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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佩甫文集》（１５卷）的出版，全面展现了作家李佩甫创作四十余年来的文学成就和作品风貌，也是厚
重河南、文化河南的一张名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成果。在“《李佩甫文集》发布会暨研讨会”上，与会

专家围绕李佩甫四十年来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本期特设专栏，《纪要》集中展示河

南文学界对李佩甫创作的多方位阐述及珍贵的文学记忆，以飨读者，同时也为文学史留存一份珍贵的史料；

专题论述中，青年评论家孔会侠是《李佩甫评传》一书的作者，学者刘宏志和刘海燕多年来跟踪研究李佩甫

的创作，其文章各有独到的角度和新意。

见证一个作家４０年的文学历程
———“《李佩甫文集》发布会暨研讨会”纪要

张　丽，杨　莉
（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１９
作者简介：张丽（１９８８—），女，河南息县人，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杨莉（１９７４—），女，河南商城人，笔名碎碎，作家，河南文

艺出版社副社长。

摘　要：作家李佩甫一直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他把笔下的人物都安放到了中原这片土地上。
李佩甫的创作，年轻时没有井喷现象，年过五十之后也没有减速，而且越来越炉火纯青。他是文学豫

军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最重要的
代表性作家之一。此外，他对中原文化的解读，让河南在全国产生了新的影响。作家李佩甫从文品

到人品，都是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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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上午，由河南省文联和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李佩甫文集》发布会暨研讨

会”，在河南省文联隆重举行。鉴于疫情期间，本次研

讨会没有邀请省外专家。参加研讨会的有我省文学

界领导、作家、评论家、出版家等，还有作家李佩甫本

人，以及央视“中国作家文库”节目组，《大河报 》等媒

体记者。会议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马达主持。

与会者的发言摘要整理如下（张丽整理，杨莉审核）。

耿相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

我们出版这套《李佩甫文集》应该是空前的，至

少在文艺社和我们集团之前都没有出过。我想这套

书应该是个开头，仅仅是佩甫老师创作生涯的阶段性

成果。接下来应该为像张宇老师、孙荪老师这样的作

家出文集，这是一种很好的出版方式。还可以继续扩

展到诗歌散文，这些我们都可以尝试。

我们正在策划一套书叫“中华文脉”，从中原到

中国，计划用５到１０年的时间做１５０本，分６个系列：
文明探源、文化创造、文化名人、文化经典、文化传播，

还有文化黄河。为什么要做这套书？其实也是想通

过这种方式来梳理中原文明、黄河文明和中华文明之

间的关系，找到中国的文化基因在什么地方。

通过这个来看佩甫老师的《河洛图》，实际上还

有另外一种写法，那就是“河洛镇”，以一种素描的方

式，把河洛镇的历史呈现出来。实际上真正的八卦和

太极图是在那个地方起源的，阴阳和八卦是中华文明

的文化基因。如果佩甫老师感兴趣的话，可以做一些

·１·



这方面的创作。

佩甫老师的这些书，《学习微笑》《羊的门》《生

命册》等，反映的基本都是中原精神，也体现了历史

的厚重感。佩甫老师对中原文化的解读，让河南在

全国有了新的影响。

王守国（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河南省文艺评

论家协会主席）

在河南作家里面，李佩甫老师的作品，我读得是

比较系统的，他所有的长篇我都认真读了。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开始，我读《李氏家族》，后来读《羊的门》
《城的灯》《等等灵魂》《生命册》《平原客》《河洛图》

等。

现在反复提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觉得

佩甫老师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

根扎得最深，泉眼最旺盛。与此同时，他也是最勤

奋、最持之以恒的作家。佩甫老师不像是跑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能得冠军的选手，但跑马拉松，他一定是冠
军。他年轻时精力旺盛时没有井喷，年过五十之后，

年纪大时也没有减速，而且越来越炉火纯青。

前面说到“中华文脉”这套书，作为中原作家，

不论你是不是河南人，借这个机会，有必要梳理一

下：中华文脉的根在哪里？魂在哪里？根通过什么

根系绵延到今天？魂通过什么影响到当下？在这样

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对增强地域文化的自信，或提升

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理论的自觉，都是别的题材不能

代替的。这是我的体会。

薛冠华（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筹备、策划与编辑，１５卷本
的《李佩甫文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出版上市。

我们都知道，作家李佩甫是河南本土作家中第

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他自１９７８年发表处女
作开始，一直笔耕不辍，四十余年创作了４９０万余
字。除“茅盾文学奖”外，其作品还曾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人民文学奖”等二

十多种文学奖项。“对文学的热爱，是我一生的命

题。”李佩甫曾如是说。他坚持以理想光芒照耀下

的批判精神来透析社会、剖析人性，对时代变迁进行

深入思考和表达，体现了一个作家极高的使命感和

担当精神。

《李佩甫文集》，是一部对于当代中国史有着百

科全书意义的作品，集李佩甫４０余年创作之大成，
也见证了李佩甫从平原出发，书写中国和世界的文

学履迹，是作家创作成就与文学历程的集中体现。

文集共１５卷，４９０余万字，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
的《生命册》，“中国好书奖”的《平原客》，最新长篇

小说《河洛图》，以及当年引起社会和文坛震动的

《羊的门》；中篇小说卷收入了作家久负盛名的代表

作《无边无际的早晨》《学习微笑》等；短篇小说卷收

入了他脍炙人口的名篇《红蚂蚱，绿蚂蚱》《画匠王》

等；散文卷是作家的首部散文集，时间跨度３０余年。
可以说，《李佩甫文集》的出版，是当代河南文学的

阶段性成果，是厚重河南、文化河南的一张名片，是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成果。当然，也是我们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重要收获。

回顾这套文集的出版，可谓多年合作的水到渠

成。缘于多年与李老师的愉快合作，我们终以家乡

出版社热切、真诚的态度，踏实、严谨的作风，得到李

老师的支持，有机会出版这套文集。

２０１９年５月，我们成立了社长、总编领衔，优秀
编辑陈静及小说编辑部全力以赴投入《李佩甫文

集》的编、审、校中。在紧锣密鼓的精编精校之后，

刘运来在装帧设计上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思考，

竭力以设计传达出这套书的分量与特色，诠释我们

中原及中国文化的特色。封面是以素洁白色作底，

勾勒出中原民间泥泥狗图案，配以经典红黄绿色，鲜

艳夺目，并采用烫压工艺，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视觉

与触觉感受。

文集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的重

点项目扶持。这套书是我们社的精品书、礼品书，代

表着中原作家的最高创作水准，是我们河南人的骄

傲；也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规格最高、体量最大

的作家文集，其中凝聚着多方付出的努力。《李佩

甫文集》出版后，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作家网、中

华读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燕赵都市报、北京日

报、今晚报、大河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三季度影响力书单，在

全国最具影响力的２０余家出版单位联合发布的文
艺联合书单中，入选月度好书，等等。

继《李佩甫文集》之后，我们将以此为良好开

端，用四五年时间，有计划地推出“豫籍当代作家文

集”系列。

孙荪（著名散文家、评论家，河南省文学院原院长）

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李佩甫文集》１５卷，起
码说了三句话：李佩甫是文学豫军中最具影响力的

代表性作家，李佩甫是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的代表
性作家，李佩甫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这不只是李佩甫个人的事情，不仅对河南文坛

以鼓舞和振奋，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它的必然性。

“李佩甫现象”不是突然出现的，这让我想起２０
年前的一个戏言和一段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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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河南省文学院正在建设的时候，我看
到征好的地面上东南角有一棵大树，只有一棵。我

随机对搞基建的同志说，这棵树不要动，要保护好。

我对佩甫说，院里将会长出许多不小的树，也会

有大树。但这棵树就应在老弟你身上。

佩甫自然是推脱。我说我这话不完全是玩笑，

是有根据的。我这个根据和预言首先来自我参加第

一、二、三届“茅盾文学奖”初选工作的深刻体会。

姚雪垠、巍巍、李准三位豫籍作家得奖，使我感受到

蕴蓄在这方土地上的作家的难以估量的潜力。其次

是我对新时期以来文学豫军的观察和了解。这些已

经写在当时刚刚完成的一篇长文《文学豫军论》里。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有两段话。一段是引

用李佩甫的心语。２０００年，李佩甫在一次谈话中，
回顾自己前２０年创作上经历的艰难跋涉过程，他
说，１９８５年几乎是他的崩溃时期，“此前的写作几乎
是一堆废纸，写这有什么意义？”

经过严厉地拷问自己，他悟出了三点：

第一，人是不可超越过程的，不能一天之内走完

从业余写作到专业写作的过程。

第二，语言就是思维，认识就是生活。文学语言

与体验、认识、思想一起生长；如果没有思想的容量，

没有认识的容量，特别是没有对人类生命的深刻感

觉和发现，文学就没有意义。

第三，作家需要不断地反叛自己，不断更新，不

断实践，实践可能产生思想，不断实践，不断产生思

想，才能不断地走近文学。

接着，１９８６年，李佩甫创作出《红蚂蚱 绿蚂

蚱》。这是李佩甫痛苦思考后的第一篇作品。然

后，有十几部中篇小说、三部长篇小说、三部长篇电

视连续剧和不少短篇小说问世。

佩甫当时说，很多年以来，没有站直腰说自己是

个作家，是个中国作家。完成《羊的门》以后，他才

感觉到“完成了对一块土地的认识，才敢于对地球

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中国作家了”。

我知道，一个作家一旦思想上觉悟了，那作品不

让出来都不行。李佩甫就是这样。

另一段话是那篇文章中我对文学豫军发展现状

的概括思考和预言：

在最近２０年间，最活跃的豫军作家基本上是越
战越勇，还没有人呈现江郎才尽、停下来、倒下来的

迹象。在对传统的开掘和资源的开发上，在创新的

动力上，不仅没有出现衰颓之势，而是蓬蓬勃勃，方

兴未艾。

只是，直到今天，说文学豫军已经八面威风，仍

然为时尚早。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局限性的克

服肯定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作为这一支文学劲旅代

表的大匠，还不能说都已是这个文学时代的代表，无

论视野、胸襟、见识、学养、技术，都还需要加强、加

深；当然，还有时代机遇，和善于抓住机遇充分开发

和展示潜力的本领。毋宁说，文学巨匠还正在锻造

和攀登之中。

好在这些已被许多作家所认识，豫军的中坚力

量大多正年富力强，新的创作力量正在补充上来，这

种势头如果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保持清醒头脑，这个

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个民族的代表性作品，可

能在这里产生，并且在最近；或者，如果再后退几步

看目前已经出现的作品，可能就在其中。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判断文学的生命力需

要时间。我们提前说出将来历史才配说的话，也许

不算狂妄。

一个可以预见的美好前景在等着我们。在新世

纪的新背景下，文学豫军将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把

文学事业推向新的层次。

新世纪这个２０年，是李佩甫创作的爆发期，若
有神助。由《羊的门》开启的“三字经”系列，艺术的

魅力与思想的力度一起释放。

张宇（著名作家，河南省作协原主席）

孙荪老师曾说：“李佩甫就是河南的文学王。”

我想找三个坐标来探讨李佩甫的文学创作。

第一，从全国的文学版图来说，真正把中国新时

期文学推向高峰的是５０后这一批作家，例如北京的
莫言、阎连科、刘震云，代表河北的铁凝，代表上海的

王安忆，代表山东的张炜，代表陕西的贾平凹……代

表河南的是李佩甫，他当之无愧。

第二个坐标，河南本土作家。讲起地域性作家，

两三个就很多了。从李准到张一弓，从张一弓到李

佩甫，这是代表河南本土作家创作水平的，与任何一

个省份相比，我们都是优秀的、突出的。

第三个坐标，河南省作协主席，从张一弓到田中

禾，我到李佩甫，这四个主席，都是写长篇小说的，只

有佩甫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个是硬指标。

与佩甫相识４０年，他比我出道早，我比他红得
快，他比我后劲足。从文品到人品，他都是一流的。

远学老杜甫，近学李佩甫。

乔叶（专业作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

这套文集是佩甫老师多年来一个整体性的文学

成果的展示，特别有意义。山不言自高，水不言自

深，我就不再表达对他的各种崇敬之情了。我一直

记得佩甫老师给我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些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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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足以让我们恐惧”。那是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

候，还不错，得了一些奖。我觉得这句话当然有勉励

的成分，但其实也有鞭策的成分。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不足，后来我把河南本土作

家的作品做了一个整体性的阅读。我觉得从文体、

结构、语言各个层面上来说，我个人和前辈们还是有

很大的差距。但我觉得这也很幸福，就是说前辈们

走得那样稳健，身影那么高大，我们跟在后面，我觉

得有轨迹，有车辙，有方向……当然也很有压力，还

有一种动力，总之，觉得非常幸福。

墨白（专业作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我今天一早乘高铁从老家淮阳赶过来，车过许

昌北站的时候，我自然想到了佩甫，想到２０１１年我
前往佩甫的老家丈地村的情景。那年元月下旬，庚

寅年腊月二十，佩甫８５岁的母亲去世。十年过去
了，那个冬日下午我在丈地村佩甫家老宅的情景仍

历历在目。那一刻，多年的念头更加强烈地来到我

的意识里：佩甫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比如“平

原三部曲”，《李氏家族》等等，写的都是他熟悉的生

活。

当列车从佩甫熟悉的不断被他书写的土地上驶

过时，我也想到了鲁迅。鲁迅的小说大多写的也是

他熟悉的鲁镇。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重要的作

品比如《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白痴》的

背景，都是他熟悉的彼得堡；如果没有十年西伯利亚

的流放生活，就不可能有像《死屋手记》这样小说的

诞生。其实，许多作家都是这样。佩甫掌握了文学

的根本：一个真正的作家都会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

那是他作品的根。如果佩甫没有他熟悉的丈地村，

没有他熟悉的蒋马村，也不可能有他的“平原三部

曲”。

以上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是：面对迎面

而来的命运。１９９２年佩甫出了一次车祸，他在省人
民医院住院的时候，我专程从周口赶来看望他。记

得那是一个上午，因为不到探视时间，我翻过围栏来

到佩甫的病房里。一次让佩甫没法想象的车祸，就

是他迎面而来的命运。如果我们只是听别人来讲

述，那么我们对这场车祸的感受远远没有当事人感

受得那么深刻。当然，我们宁愿不要这样的“深

刻”，谁也不愿与这样的车祸相遇，问题是我们无法

躲避。对于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生命体验，没

有难以逾越的迎面而来的生命经历，他就很难上升

到更高的层次。佩甫的写作，是勇于面对这种迎面

而来无法躲避的命运的，并且他把这种真切的生命

感悟升华，然后赋予他的小说人物，因而他的作品才

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最后，我想说的是：佩甫给自己的文字找到了自

我生长的土地。这个生长的土地就是中原，他“平

原三部曲”里的中原。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创作过

程中都会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前面说过鲁迅、陀思妥

耶夫斯基，再比如福克纳。最近我在重读福克纳，他

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他所有的小说，

都在写他熟悉的那片土地，写他熟悉的家族，写他所

处的那个时代，写种族的矛盾，他把他小说里的所有

人物都安放在了密西西比河岸边的那个他虚构的邮

票大小的地方，真是我们的典范。佩甫最初的写作

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当初佩甫写电视剧

《颍河故事》时，把“颍”字写成了“颖”。我曾经和

他讨论过这个话题，后来，他改过来了。地域对一个

作家十分重要，比如：鲁迅写鲁镇，孙方友写陈州，汪

曾祺写高邮，莫言写高密东北乡，沈从文写凤凰。同

样，佩甫也把自己的文字种植在了平原上，平原成了

佩甫文学人物生命的场所。他把他所有的生命体

验，以及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研究与思考，用文字的形

式种植在了平原上，这也是《李佩甫文集》的价值与

意义的所在。

冯杰（专业作家、书画家，河南省文学院院长）

在中原文坛，李佩甫先生是我尊重的作家之一，

他是文学豫军里的劳模，口头语“老牛破车”。是比

“肌肉”不比“衣服”的作家。

３０多年前，我是一名乡村信贷员，他到另一个
县城找我，后来知道他找我写诗。在他主编的《莽

原》上，发表过我的第一篇小说。诗人写小说者多，

小说家关心诗歌的少。李佩甫是用小说形式在写

诗，他小说的句子、语言灌满诗的意象，除了大地丰

厚，还有水意。有的小说家写诗，要把自己硬弄成诗

人。李佩甫则属于“小说家里不写诗的诗人”。

李佩甫的第一部散文集《写给北中原的情书》，

用一篇评我画画的文章作书名，编者用心是“情书”

俩字。因为有“北中原”，我被人问及，我说“北中

原”是李佩甫文学大平原下的二级机构，文学河流

的分支，属于有了文学编制。

《李佩甫文集》皇皇１５卷，出版社要有一双“赔
本的慧眼”。好出版社都要有伟大的赔本赚吆喝精

神，做出品牌。出版赔垮，留下口碑。

《李佩甫文集》组成中原大地的“文学物候表”，

河流、大地、社会、人物，里面有文学四季，文学二十

四节气。于此，听到了作家回应社会的时代回音，践

行了我们“常讲”的那句话“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李佩甫会是和沈从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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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李准一样优秀的作家，比起外省作家贾平凹、莫

言、陈忠实的文学成就，毫不逊色。在时代长廊里，

他用文字宣告中原文学没有缺席。这是《李佩甫文

集》的文学意义所在。

李清源（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最早接触到李老师的作品是《李氏家族》，看到

“奶奶的瞎话儿”就觉得格外熟悉，因为这是我们家

乡的方言，看完就觉得这才是小说应有的模样，文学

应有的模样。因为小说应该从生活里生发，但不应

借着生活去生长，小说应有它自己的规律、模样。

小说不一定非要反思一些社会的现实，但如果

向这方面努力的话，我认为会更高格一些。比如读

完之后，让读者进行更多的思考：人性的、文化的、历

史的、现实的……让人去想，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

子？以后应该是什么样子？

佩甫老师的作品之所以让人有很多思考，可能

更多是因为有一种精神理念在，这种精神理念我认

为应是中庸的思想，因为佩甫老师的家乡许昌在中

原之中，对中庸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和继承。中

庸并不是走中间路线，而是中不偏，庸不易。不管社

会怎么改变，我坚守中正之道，毫不动摇。我觉得佩

甫老师的作品里面，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中庸思

想、中庸价值，所以他的作品里面，经常会在平淡之

中出奇崛，日常里边露峥嵘。

赵瑜（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最早看佩甫老师的作品，是他的《学习微笑》，

大概是１９９８年。当时看到这个小说，一下子把我曾
有过的自以为正确的认知给纠正了，它让我看到生

活的很多切面，不能用对错、道德来判断；也让我认

识到原来文学作品可以用故事来纠正人的认知。

后来我从事文学创作，常常能想起佩甫老师的

《学习微笑》。前年我重读，又续写了一个小说，用

的就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学习微笑》故事发生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的小说发生在２０１０年，小说标题
叫《学习愤怒》，因为时代变化了，微笑不足以抵挡生

活的困境。借此机会和李老师说一下，这是一种致

敬，一种认同。

佩甫老师的小说都是“世情小说”，写的都是人

情世故。佩甫老师本人就是一个特别本土的河南

人：厚道、中庸、谦虚，这样的人写作，就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河南方式与世界对话。

刘宏志（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佩甫老师是文学豫军的旗帜。虽然河南作家

（包括河南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有９位，但坚守
在河南本土的只有佩甫老师一人；而且他的作品也

非常河南化，他把中原这块土地“嚼”碎了，“咽”下

去，又重新“反刍”出来；他的书写其实也是对中原

人格的发掘，对中原文化密码的一种呈现。并且，他

的写作由中原进入到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书写，特别

是在现在这个电子媒介时代，佩甫老师的书写对现

在的作家有一种示范的意义。

本雅明说“远行者必有故事”，讲的就是作家的

一种独特经验对写作的意义。但是媒介的便捷性带

来的是我们生活经验的同质化，这时候远行者就未

必能讲出新故事。佩甫老师坚守在本土，坚持讲本

土故事，反而能讲出这个时代的新故事。我认为，随

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价值会逐步呈现。

刘海燕（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报编审）

佩甫老师属于生活和艺术一致性的作家，多年

来是我们年轻一代写作者为人为文的旗帜。

约是２００３春天，有出版社计划再版《羊的门》，
要求书后附一篇作家评传，佩甫老师就打电话给我，

当时佩甫老师已是国内评论大家们纷纷关注的著名

作家，《羊的门》更是让文坛产生“震感”的重量级作

品，如谢冕、王富仁、白烨、李洁非等先生，都力推过

《羊的门》；当时的我只是个未名的年轻人，在青涩

地张望着评论之路。这件事对于当时的我，真是重

托！以我现在的理解，可能佩甫老师就是不愿麻烦，

并且对于他来讲，谁来评论都不重要，作家靠作品自

身说话。随后我去佩甫老师家里交流，希望他提供

给我一些关于他作品的评论资料，他很歉意地说没

有。事实上，关于他的评论很多，只是他从没想起过

收集。他没有提供给我任何资料，但提供给我了更

重要的东西———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内心有大的

光芒，而不需外部镁光灯照射的作家。一个作家的

外部生活就该如此简洁！

在此后的近２０年里，在创作中，在不同的文学
场合，佩甫老师总是带给我／我们诸如此类的文学感
悟和人生智慧，影响并提升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像

佩甫老师这样具有大诚恳、大责任、大情怀的厚重型

作家，在当代作家中真是太少了。佩甫老师让我深

感：人生有大气象，才能酝酿和成就作品的大气象。

孔会侠（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一套好书，对

我们做评论的人来说，一套收录齐全的作家文集，是

很有帮助的事情。

佩甫老师是个勤耕深种的作家，他的田地就是

豫中平原，他立足这里，观察、剖析着我们国家这几

十年来社会生活的变化。他把人放在变化进程中来

考察，以草与土壤来比喻人与环境的生成关系，揭示

·５·



了人是如何在环境内蕴的历史、文化、时代风气、人

伦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变为如此形态的。知道因

果，就容易慈悲，难生苛责，所以他对人所遭遇的辛

苦、矛盾、异化，怀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对承载人

们的这片土地，和这里沉重的过去、迷茫的未来，也

常流露出忧虑和哀伤。

这几年，因为写评传的关系，与佩甫老师有了较

多的接触和交流。记忆中，他对我有两次重要点拨：

“在大时间里看问题”，“不要轻易被事情搞得精神

毛躁”，让我很受用，帮我相对安稳地度过了短暂的

沮丧和动摇期。我对此一直心存感谢。

我觉得佩甫老师身上的两个特征，值得我好好

学习：一个是他的“正”和“信”。他主意正，人也正，

决定做什么，就诚恳专注地做下去；他心里有“信

念”，有“相信”，这东西好像很虚，但是一旦作用到

精神里，力量就会很大。另一个是“知行合一”，他

是能将所悟认真地贯彻到行为中去的人。孔子将

“予一以贯之”作为人生经验告诉弟子，是既谦虚又

满意的自评。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很难。

任瑜（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教师）

早上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人要写出多

少作品，才能成为一名作家？一个作家要写出什么

样的作品，才能成为真正杰出的作家？《李佩甫文

集》给我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对佩甫老师的写作，有一个宏观的理解，那就

是他的写作是中原大地滋养出的写作，气质上是厚

重、大气，态度上是诚恳、踏实。佩甫老师延续了中

原作家纯朴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形成了自己朴实中

透着聪慧的风格。他的现实主义，不像写实主义那

样仅仅反映现实、书写现实，还包含了理想、想象等

建构性、建设性的东西，这让他的作品，有了更广阔

的空间和延伸，也有了更具分量的价值。

抛开所谓的专业角度，我更想作为一个普通读

者来说一下对佩甫老师作品的感受。我也在网上搜

过佩甫老师，我看到的评论，尤其是普通读者的评

论，９９％是认可、喜爱和赞叹。读者的表达很直接，
也很质朴，就是说佩甫老师的小说真实、动人，真切、

感人，甚至直白地说好看。有一个读者的评价是：现

实生活的骨干，人性人心的温暖。这句话让我印象

深刻，因为它引起了我的共鸣。这些读者其实也说

出了我对佩甫老师作品的感受。我想，对一个作家

而言，可能普通读者的感受和看法，会比专业评论家

的评论更有价值。

所以，不管从评论者的角度，还是读者的角度，

《李佩甫文集》的出版，都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

事，是我们期待之中的好事。

陈静（河南文艺出版社小说编辑部主任，《李佩

甫文集》责任编辑）

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对佩甫老师说，我退休以

前能不能当你一部原创长篇的责编，佩甫老师当时

就回答我说能，果然我这个愿望实现了，并且还提前

实现了。佩甫老师给了我一个大礼包：有最新的长

篇《河洛图》，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写给北中原的情

书》，还有这套文集，所以说我非常有幸能够成为这

套文集的策划和责编。我对这套文集的投入既有编

辑职业的责任，又有非同一般的私人感情。除了张

宇和佩甫二人４０年的老感情，我们２０年前就是邻
居，现在我们又成了建业农庄的新邻居，也正是这种

常年积淀的感情，变成了我编这套文集的动力，我没

有理由不把这套文集做好，所以我在这里要谢谢佩

甫老师对我的信任，谢谢陈杰社长的全力支持，也谢

谢参会的各位。

陈杰（河南文艺出版社原社长）

感谢李老师把文集放到我们社出，因为当时好几

家出版社都在盯着，尤其是李老师得“茅盾文学奖”之

后，我们多次去拜访，李老师很谦虚地说怕我们赔钱，

我说：李老师您放心，我们肯定用心做，而且您这种代

表河南创作水平的作品，一定得放到河南出。

文集出来以后，正好是李老师创作生涯４０年，
当时我们就说想做个活动。今天研讨会的召开，是

个非常好的事。

李老师在《生命册》里说，“我是一粒种子”，但

是我要说，李老师您是中国文学界尤其是河南文学

界的一棵参天大树，我们期盼着您这棵大树更加枝

繁叶茂。

许华伟（中原传媒股份公司出版与国际合作部

主任）

我想从出版的角度谈一点想法，就是出版全集、

文集是我们出版界的大事，因为只有大的规模、大的

影响力，才能更有力地传播出去。

现在提倡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高地，没

有文化高人，没有文化地标性的作者，就难以成就文

化高地。所以说这套文集就是文化高地，李佩甫老

师就是文化高人。

杨莉（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今天是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高光时刻。我在认识

李老师之前，就是李老师的读者了，从读《羊的门》

开始。之后我和我身边很多写作的人，以及热爱文

学的人，都深受他作品魅力与人格魅力的照耀。

在我看来，作家可能分两种：一种是一看就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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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作家的，像张宇、李洱、刘震云、王朔这种，他们在

生活中就充满了小说感、戏剧感与游戏感；另一种是

李老师这样的，看起来特别平实的、家常的、平易的，

甚至是朴拙的。李老师这种，貌似很平实，但是他内

心的力量和韧性可能却更加饱满，他对文学的热爱

和虔诚也是唯一的，不会被任何别的东西分神，所以

就有了像《李佩甫文集》这样庞大的、磅礴的文字江

山，以及他的文学地理。

我对李佩甫作品的感受，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是：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意味。

第二点是：他在平原上精耕细作，他对这块土地

既有深深的理解和懂得之后的热爱，又有富于理性

和智性的批判与审视。他没有因为热爱而有损批判

性，也没有因为深刻的批判性而丧失他情感上的温

度与接纳。

第三点是：李老师对这块土地的叙事极具地域

性，但是又超越了地域性，击中了中国文化的内核。

他塑造的小说人物，有很多会让我们联想到现实中

的人物原型，他们背后所体现的人心的走向和人性

的沉浮，都是他对重大的时代节点、社会变迁对人的

冲击进行极具思想力度的审视之后，找到了自己文

学的表达和艺术的揭示。

我们都知道小说是民族的秘史，可以说李老师

的小说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块土地的秘史。

李老师以他本质化的文学表达和内在化的书写，为

我们这个时代和这块土地留下了独属于他自己的一

份记录。

李佩甫（著名作家，河南省文联原主席，河南省

作协原主席）

先给大家鞠个躬。感谢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和河

南省文联组织这么一个活动，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

出席这个活动。

当年可能对乔叶、墨白说过我不恐惧你们，其实

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但是到了今天，我不客气地说，

我已经老到不恐惧你们了。你们年轻，你们的未来

是很宽广的，我现在真是不恐惧了，我学习你们，阅

读你们。

４０年前，我提着一捆书，从小城许昌走进这里，
一直走到今天，感念几代老同志和作家、评论家对我

的包容、培养和关爱。我常想起和张宇、孙方友等彻

夜长谈文学，那时还年轻，还有指望，觉得“东山日

头还有一大垛”，突然之间头发就白了。

到了今天，我不敢说我是画了个句号，我觉得是

个总结，虽然是很差劲的一个总结，但是我努力了。

马达（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来自许昌《李氏家族》的作家佩甫先生，并非出

生于《金屋》，却是大中原出生，不忘《平原客》的底

色，逮着《红蚂蚱，绿蚂蚱》，从乡土《羊的门》走向

《城的灯》，用大半生浏览《河洛图》《城市白皮书》。

当走得累的时候，也微微停下，《学习微笑》《等等灵

魂》，并书写《写给北中原的情书》，从而完成《生命

册》的书写，才有了今天的雅集。

佩甫先生的人生是书写的一生，他的乡土记忆始

终与现代社会相伴而行。他对乡土经验的开掘和重

构，担负起他内心的重要使命———立足乡土，超乎乡

土；坚持写作，超乎写作；在脚步丈量和文字的游走中

感受中原沃土的深沉与广博，表达对城市文明与传统

乡土社会的留恋和缅怀；以个体经验为主轴，整合了

历史素材和日常思考，纵横捭阖地开拓出一个令人耳

目一新的话语场域，从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深情的大

地书写，成就了皇皇１５卷的《李佩甫文集》。当然，我
们还期待李先生有更好更多的作品面世！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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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的“文学启蒙”追求及其方法
———兼论《城的灯》的意义和问题

孔会侠
（郑州师范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６
作者简介：孔会侠（１９７６—），女，河南漯河人，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摘　要：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讲，鲁迅是师承之“源”，也是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背景，影响深
远。用类比法，来考证李佩甫文学追求和创作方法的特征，溯源这特征的成因；并以《城的灯》为例，

来审思这特征与他的创作经验相结合后，所造成的文本效果。

关键词：李佩甫；“文学启蒙”；《城的灯》；类比法；典型性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０８－０４

　　回望百年白话文学史，起点处，站着位瘦弱的先
生———鲁迅。他神情严肃，眼神清锐，以一篇深刻的

《狂人日记》，发出中国作家致力于“启蒙”的第一声

呐喊，想要唤醒千万个在困境中闷着、却对此毫不自

知、故决定了民族难以实现自新的麻木灵魂。此后，

他的许多作品，就是一声声呐喊，振聋发聩。力竭

处，他望着杳渺的所谓未来，陷在“无所谓有，无所

谓无”的茫然中，目光温柔而忧伤，心痛地低语着

“救救孩子”的最后期盼，显出冷硬刻薄外表下的慈

悲心肠。只是，夜深人静，周围沉寂得像是另一个世

界时，那从生命更深处沁出来的绝望，不绝如缕，啃

噬着灵魂。但他还是坚持着写下希冀，他希望“启

蒙”运动的一批人，作为站在浩浩荡荡历史河流分

界点的一代“中间物”，能够“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

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的中国社会，经历曲折，作家代际在局势变

动背景下已几番更迭。因为鲁迅作品本身的价值，

和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有意“独尊”，他成了对

当代作家影响最大的人。虽然新时期以来的文学，

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启蒙”期的主要潮流，似
乎都是明显的某股“西风”强劲吹来的结果。但仔

细查阅一些作家的自述会发现，在马尔克斯、卡夫

卡、博尔赫斯等的“醍醐灌顶”下，一个稳定的影响

“源”存在于许多作家的精神世界里，是他们成长期

里重要的塑造力量。那就是鲁迅先生。张承志、余

华、刘震云、鬼子等作家多次表述过对鲁迅先生的阅

读和继承；还有一些作家，在创作谈或随笔、访谈中，

很少或没有提及过这一点，但从具体文本中追踪觅

迹，轻易就能发现这影响的脉络。李佩甫就属于后

者，他几乎没说起过，反而是多次提及俄罗斯文学是

滋养了自己精神人格的“洋面包”。但是，５０后作家
年少时，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家里的书柜，能光明正

大地呈现在人们视线内并值得反复品阅读的文学作

品，就是鲁迅了吧？其他如沈从文、张爱玲等，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后才进入大众读者的视野。

那么，对当代作家来讲，鲁迅既是师承之“源”，

又是百年文学发展框架内的背景，是常被拿来做

“考量”后世作品的参照系。本文意在用类比法（因

早期文化教养和成长语境的区别，对比会对当代作

家很不公平，故本文只重文本关联处的现象分析），

来考证李佩甫文学追求和创作方法的特征，溯源这

特征的形成原因，审思这特征与他的个体经验结合

后，所呈现的具体文本效果。

一、“呐喊式”主体的“文学启蒙”追求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必须是‘为

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的取材，多采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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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

救的注意。”［１］５１２这段话里蕴含着鲁迅进入新文化运

动阵营的目的和手段。他欲以文字做桥梁，将蒙昧

的人们唤醒，蜕旧革新，救渡到有知能明的新境界。

于是，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就出现了绵延至

今、队伍庞大的“呐喊式”写作主体序列。其中，有

可代表各阶段最高文学成就的优秀作者，也有大量

文本平庸、声音却高亢激昂的普通作者。警醒、疏

离、批判，这是从《狂人日记》的作者开始的“呐喊

式”主体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特征。他们积极参

与到社会生活中去，同时他们也自觉地保持着旁观

者的意识，密切观察、细心捕捉日常生活中的蛛丝马

迹，进而审思世态人情之变、探析追究其现象和成

因，然后，“出乎其外”，写下批判社会之弊、引人反

省的文本，来表现入世的热心和济世的努力。

因此，“文以载道”，“载”有益于社会群体良性

发展之“道”，是“呐喊式”主体寄寓在文字里的思想

价值追求，也就是现当代文学史中影响深远的“文

学启蒙”。“文学启蒙”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经过

曲折断续的发展，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因知识分子（包
括作家）的迫切追求而再度成为文化热潮，可惜很

快就消退了。不过，胸怀未来，改变人们在生活中的

弊病，从而推动社会改良和进步，仍是一些作家坚持

秉守的选择。

李佩甫就是其中之一。早在１９８４年，他就意识
到文字必须切入人们的心灵世界，表现人们心灵的

起伏波动，于是，他写出了短篇小说《森林》；１９９０
年，他又写出了长篇小说《金屋》，将笔触聚焦到乘

着改革之风奋力改变命运的青年农民身上，刻画出

社会潮流影响下的人格变异，不无疑虑地发现了因

正在经受飓变而动荡不安的乡村，和农民们正在承

受的迷茫的煎熬；之后，此类现象的聚焦更多地出现

在李佩甫的笔下，因之而起的焦灼不安浓重起来，警

诫的呐喊也一声声疾厉起来，例证作品是其长篇小

说《城市白皮书》。

直到２００３年，李佩甫写出了精神探索的转型之
作———长篇小说《城的灯》。尽管，早在１９９４年李
佩甫就认识到：“文学艺术可以看作迈向精神空间

的桥梁和阶梯。”［２］但精神空间实实在在的上行，每

一步都很艰难，从心里有再到手下有，有时还很漫

长。我们常看到在路上长跑的人们，都有他们的力

竭停止之处。只是，有的歇一阵，鼓起勇气继续前

去；有的就此驻足，到了自己的尽头；还有的，心志犹

存，脚步踏出，力已不足，还是撑不到下一个阶段。

在长篇小说《羊的门》的结尾，呼天成死后，人

们发出了此起彼伏的一片狗叫声。这是情义还是奴

性？实现了物质富裕的中原农村，真的进步了吗？

这声音预示（或迫使）着作者的思索转向新的层

面———精神拯救。《城的灯》是李佩甫跋涉几年后

的又一节点。在这里，李佩甫从多年来社会精神病

症的批判者，过渡为精神救赎之光的探寻者。他想

从精神指引和环境熏陶两方面探索改良之方，而刘

汉香这个人物，是他配出的“药”。在此，刘汉香这

个人物，既让读者感佩，也让读者怀疑，是《城的灯》

成败共系的“萧何”。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刘汉香是扛起了一个穷家

的现实女子；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她就被提升为引领

一方百姓物质精神双丰足的带路人，死后更被祭奉

为地方信仰的女菩萨———“香姑”。她身上集中了

几种精神资源（有主次轻重之分）：她是儒教的，具

有同杜甫一样“忧国伤民”的情怀；她符合民间传统

道德伦理，宽厚善良，忠贞刚烈，富有牺牲精神，是河

南戏剧里常讴歌的那类女性；同时，她的精神价值

“种子”，又借用了《圣经》字句：“一粒麦子，不落在

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

籽粒来。”［３］扉页她还像高“挺”着的俄罗斯女子，显示

出人的高贵和尊严。这些基本对应着李佩甫的精神

构成，显示出他精神版图的拼块：渗透在中原大地与

中原人血脉中的儒家精神，民间传统道德观念，小时

候接受的“舍小我为大我”的集体主义观念和牺牲

奉献精神，《圣经》的救赎思想，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和想象。

刘汉香作为寄寓精神追求的象征形象，在李佩甫

的作品形象序列中很重要，但是被诟病得也多。一方

面在于，作者的主观性太强，致使这个形象前后脱节，

失实较多；另一方面在于，她精神灯塔的光源，照不进

现实世界中的幽暗角落和人心中去。这是关键。由

以上元素构成的刘汉香，形象陈旧而单薄，在当下语

境中缺少适用性，缺乏存在于未来时空的生命力。

从晚清的“洋务运动”，一直到今天，中国人因

历史、政治等原因断续地试图通过赶上、融入世界现

代性潮流来实现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眼下仍在

路上，需持续奋力。有意味的是，五四时的“狂人”

是超越了现实、先进于时代、具有现代思想的清醒

者；而八十多年后的刘汉香，反而带着更久远的陈腐

味儿。遥想当年，鲁迅写闰土、祥林嫂等，他内心是

有明确的关于未来社会中人的“应然”样子的，而当

代作家，继续写“肺腑之言”的“呐喊”者们，却在写

人的理想状态时，难见清晰意念。

《城的灯》能否“启”开“蒙”，要看刘汉香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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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程度了。作为小说人物，刘汉香精神发育有些

不足。李佩甫“文本最大的思想软肋，在于无法提

供一个直接呼应‘新时期’改革的新式主体与思想

资源”［４］。这里潜隐着一个认知盲点：不只是李佩

甫，也是许多当代作家的共弊———对中国社会问题

和国民性的考察，缺乏更恢宏的文化观察。事实上，

这是一个不能被低估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的讨论

尚远远不足。

二、典型形象的塑造———提炼法

“文学启蒙”作为志在社会改良的写作，其关注

点必然是群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５］１３５

许许多多的个人集合为群，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

杂，但又遵循一定的规律，以此构成了社会形态。

那么，小说以什么方法来实现对社会形态的认识

和表现呢？尽管，白话文学从首篇《狂人日记》开始，

就呈现出它与世界文学的亲缘关系，借鉴了“意识流”

的现代叙事手法，但就大部分社会剖析性小说而言，

还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

到中国后，恩格斯于１８８８年写下的《给玛·哈克奈斯
的信》中的这句话，“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

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就成为一段时期内我们文学创作遵循的律条了。

简言之，就是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

途径，写出时代生活的“典型性”。

白话文学史上，最具典型性的人物应该就是阿

Ｑ了。作为国民性的浓缩标本，阿 Ｑ这个人物，不
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鲁迅塑造他的时候，用了

“提炼法”。提炼，就是“从芜杂的事物中找出有概

括性的东西”。鲁迅有意采用的“提炼法”，具体说

来，就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稍微猜测还原一

下《阿Ｑ正传》的写作过程，大致是：思考大量人事
现象、淘析出普遍性的国民特征、择取筋骨、以想象

性的语境和情节来予以表现。因此，小说中的细节，

并不具有逻辑联系，它们像一张张便笺纸，上面详细

说明了鲁迅认为的国民性典型特征。比如：阿 Ｑ与
王胡比赛吃虱子，表现了他不知是非的愚昧；阿 Ｑ
用“儿子打老子”来安慰自己，表现了他的自欺欺

人；阿Ｑ调戏小尼姑，去庵里偷萝卜，表现了他的欺
软怕硬……正如周作人所言：“提炼精粹，凝为个

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６］

所以，阿Ｑ的形象很古怪，是拼合出的表意符号系
统，不像一个现实中的人。不知是否因为顾虑到了

这一点，鲁迅专门安排了一个他见吴妈遂起念“我

想和你困觉”的桥段，想让他接下地气，带点儿活生

物的属性。

作为后世读者，未见识过那个未庄，但根据这样

的阿Ｑ，追溯起来，便能探寻到民国初年真实的乡村
社会状况。人是环境的塑造物，典型人物体现的是

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据此，可以倒推出社会环境里

的主要风习。

回到李佩甫。几十年来，李佩甫一直追踪表现

的是中国（以中原为据点）社会变迁的特征，和人们

随之发生的精神嬗变。作为经历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世界文学洗礼过的作家，李佩甫也吸收了现代主义

的表现方式，在作品中频频出现了魔幻、意识流等手

法的使用，但就大部分作品的基本面貌而言，还是传

统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方法。他的作品是用

来表达认识的，他的认识归纳起来，就是对一定社会

关系中生存现象和规则的概括总结。而他最常用的

表达方式，是“提炼法”。

值得注意的是，李佩甫大量使用“提炼法”，并

进一步扩展了“提炼法”的适用范围：不仅用来刻画

人物的典型特征，还用来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在

《城的灯》中，着墨最多的男性是冯家昌，关于他的

塑造，围绕着几个核心意象，其中，最重要的是

“铁”。“铁”是李佩甫精心提炼出的冯家昌的典型

性格，也是冯家昌在成长过程中痛切悟出的生存经

验。具体情节有两个：没有离开上梁村的时候，他将

蒺藜扎在脚底板上，走来走去，忍着疼，给四个弟弟

示范什么是脚上生“铁”，让他们明白，母亲去世后

的日子，是很痛的，必须咬牙度过。这表现出他当家

立户的主见、毅力，和强硬的个性；他参军后，想方设

法一步步谋求晋升，终于将弟弟们也带出了农村。

在给弟弟们上人生课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说：“脸

上有铁了吗？”这是李佩甫提炼出的认识：关于许多

人在现实中迫不得已的挣扎，和对尊严、面子的放

弃，其味烈苦。冯家昌还有许多生活领悟：“当你一

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一样东西可以交……你把心

交出来。”［３］６８“在机关里，干秘书这一行，是不能突

出个人的……”［３］７９

在《城的灯》里，还有大量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存

在，有的是情节，有的是动作，有的是物象。比如

“下跪”，“学狗叫”，“月亮花”……再和作者其他作

品中“提炼”出的细节关联起来看（比如《羊的门》中

的２４种草、《生命册》中的树、背草捆的细节等），就
构成了一幅中原生存哲学的象征体系，许多负载意

义的事物和细节，就成了托起李佩甫文学意义的硬

石，结实地夯下了地基。

典型性提炼法常遵循“求同”原则，倾向于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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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这样方便总结出时代生活的普遍性特征，但难

免有对独特个体的忽略。“求同知道人的类型，求

差知道人的特性。我们能了解什么事有他的‘类

型’，凡属这事通相去不远。又知道什么事有他的

‘特性’，凡属个人皆无法强同。”［７］３３社会生活的构

成复杂而奇妙，在大部分的雷同思维和作派外，还有

许多独具特色的存在，更有趣味，更具境界。生活

中，阅读中，那些让人怔忡、沉思、感动的力量，常来

源于与众人不一样的灵魂。大多数时候，真正有价

值的思想和精神，是不随波逐流的，并与主潮保持相

当的距离，可作为返照社会世相的镜子。这些是不

是更应该书写？但读者进入文本，迎面而来的大多

是熟悉的面孔（从这个作家或者其他作家笔下），裹

挟在现实之中，缺少精神的力量，是不是也挺遗憾？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李佩甫文集》（１５卷）出版。打
开包装，一部部作品整齐排列在眼前：《生命册》《平

原客》《羊的门》《河洛图》《等等灵魂》《城的灯》《城

市白皮书》《李氏家族》《金屋》《申凤梅》《兄弟啊兄

弟》《底色》《学习微笑》《红蚂蚱 绿蚂蚱》《写给北

中原的情书》，再一一翻阅，并将主题思想稍加概

括、将人物和故事稍加图解，就会发现，这些不同的

长篇中篇里，有相当比例的重合部分。

我想起了许倬云在自己文集自序里讲的一句

话：“一个人的思想理念，总会有相当的一致性。因

此，两书数十篇芜文，合而观之，还是可以互相补

足。”［８］作家的每一次创作，动笔时都是重新开始，

这“重新”指的是作家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可以再次

陈述老调、再次描述老事物。因为，当最后结集盘点

时，每一部都成了局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了，它们

之间，可以各自负担、遥相呼应，此起彼伏地交响出

一个作家对世人深情的诉说。

２０１１年，李佩甫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作了题

为《文学的标尺》的发言，他再次强调：“文学是人类

精神之药，是可以滋润人的心灵的。真正的文学语

言应是一个时代的标尺和旗帜。一个民族的文学是

需要‘建设’的。”［９］我相信，这是他愿意继续鼓勇、

坚持下去的信念，这源于他对这个社会不松懈的责

任和爱。这也是一个老作家对当前创作的疑虑和探

讨，令人感佩。但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现场而言，堪称

“一个时代的标尺和旗帜”的作品，去哪里寻得见

呢？那有“建设”意义的文字，又在哪里？何况，就

算真的出现了，人们的眼睛被手机黏住、心思被欲望

蒙住，“出现”恐怕也只能无声无息地暗自消隐、起

不到事实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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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向作家李佩甫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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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家李佩甫把平原作为写作的故乡，由此找到写作的根基，几十年来持续开掘，成为当
代文学豫军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当代作家之一。他的作
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大气象，恢宏辽阔而又扎实可感，深度呈现了乡土社会及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心

灵和命运，对世事人伦有审视和引领的力量。

关键词：李佩甫；写作根基；平原；现实主义；精神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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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李佩甫文集》［１］首发式暨
研讨会上，与会的作家、评论家谈及一个作家要写自

己最熟悉的生活，如李佩甫把平原作为写作的故乡，

由此找到写作的根基，几十年来持续开掘，成为当代

文学豫军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

国作家———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当代作
家之一。写熟悉的生活，写来自作家个人命运之中

的必然及偶然的遭遇，这对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常

识，但为何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大多已呈现凋零，而李

佩甫的创作生命力却一直持续上行？在河南文学

界，几乎所有人提起李佩甫的为人为文，都由衷地喜

爱和敬佩。研讨会上，和他一起走过漫漫人生路和

文学路的作家张宇，看似戏谑实则严肃地倡言：“远

学老杜甫，近学李佩甫。”在河南文学界，众所周知，

才华诡异的张宇善于一语直抵本质，但往往是直言

批评他人的，能得到他的由衷赞誉，着实不易。

我们应向作家李佩甫学习什么？这也是我时常

感慨并思考的话题。

一、挣脱影响的焦虑，找到自我写作的根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
改革开放，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文学作品被译介到

中国，中国作家一方面汲取着世界文学的丰富营养，

快速地补着文学课；另一方面也普遍遭遇到影响的

焦虑，感到在异域作家的影子下，找不到自我。

那时李佩甫和中国大多数作家一样，受到大量

译介作品的冲击，他的文学阅读也是以欧美、俄罗斯

作家为主。他在《创作与思考》一文里讲：“我们张

开所有的毛孔吸收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的营养……前

面仿佛有了一千条路，可哪一条路是我们的呢？那

是一个既激动又迷茫的时期。……那时候，每天晚

上，我像狼一样地在街头徘徊，漫无目的地走，不知

道该往哪里去。”［２］１９５１９８５年是他极其困惑的一年，
他感到随“流”写作的没底气。后来他找到了他心

中的大平原，“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

一种‘家’的感觉”［２］１９７。从此，他守候着那贫瘠又

宽厚的平原，在上面撒下“声音”的种子。“我的四

百多万字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浸泡出

来的。”［２］２３７

一个作家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根基，并不断地开

掘下去，他就会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作家，甚至会成

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例如：根植于美国南部小镇的福

克纳，其写作带出了人类普遍的意义；离群索居的库

切，执着于种族隔离的南非，发现“黑暗的启示”的

写作。李佩甫多年来能稳得住，一步一步扎实地向

前走，没有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他写被践踏的土

地，土地上的人的命运———固着于土地，逃离土地，

进入城市，他们在不同境遇中的困境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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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发表于《小说家》的《李氏家族第十七代
玄孙》，是李佩甫找到写作根基后的第一部长篇，后

来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李氏家族》。那时中国文

坛出现多元化的格局，“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

写实小说”等并存，尤其是“寻根文学”受拉美魔幻

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与马尔克斯于１９８２年获诺
贝尔文学奖有关），纷纷投向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

活形态。李佩甫也是狠读了马尔克斯之类，但他还

是要写现实，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还像１９世纪的巴尔
扎克那样立足现实主义，可是需要勇气和信心的。

《李氏家族》就是写中原农村几代人不同的命运，家

族的影响力，乡村的仪式及乡土伦理。如小说描述

了随着商业大潮的冲击，以金钱和权力为主导的生

活方式，取代着乡村世世代代沿袭的礼治。《李氏

家族》与在地域、实力方面较接近的作家作品相

比———如山西李锐的《厚土》，山东莫言的《红高粱

家族》，它不像《厚土》写乡土的本色，有着地久天长

的悲凉；也不像《红高粱家族》写原始野性的生命

力，有种传奇色彩。《李氏家族》更贴近现实，描述

着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之初的普遍性命运。

两年后，李佩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屋》发

表，《金屋》凝聚了李佩甫这一时期的思想观念，即

金钱对于人性的伤害。

在《金屋》里，对商业时代的恐惧感，是从扁担

杨人的眼光里看到的。外出打工的杨如意突然回

来，在村头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洋楼，一座远远超出居

住内容的“金屋”，那“金屋”使整个村子都哑了。

“这座楼一下子摄去了所有人的魂魄，整个村子都

失去了笑声。人们默默地走路，默默地干活，默默地

吃饭。”“它像怪物一样竖在人们眼前，躲是躲不过

的，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能看到它，它简直把一个村

子的光线都收去了。”［３］“金屋”给村民造成的心理

混乱和恐惧，后来以精神病的形式出现，小独根的呓

语正是村民们内心恐惧的象征。“金屋”打破了乡

间的寂静，打破了人们的屋宇意识———本来屋宇是

乡下人的避难之所，现在成了灾难。“金屋”除了给

村民造成心理惶惑和折磨外，还对大地拒斥着，它拒

绝成为大地怀抱里的风景，而成为大地上的异物。

小说以村里最有威信的老族长瘸爷吊死在“金屋”

的铝合金大门上而收场；在这之前，雪地上为杨如意

父亲送葬的场面，和杨如意的对峙，是老族长威风的

最后一次表演和乡村习俗的最后一次凝聚。这预示

着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农业时代的溃败已是必然。

对于物质主义的批判，也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人文知识者的共同情怀。这种简单的概述，很容易

对作品的丰富性造成伤害。李佩甫是个尊重经验的

作家，他在经验中不断地矫正自己的认识。在不同

的场合，他曾谈起当时的文学观及对于现实的批判

是有偏差的。１９９５年前后，李佩甫在观念上完成了
一次转变，以前他一直认为金钱和权力是最腐蚀人

心的，后来他发现贫困对人心的损伤更甚。这些在

他后来的写作如《羊的门》《城的灯》里，得到了呈

现。

李佩甫的土地感或土地情结，在《金屋》里已逐

渐成形。也就是说，他对于土地的熟知，对于乡土中

国的熟知，使他能够真切地表达土地上所发生的一

切；对于土地的爱与感恩，对守护土地之人的体察，

使他的表达具有了震撼力和底气。从此，他稳住了

自己，不会再恐惧什么了，也不会再因什么影响而焦

虑。

其实，影响的焦虑，不仅存在于新时期文学初

期；对于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作家，在每一个时段都会

面临影响的焦虑，譬如当今，除了来自文学内部的影

响，更多地是来自文学外部的影响，如图书市场、文

学奖项等功利性的影响，还有同时代作家之间的比

对影响等。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更是败坏着作家

作品的文学品质。

二、对世事人伦有审视和引领的眼力与心力

一个作家找到了自己独有的矿藏，还需对世事

人伦有审视和引领的眼力与心力；他不仅要有反省

的能力和批判的眼光，还要有虔诚的心去发现什么

是人世中最值得珍惜的。李佩甫在２０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创作，就已表现出这样的文学品质。他以稳

健的笔力深深地切入中原大地，不偏激，不刻薄，悲

悯挚诚地描述生活于此的人们内心的滋味。李佩甫

能成为当今中原大地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绝非偶

然，因为他懂得和这贫瘠又宽厚的平原互为营养，由

此涵养了他厚重博大的精神之力，其入思之正、之

真、之大气，在同类题材的作家中，实属罕见。

如李佩甫发表于 １９９０年的中篇小说《无边无
际的早晨》，主人公“国”（李治国）是全村人养大的，

他在仕途中的每一次升迁，也都是全村人在默然的

大爱大痛中撑起来的。

国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他由一家人的孩子

变成了一村人的孩子。大李庄的女人们为他提供了

最优秀最廉价的热量”。国考上“县中”时，全村人

都出来为他送行，送什么的都有———都是自己家不

舍得吃的、不舍得用的，他身上的一针一线都带着乡

亲们的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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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拉着架子车为国送行。四十八里

黄土地，送了一坡又一坡。路赖，架子车

“叮叮咣咣”地响着，队长的旱船鞋“趿拉趿

拉”，国跟在架子车后看队长那驼背的腰，

那腰蛇一样拧着，一耸一耸地动……［４］１６１

多少年后，国扔掉了许多记忆，也曾拼命地洗刷

了许多记忆，但乡亲们为他送行的场景，他总也忘不

掉。

那时国称呼队长为“三叔”，国是骑在三叔的脖

子上长大的，三叔呵护他、教育他，犹如父母。后来

三叔给他争取了到公社大院工作的机会。他入职穿

的衣裳也是三叔帮借的———复员兵二贵的军上衣，

那时绿军衣是最时髦的衣裳，本来二贵是留着相亲

穿的。

在基层干部的尔虞我诈中，国被逼着诬陷他人，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所措的国求教于三叔，

三叔默默地坐着，只是“吧嗒，吧嗒”地吸旱烟，很久

很久三叔似乎就说了一句话：“要是混不下去，就回

来吧。”那时以三叔为代表的“乡人”，虽然很穷，但

穷得硬气、骨气，心很干净。这让国意识到做人的底

线。上级来调查时，国就什么也没说。阴差阳错，局

势扭转，很快国晋升为副乡长。

当了副乡长的国，是带着计划生育小分队回村

的。大李庄成了县里批评的“钉子村”，国为了“打

响这一炮”，保住自己的仕途，狠狠地扼杀记忆和亲

情，狠狠地下手———

在乡亲们面前，国沉下脸，厉声喊队长三叔为

“老三”。那个对国恩重如山的队长三叔瞬间变成

了“老三”，这称呼的改变，意味着乡亲们熟悉的那

个“村孩”“黄土小儿”，此刻变成了威慑乡亲们的陌

生上级，变成了基层权力的操控者。

在此特殊情境中，国和队长三叔身份的突然转

换，也扭痛了彼此的心，“三叔哑了，三叔没想到国

会熊他，就木木地蹲下来，再也不说话了。国也没想

到他竟然敢训三叔，一时也愣了……”［４］１８３

接下来，就是挨家挨户查，头一户违反计划生育

政策的就是二贵家。国离开乡村时，穷得没像样的

衣裳穿，可是穿着二贵借给他的军上衣出门的；二贵

娘就是七婶，也是国儿时的奶妈之一。

二贵家一个人也没有，都跑了。可是头一户治

不住，往下还怎么进行呢？国的心就横下来，命令小

分队的人砍院子里的树。二贵娘挪着一双小脚来

了，“两手像鸡爪似的抖着”，“扑咚”一声跪下了，呜

呜地哭着说：“乡长，李乡长，我去叫，我去把人给你

叫回来中不中？爷呀！李乡长哟，饶俺吧！我去叫

人中不中？……”［４］１８４

那一声“爷呀！”似五雷轰顶！国颤抖

了，心在淌血，国心里说：李治国，你个王八

蛋！你不能好好说么？你看看七婶，你敢

看七婶么？你吃过七婶的奶呀！……七婶

这么大年纪了，她给你下跪呀！她跪在你

的面前，一声声叫你乡长，叫你爷哪！你要

是个人，你要还有一点人味，你就跪下去，

你跪下去把老人扶起来，给她擦擦眼里的

泪……这一刻，国的心都要碎了，可他依旧

默默地站着，仅仅说了声：“停住。”而后，

国背对着七婶，冷冷地说：“天黑之前，你

把人给我找回来。”［４］１８４－１８５

乡亲们是如此卑微可怜，国的心也一直在挣扎

和拷问中，他知道自己如果不狠下来，可能就会像前

面的老黄一样被撤职，他比老黄更了解这块土地上

的人们———对于他们，传宗接代、生生不息，是一代

又一代人的念想。这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短时间内是

很难改变的。在李佩甫的笔下，我们看到国这个人

物的言行与内心的分裂。

国在负罪中狠狠地做着这一切。他仅仅用了三

天时间，大李庄的计划生育工作就奇迹般地结束了，

他所在的乡一跃而成为全县第一名，于是“黑旗换

成了红旗”，“国胜利了”。然而，国却是偷偷离开乡

亲们的。临走前，他以为三叔和乡亲们会骂他，可是

他们没有骂，“一村人都默默地……”这种默默地承

受、容忍，甚至宽解，让人心疼。乡亲们像土地一样，

接纳所有，无论是阳光还是风暴。

第二年春天，国当上了乡长。当上了乡长，可国

却无法面对乡人，更无法面对自己。每当夜深人静

时，拷问就开始了……后来国到县里当组织部副部

长，又奉命回乡处理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市里修

一条公路，在大李庄受阻，因为“公路恰巧穿过大李

庄的祖脉，先人的坟地受到了惊扰”，乡亲们全都坐

在坟地的前面阻止施工队往前修路。

国一眼就看出了乡亲们的凄凉，但是在市委领

导的目光里，他还是冲上去，这次他连“老三”都不

喊了，直接厉声喊：“李满仓———！干什么？你想干

什么？市里领导都在这儿，你办我难看哩？嗯……

回去！都回去！”国厉声喊着队长三叔的名字，这名

字从来不曾被人当众叫过。他懂得如何击退乡人的

心理防线，最终是全村人窘迫地退缩。有人悄悄地

说：“算了，别叫国为难了，官身不由己……”人群全

涌进老坟地，给先人磕头，哭声震天！这哭声，也意

味着城市化的进程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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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意识到三叔和乡亲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呀！

若不是情分，乡亲们说啥也不会让的，乡亲们知理呀

……乡亲们的知理、退让，让国在众领导面前又立了

大功，不久国荣升为县长。

乡亲们用苦楚支撑起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国，

支撑着他在仕途中一步步前行。国吓唬他们的时

候，他们没人吭一声；他们沉默着，没有提起他的过

去。他们如中原大地一样厚道、辽阔和默然，他们的

默然隐含了多少忍辱负重，多少宽宏大量，多少朴素

的大爱大善……他们才是乡村的灵魂！无论怎样，

他们的心都散发着暖人的温热。而国的急功近利，

使他在仕途中每进一步，都付出灵魂扭曲的代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李佩甫就认识到：文学不
仅仅要写好一个故事，而要有所创新，写出“人人心

中有、个个笔下无”［２］１９６的东西。《无边无际的早

晨》写的话题，对于６０后的我并不陌生，但今天读
来，依然感到惊心。因为，作家李佩甫写的不仅仅是

故事，他写出了乡人温驯善良的心，写出了成功者也

是负罪者的心，写出了在世事的两难里灵魂如何安

放，内心与言行分裂后的人生苦楚……因此，这篇小

说超越了具体环境和时间，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

正如艾青的诗句：“为何我的眼睛里常含着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李佩甫也正是这样

爱着这片土地，成为它深情又理性的代言人。

李佩甫的最新长篇力作《河洛图》［５］，写的依然

是中原大地上的事情，原型是河南巩义的康百万家

族。作者着力挖掘了这个在历史上富甲一方、名扬

天下的家族，其成功背后的秘籍：仁义、仗义、守信，

“留余”“仁信”的治家传统，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

怀。这部作品，无论是对于经商还是做人，都在传播

着不衰的精神能量。

三、作家的人生境界与作品的精神气象

李佩甫很注重一部作品的开篇和格局，尤其是

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如“平原三部曲”的第一部

《羊的门》，这部奠定了作者在中国文学界地位的杰

作，开篇就有一种宏大的格局，其艺术气质与中国古

典文学如《红楼梦》《水浒传》的大开篇相承。

《羊的门》开篇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全局俯视的

角度，由远而近，每一笔都像犁铧一样，扎实地深深

地犁进去，一层层有力地推进。先是土地的气息向

你的嗅觉味觉涌过来，慢慢感觉就转化成了视

觉———满眼灰褐色，使人不知不觉地陷进去，化入一

种灰青色的氛围里。本来很实的笔触写着写着就入

化了，写到了生命的感觉里去。然后，从地表写到地

下，雨来时，土壤下面生与死的气息糅合……随着距

离的切近，由自然的气息到春夏秋冬四季里人的气

息……“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了平原，成

了平原上的一株植物了”［６］３。至此，海洋般涌动着

的土地的气息等，戛然而止，像海浪突然竖立定格。

在这里休止，这一笔停得太有力！这一笔凝聚了太

多隐喻，呼应着《羊的门》的主题部：一方水土怎样

养育着一方人，人怎样像植物一样被文化土壤根部

的元素影响着，地域文化对人有着怎样的同构力。

接着，作者写平原上生生不灭的最常见的２４种
草。这些草无论长在哪里，都能“败”中求生、“小”

