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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人类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看，陶渊明更贴近欧洲浪漫主义本初的精神实质，在同属“自
然浪漫主义”这一基础之上，陶渊明与西方世界的许多作家、诗人、学者也就具备了比较研究的可

能。本文尝试为陶渊明在世界各地寻求的“盟友”有伊壁鸠鲁、卢梭、爱默生、梭罗、惠特曼、华兹华

斯、高更、荣格等。而“结盟”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已经漏洞太多的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改善现代人难

以为续的生存方式；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了人类社会在地球上的健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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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截至目前，中国伟大诗人陶渊明在世界上的影

响，主要还局限于亚洲的汉文化圈，如日本与韩国。

首先是日本。最初，日本民族通过昭明太子萧

统（公元５０１—５３１）所编《文选》就已经认识了陶渊
明，距离陶渊明辞世并不很远。据日本近代学者考

证，公元八世纪时，陶渊明诗文集即由遣隋、遣唐之

留学生与留学僧带回日本。孝廉天皇天平胜宇三年

（公元７５１年）著名诗集《怀风藻》中便收录有陶诗
《桃花源记并诗》与《归去来兮辞》。至日本平安朝

与江户朝时期，陶渊明的生平及作品更是成为许多

日本诗人创作的素材，甚至连嵯峨天皇也借用陶诗

中的典故写出《玩菊》这样的诗篇：“秋去秋来人复

故，人物蹉跎皆变衰，如何仙菊笑东篱，看花纵赏机

事外。”陶渊明诗歌中的自然主义精神在日本更是

深得人心，明治维新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宫崎湖处

子在其《归省》一书中，便将陶诗归之于“回到大自

然中去”之田园文学作品类，并表达了一往情深的

敬意。［１］２０世纪以来，日本汉学家对陶渊明的研究
蔚然成风，参与的学者之广，发表、出版的著述之多，

甚至不亚于中国国内，这里已难以详述。［２］

其次是朝、韩。至迟在北宋之后，陶渊明的诗文

已经为古代朝、韩学者耳熟能详，流传下来的历代诗

话中，多有记载。如高丽朝著名诗人、哲学家白云居

士李奎报（１１６９—１２４１），早年曾与陶渊明有着相似
的人生遭际，博览群书、胸怀壮志，却因性情耿直而

仕途坎坷，终因受人排挤遭谪贬流放，一度隐居天麻

山专心从事撰著。李奎报一生性喜诗、酒、琴，模仿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自称“三嗜先生”。朝鲜仁祖

朝的诗人李汝固（１５８４—１６７４）对于陶诗的推重，远
在其他诗人之上：“五言古诗，无出汉魏名家。然其

近于性情者，《古诗十九首》外……渊明诗性情最

正。”（《学诗准的》）稍后的诗人李子新 １６８１—
１７６３）在其《星湖豨说》一书中，善于从古代自然哲
学的层面解读陶诗，认定陶渊明是一位遵循天地自

然大化流行的大人、圣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与四时和其序，惟一片方寸与元气流通，生发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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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往而非天也。陶渊明四时词，盖得此意也。”［３］

二

至于在西方国家，陶渊明却鲜有知音，其在学界

的流布与影响远不如老子、庄子。在西方当代文学

界，陶渊明的影响甚至还不如唐代那个疯疯癫癫的

诗僧寒山和尚。

陶渊明西方接受史中排在首位的，当属法国。

早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法文刊物《中国丛刊》就

曾发表过陶渊明的译诗，并配发有介绍文字。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留学欧洲的中国年轻诗人梁
宗岱把陶渊明的十九首诗和几篇散文译成法文寄给

名震寰宇的大文豪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
１８６６—１９４４），罗曼·罗兰在给梁宗岱的回信中，有
感于中法两个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通，兴奋地写下

这样一段话：

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

你的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歌的

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

人是这么熟悉！从我们古代的地上升上来

的气味是同样的。［４］２８８

与此同时，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Ｐａｕｌ
Ｖａｌｅｒｙ，１８７１—１９４５），也对陶渊明的诗歌表现出极
大热情，并为梁宗岱的《法译陶诗选》撰写了序言。

瓦雷里对陶渊明的评述也无一例外地扣准了“自

然”：“试看陶潜如何观察‘自然’，他将自己融进去，

参与进去……有时像情人，有时像多少带点微笑的

智者。”［５］２０他甚至将陶渊明视为“中国的拉封丹和

维吉尔”［５］２１。

另一位对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表示敬意并引为

同道的，也是一位法国人，即当代法国著名诗人、作

家、美术家亨利·米修（ＨｅｎｒｉＭｉｃｈａｕｘ，１８９９—
１９８４），他近乎痴迷地崇尚中国古代文化，尤其对禅
宗与老庄的道家哲学情有独钟。他性情和平，与世

无争，深居简出、超然物外，过着恬静淡泊的生活。

他与人极少交往，唯独与一些寓居欧洲的华裔文化

人如程抱一、赵无极结下情谊。他曾经读过梁宗岱

的《法译陶诗选》，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游历中国。
陶渊明的自然主义精神深深地映印在他的心目中，

滋养了他的创作生涯。他曾经对前来造访的中国学

者罗大纲说：他十分推崇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中

国古代诗人品格这样清高，是别国诗人中很少见

的。”［６］

陶渊明被介绍到英国，应归功于英国皇家学会

会员戴维斯（一译德庇士，Ｄａｖｉｓ，ＳｉｒＪｏｈｎＦｒａｎｃｅ，

１７９５—１８９０）的努力。这位英国早期著名汉学家对
于中国古典文学怀有浓厚兴趣，他曾出版过一部研

究陶渊明的专著：《陶渊明———他的作品及其意

味》，书中“采用心理美学和接受美学对陶渊明及其

诗作进行分析评判，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结论”［７］。

进入２０世纪之后，英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国内都
出版了一些陶渊明诗文的英文译本，甚至还开展了

对于这些译本的比较研究，但对于这位伟大诗人走

向世界而言，整体上仍然显得十分不足。

美国的陶渊明研究虽然起步较晚，陶渊明作为

一位历史人物，却被色彩浓重地写进某些教科书中。

如麦基的《世界社会的历史》就将其描绘成一位“不

一般的中国农民”［８］２９３，一位喝酒、吟诗、将理想寄托

于世外桃源、陶醉于简单田园生活的诗人。一位叫

马克·艾尔文的美国汉学家在不久前出版的一部关

于中国历史的书中，则又把诗人陶渊明归于“环保

主义者”行列了。［８］２９４

在西方世界，直接触及中国伟大诗人陶渊明的

文献记载并不很多。陶渊明在西方知识界，远不及

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诗人的了解与崇敬。且不说荷

马、但丁、歌德；甚至也赶不上济慈、雪莱、普希金、叶

赛宁、华兹华斯、柯勒律治、荷尔德林。这种东西方

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原因很复杂，随着生态时代的

迫近，整个人类面对的问题越来越集中到“人与自

然”的关系中来，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整合，

已经拉开新的序幕。在这样的情势下，深挖东西方

文化之间的共同潜质、深化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精

神文化的沟通，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

中国知识界对于陶渊明的精神核心的阐释并无

太多的分歧，那就是“自然”与“自由”。“自然”使

他的生存得以返璞归真，“自由”使他的精神能够高

蹈浪漫。

梁启超认为，陶渊明的人生观“可以拿两个字

来概括他：‘自然’”，“他并不是因为隐逸高尚有什

么好处才如此做，只是顺着自己本性的‘自然’”，

“‘自然’是他理想的天国，凡有丝毫矫揉造作，都认

作自然之敌，绝对排除。他做人很下艰苦功夫，目的

不外保全他的‘自然’。”［９］２５－２６“爱自然的结果，当

然爱自由”，这导致陶渊明一生都是为了追求精神

生活的独立而拒绝外界的利诱与胁迫，从而进入一

种自然、自在、自由的精神境界。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

判定：“陶潜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绝好代表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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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行得‘自然’两个字。”［１０］９４

陈寅恪在仔细地剖析了陶渊明的《形影神》《归

去来辞》《五柳先生传》等诗文后指出，陶渊明开创

了一种新的自然说，“新自然主义之要旨在委运任

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遂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

认为己身亦自然之一部”［１１］２２５，“惟求融合精神于运

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１１］２２９

文学史家刘大杰则明确指出陶渊明是一位“自

然浪漫主义诗人”，“陶渊明是魏晋思想的净化者，

他的哲学文艺亦即他的人生观，都是浪漫的自然主

义。”［１２］１４０

在同属“自然浪漫主义”这一基础之上，陶渊明

与西方世界的许多作家、诗人、学者也就具备了比较

研究的可能。与胡适同时代的留法博士张竞生早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讲到陶渊明时就已经指出：“他就是
自然的代表。他的作品便是自然的影子与声籁。如

他的诗，如他的《归去来辞》，如他的《桃花源记》，都

是代宇宙说话，都是作者个人与自然同化的作品。

所以陶潜诗文，就是一个向自然上而得到直感的最

好证据。若要将西方浪漫派来比拼，可以说是东西

互相辉映。”［１３］３５２－３５３

稍后，朱光潜也曾经倡议，要“以法国自然主义

哲学家卢梭所称羡的‘自然状况’”解释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以克罗齐的心理美学思想评述陶

诗”［１４］２２４。

如何对待自然，曾是欧洲“原教旨”浪漫主义者

的核心问题。而陶渊明正是在对待自然的精神倾向

上，充分展现了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并与一千多年之

后他的欧洲同行们遥相呼应。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精

神文化版图上一个颇为玄妙的迹象。

重新从人类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探寻陶渊明，我

们将会发现这位中国古代伟大诗人或许更贴近欧洲

浪漫主义本初的精神实质。如果承认古往今来的地

球人类在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上总归有

着某些共同的诉求，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在西方世界

为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寻找到更多同声相应、同气

相求的“盟友”，在自然心灵深处共同以“自然”为旨

归的“盟友”。

四

往远处说，可以找到古希腊时代雅典的伊壁鸠

鲁（Ｅｐｉｃｕｒｕｓ，公元前 ３４１—前 ２７０年）。他出身卑
微，在雅典城邦是一个外省人，父亲是一位乡村语文

教师，母亲是走街串巷的推销员，家庭生活清苦而艰

辛。他大约也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懒散之

人，同时代的大学问家总是嘲笑他的文章缺少引经

据典，不合学术规范，类属于野狐禅。然而，这位伊

壁鸠鲁连同他的学说竟具有超顽强的生命力，超越

了同时代的几乎所有人，在辉煌灿烂的希腊哲学中

独自占据一条路线———自然主义的路线。一般说

来，古希腊哲学有两大路线，一条是理性主义路线，

一条自然主义路线。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后者便

是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学派代表着希腊自然主义哲

学的伦理精神的最完善状态。

以往国内学界常把伊壁鸠鲁说成是一位享受主

义者，其实他追求的享乐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享乐，

一种心境上的平静和谐，这恰于陶渊明是一致的。

伊壁鸠鲁哲学的核心也是顺从自然，“我们决不能

抵抗自然，而应当服从她。当我们满足必要的欲望

和不会引起伤害的身体欲望的时候，当我们坚决地

拒绝有害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满足自

然。”［１５］４５

伊壁鸠鲁也主张简朴、清贫的田园生活，“如果

我们用自然所确立的生活目的来衡量，那么贫穷就

是巨富了”［１５］４６，“奢侈的财富对于男人和女人毫无

意义，就像水对于已经倒满水的杯子毫无意义一

样”［１５］５４。所谓“贤人”就是把自己调整到满足于简

单生活所需的人，“贤人应当喜爱田园生活”［１５］５２，

“宁静无扰的灵魂既不扰乱自己也不扰乱别

人”［１５］５０。伊壁鸠鲁似乎也是一个善饮的人，因为他

说过贤人“他们即使喝醉之后也不会发酒疯”。

伊壁鸠鲁又是一个参透生死的人，他说，大家都

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凡人”［１５］４５，“我们只活一次，我

们不能再次降生；从永恒的角度讲，我们必将不再存

在。”“当我们到达终点时，我们应当保持宁静，心怀

愉快。”［１５］４８临终前他也曾写下类似自祭文之类的文

字：“今天是我幸福的一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最后

一天……但是我用回忆和你一起讨论时所感到的心

灵快乐来抗衡这一切。”［１５］３７

从伊壁鸠鲁残留书简的片言只语中，我们不难

听到东方古国的陶渊明的回响。

五

在１８世纪的法国，陶渊明的盟友我们可以找到
那个启蒙运动中的怪异天才卢梭。让·雅克·卢梭

（Ｊｒ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思想的核心
是：文明人向自然人的回归。１８世纪的欧洲，随着
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的冲突愈加激烈，并

在社会政治与人类精神领域引发巨大震荡。如何生

活，如何做人，再度成为一个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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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论教育的书，卢梭在《爱弥儿》第一卷

讲到“自然人”与“文明人”的培养教育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渠道。他形象地指出：“文明人在奴隶状态

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他一生下

来就被人捆在襁褓里；他一死就被人钉在棺材里；只

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制度的束

缚。”这里所说的“襁褓”“棺材”，意味着人所创造的

社会文明对于人的自然天性的束缚与戕害。文明人

为了适应社会、适应他人而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

由，尤其是内心的自由。这种“文明人”被文明所束

缚的苦痛，中国古人陶渊明早就有着切身的体验，只

不过“锁链”“襁褓”“棺材”被唤作“樊笼”“尘网”

“宏罗”，陶渊明坚决辞去彭泽县令的官位，“不为五

斗米折腰”，也许只是一个表面的说法，“质性自然，

非矫励所得”，不愿“违己交病”，不肯“心惮远役”，

才是他退居田园、回归自然的根本原因。

卢梭拒斥了“文明进步”的光辉，竭力维护未遭

文明开凿的自然，宁做一个在幽暗中苦苦摸索的独

行者，也不做随波逐流的“文明人”。他在晚年撰写

的《忏悔录》中，对自己“误入社会、误成文明人”充满

了悔恨，同时又以细腻绵长的文笔仔细表述了自己如

何“悟以往之不谏”，“觉今是而昨非”，如何由“文明

人”一步步艰难地返身自然，归之于“自然人”的。

由于基本立场与出发点的一致，因此在一些较

为具体的问题乃至情境方面，卢梭与陶渊明也表现

出有趣的相似性。

比如他们都曾在“出仕”与“致仕”之间有过游

移动摇，最终都选择了“弃官隐居”的回归之路。比

如《桃花源》中的“境界”，“颇类似卢梭所称羡的

‘自然状况’”［１６］２４３。晚年的卢梭告别了巴黎的社交

圈，返回乡野过真正的退隐生活。像陶渊明在诗中

表达过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一样，卢梭说

他已经“在不适合（他的）环境里羁留了十五年”。

在埃皮奈夫人为他提供的莫特莫朗庄园的“退隐

庐”，卢梭写道：早春的残雪尚未褪去，大地已开始

萌动春意，树木微绽苞芽，迎春花已经开放，睡意朦

胧中听到夜莺在窗前歌唱，乡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

旷神怡。他在狂喜中喊出：“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

现了！”这与陶渊明在《归兮来去辞》中抒发的情感

何其相似：“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

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早在撰写《忏悔录》的阶段，卢梭就已经认定，

自然人都是闲散的，只有文明人才终日忙碌，而且日

益陷入更频仍的忙碌。在《忏悔录》第十二章，卢梭

对他认定的闲逸作出如下说明：“我所爱的闲逸不

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闲逸……我所爱的闲逸是儿童

的闲逸，他不停地活动着，却又什么也不做；是胡思

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而身子却在呆着。”［１７］７８９

或者，“在树林和田野里漫不经心地，无意识地

在这里那里有时采一朵花，有时折一个枝，差不多遇

到什么就嚼点什么”［１７］７９０。这或许可以看作一种卢

梭式的“采菊东篱下”。

在卢梭与陶渊明之间可以作出比较的，还有他

们对于“死亡”的态度。陶渊明及中国道家精神对

于生命深刻的见解还在于，不但活着顺应自然，面对

死亡也要顺应自然，这才是“自然人”的生存境界。

晚年的卢梭也已渐渐达到这一境界。他说，人一出

生，其实就已经开始向终点走去，“一个老人如果还

有什么要学的话，就只是为了学习死亡”［１８］３０。他说

在他生命的余年里将要把自己调整到“临终时想要

保持的状态”。卢梭在反复思考了前人关于死亡的

理论之后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对于自

然人说来，并不存在对于死亡的恐惧，顺应死亡也是

顺应自然，是一种“准自然状态”，类似于陶渊明的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据说，创办于１７７６年的法文刊物《中国丛刊》
曾对陶渊明进行过简略的介绍并发表过他的诗，而

这也正是卢梭写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年

头，不知卢梭是否碰巧会看到陶渊明的诗篇。也许，

卢梭根本就不知道陶渊明的存在，但这并不会成为

他们心灵相关相通的障碍，并不妨碍他们面对人类

的“元问题”，成为知音与同道。

六

在历史不长的美国文学史中，作为陶渊明的自

然之友，我们可以找到爱默生（ＲａｌｐｈＷａｌｄｏＥｍｅｒ
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和惠特曼（ＷａｌｔＷｈｉｔｍａｎ，１８１０—
１８９２）。

爱默生在美国的地位，常被比作中国的孔子，却

又比我们的孔子多了几分浪漫主义的气质。他的自

然主义美学的核心是强调自然与精神的同一性：自

然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

精神现象的象征物，自然与人的精神之间存在着同

构。“自然界的每一种景观，都与人的某种心境相

呼应，而那种心境只能用相应的自然景观做图

解。”［１９］８３“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望鸟惭高

云，临水愧游鱼”，爱默生的美学主张与陶渊明的诗

歌创作主旨如出一辙。

看一看惠特曼《草叶集》的书名，一股田园风便

迎面而来。同样成长于农家，且为惠特曼的好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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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家约翰·巴勒斯（Ｊｏｈｎ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ｓ，１８３７—
１９２１）曾对惠特曼作出如此评价：“这个人有着远远
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当代诗人的特质———我是指那种

对真实的自然以及各种事物的毫无保留的共鸣，那

种对大自然以及纯朴、深沉的人的展示，那种表达的

惊人的率真和直接，中间没有任何隔阂或者修

饰。”［２０］６６惠特曼相信，幸福的生活总是简单的，优秀

的诗歌语言总是自然的。“万物相寻绎”，“万物各

有托”，心有灵犀一点通，惠特曼同样信奉宇宙间的

万事万物都是大化流行、相通相依、变幻无穷、生生

不息的，人也应当遵循、顺应自然的规律。一个悖逆

自然的人类社会，注定最终要被自然所淘汰。

和陶渊明一样，惠特曼的性格中亦不乏“金刚

怒目”的一面，他曾在一首短诗中厉声地教训起美

国总统来：

你所做所说的一切对美国只是些玄虚

的幻影。

你没有学习大自然———你没有学到大

自然的政治，

没有学到它的广博、正直、公平，

你没有意识到只有像它们那样才能服

务于这些州，

凡是次于它们的迟早都要被驱逐出

境。

———《致一位总统》［２１］３３４

七

另一位陶渊明的天生的“自然盟友”，该是与爱

默生、惠特曼同时代的美国诗人、散文家亨利·大卫

·梭罗（ＨｅｎｒｙＤａｖｉｄＴｈｏｒｅａｕ，１８１７—１８６２），一位被
奉为守护自然本真与人类本性的思想家。

陶渊明与梭罗，在时间上相隔一千五百年，在地

域上分居东西两个半球，在种族上还明显地拥有

“黄”“白”两种肤色，然而面对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冲

突，面对“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在

他们之间找到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两个人的诗文中

都写到“读书”“种豆”“锄草”“采花”、看云彩、听鸟

鸣；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甚至还讲到“无弦琴”，即

“宇宙七弦琴”，那是由森林上空的风“拨弄”松树的

枝叶发出的天籁。假如历史真的可以“穿越”，假如

陶渊明真的与梭罗做了邻居，那么他们一定会成为

相互欣赏的“素心人”而“清谣结心曲”“乐与数晨

夕”的。

往深处探讨，梭罗与陶渊明都是崇尚自然、醉心

于自然的诗人，都在以他诗人的浪漫情怀拒斥着置

身其中的社会体制，痴心营造着关于自然与自由的

梦幻。梭罗说，他热爱的是田野中的“鲜花”，而时

代文明塞给他的却是工厂里的“钢锭”！［２２］２９３陶渊明

在自己的诗歌中则坦言，他本性是一只自由飞翔的

鸟儿，时代向他展示的却是一只“囚笼”。他们都以

实际行动退避山野，返身农耕，在自然中寻求生存的

意义与生命的支撑。梭罗的退隐山林，返身农耕则

更像是一场在瓦尔登湖畔展开的“实验”，一次精彩

绝伦的“行为艺术”，时间也只有两年两个月；而陶

渊明返身农耕二十二年，直至终老林下，显得更加决

绝、义无反顾。他们都能够持守清贫，以清贫维护生

命的本真、生存的自由、灵魂的纯洁；都能够凭靠丰

富的内心世界，让生命显示出更高的价值。美国人

梭罗似乎已经看透了陶渊明生命力的秘奥：“最明

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

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

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有不过。”［２３］１２

他们崇尚精神自由，善于以生命内宇宙的充实替补

对外部物质世界的索取；为了更高理想，不惮于超越

现实营造空中楼阁。在《瓦尔登湖》一书的结束语

中，梭罗写道：“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

行进，努力经营他所想往的生活……如果你造了空

中楼阁，你的劳苦并不是白费的。”［２３］３０２－３０３梭罗的

“空中楼阁”正类乎陶渊明的“桃花源”，“空中楼

阁”与“桃花源”都是他们在诗意栖居中营造的一个

关于人类社会自然整全的梦幻，都是他们凭借自己

的艺术想象对现实社会存在的一次诗意的超越。

八

在英国，陶渊明的“自然盟友”无疑要数１９世
纪英国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
１７７０—１８５０）。近年来，关于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比
较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①

著名诗人、英国文学专家屠岸先生指出：华兹华

斯是一位“虔敬地把灵魂赋予整个大自然，又在大

自然当中努力寻找人性”［２４］２５３的人，他出身清贫，热

爱自然、崇尚自然，成年后自觉地离开喧嚣的城市，

隐居在昆布兰和格拉斯米尔湖区。像陶渊明一样，

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充满了对于田园自然风光的吟

诵，清风白云、晨月夕阳、幽谷溪涧、农舍炊烟、荒草

野花、鸟雀牛羊，让他感到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才

能获得心身的自由，才能抚慰人世间带给他的郁闷

与创伤。他曾在一首题为《致雏菊》的诗中写出陶

渊明“东篱采菊”的意境：

你是自然界平凡的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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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态谦恭，容颜也朴素，

却自有一派清雅的风度———

爱心所赋予！

时常，在你盛开的草地上，

我坐着，对着你，悠然遐想，

打各种不大贴切的比方，

以此为乐事。

这既是一种西方式的“在思”状态，也是一种东

方式的“物我两化”的境界，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诗意盎然

的体验，往往成了浪漫主义诗人们的生存方式，正如

伯林所说：“浪漫主义是灵魂自我游戏时秘不可述

的欢愉。”［２５］２２

像陶渊明一样，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常见恋土怀

乡之作，他热衷于表现农村、乡民苦中作乐的日常生

活，对“桃花源”那样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充满温馨的

向往，这是因为他坚信农村的生活才是最自然的生

活。像陶渊明一样，华兹华斯也思考死亡，因为“死

亡”才是与自然最为亲密的联系方式。我们的陶渊

明深知此中三味，“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

可以无限。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

恋。”屠岸先生谓华兹华斯已悟得此中精义，“死亡

在诗人看来并不是件令人痛苦的事，而是重新回到

自然。这种回归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诗人在《露

西组诗》中反复写到死亡，“露西好像就是自然界的

一部分，活着没有被注意，死后无人忧伤，回归自然，

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２４］２６０华兹华斯还擅于讴

歌童真、童趣，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儿童比成年人更贴

近自然，因而也更率真任性，更容易从自然中得到灵

性的启示。

华兹华斯诗集中甚至有诗人以“孤云”自况的

一句诗：

我独自漫游，像山谷上空

悠悠飘过的一朵云霓

———《无题》（１８０２）
屠岸先生曾就此评论道：“诗人把自己当时的

心情用飘游的孤云来比喻是十分恰当的。孤云一方

面是孤独的，另一方面，他在大自然中又是自由不羁

的。”“孤云有着居高临下、俯瞰人生的能力，可以看

清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可以看清美丽的自然

风光给人们带来的欢乐。”［２４］２５６无独有偶，在陶渊明

的诗集中也曾写下关于“孤云”的名句：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

———《咏贫士七首·之一》

陶渊明的“孤云”比起华兹华斯的“孤云”更为

凄清、决绝，但在高蹈独善、无持无依、我行我素、自

由不羁的个性独立上确是一致的，或许都可以看作

他们各自“灵魂的自我游戏”。

即使从负面的评价而言，华兹华斯在现代欧洲、

陶渊明在当代中国，都曾遭遇到来自激进的革命政

治派别的批判，罪名也相仿佛：消极的、软弱的、落后

的，拉住历史车轮倒退的，因而也是反动的。

至于文学风格表现方面，论者也多有强调陶渊

明与华兹华斯的共同之处。“我一见彩虹高悬天

上，心儿便跳荡不止”，这是华兹华斯一首诗的开头

的两句，有人便说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也似这雨后

天空里的彩虹，常常能于清新淡雅中透递出绚丽多

彩。至于陶渊明的诗风，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如绛

云在霄，舒卷自如”的评价，无外乎也是赞美其天然

自在、平淡中见新奇的。

屠岸先生曾对华兹华斯作出如下整体性的评

价：“华兹华斯的大部分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从情

节到语言，都离不开自然之情，自然之美。自然中有

灵魂，自然中有人性。人生的真谛也许就存在于对

自然的追求与执着真诚的爱。自然与人生，这二者

在华兹华斯看来，是密不可分的，合二为一的。诗人

的一生就是努力使自己融于自然，又让自然为我所

融的实践。”［２４］２６２梁启超先生曾经一口气连用七个

“自然”概括陶渊明的诗学精神，这里，屠岸先生概

括华兹华斯的诗歌人生时，如同梁启超评价陶渊明，

也是一口气连用了八个“自然”。由此也可见出中

国古代诗人陶渊明与欧洲１９世纪自然浪漫主义诗
人的关系。

美国当代深层意象派诗人布莱（ＲｏｂｅｒｔＢｌｙ）甚
至认为：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还应是１９世纪英国自
然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精神祖先”［２６］１５７呢！

九

在背向现实社会、背离物质文明、回归自然、回

归原始的道路上，有一位比我们的陶渊明更为激烈、

更为极端的人，那就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

（ＰａｕｌＧａｕｇｕｉｎ，１８４８—１９０３）。
高更在４０岁时（这也是陶渊明辞官归田的年

纪），为了逃脱大都市这一牢笼，为了回归到大自然

中过质朴、纯真的生活，他毅然辞去令人羡慕的伦敦

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职务，离家出走。从此脱去现

代工业文明的外衣，只身一人来到太平洋的塔希提

岛，置身于伟大、神秘的大自然中。那是一个比陶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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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栗里”“东皋”“桃花源”更加原始荒蛮的地

方，他却在那里融入当地部落，娶一位土著少女做妻

子，成为当地居民的友好邻居。他曾写下这样一段

自白：

我离开时为了寻找宁静，

摆脱文明的影响。

我只想创造简单、非常简单的艺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必须回归到未受污染的大自然中，

只看野蛮的事物，

像他们一样过日子，

像小孩一般传达我心灵的感受，

使用唯一正确而真实的原始表达方式。［２７］扉页

如果说“桃花源”是陶渊明可望而不可即的伊

甸园，那么“塔希提岛”就是高更落在现实的桃花

源。在塔希提岛的绿色丛林中，高更写文章、画画，

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绘画艺术也从这里一步

步攀上峰巅。

１８９８年春天，当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人世，他
没有像诗人陶渊明那样为自己撰写“挽歌”或“自祭

文”，而是在死去之前绘制了一幅大气磅礴的图画：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不

但诚悦地接受造化的安排，而且还为芸芸众生指点

迷津。他自我夸耀地说：“我已完成了一幅富有哲

理、完全可与《福音书》媲美的画儿！”［２７］２６５朝闻道，

夕死可矣。对应陶渊明的诗句：“死去何所道，托体

同山阿”，这乃是一种近乎东方智者的生死观。

十

最后，我还想提名一位陶渊明的“自然盟友”，

一位虽然不是文学家，却为 ２０世纪文学的心理批
评、原型批评作出重大贡献的人，那就是前边瑞士分

析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ＣａｒｌＧｕｓｔａｖ
Ｊｕｎｇ，１８７５—１９６１）。

我曾经做过一番考证，判定“陶潜———陶元

亮———陶渊明”的名和字源自道家哲学中的“知白

守黑”。荣格受中国道家哲学影响更直接、更完备，

也更深刻，他对“黑暗中蕴含着光明”的道理坚信不

疑。中年时代，荣格曾游历非洲肯尼亚、乌干达的

“黑人世界”，走进那些位于旷野中的原始部落，荣

格竟悠然产生一种“如归故里”的感觉，“似乎数千

年以前这里就是他的家”。原始部落中的智者告诉

他，“白人用脑思考，黑人用心感知”，这让他感到无

比震惊。美国当代荣格研究专家戴维·罗森（Ｄａｖｉｄ
Ｒｏｓｅｎ）评述说：“荣格似乎以一种神秘的方式验证

着老子的哲言：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

式，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２８］１１５荣格从他的人生

路径中感悟到陶渊明式的“知白守黑”的哲理。

也是在４０岁之后，荣格开始在瑞士风光旖旎的
苏黎世河上游建屋定居，准备在这里埋下自己的根，

重新发芽。房屋的模样像“塔楼”，使用波林根的石

头建造，他说他希望就此“成为众多石头中的一员，

诉说与自然亲密交融的一生，诉说与‘道’的和谐

感。”［２８］１０１

荣格愈是到了晚年愈是崇尚中国的老庄哲学，

戴维·罗森指出：“他几乎是把古老的道家智者作

为他个人的导师。”［２８］１０４晚年的荣格在波林根村打

水、种菜、砍柴、烧饭，过着农夫一般的简朴生活。他

说：“这里没有电力设施，天冷的时候我靠向火炉取

暖。傍晚时分，我燃起油灯。这里没有自来水，我从

井中打水；我劈柴用来烧饭。”“在波林根，周围的一

切几乎都是沉默无声的。而我生活在‘自然的适度

和谐之中’。思绪不断地涌现，回荡着多少个世纪

的往事，也遇见着那遥远的未来。在这里，那创造的

痛苦得以缓解，创造与游戏密切地结合在一

起。”［２８］１６０

８０岁之后，风烛晚年的荣格还不时到野外作短
暂停留，眼前覆雪的山峰高高耸起，只露出一角湛蓝

的天空，周围一片荒凉静寂。荣格呼吸着山间清新

的空气说：“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山了”［２９］４１２，

这时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此情此景似乎大不同于陶

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但作为对于自然的“终极感

悟”却是异曲同工，差异只在于东西方感情表达的

不同方式。

据戴维·罗森的书中记述，１９６１年的６月初，
荣格在临终的前几天，梦见自己置身于黑黝黝的大

森林中，一些柔韧的树根从地层深处伸展出来，围绕

着他，闪烁着金色的亮光，他自己“已经成为神秘金

色的一部分，深深地植根于大地母亲之中”［２８］１９６。

那应该是大自然深处的秘藏在荣格灵魂中的闪光。

正如中国哲学家贺麟先生在《自然与人生》一文中

说过的话，那是“将自然内在化，使自然在灵魂内放

光明”［３０］１１２。

如若以追慕自由、回归自然、在低物质损耗下过

高品位的精神生活为准绳，在西方现代世界我们还

可以为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寻找到更多的“盟

友”。比如，数年前荣获诺贝尔奖的法国当代作家

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ＧｕｓｔａｖｅＬｅＣｌéｚｉｏ，１９４０—）。这是一位“不断地述说
着反抗现代社会，不懈追求自然原始生活状态的论

·７·



题”的诗人、小说家。他渴望“在现实中创造出一个

想象的国度，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大地上找到了一个

天堂，一个理想的乌托邦”②。熟悉他的法国读者

说，这是一个“孤僻的世界公民”，一个“类似于梭罗

的隐居者”；他还总是自称一个“可怜的卢梭主义

者”。对照我们前面的陈述，克莱齐奥既然被视为

卢梭、梭罗的“盟友”，他自然也可以是我们的陶渊

明的“盟友”。

十一

自从我从事生态批评研究以来，我已经把中国

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推介到西方世界作为我的一个

义不容辞的使命。我相信在这个天空毒雾腾腾、大

地污水漫漫、人心物欲炎炎的时代，陶渊明的精神能

够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他那一丝清幽之光，将照亮

人类心头的自然，让现代人重新看到自由美好生活

的本源。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由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心与美中富布莱特基金组织联合举办的“超越梭

罗：文学对自然的反应”国际研讨会上，我得到一个

机会，在中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印度、波兰、法

国等国家的学者面前发出呼吁，希望面对自然之死，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将陶渊明与梭罗并置研究。下边

是我发言的要点：

早在１６００年前，在中国江西庐山的山
脚下，就曾经诞生过一位伟大诗人陶渊明，

他与梭罗一样厌恶既定的社会体制，维护

自然与人的统一，追慕素朴的田园生活，亲

历辛苦的农业劳动并创作出许多优美的诗

篇。更重要的是，他和梭罗一样，都创造了

一种生态型的生活方式，一种有益于生态

和谐的人生观念。

地球已经进入“人类纪”，地球遭遇的

生态状况却要比梭罗、陶渊明时期恶劣一

百倍、一千倍。而文学面临的生存空间随

着自然生态的恶化也越来越枯燥、越来越

狭窄。从西方到东方，人们普遍议论的文

学危机、文学终结，在更深的层面上其实是

与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自然终结联系在

一起的。文学是人学，也应是人与自然环境

的关系学、人类的生态学。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人类活动

对地球上自然生态的安危担负着绝对责

任，人类精神的取向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和

谐、稳定起着最终决定作用。为此，我们应

当发挥梭罗、陶渊明的自然主义精神，让文

学积极参与到拯救地球的运动中来，也让

文学在拯救地球的同时得到拯救。为此，

全世界的文学工作者应当团结起来，为养

护地球生态系统尽心尽力。

梭罗或许天生就是一位生态运动的世

界主义者，他渴望聚集各个民族古老的生

态智慧以应对日益险恶的生态危机。他曾

经提出：这个时代完全有必要将几个国家

的圣经、圣书结集印出，中国的、印度的、波

斯的、希伯来的和其他国家的，汇集成人类

的圣经（由此可以看出，梭罗也在寻找他

的“自然盟友”）。梭罗未能完成的事业，

应当由我们大家承担下来。我们中国学者

将继续向世界各国学者虚心求教，同时也

将认真挖掘、整理本民族的自然文学遗产

奉献给世界，为梭罗期待的“人类圣经”提

供更多的素材。

我的这番话或许已经打动与会的一些西方学

者，一位金发碧眼的中年女士当场要我将“陶渊明”

的名字用中文写在她的笔记本上。事后，美国当代

享有盛誉的生态批评家、美国内华达大学斯科特·

斯洛维克教授（ＳｃｏｔｔＳｌｏｖｉｃ）频频从大洋彼岸传话过
来，说希望尽早看到从生态批评的意义上研究陶渊

明的新著。

２０１２年，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陶渊明
的幽灵》一书，在我自己的学术视阈内完成了一个

生态批评的个案。

四年后的今天，这本讲述陶渊明的书已经翻译

成英文，有望在西方最富有实力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社
出版。我很荣幸我的这本书开始得到一些西方学者

的关注与认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过程

哲学家小约翰·柯布（Ｄｒ．Ｃｏｂｂ’ｓｂｌｕｒｂ）先生说：
“把陶渊明与西方思想家并而观之，便能够呈现出

陶渊明思想的深刻价值。”老朋友斯洛维克更是热

心地指出：“本书不仅展示了中国环境思想的独特

洞察力，也阐明了东西方文化的深远交融。”耶鲁大

学教授、《世界宗教与生态》丛书主编玛丽·伊芙琳

·塔克（ＭａｒｙＥｖｅｌｙｎＴｕｃｋｅｒ）女士认为，这本书通过
陶渊明呼唤自然世界的美妙与无穷魅力，这对于塑

造“人与地球”的新型关系无疑是一种贡献。

希望在渐渐实现，我们已经有可能为陶渊明在

世界各地寻求到更多的“盟友”。我们的“结盟”不

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改变已经漏洞太多的现代人

的价值观念，改善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为了与大自然

·８·



和谐相处，为了人类社会在地球上的健全发展。

注释：

①相关文章如：曹辉东：《物化与移情———试论陶渊明与华
兹华斯》《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兰菲：《华兹华斯
与陶渊明》，《东西方文化评论》第３辑，北大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版；杜明甫：《相异文化背景下的诗化自然：陶渊明与华

兹华斯》，《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白凤欣、
姜红：《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审美意识的比较》，《海

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张鹏飞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田园诗风意趣的读解比照》，《世界文

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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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齐奥的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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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艺创作内在过程的经典研究
———以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为例

张　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０
作者简介：张月（１９５９—），男，河南开封人，社会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研究方向：艺术社会学，社会组织学，并从事西方经典和人文思想的翻译工作。

摘　要：本文以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为例，向读者展示创作心理研究作为文艺心理学的关
键组成部分，在探索创作主体的心理活动、揭示文艺创造过程的奥秘方面无可替代，可卓有成效地解

析文艺发生、生成的整个过程，与仅重因果两端的弗洛伊德、荣格、莫洛亚、埃德尔等人的研究相比，

鲁枢元关于文艺内在过程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独到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内源性研究；外源性研究；鲁枢元；创作心理；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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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文艺世界的探索，历来有着多种方法，但从
研究路径上看，无论方法有多少种，无论其间如何千

差万别，归结起来皆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关文艺

的外源性研究，另一类则是关于文艺的内源性研究。

前者以文艺社会学研究为代表，强调社会、时代、文

化、历史、伦理、宗教、习俗诸种要素对文学家、艺术

家及艺术接受者的塑造、制约和限定，外源性研究采

取由外向内的解释取向，具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后

者则以文艺心理学研究为集中体现，重视文学艺术

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注重文学艺术的本源、文艺的内

在发生、生成的过程，关注文学家、艺术家的个性、主

体性、创造力以及受众在文艺活动中的创造性与灵

动性，并择取由内向外的释义路径。

假如将内源性研究与外源性研究结合起来，应

用于文艺世界的探索，同时使用由内向外和由外向

内的路径来讨论和解析文艺现象，其最终给出的关

于文艺世界的释义将是完整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情

况很难看到。人们见到的通常是偏向某一路径的研

究，研究者在偏向某一研究路径的同时，往往轻视、

忽略甚至排斥其他路径的探索。即使是处于分离状

态，内源性研究与外源性研究也很难达到一种均衡

状态。由于文艺活动总是与宗教、道德、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时代、历史、地域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人们多趋向于从其关联上研究文艺，而对文艺内

在性的研究缺少必要的关注，虽然也有天才论和性

灵说之类的研究，但总体来说内源性研究始终处于

相对的弱势地位。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关于文艺的研究越来

越趋向于多元化，但在我国有关文艺的研究则日趋

显得单一化，研究者日渐重视文艺的写实取向，强调

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注重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反

映论占据主导地位。偶有心理学取向的研究，也自

是备遭冷落。１９４９年之后，这种状况显得尤为引人
注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国内陆效法前苏联，将
心理学打入伪科学之列，从此几乎无人敢再从心理

学的视角研究文艺。直到１９７６年，伴随着科学的春
天的到来，文艺创作的春天和文艺研究的春天也到

来了，人们在观念上解放了自己，文艺创作和文艺研

究开始走向繁荣。文学家、艺术家尝试各种手法进

行创作，研究者不断地开拓出一片又一片的新疆域，

文艺心理学就是新开拓的疆域之一。在这一疆域

中，有鲁枢元、金开诚、王先霈、童庆炳、畅广元、夏中义、

陆一帆等一批学人在进行不懈的耕耘，辛勤的探索。

在这类学人之间，鲁枢元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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佼者之一。他深知内源性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并

深切地感受到运用心理学的观察视角与方法，能够

最有成效地揭示文艺世界的奥秘。阿伯拉姆斯在其

著述《镜与灯》里言及文艺世界的四要素———“世

界、作品、作者、读者”，但其中“作品”有着特定的重

要地位，因为文艺世界的活动皆围绕作品而展开。

可作品毕竟是作者创作出来的，作者创作作品的过

程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鲁枢元先生紧紧把握

住这一关键过程，仔细研究每一个环节，写出了一篇

篇具开拓性的、影响深远的文章，提出了颇具开创性

的观点与主张，在学界引起了热烈而持久的反响，这

些按照研究体系撰写的文章，最终构成了《创作心

理研究》一书的主体框架和内容。

《创作心理研究》初版于１９８５年７月。此时国
外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国内文艺界思想极为活跃，各

种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的探索都在进行，即便如此，文

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依然是文艺的社会决定

论，这一理论将文艺视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着

重强调社会现实、政治、经济、历史、时代、文化、习

俗、伦理、宗教等是决定文艺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的

关键要素。当时，为数众多的开明学者都热衷于新

领域、新学科的探索，作为新学科的文艺心理学的研

究，自然成为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一个热点。但许

多学人关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尚停留在这一学科的

外围，其研究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承袭朱光

潜先生早年的研究宗旨与探索路径，大体上属于心

理美学的研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艺心理学，其理

论资源主要来自里普斯、谷鲁斯、浮龙·李等美学家

的“移情说”“内模仿说”之类的主张，来自关注人的

意向性、主体性和人类精神活动的哲学家、文论家如

叔本华、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

尔库塞、弗洛姆、荷尔德林、马拉美、布莱希特、杜夫

海纳等人的思想与观点；另一种则是拼凑式或镶嵌

式的研究，也就是在原来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抑或

文学理论研究中，加入一些心理学的元素和概念，特

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元素和概念，如情意、意向、感性、

感觉、知觉、表象、想象、形象思维等，将其归于文艺

心理学的名下。确切地说，能够真正进入这一学科

内在疆域的学者不算多，而在这为数不算多的学者

中间，鲁枢元先生的研究成果令人注目，用钱谷融老

先生的话说，他所从事的颇具创新意味的探索和研

究，使之“能够在中国的文艺心理学领域成为象征

性人物，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奇迹’”①。毋庸讳

言，在这一学科领域，鲁枢元先生做了大量的开拓性

工作，硕果累累，《创作心理研究》是其最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之一。

在《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中，作者引入了一种广

义的心理学观察视角，来审视作品与文学家、艺术

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随后从文学家、艺术家的

感情积累、情绪记忆、艺术知觉、心理定势、创作冲

动、创作心境、想象与变形、表现力与控制力、文学兴

趣、写作习惯、直觉、体验、感受、思维、人生意识、文

学语言的心理机制等方面，对文艺创作的整个心理

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的探索、分析和释义，揭示

了文艺创作内在的复杂过程及奥秘，解决了这一研

究领域诸多原本认为无法探索、无法研究和解释的

难题。

《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一出版便引发了读者广泛

而持久的兴趣，不到三年时间便连续印行三次。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又发行了《创作心理研究》修订本，新版本增
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从原先的２０万字变为２６万字。
相对于鲁枢元先生的其他著述，如《文艺心理阐释》

《超越语言》《精神守望》《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

空间》《文学的跨界研究》《陶渊明的幽灵》等，《创作

心理研究》应是读者最广为关注的一本书。

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引发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

自有其深层的缘由。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社会

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待文艺，习惯于用文艺反映社会

现实生活，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受社会现实的塑

造、限定和制约来解释文艺现象，忽视文学家、艺术

家的意向性、主观性和创造性，忽视文艺创作的内在

过程研究，而《创作心理研究》恰恰从文艺的社会决

定论忽略的方面着手，特别强调文学家、艺术家的意

向性、主观性和创造性，明确指出，在文艺创作活动

中，主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对文艺活动

的内在过程和内在机制，尤其是文艺作品从无到有

的创生过程和机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读解和

释义。本书中包含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已成为文艺

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的经典范例，其中一些研究成果

至今无人能够企及，更不用说超越了。《创作心理

研究》一书所提供的研究成果，相比注重社会、时

代、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等对作者的塑造和

制约作用的“决定论”更具解释力，也比宣扬主体终

结的形形色色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主体终结论

者既不能解释没有创造的主体，文艺作品何以能够

产生，更不能解释没有了主体，个性独异的艺术风格

从何而来。事实上，主体终结的理论本身就是宣扬

这类理论的人的主体在场，且永无可能缺席或离场

的终极证据。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Ｇ．荣格是举世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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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精神分析大师和分析心理学大师，他们对文艺

