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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讨论“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这一传统论题的争论时，对于别林斯基关于果戈
理“现实主义”盟主定位的神话怎样反驳？别尔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罗赞诺夫、叶夫多基莫夫

等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从果戈理创作的宗教本质上作出了颠覆性批驳；从民俗学、美学角度分析的则

有巴赫金、纳博科夫等。可是如果仔细审视一下果戈理文本自身的妖魔元素，就会发现它们本身就

是对“现实主义神话”不言自明的解构。妖魔元素贯穿果戈理的创作始终，其中隐含着作家的创作

目的和思想，在不断变化的妖魔形象中，也是作家自我认识的生产过程。这种自我认识与别林斯基

对其“现实主义”的命名背道而驰。

关键词：果戈理；妖魔元素；解构；“现实主义”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１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０１－０９

一、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定位及名家论说

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妖魔元素贯穿始终，尤其在

其早期作品集《狄康卡近乡夜话》（简称《夜话》）

《密尔格拉得》中时常可见，鬼、妖、精、怪、魔（本文

中按照汉语习惯，合并为“魔鬼”和“妖精”；在指这

两类形象时，又简称魔鬼形象）作为重要角色，直接

参与情节，与其他角色正面交流和冲突。在这两部

作品集中，《索罗庆采市集》《五月之夜》《圣诞节前

夜》《可怕的报复》《维》等都是被常提及的此类篇

目，不过，《夜话》与《密尔格拉得》中的魔鬼形象也

有所区别。而到了城市题材的《彼得堡故事》中同

样有魔鬼形象，只不过是人形的变形，代表篇目则有

《外套》《鼻子》《肖像》等；其中，主人公的离奇遭遇

完全不合乎常理，却又很少说明；不完全是魔鬼，但

具备了其基本特点，成为抽象性质的“幻影”，在文

本中的影响程度不减，而蕴含的意味更丰富，距离作

者的意图也更近了。到《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魔

鬼形象开始转向幕后，因而作家被贴上“现实主义”

乃至“批判现实主义”标签，但它们仍然在情节及主

题表现中有重要作用，虽然不作为独立的明显的角

色影响情节及思想输出。别尔嘉耶夫曾指出，“《可

怕的报复》充满了妖魔气息”，而“这种妖魔气息在

《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中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

弥散着”［１］３５５。笔者认为，“这里隐含的意思是，虽

然表面上看，《死魂灵》和《钦差大臣》出场的是些让

人嘲笑的庸俗之人，但实际上他们就是些妖魔的幽

灵，他们蛰居、游荡在俄罗斯大地的各个角落，使得

整个俄罗斯仿佛地狱般笼罩着一种妖魔气息”［２］４０。

从台前到幕后，从具象到幻影，魔鬼形象的变

化，侧面反映了作家创作风格、创作思想的转变。自

作家本人生活的时代至今，评论家对此的关注也经

历着转变。与作家同时代的评论家自然不能不提别

林斯基，我们知道，他对果戈理的创作在态度上前后

有巨大转变，他早期曾高度评价果戈理的小说，认为

“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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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作品的显著特征［３］１８３，同时，他也是首先激烈

批驳果戈理宗教观念的人，在《与友人书简选》出版

后，两人近乎决裂、分道扬镳。别林斯基不满果戈理

以基督、《圣经》等宗教概念表达崇高事物，更愤怒

于他对宗教性质的“宽恕”“恭顺”的宣扬；认为他未

区分精神信仰与宗教体制，是落后的制度的辩护士。

对比其过去作品的“纯粹俄国的幽默，平静的、淳朴

的幽默”［３］１９４，与现在借着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教导

地主如何更多地榨取农民的金钱，别林斯基指责作

家违背了俄国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即应当抨击正

教、君主制及官方民族性。当然，此处的“民族性”

与别林斯基早年褒扬作家时提到的“民族性”意义

完全不同。总体上，他以较纯粹的现实主义标准来

评判果戈理及其作品，似乎果戈理从前到后不曾改

变。他所赞赏的作家的写作风格，按他的话说，就是

“十足的忠实”。别林斯基评述的消极影响在于，其

过于纯粹、立场鲜明的角度使得不少后世评论家忽

视了果戈理作品中的妖魔元素和宗教气息，甚至极

大影响了２０世纪中国果戈理研究的最初方向。
白银时代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名著《果戈理与

鬼》认为，果戈理的“魔鬼作为神秘之本质和现实之

本质，集中了永恒的恶”［４］３；魔鬼主题———“无条件

的、永恒的和全世界的恶的现象，永恒状态的鄙

俗”———是其整个创作历程的唯一主题［４］３。从《狄

康卡近乡夜话》开始，作家就时常面对渗透我们整

个世界的恶的问题，而且是人格化了的恶。被别林

斯基看作是现实主义代表作的后期作品《钦差大

臣》和《死魂灵》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赫列斯塔科夫和

乞乞科夫，被梅氏认为是“现代俄罗斯的两种面孔

的本质，是永恒的、全世界的恶———‘人的永恒的鄙

俗’的两种位格……就是两个魔鬼的形象”［４］５。这

显然是从形而上和宗教层面揭开了果戈理创作的本

质。

此一时期还有罗赞诺夫对果戈理的评述，他体

现出回到文本自身的倾向，开始进入作品中的一些

细节。在罗赞诺夫那里已经对果戈理开创了现实主

义流派的“著名观点”提出了疑问，表达了十分戏剧

性的观点“果戈理杀人”［１］３５９。不过，虽然罗赞诺夫

承认果戈理“在自己的作品里绝对没有反映现实”，

但似乎又无意识地认为，他“以惊人的手法给生活

描绘出一系列讽刺画”［５］１６，其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现

实性。这种立场上的挣扎，削弱了罗赞诺夫见解的

力量。

但无论如何，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罗赞诺夫的

批评著作之后，不可能再把果戈理看作彻底的现实

主义者，把他的作品只看作忠实地准确地反映了他

那个时代俄国的现实。这也正是别尔嘉耶夫所指出

的“果戈理的非现实主义”，即他的象征性、神秘性

和宗教性。

别尔嘉耶夫对果戈理的阐释决定性地改变了传

统解读。他首先颠覆性地转变了以往评论家看待果

戈理的立场和角度，毫不含糊地断定，果戈理的创作

完全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象征主义的。他敏锐

地发现：“果戈理是唯一一位身上具有妖魔感的俄

罗斯作家———他艺术地表达了恶的黑暗的妖魔力量

的作用。”［１］３５５他认为，“果戈理不仅属于文学史，而

且属于俄罗斯宗教史和宗教—社会探索史”［６］８５，鲜

明地指出了果戈理所受宗教影响之深远及其作品的

宗教性，但也指出作家在宗教理论上的苍白无力，以

此解释了作家及其作品的悲剧性，这皆因作家在现

实与非现实间的摇摆不定，对社会矛盾介于疏离和

完全融入之间的态度。值得重视的是，别尔嘉耶夫

直接提出了“魔鬼”角色，从宗教哲学角度对果戈理

及其魔鬼进行解读，认为“果戈理寻找地上的上帝

之国，然而他是用一种扭曲的形式去寻找的”［６］８５。

就魔鬼形象在中后期作品的影响，别尔嘉耶夫的观

点可谓敏锐而准确；他把作家后期作品中的“庸俗

人物”称为“幽灵”“人的碎片”，不是任何形式的

“完整的”人，这些幻影一般的人物，影响力穿越时

空，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别尔嘉耶夫指出，这些

人物的社会价值在于揭示了俄国社会和人的共性，

并有将其归于俄国民族气质，乃至人性本身的倾向，

提出果戈理作品中存在着“俄罗斯人所具有的虚伪

的灵魂”［６］８５，“是它产生了旧制度中一切恶劣的东

西”［１］３５８。在美学角度，别尔嘉耶夫使用美术上的

“解析主义”一词，就果戈理笔下“人的碎片”及其动

物特征做出概括，同意了罗赞诺夫“果戈理杀人”的

观点———使得“人”没有了完整的形象。最后，别尔

嘉耶夫做出预言，这类特点在俄国改革前后一直存

在，甚至就是现代人类的本质特征。总体来说，别尔

嘉耶夫的观点打开了新的视角，并难能可贵地将新

立场坚持下去，从现在来看，其预言也不可谓不正

确。

随后的２０世纪，随着新文学思潮的出现，对果
戈理及其魔鬼的非常规解读继续延伸。过往评论家

看待果戈理及其作品的传统观点受到挑战。集中在

两点：一是继续站在宗教哲学角度，对作家宗教观念

的探讨；二是深入文本本身，体会作家创造形象的美

学特色。相应地，魔鬼们在此两方面也分别获得了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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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在《俄罗斯思想中

的基督》中直接指出，“果戈理著名的‘现实主义’是

十分矛盾的”［７］６６。在描述这种矛盾性时，他认为果

戈理首先塑造了一个合乎常理的环境，“平凡而粗

俗的现实主义”，“然后，一个异常的小细节不期而

至，也不知出自何处，致使一种崭新的现实突如其

来”［７］６６。叶夫多基莫夫还举出卡夫卡的作品，认为

二者作品的相同点是，“取代上帝真实世界的是一

种令人恐怖的滑稽模仿”［７］６７，强调二者作品中强烈

的戏剧性。至于塑造魔鬼形象的结果，他认为，是

“摧毁了无神论，不是通过上帝的存在，而是通过魔

鬼的存在”［７］６８。他认为果戈理笔下的魔鬼是一种

反向的证明，证明其作品中不尽人意的“现实”是真

正现实（基于宗教世界观）的扭曲，因而果戈理与教

会的关系，叶氏认为，虽然他对上帝的找寻是一种否

定性寻找，但其向往的“终极答案”仍然存在于教会

中。简言之，其作品塑造“魔鬼”的意图是劝人向善

的。此外，叶夫多基莫夫还将米·布尔加科夫《大

师与玛格丽特》中“以教授外貌出现的撒旦之不同

寻常的幽灵”［７］６８，归因于受果戈理及其魔鬼形象的

影响，仿佛果戈理是对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新流派的

预言。而再后来的布尔加科夫研究，也大都采取了

这种影响说。

宗教界之外，有评论家倾向从民俗学、美学角度

对果戈理作品进行解读，而不偏重作家本人的道德

观念和作品的道德意义，认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的俄国评论者在此方面过度热心，以至于曲解。从

民俗学角度的解读者以巴赫金为代表，在他的评论

著作《拉伯雷与果戈理》中，首先排除经由法国自然

主义拉伯雷对果戈理产生的影响，直接引入乌克兰

古代民间节庆传统来解读果戈理作品中的“笑”。

果戈理的“鬼故事”产生的环境与基调被解释为“节

日本身的题材、悠闲快乐的节日气氛”［８］７和节日衍

生出的迷信气氛。魔鬼等妖魔元素被认为是民间的

诙谐。这样，果戈理思想（社会和宗教）上的进步意

义看似被削减，实则回到了长久被忽视的对象（各

种妖魔元素）及其起源本身。然而，巴赫金同时指

出，这些元素虽然在迷信气氛中产生，但并不具有宗

教性，旨在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性，表达百

姓试图摆脱官方宗教束缚的愿望。巴赫金对这些元

素究竟是否具有宗教性又似乎有自相矛盾的成分，

这一点应与罗赞诺夫一样进入了相似的两难境地。

而从美学角度的解读，也出现了对传统批评的

挑战。其代表有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

该著对细节的进入更多且更细致，对细节的解读也

更无拘束。纳博科夫以《外套》为例，对大家熟知的

这部作品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如果果戈理的句子突

然“变得朦胧，透露出隐秘的意义”，也就是“突然变

焦”，那么“对果戈理来说，这样的变焦恰恰是他艺

术的基础”［９］１４１。“果戈理文体组织上的豁口与黑

洞暗示了生活组织本身的裂缝。某些东西出了大

错，所有人都有点疯狂，他们蝇营狗苟，却以为性命

攸关，荒谬的逻辑力量迫使他们继续徒劳地挣扎下

去———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信息’。”［９］１４４纳博

科夫的立场仍然稍微偏向现实层面，认为果戈理是

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戏剧手法，观察了现实生活，并

将观察成果忠实再现。纳博科夫将作品中的荒谬，

部分归于现实本身的荒诞，部分归于作家错位的观

察角度。值得一提的是，纳博科夫关注到了果戈理

中后期作品中“次级人物”的重要性，然而遗憾的

是，他并未把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魔鬼”形象单独抽

出。另外，对于作家的宗教观念，纳博科夫也极少谈

起，也可以说他坚决拒斥谈作家的宗教观念。这部

非常规的评论著作开拓了研究的新角度，对２０世纪
果戈理研究的贡献与影响颇大；而其局限性也是显

见的。与以往评论家观点过于明显的割裂，虽然保

证了独特性，却也在进入文本时似乎出现了偏差。

这样，这些优秀的评论论著仍有各自的局限。

对于果戈理及其创作，或是高度概括出“妖魔感”，

或是揭示出“神秘之本质”，或是点出“摧毁无神

论”，或用“诙谐”命名，或冠之“生活的裂缝”，或以

“杀人”惊人———皆为霹雳式见解，又与文本似近非

近；皆似颠覆了“现实主义”的神话，又显得摇摆不

定。也许就是“魔鬼”“妖精”作怪。不如进入文本

捉“妖精”吧。

二、早期作品中妖魔形象及其转变

果戈理笔下的妖魔元素大致有“超自然生物”

与“超自然现象”两类。早期作品中，超自然生物以

“魔鬼”和“妖精”为代表，所有的超自然现象也是因

妖魔而起。

关于“魔鬼”和“妖精”，《夜话》《密尔格拉得》

中的村民对二者的存在都深信不疑，并根据朴素的

宗教信仰，认为画十字能压住其“邪气”。与此同

时，民众也承认，魔鬼与妖精的行事方式不能按照常

理理解。两种超自然生物都具有神秘性。两种生物

都擅长利用人性的弱点引诱人犯下过错乃至罪行。

同时，早期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魔鬼”更倾向

指与基督教精神相对立、劝人行恶、不受人尊重、通

常外貌也十分丑恶的形象。但魔鬼不仅出现在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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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也会在活人的社会中游荡、作恶，甚至能像普

通人一样混在人群中生活。魔鬼通常具有强大的力

量和影响力，乃至进入了果戈理作品中市井人物的

日常语言。如《索罗庆采市集》中的帕拉斯卡，认为

爱慕自己的男人“准是个魔鬼”；其他作品中许多人

物互相咒骂时，“魔鬼”也常常用作诅咒对方。而

“妖精”形象更为复杂，大体上指民间传说中存在的

非自然生物，来源可为非正常死亡的鬼魂、自然的精

灵、巫师、女巫等，其行事目的、风格与魔鬼不尽相

同。“妖精”性格有善有恶，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

是被诅咒的角色。与魔鬼不尽相同的是，妖精被认

为很难真正融入人类社会。不仅因为妖精通常在外

表上难以伪装，容易被人发觉，也因为在一些民众的

认识中，妖精是被魔鬼驱使的、相对次等的生物。在

民众的认识中，也有其他对妖精的更为复杂、模糊、

带有戏谑意味的认识。如《维》中的乡民认为，“女

人老了就成了妖精”，“妖精都有一条短尾巴”等。

果戈理的创作进入中后期之后，风格趋向成熟。

早期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占据相当篇幅的妖魔，渐

渐从情节表面消失了。构成情节载体的人物，也由

相对平面化的、淳朴的小俄罗斯乡民变为了更为立

体复杂、更加难以概括的人物形象。但值得注意的

是，超自然生物的特征，尤其“魔鬼”的特点，在一些

典型人物身上渐渐体现了出来。情节中的妖魔元素

也并未完全消失。

果戈理的超自然生物们、超自然现象从显到隐

的过程，尤其是魔鬼形象的转变，体现了“魔鬼”的

性质从非自然生物到自然生物的转化。这一转化过

程可以从《夜话》的各篇中渐次体现出来。

《夜话》是果戈理央求家人搜集民俗素材后写

就的一部浪漫意味较为浓厚的作品集。根据作者书

信，１８２９年时他有了搜集民间故事、民族服装、民间
习俗等素材的愿望。此书着力强调民族元素，文笔

质朴，对素材的加工不露斧凿痕迹，甚至叙述者也是

假托了一位乡村养蜂人“红发潘科”。在借养蜂人

之口述说的序言中，果戈理极力表现了对自己民族

传统的自豪感，并在作品开头便渲染出了轻松愉悦

的气氛。

《索罗庆采市集》作为定下基调且对小俄罗斯

民俗介绍最全面、巴赫金所言“节庆”氛围最为浓厚

的一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提到了魔鬼，最重

要的是几乎贯穿整个情节主体的“红褂子”传说。

魔鬼的红褂子在丢失后诅咒一切经手的人，直到被

人在“划了十字”后撕碎；而魔鬼年复一年地寻找褂

子的碎片。在故事中人们讲起这个传说时，褂子还

有一部分未被魔鬼找回；在故事结束后，故事中的魔

鬼出现在了讲故事的人们身边。一场恐慌后，似真

似幻的“红褂子”仍在折磨听到故事的人们，直到故

事中的青年男女喜结连理后，魔鬼才消失。然而，这

个传说实际上极有可能是被想要得到爱情的格利茨

科和他的茨冈人朋友所利用。至于这位茨冈人是否

与故事中的魔鬼有联系，虽然作家在对其外貌描写

上提到了一些与魔鬼的相似点，但并未明确指出二

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本篇中的魔鬼与人联系极为紧

密，灵活地穿插在传说与现实、“市井传说”与“男女

爱情”两条情节线之间。魔鬼并未主动加害于人，

然而魔鬼的传说引起的恐慌与离奇事件促使文中的

年轻男女得以成婚。人群中最具与魔鬼相似性质的

人———帕拉斯卡的后母，这一人物并不善待他人，且

对文中青年男女的爱情持阻挠态度。这一安排也具

有民间故事的特色和讽刺、戏谑的意味。

《圣约翰节前夜》是《夜话》中难得的悲剧结局

的作品。其中出现了妖精、魔鬼和女巫。在主要情

节开始前，叙述者转述了魔鬼巴萨甫留克的故事。

该魔鬼是整部《夜话》中法力最强的，有驱使其他魔

鬼与妖精的能力；也是《夜话》中第一个未被战胜的

超自然生物。巴萨甫留克与人相处的方式是迫使人

接受其“礼物”，并使接收人付出代价。他故伎重

演，诱惑男主人公彼特罗杀死爱人的幼弟，换取金

钱，并借此获得爱情。但彼特罗付出的代价远不止

于此，他失去了记忆，而记忆返回之日，便是他必须

消逝之时。在结尾，魔鬼的影响也还未消失。此文

中的魔鬼形象有较明显的劝诫意义：魔鬼的许诺是

不可信任的，魔鬼要求的是人的道德的彻底泯灭。

而魔鬼对彼特罗要求时，以及接近结局时，都写到了

女主人公的幼弟伊瓦西，即“男童”的消失，也象征

了主人公纯真的品质、性格的“童年”的消逝。

《五月的夜》在开头转述一个民间传说：上帝有

一把很长的梯子从天上通到下界。圣天使长们在复

活节的前夜把梯子架好；上帝刚跨下第一级梯子，所

有的邪魔鬼怪就一个倒栽葱翻下去，纷纷跌下地狱，

因此在复活节这天，一个恶灵也不会残留在人间。

由此为本文奠定了基调，暗示文中情节的结局美好。

然后讲一个女落水鬼的故事。被妖精后母所害投水

自杀的少女变成女落水鬼。她心存执念，执意要认

出妖精为自己平复冤屈。最终借助一位凡人的帮助

找出后母；作为酬谢，她帮助他获得了爱情。本篇中

的妖精形象较为完善地体现了妖精有善有恶的特

点。此外，将恶的妖精与民间传说中向来丑恶的后

母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将善良的女落水鬼与美丽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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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少女联系在一起，可见作者此处的创作风格跟

民间联系紧密，人物形象虽然典型，但还未出现创

见，文风淳朴。

《失落的国书》有魔鬼出现。主人公（转述者的

爷爷）被骗走国书，为了找回国书，被迫与魔鬼玩

牌，在玩牌过程中，魔鬼诡计多端，屡屡更改牌面，主

人公险些被打败，最后他靠着自身力量并未战胜魔

鬼，而是画了十字。这一方法与民间传说中“画个

十字压住妖精邪气”的认识契合，实质上也是凭借

了“上帝的力量”。

《圣诞节前夜》也出现了魔鬼。虔诚的主角铁

匠瓦库拉，在求爱失败后被魔鬼看中并加以诱惑，但

与前文《圣约翰节前夜》的彼特罗所不同的是，铁匠

反向利用了魔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满足了爱人提

出的不合常理的要求。这是在本部书中利用魔鬼最

为成功的一次。本篇似是为了强调魔鬼可被战胜，

反映出了作者此时的宗教观念。

《魔地》也出现了魔鬼。描写了在一块中魔的

地上被魔鬼恐吓和愚弄的一个人。此文中魔鬼的形

象相比前文，并未出现新的元素。那个人被捉弄得

狼狈不堪。此处的魔鬼表面上是知晓人的弱点的，

它的行动在起初是成功的，但也使得主角更加虔心

信奉上帝，所以实质上魔鬼仍是失败了。

在《伊万·费多洛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

中，不含超自然生物形象或超自然现象，主要表现人

在空虚无聊时的反常行为，主人公的异化亦未达到

中后期作品人物的程度。因此不属于本文讨论范

围。

第二部作品集《密尔格拉得》是转变的关键点，

其中既有含有超自然角色的作品，也有不含超自然

角色的作品，前者为《维》，后者为《塔拉斯·布尔

巴》最为典型。在这部作品集中，如果角色、情节中

不含有超自然元素，那么人物便会是被典型化的人

物。

在《维》中，作者有意识地将超乎寻常乃至离奇

的元素安排到人物身上，与人物的性格融为一体。

《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除了妖精，还写到了

第一位未被宗教力量战胜的超自然生物形象。女妖

精首先诱骗、捉弄了文中的哲学生，但对方使用了驱

魔降妖的咒语，反向战胜了她。被“打死”的女妖

精，在倒下时变化为绝代佳人，使学生内心产生了怜

悯与不安，匆匆离开现场。而后来的情节中，学生受

一位百人长所托为其亡女念经超度，却发现那少女

就是女妖精。与《夜话》中的妖精形象相比，该文中

的女妖精已经彻底融入了人类社会。

后文里，哲学生从乡民的转述中，知道了其他和

自己经历相似的、被妖精加害的事件，内心开始受到

震动。超度的每一夜，女妖精都重又出现，想靠近学

生复仇，但都被学生的祈祷文和咒语勉力击退。直

到最后一夜，女妖精召唤来了“维”。“维”外貌极其

丑陋，除了拥有“铁打的”面孔，“长长的眼皮一直垂

到地上”。他的眼皮被群妖抬起后，与哲学生四目

相交，使学生暴露了行踪，并因惊吓过度，命丧黄泉。

虽然只在简短的一段中出现，但“维”无疑是至关重

要的。果戈理的倾向开始发生转变，妖魔的力量与

神秘性开始增长，不可预料的因素开始增加。相应

地，文风也开始变得沉郁而复杂。但作品的中心思

想与《夜话》相比，转变并没有那么明显。结尾借助

哲学生的同学之口，表明是哲学生信仰的动摇和内

心的恐惧使他在妖精面前暴露了弱点，最终导致他

丧命。这仍然强调虔信宗教的重要性。但相比《夜

话》中深信有信仰就能从妖魔的神秘力量下得救，

《维》开始质疑得救的可能性，神秘色彩开始占据上

风。

《塔拉斯·布尔巴》是一部描写哥萨克生活的

带有史诗性质的作品。本篇行文风格与《夜话》中

的大部分作品乃至本作品集中的其他作品都迥然不

同。人物形象，不论个人形象还是群像，都带有浓重

的史诗英雄色彩，主要渲染其性格的豪放、信仰的虔

诚、作战的英勇和结局的悲壮。人物所具有的超自

然色彩是在积极层面上的。人物在娱乐、作战、举行

宗教活动甚至谈情时，所作所为显得格外热烈而冲

动，都有超乎常理的成分。他便使用了浓烈夸张、重

褒轻贬的笔法来塑造哥萨克。又因为取材贴近现

实，但在描写中显出离奇色彩，因而在讨论早期作品

的超自然色彩时，是不能忽视这部作品的。这是超

自然元素向自然人物的渗透。

其他作品中，也有超自然元素向人物和情节更

深入渗透的迹象。如《旧式地主》中，在妻子去世

后，呼唤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并带领其走向死亡

的“声音”。如《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

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两个无聊的、不具备正常交

流能力的、因鸡毛蒜皮小事一生仇视对方的主人公，

都带有不可思议的色彩。

三、创作中期超自然元素的变异

《彼得堡故事》代表转变彻底成熟了。虽然在

一些作品中，作家仍然着力描写超自然事件，但超自

然生物的形象已不是描写的重点，而开始为更为重

要的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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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品集中的超自然生物延续了来自《密尔格

拉得》的神秘色彩，且其中的非宗教性更加明显。

它们已不能简单明晰地用魔鬼、妖精来分类，已经不

再纯粹地与基督教精神相对立，而具有更复杂的形

成原因，具有从一定意义上说更单纯、更有所指向的

行事风格。果戈理从这部作品开始，更深层次地探

究超自然现象的来源，探讨超自然生物与自然生物

（人类）的关系。超自然生物开始与创作目的以前

所未有的紧密度联系在一起。需要辨明的一点是，

笔者并不认为果戈理的创作风格从这部作品开始转

向批判现实主义。其作品风格与典型的批判现实主

义仍具有相当大的差别。我们仍可举含有和不含超

自然生物的作品为证。《涅瓦大街》中不含明显的

超自然生物，此乃定下《彼得堡故事》基调的首篇。

虽然不含超自然生物，但文中两位主人公在这条街

道附近都有着离奇的经历，各自追逐一名女子，却因

为性格使然，获得了相反的结局。果戈理在结尾表

明，不可信的是这条大街、这个环境本身。“一切都

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不像表面看到的那

样。”［１０］３５从这篇小说开始，果戈理开始有意强调超

自然现象的来源，已经不仅仅存在于乡间和乡民的

故事中，也存在于繁华的都市和市民的日常生活里。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有意展现环境对人

施加的影响，和人为了适应环境做出的种种改变。

如本文中，性格更加圆滑、并不理想主义的比罗戈夫

被人毒打后，在大街上闲晃片刻，心情竟又恢复如常

了。而理想主义者、无法做出相应改变的比斯卡廖

夫，最终在狂热和失望中自杀身亡。虽然果戈理已

开始强调环境的反常性质，但并未对环境做出批判

或对环境的未来做出预言，也未针对环境中的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而是将其转化进亦真亦幻的情节中，

有意模糊情节的现实性。因此我们并不认为果戈理

自此开始出现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这一点在讨论

作家的晚期作品时也会发现。

接下来，在《外套》《鼻子》《肖像》三篇以物品

为题的作品中，都具有上文提到的更靠近创作目的

中心的超自然生物形象。果戈理主要旨在探讨人和

人的一部分是如何非自然化的。前两篇作品基调一

悲一喜，二者都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人的异化和

非理性化成了讨论的重要主题。人创造的东西开始

反向控制人本身，让人产生不合常理的执念。人性

开始分裂，在当事人未知的情况下接近了非自然。

《外套》更像是从悲剧的角度指出产生执念的人是

接近反常的。小官员阿卡基在费尽苦心得到的新外

套被抢后求助无门，患上暴病，郁郁而终。死后他的

鬼魂不得安息，成了抢他人外套的角色。果戈理并

未明确将矛盾的源头指向造成阿卡基走投无路的社

会环境，而仅是借助独立的几段环境描写含蓄点出；

将部分原因归于阿卡基本人对外套一物过度炽烈的

欲望。处境艰难的中下层人物在生前是受环境所害

者，死后执念化为鬼魂，转为蛮不讲理的加害者。这

一反转的安排具有悲凉的讽刺意味。果戈理“含泪

的笑”的艺术特色初现锋芒。

《鼻子》则更接近站在超自然一方的“上帝视

角”，对主人公科瓦廖夫加以嘲讽。其鼻子离奇出

走，竟具有与主人相似的性情和行事风格，以拜客的

官吏形象招摇过市，并长时间未被人发觉。文中的

次要人物也具有为了喜剧性而添加的反常、夸张色

彩，如医生、职员、警长等。至于是什么让科瓦廖夫

的鼻子不翼而飞又突然回到原位，文中并未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果戈理本人在结尾处指出了文中的

一切超常之处，可又反写一笔，有意模糊该类事件的

反常性，说明“其中确实有值得深思的地方”，这类

像因果报应一般的离奇事件“不多，但总是有

的”［１１］６３。强调反常事件的合理之处，越发明确地将

反常产生的原因归向物欲充斥的社会环境。这种倾

向和文字特色延续到了《肖像》中。

《肖像》主要旨在说明人失去道德与纯真后相

当于行尸走肉。放高利贷者担任了类似《圣约翰节

前夜》中巴萨甫留克的角色，同样是用金钱让人出

卖道德，并在之后的命运中折磨借贷者，直至他丧失

理智、做出恶事、结局凄惨。此人死后，改由其肖像

继续诱骗包括主人公恰尔特科夫在内的其他人。此

人既是物欲的化身，又有与魔鬼类似的性质，可见果

戈理将过于旺盛的物欲归为使人性丧失的罪魁。比

巴萨甫留克这一形象更加超越的是，被堕落的超自

然生物（魔鬼）当作交换筹码的不仅仅在道德层面，

更是囊括了对美的鉴赏力和创造美的能力。果戈理

已认识到，这两种能力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反宗教性的魔鬼更可怕的是要求人性彻底泯灭的

“魔鬼”，果戈理的确对此有所意识。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更加深入了中下层人物

的日常生活。作者将第一叙述者留给了“狂人”本

身。本文讲述一个小职员渐渐彻底转变为失常的

“狂人”，逐步接近超自然的过程。此人生活环境逼

仄，处境艰难，但他具有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和极其敏

锐的眼光，对细枝末节极度在意，对相当多的事物抱

有固执的成见，对自己的境况十分不满。狂人与狗

群“交往”，在其中寻找优越感和慰藉，又不由自主

地发现自己不起眼的形象，感到更深的愤懑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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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在环境和人性的双重夹击下，彻底痴癫，在臆

想中成为西班牙国王。他直到被送进疯人院，仍未

认清自己的处境。《狂人日记》重点在于从人性内

部探讨人转为非自然的“非人”的原因，对社会环境

也未明显地加以挞伐。只在结尾处，“狂人”渴求关

怀、拯救时，让读者思考能予以“狂人”慰藉的“母

亲”究竟来自何方，让读者思考“狂人”获救的可能

性，使读者自然而然将目光集中在外界，继而思考社

会环境是否出现了问题。该种塑造手法更加平稳流

畅，充分反映了果戈理此阶段创作风格的成熟。

《马车》旨在嘲讽爱说大话且好面子的人；《罗

马》一作并未完成。本文不予讨论。

综上可见，文风渐趋成熟后的果戈理，在《彼得

堡故事》中将眼光转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与人

性，但也未完全抛弃过去的创作特色，将其擅长刻画

的超自然元素以更加平顺的手法编织入人物和情节

中。与他更有倾向性的主题选择对应的，是为主题

更深刻地服务的超自然元素。果戈理从其中渐渐探

索，发展了自己标志性的艺术特色。

四、创作晚期超自然元素的宗教化

果戈理晚期作品以《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为

代表。在这两部作品中已经不存在明显的超自然生

物形象，也不再出现超自然现象。但这两部作品中，

果戈理的创作风格已经完全成熟，情节中的超乎寻

常在另一种意义上达到了顶峰。在他的早中期作品

中，超自然生物尤其是魔鬼的性质更加不露痕迹地

深入到了角色本身。

按照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果戈理与鬼》中的观

点，赫列斯塔科夫和乞乞科夫这两位主角便是魔鬼

的化身。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现实主义者，但他们

又是同一种力量的两极。［４］２５我们认为，梅列日科夫

斯基精彩地概括了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形而上意义，

但仍然不够全面。晚期作品中的“魔鬼”性质是集

中在主人公身上？还是被分解、散落在各个角色之

间？

《钦差大臣》作为果戈理最为著名的戏剧作品，

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过了他本人的期望。根据果戈理

的书信，他向普希金请求获得一个题材作为情节的

动机时，只要求那个故事是“纯粹俄罗斯的”，即重

视题材的真实性。谈到这部剧作的重要角色，我们

同意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主角赫列斯塔科夫身

上没有任何激烈的、确定的、彻底的、到达极限的、绝

对的特质。赫列斯塔科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对生

活最基本的要求（如吃喝）具有极高的、与他臆想中

的身份相符合的标准；但他却没有值得一提的才能，

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甚至也没有突出的性格特点。

与剧中其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已久、圆滑老练的人

物相比，他又显得浅薄、幼稚。但赫列斯塔科夫身上

唯一“不同凡响”的是，他十分擅长扮演自己未能达

到但眼热已久的角色。他在见到市长之初感到心

虚，但在他一发现对方惶恐不安、自己可能被误认作

重要人物后，便几乎天衣无缝地表现出了自己头脑

中对这类人物的认识———或可称为社会对这类大员

形象的共识，且在情节中全程未被识破。他看出市

长夫人和市长女儿对他的殷勤后，也顺水推舟开始

扮演起了风流人物，险些被他得手。他似乎坚信自

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官员，反而是有所倚靠的，

有一种超越眼前存在物的事物在身后支撑着他。这

种事物的力量也能感染到其他人，例如赫列斯塔科

夫的仆人奥西普，本来对自己主人的性格和实际情

况十分了解，起初面对他人的询问和试探，仍然实话

实说；但后来发现市长等人对自己主人反常的殷勤，

他也飘飘然，甚至开始无意识地配合主人的“表

演”。

这位冒牌“钦差大臣”的人物形象，与早期作品

中明显非常理的魔鬼、妖精，与中期作品中被非自然

化的人物都不相同，但本质上都具有一些相同的性

质。他们的存在在人类社会中是能被广泛证实的，

他们都具有通行无碍的极强的渗透力，能扮演不属

于自己的角色（如早中期作品中放贷人的形象），灵

活周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他们对自己“作恶”的

本质没有认识，对他们来说，这是无须思考的、自然

而然的、合情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无比愉悦的。但如

果正常的社会人认为这些行为自然而合理，那必然

是来自外界的某些原因使人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甚至

扭曲。“魔鬼”性质是自外界渗透入这一主人公本

身的，其他众人（围绕赫列斯塔科夫的所有人）以不

同的角度折射了外界，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主人公本

身的侧面烘托。果戈理在给谢普金的信中，这样解

释针对《钦差大臣》的广泛恶评：“一丝真实的影子

就会招来群起而攻之，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几个

阶层。”［１２］１４６可见，魔鬼并非仅限于赫列斯塔科夫，

而是众多角色。

另外还应注意到结尾，“钦差大臣来访”的消息

再度传来，剧中懊悔早先“受骗”的众人反应各异，

然都呆若木鸡，果戈理安排了一个长时间的哑场。

作家本人曾言《钦差大臣》是“没有结局的”，梅列日

科夫斯基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作者的倾向，更做出假

设，如果另一位赫列斯塔科夫在结尾来到剧情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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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会如何？市长等人还会“受骗”吗？我们相信，

只要站在赫列斯塔科夫背后的“幽灵”不消失，使人

的认识出现偏差，扭曲的事物就不会消失，那么第二

位冒牌“钦差大臣”仍有全身而退的可能。这里，文

本中的超自然力量已经指向了更高层面。尽管此时

果戈理不至于认定自己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但他对

自己作品中反映的现实的妖魔性已有所认识。

果戈理在致普希金的信中，讲到《死魂灵》的创

作目的：“我想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哪怕从一个侧

面，把整个俄罗斯表现出来。”［１２］１３４此处需要注意的

是，果戈理仅提到了“表现”，而未表明他会探索解

决“整个俄罗斯”问题的途径，这仍然接近他中期的

创作特点。对于实现果戈理的创作目的，主人公乞

乞科夫可谓不可或缺。首先应关注到乞乞科夫本人

的形象特征。他与赫列斯塔科夫一样：他们都有一

种在社会各阶层畅通无阻的能力；而环境中又隐藏

着存在已久、极易被利用的弱点。他们借助这种能

力深入了所处环境的内里，所经之处，一些久未暴露

的事物纷纷显形。他与赫列斯塔科夫又在代表性上

不同：前者代表官僚，后者代表商人。前者背后是被

戏剧性赋予的虚幻的权力，后者面前是不择手段竭

力争取的金钱。前者通行无碍的渗透力来自其臆想

的、欣羡的、乐意表现出的虚假幻象，后者的渗透力

则来自其主动改变、自我构架、积极融入时做出的现

实努力。乞乞科夫在构思计策、规划方法、实行路线

时极为“脚踏实地”，在情况有变时能积极解决，遇

到不同对象时也能表现出不同的嘴脸，一切都是为

了达到他的目的，一切为着他所追求的事物服务；因

此在被揭发前，他的旅程虽时有碰壁，但总体而言仍

然顺利。前者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利用了人性的弱

点，荒诞性体现在“无意识”上；后者则是在有意识

地利用环境与人性的缺陷，荒诞性体现在他收购死

农奴这一行为本身。实质上，这里被通常认为的荒

诞性，恰恰因为收购“死农奴”的“农奴”一词同时具

有“魂灵”的词义，而成为收购“死魂灵”，从而使得

文本而具有了妖魔感，魔鬼乞乞科夫来认领他的一

众小鬼了，这符合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断。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文本中的“次级人物”。

在塑造“次级人物”时，《死魂灵》出现了向早期作品

风格回归的迹象。乞乞科夫收购“死灵魂”途中遇

到的五位地主，每个人都具有超乎常理的夸张特

质———其一谄媚逢迎（马尼洛夫）、一精打细算（科

罗博奇卡）、一蛮横无赖（诺兹德廖夫）、一粗俗无知

（索巴克维奇）、一吝啬成癖（泼留希金）；他们所处

的环境，也与各自性格相符。这些超乎寻常性同样

携带了妖魔特征。因而，与《钦差大臣》类似，《死魂

灵》的魔鬼性质，不仅集中在一个主人公身上，更是

分解、散落在各个角色以及环境之间。然因文本结

尾大篇幅的、感情深厚的对环境的感叹，对“罗斯”

（须注意作家在此处使用了古称）“母亲”的热烈的

甚至充满希望的呼唤，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小俄罗斯，

而是试图深入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深处，所以，文本

中对妖魔性的俄罗斯的表现，就有了呼唤“圣洁力

量”的宗教性。

不过，在妖魔形象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始终是果

戈理对现实俄国的观察与认识，同时也是其自我认

识的生产过程。根据果戈理的书信所述，他越到创

作后期，越意识到了自己对“恶”（魔鬼）的洞察力。

这一点，甚至他自己对其也感到恐惧。然而他只为

追求戏剧性地反映一些真实缺陷，并无意对社会制

度加以批评；他寄希望于朴素的宗教力量和民族性

格中的积极面，认为那是让“罗斯母亲”保持完整、

纯粹的关键；他更倾向于从人性内部解决问题。因

而，他自始至终也不能理解自己朴素的思想和外界

要求他“进步”的声音产生的冲突，更无法理解来自

激进者站在思想制高点对其的批判，也扛不起别林

斯基为他制作的“批评现实主义”的大旗。

至此，不难看出果戈理作品中超自然元素创作

的目的。自始至终，这些超自然的形象都是与宗教

提倡的行善、救赎等精神相对立的。在广义上也是

与“整个俄罗斯”必要的精神相冲突的。他描写这

些元素，只是为了大胆地、从反方向反映人性与环境

中未被广泛发现的真实一面。他对以魔鬼为代表的

超自然生物态度大体上是否定的，但他使用离奇、讽

刺、戏谑的手法强化了其中的荒诞性和戏剧性，并未

把这种广义上的否定拔高到批判现实的层面，也未

提出解决途径。他对超自然现象的看待同样如此。

我们不能将他过度拔高为“敲响农奴制社会的丧钟

的人”，也不能认为他的作品思想内涵“觉悟不足”，

对于加在作家头上“现实主义大师”的头衔也应谨

慎看待。因为，果戈理本人的作品已经自行解构了

“现实主义”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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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献纪实文学体裁的“超文学”

张变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欧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写作研究（１６ＢＷＷ０３２）
作者简介：张变革（１９６７—），女，北京人，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摘　要：“超文学”是白俄罗斯作家阿达莫维奇提出的关于体裁的表述，特指全新的文献纪实文
学。为了呈现卫国战争中白俄罗斯人民承受的灾难，阿达莫维奇突破了传统纪实文学的局限，以磁

带录音的方式引入口述史方法，记录悲剧性历史见证人的口述文献，以第一人称自白等多种叙事策

略还原真相，把人在历史事件中的悲剧体验突显出来，从而使真相获得极大的冲击力。这种体裁此

后用于表现围困期间列宁格勒人民承受的苦难，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考察“超文学”体裁的产

生和发展过程，从回应历史呼声、拓展文献概念、筛选拼贴的原则以及共同叙述者等方面，阐明“超

文学”体裁的内涵，并说明其对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写作的影响。

关键词：阿达莫维奇；超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１０－０７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词中
谈道：“我的导师阿列斯·阿达莫维奇（我想在今天

心怀感激地提起他的名字）也认为，以２０世纪的各
种梦魇为对象写作小说是一种亵渎。这里不能有任

何杜撰。应该展示原原本本的真相。需要一种‘超

文学’。应该由证人出面说话。我想起尼采说的，

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１］１５作家在这里谈到

的“超文学”，是一种具有体裁意义的概念，在文献

纪实文学中，直接呈现见证人的口述，将现实真相推

到首要位置。“超文学”作为体裁的表述始终与阿

达莫维奇、阿列克谢耶维奇等的文献纪实文学创作

联系在一起。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奖后，一些

重要媒体的标题中都使用了“超文学”的概念：“阿

列克谢耶维奇因‘超文学’创作而获奖。”［２］本文梳

理这一体裁概念的确立和发展，说明其在非虚构文

学写作中的里程碑意义。

一、“超文学”概念的提出

“超文学”是由白俄罗斯作家阿达莫维奇（А．
Адамович）提出的概念，最初仅是针对文学对复杂

现实的表现力而言，强调当下的写作要有“超”出一

般文学的力度。１９８３年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召开了
一次文学研讨会，议题之一是：文学如何应对核战争

的威胁？此时的文学，对于“核威胁”主题的创作和

讨论方兴未艾。当战争不仅是杀人，而且要毁灭人

类时，传统的虚构文学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都感到无

力表现历史的真实。虚构永远也赶不上现实的残

酷，残酷的现实呼唤一种更有力的表达方式。针对

这种现状，阿达莫维奇提出以“超文学”来表现“不

可理喻”的现实。这是作家倡导的写作原则，呼吁

文学创作要直面当下现实，以全新的手法和面对真

相的勇气表现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超文学”

在创作观点上对抗平庸的循规蹈矩，在创作手法上

以超过寻常的力度忠实于现实，达到震撼人心的效

果。阿达莫维奇通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

期创作中转向纪实文学的例子，说明纪实文学能够

更加直接有力地表现现实。

“超文学”的概念提出后，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

重视，并将之视为阿达莫维奇开创的一种文学体裁，

是对既有的纪实文学的突破。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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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发表了阿达莫维奇与当代文学评论家伊万诺

娃（Н．Иванова）关于“超文学”的对话。此时，切
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已经爆发，作家当初所忧虑的

核灾难成为现实。“超文学”提倡的强有力的面对

现实灾难的文学创作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阿达莫

维奇阐释了“超文学”这个概念所对应的残酷现实：

“也许，‘超文学’这个概念表达得不够贴切，但应该

有与‘超级死亡’‘超级杀戮’‘超级武器’相对应、

相抗衡的表述。”［３］针对评论家提出的问题———如

何使文学既贴近当下又不失其固有的以“美拯救世

界”的使命，阿达莫维奇认为应以新的体裁来回应。

他从文学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程度上重新解读经典，

说明体裁演进的内在动力在于有力地回应现实。他

认为，当下（指苏联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非虚构的文献
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共同构成了文学的两翼，都需

要达到直入人心的力度。“如果读（或写），那就要

猛烈地直击，达到‘文献式’目标。如果作品不是

‘文献式’，那就是马尔克斯式！”［４］２８２将文献纪实文

学提到与虚构文学并驾齐驱的地位，是时代对非虚

构文学体裁提出的要求，也是作家自己创作实践的

结果。在这种理论表述之前，作家已经使用这种全

新的文学体裁，与其他作家合作完成了文献纪实作

品《我来自烈火燃烧的村庄》（《Яизогненной
деревни》，１９７４）和 《围 困 纪 事》（《Блокадная
книга》，１９７７—１９８５）。

“超文学”也被当代文学界称为白俄罗斯文学

现象，这与白俄罗斯在卫国战争中的特殊遭遇相关。

二战期间，白俄罗斯人民遭受的创伤尤其惨重，如果

说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那么

位于苏联西部的白俄罗斯，则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

战争。白俄罗斯共有９２００个村庄被德国纳粹毁坏，
其中４８８５个村庄被彻底烧毁，６２７个村庄的村民被
集体屠杀，４２５８个村庄的部分村民被杀害。［５］１如何
使白俄罗斯人民遭受的战争灾难得到呈现，如何叙

述才能使这些无辜的人不被历史遗忘，这不仅需要

巨大的道德勇气，而且需要一种全新的创作手法，即

确立一种全新的体裁，来表现这种现实。如巴赫金

所言：“对现实的一定方面的理解，只有在具有一定

表达方法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这些表

达方法只能运用于现实的一定方面。”［６］２８３阿达莫维

奇认为，能够面对这种现实的，是一种全新的文献纪

实文学。

阿达莫维奇是战争的亲历者，１４岁时就目睹了
德国军队焚毁村庄的暴行。他认为，作为幸存者有

义务将这段历史呈现出来。他先后尝试以不同的体

裁进行写作。最初作家以传统体裁完成了几部小

说，如 １９６１年的《屋檐下的战争》（《Войнапод
крышами》），１９６３ 年 的 《儿 子 奔 赴 战 场》

（《Сыновьяуходятвбой》）。１９７２年，作家发表了
中篇 纪 实 小 说 《哈 登 的 故 事》（《Хатынская
повесть》），反映白俄罗斯哈登村庄被烧毁的悲惨历
史。这些作品先后获奖，并被搬上了银幕和戏剧舞

台。但作家认为，它们的表现规模和力度都还不够，

还不足以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都表达出来。

白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经历的极端现实，远远超过

虚构文学对同类题材的表达，需要一种全新的文献

纪实体裁，将人们感受到的一切都传达出来。他写

道：“我确定无疑地相信，任何一种文学都不足以接

近人们眼神中、声音中和言语中所传达出的真实，哪

怕是一点点。”［７］１９８

“超文学”体裁所面对的现实是残酷杀戮的战

争历史，这也决定了它所展示的是灾难现实。这种

体裁不仅表现白俄罗斯人民经历的灾难，还展现列

宁格勒９００天围困中人民所承受的痛苦，并有力地
呈现出一系列悲剧历史事件中人民的苦难，如研究

者所言：“大屠杀的恐怖见证和被围困之城的生活，

本身就会引起道德和情感的强烈冲击，甚至是负面

的生理反应。当这些文献材料按照艺术文本的规律

进行加工，达到文献与艺术的高度结合时，审美效果

就产生了。”［８］２９“超文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

表述，可以概括这类文献纪实文学写作的总体特征。

二、《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与

“超文学”体裁的形成

　　巴赫金曾谈到体裁对文学创作的关键作用：
“体裁是整个作品、整个表述的典型形式，作品只有

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每个成分的结

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６］２７６可以

说，新的体裁形式首先是由呈现现实的方式决定的。

苏联传统的纪实文学在表现题材上大都囿于社会政

治框架，很少关注个人感受；在表现手法上，大都以

第三人称转述见证人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削弱了对

灾难亲历者感情呈现的力度。显然，传统的纪实文

学不能满足作家的创作要求。

为了捕捉住人们言语和表情中所传达出的历史

真实，阿达莫维奇使用了全新的方法，用录音机录下

人们的口述见证。录音磁带成为全新文献纪实文学

体裁产生的物质条件。这种方法已经超出了传统纪

实文学的做法，赋予文献以举足轻重的地位，将保留

原始文献当成作家的历史责任。这与研究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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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保尔·汤普逊的观点相吻合：“录音机可以

使普通人的言语———例如他们的叙事技巧———首次

得到真正的理解。”［９］２１

作家们这样谈到对见证人口述文献的珍视：

“我们的任务是保存记忆，将人所经历的难以忍受

的痛苦、疑惑、愤怒，像保存‘血浆’一样呵护好，不

仅记录下他们讲述用的词语，而且还有讲述时的声

调、眼神、脸上的表情，把当时那种氛围存留下来，以

书页的形式直接呈现给读者。”［５］６对待口述的这种

虔敬态度，必然带来对“文献”的全新的理解。“文

献”概念的内涵在发生变化，外延越来越大，越来越

向人的精神世界延伸。阿达莫维奇在《我来自烈火

熊熊的村庄》中，这样谈到“文献”：

“时间过了这么久，人们讲述的这些

记忆、故事，被记录在录音带上，到底算什

么？在何种程度上是文献？又是什么文

献？我们不怕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

到、听到了人们是如何讲述的。他们各不

相同，但在某些点上又高度相似，我们就找

到了答案。是的，这是文献。是心理文献，

社会文献。这不仅是人们对战争时期哈登

人苦难经历的记忆，而且，即使从今天我们

所处的７０年代来看，这也是关于事件真相
的极有分量的文献，虽然已经过了四分之

一世纪。”［５］７４

这是作家对形成体裁之材料的“活文献”———

人声文献的发现，是对见证人心理感受作为文献的

肯定。这种文献以巨大的规模和相互呼应、相互补

充的方式见证出人们共同经历的历史灾难，并成为

具有充分人文价值的社会文献。作家对心理文献和

社会文献的界定，无疑拓展了文献的内涵和外延。

传统理解的文献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对客观事

实的描述，是说明书类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文字。

严格说来，文学中没有纯粹客观的事实，如阿列克谢

耶维奇所言：“我越写文献文学，就越坚信：客观文

献是不存在的。没有纯粹的与现实完全一致的文

献。”［１０］２１３只有票证类文件才符合纯文献的标准。

也就是说，任何文献从其选取的角度和描述的方式

来看，都不可能没有人为因素，都是为达到特定目的

而完成的叙事。对于纪实文学使用的文献，当代文

学理论家（И．Шайтанов）认为，进入文学的文献不
应追求物质化的客观性，而应侧重其对人内心产生

的真实感，这种文献应具有个体化特点：“我们期待

回忆录的是事实的准确性，但事实不仅是日期和事

件，还有印象。也许，正是印象构成回忆录的主体部

分，这是最具个体特征的时代文献。”［１１］７阿达莫维

奇也谈到活文献———人声文献———所具有的艺术效

果：“这些故事首先传达出的是心理的真实。讲述

者的记忆如此清晰：他经历了什么，感受到什么，看

到什么。这种真实不仅令你信服，而且让你痛苦得

难以忍受。人的记忆如此集中于那骇人的事件，仿

佛把它们猛地拉到你面前，如此‘规模宏大’，以致

你也成为灾难的见证人，不再是听众和观众，而成了

见证人……”［５］７４－７５人声文献不仅是使读者成为见

证人，而且使其本身就成为历史见证，如理论家所

言：“文学中的文献体现出独特的意图，即追求成为

见证，见证事实（事件、人物、物体、精神、智力状况

等）。”［１２］

为了保留文献原始自然的真实性，“超文学”强

调以第一人称直接呈现见证人发出的“声音”，也就

是说话人所使用的口语，不仅是字词的选择带有讲

述者的用词特点和文化心理的表征，而且记录下叙

事时的口气、表情、动作等传达见证的情绪表征，使

一个个见证人被还原成活生生的人，见证出灾难时

刻人身体和内心受到的创伤。只有这样，才能在还

原灾难事实的同时，对见证主体表达出应有的尊敬。

这种记录方法拒绝传统纪实文学中仅仅转述事件或

者概括事件的抽象文字，那种抽象恰恰是将构成见

证人之主体鲜活特征的细节剥离了出去，从而使文

字失去情感冲击力，失去生命力。

口述形成的历史有着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将关

切个人生活的话题从隐秘的私人领域带入社会公共

领域，从而将其变成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公共话语的

建构。口述史的书写改变了历史的观察视角，改变

了对历史本质的认知，或者说可以重塑历史。重大

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事件也是人

民生活中的集体性事件，是群体的民族的精神事件，

也是个人生活命运的重大事件。对这些声音的记

录，使个体性的述说得到集体性的汇集。人们渴望

了解历史，是因为借助历史可以理解自己的人生，理

解自己亲身经历的动荡和变迁，形成对自我身份的

认同和对自我的深入认知。如弗洛姆所言：“真相

有一种解放的作用，它能释放能量，去除思维迷

雾。”［１３］４５也就是说，获得真相可以使人成为独立思

考的人，成为真正的自我，从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

值。口述记录的意义就在于使普通人得到该有的尊

重，“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

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

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许多

默默无闻的人民”［９］２４。《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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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人们的口述中，战争杀戮的客观事实显现出

来。纳粹军人针对白俄罗斯村庄的屠杀方式通常

是：在村子里先把男人拉出家门扫射，然后把女人和

孩子赶进木屋和茅草棚，机枪扫射后再放火点燃，接

下来是把村里的建筑一个个烧毁。在村外的做法

是，先把人赶到林子里，再放狼狗进行猎杀。法西斯

的这些残酷暴行，借助亲历者的口述得以还原，形成

历史史实，成为建构民族灾难和历史记忆的社会文

献。在被敌人杀戮中所经历的恐惧和痛苦，则成为

见证人内心苦难的心理文献。阿达莫维奇谈到这种

心理文献的可信度：“这些故事中，人心理的真实程

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事实。”［５］７５这种真实是由细

节对人心理描述的逼真而达到的，是人们受到战争

创伤的事实，也是对经历灾难之人情感和人格的尊

重。这种真实的细节是由见证悲剧历史的普通人说

出的，带给人的冲击力丝毫不亚于经典作家陀思妥

耶夫斯基小说给人的震撼。如《我来自烈火熊熊的

村庄》中，一个母亲对被法西斯烧死的儿子的哭诉：

“我的儿呀，我的儿，你干吗要穿胶鞋呢？为什么把

脚伸到橡胶里呢？橡胶烧着了，你的小脚就会被烧

着，不停地烧……”［１４］３８８

成为历史事实的材料有口头的和书面的，通常

人们以为此前记录的书面材料更具客观性，更有文

献价值。但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认为：“因为原

始沟通是口头的，所以口头录音提供了最精确的文

献。”［９］１３４这也是口述史得以确立的基础。这种口述

实录的见证文学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纪实文学。

这是对旧形式的突破，是一种体裁的创新。《我来

自烈火熊熊的村庄》出版后，阿达莫维奇很长时间

都在寻找对这部作品体裁的界定，曾将其称为“文

献悲剧”（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трагедия）和“记忆之书”
（книга－память），但最后这些名称都没有让作者
满意。最后出版的书上，对体裁的界定是“文献小

说”（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повесть）。

三、创造性的剪辑与拼贴：《围困纪事》与

“超文学”体裁的发展

　　阿达莫维奇对这种全新的文献文学体裁高度信
任，认为它达到了还原历史真实、捍卫人之尊严的目

的，并将其用于对列宁格勒围困的写作，使之得到进

一步发展。以列宁格勒围困为题材的作品已经有很

多，从抒情散文到大型小说，再到戏剧作品，都达到

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在这些作品之后，一个没

有围困经验的白俄罗斯作家能写出什么新的内容

呢？促使阿达莫维奇写作《围困纪事》的动力来自

对普通人所经历的围困故事的震惊：“一个母亲把

饿死的孩子藏到衣橱里，不让人知道，好用他的食物

配给证领取食物给活着的孩子。”［１４］３７１这些关于饥

饿和心理折磨的故事让作家意识到，那里经历的是

“我们这个世纪的悲剧”［１４］３７１，其惨烈程度与白俄罗

斯哈登村庄惨绝人寰的杀戮相当。普通人见证历史

悲剧的史实让作家想到以这种全新的文献纪实体裁

加以呈现。为了说服列宁格勒的作家格拉宁（Д．
Гранин）与自己一起完成这部作品，阿达莫维奇写
道：“写作这本书不是由于我们有才华，我们要做的

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让灾难亲历者用自己的声音讲

述自 己 经 历 的 围 困，哭 出、喊 出 自 己 的 痛

苦。”［１４］３７２－３７３作家在这里再次强调了这种“超文学”

