有Ａ级景区２５１家，
其中５Ａ级景区１１家，４Ａ级景区８８家，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１家；河南省共有旅行社１１００家，数量在全
国各省区排名第九位；河南省共有星级饭店２８６家，
其中五星级饭店８家、四星级饭店４７家。［３］

河南省旅游产业结构、旅游需求规模和经济社

会支撑在中部六省以及周边省份对比中排名均比较

靠前，且得分值均超过相应对比范围的平均值。因

此，河南省旅游产业的显著优势包含了四个主要因

素，即：旅游产业要素规模、旅游产业结构、旅游需求

规模和经济社会支撑。

此外，河南省在入境旅游需求增长率的得分大

于中部六省以及周边省份的平均得分，总体排名基

本上处于中游位置，因此河南省在入境旅游需求增

长率方面具有的优势不明显，但经过挖掘具有转变

为明显优势的可能。

２．潜在劣势
河南省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主要影响因素中，

旅游产业组织效率、入境旅游需求增长率、服务环境

支撑、生态环境支撑四个要素得分均低于中部六省

及周边省区平均分值，且在中部六省及周边省区对

比中排名非常靠后。因此，可以认为河南省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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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组织效率、入境旅游需求增长率、服务环境支撑

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表现为最大的劣势。

另外，在旅游专业人才储备、旅游需求层次、文

化环境支撑三个要素方面在对比区域内均处于中游

偏后的位置，河南省在这三个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劣

势。

显然，对于河南省而言，首要任务是是要下大力

气转变旅游发展方式，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实

现旅游产业内涵式增长；尽快促进旅游产业组织效

率提升，进一步优化服务环境和生态环境；推动旅游

业与相关产业，尤其是加深与文化业、服务业的融合

发展程度，继续壮大旅游产业规模，努力培育旅游专

业人才和智力支撑体系；契合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

促进旅游产品的调整与升级，提高旅游产品的体验

性，进一步提炼旅游产品的文化性与生态性，培育以

特色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及旅游精品为龙头，加快河

南省域内不同等级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加大对新

型旅游营销方式的引用，促进河南省旅游产业由外

延式规模增长向内涵式质量提升的转变。在此过程

中，对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进行完善，促进旅游专项

交通运力的提升，以达成河南省内旅游交通的无缝

对接，全方位的促使河南省旅游产业潜力的提升，从

而实现河南旅游产业从资源大省向旅游强省的转

化。

四、结束语

本文对区域旅游发展潜力的衡量利用了４０个
评价指标，归类为区域旅游产业要素、区域旅游市场

需求要素和区域旅游环境支撑力要素三个方面，构

建了系统性的评价体系。根据相应统计数据对河南

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进行了测算，并对其进行了中

部六省和相邻省份的对比分析，剖析了河南省旅游

产业发展潜力的潜在优势与劣势，最终对河南省旅

游产业从整体到细节进行了系统的透视。研究发

现：河南省在旅游产业要素规模、旅游产业结构、旅

游需求规模和经济社会支撑四个主要因素方面表现

为显著优势；而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最大劣势主

要表现在组织效率、入境旅游需求增长率、服务环境

支撑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研究尽可能全面地考虑

了影响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内外部因素，鉴于数据

统计欠缺、指标量化难度大等原因，最终确定的评价

指标未能涵盖所有，存在不尽之处，留待未来研究进

行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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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于２０１５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量刑
标准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取消了之前的“具体数额 ＋犯罪情节”的量刑标准，转而向以“概括式数额
＋情节为中心”为定罪处罚标准的新二元量刑体系发展，无疑成为这次改革的亮点，但这并非一劳
永逸之举。通过国内外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的考究，为新法的适用开辟理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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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肃贪工作提升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为了与反腐败工作相呼应，最新的

《刑法修正案（九）》也对贪污受贿罪做了修正，其中

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刑罚规定可以说是一大亮点。由

于受贿罪的量刑依据是参照贪污罪，且贪污罪与受

贿罪被赋予反腐败的“杀手锏 ”似的武器，换言之，

我国刑法３８３条的修正可谓之“牵一发而动全身”，
它将重塑反腐败的法网。

一、贪污受贿罪法定刑的修正前后对比

我国修正前刑法３８３条对贪污受贿罪的处罚做
了较为具体的规定，采用了将犯罪数额分级处理

（５０００元、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０元、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元等）与
情节等级处理（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

重）相结合的方式。这种责任等级鲜明的立法模

式，很长时间内为业界津津乐道，因为一方面它契合

我国的成文法的法律精神，使得审判者在面对贪污

受贿案件时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法可依”（计赃

量刑）；另一方面“情节 ＋数额”的刑罚考量依据又
具有柔性立法的一面，故它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法官

自由裁量权。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九）》第４４条规
定：“将刑法第３８３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根据情
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该项条款仍

然延续情节等级处理的机制，最大的变化就是将原

先的具体犯罪数额模糊化。换言之，定罪处罚的根

据由概括犯罪数额转向具体犯罪数额的考察。

刑法的修正是一种法律价值取向的反映。从表

面上看，刑法规则的明确化是对我国的成文法特点

的最好的诠释，但为何修正案改变了原有的具体数

额而采用这种概括式的数额表述方式？基于此种情

形，有学者担忧，贪污受贿罪的新的二元量刑体系会

导致刑罚扩大化，司法腐败、谦抑性受损等问题也会

接踵而至，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对罪刑法定等刑法

原则的挑战。我们不能否认刑法的明确性是成文法

的理想模式，但这种明确性仅指相对的明确性，这源

于法的局限性，对于无限发展的社会，法律滞后性的

特点使得其无法对于这一切作出迅速的回应。我国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法律问题涌现，新的刑罚衡

量体系的应用，是积极的社会预防功能的体现。

二、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的中外规定

贪污受贿罪是一种贪利性的职务犯罪［１］，为了

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几乎历代的王朝都对贪污受

贿罪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都

是对当时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的折射，回溯中国历

史上的关于贪污受贿罪的立法并结合世界范围内对

于贪污受贿罪的量刑体系设计，不但可以发现当代

的贪污受贿罪的立法源流，而且对我国的贪污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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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量刑标准考究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我国的贪污受贿罪量刑规定

１．我国古代的贪污受贿罪量刑规定
早在皋陶造律时就有“恶而掠美为昏，贪污败

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的古籍记载，《夏书》曰：

“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对于贪污受贿犯罪，

基本上不考虑数额的多少，都要给予严厉的刑罚制

裁。［２］战国时期《法经》中有关于“金禁”的规定，即，

“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这被

认为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惩罚贪污受贿罪的法律条

款，当时将２０两金作为是否判处死刑的标准。秦国
的商鞅变法，魏晋南北朝的《魏律》等也都做了相应

的规定。唐朝作为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其法律的

完备程度也达到了极致，其中对于贪污受贿罪的设

计更是成为后世立法的蓝本。《唐律》将受贿称之为

“赃罪”之一种，根据主体和涉及的类型进行了系统的

分类，其中“受财不枉法”也要“一尺仗九十，二匹加

一等，三十匹加役流”。［３］明清时期基本上延续唐宋时

期的处罚规定，并逐步确立了数额作为量刑标准的刑

罚体系，其中《大明律》为典型代表。

２．我国近现代的贪污受贿罪量刑规定
我国近现代的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规定，理论上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清朝到新中国成立；

其二，新中国成立至今。由于第一阶段立法者对于

贪污受贿罪的数额回归到起点（不要求有具体的数

额），其他没有太大的变化，且适用的时间较短，所

以本文就将重点放在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贪污受

贿罪的立法轨迹上。

１９５２年，我国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
污条例》，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关于贪污受贿罪的专

门性的法规，其规定了依据数额的大小来配置相应

的刑罚，也即秉承了传统的“以赃论罪”的思路。但

该条例将受贿罪涵盖于贪污罪中，这成为我国刑法

中贪污受贿罪“共享”量刑标准的源头。１９７９年我
国的第一部《刑法》正式诞生，其实现了贪污罪与受

贿罪的分离，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肃贪”成为当

时的立法风向标，故而未对数额作特别的要求，而是

单独的以情节为中心，来定罪量刑。后续的法律法

规也陆续出台，其中包括１９８２年《关于严惩破坏经济
罪犯的决定》、１９８８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
规定》、１９９７年《刑法》，最终将“具体数额 ＋犯罪情
节”的贪污受贿罪的定罪处罚根据固定下来。

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九）》对于我国贪污受贿

罪的量刑标准重回１９７９年的概括数额形式，有学者
认为这是立法的一种倒退。其实不然，对我国的贪

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进行梳理不难发现，概括数额

得以适用是由当前的社会现状所决定的，当前人民

群众的经济条件不断提升，对于民主和廉洁政府的

呼声越来越强烈，而我国政府的廉政指数在世界上

也是一直处于中游，故而社会的价值取向影响刑事

政策进而影响到立法。

（二）国外的贪污受贿罪量刑规定

１．大陆法系的贪污受贿罪量刑规定
由于大陆法系是以成文法为其法律制定的特

色，而我国也是以成文法为主，故而其对于贪污受贿

罪的量刑标准对我国影响深远，本文选取该法系的

代表德国和日本作为论述的对象。

由于德国对于法益的分类不同于我国，所以对

于贪污受贿罪的归类也与我国不同。具体而言，我

国通说是将法益分为十类，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等在内，其中贪污受贿共同成为一个法益，而德

国是将法益分为个人、国家、社会三类，究其实质法

益的种类是等同的。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将贪污受

贿罪分开，贪污的行为放置在侵占罪的行列里，究其

原因是作为侵害双重客体的贪污罪，德国将刑罚的

根据落在财产权的保护上，弱化了身份特性，而我国

由于行政体制色彩浓烈，故而强化国家工作人员的

身份犯特性。１９８８年的《德国刑法典》对于受贿罪
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定，继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刑罚

体系，但与我国所不同的是其定罪的标准并无情节

或者数额的要求，而情节或者数额只是作为量刑轻

重的依据。我国的刑法由于是“定性 ＋定量”的犯
罪规制模式，使得我国的所有犯罪都打上了以“情

节”为中心的烙印，同时我国刑法第１３条“……情
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更是强化

了这一观点。由此可见，情节既是我国贪污受贿罪

的量刑标准，也是贪污受贿罪的定罪依据，而情节仅

是德国量刑的考量依据，据此可知，德国的受贿罪门

槛较低。

日本的刑法深受德国刑法的影响，《日本刑法

典》（２００５年修订）规定了７种贿赂犯罪，包括受贿
罪、第三者受贿罪、加重受贿罪等，并分别配置了相

应的刑罚。［４］日本与德国相同，对受贿罪只在量刑

时考虑情节（主体，是否违反职权，手段等），其他没

有特殊的要求。与德国相比日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

于其量刑相对较轻，以其中的受贿罪为例，其刑法规

定处以１年以上的有期惩役，不过在这里要指出一
点，日本的有期徒刑较之于我国的有期徒刑时间更

长为２０年，可见日本的贪污受贿罪的处罚模式是
“严”而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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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关于贪污受贿罪

的设置分析可知，二者是以较低的门槛来涵摄该种

犯罪，情节在定罪环节是被排除的，而我国在定罪和

量刑环节均介入了情节因素，可见我国反腐败在立

法上呈现的是一种“厉而不严的状态”，但新法将

“具体数额”调整为“概括数额”表明我国向“既严又

厉”的方向发展。

２．英美法系的贪污受贿罪量刑规定
虽然我国的刑法量刑标准体系与大陆法系最为

接近，但英美法系的量刑标准也有自己的特色。本

文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进行探讨。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著称，但对于贪污受贿罪的

规制问题，却多以制定法的形式出现。美国的《模

范刑法典》以对象的不同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受贿

罪。其中包括贿赂公职人员罪、贿赂证人罪、公职人

员受贿罪、证人受贿罪等。与大多数的贪污受贿罪

涵摄内容相同，其只是对行为的性质和方式加以描

述，而数量成分不予考虑。英国的《２０１０反贿赂法》
在废除相关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增设了贿赂外国

公职人员罪、商业组织不履行预防贿赂义务罪

等［５］。对于实质性的受贿行为的量刑标准主要是

依据所启动的司法程序而定，英国对贪污受贿罪的

一大特色在于，根据案件的情节，将其分为简易程序

与公诉程序，前者处罚较轻，后者处罚较重。最为学

界所称道的新加坡，对于贪污受贿罪在量刑标准的

规定，更是将数额因素发挥到极致，真正实现对于贪

腐之人“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

通过以上英美法系的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阐

述，我们发现基本上是严密法网，同时在量刑时也是

将重刑反腐作为反腐败的核心因素。

三、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的思考

我国修正前刑法 ３８３条对于贪污受贿罪的
刑罚量刑标准做了层次鲜明的规定，“具体数额

＋犯罪情节”相结合的模式成为我国刑法量刑标
准的常态，但是鲜有学者对其背后的理论依据进

行反思。笔者从刑罚的量刑依据及刑事政策的

导向等角度着手，对我国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

分析。

（一）刑事政策的导向

著名法学家Ｆ．ｖ．Ｌｉｓｚｔ曾说过，最好的社会政策
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我国对于贪污受贿罪一直持

“零容忍”的态度，《刑法修正案（九）》的通过，也表

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向此方向转变。当然这种“既严

又厉”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不是臆断的，其实行具有

必然性。

第一，我国当前的反腐败现状决定的。我国的

贪污受贿案件整体上趋于上升的态势，且贪污受贿

的数额越来越大，波及面也越来越广。根据中纪委

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２０１５年触犯贪污受贿罪分别
多达１０５４３人和６０５７人。

第二，域外反腐经验的借鉴。《联合国反腐公

约》确立了既严又密的反腐败体系。虽然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呼声日渐高涨，死刑和自由刑的地位岌岌

可危，但对于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治理始终保持

高度警惕。１９９４年实施的《法国刑法典》总体思想
是在废除死刑的最大限度内发挥刑法的威慑性，但

法国最新的刑法修改中开始考虑是否恢复对于贪污

受贿罪的死刑。新加坡的廉政指数为国际社会高度

赞扬，究其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真正将“零容忍”的刑

罚态度付诸于刑罚中去，大大提高了腐败的成本，相

比而言我国的刑法法定刑显得较轻。

第三，贪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与刑罚供应关

系决定的。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关系，指出，在经济发展、政府权威扩大化的过

程中，腐败在所难免，这是每个国家都不可回避的。

一定量的腐败对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无疑是一种润滑

剂［６］。外国的“腐败决定论”与“腐败有益论”在一

定时期得到经济学家的吹捧，我国部分学者没有结

合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盲目照搬照抄，甚

至偏激的认为，“哪里有腐败，哪里才有市场经

济”［７］。甚至刑法学界有学者将这些理论引入腐败

问题的治理中，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

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所造成的，这种辩护是自

相矛盾的，它颠倒了因果关系的顺序。现代社会学

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腐败破坏了政府的信誉和执政

党的地位。对于我国而言，反腐败已经成为了关系

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由此可见，腐败的社会

危害性是多层次的，这使得对其治理迫在眉睫。

第四，重典治污初显成效。刑罚轻刑化和谦抑

性是刑法未来的发展趋势，它是社会发展和国民意

识高度进化的结果。随着贪污受贿犯罪手段智能化

的提高和隐蔽性的提高，致使查处率较低，基本上是

在贪污受贿十分明显时才暴露出来，故而查处者多

为“大案要案”。虽然刑法是以社会危害性作为刑

罚判断的核心要素，但实践表明，在现阶段“惩一儆

百”的重刑治污还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效果。

另外，我国对于贪污受贿罪一直有着重刑的传统，采

用过于轻缓的刑罚，不但难以平衡犯罪与刑罚的等

价关系，而且会使过去对待贪污受贿罪“抓大放小”

的做法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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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意介入之结果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不仅

为世界各国所认可，同时也贯穿于刑法运行的全过

程。但在罪刑法定的铁律统摄下，其他的评价因子几

乎没有得到关注与重视。

在此处重点论述民意介入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贪

污受贿罪量刑评价体系的影响。成文法国家的特质

要求刑法具有明确性，也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

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从罪刑法定的目的来看，主要

是为了克服刑法的恣意性，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并最

终威胁到国民的合法权益，加之，刑法的谦抑性更让

刑法启动的条件变得严格。申言之，罪刑法定原则

保护的是刑法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排除一切不确定

的司法规则，这也是其禁止习惯法运用的核心论点。

但是民意作为国民大众对于犯罪本质的认知在宏观

上与立法者是一致的，这是因为立法者和国民大众

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契合的。很多情况下民意

是理性的，甚至在司法穷尽的情况下能为司法审判

提供参考，贪污受贿罪之前一直适用的“具体数额”

作为“二元量刑体系”的一部分，长期以来饱受争

议，其中反对声多来源于民众的呼声。国民大众的

普遍性认知反映在贪污受贿罪上：一方面人民生活

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不断变化的，这种确定的

数额标准无形中会延迟社会防卫的机能；另一方面

贪污受贿罪的门槛的数额设置是政府对其职能的推

卸，这是不可容忍的。当然由于民意的多样性，必然

存在非理性的因素，而这从表面上看起来和罪刑法定

中的理性要素所不容，但其实不然。尤其是对于贪污

受贿罪而言，其并不远离国民的所处的环境，在行政

权力渗透到生活各个角落的情况下，民意的介入无疑

是为单调的刑罚体系注入一股新鲜血液。笔者认为，

先是社会中出现了民意，而后才有了法律，也即罪刑

法定是民意在法律上适用的原则，二者是相互制约

的，共同作用于刑事司法，在贪污受贿罪的刑罚构造

上，新的《刑法修正案（九）》贴上了民意的“标签”。

（三）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我国刑法量刑体系的整体指导思想是建立在罪

责刑相适应的基础上，正如我国《刑法》第 ５条规
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

的刑事责任相适应。”除此之外，我国《刑法》第６１
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

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

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基本上成为我国

刑罚的量刑依据，单纯从法条的表述来看，我们不难

发现，我国的刑罚量刑依据是综合性要素为内容的

立体评价体系，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性等都是

其构成要素。贪污罪所侵害法益为双重法益，国家

财产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受贿罪侵害

的法益主要为职务廉洁性。由于客观方面都存在着

财产性的行为，故而在量刑时将数额的大小作为量

刑的决定性因素。但正如我国《刑法》第６１条的规
定，单纯的犯罪数额只是量刑的一个因素，数额并不

能全面地反映社会的危害性，需要考虑到行为人的

犯罪情节等。基于此，有学者将量刑的情节分为法

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且主张将犯罪事实归

为法定量刑情节，而将犯罪人的自身情况归为酌定

量刑情节。［６］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定量刑情节还是

酌定量刑情节，都是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罚评

价体系的审判环节上的投射。数额只是一组组冰冷

的数字，仅将重点局限于此，对犯罪人本身的行为视

而不见，无疑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践踏。故而，

从理论上来说具体数额的规定就是不合理的，它破

坏了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平衡。

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于贪污受贿罪也是以

综合的量刑因素为依据，而不是以孤零零的数额定

刑，从而处理好情节与数额的辩证关系，做到定罪量

刑的主客观统一。［７］其中，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

受贿案、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受贿案就是例证，后者

的受贿数额远大于前者，但前者定罪量刑重于后者。

辩护人在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时，也将犯罪人的良好

履历、事后补救等作为量刑事由。

由此可见，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力求

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模式由具体数额向概括数额转变。

四、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的完善

新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罪作出了

令人欣喜的改革，但是由于这种新的“二元量刑体

系”确立的“概括数额＋犯罪情节”的贪污受贿罪定
罪处罚模式取消了具体的数额，若不提出相应的解

决方案，司法机关在适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混乱。

笔者从指导性案例、论证机制、司法解释以及数额冲

突解决等方面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

（一）指导性案例的引导作用

自２０１１年我国“两高”颁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
以来，学者就对其适用的效力本质进行了辩论，到底

是该指导性案例对其下级法院应当有拘束力还是只

具有参考意义？学界对于何为指导性案例的认识是

基本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

规定》第２条要求指导性案例首先必须是具有既判
力即法律效力的案例，其次还必须符合五类情形：

（１）社会广泛关注的；（２）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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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具有典型性的；（４）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
（５）其他。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贪污受
贿罪符合作为指导性案例的素材的要求。截至

２０１５年我国共发布指导性案例５２例，其中刑事指
导性案例９例，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罪的２例：指导案
例３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和指导案例１１号杨延虎
等贪污案，分别是对于刑法３８５条和３８２条的解读，
由于修正前刑法３８３条确立了计赃量刑，所以鲜有
涉及的指导性案例，而本次的修正也要求指导性案

例涵摄范围内给予贪污受贿罪量刑案例以必要的关

注。与此同时，本文中提及对于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可能学界和实务界还存在争论，但在实践中，由于指

导性案例是“两高”颁布，其对于下级司法机关的指

导作用等同于法律的明文规定。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法条为“犯罪 ＋量刑”的结
构，亦即同一法条不仅是构成犯罪的要件而且也是

量刑的基准，故而在指导性案例的筛选中要注意衔

接，对于贪污受贿罪尤为如此。在发布指导性案例

时，要注意“大案与小案”的结合，这里的小案不是

指案件影响力“小”，贪污受贿罪的影响力大小也并

不完全取决于数额的大小，此处的“小”主要是指对

于贪污受贿罪的涉及数额较小，例如“许霆案”涉及

的财产性的犯罪，所涉金额不大，但影响力却深远，

故而应结合案件的情况综合判断，而不是将法官在

技术层面有争论或自由裁量范围内的案件与指导性

案例混为一谈，否则指导性案例便成了摆设。

（二）磋商机制

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历史上，协商都在不同程度

上影响着政治运作及演进的历程。［８］在协商环节

中，其核心部分是共同成员在自由、平等、实质性的

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磋商的过程，其目的在

于对公共事务的利益保护达到最大化。在“计赃量

刑”的立法指引下，数额成为法官唯一最为关切要

件，而在面对刑法“概括数额”所产生的模糊地带，

如何来确定？笔者认为，可以发挥磋商机制的作用。

其一，长期以来数额犯中的数额设置，都是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两高”来直接设定，这在一定程

度上只关注法律适用的明确性，而对区域个体的特

殊性很少给予关切。即便是由特定机关设置，也应

当听取其他机关或团体的意见来保证结果的利益最

大化。当然这里的其他机关或团体也不是任意的，

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主要是指与犯罪有关的经济部

门，例如财政部、审计署等部门或者专家学者组成的

讨论会形成的意见。在对刑法３８３条予以司法适用
时，司法机关可以与其进行磋商，并参考年度的经济

指标，针对于此项，理论界也是“百家争鸣”，有“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说”“个人收入说”“职工月平均工

资说”等［９］。笔者认为，同时参考 ＧＤＰ和居民消费
价格较为合理，因为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示

了经济发展的态势，能够比较理性的反映一定时期

的数额意义。基于此，确立入罪量刑的阶梯性数额，

当然也可以确定一个基本的最低入罪门槛数额，其

他给予法官以自由裁量之空间。

其二，磋商机制所达成的“概括数额”本身也是

有其局限性的。这是由于贪污受贿罪先天脱胎于经

济的基因，而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建之于贪污受贿罪

之上，更加放大了它的滞后性，需要与经济同步。但

法律的稳定性与刑法的明确性及权威性，又将其推

向另外一个极端，为了平衡二者的冲突，笔者认为，

可以１０年经济状况定为一个期间，将其作为磋商机
制的材料来源，来调整具体数额的设定，及时应对贪

污受贿罪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贪污受贿罪是典型

的经济性质的犯罪，而经济的变化态势在短时间内

的数据统计会出现“失真”，需要一个较长的合理观

测期；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整体规划是以５年为一个
期间，而以１０年为一个考察期，这样得出的结果更
有说服力。

（三）司法解释的及时跟进

《刑法修正案（九）》并未对概括数额的确定机

关给予明确的说明。有论者认为应该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刑法中贪污受贿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

大”等概括性规定统一进行立法解释。［１０］另有学者

认为，应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

释或者司法机关自我决定。［１１］由此可见，目前对于

贪污受贿罪的具体标准数额存在三种主张，主要为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争。笔者认为，对于宏观上

应该由司法机关来对概括数额进行划定，但到具体

操作上，应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来

划定一个“数额较大”的幅度，例如为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元，或者３０００－７０００元，具体的起点金额再由各个
省高级人民法院或省人民检察院来确定在本辖区实

行。究其缘由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其一，我国的法制统一原则决定的。我国《立

法法》第４５条规定：“……法律有下列情况之一，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解释：（一）法律需要进一

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

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但贪污受贿罪的处

罚中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词从解释学的

角度来看，在意思表达上并没有出现问题，而主要是

标准难以把握。如果以其含义不明确为由，而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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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司法机关自主决定，势必会会造成法律适用的

混乱，法制统一的原则遭到践踏。

其二，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以往的

盗窃罪、行贿罪、诈骗罪等具体数额的认定都是由国

家的最高司法机关予以整体把握，而在具体的细节

和自由裁量权上，则由地方的司法机关来予以设置。

这样一方面契合刑法的普适性，同时也给予地方经

济发展的特殊化做了必要的关切，故而这种比较成

熟化的做法在贪污受贿罪上应得到传承。

其三，相比较而言，其他做法并未显示出优越

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是我国的立法机关，

但关于贪污受贿罪中概括数额规定实践的具体化问

题，并不属于立法环节的问题，因为此时的立法环节

已经结束而到了法律适用环节。最高司法机关若是

“一刀切”式的完全掌控，会出现法律解释与地方经

济脱节的局面。

（四）妥善解决概括式数额的区际冲突问题

其一，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多个省份均

有犯罪行为。贪污受贿的数额采用累计制，即在贪

污受贿罪认定处罚过程中，要将犯罪嫌疑人在审判

前所贪污或者受贿的金额累加起来计算，这一点上

基本上大家达成了共识。但累计后的数额，在有的

省达到“数额较大”，有的省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有

的省达不到“数额较大”亦或者达到的等级不同。针

对此种情况，学界存在审判地标准说、犯罪地标准说、

属人标准说、有利于被告人标准说等四种观点。笔者

认为，为了适应我国反腐败的需要，应以重刑优先适

用为原则，换言之，以最低数额为标准。

其二，贪污受贿罪的行为地与管辖法院不一致

时，适用何种标准作为依据？为了案件的审理的公

正性，对于高官的审理，时常会采用异地管辖。这也

为贪污受贿罪的审判带来一定的障碍。笔者认为，

应该以犯罪地所属省的数额来定罪量刑。其理由主

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贪污受贿罪从本质上说是经

济性质的犯罪，而其社会危害性的体现便是对于其

所在区域经济秩序的破坏，只有立足于本区域的经

济发展现状才能真正体现其危害的程度，以便刑罚

恰到好处。第二，我国法院的案件管辖主要以犯罪

行为地作为原则，若贸然将审判主体和依据相分离，

恐难以正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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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终身监禁”入刑之合理性
———以刑法目的论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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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终身监禁既不属于新增的刑种，也不属于新设的刑罚制度，而是由于无期徒刑得不到减
刑或假释而导致的必然后果。《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增设终身监禁的规定，仅仅站在了功利主义

的立场，缺少了对现实效果的考量。终身监禁入刑贪贿类犯罪，不仅会违背罪责主义原则，而且无法

起到特殊预防的效果，违背了“人总是可以被改造的”基本理念。对于我国“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立

法现状，起不到有效的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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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回顾近些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终身监禁的探

讨，大多是围绕死刑的替代措施开展的。而在２０１５
年８月，全国人大公布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第三次审议稿，贪贿犯罪终身监禁规定的“横空出

世”再次激起我国刑法界学者们热议。根据最终公

布的《刑法修正案（九）》来看：“对犯贪污、受贿罪，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

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

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在此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刑法修正案

（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八条规定：“对

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以前实施贪污、受贿行为，罪
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

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

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

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可以

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四

款的规定。”很显然，该条司法解释突破了我国刑法

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是在增设“终身监禁”规定

后，重刑反腐决心的再次展现。

对于“终身监禁”入刑的立法现状，有媒体指

出：“在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死刑过重’与

‘生刑太短’形成的落差太大。而作为刑罚体系的

完善举措，‘终身监禁’的加入，或许正好回应了目

前死刑缓期执行常被异化为有期徒刑某某年的现实

尴尬。当然，‘终身监禁’入刑，除了完善现行刑罚

体系，更大的价值或许还在于，对于目前司法改革中

提出的‘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理念提供现实

支持。”①然而，笔者对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关于

贪贿罪中增设“终身监禁”条款的合理性有着不同

的看法，对贪贿犯罪设置终身监禁不仅可能超出罪

责的边界，而且违背了“人总是可以被改造的”基本

理念。因此，有必要对此次“终身监禁”入刑做些反

思。

二、“终身监禁”规定的法律定位

被媒体奉之为“反腐神器”的终身监禁条款，想

要在司法实践中被有效加以运用，必然要以精准定

位其法律地位为前提。从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来

看，终身监禁既不属于新增的刑种，也不属于新设的

刑罚制度，而是由于无期徒刑得不到减刑或假释而

导致的必然后果。②众所周知，由于减刑和假释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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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前的刑罚实践中普遍存在，因此法院所判罚的

无期徒刑大多是以执行有期徒刑而告终。如此一

来，《刑法》对贪贿犯罪设置终身监禁且不得减刑、

假释的条款，实际上是在死刑和“假无期”之间增设

了一种能够彻底剥夺行为人人身自由的“真无期徒

刑”。［１］具体来说，这种“真无期”与现有的刑罚制度

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关系：

第一，终身监禁依附于死刑缓期执行而存在。

换句话来说，要想适用终身监禁措施，必须以犯贪贿

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为前提。从某些角度来看，

这种对死刑缓期执行的依附为终身监禁作为“中间

刑罚”提供了立法上的合理依据。所谓的“中间刑

罚”，是指在同一种刑罚方式中，由于其执行方式的

不同而产生的、介于最重的执行方式和最轻的执行

方式之间的、严厉程度居中的刑罚措施。［２］终身监

禁就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中间刑罚”，它存在于死刑

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的中间，虽不是新的刑种，

却也能够发挥同样的作用。

第二，终身监禁制度是无期徒刑的一种特殊表

现形式。由于我国刑法中存在对犯罪分子减刑、假

释的规定，因此无期徒刑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没有

“实至名归”。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根

据刑罚执行的实际情况，无期徒刑主要有以下两种

表现形式：被减刑或假释的无期徒刑以及不能被减

刑或假释的无期徒刑。由此看来，所谓刑法新增的

“终身监禁”，只是在法定意义上增加了无期徒刑的

执行形式，并未在实践中突破原有的执行格局。

三、“终身监禁”入刑贪贿罪之刑罚目的合理性

探讨

《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贪污罪中第４款的
立法修改，并没有改变原有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只是

修改了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后果，如此一来就可能与

刑法教义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产生牵涉：立法者应

当如何对刑罚加以规定，才能使刑法符合正义的要

求？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刑法目的论的

有关观点。

对于刑法目的论，大致包含了三种主要的理论

观点：报应刑论、一般预防论和特殊预防论。而现如

今，已经很少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仅限于其一，大多

数学者主张的是一种折中式的观点。然而，如何将

它们进行折中，众说纷纭。在众多理论中，笔者对罗

克辛教授提出的“以预防为中心的刑法目的论”颇

为赞同。罗克辛教授指出，报应并不是刑罚的目的，

而是奠定了罪责主义原则的基础，并为刑罚划定了

具体界限。我们应当在这个界限范围之内，对作为

刑罚目的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加以考量，当一般

预防与特殊预防产生冲突无法调和时，再优先采纳

特殊预防的观点。

笔者赞同罗克辛教授的“以预防为中心的刑法

目的论”观点。理由在于：（１）可以综合各种刑法目
的论的观点，兼具取长补短的优势。“以预防为中

心的刑法目的论”试图以一种互相制约和交叉组合

的手段，将报应论和预防论的理论缺陷降到最低，并

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反观其他的折中式理论

观点，只是将报应论和预防论的观点简单杂糅到一

起，不仅无法体现它们的优势，还更为突出了它们的

缺陷。（２）经过如此改造，报应刑论获得重生。罗
克辛教授的这种观点把充当刑罚目的的报应刑论转

变为刑罚程度的边界，这种定位上的转变使报应刑

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从报应刑论中衍生

出来的罪责主义原则可以有效缩限国家刑罚权的范

围，这是其他预防理论都不可能具备的：不管在任何

时候，刑罚的界限都应该在行为人的罪责范围之内。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这也关乎到一个人在宪法上的

权利。不仅如此，它对于普通公众法律意识的维护

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每个人都不应该遭受比其

罪责更重的刑罚。（３）以一般预防目的为辅，优先
考虑刑罚的特殊预防效果，如此顺序可以最大化地

发挥刑罚的效率。当两种预防目的产生冲突时，如

果首先考虑的是一般预防目的，必然会使特殊预防

目的无法得以实现。然而，若优先考虑特殊预防，并

不会排除一般预防的效果，最多只会以一种难以测

量的方式削弱其影响，而轻微的刑罚同样具有一般

预防的效果。［３］在下文中，笔者拟用此种以预防为

中心、以报应（罪责）为边界的刑罚目的理论，尝试

对“终身监禁”入刑贪贿罪的合理性进行立法评述。

首先，“终身监禁”入刑贪贿罪，是否大大超出

了罪责主义原则的界限？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任何一种犯罪来说，虽然我们很难对其罪责程

度的大小做出一个精准的判断，但却可以做一个横

向的比较。在《刑法修正案（八）》第一次将“限制减

刑”纳入我国刑法条文时，针对的对象是“被判处死

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

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

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对于这种

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尚且对其

“限制”减刑，而对于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的贪贿罪

却规定了“不得”减刑、假释，于情于理都很难让人

信服。是否真的“有利于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

则”③，恐怕不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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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有学者反驳说，如果根据笔者所赞成的

那种“以预防为中心、以报应为刑罚边界”的方案，

报应刑论所确定的罪责只能限定刑罚的边界，而没

有能力去具体衡量行为人罪责的大小。因此，纵然

贪贿罪的罪责程度较之于抢劫、放火等暴力犯罪的

罪责程度更低，也很有可能在报应刑论确定的刑罚

边界内，基于预防目的的综合考量，对贪贿罪规定终

身监禁，而对暴力性犯罪只是“限制”减刑。无疑，

若我们只把目光凝注在罪责程度的角度上，确实无

法从根本上推翻此次修法的正当性。然而，对终身

监禁合理性的质疑，实际上是源于下文所要论述的

特殊预防。

其次，根据笔者所赞成的“以预防为中心、以报

应为刑罚边界”的方案，报应刑论所确定的罪责只

能限定刑罚的边界，而没有能力去具体衡量行为人

罪责的大小，因此，问题的关键仍在于预防。笔者认

为，对于终身监禁入刑贪贿类犯罪，于刑法的特殊预

防目的起不到丝毫效果。从剥夺行为人再犯能力的

角度出发，没有基于再犯危险性预测而剥夺其犯罪

能力的必要性。［４］对于那些因犯贪污罪或受贿罪而

入狱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判处徒刑的同时已均被剥

夺公职，即使他们刑满出狱，也往往没有再犯的危

险。不仅如此，根据其所犯贪贿罪的行为性质，也不

能推断出行为人有再犯其他类型犯罪的人身危险性

的结论。对这些完全没有必要进行特殊预防的犯罪

人来说，如此配置刑罚资源无疑是一种极为浪费的

做法。再者，若我们将视角转移到刑法的教育改造

功能则会发现，对行为人处以终身监禁意味着他们

再也无法回到社会当中，而这种刑罚理应只对那些

完全没有改造可能性的犯罪人适用。按照《刑法修

正案（九）》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

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

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此种

规定直接切断了某些贪贿罪罪犯想要重返社会的路

径，在一定意义上是把这些贪贿类罪犯作为没有改

造可能性的罪犯来对待。这不仅与我们通常的认知

不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究竟罪犯有怎样的情节会

让法院在审判阶段就把犯罪人定性为“没有改造可

能性”，进而判处终身监禁的刑罚呢？除此之外，在

特殊预防效果得不到实现的现状之下，如此修法更

无法在一般预防论上找到证明其合理性的依据。由

于贪贿类犯罪的死刑依然被保留，仅仅增加一个

“终身监禁”的条款，很难对公众起到增加威慑作用

的效果。终上所述，无论从报应刑理论亦或是预防

刑理论，都无法为终身监禁入刑贪贿类犯罪提供一

个合理的依据。

再次，除了上文提到的刑法目的论，在学界和司

法实务界还有两种观点试图为修法的合理性提供依

据。一种是立法者主张的观点，即“防止在司法实

践中出现这类罪犯通过减刑等途径服刑期过短的情

形”③。然而，这种观点很难让人理解。我国设立减

刑制度的出发点就是希望通过缩短犯罪人的刑期进

而促进他们的教育改造，若想防止“刑期过短”，除

非将减刑制度彻底加以废除。从实践中的普遍情形

来看，“服刑期过短”是因很多贪污受贿者在入狱后

仍能发挥权力活动空间寻租所致。④然而，对罪犯不

合理的减刑并不等同于罪犯的逃狱，拥有决定权的

主体是狱管人员而不是罪犯。我国《刑法》第 ４０１
条对狱管人员的这种行为已经有徇私舞弊减刑、假

释罪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很少加以适用。如果想

要彻底根治不合理的减刑或假释问题，只有通过刑

法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对监狱内的腐败犯罪

进行大力整治。而对于那些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罪犯来说，不管是否因触犯贪贿罪入狱，只要确有悔

罪的表现，对他们进行合理的减刑或假释都应当是

可取的。如果立法者将每种可能因为执行者的腐败

行为而变形的规定废止，那我国的法律也就所剩无

几了。

另一种是来自学界的观点：此次修法是为改革

我国“减少死刑、延长生刑”的刑罚结构作铺垫。［５］

笔者承认我国当前的刑罚制度中存在“死刑过重，

生刑过轻”的情况，但却不同意运用此种修法模式

进行变革。我们废止死刑的意义究竟何在？基于刑

罚目的理论角度，死刑无疑带有很强的威慑效果，对

刑法的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死刑还十分符合报应刑论的观点，而对于

特殊预防的效果是有疑问的。刑法的特殊预防目的

立足于大多数行为人可以通过刑罚而得到矫正，而

刑罚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是将他们“再社会化”。只

有对那些立法者认为完全没有矫正可能性的罪犯，

才采用死刑的方法，彻底切断其重归社会的回头路。

根据法国哲学家利科的观点，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

目的“是为了给犯人一个未来”。［６］然而终身监禁就

像死刑，让罪犯无法看到未来。正如贝卡里亚所说：

“终身苦役同死刑一样也是痛苦的，所以，它也同样

是残酷的。我认为：如果把苦役的受苦时间加在一

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７］

最后，《刑法修正案（九）》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中颇为常见的“局部试点”做法引入立法中，无疑会

产生以下两点问题：第一，从我国已有的限制减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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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来看，一些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

性明显高于贪贿类犯罪，为何首次试点单单针对贪

贿类犯罪？第二，我国立法者在增加终身监禁的同

时，依然保留了贪贿类犯罪的死刑，这不仅无益于我

国“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现状的改善，而且又在“死

刑过重”的基础上增加了“生刑过重”，全然没有刑

法谦抑性的立法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增设终

身监禁的规定，仅仅站在了功利主义的立场，缺少了

对现实效果的考量。终身监禁入刑贪贿类犯罪，不

仅会违背罪责主义原则，而且无法起到特殊预防的

效果。想要杜绝司法实践中通过减刑等途径使服刑

期过短的情形，应当运用刑法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

办法，加大对监狱内司法人员的监管力度。

注释：

①肖金．刑法新增“终身监禁”的价值何在？［ＥＢ／ＯＬ］．
（２０１５－０８－２６）［２０１５－０９－２４］．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ａ／２０１５０８２６／４４５１４２７７＿０．ｓｈｔｍｌ．

②臧铁伟．终身监禁不是新刑种 适用于重特大贪污受贿犯
罪［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５－０９－２８］．ｈｔｔｐ：／／
ｎ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ｃ１４５７６－２７５３１２０１．ｈｔ

ｍｌ．
③荆龙．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审议进入“收官”［Ｎ］．人民法
院报，２０１５－０８－２５．

④中共中央政法委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１日下发《关于严格规范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要

求从严把握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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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王剑冰是当下中国最著名的散文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绝版的周庄》入选上海高中语文课本，被

翻译为多国文字，并被刻碑于周庄，成为周庄的文化名片；其创作曾获冰心散文奖、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河南

省政府文学奖等。王剑冰集创作、研究、编刊于一身，这使他能更自觉地反省和探寻散文创作的新维度。本

期特设专栏，集中探讨王剑冰散文创作的视界和艺术特色，以期为散文创作寻找新的经验。

铭刻在大地与碑石上的心灵散文
———王剑冰散文论

樊洛平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０５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基础与新兴学科项目“文选学与活体文献研究”（ＪＣＸＸ０４－１）
作者简介：樊洛平（１９５６—），女，山西沁县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

当代文学、台湾文学、女性文学研究。

摘　要：在文学失去了共振效应愈发边缘化的时代，在文学样式走向多样化却也难以经典化的
时代，散文家王剑冰以他的创作，启示了小散文可以拥有的大世界，山水景致浸润中的大文化。其散

文创作，一是在读山读水的行走中，展示大自然之子的情怀；二是通过人间万象的书写，发掘历史人

文精神与平凡生活中的文化底蕴；三是以诗为文，寻求一种诗性表达和美文书写。由此所见证的，是

那种呼唤了真善美的经典散文魅力，同样能够穿越历史，发出时代新声和个性化生命感悟，拥有铭刻

于大地和碑石的持久生命力。

关键词：王剑冰散文；大自然情怀；人间关爱；文化底蕴；以诗为文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３５－０６

　　读王剑冰的散文，最好是在清晨时分的静谧中，
倘佯在作者笔下美妙的山水天地之间，会心于大千

世界的睿智感悟，伴随着窗外的晨光拂照和鸟儿鸣

啾，你的心田如同花瓣一样层层舒展；那些行色匆匆

的时代久违了的心绪、情怀、遥想还有鲜见的感动，

都一一复活起来，它以一种情感的溪流和美的魅力，

深深地融进你的灵魂，如同缕缕霞光穿越大地、树林

和山川。

一、读山读水：大自然之子的情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该是剑冰期盼的一种生

命方式，能够在散文的创作、研究、编辑领域担当多

栖角色，是为见证。但就作家本色而言，剑冰更像是

一个走世界的行吟诗人，一个在蓝天绿海、在山川草

原流连忘返的大自然之子。

从中原腹地的嵩山、黄河一路出发，美丽的江南

水乡，神奇的郧西天河，红色的井冈山，书香的白鹭

洲，依水而居的吉安，还有那古老的乾陵，神奇的三

星堆文化遗址，浩渺的黑龙江，遥远的青藏高原，荒

凉的戈壁沙漠……无数的风景从眼前一幅幅闪过。

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剑冰都会迫不及待地扑向大

自然的怀抱，登山临海，远眺近走；向东向西，往南往

北，将美不胜收的风景收入心底，行走的人生遂构成

他阅读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行走的人生中，剑冰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

仿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他对大自然的感知

有着自己特殊的方式。在剑冰眼里，大自然是一本

百读不厌的大书，内容丰富，历史悠久，风格神奇美

妙，意境无穷。剑冰以文人的诗心慧眼去读大自然，

透过古迹、近影、高天、远地、群山、河海、草原、大漠、

乡野、废墟……在他人眼中皆有而笔下却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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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欣喜。在剑冰心中，大自然

又是一个与你促膝对话的老者，一个可以倾诉的朋

友，甚至是一个情意绵绵的恋人。晨曦、月夜、山间、

林中、花草藤蔓、岩石溪流、风雪飘飘、细雨霏霏，你

和它都有说不完的话，扯不断的情；就像你在心底、

笔下、镜头中将美妙的山水风景定格，你自己也成了

这山水自然中的风景。深受中国文学传统浸润的剑

冰，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倾听大自然的心声，沉浸在一

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于是，剑冰的散文世界里，读山读水的杰作纷至

沓来。有直接以阅读山水为题的，如《吉安读水》

《井冈读山》《长岛读海》等作品；有从大自然中读出

了美妙景致的，如伴随《斜雨过大理》沐春雨，深入

《云梦草原》望碧草；从阳澄湖上观晚霞（《晚霞映在

阳澄湖上》），到澄江快阁赏明月（《澄江一道月分

明》）；从春天里听“鸟”（《翩然与古诗的鸟儿》），到

香格里拉寻“梦”（《香格里拉》）……一路阅读，一

路歌唱 ，锦绣河山尽展容颜。读山读水的旅途中，

常有一些关键词在引领，好似诗眼，不由得你眼前一

亮，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的惊喜。

如同沿着井冈蜿蜒的山脉读山，围绕吉安美丽

的水系读水，在海浪滔天的《长岛读海》，自然是剑

冰心向往之的选择。凌晨微明去读海，夜幕降临还

在读海，大海有着永远读不完的内容。从海的浩瀚，

读出个人的渺小；透过海的晨曦变幻，读出红日、帆

影和渔歌；由海的深厚与宽广，读出天的尽头、海外

的世界；在不同的时间段，作者还读出了有颜色的浪

花。蓝色的、白色的、灰色的海浪翻涌着，而日出大

海的那一刻，满眼都是艳红的海浪，仿佛张生煮海的

神话幻境；那层层海浪呼啸汹涌的浪尖，竟是群群鸥

鸟翻飞的翅膀！在这里，作者读出的是自己心中五

彩缤纷的大海，抒发的是个性飞扬的审美经验。而

同样是读海，《洞头望海楼》读出的则是夕阳与明月

相交会的神奇画面：

风推着时间远去，海迎来又一次日落。

落日浑圆，似在释放着一种能量，将波浪一

层层镀成殷红。另一边，一轮圆月正在上

升，圆月周围，云团如淡蓝的缎带，一直接

到海上。海的澎湃，让太阳与月亮的交接

热烈隆重。我在望海楼远眺这种壮观。［１］

剑冰对大自然的阅读，在崇尚雄伟的高山峻岭、

奔腾的大江大海的同时，也常常被那些看似平凡、微

小的自然界物象所吸引，从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中悟

出人生的真谛。对于遍地生长的野草，剑冰可谓情

有独钟，沙漠中顽强生长的绿草，石头下面努力伸展

的小草，云梦山上随风曼舞的草原，蜿蜒在金龙谷崖

壁上的蔓草，充满献身精神的肥田草，生长于高寒山

岩的九死草，都成为他讴歌的对象。在《春来草自

青》为代表的这类散文中，作者集中抒发了有关

“草”的感悟：伟大出自平凡，弱小彰显坚韧，小草不

为人关注的默默生存，启示了一种不屈服的人格意

志，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量。

透过《荒漠中的苇》《荒原中的葵》《大漠胡杨》

《西部的树》这些篇什，你感受到的是在严酷环境中

的坚守和抗争，孤独境遇中的生长和绽放。正是因

为原本属于弱者的苇，竟然在茫茫戈壁的一汪水中

不可思议地生长，才串连出西部、戈壁、荒漠、苇这种

美妙的景象来。而荒原中的葵，带给人们的则是一

种震撼：一粒一粒的种子，长成树的林、花的海，长成

一片光合地带。花中只有葵，能将艳丽擎得这般

高。”［２］３２葵的灿烂与壮观，葵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曾

经被人利用的误解，葵在任何世风下都率性开放的

性格，又如何不是人间世相的一种写照？作者在短

短的文字中，借葵之形象融入了历史的反思意识。

《藤》是一篇笔力千钧、直击灵魂的散文。尽管

有着“白花鱼藤”这样诗意的名字，并且引发何仙姑

绿丝带的美妙传说，但这棵经历了１３００年风霜雨
雪、没有了大树依仗的古藤，“就像失去娘的孩子，

自己为自己做桩，自己为自己相绕”，留下坚毅、痛

苦、挣扎的过程，赢得满眼绿色的生存。带着生命的

痛感来为古藤写真，一反过去那种“偶依一株树，遂

抽百枝条”的依附性形象描写，作者紧紧抓住“腾”