皆有着深刻的洞见。但在阅读他们的著述之后稍加

思索即会发现，他们的主旨在于用文艺现象来印证

心理学的原理和法则。弗洛伊德在其关于论升华，

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与

创作中，在其谈论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以及戏剧里

的精神变态人物的文章里，在其探讨创作家与白日

梦的论述中，想要印证的是其原欲升华理论、创伤性

经验理论、俄狄浦斯情结和白日梦理论。弗洛伊德

说：“一篇创造性的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

时代所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替代物。”［２］３６而荣格在

其有关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意象的论述里，在其探讨

心理学与文学、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的论文里，

在其讨论詹姆斯·乔伊斯、帕布洛·毕加索的作品

及人的文章中、想要印证的是其集体无意识理论、原

型理论及艺术自主情结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他

使用这样的论断来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主张：

“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

德。”［３］１４２－１４３毫无疑问，他们有关文学艺术的心理发

生学的研究成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并对

后世的研究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值得注

意的是，弗洛伊德、荣格等大师只重视因与果的两

端，不重视其间的过程，忽视文艺本身，他们对于文学

艺术的关注程度远不如他们对于心理学的重视程度。

受精神分析学和分析心理学的学科及专业所

限，弗洛伊德和荣格不大关注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

然而，对关心文学艺术的人而言，他们所忽视的却并

非是不重要的，事实上，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始终都

是文艺学的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研究的

难点所在。作为文艺理论的研究者，《创作心理研

究》一书的作者，恰恰重视文学艺术活动本身，重视

因与果之间的过程，他从弗洛伊德、荣格断掉的位置

开始，进行因与果之间的整个过程的探索，并试图用

心理学原理来解释文学艺术发生与生成的过程。这

是鲁枢元先生与诸位心理学大师的区别，而其关于

这一过程的研究和探索，也正是他对于文艺心理学

这一学科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广泛吸收精神分析

学、心理分析学、机能主义心理学、意动心理学、格式

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维列鲁学派等的思想与

理论精华的基础上，他将因与果之间的过程作为研

究的重点，通过细微的探索，展示了他所发现的这一

内在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上的隐秘所在。关于文艺创

作过程这一方面的探索和研究，鲁枢元先生比其他

研究者做得都更加精细、深入而全面。

《创作心理研究》一书有不少涉及文学家、艺术

家个人经验与阅历的具体内容，但在使用方式上与

传记批评的研究者有着显著的差异。传记批评的研

究者关注的重点是作者生平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着的

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像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

亚就认为，作家的生活内容尤其是作家本人看重的

那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其作品之中或造就作品本身，

在其撰写的《乔治·桑传》中，他宣称乔治·桑丰富

的爱情造就了她的小说的多产，对她来说，“一个情

人，就是一部作品”。力倡传记批评方法的法国批

评家圣－伯夫断言，了解文学家、艺术家的性格与成
长环境，对理解他的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曾为《２０世纪文学百科全书》写出过“心理学与文
学”著名词条的列昂·埃德尔也是在传记批评的意

义上使用作家的生平材料。他曾写过《睡眠与梦幻

的材料：文艺心理学实验》一书，在书中，他专门研

究了詹姆斯·乔伊斯、Ｔ．Ｓ．艾略特、弗吉尼亚·沃
尔芙、列夫·托尔斯泰、安薇·波特等人的生平与创

作之间的关系。他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从抑

郁、疯狂的角度去诠释作者的创伤性经历、内在的精

神状态与其文艺创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从其书中

可以看出，他所使用的传记材料只限用于解释他所

研究的具体作家。与其相比，《创作心理研究》一书

的作者在使用作家的个人经历的材料方面则有着更

高的立意，有关作家的个人经历的材料，不仅可用于

证明这种材料与具体作家的创作活动之间有着必然

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些材料里还可以抽象出

来一些类同性的内容，并从中寻找到普遍的规律，用

于解释作为类的作家的生命实践与其创作之间存在

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在这一方面，后者的做法

显然要高出一筹。

既重视归纳也重视演绎，既重视经验也重视思

辨，既重视西方也重视东方，既重视理论也重视实

践，是《创作心理研究》又一鲜明的特色。良好的学

风会为研究者带来翔实可靠、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国内学术界出现了重演绎轻视

归纳、重思辨轻视经验、重西方轻视东方、重理论轻

视实践的不良倾向，或许是受成功学的影响太深，想

要“多、快、好、省”地获益，一些学人采用了极端功

利的研究策略。研究者似乎总是太着急，太急功近

利，还未占有充分的材料，就开始进行仓促的推论，

并信手拈来几个对自己的推论有利的例证，来支撑

自己的论点，凡对自己的推论不利的例证一概弃用，

这使其研究成果的分量大打折扣。出于对理论的偏

爱，这类人固执地认为，思辨高于经验，因而不屑于

从经验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他们直观地感觉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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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系统、高深，东方少有理论，多是感悟式随想，

缺乏系统性，研究东方的学术费时费力，他们不愿意

花时间和精力，去对东方的学术主张进行梳理和归

纳。他们下意识地、不无偏见地认定既然理论高于

实践，实践就应该为理论服务。

《创作心理研究》一书的作者未曾沾染这种不

良的学风，他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均衡，归纳与演绎并

重，经验与思辨结合为一，在采用西方的理论时，从

不会忘记提及东方尤其是中国先哲与学人的主张的

高妙与深意。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既谈论西方的

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索绪尔、皮亚杰，也谈

论中国的老子、庄子、陆机、刘勰、严羽、袁枚；他注重

西方大师思想的严密与深刻，同时也看重中国大家

诗意的感悟与高远的境界。虽然作者是做理论研究

的，但他对文艺实践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当时的许多

学人。还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本书的作者就开始
了关于作家创作心理的调查访谈，在１９８５年７月版
的《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中，读者就能看到关于作家

叶文玲创作心理的系统调查访谈；而在１９８７年８月
版的《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中，我们发现，除了叶文

玲创作心理的系统调查访谈，还可以看到关于韶华

创作心理的系统调查访谈。叶文玲创作心理调查一

共分为十个专题，通过对话的形式完成，关于韶华创

作心理的调查也分为十个专题，同样也通过访谈形式

完成，只是相比叶文玲创作心理调查在内容上稍简，

行文篇幅稍略。这应该算得上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

研究领域最早的活体文献研究之一，在那个年代就开

始这种专题式的口述史研究可以说十分罕见。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作者

从不武断地下结论。对要谈论的内容，作者总是娓

娓道来，对要探讨的问题，作者总是以一种亲切友善

的口吻来加以述说，以一种类似于平等对话的方式

来进行讨论，这与苏格拉底式的那种通过对话来寻

求问题答案的讨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通过讨论，

逐步深化对问题的探讨，进入问题的中心，并对问题

可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探究，最终自然

地走向问题的答案和研究结论。完全不同于当下的

一些文艺研究和文化研究，居高临下地抛出一些论

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给出结论，并随意找出一

些例子作为其观点的例证。与这种所谓的文艺研究

与文化研究的书相比，鲁枢元先生的著述显然更具

亲和力和吸引力。也许这即是《创作心理研究》这

部著作与其他文艺理论书籍的不同之处，亦是其所

具有的独特魅力所在吧。

精细的耕耘、系统的探索、深入的讨论、平等对

话的态势、公允的推论、深刻的洞见、亲善的、令人感

到暖意的行文风格，这一切都在《创作心理研究》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或许我们可以将《创作心理研究》一书视为真

正的学人从事研究探索的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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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态空间的探索者
———鲁枢元生态学术思想刍论

刘　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５
作者简介：刘晗（１９７８—），女，河南遂平人，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艺研究。

摘　要：鲁枢元是我国生态文艺学的探索者、建设者，也是当今立足于中国本土且能够在国际生
态批评界拥有一定影响力的生态批评学者。他在生态批评的理论贡献方面，主要表现在：提出了

“精神生态”的学术概念，视生态学为一种新型的世界观，拓展了生态批评的空间；建设生态文艺学

学科，挖掘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以及独特的“绿色治学方式”等。通过梳理鲁枢元的生态学术思想

思路，以期对我国的生态批评发展脉络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精神生态；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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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枢元，我国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倡导者与建设
者，也是具有本土特色、影响力较大的生态批评学者

之一。他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在国内学术界引

起了强烈反响，在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领域作出

了开拓性贡献，初步奠定了其跨界研究的学术道路。

９０年代初，鲁枢元再次将学术目光投向方兴未艾的
生态批评，２０００年出版了《生态文艺学》，在国内首
次建构系统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详细阐明自己的

文学生态观。之后，他又出版了《精神生态与生态

精神》《生态批评的空间》《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

《走进大林莽》等，同时主持编印《精神生态通讯》，

积极传播生态理念，广泛参与国内外生态学术交流，

多方对话。此后，他努力尝试复活中国传统文化中

古老的生态精神血脉，历时六年，推出了《陶渊明的

幽灵》一书，在西方文学理论主导的中国文学批评

中，发出了响亮的本土之声。鲁枢元的学术历程呈

现了中国学者关注社会现实、建构本土文学理论的

发展走向。本文简要介绍鲁枢元的生态学术之旅，

重点梳理其生态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对生态批评

做出的贡献，以期发现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轨迹及

未来趋势。

一、鲁枢元的学术历程：不忘初心

海德格尔曾说，树为什么要开花？因为它是开

花的树，那纯粹源于生命的自性。鲁枢元在回顾自

己３０余年的治学生涯时说：“性情先于知识，观念
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显露。”他就如

那开花的树，“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

艺学”，是他“生命之树上伸展出来的三根枝杈”，是

他个体精神和内在生命的呈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中国新时期文艺心理学的
黄金季节。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吕俊华的

《变态心理与艺术创造》、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

和《文艺心理阐释》格外引人注目，表现了当时学界

重建文艺心理学学科的自觉意识。

８０年代中期，鲁枢元就开始了“文学言语”的研
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１９９０年出版了专著《超越
语言》，对“文学言语”进行了全面阐释，突出其诗

性，弥补了当时学术界对文学语言研究的不足。

《超越语言》一书出版后，得到了文学界人士的首

肯。王蒙曾在《读书》上发表书评说：“在这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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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选择文学语言作为突破口，抒发了他对文学

艺术、人的精神生活的许多有趣的感受和见解。”［１］

鲁枢元对“生态批评”的关注始于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末，与西方批评界几乎是同步的。１９８９年他提
出了“精神生态”这一学术概念，与“自然生态”相提

并论。１９９２年以后，鲁枢元开始把研究重心转移到
对当代精神生态的研究中来，并在２０００年出版了
《生态文艺学》一书，可以说是国内生态批评的奠基

之作。在书中，鲁枢元提出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三个概念，其中，精神生态是其生态批评研

究的重心。２０余年来，鲁枢元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态
理念，围绕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的学科建设做了

许多工作。鲁枢元关于生态问题的思考超越了学科

的边界，具有宽广的人文情怀，为解决当代人的精神

困境和缓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可借鉴

之路。

在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研究中，实现了三次跨越：

一是打通了文学艺术与生态学的学科疆界，以《生态

文艺学》为代表；二是实现了生态批评走向生态文化，

以《生态批评的空间》为代表；三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

化与西方生态批评，以《陶渊明的幽灵》为代表。

１．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
鲁枢元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他由文学语言问

题进一步关注到人的精神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精

神状况，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９０年代之后，物
欲盛行，自然生态的危机与现代人的生存观念、价值

取向密切相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问题。鲁枢元把

文学艺术活动看作是人类的精神现象，于是，生态问

题、精神问题、艺术问题彼此“交叉”，相互渗透，最

终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艺学研究。

成书于２０００年的《生态文艺学》集中代表了鲁
枢元早期的生态批评思想，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

部著作中，鲁枢元将文学艺术放置到大自然和人类

精神世界中进行考察，建构起系统的“生态文艺学”

体系，被学界看作是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的有益尝试。

该书明确提出了生态理念：“地球是一个大的生态

系统，文学艺术是地球上人类这一独特生物的生命

活动、精神活动，是一个在一定的环境中创生发育成

长着的功能系统，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注定

享有一定的‘序’和‘位’，而这一‘序位’，即文学艺

术的‘安身立命之地’。”［２］３３《生态文艺学》分为上

卷、下卷。上卷从恢弘的时代背景论述了地球中生

态系统的位置和意义，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社会生

态、精神生态之间的关系。下卷则运用生态学观点

对艺术家成长环境的“生态位”、文学艺术的地域色

彩及群落生态、文学艺术创造与欣赏的精神能量等

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阐述。全书充满了生动的艺

术经验和精彩的理性论述。在书中，鲁枢元不止一

次提到，文学艺术无疑拥有其自身的属性、内涵，但

同时又注定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自然环境

密切相关。

诚如鲁枢元所言，撰写《生态文艺学》时并没有

建构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宏愿，一是对于一门新的学

科，在学理与心理上都准备不足；二是有意规避学科

的建构。他努力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生态”作为

一个审美的范畴移植到文艺学中来，将“精神”作为

一个内源性的变量输进生态学中。鲁枢元深受怀特

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和贝塔朗菲的《人的系统

观》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两本书的启发

下，他才真正走上生态批评的学术道路。但他对欧

美生态批评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

化丰富的精神资源中，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为建立

中国生态批评话语及与国际生态批评对话提供了理

论框架，是中国学者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批评

理论的一种努力。该书“标志着一门新的具有世界

性前沿意义文艺学分支学科的诞生”［３］。

２．走向文化反思的生态批评
当生态危机日益加剧，悄然蔓延至人类社会的

文化领域、道德领域和精神领域时，生态思路已逐渐

冲破学科的界限，开始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重新审

视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生态批评自然不满

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视角，而将负载着更多的时代

精神和社会责任。鲁枢元在前期的生态理念的基础

上进一步反思人类社会的文明样态，将生态批评的

空间大大拓展，“主动推进到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学

现象，甚至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是

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是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

评”［４］２。

基于此，鲁枢元于《生态文艺学》的基础上推出

了《生态批评的空间》，于２００６年由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公开发表的有关生态批评

与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论文集，清晰描画着鲁枢

元探索文学———生态———精神关系的行进轨迹，进

一步明确了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指向一切文学艺

术，而且指向人类文化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的

空间》分为四编：人类纪———生态时代；诗性灵———

精神生态；跨学科———生态视野；文学史———生态演

替。该书开宗明义：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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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精神已经渐渐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几乎

占据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

的“精神圈”，人类近３００年来遭遇的日益严重的生
态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精神圈”出了问题。

鲁枢元在《生态困境中的精神变量与“精神污

染”》一文中写道：“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态失衡、

环境败坏。人，其自身已经成为大自然的天敌、环境

恶化的污染源。”［４］１５因为人心变坏了，精神受污染

了。在物欲文化和科技文化的侵袭下，“人的物化、

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夫、深

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

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也

在日益加剧”［４］２２。于是，修补地球“精神圈”，探索

人类文化发展的生态维度，无疑成为生态批评应担

负的使命和责任。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根深扎在反思现代性的深厚

土壤中，对于他而言，诸如启蒙、理性、技术、进步、消

费等价值观都应该在生态学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他

把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这就与１８
世纪末西方思想界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思潮建立了

联系，从而使生态批评理论具有宏阔的历史视角和

独特的文化维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鲁枢

元特别赞赏海德格尔、舍勒、贝塔朗菲等，“面对地

球生态系统中已经出现的严重危机，生态批评应当

是一种拥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批评，一种拥有责任

和道义的批评，一种饱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批评，一种

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批评”［４］２２７。《生态批评的空

间》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反响，不少学者指出，

《生态批评的空间》“初步展示了一个汉语学者在生

态批评这一陌生领域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其跨学科

研究的努力和对中国古代生态文明资源的富于成效

的掘发令人耳目一新”。它“是一本关于文学的生态

批评的书”，就其精神底蕴而言，又“是一本探讨精神

学科研究新路的书”［５］，“远远超出了个体反思的意

义，而在某种程度上敞开了我国生态批评发展史的反

思视阈”［６］。

３．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生态批评
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生态文艺学的

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同时，运用生态学的

基本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成效的阐释，实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深度融合，他在

生态批评的道路上再一次实现了跨越，其运思六年

而成的《陶渊明的幽灵》即为明证。

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鲁枢元将“人与自

然”的问题视为人类的一个元问题，他援引金岳霖

１９４３年在美国的讲演来阐释中国古人的自然观。
在讲演中，金岳霖将中国哲学的核心概括为“天人

合一”。“‘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与人’的和谐，这

一问题不但涉及个体所操持的价值取向与生存方

式，也涉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从人类社会的理念

与秩序，到时代的精神气度、审美风范。”［７］５鲁枢元

精心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周易》《道德经》《庄

子》《论语》《孟子》《淮南子》等蕴涵的生态智慧，解

读了陶渊明人格中体现的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特点：

率性、散淡、委运任化。富有自然浪漫主义精神的陶

渊明竟然与卢梭、梭罗、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西方哲人

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在质疑“文明进步”、崇尚精神自

由、倡导素朴清贫、回归山林田野等方面，东西方文化

完成了融合。

鲁枢元直言：“《陶渊明的幽灵》一书，是我实施

生态批评的一个具体案例，也是我努力将西方生态

批评理论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精神相互沟通的一次

实验。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海德格尔、利

奥塔、德里达等西方哲人的‘现象学还原’与古代中

国老子、庄子、陶渊明的‘回归哲学’‘回归诗学’原

本是声气相投的。”［８］他将陶渊明放在生态学的视

角下，对之进行重新解读，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

方生态批评的完美融合，同时，也是其生态批评理念

在具体文本阐释中的体现和落实。

鲁枢元从“创作心理研究”到“文学言语探秘”，

再到“精神生态寻问”，他的思想和学术之旅几经跋

涉，峰回路转，不改初心，与社会现实、文学现状始终

保持着最直接的关系，怀着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密切

关注和同情怜悯，把握时代脉搏，望闻问切，找出痼

疾，开出药方，疗救人心。正如王耘教授所说：“纵

观鲁枢元的学术生涯，他总是能够即时觉察到社会

意识的脉动，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分别借助心

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的学术资源，牵动文学理论建

设的新走向，始终盘桓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潮流当

口。”［９］同时，在这个貌似跨越的深处有着一个自然

的延伸和承续———对文学精神力量的坚守，独特的

学术兴趣及内在的生命气息。鲁枢元在回顾自己的

学术历程时，坦言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有点像‘梦游

症’，‘梦游’说好听点也叫‘神游’，‘故国神游，多

情应笑我’，我起码是真诚的。”［１０］鲁枢元是真诚

的、深情的，有着一颗朝圣者的虔诚之心，他曾在一

本书的题词中写道，从无可选择的现象世界中寻求

自由的选择，从难以实现的人生追求中寻求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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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那就是心灵在文学艺术探求中的轨迹。对人

类“心灵”的守护，对“自然”的呵护，对“精神”的坚

守，使得鲁枢元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始终是独立的、敏

感的、生气灌注的，在一次次的涉险探密中，完成了

对人心的审视，对自我的反思，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挖

掘。基于此，鲁枢元的心理学、语言学以及生态学是

血脉相连的，在文学———语言———精神交互中融会

贯通，实现着文学恢弘的弱效应。

二、鲁枢元生态学术思想理论贡献

１．提出了“精神生态”学术概念
１９８９年夏天，在张家界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艺

心理学研讨会上，鲁枢元作总结发言：“文艺心理学

的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自

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生

态’。”［１１］首次明确提出了“精神生态”这一概念，并

将“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并提，显示了“精神生

态”的独特地位，并对当下人类精神状态感到担忧

和失望，指出“精神生态”的恶化是由于“严重的生

态失衡”造成的，自然生态的破坏与人的精神的沦

落是同步的，而精神生活的粗鄙化又直接导致艺术

的衰败。这个讲话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但后来

却被证实，它成了鲁枢元本人将文艺心理学研究转

向生态批评的一个标志。

１９９６年，鲁枢元发表文章《文学艺术与生态学
时代———兼谈“地球精神圈”》，他从恩格斯、夏尔

丹、贝塔朗菲关于宇宙间存在的“精神圈”入手，认

为：“在地球之上，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上

空，还悬浮着一个‘圈’，一个以人的信念、信仰、理

想、想象、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圈’。这

个虚悬着的‘圈’，该是地球的‘精神圈’。”［１２］鲁枢

元明确将“精神圈”纳入由岩石圈、水圈、大气圈、智

能圈等构成的地球生态系统中，并将“精神圈”置于

整个生态系统序位的顶端。在文中，他并未对“精

神圈”做出具体而明确的学术界定，只是指出“宗

教”“哲学”“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最高层、最集中

的体现，位于所谓“人类精神三角形”的顶端，文学

艺术无疑是“精神圈”中一道色彩奇妙、魅力无穷的

光环。进而指出：“人类生态系统中不能没有‘精

神’的位置。人类既是自然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

的存在，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在‘自然生态’与‘社

会生态’之外，还应当存在着一种‘精神生态’。”［１２］

１９９９年，鲁枢元与我国从事生态哲学的余谋昌
互通书信探讨“精神生态”问题。在信中，余谋昌肯

定了鲁枢元提出“精神生态”这一学术概念的重要

意义，认为他“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领域”，并提出

了“生态精神”问题。鲁枢元在回信中，肯定了余谋

昌对“生态精神”的论述，因为生态世界观认为地球

是活的，它有生命，有精神，有一种“生态智慧”。

“生态智慧”的存在印证了“生态精神”的存在。由

此，鲁枢元矫正了之前“把精神引进地球生态系统”

的说法，因为“精神”原本就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

的。关键问题是，“精神”到底是什么？“精神”与

“地球”的关系是什么？鲁枢元在信中说：“就一个

相对的主体而言，其内在的目的性、意向性的组织与

活动就是精神。”［１３］

２０００年鲁枢元出版了学术专著《生态文艺学》。
在书中，鲁枢元进一步解答“精神”的问题。他不惜

笔墨，详尽叙述了古今中外对“精神”的理解。在中

国古典哲学中，“精神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

存在，一种流动着、绵延着、富有活力的生命基质，又

是人性中至尊弥贵的构成因素”［２］１３６。西方对于精

神的阐释则较为复杂，他又罗列了西方古代哲学以

及现代生命哲学、心理学、现象学哲学中关于“精

神”含义的界定，最终得出了没有可能、没有必要界

定的结论，也许，这更符合精神属性的要求。但鲁枢

元还是给出了精神的主要内涵，包括人的情绪活动、

意识活动和意志活动，集中体现为人的价值偏爱、反

思能力和信仰取向。精神作为地球人类的一种变化

着、绵延着的生命活动，应当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

换机制，具有独立的与其所处环境交流感应的体系，

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系统，一个

“生态系统”。而文学艺术则是人类精神领域最有代

表性的存在，它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制高点。

鲁枢元曾在许多场合中讲到他使用“精神生

态”这一术语时的背景：“近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

状况正在急剧恶化，这种恶化是由于严重的精神生

态失衡造成的。在生存的天平上，重经济而轻文化、

重物质而轻精神、重技术而轻感情。”［１１］“自然生态

的破坏与人类精神的颓败、与文学艺术精神在现代

社会中的消亡是同时展开的。拯救地球与拯救人心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生态困境的救治仅仅靠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管理的完善是不行的，必须

引进‘人心’这个精神的因素……”［１０］鲁枢元看到

了“精神”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变

量”，认识到当代人类的精神状况对地球生态系统

已经产生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鲁枢元在中外思想史、学术史经典的“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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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下，提出应建立与“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

学”相对应的“精神生态学”，用来研究“人的内在的

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这样一个崭新的领域主要

“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相

互关系的学科。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

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

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２］１４８这个概念包含以下几

点信息：一是人类不单单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更

应是精神性存在；二是人类的存在与其生存的环境

休戚相关、相互依存，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

和谐应是精神生态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三是作为精

神性存在的人类，须保持精神主体的健康，防止“精

神污染”；四是人类的精神能量在整个地球生态系

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有责任通过自我的完善

与发展，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演进。鲁

枢元从学科研究对象、方向、任务等方面确立了”精

神生态学”的大体构架，并与以研究自然界生态关系

为主要对象的“自然生态学”和以研究“社会各部落

群体、阶层之间生态关系”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生态

学”区别开来。至此，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精神生

态学”已初具雏形。

１９９９年鲁枢元在海南创办《精神生态》通讯，一
印就是十年，这是一份内部交流刊物，也是国内最早

的精神生态刊物，集中报道国内外精神生态研究领

域的学术活动、学术动向，刊登重要的研究论文、理

论观点和相关文摘，卓有成效地推动了精神生态研

究和生态批评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得到了国内外

学界的认同和好评。

２．视生态学为一种新型世界观
鲁枢元对生态批评的另一个贡献是突破了学科

的限制，将发端于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生态学，

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将生态学时代视为人类文明

发展的一个崭新范式。

《在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批评》一文中，鲁

枢元简要回顾了“生态学”自１８６９提出后在２０世
纪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历程：在生态学发展的最初

阶段，它所研究的课题还仅仅局限在人类之外的自

然界，基本上采取的也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到了

２０世纪初，生态学开始渗入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呈
现出越来越浓厚的人文色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

展，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

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揽了自然、社会、

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基本观念，一种革新了的、

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４］６鲁枢元的论断

决非空穴来风。在《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一文中，

他考察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同的知识系统，按照

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的观点，人类文明史上大体有

三种知识体系：神学的知识系统，物理学的知识系

统，生物学的知识系统。贝塔朗菲对它们的哲学概

括分别是：“活力论”；“机械论”；“整体论”。鲁枢

元重点考察了在三种知识体系中，人、自然及二者的

关系有何不同。在神学知识系统看来，人与自然万

物都统归于神的主宰，“信仰”成了知识有效性的前

提。在２０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生物学
则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与天地自然的界限完

全被拆除了，地球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有机生命

体。这一转变令人振奋。“我倾向于认为，生态学

有可能取代原来的物理学而成为一个崭新时代的世

界观、宇宙观，一种新的生存观念，一种既古老又清

新的审美观念。”［４］２３２在这种新的世界观关照下，大

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存在都是这个整

体中合理的一部分，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意义和

生存的权利。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中进化的

较高的生物，而不享有对自然生杀予夺的权力；相

反，人类更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自然整体的和谐、稳

定和完美。

在鲁枢元看来，地球已经进入“人类纪”的时

代，人类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思维模式和

认知模式也在进行着颠覆，生态学已经不再是一门

单一的“自然科学”，而应该跨越其学科界线，成为

一套完整的观念系统，即包容生命与环境、人类与自

然、社会与地球、精神与物质的新的世界观。鲁枢元

的论断是伴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得来的。他借用

“擅理智，役自然”六个字高度概括了工业时代的宇

宙观，在这样观念的支配下，从牛顿时代起，大约三

百年左右的时间，人类凭借理性、科技向自然进军，

创造了无比辉煌的物质财富，被称为“现代化”的进

程。可巨额财富无法拯救失落的精神，“善于经济”

“精于计算”的人格成了这个时代的人格缩影。宗

教的虔诚、道德的完善、审美的玄思、艺术的感悟遭

到蔑视，个人的精神生活变得异常贫乏，导致了现代

人诸多的精神病症：精神的真空化、行为的无能化、

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心灵的拜物化等

等，鲁枢元认为，这种状况是由简单、机械的物理学

的知识系统一手造成的。

鲁枢元在《关于文学与社会进步的反思———兼

及“退步论”文学评估》一文中谈到，人类社会中一

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历史观都是倾向于“退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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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都相信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一个“单

纯质朴、天真自在的黄金时代”，可人类文明的发展

总是背离这一美好的存在，尤其高歌猛进的现代化

进程更是将文明推向了堕落与毁灭。在培根、笛卡

儿的“精神氛围中”，“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即将成

形”［１４］。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将财富的增长、经济

的发展视为绝对的、唯一的指标，可日益严重的生态

危机却使得“进步”最终成为痴人说梦。其实，自诞

生那日起，“进步”就伴随着怀疑、批判。卢梭断定

“社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人类越是远离纯朴

的原始状态，其命运就越是不幸；文明在根本上是堕

落的”。［１５］人类社会已经到了该转弯的时候了，生态

学的出现为文明转型带来了契机。也许，人类应该

重新审视所谓的“进步”，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原点。

３．拓展生态批评空间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渐渐有了一

些展现生态灾难、渴望善待自然的文艺作品，美国环

保作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影响最为深

远。中国大陆的生态文艺创作起于８０年代中期，散
见于当时文坛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

等，其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但关于此类文艺作品

的命名，却一直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在中国大陆一

般称为“环境文学”“环境艺术”；在台湾则称之为

“自然写作”“环保文章”；在日本则称为“公害文

学”……鲁枢元认为这些称谓都较为含混，未能准

确概况此类文艺作品的属性。如果非要冠以名称，

以区别于其他文艺作品，“只有选择一个更宽泛的

名字———生态文艺”［２］３０８，顺其思路，鲁枢元明确提

出，在“生态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前，中西文艺作品

中不乏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艺，如《庄子》

《淮南子》《瓦尔登湖》《沙乡年鉴》等，都应当属于

“生态文艺”的范围。还不止于此，如果从更宽泛的生

态学视角考察文艺作品，但凡表现一个时代“社会生

态”“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精神生态”的文艺作品，

是不是也可以属于“生态文艺”呢？由此，“仅仅承认

以‘自然生态保护’或‘环境保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

为‘生态文艺’，是非常狭隘的。”［２］３１０

相伴而生的“生态批评”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路

径。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在《爱荷华州评论》

１９７８年第 ９期发表的《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
试验》一文，第一次使用了“生态批评”的术语，随后

一些学者不断提出与生态批评相关的术语。中国生

态批评于 ９０年代初见端倪，鲁枢元的“生态文艺

学”和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成为富有本土特

色的“生态批评”。既然鲁枢元不认同狭隘的“生态

文艺”，那么他倡导的“生态文艺学”自然将批评的

触角伸向所有的文艺作品。他不止一次谈到：“生

态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艺术作

品的题材与体裁，局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

‘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４］２３３“我始终不赞成将

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于‘生态文学’或

‘自然写作’，即那些以环境保护、生态灾难、公害事

件为题材，或以动物、植物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这些

只是生态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较为

显突的部分。如前所说，生态文艺学的‘新’，在于

它是在时代转换、文明转换之际，运用一种新的世界

观观察、研究文学艺术现象，这是应当可以针对一切

文学现象的，包括对中外文学史的重新审视。”［１６］鲁

枢元将生态批评的对象扩大到整个文学艺术，指出

“环境文学”“自然写作”“环保艺术”只是狭义上的

生态文艺，意识到真正的生态批评不仅指向狭义的

文艺作品，更应该直面人类所有的文学作品，进行卓

有成效的阐释，这才是生态批评应有之义。因为

“环境意识、生态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一种信仰、一

种情绪，是可以贯穿、渗透在一切文艺创作实践与文

学现象批评之中的”［１７］。“一门完整的生态文艺学

应当面对人类全部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解释。”［２］２８

鲁枢元对生态批评空间的拓展意义重大，他已

不单指向文学艺术的主题、内容、风格，而是将生态

意识作为一种观念、意向，始终渗透在文学创作、欣

赏之中，乃至一切文学现象之中，这份执著已超出了

学术或学理层面的探求，而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

的良心和职责，一种对于人类和宇宙关怀的情怀，是

为地球与人类寻找救赎之路。多年前一位学者指

出，鲁枢元的本土生态批评“不仅在于它标志着一

门新的具有世界性前沿意义的学科的诞生，同时它

还包含着对于人类与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检

省”［３］。

但事实未尽人意。鲁枢元在考察近百年中国文

学史中，发现书写者有意无意地疏离了“自然”这一

维度。这对于有着悠久的自然传统和丰厚的生态智

慧的中国文化来讲，实在是急需修补的漏洞。鲁枢

元在早期文章《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

态视阈》中，详细论述了这一偏颇。鲁枢元对几位

“异类”大加赞赏，他赞赏诗人林庚的《中国文学

史》，该书认为，中国文学是诗性的、田园的、和谐

的。还有颇受争议的胡兰成的“自然文学观”，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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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鲁枢元的认可。胡兰成于１９７７年在台湾出版
的《中国文学史话》，被鲁枢元赞为：“一部彻头彻尾

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以中国自然哲学为坐标的文

学史。”［１８］也许鲁枢元是“保守”的，他仍然坚守着

２０年前对文学本体的信仰，持存“大地与云霓”的自
然之思，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批评不只是一种

认知、一种方法、一种文体，它更是一种姿态和行为、

一种体贴和眷恋、一种精神和信仰。”［１７］文学艺术应

是天、地、神、人有机系统内在和谐的生命书写。

４．挖掘中国传统文化
韦清琦在《绿袖起舞：中国生态批评的十年》一

文中指出：“生态批评在中国的接受是中西文化合

璧所造就的。”［１９］生态批评术语来自西方，其批评实

践也更多地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影响，但西方生态

批评赖以为根基的思想资源，如深层生态学和环境

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

自然观是匹配的。新儒学大师季羡林、钱穆、杜维明

等对于中国哲学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更是使得中国生

态智慧大放异彩。尤其杜维明运用现代生态学的

“生态系统理论”，对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阐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学范畴借助

生态学视角得以重新诠释，反过来也使得生态批评

具有浓厚的中国底色。对于生态批评，王宁写道：

“文学的生态批评自本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以来已经

逐步被‘本土化’，并演化成了一种文学的生态环境

批评的研究方法和视角。”［２０］

国内生态批评学者多偏爱宏大叙事，重点介绍、

解读西方生态批评发展历程，或对中国传统文化蕴

涵的生态思想广而论之，运用生态学观点对文学个

案进行研究的却少之又少，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资源

还远没有充分地转化成具体的批评实践。鲁枢元似

乎走得更深入。从总体上说，他的生态文艺学基于

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新发掘，较少受当代西方

生态批评的影响。鲁枢元毫不掩饰他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热爱，“我们应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

态精神。……在生态话语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同话

语之际，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并

将产生更为切实的效用。生态时代的开启，也将是

中国学术精神世界化的新开端”［１８］。

对“风”的生态解读是鲁枢元挖掘中国传统生

态智慧的一次尝试。他从自然层面、社会层面、艺术

层面与人格层面考察了汉字“风”的语义场在中华

民族的生存空间中所呈现的样态，集中体现了中华

民族的“生存状态”“生活形式”和“文化模式”，展

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貌。鲁枢元认为：“汉字

‘风’的语义场中的‘风’，不但是自然界的一种物

质，如春风、秋风、风雨、风浪中的‘风’，即自然界流

动的空气；也是物理性、生理性的力或心理性、精神

性的能量，如风力、风动、风发、风蚀、中风、伤风、风

采、风神。非常巧合的是，‘风’在汉语言中甚至还

往往呈现出强烈的‘信息性’，如风声、风头、风闻、

风行、风言风语、风吹草动、风声鹤唳、雷厉风行，无

不意味着信息的发布、传递与接收。”［２１］“风”的语

义场恰恰就是一个流动的、循环的、多层面的“生态

系统”，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稳定、活力充盈的有机统一体。

这何尝不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一个辉煌灿烂的

生态系统。鲁枢元通过对“风”的生态解读，深入、

系统地阐发了中国古代丰富而深厚的生态文化精

神，是尝试用生态学视角阐释具体文化现象、挖掘传

统生态文化精神的成功案例，为国内生态批评提供

了独特的个案研究视角。同济大学的王鸿生教授深

有感慨地说：“真是一件干得很漂亮的活，以一个

‘风’字探考一个民族崇尚综合、和谐的文化精神，

又将之与生态学时代的思维特征连起来阐释，举证

和立论丰赡、扎实而精到，堪称汉语生态批评的一个

成功范例。”［２２］余谋昌先生也认为这篇文章写得

“非常精彩”，“从‘风’的分析指出了汉字中的生命

原则，指出了汉语言文字的有机整体性以及它的普

遍联系的性质。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重要、最优秀的

遗产之一”［２３］。

如果说，对“风”的生态解读是鲁枢元潜入中国

古代生态文化的一次“试水”，《陶渊明的幽灵》的书

写则可以说是“深水作业”。《陶渊明的幽灵》是鲁

枢元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于

２０１２年６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并于２０１４
年荣获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之一———“第六届鲁迅

文学奖”。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学术探索，鲁枢元在

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等诸多领域均有

开拓性的贡献，《陶渊明的幽灵》又回到了对于一个

具体作家的研究，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又在情理

之中。鲁枢元一直坚持认为，生态文艺学是面向所

有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一种崭新的批评方法，这就

意味着生态批评可以对任何作家、作品做出有效的

阐释和解读，《陶渊明的幽灵》更是鲁枢元印证自己

的生态批评观念与方法的一个案例。也许，意义不

仅仅在此。如此众多的中西作家，为何偏偏选择了

陶渊明？是否恰如授奖词所说，陶渊明的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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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态度及天人合一的诗歌写作，是古老中国留给

世界的重要精神遗产。鲁枢元更为深切关注的是中

国的传统文化。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鲁枢元

不仅探讨了中国古老的“自然哲学”中蕴涵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生态精神，更将“自然哲学”提

升到了人类个体的人生态度及中国古人集体人格的

至高层面。他看到的清贫、素朴、本真、自然的陶渊

明正是“自然人格”的象征。鲁枢元通过陶渊明“质

性自然”的诗歌写作、“见素抱朴”的人格理想，进一

步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陶渊明“招魂”，

为中国传统文化“招魂”，是鲁枢元的一个梦境。归

还本真、素朴、自然于人间，这是鲁枢元构建的“东

方乌托邦”。

５．独特的治学方式
鲁枢元将自己的文字生涯分为三块天地：一是

学科理论的研究，一是作家、作品的评论，一是散文、

随笔的写作。无论哪块天地，他都能够挥墨泼毫，顺

情适性，乐在其中。他曾在一则学术档案的首页写：

“读书，思考，写作，这也是一种生活。”王蒙先生曾

言：“鲁枢元的文论别树一帜。”［１］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鲁枢元就发出疑问：
面对生机勃勃的文学艺术现象，文学艺术的研究文

章就一定要写得冷冰冰、硬邦邦吗？成书于１９９０年
的《超越语言》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回答。倜傥不

羁的思维、生动活泼的语言、不拘一格的表述，在当

时国内千篇一律、刻板拘谨的理论著作潮流中吹进

了一股清新的风，当时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为其作

序，称赞道：“如此引人入胜的文字，在理论著作中

实不多见。鲁枢元的这一努力表明，理论著作不一

定非得板着面孔只说枯燥无味的话，它完全可能以

生动一些、自然一些、亲切一些的姿态面对读

者。”［２４］６可谓中肯之言。２０００年出版的《生态文艺
学》一书，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于现代学术的体系规

范，但用心的读者总会在细节与局部找寻到鲁枢元

思想的灵光，正如诗人耿占春的评论：“现代学术生

产就像是一条生产流水线，许多成果和观点具有相

似的模式。而思想则是一个手工活，思想者犹如一

个手工艺人……这本书做的是手工活，即使不是绝

活，也算是一件留下深刻的个人印记的手艺活

了。”［２５］

鲁枢元的学术随笔、散文更是挣脱了学院派的

束缚，融议论、叙述、抒情于一体，形式自由，灵动活

泼。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精神守望》，多是鲁
枢元从事精神生态研究时写下的随笔、札记，以小见

大，以一颗慈悲的心灵、温润的语言娓娓道着辜鸿

铭、舍勒、史怀泽，以及托尔斯泰、梵高、苏东坡等在

人类精神领域艰苦跋涉、完成着自我精神修炼的中

外古今伟人，一个个人物鲜活、生动，无怪乎钱谷融

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评价说，这既是一本具有深

邃思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本抒发性灵的优美散文，

读之不但能增长见闻，也开阔胸襟，使你获得一种美

的享受……类似的随笔集还有《心中的旷野》《苍茫

朝圣路》，无不跳脱了学院派批评的樊笼，涌动着鲜

活的气息和生命的自由。

不久前，鲁枢元在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时归结

为一句话：“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

态应是生命本色的显露。”读书、写作，于鲁枢元而

言，不是外在于生命的手段或营生，而是他生命存在

的内在需求。鲁枢元在早期的一篇文章《我与批

评》中坦言，他所写的评论文章，常常受到理论家们

严词正色、不无正确的批评。对此，他是接受的，但

却不愿意改变。因为，他更看重文学作品中处于语

言之外的、结构之外的、文本之外的、法则与逻辑之

外的那些东西，那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所以，

他的评论文章就更多地蕴涵着他自己的感悟、直觉、

情绪、想象与信仰。文学批评的历程，同时也是他生

命活动的历程。

自从关注生态批评后，鲁枢元更加坚持自己独

特的治学方式。生态批评的矛头所指，首先就是启

蒙主义的工具理性、本质主义乃至西方学术传统中

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在《文艺理论要关注时代精

神状》一文中谈到，他佩服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做标

准的专门家的赛义德，激赏对现代社会学科分类始

终保持高度警惕的启蒙者卢梭。因为文艺作品是感

性化、情绪化、个性化的“原生态”存在，文学批评也

必然是通过批评者个人的感受性、体悟性展现真实

的生存状态，这样的学术研究才有血肉、灵魂，才有

活力和生命力。鲁枢元一直坚信：文学的跨界研究

“注重的不仅是知识领域、理论范式的交叉融合，同

时也是对某些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跨越，对某些权

力话语方式的跨越。当然，首先还是对于我们自己

的思维方式、治学心态、写作模式的跨越。”［８］３０多
年来，一直坚持跨界研究的鲁枢元“读杂书，开天

眼”，凭了自己“裸露的生命”与“神往的心”，及时捕

捉刹那间兴起的神思、不经意间灵魂的震颤，沉醉在

诗意的栖居中，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鲁枢元独特的

治学方式是其性灵的显现，更是其内在精神的自然

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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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枢元生态批评研究的新动向

在《生态社会能否成为一种可能》一文中，鲁枢

元历数了怀特海、科布、马克思等关于生态社会的系

统理论构建，以及崛起于民间的绿色和平组织、自然

之友、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环保志愿者、极简主义者、

原始主义者、徒步旅行者、山林修行者等，都在为一

个崭新的生态社会的诞生呼风唤雨、摇旗呐喊。但

这样的社会真的就要诞生了吗？起码，目前，鲁枢元

仍是悲观的。“生态社会果然就是一个可以期待实

现的新社会吗？面对这一充满诱惑的美妙前景，现

实的最终结论却让人疑虑、令人悲摧。思想家们关

于生态社会的构想一旦进入实践层面，总是寸步难

行。”［２７］鲁枢元曾多次谈到，他对目前人类的精神生

态是悲观的，对人类文明的转型是绝望的，他不能理

解，在生态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与时

代为何还如此放纵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近乎疯狂地

蔓延扩张？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日，鲁枢元被聘为黄河科技学
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年近古稀的他，离开河

南２１年后重又踏上故土，继续践行他的生态文化建
设宏愿，只不过这一站选择了河南作为研究腹地。

正如鲁枢元所言：“我真切地感到，我的‘根’就在中

原这块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上。”从苏州大学退休

的他怀着对故土人事的深情眷恋、对家乡生态文明

建设的责任感，毅然接受了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

大白的盛情邀请，将“生态文化研究中心”落户在了

一所民办高校。这也许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却是

鲁枢元真性情的再次流露。

６月，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生态文化
讲习班。作为中心主任的鲁枢元亲自为学员进行多

次授课，系统讲解了生态文化基础知识、中国传统生

态文化核心理念，提升了学校师生的生态文化理念，

增强了学校生态文化氛围。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５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第六届换届会议在北

京中科院召开，鲁枢元教授当选为委员。此次当选

的４９位委员中，他是唯一一位当选的人文学者。在
大会发言中他呼吁：委员会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生

态问题的人文关注，进一步加强对生态文化以及环

境美学、生态文学的考察与研究，做好自然生态、社

会生态、精神生态之间的跨界研究。

近年来，鲁枢元一直在生态批评领域努力消除现

代社会造成的文化的碎片化、单一化的恶劣影响，消

弭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改变当代人类的

价值取向、生存模式及文化感知，以从根本上消解人

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他始终认同海德格尔所说的，重

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

鲁枢元的生态文化研究应是他未来主要关注的

学术领域。其实，他一直不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在早

期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鲁枢元一针见血

地指出了当今社会人类精神遭遇的困境。在《诗情

的消解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文中，他触目惊心

地指出，“现代人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人类的日

常生活到处充斥着数字、表格、报表，而单单没有了

清风明月、春华秋实，人类的性灵与诗情悄然退场，

乃至湮没不闻。在《关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论

争》一文中，鲁枢元主动参与了审美日常生活化的

讨论，认为“审美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

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

补”，这是科学技术、市场消费对人类审美意识、价

值观念的控制。我们应该提倡“日常生活的审美

化”，那是“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度，是精心操

作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是功利实用的劳作向本真澄

明的生存之境的提升”。

他始终坚信：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应当转化文

化范式，更多关注人类内在的自然天性，开发人的精

神资源，实现人类精神对于现实物欲的超升，帮助身

处困境的人类完成划时代的转换。“‘转换’是否

定，也是‘超越’；是创造，也是飞升。就如同给困顿

于污浊池塘中的鱼类插上精神的翅膀，像亿万年前

由鱼蜕变的那只‘始祖鸟’一样，从水面飞向树梢、

飞上自由的天空。”［２６］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鲁枢元关于创建生态

文艺学的学科构想，他的关于“精神生态”的探究，

他对于生态危机的文化解救之路的求索，应是中国

本土批评话语对全球生态批评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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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情景”中的“真我”追寻
———《热铁皮屋上的猫》中斯基普形象探析

马予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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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田纳西·威廉斯的《热铁皮屋上的猫》中斯基普为例，探索和发掘斯基普在遭遇
“边缘情景”时的焦虑、绝望，以及他在痛苦之后对“真我”的勇敢而绝望的追寻，开始了对威廉斯剧

作中积极、正面的男性角色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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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田纳西·威廉斯是二战后美国历史上最杰出、

最多产的剧作家之一，在他长达５０多年的创作生涯
中，贡献出１００多部剧作。国外对田纳西·威廉斯
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１９６１年南希·缇施乐
的《田纳西·威廉斯：反叛的清教徒》讲述了剧作家

的反叛精神及这种精神在其作品中的体现。１９６３
年的《向我问候汤姆》则是威廉斯和母亲露西·弗

里曼撰写的自传，主要讲述威廉斯的童年及其走上

剧作创作的心路历程，并且还有威廉斯大量家信也

首次面世。１９８５年出版的《陌生人的仁慈：田纳
西·威廉斯的一生》作者是司蓓拓，此传记是对田

纳西·威廉斯生平及其剧作的详细评论和记述，是

最为全面和具体的威廉斯传记。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对威廉斯的研究和戏剧评论进入高峰期，１９８７
年，多萝西·帕克编辑了《现代美国戏剧评论》，收

集了关于威廉斯及同时期其他剧作家的评论文章。

菲利普·寇琳于１９９２年出版的《直面田纳西·威
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多元评论文选》共收录了１５
篇对剧作家原著的评论文章，为对威廉斯及其作品