中求活，每种草都有自己默默地自我保护的活法，虽

卑贱但也有它的色泽与活下去的暗力。这些草的活

法，其实也是这片土地上的“草民”的活法。

首发并出版于１９９９年的《羊的门》，其恢宏辽
阔而又笔笔扎实可感的大气象开篇，在２０世纪末及
今天的中国文学里是罕见的。也许只有生活在北方

广阔原野上的作家才可能写出，只有内心和土地一

样辽阔深厚的作家才能写出。一部大作品，就应该

是这样的开篇。

李佩甫属于生活和艺术一致性的作家。

笔者首次写李佩甫评论，至今已近２０年。在同
一个城市生活，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见证这个作家，我

多次默默或向同仁感慨过这个作家的人格魅力———

他有种罕见的大诚实，这应是共识。在李佩甫当河

南省文联主席的那些年，习惯于独来独往、潜心写作

的他，在主席台上、镁光灯频闪中，也从不说假话和

套话，他总能找到自己的言说方式———朴素、幽默、

简洁、真实，又意味无穷，那是修炼到一定境界的大

智慧。他不习惯那种滔滔不绝的言说，不习惯本色

以外的高调。

当年我写李佩甫评论时，曾记下他思虑中讲出

的不多的话语，如：毫不虚荣地定位自己的，“我是

一个土著作家”；表达作家精神立场的，“到一定时

候，境界就代表了水平”，“中国作家到了表达精神

尺度的时候了”。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第
三部《生命册》研讨会之后（河南省文学院、作协联

合召开），我曾感慨地记下了这段话：

研讨会最后，李佩甫说了三句话，其中一句是：

“我已经到了不需要鼓励的年龄了”，我相信这是真

的。其实，在２００４年，我写《李佩甫论》时就已经发
现了。当时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还是靠纸质，我问

他，收集的有没有关于自己的评论资料？他摊开手，

很歉意地说：“哎呀，没有。”事实上，关于他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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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只是他从没想起过收集。他没有提供给我

任何资料，但提供给我了更重要的东西———让我意

识到，这是一个无视外部关注的作家，这是一个用减

法生活的作家，不是刻意，是天性和境界使然。我之

所以记下这些，是因为一个作家的性情酝酿和成就

着他的作品。

那种生活和艺术一致性的作家越来越少。人生

没有大境界，生活没有大气象，作品也不可能有大气

象。因此，近年来，我无法忽略对于一个作家生活品

质的记忆和考证。

事实上，《生命册》这部长篇后来为他赢得了中

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可

谓实至名归。一个不追求功名的作家，既赢得了业

内的高度公认，也赢得了普通读者持久的喜爱和关

注。

在《生命册》里，从“我”这个人物身上，能看到

李佩甫对民族精神出路的思考。“我”总是感到背

后有一双眼睛，让我有所禁忌，在关键时刻不会越

界。因为来自乡土的记忆总在提醒我，或者内化为

我的本能与直觉，帮助“我”在滚滚红尘中形成自己

的伦理判断；还有读书也帮了“我”，帮我不断地清

洗与修正自己的人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还

是有诸多可能性的选择，像“我”的这种人生，起码

没有与历史割断，农业时代里值得延续的那些还在

“我”的身上存活者。这样，时代变革之际，曾经的价

值和意义才不会断裂，才能免于造成混乱和无序。这

也是《生命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贡献———在中

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寻找个体生活品质的可

能性，寻找衔接历史与社会生活裂缝的内部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坛，李佩甫属于少数具有大责任、

大情怀的品质型、厚重型作家之一。他有着这个时

代最值得珍惜的诚恳与质朴，他广阔的心性带着他

去发现和思想。他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大气

象———那种罕见的描述和揭示，震撼着或者惊动着

不同读者的心，乃至让人想起１９世纪中期以来世界
文学里的那个“现实主义”，那种波澜壮阔像大海一

样的气息，那种批判的力量，穿越一个世纪，并照耀

到另一个世纪去……

自从“现实主义”一词，在中国当代文学里被滥

用、被误解，我们就不再好意思说出这个词。事实

上，文学不面对现实，还能面对什么？人性、内心等

等，都是现实里的。李佩甫走的是厚重的现实主义

路数，他的现实主义流淌着俄欧现实主义大气、批判

的血液，质朴、智慧地尊重经验真实，不被任何观念

和潮流所囿。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李佩甫清醒地
把中原大地作为写作的故乡，沿着他的作品，可以看

到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的生存与奋斗史，看到中国

社会的深层结构及运转规则。没有谁比他更坚守着

这片土地，世事变迁，在文学书写中他成了乡村灵魂

的守夜人。像李佩甫这样从乡土里成长出来的作

家，也应看作是乡土命运的一部分，恐怕以后也不会

再有。

参考文献：

［１］李佩甫．李佩甫文集（共１５卷）［Ｍ］．郑州：河南文艺出
版社，２０２０．

［２］李佩甫．写给北中原的情书［Ｍ］．郑州：河南文艺出版
社，２０２０．

［３］李佩甫．金屋：小引［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
［４］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Ｃ］／／李佩甫：中国当代作家选
集丛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李佩甫．河洛图［Ｍ］．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２０．
［６］李佩甫．羊的门［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首发于
《中国作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Ｗｈａｔ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ＬｉＰｅｉｆｕ？
ＬＩＵＨａｉｙａｎ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ＬｉＰｅｉｆｕ，ｔｏｏｋｔｈｅｐｌａｉｎａｓｈｉ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ｈ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ｄｉｇｉｔｆｏ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ｈｅ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ｗｒｉｔｅｒｉｎＨｅｎａｎ’ｓｗｒｉｔ
ｅｒｓ，ａｎ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ｗｒｉ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
ｏｐｅｎｕｐ．Ｈｉｓｗｏｒｋｓｈａｖｅａ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ｖａｓｔａｎｄｌｉｖｅｌｙ，ｄｅｅｐ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ｓｏｕｌａｎｄｆａｔｅｉｎ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ｖ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Ｐｅｉｆｕ；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ｌａｉｎ；ｒｅ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６１·



第３８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１　

“平原”、李佩甫及文学呈现的可能性

刘宏志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７
作者简介：刘宏志（１９７６—），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　要：“平原”对于李佩甫的小说书写来说意义重大，找到自己的“平原”是他从一个作家到优
秀作家的分水岭。找到自己的“平原”，意味着李佩甫具有了对现实进行透视性观察的能力，同时也

意味着他可以从他的“平原”中不断汲取滋养自身的养料。李佩甫的“平原”未必能够解读成真正的

现实中的平原，他透视性的观察未必就是对当下现实正确的发现，但是通过建构文学“平原”，他建

构了一个独特的人性、文化人格自然显现的载体，从而让他笔下的人物在其中自然地呈现人性的幽

暗曲折。

关键词：李佩甫；“平原”；载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１７－０５

　　对于李佩甫来说，“平原”对他小说书写意义重
大。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平原”，就没有今天的

李佩甫。李佩甫自己也曾经说过，在找到他的“平

原”之前，“写得很苦，因为找不到写作方向，到处找

素材、编故事，虽然在这个阶段有个别作品也被《新

华文摘》选载，却越写越难，几乎就写不下去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像狼一样地在省城的

大街小巷窜来窜去，几乎就要崩溃了”。因为，“这

里边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写什么？怎么写？我没有

解决”［１］。找到“平原”后的李佩甫，显然一下子解

决了困扰他很长时间的关于“写什么”“怎么写”的

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李佩甫的确凭借关于他的“平

原”的书写，成了中国当代文坛独特的“这一个。”无

论是他的成名作《红蚂蚱 绿蚂蚱》，还是后来的代表

作《羊的门》，以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

都是深深扎根于“平原”这个文化根基之上的。为

什么找到了“平原”的李佩甫在写作上突然就能脱

胎换骨？“平原”对李佩甫的小说书写究竟意味着

什么？

一、“平原”与对生活的发现和汲取

地域文学书写是文学书写中再普通不过的事

情，很多作家都热衷于书写自己的家乡，从这个角度

看，李佩甫的所谓找到他自己的“平原”，似乎并没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事情并不像表面呈现的

那么简单，对于李佩甫来说，找到自己的“平原”，绝

不意味着简单书写一下中原风物，写一下生养自己

的故土，写一下发生在中原这片土地上的熟悉的生

活，而是意味着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李佩甫说过：“‘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

的精神家园……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当然，这已经

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２］１９７“每一个作

家都有一个写作的‘领地’，平原就是我的领地。我

的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浸

泡出来的。”［３］２３７所以，李佩甫笔下的“平原”，可能

就是王安忆、金宇澄笔下的“上海”，就是莫言笔下

的山东高密市东北乡，他们笔下的这些地域或许和

现实中的地域是对应的，也或许仅仅是形似而已。

当然，对于这些作家来说，其实他们笔下的地域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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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的地域是否真实地一一对应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在精神层面他们深刻地把握了他们所描写的对

象。

对于李佩甫来说，他所谓的发现自己的“平

原”，不是皮相地书写“平原”的风物人情，而是他真

正能够从精神上透视平原生活，从而建构了自己小

说书写的“平原”根据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优秀

作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优秀作家和普通

作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当李佩甫具备了透视平原

的能力之后，他就能看到平原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

另外一面，他就能发掘到支撑或者说管控平原日常

生活背后的精魂，他也才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将

之表现出来，从而建构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平原”世

界。这样，李佩甫才能在作品中塑造出一个让我们

既熟悉又陌生的平原。

《红蚂蚱 绿蚂蚱》是李佩甫的成名作，这部中篇

小说由几个小故事组成，分别讲述了村庄里几个人

物的故事，这里面有：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庭生活重

担的狗娃舅，他的乐观和面对生活的智慧；在新婚之

夜死了妻子的德运舅，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的承担；

在选坏分子的时候，踊跃报名的朴实而又狡黠的乡

村汉子们；领一个无依无靠的怀孕女子在自己家里

生子的瞎子舅，一生坎坷，无怨无悔。在这些小故事

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过去困苦时期中原生活的一些

影子，却又似乎不能完全对实。

在这些小故事中，李佩甫呈现了中原生活的艰

苦，在这艰苦困窘的生活中，狗娃舅还是一个半大小

子的时候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同时，小说也呈现

了中原人在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互相扶持的淳朴本

性，小说中的“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村孩儿”，能

在村里享受各种特殊待遇，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孤儿。

不过，在呈现这种淳朴人性的同时，小说也呈现了这

些淳朴人性背后的狡黠和残酷。如小说中的文斗舅

舅，因为被定性为坏分子，村里人有意在物质方面对

他多一些照顾，但是他们又非常明白、非常一致地牢

牢把“坏分子”这个帽子钉在文斗舅舅头上，因为文

斗舅舅摘了坏分子的帽子，村里就会有其他人不得

不戴上这个帽子。当然，无论是狗娃舅过早承担起

一家的重担，德运舅在遭受厄运之后又闷头下地干

活，还是瞎子舅不声不响地承担起命运给他的沉重

打击，一生都在黑暗中摸索，小说都呈现出了平原人

生活的韧性———承担苦难的韧性。毫无疑问，在一

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关于平原

人生存状态的观察，和李佩甫对平原人的存在状态

有着深入的透视性观察是密不可分的。

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塑造了一个很有

特点的人物呼天成。这是一个“奇理斯玛型”人物，

而这个人物的创造，显然和李佩甫对平原的深入理

解密不可分。毋庸讳言，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文

学作品中，其实并不缺乏“奇理斯玛型”人物，很多

这样的人物已经成了各个民族传说中的英雄，所以，

我们对于这样的人物显然并不陌生。不过，呼天成

这个人物，在“奇理斯玛型”人物中间，明显有着自

己的独特性。呼天成这个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显然

也和李佩甫对平原深刻的观察有关。

在《羊的门》中，李佩甫详细描写了呼天成在村

里建立权威的过程，以及他庞大的关系网络的建构

过程。当年轻的呼天成当了村支书后，对呼家堡人

的偷窃行为非常愤怒，就带着民兵搜查从地里回来

的村里人，挨个搜查。这搜查激起民愤，村里人沉默

地聚集在一起，用沉默、用目光向呼天成施加压力。

在呼天成感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他用对“贼”的指

控镇住了村里的人。因为呼天成对“贼”的蔑视和

批判，使原本沉默着向呼天成施压的村民们慌乱了，

退缩了。呼天成在这一刻有了顿悟，他发现，在这块

土地上，人是很软弱的东西，有些时候，人简直不堪

一击。这么多人，就只是因为呼天成喊出的一个

“贼”字，一下子溃不成军。

呼天成为了彻底建立自己的威信，又找到村里

的孙布袋“借脸”———他让孙布袋去偷东西，然后配

合他，被他抓住游街，以此杀鸡骇猴，对村民精神进

行压制。通过这种方法，年轻的呼天成在村里牢牢

建立了自己的权威。

小说对年轻的呼天成初步建立自己权威的过

程，书写得非常详尽。呼天成“奇理斯玛型”权威的

来源也被作家呈现出来———呼天成是生活在这块土

地上的人，他利用了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心理，为建立

自己的权威服务。之所以能够凭借抓贼初步建立自

己的权威，是因为呼天成知道，这些村里人都是典型

的平原乡下人，“乡下人是活脸的”。呼天成就是抓

住这一点，让村里人感受到了自己的权威，对自己开

始畏惧。“乡下人是活脸的”，显然也正是李佩甫对

平原乡下人的深刻观察和分析。正是基于对“平

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李佩甫才塑造出了在

这片文化土壤中如鱼得水的呼天成这个人物形象。

显然，无论是呼天成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红

蚂蚱 绿蚂蚱》中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人物形

象都是建立在李佩甫对“平原”精神的深刻理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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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对平原透视性的观察能力，让李佩甫对平原

有了独特的发现，并塑造出了具有复杂“平原”精神

的人物形象。

李佩甫对“平原”的发现，是他对平原深入认知

的结果，同时，他关于“平原”的认知，又可以反过来

滋养他的文学创作。找到自己的“平原”，如李佩甫

所说，是他“寻找认知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创作源

泉，打一口属于自己的‘井’”［２］１９６。他从他的“平

原”中发现的各种独特的深刻的看法和认知，都会

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养料，丰富他的文学世界。换言

之，因为他独特的认知和发现，那些看上去似乎并不

奇特的平原风物，都可能在他的笔下焕发出生机，呈

现出独特的面貌。这是“平原”给予李佩甫的独特

的礼物。

在中篇小说《败节草》创作谈中，李佩甫谈道：

“在平原，阅过这些草的名讳，你的心就会为之一

动。你会发现，平原上的草都是在‘败’中求生、

‘小’处求活的。它从来没有高贵过，它甚至没有鲜

亮一点的称谓。它的卑下和微不足道，它的渺小和

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显现在外的。那一株

一株的活，那一丛一丛的生，是经过时光挫磨，经过

风霜雨雪历练的。”［４］２１８李佩甫关于败节草的描述，

和《败节草》中主人公李金魁的生命流程相互映照。

小说中，李金魁出生在一个祖孙三代没有正式名字

的卑贱贫苦家庭之中，他苦于这个家庭带给他的屈

辱，苦于自己的弱小，在发现了权力的巨大力量之

后，他决心利用权力改变自己的屈辱地位，让自己强

大。小说详细描写了李金魁作为一个弱者，在人生

重要关口，不断借力，让自己攀缘而上的人生过程。

小说中的李金魁把自己视为一棵草，一棵生来就处

于败势的草。在对现实生活有了明晰的认知后，他

开始了自己败节草似的“小处求生，败处求存”的生

长方式。“小处求生，败处求存”是李佩甫发现的

“平原”人的存在方式，在李佩甫的很多小说中都有

表现。

从李佩甫的表述可以看出，他从平原上很多草

的存活中，发现了这种生命存在方式，当然，我们也

在小说的主人公李金魁身上发现了这种生命存在方

式。那么，究竟是平原上的草给予了李佩甫灵感，让

他发现了“平原”生命的存在密码，还是李佩甫从

“平原”人的生命历程中先发掘到了“平原”人存在

的秘密，并将之映照到平原的植物上，显然已经无法

确定。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平原上的草

给予李佩甫关于“平原”人生命的思考，还是通过透

视“平原”人的存在，让李佩甫发现“平原”的存在密

码，都是“平原”给予了李佩甫关于生命存在方式的

认知和灵感，从而滋养了他的文学之树。

二、“平原”书写与独特文化人格书写载体的形成

李佩甫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平原”，将之作为自

己的精神家园，并致力于书写这个“平原”中的精

神，这种书写也让李佩甫成为河南地域文学书写中

最重要的作家。他关于“平原”精神的很多分析和

批评，似乎也都切中肯綮，指出了中原文化的精神密

码。不过，这种书写显然也会引来疑问，即李佩甫书

写的“平原”真的是中原么？李佩甫所发掘的“平

原”生存的文化密码，真的能对应上现实生活里中

原人的生活法则么？客观上，由平原生活引发对平

原的思考，进而形成的李佩甫的文化“平原”，在相

当程度上一定能够折射出现实平原人的存在状态。

但是，把李佩甫笔下的“平原”与现实中的中原一一

对应，并无必要；或者说，虽然李佩甫是从中原现实

生活中提炼出他的精神“平原”，但是，我们并不一

定要求他所建构的“平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中原。

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体，它在给读者提供故事

的同时，其实也潜在地和读者签订了一个契约，即小

说所书写的不过是虚构的故事而已，不需要当真。

所以，可以说，没有小说是对现实生活完全照搬的实

录，而且小说的价值也并不在于对于现实生活中的

物理事件进行实录。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

是书写存在的。对于小说来说，其重要的存在价值

在于它能书写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即便这种可能性

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说李佩甫的“平原”书写不一定要和真实的中

原一一对应，关键是他借助对现实中的“平原”的思

考和深入发掘，完成了他关于“平原”存在的可能性

的思考。他所思考的，或许是和现实中的中原生活

能一一对应的，或许是和现实中的中原生活格格不

入的。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佩甫关于

“平原”的书写能够呈现出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

人性的可能性，能引发我们关于生活的更多的思考。

“小处求生，败处求存”是李佩甫发掘的“平原”人生

存的精髓，《羊的门》中的呼天成，《败节草》中的李

金魁，都是依据这样一个生存原则，实现了他们人生

的成功。那么，中原人是否真如李佩甫所书写的这

样———遵循这样一个生存准则，这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李佩甫发掘出了这样一种生存形态，一种人的

存在和发展方式，从而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生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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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思考。

李佩甫找到自己的“平原”，对他的小说书写更

大的价值在于———他可以让他笔下的人物、人性、个

人命运在他建构的这个特定文化空间中合乎逻辑地

有序展开。事实上，建构出独特的小说人物形象，对

人性的幽微之处进行发掘、探寻，建构出独特的文化

人格，呈现出自己对生活、对人的命运的独到发现，

是很多作家追求的目标。文学史上，很多伟大的作

品，也正因为呈现出了这样一些特质，从而不朽。毫

无疑问，探讨人性、人生，也正是文学作品的应有之

义。不过，独特的人性或者文化人格在文学中的呈

现不可能是突兀的，而必须是合乎逻辑的，让人信服

的。李佩甫的文化“平原”建构的意义就在于：他通

过建构自己的这一方文学天地，给人性的幽暗之处

的呈现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活动空间。在某种程

度上，他的文化“平原”，其实就是他所创作的所有

故事、所有人物、所有人性自然展开的一个文化载

体———通过把他笔下的人物、人性放到他的文化

“平原”中，他让人性、文化人格在这里自然而然地

展开。

《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是李佩甫为中国当代文

学创造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

象身上其实有着深刻的矛盾性———

一方面，我们发现呼天成是一个“奇理斯玛型”

人物，对于呼家堡来说，他就是神，不可侵犯，不可亵

渎。所以，呼天成去世的时候，因为他喜欢听狗叫，

而且全村的狗又被杀光了，于是，最后全村人便一起

学狗叫，来恭送他离开这个世界。民众学狗叫这样

一个细节：一方面，可能呈现了村民对呼天成的感

恩；另一方面，显然也隐喻了在呼天成面前，大家都

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自我。小说题目“羊的门”，显然

就是从呼天成这个人物形象总结出来的名字。

另一方面，呼天成所遵循的生命原则又是“小

处求生，败处求存”，这似乎和“奇理斯玛型”人物颇

不相符。所以，阅读小说，我们能看到呼天成身上呈

现出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是呼家堡的神，在村里

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他一生似乎都是在谨小慎微地

活着：他喜欢秀丫一辈子，而且秀丫也爱他，感激他，

崇拜他，主动找到他，以身相许，可是呼天成却从来

没有和秀丫在一起过，他只是把秀丫当作自己练习

修身养性功夫的工具。

一方面，他掌握着巨大的财富，村里集体的财富

由他支配，他可以随意谈笑间送给人上百万的金钱；

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始终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里，而

且，还保留着困难时期留下来的绳床。一方面，他有

着巨大的能量，可以直接给市委书记打电话，让市委

书记推翻市委常委会议通过的对呼国庆的处理决

定；另一方面，他却又深居简出，把自己清晰地定位

为“刨地球”的，而且知道帮人运作官职的事情不是

不能说，但是说多了也不管用。

不过，在李佩甫的文化“平原”中，呼天成这些

似乎矛盾的行为，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在一个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平原”上，只有依靠“小处

做人”的生命原则，他才能让自己活得更长。面对

外部的力量时，他善于藏拙，以“小”处示人，从而让

自己尽最大可能地避开外部的敌意。他遵循“平

原”上宝贵的生存原则，同时，又敏锐地利用民众对

“平原”生命原则的接受而控制民众，这些最终保证

了他控制呼家堡几十年不倒。正是因为让呼天成这

样一个人物形象运行在“平原”文化之中，呼天成身

上才形成了那样一些似乎互相矛盾但是又合情合理

的特质，也才形成了呼天成这样一个很难磨灭的独

特人物形象。

从李佩甫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李佩甫的文学

世界存在于一个独特的文化“平原”之上，在这个文

学王国里，有着一系列似乎互相矛盾但是又相当明

确的生存准则。在这里，人们既是“活脸的”，也可

以是不要脸的，是要“小处求生，败处求存”的。这

样一系列似乎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生存准则，它

们互相作用，就构成了李佩甫笔下那些各有特点、丰

富驳杂的文学人物。这个文化“平原”，是李佩甫从

现实平原生活中体悟得到的，可能是李佩甫对现实

平原生活透彻观察之后非常到位的总结，也可能只

是李佩甫的一家之言，实际上和现实平原并不一致。

不过，这些显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笔下的人物都

可以遵循他的文学“平原”中的生活方式、文化规则

来进行生活，从而呈现出他们自己的生存逻辑。正

如李佩甫谈《败节草》时讲道：“‘败节草’取自平原

万千草类中的一株，它生长的过程与这里的土壤是

有着密切关系的。天地很大，长在平原，一株草怎么

能支住天呢？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活’的道理。

世间的活法有很多种，这算是其中之一吧。”［４］２１８

如果说，世界复杂，所以有了各种“活”的道理

的话，李佩甫则是在他的文化“平原”中，给他的小

说人物安排了带有“平原”文化特质的活法。借助

他的文化“平原”，李佩甫也积极回应现实给予他的

触动。他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平原客》等，都和现

实生活事件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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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客》这部长篇小说的核心情节，和现实生

活中的案例非常贴近。李佩甫在谈《平原客》的创

作时也说：“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平原

上的一个案件。这是一个副省级干部杀妻案。”［５］２１２

同时，他还一直关注平原上的一个种花人，他的祖上

辈辈都是种花人，号称“弓背家族”。这个种花人培

养了一个当市长的儿子，可是，这个市长后来成了杀

人犯。《平原客》这篇小说的核心情节就是和这个

杀妻案有关。李佩甫认为，这部小说从表面上看，应

是一部反腐败题材的作品，但其实他写的是“一个

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也可以说是一部‘人民批判

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人民的生

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车在高速前行，在人人‘失

重’的巨大变化中，前方已失去目标。……所以，这部

长篇小说，我是从一个‘花客’写起的。”［５］２１０

从《平原客》的书写来看，李佩甫显然是把现实

生活中的几个案例放到了他的文学“平原”中，然

后，依照他这个文学“平原”的生存法则，让人性徐

徐展开。虽然李佩甫明确说他这部作品是写“一个

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但是，这部书所呈现的人

性、文化等等未必能和现实一一对应，现实生活中杀

害妻子的副省长的精神畸变过程，也未必如小说中

所书写的那样。换言之，李佩甫所书写的，并不一定

是对应现实最准确的。不过，重要的是，通过把这些

人物放在他的文学“平原”中，李佩甫令人信服地呈

现了几个人物人性畸变的过程，从而带给读者以思

考，也提醒人们良性精神生态建设的必要性。

三、结语

毋庸讳言，对于李佩甫来说，“平原”非常重要，

找到他自己的“平原”是他从一个作家向优秀作家

跨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一方面在建构起自己的

文化“平原”之后，获得了从独特视角看世界的能

力，从而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文化“平原”中汲

取养料，滋养自己的文学之树；另一方面，他笔下的

人物也在文化“平原”的生存逻辑中，呈现了自身形

象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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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稳步推进过程中需要全面充足的金融支持。以河南省
为例，基于其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相关数据，测度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借助ＶＡＲ模型剖析了城镇化与普
惠金融发展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且均为正向效应，但

互动关系不够显著。相对而言，城镇化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小、周期长，普惠金融对城镇化率的作用更

为直接迅速，说明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形成，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的深度与广度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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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
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

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衡量一个国家

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有利于解决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城
镇化保持了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２０１１年末，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５１．２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镇化率突
破６０％，年均提高１．０９个百分点。

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不仅注重速

度提升、规模增大和空间扩张，更是一种以人为本、

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模式，具体包括人口迁移、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和城乡统筹发展三个方面。城镇化稳

步推进过程中，随着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费条

件随之提升，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城镇化建

设中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农业现代

化发展中的涉农贷款、个人及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

均要求全面而充足的金融支撑，城镇化为金融服务

开辟了新空间，作为平等、优惠为所有群体提供全方

位金融服务的普惠金融在城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２０１５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
发展普惠金融，但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诸如金融机构覆盖率低、城乡金融服务差异、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存在业务短板等，这些问题是否影响了

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城镇化与普惠金融发展之

间是否形成良性互动，这些都是推进城镇化过程中

需要解答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梳理现有文献，关于本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

型城镇化、普惠金融及两者关系研究三个方面。

其一，新型城镇化研究。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及

其在我国各地实践中的全面应用，引起了学术界的

关注和共鸣。研究包括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征、作

用、动力机制、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等。不同学者基

于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对上述内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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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也不尽一致。但研究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以

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为目标，是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其强调以人为本、城乡统筹、集

约发展、结构优化及社会和谐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邓晰隆等［１］（２０２０）从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移的空
间”“转移的意愿”和“转移的动机”三个维度对城镇

化模式进行类别划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供地方

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

正确转变过程中选择的政策建议。曹贵雄［２］

（２０２０）研究了边境口岸辐射城镇化，提出了培育互
市型、口岸型和跨境经济合作型三个层次的沿边城

镇发展模式体系。

其二，普惠金融研究。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对普

惠金融内涵和目标的讨论上，２００６年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在中国开展扶贫开发项目时指出，普惠金融的

基本特征是旨在为社会各个阶层和所有群体提供全

方位、平等、有效的金融服务。Ｂｅｃｋ［３］（２００７）认为
普惠金融在为社会所有人提供金融服务时，尤其关

注的是以往被忽略的贫困、弱势群体，赋予他们平等

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这些群体往往被传统金融排

斥在外，要实现贫困减缓，首先就要解决金融排斥问

题，因此，发展普惠金融是减缓贫困、实现社会协调

发展的有效手段。后续研究更多集中在对普惠金融

的实证研究及发展对策上，诸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测度，研究认为可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金融服务的

可获取性和金融服务质量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体指标稍有不同。

张晓琳［４］（２０１７），邵汉华［５］（２０１７）均开展了相似研
究。郑秀峰、朱一鸣［６］（２０１９）则增加了数字金融使
用深度这一指标，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需要从金

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加强，具体包括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和机构创新等。Ｄｈｒｉｆｉ［７］（２０１４）认为传
统金融并未为所有社会群体带来福利，而普惠金融

可以改善所有人的经济状况。吴国华［８］（２０１３）认
为农村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部分，良好的软

硬件基础设施是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前提和保障，

主要包括农村融资担保体系和土地权利法律保护制

度的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潘素梅、周立［９］（２０１５）认为导致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程

度。胡静、姚凤阁［１０］（２０１６）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在普
惠金融与商业金融之间徘徊摇摆，影响了普惠金融

的减贫效果。张正平等［１１］（２０１９）从普惠金融视角，
构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目标瞄准的指标体系，实

证研究了相应的影响因素，为“精准扶贫”目标下，

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赵

健［１２］（２０２０）研究认为普惠金融通过为农户提供农
业生产和创业资金，为农户提供教育贷款以及保护

农户金融权益等方式，有效改善了农村金融环境，减

缓农户贫困程度。

其三，新型城镇化与普惠金融研究。国内学者

对于两者间关系研究的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实证

研究方面。徐洋［１３］（２０１９）借助系统 ＧＭＭ模型和
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影响。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对人口城

镇化、产业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

土地城镇化却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普惠金融发展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童静［１４］

（２０１９）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全国３１个省区市的面板
数据，剖析了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三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自

相关性，中西部影响城乡差异程度的因素存在显著

差异。黄燕辉［１５］（２０１９）则采用聚类分析法，以广东
省为例，研究了同样问题，研究认为普惠金融发展有

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镇化却扩大了城乡收

入差距，但城镇化的负效应在逐渐减弱，郑锦波［１６］

（２０１８）也得到相似结论。
作为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省整体城镇化

水平较低，城镇化基础配套设施不健全、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明显、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存在差异，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较为突出和典型，因此本文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研

究普惠金融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二者之

间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这对于认识河南省城镇化

现状，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充分发挥普惠金

融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普惠金融以其高渗透性和高包容性满足了城镇

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福利等各个方面的资

金需求，较好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依据城镇化

的内涵和特征，可以从人口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和城

乡统筹发展三个方面分析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

作用机理。

普惠金融支持人口城镇化，使转移成为可能。

其一，普惠金融提升了城市吸引力，普惠金融改善了

城市的硬实力，为城市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使

得城市基础设施更为完善，城市功能更为齐全；带有

公益性的普惠金融可以有针对性地设立社会保障制

度，提升城市软实力，使迁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在医

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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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迁入市民的归属感，激发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

的积极性。其二，普惠金融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

来，使得向城市转移成为可能。传统农业生产是一

种粗放式的生产模式，机械化水平不高、生产率低

下，农民往往靠生产性经营收入维持生活，生计被束

缚在土地上，而普惠金融极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改变原有生产方式，提升土地生产率，加速了人地分

离，推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其三，普惠金融的普

及化满足了迁移人群在城市立足的金融需求，较短

时间内解决其就业、住房、上学和医疗等系列问题，

使迁移人口对城市的依赖度不断增强。

普惠金融协调产业关系，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依赖较强，而对

农业和第三产业扶持不足，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周期

长、风险大、科技含量低、土地生产率不高，金融资金

难以有效流向农业部门。普惠金融通过小额贷款，

使农民可购置现代农业机械、获得农业技术培训机

会，显著提升生产率，支持农民创业，拓宽收入渠道，

让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济组织获得更多资金

支持和发展空间。第三产业中包含大量中小企业，

这些企业涉及行业多、还贷能力有限、违约风险高，

普惠金融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增加这些企

业获得信贷资金的机会，缓解其贷款难问题。新兴

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国民经济未来的主导

产业，但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在其逐步扩展

的萌芽期，信用风险是较高的，金融机构出于这一考

虑，往往会出现“惜贷”行为。普惠金融以连续的小

额贷款形成对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扶持新兴产业

萌芽期顺利发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使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升级。

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差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质，就是让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

无差异地享受社会福利和社会文明发展成果。城市

和农村不一样的生产要素禀赋，导致了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和城乡非均衡发展。有意识、有倾斜地发展

农村普惠金融，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

设施和社会福利的资金投入，缩小城乡软硬环境差

距；同时，公益性的普惠金融加大了农村小微企业扶

持力度，激发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也

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三、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基于因子分析

（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体现在可获得性、人口渗透

程度和使用有效性三个方面。鉴于上述原因，同时

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构建可反映普惠金融发

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共包含８个可测指
标。其中，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由农村居民存贷款

情况反映，金融服务的人口渗透程度由金融机构数

量、从业人员数以及保险的深度和密度反映，金融服

务的有效性则采用居民存款余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和
居民贷款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来反映。

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金融运

行发展报告》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因普惠金融这一

概念的提出是 ２００５年，故本文样本空间选择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

表１　河南省普惠金融指数的指标体系

指标选取 指标释义

金融服务的
可获得性

人均存款总额＝存款总额／总人口
人均贷款总额＝贷款总额／总人口

金融服务的
人口渗透程度

人均拥有的金融机构数＝金融机构总数／总人口

人均拥有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总人口

保险深度＝保费／ＧＤＰ
保险密度＝保费／总人口

使用金融服务
的有效性

居民存款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存款余额／ＧＤＰ
居民贷款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贷款余额／ＧＤＰ

　　（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从现有文献看，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算

方法，主要包括因子分析法、变异系数法、专家打分

法等。为消除主观随意性导致的误差，本文选择因

子分析法，全部结果均在ＳＰＳＳ２２．０中运行。
首先对因子分析的适用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

显示ＫＭＯ统计量为０．７４４，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
量对应的概率Ｐ接近０，说明表１中的变量可以做
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原有８个变量提取
特征根，前两个特征根可解释原有８个变量总方差的
８８．５５６％，各权重分别为５３．９６２％和３４５９４％，计算两
个因子的得分，利用两个因子进一步计算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年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三）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采用因子分析法，基于表１指标体系，计算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趋势图如
图１所示。从图１可以看出，样本空间内，河南省普
惠金融发展水平大致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２年之后增速
大幅度提升，这与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基本是一致

的，自２０１０年之后国家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逐年
提高，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
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２０１６年普惠金融是 Ｇ２０
第十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同时，我们也看到

２０１７年出现拐点，２０１８年呈现“跳水”状。导致出
现该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表１构建的指标体系与
现实存在差异，表１中的指标体系是基于传统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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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构建的，而没有考虑普惠金融中互联网发展状

况。近几年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深度和广度均有

了很大提升，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互联网普及率接近
５９．６％，移动支付成为日常支付工具，数字信贷、理
财、保险、征信等形式不断涌现，很大一部分金融业

务是通过网络完成的。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趋势图

四、普惠金融与城镇化发展研究

文中选择城镇化率作为城镇化发展程度的代表

值，出于分析需要该变量记为“ＣＺ”，同时将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变量记为“ＦＨ”。人口指标是衡量城镇
化率最为通用的方法之一，实证研究部分即以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城镇化率。

（一）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普惠金融和城镇化两指标均为时间序列数据，

分析两者间关系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采用单位

根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本部分数据处理在Ｅｖｉｅｗｓ９．０
中进行。表２显示，两变量原序列在５％的显著性水
平下，均是不平稳的，但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表２　普惠金融与城镇化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Ｔ统计量 Ｐ值 城镇化率 Ｔ统计量 Ｐ值
原序列 －１．９３５２０．３０５５ 原序列 ０．０９８３ ０．９４７２

一阶差分序列 －３．２１５８０．０４１３ 一阶差分序列 －５．５１４４０．００２５
结论 原序列不平稳，一阶差分平稳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因为普惠金融和城镇化两指标都是平稳的，因

此可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判断两者之间

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因果性，并作为实际因果关系的

参考。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初始假设 观测值 Ｆ统计量 Ｐ值 结果分析

ＦＨ不是ＣＺ的原因 １３ １１．９８２ ０．００１３ 存在

ＣＺ不是ＦＨ的原因 １３ １０．５２６ ０．００９６ 存在

　　表３结果显示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是城镇化率
的格兰杰原因，同样城镇化率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

格兰杰原因，两者之间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这说明，普惠金融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互

动关系，相互影响渠道是畅通的，普惠金融发展有助

于解释城镇化率的未来变化，城镇化率也有助于普

惠金融发展解释的未来变化。从统计量概率值 Ｐ
的大小来看，相比较而言，普惠金融助推城镇化发展

的作用更为显著一些，城镇化发展对普惠金融的

“倒逼”机制仍有提升空间。

（三）冲击反应———ＶＡＲ模型分析
１．脉冲响应分析
利用ＶＡＲ模型可以进一步分析普惠金融发展与

城镇化率两者构成的系统，在受到冲击时发生的动态

变化。根据最小信息准则，确定ＶＡＲ模型最优滞后
阶数为２，估计出的２阶自回归模型（ＶＡＲ）所有特征
均在单位圆内，说明 ＶＡＲ模型是平稳的，故可在该
ＶＡＲ模型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分析。

图２上图是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率的脉
冲响应函数图，下图是城镇化率对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由图２可以看出，普惠金融
对城镇化发展的冲击具有正向响应，在３期有轻微
调整，在５期达到最大值，随后收敛，６期后基本是
平稳的，波动很小。城镇化率在未来时期内对普惠

金融冲击响应也是正向的，３期达到最大值，４期有
一短暂调整，５期后响应敏感度降低，６期后波动降
低，基本趋于稳定。对河南省而言，普惠金融与城镇

化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的相互促进作用，作用周期基

本保持在６期。

图２　脉冲响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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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方差分解
ＶＡＲ模型的基础上建立预测方差分解，可考察

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影响变化的贡献度，结果如

表４所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的方
差有很强的惯性，滞后１０期时对自身的影响依旧高
达约８４％；城镇化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在５期时达到
最大，６期后基本稳定，影响基本保持在 １６．５％左
右；普惠金融对城镇化率的影响在３期时达到最大，
高达６１．０２７３％，７期开始基本稳定，大致保持在
４０．５％左右。预测方差分解说明，普惠金融与城镇
化率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率

的影响远远高于城镇化率对普惠金融的影响，两者

间的互动关系存在滞后性，相比较而言普惠金融的

作用更为直接迅速。

表４　普惠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的预测方差分解

时

期

普惠金融预测方差分解

标准差 普惠金融发展城镇化率

城镇化率预测方差分解

标准差 普惠金融发展 城镇化率

１ ０．１４６４ ９６．８８０５ ３．１１９５ ０．２２９２ ０ １００
２ ０．１４７９ ９２．４７８１ ７．５２１９ ０．３４８４ ４４．３７５３ ５５．６２４７
３ ０．１５１６ ８６．３９６５ １３．６０３５ ０．４６４０ ６１．０２７３ ３８．９７２７
４ ０．１５２６ ８１．９５６２ １８．０４３８ ０．５４１１ ４４．５７８２ ５５．４２１８
５ ０．１５３９ ７６．５６２６ ２３．４３７４ ０．５８１６ ４８．９４８６ ５１．０５１４
６ ０．１５４９ ８３．５３６４ １６．４６３６ ０．６１５５ ４５．９７５４ ５４．０２４６
７ ０．１５４６ ８３．５１８８ １６．４８１２ ０．６５９２ ４１．０１４８ ５８．９８５２
８ ０．１５４７ ８３．２３５０ １６．７６５０ ０．７１５６ ４０．３９４８ ５９．６０５２
９ ０．１５４８ ８３．２６７０ １６．７３３０ ０．７６０９ ４０．５０６９ ５９．４９３１
１００．１５４８ ８３．９８６４ １６．０１３６ ０．７８７７ ３９．６２４１ ６０．３７５９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文章以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率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的数据为样本，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测度了河南省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随后，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

了普惠金融与城镇化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

果显示两者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最后借助

ＶＡ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两者的动态变化特征，发现
普惠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的相互影响均为正效应，

相比较而言普惠金融的作用更为直接迅速，其对城

镇化率的作用远远高于后者对其影响，两者间的互

动关系存在滞后性，大约在２—３年作用显现。
在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河南实际，可从

如下几个方面助推普惠金融与城镇化之间良性互动

关系的形成。

其一，全面持续发展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服务城

镇化水平。首先，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从政策上倾

斜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利率、税收等系列政策有效

扶持、积极引导，提升金融机构实施普惠金融的热

情。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供给、需求以及监管等方

面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法规约束保障资金流向人

口转移、产业调整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确保普惠

金融对城镇化发展起到实质性作用。其次，金融机

构要在工作中践行“普惠”理念，广为宣传普惠金融

相关的政策、产品、服务和流程等，让每一个农户和

涉农组织能够较为全面地清楚了解和认识普惠金

融，增加其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从广度和深度

方面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覆盖面，增

设营业网点、扩大经营规模和工作人员数量，大力发

展数字金融，增加贫困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最后，务必要持续发展普惠金融。实证显示普惠金

融对城镇化的作用会持续６期作用，这种正向效应
是长期的，切不可一看到取得成绩，就减弱发展普惠

金融的支持力度，政府应长期引导普惠金融的进一

步发展，为城镇化发展持续增力。

其二，完善征信体制系统，保障城镇化建设的资

金需求。城镇化建设中一部分资金需求不能得到及

时满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处于弱势产业的农业、

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等不具备传统金融

机构所要求的信用抵押担保条件，因此无法从金融

机构顺利获得贷款。普惠金融的贷款主体更为微

观，这是其与传统金融最大的区别之处，因此对企业

和个人的信用尤为关注。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不断

完善切实可行的征信体系，诸如借助数学模型融合

信息、健全信息数据库、简化风险评估系统等，一旦

构建了完善的征信体制，对个人和中小企业便有了

严格的标准约束，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就有章可

循，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价贷款风险；贷款主体就有可

能获得合理的信贷价格，拥有自身发展和创业的机

会，从而保障城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其三，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城镇化发

展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从普惠金融对城镇

化的作用机理可以看出，城镇化过程中无论是人口

转移、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城乡统筹，都需要便捷的融

资服务和资金支持。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镇

化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且均为正效应，但

城镇化对普惠金融的推动效应作用不强，其“倒逼”

的良性循环尚未形成。因此，金融机构应根据城镇

化发展的资金需求特征，不断创新，设计人性化、便

捷化的金融产品、扩大资金支持规模、提升资本运行

效率，最终形成城镇化与普惠金融同步发展的良性

互动局面。

参考文献：

［１］邓晰隆，叶子荣，郝晓薇．城镇化发展模式从“高速发展”

·６２·



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启示［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４１（１２）：１１４－１２１．

［２］曹贵雄．以边境口岸辐射城镇化：西南边境地区发展模
式研究［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３）：３０－３６．

［３］Ｂｅｃｋ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２３４－
２６６．

［４］张晓琳，董继刚．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来自山东
的实证研究［Ｊ］．东岳论丛，２０１７，３８（１１）：１１８－１２６．

［５］邵汉华，王凯月．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
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Ｊ］．金融经济学研究，２０１７，
３２（６）：６５－７４．

［６］郑秀峰，朱一鸣．普惠金融、经济机会与减贫增收［Ｊ］．世
界经济文汇，２０１９（１）：１０１－１２０．

［７］ＤｈｒｉｆｉＡ．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４（４）：１－１４．

［８］吴国华．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Ｊ］．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３（４）：３２－４５．

［９］潘素梅，周立．助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基于县级
数据的实证分析［Ｊ］．青海金融，２０１５（１１）：９－１３．

［１０］胡静，姚凤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社会绩效探析［Ｊ］．学
习与探索，２０１６（４）：１２１－１２５．

［１１］张正平，窦慧敏，魏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瞄准目标客
户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实证检验［Ｊ］．经
济与管理评论，２０１９，３５（３）：７１－８１．

［１２］赵健．普惠金融、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贫困减缓：基于
中部六省的经验分析［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０，３６（２１）：１１－
１５．

［１３］徐洋．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基于系
统动态ＧＭＭ估计和门槛回归的经验分析［Ｊ］．武汉金
融，２０１９（８）：３３－３８．

［１４］童静．新型城镇化、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
证分析［Ｄ］．南昌：南昌大学，２０１９．

［１５］黄燕辉．普惠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
广东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Ｊ］．西部金融，２０１９（４）：
１８－２２，２８．

［１６］郑锦波．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研究［Ｄ］．南京：东南大学，２０１８．

（责任编辑　刘成贺）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ｅｎａ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Ｎｅｗ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ＡＲＭｏｄｅ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ＺＨＡＯＪ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ｕｍａｄｉａｎ，Ｈｅｎａｎ４６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ｏｎｌｙｗａｙ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ｉｔｓ
ｓｔｅａｄ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ｅｓ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８，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
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ＶＡＲ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ｔｗｏ－ｗａｙＧｒａｎｇｅｒ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ｎｄｂｏｔｈｈａ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ｕ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ｎｏｕｇ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ｓｍａｌ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ａｌｏｎｇｃｙｃｌｅ，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ａｓａｍｏ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Ｔｈ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ｎｏｔｙｅｔｂｅｅｎ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ｂｒｅａｄｔｈ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ｍｏｄｅｌ

·７２·



第３８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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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驱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经济后发区域实现赶超的重要手段，对于
保障经济发展安全与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冲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阐释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创

新的内涵、科技创新的条件及特征、科技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基础上，结合河南省创新驱

动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剖析，最后从知识产权保护、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内生性动力培育三个方面

提出了加快科技创新驱动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河南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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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特别是

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人类社会正处于社会网

络化阶段，这种网络化趋势一方面通过分工与协作

使得区域之间能够实现协同效率与经济利益最大

化，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与风险

性，局部经济扰动会通过社会网络链接引起整体出

现同频共振，而区域政策的不协调则会导致适时危

机治理存在重大障碍。当前，世界经济依旧无法摆

脱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也正处于新常

态下的调整期，社会整体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巨大压

力，“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以单边主义、贸

易保护主义、疫情冲击为表现形式的非传统安全威

胁迫使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必须高度警惕产

业链条断裂风险，也倒逼中国必须坚持以改革驱动

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方向，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以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１］。

河南省是我国常住人口第三大省和支撑国家中

部崛起战略实施的重要经济板块，近年来，不同类别

的国家级战略先后落地，政策叠加为全省改革、开

放、创新发展进行了多重赋能，持续释放的制度红利

极大地助推了科技创新红利的形成，河南省科技创

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２０１９年，河南省
ＧＤＰ约为５．４万亿元，较２０１８年增长了７％，全省
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增量１４６０家，增长率４３９％，
省域高新技术企业总量为４７８２家，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新增３５６３家，企业总数为８４７４家，居全国第５
位。“十三五”以来，在多个国家级战略的重要支撑

下，河南省围绕打好创新驱动发展牌密集出台了多

个支持构建自主创新体系的政策措施与专项行动方

案，以高质量建设的自创区为载体和龙头，以“四个

一批”为核心资源，以“四个融合”为发展战略方向，

深入贯彻落实着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加强自主创新和

推动实体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的要求，持续激发着

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例如：２０１９年
１月，河南省相继发布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创新驱动提速增效工程的意见》，以及《河南省“十

百千”转型升级创新专项实施方案》，旨在进一步提

升科技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

引领作用。但是，与长三角地区乃至中部地区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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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安徽省和湖南省相比，河南省的综合创新能力

依然有较大差距。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

告》显示，河南省２０１８年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效用
值位列第１５名，处于全国中游水平。郑州市作为河
南省省会、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主体区域以及

多重国家战略实施的交叠区域，尤其随着郑洛新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试点示范城市群落户于此，加速实
现以郑州市为头雁的省域范围内各城市之间的资源

共享与协同创新，并在坚持开放包容、产业迭代、市

场主导的原则下着力提升河南省的内生创新活力，

全面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融合，

就成了促进河南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重大

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
概念，这是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的科学认

识与科学应对，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既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观念转变，也

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有效

途径。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不同学者从不

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高质

量就是经济增长模式不再沿袭传统的单纯依赖大量

生产要素投入，而是更多转为集约化的资源利用方

式，通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双提升促进经济快速

增长。杨伟民（２０１８）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全社会生产效率；王蕴

（２０１９）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质量、效率
和稳定性。另一些学者则将高质量发展的外延加以

扩大，从满足人民的美好需要这一主旨出发（金碚，

２０１８；洪银兴，２０１９；逄锦聚，２０１９；张军扩，２０１９），结合
新发展理念，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基于“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模式，它考虑了经济因素、社

会因素、生态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任保平和李禹

墨，２０１８；王永昌，２０１９；宋国恺，２０１８）。
综合分析有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以创新

为主驱动力，以协调为发展手段，以普惠为发展目

的，以可持续为发展原则，旨在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

质量。其特征正如定义所述，包括了效率性、协调

性、社会性和可持续性，其中：效率性是指经济发展

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从而能够实现投入产出效益

最大化；协调性是指经济发展的各个子系统之间保

持一定的平衡性，以实现协同效应的最大化；社会性

是指经济发展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决定

性作用的同时也应兼顾公平与公正问题，通过建立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来保障基本民生；可持续性

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应当着力平衡好经济与环境的关

系，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二）科技创新的内涵

早在２０世纪初期，创新之父熊彼特就最先从科
学技术创新视角提出了创新对经济增长与周期性波

动的作用，并将创新视为是通过重新构建生产要素

组合而形成的新的生产函数，进一步地，熊彼特认为

创新活动属于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供应来源、

新组织这五类新中的一种。同时，熊彼特认为创新

源自生产领域，创新的过程具有颠覆性、破坏性与价

值性，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２］。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经
济起飞的“六阶段”理论中，突出了技术创新与主导

产业部门带动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将创

新的概念归结为科学技术创新，他同时指出科学技

术会在经济增长趋于成熟阶段产生创新浪潮衰退现

象，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瓶颈的出现。与此同时，伊诺

斯则从系统的视角阐释了技术创新的含义，认为技

术创新活动包括发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计划制

定、市场开拓等全部过程。伊诺斯对于技术创新的

定义可以从他的《石油加工业中的发明与创新》一

文看出。他认为技术创新活动是基于精神活动构想

的选择、资本的投入、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等多方面综

合进行的过程。林恩则强调技术创新商业化转化的

重要性，认为它是贯穿于从创新价值的认知到实现

产品商业化全程的活动。曼斯菲尔德主要对技术发

明与技术创新进行了区分，并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内

在联系，他认为技术创新的标志是一种新的产品或

者新的制作工艺首次引入市场并且被接受。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迈尔斯与马奎斯在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将技术创新归结为技术变革的集合，他
们认为技术创新活动是始于新理念而终于具有经济

与社会价值的新项目应用的复杂活动。至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他们进一步拓展了技术创新的定义，认为
技术创新是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引

入市场，即将模仿与不需要引入新技术知识的改进

纳入技术创新范畴之中。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学者有关技术创新的认
识不再局限于理论层面，而是转向了实际应用层面。

弗里曼认为技术创新是技术、管理、设计、制造等商

业化的过程，其结果最终导致商业应用的新产品、新

工艺、新装备。１９８２年，他再次将技术创新的定义
修订为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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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问题同时显现，技术创新

的内涵与外延也进一步扩大，学者们开始逐渐结合哲

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知识研究技术创新问题。

美国学者托马斯认为技术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与

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却诱发了环境破坏问题，为了实

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了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理

念，倡导经济、技术、生态的统一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的经济变革实践为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

础。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在马克思科

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此后，历代中国领导人均将科教兴

国与人才强国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一以贯之地推进实

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

经济步入新常态，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习近平总书

记审时度势地就科技创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由习近平对科技创新内涵的深入系统论述可

知，科技创新应坚持自主创新、市场导向与可持续发

展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政府的精准政策引导激发企

业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与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

系，促进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引领作

用更加高效、更加彰显、更加普惠。

（三）科技创新的条件

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水平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

平，人类社会的科技创新实践揭示出科技创新必须满

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够得以迅速发展，而这些条件之间

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首先，创新环境条件。创新环境条件是指为实

施科技创新所营造的氛围状况，特别是社会宏观、中

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创新环境。浓厚的创新氛围有

利于培养社会各个主体的创新习惯，创新习惯的形

成有利于创新人格的塑造与创新思维的激发，这将

最终成为社会弘扬创新精神与推动创新实践发展的

催化剂。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日益纵深发展的当代，

创新意识的培养过程还必须秉承包容与开放的原

则，在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通过加

强国际创新合作和包容其他国家的有益创新成果，

不断促进国民创新观念的与时俱进［３］。

其次，创新基础条件。创新基础条件是指在创

新活动中发挥基础性、关键性、核心性作用且具有稀

缺性的要素资源储备和利用情况，这些要素主要包

括人才、资金、知识等。作为创新要素中最为活跃的

人才是最为重要的第一资源，是创新活动的根基所

在，是承载创新知识的主体，因此，创新人力资本的

形成对国家或区域科技创新实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忽视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将无法实现高质量的创

新发展。在基础性科学研究方面，要鼓励社会投入更

多的人力资源与资金用于研发，带动学科知识的快速

积累与更新，为科研创新创造充足的知识土壤。

最后，创新支撑条件。创新支撑条件是指为创新

活动提供制度保障和产业支持的从属性、配套性政策

因素与产业环节。一方面是保证科技创新持续良性

运转的创新系统构建，它包括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的创

新战略以及产业与企业层面的创新政策，在该制度设

计过程中应当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助力科

技进步的体制机制，针对不同的科技创新需求类型实

施差异化的创新支持模式。另一方面是考虑战略性

和前瞻性因素，补齐科技创新的短板，完善科技创新

产业链条，解决制约创新活动的“卡脖子”问题。

（四）科技创新的特征

第一，层次性。从独立性而言，科技创新可以划

分为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两类。前者是低层次创

新，也是多数后发国家或地区采取的创新模式，该类

创新成本相对较低；后者是高层次创新，处于该阶段

的国家或地区已经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具备了独立性

与引领性。从阶段性而言，科技创新可以分为发现、

发明、成果产业化三类。发现属于科技基础理论性

研究范畴，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发明是指根据发现的科学机制，形成新材料、新

产品、新工艺等技术成果；成果产业化则是科技创新

活动的最终归宿和发展目标，科研成果的快速转化

也意味着科技创新成果日益走向成熟化与标准化。

第二，系统性。科技创新活动是一项涉及多学

科知识的复杂系统工程，科技创新层级与科学知识

的丰富度成正比，较低层级的创新所需的学科知识

相对较少，较高层级的创新则需要涉及多方面的学

科知识支撑与协同。实现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追求的目标，而在工业化进程中，科技创新特别是高

精尖领域的科技创新必然无法脱离相关工业配套环

节而孤立实施，因此，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开展大

规模科技创新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科技强国

的前提条件。

第三，混合性。科技创新的混合性是指科技创

新具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创新模式，且

对于不同的创新需求、创新层次，可以互为补充、相

得益彰。“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更加关注的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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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底层和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激发，认为这种原始

的、自发的、基础的、微小的创新经过累积与传导可

以带动更高层次的创新活动，并最终导致社会整体

产生科技变革，但该种创新模式可能存在缺乏系统

引导的盲目性问题。“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则更

加聚焦于政府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角色，对于关系

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且有重大创新需求牵引的科技活

动，举国体制的科技创新作用非常突出，优势也极为

明显。实践中，综合使用以上两种模式可以高效实

现科技创新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力。

（五）科技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人类的历史实践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

进生产力大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因

此，依托科技创新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历史发

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现实中适应新常态、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论上，技术进步在古

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视为外生变量，而内

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关注到了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

用，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不依赖于外生因素，并由技术

进步内生地实现持续增长。此后，经济学家开始越

来越多地探究技术的影响因素来揭示科技创新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项目认为，科技创新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效率促进效应。科技创新会从生产要素

与生产时间两个维度对企业产生实质性影响。前者

是指技术通过节约投入生产过程的要素资源从而扩

大了生产边界，提高了投入产出效率，同时，新科技

的出现也可能会带来如大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进

而改变原先的要素禀赋和促进要素结构转变；后者

是指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幅缩小时空距离，促进生产

效率的提升。

第二，产业升级效应。成功的科技创新活动可

以催生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业态以及新的产业，从而

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技术在迎合新的市场需求的同

时也在引致着新需求的不断实现，产业在技术赋能

后既通过产品质量提升带来了新的体验，也使得自

身价值链攀升具备了可能性。随着全球化市场的逐

渐拓展，科技创新的巨大成本可以被规模经济加以

抵消，并通过世界范围的创新与共享加速产业升级。

第三，经济发展效应。科技创新的根本目的在

于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它不仅是指经济数量上的增

长，也包括经济质量的提升。一方面，科技进步通过

重组生产要素的技术关系引起企业生产能力扩大，

进而通过社会产业的前向与后向关联带动宏观经济

增长；另一方面，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发展与环

境污染脱钩成为可能，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的冲突

性得以降低。

以上三个效应的相互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科技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三、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一）发展历史与现状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新中国建立以来，河南省

科技事业先后经历了从起步到停滞再到重振和跨越

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１９８５年，河南省政府首次明
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

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１９９５年，“科教兴豫”战略的
启动实施标志着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更加凸显；“十一五”时期和“十二五”时期，河南省

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建设创新型河南；“十

三五”时期，河南省继续按照打好“四张牌”的要求，

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的重点平台载体，着力增强创新意识、完善创新机

制、集聚创新资源、壮大创新主体、拓展创新渠道、培

育创新产业，这为促进河南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科技事业发展的成效来看，随着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化，河南省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对经济的贡献

作用取得了长足进展，具体表现为：

第一，创新资源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基础愈加坚

实。河南省研发经费投入规模由２００４年的全国第
１４位升到２０１８年的第９位，研发经费投入增速自
１９９１年起保持年均２９．３％的高速。从研发单位的
性质来看，以试验发展为主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中

型工业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单位数及人员数庞大且

研发经费支出占比最大，以试验发展与应用研究为

主的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支出次之，以应用研究与

基础研究为主的高等学校研发经费支出最少。从资

金来源来看，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主要是自

有资金，而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则主要

是政府投入。在财政资金投入方面，２００５年以来累
计立项省级重大科技专项３６７个，财政经费累计投
入２０．１亿元。从河南省科技创新的区域分布来看，
郑州市、洛阳市、新乡市作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重点区域，其研发单位数、人员数和经费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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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数都高于省内其他主要地市，彰显了科技创新

的引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许昌市作为重要的工业

城市，其２０１８年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额高于新乡
市。在科技创新载体与平台建设方面，２０１４年两批
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仅为４０７家，２０１９年则增至
１６８７家。２０１９年，河南省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
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孵化载体数量

达到４１０家，其中国家级双创载体达１０６家，国家级
众创空间备案数增至５４家，实现了全省范围内主要
地市与高新区的全覆盖。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引

进方面，２０１６年全省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仅
为７．８％，各类顶尖、领军和拔尖人才仅３６００余人，
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招才引智新政，河南省的人力资

源优势更加厚植，截至２０１９年底，新增高技能人才
１５４７万人，新增海外归豫人才３８１３人，新设立国
家级博士后流动站１７个，新招收博士后７８９人，共
１５３０名诺奖得主、院士与顶尖人才来豫开展项目合
作，通过网上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引进３９７０人。

第二，创新成果产出丰硕，创新引领作用彰显。

“十二五”时期，河南省专利申请量为６．２万件，授
权量为３．３万件，全省三种专利授权数占全国比例
由２０１１年的２．０１％，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２．７８％。科技
论文与著作的发表数量也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新产品产值与销售收入逐年增加，其中新产品

产值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由 ２０１１年的 ９．６５％升到
２０１５年的１５．８２％，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１０６
项，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由全国第 ２６位升至第
２１位。“十三五”时期以来，从专利申请与专利授权
的单位分布情况来看，大中型工业企业最多，高等学

校次之，科研机构最少。从专利的市域分布来看，郑

州市、洛阳市和新乡市属于第一梯队，明显高于其他

１５个省辖市。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期间，与研发活动
相关的科技论文分别发表了６０２８７篇、５７５４４篇和
６３３５０篇，科技著作分别出版了２８３１种、３３７０种和
２９２１种，形成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数分别为７６１项、
９７２项和８８４项，从地域来看，郑州市的论文、著作
与标准数量均领先于其他地市。从工业企业新产品

产出情况来看，河南省２０１１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
产品产值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２６０６亿元和
２５５０亿元，新产品产值占 ＧＤＰ比重为９．６５％，２０１８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和新产品销售收入

分别增加到７４９７亿元和７６８８亿元，新产品产值占
ＧＤＰ比重则上升为１５．６％。此外，在能源消耗与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河南省万元ＧＤＰ能耗水平自２００６
年以来始终保持下降，森林覆盖率和人工造林面积

在“十三五”时期也逐渐增加，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

生态保护质量显著提升。

（二）主要问题

河南省作为我国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重要农

业、交通、文化与人口大省，以国家实施“一带一路”

倡议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契机，通过深化改革

开放创新，依托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政策利好，将自

身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内陆腹地禀赋劣势成功

转变为了四条“丝路”协同并进的内陆开放高地先

发优势，特别是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郑洛新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试点示范城市群两大国家战略更
是为河南省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