“疼”两个字做文章，写古藤那种独立自主、拼搏挣

扎的底层老农，孕育生命的驼背女子，从而悟出“人

其实和藤一样，从一点点爬起，活得不知有多艰

难”［１］。而生命的价值，正在于艰难困苦中的拼搏

和坚持，在于这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在这里，古

藤的生命被赋予了丰富的元素，无疑成为一种人格

精神的象征。

由此看来，作者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在花草植物

的描写中体现的正是自己的人格理想、情思志趣；在

山水自然的阅读中读出作者心中的山水。“观山则

情满于山，临水则情溢于水”，强烈的主观情感的投

射，美妙的自然山水的映照，让剑冰读山读水的大自

然美文，无论是激越的浪花翻滚，还是淙淙的溪水流

淌，都具有了草木生情、高山致意、流水发声的鲜活

生动。这一切，皆出自心底的真情歌唱。

二、人间万象：散文书写者的大爱

散文作为抒发自我对大千世界认知感悟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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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如何因小见大，在看似边缘、松散的文学地带

跃出，成就小散文中的大气象，写出文人笔下的大境

界，这其中还需要将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感悟结

合起来，“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传达

出丰富的人文情怀。剑冰散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

诗意地穿行于历史人文和自然山水之中，以自己的

文学理想、悲悯精神、历史意识和文化底蕴，熔铸成

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对真善美的孜孜以求，是引导剑冰文学世界的

一面旗帜，也是贯穿其散文创作始终的一条红线，他

让利剑与冰雪相结合的侠骨柔情，真情与善良相融

汇的人间关爱，在美的境界追求中有了丰富的表达。

在剑冰笔下，每每写到故土、亲人、乡民、百姓，

他内心那片柔软不可触摸的地方，就引发出真挚、素

朴的感情溪流，令你情有所感，心随情动。剑冰的人

生阅历中，远离父母去当返乡知青，唐山地震与死神

擦肩而过，工作跋涉途中与重病母亲阴阳两隔，恐怕

是他最深刻的人生记忆和生命伤痛，他从中感悟的

成长岁月、命运骤变和亲情分离，将世事艰辛、生命

易逝的另一面严峻地展示出来。所以他看生活、看

人生、对普通人的生命多怀有真情的关爱，处处彰显

善良之心。

在故乡的土地上，有太多的人和事触痛剑冰年

轻的心。那个因为家庭政治背景牵连而备受冷遇的

美儿姑娘，留在黄昏中的身影和没有说出口的爱情

是那样的孤独无奈（《黄昏中的美儿》）；那个在唐山

地震中为救外孙女而丧命的二姨，含辛茹苦养大八

个孩子，吃了一辈子的苦，唯把甘甜和念想留给后人

（《地震纪念日想起你》）；那个在敌人酷刑面前死于

１７岁的女英雄王翠兰（《永远的少女》）。每每写到
这些故乡人物，作者心中真情涌动，不能自已。

在生活的角落里，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人和事让

你感慨并感动。那个在周庄独坐桥头、意欲自杀的

女子，虽然素不相识，却因同在周庄的剑冰每天早起

摄影、写作的激情感染，终于拯救了自己（《独坐桥

头的影子》）；还有那个爱诗、爱美、爱唱歌却不幸生

命早逝的文学女孩（《对面的窗户》）；那个在生命最

后时刻，要把自身化作一捧骨灰伴着花瓣撒入麦田、

树林与河水的生态文学作家苇岸（《远方》）；那个每

天哼着快乐小调、用竹竿探路的盲老汉（《盲老

汉》）；在工地黄昏中此起彼伏打鼾的农民工（《路边

的鼾声》）；这一切都会让作者有感而发，引起对普

通人的生命感动和肃穆敬意。上述描写，或情绪感

奋，或情意绵长，或内在感伤，或心绪快乐，作者在审

美的氛围、意境、情绪中来表现，以文学创造的美感，

将生活中的美好留在了字里行间。

丰富的历史人文情怀构成剑冰创作的底蕴，也

拓展了他散文世界的高远意境。从红色文化源流的

探寻，到山水文化、瓦文化、茶文化、生态文化的多角

度发掘，作者在“小散文”的格局里，融入了“大文

化”的气象。

红色文化的探寻，在剑冰散文创作中别具一格。

与那种走马观花的应景式写作不同，剑冰的这类散

文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感情触发。２００８年到
２００９年，剑冰曾两次踏访井冈山的红绿资源，参观
革命博物馆，倾听红军时代的民歌，遥想黄洋界上的

炮声，观赏《井冈山》实景演出，也沉浸在有关井冈

山的一摞摞资料中。虽然有三个月的情感沉淀，他

还是没敢轻易动笔。作者说，后来“让我的思绪沿

着井冈山的那些山脉蜿蜒而去，我才慢慢地感觉到

了我应该写些什么。于是，有了《井冈读山》”［３］２１８。

井冈的山之神奇，井冈的山之热烈，孕育出了中国的

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也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围绕着蜿蜒的山脉，作者找到了解读井冈的途

径。登上十里杜鹃花开的笔架山，呈五角星花朵的

杜鹃花映红了五百里井冈；在高高的黄洋界，有流动

的白云飞落五大哨口；在大井，有毛主席当年住过的

房子，开过的菜园；有贺子珍、伍若兰、曾志这些革命

时代的奇女子，还有唱着“十送红军”支持革命的井

冈山女子；走在拿山河边，处处感受井冈山的深情厚

谊。读着这样的红色山岗，作者不由得激情澎湃：

“井冈山的山，是神奇的山。在这里久了，会感到那

不是一座山，是群山，连绵不断的群山。那山不仅是

具象的，也是精神的。是千千万万的山石，千千万万

的植物，千千万万的水滴构成了井冈山，是千千万万

的生命，千千万万的呼唤，千千万万的信念构成了井

冈山。”［４］１８０

正是源于这样一种感人至深的红色老区情感，

剑冰后来一发而不可收地写出了《一生不渝的爱》

《艰难岁月两封书》《春天的歌谣》《井冈情歌》《井

冈山抒怀》《遇井冈》《永新女子好颜色》《井冈女儿

曾志》《〈井冈山〉实景演出观感》《不能遗忘的东井

冈》《八月桂花》等系列散文，深度发掘了红色资源

的底蕴。

事实上，不仅仅是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的领袖、先

烈、井冈人，以及五百里井冈群山、无数次炮火硝烟；

还有井冈山的歌谣、爱情、书信、方竹、杜鹃花、细雨、

山茶、红米饭……它们有血有肉、有情有致地构成井

冈山的红色元素，共同见证了那个“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的革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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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山水文化的情有独钟，贯穿在剑冰的旅程

与写作中。登山临海感受山水文化，游走大地探寻

水脉路向，让作者文思泉涌，一篇篇美文如水行板，

潺潺而出。井冈山、云梦山、中岳嵩山、龙门山、峨眉

山、哀牢山、甘山、三清山、神农山、龙爪山、千佛山、

青原山、武功山、玉笥山……一座座大山拥抱入怀；

水墨周庄、水乡同里；嘉陵江、丽江、清江、澄江、赣

江；呼兰河、黄河、天河、溱洧河、大河壶口；阳澄湖、

仙女湖、明湖、西湖；德天瀑布、沙屯叠瀑、白水仙瀑，

还有济水……千姿百态的流水浸润心田。在剑冰看

来，“石生山，山生石，代表着巍峨、峥嵘、挺拔，代表

着坚实、气概、沉厚。”“水从山间来，柔软与坚硬构

成了一种和谐。石可以改变流水的方向，水可滴而

穿石，万事万物相携而生。”［５］４９在水的面前，你“会

感到生命的延续……会感到无声的给予与交流。单

纯、优雅、洁净、活泼、奔放、自由、坦荡等等字眼会逐

浪而出。水是精神的体现，是经典的组合，是胸怀的

畅想。”［６］２２２－２２３从古典的山水文章书画欣赏，到现实

的山水地貌观景；从心灵的山水形象认知，再到山水

文化的哲理感悟，作者寄情思于山水，借山水状写人

生，寻求他心目中的山水文化建构。

在周庄的日子里，剑冰怀着一份寻找心仪女子

的情愫，痴迷地出入于周庄的桥头水上、茶楼小巷、

农家小屋、油菜花田；看霞光拂照，伴明月清辉，以

《绝版的周庄》《水墨周庄》《周庄的月》《周庄的蓝》

《周庄的雪》《周庄的香》《周庄的柳》《从天上看周

庄》《白色的飘飞的鸟》等系列散文，将美丽的周庄

侧影渲染得鲜活灵动，顾盼生姿。而贯穿周庄的灵

魂，便是那潺潺流淌的水。四面环水的周庄，声音跌

落在桥下水中的周庄，有水守卫着的周庄，夜晚睡在

水上的周庄，在水中亦梦亦幻的周庄，因为水，一个

普通的庄子变得神采飞扬。作者把生态文化意识融

入写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周庄的水生态；而“周庄

是以苏州的毁灭为代价的”警言，又为城市现代化

进程中遭遇的乡村失落与生态问题而纠结，一个有

着原生态、古典秀、女性美、浪漫梦的周庄，能否继续

保持自己的生存形态和所依赖的传统文化背景，即

在此意义上成为令人忧心的“绝版”。

如果说，周庄的水属于女性的柔美，吉安的水则

张扬了男性的阳刚，“生长的是旺盛的精神，人的骨

气，生长的是一种很深的文化”［７］２１５。走进吉安，被

人口耳相传、铭刻碑石的《吉安读水》记载了一座城

市历史的光荣，更写活了这座依水而居的城市的特

质与灵魂。当初踏访革命年代“十万工农下吉安”

的这片土地，作者走了吉安的１３个县，纷繁的思绪

一下子被“水”照亮，遂悟出“是那个‘水’浸染了这

块土地，浸染了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与历史、人格与精

神”［７］２１８。章水、贡水、赣江、富水、恩江、沙溪、吉水，

条条水脉维系的红线，穿越岁月风尘，连缀起历史、

文化、名人的串串明珠，尽展吉安风采。

从民族英雄文天祥、唐宋文学大家欧阳修、古代

诗人杨万里、《永乐大典》主修解缙，到唐宋吉安“三

千科举进士”的历史人文盛况；从书声朗朗的白鹭

洲书院，到名扬天下的宋代瓷城吉州窑；从革命摇篮

井冈山，到红色吉安走出的众多革命领袖、几百位共

和国将军和五大元帅；从历史人物事件风云际会的

北去赣江，到工业园、旅游区遍地丛生的现代吉安，

《吉安读水》引领我们读出的，是深远厚重的庐陵文

化底蕴，是坚韧挺拔的红色文化精神，是以忠为本、

诚实信用的吉安文化胸怀，是绿水长天、榕柳相映的

生态文化家园。而俯视吉安地形图的惊喜发现，竟

是赣江与富水勾勒出的飞翔白鹭形象！古往今来，

描写吉安风光的名篇佳作不在少数，但真正从“水”

的角度、“水”的意象来写吉安，发掘出如此丰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红绿资源的，剑冰当属第一人。那

铭刻于白鹭洲的《吉安读水》碑石，是为明证。

我们还看到，剑冰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发现，让

一杯茗茶、一片屋瓦这些普通平凡的生活物像，每每

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美感。

从汉字的特点，看人和草和树在一起的“茶”字

构造，看仿佛衣裙飘飘的古代“茶”字书法……你还

没有喝茶，就被作者的茶文化想像“美”醉了。由周

庄的阿婆茶，西湖的龙井茶，哀牢山的古茶，庐山的

云雾茶，到蝉翼、雀舌、月团、芳蕊、碧绿、玉露、春芽、

奇兰、叶青、茱萸、菊花、茉莉这妙不可言的茶名，那

些来自泥土的、与水相伴的、有着茶马古道历史的众

多名茶，就这样款款走进我们的生活。人在休闲、聊

天、论世、读书、静思、悟道中品茶，茶也在旧友新知、

养性修身中品人，由此形成了一种茶人相依、共赏互

品的和谐关系。透过《茶》《一品瓦，二品茶》等篇

什，茶文化散发的芳香弥漫在剑冰散文的字里行间。

剑冰对瓦的关注，缘于喜欢这种带有生命属性

的事物，或者说有一种温暖的恋旧情怀。久久地沉

思房顶上的灰瓦，细细地观察作坊的制瓦，还有与瓦

库设计师的品瓦，特别是以瓦为题的《岁月中飞翔

的瓦》《瓦》《一品瓦，二品茶》等作品，都以诸多奇妙

的“瓦语”，记载了作者研究“瓦文化”的足迹。“瓦

是屋子上面的田地，一垄一垄，长满了我的怀想，离

开好久了，怀想还在上面蓬勃着”；“瓦本就是代表

了平民性，它不是用来装饰的，而是直接进入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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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是那些瓦片撑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天天

一年年”；“在人们走入钢筋水泥的生活前，瓦坚持

了很久，瓦最终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伤害……”［１］

透过奇特的想象力和思想感悟，作者多方面诠

释了“瓦”的生活记忆与文化符号。由此，秦砖汉瓦

的遥远历史，灰瓦、青瓦、红瓦的古色调，瓦当设计的

纹饰美，民间瓦房的和谐感，还有瓦在流逝岁月中的

抗争力量，就这样把我们带入一个韵味深长的“瓦

文化”的天地。

三、以诗为文：哲思美文家的追寻

当今文坛的散文创作为数众多，追求多种艺术手

法的作家也大有人在，但能以散文经典走入大地碑刻

的作家，剑冰无愧于此项殊荣。当《绝版的周庄》全文

刻石，以一堵老墙的形象成为水乡周庄的文化名片；

《吉安读水》的碑石屹立在吉安白鹭洲，伴随着学子们

读书也读水；落成于湖北郧西天河文化广场的《天河》

碑刻，连同爱情一起永恒；《洞头望海楼》的碑文，在温

州洞头风景区舒卷海浪；当《瓦》《藤》《岁月中飞翔的

瓦》《春来草自青》《绝版的周庄》《水墨周庄》《荒漠中

的苇》等作品或选入高考语文试卷，或走进语文课本，

散文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以诗为文，寻求一种诗性表达和美文书写，是剑

冰散文明确的审美追求。

作者本色是诗人，早年出版诗集《日月贝》《欢

乐在孤独的那边》《八月敲门声》，更多的文集出版

和创作成就是在散文领域。他喜欢书法、摄影、音

乐，作词谱曲，拉小提琴和二胡，１９岁那年就是带一
把小提琴返乡当知青的。丰富的文学艺术背景滋养

了他的散文，每每创作之时，他是把散文当诗一样来

写，用诗心感受生活、追求生活中诗的内涵，发掘平

凡人生中的诗意，强调诗性内在的表达，而非一味追

求形式的诗的外露。

诗的意境表达，往往经由比喻、拟人、象征等多

种艺术手法，通过情景交融的画面和美的语言氛围

来创造。《斜雨过大理》写洱海雨的绝妙景致，情与

景、人与物高度融合。表现雨中插秧的白族姑娘身

姿，先以地毯厂飞针走线的女工比喻，状写她们将葱

绿绣进田野；再以抖着翅膀的鸽子拟人，渲染白族姑

娘的劳动歌声；后以大理的山茶花，来象征那些打着

花伞走向灰墙白瓦村庄的女孩子。充满音乐感和立

体美的画面，浸润在霏霏春雨中的大理，将苍山洱海

的丹青水墨画诗意地勾勒出来，而那些勤劳的白族

姑娘，则成为这画面上最亮丽的风景。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的意境，就这样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诗眼的发现，往往有力地提升了散文的思想意

境。诗眼，作为艺术意境的焦点和脉络，是显示散文

神采的灵魂，开启散文内涵的钥匙。《甘山之甘》的

诗眼，可谓“甘山是让人心甘的”，漫山遍野的红叶，

灯笼一般高挂的红柿子，爱情浪漫的青年伴侣，都成

了心甘情愿的甘山坚守者。《长岛情》的关键词在

于“长岛，真是情人岛，有情人的岛”，大陆版图在渤

海湾构成的“心”形，自然成为这爱的源泉。写《荒

漠中的苇》，作者寻找到这样的诗眼：“苇便是一种

群像的结合体，荡漾是她的形容词。”［８］５身为植物中

的弱女子，苇的结伴成长创造了荒漠戈壁上最美妙

的景象。《阆中》由当地的街巷、饮食、灰瓦、桑林、

女子、小舟写起，近观嘉陵江风光，遥想古代文人过

往，洋洋洒洒，仿佛信手拈来；但抓住“阆”字做文

章，其诗眼就在于“阆”那个门里的“良”。“那自然

的生活，那清阔的江水，那千古遗留的民风，还有

‘庭院深深深几许’中走出的女子，如此多的‘良’，

当然是该叫‘阆中’了。”［９］２７－２８一个奇妙的诗眼，霎

那间点亮了散文的意境，红线般串起作者遍地抛洒

的珍珠。

生活哲思的感悟，带来散文的思想穿透力，给人

以睿智的启迪。哲理的发现，是生活中的盐，生命中

的钙，漫漫长途的思想烛照，体现着美文的风骨与诗

意。在《神迷的青藏高原》跳锅庄舞，作者透过草原

风俗发现了“牵手”的爱情奥秘：“手，是人们用以交

流的最好的伙伴。手的知性很好，它能传导很多的

信息，包括爱的信息。所以有的手就再也不分开，不

管什么人加入。最后两只手会带着两个人欢快地走

或跑地离开舞群，无边的旷野海一样等待着他

们。”［１０］２６４人活世上，千难万折，每天总有盼望。“孩

童盼望长大成熟，女人盼望青春常驻，男人盼望事业

有成，男人女人和孩童都盼望得到尊重……”“如果

有一天再无任何盼望，你的生命就到了尽头”［１１］３０２。

在《生活随感》中，关于“爱与恨”“知足”“母亲”“男

性与女性”“幽默感”“冷漠与热情”“老路与新路”

等诸多话题，都能引发我们的沉思。“最能够容忍

你的那个人，是你的母亲。她能够包容你的一切，她

最知道你的优点和缺点，即使你做了对母亲伤害极

大的事情，她仍然会带着对你的全部的爱走进坟

墓。”［１２］３１１－３１２

心灵为镜，以个性风格表现诗意美文，彰显了剑

冰自己的创作路子。

在作者看来，越朴素、越自然、越纯真的东西，就

越有生命力。他的散文诗是心底流淌出来的美文，

偏重于纯美、温润、灵动、凝炼的风格，但也不乏坚韧

与挺拔；走世界的鲜活生活质感，与丰富的文化底蕴

·９３·



结合起来，形成观山临海、解读人生的独特方式。

林非先生在为剑冰散文集《苍茫》作序时谈到，

最理想的散文应该是“最能够触发读者长久地感动

的；最能够唤醒读者回忆起或向往着种种人生境遇

和自然风光的；最能够引起读者深深地思索的；最能

够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的文采方面满足读者审美需求

的，这样就能够使得自己撰写的散文作品，达到最为

理想的境界”［１３］１。这是林非先生对理想散文的期

待，也是剑冰散文写作的努力方向。

在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时代，在文

学失去了共振效应愈发边缘化的时代，在文学样

式走向多样化却也难以经典化的时代，散文这样

一种仿佛信手拈来却极尽艺术苦心的创作，其生

命力究竟何在？王剑冰以他的作品，启示了小散

文可以拥有的大世界，山水景致浸润中的大文化；

他证明了经典散文的艺术魅力，同样能够穿越历

史，发出时代新声和个性化生命感悟；而那种呼唤

了真善美的心灵美文，其创作口碑也一定会在生

活的土壤中，在读者的喜爱和怀想中，在历史的沉

淀和记忆中。一如那些铭刻于碑石的剑冰散文，

它会与蓝天大地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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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犀不负江山秀
———读王剑冰的散文《阆中》

何希凡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１８
作者简介：何希凡（１９５８—），男，四川南部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摘　要：王剑冰是散文名家，更是捕捉地域神韵的高手，他书写阆中，避开人们熟透了的阆中景
观，随机性地捕捉到了阆中的雨，从这富有质感的古城里读出岁月的“新鲜迷离”。由此可见，真正

的地域书写是生命个性的书写，阆中的生命个性不仅是自然的绝妙造化，更是灿烂悠久的人文甄陶。

关键词：王剑冰；《阆中》；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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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座聚散了两千多年历史烟云的古城，阆
中属于我所工作的南充市辖区，两城相聚不过一个

多小时的车程。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倘要去领略一下

古城风韵，或者去凭吊一下历史遗踪，进而写一点咏

怀古迹的文字，较之那些坐飞机乘火车几经转道方

能抵达心中圣地的远客，就难免涌起几许“近水楼

台”的优越感。然而，我们的优越感并未化作书写

阆中的实力与实绩：本地也不乏有才华的文人写过

阆中，但貌似烂熟的浅尝和太近的审美距离，那些花

絮般的文学表达并未成为扩大阆中知名度的利器。

要知道两千余年岁月打磨出来的阆中，所能吞吐涵

容的哪里只是万余平方公里的蜀北南充！我深深地

感到，千古兴亡古阆州，江山更待名人讴。

王剑冰是散文名家，更是捕捉地域神韵的高手，

其著名的《绝版的周庄》［１］使得他与周庄光芒互照，

但阆中之所以能摄入王剑冰笔底，也许并非始发于

作者的心动神驰。

记得五年前的一个春天，南充市党政齐邀各路

散文名手沿嘉陵江采风创作，名为“全国散文名家

南充行”，而作为全国四大古城之一的阆中，自然也

就成了名家们倾情书写的重镇。这无疑是一次群贤

毕至的风雅盛会，但其盛情相邀之下仍难避奉命写

作之嫌。从古至今，文人在同一命题召唤下的风雅

际会虽有佳作，然仍不免凤毛麟角：会稽兰亭雅集只

留王右军之翰墨风流，南昌滕王阁唯余王子安之妙

笔灵光，采石矶边太白楼上的诗会独让黄仲则技压

群芳……

笔者知道，群贤齐聚阆中为的是群讴阆中，但文

人的集体性书写中很可能就隐含着群讴的陷阱。名

家不愧为名家，他们谁也不愿意在高手如林之中隐

没了自己矫健的身手，适时的邀集为他们提供了一

次肝胆相照山川增色的集体旅游，也为他们提供了

文学创造活动中必要的精神竞争平台。试读诸名家

的阆中吟唱，群讴绝非千部一腔的合奏，而是多部乐

章的混响，他们多以独立的个体生命创造来激活各

自的看家本领，从而为自己心中的阆中古城传神写

照。正是因为沉醉于这些超群拔萃的生命创造，从

河南远道而来的王剑冰所写的《阆中》又一次拨动

了我这个距离阆中太近之人的心弦。

来到阆中，王剑冰并不急于呈现人们熟透了的

阆中景观，更没有端起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架

势，而是随机性地捕捉到了阆中的雨：

雨说下来就下来了，最初是一滴一滴

的，首先打在枇杷叶上，而后打在一片片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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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叶子和瓦发出的声音不尽相同。有一

滴打在额头上，顺手一抹，一脸的滋润。再

抬眼的时候，整个古城都是这般润润的

了。［２］

不难看出，写雨的不期而遇并非是刻意为之的，

但雨打枇杷、雨打屋瓦直至雨打额头，雨点从物到人

的点击敲打，简直就像钢琴家演奏的和谐旋律，这旋

律在作者心中奏鸣，叩击着他流淌涌动的灵犀，脸上

的滋润感瞬间化作整个古城滋润的通感，阆中顿时

就与那些干燥喧嚣，就连呼吸都困难的现代都市有

了生命质感的不同。

笔者以为，对于一般写手而言，写出这种质感并

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而王剑冰却要从这富有质感

的古城里读出岁月的“新鲜迷离”。于是，湿润光

滑、宛若刷了一层桐油的石板路，刚从门缝里钻出来

又尽快消失的狗，打伞的女孩，招摇的幌子，一切都

把这“新鲜迷离”填充得那样鼓胀饱满。这只能是

阆中的神韵，也只能是岁月浸泡出来的古阆中的历

史神韵，而这独特的神韵又沟通了江南古镇的神韵，

让人想起戴望舒笔下悠长的雨巷和撑着油纸伞的姑

娘。阆中固然不似江南，王剑冰的灵感爆发点和情

感归结点也迥异于将近９０年前诗写《雨巷》的戴望
舒，但那古镇的神韵相近，那细雨缠绵中湿润的质感

相同，更不必说那倏忽迷离中的绝色女子意象，无论

是悲之所寓，还是喜之所托，都无一例外释放着难以

抵挡的美之诱惑。我想，倘若没有作者的灵犀与古

城的默契，没有作者丰富的阅读经验于不经意间的

挥洒交融，要在人人都似曾相识中写出读者心中独

有的阆中神韵，实在不可思议。

在湿润而新鲜迷离的古城，王剑冰沉醉于一种

浓郁的异香之中，“奇异的带一点酸甜的香”。于

是，已被现代商业广告将古城精致爆炒成滥俗的阆

中醋、张飞牛肉、桑叶甜糕和嘉陵江鳊鱼便被这奇异

的香味带出。王剑冰无意用高华的文字与那些滥俗

的广告较劲，而是在用生命拥抱阆中，用心灵品味古

城！因此，当作者站在滕王阁放眼四望，阆中那一片

瓦的世界掀动起他满腔的诗情画意，纵然那“江山

十二楼”的胜境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仅剩下的两

座楼阁也就足以令他“欣欣然荡荡然”了。因为真

正的文人并不强求历史的复原，他思接千载、神驰万

里的想象，足可让他仅凭岁月的残留、从历史的有限

记载抵达历史的可能性胜境。

真正的地域书写都是生命个性的书写。苏轼以

西施写了西湖之秀美，如果有人突然貌似创意地来

一句“欲把西湖比张飞”，那可真是对西湖生命个性

的暴力改写了。可见，生命个性的书写既离不开审

美客体的个性化生成，更离不开创作主体的个性化

发现与发掘。阆中聚散着川渝灵性、巴阆古风，兼以

嘉陵江三面环绕所铸就的江城格局，她是婉约秀美

的。王剑冰不仅传神地绘写了江流婉转所构成的古

城的丰姿，而且以水气、水晕写出了她的惺忪而妩

媚，更以龙一样腾挪滚动的云团、闪电，写出了阆苑

仙境的神奇与神秘。阆中水灵湿润的女性化魅力，

自然要引发人们对山水养人、醋也养人的古城女子

的遐想与窥探。于是，亮花鞋等古老民俗便成了美

女亮相的绝佳契机。而在王剑冰笔下流淌着的正是

皇宫选美、桑海锦绣、古道丝绸这些与阆中美女绝色

巧手相系的古城特产。

阆中的生命个性不仅是自然的绝妙造化，更是

灿烂悠久的人文甄陶。王剑冰注意到了山水与名士

的因缘，于是牵引出五百多进士和举人队列如何从

阆中走出，那个叫孔安国的孔夫子的后人又是如何

留驻阆中而终生依老，进而想象以煌煌一卷史书凝

聚三国风云的南充陈寿、以《子虚》《上林》之大赋

“润色鸿业”的蓬安司马相如到此濡染灵气、焕发才

思，而杜甫、陆游慕名而来，其心境为之豁然开朗

……不就是有力的证明吗？就连未能前来的李白，

也在王剑冰的阆苑山水赞羡中，带上了难以涂抹的

遗憾。这是该来而未能来的遗憾。要知道，再耽恋

山水的名士也不可能足迹踏遍任何一个地方，能成

为李白未及览胜未及书写之遗憾的山水胜地，那该

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那自然生活，那清阔的江

水，那千古遗留的民风，还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中

走出的女子”［２］，都成为王剑冰对阆中之“阆”门里

的那个“良”字最有力的诠释。

王剑冰的灵犀在阆中古城释放得如此云舒云

卷，可谓没有辜负这“嘉陵第一江山”之灵秀，但当

他忽然看到天上闪烁的星星，又禁不住要叩问“哪

颗是落下闳呢？”而这不经意的仰望与叩问就成了

绝妙的点睛之笔。作为创制了西汉《太初历》的阆

中土著天文学家，落下闳的光芒穿透两千余年的时

空隧道，充沛着历代阆中人的精神底气，他无疑是阆

中最令人心旌摇荡的人文雕塑。笔者以为，王剑冰

尤其没有辜负这位历史巨人对阆中、对中国、对世界

的遗赠：

这个最早创出《太初历》的阆中人，也

等于将阆中闪向了天空。［２］

这是王剑冰情萦阆中、魂凝阆中、笔纵阆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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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阆中的神来之笔，落下闳光耀天际，阆中也因此光

耀天际。设若阆中没有落下闳的伟大贡献，阆中的

人文精神重量之锐减是可想而知的。一个饱经中原

文化濡染的散文家能够如此深悟截然不同的川渝文

化灵性，足见他对阆中的书写中流淌着多少赤子的

精诚。

王剑冰不仅是散文名家，也是散文编辑家，而且

还是散文研究家，说他集作家的才气和研究家的学

养于一身，实非虚言。能像他这样才气与学养相互

映照的人应该是不可多得的。在我所结识和阅读过

的文人墨客中，既不乏才高而颇富灵气者，亦不乏博

学而渊深者，但当他们走进文学的创造性境界，往往

是二者不可得兼：擅露才者，其文每因学养缺失，灵

动而不免轻浮失重；积学广博者，其文每因耽恋于掉

书袋而学究气十足。即便才学同时兼得者，往往在

创作中也像两截难以焊接无痕的金属棒。这种才胜

于学或学胜于才的现象似乎贯通古今，即使有些大

作家、大学者也难免掉进这样的陷阱。个中缘由，大

概就在于很多人往往相信高才可以代替博学，或者

相信博学自然就会才高。其实，做学问和搞创作是

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的精神劳作，艺术创

作的生命活力需要学养的润泽，而学养却不能直接

当作创作才华滥用，它尤其需要创造主体的转化，从

而让才气与灵感因充满学养的质感而更富创造的力

度。就此意义而言，王蒙先生当年所力倡的“作家

学者化”还需要再思考：“作家学者化”虽然至今仍

是一个极富建设性的主张，但学者化了的作家是否

一定就是创作水平很高的作家？为什么有些极富创

作成就的作家欲有自己的创作理论建树却每每力不

从心？为什么有些鼎鼎大名的学者涉足创作却仅仅

是有过创作经历而已？虽然王蒙先生一再强调做学

问和创作是作家生命的双翼，但如何使双翼不至于

仅仅各显其能，能够成为作家自由挥洒的整体生命

素质，还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面对学问与

才华相生相克的二难，王剑冰大概是较为成功地解

决了这一难题的作家。他对散文的研究不是为了要

在作家身份之外再添一个学者身份，而是为了更好

地唤醒散文创作理应具有的生命自觉，让散文创作

能够站在必要的理性高度获得创作生命的超越，他

研究散文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更好地当作家。因此，

他的研究不但没有消解他的创作灵气，反而使得他

的创作在一种成熟的心态中缓释了精神的躁动，适

当冷却了过度的激情，往往更能进入旷达宁静的诗

意境界。他的散文《阆中》之所以能超越于我们对

阆中近距离的审美观照，其超卓的灵犀绝非即时性

拥有，而是他漫长而坚韧的生命修炼、学识积淀和创

作历练的结果。不过他的学养没有演绎为散文创作

中露才、逞才的无节制张扬，更没有堕入掉书袋子的

陷阱，一切都妙合无痕地吞吐于灵犀朗照的传神写

照之间。因此，要领略王剑冰的散文胜境乃至生命

胜境，不妨先用心品读他不负天地造化而妙手偶得

的美文《阆中》。它未必是王剑冰的自鸣得意之作，

也未必能尽显王剑冰的看家本领，但它肯定是众位

名家的阆中吟唱中不可替代的独特篇章，也最能凸

显王剑冰的创作灵犀与巴阆古风如同电光火石相撞

击般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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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剑冰有独特的视界，他总能写出属于他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一个，烙上了他心灵印迹
的这一个；他擅长写女性和水，从人物的视野看山水，写山水里的人生，尊重生活的原生态，这种人物

化的视角，更具有现场感和信任感；他注重写对话，他的对话至少是两种视角，他越来越重视思想的

表达，以思想的敏感和力度去触及历史，触及那些无人触及的幽暗区域；他是一个很有文体意识的作

家，他的散文作品融入了诗艺和小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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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王剑冰总不在郑州这个城市，总在远山异
水间，在会议讲学中，事实上也是吧。２０１３年春天，
河南省文学院召开他的作品研讨会，他提前一天从

浙江赶回，当天下午又飞往温州。在散文界颇具盛

名的王剑冰，被这个社会广泛需要着。但会场上，坐

在你对面的王剑冰，却比更多的人有着来自生命气

质的静，仿佛几十年，外界都没有扰乱他，他坐在那

儿，仿佛坐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每次发言，也不会太

长。文如其人，在王剑冰的作品里，我发现他有着与

这个世界独自对话的习惯，或者说渴望。与这个世

界独自对话的习惯和能力，是一个作家创造性的前

提。

一、从公众视界里撤出，与这个世界独自对话

无论是自然的山水，还是具有历史文化的山水，

无论何处名胜，无论被多少文人墨客写过，王剑冰总

能写出属于他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一个，烙上了他

心灵印迹的这一个。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从徐

霞客以来，中国的山水游记已历经几百年，要挣脱众

文人的视界，找到自己的新见，需要怎样的心性和探

索？怎样的深入？深入研究王剑冰的创作，可以发

现有关启示。

可以说，代表王剑冰水平的作品，都是他独自面

对这个世界时的发现和感受。在与文友同行的采风

游览中，王剑冰总是会有离开群体———掉队的时刻。

掉队以后，剩下他一个人，他才真正看见天地间的事

物，无论大或小，他和它们才有深入对话的可能，如

王剑冰的近作《大山包的女人》《观音山》，就是这样

的作品。

也是共识，王剑冰擅长写女性和水。王剑冰

“掉队”以后，发现和他对话的也基本上是山中的女

性，当然事实很可能是只有女性还在守护着那山，在

那里劳作着，男人们都进城打工去了。在这些作品

里，对话多于描述。描述是静态的、个人视角的，而

对话至少是两种视角，是有张力的，有现场感的。

《大山包的女人》这篇作品，就是写自己掉队以

后，遇见当地驮马挣钱的女人———先是一群，“我”

跟着她们的话语和眼光，最后视点落在一个落落寡

合的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站着，不像其他女人坐着和

躺着说话或做活，她背上的孩子被布单子蒙得严严

的。

我站起来向她走去。我说站着风大，

这孩子冷不冷？她看了看身后说不冷。其

实她是看不见的。我说孩子这么长时间
!

着会麻木的。她说没事儿，惯了。我问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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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多大。她说一岁了。我问一句她回一

句。他爸爸呢？出门了。你是新来的吧？

是，来了俩月了……［１］

显然，这个女人没有和“外面人”谈话的对等心

境，她本能地保护着自己，她是生活的艰辛者，不想

被优越者的目光打量得太清楚。

作者尊重生活的原生态，就这么一句一句地写

下去，让读者看到不同处境的人，对生活的看法差异

有多大。在人文知识分子看来，那些装点大山包的

草，割了当柴烧，可惜啦。可当地女人说，我们不知

道你们怎么想，我们只知道生活。

我们这些城市人认为，山中的女人在冷风中牵

着马做生意，很辛苦；可她们认为，幸亏外面人稀罕

这大山包，女人还能找点事儿干。作者像写小说一

样，对这些差异没有评价，而是选择性地呈现，让读

者自己去判断，这样更能表现出中国社会不同阶层

言行的出发点是怎样的。

我说我们的人还没有从山崖边回来，

要么我先给你十五块钱吧。她听了摇摇

头，那一会儿你骑时再说吧。她似乎不愿

意先接受施舍。［１］

作者善良的愿望，或者说道德的施舍，被这个女

人的自尊挡了回去。这个细节，让读者看到，不易的

山中女人和优越的“外面人”，在内心是对等的。

“我”回归团队坐到车上后，“忽然看见那个背

孩子的年轻女人牵着马走在路边，马就是那匹毛色

暗淡的土灰马，跟其他的浑身油亮的高头马没法比，

价钱也许是最便宜的。她牵着马一直向前走，车过

去的时候，她往路边让了让，仰头望望这辆暴土扬尘

的车”。

看到这里，觉得心里很疼，这是一种很具隐喻意

味的现实。城市人、文化人到此一游，什么也不能改

变，或许还扬了她一身的尘土，让她愈加感到自己的

灰头土脸。

“想起来，我竟有了悔意。”作者是说自己的心，

还是替鲁迅以来的人文知识分子说的，中国现代文

学以来沿袭着知识分子的这种反省与拯救心理，也

有道德优越的成分。这篇散文如果不以这一句收

尾，或许更好，这样结束，反而简化了前面的种种人

生况味。

二、从人物的视野看山水，写山水里的人生

以王剑冰的近作《观音山》为例，这类以宗教文

化为主题的景点非常难写，很容易落入俗套，大多数

作者都是直接在文化常识中写，成为文化的拼贴，或

资料的剪辑，再加上个人走马观花的浅观感。王剑

冰这样写观音山，依然是“我不想跑了”，作者对同

一化的安排显然厌倦，于是离开群体，开始自由地行

走、观察和了解。

一个在观音山负责宣传接待的女孩梅菊留下来

和“我”及一个老者一起下山，天热，这个来自景德

镇的打工女孩自己掏钱去为我们买茯苓糕。

作者从梅菊的眼睛来写这座山，行走天下的作

者去过她家乡江西的庐山、三清山、井冈山等，可梅

菊说：我都没去过，我上的最大的山就是观音山。因

此，观音山在她的眼睛里既亲切又充满神奇———她

好像是观音山的主人，话语中带着某种自豪，“这座

山是天赐呀，一千多年前就是佛教圣地，后梁时期山

顶就有观音禅寺。”“哎，你们看那云！”

梅菊的眼睛被观音山的神奇牵引着，作者随梅

菊的眼睛看到：

几块厚实的云，像飞毯，正飘在观音的

上方。一只鸟儿从山顶飞下，转个弯又踅

上去，如一片旋着的纸，把蓝天擦亮。［２］

作者的笔触在梅菊的视界和内心间不断切换，

她的视界所及是观音山，内心是被观音山改变了的

内心。这样既避免了视觉的审美疲劳，又深入到了

人和山的深层关系。

梅菊在家乡和男友分手后，孤独、痛苦、迷茫，不

知道怎么活下去，辞了职，来到观音山。

来了以后，每天对着观音菩萨拜，念她

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慢慢地，她就平

息下来，眼里不再有泪水，流到心里的，也

倒出来了。

梅菊说着眼睛看向远方，那是一条山

隙，里面泉水淙淙，一道瀑布在更远处垂下

来。［２］

通过梅菊的眼睛连接起了山涧水，心和山水接

通了。这个连接特别自然、入心。

我慢慢喜欢上了观音山，观音山也接

纳了我。这里没有落叶，天天满山葱翠，时

时充满生机，情绪也就不会因季节而多变，

正好适合养心。

我在这里，每天被这样的情景感染着，

就有了心劲儿，沉闷的心情少了，工作热情

也高了。慢慢地，看见上山的人就觉得亲

切，想为他们做些什么。［２］

在观音山里的生活，改变了失恋后难以自拔的

梅菊，她悟到了也开始了更开阔的人生，对自然、人

·５４·



事都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和关爱。

我们的车子开了。年轻人摆着手。梅

菊说，老师，希望你们再来！

梅菊的一点黄，隐在观音山中了。［２］

这是个开放式的结尾，梅菊在视觉里的消失，强

化着内心的牵念。梅菊这个女孩，像山上的植物一

样，沐浴着观音山水和神灵的恩泽，她由凋零而重获

生机的内心，再把恩泽、爱意传送给迎面而来的每一

个人。这不正是“观音”的鲜活呈现嘛！以一个人

物来写活一座山，一座山的文化，类似杠杆撬地球的

原理。

对于读者而言，这种人物化的视角，更具有现场

感和信任感，也更具有与山水的历时性连接。

三、自由的话语方式，端正美好的眼光，柔美的

文字风格

王剑冰是一个很有文体意识的作家。他的散文

作品融入了诗艺和小说艺术，如上述两篇散文采用

的主要是对话体，以一个女性人物写活一座山，可以

说是以小说笔法写散文，文体自由、灵活，以精短的篇

幅建构起了丰富的艺术空间。王剑冰在《散文创作散

谈》里曾讲过：散文写作可以运用诗歌的语言，也可以

运用小说的语言方式，或是最自由的话语方式。最自

由的话语方式比创意的语言方式更难操作，因为它表

面上看起来随意，实际上用的笔力在内里。［３］

王剑冰那篇知名度很高的《绝版的周庄》，便是

诗性的笔法：

时间刚过九点，周庄就早早地睡了，是

从没有电的明清时代养成的习惯？没有喧

闹的声音，没有电视的声音，没有狗吠的声

音。

周庄睡在水上。水便是周庄的床。

……我为周庄守夜，守夜的还有桥头一株

灿然的樱花。［４］４

十年后，作者又以随意性的自由文体写了《水

墨周庄》。这后一篇，的确是更自然、更多元地表现

了周庄的气息与神采。他写被水贯穿了的周庄，水

边生活的慵懒情状，黎明是怎样一点点到来的，周庄

四周的油菜花，周庄的静等。

融会各种文体的长处是为找到最自由的表达，

一个成熟的作家，到一定艺术境界的作家，才懂得寻

找这种内功。

正如作家孙广举在王剑冰的作品研讨会上总结

的：王剑冰能够处理各种技巧，善于掌控各种表达方

式，兼容、见证、吸收、借鉴、融汇了文学的各种形式。

王剑冰看这个世界的立场是端正的立场，是深

一层的端正和美好，他的作品里没有凛冽的激烈的

东西，总传达着某种美好，很适合青少年阅读。当代

作家的作品，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并不多，因为很多作

品里有一种毒怨、阴郁和暧昧气息。

王剑冰的散文题材宽广，涉及山水、文化、历史、

人物、日常生活等等，但他更善于写水，写女性，写柔

美的事物，他写这些时，距离一下就拉得很近，是我

和你的关系，类似恋人般的关系，语调也非常的轻

柔，整个表达就像恋人絮语，而且充满了古典的味

道。“周庄系列”尤其典型，那是他住在此地，从早

晨到夜晚，不同时段不同角度细细观察、体味的结

果，心沉浸其中的结果。

王剑冰的每一篇散文，语言都打磨得玲珑剔透，

称得上精品。他的文字是诗性的、柔美的，和河南作

家大多具有的土地气息、厚重风格很不相同。在王

剑冰的作品研讨会上，散文家冯杰说，王剑冰更多的

是北人南相，北方人写南方儒雅的东西，清新优雅，

文笔潇洒。作家李佩甫更具发现性地说，王剑冰对

南方的水土有一种亲近感，他的文字里含有大量的

水的气息，含有大量的自然植物的气息。的确如此，

王剑冰的写作性情与南方的山水文化气质更契合。

四、越来越重视思想的表达

从王剑冰２０１４年出版的新著《吉安读水》可以
看出，他越来越重视思想的表达。继《绝版的周庄》

之后，《吉安读水》这篇再次被刻在石头上、留在时

光中的千字文，有那么多的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浓缩

的吉安文化史的漂亮解说。收在这本书中的《井冈

读山》《艰难岁月两封书》《一生不渝的爱》《井冈女

儿曾志》等，是写井冈山的，更是写革命史中的人物

的，作者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的纵横交错中完

成了对于历史的深度发现和精确表达。

对于历史的深度发现，使这些作品有了重量，有

了更深的根须。如《井冈女儿曾志》这篇，作者从他

最擅长的细节发现写起：

在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我看到

一张放大了的照片，那是一个洋学生的形

象：一个漂亮的留着一头波浪长发的女子，

穿着一件时髦的苏联式的女装，领子和袖

口缝着四条白道道，尤其是那双眼睛，透着

灵气与精明，也透着女性特有的温婉与羞

涩。

这就是曾志。［５］１６６

这样一个女学生，为什么会追随红军上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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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作者抛出了历史之谜。随后他写了追随红军之

后，这个女学生的命运：

她嫁的第一个男人不久即献身于革

命，第二个男人又一次被敌人杀害。在井

冈山时期，她跟的是第三个男人，红军撤离

井冈山的时候，她们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

没有办法带走，只好将其托在井冈山的一

户人家里。［５］１６６

解放后，曾志找到了这个孩子，但她对这个孩子

说：“是井冈山人民把你养大了，你就还留在这里

吧。”［５］１６８

作为一个女人，她隐忍了多少苦痛……

作者最后写了她安眠的地方———两次才找到，

因为隐藏在一片竹林里，标志不明显：

曾志实在是不想打扰谁。

那块不大的石头上是浅红的四个字：

魂归井冈。［５］１６８

这篇散文，也就一千多字吧，两个细节激活了存

封的历史，一个是洋化的浪漫的青春女生的照片，一

个是隐藏在这山林中的“魂归井冈”的墓碑。这中

间有着巨大的历史黑洞，吸引着我们去思考。

写到一定程度，总是要以思想的敏感和力度去

触及历史，触及那些无人触及的幽暗区域。从《吉

安读水》，可以看出王剑冰散文写作的这一趋向。

每一个作家都在属于自己的性情里写作，风格

即局限，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作家拥有所有经典的

好标准。多年来，王剑冰一直持续着相对端庄优美

的风格，这是他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的

局限，那就是缺少大的震荡。特别的经历，才会带来

特别大的震荡，这特别的经历，指外在的，也可指思

想带来的内心震荡，或曰心灵的历险。王剑冰这样

一个儒雅的人，这样一个文字被不断刻在石头上的

作家，或许更适合内心的而不是外部的震荡。在这

种意义上，我期待着这个正在走向经典的作家写出

大作品。

２０１５年盛夏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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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易传》“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这一命题经过魏晋玄学家的发挥，在唐代文论家司空
图那里进一步发酵，衍生出推崇文学作品的“韵外之致”这一审美理想。唐代关于诗歌境界的理论，

则与这一思想形成呼应，它们都是儒家哲学、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杂揉整合之后的产物，经

由有形的现象界而进入自由的审美世界，是其真谛所在。这是一条与《诗经》《离骚》开创的两大传

统有很大区别的新的诗学传统。而且，作为重要的美学指标，它除了深刻影响到后世汉语诗歌的创

作与评价之外，还延及词、曲、文乃至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成为汉语文学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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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先秦时期，有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