的解读提供了全新角度。马修·兰登的《剑桥文学

指南：田纳西·威廉斯》出版于１９９７年，收录了１５
篇最负盛名的关于威廉斯的学者评论文章，是研究

威廉斯最值得参考的著作。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威

廉斯戏剧的单部或多部戏剧的对比研究也呈现上升

趋势，纽约大学的罗伯特·布瑞德的博士论文《尤

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和爱德华·阿尔比主

要剧作中的隐形人》对《玻璃动物园》中的父亲、《欲

望号街车》中的艾伦等进行性格方面的深入剖析，

阐释他们缺席的深层次社会原因。２００３年乔治亚
州立大学的斯图亚特·戴维斯的博士论文《田纳西

·威廉斯的艺术与腐朽》探讨了威廉斯剧作中的南

方文明及“南方淑女”“南方绅士”在南北文明融合

的过程中异化和衰落的悲剧命运，对威廉斯剧作中

的人性悲剧有所涉及。相对于国外学术界对田纳西

·威廉斯的重视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尚

嫌不足。国内对威廉斯的研究始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
代，汪义群的《当代美国戏剧》［１］，周维培的 《当代

美国戏剧史 １９５０—１９９５》。近几年来，国内关于威
廉斯的严肃研究与日俱增，分析的角度也日臻成熟，

分析的角度主要有角色性格分析、同性恋研究和精

神分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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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今对威廉斯的研究中，他
笔下的“南方淑女”形象一直是其写作的亮点和主

要成就，南北战争以南方的惨败而告终，被誉为“南

方神话”的种植园文化遭受北方工业文化的极大冲

击，南方淑女在北方工业化城市中所遭受的生存困

境和逃避、毁灭的结局也深深印在广大读者的记忆

中：《欲望号街车》中失意、错位、迷失的“末日”淑女

布兰奇，《玻璃动物园》中沉迷过去、喋喋不休的没落

淑女阿曼达，自卑、自闭的“独角兽女孩”劳拉等。威

廉斯对南方文化危机及没落的南方淑女的刻画深入

人心。长期以来，关于威廉斯作品女性角色的研究一

直是威廉斯研究的主流方向，而其作品中的男性角色

也一直处于陪衬甚至被忽略的地位。威廉斯剧作中

的男性角色大都陷于身份危机与生存危机中难以自

拔，呈现出精神与肉体冲突、抑郁崩溃、逃避现实的负

面群体形象，缺乏男性阳刚之气和勇敢担当，让读者

心生嫌弃。《玻璃动物园》中逃避出走的汤姆及其父

亲，《去夏突至》中道貌岸然、羸弱而又堕落的隐性同

性恋者塞巴斯蒂安，甚至《热铁皮屋上的猫》中健硕伟

岸、诗人气质的男主角布里克也被事实证明是一个意

志消沉、沉沦酒精的“懦弱、漂亮而绝望的男人”。威

廉斯剧作中灰暗的男性群体形象需要被深度发掘和

剖析，寻觅其边缘生存困境中的“真我”。

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外对威廉斯作品的研究得到
极大拓展，关于其剧作中男性角色的探讨开始风生

水起。国内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陆续发文，把威廉斯

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与剧作家复杂、曲折的生活经历

和心路历程进行深入结合，让威廉斯剧作中的男性

角色走出隐晦和遮蔽，作为一个群体获得越来越多

的关注。但威廉斯剧作中大部分的男性角色在读者

和评论家的视野中基本上呈现出消极、悲观的群体

印象：《玻璃动物园》中缺席的父亲和逃避的儿子呈

现出人在工业化国家中的孤独、焦虑和异化的生存

危机；《欲望号街车》中自杀的同性恋诗人艾伦和

《热铁皮屋上的猫》中挣扎在传统社会道德和内心

同性恋渴望夹缝中的布里克等。消极悲观几乎成了

威廉斯剧本中男性角色的存在模式，但在威廉斯中

后期剧作中，男性角色的生存状态逐渐呈现出一抹

亮色，尽管这些男性角色还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生

存困境，面对困境，他们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有人逃

遁、毁灭，有人被异化为非我，有人选择直面荒谬的

世界，向死而生。本文拟以《热铁皮屋上的猫》［２］中

追求真我的斯基普为探讨对象，发掘威廉斯剧作中

积极、正面的男性角色，希望能为威廉斯作品中男性

角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三、遭遇“边缘情景”———焦虑、绝望

《热铁皮屋上的猫》发表于１９５５年，比《欲望号
街车》晚了十年。《热铁皮屋上的猫》在传统观点看

来是一部豪门内部争夺家产的狗血剧，也是一部展

现人性复杂性的家庭伦理剧。剧中三对夫妻———大

爹大妈夫妇、布里克和玛吉夫妇、古柏和梅夫妇都在

死神降临、家产何去何从的危急时刻相互勾心斗角，

家庭和父子亲情断然破裂。而三对夫妻之间也充满

“冷漠、欺骗和谎言”，相互鄙视、欺瞒，爱情濒临崩

溃，夫妻关系危机重重。剧中几乎没有一个正义和

正面的角色，家庭每个成员在巨额财产面前都原形

毕露，丑恶尽现，玛吉无疑是第一主角，她的狡黠、泼

辣、妩媚而又心机颇深的形象让她成了威廉斯剧作

中又一个代表性的女性角色。表面看，她的形象完

全遮住了剧中所有的男性角色，对玛吉的形象解读

是很多评论家所热衷的。但剧中的男主角布里克和

大爹也引起了注意，使得这部剧不再是女性形象立

体丰满、男性角色扁平干瘪的作品了。但剧中的第

一男主角布里克厌世买醉、软弱逃避，在遭遇生存危

机和边缘情景时放弃真我，仍是威廉斯剧作中男性

角色的传统形象———焦虑、逃避、放弃。但细细研读

剧本，读者意外发现剧本灰暗基调中的一抹亮色：剧

中一个从未真实现身的配角改变了威廉斯剧作中男

性群体消极负面、怯懦逃避的危机化生存状态，甚至

在边缘情景中艰难地追寻自我和自由，迈出了自我

拯救的可贵的第一步。他，就是斯基普。

在威廉斯创作《热铁皮屋上的猫》时，整个社会

背景和前几部作品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

价值观、是非观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改变。威廉斯敏

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在《热铁皮屋上的猫》中，威

廉斯对一直涌动在其作品中的同性恋暗流似乎也采

用了更直接、更大胆的表现方式。斯基普就是威廉

斯作品中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身份角色。当然，为

了躲避当局的审查和主流社会意识对同性恋的敌视

和排斥，威廉斯依然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手法：在剧

中，斯基普依然是一个倾诉的“隐形人”形象，在剧

作开始前，他就已经死去了，只是在布里克和妻子麦

琪的争吵中，被频繁而又隐晦地提及。毫无疑问，

《猫》剧的主角是麦琪和布里克，大部分读者和评论

家都认为，麦琪就是那只“热铁皮”屋上的“猫”，富

有心机、狡黠善斗，濒临破裂的夫妻关系和巨额遗产

的争夺让她焦灼不安，像一只徘徊在热铁皮屋上的

猫。布里克这个角色近些年来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和讨论，李尚宏在《谁是那只“猫”》中指出：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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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悲观厌世、绝望煎熬涉及一个群体的生存或毁

灭，他才是挣扎在“灼热的铁皮”上的那只猫［３］。麦

琪和布里克也是读者和评论家历来重点关注的对

象，甚至大爹，作为威廉斯作品中少见的坚强、阳刚、

富有控制力的男性角色，也受到了相当的关注。而

斯基普———一个只在主角对话中才有机会“浮出水

面”的配角，一直被忽视，被边缘化，斯基普所代表

的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也几乎得不到探寻和发掘。

其实，要正确解读整个剧本的症结和剧中主角

的心结，斯基普是我们无法绕过的“独木桥”，他像

一个孤独、悲苦的魅影，盘旋在舞台的上空，萦绕在

剧中角色的心头，避讳提及，又难以遮蔽。斯基普和

布里克亲密得反常的“友谊”关系，斯基普因隐匿的

同性恋被麦琪发现而又得不到布里克的帮助和回应

而酗酒死亡，正是剧本开始之前的故事让布里克因

自责而消沉，放弃生活的希望，并导致和麦琪的夫妻

关系濒临崩溃，和大爹的父子关系遭遇重创。可以

说，剧作家在看似不经意中把斯基普安排在了戏剧

的“核心”位置———他的毁灭成为剧中角色矛盾的

根源，成为剧本情节发展的“钥匙”。斯基普生存中

遭遇的“边缘情景”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这也许能

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本剧的“汹涌暗流”和作者苦心

孤诣的排篇布局。

四、“边缘情景”中的 “真我”追寻———自我拯救

“边缘情景”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在哲学讨论中最先提出的，他说人会遭遇到一些极

端生存状况，如：事业，死亡、贫苦、离婚、犯罪、生病、

失败、吸毒等，“边缘情景”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软

弱和无助，进而产生孤独、异化、绝望、焦虑等情绪。

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认为“生存即自

由”，但存在主义哲学家又认同：绝对的、无限制的

自由最终会遭遇到限制，也就是说，人在生活中总会

不可避免地遭遇“边缘情景”。在“边缘情景”中，焦

虑、孤独折磨着他，甚至他的行为、思想和人际关系

也风雨飘摇，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幻象，他想寻求

庇护、逃避，甚至在绝望中走向异化和毁灭。威廉斯

曾承认写作就是他逃避现实的方式：“我发现，写作

能让我逃开让我不舒服的现实世界，在写作中，我找

到了我的洞穴和避难所。”孤独、绝望和异化之后，

遭遇“边缘情景”的人开始被迫向内心的自我追问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向何方？”总之，

遭遇“边缘情景”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可能是一种极

大的折磨和考验，但人也同时在极限的痛苦之余开

始了对生存和自由的艰难思索，更难能可贵的是，有

些遭遇生存危机的人更是由此走上了追寻真我和勇

于承担责任的道路。

《热铁皮屋上的猫》中的斯基普就是一个典型

的遭遇“边缘情景”的“边缘人”。在整个剧本中，他

甚至没有机会说一句台词———剧本开始之前就酗酒

自杀了。作为一个为主流社会意识所排斥和唾弃的

同性恋形象，他内心必然经历认同自己真实身份的

痛苦煎熬和挣扎，麦琪就用“布里克和斯基普那档

子事”来形容两人之间关系的肮脏和不可告人。麦

琪在和布里克的争吵中说：“你们两个有段秘密得

好好保藏起来，对，这样就不容易变坏，而死亡就是

唯一的冰箱，可以让你保藏这段秘密”［２］５４。斯基普

同样也是煎熬在“不舒服的热铁皮屋顶”上的一只

“猫”，在内心深处，他希望遵从自己的同性恋渴望，

和布里克相伴左右。斯基普和布里克是大学时的密

友，但大学毕业后，他们都拒绝了诱人的工作机会，

组成一个橄榄球队———“迪克西明星队”，这样他们

就可以继续在一起。他们跑遍很多城市打比赛，形

影不离“在宾馆，他们躺在各自的床上，但双手在空

中紧扣在一起”。但他们的不正常亲密引起了麦琪

的怀疑，麦琪向斯基普发出了通牒：“斯基普，不要

再迷恋我丈夫了，不然你就得向他承认这事！”秘密

被刺探和揭穿之后，斯基普“扭身就跑，一口气跑回

黑石饭店他房间里，一步也不停”，“从那之后，斯基

普就成了个窝囊废，只是个酒囊饭袋，大烟鬼”［２］５６。

真实身份被揭穿之后，斯基普陷入人生的“边缘情

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逃进自己的庇护所，孤独、

绝望、酗酒，一蹶不振成了他应对极端生存状况的反

应。

很久以来，斯基普即使得到了一些读者和评论

家的关注，也只是停留在他的软弱和遭遇“边缘情

景”后的一蹶不振，终至悲惨死亡。他只是一个负

面而又可怜的配角而已。但威廉斯煞费苦心地安排

一个这样的角色来隐匿地表达一群人的精神诉

求———一群“隐形”的同性恋者艰难地生存在社会

的边缘和传统道德的阴影处，他们在和美国社会的

传统道德标准发生碰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遭遇到

“边缘情景”，异化和毁灭是他们无法避免的下场。

作为一个同性恋作家，威廉斯在他的剧作中无处不

在地找寻表达内心真实渴望的“出口”，在多部剧中

安排斯基普这样的“隐形”角色就是威廉斯在遭遇

“边缘情景”时，绝望之余的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

并开始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追寻“真我”，追求自身

存在的价值，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威

廉斯另一部剧作《欲望号街车》中的艾伦·格雷也

是一个类似的角色，但艾伦·格雷在别人发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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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性恋“丑事”后便饮弹自尽，在遭遇“边缘情景”

后，没有做出任何挣扎和努力，直接放弃了自我拯

救。十年之后，威廉斯在《热铁皮屋上的猫》中重置

了一个斯基普作为同性恋群体的代言人，但我们要

是把斯基普纯粹作为“边缘情景”下的失败者是不

正确的。事实上，斯基普在悲观绝望之下，他的追寻

自由的自我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苏醒，他是做出了

挣扎和努力的。这一点在剧作第二幕中大爹和布里

克那场著名的倾心交谈中得到了明确的展现。布里

克说“我漏掉了斯基普打给我的一个长途电话，他

在电话里醉醺醺地向我坦白，我把电话挂断了，这是

我们两个一生中最后一次交谈……”［２］１３４。原来，斯

基普在极端的生存危机之下，一直在忠实于内心深

处的真实自我，追求自己真实的感情寄托。即使是

在同性恋恐惧症如此盛行的社会，他在咀嚼孤独、焦

虑和恐惧的同时，曾勇敢地伸出情感的触须———拿

起电话，拨通布里克的号码！对斯基普而言，这是他

在“边缘情景”下追寻“真我”和自我拯救的里程碑

式的一步，也是威廉斯作品中隐匿的同性恋群体的

自我救赎、抗争命运的可喜的一步，也许这种抗争只

是无意识的、本能的，而且这种自我拯救和抗争最终

仍然是以失败和毁灭作为基调。但斯基普已经成为

威廉斯剧作中一位具有积极意义的男性角色。但

是，斯基普的结局依然令人遗憾———仍然是以死亡

和毁灭告终。斯基普的死亡，可以说是剧中另一个

软弱、颓废的男性角色———布里克一手造成的。弥

漫于社会空气中的同性恋恐惧症让布里克根本没有

勇气去承认自己和斯基普真诚而炽烈的亲密关系。

他拒绝了斯基普鼓起毕生勇气的表白，正如大爹所

说：“你宁可替朋友掘好坟墓，再把他一脚踢进坟

去，也不愿和他一起面对真实情况！”［２］１３４布里克对

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嫌恶和无情抛弃才是压垮斯基

普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遭遇“边缘情景”之后，布里

克就采用了逃避、退缩甚至否定自我的方式来迎合

社会的价值取向，他最终没能迈出追求“真我”、自

我拯救的一步，这也许是他和斯基普之间最大的区

别。

五、结语

本文聚焦《热铁皮屋上的猫》中历来被人忽视

的配角———斯基普的“边缘化”极限生存状态，以及

他在遭遇“边缘情景”时的绝望、颓废，进而在边缘

情景中痛苦的自我选择，直至走上追寻“真我”、实

现自我拯救的道路。本文意欲探索威廉斯作品中具

有积极生存意义的男性角色，虽然斯基普最终的死

亡没有彻底改变威廉斯剧作中男性角色的群体宿

命，但斯基普绝望中对“真我”的追寻还是给我们一

丝曙光。而其后的创作中，威廉斯陆续为我们呈现了

“大爹”———一个勇于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并积极

自我拯救的“硬汉”形象，到了《去夏突至》中，塞巴斯

蒂安更是威廉斯所有剧作中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身

份的主角，他以一位暴力反抗者和自由殉难者的形象

完全颠覆了威廉斯作品中的男性群像。［４］威廉斯作品

中的男性角色自斯基普开始，逐渐呈现出积极、正面

的形象，他们追求真我，承担责任，并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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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话语权的《红楼梦》女性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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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书中塑造了一批十分鲜活的典型人物，其中有
部分女性悲剧的命运与其在当时那种男权世界的话语权有着紧密联系。本文通过分析话语权在

《红楼梦》中的重要性，探析“全失语”“半失语”“半语”女性与其悲剧命运，以期深入了解《红楼梦》

的文学价值，帮助读者更加透彻地了解《红楼梦》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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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每时每刻
都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因此，话语的言说功能

逐渐消散，成为了言说的权利，即话语权。所谓话语

权，主要包括：交流和言论等语言上的使用权利，简

单来说就是言语权利。除此以外，话语权还包括个

人的思想与需求，即行为权利。站在行为权利的角

度上看，话语的言说功能已经不再存在，而是根据人

物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产生改变，因此，话语权不仅受

到外部政治、经济、文化风向等元素地影响，还受到

人物自身内心情感和情绪的影响。在《红楼梦》中，

话语权对整个小说的叙事系统有着重要作用。从某

种层面上说，人物只要拥有了经济权，话语权就可以

自然而然地获取到，在《红楼梦》的女性身上这一特

点得到深刻体现。

一、话语权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

话语权在《红楼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

事中的人物只要拥有了经济权，就会拥有话语权，而

话语权又会对人物的经济权产生反作用力。鸳鸯本

来是贾母的贴心小棉袄，贾母离不开鸳鸯，且万事都

会与鸳鸯进行商量，而鸳鸯也对贾母的身家财产有

着明确的认知，曾经通过偷取贾母的东西典当来帮

助贾琏夫妇缓解经济状况［１］。像鸳鸯这样的能人，

被贾赦盯上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这也成为鸳鸯命

运走向悲剧的起点。尽管鸳鸯能言善辩，聪明伶俐，

但是遇到了流氓贾赦，再能说会道也毫无用处。而

贾赦之所以会对鸳鸯虎视眈眈，最大的原因就是盯

上了贾母的财产，从表面上看，贾赦是看中鸳鸯在贾

母面前的话语权，实际上，贾赦是看上了贾母的私人

财产。从鸳鸯与贾赦的关系来看，这就是话语权对

经济权的反作用力的表现，尽管鸳鸯拥有话语权，但

是仍然摆脱不了她是个丫鬟，任由上层摆布的命运。

此外，话语权与《红楼梦》里的每一个女性都有

着紧密联系，《红楼梦》中的女性角色都拥有自己命

运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她们最大的悲哀就是在

当时那样的男权时代，女性处于“失语”状态，有些

女性是主动失语，有些女性则是强制性地被失

语［２］。在《红楼梦》中，女性的失语状态可以分为以

下三类：

第一，半语状态。指言行举止不会受到外语境

和内语境的约束，主要由内语境来引导言行，言行举

止大部分都是自由状态，但是如果与外界环境产生

言行冲突，则处于敌对状态。这种状态常常表现为

言语上不存在尊贵与卑贱的理念，代表性人物包括

晴雯、芳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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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半失语状态。指言行举止在大部分情况

下受到外语境的制约，外语境支配人物的言行举止，

但是内语境与外语境没有矛盾，言行举止处于自由

状态，虽然内语境受到外语境的制约，但是内语境与

外界环境没有冲突，甚至可以产生并存状态。主要

表现为有权有势，行为不受外界因素制约，代表人物

为王熙凤、史太君等。

第三，全失语状态。指言行举止受到外语境与

内语境的双重制约，言行举止不自由，且与外界环境

言行一致，完全处于一种“失声”状态，没有说话的

权利。主要代表人物有香菱、秦可卿等［３］。

二、“半语”女性与其悲剧命运

在《红楼梦》中，晴雯是女性中最具有话语权的

女性代表人物之一。晴雯感情的真挚是其话语权最

大的特点。尽管晴雯的话语与内语境表达一致，但

是与外语境有所矛盾，这就为晴雯带来了灾祸［４］。

由此可见，晴雯话语的真挚性是其命运悲剧的起点。

具体来说：晴雯在照顾贾宝玉的过程中，帮贾宝玉换

衣服，不小心碰掉了贾宝玉的扇子，贾宝玉抱怨晴雯

不顾前后，晴雯笑笑地回答贾宝玉：“二爷近来气大

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瞧……何苦来！要嫌我们就打

发我们，再挑好的使。”［５］４１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晴

雯这番话属于以下犯上，如此刚烈且真性情的话，只

能说明，晴雯所说的话与其内心思想一致，即言行与

内语境一致，但是，与外语境相悖，因此，晴雯属于半

语女性。

还有，晴雯被撵后，丝毫没有醒悟，仍然对宝玉

没有谦卑之分，自己口渴，反而吩咐起宝玉：“你来

的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５］１０８５接着还说道：“这

就是茶了。那里比得过咱们的茶。”［５］１０８５这个“咱

们”将宝玉与自己的身份归为一类，属于对等状态。

由此可见，晴雯虽然被撵，但是并没有因为被撵而收

敛自己的言行。同时，晴雯还敢对外界残害她的行

为进行有声的控诉：“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

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

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

样，如何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

服。”［５］１０８５－１０８６这种绝望大胆的话语，与晴雯刚烈的

性格相一致，是其真心的自然表达，但是这种话语与

外界环境相悖，因此，其话语权依然被禁锢，只能处

于“半语”状态。

在晴雯临死之前，仍然随心而做，给宝玉留下了

念想，与其真挚的性格相同，既不矫情，也毫不避讳，

晴雯哭着说：“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

说是我的。我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

了。”［５］１０８６从晴雯的一生来看，其言行都处于全语状

态，在园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在社会现实下，

晴雯根本不具有申诉的权利，因此，处于半语状

态［６］。《红楼梦》关于晴雯将死的那部分中，还对蕊

官、藕官等人的命运进行了叙述，其中，王夫人是王

权的代表人物，王夫人想自己做主，拥有决定性的话

语权，晴雯、藕官等就算有抗争的心思，在王权之下，

仍然无法避免被抛弃、被扼杀的悲惨命运。

三、“半失语”女性与其悲剧命运

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拥有较高话语权的代

表性人物，她在当时的男权世界中，拥有与男权一致

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上看，王熙凤处于全语状态，

但是，王熙凤在有些情况下仍然有说不出话的时候，

即失语情况，这就使其成为了半失语女性。王熙凤

在第一次出场时，是还没看见她的人，就听到了她的

声音，黛玉还奇怪这来的人是谁，竟然这样无理放

肆。王熙凤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自然就顺利成

章地拥有话语权［７］。例如：王熙凤在面对丈夫纳妾

这件事情上，醋味十足，对待丈夫偷情一事更是半点

容不下，因此，王熙凤敢对这件事哭天喊地，喊打喊

杀，甚至哭闹到史太君眼前，其在家中的位置自然十

分重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封建家庭中，夫

权意识颇浓，纳妾这种事情由丈夫做决定，与其夫人

关系并不大，但是在王熙凤眼中，丈夫并不具备说话

的权利，任何事情要通过她的同意，方可进行。这就

是王熙凤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显著表现。尽管如此，

在当时的环境下，王熙凤以媳妇身份，不可能拥有所

谓的绝对话语权，她在内心十分反对丈夫纳妾和偷

情，但是从整个外界环境来看，其言行必须遵循一个

“媳妇”的原则，这就导致其处于半失语状态。

同时，王熙凤在对待丈夫在外偷情，偷偷设置外

室的事情无法容忍，但是，在别人（鲍二媳妇）的事

件中，王熙凤要做的并不是把事情闹大，而是采用计

谋来巩固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所谓有钱万能，其在

家中掌握经济命脉，王熙凤只用向丈夫展现自己的

“贤惠”，将丈夫的心挽回，其后半生并不会如此悲

剧［８］。况且，王熙凤已经拥有了经济大权，只要在

家中树立自己的家族形象，就可以过好自己的一生。

为此，王熙凤想到了十分绝妙的方法，她假意接受了

尤二姐，王熙凤认为尤二姐在外室并不在自己的管

制范围内，将其接入府中，才更有利于自己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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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行为，就更加突出了其半失语状态。在这一

整件事情中，王熙凤尽管哭天闹地，但是作为贾府媳

妇，她仍然无法采用过于强硬的态度来对抗封建文

化和封建体制。

《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话语权往往与其飞扬跋

扈的性格有关，而造就其跋扈的性格，就是因为其有

着牢固的经济基础。而王熙凤在其整个人生当中，

计谋所用之处也是为了谋求更多的经济权力。由于

经济权与话语权之间没有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其

经济权越大话语权就会越受到制约，最终只会导致

其处于失语状态。王熙凤为了巩固其在贾府家族中

的地位，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内心，说一些与性格习性

不同的话，做一些矫情的事情，即其外语境制约了内

语境，让她处于半失语状态。由于王熙凤的话语权

都依仗于经济权力，一旦失去了经济权，只会导致其

出现全失语状态。如：鸳鸯听到琥珀说王熙凤哭的

事情，进而向平儿打听凤姐哭的原因，等到晚上没人

的时候，才跟贾母说，凤姐还是哭的，且大太太并没

有给其长脸。为此贾母评价王熙凤是个通晓大道理

的人，不会不顾主子的面子当着众人的面丢脸。由

此可见，王熙凤仍然处于半失语状态［９］。

另外，王熙凤出现时大多以强势之姿态出现，因

此，从表面上看，王熙凤属于强势的人，但实际是一

个外强内虚的人。王熙凤经常用强势的语言来表示

自己的存在感，并以强势的话语掩饰自己内心的脆

弱，这就是王熙凤的悲哀之处。王熙凤在一开始并

没有沉浸于自己的强势之中，到后边乐于强势后才

导致其人生走向悲剧。在当时整个封建环境体制

下，封建利益对王熙凤的言语进行了强制性的规定，

导致其成为封建体制的牺牲品。

四、“全失语”女性与其悲剧命运

《红楼梦》中秦可卿是失语最严重的代表性人

物。由于其地位卑微，从始至终，她都未曾发表过自

己内心的话语，即言行与内语境不一致，且受到外语

境的影响，最终导致其心中有话，但是说不出来。在

《红楼梦》所处的社会环境下，男权、父权、王权、夫

权至上，女性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只有一点点喘息

的空间，而秦可卿作为其中失语最严重的女性代表

之一，其神秘色彩贯穿于全文。秦可卿在故事中出

场次数非常少，在文章第十三回就已经离奇死亡，且

在第七回末尾，利用焦大揭露了秦可卿身前遭受的

困境。焦大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

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

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的？”［５］１４这说明，秦可卿当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外面流言蜚语，家里又有困难，内外的困境导致秦可

卿有苦不能言，有苦不能诉的全失语状态［１０］。

当秦可卿处于全失语状态后，就可以预见其抑

郁而终的悲惨命运。书中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

“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

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

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满百载，一日偿或乐极生悲，

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

的诗书旧族了！”［５］１６９这说明，秦可卿的话语权只有

在死后才能得以实现，秦可卿这种全失语状态，对全

书中的女性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而《红楼梦》通过

描述秦可卿等的全失语女性，对封建社会体制做出

了有力抨击和抗诉。

五、《红楼梦》的文本意识形态

《红楼梦》通过女性话语权的表现，对书中各个

女性追求自由，追求爱，叛逆礼教等进行细致的描

写，但是却很少对人物命运及其所做事情的对错进

行评判。在小说中，作者采用全知视角进行故事的

叙述，对人物的言行举止、心理活动都做出了细致描

写，借助各种谶语来对文中人物的命运做出暗示。

但是，从文章的整体上来看，小说总体采用全知视角

和未知视角刻画人物，将人物的内在行动作为准则，

使人物的言行举止与事情发展相适应，进而将作者

所要表达的的思想情感隐含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

特征中。其中，作者隐含位置，就是说将叙述者与真

实的作者之间的位置进行隐含，假若现实中的作者

是具体且真实存在，则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不存在

现实生活中。作者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作品中，根

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与思想情感而自己建立的形

象。也就是说，隐含作者的形象是文本作品中的读

者所建造的形象，作者并没有与读者有直接交流的

方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只是通过作品中的意

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展现作者自己的存在价值。

而《红楼梦》这本小说，作者通过刻画人物的话

语，利用人物言语行为的内语境与外语境之间的矛

盾，解释了女性在失语状态下的悲惨命运，进而通过

小说中女性人物所经历的悲惨事情和悲惨结局，向

读者展示了男权封建统治下，女性人物生存的艰难

与困苦。同时，通过刻画某些敢于抗争话语权的女

性经历，书写了这些女性在内语境与外语境双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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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下，尽管努力抗争，努力生活，仍然无法逃脱封建

体制下女性悲惨的命运。从表面上看，作者在文章

中，通过描述各个人物的悲惨命运，想要揭露封建体

制下人们言不由己的苦衷及其悲惨的命运，即在那

样的封建体制下，男权至上，女性无法逃离悲惨命运

的宿命。但实际上，作者是深刻揭露了封建体制下，

受到外语境的影响，人物言行举止都受到了禁锢，当

人物处于失语状态后，必然导致其走向悲剧。由于

作者所处时代不允许直接抒发对封建体制的厌恶，

因此，作者利用《红楼梦》书写话语权被禁锢的各种

姿态，借以隐含作者真实态度，向广大读者展现小说

中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进而让读者了解到话语权

与女性人物命运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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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的斗士 彷徨的儒者
———浅析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李开振
（中学生学习报社，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李开振（１９７８—），男，河南泌阳人，中学生学习报社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编辑学。

摘　要：鲁迅是一位激进的、尖锐的、另类的思想家，他反对封建礼教的“吃人”，勇于背负沉重
的责任，敢于为中国社会进步摇旗呐喊；同时，受出身、教育及儒家文化的影响，鲁迅在反封建时又不

时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守护，矛盾地彷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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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毛泽东就曾指出：“鲁迅
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

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

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

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

雄。”［１］６５８这无疑是对鲁迅最中肯的评价。此后历经

半个世纪，人们对鲁迅又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可

以说，鲁迅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经过抽丝剥茧式

的剖析和千锤百炼般的升华，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

的象征，他不仅在遥远的时空继续批判着现实，还以

其精神感召着一代代中国人。

然而，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不仅有着坚毅、

果敢、韧性、决绝的人格内核，也时常因背负沉重

的“积习”而感到孤独、彷徨、困惑、绝望。换言之，

他一方面是以一位激进的、尖锐的、另类的思想家

来反对封建礼教的“吃人”；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

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守护。他的思想显得格外矛

盾、复杂，表现出既果敢而又犹豫的性格特点。笔

者试从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入手，着重揭

示儒家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受此影响后

的心理历程，从而还鲁迅以真实的面貌，让人们全

面了解鲁迅，客观评价鲁迅，重新审视儒家文化和

鲁迅的意义。

一、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强忍激进斗士的思想

裂变之痛，以己之铁肩担起思想改造之重任

鲁迅出生在清政府风雨飘摇的年代，出身于没

落的封建士大夫大家庭，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特别是

儒家文化的熏陶。尽管他在《一件小事》中说，幼年

时读的“子曰诗云”在脑海中不留什么痕迹，然而，

正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所说，对于童年时

私塾先生的“戒尺”，他还是记忆犹新的，特别是他

生于封建世家，儒家文化对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的形成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２０００多年前，孔子就曾经为寻找知识分子安身
立命之所在而孜孜以求，并最终通过后人的继承与

发展，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身份价值系统。他自

己不辞辛劳，周游列国，实践着自己设计的图景。尽

管他在现实中到处碰壁，却给中国后来的知识分子

建立了一套衡量身份的价值尺度。隋唐以来，随着

科举制度的推行，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晋升的渠道，只

要愿意，都可以试试身手，一旦金榜题名，便可以显

亲扬名，泽被后世。这样，儒家思想体系所支撑的政

治体制按照自身的惯性延续了几千年。

鲁迅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走上求学之

路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鲁迅深受其影响，也深味其内涵。在“西风东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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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鲁迅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才有可能

走出“异路”。

鲁迅从小饱受世间冷暖，对人世充满忧郁。鲁

迅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

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

服或首饰，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

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

日的亡故了。”［２］家道败落，父亲逝世，母子几人相

依为命，鲁迅作为长子长孙，自觉地承担起重整家业

的重任。

在私塾里，鲁迅虽无读背古文的兴趣，但毕竟耳

闻目睹了儒家文化的精义。南京水师学堂是鲁迅人

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带着母亲东挪西借的一点儿

盘缠，踏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因此，当“国将不

国”的局势每况愈下时，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忧国忧

民的情怀便凸现并与日俱增起来。于是，鲁迅带着

救国的梦想和济世之愿于１９０２年走上了留日之旅。
不言而喻，鲁迅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儒家

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觉地实现了一次

历史的对接。如果说“从医”是从肉体上救治“被误

的病人”，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的话，那么“从

文”则彰显给人的是鲁迅坚持精神至上的救世理

念。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

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

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

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首推文艺，于

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２］１０６很显然，鲁迅在此关怀

的是人的精神。此后，鲁迅在其发表的《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阐释

人类精神的可贵，思考着如何重建民族文化的辉煌，

就“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

人而排众数”［３］１０。鲁迅所说的“灵明”实际上同传

统儒家心性之学中的“心”的含义较接近，即是指良

知和道德理性。因此，民族振兴之希望在于人们精

神世界的转变，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正是由于他看

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

迅，也正是自觉于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

接受文化的选择。

正如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但丁一样，由于深受中

世纪神学世界观的影响，使其在反封建、反教会斗争

中表现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忧郁，鲁迅也在“五四”

运动中凸现了一个思想家和战士的矛盾和焦灼。五

四运动如山洪暴发，一泻千里。先进的知识分子为

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纷纷举起反封建大旗，在呐喊声

中咀嚼西方的精神食粮。胡适，陈独秀……不胜枚

举，在这群人中，鲁迅显得更加倔强果敢。他在《狂

人日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礼教的“吃人”：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

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

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

字‘吃人’！”

鲁迅之所以如此“尖刻”，原因很多：一是接受

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进化论，对于鲁迅树立科学

和民主观念起到重大的作用；二是儒家文化历经篡

改和粉饰，有神化的倾向，以至于走到了反面。鲁迅

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阮

籍、嵇康等人之所以玩世不恭是由于看到了儒家文

化的没落，因此希望通过佯狂表达爱之不得的痛苦。

无独有偶，鲁迅的强烈反封意识与其说是“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的悲壮，不如说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

的斗争策略。传统的重负太顽固强大了，不将之视

为洪水猛兽打倒，便永远无法赋予其新的内容。

毋庸置疑，在本质上把握任何一种思想都需要

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鲁迅所处的时代从思想史上说

还是西方思想刚刚进入中国的时代，可以说鲁迅还

没有在思想上做好彻底的准备，即便是今天的我们

也还不能完全说是认识了西方思想的真谛，更不必

说鲁迅的时代还不是从本质上理解西方的思想的时

代，而且鲁迅接触西方思想的机会是极为有限的。

西方文化虽说是复杂多样的，但其核心不是强调思

想的思想，而是强调制度和物质的思想；不是把精神

文化放在首位，而是把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放在首

位的文化，这显然与鲁迅倡导的“张灵明”“立人”思

想截然相反。鲁迅思想的核心一个是同情弱者，一

个是救世济民的精神，这与进化论强调的物竟天择

以及西方唯意志论也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作为

一个转型期的思想家，鲁迅的精神领域是极其复杂

的。一方面，他秉承了更多的儒家文化内容，一方面

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鲁

迅对于儒家文化不仅用“拿来主义”的方法勇敢批

判，同时他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这表现在他世

界观、伦理观和道德选择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鲁

迅强烈的责任意识也在这里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二、在争取个人爱情中承受攻讦之痛，以己自由

与封建礼教分道扬镳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

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鲁迅到日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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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给许寿裳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鲁迅抒写了个人

心中的隐痛，抒发了为自由、祖国而战的壮志豪情。

但是，面对积贫积弱之祖国和愚昧麻木的民众，鲁迅

是困惑的。他追求尼采的自由意志和道家的“狂

士”性格，他洞察黑暗，并与黑暗作殊死搏斗；他背

乡离井，出国深造，眼界开放，思想活跃。他曾经说：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

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

责。”［４］然而，面对伦理道德，鲁迅在痛苦中接受了

母亲送给的礼物———朱安。于是，一条无形的绳索

将两个在精神领域毫无关联的年轻人捆绑在了一

起。针对此事，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写道：“我年

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

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

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

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

罢！’”

显然，这是鲁迅妥协的结果，更是无数封建主义

者欲拿人的生命、自由、幸福当儿戏，并且欲以赏鉴

的结果。朱安是不幸的，她的不幸来自封建社会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的束缚，她的不幸是千千

万万不幸妇女的缩影，当女人处在只被当作生育机

器的社会里，即便是反抗也是徒劳。因此，五四时期

争取妇女解放的呼声就显得格外高涨，这在《伤逝》

里有显著体现。可是，与朱安相比，鲁迅则显得更为

不幸，因为他在清醒地妥协。这妥协来自忠孝的霸

道，这妥协来自母爱的温存，这妥协让旧时代的代

表———朱安成了祭台上的牺牲品，让新时时代的代

表———鲁迅终于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心中郁愤。

再曲折的路总会走到尽头，再可怕的梦魇终究

会结束。当层层阴影因其留日而洗刷去的时候，先

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抱负又在其心中生根

发芽。祖国和人民才是他真正该爱的，知识和真理

才是他真正该追求的。于是，他一心一意投身于文

艺事业，用笔杆子向强权、谬误和一切违背历史潮流

的反动事物投去致命的一击。后来与友人谈及他的

婚姻时，他悲观地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

我只能好好地供奉它。”如果说先前接受母亲的“礼

物”是对封建孝道的妥协，那么“供奉”则意味着鲁

迅正式与封建礼教分道扬镳。

鲁迅颠沛流离，“呐喊”之声气壮山河；鲁迅辗

转反侧，“彷徨”之影高耸云天。然而，伟大的思想

家注定与孤独相伴，更何况他是旧社会里沉默的大

多数中的一个“异端”。他要打破“话语霸权”显然

为封建秩序所不容许，大家肯定群起而攻之。正如

西方的尼采也是一个为自由、幸福、真理而呐喊，并

且认为“上帝已经死了”的人，他要重新估定一切价

值，那么他必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在孤独中

悲伤地死去。可是，东西方的差异在于东方人有一

个温馨的家聊以自慰，洗去烦恼，包扎伤口。归属感

的与日俱增迫使鲁迅也在为自己寻找幸福的港湾，

因为，原先的家已使鲁迅无法体验自由与幸福。相

反，那个家只能作为记忆里的牢笼和征途中的驿站。

正如巴金的《家》一样，在那里，人只能做“毫无意义

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郑重其事地敷衍塞责，做一

个地地道道的“作揖主义”者。因为那个家有森严

的等级制度，不允许任何人超出儒家文化的规范。

尽管鲁迅对这样的家族制度持批判态度，但这种家

的模式与封建规范显然在鲁迅的心中形成了清晰的

蓝图。

茫茫人海中，鲁迅孤军奋战。与其说他得找到

另一半天空构建新家，不如说他在寻找“人”字相支

撑的另一半———这便是许广平。她是鲁迅的学生，

年轻、活泼、可爱，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她的出现扫

除了鲁迅的寂寞，也为其生活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也许，一个人会因为爱情而陶醉在那幸福的云

雾里，而冷静的社会观察家鲁迅却在困惑中思索。

他曾经在《孤独者》中塑造了一个与子君个性相似

的魏连役。他在失去了愿意他好好活下去的人之

后，所走的恰恰就是涓生经过爱的幻灭后决定要走

的以“说谎”作为前导的路———躬行“先前所憎恶，

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

切”。然而，此时此刻如果拒绝“害马”（鲁迅给许广

平起的绰号），意味着自己还得一个人继续迎接明

枪暗箭的攒射；如果与之结合，不但要戴上舆论界

“授予”的“另觅新欢”或者“婚外恋”的帽子，而且

要接受伦理道德的审判。更重要的是，他担心许广

平因此付出巨大牺牲，毕竟他们相差十八岁，年龄不

相配。

一切都如所料到的那样发生了。二人的靠近引

起舆论界的“轩然大波”，纷纷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

鲁迅。可是，真正的爱是霜天腊梅，经冬不凋。爱的

燃烧使鲁迅坚决地表示无论如何“不愿失去我的朋

友”，并且要许广平给“一条光”。许广平也坦诚地

指出“你的苦痛，是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

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

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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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５］。而

且许广平进一步指出“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

履险的权利，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

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个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

人”［６］。

鲁迅犹豫着，与许广平相恋一年后，南下厦门。

尽管有了如此“肯定”的爱的举动，他依然显现出

“举棋不定”的心态。然而，对于一个崇尚精神独

立、追求存在意义的个性主义者而言，由“爱”导致

的束缚和困扰，绝不是他所能认可的生命状态。于

是，鲁迅欣慰地说：“我可以爱！”是的，“无情未必真

豪杰”，鲁迅深深地懂得恶意中伤、流言蜚语是必然

的，除非他和女人不接触，事实上，自己越是隐忍退

让，他们便越是得寸进尺，永无完结。

“我可以爱！”道出了鲁迅在战胜社会舆论、消

除心理障碍后的无比兴奋与自豪。也许，今天看

来，这是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却让鲁迅在黑暗

中徘徊了很长时间，从侧面可以想见封建遗毒没

有消亡的明证了。并且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鲁

迅作为一个封建叛逆者，在儒家文化传统面前的

谨小慎微。

可是，以鲁迅的个性，被困在琐碎的家事中虚

假地生存而牺牲别人，又向来不是他的人道主义

精神所能包容的。一旦摆脱出去，实际的生活状

况会将对方推向困境乃至绝路，自己亦重新陷入

孤独、虚空之中。许广平不是子君，但事实上婚

后，许广平并未真正走出家庭，她“回到了厨房”，

她的忙碌，“操心”又总令人想到子君。她得为生

活奔波，做一个贤妻良母和好帮手。尽管鲁迅期

待的是一个支撑者形象，可是这个支撑者事实上

已与传统的标准发生了暗合。与此同时，在《伤

逝》《祝福》等作品里也融进了鲁迅对妇女问题的

深入探索。因此，在鲁迅身上体现出来的家庭秩

序、夫妻关系和伦理准则是十分矛盾的，尽管他在

呼唤一种平等的和谐的家庭关系，但在实践中又

不自觉地背叛了自己的理论。

从鲁迅爱情婚姻的嬗变中，我们看到一个为了

忠孝去妥协的鲁迅，一个为了舆论而掩埋爱情的鲁

迅又怎样一步步走向追求自由幸福的境地。如果说

鲁迅和朱安的结合是一曲封建牧歌的话，那么鲁迅

和许广平的结合则是新时代的一道曙光。然而。谁

又能说明鲁迅不是在向传统妥协呢？包括后来鲁迅

对朱安的关心、帮助与照顾，即便不是爱情的显现，

又何尝不是对传统美德的发扬呢？

三、在维护家族秩序中备受挑拨之痛，以己宽容

与传统妥协；在社会秩序的重建中承受暗箭之痛，以

己呐喊唤醒国民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

迅一生人格的精神的精辟概括，不仅体现在家庭中，

又体现在他在社会斗争中。

既然鲁迅担负起重整家业的重任，那么这个长

子长孙，就该像老黄牛一样蹒跚前进而不辞辛苦。

为了举荐周作人到北大教书，他发表文章让周作人

署名，以扩大他兄弟的知名度；为了让母亲安享晚

年，他夜以继日地思索，笔耕不辍，在北京八道湾买

了一座四合院，这又未尝不是为了实现母亲四世同

堂的梦想；为了兄弟志同道合，他与作人誓言“永不

分家”；为了建人成家立业，他忍气吞声，迁就羽太

信子，他甚至将家政交给了她……但事与愿违，鲁迅

用黄包车将挣的钱拉回来，又怎能经得起羽太信子

用小汽车将钱花出去呢？然而，为了家庭和睦，他以

最宽容的气度泰然处之。“家和万事兴”，“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深明古训的鲁迅任劳任怨。可

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羽田信子挑拨离间，兄弟反目。

正因如此，鲁迅对积淀在内心的“爱的哲学”发生了

怀疑：宽容和爱会导致仇恨，会使对手“洋洋自得”，

反咬一口。

于是，笔者揣度：此事之后，除了适度的宽容，鲁

迅定当平添几许“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的怨

愤。猜测终归是猜测，鲁迅不会因之而抛弃亲情，这

只是他对敌人的战斗方法，对待兄弟他绝然不会采

用，愤怒到极点，他无非以“宴之傲”的笔名泄愤，搬

出八道湾了事。家庭内外，他苦心孤诣；亲戚前后，

他劳累奔波。总而言之，他都是为了一种责任，或是

一个理想的家庭的重建。然而，鲁迅在不自觉中用

传统的伦理去治家，这显然是对孝的观念的继承。

如果按西方个人主义的原则行事，凭鲁迅当时的收

入，自己的日子过得肯定十分潇洒。所以，在维持旧

家的过程中，他除了丧失尊严之外，又不自觉地作了

一个传统文化的殉道者。

失和之后，兄弟二人本应共同分担赡养母亲的

义务，可是，周作人躲在“苦雨斋”里吟诗作赋，却将

责任都推给了大哥。鲁迅没有言语，他自觉地挑起

了这副重担。难能可贵的是，与许广平结合之后，他

本可休了朱安，然而，他依然承担起他的全部生活费

用。直至鲁迅逝世之后，许广平还在苦难的日子里，

在物质上给朱安女士以照顾，从本质上来说，这无疑

是鲁迅人生准则中“爱人”哲学的继续，或是无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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疚之余的弥补。