体裁的特点，以口述史方式让亲历者说出历史真相，

使文字有力地传达出普通人经历苦难的声音。

巴赫金曾谈到任何体裁都是一个复杂完整的体

系：“每一种体裁，如果这是真正重要的体裁的话，

都是用来理解性地掌握和穷尽现实的手段和方法的

复杂体系。”［６］２８２对于文献纪实文学体裁，对文献进

行筛选和进行蒙太奇拼贴（简称拼贴）成为文本结

构组织的重要方法。所谓蒙太奇拼贴，最早源于电

影技术术语，主要指镜头的剪辑、组合，苏联电影导

演爱森斯坦（С．Эйзенштейн）最早使用“蒙太奇”
这个术语，用来说明两个以上独立的镜头剪辑在一

起阐释的独特效果。这是２０世纪电影叙事的一种
方法，即中断镜头的流畅性，将表达不同时间和空间

的镜头按特定目标组合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意义。

在２０世纪文学和更广义的文化艺术中，蒙太奇成为
一种重要的文本组织方法。蒙太奇拼贴是“语义元

素的重新组合或在结构上构建一个刻意离散的艺术

作品”［１５］２１。这不仅是一种处理材料的艺术手法，而

且是文献纪实文学重要的文本组织原则。

阿达莫维奇在《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中，就

已经开始使用筛选和拼贴的方法组织材料，用多人

叙事的话语拼贴。“一个讲述者被另一个人的叙述

打断，然后连接起来，再被打断，然后补上作者的注

释。”［１６］８３《围困纪事》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了这种筛选和拼接的方法，不仅是对口述见证，还对

日记等文献材料进行创造性编选组织。这部作品

中，除了口述，被用于文献的材料更加扩展，包括了

大量的日记和回忆录，从而使这一体裁得到极大的

发展，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围困纪事》共有两部，第一部主要根据围困中

幸存者的口述回忆写成。作者使用了几十位不同职

业不同年龄的人的口述回忆和日记，在每个意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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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间，插入自己的解释和议论，呈现了 １９４１到
１９４２年春围困中人们承受的艰难。第二部分在剪
辑组织材料方面做了大胆创新。作者选取了三位不

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列宁格勒人的日记，他们分别是

知识分子、１６岁的少年以及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作
家将三个人的日记根据时间和主题进行分段交错排

列，从战争开始到经历饥饿困顿的全过程，穿插着作

者的概括引导性话语，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饥饿与

死亡威胁下人的生命体验，以及支撑人生存下去的

理性、尊严、意志和爱。正如作家所言：“如果给他

们各自的主要特征下一个定义的话，也许就是：尤

拉·里亚宾金的日记是良心的杰作，格·阿·克尼

亚泽夫的日记是理智与精神的杰作，利季娅·奥哈

普金娜的记述是爱的杰作……本书的三位主人公是

人类生存的三根决定性支柱的化身。”［１７］５１９对三位

主人公日记的穿插拼接俨然就是一个个展开的戏剧

场景，重现了当时的寒冷饥饿，以及人内心的痛苦挣

扎。日记是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白和忏悔的特点，

作者的引导性插话仿佛是理性客观的戏剧旁白，与

自白忏悔的话语相交织，使编排在不同主题章节中

的日记形成此呼彼应的共鸣和交响，达到以个体记

忆对抗时代遗忘的效果。作家要做的，不是以记者

和编辑的态度对待收集到的材料，而是如同历史学

家一样，将其视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记忆的伦理义

务就在于让生者记住死者，让生者更有感恩和生命

担当，让死者更有尊严：“这一切存在过，就应该让

活着的人知道。”［１７］５１９

阿达莫维奇与格拉宁写作《围困纪事》的过程

中，再次提到体裁问题———“从大量的筛选和拼接

中产生出新的文学体裁”［１８］４３８。为了给《我来自烈

火熊熊的村庄》和《围困纪事》中的体裁找到一个合

适的名称，阿达莫维奇苦思冥想，想到过“录音文

学”（магнитофон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公共小说”
（соборныйроман）、“史诗规模的合唱文学”
（эпически － хоровая проза）、“非 虚 构 ”

（невымышленнаяпроза）、“口 述 史”（устные
истории）等等名称。［１９］１８《围困纪事》最后发表时的
体 裁 称 谓 是 “文 献 小 说”（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овесть）。

四、历史与未来的真实：阿列克谢耶维奇

对体裁的传承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也是从录音机开
始的，第一台录音机也是阿达莫维奇帮忙买的。她

自觉地使用这种“超文学”体裁写作，使其更加丰富

和完善，成为表达当下主题最有力的文学体裁。谈

到文学体裁的影响，如研究者所言：“大多数情况

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

例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

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２０］３４阿列克谢耶维奇创

造性地继承了“超文学”体裁的主要特点，这包括：

全面肯定文献的历史性和主体性，坚持田野调查和

文献数量上的规模，使共同叙事者的概念更加明确，

在筛选文献和进行蒙太奇拼贴方面更加多样，写作

的题材更加拓展，将苏联历史中决定国家和普通人

命运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都纳入写作中，对不同性

质的战争和灾难的表现比传统写作更加触目惊心。

文献纪实文学不仅是追求真实，还要达到强烈

的感人效果，要以艺术手法将口述者内心经历的恐

惧和痛苦凸显出来，才能使真实具有穿透力，达到更

高的境界：“这种新体裁关注的是另一个全新的、前

所未有的层次上的真理。”［２１］２８６为了说明这种文献

纪实“超文学”体裁达到的高度，阿达莫维奇曾将阿

列克谢耶维奇出版于１９８５年的《最后的见证者》与
白俄罗斯１９４８年出版的儿童见证集《我们将永志
不忘》（Никогданезабудем）进行比较，同样是写儿
童在战争中所经历的苦难，但因为写作方法也就是

体裁方式的不同，达到的艺术效果也迥然有别：“这

里是把情感里面的真实用力拉出来，那里是让所有

描写都符合既有的成规。”［２１］２８５

阿达莫维奇曾在评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

时，谈到这种文献体裁创作成功的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不是随便采访某个人，写下他

们的记忆，而是要找到那些其个人命运和

记忆能触到时代痛点的人，其对灾难事件

的痛苦经历刻骨铭心，能触及人们最敏感

的神经。第二，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有特殊

的共情感知能力，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

受。这是作家才华的一部分，无此就谈不

上高质量的作品，这种体裁也难以形成，难

以被有效使用。第三，要有高度发达的审

美鉴别力，即对原始材料进行筛选并将其

拼接成作品的能力。”［２２］３８１－３８２

发现普通人身上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契合点，也

就是找到能成为时代历史代言人的小人物，是作家

开启“超文学”写作的第一步。阿列克谢耶维奇创

作中的新历史主义文学特点体现为：对俄罗斯现代

社会历史的审视改变了以往历史宏大的书写模式，

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平民化的历史阐释。作家从

政治的、“精英”的历史，走向了普通人书写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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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历史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渗透在

个体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在大历史中的动人心魄

的遭遇，才是历史本质的具体呈现。这些历史是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半个世纪苏联人所经历的重大灾难事

件———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

故、苏联解体。作家所关注的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

中无数小人物没有被言说的苦难，是苏联官方意识

形态有意疏漏的历史。作家让每个受访者都说出自

己的感受，说出时代历史在自己身上经历过的故事。

这些小人物也因为这些叙事而进入历史，成为宏大

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时代的见证人，成为承载伟大的

普通人。

对口述材料进行筛选和拼贴，是“超文学”写作

的重要方法。阿达莫维奇曾谈到对材料的删选：

“６０００页关于围困的事实的材料中，只有十分之一
进入书中。”［２２］３８５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曾谈到对材料

的筛选：“有时候从 ８０页的材料中只留下半
页。”［１０］２１２收集事实材料的原则是文献必须具有历

史和人性价值，能够呈现时代及人内心的品质。如

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我把材料集中起来，按其表

现时代样式的需求收集。”［１０］２１８

“超文学”强调为历史做见证的道德伦理义务，

文献的数量同样是使其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保障。

为了得到“活文献”（“人声文献”），作家需要一种

特别的才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他人的情境中，好

使所要写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２３］２３１。阿

达莫维奇在谈到在收集写作《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

庄》的文献材料时，写道：“我们已经有４年之久在
收集人们的声音，让人的声音发表出来，还要让人们

持续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离事件发生差不多

３０年后，我们开始收集这些声音。”［５］７５《围困纪事》
的写作过程历时５年多，作家们采访并收录了２００
多份口述资料。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初的作品《战争

的非女性面孔》使用了阿达莫维奇开拓的这种手

法，采访了５００多名战争亲历者女兵，用录音机录下
她们的口述，在此基础上创作成书。此后的每部作

品都是历时数年，在采访数百人基础上完成的。

口述者说出的见证也是作家想要说出的话语。

阿达莫维奇谈到《围困纪事》的震撼力：“当我们记

录下经历了哈登悲剧、列宁格勒围困之人的记忆时，

人们不住地惊呼：这简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那些朴素的故事背后，突然出现了对人全新的认知。

而通往深处的引导人不是但丁，不是陀思妥耶夫斯

基，而是杰柯莉娅·克鲁格洛瓦、玛丽娅·伊凡诺夫

娜·德米特里耶芙娃 ……”［４］２８７

口述者与创造性记录的作家共同成为作品的叙

述者，是“超文学”创作主体的特征。这在阿列克谢

耶维奇的写作中得到进一步体现：“我的书仿佛是

人民写出的，反映的是大众的认知。”［１０］２１３如评论家

魏尔所言：“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挑选‘拍照记录’的

见证人时，总是充满同情和怜悯。在她的书中可以

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尽管这些话是借别人之口说

出的，但表达的是她和见证人共同的感受。在她这

里，这就是最高的专业技能。”［２４］１０普通人的叙事说

出的也是作家隐含于心的话语，是作家内心成长的

记录。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是这些材料在形

塑我和我对世界的态度。”［１０］２１８忠实记录普通人的

心灵故事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内心感受，再将其呈现

为心灵的艺术，这是作家所特有的能力，“听人忏悔

的牧师、手术台前的医生、以‘口述史’写作的作家

都属于这一行列”［２４］１０。

“超文学”概念提出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写作

中积极回应，承担起“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责任”。

她不断提到阿拉莫维奇在文学创作方面给予她的启

示和引导，胜过任何一所大学所能给予的。她在几

部文献文学作品发表时，对体裁的表述也做了尝试，

《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发表时被称为“文献文学”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проза），《锌皮娃娃兵》发表时的
体 裁 称 谓 是 “文 献 小 说”（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овесть），后来将法庭事件加入，加入的部分被称为
“文献中的历史”（историявдокументах）。到《切
尔诺贝利的祭祷》发表时，作品的副标题是“关于未

来的历史记事”（хроникабудущего），也可以说是
作家对体裁的一种阐释。从这些表达中，可以看出

作家为新出现的文学体裁命名的努力，从而使其与

作品内容相符合，并摆脱传统的“纪实文学”的窠

臼。直到阿达莫维奇提出“超文学”的概念后，“超

文学”成为这种文献纪实体裁的情境性表述。随着

时间的推移，目前学界更多使用的是作家们最初尝

试的“声音体裁”等表述，但“超文学”的概括性提法

已然与阿达莫维奇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

和体裁探索联系在一起，成为约定俗成的表述，不仅

创造性地丰富了传统文学体裁的内涵，而且将读者

带入写作的场景，增加了体裁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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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美人鱼》中的环境审美观念与生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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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２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欧美环境美学中的中国元素研究”（２０ＺＸＤ００１）
作者简介：岳芬（１９８３—），女，山西太谷人，文学博士，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美学及跨文化研究。

摘　要：关注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电影的重要态势，一向引领时代潮流的香港
电影自然不会置身其外。上映于２０１６年的《美人鱼》就是港台电影关注生态问题的代表作之一。
影片选取的“美人鱼”这个原型，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美人和鱼的组合，象征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

最佳形式。对这一形式的破坏无疑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周星驰用一种独特的电影艺术方式回

应当前人类普遍面临的生态危机，他的电影艺术开始肩负起更大的伦理和社会责任。

关键词：《美人鱼》；周星驰；环境美学；生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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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电影
的主要趋势，越来越多的电影人以电影艺术的方式

投入维护生态环境、反思生态困局的运动中，也因此

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影片，甚至逐渐形成了新的类

型电影———“生态电影”。这种类型的电影既包括

生态灾难电影，也包括一些生态伦理电影和生态纪

录片等。数年前，徐兆寿就曾对此进行过大胆的预

言：

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高涨，生态电影

将会在一段时期内成为电影生产和消费的

重要产品，并且以故事片、娱乐片、动画片

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人们的生活，

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认识。同样，在中国与

世界的交融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

生态电影也会有一个好的前景。［１］

如今看来，他的预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现实的肯定。上映于２０１６年的《美人鱼》（３Ｄ）就是
港台电影关注生态问题的代表作之一。对生态问题

的思考无形中增加了影片的厚度，让周星驰的“无

厘头”从“娱乐至死”的浅层感官层次走向深层的社

会思考。

影片选取的“美人鱼”这个原型，具有丰富的生

态内涵。美人和鱼的组合，象征人类对人与自然相

互融合的最佳形式。对这一形式的破坏，无疑是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借助电影艺术，导演对现实进

行大胆批判，不仅提升了影片对生态问题继续反思

的力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厚重感。

一、审美原型中的生态环境内涵

电影中的美人鱼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具有丰富意

象的审美原型，它原本只是传说中的形象，是人类融

入自然理想的象征。最广为人知的是安徒生关于美

人鱼的童话故事，它几乎成为后世所有美人鱼想象

的全部来源。美人鱼的存在减轻了人类对大海的恐

惧，甚至点燃了人类探索自然的愿望。

周星驰巧妙地挖掘出美人鱼这一兼具人类学和

社会学特质的历史文化资源，让这个过去只出现在

童话故事和相关动画电影中的形象获得“新生”，长

相甜美的演员代替了观众对美人鱼形象的抽象想

象，无论观众接受与否，这个形象都将美人鱼这个抽

象的观念符号具体化了。在此基础上，周星驰尝试

性地将美人鱼及其传说故事引入自己的“无厘头”

风格中。

在电影中，传统意义上的美人鱼和王子相爱的

故事变成了美人鱼和现代富豪的爱恨纠葛，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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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悲剧转化为后者的“任务”，鉴于这种先入为主

的情节，电影中的美人鱼及其经历显得更加悲壮。

前者只是因为孩子般的叛逆走上了一条放弃永生、

获得短暂爱情的不归路，后者则是为了某种沉重的

社会使命不得不铤而走险。这也让影片在爆笑的情

结之外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阴霾。

除了身体样貌完全一致之外，电影里的美人鱼

和童话中的美人鱼没有任何联系。在电影中，美人

鱼并不美好、也不可爱，反而是一个“杀手”。当然，

它杀人的目的并非为了私利，而是为了整个族群的

生存。从生态的角度来讲，它更像是一个“图腾”，

族群通过它实现生存和繁衍的希望。电影将这个抽

象的图腾形象具体化了，让它在现实层面发挥出更

大的作用。

周星驰的电影无疑为美人鱼这一重要的文艺原

型形象增添了新的内涵。对比安徒生关于美人鱼的

童话，电影里的美人鱼更具写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

重特质，前者是想象中的、具有完美人格的存在物，但

它同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不仅由于

它的存在是理想化的、具有神化色彩的，还因为它对

爱情的理解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具有超越常人的品性。

后者则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它不仅有爱

有恨，还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爱恨情感，

它对世界的看法相比童话中的美人鱼要更为复杂。

美人鱼原型并非只是亲和、美丽的，如果严格追

溯，美人鱼并非都是善良的，在西方文学和文化史

上，美人鱼有的时候也同海妖的形象纠缠在一起，象

征人类对未知力量的恐惧。电影中的美人鱼混合了

善与恶两种元素，是人类多元文化的综合体，也是人

类在不同阶段对自然有不同认识水平的产物，甚至

代表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人群对自然的不同态

度。电影最终将这些可能的形象杂糅起来，又借助

现代光影方式进行反映，创造出一个兼具善和恶、动

物本能和人类理性的情感动物。

新的美人鱼原型形象的塑造对于电影本身也具

有重要价值，它所代表的保护海洋生态的主题让这

原本可能落入现代都市爱情窠臼的影片瞬间披上了

思想的崭新外衣，这样一来，电影的可读性不仅为单

薄的故事性提供了支撑，还拓展了影片的叙述空间，

使相对简单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变得富于张力。

美人鱼是具有人类智慧和动物天性的混合体，它和

人类的爱情并非童话意义上的理想，而是集合了人

类生存愿望的生态标的。

总的来说，如果从生态文化的角度来看，《美人

鱼》在中国尤其是香港电影领域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的作品，尽管它在对话台词、故事情节以及演员表演

等方面还有欠缺，但它的思想性和导演将“无厘头”与

生态主题相结合的大胆尝试却是值得肯定的。影片

无疑丰富了美人鱼这个文化原型，不仅赋予了它现代

意义，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态思想的传播。甚或

可以说，电影的教育作用超越了艺术作用。

二、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理想

从生态的角度来说，《美人鱼》这部电影编织了

人类回归自然的梦，它以书面文学无可替代的方式

让神话、传说或童话中的故事变成了跃然生动的

“现实”———至少在放映的几小时内让观众信以为

真。当美人鱼与人类产生爱情的时候，周星驰让观

众在美人鱼身上看到了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可能。

从仇恨开始，以相爱结束，这样的情节本身并没

有太多的新意，如果将生态主题剥离开来，单纯探讨

故事情节的话，这类题材还显得十分“老套”。但

是，当周星驰将生态这个主题注入电影中后，这类题

材便如点石成金一般被重新“激活”，对生态危机的描

绘在观众内心深处引起的共鸣，让他们完全忽略了故

事内容的重复性问题，而专注于情节的发展当中。

周星驰为生态主义者们提出的回归自然这一理

想提供了极具个性化的方案，同卡梅隆等西方著名

生态导演一样，周星驰“努力使电影成为有益于修

复生态和精神的人文资源的做法是难能可贵

的”［２］。作为香港娱乐片导演中的翘楚，他一反“娱

乐至死”、以盈利为目的的理念，转而投入具有思想

性的艺术活动中。他把自然和非人类生命体这些概

念化的存在转变为具体的形象，从而将人与自然融

合这种理想主义的观念变成了可供探讨甚至践行的

方法。尽管人与非人类生物在现实中无法产生相应

的情感，但是这一夸张的象征性表达却为人与非人

类生物之间的关系构建起巨大的想象空间。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情感并

非只有生存竞争这一狭隘的状态。从生态伦理学的

角度来看，即便人类为了生存需要不断从自然中获

取资源，但是人类的存在同非人类生物的存在依然

能够实现共荣。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人与一切

自然物反而需要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甚至是相互依

存的关联，因而，在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自然会形成

更为复杂的情感关系。

《美人鱼》将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情感关系

视为解决人和自然相互敌视的方法，就算现实生活

中人和自然物无法形成人类和美人鱼相爱这样的超

自然情感，至少可以在人和自然物之间建立起某种

情感纽带。尽管周星驰将自己的“无厘头”发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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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观众能够在整个观影过程中不断爆发出欢笑，

整部影片的感情基调仍然是悲观的，让观众意识到

人与自然的亲和并非不可能，但却要付出艰辛的努

力，而且要牺牲一定的“利益”。人类妄图保留自己

的既得利益，还想同非人类生物和平共处，这是不可

能实现的。有时候，即便人类放弃自身的利益，也未

必能取得自然的谅解。美人鱼最后的结局可能很难

让沉浸在童话氛围中的观众接受，却是人类社会现

实的真实写照。

由美人鱼这个现实中并不存在却深植于人类社

群文化和集体心灵深处的形象，周星驰通过电影艺

术找到了一种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可以说，他

“实现了被现实价值压抑的自我认同的重建与满

足”［３］。他用人与生物相结合的、既大胆而又古老

的艺术手段，为人与自然相互融合提供了一种看似

“无厘头”、实则符合人类集体精神需求的方案。观

众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美人鱼”是存在于现实中的，

人和自然最终能够达到相互融合的状态。

总之，生态思想的介入，为电影艺术构筑了新的

话语空间，“生态批评的引入为生态电影的发展开

拓了更为广阔的天地”［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几

乎是每一个生态主义者的理想。只是生态环境不断

破坏、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现实，让他们趋于悲

观，他们很难在密集的钢筋混凝土都市中找到安放

梦想的场所。《美人鱼》这类以倡导生态保护为主

题的电影，不仅为观众编制了童话般的世界，也为生

态主义者们提供了艺术表达的方式，让他们在现实

中的失落感得到平复，也让他们重新对生态保护的

未来充满期待。

三、艺术的环境批判力量

正如学者鲁晓鹏所说：“同所有的文化工作者

一样，电影生产者对他们希望居住和想象的世界具

有坚定的信念。”［５］周星驰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对

自身艺术成就不断突破的努力，还尝试性地在较为

突出的艺术成就基础上进行提升，他也为当今的生

态电影及其背后的生态保护运动提供了参照。他的

美人鱼既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形象，更是他对人类行

为和人类社会存在方式进行反思的象征。

尽管电影这种单纯的艺术手段无法取代生态保

护运动，但是，它却为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形象化的电影对观众的影响比任何单一的伦理说教

更有效。与其说《美人鱼》是一部娱乐片，不如说它

是一部以保护生态为目的、以“无厘头”为手段、具

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教育片。

统观周星驰的电影，讽刺性始终是其艺术表现

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他对“度”的把握却是十分

严格的，他往往将讽刺性规训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

度之内，多数时候仅限于爱情、友情等这类较为常见

的主题中，很少触及深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主要同

“无厘头”电影自身偏重娱乐性有关。

而在《美人鱼》中，周星驰一反常态地加大了讽

刺的力度，以至于走向了深层的社会批判。他从一

开始对美人鱼的定位就使得影片走上了严肃艺术的

“不归路”。令人神往的美人鱼不再是美的象征，反

而变成了与死神结盟的“刺客”。美人鱼不仅代表

人鱼族这个群体，更代表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这样一来，电影的情感色彩就从轻盈变得沉重，单纯

的童话故事变成了复杂的族类仇杀。

如果将美人鱼和房地产商人的爱情故事与传统

童话故事中公主与王子的爱情故事相比，观众能够发

现两者在叙事情节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在主旨方

面，两者却相去甚远。美人鱼同房地产商人的爱情具

有某种都市化的讽刺意味，前者对后者的爱情是具有

妥协性的。从电影的结果来看，美人鱼的爱情和它的

付出最终实现了阻止海洋遭到进一步破坏的愿望，尽

管如此，它也未能完成复仇的使命，只是暂时性地保

住了族群的生存权；尤其是美人鱼最终的消失，无疑

更增添了电影的悲剧性和批判性。美人鱼没能也无

法同人类建立真正的爱情，尽管他们在情感上已经无

限接近了，但是在现实中却仍然隔着巨大的鸿沟，他

们不仅无法跨越种群的界限，更难以得到各自种群的

承认。这让影片的悲剧性更加浓郁，也让人类与自然

的融合只能停留在理想和想象的层面。

人类的贪婪与美人鱼的执着形成了一种强烈的

张力，电影对人类欲望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对美人

鱼代表的自然物进行了悲观主义的描绘。在结局

上，周星驰的美人鱼和安徒生的美人鱼是一样的，它

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同现实进行抗争，他们没有

向命运低头，却败给了残忍、冷漠的人类。电影延续

了童话故事对人类的抨击，却强化了讽刺的力量和

残酷的结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在否定性方面

要比童话走得更远，童话故事至少给予读者以希望，

而电影则将所有的希望都归于泡影。完成使命后的

美人鱼却并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爱上美人鱼的商

人也落得孑然一身的凄凉境遇。

作为一部２１世纪的当代电影，《美人鱼》几乎
具备先锋电影的一切属性，但它却未将外在的电影

形式作为叙述的焦点，反而将目光聚焦于思想性和

批判性的理念上。它对人类过往的经历进行了深度

的反思和批判，就像东野圭吾的悲观主义作品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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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性的“恶”进行猛烈抨击［６］。它所针对的并不

仅是这个时代的人类行为，而是人类对自然进行长

期破坏的行径。虽然影片从一开始就省略了人类破

坏自然的“前史”，但是人类填海造陆、大规模破坏

海洋生态环境却有很漫长的历史，人鱼族对人类的

仇恨积蓄已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影的批判

性就更为强烈了，它不仅是针对当前人类的行为，同

时也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周星驰特有

的“无厘头”风格的映衬下，这种批判性就显得“扎

眼”了。不得不承认，周星驰在这一方面是颇具“天

赋”的，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香港娱乐电影在社会

批判层面上的高度。

综上所述，《美人鱼》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批评

性的作品，在生态电影批评远未获得充分展开的中

国当代电影中是不多见的。在周星驰的电影中也是

具有开创性的，他早期电影中偶尔流露出的某些讽

刺性是很难同这部电影相提并论的，这也大大增加

了该影片的艺术性和社会价值。凭借该影片，周星

驰证明了自己的艺术深度，让观众看到他不仅善于

“搞怪”，还善于利用“搞怪”来揭示现象、传递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凭借“搞怪”，他让自己的艺术才能

得到充分展现，大幅度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成就。

四、结语

周星驰似乎对“流行”具有某种“天赋”，自“无

厘头”风格以来，他始终让自己的电影同步于流行

趋势。在全球关注生态问题的时代，他再一次赶上

了潮流。他用电影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应当前人

类普遍面临的生态危机，《美人鱼》正是这样一种

“能够让人反思自我、现实、社会……带给人们警

示、启发与教育”［７］的电影。当谐谑的“无厘头”与

严肃的生态伦理相碰撞的时候，周星驰及其代表的

香港电影被赋予了艺术性和娱乐性之外更丰富的内

涵，其内涵和思想性大大超过了形式。《美人鱼》的

出现让周星驰的电影艺术成就步入了更高的台阶。

通过电影，保护生态、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相关主

题不再是刻板的伦理说教，反而变得生动起来，不仅

让观众更易于接受，还让生态保护和生态观念在更

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认同。在这部电影中，艺术的

外在审美形式和内在的思想价值得到统一，欢笑过

后的观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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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研究：
以国家海洋博物馆为例

王庆生，李　欣
（天津商业大学 管理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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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创新研究”（７１３７３１７４）
作者简介：王庆生（１９６３—），男，河南偃师人，博士，天津商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旅游规划与区域旅游发展研

究。

摘　要：随着国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幸福感指数亦随之上升。旅游是人们放松身心、探索未
知、丰富自我的途径，也是人们追求幸福感的重要体现。博物馆旅游作为“文化 ＋技术”完美融合的
重要平台，能够让更多人享受到旅游业带来的社会福祉。文章以有“海上故宫”之称的国家海洋博

物馆为例，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和网络文本数据，利用扎根理论工具，探索与分析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

构成。研究发现，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包含情感、个体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家庭教育和沉浸式旅

游六个维度，并就此提出提升对策。文章对于实现人们美好生活愿景和促进博物馆旅游良性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博物馆旅游；幸福感；维度；国家海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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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作家欧文说过“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
于获得幸福”，由此得知对于人类来说，生活的美好

意义通过幸福感得以体现。我国经济已经迈上高速

发展之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从满足温饱

转向实现自我的精神文化需求。旅游业使人们在领

略自然风光、观瞻名胜古迹和丰富文化世界等活动

中，获得舒适的感官体验和内心满足的心理体验，成

为人们追求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１］。因此，

打造幸福产业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愿景和使命。

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产品朝着丰富文化内涵方

向提质升级，文化的涌入能够使得人们在游前充满

期待、游中收获满满、游后回味无穷，感受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科学技术

的迅猛发展使得大量高科技走进旅游业，人工智能、

ＶＲ、３Ｄ等技术使得旅游活动更加新奇、智慧和方
便，人们更加推崇高科技所带来的极致享受。博物

馆旅游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之一，也是现

代科技为人类带来福祉的重要体现。因此，文章以

有“海上故宫”之称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为例，探索博

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构成，有利于提高游客的幸

福感，并推动博物馆旅游健康发展。

一、文献综述

（一）博物馆旅游

文化产业的繁荣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促进作

用，与旅游融合能够延伸城市文脉、强化身份认同、

构建新型关系，文化与旅游的强强联手能够充分让

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博物馆作为保护和展示人

类宝贵文化的重要机构，拥有众多且独特的文化资

源，是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博物馆真实性、科学

性、创造性和艺术性能够对游客产生吸引力，促进旅

游业的兴旺，旅游业可以带动博物馆参观人数激增，

二者相互融合、互利互惠。学界也随着博物馆旅游

的逐步完善和壮大对其展开细致研究，国内外学者对

于博物馆旅游者行为的研究都比较丰富，集中于游客

动机［２］、满意度［３］、期望［４］、感知［５］等方面，对旅游者

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博物馆健康发展与提高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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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满意度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二）幸福感

人们努力生活的意义就是不断追寻幸福，因此

在学术研究中，“幸福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在心理学中，西方对幸福感的研究基于哲学的“享

乐主义”理论和“实现主义”理论，形成了主观幸福

感与心理幸福感两个分支。Ｄｉｅｎｅｒ等认为主观幸福
感基于自身的快乐体验，需要考虑情感因素的作用，

包含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三部分［６］。

Ｒｙｆｆ的心理幸福感理论是基于人的心理健康和自我
实现角度，认为幸福感包括自我接纳、与他人的积极

关系、自主性、对环境的掌控、生活目标和个人成长

六个方面［７］。

（三）旅游者幸福感

基于心理学领域对幸福感的研究，经济学［８］、

医学［９］等众多领域对幸福感展开探索。旅游业是

一个创造快乐与幸福的产业，已经走进了大众生活，

人们愈加重视旅游过程中的幸福体验，因此，幸福感

同样适用于旅游行业，“旅游者幸福感”逐渐成为学

者们探讨的话题。旅游者幸福感是指人体在旅游过

程中，体能、智力、情感、精神达到某个特定水平而产

生的美好感觉，以及由此形成的深度认知。旅游者

幸福感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现有研究中很

多借鉴心理学的主观幸福感，利用 Ｄｉｅｎｅｒ等人构建
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去探究旅游过程中主观幸福感与

游客互动［１０］、游客互动和体验价值［１１］、地方依

恋［１２］、旅游动机［１３］、旅游品质感知［１４］等要素的关

系、作用或者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为采用“拿来主义”

借鉴其他领域的幸福感不足以能够解释旅游过程中

的全部现象，缺乏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界定与科

学测量［１５］。就此，学者们开始摒弃心理学等领域的

幸福感测量工具，开始基于旅游学的系统理论，采用

科学的研究方法，准确把握和界定旅游者幸福感的

内涵，探索和建构真正意义上的旅游者幸福感构成

模型。例如，张晓等利用自然主义哲学中的理论诠

释了旅游者幸福感是由愉悦感、抽离感、临场感、获

得感、满足感、能动感和仪式感七个维度构成［１６］；妥

艳萓等基于原型理论，认为旅游者幸福感是由积极

情感、控制感、个人成长、成就体验、社会联结和沉浸

体验六个维度构成［１５］。Ｓｍｉｔｈ和 Ｄｉｅｋｍａｎｎ提出引
发幸福感的“最佳”旅游形式包含快乐和享乐主义

（玩得开心、休息放松）、有意义的经历（例如教育、

自我发展或自我实现）、利他主义和可持续性（例

如，对环境友好或有益于当地通信）三个维度［１７］。

张天问和吴明远认为追求幸福感是游客的动机，感

受悠闲时光、获得福乐体验、提升积极情感、抵消负

面情绪、感受社交的快乐进而提升人生境界，是旅游

幸福感的重要内容构成［１８］。

还有部分学者探究具体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的幸

福感维度构成，例如，高杨等探究赴藏旅游者游前、游

中和游后的幸福感时间动态变化和空间特征［１９］；杜

豪楠和李翠林以新疆康养旅游为研究对象，分析旅游

者旅游过程中体验的变化规律，探究幸福感维度特

征［２０］；Ｌｙｕ等提出邮轮旅游体验有三个维度，即情感
体验、关系体验和思维体验，分别对旅游者幸福感产

生不同时效和不同程度的影响［２１］。因此，旅游目的

地管理者也意识到旅游者幸福感所蕴含的意义，并将

其作为一项发展战略以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福祉［２２］。

（四）研究述评

学者们逐渐反思借鉴心理学的理论模型来研究

旅游者幸福感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很有可能

导致研究结果的矛盾或者冲突。因此，部分学者的

研究思路开始转向采用定性或者定量的研究方法，

针对全部旅游者或者部分特定旅游情境下，探索旅

游者幸福感维度，构建模型，开发用于测量旅游者幸

福感的科学有效的量表，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和支撑。在博物馆旅游方面，虽然对旅游者行为研

究较为深入与透彻，但是目前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

的研究内容还处于起步阶段，博物馆旅游是旅游者

幸福感的重要体现，因此文章探索博物馆旅游者幸

福感维度构成：一方面，扩展了旅游者幸福感的应用

实践领域，开拓了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另一

方面，对博物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游客的满意度

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地概况

国家海洋博物馆坐落在天津滨海新海洋中新生

态城，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展览面积２．３万平方
米，共设６大展区和１５个展厅，是中国首座国家级
和公益性的海洋博物馆，中华民族千年蓝色文明的

历史故事和海洋记忆在这里交相辉映；是集保护收

藏、科普教育、学术研究和观光旅游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文化展示机构，承载着宣扬中国海洋战略和价

值观，推动中国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的重任，其

地位可与故宫博物院相媲美，被称为“海洋上的故

宫”。

国家海洋博物馆始终秉持高展位、高质量、高要

求和高水准的展馆设计理念，注重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全面构建，内部设有餐厅、电影院、咖啡厅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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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等服务设施，同时借鉴了具有先进经验的国外诸

多博物馆的多媒体、虚拟现实和模拟复原等技术，为

游客展示了生命起源的摇篮、中国不可撼动的蓝色

国土和包含万物的宇宙奥秘，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人

类从陆地到海洋和海洋到宇宙的神圣故事。新时代

赋予博物馆在保护发扬祖国文化的同时增进人民福

祉的新使命，国家海洋博物馆正是新时代“文化 ＋
技术”的旅游体验平台，具备研究博物馆旅游者幸

福感课题的重要条件，因此文章选取国家海洋博物

馆为案例地展开研究。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进行收集数据，理

论抽样是研究者在收集过程中同时进行编码和分

析，直到没有新的概念和范畴出现，理论达到饱和时

停止抽样［２３］。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一手数据和二手

数据两部分。

一是网络文本，在四通八达的网络时代，旅游者

更愿意在一次旅游活动后在相关媒体平台上发表自

己本次旅游体验的看法，采取评论或者游记的方式

将想法进行展现，以供其他旅游者进行参考和借鉴，

网络文本通常具有真实度高、隐私性强、传播性快和

获取简单便捷的特点，有利于质性研究二手数据的

获得。加之国家海洋博物馆知名度较高，开业时间

不长等特点，更容易获得游客的网络评价，因此从携

程和大众点评两个知名网站进行搜索，剔除有打广

告嫌疑、复制粘贴较多和不贴合研究内容的评论，共

获取有效评论５１２条，共计约１２０００字，笔者对网络
文本进行整理与编号，将取自携程的评论记录为

ＸＣ００１，ＸＣ００２，以此类推，将取自大众点评的文本记
录为ＤＺ００１，ＤＺ００２，同样类推完成编号工作。

二是访谈文本，访谈可以得到更加接近事实的

结果，从旅游者角度探究幸福感维度构成，访谈文本

是扎根理论研究重要的一手数据。访谈是在网络文

本基础上，更加针对和深入地收集所需资料，考虑到

访谈对象的认知程度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进行收集基础数据，在阅读相关

文献和结合本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列出以下提纲：

（１）旅游者认为博物馆旅游活动中是否会存在幸福
感？（２）如果存在幸福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３）旅游者在博物馆旅游感受到的幸福感与生活中
和其他旅游活动中有什么区别？（４）这种幸福感对
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本研究以访谈提纲问题作为提

示，适当进行追问以获得更加精确和有效的信息内

容。本文作者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进行实地访谈，访谈
对象共１２人，每人访谈时间１５—４０分钟不等，征得

访谈对象的同意后进行录音，全部访谈结束后，将录

音文件转化成文字，共计约１５０００字。整理文本后
笔者对访谈对象进行Ｍ０１、Ｍ０２等编号，访谈对象编
号及基本信息详见表１。

表１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受教育程度

Ｍ０１ 女 ２２ 学生 本科

Ｍ０２ 男 ３４ 法务人员 本科

Ｍ０３ 女 ３２ 教师 本科

Ｍ０４ 男 ３３ 销售人员 本科

Ｍ０５ 男 ６０ 退休职工 初中

Ｍ０６ 女 ６３ 退休职工 高中

Ｍ０７ 女 ５５ 无 初中

Ｍ０８ 男 ３３ 程序员 本科

Ｍ０９ 女 １８ 学生 本科

Ｍ１０ 男 ５５ 职工 高中

Ｍ１１ 女 ２４ 行政人员 本科

Ｍ１２ 女 ２６ 学生 硕士

　　（三）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 Ｇｌａｓｅｒ和 Ｓｔｒａｕｓｓ提出的一种质

性研究方法，主张不预设假设，从收集到的原始材料

中进行提取概念、自下而上建构理论去解决某一问

题或现象［２４］。文章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

对收集的网络文本和访谈文本数据分别进行选择式

编码和轴心式编码独立分析，并将编码结果进行整

合，最终确定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构成。文章借

助ＮＶｉｖｏ１２Ｐｌｕｓ质性研究软件进行编码和分析。
三、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分析

（一）网络文本分析过程

１．开放式编码
扎根理论的初步分析是将原始文本进行梳理，逐

字逐句编码从中提取相关概念，将复杂丰富的文本内

容进行精简化和概念化，尽量以原始文字作为初始概

念，并将这些概念进行归纳总结，合并同类项形成范

畴。从此次的国家海洋博物馆的网络文本中共提取

出“感受海洋文明”“彰显大国风范”“增长知识和见

识”等５７个概念，归纳总结为２２个范畴，分别是：开
心愉悦、震撼难忘、放松心情、兴奋激动、增强爱国情

感、积极思考、拓宽知识面、亲友相伴、加深感情、结识

新朋友、免费参观、功能多样化、人文关怀、不虚此行、

服务设施完备、基本需求、寓教于乐、亲子游、受益匪

浅、身临其境、设施现代化、智慧化旅游。

２．轴心式编码
初步分析所获得的范畴较为凌乱和分散，轴心

式编码是寻找和发现范畴之间的逻辑和关联，将范

畴之间的关系厘清并进行总结，在相关旅游者幸福

感［１５，１７］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开放式编码步骤所得

到的２２个范畴进行整理和分析，共归纳出６个主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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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分别为情感、个体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家庭

教育和沉浸式旅游。其中，“情感”主范畴包含开心

愉悦、震撼难忘、放松心情和兴奋激动 ４个范畴；
“个体成长”主范畴包含增强爱国情感、积极思考和

拓宽知识面３个范畴；“社会联结”包含亲友相伴、
加深感情和结识新朋友３个范畴；“满足感”包含免
费参观、功能多样化、人文关怀、不虚此行、服务设施

完备和基本需求６个范畴；“家庭教育”包含寓教于
乐、亲子游、受益匪浅３个范畴；“沉浸式旅游”包含
身临其境、设施现代化、智慧化旅游３个范畴。具体
编码结果见表２。

表２　网络文本扎根理论编码结果

主范畴 范畴 概念

情感 开心愉悦 玩得开心；心情很好

震撼难忘 看完很震撼；挺难忘的

放松心情 感到很放松；感觉很舒缓

兴奋激动 心情很激动；体验后有点兴奋

个体成长增强爱国情感 感受海洋文明；彰显大国风范

积极思考
增强保护海洋的意识；思考生命起源；想
到海洋和宇宙的联系

拓宽知识面 增长知识和见识；拓宽眼界

社会联结 亲友相伴
陪伴父母；和男朋友约会；和闺蜜一起来
的；舅舅舅妈带着过来

加深感情 沟通交流；了解对方

结识新朋友 和其他游客相见甚欢；认识了别的小朋友

满足感 免费参观 门票免费；参观不收费

功能多样化 科普教育；休闲娱乐；拍照打卡地

人文关怀 服务到位；人性化

不虚此行
值得推荐；名气很大；重游；新鲜好奇得到
满足

服务设施完备
餐厅饮食满意；场所齐全；停车方便；设备
齐全

基本需求
场馆面积大；环境优美；馆藏丰富；馆内安
静

家庭教育 寓教于乐 研学活动；孩子学到知识

亲子游 带娃好去处；带孩子滑雪

受益匪浅
带孩子来这里觉得意义非凡；孩子回去主
动写作文

沉浸式旅游 身临其境
穿梭海洋；标本栩栩如生；感觉自己深入
其境

设施现代化
体验项目众多；３Ｄ电影；现代化高科技设
施；互动性强

智慧化旅游 网上预约门票；智慧导览

　　（二）访谈文本分析过程
访谈对象共１２人，男性５人占比４２％，女性７

人占比５８％；年龄３０岁以下４人占比３３％，３０岁以
上的有８人占比６７％，其中经过调查，此次访谈对
象中的年轻夫妇和中老年群体，多数以陪伴孩子为

由来到国家海洋博物馆，孩子得到收获，家长会感到

幸福；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６７％，博物馆旅游
对学历较高的人群具有较强吸引力，大多数人是自

驾前往。

１．开放式编码
访谈文本与网络文本采用相同的扎根理论操作

程序，开启新一轮逐字逐句编码工作。在一定研究

基础上所列提纲获得的访谈文本更具针对性、代表

性和科学性，经过编码和分析共获得 ６３个概念和
２４个范畴，其中访谈文本与网络文本的分析结果具
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但也存在不同。经过对

比发现，访谈文本比网络文本增加了一个“安全保

障”和“特色活动”的范畴，其中每个范畴所包含的概

念也有些区别，例如，“功能多样化”范畴里增加了

“红色记忆”概念，“寓教于乐”范畴内增加了“锻炼孩

子动手能力”概念，增加的“安全性强”和“孩子不会

跑丢”两个概念形成新的范畴“安全保障”，“云端集

体婚礼”与“特殊活动”形成“特色活动”新范畴。

２．轴心式编码
以上研究获得２４个范畴，寻找这些范畴之间的

关联，最终获得情感、个体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

家庭教育和沉浸式旅游六个主范畴，经过对比发现

与网络文本轴心式编码所获得的主范畴一致。其

中，“安全保障”和“特色活动”都是游客开展博物馆

旅游的动机，并且如果因此实现就会拥有满足感，据

此，将这两个范畴归纳到“满足感”这一主范畴内。

具体编码结果见表３。
３．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构成
本研究通过对网络文本和访谈文本进行扎根理

论研究，对两部分数据的分析结果进行整合与分析，

得到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的构成，其中包括情

感、个体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家庭教育和沉浸式

旅游六个维度。

（１）情感
情感是旅游者在一次博物馆旅游活动中的情绪

体验，情感将伴随完整的一次旅游活动，影响着旅游

体验的各个阶段，并且在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都

有所波动［１８］。旅游业幸福感研究中基于享乐主义，

将情感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后有学者认为忽

视了负面情绪的作用，并提出旅游研究人员应该避

免将情绪分为积极和消极［２５］，例如游客在进行黑色

旅游活动时的情感体验必然是悲痛、难过和震撼等

消极情绪，但这次旅游活动过后会带给游客不忘历

史、珍惜现在和感慨生活美好的积极情感体验；蹦极

和跳伞等刺激性旅游活动，在体验过程中可能内心

充满恐惧、紧张和害怕，但游后便是一种挑战自我的

兴奋和激动情绪［２６］，因此有些旅游活动的确是负面

情绪占主导地位，但也能给旅游者带来积极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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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从而令其感受到幸福感。

表３　访谈文本扎根理论编码结果

主范畴 范畴 概念

情感 开心愉悦 玩得开心；心情很好

震撼难忘 看完很震撼；挺难忘的

放松心情 感到很放松；感觉很舒缓

兴奋激动 心情很激动；体验后有点兴奋

个体成长增强爱国情感 感受海洋文明；彰显大国风范

积极思考
增强保护海洋的意识；思考生命起源；想
到海洋和宇宙的联系

拓宽知识面 增长知识和见识；拓宽眼界

社会联结 亲友相伴
陪伴父母；和男朋友约会；和闺蜜一起来
的；舅舅舅妈带着过来

加深感情 沟通交流；了解对方

结识新朋友 和其他游客相见甚欢；认识了别的小朋友

满足感 免费参观 门票免费；参观不收费

功能多样化
科普教育；休闲娱乐；拍照打卡地；红色记
忆

人文关怀 服务到位；人性化

不虚此行
值得推荐；名气很大；重游；新鲜好奇得到
满足

服务设施完备
餐厅饮食满意；场所齐全；停车方便；设备
齐全

基本需求
场馆面积大；环境优美；馆藏丰富；馆内安
静

安全保障 安全性强；孩子不会跑丢

特色活动 云端集体婚礼；特殊活动

家庭教育 寓教于乐
研学活动；孩子学到知识；锻炼孩子动手
能力

亲子游 带娃好去处；带孩子滑雪

受益匪浅
带孩子来这里觉得意义非凡；孩子回去主
动写作文

沉浸式旅游 身临其境
穿梭海洋；标本栩栩如生；感觉自己深入
其境

设施现代化
体验项目众多；３Ｄ电影；现代化高科技设
施；互动性强

智慧化旅游 网上预约门票；智慧导览

　　本研究不论是网络评论还是访谈对象，都认为本
次博物馆旅游令自己开心、愉悦，在有限的休息时间

里让自己感到放松，看到栩栩如生的标本表示兴奋和

激动，也有的游客表示“在看到浩瀚的宇宙与广阔无

边的大海时，感觉到人类的渺小，很震撼”（ＸＣ２３１），
“在海洋灾害馆内，体验了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很

逼真，感到有些害怕，人类一定要提高保护环境的意

识”（ＸＣ１０５），由此可见，博物馆旅游者体验到的不仅
仅是当下的放松和快乐，还能够感受一些非积极情绪

带来的超出预期的一些收获，也就是博物馆旅游为游

客的福祉所作的贡献，因此本研究认为博物馆旅游者

幸福感的构成包括“情感”维度。

（２）个体成长
个体成长是在博物馆旅游过程中增长知识、拓

宽眼界、增强身份认同，达到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

体验，这是旅游活动给个人带来的有意义、充实并令

人感到幸福的感觉。基于实现主义幸福观所发展而

来的心理幸福感认为旅游所带来的幸福感是真我实

现，能力提升和人格展现的幸福［７］。文化旅游、红

色旅游、贫民窟旅游、黑色旅游和探险旅游等旅游产

品的出现，本身的功能也不是单纯的“享乐”，核心

功能是为旅游者提供更深层次、更富内涵、更具效益

的体验［２７］。让人感受到这是一场充实、有价值、能

够感受到生命意义的一次旅游，同样也和上文研究

中“旅游活动中消极情感也能带来积极影响，使旅

行充满意义”相呼应。

博物馆旅游是文化旅游中最直接和最具代表性

的产品，所以这种“个体成长”的幸福感会更加显而

易见。关于国家海洋博物馆游客的调查中，几乎所

有人认为此次旅游收获颇丰，增长了知识和见识，能

够拓宽眼界，同时也能在气势磅礴的展馆氛围内感

受到我国海洋历史的源远流长和蓝色文明的发展历

程，提高身份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为生在中国而感到

骄傲与自豪，同时也会积极展开思考，提升自己保护

海洋环境的意识和主动性。由此可见，博物馆旅游

给人们的幸福是深远的，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扎根于

内心深处，拨动人心弦并持续不断地泛起涟漪，个体

得到成长的同时，国民的整体幸福感也随之提升了

一个高度。

（３）社会联结
社会联结是旅游者在博物馆旅游过程中和其他

人产生的互动或者形成的人际关系。人在外旅行

时，必然会存在与人进行沟通交流的机会，或是与身

边一起游玩的亲友，或是在同一个旅游目的地一见

如故的“驴友”，或是恰巧都对某些景观某些事物感

兴趣而结识的新朋友，又或是独自一人旅行时，遇到

困难和工作人员进行交谈。总体而言，一次完整的

旅行会有人际交往事件的出现，现有研究表明，人际

交往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人的情绪并对人产生积

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因此，旅游过程中产生愉快和

谐的人际关系，同样也是游客感受到幸福感的重要

因素之一。

本研究发现博物馆旅游者大多数不是独自一

人，与家人、男朋友、同学等一同前往的人数居多，并

表示亲友陪伴的旅游活动中，通过交流与沟通能够

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巩固感情，也会起到孝顺父母、

教育孩子、消解误会等正向影响。有的游客表示

“我和我朋友很久没见了，决定来网上比较火的网

红博物馆转一转，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留下很多美好

的回忆”（Ｍ１１）；“刚才在餐厅也遇到一对和我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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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相仿的夫妇，他们也带着孩子不止来了一次，我们

就在一起交流了孩子教育的问题”（Ｍ０３）。诸如此
类，亲友相伴、巩固感情或者结识新朋友，都能够让

游客对彼此的人际交往感到满意，并发自内心的认

为这是一次具有幸福感的体验。

（４）满足感
满足感是游客对一次完整的博物馆旅游活动各

方面感到满足的一种状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认为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高层次的需要才会产

生，对于旅游者来说，开展一次旅游活动的动机和基

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幸福感这类高层次的需求才能

够产生［２８］。

调查发现游客认为国家海洋博物馆展馆面积

大、馆藏丰富、环境优美、氛围安静等，这是针对博物

馆建设而言的旅游者基本需求；“服务实施完备”，

博物馆内有餐厅、咖啡厅、电影院等场所，饮水机、卫

生间、导览设施和展示讲解等设备齐全，停车方便等

都是令游客感到满意的要素；“人文关怀”是当下旅

游业一直宣传的“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实施，人性

化和服务到位能够给游客宾至如归的感觉，调查中

很多游客对馆内工作人员的服务感到满意，但也有

的游客提出质疑“现下疫情防控严格是好事，但我

们带着孩子和老人在外面因为扫很多码，手忙脚乱

地在外面冻了很久才进来”（Ｍ０２），这位游客表示
希望今后能够获得主动有效的帮助；“免费参观”使

得游客的抱怨大大减少，没有门票虽然不代表没有

消费，但是从心理上大大提高了游客的满足感；“安

全保障”是游客认为馆内监控数量多，孩子跑不出

去，孩子走失也有广播进行播报，这让带着孩子的父

母感到很安心；“功能多样化”是博物馆跟上时代的

脚步加快转变职能的最重要表现，除了最初保护收

藏、科普教育等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外，增加了休闲娱

乐、拍照打卡等功能，这是博物馆和旅游密切结合、

互融共通的体现。

很多游客表示对此感到满意并愿意推荐给亲

友，网络文本表现出很多游客有重游意愿，访谈对象

中很多则已经不是第一次游玩，很多带着孩子的游

客表示这是第五次参观，网络评论与访谈的差异在

于网络评论的目的是分享第一次游玩的心情和攻

略，也是给其他游客提供参考，因此很多游客是在首

次来访后留下的评论，之后是否重游无从得知，但访

谈对象的回答是真切的来访次数，这一点毋庸置疑。

总而言之，游客有“不虚此行”的满足感，是博物馆

旅游者幸福感的重要奠基。

（５）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

对孩子展开教育活动，从而达到在旅游中使孩子受

益匪浅的效果，这是博物馆旅游幸福感构成的明显

特征。博物馆是服务于大众具有教育职能的公共机

构，为公众提供了解文化和学习知识的平台，博物馆

旅游对青少年来讲更是一种教育友好型和创新型的

方式。不同于学校统一教育的系统体系，家庭教育

是从一个孩子出生就贯穿于其整个生活乃至整个人

生的教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博物馆旅游可以提

供区别于口头传授的教学方式，对于抽象认知思维

还不够健全的青少年来说，这种有实物、有叙事、有

想象、有体验的方式获得的信息更加立体和深刻。

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国家海洋博物馆来访游客

中，父母、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等带着孩子的人群占

多数，很多游客表示国家海洋博物馆是亲子游好去

处，孩子来这里游玩的主动性很强，通过观看标本和

展品提高孩子的识记能力，互动项目众多提高孩子

动手能力，最新开业的滑雪项目可以提高孩子运动

能力，强身健体。有游客表示“孩子回去很开心，还

写了一篇保护海洋生物的小作文给我们看”

（ＤＺ０１３）；“我孙子在家很喜欢看大百科，到了这里
还跟我讲这是什么生物，回家后还特别兴奋地跟他

奶奶讲在博物馆都看到了什么，越来越聪明了”

（Ｍ０５）。提起孩子时的游客都侃侃而谈，在他们开
心且自豪的话语中不难发现，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

寓教于乐的方式确实能够提高能力、开阔眼界、加强

沟通，孩子受益匪浅的同时，家人的欣慰与自豪也是

油然而生。因此，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家人来说，在

娱乐之余还能促进家庭教育，期望以外的收获是这

次旅游令人感到幸福的源泉。

（６）沉浸式旅游
沉浸式旅游是博物馆通过数字化等新科技打造

虚拟现实的视听效果，令游客拥有沉浸其中身临其

境的美好体验。在数字化时代，随着人们对旅游产

品提出更高要求，旅游业的竞争愈发激烈，而有了新

科技的加持，博物馆利用全息、投影、虚拟等技术，成

功从平面展示的普通平台升级为全方位、立体化展

示的新型展览综合体，技术手段与文化产品的完美

结合是博物馆旅游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消费主力市

场是青年人市场，该庞大的人群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对艺术欣赏要求更高，因此沉浸式旅游是该群体最

受欢迎的服务形式［２９］。同时，通过创新理念提质升

级也是博物馆吸引消费市场主力的有效手段，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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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深刻体会到科技与文化的完美结合为现代人带

来福祉的重要推动力。

国家海洋博物馆秉持着以实物展出的传统展示

理念，在此基础上融合了模拟复原、交互影响、穹顶

巨幕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通过展品陈列、情境塑造

和参与式设计三种方式实现了观众与海洋记忆、真

实与想象、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多重对话［３０］。调查发

现，游客认为现代化的设施设备能够带来穿梭海洋、

身临其境的美妙体验，智慧化旅游带来了便捷和愉

悦感，游客不再是站在冰冷的文物面前，而是沉浸式

地参与其中，聆听远古海洋走向现在、浩瀚宇宙向我

们走来的动听故事，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为来访游

客提供了一场直观、真实、强烈的视觉盛宴，深刻感

受与体会到海洋与宇宙的魅力。

四、提升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的对策

（一）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理念

博物馆和旅游业都是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机构，

因此博物馆旅游若想成就令人满意的旅游产品，必

须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建设和服务理念，作为博物

馆首先要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在建设时要考虑到

场馆的氛围、面积、藏品丰富度、设施设备齐全和文

化协调等多种因素。其次，博物馆作为旅游目的地，

旅游必需要素例如餐厅、停车场、卫生间、休息场所

等也应俱全，这是令游客感到满足、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最后，人文关怀必不可少，服务到位和主动提

供帮助能够获得游客的好感，产生宾至如归和不虚

此行的感觉，提高游客的重游率。

（二）加强文化与技术融合渗透

静止的文物和标本展示相对而言比较枯燥，但

与现代的高科技结合起来能够真正做到“文化遗产

活起来”，展品不再是冰冷、缺乏感情面对观众，而

是以讲故事的方式与游客互动起来，在这种叙事的

氛围内进行文化的交流与输出，身临其境、穿梭历史

的视觉效果使得游客在愉悦的氛围内获得知识增

长，引发人的主动思考，彰显文化自信。同时，众多

博物馆免门票的措施使得经费一度紧张，而沉浸式

旅游项目的开展是很多民办博物馆创收的重要途

径，智慧化旅游能够令游客感受到技术带给现代化

旅游的福祉。

（三）推动多种职能高效发挥作用

博物馆和旅游融合后职能增加，每一项职能都

有其相应的游客需求群，国家海洋博物馆做到了将

各项职能高效利用，使得各种需求的游客都能得到

满意，作为教育科普的场所，这里是最适合亲子游和

研学游的基地，寓教于乐的方式能够令青少年受益

匪浅，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家庭和谐；体验项目数量多

让人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放松身心，休闲娱乐；环

境优美，加之新媒体平台的宣传营销，引来大批人拍

照打卡；红色记忆馆让人回首峥嵘岁月，感恩先辈热

爱祖国……博物馆作为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应是长盛

不衰的旅游目的地，多种职能的高效发挥能使博物

馆在一众旅游地中脱颖而出。

五、结论

旅游目的地的服务宗旨是确保游客能够获得旅

游幸福感，博物馆作为文化旅游地，其自身丰富的文

化内涵是很多旅游地所不能比拟的。文章以国家海

洋博物馆作为研究案例地，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得出

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六个维度，分别为：情感、个体

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家庭教育和沉浸式旅游，这

六个维度下分别由不同的范畴构成，并就此提出博

物馆旅游者幸福感提升对策。了解博物馆旅游者幸

福感构成对博物馆旅游产品提质升级、提高自身吸

引力、推动文化输出和提高旅游者福祉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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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

李国谨
（郑州商学院 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２３
作者简介：李国谨（１９９０—），女，河南永城人，硕士，郑州商学院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旅游发