策与制度保障。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尽管河南省已经在
部分产业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创新，技术优

势与市场份额也有较大优势，如超硬材料、高温功能

材料、特高压输变电装备、盾构装备、新能源客车等，

但是在创新型省份建设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生态环境治理压力较大。可持续发展是

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促进人与自然、

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是创新型省份建设的重要内

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属于没

有发展的增长，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河

南省空气污染问题较为严重，在２０１９年中国重点监
测城市名单中，河南省的安阳市、焦作市、新乡市、鹤

壁市、洛阳市和郑州市空气质量处于最差群组，这使

得其与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共同成了污染较为严

重的区域。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河南省

有关部门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

效，然而，作为治理大气污染主要措施之一的洒水降

尘却可能会因巨大的日耗水量而对城市地下水位产

生一定负面影响，这是必须高度警惕的重要问题。

其次，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较低。创新驱动发展

必然要求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从横向对比来看，河

南省研发投入规模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研发投

入强度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１１年其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为 ０．９８％，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１．７８％，
２０１８年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升至１．４％，仍然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２．１４％，在全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划
中处于中游水平。此外，河南省在统孵化器数量和

众创空间数量也都仅处于全国中等偏上水平。从主

要城市研发投入情况来看，２０１６年北京市、上海市
和深圳市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全国２２％，属于第一梯
队，天津市、广州市、苏州市、武汉市、杭州市、南京市

属于第二梯队，郑州市研发投入仅１４２亿元，仅为南
京市的４４．４％，研发投入强度为１．７８％，在全国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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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点城市中位列倒数第二位，低于全国平均的研

发强度水平２．１％，而２０１８年依旧比较落后。从城
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来看，２０１８年郑州市拥有
１３２９家，排在第 ２５位，远低于中部地区武汉市的
３５２７家、长沙市的２３００家和合肥市的２０００家，仅
占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５．３％。从省域研发
投入情况来看，尽管河南省近十年的研发投入增幅

较大且２０１８年其研发经费超过了５００亿元位居全
国第九，但与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山东省、浙江

省、上海市差距明显过大，河南省研发投入强度也只

达到了１．４％，位列全国第１７名，不及全国平均研发
投入强度水平２．１４％。研发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制约
了河南省的创新能力发展，据《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

报告２０１９》显示，２０１８年河南省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
总指标加权增长率为７．６％，排在全国第１８位，而《中
国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报告２０１９》则表明除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外，河南省的其他全部指标均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万名工业企业就业人员有效

发明专利数量劣势较大。

再次，高端创新人才储备不足。河南省人力资源

水平属于大而不强，以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省会郑州

市为例，尽管有“智汇郑州”等人才引进政策，但其人

口流动特征主要以省内人口为主，年轻化的高素质人

才相对缺失。据《２０１８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报
告》，在ＧＤＰ排名前２０的城市之中，郑州市人才竞争
力指数排名第１７且低于平均指数水平。分项来看，
除人才结构指数高于平均值外，人才规模指数、人才

创新指数、人才发展指数、人才效能指数和人才生活

指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而在２０２０年《全球人才竞争
力指数报告》中，郑州市在中国上榜的城市中位列最

后一名，居全球第１２７位，较２０１９年明显退步。因
此，既要引得进人才又要留得住人才是郑州市乃至

河南省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此外，河南省在各类

人才的合理分类与政策合并梳理、引进人才的后评

价等方面仍然存在完善和提升空间。

最后，自主创新支撑体系不完善。据《河南省

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２０１８）》，河南省省会郑州
市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第一，且以绝对优势远超第二

名洛阳市，表现出了极强的创新首位度，因此，仍以

郑州市为代表说明河南省自主创新体系的不足。众

所周知，创新驱动客观要求区域具有大量高层次的

知识创新平台、高度国际化的技术创新平台、高附加

值的配套产业体系、较强辐射周边的引领能力，然

而，郑州市在这四个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第一，国

家级创新平台较少。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郑州市

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数量没有任何变化，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仅由１５个
增加为１９个，与中部地区的武汉市、合肥市和长沙
市仍有较大差距。第二，国际化程度不高。截至

２０１７年，中部地区武汉市和西部地区成都市分别拥
有５家和１６家领事馆，而郑州领事馆尚在规划之
中，境外全球５００强企业中有６３家在郑州入驻，而
同期武汉市的入驻数量为２４６家。第三，产业发展
高端化亟待加强。２０１８年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第
二产业增加值最多的是武汉市，长沙市和郑州市第

二产业增加值只占武汉市的７３％和７０％，且郑州市
的工业优势集中于加工制造、物流与基础设施等较

低层次，制造业大而不强矛盾突出。同时，郑州市服

务业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与先进制造业密切相关

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较为落后。据《中国城市服务

业竞争力报告２０１７》，尽管郑州市在中部地区的服
务业竞争力位居第３名，但在全国城市比较层面除
了发展活力排在第９名外，其服务业综合竞争力、发
展水平、发展条件、发展环境均没有进入前十强。第

四，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城市首位度是衡量地区经

济与社会极化程度与资源集聚能力的重要指标，包

括经济首位度与人口首位度两个方面，通常首位度

越高代表城市引领能力越强。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
尽管郑州市在 ２６个省会城市中人口首位度
１０３％，排在正数第９位，但经济首位度为２０．３％，
排在倒数第６名，而２０１８年，郑州市经济首位度和
人口首位度升至２１．１１％与１０．５５％，在中部地区处
于垫底水平。《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２０１９）》表
明，首位度不高使得郑州市在全部国家中心城市中

排名最后，与西安市共同属于第三梯队。

四、加快科技创新驱动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选择

第一，健全知识产权保障体系，提升知识产权保

护效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始终被视为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动力以及加速

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重要源泉，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则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创新对于现代化建设、国

家综合实力提升的核心性作用，指出应当基于国家

发展与民生健康需求从创新战略、创新能力、创新人

才、创新体制四个方面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牵引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此，必须在

全社会厚植知识产权保护理念，营建良好的知识产

权保护氛围，理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体系，促进知识

产权高质量发展。通过不断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制

度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具有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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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核心竞争优势，解决制约产业升级与提

质增效的“卡脖子”问题。同时，还应该积极适应人

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的客

观要求，探索这些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规律与

政策问题，引导新兴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带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４］。

第二，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

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创新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必

然要求区域经济体占领新兴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并

以强大的独立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技术与高附加值

先导产业的发展，为此，必须精准把握产业发展大

势，推动新基建高质量发展。此外，要在区域经济内

部形成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还必须依赖于相关支

撑产业的建立与壮大。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

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产业的迭代升级，尤

其是以高端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体系创新能力

提升迫切需要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实现大发展，通过

持续推动两业深度融合与联动发展加快构筑现代产

业体系，以科技红利助力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以改革

创新激发与释放产业活力［５］。

第三，平衡经济增长动力源，增强经济增长的内

生性。长期以来，河南省紧紧把握国家发展战略契

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谋求变革破局，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不断消除区位因素不利影响，

实现外贸与外资的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内陆开放

新高地，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以郑州

航空港区发展为突破口，创造性地开辟了“四路并

进”的格局。然而，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以及非传

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使得全球经济扰动风险与不确定

性变大，逆全球化力量暗潮涌动。正基于此，党中央

于２０２０年７月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

展格局本质上与中国长期的改革取向是一致的，即

在外部需求乏力背景下深挖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内

部需求潜力。因而，河南省首先应持续巩固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加工、现代金融商

贸物流等比较优势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运用新

兴技术实施创新驱动以带动产业朝着高端化、绿色

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其次，河南省还应继

续优化地区营商环境、集聚优质产业资源、加速高端

项目与总部经济落地、深化消费领域改革、推动服务

贸易高质量发展，进而构建以内为主、内外联动、风

险可控、韧性十足的新经济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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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字货币的占有及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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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货币的占有及其转移是非法获取数字货币行为构成取得型财产犯罪的关键性因
素。刑法理论对占有的研究主要从占有对象和占有形态两个方面展开。关于前者，数字货币属于刑

法所规制之财物，符合占有的对象要求。关于后者，权利人能够对数字货币进行排他性的事实支配，

并且该支配可以获得经验和规范的认可，符合占有的形态要求。数字货币的占有转移是象征着价值

的不可复制的代码数据的转移。因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重性，数字货币的占有及其转移具有

一定特殊性，影响着数字货币侵财行为停止形态的认定。

关键词：数字货币；财物；占有；财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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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获取数字货币的行为能否被评价为取得型
财产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是否承认数字货币的

“占有”状态的存在及其转移可能。例如，在窃取数

字货币行为定性之争中，对财产犯罪说持否定观点

的学者通常认为，“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不存

在‘占有转移’”［１］。所以，如果想要在现行法律框

架内以财产犯罪规制非法获取数字货币的行为，除

了要论述数字货币的“财物”属性外，还需要证明数

字货币“占有”状态的存在。刑法对“占有”问题的

研究，主要从占有对象和占有形态（概念）两个方面

展开，前者的主要争论在于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占

有的对象，后者的核心分歧在于事实性要素与规范

性要素何者对占有的判断起决定性作用。本文拟从

占有对象和占有形态角度展开数字货币的占有问题

研究，以期对非法获取数字货币行为构成财产犯罪

的证成有所裨益。

一、数字货币可以构成占有对象

（一）占有对象之争：财物Ｖｓ财产性利益
财物可以成为刑法占有的对象，学界不存在任

何异议。但是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我国财产犯罪所

规制之对象或者能否被占有，不同的学者持有大相

径庭的看法。否定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占有属于

对物的事实支配，占有对象可以在存在论层面为经

验感知。肯定说则认为，将占有的对象局限于可为

经验感知的有体物，会不当限缩财产犯罪的规制对

象，不利于法益的周延保护。［２］不可否认，对占有对

象范围的理解与对占有形态的解读存在密切关联；

但是将财产性利益认定为刑法占有的对象，应当存

在规范化占有形态之外的实质根据。笔者原则上赞

同肯定说的观点，并认为否定说对相关问题的解释

欠缺妥当性。

首先，司法解释为财产性利益成为占有对象提

供了规范依据。２０１３年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盗窃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２０１３年解释”）第４、５条规定，盗接他人通信线路、
复制他人电信码号出售的，窃取有价支付凭证、有价

证券、有价票证的，按照盗窃罪定罪量刑。并且盗窃

数额来源于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或者支付凭证等所

表征的价值。换句话说，行为人窃取（占有）的不仅

是作为载体形式的纸质票券，还包括票券所能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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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能够被占有和转

移。在我国，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财产犯罪的

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但是抽象的规定方式也为司

法解释的补足留下了空间。而且，从德日对财物和

财产性利益的区分规定来看，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

产犯罪的规制范围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其次，司

法判例为财产性利益成为占有对象提供了案例指

导。２０１３年行为人傅某为消灭欠丁某的债务，伙同
汪某潜入丁某的办公室，窃走丁某七八张欠条并销

毁，后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成立盗窃罪。人民法院认

为，“欠条本身虽然不是财物……通过非法手段剥

夺被害人的债权请求权……显然已侵害了他人的财

产权益”。①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系国家，但是近年

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案例指导制度，先例判决可以

成为未来判决参考和借鉴的对象。该判决对“财产

权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直言不讳，为司法实

践承认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对象地位奠定了经验基

础。最后，主流学说为财产性利益成为占有对象提

供了学理支撑。关于窃取财产性利益行为性质的认

定，学界一直存在盗窃说和诈骗说等的争论，但是窃

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可以成立取得型财产犯罪则几

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而肯定取得型财产犯罪成

立的前提就是承认对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及其转移可

能。当然，学说理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

只是主流观点的说理可以为财产性利益的占有提供

理论上的支撑。

否定说在解释具体问题时总是显得捉襟见肘。

例如无体物的占有问题。按照否定说对占有经验可

感知的事实支配的理解，无体物的占有是无法成立

的。但是２０１３年解释明确规定窃取电力等无体物
的行为可以构成盗窃罪，否定说无法对此做出自洽

的解释。再如财产性利益的占有问题。否定说否认

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占有的对象，可是在出租车乘

客逃单的场合，否定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即意味着否

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财产犯罪的可能。但是，将所

有的逃单行为都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无法充分发挥

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实际上，否定说并不完全否

定窃取财产性利益构成财产犯罪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其更多的是从罪刑法定明确性的角度主张对刑

法解释加以限制，以避免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僭越。

但是从自然犯与伦理道德的关联以及财产性利益与

财物核心语义的距离来看，肯定财产性利益的占有

对象地位并不违背刑法的明确性原则而与国民的预

测可能性发生冲突。

否定说与财产的债权／物权的二分说具有天然

的亲和性。在传统的财产划分中，物权和债权的界

限是清晰的，前者是对物的排他性支配权利，后者是

对人的相对性请求权利。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债权与物权的界限变得模糊，开始出现不少建立

在财产性利益之上的“准物权”。例如，存款人对银

行存款的性质越来越具有物权属性。本来存款人将

现金存入银行账户，与银行之间建立的是债权债务

关系，但是由于自动取款机的广泛应用，使得存款人

对现金的支配与对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现金的支配事

实上不存在任何差异。如果说存在什么差异的话，

可能就是将现金放在家中还需要承担被盗的风险，

而将现金存入银行则可以高枕无忧。再如，银行兑

换能力和效率的提升使有价票券尤其是不记名票券

的流通能力日益增强，物权属性日益昭显。否定说

赖以存在的债权／物权财产划分基础已经开始崩塌。
迎合现代财产属性的发展，有必要承认具备支配可

能的财产性利益的占有状态的存在。

（二）数字货币的“财物”属性

数字货币是指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不受政

府实体或者其他任何中央权威机构的支持，因为被

许多人普遍接受为交换媒介而获取价值或者因为代

表对某种商品如黄金或者白银的价值而具有内在价

值的货币。数字货币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是一串二

进制代码，但是奠基在区块链技术上，使数字货币具

有不可篡改、不可复制、可追溯等可以充当交换媒介

的特性。在哈希加密算法和共识机制等技术的支持

下，每一枚数字货币都具有唯一哈希值（类似于人

民币的冠字号），每一次数字货币交易行为都是不

可逆的。数字货币的诞生使互联网由信息互联时代

进入价值互联时代。

数字货币符合刑法所规制之“财物”的核心特

征，即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和价值性。首先，数

字货币所有人对其账户内的数字货币可以进行排他

性的支配。权利人可以根据其自己的意志自由作出

赠予、出售、支付等处分行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阻

碍和妨害。其次，数字货币可以在不同的账户之间

发生转移。如果否认数字货币的转移可能性，那么

也就是在否认数字货币的可侵犯性。但是近年来实

践中频繁发生的非法获取数字货币行为，从事实上

证明了数字货币的可转移性和可侵犯性。最后，数

字货币在其信仰者的追捧下具有财物所必要之价

值。不管数字货币的载体形式为何，人们的广泛信

任和接受都赋予了其价值性。

对数字货币财物属性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

数字货币持有人与服务商之间建立的是服务合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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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权利人对服务商享有的是请求对方履行必要技

术支持义务的债权，权利人并不能排他性地支配数

字货币。［３］但是，一方面，债权说指向的是数字货币

权利人与服务商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正面

回答权利人与数字货币之间的支配关系。笔者认为

权利人对数字货币的支配比存款人对银行存款的支

配更具“物权”属性。因为权利人对数字货币的支

配更为直接和简便，服务商实际上扮演着占有辅助

人的角色。现实世界的占有辅助人以其体力等作为

辅助占有的资料，虚拟世界的占有辅助人则以其智

力（技术）作为辅助占有的资料。具体来说，服务商

并不具有根据其意志处分账号内数字货币的权利，

服务商转移数字货币的行为（对数据的修改）实际

上是根据权利人的指令做出的。所以，权利人在排

他性地支配数字货币。另一方面，即便认为权利人

对服务商享有的是债权，但是如上所述，具有准物权

性质的财产性利益依旧可以成为占有的对象。

否定论者难以接受数字货币成为占有对象的主

要原因还是在于数字货币不具有可为经验所感知的

“形体”。换句话说，以电磁数据形式存在的数字货

币难以与作为事实性要素的占有发生关联。否定论

的观点建立在对财物的狭义理解之上。但是，财物

就是有体物的理论前提是不真实的。数字货币与电

力等无体物一样，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无体物不存

在“形体”，数字货币至少存在“电磁数据”载体。我

们不能因为数字货币的表现形式与传统财物不同就

否定数字货币可以成为占有的对象。

二、数字货币可以被规范占有

（一）占有形态之争：事实Ｖｓ规范
受限于生产力水平和认知能力，古罗马法和日

耳曼法是在物理支配层面理解“占有”概念的。但

是随着财产样态的多样化发展，纯粹事实性的占有

概念已经无法解释很多财产的占有问题，于是占有

概念越来越呈现规范化的趋势。现代刑法理论对占

有概念的争论，就围绕事实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何

者处于决定地位展开。主张事实性要素占据支配地

位的学者认为，事实判断对占有的认定起决定作用，

在显性支配（物理支配明显）的场合，规范判断不发

挥作用；在隐形支配（物理支配薄弱）的场合，规范

判断起补充作用，但是规范判断依旧以事实判断作

为前提，不得取代事实判断。［４］简单来说，规范支配

只在事实支配薄弱的时候发挥补强事实支配的作

用。主张规范性要素占据支配地位的学者则认为，

“刑法中的占有反映的是一种基于社会规范而确立

的分配关系”，不管物理支配强与弱，占有的判断都

只能取决于规范要素。并且这里的规范泛指人类社

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行为准则。还有学者认为，刑法

中的占有概念具有事实与规范二重属性，事实层面的

支配是占有的必要条件，决定占有的有无；规范层面

的认同是占有的评价基准，决定占有的归属。

事实性的占有概念对观念占有的解释力不足。

在判断（临时）停放在路边的摩托车或者汽车的占

有时，事实性的占有概念无法以物理性的支配对摩

托车或者汽车的占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只能借

助于一定的规范性内容承认摩托车或者汽车的观念

占有，并滑向缓和的事实性占有。规范性的占有概

念忽视占有概念的事实性内容，容易导致占有概念

的抽象化和空洞化。对占有概念的理解总是离不开

占有对象，而占有对象的具体性决定了占有概念的

事实性。忽视占有概念的事实性，则会引发类似于

“采矿行为（实行行为）是用机械的方法进行的无聊

开采和搬运过程”的抽象化解读。所以，笔者原则

上赞同二重性的占有概念，只是规范要素的内涵以

及事实要素与规范要素的关联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

方法论澄清。

（二）占有形态的方法论澄清

从占有认定的角度来说，我们判断某种状态是

否属于刑法上的占有，需要进行三段论的推理，即大

前提———刑法对占有的规定，小前提———待决事实，

结论———待决事实是不是刑法规定的占有。因此，

需要首先明确刑法理论所要研究的占有是哪个层级

的占有？是属于观念论层面的，作为判断事物属性

参照标准的大前提，还是属于存在论层面的，可为经

验感知的待决事实，抑或是事实与观念印证后的结

论？在观念论二元论哲学观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直接决定着占有概念的事实性与规范性。就目前的

研究成果来看，鲜少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澄清。笔

者认为，研究占有概念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具体事物

的占有判断问题，即判断某种事实状态是否属于刑

法所规制之“占有”，次要目的是建立自洽的占有理

论，为占有判断提供可靠的理论工具。而待决事实

本身不能回答自己是不是“占有”。换句话说，刑法

中的占有概念是被观念加工后的工具，作为纯粹客

观事实的待决对象不具有观念内容。

首先，作为待决事实的支配状态不具有自我评

价的功能。例如，人们对摩托车的支配状态，在被观

念内容进行加工之前，并不会被认定为“占有”。因

为事实只有是与否的区别，价值才有对与错的区分。

而“占有”概念本身已经融入了使用者的价值判断。

判定某种状态为占有，是观念进行加工后的产物。

·７３·



其次，大前提占有概念作为当为规范的构成部分，本

身融入了社会规范对适法行为的要求，具有建构性。

具体来说，刑法所规定的“占有”是有保护其免受犯

罪行为不当侵害必要的占有，而非任何支配状态。

但是刑法中的占有又不是绝对观念性的，它以现实

原型作为指导，在经过意识的加工后形成观念形象。

所以，刑法中的占有来源于事实又超越事实。最后，

结论作为待决事实与观念形象的印证，是事实与规

范的统一，既具有事实性又具有规范性。

那么，作为判断基准或者标准的规范究竟是什

么？是包括法律规范在内的广义的社会规范还是仅

指狭义的法律规范？笔者认为，社会规范与法律规

范在占有判断中可各得其所。因为对某种事实状态

的判断，我们总是首先诉诸经验常识，在根据经验常

识得出初步结论后，再根据规范的要求进行修正，并

得出最终结论（规范定性）。占有的判断亦不出其

外。例如在判断租借相机的刑法占有时，我们首先

会根据社会规范判断是否存在经验上的“占有”，然

后根据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对经验上的占有作出

取舍。一般来说，民法中的占有与经验上的占有具

有一致性，但是刑法中的占有与其存在差别。因为

刑法并不承认间接占有等观念性占有，并且出于强

化合法手段恢复法益秩序目的肯定非法占有。但是

在社会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法律规范尤其是刑法

规范对占有的判断起决定作用。因为对刑法占有的

判断必须符合刑法对社会秩序的建构性要求，并服

务于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

所以，应当阶层性地判断刑法中的占有。首先，

权利人对特定事物的支配事实、支配能力以及支配

意思属于占有的判断资料；其次，以经验性的一般人

的评价作为经验性（民法）占有的判断标准，实际上

就是社会规范是否认可权利人的占有主体地位；最

后，以理性的一般人的评价作为刑法占有的判断标

准（具体判断可参见图１）。

图１　规范占有的判断路径

支配事实可以根据支配能力的强弱划定一个支

配圈，即人们对贴身控制财物的支配能力最强，对排

他性支配场域内财物的支配能力次之，对支配领域

外的财物的支配能力最弱。并且不同主体的支配圈

可能发生交集和被破坏，例如行为人到被害人的家

中做客，趁被害人不备窃取其首饰的场合，尽管通常

情况下被害人对其家中的财物具有排他性支配能

力，应当肯定被害人的占有，但是行为人以其贴身控

制支配破坏了被害人的占有。在支配事实削弱的场

合，支配能力和支配意思对事实支配起到补强作用，

例如被害人对从自己家阳台掉落的衣物的占有，当

被害人可以很迅速地拿回并且主观上具有概括性的

占有意思时，就应当肯定被害人的占有。但是如果

被害人对掉落阳台的衣物毫不知情（长时间）并且

难以及时取回衣物的，应当认为被害人丧失对衣物

的占有（衣物变成遗失物）。当然，在肯定被害人的

占有时，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社会经验认知的判断。

毕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上述情形中占有的

认定是不相同的。此外，经验性一般人的判断与理

性一般人的判断通常是一致的，只有在与规范保护

目的存在明显冲突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规范上的

修正。

（三）数字货币的规范占有

数字货币的占有认定也应当遵循上述阶层性路

径。

首先，需要确认数字货币支配事实、支配能力以

及支配意思等判断资料。在区块链系统中，人们通

常将自己的数字货币保存在“钱包”中。这些钱包

根据服务模式的不同，有些是中心化的，有些是去中

心化的。中心化的数字货币钱包提供密码找回等基

础服务，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钱包则不存在帮助记

忆密码的功能，账户所有人自行负担记忆密码的义

务。现实中因为忘记钱包密码而损失数字货币的情

况时有发生。根据是否连接网络，数字货币钱包可

以分为冷钱包和热钱包。冷钱包是一种离线钱包，

热钱包则是一种在线钱包。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钱

包和冷钱包与现实世界的物理钱包没有任何实质区

别，权利人可以凭借密码不受妨碍地支配自己钱包

内的数字货币。具体来说，当权利人实时地操作或

者处分账户内的数字货币时，权利人的支配属于贴

身控制支配；当权利人暂时没有操作账户时，权利人

可以凭借对数字货币钱包的排他性支配充足事实支

配。当然这两种情形下，支配能力和支配意思同时

在发挥作用，只是在支配事实很明显的场合，支配能

力和支配意思的补强作用就黯淡了。由于数字货币

一般不会成为遗失物，所以通常不存在处于支配领

域外的情形。中心化的数字货币钱包，则因为存在

中心化的服务机构，导致人们对数字货币的支配

（占有）判断存在障碍。中心化服务机构的介入，很

容易让人们借鉴银行存款的占有关系，认为服务机

构占有数字货币，而钱包所有人对服务机构享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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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货币债权。但是如上所述，数字货币钱包服务机

构扮演的是占有辅助人的角色，它们对钱包内的数

字货币并不具有处分权利，与银行对存款享有处分

权能存在很明显的差别。所以，即便存在中心化服

务机构，钱包（账户）所有人依旧可以排他性地支配

数字货币。

其次，经验性的一般人能否肯定数字货币的经

验占有？毋庸置疑，数字货币的投资者或者所有者

肯定愿意承认对数字货币的占有权能。但是问题在

于，作为少部分群体的数字货币玩家的评价可否构

成经验性的一般人标准？笔者对此持肯定回答。一

方面，“经验”一词决定了经验性的一般人只能是参

与被评价对象的人员，没有认知体验的人员难以构

成评价主体。没有进入币圈，对数字货币的相关知

识缺乏了解的人很难认为其具有关于数字货币的

“经验”，这些人也就无法作为评价数字货币经验占

有的主体。另一方面，刑法理论对判断标准的建构

越来越重视不同行业和群体间的差异。例如，刑法

理论对注意义务理论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特殊行业

的特殊注意义务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和群体建构不

同的要求和标准，是刑法理论走向精细化的必然要

求。对数字货币经验占有的判断，应当顾及币圈玩

家的特殊认知。这些币圈玩家，不管是认为数字货

币是“货币”，还是认为其是投资产品，都不否认自

己可以占有和支配数字货币。

最后，理性的一般人能否肯定数字货币的规范

占有？即便可以从经验层面肯定数字货币的占有，

经验占有也只有契合刑法的保护目的方可被评价为

规范占有。如上所述，经验占有是以作为特殊群体

的币圈玩家作为评价标准的，但是刑法规范却是适

用于一般群体的一般事项的，那么能否将特殊群体

的特殊需求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呢？对这一问题的

回答直接决定数字货币的规范占有。刑法上财产犯

罪所要处理的对象，则是在预防民法之利益分配状

态遭受现实上的破坏。换句话说，刑法规定财产犯

罪的规范目的就是强化民法所形成之权利关系的稳

定性。民法作为一个开放的法律体系，对于经验习

惯具有很强的继受能力并且通常以之作为法律渊

源，所以民法是承认数字货币的经验占有的，那么刑

法的保障法地位也决定了其必须承认数字货币的经

验占有。事实上，数字货币市场的开放性特征决定

了任何主体都有进入市场的可能，任何主体也都有

支配和占有数字货币的机会，只是数字货币目前尚

未成为大众全体所使用的对象，才需要借助少数群

体的经验判断。所以，币圈玩家的经验判断实际上

就是潜在的一般人的经验判断，与刑法的普遍适用

效力并不矛盾。此外，随着数字货币的普及尤其是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数字货币的占有将

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当下的理论研究应当为

数字货币未来在刑法中的定位埋下伏笔。所以，理

性一般人可以且应当承认数字货币的规范占有。

三、数字货币存在占有转移

（一）数字货币占有转移的现象与本质

在肯定了数字货币的规范占有之后，还需要进

一步讨论数字货币的占有转移问题。因为只有承认

数字货币具有占有转移之可能，非法获取数字货币

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转移占有型财产犯罪。例如，

有学者认为，数字货币的本质是代码数据，数字货币

增减的实质是代码变动而非占有“转移”。应当区

分“利益转移”与“占有转移”，在具有“利益转移”

而缺乏“占有转移”的场合，行为可以构成侵占罪但

是不能构成盗窃罪、诈骗罪等。［１］还有学者认为，数

字货币具有可复制性，“复制一份‘财物’后被害人

还保有该财物”，非法获取数字货币的行为并不发

生“占有转移”，只能构成计算机犯罪。［３］那么数字

货币的占有究竟能否发生转移？笔者对此持肯定回

答。

首先，数字货币的占有转移以账户数额变动为

表现形式。最典型的数字货币转移模式是个体账户

间的直接转移。数字货币钱包一般采用非对称加密

模式，钱包所有人掌握有私钥和公钥一对密码，私钥

用以登录钱包，公钥用作联系地址。当需要向他人

钱包（账户）转移数字货币时，首先需要输入对方公

钥地址，然后用私钥作为支付密码，私钥密码验证正

确后，一定数额的数字货币就会转入对方的钱包

（账户）。届时转出方丧失一定数额数字货币的占

有，转入方获得一定数额数字货币的占有，数字货币

的占有发生转移。还有一种数字货币的转移模式是

场内交易，即数字货币交易所内转移。所谓场内交

易，是投资者在数字货币交易所内购买数字货币

（代币）的行为。场内交易中，行为人以一定的法定

货币或者主流数字货币作为支付工具购买交易所内

挂牌的其他数字货币。交易所经过结算后，将一定

的法定货币或者主流数字货币汇入其他数字货币出

售者的账户。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存在私人账户间

数字货币的占有转移，还包括法定货币（债权）的占

有转移。法定货币（债权）的转移以其同质性印证

着数字货币的占有转移。

否定数字货币可以“占有转移”的观点的核心

要义在于占有转移的对象不具有同一性。在取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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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犯罪的通常场合，被害人丧失占有与行为人建

立占有的对象具有同一性时，方可承认占有转移的

存在。例如，盗窃他人财物的场合，甲遗失一万元现

金，乙从别处窃取一万元现金，乙新建立的占有与甲

被破坏的占有之间不存在关系，也就不存在“占有

转移”。否定论者认为数字货币具有可复制性，数

字货币的转移仅仅是数据的增减，仅仅是“利益转

移”，无非是想表达行为人占有的数字货币与被害

人丧失的数字货币不具有同一性。但是，一方面，区

块链技术的运用使数字货币具有区别于传统信息数

据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数字货币借助于哈希算

法使每一货币单位均具有唯一哈希值，借助于时间

戳使数字货币交易行为具有可追溯性，避免了双重

支付情形的发生。换句话说，为了保持数字货币的

“货币”属性，区块链技术必须保证数字货币的不可

复制性。另一方面，财产犯罪占有对象从有体物到

无体物再到财产性利益的扩张过程，越来越强调载

体背后的价值占有与转移。例如，违背他人意志将

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的金额转移到自己的账户中，

就不存在载体形式的转移，仅仅发生利益转移。刑

法之所以保护财物，是因为财物背后代表着利益以

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分配关系，利益是刑法设定罚则

的根据和目的。所以，财物占有转移的实质是利益

占有转移。将“占有转移”与“利益转移”区别对待

的观点，要么过分拘泥于占有对象的有体性，要么忽

视了“利益转移”以“利益占有”作为前提，因为如果

没有利益的“占有”，就不会发生利益的“转移”。因

此，数字货币的占有转移实际上就是象征着价值的

不可复制的代码数据的转移。

数字货币占有转移问题进一步引发着人们对虚

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思考。混同说认为虚拟世

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没有界限，现实世界的秩序规则

适用于虚拟世界。分立说认为虚拟世界完全独立于

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秩序规则不适用于虚拟世界。

双重性说则认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既不混同又不

割裂，它们是人类活动的双重世界，两者的秩序规则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１］笔者原则上赞同双重性说。

因为从秩序规则适用的角度来说，互联网计算机犯

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互联网计算机为犯

罪工具或者手段的侵犯传统法益的犯罪，例如在网

络空间中的侮辱、诽谤他人，侵犯的依旧是作为传统

法益的人格尊严。此类犯罪在传统法益的指导下，

适用的秩序规则与典型犯罪别无二致。所以，虚拟

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关联性”。另一类是以互联

网计算机为犯罪空间侵犯新型法益的犯罪。随着计

算机网络的发展，虚拟世界越来越成为人类的第二

活动场域，虚拟世界中凝结着越来越多的新型法益，

如信息系统安全、数据以及虚拟财产等。侵犯这些

法益的犯罪通常被称作新型犯罪。此类犯罪由于侵

犯法益的差异和发生场域的不同，表现形式和适用

规则与传统犯罪存在区别。所以，虚拟世界与现实

世界具有“差异性”。鉴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

双重性，我们在规制和认定虚拟世界的数字货币犯

罪时，有必要对数字货币占有转移规则的适用保持

观念上的变通和更新。固守现实世界的占有转移认

定规则，很容易导致数字货币侵财行为无法得到有

效规制，使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任务和目的落空。

（二）数字货币占有转移的停止形态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使数字货币占有

转移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使数字货币侵财行为停

止形态的认定存在疑难。例如，当行为人掌握被害

人的数字货币账户密码，登录被害人的账户，但是尚

未转移被害人的数字货币，被害人能够同时登录账户

支配数字货币的场合，能否认定数字货币已经发生转

移，行为人已经犯罪既遂？又如，行为人登录被害人

的账户后，并不转移被害人的数字货币而是改变账户

密码排他性地支配账户和数字货币，行为人是否构成

犯罪既遂？再如，行为人登录被害人的账户转出数字

货币后良心发现，又将数字货币转回到被害人的账

户，能否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既遂后）中止？

在现实世界，财物与时间、空间的紧密关联使占

有转移遵循严格的接触—转移—（被害人）失控—

（行为人）控制等前后相接的有序过程，被害人失控

与行为人控制同时或者相继发生，不会存在被害人

控制与行为人控制并存的情形。例如窃取他人手

机，被害人失控后，行为人可能以贴身控制同时支配

占有手机，也可能将手机藏于某处待时机成熟时再

取回（占有）手机。但是在虚拟世界，被害人的控制

和行为人的控制则可能并存。例如前述第一种情

形———被害人与行为人同时控制账户。刑法学界关

于转移占有型财产犯罪既遂标准至少存在转移说、

失控说与控制说的争论［５］，并且以控制说为有重要

影响力的学说。根据控制说的观点，第一种情形中，

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既遂。但是此种情形中并不存在

现实的“占有转移”，而且被害人尚未失去对账户的

控制，仍然可以通过更改密码和转移数字货币等方

式进行自我救济。如果将控制说的观点贯彻到底，

就会导致行为人掌握被害人账户密码时犯罪既遂的

不当结论。所以，控制说在认定数字货币同时占有

的既遂中存在缺陷。笔者认为，从协调刑法的法益

·０４·



保护目的、实行行为的实质侧面以及定罪量刑的视

角选择的关系角度出发，应将犯罪既遂的标准设定

为被害人的法益遭受现实的侵害。［５］具体到财产犯

罪中，被害人失去对数字货币的控制即可认为财产

利益遭受现实侵害，因而失控说作为认定转移占有

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是合适的。第二种情形———

行为人更改密码排他性地支配被害人数字货币账

户，被害人丧失了对数字货币的控制，行为人的行为

已经构成既遂。

虚拟世界的连通性使行为人可以快速地转移账

户内的数字货币，转出数字货币和归还数字货币的

行为可以在刹那间完成。那么行为人转出数字货币

的行为是否已经既遂？归还数字货币的行为能否成

立中止？这实际上是困扰实务界和理论界的既遂后

中止问题在非法获取数字货币案件中的映射。实务

界和理论界出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的初衷一般承

认行为人的行为成立中止，但是在解释路径上存在

差异，不过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承认既遂后中止制度

和证成符合总则中止要件。笔者原则上赞同行为人

的行为符合《刑法》总则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已

有观点在论述该问题时，均过于关注犯罪中止的

“自动性”要件和“有效性”要件，却忽视了停止形态

对犯罪“终局性”的要求。“终局性”应当是犯罪完

全停止下来，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控制丧失，有人

（通常为公职人员）接管行为人丧失控制的状态。

例如，行为人故意杀人的，即便周边有不少旁观者，

但是如果其他人不能制止行为人的行为，那么行为

人依旧控制着杀人状态。只有在警察等人员到达现

场，解救了被害人接管了现场，行为人才彻底失去对

犯罪事实的支配，犯罪达至停止形态。当然，如果旁

观者中有行为人的亲人，足以对行为人的意志产生

影响，说服行为人停止行为并将被害人送至医院，可

以保证犯罪不会继续进行的，依旧可以认定犯罪完

全停止。所以，行为人转出数字货币和归还数字货

币的行为，直至被害人发现或者公安机关介入犯罪

状态才转移控制达到“终局”。行为人转出数字货

币的行为不是一个需要单独评价的行为，而是接续

的中止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行为人归还数字货币

的行为本来就符合中止的有关要件。

注释：

①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４）绍诸刑初字第５５１号一审
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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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数据的再利用及其规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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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让司法数据的二次利用成为可能。当前，数
据成为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共识，无论是建设智慧司法、提升司法公信，还是促进社会治理，都存在司

法数据再利用的现实需求，配置相适应的司法数据再利用规则必要而又紧迫。在明确司法数据概念

和司法数据类型化的基础上，在卡—梅框架视角下配置司法数据再利用规则：应遵循禁易规则，实现

司法数据分类分级开放；应遵循管制规则，限定司法数据获取主体资质；遵循财产规则，明确司法数

据权利初始归属；遵循责任规则，确保司法数据再利用的效率。

关键词：司法数据；二次利用；规则配置；卡—梅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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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１９年３月，法国颁布的２０１９—２２２号法律第

３３条禁止对基于法官个人的身份数据进行分析、比
较、评估与预测。［１］这可理解为法国禁止出于某些

可能影响案件结果的目的，运用司法数据对法官进

行“精准画像”，从而限缩了法国司法数据应用的场

景，更准确的说是对应用司法数据的目的进行限制。

虽然在全球司法数据应用如火如荼的大局面之下，

该禁止条款的制定显得“不合时宜”，但并不代表它

没有存在的意义。对于一个成熟的国家来说，法律

的出台绝不会任意为之，政策或是法律的制定总有

其存在的现实需求，那么法国的考量又是什么呢？

有学者认为“该禁令的出台是法国立法机关对司法

数据与法官隐私、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之

间法理冲突的回应”［２］。对于我国司法数据再利用

有什么启示呢？

大数据时代，数据是新的“石油”已然成为共

识。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

场”［３］。近年来，在国家促进大数据发展等政策和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的指示之下，数据产业热火朝天，有关数据领域

的研究与日俱增，数据安全、数据交易皆是学界的研

究热点。司法数据作为数据的一种，它的研究占据

着数据研究的一席之地。在司法数据研究领域，学

者们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在司法改革方面，主要有

对司法大数据下的司法责任制改革进行分析［４］、详

细描述司法大数据对司法公开实现的作用［５］、司法

数据公开的程序规则［６］；更多的学者对我国司法大

数据的价值功能［７］、现状、困境进行分析研究，并提

出相关对策［８］。有学者针对性地对司法数据再利

用的某一类场景进行分析研究，比如探索司法数据

在类案裁判中的应用，对类案推送系统的运行机理、

前提以及目前问题进行分析［９］；对基于司法数据的

文本挖掘和量刑预测模型的构建进行研究［１０］。还

有学者评述域外司法数据的应用，论对我国司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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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应用的启示［２，１１］。然而遗憾的是，现阶段学界对

司法数据的研究基本还是停留于司法数据具体应用

层面，更多的是对司法数据的应用进行场景描述，解

决的是如何利用的问题，却较少涉及应用行为所可

能引发的后果，或者可能带来的风险，更遑论对于司

法数据再利用进行规则配置。我们不能仅仅允许司

法系统享受司法数据再利用所带来的红利，社会治

理、数据产业发展同样应该是该红利的享受者。

司法数据相较于一般数据而言，其涉及的内容

具有复合性，不单单是对某个案件内容本身的解读，

其中往往包含着个人数据和其他数据。基于司法数

据本身的特殊性，如何平衡司法数据再利用和安全

成为关键。新事物的出现对现有制度提出新的挑

战，对原有规范的修修补补已满足不了需要，我们需

要全新的制度规范。我国司法数据的应用正处于方

兴未艾的阶段，规则制度体系并不完善，故有必要对

司法数据再利用进行规则配置。

二、司法数据及其类型化

配置司法数据再利用规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数

据应该选择不同的规则，实现分类分级管理。司法

数据类型化是司法数据规则选择的基础，基于类型

化的司法数据有针对性地选择规则，而明确的概念、

准确界定司法数据的范围是类型化的前提。

（一）司法数据的概念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

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

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司法数据概念的界定是司

法数据再利用规则选择的前提。然而，无论是学术

界还是实务界皆未能对司法数据进行明确的定义。

有学者认为“司法数据应当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活

动中采集的各种数据”［６］。该定义仅仅是包含了

“采集的数据”，但是在司法活动中，采集的数据只

是一部分，参与该司法活动的主体也会产生数据，比

如裁判文书、庭审视频等。数据是“大数据本身”的

构成要素，数据与司法大数据本质相同。有学者将

司法大数据分解为“司法活动”＋“大数据科技”，认
为司法大数据“是司法活动与大数据科技的结合，

是将数据收集、储存之后运用在司法领域的一种数

据科技”［５］。该定义认为司法大数据是一种运用数

据于司法领域的数据科技，是数据与技术结合的产

物，与现有一般“司法大数据”本身概念观点存在差

异，上升到大数据的应用层面，所以在该定义中司法

大数据指的应该是“司法大数据技术”。有学者基

于对司法大数据基本特征归纳，认为司法大数据

“系指由司法机关内外快速产生和流转的案件、数

据、视频、音频等多样数据类型组成的，超越常规提

取、储存和分析能力且能够分析和预测未来的海量

数据”［７］。其实，该定义的主体是司法 ＋“大数据本
身”的概念，区别在于该定义纳入相关的数据类型

以及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司法大数据的范围。

显然，学界对于司法大数据的内涵还未能达成共识，

为避免造成理解的误差，相较于司法大数据，司法数

据的称谓更为恰当。

司法数据的本质无可非议是数据，与数据相比

主要是范围的限缩，司法数据是被限定在司法领域

的数据，特定的产生于司法活动中，根据司法活动的

特殊性，最终数据都会汇集到司法机关。所以，司法

数据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收集、获取、产生的

与案件有关的数据。

（二）司法数据的类型

司法数据类型化是指对司法数据进行分类，根

据司法数据的属性和特征，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

对司法数据进行分类、分级管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利用司法数据，实现司法数据利用与安全的平衡。

基于司法数据的特征，对司法数据的分类需要从不

同的角度出发，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司法数

据分成不同的类型组合。

基于业务分工的不同，司法数据可分为审判司

法数据、检察司法数据以及侦查司法数据；根据案由

的差别，可以将司法数据分为刑事案件数据、民事案

件数据、行政案件数据、国家赔偿案件数据、执行案

件数据以及其他案件数据；按照案件类型，实行类案

司法数据分类，比如，离婚纠纷案数据、借贷纠纷案

数据、劳动纠纷案数据、交通事故案数据等，由于类

案的种类较多，故不在此一一列举；按照载体的区

别，司法数据可分为文本数据和视频数据等；按照是

否属于个人数据，将司法数据分为个人数据和非个

人数据，个人数据之下按照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当事

人数据、司法工作人员数据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数据。

然而上述的划分标准要么过于繁杂，要么过于简单，

无法对规则配置提供支持。其实，以是否涉及国家

秘密为划分界线，将司法数据划分为涉密司法数据

和非涉密司法数据是较为清晰且有意义的划分标

准，该种分类方式可操作性强，能够很好地实现司法

数据的分类分级开放。

三、司法数据再利用的现实需求

２０１５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深化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计算机技术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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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为我国的司法

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手段，“数字法治”和“智慧

司法”成为司法改革新的目标。如今，无论是建设

智慧司法，提升司法公信，还是促进社会治理，司法

数据都必不可少。

（一）建设智慧司法

建设智慧司法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

关键部分，《“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建设

指导意见》提出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形成大平台共

享、大系统共治、大数据慧治的信息化格局［１２］。

智慧司法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实现司法的公

正高效，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以推进司法运行和管理体系的信息化、

智能化与现代化”［１３］。司法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

化是智慧司法建设的目标，基于信息技术的司法数

据共享和利用是建设智慧司法的重要部分，共享

是更好利用的前提。然而在司法系统内部，“数据

孤岛”和“数据割据”不可避免，不同法院之间，不

同检察院之间，以及检察院和法院之间亟须破除

数据壁垒，实现司法数据的共享。目前，“智慧法

院”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基本完成［１４］，司法数据的

共享和利用已有成功实例，“类案检索意见”“类案

推送”“案件繁简分流”“司法知识图谱”“司法事

理图谱”等功能上线运行。贵州法院依托司法大

数据，成立了全国首家大数据审判庭，在“云上贵

州”的基础上打造了“法院云”，实现了公、检、法数

据共享。上海法院“案件繁简分流分类处置平台”

开始运行。深圳法院的“深融·多元化平台”实现

调解立案、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类案推送、在线评

议、转诉讼立案六大功能。相对于地方法院，中国

司法大数据服务网设定更为全面的司法数据利用

项目，涵盖“案件分析研究、司法知识服务、涉诉信

息服务、类案智能推送、智能诉讼评估以及司法自

主统计”。

２０１７年６月，最高检印发《检察大数据行动指
南（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旨在推进全国检察机关大数
据的应用，打造“智慧检务”。在此之前，北京市检

察院、浙江省检察院、贵州省检察院已相继建立大数

据平台或者应用中心，将大数据与检务结合，实现司

法数据的二次利用。无论是最高院还是最高检，都

充分认识到建设“智慧法院”“智慧检务”需要基于

司法数据的再利用，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智慧法院”

“智慧检务”的实现是司法数据再利用的结果，故智

慧司法的建设需要以司法数据为基础，司法数据是

智慧司法的必需“原材料”。

（二）提升司法公信

司法公信源于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的一种认知

和态度，以及对司法运行及其结果的信任和尊重。

司法公信源于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的必

然前提。通常情况下，法官在明确的标准之下审判

案件，此时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窄。然而当遇到事

实证明模糊、适用法律不明确案件时，案件结果的作

出很大部分依靠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然而不同的法

官对于同类案件的自由裁量有所区别，“同案不同

判”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法官对案件的自由裁量

是一个范围，而非特定的一个数值，所以为达到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的目的，准确划定法官的自由裁量阈

值是必要的。自由裁量的阈值确定以司法数据为样

本（如裁判文书、庭审视频等）支持，通过智能化的

手段，设定不同的要素，对司法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在排除不合法的定点的前提下，根据某一类案件判

决的自由裁量的最高点、最低点以及集中点确定合

适的自由裁量阈值，以此为案件判决是否合法的检

验标准，更进一步可以实现检测该案件的审判是合

法且合理、合法但不合理的情形。当某一个案件进

入系统，若该案件不符合系统中自由裁量阈值的，可

以实现及时预警，这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保护，同样也

是对法官的负责。自由裁量阈值的确定，使得法官

审判同类案件的自由裁量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基本

实现阈值之下的“类案同判”“同案同判”，而最理

想、最佳的发展状态是同类案件的审判都达到既合

法又合理的状态，最终实现统一裁判尺度的目标。

“同案同判”“类案同判”的实现是司法公正的重要

体现，同时审判结果也会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尊

重，而信任和尊重的态度是司法公信的表现，司法数

据再利用有利于提升司法公信。

（三）促进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指“在现代公民社会不断发展的背

景下，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互动，

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实现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

一种新的统治过程”［１５］。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提

升司法透明、助力公众参与司法，还是建设社会诚信

体系都离不开司法数据的再利用。

其一，提升司法透明。随着我国司法公开要求

的明确提出，司法透明成为司法运行的基础和落脚

点。《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中将“透明”解释为“把

事情公开，不隐藏。”由此，可以认为司法透明与司

法公开实质相同，但司法透明更倾向于是一种状态，

与神秘相对应，指的是公众可以随时获取，而司法公

开是司法神秘主义转向司法透明化的手段。司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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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积极响应，逐步地将司法数据对外公开。在检察

院系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开通。在法院系统，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

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

四大开放平台相继开放。司法机关为公众揭开司法

审判的神秘面纱，通过四大开放平台，公众可以清晰

地了解审判流程、判决结果、执行信息，甚至可以随

时观看庭审视频等。其中，自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

上线以来，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裁判文书的总量达到
１０３７２万余篇，访问总量超过５０３亿人次。

其二，助力公众参与司法。依靠大数据，智能诉

讼评估系统上线运行，且对外开放使用。当事人应

用智能诉讼评估系统对案件相关的内容进行预测，

依据预测的结果做出明智的决定。基于对成本的智

能预测，选择合适的纠纷解决机制［８］；基于诉讼结

果的智能预测，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一定的心理预

期；基于诉讼风险的智能预测，提前对诉讼风险进行

防范。最高院的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的“智能诉

讼评估”项目下的“离婚纠纷”案件的智能预测已经

开通，“类案智能推送”中应用场景有法官用户、公

众用户以及律师用户，其中，在公众用户和律师用户

场景中，提供裁判结果预测的服务。

其三，建设社会诚信体系。诚信是立身之本，但

失信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１６］，“老赖”现象层出不

穷，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是解除信任危机的关键部

分。在大数据时代，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需要与数

据相联系。基于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国

家机关、金融机构利用司法数据实现个人或者企业

涉诉信息的全面查询、精准预测，从而做出明智的决

策；通过数据平台实现司法数据共享，为第三方征信

机构、公众用户评估自然人或者组织机构的信用等

级提供参考，从而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四、卡—梅框架下司法数据再利用的规则配置

司法数据再利用是大势所趋，然而有关数据的

立法始终未能出台，在此情形之下，为司法数据的再

利用配置规则已是迫在眉睫。卡拉布雷西和梅拉米

德提出“财产规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责任规则”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和“不可让与规则”（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ｓ
Ｒｕｌｅｓ）［１７］，被称为卡—梅框架［１８］（Ｃ＆Ｍ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有学者在原始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无为规则
和管制规则，扩展和重构“卡—梅框架”的救济分类

和规则结构［１９］。根据我国对数据的立法态度，将禁

易规则、管制规则、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进行组合，

以禁易规则确定司法数据开放范围，管制规则限定

司法数据再利用的主体，财产规则明确司法数据交

易对象，责任规则确保司法数据再利用的效率，从而

实现司法数据再利用的规制配置。

（一）禁易规则：实现司法数据分类分级开放

禁易规则禁止法益以某种或者所有方式进行私

自转移，即禁止私人转移，目的在于取缔目标市

场［１９］。对于司法数据的开放而言，禁易规则可以延

伸到“禁止司法数据开放”，制定禁易规则实现司法

数据分类分级开放。司法数据之所以称为司法数

据，是因为其是产生于司法活动，司法活动的主体涉

及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必然会有个人数据蕴含于司法数据中；司法活动的

对象是相关案件事实，该事实可能涉及国家秘密、个

人隐私、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安全等等，作为复合型数

据，有必要对司法数据实行分类分级开放。

根据司法数据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划分为涉密司

法数据和非涉密司法数据，涉密司法数据禁止开放，

但非涉密司法数据并非绝对开放。非涉密司法数据

根据敏感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分为公开司法数据、

轻度敏感司法数据、中度敏感司法数据以及重度敏

感司法数据。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个人隐

私和商业秘密的司法数据应该划分为重度敏感司法

数据，原则上该类司法数据禁止对外开放。对于涉

及案件主体个人基本信息的可以划归为轻度敏感司

法数据，进行匿名化开放，未进行脱敏处理的轻度敏

感司法数据禁止开放。然而现阶段，裁判文书中有

关司法活动主体的信息都未进行脱敏处理，这是需

要注意的。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数据应该划归

于中度敏感司法数据，有条件地匿名化开放，即未满

足开放条件的或是满足条件但是未脱敏的中度敏感

司法数据禁止对外开放，但是不排除内部共享。我

国刑诉法规定“未满１８周岁的人犯罪，判处有期徒
刑５年以下的，封存案件的相关材料”，可见对于涉
及未成年人司法数据的有条件开放已经有法可依。

而对于公开数据，完全对外开放。

（二）管制规则：限定司法数据获取主体资质

管制规则是指法律明确了法益的归属，在满足

法定条件的基础上允许法益的私人转让，并且制定

和审核相应法定要求的并非是当事人双方，而是代

表国家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其实质是国家对私人交

易的介入，主要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１９］。“法定条

件”的内容可以有多种，交易价格的限定、交易方式

的限定等。司法公开要求司法数据的开放，但司法

公开的目的在于实现司法透明，由于司法数据再利

用技术条件的限制，在司法数据再利用中，企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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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单位等是主导，对于司法数据获取主体的选择成

为关键，遵循管制规则设定相应的资质取得条件。

资质条件的设置可以从是否有数据泄露的前科、使

用目的、信用等级出发，每一项条件都有一票否决

权。资质申请主体必须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才

有可能具有司法数据获取主体资格。是否有数据泄

露的前科是从数据安全角度出发，提前了解知悉该

主体数据安全保护能力，为司法数据安全提供基础

保障；使用目的合法是获取主体资质的又一条件，主

体对司法数据合法利用是更深的要求，一是防止

“数据孤岛”的发生，二是在于不少主体“挂羊头卖

狗肉”获取数据之后，并不对数据进行处理利用，而

是将其出售给其他主体，成为贩卖数据的“黄牛”，

扰乱市场秩序；适应社会的发展，鼓励企业诚信经

营，现阶段我国企业信用评级按照三等十级来划分，

信用程度由高到低为Ａ、Ｂ、Ｃ三等，可以设定司法数
据获取主体需要达到Ａ等，选取信用程度较好的主
体可以有效避免司法数据获取之后产生的纠纷。

（三）财产规则：明确司法数据权利初始归属

明确的法益权属是财产规则的前提，允许私人

转移法益，自愿交易是法益转移的唯一合法方

式［１９］。无论司法数据权利初始归属于谁，司法数据

进行交易是必然的，但是初始权利的归属决定了司

法数据交易的走向，而司法数据的转移是再利用的

基础。从安全性和成本两个角度出发，明确司法数

据权利初始归属于司法机关是最合适的。

从安全性来说，司法机关不存在追求利益的理

由，必然不会像企业或者个人那样，为了追逐利益而

进行数据交易，从而降低司法数据因交易而面临的

风险；而且司法机关作为数据实际“控制者”，其有

能力对司法数据进行保护，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

来说，司法机关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不会随意地伸出

罪恶的双手。再退一步说，即使当司法数据面临泄

露等风险时，司法机关也能及时地补救和制止。

从成本来说，无论司法数据的生成者是谁，司法

数据最终都将汇聚于司法机关，比如一篇裁判文书

中荷载诉讼参与人、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数据；

再比如司法数据包含着司法机关收集和生成的数

据，生成的数据当然归属于司法机关，那么收集的司

法数据呢？在该司法数据允许开放交易的前提之

下，与将司法数据归属于司法机关相比，将司法数据

归属于不同的主体，会大大增加司法数据交易的成

本。因为首先需要对司法数据主体相对应的数据进

行划分，哪些司法数据归属于当事人，哪些司法数据

归属于司法工作人员，还有哪些司法数据归属于司

法机关，其中可能会增加评估费；然后多对多的交易

成本肯定是远大于多对一或者一对一的，包括时间

成本和金钱成本，与司法机关交易时，司法机关很大

概率上会免费转移，但对于其他主体交易时代价为

零的机会不大。故无论是从安全性角度还是成本角

度考虑，相较于将司法数据权利初始归属于其他相

关主体，将司法数据权利初始归属于司法机关是最

合理的。

（四）责任规则：确保司法数据再利用的效率

责任规则是指法律明确法益的归属后，以支付

法定价格强制交易的方式转让法益［１９］。责任规则

突破财产规则的限定的自愿交易，允许“强买强

卖”，其提供的是权利主体被“强制交易”后寻求救

济的权利，但该救济请求的范围不得超过该“法定

价格”［１９］。“法定价格”必须是第三方主体确定的

一个价格，至于该价格到底是多少，可以是行政执法

机关决定也可以是司法审判机关决定，还可以由评

估机构确定。依据责任规则，给予司法数据交易的

买方一定的“灵活性”。与传统交易有所区别，在司

法数据交易中，“强卖”的现象基本不存在，主要是

“强买”。比如，在司法数据交易的过程中，权利主

体为了限制司法数据的访问获取量，严格限制获取

司法数据的程序，以避免一次性大批量的获取。而

“强买方”为了节省时间成本，追求效率，会选择越

过这些繁杂的程序而直接获取司法数据。此时，司

法数据的买方违背购买程序，对权利主体造成损失，

“强买方”可能需要为其所实现的效率支付一定的

“法定价格”，或者说权利主体发现后将资格主体诉

诸法院，这时“法定价格”将会根据法律规定确定。

通常情况下，当“法定价格”低于资格主体因获取的

司法数据再利用创造的价值时，买方会乐意选择支

付“法定价格”；但是当“法定价格”大于因该行为而

所能获取的利益时，买方不会选择“强制交易”，此

时的“强制交易”所起的是禁止交易的效果。需要

强调的是，“强买方”并非必然需要支付“法定价

格”，判别是否需要支付“法定价格”可以从目的、必

要性等相关因素出发，比如当出于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等目的时，“法定价格”应该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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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视角下的微信“语言”符号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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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符号是人们观察世界和了解事物不可或缺的中介与传播元素，也是人类传递个人思想
的重要载体。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微信作为一款多功能的通信软件渗入到网民的日常生活中。

微信中的“语言”作为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结合的多模态符号，对网络交际和现实交际产生了至

关重要的意义。基于皮尔士的符号学三分法，通过选取微信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微信群中多人之间

的部分聊天记录及朋友圈动态为个案研究语料来解读微信中的“语言”符号特征。研究发现，微信

中的“语言”符号具有不断固化、多模态、多语混合、广泛传播及扩散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符号；微信；“语言”；符号特征；多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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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当今多元化网络时代，网络作为虚拟交际空

间已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和互动的主要场所之

一。Ｈｅｒｒｉｎｇ认为：“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新媒体是
依赖于计算机网络、移动设备，通过它用户可以自

主搭建创造、传递、交流信息的平台，具有用户自

主性、媒介依赖性、信息多样性等特点。而新媒体

话语就是以移动网络平台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以

文本和口语（如微信的语音通话模式）为主要讯息

传播方式，在互动中产生的话语”［１］。在当前信息

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及大趋势下，不同身份的

群体通过虚拟空间平台进行新媒体网络交际，受

语言背景、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工作背景等多重

不同背景的影响，网络话语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

“语言”特点。就语言学领域而言，新媒体话语研

究大多从语用学、言语行为及语言变体等视角展

开，鲜有从多模态语言符号学视角展开。基于此，

本研究尝试从多模态维度出发，以皮尔士的符号

学三分法作为理论框架来探讨微信中的“语言”符

号特征。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符号学三分法

当代符号学是一门独立兴起于２０世纪的学科，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

的符号学理论为现代符号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

时符号学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媒介。国内研

究符号学的权威学者屠友祥认为：“在符号学圈内，

索绪尔提出‘符号学’思想构建的终极目标在于能

够很好地处理普通语言学所研究的是什么这一重大

问题。他主要认为核心在于整体语言（ｌａｌａｎｇｕｅ），
而不是个体语言（ｌａｐａｒｏｌｅ），以便更深层次地论述
他心目中语言学明确的钻研目标———总体言语，从

而增强对整体言语社会性的见解。”［２］

皮尔士则把标记界理解为：“指示信号或现象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ｍｅｎ）是一种工具，对作为个体的人来讲
在某种方式或程度上以特定的类别或别具一格的身

份作为代表显现。我把它创造的这个指示信号叫做

第一个指号的表明者（诠释项，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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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谁，但不遍布在全部地方，而仅仅是与某个看法相

关的地方。”［３］８６

皮尔士阐明了符号（Ｆｉｒｓｔ，第一者）、对象（ｓｅｃ
ｏｎｄ，第二者）和解释者（解释项，ｔｈｉｒｄ，局外者）在象
征相关联中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局外者在标记关系中

的无限性。他认为标记具有“三位一体”的性质，与

“广泛领域”中的三个基础范围相关联，无论哪个标

记都是由前言、指涉目标与诠释这几种因素组成，

即：（１）前言关联物（Ｍ－ｍｅｄｉｕｍ）；（２）目标联系物
（Ｏ－ｏｂｊｅｃｔ）；（３）诠释联系物（Ｉ－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４］由此
可知，符号所具备的三种关联要素相互依存。与此

同时，皮尔士认为，符号的各个关联物就其自身方面

而论，又可以用三个范畴加以划分（仍采用三分法

原则），即每一种要素都是由第一项（Ｍ）、第二项
（Ｏ）和第三项（Ｉ）的一种综合，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Ｆａｃｔｏｒ

Ｍ Ｏ Ｉ
Ｍ ＭＭ ＭＯ ＭＩ
Ｏ ＯＭ ＯＯ ＯＩ
Ｉ ＩＭ ＩＯ ＩＩ

表２　因素

媒介 对象 解释

媒介 性质 个体 法则

对象 相似 索引 象征

解释 意元 命题 论证

　　符号互动论由米德提出，即“自我是社会互动
的产物，是主我和客我互动的结果”；“心灵是社会

过程的内化”［５］。因此，微信中的“语言”符号生成

过程不同于现实语境下的话语生成机制，其本质原

因在于传播媒介的变更，从常态化的面对面交流转

变为以网络为虚拟空间平台资源、屏幕为互动界面

的交际，交际对象也从确定的交际对象转变成半随

机性质的交际对象。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皮

尔士符号学三分法的理论框架下，微信中的“语言”