“修身”“齐家”是对知识分子的起码要求，“治

国”“平天下”才是最高目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不仅在林则徐的身上得到映射，也

在鲁迅的身上闪耀着光辉。鲁迅有个基本的、稳定

的体验和准则，那便是反对强权，追求真理。为了真

理，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真理，纵使他成为

天下人的敌人，他都愿意；为了真理，他“知其不可

而为之”。这无疑又是对儒家文化精神的执著追

求。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并没有用现实的政治手

段清除社会黑暗和腐败，也没有把建立新的社会秩

序作为头等重要的使命，至多不过是以笔做投枪揭

露社会黑暗和罪恶。他自始至终关注的中心都是国

民性的研究和解剖，是启发民智，使国民树立起

“人”的自觉，通过“立人”达到“立国”。从本质上

说，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建立在与他人与民众的和

谐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正因为鲁迅是一个爱

憎分明的人，这就使得他在社会历史责任感的感召

下性格变得十分倔强。他从来不怕得罪人，并曾对

许广平说，“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在

逝世前，他又决绝地说“一个都不宽恕”。是的，越

是爱人，他越对人同情；越是见到弱小者被欺凌或麻

木不争气，他愈是激愤和冷峻，批判便是他的战斗方

式。从鲁迅踏上五四文坛的第一声呐喊，一直到他

逝世前，鲁迅始终在与形形色色的黑暗势力进行斗

争。痛打落水狗，不“费厄泼赖”，是鲁迅始终如一

的战斗原则。这一切都是为了唤醒国民，以使国家

和民族重新崛起。

不怕明枪暗箭，不怕冷嘲热讽，不怕政治迫害，

鲁迅怕的是冲入“无物之阵”。经过无数次血与火

的考验和斗争，鲁迅及同时代的革新者，尤其感到苦

恼的是，所遇到的对手常常不是一个明确的敌对阶

级力量，而是一种多数人的社会力量、社会心理，是

几千年留下来的旧习惯势力。正如鲁迅所说：“社

会是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

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

类无名无意识的杂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

人。”［６］

矛盾的心理和困惑的思考伴随了鲁迅的一生，

矛盾的是势单力薄，困惑的是能否完成这种责任。

作为觉醒者，他的历史使命是为新一代开辟道路，由

此形成了先觉者与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改革

者、叛逆者，要制强敌于死命，于是，改革者与对手之

间形成了尖锐对立；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

迅自然懂得，“爱己”与“爱人”的统一，这诚然是一

个很好的理想，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中了旧习

惯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半”；作为战士，“他

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次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

帜，各样的外套……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

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阵却是胜者……”［７］３７

难能可贵的是，鲁迅不仅彻底洞察人的渺小和

社会的黑暗，而且具有儒家文化内涵中的自省精神。

他拿着解剖刀一点点剖析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渺

小，《一件小事》中车夫的高大“甚而至于要榨出

‘他’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８］１２０；他擎着显微镜

探索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奈”；在《祝福》中，当

祥林嫂问及人死后有无灵魂时，竟吞吞吐吐地说：

“也许有罢———我想是的”［９］１６２，“说不清”是最好的

回避的办法。知识分子只要拯救劳苦大众，但碰到

具体的人，他显得束手无策；在《铸剑》中，晏之敖是

鲁迅的化身，这个复仇者形象透露出作者对英雄反

抗强暴之正义举动的肯定，然而又让其背上了“忧

郁”影子和“悲剧”的重担；在《出关》里，他批判了老

子“消极无为”的思想，赞颂了孔子为天正点计，“以

柔进取”的精神，这等于告诉我们，他在反封建中又

自觉地作了儒家文化的“卫道者”。总而言之，正如

鲁迅所说：“我正因为生于东方，而且生于中国，所

以，‘中庸’‘稳安’的余毒，还沦肌浃髓……使我自

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１０］鲁迅说柔石“无

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

选上，自己背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新道德，这也

许更切合鲁迅的思想实际。

四、鲁迅及早发现了国民的劣根性，其血脉里多

重文化的冲撞和融合将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明显的特

性

鲁迅是一个执著的、倔强的、睿智的、深邃的，见

了问题从不回避的改革者、先行者、文化巨人、社会

学家。他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著称，并以自己独特

的思想和存在方式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发现了国民的

劣根性。由于鲁迅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成

分，并从现实情况出发来评价传统文化，自强不息，

“以天下为己任”，因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

由于“忠、恕、孝、悌、宽、恭、信、敏、惠、智、勇、刚毅”

等诸多伦理规范束缚，他在举起投枪战斗时，往往有

所顾忌，有所防范，有所困惑。然而，正是这些顾忌、

防范、困惑，不仅说明了中国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血脉和纽带，而且证实了对待传统文化必须批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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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为

独立个体的鲁迅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以及鲁迅如

何将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个性精神与民族精神统

一起来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发现，在新的时代，鲁迅在

中西文化比较中深切意识到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之间

存在的冲突，发现传统文化因失去其历史合理性而

失去其历史作用。但是，综观鲁迅一生，他对传统文

化无疑又存在着眷恋之情，无论这种情感表现得明

显还是隐晦。因此，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是双

重的：既无情批判又深情眷恋。

鲁迅是属于２０世纪的，他对愚昧国民的批判是
“哀其不争，怒其不幸”，他以自己“吾将上下而求

索”的抗争精神，正视现实，立足现实的爱国主义精

神，充满幽默和辛辣讽刺的乐观主义精神，为爱国青

年、中华民族指引着“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

的光明之路，并且他以自己孜孜以求的求实精神践

行着。

鲁迅又不仅仅属于２０世纪，他是超时代的文化
泰斗、思想巨人，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怀疑精

神、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俯瞰苦难人生世相，得出了

科学的论断。他因多疑而困惑，又因困惑而多疑，他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左右奔突，他因与众不同而遭人

诋毁，又因遭人诋毁勇敢战斗，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鲁迅凭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和信念，令一

切敌人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作为２１世纪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发扬鲁迅那
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个人价值

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勇担历史重任，敢为天下先；

冷静地面对现实，既不悲观失望，又不妄自尊大，既

知空谈误国，更知实干兴邦；正确地看待改革，客观

地评价改革，不迷信，不盲从，支持改革；全面地看待

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待儒家文化，应兼收并蓄，批判

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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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约束机制以调动创新人员的积极性有关，企业的规模影响企业创新的类型，文章最后针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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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国家鼓励企业通过创新来注入新的活

力，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国家

倡导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坚持把科技自主创新摆在

突出位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中心环节。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技
术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度

的提升。据统计，２０１４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 １３０１５．６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Ｒ＆Ｄ）投入强度为２．０５％，比上年提高了０．０４％。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为２９８４６项，增加了１６．８％，
紧随美、日，排世界第三位。其中，我国的华为科技

申请３８９８项专利，连续二年排名全球企业榜首。但
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目前的自主创新能力水平，

还处于一个不成熟的成长阶段，仍达不到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要求。面对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大型企

业若想在世界企业之林中立足，实现可持续发展，形

成新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把核心竞争力转变到高端

行业来。当下，自主创新业已成为提高一个企业的

竞争力与促进快速发展的首要动力因素。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机理进

行了大量深入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创

新的内涵角度：熊彼特（１９１２）首次提出了创新概
念，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把生产要素和生产

条件这两个要素构成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同

时注意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李伟（２００９）指出，
自主创新是企业在积累技术资源和培育创新能力的

基础之上，不断开展研发创新，通过提高科技原始创

新、集成创新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能力，形成自己长

期竞争优势的创新型活动。二是从企业自主创新的

动力因素角度：谢薇（１９９７）运用Ｅ—Ｅ模式，通过环
境影响分析，指出技术、市场利益和环境三个要素对

企业家主体的影响引发创新活动，是创新的不竭动

力，并得出环境的影响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创新

活动开展的结论。刘振（２０１３）引入结构方程模型
和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中国高新企业的数

据调查，寻找影响我国高新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因

素，得出企业的内部创新环境与制度安排对高新

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三是

从完善企业自主创新机制方面：高峰（２００８）基于
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论述了企业创新的重要意义

·８３·



以及我国企业价值链现状，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

题和完善企业创新机制的内外途径。张震宇

（２０１３）从价格、供求和竞争这三大市场机制的内
涵与作用方式出发，探究市场机制对企业自主创

新活动的意义，分析了各种机制的不同状态如何

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机理，揭示了市场机制

在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得

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基本前提是治理市场环境

和完善市场机制。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很多，本

文尝试从企业内部角度探讨其内在机理，以期对

促进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有所裨益。

二、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机理分析

图１　企业创新机理示意图

（一）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自主创新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企业的自然属性是追

逐利润最大化，企业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占据一席之地，就需要持续自主创新。企业技术研

发是否能及时反应市场需求变化，其技术创新成果

能否得到市场认可，这些都必须通过企业的技术创

新实践才能够完成。企业的规模大小对企业自主创

新有何影响，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自主创新有何

影响，理论界都有所探讨。熊彼特认为，大企业有利

于自主创新，谢尔曼则认为中小型企业有助于创新。

现实表明：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多体现在基础研究

上，中小企业的创新更多的是在产品外观等方面改

进。关于企业的所有制对企业自主创新影响，理论

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私有制有利于创新，也

有学者说中国建国以来主要是国有企业承担了技术

创新主体职能。作者认为，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

私有制企业，能否促进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技术

进步的快慢，与企业能否调动创新人员的积极性有

关。即使是私营企业，如果领导不重视创新，或对创

新人才的激励措施不够，都无法实现技术快速创新；

即使是公有环境下，哪怕仅采用精神激励，只要能激

发出创新热情，也能促进技术创新，中国的两弹一星

就是明显例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促进企业的

持续创新，企业必须采取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

合的方式。

（二）企业文化与自主创新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影响绩效。企业文化对企

业自主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是否具有重视创

新的文化，企业的创新文化是否被员工接受和认同，

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都具有影响。企业的创新文化

写在墙上，写在规章制度里，如果没有写进员工的心

里，就无法转化为员工的行动，就很难达到企业期望

的创新绩效。创新文化鼓励每个员工的创新，宽容

每个员工的失败，创新文化是组织技术创新的基础。

创新的失败率很高，企业创新是一个不断摸索和无

数次的失败过程，对于他们可能的失败要宽容。创

新文化的形成能够鼓励和帮助企业实现创新目标。

因此企业要有意识的培养和构建创新文化。

（三）企业内在激励约束机制与自主创新

管理出效益，中外企业的实践证明，凡是绩效好

的企业，多与其具有好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关。好的

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和创新激情。那

么，什么样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激发员工的创新激

情呢？大量的高科技企业的实践表明，年薪制、股权

激励机制等能够促使员工更加重视对长远利益的追

求，勇于追求创新，敢于创新尝试。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
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李克强说：“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文件中，更不能口惠而实不至！讲了就必须要做到，

而且一定要‘面子’和‘里子’一起做！真正让有贡

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要大幅提高人员费比例。用于人员激励的支出

占间接费用比例从原来最高５％提高到２０％。对劳
务费不设比例限制，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及聘

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均可按规定标准开

支劳务费。李克强总理讲的是科研项目的经费问

题，对于企业而言，企业也要采取股权激励方式，留

住人才，激励人才。

（四）企业的技术积累与自主创新

技术研发积累演变为渐进式创新，企业的技术

也处于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新技术发明之后，虽应

用于生产实践过程中去，但其内在结构需要不断地

在生产中进行调整、优化，不断改进、提高技术性能

指标，以渐进的形式向前发展，这些也敦促企业持续

创新。企业在追求技术突破、加强自主创新的过程

中学习、积累、整合知识，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技术

创新主要是由技术发展的推动产生，重大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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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发技术创新浪潮，促进技术创新发展。新技

术发明推动企业进行创新，并努力通过对新技术

新工艺的商业应用获得利润，成为企业进行自主

创新的驱动力。企业引进新设备和创新人才改良

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生产技

术，提高产出效率，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在

市场经济中了解市场把握市场需求，将创新技术

优势转化成产品优势。纵观世界大型企业发展历

程，都离不开企业的技术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

商业运用和创新。

（五）企业家才能与自主创新

德鲁克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它包涵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它是一个经济与社会的术语。

创新是企业家的唯一特征，系统化的创新是企业经

济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企业家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态度也不同，年轻企业家追求创

新的积极性较高，他们接受新事物、新科技较快，鼓

励创新。企业家是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中的决策者、

组织者和管理者，起着对各种生产要素执行新的组

合的重要作用，企业家的个人经验会对企业家做出

自主创新的判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企业自主

创新的战略制定和发展方向产生直接影响，商业经

验丰富的资深企业家更能用长远眼光看待企业发

展，重视创新的力量。科学的企业创新战略与管理

是企业自主创新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引导和

激励员工的创新行为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起

着十分关键的推动作用。以“团队协作”为主的自

主创新模式相比较以前的涣散模式更能适用于当今

企业发展。优秀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创新团队的建

设，良好的创新团队气氛能够更加有效发挥创新技

能效果。

三、企业自主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一）创新本身存在的问题

１．自主创新的风险性
自主创新一边连接技术一边面向市场，是科技

的产品化与市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一项

新技术、一款新产品的开发研究，也是对一片新市场

的开拓。因此企业实现自主创新存在技术创新能否

成功与创新产品是否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双重风险考

验。并且在自主创新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各个环

节都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加剧了创新系

统的风险。高风险性会限制创新企业融资规模，也

会影响自主创新技术与路径的选择，最终影响企业

的创新绩效。卢小宾（２００２）跟踪调查国内重点信
息企业多个技术创新项目发现，虽然有６５％的项目
取得了技术成果，但却只有９％的项目开拓了市场。
２．自主创新的外部性
知识资产具有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征，表现尤

为明显的是在早期研发活动中，研发活动中的产

物———新知识产生外溢性，从事研发企业的部分新

知识溢出到其他非研发企业，若缺乏有效制度安排，

很多创新成果在产生之后便可以由其他非自主创新

者免费使用，这样就会导致市场失灵和搭便车行为

出现，减少了研发创新企业获得的利润，损害了企业

投资自主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抑制了创新能力的发

展。如果想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需要政府发

挥看不见的那只手的作用。

（二）企业自主创新存在的问题

１．产业对外依存度过高
我国的许多大中型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

能源投入，在国际分工中仅仅扮演着“加工工厂”

“代理工厂”这一价值链底端的角色。产业对外依

存度过高，核心技术不能自主。我国目前依旧是制

造大国、品牌弱国，缺乏自主品牌成为严重制约我国

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２０１０年我国１７个品牌入选
世界品牌５００强，低于美国２２０个，仅占３．４％。我
国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达５５％左右，与发达国家的
３０％相差甚远，８０％以上的高铁轴承、石化装备、
ＬＥＤ芯片等依赖进口。
２．进入引进模仿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内生性的属性，日、韩企

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们在依

赖技术引进的同时重视技术消化与吸收，形成自主

创新动力。我国企业除了积累不够之外，更多的是

在消化吸收阶段投入不足，没能在引进技术的同时

培育出技术创新能力。另外，技术输出国为了保持

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往往在技术输出中有所保留或

者设置障碍。长期以来我国的汽车工业走的就是依

靠引进技术发展的道路，但是至今都没能培育出能

够像德国奔驰、美国悍马、英国劳斯莱斯一样的知名

品牌。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２０１１
年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比为１０．４５较
２００７年增长了０．３３，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与发达国
家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费１３的比例相比，我国
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经费方面与发达国家相

比有着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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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企业科技管理体制拥冗庞杂
随着科技进步，新产业发展快速，企业之间的竞

争也逐渐由以前的技术领域转向管理模式、营销方

式竞争扩展。分散的管理体制，交叉的运作机制，复

杂的申报体系，造成企业内部无法有效发挥科技资

源最大效用，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创新能力始终无

法有所突破。管理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尤其是要重

视开创性管理创新成果。企业充分意识到发挥企业

内部机理的重要作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科学技术应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调整经济结构，拉

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４．企业创新文化缺乏、企业家精神缺失
创新文化是一种激发创造性，企业家乐于冒险

和员工共同参与的使得创新思想数量达到最大化的

行为模式。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的较高阶段，创新

文化氛围的营造有益于自主创新的实现。而目前我

国的企业创新文化氛围不浓，自主创新意识不强。

满足现状的思维定式，官僚作风扼杀企业活力，无条

件服从损伤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能认识到企

业文化建设应与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有机

联系，缺乏总体规划。我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

经营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他

们有着行政级别，即所谓的政商，为了保证绩效考核

的稳态，不能完全以企业家的视角发挥企业家创新

精神、冒险精神，不利于企业的自主创新发展。

四、促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大企业研发经费投

入力度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保障。研发经费投入

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是衡量一个企业创新力度的指

标，国际经验认为这一比例超过５％，企业便拥有竞
争力。研发投入是一种战略性投入，它看中的是未

来的收益，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投入。２０１４年，我国
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１００６０．６亿元，对全社会研
发经费增长贡献８４．２％。企业要意识到科技创新
的重要性，企业中的核心技术必须要由企业独立研

发、自主掌握，实行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挂钩机制。

建立企业研发专项资金，把研发经费纳入企业发展

规划中去，保持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支持新思想、新

技术的研究，使企业自主创新有经费保障。

（二）建设高水平研发队伍

一个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当大程度凝聚在人

才队伍中，企业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是高水平研发队

伍的建设。把培养高层次人才摆在突出位置，积极引

进、培养和使用高端人才，加强国际研发合作，实行产

学研相结合，协同创新，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研发队伍。

面临科技问题，企业需要依靠自身研发力量，培育自

身核心技术能力。构建高效的研发机构，基础、应用、

技术研究相结合，自主研发核心技术，采用原始创新，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有效发挥企业家才能

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全面发挥企业家才能，强化

企业家的责任感。企业领导者要敢于超越、勇于创

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际经营水平。企业家要通

过不断的学习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形成创新意识，提

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树立科学经营战略。要有全

球的视野，解放思想，把握时代脉搏，锐意进取，不怕

失败，努力成为所在领域的领跑者。树立忧患意识

将创新作为公司生存发展的关键来抓，积极创新，时

时刻刻居安思危，推动企业科学发展。

（四）构建创新文化氛围

企业自主创新的一项重要基础是构建良好的创

新文化氛围，鼓励人才进行创新。企业文化是企业

重要的软实力，企业要确立崇尚学习、尊重个性、积

极创新的观念，培养创新精神，营造重视技术的浓郁

氛围，潜移默化中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与提高整体

素质。知识积累和技术学习都是循序渐进的，深化

企业创新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活动，需要制定科学

合理的规划，形成特色的企业创新文化体系。

（五）加强自主品牌建设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经

济结构不合理和产能过剩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专利技术，忽视

自主品牌的建设，没有形成技术进步机制，未能实现

经济与科技的深度结合。加强自主品牌创新，能够

使企业更具生命力和竞争力。未来的企业竞争实质

上是品牌的竞争，企业要从战略高度重视自主品牌

建设。通过自主品牌的建设引领企业未来发展战

略，创新企业的商业模式，持续推动企业深化改革。

继承挖掘企业自身品牌价值，把科技进步与品牌创

新结合起来，提升品牌价值。

（六）创建创新激励机制

通过实行物质支持，鼓励技术研发，共享企业技

术平台，保证企业内部的创意能够得到资金保障，有

利于持续开展创新活动。精神激励方面，以颁发评

选各种荣誉称号的形式鼓励员工创新。还有表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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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职位激励等机制，建立健全企业自主创新。将企

业的经营理念融入运行机制，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

创新，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建设，提高企业创新绩

效。

五、结束语

影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因素包括企业自

身、技术的作用和企业家精神等，一些外部政策环境

和外部技术，通过公司内部创新环境和公司内部制

度安排间接影响企业创新动力。面对全球化，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要抓住新科技革

命机遇，解决国外高技术封锁的困难，优化促进中国

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机理，调动企业自主

创新的积极性，打破制约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发

展瓶颈，培育企业创新文化，构建创新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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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
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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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东北老工业产业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制约着东北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着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即

产业转化、科学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推动经济的快速进步。尤其是“营改增”政策的

推行，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调节区域经济发展、整合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就“营改

增”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

构进行调整升级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营改增；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４３－０５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我国工业化较早的地区，经
过长时间的发展，东北区域已经成为我国重工业发

展的主要基地，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但是，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下，

重工业发展过度早熟，逐渐以传统工业化道路发展

模式为主，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出

现了一种“夹生”经济假象。在当前背景下，“营改

增”政策的推行，能够大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减少

重复征税现象的出现，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

调整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推动东北老工业

基地产业结构升级已经迫在眉睫，有针对性地加强

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现状和发展历程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内涵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是一项重要的

经济改革措施，是经济发展总量提高所面临的必然

选择，同时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复杂难

题。产业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在经济总体中不同产

业所占据的比重有所差异，也正是由于这些产业之

间发展比重的差异，潜移默化中推动着产业结构朝

着更高层次转换和完善。［１］产业结构调整可以细分

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主要是在

原有产业格局基础上，针对产业之间比重差异进行

科学合理的调整优化，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产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这是一种有进退的调整方式，主要是结合当

前实际发展情况，对产业进行改组，生产要素重新配

置。较之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产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中产业之间深层次的

矛盾，能够客观评估产业价值以及所享有的地位，对

产业结构进行重新配置，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产业

格局。［２］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现状

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兴起

的，当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是改革开放后，东北经济却逐渐落后，工业比重在

全国持续下滑，工业每年所创造的经济效益逐年下

降，尤其是一些企业开始大量亏损，从总体上来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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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拉大。［３］数据

显示，改革开放以前，东北老工业基地 ＧＤＰ在全国
经济发展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

ＧＤＰ由最初占全国的１４．３％逐渐下滑到２００４年的
９．３％，２００９年下降到８．５％，并且随后几年东北老
工业基地占全国 ＧＤＰ总量仍然保持下滑趋势。经
过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东北三省区域经济总量

２０１２年达到５．６２万亿元，较之２００２年１．２２万亿元
大幅提高。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东北地区的

工业发展仍然不甚乐观，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创新

力以及产业市场竞争力不足等，严重制约东北老工

业基地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东北区

域仍然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基地，在全国工业经济发

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４］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结构的转变

１．产业结构的转变
对东北区域建国以来国内生产总值情况进行分

析不难发现，建国以来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产业在东北区域经济产业中所

占比重逐渐呈现弱化趋势，第二产业比重则稳步提

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尽管增长速度缓慢，但是从总

体角度上来看，仍然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５］纵观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发展形势，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

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下

降，第二产业持续上升，第三产业在经济总体上呈增

长趋势。截至目前，第二产业仍然保持着增长态势，

只是趋势放缓，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现象。东北老

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水平总体偏低，产业结构之间的

协调性不尽合理。

２．就业结构的转变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

缓慢。就建国以来东北地区就业结构来看，旧东北

时期遗留下来的产业，仍然是以农业为主要的人口

型产业，三大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分别在 ８３．５％、
９．８％和６．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
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产业机构从总体上来看较

为适当，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有所下降，第二和第

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在第二个五年

计划期间，也就是我国的大跃进时期，受到当时政策

的影响，我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产业就

业结构同样发生了巨大的起伏。在２１世纪之前，这
一阶段就业产业结构变化并不明显，第一产业劳动

力逐渐转移到第二产业，只有很少部分劳动力转移

到了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劳动力同期下降９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就业劳动力增加７．４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就业劳动力比重增加１．８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就
业比重直接影响到国家一级地区劳动就业结构合理

与否。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东北地区正是大力发
展工业化时期，这期间尽管大力推行农业改革，但第

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仅仅下降了８．５％，相较于
一些已经完成结构调整的工业化地区而言，我国东

北地区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明显滞后，严重影响第

一产业结构升级完善。

３．效益结构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东北地区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

明显增加，但是劳动生产效率却始终不高，远远低于

其他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自从改革开放以

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有了明显的变

化，人均国民收入持续上升，加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取得了重大突破，促使农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劳动力生产效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基于此，

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劳动力生产效率同第二、三产业

比值随之增加，呈持续上升的苗头。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后，国民经济再次得到了飞升，但是在这一时期，

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远远落后于工业技术水平，第

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在逐年下滑，尽管这期间存在

不同程度的涨幅，但是从总体角度来看，仍然呈下滑

趋势，尤其是异地产业劳动比重下降幅度逐年增加，

主要是由于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

化所致。［６］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思路

（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战

略，坚持资源开采，大力发展接续产业。其一，坚持

深化改革，持续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实现产业机构调

整。其二，坚持市场引导机制，坚持政府的主导作

用，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在配置市场资源的

基础上发挥更突出的作用，这些都是需要市场机制

来调控的。政府需要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科学规

划，吸收更多的资本投入，整合资源，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其三，坚持区域自力更生。政府能给予的

帮助毕竟是少数，区域发展还需要依靠自身，东北老

工业基地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市场竞争力，吸收更多

资本投入，来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其四，

立足于基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特长，引进更多先进

科学技术，加强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复合型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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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应坚持企业重

组，整合现有资源，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水平。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思路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明晰当前经

济发展形势，不能走老路，需要明晰新思路。

１．加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整合
调整产业结构不仅涉及到各式各样的资本形

式，同时和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调整

产业结构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支持，仅仅依靠政府的资

金拨款是远远不够的，加之当地政府财政能力有限，

迫切需要拓宽投资渠道，吸收更多的外来资金，实现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整合。［７］就我国重点改革开

放地区经济发展来看，深圳主要是依靠产业资本支

持，同时吸引更多港澳台资本；浦东资本开发主要是

依靠金融资本，并引进更多国内外资金的投入；珠江

三角洲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其发展成效的

主要因素就是资本。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需要吸收更多资本，做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

合，在依靠政府资本支持的同时，大力开发市场金

融，吸收更多国内外民间资本，以此作为产业结构调

整的资本基础。

２．整合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涉及众多技术类型，当前

主流的技术产业就是高新技术，通过高新技术带动

传统产业的发展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高新技术产业

由于涉及技术水平较高，容易遇到一些问题的困扰，

比如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力度较大、人员再就业问题

突出等。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应同技术结构和就业

结构相联系，以此作为产业调整遵循的主要原则之

一。

三、“营改增”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

调整分析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条

件

第一，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主要是以重工业为

主，区域内有很多重工业企业，如机车、机床制造生产

等，吸收了较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坚实的工业基础以

及众多专业技术人员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

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更符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需

求。“营改增”政策的推行，有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实

现资源整合，减少重复征税现象，确保税收公平，对于

引进更多先进技术进行经济转型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东北地区部分企业已经完成了经济转型和

产业结构调整，原本很多矿业型城市逐渐转型升级，

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营改增”政

策推行和企业转型升级后，能够大大激发人们购买现

代服务的欲望，可以减少税务负担，并为第三产业发

展创造更大价值。这些具备成功经验的企业，在经营

发展过程中，能够为其他企业起到带头作用。

第三，工业区内有众多企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可以互相促进、互相支持，协调发展。很多企业建立

在河流沿岸，具有十分便利的水运条件，这同“营改

增”政策推行的资源整合战略要求不谋而合，科学

合理配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对

于企业未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推行了一

系列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对老工业基地振兴做出了

相应的改革部署，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障碍

第一，东北区域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多是在一

些大城市，资源型城市主要是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

产业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局限，加之综合服务能力

偏低，以至于传统产业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受到严重

阻碍。与此同时，一些资源性较强的产业所拥有的

资产专用性特点较为突出，如果企业退出将承担大

量资本沉没的风险，十分不利于资金的整合，并且技

术改造力度不高，难以吸收更多资本支持。

第二，东北地区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但是由

于长期受高就业、低工资就业形势的影响，企业内部

很多员工并不希望接受培训和考核，对于学习新知

识存在抵触情绪，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尤其是这

些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产业结构缺乏创新力和

新动力。

第三，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很多企业由于无法做出重组和改造，难以适应新的

市场形势，最终破产倒闭，造成大量人员下岗，企业

需要负担更多职工的薪酬待遇，难以获得更充足的

发展空间。加之没有完善的保险体系，大量劳动力

无法转移，很难有效缓解就业压力，从而阻碍劳动力

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

四、“营改增”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的影响

（一）减少重复征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营改增”政策的推行，最为突出的益处就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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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重复征税现象，在解决税收问题的同时，还能够推

动现代化企业转型，谋求更长远的发展。推进“营

改增”需要从大局着手，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有合

理的举措，是对传统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完善。逐步

推进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减少重复征税带来的税收

负担，有助于简化税收制度，进一步明晰税收改革方

向。尤其是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而言，有助于第二

和第三产业打通抵扣链条，真正向环环抵扣、增值征

税的方向转变。企业购买服务所包含的增值税可以

环环抵扣，这样能够大大激发企业购买现代服务的

积极性，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因此，“营改增”对

于东北地区而言，为服务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

空间，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有相关学者表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十分不合

理，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所占比重最大，新兴产业比

重较小，这种结构的不平衡矛盾长期阻碍着东北地

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诸如吉林省汽车制造以及

石油化工产业，均是经济发展的支柱，重工业发展水

平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的市场发展前景。而第三产业

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较小，占比低，对经济增长缺

乏充足的带动力，致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缺

少足够的后劲，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全国

其他地区。

（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制

度保障

“营改增”政策的提出对于深化产业分工以及

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为

其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营改增”环环抵扣、

增值征税的方针，有助于改变东北地区企业发展坚

持在第一线的现象，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

将成为企业新的选择，同时也是更为理性的选择。

“营改增”政策的推行，最直接受益的就是服务

业。对于制造企业而言，“营改增”为其带来的减税

效果不够明显，这种现象在制造业较为集中的东北

地区十分普遍，但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对于“营改增”

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营改增”政策是一项重大的

制度创新，给企业带来效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在

未来逐步展现更加突出的作用。例如长春一汽大众

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丛德辉曾表示，一汽大众对于

“营改增”政策带来的减少税收负担、降低企业税务

风险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其重视程度较高。

“营改增”政策推行后，相关的合作企业所出具的发

票将得到进一步的规范，这一举措能够大大降低企

业收到不规范发票的风险，保证企业自身的利益安

全。“营改增”政策推行后，尽管税负增加，但是为

企业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机会，尤其是在境外采购方

面，国外始终倾向于签订净价合同，而货物运到国内

需要支付大量税款，所以更加倾向于签订含税合同，

合作方也就更加倾向于能够签订净价合同的企业。

“营改增”政策的推行，有助于提高企业与同行业竞

争的机会。

五、“营改增”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调整

对策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战略性的结构调整，较之

以往的调整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一，产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是对产业发展方向的挑战，其中存在着众多

不确定因素，产业结构战略性发展方向难度较大，需

要做好取舍。针对这些问题，应掌握这些因素的变

化趋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为重点产业的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对经济格局进行全面的调整。其二，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对产业地位的重新评价。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并非是单纯的对产业比例关系进

行调整，而是结合科技发展水平，对未来经济发展前

景进行预测，并对产业地位进行重新评价。

（一）深化第一产业改革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中，首先需要统

一思想，继续深化第一产业改革，加强农业的宏观调

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粮食高

产，推动区域经济全面稳定地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同时做好农产品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在原有的基础

上，实现企业化和集约化经营方式，优化产品结构，

以求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整合农业资源，增强农业

生产能力。与此同时，通过“营改增”政策的推行，

一方面能够有效地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为企业经

营发展降低税收负担，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服务业

的快速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企业经营

发展的积极性，尤其是第三产业企业，对于东北地区

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促使现代企

业转型升级。

（二）构建企业退出机制

构建企业退出机制，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尤其是在“营改增”政策推行后，企业需要有所取

舍，退出是为了加入更具前景的产业中，优化区域经

济结构布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保证企业职工

的切身利益，健全和完善产业退出机制，坚持在政府

的主导下，运用市场调节机制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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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三大产业劳动力资源规模，吸收更多专业优秀人

才，为第三产业以及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提供

坚实的基础，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鼓励

企业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工艺设备，激发产业创新

力和活力，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强化人才队伍建

设，培养行业所需的优秀技术人才以及管理人才，从

而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三）推动企业重组和改造

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内部企业密集度大，企业

之间联系较为密切，“营改增”政策的推行，有助于

推动企业重组和改造，有助于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

优化产业结构。对现代企业的重组和改造，首先需

要做好人员的安置，做好债券的核算和资产划拨，吸

收更多的民间资本来支持企业发展，逐渐形成一批

具有较高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化企业，推动民族品牌

建设，扩大行业竞争优势。与此同时，“营改增”政

策推行后，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从传

统产业中跳出来，大力推行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能够有效避

免国有企业“一家独大”的现象，大力支持知识、技

术和人才密集型产业建设，整合资源，合理配置，使

其逐渐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支柱性产业。

六、结语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获得了显著提高，但是相较于全国其

他经济发达地区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营改增”

政策的推行，可以说是优化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

构的一剂良药，受到了东北地区的广泛关注和欢迎，

给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崭新的活力，优化了产

业结构升级调整，为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做出了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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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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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时代，影视剧因其独有的优势在旅游地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文章梳理了国内外针对影视旅游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影视剧成功促进旅游地形象塑造与传播

的关键因素：满足顾客情感认同、催生影视地标情结、展现艺术魅力及构建具体化的旅游载体。根据

旅游地形象形成的阶段性，提出了影视剧在旅游地认知形象塑造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最后提出了利

用影视剧进行旅游地形象传播的策略。

关键词：影视剧；旅游地形象；塑造；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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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一）缘起

１９６７年，美国戈尔德马克（Ｐ．Ｇｏｌｄｍａｒｋ）率先提
出新媒体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界定为：

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１］熊澄宇认为新媒体不是一

个绝对的概念，是相对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

而言的。［２］新媒体是最新型技术深入民众生活所促

生的新型传播途径，包括网络、手机媒体、数字杂志、

移动电视、触摸媒体等方式。［３］随着网络技术的日

益深入、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完善，新媒体时代下，传

统媒体的传播格局已被彻底打破。传统媒体为迎战

新媒体时代，融合、创新成为其最为紧迫的任务。新

媒体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的大爆炸，而轰炸式的

广告与信息传播可以通过用户付费的方式进行选择

性屏蔽。从网站到博客、从微博到微信，各类自媒体

作为营销新手段已被各行各业用到穷尽，民众对此

再无新鲜之感，鉴于网络媒体“碎片式信息”监管的

不到位，该类信息的可信度已越来越被用户质疑。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塑造与推广必然高度依赖于

各类媒体的应用。为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及新媒体的

优势而有效避开两者的劣势，在影视剧中植入相关

信息成为旅游目的地营销手段中被受众接受度最高

的一个选择。１９８２年，《少林寺》电影的播放打响了
嵩山少林寺景区的国际知名度。２０００年，《黄色生死
恋》《冬季恋歌》等电视剧的播映，掀起了全球游客尤

其是东南亚游客热游韩国的高潮。我国影视旅游经

历了参观制片厂的萌芽阶段、以“拍摄地、影视城、主

题公园”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到“一体化”的成熟阶段

的发展过程。［４］在新媒体冲击之下，如何充分利用影

视剧的影响，促进旅游地形象的塑造与有效传播，是

非常值得学术界与业界研究与关注的。

（二）国内外研究分析

影视媒体是现代人丰富业余精神生活的重要选

择，也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竞争的主要渠

道。［５］影视媒体包括电视剧、电影、广告、专题栏目

及各类活动等多种传播方式，本文重点对影视媒体

中以剧情展示的电视剧及电影形式在旅游地形象塑

造中的应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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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影视剧对旅游影响的研究国外介入的较

早，开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如 Ｕｒｒｙ（１９９０）提出了
游客选择旅游地的动机可能是由于电影、电视等作

品所激发的。［６］更多的国外学者通过统计数据的收

集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如 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６）［７］、
Ｂｕｔｌｅｒ（１９９０）［８］、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７）［９］、Ｓｅａｔｏｎ（１９９８）［１０］、
Ｂｅｅｔｏｎ（２００４）［１１］等。ＳｔａｎｌｅｙＣ．Ｐｌｏｇ在其研究中表
明依赖型群体是电视媒体的核心观众，而冒险型群

体使用印刷媒体比较多。［１２］

国内针对影视与旅游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晚，而

研究则以定性研究和描述型文章为主，研究学者专业

跨度较大。［１３］在研究内容上集中在五个方面：①影视
与旅游的关系研究，如潘丽丽（２００５）［１４］，石云霞
（２００９）［１５］等；②影视与旅游的产业融合，如吴金梅、
宋子千（２０１１）［１６］，赵玉宏（２０１３）［１７］等；③影视旅游
开发的研究，如杨少伟（２００７）［１８］，余永霞（２０１４）［１９］

等；④影视促使旅游营销的研究，如刘义玲
（２００７）［２０］，郑涛（２０１１）［２１］等；⑤影视对旅游者体验、
动机及认知影响的研究，如吴丽云、侯晓丽

（２００６）［２２］，刘力（２０１３）［２３］等。
对现有文献中有关影视旅游营销研究整理发

现，现有研究只是描述性的对影视节目在旅游景区

宣传促进方面进行概略性陈述，未能对影视剧如何

促进旅游地形象的塑造进行充分剖析。本文将对旅

游地如何利用影视剧进行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出针

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影视剧促进旅游地形象成功传播的因素

孙雪梅在其研究中发现人们跟随影视剧出游的

第一动机为印证［２４］，即亲自感受影视剧中呈现的场

景，印证影视剧中所展示的旅游地形象。影视剧在

促进旅游地形象塑造影响因素上，主要表现为：能够

催生观众的影视地标情结；旅游地根据影视剧对其

旅游产品进行创新及改造能够满足游客的情感认同

的需求；影视剧的文化性能够充分展示旅游地艺术

魅力；旅游地必须具备影视剧所涉及到的剧情载体

因素方能给游客以情感寄托的空间。

（一）满足游客的情感认同

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如意，人们会不自觉地把

感情空缺投放在影视剧中以寻求平衡。重走影视故

事发生地、体验影视情节，在感受视觉刺激的同时，

能够对影视剧中曲折感人的情节获取感情上的认

同。超越影视视觉体验而进行的场景体验，促生了

现今影视旅游的火热。

（二）催生影视地标情结

电影理论家古里亚纳·布鲁诺（ＧｉｕｌｉａｎａＢｒｕ
ｎｏ）认为，在观看电影中观众跟随剧情完成主人公
的一段人生旅行是一种视觉体验过程。鉴于人们生

活节奏的加快与压力的增加，为了逃脱日常生活与

工作的烦恼，外出旅游中再走影视主人公之路成为

文化旅游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时间所限，旅游者

不可能充分体验影视剧中所有细节，经典桥段、标志

性景观成为影视迷感受浪漫、体验激情的典型选择，

也就催生了旅游者针对影视的地标情结。如《非诚

勿扰》系列电影中展示的西溪湿地、鸟巢度假村，

《琅琊榜》电视剧中展示的琅琊山、麒麟仙居等，在

影视播映后均受到了影视迷前往探访的热潮。

（三）展现艺术魅力

影视剧通过剧情的编撰，构建出了更加生动逼

真的影像环境，通过独立、公正的柔性宣传，使旅游

地的形象传播超越了劝说性和推介性的信息推广而

更具有隐蔽性，使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对旅游

地形象的感知。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在物质

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精神层级的追求成为

当下人们的主导需求，而影视剧则成为人们文化产

品消费的主要选择。影视剧通过其艺术魅力感染受

众，激发受众旅游动机；影视剧的集中播映能够引发

流行，形成共同的社会舆论热点，并为大众提供了仿

效的对象，把分散的个体行为聚合成为社会的一种广

泛性行为，通过前往影视剧中所展示的旅游地的旅

游，从而获取一种身份标识和社会流行文化的标签性

的归属。

（四）构建具体化的旅游载体

能够成功推动旅游地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影视剧

必定具备较大传播影响力。这类影视剧能够被广大

的观众群体所认可，同时在影视剧中构建的同旅游

地紧密相连的场景或画面能够给予观众以准确而清

晰的关联联想。

影视剧所传递的不是旅游地的全貌和深度刻

画，而是根据剧情及拍摄的需要，对旅游地的资源要

素进行选择性的呈现。所呈现出的可能是物质性旅

游元素，也可能是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类的无形性

元素。林筱颖认为旅游载体的具体性与促进旅游的

有效性成正比。［２５］因此，为有效利用影视剧对旅游

地形象的传播与塑造，旅游地应审时度势，认真研究

旅游地与影视剧相结合的符号元素，使旅游载体具

体化以承载游客的旅游行为，使游客的感情转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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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抒发对象。

三、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的塑造

影视行业的繁荣发展，催生了观众的“影视地

标情结”。影视剧带给观众的视觉体验，促使其前

往相关旅游地寻找情感认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我国旅游景区的发展就开始成功借力影视剧，纵

观３０多年的发展，影视剧中涉及到的旅游地不胜枚
举，但其中既有成功者也有效果不佳者。

（一）我国旅游地利用影视剧塑造形象的发展

历史

通过影视塑造的旅游地形象类型多样，包括影

视拍摄基地、影视外景拍摄地、影视故事发生地、影

视人物关联地等。其发展在我国是在曲折中前进

的，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漫长的萌芽阶段、摸

索发展阶段和繁荣的成熟阶段。

表１　我国影视促进旅游地形象塑造的过程

阶段 时间 旅游客体 旅游活动的内容 旅游体验 旅游特征

萌芽阶段 １８９５—１９８６ 制片厂 参观制片厂 观光、娱乐 以静态观赏为主

发展阶段 １９８７—２００８ 拍摄地、影视城、主题公园 参观、娱乐
高强度、综合性的娱乐感

受

全方位、动静结合，注重参与、互

动、体验

成熟阶段 ２００９—至今
影视相关产业活动、文化体育

养生等活动
一体化体验 精神共鸣 个性化、精细化

　　由表１可知，我国影视业助推旅游地形象塑造
已迈入成熟阶段，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旅游

地管理者由无意识介入到主动出击的观念转变。

（二）旅游地通过影视剧塑造形象的策略

旅游地形象的形成从时间序列上看分为三个阶

段，即原生形象、次生形象和复合形象阶段。［２６］原生

形象是人们在日常无意识的、碎片式信息的接触过

程中所形成的，是人们脑海中所固有的印象，该形象

能够促使某一具体旅游目的地成为游客旅游的备选

方案之一。次生形象是游客安排旅游计划时有意识

地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后进行加工、修正了的形

象，该形象促使人们作出具体的旅游决策。复合形

象则是旅游者结合自己亲身体验对前期形象进行加

深或者颠覆、修正所形成的综合印象。

潜在游客所感知的目的地认知形象显著地影响

他们所感知的目的地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而情感

形象则对整体形象也具备较强的影响力。［２３］

由旅游地形象形成的三阶段分析可知，旅游地

在各类媒介上进行的专项信息传达基本上只能在游

客进行旅游计划安排时发挥较大的作用，即影响旅

游地在游客心目中认知形象的塑造。而针对具体的

旅游目的地来讲，其形象塑造的第一步是能够成功

地进入旅游者的视野，在日常生活中即能在游客心

目中留下痕迹，进而方能成为出游的备选方案之一。

结合大众目前接触的媒体类型及各种媒体可信度分

析，影视剧尤其是热播剧中所涉及的旅游资源、旅游

地能够更加自然地被游客所接受，因为剧情的设置

能激发游客更大的出游欲望，拥有更高的可信度。

清晰、明确的认知形象有助于潜在游客向行动

游客的转化，能够激发旅游者的出游意愿，影响旅游

者出游目的地的选择意向。游客出游前对旅游地的

认知形象包括其自然形象、文化形象、社会形象和娱

乐形象。自然形象可以通过影视镜头所展示的舒适

宜人的气候环境、美丽的自然风光、干净整洁的卫生

环境、天然的森林覆盖或者较高的绿化率以及舒适

的度假环境进行展现。如在《非诚勿扰》系列电影

中所展现的阳光、沙滩、海滨风光、热带植物以及亚

龙湾森林公园等，向所有的观众充分展现了三亚轻

松、惬意的海滨度假胜地形象，影片在播映后即引发

了镜头展示地旅游的热潮。文化形象通过文化设

施、特色鲜明的民俗节庆、建筑风格、人文遗存、民风

民俗等进行展示。如山西乔家大院通过《大红灯笼

高高挂》及《乔家大院》两部影视剧向观众塑造了典

型的山西大院文化，并把晋中民俗、建筑及晋商文化

深深地植入了观众的心中，由此带来了乔家大院接

待游客近千万人次。社会形象通过旅游地当地居民

的友好态度、治安情况、语言障碍等影视剧中不同的

人物塑造及情节的展开来表现。娱乐形象则通过影

视剧中展现的当地多样化的娱乐设施、便利的购物

场所以及优美的影视外景地进行打造。

四、新媒体时代旅游地形象传播的策略

影视剧制作成本和失败的风险远高于其他促进

旅游业的媒体方式，因此，旅游地政府及管理者在与

影视剧进行主动融合时，不应盲目，须严肃审视、仔

细甄别。数据表明，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３年，取得《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制作机构数量从 ２８７４
家增长至６１７５家，但实际生产电视剧的机构数量则
相对较低。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３年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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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总量分别为１４９４２集、１７７０３集和１５７７０集［２７］，更

有近半的电视剧未获得播映权。在实际播映的影视

剧中，能够塑造旅游地鲜明、有特色形象的，均为倍

受观众热捧的剧集，但并不意味着热播剧中故事发

生地、拍摄场地就一定能够为当地带来旅游热潮。

（一）政府要充分重视影视剧媒体的运用

通过影视剧成功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区域大

可以是一个国家，小可以仅为一个旅游景区。如奥

地利———仙境旋律的国度、新西兰———海洋的“魔

法珍珠”、英国———“老工业”转向“新时尚”、印

度———亚洲有个“宝莱坞”、罗马———雄霸一时的亚

欧非中心、北海道———樱之国的田园净土、海南———

请到天涯海角来、北京———古韵新风的帝王古都、上

海———热闹繁华大都市、香港———中国南海的“东

方明珠”、西藏———纯净的雪域穹庐、西安———威严

摩登的十三朝古都等，通过长期的文学作品、影视剧

等途径的塑造，其鲜明的形象已深入人心。

政府作为旅游地形象塑造的主导者，应该充分

重视对影视剧媒体的运用。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协

调职能，积极配合，做好宣传，通过设立影视“招摄”