展。

摘　要：为了探究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结合城镇化
发展阶段和引入压力—状态—响应（ＰＳＲ）模型来构建复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
测度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两系统的综合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来看，高质量发展
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在２０２０年出现大幅度下降；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
定上升的态势，从低度协调耦合升级为高度协调耦合，但距离极度协调耦合还存在一定的距离，需要

采取措施加以强化。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国家中心城市；耦合协调度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２９－０６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文件中。２０１０年第一次确立了北京、上
海、天津、重庆、广州 ５个国家中心城市，２０１６至
２０１８年第二次确立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４个国
家中心城市，截至目前，共有９个国家中心城市。在
中国城镇体系规划设置中，国家中心城市是最高层

级，即“塔尖城市”，具有定位层级高，综合服务能力

强，城市规模大，资源集聚度高，城市知名度高，发展

潜力大，经济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等特征［１］，对于推

动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引

领城市群发展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健康发展［２］具有

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推进发展以人为核心、生

态文明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根本大计，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新

型城镇化建设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发展为基础，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而

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位于金字塔的顶端，更

是肩负着带领整个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使命。

郑州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交通发达，于２０１７年
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中原城市群的“塔尖

城市”，郑州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其龙头带动作

用，引领区域协同融合发展，实现中部崛起具有全局

性意义。基于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一套科学、规

范的指标评价体系，有效测评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学术界关于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越

来越多，主要围绕内涵、特征、发展水平测度研究等

方面，研究层面多以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为主，而单个

城市方面研究的比较少。石玉（２０１９）依据第二届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高层论坛参会专家的观点从推动

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都市圈建设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３个方面对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
发展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２］。赵弘和刘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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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通过分析国家中心城市的主要特征和面临
的主要挑战，提出用可持续城市理念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意见［１］。宫汝娜和张涛（２０２１）界定了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

度九大国家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３］。朱佳、

张萌物、王津津（２０１９）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出发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２０１７年９个国家中心城
市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４］。章蓓蓓和彭晓曼

（２０２１）运用熵值法对国家中心城市与超大城市进
行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５］。

关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开展得比较

早，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由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

构建多种协调关系的数量模型，引入多学科，从不同

的视角进行实证测度评价。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某

一区域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而以国家中

心城市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内容有待丰富

和完善。韩冬（２０２１）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系统和
生态环境系统的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

合协调发展模型动态测度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九大城市
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水平、耦合

协调度以及空间格局演进［６］。

基于此，本研究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

象，构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两系统的指标评价

体系，收集整理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的相关数据，运用耦
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

生态环境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

度状况，为其充分发挥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引领作用，

提供科学依据和可循样本。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为研究时段，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南省统
计年鉴、郑州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以及环境公报等政府部门统计数据。为确保耦

合协调度测算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对于缺失的少

量年度数据，采用插值法和相邻年份均值法进行补全。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遵循指标选取

的客观性、科学性等原则，从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

层３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有效地反映国
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状况。城市高

质量发展，在新时代、新时期的要求下，致力于解决

社会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求的发展，切实影响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结合城镇

化发展阶段，其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由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３个维度共１３个具体指
标组成。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了 ＰＳＲ模型，
即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压力”表示制约生态环

境的因素，“状态”表示在压力的情况下生态环境呈

现出来的结构和表现，“响应”表示人类采取的保护

生态环境的措施，由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和

生态环境响应３个维度共８个具体指标组成。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１所示。
表１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单位） 指标属性 权重

高质

量发

展系统

人口

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率（％） 正向 ０．０４７７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正向 ０．０８０７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 正向 ０．０４０７
经济

城镇化

人均ＧＤＰ（元） 正向 ０．０２８１
ＧＤＰ增速（％） 正向 ０．０３６１
第三产业占比（％） 正向 ０．０２６６

社会

城镇化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向 ０．０２８７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ｍ２） 正向 ０．０３４５
每万人拥有床位数（张） 正向 ０．０４９５
人均教育支出（元） 正向 ０．０３１３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册） 正向 ０．０３２９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负向 ０．０９１９

失业率（％） 负向 ０．０２７１
生态

环境

系统

生态环

境压力

单位ＧＤＰ工业废水排放量 负向 ０．０２８８
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硫排放量 负向 ０．０３４２

单位ＧＤＰ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负向 ０．０２０７

生态环

境状态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ｍ２） 正向 ０．０２０８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０．０４５２

生态环

境响应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０．１９５７
城市污水处理率（％） 正向 ０．０７０５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正向 ０．０２８２

　　（三）综合指数模型
１．指标标准化
由于２１个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尽相同，会影

响最终结果，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和评价结果

的有效性，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因此本文运用极值

法对２１个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Ｓｉｊ＝
Ｙｉｊ－ｍｉｎ（Ｙｉｊ）

ｍａｘ（Ｙｉｊ）－ｍｉｎ（Ｙｉｊ）
（１）

负向指标：

Ｓｉｊ＝
ｍａｘ（Ｙｉｊ）－Ｙｉｊ

ｍａｘ（Ｙｉｊ）－ｍｉｎ（Ｙｉｊ）
（２）

式中：Ｙｉｊ、Ｓｉｊ表示第ｉ系统中第ｊ项指标的初始数值
和标准化数值，且１≤ ｉ≤ ｍ，１≤ ｊ≤ ｎ，ｍａｘ（Ｙｉｊ）、
ｍｉｎ（Ｙｉｊ）为第ｊ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２．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为了能够真实反映评价对象，保证评价结果的

·０３·



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运用一种客观赋值法———熵

值法计算指标权重，结果见表１所示，计算过程如
下：

（１）计算第ｊ项指标下第ｉ个系统在该指标中特
征比重ｐｉｊ

ｐｉｊ＝Ｓｉｊ∑
ｍ

ｉ＝１
Ｓｉｊ （３）

（２）计算第ｊ项指标的熵值Ｕｊ

Ｕｊ＝－
１
ｌｎｍ∑

ｍ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４）

（３）计算第ｊ项指标的权重Ｗｊ

Ｗｊ＝
１－ｕｊ

∑
ｎ

ｊ＝１
（１－Ｕｊ）

（５）

３．综合评价指数
通过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和运用熵值法确定

指标权重，可以计算出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

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分别用 ｆ（ｏ）、
ｆ（ｖ）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ｆ（ｏ）＝∑
ｎ

ｊ＝１
（Ｓｉｊ·Ｗｊ）

ｆ（ｖ）＝∑
ｎ

ｊ＝１
（Ｓｉｊ·Ｗｊ） （６）

（四）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有效地反映高

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以及两系统的协调状况和动态变化过程。计算公

式如下：

Ｅ＝
ｆ（ｏ）·ｆ（ｖ）
ｆ（ｏ）＋ｆ（ｖ）[ ]２

{ }２
ｋ

（７）

Ｔ＝αｆ（ｏ）＋βｆ（ｖ）　Ｑ＝ Ｅ·槡 Ｆ （８）
式中，Ｋ为调节系数，本文研究分析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环境两个系统，所以Ｋ取值为２，Ｅ代表耦合
度，且０≤Ｅ≤１。Ｔ为两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
为待定系数，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

系统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 α＝β＝０．５。Ｑ表
示耦合协调度，且０≤Ｑ≤１，Ｑ值与两系统的协调
水平呈正比例关系，Ｑ值越大越接近１，说明两系统
的协调度越高。参考相关的文献，对耦合度及耦合协

调度的类型进行分类，如表２所示。

表２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

耦合度（Ｅ值） 类型 耦合协调度（Ｑ值） 类型 特征

０＜Ｅ≤０．３ 微度耦合 ０＜Ｑ≤０．４ Ⅰ级低度协调耦合 ｆ（ｏ）＞ｆ（ｖ）表示生态环境系统滞后

ｆ（ｏ）＝ｆ（ｖ）表示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同步

ｆ（ｏ）＜ｆ（ｖ）表示高质量发展系统滞后

０．３＜Ｅ≤０．５ 轻度耦合 ０．４＜Ｑ≤０．６ Ⅱ级中度协调耦合
０．５＜Ｅ≤０．８ 中度耦合 ０．６＜Ｑ≤０．８ Ⅲ级高度协调耦合
０．８＜Ｅ≤１ 高度耦合 ０．８＜Ｑ≤１ Ⅳ级极度协调耦合

　　二、结果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１）～（５），对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两个系统的２１个指标进行处理，计算得出各指
标的权重，见表１所示。

基于权重结果，根据公式（６）计算得出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
数ｆ（ｏ），同时还测算了人口、经济和社会３个维度
的发展指数，以便具体分析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高

质量发展，见表３和图１所示。
表３　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年份

指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人口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８７３ ０．１０７３ ０．１４８４ ０．０９４６ ０．１５９２
经济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７１６ ０．１０６０ ０．１３５９ ０．０８５８ ０．１４３９
社会 ０．０５３２ ０．１１６９ ０．１４１７ ０．１９２５ ０．１４１４ ０．２０２１

高质量发展 ０．１４６７ ０．２７５８ ０．３５５０ ０．４７６８ ０．３２１８ ０．５０５２

　　如表３所示，整体上来看，郑州高质量发展指数
总体呈上升趋势，自２０１７年郑州被确立为国家中心
城市以来实现快速增长，由２０１６年的０．１４６７上升
为２０２１年的０．５０５２，增加了０．３５８５。但在２０２０年

出现大幅度下降，由２０１９年的０．４７６８下降为２０２０
年的０．３２１８，这是由于在２０２０年全球范围内暴发
新冠疫情，导致各行各业停产停工，经济发展陷入停

滞阶段，郑州高质量发展指数也随之降低。２０２１年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国疫情控制局面整体

良好，郑州虽仍有散发疫情扰动，但经济发展表现出

一定韧性，各行各业开始全面复苏，高质量发展指数

出现增长。

图１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内

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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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１所示，从分维度发展指数结果来看，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人口、经济和社会指数整体处于不断
上升的趋势，但在２０２０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３个维度
的指数均出现下降，且在２０２１年恢复增长。人口指
数主要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的集中程度以及实

现就业的状况，在疫情防控期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

面临困境，部分线下门店破产倒闭，旅游业出现断崖

式下滑，从而导致２０２０年人口指数出现下降。经济
指数主要反映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产业结

构，２０２０年 ＧＤＰ增速只有 ３％，同 ２０１９年增速相
比，下降了３．５％，人均 ＧＤＰ也只有９６１３４元，最终
造成经济指数出现下降。社会指数反映人们的基本

物质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等收入与支出的协调情况，

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暴发，失业率增加，人均教育支出、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每万人拥有床位数等

社会保障投入减少，从而影响社会指数随之下降，在

２０２１年经济有力复苏，３个维度的指数都有了明显
的提高。整体而言，社会指数 ＞人口指数 ＞经济指
数，表明城市高质量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

根据公式（６）计算得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的指数 ｆ（ｖ），同
时测算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３个维度的具体
发展指数，以便具体分析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

境的发展，见表４和图２所示。
表４　生态环境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年份

指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压力 ０．０６４５ ０．１００５ ０．１２４５ ０．１４３１ ０．０９０２０．１３３８

状态 ０．０９０２ ０．１３０４ ０．１５４５ ０．２０９４ ０．２１０７０．２４１９

响应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６４７ ０．１０３５ ０．１１０４０．１４９９

生态环境发展 ０．１７４８ ０．２７１０ ０．３４３７ ０．４５６０ ０．４１１３０．５２５６

图２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内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从表４可以看出，郑州生态环境发展指数整体
呈现增长趋势，从２０１６年的０．１７４８增长到２０２１年
的０．５２５６，增加了 ０．３５０８，同时受疫情的影响，在
２０２０年出现小幅度下降，并且在２０２１年生态环境
发展指数持续回升。从分维度发展指数结果来看，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数整体处于不断

上升的趋势，只在２０２０年３个维度的指数出现波
动。压力指数３个指标均为负向指标，反映经济发
展面临生态环境的压力，综合评分越高代表生态环

境面临的压力越大，该指数在２０２０年经济陷入停
滞，各行业停产停工，工业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

废弃物的量大幅度减少，从而出现大幅度下降情况。

状态指数反映生态环境的结构和资源的人均状态，

该指数整体变化幅度不大，在２０２０年有了小幅度的
提升。响应指数反映居民对宜居环境的需求和成

效，该指标整体保持持续上升态势，在２０２０年疫情
时期也保持小幅度增长，表明郑州更加注重建设宜

居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营造美好家园。总体

而言，状态指数＞压力指数＞响应指数，且生态环境
综合评价指数总体还不高，说明未来生态环境发展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耦合协调度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７）～（８），计算得出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

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指数，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

耦合协调程度及其变动情况，见表５和图３所示。
表５　郑州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

　　年份

指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耦合度 ０．９８４７ ０．９９９８ ０．９９９５ ０．９９９０ ０．９７０５ ０．９９９２
耦合协调度 ０．３９７９ ０．５２２９ ０．５９０９ ０．６８２６ ０．５９６４ ０．７１７６

图３　郑州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

　　从表５可以看出，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间，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两系统的耦合度在

０．９７０５—０．９９９８之间，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表明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两系统的相互作用力较大，具

有较强影响的协同效应，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在耦合协调度方面，整体上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从

２０１６年的０．３９７９上升到２０２１年的０．７１７６，增长了
０．３１９７，耦合协调度类型由Ⅰ级低度协调耦合升级
为Ⅲ级高度协调耦合，上升了２个等级。２０１６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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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小于０．４，属于低度协调耦
合阶段，发展特征为生态环境指数大于高质量发展

指数，是低协调—高质量发展滞后型。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在０．４—０．８之间，类
型由Ⅱ级中度协调耦合发展为Ⅲ级高度协调耦合，
这一时期郑州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充分抢抓

战略机遇，全面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发展速度及潜

力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指数快速增长，而生态环

境的发展落后于高质量发展，是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２０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类型降为Ⅱ级中度协
调耦合，这一时期由于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导致

经济陷入停滞阶段，高质量发展指数降低，而生态

环境指数上升，是中协调—高质量发展滞后型。

２０２１年耦合协调度指数达到０．７以上，属于高度
协调耦合阶段，发展特征为生态环境指数大于高

质量发展指数，这一时期郑州虽然偶有疫情发生，

但是我国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局面得到了

很好的控制，经济恢复持续增长，从而高质量发展

指数逐渐稳步上升。

三、政策建议

虽然目前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

生态环境系统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但距离达到

极度协调耦合阶段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在新冠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为促进两系统协调水平的全面

提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加强产业质量提升，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
系。郑州应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根据自身的资源

条件、产业的优势和基础以及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趋势的判断，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农产品食品药品、

高新技术、文旅、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产业进行

质量提升行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体系建

设现代化。加强先进制造业质量提升，培育一批高

素质的劳动者，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５Ｇ平台，发展
新能源、汽车、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着重

建设产业基地，提升制造业现代化水平；加强高新技

术产业质量提升，建设创新平台，实现生物育种、人

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重点项目的技术突破；加强现代

服务业质量提升，加快建设物流枢纽和物流基地；加

强文化旅游质量提升，发展线上线下旅游服务；加强

农产品食品药品质量提升，建设高标准生产示范基

地和现代化牧场。

（２）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
力。创新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泉和动力。立足技术基础，聚焦重点领域、重

点产业，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建设一批具有高

技术水平的创新研发机构，提升内部科技成果转化

能力。在企业方面，树立营造创新研发氛围，鼓励企

业进行自主研发创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的活力，建

设双创示范基地，培育一批具有技术引领作用的龙

头企业。在人才方面，引进高端人才、科技领军人才

以及高水平创新团队，弥补高端人才不足短板，解决

关键核心技术被制约的现象，自己牢牢掌握发展的

主动权。另外，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与国内外高

端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建立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分支

机构以及引进国际一流研究型学院，推进郑州人才

创新创业试验区或科教中心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培

养创新型人才，为实现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人才保障。

（３）建立区域生态经济体系，厚植国家中心城
市生态底色［１］。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

要重视保护环境，强化环保政策，坚守生态红线和底

线，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打造

健康舒适的中原绿城，增强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

承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设一批绿色可持续

发展产业，依托高新技术，发展绿色农业、智慧农业

和生态农业，实现“绿色崛起”。对传统的产业，要

严格监督和控制工业废水、二氧化硫的排放和工业

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提高工业废

弃物利用率，降低消耗，实现污染物的循环利用。提

高环境标准，增加公共绿地面积，提高社会经济的高

质量水平。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持续绿化和美

化城市环境，打造美丽街区，推进建设高标准的基础

设施，有效应对突发的洪水、疫情等灾害，提高城市

抗风险的能力，创建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绿色发展

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四、结论

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了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

调态势，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整体上来看，郑州高质量发展指数总体呈
上升趋势，自２０１７年郑州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以
来实现了较快增长，但随着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的突然
暴发，导致经济陷入停滞阶段，从而高质量发展指数

也出现下跌，在２０２１年新冠疫情出现常态化的情况
下，经济回归潜在增长轨道，高质量发展指数稳步上

升。从分维度来看，人口、经济和社会指数整体也处

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随着疫情的状
况出现波动。

（２）郑州生态环境发展指数整体呈现增长趋
·３３·



势，在２０２０年疫情期间呈现小幅度下降，并且在
２０２１年发展指数持续回升。从分维度发展指数结
果来看，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数整体也处于不断增长

的趋势，在２０２０年经济陷入停滞，各行业停产停工
的情况下，压力指数出现下降，但状态和响应指数处

于缓慢增长阶段。

（３）从总体上看，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两系统的耦合度在０．９
以上，属于高度耦合阶段，表明两者之间协同效应较

强，保持有序的互动关系。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

体上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从低度协调耦合升级为

高度协调耦合，总体可以达到０．７以上，但也存在着
高质量发展滞后型、环境优势不明显等问题，距离达

到极度协调耦合阶段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

后疫情时代，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两系统协调水平的

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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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对权力运行审计监督：内容、目标及路径

阎建合
（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５
作者简介：阎建合（１９７２—），男，河南南阳人，郑东新区管委会高级审计师，研究方向为政府审计。

摘　要：新时代、新审计、新作为。结合审计工作实践，在科学界定权力运行审计监督内容的基
础上，剖析了审计监督的总目标和分层目标。审计监督要坚持跳出经济讲经济、跳出审计讲审计、跳

出监督讲监督的基本原则，可以采用内部控制环节法、梳理审计事项法、问题清单列举法和党纪衡量

法等有效方法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同时，从注重建议的建设性、注重整改的实效性、注重监督

的融合性和注重惩戒的严肃性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确保审计监督取得实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权力运行；审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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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１］；孟

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

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２］。只要有公权力存在，就必

须受到制约和监督。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８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强

调：“要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使各项

监督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党的十九大

以来，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工作者立足审计监

督首先是经济监督、聚焦主责主业、心怀“国之大

者”，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推进常态化“经

济体检”，充分发挥了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中的重要作用。审计监督已逐步成为国家公权力

运行监督中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的专业职

能力量，并与其他监督体系统筹协调，贯通衔接，整

体推进，相得益彰，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为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在权力运行

中的综合效应，笔者从审计监督内容、目标、着力点、

原则、方法、途径等视角深入思考，积极探索进一步

加强审计监督、规范权力运行的新路径。

一、科学界定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内容

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内容既包括权力运行自身

的内容，又包括权力运行所涉领域的内容，还包括权

力运行的成效内容。在具体的审计监督中，三个方

面的内容是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关系。

１．对权力运行自身的监督
这种审计监督侧重于事后监督，是依托于审计

结论而延伸出来的、有关规范权力运行的建设性监

督建议，应重点做到“五个关注”：关注权力行使部

门的权力配置，分事设权行权，分级授权；关注行使

权力的方式、步骤、程序、时限；关注权力运行中的关

键人、关键处、关键时、关键事；关注权力运行过程中

的决策、执行、监督；关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发现问

题机制，精准纠偏矫正机制，从而达到规范权力运行

的目的。所以，王寿林指出，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必

须划清权力界限，注重对权力自身的监督［３］。

２．对权力运行领域的监督
这种审计监督侧重于发挥审计部门的主责主

业，是立足于经济监督的定位、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

实合法效益的监督，应重点做到“六个围绕”：围绕

党委政府重要工作、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开展跟踪审

计；围绕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和资金绩效开展财

政审计；围绕推动防范化解风险，开展金融和企业审

计；围绕稳投资、稳增长重大政策要求开展投资审

计；围绕改善民生和环境保护开展民生和环境资源

审计；围绕领导干部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开展经济

责任审计。由此引入政府审计，即对国家和社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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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

３．对权力运行成效的监督
这种审计监督侧重于发挥大数据作为审计部门

的现代手段的作用，是立足监督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综合治理等牵涉到政府方方面面的权力运行成

效，具体包括经济成效、社会成效和政治成效等方

面。重点关注行权机关是否在法律规定（重点是经

济法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权力运行的经济与社

会成效、民众对权力运行的满意度评价、是否有超越

权力的现象发生等等，重在量化审计运行的经济和

社会功效。所以，学者吴松江、胡扬名认为权力运行

效率高低由权力运行机制本身决定，同样离不开对

权力运行成效的有效监督［４］。

二、明确细化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目标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审计监督，其目标应分为总

目标和分层目标两个方面。

１．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总目标
总目标是通过权力运行审计监督，聚焦财政财

务收支审计主责主业，发挥“经济体检”作用，促进

改革，推动发展，维护国家政令统一。监督被审计的

公权力机关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和财经纪

律；改善权力运行管理，提
!

为人民服务的综合能

力，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限度促进权力运行

规范、有序、高效。

２．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分层目标
根据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目标实现效果的大小，

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基本目标，即秩序标准。不受约束

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约束的权力最终会走向

灭亡。在现实工作中，权力运行并非无边无际，随心

所欲，而是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秩序下运行。从审

计监督的角度来看，其主责主业是财政财务收支的

真实合法效益，从而维护财经秩序、规范权力运行，

这也是审计监督最基本的目标。在审计监督工作

中，只有加强对国家公权力机关财政财务收支的专

业化“体检”，定期依法、依规对被审计监督单位财

务运行进行标准化“体检”，及时发现“权力”机体运

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财经问题、预判可能出现的财

务风险，并提前做好风险防范和化解，才能当好国家

财产“看门人”，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守护者”，确

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化运行。

第二层次是效果目标，即弹性标准。审计监督

的效果目标体现在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

等多个方面，这也是衡量一项审计成效的现实标准。

在具体实践中，由于被审计事项的差别很大，加上审

计方式方法的不同，会导致审计监督的效果目标有

大有小、有高有低，这就需要工作人员因地制宜、因势

利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努力实现审计监督效

果的最大化。例如，在审计一家国有企业的过程中，

发现该公司在代建项目中存在几笔大额支出无明细

的问题，明显违背了相关法律法规。审计结束后，审

计单位在依法依规对该问题进行处理的同时，结合审

计程序、审计目标和实际审计效果等，在充分剖析前

述问题出现的背景、原因、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的基

础上，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具体的审计监督建

议。并以此为例，梳理出类似问题可能造成的经济和

法律后果，预防该问题再次发生的基本措施等信息，

协同上级管理部门组织专门人员对辖区内其他国有

企业的财务主管、财务人员进行警示性提醒和专门培

训，确保审计效果的及时性、长久性和有效性。

第三层次是复合目标，即健康标准。权力运行规

范有序、综合效益健康可持续，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

计监督目标。要实现审计监督的复合目标，就需要在

基本目标、效果目标的基础上，通过表象看本质，进一

步研判、权衡、评估，着力从决策层、体制层、管理层，

甚至从有关法律法规层面，去发现问题和漏洞，督促

或建议有关单位完善体制、健全制度、加强管理，确保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审计实践中，经常发现不少被

审计单位缺乏严密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有的制度目

标单一，明显缺乏复合性，制度运营缺乏健康的运行

标准……对此，审计结束后，均会提醒被审计单位应

及时完善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制度运行和监督程

序，规范制度合理化标准，以确保审计的复合目标，实

现被审计单位权力运行健康有序。

第四层次是最高目标，即政治标准。道理千万

条，政治第一条，这也是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最高目

标。在具体审计监督工作中，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地

讲政治，切实做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国家利益

延伸到哪里，公共资金运用到哪里，公权力运行到哪

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心怀“国之大者”，聚焦民生热点、焦

点和难点，加大对民生政策落实、民生资金管理使

用、民生项目组织实施的审计监督力度，真正做到为

国而审，为民而计。通过审计监督，全面督促掌握公

权力的人员牢固树立政治自觉，坚定不移贯彻党和

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要求，在权力运行

中实现制约有力、监督有序、规范高效。

三、不断规范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着力点

审计监督属于监督权，职责法定，有规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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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边界，而权力运行的范围却十分宽泛。加强审

计监督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加强权力运行审计监督，就要紧密结合审计监

督的职能范围和权力运行的特点，重点关注两个过

程：审计监督的过程和权力运行的过程。

１．着力点之一：审计监督的过程
在审计监督的过程中，要在准确把握和界定与财

政财务收支相关的业务、管理活动的基础上，确定审

计工作的着力点。具体包括：一是从国家治理的高度

认识审计监督，着力于审计在促进宏观调控、防范经

济风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从坚持、保证和加强

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考虑，着力于加强全国审计统

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积极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做到应审尽审。三是

从构建全方位权力运行监督体制出发，着力于审计监

督的治本功能，注重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有机贯

通，统筹协调，促进审计和其他监督的一体化、制度

化。

２．着力点之二：权力运行的过程
结合权力运行的特点，在综合分析研判的前提

下，确定监督权力运行的着力点。在具体的实践中，

权力运行本身可能就是财政财务收支活动，也可能

是权力运行的目标产生了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还可

能是因权力运行而引起了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等等。

比如立法部门的立法活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等有关法律规制而非审计监督制约，但是立

法部门作为预算执行部门开展的财政财务收支活

动，则在审计监督范围。因此，监督权力运行的着力

点，应立足于财政财务收支的合规合法、制约有度，

致力于审计监督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落脚于权力

运行的规范运作、廉洁高效。

四、严格把握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原则

在整体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中，审计监督作为一

项专门机关的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经

济体检”的作用，其主要任务是审计监督国家行政

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经济效益

和遵纪守法情况。加强权力运行审计监督，要把握

好三个基本原则。

１．跳出经济讲经济
审计监督虽然是围绕经济监督开展相关工作，

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

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改革时期尤其是这样。

因此，在审计监督工作中，要围绕经济开展审计但又

不能囿于经济，而是要用讲政治的理念引领审计监

督，从加强党的领导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高度开

展审计监督，充分发挥审计监督在提升宏观调控效

果、防范经济风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善于从政

治的角度去分析发现的问题，着力发现隐藏在违规

决策、违法操作、违规经营等背后的政治问题，深挖

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问题，切实为维护党的大

政方针和财经秩序保驾护航。同时，在审计目标确

立、审计方案制定、审计项目实施以及审计人员选配

等事项中，也要坚定政治方向，把握政治标准。

２．跳出审计讲审计
审计是监督部门，但更是服务部门，审计监督应

服务于工作大局，服务于党委和政府决策，既要坚持

问题导向、努力发现问题，又要推动具体问题的有效

解决。在具体实践中，应立足长远，更加关注宏观调

控政策的贯彻落实，更加注重揭示防范经济运行存在

的各类风险隐患，更加注重保障民生项目和资金的安

全，切实为国家经济管理之“管”做好清除障碍工作之

“疏”，为规范秩序运行之“畅”做好违法非法之“挡”，

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之“好”做好漏洞破损之“修”。

３．跳出监督讲监督
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虽然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但

两者在推动改革、维护秩序、促进发展等方面具有共

同的责任和义务，目标和利益高度一致。通过审计

监督，要善于发现权力运行体制上的障碍，机制上的

缺陷以及制度上的漏洞，提出意见建议，为党委、政

府决策提供参考，以推动改革、促进发展。要敢于、

善于查处违反工作纪律行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经

济职责行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而引起的财政

财务收支活动，以维护党和国家的财经秩序，促进廉

政建设。要善于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在党内监督的

带动下，立足于本职工作，恪守职责，充分发挥专业

技术、监督领域综合优势，推动监督贯通融合，促进和

完善国家治理。要善于充分揭示重大经济贪腐、重大

财务舞弊、重大财政造假、重大会计信息失真、重大生

态损毁、侵害群众重大利益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坚

定不移地反腐败，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五、积极探索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

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方法有

多种，对于具体的权力运行，要采用不同的方法、针

对不同的审计监督项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

日常审计工作实践经验，总结出以下宏观控制法与

微观操作法，以供参考。

（一）宏观控制法

１．内部控制环节法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来看，一个单位为实现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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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标，往往会采取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监

督制约等一系列方法、措施，以确保决策部署的贯彻

落实，其本质就是划分权力、制约权力，建立完善权

力内控机制，而内控机制的运行就是权力运行的体

现。由此，对其权力运行进行审计监督，就应结合该

单位的特点，以内控机制的运行为主线，重点关注内

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

等要素，以及内部控制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

监督等情况。同时，还要着重关注其风险控制、不相

容岗位分离控制、授权审批、会计系统控制、财产保

护控制、预算控制、营运分析控制、绩效考评控制等

情况，学会从各种控制中寻突破、促发展、强监督。

２．梳理审计事项法
每一个审计项目通常都有审计目标、审计范围、

审计内容以及具体组织实施办法，按要求需制定审

计工作方案，接受任务的审计组根据审计工作方案

再制定详尽的审计实施方案，在执行具体审计实施

方案过程中也会不断修正和完善。所以，在实施审

计前，审计组应根据审计实施方案详细梳理出具体

审计事项清单，针对每一个审计事项再制定具体有

效可行的审计程序，通过执行审计程序，加强对权力

运行行为开展审计监督。

３．问题清单列举法
在党委例行的巡视巡察工作结束后，通常会根据

相关要求列出被巡视巡察单位整改的问题清单，以利

于加强整改提高。同时，在审计监督权力运行工作

中，也可以针对被审计单位特点，列出权力运行中易

发多发腐败问题的风险点。事先列出问题清单，比如

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滥用职权问题清单、玩忽职守问

题清单、徇私舞弊问题清单、违反工作纪律清单、违反

廉洁纪律清单等。带着问题清单去审计，就能够做到

有的放矢，增强审计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４．党纪衡量法
任何权力运行都有法定的行为标准，财政财务

收支活动也不例外。在审计监督工作中，要善于从

纪挺法前、从严治党的角度，运用党纪的标准去衡量

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合法合规性。２０１８年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突出了纪法协调、纪

法衔接，完善了六项纪律的具体条款，既涵盖了具体

的违反党章纪律要求的行为，又抽象概括了其他法

律等规定的违纪行为。在具体的审计监督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以

及有关兜底条款，为衡量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合法

合规性提供了党纪标准和依据。

５．尝试问题发现的新视角———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在权力运行审计监督中，将法治精神融入工作，

以崭新的视角去尝试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解决方案。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法治思想，忠于宪法

法律，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将法律评价与道德评

价有机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问题识别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问题发

现的重要指引；问题呈现可以是违法，也可以是违反

道德。

问题领域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特别是涉及国家利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

的事件；涉及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以及特殊群体保护；涉及新情况、新问题，引领社会

风尚、树立价值导向的事件。

问题判断无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支撑问题方案

直接依据的，尝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

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如无最相类似的法

律规定，应当根据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等

提供问题解决方案，并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阐述其依据和理由。

问题实质为有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找准问题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应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问题解决方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

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坚

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确保问题解决方案于

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

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

断提升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

当然，上述方法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具体

的审计监督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多策并举，注重多

种审计方法的结合和交融，努力实现审计监督效果

的最大化。前述方法侧重于宏观、总体、面上的研

究，在具体的局部、点上，下面就比较常见的资金、银

行存款、租赁收入等微观事项，需要引入相对微观、

有效、切实可行的方法。

（二）微观操作法

１．绘制资金流程图法
绘制资金流程图应从银行账户入手，对进入银

行账户的某一笔大额资金做详细的记录，进入 Ａ账
户的时间、数额、来源、原因、经济活动、转出单位；转

出Ｂ、Ｃ…账户的时间、数额、原因、经济活动、转出单
位；再转出Ｍ、Ｎ…账户的时间、数额、原因、经济活
动、转出单位；再转出 Ｘ、Ｙ…账户的时间、数额、原
因、经济活动、转出单位，直至目前情况。当然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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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绘制出某一笔的资金流程图，还可以根据需要绘

制出多笔甚至所有的资金流程图。

编制资金流程图可以清晰地反映资金的沉淀问

题。对资金沉淀的原因作进一步分析，区分合理沉

淀和不合理沉淀。

资金流程图可以反映资金使用方向。梳理出资

金流时间、金额，和资金规定的用途做一比较，就可

轻易判定是否高度吻合的一致。

资金流程图可以反映隐形的定期存款问题，资金

可能存在一定时期不被使用，被人为地控制使用。

资金流程图可以反映抵押、担保问题。尤其对

非担保公司、企业进行抵押、担保应当给予其决策程

序和正当事由充分关注。

资金流程图可以反映有违公平的交易问题。主

要是对这种合同、交易进行内部决策、具体执行、报

批审批等程序审查。

资金流程图还可以反映资金的侵占问题。针对

具体的经济活动，进行真实性的审查。

２．银行存款入手审查法
一个单位银行存款是相对活跃、相对重要的资

产，是单位经济活动的血液。对银行存款的审查主

要是以下方面：

账面要素审查必不可少。从账务的角度能反映

银行存款的资料主要有总账、明细账，银行对账单，

银行存款的收入凭证和支取凭证，这些都是要逐一

进行抽查核对的。

对银行存款的变动分析必不可少。引起变动的

原因，无非是银行存款的增加和减少，增减的考量源

自资产的处置，债权的收回，负债的增减，权益的增

减，因此对资产、债权、负债、权益的仔细关注，细致

分析，成为查明银行存款完整性的必要。

对经济活动的筛查必不可少。抽查其中的经济

活动，研究其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关系，弄清银行存

款的流动方向、金额、时间。坚持“凡动即用”的观

点，坚持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分析。

紧盯“人”和“银行”是关键。银行存款的活动

说到底是“人”和“银行”两个主体相结合的活动，

“银行存款”的活动需要人的经办、人的审批，这里

的“人”的身份、职务、工作职责、办公地点、住所都

是值得考究的；这里的“银行”的名称、办公地点、对

外营销活动政策也是值得关注的。

３．租赁收入查实法
查实租赁收入，唯有多了解，主要是以下方面：

对有关环境的了解：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

环境，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当前的经济形势、环境条

件、监管状况等。内部环境主要是指租赁市场、地

段、配套等。

对有关当事人的了解：主要当事人是指出租人、

承租人，了解其缔约资格和缔约能力。缔约资格主

要包括其信誉品质，业务范围的涵盖，参与人员的专

业胜任能力，过往业绩考察等。缔约能力是指持续

拥有专业胜任能力的队伍、必要的硬件装备、匹配的

资金和技术软实力，完善的内部管控和有效的监督

制约机制。相关当事人主要是转租人、抵押人、租赁

物的权属人（有时并非和所有人同一）。

对有关资料的了解：主要是指租赁合同、租赁

物、转租、交付、租赁期限、租金、支付方式、支付期

限、多联收据、付款凭证、收款凭证等。

对有关标的物的了解：租赁物（租赁合同中动产

和不动产）、押金或担保物（担保合同）、水费（供水合

同）、电费（供电合同）、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合同）。

对有关权属的了解：主要是指其所有权（其取

得、转让、限制、消灭）、使用权（其取得、期限等）、抵

押权（其取得、交付、管理）等。

对有关责任的了解：既包括正常履约的价款支

付和费用的承担，又包括违规违法违约产生的罚款、

违约金、赔偿金、保险金，没收的担保金，还包括违规

处置的担保物所得、背离合同的价款所得、贪占各种

款项的孳息所得、对各种价金的其他非法的所得。

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主要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司法解

释、《物业管理条例》等，还应当包括党和国家制定

的有关政策等。

４．座谈了解法
严肃性、正式性的询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存在一定

程度上的不足，而座谈是在一个相对轻松甚至是气氛

活跃的环境中进行，可用来寻找一些线索或打开一些

突破口，为我们发现问题提供方向支持。座谈有助于

广泛搜集信息，有助于深入挖掘事实，有助于及时纠偏

错误信息。我们应学会掌握有关座谈知识，善于运用

座谈方法，以便于客观、全面、真实地了解情况。

开展问卷调查，通过设计工作问题事项，制作问

卷调查表，发放问卷调查表，对问卷调查情况给予汇

总、分析，进而了解有关情况。

提出问题询问，首先要形成自己的问题清单，然

后有针对性地选择座谈对象，进行一对一的询问，然

后根据回答的内容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解。

组织安排交流，交流对象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一

对多。

不动声色观察，有针对性地选择座谈对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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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内容可以提前设定，也可以漫无目的的交谈，

这种交谈主要旨在观察对方，通过对方外表、性格、

言谈举止等情况判断求证预设问题。

座谈活动结束之后，要对座谈的内容进行固定，通

过制作记录、载明时间并由对方签字予以认可的方式

进行固定；要通过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存在疑问的

应继续收集证据予以求证，以进行正当性、合理性排

除。

六、做好四个注重，确保监督实效

通过审计，不仅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出一个单

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等经济方面的问题，反映出与经

济方面相关联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权力运行等方面

的问题，还能体现国家权威。有鉴于此，借助于什么

途径来发挥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最大效果呢？笔者

以为，应注重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１．注重建议的建设性
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善于站位改革发展

的大局，从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管理性漏洞等

方面去综合分析、研判，提出有利于遏制不良苗头和

倾向性的问题，化解可能引发重大风险隐患的建设

性意见，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依据。

２．注重整改的实效性
引导地区经济规范发展，必须注重审计整改的

时效性。针对审计监督发现的不同问题，督促被审

计单位分类制定整改计划，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立行

立改与分阶段整改、持续整改相结合，促进增收节

支，挽回经济损失，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坚持标本兼

治、重在治本原则，督促被审计单位坚持问题导向，

建立完善制度，加强风险防范和监督制约，进一步健

全规范权力运行的长效机制。

３．注重监督的融合性
立足于构建全面的监督体系，将审计监督自觉

与其他监督相结合，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优势，为党

内监督和其他监督提供专业性支撑，进一步凝聚监

督合力，实现各类监督协调一致、有机贯通，促进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机完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由此，必须加强审计监督与纪检

监督的有效融合。

４．注重惩戒的严肃性
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重大违纪违法、扰乱经济秩

序以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小官巨贪、懒政怠

政等问题，要敢于动真碰硬，依法制作移送处理书，

将有关问题及时移送有权处理部门依法处理、严肃

惩戒、依法问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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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失权与复权制度是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个人破产法立法实践
起步较晚，因此相关的制度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立法模式选择、实体规

则和程序规则三个方面对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构建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构想。从立法模式

的选择上看，裁判失权主义和裁判复权主义立法模式更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就实体规则来看，应

当同时从破产债务人的身份资格、日常消费行为和个人信贷等几个方面进行整体规划与考量，将失

权与复权规则同破产债务人的主观恶性、破产清偿的比例等因素相联系，同时加快我国大陆地区个

人诚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就程序规则而言，应设置相关政府部门，加强复权申请审查和庭

外和解等法庭审理前置程序的建设，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应平等保障破产债务

人和债权人的诉讼权利。

关键词：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立法模式；实体规则；程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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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的破产法一直被称为不完整的破产
法，因为其适用主体仅为企业法人，而以个人为主体

的破产法律制度却迟迟未曾建立起来。近年来，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作

为经济主体参与的经济活动和实施的经济行为在市

场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在逐步增大，个人遭遇经济风

险、负担大量债务甚至濒临破产的情况时有发生，给

社会稳定带来极大隐患。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持续推进，为了保障我国对外贸易的平稳发展，同样

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上尽快与国际社会

接轨。在企业破产制度已经在我国逐步普遍适用的

背景下，个人破产制度的重要社会意义日益凸显，个

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我国目前在个人破产领域的立法工作相对谨

慎，步伐也相对比较稳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

况的报告》，提出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现行

破产法、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的建

议。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
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２０１９—２０２３）》中提出“研究
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此后，浙江省温州市、台

州市，江苏省苏州市等地的法院先后开始试点个人

债务清理程序，并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２０２０年
通过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浙江法

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

行）》等两部地方性法规代表着此类地方性立法的

最高水平。各地政府和法院为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

建立所做的尝试值得肯定，然而相较于世界上其他

相关立法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

实践起步较晚，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失权与复权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完善是上述地方

性法规共同的弱点。作为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本质是对破产债务人

权利的限制和恢复。鉴于失权和复权在立法目的上

的一致性，它们不能被人为割裂，而应该被看作一套

完整的制度。作为法律术语，“系部门法用语，是被

作为‘类概念’使用的，是对权利被限制或剥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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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现象进行概念的构词”［１］。为鼓励与监督破产债

务人清偿债务，减少债务纠纷，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

有序运行，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必要在个人破产制度

中设定相对完善的债务人失权与复权规则，对进入

破产程序的债务人进行一定的权利限制，满足特定

条件时再解除这些限制。作为对债务人进行合理惩

戒与有效保护的手段之一，失权与复权制度是个人

破产制度所独有的，企业破产制度中并没有其适用

的空间。［２］

本文拟从模式选择、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三

个方面，对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构建提出符

合我国国情的构想，以期为将来相关领域的立法实

践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设性思路。

一、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模式选择

从立法例上来讲，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有关个人

破产失权与复权的立法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即当然失权与复权主义模式、裁判失权与复权主义

模式和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主义模式。我国现行的

破产法中不包括个人破产的相关内容，自然也不包

括失权和复权制度。考虑到社会现实情况和公众的

呼声，未来破产法的修改肯定会将个人破产制度纳

入其中。那么，就失权和复权制度来说，应该采取上

述三种模式中的哪一种呢？

就个人破产失权制度而言，大部分有个人破产法

的国家采取的是裁判失权主义模式。裁判失权主义是

指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并不必然导致其失权的产生，

只有等到法院进行专门的失权裁判后债务人才发生失

权的法律后果。这一模式规定了严格的限制破产债务

人的行为条款，相较于对债务人相对比较友好的当然

失权主义（破产宣告后无需裁判即自动进入失权程序）

立法模式，裁判失权主义模式囊括的失权范围更广，世

界上采用这一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也更多，主要包

括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

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与国际接轨的现实需求，裁判失

权主义应该更适合我国。这是因为它更具权威，更

有利于强化失权制度对破产债务人的社会监督效

果。

其一，失权作为破产债务人破产宣告后的一种

或然后果，在法律上具有附属性、制裁性、强制性的

特点，犹如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因此，应当将具

体个案中的失权范围与程度同破产债务人的主观恶

性、破产清偿比例、破产后果的严重程度等因素联系

起来予以规定和适用，唯其如此，才能体现这一制度

的公平性。裁判失权主义通过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

的参与，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立法目的。

其二，我国目前还未在全社会普及个人信用评

级制度，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构建过

程中，公民的信用意识也需要强化。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个人破产立法实践表明，当然失权主义的推行

有赖于个人信用制度的健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

善，而我国在这两项制度的建设方面尚存在短板。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当然失权主义既无益于保护债

权人的公平利益，也不利于维护债务人的生存权益，

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

其三，失权的范围和限度应当从具体案情和实

际需求出发，而裁判失权主义就有利于破产法院根

据破产债务人主观过错的大小、破产途径、剩余债务

数额大小等因素在法定限度内确定其失权的内容、

范围和限度，将对破产债务人行为能力的限制控制

在既足以惩戒其过失，督促其尽快履行债务清偿义

务，又不至于妨害其再生能力的范围之内。

从我国非个人破产领域的相关立法来看，对破

产责任人采取的也是裁判失权主义。例如我国《公

司法》第１４７条规定，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
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

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年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破产责任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资格的限制，是以他们对“该公司、企业破产负有个

人责任”为法律前提的，而是否负有个人责任，必须

由法院的生效裁判予以确认。

与失权制度类似，当然复权主义、裁判复权主义

和混合复权主义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有关复权制度

的三种立法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中，裁判复权主义无

疑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最佳选择。当然复权主

义意味着破产程序截止后，只要债务人具备一定的法

定条件或事由，就可以自动解除因破产宣告而带来的

公法与私法上的权利限制，无需向任何司法机关报告

和申请。这种立法模式等于没有任何监督机构参与

债务人的复权程序，尽管对于破产人来讲少了很多麻

烦，但由于其对债务人过于宽松的限制措施，执行力

度几乎为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市场经济发

展状况。由于我国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建设尚处于

未成熟阶段，我国宜采取上述三种模式中使用频率最

高、安全性最高的裁判复权主义，即破产债务人的失

权考验期限届满后，经过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审查，

认为符合复权条件的，方能解除对其的权利限制。

首先，这是因为现阶段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完

全确立，与个人破产制度相关的各项配套措施尚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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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整。在这种情况下，设定严格的复权审核制度可

以最大限度地控制破产申请的数量，节省司法资源，

从而提高司法机关处理个人破产案件的效率。

其次，由于我国的破产惩戒机制尚不成熟、不完

善，采取裁判复权主义是更安全、更审慎的选择。它

相当于是给与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一个衡量债务人

诚信程度的功能，如果评价结果是债务人已诚信地

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就发生复权效果，反之则不能，

债务人则继续处于权利受限状态。无论对破产人还

是债务人，这都将是更为公平合理的举措。

最后，破产债务人即便符合法定的破产复权条

件，但若不向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申请，由其作出统

一公告，便难以产生公示公信的效果。而由法院或其

他裁判机构统一宣告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

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有些破产者在失权期内仍然存在

失信等不当行为，如果没有法定机关的审核把关，容易

放纵这部分债务人，进而损害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二、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实体规则

关于个人破产失权的实体规则，即对破产债务

人权利限制的具体内容，综观世界各国立法，可以归

为三类：经营型职业资格限制、信誉型职业资格限制

和高消费行为限制。经营型职业资格如担任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信誉型职业资格如担

任司法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

事关社会公众信赖利益的特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

员，高消费行为如入住高级宾馆，购买奢侈品、高额

保险理财产品、出境旅游等。借鉴我国香港地区以

及深圳、浙江和江苏等地的相关地方性立法，我国个

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整体设计应同时从破产债

务人的身份资格、日常消费行为和个人信贷等几个

方面进行整体规划与考量。

由于地域和文化相近，我国香港地区设定的失

权制度实体规则对我国的破产失权制度的建构极具

借鉴意义。《香港破产条例》以其详尽的内容为我

国大陆地区个人破产失权制度的设计与制定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参考方案。目前我国惩治债务失信人

（老赖）的民事制裁制度中已经借鉴了该条例中的

某些制度（如限制高消费），且适用效果良好。我国

香港地区破产失权制度最重要的经验是既限制破产

失权人的经营型职业资格，又限制其信誉型职业资

格，同时也限制其高消费和出入境自由等行为。这

些都属于对个人信用要求较高的领域。“对个人信

用的否定，是个人信用的破产，因此受破产宣告的人

应受到从事那些对个人信用要求较高的职位、职业

或行为的限制。”［３］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和《浙江法院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的

颁布施行是我国在个人破产法领域的破冰之举，其

规则适用情况更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两部

地方性法规均允许债务人乘坐飞机经济舱、高铁二

等座，在三星级以下宾馆、酒店消费，进行旅游、度

假。与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中的“限高”条款相比，其

有关失权的规定相对比较温和，更为人性化，是符合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规定。当下，对

于我国许多城市居民而言，乘坐飞机、高铁，入住经

济型宾馆、酒店，已成为其正常的工作所需，如果不

考虑奢侈程度不加区分地一律限制，则势必影响其

经济再生能力，最终损害的还是债权人的利益。破

产失权制度涉及破产人的平等权、人身权、政治权以

及其他社会经济权利。虽然对债务人的特定权利进

行限制具有程序的正当性，但是具体执行的过程中

要考虑比例原则，债务人的失权必有其范围限度，复

权应该有时间限度。如失权的范围及程度或复权的

期间超过了债务人的应当承担责任的区间，即是过

当的失权，不利于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稳定。因此，

如何在我国失权和复权制度的设计中保持债务人和

债权人权利的平衡是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立过程中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破产债务人宣告破产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在

设定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实体规则时也

应该针对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对待。应当将失权与

复权规则同破产人的主观恶性、破产清偿的比例、破

产后果的严重程度以及破产案件的性质类型等因素

联系起来规定和适用，而不应不考虑具体情况而做

统一处理。对于破产人的失权期限、程度和范围的

规定也不能统一化和简单化，而应当根据导致失权

的诸要素分别作出处理。具体来说，应将因参加商

业经营活动、因过度消费、因债务人恶意逃债、因不

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破产宣告行为区分开来，分别

设定不同的失权与复权规则。如债务人的破产宣告

是基于其商业经营活动的失败，则说明其商业经营

能力有所欠缺，应限制其经营型职业资格，如禁止其

出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免给

公司、债权人及其自身造成更大的损失；如破产宣告

是基于其个人财务管理能力的缺失（如过度消费

等），则应对其生活消费进行严密监控，禁止其特定

领域的消费（如购买豪车、豪宅等奢侈品），同时应

限制其信誉型职业资格，如禁止其担任公务员、事业

单位人员、律师、会计师等，以免其损害公众对这些职

业类型的信赖利益；如债务人系因不可抗力造成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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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则对其失权范围和期间的设定不可过于严格甚至

苛刻，否则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个人诚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构建失权与复权

制度的前提。“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完整的社会运行

与社会治理子系统，对于市场主体无效信用的修复

是其必然涵盖的环节。”［４］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建立

初衷既然是保护“诚实而不幸”的破产债务人，那么

在制度的设计上应该突出对这一群体的有效保护。

对于不诚信甚至有不法行为的破产债务人则应给予

严厉的失权处罚，并将其信息载入国家个人诚信档

案系统中，对其复权资格也应该严格审查，以儆效

尤。另外，鉴于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民事执

行制度中规定了对被执行对象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措

施，应当在将来的个人破产立法中将因失权导致的

“限高”措施与债务人因恶意逃债和失信而对其施

加的“限高”措施区分开来，以保障破产债务人的正

当消费利益。

三、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程序规则

程序是所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正

义是保证法律制度公平公正的必然要求。［５］为个人

破产制度设定切实可行的程序规则是个人破产案件

得以顺利展开的制度保障。没有一整套成熟而完善

的程序规则，个人破产案件的审理将无法进行，那么

个人破产的各项实体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审

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应由法

院主管。同时，有些国家法律也规定，对司法机关主

管的某些特定纠纷案件，仲裁机关甚至行政机关也

可以参与调解或审理进程。这种多元化解决纠纷机

制的建立，是为了有利于高效地解决现代社会种类

繁多、数量巨大的民商事权益纠纷。

然而，在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地方

性探索中，在具体的程序设计环节仍存在一定程度

的缺失，最突出的一点是暂未设置法庭审理的前置

程序，破产债务人的破产和复权申请都是直接提交

给有审理权限的法院。具体来讲，无论是《深圳经济

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还是《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抑或是台州、温州、苏州

等地市的相关地方性法规，都没有设置任何法庭审理

的前置程序，这一方面影响了相关案件的审理效率，

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

那么相关的法庭审理前置程序如何设定呢？国

外的相关立法中已有较为成熟的做法可资借鉴。例

如，法国政府内部设有债务过剩状态审查委员会这

样一个行政机构，所有的个人破产和复权申请都要

经过这个委员会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向法院提出申

请。［６］这个机构的设置无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

审理类似案件的压力，将不符合破产和复权条件的

申请人挡在了法院门外。由于破产和复权申请的受

理需要前期做大量的调查、沟通和协调工作，只有政

府牵头并协调，相关案件的立案和审理才能有效推

进。

我国今后在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也可

以考虑设置类似的政府管理部门，充分发挥府院联

动机制的效能，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和利用好司法资

源。具体而言，可以结合案件的性质确定审查机关，

如案件涉及的问题较复杂，则专属于法院审查；除此

之外其他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交由仲裁

机构或专门的政府机关审查，以最大限度提高办案

效率。

前置程序也可以通过庭外和解程序的形式进

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独特优势，自然

也可以用在个人破产和复权申请的程序中。在不违

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

和公众信赖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在法定的破产失权、

复权制度之外，设定适当的庭外和解程序，允许当事

人之间约定失权与复权的内容和期限，以提高个人

破产程序的效率，提升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效果。

当然，由于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的范围及内容涉及

个人信用问题，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债权

人与债务人之间约定的失权与复权内容应当采取登

记对抗主义，即未经登记公示则仅在双方之间有效，

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就庭审程序本身而言，破产债务人申请复权时

应当向审理该个人破产案件的同一法院提出，其方

式可以为正式递交书面复权申请书，也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等数据信息申请，特殊情况下（如申请人不

具备撰写申请书的条件与能力）也可以口头申请。

法院受理破产人的复权申请后，应当首先对其进行

形式审查，对申请人是否为适格主体、是否有明确的

复权请求、是否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本法院是否有

管辖权、代理人是否拥有合法代理权等问题予以先

行确认。形式审查合法后，再进行实质审查，审查破

产人的复权申请是否符合个人破产法律法规明文规

定的复权条件。经实质审查认为其复权有理由的，

法院应作出准许复权的裁定。反之，则应作出否定

复权的裁定。

为保证失权和复权制度能够得到有效落实，还

应建立完善的复权相关诉讼制度，对债务人和债权

人的诉讼权利给与同等保护。对于肯定复权的裁

·４４·



定，债权人应有权提出上诉；对于否定复权的裁定，申

请复权人应有权提出上诉。无论裁定是否准予复权，

法院都应将裁定书送达复权申请人，并予以公告。

四、结语

作为个人破产法三大支柱性制度之一，失权与

复权制度对于建构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至关重要，

是我国相关的全国性立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

节。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和《浙江法院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

为代表的一批地方性法规的颁布实施为我国失权与

复权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如果上升到

国家层面立法的高度，仍有必要对相关立法的原则

和具体性规定做进一步的厘清，以期为将来的全国

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扫除障碍。本文从模式选

择、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三个方面，对个人破产失

权与复权制度的构建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构想。

从立法模式的选择上看，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相关立法经验，考虑到目前我国发展阶段与相关立法

较为发达国家的差距，裁判失权主义和裁判复权主义

立法模式更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就实体规则而

言，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整体设计应同时

从破产债务人的身份资格、日常消费行为和个人信贷

等几个方面进行整体规划与考量，应当将失权与复权

规则同破产债务人的主观恶性、破产债务清偿比例等

因素相联系，同时加快我国大陆地区个人诚信体系和

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就程序规则而言，应设置法庭

审理的前置程序，在政府机关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的效能，充分利用好庭外和解

这一我国特有的矛盾解决方式，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和

利用好司法资源；同时，对于进入诉讼程序的相关案

件，应规范庭审流程，同时保障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诉

讼权，以体现我国个人破产法律法规同时保护“不幸

的破产者”和债权人利益的立法初衷。

参考文献：

［１］彭益鸿．论失信被执行人失权［Ｊ］．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２０１７（１）：８５．

［２］ＧｅｎｅＰａｕｌＡｌｉ．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ａｎｄＤｅｂｔｏｒ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Ｊ］．
Ｏｘ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８）：８．

［３］张红．关于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构想［Ｊ］．贵州民族
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４）：９９．

［４］范志勇．论自然人破产失权、复权法律制度：多元价值革
新与双重体系构造［Ｊ］．经济法学评论，２０２０（２）：６７．

［５］徐阳光．英国个人破产与债务清理制度［Ｍ］．北京：法律
出版社，２０２０：１９０．

［６］伊恩·拉姆齐．２１世纪个人破产法［Ｍ］．刘静，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４２．

（责任编辑　刘成贺）

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ｓｓ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ｉｎＣｈｉｎａ

ＬＩ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ｌｏｓｓ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ａｎｄ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
ｎａ，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ｓ
ｆａｒａｓ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ｒｕｌｅｓ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ｆｒｏｍｓｅｖｅｒａｌａｓ
ｐ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ｄｅｂｔｏｒｓ，ｔｈｅｉｒｄａｉｌ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ｓ；ｗｈｅ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ｓｕｃｈ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ｕ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ｉ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ｆａｒ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ｔｕｐ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ｆｏｒｃｏｕｒｔ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ｏｕｔ－ｏｆ－ｃｏｕｒｔｓｅｔｔｌｅ
ｍｅｎｔｓ，ｓｏａｓｔｏ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ｕｓ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ｏｅｑｕａｌ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ｄｅｂ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ｏｓｓ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ｒｕｌｅｓ；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

·５４·



第３９卷　第５期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５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Ｏｃｔ．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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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网络信息治理模式正经历从国家监管型向协作共治型转变的过程，但重新分配信
息审核责任的内在逻辑尚需厘清。这一变化的直接动因是传统信息监管模式的失灵，政府需要尝试

重新定位自身，网络信息平台企业成为新生力量；逻辑基础则是由于网络信息平台逐渐具备了公共

产品属性，需要对公共产品供给者进行合理规制以保障公共利益。对平台企业设置额外责任，是为

了防范企业滥用优势地位和保护公民合法权利。

关键词：网络信息治理；网络信息平台；公共产品；公共利益；权力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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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实践背后的逻辑之问
互联网治理是２１世纪以来国家的重要课题之