符号特征仍能探寻到典型特征。基于此，本文主要

以皮尔士的符号学三分法理论框架为参照，从图像

符号（类似象征）、标识符号及象征符号三个维度出

发，以人与人之间“点—点”的传播、个体与微信群

之间“点—面”的传播及朋友圈中“点—面的传播”

三种传播方式为范式，探析微信中的“语言”符号

特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选取个人与个人之

间、微信群中的部分聊天记录及朋友圈动态为研究

语料来解读微信中的“语言”符号特征。研究对象

为６名高校教师、２名朋友、１名初中教师、１名初中
学生、２名顾客、１名微商老板及１名商店老板。在
征求本人同意之后，笔者对１４名研究对象的微信聊
天记录及其中１名商店老板的朋友圈动态语料进行
收集，数据收集的起始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即
研究对象首次传递聊天语料及发布朋友圈的时间，

截止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手机信息包括发布
时间、发布内容、关涉对象、语码类型、表情符号，通

过对这一系列信息的分析探讨其符号学特征。

三、微信“语言”符号的符号学阐释

（一）图像符号

图像标记即类似象征，是经过关于目标的写实

或有仿照来表征宗旨的。因此，在运用微信进行人

与人之间的网络交际与互动时所运用的表情符号或

“键构符”是典型的图像符号，一些具备表情的非言

语象征标记或有文字的语言符号是使用手机或电脑

键盘上已有的标记或运用单一的字母或者字符组

合，创造出一系列具有声音和色彩的体现人类面部

表情及内部情感特征的明确标记，旨在在虚拟空间

中抵达亲密化、独特化的书法成效，在键盘逻辑辅助

作用的推导下，表情标记逐步产生。网民纷纷通过

单一的键盘敲击方式来顺理成章的运用一系列表情

标记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进行交际，传递自己所想

要表达的情感态度等。

网民最大限度地运用键盘上的标记来绘制出栩

栩如生的图片和形状。其目的在于能够良好地传达

个人开心、郁闷、悲伤、沮丧等情绪状态，从而以最逼

真的方式模仿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此种类似于

模仿人的面部表情或是人的体态和动作姿势的图形

标记与文字相比较而言，显得更加具体、形象且生

动。随着“ｆａｓｔｆｏｏｄｒｅａｄｉｎｇ”时期的到来，传达人类
面部表情的标记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一定程度上对人

有一种视觉性的冲击，集中更多阅读爱好者的精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体会和感受文字言语中潜存的人与

人之间感情交流的缺失。皮尔士指出：“图像符号

是一种肖似图像。这种符号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

以实物图像形式实现对文字信息的替代。”［３］６在上

网互动的过程中也有大量非言语符号出现在民众聊

天的界面中，其中最主要的呈现形式为图片、图片与

文字相结合、动漫表情以及字符画、字符串等。其中

最主要的为图形表情，人的认知建立在“符号化”的

基础上。网民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非言语符号，旨在

追求交际时的活泼感，并为交际增添色彩感。总体

而言，创建非言语符号就是一个借助视觉来探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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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到的新标记以及自由组合和重新选择标记化的

循序渐进的过程，例如： 龇牙咧嘴。

（二）标识符号

当象征和目标之间成为互为共存的关联，和目标

构成一种有因果关系以及共近的关联时，被命名为

“标识符号”［６］。例如，茶与茶炉二者之间在于特定

标识的标记与所处对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非间接

性关联。因此所存在的目标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简单

化的、非集体的和特定时间地点人物等相对应的目标

或发生的具体事件。标识标记是基于从原因至结果

的认知而组建成为指示涉及的功能，旨在使网民清楚

地了解标识标记与所指示之间涉及的目标具备原因

与结果以及时间与空间上的紧密关联性。

网络言语中有大量简单的语言符号是缩略形

式，例如：

Ｕｒｗｅｌｃｏｍｅ：不客气。
Ｔｈａｎｋｕ：谢谢你。
５２０：我爱你
１３１４：一生一世
酱紫：这样子

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
围脖：微博

网民借助并使用初始具备言语标记的言语发音

形式以及象征模式，经过全新的意义指导活动，赋予

此种能指所要传达的新型多元化释义。简单标记不

仅仅是象征缩略方式的单一再呈现过程，而是标记

的转换和再创建进程。缩写言语倾覆解开并重构了

固有标记布局或样式。这个过程首先从真实到固

化，再由实质性的东西沉淀于其中，彰显了显著的指

示性标记化功能。

（三）象征符号

象征标记是与其中所处的目标无类似的性质或

非间接性联系的标记，在一定水平范围内标记能够

毫无限制和约束性地表达传递目标。微信表情包作

为可视化的图像及“颜文字”显现于虚拟空间中，不

仅是单一的传递图片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并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象征中
的标记与其中所关联的对象并不存在直接相互影响

的关系，二者独立并存。象征标记不仅单一设计一

个真实存在的迹象，这种抽象化所给予的情感是隐

形的，且处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具体所处的时代中，

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具备一定

选择性的再创造过程。

三、多模态视角下的微信“语言”符号特征

微信作为一款通信工具已不知不觉地进入网民

交际与获取资讯的关系网中，聊天者以多重身份出

现在关系网中，在这其中有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

的网民创制的不同类型的符号。就交流方式而言，

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单独人际交流，也有集体与集

体之间群体的微信群交流。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聊天

有个人与亲人、与老师、与同事、与朋友等之间的联

络，群体之间有亲戚群、家人群、学术会议群、教育

群、闺蜜群等诸如此类的联络方式出现在虚拟网络

空间中。《人际传播学》一书中指出：“多人之间借

助一定媒介的传播也归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７］

约瑟夫在《人际传播教程》一书中提出：“根据传播

形态、传播功能与传播方式，微信作为出现在大众媒

体中的一款高度受网络民众喜爱的聊天软件在此种

程度上可以被当作是具有典型特色的人际传

播。”［８］

微信作为一款便捷的聊天软件一般情况下采用

“点—点”“点—面”以及“面—面”三种传播方式来

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互动与建构良好的人际

关系。“点—点”可以看作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人际

交流，比如同学与同学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教师

与教师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老师与同学之间、同

事与同事之间等的单独交际，“点—点”的传播属于

线性传播，信息是同步的。“点—面”的传播可以理

解为个体与自己微信中所具有的微信群之间的交际

与交流。“点—面”的传播属于扩散传播，具体体现

为朋友圈中的互动与交际，信息传递是非同步的且

是扩散式的。

（一）个人与个人之间“点—点”的传播

例１：微信用户 Ａ１是本话轮的主要研究对象，
Ａ１与Ｂ１为好友关系

Ａ１：考研考得怎么样？
Ｂ１：还可以。
Ａ１：祝贺！复试肯定没问题。
Ｂ１：到时候看分数线，然后准备复试。
Ａ１：加油，好好准备，肯定没问题。
Ｂ１：谢谢！

例１所展现的两名相识的微信好友之间的真实
聊天，从这段记录中不难发现两个话轮都是围绕有

关“考研”的话题而发起与展开的，以“考研初试成

绩”为主题双方展开交流，通过个人与个人之间

“点—点”的传播形式来达到考研复试顺利最终取

得录取的宗旨。个体与个体之间“点—点”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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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单一并且传播目的单纯。针对少量主题展开并

进行话语轮回之间的传播与交际。事实上，话轮背

后还存在无影无形的交际联系。在上一级传播到下

一级传播的进程中，获得信息接收者的信任与高度

认可是微信好友之间言语顺利进行的前提和重要基

础以及必备条件。

例２：一名初一学生 Ａ２与一名初中英语老师
Ｂ２之间的对话

Ａ２：老师，ｗａｎｔｙｏｕｍｅｎｄｓ是什么意
思？

Ｂ２：是不是语法有错误？
Ａ２：老师，我说错了。
Ｂ２：ｗａｎｔｙｏｕｍｅｎｄｓ表达有误。
Ａ２：应该是ｗｈａｔｙｏｕｍｅａｎｓ吗？
Ｂ２：首先纠正语法错误，ｙｏｕ为第二人

称，动词使用原形，应该用ｍｅａｎ。
Ａ２：老师，我们班大多数同学说的不

是ｗｈａｔｙｏｕｍｅａｎ，而是ｗｈａｔｙｏｕｒｍｅａｎｓ．
Ｂ２：Ｙｏｕｒ是 ｙｏｕ的形容词性物主代

词，ｙｏｕ为第二人称，ｗｈａｔｙｏｕｍｅａｎ是正
确的。

Ａ２：明白了，谢谢老师。
例２与例１相比较而言，话轮中对话人之间的

身份与角色发生了改变，交际过程中的信息自然而

然也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聊天主题也会发生相对

应的变化。对话人与对话人之间由例１的朋友与朋
友之间的关系转换到例２中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
系。话轮首先由初一的一名学生发起，由一个自己

模糊不清的 ｗａｎｔｙｏｕｍｅｎｄｓ为开端，以 ｗｈａｔｙｏｕ
ｍｅａｎｓ、ｗｈａｔｙｏｕｒｍｅａｎｓ、ｗｈａｔｙｏｕｍｅａｎ是什么意思
并且在这三个句子中哪个句子是表述正确的一项为

主题展开接下来的交流。当学生说出 ｗａｎｔｙｏｕ
ｍｅｎｄｓ这个表达时老师很迅速地告知表达有误，先
给学生讲解并纠正错误，语法错误纠正结束之后解

释并翻译了整个句子。接着学生又一次以这个句子

中人称与动词的正确使用为疑问进行提问，老师又

进行了细致讲解。可以看出，微信中的“语言”符号

具有不断生长和随着生长不断固化且“汉语 ＋”的
多语码混合特征。

例３：顾客Ａ３与微商Ｂ３之间的对话。
Ａ３：洗发水套装是９９元吧。
Ｂ３：过年好，给你活动价，活动价为８０

元。

Ａ３：好的，谢谢。

Ａ３：茶籽的和生姜的分别有什么功
效？

Ｂ３：茶籽的主要是针对去屑、控油，生
姜的具有固发、生发作用。

Ａ３：那就茶籽的，我有头皮屑。
Ｂ３：好。
Ａ３：护发素单独一瓶怎么卖？
Ｂ３：一瓶７８元，你拿的话一瓶５０元。
Ａ３：洗发水和护发素的图片方便的话

发一下。

Ｂ３：好的，发膜的效果很棒哦。
例３依然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点—点”的传播

关系。在这一话轮中，符号分为文字符号与数字符

号两种符号。文字符号的功能是顺利完成交易，卖

家向买家极力推荐，指导其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放

心购买产品。数字符号展现出商家对顾客优惠的力

度，并与别人买的价格进行比较，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交际达到成功的状态。

（二）个体与微信群之间“点—面”的传播

例４：Ａ群（人际语用学专题研究讨论群），Ｄ、
Ｄ１、Ｄ２、Ｄ３、Ｄ４、Ｄ５与Ｄ６均为国内高校大学教师。

Ｄ：Ｃ４（成语接龙游戏链接）
Ｄ１：这东西还是不要发学术群。
Ｄ２：有何不可？

Ｄ３：
Ｄ４：论“可”与“不可”。

Ｄ２： 在论“可”与“不可”之前，论

“这东西”是什么东西？

Ｄ３：群里至少三次提醒过这位Ｄ老师
了。

Ｄ２：＠Ｄ３请大师是否先论论“这东
西”是什么东西？

Ｄ３：这里是学术会议通讯群。不发与
学术无关的东西。上次 ＸＸＸ教授和群主
也提醒过。

Ｄ４：＠Ｄ２很显然，对于“这东西”，说
话人与听话人有不同的理解，“可”与“不

可”，要注意结合“语境”。

Ｄ２：＠Ｄ３这话说得有点水平！不发
与学术无关的东西！

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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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４：文字的交流，很多语气等因素都
是听话人自己联想设定的。

Ｄ２：＠Ｄ４解释得如此有水平！
Ｄ４：作为听话人，我们永远不可能完

全理解说话人的意义 。所以，要相信

大家都是合作的。

Ｄ２：说得对，要遵循“合作原则”，还有

“礼貌原则”，否则就会被“掌嘴”了！

Ｄ５：生活的学问也是学问，不光是死
读书、读死书！说话与做人是受文化掌控

的，这是一门大学问！活学活用，铸造精彩

人生！

Ｄ６：＠Ｄ５所言极是。
在上述一互动环节中，传播的范围在时间与空

间上都发生了不同变化，由单一个体与个体之间

“点—点”的传播转变到个体与微信群之间“点—

面”的传播，相对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点—点”的传

播，个体与微信群之间“点—面”的交际范围显得更

广泛，“点—面”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个体与

个体之间带有不开放性质的传播形式与方法，

“点—点”信息的接收者比较单一，“点—面”传播的

接收者广度和范围更大。在此案例中，微信群的性

质属于学术会议群，由于一位老师发了与学术会议

无关的成语接龙游戏链接，群里有些老师用文字加

表情符号的形式来表达不满。可以观察到，这个学

术会议群在聊天过程中有好几个对话轮，本质上都

是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对于什么“东西”展开具体性

的讨论、解释以及具体的诠释，其中有言语符号，即

文字符号，也有非言语符号，即表情符号。无论是言

语标记还是非言语标记，人作为个体会受到各个方

面以及特定因素的各种影响，接收者与说话人的心

理不同、言语理解不同，文字符号与作为图像符号的

表情相结合，图文结合的虚拟网络空间的语言景观

充分体现了微信“语言”符号多模态的典型特征。

（三）朋友圈中“点—面的传播”

例５：Ｆ１为兰州某家书店内咖啡馆老板
Ｆ１在朋友圈发布了以下动态：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ＸＸ书店
开门营业，我们准备的惊喜很美好，我们准

备的优惠也很美好。地点在 ＸＸＸＸＸＸ，我
们在等最好的你们。

Ｆ２是 Ｆ１的朋友，Ｆ２转发了 Ｆ１微信
动态并进行补充说明，具体转发动态内容

为：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ＸＸ书店
开门营业，我们准备的惊喜很美好，我们准

备的优惠也很美好。地点在 ＸＸＸＸＸＸ，我
们在等最好的你们。老板为一名９０后美
女小妖精，点赞哦！

上述案例语料为朋友圈中的实时转发内容。

Ｆ１与Ｆ２为关系很好的朋友，Ｆ１为兰州某家咖啡店
的老板，因店面刚开业需要大力宣传，因此 Ｆ１便在
朋友圈发布了此条动态，发布这条动态后在评论下

方附了一条欢迎亲朋好友转发，以及希望大家支持

的留言，不久之后Ｆ２转发了此条动态并进行赞赏，
陆陆续续朋友圈中的其他朋友也不断进行点赞与转

发，从这一动态转向过程可以发现微信朋友圈中

“点—面”的传播强度和广度最大，实现了在最大范

围内进行交际，当一个朋友转发了动态后，看到微信

朋友圈动态的朋友也会不断进行互动点赞评论与转

发，体现了微信中的“语言”符号广泛传播及扩散的

特征。

三、结语

微信“语言”符号并非简单、静态的语言，而是

由文字符号、表情符号和数字符号等其他符号构成

的多模态“语言”符号。在诸多媒介交融的背景下，

微信使网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出信息、接收信息、

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微信“语言”符号在这一传

播过程中作为不可或缺的符号元素，具有重要特征。

微信的“语言”符号特征对现实交际和虚拟交际都

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选取部分微信

聊天中的典型语料，在运用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采

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探

究多模态视角下微信“语言”符号的特征。

王铭玉对符号学意义的生成和解读进行了系统

性更深层次的研究，他认为：“语言是一个层级符号

系统。物质标识、语言标识和言语标识在一定程度

上都可以是符号的象征与显现方法与方式。”［９］符

号的本质是象征和标记的另外一种传达方式和表达

方式，言语标记和非言语标记都是符号思想解读的

传递与表达。吕欣、王俊城提出，“社交网络具有实

时性、碎片化、符号化、影像化与虚拟化的特点”［１０］。

微信中的“语言”符号也使得网络民众的日常生活

更便捷。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个人与个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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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微信群中的部分聊天记录及朋友圈动态为研究

语料并基于皮尔士的符号学三分法理论来解读微信

中的语言符号特征。研究发现，微信中的“语言”符

号基本包括图像符号、标识符号与象征符号三种符

号，传播方式大体分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点—点”的

传播、个体与微信群之间“点—面”的传播与朋友圈

中“点—面”三种传播方式，通过探析三种传播方

式，发现微信中的“语言”符号具有不断固化、多模

态、多语混合、广泛传播及扩散的典型特征。微信等

通信软件作为新媒体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真实

语境社交中的缩影，网络“语言”符号交际是当今新

媒体大数据背景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相关的

研究对于不同身份的网民在了解文化情感及掌握语

言交际技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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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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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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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Ｋｖｅｃｓｅｓ提出的扩展概念隐喻理论对“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
进行认知研究。研究发现，“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主要由图片和文字两种模态

构建，其中源域由图片表征，目标域由图片和文字共同表征。“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

隐喻体现了事件结构隐喻的二重性，反映了人们对同一事件识解方式的不同。此外，“扶贫”系列平

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不仅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文化和语境的特殊性。

关键词：扩展概念隐喻理论；多模态隐喻；扶贫；平面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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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Ｌａｋｏｆｆ和Ｊｏｈｎｓｏｎ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

书中指出，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中的一种修辞工具，也

是一种人类用以构建、重建甚至创造现实的概念工

具。［１］概念隐喻指人类通过具体认知域来理解和认

识抽象认知域的思维方式。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一

种思维方式，概念隐喻不仅可以出现在语言符号中，

也可以在声音、图像、手势等符号中出现。Ｆｏｒｃｅｖｉｌｌｅ
在其编撰的《多模态隐喻》一书中，将源域和目标域

分别由或主要由不同模态表征的隐喻称为多模态隐

喻［２］，进一步推动了概念隐喻研究的发展。自此之

后，国内外掀起了多模态隐喻研究的热潮。在国外，

Ｆｏｒｃｅｖｉｌｌｅ与Ｕｒｉｏｓ－Ａｐａｒｉｓｉ合编的《多模态隐喻》收
录了多模态隐喻研究的主要成果。如：Ｙｕ对中国中
央电视台的一则公益类教育广告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她认为此电视类公益广告所构建的多模态隐喻

带有鲜明的文化色彩。Ｋｏｌｌｅｒ，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和 Ｕｒｉｏｓ－
Ａｐａｒｉｓｉ主要研究了商业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构建
和表征，他们发现为了激发消费者对消费产品或服

务的积极印象，多模态隐喻中源域和模态的选择要

受某一特定社团受众的文化规约和身体体验的限

制。除此之外，Ｓｃｈｉｌｐｅｒｏｏｒｄ＆ ＡｌｆｏｎｓＭａｅｓ，Ｙｕｓ，
Ｒｏｂｉｎ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多模态语篇中所构建的
隐喻构成了一个个叙事性的“隐喻脚本”［３］。这也

表明了多模态隐喻具有生动性、动态性和叙事性的

特征。正如“一图胜千言”，多模态隐喻中叙事性

“隐喻脚本”的构建丰富了隐喻义，激发了受众的审

美体验并发挥了一定的评价功能。这不仅可以影响

受众的认知，也可以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

在国内，赵秀凤［４］首先对《多模态隐喻》一书进

行了引介，标志着国内多模态隐喻研究的伊始。俞

燕明［５］研究了新闻漫画中多模态隐喻模态配置的

类型、特征和理据，依据模态配置和隐喻映射的内容

和方式，她将所搜集的多模态隐喻分为６小类，有助
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新闻漫画中多模态隐喻的构建特

征。雷荣和覃修桂［６］以德芙巧克力广告为例，对电

视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构建和区别性特征进行了研

究，发现多模态隐喻中源域的选择与产品和创作者

的目的相关。潘艳艳和张辉［７］以一则宣扬中国国

家形象的纪实片为例，研究了多模态语篇中隐喻和

转喻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总结了四种隐喻和转喻

的互动关系，验证了前人有关“转喻在隐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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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这一发现。

“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主要是对政府帮助

贫困地区和贫困户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宣传。在

此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创造者使用文字和图像两

种模态来构建隐喻，通过有限的空间构建丰富的内

容，从而有效且生动形象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扬扶

贫政策。鉴于此，本文基于 Ｋｖｅｃｓｅｓ（２０２０）提出的
扩展概念隐喻理论对“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

所包含的概念隐喻的种类及其实现方式进行分析，

并对其所蕴含的认知理据做进一步的探究。

二、扩展概念隐喻理论

Ｋｖｅｃｓｅｓ指出，隐喻研究者往往在认知语言学
的框架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构成概念隐喻的概

念结构，如认知域、意象图式、框架、心理空间、脚本

等，这就造成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即“什么是概念隐

喻中恰当的概念结构或单元”。Ｋｖｅｃｓｅｓ认为最好
将概念隐喻视为是同时涉及不同层级图式性的概念

结构。他将概念隐喻的概念结构划分为四个层级：

意象图式层、认知域层、框架层和心理空间层。这就

为我们在概念隐喻理论下研究隐喻提供了一个全新

且全面的框架。Ｋｖｅｃｓｅｓ将此框架称为“概念隐喻
的多层观”［８］５０－５１。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将图式性定义为“在一个或多个参数
维度上的相对精确度”［９］。意象图式是源于人类最

基本身体体验的图式性结构，如垂直—水平图式、物

体图式、力图式等，其图式性程度最高。人们会首先

使用意象图式对抽象的事物或事件进行概念化，而

以意象图式作源域的概念隐喻，其普遍性程度也最

高，如情感是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象图式在概念

上支持各种认知域，因为意象图式适用于表征认知

域的不同方面。换言之，认知域阐释意象图式。认

知域表征了高度图式性的体验，其不同方面构成了

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与以意象图式作源域的概念隐

喻相比，由认知域作源域的概念隐喻所蕴含的体验

内容更为详细，如情感是自然力。认知域的不同方

面包含几种不同的元素，框架语义学将之称为“框

架元素”。框架由不同的框架元素集组成，即实体

和关系集。也就是说，框架进一步阐释了认知域的

不同方面，如由框架作源域的概念隐喻—爱是火，其

所蕴含的体验内容要比以认知域作源域的概念隐喻

更为丰富。［８］６８心理空间是图式性最低的概念结构，

主要指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在线形成的高度详细

的概念结构。因此，心理空间受语境因素的影响。

心理空间对框架进行阐释，如在心理空间层，框架层

的角色会被赋予特殊具体的值。也就是说，在心理

空间层，概念隐喻表征了一个叙事性的隐喻场

景。［８］５７

Ｋｖｅｃｓｅｓ认为概念隐喻是由这四个不同层级的
概念结构组成的，即概念隐喻包含意象图式隐喻、认

知域隐喻、框架隐喻和心理空间隐喻。基于图式性程

度，它们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层级结构，如图１。

图１　同层级映射

第一层的意象图式隐喻定义概念隐喻的普遍意

义，表征人类体验的普遍层面，对应认知结构中的亚

个体层（ｓｕｂ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并存储于人类的长期
记忆之中；第二层的认知域隐喻和第三层的框架隐

喻表达概念隐喻的去语境化意义，蕴含特定的语言

文化的特征，对应认知结构中的超个体层（ｓｕｐｒａ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也存储于人类的长期记忆之中；第四
层的心理空间隐喻允许并捕捉概念隐喻在语篇中的

语境意义，蕴含个体所处的语境信息，对应认知结构

中的个体层（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存在于个体的工作记
忆之中。［８］１６４

我们可以基于此扩展概念隐喻理论对语言中的

隐喻表达式进行分析。如在分析隐喻表达式“ｂｕｒｓｔ
ｗｉｔｈａｎｇｅ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假定说话者将自己
的愤怒隐喻概念化为自身身体容器内的高物理压。

由此，我们可以将之归入到这样一个常规使用的隐

喻格式之中，即言者愤怒的高强度是言者身体容器

内的高物理压。这是心理空间层一个非常详细的概

念隐喻，因为它用一个特殊值（言者）来填充角色

（生气的人）且建立在愤怒的一个特定方面———高

强度。这个详细的心理空间隐喻基于框架隐喻———

愤怒的人是压力容器和它的一个映射———人愤怒的

强度是人体内压力的程度。此框架隐喻又是对图式

性更高的认知域隐喻———情感是力和它的一个映

射———情感强度是压力程度的阐释。而意象图式隐

喻—强度是（影响）力则包含了以上这些隐喻。由

此，我们得出如下的图式性层级［８］１１８－１１９：

意象图式层

强度是（影响）力

认知域层

情感是力互动：情感强度是压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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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层

愤怒的人是压力容器：人愤怒的强度

是人身体容器内物理压力的程度

心理空间层

言者愤怒的高强度是言者身体容器内

的高物理压

这个例子表明虽然心理空间隐喻在语篇中被产

出和理解，但它与高层级的概念隐喻保持着系统性

的联系，他们共同服务于隐喻表达的产出和理解。

以此为基础，本文接下来将首先分析“扶贫”系列平

面公益广告中所包含的概念隐喻的种类及其实现方

式，然后进一步探究其蕴含的认知理据。

三、“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

通过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Ｂｉｎｇ进行检索，共搜集到 １５幅
相关的平面公益广告。通过分析所搜集到的这１５
幅以“扶贫”为主题的平面公益广告，我们发现“扶

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主要通过图

片和文字两种模态构建，其中源域由图片表征，目标

域由图片和文字共同表征。而且，此系列平面公益

广告表征了事件结构隐喻的二重性，即事件结构隐

喻的位置版本（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和事件结构隐喻的物体版本（ｏｂｊｅｃ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１０］接下来，
我们将结合 Ｋｖｅｃｓｅｓ提出的概念隐喻的四个图式
性层级对“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所体现的事

件结构隐喻的二重性进行具体分析。

（一）事件结构隐喻的位置版本

我们从所搜集到的１５幅以“扶贫”为主题的平
面公益广告中挑选了４幅表征事件结构隐喻位置版
本的具有代表性的平面公益广告，如图１—４所示。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从意象图式层、认知域层、框架

层和心理空间层对这４幅表征事件结构隐喻位置版
本的平面公益广告中所蕴含的概念结构进行分析。

如图１—４所示，作为一个抽象事件，扶贫有一
个目标，并为实现此目标而不断奋斗。基于此，我们

可以将扶贫概念化为一种位移事件。因此，在意象

图式层，我们得到两个意象图式：活动和始源—路

径—终点。这两个意象图式提供了两个意象图式隐

喻：变化是位移；行动是自我推进的位移。在认知域

层，我们得到有关扶贫这一抽象活动的更多信息。

扶贫指政府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

生产，以使其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走上勤劳致富之

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之志，

咬定目标、埋头苦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结合图

１—４，我们可以得到有目的的活动是旅行的认知域

隐喻。在框架层，我们得到扶贫是攀登旅行的框架

隐喻，基于此，我们得到如下的映射：

攀登旅行→扶贫
攀登旅行中的旅行者→扶贫参与者
攀登旅行中的困难→扶贫阻碍
攀登旅行中的帮手→扶贫政策
攀登旅行的终点→扶贫目标

在以攀登旅行为源域的概念隐喻中，这些映射

相当规约化。但在心理空间层，框架层的角色被赋

予了特殊具体的值，从而包含了语境信息，表征了一

个个叙事性的隐喻场景。图 １构建了心理空间隐
喻———扶贫中的精准扶贫政策是攀登旅行中的推

车，从而概念整合出“扶贫需要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的支持，才能帮助贫困户快速摆脱贫穷，实现富裕的

目标”之意；图 ２构建了心理空间隐喻———扶贫中
的贫困户和扶贫干部是攀登旅行中的攀登者，从而

概念整合出“在致富之路上，扶贫干部要大力帮助

贫困户摆脱贫穷，实现富裕的目标”之意；图３构建
了心理空间隐喻———扶贫中的贫困阻碍是攀登旅行

中的拦路石，从而概念整合出“贫困是致富之路上

的拦路石，需要扶贫干部采取措施将之粉碎，才能为

贫困户开辟一条通畅的致富路，帮助贫困户早日实

现富裕”之意；图 ４构建了心理空间隐喻———攀登
的终点是实现富裕，从而概念整合出“扶贫需要贫

困户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自我攀登，才能

使自身摆脱贫穷，实现富裕”之意。此外，我们还发

现图１—４都描绘了一个从下至上的路径，这主要基
于富裕是上的心理空间隐喻，其中蕴含了好是上的

框架隐喻，多是上的认知域隐喻和数量是垂直的意

象图式隐喻。

图１ 图２

图３ 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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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事件结构隐喻的物体版本
我们从所搜集到的１５幅以“扶贫”为主题的平

面公益广告中挑选了４幅表征事件结构隐喻物体版
本的具有代表性的平面公益广告，如图５—８所示。
接下来，我们分别从意象图式层、认知域层、框架层

和心理空间层对这４幅表征事件结构隐喻物体版本
的平面公益广告中所蕴含的概念结构进行分析。

如图５—８所示，作为一个抽象事件，扶贫旨在
帮助贫困户和贫困地区获得财富，摆脱贫困。基于

此，我们可以将扶贫概念化为一种种植事件。因此，

在意象图式层，我们得到两个意象图式：活动和物

体。这两个意象图式提供了两个意象图式隐喻：变

化是获得或失去；行动是自我控制的获得或失去。

在认知域层，我们基于图５—７可以得到认知域隐
喻———有目的的活动是种植；基于图８，我们可以得
到认知域隐喻———有目的的活动是切割。在框架

层，我们得到扶贫是果树种植和扶贫是接力棒切割

的框架隐喻，基于此，我们得到如下的映射：

扶贫是果树种植

果树种植→扶贫
果树种植地→扶贫对象
果树种植人→扶贫带头者
果树培育→扶贫政策
果实丰收→获得财富

扶贫是接力棒切割

切割接力棒→扶贫
持有接力棒者→扶贫对象
切割工具→扶贫政策
切断接力棒→摆脱贫困

在以种植果树和切断接力棒为源域的概念隐喻

中，这些映射也相当规约化。但在心理空间层，框架

层的角色被赋予了特殊具体的值，从而包含了语境

信息，表征了一个个叙事性的隐喻场景。图５和图
６分别构建了心理空间隐喻———贫困户是苹果树种
植地和贫困地区是苹果树种植地，从而概念整合出

“扶贫干部将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惠及贫困户和贫困

地区，帮助其发展生产，获得财富，实现脱贫致富”

之意。图７构建了心理空间隐喻———扶贫政策是培
育苹果树，从而概念整合出“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有

助于贫困户和贫困地区发展生产，从而促使其经济

开发，获得财富，实现脱贫致富”。我们发现，图５—
７都采用苹果树作为源域，这是因为苹果象征平安
和幸福生活，体现了转喻的认知机制，从而表达了扶

贫旨在帮助贫困户和贫困地区收获平安幸福的生

活。此外，苹果树干呈现为人民币的货币符号

“￥”，既蕴含了苹果树象征财富，也蕴含了苹果树
象征金融扶贫政策的转喻认知机制。图８构建了心
理空间隐喻———切断贫困接力棒是摆脱贫困，从而

概念整合出“精准扶贫政策有助于切断贫困户和贫

困地区的代际贫穷，从而帮助其摆脱贫困，实现脱贫

致富”。其中，接棒人上下空间的安排表征了贫困

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延续；斧头象征着福气，转

喻扶贫政策惠及贫困户和贫困地区。

图５ 图６

图７ 图８

　　四、“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
认知理据

首先，“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旨在向人们宣

传国家的扶贫政策，引导人们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

不怕吃苦，勇闯难关，勤劳致富。而此系列平面公益

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主要通过图片和文字两种模态

构建，其中源域由图片表征，目标域由图片和文字共

同表征，表达了一个个生动形象、内容丰富且具有叙

事性的隐喻场景。目标域由图片和文字共同表征可

以促使受众在较短的时间内激活概念隐喻，从而实

现“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

内快速有效且生动形象地向受众传递信息，影响受

众思维，改变受众行为的目标。

其次，“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

喻表征了事件结构隐喻的二重性，即事件结构隐喻

的位置版本和事件结构隐喻的物体版本。这体现了

人们对同一事件场景的不同识解方式。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指出，由于人们识解方式的不同，在面对同一场景

时，人们会凸显不同的方面。Ｌａｋｏｆｆ所提出的事件
结构隐喻的二重性就体现了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

识解方式。人们即可以将一个抽象事件的目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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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目的地，也可以将一个抽象事件的目标概念为

一种物体。当抽象事件的目标被概念化为目的地

时，主要凸显了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位移的

过程，目标的实现需要时间，需要引导者，需要参与

者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克服困难等。当抽

象事件的目标被概念化为物体时，主要凸显了实现

目标的过程是摆脱某物或获得某物的过程，目标的

实现不仅需要参与者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需要

外界的帮助，方能摆脱某物或获得某物。

在表征事件结构隐喻位置版本的图１—４中，创
作者主要凸显了扶贫如攀登，是一个过程。在扶贫

过程中，需要扶贫干部发挥冲锋带头作用，引领贫困

户和贫困地区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向上攀登。

在攀登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困难和阻碍，这就需要

扶贫干部发挥作用，帮助贫困户和贫困地区扫清障

碍，促使其顺利登上富裕的顶峰。与此同时，贫困户

和贫困地区也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紧抓扶贫

政策，在勤劳致富之路上不断攀登，才能最终登上富

裕的顶峰。在表征事件结构隐喻物体版本的图５—
８中，创作者主要凸显了扶贫是摆脱贫困，获得富
裕。摆脱贫困需要扶贫政策的支持，从而切断贫困

户和贫困地区的代际贫穷；收获富裕也需要扶贫干

部帮助贫困户和贫困地区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开

发经济，发展生产，促使其最终收获财富，实现脱贫

致富。

最后，“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

喻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文化和语境的特殊性。意象

图式是源于人类最基本身体体验的图式性结构，是

一种认知骨架，往往缺乏细节，因此普遍性最高；而

以意象图式作源域的概念隐喻，其普遍性程度也最

高。认知域阐释意象图式，表征高度图式性的体验，

其不同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而由认知域

作源域的概念隐喻所蕴含的体验内容较为详细；框

架进一步阐释了认知域的不同方面，其所蕴含的体

验内容要比以认知域作源域的概念隐喻更为丰富；

由框架作源域的概念隐喻，其所蕴含的体验内容要

比以认知域作源域的概念隐喻更为丰富。认知域层

的概念隐喻和框架层的概念隐喻都体现了一定的民

族文化性。心理空间受语境因素的影响，对框架进

行阐释；在心理空间层，框架层的角色会被赋予特殊

具体的值。也就是说，在心理空间层，概念隐喻表征

了一个叙事性的隐喻场景，因此心理空间的概念隐

喻语境性最强。

比如图１—４所构建的多模态隐喻，在意象图式
层构建了以始源—路径—终点意象图式为源域的概

念结构，此意象图式来源于人类的感知运动体验，具

有普遍性。在认知域层和框架层构建了以旅行和攀

登旅行为源域的概念结构，具有一定的文化倾向性。

因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倾向于用攀登高峰来隐喻概

念化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过程。在心理空间层则

融合了当前的语境信息，如扶贫干部、扶贫政策、贫

困户和贫困地区等。在图５—８所构建的多模态隐
喻中，其意象图式层构建了以物体为源域的概念结

构，此意象图式也来源于人类的感知运动体验，具有

普遍性。在认知域层和框架层分别构建了以种植和

果树种植为源域和以切割和切割接力棒为源域的概

念结构，具有一定的文化倾向性。因为在我国传统

文化中，有“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之说，所以我们种

下果树就会收获果实，获得财富。此外，在我国传统

文化中也经常使用“剪断”来表达摆脱、丢掉之义，

如“剪断三千烦恼丝”。而心理空间层不仅融合了

当前的语境信息，转喻认知机制的采用也适应了图

片语境，从而可以通过有限的空间来传递丰富的信

息。

五、结语

本文主要基于Ｋｖｅｃｓｅｓ（２０２０）提出的扩展概念
隐喻理论对所收集的１５幅以“扶贫”为主题的平面
公益广告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此系列平面公益

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主要由图片和文字两种模态构

建，其中源域由图片表征，目标域由图片和文字共同

表征，从而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快速有效地传递信

息，以影响受众的思维，改变受众的行为。“扶贫”

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主要体现了事件

结构隐喻的二重性，即事件结构隐喻的位置版本和

事件结构隐喻的物体版本，反映了人们对同一事件

的不同识解方式，表达了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

法。在事件结构隐喻的位置版本中，主要凸显了扶

贫是一个向目的地移动的过程；创作者主要想向受

众传递“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时间，需要引导者，需

要参与者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克服困难

等”。在事件结构隐喻的物体版本中，主要凸显了

扶贫是摆脱贫困，获得富裕的过程；创作者主要想向

受众传递“扶贫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参与者发挥自

身的主观能动性也需要外界的帮助，方能摆脱贫困，

获得富裕”。此外，“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的

多模态隐喻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文化和语境的特殊

性。在意象图式层，主要采用始源—路径—终点意

象图式和物体意象图式为源域的概念结构，而意

象图式是基于人类最基本身体体验的图式性结

构，具有普遍性，因此“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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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普世性；在认知域层和框架层分别构建

了以旅行和攀登旅行为源域的概念结构和以种植

和果树种植为源域以及以切割和切割接力棒为源

域的概念结构，因而“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也

具有民族文化性。在心理空间层，则融合了即时

的语境信息，如精准扶贫政策和金融扶贫政策等，

使得“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具有即时有效性。

通过对“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

个案研究，我们认为 Ｋｖｅｃｓｅｓ的扩展概念隐喻理
论在分析概念隐喻的普遍性、文化性和语境性方

面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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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风东渐下新疆的饮食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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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西方欧风美雨的侵袭和中国社会内部制度性力量的合力发酵，促使新疆人们的日
常生活，特别是物资消费生活、婚姻家庭生活、娱乐生活、公共卫生等方面都发生了从传统到近代的

飚转巨变。物资消费生活近代化变迁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就食而言，近代新疆民众饮

食方面的变化非常明显，逐渐形成一种饮食新文化，主要表现在饮食新品种西餐出现与饮食习俗的

变化、饮用水清洁安全工作的开展与尝试供应自来水、饮食卫生法规的颁布实施、卫生观念的倡导与

卫生习惯养成这四方面。饮食新文化虽然只是新疆社会近代化变迁大潮中溅起的一朵小小浪花，却

折射出新疆社会融入世界近代文明的轨迹和趋势。

关键词：西风东渐；新疆；饮食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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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后，近代工业文明的传播和欧风美雨
的侵袭，使得近代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及其意

识形态受到猛烈冲击，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

的变异，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影响了社会风气。以

前，人们视洋货为“奇技淫巧”，而民国以后，人们开

始坦然接受，“衣食居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

行洋货，其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１］。市场上新机

制品的涌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促成了传统保

守观念的变更以及人们生活习俗和心态的变化。新

疆虽地处偏远，但许多方面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据

时人记载，“近三十年来，新疆省内受环境之影响，

外受潮流之激涤，人民思想，颇有觉悟”［２］。这一时

期，新疆民众在物资消费生活、婚姻家庭生活、娱乐

生活、公共卫生等社会生活领域都发生了明显的近

代化变迁。

物资消费生活变迁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等

诸多方面。就食而言，近代新疆民众饮食方面的新

变化非常明显，逐渐形成一种饮食新文化，主要表现

在四个方面，分别是饮食新品种西餐出现与饮食习

俗的变化、饮用水清洁安全的注重、饮食卫生法规的

颁布实施、卫生观念的倡导与卫生习惯的养成。

一、西餐在近代新疆的出现及饮食习俗的变化

西餐在清末时期的新疆就出现了。据当时的俄

属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记载，１９０６年（清光绪三十二
年）叶尔羌地方官员为其举办的招待宴会上有洋

酒，“洋酒品种有白兰地、甜酒、热香槟酒等”［３］５５。

１９０７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马达汉拜访流放到新疆
迪化（今乌鲁木齐，下同）的辅国公载澜①，看到其住

所“桌椅家具和圆桌上摆放的饮料比一般的多和更

加欧式”［３］２６０－２６１。可见，在２０世纪初的新疆，仅限
于社会上层阶级享用西餐，主要是洋酒。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后，西餐中的饮料（咖啡）、糕点（面包）等开始

进入新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１９３４年迪化街头
有了“最简陋的咖啡馆”［４］１８６。据瑞典著名探险家

斯文·赫定记载，盛世才１９３４年宴请他时，“菜谱
上是清一色的俄国菜，喝的是白兰地、白葡萄酒和香

槟酒”［４］４８。１９３７年后，一些归国苏侨和东北抗日军
在迪化陆续开设店铺，生产西式糕点和苏式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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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力”“列巴”等［５］。１９３９年５月迪化一家名为“新
新疆面包店”的食品店在新疆日报上发布广告“定

制各种超等盐糖面包、西式点心糖果”［６］，可见西餐

中的糕点、糖果等已经在新疆民众中普及开来。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家面向大众的西餐馆②

很受迪化普通民众的欢迎。它由归国苏侨、山东人

王福与妻子乌克兰人玛莎于３０年代初，在今乌鲁木
齐延安路北侧路口开创经营，是当时边城规模较大

的一家俄式西餐馆。这个西餐馆面积约有２５平方
米，西式风格的装饰。平时供应的西餐品种非常丰

富，除苏泊汤外，主要有炸牛排、炸猪排、酥油煎蛋、

苏式腌生鱼、鱼子酱、牛肉、炸鸡等，冷盘是烧鸡块、

火腿、番茄、黄瓜等四样。主食有面包、列巴、奶油列

巴花、桑杏泥夹心面包、洋芋烤包（以土豆、洋葱拌

油烤制）等。品种繁多，可供顾客自由选择。还有

一种牛肉饼，用牛肉、面包渣加洋葱用油煎而成，呈

椭圆形，吃起来香酥可口，颇受顾客青睐。饮品主要

有俄得克、白酒等瓶装酒和格瓦斯、啤酒等。该餐厅

的顾客，除南梁一带的苏侨、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的工

作人员外，附近单位的公务人员和学校学生来这里

的就餐者也络绎不绝。随着顾客的不断增加，这个

餐馆改名为博格达饭店，并新增了两名俄罗斯姑娘

当服务员，她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态度和

蔼、服务周到，饭店的生意很红火。

西餐的溢出效应在南疆也有所反映。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当英国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来到喀什
时发现“款待客人的方式并未改变，只是到处都使

用白色桌布和西洋式桌上的餐具”［７］。同时代来新

疆进行地质考察的中国地质学家杨钟健到达吐鲁番

时，县长请全体团员吃饭，他发现“在这等地方，居

然完全西式，实令人惊异”［８］。

一些外国糖果也被新疆的民众所喜爱，如俄国

的葡萄糖、馅糖等，逐步取代了国产糖果。据载，俄

国的“白糖多系葡萄所制，色白味淡。纸包糖则中

多带馅，外裹以花纸，食之可口，视之悦目，每磅在一

元以上，普通人士多以之款客或消闲。嗜者甚多”。

以至于平津商人运来本国的“橘子糖、柠檬糖，渐为

掠夺与摒弃”［９］。

西餐进入近代新疆普通民众的生活，不但丰富

了人们的烟火生活，还让人们通过食物接触并感受

到了西方文化。西餐的餐具、饮食观念、饮食方式、

饮食环境、饮食口味与中餐都是决然不同的，西餐的

餐具是刀叉，中餐餐具是筷子；西餐的饮食观念讲求

营养，中餐讲求“色、香、味”俱全；西餐的饮食方式

是分餐，一般是一人一套餐具和食物，注重卫生和礼

仪，中餐则是“津液交流”的合食制，没有公勺公筷，

注重气氛和热闹；西餐的饮食环境注重精致，中餐注

重排场；西餐的饮食口味偏甜，中餐大多以咸为主。

西方文化通过食品这个桥梁，与东方文化发生了奇

妙的联系与交流。

中餐与西餐相比，有两大弊端：一是菜肴过多，

铺张浪费；二是众人合食，有妨卫生。西餐及其饮食

风尚的舶来，引起新疆饮食习俗的一些变化，主要表

现为精减肴馔，不浪费食物，崇尚节俭。特别是４０
年代，适逢厉行节约运动时期，新疆省政府于１９４８
年１２月颁布了《新疆省厉行勤俭建国运动、节约筵
席、宴会及庆吊应酬实施办法》。该办法对全省的

行政机关、法团、学校等机构操办或参与筵席、宴会

的场合，规定了饭菜标准，即：“中餐不得超过６菜
一汤，西餐每人不得超过二菜一汤。”并要求各机关

领导“首先以身作则，摒弃一切费时耗财之无谓宴

会及私人应酬筵席，期（待）养成风气。”［１０］

二、近代新疆省政府开展推进饮用水清洁安全

工作、尝试供应自来水

西风东渐后，新疆饮食新文化的一大亮点就是

注重饮水的安全卫生。民国时期，新疆城镇居民大

多饮用河水与露天井水。南疆少数民族聚居的部分

农村地区，由于生活条件有限，人们不得不饮用涝坝

水即泥塘水。可见，无论城镇还是农村的饮用水，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清洁安全问题，影响人们的身体健

康。

新疆各级政府部门针对城镇和南疆农村饮用水

安全卫生问题，采取了不同举措，促进饮用水的清洁

卫生工作。城镇方面主要是水井加盖、挖渠和筹办

自来水厂。１９３８年迪化市政府督促居民修挖渠道
和水井加盖事宜。１９３９年新疆省民政厅通令全省，
一律推行饮水清洁卫生工作，凡饮水井一律加井盖。

３０年代末，新疆省政府在迪化今第五小学西南侧，
利用原有的泉水，建成一座形似碉堡的封闭式汲水

池③，水质清澈，四周设管，供附近居民饮用。

自来水清洁安全又可以极大地方便民众生活，

为此１９３９年新疆省民政厅开始在迪化筹办自来水
厂。同年２月新疆省建设厅拟定出迪化自来水公司
建设方案，并开始勘察设计。４月在迪化的西河坝
掘探井五眼，并采水样送苏联阿拉木图化验。［１１］

１９３９年６月官商合办的迪化自来水公司成立。但
由于种种原因，迪化自来水公司一直没有实现供水。

针对南疆农村饮用泥塘水的问题，南疆各地县

自３０年代后期大力倡导挖掘水井工作，但由于军阀
割据、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等因素，成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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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直至１９４９年南疆仍然存在大量饮用泥塘水的
地区。为此，１９４９年３月南疆地区的莎车县“为增
进国民健康起见，特发起掘井运动，拟先在莎车新城

开掘示范井一口，待竣工后即在莎车的新旧城内适

当地区勘察地点，由各机关首领倡导掘井，实现以清

洁井水为饮料，代替含有污浊细菌的泥塘水”［１２］。

三、饮食卫生法规的颁布实施

制定实施相关饮食卫生法规，是规范饮食生产

经营活动、防范饮食安全事故发生、强化饮食领域的

安全监管、落实安全责任、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的必然举措。伴随着西风东渐和新疆饮食新文

化的发展，相关食品方面的一些卫生安全法规逐步

制定、颁布，并得到了贯彻实施。

为了保障人们食用的蔬菜、肉类等食品的安全，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新疆省农矿厅制定《迪化屠宰场
屠畜检查员检查规则》共１８条，其中规定“凡病死
畜及不合乎卫生标准的肉类不准上市出售”［１３］１６。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省政府设立了“菜肉市
（场），零食市（场）规定，屠宰场地点，以便管理检

查”［１４］。

１９４３年新疆省政府根据“内政部”的函件制定
了《业务卫生检查办法十条》，整饬全疆公共卫生，

通令新疆各区县实施，由各地警察局所、会同当地街

长办事处负责检查。涉及饮食卫生的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从事饮食行业的坐商，如酒菜馆、饭店、小食

馆，要求“每月应检查一次”，具体检查事项有５项，
分别为“客座间、烹调室是否隔有间壁，并有无厕所

或不洁净地点相毗连情形；烹调器具及碗、碟、杯、

箸、桌椅等是否清洁；有无食品储存之设备，并保持

是否合乎卫生；厨夫、雇工、堂倌、摆台等之衣帽是否

清洁，并有无白色套衣；是否有将吃剩或腐坏饭食菜

肉等出售予顾客情形”。另一类是从事饮食行业的

行商，如“流动性之肉贩、菜贩、露天茶馆、干货摊、

瓜果摊、啤酒摊、冰激凌贩以及各种零食摊贩、挑贩

等之卫生，应由警察局、所经常予以随时随地之督导

和检查”［１５］５３４３－５３４６。

民国时期各种食品安全法规的制定实施，从制

度层面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培养新疆民众的饮

食卫生意识，强化人们的饮食卫生习惯，增进身体健

康，提高整个地区的文明程度。

四、卫生观念的倡导与卫生习惯养成

科学健康的卫生观念与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但

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也是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西风东渐后，新疆饮食新文化的一大表现就是

新疆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倡导健康的卫生

观念，着力培养广大民众良好的卫生习惯。

近代新疆民众不良的卫生习惯，严重影响身体

健康。以民国初年的迪化为例，“住户随时把脏水

向大门外泼，把垃圾向大门外扔。于是一到春暖解

冻，……街道变为泥海”，同时，“臭气冲天，如入鲍

鱼之肆，……细菌活跃，极易感染疫病”［１６］。由于不

讲究卫生，致使疫病常常发生，人民的身体健康状况

蒙害甚巨。

为此，新疆省政府通过开展卫生运动月、卫生大

扫除、卫生比赛、入户宣传、印发卫生挂图等多种形

式，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引导

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卫生观念、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提高了人们自我保健意识和利用卫生服务的能

力。

举办各种卫生运动，如卫生运动月、捕蝇运动

等，不但整治了公共卫生，还可以极大提高广大民众

参与卫生活动的积极性，进而牢固树立科学健康的

卫生观念、形成卫生习惯。从１９４６年起，迪化市政
府将每年８月定为卫生运动月。迪化市长屈武为了
推动每年８月的居民卫生清洁运动月，指令《新疆
日报》开辟了卫生专栏，广泛宣传。从此，《新疆日

报》开辟了专栏———边疆卫生半月刊，由省卫生处

供稿。以１９４９年的卫生运动月为例，为推进该年的
卫生月运动，迪化市警察局于当年８月８日公布整
理环境卫生注意事项７项办法，其中一项是警察局
指派督察员、户籍员、卫生巡官共约４０余人，负责督
导民众进行垃圾扫除与清运工作［１７］。在迪化市民

的积极配合下，集中拉运垃圾一周，共拉运垃圾

４５４２车［１８］。经此一番扫除，迪化街巷焕然一新，公

共卫生指数明显提高。在政府举办的各种卫生运动

中，捕蝇运动是一种看似烦琐、实则有效地增强卫生

观念、培养卫生习惯的方式。１９４４年７月精河县发
起了捕蝇运动，据说自发动捕蝇以来已捕到 ３５万
只，精河县政府全体职员于十日内交 ４．５万只苍
蝇［１５］５３５０。１９４４年７月，霍尔果斯县开展夏令卫生
运动，捕蝇竞赛与卫生检查并重。捕蝇竞赛中，每人

灭５００只苍蝇者，可奖励大洋１元［１９］。

各种卫生大扫除运动、活动、比赛等的广泛开

展，使得科学、健康、文明的卫生观念深入人心，有助

于卫生习惯的养成。１９３９年４月８日早晨９点，省
公安局会同各街长举行卫生大扫除运动游行，要求

各机关及全市民众均举行大扫除。游行完毕后，在

重要各街巷宣传、解释举行大扫除的意义，并广发传

单［２０］。

１９３９年４月清洁大扫除传单之一［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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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衣食住都要清洁，不但自

己觉得可爱，而且他人也会赞美你的雅观。

然而好多的同胞们，身穿的衣服，尘灰蒙

蔽；饮食的器具，污秽不洁；经常住居的庭

院，堆积着冬季的冰雪、炉灰；厕所间狼藉

的便溺；房屋、床、几案，这不独失去整洁，

有碍观瞻。尤以在此阳春时节，污秽气味

难闻，病菌成群，假设不趁此时机，把我们

以往不洁的衣食住，彻底地检查一下，普遍

扫除，那，我们就会受病菌散布的疫病，或

因此而戕害了性命。所以我们欲求永久健

康，保全有用身体，同胞们，起来吧，赶快努

力大扫除！

新疆省会公安局制

１９４３年４月８日，迪化市举行了春季大扫除活
动，“是日上午十时许，本市全体街长及警察局所属

全体官佐二百余人，……出动街头游行，并有全部卫

生车参加出动，沿途分散传单，高呼口号。散队后，

即由警察局官佐会同各街长分别进行挨户宣传”。

４月９日，“由警察局会同各文化会及街长办公处等
进行了卫生检查”［１５］５３４３。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８日新疆省警察局发动迪化市进
行清洁大扫除，１０月１０日公布优胜者，除学校奖以
优胜牌外，有５３家均给予清洁奖金以示鼓励，不合
格者则予以警告［１５］５３４６。１９４３年新疆各地县公安局
会同县政府及有关机关、法团组织了夏令卫生运动

委员会，在新疆全省２８个县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夏令
卫生运动，并组织清洁检查队进行卫生竞赛，按成绩

优劣予以奖惩。总计成绩最优者为学校，其次为理

发店、澡堂、饮食店、工厂、娱乐场所、旅栈公寓等，成

绩较劣者为车马骆驼店。［２２］

入户宣传是新疆各地县经常采用的一种普及卫

生观念的宣教方式。１９４４年８月，博乐县妇女会为
协助促进家庭清洁卫生，特发动夏季家庭卫生宣传

运动，４日起组织家庭卫生宣传队３队，挨户进行宣
传工作。［２３］

印刷、出版各类形象生动的卫生挂图，有利于提

高新疆普通民众的卫生意识。据统计１９４９年前，新
疆印发的营养卫生美术挂图有１６００张、妇婴卫生美
术挂图有２０００张、幼童卫生美术挂图有２４００张、小
学卫生美术挂图有３０００张，合计９０００张［１３］５４。

可见，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采取了多种形式积

极宣传卫生理念和知识，对于新疆普通民众卫生观

念的形成、卫生习惯的养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
近代社会转型蜕变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政

治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内忧外患叠起。国家政

治、经济、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新

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

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

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特殊历史景观。这一时期也

是新疆近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的新

疆外部遭受境外侵略势力的宰割和欺凌、内部军阀

割据，可谓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内忧外患、民不聊

生，但变革、近代化变迁、革命，是这个时期新疆社会

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饮食新文化虽然在新疆近代化发展的文明进程

中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但这朵小小浪花却折射

出新疆社会近代化变迁的特点：外来因素和社会内

部力量合力发酵，推动了近代新疆社会生活无论是

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生活领域，还是婚姻家庭生

活、休闲娱乐、疫病防控与公共卫生等方面，都出现

了明显的近代化趋势。外来因素主要指近代西方的

工业文明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新疆的影响，以及

新疆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交融）过程中中原文

化、生活习俗对新疆的传播与影响。内部力量是指

新疆省政府有意识地进行社会变革这种制度性的力

量（主要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新政”；１９３７—
１９４２年新疆两期三年计划时期）所造成的社会生活
近代化之变迁。

总之，近代新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

变革，促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加速了整个新疆社会风气和思想意识的开放性趋

势，这一时期新疆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生活习尚、

生活状态等方面都发生了从传统到近代的飚转巨

变。由于受到新疆整体社会发展水平和变革水平的

制约，新疆地区整体的日常生活变迁相对速度缓慢、

水平不高。但与新疆自身的过去相比，毋庸置疑有

明显的进步意义。从此，新疆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也融入了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轨迹之中，这

毫无疑问加强了民族团结，增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的

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

注释：

①原书此处为载漪，有误，应为载澜。

②刘铸梁．王福的西餐馆［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
木齐市天山区委员会．天山区文史资料：第４辑．乌鲁木
齐：新疆新华印刷厂（内部资料），１９９７：１１０－１１１．

③李守伦．漫话乌鲁木齐城市供水［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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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员会．天山区文史资料：第４辑．
乌鲁木齐：新疆新华印刷厂（内部资料），１９９７：１０７．

参考文献：

［１］伦父．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Ｊ］．东方杂
志，１９１３，９（１０）：２．

［２］吴绍瞞．新疆概观［Ｍ］．南京：仁声印书局，１９３３：２６１．
［３］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穿越亚洲—从里海到北
京的旅行１９０６—１９０８）［Ｍ］．王家骥，译．北京：中国民族
摄影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斯文·赫定．丝绸之路［Ｍ］．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
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杨梦九．糕点与醋酱［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
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乌鲁木齐文史资
料：第１２辑．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１９８３：５５．

［６］新新疆面包店广告［Ｎ］．新疆日报，１９３９－０５－０４（４）．
［７］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Ｍ］．兰州：甘
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７１．

［８］杨钟健．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漫记［Ｍ］／／西北的剖面．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２７．

［９］吴绍瞞．新疆概观［Ｍ］．南京：仁声印书局，１９３３：２６７．
［１０］新疆省厉行勤俭建国运动、节约筵席、宴会及庆吊应酬
实施办法［Ｍ］／／新疆自治区档案馆、新疆人民出版社．
民国时期新疆省组织人事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乌鲁木
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８２－１８３．

［１１］新疆通志编撰委员会．新疆通志·城乡建设志［Ｍ］．乌
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４０．

［１２］解决市民饮水问题，莎车发起掘井运动［Ｎ］．新疆日报，
１９４９－０３－２０（２）．

［１３］新疆通志编撰委员会．新疆通志·卫生志［Ｍ］．乌鲁木
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４］李英奇．新疆的保健事业［Ｊ］．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
新新疆月刊社，１９４３，１（４）：３３．

［１５］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９册［Ｍ］．台北：兰溪出版
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０．

［１６］继鹿．民初新疆大疫及当时医药卫生情况［Ｍ］／／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疆文史
资料选辑：第 ３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１７９．

［１７］推进卫生运动月，市警局订定整理环境卫生应注意事
项［Ｎ］．新疆日报，１９４９－０８－０８（２）．

［１８］本市环境卫生业已检查完毕，总成绩警局已报市府
［Ｎ］．新疆日报，１９４９－０８－１８（２）．

［１９］霍城普遍展开夏令卫生运动，举行卫生竞赛，注重检查
［Ｎ］．新疆日报，１９４４－０７－２７（３）．

［２０］今日大扫除运动，早九时举行大游行，大家起来热烈参
加［Ｎ］．新疆日报，１９３９－０４－０８（３）．

［２１］清洁大扫除传单之一［Ｎ］．新疆日报，１９３９－０４－０８
（３）．

［２２］新疆省政府为举办夏令卫生竞赛事与社会部及卫生署
来往文书（１９４４年３月３１日—８月１２日）［Ｃ］／／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１９２８—１９４９）：
第３８册．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５：３３４－３３８．

［２３］博乐妇女会进行家庭卫生宣传［Ｎ］．新疆日报，１９４４－
０８－１５（３）．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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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研究述略
———兼论抗战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胡金野，张　静，齐　磊
（兰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１９ＺＤＡ２１８）
作者简介：胡金野（１９５８—），男，河南开封人，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禁毒史及甘肃抗战史。

摘　要：抗日战争史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一段永远都不该忘记的历史，对它的研究不仅仅需要
宏观记述的大手笔，更需要微观地追述那个时段每一个亲历者的经历。为此，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研究”课题组，在近几年对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的

研究中，做了如下尝试：第一，从档案文献中挖掘细节，使地方抗战史研究有血有肉：第二，走出书斋，

深入民间采访调研；第三，积极抢救即将灭失的口述史料刻不容缓；第四，尊重历史事实，质疑原有结

论；第五，促使地方政府对抗战遗迹进行标记与保护。这些尝试，是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进行的深入探索，让即将消失的历史永远留存下来。

关键词：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抗战史；路径与方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６５－０９

　　抗日战争史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一段永远都不
该忘记的历史，对它的研究不仅仅需要宏观记述的

大手笔，更需要微观地追述那个时段每一个亲历者

的经历：他们的参与、付出、流血与牺牲。我们不能

够有选择地对待历史，而应当尽可能地打捞沉没在

时光长河的记忆之锚，尤其是那些被宏大的历史叙

述所忽视甚至遗忘的人和事，那些我们不愿意审视

的教训和苦难。

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期，苏联是当时国际上

最先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
至１９４２年，苏联实际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低息易货
贷款共１．７３亿美元，中国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了
大批的军备物资。这些苏联援华物资主要通过陆、

海、空三条通道运进中国。其中空中运输和陆路运

输都要经过新疆和甘肃，称作“西北国际交通线”，

这两条运输线的终点或者中点都在兰州，１９３８年以
后西兰公路也承担了陆路运输的任务，陕西省也参

与到了苏联援华物资的转运工作之中。

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抗战时期西北

国际交通线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在历时

五年的研究中，不仅重视对甘肃人民的抗战历史、对

甘肃在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行中宏大历史的

叙事，更加注重对抗战时期在苏联援华西北国际交

通线运行中的微观个体的研究，更加关注小人物、小

地方与抗战历史大事件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从微观

入手，讲好甘肃抗战的故事，讲好甘肃人民为抗战、

为西北国际交通线的付出与贡献。随着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及研

究”获得批准立项①，课题组加入此项目研究之中，

对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研究更加深入，同时，

也促使我们对抗战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进行了再思

考。

一、从档案文献中挖掘细节，使地方抗战史有血

有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

的史实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寻真实的历史过

程。因此，大量搜集和运用史料，特别是原始史料就

成了还原历史真相的必要前提和方法。档案资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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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对某一时期、某一事件、某一