部门，积极争取影视剧拍摄外景地，在提升旅游地形

象的同时，提升当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影视剧拍摄、播映期间，紧密关注其热点话

题，适时利用热点，制造新闻，吸引观众眼球，刺激影

视观众向行动游客的转化。同时，借助影视宣传及

相关剧情的展示，开展对应的旅游节庆，以活跃当地

的旅游项目。

（二）融合各种渠道，大力推介影视旅游地

为推广影视剧，往往在剧本创作期间就要集聚

各类媒体的广泛关注。为搭好影视宣传的便车，旅

游地应通过微信、微博等移动互联网和各类网络视

频播放平台进行分阶段、有重点地对旅游地进行推

广。如在影视拍摄前、拍摄中针对旅游地被选择为

拍摄外景地的因素进行重点推介；在影视放映中对

旅游地和影视剧情的联系进行重点推介；在影视播

放后，充分宣传旅游设备设施的配套情况，为游客的

顺利游玩做出承诺。

（三）利用影视热点，丰富旅游产品内涵

积极主动地与影视剧进行合作，从剧本创作开

始进行深度参与，选择差异化景观融入影视剧情，在

充分体现当地特色资源的同时挖掘文化内涵。结合

影视剧情，开发体验型旅游产品，增加游客对当地旅

游产品的切身体会，提高游客对旅游地文化的认同

感。只有具备丰富的、具有较高吸引力与体验性的

旅游产品方能留住游客，增加游客的滞留时间，从而

提升游客对当地文化、民风民俗更深层次的感受。

（四）塑造代言人，展示文化精神

依据选定的影视剧，结合故事情节，争取塑造独

特的人物形象，通过剧中人物以及影视演员自身的

影响力，扩大旅游地影响力，彰显当地文化特色。如

刘若英为乌镇代言，即缘起于刘若英陆续在乌镇拍

摄了《似水年华》《心中有鬼》《张爱玲———她从上海

来》等作品，并且刘若英个人形象与气质同乌镇的

“柔美”、带着一点点忧伤的江南水乡韵味契合度非

常高，因此，备受广大受众的认可。

（五）盘活大数据，提升旅游地产品适应性

大数据时代为游客消费意愿及感受的陈述提供

了便捷的通道，此类信息被诸如奇虎３６０公司等进
行归类，能够充分预测消费趋势、及时把握游客消费

感受。奇虎３６０公司发布了《２０１５年在线旅游搜索
市场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旅游行业的发展变化脉

络诊断明确，能够为旅游企业及旅游地的决策提供

重要依据。在该报告中，明确了旅游者“爱好决定

目的地”的对比情况，如：倾向于出国旅游的人是日

常更多喜爱动漫、小说和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群，而

倾向于国内游的人群则更偏爱电视剧等传统娱乐。

此结论为旅游地在针对不同客源地人员进行影视传

播的类型选择上指明了方向。通过对游客相关信息

的大数据分析，能够为旅游地产品设计与升级提供

精准依据；通过对游客的详细刻画及其消费行为的

大数据分析，能够为旅游行业提供精准营销。

五、结束论

由于旅游地对大型影视剧的制作过程及播映效

果基本上不具备控制力度，为有效发挥影视剧在旅

游地形象塑造与传播方面的作用，应结合微视频、自

媒体等多种手段，尤其是注重新媒体的有效利用，改

变“趋中心”式的传统媒体运用状态，转为“去中心”

化的新营销方式，迎合游客的媒体使用习惯与心理

需求，综合各类媒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对旅游地形象

进行推广，方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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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与效益研究
———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投资数据的综合分析

牛力娟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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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牛力娟（１９８０—），女，河南卫辉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投资、企业创新管

理。

摘　要：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指向作用和产业发展指引作用，而国内外对固定资
产投资的综合研究还很少。从投资规模、结构与效益三个角度对郑州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的固定资产投
资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判定郑州投资的适度规模，分析郑州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以及投资对郑

州经济发展产生的效益，最后提出经济新常态下郑州投资适度、合理、均衡增长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郑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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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投资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重要动力，与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提高消费水平关

系密切。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和郑州“十三五”建设

的大背景下，研究郑州投资如何保持适度、合理及均

衡增长，发挥投资促进郑州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量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郑州投资规模、结构与效益的发展现状

（一）取得的成绩

２００８年以来，郑州抓住“中部崛起”的历史机
遇，坚持以大投资促进大发展，集中力量加强基础产

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得到快速增长，其

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

１．投资增长保持强劲，总量规模不断扩大
从表１可以看出，郑州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

２００８年的１７７２．７５亿元跃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５３５５．３１亿
元，并且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４年一直位居全省第１位。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保持强劲，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固

定资产投资成为推动郑州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

要力量。

２．投资主体多元，投资自主性较强
从表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在郑州市投

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基本上在 ２０％浮
动，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一直维持在７０．８％
到７５．０％，民间投资已经成为郑州投资活动的绝对
主体。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年份
投资总量

（亿元）

增长速度

（％）

占全省比重

（％）

在全省

位次

２００８ １７７２．７５ ２９．７ １６．９ １
２００９ ２２８９．０８ ２９．１ １６．７ １
２０１０ ２７５６．９８ ２０．４ １６．６ １
２０１１ ３００２．５３ ２４．３ １６．９ １
２０１２ ３６６９．７５ ２２．２ １７．１ １
２０１３ ４５０９．２９ ２２．９ １７．３ １
２０１４ ５３５５．３１ １８．８ １７．４ １

　　资料来源：整理河南省统计年鉴而得。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主体构成

年份
投资

（亿元）

国有及国有控股

投资比重（％）

港澳台及外商

投资比重（％）

民间投

资比重（％）
２００８１５２３．１６ １９．７ ６．７ ７３．６
２００９２００２．２４ ２２．６ ３．６ ７３．８
２０１０２４３２．５３ ２２．９ ６．３ ７０．８
２０１１２９００．０４ ２０．１ ６．４ ７３．５
２０１２３５６１．２２ ２１．７ ５．６ ７２．７
２０１３４４００．２１ ２４．８ ３．３ ７１．９
２０１４５２５９．６５ ２３．６ １．４ 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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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投资为城镇口径，２０１１年及以后为固定资产

投资口径（不含农户）。

资料来源：整理河南省统计年鉴而得。

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
伴随着２００８年以来郑州投资的快速扩张，郑州

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在显著增强。数

据显示，投资对郑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２００８年的
７７．１％逐步上升，到２０１４年达到８０％以上。可见，
投资增长对保持郑州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产生了强有

力的稳定和支持作用。

（二）存在的不足

在投资快速扩张的同时，郑州也存在着一系列

困扰其投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难题。

１．投资规模与河南省会地位不相称，规模需扩
大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及占全省投资比重方面，郑州还有不小

差距。２０１４年，郑州市经济总量达到６６７８亿元，位
居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三名，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下同）规模为５３５５亿元，位居中部六省省会
城市第三名，高于合肥、南昌和太原；从投资占全省

投资的比重看，郑州投资总量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

１７．５％，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仅高于太原的
１４．６％，低于其他四个省会城市。以上数字表明，无
论是从投资总量角度衡量，还是从投资占比来看，郑

州与其他领先的中部省会城市还有不小差距。

表３　２０１４年中部六省省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城市 ＧＤＰ总量（亿元）投资总量（亿元） 投资占全省比重（％）
郑州 ６６７８ ５３５５ １７．５
武汉 １００６９ ６９６３ ３１．０
长沙 ７８２５ ５４３６ ２６．４
合肥 ５１５８ ５２８５ ２５．１
南昌 ３６６８ ３１３４ ２１．４
太原 ２５３７ １７４６ １４．６

　　资料来源：整理河南省统计年鉴而得。

２．投资结构不尽合理，部分领域投资需进一步
加强

郑州市投资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然艰巨：一是在

第三产业中，投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交通运输、

水利环境以及公共设施管理等行业投资的拉动，而

对教育、文化、信息科技等行业的投入相对不足。

２０１４年，郑州第三产业投资中，房地产业投资占比
接近六成，达到５７．５％，其他行业投资合计仅占第
三产业投资的四成多。二是能够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的工业投资不足，工业投资比重下降。２０１４年，郑

州工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２７．９％，比 ２００８
年下降１４．２个百分点，年均下降将近２．４个百分
点。三是制造业投资仍偏重于中低端产业投资。在

制造业投资中，化学原料、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投

资仍占主导地位，而信息传输、先进装备制造业等高

新技术行业投资比重仍然较低。四是固定资产投资

中，新建、扩建投资比重相对较高，改建和技术改造

投资占比相对较低。２０１４年，郑州市投资中，新建、
扩建项目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６１．３％，而代
表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的技术改造投资仅占３．５％。
以上四点说明，郑州投资尚未从“高速度、低效率、

规模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３．投资效益整体不高，投资质量亟待提升
投资效果系数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与投资需求

之比，即单位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总量的扩张，是从相

对量的角度衡量投资效益的大小。近年来，郑州投

资效果系数整体上呈下滑趋势。２０１４年，郑州投资
效果系数为１０．７％，比２００８年降低１９个百分点。
这说明郑州在投资规模扩张的同时，资本投入的生

产效率却在不断降低，郑州投资存在着高投入、低效

益的问题。

二、郑州投资规模、结构与效益的综合分析判定

（一）郑州投资适度规模的判定与分析

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规律和经验，在确定适度

投资规模时，一般应遵循投资优先性原则和投资率

适度性原则。下面按这两个原则对郑州投资进行分

析。

１．郑州投资增长的适度投资优先率判断
从表４可以看出，郑州投资增速优先经济增速

最高点是２００９年的１７．７个百分点，最低点是２０１０
年的７．４个百分点。与河南省平均水平相比，２００８
年以来，河南省投资增长优先经济增长年均为１３．３
个百分点，郑州较之低１．０个百分点。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河南与郑州投资优先增长率变化情况

年份
河南

ＧＤＰ增速 投资增速
优先百

分点（％）
郑州

ＧＤＰ增速 投资增速
优先百

分点（％）
２００８ １２．１ ３１．０ １８．９ １３．４ ２９．７ １６．３
２００９ １０．９ ３０．６ １９．７ １１．４ ２９．１ １７．７
２０１０ １２．５ ２１．０ ８．５ １３．０ ２０．４ ７．４
２０１１ １１．９ ２５．８ １３．９ １３．８ ２４．３ １０．５
２０１２ １０．１ ２０．７ １０．６ １２．２ ２２．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９．０ ２１．６ １２．６ １０．０ ２２．９ １２．９
２０１４ ８．９ １８．０ ９．１ ９．４ １８．８ ９．４

　　资料来源：整理河南省统计年鉴而得。

通过数据对比分析，结合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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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可以明显看出，郑州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

是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考虑对经济增长

率和投资增长率两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得出回归

方程：

ＧＤＰ＝－６．６３２５＋０．８６７３Ｉ
该方程式反映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投资增长

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线性关系，求证的目的在于

当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其中有一个确定时，可

以得到另外一个变量的值。

按照郑州市提出的“‘十二五’期间，郑州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１３％以上”的发展目标，根据上述方
程式测算，可以得到郑州的投资年均增速要达到

２２．６％，即投资增长优先于经济增长至少９．５个百
分点左右，才能实现郑州“十二五”时期确定的经济

增长目标。从表４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投
资增长优先于经济增长的百分点基本符合要求。但

投资增长优先于经济增长的幅度２０１４年出现了缩
小的苗头，考虑到２０１４年郑州人均ＧＤＰ已经突破１
万美元大关，郑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产

业升级、居民消费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对投资的需求仍然较强。因此综合考虑，２０１４年
及之后的一个阶段，郑州投资增长领先经济增长以

８—１０个百分点为宜，即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
１８％—２０％的区间运行较为合理。

２．郑州投资增长的适度投资率判断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在消费、投资、净出口方面

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投资增长快于

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投资率呈逐年上升态势。具

体就投资增长来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投资率的
变化与河南省大体一致，整体呈升高的趋势：２００８
年郑州投资率为５８．８％，２００９年受国家“四万亿投
资计划”的影响，突破６０％，并达到６９．２％的近年来
最高，以后持续保持在６０％以上，２０１４年郑州投资
率已突破７０％。实际上，投资率的上升也反映了郑
州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对投资的巨大需求，有其一定

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结合郑州发展实际，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郑

州的投资率在２０１４年之后的几年将不断上升，并且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运

行。考虑到郑州消费率有整体下降的趋势，并且在

短时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动，借鉴国内外经济体发展

经验，基本上确定２０１４年之后的几年，郑州的投资
率应保持在 ５５％—７０％左右，比较符合郑州的实

际。

（二）郑州投资结构的基本评价与形成原因

１．投资增长不均衡，行业结构不合理
（１）第二产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内部结构不

尽合理

第一，第二产业投资占比不断下降。２０１４年，
郑州第二产业完成投资１４７５．０６亿元，占全社会投
资的比重为２７．５％，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２２．５个
百分点，比２００８年下降１４．８个百分点，近年来年均
下降２．５个百分点左右。郑州第二产业投资占比的
不断下降，可能会在下一步影响到郑州第二产业的

健康平稳发展，因此，郑州必须努力保持第二产业适

度合理的投资规模，使其成为推动郑州“三化协调”

发展、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第二，工业投资长期倚重外延型投资增长，内涵

型投资增长乏力。２０１４年，郑州工业投资完成
１４６５．２６亿元，其中，反映工业投资高级化水平的改
建和技术改造投资完成２８６．７２亿元，仅占工业投资
总量的１９．６％，而新建项目投资完成 １１００．４８亿
元，占工业投资的比重高达７５．１％，占比达到四分
之三。

第三，高耗能行业投资占比偏高。２０１４年，郑
州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完成占全市工业投资的比

重超过３０％，这些行业投资比重的偏高，将对郑州
节能减排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产生较大冲

击。

（２）第三产业投资内部结构不均衡，部分失衡
有所加剧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比重较小，投资增长过

于依赖交通运输业投资。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

的服务业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的有效途径。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全社会投资中生
产性服务业投资增长相对较快，但投资占比相对较

低。如２０１４年全年，郑州生产性服务业投资仅占第
三产业投资比重的１５％左右。在生产性服务业投
资中，２０１４年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占
６７．０％，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等行业

合计投资仅占３３．０％。这说明郑州生产性服务业
内部投资结构极不均衡，投资增长过度依赖交通运

输投资的快速增长，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投资额相

对较小。

第二，消费性服务业投资增速偏低，内部结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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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加剧。大力发展主要面向消费者的消费性服务

业，扩大短缺服务产品供给，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

求，是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要求的必然选择。当

前，消费性服务业投资在郑州的第三产业投资中占

据主导地位，但消费性服务投资增速相对偏低，过度

依赖房地产等行业投资的情况，需引起关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消费性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长低
于同期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增速５个百分点左右，投
资增速相对偏低。与此同时，２０１４年郑州消费性服
务业投资总额占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为８５．４％，但
郑州消费性服务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占比不断提

高，主要依赖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等行业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２０１４年，郑州房地产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二者投资合计占消

费性服务业投资的比重高达８５％左右，占第三产业
的比重也达到７４．１％。这表明，当前郑州消费性服
务业投资增长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教育、卫生、社

会保障、文化体育等涉及民生的现代服务业存在投

入不足、欠账较多。

２．郑州产业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形成原因
（１）历史体制因素
根据经济学的观点“历史投资结构决定的经济

结构引导增量投资结构按以前的方向惯性发展”，

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投资结构的

影响，郑州的产业投资结构仍有偏差。

（２）投资资源的供给不足影响了郑州产业投资
结构的优化

具体表现在：第一，投资资源总量相对短缺制

约了本应大力发展的行业；第二，投资资源的质量

不高，这主要表现在投资品种单一、性能低下及档

次落后，高层次的产业投资欠缺，使得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不足，产业内部结构低级化；第三，市

场机制不健全限制了投资资源的再配置，其结果

是既有的资源存量无法正常流动，使得本来已严

重短缺的投资资源满足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能力

进一步下降。

（３）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难以在当前
形势下有效调控投资的流向和领域

２０１４年，郑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５３５５．３１亿元，是２００８年投资总量的３．０２倍。产业
投资结构中重要的比例关系扩大到包括基础产业与

加工工业、主导产业与一般产业、高成长性产业与传

统产业等比例关系。投资调控范围的扩大，使得原

来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在矫正或防止投资结构扭

曲方面的作用在不断减弱。

（三）郑州投资效益的测算与评价

从“经营过程效益”的投资率、投资贡献率、投

资效果系数等指标来测算分析投资效益。

１．投资率、投资贡献率的比较与评价
从表５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河南省平均

投资率整体上升，而同期郑州投资率呈现“整体上

升但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的现象：除了２００８年郑
州投资率为５８．８％，高出河南省平均水平０．６个百
分点之外，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郑州投资率开始低于河
南省平均水平。郑州投资率虽逐年整体不断提高，

但这是带有恢复性质的补缺式增长，是在原来基数

较低、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出现的。当前，郑州经济处

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资源约束加大的关键时期，

相对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投资率或许下一步会对郑

州经济快速健康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另外，

从表５中的投资贡献率可以看出，投资拉动是郑州
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表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与河南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对比

年份
投资率（％）
河南 郑州

投资贡献率（％）
河南 郑州

２００８ ５８．２ ５８．８ ８２．５ ７７．１
２００９ ７０．４ ６９．２ ２１９．８① １７４．６①

２０１０ ７１．８ ６８．２ ７９．８ ６３．９
２０１１ ６６．０ ６０．３ １３０．９ １５１．８
２０１２ ７２．５ ６６．１ １３７．９ ８０．４
２０１３ ８１．０ ７２．４ １７８．９ １２８．７
２０１４ ８８．１ ７９．０ １７０．９ １４７．１

　　注：为增加对比的科学性和一致性，此处投资率采用固定资产投

资占ＧＤＰ的比重来定义，投资贡献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量对ＧＤＰ

增量来计算。

资料来源：整理河南省统计年鉴而得。

综合比较郑州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的动态变化

趋势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

一，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经济发展仍然是典型的投
资驱动型经济，虽然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郑州资本投入
增速有所趋缓，但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仍在提高，表
明投资在郑州经济增长各要素中仍然占据着最重要

的主导地位，快速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

投入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变。第二，从动态上

看，郑州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已经

出现苗头，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经济发展方式兼具集
约与粗放特征。

２．投资效果系数的测算和评价
从表６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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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系数整体波动较大。２００８年，郑州投资效果
系数为２９．７％，２００９年因为扩大投资因素的影
响，投资效果系数大幅度下降至 １２．９％，随后两
年又上升到２６．６％和３１．３％，从２０１２年开始投
资效果系数再次持续出现回落，２０１４年降为
１０．７％。投资效果系数下降说明郑州经济增长
所需的投资成本在不断增加，而投资的整体效益

在不断下滑。

分三个产业来看各产业的投资效果：第一产业

投资运行效益整体低于第二产业、高于第三产业。

由于第一产业受自然、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属于政

策重点保护的弱势产业，因此其投资效果不能只看

投资效果系数的大小，还应考虑其综合的社会效果。

整体而言，第二产业投资效果系数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间，在三次产业中最高。但从其自身动态发展来看，

其投资效果系数波动幅度也最大，最高为２０１０年的
４５．８％，最低为２０１４年的１０．１％，波动幅度为３５．７
个百分点。剖析第二产业投资和第二产业发展之间

的关系，可以认为：在各个产业发展中，第二产业发

展和投资的关联度是最高的，因此，郑州第二产业投

资效果系数的波幅较大，说明第二产业投资规模的

扩张快慢带来了郑州第二产业单位投资效率的高

低。所以，２０１４年以后应注意第二产业的适度投资
规模，以及其内部投资结构的合理协调。对于第三

产业，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的投资效果系数在 １０．２％—
１８．６％之间浮动，变化相对较为平稳。２０１４年，郑
州第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７１．１％，在三
次产业中占比最高，相应的第三产业投资效果系数

为１４．７％，这说明郑州大规模的第三产业投资带来
了相应的较高产出。

表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分产业投资效果系数（％）

年份 全社会投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２００８ ２９．７ ２４．８ ４５．３ １７．８
２００９ １２．９ １０．１ １３．３ １２．８
２０１０ ２６．６ ３２．８ ４５．８ １３．９
２０１１ ３１．３ １０．７ ５１．５ １８．６
２０１２ １５．５ １２．４ １８．８ １３．６
２０１３ １４．５ ７．３ ２４．４ １０．２
２０１４ １０．７ ０．２ １０．１ １４．７

　　资料来源：整理河南省统计年鉴而得。

三、经济新常态下保持郑州投资适度、合理、均

衡增长的对策和建议

综合以上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郑州固定资产投资
情况的分析，结合经济新常态下郑州经济“十三五”

的发展目标，提出促进郑州投资适度、合理及均衡发

展的措施。

（一）加强项目储备，依靠科学管理保持投资的

稳步持续增长

郑州在确保在建项目顺利建设的同时，要积极

完善和落实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的配合联动机制，抓

紧排出一批关系郑州中长期发展的重大项目清单，

做好国家宏观政策调整以备急需刺激经济增长的项

目储备，避免因项目缺口造成投资被动。同时，进一

步改善项目建设管理水平，规范和简化项目审批程

序，努力为地方项目建设提供便利条件，尽快形成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法人主体到位的项目建设管理机

制。完善项目库建设，推进项目库分层次滚动管理，

提高项目的签约率和开工率，建立投产一批、续建一

批、新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接续机制，避免投

资的大起大落。

（二）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注意投资的产

业、区域与城乡结构协调发展

在产业结构上，郑州要巩固提高第一产业、优化

升级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

要进一步加强对“三农”的投资，抓好农业产业化重

点项目建设，对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给予扶持，

确保第一产业投资比重适度提高。对于第二产业，

要牢固树立工业是牵动全市发展全局的思想，在现

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继续实施重点投入与培养。同

时，要适当压缩资源类投资规模，限制低水平加工工

业投资，大力加强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工业投资和高

新技术产业投资，努力实现郑州投资增长方式由传

统工业为主导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转变，由原

材料工业为主导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工业为主导的

转变，从而加快郑州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对

于第三产业，要加大对其投资扶持力度，通过加大服

务业投资力度，促进郑州服务业水平的提高，从而使

三次产业结构更加协调。同时，应尽快培育郑州第

三产业新的投资增长点，要逐渐把投资重点向金融

保险证券、现代物流、科技教育卫生、餐饮旅游、文化

服务等新兴服务业行业转移，促进郑州服务业的跨

越式发展。

（三）保持适度投资率，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

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应注意保持郑州投资增长的适度投资率和增长

率。目前郑州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形成投资率越

高越好的误区，因为投资率过高更容易引起经济过

热、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在保持郑州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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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的同时，更应注重投资质量和投资效益，将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

起来，不能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量上的扩张，更应注

重与质量效益相协调、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

提高投资质量与投资效益，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另外，在当前扩大出口难度较大的背景下，郑州更应

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防止偏重于扩大投资，而

对扩大消费着力不够的倾向，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扩

大居民消费，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发展，从而

改变目前郑州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注释：

①２００９年河南、郑州投资贡献率出现超出１００％的非常规现

象，这主要是受当年“金融危机”和我国“４万亿扩大内需

投资计划”双重因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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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性抚养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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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法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摘　要：在离婚案件中，对于涉及欺诈性抚养问题的，受害一方当事人往往会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的要求，对此应当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相关精神，全面理解此类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

法律依据，以正确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规则，切实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欺诈性抚养；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规则；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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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我国《婚姻法》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父母
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法定义务。这种义务包括抚养、

教育、保护和医疗等内容，涉及物质上的供养、生活

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抚慰等方面。［１］２８４在生活中，为

人父母者大多能够自觉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一般

不会发生抚养纠纷。但抚养人如果发现子女不是自

己亲生的孩子时，问题就会应运而生，不仅导致夫妻

关系破裂，而且还会连带产生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笔者在此拟就欺诈性抚养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法律适用问题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欺诈性抚养致人损害问题的产生———以李

某与麻某抚养纠纷案为例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欺诈性抚养纠纷逐渐增多。

所谓欺诈性抚养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其夫妻

离婚后，妻子一方明知其所生之子女系与婚外第三

人所生，却隐瞒事实真相而未告知丈夫一方，或者因

疏忽大意而误认，从而使丈夫一方承担该非婚生子

女抚养义务的行为。在生活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

情：一些当事人（女方）因婚前性行为、婚外情等而

怀孕却隐瞒真相，而不知真情的配偶另一方（男方）

则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孩子的“爹”，并实际履行了本

不存在的法定抚养义务多年。当受害人发现问题并

进行亲子鉴定而真相大白时，双方离婚已是不可避

免的了。当然，也有不少当事人是在离婚后才知道

事实真相而寻求司法救济的。那么，除了解除婚姻

关系和返还抚养费以外，受害人能否要求加害人赔

偿精神损失？这是双方争执的焦点，也是人民法院

审理此类案件的难点，即便是同一类型案件，在不同

的法院审理时，结果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原

告李某与被告麻某于２００５年起即同居一室，２年后
女儿李小某出生。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１４日双方登记结
婚，后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又登记离婚。双方除了
就财产分割达成协议外，还约定李小某由麻某负责

抚养，李某须按月支付抚养费。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３日，
李某与李小某经亲子鉴定，发现二人之间非亲生父

女关系。事后，李某以麻某隐瞒事实欺骗自己为由，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请求事项为：（１）确认双方
离婚时所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无效，并重新分割财

产；（２）责令麻某返还李某在离婚前就抚养李小某
所支付的６万元抚养费；（３）要求麻某赔偿其精神
损失费人民币２万元。一审法院即云南省丽江市某
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所诉有关离婚财

产分割协议无效并要求予以重新分割的请求，因当

事人协议离婚已超过一年时间，不予以支持。至于

返还抚养费和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因原告

李某所诉被告麻某隐瞒李小某非李某亲生女儿的事

实，当事人双方均无证据予以佐证，且李小某系双方

婚前所生，此时当事人双方并非夫妻，自无相互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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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定义务。据此，某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李某的

该二项主张均不能成立，遂以判决形式驳回原告李

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并提出上诉之后，案经丽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相互忠实为夫妻之间

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依法予以撤销。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判决认定

原告李某与被告麻某所签《离婚协议书》中有关子

女抚养及财产分割的条款无效，责令被告麻某应在

判决书生效后３０日内赔偿原告李某精神损害抚慰
金人民币１万元。［２］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欺诈性抚
养纠纷案件，而一、二审法院的审理结果大相径庭。

笔者认为在本案中，被告麻某隐瞒真相而致使原告

李某误以为李小某为自己的亲生子女并履行了抚养

义务，后又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达成了解除双

方婚姻关系和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的离婚协议，麻某

的欺诈行为在客观上给李某带来了精神损害和经济

损失。作为受害人的无过错方，其有权请求确认非

亲子关系、重新分配财产、返还所支付的抚养费，并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丽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此案时，能够从实际

出发，针对目前我国法律对因非亲子关系事实所引

发的欺诈性抚养纠纷的处理缺乏具体规定的现实状

况，在全面考量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判决

确认双方离婚协议所涉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协议条

款无效，是对欺诈行为人的有力惩戒和对受害人权

益的有效维护，充分体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是完全

正确的，但其中仍有一些问题，例如此类案件是属于

抚养费纠纷还是欺诈性抚养纠纷等问题，尚需进一

步研究。

二、欺诈性抚养行为性质及其损害赔偿责任构

成要件辨析

（一）欺诈性抚养行为性质的认定

关于欺诈性抚养行为的定性问题，目前因“法

无明文规定”而于法无据。在司法解释层面，１９９２
年４月２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

方追索抚育费的复函》（〔１９９１〕民他字第６３号）（以
下简称《复函》）。该《复函》指出：“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一方与他人通奸生育了子女，隐瞒真情，另

一方受欺骗而抚养了非亲生子女，其中离婚后给付

的抚育费，受欺骗方要求返还的，可酌情返还；至于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受欺骗方支出的抚育费用应否

返还，因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尚需进一步研究。”

该《复函》只对被欺诈方就“离婚后”所支付的抚养

费的返还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支付的抚养费的返还问题以及欺诈性抚养关

系的认定与处理均没有作出规定，对于案件的处理，

曾有人主张案由应当定为抚养费纠纷。［３］而学界对

欺诈性抚养关系（欺诈性行为）性质的认定则有否

定说和肯定说两种观点之争。肯定说中还有行为无

效说、无因管理说、不当得利说和侵权损害赔偿说等

不同观点。笔者认为，“行为无效说”忽略了抚养是

一种基于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定义务，即便是

在拟制血亲关系中（如收养关系、形成抚养关系的

继父母子女关系），也是基于其特定的身份关系和

当事人的主观认可，不存在当事人合意的问题；而缺

乏当事人合意的行为只能导致行为的可撤销或者效

力待定，自不存在行为无效的问题，且如果认定为无

效行为，则受害人就无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只能主

张返还抚养费，这对受害人明显不利。而“无因管

理说”要求管理者主观上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即

为他人谋求利益的意思。而欺诈性抚养中的男方显

然在主观上不符合这一要求，这是其一；其二，欺诈

性抚养中的男方抚养他人子女是事出有“因”，而不

是无“因”的，这个“因”就是因受欺诈而误将他人非

婚生子女当作自己亲生子女进行抚养；其三，适用无

因管理规则，受害人只能请求返还抚养费，不能提出

精神损害赔偿要求，对保护受害人权益不利。而

“不当得利说”仅从财产的损失的角度考虑，指出了

行为后果的性质，但没有对生母的主观态度进行否

定性评价，也无法揭示出行为的性质。再退一步讲，

如果认定为不当得利，则在追究法律责任时，也无法

将受害人的精神损失考虑在内，对男方明显不利。

笔者认为，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欺诈性

抚养纠纷，从长远来看，加强立法工作，或者制定相

关司法解释已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当下而

言，在案件的定性上，笔者赞成肯定说，并支持侵权

损害赔偿说。因为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理论来认定

欺诈性抚养关系的性质是最为准确与合理的。这也

为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审

理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撑，也为未来进

一步完善立法铺平了道路。在相关立法修订完善

之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与相

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和侵权损害赔偿说的理论来指

导具体案件的审理工作，将案件作为损害赔偿纠

纷来处理。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就是

我国《侵权责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如果

还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则适用《侵权责任法》中

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有关规定和法理对案件进行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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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欺诈性抚养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欺诈性抚养

是一种侵害自然人人格尊严的复合型侵权行为，侵

权行为的主体是非婚生子女的生母与生父；违法行

为是欺诈者采用欺骗手段或者因过失而误以为该子

女系与男方所生，使受害人误认为非婚生子女为自

己的婚生子女而为之承担了抚养义务，而孩子生父

却逃避了法定抚养义务的行为；损害结果是受害人

因“履行抚养义务”而遭受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

而实质上欺诈性抚养损害的是受害人抚养利益，具

体体现为对受害人人格尊严的一种侵害，在有的案

件中可能还附带侵害到受害人的配偶权、名誉权和

生育权等；欺诈者的欺诈行为与受害人（男方）受到

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欺诈者具有欺诈的主观过

错（包括欺诈的故意或者过失），因此，欺诈性抚养

完全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构成要件。

三、欺诈性抚养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追究当事人违反夫妻忠实

义务法律责任主要是通过离婚诉讼来实现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２９条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是离婚诉讼当事人中的有过错方，且当事人的离婚

是因有过错方的法定过错行为所致。换言之，存在

法定过错且该过错又导致婚姻关系解体是离婚损害

赔偿发生的前提条件。不离婚则不适用损害赔偿制

度。［４］３００因此，就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言，不仅涉及

到离婚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返还抚养费和精神损害

赔偿问题。其中，追究当事人一方欺诈性抚养致人

损害的赔偿责任，可以在离婚诉讼时一并解决。即

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现并离婚的，受害人

可以在提出离婚诉讼请求时一并提出返还抚养费和

精神损害赔偿要求。如果是在离婚（包括协议离

婚）后才发现的，则只能通过另行起诉来单独主张

返还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本文在此将这二种情

形结合起来考虑，并重点探讨离婚后才发现欺诈性

抚养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一）欺诈性抚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

法律依据

在当今法治社会，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觉醒和

维权意识的增强，人们对自身精神权益的维护和保

障愈加重视，案件的审理也涉及法律权威与司法公

正问题。因此，在处理欺诈性抚养案件时，精神损害

赔偿问题是无法绕开和回避的。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的目的在于通过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在经济（物

质）上进行赔偿以减轻或者化解其在精神上的创伤

与痛苦，从而达到精神抚慰的效果。当事人提出的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是有法理和法律依据的，应当予

以重视与支持。

第一，侵权人的违法行为伤害了夫妻感情。我

国《婚姻法》第２条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
《婚姻法》第４条还强调夫妻应当履行相互忠实的
义务，而侵权人的婚外性行为和欺诈行为，是法律所

禁止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背叛

了夫妻感情，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还严重侵犯了夫妻

另一方的配偶权，给配偶一方带来精神上、心理上的

无法愈合的伤害。

第二，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对象（客体）

是受害人的人身权益，即抚养利益。从受侵害的对

象（客体）来看，欺诈性抚养所侵害的表面上是受害

人的财产，即造成受害人财产的实际损失（支出了

不应支出的抚养费），但实际上侵害的真正对象（客

体）是受害人的抚养利益。这种抚养利益实质上是

一种人身利益。这种人身利益包含着抚养人的意

愿、情感与精神满足，体现着抚养人的人格尊严。侵

害其抚养利益，不仅仅是造成抚养人的财产损失，这

只是其表面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受害人的

财产损失，仅仅是侵权人侵权目的实现过程中的副

产品而已。［３］更为重要的是，当受害人知道配偶与

他人有染、孩子非自己亲生的真相后，所遭受的巨大

打击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心理崩溃、情感折磨和绝

望，甚至名誉受损是可想而知的，实质上就是侵犯受

害人的人格尊严。换言之，其侵犯的就是受害人的

一般人格权，当然，在有的案件中可能还附带侵害到

受害人的名誉权和生育权，这些权利都属于自然人

的人格权范畴。因此，受害人完全享有依法主张精

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第三，侵权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主要

体现在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方面。受害人数年、十几

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所付出

的时间、精力、心血是难以精确计算的。到了年纪稍

大的某一天突然知道孩子非自己所生，这一夜之间

发生的巨变，使受害人在精神上遭受的打击与痛苦

是难以想象与估算的，而其财产上的损失只是其人

身利益损失的附带结果，这种精神损害有时甚于财

产损失，且无法弥补。如果仅仅从财产权受到侵害

的角度进行救济，责令侵权人返还受害人所支出的

抚养费，这样处理就可能使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得不

到抚慰，从客观效果上看，侵权人还是没有因其违法

行为而得到应有惩戒，这对受害人是不公平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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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性为侵权行为才能够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人身

和财产权益。

第四，受害人的请求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

《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我国《侵权

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自然人的人身权益遭受他
人侵害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要

求加害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婚姻法》第４６条规
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

解释（一）》第２８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４６条所规
定的“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

神损害赔偿。凡是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均适用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该《解释》第１条第
１款规定：自然人因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
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

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２款规定：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

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

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由此可

见，我国法律上并不否认夫妻间的侵权构成损害赔

偿责任。即便是运用一般侵权法对无过错当事人进

行司法救济，在法律上也并无任何障碍。［５］５据此，欺

诈性抚养的受害人完全有权基于对方所为民法上的

侵权行为而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种主张是有

法律依据的，同时也符合法理。

（二）欺诈性抚养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规则的适

用与完善

１．侵权赔偿的责任形式。实行财产责任形式为
主和全部赔偿的原则。侵权赔偿责任形式主要为财

产损害赔偿责任，包括赔偿受害人支出的全部抚养

费（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等）损失及其抚养

费的利息损失，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则作为次要的

赔偿责任形式。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只判决被

告赔偿原告的抚养费损失，而未将抚养费的利息损

失考虑在内是不妥当的。如果受害人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并根据具体案情，

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角度判决欺诈者赔偿受害人

（男方）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保护受害人的合

法权益，维护我国婚姻家庭制度与秩序。对于个别

案件性质比较恶劣，造成受害人名誉损失的，还可以

一并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等民事责

任方式。归纳起来，欺诈性扶养侵权损害责任方式

主要包括赔偿受害人支出的全部抚养费损失及其抚

养费的利息损失、精神抚慰金、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和恢复名誉等。

２．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在欺诈性抚养纠
纷中，要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来追究有过错方的

责任，就涉及损害赔偿的标准问题。赔偿金额多少

的确定，直接影响赔偿本身的法律效果。如果赔偿

金额过高，可能会对加害人不公平，有的甚至导致加

害人陷入生活困境，最终造成判决的无法执行。但

如果赔偿金额过低，则在客观上无法起到抚慰的作

用。因此，精神损害赔偿也应当有一个公平合理规

范的参考标准。对此，国外民法典的规定给我们提

供了参考的样本。１９０７年的《瑞士民法典》是世界
上最早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作出规定的一部法律文

献。该法典第１５１条规定：“因离婚致无过失之配
偶之财产权或期待权受损害者，有过失之配偶应予

相当之赔偿。”在此之后，法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

台湾地区等也在立法上确认了这一制度。①《独联体

成员国示范民法典》第１０２５条第２款规定：“精神
损害赔偿的金额由法院根据给受害人造成的身体和

精神痛苦的特点以及在过错作为赔偿依据的情况下

致害人过错的程度确定。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

额时应当考虑合理和公平的要求。”“身体和精神痛

苦的特点由法院斟酌造成精神损害的实际情事和受

害人的个体特性进行评价。”同条第３款规定：“精
神损害赔偿独立于应当赔偿的财产损害。”这些规

定很值得我们参考。

笔者认为，法官要决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除

了认定受害人受损害的实际情况外，还必须考虑侵

权程度（包括侵权手段）与侵权人个人财产状况两

个因素。其中，侵权程度是法官评判精神损害后果

轻重的主要标准。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

时，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标准，并赋予法

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

并结合不同地区经济水平的实际状况，确定赔偿的

具体数额，以进一步规范欺诈性抚养案件的裁判，使

受害人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以解决赔偿难的问题。

（１）轻微级别损害。对于欺诈性抚养行为只造
成受害人轻微精神伤害的，应判决或者调解离婚，只

返还受害人所支付的抚养费，并责令加害人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不需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２）
轻级别损害。对于欺诈性抚养行为已造成受害人一

般性精神损害结果的，应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角度

判决加害人承担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最低

赔偿数额应控制在０．５万—１万元之间。（３）重级
别损害。对于欺诈性抚养行为已造成严重后果，但

尚未构成犯罪的，应责令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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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最低赔偿数额应控制在 １
万—３万元之间。（４）严重级别损害。对于个别案
件性质比较恶劣，已构成犯罪，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损

失的，最低赔偿数额应控制在 ３万—５万元之间。
除追究刑事责任、赔偿较大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抚

慰金外，还可以一并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和恢复

名誉等民事责任方式。鉴于此类纠纷的复杂性，在

适用以上最低赔偿数额标准时，应赋予法官上下浮

动１０％的自由裁量空间，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我国婚姻家庭制度与秩序。

此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如果发现当事人之间

签订了忠诚协议，对一方违反忠实义务的赔偿数额

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则可以通过法定程序确认该协

议的法律效力。因为当事人事先签订的忠诚协议，

这本身就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同时，由于该

协议明确约定了赔偿数额，在客观上就为法官审理

此类案件提供了一个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和标

准。因此，采用协议形式事先约定赔偿数额，不仅对

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十分有利，而且也减轻了法官

审理案件的压力，应当从立法上予以确认。

３．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７
条规定：“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

续后，以婚姻法第４６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
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

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者在办理

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这一规定

明确了协议离婚时损害赔偿的适用问题。但是这一

规定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以下明显不足：（１）该条
款规定的“一年”期间的性质不明确。这涉及到“一

年”是属于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从

该司法解释的文义来解释，这里的“一年”期间应为

诉讼时效期间，而不是除斥期间。理由在于从法律

上看，除斥期间均为不变期间，它仅适用于民法上的

撤销权、解除权和同意权等形成权。而诉讼时效期

间是民法上专门为债权请求权而设定的，例如损害

赔偿请求权就是一种典型的债权请求权，它只能适

用诉讼时效规则。为避免理解上的分歧，建议将该

条款修改为“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手续后一年内，以婚姻法第４６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
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

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规范性文件相互间衔接
不到位。体现在该条款和《婚姻登记条例》中均未

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告知义务，即告知当

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及时行使权利的义务。这对协议

离婚的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在实践中，由于许多当

事人不了解司法解释的规定，很容易丧失行使权利

的机会。而对于诉讼离婚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３０条的规定，人民法院
在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及时将《婚姻法》第４６条等
条款中有关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书面告知当事

人，以方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因此，为了确保协

议离婚的当事人能够及时行使权利，建议参照司法

解释关于诉讼离婚的规定，在《婚姻登记条例》中增

加关于婚姻登记机关附加告知义务的规定，或者由

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部以共同发布规范性文件的形

式加以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有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

限内依法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义务［４］３０１，并明确

规定行使权利的法定期间，以便当事人作出选择，切

实维护和保障当事人各项权益。

４．举证责任的设置与分配。从总体上说，应通
过合理设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适当减轻无过错

方的举证责任，实现举证责任转移或者举证责任缓

和。

（１）亲子关系的举证责任。对于离婚后才发现
或者怀疑所抚养的子女非无过错方亲生的，当事人

可以通过申请亲子鉴定的方式查明真伪，鉴定结论

一出即可真相大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２条的规定，受害人（男方）向人民法院提供了必要
的证据（如亲子鉴定报告）证明以请求法院确认亲

子关系不存在，而加害人（女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

绝做亲子鉴定的，则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受害人（男

方）与该子女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②在解决亲子关

系举证责任问题的前提下，就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

责任而言，笔者认为，应当免除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举

证责任。只要有过错方实施了违反忠实义务的行

为，法律就推定受害人精神损害的存在，唯有如此，

才符合惩罚婚姻过错方的立法目的。［６］

（２）离婚损害赔偿举证责任。就离婚损害赔偿
纠纷而言，当事人起诉离婚或者正处于离婚诉讼过

程中，涉及到证明有过错方不忠的举证责任问题。

笔者认为，要解决离婚损害赔偿举证难的问题，同样

的办法是：立法上应当通过合理设置举证责任的分

配，适当减轻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离婚损害赔偿

案件作为一般民事案件，在举证责任问题上遵循的

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

证据规则。落实到具体案件中，就是无过错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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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就自己的权利主张负有举证责任。该当事人不

仅须对案件事实的存在与否收集和提供证据，还要

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独自承担全部败诉的法律风

险。［６］但由于婚姻生活的私密性和婚外性行为的隐

蔽性，会给无过错方的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

在无过错方证明确有困难时，应当适当减轻无过错

方的举证责任。具体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

第一，适用举证责任的转移。也称为举证责任

的倒置。即先由受害人（无过错方）提供其配偶有

法定过错行为的初步证明，由法官将举证责任转移

给配偶他方，由其提出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如

果配偶他方无法证明的，则推定其有过错，由其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１］１８３或者只要无过错方有证据对配偶

另一方提出其违反忠实义务的合理怀疑时（例如配偶

另一方与婚外异性亲密接触的视频、ＱＱ聊天记录截
图、照片、长时间与固定的婚外异性同居的录像视频

和物业管理人员的证人证言等），则应由有过错方（即

配偶他方）针对该怀疑提供证据予以反驳。

第二，由法官依职权进行调查。即适当拓宽人

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我国《民事诉讼

法》第６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
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

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

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

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

简称《证据规定》）第 １５—１７条规定，在特定情形
下，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的申请来调

查和收集证据。《证据规定》第７０条第１款第３项
还规定，只要视听资料的获取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和社会公德，虽未经对方同意，也应当采信并作为定

案的证据。因此，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当受害人

因某种原因自行收集证据确有困难，或者涉及加害

人隐私时，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进行涉案证据的

调查收集。［１］１８４需要指出的是：（１）人民法院依职权
调查取证须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这是人民法

院在民事诉讼中所处的诉讼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司

法公正的要求。（２）注意遵循“任何权利的行使都
要尊重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的原则。为了实现当

事人之间举证责任的公平分担，以维护无过错方的

利益，应当允许受害人以合法手段在必要范围内了

解、获取或公开对方的隐私，这并不构成对他人隐私

权的侵犯。但这以无损于他人和社会为限。至于受

害人为维护自身权益，收集获取第三人（即与自己

配偶同居或者发生性关系的第三者）破坏他人家庭

致使自己的配偶权和夫妻忠实权利受到侵犯的证据

时，也必须限定在必要且合法的限度内。对于所收

集到的证据，只能提交人民法院作为证据使用，而不

能私自传播或者透露给他人进行宣传报道或者扩

散。否则，就会构成对第三人权益的侵犯。

此外，法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

时，还应当从当事人双方诉辩能力的实际出发，对此

类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的审查与认定采用“较高程

度的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以适当减轻处于弱势地

位的无过错方的证明负担。［７］８４而法官则依职权对

案件具体事实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真伪进行综合

判断与采纳。对于欺诈性抚养案件中的瑕疵证据，

应依照“两权相害取其轻”的原则进行处理。首先，

对于积极效应大于负面效应的证据，应当予以采纳。

即对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只是轻微偏离应然程序标准

而导致证据具有一定瑕疵，但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

后，认为采用该证据的积极效应大于负面效应的，则

应当采纳该证据。其次，对于严重侵权或者违反公

序良俗的证据，应当不予采纳。即对于因严重侵害

他人人格权，或者违反公序良俗而取得的证据［７］８５，

例如私自在他人住宅内安装摄像头、窃听器等设备

所获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适用。

注释：

①例如，《法国民法典》第２６６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
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救他方因解除

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第１０５６条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有损
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项情形，虽非财产

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

无过失者为限。”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三）》第２条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
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

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

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

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

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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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中派驻检察室监督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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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派驻检察室作为检察机关的派出机构，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以及实践依据。当前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监督地位不明确、禁止令缺乏法律规

定、法律监督刚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因而法律层面应当对派驻检察室的职能、禁止令执行的有效监