一。类似于信息过滤的技术标准定义①，法律监管

意义上的网络信息审核，一般指监管者以预设内容

标准对网络信息进行实时或事后审核，处置其中的

违法和不良网络信息，以维护网络生态健康。网络

信息审核是互联网治理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国家

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重要一环，与公共利益息息相

关。在网络信息进入传播链前，审核环节能够有效

筛除危害性内容，一旦网络信息审核机制失灵，网民

的上网体验质量将难以得到保证，国家的网络信息

内容安全也将受到威胁。因此，出于保护公共利益

和网络内容安全的考虑，传统上网络信息审核的任

务都交由国家机关本身承担，以保障监管者履职的

可靠性，处理形式多为对有害信息本身和载体进行

搜索屏蔽、网站禁用和设备ＩＰ地址封锁等直接强制
性措施。近年来，我国开启了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

的立法进程，要求网络信息平台承担内容更多、限制

更严的网络信息审核义务，不再限于以往的协助检

查等被动义务形式，尝试以新姿态进行网络信息治

理。从立法趋势看，国家已开始高频率地出台新法

律和修订旧法律，传达出对网络社会治理工作的关

注信号，主要表现为以法律形式要求网络信息内容

服务平台健全信息内容管理制度②，并对一些代表

类型的平台进行了细化规定③。此外，立法者也意

识到了互联网信息内容服务商存在不良利益趋向

的潜在问题并尝试规制④。总体来看，我国关于信

息审核责任设置的立法方向已经比较明晰：让网

络信息平台在更主动、更有效、更安全的基础上履

行更严格的信息审核责任。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

网络管理体系是世界各国治理互联网领域的整体

趋势，更多维度的规制手段能为国家带来更有弹

性、更加灵活的网络治理能力，政府和网络信息平

台企业都能在互联网信息大潮中寻得更适合自己

的位置，产生维护国家网络信息内容安全的一股

合力。

然而，在我国近年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实践进展

充分的前提下，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法治逻辑并

未相应地得到厘清，由非公权力主体担当信息审核

工作主力军的做法不免在比例原则的审视下存疑：

是否必须由网络信息企业承担更多责任才能有效治

理网络信息？这一要求是否超过了对市场主体设置

义务的合理限度？［１］７４－７５由网络信息平台商承担更

多的信息审核职责，势必会对其施加额外的经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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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压力，包括人力、管理和技术开发投入等方面。平

台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处理网络信息，但此举显然不

能为其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无合理根据的义务负担意味着权利受到了不合理限

制，意味着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天平失衡。为了保证

公权力运行处于合理尺度范围内，必须为信息审核

义务再分配提供明确的法理支持。

二、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直接动因：旧模式退

出和新力量登场

（一）传统治理模式的失灵

传统网络信息治理模式是国家监管型，呈现以

公权力机关为主要力量的治理形态，手段具体体现

为政府网信部门要求信息服务平台清除相关信息、

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直接处罚等方式。在我国互

联网发展前期信息资源数量不大的情况下，这种模

式对保障网络信息秩序有较显著的效果。但随着网

络技术的进步更新，上网冲浪的门槛持续降低，素质

参差不齐的网民使得被散布的违法、不良网络信息

数量剧增。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与网民数量呈正相关

关系，网络信息的数量级亦呈几何倍上升，审核网络

信息的工作难度陡增，已然超出政府机构和公安部

门的能力范围。

传统的行政手段监管失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治理资源不足、技术困难和观念陈旧。治理资源不

足和技术困难的问题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必然结

果。网民基数增多直接造就了网络信息的海量，尤

其是在我国人口量级远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前提

下，以有限的政府资源管制持续膨胀的网络信息必

然捉襟见肘；专业技术上的困难也同样源自网络技

术本身的前端性，执法者常需要面临层出不穷的新

状况，而上网的门槛变低也进一步增大了追查网

络面具背后违法者的技术成本。自国家互联网治

理工作开展以来，公权力机关局限的治理观念进

一步增加了治理难度：将网络信息治理工作简单

理解为依靠政府本身力量筛查网络信息和攻关技

术，没有真正认识网络治理即社会治理的深层性

质。画地为牢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全能政府”

并不意味着政府真正全能，反而限制了对社会资

源的有效利用，局限了公权力机关更新治理手段。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

的政府改革方向，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有为政府”是更适合当下网络信息治理局面的政

府模式，寻求政府转变职能、社会和市场协作助力

是破局的当务之急。

（二）网络信息平台企业：破除治理困局的新力量

在网络信息治理困局中，要从传统威权式政府

的陷阱中跳脱出来，政府必须要改变自身定位，建立

在单一依赖公权力基础上的任何做法都不能从根本

上突破治理困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共建

共治共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已经成为社会共

识，为互联网空间的治理创新打下了社会基础。鼓

励社会化协作和全民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必要路径，

多元主体协作共治正是国家所需要的网络治理新思

路，有效治理网络社会必须寻求在参与网络社会生

活的各主体中寻求破局点，调动公权力之外的社会

力量进入治理体系，更多考虑如何发挥网民、网络企

业和网络行业组织等主体的作用。网络信息平台作

为新兴的网络信息企业群体，在信息治理上具有自

身独特的优势。

网络信息平台企业是网络企业的典型代表，是

在平台经济学与互联网信息经济融合中产生的新形

态，以网络社交类平台和网络媒体类平台为代

表。［１］７３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政府明

确界定了两个概念：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是指制

作、复制、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的组织或者个人”；网

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是指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

播服务的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而网络信息平台

企业兼具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和网络信息内容服务

平台的身份，在提供信息传播服务的基础上也产出

信息产品，是性质比较特殊、传播影响力比较大的网

络信息服务者，把关网络信息平台中的信息流动是

互联网信息治理的必然要求。

从网络信息平台对网络信息的规制能力角度来

说，如此之举也有相对于公权力独力治理的额外优

势。首先，信息平台搭建信息审核制度是由内而外

的，相较于政府从外往里的治理体系方向，无疑更具

有可操作性：网络信息平台可以通过在自身代码系

统上设置、调整电子程序来实现信息审核的大部分

形式性工作内容，直接规制第一手的数据信息。政

府部门的治理手段具有效果滞后性、程序烦琐性，对

不良信息难以达到即时处理的效果。在网络信息平

台的电子服务系统中，由代码程序设置的规则反而比

法律规则更有直接的执行力，因为违规行为的判定和

处罚都是预设程序即时触发的。面对大基数的信息

处理，执行代码化的规制标准也更能保证达到形式上

的公平，因为电子程序并不会在主观上滥用处置权。

同时，在面对新情况需要调整审核标准时，私主体内

部制度的弹性明显要强于法律法规，这也使以网络信

息平台为主的信息审核制度能更好地跟上网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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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节奏。

三、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逻辑基础：公共影响

力与公共利益相关联

从比例原则的角度上来说，要求私主体承担传

统意义上属于公权力主体的职责，必须要确定这份

责任不会对私主体造成过度的权利限制，这是要求

平台商作为互联网社会的私主体承担公共性社会责

任的应然前提。

（一）网络信息平台具备公共产品属性

微博、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等网络信息平台的

典型代表，借由功能丰富性、信息时效性、传播快速

性等多项优势，以信息关系为纽带，在互联网发展大

潮中强势占领了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成为公众获

取各类信息的主要渠道。在人手拥有移动网络收发

端的时代，民众获取信息的便捷度和自由度前所未

有。然而，在浩瀚的网络空间中缺乏索引和分类的

巨量网络信息反而难以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则提供

了代为摘选的服务，把经过加工编辑后产出的信息

产品推送给用户，使得用户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

“知识鸿沟”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网络信息平台普

遍上还采用用户偏好算法，根据用户个人资料、阅读

习惯调整推送内容。另外，传播学者认为网络信息

平台在公众意见的表达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网络

信息传播会受到网络信息平台的“扩音效应”影响，

网络信息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兼具权威信源和传

播主体的双重作用，这也体现了网络信息平台同时

包含内容生产者和传播服务商的特征。而在网络舆

情事件波动中，网络新闻是引领舆情事件发展的重

要力量来源，各类型舆情事件中约三成由网络信息

平台首次曝光，其“具有不可比拟的引爆力，占据着

舆情传播的高地位置”，平台内的评论区“是网民表

达意见的重要平台”。进一步说，网络信息平台对

现代网民的网络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信息窗口作

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公共产品属性。

公共产品理论对公共产品的定义众说纷纭，但

最为经典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１９５４年提
出的论述，他认为公共物品是为“非竞争性”的物

品，任何个体对其的使用都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

质量，用户数量的多少并不会带来边际成本。之后

其他持相近观点的学者在定义表述中补充了“非排

他性”，即一旦开放该物品的使用，任何人对该产品

的使用权都不会被排除。［２］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

公共产品的两大基本属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能被纯

粹地归为公共产品类的存在并不多，由于两种属性

难以共存，大部分产品被划分为“准公共产品”，并

需要根据属性程度高低再作细分。以公共产品标准

审视网络信息平台，首先会发现其具备明显的非竞

争性特征，平台提供信息内容产品是面对平台所有

用户，任何用户获取该信息内容都不影响其他用户

以普遍标准体验产品。在排他属性上，则必须对网

络信息平台进行分类讨论。大部分网络信息平台提

供的程序软件基本上都采用免费下载模式，在使用

上不设门槛，通过其他手段盈利，这一类网络信息平

台具有比较典型的非排他性特征，可以被认为是公

共产品。也有少部分网络信息平台采取收费会员

制，要求预先付费才可使用，信息内容产品面向特定

群体提供，因此这类网络信息平台是具有非竞争性

和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

在后者收费使用的模式下，为了保持盈利必须保证

产品质量优势以吸引客户，收费的网络信息平台往

往会自我施加更严格的信息审核标准。因此，在讨

论公共产品属性与网媒平台信息审核义务的关系

时，应当“举重以明轻”，将重心放在具有非排他性

和非竞争性的网络信息平台上。

（二）资本存在对公共产品属性的内在异化风险

搭便车问题是任何公共产品都不可避免的。搭

便车问题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个人利己性的影响

下，每个人都会利用低代价的公共产品获取远大于

代价的收益。因此公共产品往往都是负经济效益，

传统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才会认为只有国家机器会主

动负担公共产品的提供。但在现代社会，经济效益

的实现方式是多样化的，私人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

时也可能获得潜在经济效益。基于利益需求驱动，

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况才会逐渐普遍化。

网络信息平台作为窗口承载民众日常大部分的

信息输入，具有相当稳定、成熟的盈利模式：信息时

代的信息内容生产者必须通过作为主流信息渠道的

网络信息平台发布内容，才能保证产品的时效性和

受众广度，借以在同类竞争中取得优势；同时，民众

对信息获取手段便捷性、信息本身时效性具有要求，

网络信息平台也是信息渠道中比较优秀的选择，加

之“用户惰性效应”的影响，大众也更习惯于借助网

络信息平台获取最新的信息内容产品。在这样一对

相互吸引彼此的供求关系链中，网络信息平台成了

交汇点，作为中介角色的服务商具有明显的组织优

势地位。与此同时，网络信息平台自身也生产信息

内容产品，组织优势地位能为优势者带来信息差，信

息平台能通过后台数据分析热点趋势，生产更受用

户欢迎的信息内容产品，进而转换为相应的经济价

值。这是网络信息平台成立和发展的内在经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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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也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网络服务被免费提供。

网络信息平台有各种基于用户覆盖度的获利渠道，

例如各类付费订阅服务或是在应用程序、网页中插

入商业广告。因此，平台的组织优势地位是其盈利

模式的核心所在。在竞争良性的预设环境下，平台

的经营策略应当是提升服务水平和产品质量，以稳

固和扩大用户群。

但是，“资本是要逐利的，既要依法加强对资本

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也要支持和引导资

本规范健康发展。”［３］任何经营模式一旦被资本裹

挟，其本身的属性就会逐渐异化，资本逐利性对网络

信息平台的潜在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极易形成“劣

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竞争环境。由于流量是平台用

户关注度和影响力的象征指标，广告投放商和信息

内容发布者更容易以流量为标准来选定自己的合作

方，在这一语境下资本逐利性演化为“流量至上”的

经营理念，使得平台之间开始恶性竞争：平台方默认

允许“标题党”类信息在平台上出现，甚至自身也会

发布此类劣质信息产品。这实际上是利用平台用户

的猎奇心理赚取点击量以谋取经济利益。同时，由

于网民存在基于日常习惯产生的使用惰性，除了用

户在平台上获取预先期望的信息之外，页面的推送

信息也有捕获用户注意力的机会，不良信息就可能

潜藏其中。而网民个体甄别网络信息的能力并不

强，容易在引导下产生误解，甚至会向自己的社交圈

扩散，可能导致诈骗、数据泄漏等不良后果，性质更

恶劣的虚假信息还可能诱发负面社会恐慌和政府信

誉受损事件。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微信公众号、

“大Ｖ”微博造谣发布虚假信息引发的负面社会事
件正是因此产生。此时，网络信息平台的公共性就

不再为民众带来便利，反而为失控的资本所利用。

从网络信息治理的角度来说，公共产品的资本

裹挟问题不仅是市场秩序风险，同时更是对网络信

息内容安全的潜在威胁，公共利益可能因此受到侵

害，国家必须寻求合适的规制方式以控制风险。比

起外部规制手段，以法定角色的职责标准约束网络

信息平台主体，能够从内在角度影响网络信息平台

行业价值判断。换言之，为平台主体分配严格的信

息审核责任能从根本上纠正资本逐利性所带来的恶

性经营问题：当网络信息平台从信息运载者成为网

络信息的监管者，身份的属性叠加和顺位变动将使

其不再仅从市场经营的角度考虑网络信息内容审核

标准的问题，而是需要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判

断，顾及整个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产业的运营环境，以

合理方式利用平台的公共影响力。

（三）公共产品供给者身份意味着更严格的产

品责任

公共产品本身具备增进公共利益的功能。在政

府权力构架越发精简的改革背景下，社会化治理方

案相应地将更多的社会利益保障责任转交给了私主

体进行协作共治，这也意味着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身

份趋于复杂。不同于公权力主体，私主体的复杂身

份牵制着其自身的行为动机，不同的价值判断导致

不同的行动模式，如何作为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意志

对多重身份的排序情况。同时，在现代社会，任何公

共产品对民众生活都影响广泛，公共产品一旦出现

劣质化趋势则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基于社会责任

的要求，公共产品提供者理应对公共产品的质量承

担更加审慎的把关责任。在传统政府包揽公共产品

供给的背景下，这一逻辑关系是隐秘的，因为公共产

品中对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与政府行为动机重叠，

甚至会被误包裹在“权责一致原则”的外衣之下。

但是，一旦公共产品的供给脱离政府关联，就必须明

确这样的价值判断：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严格义务源

于社会参与主体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意识，而

无论其提供者是否为政府主体。对于网络信息平台

商来说，资本的逐利性本质与社会道德责任意识常

处于矛盾之中，但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在面对商

业经营者的角色时往往难以占据上风，这正是以法

律形式规定各类责任义务的意义所在。

四、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内在逻辑：信息“权

力”与信息“权利”的平衡需调适

“由于权力与权利本身所体现的自由，其必然包

含一定的选择空间与幅度，比例原则的重要价值就在

于为该空间及幅度之内的权力与权利运行提供尺

度。”［４］使公权力保证不越界的同时令其为社会提供

有效管理服务，是当代行政法的价值追求。在传统治

理模式失灵时，国家如何以良法行善治是一门学问。

“如果简单、机械地将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主体进

行‘齐抓共管’，并不必然会形成治理合力，也可能导

致相互掣肘、彼此削弱、推诿扯皮、多元共谋等治理问

题。”［５］从网络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直接动因来看，

政府处于互联网信息治理困局中，势必寻求角色定位

的变更，具备规制能力优势的网络信息平台更适合承

担起信息审核工作主力位置的空缺，这是为网络信息

平台分配信息审核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当然，政府转

变职能、吸纳新生社会力量为网络社会管理提供支持

是正确的做法，但如何以适当的手段形式达成目标才

是难点。因此，对任何可能导致公权力越界的做法都

应当考虑其中的内在逻辑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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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网络信息平台信息审核责任分配的

内在逻辑如下：网络信息平台已经逐渐发展出了公

共产品属性，网络信息平台公共性越强，组织优势越

大，滥用地位优势的影响也就越大，应当对其加以规

制。网络信息平台的公共产品属性，代表着平台与

用户间的单向影响关系。严格来说，在审视对社会

影响力巨大、事关国家利益的行业或者企业时，不应

简单地以符号化的私主体为其定性，而要考虑其对

更为弱势的其他社会参与者的影响关系。在特定私

主体关系间的语境中，假设某一方主体拥有对相对

方主体特定事项的控制能力，具有控制能力的主体

方就可被称为有特定的“私权力”。不可否认的是，

网络信息时代的信息平台企业直接控制着中国网民

的信息获取窗口，已经在实质上掌握了远大于私权

利范畴的“私权力”，网络信息平台企业群体甚至可

能拥有超越政府的信息媒介影响力。表面上看，为

网络信息平台设置信息审核责任是对其单方面设置

限制，似为不利，但在其从法律层面担起这份责任的

同时，网络信息平台也获得了管理网络信息的更多

权限，可以说是国家对平台本已掌握的“私权力”进

行了“确认”。国家以类似“职权”的方式将网络信

息审核工作安置在了平台主体上，并非是向社会转

移治理成本，也非滥纵网络资本肆意影响社会，而是

将私主体一定程度地“公共人”化，借助公法的“权

责统一”规则来规制网络信息平台。平台商的实质

身份不再仅是私主体，其作为公共产品的供应者也

理应承担更多关于信息内容的审核责任。综上所

述，要求网络信息平台承担严格的网络信息审核责

任，并不是对网络信息平台权利的过度限制，而是对

网络信息平台企业滥用“私权力”的防范以及对公

民权利的有效保护。

注释：

①《信息技术信息过滤产品安全检验规范》第二条对“信息过
滤”进行了技术标准定义，指“对网络上的信息内容进行实时

分析，对预先定义的非法信息内容进行过滤和拦截”。

②《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九条要求网络信息内容
服务平台“应当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

③《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
第四项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

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审核责任要求，《互

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

对公众号类型的社交信息服务平台提出了对应的审核责

任要求。

④《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三条是针对从业者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禁止性规定。

参考文献：

［１］查云飞．德国对网络平台的行政法规制：迈向合规审查
之路径［Ｊ］．德国研究，２０１８（３）：７２－８７．

［２］王艳阳．中国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法律制度研究［Ｄ］．重
庆：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１２：１４．

［３］人民日报评论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
律［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０２－０８．

［４］刘权．比例原则适用的争议与反思［Ｊ］．比较法研究，
２０２１（５）：１８２．

［５］冉连，张曦．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
创新［Ｊ］．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１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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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外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医疗卫生史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期刊发的３篇论文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
卫生工作，分别探讨了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推动种痘事业的兴起，最终根除了天花对人民健康的威胁；为加

快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党和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包括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医

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及合作医疗制度；为提高农村居民的医药可及性，多部门通力合作采取多种措施推

动药品下乡；作为中共特别党员的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医疗卫生教育，为根据地和新中国培

养了宝贵的医疗卫生人才。这些成果多角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本刊将在下期继续围绕医疗卫生史刊发若干文章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专题主持人胡安徽，历史学博士，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药物地理、中共党史研

究；在《中国中药杂志》《中华医史杂志》《医疗社会史研究》《经济社会史评论》《红旗文稿》《军事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多篇文章，出版专著（编著）２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子课题、贵州省哲社重大项目、贵州省哲社重点和一般项目、贵州省科技厅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项目、临沂市

社科联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曾获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分会委员、贵州省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省学术先锋等荣誉称号。

药品下乡：最初的努力与成效（１９５３—１９６４）

李　剑
（广州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 “新中国早期中医药的历史叙事”（２１ＦＺＳＢ０１８）
作者简介：李剑（１９６４—），男，河南商丘人，博士，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医学

史研究。

摘　要：为提高农村居民的医药可及性，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年间，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卫生部致力
于推动药品下乡。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时期曾出现两次药品下乡高潮。通过增加下乡药品

的种类、降低药品价格、延伸销售网点、培训基层人员等措施，农村居民的医药可及性大大提高，这种

工作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关键词：当代中国；非处方药；下乡；回顾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Ｆ７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５１－０６

　　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初，
党和人民政府即采取了多项措施，药品下乡就是其

中之一。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年，卫生部门、国营商业和供
销合作社共同致力于推动药品下乡，并形成两次高

潮，其工作模式则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目前未见

学界有关药品下乡的研究。爬梳原始文献，探讨其

历史动因以及最初十年的做法与成效，有助于丰富

当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的研究内容，加深对中国共产

党执政为民理念和实践成果的认识。

一、初衷：“要把药品供给广大人民”

（一）“把卫生工作推广到死人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广大农村生活极端贫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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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资源匮乏，偶有药贩下乡，药价也非常昂贵。［１］长期

奋斗在艰苦环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村的医药

卫生状况有着清晰的认知，服务占全国８５％以上的
农村人口，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用列宁

的话，就是“把卫生工作推广到死人的地方去”。［２］

当时，全国 ４００余家公、私药厂集中于沿海城
市，原料药品仰给外国，生产能力低下；医药商业逐

利导向明显，农村医药奇缺。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第一次
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定：发展制药工业，大量生产原

料药，成立中国医药公司。［３］

１９５０年８月，中国医药公司在天津成立，以统
一领导全国医药生产和购销。［４］在同年８月召开的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开幕式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朱德直陈农民和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强调卫生工

作要面向工农兵。随后召开的全国制药工业会议，

讨论了我国制药工业“面向工农兵，中药科学化、西

药中国化”的方向，确定了“发展原料药为主，制剂

为辅，自强奋斗，生产自给”的方针。［５］１１增加农村医

药供给成为上述会议的共同议题。

目前所见最早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发展国

药”和“成药下乡”的建议，是天津隆顺榕药庄的刘

华圃。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考察华北农村后，他提出上述
建议，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同年，刘华圃组建

“天津市成药公司”，率先开展成药下乡工作。［６］

中国医药公司成立后，对农村药品供需情况做

了调查。１９５２年６月，该公司第一届全国大行政区
公司经理会议上，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强调，

“中国医药公司的任务只有一点，要把药品供给广

大人民，满足广大人民对药品的需要。”［７］１１月的中
国药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卫生部贺诚

副部长也强调：“药品下乡是药品为人民服务的一

个重要问题，也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环

节。”［８］１０８１２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
定，“组织药品和卫生器材下乡，作为今后药材生产

供应工作的中心任务”。［９］１１１

药品下乡首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药品，经过努力，

１９５３年，药物和卫生材料产量已超过抗战爆发前６
倍，尽管如此，但农村缺医少药现象仍十分严重。为

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医药公司提议，联合商业部、卫

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开展成药下乡工作。药品

下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展开。

（二）药学工作者的讨论

１９５３年，非处方药物制度尚未在我国施行，药
品下乡实际上是为农村居民提供常见病、无须医生

处方的中西成药，故而此时期的“成药”与“药品”互

见。“药品下乡”一经提出，便引起药学工作者的热

烈讨论。慰农指出，首先要确保下乡药品质量上乘。

“在中药方面，应当讲究一下合理的制造方法，选制

一些效用确实的丸散膏丹。在新药方面，应该慎重

选制一些普通常用的特效而价廉的药剂。”［８］１０９他建

议由卫生部搜集各地整理出来的中、西成药配方，加

以审核综合，制订《中药丸散膏丹经验方规范》《新

药经验方规范》，并组织公、私药厂规范制药，普遍

供给农村。他还对下乡药品的宣传、包装、价格、基

层网点设置等提出建议。万子平认为，农村中、西药

人员匮乏，成药下乡必须切合需要。他推荐了１３种
内、外用西药。［９］１１１罗莹主张尽量采用国产药材，制

成各种制剂，用通俗的文字说明药品的用途、用量和

用法，便于农民自行购买、应用，预防和治疗疾病。

此外，“在制造的时候，这些药品必须切合农村中的

多发病，效用确实安全，避免夸大宣传，在价值上必

须低廉，以免增加农民们的负担；在包装上必须严

密，并适合一个治疗量，避免有所变质浪费或不足；

最重要的这些家庭用药的处方必须由卫生部门拟订

或批准，并且指定一定的药厂制造，经过检验合格之

后才能销售。”［１０］江苏某药房则针对农村常见病，推

荐了若干消化道、呼吸道疾病及寄生虫病常用

药。［１１］毫无疑问，学者们的建议和和药店的做法，既

体现了他们对农民医疗条件改善的重视，也彰显了

他们真诚提高农村医疗水平的殷切希望。上述建议

多被吸纳。在当年晚些时候有关部门的通知中，既

表明有关部门对药学工作者意见的高度重视，也显

示了这些部门对药品下乡的积极态度。

二、探索：政策安排和工作模式

（一）下乡药品的品种及生产组织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２１日，商业部、卫生部、供销合作
总社发出《关于执行药品下乡的联合通知》。通知

明确了药品下乡的方针任务：面向工农，薄利多销，

依靠供销社，利用城镇药房和商贩开展工作，稳步前

进，以维护人民身体健康，解决农村医药需要。通知

还确定了这项工作的原则和分工。［５］３９按照通知，中

国医药公司安排药厂生产及基层销售人员培训；供

销合作社系统负责农村和中小城市的供应。为适合

农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便利携带和保管，防止误用滥

用，通知规定下乡药品包装应坚实价廉，采用小量包

装，并附以简单通俗的说明。此外，通知还确定了每

种药品的规格、应用范围、用法和注意事项。［１２］这些

做法后来一直延续，取得了积极效果。

经卫生部审定，中国医药公司初步规定了首批

２７种下乡药品。其中，有解热镇痛片等内服成药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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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清凉油等外用成药１２种。［１３］另有５６种中成药。
医药工业部门委托信誉素著的药厂监制成药，并冠

以“保健”商标。中国医药公司还拟定《药品下乡实

施方案》，统筹安排药品生产调拨。［１２］更多地方结合

当地实际增加了部分品种，［１４］３１３如黑龙江省将下乡

成药品种调整为３２种。［１５］

（二）“药品下乡”的基本做法和各地的探索

１．基本做法
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年间，中、西成药主要依靠县以下

供销合作社、百货公司、贸易公司和卫生院（所）等

承销。中国医药公司山东、河北、山西、黑龙江、重庆

等省、市公司组织成药下乡时，都注意依靠供销合作

社，通过价格优惠、稳定供货、送货上门等措施加强

协作，深入农村和基层供销合作社建立业务关

系。［１６］中国医药公司还综合各地经验，总结出一套

“四摸”（摸发病情况、摸医疗卫生条件、摸用药习

惯、摸市场需求）、“五帮”（帮助营业员熟悉商品知

识、帮助组织进货、帮助陈列商品、帮助宣传介绍、帮

助改进经营管理）、“三进社”（人员、技术和小成药

同时进入基层供销社）的工作方法。这些方法后来

在全国推广，有效地推动了药品供应基层农村。

在此期间，各地都转发了“三部一社”通知，成

立了省、专、市（县）级药品下乡工作委员会，协同开

展药品下乡计划、销售和培训。培训对象主要是基

层销售人员，短训班是常见的方式。各地医药公司

还派出联络员，会同当地卫生部门深入农村，为基层

供销合作社培训下乡药品营业员。［１５］各地医药商业

部门还编印了大批《成药下乡手册》、药品广告、宣

传画。河北定县专区的做法颇有特色：利用农村集

市、群众集会，用黑板报、广播及在学校和团体中宣

传等办法，介绍成药下乡的意义，说明成药的品名、

用法等。［１４］１６９

２．各地探索药品下乡路径
１９５３年３月，辽宁抚顺市协调卫生、商业和合

作社等部门，在市郊合作社设立药品部，推销中西成

药等。８月，该市卫生局等单位组成调查组，到市郊
３１个合作社的药品部，检查督促工作进展，帮助解
决问题。［１７］黑龙江按“限制品种、扩大数量”原则确

定了３２种下乡药品；对不适合在农村销售的品种，
如氨基比林、米格来宁、安眠药片等，按原价折算换

货，以保证用药安全。至 １９５３年 ８月，黑龙江省
２０２８个基层供销合作社中，已有六成以上供应下乡
药品。［１５］

１９５３年９月到１０月，广东省卫生厅牵头成立
了该省推行药品下乡工作委员会，负责药品下乡的

计划、推行、布置及检查督促等。该委员会选定解热

止痛片、菌痢药片、驱蛔虫片、疟疾药片、胃痛片、止

咳糖浆、龙胆紫和红汞水等常用药为下乡药品。前

４种药品当年 １１月出厂供应，年底时全部品种出
厂。该省根据“面向工农、薄利多销”原则，主要依

靠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中西药店、杂货店销售，并采取

“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办法，以顺德、连平、徐闻、

文昌４县做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１８］湖南、广
西的做法与广东类似。［１９］

至１９５３年底，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辽东、河
北、安徽、黑龙江和武汉、旅顺、大连、上海、重庆等

省、市卫生厅（局），均已会同当地国营商业、供销合

作社和医药公司等有关单位，推出首批下乡药

品。［１５］药品下乡取得了很大成效，１９５４年温州合作
社和百货商店的成药销售额分别上升了１９倍和３．
８８倍即是明证。［２０］

药品下乡后，减少了农民使用不法摊贩所售伪

劣药的机会，增强了农民对人民政府的认同感。河

北定县四湖村和辛庄的群众都自动提出愿意增股的

要求，希望增加药品供应品种。［１８］上述工作模式和

具体做法，成为此后药品下乡工作的范本。

３．保障措施及其成效
由于制药工业的迅速发展，１９５３年底，国产药

品已能部分取代进口品种。中国医药公司第一届全

国计划会议上，确定当年组织国产货源占比由１９５３
年的４０％增至６０％，并确定包销国营药厂及地方国
营药厂的药品，扩大对私营药厂加工订货，促其逐步

纳入国家计划。为扩大对农村的药品供应，会议指

示，必须依靠合作社、县（区）医院、百货公司，利用

中、小批发商和中药铺等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同时，

有重点地适当地增设机构，充实门市经营。［２１］

卫生部一直关注药品下乡工作进展，尤其是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１９５４年２月，《健康报》指出，许
多地区未能掌握好下乡药品的品种、范围，工作中出

现一些问题和缺点，并点名批评了一些单位。［１８］８
月，该报社论要求各级卫生部门协助训练售药员，经

常进行业务指导；［２２］并批评部分地方培训工作不到

位，造成农民误用和中毒事故。［２３］１０月，轻工业部
医药工业管理局派工作组去热河、哈尔滨、沈阳等地

调研中成药产销和供应存在的问题，随后加强了对

中成药生产的指导。［２４］

经过努力，１９５４年农村药品供应额比 １９５３年
增加了４．５８倍。１９５５年第一季度比１９５４年同期
增加了２．３８倍；１９５５年上半年下乡药品已占总销
售额的２３％，１９５５年底增至２８％。大多数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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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国营公司或合作社经营下乡药品，并向私商

开展了批发业务，乡村基层合作社大多开展了零售

业务，乡村药价基本趋于稳定。［２５］至１９５４年１１月，
全国已有９９６２个基层合作社、３０６个县百货商店及
２７８个贸易公司经营成药。各地训练了２９１８名经
营成药的营业员，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成药经营工作

的开展。［２６］１９５５年３月，中国医药公司各地分、支公
司准备供应农村的药品总值比上年增加了６０％。１
月到３月，该公司重庆采购供应站运到四川、云南、
贵州、西康等省的成药，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多，品

种也由上年的９３种增至１２２种。当时全国经营成
药的基层合作社和百货商店逾１３０００个，经营品种
近２００种。经过训练，熟悉成药性能的营业员已有
５０００多名，并创造了“背药下乡、送货上门、就地传
授”等便利农民的销售方法。［２７］

三、高潮：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时期的药品下

乡

（一）农业合作化高潮阶段的药品下乡

为配合酝酿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商业部、

卫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于１９５５年７月１９日联
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成药下乡的指示》。［２８］

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决议》后，农业合作化开始加快步伐。１９５６年 １
月２６日，《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
案）》公布，对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提出了新要求。［２９］

面对新形势，中国医药公司要求各省、市医药公

司扩大和改进农村医药的供应，重点增加供应消灭

主要疾病的药物。各地普遍建立药品下乡的联络员

制度，分片包干，帮助基层开展业务，加快了专区级

机构和县药房建设，并认真推广“三进社”和“四摸

五帮”经验。［２５］

１９５６年初召开的中国医药公司全国经理会议
上，研究规划了农村医药商业网的设置及农村医药

供应工作，安排了消灭疟疾、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

虫病、黑热病、麻风、梅毒等七种主要疾病的药

品。［３０］２月召开的１９５６年度全国医药第二次平衡供
应会议上，决定增加全国药品供应量３７％，重点加
强地方病防治用药和农村需用成药的供应。奎宁片

等治疟药比上年增加０．５～４倍；解热镇痛药和驱虫
药也比上年增加５８％～９８％。［３１］６月４日，商业部、
卫生部、合作总社发出《关于加强农村药品供应工

作的联合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农村药品供应（包括

牲畜用药），做到农村人畜两旺，保证农业生产发

展。通知对商业、卫生、供销部门在加强农村药品供

应工作中的具体任务和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５］６３

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医药经营
体系更加健全，医药市场更加统一，为推行药品下乡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１９５７年，全国医药工业的总产
值已达１９５２年的９倍多，用于防治地方病的药物及
用量较大的解热镇痛药均已实现了国产化。［３２］１９５７
年３月１０日起，中国医药公司降低医治血吸虫病、
蛔虫病、钩虫病、麻风病的药品售价，降幅为７．７％
～４６％，减轻患者负担１５０余万元。［３３］

至１９５７年底，医药商业机构已发展到１３３９个，
较１９５２年底增长４．４倍；人员发展到３０６９３人，较
１９５２年底增长２３倍；［３４］各地普遍加大了基层营业
员培训力度。［３５］下乡药品销售额逐年上升。以通过

百货公司和供销社下乡的医药金额计，１９５６年比
１９５３年增长１０倍；１９５３年下乡药品占医药销售额
的５．２％，１９５４年升为１６．５％，１９５５年升为２３．８％，
１９５６年升至２４．９％。药品下乡工作的开展，部分解
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对提高劳动出勤率、促进

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３３］

（二）“大跃进”时期的药品下乡

１９５８年１月，商业部确定了“对适合农村需要
的一般医药用品，优先供应农村”的原则。４月召开
全国医药工业会议，研究医药工业贯彻“多快好省”

和“大中小型结合”的方针，加快中西药品生产等议

题。［３６］５月，商业部在京召开“全国医药跃进规划会
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在二三年内改变农村医

药卫生的落后面貌，人强马壮，发展生产，建设社会

主义”的口号。经大会议决，这一口号作为全国医

药商业供应农村的方针。［１５］

在此背景下，１９５８年６月初，第一商业部和卫
生部在河南省登封县召开医药供应工作现场会议，

贯彻落实“全国医药跃进规划会议”精神，推广该县

发展基层销售网点的做法和经验。［３７］第一商业部曾

传六副部长在会上指出，“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医药

卫生的状况还很落后，去年全国医药系统的贸易额

为１１．５亿元，其中供应农村的部分只占３．５亿元
（平均每人７角钱）。……这次确定的医药供应方
针就明确规定，今后医药供应工作的重点是在农村，

供应的范围是既管人，又管兽，也管工农业化学试验

用品，目的是为了保证人强马壮，为了发展生产，建

设社会主义，时间是争取二三年内。”［３８］

商业部医药局随后在黑龙江省青冈县、河北省

张北县召开推广登封经验的会议，推动了各地、县以

下医药供应网点的发展，使公社医院能够就近买到

医药商品。［１５］四川大足县学习登封经验，很快建立

了医药供应网，便利农民群众就医购药。［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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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快全国医药商业对农村的供应，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９６０年３月和１１月，国务院三次发布
通知，降低青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类药品的出厂价

和销售价。连续３次亿元以上全国药品大幅度降
价，有效增加了农村医药的可及性，满足了当时主要

疾病防治的需要。［５］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９

国民经济调整后，鉴于农村幅员广大，农民购买

力低，经营医药商品的基础薄弱等因素，医药商业部

门调整了农村医药市场发展方略，更加强调循序渐

进。１９６２年的全国医药计划会议指出，“全国医药
跃进规划会议”提出的口号，有要求过急、包得过多

和脱离实际的缺点。［１５］为解决这些问题，１９６３年１０
月，《人民日报》对黑龙江省肇州县医药商店作了专

题报道。商业部通知全国商业企业学习该医药商店

勤俭办商业的经验，以期扭转“大跃进”的做法。［４０］

１２月，中国医药公司在肇州县召开勤俭办企业经验
交流会，推广肇州县医药公司建设县以下批发和零

售网点的做法。这次会议，对全国农村基层医药商

业的发展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

用。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要求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生

产，尤其是解决农村疾病问题。黑龙江省木兰县自

１９６３年春调整城乡药品分配比例，农村由过去的
７３％提高为７６％，适合农村需要的中成药也由４０％
提高到８０％，并提前下拨了当年夏季用药。该县药
材公司还通过下乡巡回医疗、医疗单位用药座谈会

等方式，了解基层需求，到偏远生产队送医送药。［４１］

辽宁金县医药公司则通过加强下乡联络员的工作、

召开供应会议、培训供销社售货员、实行合同供应等

措施，提高了工作质量。［４２］

四、结语

组织药品下乡，逐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是

贯彻新中国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方针的必然结

果。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制药工业的发展，国营

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销售渠道的拓展，基层人员的反

复培训，药品价格的下降，无不体现出党和人民政府

对农村、农民的关心。各地形成的药品下乡工作模

式不断完善并长期延续，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国营

商业、供销合作社、制药企业和无数像“担子经理”

陈新如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长期努力和坚持［４３］，逐步

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状况，部分满足了农民对基本

药物的需求，这项工作的显著成效和积极意义值得

肯定。因医药资源总量和分布所限，尽管农业合作

化、“大跃进”时期曾出现药品下乡的两次高潮，仍

未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１９６０年代初下乡成

药品种少、剂型单一等问题仍然存在。［４４］由于缺乏

专业人员，宣教工作依赖群众运动，农村误用药物的

情况也时有发生。［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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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天花：种痘事业的兴起与天花的根除

贾吉庆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１９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医疗卫生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２１＆ＺＤ０３６）
作者简介：贾吉庆（１９９７—），男，河南方城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医疗卫生史。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几乎每个省份都有天花疫情发生，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医
疗条件较差，许多民众封建迷信思想严重，普遍对接种牛痘缺乏热情。为此，党和政府将天花疫情防

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制订天花防治规划、领导各地训练种痘员、加强种痘宣传，同时建立健全了天

花疫情报告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一次全民性的种痘运动，遏制了天花疫情的蔓延，改善了新

中国的卫生状况，塑造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天花；防治规划；种痘运动；成效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Ｒ２－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５７－０５

　　卫生问题不仅是生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
社会发展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新中国成立以

后，党和政府开展的一系列针对天花疫情的治疗和

预防工作，构成了党和政府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方面的一项国家实践。由于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

足和条件落后，卫生部门借助政治与社会资源，以一

种国家主导的社会运动形式进行天花防治工作，完

成了一次“群体防疫”。关于天花防治工作的研究，

学界已经有了部分讨论，且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

国家部门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宣传是遏制天花疫情的

主要力量。本文以地方史志、老旧报刊资料为基础，

重点分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力量是如何主导

和介入天花防治中去的，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中国卫

生防疫机制变迁等问题。

一、新中国的天花流行概况及原因

天花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曾被英格兰人称为

“最恐怖的死亡使者”，在中国也常有肆虐，资料显

示，天花每隔数年即暴发一次，仅在１９３３—１９４６年
的十余年间，因天花疫情传播发病的人数就高达３８
万［１］１０２，病死人数不可考，在卫生条件极度落后的近

代中国，一旦身染天花，则严重危害生命健康。１９４５
年，“湖北来凤天花流行，高洞乡卧床者十有其三；

死者十有其二。”大河坝上３０余死者周身溃烂，臭
不可闻，抬夫皆以白嵩塞鼻［２］３４３。北京市自１９３７年
至１９５０年每年均流行天花，据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统计，
市区发病高于郊区，发病年龄以９岁以下儿童为最
高，占总发病数的６１．０２％；其次为２０岁～２９岁，占
２１．６５％［３］。天津市１９３１—１９４９年中有１４次较大
流行，１９４９年发生９６例，死亡１９例［４］。即便是新

中国成立后，天花的流行仍为猖獗，且避疫方式较为

消极，如湖北省１９４９年冬，京山县政府机关、学校因
天花流行，只好迁移校址去八里头避疫。１９５０年
１—１０月，该省天花发病数达 ４１８２人，病死 １０６７
人，死亡率达２５％。此时人痘种植尚有一定市场，
该省公安夹竹园的沈俊义，用人浆疮为他人种痘，引

起天花流行，更加重了疫情的肆虐［２］３４３－３４４。即使是

在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天花的发病、死亡人数也

十分多，如青海省１９５０年西宁、化隆、共和３市、县共
发生天花７６例，死亡率为０．６４％［５］，广西壮族自治区

有７８９６人发病，２５５２人死亡，死亡率达３２３２％［６］。

从全国范围来看，１９５０年全国天花患者达 ４３２８６
人［１］１０３，其肆虐如此严重，除因其本身的巨大传染性

之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长期以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卫生工作的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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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我国的卫生基础严重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共产党所面临的是一个极其严酷的局面。资料显

示，１９４９年全国约有２６００家医院，病床８万张，这
些为数不多的医院在空间分布上极其不均，地域广

大的农村只有２０１３３张病床。药品的制造与供应更
是跟不上，许多医疗药品国内都无法生产，甚至有些

技术性相对不高的医疗器械也必须从国外购买［７］２，

部分地区的农村甚至连中医都没有，且有的医生素

质不够高，乱投药饵，有的医生用“鹧鸪菜”“娃娃

宁”等去治天花，不仅不能治病，反而浪费群众的钱

财［８］。“广大农村普遍缺少医药，农民有病只有求

神拜佛，遇有疾病流行，只有听天由命”［９］，“巫神僧

道及其他游民趁机欺骗，因而引起社会不安与恐慌，

以致人民流亡，造成更大的传播机会”［１０］，可见，民

众落后的卫生观念也是天花流行的原因。广大农村

地区的群众并没有足够的防疫常识，“发生疫病后

不知预防办法，往往手足无措……有的还因上学、串

门等把传染病带至别处”［８］。这些因素给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天花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二、党和政府的天花防治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天花疫情流行所带来的危害已

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若不加以严力防控，势

必会影响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新政权的巩固，

卫生防疫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１９４９年９月，
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在首都北京召开，军委卫

生部部长贺诚提出“天花早已可以用种牛痘的方法

预防，但仍远未根绝”，面对天花疫情流布而出现的

病患，“单靠治疗既无条件也无可能。只有积极采

取预防措施”［１１］。预防为主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卫

生防疫工作的重要经验积淀，而贺诚的讲话也为新

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由李德全任部长，贺诚、苏井观任副部长［７］２８，自此，

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有了统一而集中的领导机构。

１９５０年２月，卫生部又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关
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

指示》，指出：“天花最易预防，只要推行普种牛痘，

隔离病人及接触者……即可能奏效。”［１０］为了保障

地方痘苗充足，卫生部采取重点防治的办法，为天花

重点流行区域运送牛痘苗［１２］，还于河北省涿县建立

卫生试验区，积累了天花防治的初步经验［１３］。同年

８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副部长贺诚
对“预防为主”方针进行了阐述，他提出对天花等急

性流行病“应该马上着手，组织普遍的预防”［１４］。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７日，政务院下发周恩来亲自起草的

《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利

用秋季的黄金时间推行免费种痘［１５］。

全民性的种痘事业正式发端于 １９５０年 １０月
１２日，卫生部发出《关于种痘暂行办法的指示》，为
推进种痘运动的规范化，还颁布了《种痘暂行办

法》，规定“婴儿在出生６个月内即应种痘”，“届满６
岁、１２岁、１８岁时再各复种一次”，同时要求全国人
民普遍种痘［１６］，为各地的普种牛痘提供了原则性指

导。各省、直辖市积极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制

订天花防治规划。河北省即提出要在２—３年内消
灭天花的计划，推动种痘工作［１７］。山西省人民政府

为严格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发出了《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秋季种痘工作的指示》，要求该省各级卫生部

门应结合实际情形，参酌卫生厅卫防字第三一号

通知，大力开展工作［１８］。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６日，江西省
人民政府颁发《关于秋季种痘运动指示及注意事

项》，推行秋季种痘，并一律免费［１９］。安徽省以市县

级卫生机构为基层种痘领导地位，并抽调干部与中

西开业医务人员协助地方领带机构［２０］，为种痘工作

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推动规划的实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０日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明确了
防疫工作的方向，制订并通过了天花等１９种传染病
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关于

防疫工作的规章制度等共１４个文件［２１］，为各地区

开展防疫工作提供了制度参照。

三、种痘队伍的组织与种痘宣传的开展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件精神与各省区的指示，

各地开始有序地加强领导、组织推行种痘工作。为

了充分了解各地的天花流行情况，１９５０年，卫生部
先后派出４００余名工作人员，分赴黄泛区、皖北、苏
北等灾区协助当地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环境卫生及

流行病情况［２２］。截至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全国共组织了
约６０００名卫生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２３］。山东省鲁

中南地区还规定各级政府由首长负责领导卫生科及

相关部门建立各级防疫委员会，直接领导种痘运动。

为了保证种痘的效果，还组织了一批医务人员成立巡

视小组来监督种痘工作，听取群众的反映［２４］。

为解决种痘人员的缺乏问题，各地着力培养了一

批素质过硬的种痘员。如１９５１年江西省要求本省采
取“带徒弟”的形式“一面做、一面教”，各地乡村以本

乡不脱产的乡村干部、妇女干部、小学教员以及中医、

知识青年为主要训练对象，由各乡政府挑选保送受

训。城市的训练以区为单位，由区政府召集、由卫生

院派员到区政府训练。训练内容以种痘手册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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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地工作中教会学员，内容涉及免疫学常识、痘苗

保存、消毒法、种痘方法等。训练时间以三天为基础，

为了保障种痘员的生活，该省还规定每名种痘员由省

卫生厅补助伙食费一万元，这些种痘员在乡村每种一

人，由省卫生厅补助旅费３０元［２５］。通过这些措施，

各地的种痘队伍迅速壮大。如１９５３年２月，北京市
西矿区卫生院组织当地医生分段负责进行。为发挥

助手作用，该市的红十字会首先开办了种痘员训练

班，先后在工矿、街道等地利用休息时间和一个下午

共举办５次训练，训练了包括急救员、接生员和积极
分子在内的１３７名种痘员，他们通过约４个小时的学
习，掌握了消毒、点浆、平划法以及种痘禁忌等简单规

则。许多红十字会员感受到入会后不但提高了卫生

知识水平，还学会了技术，可以为人民服务，认为“做

新中国红十字会员真是无比的光荣”［２６］。

为了有效动员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到种痘

运动中，各地还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种痘宣传。如许

多群众坚持“桃树开花再种痘”，只认为种痘是在春

季，不明白秋冬种痘的好处。且大部分人认为种一

次保一辈子，不懂种痘只管三五年的道理［２７］。为

此，山东省济宁市的红十字会在种痘前做了大量宣

传工作，消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该地一开始在３
个乡进行重点布置和动员，之后在区里召开村干部

会议，作全面布置，再由乡脱产干部召开村干部会

议，具体落实到村里，主要是扭转群众“非春暖花开

不种痘”的思想，在种痘时，还通过画报和标语等方

式进行个别的说服工作，消除了“产后６个月不种
痘没关系”等落后的想法，根除了春季种痘后不再

重复种痘的做法［２８］。吉林省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卫

生部指示，种痘所用的痘苗、卫生材料费用一律由人

民政府承担，不向群众收费，提高了群众的种痘积极

性。为提高广大群众对普种牛痘的认识，该省还进

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破除了群众中带有迷信色彩

的思想［２９］２７－２８。

多样的卫生宣传教育形式，不仅使广大群众了

解了党的政策与各种措施、增加了群众的卫生防疫

知识、提高了卫生水平、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而

且也增加了群众对战胜天花病毒、建设美好新中国

的信心。

四、天花疫情防范制度的完善

为了及早发现天花疫情与病例，防止疫情进一

步传播，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
发《春季防疫指示》，要求各地必须认真贯彻疫情报

告制度，城市须设置以十户为单位的卫生小组长、街

卫生委员、街段责任医师。农村地区建立十户卫生

小组长、村卫生委员、区卫生助理，构成基层疫情报

告网，以便在疫情发生时可以及早采取措施，弄清楚

传染来源，同时向上级报告［３０］。在卫生部指引下，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北京市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
处理暂行办法》，提出了对各种传染病预防与处理

的意见，规定发现天花等疫情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

超过 １２小时［３１］。部分地区还实施奖惩办法，如

１９５０年２月，河南南阳地区专署颁布防疫奖惩法，
即在防疫工作中能及时报告疫情，协助治疗及抢救

患者，积极扑灭疫情者可分别给予表扬、记功、嘉奖。

凡对疫情报告不及时者，给予警告、记过、通报批评

等处分。５月，专署又指出疫情要随有随报，疫情报
告制度在南阳地区渐趋完善［３２］。

对天花疫情突发的重点疫区进行紧急有效的处

理，是防止疫情传播与流行的关键。为此，１９５０年２
月１０日，中央卫生部联合军委卫生部发布《关于开
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凡遇传染

病人，应及早发现并诊断，进行随时消毒，调查其传

染来源，并立即向上级报告，此外对接触者实行健康

隔离”［３３］。１９５２年４月５日，周恩来就北京防疫工
作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

的城外建筑，“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即可立

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１９５２年４月１５日，
周恩来又在反细菌战工作总结报告中建议：“在有

疫情的地区，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一家内有疫情

封锁一家；村内数家有疫情，封锁一村；区内数村有

疫情封锁一区；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３４］。

１９５５年，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发布了《传染病管理
办法》，将天花等列为甲类传染病，制定了紧急防治

处理办法。当发现天花病人后，即按照管理办法进

行紧急防治处理，除立即向上级报告外，向家属陈述

利害，并进行就地隔离、护理、医治病人；对病人接触

过的物品、器具进行消毒处理；严密观察与病人有过

接触的人；封锁疫区，在一定范围内应急种痘，扑灭疫

情［３５］。此次对重点疫区采取的紧急措施，很快切断了

传播链，使天花不能继续扩散，从而就地被消灭。由于

各地在普遍种痘的基础上又加强了紧急防治措施，进

而有效制止了天花的传播，天花流行地区大大减少。

突发性疫情出现后，各疫区之间加强交通卫生

检疫是必要的。１９４９年３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
烟台市即在人民政府的指示下建立海港检疫所，此

后，安东、集安、图们、营口、山海关等地也相继设立

检疫机构［３６］。同年１１月２７日，政务院发布《进口
船舶船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规则》，规定检疫机关

“负责检查船员、旅客的病疫，船舶的卫生设备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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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预防接种、货物消毒……工作证件”［３７］。１９５０年
２月２７日，卫生部召开全国第一次交通检疫会议，
确定今后交通检疫应以防止传染病流行、保证人民

健康作为重点方向［３８］。１２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
卫生部颁布了《交通检疫暂行办法》，将天花、鼠疫、

霍乱、斑疹伤寒、黄热病、流行性脑炎、鹦鹉热、雅斯

病、麻风、炭疽等１０种疫病列为检疫传染病。１９５１
年２月１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又颁布了《民用航
空检疫暂行办法》［３９］。１９５７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八次会议通过，以国家主席令

的形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

例》，规定鼠疫、霍乱、天花、黄热病、斑疹伤寒和回

归热等６种疾病为检疫传染病［４０］。这些详细的检

疫办法，为各地交通检疫机关和卫生防疫机关开展

工作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依据。

五、天花的彻底根除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关怀人民的健康，经

过十余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令人恐惧的

天花。在短暂的时间内消灭了一个传染病，其成就

是巨大的。以河北省１９５０年推行的种痘运动为例，
因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卫生宣教，河北省仅半年即种

痘８００万余人次［４１］。湖北省在１９５０年的《湖北省
普及种痘、消灭天花三年计划》指导下，同年８月３０
日，又成立基层卫生组织，大规模培训种痘员，１９５０
年秋季完成了本省人口１０％的种痘，１９５１年春季完
成本省人口 ３２％的种痘任务，１９５３年内将全省
２４００万人口一律种完，从１９５４年起本省再无天花
病例报告［２］３４３－３４４。１９５０年，吉林全省天花发病率为
９．３７／１０万，到１９５５年下降到０．０３／１０万。从１９５６
年起，全省控制了天花，此后，未再有患者发

生［２９］２７－２８。在种痘运动中，江苏省镇江市水上居民

有五六千人，他们的生活流动性大，组织起来种痘比

较困难，由于渔民来去不定，比较散漫，加上天气冷，

他们怕种痘时受凉，尤其是儿童，思想有顾虑，担心

接种要脱衣服，实际上只要卷起袖子就可以种痘，因

此，该地诊所采用“抢种”的办法，趁着中午或天气

暖和的时候划船渡到江中，挨组挨船地为他们接种，

并且把种痘工作重点放在划船组，因为他们生活较

苦，平时对卫生不够重视。后来，镇江市改进工作方

式，先与派出所和卫生委员会联系，主要依靠骨干分

子发动群众，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再进行种痘。具

体做法是：选出较大的船只设立临时种痘站，由骨干

分子四面八方地发动群众来种痘。有的积极分子一

次一次地扶着抱着小孩来种痘，有的划着船送人来

接种，大家的力量一经发动起来，工作很快就完成

了。小孩子全部种上痘苗，一名从来没种过痘的６０
多岁大娘，也种上了牛痘。在湖北安庆，为了不耽误

农民生产时间，该地在下乡之前先与乡级干部取得

联系，说明种痘的意义以及政府对于人民生活的关

怀，再由他们传达给群众，然后进行调查研究，确定

分组集中的办法，计划一次性全面接种，该地共组织

２６个种痘队，由卫生学校３００多名同学组成。同时
为照顾农村劳力少的人家，各组又抽出少数人用流

动方式到每家种痘，群众反映良好，认为种痘不要

钱，都积极配合。可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扑灭

了连年肆虐的天花疫情，同时也以出色的防疫成绩，

使人民群众把自身幸福的获得感与人民政府自觉地

联系起来，内化为对党和政府真挚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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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教育探析

张业蕾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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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　要：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卫生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集体授课，二是个
别指导。他亲自向学员传授医疗卫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指导学员临床学习，既让学员打下

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培养其独立施治能力。罗生特医疗卫生教育具有授课内容全面、方式方法

多样、教育手段灵活等鲜明特点。

关键词：罗生特；医疗卫生教育；山东抗日根据地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１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Ｊ１２０；Ｋ２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６２－０５

　　罗生特（１９０３—１９５２），原名ＪａｃｋＲｏｓｅｆｅｌｄ（雅各
布·罗森弗尔德），奥地利医学博士，中国共产党特

别党员，先后担任新四军、山东军区、东北民主联军

卫生部顾问，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

时期，罗生特面对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人才奇缺的

现实局面，在竭尽全力抢救伤员的同时，把培养医学

人才作为重要任务，利用一切机会和形式传授医学

知识，培训医疗骨干。［１］６２他不仅是医疗技术卓越的

医生，还是出色的医学教育工作者，总是毫无保留地

对医护人员进行言传身教，深得“医护人员好

评”。［１］７１在罗生特的精心培育下，“学员们如饥似渴

地勤学苦练”，“一批批医护人员成长起来”，不但适

应了当时革命战争的需要，而且为新中国卫生战线

输送了大批骨干。［１］１６１－１６２

学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罗生特在中国的生

活、医疗技术、医德及在中奥友谊中的作用等方面，

对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教育鲜有专论，

这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探讨罗生特在山

东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教育，既有助于拓展罗生

特研究的新视角、新内容，又能丰富中共党史和医疗

教育史的研究成果。

一、罗生特的医疗卫生教育理念

（一）主张开办卫生学校以培养医疗卫生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面临缺少医务人才、缺少

医疗器械、缺少基本药物的困难局面。罗生特认为，

在这些困难中，医疗人才不足是最大的不足，故而他

提出了培养医疗卫生人才是当务之急的建议，得到

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陈毅的赞同。［２］３２１９４１年６月，
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即宣告成立，当年７月开学，第
一期招收学员１６２名。罗生特亲自制定培训计划并
担任教员，讲授基础理论、生理解剖、内外科、妇科、

泌尿科、药理及战地救护等课程。［１］６１虽然战场上救

护伤员的工作极为繁重，但罗生特仍然坚持定期到

卫生学校讲课，毫无保留地向学员传授医学知识和

临床经验［２］３２。

（二）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以提升教育实效

罗生特倡导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培养和提高

学员的医学理论水平与实际操作能力。他善于结合

临床实践对学员进行培训。罗生特亲自为学员讲授

专业课程，坚持言传身教，抓住一切机会、充分利用

医疗卫生实践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环节对学员进行耐

心细致的教育和引导。为尽快提升学员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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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特建议积极拓宽教育载体以提升医疗卫生知识