人物的客观记录，真实可信的档案资料能够客观地

反映历史真相，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

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主要涉及的是空中

与陆地运输。在空中运输方面，修建或改建了机场、

航空站，设置了接待空军人员的招待所；陆地运输主

要包括汽车运输与驿运：为保障汽车运输，加紧了公

路（甘新公路、西兰公路）的建设与维护，设置了与

之配套的汽车站、接待站。为保障驿运，加强了驿

道、驿站的建设和管理，骡马、骆驼的征集、人员的配

置与管理。为保障这些陆空运输，各地建立的油库、

电报房等配套保障设施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在

兰州还利用了黄河之水，开辟了用羊皮筏子运送物

资的先例。有资料显示，甘肃军事运输处利用兰州

水上皮筏运输队，多次转运苏联援华汽油１．２万加
仑，军粮７．５万多公斤［１］４。

为将这一历史过程更加真实、更加完善、更加有

血有肉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课题组自２０１５年开始研
究“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以来，在甘肃省图

书馆大量阅读了抗战时期的相关文献，在甘肃省档

案馆及各市县档案馆②获取了一些档案资料。这些

档案资料的获得，不仅填补了空白，也丰富了现有资

料，使甘肃抗战历史的记述更加具体、微观，生动、鲜

活。

据有关资料记载，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甘肃军事运输
处就开始下令甘新与西兰公路沿线各地建立招待

所，接待苏联援华车队及人员，而这些招待所“一般

是利用当地庙宇，移去神像，粉刷白灰，进行简单修

缮即投入使用”［２］５２７。以甘肃静宁为例，有关静宁招

待所的情况，仅有的文献记载是：“抗日战争初期，

为接待苏联援华车队，文庙被用作招待所（门开在

东街昭忠祠）。民国 ３１年（１９４２年），招待所停
办。”［３］１０９这一资料记载，说明静宁县的文庙当时被

改造利用，承担了接待苏联援华车队的任务。在静

宁县档案馆，我们找到了两份档案资料谈到招待所

一事，其中一份是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６月１日
静宁县教育局潭恭给静宁县李县长的１８１号公文，
主要是说为了将该县贾得利等八位抗战中牺牲的战

士“饬制牌位，送入忠烈祠供奉公祭”，而建在东街

文庙之后的忠烈祠“原有殿宇，两座四间，门窗早已

毁坏净尽，内外墙壁及屋顶塌漏不堪，现作该所（即

招待所———笔者注）伙房”，希望县长“转函该所腾

出”③，以便修缮来供奉烈士的牌位。另一份是当月

１７日，即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７日，静宁县教育局潭恭给
静宁县李县长又发１９１号公文，告知“招待所不腾

忠烈祠情形”，文中说，接李县长“仰与招待所婉商，

如能腾房，再行修葺”之命，“即前往该所接见张主

任宗汉，面述此案详情，请其将该祠腾留，以便供奉

各烈士”。张主任答曰“该祠该所正拟建造澡堂，不

克照办”，④分析这两份档案可知，静宁县忠烈祠是

当年西兰公路上设于文庙的招待所的伙房，亦可推

断抗战时期西兰公路在静宁县境的招待所就设在静

宁县城的文庙与忠烈祠，即现在静宁一中的后院。

１９３９年６月期间的所长是张宗汉。为了改善招待
所的设施，此时正准备修建澡堂。这些资料的获得

使今人大致掌握了抗战时期静宁招待所的位置、主

任以及招待所改进设施的简况，对抗战时期静宁招

待所的研究更加具体。

另外，静宁档案馆还藏有多份要求县境的农民

缴纳柴草的收发文件，经分析，了解到西兰公路在修

建过程中，尤其是静宁西河桥在１９４０年的重建中，
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西河河水碱

性强的问题，工程处决定在桥墩建设时设计成下部

为浆砌片，上部用青砖砌筑。于是，需要烧制大量的

青砖，要求在静宁、隆德、庄浪三县购买大量柴草，虽

“迭经催办，但因雨季及驻军大量搜购关系，故购到

者甚为寥寥”⑤，到１９４０年９月，负责修建的西北公
路工程处仅购到共５０００余公斤，以致烧砖不敷应
用，并已制成砖坯被雨淋毁颇多，损失极重。不得

已，西北公路工程处“为静宁桥工烧砖购草一案请

赐惠助分派政警督促赶办”为由，给静宁县丁县长

发出电文，恳请“协助赶派政警分途督促各保甲长

严令”⑥农户砍柴上交。静宁、隆德、庄浪三县本来

就缺柴，加之当时阴雨连绵，之前所剩的柴草已经被

驻军征购或者搜刮殆尽，征集十分困难。在雨季，百

姓自己烧火做饭都缺柴草的情况下，还要为工程承

担４５万公斤柴草的任务，这样的摊派和强征，只能
使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于是就出现了

省府、西北公路工程处多次发文，命令或催促县府征

购柴草，与县府因收缴困难说明缘由的回文交替的

情况。这些档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兰公路沿线

的民众为抗战和苏联援华物资的顺利运输所做出的

贡献和付出的代价。

我们在这几年的查档中，对各地方档案馆的建

设与发展也感到稍有不足与遗憾。遗憾之一：许多

档案资料被毁，记录这段历史的档案空缺。据了解，

甘肃解放时，地方军阀为了毁灭罪证，把许多档案烧

毁了，解放军刚接管城市时对国民党的档案不予重

视，后来才慢慢重视起来，这样就毁灭与丢失了相当

多的档案，留下了永久的缺憾。遗憾之二：一些地方

·６６·



档案馆对民国档案重视程度不够，许多档案资料还

没有整理出来无法查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些遗憾使我们深深认识到：档案是直接形成的历

史记录，是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原始文献。档案还

是国家和民族文化建立的历史记忆，传承文明的重

要载体，是“今世可以知古，后世可以知今”的重要

素材。因此，加强对档案的保护、整理、利用是非常

重要的。

二、走出书斋，深入民间采访调研，是抗战史研

究的重要路径

除了充分利用档案资料及相关文献外，对历史

事实的发生地及各类遗址、遗迹进行考证，以印证档

案资料的真实性，并对档案文献的不足进行弥补和

完善，也是历史研究，尤其是抗战史研究的一项重要

内容。自２０１７年８月以来，课题组先后去了甘肃省
的张掖、永登、定西、平凉、静宁、会宁、武威、酒泉、嘉

峪关、华家岭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以补充文

献及档案资料的不足。

首先，走访相关人士，调研项目内容。课题组每

到一地，首先联系并邀请当地的地方志办公室、党史

办公室的相关人员，就调研项目情况、调研内容、资

料搜集等问题进行座谈研讨，了解相关情况。但令

课题组感到失望的是，仅仅过去了七十多年，这段历

史几乎已被遗忘殆尽了，除个别研究者还略有一点

关注外，基本上没有人知晓。尽管如此，各地史志办

的同仁，还是为我们尽可能地提供线索，寻找知情

人，对我们给予了极大帮助。

永登县原县志办主任苏裕民先生向我们详细介

绍了永登在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汽车站、

招待所，以及当时永登县在甘新公路修前建后的城

外交通线路的变化等情况，帮助我们了解永登县在

公路修通后的商贸变化，这种变化在相关文献中也

找到了佐证。据记载，１９３７年甘新公路通车后，永
登县城的“西关衰落，东关逐渐繁华，车水马龙，行

人客商络绎不绝”［４］９。这样的变化完全得益于公路

建设，“因有漫长的甘新公路，直穿东关地上，终日

汽车哄哄，往来驰骋，行人往来如梭，各酒家饭馆和

新大商号、汽车站、驿运站、清洁卫生池塘等设置在

该地，所以非常热闹”［５］８４３。永登商贸的发展及最热

闹、繁华之地，由西关转到东关与甘新公路的修建密

不可分，交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已经凸显。

调研中，我们走访了酒泉当地著名的文史专家

张世铭先生⑦。张先生对民国时期酒泉的历史非常

熟悉，详细介绍了南郊机场、北关的第四航空站、西

门外的汽车站及西门附近的招待所等情况，为我们

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课题组的到访也

无形中提醒了各地的史志研究者，应当注意加强对

地方抗战史料的挖掘与研究。

其次，遍访甘肃抗战“西北国际交通线”遗迹。

课题组至今已经走访了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张掖、武

威、酒泉、嘉峪关等城市，甘新公路离开兰州进入河

西的第一个大站永登县，西兰公路沿线主要的站点

定西、平凉、静宁、会宁、华家岭等主要站点。对张掖

市城南１２公里处的原大满机场所在地；永登县当年
的汽车站、驿运站、油矿站、“俄国站”；平凉的八里

桥遗址和当年平凉招待所；静宁的文庙与西河桥；武

威的原凉州招待所旧址、原武威汽车站、原武威机

场；酒泉的原驿运站、车场、南郊机场、西关汽车站、

欧亚办事处、欧亚招待所、原“苏联招待所”；嘉峪关

的原酒泉航空站，以及位于新城镇屯庄的原酒泉航

空招待所，位于新城镇野麻湾村的原飞机修理厂

（当地人称“铁工厂”）等遗址遗迹，进行了实地勘查

和考证。

通过对“西北国际交通线”遗迹的实地勘查与

走访知情人，使我们对抗战时期甘肃的作为，有了较

为深入的了解，那些当年的人和事被重新挖掘出来，

展现了一幅幅甘肃人民积极支援抗战、努力保障西

北国际交通线畅通的历史画卷。然而，令人倍感遗

憾的是许多遗迹没有得到保护，踪迹难觅。如，张掖

大满机场、永登“俄国站”、平凉八里桥、酒泉南郊机

场等，很多能够反映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开通、

运行，能够见证甘肃人民为抗战所做贡献的历史遗

迹均已无处寻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有些遗迹虽然保留下来，但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并没有被记载下来。如静宁的西河桥就是一个典型

代表。西河桥是西兰公路跨越葫芦河的一座大型桥

梁，位于西兰公路４１１公里距静宁县城西北２．５公
里处。该桥于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开工，
到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０日竣工，是１座８孔，
孔跨５米，全长４８米的钢筋混凝土板梁桥。［６］１２７但
使用仅两年就被洪水冲毁。西北公路工程处不得不

于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元月在静宁设置“西河桥工
程处”，由工程师张仲琪负责重建事宜。［６］１２７民国２９
年春，西河桥工处在静宁成立。２月开始对地点、水
文调查和桥位测量工作，依据调查资料，决定修建一

座９孔、每孔６米、全长６４米的砖石墩台砖拱桥，设
计荷载为汽车１５０吨，拱圈宽４．６米，厚１６—７０厘
米，拱脚设有３０厘米的混凝土台帽，墩台高６—８．５
米，梅花木桩承台基础。于４月测设完竣。发包给
鸿记建筑公司承做。４月开始备料，５月２５日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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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挖基。因阴雨窝工而停工。１９４１年４月１日
重新开工，１９４２年１月全部完工。［７］６２７－６２８这座桥是
西兰公路上非常著名的桥梁，在保证苏联援华物资

运输畅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２０１８年暑期
我们专程来到了西河桥，这座桥已被重新加固，成了

一座步行桥，但它在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物资运输中

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被记载下来，当地也无人知晓。

三、积极抢救即将灭失的口述史料刻不容缓

口述史是档案文献史料的一种重要补充，也是

史学界搜集史料的重要来源和方法之一。它是由当

事者或知情者，以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对所参与、亲

历或知情的某一历史事件进行的描述。将口述史与

档案、文献资料以及其他史料相结合，加以相互印

证，去伪存真，可以弥补传统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

抗战史研究中的西北国际交通线研究，因涉及的历

史都发生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且主要为接受苏联
援华的军事物资，出于军事机密的需要，相关资料记

述十分有限，例如，甘肃省图书馆藏原西北公路局出

版的刊物《三年来之西北公路运输》《西北公路运

输》等，凡是牵涉到国际运输、军事运输的具体内

容，一律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用“略”字一笔带过。

另外，抗战时期相关的“活动无比繁复，即使再详细

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极为微小的一部分”，

“人们生活中所见、所历、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

认知，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⑧。因此对历史学家来

说，口述历史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寻找当时参与

其中的相关人士，听他们讲述过往的历史，回忆当时

经历的点点滴滴，无疑会使抗战史的记述更加生动、

鲜活，有血有肉；更加具体、微观，丰富多彩。

课题组在５年的研究中，每去一地都特别注意
寻找了解当年历史的老人。２０１７年８月在张掖调
研时，曾对抗战时期甘新公路上的山丹招待所所长

张任之先生之子张成达先生进行了采访，因张先生

在家中常常听父亲讲述往事，对山丹招待所的情况

比较熟悉，如山丹招待所名称的变化、内部构成等，

通过他的讲述，使我们大概了解了山丹招待所当时

的情况。这次采访非常成功，也促使课题组在后来

的研究中特别加强了对口述史资料的采集。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课题组了解到在抗战时期服务于
兰州机场的飞机机械师戴国祥先生⑨的情况，当即

与其家人商谈希望采访戴老先生，后因种种原因一

直未能实现，最终老人在丁酉年的最后一天，即

２０１８年２月 １５日（农历大年三十），离开了人世。
戴老的逝世，让我们倍感痛心和遗憾。一般来说，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抗战的人，凡健在的大都是百

岁老人了，且少之又少，思维清晰者更少。所以，面

对知情人或已离世、或年事已高无法回忆的实际情

况，抓紧时间，抢救即将灭失的抗战口述史资料已是

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四、尊重历史事实，质疑原有结论

近年来，随着对抗战史研究的重视，有关西北国

际交通线研究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相关的学

术论文与专著不断问世。国内最早研究抗日战争时

期苏联通过西北地区进行援华相关问题的是李嘉谷

先生，１９９０年他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
的军事援助》一文，第一次介绍了抗战初期苏联在

军事上对中国政府提供易货贷款、军事顾问、军事技

术专家、空军志愿飞行员等方面援助的简况。此后，

一些研究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问题的专著与论文相继

面世。其中，刘志兵先生著述的《抗日战争中的西

北国际大通道》（未来出版社，２０１５）是第一本以“西
北国际交通线”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书中从“西北

国际交通线”建立的外交背景、开通、苏联援华物资

的转运、苏联军事顾问等多个方面让世人了解抗战

时期的西北，但此书偏重对“西北国际交通线”新疆

段的论述，缺乏对甘肃段、陕西段作用的挖掘，很多

细节问题还不深入。总体上说，国内还没有一本建

立在充分挖掘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的

介绍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的专著。

国内研究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

阐述苏联援华中的“西北国际交通线”在抗日战争

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第二，分别研究抗战时期新

疆、甘肃、陕西在交通运输及“西北国际交通线”中

作用，其中研究新疆的论文最多，甘肃次之，陕西最

少。也有研究“西北国际交通线”的主要管理机构

西北公路局的少量文章。第三，抗战后期英美援华

物资经过西北进行运输的问题研究。⑩

从国外的研究状况看，主要的论著来自俄罗斯，

其中《在中国的天空与土地上》（丘多吉耶夫尤里弗

拉基米尔洛维奇，２０１７）主要依据回忆录讲述了苏
联军事顾问和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等问题。《Ｚ行
动》（瓦尔诺塔夫）和《伟大邻邦的空军》（焦明奥列

格）则利用俄罗斯国防部直属中央军事档案馆、俄

罗斯最高武装力量参谋部档案馆和俄罗斯国立军事

档案对苏联援华问题和“西北国际交通线”进行了

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但这些书籍

尚未译成中文。

无疑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进一

步研究的基础信息与基本架构，于是，其中的一些观

点或说法经常被后来的研究者多次采用，无形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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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定论。但是随着课题组研究的深入与占有

资料的增加，一些原有结论的准确与否开始引起了

我们的思考，这里，我们对三个问题提出质疑。

（一）对苏联专家参与西兰公路修建问题的质

疑。

关于苏联专家参与西兰公路修建的一种常见说

法，即“１９３８年，应中国方面的要求，苏联又帮助将
萨雷奥泽克到达兰州的公路延长到西安附近的咸

阳，这样公路全长３７５０公里”［８］３７６。据我们的研究
与对相关资料的考证，目前并没有找到苏联参与建

设西兰公路的相关佐证。

众所周知，在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公路建设中，主

要有新疆境内的霍宁星公路（１５３０公里）、甘肃境内
的甘新公路（１１７９公里）与连接陕西与甘肃的西兰
公路（７０９公里）三条。有资料显示，在新疆境内的
公路建设中，苏联参与很多，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

构，并“投入了大量工程人员，帮助组织施工”［９］２２１。

其中的霍宁星公路沿途地理环境复杂险恶，道路崎

岖，有地域广阔的戈壁滩、随风移动的流沙、春夏间

难以通行的沼泽地，还要翻越海拔３０００米的高山，
修建难度大，大约“有四千多苏联人在这条公路上

辛勤地工作”［９］２２１。

西兰公路作为沟通陕西、甘肃的第一条现代公

路，自１９２４年开始修建，历时１１年之久，于１９３５年
５月以土路建成通车。然在七七事变后得益于战争
需要，有赖于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输的需要才有了长

足的发展，国民政府的重视与加大投资改善了这条

公路的路况，陕西、甘肃两省民众为之付出了艰辛的

努力，于是，在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２年间，西兰公路先后
进行了几次改造，并与甘新公路连通，成为以新疆迪

化、甘肃兰州、陕西西安为连接点，贯穿西北地区的

国际交通线、军需补给的生命线。从而“保证前方

战略物资及时供应，实现后方客货运输畅通无阻，以

交通使命，助成抗战目的”［１０］。

在论及西兰公路的修建与作用时，目前国内的

相关著作中唯徐万民先生有这样一段表述：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西兰公路又陆续完成车道岭与华
家岭的改线工程、咸阳渭河大桥工程和全线路面工

程。在抗战初期，苏联援助我国的军用物资，都从新

疆进甘肃经该路内运，西兰公路成为衔接中苏边境

进入我国西北的一条重要的国际陆路运输线。”［１１］１６

但未提及苏联援助修建之事。其他有关记述西兰公

路建设的珍贵资料，如甘肃省公路交通史编写委员

会编写的《甘肃省公路交通史》、原西北公路局编写

的《西北公路运输》《三年来之西北公路运输》等，对

苏联援助建设西兰公路事也均只字未提，亦未发现

其他相关档案资料。因此，有关苏联帮助完成西兰

公路建设的提法是否准确存疑，还需要找到确实的

依据。

（二）对甘新公路是“先通车后修建”论断的质

疑

甘新公路起自兰州，经武威、张掖、酒泉至新疆

的乌鲁木齐（迪化），全长１９８４公里。有关甘新公
路修建的一种传统说法，是“先通车后修建”的。这

一说法最早见诸１９８８年出版的《兰州文史资料选
辑》第８辑中冯肇虞先生《对甘新公路修建和苏联
援华物资运输情况的回顾》一文：“１９３８年元月，苏
联赠送给中国的第一批汽车，５００辆吉斯五型六轮
三吨半卡车并载有卖给中国的１万吨汽油的一部
分，就是由新疆古驿道进入甘肃的，车队经玉门、嘉

峪关、酒泉、武威、河口，到兰州，硬是用大卡车压出

了一条‘大道’。”［１２］１２３这段记述中第一次提出甘新

公路是“先通车后修建”的观点。袁志学在《抗日战

争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一文

中提到，１９３８年１月，苏联政府为了援助中国人民
的抗日战争，赠送给中国政府５００辆吉斯五型六轮
三吨半卡车，载着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的１５００多吨
汽油，从苏联进入新疆后由新疆古驿道进入甘肃，经

玉门、嘉峪关、酒泉、武威、河口到兰州，硬是在本来

就没有路的沙漠戈壁上压出了一条“大道”。周琳

在《张掖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说，

１９３８年元月苏联援助中国的第一批汽车———５００辆
吉斯五型六轮三吨半卡车，硬是在本来就没有路的

茫茫沙漠戈壁上压出了一条“大道”。后来有一些

学者在论述甘新公路修建的历史时，大都采纳了

“先通车后修建”的说法。如西北师大吴廷祯、郭厚

安两位教授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河西开发史研究》一
书中，对甘新公路是这样表述的：“是苏联援华车队

先轧出了一条路，甘新公路在此基础上修建

的。”［１３］４３９其他的一些学者也在引用这种观点。从

这些文章的表述中，可以直观地反映“甘新公路先

通车后修建”，苏联车队在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上

压出了一条“大道”的观点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

如果仔细阅读当时的相关资料，尤其是一些参与者

的回忆，我们以为这样的说法不够准确，甚至有失偏

颇。

西北国际交通线的修建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以

新疆段为例，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７年，在苏联援助下，
新疆政府修建了迪化至伊利和迪化至哈密两条简易

公路，其中迪化至哈密段就是后来甘新公路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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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部分。这条公路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日已全线
修通。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接受苏联援助，需要将这

条公路向西延伸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向东延伸

到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分别与苏联的中亚公

路和中国的西北公路相连接。于是，从１９３７年９月
起，总人口不足４００万的新疆，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紧急动员了各民族５０万的建设大军，以近乎疯狂的
状态掀起修路热潮，全力以赴保障了西北交通线的

如期建成。当然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修建的公路，一

定是一条简易的公路，之后新疆的修路与公路维护

工程一直在进行。另据苏联有关记载显示，第一批

用汽车输送的援华物资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７日从苏
联的萨雷奥泽克启运的。［１４］２３７其“接受的任务是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以前将货物从苏联运到终点站
兰州”［８］３７４－３７５。苏联车队在抵达迪化后，新疆督办

盛世才曾发电报给甘肃省主席何耀祖，询问进入河

西走廊后的第一条河流———疏勒河的情况，等待甘

新公路甘肃段的路况信息，以此来决定何时能够较

为安全地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此时，新疆境内迪

化至伊利和迪化至哈密两条简易公路已经开通运

营。同年９月份，新疆又把这两条公路向东西方向
分别延伸到星星峡与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而这个

修路工程也是在苏联第一批援华车队出发前的１０
月１７日前已经完成，只是公路修建状况不是很好。

至于甘新公路在甘肃境内１１７９公里路段的建
设问题，据资料记载，１９３４年甘肃省开始整修兰州
到肃州（即酒泉）的大车道，但直到１９３７年，只从兰
州向西修了４０余公里，并铺好了路面。剩余的道路
依旧是原有的大车道或驿道，而且从星星峡进入河

西走廊到兰州的这段路，地形地貌特别复杂多样，包

括了“９０多条大小不等的河流，在地形上有乌鞘岭
和古浪峡山地，有弱水、北大河、疏勒河等内陆河流，

有幅员广阔的戈壁，有随风移动的流沙，有春夏之间

难以通行的沼泽地”［１５］１１０。面对这样地形复杂、地

貌多样的地理环境，任何一个车队都是不敢贸然前

行的，于是在苏联车队进入甘肃前，双方都做了一些

前期准备。苏联方面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９日，派工程
师自乌鲁木齐启程，勘察西北公路；当年１１月３日，
到达兰州。［１１］２４５－２４６有报道说，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

表陈云派谙熟河西走廊地理交通形势的西路军电台

台长徐明德与西路军战士王玉衡参与考察。［１６］说明

中苏双方对这次西北公路的考察非常重视，中国共

产党也参与了这一重要工作。同时，甘肃省政府为

甘新公路甘肃段的顺利通车积极行动起来。第一，

建立机构，架设便桥，整理道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初，

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受命组织了甘新路工程总队，

“总队长曹士澄，总队副秦诚至，总工程师王 ××
等，下设三个大队。由曹士澄带两个大队整理由兰

州至酒泉间的道路，由秦诚至带一个大队（第三大

队）整理由酒泉至星星峡间的道路”［１５］１１２。主要任

务是拓宽路面，加固和修建桥梁，使能通过运输援助

的汽车。由赵鸣琴担任大队长的第三大队，先用四

天时间，在离安西县城三里的龙王庙附近“架成一

座勉可通行汽车的便桥”［１５］１１６，接着用工２００多人
修整了星星峡至安西的道路，这段工程耗时两个多

月，到１９３８年 ２月初才告结束。疏勒河便桥架成
后，秦诚至“分头电告盛世才和何耀祖，向何耀祖报

告便桥架设情况，通知盛世才可以发车”［１５］１１７。第

二，探究并解决了在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尤其是流

沙上通行卡车的问题。在河西走廊的沙漠地带要通

行汽车有两种情况需要解决，一是张掖西面过弱水

后的“一段流沙，宽约二三十华里，汽车经过时打飞

轮”［１５］１１４，一是出嘉峪关西行有一段约１２０里的沙
碛戈壁。甘新路工程总队用树枝编成条约束流沙的

办法，解决了流沙上汽车行驶打滑的问题；对沙碛路

段，经汽车驶入实地体验，发现汽车驶入沙碛就像在

沥青马路上行驶一般，毫无阻碍，“不止适于汽车行

驶，即使作飞机跑道，似乎也没有问题”［１５］１１５。没有

这样的实地考察与实际操作，这些问题的解决与结

论是不可能得到的。第三，探新路，使位于安西与玉

门境内的甘新公路由疏勒河南岸改道北岸。第三大

队在整修安西到星星峡道路的过程中，总队副秦诚

至、大队长赵鸣琴、工程师石尹、省府办事员郭曙南

等在当地王区长的带领下，开汽车探出了从疏勒河

北岸行驶经过距安西县城东面８０公里的桥湾城，最
后到达玉门的新路。“以后苏联的汽车队一直是走

这条新路的”［１５］１１２。

有关甘新公路的前期修建情况，苏联方面提供

的资料也可以佐证之：尽管甘新公路沿途“条件复

杂，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从萨雷奥泽克到兰州将近
３０００公里的公路全线打通。”这条路的“第一期工程
结束后，在整个公路线上进行了清理和山路加宽的

补充工程，修复了桥梁并进行了其他工程，比如改善

道路状况、配备宿站设施等”［８］３７５。这说明，在苏联

第一批货物运输开始时，甘新公路虽等级很低但却

是畅通的，新疆与甘肃两省的前期工作是有成效的。

总之，不论是新疆境内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公

路（即霍宁星公路），还是甘肃境内从星星峡到兰州

的甘新公路甘肃段，这条在抗战时期为了接受苏联

援华物资而抢修的西北国际交通线，新疆方面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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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境内全部１５３０公里的公路建设，建成了一条
与苏联相连接的简易公路之后，开始接受苏联援华

车队进入中国新疆境内的；而甘肃方面则是在前期

为修建做了一些准备、整理了驿道，具备了基本通车

条件之后立即通车的，运输开始后新疆、甘肃两地均

采取了边修建、边维护、边运输的做法。这样的说法

应该更准确与贴切。

（三）“以兰州代替甘肃”有失偏颇

在论及西北国际交通线沿线经过地区民众的贡

献时，有专家提出“新疆、兰州的人民群众是建设大

通道的生力军”［１７］２。这一观点对新疆民众的肯定

是无异议的，但用兰州来代替甘肃是有失偏颇的。

的确，在抗战时期兰州在当时西北地区所处的

中心地位不容置疑。从地理位置上看，兰州是中国

的地理中心；在军事与国防方面，国民政府设在兰州

的机关众多，如政治军事方面的机构有第八战区司

令长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驻兰州副主

任办公厅、第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陕甘战区司

令部、兰州空军基地等。因保障苏联援华物资而修

建的以兰州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空军基地，在发挥空

中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战功卓著。在交通

方面，中央运输委员会、交通部西北公路特派员办事

处、欧亚航空公司办事处、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等云

集兰州，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的集散地和中国抗战

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基地，也是西北国际大通道中

陆路运输与空中运输南线的终点，兰州是苏联援华

物资转运的终点，也是抗战物资直接分发到各抗日

前线的起点，因此成了当时西北最大的交通中心与

国际交通枢纽；在外交方面有外交部特派员公署、苏

联驻华机构等。上述列举，可以说明兰州作为西北

政治、国防与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的中心的地位，

发挥了西北其他省会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

甘肃全省在抗战时期，在西北国际交通线建设与运

行保障中的作用，是不能用省会城市取代的。

在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建设中，新疆修建了１５３０
公里的伊星公路，设立了新二台等１０个（或１１个）
公路运输接待站，伊宁等５个航空站，迪化等７个驿
站，以及哈密的飞机组装厂与伊宁的航空学校等。

甘肃修建了１１７９公里的甘新公路与７００余公里的
西兰公路（其中，陕西参与了其中近２００公里的修
建），建立了以永登的“俄国站”为代表的１４个陆路
运输接待站，２３个飞机场（其中有９个航空站）。可
以说，两省的作用不分伯仲。这其中，甘肃各地方政

府，尤其沿线广大人民群众所做的贡献以及所付出

的代价是巨大的，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用新疆、甘肃的人民群众是建设大通道的

生力军来评价新疆、甘肃人民对西北国际交通线的

建设更加准确，更符合历史事实。

五、促使地方政府对抗战遗迹进行标记与保护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

得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近

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

开始成为现实。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

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

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

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

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

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１８］４３５

身处大后方的甘肃，在七七事变后，面对国破家

亡的危急关头，为支持抗战表现突出，陇原儿女奋起

抗日救国，支援前线，防特除奸，防空歼敌，功绩卓

著。十四年抗战期间，甘肃每年都有数万名青年应

征入伍，总计４１万余人，并征集军马１．１８万匹。仅
陇东根据地妇女就为前方将士做军鞋２０万双，袜子
５０００余双。［１］３全省献纳军粮 ３２０万担。［１］４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５日至１９４１年８月３１日，日本空军对甘肃大
举进犯和轰炸达数十次，累计数百架次日机在兰州、

皋兰、平凉、天水、靖远、临洮、武威、临夏、陇西，定西

等地投弹数千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１］５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甘肃大肆轰炸，就是企

图破坏西北国际交通线和抗日军事基地。在这些贡

献与牺牲之外，多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甘肃对中国

抗战做出的又一个特殊贡献，就是西北国际交通线

甘肃段的开通、运行与保障。

课题组在调研走访有关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

线的遗迹、遗址中发现，保留并设立了保护牌以被纪

念的遗迹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位于现嘉峪关机场

东北侧（酒泉南郊离城４公里处）的戈壁滩上的抗
战时期酒泉机场，原名酒泉航空站，为当年欧亚航路

通信导航枢纽，曾发挥过重要的军事和航运作

用。［１９］在这一遗址保护区内竖立着一块牌子，上书

“西北抗战机场文物保护区”。另一处是在嘉峪关

市新城镇横沟的屯庄。资料显示，全面抗战爆发后，

为解决苏联援华的空中通道，国民政府在酒泉城西

北２０多公里的横沟地界，修建了酒泉机场，即国民
党航空第十四总站。这块地属本地豪绅任文金所

有，地方军政和任文金商谈同意后，决定在此建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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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并把任家屯庄子租下改为机场招待所。酒泉机

场在抗战时期不仅是苏联援华物资空中运输的中转

站，为飞机加油和为飞行员提供服务，还曾接待过一

些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如１９４２年８月，蒋介石和
宋美龄在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水利部长宋希濂、第

１７集团军副司令马鸿宾、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陪
同下乘飞机到达酒泉机场。［２０］４０７在酒泉期间，宋美

龄作为蒋的代表，由朱绍良陪同直飞新疆迪化，会晤

盛世才。蒋介石则在酒泉县新城乡横沟屯庄（今嘉

峪关市新城镇横沟村）一所临时新盖的房子里住了

几天。视察了嘉峪关城楼、玉门油矿和酒泉县

城。［２０］４０７这个临时新盖的房子就是位于任家屯庄的

空军招待所，对此事，嘉峪关市《新城镇志》记载：

“蒋介石留住飞机场，就住在横沟屯庄套庄子内的

招待所里，等待宋美龄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归

来。”［２１］１９这些史料的记载说明，屯庄的历史价值十

分珍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曾红火一时的屯庄

套庄子早已不再留存，仅剩了一个门头的土墩子。

２０１２年７月，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在此立牌，上书“横
沟屯庄遗址”。除此二处外，其他大量能够反映当

年西北国际交通线状况的遗迹、遗址或已不存在，或

虽侥幸留存，但无任何保护或者纪念标志，人们并不

知其价值和意义。鉴于此，课题组将在对甘肃在西

北国际交通线上的所有遗迹遗址进行全面考察、鉴

定后，择机向甘肃省人民政府提出议案，建议省市县

政府在相关地方竖立纪念牌，讲述抗战时期甘肃民

众为西北国际交通线建立、运行保障中的那段历史，

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

总之，在长达近 ３８００公里的西北国际交通线
上，每条公路的修建与维护，每排行道树的种植与养

护，每个接待站的饮食与住宿，每个油库的加油与加

水，每个机场的中继服务，都是由沿线各地的民众来

承担的。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琐碎事，保障了抗战

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的陆地与空中运输，支持了中

国的抗日战争，不要忘记在抗战时期的一些会战中，

如“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南宁

战役、第二次长沙会战所用军火大部分由苏联提供。

１９４２年前中国空军作战飞机的大部分购自苏
联”［１１］２３８。而这些战略物资的运输大都依靠了西北

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保障。与此同时，这条交通线还

保障了“一定数量军械和民用品的进口，战略矿产

品和农产品的输出”，而这就“为持久抗战准备了物

质基础”［１１］２４３。

抗日战争史应该永远载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

略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为抗战付出的人都值得尊

重；每一个为抗战牺牲的人都值得纪念；每一件发生

在抗战时期的事件与故事都值得记录，更值得珍藏，

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注释：

①２０１９年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尚季芳教授领衔申
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

料整理及研究”，课题组受邀加入该项目研究之中。

②我们已经到过的市县档案馆有：张掖市、平凉市、武威市、
酒泉市、静宁县、永登县等。

③静宁县档案馆藏：静宁县政府，１９３９年，案卷号０１４６。
④静宁县档案馆藏：静宁县政府，１９３９年，案卷号０１４６。
⑤静宁县档案馆藏：静宁县政府，１９４１年，案卷号２１０号。
⑥静宁县档案馆藏：静宁县政府，１９４０年，案卷号１６６号。
⑦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下午，课题组胡金野教授、齐磊教授在酒
泉市肃州区东文化街酒泉师范家属院３号楼２单元东户
对酒泉师范张世铭先生进行了采访。

⑧口述历史———百度百科。
⑨戴国祥（１９１８—２０１８），１９１８年出生在浙江省黄岩县。成
年后，他投笔从戎，进入国民党中央航校专修飞机发动机

维修专业，因学业优秀破格提拔为国军上士机械师。作为

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机械师，驻守兰州机场，在抵抗日寇

侵略中大显身手。

⑩因篇幅所限，所用文献均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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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村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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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河南省农村地区受众新媒体科普信息
接触、使用状况等进行了调查，了解到河南省农村新媒体科普工作存在科普信息传播主体对新媒体

科普信息传播活动重视不足、科普内容设置不合理等问题，提出要加强农村科普平台建设，拓展传播

渠道；坚持内容为王，注重科普语境；树立业务权威，打造科普品牌；提升农村受众媒介素养，营造科

普氛围，以推动河南农村地区科普工作有效开展。

关键词：河南农村地区；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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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国家科普与创新文化建设规划》（国
科发政〔２０１７〕１３６号）中指出，科普工作对象要向全
体公众转变、科普内容要向普及新技术新成果转变、

科普信息传播方式要向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和互

动转变［１］，突出了新媒体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具体

来说，新媒体科普指科普创作者凭借新科技外化手

段与媒介创造信息呈现新形式，借此传播科学知识、

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思维。本文对河南农村地区受众

使用新媒体接触和利用科普信息的情况进行了深入

调查，总结出河南省农村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工作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改进与优化意见，为提升

河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科学文化素养提供智

力支持。

一、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的量化研究

方法，它是通过分发标准化问卷给有关人员，然后对

回收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研究结果的研究方

法。研究小组采用实地发放调查问卷与网络问卷相

结合的方法，了解河南农村地区受众利用新媒体接

触科普信息的现状和特点，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针对性解决方案。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４９３份，
回收有效问卷４６０份，有效率为９３．３１％。这份针
对河南省农村地区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现状所设计

的调查问卷总共包含２０个问题，涵盖了被访问者的
基本信息、科普信息接触渠道、科普信息接触偏好、

对各种新媒体科普信息的信任度以及对农村地区科

普活动的期望等。

（二）半结构化焦点访谈法

一些学者认为问卷调查法所得到的结果有时并

不能准确描述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因为它所反映

的是调查对象经过思考后的自我报告，调查对象对

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并未认真考虑，有时忘记了，有

时还会有意掩盖［２］。为了进一步提高调查结果的

准确性，更加精准地了解河南农村新媒体科普信息

传播现状，研究小组在４６０位问卷调查参与者中随
机选择了１０人以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了每人时长
约为２０分钟的半结构化焦点访谈。

二、河南省农村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现状

在本研究回收的４６０份有效问卷中，男性参与调
查者的比例为３６．５２％，女性所占比例为６３４８％，女
性高于男性。在年龄分布方面，调查样本中６０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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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居多，占总体调查样本的２８９１％；其次是５１—
６０岁年龄段，占２４．３５％，再次是４１—５０岁年龄段，
占１７．６１％，接下来是３１—４０岁年龄段、１８—３０岁
年龄段和 １８岁以下年龄段，分别占 １４．３５％、
８．９１％和５．８７％。从职业分布上看，农民占样本总
数的 ６４．７８％，其次是个体／自 由 职 业 者，占
２１３０％，学生、工人和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布
较为平均，占比分别为５．００％、３．７０％和３．０４％，占
比最少的几个职业为公司职员、退休和其他，分别占

比１．０９％、０．６５％和 ０．４３％。月收入情况方面，
４４５７％的受调查者月收入为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占比
最大，其次是收入１０００元以下和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分
别占比２１．３０％和１８．０４％，再次是无收入者，占比
１１．７４％，最后是月收入在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和８０００元
以上的，分别占３．２６％和１．０９％。学历程度上，样
本中绝大多数为初中以下学历，占比６９．７８％，其次
是高中和大专学历，占比２０．６５％，本科和硕士及以上
学历较少，分别占７．３９％和２１７％。

（一）农村受众对科普信息的需求程度与学历

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本研究数据显示，河南省农村地区受众对科普

信息的需求具有普遍性。总体上看，无论参与调查

者学历及收入高低，其主动搜索科普信息的月频率

多为１—１０次。但本研究也发现，不同学历层次与
收入水平的群体搜索与浏览科普信息的频率是有差

异的，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参与调

查者的学历层次及收入水平都与其科普信息搜索频

率呈正相关，皮尔逊相关性分别为０．５３３和０．１７８，
在０．０１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即学历和收入越
高的群体搜索与浏览科普信息的频率越高。

（二）短视频ＡＰＰ和社交 ＡＰＰ成为科普信息最
主要传播渠道

本研究数据显示，河南省农村受众最常使用的

两种科普信息获取途径为短视频ＡＰＰ（８７．８３％）和社
交ＡＰＰ（７９．３５％），随后是新闻聚合ＡＰＰ（６９．１３％）、互
联网搜索引擎（４８．０４％）和数字广播电视（１９３５％）。
科普网站、数字报刊及其他途径的使用率普遍较低，

分别为６．３％、４．５７％和２６１％。在半结构化焦点
访谈中，８人（８０％）表示短视频及社交 ＡＰＰ交互性
强，且内容浅显易懂，是其获取科普信息的最常用渠

道。

（三）农村受众从新媒体获取科普信息存在一

定障碍

本研究数据显示，河南省农村地区受众利用新

媒体获取科普信息最大的障碍是“不知道从哪些平

台获取科普信息”（７８．７０％）和“网上的科普知识真
假难辨”（７７．８３％）以及“不喜欢电子版阅读”
（６５００％）。此外，“不懂得如何使用新媒体设备”
（２８．２６％）、“上网费用过高”（１６．７４％）等因素也制
约了受众对科普信息的接触和对科普活动的参与

度。这表明新媒体科普渠道的宣传工作还有待进一

步提升，同时农村受众的新媒体使用习惯以及使用

能力也有待培育和提高。

（四）旨在提升自身生活质量和农业生产水平

的科普信息最受欢迎

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农村地区受众对农业生

产类科普知识、生活类科普知识、医学与健康类科普

知识有较大的兴趣，占比分别为８９．３５％、８４．１３％
和７４．３５％。接下来依次是气候气象类科普知识
（６２．６１％），职业技能类科普知识（３１．５２％），政策
法律法规类科普知识（２７．３９％），科学育儿类科普
知识（１９．１３％），环境保护类科普知识（１０．４３％），
军事知识类科普知识（２．６１％），及其他（３．２６％）。
这表明河南农村受众对于实用性强的科普知识有较

大的需求，尤其关注旨在提升生活质量和农业生产

水平的科普信息。

（五）科普信息接收频率较低，同时呈现碎片化

特征

对河南省农村地区受众新媒体科普信息接触频

率进行统计，发现３８．９１％的受众从不主动查询科
普知识，５１．０９％的受众月查询频率为１—１０次，而
月查询频率在３０次以上的比例仅为１．５２％，凸显
出农村受众新媒体科普信息接受频率较低。从信息

接收时间上看，７６．７４％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需要
（科普信息）的时候才会查找并浏览”，其余时间分

布于“工作或学习的间隙（１９．１３％）”“晚上睡觉前
（１３．４８％）”“早上起床时（５．００％）”“三餐时
（４７８％）”等，且８５％的受访者表示每次接触时间
在１５分钟以内。这表明河南农村地区受众接触和
浏览新媒体科普信息呈现碎片化的特征，他们多将

新媒体科普信息接触视为短暂的休闲或放松，没有

形成严肃或固定的信息接收习惯。

（六）科普新媒体缺乏知名度且科普力度不足

目前，河南省农村科普新媒体平台有“科普中

原云服务平台”“河南科协微信”“今科普微信”“河

南科技报微博”“中原科普抖音号”等。在本次调查

问卷中，有关“您所了解的河南省农村科普信息新

媒体传播渠道都有哪些（多选）”的问题的回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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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３５％的调查对象选择“无”，同时在半结构化焦
点访谈中，９人（９０％）表示没有听说过上述新媒体
科普渠道。研究小组还调查了河南省农村受众对当

地新媒体科普力度的看法，接近一半（４８．９１％）的
受访者认为“科普力度不太够”，认为“科普力度远

远不够”的受访者占２８．３８％，认为“科普力度一般”
的受访者占１８．７％，只有 ３．９１％的受访者表示满
意。这凸显出河南省农村地区科普新媒体缺乏知名

度且科普力度不足的现实问题。

三、河南省农村新地区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存

在的问题

（一）对农村科普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视程度不

足

调查结果显示，河南省农村地区受众对科普新

媒体不甚了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科

普信息传播主体对农村地区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活

动的重视程度不足。河南省虽然建设了“科普中原

云服务平台”“河南科协网站”等新媒体传播渠道，

但其中有关农业、农村的针对性科普信息数量较少，

且内容质量偏低。如“河南科协”网站上虽然设置

了“科学普及”专栏，但其中所发布的文章主题大多

为科普活动的启动和宣传，内容的宣传性大于科普

性和实用性，对广大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

不强。“河南科协微信公众号”每日发布科技话题，

但是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腾讯

网等，内容原创性不足，导致其与河南当地的农业生

产、农村生活关联性不强。这凸显了河南省科普信

息传播主体对农村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视

程度亟待提高的问题。

（二）科普内容设置不合理

农村科普应致力于帮助农民破除封建愚昧、了

解健康知识、利用技术致富、改进农村生态环境，从

而培养农民理性思维与科学素养、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与质量、提升农村宜居程度、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３］。因此，针对农村地区的科普信息传播应在内

容上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创新性和时效性，然而河

南省农村地区新媒体科普内容设置却不尽合理。首

先，针对性科普信息数量匮乏。以“科普中原云服

务平台”为例，其科普资源更新频率较低，更新时间

也不固定，如“科普文章”板块中的最近一篇文章发

表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２０年未刊发任何科普文章。
有关农村的内容以科技服务下乡活动报道和农业基

础性知识介绍为主，尚未形成完整的农村科普知识

体系，尤其是有关农业先进技术和农村现代生活的

内容不仅数量少，且缺乏地方特色。其次，科普内容

质量有待提高，且呈现方式与受众需求脱钩。通过

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可知，农村受众更倾向于观看

生动有趣、易于理解的科普短视频，且他们对科普信

息的接收呈碎片化特征。这就要求科普内容传播要

丰富科普信息呈现形式，尤其应注重科普信息的视

频化呈现，以提升农村地区受众的兴趣，同时帮助他

们更好地理解科普内容。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河

南省科普新媒体所发布内容的呈现形式较为单一，

如“科普中原云服务平台”上的科普内容或以纯文

字为主，或以纯视频为主，文章倾向于单一排版，视

频也缺乏创意剪辑，这样单一和呆板的呈现形式难

以吸引农村受众的兴趣，其传播效果也大打折扣。

（三）科普新媒体信息平台应用功能较少

除了向受众推送科普信息外，与受众进行互动

和交流，在了解受众需求的基础上尽量提供精准多

样的服务亦是科普信息平台应具备的功能。但是目

前河南省科普新媒体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多为向受众

推送科普信息，受众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缺乏与科

普信息传播主体直接沟通交流的渠道，从而导致科

普信息传播效果不佳。如河南科协微信公众号的自

定义菜单设置较为单一，只与河南科协官网、科普中

国官网等相链接，内容几乎是网页版信息的再现。

“科普中原云服务平台”虽然推出了“在线科普”栏

目，其中设置了“全国科普日”“科学知道”“科普答

题”三个交互性功能，但“科学知道”最近一次更新

是在２０１８年５月，此后便再也没更新；“科普答题”
题目数量较少，农村受众感兴趣的内容更少，且呈现

形式缺乏创意，形式大于实际功能。这些都表明了

河南省农村科普新媒体平台应用功能不足，未能发

挥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优势。

（四）科普信息传播话语缺乏亲和力

科普信息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线性

扩散，而是信息传播主体与受众共同参与、双向互动

的过程，是涉及诸多要素的系统工程。河南省是农

业大省，农村人口居全国之首，且受教育程度普遍偏

低，难以理解晦涩高深的专业科学知识，这就要求科

普信息传播主体在传播科学信息时要注意增强信息

的可读性和亲和力，激发受众的接收兴趣，减少受众

的接收障碍。但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科普信息

传播主体在这方面的意识还需增强。以“中原科普

抖音号”为例，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该账号共计
发布４３个科普视频，内容包括科普活动宣传、科普
新闻视频化呈现、科普知识介绍等，但视频内容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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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都比较程式化和说教化，缺乏创意，较难引起受众

的阅读兴趣。目前该账号仅有１９５个粉丝关注，点
赞、评论量也并不可观，亲和力的缺失使得科普信息

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四、河南省农村地区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工作

改进策略

（一）加强平台建设，拓展传播渠道

在平台建设层面，应整合多个科普信息传播主

体资源。《河南科技报》等省内多家相关媒体、河南

省科协等省内８０余个学协会、“科普中原云服务平
台”、河南省科普新媒体联盟及其他相关机构应积

极合作、优势互补，整合人才资源和内容资源，加强

不同主体间的整合协调，构建农村新媒体科普平台，

提升农村科普信息传播效果。如打通各主体间的专

家库系统，建立跨学科跨行业的综合性专家库，针对

农村受众特定需求，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科普信

息传播活动；各主体间推动资源共享，减少科普网

站、ＡＰＰ、微信公众号等的重复建设，推动科普人才
的交流等；各主体间加强数据共享，注重互动性应用

功能的开发，提升精准科普服务能力等。

在渠道拓展层面，鉴于移动网络新媒体已成为

河南农村地区受众重要的科普信息获取渠道，其信

息传播的及时性、互动性、碎片化特点符合河南农村

地区受众对科普信息获取的要求，河南省应在农村

科普平台建设、资源互补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媒体

传播渠道，使其渗透到受众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如通过科普抖音号等的建设与运营，加强在短视频

和社交ＡＰＰ上的活跃度；打造农村新媒体科普传播
矩阵，形成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号等多种渠道的

联动。从更深层次来说，要通过新媒体实现科普与

各行业的融合，使科普信息的传播不再局限于较为

狭隘的专业科普媒体中，而是成为农村受众了解科

学各个领域的有效途径，从而深入拓展科普信息传

播渠道，激发科普信息的内在价值，推动科普信息传

播的良性循环和协同发展。

（二）坚持内容为王，注重科普语境

首先，要保证传播内容的时效性。可结合热点

新闻事件、节假日、纪念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时间

节点，进行科普信息传播，使之与公众生活紧密联

系。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初，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拉尼
娜将导致今冬成为６０年来最寒冷的冬天”等极端
寒冷天气的传言开始在网络上快速传播，知名科普

微信公众号“博物”随即推出科普文章《拉尼娜，这

个冬天你会冻哭我吗？》，解释了拉尼娜现象的成因

及给全球气候带来的影响，指出２０２０年出现极端寒
冷天气的可能性极小。此类信息时效性强，关注社

会热点话题，有利于拉近其与受众的距离，快速提升

自身的知名度。其次，应在保证传播内容质量的基

础上不断丰富信息覆盖范畴，力求重点突出、覆盖均

衡，在着重关注农业生产、科技与生活、医学与健康

等河南省农村地区受众重点关注的领域的基础上，

不断丰富科普信息内容，力求覆盖受众生活、工作、

学习的方方面面。再次，在内容编辑上，不同的传播

主体要根据自身的学科背景和技术优势，对科普信

息进行侧重点不同的编辑加工，使其具有多样化的

呈现方式。这些呈现方式不同的内容产品又能通过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农村地区有着不同科普信

息需求的受众实现精准传播。如同一条农业科普信

息可以被科技记者编辑成严谨科学的科普新闻传播

给基层农业科技人员，也可以以视频、动漫、游戏的

形式呈现给广大农民。最后，要加强科普信息呈现

形式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吸引受众的感情投入。科

普信息内容的设计必须考虑如何贴近公众的需求，

吸引公众的注意，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受众的科普信息

就应考虑到农民群体的知识水平有限这一现实问题，

在内容呈现上应多使用科普微电影、科普漫画等直

观、有趣的方式，以达到贴近受众切实需求的效果。

（三）树立业务权威，打造科普品牌

打造优秀的科普传播品牌应成为河南省农村地

区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针对河南省农村地区科普

信息传播产品和渠道现状，要从以下两点进行突破。

首先，打造特色创意产品，这是科普信息传播品

牌塑造的基础。对于“河南科协微信”“今科普微

信”“科普中原云服务平台”等新媒体，应在确保科

普信息内容质量的前提下着力创新信息呈现形式，

如以河南省农村地区受众欢迎的短视频等形式传播

科普信息，打造特色产品。对于《河南科技报》、《农

家参谋》杂志、“科普之声”广播频道等传统媒体，应

利用农村受众对传统媒体科普信息的高信任度，结

合媒体特长，打造数字化知识产品，通过向受众提供

权威科普信息与服务，打造可信度高的科普传播品

牌。对于博物馆、科技馆等科普场馆，可以借助场地

和资源优势进行新媒体传播，如河南博物院在央视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播出之后受到了社

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入馆参观人数激增，知名度快速

提升。河南博物院可以利用这一热潮和自身丰富的

馆藏资源，借助多种新媒体表现形式，打造自身的科

普品牌产品。其次，媒体联动，推动品牌营销，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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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信息传播品牌塑造的推动力。河南省农村科普

信息产品要整合媒体资源，借助新媒体手段，组织各

类营销活动，实现立体营销。如河南省科协主办的

“科普之声”广播频道于２０１７年７月开始在《农家
参谋》杂志社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官方网站正式推

出，开始了新媒体品牌营销实践。同年１０月登陆蜻
蜓ＦＭ广播电台，借助更大的网络营销平台推进自
身品牌营销的全媒体化发展，至今获得了２７０３．２万
次的播放量。

（四）提升媒介素养，营造科普氛围

河南广大农村地区受众对农业生产、科技与生

活、医学与健康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有着较大的需

求，但是“不知道从哪些平台获取科普信息”“网上

的科普知识真假难辨”等多种因素导致其通过新媒

体接触科普信息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解决这一问题

的根本手段在于提升农村地区受众的媒介素养。首

先，应针对农村受众进行网络化和信息化培训，使其

了解新媒体科普信息的呈现方式、获取渠道等。其

次，针对农村受众感兴趣的内容，通过对其进行个性

化内容推送、开通专家在线答疑等，增强受众对平台

和渠道的黏性。最后，通过制定奖励措施等方式，鼓

励农村地区受众关注新媒体科普信息，学习科普知

识，并通过转发等行为，促使他们从“被动的科普信

息接受者”，变成“主动的科普信息宣传者”。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

的重要力量［４］。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在面向农村

地区的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

果，但整体看来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

面，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农村地区科普信息传播的道路

是曲折的，多年城乡差距形成的数字化鸿沟不可能短

期消失；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握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

规律与特点，将其应用于提升农村地区科普信息传播

效果的实际工作中，抢抓乡村振兴战略和科普信息化

战略机遇［５］，为河南农村发展贡献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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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及其治理
———基于全景敞视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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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４３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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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良好的社会心态有利于社会稳步发展。重大突发事件爆发，民众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压
力，其社会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了解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心态的

表现和反向偏差的社会心态对社会治理的消极影响，是社会治理中重要的议题。在全景敞视视角

下，根据重大突发事件中社会心态的特点提出从制度监督、社会监督、网络监督、教育监督、自我监督

五个维度出发，实施网格化治理、柔性治理、信息化治理、思想治理、自我治理等方式形成治理合力，

最终旨在实现民众不断趋向社会化和规范化的自我规训，引导形成正向、积极的社会心态。

关键词：反向偏差社会心态；社会治理；自我规训；全景敞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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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心态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理状况的集体表
征，能够直接反映特定社会的运行状态。［１］良好的

社会心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不仅有利于

个体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重大

突发事件暴发期，民众的个体心理普遍处于应激的

恐惧、担忧和不信任的状态，他们通过微信群等社交

渠道与他人相互影响、交叉感染，让民众生出更多的

不良情绪，进而出现诸多如形式主义、逃避行为和反

叛等反向偏差行为。反向偏差行为偏离了社会的制

度化要求，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２］在我国“稳定压

倒一切”的大政方针下，我们要积极疏导社会心态

变化引起的民众心里不适、信任危机等社会心理问

题，避免造成动乱、长时间停产等“次生灾害”的发

生，有效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的要求，妥善引导社会心态朝着有利

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

一、全景敞视视角下的社会治理

福柯提出的“全景敞视”来源于边沁的著作《圆

形监狱》构想：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行建筑，监狱中

心是一座望塔。望塔的塔墙上安有一圈对着环

行建筑的大窗户，环行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

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每个囚室都有两

个窗户，一个对着中心望塔，与狱墙上的窗户相

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

另一端。因为通过逆光效果，监视者可以从望塔

内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

的小人影。［３］被监视者总感觉有一双“权力的眼睛”

在监视他的一切。即便将塔楼中的监视者换成了囚

犯或者根本没有监视者，这个机制照样运转———只

要感觉有一双监视的眼睛在观看自己，被监视者就

不会轻举妄动，以监视者的要求规范着自己的言行，

最终实现规训和自我规训。

在望塔的监视者是对被监视者施加影响的权

力象征。福柯认为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

确知的”［４］。权力并不来自特殊的个人阶级或身

份。福柯所处时代的信息技术没能像今天这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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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现在随处可见的摄像头把人们置于流动着的监

视者视线中，监控以悄然的方式守在社会的各个角

落。门禁卡、二维码、支付码、ＧＰＳ、指纹、虹膜扫描等
无处不在记录着民众的动向和脚步。人们在全景敞

式的网络中发布微信、朋友圈、微薄等，各种生活状态

和只言片语被他人围观。“观看”也是一种权力的实

施，并且认为这样“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

种真实的征服”［２］。因而，现代社会的眺望塔上“监

视的眼睛”不仅包括扎根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法

理化的宏观权力，也有普遍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社

会交往、风俗习惯、人伦道德、言行举止、众目睽睽、各

种集会以及电子监控和网络传媒中的微观权力。［５］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民众处于福柯描绘

的全景敞视环境之中，每个个体既是被他人和自我

的监视者，也是他人和自我的监视者，最终使自己不

断趋向社会化和规范化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训。监

视者可见而又不可确定的权力局势带来监视效果的

持续性，规训效应使得权力的行使更为经济有效。

通过 “望塔”权力的影响，聚集更多的正能量，最

终形成正向、积极的社会心态，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营造良好氛围。全景敞视能使权力

的行使变得完善，通过形成的预防机能、自动连续运

作机制，使得对反向偏差行为的规训更加有效

率。［２］因而，以全景敞视的视角治理重大突发事件

的反向偏差心态尤为必要，也为我们研究国家治理

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反向偏差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作为一种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

态，实则反映了特定时空环境中人们的利益要求，

以及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

向。［６］社会心态源自社会认知，社会认知的依据是

对信息的判断处理。认知水平因个人的经历、学历、

背景等不同而对各种社会刺激综合加工不同。重大

突发事件暴发（如新冠肺炎疫情期）时，人们身处一

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形成了这段时期诸

多反向偏差的社会心态。

（一）社会性不良情绪

人的情绪植根于自己的信念和对生活的评价，

改变错误的认知与评价是化解消极情绪的前提。［３］

人们产生某种情绪的根本原因是自身对事情的解释

和评价，而不是事情本身。社会心态是多数个体的

心态反应。新冠疫情的暴发初级阶段，绝大多数民

众的应激反应是震惊和不相信，并认为新冠肺炎并

不可怕，自己不太可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治愈的可

能性也比较大。在新年到来之际，很多人并没有改

变自己的行程，持乐观、平静体验的居多。直到北

京、深圳等城市出现疫情，武汉封城令的颁布，民众

才对新冠肺炎疫情产生担忧、害怕等不良情绪，并每

天花费大量时间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２０２０年１月发布的《疫情防
控与社会心态的变化》调查表明：５４％的民众担心
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工作不太完善。４０．８％的民众
表示每天有１—２个小时左右关注新冠肺炎疫情，
４５．６％的民众表示每天有３个小时以上关注新冠肺
炎疫情，长时间的关注产生更多负面情绪。从１完
全没有到５非常强烈表达情绪体验程度，调查结果
表明民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担忧情绪最高（４．１６），
其次是恐惧（３．１７）、悲伤（３．１２）和愤怒（３．０９），乐
观和平静程度较低，分别为２．７０和２．４２。情绪产
生的后果是人与人、人与事之间产生对立和伤害。

（二）习得失助感

随着确诊数、疑似病例、死亡数、扩散地域等信

息的不断公布，针对性治疗药物缺乏、年轻的医生病

逝等因素使得民众进一步认识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峻形势，防控比ＳＡＲＳ更难，对抗击疫情的心理更
为紧张，为新年计划的完成开始担忧，除了居家隔离

外，深切感受到自己没有能力和办法去改变当前疫

情状况，心理上产生了习得性失助感。《疫情防控

与社会心态的变化》第二轮的调查数据表明民众认

为“此次疫情比 ＳＡＲＳ危险很多”的比例从１７．４％
增加到了２２．９％，在习得性失助感心理影响下，越
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接受现实、委曲求全，甚至价值理

念产生动摇，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如取消原有

的异地探亲等出行计划、取消原有聚餐计划、减少外

出次数，减少乘坐交通工具，回家后换衣服、洗手，出

门戴口罩，抢购防护用品，购买囤积食物和日常用品

等行为。

（三）社会群体性怨恨

《２０１１年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我国转型时期
最明显的社会心态是“群体性怨恨。”群体由于主观

内在的无力感和客观现实的挫折感，两者相互交织

容易滋生不满或敌意情绪，若采取压抑的方式让这

种情绪积淀就会转化成怨恨。［８］这种怨恨与日常生

活中的怨恨情绪不同，呈现出模糊性、过程性、封闭

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表现为软弱无力、心理消极、敏

感抵触和道德人格扭曲等。［９］新冠肺炎在全国开始

迅速蔓延时，全国人民从心理上形成了对食野味者、

对离城且不愿隔离的武汉人等心存不满和痛恨，原

本有些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刻板印象，在新冠疫情

中“社会群体性怨恨”心态进一步加强。湖北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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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的相关部门成了社会情绪宣泄的焦点，在网络平

台开始出现负面声音，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受到了一

定影响。人们在网络上宣泄不良情绪，与他人的怨

恨情绪形成共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舆论和他

人，并演变为社会心态形成的加速器，主流媒体的公

信力受到挑战，这种“社会群体性怨恨”对社会造成

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社会群体性恐慌

信息不畅通、生活方式突变等因素造成群体性

恐慌。个体恐慌很容易演变为群体性的不理性与不

合作的行为反应，个体的极端情绪很容易通过大众

传播给他人造成刺激，在群体压力之下形成非理性

的集群行为。社会普遍存在“求快的价值观与机

会、运气相联系就能带来自己想要的和值得的东

西”［１０］这样的理念，突然间被“社会急刹车”式地停

下来，时间越长越变得躁动不安甚至恐慌。同时，在

无法获取危机事件传播的必要信息时，会使群体产

生猜测型恐慌心理。［１１］新冠肺炎疫情初始阶段，民

众非常希望了解自己、家人、亲友所在区域、省、全

国、其他国家疫情状况，治疗药品及政府所采取的防

控措施等信息，他们通过微信、微薄、电视、网站，以

及新闻客户端等途径获取了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

难辨真伪，相互不停转发，甚至信息过载。《疫情防

控与社会心态的变化》中指出民众对疫情信息公开

的及时性、透明度的评价仅为４８．６％和５０．１％，后
受疫区一线政府官员和医学专家定期召开新闻发布

会等因素的影响，上升到了６４．１％和６６．６％。民众
极度关注疫情发展态势，高达９１．９％民众知道当日
全国新冠肺炎确诊数，民众对于疫情未来一个月的

发展势态并不乐观，其中近７５％的民众认为会变得
更严重。这些数据表明民众对信息的不完全正确认

知使得社会心态产生了群体性恐慌。

（五）社会安全感缺失

社会安全感既是衡量社会运行机制安定与否的

标志，也是社会个体的安全感的具体反映。［１２］《疫情

防控与社会心态的变化》第一轮调查中指出有

３７．１％的民众认为在面对新冠肺炎不太安全，３．９％
认为非常不安全。５７．３％的民众认为新冠肺炎疫情
有可能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扩散，９．２％的民众认为非
常可能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扩散。因病毒的凶狠与狡