的命题，对后世的汉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这

两个命题，一个是出自《易传》的“言不尽意”，一

个是出自《孟子》的“言近而旨远”。它们一个从悲

观的角度，强调了面对无限的意义世界，语言的局

限性；另一个则从乐观的角度，强调了语言可以越

过自身有限的形式，指向无限的意义世界。

实际上，用有限的语言形式去表达无限的意

义世界，既是语言表达行为面对的困境，也是语言

表达行为的乐趣所在。人类绝对不会因为语言表

达的艰难而放弃表达的努力，而总是要直面挑战，

不断去寻找以有限切入无限的可能性。乐观如孟

子，认为好的表达，可以做到“不下带而道存

焉”［１］，即让极为平常的事情，蕴含深刻的道理；悲

观如孔子，也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方式，认为可

以通过“象”去象征性地呈现隐秘的“圣人之意”。

这两个命题以及与之有关的言说策略，在后

世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发挥。唐代史学家

刘知己正是借用了孟子的说法，对《左传》的叙事

效果进行了总结，认为《左传》的许多文字达到了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

尽”［２］２２５的境界，并认为“春秋笔法”的运用，是形

成这种叙事效果的重要原因。这种叙事学思想由

史学进入文学，成为后世汉语文学叙事追求的最

高境界。

而《易传》“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这一命题，

则经过魏晋玄学家的发挥，首先成为一个影响深

远的哲学命题，进而由哲学入文学，在唐代文论家

那里不断发酵，不仅由此衍生出“言外之意”“象外

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类似

的说法，而且还直接启发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意

象”“意境”“境象”“境界”等诗学概念的产生。这

些新的诗学概念，经由唐人的提倡，逐渐成为后世

中国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追求的至高境界，

对文学家审美体验的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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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体上讲，汉代是正统的儒家文学观念得以正

式确立并大发扬的时代。东汉以后，随着名教式微，

“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发生，文学表达也开始

试图淡化教化功能，去言说主体个性化、深层次的生

命体验。对于当时的文学家而言，这种生命体验是

新鲜而动人的，但也往往是稍纵即逝，难以把捉的。

在这种新的体验面前，许多文学家开始感受到了言

说的困难。陆机在《文赋》中就曾感叹写作中“恒患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

中也讲，创作时常常会出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

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情况。

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历的新的语言烦恼。正如

有学者所说，“如果说‘言不尽意’，在庄子那里，其

困难是一般性的语言无法接近他所追寻的神秘的、

飘渺的、‘莫见其性’‘莫见其功’的‘道’的话，那

么，在诗人作家这里，‘言不尽意’的尴尬困境，是关

联到如何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表现诗人作家的审美

体验问题。”［３］正是基于这一语言表达的焦虑，从魏

晋开始，一些文学家就一方面试图对那稍纵即逝的

个性化生命体验进行命名，另一方面又在执着地寻

找着将这种体验表达出来的途径。

在为新的审美体验进行命名时，在刘勰的时代，

比较典型的做法是用通感的方式，把通过文学作品

体会到的颇为神秘的个性化审美体验称作“味”“滋

味”。陆机《文赋》中有“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

汜”的说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也有“张衡

《怨篇》，诗典可味”的说法。最著名的是钟嵘在《诗

品·序》中提出的“滋味”说。他说，“五言居文词之

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并认为诗作将赋、比、兴

三者“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便可

“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４］２。

把在优秀文学作品面前获得的精神体验与不可

言说的味觉体验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接启发了唐

代著名的文论家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这篇

文章中，司空图正是从“滋味”说入手，去阐发自己

的诗学主张的。他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又难。古

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然

后，他又将这个比喻进一步延伸，说那种“非不酸

也，止于酸而已”，“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５］９７的调

味品，真正懂得辨味的中原人是不用的，因为它们除

酸、咸之外，缺乏醇美之味。而食物的醇美之味，是

超越于咸酸之外的。同样道理，真正的文学体验，其

动人之处，也不在有形的语言之内，而在于其“韵外

之致”［５］９７。

司空图“韵外之致”之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在

解释诗歌的审美意蕴时，既立足于文学语言，又试图

超越文学语言的辨证态度。他说，诗的“韵外之致”

是“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因为“远而不尽”，所

以是开放的，虚化的。在这一点上，它与老子、庄子

等人所讲的“惟恍惟惚”“不可言传”的道十分近似。

然而，像道一样虚无飘渺的审美体验，又是通过“近

而不浮”的文学语言传达出来的，因为“近而不浮”，

所以它是有形的，可以把捉的。在这里，“‘韵内’与

‘韵外’是有密切联系的，只有‘韵内’有真美，‘韵

外’才可能有意味”［３］。

司空图在另外一些地方讲的“象外之象”“景外

之景”“味外之旨”等等，作为一种审美效果，都具有

这样的特征。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这一总结，其最

为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将《易传》提出的“言不尽意”

“立象以尽意”这一哲学命题，转换成了一个诗学命

题，既突出强调了文学体验超越语言的一面，又强调

了这种超越语言的审美体验，就蕴含在有形的文学

语言所创造出来的具体可感的物象与情境之中。

三

在唐代，与司空图的这一诗学思想相呼应的，还

有关于诗歌境界的理论。

在汉语文学史上，以“境”论诗，衍生出境界、境

象、意境、情境、妙境、绝境、甘境、能境、取境等等一

系列概念。诗境理论，也有一个从古代到近代直至

当代的复杂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一条极具民族特色

的诗学传统与美学传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艺术史

与审美心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比较早地

明确提出相关概念并加以分析的文献，当属成书于

唐代、署名王昌龄的《诗格》，其中写道：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

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

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

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

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

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

心，则得其真矣。［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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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十分重要的“意境”这一概念，就首见

于这段文字，尽管这里所说的“意境”与后来许多人

讲的“意境”在涵义上有明显区别。

唐代另一个论及“诗境”话题的是皎然。在《诗

议》中，皎然讲：

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

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

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

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

实。［６］５１

《诗格》中虽也有“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一说，

但对“境象”的具体状态没有说明。在《诗议》的这

段话里，皎然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对“境象”的分析

之上，指出了其亦虚亦实，“可睹而不可取”“可闻而

不可见”“义贯众象，而无定质”的特点。

到后来，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又进一

步对“境”与“象”的关系进行了发挥，“诗者，其文章

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

精而寡和”［７］１７２。

在“境象”这一概念下，“诗境理论”与此前的

“意象理论”融而为一。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之

说，实际上是在之前司空图、皎然等人“言外之意”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之

后，又增加了一种类似的说法。

四

关于“境”和“象”、“意境”与“意象”这些概念

应该怎样区分开来，是近代以来学者才开始认真追

问的问题。在试图对它们进行明确区分的时候，学

者们多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一角度切入，如认为：

“境比象一般来说要广阔得多，丰富得多，生动得

多。然而境又是离不开象的，没有象就不能生成

境。”［８］

在这种流行的看法之外，有学者还提出了另外

一种看法，认为作为一个艺术理论概念，“象”与

“境”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与绘画联在一起的，而后者

的原始意义则出自音乐。正因为如此，“境”是一个

比“象”更能体现抒情文学“韵外之致”的概念，因为

“音乐的特征，可意味而不可言传，可感可爱而不可

度量。它的界域不是具体的，而是从演奏、歌唱至停

止时所表现的一切”，因此，“以情境来标示抒情文

学的构造，它恰好反映了抒情文学和音乐一样，具有

模糊、激荡、婉转而无具形的特征”［９］９５－９６。

这种看法很有启发性，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

把握唐代诗境理论最为核心的内核，那就是强调诗

歌的“韵外之致”。但因此认为在谈论抒情文学时

“象不如境”，则未必妥当。因为在唐代及以后的诗

论家那里，这两个概念既不用来标示抒情文学与叙

事文学的不同特征，也并非用来标示两种不同文学

的历史渊源。一方面，它们都在论诗的过程中使用，

另一方面，在美学指向上，它们也是高度统一的。它

们强调的都是诗歌的实与虚的结合，既包含感性的

言、象、境、韵、味，同时又指向无形的“言外之意”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的美学特征。

两个概念在美学指向上的这种统一，大概跟佛

教理论对这两个汉语中原有的概念的借用与改造有

关。在佛学的概念里，这两个概念都有虚实结合，由

实入虚的涵义。

“境”“境界”是佛学中极其常用的概念。有学

者分析指出，佛学的“境界”有三重意指，一方面“它

接近于外物，可称为‘外境’”，另一方面指“根———

识———境三缘和合之‘幻相’境界，以区别于第一种

意义上的‘外境’”；同时，“佛学对心识极度推崇，而

心识在禅定修持时又有一个不断提升层次的过程。

因此，境界在佛典中又自然地引申出第三种涵义，用

于指称心识修养的层次，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精神境

界、心灵境界”［１０］。佛家所讲的这种境界，显然与唐

代诗论家所讲的境界在内涵上有更多的相通之处。

《诗格》将诗的境界分为物境、情境、意境，很可能是

受到佛家“三界”“六境”等说法的影响。

“象”这一中国哲学与文论中固有的概念，也很

早就被佛教所借用。晋代僧人僧肇在他所著的《不

真空论》中就说：

是以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

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无滞而

不通，故能混杂致淳；所遇而顺适，故则触

物而一。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

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

虽象而非象。［１１］３６

这种似真非真，“象而非象”的“象”，与司空图

“象外之象”，以及宋代严羽论诗时所讲的“空中音，

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在理路上是十分近似的。

诗学中的“境界学”“意象说”，实际上都是儒家哲

学、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杂揉整合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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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经由有形的现象世界而进入自由的审美世界，

追求空灵、玄远的“韵外之致”，是其美学理想的真

谛所在。

五

在唐代开始形成的追求空灵、玄远的“韵外之

致”的诗学理想，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

远的。一方面，由它生发开来，形成了一条与儒家

“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及由屈原开创的那种慷慨

悲歌的诗学传统有很大区别的新的诗学传统。另一

方面，这种审美理想又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不仅作为

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影响到所有的诗歌创作，并延

及词、曲、文乃至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

现代作家周作人在文章中多次引用日本诗人大

沼枕山的一句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

诗”。与初唐和盛唐相比，中晚唐的文人生活受到

佛教思想影响，情趣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希望过

一种“仕隐兼顾”的“中隐”生活，“以隐为高，脱离尘

世的超越性和心灵上的自适无碍”［１２］。与此同时，

诗风也发生了明显的转移，这种转移的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大量“诗僧”在诗坛涌现并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应该讲，随着佛教尤其是本土化佛教“禅宗”作

为一种文化力量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其影响所及

开始深入到中国文化最为核心的领地———诗歌。唐

代的诗坛上，自始至终都有僧人的身影存在。中晚

唐以后，诗僧更是大量出现并形成诗坛的一支重要

力量。有学者根据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统

计，本书所涉及的唐代诗僧有２８８人，其中初唐３５
人，盛唐１９人，中唐７０人，晚唐１６４人。［１３］对于中
晚唐诗僧大量出现这一现象及其对当时诗坛的影

响，唐以后的历代研究者多有提及。如叶梦得的

《石林诗话》讲：

唐诗僧，自中叶以后，其名字班班为当

时所称者甚多，然诗皆不传，如“经来白马

寺，僧到赤乌年”数联，仅见文士所录而

已。陵迟至贯休、齐己之徒，其诗虽存，然

无足言矣。中间惟皎然最为杰出，故其诗

十卷独全，亦无甚过人者。近世僧学诗者

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

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

凡俗，世谓之酸馅气。［６］４２４

叶梦得是从否定的角度谈论僧人诗的，但从其

话语中仍然流露出从晚唐到南宋僧人学诗的盛况。

至于并非僧人身份，但却经常与僧人交游，受到佛教

影响或具有隐逸思想的诗人，则为数更多，难以准确

统计。其结果就是，中晚唐以后，在中国诗坛出现了

大量反映僧人和文人修行悟道生活的山居诗、佛寺

诗和游方诗。这些诗歌多以佛寺山居生活为依托，

描写曲径通幽、空寂无人的山林风景，表现僧人或文

人空诸所有、万虑全消、淡泊宁静的心境。这类诗

人，唐代有王维、司空图、寒山、拾得、皎然、灵澈、贯

休等人，宋代有苏东坡、严羽、道潜、释觉范、慧洪等

人，逐渐形成中国诗歌史上前后相承、颇具声势、理

论与创作相互支撑、大家辈出的一条脉络。追求空

灵、玄远的“韵外之致”，是这一脉诗歌最为突出的

美学特征。

然而，司空图当初提倡“言外之意”“象外之象”

“景外之景”“韵外之致”这种诗学理想时，却并非把

它仅仅当成某一种诗歌风格或诗歌流派应具有的特

征来提倡的。我们发现，在他的《二十四诗品》所列

的二十四种风格中，“冲淡”“洗炼”“自然”“含蓄”

等风格类型自然贯穿了这种诗学理想，即便是一些

从名字上看应当与这种诗学理想没有太直接关系的

风格类型，在司空图“以诗论诗”地对其风格加以描

述时，也几乎都带上了这种诗学理想的痕迹。比如，

关于“雄浑”，他这样叙述：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

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

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

来之无穷。

关于“高古”，他这样叙述：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然

空踪。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

闻清钟。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

落落玄宗。

关于“劲健”，他这样叙述：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

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

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

御之以终。

就是“纤”“典雅”这种风格，也被他叙述为：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

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

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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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为新。（纤）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

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

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

其曰可读。（典雅）（司空图《二十四诗

品》）

因此可以说，在司空图那里，“韵外之致”是对

所有诗歌的要求，是优秀诗歌都应当具有的品质。

司空图的这种诗学观念，被后世的许多诗人与诗论

家所接受，成为诗人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也成为诗

论家论诗的一条重要标准。

宋人在诗歌上主张学唐诗，推崇的主要是盛唐

诗人，特别是杜甫。对于晚唐诗人及其诗作，则颇多

微词。但他们反对的，只是晚唐那些过于瘦硬、酸涩

的僧人诗。如果认真分析他们的诗学立场，就会发

现其推崇的风格不仅与司空图等人不相冲突，甚至

深受他们的影响。《石林诗话》中，叶梦得虽认为僧

人诗大多是无足道之作，但仍然极力推崇其自然、含

蓄、意在言外的的诗风，他赞谢灵运的诗“非人力所

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６］４２６；

“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

非常情所能到”［６］４２４；称赞杜甫的诗“出奇不穷，殆

不可以形迹捕”，“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意与境

会，言中其节”［６］４２４。

翻开宋代及以后各朝代的诗话，到处可见“有

余味”“意在言外”“淡远”“有野意”“有余韵”“意味

悠长”“有不传之妙”“平夷恬淡”这样的说法。对陶

渊明其人与陶诗的重新发现与定位，是宋人对文学

史的一大贡献，而他们最倾慕的，是陶渊明隐士的身

份与田园生活的自然、闲适。他们评论陶诗时，能够

想到的语汇，也多是“境与意会”“字少意多”“体合

自然”“趣向不群”等等。而许多人对苏东坡的称

赞，则常常说他“语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

“深得渊明遗意”。从中，我们不难见出庄、禅思想

影响的踪迹，而这正是晚唐司空图等人诗学精神的

核心所在。

当一种文学风格成为一种文学观念与价值标准

时，它甚至会介入文学史的建构。《诗人玉屑》称引

宋人诗话《漫斋语录》的一段话云：

诗文要含蓄，便是好处。古人说雄深

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语

三分，可见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

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

易，此诗人之难。［６］９８７

说古人“雄深雅健”的意思就是“含蓄不露”，显

然是用自己的诗歌观念对古人诗歌观念的改造。非

要把这种诗歌观念套进文学复古论的框子里，也暴

露出时代的偏见对作者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然

而，如果不是仅仅把晚唐以后受庄、禅思想影响形成

的新的文学观念与特定的文学内容相联系的话，用

“用意十分、下语三分”，或者是“意在言外”“造化天

成”“有余韵”“意与境会”等后起的文学观念去指称

《诗经》、谢诗、陶诗、杜诗，却并非没有道理。汉语

的语言特性决定了这种风格在汉语诗歌中不可能只

属于某一时期或者是某一流派。

当然，这一诗学理想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后

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中。而且，与之相关的

词汇，不仅出现在宋以后的诗歌评论中，在人们谈论

词曲、戏剧乃至小说、文章的时候，其出现的频率也

很高。如“境界”一词，有用于评论诗歌的，如“晨钟

云外湿”句，妙语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

境界也。有用于评论戏剧的，如：“若刘晖吉奇情幻

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境界

神奇，忘其为戏也。”［１４］４５也有用于评论文章的，如：

“文之出奇怪，唯功深以待其自至，却又须常将太史

公、韩公境悬置胸中，则笔端与常境界渐远也。”［１５］１３

近代学者王国维则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以

“境界”这一概念作为支撑，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学

范畴，用来观照、评价前人的创作。从中可以见出这

些概念极大的衍生能力，同时也可以看出其所包含

的文学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的巨大影响

力。可以说，对“韵外之致”的追求，已经成为汉语

文学最具标志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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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说叙述中的生存意义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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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历史小说叙事时间研究”（２０１５—ＱＮ—５３４）
作者简介：苗变丽（１９７７—），女，河南兰考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

摘　要：作家池莉、余华、史铁生在处理存在的人生主题时，体现出不同的存在观与人本主义立
场：池莉笔下的存在是日常生活中琐碎事实的总和，无法指出一种超越个体物质存在的精神方向，存

在的意义被消泯，呈现为无意义状态；余华笔下的存在是对苦难人生的被动忍耐，面对生存苦难仅以

忍耐对应之，可能会封住人性的其他出路，使存在遮蔽在忍耐之中；史铁生笔下的存在是对苦难人生

的抗争和超越，抗争和超越的力量来源于主体虚设的梦想之光。

关键词：当代小说；叙述；生存面相；生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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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是
对存在的揭示和勘探，能以特有的叙述、特有的逻

辑发现存在的不同方面。［１］５昆德拉一贯主张小说

是对存在的勘探。可是存在是本体论最基本的词

汇，分指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另外也指向历史社

会中的芸芸众生，于是作为小说一词的存在指涉

便无所不包。具体到中国当代小说语境而言，这

种存在应该是限制性的存在，我们可以把它视为

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中国当代小说所展示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丰富

多彩的，它呼应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语

境的实在情形。如：新时期社会历史的剧烈变革，

产生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复兴，随之而来的大众文

化又勃兴了一个读图时代，于是产生了８０年代中
后期的新写实小说，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小说

反映着中国的社会生活变迁。而今天随着城市化

的进程，我们对中国乡土生活的消失有了更深的

思考。这种反思引发了生态小说的繁荣。这里选

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作家，对其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

态加以考察分析。

一、池莉：存在是日常生活中琐碎事实的总和

作为“新写实”小说作家，池莉把城市世俗景象

直接作为描写对象，叙述零碎的具体可感的人生片

断与人生经验，详尽刻画了市民俗常琐细的日常生

活。如她的《烦恼人生》，这部作品描写武汉钢铁厂

职工印家厚一天的生活：半夜因儿子摔下床而惊醒，

灯绳拉断，排队洗脸，上厕所满员，带儿子跑月票，乘

江轮，吃早饭，奔车间，评奖金，听训导，又跑月票又

乘江轮，等到天黑睡下……整篇小说都在异常细致

地不厌其烦地描写着他在这一天中的生活细节，在

２４小时内浓缩了他整个琐碎忙乱的生活状态。可
以看出，印家厚的生活状态是世俗的、物质的，其存

在是日常生活中琐细事实的总和，基本不见精神性，

即使有精神性的意向活动，也会马上被严峻的现实

生活所湮灭，被世俗考虑所弃绝。譬如，小说中的印

家厚收到一封信，信中回忆起他们的知青生活和他

以前的恋人，这些过往的浪漫经验引起他心灵上剧

烈的震荡和诗意的冲动：

印家厚把信读了两遍，一遍匆匆浏览，

一遍仔细阅读，读后将信纸捏入了掌心。

他靠着一棵树坐下，面朝太阳，合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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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眼皮，他看见了五彩斑斓的光和树叶。

后面是庞然大物的灰色厂房，前面是柏油

马路，远处是田野，这里是一片树林，印家

厚歪在草丛中，让万千思绪飘来飘去……

五月的风里饱含着酸甜苦辣，从印家厚耳

边呼呼吹过，他脸上肌肉细微地抽动，有时

像哭，有时像笑。［２］

但这只是一刹那的震荡和冲动，物质生活的迫

切需求使他无暇顾及心灵，心灵的诗意在刹那间旋

即回复于平常。现实境遇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将

他所有的理想和热情都吸走。印家厚自我安慰到：

“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

便无形中被瓦解了。”在印家厚看来，日常生活之外

的理想都是奢望，作为一个普通人，永远不要心存奢

望，不能抱有对自身存在的超越性想象，因为在那样

的想象深处，我们通常会责备我们现有的生存。惟

其如此，池莉小说中的人物把日常生活经验作为思

考问题的全部出发点，从不越过经验的层面去思考

问题，其超越性精神都被他们自觉自愿地封闭在现

实生活背后。由于精神维度的低下和精神意识的苍

白，他们从不会患有生存性的伤寒，既不会觉得过于

寒冷，也不会觉得过于燥热。否则，精神的超越指

向、心灵隐秘的渴望、爱的激情会使他们与世俗生活

形成一种抗拒性的紧张关系。

在池莉的“新写实”小说中，生活褪去了其理想

的绚丽色彩，而裸露出庸俗不堪的一面，即便是爱情

也不能免俗。池莉的《不谈爱情》，对爱情所具有的

柏拉图精神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围绕爱情这一浪

漫主义神话所形成的一套话语方式被颠覆了。吉玲

这个并未受过太多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女人，所谓

“地道的汉口小市民”，爱情对于她来说是一场实利

的算计———她要借之逃出她的小市民家庭和具有耻

辱印记的花楼街，进入一种上层市民———知识分子

阶层的生活。她以一次成功的扮演———“武汉大学

的樱花树下”，少女挎包中掉出的“一本弗洛伊德的

《少女杜拉的故事》”……使偶遇的庄建非进入了她

所创造的规定情境，以“朴实可爱”温顺柔情赢得了

她为自己选定的男人。［３］而对庄建非来说，则是由

于他要为自己汹涌的性冲动找个安全的归宿，看到

吉玲颇有几分姿色，就自愿在她布下的爱情罗网前

束手就擒。在这里，所谓爱情一方是现实利益的算

计，一方是性的满足。因此，市民生活中没有浪漫的

爱情，是“不谈爱情”的。众所周知，爱情在人的生

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通常更多与人的精神性追

求相联系。既然爱情都已不过是俗望（物欲或性

欲）的满足，那么生活中还能有什么超越性存在呢？

没有，无一能免俗。在这里一种应付现实问题的经

验态度使人与生活之间维系着实际的平庸关系，存

在就是与庸常的日常生活达成妥协。

池莉有一部短篇小说叫《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

好》，小说的标题昭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宣判———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活着就是一切，既是意义

又是目的，此外别无依据。这部短篇小说可以说是

池莉所有“新写实”小说的题眼，她数篇的“新写实”

小说都是这一观念的不同面貌和方式的展示或显

现。池莉对市民阶层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活着表

达出了充分的理解，理解、甚至欣赏市民这种得过且

过、得乐且乐的活法的意义。这些作品在描述普通

人的喜怒哀乐家长里短的同时，体现出了其深切的

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不是形而上的终极精神支

柱，而是具体的形而下的体现，是对城市市民这个群

落的每一个人的照拂和关爱，是对日常人生和平常

人性的认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戴锦华说池莉

“为庸常之辈、为‘俗人’、为曾遭不屑一顾的寻常岁

月而辩护，并赋予它近乎神圣的尊严与价值。这价

值并不存在于超越之中，而就在这现实生存自

身”［４］４９２。

很显然，池莉在这里对存在的意义给出了答案：

苍白的灰色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构成了生命存在的理

由，存在是人物的日常生活感受，是一种经验化的东

西。这种日常生活状态无法指出一种超越个体物质

存在的精神方向，而有精神指向的存在才使生命成

为一种有意义的过程。池莉笔下的活着是对存在的

遗忘，印家厚们找不到根植于他们自身的存在，存在

的意义被消泯了，呈现为无意义状态。所以在这些

小说中，尽管作者承认活着本身就是存在的意义之

源，但读者面对这种苍白的意义又确乎难以释怀。

二、余华：存在是对苦难人生的被动忍耐

余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部分小说也表现出了和
池莉相似的生存观，只不过和池莉的暖色调相比，余

华的创作更多地展现出一种悲冷色调。作为先锋作

家出身的余华，他惯于书写生存的暴力、血腥、苦难，

及至转型（从先锋到现实）后，生存的苦难仍是他一

以贯之的主题。较之前期的创作，后期的苦难褪去

了刺目的血腥乖戾色彩，而更显得沉郁苍凉宽广深

厚。在《活着》里面，地主少爷出身的福贵在享受了

短暂的奢侈淫靡生活之后，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人

生苦难，所面对的亲人在他的生命中一个个地相继

死亡，直至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这

种起初拥有，又接二连三失去，其打击是惨烈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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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说“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

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炼出来的

无边无际的忍耐中包容着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

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５］１８４。这

是作者余华为福贵找到的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

径———忍耐。生活对福贵来说主要是展示他无限忍

受苦难的能力，他具有一种相当厚实坚强的心理承

受能力，一直毫无怨言地忍耐他遭遇到的所有的苦

难。

人生无数次的苦难遭遇并没有造成福贵抗争的

性格，相反，他走的是一条主体超越之路———从内心

深处把苦难稀释软化，从安身立命角度委身在主体

的超越信念中，所以他从不怨天尤人。这样一来，福

贵已对这苦难的世界进行宽恕，这种宽恕使人与苦

难人生的关系就不是剑拔弩张的紧张和对峙，而是

和解的承受和忍耐。看似福贵一步步走向生活的绝

境，但每次他都从内心超脱了它。加缪说过，人类的

命运是悲观的，个人的生活却可以是乐观的，人生是

“悲剧性的乐观”。福贵以他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

句话，饱经沧桑的福贵老人乐天知命、坦然从容，留

给叙述者“我”的是这样的形象：“老人黝黑的脸在

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

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６］６

在这篇小说中，尽管作者将人物的生活放在一

系列的时代大背景下（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跃

进、文化大革命），但是所有的历史背景都以最大限

度的简约来处理，历史背景是可以作为存在处境来

理解的。这样，就致使苦难染有更多的抽象原因，它

无疑象征着苦难是人的宿命，并不会因为时代状况、

社会制度、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消失，苦难不是一种偶

然性遭遇，而是一种永恒性存在。在这一永恒的困

境前，余华想要在活着与现实苦难中找到一座桥，无

疑，忍耐是他认为找到的最好的一座桥。福贵面对

苦难，采取了一种低伏姿态———忍耐。诚如大家所

知，在存在的苦难面前，有的人主动出击奋力抗争，

像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如果说与苦

难抗争是一种力量的绝对显现，那么相对而言，忍耐

苦难向我们表明的就是软弱，允许人在苦难面前表

现出软弱的忍耐，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宽宥，人有软弱

的权利。基于此，可以说余华的《活着》是一次宽容

的叙事，具有悲悯的情怀，那种宽容的悲悯感动了我

们。但是，又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忍受苦难常

常会孕育出一种坚韧的精神，在这种看似柔弱的忍

耐中存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从中可以发现生命的顽

强与坚韧，背后也有着对人生的坚持和热爱。就此

而论，这种忍耐表现了人面对无法改变的事情的尊

严，是以低伏的姿态前进来完成生命。

但是，面对生存苦难，仅以忍耐对应之，它可能

会封住人性的其他出路，忽视人在被动接受“苦难”

时还存在选择性追求的一面，这会带来两种人性弊

病：其一，一味地忍受苦难，必然导致人丧失苦难意

识，使苦难消弭无形。一个人的自我觉醒意识越强，

他的苦难感受就越强。如果一个人的苦难感受都没

有了，其自我意识还能存在吗？自我意识丧失了，还

有什么能照亮存在呢？所以说福贵的忍耐，又是一

种麻木，是放弃自我的随波逐流。福贵没有能力去

践行主动态的受难，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对个人的

规范。其二，一味忍受苦难，会使人沉醉于自身的软

弱之中，就如昆德拉所说：“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

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

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１］４０

余华在《活着》的自序中说到：“人是为活着本

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

着。”［６］３这句话和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何其相似。一个是面对生活的平庸，一个是面对生

活的苦难，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采取了低伏的忍

耐姿态，从安身立命的角度谋求活着成了最大限度

的目的和意义。但是，想要知道人生及其苦难是否

具有意义，仅仅谋求安身立命地活着还远远不够，人

必须做出有意识的努力，以使生命成为一种有意义

的过程。关于这一点，下面笔者借助史铁生的小说

作进一步的阐释。

三、史铁生：存在是对苦难人生的抗争和超越

与上述两位作家大异其趣的是另一位作家史铁

生。史铁生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也是活着。在这一

点上，他与余华、池莉可以说有相似之处。但是，他

和他们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史铁生是一位身患

残疾的作家，在他的笔下，主人公也大多为各种各样

的身体残疾或患疾所困扰。如《我的遥远的清平

湾》中的下乡知青“我”，《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和

小瞎子，《我的丁一之旅》中的丁一（癌症患者）等

等。身体的残疾或患疾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这些人

外部的视野，阻碍了他们享受世俗生活的幸福，但不

幸也使他们走向了内心深处，走向了心灵内在深刻

的思索和细致的思辨。由于内心的支持和精神的力

量，这些不幸者尽管身体残疾或患疾，但都有承担自

己苦难的巨大勇气和力量，在绝望中苦苦追求着存

在的意义，恰是他们对存在意义的探寻使得这些小

说充满了不屈不挠的内在力量。

在《命若琴弦》中，老瞎子七十年中所受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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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就为了最后能睁眼看世界，然而等到终于弹断

一千根琴弦，打开药方才发现那是一张白纸，内心深

处的一根弦轰然折断，精神灵魂遭毁灭的哀情无以

言诉。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一伟大精

神命题再次摆在了老瞎子面前，生存困惑被置于思

想的交锋与深度的拷问中，他的灵魂也在这一精神

过程中被撕扯揉搓着，深深沉湎于孤独的冥思和苦

难的咀嚼之中。对于老瞎子来说，几十年来弹断一

千根琴弦不仅是重见天日、看一眼世界的梦想，简直

就成了信仰，靠着这信仰般的梦想，他才获得对一切

人生苦难承载的力量，才有决心与毅力去度过最艰

难的时光，然而现在一切都崩塌了。所幸的是老瞎

子最终没被威胁着精神的沮丧所压倒，在苦难与煎

熬中“复活’了过来。那无字的药方就是一部无字

的天书，空无中仿佛自有召唤，它无声地告诉老瞎

子，“目的虽是虚设，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

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活着必须要有梦想，要有

信仰。否则，人无力承载生活的苦难。这是老瞎子

的顿悟，也是史铁生的顿悟，所以老瞎子又给小瞎子

开了一道药方：弹断一千二百根琴弦才能最后看一

眼世界。这让我们想到叔本华的那句话，人是作为

“他的梦想的秘密导演”而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梦

想，生命会灰头土脸，是梦想的意志力使人在苦难的

底色下，自愿起来接受命运，承担责任。

史铁生是在存在的意义上看到了苦难的永恒

性，他曾说：

类似于瞎眼、瘫痪这样的绝症，对一个

人来说大概是永远无力砸烂的铁屋子，那

怎么办呢？对整个人类来说，死亡更是铜

墙铁壁，又怎么砸烂得了？也许所有的痛

苦并不总能通过人多力量大来解决，并不

总能通过在社会上获得平等地位来平抚，

并不总能靠清醒理性来面对。既然总有不

能通过社会解决的私人痛苦，总有无法通

过科学处理的人本困境，那就要允许人歌

唱、梦想和信仰！［７］３０３

在这里，史铁生展示了存在的永恒苦难，但当他

这样去写的时候，其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他有勇气去

穿透那种苦难。面对永恒苦难，勇气何来？在史铁

生看来，来自于人虚设的梦想之火。在永恒的困境

面前，虚设的梦想之光和价值信念赋予了生命自足

存在的意义，生存之意义又进而提示了生活的方向

感，这样人才能有动力有勇气朝着预设的目标走下

去，以反抗苦难。所以史铁生笔下的人物很像是希

腊神话中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在接受自己的苦

难命运中反抗苦难的命运，挣扎着活下去。此乃面

向苦难的悲情吟唱，是无奈，也是悲壮。

在史铁生的叙述中，活着就在苦难和梦想之间，

活着就是努力追寻梦想的奋斗历程。人消除不了自

身的梦想，这梦想使人性变得高贵。在《我的丁一

之旅》中，作者征用爱情作为安顿灵魂和梦想的场

所，即“爱愿之为信仰”。在小说起首第二片段“引

文与回想”中就直接引用了《圣经·创世纪》中的大

段文字，用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为他们订立“伊甸

盟约”来说明爱情的神圣性。爱情，正是丁一的信

仰之维，在他那颗热烈的心里面对爱情有着超出常

人的执著。丁一历经歧路终于找到了他的夏娃———

秦娥，两人坦露心魂，精神的相互依恋融化在身体的

相融中。然而，丁一却借口“欲爱多向”理论，为自

己辩护说“既然爱情是人间最为美好的情感，为什

么一定限制在尽量小的范围里呢？”［７］１８９结果在二人

的世界中他偏要用上演戏剧的名义引进第三者吕

萨，最后造成了一出爱情悲剧，秦娥离开了他，吕萨

也追随秦汉而去，丁一最后伤痛而死。史铁生是借

着三人三角爱情试验的惨败来从反面证明爱情的神

圣性，印证“伊甸盟约”的神圣性。

在史铁生看来，无论梦想的表现寄寓在何种形

式中，但对于苦难人生来说，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正

是由于梦想的存在，人才有勇气正视苦难，反抗苦

难。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一切超验的形而上的东

西都被解构掉了，梦想很可能被认为是人用以自欺

的玩弄自信的把戏，不过是一种极其做作的虚假心

态。是的，如果从寻求确定性出发，试图通过种种努

力而实现梦想，梦想有可能是虚妄的，正如老瞎子琴

匣里的梦想一样，它的遭遇提示我们，一旦事情的确

定性被落实，梦想随之也就为绝望所取代。但是，梦

想之所以为梦想，是因为梦想乃是对某种不能为确

定性所把握的东西的信赖，梦想永远是一种可能性。

对于梦想，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揭穿它们的非真实性

和虚幻性，不是求证它们是否与真实世界中的事实

一样地真实，而是要借助于梦想的精神幻影的力量

充实现在。“衡量一种愿望是否有现实意义，并不

在于其能否如人所愿地兑现，不取决于其是否属于

‘一厢情愿’，而在于这些愿望能否对我们的生命存

在产生积极效应。”［８］２４６对苦难的理解与生命的把握

透出的希望与信仰，使史铁生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了

一种超越世俗经验的精神性存在。这种精神性存

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的是一

种可能性的现实。所以，史铁生在小说中说：“希

望，恰恰就是通向，而非到达。”“‘我的丁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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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止于反映与再现，而更是寻找与探问———寻找

与探问生活的可能，或寻找与探问本身的种种可

能。”［１］１７５另一方面，史铁生笔下的存在是一种个人

的存在，它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结合起来看，

史铁生笔下的存在是一种有价值的生存，一种生命

存在的自我表征形式，呈现着作为存在的生命之本

质。追求这种存在意义的人物，留下的必然是一个

存在者为存在而奋斗的姿态。

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语境下，池莉、余华、史铁

生的小说从各个角度交叉透视人的生存现象。在池

莉的笔下，存在是日常生活中琐细事实的总和，是与

庸常的日常生活达成妥协，人与生活之间维系着实

际的平庸关系；在余华的笔下，存在是对苦难人生的

低伏忍耐，从安身立命的角度走一条主体超越之路；

在史铁生的笔下，存在是对苦难人生的淬炼，是在梦

想之光和价值信仰的牵引下，坚定地走向苦难的信

仰之旅。就前两种生存观来说，他们表现出了极大

的一致性，无论是面对平庸抑或苦难，活着是一切，

是最低的也是最高的意义限定。这种生存观摒除了

人的精神超越性而更关注实际实利的一面。相较之

下，史铁生的生存观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它带有更

多的精神性，使人的生存融入到了富有意味的精神

存在中去，因而人才获得整体性的存在。

如果按存在主义的存在论而言，池莉笔下的印

家厚和余华笔下的福贵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史铁

生笔下的老瞎子和小瞎子就是一种“自为的存在”。

“自在的存在”是指客观的事实性的存在，它缺乏存

在的意义、目的和必然性。“生存没有任何目标或

方位，没有任何让人感到鼓舞的力量，既无希望也无

绝望，一片混沌庸散的人群散发着千百年来经久不

散的惰性遗传。”［９］人们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狭隘

眼光而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存在之意义，所谓存在的

意义，也仅是为“生命存在”这个事实本身而庆贺。

“自为的存在”即是意识的存在，在精神之光的烛照

下人有选择性地生活，是一种精神追寻的生活，这种

精神追寻赋予了人一种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池莉笔下的沉溺于世俗泥淖的印家厚，余华笔下

的被动承受苦难的福贵，和史铁生笔下的老瞎子和

小瞎子相比，他们更是精神上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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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力运作之下关于身体的荒诞写作

王宗辉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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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宗辉（１９９０—），男，河南范县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河南作家行者（王遂河）在其长篇小说《食物链：我妻子的故事》中，采用带有强烈反讽
意味的荒诞主义艺术手法，将身体再次投入政治权力中心运作的漩涡，不仅使身体所浸染的文化政

治学意味更为浓烈，而且凸显了这部富有文体实验性的官场文学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

关键词：身体；政治；权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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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哲学家尼采率先给予身体以哲学上的显赫
地位，其原则是“让万事万物遭受身体的检测，是身

体而非意识成为行动的凭据和基础”［１］。因此，在

其视域内，由万物构成的世界均与身体相勾连。法

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曾言，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

的问题开始。而官场亦属于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因此，可以借助身体这一涵纳多重象征意味的文

化概念，对官场这一特定领域作出合乎逻辑的阐释，

并进一步勘察官场究竟是如何在身体上留下无法抹

去的痕迹的。

一、身体于梦境下对权色等渴慕的荒诞表述

米兰·昆德拉在《关于结构艺术的对话》中讲：

“梦的叙述，不妨这样说，它是想象从理性的控制、

从对真实性的关注中解放出来，大胆地进入理性思

考所不可能进入的风景。梦是想象的模特。”［２］而

行者的长篇小说《食物链：我妻子的故事》的正文部

分正是以姜大江“一个有意思的梦”作为切入口，梦

中充斥的是权力、财富、女人等驳杂元素，这无疑是

其潜意识中对这些东西痴迷的一个隐性表述。但梦

里的一切却又意味着存在的虚幻性，昭示了姜大江

所向往的最终都会化为泡影。但未至消逝的临界点

之前，如此美妙的梦境毕竟使姜大江快感陡升，飘飘

然而忘乎所以。而梦醒之后，悲剧性的命运却在向

浑然不知的姜大江迅速袭来。于是，在《江怡女士》

这一章节的第二段，作家恰如其分地插入了文本

“隐含作者”的声音———“姜大江心情不错。他还不

知道两个小时之后，他将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这电话

让他面临一个困境，这困境逼迫他做出一个艰难而

悲壮的决定：让自己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他要以身

殉职。也就是说，他只有三天的自由了。这个美好

的世界留给他三天时间，不长也不算短。”［３］此处作

者直接跳到读者前面强行干预叙事的正常进行，一

方面有利于读者提前进入事件的最终走向，另一方

面却破坏了读者对文本的想象性创作。但直接插入

叙述者声音的叙事模式，在这部作品中除此蜻蜓点

水般的一笔外，并未彻底延续下去，而是达到叙述者

点明叙述的逻辑之后便悄然遁去，可谓举重若轻。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曾言：“我们可

以把梦的元素与对梦的解释的固定关系，称之为一

种象征的关系，而梦的元素本身就是梦的隐意的象

征。”［４］在姜大江的美梦中，构成元素主要为权力、

财富、女人等，而每样构成元素都可以看作是某物的

象征，女人对应着生理饥渴，权力象征着心理诉求，

财富意味着占有欲念。可以说，整个梦构成了一个

象征隐喻系统。但梦中却突然跳出了男性“竞争

者”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因素，既然存在着“竞争者”，

那么必然伴随着权力的碰撞与矛盾的激化。也就是

说，“竞争者”构成了对处于权力中心的姜大江的威

胁，预示着双方在政治上残酷的博弈，为姜大江预设

了一个既定情理之中的悲剧命运。而随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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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逐渐隐退或消失，姜大江最终“却看见自己裸

睡在一张象牙床上……那是一座覆盖着琉璃瓦的幽

深的宫殿。宫殿中心位置放着一张巨大的龙椅，就

是故宫金銮殿那种”［３］。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代表

整个人体所常用的象征是房屋”，而此处宫殿不仅

象征了姜大江的身体，更象征着他对权力的渴慕已

达到一种癫狂的程度。尽管姜大江记住了这个以

“朕”自居的梦境，但“记得的梦并不是真事，只是一

个化装的代替物”［４］。可见，姜大江梦中的构成元

素并非完全臆造，而是附有现实的幻象，即潜意识中

对在现实世界里虽未强行压抑但也并非完全自由的

一种对权力、财富、女人等渴慕的隐形流露。可解释

为梦乃欲望的变相渴慕与满足，只不过这种渴慕与

满足是借助梦境这一略显荒诞性的表述言说出来罢

了。

二、身体于权色等依附下衍生的荒诞人格

行者在《楔子》部分借助斯拉沃热·齐泽克言：

“只要法律不以真相为根基，它就必定沉浸在快感

之中。”暗示读者，倘若事实真相不能被如实披露出

来，那么法律的公正性、客观性、权威性必将被随欲

望而来的快感所淹没。法律的制定不仅是为了规范

人们的行为，更是为了保障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而

淹没于快感之中的法律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违背

了其预设的公认准则。福柯指出：“说出的语言既

然是已经存在的语言，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

以后将会说出的东西。”［５］可见，此作品的前奏性语

言已奠定了整部小说矛盾的基调，而矛盾的展开必

将以法律（权力）与快感这一联合体为辐射中心，使

文本在铺演过程中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两者之间的排

斥与互吸。

《楔子》主要是围绕李不周逮住姜大江和妻子

惠鱼通奸展开故事情节的。李不周是作者塑造的一

个人格分裂的梦幻一般的变态人物，面对妻子的不

忠他沉湎于臆想之中，既想手刃通奸者，又安慰自己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正如弗洛伊德在《文明及

其不满》中所言：“每一次克制都成了良心的一种动

力源泉……我们未予满足的每一个攻击冲动都被超

我确定下来，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它（对自我）的攻击

性。”可见隐忍的态度只能加剧李不周内心的痛苦，他

亲手把个人培植成了一个受虐的人。而通奸的丑陋

一幕被撕开之后，却又上演了一幕幕的荒唐剧。作者

一开始便以天马行空的略显滑稽的语言，将荒诞的艺

术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将生活中极少出现的可能变

成了文本中的现实，给人带来的不仅是强烈的感官刺

激，更是莫大的精神震撼。

“福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出发，把权力

欲望看作是人体的本能，是与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的。”即“权力是‘支配人体的政治艺术’”。［６］既然

人体是权力施展的对象，那么人性的真善美在权力

的支配与压榨之下，便逐渐抽丝剥茧般地被侵蚀掉

了，余留的仅是行尸走肉般的躯壳。虽然整部作品

带有喜剧性的幽默感，但行文的幽默笔法非但没有

使其笔下的人物带有喜剧色彩，反而使人物的悲剧

性更为动人心魄，让权力对人性无处不在的压榨直

入的内心深处。对于李不周而言，面对权力的诱惑，

他选择主动依附与索取，若无通奸一幕，他亦会殚精

竭虑地向权力中心积极靠拢，而逼近的结果却是人

性的剥离与幻灭。同时，人性的荒诞所彰显的却是

异化的世界，人类的焦灼与痛苦在虚无的世界面前

再次暴露无遗，这就更增加了主体人格的荒诞与作

品的深度。

三、文本于悲剧人物的塑造中暴露的荒诞

此部作品的文本目录编排整体上以人事为主，

且着重以人物作为情节发展的助推器，淡化了时间

概念。单纯以目录计，第一部《神秘电话》介绍了江

怡、李不周、小坦、惠鱼等八位人物，第二部《末日》

介绍了勇副书记、白荣荣、崔子业、赵玉亮、王国中等

八位人物。庞大的人物群像构成了人物事件的集

结，在集结中上演了诸般荒诞离奇的故事，将人物难

以扭转的悲剧性命运逐渐烘托出来，将荒诞性的艺

术表现方式贯穿于行文的铺展之中。

第一部虽命名为《神秘电话》，但此神秘电话却

姗姗来迟，仅在《江怡女士》中对其所造成的后果作

了一个提纲挈领似的交代，直到第一部最后一章才

单独介绍了《神秘电话》。虽然以对话形式展开电

话所传递的信息，但至于何人所打、因何而打均未作

出明确交代，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想。之后作者便缓

缓地拉开了故事帷幕，死亡前的三天时间被作者无

限延伸，容纳进了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诸多内容，

因之文本逐渐膨胀起来。一如乔伊斯的《尤利西

斯》，将一天的时间汇入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中。尽

管时间受到事件的挤压，但作者却使文本时间序列

和故事时间序列呈现出多层次性，时而正序、时而逆

序、时而插叙，使文本展现的内容因叙述方式的不同

而更为灵动。正序的如李不周处心积虑追踪妻子的

越轨行为，逆叙的如预设姜大江悲剧性的命运，插叙

的如姜大江与江怡诸多女性的身体接触。三种叙事

方式交错并用，使文本的情节得以逐次展开。叙述

表层的杂乱无章，却是叙述深层逻辑严谨的表征。

作品中，年逾五十、升迁无望、面临退休的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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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委书记姜大江，他本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位置，

但在接听到他三天后将被省纪委调查的神秘电话

后，却渐渐主动地疏离这个漩涡。为摆脱强大的精

神恐怖，他决定带着已成植物人的老伴，自行制造一

次结束两人生命的车祸。正所谓“鸟之将死，其鸣

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在决

定赴死的三天时间里，他的良知被唤醒，他不仅将在

位期间谋得的金钱、住房等散于各色人等，而且对曾

嗤之以鼻的上访百姓也给予了一定关怀。但讽刺性

在于姜大江死后，那个神秘电话被证明是子虚乌有，

可是却促成了一个官员的死亡。如此的构思使作品

在接受过程中，文本的叙述溢出了读者的期待指向，

又因读者的“逆向受挫”而产生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中言：“在这样的阅

读活动中，读者会因期待指向的暂时受遏而不适，但

很快又会为豁然开朗的艺术境界而振奋，会因丰富

了自己的期待视野而欣悦。”［７］

第一部点过神秘电话之后，着重点上演了姜大

江与诸多女性的交往，使其权力的应用施展到了女

性的身上。这些女性，或自愿或被迫，但均把肉体当

作一种可以换取利益的手段，即一种可以出售的明

码标价的商品。姜大江以市委书记的身份与这些女

人发生关系，彼此相互利用、秘而不宣。耐人寻味的

是《拍饼子》中李不周和姜大江换上农民工的衣服

去嫖娼，这已不再是权力威慑之下的荒淫行为，而是

一种猎奇心理的性体验。在《二人派对》中，李不周

总结了一下以姜大江为代表的领导阶层的核心快

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官本位的某些畸形文化，

“第一是权力快感。这包括位置快感……还有攫取

权力的快感。”“第二是权力快感带来的副产品：物

质金钱快感。”“第三是另外一大副产品：性快感。”

姜大江过度沉湎于对权力、财富、女人的欲望，耗尽

精力之后，迎接他的只能是死亡，于是一个神秘的电

话，便使他像拔草一样戕杀了自己。正如弗洛伊德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所言：“对由刺激引起的内部