的普及。他笔耕不辍，时常在卫生刊物上发表文章，

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地向医务人员和其他读者

传播医疗卫生知识。此外，罗生特还提倡培养学员

实事求是、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通过实践性的

教学方式激发学员学习热情，坚定做一名好的医务

工作者的理想信念。［１］１０４

（三）推崇教学相长以实现师生共同进步

罗生特秉持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营造和谐深

情的师生关系，努力实现师生共同成长进步。罗生

特认为，一方面应培养学员认真严谨的学习和工作

态度，另一方面应留心观察学员的点滴进步，切实给

予表扬以激发学员继续勤奋学习的持久动力。此

外，对学员出现的不足或失误错误，罗生特认为应当

立即指出，并耐心细致予以引导和纠正，努力提升学

员认真负责的态度，竭力避免粗心大意带来的不良

后果。为向学员提供更优质的教育，罗生特认为教

师也要加强学习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与实践

技能。他崇尚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追求，奉

行“终身学习”的教学理念，秉持严谨的教学态度，

认认真真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恪守知行合

一的实践准则，努力促成教学相长。［１］５１

二、罗生特的医疗卫生教育举措

（一）结合实际需要普及公共卫生知识

作为军医和新四军卫生学校的教员，罗生特主

要是对军队学员进行专业医疗卫生教育，同时，他还

注重对群众特别是儿童进行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授，

培育并增强他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与观念。早在苏北

阜宁的时候，农民李士芳８岁的儿子患血吸虫病，经
罗生特数月的精心治疗，终于恢复了健康。阜宁羊

寒区儿童团有４人得了“大腮帮症”，罗生特也给他
们治好了。罗生特在给孩子们治病的同时，耐心地

教给当地群众特别是儿童团的小朋友们卫生知识，

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预防疾病再次、多

次发生［２］３３。

罗生特善于从根据地实际和军民实际需要出

发，适时进行计划生育、流行病防治等公共卫生知识

的教育普及。抗战时期，根据地有不少已婚女同志，

她们有的怀孕，有的带着孩子。在日伪军频繁“扫

荡”和“清乡”的险恶环境中，女同志无论怀孕还是

带着孩子，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故而，很多女同志

不希望自己怀孕，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有孩子。［２］３４罗

生特便开设了人工流产手术门诊，并培养医疗人员

掌握人工流产手术。［２］３５与此同时，他积极宣传教育

男同志实施绝育手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计划生育

的观念，罗生特给大家讲避孕、绝育知识，实际上是

开了计划生育的先河，［２］３６增强了人们计划生育的

意识和观念。此外，当出现流行性疾病，罗生特总是

迅即在医务人员和干部中开展宣传和授课，耐心细

致地做临床示教和手术示范。

罗生特重视通过医嘱等形式进行医疗卫生知识

的教育。罗生特为罗荣桓诊治后再三叮嘱：途中要

多坐担架，尽量少步行，少骑马，骑马时速度不要太

快；他还对罗荣桓说，如果能戒掉烟酒更好，要少吃

油脂多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和素食，要注意休息，

若过度疲劳，血尿还会复发。［１］１２７罗生特嘱咐罗荣桓

的妻子林月琴，务必注意管好罗荣桓的饮食，让他少

吃油脂多的东西，不要吃辣椒，要多吃蔬菜、水果，也

可以吃一些鱼虾，最好戒掉烟酒。［２］５６通过医嘱方式

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有助于患者提升医疗卫生素养，

进而帮助患者康复。

（二）遵循教学规律开展医疗卫生教育

其一，注重临床实践。

罗生特善于在临床实践中结合病例对医护人员

进行教育。除了课堂上的讲授，罗生特十分重视在

临床实践中结合病例对医务人员的培养。每次查房

和做手术前，他都会根据病例对医护人员进行讲解，

手把手地传授操作技术、无菌技术等，提醒他们应注

意的问题；每遇到一些大的手术和疑难病例，他都会

向医护人员反复讲解病例的病理及诊断治疗的方

法，使医护人员更好地掌握相关医疗知识和技术。

与此同时，罗生特还给医务人员做学术报告，尽快提

高他们的医学理论水平。［１］１０４

有个典型事例：１９４１年秋的一天，罗生特给学
员们讲鞘膜积液的诊断治疗，利用当时有鞘膜积液

病人的机会，讲完理论知识后，紧接着就在院部给学

员们做了手术演示，学员们印象极为深刻，很好地掌

握了相关理论知识和手术操作要领。其中，杨易立

学员回队后即效法罗生特的演示教学做了３例手
术，且每例手术都很成功。

罗生特某次给一位患乳腺癌的病人做切除手术

时，为了在临床实践中教育医务人员，他首先向手术

室的同志反复讲解技术要领及注意事项，亲自主刀

实施乳腺切除手术示范，从而使医务人员掌握了乳

腺切除手术。在为一位难产妇女接生后，罗生特随

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解难产妇女的护理方法，使

他们很快掌握了护理的要领和具体操作办法。［１］６２

其二，善于因材施教。

罗生特注重培养学员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生特讲授课程时非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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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培养学员从实际出发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基

于根据地的实际条件，他在讲解如何固定伤肢问题

时说，夹板不一定非要用木板制造的，有什么材料就

用什么材料，如果有树枝就用树枝，如果没有树枝则

可以用枪把、伞把甚至用高粱秆也行；假若这些也没

有，那么用鞋底也行，它们都可以代替木制夹板。从

实际出发，在正视困难的基础上想方设法救护伤员，

这既彰显了罗生特实事求是的精神，又体现了他因

地制宜的教学风格。

罗生特善于运用实物展览的方式帮助学员认清

自身使命，激发学习热情。罗生特曾成功地做了许

多膀胱积石摘除手术，摘除的积石成了卫生部内的

展览品。一些原本学习上不安心、认为当医生不如

上前线的学员在看了那些拨弄后能叮当作响的石头

后，对卫生工作的兴趣大大提高，并立下救死扶伤、

做好医务工作的志愿。［２］７４

其三，集体讲授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当时的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学员绝大多数只有

小学文化水平，学校也没有固定校址，常常在行军间

隙上课，教学标本除了学员自己寻找的几副骨骼外，

几乎一无所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医学教学，困

难不言而喻。为了适应学员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

罗生特常常用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耐心细致地反

复讲解和示范教学，对少数基础差的学员则“开小

灶”，个别指导，故而学员们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术

都得到了提升。

在学员进行外科临床学习时，罗生特先集体讲

解和示范皮肤如何消毒、切开、结扎止血、缝合包扎

等基本技术，而后让学员进行练习。对动手能力差

的学员，他手把手地逐一指导，从而使学员能在短时

间内熟练地掌握外科手术的基本技术和基础理

论，［２］７２较好地提升了教学实效。

其四，融贯中西、兼收并蓄开展教学。

融贯中西、兼收并蓄是罗生特医疗卫生教育的

主要特色。他虽获得奥地利综合医学博士学位，学

识渊博，但是他很谦虚地认为自己所学不一定就比

中国传统医学高明。相反，他很赞赏那些按照传统

的办法，如按照季节的不同，用猪油、羊油或牛油为

主要材料制成软膏，或用土法制成膏药，他很看重这

些膏药的疗效，甚至有将这些样品带到奥地利的念

头。罗生特的谦虚深得中国人的欢迎。他将自己这

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贯彻到医疗卫生教育

中，从不夸夸其谈显示自己知识多么渊博，而是从实

际出发，融贯中西，教育学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哪

些简单的手段来护理病人［３］１２０。

（三）教与学良性互动以提升教学质量

其一，鼓励和激发学员持之以恒。

罗生特在医疗卫生教育中既秉持认真严格的态

度要求学员，同时也注重对学员的爱护、鼓励和表

扬。学员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他都给予表扬和鼓励，

激发大家学习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１］５０。二师高

级研究班学员听课非常认真，罗生特对他们的听课

学习表现非常满意，时常夸赞学员们遵守纪律和积

极钻研的学习态度［２］５１。罗生特的肯定更加激发了

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和耐力，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其二，明确要求并以身作则。

罗生特时常告诫学员，做一个好医生，除了要有

高明的医术，还应该有鹰一样的眼睛和音乐家的耳

朵，用精确而敏锐的观察去认识病人，辨别病情；应

该有一双灵巧的手，手术时才能缩短时间，以尽量减

轻患者的痛苦；还应该有戏剧家的嘴巴，以明快的语

言去安抚病人，以减轻病人的精神不安。［２］５２－５３为

此，他同吴之理、宫乃泉等开展手术比赛，切磋技艺，

在他的身体力行下，二师卫生干部一时间钻研医术

蔚然成风。［２］５３

其三，自我提升与教学相长。

罗生特尤其重视对医务人员的培养提高，为此

他不停地努力学习，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医疗水

平。他把几本外文专业书籍当成珍品，行军时装在

马袋里，到了宿营地，有空就看，晚上还在小油灯下

阅读到深夜。通过这种方式，罗生特医疗技术不断

提升，为他更好地教学奠定了扎实基础。同时，他在

教学中特别注意吸收学员的意见和建议，善于汲取

学员在某领域的专长，在教学中提高自己医疗水平，

实现了教学相长。

三、罗生特医疗卫生教育的成效

（一）促进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

据罗生特的警卫员、护士和随身医生李光回忆，

１９４２年，罗生特和宫乃泉、吴之理、齐仲桓等人各显
神通，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医疗手术友谊赛，罗生

特名不虚传，一举夺魁。这一活动的举办，“带动了

全军卫生系统学习医疗技术的热潮”［１］６２。罗生特

在山东工作期间，为我军制定了一系列医疗卫生制

度，如工作制度、工作规范、卫生勤务、卫生法规

等，［１］６３有助于通过完善的制度提升医疗卫生教育效

果。时任山东军区卫生部政委的谷广善说，罗生特在

山东军区的卫生工作，“促进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开

展”［１］１４５。

蔡和等人回忆罗生特的医疗卫生教育时说，罗

生特“针对当时部队中医务工作者大都没有受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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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训练、素质差，以致医疗水平较低的现象”，积极

倡议军区卫生部创办了卫生学校，他与黄农等医学

专家都亲自到卫校讲课，“对军区的医务人员进行

了较为正规、系统的培训，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合格

的医务工作者，使军区卫生工作的整体水平有了较

大提高。”同时，“军区为广泛普及卫生知识，还创办

了卫生刊物”，“罗生特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医学论

著”。他“结合实际、深入浅出的论述”“使同志们学

了不少东西”。“这一刊物很受欢迎，对促进军队和

地方的医疗卫生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１］１４６

（二）培养了医疗卫生人才

其一，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

在山东莒南时，罗生特常去陈家老窝的山东军

区卫生学校讲课。据李光回忆，学员们评价罗生特

“学识渊博”，“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

动形象”。在罗生特任教期间，“共培养学员 ３期
１００多人”，“为山东军区造就了一批医疗卫生人
才”［１］６１。弥补了战争造成的医疗队伍减员，提高了

医疗水平。除了通过正规院校培养医学人才，罗生

特还利用战斗间隙，举办各种短训班，讲解战伤救护

和伤员处理的知识，如止血、固定、扩创、缝合、包扎、

护送、人工呼吸等。这有助于弥补战争造成的医疗

队伍减员，提高了医疗水平。［１］６２据杨易立回忆，“罗

生特善于身教言传，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

平”。［１］７０刘洪德回忆在罗生特身边的日子时指出，

正是由于罗生特的“教育和培养”，自己在以后的战

斗、工作中“成长和成熟起来”。［１］７５

黄农的爱人张慧新回忆，罗生特是一位“出色

的医学教育工作者”，他根据“当时山东军区医务人

员缺乏、医疗水平低”的实际情况，坚决主张并支持

“办好培养医务工作者的卫校和训练班”。他“亲自

到设在陈家老窝和桑庄等地的卫校和培训班授

课”。“通俗的语言，生动的讲解”，使“学员们听得

懂，记得住”。“学员们如饥似渴地勤学苦练，一批

批医护人员培养起来了”［１］１６１，“不但适应了革命战

争的需要，许多学员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成了卫生战

线上的骨干”。不仅如此，罗生特还多次在西辛庄、

上峪子等地给全卫生部及直属所的医务工作者举办

学术讲座，讲的内容有生殖系统疾病、战地救护、外

科手术、临床护理等。“上至部长，下至普通护理员

都前来听讲，深受教益与启迪”。罗生特还在莒南

县陈家老窝村亲自设计、由卫生部组织施工，建起了

一所近百间房屋的战时医院，他充分利用这里的条

件进行现场教学、临床指导，培养了我军的医护人

员。［１］１６２

其二，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医学理论水平。

罗生特的学生和助手李磊回忆，“为培养我军

医务干部，罗生特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常常提出一

些建设性的意见，并亲自为军区卫校讲授战伤外科、

泌尿外科、妇科等课程。在临床实践中，他十分重视

对医务人员的培养，坚持言传身教。每次查房时总

是耐心地进行临床教学，每次手术，总是手把手地传

授操作技术、无菌技术，提醒应注意的问题。在平

时，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给医务人员做学术报

告”，提高了大家的“医学理论水平”。［１］１０４

张勤将罗生特奉为良师益友，他回忆说，罗生特

“特别注意培养医药卫生人才”，通过各种途径提高

了我军医药卫生人员的水平。从罗生特１９４３年秋
到八路军山东军区卫生部任顾问后，“卫生部直属

单位钻研学术的风气日盛”。他“亲自给外科医生

作专题讲座，给爱好泌尿科的医生系统地讲课。遇

到疑难杂症和重大手术，罗生特都是边做边进行示

范教学。尤其是１９４４年后，他和熟悉德、英文的卫
生部长黄农（王雨田）同志密切配合，同心协力地培

养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卫生人员。他特别注重基础

医学教育，使我们的医学理论和临床水平有了很大

的提高，医疗业务素质有了明显的改观”。［１］１８１

山东军区卫生学校第一期学员王丁一指出，罗

生特不辞辛劳地传授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传授，为部

队培养了大批军医。［１］１９５王丁一回忆说，“罗生特在

授课时非常认真”，从最基本的技术教起，使大家

“逐步掌握了外科手术的基本技术和基础理

论”［１］１９６。

其三，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医德修养。

据李光回忆，罗生特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抢

救伤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

人才”，李光说，在罗生特的关怀和教育下，他就由

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军医”、“一位解放军的

干部”。［１］４４李光还说，罗生特对大家工作中的错误，

总是心平气和地指出，严肃批评，以理服人。有一

次，李光“用蒸笼对手术器具进行高温消毒”，“不慎

引起蒸笼起火”，“损坏了几件器具”，他认为一定会

受处分，令他没想到的是，罗生特并没有对他进行处

分和批评，而是语重心长地教导他，工作务必“认真

负责”，“不能有半点疏忽”。罗生特的话不仅使李

光“深刻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工作中要认真

负责”的教诲“几十年来一直牢记在心”并落到实

处。［１］５１罗生特高尚的医德深刻地影响着学员，“几

十年来”，李光也没有忘记罗生特的教诲和嘱托，

“不断克服困难”，“奋发学习医学理论”，努力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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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服好务。［１］６７

据方政等对罗生特的回忆，罗生特的“精湛医

术”与他“多年养成的”“严肃的医疗作风”，对“跟

随他学习、工作的医务人员影响极深。”［１］１２３

据参加山东军区卫生学校第一期的学员孙炳华

回忆，罗生特对培养卫生人员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崇

高的品德，非常令人难忘［１］２０６。学员刘求在怀念罗

生特时说，“虽然我和罗生特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

他的音容笑貌、和蔼可亲的神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

我的记忆中。他那种高尚的思想品德、优良的作风、

渊博的医学知识，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作

为他的学生，大家从他身上得到不少启迪和教

诲。［１］９１

四、结语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

地和群众一道”，“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４］罗生特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丰富的医疗卫生教育实

践，这些宝贵的实践呈现鲜明的特点，既体现在教育

内容方面，也彰显于教育方式方法方面，具体而言：

教育内容较为全面，如疾病诊疗教育与预防教育相

结合，医疗知识技术教育与高尚医德教育相结合；教

育方式方法多样，开办卫生学校与专题培训相结合，

制定详细培训计划与稳步推进落实相结合，理论讲

授与实践培训相结合，因材施教与因地制宜相结合，

集体授课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等；教育手段灵活，语言

讲述与动作示范相结合，文字表达与作图讲解相结

合，运用教具与实物展览相结合、自我提高与教学相

长相结合。

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医疗卫生教育

取得了显著成效，与其高度负责、无私奉献的态度是

分不开的，也与他精湛的医疗技术、开阔的教育视

野、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定的人民立场密不可分。这

些因素至今仍闪耀着时代光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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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动句中 ＮＰ的语义类型、隐含施事的实现方式以及修饰语的强制共现三个层面考
察了英汉中动结构的特征，结果发现典型中动结构的句首名词短语充当，受事非典型中动结构的句

首名词短语可以是工具、处所或材料等旁格角色；英语中动结构中施事必须隐含，隐含施事的语音实

现需要借助介词或从句等句法手段，而汉语中被当作中动结构的句子在能否补出隐含施事上存在差

异性；英汉中动句修饰语的强制共现是为了满足完句的需要。在“ＮＰ＋Ｖ起来 ＋ＡＰ”结构中，ＡＰ的
语义指向有三类，除了指向句首ＮＰ和Ｖ，还可以指向显性或隐含的施事论元，能够出现或者补出施
事论元的“Ｖ起来”结构不属于中动结构，不符合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

关键词：中动结构；非典型中动句；Ｖ起来；隐含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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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动结构的研究最早始于印欧语，在某种程度

上具有跨语言普遍性。ＳＵＮＧ最早将汉语中的“ＮＰ
＋Ｖ起来＋ＡＰ”格式作为中动结构加以研究［１］５５，曹

宏、古川裕和何文忠等也认同“Ｖ起来”句为中动
句［２－４］；而宋红梅却认为“Ｖ起来”不是中动句，而
是有形态标记的话题句［５］，熊仲儒也指出“Ｖ起来”
句从句法的角度应该归入述补谓语句［６］５２；严辰松

认为汉语中动句是比附印欧语中动句而来［７］，吴怀

成也认为没有必要增设中动范畴，中动句本质上为

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８］。这说明学界对于汉语中

是否存在中动结构仍存在争议。纵观以往研究，我

们发现目前汉语中动句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分歧：一是对中动结构范畴界定不一，有些仅局限

于受事主语句，而排除工具、处所以及材料等构成的

非典型中动句，有些是将感事做语法主语的句子也

纳入中动句中；二是指出修饰语的必要性，但没有对

修饰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三是考察汉语中“Ｖ起
来”句时仅关注到动词后修饰语指向句首名词短语

和动词的情况，而忽略指向隐含施事的考察。本文

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并说明汉语的“Ｖ起来”
句并非完全对应于中动结构。

二、中动结构的特征解读

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是采用主动形式表达

被动含义（ＪＩ［９］），英语的中动句一般构成“ＮＰ＋Ｖ＋
ＡｄｖＰ”格式，而汉语的中动句一般构成“ＮＰ＋Ｖ起来
＋ＡＰ”格式，如：

（１）ａ．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ｂｒｉｄｅｓｅａｓｉｌｙ．
ｂ．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ｐａｉｎｔｓｅａｓｉｌｙ．
ｃ．Ｔｈｅｂｏｏｋ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ｓｅａｓｉｌｙ．
（２）ａ．这本书念起来很容易。
ｂ．这件行李运起来很容易。
ｃ．这些车开起来很平稳。

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较为复杂，吴怀辰认为

“中动”属于语义属性，他把中动句的特征概括为五

个方面：“①中动句属于受事主语句，即中动句的主
语是谓语动词的逻辑宾语；②中动句隐含一个施事
论元，但是这个施事论元在句法上无法实现；③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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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表述的是受事主语具有某种属性，并非描写具体

时空发生的事件；④中动句所描写的主语具有的属
性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他用中动句的谓语动词操

纵中动句的受事主语就可以显现出来；⑤由于中动
句的主语的某种内在特性使得动词所表述的情况具

有修饰语所描述的特点。［８］典型的中动结构句首名

词短语为动词的逻辑宾语，充当受事的语义角色，如

（１ａ）中“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为动词“ｂｒｉｄｅｓ”的宾语，其
语义角色为受事；（２ａ）中“这本书”是动词“念”的宾
语，其语义角色也为受事。根据句首名词短语的语

义角色，曹宏和吴怀成等直接将汉语中动句等同于

受事主语句［２，８］，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以下将从中

动句的语义类型、隐含施事的实现方式以及修饰语

的强制共现三个层面来解读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特

征。

（一）中动句的语义类型

汉语中动句并非等同于受事主语句，中动句论

元结构特点在于逻辑宾语占据语法主语的位置，但

是语法主语并非只能局限于受事，还可以是工具、处

所以及材料等语义角色，如：

（３）ａ．这把刀切起来很好使。（工具）
ｂ．这支钢笔写起来很流利。
ｃ．这种碗吃起来很方便。
（４）ａ．这辆卡车装起来很容易。（处

所）

ｂ．这床睡起来有点小。
ｃ．这儿住起来挺安静的。
（５）ａ．这种油漆刷起来很上色。（材

料）

ｂ．冷水洗起来也很方便。
ｃ．这种绷带缠起来很容易。

从句首名词短语的语义角色来看，例（３）中“这
把刀”“这支钢笔”和“这种碗”为工具角色，例（４）
中“这辆车”“这床”和“这儿”为处所角色，例（５）中
“这种油漆”“冷水”以及“这种绷带”充当材料角

色。曹宏也认为中动句的句式可以扩展到工具中动

句和处所中动句［１０］，即典型中动句的语法主语为受

事，而非典型中动句的语法主语可以充当工具、处所

以及材料等旁格角色。英语也存在非受事论元充当

语法主语的中动句，ＹＯＳＨＩＭＵＲＡ将这类结构称为
“旁格主语中动结构”（Ｏｂｌｉｑｕ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ｉｄｄｌｅｓ）［１１］，
ＡＣＫＥＭＡ＆ＳＣＨＯＯＲＬＥＭＭＥＲ称之为“附加中动结
构”（ａｄｊｕｎｃｔｍｉｄｄｌｅ）［１２］，如：

（６）ａ．Ｔｈｅｓｃｉｓｓｏｒｓｃｕｔｍｅｔａｌｅａｓｉｌｙ．
（工具）

ｂ．Ｔｈｉｓ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ｐｅｎｗｒｉｔｅｓｗｅｌｌ．
（７）ａ．Ｔｈｉｓｔｅｎｔｓｌｅｅｐｓｆｉｖｅ．（处所）
ｂ．Ｔｈｅｔｒｕｃｋｌｏａｄｓｅａｓｉｌｙ．
（８）ａ．Ｃｏｔｔｏｎｉｒｏｎ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材料）
ｂ．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ｃｌｅａｎｓｆａｓ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ｔｔｏｎ．
ｃ．Ｔｈｉｓｗｏｏｄｃａｒｖｅ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ｔｏｙｓ．

例（６）—（８）中语法主语分为充当工具、处所以
及材料等语义角色，构成英语的非典型中动句，这些

语法主语在底层为动词的旁格宾语。ＫＥＹＳＥＲ
＆ＲＯＥＰＥＲ认为英语中动句中动词的外论元被贬
抑，而且动词丧失了给宾语指派格的能力，所以逻辑

宾语为了获得格而移位到主语的句法位置［１３］。实

际上，非典型中动句的允准也与动词的非选择性有

关，熊仲儒指出汉语不仅存在主语的非选择性，也有

宾语的非选择性，宾语的选择与功能范畴有关，不同

的功能范畴可以为动词选择不同语义角色的论

元［１４］，如：

（９）
ａ．吃饭　　　 切肉　　喝酒　　　 读书

ｂ．睡火车站 吃饭馆 打室内 读ＭＩＴ
ｃ．睡上午 飞半夜 打下午 做晚上

ｄ．哭家破人亡　吃头痛　玩儿趣味　气这个
荒谬的结局

ｅ．写这支笔　切这把刀　垫这本书　喝那个
杯子

例（９）表明动词后可以出现不同语义角色的论
元，可以是典型的受事，也可以是地点、时间、原因、

工具等，这是因为扩展动词的功能范畴的不同：

（１０）

例（１０）的树形图表明动词的论元并非由动词
选择的，而是由轻动词选择的，如 ＤＯ选择受事论
元，ＡＴ选择时间论元或处所论元，ＦＯＲ选择原因论
元，ＵＳＥ选择工具论元，即功能范畴能够为动词选择
语义角色不同的论元。论元角色本身并不是离散的

·８６·



范畴，题元角色允许不同等级成员的存在，最典型的

是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原型施事有自主性、感知

性、使因性和位移性特征，原型受事有变化性、渐成

性和受动性特征，但是实际语言中有些名词短语并

不是所有的特征都具备，比如工具、处所和时间等成

分的受事性就很弱，所以中动句跟狭义的受事主语

句并不完全等同，中动句中除了受事中动句，还有工

具中动句，处所中动句以及时间中动句等，单纯的局

限于受事中动句，会造成中动句的范围过窄，也难以

和被动句区分，因为被动句句首的名词短语通常也

是受事，按照语义角色分类，被动句也称为受事主语

句。此外，中动句句首名词短语的语义角色并非没

有限制，ＪＩ和曹宏都曾将句首名词为“感事”的也归
入非典型中动句［９－１０］，如：

（１１）ａ．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ａｒｅｅａｓｉｌｙ．
ｂ．孩子们很容易受惊。

这种处理是值得商榷的，例（１１）中“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和“孩子们”充当感事角色，为动词的域外论元，而

不是域内论元，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动词的逻辑宾语，

而是逻辑主语；此外这种句式不能通过主动形式表

达被动含义，不符合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所以

并不存在感事中动句。

（二）隐含施事的实现方式

关于中动句的生成，一种是以 ＨＡＬＥ＆ＫＥＹＳＥＲ
以及 ＦＡＧＡＮ 等 为 代 表 的 词 汇 观 （非 移 位
观）［１５］４１［１６］，他们认为中动结构在词库中生成，中动

结构的题元角色在词库中就达到了题元饱和，因为

句子缺少主语，内论元就移位到句首成为句子的主

语，外论元没有在句法上投射。另一种是以

ＫＥＹＳＥＲ＆ＲＯＥＰＥＲ、ＳＴＲＯＩＫ以及 ＳＵＮＧ等为代表
的句法生成观［１３］［１７］［１］６７，他们认为中动结构涉及域

外论元的降级和域内论元的升级，中动词的逻辑主

语在句法层存在。词汇观和句法生成观的分歧在于

句法层是否存在逻辑主语，即中动词在句法层选择

一个论元还是两个论元的分歧。

英语中动词的词汇概念结构只包含一个内部论

元，包含一个核心的子事件，中动词和非宾格动词在

语义上存在差异，语法上中动词属于非宾格动词，

如：

（１２）ａ．Ｔｈｅｂｒｅａｄｃｕｔｅａｓｉｌｙ（ｗｈｅｎＩ
ｔｏｏｋｉ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ｏｖｅｎ）

ｂ．Ｔｈｅｐｏｔｂｒｏｋｅ．
例（１２ａ）中动词“ｃｕｔ”的论元结构为“Ｉｃｕｔ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ｃｕｔ”为及物动词，“ｔｈｅｂｒｅａｄ”为动词“ｃｕｔ”
的宾语；（１２ｂ）中非宾格动词“ｂｒｏｋｅ”的论元结构为

“ｂｒｏｋｅｔｈｅｐｏｔ”，“ｔｈｅｐｏｔ”为“ｂｒｏｋｅ”的宾语。中动
词和非宾格动词的共同点在于只带一个逻辑宾语，

而中动句和非宾格动词句的区别在于：一是中动句

强制性的要求副词“ｅａｓｉｌｙ”共现，而非宾格动词不需
要；二是中动句具有非事件性，而非宾格结构表达已

完成的事件，如：

（１３）ａ．Ｉｓａｗ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ｂｒｉｄｅｅａｓｉｌｙ．
ｂ．Ｉｓａｗ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ｗａｓｅａｓｉｌｙ．
ｃ．Ｉｓａｗ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ｋｉｌｌｑｕｉｃｋｌｙ．
（１４）ａ．Ａｔ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ｓｈｏｕｓｅｐａｒｔｙ，

ｔｈｅｋｉｔｃｈｅｎｄｏｏｒｏｐｅｎｅｄ．
ｂ．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ｔ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ｎｄｉｔｂｏｕｎｃｅｄ．
ｃ．Ｉｓａｗｔｈｅｉｃｅｍａｌｔｅｄ．

英语中动句和被动句类似，在显性句法层面可

以出现两个论元，但是被贬抑的外部论元需要介词

引进，如：

（１５）ａ．ＴｈａｔｂｏｏｋｒｅａｄｑｕｉｃｋｌｙｆｏｒＭａｒｙ．
ｂ．Ｍａｔｈｂｏｏｋｓｎｅｖｅｒｒｅａｄｅａｓｉｌｙｆｏｒｍｅ．
ｃ．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ｏｐｅｎｓｅａｓｉｌｙｗｉｔｈａｋｎｉｆｅ．

例（１５ａ）中“ｒｅａｄ”的论元结构为“Ｍａｒｙｒｅａｄ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其隐含施事“Ｍａｒｙ”由“ｆｏｒ”引导；例（１５ｂ）中
隐含施事也由“ｆｏｒ”引导；例（１５ｃ）中充当工具角色
的“ａｋｎｉｆｅ”由介词“ｗｉｔｈ”引导。隐含的施事还能以
从句形式出现，如：

（１６）Ｔｈｅｃａｒｈａｎｄｌｅｓ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ｗｈｅｎ
Ｓｏｐｈｙｄｒｉｖｅｓｉｔ．
以上表明英语中动句存在隐含施事，隐含施事

不能直接出现，只能通过介词的引介或从句来显性

实现。

汉语隐含施事的引介方式与英语有所不同。汉

语中动句研究较多的是评价性“Ｖ起来”句，构成
“ＮＰ＋Ｖ起来 ＋ＡＰ”格式，可以分为两类，如下所
示：

（１７）ａ．这篇文章读起来很耐人寻味。
ｂ．这桃子摸起来很软。
（１８）ａ．这种收音机携带起来很方便。
ｂ．这种自行车骑起来很费劲。

曹宏指出评价性“Ｖ起来”的句式意义是“在
‘Ｖ’‘ＮＰ’的时候，‘ＮＰ’通常‘ＡＰ’”［１０］，她所指的只
包含例（１７）这类 ＡＰ语义指向 ＮＰ的中动结构。熊
仲儒指出ＡＰ不仅能指向 ＮＰ，还能指向 Ｖ［６］３５，如例
（１８）。这两类不同的中动结构可以通过删除测试
来证明：当ＡＰ指向ＮＰ时，可以删除“Ｖ起来”，如例
（１９）；而当ＡＰ指向Ｖ时，删除“Ｖ起来”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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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例（２０）：
（１９）ａ．这篇文章很耐人寻味。
ｂ．这桃子很软。
（２０）ａ．这种收音机很方便。
ｂ．这种自行车很费劲。

ＡＰ指向Ｖ的不能转换成“ＮＰＡＰ”格式，但可以
转换成“［ＶＮＰ］ＡＰ”的格式，如：

（２１）ａ．携带这种收音机很方便。
ｂ．骑这种自行车很费劲。

例（１７）和例（１８）不仅在ＡＰ语义指向上存在差
异，在“Ｖ起来”之前能否直接补出隐含施事上也存
在差异性，如：

（２２）ａ．这篇文章我读起来很耐人寻
味。

ｂ．这桃子我摸起来很软。
（２３）ａ．这种收音机我携带起来很方便。
ｂ．这种自行车我骑起来很费劲。

当ＡＰ指向ＮＰ时，有些结构是排斥施事主语出
现的，如（２２ａ），例（２２ｂ）似乎能说，但是添加了施事
“我”之后，“很软”并不是形容“这桃子”的本质属

性，而是说明摸桃子产生的感觉是“很软”。而当

ＡＰ指向动词时，施事主语是可以自由出现的，而且
也没有改变句式意义，如（２３ａ）和（２３ｂ）。

此外，ＡＰ除了指向 ＮＰ和动词，还可以指向隐
含施事，隐含的施事论元可以在“Ｖ起来”之后（即
ＡＰ之前）直接补出，如：

（２４）ａ．司徒聪相当地矜持，“那话说
起来（司徒聪）很痛苦的，以后……”（王朔

《痴人》）

ｂ．说句公道话，现在农村有些工作难
度大，干起来不仅（农民）辛苦，而且不讨

好。（选自人民日报１９９３）
ｃ．那匹马骑起来（你）很舒服，它也很

听话。（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例（２４ａ）中“很痛苦”是说“司徒聪很痛苦”，其
语义指向为隐含的施事成分，（２４ｂ）中“辛苦”指向
的也是“农民”；（２０ｃ）中“很舒服”是指骑马的人很
舒服，其语义指向也为隐含的施事。有些“Ｖ起来”
句子中甚至可以出现两个并列的 ＡＰ，并且两个 ＡＰ
有不同的语义指向，如：

（２５）ａ．民事官司打起来很麻烦也很
累，这辈子涉及我韦唯的民事官司不想再

打。（顾伟《“官司”后的韦唯》）

ｂ．现在，大连人普遍接受“开发区”这
个新名词，喊起来很亲切、很自豪。（《读

者报刊》）

ｃ．一位负责招聘管理护工的老护士
说，护工的工作干起来不仅脏、累而且耗

时、耗力，因此有的人刚培训完干了没几天

就辞职了。（选自人民日报１９９８）
例（２５）中每个“Ｖ起来”句式都包含两个并列

的ＡＰ，但是ＡＰ有不同的语义指向，（２５ａ）中“很麻
烦”指向Ｖ，即“打民事官司”，但是“很累”则指向隐
含的施事“打官司的人”；（２５ｂ）中“很亲切”指向
“开发区这个新名词”，而“很自豪”直接指向隐含施

事；（２５ｃ）中有四个ＡＰ，其中“脏”“耗时”“耗力”指
向“护士的工作”，而“累”实际上指向隐含的施事。

隐含施事的出现改变了主语和谓词之间的语义关

系，以例（２３ａ）为例，虽然“这种收音机”是“携带”的
受事，但是隐含施事“我”成了“携带”这个动作的发

出者，改变了原本属于中动句的被动意义，无法再通

过主动形式表达被动含义，这说明能够补出施事论

元的“Ｖ起来”句并非中动句。
（三）修饰语的强制共现

不同语言的中动结构需要不同的修饰语，英语

中动结构需要副词性修饰语，汉语中动结构一般需

要形容词性修饰语，如果去掉修饰语，中动结构往往

不能成句，如：

（２６）ａ．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ｅｓｂｒｉｄｅｅａｓｉｌｙ．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ｅｓｂｒｉｄｅ．
ｂ．Ｔｈｅｂａｇｇ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ｂａｇｇ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ｃ．Ｔｈｅｔｏｙ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ｒａｐｉｄｌｙ．
Ｔｈｅｔｏｙ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２７）ａ．这辆车开起来很容易。
这辆车开起来。

ｂ．那种脚手架安装起来很麻烦。
那种脚手架安装起来。

ｃ．那匹马骑起来很舒服。
那匹马骑起来。

不管是英语中动句还是汉语中动句，一般要求

动词后的修饰语强制性共现。曹宏指出还存在另外

一种情况，如果没有修饰语，句子中一般有对比重

音、强调性的ｄｏ、否定词等，如：
（２８）ａ．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ｋｉｌｌ．
ｂ．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ｄｏｋｉｌｌ．
ｃ．Ｃｈｉｃｋｅｎｗｏｎ’ｔｋｉｌｌ．

（２８ａ）中对比重音让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成为句子的焦
点，（２８ｂ）中强调性的 ｄｏ让动词 ｋｉｌｌ成为句子的焦
点，（２８ｃ）中的否定词则构成了否定焦点，熊仲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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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舟指出焦点范畴在语音上或句法上的实现能够帮

助完句范畴定值从而达到完句作用［２０］，所以中动结

构中没有修饰性成分焦点范畴也能够帮助完句。对

于中动结构中修饰性成分的作用，不同的学者有不

同的看法，ＬＥＫＡＫＯＵ［２１］等认为是为了满足句法或
结构上的要求，中动句的修饰语可以帮助找回隐性

施事，但是英语中动结构中的修饰语大部分不能指

向隐性施事，有些指向句首的名词，有些指向动词，

隐性施事地找回大部分还是依赖于动词本身的词汇

概念结构。ＣＯＮＤＯＲＡＶＤＩ认为修饰语的出现是为
了满足语义上的要求，修饰语的作用是为了限制任

指算子的范围［２２］，如果没有任指算子的约束，会不

合法，如：

（２９）ａ．Ｔｈｉｓｂｏｏｋｓｅｌｌｓｅａｓｉｌｙ．
ｂ．Ｇｅｎ：ｅ［ｓｅｌｌ（ｅ）＆Ｂｏｏｋ（Ｔｈｅｍｅ，ｅ）］

［ｅａｓｉｌｙ（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ｐｅ

例（２９）的意思为“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ｏｆｓ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ｉｓｂｏｏｋａｒｅｅａｓｙ”，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通指
算子Ｇｅｎ能够帮助表达“命题的通指性”。杨永忠
等认为修饰语的出现是为了满足语用表达的需

要［２３］。修饰语的出现不仅是为了满足语义的需要，

也是为了满足完句的需要。ＨＡＬＥ＆ＫＥＹＳＥＲ指出，
包含一个内部论元的动词构成的句子一定包含一个

核心的子事件，而且它的内部可能存在复杂的子事

件［１５］５５，如：

（３０）Ｔｈｅｐｏｔｂｒｏｋｅｅａｓｉｌｙ．
在（３０）中一定涉及ｔｈｅｐｏｔ本身情状的变化，即

锅材料的完整性分类，ｅａｓｉｌｙ不是形容锅破碎的方
式，而是形容导致锅的材料完整性分离的情境。二

是ｅａｓｉｌｙ位于句子的句末，很容易成为句子的自然
焦点，焦点范畴能够帮助完句。汉语“Ｖ起来”句中
的形容词性修饰语可以用来修饰事物或整个事件情

境的状态，修饰语同样位于句末，位于自然焦点的位

置，也能够帮助完句。

以上论证说明中动结构具有跨语言相似性，英

汉中动句的语法主语都能够实现为典型受事以及非

典型的工具、材料和处所等语义角色，构成典型的中

动结构和非典型的中动结构。但是也存在差异性，

英语存在隐含的施事，施事在句法结构中被贬抑，不

能直接出现，只能借助其他句法手段引进，属于典型

的中动结构；而汉语中 ＡＰ指向动词的“Ｖ起来”句
可以直接补出隐含施事，这说明汉语“Ｖ起来”句并
不完全都是中动结构。此外，英汉中动结构中修饰

语或焦点范畴的强制要求，其实是为了满足中动结

构完句的需要。

三、汉语“Ｖ起来”句的句法分析
曹宏、熊仲儒以及王和玉、温宾利等探讨了汉语

“Ｖ起来”句的句法语义，看法并不一致。曹宏认为
“ＮＰ＋Ｖ起来 ＋ＡＰ”中“Ｖ起来”和“ＡＰ”组成状中
结构，她认为“起来”表示起始义［１０］；熊仲儒认为曹

宏忽视了ＡＰ语义指向的不同，ＡＰ既能够指向句首
的名词短语，还能指向 Ｖ，此外“起来”表示的是估
计义，而并非是“起始意义”。熊仲儒认为“Ｖ起来
ＡＰ”构成动补结构，“Ｖ起来”为主要谓语，“Ｖ起
来”与“Ｖ得”句在语义指向和句法结构上均存在平
行性，并根据ＨＵＡＮＧ［２４］对“Ｖ得”的分析来分析“Ｖ
起来”句，如下：

（３１）ａ．［Ｓ［ＮＰ１这瓶酒］［ＩＮＦＬ］
［ＶＰ［ＮＰ２张三］ｉ［Ｖ’［Ｖ１醉得］［Ｓ’ＰＲＯｉ
站不起来］］］］

ｂ．［ＣＰ［ＩＰ［ＶＰ这篇文章］ｉ［Ｖ’［Ｖ读
起来］［ＣＰＰｒｏｉ很耐人寻味］］］］

ｃ．［ＣＰ［ＩＰ［ＶＰ这种收音机］ｉ［Ｖ’［Ｖ
携带起来］［ＣＰＥｖｅｎｔ很方便］］］］
例（３１ｂ）中 Ｐｒｏ和 ＶＰ指示语位置的“这篇文

章”同指，表明 ＡＰ的语义指向为句首名词短语；例
（３１ｃ）中ＡＰ的语义指向为整个Ｅｖｅｎｔ，表明ＡＰ的语
义指向为动词，这两种句法结构根据 ＡＰ语义指向
的不同，很好地区别了 ＡＰ指向句首名词短语和指
向Ｖ的不同。但是汉语“Ｖ起来”句中ＡＰ的语义指
向还可以指向隐含的施事，如：

（３２）ａ．司徒聪相当矜持，“那话说起
来很痛苦的，以后……”

ｂ．在《冬夜》中所有的诗，说起来很惭
愧啊。

ｃ．这么一想，我们大家都不敢再提这
件事了，提起来心里就发乱。

ｄ．死日本人把我们这些东西全抢光，
想起来真伤心。

ｅ．洋货用起来确实舒服……
ｆ．这种稿子校起来很疲劳。

如果不考虑隐含施事，同样将“Ｖ起来”与“Ｖ
得”句平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句法结构，以

（３２ａ）和（３２ｂ）为例：
（３３）ａ．［ＣＰ［ＩＰ［ＶＰ那话］ｉ［Ｖ’［Ｖ

说起来］［ＣＰＰｒｏｉ很痛苦的］］］］
ｂ．［ＣＰ［ＩＰ［ＶＰ冬夜中所有的诗］ｉ

［Ｖ’［Ｖ说起来］［ＣＰＰｒｏｉ很惭愧］］］］
在不考虑隐含施事的情况下，根据控制理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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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形式的 Ｐｒｏ需要受到最近的名词性成分的统
制，只能跟位于ＶＰ指示语的显性语法主语同指，但
是这样会造成错误的解读：如（３３ａ）的解读为“那
话”是“很痛苦的”，（３３ｂ）的解读为“冬夜所有的诗
很惭愧”。所以当ＡＰ指向隐含施事时，施事论元可
能没有语言实现，但是同样占据一定的句法位置，

如：

（３４）ａ．…［ＶＰ那话［Ｖ’［Ｖ］［ＶＰ
［Ｓｐｅｃ］ｉ［Ｖ’［Ｖ说起来］［ＣＰＰｒｏｉ很痛苦
的］］］］

ｂ．…［ＶＰ冬夜中所有的诗［Ｖ’［Ｖ］
［ＶＰ［Ｓｐｅｃ］ｉ［Ｖ’［Ｖ说起来］［ＣＰＰｒｏｉ很
惭愧］］］］］

例（３４）中无语音实现的施事占据 ＶＰ的 Ｓｐｅｃ
位置，和 Ｐｒｏ同解，可以实现为说话人“我”，如
（３５ａ）；隐含施事也可以直接在 ＡＰ之前补出，如
（３５ｂ）：

（３５）ａ．那话我说起来很痛苦的。
ｂ．那话说起来我很痛苦的。

但是问题在于，在ＶＰ内部“我”为施事，整个句
子表达主动含义，而受事成分“那话”是借助另外一

个轻动词引进的。中动结构是采用主动形式表达被

动含义，被动含义主要借助于句首 ＮＰ的非施事特
征实现，而ＡＰ指向施事的“Ｖ起来”句含有主动意
义，所以不属于中动结构。

宋红梅认为“Ｖ起来”句为有形态标记的话题
句，以“起来”为话题性语素［５］，其实之所以生成话

题句，是句中成分和话题范畴Ｔｏｐ协约操作的结果，
熊仲儒认为在ＡＰ指向动词时，如果增加施事论元，
那么句首的ＮＰ就会发生话题化操作，如：

（３６）那种机器……［ｖＰ［孩子们］［ｖ’
［ｖ］［ｖＰ［那种机器］［ｖ’［ｖ操作 －起来］
［ＶＰ［ＣＰＥｖｅｎｔ很简单］［Ｖ操作］］］］］］
例（３６）为ＡＰ指向动词时，增加施事主语的例

子，位于ｖＰ指示语位置的“那种机器”是因为话题
化而移位到句首，如出现于ＴｏｐＰ的指示语位置。在
ＡＰ指向ＮＰ的句子中，虽然不能增加隐含施事，但
是同样可以发生话题化操作，位于句首的主语 ＮＰ
也可以和话题范畴 ＴｏＰ协约操作，移位到 ＣＰ层的
ＴｏｐＰ的指示语位置，从而生成话题句，这些句首的
名词短语后面自然就能够添加停顿或者语气词

“啊”，如：

（３７）ａ．这篇文章，读起来很耐人寻
味。

ｂ．这篇文章啊，读起来很耐人寻味。

（３８）ａ．这桃子，摸起来很软。
ｂ．这桃子啊，摸起来很软。

汉语的“Ｖ起来”句可以看成话题句，因为汉语
中凡是句中存在可以和话题范畴协约操作的句子都

可以成为话题句，但这只是跟话题范畴协约操作的

结果。

四、结语

中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

汉语也存在ＡＰ指向句首非施事性 ＮＰ的“Ｖ起来”
句构成的中动结构，中动结构句首的 ＮＰ为动词的
逻辑宾语，可实现为受事、工具、处所、材料等多种语

义角色，这是轻动词为动词选择论元的结果，这些成

分还可以跟话题成分协约操作，从而生成话题句。

对比英汉中动结构可以发现英语中动结构在论元结

构层面只能实现一个显性域内论元，隐性的施事论

元不能出现，只能通过其他形式引进，而汉语中有时

候可以直接在“Ｖ起来”或者 ＡＰ之前补出隐含施
事，这表明该句式含有施事性，不符合中动结构通过

主动形式表达被动汉语的句法语义特点，所以汉语

“Ｖ起来”句并非都是中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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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５．

［２２］ＣＯＮＤＯＲＡＶＤＩＣ．ＴｈｅＭｉｄｄｄｌｅ：Ｗｈｅｒ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Ｍｅｅｔ［Ｊ］．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８９
（１１）．

［２３］杨永忠．汉语中动句和作格化［Ｃ］／／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主编．对外汉语研究．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７：７４－８５．

［２４］ＨＵＡＮＧＣＴＪ．ＷｏＰａｏｄｅＫｕａｉ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ｒａｓ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Ｊ］．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９８８（６４）．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ＵＯＸｉ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ｓ
ｐｅｃｔｓ：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ｔｙｐｅｏｆＮＰ，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ｌｉｅｄａｇ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ｏｌｅｏｆ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ｂｅｔｏｏｌ，ｐｌａｃｅｏ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ａｇｅｎｔｍｕｓｔｂｅ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ａｇｅｎｔｎｅｅｄｓｏｔｈｅｒ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ｍｅａｎｓ，ｓｕｃｈａｓ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ｒｃｌａｕｓ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ｗｈｅｔｈ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ａｇ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ｓｔｏｍｅｅｔ
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ＱｉｌａｉＡＰ”，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ＮＰａｎｄＶ，ｉｔｃａｎａｌｓｏｐｏｉｎｔｔｏｔｈｅａｇｅｎｔ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ＱｉｌａｉＡＰ”ｔｈａｔｃａｎａｐｐｅａｒｏｒ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ｇｅｎ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ｍｉｄ
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ｏｎｆｏｒｍｔｏｔｈｅ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Ｖｑｉｌａｉ；ｉｍｐｌｉｅｄａｇ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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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行为”到“译者行为”

赵国月，高晓仙
（长江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部，重庆 ４０８１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１８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社会组织项目“美国‘凯迪克奖’儿童绘本汉译与传播研究”（２０２０ＳＺ３８）；２０２１

年度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汉学家韩南的译者行为研究”（ＳＩＳＵ２０２１１５）
作者简介：赵国月（１９８３—），男，甘肃张掖人，博士，长江师范学院副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译者行为

研究与非虚构文学翻译。

摘　要：当前学界较为关注翻译中的行为研究，却存在“翻译行为”与“译者行为”两种表述，且
两者混淆严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翻译中有关“行为”研究的深入发展。由德国功能学派最早提出

的翻译行为概念经全球传播和发展，逐渐分化，现已形成语言学、社会学、认知科学和“文本—社会”

四种研究路径。特别是最后一种研究路径自成体系，形成了逻辑自洽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成为

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本土翻译理论之一。

关键词：翻译行为；译者行为；术语辨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７４－０５

　　有关“人”的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升温，推动了
翻译中行为研究的发展，俨然成为翻译学界的显学

之一。当前翻译学界有关翻译中“行为”的讨论主

要围绕“翻译行为”与“译者行为”这一对概念术语

展开。尽管周领顺［１］从学理上明确阐述了两者的

区别，但受西方翻译研究影响，国内学界对“翻译行

为”与“译者行为”的概念认识仍模糊不清。有学者

将“译者行为”和“翻译行为”混淆，甚至在同一篇文

章中混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翻译中有关行为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尝试从国外到国内，梳理有关

翻译的行为研究发展动态，廓清其概念渊源，澄清其

发展流变，阐述“翻译行为”与“译者行为”两者之间

的共性与差异。

一、相关概念的缘起

“翻译行为”源自德国功能学派的学者霍茨 －
曼塔里（ＪｕｓｔａＨｏｌｚ－Ｍｎｔｔｒｉ）提出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ｉｓｃｈ
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ｎ”。功能学派将整个翻译看作是一种有目
的的社会行动，而译者只是这一具有目的性的社会

活动的执行者。依此理念，霍茨 －曼塔里［２］借鉴哈

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提出“翻译行为理论”（Ｔｈｅ

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将“任何参与到翻译过程
中的人，如发起人、委托人、原作者、译者、译文使用

者和译文接收者”纳入翻译行为的概念范畴［３］，将

译作看作“翻译行为”的一部分，“翻译行为”不仅涉

及译者作为翻译专家的行为，还包括与客户合作协

商的行为等，突出了翻译跨文化交际部分的特性。

因此，霍茨－曼塔里定义“翻译行为”为：“为实现信
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为。而翻

译只是以原语文本为基础的一种翻译行为”［４］。这

一界定边界不明，泛化严重，特别是国内学者在引进

国外学者的概念再度加工解读后，重复定义显得更

加混乱。

后期的学术出版对“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ｎ”一
词的英译并没有保持内涵上的一致，比如切斯特

曼［５］将其英译为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成为不仅包含
笔译和口译，还包括其他任何不依赖于原文本的跨

文化传播活动的通用概念。诺德［６］后来也沿用这

一译法。霍恩比［７］和谢芙娜［８］将其英译为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ｏ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强调作为“人”的译者的动作。２０１４年
诺德改变以往观点，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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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用“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涵
盖“笔译”和“口译”［９］，其共同特征是用形容词来限

定ａｃｔｉｏｎ。“这一译法使我们理解为用一个形容词
去描述与译者相关的客体或现象”［１０］４６。

源自德语的术语概念“翻译行为”的英译过程，

是加深对“翻译行为”认识的过程。从上述两种英

文表述到实际的研究中看出，霍茨 －曼塔里泛化的
“翻译行为”概念逐渐出现了分化的情况，一种是将

翻译看作一种社会活动意义上的翻译行为，另一种

是将翻译看作与译者紧密相关的翻译行为。

国内学界较早关注翻译行为也是新世纪以后的

事，但大多是对西方翻译行为论述的介绍。即便是

有学者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认识和见解，也难以摆脱

西方翻译行为研究的影子，如姜秋霞［１１］对翻译行为

分层次考察，认为翻译行为由“语言行为、文化行

为、审美行为和转换行为”组成，翻译行为侧重于翻

译过程中译者基于翻译能力的一种操作行为，许建

忠［１２］则认为翻译行为由“语言行为、文化行为和审

美行为”构成。这种分层次考察推动了大家对翻译

的认识，但还是没有明确将“译者行为”与“翻译行

为”区分开。

二、研究路径的分化

国内外学界对翻译中“行为”一词的用法不尽

相同，有人称其为“翻译行为”，有人称其为“译者行

为”，究其本质，背后存在不尽相同的研究取向和研

究路径。

（一）语言学路径

翻译研究在现代语言学的推动下走上现代科学

化道路。同样，翻译中“行为”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

化也肇始于语言学。国外学者如威尔斯［１３］早期从

语言学角度切入认识翻译过程和翻译步骤，将翻译

行为“归纳为语际文本分析与文本综合行为”［１４］；

梅森［１５］通过翻译探索语言规律，从作为句内和句间

凝聚信号的链接词的翻译入手探索语言行为的规

律；贝克［１６］应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分析了职业译者

语言行为，认为语料库研究可以为译者提供参考，有

助于确认影响翻译行为的一系列约束因素和动机，

了解在压力和约束之下译者生成译文的过程中留下

的痕迹。

当然，语言学路径的翻译行为研究也并不是千

篇一律，而是随语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从威尔斯

和梅森到贝克，虽然都是基于语言本体展开的研究，

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却有巨大区别。威尔斯和梅森的

研究倾向于从语言的微观层面切入，而贝克的研究

倾向于从语言的宏观层面切入。语义学、语用学等

新的学科注入翻译研究，对翻译中行为的研究逐渐

从静态的语言层面拓展到了动态的语境层面，如国

内学者艾琳［１７］等人借助语言学探讨翻译行为。

（二）社会学路径

西方学界功能学派将“翻译行为”泛化为一项

社会活动，囊括了与“翻译”相关的一切行为。此看

法对后续研究影响很大。国外学界近年来提出了有

关译者行为的新观点也延续了这种对翻译行为的泛

化认识，如译者在翻译中的“风险处置”［１８］、译员培

训中的“网络搜索行为”等皆属译者行为［１９］。

文化转向后，美国学者铁木志科等人［２０］从政治

学角度切入，探讨翻译和权力的关系，认为翻译行为

是一种政治行为。２０１０年，铁木志科在后殖民语境
下更是将这种政治性的翻译行为上升到“行动主

义”，认为翻译就是一种“抵抗”和“介入”［２１］，主张

译者不仅要抵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

义、资本主义、西方霸权、美国等具体的政权、资产阶

级规范，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主导话语、主导的文学

惯例、主导的语言规范，等等”，更要通过翻译担负

起“改善社会状况、维护社会契约与国内外正义等

责任”［２２］。贝克［２３］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将翻译行为

界定为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规律性活动。她是翻

译“行动主义”的积极倡导者［２４］，更是翻译“行动主

义”的践行者。２００２年６月贝克以进步的政治行动
主义为名义，把两位反对以色列军事政策的以色列

学者从国际翻译期刊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编委会名单中
除名。［２５］由此可见，行动主义的翻译观主要是从翻

译对社会的参与效用上来说的，强调译者在翻译行

为中的积极能动性与社会参与性。国外翻译中行为

研究的社会学路径优势明显，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

见的，无法有效区分翻译作为语言本体上的行为和

翻译作为社会改造方式的行为。

国内学界也有人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翻译行为。

罗选民［２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行为、艺术

行为，它还是一种伦理行为、社会行为，为目的所控

制”；徐剑［２７］“将二十世纪哲学、社会学研究的反思

性概念‘合理性’引入翻译（行为）研究中，反思翻译

行为的合理性以及当代整个翻译研究，由对翻译行

为合理性的考察推及翻译研究的维度、翻译行为合

理性解释方式、翻译行为合理性的标准与翻译批评

的关系等问题”；刘立胜［２８］则结合布迪厄文化社会

学中的核心概念“惯习”与“场域”来阐释译者行为

的异质性与杂合性，认为译者行为指的是个体译者

作为社会代理人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从事的单个“译

者行动”，而不是有规律可循的“译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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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研究还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与翻译

的被操纵和反操纵的复杂关系［２９］，或将翻译行为看

作是“一种意向性活动”，或者从先验现象学的视角

入手，通过分析译者的主体意识探讨翻译问题［３０］。

持这一观点的最新代表是余静［３１］，她从描写翻译理

论创始人图里提出的“规范”入手认识“翻译规范”

与“翻译行为”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目的在于

“揭示翻译规范发生改变的机制，以及译者对规范

改变的构建”，提出“翻译规范研究需要转换视角，

从现有的考察‘（单一）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转

换为考察‘（多元）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的主

张，但对“主流规范”“内部规范”“外部规范”以及

“翻译场域”等概念语焉不详，边界仍旧不明。总而

言之，国内学界普遍将“翻译行为”泛化为一项社会

活动，是“译者为实现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系列活

动，除了翻译过程中的行为以外，还包括翻译前和翻

译后的所有译者行为”［１４］，这种研究取向无意中放

大了译者的社会功能，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译者在语

言本体上的作为。

（三）认知科学路径

西方社会学宽泛意义上的“翻译行为”概念针

对整个翻译流程研究设计。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不

约而同地提到“翻译过程”研究［３２－３３］，专指译者大

脑中的思维活动和在文本转换过程中针对语码转换

所施展的各种行为。这种认知科学意义上的翻译行

为研究早在１９６７年捷克翻译理论家勒威（Ｌｅｖｙ）就
提出过，认为“翻译行为”是“作为决策过程的翻

译”［３４］。后来詹姆斯·霍姆斯［３５］在“描述翻译研

究”下也分列了“过程导向”的研究。

在这些前期思想的铺垫下，随着认知科学和神

经语言学等相关学科发展，加上“眼动追踪”“键盘

记录”“屏幕捕捉”“有声思维”等技术成熟，使解开

被学界喻为“黑匣子”［３６］的译者大脑中“决策过程”