督、强化派驻检察室法律监督的刚性等方面加以规定并完善。以环境犯罪为例，对社区矫正中派驻

检察室法律监督创新机制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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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八）》对社区矫正制度进
行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法

律地位得以确立。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

行措施，其实施的效果直接关系着我国新型刑罚体

系的完善以及罪犯再社会化的成效。社区矫正在实

施的过程中不时出现矫正对象脱管、漏管、虚管以及

社区矫正参与人员执法不规范等问题，因而对社区

矫正开展法律监督具有现实的必要性。社区矫正法

律监督主要是由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社

区矫正参与主体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执法活动

以及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对社区矫正实行

检察监督是权力制衡的要求和体现，有利于司法公

正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实现。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对

社区矫正进行全面有效的法律监督，确保社区矫正

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改造与教育罪犯的功能，是目前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难点。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执行

机关是当地的司法所，这就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检察

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当深入基层对其进行监督。派驻

检察室作为检察机关的派出机构，以其深入基层以

及贴近群众的优势，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与深化社区

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切实发挥社区矫正惩治与教育

罪犯的功能。

一、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理论

基础

派驻检察室作为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的触

角、实现检力下沉的实践平台是深化与加强社区矫

正法律监督的重要机制。通过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

矫正检察工作具有法理依据和实践依据。

（一）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法

理依据

“只要是权力，就有扩张的倾向，有滥用的可

能，因此，权力扩张到哪里，法律控制就应该跟到哪

里。”［１］派驻检察室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是基

层组织权力制衡的要求。在当前我国的乡镇基层政

权中，已经普遍设立了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

所等司法机构，部分乡镇工商、税务、土地等行政派

出机构也一应俱全。［２］权力延伸到基层是当前加强

基层事务管理的发展趋势，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检

察机关将权力延伸到基层，是对基层司法活动以及

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依法进行法律监督的体现。社区

矫正作为法定的刑罚执行方式，如何对其进行有效

的监督是当前检察机关工作的难点与薄弱环节。设

立派驻检察室能够在形式上完善基层司法机制，在

一定程度上消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盲点，实现基

·５６·



层权力的制约与均衡，保障社区矫正依法规范开展。

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是刑罚

正义理念的具体实践，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

司法公正不仅体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诉讼人享有

平等的诉讼权利，接受司法机关公平、正义的审判，

同时体现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能够受到同等的对

待。刑罚的执行公正与否，关系到每个被执行人的

切身利益，同时对于司法权威的维护以及司法秩序

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

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职能的重

要体现。派驻检察室以其深入基层的特点，全面监

督社区矫正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执法活动以及司法活

动，规范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及时受理罪犯

以及家属的申告、控诉，维护社区矫正被执行人的合

法权益，对于维护刑罚正义、贯彻人权保障理念、实

现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二）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实

践依据

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实践依据

源于检察机关能动司法理念的贯彻。所谓能动司法

是指法律应对社会改革和变迁起指导、保障和推动

作用。［３］检察机关对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应

当主动回应，保障国家法制的正确实施，强化法律监

督，维护公平正义。社区矫正作为新型的刑罚执行

措施，在完善我国刑罚执行结构体系的同时，对检察

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提出新挑战。在新形势下检察

机关需要通过新的形式进一步巩固与完善自身的法

律监督职能。设立派驻检察室，以其深入基层的优

势，全面对社区矫正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法律监

督，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发挥能动性的具体实践。

派驻检察室与基层派出法庭、公安派出所以及司法

所等部门形成协作机制，其设立将进一步深化检察

机关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同时也是检察机关

检力下沉的有效实践。

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具有现

实的必要性。实践中社区矫正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

因社区矫正相关部门衔接配合不畅、服刑人员不及

时报到造成的漏管、脱管、虚管问题以及因社区矫正

参与人员执法能力参差不齐而出现的执法不规范甚

至权力寻租的情形，使得社区矫正目的难以实现。

设立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加强

与基层司法机构的沟通、配合，有利于进一步深入基

层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全面及时地掌握社区矫

正工作的开展情形；有利于预防与纠正实践中社区

矫正的脱管、漏管、虚管等现象，依法推动社区矫正

工作的规范开展；有利于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

执法不规范以及权力寻租的情形及时发现并予以规

范和纠正，保障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使得

社区矫正工作能够依法切实有效开展。

二、社区矫正中派驻检察室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基层司法体系中，派驻检察室开展社

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存在障碍，究其原因很大程度

上源于法律依据的缺失。一方面，设立派驻检察室

缺乏法律依据。派驻检察室的设置以及职能只规定

在检察机关的内部文件之中，派驻检察室对于社区

矫正的法律监督只能根据内部文件开展。另一方

面，社区矫正中派驻检察室法律监督依据缺乏。在

当前的法律体系之中，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

律监督工作的规定更多的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地方性规定，但是这些规定的位阶较低难以为检察

机关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

支持。实践中派驻检察室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在具体

法律规定上的不明确，使得派驻检察室法律监督工

作难以有效开展，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派驻检察室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对象和范

围存在争议

派驻检察室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对象不明确。对

于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对象，实践

中存在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派驻基层检察室

的监督对象应当是担负交付、管理社区矫正服刑人

员职责的司法所及公安派出所；也有学者认为，派驻

检察室的监督对象既包括社区矫正的实施主体司法

所，同时公安派出所、法院等社区矫正参与主体也包

括在内，还包括授权履行教育矫正、帮困扶助职责的

社会团体和组织。［４］两种观点争议的关键在于参与

社区矫正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等主体，是否属于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范围。对此，我国法律并没有

明确的规定。

派驻检察室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范围较为狭窄。

派驻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范围，学界存

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分

为三个阶段，即矫正前阶段、矫正执行阶段、解矫阶

段。［５］另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只包括

执行阶段和解矫阶段的检察监督”。［６］两种观点争

议的关键在于是否包括对交付执行前环节的监督，

即对判决、裁定以及决定社区矫正的司法活动是否

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将矫正前阶段排除

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范围之外，不利于社区矫正

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社区矫正应当是广义上的定

义，因而派驻检察室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应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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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矫正前阶段。

（二）禁止令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具体规定不

足

《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犯、缓刑犯适用禁止

令的规定，是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创新，同时也是

我国刑罚执行措施的进一步完善。禁止令是对特定

犯罪监管措施的革新，要求特定罪犯在遵守社区矫

正一般规定的同时履行特定性内容的义务。禁止令

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可以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在判决中禁止其在管制

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

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禁止令作为社区矫正制度的一部分，检察机关

有权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涉及禁止令的刑罚

执行的合法性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

讼规则（试行）》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社区矫正

活动中违反禁止令的行为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纠正

意见。但是检察机关对涉及禁止令的刑罚执行如何

进行有效的监督，确保禁止令能够切实执行，目前尚

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

（三）派驻检察室发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的

刚性不强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３７条和《人民检
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６５９条的规定，检察
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方式是提出纠正意见、

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书。这些监督手段

的共性是刚性不强，对监督对象缺乏强制力，使得法

律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法律监督目的难以落实。

一方面，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监督方式缺乏

强制力。监督方式强制性不足，在被监督者不采纳

的情形下，检察机关无法进一步采取措施对违法行

为进行强有力的纠正。另一方面，检察建议权的适

用缺乏程序规范。检察建议权虽具有程序上的法律

效力，但是它并不能直接产生实体上的法律效

力。［７］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能的方式

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现有法律对其适用程序以及

法律后果也并未进行明确规定，使得检察建议的监

督效力大打折扣。实践中检察建议的适用缺乏统一

规范的标准，进一步弱化了检察建议的法律监督效

力，检察建议纠正违法行为的作用不能切实发挥。

三、社区矫正中派驻检察室法律监督的完善路

径

完善派驻检察室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应当明确派

驻检察室的法律地位。一方面，《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应对派驻检察室的职能及其设置进行规定，明

确其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借鉴美国等社区矫正发

展较早的国家的经验，对社区矫正进行专门的立法。

目前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将社区矫正制度

予以确立，为《社区矫正法》的出台提供了法律依

据，制定《社区矫正法》是大势所趋。而对于当前社

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应当进一步完善《社

区矫正实施办法》。

（一）明确监督对象并适度扩大监督范围

派驻检察室法律监督的对象包括参与社区矫正

工作的司法以及执法机关。具体而言，包括作为社

区矫正工作主体的司法所，与交付执行、变更执行和

终止执行有关的法院、看守所等。这些主体作为派

驻检察室法律监督的对象，学界没有争议，但是对于

授权履行教育矫正、帮困扶助职责的社会团体和组

织是否属于监督对象的范围，存在较大争议。本文

认为，社会团体和组织履行教育矫正以及帮困扶助

属于社区矫正的工作范围，具有执法活动的性质，因

而应当纳入派驻检察室法律监督的范围。社区矫正

法律监督是对包括矫正措施以及矫正程序在内的整

个社区矫正工作的合法性进行的监督，因而对于交

付执行前环节的监督，即对判决、裁定以及决定社区

矫正的司法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也应当纳入到法

律监督的范围之内。对交付环节之前的司法活动进

行监督一定程度上是从源头上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合

法性进行监督，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具有重

大的意义。

（二）电子监控技术与禁止令结合以强化社区

矫正法律监督

２０１１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

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禁止令的执行进行法

律监督，但是对于禁止令的执行如何监督并未进行

具体规定。禁止令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必要引进电

子监控技术，强化派驻检察室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

作。美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引入电子监控始于

１９８３年的新墨西哥州。最初电子监控为罪犯提供
替代性监禁机构，在特定的时间内将其限制在特定

的区域（通常是他们的住所），主要与家庭监禁相结

合。现在社区矫正中更多地应用 ＧＰＳ电子监控技
术。当前我国禁止令的实施过程中引入电子监控技

术，一方面可以利用ＧＰＳ定位监控社区矫正人员的
活动情况，一旦社区矫正人员进入禁止的特定区域、

场所，电子监控将给予社区矫正人员警示同时将信

息反馈给司法机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电子监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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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记录功能，对社区矫正人员一定时间内的活动

情况进行查阅，对于是否存在违反禁止令规定的情

形，司法机关能够及时全面掌握。通过同步反馈与

事后查阅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司法机关对社区矫正

人员涉及禁止令的刑罚执行的有效监控，同时检察

机关能够对禁止令的执行情形进行全面的监督，切

实发挥禁止令的实施效果。

（三）建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纠错机制

为了确保派驻检察室在社区矫正制度中充分发

挥法律监督和保障职能，需要建立刚性的检察监督

纠错机制，关键在于明确纠正违法意见和检察建议

的法律地位，对其法律后果进行明确的规定，赋予其

一定程度的强制力。

明确监督方式的法律地位，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为纠正违法意见

和检察建议。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行为派

驻检察室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时，应当明确

受监督的主体对纠正意见有异议的，可向监督机关

提出复议申请，对复议决定有异议的，可向监督机关

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的，

应当依法在法定期限内纠正司法、执法错误，否则应

承担不利后果。［８］

完善检察建议的法律规定，规范检察建议的适

用程序。目前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权并没有明确的

法律依据，现有法律对检察建议的适用情形以及适

用程序也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因而实践中检察建议

作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很难达到预期的法律监督

效果，因此规范检察建议的适用程序，强化检察建议

的纠错刚性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应当将检察建议作

为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能的方式用法律的形式予以

明确，同时应当对检察建议的适用情形、适用程序以

及法律后果进行界定。司法实践中，受监督主体在

收到派驻检察室发出的检察建议时，必须在一定的

期限内予以回复，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纠正。对于

被监督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检察建议的，应当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

四、社区矫正中派驻检察室法律监督创新机

制———以环境犯罪为例

（一）环境犯罪刑罚中社区矫正适用的空间

环境犯罪刑罚中的刑种与刑罚幅度与社区矫正

适用的条件有着大范围的重合。根据我国《刑法》

规定，大多数环境犯罪的法定刑为３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管制。而我国社区矫正刑罚的适用类型

为判处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也就意

味着大多数的环境犯罪可以适用社区矫正来实现刑

罚的执行与罪犯的矫正，环境犯罪的刑罚种类与刑

罚幅度决定了环境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的可行性。

环境犯罪的特点决定了适用社区矫正有利于实

现刑罚的目的。环境犯罪侵害的法益与其他犯罪侵

害的法益相比具有复杂性，环境犯罪的本质是对环

境法益的侵害。环境犯罪的刑罚目的不仅是对犯罪

人的威慑，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环境犯罪人的矫正实

现环境法益的修护与防卫。对于环境犯罪而言，最

有效的惩治办法是责令环境犯罪人采取措施恢复其

所破坏的生态，因而环境犯罪的刑罚方式在发挥惩

治和预防环境犯罪作用的同时，应当实现对被破坏

或污染的环境法益的补救或恢复。在符合社区矫正

适用条件的前提下，针对环境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

果有补救或恢复的可能性的情形，将恢复生态作为

社区矫正的一项内容，更有利于实现环境犯罪的刑

罚目的。对环境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将恢复生态

作为社区矫正的内容之一，对于惩治犯罪与保护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环境犯罪社区矫正过程中派驻检察室的

法律监督

目前在基层司法体系中，派出所和派出法庭都

被赋予具体的职能开展基层业务。而派驻检察室更

多的是服务职能，尚未开展实质性业务，环境犯罪的

社区矫正为派驻检察室业务开展提供了契机。一方

面派驻检察室作为检察机关检力下沉的实践平台，

其基层性有利于促进环境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目的

的实现；另一方面环境犯罪是对社会公众利益以及

健康的侵害，惩治环境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保护

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放缓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与派驻

检察室贴近群众、为民服务的宗旨相契合。派驻检

察室对环境犯罪的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具有合理

性。因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派驻检察室在对其法律

监督的过程中应当在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以及监督

手段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

环境犯罪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需要周全的监督

范围。一方面，适用社区矫正需要恢复生态的环境

犯罪人，不仅应当遵守一般性社区矫正的规定，同时

应当履行恢复生态的义务。因而对恢复生态情况的

监督也应当纳入到派驻检察室法律监督的范围之

中。例如在破坏生态森林资源的案件中，对环境犯

罪人附加“补植令”，责令环境犯罪人在一定时间内

在案发地或者指定区域履行补种复绿的义务。派驻

检察室以其基层的优势，能够实现对环境犯罪人

“补植令”执行情况的监督，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违

法性行为，从而确保环境犯罪社区矫正目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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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在一些特定的环

境犯罪中，可以判处环境犯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禁

止从事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派驻检察室在对其法

律监督的过程中应当联合工商管理部门，及时对环

境犯罪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确保环境犯罪

人社区矫正目的的实现。

环境犯罪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需要连续的监督

方式。环境一旦被破坏或污染，其需要修复的周期

较长。生态恢复是个漫长的过程，因而对环境犯罪

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需要派驻检察室不间断的作

为。派驻检察室应当充分利用基层资源，一方面积

极组织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以及林业局等单

位，以破坏环境资源型犯罪和污染环境型犯罪对环

境犯罪进行分类以便长期管理；另一方面协调居民

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以及林业局等单位对环境犯罪

人的法律监督建立环保档案，实行长远追踪机制，避

免环境犯罪人恢复生态的功利性行为。

环境犯罪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需要介入相关的

技术监督手段。环境犯罪具有专业性，对于环境犯

罪人生态环境的修复需要相关技术的介入来判定修

复的成效。派驻检察室作为法律监督机构，需要与

相关的技术部门进行联合以实现对环境犯罪人生态

恢复的监督，如通过联合环保部门对生态恢复的状

况进行技术性监督，对于环境犯罪人生态修复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促进生态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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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政府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规律与对策研究
———以新浪微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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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针对政府的‘两微’网络舆情传播及演化规律研究”（１６Ａ５２０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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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络舆情、智能计算。

摘　要：以新浪微博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扩散树的网络舆情传播模型，并探索微博舆情的传播
规律及其对策。依照微博的传播特征及网络舆情生成规律，给出了微博网络舆情扩散树的定义及其

构建方法；根据树的数理特征，揭示了基于扩散树的微博网络舆情“孤树”和“森林”传播规律，并进

行了实证分析。基于扩散树特征，从舆情信息及时感知、官微澄清事实真相、积极培育微博红客、严

厉惩处微博水军、政府官员谨言慎行、事件定性定论慎重六个方面，提出了应对微博网络舆情的策

略。

关键词：网络舆情；微博；传播规律；扩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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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时空的微博以其及时、随意、独特、亲切等
特点，受到了百姓、政府、媒体人士及学者的普遍关

注。然而，微博在为国民带来诸多社交便利的同时，

也成为传播谣言、制造舆论的重要渠道。多数网络

舆情会损害政府形象，甚至对党和政府乃至国家造

成损失，进而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及“中国梦”的

实现。因此，研究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并进行及时

引导和控制，成为学者和舆情监管人员的关注对

象。［１］

笔者前期以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研究为主

线，先后介绍了负面网络舆情的热度评价方法［２］和

定量监测方法［３］。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提出一种

基于扩散树的网络舆情传播模型，研究基于扩散树

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及其对策。

一、基于扩散树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与实证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舆情的传播扩散不仅

与信息的发布渠道、转载或评论数有关，而且与网络

传媒的形态结构有关。［４］传统网络传媒以信息内容

为传播主体、以搜索引擎为获取手段、以广播为扩散

渠道，但微博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并非如此。

１．微博的传播特征
微博是一种基于用户关系并通过有向的关注机

制（包括单向和双向关注），能够实现简短信息（部分

微博平台取消了１４０字的篇幅限制）实时分享、快速
传播和方便获取的广播式社交网络平台。截至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数已超２亿，成为国内
最具传播效果的社交媒体之一，也成为传播谣言、制

造舆论的重要渠道。微博的传播特征如表１所示。
２．微博网络舆情的生成规律
本文提及的微博网络舆情是指基于微博社交平

台进行传播的网络舆情。为便于本文讨论，笔者总

结的微博网络舆情生成规律如下：

Ｓｔｅｐ１：舆情事件产生；
Ｓｔｅｐ２：事件信息推送至微博；
Ｓｔｅｐ３：微博意见领袖（“大Ｖ”）介入；
Ｓｔｅｐ４：粉丝转发、评论，事件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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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５：一致性倾向产生，形成网络舆情。
与一般的网络舆情一样，微博网络舆情生成后

也会进入事件持续发酵、舆情扩散蔓延的传播期，最

后舆情逐渐消退。

表１　微博的传播特征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消息发布源 网页／ＷＡＰ页／手机短信／彩信／客户端／ＭＳＮ
传播范围 整个互联网范围内

传播方法 转发、评论

传播模式 大众传播

传播对象 网络大众

传播环境 开放的互联网环境

传播效果 社会群体关注

信息可信度 低（相对微信而言）

用户平等性 不平等（大Ｖ更权威）
转发数量 对用户可见

信息的特征 博文信息公开

　　３．针对政府的网络舆情的定义及其识别方法
针对政府的网络舆情是指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信誉造成损害，影响行政机关正常办公秩序和社会稳

定，并对政府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网络舆情。［３］

按照传播效果，一般将网络舆情分为正面、负面

网络舆情。政府正面事件以及企业等其他主体发生

的与政府无关的网络舆情事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

之内。在本文中，负面网络舆情由监测指标“博文

正负面”表征，其识别方法是按照上述针对政府的

负面网络舆情的定义，根据负面舆情知识库，采用基

于内容的模式匹配方法，具体采用文献［３］所述方
法识别针对政府的网络舆情。

４．微博网络舆情扩散树及其构建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微博网络舆情的传播扩散主

要缘于微博的转发和评论，与微博的阅读数、点赞数

关系不大，且转发、评论的频次是表征舆情事件在微

博上传播状况的重要指标；同时，微博及其评论的内

容、数量是决定网络舆情正、负面走向的关键。基于

此，笔者定义的微博舆情扩散树如图１所示。
设图１所示的微博舆情信息扩散树记为图中的

根节点，表示微博的首发者，分支节点表示微博的转

发者，叶节点（即没有分支的节点）代表没有转发微

博的人。为便于本文表述，结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领域数据结构的符号表示方法，将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形式化定义

为：

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 ＝（Ｐ１１（Ｐ２１，Ｐ２２，Ｐ２３，…，Ｐ２ｍ））；

Ｐ２２ ＝Ｐ２２（Ｐ３１（Ｐ４１，Ｐ４２（Ｐ５１，Ｐ５２）），Ｐ３２，Ｐ３３）；

Ｐ２ｍ ＝Ｐ２ｍ（Ｐ３４（Ｐ３４，Ｐ４４，Ｐ４５），Ｐ３５，…，

Ｐ３ｎ（Ｐ４６，…，Ｐ４ｘ））










．

（１）

为研究针对政府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结

图１　微博舆情扩散树示意图

合新浪微博，将图１中的Ｐ１１定义为引爆网络舆情的
原始微博首发者，Ｐ２１、Ｐ２２、Ｐ２３、…、Ｐ２ｍ定义为二级转
发（评论）者，Ｐ３１、Ｐ３２、Ｐ３３、…、Ｐ３ｎ和 Ｐ４１、Ｐ４２、…Ｐ４ｘ
分别代表三级、四级转发（评论）者，以此类推。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

中的Ｐ２１、Ｐ２３、Ｐ３２、Ｐ４３、Ｐ５１等叶节点是指仅仅收到而
没有转发微博的人。

假设针对政府的网络舆情事件（记为ｅ）在ｔ时
段图１中节点Ｐｉｊ（ｅ，ｔ≥１）的度（Ｐｉｊ的分支个数，即
Ｐｉｊ对ｅ的转发数）记为ｆ（Ｐｉｊ（ｅ，ｔ）），微博用户转发ｅ
的总数记为Ｆ（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则：

Ｆ（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
ｉ＝１，ｊ＝１

ｆ（Ｐｉｊ（ｅ，ｔ））． （２）

其中，ｉ的上限为ｔ时段的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高度（图１
所示扩散树的高度是 ５），ｊ的上限等于 ｔ时段
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第ｉ层堂兄弟节点的个数。

按照文献［３］中设计的微博舆情传播指标，不
难看出公式（２）解决了微博转发数的计算问题。为
解决评论数、点赞数、传播速率三个微博网络舆情传

播指标，笔者设计的构建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的思路如下：设
ｔ时段网络舆情事件 ｅ的微博舆情扩散树记为
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技术设计层面，通过ＷｅｂＳｐｉｄｅｒ爬取博
文信息并解析微博转发列表，然后依据数据结构中

树的生成算法产生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功能实现层面，在节
点 Ｐｉｊ的存储结构中添加三个域，记为 Ｐｉｊ（ｅ，ｔ）．
Ｃｃｏｍｍｅｎｔ、Ｐｉｊ（ｅ，ｔ）．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Ｐｉｊ（ｅ，ｔ）．Ｎｐｒａｉｓｅ，分别用以保
存Ｐｉｊ对ｅ的评论内容、评论数和点赞数。设ｔ时段微
博用户对ｅ的评论数记为Ｃ（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则有：

Ｃ（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
ｉ＝１，ｊ＝１

Ｐｉｊ（ｅ，ｔ），Ｎｃｏｍｍｎｅｔ．（３）

其中ｉ、ｊ的上限同公式（２）。
５．基于扩散树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规律
基于数据结构中“树”的分类方法并结合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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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机理，将基于扩散树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方

式定义为“孤树”传播和“森林”传播两种方式。

“孤树”传播是指以单棵扩散树为主要特征的

网络舆情微博传播方式，适用于事件焦点相对单一、

博主权威相对较高、事件进展跟进及时、话题争论不

很激烈、意见倾向基本一致、意见领袖无需介入，扩

散范围相对狭窄、舆情扩散深度较小、舆情周期较短

的场合。例如２０１６年２月９日８时３５分，中国青
年网（简称中青网）法人微博“中国青年网 Ｖ”发布
了以“医院投诉‘被公务员带黑社会占领’当事人称

是去‘宣传法律’”为主题的微博。该事件提及的

“闹市区医院被大量‘不明身份人士’占领长达２２
天；司法公务人员与‘不明身份人士’一起介入已在

法院立案的他人经济纠纷”两大不正常现象，成为

春节期间网民的议论焦点。因该舆情事件涉及政府

机关（郑州市司法局）的司法公务人员、前警察，以

及派出所所长竟然同大量“不明身份人员”一起参

与经济纠纷，这与当下党纪不断收紧的大环境不符，

严重影响政府形象。依照笔者前期的研究成

果［２－３］，该舆情当属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事

件曝光后的２月１０日，涉事的郑州市司法局公务员
郭志勇发布了《事件真相》，２月１１日投诉人医院家
族四兄妹对事件真相进行了说明，２月１２日中青网
微博发布了以“郑州医院被公务员带‘黑社会’占领

涉事者录音曝光”为主题的博文。短短的三天时

间，事件的来龙去脉大白于天下，该舆情基本消散。

期间，中青网微博的转发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公务员带黑社会占领医院”微博舆情转发情况表

日期 ２．０９ ２．１０ ２．１１ ２．１２ ２．１３ ２．１４
新增转发数 １５４ １４ ３ ０ １ ０
二级转发数 １５４ １６８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２ １７２
三级转发数 ９ ９ ９ ９ ９ ９
四级转发数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五级转发数 － － － － － －

　　从表２所示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郑州“公务
员带黑社会占领医院”舆情事件在微博平台的传播

规律与本文定义的“孤树”传播特征一致。然而，有

些微博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却非常曲折、复杂和漫

长，譬如“转基因”网络舆情。这类网络舆情事件的

争论焦点多、争论意见大，倾向偏差大、传播范围广、

大Ｖ介入多，舆情周期长、转发层级多。具备这些
特征的网络舆情传播方式属于本文定义的“森林”

传播，即以多棵微博舆情信息扩散树的方式进行传

播。例如围绕“转基因食品不安全”“转基因作物种

植泛滥”等转基因网络舆情，其关注群体从极力反

转的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西南财大教授顾秀林，到

２０１４年“两会”提案“建议停止转基因粮食进口”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梦恕、呼吁“严格落实转基因标

识制度”的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再

到质疑“转基因食品致癌”“转基因技术灭绝人类”

的普通大众网民，这种最受关注，争论最激烈，至今

还在发酵，造成百姓恐慌消费，甚至质疑政府对转基

因监管不力、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舆情，当属本文针

对政府的网络舆情。

针对“转基因”网络舆情，微博平台上的信息源

众多，诸如新浪微博“关于转基因作物及相关问题

的提案”（转发２４９１８次）、腾讯微博“转基因技术从
根本上是灭绝人类的一个技术”等；意见领袖多，从

反转派的崔永元、顾秀林，到挺转派的方舟子以及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毒理学学科创始人陈君石，

以及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

云波教授、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朱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等，从

“微博搜索”平台以“转基因”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微

博难以计数。这种转发数量巨大、意见领袖众多、舆

情倾向相悖、数以亿计关注的舆情，至少可以看出从

“反转”“挺转”两大方向构成了“森林”方式的传

播。

二、基于扩散树特征的微博网络舆情对策

为应对网络舆情，学者从政府部门联动、官民线

上互动、网上言论甄别、官媒网微配合、事态及时跟

进、官方及时发声、网络社区结盟、议题本地消化等

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报道。［５］本文围绕基于扩散

树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根据 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的定
义及其构建方法并结合实际应用，提出以下应对策

略：

１．及时感知敏感微博舆情，尽快巧用官方微博
澄清事实真相

根据公式（２）可精准计算 ｔ时段内不同舆情事
件ｅ的 Ｆ（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数值。对于相同的 ｔ值，Ｆ
（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越大，说明 ｅ在本段时间内的关注度
越高、受众规模越大，影响范围可能也就越广泛。此

外，通过查看不同时段 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的高度、堂兄弟数量、Ｆ
（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等信息，可以从定性和定量角度感知
微博网络舆情 ｅ的传播态势。在此情况下，政府应
该在辨别真伪、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运用政府官

微比报纸、电视等传统官方媒体传播速度快的优势，

做到紧急网络舆情事件“两小时内务必发声”。尽

早、客观、完整地公开舆情事件的相关信息，能够阻

止负面微博网络舆情的进一步大范围转发、转载和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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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积极培育微博红客，严厉惩处微博水军
实际经验表明，微博意见领袖具有关注度高、多

元性强、影响面广、说服力大的特点，且微博大 Ｖ在
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在本文设计

的微博舆情扩散树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中，ｆ（Ｐｉｊ（ｅ，ｔ））越大，
即转发数越多，说明 Ｐｉｊ的关注度越高（粉丝多），ｆ
（Ｐｉｊ（ｅ，ｔ））最大者最有可能是网络舆情事件 ｅ的意
见领袖。基于此，政府应该借助舆情扩散树实用软

件平台，尽可能及时、快速发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

的微博意见领袖。然而，在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中，如果ｆ（Ｐｉｊ
（ｅ，ｔ））较大但以Ｐｉｊ为树根的子树高度较低（甚至仅
为２），即没有深层次扩散，说明 Ｐｉｊ很可能在炒作，
可以置之不理。基于此，在应对微博网络舆情方面，

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微博意见领袖的正确取向，尽量

做到“意见领袖为我所用”。此外，为迅速、高效应

对负面网络舆情，政府应该注重加大网评队伍规模，

培育更多的微博红客，提高微博评论质量，严惩微博

舆情推手（俗称微博水军）。

３．官员谨言慎行，定性定论慎之又慎
在现实中，政府处置微博网络舆情事件时，可能

存在事件定性欠准、处置不公、官员言行举止不当等

情况。然而，在自媒体时代，任何官员、网民都可以

充当本文扩散树ＴｓｐｒｅａｄＷｅｉｂｏ（ｅ，ｔ）中的Ｐｉｊ角色，即随时、随
地、随意地发布微博或对微博进行转发、评论和点

赞。致使对政府怀有敌意、非理性化、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网民的盲目从众心理，带着仇官、仇警等不良情

绪，点燃社会矛盾，使得本为一般乃至趋于平息的网

络舆论在微博上被重新炒热，形成更加分散的关注

点，乃至将网民的注意力由原始舆情事件演变到对

官员的人身攻击和人肉搜索，导致微博网络舆情从

“孤树”传播转变为“森林”传播，致使舆情变得更加

复杂，甚至造成公共危机。

三、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综合对比与分析

近年来，国内针对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有不少

报道。譬如：兰月新、曾润喜［６］借助软舆情监测软

件获取的发文数、点击数、回复数等统计数据，根据

信息量与舆情影响程度成正比的关系，建立了突发

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的数学模型，为突发事件网

络舆情预警研究提供了思路。黄茜、王书勤［７］借鉴

传染病模型，用仓室建模思想建立了负面舆情传播

模型并进行分析，为控制负面舆情的扩散提供了参

考。但作者提出的“对负面影响比较大的事件，采

取禁止传播的方法”在基于微博的自媒体时代显然

行不通。林晓静、庄亚明等［８］通过引入网民种群动

力学、信任系数饱和接触率，提出了 ＳＥＩＲ网络舆情

传播模型，为研判舆情发展态势提供了借鉴。杨畅、

朱琳等［９］基于博弈理论，探讨了“情景”与“应对”的

博弈关系，用案例分析和舆情事件结构化、规范性描

述等方法，研究了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陈福集、黄

江玲［１０］将博弈理论融入网络舆情热点话题传播模

型研究中，为热点话题传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作

者仅选择“致青春”案例数据进行拟合，模型有效性

受到质疑。张武桥、黄永林［１１］以“成都女司机变道

被暴打”事件为例，研究了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网络

舆情的传播规律。王君泽、曾润喜等［１２］基于网页主

题内容抽取、新闻转载关系初筛、核函数相似度计算

等方法，构建了基于网页转载关系判别的网络舆情

传播态势分析模型。成俊会、赵金楼［１３］结合网络用

户使用行为，结合影响舆情传播概率因素，构建了基

于信息风险感知的社交网络舆情传播模型，但模型

的“静态无向网络”假设与微博中单向（或双向）的

关注关系相矛盾。杨娟娟、杨兰蓉等［１４］基于“上海

发布”，探讨了公共安全事件中政务微博网络舆情

的传播规律。文献［１５］［１６］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
从网络舆情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网民态度、网络

舆情指向以及网民互动方面，研究了政务微博网络

舆情传播规律。

综上所述，在已报道的研究成果中，建立的网络

舆情传播模型包括基于传染病［７－８］、博弈论［９－１０］理

论模型；总结的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涵盖蝴蝶、螺旋、

群体极化、议程设置、群体性隔膜、羊群效应及破窗

原理、手表定律等［１７］；研究内容涉及群体突发公共

事件［６，１４］、个人极端暴力事件［１１］、民众关注热点事

件［１０，１５－１６］；涉及的媒体包括网站［６－１３］、微博［１４－１６］，

但这些成果均未涉及扩散树。

本文在吸纳已有研究成果优点的基础上，以新

浪微博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扩散树的网络舆情传

播模型。根据扩散树的特征，从舆情信息及时感知、

官微澄清事实真相、积极培育微博红客、严厉惩处微

博水军、政府官员谨言慎行、事件定性定论慎重六个

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微博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四、结语

本文概述了微博的传播特征，总结了微博网络

舆情的生成规律，给出了微博网络舆情扩散树的定

义及其构建方法，论述了基于扩散树的微博网络舆

情“孤树”与“森林”传播规律，给出了基于扩散树的

微博网络舆情应对策略，为政府引导和干预网络舆

情提供了决策参考。然而，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

譬如公式（２）（３）分别给出了微博网络舆情信息的
转发、评论数的动态量化方法，为政府感知微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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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的传播态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政府介入的

时间点方面未能深入研究。同时，可视化呈现问题

尚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在移动社交时代，任何网络

舆情的传播扩散并非是微博孤军奋战的结果，微信、

微视、美拍大有抢占微博之势。因此，下一步须扩大

网络媒体的研究范围，为针对政府的网络舆情态势

感知、预警、引导和干预研究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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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跨越：“互联网 ＋”背景下的
高校学报数字化出版之路

付传军
（河南警察学院 学报编辑部，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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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传军（１９７２— ），男，河南永城人，硕士，河南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摘　要：数字化出版是高校学报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学报的数字化
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高校学报的数字化还处于初级阶段，高校学报应该顺势而上，贯彻互联网

思维，积极加强自有网站建设；运用网络技术组织编辑活动，加强新技术在编辑办公各个环节的应

用；巧妙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将期刊有效信息随时随地推送到目标读者面前，增强编读互

动交流，扩大期刊的影响力；拓宽传播渠道，探索全媒体出版，以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高校学报；数字化出版；“互联网＋”；互联网思维；全媒体出版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Ｇ２３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７５－０５

　　一、“互联网＋出版”是数字化出版的新阶段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出

现，“互联网＋”时代已然来临。２０１５年３月５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

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国家要制定“互联网 ＋”战
略，意味着“互联网 ＋”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
度。在此大背景之下，每个行业都要顺势而上，找到

自己的“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
出版行业与数字化技术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伴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很早就提出了数字化出版

的发展方向。从广义上讲，所有以二进位的数字化

技术进行的出版活动都属于数字化出版的范畴。根

据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界定和业界通行的看法，数

字化出版具有以下几个特性：首先是出版内容的数

字化，这是数字化出版的基础。采用二进制技术手

段对信息内容进行处理，使之对于数字化环境和数

字化处理技术以及网络传播渠道具有适配性。经过

这样处理的内容除了能在电子终端上显示之外，还

具有碎片化和模块化的特性，可以多渠道、多方式、

方便快捷地呈现出来，实现精准检索。其次，数字化

出版还是出版内容运营的数字化，包括管理过程数

字化和产品形态数字化。“真正的数字化期刊是指

期刊出版内容、编辑流程、经营方式及刊社（编辑

部）内部管理的数字化”［１］，数字化出版的理念应在

出版的每一个环节上体现出来。最后，也是最关键

的，数字化出版还指传播渠道网络化，即网络出版。

这是数字化出版的终端出口，是数字化目的实现的

依归，是数字化出版的最高实现形式。网络的特性

使数字化出版与传统出版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互联

网的链接提供了一种直接和便捷的途径，将文本之

间的共性和一致性呈现出来并连接起来，使文本之

间形成一个直通的网络，读者能够根据需要从当前

的阅读处即时转到有特定联系的文本，文本之间的

内容共在、意义相生、相互依存、彼此对释，极大地拓

宽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方便了读者对知识的理解和

处理。网络出版的即时性和交互性，实现了作者和

读者的即时性互动，还将打破各种不同信息表现形

式之间的界限，实现多媒体形式的融合，使内容的表

现形式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多元化，使阅读形式实现

革命。

互联网作为“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连接”，对于人

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极为深刻和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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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互联

网更大的价值、更大的变革和深远影响在于它带来

了以“全连接和零距离”为核心的全新的思维方式。

“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技术，更为关键的
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理念、互联网模式、互联
网基因［２］。“互联网 ＋”出版作为数字化出版的高
级形式，其关键点在于以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出版

的各个环节，建立一个适应互联网环境的全新的数

字化出版模式。

二、高校学报数字化出版存在问题分析

随着以网络为载体的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

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国际上

的出版业巨头均已成功地实现了数字化转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集团的数字化出版占到了 ６９％的比
例，而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则占到了７０％。根据 ＡＬＰ
ＳＰ在２００８年的调查数据，在科学技术医学期刊领
域，９６．１％的国际期刊实现了数字化；在人文社科期
刊领域，这个数字也有８６．５％［３］。我国出版业这些

年来也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数字化出版的领域，高

校学报虽然也已初步涉足数字化出版，但数字化转

型进展缓慢，步履维艰。

在硬件建设上，一些最基本的设备均已配备，如

电脑、打印机等，大部分工作均能实现电算化，机上

进行。收发稿件以及和作者的联系也多通过电子邮

箱进行。为了提高交流的即时性，实现工作程序的

自动化，部分学报编辑部还建立了在线投稿、查询、

审稿、动态监控、编辑加工等流程于一体的网络工作

平台，即网络采编系统，实现采、编、审流程网络化，

使沟通更及时，更方便快捷，其缺点是形式僵硬和单

向指令，互动性不够。在审稿选稿方面，大多数编辑

部近些年引进了论文查重查新系统，在入口处设置

关卡，防止学术抄袭和剽窃。在校对阶段使用黑马

等校对软件。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

提升了工作质量，减轻了编辑校对人员的劳动强度。

不过要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就需要对原来的

整个工作模式进行变革，需要相关人员转变理念，学

习大量的新知识、新技术，整个工作系统的相关软硬

件也需要进行更新。由于投入方面的限制，更由于

思维的惯性和精神的惰性，大多数学报编辑部及其

人员对数字化转型持观望的态度，浅尝辄止，不愿进

行全面的系统更新和大规模的学习培训以及人才引

进。

网络化是数字化出版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实

现网络化，建立自己的网站当然应该是首选。目前

高校学报在自有网站建设方面成效甚微。建立自己

网站的高校学报为数并不多，有的虽然设立了学报

网页，链接在学校的主网页上，但仅限于发布学报信

息、上传学报文章目录或部分文章等简单功能。有

的连这些也做不到，网页长时间不进行更新，成为所

谓的“僵尸网站（网页）”。表面上看，这是因为网站

与网页的建立、设计、维护、更新和升级都需要一定

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还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而高校

学报编辑部附属于学校，人员较少，经费有限，无力

完成；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各高校学报办报思想观念

比较落后，市场化、数字化的观念还没有深入到学报

人头脑中。高校学报经费一般由所在高校全额拨

付，缺少市场化的压力；同时现有的科研考核和职称

评定制度，使得许多人员都有发表论文的功利需求，

高校学报稿源丰富，生存压力不大，其数字化动力不

足，所以高校学报并不愿投入大量资源去进行自有

网站建设。学术期刊整体也是这种情况，根据相关

统计，在我国现有的５０００余种科技期刊中，拥有自
己网站的仅占１５．６％［４］。

目前，我国高校学报中的大多数以加入大型期

刊数据库作为实现网络化的主要方式，主要是通过

ＣＮＫＩ（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台湾华艺４个期刊全
文数据库上网。这些大型期刊数据库技术力量雄

厚，拥有丰富的数字化资源，提供服务系统全面，更

新升级能力强，社会影响大，对于初始无力“造船”

但又需要“出海”的高校学报编辑部来说，是可资借

用的“大船”。但是高校学报若以此作为“出海”的

唯一方式，则不可取。各期刊在大型数据库的汪洋

大海里，个性消失了，千刊一面，刊物特色、编辑思

想、专栏结构、各专栏间的呼应对话等等诸多生动的

要素统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题名、作

者名、关键词以及被机械归类的单篇文章。这样虽

然有利于读者的检索使用，但作为有创意、有生命的

有机体存在的刊物隐形了，文章成为孤立的数据集

合，刊物成为期刊数据库生产线上的一个数据加工

车间。这种情况值得每个高校学报人乃至每个学术

期刊人认真思考。

在实力强大的数据库面前，期刊个体非常弱势，

加入数据库后，缺少必要的话语权，没有多少谈判的

筹码和选择的余地，这非常不利于保障其正当权益。

目前，期刊从数据库得到的版权费用仅为数据库收

入的１０％左右［５］，期刊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所创造的

价值和利润，期刊社和作者都所得甚少，大部分归于

网络技术服务商。期刊“内容为王”，但内容的创造

者、加工者和提供者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所以期刊社只是满足于作为内容提供商而不搞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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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高校学报的本质是学术交流，首发权和实效性

是高校学报的生存利器。高校学报的传统生产过程

程序多，周期长，一篇稿子从进入流程到面世要数月

之久，甚至会更长。当下虽然多数期刊已经开始迈

进数字化出版的门槛，但期刊的定位、审稿、编辑、发

行、定价等方面并未完全实现数字化转型，仍是延续

纸质出版的思维和操作模式，导致文献出版滞后，严

重影响科研成果的首创价值和可利用价值，不利于

科研人员的创新。虽然借助于大型数据库平台，高

校学报可以进行“优先出版”，即将确定刊发的稿件

在基本编辑好之后先在数据库平台上刊发，注明是

“优先出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出版滞

后性的不足，使文献的首发性和实效性得到一定的

保证，但在实践中优先出版的比例不大，并未使高校

学报出版的滞后性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在一切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技术更新中，人都是

关键因素。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的数字化转

型进展缓慢，与其编辑队伍的数字化转型不力有着

很大的关系。高校学报编辑队伍知识层次较高，在

传统内容编辑和处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普遍

存在着对数字化转型认识不够，满足于按传统的模

式和既有的经验工作，不愿去接触和学习新的数字

化技术，认为数字化、市场化离自己很远；不是积极

应对，而是坐观其变。各高校学报编辑部人员知识

结构老化，缺乏新鲜血液的及时输入，非常需要掌握

先进的数字技术、勇于变革有闯劲的年轻人。各高

校学报编辑部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也普遍缺乏对数字

化转型的认识，不重视人才的引进和人员的数字化

培训。这是目前制约高校学报数字化转型的瓶颈。

三、“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学报数字化出版实
现升级的基本架构

（一）加强自有网站建设，夯实高校学报数字化

出版的基础

作为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基础设施和基本阵

地，网站的地位举足轻重。国际一流的期刊，如 Ｎａ
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ｌｌ，Ｌａｎｃｅｔ等，都有非常成熟和完善
的网站，这些网站结构完备，资源丰富，功能强大，能

充分为读者服务，并且这些网站也有多样化的盈利

模式。与之相比，我们国内的学术期刊在自有网站

建设方面差距非常大，远远不能满足数字化出版快

速发展的需要。

按照小米掌门人雷军对互联网思维的阐释，第

一条就是“专注”，专注就是抓住自身的核心竞争

力。对网络时代的高校学报而言，技术先进、功能完

备的自有网站就是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借鉴国外

的一流期刊网站的先进经验，我们的学术期刊自有

网站建设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稿件采

编功能。目前部分高校学报采用的期刊网上采编系

统，方便了对稿件的管理以及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交

流，提高了效率，不过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克服其过

分格式化和滞后性的弊病，提升交流的即时性，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推广。第二是与读者的交流互动功能

和学术交流功能。期刊编辑部可以在网站上设立编

读互动区，将选题和组稿计划以及出版内容预先放

在读者互动平台上，让读者对期刊的工作内容有一

定的了解，参与到期刊内容的编辑中去，这样既可以

增加期刊对读者的黏性，也可以有效引导期刊的潜

在作者群；还可以在网站上设立专门的学术交流板

块，针对学术前沿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学科难点

问题进行专题设计，建立一个开放的网上学术交流

空间，吸引和组织大家讨论交流，扩大刊物的学术影

响力，凝聚一批作者和读者，这是互联网思维中的

“用户思维”和“粉丝经济”的要求，也是雷军所说的

“口碑”的应有之义。第三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

字化出版功能，即不受日期、刊期等因素的限制，实

现即时出版，使刊物成为即时开放的学术成果网上

展示平台。这当然是将来的发展方向。第四是多媒

体传播功能。互联网思维中的“极致思维”就是要

把用户的体验做到极致，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此

提供了强大的支撑。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站可

以实现多媒体传播，使信息通过视频、音频、Ｆｌａｓｈ等
技术手段更生动地呈现出来，拓宽和提升与读者互

动的渠道，为读者提供更高质量和更便捷的服务。

多媒体互动网络期刊将可能颠覆现有的学术期刊的

理念，为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提供无限可能的空间。

（二）加强网络技术在编辑办公各个环节的应

用，拓展高校学报数字化出版的具体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编辑办公领域根

据不同的需要，许多新的软件被开发出来，它们的应

用将会大大提高编辑办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高校学报编辑部要积极引进编辑办公自动化系统，

有条件的还要与相关专业研发机构合作，使系统根

据需要不断升级，完善其功能，促进编辑工作系统

化、程序化，避免重复劳动，更加方便、快捷、高效。

在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的过程中，应用现代化的校

对软件如编辑助手、黑马软件等可以极大地提高校

对效率。反学术不端检索系统使用方便，可以快速

即时地对稿件做出基本的判断，查重功能已很完备，

查新功能也正在完善之中。期刊编辑部要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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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系统对稿件进行检索和查新，为学术不端行为