张力，快乐原则则体现了或使之削弱，或使之稳定，

或使之消失的努力。承认这一事实，是我们确信死

亡本能存在的最有力的的根据之一。”而姜大江在

经受了权力、财色的刺激所引发的快感之后，其死亡

的悲剧命运便如期而至了。于是，在第二部《末日》

中便上演了人物死亡前无望的挣扎。

四、结语

福柯以规训权力来描述权力对于身体的改造和

控制，可见身体与权力这一对命题是紧紧粘合在一

起的，两者此消彼长，在较量中形成巨大的张力。而

行者的《食物链：我妻子的故事》，作为一部富有实

验性的官场文学作品，借助梦境叙述、人性异变、悲

剧人物塑造等，勾勒了一幅幅荒诞却又真实的群魔

乱舞图，将身体与政治这一唇齿关系的命题和盘托

出，对官本位文化对身体的戕害进行了再次发掘，不

仅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而且也拓展了荒

诞的写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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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国内任璧莲研究述评

高　稳
（河南教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作者简介：高稳（１９７０—），女，河南西华人，博士，河南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

摘　要：国内对任璧莲的介绍和研究已有２０余年，适时地回头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
开展任璧莲作品的研究将起到一定的总结和反省作用。总览来国内学界所进行的任璧莲研究，大都

是在女性主义、后殖民、后现代等理论的框架下，从文化属性、文化认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母女关

系等视角解读其作品。作者认为，任璧莲作品的系统化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应加强对其作

品文化诗学、伦理价值取向、任璧莲与其他华裔作家及其他少数族裔作家（譬如犹太作家、非裔作家

等）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等研究。

关键词：任璧莲；研究现状；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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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璧莲①（ＧｉｓｈＪｅｎ，１９５５年）被认为是新生代美
国华裔作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以其金色幽默而著称，

多方面、多角度书写了美国华裔等少数族裔生活状

况与思想感情体验。国内学术界对任璧莲的介绍和

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集中在对其成名作、中
译本长篇小说《典型美国人》（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１９９１）及其姊妹篇《莫娜在应许之地》（Ｍｏｎａ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Ｌａｎｄ，１９９６）的研究，亦有少量研究短篇小
说集《谁是爱尔兰人？》（Ｗｈｏ’ｓＩｒｉｓｈ？１９９９）和长篇
小说《爱妾》（ＴｈｅＬｏｖｅＷｉｆｅ，２００４）的文章和学位论
文。本文拟对２０年来国内任璧莲研究的历史与现
状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能更有效地开拓国内任璧莲研究的新天地。

一、二十世纪末任璧莲研究的历史回顾

１９９３年，冯亦代《第二代美国华裔的写作》一文
的发表，拉开了国内任璧莲研究的序幕。他认为：

“小说的格局和描写都是美国式的，文章的确有幽

默感……华裔作家终于在美国文坛伸进了一条腿，

获得了地位，值得我们高兴。”［１］１３３他对作者的文笔

和“幽默”之风格倍加赞赏：“其聪明幽默之处，简直

无需加以注释，即可做会心的微笑。”［１］１３４冯先生对

任璧莲的评价为国内学界定下了积极肯定的总基

调，这与国外的评论是相符的———《典型美国人》出

版后，在美国文学评论界引起好评连连，如马修·吉

尔贝特（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ｉｌｂｅｒｔ）称此书是一部“风俗喜剧”
（ａｃｏｍｅｄｙｏｆｍａｎｎｅｒｓ），Ａ．罗伯特·李（Ａ．Ｒｏｂｅｒｔ
Ｌｅｅ）称之为一部“错误喜剧”和“警世小说”（ｃｏｍｅｄｙ
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ａｌｅ），简妮恩 · 菲利普斯
（ＪａｎｙｎｅＡｎｎｅＰｉｌｌｉｐｓ）称此书“极为机智、有趣而又
令人心酸的小说或许是为美国文学增添光彩、描绘

当代移民经历的最佳作品”。

１９９１年，中国台湾学者冯品佳在《再造华美女
性文学传统：任璧莲的〈莫娜在应许之地〉》一文中

指出：“任璧莲成功之处在于以‘来自对人性的了解

与包容的喜剧视域，再创华美女性文学传统。’”［２］

这一评述是比较中肯的，任著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

画是比较细腻的，通过讽刺和幽默的方式展示张家

的困境，是其写作的一种独特风格。１９９６年，刘纪
雯《车子、房子与炸鸡：〈典型美国人〉中的大众文化

与国家认同》一文认为“《典型美国人》的认同策略

并非同化或分离式，而是加入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加入并重新定义美国国家主体”［３］１０６，“书中促成角

色‘加入’美国社会及被同化的媒介，都是大众文

化：籍着拥有车子、房子、经营炸鸡店，看电视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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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杂志，主角张意峰（Ｒａｌｐｈ）及太太海伦（Ｈｅｌｅｎ）
慢慢构建及改变了他们的国家认同”［３］１０７。该文结

合文本进行的分析论证合情合理，对张家认同策略

的“加入式”提法颇有见地。

最具参考价值的还有访谈录，这是“零距离”了

解作家的最直接渠道。《典型美国人》出版后，单德

兴、李淑言等分别采访了任璧莲。单德兴《创造自

我／族裔———任璧莲访谈录（１９９５年 ７月 ７日采
访）》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任璧莲的全景式介绍：家庭

和教育背景对写作的影响，个人生活经验在作品中

的反映，她与其他作家、父辈、族群的关系，创作《典

型美国人》的过程与意义，美国人的定义，关注“此

时此地”现实主义的风格，对多元文化的关注，以及

对本质主义的颠覆等。访谈录对于任璧连作品的研

究很有启发意义，比如任璧莲提到：“喜欢‘创造的

自我’这种观念。……而我对于语调的复杂性

（Ｔ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很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族裔
对我看世界的方式，我的世界观真正具有什么意

义”；“有关自我的看法，有关可能性的看法，这些才

是大问题”；“对于我来讲，自己每天所面对、挣扎的

事则有：这个世界的真相如何？人的力量是大是小？

文化的真相，尤其是我所成长的两个文化之间的真相

如何？我天天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得学着如何相

处，因此我想个人主义并不是那么具有适应性”；“我

就把自己放在此时此地，而不是过去”［４］１５６。上述这

些作者所“喜欢”或认为是“大问题”的、所“面对、挣

扎的”“如何相处”等，无疑都是作者在作品中所关注

的内容，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

北京大学英语系整理的采访录《多元文化注意语

境下的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美籍华裔作家任碧莲

访谈录》（１９９７）是以《莫娜在应许之地》为切入点，从
作者角度解读了作品的主旨和目标：“希望通过写作，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同化———并非是充满敌意和

种族注意倾向的同化）复杂性。以及通过书写，重新

审视将同化看作完全罪恶的东西这一观点。”［５］关于

美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她认为，“美国社会要想宣称它

已成功地解决了其少数民族问题，还需要走很长的一

段路”。［５］此外，任璧莲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民

族作家”又不仅仅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认为“少数民

族这个名词可用来描述她，但不能用来界定她”［５］。

从访谈可以看出，任璧莲的作品是其跨越族裔思想的

文学想象，也是其创作主旨之一。

１９９９年，张龙海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和现
状》一文梳理了整个华裔美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把任璧莲《典型美国人》和《莫娜在应许之地》归于

“以现实美国梦为主题的小说”，并对两部作品做了

简评。他认为，“《典型美国人》又提出了（美国梦）

新的版本。……《梦娜在向往之乡》描述了第二代

华裔，也就是典型的美国人，对自己梦想的追

求”。［６］７其对任璧莲作品的主题介绍对于新世纪任

璧莲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２０世纪末，国内对任璧连作品
尚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相对于国外任璧莲的

评介热潮来说，国内的任璧莲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

这一研究现状与她在美国已经获得的文学地位②是

很不相衬的。

二、新世纪以来任璧莲研究的现状分析

国内对任璧莲的研究在新世纪呈现逐渐升温的

趋势，迄今已有近２００篇相关的研究文章和学位论
文。自２００４年起，以任璧连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硕士
论文开始出现，１０年间推出了６０余篇硕士论文、９
篇与之相关的博士论文。此外，一些研究专著和论

文集也把任璧莲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

于从文化研究、后殖民、叙事学、女性主义等理论来

探究任璧莲作品所揭示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

冲突、美国梦、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母女冲突、人物形

象、叙事策略等，也有关于任璧莲与其他华裔作家的

比较性研究。遗憾的是，上述成果过于集中在对

《典型美国人》单部作品的评析，三分之二的学术论

文和一半以上的硕士学位论文，都是以《典型美国

人》为评述对象。

截止到目前，任璧莲研究专著尚未出现，把任璧

莲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著作已经有十多部。其中，

程爱民等结合《典型美国人》文本，研究了作品中所

体现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创作特点、美国梦主题、语

言风格、价值观的转变等，认为“《典型的美国佬》的

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独特性和种族特征，更在于

他表现了‘对价值观念和人类状况的关怀’而具有

的普遍意义”［７］。其所指出的任璧莲作品中的普遍

意义，既是对任璧莲作品艺术价值的高度赞扬和肯

定，也是对把华裔文学作品当作社会学或者历史学

研究案例解读现象的一种强烈反驳，对扩展任璧莲

研究的视野颇具启发意义。

此外，刘海平等在《新编美国文学史》中探讨了

任璧莲的前期主要作品，认为任璧莲作品的独特之

处在于“她的小说超越了把人按照种族、文化和国

别进行分类的非此即彼的固定思维模式，把界定个

人身份的权力从种族、文化和政治等公共领域转移

到了个人的身上，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把人放在了

中心位置”［８］３９４。这一评价颇富创见性。他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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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人放在了中心位置”，可谓独树一帜，是任璧

莲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新视角。

收录任璧莲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主要有：程爱民

主编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收录了《试论〈典型美国人〉中的文化认同》
和《〈典型美国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新探索》两

文，探讨的是《典型美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程爱

民、赵文书主编的《跨国语境下的美洲华裔文学与

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收录的两篇文
章———《“亚美感性”之悖论：兼谈任碧莲的叙事策

略》和《任璧莲跨族裔书写策略探析》———对任璧莲

的跨族裔的书写进行了评析。吴冰主编的《华裔美

国作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中收录石平
萍的《任璧莲：美国亚裔作家就是美国作家》一文，

对任璧莲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目的进行了介绍和

评价，将其创作生涯划分为“摸索（１９８１—１９９０）、成
名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过渡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和 成 熟
（２０００—）四个阶段”，认为“任璧莲在创作生涯的四
个阶段，自始至终保持了幽默的风格，幽默几乎成了

她的金字招牌。……幽默是任璧莲有效地表达愤怒

的方式”［９］３４４－３５５。

新世纪首先发表文章论述任璧连作品的有张子

清、石平萍等人。张子清于 ２０００年参与长篇小说
《典型美国人》（王光林所翻译的《典型的美国佬》，

２０００年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翻译，并撰《与亚裔
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③一文作为《典

型美国人》中译本总序，宏观论述了华裔美国文学

的发展进程，把任璧莲列入推动华裔美国文学持续

发展的主力小说家之一，并对任璧莲的主要作品进

行了评介，他提出的“金色幽默”一语是对其创作风

格的富有创意的定义。他认为“雷祖威强调的是东

西文化的冲突，而任璧莲看重的是东西文化的融

汇”［１０］９８－９９。文章对任璧莲早期的主要作品创作主

题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任碧莲前期主要作品

聚焦于生活在美国东部社区里中国移民知识分子家

庭在美国通过个人奋斗、不断进行自我调试、逐渐找

到属于自己生存空间的故事。著名亚裔学者雷切尔

·李评述道，“该小说用开头一句‘这是美国故事’，

把张家当作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加以描述，并且用美

国人的叙述方法塑造张家的形象”［１１］。正是通过这

个“美国故事”，任璧莲“主动争取对历史的阐释

权”，张家人就是美国人。张子清的总结和评价为

新世纪中国学界任璧莲作品解读起到了很好的引领

作用。

石平萍《多样的文化，多变的认同———美国华

裔作家任璧莲访谈录》（２００３）一文就文化认同问题
进行了专访。任璧莲解读了自己作品的主旨和对族

裔性和文化身份的理解：“这本书（《典型美国人》）

也是对所谓的‘典型美国人’定义的质疑，……典型

美国人的标志就是对身份的困惑”“美国最重要的

特征就是认同的流变”“族裔性是很复杂的，不是固

定不变的单一的东西”“在美国，各个种族之间互相

融合，没有哪个种族的文化是纯粹的，也没有谁在文

化身份上纯粹是华裔”［１２］。石平萍《美国华裔作家

任璧莲谈创作》（２００４）一文提出“任璧莲的（关于文
化身份的）看法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几乎一致”［１３］。

这一观点是对任璧莲作品中文化身份研究的理论性

指导。上述两篇文章，为学界更好解读任璧莲作品

所蕴含的内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新世纪有关任璧莲的评论性文章，以对其单篇

作品的评介性研究居多，尤其集中于《典型美国人》

《莫娜在应许之地》和《爱妾》，这些研究《典型美国

人》的文章，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任璧连作品所反

映的文化认同问题、美国梦主题、人物性格和叙事策

略等方面，基本属于评介性的；至于对文本中所蕴含

的更深层次的关系，譬如文本中所体现的关于身份

的构建／认同、族裔身份在流动过程中对中西方价值
观、思维方式的调适、伦理观念的变化等的探讨，则

比较欠缺。探讨《莫娜在应许之地》的文章，多集中

于对作品中人物的成长、属性的流变、身份越界等进

行探讨；至于对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社会中不同

族裔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调适、走向伦理化等，尚无

深入的探讨。

考察《爱妾》的文章，大部分继承任璧莲作品的

前期研究视角，从文化身份和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

探讨。其中，石平萍关注的是《爱妾》中的跨文化视

角，认为 “任璧莲让笔下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物

跨越国界，置身于不同世界之间探讨文化差异和族

裔身份，这既符合全球化的世界状况，也能帮助作家

本人以悠游于东西方的‘世界人’身份，客观公正地

审视不同的文化”［１４］。这观点对任璧莲创作的双重

视野、对人类普遍状况的关注以及其作品所蕴含的

普遍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张琼

阐明了《爱妾》与任璧莲以往创作的一脉相承关

系———“它要揭示的是超越矛盾的理想图景，冲突

之外的和谐人际关系，差异之上的共同信念”［１５］５５。

这个研究视角综合把握了任璧莲作品的创作手法和

表达手段，还是比较新颖的。张琼对任璧莲作品的

语言表达和词汇运用进行了批评，这是任璧莲批评

中不多见的否定观点，但尚有待对作品进行实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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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综合性研究任璧连创作思想和主题的论文有十

余篇，从文化研究、叙事策略、美国梦、世界主义等角

度进行探讨，试图对任璧莲作品进行综合评价。王

理行对两部长篇小说《典型美国人》《梦娜在希望之

乡》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的创作主

题的评价是：“吉什·任的创作主题是多方面的，既

有移民问题，又有异质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更有对种

族问题的探索。吉什·任在跨文化和跨种族问题上

的探求，开辟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新天地。”［１６］这

个总结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评价失之于笼统；至于

其强调“更有对种族问题的探索”这一点，似有借鉴

其他华裔作家的研究之嫌。事实上，任璧莲在作品

中是有意淡化“种族问题”的。刘婷婷以为：“跨越

孤立的华裔身份而步入更加广泛的种族身份多样性

和文化多元性已成为任璧莲的突出创作特点。在多

元文化的文化景观中，不同民族与文化身份的人应

该 ‘互为主体（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以便破除偏见，
反省自我，丰富自我，从批评性战场走向建设性途

径。”［１７］这一说法还是切合作者的创作思想的。任

碧莲本人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的作品是一个

广义的美国社会，任何一个所谓“填充式”（Ｆｉｌｌ－ｉｎ
－ｔｈｅ－ｂｌａｎｋ）的少数民族作家都不希望被永远限制
于本少数民族的题材范围之内，我希望成为题材广

泛的作家。亚裔是我的起点，正如许多评论家认定

的那样，但我不希望这是终点。”［１８］

２０１３年在《中国图书商报》的一篇题为《独家披
露和深度分析华裔女性作家世界影响力》的文章

中，何明星依据在美国引起广泛收藏的８位女性作
家２０部作品的检索进行了排序，其中任璧莲名列第
三④。任碧莲的“《爱妻》（ＴｈｅＬｏｖｅＷｉｆｅ）和《大世界
与小城镇》（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Ｔｏｗｎ）收藏图书馆数量分别
为１４３２家和１２５５家”［１９］。何明星根据这些数据进
行了深层次分析，认为，“任璧莲在这些作品中表现

了第二代美国移民的族裔关系和族裔身份的理想诉

求，出自于东方文化价值观的视角建构美国族裔家

庭关系，是她受到英语世界广泛关注的原因。”［２０］何

先生的分析颇有见地，反映了目前国内华裔作家研

究的基本趋势，同时概括了任璧莲作品所体现的理

想诉求。不过，其“出自于东方文化价值观的视角

建构美国族裔家庭关系”这一观点，则有可商榷之

处。从任璧莲《老虎手书———艺术、文化和依存的

自我》（Ｔｉｇ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ｅｌｆ，２０１３）这部新作中可以看出，她并非是完全站在
东方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进行文学的理想构想，以构

建美国族裔家庭关系的，而是更多地是站在“东西

方之间的某一个地方”进行创作；她认为“在东方和

西方之间、在依存的自我和独立的自我这两极之间

建立一座真正桥梁所采用的材料就是小说”［２０］１０２。

迄今为止，任璧莲２０１０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世
界与小镇》（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Ｔｏｗｎ）还尚未真正进入研究
者的视野。但是，赵文书的《跨过研究语境下华美

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２０１３）对作品中的“达观”思
想的评价颇具启发性。他认为《世界与小镇》中主

人公孔海蒂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

‘达观’思想的思考和追崇表明“追求和谐与平衡的

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仍然具有精

神价值”，而且《世界与小镇》这样的作品“体现了文

化多元性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对

谋求复兴的中国文化也具有路径的启发作用，值得

华美文学研究者的共同期待和关注。”［２２］１１这一观点

的提出，不只是呼吁学界对华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

文化的意义进行探讨，也为研究任璧莲在双重视角

下对中国文化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意义和价

值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此外，任璧莲结合个人经历和创作生涯，对全球

化语境下艺术、文化、自我以及叙事方式进行探究，

２０１３年推出新作《老虎手记———艺术、文化、依存自
我》。作品表达了自己“骨子里有种还没有办法表

达出来的东西———我的文化背景与日常所面对的文

学环境之间所产生的强烈冲突的东西”［２１］。该作不

只是为任璧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和视角，

还为少数族裔作家的文本解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

考。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开始探讨此作。

事实上，运用任璧莲在其中所表达的文学创作思想，

去探究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文学文化的哲思，将是

研究少数族裔作品和小说创作理论的一个新视点。

尽管华裔美国文学的繁荣景象和任璧莲的创作

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研究热潮，然而遗憾

的是，对任璧莲研究的视野仍然限定在文化研究、后

殖民、女性主义、叙事学等理论框架之内，研究的内

容基本还是局限于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文化身份、

美国梦、叙事策略等方面。对任璧莲作品的积极评

价普遍存在于学术界，如对其独特“金色幽默”的写

作风格、注重对个体生活经验的多维度、反映，对多

元文化语境下身份的思考和追问等。此外，研究对

象也大部分只涉及到任璧莲的成名作（己经有中译

本的《典型美国人》），或对其他某一单部作品进行

研究，对其第四部长篇小说《世界与小镇》和集文化

和文学研究为一体的最新力作《老虎手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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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文化和依存的自我》尚未涉及。总之，这一时期

的国内任璧莲研究在研究范围和研究论文数量上的

逐渐升温带动了对任璧莲的系统性研究和宏观上把

握，为任璧莲的专门研究著作奠定了基础。

三、任璧莲作品研究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任璧莲作品更多关注个人生活经历和感受，她

的创作灵感源于生活中一些“积极的刺激因素”，源

于自己作为移民后代和亚裔美国人在成长历程中遭

遇的困难。她把自己“夹在两个世界之间”［２２］的感

受和思考写成文字，探讨文化冲突、文化适应、文化

身份等问题。任璧莲作品无论是在创作主题、还是

在人物塑造方面，在语言风格或者是在叙事风格上，

都具有明显的独特之处。因此，任璧莲被称为华裔

美国文学界的“一朵奇葩”［８］３９４。任璧莲对文化之

间的冲突与融合、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诉求以及在

冲突与融合之中作为个体的“自我”在价值观、思维

方式等方面的调试与调适非常关注，在作品中有意

淡化种族身份色彩，通过文学创作对美国社会现实

进行能动地反映，作品日益转向对普遍存在的终极

关怀和追问。就人物塑造而言，任璧莲笔下的人物

主要是华裔新移民，即知识分子移民家庭，但是并非

局限于华裔，作品中还有非裔、犹太裔、日裔、柬埔寨

裔、白人等。不同族裔背景人物在任璧莲作品中相

遇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化解，正是任璧莲对人际、族

裔、和不同信仰之间关系进行探索的平台。

任璧莲在场景描写方面也有明显的特点。比如

说，在传统中国人家中，“房子”是家庭的载体，儒家

的“孝、仁、礼”等是核心价值观在房子里最能得到

体现。作家所描写的“房子”以及家庭成员在家中

所处的位置，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这个家庭与儒

家思想传统之间的亲疏关系。其作品中主要人物的

举止言谈、思维方式以及命运结局中包含了许多中

国元素，都无不暗扣着中华民族的“和而不同”的精

神气韵。可以肯定地说，任璧莲不论怎么写或不论是

否愿意接受被冠以美国华裔作家这样的头衔，其作品

都程度不同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本民族的文化底

蕴。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霍勒斯·Ｍ·卡伦所说的那
样：“人们可以更换衣服，政治观点，妻子，宗教或哲学

观点，但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无法更换他们的祖

先。”［２３］同样，美国华裔作家可以变换写作方法，但却

无法改变自己的文化秉性。这是我们研究美国华裔

文学和任璧莲作品所需要注意结合的问题。

还需要注意的是，任璧莲对作家社会责任尤其

关注。她认为：“家应被看作是国家的隐喻（ｍｅｔａ
ｐｈ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２３］她的作品往往以家庭为核

心，以小见大，因为“家庭是将有着不可避免的利益

矛盾的人们拴在一起的体制”。也是展示其深刻观

察力的一个视角。任碧莲把作家社会责任归结为创

作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和“生活实际是什么样

子”两种类型的作品，作者不是去教导，而是以“此

时此地”的现实为起点，用想象的翅膀，链接缩短其

与梦想的距离。因此，尽管其作品主要使用现实主

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些表现技巧，但其

作品的主旨始终围绕“实际的”和“应该的”生活样

子，蕴含着伦理道德这个轴线。松川幽芳《任璧莲

访谈录》（１９９１）中，任璧莲曾言：“它们（作者所喜欢
和羡慕的书籍）作为伦理的书而具有生命力。依我

看，这就是小说所追求的所在……我所指的伦理是

对价值观念和人类状况的关怀……我是谈论关系生

活方式意义上的伦理，这个伦理未必符合社会既定

的种种规则。”可见，任璧莲在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伦

理道德关怀。也就是说，其作品的落脚点始终是在

彰显东西方的“独立的／依存的自我”之间张力中进
行调试和调适的过程，张扬一种“和而不同”的伦理

道德关系。理解这一点对深入研究任碧莲及其创作

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此外，已经有学者提出，“华美文学的美学价值

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并建议“迈进一步，接近华

美作家和美国的华美文学研究者的文化想象空

间”［２４］。国内学者在任璧莲研究方面，应尽早走出

华裔文学研究的套路，超越目前常用的后殖民、叙事

学、女性主义等理论框架，对其作品的文学性进行研

究，挖掘其作品特有的文学和艺术内涵。此外，对其

作品中的文化诗学、伦理价值取向研究，细查任璧莲

双重视角下所观察的文化与文明交流过程中相互之

间的碰撞、调和和发展脉络，考察任璧莲与其他华裔

作家及其他少数族裔作家（譬如犹太作家、非裔作

家等）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研究等等，这些都是非常

值得研究者的共同关注的研究空间。

注释：

①关于ＧＩＳＨＪＥＮ的中文名字，国内有不同的翻译，如：任吉
茜、吉什·任、任碧莲、任璧莲。本人认为，既然是说中文

名字，采用“任璧莲”比较合适，这与台湾学者单德兴的任

璧莲采访录中作者自己的解释一致：“我的中文名字‘璧

莲’（ＪａｄｅＬｏｔｕｓ）是纯洁的象徵……我很喜欢‘璧莲’，我
认为‘璧莲’是很美丽的名字。”（参见单德兴：《对话与交

流 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录》，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９－１５８，第１４３页。
②截至１９９９年，任碧莲的第一、二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
人》和《梦娜在希望之乡》、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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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获得多次奖项，而且任璧莲也已经赢得基金会资助和

多想奖励。

③张子清的《与亚裔美国文学 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的
繁荣》一文撰稿于１９９９年，作为总序首先在２０００年王光
林翻译的任璧莲作品《典型的美国佬》（译林出版社）中出

版，然后于２０００年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第一期（９３－
１０３）上。本文中的引文以后者出版信息为准。
④依据何明星２０１３年在《中国图书商报》的一篇题为《独家
披露和深度分析华裔女性作家世界影响力》的文章所提

供的有关数据检索，在美国引起广泛收藏的８位作家２０
部作品作品中，任璧连排在第三位。排名：谭恩美（Ａｍｙ
Ｔａｎ）、邝丽莎（Ｓｅｅ，Ｌｉｓａ）、任璧莲（ＧｉｓｈＪｅｎ）、汤亭亭（Ｍａｘ
ｉｎｅＨｏｎｇＫｉｎｇｓｔｏ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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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语篇人际功能研究述评

杨增成
（北京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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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汉语多模态书面语篇研究”（１０ＹＪＣ７４０１２２）
作者简介：杨增成（１９７１—），男，山东沂源人，博士，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语篇研

究、多模态研究。

摘　要：人际功能是多模态语篇的一项重要功能，多模态语篇通过语言、图像、色彩和字体等多
种模态传递人际意义。学者们对之进行了诸多研究，研究涉及互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构建，还涉及

到情态、评价系统和各个模态之人际意义的交融。本文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今后的研究进

行了展望。

关键词：多模态语篇；互动关系；情态；社会关系；多模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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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态语篇含有语言、图像、色彩和字体等多种
模态，不仅有概念功能，还有人际功能。在多模态语

篇中，人际功能是通过语篇中的各个模态来实现的，

通过人际功能，多模态语篇为语篇的参与者们安排

一定的角色，构建一定的互动关系和社会关系，并对

一定的现象、事物和人物表达一定的态度、判断和评

价。学者们对语言、图像、颜色和字体等几个常用模

态的人际功能都进行过研究，但是研究的深度很不

相同。本文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对今后的

多模态语篇人际功能研究进行展望。

一、多模态语篇中的互动关系构建

语篇是交际的载体，人们通过语篇进行交际互

动，语篇的参与者们在交际中担当着一定的角色，并

实现着各自的交际目的。语篇中的各个模态能为语

篇的参与者们构建互动角色，还能在语篇参与者和

语篇内容间构建互动关系。

（一）语言中的互动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中的互动进行了论述。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认为，人们在互动交流时，主要担负“给予”
（Ｏｆｆｅｒ）和“要求”（Ｄｅｍａｎｄ）两种互动角色，互动交
流的内容包括两类：信息、物品或服务。上述角色与

内容的组合形成语言的四个基本功能：“提供”（给

予物品和服务）、“命令”（要求物品和服务）、“陈

述”（给予信息）和“提问”（要求信息）。这四种功

能体现于语言的语气系统。Ｈａｌｌｉｄａｙ指出小句中主
语和限定成分的组合构成小句中的语气，主语与限

定成分的顺序不同，小句的语气就会不同。比如主

语在前，限定成分在后，会构成陈述语气；限定成分

在前，主语在后，会构成是非疑问语气。“给予”和

“要求”信息通过直陈语气来实现，其中“给予”信息

由陈述语气来实现，“要求”信息由疑问语气来实

现。对物品或服务的“给予”和“要求”与语气间的

关系有点复杂。Ｈａｌｌｉｄａｙ指出“命令”通常通过祁使
语气表达，也可以通过问句和陈述语气表达，如

“Ｗｉｌｌｙｏｕｂｅｑｕｉｅｔ？”和“Ｙｏｕｍｕｓｔｂｅｑｕｉｅｔ．”表达
“提供”的方式很多，如“ｓｈａｌｌＩ…”等形式。［１］

（二）图像中的互动

语篇也能通过图像模态表达互动关系。Ｋｒｅｓｓ
＆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２］指出若图像中的某个人物直视着
语篇读者，这能表示该图像人物在向读者索要一定

的东西，能表示图像人物要求读者进入到某种想象

性关系。图像人物的面部表情有助于确定这种想象

性关系。比如，若图像人物面带笑容地看着读者，这

能表示图像人物和读者之间有一种密切友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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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图像人物邀请读者进入到这种关系中；若图像人

物没有直视读者，该图像是在表达一种“提供”，把

图像人物作为信息提供给读者。

二、多模态语篇中的情态

语篇的生成者通过语篇传递一定的信息。有时

语篇的生成者对信息的真实性不很确定，他需要表

达某个信息在一定概率下是真实的，这也是人际意

义的一部分，这样的意义通过情态来表达。

（一）语言中的情态

情态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

表达不同程度的概率和频率的系统。Ｍａｃｈｉｎ＆
Ｍａｙｒ［３］把情态分为三类：认知情态（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Ｍｏ
ｄａｌｉｔｙ）、义务情态（ＤｅｏｎｔｉｃＭｏｄａｌｉｔｙ）和动态情态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ａｌｉｔｙ）。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情态值
有高低之分，情态值高表示确定性程度高。在表达

概率的三个副词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ｐｒｏｂａｂｌｙ和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中，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表达的确定性程度最低，其情态值最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ｌｙ表达的确定性程度最高，其情态值最高。在表
达频率的三个副词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ｕｓｕａｌｌｙ和 ａｌｗａｙｓ中，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情态值最低，ａｌｗａｙｓ情态值最高。

情态可以通过主观和客观两种角度来表达，这

两个角度都有明确的和非明确的两种方式，两种角

度和两种方式的组合形成四种表达情态的方式：１）
明确主观方式，如“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２）非明确主观方式，如“Ｔｈｅｙ’ｌｌ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ａｔ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明确客观方式，如“Ｉｔｉ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非明确客观方式，如
“Ｔｈｅｙ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二）图像中的情态

多模态语篇中的图像也能够表达一定的情态意

义，能够传递出不同程度的真实性。Ｋｒｅｓｓ＆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４］详细分析了图像中能体现自然主义情态
的要素。他们指出，色彩饱和度、区分度和调谐度都

能体现一定的情态。随着饱和度、区分度和调谐度

的提升，情态值会得到提升，但饱和度、区分度和调

谐度提升到一定程度后，情态值就会下降。细节也

可以表现情态，细节展示得越细致，情态值会变得越

来越高，但到了一定程度后，细节细致程度的进一步

提升会导致情态值下降。图像中背景的展示也能够

体现出一定的情态值，在有的图像中，背景完全得不

到展现，背景的缺失会降低情态值。另外，图像中的

深度和光与影的展现也能表现情态。

三、多模态语篇中的社会关系构建

多模态语篇不仅能够为语篇参与者构建互动关

系，还能为语篇参与者构建社会关系，这也属于多模

态语篇的人际功能，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研究。

（一）吸引语篇读者

多模态语篇要把读者吸引到语篇中，这是建立和

维持一定社会关系的前提。图像模态可以通过一定

的方式把读者吸引到语篇中。多模态语篇中的图像

周围可能存在边框，这样的边框会对人际关系的建立

产生一定的影响。Ｐａｉｎｔｅｔ［５］指出若图像不存在边框，
且图像边沿与页面边沿重合，读者与图像间的边界壁

垒就会被最大程度地消除，读者仿佛被请入到图像

中，感受图像所描述的世界，与图像世界建立关联。

图像模态还可以通过一定的角度把读者吸引进

图像和语篇世界。如果图像作者和读者的正面与图

像人物或场景的正面相互平行，作者和读者就正对

着图像中的这些人物或场景；如果不平行，读者就不

是正对着图像中的人物或场景，而是斜对着他们。

Ｋｒｅｓｓ＆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认为第一种情况能够把图像
的作者和读者卷入图像，第二种情况则没有这种效

果，图像内容是“他们的”世界，而不是作者和读者

的世界。

另外，颜色模态也能吸引读者至语篇世界。

Ｃｈｅｏｎｇ［６］在分析多模态广告语篇的语类结构时提
到，语篇中有的成分由于其大小和颜色不同寻常而

凸显，这个成分具有吸引读者的人际功能。

（二）社会关系

多模态语篇中的语言模态有标志和构建社会关

系的资源，有学者对这些资源进行了研究。朱永

生［７］指出语言中不同的称谓与交际者间的社会距

离有一定关系。比如，若会话双方比较亲密，可以称

呼对方的教名、昵称和绰号；若会话双方称呼对方的

职位称谓，这可以表示双方的社会距离比较远。情

态也能够标志和构建社会关系，张德禄［８］对此进行

了研究，他指出情态值能够标志和构建权力关系。

一般来讲，礼貌性、正式性增加，或对方权位高，则情

态值会降低，因为情态可以表示试探性、不确定性或

恐惧性。因此，无论是一般的情态还是隐喻化情态

在语篇中的高频率出现都是有效地突出形式，可用

来表示某种权位关系。

多模态语篇中的图像也能标志和构建人们之间

的社会关系。Ｋｒｅｓｓ＆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指出，对人物进
行特写或把人物置于远景之中，能标志或构建人们

之间不同的社会距离。在图像中，若对人物进行远

景呈现，读者与图像人物间的距离会被拉远，对读者

来说，图像人物好像是陌路人一样。图像模态还能

构建权力关系。Ｋｒｅｓｓ＆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指出图像可
以通过垂直视角展示这种权力关系。如果图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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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被俯视，该视角能表示观看者拥有比图像人物

更大的权力；如果图像人物被仰视，则表示图像人物

拥有比读者更大的权力；若图像人物被平视，则不存

在权力上的差异。［４］

四、多模态语篇中的评价意义

（一）语言中的评价

多模态语篇通过各个模态表达一定的态度，传

递对人物、事物和现象的评价，并以此来影响语篇受

众的态度和行为。语言主要通过评价系统来达到这

一点。Ｍａｒｔｉｎ＆Ｒｏｓｅ［９］提出语言的评价系统分为
三个次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态度又进一步分为

情感、判断和鉴赏三个子系统。情感分为 ｕｎ／ｈａｐｐｉ
ｎｅｓｓ，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三个子范畴，有直接
的和间接的两种表达方式：直接的方式通过词汇表

达情感，如ｈａｐｐｙ和ｓｍｉｌｅｄ等；间接的方式不直接表
达情感，而是通过一定的叙述和描述来传递情感，比

如不断地踱步和抽烟能传递出一定的情感。判断是

对人物的行为和性格进行评价的系统，该系统也有

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表达方式，直接的判断可以通

过形容词和名词来表达，如 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ｌｅ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等，对一个人的工作或职位的述及能成为对一
个人的间接判断。鉴赏是对物品进行评价的系统。

同判断一样，鉴赏也分为正面的和负面的两类评价，

鉴赏通过一定的词汇描述物品的构成以及人们对物

品的反应和评估。

情感、判断和鉴赏等态度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

得到加强和弱化。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中

加强或弱化态度的资源属于级差系统。级差系统分

为语势（Ｆｏｒｃｅ）和聚焦（Ｆｏｃｕｓ）两个子系统，语势涉
及态度的强弱，聚焦涉及成员的典型性。Ｍａｒｔｉｎ＆
Ｒｏｓｅ提出语势可由程度修饰语（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ｒ）来体现，
比如 ａｍａｚｉｎｇｌｙ／ｕｎｕｓｕａｌｌｙ／ｂｒｅａｔｈｔａｋｉｎｇｌｙ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中
修饰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的三个副词。另外，语势还可体现于
一定的态度词汇，比如ｈａｐｐｙ／ｄｅｌｉｇｈｔｅｄ／ｅｃｓｔａｔｉｃ这三
个单词传递了不同程度的愉悦心情。除上述两种方

式外，他们认为隐喻和诅咒语也能起到加强语势的

作用，如ｉｃｅｃｏｌｄ和 ｄａｍｍｉｔ。聚焦涉及对一定范畴
的锐化和柔化，如词组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通过 ｒｅａｌ锐化
了身份，而ｋｉｎｄｏｆ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通过 ｋｉｎｄｏｆ柔化了身
份。［８］

（二）图像中的评价

在多模态语篇中，图像也能传递评价意义。

Ｅｃｏｎｏｍｏｕ［１０］对照片中的评价意义进行了研究，她指
出照片能表达情感、判断和鉴赏等情感意义，也能表

达语势和聚焦等级差意义。她分析了情感在照片中

得以展现的方式，指出一些基本的情感可以通过一

定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得到很好的表达，比如微笑、皱

眉、大笑和大哭等都能明确传递出一定情感。有些

情感，比如“烦恼”和“厌倦”，往往不能通过图像准

确无误地直接传递。她还指出情感能够被触发，比

如一幅图片所展现的灾难后果能够触发“绝望”和

“痛苦”的情感。她分析了判断在图像中的展现方

式，指出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动作和表情能表达对另

一个人的判断，比如一个人的鼓掌能直接表达对另

一人的正面判断，一群面带笑容的人高高地把另一

个人举起来也是一种直接传递判断的方式，人们用

这样的方式直接表现着对被举者的认可。她还指出

判断也可以被一定的行为触发，比如一个成年人呵

护或伤害一个孩子都可能会触发读者的判断：前者

能触发正面的判断，后者会触发负面的判断。Ｅｃｏｎ
ｏｍｏｕ还指出照片也能通过触发的方式表达对事物
和现象的鉴赏。图像中一定的事物会触发反应、组

成和评估等方面鉴赏，比如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ｇｒａｃｅｆｕｌ，ｓｙｍ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和ｕｎｉｑｕｅ等。

Ｅｃｏｎｏｍｏｕ还分析了态度在照片中被强化和弱
化的方式。态度可以被量化（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方式
得到强化或减弱，量化可以通过数目（Ｎｕｍｂｅｒ）、容
积（Ｍａｓｓ）和范围（Ｅｘｔｅｎｔ）等得到具体体现。比如，
若图像中有很多参与者，或一个人占据了很大的图

像空间，一定的态度会得到加强。照片还可以通过

色彩和重复来加强或弱化评价意义，照片也能表现

“聚焦”。具体来讲，照片会通过清晰度（Ｃｌａｒｉｔｙ）、维
度（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和完整性（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来锐化或
柔化范畴的边界。

（三）颜色的评价意义

多模态语篇中的颜色也能够表达人际意义中的

评价意义。Ｋｒｅｓｓ＆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１１］对颜色所表达
的评价意义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某种具体的颜色

是由一定的区别性特征组合而成，颜色的区别性特

征体现于明暗度、饱和度、纯正度、区分度和色调等

方面，这些区别性特征具备一定的意义潜势，其中部

分意义潜势表达评价意义。比如，颜色的饱和度可

以用于表达情感，高度饱和可以传递“生气勃勃的”

“敢作敢为的”和“炫耀的”等意义，低度饱和可以表

达“冷漠的”“受压抑的”和“情绪低沉的”等意义。

颜色的区分度也能传递评价意义，在某些语境下，颜

色的区分度高能传递“冒险的”之意，颜色的区分度

低能传递“胆小怕事的”之意。色调是一个从蓝色

过渡到红色的连续体，红色能使人想到“温暖的”和

“活力的”等意义，蓝色能使人想到“平静的”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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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等意义。

（四）字体表达的评价意义

多模态语篇中的字体也能传递出评价意义。

Ｍａｃｈｉｎ分析了字体特点所具有的意义潜势，有些意
义潜势即在传递评价意义。首先，字体会呈现出粗

重或纤细的特点，粗重的字体能表达“肯定的”“可

靠的”和“大量的”等意义，纤细的字体能表达“拘谨

的”“精细的”和“文雅的”等意义。字体也能呈现出

延展性的特点，有的字体在文章中呈现出比较明显

的延展性，占据很大的空间，这能传递出“自信的”

意义。与之相对的是，有字体呈现出收缩的特点，占

据很少的空间，这会表达“精确的”“节俭的”和“谦

卑的”等意义。字体还会呈现出一定的斜度，具有一

定斜度的字体能传递出“动态的”和“充满活力的”

的意义。另外有的字体有很大的曲度，这样的字体

能传递出“柔软的”“温和的”“自然的”和“母性的”

等意义，有的字体具有一定的棱角，这能使人想到

“严厉的”“技术的”“男性的”“客观的”和“理性的”

等意义。此外，有的字体显得高挑，能传递出“崇高

的”“地位高的”和“有抱负的”等意义。有的字体呈

现出扁平的特点，能传递出“情绪低落的”“停滞的”

“稳定的”和“脚踏实地的”等意义。［１２］

五、模态交融中的人际意义

多模态语篇的各个模态在语篇中都能够表达一

定的人际意义，这些人际意义间会产生一定的相互

关系。Ｒｏｙｃｅ［１３］对这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不
同的模态在语气方面存在着相互加强与否的关系，

在传递的态度方面存在着一致或相反的关系。他分

析了一篇发表于《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人际意义交

融的情况。该文涉及的是 Ｌｌｏｙｄ’ｓ公司所面临的困
难，用了文字、漫画和线状图三种模态。Ｒｏｙｃｅ分析
了这三种模态所传递的人际意义，以及这些人际意

义间的关系。他指出该文中的漫画里不存在直视读

者的目光和表情，所以漫画是在“提供信息”。该漫

画还呈现出另外两个特点：第一，读者正面与图像中

最凸显部分的正面形成直角关系，因此读者没有被

卷入到漫画内容之中；第二，图像中的人物处在远景

中，其整个身体都显现在图像中。这两个特点进一

步强化了“提供信息”这种人际意义。该语篇中的

线状图也是在“提供信息”，语言部分的各个句子用

的是陈述语气，且没有使用把读者卷入到语篇的第

二人称代词 ｙｏｕ和第一人称复数代词 ｗｅ／ｕｓ／ｏｕｒｓ，
因此语言模态也是在“提供信息”。归结起来，各个

模态在这一方面是相互加强的。

Ｒｏｙｃｅ还分析了该文的不同模态所传递的态度

间存在的一致性关系。在描述该公司的未来时，文字

部分用了低情态值的词汇，如ｍａｙ，ｍｉｇｈｔ，ｃｏｕｌｄ，ｐｏｓｓｉ
ｂｌ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ｐｅｒｈａｐｓ和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等，素描画中表现
公司未来的部分也传递出低情态。两种模态所传递

的态度存在着一致性关系。

六、研究展望

（一）有些观点需进一步商榷

在图像之互动意义的研究中，Ｋｒｅｓｓ＆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２］提到图像中直视读者的目光表示向读者
提出要求，向读者索要某种东西，或要求读者进入到

某种人际关系中。此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此

观点与人们在生活中的经验有时不相符。在生活

中，一方在交流中直视对方时，可能是在回答问题，

也可能是在聆听对方提供的信息，还可能是在接受

对方的服务，这几种情况都不是在向对方提出要求。

（二）部分模态的人际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多模态书面语篇中，语言、图像、颜色和字体

是几种最常见的模态，这些模态所传递的人际意义

都得到了研究，推动了多模态语篇研究的进展，对多

模态语篇的理解和生成都有指导意义。各个模态的

人际意义研究是不平衡的，颜色和字体的评价意义

已得到了分析，但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学界尚未

根据级差和态度等子系统对其评价意义进行分类分

析，还没有根据情感、判断和鉴赏等类别进行分类分

析。只有进行分类分析，才能把分析和研究推向深

入。颜色和字体这两种模态主要靠联想来传递评价

意义，联想意义会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

界有必要结合文化背景来研究和分析这两种模态的

评价意义。另外，字体和颜色在语篇中都会对人际

关系的构建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学界尚未对此进行

系统的研究。

侯建波［１４］指出“在人际意义的系统中，文字模

态和图片模态相互补充，各有所长”，本文赞同此观

点。另外，除了文字模态和图像模态之外，颜色和字

体等其他模态在传递人际意义时，也有各自的优势

和弱项，比如颜色模态构建互动关系的能力稍弱，但

其表达评价意义的能力却很强。不同模态表达人际

意义的强项和弱项应该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三）人际意义的模态交融还需得到进一步研究

各个模态在多模态语篇中是相互交融的，语篇

传递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各个模态，还来自于各个模

态的相互交融。Ｒｏｙｃｅ对各个模态人际意义的交融
进行了研究，这推动了多模态语篇人际意义研究的

发展，然而他的分析只关注了图像、图表和语言三种

模态人际意义交融互补的情况，学界还应该研究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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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模态和字体模态与其他模态在人际意义方面的交

融。另外，人际意义交融的分析还应进一步深化，不

应止于只是发现是否存在一致性。未来的研究可从

人际意义的交融能否服务于语篇交际目的这个角度

来展开。有的语篇的交际目的是影响读者的态度，

有的语篇是建立有利于语篇生成者的人际关系，有

的语篇是拉近语篇参与者间的距离，学界应该结合

这样的语篇交际目来研究人际意义的交融。

七、结语

人际功能是多模态语篇的一项重要功能，有效

地表述人际意义是某些语类的首要任务，学者们对

多模态语篇人际意义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在交际过程

中更有效地使用多模态语篇。到目前为止，学界对

多模态语篇的人际功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研

究涉及到了语言、图像、色彩和排版格式等多种模

态，涉及到了人际关系、情态和评价等诸多方面。虽

然学界对部分模态人际功能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但

是很多模态的人际功能目前只得到了零碎的和不系

统的研究。模态交融是多模态语篇的主要特征，然

而各模态人际功能交融的研究目前还不够深入。学

界应该对多模态语篇的人际功能进行进一步研究，

以推动多模态语篇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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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测试与
评估课程教材现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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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围绕语言教师的评估素养，简介教学测试与评估课程的基本情况，分析比较了有关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测试与评估课程的英文教材，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测试与评估课

程的中文教材，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及相关资源建设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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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６
中图分类号：Ｈ１９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７３－０６

　　一、研究背景
对于国际汉语教师来说，测试与评估的相关知

识与能力是必备的。在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２０１２）》（以下简称《标准》）中，有对教师所应具备
的知识与能力的详细描述。《标准》认为，国际汉语

教师从总体原则上应“了解测试与评估的基本知

识，能对学习者进行有效的测试与评估”。具体说

来，要“了解测试与评估的基本知识和主要方法；能

根据不同教学目的选用或设计合适的测试与评估工

具；能对测试与评估结果进行有效的分析和应用”。

这一描述从知识与能力两方面定义了国际汉语教师

在测试与评估领域的基本要求。首先，要了解测试

与评估的基本知识；其次，了解测试与评估的基本方

法；第三，基于以上，能够选择或者设计测试与评估；

第四，能对测试与评估的结果进行分析；第五，能根

据测试与评估的结果对教学进行指导。以上五个方

面是教学测试与评估课程目标的基本界定。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及课程

安排根据《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进行设计，该方案是由国家教

育部为做好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工作，确保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培养目标、培养