的想象成为现实。在２００８年在德国汉堡举办的第
１２届ＥＡＭＴ会议上，卡尔［３７］等人提出译者行为研

究的模式，具体是“通过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得到

便于重复播放和线下分析的‘使用者活动数据’

（Ｕｓ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ＵＡＤ），在此基础上探索译者
行为，其目的是从认知视角解释和调查物化后并追

踪得到的基本翻译概念”。这是一种纯粹的以译者

心理活动为中心的过程研究模式，将个体译者的

“决策过程”看作译者的行为，通过实验设计和数据

分析探索个体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内心世界，探索个

体译者的心理状态、情感和态度，最后得到一种物化

的实验结果，具有明显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特征。不

过它只关注翻译实施过程中译者的心理反应和决策

过程，不关注译者生成的译文与译入语环境的互动

效应，研究结果带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工具理性”标

记，不能代表知识理性的全部内容［３８］。

基于认知科学的“译者行为”研究模式在西方

学界率先发展起来，迄今已产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

学者和成果，成为“译者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

域。在西方认知科学研究潮流的影响和驱动下，国

内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专题学术会议定期召开，专

业期刊刊发专栏文章，阐述国内外在该领域中新的

研究动态［３９］。国内基于认知的“译者行为”研究延

续了国外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便是研

究对象或研究材料的更新。

（四）“文本—社会”路径

“目的论”的主要构建者弗美尔进一步将“翻译

行为”这种“有目的之行为”分为“翻译”与“与翻译

有关的活动”，前者是“以源语文本为基础”的行为，

后者是“诸如顾问人员提供关于某地区经济情况和

政治局势等信息的行为”［４０］。对这一观点落实较为

突出的是中国香港学者梁文骏［４１］，他融合弗美尔所

说的两种“翻译行为”，借助语料库工具从“文化负

载词”入手，在文本层面发现“译者行为”的整体趋

向，然后又在超文本层面探讨制约译者的社会因素，

从社会学视角描写了台湾地区科幻小说翻译的“译

者行为”特征。

受弗美尔等西方学者对“翻译行为”层次化的

影响，国内学者曹明伦［４２］提出了“文本目的”和“非

文本目的”以及相对应的“文本行为”和“非文本行

为”。“文本目的”是译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不

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

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而“非文本目的”是翻译活

动发起人的目的，发起人只是借用翻译这条途径实

现其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经济目的或其他个人目

的。“翻译行为”就是“文本行为”，“与翻译有关的

行为”则是“非文本行为”。［４３］周领顺“译者行为”概

念进一步发展了曹明伦的“文本行为”和“非文本行

为”概念，提出了具有批评性的系统概念“译者行

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成体系的理论框架———

“译者行为批评”［４４］。

译者行为批评认为“译者行为”不是译者的某

次单独翻译行动（ａｃｔ或 ａｃｔｉｏｎ），而是对译者多次表
现的不同翻译行为的规律性行为倾向（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是“对具体的‘译者的行为’（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的概括和抽象”［４５］。“译者行为”存在翻译内语言

（形式和意义）层面的“译内行为”和翻译外社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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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超文本但与翻译有关）的“译外行为”之分。“译

内行为”就“翻译”本身性质而言，“译外行为”就

“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质而言。译者行为批评对“译

者行为”的认识得到体系化和层次化升级，从文本

切入追踪译者的行为，但又不限于语言层面行为的

考察，还超越文本层面，涉及社会和文化与译者行为

的关系问题探讨，对翻译的认识更加立体和直观。

译者行为批评不仅将“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有

效区分，而且既涵盖了西方宽泛意义上的“翻译行

为”研究范畴，也涵盖了弗美尔“翻译行为”分层后

的研究范畴，更是涉及了铁木志科等人提出的翻译

“行动主义”，因为“行动主义”正与译者行为中“译

外行为”内涵相一致。

三、结语

全球翻译理论不断演化发展，对翻译中的行为

研究逐渐形成两大阵营。第一个是“翻译行为”研

究阵营，主要有语言学派的翻译行为研究与社会文

化学派的翻译行为研究，前者通过翻译来研究语言

行为的规律，局限于语言内，为语言学服务，忽略了

“人”的动态因素，后者侧重泛文化意义上的翻译行

为研究，倾向于社会学路径，忽略了语言层面的静态

因素。第二个是“译者行为”研究阵营，主要有认知

学派的译者行为研究与“文本—社会”双向路径的

译者行为研究，前者以认知科学为基础并以现代科

学技术为支撑的实证性译者行为研究，即纯粹以译

者为中心的“过程研究”，后者是对“译者行为”的层

次化认识，即“译者行为”有源文本为基础的“译内

行为”和超文本的“译外行为”之分。整体来看，德

国功能学派的研究关注到了翻译活动中的人的主体

性，推动了译者的“显身”，为费美尔和诺德对翻译

行为的探讨由泛化向层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

的翻译行为研究逐渐向译者为中心的行为研究靠

拢，进而催生了我国自成体系的“译者行为”批评理

论，极大促进了翻译中行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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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艾琳．言语行为理论与英汉双关翻译［Ｊ］．上海翻译，
２０１０（１）：３３－３６．

［１８］ＰｙｍＡ，Ｋａｙｏ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Ｒｉｓｋ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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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ＳｈｉｈＣＹ．Ａ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ｗｅｂｓｅａｒｃｈ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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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Ｔｙｍｏｃｚｋｏ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２０００（１）：２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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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２２］倪秀华．作为抵抗和行动主义的翻译：《翻译、抵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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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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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６）：９８－１０２．

［２６］罗选民．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Ｊ］．中国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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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徐剑．翻译行为合理性研究［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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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刘立胜．翻译规范与译者行为关系研究的社会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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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Ｍ］．保定：河北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６．

［４３］赵国月，周领顺，曹明伦．翻译目的、翻译行为和对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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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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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时代的中国国际传播：场景、话语与关系

武会园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湛江 ５２４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版中国故事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传播研究”（２２ＡＸＷ００３）；广东省教育厅创

新强校项目“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广东省科普传播的新架构”（Ｑ１８２９８）；广东海洋大学社科项目“融媒体背景下学习强国 ＡＰＰ
的文化传播路径研究”（Ｃ１９０９６）

作者简介：武会园（１９８８—），女，河北唐山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２０２０级博士研究生，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互联网治理。

摘　要：在云传播视域下，通过回顾、凝练和探究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创新的变革过程、整体效用
与宏观前景可发现：诉诸画面的视觉化复调话语的国际传播效用超过独白话语叙事，平凡化的传统

符号更加深刻地重构了我国的国际传播话语表达方式；在全球媒介系统变革、媒介文化奇观丛生的

云时代，合作是一种优选的话语权竞赛。因此，我国国际传播要适应新场景、新叙事、新空间的同时，还

要回到“人”的初衷，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价值理念，积极由关注内容向关注全方位技术规

范转变，以“全球中国”的视野和格局为重塑全球传播秩序和重建全球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云传播；场景；话语；流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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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人类走进信息文明时代，走进全球传播场
景，中国与世界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新冠疫情全

球蔓延的背景下，云传播技术创新和全球传播秩序

变革的融合叠加，使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创新既孕

育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全球媒介网络织构的流动

空间已经形成，行为者生产自己的内容和符号以影

响他者的智识并挑战权力关系。面对受众全球性、

互动即时性和评价多样性的现实，中国当前和未来

一段时期的国际传播，要在云时代的流动空间里探

寻更加有效的讲故事方式，以进行世界性的传播，进

而建构后疫情时代的传播秩序和社会常态。

一、云时代重构国际传播的场景

技术是人类与世界交往的特殊方式，新一轮信

息科技革命助推了技术和产业的创新结合，促发了

生产和生活的重大变革。用于传播、储存、处理以达

成人与人交流为目的的信息，同时可以成功征服空

间与时间的媒介技术逐步进入模拟人类感知和认知

的发展新阶段，成为社会自我更新的一个技术机制。

云传播是媒介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是一种依靠可

远程访问、可扩展和可测量的信息技术资源，以“共

享”和“开放”为传播机制，在云端完成传播过程并

进行“云服务”的新型人类信息传播模式。［１］云传播

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信息获取需求、信息传播习

惯和信息存储方式。大数据可视化是云传播内容变

革的基本趋势，我们已经走进了云传播时代。

伴随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而来的交往疏离、物理

隔绝的要求，直接导致政治、经济、社会与人际交流

数字化转型的加快。基于云服务的云传播建构了一

种流动空间，空间的行政边界被弱化，现实与虚拟之

间的界限被消弭，且两者进入彼此的深层结构：通过

云传播连通境内境外的海量数字平台，各类信息资

源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最大程度地共享，进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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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孤岛”，从而使虚拟

化的社会信息资源和物质资源能够在云端跨境传

播，整个世界呈现出大卫·盖勒特所说的“世界流”

（ｗｏｒｌｄｓｔｒｅａｍ）状态。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组织
流动、技术流动、符号流动”等各种“流”的作用下，

一种以现实社会为基础、虚拟社会为核心的流动空

间产生了。这种流动空间为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创

造了全新的场景，云传播使我国国际传播的文本被

解构和重组，诉诸画面的视觉化转向使独白叙事转

为复调叙事，新的符号被拓展到国际传播话语中来。

（一）面向未来的传播场景

云时代，国际传播改变了以往基于历史经验而

希冀“可能”效果的传播，转为基于全面掌握数据、

媒介、用户信息等动态趋势和互动关系以达到“可

信”效果的传播。在海量数据、信息碎片、个性化算

法的时代洪流里，平台与用户要素之间的关系被重

构，尤其数字孪生的元宇宙兴起，国际传播的未来场

景被具象化描述，并且除原本参与国际传播的专业

机构和相关专家外，广大用户可以以个体具身或数

字分身的方式参与到国际传播实践中来。当下现象

中潜在的未来趋势和共同话语得以预见，进而可知，

云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场景是数字化的、动态的、可

视化的，且能够容纳众多个体共同参与的超级场景。

（二）人机交互的智能叙事

云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人机交互的智能

叙事模式，加速了我国国际传播的智能化变革。国际

传播是一种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模式中的具身实践，与

平台、算法等协同建构国家传播话语叙事空间和意义

空间。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开幕式上产生的现象级传播效
果，归功于“我们”的意志理念，ＶＲ、ＡＲ、ＸＲ等Ｒ系列
技术手段和对体育运动共识情感的抒发。云传播技

术推动下的国际传播叙述模式，其构成要素不断丰富

和转化，深层互动的国际传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深

耕之要。

（三）符号平凡化的深层影响

云时代的国际传播，会通过云计算、数据分发、节

点控制等实现个性化分发，与传播对象形成符号互

动、符号共识，以此来增强国际传播的深层影响力。

云传播的符号可以无限使用、无穷重复，可视化的影

像符号在网络社会中源源不断地被传播、被接受、被

解读，重要的国家话语就在复制中得以平凡，其所激

发的情感影响就在对外传播中深入下去，实现“传统

符号平凡化”［２］。例如，全球受众对“冰墩墩”的形象

解读出不同的聚点：媒介文化奇观、国家形象建构、国

际传播话语等。熊猫在此次国际传播中，被符号化，

成为美好中国、和谐中国、体育中国的话语代表。

二、我国国际传播话语的演变

中国在国际场域中，话语博弈面临诸多挑战：西

方话语的谣言、妖言，发展中国家话语的怀疑、质疑，

国际话语规则的乱序、失序，中国学术话语的错位、

缺位。此外，中国的国际传播还面临新媒介生态环

境变革的挑战。云传播、云服务和云存储技术的高

速发展，智能算法的创新使用以及ＵＧＣ内容生产模
式的普及，空前地释放了人类生产和传播话语的潜

能。于是，信息虚假、内容失真、伦理失范的过载现

象丛生。在此情况下，对在技术革命与社会变迁双

维影响下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创新的变革过程、整体

效用与宏观前景进行回顾、凝练和探索是具有重要

价值的。

（一）单一媒体时代的“独白话语”（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

新中国前３０年，背向世界的中国受到媒介技
术、国家实力等的综合影响，在国际传播空间上大多

驻足于海外侨胞的现实空间。但也初步建立起了由

通讯社、出版社、报社和广播电视台组成的基础媒介

体系，形成了以文字、图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字文化，

呈现出了客观、理性的“独白话语”。

一方面，此时的国际场域中，全世界海外侨胞迫

切希望了解新中国的新变化、新发展；另一方面，裹

挟在美苏冷战格局中的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

舆论压迫，充满偏见和敌意的话语误导华侨的认知。

为了尽快破局，本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

则，我国停止了外国记者在华活动，取缔了外国新闻

机构。政务院于１９４９年设立国际新闻局，该局发行
的外文版《人民中国》《中国画报》《中国文学》《中

国建设》《北京周报》等多种杂志向世界展现新中国

的决心和意志。１９５２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
版社。１９５８年，中央外事小组统一领导全国外宣工
作。此外，新闻业也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重镇，前身为

“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新华社于１９５２年担负起向国
内外发布文字新闻和图片新闻的双重责任［３］。

１９７８年，新华社建立起通讯网络，成为我国对外传
播的奇兵。有志之士在得到中央认可后于１９５２年
９月成立了“中国新闻社”，就附于新华社内，名为
“华侨广播组”，于新中国成立 ３周年的国庆庆典
上，以“中国新闻广播电台”的呼号向海外播报华文

口语记录新闻，并航寄通讯稿，报道祖国政治、经济、

文教等方面的建树与成就。１９５７年３月，“中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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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社”独立。此阶段我国也尝试通过影像进行对外

宣传，１９５３年成立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主要负责
拍摄新闻纪录电影，以期能真实地展现我国人民在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成就和祖国的美丽河山。但

彼时中国的对外传播体系尚未建立，新闻纪录电影

便成了“茶壶里的饺子”。

通过对新华社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２４篇优秀对外新
闻稿的览阅得知，此阶段，我国的对外传播主要通过

报刊和广播开展，形成了以文字叙述为主的传播话

语。如《淮河治理的里程碑》（１９５２年）、《中国第一
条横跨沙漠的铁路通行无阻》（１９６１年）、《东北国
营农场蓬勃发展》（１９６２年）、《农民热爱李双双》
（１９６３年）、《自行车在中国的广泛应用》（１９７５年）、
《高温季节在北京》（１９７８年）、《小书法家》（１９７８
年）等新闻稿重点描绘国内生产、生活场景。总的

看来，新千年之前，我国的对外传播形成了以“独立

自主”为基调、以“广交朋友”为格调、以“自我阐释”

为论调的独白话语，致力于冲破“不能代表自己，一

定要别人来代表”［４］的现实桎梏。但简单的修辞逻

辑失去了国际传播话语的“外位性”，针对华侨同胞

的对外宣传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中国眼中之中

国”，但没能更好地建构“世界眼中之中国”。

（二）多元媒体时代的“开放对话”（１９７９—１９９９
年）

１９７８年，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球范围内，新闻传播技术突飞

猛进，计算机激光照排、有线电视推广、上星传播、互

联网等都为我国拓宽国际传播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持。

１９８０年４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立，指导全国外宣
工作，１９９１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挂名“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协调国际宣传事务，致力于把中国全面、真

实地介绍给世界［５］，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传播开始被

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中。１９８１年《中国日
报》问世，面向全球发行。１９８５年《人民日报》创办海
外版，进一步扩大国际传播空间。１９９０年，中央电视
台组建对外电视中心，电视外宣时代到来。至此，由

中国新闻社、新华社、《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六大央媒携手共建的“外

宣国家队”正式形成。

这一时期的对外传播传承文字叙述的方式之外，

还拓展了影像传播的路径，《漫游中国》《丝绸之路》

《万里长城》《神州风采》等纪实影像以文化的视角、

开阔的视野、博大的情怀为世界了解中国开启了新天

地。面对开放的中国，西方霸权话语式微。１９９２年，

代表中国出使美国进行外交的大熊猫“玲玲”去世，

《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纷纷头版报道这一沉痛

消息，且在该报道中一改往日霸权嘴脸，话语中尽显

中国“良善温和”的形象。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我们

的对外宣传承载着中国的“文化基因”，以“和平友

好”的态度睁眼看世界，并向世界展现中国。

（三）融媒矩阵时代的“对话话语”（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思考范畴、思考工具、

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体验，也将我国对外传播空间从物理空间拓

展到网络空间。ＱＱ、博客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也丰富
了人类信息传播和信息获取的途径，催生了融媒矩

阵景象，促发了整体媒介生态的巨变，重构了人类的

社会话语体系。

新千年伊始，面向世界的中国开始向融入世界

转变，积极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创办

孔子学院，与世界各国互办文化交流活动。此阶段，

我国对外传播话语明显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说

明”，形成了以“和平发展”“和谐社会”“跨文化传

播”等为关键词的“对话话语”。对话是一种艺术，

互联网恰好实现了对话的及时性，增强了传播的有

效性。融媒矩阵时代，我国对外传播走向了科学化、

专业化和体系化的社会主义特色道路。

（四）云传播时代的“全球话语”（２０１０年至今）
云时代，全球传播秩序呈现出变革趋势。首先

表现为全球权力格局转移。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
２０１６年英国脱欧，“美国秩序”濒临崩塌的边缘，全球
秩序的重构刻不容缓，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高度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节点。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无法回避的新力量［６］。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崛起大国如此迅速、在如此众多

层面上获得发展。对数字基础设施瘫痪和竞争优势

丧失的过度担忧导致了中美关系的不信任螺旋式上

升［７］。世界格局仍处于转型、过渡期，有进入“碎片

化”时代的征兆。每一次时代场景的变化对不同国家

的机遇是不确定的，中国在这样的场景下，有自己独

特的优势，中国人有一种世界观念，即超越东方西方

的天下观念。十四亿级的崛起，中国恰逢其盛。

云时代，全球传播秩序呈现出的第二个变革趋势

是媒介奇观丛生，即能够体现当代价值观、能够展现

当代生活方式、能够掀起大范围关注和热议的现实议

题［８］。媒体奇观本身构成了一个推进全球传播格局

变迁的话语场。云传播使生活本身成了媒介内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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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心物互动的技术丰富而深刻，媒体奇观更是浸入

人类生活体验的各个领域，呈现出数字奇观。云传播

技术完成了传播话语的视觉化转向，北京冬奥会的开

幕式创制了真实的视觉刺点，促使“中国顶流冰墩墩”

成为“全球顶流冰墩墩”。路透社发文介绍了日渐圆

润的“祖孙三代”，亚运会的盼盼、奥运会的晶晶、冬奥

会的冰墩墩，憨态可掬的熊猫作为中国的话语代表，

在技术赋权与受众偏好的共同作用下成为“熊猫奇

观”。

云空间中，全球传播秩序第三大变革趋势是全

球传播话语体系变革。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传播秩

序的巨变，我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借“金

砖国家媒体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跨国机制，

积极开展媒体外交和合作传播，《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被翻译成３５种语言畅销海外。同时智库、互联
网企业等被纳入国际传播战略中，多元主体的“复

调话语”取向明显。为适应云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成

为国际传播新聚点的现实，中国环球电视网快速成

为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第一大媒体账号；澎湃新闻主打“外脑”
“外口”的“第六声”，成为国际传播话语创新平台；

ＴｉｋＴｏｋ是我国成功出海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在
海外现已拥有庞大的用户规模。我国国际传播话语

以主动建构为目标，表现出明显的“全球”样态。

三、云传播时代的话语权实践

新的媒介技术会促发社会的一种结构性转化，

空间是社会的表现。进而，媒介技术会催生一个新

的空间，确保这一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世界观和话语

系统得以传承和维系。全球传播的起源归结于社会

“流动性”的产生，云时代形塑了全球传播的“流动

时空”且该空间中蕴含着革命性的力量。这一力量

包括“全球权力、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全球公地、全球

问题”等一系列“全球事务”。也就是说，在云传播时

代背景下，“我们生活的社会的功能和权力在流动空

间里组织”［９］，传播空间转向了一种更具流动性的形

式，“流动空间”是云传播逻辑的物质表现。

人类进入云传播时代以后，“信誉和地位会使

其发挥信息路线图的作用”［１０］，云传播扩大了流动

空间的边界与情境，改变了话语权力格局的规模。

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权的本质来源

于传播格局、国际形象、文化张力和公信力等的共同

维系。话语权是国际传播的战略博弈工具和战略竞

争焦点。云时代的流动时空下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与

博弈，亟须加强流动空间创制、创新流动空间技术、

强化流动空间信任。

（一）“情境智力”所在，话语权所养

云时代的流动空间里，外部世界正在重新审视

中国，在这样多层次、全方位博弈的新传播情境下，

理解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并充分利用其变化趋势的

“情境智力”便成为最关键的能力，同时，“情境智

力”也是提升公信力的重要能力。据《２０２０年爱德
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信任度综合

指数以８２％的成绩连续第三年位居世界首位”［１１］。
国际传播话语是一个国家情境智力的直观表

现，话语权是随着国家实力、国际环境、世界格局变

化而变化的，话语随着情境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效力。

话语的精准与可持久应用有益于深度驾驭“情境智

力”优化传播互动格局。千年文明是我国情境智力

的价值根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标志之一就是

中华文明所代表的价值观开始在西方文明主导的世

界中获得认同。但五千年的文明绝不是一朝一夕就

可以被世界所理解。共享、共赢的“利你”话语比友

善、担当的“我好”话语更具有影响力，“中国故事”

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形成共同话语，以实现国际传播

的效能。尤其在国际规则失灵的语境中，作为负责

任有担当的大国，我们的国际传播话语，要逐渐从

“中国发展故事”向“中国与世界同发展的故事”转

变，从“施惠国救助故事”向“施惠国与感恩国携手

共建的故事”转变，从“家国情怀故事”向“关切世界

人民福祉的故事”转变。

作为史上首次实现转播全面“上云”的奥运赛

事，北京冬奥会收获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全球关注度。

其吉祥物引发了“冰墩墩奇观”，这一现象级国际传

播事件证明，我们在对外传播的内容选择上，可以拓

宽广度；在对外传播的技术选择上，可以多元互动；

在对话传播的话语选择上，可以增加深度。发挥好

“情境智力”，要从直抵人心的故事出发，通过故事

与公众产生情感共鸣。

（二）技术规范所在，话语权所强

流动空间消解了个体空间的边界话语权，促进

了双方的互动与融合，但个体空间衔接处存留的缝

隙空间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形态，空间碎片是流动

空间的直观表现，记忆碎片、景观碎片、文化碎片、认

知碎片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和世界的总体性［１２］。云

技术在生活中的嵌入与渗透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爆

炸性的影响，云传播强大的能量消解了话语霸权的垄

断。但实时交互、智能推荐、大量存储的传播特性所

建构的“友好世界综合征”的副作用被强化，一些重要

议题被消失，进一步导致了原话语体系的解构和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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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分散，恰如麦克卢汉所说“信息的散播正在创

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１３］。

信息驱动的社会已经开启，信息处理能力、信息

存储量值、信息传输速度都呈指数级增长，人们成为

摩尔定律的受益人。冷静批判学者们看到技术成为

政治、文化、经济交往的内驱力的同时，也感知到信

息技术会形成个人独舞的反连接逻辑［１４］。波兹曼

以审慎的态度提醒人们要防备文明向技术投降，媒

介技术的发展造成了话语权的变迁，后真相又印证

了虚假信息的快速传播。因此，技术规范成为当今

社会应对信息泛滥过热的“恒温器”与“调节器”。

我国已经意识到技术规范要实现从基础设施

层、技术协议层、软件应用层到内容层的全面关注。

当今云技术的发展，促使二维数字空间的所有规范

问题都已跃入三维现实世界的空间，并围绕物理安

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加了新的议题。信息技术成

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技术规范必须纳入物

质世界明确对网络物理空间的责任，以实现网络物

理创新所需的信任和保护。基于此，在物质世界与

虚拟世界深度融合的流动空间里，遵循技术规范，在

安全可信的环境中才更易于中国话语的生成与传

播。

（三）理念认同所在，话语权所长

流动空间具有社会性，国际间的交往、互动关系

均附着在物理景观，不同国家的话语体系和理念建

构又均有差异。空间边界是空间差异的表象，是不

同话语体系的外部空间；空间边界又是空间规模的

体量，是话语传播效果评定的重要指数；空间边界还

是空间情境的具象，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空间情景

和传播场景的迥异。云传播技术的“流动”可以将

物理上分离的主体放在共时层面在云端互动，达成

对话。这种对话实现了对权力的剥离。一直以来，西

方霸权国家通过对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的控制，主导

全球话语体系，发展中国家希冀在有序、安全的国际

规范下，寻求打破信息传播困境的着力点。云时代，

数据是经济、是资源、更是权力，十四亿级大国在云存

储、云计算、云服务等领域开始掌握话语权。换言之，

云传播时代的到来致使全球传播秩序亟待重塑。

中国以人为本、为全世界谋福利的宗旨始终如

一，遵循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发展共赢、

责任共担的全球格局。未来，从人类传播与媒介、人

类信息与社会、人类文明与发展等方方面面，都要求

我们回到“人”的初衷，建立共同体意识，以应对全

球威胁和全球转型发展中的世界挑战。合作是另一

种形式的话语权博弈，“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们

国际传播的话语基石，是解决话语权不对称的重要

方案，是云传播时代更加贴合世界潮流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等领域

能够为国际传播提供充足的话语资源。“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我们认同国际社会的努力，也是我们与

世界各国共同肩负起全球发展的责任，更是我们应

对全球传播秩序治理转型的智慧贡献。

四、结束语

“流动空间”实际上为不同时期的不同主体间

的互动提供了平台，为国际舆论环境提供了场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经历了

独白话语、开放话语、对话话语、全球话语的转化和

演进，从本质上实现了国家传播话语的建构和聚合，

具有系统性、历史性与连续性。这一话语演进过程

体现了云传播语境下我国国际传播外部话语权的变

化，同时还呈现出了流动空间与世界界面对接方式

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我

们从背向世界到面向世界，从面向世界到融入世界，

终于在云传播背景下开启引领世界的新时代。另一

方面，我国国际传播正向着“五位一体”与“中国版

中国故事”［１５］转变，展现出了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

高度与象征意义。

当然，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未来会随着媒介技术

的变革继续流变，流动空间的边界也会不断溢展，话

语与技术的互动也会出现新的方式。元宇宙的国际

传播场景正在逐步搭建，“中国版中国故事”开始以

更具互动性、复调性、全息性的样态在国际场域传

播。这不仅涉及话语的生成、编译和阐述，也涉及接

收话语意义的受众所选择的传播场景。但无论传播

场景、话语表达、媒介平台等因素如何演变，我国国

际传播的目标都是为了让世界人民全面了解多元

的、发展的、有大国担当的中国；为了与世界各国实

现友好邦交，共同应对与解决全球性问题与危机；为

了全人类的幸福生活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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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建设研究
———基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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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体的迭代升级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建立健全高校融媒体宣
传矩阵，成为营造“三全育人”校园环境的大势所趋。本文分析了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宣传矩

阵建设的时代内涵，提出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制定总体规划；整合宣传平台，打造融

媒体中心，形成协同联动效应；选择好思政资源，打造融媒体成果精品；实施培育培训计划，加强思政

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打造高校融媒体宣传矩阵的建议。

关键词：融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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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时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

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１］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提速降

费”，改变了大众媒体使用习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

临着全新的媒体环境，因此，顺应网络媒体发展趋势，

充分应用新媒体工具，建立健全高校宣传矩阵，是提

升宣传教育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营造“全员育

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校园环境的大势所趋。

一、高校网络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现状

关于网络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学者

们大都从理论和实践等角度进行阐释，相关的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在新媒体的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带来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等方

面。一方面，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搭建了新平台，提供了新手段，为构建立体

的大宣传格局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新媒体的迅

速发展，使传统的高校思政工作遇到教育资源、教育

形式、考核手段等方面的变化。大学生受新媒体影

响大，其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受到很大冲击，弱化了

传统媒体对思政工作的主流价值引导［２］。基于网

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学者们从

队伍创新、内容创新、机制创新、载体创新、管理创新

等角度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路径。

纵观近年来学者们关于网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有益的启示。但研究形式比较单

一，多局限为理论研究，缺少实证研究。对于如何打

造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融媒体平台研究不多。媒体形

态从新媒体到全媒体，再到今日的融媒体，为我国思想

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强的工具，未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内涵式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今后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

二、融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

建设的优势和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是在高校党政部门

主导下构建的融媒体平台，综合了各宣传平台优势，

植根于学生社会交往的媒介环境，以学生喜闻乐见

的形式，发挥育人铸魂的作用。当代大学生伴随着信

息技术而成长，聊微信、刷微博、看短视频、逛社区是

他们的日常，他们更倾向于在网络上获取信息，思维

也变得更加活跃。相对于传统的灌水式内容辐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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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青睐去中心化、共享型、分享型的媒体传播方式

和内容。融媒体的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

新的技术和工具，与传统教育相比，其创新了教育学

习模式，更具互动性，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增强学习效果；同时便于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随时

了解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并针对性提供解决方案［３］。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

了挑战。信息内容较传统时期更加丰富化，挑战传

统价值观教育模式。如今泛娱乐化的传播倾向，对

高校主流意识地位造成冲击，这些都对高校传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

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

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４］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

势，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规

律，建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对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三、融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

存在的问题

融媒体宣传矩阵的构建最先在媒体领域实践，

伴随着互联网发展，很多高校也纷纷在学校现有媒

体平台基础上，创建了融媒体宣传矩阵，在宣传教

育、引导舆论、营造氛围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

仍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１．制度机制不够健全，领导班子重视度不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涵盖面广、涉及部门多，仅仅

依靠思政教育部门无法完成，需要在高校党委统一

领导下，综合协调相关部门协同推进。目前，部分高

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迎合上级部门的政治

要求，重视形式而忽视效果的现象；相关部门职能未

完全发挥作用，制度机制不健全，领导班子对思想政

治教育重视不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系统，这些都阻

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２．平台多样，但发展不平衡，缺乏联动机制
根据融媒体发展，部分高校适时上线了新媒体

宣传平台，但仍旧存在重微信公众号，轻其他宣传平

台的情况，尤其是随着短视频的迅猛发展，由于融媒

体团队素质参差不齐，视频号和抖音号虽有些精品，

但是更新频次不太高。二级学院已经做到了微信公

众号全覆盖，但是推送内容较单一，趣味性差，阅读量

不高，影响力低。在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上，二级平台

与校级平台联动性差，没有形成合力，传播涟漪小。

３．内容建设较单一，不善于整合媒体资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单一、缺乏感染力，

与学生所处时代、实际生活出现脱节现象，很难引起

大学生兴趣，甚至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部分高校

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团队运营，一些新媒体平台有

“政绩工程”痕迹，内容空洞且少思政教育内容，更

新速度慢，在大学生中关注低，起不到应有的思政教

育效果。因此，高校要与时俱进，做到与高校学生同

频共振，才能与学生产生“共鸣”，真正发挥育人作

用。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

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

感和吸引力。”［１］这就要求高校要结合融媒体特征，

充分发挥各平台功能优势，展现丰富多样的思想政

治宣传教育内容，实现内容的深度融合。

新媒体平台提供了丰富的网络素材，大学生活

跃在感兴趣的微博、微信公众号、Ｂ站、短视频等新
媒体平台上，并且对这些网络素材熟悉且乐于接受。

思政教育工作者要跟上时代步伐，增强互联网思维，

深入学习网络技术，善于借助时事热点，将思政内容

融入其中，增强影响力。同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追踪学生上网痕迹，及时了解学生需求，

筛选出学生喜欢又兼具教育意义的思政教育素材。

４．缺乏融合思维，思政队伍媒体素养有待提高
融媒体矩阵建设要求实施主体要具备融媒体思

维，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媒体思维首先体现

在“融媒体＋”的理念上，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各层面、各领域的工作都要秉持“融媒体 ＋”的要
求，结合融媒体便捷性、多样性、交互性等传播特征，

提升思政育人的吸引力和“黏性”，扩大思政育人的

辐射范围［５］。目前，一些高校还存在网络思政教育

是宣传部单个部门的事，缺乏全盘思维。作为高校

与学生接触比较多的单位，学生处、团委和各学院等

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心学生需求，精心

设计贴近学生成长成才的教育活动，这样才能通过

融媒体平台，做到“润物细无声”，增强育人成效。

学生在哪里，宣传工作就要做到哪里。思政教

育工作者作为育人主体，对于学生活跃的网络平台

也要做到了解并且灵活运用，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

第一时间掌握学生思想和生活状况。目前高校思政

队伍素质存在参差不齐，这就要求高校思政工作者

要更新教育理念，提升媒介素养，灵活应用新媒体技

术，创新沟通交流方式。

四、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宣传矩阵建设方案

认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特点、新规律，根据广大师生需求，结合当前学校新

媒体发展现状，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探索“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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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方式，唱响网上主旋律，占
领舆论高地。基于以上内容分析，本文拟从以下四

个方面打造高校思想政治宣传矩阵。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制定

总体规划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想在前、谋在前，

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总体规划，明确各

平台定位，制定总体目标。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人才培养为中心，师生生活服务为前提，文化娱乐为

基础，抓好教育教学，把做好思想引领作为总目标。

可以成立融媒体育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学校

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部门齐抓共管、党委宣传部牵

头、各职能部门积极协作、各学院共同参与的领导机

制。要层层压实责任，学校团委、学生处、学院是与

学生联系最为直接的部门，也是各类学生活动主要

策划者，策划时要紧紧围绕时政热点，宣传部要及时

跟踪宣传报道，弘扬主旋律，唱响网络舆论阵地。

融媒体育人工作领导小组每学期初召开工作会

议，根据党政工作要点和宣传任务，将网络思想政治

工作纳入学校事业发展总体布局，研判本年度育人热

点，制定网络文化作品育人计划，下达至各学院，利用

网络文化作品创作实现专业实训和思政育人相结合，

让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接受“红色”主旋律文化的教

育。

要创新网络融媒体考核体系，通过评选优秀通讯

员、优秀新媒体等方式，充分调动全校师生参与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积极推动将网络文化作品纳入科研成果

统计、列入职务职称评审条件、作为评奖评优依据，激

发广大师生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生动力。

（二）整合宣传平台，打造融媒体中心，形成协

同联动效应

一般而言，相比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大型中央

媒体，单个高校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打造独有的思

想政治教育融媒体宣传平台，因此，各高校应充分整

合利用现有新媒体宣传平台，在内容深耕上下功夫。

我校整合校园网、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

手机ＡＰＰ新闻客户端、强国号、校报、广播台等媒体
平台，初步建立了兼具网络思政和专业实训功能的

融媒体中心。同时努力探索“中央厨房式”媒介融

合生产模式，突破职能单一、队伍单一、内容单一的

传统模式，打破校园媒体版块分割运营模式，建立校

园网络新媒体矩阵，实行联动机制，从策、采、编、播、

发、管、控、馈八个关键节点进行结构优化，对选题及

文稿、图片、视频等素材实行“统一策划、集中采集、

分级开发、全媒发布、深度评估”。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融媒体中心从师生关切出

发，结合各平台特点及优势，策划系列师生喜闻乐见

的微作品。学校微信公众平台开辟“今日疫情动

态”栏目，向广大师生传递学校疫情防控举措、疫情

防护知识，帮助师生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开辟“郑

工故事”栏目，用图文形式记录师生抗疫事迹，鼓舞

人心。官方微博每日推送疫情防控知识，帮助师生

缓解心理压力，掌握最新防护知识；发起“疫情过

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等话题，正向积极引

导学生。学校抖音号、视频号发挥短平快优势，用视

频记录师生一线抗疫瞬间，推出系列原创抗疫歌曲、

手势舞，向师生传递正能量。

加强学校媒体和二级学院媒体之间、校方媒体

和学生媒体之间的融合，通过“互粉”，积极转载、评

论等形式，形成校内融媒体宣传矩阵，放大宣传效

应，形成融媒体宣传合力，增强学校网络舆论阵地建

设，整合校内思想宣传力量，发挥协同联动作用。目

前我校每个学院都开通有团学微信公众号，部分学

院还开通了专业相关微信公众号，学校发布了新媒

体联盟相关规定，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上能够做到

步调一致，协同联动，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选择好思政资源，打造融媒体成果精品

所谓融媒体育人就是通过一系列策划，制作出包

含一定思政元素的融媒体作品成果，通过融媒体平台

传播给大学生，对教育对象进行积极、正向引导，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因此，如何创作出包含一定思政元素、学生喜闻乐见

的融媒体作品成果，是融媒体育人的关键一步。万物

皆联，通过不同排列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结果。创

作融媒体作品成果，也可以坚持这一思维模式，即通

过打碎与重构，创作出可复制的、易操作的作品形式。

一是提炼思政要点。思政元素包括正确的人生

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高的理想信念、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道德修养（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法治素养等

等。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学懂弄通各阶段时政要点、热

点，把握好教育时机，围绕时政热点，提炼思政元素，

精心策划活动。如结合党史学习教育，２０２２年下半
年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等时政要点，精心策划系

列活动，通过舞台剧、诗歌朗诵、快闪、趣味游戏等学

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在活动中汲

取奋进力量。我校团委曾策划“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五四主题游园活动，通过舞台剧等多样形式，

将党史知识融入其中，给学生上了一堂沉浸式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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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在学校微信公众平台推出后，获得一致好评。

二是分析大学生心理特征，用活融媒体平台。

大学生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心智还不太成熟，

由于信息茧房效应，看待事情不够全面，容易形成片

面认知。因此在融媒体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

要做强主流舆论，适应“零零后”大学生“指尖一代”

的特点，以学生喜爱的形式，通过开展专题学习、理

论宣讲、答题竞赛、讲述故事等形式，打造系列包含

思政元素的融媒体作品成果，实现思想引领，真正做

到入脑入心。疫情封校期间，学校官方抖音、视频号

推出了我校学生核酸检测期间模仿潘周聃等系列视

频，以视频形式记录学生们苦中作乐、青春向上的精

神风貌，获得极高的点赞量。微信公众平台开辟

“在‘疫’线 共克时艰”“郑工故事”等栏目，充分挖

掘学校党员领导干部、学工队伍、班导师、校医院医

护人员、学生志愿者等典型事迹，为大家树立学习的

榜样，起到了思想启迪的作用。

三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生活，打造新

媒体阵地品牌。新媒体宣传平台要紧扣大学生的学

习生活和社会活动，让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实际问题。

要结合学校特征，在诸如毕业季开学季、重大纪念日

等开展系列特色校园文化活动，利用新媒体技术，用

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

国爱党情怀，让广大师生在“沉浸式”参与中，得到

精神熏陶。以“两微短视频”为抓手，加强策划、注重

原创，可以开辟如《校园微故事》《视觉校园》等栏目，

通过深入推进短视频建设、强化互动性等举措，逐步

打造一些品牌栏目，扩大学校新媒体宣传影响力。

同时，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国家级和省级网络精

品项目，带动校级项目的培育建设，实现国家、省、校

三级精品项目的互动，打造具有示范辐射作用的三

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品牌集群，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四）实施培育培训计划，加强思政队伍建设

首先是打造专兼职宣传队伍。打造一支理论知

识、专业技能过硬的宣传团队。信息技术的迭代升

级，尤其是近年来短视频的迅猛发展，使宣传部宣传

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大学生是信息时代的“弄潮

儿”，学生在哪里，宣传工作就要到哪里。宣传部工

作人员要学懂弄通新、旧技术，学会大数据分析，预

测学生关心关注热点、焦点，生产出大学生喜闻乐

见、解惑又解渴的网络作品，积极进行正能量引导。

另一方面，要通过系列扶持政策，激励包括党务工作

者、共青团干部、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班导师、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网评员、网络文明志愿者等人员共同加

入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学校每年会定期组织思

政工作者进行专题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增强业务水

平。

其次是培育网络名师。高校思政课老师承担着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神圣职责，而高校思政

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郑州大学

周荣方老师讲到焦裕禄故事时动情而哭彰显了思政

课老师的铸魂育人作用。所以，可以从学校专业素

养高、学生口碑好、擅长新技术的教师队伍中，培育

一批网络工作骨干，通过录制微课、现场讲座等线上

线下形式，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校学习强国平台开辟了“润物无声”“郑工慕课”

版块，分享了学校“网红”老师的精彩微课，如传媒

学院老师录制的《神话传说故事与中国文化》微课，

学生在神奇的神话故事中，感受浓浓的文化熏陶。

最后是培养学生骨干，积极发挥学生新媒体团

队力量。目前宣传部融媒体中心有微传媒、记者团、

广播台三个学生团队，在宣传部老师指导下开展选

题策划、作品制作及推送等工作。通过每年定期对

学生队伍进行专业素养等方面的培训，进一步提高

学生队伍工作水平。开展学生骨干训练营，围绕新

媒体运营与策划等主题培训，加强新媒体运营学生

骨干培训。多措并举，初步建立一支有理念、懂网

络、会技术的学生骨干队伍。例如，在２０２２年国庆
节宣传策划中，三个学生团队统一策划，充分发挥各

自团队优势，策划了“我与国旗合影”微信推文、《美

丽中国》手势舞视频、《郑工学子祝福祖国》广播剧

等系列内容，营造了喜庆的国庆氛围。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硬件支撑，优化融媒体中心

设施建设，积极与网络技术公司对接，提高技术水平

和网络承载能力，进一步为教育教学、师生学习生活

提供高速、稳定、安全的基础保障。

五、结束语

高校要紧跟时代步伐，搭建好融媒体宣传平台，

充分发挥融媒体技术的优势，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

式，画好网络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同心圆；守好高校网

络主阵地，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出更

多专业知识精湛且具有家国情怀、能堪当祖国复兴

大任的新时代大学生。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１２－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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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新时代，要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高

度，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思想体系来对待，才能更好地认识河洛文化。从区域范围

与研究内容上来讲，河洛学是中原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是中原学桂冠

上最璀璨的明珠。打造河洛学，研究解读好河洛文化，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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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河南作为全国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三千多年，是名副其实的文

化高峰、文化高地、文化高原。过去素有“逐鹿中

原”“鼎立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

说法，但我们讲不清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上升到中原学的高度。河洛文化是中

原文化、黄河文化、炎黄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在中原

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重要

而特殊，对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中华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贡献非同一般。在河南，我们都知道“河图

洛书”的神秘和神圣，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大家视之

为“天书”，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新时代，

我们只有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高度，站

在人类文明、中西文化比较、国家文化认同的角度，

以哲学的视野、文明的视野、学科的视野来认识河洛

文化、嵩山文明，以中原学、河洛学的相互碰撞、交流

和交融，为洛阳“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为高质

量建设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为新时

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头活水”，才能找

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和钥匙。

一、河洛文化与河洛学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既强调了中原

文化的重要性，也强调了黄河文化的重要性。他把

黄河文化的战略定位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指出“黄

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用“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

是秦砖汉瓦”十分传神地表达了中原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源远流长，指出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中心，以

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黄河文化在兼容并蓄中前进。河

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也指出，要了解中华文化，要到河

南，要到洛阳。

悠悠河洛，天下之中；山河形胜，煌煌文明。在

时间轴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话把

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积累概而言之，“若问古今兴废

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更是道尽了朝代更迭的沧桑；

在空间轴上“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道出了河洛

地区作为中原腹地核心的核心。在这个时间和空间

中生成的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环嵩山区域文

化，它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以夏商、东周三代文化为

主干，以东汉、北魏、唐之武周、北宋为内容，以洛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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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为高峰，以古都洛阳凝聚的文化精粹、精华为核

心，以“河洛郎”为特征，是海内外华人的民族血脉和

精神纽带。河洛文化荟萃了黄河、嵩山文明积淀的精

华，是中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原文化对黄河

文化的最大贡献，在黄河文化中具有发源、中心、主

体、根本的地位，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主体，具

有显著的源头性、根脉性和族魂性特质。

过去我们对河南的定位一直是“老家河南”。党

的十八大之后，关于河南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４
年视察河南时说，要“让中原更加出彩”；２０１９年调研
河南时说，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一个“奋勇争先”，一

个“更加出彩”，一个“绚丽篇章”，意味着我们进入了

“出彩河南”阶段。与之相应，随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的定位，“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是新时代洛阳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如何动员文化的力量，使

“诗和远方”与洛阳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从“老家河南”经过“中原

崛起”再到“出彩河南”，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炎黄文

化、黄河文化的复兴都是绕不开的。

在洛阳，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理学寻

源于此，道学肇始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经过３０多
年的研究，关于河洛文化的成果汗牛充栋，关于洛阳

学、洛学的研究也不断走深。现在为什么要提出

“河洛学”这个概念呢？从横向上来讲，西藏有“藏

学”，安徽有“徽学”，湖南有“湘学”，都能自成体系，

并代表各自的地域文化。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的甘肃，即使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学术名称，但

仍有一个贯穿古今的当代显学“敦煌学”。河南作

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我们都知

道有河洛文化，却不知有河洛学，这是河南学术界、

思想界、理论界、社科界的一个遗憾。

新时代，如何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看待河

洛文化？如何提升河洛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如何打

造“行走洛阳·读懂中国”大品牌体系？这就需要我

们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站在打造中国自主知

识体系的高度，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学科

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思想体系

来对待，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河洛文化和嵩山文明，才

能够具有全国大格局、全球大视野、时代新表达。

首先，河洛学的提出，是由于河洛文化的重要

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特别讲到黄河

四大文化即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

化，突出了河洛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的独特地位。正因为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版图中地

位重要，才使河洛学的构建成为可能。

其次，河洛学的提出，是地域文化研究不断走向

深入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地域文化研究中自成

体系的学科构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学科的建

立，为河洛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

构建河洛学，对河洛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中

原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河洛学的提出，是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尤其是进入新时代，随着河南新型城镇化

进程的加速，郑州、洛阳、开封、安阳等历史文化名城

的发展和复兴问题变得十分突出。特别是郑州作为

国家中心城市，洛阳、南阳作为副中心城市，迫切需

要河洛学的指导与支撑。

建设河洛学，要求我们用学术讲政治，用学术的

方式去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因为在话语体系中，相比

较主流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学术话语的影响力

是更为深远的。河洛学是对河洛文化的综合性、整体

性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大体而言，其研究内容和研

究路径可以分为历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地理学研

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和思想文化研究等几个方

面。值得一提的是，河洛学研究视域下的儒学研究，不

仅包括对思想家的研究、思想观念的研究，尤其应将儒

学与洛阳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具体而言：

第一，要把河洛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轴、主干地

位讲清楚。什么是主轴地位？如果从唐宋断开，传

统中国其实经历了一个由“东西轴”向“南北轴”的

明显转型。河洛地区对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作

用，一是体现在《诗经·大雅》中，“惠此中国，以绥

四方”。二是体现在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黄

河文明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阶段。

形成期是炎黄阶段，发展期是夏商周时代，兴盛期是

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在这个过程中，河洛地区一

直处于核心地位，是文明轴心区。以洛阳为中心，西

边是长安，东边是开封，在东西轴里，洛阳是个主轴。

这个主轴后来又变成了南北主轴，杭州、南京、北京，

洛阳还是一个主轴。如何把这个文化主轴定位清楚，

对于我们认识“天地之中”的枢纽定位十分关键。

第二，要把河洛学的发展脉络和思想体系讲清

楚。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至少包括这么几

个方面：

１．河图洛书。河洛文化最早的标志是“河图”
“洛书”。河图洛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滥觞。

古代传说中华龙祖伏羲时代黄河中跃出龙马，背负

“河图”，伏羲受之而作八卦。大禹时代洛水中浮出

神龟，背负“洛书”，大禹受之而创立包含“五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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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洪范九畴”。可以说，由“河图”发展出阴阳八

卦，由“洛书”发展出“五行”，都孕育产生于河洛地

区。河图洛书具有自否定、反身性和人文性的特征，

“生”是其本质特征。我们对河图洛书、八卦、六十

四卦的演变说不清楚，对源于它的“九五之尊”“大

丈夫能屈能伸”“女大十八变”却经常是日用而不

觉。《易经》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从河

图洛书到八卦到六十四卦，清晰地揭示出文明曙光

乍现、人类精神世界生成的文明图景。

２．赫赫夏都。《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
之居，皆在河洛间。”其实，不仅是夏商周三代定都

河洛，在文明时代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经济政治

文化中心，后世很多王朝都在这里定都。河洛地区

最早跨入文明时代。中国古代是从黄帝开始向文明

时代过渡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期。中国古代是从夏王朝的建立而正式进入文明社

会的。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夏文化的形成是

十分关键的，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就在这里。二里头

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极为重

要的。二里头位于伊、洛河之间的一个高地上，就是

文献中的“夏墟”所在地，公元前１１世纪，周武王东
征伐纣，“息偃戎师”，这个地方在华夏文明与国家

形成史上，具有“辐辏之势”，是中华文明形成史上

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夏上承三皇五帝时代，下启

夏商周至明清之初，连接着中华五千年不断裂的文

明，是我国步入文明门槛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中华

文化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这里最早开启了从“公天

下”到“家天下”历史演进过程。从禅让制到分封

制，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中

国的治国理政实践都与黄河文明中的制度治理密切

相关。二里头夏朝遗址，对于我们领悟和感知中华

文明的演进历程十分重要。对夏文化的研究，将开

启国家文明研究的新局面。

３．河洛文化。儒家文化、道家学说、佛家学说首
先创立或传播于河洛地区。特别是“周公居摄六

年，制礼作乐”。礼乐文化是我国古代国家和社会

的结构性的制度规定，是上层建筑中具有法律意义

的成分，一直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习俗。

４．洛学。北宋时期，二程创立的“洛学”，被朱
熹等人继承和发展，称“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封建

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具有深远的社会影

响。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对无极、太极、阴

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哲学范畴进行了系统探

索。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二程把

“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对自然、社会、人生诸

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洛学凝聚河洛文化之精华，

是河洛文化的结晶和典型代表，并构成了河洛文化

的核心内涵。

５．洛阳学。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
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属于地方学

研究范畴。它既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研究洛阳古代历

史地理环境变迁、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也

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洛阳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演进和

现代洛阳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共同为洛阳可持

续发展提供学理支持与政策指导。洛阳学不仅涵盖

洛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

面，而且涉及洛阳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

个融贯古今、展望未来、多学科交叉、整体性很强的系

统工程，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实用性等特征。

６．嵩山文明。河洛文化是在嵩山脚下、黄河之
滨诞生的。五岳之中嵩山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位置，

与河洛文化从凝聚到辐射的生成与传播过程是分不

开的。从河图洛书到赫赫夏都、河洛文化特别是周

公的制礼作乐，再到洛学、洛阳学、嵩山文明，我们要

把这个脉络、体系梳理清楚。

第三，要把“河洛郎”“客家人”的概念讲清楚。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的位置，又率先进入文明的门

槛，是十三朝古都，它是一个文明的辐射源。中华文

明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影响力源泉在哪？

“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河洛郎”这个概念体

现得很清楚。“河洛郎”为中原南迁后裔，是中国南

方讲闽南语的群体，也是“台湾四大族群”人数最多

的一个族群。中原文化随之南迁，在与边陲文化的

长期碰撞和融合中，形成了闽南文化。中原移民南

迁入闽对于巩固和发展边陲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

中原和闽南建立起深厚的血缘关系和文化纽带，也

赋予了闽南文化深刻的河洛印记。这种强烈的文化

记忆，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真实体

现。“客家人”最大的特点是“客家非客”。由河洛

地区传至中国南方地区的“客家文化”，使中国北方

与南方融为一体。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但

他们在内心深处依然认为自己是河洛郎，河洛地区

是他们心中难以忘怀的故土家园。河洛地区建立了

最早的中国、建构了最早的国家模式，形成了最早的

国家文明、中华文化，并经过数次民族大迁徙，以晕

轮效应逐步扩散到四周。“河洛郎”“客家人”就是

河洛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的魅力展

现。这种心念故土、情系桑梓的浓厚深情，正是河洛

文化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特性的显性表达。可以说，

河洛文化对于客家文化、闽南文化、齐鲁文化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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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影响。

二、中原学与河洛学

什么是中原学？对社科界来说，中原学是新时

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对高校来说，中原学是新文

科；对河南省来说，中原学是地方学。中原学从时间

上定位，包括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冯友兰新理学

四个阶段；从空间上定位，包括河洛学、新时代黄河

学；从古典形态上定位，包括炎黄学、殷商学、新宋

学、河洛学和新时代黄河学，是典型的五方之学。

河洛学与中原学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说黄河学

着眼的是流域，中原学着眼的是地域，那么河洛学既

着眼于流域，又着眼于地域。从区域范围与研究内

容上来讲，河洛学与中原学、新时代黄河学是局部与

整体、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河洛学是中原学的一

部分，而且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是

中原学桂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经过十年磨一剑，省社科联推出的“中原学”学

科群如今已进入《河南省“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规划》。规划指出“鼓励支持各级社科联、高

校、科研机构根据自身特色，打造特色学术研究品

牌”，要求“围绕具有基础优势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在炎黄学、河洛学、甲骨学、老庄学、儒学、黄河学、中

原学等领域培养一批国内外知名学术大家、学术品

牌”。在２０２２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计划３００
多个选题中，围绕中原学相关学科设置了十个重大

课题。作为河洛学研究，这里面有三个问题是亟待

分清的：一是要正确认识河洛文化是一个变动的概

念，包括河洛地区、环嵩山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三

个不同的空间流域，对于我们讲清楚“根在河洛”具

有巨大的价值，从而能够为“客家非客”的河洛郎构

筑精神家园、心灵故乡。二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知道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内核、基因、灵魂和精

神，是中华文明的“芯”和“魂”。在这里，唯有系统

工程方能自立自强，如何用元宇宙技术打开“河图

洛书”，是研究“我们从哪里来”的关键。三是要正

确处理河图洛书与洛学、新宋学、洛阳学的关系，为

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土壤。

河洛学对中原学的贡献、对中原文化的贡献，主

要有五个大的范畴：

一是“中”。“中”在甲骨文里是一个旗帜插在

高地上。河南古称豫州，地处九州之中，故曰中州。

中州也叫中土、中原，先秦时期有时干脆就叫“中

国”。《诗》赞郑国的子产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公羊传》说：“为之中者归之

也。”这个“中”从来都是“逐鹿”“鼎立”的要害所

在。“尚中”观念从萌芽到成熟虽然经历了漫长的

过程，但至西周初年，其内涵已经十分清晰，其标志

性的里程碑是周公营洛。“尚中”作为一种世界观

和思想方法，深刻反映了中华先人对自己所处特定

场域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形成了有

别于其他民族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记载

在《尚书·大禹谟》中的这四个四言短句，被称为帝

王治国理政的“十六字箴言”。这十六个字，由帝舜

在命令大禹继承他的帝位时作为对大禹的指导和告

诫之言当面口授。大禹又由箕子传给周武王，实际

上是由上古帝王一代代传下来的统治心法。“执

中”是河洛文化为中华民族贡献的最大哲学智慧。

“中”慢慢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价值取向“中和”

“中庸”。所以中华民族不偏激，不走极端。今天，

“中”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中原崛起”。背景是新

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在中部六省里，哪个省

能代表中原呢？只有河南能够代表中原，其他几个

省都是局部地区属于中原，只有河南全部都在中原，

而且处于核心部位。二是“枢纽”，连南贯北，承东

启西。从中原到中部，到黄河，到中国，到中华，这是

一个地理空间。从地域、区域、流域，到国家，到文化

圈，是一个逐步辐射、放大、传播的过程。

二是“新”。创新是河洛文化的密码。历史上

的洛阳曾经是我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河洛大

地，是文明的摇篮、理学的源头。其中，“通”和“变”

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范畴中两个重要的

思想概念。今天，坚持固本求新、守正创新的实践，

我们必须完善机制、人才和资金的支持。河洛文化

中的诸多文化元素，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道德、法律、逻辑，还是各种官方或民间的制度构建、

传统习俗等，都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

路蓝缕的开创作用。这为我们今天“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等，提供了丰

厚的土壤。

三是“兴”。“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起

也，第二个意思是同也。河洛文化带给我们最深刻

的启示是什么呢？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

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国语·周语》和《史

记·周本纪》都曾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

亡，三川竭周亡。”意思是说夏朝因伊水、洛水枯竭

而灭亡，商朝因黄河枯竭而灭亡，西周因泾水、渭水、

洛水枯竭而灭亡，平王东迁。伊水、洛水、泾水、渭水

都是黄河的重要支流，这些支流一旦枯竭，作为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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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河必将枯竭。黄河枯竭，国家就会走向灭亡。