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让更多的民众对公

共场所不戴口罩的人、公共设备甚至空气都缺乏安全

感，更有甚者因为害怕感染上病毒而自主服用抗生

素。居家隔离，对口罩、酒精、消毒液、双黄连等的抢

购行为就是典型的安全感丧失的表现。

三、反向偏差社会心态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一）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不利于突发事件治理

社会心态会通过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思想观

念、情感及行为模式来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同时，

社会心态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利的社会心态一

旦形成必将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１１］重大突发事

件发生时，反向偏差社会心态成了社会治理的一大

阻碍。如新冠肺炎暴发时，有人往他人门把手上或

电梯按钮上吐口水，有人执意不戴口罩，医闹，聚众

娱乐聚餐等发生，分散了本就稀缺的社会治理资源，

警察不得不进入疫情区，加大了感染风险，拖累了疫

情防控的步伐，增加了社会治理的运行成本。

（二）削弱了社会治理能力，影响了民众的心理

认同

心理认同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

范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

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始形式。［１３］一旦民众

把握和理解不了社会治理的政策、制度、方式等内涵

和精髓，出现反向认知偏差，会逐渐形成负面的情感

态度，思想上不能形成自我规训，在行动上就会不支

持甚至拖社会治理的后腿，社会心态不能成为社会

治理的合力，必然导致非理性行为模式，“知”“情”

“意”“行”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削弱政府

社会治理的功能，影响社会治理的有效发挥，最终影

响政治认同。

（三）打破了原有社会心态，动摇了信任基石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维系秩序的

道德基础，信任一直以来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效率

和社会治理水平的主要社会资本。［１４］中国社会原有

蓬勃积极的社会心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被打破，负

面心态和局部矛盾不可避免，但这种状况不能成为

常态，正是社会治理亟须关注的焦点。人们只有全

面完整地了解重大突发事件相关的信息和国家的治

理政策、方式后，才能对所面临的困难做出客观公正

的判断，并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做出是否认同的决定。

一个好的、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定是以高度的社

会信任为基石的。［１４］

四、社会心态治理的途径与方法

在重大突发事件暴发时，政府依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迅速成立各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指挥部，强化层层问责制，对民众通过登记、扫

码等方式获取其信息，规训力量变得直接、细化。社

会心态影响社会行为，反向偏差的社会心态一旦形

成“全民规训”，成为社会化的行为，必将不利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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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和人们美好幸福生活的实现。因而，从全景

敞视的角度来看，社会治理应当从制度的完善、纪律

或规则的精细化和多维的治理方法中寻求更多积极

的规训力量，同时通过风俗习惯、人伦道德、言行举

止、众目睽睽以及电子监控和网络传媒中的微观权

力实施对社会的综合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治理体现的是“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在全景敞视

视角下，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共同实施对社会心态

的治理，最终旨在实现对被监督者的自我管理和自

我规训。无论“望塔”上是否有监视者，这个机制

都能照常运转，这种治理机制无须军备、暴力、有形

控制等方式，每一人在 “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

权力监督下，［１５］逐渐变成自己的监督者。

（一）依靠法律法规的制度监督，实施网格化治理

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然包括政府部门真

正能够取信于民的政策、法规和治理方式。程序观

念的淡泊，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人们轻视理性程序规

则，注重欲求结果。［１６］各级政府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严格依法治理，抓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体现公正

公平，优化不良社会心态。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设

计和机构建立，实时关注民生，深入群众，听取民意，

掌握社会心态，提升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充

分利用数字化平台，依靠法律法规的制度监督，实施

网格化治理。新冠疫情期间，全国多省市相继推出

了“关于继续强化细化社会网格化防控阻断疫情传

播”的相关指示。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１７］是近年来基层治理的一个

创新，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防控就是网格化管理的成
功典范。网格化管理让每一个网格里的工作人员明

确了网格管理责任和各自的工作职责和要求，有了

自己的“责任田”，大大提高了各部门的工作效率，

减少了不必要的人力资源浪费；治理对象明确清晰，

治理事务操作性强，能够在制度的监督下按规则快

速处理，其管理效果敏捷、精确和高效，是进行安全

监管的重要手段，对新冠肺炎这次重大疫情的防控

和终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建立社会心态监督体系，实施柔性治理

各级政府充分整合心理咨询的专业资源建立心

理疏导服务体系，不仅是重要的社会服务方式，而且

是有效的监督手段，也蕴含了全景敞视的思想。通

过线上线下的途径开展心理咨询疏导、调适、治疗服

务，开展经常性的心态教育，给予精神抚慰，给予民

众更多的正能量，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对

民众造成的心理压力，合理引导他们调整社会认知，

缓和民众不良情绪和心理，理性宣泄不满情绪，正确

策划应对方式，妥善处置心理危机。具体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开展心理疏导活动：（１）重大突发事件暴
发期间，组织专业心理指导队伍深入事发一线，成为

专业应对队伍的一部分，对受灾民众进行心理上的

疏导和治疗。（２）充分整合社会各级力量，建设心
理咨询平台，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队伍，通过线上答

疑咨询的形式给予指导，定期邀请心理专家开展线

上专题讲座，教会民众一些适用、有效、简单的心理

调适技巧，修正社会偏见，提升他们的认知水平和心

理调适素质。（３）不拘一格宣传心理健康知识，拍摄
心理健康的小视频，通过微信、ＱＱ、电视等途径帮助
民众正确认知心理问题，化解“去心理咨询就是有

精神病”的认知偏差。利用社区宣传栏、板报、报

纸、海报、专题画册等媒介宣传、介绍和普及心理健

康知识，让身心健康成为一种人人追求的生活方式。

（４）培养更多的社会心理工作者，在线下定期开展
常规心理咨询服务，完善各级各类心理咨询指导机

构，及时化解民众的心理困扰，调适不良情绪，进而

形成积极、健康、稳定、平和的社会心态。通过这些

活动，使社会个体都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心理结构、特

点及缺陷，以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等柔性治理方式，

让社会形成积极健康的心态。

（三）构建畅通的网络监督平台，实施信息化治理

信息技术史无前例地提升了国家现代化治理。

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是直播者，也都是监视者，这形

成了“全景监视”即多数人看多数人的现象。［１８］一

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应该是综合性的：既包括政府部

门真正能够取信于民的政策、法规和治理方式，也包

括国家的治理能够不断实现民众的希望或梦想，还

包括我们的民众能够养成理性的表达方式。［１９］在突

发事件发生时，畅通的信息平台能成为正确舆论的

引导者，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者。根据议程设置理

论，媒体重视什么，受众就关心什么，主流媒体对受

众建构正确的价值观有重要的作用。［２０］“传播谣

言”往往是民众的应激反应的伴生产品而已。“谣言

四起”时，切忌用“熟视无睹”或“删、捂、拖”的方式

来应对，主流媒体要实现社会工作对大众传媒的肯

定和信赖，实现对社会心理的有效疏导。［２１］

（１）充分利用主流信息平台发挥舆论的引导作
用，传播及时、权威的信息，赢得舆论先机，避免小道

消息和不实传言对民众产生的消极影响，减少对社

会稳定和谐的不利因素。（２）主流信息平台及时解
释政府行为，维护政府和国家形象，化解民众的怀疑

和不信任的心理，并准确把握民众的需求和心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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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以积极引导他们的社会动机。（３）畅通信息渠
道，招募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对被隔离的住院

患者或者居家隔离的人员进行心理疏导，采取“手

牵手”“结对子”等形式给予关怀和帮助，组织灵活

多样的线上活动和节目，丰富他们的生活，缓解他们

的情绪。（４）充分利用信息平台实施信息化治理。
如新冠疫情中，最早应用信息平台组织复产复工的

浙江以省政务云为基础，打通全民健康卡和企业复

工申请平台，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疫情防控和安全复

工。杭州在全国率先推出健康码三色动态管理，民

众在支付宝平台领取“绿码”或“红码”或“黄码”，

显示绿码者，亮码通行；显示红码者和黄码者，需要

自我隔离并健康打卡，满足条件后将转为绿码。这

种信息化管理为全国企业安全复工提供了借鉴，也

为今后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提供了参考。

（四）加强教育监督，实施思想治理

教育也是再生产全景敞视的装置！［２２］我们党开

展工作的重要法宝是思想政治教育，每个个体都以

此为行动的指南，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监督者和被监

督者，并结成社会心态的调节网络。（１）以人为本，
加强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缺少爱心和温暖，

充斥着规训、控制、监督、威慑、惩罚的教育只能培养

出缺乏理性和创新的奴隶或者暴君。［２３］从心出发，

以心灵推动心灵，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每一门课程

当中，逐步给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正确的

价值追求，培育健康、理性的价值诉求，让他们充分

认识到国家的兴衰要靠教育、科技、医疗和军队等硬

实力，医生、科学家、教师、军人等才是支撑民族的脊

梁，崇尚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奉献者，并立

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２）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融理想、目

标、理念、规范等基本元素于一体的价值系统，是引

领社会心态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实施过程中必须

在宣传手段、方式等方面符合民众的心理特征，充分

尊重个性化差异和价值选择，保证民众的有效认知，

重视人们的切身利益，疏导民众心理和利益的需求，

引导民众从私人化状态走向公共性精神领域，增强

社会凝聚力。（３）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新冠
肺炎疫情中，人们不再只是关注富商的故事和赚钱，

而是更多地关注抗疫过程中很多平民英雄的事迹和

高质量的生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给了民众强大

的心理力量，“祸兮福之所伏”，“物极必反，否极泰

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化不利为有利，化腐朽

为神奇”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民众形成自律、

自治意识和强烈的文化自信。通过这些有形的价值

教育和无形的思想引导，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完善工作机制，层层构建社会心态的调

节网络，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提升自我监督水平，实现自我治理

在全景敞视视角下，制度监督、社会监督、网络

监督、教育监督、自我监督之间存在着效果互补的关

系，在这些影响下实现对被监督者的自我治理，最终

以最经济的方式完成国家治理。要提升自我监督水

平，自身成长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１）保持终生
学习的理念和行为。积极社会心态既是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优秀思想文化传承积淀的结果，也是人民群

众在多元价值观念中理性选择的结果。［８］拥有积极

心态，必须向古圣先贤学习，向成功者学习，向历史

学习，向书本学习，提升对世界的认知水平，拓展眼

界与胸襟，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

观，通过改造头脑增强内在精神动力，激发个体的内

驱力和进取心，从而避免习得性无助感和社会性惰

化。（２）自身加强心理情感调节，放下自我，建立利
益他人的思想，让这种利他的思想成就一种人生格

局和成为服务他人的能力。多看看那些在重大突发

事件中“逆行者”的故事，时常把“他人”念在心中，

“一日三省吾身”，积极健康的心态就会逐渐确立起

来，成为自我治理的内动力。（３）加强心理品性调
节，用欣赏的眼光看世界，确立开放包容的乐观心态。

笃定“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本信条，与人良性

沟通，尊重他人，礼敬他人者必受人尊敬，成为播撒阳

光和快乐的使者。（４）关注心理咨询平台，参加心理
咨询服务，不断学习，掌握心态调节的方法和技能，利

用化解自身心理困扰和不良情绪的经验教会更多的

人理性和平处理问题，在利他中成长，在成长中利他，

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结语

重大突发事件暴发期间出现的社会性不良情

绪、习得失助感、群体性怨恨、安全感缺失、群体性恐

慌等反向偏差社会心态，破坏了原有积极平衡的社

会心态，削弱了社会治理能力，增加了社会治理难

度，不利于社会心态治理和社会健康发展。社会心

态的治理是一个综合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

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望

塔”上不但需要基于法律法规的宏观权力下的制度

监督，还需要有以微观权力实施的社会监督、网络监

督、教育监督和自我监督，这种模式克服了单一监督

方式的弊端。相应产生的网格化治理、柔性治理、信

息化治理、思想治理、自我治理等多种治理方式形成

治理合力，最终实现不断趋向社会化和规范化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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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管理和自我规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

心，矫正社会认知偏差，建立平和、积极、理性、自信、

乐观的社会心态，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

目标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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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敞视主义”的解读［Ｊ］．河北法学，２００４（１１）．

［４］张一兵．资本主义：全景敞视主义的治安—规训社会：福
柯《规训与惩罚》解读［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７）．

［５］张
!

．公民权利与微观权力内涵关系的政治哲学诠释
［Ｊ］．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５）．

［６］沈晖．转型时代“中国体验”视域下的社会心态［Ｊ］．探索
与争鸣，２０１２（２）．

［７］梅萍，杨珍妮．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心态的有
效引领［Ｊ］．中州学刊，２０１５（３）．

［８］袁爱清．弱势群体怨恨及媒介疏导策略研究［Ｊ］．江西社
会科学，２０１３（８）．

［９］王成伟，赵蒙成．高职院校学生“群体性怨恨”的表征与
消解［Ｊ］．职教发展研究，２０１９（１）．

［１０］杨宜音．浮躁怎样成为一种社会心态［Ｊ］．江苏行政学
院学报，２０１４（６）．

［１１］方亭．基于社交网络的高校危机管理研究［Ｊ］．新闻知

识，２０１４（３）．
［１２］张清娥．社会治理中的心理疏导问题探析［Ｊ］．求实，
２０１５（５）．

［１３］景于，马永红．学科交叉视域下的交叉学科心理认同度
研究［Ｊ］．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４）．

［１４］徐尚昆．转型时期社会治理中的信任重构［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７（１）．

［１５］福柯．规训与惩罚［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０：２２７．
［１６］佘双好．从说服教育到心理疏导：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
发展［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１（７）．

［１７］祁文博．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
规避［Ｊ］．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１）．

［１８］张婷，刘进军．全景敞视理论视角下的网络直播［Ｊ］．传
媒，２０１８（２）．

［１９］周晓虹．社会心态、情感治理与媒介变革［Ｊ］．探索与争
鸣，２０１６（１１）．

［２０］张允，唐努尔·巴吾尔江．全景敞视视角下娱乐明星的
形象建构［Ｊ］．青年记者，２０１９（１４）．

［２１］喻国明．全媒体时代网民心理疏导机制［Ｊ］．人民论坛，
２０１５（Ｓ２）．

［２２］刘晓静．告状：一种全景敞视的“恶”［Ｊ］．基础教育，
２０１４（４）．

［２３］高雪莲．完美的“铁笼”，规训“在场”的农村寄宿制学
校：主体视角的柳溪村儿童学校教育考察［Ｊ］．北京社会
科学，２０１５（１）．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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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开放获取期刊新出版动态研究

彭　琳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数据智能（英文）》编辑部，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４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机构知识资源领域研究数据的关联组织和开放复用研究”（１９ＢＴＱ０７３）
作者简介：彭琳（１９７１—），女，湖南桃源人，硕士，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数据智能（英文）》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

开放获取、科技期刊数字出版。

摘　要：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近五年来，学术期刊界出现了巨型期刊、研究要素期刊和更
多新形式的ＯＡ期刊。ＯＡ期刊出版发展的特点是：数量持续增长，开放程度不断增强；期刊出版平
台化发展；经营方式多样。随着ＯＡ期刊的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包括：掠夺期刊带来负面影响，巨型
期刊增长乏力，科研质量和科研诚信面临挑战，中文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仅限于自建网站，国内 ＯＡ
期刊出版平台未引起广泛关注，以及期刊公益服务与商业盈利之间矛盾加剧。ＯＡ期刊出版问题的
解决方案包括采取新的同行评议方式；出版逐步形成规范；完善平台建设，促进学术交流；采取多种

方案解决期刊公益服务与商业盈利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开放获取；ＯＡ期刊；动态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Ｇ２３７．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８５－０５

　　一、引言
自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９日出版商 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发

布了第一篇免费在线论文后［１］，更多的开放获取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ＯＡ）论文发表，更多的ＯＡ期刊创刊，
期刊的ＯＡ出版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而蓬勃发
展起来。王应宽等［２］对２０１２年前国内外 ＯＡ期刊
的研究进展和发展动态进行了综述，调研显示全球

ＯＡ期刊发展迅猛，数量和质量均稳步上升。中国
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２０２０）对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平台上
收录的全球各国发表的期刊论文的统计结果显示，

全球论文数量以每年 ６％ ～８％的幅度稳定增长。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ＯＡ论文与非ＯＡ论文数量上平分秋
色（２０１７年文章总数为３，７１６，３４５篇，２０１９年文章
总数为４，２３６，２６２篇）。ＯＡ论文里２／３为金色 ＯＡ
和青铜 ＯＡ［３］。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开放获取
期刊目录（ＤＯＡＪ）已收录１５，６３９种ＯＡ期刊［４］。全

球ＯＡ期刊不仅数量增长迅速，而且质量、用户认可
度、学术影响力等都在快速提升［５］。２０１８年９月４

日，来自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 １１个欧洲国家
的主要科研经费资助机构，在欧洲研究理事会的支

持下，联合签署了一项开放获取 Ｓ计划，该计划规
定，到２０２１年，所有受机构资助发表的科研论文需
实现开放获取［６］。

近年来随着开放科学、开放数据运动的开展，

ＯＡ期刊出版出现了新的发展动态。但现有文献多
从单一方面，比如 ＯＡ期刊出版平台、出版模式、出
版质量控制、影响力、出版现状、开放性同行评议等

角度进行总结，不能反映ＯＡ期刊出版发展的全貌。
陈秀娟等［７］于２０１６年做的调研显示在多方利益方，
包括资助机构、出版商、科研教育机构、国际组织和

学会／协会的支持和推动下，全球ＯＡ期刊继续繁荣
发展，新的ＯＡ期刊不断被创办，传统期刊转为开放
出版模式。王志娟等［８］调研了我国 ＯＡ出版平台
ＣＯＡＪ，选取在ＣＯＡＪ出版的１９种ＯＡ期刊进行案例
分析，发现国内ＯＡ期刊开放程度较低，比如只开放
摘要信息，ＯＡ期刊没有利用网络化优势开展读者

·５８·



互动，没有期刊提供接收前开放和接收后评审服务。

王元杰等［９］对２０１５年以来 ＯＡ期刊出版商，ＯＡ期
刊出版平台，ＯＡ论文数量、质量以及机构推动 ＯＡ
发展的举措进行了调研，发现几乎所有订阅型期刊

都提供 ＯＡ出版选择，传统出版社支持 ＯＡ出版的
政策，推出了金色ＯＡ期刊，同时还涌现出 Ｈｉｎｄａｗｉ，
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ＭＤＰＩ等出版完全 ＯＡ期刊的出版
社。但以上研究未对近年来 ＯＡ期刊的新形态、新
特点、发展中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进行综述，不能反

映ＯＡ期刊在以上方面的新进展。因此，本文将以
近五年来 ＯＡ期刊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 ＯＡ期
刊新的出版动态，并分析现状，以期为我国 ＯＡ期刊
出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以“开放获取期刊”，“ＯＡ期刊”，“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期刊”为关键词，从中国知网数据库搜索相关文献

１２０篇，通过对检索结果逐一判读，去除非核心论
文，最终得到核心研究论文８５篇。本文分析基于这
些核心论文展开。

三、ＯＡ期刊出版的发展特点
（一）新形式

１．巨型ＯＡ期刊
ＰＬｏＳＯＮＥ是美国公共图书馆推出的新型 ＯＡ

期刊，其同行评议政策不同于传统科技期刊，（审核

文章是否符合期刊编辑范围及文章的新颖性、重要

性等），仅仅关注研究方法的可靠性，相对于传统

ＯＡ期刊，它收录论文学科范围广，出版量大。ＰＬｏＳ
ＯＮＥ是巨型期刊（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Ｍｅｇａ／Ｇｉｇ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ＡＭＪ）的代表。王凤产［１０］、任胜利等［１１］总结了巨

型期刊的特点：１）年载文量高或创刊时以此为目
标，２）同行评审相对宽松，以“科学合理性”而不是
创新性或重要性作为同行评议的标准；３）学科范围
宽泛，４）商业模式基于作者方付费。任胜利等［１１］调

查了３３种巨型期刊，其中被普遍认可的期刊包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ＰＬｏＳＯＮ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等，该文还研究了 ＯＡＭＪ的发展历程，把 ＰＬｏＳＯＮＥ
创刊的 ２００６年称为 ＯＡＭＪ元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为
ＯＡＭＪ的创刊高峰时段，共计１６种 ＯＡＭＪ创刊，最
近创刊的ＯＡＭＪ是２０１５年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创办的Ｈｅｌｉｏｎ。
２．研究要素期刊
在大数据时代，科学发现的模式进入第四范式，

即知识密集型科学发现模式，科学数据作为正式的

科研成果，以数据论文的形式，像同行评议的论文一

样出版，科技期刊界出现了数据期刊。刘凤红等［１２］

调查发现全球共创办了１６８种数据期刊，其中１６２
种正常出版。共有２６家出版机构出版数据期刊，
１４９种期刊是ＯＡ出版。除数据外，完整的科研流程
会涉及和产生很多其他研究要素，如实验方法、实验

材料、代码、软件等，科技期刊界推出了研究要素期

刊，例如软件论文期刊，材料和方法论文期刊，综合

要素论文期刊。比如 Ｇｉｇ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Ａ期刊，关注生
命科学和生物医药领域基于数据和客观事实的综合

要素，包括数据、软件工具和工作流等。

３．其他新形式期刊
ＡＧＩＮＦＲＡ和Ｐｅｎｓｏｆｔ共同发布了食品建模期刊

（Ｆｏｏｄ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ＭＪ）［１３］，该期刊的主要特
点包括：开放数据和开源代码；开放权限和可机读

性。用户也可使用已发布的文档模型复制研究结

果，通过默认参数或新参数来运行，促进了研究的整

体可重复性。

（二）新特点

１．数量持续增长，开放程度不断增强
ＤＯＡＪ收录１５，６３９种ＯＡ期刊，比２０１９年总量

增加１０７３种，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３１２１种。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的ＧｏＯＡ平台２０１８年收录结果［１４］显

示，ＯＡ期刊总数为２２２７种，来自４７０家出版机构，
与２０１７年相比，新增收录６７７种期刊，剔除１１２６种
期刊，原因是２０１８年遴选标准更加严格，要求 ＯＡ
期刊版权要归属作者。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８年收录
期刊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出版机构数量仍然增加，原

因在于ＧｏＯＡ加大对中小型出版机构、学协会出版
机构、高校出版机构等来源高质量 ＯＡ期刊的发现
和遴选。

开放获取的两种实现途径是金色 ＯＡ、绿色
ＯＡ。所谓金色ＯＡ，是指出版商直接将作品在线公
布，供用户免费使用。在金色ＯＡ模式中，出版商通
常要求作者、作者所在研究机构或者研究赞助者交

费补偿商业成本。所谓绿色ＯＡ，是指论文首先以传
统方式进行出版（如以纸质或者在线期刊方式出版），

仅付费的订阅者可以获取，过一段时间之后论文由其

作者或者研究机构在线发布，供用户免费使用。电子

和电气工程师协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ＩＥＥＥ）最近发布 １４种金色 ＯＡ期
刊，覆盖自动化技术、生物医药工程、电力和能源、计

算机、信号处理、工业应用和电信等多个学科领域，于

２０１９年末开始接收论文，２０２０年初正式出版。
２．期刊出版平台化发展
有些期刊出版社，例如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自建有开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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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平台，平台功能包括审稿系统、期刊发布系统及

ＬＯＯＰ学术社交网络系统等。当期刊出版是在一个
个出版平台上进行的时候，平台可互联互通，数据可

开放获取、互操作、重复利用。这样的期刊出版平台

不仅仅可以出版期刊，还可以提供知识服务。

３．ＯＡ期刊出版多模式经营
王应宽等［１５］归纳了 ＯＡ期刊出版常用的商业

模型，包括 １）志愿服务模型，２）发表费模型（ＡＰＣ
ｍｏｄｅｌ），３）开放获取和付费阅读的复合模式，４）机
构资助期刊模式，和 ５）基金资助期刊模式。尽管
ＯＡ期刊采用多种经营模式，但金色ＯＡ的实质是由
传统订阅模式转变为机构或作者付费模式。２０１６
年起，ＡＰＣ支付方式出现了预付费、自由付费等新
的模式，旨在减轻作者经费压力［７］。

（三）新问题

１．掠夺性期刊带来负面影响
部分新创办的ＯＡ期刊很少或根本不提供同行

评议或其他质量控制，采用激进的营销策略，索取高

昂的文章处理费用，这些以营利为目的且学术信誉

低的期刊，被称为“掠夺性期刊”（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科罗拉多大学的 ＪｅｆｆｒｅｙＢｅａｌｌ专
门制作了一份关于掠夺性期刊的“黑名单”———

Ｂｅａｌｌ’ｓＬｉｓｔ，以提高各方对不诚实出版行为的重视。
一项最新研究［１６］称在掠夺性期刊上每发表１０篇文
章，其中有６篇在五年内未被引用过１次，表明在掠
夺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很少被引用，其引用率远低

于在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２．巨型期刊增长乏力
在ＰＬｏＳＯＮＥ取得商业成功后，很多巨型期刊

接连创立。但这些巨型期刊增长乏力，在发表文章

数量、出版速度高速增长后呈现下降趋势，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Ｐｌｕｓ期刊甚至宣告停刊。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ｌｕｓ创建于２０１２
年，是覆盖所有学科的巨型期刊。但在不限学科接

收论文的模式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ｌｕｓ无法满足不同学科的
科研群体在提交和发表论文的不同的需求，相比而

言各学科的作者更愿意选择自身学科范围内的期刊

投稿［７］。而ＰＬｏＳＯＮＥ作为最大的巨型期刊，其发
文量和影响因子在不断下降，与科学前沿的联系也

出现减弱的趋势［１７］。

３．科研质量和科研诚信面临挑战
掠夺性期刊对ＯＡ期刊形象造成负面影响，ＯＡ

期刊的科研质量和科研诚信面临挑战。以 ＰＬｏＳ
ＯＮＥ为代表的 ＯＡ期刊的评审也是只关注方法得
当，不关注是否有创新，ＯＡ期刊给人的印象是质量

不高，学术界有声誉的期刊还仍然是订阅型期刊，没

有开放获取。

４．中文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仅限于自建网站
调研显示我国开放存取期刊起步晚，比起欧美

国家甚至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无明显优势，无论从期

刊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发展水平均较为落后［５］。中

文学术期刊缺少学术圈内广泛认可的 ＯＡ平台，国
内用户广泛使用的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期刊

平台都是基于订阅模式的网络平台，而中国科学院

于２０１０年建立的中国科技期刊ＯＡ平台，２０１４年之
后因没有持续的经费和技术支持论文数据停止更

新。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完全向读者免费开放且

独立运营的金色 ＯＡ期刊。机构知识库绿色ＯＡ文
献开放程度低，网站访问无效比例高。中文学术期

刊的开放获取仅限于自建网站上，但单个期刊规模

小，影响力也小，应建立 ＯＡ期刊平台，推动 ＯＡ期
刊的发展，促进学术交流［１８］。

５．国内ＯＡ期刊出版平台未引起广泛关注
在政府的资助下，我国新建了 ＯＡ期刊出版平

台。王元杰等［９］调研了７个 ＯＡ期刊出版平台，发
现这些出版平台严重依赖政府资助，缺乏成熟的商

业运营模式，一旦政府减少投资，平台就面临暂停，

比如由中国科学院建设的 ＣＯＡＪ平台已暂停更新。
徐文娟的调研［１８］发现教育部批准并由教育部科技

发展中心主办了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ＯＡ交流平台，
缺少有效的同行评议组织和高质量期刊的参与，网

站上的ＯＡ论文缺乏价值，该平台没有得到广泛关
注。

６．期刊公益服务与商业盈利之间矛盾加剧
ＯＡ期刊采用由作者支付出版费用的经营模式，

而这种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缺少资金的领域

和机构难以发表ＯＡ论文，高昂的出版费用给研究机
构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我国，ＯＡ期刊作者付费
机制并不普及，张晋朝等［１９］调查的我国被 ＤＯＡＪ收
录的１２５种样本期刊中，超过一半的期刊无须作者支
付出版费用。但我国的很多ＯＡ期刊其实还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金色ＯＡ期刊，只是期刊论文在网站上开
放获取，其他运行机制和传统期刊一样。

目前的学术期刊出版体系中，商业出版社负责

论文出版，期刊编委会负责组织评审和论文录用决

定，但随着ＯＡ期刊转成作者付费模式后，商业出版
社为了商业盈利的需要与期刊编委会之间的矛盾加

剧，期刊界出现了几起编委会集体辞职的事件。例

如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ＯＩ）编委会跟ＪＯＩ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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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多次谈判，希望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能同意引文数据的
开放获取，但被拒绝。２０１９年１月，ＪＯＩ原主编Ｌｕｄｏ
Ｗａｌｔｍａｎ教授和 ＪＯＩ期刊的几十位编委辞职，并宣
布创办新的期刊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四、ＯＡ期刊出版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新同行评议方式

开放式同行评议是一个开放式的审稿过程，它

公开审稿人身份、作者信息、审稿意见，以及让公众

参与审稿过程。彭琳等［２０］对３０种国际期刊的调查
显示，大多数期刊（７０％）采用开放式同行评议的形
式，只是公布评审意见和评审结果，少数期刊

（２３％）增加公众参与审稿的环节。开放式同行评
议目前并不普遍，但它提供了一个变革传统同行评

议，提高期刊（包括ＯＡ期刊）评审质量的途径。
（二）ＯＡ期刊出版逐步形成规范
彭媛媛等［２１］总结了 ＯＡ期刊具备的８项规范

内容，包括１）ＯＡ声明，２）明确版权归属于作者，３）
作者可选择ＣＣ协议类型，４）提供预印本政策，５）提
供绿色仓储政策，６）公开 ＡＰＣ政策，７）提供开放数
据政策，８）规范开放接口，供用户批量下载论文全
文和元数据。这些规范性内容有助于新创立的 ＯＡ
期刊和传统期刊转为 ＯＡ出版的期刊规范自己的
ＯＡ出版政策，有助于 ＯＡ期刊的良性发展。其中，
开放数据政策是目前研究热点。刘静羽等［２２］调查

发现如何保障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以及数据权设立

等是开放科学中知识产权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完善平台建设，促进学术交流

ＯＡ期刊的网络出版平台是实现 ＯＡ期刊出版
和网络传播的重要基础设施。我国已经建立的 ＯＡ
期刊平台还存在利用率低，发展缓慢的问题，今后的

发展还需引入多种商业模式，比如企业赞助和会议

资助的模式，还可以借鉴国外出版机构，尤其是小型

出版机构成功的经验。比如加拿大小型出版机构

ＪＭＩ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建设的线上出版平台，包括预印本
＋期刊一体化出版、开放参与式同行评议、多家期刊
联动出版、社区协作式出版等功能，ＪＭＩＲ的平台建
设经验值得中国同行借鉴。

（四）采取多种方案解决期刊公益与商业盈利

之间的矛盾

国外ＯＡ期刊经营中，发表费（ＡＰＣ）模型是比
较常见的模型。国内学者［５］指出基于作者付费的

经济运行模式不适宜 ＯＡ期刊的持续性发展，推荐
ＰｅｅｒＪ终身会员制商业模型。２０１５年以来，各利益
方积极采取行动，减轻发表费负担。全球大型的生

物医学研究资助基金组织英国惠康基金会２０１６年
推出了自营ＯＡ期刊ＷｅｌｌｃｏｍｅＯｐ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开创了
自营 ＯＡ期刊的运营模式，资助机构 ＯｐｅｎＡＩＲＥ资
助申请期刊发表ＯＡ论文，不收取发表费［７］。

北欧创新研究和教育评价中心的ＧｕｎｎａｒＳｉｖｅｒｔ
ｓｅｎ教授［２３］指出，随着Ｓ计划的实施，开放获取出版
带来的影响是“政府会质疑出版商拥有的期刊商业

所有权，公共部门最终会要求获得期刊的学术所有

权”。黄金霞等［２４］最近对国内科研界的调查发现中

国科研界已经具有开放科学的思想，期刊主编、图书

馆馆长和科研人员都呼吁“由国家层面来推动 ＯＡ
并形成中国特色的ＯＡ发展模式”。有学者［２５］指出

随着ＯＡ期刊的发展，期刊之间的竞争将从单纯考
虑提升影响因子转变为注重提升全面的竞争力，比

如能否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行评议，快速出版，是

否可以以更少的单篇论文出版费用完成更多更高质

量的流程服务，提供更优质的宣传成果和增值服务

等。

五、结语

近年来，随着开放获取运动向开放科学运动发

展，越来越多的 ＯＡ期刊创办，越来越多的 ＯＡ期刊
转成金色 ＯＡ模式，但总体上 ＯＡ期刊出版占所有
科技期刊出版量的一小部分。尽管 ＯＡ期刊在发展
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如掠夺期刊带来负面影响，巨

型期刊增长乏力，科研质量和科研诚信面临挑战，中

文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仅限于自建网站，国内 ＯＡ
期刊出版平台未引起广泛关注，以及期刊公益服务

与商业盈利之间矛盾加剧等问题，但期刊 ＯＡ出版
的大趋势不可阻挡，科研界也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

的办法。可喜的是，中国科研界已经具有开放科学

的思想，正在探索中国特色的 ＯＡ发展模式，推动我
国ＯＡ期刊出版健康、规范、高质量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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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２０２０－１２－１２）．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ｄａｔａ／ｒｅｆ／ｈ２０２０／ｇｒａｎｔｓ＿ｍａｎｕａｌ／ｈｉ／ｏａ＿ｐｉｌｏｔ／
ｈ２０２０－ｈｉ－ｏａ－ｐｉｌｏｔｇｕｉｄｅ＿ｅｎ．ｐｄｆ．

［７］陈秀娟，彭媛媛，陈雪飞，等．２０１６年国际开放获取期刊
发展动态分析［Ｊ］．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７（９）：９－１５．

［８］王志娟，姚亚楠，杨克魁．我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现
状与发展探析［Ｊ］．情报探索，２０１８（５）：５８－６２．

［９］王元杰，齐秀丽，王应宽．国内外期刊开放获取出版现状
与启示［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２０，３１（７）：８２８－８３５．

［１０］王凤产．开放获取巨型期刊研究［Ｊ］．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９
（５）：６３－６９．

［１１］任胜利，高洋，程维红．巨型ＯＡ期刊的发展现状及相关
思考［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２０，３１（１０）：１１７１－
１１８０．

［１２］刘凤红，彭琳．国际数据期刊的发展现状调查与分析
［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９，３０（１１）：１１２９－１１３４．

［１３］Ｆｏｏｄ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ｗ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ｖｅｎｕ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２－１２）．
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ｅｋａｌｅｒｔ．ｏｒｇ／ｐｕｂ＿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２０－０１／ｐｐ－
ｆｍｊ０１０８２０．ｐｈｐ．

［１４］《ＧｏＯＡ２０１８年 ＯＡ期刊排行榜报告》发布［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１２－１２）．ｈｔｔｐ：／／ｇｏｏａ．ｌａｓ．ａｃ．ｃ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ｒａｎｋ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ｊｓｐ．

［１５］王应宽，王元杰，季方，等．国外开放存取出版最新研究
进展与发展动态［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５，２６（１０）：

１０５４－１０６４．
［１６］ＢＪＯＲＫＢＣ，ＫＡＮＴＯ－ＫＡＲＶＯＮＥＮＳ，ＨＡＲＶＩＡＩＮＥＮＪ
Ｔ．Ｈ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ｒ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
ｎａｌｓｃｉｔｅｄ［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０，８（２）：１－１２．

［１７］ＨＥＮＥＢＥＲＧＰ．Ｔｈｅ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ｍｅｇ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９，１２０（２）：７３３－７４６．

［１８］徐文娟．关于中文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再思考［Ｊ］．编
辑学报，２０１９，３１（５）：５２３－５２６，５３０．

［１９］张晋朝，梁伊琪．我国开放获取期刊现状及发展分析：
以ＤＯＡＪ为例［Ｊ］．出版科学，２０１８，２６（５）：８７－９６．

［２０］彭琳，杜杏叶．科技期刊实施开放式同行评议策略研究
［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８，２９（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２１．

［２１］彭媛媛，黄金霞，陈雪飞，等．开放科学进程中的 ＯＡ期
刊发展：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Ｊ］．农业图书情报学报，２０２０，３２
（１２）：２９－４０．

［２２］刘静羽，章岑，孙雯熙，等．开放科学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分析［Ｊ］．农业图书情报学报，２０２０，３２（１２）：５９－６９．

［２３］ＳＩＶＥＲＴＳＥＮＧ，孙异凡（译），丁念（校）．关于开放获取
出版模式转型的观察与思考［Ｊ］．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９
（４）：１１３－１２１．

［２４］黄金霞，赵展一，王窻，等．国际反思背景下我国科研群
体ＯＡ认知画像研究［Ｊ］．现代情报，２０２０，４０（１１）：４４－
５３．

［２５］唐亮，王颖．开放获取模式下学术期刊出版的发展之道
［Ｎ］．新华书目报，２０１９－０５－１７（８）．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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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身体锻炼的心理效益研究进展

郭玉江，宋亚亚，闫冰冰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教务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１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健康中国’背景下体育锻炼与积极老龄化关系研究”（１９Ａ８９０００９）
作者简介：郭玉江（１９７９—），男，河南新乡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教务处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运动心理与养生文化

研究。

摘　要：基于积极老龄化的视域，对身体锻炼与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认知功能和社会支持等
方面的影响进行综述，发现锻炼心理学围绕心理层面对积极老龄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身体锻炼

对积极情绪、认知能力、社会支持以及主观幸福感等方面的影响成果较为丰富，而存在对老年体育锻

炼的社会心理层面研究不足，研究对象单一，测评工具有待完善等问题。未来应加强脑机制和神经

机制研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实证研究和运动处方研究。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身体锻炼；心理效益；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６
中图分类号：Ｇ８１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９０－０４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积极应对老
龄化，《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也指出：人口老龄化是２１世纪中国新的基
本国情，也是我国现阶段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１］。此前有成功

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等概念，是将老龄化看作一种

无疾病无残疾的老龄化，这从认识上就把老年人看

成了社会发展的负担而非社会财富，而积极老龄化

无论是从理论的优越性还是现实的必要性来说，都

是应对老龄化的最佳策略。２００２年，世界卫生组织
将积极老龄化定义为：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

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

益的过程。积极老龄化要求老年人以及全社会都积

极参与，使所有年龄组的人们，包括那些体弱者、残

疾者和需要照料者，积极参与社会，发挥自己的潜

能，延长预期寿命和提高生活质量，并将积极老龄化

作为应对全球老龄化的新策略［２］。积极老龄化改

变了传统观念中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态度，其既是

一种观念，也是一种理论和政策框架，对应对人口老

龄化有指导意义［３］。身体锻炼作为社会参与的一

种方式已被大众广泛接受，老年人参与身体锻炼可

以有效增强老年人体质和促进心理健康，在此基础

上也可以促进老年人更加积极自觉地参与身体锻

炼，因此，研究身体锻炼产生的心理效益对促进积极

老龄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身体锻炼产生的心理效益研究进展

（一）身体锻炼和积极情绪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重点是积极情绪和幸福感。

积极情绪即正性情绪是指个体由于体内外刺激、事

件满足个体需要而产生的伴有愉悦感受的情绪［４］。

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会保持趋近和探索新颖事

物，保持与环境的主动联结［５］。身体锻炼在生理机

制上会改善人的情绪状态，促进大脑释放多巴胺和

肾上腺素等兴奋性神经介质，使人们产生快乐感。

人步入老年，不仅生理心理发生退化性变化，以及退

休后社会角色和社会交往也会突然发生转变，难以

快速接受并适应老年生活，会随之产生一些消极情

绪，例如失落感、孤独感以及对死亡的敏感等。研究

表明，随着老化的产生，消极情绪会抑制老年人口

语的产生［６］。但这不是老年情感世界的全部，如快

乐、兴趣、满意等积极情绪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会使

老年人产生自我发展的信心和勇气，促使老年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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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参与体育运动。国内研究发现：体育锻炼有降低

焦虑和抗抑郁的功能，体育锻炼后老年人积极体验

较高，积极情绪增强，消极情绪降低［７］。莫概能等

研究也证明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锻炼改善了老年

女性消极情绪，可以诱发积极情绪，对老年女性心境

状态改善和维持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８］。国外研

究证明身体活动水平越低，积极情绪得分越低［８］。

另外，也有研究表明性别、锻炼频率、锻炼时间、锻炼

项目与积极情绪有一定的相关关系［９］。张红［１０］等

人采用《简明老年人抑郁量表》与《老年人体育锻炼

量表》对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体育锻炼对老

年人抑郁障碍有显著影响，锻炼次数较少、时间较

短、伙伴少的老年人锻炼者抑郁程度较高，反之，抑

郁程度较低，可见身体锻炼是预防和减轻老年人抑

郁障碍的重要途径。Ｆｅｒｄｉｃｒｋｓｏｎ提出了积极情绪的
“拓延 －建构”理论，即扩展其瞬间思维 －行动储
备，构建持久个人资源（物质和智力资源、心理资源

及社会资源），并将其迁移到生活中，最终作为储备

将锻炼所获得的积情绪促使个体继续参与体育锻

炼，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１１］。其中锻炼坚持认知决

策模型，引入了情绪体验，可以预测和解释大学生锻

炼坚持行为。因此，老年人在锻炼中形成的积极情

绪体验和心理优势，再通过心理迁移到日常生活中，

除了可以提高老年人锻炼坚持性，还会更加敢于面

对家庭或自身突发事件、挫折等，能更好地适应老年

生活。

（二）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主观

幸福感是评价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主观幸福

感主要通过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三个

维度来测量。越接近生命的终结，老年人生活中的

负面情绪就越多，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就越低。

身体锻炼是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王

潆雪等人［１２］指出，坚持晨练的老年人有较高的生活

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国内很多也已经研究证明：

锻炼可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徐雷进行元分析发

现：身体活动干预能够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达到

中效果量ｄ＝０．５１［１３］。刘洋［１４］通过对老年人进行

１８周的太极柔力球训练，发现训练后老年人的心境
状态提升，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老年人参与程度

越高，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越高，且生活满意度高的

老年人更乐意参与锻炼，并从中获得幸福感，可见，

体育锻炼与生活满意度两者相互影响。目前，体育

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有很多，但关于两者之间

的关系，众多学者意见不一，虽多数研究证明体育锻

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相关关

系。老年人身体锻炼可以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即老年人进行适当身体锻炼可以提高ＳＷＢ体验，且
身体自尊在身体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了

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弹性的乐观、自信、坚韧三个维

度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中介效果显著［１５］。

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参与水平对幸福感的预测并不显

著，而是通过降低孤独感增加其幸福感水平［１６］。戴

群等通过对天津市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体育锻炼与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直接相关，而是朋友支持和自

我效能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近年来，学者们发现体育锻炼与个体生活满意

度的关系并不是如此简单，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秧歌锻炼与生活

满意感无关，可能是因为生活满意感是相对稳定的

心理结构，并非锻炼所能轻易改变［１７］。其中锻炼项

目、锻炼频率、锻炼形式、锻炼动机、强度、持续时间、

性别、年龄等都是影响人体锻炼效果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结论来看，对于老年人来说，并不是只要进行

体育锻炼，就一定能够增加幸福感效益，未来的研究

应着眼于揭示更多的心理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

探明体育锻炼改善老年幸福感的心理机制，为采用

体育锻炼手段促进老年人幸福感提供理论基础。

（三）身体锻炼与认知功能

认知功能是指个体大脑处理信息并转换成心理

活动的过程。认知这个术语指的是涉及学习记忆和

使用知识的心理活动。机体随着年龄增长，生理结

构和功能逐渐老化，加上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角色

的转换，心理功能也随之变化，年老时的认知功能出

现衰退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表现在许多需

要感知和认知的任务中都会下降。认知老化的发生

是有其脑基础的，国内外研究都证实，身体锻炼与中

老年认知功能存在显著性正相关，锻炼可以预防认

知障碍，改善认知功能，并且延缓认知老化。无健身

习惯的老人更易发生认知功能障碍。身体锻炼可以

改善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症，这种锻炼对认知能力

的影响取决于锻炼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中等强度的

活动可以有效干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长期的有氧

运动和阻力训练相结合的项目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

最为有益。

锻炼改变认知功能在国内已经有很多相关研

究。身体锻炼不仅通过重塑大脑结构和功能来影响

认知老化，增加了大脑灰质和白质体积、白质完整

性，还可以通过激活认知功能相关的脑区以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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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联结，以及提高大脑神经加工效率来影响脑

功能和维持老年人的认知功能。长期参加体育锻炼

的成年人往往具有较短的事件相关电位（ＥＲＰ）潜
伏期，更好的社会认知表现，不仅可以提高身体的各

项机能，还会对个体的认知能力、情绪情感能力、意

志能力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长期的适量体育锻炼

有助于大脑皮质重量的增加，提高大脑中枢神经系

统功能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对于老年人大脑中枢神

经系统功能的衰老具有延缓作用，促进大脑中枢神

经系统各项功能的协调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

趋严重，老年认知障碍等相关疾病给社会和家庭带

来巨大危害，尤其以阿尔兹海默病为典型代表的老

年痴呆症，将老年认知损伤的危害推向个人、家庭，

乃至社会、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境地。澳大利亚阿尔

茨海默症研究者建议人们进行锻炼，以改善大脑健

康，降低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的风险。

（四）身体锻炼和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一系列的社会互动，包括家庭成

员、朋友、邻居及其他人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援助和支

持。运动能够帮助个体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获得

社会支持，从而达到促进心理健康、降低应激水平的

效果。人步入晚年，随着社会角色转变，容易引起老

年心理健康问题，体育锻炼有助于老年人建立新的

社会角色和新的社会交往。老年人的体育锻炼一般

以娱乐健身为最主要目的，长期的锻炼能够使老年

人融入一个新的社会交往圈内，以此拓展人际关系，

增强与他人的交流，有助于缓解老年人在社会情绪

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从而提高从事社会活动的社

会动机，由此产生一种良性的循环。老年人锻炼一

般是集体的组织形式，在集体中促进老年人的人际

交往，使他们具有更强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加

持续地参与锻炼。参加秧歌锻炼的老年人的整体自

尊显著优于非锻炼者，其原因可能在于其锻炼的集

体组织形式。另外，在集体锻炼中与同事、朋友的交

往，是提升身体自尊、改善心境状态的真正原因。长

期参与、每周锻炼３～４次、每次持续３０～６０ｍｉｎ
的“与朋友一起”等集体形式参与太极拳锻炼健心

效果较好。锻炼促进心理健康的机制主要通过锻炼

中的社会交往带来的社会支持，锻炼中产生的各种

积极体验以及生理改变３种途径。在人格影响老年
人休闲体育时，而社会支持具备调节效应。在支持

性的环境中进行锻炼，帮助人们在年老时保持积极

主动的动力，既要关注身体活动，还要关注社会关系

和乐趣，有意义的休闲活动和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

决定因素。

二、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１．锻炼的社会心理研究不足
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的三个支柱为健康、参

与、保障，对老年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健康方面

的研究，但要使老年人达到身体、心理、社会适应三

方面的平衡还应关注社会支持和老年人生活调试，

老年人通过身体锻炼活动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和获

得良好的社会支持，在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也能在

人际交往中提升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而且社

会参与是积极老龄化过程中最核心的支柱性内容，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方式大多为身体锻炼，应充分考

虑到国家、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家庭的支持，形成

合力，共同促进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实现。

２．研究对象单一
纵观之前的研究，调查对象一般是社区的老人，

空巢、乡镇、养老院等弱势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文

献偏少；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其积极老龄化水平越低，

对老年准备期和７５岁以上高龄的老人的研究很少，
取样偏差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结果不能真正反映

不同老年人群实际的心理状况，难以从整体上提高

我国的积极老龄化水平。现在的研究大多都涉及了

健康的社区居民，而这些人在认知功能方面没有障

碍，运动干涉是否能给慢性疾病和复杂的老年综合

征患者带来认知和心理上的好处尚不能确定，所以

研究范围和取样需要进一步扩大和精确。

３．集中于老年人消极情绪的研究
步入老年就意味着各项功能逐渐衰退和社会角

色的缺失，容易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身体锻炼是缓解

老年人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的有效方法。许多研

究证明，锻炼能够降低紧张、焦虑等负性情绪，提高

心理健康水平。专家学者较多关注老年人的心理问

题和心理疾病方面的问题，且集中于临床研究，而忽

视积极心理效益的研究。积极老龄化和积极心理学

的观点中，老年人群是积极的、有价值的，他们有追

求健康快乐生活的权利，未来的研究要更多关注老

年人的积极心理品质，深刻探寻身体锻炼对积极老

龄化的良好效益。

４．测评工具有待完善
积极老龄化是国外引进过来，我国尚缺少成熟

的理论体系，概念和策略理论的介绍远多于本土化

实证调查研究，且其研究面较广且零散，没有系统的

整合，缺乏有效完整的测量工具和变量来评估老年

人的积极老龄化。也缺少统一的指标、维度和测量

方法，且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有其各自的地域特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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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测量工具更加本土化科学化，根据我国国情，

设计出一个量化的指标、标准、方法去测量一个地区

一个年龄群体的积极老龄化程度，并将其纳入积极

老龄化的实践和政策框架中。

（二）未来展望

１．身体锻炼产生心理效益的脑机制和神经机制
研究

积极老龄化是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随着

研究方法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身体锻炼的作用机制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挖掘，体育锻炼对于不同人群的

作用方式需要更多的脑科学证据，即体育锻炼单方

面是可以直接促进认知发展，还是与其他心理社会

学变量交互引起的认知发展。综合使用 ＭＥＧ、
ＦＮＩＲＳ、ＦＭＲＩ等脑成像技术和 ＥＥＧ／ＥＲＰ等技术结
合，以探讨特定认知老化相关脑区的特定时间和空

间机制。认知过程的考察还可通过设计实验任务采

用 Ｅ－Ｐｒｉｍｅ工具实现，结合量表和脑成像技术，探
索参与试验任务的脑区。

２．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实证研究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更

突出身体锻炼的修身养性、强调形神俱备、天人合一，

对老年人心理养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我国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例如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是一种低

强度的有氧锻炼项目，可以增强体质、预防保健、延缓

衰老，在中国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老年人易于接受

和学习，容易推广实施。今后身体锻炼应加大对太极

拳、易筋经、八段锦和武术等民族传统项目的研究，探

讨其对老年人群体独特的心理价值，使每个老年人都

可以老有所乐，最终推进老年工作的开展。

３．加强运动处方的研究
身体锻炼的心理效益研究，受到锻炼种类、强

度、频率、持续时间等因素的制约，迄今为止，研究者

在训练强度和时间等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

运动项目的锻炼效果也存在差异性，应根据个体身

体健康状况，为不同年龄群体的老年人制定的相应

的锻炼处方，选择合理的负荷、频率、锻炼时长等，指

导老年人进行合理安全的体育锻炼，提高心理健康

水平和身体素质，以获得最大的心理健康效益，从而

避免不合理的锻炼方法和锻炼习惯对老年人身体产

生伤害，同时，细化锻炼项目设计，以确定不同锻炼

处方对脑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等，是今后老年人锻炼

心理需努力的方向。

４．加强生理指标和心理指标的结合
健康是指身体和心理等各方面的健康，人的心

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心理的变化常常可以

通过生理变化表现出来，通过量化的指标评定人的

健康状况是更为直观有效的方式。当前研究多从体

育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影响单方面进

行，因此，今后应加强从生理指标和心理指标相结合

的研究。

三、结语

身体锻炼具有良好的健心、养心作用，对老年人

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应充分发挥锻炼的积极

效应，提高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正向作用。通

过身体锻炼带来的积极心理效益，从而提高老年人

生活质量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未来应更多考

虑心理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积极心理学可以提供

更广阔的思路。

参考文献：

［１］新华网．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２０１８年学术大会在
北京召开［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２－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０／２２／ｃ＿１３７５４９９３１．ｈｔｍ．

［２］刘文，焦佩 ．国际视野中的积极老龄化研究〔Ｊ〕．中山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１）：１６７－８０．

［３］同春芬，刘嘉桐．积极老龄化研究进展与展望［Ｊ］．老龄
科学研究，２０１７（９）：６９－７８．

［４］郭小艳，王振宏．积极情绪的概念、功能与意义［Ｊ］．心理
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５）．

［５］郑雪．积极心理学［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１－１０．

［６］黄韧，张清芳，李丛．消极情绪抑制了老年人的口语产生
过程［Ｊ］．心理与行为研究，２０１７，１５（３）：３７２－３７８．

［７］孙延林，王志庆，姚家新，等．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认
知、焦虑、抑郁和自我概念的研究进展［Ｊ］．生理科学进
展，２０１４，４５（５）：３３７－３４２．

［８］莫概能，王宾．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锻炼对老年女性心
境状态与心理健康的影响［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６，
３６（２１）：５４０１－５４０３．

［９］王姗姗．体育锻炼与积极情绪的关系研究［Ｄ］．成都：成
都体育学院，２０１６．

［１０］张红，李萍等．老年人体育锻炼及其对抑郁障碍的影响
［Ｊ］．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５，１１（１０）：８５０－８５２．

［１１］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ｅ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
ｍｏｔｉｏｎ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２００１，５６（３）．

［１２］王潆雪，黄明雷．晨练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
的结构方程模［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３）．

［１３］徐雷．身体活动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元分析：来自实验
研究的证据［Ｊ］．体育科学，２０１４，３４（１０）：２９－３８．

［１４］刘洋．１８周太极柔力球运动对老年人睡眠质量、心境状
态及生活满意感的影响［Ｊ］．南京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３）． （下转第９８页）

·３９·



第３８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１　

材料力学实践教学高阶性建设研究

李宏德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３０
作者简介：李宏德（１９６６—），河南商丘人，男，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工程力学教学与研

究。

摘　要：材料力学是机械、土木等专业类的重要技术基础课程，其实践教学对支撑和充实理论教
学、训练力学实践技能、获得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针对材料力学实验目前

存在的问题，提出突破“实验”界限，从“实践”层面构建材料力学大实践教学的思路，并围绕其实践

教学“高阶性”建设的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实践教学高阶性建设策略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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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突出特征是其实践性，教育
实践表明，实验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相比，更利于培养

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是学生获得工程应用能力的

必要环节。实验室是必要平台，虚拟实践教学环境

是实践教学的新空间。在知与行之间，经历发现问

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直至工程应用，达到知行合

一。

近年来，随着推进“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一流本

科课程建设”（也称“金课”）等，不断推高本科课程

建设水平。“金课”建设如缺失高水平的相关实践

教学环节，则不是完整的“金课”。材料力学是机

械、土木等专业类的重要技术基础课程，材料力学实

践教学对支撑和充实理论教学、认识材料的力学性

能、训练力学实践技能和探究意识、获得解决复杂问

题的能力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因素

的影响，材料力学总学时量大幅减少，对材料力学课

程造成较大影响，而对实践教学部分的影响更甚于

对理论教学部分。在学时少这一现实无法根本转变

的情况下，要实现材料力学实践课的“金课”目标，

必须摆脱固有束缚，立新理念，创新思路，开新方法，

兴新举措，按照“金课”标准，开展系统性的综合改

革，推进实践环节的高阶性、创新性建设，提高实践

教学的“含金量”，打造材料力学“实践金课”。文章

针对力学实验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标“金课”建设标

准，围绕材料力学实践环节“高阶性”建设的几个方

面进行了研究，提出突破“实验”界限，从“实践”的

层面规划设计材料力学大实践教学，在教学目标、实

践内容和项目、教学模式以及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综

合着手，全方位推进材料力学实践“金课”建设。

一、剖析材料力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滞后，没有跟上新导向

没有教育思想导航的教学是盲目的，教育需要

先进理念的引领，实践教学也一样。

对教育理念包括优秀传统教育理念缺乏深入研

究，在认知上更多地局限于概念上，对教育理念的引

领作用认识不足，对具体教育理念在本课程中指导

作用没有形成针对性策略和实施方案。教育理念的

指导作用没能得到好的发挥。比如在实践教学中如

何理解以人为本、素质教育、知行合一、个性化、创新

性等思想理念，如何挖掘或获得诸多教育理念的内

涵与价值。

在教育理念的贯彻和应用方面行动滞后。围绕

教育思想理念如何开展相应的落实工作，如何在深

刻解读诸多教育思想理念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将其

与本教学活动结合起来，内化为实践教学的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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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可操作的行动均显不足。

对新理念、新导向、新技术带来的冲击感受不够

强烈，思变意识不浓。如何呼应当前的一些教育热

点和跟进当前建设工程中的导向性政策、新理念和

好的做法，如在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金课”建

设、精品在线资源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

设、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等系列行动中，结

合政策标准建设好本实践课程，是急需开展的工作。

对材料力学实践教学功能的多重性认识不够，

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实践仍是作为理论教学的补

充，为验证理论真伪服务，缺乏独立性，不是独立作

用的主角，更谈不上作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

环节来认识和安排。从应用型人才的工程应用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训练培养角度讲，实践训练的作用和

价值应得到更多关注。实践作风养成、素质潜能的

累积，是一点一滴叠加起来的，不能期望一下子就培

养出来。既然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很重

要，就应围绕这种核心能力进行多层次、多类别的训

练。

（二）实验教学目标不明确

理论教学是材料力学教学的主体，实验教学一

直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虽然符合材料力学的课

程性质和定位，但长期的这种状态不可避免地削弱

了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和建设力度，教学目标也

难以清晰界定和落实。实践教学理念难以达到先进

程度，认识程度和教学目标也难以达到相应的高度。

工程教育和课程教学的核心目标是使学生具有

面向工程解决问题甚至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要做

到这一点，应遵循知行合一的理念，发展学生知的能

力和行的能力，知和行的能力都很重要，但终究是要

落在行的能力上。不能否定，理论教学具有使人获

得知行素养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人的知行能

力。同样也应认识到，实践是行动的直接行为，是物

质成果最直接的形成因素。所以，实践教学的目标

应是使学生能够以前瞻性的理念指导，依靠思想的

或物化的条件，进行有创造性的行动。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高校材料力学（含工程力

学）教学目标发现，为解决工程问题提供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课程的核心目标，这是课程

理论教学的重要目的。在实践教学的目的性上提出

了一些结合点，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培养解决

工程问题的能力，知识点与工程实际相结合，了解工

程应用，培养工程理念。教学案例结合学科前沿与

科研实践，培养创新性。这些目标多属于理念或导

向色彩，较为虚化，难于形成可行的方案，不易落实。

而针对实验教学提出明确目标要求的则较少，或只

能从课程整体目标要求中去体会和挖掘，实验教学

目标也并不清晰。

对于大多非力学专业而言，很少开设独立的力

学实验课程，缺少接触进一步实验训练的可能。但

是对多数专业而言，材料力学实践教学却是不可或

缺的环节。

教学目标要求不高，主要表现为：对现代先进教

学理念吸收借鉴不够，缺少先进理念引领；教学目标

设计存在虚化成分，不易形成落实方案；多样化的实

验项目和实践内容的综合设计开发不够；对最新教

育模式、教学方法研究不透，应用不够；对最新教育

技术借用、利用不够，教学手段更新缓慢。

（三）实验教学内容和项目体系更新缓慢

实验教学内容更新缓慢，实验项目类型比较单

一，项目多以验证性实验为主，主要限于低碳钢和铸

铁拉伸与压缩、梁弯曲、弹性模量测定等实验，内容

设定多在某种基本变形或材料某一方面的性能，单

项内容的实验偏多，综合性不强，实验设备操作也偏

以简单，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训练效果不突出，素质养

成作用有限。面对新理论、新材料、新技术而在教学

上跟进的新应用不够，造成实验内容不新颖，无法满

足工程技术的实际应用。［１］

（四）实验教学模式相对固化

讲解加上实验演示仍是目前材料力学实验教学

的主要模式，除了结合一定数量的设备之外，实质上

像是把教室授课模式搬到了实验室，没有产生本质

性差别。老师讲解和演示，学生听讲和观察，知识仍

是单向传递，学生动手操作、研讨交流的机会都很有

限。相似的教学情景，可预测的实验结果，学生难以

有持续的新鲜感和求索欲。

（五）实验教学手段传统、教学方法单一

目前，ＰＰＴ和板书仍是材力实验教学的主要手
段，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不够紧密的传统教学手段，

使得在教学形式、教学方法设计上空间受限，也难有

大的突破。实验演示通常受到设备数量和条件的限

制，难以保障每个学生都能有亲自动手操作的机会，

基本是多数学生观察老师或少数学生的操作演示。

反复处于这种状态，学生实践能力无法得到有效训

练，学生的主动性和个性发展受到影响，也会逐渐失

去兴趣。这样的模式会难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束缚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

新能力。［２］

（六）实验考核方法简单、关注面少

考核方式多是以实验报告为主，参考出勤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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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表现情况。通常区分度不大，加上实验成绩在课