设立一个严密的关卡，及时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稿件，给读者提供内容科学、体例严谨、材料真实、文

字通顺、逻辑缜密的学术成果。

（三）巧妙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有效

助力高校学报数字化出版

互联网思维中的“口碑、极致、快”通过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随着数字化技

术的不断更新换代和网络的快速普及，特别是手机

移动终端的应用，自媒体时代已悄然来临。借助于

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到自

己想要的信息，也可以随时随地向公共空间发表信

息，人们在信息传递方面获得了以前难以想象的自

由。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人

们的交流，学术期刊在数字化出版的道路上，要勇于

拥抱这些新媒体技术，巧妙地利用新型的信息平台，

扩大影响力，助力自身的发展。

微博、微信具有双重特性，既像电话、短信那样，

是一种双向沟通的途径，同时又是信息发布的平台，

一种自媒体，这就使微博、微信具有传统通信与传统

媒体所不具有的优势。首先，微博、微信短小精悍，

方便快捷，借助于电脑和智能手机终端，可以随时随

地发布，随时随地接收，而且接收和发布在时间上并

不要求同步，这种高度的灵活性可以最大程度地利

用人们的碎片时间，将对人们生活节奏的影响减到

最低。同时，微博、微信的内容可以通过链接等方式

扩展延伸；通过朋友圈和“群”等社群空间实现多向

互动，通过“口碑”和“粉丝”实现多米诺骨牌式的迅

速扩展和发散，这种连锁反应式的扩散使每个信息

接受者又迅速成为扩散的通道，其传播威力和传播

效率可想而知。互联网时代是粉丝经济时代，互联

网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户思维”，获得用户

至关重要。因此，微博、微信的这些特性对学术期刊

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部分高校学报已经开始率先使用微博、微信

这种新型的媒介工具。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５日，《浙江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全国高校综合性学术

期刊中首开先河，开通微博；《同济大学学报》也推

出微信订阅号，利用“微媒体”开展自己的业务。但

总体上来说，开通微博、微信的学术期刊还是占少

数。各学术期刊应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拥抱“微时

代”，大力推广和应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扩

大自己的影响力。通过微博和微信，学术期刊可以

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使沟通联系渠道更

加通畅便捷。微博、微信集公众发布平台和沟通的

个体指向于一身，既具有传播的扩散性，又具有联系

的针对性，使沟通更加便捷、高效、即时，完全可以成

为期刊编辑与作者、外审专家以及读者之间方便有

效、及时快捷的沟通平台，使期刊获得更高质量的稿

件、更广泛的读者群和更快速便捷的交流方式。二

是通过微博、微信拓展新的出版渠道。学术期刊作

为学术成果的发布平台，时效性非常重要。传统的

学术期刊出版周期过长，借助于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浙江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的主要功能是推荐优先出版论文，

平均每４－６天将已经录用但未正式刊登的论文推
荐给用户，将论文的摘要在微博上登出来，使读者先

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同时提供全文链接，用户根据自

己的需要可以通过链接阅读全文，大大地缩短了出

版周期，扩大了文章的影响范围。除了提前出版功

能之外，期刊在微博、微信上还可以设置“期刊内

容”接口，期刊内容包括当期目录和过刊浏览，除了

将每期的封面、目录、导览等信息发布外，还可按年、

卷、期查阅期刊全文，这样就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让

读者随时随地查询和阅读刊物的内容。三是可以通

过微博、微信提供和发布相关资讯，这也是微博、微

信作为公众信息平台所应具有的基本功能。可以在

微博、微信界面上设置“关于我们”接口，包含期刊

简介、投稿指南、联系方式等信息，方便用户了解期

刊，为作者投稿和咨询提供便捷，同时还可以发布各

种信息咨询，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同济大学学报》

微信平台的主动推送信息包括本刊咨询信息、论文

写作方法、行业动态等，在其对话框下方设了三个自

定义接口：在线查询、期刊内容和关于我们，涵盖了

上述几种功能。

（四）拓宽传播渠道，实现全媒体出版，实现高

校学报数字化出版的跨越式发展

作为一种以学术研究成果为传播内容的媒体，

高校学报在内容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只是单一的

传播渠道制约了学术期刊的内容传播和迅速发展。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学报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高校学报应该努力将多元化

的传播手段融入数字化出版过程，充分利用信息化

条件下的传播优势，使现有的内容优势得到最大程

度的展现和增值，创新和拓展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

展空间。

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出版业提出了“全媒

体出版”的概念，即对一种内容进行多渠道的同步

出版：除了传统的纸质出版外，还同步利用数字、网

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手机、手持阅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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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机等终端数字设备进行出版，将同一内容

的利用和传播最大化，以满足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得任何内容的需求，实现“一

种内容，多种媒体，同步出版”［６］，有效扩大阅读产

品的覆盖范围，创造新的增值空间。“全媒体出版”

是与互联网思维中的“极致、快”相契合的，高校学

报同样需要贯彻“全媒体出版”的理念，上面提到的

微博、微信出版即是实现“全媒体出版”的形式之

一。学术期刊可以尝试利用各种新型的数字技术和

新媒体，让内容资源实现最佳的表现能力，注意彰显

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交互性能，实

现获取信息的即时性以及信息出版和发布渠道的多

样性［７］。同时学术期刊还应积极探索自己的盈利

模式，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以保持可持

续发展。不过，在互联网时代，流量即金钱，用免费

策略争取用户、锁定用户是互联网思维的“流量思

维”的表现形式，在期刊尚未找到明确的盈利模式

之前，以免费的开放获取争取用户、锁定用户不失为

一种可行的策略。

四、结语

高校学报要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专业

人才至关重要。学报编辑部要更新观念，高度重视

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人员学习培训，打造学习型编辑

部，并有计划地积极引进相关专业人才，为数字化转

型奠定坚实的基础。

数字化出版是高校学报发展的必然趋势，“互

联网＋”则为高校学报的数字化发展插上了翅膀。
高校学报要紧紧抓住机遇，顺势而上，开拓创新，积

极应对挑战，拥抱新技术，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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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友如与晚清小说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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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时期，新的印刷技术———石印术传入我国，石印术的照相技术可以使图画完好无损
地得以再现，因此，小说插图的创作再次掀起高潮。吴友如作为晚清时期最有名的风俗画家，主要是

为画报绘制插图，同时他也为大量的小说绘制插图。本文以吴友如采用石印术为晚清小说绘制插图

为切入点，研究吴友如对于晚清小说插图的贡献。

关键词：吴友如；晚清；小说插图；石印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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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印术的兴起及点石斋书局
晚清时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近代新

式印刷技术铅印、石印相继传入中国，为小说的出版

带来了契机，特别是石印术的传入，很适宜于插图的

印刷。石印术是捷克人施内费尔特于１７９６年发明
的，印制出来的插图与原图很接近。点石斋用照相

石印之法，印成各种画幅，勾勒工细，神采如生，久蒙

中外赏鉴家称赞。点石斋依靠其完备的印刷设备，

大量出版了插图作品。如《鸿雪因缘图》《历代名媛

图说》《晚笑堂画传》《皇朝直省地舆全图》《诗画

舫》《圣谕像解》《帝鉴图说》《御制耕织图》《于越先

贤传图像》《牧牛图》等等，其中《历代名媛图说》有

图２４０幅，《鸿雪因缘图》２４０幅，《圣谕像解》３４０
幅。从这些规模宏大的绘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石

印术的出现对于绘画作品的大量兴起提供了必备的

条件。另外，点石斋还专门为小说招请名手绘图，

《申报》在 １８８４年 ６月 ７日发表《招请名手绘图
启》，文中指出点石斋新得奇书数种，均未发行，书

中描绘笔墨精妙，翩若惊鸿，希望能够找寻擅长绘画

者，比照小说来插配图片，一经录用，当即结算。可

见点石斋书局对于小说插图的一种自觉倡导。

晚清石印之法大行于申江。书肆翻印小说多请

名手作画，其细致生动亦复可喜，如多种版本均用杭

连印行之《聊斋》图，各具风姿，其中亦有仿制者，点

石斋所出的插图作品既有当时画家的创作，也有据

已有版本的摹写。吴友如就是专门为石印印刷品绘

制插图的。鲁迅认为吴友如为小说作插图，运用的

是西方的做法，与书中的描绘非常相像。由此可见，

吴友如以点石斋为印刷的据点，绘制了大量的小说

插图，以他在晚清的影响力来说，这些绘图本小说，

必定会很畅销的。比如《淞隐漫录》由王韬所作，刊

登在《点石斋画报》的末页，每期一篇，并由吴友如

和田子琳、张志瀛配以精美的插图，在１８８７年７月
８日《申报》上点石斋书局还特意发布《新书出售
启》，对此书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称《淞隐漫录》一

书，其笔墨之瑰玮，词句之华丽，可与蒲留仙《聊斋

志异》媲美。对于这部书，其一个显著特点是每篇

之后绘有一图，皆请名手为之，出自吴友如之手者亦

复不少。这样的书印刷精美，可以作为很好的消遣

读物。这本书有三个醒目的特点：一是由王韬所作，

影响很大，很受欢迎；二是这部书配有吴友如等的绘

图；三是这本书印刷精美，以石印印制。这本书还未

出版，就有盗版者捷足先登，改为《后聊斋志异图说

初集》出版，并且出版者味闲庐还登载告白，称有王

韬的书要出售，使得王韬不得不做出声明，称此事与

己无关，并一再强调，该书出版权归点石斋所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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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点石斋所出的书，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以致

引来了盗版者的觊觎。

二、吴友如及其绘制的晚清小说插图

吴友如是晚清著名的风俗画家，是《点石斋画

报》的主笔，《点石斋画报》在当时非常流行，各省通

用，是了解时务的窗口。

吴友如作为点石斋书局的御用画师，凭借便利

的出版媒介，他大量绘制小说插图，推进了晚晴小说

的大众化传播历程。随着《点石斋画报》的广泛发

行，吴友如的名字也传遍了大江南北。因此，在《申

报》上会专门刊载“绘画出自吴君友如之手”这样的

广告辞为《淞隐漫录》作宣传，以招徕读者的购买。

另外，吴友如也会在《申报》上刊登广告，为自己的

绘画招徕顾客。

他除了为画报等绘制图画以外，还为当时出版

的多部小说绘制插图。然而，吴友如的绘图本小说

由于年代的久远，多已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之外，对

想要一睹他的小说插图风采的后来者，造成了一定

的难度，我们只能从前人的一些零星记载中来梳理

吴友如的小说插图作品，以此来进一步研究这位大

师对明清小说插图的巨大贡献。

吴友如是最初的石印插图画家。据郑振铎介

绍，直至到了清朝末叶，吴友如开始从事插图创作。

他的时代，新印刷术刚刚被引入中国，所以他的插

画，除了他所见的一部附在《三国志演义》卷首以

外，其余的都是用石印来代替木版雕刻的。这一点

是他与以前的作家绝异的。在他之前，插图的出版

主要是雕版印刷，这给插图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只有

少数技艺高超的刻工才能将绘画比较完好地刻印出

来，保持原有画作的风神，而石印术的出现，却使得

插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出版便利。吴友如正是这一

时代的画家。新时期的印刷术及出版物为他的插图

找到了很好的出版空间。

吴友如为小说所绘的插图见表１。
表１　吴友如绘制的晚清小说插图

种类 书名 出版书局 插图格式 出版时间 判断依据

画报中的小说插图 《淞隐漫录》 点石斋书局 情节插图 １８８４年第六号画报起 署名

《红楼十二金钗册》 申报馆 对页图 光绪十九年八月朔
图末署“光绪癸巳秋七月

下瀚写于海上之飞影阁”

专门性的小说期刊

中的小说插图

《海上花列传》 点石斋书局 情节插图 １９０３年 无署名，由鲁迅提及

《太仙漫稿》 点石斋书局 上图下文 １９０３年 无署名，由鲁迅提及

《卧游集》 点石斋书局 上图下文 １９０３年 无署名，由鲁迅提及

广告的小说插图 《三国演义》 未知 单张石印三国志四图 光绪十一年 《申报》上刊载的吴友如启

　　晚清时期小说流行，为小说绘制插图也是适应
时代之需。对于他的画风，当时的正统文人及画家

多有微词，而吴友如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绘

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凡是时代所拥有的

东西，都可以成为画材。他绘制的画报中的小说插

图主要有古典小说中的人物绣像，比如《红楼十二

金钗册》，这在《红楼梦》人物图中，是比较有代表性

的，体现出了晚清仕女画的绘画风格，这些画作刊载

在《飞影阁画册》上。

吴友如的小说插图深受人们的欢迎。王韬所创

作的小说《淞隐漫录》风靡一时，申报馆主人美查慧

眼独具，他令吴友如为其小说配置插图。画好之后，

还拿给王韬，让他提意见，对画稿进行修改，王韬对

此很满意，认为吴友如所配的插图十分得体，没有一

副需要移动或修改。由此可见，吴友如所绘的小说

插图是颇为高超的。而小说的插图者和小说的作者

之间直接的对话和交流在历史上也属罕见。畅销的

小说和高质量的插图完美融合，使这部小说更具有

竞争力，赢得了更多读者的喜爱，以致招来盗版商觊

觎，作为其牟取暴利的噱头，有插图自然更有吸引

力，他们用插图吊足了读者的胃口。鲁迅对于此书

也十分欣赏，他还特意对《点石斋画报》中的此书加

以重新装订，并特别为之写题记。鲁迅先生还特意

向胡适先生推荐小说《海上花列传》，此书中的插图

就是吴友如绘制的。鲁迅先生提到的这个版本，即

在小说期刊《海上奇书》上登载的《海上花列传》，每

期两回，每回两幅，所绘为每回的回目内容，即情节

画。绘制和印刷都十分精美。后来，亚东书局接受

了鲁迅的建议，将《海上花列传》进行了重印。此

外，吴友如还为当时的小说期刊绘制插图，即写即

刊，加速了小说的传播。

吴友如由于久居街巷中，深谙民情风俗，所以他

的绘画无论画报或者小说插图皆有媚俗趋向，格调

不高。鲁迅曾说吴友如居住在上海的租界，由于耳

濡目染，非常擅长去绘制妓女、流氓之类的时事画。

其绘制的图画栩栩如生，竟能看出上海的洋场来，然

而影响不好，比如当时儿童读物的插图中，把所有的

女性都画成妓女的模样，小孩都像个小流氓，皆是受

到他的画本的影响。

清末自点石斋创立后，石印小说戏曲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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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巨制，插图往往多至数百幅，至今为藏书家所

珍。遗憾的是，这些版本没有一个专门的书目对此

加以记录。为此，阿英特列《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

曲目》加以备考。在所列的８种小说戏曲中，吴友
如所绘就超过了一半，由此可见，吴友如绘图的精

湛。另据阿英记载，他还无意中发现一本题为《绣

像全图悟一子评西游记》的吴友如绘图本，阿英对

此高度评价，认为吴友如的绘图本是石印书中的精

品。

吴友如绘制的绣像惟妙惟肖，比如《西游记》中

的红孩儿、铁扇公主、猪八戒、孙悟空等都很传神。

猪八戒本身具有懒惰的性格，小说插图中就绘制出

猪八戒悠闲地藏在草丛中睡懒觉的情节，把猪八戒

的形象传神地绘制出来，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其

中孙悟空的形象和小说中塑造的也很相像。孙悟空

作为先行者，总是极目远眺，观察前方敌情的细节被

吴友如发现，并形象传神地绘制出来，再现了孙悟空

火眼金睛的特征。因此吴友如的绘画技艺在这几十

幅图画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他的画集在旧

书市场至今都被视为奇货。

１８８８年点石斋出版了《镜花缘》，里面第一幅绘
图署名友如，可以肯定是吴友如的作品，然而后面的

风格与第一幅很相像，我们推测有两种情形：一种可

能这些绘图均是吴友如所画，只在第一页署名；另一

种可能：吴友如只是为这本书补充绘图，所有人的作

品混淆在一起，只是风格相像而已。根据王韬为此

书所作的序言可以了解到当时书中无插图，特请上

海的一些高手为小说绘制插图，可以肯定这些插图

是吴友如等当时一些绘画高手所绘。插图与小说，

是两美合并，二妙兼全，缺一不可。著名书画家范曾

对吴友如的插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评价其画技至

工而格调不高，观察生活仔细，描绘精到，无人能匹

敌。

三、吴友如在晚清小说插图史上的地位

吴友如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画家，他的声

名随着《点石斋画报》而远播，然而这样一个硕大的

光环也未能给他带来在美术史上应有的崇高地位，

很多人将他看作是一个风行的民间画家，将他视为

一个媚俗的通俗画匠，而非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因

此，在他生前的赫赫声名下，身后却是一片寂寞。

徐悲鸿是美术史上对吴友如评价很高的不多者

之中的一个，他认为通俗画家首推苏州的吴友如。

吴友如构图摹写时事喜好绘制插图，并以历史故事

小说作为绘画的题材，绘制达到五六千篇。然而因

为不是科举中人，又无著作，所以不受重视，在美术

史上没有名气。为此，他将吴友如称为世界古今最

大插图者之一。这虽不免拔高之嫌，但也可以看出

吴友如的功绩非同一般。

这样的一个画家，其功过自有公论。在小说插

图领域，吴友如过去一直受到轻视，没有得到其应有

的地位。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研究的人也越来越

多，吴友如从一个被忽视者转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

的人。但研究者多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他的画报插图

上，对于他为小说绘制插图之事实多有忽略，因此，

希望通过此篇文章，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以期对吴友

如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乃至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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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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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美丽乡村能否建成的关键因
素。文章在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就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

原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从指导方针、思想观念、具体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

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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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村整体上获得快速
发展，伴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生态环境污染治理

问题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能否解决农业发展中的

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关系着我国农村未来进一步的发

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

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

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地位。”［１］党的十八大做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地位的战略部署，并确立了建设美丽中国的

战略目标。建设美丽中国，不仅要建设美丽城市，而

且要建设美丽乡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

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进一步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党的一系列方针和

政策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努力

方向和工作指导。近年来，全国上下正积极开展生

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多的美丽城市、美丽县城、美丽

乡镇、美丽乡村正逐步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并且正

发挥带动和引导作用，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但是，目前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因素仍

然存在，一些地方的农村环境仍然在继续恶化，甚至

出现不可挽回的环境危机，探讨如何解决美丽乡村建

设中存在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现状

农村经济在改革浪潮中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不

少农村也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综观目前我

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１．农村工业生产污染
我国乡镇企业在改变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但是目前乡镇企业也成为农村环境的污染源

之一。一部分乡镇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污

染处理能力差，生产中产生的污水、废气、废渣以及

噪声等严重影响到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对农村的生

态平衡造成严重破坏。而且，一些生产经营者环境

保护意识淡薄，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

经济，严重污染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制约了农业生产

和农村的发展。

２．农村农业生产污染
（１）农药和化肥污染。农药的不合理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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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直接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造成大量水生动物死

亡，而且水体和土壤中的农药经过蒸发和挥发作用

造成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影响农村的发展。另

外，被随意丢弃至农田的药瓶和包装物也成为农村

环境的严重污染源之一，一些禁用农药和假冒伪劣

农药的使用也加剧了农村环境的污染。化肥的不科

学使用造成土壤污染，化肥中的氮和磷还通过农田

渗漏进入地下水、排放到大气中，造成水体和大气的

污染，影响人民群众的健康。

（２）农用地膜的污染。目前农用地膜在生产中
的使用量越来越多，由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农民更多

地使用便宜的地膜，而不考虑地膜的质量和是否能

降解，造成所使用的农用地膜整体降解度低，回收率

低，薄膜碎片的污染破坏土壤的结构，影响作物生

长，降低作物产量，严重污染农村环境。

（３）牲畜粪便的污染。农村养殖畜牧业不断发
展，在取得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大量牲畜粪便也带

来了严重的污染，影响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据调

查，全国９０％以上的畜禽养殖场没有污水处理系
统，畜禽粪便连同冲洗水在圈内堆放、漫流，清理出

的粪便随意堆放，以致恶臭熏天、蚊蝇孳生、细菌繁

殖、疫病传播，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威胁。［２］

３．农村生活垃圾污染
农村生活垃圾在逐年上升，垃圾基本没有经过

处理随意放置，大量垃圾被堆积在城乡结合处或农

田附近。废电池、药品、放射性物质和盛装有毒物质

的瓶罐等垃圾，未进行相应的处理到处乱扔，这对土

壤、水体和大气产生极大的危害。农村生活污水没

有经过相应的处理，到处排放，导致农村的河流成了

“天然”的排污沟。

４．农村生态环境系统退化
目前一些农村土地退化现象整体上呈恶化趋

势，植被质量低、生态功能弱的现象并未得到扭转，

给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也给农村

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甚至一些地区

的生态环境持续退化使农民沦为“生态灾民”。

二、造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污染物总量日益增多，农村生态

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农村总体环境问题面临十分严

峻的形势。总体上来说，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因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农村领导干部和农业主体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不强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观因素。农村领导干

部在经济发展面前，常常不考虑所上项目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对危害生态环境的项目和经营行为不敏

感、不作为，在贯彻执行国家生态文明政策和处理解

决现有和潜在污染问题时存在糊弄心理。农民是农

业经营的主体，农民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不科

学使用农药、化肥、地膜等和乱扔乱弃垃圾的危害认

识不够。

２．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落后
农村和城市发展相比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甚至

一些污染大的企业被转移到农村，农村机械化和现

代化程度还有待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落后，主

要还是粗放型增长，农村经营方式大部分还是一家

一户式的作业，离现代农业还有很大的距离。

３．农村环境保护投入不足
农村大部分畜牧养殖业没有建立专门的防止污

染设施，不能及时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乡镇

企业由于资金、利益等方面的因素没有配备工业垃

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农村基层环保部门普遍存在经

费紧张、监测设备陈旧、人员不足等问题，不能及时

检测到环境变化，尽快将污染源进行无害化处理。

很多乡村没有垃圾处理设施，不能将生活垃圾集中

无害化处理。

４．生态法制建设落后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中涉及农业环

境保护的内容比较少而且规定比较概括，可操作性

不强。调整和规范农村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以及

规章，不具备系统性和完整性，缺乏综合性调整农村

生态环境的专门性法律。环保立法与其他部门法之

间的协调性较弱。另外，在环保执法中存在主体不

明确、机构不健全和经费难落实等问题，造成各级执

法部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的混乱和不统一情况，降

低了环境立法、执法的公信力。

三、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路径分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要在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不断依靠政

府和群众各方力量，结合当地农村环境实际，做好

农村环境污染的源头治理，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激

励和保障制度，利用政策、法律和市场协调推进。

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来解决农村生态环境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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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落实科学发展观
正确处理农村生态环境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发

展少污染或无污染的产业，提高乡村工业企业的防

治污染能力，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发展，

对强污染产业和企业坚决整改，整改不行坚决关闭。

另外，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必须立足于农村特有的实

际情况，不能脱离农村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人口素

质等实际制定环境治理政策。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

和治理需要各级政府、各级部门的统筹规划、统筹安

排和相互配合，自上而下发挥政策、制度的引领、约

束作用，按照科学发展观协调农村的发展，自下而上

发挥农民在农村发展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２．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

入持续较快增长”，“到２０２０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比 ２０１０年翻一番”［３］。要大力支持农业尤
其是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活

质量，促进农村的发展。要转变农村经济生产方式，

发展高效、优质、绿色的现代农业。积极推动全国农

业示范试验，不断总结经验，发展绿色农业，推动农

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要以低能耗、低污染、优质高效的生产方式为

目标，结合实际发展观光旅游农业、文化休闲农业、

能源农业、特色农业，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

３．提高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不仅要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还要提高村干部，

提高镇领导，提高所有决策层的生态意识。通过电

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积极开展生态环保知识和

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农村干部群众和企业

法人进一步增强对搞好农村生态环境重要意义的认

识，引导广大农民参与到生态实践中，增强农民对生

态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感，把农村环

境保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制定符合实际

的方针、政策，引导约束农民的生态行为，增强农

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自律性，发挥农民的生态保

护主人翁意识，引导广大农民走科学、文明的绿色

农业发展道路。实施环境行政负责制，促使领导

干部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克服短期行为，保护

农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和其他

文明的协调发展。

４．加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投入
通过财政补贴、镇村筹措、群众出资和社会捐助

等多种方式加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农业环保

设施投入是改善农村环境的基础。在农村要建立垃

圾分类箱，实行垃圾分类，将垃圾集中收集、分类并

进行无害化处理。利用价格杠杆引导农民积极使用

可降解、少污染的农业生产资料。农村环保人员投

入是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面。在乡镇和村一级设

置专门的环保人员，受上级环保部门的领导，解决基

层环境执法人员和经费不足问题。

５．发挥科学技术作用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被广泛运用

于农业生产中，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的解决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因素。据数

据显示：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 ８０％，我国
则为 ２５％，其中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 ５％，这已
经是近些年不断进步的结果。［４］要不断发挥科研院

所和高校的优势，研发并积极推广适应农村特点、经

济实用的环境保护技术模式。要引导农民掌握生态

农业、有机农业等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我国现代农业

的发展。

６．健全农村环境保护法制体系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法制体系建设，从立法、执

法、司法等方面规范环境行为，对环境行为作出明确

细致的要求。首先，要结合不同地域实际完善地方

农村环境立法，使地方环保立法更具有针对性、可操

作性，对各种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作出管理规

范，从立法上减少和避免农村的污染，提高农村的污

染防治能力。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实行严格的源头

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力争从源

头上防治农业污染。其次，要针对农村环保执法存

在的问题，加强机构建设，明确执法主体，强化法律

责任，加强执法力度，健全监督制度。另外，要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司法机构改

革，进一步保证司法的权威，从法律制定到法律执行

都要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环境安全利益，对破坏生态

环境的要严惩重罚。

７．加快实施农业标准化
农业标准化对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发展农

业经济和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

的作用。要结合我国农村土地个体经营和多种经营

形式的实际，建立与农业结构调整、外贸出口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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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标准。要通过政府监督和市场调节等手段，

发挥实施农业标准化的作用，用标准化推动农业现

代化，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

民是农业标准化的主要实施主体，我国农业标准化

战略必须通过农民来实现，一是要改善农业标准化

生产条件；二是要坚持政府扶持和市场推动相结合；

三是要鼓励和引导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５］

四、结语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危害农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影响农村和农业发展，也危害城市群众的生命健

康，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美丽乡村

建设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推进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载体。只有全社会各方力量统

筹规划、全力配合，通过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农民

生态环境意识、加大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等措施

才能做好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和防治工作，才可能

建设成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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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企业普遍面临着员工尤其是知识型员工忠诚度缺失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基于情
感管理的忠诚度研究并不多见。文章探讨了员工忠诚度与情感管理的关系，分析了知识型员工忠诚

度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员工难以自我实现、公平感缺失、沟通不畅等原因，进而结合情感管理的相关理

论，从成就感、稳定感、归属感三个方面入手，提出知识型员工忠诚度培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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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忠诚度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企业实践部
门关注的问题。２１世纪以来，伴随着信息时代的蓬
勃发展，知识型员工成为了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从而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本文从知识型员工的

特征与需求出发，基于知识型员工忠诚度问题的分

析，提出从情感管理的视角培养其忠诚度。

一、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与情感管理

（一）知识型员工的特征及其忠诚度

对知识型员工的界定一般分为侧重对知识、信

息的掌握，侧重对工作技能的掌握和侧重对知识的

获得和问题解决三种类型。知识型员工是具备相对

专业的知识、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从事有关

知识生产与创造的活动，并能够为企业带来知识资

本增值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主要涵盖有中高级经

理、具有深度专业技能的辅助人员以及各专业人士。

知识型员工常常收集跟任务有关的信息，为了特定

的目标进行调查与分析，之后再把其所学知识与其

他员工分享。首先，知识型员工是具有较高个人素

质的群体，他们不仅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而且对于

经济、管理等有较多的认识。其次，知识型员工具有

很强的自主性，他们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群体，更倾向

于拥有自主的工作环境，不愿意受到限制，强调工作

中的自我管理。第三，知识型员工是具有创新性的

员工群体。知识型员工从事的是高价值的创造性劳

动，注重的是个体创造性的发挥。同时，他们也不满

足于被动地完成一般性事务，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

工作，追求个性化和多样化，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

最后，具有较高的自我实现需求。在比较高的层次

上，知识型员工会更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的认

可。知识型员工的个性特征、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与

一般劳动者大不相同，因此，对他们采用传统的控制

为主的管理模式显然不能充分调动起其积极性。

关于组织忠诚的定义，可以概括为态度忠诚论

（Ｓｈｅｌｄｏ，１９７１；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７４；Ｍｏｗｄａｖ，Ｐｏｒｔｅｒ＆
Ｓｔｅｅｒｓ，１９８２）、行为忠诚论（Ｋａｍｅ，１９６８；Ｈｒｅｂｉｎａｋ＆
Ａｌｕｔｔｏ，１９７３）与态度和行为综合论三种观点。Ｍｅｙｅｒ
＆Ａｌｌｅｎ（１９９１）将组织忠诚定义为“体现员工和组织
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理状态，隐含了员工对于是否继

续留在该组织的决定”，并将忠诚扩展为三个层次，

即情感忠诚（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继续忠诚（ｃｏｎ
ｔｉｎｕ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和规范忠诚（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ｔ
ｍｅｎｔ）。［１］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忠诚表述为企业行为
的忠诚与态度忠诚的结合。忠诚在企业的员工方面

具体表现为时时刻刻维护企业的利益，竭其所能为

企业做贡献。忠诚度是知识型员工的员工认同和投

入某一特定组织的相对强度。知识型员工是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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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人才，也是未来组织的主体部分，他们的流失对

组织的发展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吸引和留住核心人

才，提升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是当今社会知识经济

时代的重要问题。

（二）知识型员工与情感管理

情感管理要求管理者以真诚的个人情愫与员工

实现思想上的共鸣，在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的同时，

激发其内心积极工作的动力，从而提高工作绩效，实

现组织的目标。情感管理属于管理范畴，但又是在

管理思路和管理方式上与其他管理模式不同的一种

更高层次的管理。其特点主要体现在：第一，集刚性

与柔性管理于一身。情感管理发挥人的内在动力与

潜能，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有效实现人力资

源的挖掘和整合。第二，情感管理本质上是“以人

为本”管理理念的体现。管理者通过重视人、尊重

人、理解人、关心人等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情感投资，

达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消除

员工的抵触心理与消极情绪。情感管理把员工看作

不停成长的个体，因而企业要为其成长创造充分的

条件，从主观上以温馨并且能激发其不断学习和超

越自我的言语来鼓励他们。第三，情感管理通过情

感的双向交流和沟通实现有效的管理。情感是一种

无形的力量，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激发出员工的

工作热情，也可以让员工变得消极、不思进取。情感

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满足员工

心理上的归属感和被重视感，从而增强员工认同，提

高忠诚度。

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知识型员工会成为

未来组织的主体。知识型员工中的很大的比例将会

把工作与实现自我价值联系到一起，这不仅要求组

织要尊重其人格尊严、劳动成果和价值，还要给其工

作赋予一定的自主性。一般而言，以信任和尊重为

基础的管理模式，会给员工带来快乐、被尊重和积极

向上的心理感受，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知识型员工

更高层次的需要，激发其劳动和创造热情。

二、知识型员工忠诚度问题的表现形式

哈佛商学院教授詹姆斯·赫斯克特在１９９７年
出版的《服务利润链》一书中，综合分析了战略服务

理论、顾客忠诚度及员工忠诚度与企业利润的关系，

并且指出，员工的忠诚度是公司发展、受益、最终盈

利的关键因素之一。［２］由员工的忠诚度管理不当而

导致员工不够忠诚，劳资双方之间的和谐关系不能

长期实现，这对劳资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损失。对于

资方来说，员工忠诚不仅决定了员工的工作绩效，而

且能够减少组织的人员置换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知识型员工忠诚度问题主要表现为极低忠

诚度、较低忠诚度以及低忠诚度三种形式。

（一）极低忠诚度

这样的员工往往消极怠工、缺勤率高、散播谣

言、不配合领导的合理指派工作，经常在工作期间做

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这类员工有的对自己的组织完

全丧失了信心，但是却不离开，留在组织中影响或打

击积极员工的情绪，破坏组织的正常发展；有的甚至

带走企业机密，转投竞争对手。

（二）低忠诚度

这类员工属于不安分或高风险员工，一般不再

倾向于继续保持与现有组织的关系，只要一有合适

的机会就会选择离开当前企业。咨询公司美世

（Ｍｅｒｃｅｒ）２０１１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相较 ５年前而
言，目前中国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存在大幅度减弱

的现象（离职率翻倍、很多员工对工作充满负面情

绪），随时做好用脚投票离开的准备。超过三分之

一的员工正认真考虑离职，２４—２９岁的人中有７０％
曾考虑离职，企业面临着随时失去最有价值人才的

风险。组织应多关注此类员工，建立离职干预机制，

一旦发现应及时了解情况，看其需求是否可以被满

足。如果干预失效，员工进入离职阶段，企业此时除

了尽快做好工作调整，有必要同将要离职的员工进

行对话，找出其想要离职的原因所在，从而为企业以

后的员工忠诚管理寻找借鉴。

（三）较低忠诚度

这类员工属于工作质量打折型，往往因为组织

的某种原因或者自己的某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引

起自身的不满和负面情绪，从而导致忠诚度下降。

这种类型的员工内心会有一个波动期限：他们会反

复掂量此事，同时表现出离职的意愿，例如态度不

佳、消极怠工等等。这时企业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手

段进行控制，挽留人才的同时降低负面效应。因为

这类员工在全体员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以组

织必须投入关注，了解员工内心和需求，主动发现员

工诉求并妥善解决，挽留住这部分员工，提升其忠诚

度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三、知识型员工忠诚度问题的原因分析

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受到成长因素、工作因素

和企业因素三类因素影响。［３］从情感管理的视角，

知识型员工忠诚度问题的原因体现为如下方面：

（一）员工难以自我实现

一方面，在需求层次上，知识型员工会追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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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个体素质及其

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员工就业动机和职业价值观

各不相同。当员工个人的动机和价值观与企业文化

和价值观不一致甚至有冲突时，员工的抵触情绪就

会滋生，对企业忠诚就难以实现。

（二）公平感缺失

员工和组织之间心理契约的构建是以公平的等

价交换为前提的，即当员工完成了他对组织的承诺

的时候，组织就应实现其对员工的承诺。但有些企

业薪酬设计不合理，不能按员工的贡献大小进行薪

酬激励，难以彰显公平性；有些企业并非任人唯贤，

使员工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有些企业信息、管

理制度不透明，员工不能获得过程公平感受，这些都

使员工产生一种离心力，只好另谋他就。

（三）工作授权不足

许多组织中管理者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

任何人，即使真把权力交给下属，也增加许多限制。

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使得知识型员工感觉工作不能自

主，能力得不到锻炼和肯定，这也是导致其离职的重

要原因之一。

（四）沟通机制不完善

如果组织中沟通渠道不畅通，不公布组织的经

营状况，当知识型员工对组织的某些举措产生疑惑

时，意见与想法无从表达，各种负面情绪随之而来。

现实中，许多管理者不能与知识型员工进行主动充

分的沟通，不能体察对方的心理需求，不能开诚布公

地向知识型员工解释清楚组织的行为，领导者与下

属之间缺乏向心力以至于忠诚度降低。

（五）组织文化不能凝聚人心

具有凝聚力的组织文化，能给员工带来归属感

和安全感。有的组织给予员工的报酬不可谓不丰

厚，组织业绩也比较突出，但是员工的流失率却很

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没有良好的组织文化

建设，不容易得到员工的认可，不能够激发员工的认

同感与归属感所致。

四、基于情感管理提升知识型员工忠诚度的策略

员工有归属感和使命感，追求成就与稳定，就会

努力主动付出，与企业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愿意长期

留在企业中，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和最大程度的忠

诚。因此，提升知识型员工忠诚度有必要着眼于情

感管理培养其成就感、稳定感和归属感。

（一）成就感

１．实行目标管理
人们通过努力可以取得某种成就，根据这些成

就可以取得报酬。获得报酬的结果会反馈于员工，

若能使员工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就能激励员工持

续不断地以更高涨的热情进行生产，从而形成一个

正反馈的连锁反应。目标管理就是这样以目标为中

心的导向和激励。知识型员工具有很强的自我管理

和自我引导的工作行为，组织应针对这种工作行为

构建目标管理机制，在施以情感关怀的同时，强调目

标设定与目标实现中的参与、授权与自我管理，给予

他们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自主权，从而激发他们

的情感力量，为完成更高目标而努力。一是通过设

定恰当而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来产生强烈的激励作

用，使知识型员工需要与组织的目标挂起钩来。二

是组织在设定目标时应积极发挥知识型员工的参与

作用，以便他们能够形成对目标的认同感和产生对

实现目标的责任感。三是知识型员工有足够的能力

和高度的承诺完成工作目标，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

放手让知识型员工发挥各自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去完

成自己的目标。四是对照既定目标，引导个体进行

行为和绩效评价，讨论未达成目标的原因。同时，为

下一个目标管理周期设置更高目标做准备。［４］

２．工作授权
德鲁克在剖析管理行为的实质时指出，人们从

内心深处是反对被“管理”的。这一观点尤其适用

于知识型员工。对于知识型员工而言，如果被置于

各种繁杂的规章制度束缚和监工的监管下，可能会

丧失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对工作的激情与创造

力。知识型员工是看重工作自主性、工作成就感和

一定程度自由的人才，非常重视私有的工作空间，喜

欢独自工作的自由，以及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在

工作过程中，知识型员工享受的自主权越大，成就感

体验越大，领导的过多干涉，会降低其工作成就感；

而适当的自主权能增加知识型员工的工作责任感，

使其感到自己受到了信任和重视，从而提高工作热

情乃至工作绩效。另外，知识型员工参与决策程度

越高，其对企业的信赖程度也越高，主人翁意识和责

任感越强，自身潜能的发挥也越积极。因此，组织可

酌情对知识型员工进行工作授权设计，实施弹性工

作制等，将有效的授权作为一个内部激励手段来满

足知识型员工个人的荣誉、自尊与自我发展需要，引

导知识型员工参与管理，承担更多的责任，提升其对

企业的忠诚度。［５］

（二）稳定感

稳定感及由此带来的安全感也是提升知识型员

工忠诚度的重要环节。这种稳定和安全建立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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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员工进行职业发展管理，促进组织与员工共同发

展的基础上。员工最高层次的需求是实现自身职业

发展的自我实现，当员工看到在组织中自我发展和

自我实现的机会时，就会感到安全和稳定。对安全

性和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知识型员工倾向于长期合

作，因而不会轻易换岗或者离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留住知识型员工，进而稳住支持企业长远发

展的人才队伍。一方面，帮助知识型员工做好职业

发展规划。员工要正确进行自我评估，准确掌握自

己的缺点和长处，做好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使员工

的个人发展规划与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企业总体

战略发展相一致。当员工个人的职业发展能够体现

在企业的发展中时，员工的稳定感将会大幅度增加，

即使企业处于困难时期，员工也会从长期职业生涯

规划出发，留在组织中，协助企业渡过难关。另一方

面，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通道。知识型员工中一

部分人可能希望在专业能力上获得提升，而另一部

分人可能希望通过专业领域的努力进入管理者系

列。因此，企业应该针对员工的职业发展需求设计

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通道，并安排不同的培训活动作

为实现目标的途径。［６］

（三）归属感

１．基于公平的绩效考核制度实施全面薪酬战略
按员工实际的贡献来分配薪酬体现组织对员工

价值和贡献的认同，让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本的价值

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前提，还

是培养员工忠诚度的必备条件。组织应针对知识型

员工的特点和需求实施全面薪酬战略，不仅要完善

奖金、长期的股权激励和弹性福利等多元化的外在

薪酬组合，还要注重工作挑战性、工作授权、员工参

与等内在报酬形式的设计，使外在薪酬与内在薪酬

互为补充，发挥不同的激励功能。同时，在建设薪酬

体系的过程中，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让员

工全程参与。员工对于公平性的感知不仅体现在组

织外相同岗位的比较，还体现在组织内相同岗位和

不同岗位之间的比较。知识型员工具有工作结果难

以衡量的特点，因此，更要重视绩效考核的公平性、

准确性，保证薪酬和绩效挂钩，让员工觉得自己的付

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２．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对于知识型员工忠诚度的培养，疏导显然胜于

堵截。良好的沟通渠道能够提供一个员工表达工作

意愿和情感释放的机制。沟通是组织工作正常运行

的润滑剂，协调着整个组织内部的和谐的人际关系。

组织中良好的沟通，能有效实现组织内部成员信息

交流与共享，创造出一种彼此信任、真诚相待的合作

氛围。同时，沟通机制也有助于知识型员工在工作

与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寻求组织支持。组织管理者可

以及时把握工作人员的思想动态，在有需要的时候

给予一定帮助，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从而保障员工

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的工作之中。组织与员工

之间的沟通越顺利、越频繁，员工的归属感越强，忠

诚度越高。组织要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必须做到

沟通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如 ＩＢＭ建立了四
条制度化的通道可以使员工顺畅地提出个人看法：

一是经常安排基层员工与公司高层经理直接面谈，

二是定期开展员工意见调查，三是直话直说的直通

车，四是员工申述。这四条通道建立在双向沟通原

则基础上，体现了尊重个人的企业信条。组织的沟

通机制要做到广开言路，让沟通常态化。此外，沟通

机制是双向的，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

础上。组织的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只有设身处地地为

对方着想，才能理解对方的行为，从而建立起密切的

合作伙伴关系，沟通的有效性才会得以体现。

３．让富有活力的组织文化深入人心
员工对组织的认同、长期服务的意愿、归属感和

忠诚度从长远来说不能仅仅依靠硬性的制度规定来

解决，需要借助于软性的组织文化建设来扎根。好

的组织文化能够在精神层面上汇聚员工，长久以后

转变为员工自己的思想、行为标准，从而建立心理契

约，产生持续的忠诚。所以，留住知识型员工，培养

和提升其忠诚度，长远来看需要企业构建一种有利

于员工创造力发挥的文化氛围，作为一种力量将员

工各个方面关联起来，员工会把这种理念作为自己

工作和行动的风向标和指南，并对企业产生依赖感

和归属感，从内心对组织文化产生认同，对组织保持

忠诚度。

五、结语

情感管理模式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尊重员工的

基础上的，通过平等对待、尊重员工，赋予知识型员

工适当的参与权，给予其最大程度的成就感与归属

感，知识型员工才会去主动而真诚地付出，与企业建

立长久伙伴关系，忠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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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画角色孙悟空的形象变迁看设计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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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性是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立足的根基。本文通过对孙悟空动画角色形象的比
较、分析，揭示中国动画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强势经济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向西方学习的演变过

程。文章从文化内涵的三个层面，以动画设计的民族性表现角度比较中国、美国、日本三国动画的异

同，分析各国在动画设计制作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因素，并据此探索中国动画民族性体现的着

眼点和方法。

关键词：动画角色；文化转移；民族性特征；动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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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具有民族性、原创性一直是中国动画倍受
关注的难题。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国动画的代表性作
品《大闹天宫》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形成独具民

族特色的中国风格。从历史角度考察孙悟空动画角

色形象演变，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在角色造型设计、制

作技术、审美标准层面的影响。从设计的角度进行

比较，这一角色的形成与演变无疑是研究与解决动

画设计中民族性与原创性难题的典型案例。

一、孙悟空动画角色形象变迁

２０世纪初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孱弱的时期，洋务
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带来新的文化思潮，也产生了受

西方文化影响的艺术审美观。中国动画诞生初期的

《铁扇公主》，虽然题材选自中国传统西游记故事，

但孙悟空的形象带着明显的迪斯尼米老鼠的造型痕

迹。（见图１、图２）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独立，形成强烈的民

族荣誉感和文化自信。中国动画立足传统民族艺术

形式，创作了诸如《大闹天宫》《人参果》《金猴降

妖》等与孙悟空角色相关的作品。与 １９３９年的角
色设计相比，在民族性、原创性上有了较明显的不

同。角色的设计在符合动画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借

鉴了京剧脸谱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

鲜活形象（见图３、图４）。１９８８年又将中国水墨的
韵味融入动画表现中，创作了以《山水情》为代表的

中国特色动画，获得了国内外各种奖项，形成了世界

动画界的中国学派。

图１　《铁扇公主》孙悟空形象

图２　早期米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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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６４《大闹天宫》孙悟空形象

图４　１９８５《金猴降妖》孙悟空形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西方文化再一次作

为强势文化涌入，对中国年轻一代价值观念和审美

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孙悟空动画角色形象再一次

经历变革。而同为东方文化的日本，在对西方技术、

现代审美和传统文化作有机结合方面为中国现代设

计树立了榜样。２０００年以后的中国动画，在形象设
计上无不受到日本武士道造型风格的影响。其间，

作为中国动画两大地域性代表，上海更接近日本风

格，而北京更接近美国风格，日美两大流派统治了中

国动漫的艺术风格。

《夺宝幸运星 Ｉ》的角色设计（见图５），运用日
本现代动画制作理念，分析受众的年龄和心理特征，

结合强势文化的审美标准，创作了“日本的孙悟空”