方式、课程学习、实习实践、学位论文等环节的规范

化和培养质量所制订的。从该文件中可以看出，教

学测试与评估属于训练课程，国内各重点院校所开

设的课程安排大致按该文件执行。从课程性质来

说，教学测试与评估属于选修课；从课程教学方法来

说，该课程重在训练。从各学校公布的培养方案及

相关的调研情况来看，对于教学测试与评估及其相

关语言测试类课程，各院校的情况不一。本文对国

内有关教学测试与评估课程的主要教材进行了比较

和分析，基于教材分析结果对该课程教学内容及教

学大纲的设计进行了讨论。

二、文献综述

（一）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教学理

论相关教材调查与分析

在外语语言教师研究领域，更多的是用语言评

价素养（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ｃｙ）来描述语言
教师所应具备的评价素养（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这个概念源自普通教育学领域，与非语言教师所应

具备的评价素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评价素养指的

是人们进行评价行为过程中所需用到的知识和技

能。［１－５］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国内外正在兴起一

场基于标准的教学改革运动，而在这场改革中，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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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心。也正因为这样，对于教师素养的评价也越

来越重视。从教师对评价培训的需求，可使我们更

多地了解教师的评价素养。Ｈａｓｓｅｌｇｒｅｅｎ等 ［６］通过

调查了解欧洲语言教师评价培训方面的需求为：档

案袋评价、课堂测验命题、同伴互评和自我评价、测

试分数解释、连续性评价、作业反馈、效度、信度、数

据、题目编写、访谈和评分。Ｔｓａｇａｒｉ［７］对希腊语言
教师进行了关于课堂评价相关问题的问卷调查。研

究结果显示，教师们强烈需要评价方面的培训，特别

是关于课堂评价及一些替代性评价（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如档案袋式评价、自我评价、同伴互评、
反馈等。Ｆｕｌｃｈｅｒ［８］通过网络调查方式探求语言教
师评价培训需求。研究显示，教师有以下培训需求：

测试设计和研发、大规模标准化考试、课堂测验和反

拨效应、效度和信度。以上有关培训需求的研究为

教材内容设计提供了依据。

Ｄａｖｉｅｓ［９］对英、美、澳等国语言测验领域的一些
代表性教材及内容进行了分析，考查了教材内容发

展的趋向。在他看来，在过去５０年中，语言测试教
材的内容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向，即从“技能

（Ｓｋｉｌｌｓ）＋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走向“技能 ＋知识 ＋
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技能
＋知识”模式非常流行，北美、欧洲等国家的教材多
采用这一编写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技能”指的是

试卷分析和试卷编制的实践技能，“知识”指的是测

量和与其相关的外语学习、外语教学和外语测试的

不同模式。进入２１世纪后，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涉及
到原理的内容，这些原理涉及到语言测验使用的合

理性、测验伦理、测验公平，以及测验在政治决策中

的影响力等。Ｄａｖｉｅｓ所考查的教材在目前的语言测
试领域仍具有较大影响力。有的教材 ［１０－１４］面向语

言教师，对测试与评价进行相关的全面介绍；有的教

材 ［１５－１６］对课堂评估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有的教材
［１７－２１］面向语言教师，但核心讨论的是某一项语言技

能的测试与评估；有的教材 ［２２－２３］对语言测试相关

的测试专门知识和技能进行了讨论，等等。

（二）基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教学理

论相关教材调查与分析

以上教材均是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教

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之相比，在汉语国

际教育领域，涉及汉语教学测试与评估的教材不多，

面向本科课程的有张凯《语言测试概论》［２４］，面向

硕士课程的有王佶《语言测试概论》［２５］、方绪军

《汉语测试与评估》［２６］；还有的教材并未有明确的

读者群，如杨翼《对外汉语教学的成绩测试》［２７］、张

林林《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测试》［２８］；其他的相关

教材，有王佶《汉语口语测试理论与实践》［２９］、杨

翼《汉语教学评价》［３０］等。

金艳曾为调查国内语言测试课程的开设情况设

计了专门的课程内容调查量表，本文使用此表对上

述教材进行内容分布的比较与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１所示。
表１　教材内容分布比较

学习内容 杨翼 王佶 方绪军 张凯 张林林

第一部分：语言测试与评价的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 √ √
语言测试的分类和类型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ｓ √ √ √ √
倾向性测试ａｐｔｉｔｕｄｅｔｅｓｔ √
诊断性测试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ｅｓｔ √ √
安置性测试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ｅｓｔ √ √
能力测试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
常模参照测试ｎｏｒ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ｔｅｓｔ √ √ √
标准参照测试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ｔｅｓｔ √ √
大规模测试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ｔｅｓｔ √
课堂测试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ｓｔ √
高风险测试ｈｉｇｈ－ｓｔａｋｅｓｔｅｓｔ
低风险测试ｌｏｗ－ｓｔａｋｅｓｔｅｓｔ
测试效度的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ｅｓ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 √ √ √ √
效度理论的发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 √ √ √ √ √
内容效度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 √ √ √ √
结构效度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 √ √ √ √
共时效度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 √ √ √ √
表面效度ｆａｃ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 √ √ √ √
预测效度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 √ √ √ √
结果效度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 √ √ √ √
效标关联效度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 √ √ √ √
测试信度的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ｅｓｔ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 √ √ √
内部一致性信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 √ √ √
再测信度ｔｅｓｔ－ｒｅｔｅｓｔ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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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学习内容 杨翼 王佶 方绪军 张凯 张林林

复本信度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ｏｒｍ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 √ √ √
分半信度ｓｐｌｉｔ－ｈａｌｆ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 √ √ √
评分者内信度ｉｎｔｅｒ－ｒ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评分者间信度ｉｎｔｒａ－ｒ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概化理论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 √ √
第二部分语言测试与评估的实践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 √ √ √
测试大纲／要求的编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ｓｙｌｌａｂｕｓ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 √ √ √
编写题目的原则和实践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ｉｔｅｍｗｒｉｔｉｎｇ √ √ √ √ √
编写多项选择题ｗｒｉｔ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ｈｏｉｃｅｉｔｅｍｓ √ √ √ √ √
课堂测试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ｓｔｓ √
题型的特点和分类ｉｔｅ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 √ √ √ √
替代性评估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听力能力测试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 √ √
阅读能力测试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 √ √
口语能力测试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 √ √ √
写作测试ｔｅｓｔｉｎｇｗｒｉｔｉｎｇ √ √ √ √
词汇测试ｔｅｓｔｉｎｇ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 √ √
语法结构测试ｔｅｓｔｉｎｇ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 √
翻译测试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
大规模语言测试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测试的反拨效应ｔｅｓｔｗａｓｈｂａｃｋ（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 √ √
测试影响（对社会）ｔｅｓ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
语言测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ｓ
语言测试的标准设定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语言项目评价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估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第三部分教育与心理测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 √ √
平均数ｍｅａｎ √ √ √ √
标准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 √ √ √
中数 ｍｅｄｉａｎ √ √ √ √
众数ｍｏｄｅ √ √ √ √
全距ｒａｎｇｅ √ √ √ √
方差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测量的标准误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估计的标准误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正态分布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 √
Ｚ分数Ｚｓｃｏｒｅ √ √ √
Ｔ分数Ｔｓｃｏｒｅ √ √ √ √
题目难度ｉｔｅｍ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 √ √ √ √
题目区分度ｉｔｅｍ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 √ √ √
迷惑项有效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ｅｒｓ √ √ √ √ √
Ｋ－Ｒ－２０系数 Ｋ－Ｒ２０（Ｋｕｄ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２０）
Ｋ－Ｒ－２１系数Ｋ－Ｒ２１（Ｋｕｄ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２１）
克伦巴赫α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
测验差异性检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ｔｅｓｔ，ｚ－ｔｅｓｔ，Ｆ－ｔｅｓｔ）
双列相关Ｂｉｓｅｒ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简单线性回归分析ｓｉｍ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卡方检验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ｔｅｓｔ
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
多重回归分析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探索性／验证性因素分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结构等值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
单参数项目反应理论ｏ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ＲＴ √ √
双参数项目反应理论 ｔｗ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ＲＴ √ √
三参数项目反应理论 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ＲＴ √ √
Ｒａｓｈ分析Ｒａｓｃ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多面Ｒａｓｈ分析ＦＡＣＥＴＳ
Ｏｔｈｅｒｓ（ｐｌｅａ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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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容上说，上述教材各有千秋。
张凯《语言测试概论》［２４］吸收了语言测试领域

的许多新成果，系统介绍了语言测试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王佶《语言测试概论》［２５］对语言测试作为

一门学科的理论探讨更多，该教材从理论化的角度

对语言测试的学科性质、语言测试历史性回顾、语言

测试的核心问题———语言能力等进行了探讨，更适

合于面向硕士研究生课程。

方绪军《汉语测试与评估》［２６］基于当代语言测

试的基本原理，结合汉语测试研发的理论与实践，介

绍了汉语测试研发与实施的一般过程，阐述了面向

语言测试的语言能力描述的原理和方法，分别讨论

了汉语知识和汉语技能（包括接收技能和产出技

能）测试的常用题型、测试意图及命题要领，介绍了

试题分析的基本内容以及语言测试的分数报告与解

释的原理和方法，阐述了语言测试的信度和效度的

含义以及保证信度和效度的必要措施。

杨翼《对外汉语教学的成绩测试》［２７］选择了与

汉语教学息息相关的测试———成绩测试，介绍了与

其相关的基本理论，构建了总体设计框架，总结了常

见的成绩测试类型中各种题型的特点、适用范围、命

题技巧和原则，并结合实际的试题编制案例及评价

方法，针对一线教师测试学生命题难的问题，提供了

更具操作性的命题指导。

张林林《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测试》［２８］对语言

测试的基本概念，原则、理论依据、种类、规范等进行

了介绍。

王佶《汉语口语测试理论与实践》［２９］介绍了

口语测验的历史发展，着重论述了语言测试领域的

重大理论问题———口语能力问题，并详细介绍了汉

语口语考试的设计与开发。该书内容较为全面，涵

盖了口语测试领域的重要方面。

杨翼《汉语教学评价》［３０］从评价与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的教学的关系出发，对汉语教学评价的定义、

意义、功能、对象及流程等进行了详细介绍，着重阐

述了与汉语教学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如

汉语教学评价、汉语教材评价等。

从分析结果来看，教材编写者能够从汉语语言

特点出发，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语言教学实践，服务于

语言教学实践，现有的教材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

作用，对教师或相关专业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从内容分析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现有的教材多从大规模语言测试的角度

出发，而较少从课堂测试与评估的角度出发。这一

立场可能与编写者多数从事大规模语言测试（如汉

语水平考试）的开发有关。站在这一立场上，教材

在编写时，涉及大规模语言测试的相关内容较多。

较为典型的内容如常模参照测试、标准参照测试、项

目反应理论、概化理论等。这些内容并非不重要，但

是对于语言教师来说，对于大规模测试，教师了解分

数解释，并以此对学生进行指导更为重要。而对其

相关理论基础，如项目反应理论，并不需要了解，更

不必说理解测试理论的前提是需要较好的数学知

识。

其次，以上教材所涉及的内容，主要仍是传统的

纸笔测试模式，而对于国外课堂内外较为普遍的测

试模式，如表现性评价、替代性评价等涉及很少。用

于教师培养和培训的教材或可理解为假想中的教师

评价素养的具体化，但实际上教材中所涉及的只是

测试与评价的部分内容，而且通常是基于教育与心

理测量学的、往往最远离教师的日常评价实践的那

部分内容。当考试成为评价的唯一方式时，当校外

高利害考试成为校内考试效仿的对象时，这些内容

也许可以被看成对教师评价素养的要求。然而对于

较多在国外中小学课堂进行教学的志愿者或者孔子

学院教师来说，现有的教材编写模式并不能使他们

很好地适应国外的教学需求。换而言之，从国际汉

语教学实践来看，现有的教材编写并不能将国内外

的现实结合起来。

第三，以上教材仍旧是从测试者的角度而谈的，

对于教师如何利用测试或评价的结果，帮助学生改

进学习的成分仍旧不多，而这一点实际上对于教师

而言，又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这与国内教学实践

中应试教育、“唯分数论”的思想根深蒂固有关系，

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教师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不够

或相关知识欠缺。

三、课程教学内容设计及相关资源建设建议

（一）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１．应通过讲授测试与评估的基本概念，使学生
能理解测试与评估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了解测试与评估在促进

学生学习上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发挥的条件。教师

使用测试与评估目的在于发现学习与教学中的问

题，获得改善教和学的反馈。然而要发挥这样的作

用，测试与评估必须是有效的，如果测试与评估的内

容对教学内容没有代表性，或者测试与评估的结果

仅仅是分数或等级，没有提供分数解释，就难以有效

地促进学生学习。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了解多种测试与评估的

方式。纸笔测试只是测试与评估的一种方式，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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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学生在语言知识领域的表现较为适合，而对于

语言能力的评价作用十分有限。教师需要综合运用

纸笔测试、表现性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获得关于学

生学习的证据。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了解各种测试与评估方

式可能的误用以及误用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并能

在教学中有效地避免这些误用。

２．根据教学需要，应结合实例使学生能设计或
运用适当的测试与评估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了解每一种测试与评估

方式与目标的匹配性，能够根据测试与评估的目标

设计或选择适当的任务。例如，纸笔考试对于知识

尤其是语言知识的掌握是一种良好的评价形式，但

对于技能运用的评价就存在明显缺陷，如对于口语

的测试与评估，纸笔考试就明显不适合，即使是纸笔

考试，也应该根据评价目标选择合适的题型。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了解测试与评估时必须

遵循的步骤、原则和要求，能根据这些原则和要求设

计出合乎质量要求的测试与评估。以纸笔测试中的

阅读测试为例，阅读材料的选择有一定的要求。教

师应该能选择符合学生语言水平的语言材料；所选

择的语言材料应该是规范的，可读性强的；所选择的

材料设计的问题应是语言材料的核心内容，且问题

与问题之间互相独立，不互相提示。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了解对测试与评估的质

量评价。好的测试与评估对教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依据其所得出的结果，能很好地知道学生的学习与

教师的教学。而坏的测试与评估则贻害无穷，往往

会给予学生或教师错误的引导。教师了解一些关于

测试与评估的基本指标，如区分度、难度、平均分、全

距离等，一些基本的概念，如信度、效度等，能对测试

与评估的质量有更好的了解。

３．应结合实例，使学生懂得如何适当地解释、运
用测试与评估结果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能对结果进行正确的、

适当的解释，并能从中做出关于学生语言学习情况

的正确推论。结果的解释应当与评价目的相联系，

以安置为目的，结果必须与确定的标准相联系；以诊

断为目的，结果解释就必须特别关注学生当前的学

习状况与特定阶段的学习目标的差距；以激励学生

为目的，结果解释就必须参照学生过去的学习状况。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能设计及运用融合多次

评价、多元评价结果的成绩评定方法。有的测试与

评估存在高风险，尤其是当结果被用于做出关于学

生的高利害的决策时更要慎重。教师需要综合日常

评价的结果来评定学生的学期或学年成绩，同时采

用分数、等级与评语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描述学生的

学习情况。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能够设计及运用有效的

结果报告方法，能与学生及其家长有效地交流评价

结果，能向学生提供促进学习的具体反馈。如学生

语言水平达到何种等级，学生语言学习已经取得了

什么成就，学生语言学习需要在哪些方面提高等等。

通过这一课程应使学生能运用结果进行自我反

馈，规划和改进课程、教学和评价本身。测试与评估

同样是教师收集有关自身教学的信息的过程，可以

帮助教师了解自己教学中的问题。这些信息也可以

作为教学决策的依据；不仅如此，这些信息也能够让

教师发现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改进，提高评价的

质量。

（二）课程相关资源建设

１．课程教材建设
现有的教材内容有些欠缺。如更多从大规模测

试、标准化测试的角度展开介绍，却很少对课堂评价

这一对教师来说极为重要的内容进行介绍。此外，

从国外的教学实践来看，实际上运用较多的表现性

评价，在被调查的教材中也鲜有涉及。再者，实际上

教学测试与评估的相关知识对于进行教学相关研究

是极为重要的，如针对某教学法进行研究，就可以通

过测试与评估对该教学法的教学效果进行衡量。本

文所研究的教材在这些方面都是欠缺的，在新的教

材建设中应予以加强。另一方面，由于教材编写者

多数是专业的语言测试研究人员，所编教材有部分

内容过于高深，在教学中应用价值较低，这些内容应

予以删减，如项目反应理论、测验等值理论等等。

２．测试与评估案例建设
案例教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相关课程教学的

常用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使得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对

于汉语教学实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笔者的教

学实践来看，测试与评估的案例欠缺是教学中经常

面临的问题。好的案例应能反映问题，使得学生们

在对案例的分析与解决中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获得

语言评估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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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扬母语优势的同时，在国际上推广和弘扬
本国语言是每个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目前，中国在发展母语教育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

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为了更好的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措施，本文将着眼点放在

了中国的邻国韩国，以韩国几所有代表性的大学为例，对韩国综合类高校母语教育进行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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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语作为一个国家的传统和需要传承的语言，
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显得十分重要。在国际化

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更好地发扬母语优势

的同时，在国际上推广和弘扬本国语言是每个国家

都在思考的问题。目前，中国在发展母语教育的过

程中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亟待解决。为了更好地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措

施，本文将着眼点放在了中国的邻国韩国，以韩国几

所有代表性的大学为例，对韩国综合类高校母语教

育进行调查和研究。

一、中国高校母语教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中国高校母语教育的现状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间，笔者分别在北京和上海
两地，选择了几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进行了问卷调

查和访谈。调查涉及北京高校８所，上海高校８所，
其中既包括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也有

北京理工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专业性大学，同

时既涵盖教育部直属高校，也包括市属高校。本研

究共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９１３份，有效
回收率为９１％。样本基本情况如表１。

通过诸如“您认为大学语文课程的学分、课时安

排、考核评价方式是否合理”等问题的调查，笔者发

现，以教学为例，高校母语教育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高校母语教育现状不容乐观。我国高校母语教育存

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１　调查对象分布情况

类别 男性 女性
大一

学生

大二

学生

大三

学生

大四

学生

高校

教师

人数 ６１０ ３０３ ３１５ ２４１ １９３ １５４ １０

　　１．母语教育地位边缘化趋势明显，大学母语教
育相关课程设置不合理。一方面，在许多高校，母语

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渐渐被模糊化和边缘化。例

如，以代表母语教育的大学语文课程为例［１］，虽然

在大学课程中被定为基础性的公共课，但在实际教

学中，它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和被忽视的位置上。另

一方面，高校大学语文教学萎缩的情况也较为严重。

学校对于大学语文的课程设置随意性很强，学校教

学主管部门有绝对的决定权。在调查的１６所高校
中，有３所高校的大学语文是选修课程，而应用写
作、古代文学、现代汉语语音基础等学科，则在大多

数学校中均是选修课程。在这种趋势下，母语教育

地位渐渐走向了边缘化。

２．母语教育的教学方法不完善，存在较大偏差。
一些教师并没有注意到母语教育教学方法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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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常把母语教育和其他理科性质的专业课相混

淆。母语课程的深远意境、文化传统和优美特点被

忽略，代之以侧重学术的研究介绍、学术方法的讲

授。在和高校语文教师的访谈中，有教师提出：因为

学科设置并不清晰，教学并没有统一要求，授课基本

凭教师自己的知识储量和自身的好恶。亦有学生反

映：有的老师并不备课，常年讲授同样的内容，教学

质量并不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沿袭了死板、硬灌的

方法，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母语教育的特点。

３．母语教育教材缺乏创新和针对性。目前，大
学语文的书籍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仅笔者调查就

发现有１１种。如：２０１０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版本、２０１０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版本、２０１０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版本、２００９年国防工业出版
社出版的版本等。对这些书籍进行分析后可以看

出：部分母语教材的编者急功近利，教材内容缺乏时

代气息，多为以前的旧版内容，改革力度不大。教材

结构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同样是语文类读物，大学生

对于杂志、网络小说等较为偏爱，而对于国家编写的

母语教材却置之不理，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杂志、网络

小说的青春性、时效性吸引了高校学生。母语教材

在保持自我经典性的同时，应注重体现青春性和针

对性。

４．母语教育的考试评价模式单一。在调研中，
关于对学生测评方法的选项中，大多数高校均采用

闭卷考试或提交论文的方式进行测评，很少有高校

将学生的演讲表达等现实能力科学纳入考评机制，

在测评学生的母语学习能力和运用能力方面还欠

缺，偷懒现象较为严重。

（二）中国母语教育现状的原因分析

面对母语教育不足的现状，政府、学校和社会都

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笔者认为，导致中国母语教

育现状诸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国家教育体制不完善。一方面，我国目前施
行的高考体制不完善。许多地方在高中就进行了文

理分科制度，这一制度大大削弱了母语教育在高考

中的地位。而目前有的高校的自主招生制度也规

定，部分学校的理科生可以不考语文［２］。另一方

面，大学的母语教育体制不完善，大学母语教育课程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各方学者重视大学母

语教育的呼声时常响起，但并没能引起教育部门的

重视。教育主管部门作用的缺失、相应政策制定的

不到位的现象还比较严重。

２．大学教育的功利性价值观严重影响母语教育
的发展。目前，许多专家普遍形成的共识是：在就业

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大学教育”沦为“就业教

育”趋势堪忧。高校教育所形成的“重实用、轻人

文”的教学理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精英阶层的人文

素养。这种片面的教育虽然在短期有利于学生迅速

找到工作，但缺乏深厚人文素养的弊端也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慢慢显现，这对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将

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３．整个社会对母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不论
是文化学者、文化大家，还是大学教师、大学生，对母

语教学在大学中的发展、重视程度都有待提高，较于

其他学科教育而言，整个社会对于母语教育的重视

程度仍显得不足。

４．母语教学的改革滞后，配套设施不完善。母
语教学作为一门有待传播的知识，应该扎根传统与

现代的土壤中，与时俱进，而现有的母语教育教材存

在内容更新速度慢、质量良莠不齐、可选择性较少、

选材丰富性不足等弊端［３］。与此同时，与之相配套

的设施不完善，相关的文化社团较少，在大学社团中

相比于其他实践类社团不甚活跃。支持母语教育发

展的配套资金、人力、相关设施严重不足，母语教育

处在一种孤立式发展的尴尬境地。

如何提高我国大学对母语教育的重视是当今母

语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纵观邻国韩国，由

于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很多相似性，在教育方面，

中韩在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和认

知水平。韩国母语教育的发展程度在我国之上，母

语教育作为韩国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根基，一直以

来都受到韩国各界的重视。笔者认为韩国母语教育

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到中国，并且值得借鉴到中国，

通过对韩国综合类大学的母语教育情况的分析，并

且积极加以借鉴、进而进行本土化发展，能够为我国

大学母语教育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从而促进我

国母语教育的不断进步。

二、韩国高校母语教育情况分析

韩国的母语教育即教授国语的教育。韩国学者

（孙蓉洲，２００２）［４］提出母语教育并不是指单纯地教
授国语的知识和语法，而应该解释为国语使用能力

的扩展。国语的使用形式包括听、说、读、写，将母语

教育仅仅理解为以语法为中心的教育是不恰当的。

虽然语言教育是教会学生掌握语言这个工具的用

法，但这与教会开车之类的单纯技能大相径庭，语言

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理解其历史性和生命力的过程。

近年来，为促进韩语的发展和传播，韩国政府在

国语政策的制定、南北韩的语言交流、社会特别阶层

的语言福利政策、国语使用环境的改善、国语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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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保存和韩文的产业化和国民国语能力的提升等

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这其中有针对所有国民的，有

针对社会特别阶层的，也有针对小学、中学、大学等相

关教育阶段的。本节将选取其中的大学阶段，对韩国

几所综合类高校母语教育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

（一）国立综合大学———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首尔国立大学在韩国具有特殊的地位，拥有最

丰富的资源和特权。首尔大学的教学科目分为教养

科目（即中国的素质教育）和专业科目。首尔大学

教养科目分为学问的基础、核心教养、一般教养三个

方面，其设定的基本目标在于培养知识型人才所必

需的素养，掌握学问的基本概念和探究方法。而专

业科目则顾名思义是指在某学科的专业学术研究过

程中所直接需要的知识。

首先，学问的基础课程以培养大学学习生活中

各专业所共同要求、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也必然要求

的基本能力为目标。其中，大学国语是所有专业学

生都必修的课程，大学英语课程根据学生原有的水

平选择不同的等级，而数学则仅有理工科学生必修。

此外，学问的基础课程里还包括了人文学写作、社会

科学写作、科学技术写作等课程作为相应专业学生

的必修或选修课。综上，相对外语和数学而言，首尔

大学在基础教养课程的设置上更注重了对学生国语

使用能力的培养。

其次，核心教养课程作为所有学士课程教学的

重点科目，以人类生活的基本和重要领域为主题，培

养学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所需要的知识素养和洞察

力。通过学生的阅读、调查、讨论来检验自己的观

点，通过这种自我主导型的教学方式养成学生明确

的立场和世界观，培养学生的批判和创新能力。

最后，一般教养课程则立足于通过体验多领域

的活动使学生达到自我思考、自我开发的能力。这

一领域的课程主要学习各领域专业的基础知识，包

括许多概论型的科目，同时也包括一些讲座和座谈。

在学分要求方面，取得首尔大学的学士学位的

学分要求各专业略有不同。从首尔大学学士准予毕

业学分基准表中可以看到，首尔大学的人文学院、师

范学院、音乐学院、护理学院和经营学院等文科类学

院都仅要求学生的教养课程达到最低要求的３６学
分即可，而自然科学院、工科学院和生活科学院等偏

理科类学院则要求学生的教养学分达到４１到５６学
分不等，明显高于文科类专业的要求。

国立首尔大学所有的学院都将大学国语和英语

设置成学生的必修教养课，同时一些学院也以培养

本专业所需的国语能力为目标设置了一些附加的必

修教养课程。例如：给复合型专业的学生开设了演

讲和讨论课，以及人文学或社会学写作课；给生活科

学院的学生开设了社会科学写作课和科学技术写作

课。除这些国语相关课程外，理科专业多出的教养

学分则被分布在了数学、统计学、生物学等各理科专

业学习都必须的基础课程上。而人文类专业的学习

教养学分则被分布在了大学国语和第二外语上。

由此可见，国立首尔大学在教养课程的学分设

置上将母语教育放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不管

是对文科类学生国语和外语的要求，还是对理科类

学生国语和数理能力的要求中，都不忘“国语”二

字，甚至对理科类学生的教养学分和国语课学分要

求更高，并将国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和本专业方向进

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在授课内容方面，国立首尔大学的所有国语教

养课程都由人文学院的国语国文专业部负责安排讲

授，并且统一使用由首尔大学教养国语委员会编辑

出版的《大学国语》教材。

综上所述，教养国语课程在首尔大学课程设置

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学校在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式选择上有着很高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其完

善的教学模式和科学的课程配置提高了教学质量，

促进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为国家造

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

（二）私立综合大学———韩国高丽大学

高丽大学作为韩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其教养课

程分为公共教养课程、核心教养课程、专业相关教养

课程以及选修教养课程４个方面。公共教养课程即
本大学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共同需要研修的课程，高丽

大学的共同教养课叫作“思考和表现”，这其中又包括

国语写作和学术英语两门课程。写作课程是高丽大

学参照欧美国家的写作课性质设置的，其设置目的在

于系统性地训练学生的国语写作和阅读能力，以培养

学生深入思考的能力和准确表达的能力。

高丽大学的核心教养课程继续沿袭了国家教育

部门对教养课程设置的规定，其中包括世界和文化、

历史的探求、文学和艺术、伦理和思想、社会的理解、

科学和技术、热情的思考这７个领域，要求学生至少
从中选择四到五个领域的课程。专业相关教养课程

则顾名思义与本专业相联系的教养课程，主要是各

专业内部选择开设。最后，选修教养课程则是指以

体育为中心的艺体能课程。

从韩国高丽大学教养教育院的网站上可以看

到：教养课程是所有高丽大学学生初入学时必须要

修的课程，其开设的基本方向是从学习韩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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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问的基础开始，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

社会要求的应对各种情况的能力（包括语言、伦理、

推理能力等），并同时为成功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尽管核心教养课程并不像公共教养课程那样，要求所

有学生都必须学习，但从教养课程当中，有关国语的

课程范围之广，以及对修课领域广度的要求，我们可

以预知国语课程在每一个高丽人的“课表”中所占的

比例及其所达到的效果，这种学分和课程体制是我们

国内高校在选修课的课程设置中可以借鉴的。

（三）工科特色综合大学———韩国汉阳大学

汉阳大学作为韩国第一所４年制工科大学，其
工科实力一直位居韩国大学榜首，其教养课程主要

包括人文和艺术、社会和世界、科学和技术、商务和

领导力以及外国语这５大领域。汉阳大学把人才的
培养分为４个阶段，即有教养的人才———实用型人
才———国际化人才———奉献型人才。

由于汉阳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高校，所以

对不同专业的教养课程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母语

教育方面，汉阳大学对所有专业学生开设了３门必
修教养课，分别是“语言的力量”“生活的文化”和

“创造性写作”，以全面扩展学生的国语知识和文化

背景，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修完这３门国语课是所
有汉阳大学学生毕业的基本前提。当然，除了这３
门全校必修课以外，各个学院也针对专业的实际情

况对学生开设了其他有关国语的课程供学生选修。

通过对汉阳大学３个有代表性的学院所开设的
国语课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工学院的课程中

有关母语教育的包括“基础表现”“说和写”以及“社

会奉献”３门；人文学院的课程则毋庸置疑涵盖了韩
国文化、韩国文学、韩国历史等有关韩国学的各个领

域；最后教育学院则对应自身专业要求开设了“韩

国教育史”“授课专用语”和“社会奉献”等课程。

（四）外语特色综合大学———釜山外国语大学

釜山外国语大学是韩国两所４年制外国语大学
中的其中一所，以外国语为重点的综合大学。釜山

外国语大学的教养课程分为公共教养课程、基本教

养课程，以及深化教养课程，其中公共教养课程便是

对所有专业初入学的学生都要进行的母语教育。

釜山外国语大学几乎每一年都会根据实际、与

时俱进地对往年的学分机制进行改进和更新，并且

将学分机制和课程安排作为一个明确的体制在全国

予以实行，而不是各学院内部自己制定。其次，课程

的设置则是更加凸显了外语院校的自身特色和国际

化、知识化社会的需求，从单纯培养学生的表达、思

考能力到历史、文化领域，甚至世界各国文化的理解

全部包含在内。每一门课程的设置都有其代表性和

实际意义，充分给予学生从中自由选择的权利，培养

复合型知识背景的双语甚至多语种人才。此外，研

究中我们还发现，釜山外国语大学在２００９年的时候
对教养课程的学分体制做过一次改革，将教养国语

的分制由２００９年之前的２学分改成了３学分，［５］这
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了釜山外国语大学对于母语教育

的重视度的提高。

（五）最大的综合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

梨花女子大学是韩国第一所女子大学，也是现

今世界最大的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的教养课程

分为基础教养课程和核心教养课程两类，分别要求

修１２到１５学分。其中核心教养课程包括思考和交
际、人类的理解、社会的理解、历史和文化、自然和科

学、艺术的理解、世界的理解等７个领域，学生自由
从中选择四到五个领域学习。

基础教养课程的设置依专业的不同略有差异。

对人文社会类专业的学生要求学习国语读写、大学

英语、基督教和世界、高级英语以及第二外语这几门

课程；而对于自然科学、艺体能等专业的学生则要求

学习国语读写、大学英语、基督教和世界这几门课程

外，只要在高级英语和第二外语中选择一门即可。

但不管专业如何，基础教养中都包含了国语读写这

门必修教养课。

梨花女子大学的几门国语领域课程主要包括韩

国的历史人物、韩国文化遗产的理解、推理和论述、

发表和讨论、国语文献阅读和写作、国语写作等。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韩国大学学生的成绩评定

方式不单纯依据期末的考试成绩以及平时上课的到

班情况，而更重要的是依据平时的表现（如讨论、发

表、和老师的面谈等）以及提交的课题等级来评定。

根据对梨花女子大学课程授课内容和成绩评定

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韩国大学的

国语课程特色：第一，注重课程内容的实用性、现实

性，与社会需要接轨。第二，在理解教育的基础上，

更注重学生的表达教育，即写作能力和口语表达能

力。第三，增加教师与学生单独面谈的环节，全面把

握学生的水平和状态。第四，考试形式多样化，不局

限于笔试，以口试和小组合作为主。第五，评价角度

全面化，注重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平时所占分数的比

例。第六，评定方式客观化，改变以往教师个人评定

的模式，增加学生相互评定的过程。

国语国文专业部统一安排讲授，并使用高校针

对自身情况编辑出版的《大学国语》教材，是许多韩

国高校的普遍做法。通过对以上几所代表性大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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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韩国高校

对于学生国语能力的重视程度。表２呈现的是国立
首尔大学国语教育课程安排情况。

表２　国立首尔大学国语教育课程安排

周序 主题 教学内容 适用范围示例 备注

１ 课程介绍 课程性质及构成、成绩评定方法、

教学内容说明

２ 第一步：大学生活和

写作

写作的重要性及目标

论文写作方法、引用法、主题和参

考文献写作方法

写作的必要性与学术理论的讨论

自我介绍写作（各种形式和内

容）

艺术学院：艺术类论文的构成和实质

人文学院：人文社会类论文的实质

自然、工学、生命科学学院：工学报告书和研究论文的实质

３ 课堂演讲指导（１） 讲授论文选题方法和演讲方式

４－６ 第二步：写作的过程
和方法

培养文章的写作和逻辑安排能力

定义型写作

比较、对照型写作

叙述、描写型写作

人文学院：创意性写作中定义的方法；罗列“我”自己的专用语

自然、工学、生命科学学院：由大众用语向学术专业用语的转变

艺术学院：比较两个以上的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特征

人文学院：以新的视角对特定对象进行写作

自然、工学、生命科学学院：比较和介绍与工学主题相关的两篇

文章

艺术学院：纪实和评价融合型写作

人文学院：纪实和评价融合型写作

任务１

７ 课堂演讲指导（２） 论文主题和概要讨论

调查方法和资料的整理、应用

任务２

８ 写作１对１指导（１） 课堂演讲或论文选题指导

课题完成情况检查

任务３

９－１０第三步：写作的实质 “理解和概括”必要性与方法

“报告和提案”形式选定与利用

方法

“主张和劝说”例文阅读与练习

“鉴赏和批判”的理论与实践

人文学院：学习资料整理、笔记（卡片）制作和使用方法、读书笔

记写作方法

自然、工学、生命科学学院：学术论文写作需要的阅读和整理能

力、对有关自然科学、工学等学科文章的概括、科学理论的构成

分析等能力

艺术学院：展览会观后感写作

人文学院：学术讨论会或演讲会观后感写作

自然、工学、生命科学学院：撰写业内关注的有关自然科学、工学

等学科的课题研究提案书、计划书和实验报告书等

艺术学院：以大众为对象的艺术作品介绍文写作

人文学院：对人文社会类相关主题观点的表述及其构成要素的

分析和理解

艺术学院：演奏会或展览会开幕介绍文写作；以大众为对象的自

我作品介绍文写作

人文学院：理解和分析各种鉴赏类和感想类文章；艺术作品鉴赏

文写作

自然、工学、生命科学学院：有关工学主题的文章鉴赏、数码相机

等电子产品说明书写作

任务４

１１ 汉字词考试 以教材中出现的汉字词为基础，

进行汉字词应用能力和阅读能力

的考评

任务５

１２ 写作１对１指导（２） 课堂演讲和论文选题指导 任务６
１３ 课堂演讲指导（３） 小论文课堂演讲和讨论

教师指导

１４ 写作１对１指导（３） 以演讲课题、小论文课题等为对

象的写作１对１综合指导

１５ 期末考试 学期末综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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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写作练习以及与指导教师的面谈提高学生
的写作能力，通过对期末报告书准备和完成过程提

高学生的讨论和演讲能力，通过对汉字词的学习提

高学生的读写能力，而和能力相对的成绩评价则由

练习与课题、课程参与度、演讲情况、期末报告、期末

考试以及汉字词测试等多方面组成。其课程设置之

细致化，考评标准之科学化，都反映了韩国高校教育

体制中教养国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

三、韩国母语教育对中国母语教育的启示

目前，韩国母语教育的发展趋于成熟，许多成功

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政府应该发挥指导和支持作用

１．加快母语教育相关政策的完善。针对我国高
考体制不科学和大学母语教育体制不完善这两个问

题，一方面，我国要切实改革目前施行的高考体制和

“高中分科”制度，通过高考这一“方向标”，改变“重

理轻文”的现象，从而显示国家对于母语教育的重

视程度和决心。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大学的母语

教育体制。改变教育主管部门作用缺失、相应政策

制定不到位现象，同时，积极筹划建立母语教育的教

师培训、准入等制度，提高教师素质，保证母语教育

的健康发展。

２．加快母语教育相关法律的制定。针对目前我
国在母语教育法律方面的空白，要积极制定诸如国

语基本法等相关的法律。通过母语教育的立法工

作，切实保障母语教育的发展。

３．加大资金在母语教育中的投入力度。通过人
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完善母语教育的基础设施，

提高硬件水平，成立专门的母语教材编写委员会，由

国家统一组织，统一进行教材编写，改变现在母语教

育教材良莠不齐的现状。同时，在保证母语教育师

资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提高教师待遇，保证母语教育

顺利和高质量地进行。

（二）学校应该发挥主体作用，加大改革力度

１．纠正高校将“大学教育”理解为“就业教育”
的错误观念。重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将“人

文教育”和“就业教育”同等看待。在韩国，汉阳大

学树立了良好的教育理念，他们把人才的培养分为

４个阶段，即“有教养的人才———实用型人才———国
际化人才———奉献型人才”。其中，“有教养的人

才”正是培养大学生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所需要

的基本素养，以及掌握基本的人文和科学知识；而“奉

献型人才”则是汉阳大学的校训“爱之实践”的直接

体现，也是汉阳大学的育人特色之一。我国应该尽快

改变高校教育所形成的“重实用、轻人文”的错误教学

理念，重新思考母语教育、人文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

将母语教育纳入日常教学的议事日程中来。

２．合理安排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和专业课教育
等各学科教育的教学配比。一方面，大学应在条件

允许的前提下设立基础教育学院负责对各专业母语

教育科目进行统筹和安排。学校应该将大学母语教

育作为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进行安排，改变目

前学生“可修可不修”的现状，并注重将母语教育和

专业课程的学习进行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合理安排

母语教育和其他学科的配比。在韩国首尔大学，相

对外语和数学而言，首尔大学在基础教养课程的设

置上更注重了对学生国语使用能力的培养。我国大

学教育在注重外语和专业课的同时，也要重视母语

教育，逐步提高母语教育在各学科教育中的比重。

（三）积极制定母语教育的实施细则

１．完善母语教育的课程设置，细化课程内容。
例如，首尔大学在学问的基础课程方面，把人文学写

作、社会科学写作、科学技术写作等课程作为相应专

业学生的必修或选修课。而汉阳大学作为一所著名

工科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不仅没有忽视母语教育的

重要性，而且比其他学校做得更细致、更有针对性，

“基础国语全校必修，专业国语内部选修”的国语教

学体制值得我们借鉴。

２．仿效国立首尔大学的所有国语教养课程都由
人文学院的国语国文专业部负责安排讲授的做法，

对于教授母语课程的老师进行统一培训，选择有母

语教育背景、具备资深教育经验的老师进行讲课。

３．完善母语教育的评价体系。注重考试形式的
多样化和评价角度全面化，例如，制定由练习与课

题、课程参与度、发表情况、期末报告书、期末考试以

及汉字词测试等部分组成的评价体系，通过不同的

评价指标，减少单纯的“以考代测”的模式，从而更

科学地、综合地测定学生的学习情况。

（四）加强母语教育课程体系在学分制和课程

内容方面的改革

一方面，完善母语教育的学分制度，制定科

学、灵活的学分制改革体系。课程的设置要突显

学校自身的特色和社会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各个

学校应该根据学校的不同实际，与时俱进地对往

年的学分机制进行改进和更新，由全校统一实施

学分机制和课程安排。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的学

分制制度改革的方法举措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另

一方面，要注重课程内容的实用性、现实性，加强

母语教育与社会需要的接轨。注重在理解教育的

基础上，加强学生的表达教育，即写作能力和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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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能力的提高。

（五）社会应该积极营造母语教育的良好氛围

在推进母语教育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政府和学

校采取积极的举措，社会也应该积极营造母语教育

的良好氛围。同时，促进母语教育健康的发展，母语

教育不能被动的等待“拯救”，而应该积极的走出

去，积极将母语的推广和社会需求进行结合，发挥母

语教育的优势，实现自身发展。

推进母语教育发展应该适时引入社会奉献机

制，实现社会奉献和国语推广的有机结合。韩国汉

阳大学在韩国高校中率先建立起的涉外文化机构汉

阳文化院作为宣传韩国文化的组织，每年与汉阳大

学的社会奉献团共同筹划“海外韩国语教育”志愿

者奉献活动，以免费课程的形式教授韩语，同时还进

行跆拳道、四物乐和一些韩国传统游戏的教学。他

们在宣传汉阳大学的同时，更是将韩国的美誉传到

了世界各地。我国也可以根据不同学校的实际情

况，推动大学生参与母语宣传、支教等活动，培养学

生教授国语、教授母语文化的基本能力。这种教育

实习不仅仅局限于教育专业的学生，且教学内容也

不局限于学生的本专业。

推进母语教育发展应该积极展开相关的理论和

实践研究。在这方面，应该积极借鉴欧美等西方发

达国家和韩日等东亚发达国家在母语教育方面的经

验。与此同时，中国的各个院校和相关科研院所也

应在大学母语教育的创新实践中探索出适合中国教

育现状的本土化模式，为进一步开创符合中国自身

特点的母语教育良好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

前，有些大学开始开办国学院，积极对外建立孔子学

院，这些做法对促进我国母语教育的不断进步有着

非常积极的意义。

四、结语

中国在２０１０年７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进一步强调
要“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全面加强学

前双语教育”，并且“对双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培训、

教学研究、教材开发和出版给予支持”。中国在致

力于母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

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１２届“国际母语日”庆祝
活动上，驻华代表处教育处主任毕斯塔说：“中国为

母语教育做出的贡献值得称赞。”成果值得肯定和

赞扬，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我国大学在母

语教育上的种种不足。推动母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需要政府、学

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分析邻国韩国在母语教

育方面的有效措施，更好地积累和推广经验，形成有

中国本土特色的母语教育发展模式，促进我国母语

教育的长效化、常态化发展。

参考文献：

［１］刘彦超．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思路探讨［Ｊ］．教育理论与实
践，２００８（Ｓ２）．

［２］陈颖漪．从高校自主招生不考语文谈我们的母语教育
［Ｎ］．长江日报，２０１０－０１－２４．

［３］陈洪，李瑞山．母语高等教育：从危机到转机［Ｊ］．中国高
等教育，２００８（３）．

［４］〔韩〕孙蓉洲．国语教育政策和大学教养国语［Ｃ］／／大邱
语文论集：第１３集，２００７．

［５］釜山外国语大学网站教育课程表［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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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医药学术语篇中作者自称语的对比研究

刘跃良，陈　玮
（广东药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第七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资助（ＺＧＷＹＪＹＪＪ２０１４Ｚ１２）和

２０１５年度广东药学院“创新强校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刘跃良（１９７５—），女，湖南益阳人，硕士，广东药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

摘　要：基于自建语料库对英汉医药学术语篇中作者自称语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在两
种语篇中，都普遍用到作者自称语，但在使用数量和具体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

因有语言上的，也有文化上的，还有学术常规方面的。此项研究结果对于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课程

设置和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英汉医药学术语篇；作者自称语；作者身份；课程设置；学术英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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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医学界，人们交流医学观点和科研成果的

重要方式就是通过撰写和发表科研论文，这样的

学术论文要求准确、客观、清晰、严谨地记录事实

和表达观点，具有“非互动性”（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特征，一般认为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称代词

等来显露作者的个人身份和情感，但另一方面，我

们也注意到，在学术语篇中，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存

在事实上的互动与交流的。Ｈｙｌａｎｄ指出，学术写
作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行为”，除了表述学科内容

之外，还表征作者身份，以在文本中实现作者与读

者之间的人际互动［１］。因此，学术写作不应刻意

回避作者身份和情绪的表露。如此一来，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观点给医药英语学术语篇的教学和写

作就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有鉴于此，本文将

对比分析作者自称语在英汉医药学术语篇中的使

用情况，探讨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中论文作者构建

自身身份所表现出的异同，并分析造成这些差异

的原因，为医药学术英语的学术交流和论文撰写

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研究背景和考察框架

国内外学者对学术语篇中作者自称和身份构

建做了很多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学术语篇中的第

一人称代词、报告动词、评估语和模糊限制语等构

建作者身份的修辞策略手段以及其语篇语用功能

等进行探讨［２－５］，另一方面是对学术语篇中作者通

过自称语构建身份的方式特点等进行跨文化跨学

科研究［６－１１］。现有的关于作者身份自称语的跨文

化研究“主要介于英语和欧洲语言之间”［８］，其中

关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相关对比研究还非常不

足。

关于作者身份指称语，目前还没有明确统一的

考察框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出表达

作者身份的三种语言手段：第一种是作者参与程度

最高，身份显露最明显直白，由生命主体词表示的第

一人称代词及其限定语（如“我 ／我们 ／我的 ／我
们的”，“Ｉ／ｗｅ／ｍｙ／ｏｕｒ／ｍｉｎｅ／ｍｅ／ｕｓ”等）；第
二种是参与程度次之，身份表露不会过于直白，由生

命主体词表示的第三人称名词（如“本人／笔者／作
者”，“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等）；第三种
是参与程度最低，身份表露间接，若显若隐，无生命、

非人称的抽象主体词（如“本文／本研究”，“ｔｈｅ／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ａｐ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ｕｄｙ”等。详情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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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作者自称语表达手段

参与度 身份显隐度 表达手段 例词

高—低 显—隐 第一人称代词
我，我们，我的，我们的，Ｉ，ｗｅ，

ｍｙ，ｏｕｒ，ｍｉｎｅ，ｍｅ，ｕｓ

第三人称名词
本人，笔者，作者，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抽象主体词
本文，本研究，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三、语料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语料均来自于国内外权威刊物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所发表的医学论文，汉语
论文均为国内作者所写，英语论文均为英语本族语

者所写。我们依此建立两个学术论文语料库，即汉

语医药学术语篇语料库（ＣＨＮ）和英语医药学术语
篇语料库（ＥＮＧ），各由２０篇医药学方面的论文组
成，ＣＨＮ语料库论文从 ８种国内核心期刊随机选
出，而ＥＮＧ语料库论文从最具影响力的综合类科技
期刊Ｎａｔｕｒｅ和国外 ４种最权威的医学期刊选出。
表２是有关语料的详细情况。

表２　论文语料

类别 篇数 总词数 来源

ＣＨＮ ２０ １１７１６６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第三军医大学学报，解

放军医学杂志，南方医科大学学报，中国医科

大学学报，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西

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吉林大学学报：医学

版

ＥＮＧ ２０ ８３２３３ 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ＮＥＪＭ，ＪＡＭＡ，ＢＭＪ，Ｎａｔｕｒｅ

　　以上英语语料由ＰＤＦ文档转换成纯文本格式，
然后用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２．４ｗ对其中的身份自称语进行检
索和统计，而汉语语料则转换成 Ｗｏｒｄ文档，再借助
“查找”工具进行检索。之后对语料文本进行逐一