我们现在讲“黄河宁，天下平”。从新中国到新时

代，我们的黄河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

转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

出，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蕴藏着深刻的历

史逻辑。

四是“理”。二程创造的理学，揭示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大本源、大规律、大准则。“理”就是价值观，

就是价值体系。《左传》载，“德，国之基也”。我们

正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很多人认

死“理”。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把“理”这个价值

观、这个价值体系看得很高。“有理走遍天下”“无

理寸步难行”，“理”支撑了我们的人生意义和人生

价值，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

和审美情趣，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是“和”。和谐是河洛文化的主题词。和谐

思想源远流长，洛阳是和谐思想的发源地。和平、和

睦、和谐是河洛文化的文化基因，也是其最大特质。

三、在中原学视野中河洛学研究的新时代意义

打造河洛学，研究解读好河洛文化，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解释人类文明的“多元一体”问题意

义重大。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三个文明古国

都已经被尘封，湮没在历史中，只有源于河洛地区的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历经五千年风雨而绵

延不绝，始终显示着历久弥坚、风雨如磐的生命力、

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最大特征就是生生不息的

“生”。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多元一体”，人类文明的

起源也是多元一体。我们把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透

了，对于解决人类文明的一元性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有助于河南树立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形

象。在文明源流的探求上，我们有“满天星斗”说。

黄河文明在良渚文明中有体现，在三星堆文明中有

体现，在赤峰红山文化中也有体现。这些地方文化

是否属于同一个篇章？它们之间有什么前后渊源？

还没有讲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原文化、黄河文

化、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干来认识，确

立“一体多元”说，确立“重瓣花朵”说，确立主体主

干说。我们不仅要“寻根探源”，更要“正本清源”、

固本求源。五大都城遗址、龙门石窟、丝绸之路的研

究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第三，有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实施。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随着对仰韶文化、黄帝文化和夏文化研究的深入，河

洛学所要书写的，就是一部从黄河出发的黄河文明史。

第四，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

有重大价值。河洛学研究，是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核

心层文化。站位新时代，研究好、解读好河洛文化，

建设好、发展好河洛学，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

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

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河洛大地是中华民族的

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重瓣花朵的“花心”，

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的灵魂栖息地。河洛

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文化的

“根”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灵魂所系，是中

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记忆，也是维系全世界炎黄子

孙的最强大的精神纽带。在我们看来，北宋洛学正

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河洛价值观进行了重新包装和

融合。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以河洛

文化为主体脉络的华夏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并闪烁着

耀眼的光辉？这正是因为河洛文化是一个开放创新

的体系，它以礼乐为主体，融合三教，不断成熟；从周

公制礼作乐始创儒学到东汉经学再到二程洛学，从

老子创立道家到道教的形成，从佛教首传中原到龙

门石窟的开凿，它们的每一次自我更新莫不体现了

一种与时俱进。从巫术到术数到辩证逻辑，中华民

族传统思想领域，最后以儒释道为主体，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体系或者系统。如果说道家是“想得开”，那

么儒家是“拿得起”，释家则是“放得下”。三者或治

世或治身或治心，形成了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

兼济天下”的进退自如的从容世界。二程洛学以天

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

非”来塑造理想君主，进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

值系统。特别是理学的“理得”和心学的“心安”，都

让我们找到了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让中华民族

找到了精神上的栖息地。

第五，有助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

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并进的现代化。河

洛学的提出，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提供一个巨大的文化场域。从周代的礼乐文化到后

世的礼法文化，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到科举制，特别是

二程的理学，都为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

巨大的资源和镜鉴。

我们坚信，在中原学的视野中，建设河洛学、打

造河洛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

也必将引领我们迎来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

荣的“高光时刻”。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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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障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比较研究

王　琦，马子萱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发展规划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１２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郑州市科技局基础研究课题“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公平发展研究”（ｚｋｓ２０２１０１）
作者简介：王琦（１９６５—），男，河南镇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发展规划处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

摘　要：通过调查问卷调查了解２５２名听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的学习动机现状和影响学习动
机的因素。利用Ｅｘｃｅｌ表格分类进行统计，并使用数据分析工具 ＳＰＳＳ２８．０进行差异性分析和相关
性分析，发现：按照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来看，听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并无显著差异，但

是在内在的学习目标及外在的辅导员、校内讲座、社会实践、课堂教学等方面，对听障大学生和健听

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为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建议采取激发听障大学生

和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措施：认清自我优势，提高自信心；树立远大目标，实现自我价值；改善教学

方法，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丰富校园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家校合作，形成育人合力。

关键词：听障大学生；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差异性及相关性分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７
中图分类号：Ｇ７６２；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９５－０６

　　近年来，关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案例
近年来逐渐增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其进行深

入探讨。但对于听障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案例是

缺乏的。将听障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以下简称

“两类大学生”）学习动机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

其学习动机的异同，在完善对听障大学生学习动机

研究的同时，帮助健听和听障大学生激发学习动机，

进而促进大学生尽快成长成才，把自己培养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合格接班人，可以提高我国高等

教育的质量，同时也为听障大学生进入主流社会起

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学习动机

“动机是心理学里的重要范畴，动机能够促使

个体的活动得以激发与维持，并且推动个体活动向

某一目标前进的内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１］学

习动机就是促进个人完成和保持学习、促进其教学

活动朝着特定的目标的内心学习过程或自身状态。

简单地讲，动机就是直接驱使某个人完成学习的内

心动机。

“从学习的动力来源来分，学习动机可以分为

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由自身的学习目标

清晰度、对所学事物的兴趣程度、内心自我需要等自

身的因素影响诱导个人采取学习活动，引起自身的

学习动力就称为内在学习动机。在学校中教师的教

学内容、校园环境、社会上的实践过程以及父母的教

育方式等等，从外界受到的压力与影响而采取的学

习活动和产生的学习动力就称为外在学习动机。”［２］

国内外研究表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是提高

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了解“两类大学

生”学习动机的现状，分析“两类大学生”学习动机

间存在的差异，研究如何激发大学生学习动机，有着

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听障大学生

聋人即听觉障碍人，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

耳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失，听不到或

是听不清周围声音，从而在生活上受到影响的人。

而听障大学生是聋人群体的一部分，是聋人群体中

通过聋人高考单招或普通高考等形式进入高等院

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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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听大学生

听人是指有一耳或双耳未达到以上第二次全国

残疾人抽样调查标准划分的听力损失程度的人。健

听大学生是指在听人群体中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

等教育的大学生。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及问卷信度检验

为对“两类大学生”学习动机进行实际调查，根

据研究需要编制了“大学生学习动机调查问卷”，问

卷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调查被调查人的基

本情况，包括：所学专业、性别、居住区域（城镇或农

村）、所在年级、身份（健听或听障聋）、听力损失程

度（一级或二级或三级或四级，本题仅听障人回答，

健听人不用回答）、来自的高中（普通高中或特殊教

育学校）；第二部分主要调查被调查人的学习动机，

主要从“两类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

机进行实践调查同时含有少量学生基本信息调查，

通过对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郑州师范学院、长春大

学、天津理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首

都医科大学等２０余所的随机抽取大学生施测，进行
问卷信度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本问卷的信度为

０７４８。证明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可以使用。
表１　可靠性统计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项数

０．７４８ ２６

　　（二）研究对象的选取及抽样方法
本研究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法，从北京、天津、青

岛、武汉、郑州、长春等地的２０余所高校中随机抽取
“两类大学生”合计２５２人进行调查问卷。研究对
象的基本情况统计如下：

表２　被试的基本情况分布

学生类型 人数 百分比

听障大学生 ９６ ３８．１％

健听大学生 １５６ ６１．９％

　　三、听障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比较分析
研究学习动机是否存在差异的根本要素就是要

找出学习动机影响因素对“两类大学生”的影响是

否存在差异。学习动机调查问卷主要是针对高校大

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进行调查，“两

类大学生”公用同一调查问卷。学习动机调查结果

分为听障大学生组和健听大学生组，利用 Ｅｘｃｅｌ表
格逐个对被试的２５２名听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进
行分类统计，其中问卷共回收２５２份，有效问卷２５２
份，问卷回收率为１００％。其中健听大学生１５６份，
占问卷总数的６１．９％，听障大学生９６份，占问卷总
数的３８．１％。针对以上问卷进行详细数据统计和
客观整理与分析，运用 ＳＰＳＳ２８．０对数据进行处理，
了解、分析“两类大学生”学习动机是否存在差异性

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内在学习动机比较分析

１．内在学习动机总体性分析
将问卷中有关研究内在学习动机的部分按照听

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分为两类，内在学习动机主

要是从：学生的学习目标清晰度、学生对专业兴趣程

度、学生的内心自我需要三个方面对学生内在学习

动机的影响进行调查、了解，并进行整合计算、比较

总分平均值。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表３　听障、健听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总分平均值比较

学生类型 综合平均值（分）

健听大学生 ２５．３３分
听障大学生 ２４．７９分

　　从整体的角度出发，从表３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听障大学生综合平均值约２４．７９分，健听大学生综
合平均值２５．３３分，健听大学生比听障大学生总分
均值略高，但两者之间内在学习动机总分平均值相

差不大，同时也说明从整体来说两者之间内在学习

动机差异不大。

２．内在学习动机差异性分析
为更加有针对性地分析了解“两类大学生”内

在学习动机中学生的学习目标清晰度、学生对专业

兴趣程度、学生的内心自我需要是否存在差异，运用

ＳＰＳＳ２８．０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对“两类大学
生”以上三个方面均值差异进行检验。表４中 Ａ代
表学生的学习目标清晰度；Ｂ代表学生对专业兴趣
程度；Ｃ代表学生上大学的内心自我需要，为更详细
地了解“两类大学生”在不同的自我需要比较下是

否存在差异，又分为Ｃ１成为有学识的人、Ｃ２能找份
好工作、Ｃ３报答父母、Ｃ４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Ｃ５
为继续深造打基础、Ｃ６改变个人命运、Ｃ７促进祖国
发展、Ｃ８单纯随波逐流。具体数据如下所示：

表４　听障、健听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均值差异检验

Ａ Ｂ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学生类型
听 ２．３２ １．７９ ２．５６ ２．８９ ３．０７ ２．４７ ２．３７ ２．６７ ２．６０ ２．５５
聋 ２．５９ １．８５ ２．３４ ２．４２ ３．０３ ２．５８ ２．４３ ２．７２ ２．６９ ２．０９

Ｔ值 －２．１２ －０．６５ １．７１ ３．５３ ０．２９ －０．７６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６３ ２．７６

　　注：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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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独立样本Ｔ检验”分析后结果显示：健听大
学生大部分内在学习动机影响因素均值要低于听障

大学生，但大部分差异不明显。

从内在学习动机的三个小维度来分析：

在学习目标清晰度维度上，听障大学生均值为

２．５９高于均值为２．３２的健听大学生，其数据明显
高于健听大学生，Ｔ值为－２．１２，ｐ＜０．０５，说明听障
大学生的学习目标普遍比健听大学生的学习目标更

加清晰，因此在日常学习生活当中听障大学生可能

因为学习目标更加清晰、学习的方向更加明朗从而

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由此说明，听障大学生整

体学习目标更加清晰，比健听大学生整体内在学习

动机更加强烈，同时更好地激发自身的内在学习动

机。从学生对专业兴趣的程度这个维度上看，健听

大学生均值１．７９，听障大学生均值１．８５比健听大
学生均值略高，但无明显差异。

在学生上大学内心需求维度上，除上大学因为

能找份好工作和上大学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这两方

面“两类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以外，其他方面“两

类大学生”通过差异分析均无明显差异。在能更好

地找工作方面两者的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０１，且听障
大学生均值为２．４２，健听大学生均值为２．８９，这说
明健听大学生上大学是找好工作的内心需求比听障

大学生明显更加强烈。在调查问卷中有至少９位听
障大学生表示：上大学选择所学专业是因为提供给

聋人选择的专业寥寥无几，并没有自己未来想要从

事的工作所对口的专业，并且因为听力受损的影响

以及社会的偏见即使自己想要凭借大学生身份找到

更好的工作也是很难被录取。因此，相比较健听大

学生，听障大学生对上大学可以找到更好工作的内

心需求普遍较低。同时在上大学只是单纯的随波逐

流方面两者之间Ｔ值为２．７６，Ｐ＜０．０１，听障大学生
均值为２．０９，健听大学生均值为２．５５两者之间差
异较明显，这也说明健听大学生与听障大学生相

比上大学的自我需求只是随波逐流，大家都上我

也要上的心理更为突出。结合上面调查结果可以

得出，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目标与健听大学生相比

较更为清晰，因此听障大学生普遍更加清楚自己

上大学的目标是什么，有自己的想法时也便不会

随波逐流。

总之，在内在学习动机中，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目

标要比健听大学生的更为清晰，从而使听障大学生

随波逐流心理也没有健听大学生的突出。但是由于

专业选择量较少以及社会偏见的问题，导致听障大

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找好的工作的内心需求明显弱于

健听大学生，这也是听障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略低

于健听大学生的主要原因。

（二）外在学习动机比较分析

１．外在学习动机总体性分析
将问卷中有关外在学习动机的内容进行数据提

取，从校园、社会、家庭三个维度进行调查、了解，并

进行整合计算、比较总分平均值。具体数据如表５
所示：

表５　听障、健听大学生外在学习动机总分平均值比较

学生类型 综合平均值（分）

健听大学生 ３３．４１分
听障大学生 ３４．５６分

　　通过分别计算“两类大学生”外在学习动机的
综合平均值，能够更好地对比“两类大学生”之间外

在学习动机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由表５的
数据可以看出，听障大学生综合平均值约３４．５６分，
健听大学生综合平均值３３．４１分，听障大学生比健
听大学生总分均值略高，但两者之间外在学习动机

总分平均值相差不大，同时也说明从整体来说两者

之间外在学习动机无明显差异。

２．外在学习动机差异性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２８．０以及饼状图分别对“两类大学

生”从学校、社会、家庭三个外在学习动机影响因素

有无明显差异进行数据分析。

从学校层面出发，从教师的自身素质、教学内

容以及校园环境外在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分析。

日常大学生活中学生最常接触的便是辅导员和任

课教师，因此教师成分又分成辅导员和任课教师

两个角度；同时为了研究更加针对性将教学内容

细化分为课程安排、课堂教学以及校内讲座；根据

在高校的观察，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在宿舍或

图书馆进行学习，所以将校园环境分为图书馆和

宿舍两个方面。运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比较听障大
学生与健听大学生均值差异，并对其数据进行分

析。

具体数据如下表６所示，由表中所示的数据中
可以看出，在学校层面对外在学习动机的影响因

素中，辅导员、课堂教学内容、校内讲座这三个影

响因素对“两类大学生”外在学习动机产生的影响

程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余的影响因素两者

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但是从均值来看这些影响

因素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比对听障大学生的略大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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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听障、健听大学生学校层面影响因素均值差异检验

辅导员 任课教师 课程安排 课堂教学 校内讲座 图书馆 宿舍

学生类型
听 ２．６０ ３．３９ ３．２６ ３．５０ ２．６９ ３．３８ ３．２４
聋 ２．９４ ３．２９ ３．２３ ３．２３ ２．９７ ３．２４ ３．１７

Ｔ值 －２．３４ ０．６９ ０．２１ ２．１２ －１．９９ ０．９２ ０．４７

　　注：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０１。

　　其中，辅导员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
２９４，对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均值为２．６０，
二者差异检验出 Ｔ值为 －２．３４，Ｐ＜０．０５，这表明辅
导员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远大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

响。

课堂教学内容对“两类大学生”的影响差异 Ｔ
值为２．１２，Ｐ＜０．０５，说明二者之间差异较大。通过
课堂教学内容对听障大学生影响均值为３．２３，对健
听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３．５０。这些数据可以得出
课堂教学内容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听障

大学生的影响的结论。

数据显示校内讲座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

２．６９，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２．９７，二者之间
差异检验 Ｔ值为 －１．９９，显著性数值为 ０．０４７＜
００５，二者之间存在较明显差异，且校内讲座对听障
大学生的影响要大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

从社会层面出发，可以从学生组织的社团活动、

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以及兼职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具体数据如表７所示：
表７　听障、健听大学生社会层面影响因素均值差异检验

社团活动 社会实践 兼职

学生类型
健听 ２．８１ ２．９６ ２．７８
听障 ３．０５ ３．２８ ３．０６

Ｔ值 －１．５５ －２．１８ －１．８８

　　注：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０１。

由表７可知：社团活动和兼职这两个维度对听
障大学生的影响略高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但是

显著性均低于０．０５，这表明二者之间相差不大。社
会实践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３．２８要大于对
均值为２．９６的健听大学生的影响，二者之间Ｔ值为
－２．１８，Ｐ＝０．０３＜０．０５，说明二者之间具有较为显
著的差异。通过调查发现，听障大学生学习专业大

多数为艺术类或计算机类，此类专业更需要实践来

检验知识的学习程度，例如：艺术设计专业不定期的

校外写生等。并且听障大学生从小就与社会联系不

紧密，社会实践更加有助于听障大学生融入社会，激

发学生兴趣，在社会中有所学、有所积累，所以社会

实践对听障大学生外在学习动机影响更大。

从家庭层面出发，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在２５２名
被试者中，有１７．０６％的人在选择目前的专业时是

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决定的，其中健听大学生２７人，
听障大学生１６人；有２５．７９％的人认为父母的权势
和财力决定了大学生的发展前途，其中健听大学生

３７人，听障大学生２８人；同时又１３．８９％的人认为
家庭的经济负担过重影响了个人的学习成绩，其中

健听大学生１５人，听障大学生２０人。同时通过数
据分析可知：民主式家庭教育下的健听大学生 ３６
人，听障大学生２４人，这些学生中有６０％的人现在
仍然很努力地学习目前的专业并保持较高的兴趣。

由此可见，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可谓很大，大学正是学

生由青少年到成年人重要的过渡时期，家庭教育对

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对比数

据可知，“两类大学生”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差异并不

大。

总之，在外在学习动机中，听障大学生比健听大

学生略高，但是差异不大。其中，学校层面的辅导

员、课堂教学内容以及校内讲座对二者之间外在学

习动机影响差异较大；在社会层面，社会实践对听障

大学生外在学习动机的影响远大于对健听大学生的

影响；在家庭层面，对二者均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没有

明显差异。

（三）学习动机相关性分析比较

针对“两类大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

习动机是否存在相关性的问题，运用ＳＰＳＳ２８．０分别
对“两类大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

进行相关性分析，并进行统计比较。

１．听障大学生学习动机相关性分析
将被试的９６名听障大学生的调查问卷根据内

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具

体数据如表８所示：
表８　听障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相关系数

外在学习动机总分

内在学习动机总分 ０．２１

　　注：在０．０５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０．０１级别（双

尾），相关性显著。

从整体上分析数据，听障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

与外在学习动机之间都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可以看

出二者之间在０．０５水平上相关性显著，如果听障大
学生内在学习动机越高那么该学生的外在学习动机

·８９·



也会越高，反之，听障大学生外在学习动机越高也会

对内在学习动机有着正面的影响。因此，提高内在

学习动机或外在学习动机都会对提高学生学习动机

有很大帮助。

２．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相关性分析
将被测试的１５６名健听大学生的调查问卷根据

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具体数据如表９所示：
表９　健听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相关系数

外在学习动机总分

内在学习动机总分 ０．１４

　　注：在０．０５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０．０１级别（双

尾），相关性显著。

从整体上分析数据，健听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

与外在学习动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然而二者之间

显著性（双尾）为０．０８大于０．０５，这表明健听大学
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与外在学习动机相关性不大。这

表明内在学习动机的提高可能会带动外在学习动机

的提高，但是也有可能不会有影响，反之同理。但

是，提高外在学习动机或内在学习动机对提高学生

学习动机仍有积极作用。

３．听障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相关性分析比较
将以上“两类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

习动机相关性分析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听障大学生

的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但是健听大学生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但是，二者

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都存在正相关的关

系。这说明外在学习动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

为内在学习动机，可以激发学生自身对学习的积极

性，例如：在家长的鼓励下、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学习

思维更加成熟，对学习越来越有兴趣。内在学习动

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外在学习动机，

例如：因为学生自身对专业学科的兴趣爱好，从而参

加更多的校内外讲座、社会实践，从中积累经验和知

识，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高。

（四）结果与讨论

结合文献阅读以及对实际调查与分析，能够了

解到“两类大学生”从整体来看学习动机并无太大

差异。可能由于听障大学生自身不同程度的听力损

失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偏见，产生与健听大学生不同

的心理状态以及对学习的追求，导致在内在学习动

机方面，听障大学生学习目标比健听大学生更加清

晰，但是内心对找好工作的需求远小于健听大学生；

在外在学习动机中，辅导员、校内讲座、社会实践对

听障大学生的影响均明显大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

响，但是课堂教学内容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要低于

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

四、激发听障及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对策和

建议

（一）认清自我优势，提高自信心

听障大学生虽然听力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

害，但是不能给自身贴上弱者的标签，认为自己就是

比健听大学生差。听障大学生也要找到自身与众不

同的优势，虽然听力受损，但是受到外界的干扰与听

人大学生相比大大减少，可以使听障学生在学习时

更加的专心。健听大学生的显著优势就是可以正常

接收外界信息，比听障大学生容易获得更全面的消

息，也可以更容易地融入社会。无论是听障大学生

还是健听大学生，要给自己正向的心理暗示，暗示自

己每个人都是优秀的，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优点。

因此，若大学生可以寻找自身的优势，发掘自己的潜

能，就可以在提高自己自信心的同时，激发自身的学

习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

（二）树立远大目标，实现自我价值

是否制定学习计划和学习计划是否科学关乎学

生学习效果的好坏。所以说“两类大学生”都要针

对自身条件设置适合的学习目标，小到第二天要学

完哪一章节的知识的短期目标，未来找什么样工作

的中期目标，大到过什么样的生活、给国家做怎样的

贡献的长期目标。如果大学生有了目标、方向，学习

便有了计划、有了动力，进而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

身的综合素质，为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作储备，凭自

己的力量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自我的价值。

（三）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高校的教育质量对学生的学习动机也有着很大

的影响。因此，高校教师要关注“两类大学生”的心

理差异以及学习水平的差异，要做到因材施教。并

且教师应当和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可以

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学习

观，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教师自身也要突破

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大胆创新，运用启发式教

学，增加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有助于活跃课堂

气氛，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

（四）丰富校园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培养人才要

实现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学校内不仅

要设置专业课程，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专心

学习，同时也要有开办艺术教育、劳动教育等形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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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校内讲座、实习实训。开展学术讲学、知识竞

赛、体育竞赛不仅可以营造良好的学风，还可以提高

学生学习、运动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五）加强家校合作，形成育人合力

家庭对学生学习动机有着很大的影响。家长在

学生面前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家长的言行

也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影响。大学生虽还未真

正步入社会，但是都已成年，有自己的学习方式和理

想追求，要对学生进行民主式、鼓励式教育，减少打

压教育，更不能放任不管，这样有助于促进学生成

长。虽然大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但是家

长也要积极配合学校，多和老师沟通，了解学生的心

理变化以及学习状况，加强家校合作，通过家校间的

密切配合，让学生感受到家庭和学校的爱，增加学生

的幸福感，从而增强学生学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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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卷”背景下的大数据技能社会人才
培养评价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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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技能社会建设人才培养与评价模式为研究目标，根据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构
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第三方为主导的多方参与的技能型社会人才培养评价模型，充分利用教育大数

据分析预测技能社会岗位需求，为学生提供适合个性发展的就业岗位，构建“人人有技能、人人能服

务、人人有尊严、人人有创新”的新型社会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技能的新风

尚，破除“教育内卷”怪圈。

关键词：教育内卷；技能社会；大数据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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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内卷的本质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产业
发展与教育产业发展，目标错位、利益割裂、信息不

畅和产业链技术技能创新能力不足所致。目前国内

很多学者在积极探索利用教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通过构建基于学分制的“１＋Ｘ”证书制度的技能
社会终身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精准预测未

来技能社会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岗位需求”，分

析新时代产教融合的技能社会创新人才教育评价模

式，实现现代职业教育的因材施教、渠道分流、过程

评价和利益共享的多元化就业环境，为破解“教育

内卷”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一、问题提出

教育改革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具有

一定技术专长的“优秀人才”，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

的高速发展，同时“高技术”“高效率”与“优秀人

才”的工作岗位也产生了巨大冲突，形成了严重的

“教育内卷”。“精英教育”“文凭教育”仍然是目前

教育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进一步蔓延到了职业教

育。究其原因，一是传统产业结构和社会财富分配

模式已经形成新的矛盾；二是教育行为和产业需求

信息不对称、人才培养目标和评价指标“错位”所

致；三是传统的范式教育观念和人才激励政策滞后

所致。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生产效能的提高，生

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加强技

术创新型技能人才培养，重构社会人力资源结构和

人才评价模式，激活劳动生产力，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创新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 ４０年的高速发
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由于社会产业结构和生产

关系失衡，教育理念滞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一方

面高素质的创新型职业技能人才缺口巨大，另一方

面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大量失业，人力

资源严重浪费，经济发展徘徊不前。针对这一问题，

２０１９年１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

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从政策层面

纠正了传统的“精英教育”发展理念，使教育回归本

质。

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是帮助“人才”实现

正确的社会定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才评价制

度的不完善，导致学生及家长片面追求“９８５”“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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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质教育资源，严重背离了教育本质，挫伤了学生

的身心，破坏了教育生态，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

费。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技能社会人才培养评价

制度，旨在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动态分析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业发展方向，预测未来

产业结构和人才岗位匹配评价导向，指导学生根据

自己的秉性结合社会与企／行业需求选择相应专业，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学

生多元化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避免“万

人争过独木桥”的“教育内卷”现象发生。

（二）政策支持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７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文

件，提出河南“技能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构

建面向生活、服务民生、开放灵活、技能创新、多样服

务、结构合理、提质增效的现代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

养体系，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技

能的社会氛围，形成“人人有技能、人人有创新、人

人有尊严、人人有贡献”的现代技能社会新风尚，彰

显技能社会技能人才的重要贡献和重大作用，使技

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明显提升。这一

目标的提出，为新时代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现代

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导向提出了明确要求。

据此，依托教育大数据，结合校企联盟、产教融

合和第三方评价机构，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技能

社会人才培养实训课程体系，开展技能人才分类精

准指导与评价，制定科学的技能人才评价导向制度，

完善技能人才成长环境和奖励机制，在全社会构建

“人人有技能、人人有创新、人人有尊严、人人有贡

献”的新型社会关系，已经成为河南技能社会建设

的总体要求。

二、问题分析

随着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职业教

育由于信息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与产业布

局周期错位，致使“人才内卷”愈演愈烈。大数据对

于职业教育变革创新发展而言，从技术层面改变了

产业与职业教育的结构，形成了产业依托教育，教育

促进产业，使两者融为一体。通过两者聚合效应，改

变了传统的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分离状态，重构教育

产业生态，使教育回归本质，从而促进技能社会人才

评价模式和机制创新。

（一）人才评价模式创新

人才评价是职业教育的风向标、指挥棒。改革

开放初期，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接受高等教

育的人才极度短缺，竞争异常激烈，所以长期以来各

行各业逐步形成了“唯文凭论”的人才评价导向。

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资源的扩张，

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与“教育产业化”发展严重脱节，

导致一方面高学历的本科生、研究生规模化“复

制”，形成“教育内卷”，另一方面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的现代制造业和科技前沿产业又“一将难求”，形成

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为了跳出这一怪圈，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决“扭转不科学的

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

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

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要通过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

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改进人才评价方式，提高教育评价的

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

（二）人才评价机制创新

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是关系技能社会建设成败的

关键。传统的人才评价主要基于经验主义评价机

制，这种评价机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难以

支撑新时代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需要。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末期，学术界普遍采用了第四代教育评价机制，其

主导思想是“共同构建”“全面参与”“多元价值”的

人才质量评价思想，因此构建了集政府、学校、企业

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多方参与的评价机制，这种多

元评价机制尽管客观，但是具有滞后性。而随着大数

据技术的发展，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技能人才评价方法

较好地弥补了第四代人才评价机制的缺陷。基于教

育大数据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是依据校企联盟、产教

融合、产业发展、专业设置、社会需要、利益分配等多

方需求对技能人才实施评价，其评价结果更为科学。

三、创新思路

建设技能社会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人人有技

能、人人能服务、人人有尊严、人人有创新”的新型

社会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

技能、财富共享的新生态，摒弃那些引起“教育内

卷”和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旧习。为此，根据新

时代经济社会产业发展需要，按照产业重构、资源优

化、专业整合、产教融合、创新引领、精准细分、兼顾

效益、共同致富等原则，利用教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借鉴“第四代人才评价”理论，构建以政府督

导，企业、学校为主体，和委托第三方评价的多方参

与的技能型社会人才培养评价模型，动态预测未来

技能社会建设对职业技能人才的结构需求和评价指

标，通过构建职业教育政德技并修、产教融合、工学

结合的“１＋Ｘ”证书的学分制技能培训课程体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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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协调制约影响

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诸要素关系，构建技能社会

人才统一评价和使用制度。

（一）评价模型要坚持产业结构升级与技能人

才成长的统一

技能社会的产业结构是对当前社会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其核心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科技创新和

财富分配机制的重构。随着科技的发展，由于社会

分工越来越细，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这

些生产部门在一定的环境下，如果机构设置合理，机

制科学，比例协调，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

加，财富分配合理，社会各阶层关系和谐，即经济向

好。反之，则阻碍经济发展，导致经济内卷，资源浪

费，人民幸福指数降低，社会阶层矛盾激化，即经济

萧条。对于这些矛盾，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改

革财富分配机制来缓解。

产业结构升级就是通过调整产业链内部各要素

之间的不协调关系，解放生产力，驱动技术创新。其

中技术创新主要包括：高端人才、人力资源、研发设

计、知识转化、商业模式等高级生产要素培育和技能

人才成长环境的构建等。财富分配机制是指构建有

利于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技能人才评价导向机

制，确保根据技能人才对社会贡献大小实现财富分

配，驱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财富分配机制，既是产

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源泉，又是衡量技能人才评价模

型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

（二）评价方法要坚持数字化产业链构建与人

力资源优化的统一

数字化产业链是指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

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产

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

的过程。未来数字化产业链的应用场景包括：智慧

城市、智慧教育、智慧政府、智慧金融、智慧工厂等平

台，这些平台的互联互通为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

提供了充分的大数据支撑，构成数据服务中心。数

据服务中心通过互联网连接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所有

环节，用来存储和技能社会建设相关的一切信息，是

技能社会产业结构与技能人才需求评价信息服务体

系的核心，也是人力资源优化的依据。

评价方法要坚持以教育大数据为基础，以政府

部门决策为指导，以产业发展、劳动报酬、产业发展

预测和人力资源等信息为依据，结合第三方专业机

构，构建校企合作、产业联盟、产教融合等技能人才

培养评价引导平台，形成一个面向政府、市场、学校、

家庭、学生、企业和产业管理协会的数字化人力资源

优化产业链。通过数字科技赋能，促进传统产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驱动商品生产创新及商业模式变革，

通过“融合共赢”，重组生产关系，营造起广泛联盟、

合作共赢、产业跨界、多边融合的技能人才就业环

境。

四、实施方案及政策建议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技能社会多元化人才培养评

价，是根据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通过构建

集学校、政府、产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和第三

方评价机构等数据资源中心，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进行技能社会人才结构需求分析，形成

基于过程管理的技能社会多元化学分制技能人才培

养评价服务管理综合体，其主要特征在于依托教育

大数据，紧紧围绕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结

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坚持党的领导和为社

会主义建设育人思想，协调各种资源，重构社会生产

关系和财富分配机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针

对技能社会人才培养与评价目标的要求，实施方案

要重点考虑以下几点：

（一）技能社会建设人才培养与评价模式设计

基本原则

针对技能社会建设需要，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

评价主要基于以下原则：一是目标性原则。技能人

才培养评价是一个集产业、教育、校企联盟、产教融

合、利益融合的综合性预测平台，具有预测、培养和

评价三重属性，目的是根据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

的需要，实现预测技能社会人才结构、培养技能人才

和评价人才质量三重任务。二是量化性原则。技能

人才培养需要学校、企业、行业、社会、家庭、政府等

多方参与共同培养，涉及多个环节，为此选择采用可

量化管理的学分制课程体系。三是过程性原则。技

能培养评价贯穿通识教育、专业学习、技能培训、就

业任职等环节，由于时间长跨度大，因此培养评价需

要建立精确的过程考评机制，以保证技能培养评价

的学分累积效应。四是动态性原则。由于技能社会

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的，诸要素之间是变化的，因才

对于技能人才的评价标准也是动态的，因此在设置

评价指标时，要适时调整评价目标，为学生提供精准

的就业信息。五是整体性和导向性统一原则。技能

社会是一个完整体系，对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涉及多

元化因素，因此既要从整体上分析技能人才结构，又

要满足不同岗位的技能需要，因此培养和评价模式

要兼顾整体性和导向性统一。

（二）评价内容和方法

为了确保技能人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破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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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教育评价体系中的“五唯”顽疾，根据技能社会产

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技能人才评价内容包括：通识技

能、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服务技能、研究技能、创新

技能等。技能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方法统一采用“通

识教育（思政与道德１００分）＋专业技能（学历１００
分）＋岗位技能（工作领域１００分）”的三维多级评
价方法。在评价的量化上，每一维可以采用四级评

价，如：通识（思政与道德）教育评价，可以分为“不

合格、合格、良好、优秀四个级别”，其他二维同理。技

能人才综合能力表达并非各维学分的线性叠加，而是

根据各维元素对技能强度的影响力采用非线性权重

计算，权重采用贝叶斯大数据模型进行动态估算。

课程体系建设采用“学校 ＋企业 ＋产业需求综
合管理服务链”三方共同参与培养评价。为了兼顾

当前的教学模式，学生在学校阶段可以采用学年学

分制，课程主要以学校＋企业的双元育人模式，在课
程设置上按照学分制要求进行学分细化。技能实践

课程主要通过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产业需求综合

服务链进行全程跟踪评价，其核心主要针对学生步

入技能社会后所从事的工作及工作能力进行技能考

评、岗位培训以及对技能社会贡献率的评价等，并把

评价的结果换算为学分，且与绩效工资挂钩。

（三）学分折算模型

学分折算主要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种

类型，学历学分折算主要以学生在校参加学习或者

实践的时间为参照，总的学分制时间安排为３３
３，公共基础课、专业技能课和实习实践课各占三分
之一，三年总学分为１７０分（主要指中专，其他类型
教育可以参照设计）。其中理论课时以１６～１８学
时为１个学分计算，顶岗实习按每周３０小时安排（１
小时折１学时），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学分不得少于５
分。每门课程学分的获得以学生实际参加教学活动

的课程占该门课总课时数百分比为前提，如学生参

加该门课的学习时间不到总课时数的７０％，则该门
课的学分为０；如超过７０％，则根据考试及出勤情况
给予相应的学分。非学历学分折算主要依据学生参

加工作后，结合产业需求综合服务链学分制折算要

求实施，主要包括：技能社会岗位职责、道德规范、精

神文明、创新素质、社会贡献等标准由平台根据个人

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详细评价内容可以参照技能社

会文明公民评价标准。

（四）技能等级评价模型

技能社会人才等级评价主要通过大数据学分制

人才培养体系进行评价，评价的内容包括三类技能

知识结构，即通识教育、专业技能和岗位技能，这三

类知识结构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由不同的主体组织

评价。通识教育主要由学校在学历教育阶段按照国

家教育大纲组织实施，评价内容包括：思政、道德、生

活常识、中国文化、科学知识、基本数学物理化学知

识等指标；专业技能主要由学校＋企业，通过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共同组织评价，落实“１＋Ｘ”证书培训
制度，评价内容包括：专业理论、专业应用、专业实

践、顶岗实习等指标；岗位技能主要由产业需求综合

管理服务链组织实施，通过构建以政府督导，学校、

家庭、产业、企业参与和第三方人力资源跟踪评价的

现代职业教育服务体系，按照岗位就业、技能提升、产

业结构升级、创新引领、社会责任、学术影响力、政治

影响力和社会贡献率等指标进行岗位任职能力评价。

根据上述评价内容，利用大数据分析，量化评价

指标，对有效数据进行挖掘和处理，将数据分为：通

识技能、专业技能和岗位技能。根据学分制要求将

教学（培训）内容划分为Ｎ个知识点，并折算成一定
的学分，每个知识点分值在技能贡献率所占权重并

不相同。为了客观地表达每个知识点分值的权重，

通常选择贝叶斯权重估算法。具体表达公式：

Ｅ技能等级 ＝Ｅ通识技能 ＋Ｅ专业技能 ＋Ｅ岗位技能 （１）

Ｅ通识技能 ＝∑
ｎ

ｉ＝１
ＡｉＷｉ、Ｅ专业技术 ＝∑

ｎ

ｉ＝１
ＢｉＺｉ、

Ｅ岗位技能 ＝∑
ｎ

ｉ＝１
ＣｉＪｉ （２）

其中，Ｅ技能等级 代表技能人才综合能力等级（根
据分值可以排序），Ｅ通识技能 代表接受学历教育和适
应社会能力的素质能力表达，ＡｉＷｉ代表通识教育学
习的一个学分节点（Ａｉ为系数，Ｗｉ为某一门课程），
Ｅ专业技能 代表接受专业培训的综合能力，ＢｉＺｉ代表专
业培训学习的一个学分节点（Ｂｉ为系数，Ｚｉ为某方
面技能），Ｅ岗位技能 代表岗位工作能力，ＣｉＪｉ代表工作
能力某一方面工作能力的一个学分节点（Ｃｉ为系
数，Ｊｉ为某个时间节点某方面）技能贡献率。其中的
参数Ａｉ、Ｂｉ、Ｃｉ的确定，采用贝叶斯系数估算法确定。

（五）政策建议

技能社会人才培养与评价模式创新是“十四

五”期间我国实施“技能中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支撑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因此，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充分认识加强技能人才培养评价的重大意义，将

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创新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充

分利用党政组织力量，引导相关单位构建教育大数

据中心，开发有利于技能社会建设的技能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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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分制实训课程体系，依托大数据的客观公正的

分析和监督功能，实现评价机制社会化、评价方法多

元化、评价内容多轨化、评价方式科学化，从而促使

技能人才精准分类和定位，督促各用人单位贯彻落

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

能、崇尚技能、学习技能的氛围，激发技能人才在技

能社会建设中的责任担当和引领创新作用。

五、结语

根据当前新技术、新产业、新环境和新时代经济

模式发展的需要及“十四五”规划要求，按照产业重

构、专业整合、产教融合、动态高效、创新引领、精准

细分、共同致富等原则，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进

行技能社会人才结构及需求分析，形成基于过程管

理的政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１＋Ｘ”证书的职业教
育技能人才多元化学分制培养评价服务管理综合

体，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行业、企业、学校、政府和

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技能人才数据评价中心，并

借鉴“第四代”人才评价模型，利用贝叶斯评估模

型，客观精准评价技能人才等级。通过评价导向作

用，促进技能社会建设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改进，引

导学生家长改变职教观念，走出“教育内卷”怪圈，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技能社会“人人有技

能、人人能服务、人人有尊严、人人有创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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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校三位一体组团式援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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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河南省高校三位一体组团式援疆模式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该模式的核心是精
准援助＋团队作战＋资源共享，目的在于培育受援学校自身内生动力和“造血”能力，促进管理、教
学和科研水平系统性整体提升。就进一步推进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工作提出建议：打好援助组合

拳，切实提高援助效果；优选援疆教师团队，强化团队成员担当意识；加强绩效考核评价，完善高校组

团式对口支援评估机制。

关键词：组团式教育援疆；河南高校；对口支援；三位一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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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新疆正在贯彻

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大批优秀的高技

能人才。河南省在对口支援新疆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过程中，创新性地打造三位一体高校组团帮扶新模

式，着力实现教育援疆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有

效助力受援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高校对口支援研究现状

２００１年６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对口支援
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正式启动高校对

口支援工作。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高校对口支援相

关问题研究。围绕高校对口支援模式，清华大学课

题组将其总结为“八大系统模式”和“五大特色模

式”［１］。华为国则将其划分为支援型、互助型和共

建型三种模式［２］。张怀英等将东西部高校对口支

援总结为全方位战略对接型、内涵建设助力型、多方

合作共援型三种模式［３］。但上述有关高校对口支

援模式研究主要以本科院校为例，鲜有文献针对高

职院校对口支援模式开展系统研究。

随着西部地区和新疆职业教育发展需要，越来

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于高等职业教育对口支

援领域。王晓丽等以湖北省对口支援新疆博州职业

技术教育为例，认真探索如何建立职业教育对口援

疆长效机制［４］。俞步松指出东西部职业教育应从

“差距合作”向“差异合作”转型［５］。丁莉东等通过

研究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职业教育案例，指出高职

对口援疆应从管理理念、办学模式、教师建设及学生

就业创业等方面进行重点帮扶［６］。蔡正栋则就新

时代职业教育援疆新机制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７］。

田恩舜等认为教育对口支援存在政策缺乏稳定性、

连续性和长期性，以及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仍然

具有较大改进空间［８］。

２０１６年党中央作出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的战
略部署，同时决定实施组团式教育援疆试点。针对

这个新兴问题，学术界刚刚开始进行研究和探

索［９－１１］，认为组团式教育支援是民族教育扶贫的重

要举措［１２］，能够使受援学校教学和管理水平系统性

整体提升［１３］。综合而言，学术界一致认为新时代对

口支援机制正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正在从“输血”向

“造血”的深度支援转变，从“单打独斗式”支援向

“组团式”支援转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关于

组团式支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藏地区的中小学领

域，而且大部分属于经验总结形式，尚未形成系统的

理论体系，同时针对高校组团式教育援疆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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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为少见。开展高校组团式教育援疆研究有助于

促进新疆高校高质量发展，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优

秀人才的需求。

二、三位一体高校组团式援疆模式分析

为了提高高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和可持续性，河南省在对口支援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过程中，倾力打造三位一体组团式援疆模式，紧密围

绕一个目标，即培育受援学校自身内生动力、提高其

“造血”能力，通过“精准援助 ＋团队作战 ＋资源共
享”三条途径，促进受援学校管理水平、教学水平和

科研水平系统性整体提升。

一是精准援助。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目的在

“援”，因此需要找准受援学校的薄弱环节和空白

点，有效切入，精准发力。组团式对口支援的突出特

点是根据受援学校的需要应需而动、按需派援，实施

按需定制的援助人才方案。该模式由以往“大水漫

灌”式的援助向“精准滴灌”转变，从而保证高校对

口支援工作的针对性。受援学校则要充分利用组团

式援疆资源，积极发挥援疆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着

力补齐学校发展存在的短板，增强学校的发展实力。

二是团队作战。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精髓在

“团”，要通过整体作战实现“１＋１＞２”的效果。以
往援疆教师大多由支援学校单方面选派，组织不够

统一，力量不够集中，分配不够科学，无法形成团队

优势，导致帮助受援学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

组团式对口支援团队成员不但包括具有丰富教学和

科研经验的一线教师，还包括具有较强教育管理能

力的学校管理干部，更加凸显集团规模优势，注重对

受援学校内生动力的扶植培育，有利于提升受援学

校整体实力，提高高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有效性。

三是资源共享。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关键在

“联”，要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实现受援学校与援助

学校的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

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援受双方应充分利用“互

联网＋”技术，在教育与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深度融
合，实现支援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援受双方

还可以针对受援地区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合作形式

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实现援受双方的“双赢”。即使

组团式援疆团队完成任务后离去，援受双方依然可

以通过命运共同体形式继续合作，实现高校对口支

援工作的可持续性开展。

三、河南省高校三位一体组团式教育援疆实施

策略

（一）工作概况

河南省积极开展高校组团式援疆工作，对口支

援新疆哈密职业技术学院。援疆团队以教学实践和

课题研究为载体，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帮助受援

学校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通过和河南支

援高校开展联合申报，哈密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先

后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各一项，实

现了哈密市在国家基金申报工作上零的突破，标志

着学院科研水平有了质的提升。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积极帮助哈密职业

技术学院提升办学层次，以援疆教师为学科带头人，

通过与新疆工程学院等高校联合开展“３＋２”和“４
＋０”培养模式教学，实现本科教育在学院的落地，
进一步提升学院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培养高技能人

才的能力。在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的帮助

下，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围绕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现

已建成交通运输类、财经商贸类、装备制造类、医药

卫生类等六大专业群共１９个专业，正在成为一所具
有鲜明特色和区域影响力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二）具体实施策略

１．明确援助目标，注重顶层设计
河南省教育援疆管理部门积极加强顶层设计，

明确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援助目标，即提升受援

高校的内生动力和自身“造血”能力，为受援高校打

造一支业务能力强、带不走的本土化教学和管理队

伍，实现对口支援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因此，

结合受援高校的专业建设和发展需求，河南省高校

组团式援疆团队突出问题导向，实施三位一体援助

模式，着力解决受援学校当前在学校管理、师资队

伍、教学科研、德育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校园文

化等方面的短板，使高校组团式支援能够聚焦于重

点工作，集中力量办大事。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在原有河南理工大

学、中原工学院等高校的基础上，经河南省教育厅积

极协调，增加商丘职业技术学院、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郑州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等８所高职院校加入高
校组团式援疆队伍，在三位一体援助模式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校包系”援助新模式，即一所高校结对帮

扶哈密职业技术学院一个系部，进一步明确责任，提

高对口支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２．准确发现受援学校的薄弱环节，精准发力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２０１４年由原哈密四所中职

院校合并设立，现有专任教师２３４人，其中具有研究
生及以上学历只有４９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比
较薄弱。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以提高学院青

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为抓手，通过“师带徒”形

式认真做好传帮带工作，开展一系列教学和科研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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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积极申报各类科研项目，有效增强学院自身的

“造血”能力。

现代职业教育强调创新驱动，强调实践育人。

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在创新创业

教育方面没有任何基础，完全是一片空白。河南省

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从零开始，帮助学院制定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构建学院创新创业课程体

系，带领学生组建团队参加“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
赛等一系列比赛。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全国创

新创业大赛中，哈密职业技术学院的“软棉棉”棉花

艺术品项目作为自治区唯一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并

获得铜奖，实现了学院在创新创业全国性比赛中的

历史性突破。目前，一批致力于创新创业教育的青

年教师崭露头角，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

从无到有，正在步入全疆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前列。

３．注重发挥团队整体优势，协同作战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积极探索一所高校对口

帮扶哈密职业技术学院一个系部的“校包系”模式，

由河南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分别与哈职院旅游

管理系等系部签署对口支援合作协议，在系部专业

建设、师资力量、教学管理、科学研究、课程改革、实

习实训设备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帮助对口系部

改善办学条件，更新教学理念，提升内涵质量，以便

更好地服务哈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结合哈密职业技术

学院专业建设需要，由援疆教师牵头组建“电子商

务及物流教学科研团队”“机电一体化系统创新设

计团队”“密作品牌管理教学科研团队”等多个教学

科研团队，立足哈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带领青年教

师先后申报“双级复叠低温机组研制及在瓜果储运

中的应用”“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密作品

牌战略研究”等科研课题，共同开展科学研究，有效

提升了学院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４．充分发挥团队“联”的作用，共同打造命运共
同体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充分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帮助哈密职业技术学院与河南理工大学、商丘

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分批次

组织学院骨干教师赴河南高校学习，依托河南高校

帮助培养在职研究生。学院先后选拔１５名教师到
河南理工大学攻读在职硕士研究生，并于 ２０１８和
２０１９年暑假期间，在中原工学院和商丘职业技术学
院举办两期管理干部综合素质与能力提升培训班，

针对性提升教师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

哈密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良好的风、光自然

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却没有专业机构从事

能源领域相关研究。在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

的帮助下，河南理工大学和哈密职业技术学院联合

组建哈密豫新能源产业研究院，重点开展煤炭、矿山

机械以及新能源领域的研究工作。依托该科研平

台，援疆团队带领学院教师先后申报“面向矿物加

工的双腔高效破碎机研制”等科研项目，有力促进

哈密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了援受高校在科研

领域的合作共赢。

四、进一步提升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教育援疆工

作建议

２０２０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上指出，对口援疆作为国家战略必须长期坚

持［１４］。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成效，河南省高校组团式

援疆在现有三位一体援助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做

好以下工作：

（一）打好援助组合拳，切实提高援助效果

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目的在于“授人以渔”，

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通过建立“一对一”“师带

徒”“带团队”等形式，帮助受援学校教师尽快掌握

高等教育新理念、新方法，以及先进的科学研究手

段，切实提高他们的教学科研能力。同时，援疆团队

要找准受援学校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组织后方

相关专家来受援学校开展短期讲学或讲座，或者组

织受援学校教师到支援学校进行短期专题培训，形

成“前方连后方”“大团带小团”的支援格局。通过

开展形式多样的援助方式，切实实现有效援助，形成

可持续化发展的援助格局。

（二）优选援疆教师团队，强化团队成员担当意

识

高校组团式援疆的核心使命在于培育受援学校

的内生动力，团队成员的工作职责更多地应由过去

单纯的“顶岗上课”向“示范引领”转变。因此，在选

派组团式援疆团队成员时，不但要看重成员的教学

科研水平，还要注重其管理能力和指导能力，优先选

派具有“指导力＋管理力 ＋研究力”的教师，确保充
分发挥团队成员的传帮带和辐射引领作用。在援疆

团队教师入疆之前，要做好对援疆教师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从思想上深刻理解教育援疆工作的重要

性，高度认识所担负的重要责任，强化团队成员的使

命意识和担当意识，增强团队成员参与教育援疆工

作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三）加强绩效考核评价，完善高校组团式对口

支援评估机制

加强对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工作的绩效考核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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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强化评估监督，方能提升教育援疆政策运行质

量，提高工作效益。一要树立正确的绩效考核价值

取向，拓展评价主体，将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有机结

合起来。二要建立科学的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绩效

评价体系，明确具体的评价标准，综合考虑师资队伍

发展、科研能力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指标，

合理设计各评价指标权重。三要制定有关政策措

施，从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内容、评估方法、评

估周期、反馈形式、责任追究等方面，实现高校组团

式对口支援绩效评价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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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地下工程岩性复杂、节理发育的断层破碎带问题，基于水压致裂法研制一套探查
地下工程破碎位围岩异常区装置，确定注浆靶点，并采用浅深孔配合网格式加固注浆方式，形成浅部

注浆孔加固圈，深部注浆稳定岩层效果。工业性试验表明：通过采用破碎围岩探测装置、浅深孔配合

浆方法和注浆孔优化布置的三位一体破碎围岩探注协同定点定位加固技术，节约注浆量，消除注浆

空白带，减小了浅部注浆固结载荷，并使浅部注浆固结圈与充填离层后的稳定顶板共同承载，有利于

控制围岩变形，提高了断层破碎带地段围岩的稳定性，避免地下工程坍塌失稳事故发生，为地下工程

安全施工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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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下工程深度的不断增加，导致地应力也
不断增大，在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顶板坍塌事故时

有发生，对施工安全生产有着直接影响。尤其当施

工遇到复杂破碎松散地质构造，为地下工程渗水、冒

顶等地质灾害提供条件，导致岩体稳定性有所降低，

直接影响正常生产掘进。因此，研究破碎围岩注浆

加固支护技术，为地下工程深部松软破碎围岩支护

安全施工提供技术支撑，有效降低施工带来风险。

本文结合河南矿井巷道破碎带冒顶下沉施工为实

例，采用水压致裂法先探确定范围后注浆加固措施，

对软破碎巷道周围一定范围内进行注浆围岩裂隙的

充填，提高围岩的弹性模量，加强围岩的强度，节约

注浆量，减小了浅部注浆固结圈载荷，并使浅部注浆

固结圈与充填离层后的稳定顶板共同承载，降低了

巷道引起的冒顶失稳风险，为巷道安全施工提供技

术支撑［１－４］。

１　水压致裂法探查围岩破碎异常区装置原理
根据水力压裂法测地应力原理，自主研制了基

于水力压裂法围岩破碎异常区探查装置。采用膨胀

式橡胶封隔器封堵钻孔所要测的区域，形成密闭致

裂空间，并进行高压注水，随着液体压力的增加，孔

壁的有效切压应力转为张应力，并逐渐减小，当有效

张应力等于或大于煤（岩）的抗拉强度时则孔壁将

发生断裂［５］。通过对比所测岩层抗拉强度大小来

判断岩石完整或破碎情况，从而确定破碎异常区范

围。Ｐ表示为孔隙压力，Ｐｂ表示岩石破裂的临界压
力，由海姆森公式可得：

Ｐｂ－Ｐ０＝
Ｔ＋３σｈ－σＨ

Ｋ （１）

方程（１）可以简化为：
Ｐｈ－Ｐ０＝Ｔ＋３σｈ－σＨ （２）

将方程（２）中的有效应力改变为地下主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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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有：

Ｐｈ－Ｐ０＝Ｔ＋３Ｓｈ－ＳＨ－２Ｐ０ （３）
为了求水压致裂时引起岩石破裂的方程，可将

方程（３）整理之后得出如下方程：
Ｐｈ＝Ｔ＋３Ｓｈ－ＳＨ－Ｐ０ （４）

水力压裂裂隙扩展沿最小主应力方向，结果表

明，无论垂直主应力大小如何变化，最小主应力与初

始水力裂缝方向保持一致。如果某一方向的水平

主应力 Ｓｈ＝Ｓ３，ＳＶ＝Ｓ１或 ＳＶ＝Ｓ２中最小时，则起始
和延伸都为垂直向裂缝，从而得到最小水平主应

力为：

Ｓｈ＝Ｐｓ （５）
根据上覆岩石的容重计算垂直主应力，即：

ＳＶ＝ρＨ （６）
式中：ρ为上覆岩层容重；
Ｈ为测量段深度。
在实验中，当ＳＶ为最小主应力时，压裂过程中

初始裂缝是垂直的，从而得到第一瞬时闭合压力

（ＰＳ１）；当破裂面延伸到水平裂缝时，可得到第二瞬
时闭合压力（ＰＳ２），显然ＰＳ１＜ＰＳ２，即：

Ｓｈ＝ＰＳ１ （７）
ＳＶ＝ＰＳ２ （８）

在上述条件下，从压力和时间关系得到最小水

平主应力和垂直主应力值，最大水平主应力根据方

程（８）导出：
ＳＨ＝Ｔ＋３Ｓｈ－Ｐｂ－Ｐ０ （９）

在重复循环和加压过程中，式（９）中的抗张强
度（Ｔ）可以通过现场水压致裂原位测定仪器得到。
在第一个循环中，由于压裂段煤层完好，压力会导致

煤层破裂，再重新加压后煤层的抗张强度 Ｔ＝０，此
时煤层缝隙将重新张开，张开的压力Ｐｒ，式（９）将变
为：

Ｐｒ＝３Ｓｈ－ＳＨ－Ｐ０ （１０）
由式（９）和（１０），可得出岩石抗张强度的求解

方程：

Ｔ＝Ｐｂ－Ｐｒ （１１）
从式（１１）可知，岩体抗拉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岩石破裂压力 Ｐｂ和重张压力 Ｐｒ，基于水压致裂
法探查围岩破碎异常区装置采集这两个数据，该装

置主要由智能加压自动系统、封隔致裂室系统和数

据自动采集分析系统，如图１所示。智能加压自动
系统采用高压泵设定额定压力自动泄压自动回流，

压力值不再升高。封隔系统用耐高压胶囊材料在致

裂室两端起到密封作用，采集系统在致裂室布置传

感器，水压值直接传到压力表。

图１　水压致裂法探查围岩破碎异常区装置

首先在破碎围岩疑似处打钻孔，把装置伸入钻

孔底部，再加压封隔器供水管，使两端膨胀器紧贴钻

孔壁，形成定点定位封隔致裂室密闭空间，然后加压致

裂室供水管供水，压力表值会继续上升，导致钻孔孔壁

破裂，当液压压力表显示突然下降到一定值时，再迅速

关闭压力泵。根据采集到的时间和压力数据，绘制出

压力曲线，并根据曲线图求解所需参数，如图２所示。
从钻孔底部处依次间段按照上述步骤测岩层抗拉强度

Ｔ，由于断层破碎带岩层抗拉强度较低，所测值较小就
是需要加强区域，通过这种方法确定注浆范围［６－７］。

图２　水压致裂法所测压力和时间过程曲线

２　浅深孔配合网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固技术
由内外结构耦合平衡支护原理分析，“外围结

构”指的锚注浆体、锚固体及支架等巷道支护结构。

而“内部结构”主要是以塑性硬化区和软化区的岩

体为主体在围岩应力峰值附近的承载结构。在“内

结构”向围岩内移动的过程中，“外结构”调整应力

场达到新的平衡，阻止“内结构”不断向内移动。调

整围岩的应力场，减少围岩松动范围扩大，达到稳定

维护巷道［８－９］。采用深封堵加固界定区域，浅孔加

固补偿稳定区，从而使巷道围岩支承压力得到重新

分部，如图３所示，当浅部与深部耦合注浆时，围岩
周围支承压力有所降低，有效控制围岩质量。

通过对巷道围岩注浆加固浆液填充岩体破坏裂

隙面，提高岩体整体性，从而承载能力也得到增强，

进一步平衡过程巷道围岩内应力。岩石破裂形式主

要剪破坏，采用莫尔强度理论进行分析围岩注浆加固

机理，岩体的内聚力和内摩擦角两个因素决定剪应力

大小。破碎围岩休注浆后，浆液与破碎岩体粘结成

体，其自身承载力有所增大。从图３分析可知，注浆
岩体比未注浆岩体自身内摩擦角和内聚力大，围岩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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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力学性有所改善的，提高其整体强度，莫尔圆远离