程总成绩中占比也比较小，难以引起学生足够重视。

二、构建材料力学实践高阶性建设新理念，确立

教学新目标

传统材料力学实验教学理念和教学成效上的不

足已经显现，用什么样的新理念来引领？又如何规

划建设？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教高〔２０１９〕８号）提出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
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

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把教学改革

成果落实到课程建设上，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

流本科课程，让课程优起来、效果实起来。

（一）坚持课程思政理念引领

以课程思政理念为指导，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按照“三全育人”原则，深度

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把“立德树

人”作为课程教学的根本任务，实现知识传授、价值

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协调统一，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二）遵循素质教育理念

把引领学生学会学习和养成素质作为基本教育

目标，相比于知识传授更加重视实践能力和全面素

质养成，使知识、能力、素质协同发展，推进教学做一

体化，做到知行合一。

（三）遵循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在教学中就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

实践教学内容上应适于学生学习，适于学生训练和

发展；在教学模式上，以有利于学生学习、方便于学

生学习来安排学习方式，建设学习资源；在教学手段

和方法上，能有利于高效学习和灵活学习。

（四）遵循个性化教育理念

在实践教学内容上适于学生充分选择，使学生

可以自主学习有用的、没掌握的或对自己最为必需

的，以适应学生个性发展和个性化学习的多样性选

择，促进学生优势发展，开启学生内在潜力和学习动

力。在模式方法上能支持形成个性化学习方式，个

性化学习资源，个性化学习评价方式。在手段上，以

支持学生最擅长的。

（五）坚持高阶性原则

提升实践内容与项目的高阶性，构建具有一定

广度和深度的课程资源，为培养学生具有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提供有品质的支撑资源。提升教学模

式、手段和方法上的高阶性，运用先进技术，支撑先

进模式，更好演绎实践教学内容，采用利于学生学习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开放实践场所等多种模

式，突破习惯性认知模式，培养学生分析、质疑、创新

的能力。

（六）坚持创新性原则

增强创新性，对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方法和

手段上的新的成长点保持创新意识，及时引入发展

成果。积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实践深度融合，促

进创新。

（七）确立材料力学实践教学新目标

以新理念引领，对照一流标准，推进“金课”建

设，实施大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学做一体素养、知行

合一能力，使学生具有解决工程问题甚至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

三、做实材料力学实践教学高阶性建设新内容

围绕材料力学实践教学目标，以新理念为引领，

一是要有利于促进学生实践训练、素质养成和全面

发展。二是有利于学生学习和自主学习。三是面向

大实践教学，突破“实验”界限，跨入“实践”之地，着

眼各实践要素，建设可供充分选择的实践资源，可供

充分利用的手段和方法。

（一）做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坚持课程思政理念引领，激发创新思维，深度挖

掘材料力学课程及相关领域的课程思政元素，在课

程及其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全面做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讲好力学家的故事。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众多有

代表性的人物和力学成果，古代墨家所著《墨经》里

就有杠杆原理相关内容的表述。北宋李诫在１１００
年所著《营造法式》一书中指出矩形木梁的合理高

宽比（ｈ／ｂ）为１．５，这与近代研究得出的矩形木梁的
合理高宽比为 （强度最大）已极其接近。在现代，有

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等一批力学家，除有卓越的

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外，还在传奇人生、家国情怀、

民族责任、青云之志、严谨治学、求索创新等某些方

面具有应当颂扬的品德和正能量，这些优秀代表是

青年学子心中的榜样，是励志成才的力量。

讲好工程案例。同样，我国历史上也涌现出众

多有代表性工程，著名的赵州桥就是一个蕴含力学

合理性的经典工程。今天的港珠澳大桥，既是国家

大工程，又蕴含着丰富的工程技术教育元素和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在技术思政教育上，除作为大工程

所有的普遍意义的科学技术价值外，仅就材料力学

实践教学而言，选择其中的钢结构斜拉桥、钢箱梁结

构作重点分析，让学生直接感受到这些结构形式在

大工程中的应用。既能引导学生深刻理解这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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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力特点和技术优势，又能使学生感受到所学知

识的价值，增强学习信心。在思政教育方面，具有突

出的民族情怀、爱国主义情怀，在国家意义、国家力

量、科技影响力、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文化特色、旅

游价值、自主创新、奋斗精神等方面具有丰富内涵和

广泛意义，极大增强民族志气和民族自豪感。再诸

如建筑脚手架的改进发展之于生命至上，加拿大魁

北克大桥的“工程师之戒”之于严谨与责任等众多

工程案例，都给人以教育与启迪。材料力学实践教

学的课程思政教育目的、课程思政教育内容与相关

实践知识的关系见表１。

表１　课程思政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与课程知识的关系

课程思政教育目的 课程思政教育内容 相关实践知识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社会责任感，工程职业道德；

培养奋斗精神、担当精神和团队意识；

养成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培养科学思维和

实践能力；

养成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以及自主

发展的能力。

钱学森等力学家的爱国、励志、治学、强国的故事；

中国力学史料；

中国经典力学成果；

中国经典工程与力学；

现代大工程案例：介绍知识应用，增强专业信心。阐述工程中所蕴含

的家国情怀、国家意义、科技力量、创新精神等课程思政元素。

……

材料力学性能

杆件拉压实验

构件扭转实验

构件弯曲实验

组合变形实验

稳定性实验

……

　　（二）做实实践教学内容和项目体系的高阶性
１．基于个性化教育，丰富实践资源。在实践教

学内容上，构建多样化的实践内容与项目体系，使实

践项目有充分的选择性。拓展实践内容，在基本实

验内容的基础上，由基本变形向复杂变形拓展，由以

基本变形为主转为基本变形、复杂变形、稳定性分析

以及动载分析并重。拓展实践类型，在演示性实验、

验证性试验的基础上，向设计性试验、综合性试验拓

展，逐步向探究性试验倾斜。拓展材料类型，由低碳

钢、铸铁材料等向合金材料、复合材料等更广域的工

程材料拓展。

２．基于高阶性原则，提升实践品质。深度挖掘
演示性实验、验证性实验中的高阶性元素，探究性元

素，将简单实验转化为设计性实验、探究性实验或综

合性实验。面向复杂变形、新工程材料开发设计高

阶性的实践项目，提高项目的难度。拓展实践边界，

突破“实验”界限，从“实践”的层面综合设计材料力

学大实践教学，如设立材料力学课程设计、综合性大

作业、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开放实验室项目、工程实

践案例、大型综合训练、自主设计实验等，增加项目

的综合性和未知性，从而提高此类实践项目的挑战

度。

３．基于创新性原则，创新出新。将新理念、新技
术和新方法引入到材料力学实验教学，在内容、模

式、方法等方面创新突破，使单一实验综合化、实验

材料多样化、演示实验设计化、验证试验应用化、实

验内容项目化。

（三）做实实践教学模式的高阶性

１．做实混合式教学。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现
场实验教学和微课视频教学为主要支撑，充分利用

虚拟现实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

开展网上教学资源建设，把网上资源和现场教学有

机统一起来，为学生提供随时随地的学习。

２．开展力学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教学。将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和思路引入到力学实验的教学设

计之中，把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和力学实践项目相融

合，既能丰富力学实验的内容和类型，又能拓展实践

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也让创新创业教育扎根在日常

教学，使创新创业教育得以实实在在的落实。［１］

３．基于开放实验室的预约式教学。把实验室开
放和学生自主实践学习结合起来，学生可以选择常

规实践教学项目、实验室开放项目或者学生自主设

计的实践项目，通过实验室管理系统预约，在学生自

己方便的时间里独立开展相关实践学习和研究。

（四）做实实践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高阶性

１．改造传统简单实验，提升其高阶性。在演示
性、验证性实验中增加设计性元素、探究性元素，在

演示性、验证性实验的操作过程上增加设计性元素、

探究性元素。比如把实验安排在理论内容讲解之前

进行，并设置若干问题，提升验证性实验的未知性，

实验报告则可以在理论内容讲解之后完成。这样实

验时有悬念，理论学习时带着问题追问和比较，把验

证性实验转变为探究性学习。

２．建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对于在经过多种方
式深度挖掘出来的实践项目，尤其是受实践条件等

各种因素限制无法开展现场教学的项目，则充分利

用现代先进技术，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

来完成实践教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可以加深学生

对基本原理及实验操作步骤的认知和理解，解决传

统实验中解决不了的问题。［２］

（五）做实考核方法的高阶性

形成以考核能力为核心的综合性评价方式，应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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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实践表现、课堂提问、小组研讨、实验报告，实验

项目的高阶性和创新性等因素来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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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路径优化

单红生１，何艳冰２

（１．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２．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改革专项课题“推进《概论》课实践教学环节优化的研究”
作者简介：单红生（１９６８—），男，河南方城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学。

摘　要：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实践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的分析，结合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精神要求，探讨了进一步推进实践教学环

节优化的路径及策略，对学校师生主流价值观培养、解决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概论》；实践教学；路径；优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９９－０４

　　思政课程的实践教学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
间，生动的案例教学和直观的感受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热情和参与意识，锻炼了学生的组织领导能力、思

维创新能力、动口动手能力以及运用理论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实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下面统称

《概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按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的精

神，各高校纷纷进行《概论》课的实践教学改革，全

面推进“思政课程”建设。

一、实践教学环节现状分析

在调研中发现，《概论》课实践教学在不同高校

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也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

（一）实践教学实施状况参差不齐

《概论》课实践环节在不同类别的高校中实施

力度不尽相同。对于综合类、文法类和师范类院校，

他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本身就是强项，优秀的教

学团队、扎实的学科基础、配套的实习基地等为《概

论》课实践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因此这类院

校实践教学落实比较到位。而理工等专业性较强的

高校，他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相对较为薄弱，教师

队伍和科研能力也存在不小差距，而且，这类院校更

多致力于专业学科的建设，从而对《概论》课实践教

学重视程度不够，《概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也相对

较弱。

（二）实践教学体系有待完善

《概论》课的实践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目前整个实践教学体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实

践教学的校外基地偏少，实习功能受限制。目前大

部分的实习基地是学校领导或者是任课教师利用个

人关系建立的，没有向政府或相关部门争取支持，造

成实习基地的不持续性，或者是基地的实习功能不

完备，导致了学生的实习效果不理想，或者是每学期

接待学生数量有限。二是由于师资不足，《概论》课

普遍采取大班教学的模式。《概论》课作为必修课，

要求每位在校生都要认真学习并且作为统考科目录

入成绩系统，而每个学校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又受编

制的限制，这样就形成了有限的师资力量和庞大的

学生人数的鲜明对比，许多高校只能采用大班教学

的形式，导致了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无暇组织开展富

有新意的实践教学。三是实践教学管理松散，考核

不合理。虽然各高校把《概论》课实践教学环节都

写入了教学大纲，但由于教育理念或者是教学条件

所限，许多高校的实践教学都缺乏整体规划，也没能

把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过程，甚至缺少详细的教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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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完备的考评体系，不能作为教学内容的有效补

充。

（三）教学方法有待改进

虽然高校领导和教师都认识到《概论》课实践

教学更有助于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对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

综合素质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

实际实施过程中，教师教学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

果，主要表现在：一是课堂教学中教师处于主地位，

而学生还是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没有体现出学生的

主体性，也没有充分引导学生认识实践教学的重要

性，再加上大班上课教师也很少能有机会与学生进

行深入交流，学生的学习热情普遍较低，教学质量很

难保证。二是大部分教师承担着较为繁重的教学工

作量，没有更多时间去改进教学方法，虽然教学过程

中也使用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但教学方法并没

有显著的变化，仅仅是把教学工具从粉笔和黑板转

变为屏幕和鼠标而已，不能很好地把学生的注意力

都吸引到课堂上，让他们全身心地融入其中。三是

实践教学的形式还仅限于传统的模式，或从地方选

取主题到博物馆、纪念馆、警示教育基地、名人故居、

战争遗址等开展的各类教育活动，或以时间节点开

展的植树节、清明节的文明祭祀、五四青年节的演讲

比赛等活动，或以能力拓展为主题开展的团结协作

和吃苦耐劳精神培养的活动，或者组织学生到机关、

工厂企业、社区等进行的一般性社会调研等。

（四）学生满意度有待提高

互联网环境下，信息传递媒介的多样性打破了原

有信息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学生受教育的途径，使传

统的思政课教学载体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弱化，各

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信息以快捷的方式进入了大学

生的视野，教师们原有的教学预见性和前瞻性很难发

挥应有效用，不能很好地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之中。与此同时，社会又不能进行有效的监

督，这样一来，一些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

们对共产党的先进性产生疑问，因此对《概论》课没有

任何的兴趣，课上经常玩手机、睡觉等。

二、优化实践教学环节的路径

（一）教师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对教师本人来说，首先要提高对实践教学环节

重要性的认识，在备课和课堂上严格按照《概论》大

纲中对实践教学的要求进行，真正把理论教学与实

践环节融合起来，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避免实践

教学方式过于单一，或只是“走形式”等现象。其

次，教师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创新精神，通过

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素质，更新教学方法，以良好的道

德风范影响学生，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同时，教师还要提升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加

强对课程思政建设重点难点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

把“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融合起来，把思政

育人作为课程教学的要求与点睛之笔，积极构筑

“大思政”教育生态圈，使思政教育真正走进学生的

心灵，内化其爱党爱国的情感，培养其理性思辨和明

辨是非的能力。另外，还要发挥好教研室和教学团

队的作用，每一位教师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优势，

通过合作创新，更有利于提升育人能力，见功见效。

（二）学生需端正态度，提升兴趣

对于大学生来说，首先要明确《概论》实践课对

培养自身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性，认清自己身

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所赋予的时代重任，能

否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不仅需

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素质，更需要具有高尚的道德修

养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这就要求大学生不能对《概

论》实践课等类似课程不重视、有抵触情绪，甚至于

有“及格万岁”的心态。同时，也不要认为自己在中

学已经学过思想品德、历史和哲学等政治课程，而这

些课程与《概论》等课程的部分内容又有重复的地

方，或者认为实践教学仅是形式上的要求，没有太大

的实际用处，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实践教学的

主体，以及实践教学对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大有

裨益。因此，大学生要正确认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其次，

对《概论》实践课要有深入的了解，避免学习目的功

利化。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

化，致使大学生面临着非常大的就业压力，这就使得

部分学生仅仅认识到专业课对将来就业的帮助，一

味地只重视专业课的学习及专业技能的掌握而忽视

思政课的学习，他们没有认识到《概论》实践课对促

进专业课的学习和从业技能的培养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更没有认识到思政教育对将来就业能力和自

身素质的提升以及价值观的引导和社会责任感的培

养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大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

不要急功近利，对实践课存在敷衍了事现象。

（三）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大投入

《概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和其他任何教学的改

革和创新一样，都离不开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在对实践教学的改革中，学校领导首先要改变

观念，扭转原来侧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文化基

础知识教育的思想，提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环节的重视。一是通过对实践教学科研项目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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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加大对实践教学及科研经费的投入；二是要通过

引进和培养的方式，加大对高素质实践教师队伍的

建设，通过不同方式提高他们的地位和待遇，从而激

发他们的教学热情，营造有利于其成长的良好氛围；

三是要加大对实践基地的建设，因为《概论》课的特

殊性，学校可以依托政府职能部门等多途径对《概

论》课的实践教学基地提供帮助和支持。

（四）从社会层面来说，实践教学的改革需要社

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一是国家要提倡对从事实践教学的教师给予充

分的尊重，并对他们付出的劳动给予认可，对他们创

造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让他们在工作中体会到

自己的价值，从而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二是政府

要出台政策，为《概论》课的实践教学做好舆论宣

传，为提供实践教学条件的单位或部门保好驾护好

航。三是企业或行业协会等要积极为高校提供实践

教学场所，营造良好的实习氛围，协助学校完成实践

课的教学，让实践课真正起到桥梁纽带作用。

三、实践教学环节优化的建议与对策

（一）丰富教学内容

对《概论》课的实践教学，不仅要结合理论课的

内容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还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

和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这样更能增加课程的针对

性和直观性，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充分调动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其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同时，《概论》课还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教师

在组织好教学的同时，还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后的实

时调研工作，指导他们如何选题，怎样开展社会调

查，如何进行资料和数据的分析，并且如何撰写调研

报告等，并结合标准对其进行考评。另外，还要通过

有针对性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引导任课教师把课程

思政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融入实践教学体系，把实践

教学与课程思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紧紧围绕着坚

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引导其了解世情党情民情，提高

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修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行动自觉来进行选题

和实践，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能力。

（二）创新教学模式

结合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特点采用有针对

性的实践教学模式，做到“三个结合”和“三个突

出”。

“三个结合”：一是要将课内实践与课外实践结

合起来，课内实践主要以师生异位教学、课堂讨论、

演讲比赛、知识竞赛、观看教学片等形式进行，它可

以很好地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

且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课外实践主要

以组织和指导学生读书、看录像和政治学习等形式

进行，它可以大大地调动学生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

的积极性。二要将集中实践与分散实践结合起来，

集中实践主要是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参观考察、社

会实践等形式进行，它增强了学生对社会的认识，提

高了他们了解社会和服务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分散

实践主要以学生课余时间和寒暑假开展社会调查、

志愿者服务等形式进行，它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艰

苦奋斗的精神，提高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和组织

协调能力。三要将基地实践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

基地实践是指教师根据讲授内容、布置任务、考察实

践基地等形式，使学生在现场亲身接受思想政治教

育，并通过讨论完成作业，学生可以把课堂中所学的

理论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并指导自己的行

动；生活实践是指大学生在校园内参加由学校组织

的征文比赛、歌咏比赛、电影周和爱心工程等与实践

教学密切相关的活动，教师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

正确的“三观”教育融于活动中，强化和提升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三个突出”：一是突出自主实践，自主实践中

教师仅是学习的启发者和指导者，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他们的潜能。二是突出情

境实践，情境实践是?用情境教学法使学生在情境

中获得切身的体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深层次情感，

促使其情感向坚定信念和意志转化。三是突出网络

虚拟实践，网络虚拟实践是利用网络虚拟空间磈展

的网上调研、网上案例分析等活动，让学生可以在虚

拟世界中进行虚拟性的实践活动，这既拓展了实践

的空间，也延长了学生实践的时间。同时还可以借

助互联网强大的资源整合功能和数据传输功能，把

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于实践教学过程，丰富实践教

学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个结合”体现了实践教学在时间上和空间

上的广泛性和灵活性，“三个突出”指出了实践教学

在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途径。运用“三个结合”

和“三个突出”教学模式更有助于增强《概论》课的

实效性，增强时代感，对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调

动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其对思想政治实

践课的认识度等都有很大的作用。

（三）改进教学方法

首先，可采用课堂实践教学，在课堂实践教学

中，教师可以把教材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国内外的

热点问题集中整合，确定不同的主题，将学生分组围

绕主题进行讨论或辩论，同时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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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地引导学生分担不同的角色上台发言，台下的

学生针对台上学生的发言可以及时提出自己不理解

的问题进行提问，形成台上台下的良性互动，确保每

位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最后教师

要发挥好引导作用，做好归纳和总结。通过课堂讨

论，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其

次，可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可以针对教学内容选择

鲜明的案例让学生参与分析和点评，教师要善于引

导学生根据案例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更

能使学生充分理解和熟练掌握知识点，培养他们的

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最后，还可以开展专题

讲座，高校可以定期邀请专业教师选择专题开展讲

座，包括社会时事热点问题和人才的需求问题等方

面，以便引导学生找出自身的不足和需要努力的方

向，为以后走向社会打下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一

些社团活动、建立专题网站、创建第二课堂等，精心

设计各类校园文化活动，打造文化活动品牌，开展校

园文化育人。

（四）完善保障制度

一是要健全考核体系和监督检查机制，完善考

核办法。通过科学的考评体系加强《概论》课实践

教学的监控与评价，督促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教学，并

及时了解其成效。二是要制定详细的实践课的教学

计划和教学大纲，培养学生的价值目标，并通过实践

环节拓展延伸，激发学生在国家、社会、个体等不同

层面对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认同。三是

要制定激励机制，对于从事实践教学并且教学效果

优秀的教师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表现非常突出的

可以在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树

立先进典型，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总之，通过对《概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不

仅推进了实践课程的优化，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了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认知观。

同时，也把课程思政的建设融入实践教学中，丰富了

《概论》课教学内容，改进了教学方式，拓展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空间，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极大地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提升

了他们的综合能力，达到了较好的人才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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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亚太教育，２０１５（２３）：９７．

［４］王颖，杨转珍，王京．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状分
析及对策研究：以京津冀地区１８所高校为例［Ｊ］．思想
理论教育，２０１５（１０）：６２－６５．

［５］邢朝阳，季鸿儒．“互联网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
对策［Ｊ］．思想政治课研究，２０１６（６）．

［６］李臖．互联网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研究
［Ｄ］．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９．

（责任编辑　许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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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视角下地方高校校企合作模式创新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段博楠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３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２０１７ＳＪＧＬＸ５０５）；郑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市级立项研究项

目（ＺＺＪＧ－Ａ８００２）；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ＺＧＪＧ２０１７００２Ａ）
作者简介：段博楠（１９９０—），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迫切需要新工科人才的支撑，不断创新地方高校校企合作模式是地
方高校对新工科建设的积极回应。地方校企合作模式可分为以教学为目的、以科研为目的、以生产

为目的三类。作为郑州市政府主管的地方高校，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积极搭建校企合作产学研平台，

探索出订单培养合作模式、顶岗实习合作模式、应用技术研究合作模式、训练营等新型合作模式，并

从三个角度对新工科视角下校企合作模式进行创新：回应产业发展需求，破除学科壁垒；创新产教融

合培养模式，优化校企合作平台；以培育核心能力为目标，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关键词：新工科；校企合作；地方高校；工程教育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５

　　面对工业４．０发展的新态势，“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互联网＋”“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部署，新一轮
的产业革命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更加注重培育学生个人效能、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和

协作能力。我国工程教育的改革方向决定了工程教

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

发展动力能否持续强劲。校企合作是培养新型工程

人才的必要条件，不断创新地方高校校企合作模式

是地方高校对新工科建设的积极回应。

一、深度解读新工科：内涵及愿景

第一，新工科新在哪里？在新工科的外延和内

涵上，新工科与传统工科都有着明显区别。与老工

科相比，“新工科”更强调学科的前沿性，综合性，特

别注重新兴与传统的紧密结合。发展新工科并不是

对传统工科的摒弃，而是对传统工科的传承和深化。

相对于传统的工科人才，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需

要的是工程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

第二，以何为愿景建构新工科？新工科的实质

对我国工程教育指明了改革方向，应在国家层面、社

会层面、教育层面三个维度引领发展的现实急需。

国家层面上，创新型国家建设是我国发展的路径选

择，到２０３０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工程教育体
系，到２０５０年，形成领跑全球工程教育的中国模式。
新工科建设通过培养大批复合型工程人才为国家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社会层面上，新工科作

为工程学科与其他各类学科的综合体，不仅包括传

统工科中的优质资源，也将吸收人文学科作为补充。

人文学科的加入为新工科建设带来理性、关怀及伦

理价值的实现。教育层面上，在新工科教育的动态

过程中，最终愿景是培育具备创新创业能力和跨界

整合能力的新型工程人才［１］。高校在新工科教育

中需要重点把握学与教，在本土化的基础上不断优

化人才培养过程，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中国

梦的实现提供人才保障。

二、地方高校校企合作模式

根据地方高校校企合作目的不同，我们将校企

合作模式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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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以教学为目的
以教学为目的的校企合作模式以高校为主导。

专注于利用企业优势培养学生，注重提高其就业能

力，打破传统课程设计，优势在于能够按照企业、行

业的真实需求培育学生，缩小知识与技能之间的断

裂带，英国工学交替制以及美国的合作教育是以教

学为目的的典型模式。此种校企合作模式特点是企

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计划过程，具体表现为参与课

程设置，派遣兼职教师等。

２．以科研为目的
以科研为目的的校企合作模式以企业为主导。

专注于提升入驻校企双方科研水平，提高产品科技

含量，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落地［２］。２０１８年，大新药
业与重庆大学共建校企合作中心，重庆大学负责提

供实验室技术支持和生产工艺优化，大新药业负责

技术中试和落地生产。２０１９年，同济大学与深圳交
通中心共建城市交通联合实验室，共同合作推动城

市交通创新发展。以科研为目的的模式能够搭建合

作企业与高校沟通的桥梁，将地方高校中优质的科

研项目引入企业，推动高校科技、企业资本与市场优

势的对接，汇聚科研成果实现就地转化的价值洼地，

发挥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乘数效应，打通科研项

目落地“最后一公里”。

３．以生产为目的
以生产为目的的校企合作模式以学校和企业双

方为主导。专注于进行校内外生产性实习实训，具

体操作上多建立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学生能够置

身于真实的生产场景中进行实操，提前接触生产过

程，了解流程标准及公司管理；企业可以利用学校实

训设备、场地和实习学生，减少生产成本，获得更大

利润；学校可以借助生产投入和技术指导，减少教育

成本；学生可以更早、更好地向职工的角色转变，实

现校、企、生三方共赢。

三、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实证分析

（一）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企合作整体情况分

析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是在原中州大学的基础上，

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本科普通高等

学校。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２００９年，郑州市文
化艺术学校（创建于１９５６年）整体划入，２０１４年，郑
州广播电视大学（创建于１９７９年）整体划入。学校
作为郑州市政府主管的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发展

及人力资源供给保驾护航。现已发展成为师资力量

雄厚、社会声誉良好的普通本科院校。作为郑州市

政府主管的地方高校，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积极搭建

校企合作产学研平台，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科技资源

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不懈努力。校企合作协同

育人模式是一种能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

标的复杂的教学模式。作为人才培养共同主体，校

企双方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不同，对于人才培养的

认识、理念、动机、利益各不相同。既定目标的不同

必然使各自的运行机制不同，简单的组合式合作是

难以取得效果的。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发展至今，已

有一些成功案例，涵盖本科教育教学、重点学科专业

建设、联合研究机构、技术转移等方面。经统计，我

校校企合作项目数量为２９个，校外实习基地数量为
１５６个，涉及全校的１２个学院。学校设有校企合作
处，负责制定学校校企合作工作计划、项目调研与审

批及日常管理等工作。各学院设有校企合作联络人

（学院副院长），负责各学院的校企合作工作。通过

和企业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合作模式灵活多样，达到学校、地方、行

业、企业和学生共赢。

１．订单培养合作模式
订单培养合作模式是指校企双方共同参与人才

培养，达到校企双育人目的。例如：机电与车辆工程

学院与郑州亿鸿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蒂森克虏伯电

梯公司郑州中心等企业签订联合培养协议。经济贸

易学院与上海世邦机器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培养协

议，共同建立以企业名称冠名的世邦班。校企双方

共同制订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实训标准，部分企业

培训课由企业选派行业专家承担。我校与去吧看看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订单班项目正在筹建中。

２．顶岗实习合作模式
顶岗实习合作模式是指学生在校完成教学计划

规定的全部课程后，采用学校推荐与学生自荐的形

式，到合作企业进行为期半年以上的顶岗（毕业）实

习。例如，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学生到上汽大众等

近十家企业进行实习；经济贸易学院学生到浙江人

本超市有限公司、四川海底捞餐饮有限公司、中外运

空运发展有限公司等１６家企业进行实习；艺术设计
学院学生到郑州新海岸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杰品陈

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等６家公司进行实习等。此种
合作模式学校和用人单位能够共同参与管理与教

学，使学生成为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合格职业人。

３．应用技术研究合作模式
应用技术研究合作模式是指发挥学院专业师资

优势，加强校企合作研发，走“利用专业优势办专

业，办好产业促专业”的新思路，使专业建设与产业

发展紧密结合。例如：信息工程学院与合作企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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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齐公司开展“‘大数据技术’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与北游国际科技有限公司、甲骨文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针对软件技术专业的二年级学生进行专业实训，

企业接受教师参观、调研、助力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实现资源共享，互派专业人员开展讲学、培训、科研

创新等合作项目。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与河南豫清

新能源产业有限公司共同筹建“电动汽车电池组合

与管理重点实验室”，于２０１７年８月被省发改委批
准设立“电动汽车电池网络组合与维护河南省工程

实验室”。２０１８年，我校与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就共
同建立查尔姆斯理工大学———中国郑州国际教育与

研究中心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根据教育部《关于产

教融合系列项目常态化申报的通知》和学校工作安

排，组织各学院开展“高校数字媒体产教融合创新

应用示范基地”的申报工作。

４．产业学院、训练营等新型合作模式
在保障传统校企合作项目顺利进行的同时，我

校对产业学院、训练营等新型合作模式进行了积极

探索，并在合作过程中与多家单位建立了深厚情谊，

一些企业在疫情期间向我校提供物资捐助。２０１９
年３月，我校与凤凰数字媒体教育集团展开合作，校
企双方共建“高校数字媒体产教融合创新应用基

地”，以期在数字媒体等专业领域不断尝试探索新

型合作模式。凤凰集团曾与贺州学院合作成立产业

学院，积累了诸多经验和丰硕成果。我校相关工作

人员专程赴贺州学院参观学习，收获颇丰。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与我校达成战略共
识，签署合作协议。我校作为主要参与者，将选派优

秀教师参与中原鲲鹏训练营。除了我校信息工程学

院选拔出的五位优秀教师者外，还有来自全省各高

校近两百名教师共同参加，旨在提升教师科研能力，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创新创业步伐，助力河南信

息产业整体跃迁。此外，我校努力探索新型合作模

式，与郑州市啸鹰航空有限公司、中新创达咨询有限

公司等行业领先公司接洽，在拓展办学空间上寻求

新的突破。２０２０年８月，郑州一安水性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向我校捐赠除菌剂、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实证案例分

析

１．“上汽大众”ＳＣＥＰ项目合作情况分析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８日，上海大众汽车与中州大学

校企合作ＳＣＥＰ项目在中州大学正式签约，上海大
众汽车实训中心也同时揭牌。上海大众汽车 ＳＣＥＰ
项目，全称“上海大众———职业学校合作培养计划”

（ＳＶＷ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该项目在上海大

众汽车的主导下，以就业为导向，通过整合校企双方

资源，在合作院校开设“上海大众班”，实施订单式

培养方式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双方共

建中州大学———上海大众汽车实训中心，建筑面积

达５０００平方米，位于中州大学英才校区。作为一所
综合实训基地，集汽车销售实训、售后服务等教学培

训为一体。大众班同学利用学校与企业双方资源，

在技能学习等方面表现优异。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业徐亚楠同学获得２０１４年大众班奖学金一等奖，
大众班胡绍鹏同学获得２０１５年大众班奖学金二等
奖。我校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教师积极参与大众班

同学人才培养过程，带领大众班学生在各类技能比

赛中表现优异。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两届上海大众
ＳＣＥＰ校企合作项目技能大赛中，汽车专业郑路教
师、张学涛教师带领我校大众班学生参加了比赛并

取得优异成绩，黄振亚同学荣获个人三等奖，并获得

奖金１０００元，学校以总分３１８分获得团体第七名。
大众班学生毕业后就业情况良好，河南豫港华诚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河南裕华上联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大众汽车新密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济

源市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濮阳盛宇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安阳市大众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洛

阳众捷汽车有限公司等大型汽车经销商均接收我校

大众班学员为正式员工。

“上海大众班”学生在校学习与在上海大众汽

车特约售后服务中心实习相结合，既接受学校教师

的教学指导，又接受售后服务中心资深技师的培训，

掌握上海大众汽车产品服务技能，实现教学与工作

岗位实际要求的零距离对接，为上海大众汽车特约

售后服务中心培养和输送具有较高服务技能和专长

的技术人才，实现教学质量最优，教学效率最好，教

学成本最低，达到企业、学校与社会多方共赢。通过

订单式培养和 ＳＣＥＰ项目的实施，上海大众汽车为
我校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学校也积极发挥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优势为企业

服务。合作效果显著，在订单培养、建立实习就业基

地方面值得郑州市高等院校学习借鉴，郑州工程技

术学院将继续为探索具有鲜明特色的校企合作之路

不断努力。

２．“世邦机器”之“世邦班”项目合作情况分析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０日，上海世邦、原中州大学举行

了校企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双方商定在“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下，开展

订单培养、实习基地建设、学生实习以及教学、科研

和产学等方面的合作，更好地发挥校企双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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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大发展空间，为企业

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原中州大学与上海世邦机器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在人才培养方案

制订、课程安排、教学条件改善等方面做了深入地沟

通与合作。上海世邦投资建设了三个设备先进、环

境优美的新教室，为同学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共开设“市场营销世邦班”“电子商务世邦班”“机械

工程技术世邦班”３个冠名班，招收学生１２０人。世
邦班目前服务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四个学院、涵盖

十二个专业，双方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等方

面达成共识并制定了成熟的教学计划。世邦班的课

程由企业技术人员和我校教师共同完成授课，如电

子商务班由企业技术人员开展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网页前端
设计等课程的教学；市场营销班由我校教师完成机

械制图的教学、机械工程技术班由我校教师完成市

场营销、商务礼仪等课程的教学。这些课程的开设

是对合作班同学现有知识的针对性补充，使学生在

掌握原专业理论知识之余，学习更多符合企业实际

需求的知识，这将对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３．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合作情况分析
２０１５年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中州大学）与河南

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深入融合，在郑州工程技

术学院永久性设立河南省陶瓷技能培训中心和中国

陶瓷职业技能鉴定站河南分站，双方共同投入３８０
万元建设成一个兼具陶瓷传统文化教育、历史名窑

产品创作、培养中华传统文化自信、训练创作技能、

提升陶瓷特有工种职业技能水平等多目标、多功能

的陶瓷实训基地，供河南省内，特别是郑州市区域的

中小学生、大专院校学生、社会产业职工进行陶瓷创

作培训和技能训练。

我校升本后以培养工程技术型人才为主，原有

的科学＋技术，延伸出了艺术 ＋技术的艺术工程新
概念。２０１８年，我校成立中部地区第一所文化遗产
学院，跻身全国文化遗产高等教育第一方阵。目前，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陶瓷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站申报设立的有关新规，河南省陶

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牵头，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郑

州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三方强强联

合，向（中国轻工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申请成

立了“中国陶瓷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河南

分站”建设“河南陶瓷馆”，服务于学校专业建设与

陶瓷技能鉴定站的培训工作。文化遗产学院配备有

国际一流的陶瓷培训设备和师资。从陶瓷原材料选

矿工艺设备、泥料加工工艺设备、机械成型设备、手

工创作设备和工具、烧制窑炉（电窑炉、天然气窑

炉、全自动控制的电气两用窑炉），陶瓷创作生产的

７２道工序设备齐全。同时拥有陶瓷理论培训教室
和国家级、省级陶瓷艺术大师工作室 ５个。成立
“陶瓷职业技能鉴定站”是培育陶瓷产业人才队伍

的有效方式，为此，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深度合作，从２０１６年开始按照技
能鉴定站的条件要求进行筹建，联署办公，发挥双方

的技术和人才资源优势，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内建

设了技能鉴定站检测区和办公区，总有效面积２５４６
平方米，购买检测与实训设备２８０万元，并派人参加
各种陶瓷技能鉴定培训，经过两年的筹备和试运作，

各种硬件和软件条件符合了成立陶瓷职业技能鉴定

站条件，特向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申请，成立“中国陶

瓷职业技能鉴定站（河南站）”。中国陶瓷职业技能

鉴定站（河南站）成立后，完全按照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的要求，制定相关运作规范和规章制度，服从中国

陶瓷工业协会领导，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保障鉴定

站合法、合规、合理的运作，为河南陶瓷产业发展做

出贡献，为全国陶瓷行业发展积累经验。

四、新工科视角下校企合作模式创新路径

１．回应产业发展需求，破除学科壁垒
我国工程教育历史将近百年，培育出不计其数

的工科人才，他们绘制出宏伟蓝图，让美梦成真。百

年的历程也随国家发展经历了数次变革，工科教育

也在不断探索。新工科视域下，学科之间的合作将

更加强调培养具有创新性、实践力以及综合型的人

才。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需要坚持学科群对接产业

链，专业群对接技术链［３］。优化学科布局，鼓励学

校各个学科之间融合、竞争，促进学科交叉与跨界整

合发展。建立跨学科校企合作基地，着力打造适应

产业需求的专业。学科专业建设是新工科建设的基

础。按照教育部要求，新工科要体现出工程教育的

新理念、学科专业的新结构、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教

育教学的新质量、分类发展的新体系五个特征。地

方高校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全面把握外部资

源优势，吃透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了解分析区域经济

产业发展新态势，主动对接区域经济发展对新工科

人才的需求。

２．创新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优化校企合作平台
以往校企合作很多仅限于学生在临近毕业前的

短期实习，或为企业提供基础性人才培养，无法为企

业提供所需要的高技能型工程人才。产教融合培养

模式应彰显“三协同”主体，发挥政府、行业及企业、

高校三方作用。政府应在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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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前提下，统筹规划校企合

作项目，形成服务区域经济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

立区域共享型人才培养实践平台，为区域经济新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相比于企业，行业协会则能

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校企“点与面”合作。学校与

行业协会合作对接，能够充分发挥行业中介桥梁作

用，落实行业指导机制，为学校的招生及学生的就业

提供宽广的途径，解决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学生

不仅能够提升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更能学习优秀企

业文化，促使学生更早地在价值取向上认同企业，深

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规范作用。通过校行、校企、

校政联合攻关，共同优化校企合作平台，深入开展科

研工作等，积极构建工程教育责任共同体。

３．以培育核心能力为目标，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新工科人才相对于传统工科人才，应该具备更

广阔的视野与更强的实践能力，他们不但要具有复

合型知识结构，更要具备自主创新的家国情怀。地

方高校在转型发展时期，应当以培育新工科核心能

力为重要环节不断更新与本校发展相适应的新工科

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尺度。ＯＢＥ与 ＣＢＥ两种教育范
式给了新工科高技能人才精细化培养的新思路：基

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ＯＢＥ）与基于能力的教育（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ＢＥ）［４］，都强调相关考试的成绩不足以
保证学生真正掌握职场所需要的关键因素，只有使

学生掌握核心能力，才能在职业生涯中表现优异。

美国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ＡＢＥＴ）制定了工程人才
应具备的１１项能力。包括能够理解职业和伦理、有
意识并致力于终身学习、能够使用工程实践所需要

的技术与工具等。除此之外，新工科人才还应有较

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及工匠精神，涵化中国精神，涵育

中华民族气质。地方高校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培养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卓越工程人才，不断完善多主体

协同的工程人才培养体系，真正为实现我国从工程

教育大国走向工程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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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ｉ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ａｌｏ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Ｖ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ｕｉｌｄｓ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ｎｅｗ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ｏｒｄ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ａｍｐａｎｄｓｏｏｎ．Ｗ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ｔｈｅｍｏｄ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ｄｏｗｎ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ｔａｌ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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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系统的渐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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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方法综合使用的基础上，为了使用药量确保毒副作
用小、水稻安全生产、生产成本小等目标得以实现，建立了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系统的数学模型，

并用变分迭代、同伦映射等方法求出了其渐近解，真正实现科学地使用农药，从而造福人类。

关键词：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变分；迭代；同伦映射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Ｏ１７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０８－０６

０　引 言
当前农药滥用现象普遍，食品中毒、地表水污染、肺癌发病与死亡等变化率在上升，让人感到可怕的是不

少农民竟然还没有意识到其巨大危害性．为了在理论和实践双层面上解决农药适量使用问题，极大可能地将
农药对土壤、水稻等的毒副作用降低到最低程度，同时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是研究水稻

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系统的渐近性。文献［１－５］主要研究了针对病虫害的不同类型在水稻生长的不同阶段
所采用的不同方法，有物理防治方法、生物防治方法、农业防治法和化学防治方法；文献［６－７］研究了喷洒
农药主要集中在水稻害虫虫卵的高发阶段，并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喷洒，而不是批量消灭害虫，避免了病

虫卵产生抗药体；文献［８－４０］研究了农药对不同类型的病虫害使用策略及效用等；而且文献［５－６，８－４０］
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过于依赖化学农药的投入，以及化学农药使用的不合理，都必将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

态环境．
１　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系统
１．１　流行性病虫害传播动力学系统模型

考虑如下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的系统模型：

ｄｕ
ｄｔ＝ａｕｖ－ｂｕｖ

２＋ａｆ１（ｕ） （１．１）

ｄｖ
ｄｔ＝－ａ１ｕｖ－ｂ１ｕ

２ｖ＋ｃ１ｕ＋ａ１ｆ２（ｖ） （１．２）

Ｎ（ｔ）＝
Ｎｍ

１＋ Ｎｍ
Ｎ０
－( )１ｅ－ｒ（ｔ－ｔ０）

（１．３）

其中ｕ（ｔ）和ｖ（ｔ）分别表示在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区域内的感染者株数和易感者株数，ｔ为时间变量，
ｄ≥０表示易感者出生率，ａ，ａ１，ｂ，ｂ１，ｃ，ｃ１均为常数．在生态动力学系统（１．１），（１．２）中，ａｕｖ表示由感染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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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者因“交感”而造成的水稻被侵害增加速度，－ｂｕｖ２表示由采取防疫和治疗措施后使得水稻被侵害减少
的速度，ａｆ１（ｕ）表示由于水稻死亡而引起的水稻被侵害减少速度，－ａ１ｕｖ项表示感染者与易感者“交感”易

感者变为感染者后使得易感者所减少的速度，－ｂ１ｕ
２ｖ项表示采取防疫和治疗措施后使得易感者所减少的速

度，ｃ１ｕ项表示感染者增多时易感者的增加速度，ａ１ｆ２（ｖ）表示其他因素的影响。系统（１．１），（１．２）是一个典
型的在患区水稻的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模型。由于（１．１），（１．２）是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它一
般不能得到系统的初等函数的精确解，故求动力学系统（１．１），（１．２）解的渐近表达式，从将得到的表示式来
定性地研究水稻流行性病虫害的传播形态和规律，其中Ｎ（ｔ）为农药需求函数，Ｎｔ＝０ ＝Ｎ０，Ｎｍ为水稻生长环
境对农药使用的最大容量，ｒ为参数，ｔ为时间。
１．２　变分迭代

从Ｅｑｓ．（１．１），（１．２）可构建如下泛函：

Ｆ１ ＝ｕ－∫
ｔ

０
λ１
ｄｕ
ｄτ
＋ｂｖ２τ－ａ珔ｕ珋ｖ－ａｆ１（珔ｕ[ ]）ｄτ （１．４）

Ｆ２ ＝ｖ－∫
ｔ

０
λ２
ｄｖ
ｄτ
＋ａ１珔ｕ珋ｖ＋ｂ１珔ｕ

２珋ｖ－ｃ１珔ｕ－ａ１ｆ２（珋ｖ[ ]）ｄτ （１．５）

令δＦｉ＝０，ｉ＝１，２．得到
ｄλ１
ｄτ
＝－ｂｖ２λ１，

ｄλ２
ｄτ
＝０，τ＜ｔ，λｉ（τ） τ＝ｔ＝１，ｉ＝１，２

因此，

λ１ ＝ｅｘｐ（β（ｔ－τ）），β＝ｂｖ
２，λ２ ＝１ （１．６）

从 Ｅｑｓ．（１．６），（１．４）和 （１．５），我们构建下列泛函变分迭代式

ｕｎ＋１ ＝ｕｎ－∫
ｔ

０
ｅｘｐ（β（ｔ－τ））ｄｕｎ

ｄτ
－ａｕｎｖｎ＋βｕｎ－ａｆ１（ｕｎ[ ]）ｄτ （１．７）

ｖｎ＋１ ＝ｖｎ－∫
ｔ

０

ｄｖｎ
ｄτ
＋ａ１ｕｎｖｎ＋ｂ１ｕ

２
ｎｖｎ－ｃ１ｕｎ－ａ１ｆ２（ｖｎ[ ]）ｄτ． （１．８）

我们选取如下零次迭代解

ｄｕ０
ｄｔ＝－βｕ０ （１．９）

ｄｖ０
ｄｔ＝－ａ１ｕ０ｖ０－ｂ１ｕ

２
０ｖ０＋ｃ１ｕ０ （１．１０）

ｕ０ ｔ＝０＝ｕ（０），ｖ０ ｔ＝０ ＝ｖ（０） （１．１１）

其中ｕ（０），ｖ（０）是初始值 ，得到线性问题 （１．９）－（１．１１）的解
ｕ０（ｔ）＝ｕ（０）ｅｘｐ（－βｔ） （１．１２）

ｖ０（ｔ）＝ｅｘｐ
ａ１ｕ（０）
β
ｅｘｐ（－βｔ））＋

ｂ１（ｕ（０））
２

２β
ｅｘｐ（－２βｔ[ ]）×

∫
ｔ

０
（ｃ１ｕ（０）ｅｘｐ－（βτ[ ]）ｅｘｐ－ａ１ｕ（０）β ｅｘｐ（－βτ））－

ｂ１（ｕ（０））
２

２β
ｅｘｐ（－２βτ[ ]）ｄτ＋

ｖ（０）ｅｘｐ－
２ａ１ｕ（０）＋ｂ１（ｕ（０））

２

２( ) ]β
（１．１３）

用零次近似解（１．１２）和 （１．１３）替代广义泛函变分迭代式（１．７）和（１．８），我们能得到此模型（１．１），
（１．２）的一次近似解：

ｕ１（ｔ）＝ｕ（０）ｅｘｐ（－βｔ）＋∫
ｔ

０
［ａ１ｕ（０）ｅｘｐβ（ｔ－２τ）ｖ０（τ）＋ａ１ｆ１（ｕ（０））ｅｘｐ（－βτ））ｄτ＋Ｏ（ａ

２
１），

０＜ａ１ ＜＜１ （１．１４）

ｖ１（ｔ）＝ｅｘｐ［
ａ１ｕ（０）
β
ｅｘｐ（－βｔ））＋

ｂ１（ｕ（０））
２

２β
ｅｘｐ（－２β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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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

０
（ｃ１ｕ（０）ｅｘｐ（－βτ））ｅｘｐ［－

ａ１ｕ（０）
β
ｅｘｐ（－βτ））－

ｂ１（ｕ（０））
２

２β
ｅｘｐ（－２βτ）］ｄτ－

ａ１∫
ｔ

０
［（１＋ｂ１（ｕ（０））ｅｘｐ（－βｔ））（ｕ（０）ｅｘｐ（－βｔ））珓ｖ０－ｆ０（珓ｖ０）］ｄτ，０＜ａ１ ＜＜１ （１．１５）

这里

珓ｖ０（ｔ）＝ｅｘｐ［
ｂ１（ｕ（０））

２

２β
ｅｘｐ（－２βｔ）］×［∫

ｔ

０
（ｃ１ｕ（０）ｅｘｐ（－βτ））ｅｘｐ［－

ｂ１（ｕ（０））
２

２β
ｅｘｐ（－２βτ）］ｄτ＋

ｖ（０）ｅｘｐ（－
ｂ１（ｕ（０））

２

２β
）］。

换句话说，我们也能求出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模型（１．１）的近似扩展解，（１．２）是
扰动模型．令（珔ｕ，珋ｖ）是模型 （１．１），（１．２）的解，于是有

珔ｕ＝∑
∞

ｎ＝０

珔ｕｎ（ｔ）ａ
ｎ
１，珋ｖ＝∑

∞

ｎ＝０

珋ｖｎ（ｔ）ａ
ｎ
１，０＜ａ１ ＜＜１ （１．１６）

珔ｕ０（ｔ）＝ｕ（０）ｅｘｐ（－βｔ） （１．１７）

珔ｕ１（ｔ）＝ｕ（０）∫
ｔ

０
［ｅｘｐβ（ｔ－２τ）珋ｖ０（τ）＋ｆ１（珔ｕ０（τ））］ｄτ，珋ｖ１（ｔ）＝０ （１．１８）

珔ｕ（ｔ）＝ｕ（０）ｅｘｐ（－βｔ）＋ａ１ｕｘ（０）∫
ｔ

０
［ｅｘｐβ（ｔ－２τ）珋ｖ０（τ）＋ｆ１（珔ｕ０（τ））］ｄτ＋Ｏ（ａ

２
１）

０＜ａ１ ＜＜１ （１．１９）

珋ｖ（ｔ）＝ｅｘｐ［
ｂ１（ｕ（０））

２

２β
ｅｘｐ（－２βｔ）］×［∫

ｔ

０
（ｃ１ｕ（０）ｅｘｐ（－βτ））ｅｘｐ［－

ｂ１（ｕ（０））
２

２β
ｅｘｐ（－２βτ）］ｄτ＋

ｖ（０）ｅｘｐ（－
ｂ１（ｕ（０））

２

２β
）］＋Ｏ（ａ２１），０＜ａ１ ＜＜１ （１．２０）

１．３　泛函分析同伦映射
为了使用泛函映射方法得到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的模型（１．１），（１．２）的渐近解，

令

Ｕ＝∑
∞

ｉ＝０
ｕｉｐ

ｉ，Ｖ＝∑
∞

ｉ＝０
ｖｉｐ

ｉ （１．２１）

其中ｐ∈［０，１］为人工参数［４７，４８］．现引入一组泛函分析同伦映射Ｈｉ（ｕ，ｖ，ｐ），Ｒ
２×Ｉ→Ｒ，ｉ＝１，２：

Ｈ１（ｕ，ｖ，ｐ）＝Ｌ１（ｕ，ｖ）－Ｌ１（ｕ０，ｖ０）＋ｐ［Ｌ１（ｕ０，ｖ０）－ａｕｖ＋ｂｕｖ
２－ａｆ１（ｕ）］ （１．２２）

Ｈ２（ｕ，ｖ，ｐ）＝Ｌ２（ｕ，ｖ）－Ｌ２（ｕ０，ｖ０）＋ｐ［Ｌ２（ｕ０，ｖ０）＋ａ１ｕｖ＋ｂ１ｕ
２ｖ－ｃ１ｕ－ａ１ｆ２（ｖ）］ （１．２３）

其中Ｉ＝［０，１］，Ｒ＝（－∞，＋∞），（ｕ０，ｖ０）为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１．１），（１．２）
的初始的函数，线性算子 为

Ｌ１（ｕ，ｖ）≡
ｄｕ
ｄｔ＋ｃｕ （１．２４）

Ｌ２（ｕ，ｖ）≡
ｄｖ
ｄｔ （１．２５）

显然，由（１．２２）－（１．２５）式知，Ｈｉ（ｕ，ｖ，１）＝０（ｉ＝１，２）是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
（１．１），（１．２）．故系统（１．１），（１．２）的解（ｕ（ｔ），ｖ（ｔ））就是系统Ｈｉ（ｕ，ｖ，ｐ）＝０的解当ｐ→１的极限．
２　动力学模型渐近解

首先选取原动力学系统（１．１），（１．２）的初始函数（珔ｕ（ｔ），珋ｖ（ｔ））为系统
ｄｕ
ｄｔ＋ｃｕ＝０ （１．２６）

ｄｖ
ｄｔ＝－ａ１ｕｖ－ｂ１ｕ

２ｖ＋ｃ１ｕ＋ａ１ｆ２（ｖ） （１．２７）

且由（１．２６），（１．２７）式，初始值为ｕ（０）＝Ａ１，ｖ（０）＝Ａ２的解，不难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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珔ｕ（ｔ）＝Ａ１ｅｘｐ（－ｃｔ） （１．２８）

珋ｖ（ｔ）＝
Ａ２
２ｅｘｐ［

ａ１Ａ１
ｃｅｘｐ（－ｃｔ）＋

ｂ１Ａ
２
１

２ｃｅｘｐ（－２ｃｔ）］＋∫
ｔ

０
（ｃ１Ａ１ｅｘｐ（－ｃτ）＋ａ１ｆ２（ｖ））ｅｘｐ［

ａ１Ａ１
ｃｅｘｐ（ｃ（τ－ｔ））

＋
ｂ１Ａ

２
１

２ｃｅｘｐ（２ｃ（τ－ｔ））］ｄτ （１．２９）

将（１．２１）式代入（１．２２），（１．２３）式，展开非线性项关于 ｐ的幂级数，比较等式两边 ｐ的同次幂项的系
数。由ｐ的零次幂的系数可得

Ｌｉ（ｕ０，ｖ０）＝Ｌｉ（珔ｕ０，珋ｖ０），ｉ＝１，２ （１．３０）
显然，我们可取ｕ０（ｔ）＝珔ｕ（ｔ），ｖ０（ｔ）＝珋ｖ（ｔ），故由（１．３０）式，生态动力学系统模型（１．１），（１．２）的零次

渐近解（Ｕ０，Ｖ０）是
Ｕ０（ｔ）＝ｕ０（ｔ）＝Ａ１ｅｘｐ（－ｃｔ） （１．３１）

Ｖ０（ｔ）＝ｖ０（ｔ）＝
Ａ２
２ｅｘｐ［

ａ１Ａ１
ｃｅｘｐ（－ｃｔ）＋

ｂ１Ａ
２
１

２ｃｅｘｐ（－２ｃｔ）］＋∫
ｔ

０
（ｃ１Ａ１ｅｘｐ（－ｃτ）＋ｄ）ｅｘｐ［

ａ１Ａ１
ｃｅｘｐ（ｃ（τ

－ｔ））＋
ｂ１Ａ

２
１

２ｃｅｘｐ（２ｃ（τｔ））］ （１．３２）

由动力学模型（１．１），（１．２）解的零次近似（１．３１），（１．３２）及泛函分析同伦映射（１．２２），（１．２３）可得：
Ｌ１（ｕ１，ｖ１）＝ａｕ０ｖ０－ｂｕ０ｖ

２
０ （１．３３）

Ｌ２（ｕ１，ｖ１）＝－ａｕ０ｖ０－ｂ１ｕ
２
０ｖ０ （１．３４）

其中ｕ０，ｖ０分别为（１．３１），（１．３２），不难看出，系统（１．３３），（１．３４）且在零初始条件（ｕ１（０），ｖ１（０））＝
（０，０）下的解为

ｕ１（ｔ）＝∫
ｔ

０
（ａｕ０ｖ０－ｂｕ０ｖ

２
０）ｅｘｐ（ｃ（τ－ｔ））ｄτ （１．３５）

ｖ１（ｔ）＝－∫
ｔ

０
（ａ１ｕ０ｖ０＋ｂ１ｕ

２
０ｖ０－ｃ１ｕ０）ｄτ （１．３６）

由（１．２１），（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６）式知，令ｐ＝１，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
（１．１），（１．２）的一次函数（Ｕ１，Ｖ１）是：

Ｕ１（ｔ）＝Ａ１ｅｘｐ（－ｃｔ）＋∫
ｔ

０
（ａｕ０ｖ０－ｂｕ０ｖ

２
０）ｅｘｐ（ｃ（τ－ｔ））ｄτ （１．３７）

Ｖ１（ｔ）＝
Ａ２
２ｅｘｐ［

ａ１Ａ１
ｃｅｘｐ（－ｃｔ）＋

ｂ１Ａ
２
１

２ｃｅｘｐ（－２ｃｔ）］＋∫
ｔ

０
［ｃ１Ａ１ｅｘｐ（－ｃτ）＋ａ１ｆ２（ｖ））ｅｘｐ［

ａ１Ａ１
ｃｅｘｐ（ｃ（τ－

ｔ））＋
ｂ１Ａ

２
１

２ｃｅｘｐ（２ｃ（τ－ｔ））］－（ａ１ｕ０ｖ０＋ｂ１ｕ
２
０ｖ０－ｃ１ｕ０）］ｄτ （１．３８）

由动力学系统模型（１．１），（１．２）解的零次近似（１．３１），（１．３２）及（１．３５），（１．３６）式和泛函分析同伦映
射（１．２２），（１．２３）可得：

Ｌ１（ｕ２，ｖ２）＝ａ（ｕ０ｖ１＋ｕ１ｖ０）－ｂ（２ｕ０ｖ０ｖ１＋ｕ１ｖ
２
０） （１．３９）

Ｌ２（ｕ２，ｖ２）＝－ａ（ｕ０ｖ１＋ｕ１ｖ０）－ｂ１（２ｕ０ｖ０ｖ１＋ｕ１ｖ
２
０） （１．４０）

其中ｕｉ，ｖｉ（ｉ＝１，２）分别为（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６）．不难看出，动力学系统（１．３９），（１．４０）且
在零初始条件（ｕ２（０），ｖ２（０））＝（０，０）下的解为

ｕ２（ｔ）＝∫
ｔ

０
（ａ（ｕ０ｖ１＋ｕ１ｖ０）－ｂ（２ｕ２ｖ０ｖ１＋ｕ１ｖ

２
０））ｅｘｐ（ｃ（τ－ｔ））ｄτ （１．４１）

ｖ２（ｔ）＝∫
ｔ

０
（ａ１（ｕ０ｖ１＋ｕ１ｖ０）＋ｂ１（２ｕ０ｖ０ｖ１＋ｕ１ｖ

２
０））ｄτ （１．４２）

同样可得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１．１），（１．２）解的ｎ次函数（Ｕｎ，Ｖｎ）（ｎ＝３，４，…）。
给定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１．１），（１．２）一组无量纲的参数：ａ１ ＝ｂ１ ＝ｃ＝ｃ１ ＝

ｆ２（ｖ）＝１和初始值：Ａｉ＝１（ｉ＝１，２）．这时由（１．３７），（１．３８）式，可得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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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１．１），（１．２）的泛函分析同伦映射的初始函数（珔ｕ，珋ｖ）。

能够用泛函分析不动点原理和逼近理论证明［４７－４９］：由（４．１）式表示的Ｕ＝∑
∞

ｉ＝０
ｕｉｐ

ｉ，Ｖ＝∑
∞

ｉ＝０
ｖｉｐ

ｉ，在相应

的条件下，关于ｐ在［０，１］上是一致收敛的，故令ｐ＝１得到的Ｕ＝∑
∞

ｉ＝０
ｕｉ，Ｖ＝∑

∞

ｉ＝０
ｖｉ，就是水稻流行性病虫害

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１．１），（１．２）的一组精确解（Ｕ（ｔ），Ｖ（ｔ）），因而，函数Ｕｎ＝∑
ｎ

ｉ＝０
ｕｉ，Ｖｎ＝∑

ｎ

ｉ＝０
ｖｉ就是水

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非线性生态动力学系统（１．１），（１．２）的一组第ｎ次近似的渐近解。
３　结语
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方法综合使用的基础上，研究了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规律，使用药

量在多因素综合影响下确保毒副作用小、水稻安全生产、生产成本小等目标得以实现，在文献［４１－４３］的启
发下建立了数学模型，并用变分迭代、同伦映射等方法求出了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的生态动力学系统的渐

近解，真正实现科学地使用农药，从而造福人类．

参考文献：

［１］刘家华，王邦龙，李光武．２０１８年广德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的实施及效益分析［Ｊ］．安徽农学通报，２０１９，２５（１０）：
８０－８１．

［２］孙晓辉，王学峰，万宏志．北方大田水稻病虫害防治策略探讨［Ｊ］．农业与技术，２０１７，３７（２２）：１４１．
［３］刘霞．浅谈肥东县水稻病虫害发生特点及防治策略［Ｊ］．农业与技术，２０１７，３７（２２）：１０６．
［４］黄起东．绿色防控技术在水稻病虫害防治中的推广分析［Ｊ］．南方农业，２０１７，１１（２６）：２２－２３．
［５］石雨．辽宁锦州水稻病虫害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及防治措施［Ｊ］．农业工程技术·综合版，２０１９（３）：２８．
［６］卢仲良，孔学梅，袁文龙．农药减量增产技术在水稻病虫害防治上的应用研究［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２（１５）：８９．
［７］陈银凤，张云，陈夕军．水稻病虫害防治化学农药减量控害技术［Ｊ］．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１７，５８（１２）：２２３１－２２３４．
［８］樊德方．农药的污染与防治［Ｍ］．北京：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２．
［９］赵善欢．植物化学保护［Ｍ］．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０］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食品中农药最大允许残留量［Ｍ］．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１］翟保平，陈家安．水稻两迁害虫研讨会纪要［Ｍ］．昆虫知识，２００６，４３（４）：５８５－５８８．
［１２］袁会珠，李永平，邵振润，等．系列农用喷雾助剂使用技术指导［Ｍ］．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李传如，高泽民，郝绪春．水稻病虫害防治减量用药试验研究［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１（１７）．
［１４］何钦成，陈佳鹏，周宝森．环境农药暴露和水稻肺癌发病、死亡的相关分析［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３，１９（４）．
［１５］黄秀兰，李建丰，张华，等．水稻主要病虫危害损失和专业化防治效果初步研究［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６８－７０．
［１６］郜红建，蒋新．土壤中结合残留态农药的生态环境效应［Ｊ］．生态环境，２００４，１３（３）：３９９－４０２，４１３．
［１７］赵云峰，吴永宁，王绪卿，等．中国居民膳食中农药残留的研究［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８）．
［１８］周国辉，张曙光，邹寿发，等．水稻新病害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生特点及危害趋势分析［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０，３６（２）：
１５０－１５２．

［１９］程家安，朱金良，祝增荣，等．稻田飞虱灾变与环境调控［Ｊ］．环境昆虫学报，２００８，３０（２）：１７６－１８２．
［２０］王彦华，李永平，陈进，等．褐飞虱对吡虫啉敏感性的时空变化及现实遗传力［Ｊ］．中国水稻科学，２００８，２２（４）：４２１－４２６．
［２１］王彦华，陈 进，沈晋良，等．防治褐飞虱的高毒农药替代药剂的室内筛选及交互抗性研究［Ｊ］．中国水稻科学，２００８，２２
（５）：５１９－５２６．