阅读和分析，识别标题、例句和引文中的自称语以及

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称语等不符合本文研究对象的目

标词并加以剔除，以统计出作者自称语的实际使用

频数。最后将所有的原始统计频数转换成标准频数

（每一万字中出现的次数），以便于结果统计和对比

分析。

四、研究结果统计

表３是对英语医药学术语篇语料库中自称语使
用情况的统计。可以看出：英语语料库中，用到的自

称语表现手段有第一人称复数，第三人称和抽象主

体词。自称语总共出现了６０２次，每万词的频数达
到７２．３３，其中以第一人称复数最多，抽象主体词次
之，第三人称最少。

表４是对汉语医药学术语篇语料库中自称语使

用情况的统计。可以看出：汉语医药学术语篇中也

普遍使用作者自称语，其语言表现手段同样包括第

一人称复数，第三人称和抽象主体词。自称语在语

料中总共出现了９６次，每万词的频数为８．１９，其中
以抽象主体词最多，第一人称复数次之，第三人称最

少。

表３　英语医药学术语篇语料库自称语使用情况

表达手段 例词
原始

频数

标准

频数

占自称语

百分比（％）

第一人称 Ｉ／ｍｅ／ｍｙ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Ｗｅ／ｕｓ／ｏｕｒ ４８９ ５８．７５ ８１．２３

第三人称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２１ ２．５２ ３．４９

抽象主体 Ｔｈ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９２ １１．０５ １５．２８

合计 ６０２ ７２．３３ １００

表４　汉语医药学术语篇语料库自称语使用情况

表达手段 例词
原始

频数

标准

频数

占自称语

百分比（％）
第一人称 我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我们 ２１ １．７９ ２１．８８
第三人称 作者／本文作者 ２ ０．１７ ２．０８
抽象主体 本文／本研究 ７３ ６．２３ ７６．０４

合计 ９６ ８．１９ １００

　　比较一下英汉医药学术语篇语料库自称语使用
情况表，不难看出两者都有普遍使用到作者自称语，

语言表现形式类似，且都没有用到第一人称单数形

式。不过，两者在自称语使用数量和分布方面表现

出较大的差异，英语语篇中使用的作者身份自称语

数量总体上显著高于汉语语篇，英语医药学术语篇

语料库的标准频数达到７２．３３次，其中第一人称复
数占到了所有自称语的８１．２３％，而汉语医药学术
语篇语料库的标准频数只有８．１９次，占绝大部分的
是抽象主体词，为７６．０４％。

五、结论与分析

由上可知，英汉医药学术语篇在作者自称语的

使用上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体现在作者自称语

在两种语篇中都普遍存在，这说明无论是英语语言

作者还是汉语语言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

或显或隐地表达自己的身份，与读者进行交互性的

交流。另外，在英汉语篇所有语料中，都没有见到使

用第一人称单数作为构建作者身份的表现手段，这

可能是基于作者对所陈述观点的客观性考虑。就人

称代词而言，作者为了使传递的信息显得客观、不掺

杂人为因素，他在表达中尽量避免提到自己，因而第

一人称单数形式“Ｉ”在科技论文中极少出现。［１２］同
时，我们通过对语料库所有论文的作者进行查看，发

现无一例外每篇论文的作者都是两人或以上，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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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与医药研究往往单靠个人很难取得成功有关，所

以在体现作者身份并发表观点的时候，用能体现团

队名义的人称代词ｗｅ就更显得顺理成章了。
英汉医药学术语篇在作者自称语使用上的差异

首先表现在其使用数量的悬殊上，汉语论文每万词

出现８．１９个身份自称语，而英语有７２．３３个，几乎
为汉语的９倍之多。其次是自称语的表现手段上，
汉语论文中主要借助抽象主体来指称作者身份，而

英语论文中主要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来指称作者

身份。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既有语言上的，也有文

化上的，还有学术传统方面的。

首先，从语言差异方面考察，英语重形合，其句

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句法手段或词汇

手段，句子的形式严格受到语法的制约，如句子必须

有主语和谓语动词，这导致“主语 ＋谓语”的结构是
英语语言的核心框架，所以英语是主语突出型语言；

而汉语重意合，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

用语义手段，句子不受形式的约束，词语的分合伸缩

比较灵活，只要双方明白意思就可以，因此，汉语中

的主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成分，这导致了汉语中大

量无主句的存在。汉英句法结构上的这种差异可以

部分解释汉语语篇中身份指称语的总频数和第一人

称主格代词的使用频数低于英语这一结果。［８］

其次，从文化差异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价值理念是集体主义，强调群体身份和需求高于

个人身份和需求，在报告研究成果时秉持礼貌原则，

比较谦虚谨慎，而显性作者参与可能是一种面子威

胁行为［１３］。抽象主体作为身份自称语，隐性程度最

高，既可以降低威胁他人面子的风险，又可以使文章

呈现出更客观的特点，因而更容易被中国编辑和读

者所接受。相反，英语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体

表现和个人贡献，也敢于表达自身观点，并承担其学

术责任，所以大量使用显性程度最高的第一人称代

词来构建作者身份是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

态的。

最后，从学术传统方面来看，汉语多使用低参与

度的非人称抽象主体来构建较低风险的作者身份，

这与汉语作者所受的教育和学术语篇写作的要求是

分不开的。１９８６年颁布的国家标准 ＧＢ６４４７－８６
《文摘编写规则》就明确要求文摘不要用第一人称

作主语，而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同时，国内许多期

刊约稿和学术写作教学资料都强调客观、非人称地

陈述和报道学术成果。相反，英语作者主要使用参

与度高的第一人称代词来表明身份，这也是与英美

科学界以及很多权威国际学术刊物所倡导和提出的

尽量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和主动语态来写作论文有

关。

六、研究意义及启示

首先，此项研究对医药院校英语课程设置尤其

是研究生英语课程设置有启示。医药院校英语教学

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用英语检索、收集医学专业

文献资料，获取专业信息，拓展专业知识，提高学术

交流的能力，并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得心应

手地运用英语进行教学、医疗、科研及其相关活动。

为更方便他们在未来通过发表英语论文在全世界范

围内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有必要在目前医药院校

的英语课程设置上下些功夫，比如，在研究生英语课

程设置上，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开设一些阅读、写作、

听说等方面的基础英语类课程，我们还需要开设一

些与医药英语有关的专业课程，让学生了解相关的

专业词汇，明晰医药英语文献的句法特征和语篇特

点，能够顺利进行其阅读和翻译等，除此之外，我们

更需要开设旨在提高研究生学术英语交流能力的一

些课程，如专业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和技巧方面

的课程，使他们了解怎样收集、整理和筛选研究资

料，怎样对学术图表进行说明，怎样写出言简意赅，

实用有效的论文摘要，又怎样写出符合英语论文文

体特点和规范的高质量学术论文。

其次，此研究对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亦有启示。

老师们在教授此类课程时，不能只拘泥于语言方面

的教学，还应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播，只有让学生了解

汉英两种文化的差异，加深对英语文化的理解，才能

教会学生在英语学术论文写作中巧妙得体地运用相

应的语言策略来呈现自己的研究结果和表达自身的

学术观点，使之更符合英语语言的表达习惯，更容易

被以英语为母语的编辑和读者所接受。另外，每个

国家的学术规范不尽相同，国内作者一般撰写的学

术论文有可能是汉语的，也有可能是英语的，而要想

扩大科研成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一般都选择用英

文发表。在教授学术英语写作和编写相关教学资料

的时候，应有意识地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引导学生

在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时注意英语文化中的语言策

略和学术常规，用恰当得体的自称语构建作者身份，

恰当的自称能帮助作者“推销”自己的研究结果，树

立并巩固自己在相关领域中的地位［９］。总之，要避

免按照母语文化和以母语思维来写作英语论文，才

能构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提高论文

的国际化融入程度，更好地达到交际效果。

上述研究表明，英汉医药学术语篇中都普遍用

到作者自称语来表征作者身份，对文本进行人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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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从而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过，因

为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语言差异，文化差异以及学术

传统差异，导致两种语篇在作者自称语使用频率和

具体表现手段上，呈现很大的不同。探寻并分析英

汉医药学术语篇中作者自称语使用的差异及其原因

将对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课程设置和学术英语写作

教学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１］ＨｙｌａｎｄＫ．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０２（３４）：
１０９１－１１１２．

［２］Ｈｕｎｓｔｏｎ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ｘ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３］梅美莲．中英文前言作者自称语语用对比研究［Ｊ］．西安
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３）：２７－３１．

［４］云红．论文摘要中作者身份的显与隐：基于２００８医学与
语言学国际学术期刊的修辞性研究［Ｊ］．外语教学，２００９
（５）：２９－３２．

［５］张秀荣，李增顺．科研论文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及
语篇功能的实证研究［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２）：１８－２１．
［６］ＨａｎＪＬ．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ｒｉｔ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ｓＳｅｌｆ－ｐｒｏ
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７］黄大网，钟园成，张月红．自我指称与中国科学家的身份
构建：学术论文引言章节的跨文化研究［Ｊ］．中国科技期
刊研究，２００８，１９（５）：８０３－８０８．

［８］李志君．汉英学术语篇中作者身份指称语使用的调查与
分析［Ｊ］．外国语言文学，２０１４（２）：８１－８９．

［９］吴格奇．学术论文作者自称与身份构建［Ｊ］．解放军外国
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３）：６－１１．

［１０］吴忠华，庞继贤．英语研究论文中作者自我身份构建分
析：以第一人称代词使用为例［Ｊ］．外语教育，２００９，９：
７８－８３．

［１１］徐窻．中国学生英语学术写作中身份语块的语料库研
究［Ｊ］．外语研究，２０１１（３）：５７－６３．

［１２］李萍．人称代词“ｗｅ”在科技论文中的语用功能［Ｊ］．四
川外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４）：７８－８０．

［１３］ＭｙｅｒｓＧ．Ｔｈ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８９，１０（１）：１－３５．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Ａ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ｌｆ－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ＬＩＵＹｕｅ－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ｌｆ－ｂｕｉｌ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ｅｌｆ－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ｏｃｃｕｒｉｎｂｏｔｈｔｙｐ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ｇｒｅａ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ｗａｙ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ａｙ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ｙｌｌａｂｕｓｄ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ｓｗｅ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ｌｆ－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ｒ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
ｔｙ；ｓｙｌｌａｂｕｓ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ｒｉｔｉｎｇ

·９８·



第３３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６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１６　

社会学理论叙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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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艺术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并从事西方经典作品和人文思想的翻译工作。

摘　要：社会学理论的目标在于客观地展现社会事实，揭示社会复杂结构与演进规律。可从事
实上看，任何社会学理论皆为理论家根据自己的认知对社会所做的叙事，是围绕其观点所进行的系

统符号建构。由于理论家的观点、立场、视域、观看方式、观察视角不同，自在世界在其眼中呈现的形

态各具特征，而其观看世界的方式、认知能力、精神活动机制、衡量存在的尺度以及判断事实的标准，

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造就了理论的千差万别。本文从观看与想象、对

象世界与选择、事实与叙事、同质性与异质性、观念与形态、地图与疆域等方面，对社会学理论叙事的

基础加以分析，为理解传统社会学、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维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传统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叙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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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社会学理论呈现出越来越
错综复杂的趋势，学派林立，理论形态千变万化，传

统理论、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相互盘绕交织在一

起，要想精确地区划彼此的疆域、明晰标示出它们的

边界已相当困难。传统的理论看似昨日黄花，但其

基本假设与基本原理仍是现代理论大厦的奠基石，

一些重要概念和思路依然现身于现代理论体系之

中。现代社会学理论常以与传统理论迥然相异的面

相示人，可其内里与传统理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其理论的参天大树依然深深地扎根于传统理论

丰沃的土壤之中。后现代理论以现代理论为靶子，

激烈地反对现代社会学近乎偏执的本质主义主张和

狂热的科学至上的原则，全面解构其宏大叙事，可其

所涉及的论题始终未能脱离现代社会学理论的论

域，只是变换了讨论和分析的视角；而且后现代理论

无意之间以模仿对手的方式，在解构现代社会学理

论宏大叙事的同时，不由自主地进行另一种叙事的

建构，而这另一种叙事仿佛距宏大叙事的路途并不

遥远———在人们看来，其绝对的相对主义、绝对的异

质论、多元主义与折中主义，仿佛是另一种类型的宏

大叙事。

几乎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立意都在于，展示世

界的真相，再现存在的事实与真理。然而，任何一种

理论事实上都只是理论家关于世界的认识的一种描

述和呈现，是有关世界、存在、事实与真理的叙说。

由于理论家的观点、立场、视域、观看方式、观察视角

不同，自在世界在他们眼中呈现为异样的形态，他们

根据自己看到的世界来认识世界，并根据自己的认

识来建构有关世界的理论；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理

论家本人观看世界的方式、认知能力、精神活动机

制、衡量存在的尺度以及判断事实的标准，都在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造就了理论的千

差万别。本文拟从观看与想象、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同质性与异质性、观念与形态、地图与疆域等方面，

对社会学理论叙事的基础加以分析，为理解传统社

会学、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提供一种新

的维度。

一、观看与想象

在有关社会的理论中，理论家的观点居中心地

位，观点体现着理论家观察世界与社会时所处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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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抑或采取的态度，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理论家通

过观念实践所希望展示的，就是其观点本身，而理论

是理论家围绕其观点所进行的符号系统建构。就理

论观点的界定而言，法兰西杰出的社会学家皮埃尔

·布尔迪厄给出过相当简明的界说，国内学者引用

了这一简明定义：“观点即立足点之观”（ｐｏｉｎｔｏｆ
ｖｉｅｗａｓａｖｉｅｗｔａｋｅｎｆｒｏｍａｐｏｉｎｔ）［１］１６。若对观点一
词加以分析，即可看出造就观点的诸种要素分别是：

观看者、观看对象、观看方位、观看时间、观看行动、

观看过程与观看结果等。而在这些要素之中，人们

最应该给予关注的，是观看者与观看方位，“立足者

之观”是观看者在一定的观看方位上，通过观看行

动而获取的观看结果。假定观看对象同一，观看方

位相同，观者不同，观看结果就会呈现差异。若观者

同一，观看方位不同，观看者看到的景观也会不一

样。事实上，即使是同一个观者，若在不同时刻观

看，观看结果亦不相同。人们的日常经验足以证明

这种假设的合理性，大量的社会学例证同样也能证

明其正确性。

人们通常相信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忽略研究

者的主体性及主体之间的差异，认定社会学理论是

对于社会事实系统的客观表述与释义，社会学观点

是对社会真理的客观展现。然而，这种所谓的客观

性相当可疑。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两

种有关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的幻觉：第一个幻觉是，社

会学的理论表现社会的客观事实；第二个幻觉是，社

会学理论表现的世界即客观世界本身。事实上，理

论表达的社会事实只是意向性事实，而非所谓的客

观事实。任何研究都是人做出的，人之间的差异必

然体现在其观点与理论的建构上，而这种差异首先

表现在其观看上。同为社会研究者，因观者不一，同

一被观看对象呈现为不同的形态。在埃米尔·迪尔

凯姆看来，社会存在先于个体，由先在的社会事实构

成，社会事实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个人，且比个体生命

存在更持久；而在马克斯·韦伯眼中，社会却是另一

种景观———社会只是用来指称一群人的名称，离开

构成群体的个人及其行动，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两

种不同的社会观带来了两种对社会的理解与阐释，

两者根据自己的主张，分别建立了唯实论的社会学

理论与唯名论的社会学理论，并随后演化成为两种

迥异的社会学流派。然而，即使是同一宗属的社会

学家面对同一对象，因观看视角不同，也会持有不同

的观点和主张。赖特·米尔斯与路易斯·科塞同为

冲突学派的社会学家，但由于他们看待冲突的方式

不一，对于冲突的认识也不一样。米尔斯看到的是

绝对的冲突与利益的对立，科塞则看到了冲突与合

作的并存，基于不同的观点，两者分别创立了各自独

具个性的冲突学说。

显然，在社会研究与探索过程之中，社会学家的

主体性始终存在，并始终在发挥着意向性但并非任

意性的作用。无论人们怎样否认，主体性都会顽强

地显现自身，并渗透进研究者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成

果之中。假如用心去看，我们即会发现，每一位社会

学家的理论，皆为带有其个性特征的社会学理论；即

使是同一学派的理论家，其理论同样也会显示出各

自的差异，而理论上的这种差异，恰恰就是理论家主

体性存在的证据。因此，将社会学理论看作是社会

事实的客观表述，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认定，是一

种想象出来的抑或认定的客观性。这种想象凭借的

是建立在简单的、机械论基础上的主客两分法判断

标准，把认识主体视之为客观反映者，根据刺激—反

应模式，反映者一丝不差地再现对象本身。事实上，

研究者永远不可能成为映现客观世界的完美机器。

主体永远不可能从人的活动之中抽身而去，米歇尔

·福柯宣告的“人之死”（主体之亡），不过是一种夸

大其辞。福柯创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其理论

既是主体活动的产物，也是主体存身于世的明证。

福柯的理论不可能是拉康、德里达、列奥塔、鲍德里

亚、德鲁兹等人的理论，而只能是他本人的理论。结

构主义与解构主义都试图抹煞主体的存在，但二者

抹煞主体性的过程，其实就是其主体进行活动的过

程。让－保罗·萨特有关选择的绝对自由的主体
论、浪漫主义者的任意专断、唯意志主义者夸大主体

作用的主张本身是有问题的，它们造就了一种主体

无所不能的虚妄，但人们不应在反对此类有问题的

主张的同时，造就主体已死的另外一种幻觉。如果

我们冷静地思考，即可发现结构对主体虽具有强烈

的制约、限定作用，但结构永远不可能扼杀其存在。

当我们发现，将研究主体看作映现客观世界的

完美机器是一种幻觉时，我们还有必要审视第二种

所谓的客观性。通常人们认为，社会学理论表现社

会的客观事实，社会学理论表现的社会事实，即社会

事实本身。其实这只是另外一种有关客观性的幻

觉。任何理论表现的世界只是观者眼中的世界，是

世界的一种映象。而这一映象，依据黑格尔的理解，

绝非客观世界之本体，而是一个他物，“映象是从有

之范围里还剩下来的全部余留。……是本质的一个

他物”［２］１０。理论展现的世界，在观看的意义上对应

于外在世界，这一外在世界是大卫·休谟那种通过

经验与感官所触知的世界，也是伊曼努尔·康德所

·１９·



言的人们感知的现象世界，而非世界本体（物自

体）。人认识到的世界，始终都只是也只能是被人

感知到的世界，是人在认识世界过程之中的一个新

的生成物，它介于人与本体世界之间，既非纯粹的主

观构造，亦非纯粹的客观对象。实际上，依据人的认

识建构的理论所表现的世界，并非是人们认定的客

观世界，而只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关系体现。

人们把理论表现的世界当成世界本身，是双重

置换造成的结果。人们最初将观看世界获得的映

象，看作是（ｔａｋｅｉｔａｓ）世界本身，然后又把依据世界
映象建构的理论呈现的世界视同为（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ｔｗｉｔｈ）
世界本身。其过程如同假设Ａ＝Ｂ，Ｂ＝Ｃ，所以 Ａ＝
Ｃ。事实上，假设就是假设，而非真实本身。从真实
性上考量，Ａ就是Ａ，Ａ不是 Ｂ，Ｂ也不是 Ｃ，所以 Ａ
根本就不可能等于 Ｃ。威廉·冯·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Ｈｕｍｂｏｌｄｔ）曾言：“人是———人。”［３］１８９马丁·海
德格尔也曾经写道：“语言是语言。”［３］１９０洪堡和海

德格尔的表述看上去像是赘述（ｔａｕｔｏｌｏｇｙ），抑或是
逻辑学上的同义反复，但实际上它恰恰是在强调本

位回归，反对替代，反对用其他的语义来取代或置换

原有的语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止看似真实

的虚假置换。世界本体与人对于世界的呈现，原本

是两种类型的存在，一种是实在域的存在，一种是符

号域的存在。人们所以将其混同，乃是误认和误识，

这非常类似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展示的那种

状况：将镜中自我看作是实存自我本身。完成这一

过程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机制，即想象性视同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这一机制让人将其看
到的世界（世界在人视觉上的映象）看作是世界本

体，随之又用言语将其看到的世界（世界的映象）呈

现出来，并最终将言语呈现的世界视同为世界本体。

其实，世界本体、世界的映象、映象的呈现，原本是三

种不同的存在，分别隶属于实在域、知觉域与符号

域。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想象性视同这一精神机

制会无意识地发挥作用，人们对此习以为常，错把看

到的世界当作世界本身而不自知，进而相信自己眼

中的世界就是世界本体。实际上，人对世界的认识，

不过是对世界的经验与感知，与世界本体在经验及

感官的层面上仅存在一种对应关系，但绝非客观世

界本身。而人根据对世界的认识创立的理论，从根

本上说，原本就是人无法从其中抽身的符号性系统

建构。强调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人，可能会竭尽全

力想要从其理论建构之中抽身而去，但是实际上他

们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Ｈ．詹姆斯曾明白无疑地

告诉世人说：“作者试图从其书写的著述之中隐遁，

可他却现身于其所书写的每一页之中。”［４］３７在人类

的活动中，主体始终在场。

二、对象世界与选择

理论建构的依据，是人对世界与社会的感知和

认识，而感知和认识始于人对世界和社会的观看。

观看影响着人对世界与社会的感知与理解，进而影

响理论的系统建构。柏拉图很早就已认识到观看所

具有的重要意义，博学的沃尔弗干格·冯·歌德也

发现，眼睛有着自己的生活。人的观看并非单纯机

械的目视活动，而是观者将目光投诸于对象世界的

视觉选择活动，观看意味着选择，意味着对世界的整

理。巴尔曾在《看》一文中引述了歌德表述其主张

的原话：“我们在投向世界的每一瞥关注的目光的

同时，也在整理着世界。”［５］２８２观看是意蕴丰富的精

神—视觉活动，其中涉及与观看主体相关的观看视

角、观看方式、观看意图与态度等。观看视角、方式、

意图与态度不一，人们所看到的世界与社会也各不

相同，它们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对象世界的感知、认

识、把握与判断，影响着人们对世界与社会形成的看

法与主张。

众所周知，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有着多种多

样的观点与主张，进而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论流派。

实证主义社会学、社会进化论、知识社会学、形式社

会学、文化社会学、理解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社会

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现象学社

会学、本土方法论、批判社会学、新功能主义、理性选

择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结构化理论、反思社会学

等，所有这一切，只是诸多社会学理论中的主要理论

和学说，不过仅就这些理论与学说显示出的彼此之

间的差异与分歧，足已说明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样

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但在对社会的认知、分析与解释

上，研究者采取了彼此不同的路径，运用不同的分析

框架，选择不同的解释方式。这些理论与学说相互

之间观点各异，甚至彼此之间互相冲突。对于这种

状况，我们无法做出那种所谓的对与错的判断，因为

每一种理论与学说皆有其合理的解释逻辑与立论依

据。然而，差异的确存在。要理解这些差异，我们只

能运用回溯的方法，回到理论与学说的提出者那里，

回到其初始的观点与观看活动上去。

理论与学说是研究者依据其观点所进行的符号

建构，而观点的获得与研究者的观看活动、尤其与其

观看视角及观看方式相关。观看视角由观看者选定

的位置限定，在何处观看，意味着从那一位置给定的

角度观看。这里所说的位置，并不只限于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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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限定的视角，还包括意向性的、学科性的视

角，譬如本体的、认知的、价值的、审美的视角，政治

的、伦理的、科学的、法律的视角等。从不同视角观

看，被看对象会呈现出殊异的形态，被看对象的属性

也会因此在观者眼中发生变化。同一个被看对象，

从政治的视角观看可以接纳的，而从伦理的视角上

观看则可能必须拒纳。甚至即使是运用同一学科的

观看视角来观看同一对象，因角度不同，也会出现不

同的观看结果。如在马克斯·韦伯眼中，科层制基

本上是一种具有正面功能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在米

歇尔·克罗齐耶看来，却是极具负面价值的恶性循

环现象。

观看视角框定了观看的视域与观看对象，观看

方式决定观看活动的属性与观看结果的性质。

三、事实与叙事

在社会学研究之中，人最重视的是社会事实，它

是研究者从事研究的基础。社会学所要做的事，用

埃米尔·杜尔凯姆的话说，就是用社会事实来解释

社会事实。在他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集体

性、外在性与强制性特征。然而，社会事实并不是纯

客观的，并不等于外在于人的存在，抑或发生在人之

外的事件。纯粹客观的存在抑或本体世界是否存

在，人无法确定，用康德和休谟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

不得而知。可一旦人要认识这种存在，判断它存在，

就必须使用其感官，而此时人业已与被认识的对象

建立起联系，他本人已成为其认识活动的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将其自身包含在其

中的世界。也就是说，他所认识的并不是纯粹客观

的存在，而只是他所认识的存在，他无法将其自身从

中剥离出来。

关于这一点，发生认识论的代表人物 Ｊ．皮亚
杰、Ｒ．加西亚在其《心理发生与科学史》中做出了明
确说明，他们认为，研究者所指的社会事实，归根到

底“也始终是由客体提供的一个部分和由主体构成

的另一个部分之间组合的产物”［６］１１。与之相似，量

子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卡尔·海

森堡也做出过同类的说明，他指出人在认识世界的

过程中意外地与自我邂逅，人作为观测者始终是观

测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观测者总是作

为被观测过程中的一部分，那么人们长久以来所领

会的客观性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７］１９６。也正

因为如此，他提出了测不准原理。涉及同类现象，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曾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理论决

定观测结果。”［７］１９６换一种方式来表述，我们亦可用

此来对这类现象进行诠释。理论原本是观点的系统

表述，因此我们可以将爱因斯坦的论断改写为“观

点决定观测结果”。而观点是观者在其立足之位上

所看到的景观。

若将这一主张运用于社会学，即可发现，社会事

实是社会学家根据其观察所做的一种建构，其中在

这一围绕着外部世界的建构过程里，社会学家自身

的主体起着重要作用，他始终在场，始终在其建构的

社会事实之中。仍以埃米尔·迪尔凯姆与马克斯·

韦伯为例，即可说明问题所在。他们同为现代社会

学的创立者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但在二人眼

中社会却呈现为不同的形态。

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由先在的社会事实造就

而成。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并作用于人，对

人的意识进行塑造。埃米尔·迪尔凯姆把社会学的

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现象———具有客观性、集体性

及强制性的社会事实，并提出一整套的研究方法，建

立起了自己的唯实论学说。他写了《社会学方法的

规则》一书，并以此为基础，从事社会现象研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代表作《自杀论》《社会分工

论》，无疑是体现他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的经典

之作。

然而，在韦伯看来，唯有个人以及其行动才是真

切的实在。离开了构成群体的个人及其行动，社会

根本就不存在。真正重要的，不是那种超越于人之

上的社会结构，而是包含着人的主观意义的人的社

会行动。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得以

构成的人本身有意义的行动，而要研究人的行动，就

必须使用他所倡导的“投入理解”的方法，这样才能

发现主导行动者行动的内在逻辑，并对其做出合理

解释。他以此为本确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他所撰写

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即是其方法论的系统表述。

他按照自己限定的方式从事研究，提出了大量具有

原创性的几乎涉及到社会学每一个领域的系统学

说，创立了具有社会唯名论特征的理解社会学。其

学说成为现代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另一源头。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只是人们的

一种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认定。因此在讨论社会事

实时，必须要将人的在场性考虑在内。

社会事实并非客观性存在，而是人对外部世界

与自身关系的一种判断与认定。理论是对这并非是

客观性的存在的表述，因此也就更不能称之为客观

性的存在。事实上，人的理论表述只是一种言说，一

种叙事，亦即对自己所感知、判断和认识的存在的一

种系统表述。

假如纯粹的客观世界存在，我们在此所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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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三重存在：纯客观世界、社会事实与用社会事实

来解释社会事实的社会学理论。我们无法确保理论

的言说能够与客观世界完全重合。我们所能做到

的，只是尽可能让社会学理论与其要解释的社会事

实相契合。

即使要让社会学理论与所言说的社会事实完全

契合，也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首先，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对等性。社会事实是一种

存在，语言是另外一种存在。社会事实是主体融入

其中的高度复杂的存在，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两者

之间所能够达到的最多是一种对应性。语言作为能

指与所指的结合形式，自身本非是一种完美的结合

体，能指与所指之间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而且

一个能指可以有多个所指，同样一个所指也会有多

个能指，甚至从最为极端的意义上讲，能指会不断地

滑动，因而语言的歧义性、含混性是显在的；而且语

言的意义本非只是其词典意义，其真义在使用中被

使用方式所决定。因此，要使其自身结合并不完美

的符号与社会事实相对应极为困难。

所以，人们在看待理论的过程中，应注意到这种

复杂关系，要注意到其间存在着的诸多缝隙，注意到

它们隶属不同性质的存在，一方并不代表另一方，甚

至一方与另一方并不完全对应。人不能完全通过理

论来认识社会事实。

然而，理论作为一种叙事，必须以社会事实为基

础，没有这一基础，理论就无法言说，尽管其言说通

常不够充分。即使其言说充分，人们也应该注意到

其言说与社会事实相对应的程度，要知道语言作为

一种符号性存在，本身也具有建构功能，它能够建构

另外一种存在，代替社会事实出场，抑或先于社会事

实到场。假如人们过份相信理论，就会因理论与社

会事实具有良好的对应性而接近社会事实，因理论

与社会事实错位而远离社会事实。

即使理论的叙事与社会事实之间具有良好的对

应性，理论对社会事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人们也应

注意到，由于社会事实并不完全是客观性的存在，而

是主体参与其间的存在，理论如何叙事与对社会事

实如何认定的人的主体活动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人们不仅应注意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复杂

关系，更应关注确认社会事实的主体与社会事实之

间存在的关系，而如何认定社会事实，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研究者从何处观看，以何种方式观看。

四、同质与异质

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之争表现在很多方

面，然而，这些表现从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观看方式

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他们对社会事实做

出不同的认定，并造成了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方面

的殊异。在现代社会学家看来，社会事实是具有同

质性的存在，因此可对其进行化约，可使用还原、高

度简化、高度演绎的方式，进行量化分析，进行规范

性的研究；而后现代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事实是具

有高度异质性的存在，具有不可通约性，因此不能进

行简化，不能使用还原论的、高度简化、高度演绎的

方式来进行研究，反对将定量分析作为主要的分析

方法，而主张重视复杂性、多元性、相对性，采用描述

的逐一对待的定性分析的方法，尊重社会事实的本

原状态。

事实上，社会事实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之争，归根

结底是观看之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中并不

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更不会在不同的历史时刻

发生一模一样的事。强调异质性即强调差异性。因

此从绝对意义上说，这种强调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社

会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当谈论社会中的人时，应具

体化。如乞丐绝不可能与总统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和

权力；当谈论居住条件时，应将富人的居住面积、穷

人的居住面积及大量中间群体的住房面积分别进行

具体描述，而不应将所有被研究的人群的居住面积

加以平均，用平均值来说事儿，不然就会掩盖具体的

真实性；在讨论女权时，应厘清是什么人的女权，是

白种女人的女权？黄种女人的女权？黑种女人的女

权？是哪个地区哪个阶层的女人的女权？在后现代

社会学家看来，根本就不存在那种同一的标准的权

利，也不存在普适性的原理与准则，对一个人适用的

对另一个人可能完全不适用。如同意大利谚语所

言，“一个人的面包对另一个人是毒药”。

然而，假如从宏观层面上看，社会事实仿佛又具

有同质性。悬置了个体差异后，以其他物种作为对

象进行比较，即可发现，人作为一个类属，具有大量

的同质性。社会学家也发现，人类有着共同的目标。

至少一些总体目标为人们普遍所接受，譬如解放、自

由、民主、平等、和平、发展等。这些目标虽并未实

现，但其作为社会前进的目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且世界上的人们，起码是大多数人仿佛一直在

朝着这些观念指向的目标做着不懈的努力。正是基

于这种理解，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未竟的事

业。人类共同的目标之所以未能实现，在于人们没

有采取正当的方式，假如人们之间的交往不是采用

权力的媒介、金钱的媒介，而是运用本真的话语作为

媒介，那么走向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目标的道路就

会变得通畅。因此，继续从事现代性的建设，完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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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的事业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显而易见，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双向性

的交替性的涌现，有着合理性与必然性。现代社会

学家与后现代社会学家看到了社会事实存在的两极

性，看到了人们矛盾而又真切的双重需要，而正是他

们的发现造就了他们各自的理论。只是他们各执一

端。他们注意到，人希望保全自己的个性、自由和个

性化的需要，但同时也希望整个社会朝着平等、自

由、民主、和平、富强的方向发展。将两种需要推至

极端，就会造成两种需要的对立。无疑，现代性理论

与后现代理论的对立也正是对人的矛盾性需要的一

端的执守造成的，而无论执着于哪一方，都有可能使

真正存在的需要得不到合理的满足，问题得不到充

分的解决。若注重同质性而排斥异质性，就有可能

忽视人们的差异性需要，忽视人的个性，用形式上的

真实掩盖实际上的虚假，用抽象的公正来抹煞实际

存在的不公正，用一元化的标准来压制人的多元化

的需求，将富有活力的有着创造力的人变成机器化

的数字化的便于操控的异化对象；相反，假如固守异

质性而否定同质性，一味地强调对现代性理论的解

构，向一切同一性、统一性开战，一味地否定一切现

代性的规范，而自身毫无建树，那么最终就会造成研

究范式的完全失效。这样，理论不复为理论，缺乏概

括性，不具有任何规模性的解释效力，人们之间因强

调异质性，排除一切同质性，最终将无法进行真正意

义上的交流与沟通，最低限度的组织难于形成，最为

基本的合作也无法进行。毋庸讳言，这将把社会与

人置于一种艰难的境地。

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论争，源于对不同

的社会事实的把握，源于对社会存在的不同形式的

观看。假如执守于现代性理论的理论家与热衷于后

现代理论的理论家都能够换一种视角来重新看待社

会与社会中的人，他们就有可能看到以往自己看不

到的存在，两种之间的对立就有望变成对话，就有可

能进行沟通与交流，形成对社会事实的新的认定，对

社会事实做出不同以往的解释，建构有关社会的新

型的理论。

关键在于要从多元的丰富的经验出发，而不是

从固守于一点的观看视域那里形成对社会事实的认

定。社会性的存在是错综复杂的，人的需要是多样

的和矛盾的，研究者与理论家应该让人的多元性的

需要以其原有的方式存在，不对其进行人为的干预，

其中包括认知上理论上的和观念性的干预。以复杂

的方式来看待复杂的社会，以矛盾的眼光来看待矛

盾的需要，让矛盾以矛盾的方式存在着。据此，从多

维的视角来进行观看，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事

实，并运用理论的方式对其进行叙说，而那时我们所

能够看到的理论的叙事将会是多元化形态的叙事。

五、观念与形态

事实上，无论是否强调多元，社会学理论始终都

是以多元的形式存在着。尽管从孔德和斯宾塞开

始，就有着建构一元化的将所有的内容皆囊括其中

的宏大社会学理论的构想与努力，但这种理论始终

也无法取代其他的理论。翻看社会学理论的历史，

我们发现，即使是同属一派的理论家，也同样显示出

其理论的个性差异，这种个性差异正是其在观察时

所具有的观看视域、观察视角、观看方式的不同造成

的。影响人观看事物的方式既受知识与信仰的影

响，也受传统、地缘文化、教育模式、习俗时尚、性格、

偏好、社会地位、出身、性别等的影响。

理论的叙事始于观看，而观看是一种意识活动。

意识犹如烛光，它只能照亮意识领域之内的世界，而

烛光之外，是黑暗的领域，其间的存在人们不得而

知。那种试图建立包罗万象的理论的努力不言而喻

是徒劳的。一个人的意识只能是他自身的意识，不

可能是别人的意识。而人与人的意识之间皆存在差

异，这就注定了人的观看活动的多样性，注定了对社

会事实的认识的多样性，从而形成理论叙事的多元

化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的多元是一种必

然，而多元理论的共生也就不可避免。在每一个时

代，总会有某种理论占据优势地位，但它并不能扼杀

其他理论的存在，并发挥其影响力。

应该说，理论的多元与共生是不争的事实。不

过我们应该关注构成理论多元的要素。除了以上所

言的那些元素之外，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观念的作用，

观念在观看与理论叙事方面具有很强的塑造功能。

当相信自己能够找到存在的深度模式的时候，人们

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这种结构，在所有的被研究的

对象之中，研究者仿佛都能够看到这种模式的结构，

并且运用最为简洁的概念工具来进行分析与描述。

结构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他们运用两

分法与二元对立的概念工具，在所有研究对象内部

都观测到了隐含着的深层结构，通过数比关系的分

析与符号矩阵的建立，他们将隐含在其中的深层结

构复制出来，并运用最为简约的语言对其进行描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理论家是最强调同质性

的人，他们在所有的被研究对象之中，都发现了大致

相同的结构。特里·伊格尔顿曾经以嘲讽的口吻谈

论结构主义理论家，说他们凭借自身的方法一下子

就到达了理论的制高点，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就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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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的确，他们确实有本领在几乎所有的对象中

都能找到那类深层结构，他们能够说清楚对象本身

的同质性与同类结构，但是他们无法说清这类对象

之间存在的差别，使一个对象区别于另一个对象的

差异性。结构主义看上去像是一种发掘与复制，实

际上是一种拆解与重组，它将原本有机的整体拆散，

根据自身理论观念的需要，重新组合，塑造成与其理

论叙事要求相对应的那种模样。

结构主义理论家是这样，那些盲目地信奉数理

工具的人同样也是这种观念的牺牲品。在当代，尤

其是在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不少人对数字、图表、

公式与模型极度迷恋，几乎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似乎不使用这些工具就显示不出水平。只要有可

能，他们就会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大量使用数

字、图表、公式和模型，似乎只有这样才够科学、严

谨，才有真正的份量。事实上，数字统计分析和概率

分析只有在说明总体趋势时，才是真正有用的；其他

时刻，尤其是在针对具体的对象时，他们几乎不具备

任何真正有效的有针对性的解释力。统计与概率分

析的真正价值在于寻求一种总体上的趋近值，确定

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做出预测。作为工具，

使用起来相当便利与经济，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

明一些问题。因而，使用统计与概率分析具有相对

的合理性，但统计分析中所谓的平均事实上根本就

不存在。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对这些工具的使用极为

在行，然而他却声称，在文字能够说清楚时，尽量不

用数字，在数字能够说明问题时，尽量不用公式、图

表与模型。他认为，在数字、图表、公式与模型之中

隐藏着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这更多像是在玩游戏。

其实，数字、图表、公式与模型的虚假一点也不亚于

文字，甚至比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用者特别容

易用这些工具蒙骗那些不会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就

有关社会事实的叙说方面而言，这种方式不仅缺乏

直接的对应性，而且很有可能错位，将社会事实扭曲

成为另外一种模样，并依照数字、图表、公式与模型

将社会事实按自己的需要进行重新塑造。

因此，如若缺少必要的反省，人很容易成为其观

念的囚徒，为自己所建造的观念世界所囚禁，这不仅

会毁掉他自己所经验的世界，而且也会最终毁掉自

己真实的存在本身。

六、地图与疆域

即使我们能够摆脱观念的束缚与限制，从观念

的囚禁中解放出来，尽可能地按照实际经验来进行

判断和认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存在本身具有

多域性、多态性，其间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我们置

身其间的物性世界存在于实在域，我们对物性世界

的感知空间属于心理域，而我们用于表现我们对实

在域认知的文字、图像属于符号域。

实在域的世界，从其物性来看，不因人的意志与

愿望而改变属性，但在不同条件下会呈现为多样态。

不仅如此，当人与这一世界相遇时，在作为主体的人

的眼中和心中，它亦会呈现为多样化形态。而有关

这一世界的认知也样态各异。关于世界本源，仅西

方哲人就说法各异，远至古希腊的泰勒斯、毕达哥拉

斯、巴门尼德、普罗泰戈拉、柏拉图，近至康德、黑格

尔、叔本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皆有自己的学说，

他们的主张彼此殊异，个性独具。每一学说所具特

性，皆为其主体在场的标志。

人的主体，在具有自主性、能动性、选择性的同

时，亦有个异性。这种个异性即“人差”，它与生俱

来，根植于身体（生理构造、神经系统）基底，它决定

着人只能是他自己，它是一人区别于他人的决定性

要素。主体的这种个异性，注定了一个人在感知世

界、接受外界刺激时异于他人，它影响人感知世界的

方式，作用于人的知觉导向、意识选择、对文化的顺

应或拒纳等。具体到社会学家，他们的学说之所以

具有独到之处，在于其主体性的作用，这种主体性令

其在感知社会时异于他人，社会在其观看中显出不

同外观，而其用言语描述的社会亦呈现出与其观看

对应的多态性的面相。

人虽因原生的个异性在主体活动中注定会显示

出其区别于他人的的特质，但若搁置这种差异，从宏

观层面上看，人作为同类，在身体的总体构造上和感

知世界的总体方式上又存在着类的相同性。这种类

同性是人们彼此认识、理解对方的基础，是相互间达

成共识的根基；也是人可使用语言这一公共符号系

统来表述彼此能理解的意义的前提。类同性使人的

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人相互协作，朝向共同的目

标，齐心协力共建理想社会。

共建理想社会，异议虽存，但总体目标一致，即

和平与发展。在此进程中，社会学家肩负着重要使

命，为让人认识社会，社会学家须完整再现出社会全

貌。为此，他们需找到如实描述社会本相、社会运行

与发展趋势的语言，进而描绘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

为创造理想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然而，社会学家必

须时刻保持清醒意识，有关社会的未来设计或蓝图

只是愿景规划，其功能最多能够媲美地图，令人通过

符号性的存在与实存社会建立起联系。

地图不是疆域，它只是根据数学法则，使用点、

线、色块、文字、数字等来表达疆域上各种事物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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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联系及时间中的发展变化状态而绘制的图

形。其首要功能是工具作用，能最为简明地让人认

识实存的疆域。从其构成上看，地图最显著的特征

是高度的缩与略，这意味着空间压缩与细节省略。

疆域上的大量实体存在，到了地图上踪迹全无，成了

空白，要想令其充实，惟有借助想象的力量。地图对

应但不对等于疆域，且这种对应只是部分的对应，简

略对应，有时对应的二者间会发生错位。

理论叙事与地图相似。理论再现的社会如地图

标示的疆域，始终是概略的。构成理论的语言，无论

其描述多么详尽，都终归是框架式的抽象性的描述，

人们必须运用想象，才能将省略掉内容的空白填充

起来，以便得到比较具体化的社会的图像。

毋庸讳言，找到一种完备的叙说社会事实的语

言是困难的，即使能够找到一种理想的语言，也不应

忘记叙说中的社会与现实的社会，仅为符号与现实

的一种对应关系，而且在作为叙述者的主体在场的

情况下，其间的关系极有可能发生偏移、甚至错位。

词语本非事物，宛若地图并非疆域，有关社会的

理论远非社会本身。社会学理论是关于社会的叙

事，现实社会是社会学理论叙事的基础，理想状态下

的社会学理论叙事，能够带领人们认识社会真相；而

社会蓝图则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叙事，其功能犹

如地图，将为人们建构未来社会指明方向，提供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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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联动机制：公共安全事件的防护网
———以河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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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应急管理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急联动机制是其中的一项内容。在分析突
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的理论基础、支撑条件和运行过程基础上探讨了河南省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建

设中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制度建设滞后、联动保障乏力等问题，并给出了推进应急联动法制建设、深化

应急联动体制改革、保障应急联动资源建设、完善社会参与联动途径、加强应急联动技术创新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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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应急管理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急
联动机制是其中的一项内容。当前全国各地在建设

应急联动机制过程中，因政府各部门职责不明晰，政

府各应急部门、社会各单位之间尚无法构建统一协调

的合成作战模式，应急管理工作存在条块分割现象，

以至于出现了“应而不急、联而不动”的管理窘境，应

急联动中心尚未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加

强突发事件的应急联动机制研究迫在眉睫。

一、河南省公共安全形势分析

河南省是人口、资源、农业大省，地处交通要冲，

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其突

发事件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人口众多使得发生突

发事件的概率增多。河南省是农业人口大省，人口

活动范围广，以农民或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大军的科

学知识和劳动技能偏低，人员流动多，在公共卫生等

领域存在较大风险。二是河南省地处中原，铁路、公

路发达，是东西南北交通枢纽，突发事件发生后便于

应急处置，但在特定情况下，交通干线本身也可能成

为事故灾难多发因素。三是河南省存在突发事件较

集中的矿产安全生产领域。河南省地质构造复杂，

地层发育比较齐全，成矿条件优越，蕴藏着丰富的矿

产资源，是全国矿产资源大省之一。由于开采矿产

资源获利巨大，存在铤而走险的冒险行为，因此在煤

矿等矿产资源的安全生产方面比较容易发生灾难事

故，突发事件相对集中。

近年来，河南省的公共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趋向

好转，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的起数有所下降，伤亡人数

和经济损失也有所下降，应急管理机制更趋完善，县

区以上政府综合性专业化的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形

成。但河南省应急管理的复杂性、严峻性仍然突出，

各类公共安全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近几年来先后发

生了“信阳光山２３名学生被砍伤事件”“开封兰考
孤儿收养家庭火灾事件”等比较重大的公共安全突

发事件，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河南省高度重视应急处置，在近年发生的突发

事件处置中，基本建立健全了应急机构，培养了一支

技术比较全面的应急队伍，实施了某些行政区域间

的应急联动，充分发挥了应急救援中媒体的作用。

但应急处置的实践也让我们认识到，应急难度远超

预案，信息的不充分影响危机的正确处置，缺乏系统

监测、预警、应对、管理突发事件的科技手段，公共安

全产业发展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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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

１．基础理论的支撑
协同理论是一门新兴的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的交叉横断学科，重点研究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

有序时的相似性。系统理论认为，虽然自然界存在

着差异性较大的结构性系统，但是每个大系统内部

是由很多相互影响的小系统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

不稳定与稳定两种状态。系统无论是有序还是无序

状态，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协同理论概

括了具体现象背后所遵守的共同规律，因而具有广

阔的应用范围。就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而言，引入

协同理论是很有必要的。首先，系统能否发挥协同

效应是由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决定的，各

个子系统协同得好，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就好，就能产

生１＋１＞２的协同效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面临着
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协同好