注浆岩体屈服包络线，破碎岩体的塑性破坏范围得到

有效的控制，围岩整体稳定性能提高［１０－１２］。

在施工注浆孔时，先施工长堵注浆孔，长孔封堵

影响区域封堵前方裂隙，起到帷幕屏障约束注浆区

域作用，再施工短注浆孔在有限空间充填裂隙加固

煤岩体，如图４所示，注浆孔１个为点，注浆孔２个
为线，注浆孔４个为面，长短注浆孔构成注浆体，形
成浅深孔配合网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固，每个

循环采用长短注浆孔配合方法，长孔前方封堵有限

空间，短孔在有限空间加固岩体，这样节约材料，降

低成本，降低地下工程施工引起的坍塌失稳风险，为

巷道安全施工提供技术支撑。

图３　浅深孔注浆时的围岩支承压力分布图

３　工程案例
以焦作矿区某矿巷道为例，根据地质资料，其部

分巷道处于断层构造带内，并且纵穿多个岩层，围岩

多为高地压松软围岩，巷道围岩存在部分砂泥岩和

粉砂岩力学强度低，易受水软化膨胀，破坏了岩石的

原生结构，裂隙发育，岩石本身强度降低，因层间滑

动夹在层间的薄层泥岩被揉成泥，失去了原有的结

构，造成层与层之间呈离层状态，巷道变形严重，主

要表现在顶板下沉量大、巷帮片帮严重，容易造成巷

道下沉变形冒顶，影响安全生产。由于巷道处于断

层构造带内，如异常位置确定不合适，注浆布孔不科

学，导致注浆量浪费，可能存在空白区。

根据巷道地质资料，在巷道布置探测钻孔３个，
每钻进２ｍ，后置水辫接到高压水泵上，并从充气孔
进行对封隔器充气，使两端膨胀器紧贴钻孔壁，形成

致裂室，然后高压泵进行注水，致裂室出水孔受水压

控制，达到一定压力，钻头处不出水，致裂室出水，压

力表值将不断上升，最终导致孔壁破裂，然后迅速关

闭压力泵，如图５所示。按照这个程序循环数次，采
集压裂段内液压的变化的数值，绘制压力曲线图，求

解不同岩性抗拉强度参数，对比所布置测点。在巷

道向外３—１６ｍ范围区域内所测水力压力最小，说
明围岩破碎异常区为巷道顶板３—１６ｍ区间，该区
域需要重点关注注浆区域。巷道向外１６ｍ范围水

力压裂值有所升高，水压值相对偏高，说明该区域需

要完整岩性区域。

图４　深浅孔注浆布置示意图

图５　围岩破碎异常区范围探测

针对巷道向外３—１６ｍ范围围岩破碎异常区需
要采取注浆加固措施，从而提高围岩的稳定性。采

用网格式浅深注浆孔配合注浆方式，浆孔使用风钻

机直径为Φ４２ｍｍ，先施工长堵注浆孔长１５ｍ，长孔
封堵影响区域封堵前方裂隙，起到帷幕屏障约束注

浆区域作用，再施工短注浆孔长 ３ｍ，钻孔间距为
３ｍ，如图６所示，先形成浅深孔配合网格式协同立
体空间注浆加固技术，每个循环采用长短注浆孔配

合方法，节约材料，降低成本，注深孔起到加固作用，

有效控制深部松软破碎围岩巷道变形量。

图６　围岩破碎异常区注浆孔布置图

４　效果考察
根据现场注浆情况，针对巷道注浆加固区域进

行取样，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出松散煤岩体已黏结为
一体，裂隙被浆液饱满密实充填，从而岩体的内摩擦

角和强度有所增加，充分发挥岩体的承载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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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围岩承载能力，保障巷道稳定性。

图７　注浆后围岩效果取样

对破碎巷道３０ｍ范围进行表面位移考察，每隔
１０ｍ布置一个测点断面，共布置３个断面，每断面布
置５个观测点，共布置１５个测点，测点断面布置如
图８所示。考察周期为４周，隔２天观测１次数据
巷道两帮及顶底板位移量进行测量，最终绘制曲线

如图９所示，顶底板变化量为４０ｍｍ，巷道两侧最大
移近量５０ｍｍ。如图１０所示，注浆后顶板下沉速度
大大降低，浅深孔配合网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

固技术后，提高了围岩强度整体性，有效控制了围岩

变形，注浆加固效果明显。

图８　巷道断面内测点布置示意图

图９　巷道收敛时程曲线图

图１０　巷道注浆前后顶板下沉速度变化曲线

５　结语
（１）利用基于水压致裂法探查围岩破碎异常区

装置，直观地测出巷道围岩强度，判断出破碎位围岩

异常区。

（２）提出了浅深孔配合网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
加固技术，注浆孔１个为点，注浆孔２个为线，４个注浆
孔为面，长短注浆孔构成注浆体，形成浅深孔配合网格

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固技术，消除注浆空白带，使围

岩弱面力学性有所改善，有效控制了围岩变形。

（３）通过现场工程试验，针对确定破碎位围岩异常
区位置，采用科学有效注浆措施，形成浅部注浆孔加固

圈，深部注浆稳定岩层的目的，节约注浆量，减小了浅

部注浆固结圈载荷，并使浅部注浆固结圈与充填离层

后的稳定顶板共同承载，降低巷道施工引起的坍塌失

稳风险，为巷道安全施工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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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纤维含量下的钢－ＰＶＡ混杂纤维混凝土现浇梁柱节点进行低周反复荷载试验，通
过对其骨架曲线、能量耗散以及钢筋应变等分析，发现对比普通混凝土试件，钢 －ＰＶＡ混杂纤维混
凝土试件在核心区的塑性性能和耗能能力均显著提高，且钢纤维对节点强度和刚度的增强作用优于

ＰＶＡ纤维；对比单一纤维混凝土试件结果表明，合理配合比设计下的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可获得更
好的抗震性能。

关键词：现浇纤维混凝土；梁柱节点；低周反复荷载试验；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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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纤维混凝土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

新技术。为了改善普通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性能和

降低材料成本，在混凝土基体中掺加高弹模或高延

性的纤维材料已成为改善自身强度与韧性的一种有

效手段。纤维混凝土掺加的纤维有很多种，目前纤

维混凝土框架节点研究所采用的纤维多为高弹性模

量的钢纤维、碳纤维和玻璃纤维，可以提高框架节点

的开裂荷载和峰值荷载，也有少数采用低弹性模量

而延性好的聚乙烯醇（简称ＰＶＡ）、聚丙烯纤维和聚
丙烯腈纤维，可以减少混凝土初期的收缩裂缝以及

提高框架节点的延性和耐久性。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掺加单一的纤维以改善混凝土某些方面的性能，

不能同时达到增强又增韧的效果，而混杂纤维则可

以将不同纤维进行优势互补，达到对混凝土逐级阻

裂和增强的目的。

国内外学者近年开展各种类混杂纤维混凝土构

件与节点的抗震性能研究，汪梦甫［１］、张旭［２］设计

了３根ＰＶＡ－ＥＣＣ柱进行低周反复加载试验，分析

了高轴压比下不同配箍率对柱抗震性能的影响。韩

建平［３］、崔明等［４］考虑纤维种类、剪跨比因素，研究

钢－ＰＶＡ纤维混凝土柱的抗震性能。徐娜［５］、赵海

龙［６］分别开展钢－聚丙烯柱和节点试验，分析纤维
种类及掺入范围对构件和结构抗震的影响规律。韦

翠梅［７］采用拟静力试验系统研究钢 －聚丙烯纤维
混凝土梁柱节点的抗震性能，并提出了核心区极限

抗剪承载力和初裂荷载的计算公式和节点恢复力模

型。赵燕茹、郭子麟等［８］基于已有的试验数据利用

ＡＮＳＹＳ，对单一钢纤维柱与钢 －ＰＶＡ纤维混凝土柱
进行有限元数值模拟。由于纤维混凝土本身的材料

复合特性以及其影响因素的广泛性，现阶段对钢 －
ＰＶＡ混杂纤维混凝土框架结构节点区的力学理论
研究却很少，本文通过钢 －ＰＶＡ混杂纤维混凝土试
件低周反复荷载试验，分析梁柱节点塑性铰区的抗

震性能。

２　试验过程
２．１　试验材料与参数

本试验共设计 ６个试件，采用混凝土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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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５０，试件在江苏科技大学试验室一次性浇注成型，
为了进行对比分析，制作了现浇普通混凝土试件、单

一纤维混凝土试件和混杂纤维增强混凝土试件，试

验的各试件编号及研究参数见表１。
为了准确测量纤维混凝土试件与普通混凝土试

件的强度，在试件浇筑的过程中，相同养护条件下，

每组留取三块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标准立方
体试块用来测量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同时每组预留

三块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棱柱体试块测量混

凝土的弹性模量。混凝土实测性能参数见表２。
表１　试件参数

试件编号
纤维掺量（％）
ＰＶＡ 钢纤维

轴压比
核心区箍

筋间距（ｍｍ）
ＲＣ－１ ０ ０ ０．２ ６０
ＳＦＲＣ－２ － ２ ０．２ ６０
ＥＣＣ－３ ２ － ０．２ ６０
ＳＥＣＣ－４ １．４ ０．６ ０．２ ６０
ＳＥＣＣ－５ １．２ ０．８ ０．２ ６０
ＳＥＣＣ－６ １ １ ０．２ ６０

表２　试验所用混凝土性能参数

编号 ＲＣ－１ ＳＦＲＣ－２ ＥＣＣ－３ ＳＥＣＣ－４ ＳＥＣＣ－５ ＳＥＣＣ－６
立方体抗压强度（ｆｃｕ／ＭＰａ） ５４．１６ ７２．９４ ７４．５８ ７１．４３ ７２．７６ ７３．２０
弹性模量（Ｅｃ／１０４ＭＰａ） ３．５２ ３．８７ ４．０１ ３．７５ ３．８２ ３．９８

　　试件中梁柱受力纵筋及箍筋均采用新三级钢筋
ＨＲＢ４００，性能参数见表３。

表３　试验所用钢筋性能参数

直径

ｄ／ｍｍ

屈服强度

（σｓ／ＭＰａ）

极限强度

（σｂ／ＭＰａ）

弹性模量

（Ｅｃ／１０５ＭＰａ）

屈服应变

（εｙ／με）
２０ ５０２．４３ ６２９．７０ ２．０ ２５１０
１６ ５００．２１ ６２５．４０ ２．０ ２５０２
６ ４９７．８８ ６１９．９８ ２．０ ２４８０

　　本次试验选用的ＰＶＡ与钢纤维作为增强体，聚
乙烯醇（ＰＶＡ）纤维由上海锴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端钩型钢纤维由河北省衡水骏晔路桥养护工

程有限公司提供，纤维的各项性能指标见表４。
表４　试验所用纤维力学性能参数

纤维

名称

长度

（ｍｍ）

直径

（μｍ）

抗拉强度

（ＭＰａ）

弹性模量

（ＧＰａ）

伸长率

（％）

密度

（ｇ／ｃｍ３）
ＰＶＡ １２ １５ １５００ ３５ ７ １．３
钢纤维 ３５－４０ ７５０ １１００ ２０６ — ７．８

２．２　试验试件
柱的设计轴压比取０．３，四级抗震。六个节点

试件采用统一的尺寸和配筋：梁截面尺寸 ２００×
４００，柱截面尺寸为３５０×３５０。梁、柱纵筋采用对称
配筋，梁箍筋为矩形箍，柱箍筋为矩形加菱形复合

箍。试件纵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２５ｍｍ。为防止
试脸中试件局部压坏，在柱端、梁端均预埋１０ｍｍ厚
的钢板。

试件设计配筋参数见表 ５，配筋详图见图 １
（ａ）。纤维掺入范围在节点核心区、一倍梁高的范
围内的梁端和柱段。

表５　试件设计配筋表

梁纵筋

配筋率

柱纵筋

配筋率

梁加密区

体积配箍率

柱加密区

体积配箍率

节点区体积

配箍率

０．８２６％ ２．２８０％ ０．６０６％ ０．８４４％ １．２６７％

图１　试件配筋和应变测点布置图

　　试验还要求：在试件的相应的部位粘贴应变片，
箍筋前后对称贴，纵筋选中间一根贴，应变测点布置

如图１（ｂ）所示。模板支护完毕后进行混凝土的浇
筑，各试验构件中普通混凝土和纤维混凝土交界处

预先采用快易收口网（消耗性无需回收）进行隔离。

２．３　试验设备与加载
为考虑柱的位移－荷载效应，试验时梁两端反弯

点和节点上柱反弯点设计为水平可移动铰，柱下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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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点为固定铰。试验所采集到的位移为层间位移，梁

构件只能转动或水平运动，在竖直方向上产生的位移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同时采用４个位移测量装置（位
移计）测量柱上下端水平位移和梁两端竖直位移。

首先在柱顶施加竖向荷载至试件拟定的轴压力

８４９ｋＮ，分两段２８０ｋＮ－５７０ｋＮ－８４９ｋＮ逐次缓慢
加载并使其保持恒定，然后由ＭＴＳ电液伺服作动器
在柱顶施加水平荷载。水平加载方式为双向反复加

载，采用荷载－位移联合控制的加载制度，直至最大
荷载下降１５％，即Ｐｕ＝０．８５Ｐｍａｘ后，认为构件达到
破坏，停止加载。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梁柱节点耗能特征分析

结构为了遭受地震荷载时不发生倒塌，会通过

塑性非线性变形将吸收的地震能量耗散出去，因此

耗能指标是评价抗震性能的手段之一。在低周反复

荷载试验中，荷载－位移曲线形成每个闭合滞回环，
代表对应的一次循环加载，由加载曲线、卸载与坐标

轴之间包围的面积便是该循环的能量耗散值。如图

２所示，工程应用中常用等效黏滞阻尼系数ξｃｑ［９］来
表示梁柱节点构件的能量耗散值。

图２　试件等效粘滞系数曲线

图２表明，在低周往复循环荷载下，各个混凝土
试件的滞回环面积随着位移的增加不断增加，单一

纤维试件ＳＦＲＣ－２和ＥＣＣ－３与ＲＣ－１相比，试件
ＥＣＣ－３的耗能能力提高了６５％－９０％，试件ＳＦＲＣ
－２在后期耗能能力还有所下降，分析原因是因为
较大含量的钢纤维虽部分阻止了纵筋的滑移，但随

着试验加载，试件塑性铰区域表层钢纤维逐渐被拔

出或拉断，以及穿过节点区的梁纵筋出现了锚固破

坏和较大滑移量。其他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ＳＥＣＣ４－６的耗能能力也均优于 ＲＣ－１，尤其在试
件屈服后表现更为明显，说明钢 －ＰＶＡ混杂纤维混
凝土试件可以显著提高梁柱节点构件的耗能能力。

同时，试件 ＳＥＣＣ－４、ＳＥＣＣ－５、ＳＥＣＣ－６相比

较可知，随着钢纤维掺入含量的增加，其耗能能力也

相应提高；同时将 ＳＥＣＣ－６与 ＥＣＣ－３进行对比后
发现二者耗能能力相当，因此通过合理的配合比设

计则可利用钢纤维来代替造价更高的ＰＶＡ纤维，获
得最优性能的混杂纤维混凝土材料。

３．２　梁柱节点骨架曲线特征分析
骨架曲线是试验过程中的循环加载形成不同滞

回曲线环中峰值点的轨迹，反映了试件受力与变形

的各个不同阶段及特性，是分析地震对框架结构弹

塑性影响的重要指标。

由普通钢筋混凝土 ＲＣ－１和单一纤维混凝土
ＳＦＲＣ－２、ＥＣＣ－３的骨架曲线图３比较可知，两类
纤维混凝土节点试件在达到极限承载力时的位移量

较小，峰值荷载过后的下降段表现也相对平缓，说明

无论单掺钢纤维或者 ＰＶＡ纤维的混凝土试件的受
力变形与刚度退化均优于普通混凝土试件。其中单

掺ＰＶＡ纤维混凝土 ＥＣＣ－３试件的承载力和塑性
性能比单掺钢纤维混凝土试件ＳＦＲＣ－２稍好。

图３　试件１－３骨架曲线

图４所示为单一纤维混凝土试件 ＳＦＲＣ－２、
ＥＣＣ－３和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ＳＥＣＣ４－６的骨架
曲线，可以看出 ＳＦＲＣ－２的曲线下降段较为陡峭，
说明单掺钢纤维混凝土节点的塑性变形能力不如单

掺ＰＶＡ纤维和其余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３—６的承
载力与位移关系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峰值荷载后各试

件刚度均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因此在设计构件时

可用钢纤维来替换部分ＰＶＡ纤维，在保证良好塑性
性能的同时降低造价。进一步对比分析混杂纤维混

凝土试件ＳＥＣＣ４－６可知，随着ＰＶＡ纤维掺量增加，
其骨架曲线在峰值后的变化越来越平缓，改善了节点

的塑性变形与抗损伤能力；而钢纤维可以小幅度提高

节点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和屈服强度。另外发现

ＳＥＣＣ－６试件在极限荷载后曲线下降稍快，说明其刚
度退化较另外两种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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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试件２－６骨架曲线

３．３　钢筋应变分析
六个试件中梁内纵筋靠近节点核心区部分均发

生屈服，且发生屈服的位移均为△ ＝５０—６０ｍｍ。
ＲＣ－１试件柱纵筋在△ ＝１００ｍｍ时屈服，而此时混
杂纤维混凝土试件４—６的柱内纵筋均未屈服。图
５和图６是试件中柱内纵筋７５号和箍筋２２号应变
片应变随加载位移变化的情况。在加载初期，混杂

纤维混凝土试件ＳＥＣＣ４－６中柱内纵筋的应变随着
钢纤维的增加而变大，但当加载位移量较大时，柱内

纵筋的应变增加速度随着钢纤维的增加而变小，试

件ＳＥＣＣ－４柱内纵筋的应变在加载极限阶段已经
接近其屈服强度。

进一步分析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ＳＥＣＣ４－６节
点核心区的箍筋应变，在弹性阶段时箍筋的应变均

很小，直到核心区出现第一条裂缝时，箍筋的应变曲

线会出现一个向上突变折点；到达承载力极限位移

时，试件 ＳＥＣＣ－４箍筋的应变最大，已接近钢筋的
屈服值，而试件 ＳＥＣＣ－６的最小，表明ＳＥＣＣ－６的
纤维掺入对节点整体刚度的增强效果比试件ＳＥＣＣ－
４好，而试件ＳＥＣＣ－４节点核心区较大的剪切变形
对于构件的耗能也是不利的。

图５　应变片７５号应变变化图

图６　应变片２２号应变变化图

４　结束语
本文通过试验数据对钢 －ＰＶＡ纤维混凝土的

框架梁柱节点的抗震性能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４．１　与普通混凝土试件和单一钢纤维混凝土试件
相比，钢－ＰＶＡ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可以明显改善
节点的塑性性能和耗能能力；且随着钢纤维含量的

增加，试件的承载极限和屈服强度均有增大，耗能指

标也相应提高，同时钢纤维对刚度的增强作用要比

ＰＶＡ纤维更明显；ＰＶＡ纤维则在提高节点塑性变形
和抗损伤能力方面表现良好。

４．２　对比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ＳＥＣＣ４－６柱内纵
筋和箍筋的应变可知，当试件柱顶位移荷载较大时，

柱纵筋的应变增加速度随着钢纤维的增加而减小，

梁内纵筋由于与基体混凝土的黏结破坏出现了较为

明显的滑移现象，这也是试件ＳＥＣＣ－４耗能指标出
现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但需要注意在梁端范围加

入过量钢纤维会引起较大的剪切变形，这对试件耗

能也是不利的。

４．３　建议纤维总掺量约为２％，进一步优化该类混
杂纤维配合比设计，利用钢纤维来代替造价较高的

ＰＶＡ纤维，可获得抗震性能更为优良的混杂纤维混
凝土材料，促进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１］汪梦甫．高轴压比下 ＰＶＡ－ＥＣＣ柱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Ｊ］．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４（５）：１－９．

［２］张旭．高轴压比ＰＶＡ－ＥＣＣ柱抗震性能研究［Ｄ］．长沙：
湖南大学，２０１６．

［３］韩建平．高轴压比配筋 ＰＶＡ纤维增强混凝土柱抗震性
能试验研究［Ｊ］．工程力学，２０１７，３４（９）：１９３－２０１．

［４］崔明，刘文林．ＰＶＡ纤维增强混凝土框架柱抗震性能数
值分析［Ｊ］．低温建筑技术，２０１７，３９（１０）：３９－４３．

［５］徐娜．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混杂纤维混凝土柱抗震性能
有限元分析［Ｄ］．呼和浩特：内蒙古工业大学，２０１４．

·７１１·



［６］赵海龙．纤维增强异形柱结构抗震性能试验和设计方法
研究［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１１．

［７］韦翠梅．钢－聚丙烯混杂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性能
研究［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１８．

［８］赵燕茹，郭子麟，王磊．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纤维混凝土
柱抗震性能有限元分析［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７，３６（３）：

８２２－８２８．
［９］韩小雷，季静．基于性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理论研
究、试验研究、设计方法研究与工程应用［Ｍ］．北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９．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Ｈｙｂｒｉｄ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ｅａｍ－ｃｏｌｕｍ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Ｌｏｗ－ｃｙｃｌｉｃＬｏａｄ
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１，２，ＷＥＮＸｕｅｔａｏ１，２，ＨＵＹｕａｎｃｈａｏ１，２，ＺＨＵＸｕｆｅｎｇ３

（１．ＡｎｈｕｉＸｉｎ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２３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Ａｎｈｕｉ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ｎｈｕｉＸｉｎ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２３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３．Ｃｈｉｎａ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ｎｈｕｉＮｏ．１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Ｌｔｄ，Ａｎｈｕｉ，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ｔｅｅｌ－ＰＶＡｈｙｂｒｉｄ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ａｓｔ－ｉｎ－ｐｌａｃｅｂｅａｍ－ｃｏｌｕｍｎｊ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ｆｉｂ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ｌｏｗｃｙｃｌｉｃｌｏａ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ｔｓ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ｃｕｒ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ｔｈ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ｓｔｅｅｌ－ＰＶＡｈｙｂｒｉｄ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ｅａｒｅａ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ｅｅｌｆｉｂｅｒｏｎｊｏｉ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ＶＡｆｉ
ｂ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ｙｂｒｉｄＦＩ
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ｍｉｘｒａｔｉｏｄｅｓｉｇｎｃ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ｂｅｔ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ｓｔ－ｉｎ－ｐｌａｃｅｆｉｂｅｒ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ｂｅａｍ－ｃｏｌｕｍｎｊｏｉｎｔｓ；ｌｏｗ－ｃｙｃｌｅ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ｔｅ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上接第１１３页）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ｅｅｐＳｏｆｔａｎｄＢｒｏｋｅ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ＡＮＧＪｉｎｓｈａｎｇ１，２，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ｃａｉ１，２，ＷＡＮＧＹｕｌｉｎｇ１，ＬＩＲｕｎｚｅ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２．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ｘ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ｊｏｉｎｔｓｉｎｕｎｄ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ｓｅｔｏｆｄｅ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ａｒｅａｏｆ
ｔｈｅｒｏａｄｗａｙｂｒｏｋｅｎｓｉｔ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ｗ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ｈｅ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ｐｏｉｎｔ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
ａｎｄｄｅｅｐｈｏｌ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ｉ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ａ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ｉｒｃ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ｈｏ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ｒｏｃｋ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ｅｐ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ｈｏ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ｔｅｓ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ｂｒｏｋｅ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ａｎｄｄｅｅｐｈｏｌ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ｈｏｌｅ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ｉｎ－ｏｎｅｂｒｏｋｅ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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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ｕｍｅ，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ｂｌａｎｋｚｏ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ａｄ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ｒｏｏｆ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ａｒｅｊｏｉｎｔ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ｉｎｇｒｏｃｋｉｎ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Ｉｔ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ｓａｆ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ａｄ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ｏｋｅ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ｌｌｏｗｄｅｅｐｈｏｌｅｌａｙ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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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桂花、玉米须为主要原料，木糖醇、柠檬酸、羧甲基纤维素钠、海藻酸钠、黄原胶为辅
料，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结合感官评价以及离心沉降率，确定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

料的最优配方，并测定相关理化指标。结果显示：最佳配方为桂花提取液添加量３０％，玉米须提取
液添加量３５％，木糖醇添加量３％，柠檬酸添加量０．０１０％；稳定剂为复合稳定剂，其中羧甲基纤维
素钠添加量０．０３％，黄原胶添加量０．０５％，海藻酸钠添加量０．０３％。产品中菌落总数及相关理化
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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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作为我国传统名花之一，其花香清新，不仅
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高，而且还是一味传统的中药

材。桂花性温、味辛，具有健胃平肝、生津去痰的功

效［１］，含有多酚［２］、总黄酮［２］、萜类［３］、连翘脂素［４］

等多种活性成分。玉米须味微甘，性平，具有利尿解

热、保肝利胆的功效，对于治疗水肿、高血压、胆囊

炎、胆结石、糖尿病等疾病有一定的效果［５］。研究

发现其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如黄酮及其苷类、糖类、

有机酸、挥发油、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甾醇类

等 ［６］。这些成分都有利于人类身体健康。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桂花；玉米须；木糖醇；柠檬酸；羧甲基纤维素

钠；海藻酸钠，黄原胶。

１．２　设备
恒温水浴锅；电子天平；高速多功能粉碎机；立

式压力蒸汽灭菌器；高速离心机；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手持式ＰＨＢ－５型ｐＨ计等。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制作方法

桂花提取液的制备：将清洗干净的干桂花于

６０℃下干燥３０ｍｉｎ，取１０ｇ干燥后的桂花放入已洗
净灭菌的烧杯中，加入１０００ｍＬ纯净水，８０℃下水
浴浸提２．５ｈ，冷却至室温，过滤，保藏备用。

玉米须提取液的制备：将洗净晾干的玉米须粉

碎，称取１０ｇ玉米须粉末，加入８００ｍＬ纯净水，７０℃
下水浴浸提１．５ｈ，冷却至室温，过滤，冷藏备用。

混合调配：将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与木糖

醇、柠檬酸、复合稳定剂混合并搅拌进行调配，采用

单因素和正交试验方法，得出最佳配比风味的饮料。

杀菌：将调配好的饮料装入高温灭菌瓶中，放入

压力蒸汽灭菌器中，８５℃下杀菌３０ｍｉｎ。
１．３．２　饮料配方正交试验方法

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木糖醇、柠檬酸添

加量是影响饮料品质的主要因素，在各单因素实验

结果的基础上，得到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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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醇、柠檬酸４个因素的添加量，筛选出各因素的３
个水平进行正交试验，选用 Ｌ９（３４）正交表进行试
验，最佳配方由感官评价分值确定，因素水平表见

表１。
表１　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玉米须提取液／％ Ｂ桂花提取液／％ Ｃ木糖醇／％Ｄ柠檬酸／％
１ ３０ ２０ ２ ０．００６
２ ３５ ２５ ３ ０．００８
３ ４０ ３０ ４ ０．０１０

１．３．３　饮料稳定性正交试验方法
羧甲基纤维素钠、海藻酸钠、黄原胶３因素的添

加量由各单因素实验结果得出，最佳添加量取决于

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分。筛选出各因素的３个水平
进行正交试验，选用 Ｌ９（３４）正交表进行试验，根据
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分值选择最佳配方，因素水

平见表２。
表２　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ＣＭＣ－Ｎａ／％ Ｂ海藻酸钠／％ Ｃ黄原胶／％ Ｄ空列
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

２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

３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

１．３．４　产品感官评定
感官指标测定参考 ＧＢ７１０１－２０１５《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饮料》［９］，由１０名食品专业人员组成感官
评分小组，进行产品感官评定［７］。感官评定标准如

表３所示。
表３　感官评价表

项目 评定标准 分数

色泽

（２０分）

色泽很好，透明

色泽较好，透明

色泽一般，略不透明

色泽较差，不透明

１６～２０

１１～１５

６～１０

０～５

香气

（２０分）

具有桂花及玉米须香气，且气味柔和

具有桂花及玉米须香气，但气味不柔和

仅具有桂花及玉米须的一种香气

桂花及玉米须香气均不具有

１６～２０

１１～１５

６～１０

０～５

口感

（３０分）

具有桂花和玉米须的味道，口感和柔和性很好，

酸甜感很好，无异味

具有桂花和玉米须的味道，口感和柔和性较好，

酸甜感较好，无异味

仅具有桂花和玉米须的一种味道，口感和柔和性一

２４～３０

１６～２３

８～１５

般，酸甜感一般，略有异味

仅具有桂花和玉米须的一种味道，口感和柔和性较 ０～７
差，过酸或过甜，有异味

状态均匀，清澈透明，无颗粒感 ２４～３０
组织状态 状态均匀，液相较均一，有微量颗粒沉淀 １６～２３
（３０）分 状态不均匀，底部有少量杂质或有较多沉淀 ８～１５

状态很不均匀，不澄清，沉淀很多 ０～７

１．３．５　产品离心沉降速率的测定
向离心管中倒入待测样品１０ｍＬ，高速离心机内

以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结束后取出离心管，倒掉
上清液，测残余物烘干后的质量，计算离心沉降率［８］。

离心沉降率＝
Ｍ０
Ｍ×１００％

其中：Ｍ０为残余物烘干后的质量，ｇ；Ｍ为离心前样品
的质量，ｇ。
１．３．６　产品理化指标的测定

黄酮含量的测定：采用张晓明等［１０］的硝酸铝比

色法测定样品中的黄酮含量。

微生物指标测定：检测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主

要参考ＧＢ４７８９．２－２０１６［１１］和ＧＢ４７８９．３－２０１６［１２］。
可溶性固形物的测定：用精密型数显糖度计测

定可溶性固形物，以百分含量（％）表示。
酸度的测定：用手持式ＰＨＢ－５型ｐＨ计直接测

定饮料酸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配方单因素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１　桂花提取液添加量的影响

固定桂花提取液、木糖醇和柠檬酸添加量３个
因素，所得产品由专业感官评价人员品鉴，结果为当

桂花提取液的添加量为２５％时感官评分最高，低于
或高于此添加量，产品感官评分均降低。分析原因

是当桂花提取液添加量在较低水平时，桂花香味不

突出，口感不清爽；当添加量超过一定的量时，桂花

提取液本身的苦涩感会加重，导致评分过低。总体

感官评价来看，桂花提取液的最佳添加量为２５％。
２．１．２　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的影响

固定玉米须提取液、木糖醇和柠檬酸添加量３
个因素，当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为３５％时感官评分
达到最高，低于或高于此添加量，产品感官评分均降

低。分析原因是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较少时，饮料

风味不足，添加量过多时，玉米须的味道会遮盖饮料

的风味，导致口感下降。经过总体感官评价来看，玉

米须提取液的最佳添加量为３５％。
２．１．３　木糖醇添加量的影响

固定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和柠檬酸添加

量３个因素，当木糖醇添加量为３％时感官评分达
到最高，低于或高于此添加量，产品感官评分均降低。

分析原因是木糖醇添加量较少时，饮料口感寡淡，添

加过多时饮料过甜，失去自然清新口感。经过总体感

官评价来看，木糖醇的最佳添加量为３％。
２．１．４　柠檬酸添加量的影响

固定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和木糖醇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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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３个因素，当柠檬酸添加量为０．０１％时感官评分
达到最高，低于或高于此添加量，产品感官评分均降

低。这是因为柠檬酸添加量较少时，饮料口感不协

调，添加量过多时饮料发酸，影响整体口感。经过总

体感官评价来看，柠檬酸的最佳添加量为００１％。
２．２　配方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正交试验结果

由表４的正交实验结果和极差值可知，对桂花
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口味影响的因素大小顺

序为Ａ＞Ｃ＞Ｂ＞Ｄ，即玉米须提取液对饮料的影响
最大，其次是木糖醇添加量，桂花提取液添加量和柠

檬酸添加量对饮料的影响较小。由正交表可得，桂

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最佳配方组合为

Ａ２Ｂ２Ｃ２Ｄ３，即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为３５％，桂花提
取液添加量为３０％，木糖醇添加量为３％，柠檬酸添
加量为０．０１％。

表４　产品配方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因素

Ａ玉米须提取液 Ｂ桂花提取液 Ｃ木糖醇 Ｄ柠檬酸
感官评分

（均值）

１ １ １ １ １ ７５．３
２ １ ２ ２ ２ ７９．０
３ １ ３ ３ ３ ７６．６
４ ２ １ ２ ３ ８９．７
５ ２ ２ ３ １ ８３．４
６ ２ ３ １ ２ ８４．３
７ ３ １ ３ ２ ７０．２
８ ３ ２ １ ３ ８０．５
９ ３ ３ ２ １ ８１．０
ｋ１ ７６．９６６ ７８．４００ ８０．０３３ ７９．９００
ｋ２ ８５．８００ ８１．０３３ ８３．２３３ ８０．１００
ｋ３ ７７．２３３ ８０．６３３ ７８．８３３ ８０．１６６
Ｒ ８．８３４ ２．６３３ ４．４００ １．２６６

２．２．２　验证试验
由此前单因素实验得出的最佳配方组合为

Ａ２Ｂ１Ｃ２Ｄ３，由于和正交表得出的最佳配方组合不一
致，需要进一步做验证试验，验证试验如表５所示。

表５　验证试验

试验组合
Ａ玉米须提取

液添加量／％

Ｂ桂花提取

液添加量／％

Ｃ木糖醇

添加量／％

Ｄ柠檬酸

添加量／％
评分

Ａ２Ｂ２Ｃ２Ｄ３ ３５％ ３０％ ３％ ０．０１０％ ９３．５
Ａ２Ｂ１Ｃ２Ｄ３ ３５％ ２５％ ３％ ０．０１０％ ８９．７

　　根据上表的验证试验可以看出 Ａ２Ｂ２Ｃ２Ｄ３组合
感官评分比 Ａ２Ｂ１Ｃ２Ｄ３组合更高，按照此条件下做
出来的复合饮料具有明显的玉米须和桂花香味，口

感清爽柔和，酸甜恰到好处，所以桂花玉米须木糖醇

复合保健饮料工艺的最佳配方应为玉米须提取液添

加量为３５％，桂花提取液添加量为３０％，木糖醇添
加量为３％，柠檬酸添加量为０．０１％。

２．３　产品稳定性单因素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３．１　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对桂花玉米须木糖
醇复合保健饮料的影响

根据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作为指标，羧甲基纤维

素钠添加量对饮料的影响如图１所示。饮料的离心
沉淀率在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为０．０５％时达到
最低为１．３２％。感官评分在添加量为０．０５％时分
数最高为８７分。这是因为随着羧甲基纤维素钠的
添加，其在饮料中的溶解度不断减小，口感变得厚

重，结合以上两个数据说明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

在０．０３％～０．１０％范围内能够保持饮料的稳定性
和风味。

图１　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对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的影响

２．３．２　海藻酸钠添加量对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
保健饮料的影响

根据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作为指标，海藻酸

钠添加量对饮料的影响如图２所示。离心沉淀率在
海藻酸钠添加量为０．０３％时最低为１．５８％。感官
评分在添加量为０．０５％时分数最高为８６分。这是
因为伴随着海藻酸钠的添加，其在饮料中的溶解度

不断降低，饮料口感变得逐渐黏稠，结合以上两个数

据说明海藻酸钠添加量在０．０３％ ～０．１０％范围内
能够保持饮料的稳定性和风味。

图２　海藻酸钠添加量对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的影响

２．３．３　黄原胶添加量对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
健饮料的影响

根据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作为指标，黄原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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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量对饮料的影响如图３所示。离心沉淀在黄原
胶添加量为０．０５％时最低为１．３７％。感官评分在
添加量为０．０５％时分数达到最高为８８分。这是因
为添加黄原胶时，其在饮料中的溶解度不断下降，饮

料口感不再清爽，结合以上两个数据说明黄原胶添

加量在０．０３％ ～０．１０％范围内能够保持饮料的稳
定性和风味。

图３　黄原胶添加量对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的影响

２．４　产品稳定性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对桂花玉米须复合饮料做了正交实验后，饮料

稳定性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见表６所示。由离心沉
降率极值来看，Ｃ＞Ａ＞Ｂ；由感官评定值极值来看，
Ａ＞Ｂ＞Ｃ，总体来看最优组合为Ａ１Ｂ１Ｃ２时沉降率最
低，此时的饮料不但组织状态稳定，而且还保持着良

好的风味。从极差值能够看出，海藻酸钠添加量对

饮料的影响是最大的，接着是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

量，黄原胶添加量的影响最小。由感官评分可以看

出Ａ１Ｂ１Ｃ２组合为最优组合。
２．５　产品感官指标分析

饮料色泽：将适量饮料置于无色透明烧杯中，在

自然光下呈现出晶亮透明的浅黄色。

饮料气味：轻嗅饮料，能闻到清新浓郁的桂花香

气，具有玉米须的特有清香味道。

饮料口感：口感清爽，酸甜度适中，无桂花的微

苦味和玉米须的微涩味，爽口且无黏腻感。

饮料组织形态：饮料无分层现象，整体均匀一

致，组织形态良好。

２．６　产品理化指标分析
（１）黄酮含量分析
图４为芦丁标准曲线，其线性方程为 ｙ＝

２．２２３２ｘ＋０．００６８，Ｒ２＝０．９９９４，表明其具有良好的
线性关系。在５１０ｎｍ处测定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
合保健饮料的吸光度，由标准曲线回归方程可得桂

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中黄酮浓度数据，进

而计算出产品中黄酮含量。经计算桂花玉米须木糖

醇复合保健饮料中黄酮含量为２．１２０ｍｇ／ｍＬ。
表６　产品稳定性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

号

因素

Ａ

ＣＭＣ－Ｎａ

Ｂ海藻

酸钠

Ｃ

黄原胶
Ｄ空列

指标

离心沉

降率／％

感官评分

（均值）

１ １ １ １ １ ３．９４ ７９
２ １ ２ ２ ２ ３．０２ ８４
３ １ ３ ３ ３ ５．８７ ６８
４ ２ １ ２ ３ ５．２９ ７２
５ ２ ２ ３ １ ５．９１ ７１
６ ２ ３ １ ２ ６．２５ ６５
７ ３ １ ３ ２ ６．５９ ７８
８ ３ ２ １ ３ ５．９２ ７０
９ ３ ３ ２ １ ４．８９ ７６
Ｋ１ ４．２７８ ４．５１３ ４．７８３ ４．１５６
Ｋ２ ５．２９０ ４．６３３ ４．０６３ ４．７８０
Ｋ３ ４．９００ ５．３２０ ５．３２０ ５．２３７
Ｒ １．０１２ ０．８０７ １．５５７ １．０８１
ｋ１ ７７．０００ ７６．６６７ ７１．６６７ ７０．６６７
ｋ２ ６９．３３３ ７４．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 ７６．０００
ｋ３ ７４．６６７ ６９．６６７ ７２．３３３ ７８．３２４
Ｒ ７．６６７ ７．０００ ６．３３３ ７．６５７

图４　芦丁标准曲线

　　（２）微生物指标分析
８５℃杀菌３０ｍｉｎ条件下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

保健饮料的菌落总数和大肠杆菌菌群数如表７所示。
表７　实验条件下产品中的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数

项目 菌落总数ｂ／（ＣＦＵ／ｍＬ） 大肠菌群ｂ／（ＣＦＵ／ｍＬ）
国标 ≤１０４ＣＦＵ／ｍＬ ≤１０ＣＦＵ／ｍＬ

保健饮料 ６．５×１０３ ０

　　（３）可溶性固形物
饮料中可溶性固形物可用精密型数显糖度计直

接测定，经测得样品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３．０％。
（４）饮料酸度
用手持式ＰＨＢ－５型 ｐＨ计直接测定饮料中的

酸度为３．６。
３　结论

以桂花和玉米须为主要研究对象研制复合保健

饮料，经过产品工艺配方研究，制得桂花玉米须木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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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复合保健饮料。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确定饮料

最佳配方为：桂花提取液添加量３０％，玉米须提取
液添加量３５％，木糖醇添加量 ３％，柠檬酸添加量
０．０１０％（稳定剂为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 ０．０３％、
黄原胶添加量０．０５％、海藻酸钠添加量０．０３％的复
合稳定剂）。根据实验测定，饮料中菌落总数及相

关理化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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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预处理方法对鸭肉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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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化学和生物混合法对鸭肉进行前期预处理。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对预处理鸭肉进
行感官评价和质构分析，确定了鸭肉的最佳预处理条件。结果表明，复合磷酸盐添加量０．２％，加酶
量０．１％，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配比２１，酶解温度４５℃，酶解时间１０ｍｉｎ，预处理鸭肉ｐＨ６．０左右
时，感官评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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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肉中蛋白质含量比其他禽肉中蛋白质含量高
得多，脂肪和维生素含量也比一般的肉类中含量多

得多，还含有微量钙、铁、磷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

质［１－３］。鸭肉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功能保健作用

备受人们的关注［４］，但是，鸭肉的肉质过于紧实，咀

嚼性差，其腥味和其他一些不良气味令人难以接受，

其口感、风味、消化能力差等缺陷影响人们的消

费［５－７］，开发鸭肉系列新产品迫在眉睫［８］。鸭肉制

作过程中的前期预处理非常重要，目前，常见的鸭肉

预处理方法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ＡｒｃｉｌａＪＡ
等［９］利用木糖葡萄球菌对肉类进行了发酵，结果显

示，其所产生的硝酸盐还原酶、脂肪分解酶和蛋白

酶能够使肉类的颜色得到保留。ＢｒｏｎｃａｎｏＪＭ
等［１０］增添蛋白酶到香肠中，提高了产品的抗氧化

稳定性。采用植物乳杆菌和乳糖葡萄球菌两种不

同的蛋白酶混合发酵液对干香肠进行发酵，提升

了产品中的蛋白质水解速率，缩短了产品的成熟

时间，明显增加了产品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１１］。

本文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预处理发酵前鸭

肉原材料，分析预处理后鸭肉品质的变化，筛选出

最佳预处理方法以改善鸭肉制品的口感、色泽、安

全性等，使其变得更加美味，为开发鸭肉系列产品

提供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香辛料及辅料为当地市场出售；鸭胸肉来自河

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抗坏血酸：食品级，石药集团维生药业有限公

司；复合磷酸盐：食品级，徐州添安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脂肪酶：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木瓜蛋白

酶：１０万ｕ／ｇ，南宁庞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ＬＣＤ－Ａ２００电子天平：福州华志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ＨＨ－６数显恒温水浴锅：金坛市华峰仪器有
限公司；Ｃ２０－ＳＤＨＪ０７Ｇ多功能电磁炉：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ｐＨ计：上海仪迈仪器科技
有限公司；ＣＴ３型质构仪：美国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公司；
ＹＺ－ＢＷ－２０１２Ｄ杨子空气炸锅；ＦＳＪ－Ａ０５Ｂ１粉碎
机：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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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ｐＨ值的测定
参照阮一凡等［１２］的方法，略有修改。取 １０ｇ

样品置于搅拌机内，加入９０ｍＬ蒸馏水，搅拌６０ｓ，
过滤，用手持式 ｐＨ计测定发酵鸭胸肉的 ｐＨ值变
化，并与质构分析结果作对比。

１．３．３　感官评价
参考ＧＢ５００９．４４—２００３《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

分析方法》［１３］，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预处理好

的鸭肉用空气油炸锅处理后，由１０名不同年龄的教
师及学生对产品色泽、气味、滋味、组织形态、口感、

咀嚼等进行感官评分，评分标准如表１所示。
表１　感官评价评分表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分

气味

有鲜鸭肉特有气味，肉味浓郁 优秀 １６～２０
肉味较浓郁 良好 １２～１５

肉味不浓郁，并伴随怪味 较好 ６～１１
酸腥味特别强，甚至恶臭 较差 ０～５

色泽

肉质鲜艳，色泽均匀有光泽，颜色诱人 优秀 １６～２０
肉质鲜艳，色泽较均匀有光泽 良好 １２～１５
肉质暗淡，色泽较均匀 较好 ６～１１

暗红转褐色，无光泽，色泽不均 较差 ０～５

组织

形态

均匀完整，接受性好 优秀 ２６～３０
均匀完整，接受性较好 良好 ２２～２５
较均匀完整，接受性一般 较好 １６～２１
不均一，接受性差 较差 １０～１５

滋味

口感好，很嫩，咀嚼性好，鲜美 优秀 ２６～３０
口感较好，较嫩，咀嚼性较好，鲜味不足 良好 ２２～２５

偏烂或偏硬清淡，无特殊异味 较好 １６～２１
无嚼劲或过硬，无鲜味，有异味 较差 １０～１５

１．３．４　质构仪测试
设置质构仪的各项指标。夹具：ＮＯＮＥ；探头：

ＴＡ４／１０００；操作模式：距离测定；测试距离目标：５０
ｍｍ；测试类型：ＴＰＡ质构分析；循环次数：２；测试速
度：２ｍｍ／ｓ；返回速度：２ｍｍ／ｓ；预测试速度：２ｍｍ／ｓ；
负载单元：１００００ｇ；触发点负载：１０ｇ。

质构仪测定指标为硬度、形变量、粘力、黏性、弹

性等，对测定结果进行分析［１４］。

１．３．５　正交试验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中，选取３个因素：加酶量（Ａ）、

酶解温度（Ｂ）和酶解时间（Ｃ）。每个因子选择３个
水平进行测定，从而寻找最佳预处理方法。

表２　正交试验因素及水平设计

水平 （Ａ）加酶量／％ （Ｂ）酶解温度／℃ （Ｃ）酶解时间／ｍｉｎ
１ ０．０５ ３７ ５
２ ０．１ ４５ １０
３ ０．１５ ５０ １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最佳复合磷酸盐添加量的确定

复合磷酸盐添加量分别为０．１％，０．２％，０．３％
和０．４％，加入肉料中。对成品进行感官评价和 ｐＨ

值测定，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复合磷酸盐添加量对感官评价和ｐＨ的影响

由图１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添加不同浓度
的复合磷酸盐，鸭肉的 ｐＨ值出现变化。随着复合
磷酸盐添加量的增大，鸭肉的 ｐＨ值逐渐变大，主要
原因可能是因为复合磷酸盐是一种具有碱性的缓冲

剂，这个现象与刘宗敏等［１５］的研究结论相同。由于

ｐＨ值的不断增加，鸭肉产品自身所携带的负电荷也
逐渐增加，电荷之间渐渐出现排斥现象，这个现象会

增加肌原纤维之间的距离，导致其分子结构变得松

弛，从而提高了肉制品的保水性。另外，添加不同浓

度的复合磷酸盐，鸭肉的感官评价分值有先升后降

的倾向。在复合磷酸盐添加量为０２％时达到最高
分，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复合磷酸盐量的增加，鸭肉产

品的保水性不断增加，肉制品的嫩度也不断增加，其

软组织咀嚼性下降。综合感官评价和 ｐＨ值，选择
复合磷酸盐添加量０２％为最佳条件。
２．２　最佳酶制剂配比的确定

选择复合磷酸盐添加量为０．２％，脂肪酶 －木
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分别为１１，１２，１３，２１
和３１，酶解温度３７℃，酶解时间２０ｍｉｎ，对成品进
行感官评价、ｐＨ值测定和质构分析。结果如图２和
图３所示。

图２　酶制剂配比对感官评价和ｐＨ的影响

图３　酶制剂配比对质构结果的影响

由图２可以看出，随着脂肪酶 －木瓜蛋白酶酶
制剂配比的变化，鸭肉制品的感官评分也不同。脂

肪酶和木瓜蛋白酶的功能有所不同，木瓜蛋白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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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解蛋白质，可降解蛋白质大分子物质，使其转

变为低分子量的多肽甚至氨基酸，使肉类变得更加

光滑、细嫩，提高了其食用价值，有利于人们消化吸

收。脂肪酶对食物味道和香气的改善有帮助，原因

是脂肪酶可以分解出脂肪酸。根据感官评分和 ｐＨ
值，选择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２１为最
佳条件。

图３质构分析结果显示，脂肪酶－木瓜蛋白酶
配比为１２时第一循环硬度最高，配比为２１时
第一循环硬度最低，说明在此配比下鸭肉更嫩，肌肉

纤维组织更加细化，口感更好。酶制剂配比对鸭肉

制品咀嚼性的影响不明显，一般来说，咀嚼性难以精

确测量，因为咀嚼性与多种因素甚至是口腔状况有

关，不是说咀嚼性越低越好。５种酶制剂配比的鸭
肉制品弹性和胶着性差异并不明显，可以推断，脂肪

酶－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２１时，鸭肉硬度更
低，口感更好。综合感官评价、ｐＨ值和质构分析结
果，最终确定脂肪酶 －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２１
为最佳条件。

２．３　最佳加酶量的确定
选择复合磷酸盐添加量０．２％，脂肪酶 －木瓜

蛋白酶酶制剂配比２１。加酶量分别为 ０．０５％，
０１％，０．１５％和０．２％，酶解温度３７℃，酶解时间２０
ｍｉｎ，对成品进行感官评价、ｐＨ值测定以及质构分
析，结果如图４和图５所示。

图４　加酶量对感官评价和ｐＨ的影响

图５　加酶量对质构结果的影响

由图４和图５可知，加酶量为０．１％时，鸭肉的
感官评价得分最高，ｐＨ值也在最适生长范围内。原
因可能是由于酶的作用，在适当的条件下，对鸭肉中

的结缔组织、弹性蛋白和结构比较复杂的胶原蛋白

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解，改善了鸭肉的溶解性和

保水性，从而改善了鸭肉的鲜嫩度。但是随着酶用

量的增加，鸭肉的感官评分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

由于添加了过多的酶导致蛋白质水解程度过高，从

而生成了低分子量小肽氨基酸类物质，造成肉制品

变软，保水能力减弱，进而影响口感。质构分析显

示，经过不同酶制剂添加量处理后，对鸭肉的胶着性

影响并不明显，加酶量为０．１％时第一循环硬度最
低，其他３种酶制剂添加量的第一循环硬度大致相
同；加酶量为０．０５％时成品弹性和咀嚼性均较高。
综合感官评价、ｐＨ值和质构分析结果，最终确定加
酶量０．１％为最佳条件。
２．４　最佳酶解温度的确定

选择复合磷酸盐添加量０．２％，脂肪酶 －木瓜
蛋白酶酶制剂配比２１，加酶量０．１％，酶解温度分
别为 ２５℃，３０℃，３７℃，４５℃和 ５０℃，酶解时间 ２０
ｍｉｎ，对成品进行感官评价、测定 ｐＨ值以及质构分
析，结果如图６和图７所示。

图６　酶解温度对感官评价和ｐＨ的影响

图７　酶解温度对质构结果的影响

　　由图６和图７可知，随着酶解温度的升高，肉制
品的ｐＨ值明显下降，感官评分先升后降。酶解温
度超过４５℃时感官评分才下降，可以推断酶制剂具
有最佳酶解温度。质构分析显示，酶解温度为３０℃
时成品弹性最高，酶解温度为４５℃时第一循环硬度
最低且咀嚼性相对于其他酶解温度来说稍高。在

２５～３０℃时，胶着性逐渐下降；３７～５０℃时，胶着性
趋向平稳，此时肉制品中的水分已经开始渐渐流失；

酶解温度为４５℃时，鸭肉硬度更低，口感更好。综
合感官评价、ｐＨ值和质构分析结果，确定酶解温度
４５℃为最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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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最佳酶解时间的确定
选择复合磷酸盐添加量０．２％，脂肪酶 －木瓜

蛋白酶酶制剂配比２１，加酶量０．１％，酶解温度
４５℃。酶解时间分别为１０，２０，４０，６０和８０ｍｉｎ，对
成品进行感官评价、ｐＨ值测定以及质构分析，结果
如图８和图９所示。

图８　酶解时间对感官评价和ｐＨ的影响

图９　酶解时间对质构结果的影响

　　由图８和图９可知，随着酶解时间的增加，鸭肉
制品感官评分逐渐下降，ｐＨ值明显减小，在酶解时
间为１０ｍｉｎ时，感官评分最高，ｐＨ为６．１。原因可
能是鸭肉水解到某个阶段后，肌肉纤维细胞及其肌

间结缔组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肌肉中的肌动

蛋白和肌球蛋白发生分裂，损坏肉制品原有的组织

结构，使其保水性和黏附性发生了变化。质构分析

显示，酶解时间为２０ｍｉｎ时鸭肉胶着性最高，影响
制品的口感。不同酶解时间鸭肉的弹性变化不明

显，酶解６０ｍｉｎ时制品咀嚼性最低，其他酶解时间
咀嚼性相差不大。酶解１０ｍｉｎ时，第一循环硬度最
低。综合感官评价、ｐＨ值和质构分析结果，确定酶
解时间１０ｍｉｎ为最佳条件。
２．６　正交试验结果

如表３，以鸭肉的感官评分为指标，由极差分析
得到各因子优先次序为Ｂ＞Ａ＞Ｃ，即酶解温度的影
响最大，其次是加酶量和酶解时间，最优水平组合应

为Ａ２Ｂ２Ｃ２。以鸭肉的 ｐＨ值为指标，由极差分析得
到各因子对发酵鸭肉 ｐＨ值影响的优先次序为 Ｂ＞
Ｃ＞Ａ，即酶解温度对发酵鸭肉的ｐＨ值影响最明显，
其次是酶解时间，加酶量的影响最不明显。因此，为

了获得最合适的 ｐＨ值，各因子的最优水平组合应
为Ａ２Ｂ３Ｃ２或Ａ２Ｂ３Ｃ３。由于酶解温度对鸭肉的感官

评分和ｐＨ值均有极为明显的影响，因此选择鸭肉
的最佳酶解温度为４５℃。对于酶解时间的选择，鸭
肉的感官评分和ｐＨ值这两个指标都显示酶解时间
为１０ｍｉｎ最好，因此选择酶解时间为１０ｍｉｎ。考虑
到加酶量的选择对于 ｐＨ值的影响并不显著，根据
感官评分选择最佳加酶量为 ０．１％。根据上述分
析，最终确定鸭肉的最佳预处理条件为 Ａ２Ｂ２Ｃ２，即
加酶量为０．１％，酶解温度为４５℃，酶解时间为１０
ｍｉｎ。

表３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Ａ加酶
量／％

Ｂ酶解
温度／℃

Ｃ酶解
时间／ｍｉｎ

感官评分 ｐＨ

１ １ １ １ ８０．４ ６．３
２ １ ２ ２ ８５．８ ６
３ １ ３ ３ ８３．６ ５．９
４ ２ １ ２ ８７．７ ６．１
５ ２ ２ ３ ９２．５ ６
６ ２ ３ １ ８２．１ ６
７ ３ １ ３ ８１．４ ６．２
８ ３ ２ １ ８３．９ ６
９ ３ ３ ２ ８４．５ ６
ｋ１ ８３．２７ ８３．１７ ８２．１３
ｋ２ ８７．４３ ８７．４ ８６
ｋ３ ８３．２７ ８３．４ ８５．８３
Ｒ ４．１６ ４．２３ ３．８７
ｋ１ ６．０７ ６．２ ６．１
ｋ２ ６．０３ ６ ６．０３
ｋ３ ６．０７ ５．９７ ６．０３
Ｒ 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０７

表４　感官评分的方差分析

来源 自由度 ＡｄｊＳＳ ＡｄｊＭＳ Ｆ值

Ａ加酶量／％ ２ ３６．３ １８．１５ １．２７３

Ｂ酶解温度／℃ ２ ３５．６４ １７．８２ １．２４６

Ｃ酶解时间／ｍｉｎ ２ ２５．３１ １２．６５５ １．０５１

误差 ０  
合计 ８ ９７．２５

３　结论
在传统预处理方法的基础上，引入新的预处理

方法处理鸭肉，并考察其品质性状的变化规律，得到

的鸭肉产品滋味浓郁，品质良好。单因素试验设定

了复合磷酸盐添加量、酶制剂脂肪酶 －木瓜蛋白酶
配比、加酶量、酶解温度和酶解时间这５个因子，正
交试验取加酶量、酶解温度和酶解时间这３个因子，
以及对酶制剂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配比、加酶量、酶
解温度和酶解时间这４个因子进行质构检测，得到
鸭肉的最佳工艺条件为复合磷酸盐添加量０．２％，
脂肪酶 －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 ２１，加酶量
０１％，酶解温度４５℃和酶解时间１０ｍｉｎ，在此工艺
条件下处理的鸭肉具有较高的感官评分和较好的质

构。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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