［２２］庄永林，沈晋良，陈峥．三唑磷对不同翅型稻褐飞虱繁殖力的影响［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２２（３）：２１－２４．
［２３］邵振润，张 帅，李永平，等．中国水稻主产区褐飞虱对３种杀虫剂的抗性监测［Ｊ］．农药学学报，２０１１，１３（１）：９１－９４．
［２４］张帅，李永平，邵振润，等．水稻二化螟抗药性监测及防控对策［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１，３７（２）：１４１－１４４．
［２５］王荫长，范加勤，田学志，等．溴氰菊酯和甲胺磷引起稻飞虱在猖獗问题的研究［Ｊ］．昆虫知识，１９９４，３１（５）：２５７－２６２．
［２６］宋宁慧，卜元卿，单正军．农药对地表水污染状况研究概述［Ｊ］．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１０，２６：４９－５７．
［２７］钱允辉，王志强，张夕林，等．水稻中后期相关农药使用次数与农药残留量动态关系的研究［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８，４１
（９）：２６７８－２６８５．

［２８］肖军，赵景波．农药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防治对策［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５，３３（１２）：２３７６－２３７７．

·２１１·



［２９］权桂芝．土壤的农药污染及修复技术［Ｊ］．天津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１３（１）：３５－３８．
［３０］屠豫钦，王以燕．农药的剂型问题与我国农药工业的发展［Ｊ］．农药，２００５，４４（３）．
［３１］胡 洁，王以燕，许建宁．农药致癌性的研究进展［Ｊ］．农药，２００９，４８（１０）．
［３２］仲维科，孙梅心．我国食品的农药污染问题［Ｊ］．农药，２０００，３９（７）：１－９．
［３３］李鹏琨，王金荣．河南省农药污染现状评价［Ｊ］．河南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１，２５（４）：４１５－４２３．
［３４］吴声敢，吴树勤，徐 浩．１０％吡虫啉在水稻中残留动态研究［Ｊ］．农药，２００５，４４（１）：２５－２７．
［３５］宣日成，王琪全．吡虫啉在土壤中的吸附作用机理研究［Ｊ］．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０（２）：１９８－２０１．
［３６］单正军，朱忠林，蔡道基．吡虫啉的环境行为研究［Ｊ］．农药科学与管理，１９９９，２０（１）：１７－１８．
［３７］张 帅，邵振润，沈晋良 等．加强水稻主要病虫科学用药防控的原则和措施［Ｊ］．农药，２０１１，５０（１１）．
［３８］祝树德，高振兴，金党琴．印楝素对水稻二化螟的生物活性及控制作用［Ｊ］．中国水稻科学，２００６（４）：５５１－５５６．
［３９］ＨｅｏｎｙＫＬ，ＥｓｃａｔｅｄａＭＭ，ＳｅｎｇｓｏｕｌｉｎｇＶ．Ｉｎｅｓ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ｌｉｔ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ｒｉｃｅｆｅｒｍｅｒｓｉｎＬａｖ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９２：１３７－１４５．

［４０］柳斌春．组合用药模式在水稻病虫防治中的探讨［Ｊ］．农家参谋，２０１９，１０：６５．
［４１］汪维刚，石兰芳，莫嘉琪，等．一类生态模型的近似解析解［Ｊ］．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２０１５，６１（４）：３１５－３１８．
［４２］汪维刚，史娟荣，莫嘉琪，等．捕食－被捕食微分方程种群模型的研究综述［Ｊ］．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２０１５，６１（４）：２９９
－３０７．

［４３］汪维刚．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几何凸性、弹性及其应用［Ｊ］．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２９（１）：１１０－１１２．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ｉｃ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ｓ

ＷＡＮＧＷｅｉｇａｎｇ１，３，Ｗ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ａｎ２，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ｙｕａｎ４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ｈｕ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ｕ，Ａｎｈｕｉ２４１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Ｗｕｈ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ｕ，Ａｎｈｕｉ２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ｅｆｅｉ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２３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Ｙｕｎ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６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ｓ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
ｏｄ，Ｉｔ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ｄｏｓａｇ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ｏａｌｓｏｆｌｅｓｓｔｏｘｉｃａｎｄ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ｓａｆ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ｃｅ，ｌｏ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ｅｔｃ．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ｉｃｅ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ｉｔｓ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ｍｏ
ｔｏｐｙｍａｐｐｉｎｇ，ｅｔｃ．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ｕｓｅ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ｉｓｔｒｕ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ｕ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ｍａｎｋｉ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ｉｃ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ｍｏｔｏｐ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ＭＳ（２０１０）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３５Ｂ２５

·３１１·



第３８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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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数据挖掘。

摘　要：随着网络环境的愈加复杂，用户数量和种类显著增加，网络信息更新频繁。针对文本数
据自身较稀疏、不规范等特点，提出了基于改进的局部序列比对算法的用户会话聚类新方法。首先

通过计算用户会话集成距离方法衡量会话的相似度；然后，采用改进的基于用户会话距离的序列比

对算法对话题进行聚类，该算法改善了传统用户聚类算法的不足。实验表明，该算法较传统聚类算

法在召回率和准确率方面有明显改善。

关键词：局部序列比对；用户（会话）相似度；聚类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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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无论从数量

上还是形态上均增长迅速，尤其是用户行为数据越

来越复杂。降低用户访问延迟的核心方法归纳为缓

存技术与预取技术［１］。预取技术的关键是页面预

测，预测的准确率直接影响预取效率［２］，而精准预

测的难点在于如何挖掘用户浏览行为的相似性，提

高用户会话聚类准确度是关键。

聚类方法分为划分聚类，层次聚类法，密度聚

类，模型聚类，基于神经网络的聚类和图论聚类

等［３］。利用聚类方法分析大数据环境下用户的行

为偏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４］。通过计算用户会

话之间的距离彼此相似度是一种有效方法。但是，

由于网络信息的复杂环境影响，用户及其访问行为

数量巨大、变化多端，网络会话会根据其不同的性质

导致长短不齐，传统的用户相似性判定算法普遍存

在数据过于稀疏和计算量过大的问题。

基于计算会话距离从而聚类网络用户的研究始

终是焦点。用于衡量用户会话间距离具有较高准确

性的方法是序列对比方法（简称ＳＡＭ）［５］，源于氨基

酸序列的比对校准，但是侧重于划分基于用户请求

的导航序列［６］，未曾考虑用户偏好，受限于用户会

话因不同的浏览偏好导致会话序列长短不齐的问

题。Ｋｈａｓａｗｎｅｈ等人［７］采用动态规划的多维会话比

较方法，其中页面列表是比较的主要维度，但是计算

代价较高。Ｐｏｏｒｎａｌａｔｈａ［８］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基于
ＶＬＶＤ函数的Ｋ－ｍｅａｎｓ算法来对 Ｗｅｂ会话进行聚
类，该算法虽然考虑了可变长度会话的问题，却忽略

了页面访问的顺序。文献［９］提出了一种针对大规
模数据的快速聚类方法，旨在降低聚类的时间，但聚

类效果有所降低。文献［１０］介绍了一种基于 ｋｕｌｌ
ｂａｃｋ－Ｌｅｉｂｌｅｒ（Ｋｌ）散度的相似度度量方法，依据不
对称因素评判用户的偏好，该模型适用于稀疏数据。

文献［１１］采用基于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的算法，通过贝叶斯
网络的概率推理来测量相关度，侧重于发现数据密

集型的用户相似性。

上述方法主要集中在对用户相似性的数学模型

改进上，却没有充分考虑用户本身的评分偏好，忽略

了网络会话的复杂环境。因此，本文提出基于用户

会话聚类的页面预测新模型，通过计算序列比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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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集成距离度量衡量任何两个会话之间的相似

度。该方法兼顾用户聚类和评分偏好，重点对最近

邻选取和预测评分生成方法进行改进，具有较好的

聚类性能。

２　基于页面会话聚类的Ｗｅｂ预测模型
预测模型分两个阶段工作：离线和在线阶段，如

图１所示。离线阶段在服务器上执行，在线阶段包
括服务器和客户端。

图１　Ｗｅｂ页面预测模型

Ｗｅｂ日志模块：日志包含每个客户端访问服务
器的信息，包括客户端 ＩＰ地址，访问服务器的日期
和时间，ＨＴＴＰ方法（例如ｇｅｔ）、请求的ＵＲＬ、响应代
码，从服务器传输到客户端的字节数等。用户会话

是基于ＩＰ地址、日期和时间创建的，由用户在一定
时间段内（例如３０分钟）访问的一组连续的网页序
列组成。此外，对会话进行过滤以删除图像文件，机

器人导航等。从这些过滤的会话中识别出唯一请

求，并为每个会话赋予唯一的ＩＤ。
聚类模块：将用户会话划分为６０％的训练集和

４０％的测试集。训练集会话部分的聚类由改进的Ｋ
均值算法获得。随机选择聚类中心，并且中心可能

在每次迭代中都发生变化，直到收敛为止。形成聚

类后，将对每个聚类进行唯一标识。

客户端模块：每当用户请求网页时，浏览器首先

在缓存中查找该网页是否存在。如果找到该页面，

则立即检索该页面并将其显示给用户，否则将请求

转发到实际的 Ｗｅｂ服务器。该请求由用户访问的
一组页面组成。服务器通过发送所请求的页面以及

预测列表进行响应。当浏览器空闲时，它将尝试下

载预测列表中列出的网页，这些网页目前在缓存中。

当用户请求下一页时，用户立即从本地缓存中获取

页面，并且用户立即获得响应。因此，通过预取网

页，可以使用户等待时间最小化。

聚类发现模块：在线阶段预测的第一步，通过使

用集成距离度量将请求与所有现有聚类中心进行比

较，可以确定最接近请求的簇。

聚类搜索模块：根据从聚类发现模块获得的聚

类搜索请求的网页，检索下一个页面，并根据聚类中

下一个页面所在的会话数以及当前请求的页面数来

认定下一个页面的计数。

页面序列模块：主要认定聚类搜索模块接收的

页面列表。

３　基于用户会话距离集成测量的聚类方法
对于给定的任意两个用户会话，为了计算彼此

间的有效距离，需要查找会话间的匹配对。如果两

个页面是相同的，则认为它们是匹配的。对于不匹

配序列，则需要经过插入／删除／替代操作后使其成
为相似序列，然后对匹配和不匹配序列进行有效评

分。目的是找到两个会话间的两两比对数，插入／删
除／替换操作被认为是相同的（不匹配）。为匹配和
不匹配适当的计分，分别为２和 －１。通过计分，构
建页面对的评分矩阵，通过矩阵计算可得两个 Ｗｅｂ
用户会话的距离，从而进一步计算会话间的相似度。

３．１　局部比对算法（ＳＡＭ）
著名的局部比对算法最早由 Ｓｍ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ｍａｎ

提出［１２］，主要用于对共同分子子序列的局部比对，

其中相似性的度量考虑到了任意长度序列的删除和

插入。对于不够相似的序列局部比对显得更为有应

用价值，序列排序ＳＡＭ方法可以有效衡量用户会话
间距离，侧重于划分基于用户请求的导航序列。一

组会话的两个会话序列包含的Ｗｅｂ页面分为两种，
共同页面和单独页面。共同页面为两组会话均访问

的页面，单独页面表示各自访问的独立的页面，与其

他会话并无交叉。为了使两组会话更为相似，两组

会话中相同的页面被重新排序，彼此结合，单独的页

面被插入或删除。插入操作、删除操作和重排操作

的数量被用来计算两组会话间的距离。排序操作改

变的序列中，Ｗｅｂ页面是在一个会话访问。ＳＡＭ方
法中关于会话距离的计算公式如式（１）所示，参数
说明如表１所示：

ｄＳＡＭ（Ｓ１，Ｓ２）＝ＭＩＮ［（ｗｄＤ＋ｗｉＩ）＋δＲ］ （１）
表１　ＳＡＭ计算方法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ｄＳＡＭ 会话Ｓ１和Ｓ２的距离

ωＤ 删除操作权重，不为０的正常数，视研究而定
ωＩ 插入操作权重，不为０的正常数，视研究而定

Ｄ 删除操作的数量

Ｉ 插入操作的数量

Ｒ 重新排序操作的数量

δ 重新排序操作权重，不为０的正常数，视研究而定

　　从公式（１）可以看出，采用两会话间的距离由
·５１１·



删除操作、插入唯一元素和重排共同元素的开销构

成。由于删除和插入是单独操作，故 ωＤ和 ωＩ假设
为１，并且δ＝ωＤ＋ωＩ。如果共同页面的数量过多，
但是访问的页面顺序又不相同，那么需要花费较大的

开销查找共同元素并重新排序的计算操作。ＳＡＭ方
法无法区分出完全不同的会话和有相似序列的会话。

３．２　基于会话距离的局部序列比对方法（ＳＤＭ）
鉴于ＳＡＭ方法存在计算量大并且尚未考虑相

似序列的会话等问题，本文对该方法做适度改进，通

过引入评分矩阵、距离矩阵和线索矩阵的构建，将该

方法有效应用在衡量任意两个用户会话的距离，从

而判断用户的相似性，简称ＳＤＭ方法。该方法采取
通过计算用户会话间页面匹配数量的情况衡量会话

的相似度，从而达到为用户分组目的。通过衡量用

户之间的会话距离来度量用户会话的相似度。

若给定两组会话序列 Ｓ１＝（ＡＢＣＤＥ）和 Ｓ２＝
（ＡＣＤＢＥ），会话长度 ｍ＝５，ｎ＝５，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１，
ｍａｔｃｈ＝２。

计算用户会话距离的主要步骤表现在构建评分

矩阵、构建距离矩阵和计算线索矩阵，最后依据上述

的三个矩阵计算会话的相似度。

３．２．１　构建评分矩阵
构建（ｍ＋１）（ｎ＋１）的用户的评分矩阵，记

作Ｐｓ，公式如下：
Ｐｓ（ｉ，０）＝ｍｉｓｍａｔｃｈ，其中０＜ｉ＜＝ｍ＋１
Ｐｓ（０，ｉ）＝ｍａｔｃｈ，其中０＜ｉ＜＝ｎ＋１

Ｐｓ（ｉ，ｊ）＝
ｍａｔｃｈ　Ｓｉ＝Ｓｊ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Ｓｉ≠Ｓ{

ｊ

（２）

如表２所示，构建了会话Ｓ１和Ｓ２的评分矩阵，
其中Ｐｓ（ｉ，ｊ）代表两组会话对应页面是否匹配，匹配
计分２，否则计分－１。初始化该矩阵的第１行第１
列为０，第２行第１列为－１。对于ｉ如果Ｓ１（ｉ）＝Ｓ２
（ｊ），代表匹配，否则代表不匹配。

表２　会话Ｓ１和Ｓ２的评分矩阵

ｊ Ａ Ｃ Ｄ Ｂ Ｅ

ｉ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Ａ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Ｂ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Ｃ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Ｄ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Ｅ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３．２．２　构建距离矩阵Ｐｄ
计算会话间对应页面的比对距离Ｐｄ（ｉ，ｊ），其中

ｉ∈（０，ｍ＋１］，ｊ∈（０，ｎ＋１］，计算方法如式（３）：
Ｐｄ（０，ｊ）＝Ｐｄ（０，ｊ－１）＋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Ｐｄ（ｉ，０）＝Ｐｄ（ｉ－１，０）＋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Ｐｄ（ｉ，ｊ）＝ＭＡＸ

０
Ｐｄ（ｉ－１，ｊ）＋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Ｐｄ（ｉ，ｊ－１）＋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Ｐｄ（ｉ－１，ｊ－１）＋Ｐｓ（ｉ，ｊ










）

（３）

其中，第一项参数０概况了当比对评分为负时
忽略不计的情况；第二项和第三项参数表示为插入／
删除／替换操作插入一个空缺所执行的延伸操作；第
四项考虑到对两个会话延伸序列的每一页的比对。

给定序列两会话的Ｐｄ如表３所示。
表３　会话Ｓ１和Ｓ２的距离矩阵Ｐｄ

ｊ Ａ Ｃ Ｄ Ｂ Ｅ
ｉ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Ａ －１ ２ １ ０ ０ ０
Ｂ －２ １ １ ０ ２ １
Ｃ －３ ０ ３ ２ １ １
Ｄ －４ ０ ２ ５ ４ ３
Ｅ －５ ０ １ ４ ４ ６

３．２．３　构建线索矩阵Ｐｐ
在计算Ｐｄ的同时构建线索矩阵 Ｐｐ，主要为后

续的遍历工作做准备。首先，初始化该矩阵的第０
行和第０列值为０。然后，根据Ｐｄ（ｉ，ｊ）的取值来源
数据单元的所在位置ｔｏｐ／ｌｅｆｔ／ｌｅｆｔ－ｔｏｐ为 Ｐｐ（ｉ，ｊ）分
别赋值为１／２／３。

给定会话序列的线索矩阵如表４所示。
表４　会话Ｓ１和Ｓ２的线索矩阵Ｐｐ

ｊ Ａ Ｃ Ｄ Ｂ Ｅ
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Ａ ０ ３ ２ ２ ０ ０
Ｂ ０ １ ３ ２｜３ ３ ２
Ｃ ０ １ ３ ２ １｜２ ３
Ｄ ０ ０ １ ３ ２ ２
Ｅ ０ ０ １ ３ ３ ３

３．２．４　相似度计算
依次构建评分矩阵、距离矩阵和线索矩阵后，开

始计算用户会话的相似度。具体计算方法是遍历

Ｐｄ，确定其中最大值的位置单元，对应在 Ｐｓ中检查
是否匹配，如果匹配则 ＳｉｍＣｏｕｎｔ值加 １。同时，在
Ｐｐ中根据Ｐｐ（ｉ，ｊ）的取值确定下一次的线索。重复
遍历Ｐｄ，直至其中出现值为０的单元。若 Ｐｄ中多
个单元格包含相同的最大值，重复上述步骤。

会话相似度的计算方法依赖于会话间的相似页

面的个数，会话距离度量方法参见式（４）。
ｄＳＤＭ（Ｓ１，Ｓ２）＝

［Ｍａｘ（ｍ，ｎ）－ＳｉｍＣｏｕｎｔ］／Ｍａｘ（ｍ，ｎ） （４）
其中，ｍ和 ｎ分别代表会话 Ｓ１和 Ｓ２的长度；

ＳｉｍＣｏｕｎｔ代表采用局部序列比对后的子序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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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０，１］，１表示两会话完全不一样，０表示两会话
极度相似。因此，ＳＤＭ可以区分完全不同的会话。

示例中的会话Ｓ１和Ｓ２的相似度经计算为０．２。
３．２．５　ＳＤＭ算法

算法１：基于距离测量的序列比对算法
Ｉｎｐｕｔ：用户访问会话序列Ｓ１，Ｓ２
Ｏｕｔｐｕｔ：ｄ（Ｓ１，Ｓ２）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ｅｐ１．根据式（２）构建Ｐｓ；
Ｓｔｅｐ２．根据式（３）构建Ｐｄ，同时修正Ｐｐ的值；
Ｓｔｅｐ３．遍历Ｐｄ，确定其中最大值的位置ＭａｘＶａｌ

Ｌｏｃ（ｉ，ｊ）
Ｉｆ（Ｐｓ（ｉ，ｊ）＝２）
ＳｉｍＣｏｕｎｔ＝ＳｉｍＣｏｕｎｔ＋１；
扫描Ｐｐ（ｉ，ｊ）的值，确定ｎｅｘｔ（ｉ，ｊ）；
Ｓｔｅｐ４．ＲｅｐｅａｔＳｔｅｐ３直到Ｐｄ（ｉ，ｊ）＝０；
Ｓｔｅｐ５．ＩｆＭａｘＣｏｕｎｔＰｄ（ｉ，ｊ）！＝１
ＲｅｐｅａｔＳｔｅｐ３；
Ｓｔｅｐ６．根据式（４）计算ｄ（Ｓ１，Ｓ２）。

３．３　基于集成距离的用户会话相似性度量方法
（ＳＡＤＭ）

由于在ＳＤＭ中缺少对两个会话之间存在的直
接匹配方式和通过插入间隙获得的对齐方式的区

分，进而提出基于集成距离的用户会话相似度度量

方法（ＳＡＤＭ），该方法融合 ＳＡＭ和 ＳＤＭ计算方法，
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距离度量，既找到了ＳＡＭ方法中
的单独序列数量，又可基于ＳＤＭ方法获得无须调整
页码顺序的序列数量。该方法实际上捕获了一对原

始会话之间的序列方式，也获得了局部比对后的比

对序列和它们之间的唯一元素。计算方法如式

（５）。
ｄＩＮＴＥ（Ｓ１，Ｓ２）＝

［ＣＡＰ
－＋２（｜ＣＡＰ

＋－ＣＰＤ｜）］／（｜Ｓ１｜＋｜Ｓ２｜）（５）
其中，ｄＩＮＴＥ（Ｓ１，Ｓ２）代表两会话间的集成距离。

ＣＡＰ
－表示未匹配页面的数量，一对会话的唯一

网页，不能通过插入间隙对齐。例如，如果Ｓ１＝（Ａ，
Ｂ，Ｃ，Ｄ）和Ｓ２＝（Ａ，Ｂ，Ｃ，Ｅ），那么Ｄ和Ｅ是唯一的。

因此ＣＡＰ
－＝２；ＣＡＰ

－表达含义等同于与 ＳＡＭ方法中
的（ｗｄＤ＋ｗｉＩ）。

ＣＡＰ
＋表示匹配页面数量，是通过ＳＤＭ方法找到

的匹配序列，可以通过插入间隙来对齐，例如，Ｓ１＝
（Ａ，Ｂ，Ｃ，Ｆ，Ｇ，Ｈ）和Ｓ２＝（Ａ，Ｆ，Ｇ，Ｊ，Ｕ），则在 Ｓ２中
的Ａ之后插入两个间隙后，页面Ｆ和页面 Ｇ分别与

Ｓ１的Ｆ和Ｇ匹配，故ＣＡＰ
＋是２。

ＣＰＤ表示直接比对数量，指在原始会话中匹配的
页码，例如，Ｓ１＝（Ａ，Ｂ，Ｃ，Ｆ，Ｇ，Ｈ），Ｓ２＝（Ａ，Ｅ，Ｇ，Ｆ，
Ｕ），ＣＰＤ为２。两会话的页面 Ａ与页面 Ｆ彼此匹配，
页面Ａ位于会话的第１位，Ｆ位于第４位。｜Ｓ１｜与
｜Ｓ２｜分别表示其会话的长度。

｜ＣＡＰ＋－ＣＰＤ｜给出实际的页面数可以通过插入
间隙来对齐。即插入间隙是一项操作，移动现有页

面插入间隙的位置是另一种操作，故乘以系数２。
例如，给定会话：Ｓ１＝（ＡＢＤＦＣＡＢＥＤＨＧＢ），Ｓ２＝

（ＡＢＧＧＥＤＡＢＦＥＨＧＣ），匹配的路径过程如下：
Ａ Ｂ － － Ｅ Ｆ Ｃ Ａ Ｂ － Ｅ Ｄ Ｈ Ｇ Ｂ
｜ ｜ ｜ ｜ ｜ ｜ ｜ ｜
Ａ Ｂ Ｇ Ｇ Ｅ Ｄ － Ａ Ｂ Ｆ Ｅ － Ｈ Ｇ Ｃ

　　分析序列，－表示间隙，｜表示匹配。页面 ＡＢ
是直接匹配，故 ＣＰＤ＝２；经插入间隙操作后获得的
匹配页面数ＣＡＰ

＋＝６；依据 ＳＡＭ剩下的单独页面是
Ｇ，Ｇ，Ｂ，故 ＣＡＰ

－ ＝３；经计算，ｄＩＮＴＥ（Ｓ１，Ｓ２）＝０．４４，
即表示两会话的相似度为０．４４。集成距离度量方
法可以实现在不对序列做任何修改的前提下获得任

意两个任意长度的会话之间距离。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用户相似度的实际性能，将其

应用于用户推荐的相关实验，分别与 Ｎｅｅｄｌｅｍａｎ－
Ｗｕｎｓｃｈ全局比对算法（以下简称ＮＷ方法）和 ＳＡＭ
算法比较，该方法应用于基于用户相似度的Ｗｅｂ预
取系统取得了较好的推荐效果，并在用户会话挖掘

上表现了有效性。

与ＮＷ相比，该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发现
序列间的序列，因为该方法搜寻的范围是在相似区

域内的序列，而不是调整每一个序列的残基。因此，

所获得距离值小于 ＮＷ方法。例如，参见会话示例
Ｓ１＝（ＡＢＣＤＥ）和 Ｓ２＝（ＡＣＤＢＥ），ＮＷ方法为页面 Ａ
排序。观察会话 Ｓ１和 Ｓ２，访问完 Ａ后均访问 Ｃ和
Ｄ。唯一不同的是，Ｓ１中在访问 Ｃ、Ｄ之前还访问了
Ｂ，Ｓ２中用户直接访问的 Ｃ和 Ｄ。说明在页面 Ａ、Ｃ
和Ｄ之间有某种关联性。在 ＮＷ方法中，这种信息
无法获取到，但是在 ＳＡＤＭ的算法中可以挖掘出该
关联性，换言之，本文的方法搜索的序列数量将远远

大于 ＮＷ方法。与 ＳＡＭ相比，ＳＡＤＭ侧重基于插
入、删除和重排序方法查找会话间的集成距离，获得

的距离与ＳＡＭ方法相比更有可比性。
４．１　实验设计

实验通过对不同的会话序列分别采用三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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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测试，计算会话间的集成距离。首先采用

简短会话序列进行比对，分析不同方法的优劣。然

后采用真实日志文件，基于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建立用户访
问路径序列，最后将其用于 Ｗｅｂ预取系统，衡量预
取效果，并根据会话的相似度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

其聚类效果。

选取准确率（Ｐｒ）、召回率（Ｒｅ）、预取综合性能
指标（ＰＲＳ）以及聚类比率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其
中ＰＲＳ计算公式如下：

ＰＲＳ＝
２×Ｐｒ×Ｒｅ
Ｐｒ＋Ｒｅ

＝２（Ｐ
＋／（Ｐ＋＋Ｐ－））×（Ｒ＋／｜Ｒ｜）
Ｐ＋／（Ｐ＋＋Ｐ－）＋Ｒ＋／｜Ｒ｜

（５）
其中，Ｐ＋和Ｐ－分别表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预测

数，Ｒ＋表示模型预测的请求数，｜Ｒ｜表示总请求数。
４．２　实验结果

实验一，选用４组不同会话序列，分别采用 ＮＷ
方法、ＳＡＭ方法、ＳＤＭ方法和 ＳＡＤＭ方法计算给定
会话的集成距离。

表５　会话距离比较

Ｓ１：ＡＣＢ Ｓ１：ＡＢＥＦＣＡＢＥＤＨＧＢ Ｓ１：ＡＢＣＤ Ｓ１：ＡＢＣＤＥＦ
Ｓ２：ＡＣＤＢ Ｓ２：ＡＢＧＧＥＤＡＢＦＥＨＧＣ Ｓ２：ＡＥＤ Ｓ２：ＡＦＧＤＥＧ

ＮＷ ０．２５ ０．５３ ０．５ ０．８３
ＳＡＭ ０．３ １９ ５ ６
ＳＤＭ ０．２５ ０．３８ ０．５ ０．６７
ＳＡＤＭ ０．２９ ０．４４ ０．５７ ０．２５

　　如表５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测量的会话
距离较其他方法表现出了优势。由于 ＳＡＤＭ方法
挖掘了会话间隐含的序列，会话间的集成距离值相

对较近，更为精确。因此，考虑到两组会话的长度不

等的问题，通过保留导航序列的相关信息尤为重要，

ＳＡＤＭ方法计算所得会话距离更为有效，那么聚类
的准确率越高。

实验二，针对聚类后的会话序列应用于预取系

统，分析其预取效果。其中预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

一个阶段通过预处理服务器日志文件创建会话，

６０％的会话作为训练集，经过集成聚类法对其聚类。
一般情况下一个聚类总会包含一些单独页面，但是

像起始页面可能会出现在不止一个聚类中这种情况

是可能的。另外，聚类是基于用户访问页面的序列

产生的，不是基于访问页面的类型。实验中，为评估

本文的预测模型要求而对最后一个页面进行预测。

测试会话的最后一页先被删除，其余页面被用来查

找最近的聚类中心。例如会话序列（Ｐ１，Ｐ２，…，
Ｐｎ－１，Ｐｎ），页面 Ｐ１到页面 Ｐｎ－１用来查找最近的聚
类，一旦查找成功，只有最后一个页面如 Ｐｎ－１用来

预测下一个页面。实验选取信息网络重点实验室日

志文件为数据源，数据清洗后进行会话聚类，然后应

用于预取系统，使用 ＳＡＤＭ方法前后的预取效果如
表６所示。

表６　预取效果比较

数据集
使用前（％）

Ｐｒ Ｒｅ ＰＲＳ
使用后（％）

Ｐｒ Ｒｅ ＰＲＳ
Ｄ１ ４７．１ ５７．６ ５１．８ ４１．３ ６７．７ ５１．３
Ｄ２ ５６．６ ５５．２ ５５．９ ５６．９ ６０．２ ５８．５
Ｄ３ ５４．９ ５７．６ ５６．２ ５５ ６４．１ ５９．２
Ｄ４ ５９．８ ６２．１ ６０．９ ７７ ５５ ６４．２

　　依据表中实验结果可知，随机抽取的四组数据
集中，在使用ＳＡＤＭ聚类方法后仅有第一组数据的
准确率稍微有些降低。由于聚类使得状态特性趋于

一般化，四组数据在召回率方面表现很好，均有提

高。综合两方面，对 ＰＲＳ指标的影响也是积极的，
聚类后使得ＰＲＳ上浮了３％左右。

对比本文改进的 ＳＡＤＭ方法与 ＮＷ、ＳＡＭ、ＳＤＭ
三种聚类方法对预取性能（ＰＲＳ）的影响，如图２所
示。

图２　不同聚类算法对预测模型的综合影响

整体上，数据越密级，页面相似的可能性越大，

三种方法的预取性能越有优势。当数据密集度低于

１０％时，ＮＷ和ＳＡＭ算法对于数据的稀疏性并不敏
感，预取效率维持在不高的水平。而 ＳＡＤＭ模型采
用的聚类算法相比传统方法在预取效率方面有明显

的优势，具有可行性和高效性。

５　结语
随着网络应用的大面积普及以及网络对象的爆

炸性增长，通过分析用户会话挖掘其相似性，并应用

在Ｗｅｂ预取系统有很大的意义。本文通过对传统
ＳＡＭ的局部比对算法进行改进，提出了一种基于提
取共同分子子序列的序列比对（ＳＡＤＭ）计算会话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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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用户聚类方法。文中首先考察为不同会话构建

评分矩阵；再者，通过计算会话间相应页面的比对距

离构建距离矩阵，具体地引入线索矩阵为后续的遍

历做铺垫；最后，选取会话长度不一的数据集进行测

试分析，并将改聚类结果应用于预取系统，分析预取

效果。实验验证了该模型有较好的聚类效果并在预

取性能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由于 ＳＡＤＭ方法兼顾
了不同会话长度的问题和保留用户访问页面序列的

问题进行测量会话的长度，通过对用户会话的合理

度量，可以进一步地对用户聚类，从而能够更好地应

用在页面预测、Ｗｅｂ缓存和预取中。进一步的工
作，将该方法用于大数据背景下的用户聚类中，考虑

基于滑动窗口的预测模型，增加数据集数量进行综

合评价，进而改进聚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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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架构的智能交通可视化平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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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等，构建智能交通可视化平台，给出平
台的总体架构、技术架构，并对平台的功能进行了设计。文章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大数据可视化、多

源异构海量数据融合、地理信息专用引擎、大数据引擎、多源数据分析等技术深入的研究，对利用交

通管理大数据、时空大数据建立分析研判模型进行了设计，可为公安机关建设基于大数据的智能交

通可视化平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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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动车保有量不断上升，

城市交通路网、高速公路及其他公路不断扩展，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的任务日益繁重，需要处理的信息量

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实施道路交通管理，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必须利用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地理

信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接处警、路

面执勤、电子警察、智能卡口、停车场，以及其他执法

终端等各类基础信息资源，辅助交警指挥决策，实现

道路交通管理的网格化、智能化、可视化，提高交通

管理的水平，构建智能交通，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

支撑。大数据在智能交通方面的应用，有许多学者

进行了研究，如文献［１］，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了
交通流量分布特征与空气等级之间的关系，交通事

件与违法车辆数据的时空分布特征等。文献［２］探
讨了大数据技术在智能交通中的实践，文献［３］讨
论了应用大数据技术构建智能服务平台等。将大数

据技术应用于公安交通管理的实践方面，各级公安

机关开展了不同层次的大数据应用，如深圳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在汇聚各种数据资源的基础上，建立

了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全覆盖的交管大数据平台，

该平台通过大数据应用，可及时发布交通诱导信息、

出行信息等，并拓展到数据驱动警务预测社会管理

层面。关于将地理信息技术、可视化技术应用于交

通管理，文献［４］研究了告警与速度的关系作为可
视化对象，设计了可视化方案，文献［５］讨论地理信
息技术在路网分析中的应用。将大数据技术、地理

信息技术、可视化技术应用于智能交通方面，研究较

少。本文重点利用大数据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构建

智能交通可视化平台，给出平台的体系结构、技术架

构，并进行功能设计。

２　基本技术
２．１　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技术发展非常迅猛，无论是以分布式存

储、分布式计算、数据交换、业务协同等为代表的大

数据基础技术，还是以结合行业用于分析规律和预

测未来的算法、模型等为代表的大数据应用技术，正

在逐步丰富其内容。目前，一般意义上的大数据架

构包括多个组件，根据业务场景的不同，组件可适当

增减，各组件之间互为补充，大数据架构如图１所
示。

Ｓｔｏｒｍ是实时流处理引擎，Ｓｐａｒｋ是机器学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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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数据架构

擎、各种文本、图片、语言、视频等非结构数据处理引

擎等，Ｎｅｏ４ｊ是一个高性能的ＮｏＳＱＬ图形数据库，它
将结构化数据存储在网络上而不是表中。

２．２　数据可视化技术
数据可视化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及图像处理技

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并显示出来，进行交互

处理的技术。数据可视化一般可分为数据分析、处

理和视图生成三个环节。数据分析环节的目的是要

明确可视化目的，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示数据（如图

表等），以便确定数据预处理的算法、视觉编码等，

对于不同的数据结构要利用不同的视觉编码进行展

示。数据处理环节是对数据进行清洗、转换、分析

等，其目的是为下一环节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确保系

统处理的高效性和展示结果的真实性。视图生成环

节是指通过一定的算法、模型等，通过不断的迭代和

修正，生成预期的数据图表展示效果。

２．３　基于大数据架构的地理信息技术
构建地理信息可采用空间数据库、分布式文件

存储系统、ＮｏＳＱＬ数据库等大数据技术，建立统一
的分布式存储环境，实现对异构时空大数据的统一

管理。

空间数据库：基于关系 －对象型的空间数据库
系统，实现对于基础地理信息中的矢量地图、业务图

层的统一管理，与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库对接和数

据集成。

分布式文件系统：采用Ｈａｄｏｏｐ等分布式文件系
统，对地图瓦片数据等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进行

存储管理。

ＮｏＳＱＬ数据库：对于实时位置信息和轨迹信息
等海量离散时序信息，采用 ＮｏＳＱＬ数据库进行存
储、处理和统一建模和分析。

并行数据库：采用 ＭＰＰ数据库进行存储和管
理，满足传统关系查询的业务需求以及大规模数据

存储的要求。

３　平台的体系结构
基于大数据架构的智能交通可视化平台体系结构

主要有接入层、数据层、服务层、应用层等，按照相关标

准，并进行信息网络安全保护，其体系结构如图２所

示。

图２　平台体系结构

平台的接入层主要有交通警情、信号灯控制系

统、交通信息诱导发布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重点区

域停车场管理系统等交通信息，同时也接入来自互

联网及社会资源相关交通信息，以及路网状况信息

与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融合，完成实时位置海量信
息并发，大数据融合上图等，实现交通管理信息一张

图，可提供各种交通管理的可视化服务。

数据层：主要内容有数据整合治理、大数据架构

的数据库搭建、地图融合等。数据整合治理包括数

据汇聚、清洗转换等。数据库搭建主要是指基于大

数据架构，包括定位数据库、业务库等。业务库是根

据交通管理业务产生的各类数据构建的，支持大数

据的分析运算。

地图融合：是指各类时空数据经过地图引擎，实

现上图的过程。时空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交通

管理专用地理数据等。

服务层：主要包括地图服务和智能应用服务、可

视化服务等。地图服务是指地图的基本功能，如测

距、浏览、切换、定位、地图工具等。智能应用服务包

括智能搜索、拥堵预警、路网路况等。如智能搜索可

提供基于地图服务或空间数据服务的相关空间位置

等的属性查询。

应用层：主要包括可视化指挥、重点区域疏导

等。可视化指挥是指基于地图可视化的态势分析、

指挥调度等。在态势分析方面，可实现交通警情态

势可视化、交通路口态势可视化、交通业务态势可视

化、资源动态发布可视化等。重点区域疏导，如市区

大型活动区域、商业区等周边交通态势及疏导可视

化。

这里的可视化包括地理信息系统展示的可视化

和大数据的可视化以及基于地图的大数据可视化。

大数据可视化：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将多源异

构数据融合分析得到的难以读懂结果的图表等形式

直观表示出来，帮助人们根据图表所表达的特征得

出相应结论。如以柱状图、饼图、折线图等形式对智

能卡口、道路视频监控、电子警察等前端设备在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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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运行情况、实时过车数据等进行监控和统计，以

直观立体的数据展示。

基于地图的大数据可视化：主要是指将多个兴

趣点聚合为一个点，在地图上进行分级展示；通过颜

色的变化，表示各对象在地图上的聚集和分布，展示

不同对象在地图上各点之间的流动情况，如将人、

车、物等基本信息在地图上进行可视化展示，可立体

直观的了解多目标的轨迹信息及运行状态。将道路

视频监控在地图上进行展示，当有情况发生时，可通

过地图显示并查看历史及实时视频信息，及时掌握

现场情况。

４　平台的技术架构
时空大数据具有量大、多元、异构、多变动的特

征，具有典型的时序关系，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很难

管理和处理，可采用类似 Ｈｂａｓｅ的分布式数据库加
以管理和处理这些时空大数据，使用列式表存储。

为了方便各种轨迹和各时段的查询，应建立对象身

份号、空间多交叉树、时间戳等多种检索方式，实现

数据的多效多应用查询。

基于大数据架构的智能交通可视化平台技术架

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平台技术架构

数据层：底层的数据架构采用大数据产品做数

据支撑，配以关系型数据库。对大数据产品可选用

国产的华为、阿里、星环等大数据管理系统，各组件

根据业务需要进行安装，如基于 Ｓｔｏｒｍ实时流处理
引擎、基于 ＨｉｖｅＳＱＬ的结构化分析引擎、基于 Ｓｐａｒｋ
的机器学习引擎、视频图像等非结构数据引擎等。

关系型数据库可选用Ｏｒａｃｌｅ、ＭｙＳＱＬ等，主要用于存
储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和各种基础数据。大数据产

品支持关系型数据库、文本、图形、音视频、物联网等

多元异构数据的接入。

应用程序采用 Ｊ２ＥＥ架构，软件开发可采用
ＳｐｒｉｎｇＭＶＣ模式，Ｓｐｒｉｎｇ可作为整体的基础框架，利
用ＳＱＬ调用大数据架构的底层数据，用 ＪＳＰ进行页

面处理，可用 Ａｃｔｉｏｎ负责页面与后台数据交换，用
ＷｅｂＳｐｈｅｒｅ等中间件实现服务器信息的发布。

对于智能交通可视化平台，除了传统的数据存

储和查询需求之外，还要对关于交通管理的各种数

据，包括时空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分析，以获取有

更大价值的信息。因平台采用的是大数据架构，可

以考虑用ＭＰＰ等技术框架来实现对数据的挖掘分
析。因ＭＰＰ是一种实时数据分析技术，适应于实时
或离线的分析处理，ＭＰＰ架构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并
行数据库，如用 ＭＰＰ存储管理智能智能卡口数据、
交通视频检测数据等，既可满足日常查询，又适用海

量数据的存储。在使用时，可将 ＭＰＰ与 Ｈａｄｏｏｐ进
行融合，用ＭＰＰ处理量大、高质量的结构化数据，可
以应用提供 ＳＱＬ调用和事务支持能力。用 Ｈａｄｏｏｐ
实现半结构、非结构的数据处理，二者有机融合。

因平台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大数据可视化展

示，因此地理信息系统应能实现对各种线、箭头、文

字等信息绘制；实现各种轨迹的动态绘制及控制操

作；实现散点图、热区图、等高线热力图的加载与展

示；实现各种定位信息的图层实时绘制和展示。

因Ｓｐａｒｔ架构不能直接实现对数据的可视化，因
此可在平台上部署数据可视化Ｚｅｐｐｅｌｉｎ框架，Ｚｅｐｐｅ
ｌｉｎ是一个交互式变得可行的基于网页的ｎｏｔｅｂｏｏｋ数
据分析工具，提供了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功能。

５　平台功能设计
基于大数据架构的智能交通可视化平台，由于

采用大数据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可视化技术等，实

现多源数据的融合，数据交换与共享，智能交通的各

种业务可以以图形、图表等可视展现，或以地理信息

系统可视化方法展现。在融合了各种交通管理大数

据的同时，也融合了时空大数据，因此具有时空信息

的分析和挖掘、区域快速定位、资源状态感知展示

（包括道路、设施、车辆、人流等）、交通诱导、交通信

号控制展示、车辆动态轨迹、路网运行监测与交通态

势研判等功能。其功能设计如图４所示。

图４　平台功能模块

系统管理：包括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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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日志管理等。

数据管理：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的数据进行清

洗、转换等管理，以及定时和实时同步等方面的管

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鲜活性、可能性等。

模型管理：分析研判是基于各种模型算法的，包

括基础模型算法和自定义模型算法，也即是平台提

供一类常用模型算法，如车辆违法分析模型、交通事

故分析模型等，同时平台还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向用

户提供快速构建分析研判模型的功能。

全时空数据分析研判：可在地图上选定多个区

域，在设定的时间段内经过这些区域内智能卡口、视

频监控点或路口上的车辆数。还可以在地图上选定

几个加油站，通过对加油站周边智能卡口、视频监

控，分析出某些车辆常去的加油站。道路交通事故

数据分析、非工作日及非工作时段异常数据分析，交

通违法数据分析等及可视化展示。

可视化指挥调度：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将各种资

源在地图上显示，可实现视频、语音、网络等方式的

指挥调度和图上作业。

全息档案：通过构建数据种类丰富、动态及海量

数据的数据库群，形成智能交通大数据，为数据的可

视分析研判及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移动应用：实现各种移动智能终端的应用，如各

种指挥调度信息的接收，地理信息在线及离线应用，

与指挥中心的信息交换等。

６　结束语
基于大数据架构的智能交通可视平台是以地理

信息系统为基础，融合各种智能交通数据，以大数据

分析技术手段，以智能交通管理为目标，利用融合通

信技术，实现交通态势感知、时空数据分析研判、可

视化指挥调度等功能。平台充分整合利用交通信号

控制信息、电子警察及智能卡口信息、智能停车场信

息等交通管理数据，利用多源数据分析引擎技术、实

现数据分析研判结果的可视展示。平台设计采用面

向服务、面向组件的先进技术、可保证系统有较长的

生命周期，在功能设计方面，基于交通管理业务，注

重实际需求，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可为智能交

通的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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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动推送的视频流优化传输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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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将ＨＴＴＰ２．０的主动推送特性与ＤＡＳＨ技术相结合的新策略，以服务器主动推送 ｋ
个视频切片的策略代替传统的单次请求单次响应的策略，并提出了基于缓冲区的动态码率推送算

法，采用实时监测缓冲区数据量的方式来间接地预估网络带宽波动，并为未来视频切片选择合适的

码率。实验证明，该策略可以明显减少客户端与服务器的请求数量，减轻服务器的负载压力，同时也

可以大幅缩短视频切片在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传输延时，在视频切片时长为１０ｓ时可以缩短约
５８．４８％的传输延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视频切片之间的码率切换幅度，使得播放过程更加平稳。

关键词：ＤＡＳＨ；主动推送；ＨＴＴ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２３
中图分类号：ＴＮ９１９．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２４－０５

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和移动终端设备的不

断发展，音视频等多媒体业务在网络流量中占据的

比重也在逐年增长。据思科的调查报告显示［１］，

２０１９年全世界的流媒体流量占据了互联网总数据
流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并在未来将保持持续增长的

趋势。流媒体技术的出现，解决了移动通信技术汇

总的带宽限制问题，大大缩短了多媒体业务的启动

时间，也极大地降低了多媒体业务对客户端硬件的

要求［２］。

与此同时，一些基于 ＨＴＴＰ协议的流媒体传输
协议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许多互联网巨头公司为

了抢占市场先机，也都推出了自己的流媒体传输协

议，如苹果公司提出的 ＨＬＳ（ＨＴＴＰＬｉｖｅ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协议，微软公司提出的 ＭＳＳ（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Ｓｍｏｏｔｈ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协议，Ａｄｏｂｅ公司提出的 ＨＤＳ（ＨＴＴＰ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协议等均取得了强烈的反响，但是
这些协议只适用于本厂研发的设备和应用软件，并

不具备跨平台的通用性，极大地影响了流媒体业务

的推广和普及。为此，自 ２００９年起就致力于基于
ＨＴＴＰ的流媒体传输协议标准研究的国际标准化组

织运动图像专家组（ＭＰＥＧ），最终与３ＧＰＰ联合提出
了ＭＰＥＧ－ＤＡＳＨ（ＭＰＥ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ｇｏｖｅｒＨＴＴＰ）协议，该协议于２０１１年底正式被批
准为ＩＳＯ标准，即ＩＳＯ／ＩＥＣ２３００９－１［３］。
２　相关技术简介
２．１　ＨＬＳ协议

ＨＬＳ协议是苹果公司推出的一种基于 ＨＴＴＰ协
议的流媒体传输协议［４］，它可以广泛应用于视频点

播、直播、广播等场景，但该协议只适用于苹果公司

的ＩＯＳ系统及相应的设备。ＨＬＳ协议采用了比较成
熟的Ｈ．２６４／ＡＶＣ编码技术和 ＴＳ封装的视频流传
输格式。ＨＬＳ的系统架构包括服务端、客户端和内
容分发组件三部分。其中服务端主要负责生成内容

源，包括视频流的编码和视频流的切片。ＨＬＳ中的
客户端主要负责向 ｗｅｂ服务器请求 ｍ３ｕ８索引文件
和视频流数据。内容分发组件由若干提供 ＨＴＴＰ服
务的ｗｅｂ服务器组成，主要负责接收客户端发送的
ＨＴＴＰ请求，并对这些请求的视频切片内容进行响应。
２．２　ＭＳＳ协议

ＭＳＳ协议是微软公司提供的一种基于 ＨＴＴＰ协
议的流媒体传输协议［５］，该协议是基于微软的 Ｗ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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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Ｉ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和终端的 Ｓｉｌ
ｖｅｒｌｉｇｈｔ技术实现的。ＭＳＳ协议与ＨＬＳ协议不同，其
媒体存储和传输格式均为 ＭＰ４格式，同时在服务
端，ＭＳＳ协议只是将媒体文件进行虚拟切片，即在服
务端存储的还是不同码率的完整流媒体文件，当客

户端向服务器请求相应的视频切片时，再将其切割

成小的视频切片进行传输。在 ＭＳＳ系统中，Ｓｍｏｏｔｈ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可以通过 ｗｅｂ的方式提供高清直播，而
Ｓｉｌｖｅｒｌｉｇｈｔ终端可以根据客户端的若干特性去选择
合适的码率，以保证视频播放的流畅性。ＭＳＳ协议
的整体架构中，服务端必须采用微软的 ＩＩＳ服务器，
而非通用的ＨＴＴＰ服务器，这给 ＭＳＳ的推广和部署
带来了诸多不便。

２．３　ＨＤＳ协议
ＨＤＳ协议是Ａｄｏｂｅ公司提出的一种基于 ＨＴＴＰ

的动态码率自适应的流媒体传输协议［６］。ＨＤＳ协
议的系统架构包括内容准备、内容分发、客户端等三

个组件。内容准备组件主要负责视频流的打包，对

于点播业务而言，内容准备组件将 ＦＬＶ格式的视频
流切片，并打包成 Ｆ４Ｆ格式的视频片段，同时产生
包含视频流切片信息的索引文件。对于直播业务而

言，内容准备组件借助 Ａｄｏｂｅ的 ＦｌａｓｈＭｅｄｉａＳｅｒｖｅｒ
媒体服务器，将媒体服务器上的 ＲＴＭＰ（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视频流进行切片并打包成 Ｆ４Ｆ格
式的视频片段，同时生成Ｆ４Ｍ格式的索引文件。内
容分发组件主要负责将内容准备组件生成的 Ｆ４Ｆ
格式的视频片段和 Ｆ４Ｍ格式的视频流索引文件部
署到相应的 Ｗｅｂ服务器上，用于后续的网络传输。
客户端组件通过 Ａｄｏｂｅ的 Ｆｌａｓｈ播放器或 ＯＳＭＦ播
放器，将下载好的 Ｆ４Ｍ文件进行解析，根据当前网
络状态和客户端状态，选择相应码率的视频切片，并

将下载好的视频切片进行解码和播放。

２．４　ＤＡＳＨ协议
ＤＡＳＨ协议是基于 ＨＴＴＰ的动态自适应流媒体

传输协议［３］，其灵活的结合了 ＨＴＴＰ协议渐进式下
载的优势，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如图１所示，在
ＤＡＳＨ系统的服务器端，视频流被提前编码为多种
码率的视频流，同时，这些不同码率的视频流被切成

固定长度的视频片段，这些不同码率、不同片段的视

频片段被存放在ＨＴＴＰ视频服务器上。在 ＤＡＳＨ系
统的客户端，ＡＢＲ算法（码率自适应算法）根据网络
状况以及播放器本地缓冲区的特性，请求相应码率

的视频切片，从而尽可能地提高网络带宽的利用率，

并保证视频播放的流畅性。最后这些请求以 ＨＴＴＰ

Ｒｅｑｕｅｓｔ的方式向服务器请求视频切片，服务器收到
这些请求后以ＨＴＴ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的方式向客户端响应
相应的视频切片。在客户端和服务器建立会话连接

后，客户端会首先向服务器请求 ＭＰＤ清单文件，然
后将解析ＭＰＤ清单文件，并根据清单文件的信息和
本地网络、缓冲区等信息，向服务器请求视频切片。

ＭＰＤ清单文件包含一个或多个连续的视频片段信
息，一个单独的视频片段信息包括码率、帧率、分辨

率等信息。

图１　ＤＡＳＨ系统核心架构图

如图２所示，视频流内容被存储在 ＨＴＴＰ服务
器上，视频流在 ＨＴＴＰ服务器和 ＤＡＳＨ客户端之间
通过ＨＴＴＰ１．１协议进行传输。其中 ＨＴＴＰ服务器
上的文件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ＭＰＤ清单文
件，用于描述视频片段的码率、持续时长、ＵＲＬ地址
等信息；另一部分是视频切片，该部分包含了实际的

视频片段数据。一个视频文件代表一种码率，每个

文件包含若干视频片段，代表同一种码率下对应若

干固定时长的视频片段。

图２　ＤＡＳＨ应用场景

在播放过程中，ＤＡＳＨ客户端首先通过 ＨＴＴＰ
获取ＭＰＤ清单文件，通过对ＭＰＤ文件的解析，可以
获取存储在服务器上的视频编码格式、编码码率、切

片时长等基本信息，结合对当前网络带宽的预测，或

对未来播放器中缓冲区占用率的预测选择合适的码

率，并通过 ＨＴＴＰ的 ＧＥＴ请求获取该码率视频切
片。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即客户端缓冲区中有一

定数据量后，客户端可以应对网络带宽的一般性波

动，客户端可以一边检测网络带宽的波动情况，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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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器下载后续的视频切片。客户端根据网络带

宽的预测、本地缓冲区的占用率等信息，动态地选择

合适的码率，以维持足够的客户端缓存来保证视频

播放的流畅性，同时尽可能地提高视频的整体码率，

降低视频块之间的切换频率［７］。

３　算法设计
３．１　服务器主动推送

在ＤＡＳＨ系统中，不管是点播还是直播场景下，
视频流文件或者摄像机采集到的视频流都被按照规

定的格式分割为ＭＰＤ索引文件［８］，ｉｎｉｔ．ｍｐ４初始分
片和一系列ｍ４ｓ格式的连续视频切片，这些视频数
据都被存放在ＨＴＴＰ服务器上［９］。我们通过本地客

户端播放视频时，会先输入 ＭＰＤ清单文件的 ＵＲＬ
地址，让播放器首先请求得到 ＭＰＤ清单文件，随后
解析ＭＰＤ清单文件，并根据ＡＢＲ算法（动态码率自
适应算法）请求响应码率的初始分片和后续分片。

客户端在接收到服务端的响应数据后，将视频分片

按照索引顺序组织，并在播放模块解码播放。整个

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发出请求并收到响应的标准ＨＴ
ＴＰ请求响应过程。这种模式会在视频启动的时候
获取索引文件并解析，然后向服务器发送对相应视

频切片的请求，这将会导致较大的延时。同时较大

的视频切片在传输过程中会消耗较长的时间，严重

影响视频的播放流畅性，较小的视频切片则会导致

单位时间内，客户端对服务器请求访问的次数增加，

进而导致较长的请求 ＲＴＴ，这也会严重影响网络的
传输效率。之前的 ＨＴＴＰ协议，如 ＨＴＴＰ１．０，ＨＴ
ＴＰ１．１等，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采用拉（ｐｕｌｌ）的
模式，即客户端主动向服务器拉取视频切片。而

ＨＴＴＰ２．０作为新一代的 ＨＴＴＰ协议标准，其主动推
送的特性允许服务器在收到某个视频切片的请求

后，无须等待后续若干视频切片的客户端请求而主

动推送到客户端。这种服务器主动推送的模式，可

以大大缩减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通过 ＨＴＴＰ交互的
延时，可以在有限网络资源的情况下，提高视频播放

的流畅性［１０］。

３．２　基于缓冲区的动态码率推送算法
在ＤＡＳＨ系统中，本地播放器的缓冲区满溢程

度可以间接反映网络状况的实时波动情况，当网络

状况较差时，本地播放器的缓冲区中数据量较小，当

网络状况较好时，本地播放器的缓冲区中数据量较

大。在 ＤＡＳＨ的一个推送周期内，播放器会收到若
干视频切片。在这个周期内，获取网络带宽的实时

波动情况非常复杂，但是本地缓冲区的满溢程度可

以轻松获取，因此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本地播放器的

缓冲区满溢程度动态调整主动推送的过程。如图３
所示，我们将播放器的缓冲区划分为如下阶段：

ＢｕｆＭｉｎ阶段，ＢｕｆＬｏｗ阶段，ＢｕｆＨｉｇｈ阶段，ＢｕｆＭａｘ阶
段。服务器根据本地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处于不同的

阶段，进而执行不同的主动推送策略。播放器的缓

冲区类似于一个队列，下载好的视频切片从左边进

入缓冲区队列，而待播放的视频切片从右边解码并

出队列［１１－１２］。

图３　本地客户端缓冲区模型

当客户端向服务器请求第 ｉ个视频切片时，服
务器在响应第ｉ个视频切片的同时会主动推送ｋ－１
个视频切片，即客户端发送一个请求，总共收到ｋ个
视频切片。整个推送的逻辑功能位于服务器端，当

推送的视频切片数量 ｋ较小时，客户端和服务器交
互的次数没有明显的减少。当推送的视频切片数量

ｋ较大时，单个推送周期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在这期
间，网络状况和本地播放器的缓冲区可能发生较大

的变化，因此，需要根据上述指标，动态调整主动推

送的视频切片质量，避免播放器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耗尽，造成播放中断。

ｐｕｓｈＢＲ（ｃｉ）＝
ｍｉｎＢＲ，Ｉｆｂｕｆ＜ＢｕｆＭｉｎ
ｐｕｓｈＢＲ（ｃｉ－１） ０．５，ＩｆＢｕｆＭｉｎ≤ｂｕｆ＜ＢｕｆＬｏｗ

ｐｕｓｈＢＲ（ｃｉ－１），ＩｆＢｕｆＬｏｗ≤ｂｕｆ＜ＢｕｆＨｉｇｈ

ｐｕｓｈＢＲ（ｃｉ－１）１＋０．５
ｂｕｆ( )ｂｕｆＭａｘ，

　ＩｆＢｕｆＨｉｇｈ≤ｂｕｆ≤















ＢｕｆＭａｘ

（１）

主动推送过程中，动态调整视频切片质量的逻

辑如公式（１）所示，ｐｕｓｈＢＲ（ｃｉ）代表主动推送的第 ｉ
个视频切片的码率，其中第一个被主动推送的视频

切片码率为客户端请求的视频切片码率，后续视频

切片的码率均由上述逻辑判断，ｂｕｆ代表播放器缓
冲区中当前的缓冲满溢度，以时间为计量单位。

若当前的缓冲满溢度低于 ＢｕｆＭｉｎ，说明当前播
放器缓冲区的数据量过小，处于数据量耗尽的危险

区，有较高的ｒｅｂｕｆｆｅｒ风险，为了避免视频播放过程
中的卡顿现象，服务器将主动推送的视频切片码率

调整为当前索引位置视频切片的最小码率 ｍｉｎＢＲ，
以便尽快填充播放器缓冲区的数据量。

若当前的缓冲满溢度位于 ＢｕｆＭｉｎ和 ＢｕｆＬｏ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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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时，说明当前播放器缓冲区的数据量较小，服务器

将主动推送的视频切片码率调整为上一个视频切片

码率的一半。

若当前的缓冲满溢度位于 ＢｕｆＬｏｗ和 ＢｕｆＨｉｇｈ
之间时，说明当前播放器缓冲区的数据量正常，服务

器将主动推送的视频切片码率调整为与上一个视频

切片码率一致，这样的调整可以降低视频切片之间

的码率切换值，进而提升用户的观影体验。

若当前的缓冲满溢度大于 ＢｕｆＨｉｇｈ时，说明当
前播放器缓冲区的数据量较大，视频 ｒｅｂｕｆｆｅｒ风险
较小，可以考虑适当提高待推送视频切片的码率，从

而提高视频的整体码率水平及用户的观影体验。

４　实验评估
本实验使用了由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开发的开源播放器

ｄａｓｈ．ｊｓ，其中动态码率自适应算法在 ＡＢＲＲｕｌｅｓ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ｏｎ．ｊｓ文件中，实验通过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Ｒｕｌｅ模块统
计过去五个视频切片的下载参数来预估未来一个视

频切片在下载时的网络状况，进而选择低于该网络

吞吐量的最大码率。实验通过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ｕｆｆｅｒＲｕｌｅ
模块来计算播放器缓冲区的缓冲满溢度，当缓冲满

溢度较低时，播放器保守的请求低码率视频切片，以

快速填充缓冲区；当缓冲区满溢度较高时，播放器激

进的请求高码率视频切片，以提高视频流的整体码

率。同时Ａｂａｎｄｏｎ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ｕｌｅ模块可以在视频切片
下载过程中不断预估其最终下载完成时间，若预估

的下载时间超过播放其对应的播放进度，即代表播

放器有卡顿的风险，此时播放器应主动放弃该视频

切片的下载，取而代之的是更低码率的视频切片［１３］。

最后，在接收来自服务器主动推送的视频切片时，实

时监测播放器当前缓冲区的满溢程度，利用动态推

送调整算法不断修正后续视频切片的码率。

当视频切片的时间较短，代表着当前视频切片

包含的数据量较小，即网络中传输的速度更快，可以

更加灵活地适应网络的动态变化。但是过小的视频

切片会导致视频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请求数激

增，这在多客户端场景下尤为明显，严重时会导致服

务器宕机。而服务器主动推送可以很好地解决此类

问题，在该部分，我们比较了传统的请求响应模型中

的请求数目和服务器主动推送（ｋ－ｐｕｓｈ，其中ｋ＝４）
的请求数目，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到服务器主动推送
模型的请求数目随时间没有明显的变化，而传统的请

求响应模型的请求数目随时间有线性增长的趋势。

图４　请求响应模型和服务器主动推送模型的请求数

在上述实验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测试了服务器

主动推送算法对不同视频切片时长的性能影响。如

图５所示，与传统的请求响应模型相比，服务器主动
推送模型的传输延时分别缩短了４２．２４％、５０６３％、
４６．２４％和５８．４８％，可见服务器主动推送模型可明
显缩短传输时延。

图５　服务器主动推送算法对不同切片时长的性能影响

５　结论
人们对观看网络视频质量的要求在日益提升，

希望获得高质量、低切换、不卡顿的观影体验。为

此，文章分析了当前主流码率自适应算法对用户观

影体验的影响，并将 ＨＴＴＰ２．０的主动推送功能与
ＤＡＳＨ技术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基于主动推

送的视频流优化传输算法。该算法根据播放器中

缓冲区占用率的反馈信息，为 ｋ个视频块选择合
适的码率，并将 ｋ个视频块主动推送给客户端。
经过本地的模拟实验以及真实环境的实验，可以

看出本文提出的基于主动推送的视频流优化传输

算法可以明显减少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交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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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对于那些要求低延时的直播场景，该算法具有

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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