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把所有能够协同的力量

协同起来就能够提高应急能力。其次，协同理论告

诉我们，必须抓住影响事态的关键因素，找准起决定

作用的序参量。因为序参量的特征决定了它是管理

系统发展演化的主导因素，通过控制管理系统外部

参量和加强内部协同，强化和凸现我们所期望的序

参量，就能使管理系统有序、稳定地运行。最后，自

组织是管理系统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协同是提高

自组织的能力和效能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只有把自

组织协同好才能提高整个系统的功能性。自组织的

发展和有机协同是应急联动机制整体功能强大的基

础保障。

２．技术条件的支撑
应急联动的执行在人，而人的匹配，职责的明

晰，资金与物资等各种应急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不

同部门间、不同区域间的合作如何启动，指挥权如何

明确，应急处置中如何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都有赖

于制度的安排。应急联动支撑包括技术支撑与非技

术支撑，两者相互配合，才能成就更好的应急处置能

力。目前技术支撑主要指区域间、部门间各原有技

术支持资源的整合、升级，新型技术支撑的融入等。

技术支撑包含信息支撑、通讯支撑、网络支撑等内

容，所有这些与应急联动平台建设密切相关。非技

术支撑主要包括突发事件处置的法律法规、应急联

动资源及相关的制度设定。总之，成功地应对突发

事件，离不开各方面的技术支撑和非技术支撑。

３．运行过程的协同支撑
应急处置的联动侧重于过程研究，作为一项

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

就具体运行而言，可从应急联动的模式窥探一二。

根据有关研究，国内目前的应急联动还处于探索

发展的阶段，可分为集中、授权、代理、协同四种模

式。集中模式通过专门的应急联动中心整合政府

和社会所有的应急资源，代表政府全权行使应急

联动指挥、处置职权。南宁市就是此模式的代表。

授权模式是政府利用现有的应急指挥基础，授权

给某一部门，承担起应急联动的指挥职能，相关应

急部门配合响应。一般来说，这个牵头部门是公

安１１０指挥中心。代理模式较为简单，由政府成
立统一的接警中心或呼叫中心，负责接听城市的

应急呼叫，将接警记录按性质分配给一个或多个

部门去处理。协同模式是通过重构信息网络平台

将多个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部门指挥中心和执

行机构组合在一起，按照约定的流程，分工协作、

各司其职、信息共享。该模式由多个部门指挥中

心和更多个基层远程协同终端构成，不同事件有

不同的指挥、执行主体，分类接警、分类处置。

三、河南省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建设的不足

１．思想上重视不足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在

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基本形成应

急联动机制网络。但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尚未很好地

开展此项工作，主要是部分领导干部对建立健全应

急联动机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思想上尚未认识到

应急联动机制的社会价值。主要表现为：一是认为

突发事件在本地区发生的概率不大，早投入、多投入

没有必要，且加之财力有限，更认定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二是对应急联动可能带来的部门调整不安，现

有部门均强调自身的重要性、特殊性，在联动过程中

易出现“应而不急，联而不动”的局面。应急处置是

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不断的投入、专业化人

才，还需要对原有的管理体制进行相应变革，因此，

思想认识不到位会从深层次上影响应急联动机制的

建设，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２．制度建设不完善
河南省应急管理方面虽然出台了一些法规，但

系统性不够，操作的联动性不强。一方面，应急联动

中的横向联动不顺。应急联动涉及部门众多，可分

为纵向和横向的联动。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应急

工作属地管理的应急管理体制，政府应急响应和突

发事件的处置是按照“按灾种，分部门”“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理模式，纵向协

调联动是比较顺畅的。而横向联动，往往受行政区

划的限制，由于管辖权不确定等原因，在指挥权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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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是相对滞后的。同时，由于危机管理分行业、

分部门进行，在发生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应对的“综

合性”突发事件时，往往容易出现部门间职责交叉、

相互掣肘的情况，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救援时

机，呈现“不联不动、联而不动，联而慢动、联而乱

动”的机制不协调的现象。另一方面，社会与政府

的应急联动协作途径不畅。突发事件的“公共性”

决定了非政府组织合作参与其中的必要性，政府外

部的协调联动是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众、国际组织等

的协调联动。但目前突发事件发生后，总是先启动

某个政府部门的上下级应急管理工作，对突发事件

进行预防和处置，社会参与度不高，缺少非政府组织

的有效配合与合作。社会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组织

有效参与减灾的机制也不完备，公众突发事件救助

素养不高。

３．联动保障乏力
河南省成立了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应急联动安

全委员会等机构，各个部门也制定了一些应急法规，

但存在着规范性不强、整体性差，相互之间缺乏衔接

甚至矛盾的情况，应急法制建设滞后。一是规范性

的应急制度建设不足。各级政府和社会各应急联动

单位之间的联动协调只是原则性的暂行约定，对各

级应急协调联动主体在应急体系中的地位、权责分

配、处置程序、运作规则、经费保障和应急系统技术

标准等缺乏统一的规范性要求，跨区域公共危机责

任追究机制也是缺失状态。二是应急技术支撑系统

整合力度不够。目前河南省很多部门独立开发各自

的规模大小不一的专用监控管理系统，如地质灾害

监控管理系统、智能交通监控管理系统、消防监控管

理系统、流浪乞讨人员监控管理系统等。１１０、１１９、
１２０系统的大部分如ＧＩＳ系统、数据库系统、电话接
入系统、录音系统等都属于重复建设。指挥调度和

辅助决策由于受系统的限制，功能较弱，无法解决突

发事件。重复投资导致资金没有集中使用，分散到

消防、公安、供水、供电、供气、防风、防洪、防旱、防震

等政府部门的各指挥调度中心的建设资金严重不

足，系统更新不及时、应急设备落后的现象普遍存

在，根本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加上保证

本部门利益的短视行为，政府各部门整合各种现有

资源存在阻力。三是专业人才不足。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主要集中在信息收集、处

理人员，各灾种的专业救援人员，心理救助专家，通

讯、网络支撑人员，社区交流人员等等。应急联动这

一环节也需要大量专业人才，但目前以政府部门为

主体的应急处置队伍在专业处置方面还是存在一定

差距的。专业人才如何培养、定期培训，专业人才平

时如何安置，决策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

人才的力量，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河南省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建设的完善

１．推进应急联动法制建设
当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

中，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风险必将增加，人们越

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为突发事件做好充分的法制

准备。突发事件的应急联动机制是靠系统整体功能

提升来解决突发事件的，而应急联动机制必须依靠

法制建设来保障协同性，进而提高整体功能性。所

以要使应急处置始终能联且动，必须制定应急联动

法律层面的约束条文。对于各协调联动主体在应急

体系中的功能地位、应有的权责分配、合理的运作规

则、科学处置程序、应急系统技术标准、经费保障等

给予具体规范，使操作、配合更清晰、明确。必须让

所有公民都对此有所认知，明确公民在紧急状态时

期的法律义务。

２．深化应急联动体制改革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变化最先体现

在边际，是一系列规则、非正式约束、实施形式等等

作用的结果。面对某些路径依赖，需要深化相关体

制改革。一方面要改革组织机构以实现应急联动指

挥的集权化。在突发事件应急联动的程序运行过程

中，最容易出现协调联动行动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领导权的确定问题，突发事件

的应急管理主体不明确、不具体，部门和区域间的协

调联动难以顺畅。应急主体要快速高效地处置危

机，必须在组织方式、机构设置等方面有所变化，实

施一体化集权管理。可以较为简单直接地在组织领

导体制上建立一个高规格高权威的综合性应急协调

机构，来统一指挥协调多方应急主体的行动，达到联

动效果。另一方面要构建网络式的应急联动组织结

构。目前，主要是公安部门掌握了较为丰富的资源，

如现代通讯资源、应急物资资源、视频监控资源、情

报信息资源等，同时也有较为成熟的处置突发事件

的方法和经验。网络式结构具有扁平化、弹性化的

特征，适用于将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应急管理主体，使

应急联动组织成为网络式动态联动组织。网络式结

构还有助于实现应急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因此，推

动应急联动体制变革，以公安指挥中心为依托，网联

其他各相关平台的信息，以最小的应急成本实现最

大的应急效能，加强应急联动指挥体系建设是比较

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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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保障应急联动资源建设
河南省应建立基层组织、各类非政府组织、志愿

者等应急联动资源，实现危机实时自救并协助专业

救助行动。一是应急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培养

并进。数量合理、训练有素的应急人力资源队伍是

制定针对公共危机的有效预防控制对策的基础和执

行措施的保证。现阶段应急联动救援的主体力量是

政府，应急队伍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程度都有待提

高。应加大对政府的各级各类应急管理干部和工作

人员的大规模的培训，形成一支专业化与社会化相

融合的应急联动队伍。二是实行应急物资制度化管

理。首先应建立健全应急资源联动运行机制。资源

的调配联动要求突发事件应对时所需资源的迅速到

位，实现应急资源的调配方式和输送介体的无缝对

接。其次应建立社会捐助资源收支公开机制，明确

物资去向，账簿公开，可供监督查询。最后应健全应

急资源补偿制度，以维系应急联动的可持续运行。

应急联动涉及的各区域、各部门需要商定可操作的

补偿方案，在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确定合

理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三是健全

应急联动储备基金制度。尽快建立以政府投入为

主、社会投入为辅的社会公共危机应急基金。既要

扩大财政在防范公共危机方面的投入，又要充分利

用市场渠道进行融资、筹资，广泛引入社会资金。需

要注意的是，引入社会资金，必须做好相应的审计监

管工作，在阳光下操作，接受公众的监督，防止出现

腐败问题。

４．完善社会参与联动途径
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社会力量是防灾减

灾、实现自救、互救不可缺少的资源。一方面，建立

公私部门的协作伙伴关系。在应急管理中，应积极

强化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合作及相互依赖

的伙伴关系。政府要积极畅通应急服务途径，努力

提高社会参与应急服务的有效性和满意度。政府还

可以与民间团体签订应急合作协议，规范和促进民

间应急团体的健康发展，扩大社会应急参与的广度

和深度。另一方面，扶持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

明确其参与应急联动的具体程序。用规范的框架和

条文指导和约束每一个应急参与者在遇到紧急状况

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达到标准化、职业化

的应急救援水平。

５．加强应急联动技术创新
近年来，随着网络化技术和智能应急科研成果

在应急救灾方面的广泛应用，基础智能应急技术系

统的建设在灾害预警、应急响应、灾后重建等方面越

来越凸显出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应急联动

平台技术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必须依托专业研究基

地和科技创新体系，并为其提供充裕的科研经费。

同时，加快技术支撑体系的升级改造。河南省要尽

快建立统一处警系统、图像接入系统、视频会议系

统、移动应急指挥系统等基础技术支撑系统。另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势

必会推动应急联动技术支撑系统的不断创新，应急

管理应通过“感、传、知、用”四个环节，进行信息交

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

理，为应急处置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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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飞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成为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
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摸清这个群体的基本情况，了解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就

与不足，提出完善的解决措施，对扩大和夯实党的群众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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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３７年来，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很
大的发展，相应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成为我国经

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摸清和掌握这个群体的基本情况，在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把他们纳入统一战线工作的范畴，最大限

度地发挥这一群体的智慧、凝聚他们的力量，对扩大

和夯实党的群众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连市是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经济、贸易和旅

游城市，非公有制经济有比较好的发展。我们通过

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对大连市的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进行调研时，发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

总体势头良好，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大连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群体特征

（一）人员构成复杂，具有广泛性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既包括农民、早期下海的国

家干部、原来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科研院所的技

术人员，也包括单位改制中的下岗人员、部队转业自

谋出路人员；既包括海外留学归国人员、高校毕业

生，也包括从其他地方来大连市创业或就业的人员。

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份复杂，具有广泛性。

（二）价值取向具有多样性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领域有很大的差异性，

因此价值观念也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在“您的工作

动机和目的”的调查中，选择“实现自我价值”的占

１７％，选择 “为社会作贡献”的占４０％，选择“提高
生活质量”的占３７％，选择“为子女创造幸福”的占
４％，选择“为个人享受”的占３％。

（三）政治参与具有较为明显的功利性

虽然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于自身的政治参与是

比较积极的，但是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有的是为了扩

大企业的知名度，为自己企业的发展铺路；有的是为

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体现自身价值；有的是为了

接触更多的领导层，扩展关系网，便于公关。不少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加入共产党热情不高，对担任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非常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当

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更加有利于他们表达和维护

自身利益。［１］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有２６．７％的私
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最迫

切”。还有很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倾向于加入各

民主党派，因为民主党派人数相对较少，易受关注，

便于得到政治安排。

（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受单位体制和身份界限的

束缚，随时变换着工作，流动性非常明显。比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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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由于市场优胜劣汰的残酷和自身的要

求等原因，也在不停地寻找机会，变换着自己的职业

身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人

才市场、劳动市场渐渐规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选

择面将会进一步增加，职业更换会更加频繁。

二、大连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现状

（一）大连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成就

１．积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大连市委、市政府在宏观规划、政策扶植、环境

优化等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和空间：经常召开专题会议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

展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对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关于大连市热点、难点问题的看

法和观点进行意见征求；推动开展“大连民企创国

标”活动，促进民营企业升级转型，获中国驰名商标

达５６个，共参与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达一百多项；
市委统战部还积极搭建政企对接、银企对接、校企对

接等交流合作平台，着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提质增

效升级；加快推进非公有制企业的法律维权服务体

系建设，提升企业的危机处理能力和预警能力，有助

于非公有制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开展“非公

有制企业文化建设年”活动，增强非公有制企业的

凝聚力。截至２０１５年１月，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国
内生产总值占全市ＧＤＰ的比重超过６６％，解决就业
量占全市的８５％。２０１４年，大连市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上缴税金５１１亿元，实现增加值５２５０亿元，占大
连市地区生产总值的６７．２％。
２．建章立制，全面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

建设水平

大连市颁布了《关于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

士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以及《关于加强大连市非

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意

见》，制定了《大连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联

席会议暂行办法》，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用以沟

通、协调代表人士的选拔和信息的反馈与交流；完善

后备人才的储备培养相关机制，建立了包括二百余

名非公有制企业家所组成的人才库；实施《大连市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联系办法》，为非公有制经

济代表人士参与大连市经济工作建言献策提供平

台；建立并完善评价机制，联合多部门对需要进行政

治安排的一千余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做出综合

评价并进行监督，为换届提供依据，实现了非公有制

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素质的综合提升。

３．加强教育培训，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充电”
大连市工商联为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家的综合素

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逐步形成了非公经济代表人

士进高校、进党校、进军营的“三进”教育培训机制，

这项工作在２０１３年还被评选为全国工商联工作的
十大亮点之一。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市委统战部、市工
商联已经联合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举办了六期研修班，

建立了一千多人的企业家骨干队伍。２０１２年，组建
了以历届培训班企业家学员为主体的“腾飞商苑”

这一继续教育和深度拓展平台，以丰富的活动内容

和形式，建立起教育培训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开创了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培养工作的新模式。非公有制经

济代表人士进党校是大连市统战工作的又一个亮

点，现在已有４０多名企业家参加了领导干部班的培
训。市工商联与驻大连陆军预备役某师开展了军企

共建活动，一些大中型民企如亿达集团、良运集团和

大连金领健身有限公司等，已经成功组建了六支预

备役分队，四十多位民营企业家成为预备役军官，六

百多名骨干成为预备役士兵。

４．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投身公益事业
大连市委统战部自２０１０年７月开展“感恩行

动”以来，全市共有４０００多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
极参与，帮扶“五老”（生活困难的老革命、老党员、

老模范、老职工、老统战人士）１１０００多人次，捐赠款
物４２００多万元。到２０１３年为止，大连市非公有制
企业共实施“光彩事业”６００余个项目，总投资达
２００多亿元；捐款建设“光彩小学”达 ８５所，资助
４０００多名贫困学生；对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２００８年的
汶川地震等专项捐款共计７亿余元；设立了专项帮
扶和慈善基金，用以开展社会救助。

（二）大连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不

足

１．统战工作覆盖面不全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一个成分复杂、数量庞大的

群体，由于社会地位、工作方式的差异，这个群体的人

员较为分散，为统战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造成了

统战工作覆盖面不全，也不均衡的局面，很多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处于传统的统战工作体制之外。比如对

于很多个体工商户，由于很难及时把握他们的动态变

化，因此，统战工作的跟进难度也比较大。

２．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１）市场竞争的环境不公平公正。目前，在贷

款、资金筹集、市场或行业的准入、资源配置、税收、

内资与外资的政策、政府补贴、企业与职工的权益保

护和待遇等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存在差

别，进入市场的前置审批项目过多，审批程序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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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过对“您认为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

制企业竞争时是否公平公正？”这一问题的调查，认

为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竞争时非常

公平公正的占７．２％，比较公平公正的占２９．８％，一
般的占３４．２％、不太公平公正的占２１．４％、很不公
平公正的占７．４％。

（２）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现有的法律法
规还不能完全满足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需要。尽管

１９９９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确立了非公有制企业的

法律地位，但是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法

规还是相对较少，有滞后性。现有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独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

法》等相关的法律显然适应不了非公有制经济日益

发展的迫切需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公有制经济

的发展。

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有限
（１）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层次低，具有功利性。

非公有制经济当中有很多人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带

有极强的经济目的，属于较低层次的政治参与。他

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增加所在企业的知名度，为企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目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阶层意

识，当自身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中的一

些人往往更容易选择自身利益。［２］

（２）政治参与的渠道比较窄，满意度不高。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其社会影

响也日益扩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利益表达和政

治参与方面的诉求也越来越迫切。在“您认为自己

参政的渠道是否畅通”的调查中，有２７．４％的人选
择畅通，有４４．６％的人选择一般，有２８％的人选择
不畅通。通过对大连市高新园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的访谈，我们发现很多人，尤其是中小企业和个体工

商业者抱怨没有将他们的政治诉求和愿望纳入党委

和政府决策过程的有效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热情，降低了他们

政治参与的满意度。

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载体不足，手段
匮乏，创新力度不够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

人们的信息量扩大，各单位间的人员流动加剧，原本

紧密的社会组织变得松散，统战工作也渐趋社会化，

传统的工作形式和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统战工

作的需要。而对于网络等新手段的运用，目前还主

要是以静态的方式等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接触，

颇为被动，并且网站资料不全，更新较慢，也急需创

新。

三、完善大连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

对策

（一）重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

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鉴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特

点。我们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引导这一群体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服务。要通过经常举办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感

兴趣的经济、政治、管理、法律、营销、财务、网络等方

面的培训、沙龙和专题论坛等，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要及时地向他们传达中央的精神，宣讲有关

政策，介绍本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有关情况，

引导他们为本地的发展献计献策；要随时了解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的观点和意见，加强同他们的沟通与

交流，掌握其思想动态、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加

强工作的针对性，提高实效性；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２．树立典型，发挥示范作用
统战部门要把政治素质好、专业水平高、社会影

响大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挑选出来，发挥其模

范带头作用，以点带面，进而引领整个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的健康成长。［３］对能够按照“三个结合”要求，

符合“爱国、敬业、诚信、创新、守法、贡献”的非公经

济代表人士，要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途径进

行广泛的宣传并予以表彰，让他们赢得尊重和敬佩，

并在他们的带动下，激发整个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

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回报社会的主动性，达

到统战工作的社会效应。

（二）优化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１．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相关部门首先必须坚决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对

待的原则，降低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门槛，放宽

其市场进入的标准。其次，要建立统一的行业管理

组织，打破部门行业垄断，鼓励公平竞争。最后，各

市场主体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让非公有制经济在

投资、土地使用、税收、外贸等诸多方面能够享有和

国有经济一样的待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２．优化法律政策环境
要完善非公经济在投融资、税收、社会保障和交

易等诸方面的法律法规，充分听取非公有制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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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要建

立职业保障体系，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供政策支

持，让他们在户口、职称、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方面

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在执法过程中也要严格按照

法律规定和程序，使非公有制经济在诉讼权力、诉讼

地位、诉讼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和公有制经济享有

同等待遇。

（三）加大力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参政

议政

１．加强非公经济人士对其社会地位的认知，增
强其社会责任感

要重视和把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参与过

程中存在的功利性倾向，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开

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提升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主动地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积极投身

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既实现了先富带后富，共

同富裕，又增强了社会成员的责任感和向心力，促进

社会的和谐稳定。

２．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
在各级政府部门中首先要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安排一定的职务，推荐他们中的优秀代表成为工商

联、台联、侨联等统战团体领导机构的人选。其次，

要适当提高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人大、政协中

的比例，为其政治参与提供更大的平台。再次，可以

放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八个民主党派中的数量和

比例限制。最后，还要不断推进政务公开，通过召开

情况通报会、座谈会、听证会，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能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工作内容和重点，更有效地

进行政治参与。

（四）以网络为媒介，创新统战工作的载体和手

段，搭建有效的工作平台

针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对象分散、流

动性大、思想活跃的特点，统战部门可以网络为媒

介，及时了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动态和利益

诉求，为他们排忧解难，提供政策解读，法律法规咨

询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建言献策、民主监督提

供平台。２０１５年５月，大连市委统战部官方微信公
众平台“大连统一战线”正式开通。平台设置统战

史话、政策解读、建言献策、同心人物、焦点要闻、工

作动态等２０余个栏目，试运行几个月以来，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成为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的

重要窗口，打造了集发布统战政策、广交朋友、凝心

聚力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统战工作新平台。这是大连

市委统战部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

是统一战线融入互联网思维，借力网络平台实现统

战工作创新发展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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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细胞

丁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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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的功能是家庭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家庭文明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政治文
明、家庭价值观、家庭伦理观、家庭文化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的优化等方面。家庭文明不仅生成了社会

文明，而且还是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力，彰显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社会文明的细胞，是

社会文明的基础。家庭的本质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基本成果与基本载体的综合有机体，是我们研

究社会文明时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家庭功能；家庭文明；社会细胞；社会文明；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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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人是社会系统的基
本要素，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有赖于人类文

明的支撑。家庭作为人类赖以生产生活的最初级的

社会群体，是组成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细胞，相应的，

家庭文明也就成了社会文明有机体的基本细胞。因

此，有效地开展社会文明建设，就需要从研究家庭文

明开始；要有效地开展家庭文明建设，就需要从研究

家庭开始。

一、家庭的本质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成果

人类家庭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

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四种发展形态，家庭的形成

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到了文明时代。家庭的本质反

映了人类文明的成果，家庭关系是研究家庭本质的

一个重要维度。对于家庭关系的认识，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人口生产关系论。该观点认

为，家庭是以一定形式的经济为基础的人口生产关

系，家庭通过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维持生命和人

类的延续，从而为社会的存在和良性循环提供最基

本的保证。因此，人口生产关系是一切家庭所共有

的、最基本的、最本质的关系。其二是感情关系论。

该观点认为，家庭最本质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情感

关系，感情是维系家庭的纽带和基础，在家庭稳定中

起着决定作用。男女之间是否有感情、是否互爱，是

建立家庭的关键；男女之间有感情，愿意在一起共同

生活，是组成家庭的基础。其三是经济关系论。该

观点认为，家庭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其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家庭内部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也是由客观经济关系决定的。因此，家

庭最本质的关系是经济关系。其四是多层次论。该

观点认为，家庭的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物质关系和人

本身的生产关系这三个层次的有机综合，是多层次

全方位的。深入认识与把握这些观点，对进一步揭

示婚姻家庭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家庭本质的研究可以发现，家庭既是物

质文明发展的产物，又是精神文明发展的产物；既代

表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又代表着精神文明建设

的成果；既承载着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又承载着人

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有机体的

基本细胞，研究家庭文明是开展社会文明建设的逻

辑起点。

二、家庭功能是家庭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内在根据

家庭功能的概念是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提出来
的。所谓家庭功能，是指家庭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

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即家庭对于人类的功用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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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家庭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

家庭的生物功能。其主要包括性生活的满足与

生殖这两方面的内容。人类是通过生殖来保证种族

延续的，自人类实行个体婚以来，家庭一直是生育子

女、繁衍后代、进行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性作为

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性活动也就成了人类的

一种最基本的生物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

会的性规范逐渐从普遍走向单一，并最终局限在家

庭夫妇之间，从而确立了家庭中性功能的独特性与

重要性。家庭功能中性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是繁衍后代，这是性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与传

统的保种意识密切关联。其二是表达感情，性爱是

传统家庭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维系婚姻关系的

一个重要纽带，家庭也因此成了人类性生活的主要

场所。其三是肉体快乐，由于避孕技术的发展和人

口控制政策的实施，生育与性日益分离，性快乐已被

视为一种游戏、一种单纯的感官经验，成了夫妇之间

享受感官刺激、体验身心愉快的单纯活动。其四是

延年益寿，即以性养生，这是古代社会（尤其是东方

古代社会）的一种性观念。此外，性活动还具有维

持生计、表达权力、建立或保持某种人际关系等方面

的一些功能。［１］

家庭的心理功能，又称家庭的情感功能。它主

要包括家庭成员的行为养成、人格塑造、情感发泄、

爱情培植和精神安慰等方面的内容。家庭是以婚姻

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爱情和

亲情是其独有的两种情感，它们是建立幸福美满家

庭的一个重要前提。家庭作为安全、舒适、慰藉、友

情和爱的源头，可以通过其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关

心体贴、支持安慰、感情互动等，在其成员之间产生

精神上、心理上的共鸣，激发其每位成员的归属感、

稳定感和安全感，进而满足彼此之间的情感需要，使

彼此都能获得精神上的激励和心理上的愉悦。另

外，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而言，家庭是人类情感最密

集、最深厚、最纯洁的场所，由家庭所营造出来的亲

切、真挚、温馨、舒畅、和谐的氛围，可以使其成员彼

此都能享受到家庭特有的天伦之乐。因此，可以说

家庭是心灵的港湾，家庭的心理功能是人类精神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的经济功能。它包含生产和消费双重涵

义，是家庭传统功能中的基本功能，因此也被称为家

庭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它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经济构成体，是社会的一个

最小的经济组织单位，是进行生产、分配、交换与消

费的一般场所，每位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都要依

赖于这种经济功能。家庭通过组织多种多样的生产

活动，在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家

庭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各种物质资料，从而推动了人

类社会向前发展。

家庭的政治功能，又称家庭的权力功能。家庭

与其他社会群体组织一样，每位家庭成员都各有各

的身份和地位，其间既存在着伦理等级，也存在着地

位差别。一般而言，每个家庭中都会产生一个众意

所归的权力中心。家庭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型政府，

其成员的尊卑观念、权威观念和服从观念等，是在家

庭伦理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家庭中的权威人物通

过采取各种政治的、思想的以及利益的手段，对其他

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行不断地监督与调控，进而达到

该家庭的各种利益目标。其实，家庭的权力功能是

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不过它特别强调权力的分配

和使用，强调由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地位关系所形

成的家庭政治。毋庸置疑，任何家庭都需要一个权

力中心或权威人物，只是在不同的家庭中，权力的分

配和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

家庭的教育功能。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之间

的相互教育，尤其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晚辈进行

的教育。家庭教育是儿童成才的基础，既具有早期

性和奠基性的特点，又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贯穿于儿童从出生到成年的各个时期，能够促进儿

童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实现全面发展。家庭教

育也是对学校教育的辅助与补充，其言传身教的教

育方式为教师示范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并起着

强化的作用。［２］家庭教育在本质上又是一种引导教

育，游戏、学习和劳动是人类的三种主要社会活动形

式，家庭不仅为儿童提供了人生最初的游戏和学习

场所，还能够引导他们从游戏过渡到学习，再从学习

过渡到劳动，这种引导实质上就是一种家庭教

育。［３］可见，人类教育的起点在家庭，家庭对其每位

成员的社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庭的文化功能。家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

化现象，其在本质上是具有文化性的。家庭不仅要

满足其成员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满足他们的精神

生活需要，是许多民风民俗和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

场所，其家风、家教、家政等，自古以来就是家庭文化

的自然体现。所谓家庭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

史条件下，家庭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关

于家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那些思想观念、价值

取向和行为准则。家庭的文化功能，主要包括家庭

文化娱乐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两个方面。其中，家

庭文化娱乐功能是指家庭通过组织其成员开展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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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报、练书法、学绘画、看电影、看电视、看戏剧、听音

乐、参加体育活动和旅游观光等寓教于乐的活动，来

增添其成员的生活情趣，陶冶其成员的道德情操，活

跃其家庭的生活氛围。也有人指出，家庭文化对其

成员的社会化具有独特功能，具体表现在家庭对其

成员的教育、导向、情感渗透和鼓舞、辐射与先导等

方面。［４］

家庭的社会稳定功能。该功能实际上是家庭功

能的一种综合体现，是对多种家庭功能的有机统一。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健康的家庭是社会的健康细

胞，无数健全家庭是构成一个健全社会的基础。因

此，一个社会的稳定是离不开无数稳定的家庭的。

其中，家庭的教育职能是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家庭

的经济功能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家庭的情感功

能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５］从犯罪学角度来

看，人总是需要从自己的家庭中开始其社会化过程

的，因此，只要能够努力优化家庭环境、不断提高家

庭教育水平、积极促进子女健康成长，大力提倡文

明、健康、科学、先进的生活方式，牢固树立勤劳致富

的思想观念，正确处理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建立

和睦相处的家庭人际关系，提高家庭及其成员的防

害意识，就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６］另外，家庭的生

物功能、家庭的抚育和赡养功能、家庭政治功能等等

的合理发挥，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研究家庭的功能，主要是为了运用家庭功能及

其相关理论，进一步拓展家庭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基

本内容。家庭功能是家庭文明建设内在的、直接的

根据，我们可以凭借其本已彰显的功能，或者开发其

所具有的潜在功能，或者有意诱导其衍生出新的功

能，赋予家庭以相应的家庭和社会文明建设的任务。

倘若家庭并不具备某项功能，而我们又想当然地把

一些文明创建的任务强加给它，那是必然会遭到失

败的。因此，在依托家庭功能拓宽文明创建的内容

方面，我们既要尊重家庭功能的客观性，实事求是地

开展家庭和社会文明建设，又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根据家庭功能不断变迁的原理，主动地参与到

家庭功能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的引导作用，

使家庭功能向着更加符合家庭和社会文明建设所需

要的方向演变。

三、家庭文明的主要内容

文明不仅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不仅是人类文

化的丰硕成果，更是人类对美好愿景的追求。总结

概括之前的文明成果，是为了其后有更高水平的发

展。所以，文明作为人类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是对人

类文化的进化过程和进步状态的概括与追求。精神

文明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取

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对人类智慧和道德的进

化过程和进步状态的追求。仿此，家庭文明就是对

作为文化现象（广义）的家庭的进化过程和进步状

态的一种概括，是对提升家庭成员文明素质、提高家

庭文明程度的一种向往与追求。家庭文明作为一种

文明、健康、科学、进步的家庭生活方式，其内在根据

是家庭功能。因此，家庭文明的内容应该包括家庭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价值观、伦理观、文化建设、生

态文明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等等。

１．家庭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

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不

仅存在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之中，也存在于微观的家

庭肌体里。就家庭这个社会细胞而言，其政治文明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家庭政治观念文明。政治观念包括政治

价值观、政治信念、政治情感等内容。政治观念文明

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政治文明的

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人认为，

家庭无政治可言，这是错误的。家庭作为社会政治

观念的渊薮，有许多社会政治观是萌芽于家庭、成长

于家庭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民主、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等观念，都与家庭政治观存在着深厚渊

源。在一个家庭中，其成员的政治观、政治信念和政

治情感一旦形成，无论其蓄积的是正能量抑或是负

能量，都会向社会辐射，对社会产生影响。譬如，作

为正面影响因子的家庭民主观正是社会民主观的基

础，社会的自由平等观又是对家庭自由平等观的深

化与拓展。民主作为人们对公共事务进行平等商

议、选择和决策的一种政治方式，它直指家长制、父

权制、夫权制和性别歧视、人格依附等家庭顽疾。在

我国当代家庭政治观建设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家庭

民主建设，一个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家庭，应该积

极主动地在家庭中营造民主自由的氛围、打造公正

平等的场域、培育与践行文明进步的政治观。

其二，家庭治理方式文明。在我国社会家庭治

理史上，家长制占重要地位。家长制起源于家庭、家

族、宗族、氏族等血缘亲缘群体，是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的主要家庭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家长在家庭中

拥有绝对权力，处于支配地位，其他家庭成员要对其

绝对服从。家长制在本质上是家庭专制的一种体

现，它虽然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

了相应贡献，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定范围内还存在

着，但在社会主义大背景下，随着家庭成员开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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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益增强，其中的“家长”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正

逐渐由长辈型、高龄型家长向能力型家长转变，家庭

治理民主化是我国当代家庭治理的大趋势。另外，

科层制作为现代社会管理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家庭

治理亦具有借鉴意义。科层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根据组织目标，预设特定职位，并把特定权利赋予这

些相应职位（而不是个人），从而保证了在管理者发

生流动的时候，组织仍能正常运转。在一个家庭中，

夫妇、父子、婆媳、兄弟、妯娌等家庭成员，在伦理秩

序上各有其位，在能力水平上各有高低，在业务技术

上各有专长。因此，在家庭治理上，完全可以参照科

层制规则，给每位家庭成员一个明确的家庭定位

（即家庭“职位”），从而来保证家庭各种目标的顺利

实现。家庭文明代表制实际上就是定位家庭成员、

践行能力型“家长”的一种尝试。

其三，政治学习型家庭建设。家庭政治文明的

养成，一靠家庭的政治实践来实现，二靠不断地学习

科学的、先进的政治理论来推动。一个家庭及其成

员，只有深入学习与领会其所处时代、所处国家的主

流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把握时代政治的脉搏，坚

持走正确的政治道路，不逆历史潮流而动，才是保证

这个家庭长盛不衰的根本。单个家庭生活在社会这

个大家庭之中，其一言一行，莫不受到社会的影响与

制约；其政治观念，莫不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就目前

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中共十八大精神和习

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既是我国各级各部门理

论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每个家庭政治学习的重点。

２．家庭价值观建设
一个家庭的稳定和繁荣与一个社会一样，都需

要价值系统的支撑，家庭的这个系统，主要就是家庭

的价值观。

其一，家庭价值观的内涵。家庭价值观是家庭

成员衡量、判断一切事物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思路，

是家庭对于个人、社会及其自身发展的评价标准，是

凝聚家庭思想、焕发家庭精神、引领家庭发展、推动

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家庭价值观有两种，即核心

价值观与一般价值观。其中，家庭核心价值观主要

在于关爱、互惠乃至利他，直至一定程度的个人利益

的牺牲。［７］因此，它又是家庭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

本质的内容，是家庭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和根本追

求，具有普世意义。

其二，我国家庭价值观的变迁。家庭价值观形

成之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在社会家

庭的变迁过程中，其主要价值依然存在。譬如，有人

对经验资料进行了地域比较研究，发现传统的“敬

老爱幼”“相互扶助”“终身婚姻”等核心价值观在现

代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家庭集体主义在我国

仍占主流地位。［８］有人对我国家庭价值观的核心结

构、核心家庭观念的代际变迁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

行了研究，发现在我国传统的“孝道观”“男性中心

观”“家庭本位观”等三个主要的家庭核心观念中，

除“男性中心观”在现代明显呈现出代际下降趋势

外，“孝道观”和“家庭本位观”基本上不存在代际差

异。［９］也有人以上海和兰州两地的抽样调查数据

（Ｎ＝２２２８）为分析对象、以其他年龄组的人与１９８０
年以后出生的人作比较的方法，来探索当前家庭价

值观的变迁和发展趋势，结果发现，“夫妻忠诚和性

排他”“赡养和孝敬父母”依然是当今社会普遍尊崇

的基本价值，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人对“夫妻间的性
忠诚”和“父母子女间的互惠式继替”的理想也没有

发生改变。［１０］但家庭价值观毕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

念，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

的文化阶段，又必然具有不同的鹄的。譬如，美国家

庭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个人独立、个人权利、自由平

等等；而在我国的现代家庭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应该

以“孝道”为其基因、以“关爱”为其摇篮、以“情感”

为其基质、以“民主”为其基调、以“责任”为其底色、

以“利他”为其要件，我国现代的家庭核心价值观应

得到“孝道、关爱、民主、责任”的涵养。［１１］

其三，构建我国现代家庭核心价值观。在构建

我国现代家庭核心价值观时，要坚持使之与我国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的原则。在家庭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我国现代家庭价值观建设的航标。注重家

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

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应该成

为我国现代家庭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目标。［１２］

３．家庭伦理观建设
家庭伦理又称家庭道德、家庭伦理道德，它是调

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准则，是社会伦

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与家庭的安定与进

步，需要靠伦理道德的引领；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

观，是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核心。

其一，我国传统伦理观的精华。“孝”和“仁”，

是我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精华。以爱、敬、忠、顺

为精神内核的“孝道”，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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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我国古代所有教化的出发点，是我国数千年道

德传承中的核心内容。“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思想，是我国历代伦理道

德建设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围绕孝道和仁爱建设，

国人又演绎出了“五典”“五伦”“三纲”“五常”“四

维”“八德”等等一系列的道德规范，记录并反映了

我国伦理道德建设的发展变迁历程。

其二，我国传统伦理观的变迁。在《尚书·尧

典》中，已记载了“慎徽五典”的说法，《左传》把其中

的“五典”解释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

足见在帝尧时期就已开始用“五典”美德来教化百

姓了。后来，孔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增加了君臣关系；孟子又把

这些基本的伦理关系概括为“五伦”，即君臣、父子、

兄弟、夫妇、朋友等五种人际关系，他在《孟子·滕

文公上》中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

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而把

忠、孝、悌、忍、善规定为人伦关系的基本准则。到了

汉代，董仲舒在先秦儒家五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

“三纲五常”说，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并以此作为处理

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作为

调整与规范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四维”即礼、

义、廉、耻，它是由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来的，在《管

子·牧民》中云：“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

曰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

从枉。”只不过自管子之后，“四维”之说逐渐衰微，

直到宋朝才得以重新光大，并在原来“四维”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孝”“悌”，去掉了“五常”之“仁”，并

最终固化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

德”把家德（以孝为主）置于诸德之首。到了近代，

为了应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保护传统道德的精

化，构建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又提出了新

“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

德”中体西用，把中西道德精华巧妙地融合在了一

起，并把国德（以忠为主）置于诸德之首，表明了国

家高于家族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

其三，新时期家庭伦理建设的重点。新中国成

立以来，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尤其是

在２００１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把“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

敬业奉献”［１３］这２０个字作为了新时期公民的基本
道德规范，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创新。

道德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每一特定历史时期都

有自己特定的道德规范。一个家庭的伦理道德观一

旦形成，就开始对其所处的社会释放能量，产生影

响。我国现代的家庭道德建设应以家庭美德建设为

核心，要不断培育与完善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

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伦理观。家庭美德

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既是调整家庭

成员之间关系、处理家庭问题时的基本规范，又是评

价人们在恋爱、婚姻、家庭、邻里之间交往中的是非

善恶标准，还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社会、集体之间关

系的行为准则。因此，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弘扬

家庭美德，是新时期我国家庭伦理建设的基本要求；

也唯有如此，才能建设出一个具有真正美德的家庭，

才能建设出一个真正和谐、美满、幸福的家庭。

４．家庭文化建设
家庭文化建设是优化家庭细胞的重要手段，其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其一，关于广义家庭文化建设。广义家庭文化

包括家庭成员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

化素养、审美情趣、家庭治理、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以

及家庭环境等方面。按其结构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

次：一是家庭物质文化，又叫表层文化，如服饰文化、

饮食文化、居家文化、休闲文化和消费文化等等；二

是家庭制度文化，又叫中层文化，如家庭文明公约、

作息制度和伦理行为规范等等；三是家庭精神文化

或观念文化，又叫底层文化，其主要体现在家庭意识

形态方面，如家庭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

我国传统家庭文化重视伦理道德，倡导五伦和三纲

五常；崇尚宗族为本，提倡集体主义，重视传宗接代；

推崇孝道，重视祭祖；推崇父权夫权，倡导男尊女卑

等，可谓是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并存。在我国古

代，涌现出了大量的家教、家训、家规、家范、家风、治

家格言和诗歌警句，譬如诸葛亮的《诫子书》、颜之

推的《颜氏家训》、李世民的《诫皇属》、欧阳修的《诲

学说》、朱柏庐的《朱子家训》等等，其所涉内容主要

与广义家庭文化有关。纵观我国古今的广义家庭文

化，其精神内核主要是：重视胎教和早期教育、重视

爱国主义教育、提倡尊老爱幼风尚、弘扬勤俭持家家

风、培养诚实守信品格、激励勤奋好学精神等等。［１４］

家风是一个家庭历代文化积淀所形成的精神文明成

果，是家庭成员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家教则是家庭

文明成果传承的主要方式，是提升家庭成员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因此，就我国

现代的广义家庭文化建设而言，应该着重从家风家

教入手，在家庭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其二，关于狭义家庭文化建设。狭义家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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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指广义家庭文化之表层部分，是广义家庭文

化的基本载体和思想外化。它是以家庭成员的文

化、艺术、娱乐等文化活动为特征，以家庭成员之间

开展的相互欣赏、娱乐、消遣、服务为目的的一种家

庭文化。在我国古代，“乐”已被看作是兴邦治国的

重要措施，譬如在西周之时，周公姬旦就已创建了礼

乐制度，其中的“乐”制主要就是基于“礼”制规定的

等级制度，运用音乐文化的教化作用来缓解社会矛

盾的。礼乐制度与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一起，构成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对后世的思想、政治、文

化、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到春秋战国时期，人

们进一步认识到，音乐能够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化

解家庭社会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维持社

会的稳定和谐，正如荀子所说：“乐者，治人之盛也，

使人耳目聪明，血气中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我

国现代的狭义家庭文化建设，应该着重从科、教、文、

卫、体、音、美诸方面入手，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现代

家庭文化活动，持续发挥家庭文化以“科”明理、以

“教”育人、以“文”娱情、以“卫”健体、以“体”强身、

以“音”以“美”怡神的积极作用，使家庭成员在不断

地求真、求善、求美、求乐、求健的过程中，持续培育

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优秀品德，不断提高思想政治

水平、塑造健全人格，逐步实现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全

面发展。

５．家庭生活方式的优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明“是社会情感的指向，

很多时候，它并不是外在的目标，文明事实上就是一

种生活方式”［１５］。所谓生活方式，简单地说就是生

活的模式，它是生活主体同一定的社会条件相互作

用而形成的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复杂有机体，其

中，生活活动条件、生活活动主体和生活活动形式是

生活方式的三个基本要素。［１６］生活方式分为物质生

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两种形式，前者包括人们的

衣食住行、生活作息、文化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

等方面，后者主要是指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

观及与其相关的精神生活等方面。就家庭生活方式

而言，家庭生活方式是家庭文明的有机综合体，它主

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家庭成员及其群

体在特定的家庭价值观的指导下，为满足其家庭群

体及其每一位成员个体的需要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

方式。

我国目前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必须倡导与之相适应的文明、健康、科学、先进的家

庭生活方式。一是要构建文明的家庭生活方式。这

种生活方式应当是小康的、富裕的，是丰富多彩的、

具有文化内涵的，是富有生活情趣的、格调高雅的。

在现实生活中，其主要体现在家庭成员的观念文明、

语言文明、行为文明、劳动产品文明以及居处环境优

美等方面。二是要构建健康的家庭生活方式。这种

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当锻炼、调畅情志、

四气调神、注重道德养生等方面，它是家庭成员获得

健康、减少疾病的最简便易行、最经济有效的途径，

有助于实现家庭成员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精神健

康以及精神追求积极正向、社会适应性良好等等。

三是要构建科学的家庭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

仅能使家庭生活遵循科学规律、按照科学要求去进

行并赋予家庭生活以科学的内容，还能使家庭成员

自觉主动地去与迷信、与伪科学作斗争。四是要构

建先进的家庭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先进性，就是

要求其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着

的世界；要求其不断地淘汰落后的生活方式，主动地

与时代的脉搏合拍，并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时代文

明发展的方向。譬如，在丧葬方面以火葬代替土葬、

在红白喜事方面以节俭代替奢靡等等。在客观条件

一定的情况下，按照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活，主要取

决于人们的主观抉择，从这个意义说来讲，生活方式

落后或腐朽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选择的危险，我们应

该力避之。

构建文明、健康、科学、先进的家庭生活方式，需

要对我国的传统家庭文化、现代家庭文化以及外国

家庭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借鉴、取舍与重构。其一，

对我国传统家庭文化，既要继承并弘扬其诸如孝道、

仁爱、家庭互助、集体主义等一切优秀成果，也要把

其中的不文明成分加以科学改造，使之变为现代的

文明的东西。譬如，把迷信鬼神活动改为相信科学、

依靠科学；把全盘唯父母之命是从改为尊崇其正确

的、纠正其错误的方面；把随地吐痰陋习改为用卫生

纸包裹后投放到垃圾箱中；把猜枚划拳酗酒狂饮改

为各取所需文明饮用；把对祖宗或长辈的三拜九叩

之礼改为握手或鞠躬；把焚香烧纸祭奠改为网上献

花或网祭等等。其二，对我国现代家庭文化，要采取

科学甄别、兼包并容的态度。譬如，对现代的时装、

衣帽、鞋靴等，要敢于穿戴；对高楼大厦、洋房别墅

等，要乐于接纳；对汽车、火车（尤其是动车、高铁）、

飞机等现代运输工具，要勇于选乘；对互联网、微博、

微信、微电影等现代文化传播方式，要善于践行；对

电视机、影碟机、家庭影院等现代娱乐设备，要积极

购置；对家庭型派对、音乐会、运动会、咏诵会、旅游、

购物等现代文化娱乐活动，要主动举办等等。其三，

对外国家庭文化，要采取主动开放、去粗取精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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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勇于把其中的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譬如，

对其麦当劳、德克士等快餐文化，要适当适应；对其

摇滚、街舞，要正确对待；对其家庭成员追求个人奋

斗、独立自由等，要辩证地接纳等等。通过对古今中

外家庭生活方式的科学解构、重构与创新，进而建构

出具有中国特色、引领时代潮流、文明健康科学先进

的家庭生活方式。另外，家庭文明还包括家庭生育

文明、家庭物质文明、家庭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内容。

四、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细胞

在远古时代，社会制度与婚姻家族制度是合一

的，这个统一体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婚姻家

族实体。直到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家庭这二者才

发生了裂变———婚姻家庭缩小为社会的细胞，而社

会则变成了由这些细胞所组成的有机体。［１７］同样，

社会文明的汪洋大海，也是由萌芽于家庭、成长于家

庭中的家庭文明的涓涓细流汇成的，家庭文明也就

成了社会文明的细胞。

１．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生

活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在

社会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社会是建立在一定的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的、由共同生活的个体通过

各种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体，是由无数家庭构

成的。家庭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社会就

像一个巨大的有机体，由许许多多细胞组成，这些细

胞就是家庭。也就是说，家庭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结

构和功能的最小单位，是构成社会的细胞。

其一，家庭是社会的结构细胞。社会是一个既

庞大又复杂的巨系统，目前，其机体构件的划分标准

尚没有统一。单纯从纵向上来看，“社会———社

区———家庭”，是一个大致的序列，也就是说，众多

的家庭组成了一个社区、众多的社区组成了一个社

会。可见，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特殊集合体，家庭是

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建构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

再从横向上来看，广义的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

和社会（狭义的社会）这四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家庭

作为社会最小最基本的经济单元、政治单元和社会

文化单元，也必然是构成这些维度的细胞，并由此而

搭建起了社会这一巨系统。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

胞，就是基于大的社会有机体是由小的家庭要素构

成的这一事实的。

其二，家庭是社会的经济细胞。家庭经济是指

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创造与消耗

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人类家庭生活的物质前提。

经济功能是家庭的一项基础功能，在我国经济发展

史上，家庭既是社会的一个财富单位，又是经济活动

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即使发展到今天，我

国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业生产的主体

依然是小家庭农场，家庭单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仍占有特殊地位。［１８］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

位，使经济利益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人与

人之间或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成了社会成员之间

进行经济利益交换的主体，承担了人类经济活动中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切主要活动。在我国，

个体农户家庭一开始并不是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出现

的，它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一个自

给自足、自我封闭的社会经济主体，逐步演变为一个

社会经济细胞的。

其三，家庭是社会的文化细胞。每一个家庭，都

有其特定的文化形态，并呈现为一定的文化现象，即

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和

生活作风，反映了一个家庭的道德规范和处世之道，

反映了一个家庭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具有明显

的导向功能，是家庭的本质属性。［１９］相对于西方文

化而言，我国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家庭作为

文化的一个基本单位，已成为民族文化代代相传的

基本载体。有人说“人的本质就是他的文化存

在”［２０］，作为社会个体的家庭成员，其最初的社会化

过程是在家庭中实现的，家庭是其每一位成员陶冶

情操、提高修养、锤炼性格、开启梦想的关键场所。

正如美国学者Ｔ·帕金森所说，家庭是制造人格的
工厂。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员开展教育与自我教育的

有效形式，家庭及家庭文化对家庭成员个体人格的

形成起着基础性作用。

其四，家庭是社会的政治细胞。家庭的政治功

能是在家庭成立以后逐渐衍生出来的，主要包括家

庭权力中心对其成员的调控、家庭和社会之间政治

诉求的相互表达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对内调控方

面，家庭就像一个小型政府，其成员在家庭权力中心

的领导下既分工又协作，以此来维持家庭的有效运

转，达成家庭的各项预设目标，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家庭政治。在对外互动方面，以家庭权力中心为

代表，既把自家的政治意愿、政治诉求向社会表达，

又不断地接受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的道德规范，

从而使家庭政治与社会政治互相表达、积极对接、不

断适应。譬如，为了实现家庭的政治功能，我国在封

建社会时期就从法律上确认了家庭的整体统一性，

如唐宋法律中设立的“别籍异财”罪，就是从维护家

庭财产的角度来促使家庭成为一个独立稳定的政治

组织的。也有人认为，农村领导主体不仅是乡村干

·２１１·



部和农村精英，家庭也是农村领导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主体。［２１］所以说“中国家庭制度在传统的社会文

化体系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的整个

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无一不受家庭制度的影响与模

塑”［２２］，家庭政治成了社会政治的细胞。

另外，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在人类所从事的各种

活动中是最基本的活动，它既包括生产生活资料的

生产和再生产，又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社会是由无数家庭组成的，家庭成员通过与他人缔

结婚姻关系而不断地繁衍后代。可见，家庭还是人

类进行种的生产的一个基本单位，是社会人口再生

产的细胞。

总之，家庭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构成

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它既是社会的结构细胞，又是

社会的经济细胞、文化细胞、政治细胞以及人口再生

产细胞，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把家庭比作社会细胞，

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强调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

石。任何有机体，如果没有构成它的基本细胞，就不

会有生命和生机可言。因此，家庭虽然只是构成社

会的最小单位，却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其二是

强调家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家庭成员的各种需

求，大都由其所在的家庭来满足，只有家庭功能得到

充分发挥，人们的需求才能得到极大的满足，社会的

稳定与发展才有可靠的保障。其三是强调家庭在处

理社会问题中的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所以公民教育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家庭，解

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也在家庭，只要抓住了家庭这个

关键，就可以执简驭繁，使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迎刃

而解。就社会文明建设而言，抓家庭就是要抓家庭

文明建设；抓住抓实了家庭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

的其他问题也就因势破解了。

２．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细胞
家庭文明与社会文明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可

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础。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也就是说，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一个大的社会是由作为最小社

会单元的家庭共生、融合而形成的。根据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到 ２０１３年底，我国人口已达
１３．６０７２亿。［２３］如果按照每个家庭拥有３－４个家庭
成员来估算，在２０１３年，我国已拥有 ３．４亿 －４．５
亿个家庭。这些社会细胞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

庭，构成了我国社会总的有机体。同样，每一个家庭

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

生态文明形态，它们共同建构出我国社会文明的总

的有机体。可见，家庭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基本单

元，它是社会文明的基本组分，在整个社会文明建设

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其二，家庭文明彰显了社会文明。既然家庭是

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缩影，相应的，家庭文明也是

社会文明的细胞，是社会文明的缩影。其主要内容

是家庭的政治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家庭文化，其核

心是提升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其根本宗旨是实现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这些均

与社会文明建设（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内容、核心和宗旨相一致。可见，家庭文明

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分，社会文明是由无数的家庭

文明汇集而成的；家庭文明生成并彰显了社会文明，

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原动力。

其三，社会文明对家庭文明具有反作用。尽管

家庭文明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了社会文明的汪洋大

海，但是，社会之海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机械的容器，

社会文明之海也不是一汪死水。一方面，社会通过

对家庭文明的能动性地接受、改造与创新，建构出了

勃勃生机、活力四射的社会文明，也就是说，社会文

明是对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家庭文明的科学再造

的产物。另一方面，新生的社会文明又像一个巨大

的能量场，具有十分强大的凝聚力和同化力，它通过

辐射进入到千家万户，使分散于社会的零散的家庭

文明产生谐振，并最终与整个社会文明趋同，也就是

说，社会文明通过对家庭文明的再造和同化，对其发

生了具有正能量性质的反作用。

五、结语

家庭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其形成标志着人

类社会进入到了文明时代。家庭的功能是家庭和社

会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家庭文明的主要内容包括

家庭政治文明、家庭价值观、家庭伦理观、家庭文化

以及庭生活方式的优化等方面。家庭文明不仅生成

了社会文明，而且还是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动

力，彰显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社会文明的基

础。因此，我们要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细胞学内容，

就离不开对家庭及其本质的研究，离不开对家庭结

构和家庭功能的研究，离不开对家庭文明内容的研

究，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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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螺旋理论的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研究

马宏斌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研室，河南 新乡４５３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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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招标课题“职业教育促进河南省产业升级机制研究”（２０１５Ｂ１４４）
作者简介：马宏斌（１９６７—），男，河南新乡人，新乡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

摘　要：河南省正处于区域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之间
的产教融合对河南省经济的科学健康发展影响巨大。在此形势下，建立政府、产业和高校的“三螺

旋”模型，促进高等职业教育与企业间的产教融合，从而为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具有

重要意义。

关键词：三螺旋理论；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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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
自然资源，河南省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了进

一步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的协调发展，２０１１年，河南省提出建立中原经济
区。［１］随后，国务院把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职责在于为区域经济和

社会发展培养符合实际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履行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使命。相应地，区域经

济中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是高职教育办学方向和

专业设置的主要依据。伴随着区域经济产业的转型

升级，河南省的高等职业教育随之发展壮大，在此过

程中，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之间实现产教

融合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官、产、学为要素的三
螺旋理论由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和罗伊特·

雷德斯多夫教授提出，用来分析在知识经济时代政

府、产业和高校之间的新型关系，即政府、企业与高

校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的三个要

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三种力量交叉影响的

螺旋关系。［２］根据市场要求，它们通过各种形式联

结起来，互相作用，协同合作。有学者指出，区域创

新能力的提升与可持续发展正是依靠这三者之间的

互动实现的。河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正

处于发展和改革中，通过该理论，可以以企业、学

校、政府为三个要素，分析企业、职业教育院校和

河南省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找到三者之间的关

联机理，进一步构建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互动与

增强职业教育院校内涵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

利于三者利益的三螺旋模型，为河南省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一、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存在的问题

１．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不协
调

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产业转型技术换

代较快，这给职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从现实

情况来看，目前河南省职业院校在应对技术升级

换代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不足。政府在谋划产业

政策、促进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没有把区域内职业

教育对接产业转型升级纳入产业政策统筹谋划。

另外，教育具有周期性，职业教育任务设计、教材

编排等都是需要时间的，有一个过程，这是职业教

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学校在主动融入、有效对

接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力度不够，导致现实与产业

需要发生“信息不对称”情形，这就使产业转型升

级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不能很好地进行对接，学

生专业技能优势不突出，缺乏竞争力与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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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力，不能为产业升级提供理想的所需要的人才，

致使人才培养大打折扣。目前，河南省在技术、人

才需求等方面面临较大压力，特别是围绕产业转

型升级，对高技能型人才需求非常迫切，一些企业

人才缺乏面很大，员工素质不高，中高级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缺乏的现象尤为突出。寻找矛盾产

生的根源，可以发现都与上述问题有关。

２．政府资金投入不能满足高职教育发展需要
资金投入是教育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职业教

育与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良性互动的经济基础。职业

教育比其他类型的教育所需费用更高是因为需要增

添学生实训所需的大量器材和设备，这些都需要资

金购买。伴随着区域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职业教

育在软件和硬件上也需要升级换代，职业教育的办

学成本就更加昂贵。目前，政府财政拨款是河南省

职业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但是，这同当前河南省产

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发展的实际目标需要还有

一定的差距。一些职业院校条件简陋，设备陈旧，实

习实训设施不完善，难以满足教学需要，难以适应现

代企业的用人要求。尤其是民办职业学校，由于办

学经费来源主要靠自筹，其办学条件更差，办学规模

更小，办学越来越困难，严重限制了职业教育的规模

发展与质量的提高。调研发现，虽然近几年我省创

新建立的一系列保障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机制

也得到贯彻落实，但是政策规定要下发的办学资金

落实不到位，一些学校由于教师数量不足、结构不合

理，加之教学资金投入不足，职业教育发展基础依然

薄弱，亟待改善对接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经济基

础。

３．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适
应性不强

首先，一些高等职业院校缺乏对行业与市场的

深入调研，盲目跟风开设专业，专业重复设置的现象

较普遍，重叠设置率较高。据调查分析，目前河南省

高等职业院校中，多数都开设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商

务英语、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技术、旅游管理等专

业，近年来河南省教育厅所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

中显示，这些专业的就业率相比其他专业的就业率

正在不断下降。在开办这些专业的过程中，许多都

是资源的重复建设，浪费很大。其次，一些院校开设

的对于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专业并不多，特

别是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文化创意、生物和节能

环保等方面开设的专业并不多，产业转型升级与职

业教育的专业匹配度不高，导致职业院校对人才培

养的短缺，不能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三螺旋模

型

河南省的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高度

重视高职教育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探求治

本之策，建立起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这

项工作不是政府、企业、高职院校单方面就可以完成

的，三方共同努力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１．政府政策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把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实现中原崛起宏伟目标的一项重

要举措。［３］为更好地促进产教融合，自２０１０年起，省
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攻坚工作

的若干意见》《关于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快职业

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及《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促进办法（试行）》等文件，明确了“三改一抓一构

建”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为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为校企合作建立了制度保障。

通过成立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委员会，将

政府、企业、职业院校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成立职

业教育化集团，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供了平

台。［４］

２．高等职业教育主动融入市场对接产业
政府政策导向，加之高职院校的发展，以及产业

对高职教育的呼唤，让高职院校办学更为开放。高

职院校应主动走出校门，积极对接市场，加强与市场

之间的交流互动。

一是办学理念更新。目前职业教育院校的办学

理念不管如何表述，都有同样的精神内核，就是与企

业对接，产教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高等职业

教育的办学理念不再是以往封闭式的教育理念，视

野更为开阔。在办学的具体实践中，许多职业院校

深入调研，根据行业、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明确自身

办学定位，不断加强技能紧缺型和战略新兴产业相

关专业建设，在增强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吻合度

方面狠下功夫，校准人才培养规格，形成了错位发

展、优势互补的专业布局。

二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多数职业教育院校都

认识到，课程体系设置满足行业和企业的需求，是人

才培养的目标所在。面对河南省产业新的发展趋

势，河南省职业教育院校加大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以就业为导向，重视职业能力的培养；以工作过程为

主线，将理论与实践系统化；以行业和企业的需求为

目标，从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实训条件等方面进行

了规范，提高了人才培养对河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

针对性和适用性。［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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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积极履行社会服务职能，提高新技术应用

普及率。传播技术、培训技能是新形势下职业教育

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６］省级教育部门鼓

励职业教育院校坚持建设好１－２个重点建设专业
大类，以此对接河南省的产业。目前，河南省职业教

育院校开设的专业基本上都能在服务当地产业发展

上起到一定作用。

３．企业主动与高职院校合作融合
目前，河南省多家企业主动与职业院校签订了

合作协议，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捐资或捐赠企

业内最新仪器设备配备到实训基地，并提供技术支

持，改善了职业学校的实验实训条件。企业主动接

纳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来，与职工一起工作，让他们

了解、适应、熟悉生产一线的情况，促进双师素质教

师更快更好地成长。此外，企业派遣行业高技能人

才、企业专家参与学校建设、教学和管理以及社会组

织参与教育教学评价等，加强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提高了职业学校教学工作的针对性。企业为职

业院校的学生提供实训岗位，给学生顶岗实习的机

会，让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对未来职业环境和职业技

能要求有直观的感受。

三、结语

河南省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升级，产业升级

有利于增加河南经济规模，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而产业的升级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的支撑。高等职

业教育与企业紧密联系，产教融合不但可以为企业

培养大量的合格人才，还可以为产业的升级出谋划

策、科技创新。当前，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企业间

的产教融合主要面临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与高等职业

教育发展不协调，政府资金投入不能满足高职教育

发展需要以及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转型升

级的适应性不强等问题。通过政府、高职院校、企业

三方构建三螺旋模型，政府政策推动、高职院校对接

产业以及企业主动融合，可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与

企业间的产教融合，为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提供内生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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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洛克《教育漫话》中的教育思想

杜　晗
（中州大学 特殊教育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作者简介：杜晗（１９８７—），女，河南郑州人，硕士，中州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学。

摘　要：约翰·洛克是英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漫话》一书一
直被视为教育学经典著作之一。本文主要介绍《教育漫话》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而分析洛克

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当今中国儿童教育的意义。

关键词：洛克；教育漫话；教育目的；教育思想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６．０１．０２４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１８－０４

　　约翰·洛克（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是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英国实科教育和绅士教育的倡导者，在世界思想史

上具有重要地位。洛克一生著述很多，《人类理解

论》《政府论》和《教育漫话》三本书，分别成为其哲

学、政治学和教育学领域的代表作，其他比较重要的

论著还有《工作学校计划》《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等。

这些著作的问世对于当时英国乃至世界哲学、政治

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洛克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经验认识

论，他指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在经验里扎着根基，

知识归根结蒂由经验而来”。他提出了“白板说”，

认为人出生时候只是一张白纸，环境和教育可以重

新造就一个人；他反对笛卡尔等人的唯心主义的

“天赋观念论”，认为人的发展绝对不是由先天禀赋

所决定的，一个人行为品质的好坏，或能不能成为一

个有用之人，都要依靠教育，并且童年时期任何微小

的事件都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由

此可见，他强调教育对人发展的主导作用和环境对

人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进而鞭挞了等级差别和遗

传决定论，为教育民主提供了理论依据。洛克是一

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在根本上维护的是

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所以，他的教育目的

也就反应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新人培养规格的要

求。

《教育漫话》（１６９３）是洛克根据他和英国一位
地方乡绅爱德华·克拉克的书信整理而成。洛克应

克拉克的请求指导教育他的儿子，与他有过长达数

年的书信来往，洛克在书信中向克拉克全面传授、交

流了自己的教育心得，克拉克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建

议他把这些书信整理出版。洛克采纳了他的建议，

于是在１６９３年有了《教育漫画》这本书。在《教育
漫话》中，洛克对许多重要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思考和剖析，其教育思想的深刻性和哲理性，教育

方法的全面性和教育手段的可操作性至今使人深受

启示。

一、教育目的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人们对教育目的有不同

的选择。一般分为两种，即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和社

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前者认为人的价值高于社会价

值，主张把人的发展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的，倡导自

然发展人的个性、本性和本能。后者把社会需要作

为教育最根本的价值，教育目的的制定应首先考虑

社会的需要。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提到，要通过教

育使英国人具有良好的德行、能力和学问，使英国成

为一个世界不可小看的国家，虽然洛克也强调教育

要重视儿童天性、尊重儿童兴趣，使儿童获得幸福的

生活，但是从总体上看洛克的教育目的是偏向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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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位论的，他希望通过教育能培养出满足资产阶

级革命所需要的人才，即绅士，为本阶级或本社会、

本国家的发展服务。

洛克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

的有德行、能力和学问的绅士或有开拓精神的事业

家，即应该对受教育者实施绅士教育。绅士教育是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一种教育观，发起者是人

文主义教育家蒙田（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１５３３—１５９２），洛克
对蒙田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这种教育

观与中世纪培养僧侣的教育目的和夸美纽斯利用现

世为来世生活做准备的教育目的相比，进一步摆脱

了神学和古典主义的束缚，发展为世俗的、为现实生

活服务的实用主义教育目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它的不足之处在于，绅士教育对象是社会富人子弟、

资产阶级权力集团的孩子，从教育对象可以看出，绅

士教育只占教育对象的３％ －４％，是极少数人的教
育，属于培养资产阶级事业家的教育，与我们当前的

教育普及观念和教育平等思想不可同日而语，这种

思想在当时还是有很大时代局限性的。此外，洛克

绅士教育观所强调的德行与教养的重要性，无论对

于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的教育观都具有普遍的现

实意义。洛克认为，一名绅士身上必须要具有的四

种品质，即德行、智慧、教养、学问，绅士教育的内容

就是围绕这四种品质的培养展开的。

二、教育内容

《教育漫话》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健

康教育，包括健康教育的作用和健康教育的意义；二

是道德教育，包括德育的意义及原则、德育的具体意

见；三是知识与技能教育，包括学问在教育中的地

位、知识教育的具体意见和技能教育等。除此之外，

书中还涉及到了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师选择等教

育问题。

（一）健康教育

洛克把健康教育置于首位，可以看出他认为身

体健康对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洛克认为

“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身体和精神的健

康，是一个人获得幸福的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若两

者中有一方面存在缺陷，即便功成名就，也绝无幸福

可言。洛克看重健康教育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历

史的原因，欧洲教育史上向来比较重视体育教育，如

在荷马时代（公元前１１００—前８００年），教育的内容
大致以军事和军事直接相关的知识、技能为主，以培

养武艺高强、品行高尚的武士为目的，教育内容就包

括了骑马、掷标枪、打猎、弹奏七弦琴和医术等方面

的知识。公元前８—前６世纪的斯巴达武士教育，

目标是培养体格健壮的战士。一直到古希腊时代亚

里士多德的灵魂三要素说与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

都把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要素之一。二是现实的原

因，资产阶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要完成本阶级各

项事业的建设，就必须以强健的体魄作为支撑，因

此，想要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就必须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

如何使一个儿童获得健康的体魄呢？洛克给出

了很多具体的意见。一是要避免娇生惯养，无论春

夏秋冬，儿童的穿着都不可过暖，要让他们从小养成

耐寒的习惯。二是主张每天用冷水洗脚，冷水洗脚

可以增进有关部位的功能，还有防止鸡眼的功效；用

冷水浴去增强和锻炼儿童的体格，可以使身衰力弱

者恢复健康，增强力量。三是建议儿童学习游泳和

经常进行户外活动，游泳不仅可以使儿童在面对危

险时应急自救，还可以使他经常泡在冷水中洗浴。

经常进行户外活动可以使他的身体忍受冷热晴雨等

天气的变化，变得强壮健康。四是衣着不可穿的太

紧，尤其是胸口部分，衣着紧绷、束缚过多的儿童很

少有优美的身材。五是饮食应该极其清淡、极其简

单，两三岁以前应该禁止肉食。用餐时要细嚼慢咽，

避免消化不良。提防儿童喝烈性饮料和食用糖果。

六是睡眠，一定要让他们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可以

避免他们养成白天昏睡的习惯和喜欢过放荡夜生活

的习惯。卧床应该硬一些，硬床可以锻炼身体，羽绒

被褥会融骨伤体，是虚弱之因，短寿之源。七是养成

早餐后按时排便的习惯，防止大便过频和便秘。八

是谨慎用药，绝不可让儿童服用任何药物去预防疾

病，等等。很多具体建议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道德教育

洛克把良好的道德品质视作绅士人格的灵魂，

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良好的德行可以使一个人保

持精神上的正常，行为举止得当，克服不合理的欲

望，进而拥有理性的光芒。对于道德教育的方法，洛

克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１．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要及早进行。洛克认
为，人的精神在儿童时期是最纤弱、最容易支配的，

这个时候对儿童进行道德上的训练，有利于人们养

成遵守纪律、服从理智的习惯。一个人小时候形成

的恶习，家长如果因为溺爱而不及时去纠正、放任不

管，到成年时就更难去改变。

２．向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这个环境
主要是父母、教师及孩子周围的人一起创造出的一

种文明、友善、懂得节制的成长氛围。如果孩子的父

母和周围的人都是善良的人，那么在这种环境中长

·９１１·



大的孩子就不知道什么是邪恶，那么儿童就不会沾

染恶习。所以洛克倡导家庭教育，认为学校教育中

的不良行为很容易导致儿童变坏。

３．注意亲子关系的培养，对待孩子的态度应随
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在孩子幼小时，应该对他严格

和严厉一点，树立起父亲的权威，使孩子敬畏、服从

父亲的管教；当他越接近成年，就越应该以亲切的态

度对待他，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贴心的朋友。因为

孩子幼小时缺乏判断力，必须有人去指导、管束，当

孩子成年后，当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理智去办事，严

厉地对待他们就不再合适。在对儿童进行管束的时

候，要注意适度原则，过于严格的管束，会使儿童的

精神受到严重压制甚至损害，使他们失去活力和勤

奋。

４．慎用体罚。洛克认为鞭打是教育上最为不当
的一种方法，因为不学习而受到体罚的孩子会更加

厌恶学习。孩子暂时的妥协也是因为惧怕更大肉体

的痛苦而已。当孩子犯错时，可以使他们受到冷遇

与轻视的惩罚，或者在私底下进行训斥，使他们感到

羞耻进而改正错误。体罚会造成奴隶式的性格，只

能偶尔为之。但对于屡教不改，故意反抗的孩子，就

必须给予严厉、彻底的惩戒。当儿童良好的行为出

现时，应及时给予奖励，奖励的时候应该重视精神奖

励而不是物质奖励，尊重、称赞、表扬都是很好的奖

励方式，如果用孩子心爱的东西，如好吃的食物或漂

亮的衣服进行奖励，只会造成儿童追逐物欲、奢侈、

贪婪的心理品质。

（三）知识与技能教育

洛克之所以把智育放在最后面，是因为他觉得

智育的地位没有德育重要。他认为一个德者远比一

个智者更可贵，而且学问对于心智健全者的智慧增

长很有帮助，但是对心智不健全的人来说，学问越多

对他们自身及社会的危害就越大。对于道德品质优

良的儿童来说，再用一些方法加以指导，就能让他们

事半功倍地获取应有的学问和知识。

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绅士，洛克认为教学科

目的选择应以实用学科为主，

基础知识的学习有算数、阅读、外语、作文、地

理、天文、法律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运动项目和

动手实践的项目，如舞蹈、音乐、骑马、游泳、击剑、园

艺、雕刻、木工等。可以看出，洛克提出的这个课程

体系比夸美纽斯更加丰富和务实，全面性和实用性

是其最主要的特征，说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教育上

越来越趋于世俗化，更加注重现世的生活，这种教育

能够满足资产阶级海外扩张、处理复杂公私事务的

需要等现实生活的需要。

洛克给出的关于知识教育的具体建议主要有：

第一，阅读要趁早，当孩子能够说话的时候，就应该

学习阅读。注意让他们在玩中学，把学习变成儿童

的一种游戏、一项娱乐。比如，可以在骰子和玩具上

面黏上字母，在游戏的时候教儿童学习字母。第二，

要选择合适的书籍让儿童阅读。应该选择一些浅

显、有趣而又适合其能力的书，比如配有插图的《伊

索寓言》就是洛克认为的非常适合儿童阅读的书

籍，不仅能够使儿童产生快乐的心情，还能使他们得

到一些有益的反思。第三，关于外语的学习方法，首

先及早开始学习，当他们可以说母语的时候，就可以

开始学习别国语言。这一建议完全符合当代心理学

对人类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是２－３岁的研究结论。
其次，学习语言的最好方法是有人能熟练地用这种

语言和他交谈、闲聊，而不需要注重他的语法规则，

不过一两年的时间他就能说好这门外语。第四，教

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教学的内容要由

易到难，由简及繁。从儿童已经掌握的简单知识入

手，慢慢再去了解探求与之相关的问题。这样，儿童

的性情和思想就都能得到发展。第五，洛克提出对

儿童的教育要根据儿童的不同特点来进行，“每个

人的心理都与他的面孔一样，各有一些特色，能使他

与别人区别开来。两个儿童很少能用完全相同的方

法去教导的”。这和我国教育鼻祖孔子提出的因材

施教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教育思想

作为一本教育学经典著作，《教育漫话》这本书

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虽然时间

久远，但是，它其中包含的深刻的教育思想，对当今

的教育教学实践工作还是非常有益的。笔者认为，

本书中最重要的教育思想有两点。

首先，洛克阐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从历

史上看，最早提出身心和谐发展教育思想的是古希

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

即植物灵魂（生理）、动物灵魂（感觉和欲望）和理性

灵魂（理智和沉思），它们是人类活动能力的萌芽，

它们的发展只能依靠教育。因此，他提出我们应依

靠体育来发展植物的灵魂，强壮我们的身体，依靠德

育来发展动物的灵魂，完善我们的感觉和情感，靠智

育来发展理性的灵魂，使我们获得理智。在各育的

关系上，他认为要发展感觉、欲望，必须首先发展身

体，而要发展理智、沉思，又必须先发展感觉的欲望，

所以人类灵魂发展的顺序应该是先身体、后感觉，最

后是理智。按当今的心理学观点来看，这种顺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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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人的心理活动发展的特点的。所以，他把体育

放在最前面，其次是道德教育，最后才是智育（包括

美育）。显然洛克深受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思想的

影响，认同他对三育的划分和对三育关系的理解，在

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体育、德

育和智育三者的关系、各自的地位和具体实施方法，

对此后的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都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

其次，洛克非常重视早期教育。他认为教育对

人的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对婴幼儿，具有更大的作

用。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被

教育学家称为“关键期”。关键期是指某种知识或

行为经验，在人的某一特定时期最容易获得和形成，

过了这个时期，就不能获得或达不到最好的水平。

人的大脑或是动物的大脑，都存在一个发展的“关

键期”，比如，两岁前是心理发展的最佳时期、２岁左
右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３岁左右是识字的最佳
时期、４岁左右是数字概念形成的最佳时期、３－５岁
是音乐灵感发展的最佳时期、３－６岁是想象力发展
的最佳时期等等。学者们指出，这个“关键期”是一

次性的，不可逆的。洛克认为，对孩子的教育越早越

好，因为儿童的心智和源头的水性相近，容易引导，

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包括儿童的身体素质、品

性、学习的习惯和方法等，都要从小开始培养和引

导，这样才能事半功倍。洛克的这种理念符合当代

对关键期的研究。

除此之外，《教育漫话》中还总结了其他诸多教

育智慧，比如尊重儿童的思想、游戏教学法、培养孩

子好奇心的理念、注重练习和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

等等。洛克的教育思想、教育观点和一些具体建议

至今仍广为传播和使用，对教育学理论和实践的发

展、完善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１］〔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２０１３．

［２］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３］许春良，冷巨丰．教学经验的内涵与价值［Ｊ］．教育，２０１５
（５）．

［４］李雪莲．足月儿早期智能发育干预效果评价［Ｊ］．中国城
乡企业卫生，２０１１（８）．

（责任编辑　赵冰）

Ｏｎ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ｉｎＲｏｃｋ’ｓＳｏｍ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Ｈ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ｉｓａｆａｍｏｕｓ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ｉｓ
ｂｏｏｋ，Ｓｏｍ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ｏｎ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ｉｎｌｙ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ｔｈｅｎｍａｋｅ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Ｌｏｃｋ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ｏｃｋｅ；ｓｏｍ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ｕｒｐｏ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１２１·



第３３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６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１６　

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引入社会资源的研究

张　承
（洛阳师范学院 商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９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７
作者简介：张承（１９８７—），男，河南郑州人，硕士，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会计学、产业经济。

摘　要：会计学是实用性非常强的专业，要求学生们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务
能力。目前的会计学专业教学中十分欠缺培养学生实务能力的环节，无法达到社会对会计人员工作

能力的要求，从而影响了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本文分析会计学专业引入社会资源进行实践

教学的必要性，找出当前社会资源中可以弥补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缺失的要素，并寻找适合引入会

计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社会资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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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专业的实用性非常强，学科特征和职业
特点要求我们必须根据社会需求搞好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不断创新实践教学体系，修订教学方案。

经济管理类专业教育与新时代社会经济的人才

标准之间的矛盾已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在高
等教育培养人才类型上提出：“重点扩大应用型、复

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

和特点，我国经管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概括为：培

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掌握现代经

济管理理论基本知识的、具备从事经济管理实际工

作的基本技能和素质的高级经济管理应用型人才。

其中“应用型人才”是指经过专业培养，具有某种专

门知识、专门技能的，又能从事管理的专业人才，它

强调的是人的专业性。因而，众多地方普通高等院

校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新一轮的人才培养改革方

案中，纷纷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教学目标，并修

改教学培养方案，将社会实践纳入学生学分，将社会

资源引入经管类专业教学。

抓好会计学专业教育的实践环节是实现会计专

业教学目标的必要条件，只有提高对实践课的认识，

认真设计实践课的教学环节，落实实践计划，才能实

现专业培养目标。实践教学单单靠高校教师是难以

完成的，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因素，才能真

正实现。

一、国外经管类专业教学引入社会资源的经验

近些年，许多国家针对经管类专业应用型的特

点，积极引入社会资源，构建能够快速适应市场变化

的教学体系。一方面，在教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重

视办学形式的开放、灵活和多样；重视科学预测市场

发展方向，以市场为导向调整教学内容；注重开辟学

校与企业灵活多变的结合路径，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发挥经管类学科优势，开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人优我精”的特色教学。另一方面，实行多种形式

的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培养，并积极为学生提供

职业导师、实习场地和设备，企业在学校建立研究开

发机构和试验中心，尽最大可能让企业更多地参与

教学活动。

以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现代学徒制度”等为

代表的是一种由原来“学校为主的教学模式”到“企

业为主，学校为辅”的社会资源引入教学模式；以新

加坡“教学工厂”、澳大利亚“实践教学”等为代表的

是一种“以学院办学为主，企业参与”的社会资源引

入教学模式。美国的“诊所式”教学法［１］是仿效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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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选择具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教师，辅导学生独立处理各类业务，最后

由教师作出评价总结，这种方法更加具体，实习背景

具有真实性，能力培养更贴近社会实践。

国外经管类实用型专业在学生的日常教学中的

最大特点是非常重视社会资源的引入，积极争取社

会（企业、行业）广泛地参与其中，学生大部分时间

在企业（行业）进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而且所接受

的是企业（行业）正在使用的知识和技能。社会参

与教学活动，使专业设置更加合理，教学计划更加周

密，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校企合作的方式更加灵活。

以德国“双元制”、新加坡“教学工厂”等为代表的教

学模式通过把教学和社会资源紧密结合起来，给学

生以职业概念，让学生参与生产与产品的研发，对学

生的评估不光着眼于学生专业知识的考评，而更注

重实践考核，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

二、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引入社会资源的必

要性

１．学科特点的需要
会计专业学科突出应用的特点，不仅要求学生

们有牢固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还要有会计实务

能力。在教学上，会计学专业不仅理论课繁多并且

知识结构复杂，诸如初级会计学、中级会计学、高级

会计学、审计、经济法、税法、财务管理、成本会计、政

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等理论课程，还包括了实践教

学课程如会计电算化和手工会计实务。而实践教学

的前提是学生能够将理论理解透彻，并灵活运用到

实践中来，这就要求会计学专业必须做到会计理论

与会计实务的紧密结合。

会计实务是在会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

但是又与会计理论有着很大的差别。简单对比一下

理论学习和会计实务对一项会计业务的处理，就可

以找出学生们在会计专业的学习中到底缺少了什

么。在理论学习阶段，学生能够根据考试题做出正

确的会计分录即可。在会计实务中，会计工作则要

求会计工作人员能够根据原始凭证做出分录，填写

记账凭证，做出财务报表，同时要求实现会计电算化

和网络报税，并且所做的工作不允许有丝毫差错，必

须能够在审计中通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理论

学习中，会计专业学生所面对的是理论化较强的、对

会计业务高度概括的考试题；在实务中，会计工作人

员面对的则是现实的具体工作业务，所要处理的内

容更加具体，繁杂，并且对于错误的容忍度极低。因

此，在会计学专业教学中，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转化

为实际工作能力是会计专业的学科特点，也是会计

专业教学的重中之重，而引入社会资源来提升教学

效果是其必然要求。

２．加强就业能力的需要
会计学专业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上花费了大量

时间，实践锻炼的时间却不足。会计学专业学生会

发现学习的理论知识无法灵活运用，接触到的实务

工作又和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有一定差别，往往会因

为实际工作经验不足而错失很多就业机会。很多企

业对于会计人员的要求更侧重于能否在保质保量的

前提下熟练地完成包括做账、做财务报表、报税等一

系列具体的工作。所以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引入社

会资源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当前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不足之处

１．贴近实际业务工作的程度不足
在目前手工会计实务和会计电算化等会计实验

课中，更偏向理论性的知识演练和理想化环境下的

实务练习，学生们学习的实务工作与现实中的业务往

来还有较大差别。例如手工会计实务教学只能局限

在做账的练习上，对于工商注册、年检、存货管理、报

税流程等具体业务并没有切身的体验。学生在毕业

后仍不熟悉完整的业务流程和业务内容，依然需要重

新学习和岗位培训才能胜任具体业务工作的要求。

２．缺少真实的会计材料
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中缺少必要的真实的会计

材料导致学生实践的会计实务理论化和简单化。比

如对于各个行业不同类型的会计处理方法，在实践

教学中很少涉及，大部分情况都是按照教程讲一下

总的处理方法。在学校实践课程中也很少能接触到

真实的原始凭证，导致学生对于真实业务流程并不

熟悉，学习内容与实务工作的差距较大。

３．学生的实习缺乏指导和组织
经管类院系对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假期实习和毕

业实习缺乏必要的指导，无法弥补会计实践教学中

缺失的实务工作环节。很多会计专业学生在实习中

并不是实习会计业务，而是选择了其他职业的工作

实习。由于学校对学生实习缺乏组织，使得很多会

计专业学生脱离了会计专业的业务范围，丧失了实

践会计实务的机会。

四、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可引入社会资源的类型

１．地方知名企业家开讲座
应该主动邀请知名的地方企业家来学校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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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一是可以开阔经管类院系师生们的视野，真实

地了解行业前沿信息；二是方便学校根据企业家

对经管类专业人才素质的诉求，及时更改人才培

养方案。

２．实习基地的建设
可以通过建立实习基地，充分利用真实工作环

境，提早积累学生们的会计工作经验，同时也会加深

学生们对企业工作环境的认识。在选择实习基地

时，可以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大型企业、银行等，与之

建立合作关系，每年输送实习学生来实习基地锻炼。

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向实习企业推荐

优秀毕业生就业。

３．教师队伍与企业的合作项目互动
会计专业的教师队伍可以与企业合作，参与企

业的实际工作，在实践中总结教学要点，从根本上带

动教师队伍“所教即所用”，在工作中保持专业的信

息与社会动态同步，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生所学知识

的前沿性。同时，通过高校向企业让渡价值，获得社

会的回馈：将社会上经管类专家柔性引进，让他们关

注会计学专业的教改，支持会计学专业的教学，同时

鼓励互相挂职：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让老师将专业

运用于实践，让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到高校任职，推

进高校改变办学思路，充分运用社会资源。

五、会计学专业引入社会资源的途径和渠道

１．引入企业资源的全程参与机制
全程参与机制就是引入企业全员、全方位、全过

程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２］。

首先，企业要认识到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企

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应积极主动地参与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从根本上解决理论与实

践严重脱节的问题，缩小教师“所教”、学生“所学”

与企业“所需”之间的差距，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其次建立共用的数据库，可以用企业以前年度

的会计数据来作为教学演练的教学材料，帮助学生

认识真实情况下的会计工作。

２．推进双导师制工程
每一名经管类学生通过双向选择配备一名校内

指导教师和一名校外指导教师，校内指导教师由所

有任课教师担任，校外指导教师由聘请的客座教师、

企业精英或优秀校友担任。校内导师对学生进行思

想教育、带领学生进行实践活动、指导论文及各种竞

赛等，并根据不同年级特点，对学生作综合指导；校

外导师对于学生实践能力进行传授和熏陶。

３．重视校友工作
校友是学校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社会资源，

是学校科研实践的社会资源，也是学校招生及就业

宣传的社会资源［３］。应该建立相应的职能组织机

构以健全校友沟通渠道，及时建立校友信息更新机

制，保持与校友长期、稳定与及时的联系，根据校友

工作的单位、岗位及时加强沟通交流。拓宽校友工

作内容，增强校友服务意识。充分利用高校的有利

条件，关心校友的生活、学习及工作情况，尽心尽力

为校友未来的发展提供帮助。及时开展校友联谊活

动，加强母校关怀，培养校友的母校情结。

４．校内外会计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一方面，提高实验室软硬件建设，建立会计电算

化实验室和手工会计实务实验室，引进与会计类专

业学习相关的情景模拟试验系统，如银行业务模拟

系统、股市模拟系统、创业模拟经营沙盘系统等。这

会有效地帮助学生及时掌握本专业的业务流程和操

作实务，以此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相渗透

和有机结合，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注重

开放式办学，不断加强学校与社会资源之间的联系，

建立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积极探索学生参加工商企

业生产经营管理实践的新模式，坚持与企业合作，互

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思路。

５．打造师生实践工程
根据会计专业特色，可以开展一系列师生实践

工程项目。一方面要积极鼓励会计学专业教师加强

与社会企业的联系，对外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兼职关

系，深入企业了解最新的实务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把

企业家请进课堂，把“双导师”制落到实处。例如：

开展商务会计讲座系列活动，定期邀请企业界精英、

学术专家等为会计专业师生开展讲座，促进广大师

生对外信息交流，了解学术前沿，提升实践能力，讲

座内容可以有经管类学术前沿理论，有创业经验与

指导，也可以有职业生涯规划等。

以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为例，根据经管类学科

特点与师生实践工程建设情况，总结出对任课教师

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五个一工程”：要求教师提一

个实践教学新方案，联系一个企业，积极结交一个企

业家朋友，作一个与课程相关的横向课题，设计一次

新颖的实践教学活动。经过几年的推行，这项制度

得到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的广大教师的拥护，对教

学的促进效果显著，所联系的企业一部分已经成为

实践基地，还有部分企业为商学院提供了相关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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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课题，同时也促进了商学院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

所联系的企业家则已经成为商学院的客座教授或学

生课外指导教师。商学院大部分任课教师都根据自

己课程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实践教学。

６．精选联合企业，打造定制班
在选择拟联合的企业时，高校应依据各项具体

实践课程的教学目标能否顺利完成去挑选企业［４］。

所选择的企业应该是那些经营管理规范，设施齐备，

财务人员素质高、能力强，能够对上岗实习的学生进

行业务指导，并能够接纳较多的学生的大中型企业。

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后，应由学校和企业选派人员成

立校企联合办学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操作校企合

作事宜，对联合办学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和

管理。在会计实务工作中，不同行业、规模的企业

对会计人员的要求也不同。比如，外资企业对会

计人员更侧重于其掌握国际会计准则，熟悉外贸

业务，并且英语能力较强。因此，可以根据对口企

业的具体要求，设置定制班级，按照企业的要求来

开设课程，使学生在毕业时能够直接胜任企业的

各项工作，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也可以

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学生在企业中可以直接

接触到会计实务，提前熟悉企业会计流程和各种

会计工作的行业规则，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会计

理论知识。

以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为例，目前已经和洛阳

的中小企业协会、女企业家协会等建立了战略合作，

并同其中多个企业签下合作定制班协议，培养企业

未来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通过选派学生到企业挂

职锻炼的方式，让学生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在目前

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中都取得了较好

的实践教学效果，这同样可以推广运用到会计专业

的实践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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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迁移理论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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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设计是商品社会的重要产物。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行业都需要艺术设计的有力
支持。目前，我国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质量良莠不齐，如何让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更好更有效地学

习，不仅是学习者的目标，也是为人师者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知识迁移理论出发，结合艺

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模式，探讨了知识迁移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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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艺术设计已经渗透
到社会各个领域中，社会对优秀艺术设计人才的需

求很强烈。在近些年的艺术设计专业发展过程中，

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数量大幅增长，质量却良莠不

齐。本文从艺术设计专业的特点和学习过程中知识

迁移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促进优秀艺术设计人才

的培养。

一、艺术设计学科概述

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变革从根本上推动了

艺术设计教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的艺术设计学科

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了专门的艺术设

计学科体系，为培养专业型的艺术设计人才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１９９７年，在教育部设计学科的分类
中，使用了“艺术设计”这个学科名称。１９９８年，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学科分类标准，“艺

术设计”在国务院的学科分类中被称作“设计艺术

学”，这两个名称在内涵上并无差异。艺术设计是

一门融经济、科学和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它涵

盖的范围比较广，与其他学科呈横向交叉关系。

首先，艺术设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服务性。艺

术设计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给人以审美体验

和审美感受，从而愉悦人的身心。目前，艺术设计被

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它既能够实现

商业信息的传达，也能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

行为进行诠释。艺术设计旨在通过让人们获得有价

值的生活体验，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常态，提升人们

的生活品质。艺术设计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但是在经济社会背景下，是以商业服务作为主体的。

其次，艺术设计要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艺术

设计不是设计者主观意识的无边际表达，通常要建

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为商业服务。优秀的艺术家能

够凭借自己的灵感创造出优秀的艺术品，但很难通

过自己的灵感对商业产品进行设计和创造。商品的

艺术设计要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在艺术设计

过程中，设计者需要考虑产品的特性，设计师的艺术

思维和追求往往会被商品自身的特性所限制。艺术

设计与艺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艺术设计通过对生活中最普通的商品和事物进

行艺术化的包装和表达，从而赋予其审美形式和审

美体验，使产品的审美特性和实用特性实现完美的

结合，是物质与精神的碰撞，也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

必然要求。

二、艺术设计专业知识要点

１．艺术设计的情感内涵
艺术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认知过程，是属于精神

层面的实践性活动。艺术的最终呈现形式即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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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既有其自身的特性，又是艺

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以及艺术家自身的情感表

达，是一种以物质形式呈现的精神产品。黑格尔在

他的美学著作中认为艺术应该坚守在感受的范畴。

人们对艺术的感知既体现人们先天性的无意识的行

为，又体现后天教育对人们整体素质和思维的影响。

艺术设计教学要重视对学生专业知识和艺术素质的

综合培养。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

符号形式的创造”［１］。她将艺术与人的情感相结

合，旨在探讨艺术与人的心理和情感的关系。情感

要素也是艺术设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２．艺术设计的形式表达
设计者的情感表达和思维活动是艺术设计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设计既包含了设计者的

感性思维要素，同时也涵盖了设计者的技能表达。

艺术设计教学注重对学生基本设计技能和创意思维

能力的培养。设计技能是一种形式表达，是一种视

觉审美体验，把艺术设计的理论素养和情感内涵高

度统一起来。

三、知识迁移的认知

“迁移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２］。

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迁移是人在学习过程中新

知识与已有知识体系同化和顺应的过程。知识迁移

可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迁移理论对于知识技能的

掌握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同化是指学习者将新的知识以相同的形式转化

为已经学习过的知识，让新的知识变成旧的熟悉的

知识，进而通过新知识和旧知识的对比，来简化新知

识的学习过程，提高学习者对新知识的学习质量和

学习效果，也被称为知识迁移理论中的类化。“新

知识”与“旧知识”二者呈现出的形式变化，被称为

变式。知识在不同情境下的展现模式的不同，而知

识的本质内核并没有改变，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能够剔除新知识与旧知识二者之间存在的变

式，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就能实现对

新知识的灵活应用。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还需

要对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不断的优化，从而实现新、

旧知识的融合。

四、艺术设计实践过程中的知识迁移

不同的知识内核，其对应的迁移内容也是不同

的。艺术设计实践所涉及的知识可以分为专业知

识、设计素养、设计理念、设计技能等几个方面。在

艺术设计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专业知识和设计理

念进行迁移，加强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同时，教

师也要加强对学生设计技能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

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

形式训练说源于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所创立的

官能心理学，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应用形式训练说，能

够促进迁移的形成，并且指导艺术设计知识向艺术

设计技能和艺术表现力迁移。其他如格式塔心理

学、共同元素说、类比转化理论与戈登的创意理论分

合法等，对艺术设计创意由知识到实践的迁移都是

有效的指导。认知结构和结构匹配理论更适合学习

主体的知识结构整体的内化，便于知识体系的形成

与记忆。建构主义迁移理论有助于情景化教学和主

动型教学模式的建设。

艺术设计教学的综合性较强，教师要注重将多

种知识迁移理论体系应用到艺术设计教学中，结合

实际情况，对知识迁移理论进行科学的选择和应用，

以提高整体教学效果和课堂效率。

五、教学设计以促进学生知识迁移为宗旨

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知

识的认知获得，二是知识的保持与理解，三是知识的

实践与应用，四是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知识。对应

学习的四个阶段，基于知识迁移的要求，在知识的获

得阶段，要求学生带着问题主动学习；在保持记忆阶

段，要求学生系统架构知识的整体；理解与应用阶

段，要求学生动手实践，将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第

四阶段，将个别性的经验转化成抽象的概念，为后期

的学习提供理论依据。

在艺术设计的教学设计中，可以依据艺术设计

的教学目标和项目教学的整体战略，根据学习者需

要学习知识的进度设计出系列实践项目。从学习者

学习的角度出发，在对项目进行设计时要考虑以下

因素：

１．项目设计要摆脱传统僵硬的思维模式，强调
艺术作品的个性特征和主观性，激发学生对艺术设

计课程的兴趣，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意识，以达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２．项目设计要重视艺术设计教学的系统性，让
学生对专业知识具有明确的认知和了解，从而提升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

３．项目设计注重课堂形式和课堂内容的多样
化。强调课堂教学的主次，加强对学生创意思维能

力的培养，教师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创造合适的

课堂情境，通过课堂实践，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

具体的设计情景，并对学生的艺术设计过程进行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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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项目设计应具有时代性，广泛性。艺术设计
教学中的项目规划要与时代相契合，项目选择要广

泛，能够促使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学到更多的外延知

识，从而丰富他们的文化内涵，为艺术设计提供文化

要素和理论要素。

在艺术设计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改变传统以书

本和课堂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艺术创造

思维能力和探索意识的培养。要重视艺术设计形式

的视觉特点，认识到视觉语言和视觉思维在艺术教

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将现代多媒体技术应用于艺

术设计教学中，以实现艺术设计教学的形象化和课

堂内容的多样化，从而促进对学生创意思维能力的

培养，帮助学生培养知识迁移能力。知识迁移的应

用，能够增强艺术设计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和教学内

容的形象化，从而使艺术设计教学更加具有趣味性，

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知识的迁移，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和创造能力。

六、知识迁移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实践

艺术设计实践由主题架构、创意构思和形式表

达三部分组成。主题架构涉及到作者的主观意识、

艺术认知和设计理念的迁移，是艺术设计从功能性

要求到艺术化表现的一个迁移过程。创意构思是设

计者主观意识的外化，包括设计者的创意思维知识、

主题情感化能力、设计功能性要求等，通过联想、想

象构建视觉思维的迁移阶段。这是艺术设计过程中

的重要阶段，对设计者的知识积淀和情感内涵要求

都相对较高。形式表达是艺术设计过程中最直观

的，是对设计主题和创意思维的外在呈现，也是形式

美法则、设计技能、技法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的综合

知识迁移过程，是审美与技能性表达的统一。

艺术设计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意

识和设计能力。知识迁移通过将枯燥的理论知识进

行转化，进而应用到艺术实践中，对艺术设计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教师在日常艺术设计教学过

程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思维，重视艺术设计从业者

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以实现教学过程中的灵活性。

从艺术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充分运用知

识迁移理论，把艺术设计人员的素质、知识、能力培

养作为一种生命的活体去传授，才能更有效促进艺

术设计人员的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也有利于对学

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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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ａｒｔ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ａｒｔｄｅｓｉｇｎ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ｉｎ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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