形象。在文化适应和文化转换的前提下，经济利益

的驱使使得角色设计背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征，

在风格上更趋向日式的体现。统观２０００年以后的
中国动漫，虽然在现代动漫技术的支撑下呈现出了

多元化的面貌，但在世界动画史上迷失了自我（见

图６）。
二、文化对动画设计的影响

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

它涵盖了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

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图５　２００５《夺宝幸运星Ｉ》孙悟空形象

图６　２０１０《新西游记》孙悟空形象

等。它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

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内涵可以简要划分为观

念、行为和物质三个层面。动画是一种综合性艺术

形式，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在动画创作的过程中，

文化的观念层面通过动画设计和制作的行为，强制

地（命题）和隐性地（文化对设计和制作人员的素

质）影响了动画作品的内容和呈现形式。

１．文化的物质层面对动画设计的影响
文化的物质层面指与自然原生的物质形态相对

应的“人化”的物质形态，包括建筑、服饰、器具和工

艺美术品等人的创造或制作。动画作品本身是一种

依靠物质造型展现的艺术形式，它体现着民族和时

代的一种或多种风格，是特定环境中，社会文化的集

中体现。其中，物质层面的建筑、服饰、器具等作为

素材或视觉元素以动画的形态在作品中呈现。这种

物质形态作为最直接的和受众交流的形式，标识着

作品的地域、时代和风格，是民族性的最直观的体

现。

从１９５６年《骄傲的将军》到《小蝌蚪找妈妈》
《牧童》，再到１９６４年《大闹天宫》，中国动画挖掘民
族的题材和艺术形态，以鲜明的民族造型风格书写

了世界动漫史的一个精彩篇章，构成了动画中的中

国学派。

２．文化行为层面对动画设计的影响
文化的行为层面涉及社会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

和行为，主要包括日常生活、节日活动和祭祀活动。

具体到动画设计领域，文化行为包含了两个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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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一是社会文化中的行为文化，它和物质层面

功能相类似，是地域性、民族性的标识，比如端午节，

春节、祭祀礼仪甚至日常生活习俗、方式等，主要以

创作素材的形式在动画设计中出现；二是文化的观

念层面到物质层面的转换过程———动画作品的构

思、设计和制作过程，在这里设计者的思维模式受民

族思维习惯的影响也是作品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显现

形式，而动画的设计制作行为受到技术的制约则具

有时代性和世界共性。

３．文化的观念层面对动画设计的影响
文化的观念层面，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长期

积累形成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和哲学观念，是文化

系统的核心，制约影响着行为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内

容和形式。同时，它又通过文化行为和物质符号得

以表达和传递。在具体的动画设计制作中，文化观

念影响着动画主题、艺术表达方式，设计者的审美、

思维方式，同时又规约了受众的审美标准。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相互交融，跨文化传播是大

国实现其文化殖民的重要手段。而随着社会文明程

度的提高，在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

文化转换代替了文化适应。文化转换是社会学家费

南多·奥提兹创造出来用于形容文化融合和趋同的

词语，描述人们对外来文化通常持有解决而非激化

冲突的倾向。［１］具体到表现形式，指民族文化观念

层面在作品中的体现可以和民族文化物质层面在作

品中的体现错位分离，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嫁接到

另外一个民族的物质符号的重新构建。这也是原创

性的重要方式。

美国动画一直引领着世界动画发展的潮流，形

成了动画领域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技术性的统一，创

作了诸如《猫与老鼠》等无数的优秀动画作品。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美国动画在世界各地挖掘素
材，寻找原型，并且大胆加以改造，在看似古老的不

同民族的故事中融入了美国的现代思想和文化理

念，使美国文化与其它国家的文化转换整合，进一步

推动着世界动画文化的发展潮流。

《埃及王子》的题材来自《圣经》旧约中的《出埃

及记》，《美女与野兽》的故事来自法国民间传说，

《狮子王》重新诠释了哈姆雷特的故事，加入美国惯

用的亲情、爱情、友情主题，体现着开拓冒险、独立进

取、勇于超越自我、富于责任感的美国精神。表现美

国式个人英雄主义的《花木兰》来自我国世代相传

的北朝民歌《木兰辞》，《功夫熊猫》则在全是中国元

素的动画中借用中国功夫讲述着美国的价值观和精

神诉求。

三、中国动画的民族性挖掘

文化的民族性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

带，是指特质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气

质。文化的世界性是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中的共

性。世界性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那些被世界各民

族所广泛认同与普遍接受的文化。

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文

化秩序，增加中国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和认同感已

成为发展的必然要求。［２］中国文化需要从各种文化

传播中去实现中国文化的战略输出。具体到动画领

域，需要在动画中有意识地对中国文化民族性的观

念、形式进行挖掘。一方面实现文化输出形成认同

感，另一方面增强原创性，形成中国动画品牌，丰富

世界文化形式。

要在动画创作中体现中国动画的民族性，也可

以从文化内涵的三个层面来探讨。

１．文化物质符号的选择和应用
动画中，中国文化物质层面的视觉元素是民族

性体现的最基本层面，其具体造型具有中华民族独

有的内在和外在特质。这些中华民族特有的、代表

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图案、形象或物质符号无疑

是浓郁中国风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社会行为文

化可以以故事情节、生活习惯、节庆礼仪等形式通过

动画现代技术来呈现，从题材到形象都是民族性的

最直接的体现。

２．行为层面的选择和适应
动画设计的行为层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

设计者的思维与制作。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体悟思

维和系统思维特点将在设计创作过程中潜性地体现

在作品中。总体来讲，这种影响是无意识的，但它是

民族性的坚固的根源。另外，制作行为在现代技术

的支撑下可以更充分地挖掘民族特有的表现形式。

如中国动画中传统水墨的现代表达，戏曲艺术、文章

的章回、剪纸、皮影、木偶剧等表达方式应与现代动

画技术相结合，使其焕发新的青春，彰显中国民族特

性。

中国的水墨动画曾经在中国动画的历史上有过

辉煌，但却只是花开一度。究其原因，一是审美的根

基问题，水墨动画的表现形式传统气息浓郁，离现今

娱乐至上略显崇洋的审美有较大的偏差，这一方面

是文化认同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弱势文化的缺乏

自信所致；二是没有开发适合水墨动画表现的技术

支持，用现代世界所谓先进的动画制做渲染技术，去

完成一部现代风格的水墨动画，其实现的效果和时

间、财力的消耗难以统一协调。研究适合中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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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画制作技术是体现中国民族风格、促进动画发

展的又一途径。

３．文化观念层面的选择
文化观念是在故事主题之上的民族性的核心，

它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是透过普世的文化传达形式以

取得不同民族的认同，是文化输出的重要内核。纵

观中国文化精神，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和而不同、包

容厚德、克己复礼、谦逊孝道、勤俭、辩证、集体主义

等无不闪耀着中国文化的光芒。“天人合一”一方

面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方面则指“人与社会

的和谐”。宗法制环境中的中国哲学与辩证伦理关

系———“礼”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精神，突出的

是整体秩序对个体的意义，要求个体服从并服务于

整体，讲求秩序与和谐。具体到设计，受传统哲学思

想影响的艺术审美观，是辩证和谐的审美观，以和为

美，同时兼具抒情传意和综合体悟的哲理感。“以

和为美”，和谐的审美观更讲求和而不同，是辩证的

和谐审美。中国传统文化中普世的文化审美价值观

在现代世界文化发展中有很高的接纳性，如老子的

哲学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绘画、陶器对现代西方颇有

影响。因此，中国动画创作中如何超脱情节主题上

升到文化观念内核的表达，是每一个创作人员必须

面对的问题。

四、结语

中国动画在当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取得了不

菲的成绩。《喜羊羊与灰太郎》《熊出没》等作品在

积累大量观众的同时，也探索了中国动画产业链的

发展。然而就世界影响上来讲，中国动画依然微弱，

在向世界文化输出的过程中，民族性的缺失以及强

势文化的转换是它的障碍。动画语言已日趋国际

化、通行化，如何吸取欧美日动画的先进经验，将中

国文化以动画形式推向世界，构成现代审美标准之

一，以其富有中华民族东方神韵的艺术特性呈现，是

中国动画设计制作人员心中的梦想和肩负的使命。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实现民

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是一项艰巨的也是有意义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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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建地方本科高校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突出特点的高校类型，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
化的生力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本文通过对新建地方本科高校的发展现状和存

在问题的分析入手，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从加强应用型高校的理论研究、架构产教融合

的校内治理结构、明确“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建立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双师双

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政府的配套政策和推进机制、建立应用技术类型高等教育评估体系等七

个方面，探讨了新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路径，最后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通过诸如办学理

念、运行机制、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分类等措施的实施，增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满足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类

型结构，完成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真正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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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国家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显著增加，

而目前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同质化现象比较严

重，存在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错位对接，造

成企业“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低”

并存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应该

根据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据经济社会发

展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结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生态

的重新定位，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做好转型发

展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走特色办学之路和产

教融合之路。

一、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新建地方本科高校是指我国高等教育自１９９９
年扩招以来新建的本科院校，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

为突出特点的高校类型，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

等教育需要的产物。这类高校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

发展，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专科到本科的过渡，实现

了办学层次的转变，然而，在其转变发展过程中还存

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这类学校在升格为本科院校之

后，虽然定位大多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但其在办学机

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在学科

专业设置上盲目追求多学科、综合型的发展路径，产

学研合作教育不深入，没有把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培养作为重点。二是“千校一面”，专业特色缺

失。这类院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办学定位的认识

模糊或不清晰，所设专业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往往

为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而导致原有的办学特色

和竞争优势无法凸显，造成同质化，使人才培养规格

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脱节，造成大量的毕业生找

不到合适工作，进而制约了学校的发展。三是管理

不畅，“行政化”现象严重。从学校内部看，“行政

化”色彩浓厚，在人事、财务、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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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创新意识，专科时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根深

蒂固，以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比较

严重。同时，办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执行政府的

行政指令，在办学资源上存在单一性和依赖性，在办

学实践上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关系影响着学

校的独立办学，制约着学校的发展，最终导致学校缺

乏办学的动力和活力。

二、新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路径

新建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绝不仅是“改名换

姓”，而是“脱胎换骨”，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想实现真正的转型发

展，首先政府要加大对高校的扶持力度，使其“华丽

转身”的愿望尽早尽快实现；其次高校也必须转变

观念，科学规划，把办学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真正结合起来，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上来，各展所长，走特色办学之路。

（一）加强应用型高校的理论研究

加强应用型高校的理论研究是做好转型发展的

前提。应用型本科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

是高等教育分类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领域，涉及到高

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因此，对新建地方

本科高校来说，应该加强对应用型内涵和外延的研

究，厘清应用型人才培养与社会劳动力需求的互动

关系，熟悉应用型本科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系，

加大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建设、课程体

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从而转变

思想认识和办学理念，按照我国高等教育分类管理

和人才培养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真正明确新建

本科高校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找准自己在中国高

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和人才培养的定位，以应用型

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确定学校的发展方向，把学校

的转型发展当作学校的重点工作来做，把办学思路

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从基础性、根

本性、发展性和保障性四个层面来推进人才适应、制

度协调、学科支撑和专业对接，从而走出一条应用型

本科院校的发展道路。

（二）架构产教融合的校内治理结构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

条件，架构产教融合的校内治理结构是转型发展的

基本路径。高校要实现转型发展，首先要实现治理

结构的转型。地方本科院校原有的治理结构一般是

主体单一，比如学校管理的主体，仅限于学校本身，

和办学相关联的行业以及其他成员脱离，培养的人

才与社会经济需求不对接，出现所谓学生就业的结

构性矛盾。因此，要使其治理结构满足转型发展的

需要，首先要克服单一主题的缺陷，创建一个创新型

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最起码要有两个原则：一是

要遵循产教融合原则，产教融合是依托企业和行业

校企合作平台，将教学内容融入到生产过程，实现教

学与生产的对接，促进学生技术应用能力的提高和

创造能力的发展，是校企合作教育的深化发展。基

于深化产教融合有效实现学生在“练中学”、教师在

“做中教”，需要架构“双主体”的校内治理结构，突

出企业在参与办学中的主体地位，使高校和企业在

管理理念、机制和模式上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深度合

作、互动双赢的校企联合体。二是要遵循需求组合

原则，是指高校应该密切关注行业产业的发展需求，

实施错位发展，办出自己的特色，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需求与大学生就业的紧密结合，围绕地方支柱产业、

优势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接地气”的应

用型人才，使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的需求实现无

缝对接，不至于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的现象。

（三）明确“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

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

出：“地方高校要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全面提高学

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

力。”因此，为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是新建地方本科高校的主要任务，而这些学校在办

学区域上，其主体布局也具有天然的“地方性、应用

型”特征，可以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从

办学层次和培养目标定位来看，可以优化高等教育

资源，弥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本科教育的缺失，使

职业教育真正成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同时这些

高校的转型也顺应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转型

升级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作为新建地方高校的领

导及决策部门，尽快做好顶层设计，确立“地方性、

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明确人才培养规格，找准高校

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契合点调整专业结构，根

据行业人才需求主动调整专业方向，通过传统优势

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衍生新专业，按照“前沿、交

叉、急需”的原则积极增设满足地方经济和产业发

展所急需的专业，走立足地方、融入地方和服务地方

的办学之路，形成具有区域经济特征的办学特色。

（四）建立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是根据行业和社会岗位

群所需技术逻辑体系来实施的，强调以能力为本位，

突出从业能力和职业的适应性，具有鲜明的职业化

特征。因此，学校应该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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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围绕学生应用能力

的提升，找准切入点、创新点，加快与相关行业企业

进行深入的产学研交流合作，让行业企业深度参与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与行业企业一起根据岗位需求，

科学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依据

培养目标确定课程体系，合理地设置课程，突出课程

知识的实际应用和生产技能的实际操作。在课程设

置过程中，还应该具有基础课教学要为专业教学服

务的理念，按学科专业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设置

基础课，适度地加大专业课程的学时比例。在专业

课程设置时还要考虑到企业或行业的技术技能要求

以及企业文化，将企业或行业标准增加到课程标准

中去，同时还要将创新创业课程融汇到专业课程中，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熟悉企业的文化，掌握企

业所需要的专业技能，以及创新创业的能力，增加他

们的社会适应性。同时，学校还要细化专业的基本

能力和核心能力，改革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将第二课

堂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加大开展实地教学和

课题实践的力度，通过学分化、课程化和项目化等形

式推进第二课堂的改革，完善个性化课程的教学要

求，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使学生真正将所学理论用以解决生产和

社会的实际问题，实现“做中学、学中做”。

（五）加大“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师资队伍是关键，要培养出

优秀的应用型人才就需要有“双师双能型”的师资

队伍，有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将学科专业知识转化

为产业行动能力的师资力量，因此，应用型高校教师

队伍的建设首先需要转变教师的观念，要求教师明

确应用型高校的内涵，以及应用型高校与一般的本

科高校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课程教学等方面的不

同，明确日常的教学工作如何结合专业的培养目标

和定位开展，怎么样才能达到目标的要求。其次，应

用型高校的师资队伍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具有较

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一方面，学校的发展需

要有学术领军人物，由他们带领团队完成重大或重

要科研项目的研发或企业技术难题，另一方面又需

要一定数量的、有企业背景的“双师型”教师和从企

业聘请的“能工巧匠”组成的教学团队，由他们完成

或指导实践教学任务，并把企业的技术标准引入到

教学过程中来。所以，新建地方高校师资队伍的建

设要充分发挥学科专业建设的人才集聚功能，加快

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学校可以向政府争取政策支

持，与合作企业以技术开发、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合作

等形式共建平台汇聚高端人才。也可以通过选派中

青年骨干教师到大型企业进行挂职顶岗锻炼，或者

是到境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访学研修，加大本校教

师的培训力度，使教师通过实践真正达到“双师双

能”。同时，学校还可以聘请企业或行业的技术能

手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使企业的最

新技术和标准实时地进入课堂，让学生毕业和就业

实现无缝对接，全面提升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

与水平。

（六）完善政府的配套政策和推进机制

由于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地方高校自身对建设

应用型高校认识水平上的差异、财力支持上的不均

衡等因素，在新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首

先，国家要从法律上解决应用型高校的地位问题，要

从舆论上解决其声誉问题，要从招生和就业改革上

解决其生源问题，要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格上

解决其办学层次问题，要从拨款机制上解决其办学

经费问题。其次，省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

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发挥其统筹作用对接服务，引

领地方产业发展和升级，从政策层面上推进和引导

地方高校转型创新。一是加大对地方院校政策上的

支持，给予其招生方面的优势。可以把地方本科院

校的转型作为推动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的重要突

破口，切实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允许其在国家制

度许可范围内自主制定招生考试方案，允许其根据

地方产业状况自主设置新专业，允许其将部分优势

专业或特色专业纳入本科第一批录取，允许具备条

件的院校设置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二是加大对新

建本科院校的资金投入，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地

方政府可以通过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制定鼓励企业

承接在校生的实习任务，或者是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等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投资教育的优

惠政策，完善产学研各个环节参与者的税收优惠政

策，以及企业和自然人向高校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

等；也可以通过加大对财政专项如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创新创业中心投入等多种形式，改善高校的实践

教学条件，提升其实践教学能力，最终促进学生能力

的提升。

（七）建立应用技术类型高等教育评估体系

评估体系的建立是未来学校转型发展的指挥

棒。只有评价制度、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转变了，才

能引导高校打破原有的封闭格局、主动整合资源、开

放办学，才能引导高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环境中转型、寻求自身的发展之路。国家在审批

新建本科高校时都提出了地方性、应用型的发展目

标，这类高校在升本过程中也都把学校定位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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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用型，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受利益机制的驱

动与评价标准的导向，高校往往偏离了发展目标，有

时候甚至是南辕北辙。主要原因有：一方面，国家对

办学经费的划拨和对学生学费的收取标准都是固定

的，与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对社会的贡献能力没有关

系，这就导致许多高校领导往往把规模大、专业全作

为学校办学追求的目标，通过扩大招生规模、开设成

本低的专业，来获得越来越多的办学经费，提高经济

效益。另一方面，现行单一的评估标准也容易出现

千校一面的现象。近年来，有关部门虽然在不断改

进本科高校的评估标准，但各类高等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正、副主任往往是由９８５、２１１大学教授担任，
这样制定出来的学科建设规范与专业标准往往更适

用于研究型大学，而难以适应地方新建本科高校。

这就导致了地方新建本科高校不得不同研究型大学

一样，注重追求教授的数量、科研的高大上、精品学

科等硬指标建设，从而忽视了服务地方经济、行业企

业与社会需求的软实力提升。因此，国家应该尽快

建立以高质量就业能力和产业服务能力为评估标准

的应用技术类型高等教育评估体系，实行分类评估，

其评估体系应该由相应高校的教授依据学校所处的

办学区域和办学类型来制定，从而科学地评价高校

的办学质量、特色和对社会的贡献力，在考核上实现

根本性的突破，而不是一把尺子量到底。

三、新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基本策略

转型发展作为新建地方本科高校的改革策略，

不是口号，不是跟风，更不是追求时髦，而是要把转

型发展体现在办学的各个环节中。以郑州工程技术

学院为例，学校以“一二三四”工程为抓手，即围绕

“建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支撑作用、在省

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这一战略目

标；促进学校由“专科学校向本科院校、综合型院校

向应用型院校”两个转型；实现“教学质量、管理水

平、创新创业”三个跃升；确保“师资队伍素质、教学

科研水平、学生综合能力、学校发展活力”等四个方

面的显著增强。在解决转型发展策略方面着重从转

变理念、体制改革、学科建设、师资和人才培养分类

等方面进行实施，强力推进。

（一）彰显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在转型

发展过程中，从外力和内力均形成了转型的共识。

外力上，得到河南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和郑州市委

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内力上，一是做好顶层设计，

学校领导通过学习和调研，统一思想，明确“地方

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同时，又通过讲座和讨论

等形式对全校教职员工进行思想动员，转变教师的

观念，做好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的宣传，让教师明白

应用型师资的重要性和合理性，熟悉应用型人才专

业的建构及课程的设置，真正转变对学生的培养模

式。二是从发展规划、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均按照办好应用技术大学的目标要求，根据教育部、

省、市政府的文件精神，有计划地推动转型发展改

革，使学校从内涵到外延都建设成为一所真正的应

用型本科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真正能够服务地方，

学以致用。三是对全校学科专业进行整合，对二级

学院进行全面调整组建，要求每个学院都必须围绕

着学校的专业集群打造自己的办学特色，凝炼优势

学科方向，力争建成省内一流、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

优势学科专业。

（二）确立构建应用型高校的运行机制

学校以“一二三四”工程和“３＋７”工作领导小
组及专业建设委员会为抓手，通过完善各种规章制

度来实现内部运行机制的科学化。一是实现管理重

心下移。学校在确保宏观调控、统筹协调和监督评

价的前提下，合理地配置二级学院的责和权，从根本

上扩大和落实二级学院的办学自主权。二是通过

“三定”方案，实现学校管理的科学化。学校推行了

岗位目标责任制，核编定员、定岗、定责，对党政职能

部门进行重新布局，对其职责重新配置，使职能部门

由日常事务性管理转变为宏观战略性管理，由指令

性下达转为重指导和服务；二级学院通过自主权的

增大，其工作由被动的执行转变为主动地开展；教师

队伍结构也趋于合理，冗员减少，使有能力和责任心

的优秀教师能够充分发挥才干和潜力，使不思进取

的教师产生压力和危机感。三是实施绩效工资，提

高教师待遇。学校切实实行绩效工资，做到劳酬挂

钩，不搞平均主义，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使在岗

教师的工资待遇有较大的提高。四是实行干部队伍

轮岗，提高工作的激情和热情。为了减少干部队伍

的职业倦怠，提高其工作效率及开展工作的创新性，

学校实行了干部队伍轮岗制，打破了院长、处长多年

不变的格局，职能部门和学院采取轮流坐庄的制度，

避免了部门唯我独大的现象，使学校的工作有了全

新的气象。

（三）统筹规划，重点突破，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学校成立了学科专业建设委员会，制定了学科

专业建设规划，厘清学科专业建设的思路，把长期和

短期行为结合起来，统盘考虑，明确建设任务，合理

布局学科设置，适度开设超前特色学科。一是确定

学科专业建设方向。学校建立了行业和用人单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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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参与的专业设置评议制度，形成根据社会需求、学

校能力和行业指导设置新专业的机制。以升本专业

为基础，构建专业集群，围绕专业集群设置专业。二

是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产教融合的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人才培养流程，确定人才培养

规格，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学校在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计划投入１０亿元建设郑州
工程技术学院·台湾友嘉机电学院；与台湾友嘉集

团共同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省级）。三是以

本科专业为试点，逐步推行学分制，扩大学生的自主

学习权。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合作式、参与

式教学，逐步扩大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的权利。

学生从大一开始，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承担各级各类

科研项目的教师必须承担学生的指导任务。改革学

生学业评价办法，把思想品德、学习态度、创新创业

大赛、学科竞赛、技能竞赛、作业、考试等纳入学生评

价内容，以评价为导向，引导学生各项能力协调发

展、综合素质逐步提高。四是加强实验、实习、实训

环节的教学，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研究方法、学科前沿、创业基

础、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挖掘

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全面推

行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把企业技术革新项目作为人

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把行业企业一线的需要作为毕

业设计选题来源，真题真做。将现代信息技术全面

融入教学改革，推动信息化教学、虚拟现实技术、数

字仿真实验、在线知识支持、在线教学监测等，加强

微课等在线课程的建设和开放共享。

（四）分层培养，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

学校树立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造就了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

（兼）职教师队伍。一是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国内

外高校进行交流学习，鼓励教师到企业接受培训、挂

职工作和实践锻炼。通过教学评价、绩效考核、职务

晋升、职称评聘、薪酬激励、校企交流等制度改革，增

强教师提高教学、科研和实践能力的主动性、积极

性。二是加大对师资队伍建设经费的投入，加大对

学术领军人物、学科、专业带头人和教授、博士等高

层次人才和有实践经验人才的引进力度，加强“双

师双能型”教师的培养。三是营造尊重人才、构建

和谐人际关系氛围，建立可持续发展工作环境，最大

限度地发挥各类人才潜能。提高高学历、高职称、高

技能人才的福利待遇，创造良好条件使教师安心工

作、多出成果，实施教师高水平学术成果休假制度，

激励教师通过进修、培训、学术访问等提高自身的业

务水平和教学科研能力，实现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

展。四是深化师资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按需设岗，

深化岗位聘用制和教师职务聘任制改革，对不同学

科专业、不同职务、不同类型的教师，根据其学科特

点以及岗位职责，进行分类评价。注重评价结果的

反馈和运用，建立和健全与工作业绩相联系、以成果

业绩为导向、鼓励创新、注重实绩与贡献的分配激励

机制。五是分层管理，将教师能力发挥最大化。根

据教师个人特点，依据自愿的原则，将教师分为科研

型和教学型两类，并针对不同的分类采取不同的考

核方式。对适合科学研究的教师，给他们提供充足

的科研条件，组建梯队合理、富有实力的科研队伍，

承接一些国家、省政府和郑州市政府以及学校发展

的政策性研究项目等，不断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同

时也作为学校发展的智囊，为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建

设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对适合教学的教师，通过

培训和传、帮、带，让他们在讲台上尽情地展示和发

挥，把他们的所学、所知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五）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分类人才培养

学校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学习成绩、职业规划

和发展潜力，依据学生个人的意愿，结合学生的个性

特征，实施分类人才培养策略。分类人才培养策略

的课程体系由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和模块课程组成。

其中，通识课程包括外语、计算机等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模块课程包括

就业取向课程和研究生取向课程。在分类人才培养

的同时，学校配套实行了本科生导师制，要求为每一

位学生都配备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从德育和专业两

个方面对学生的发展提供指导意见。分类人才培养

的实施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将学生分为考研取向

型和就业取向型两个方向。考研取向型的学生一般

有比较好的学习成绩、踏实的学习态度，他们有强烈

的考研愿望。学校对于这类学生实施理论型和学术

型的人才培养模式，给他们配备学术型的指导教师，

注重他们创新能力和科研素养的培养。一方面，导

师要定期对他们进行一种小规模、有针对性的学术

交流和指导，同时，导师还通过开展学术沙龙和吸引

学生进自己课题、项目等形式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

和科研素养。另一方面，导师还要帮助学生了解考

研专业的具体要求和考研的具体事项，指导他们备

战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技能和技巧。对于就业取向型

的学生，他们大多考研愿望都不强烈，他们的目标就

是毕业后成功就业。对他们的培养以就业为目标，

实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策略。在课程设置时注重实

践能力的培养，倾向于实践课程所占比例的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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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配备技能型的指导教师，引导他们搭建应

用型人才所具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知识

体系，帮助他们分析成功就业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以及应该掌握的实践操作技能，引导他们有针对

性地选择实践课程，同时要求他们考取相应的各

种职业资格证书，指导他们的职业规划和创新、创

业计划，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信息，帮助他们顺

利就业。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着经济结构的

深刻调整、产业升级步伐的加快、社会文化建设的不

断推进、高等教育同质化的倾向严重、结构性矛盾的

突出、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变化等现象的并存，要

求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破解转型发展过程中

顶层设计不够、改革动力不足、体制束缚太多等突出

问题。本文正是通过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现

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

和突破口，探讨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路

径，并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阐述了转型的基本

策略，通过策略的实施真正增强地方高校为学习者

创造价值的能力、为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完善我国高等教

育类型结构，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取得新

的进展，满足转型升级过程中经济产业对应用型人

才的迫切需求。

参考文献：

［１］武尚民．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服务区域发展的路径选择
［Ｊ］．衡水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４）．

［２］刘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路径研究［Ｊ］．三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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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Ｃｓ背景下《医用物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潘志峰１，李宏德２，白蓉１，李云涛１，唐伟跃１，刘志勇１

（１．郑州大学 物理工程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２．中州大学 教务处，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１４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ＤＷＪＺＷ２０１５３２ＺＮ）；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２０１１］－ＪＫＧＨＡＤ－０２４１）；郑

州大学教改项目（２０１４ＸＪＧＬＸ０９９）
作者简介：潘志峰（１９６９—），男，山东临清人，郑州大学物理工程学院教授，从事大学物理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近年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的建设风靡全球，它突破了
传统教学模式、学习方法和师生关系，对当今高等教育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ＭＯＯＣｓ来袭对《医
用物理学》教学改革的启示是改变教学理念和学习方法，构建新型的教与学模式，建设医用物理学

课网络共享平台课程，探索医用物理学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

关键词：ＭＯＯＣｓ；医用物理学；翻转课堂；微课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６．０４．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Ｒ３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０２－０３

　　２００８年，加拿大学者布莱恩·亚历山大（Ｂｒｙａ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与戴维·科米尔（ＤａｖｅＣｏｒｍｉｅｒ）正式提
出了ＭＯＯＣｓ一词，迅速引发了学术界甚至普通大
众的关注［１］，随后掀起了一波开展新兴教育模式

ＭＯＯＣｓ热潮，诞生了 Ｕｄａｃｉｔｙ、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ｅｄＸ三家世
界最好的ＭＯＯＣｓ运营公司，世界诸多知名高校，如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纷纷加盟

ＭＯＯＣｓ联盟之中。２０１３年，国内有香港中文大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尝试通过

ＭＯＯＣｓ改进学校教育，迎来中国 ＭＯＯＣｓ浪潮，使
２０１３年成为“中国ＭＯＯＣｓ元年”［２］。

一、ＭＯＯＣｓ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突破
ＭＯＯＣｓ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普及与

发展，网络技术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性手段介

入课程教学之中，彰显 ＭＯＯＣｓ的技术优势与理念
优势，突破了传统课程教学的内容、流程以及师生关

系等，为终身化学习以及自主学习提供了可能。可

以说，ＭＯＯＣｓ对于传统课堂教学来说具有除旧布新
的革命性意义。

（一）对传统课程教学的突破

传统课堂教学往往受制于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而

只能同时满足有限数量的学生进行学习。而

ＭＯＯＣｓ本身不但具有海量课程与多元课程的含义，
还有海量受众的含义，通过网络传输教学视频的方

式进行授课，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接收学生的在线学

习。作为一种自主性的课程学习模式，ＭＯＯＣｓ根据
不同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将学习

进度的安排交给学生自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决定每次学习的时间长度、重复学习的次数、求助

教师与否等，真正实现了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

分层教学，避免了传统课程中固定化的知识传授，无

法真正地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要。

传统课程教学是将知识的接受放在课堂，知识

的消化与内化放在课外，ＭＯＯＣｓ的理念就是将知
识的传授放在课外，让学生自己选择最喜欢、最高效

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而将知识的内化放在课堂，

让学生与教师在课堂之中进行平等的沟通、咨询与

交流，实现了知识传授的“翻转课堂”。

（二）对传统学习方式的突破

根据ＭＯＯＣｓ的课程模式，课程视频往往只有
１５分钟甚至更少，是“微课”，要求教师讲解时间不
长，而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探索、自我创新、合作讨论

的时间却明显增加，这样由原来“学生接受知识”的

课堂学习方式转向“学生探索知识”。ＭＯＯＣｓ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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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把原有的课堂讲授内容从课堂之中迁移到了课

堂之外，在保持知识总量不改变的情况下，增加了学

生在课堂中交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可能性。因此，

ＭＯＯＣｓ突破了传统的学习方式，最终结果是提升了
学生对于知识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ＭＯＯＣｓ每一段视频课程在１５分钟以内，这些
简短的“微课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许多相关的

小问题贯穿起来的，形成了“环环相扣”或者“步步

为营”的链条式结构，只有掌握了前一个环节的内

容才能继续参与下一部分的学习。在这种“游戏通

关式”课程的吸引下，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好奇心就

会被激发，往往被课程内容所吸引，专心致志地学完

每一节。在学习中如果有疑问的时候，通过平台提

问，在平台上的全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会进行相

关讨论，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获得解答，这样学生的

学习兴趣与学习主动性就会大大地提升。

（三）对传统师生关系的突破

在传统课堂中，教师承担知识的传授者，是主

角；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是配角。在 ＭＯＯＣｓ学习
中，教师转变为学习的促进者与指导者，主要负责推

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进程与答疑，不再处于主导地位，

是“学生便捷地获取资源、利用资源、处理信息、应

用知识到真实情境中的脚手架”［３］。

在网络化的 ＭＯＯＣｓ课程中，学生的学习完全
可以个性化，学生在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下成为自

定步调的学习者，学习时间与学习地点可以自由选

择，自由控制学习内容与学习数量，有疑问时在网络

中与同学、老师进行交互讨论，获得解答，这正是

ＭＯＯＣｓ的活力之所在。可见，ＭＯＯＣｓ打破了传统
单一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师生关系，建立了以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教学模式，在平等、民主

的基础上师生进行同步远程教与学，这种双主体的

教学模式促进了师生各自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现

了个体个性发展，创造了师生之间良好关系。

二、ＭＯＯＣｓ背景下的《医用物理学》教学改革探
索

《医用物理学》是医学和物理学相结合的一门

交叉学科，在医学院校，该课程作为一门基础必修

课，面对的是全校不同医学专业背景的学生，如何将

晦涩难懂的理论以生动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效

地解决实践问题，是对教师的一个极大考验。尽管

多数学生对该课程兴趣很大，但学生普遍反映是４５
分钟的课堂无法学到更多的知识，由于时间有限，很

难将物理与医学相结合的精髓进行讲解，有些老师

为了完成教学进度，有些重要的理论都是一带而过，

学生收获甚微。还有的学生认为，《医用物理学》远

没有专业的医学课程重要，只要在考前认真复习一

下就能通过，放松对这门课的学习，表现为课堂上不

听讲甚至逃课。因此，如何让医学学生对这门课产

生浓厚兴趣并领悟其所传达的核心医学价值观，以

新的医学模式来思考疾病的产生、预防及治疗是这

门课的目的，是我们郑重思考的问题。

ＭＯＯＣｓ风暴来袭，为《医用物理学》的教与学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医用物理学》未来的教学

改革方向应该以 ＭＯＯＣｓ为契机，借助 ＭＯＯＣｓ资源
共享平台，使课内教学和课外自主学习相得益彰，从

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并让学生从中受益。因此，对

师生而言，ＭＯＯＣｓ教学模式在《医用物理学》教学中
显得十分有必要。

第一，ＭＯＯＣｓ将引领教师在《医学物理学》教学
理念和方法上产生巨变。近年来《医用物理学》教

学方面一直都在尝试改革，但最终并没有改变教师

“教”的主导地位，学生的主体地位张力不够，以

“学”为本的教学价值取向并未落到实处。ＭＯＯＣｓ
突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地位，而教师不得不面对的

问题是如果学生可以在网上随时随地看到名家的

《医用物理学》课程，那么教师在课堂上该如何讲解

才能吸引学生的兴趣？这将迫使教师不得不在教学

理念和方法上进行变革和创新，从而进一步提高自

身水平和教学质量，最终使学生从中受益。

ＭＯＯＣｓ使教学的本质充分体现出来，可以有效
解决教与学之间的矛盾。网络课程是当代年轻人喜

欢的方式，扩大了学生学习的空间，提高了自主学习

的能力。网络教育与课堂教育之间的关系，是网络

医用物理学教育的重要课题。为此，《医用物理学》

教育工作必须向网络“挺进”。从事《医用物理学》

的教师要精心设计各个环节包括集中阅读预习、集

中面授、小组讨论、进阶式测试等，凸显《医用物理

学》的特点，加强物理在医学中应用的讲解，带动教

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模式的转变，开辟了学生自主

学习的空间。采用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依赖网络

组织学习，配合答疑课、讨论课，鼓励学生走上讲台，

促进学生自我探究式学习、小组协作式学习，从而提

升学生思考辨析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和协作能

力。

第二，ＭＯＯＣｓ改变学生学习《医用物理学》的方
法。传统教学模式，一味灌输知识，学生也只是一味

的记忆。而 ＭＯＯＣｓ时代，学生可以在网上搜寻相
关的《医用物理学》教学视频，从中学习自己最需

要、最感兴趣的部分，激发他们学习《医用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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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跳过

已经掌握的部分，重复播放难懂的部分，并且启迪思

考，与名家互动。这样，学生从被动变为主动，从

“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果。面

对价值多元化和追求个性化的“９５后”群体，网络共
享平台课程采用“自主学习、网络互动、进阶闯关、

小组讨论、大课堂直播互动、课程征文、课程大

赛”［４］，各校师生共同参与，跨校师生“大 ＰＫ”，形式
鲜活，寓教于乐。ＭＯＯＣｓ对教学师资和办学硬件较
逊色的高校学生而言，在获得好的教学资源方面，无

疑是一种福音。我们制作的 ＭＯＯＣｓ已经上线，经
过一学期的实践，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三，ＭＯＯＣｓ能够促进医用物理教学团队的建
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协同发展当前医用

物理学面临的问题不是哪个学校短时间内可以自我

完善的，最有效的解决对策就是高质量课程资源的

共享。信息时代先进的网络技术为资源共享提供了

理想的途径，使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成为时代的必

然。因此，ＭＯＯＣｓ所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一方面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解决大学课程资源匮乏的有效途

径；另一方面，ＭＯＯＣｓ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这一伟
大的理想！ＭＯＯＣｓ的实践者所开发的优质教育资
源，也能让教育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能接受到世界上

高水平的免费教育内容。在 ＭＯＯＣｓ背景下，医用
物理教学团队的建设不仅仅要包括授课教师，还要

包括教学技术人员和课程推广人员。所以我们需要

吸收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特色鲜明的

教师加盟，使医用物理教学团队的学术结构和年龄

结构更加合理，这样才能保证高水平的教学内容。

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如同优秀演员，而教学技术人员

如同优秀导演，帮助教师团队进行教学设计、有效组

织教学活动、使用和调配多种数字资源与技术手段，

导演拍摄出引人入胜的经典大片；当然，影片的成功

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发行商，课程推广人员就是这种

角色，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消除资源共建共享瓶颈，

不断拓展资源共享的新途径，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可

持续发展与市场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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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教师教育模式特征及其启示

贾晓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制度对我省的借鉴和相关比较研究”（２０１５－ＪＳＪＹＹＢ－１８６）
作者简介：贾晓燕（１９７９—），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学、教育学。

摘　要：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在“政府为主导强化教师入职教育”“教师为中心创新师资教育模
式”“实践为导向强化技能课程培训”等方面鼎力革新，成效显著。以此为鉴，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地

推进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首先，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制订系统科学的初任教师入职培训流程，建立

并完善初任教师入职教育导师负责制；其次，把教师在职学习纳入终身学习体系，充分利用当下多元

化的远距离教学手段实现资源共享；第三，政府出面构建高校与中小学共同体，创新教师教育协同运

行机制，携手促进教师教育与国民基础教育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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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把教师培养培训进程按照专
业发展不同阶段进行通盘考虑和整体设计，基本实

现教师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目的。［１］发达

国家教师教育在体现从职业定向到专业发展、从以大

学为本的办学模式向大学与中小学结合的办学模式

发展、教师教育终身化和师资培养的一体化以及教师

资格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特点的同时，也呈现出以

下模式特征：

一、以政府为主导，强化教师入职教育

美国率先设立全美教师教育认定委员会，由政

府出面组织专业人士对教师教育机构进行进一步评

估认定。日本政府设立“教师研究生院”来实施职

前培训，提高教师任职学历门槛，并设置明晰的资格

等级制度。英国政府立法规定，想要成为中小学教

师，在符合“政府教师职业标准”的同时，还必须在

“高中毕业联考”中数学和英语学科获得 Ｃ级以上
成绩。法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制度，充

分体现了国家意志。

以政府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制度在实践

中非常重视新教师入职培训环节。按照《１９９８年教

学与高等教育法案》规定，英国１９９９年正式推出的
“新教师入职培训制度”规定：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以后
第一年参加工作的新任教师必须先完成三个学期的

法定入职培训，经测试合格后才能继续在公立或私

立中小学任教。“新教师入职培训制度”对参与培

训的人员和机构职责、培训时间和地点、培训形式和

内容及质量保障措施等规定得细致周详，在促进新

教师事业可持续发展、专业拓展、以及经验积累能力

等方面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政府加大职前教育实习、入职实训教育以及在

职继续培训等三个环节的无缝对接，１９８７年起开始
实施中小学教师入职录用考试，程序严苛、操作规范

严谨，近年来倾向于实际技能水准的测试，也越来越

看重应试者的经验阅历。日本教师研修体系很关注

初任者研修经历，政府专门颁布法令在教材费、交通

费、住宿费甚至饮食费用等方面都予以补助，尽可能

为初任教师专注于研修学习创造条件。

德国的教师教育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独树一

帜。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德国各州教育部门组建专家
组调研当地教师教育具体事务，相继发布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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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展望》和《不莱梅宣言》等报告，督促政府

加大对教师教育质量的关注，修善教师教育体系标

准。２００４年后，德国教育部门为与国际教师教育标
准化改革进程顺利接轨，结合本土教师教育过程中招

生、修业、实习三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相继出台了《教

师教育标准：教育科学》《各州有关教师教育专业学科

与专业学科教学法共同要求的内容》《各州有关见习

阶段的规划与第二次国家教师资格证书考试的共同

要求》以及《有关教师教育第一阶段能力倾向测试指

南》等标准性文件。

二、以教师为中心，创新师资教育模式

在教师教育工作中，师资培训最为关键。美国

政府采用提高初任教师学历与延长教师教育年限并

行的策略，效果良好。德国政府把教师教育分为基

础通识教育、技能专业教育和岗位研修在职教育等

三个环节循序进行，更为严谨务实。法国政府把新

教师教学实习分为观察实习、陪同实习与责任实习

三个环节，并将之系统化和制度化。

英国相关政策规定，新教师入职培训时间为一

年，分三个阶段。在入职教育初始阶段：新教师在教

育培训机构为新教师颁发合格教师身份，导师的帮

助下，根据“入职与发展档案转折一”的参考标准，

设定本人的培训目标和教育计划。在入职教育中期

阶段：导师走进新教师课堂观摩评测，课后举行专业

考察会进行交流和讨论，根据“入职与发展档案转

折二”的参考标准，评价目标和计划的执行情况，校

长到学期末把评价报告送交地方教育当局。在入职

教育后期阶段：经入职导师与新教师进行第三次评

价会议后，新教师主动参与学校“绩效管理”，校长

将完成培训课程新教师的推荐书呈交地方教育部

门，地方教育部门审议后再将“圆满完成培训、未能

合格完成培训或培训延期”的决议通知相关人员。

同时日本特别重视新任教师的研修教育，文部

科学省针对新任教师研修的目的、对象、内容以及指

导教师等制定年度研修计划，并对具体研修项目与

内容做进一步说明。在初任者面临的基础性教养、

班级日常管理、各科教学指导、学期综合学习时间以

及学生指导、发展指导等必需研修事项方面，文部省

都作了特别详细几近苛刻的规定。例如课堂研修就

包含教材研究实践、课堂指导方案、儿童理解视角、儿

童回答问题记录分析等十几项内容，教育部门对上述

每一项的研修目标、研修内容与研修时间均做了详尽

而周密的说明。日本政府每年均要求各都道府县严

格遵循文部科学省年度研修计划和年度研修范例并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新任教师校内研修、校外研修、

住宿研修等过程进行统一部署与规定。而接受初任

教师的中小学，必需制定初任教师年度指导计划，同

时成立“初任教师研修促进委员会”，在校内形成指导

教师牵头，校长、教导主任、年级主任等相关人员参与

的循环指导体系，来帮助初任教师尽快融入学校。

德国教师教育朴实严谨，修业、见习以及在职研

修三个阶段既相对独立又融会贯通。德国各州教师

教育在修业阶段（即职前培养阶段）的研修主要为

专业学科学习、教育学科学习、教学实践活动以及毕

业论文设计，基本培训内容均与第一次国家教师资

格证书考试相关。当然，研修生在完成执教学科基

本课程的同时，还必须完成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社

会学、民俗学等辅助教育类学科。校外实习是指研

修生在修业阶段需要参与的在高等教育机构之外进

行的教学实践活动。毕业论文设计是指研修生需要

根据本人所属教师教育类型要求完成相应的毕业论

文。见习阶段主要让研修生认真观摩学习指导教师

的授课艺术，尽快掌握课堂教学的技巧。在职研修

阶段主要让新教师进一步了解本学科的的新发展与

新成果，熟悉与教育工作相关的人文社科知识，进一

步拓展思维视域，“使教师重新认识在不断变化的

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和角色”。

三、以实践为导向，强化教学技能课程培训

作为教师教育构成核心要素，课程在彰显教师

教育培训特色的同时，直接影响到师资教育的质量

与效果。英国相关教育法规要求大学开设的教师教

育师资培养课程必须与中小学课程及教学导向密切

相关，特别是在培养从事初等教育的职前教师培训

中，必须开设与小学教育紧密相关的备课、教学组

织、课堂管理以及教学评鉴等专业科目课程，以此来

强化初等教育进程中科学、数学和英语等课程以及

教法的学习。德国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被称为

本科，学习内容与小学开设的课程相联系，在师范学

校等本科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基本上涵盖了教育学、

教学实践、学校教学实习等教育实践内容。

英国１９７２年２月出台的《詹姆士报告》披露当
时英国教师教育存在过度学术化的不正常倾向，同

时正式提出教师教育的三个阶段，即个人教育阶段、

职前培训阶段以及在职进修阶段，一再强调应强化

职前培训阶段的技能培训功能。１９７２年１２月，英
国政府发布教育白皮书《教育：扩展的框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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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前培训必须接受４个星期以上的学校实际
工作训练”。英国政府 ２００２年颁布了用于评定教
师专业资格标准的纲领性文件《合格教师资格专业

标准与教师职前培训要求》，将新教师职前教育课

程细化为目标准确的可量化指标，２００７年重新修订
后要求：必须让准教师在实践学校有机会进行教学

演示、锻炼教学技能、熟悉教学流程等班级管理及课

程组织能力的塑造，不同教师教育课程中实践课程

时间均有最低标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每个准教师

进行实践的学校不得少于两所，且每一阶段结束后

都需要进行总结评价。［２］

日本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教师教育制度修
订的导向明显倾向于对教师教学实践能力的激励。

２００４年３月，日本教育大学协会正式提出教师教育
的参考“课程模式”，强调“教职课程素质的提升”，

开发实践型课程培养教师的教学指导能力和教育实

践能力。在该“课程模式”影响下，日本教育类大学

纷纷设置“教师技能教育研究指导中心”，增强教师

教育课程的实践性功能。与此同时，东京大学临床

教育学研究中心和京都大学临床教育实践研究中心

等相继成立，引领了综合型大学教育专业加强教学

实践能力的风潮。［３］２００８年，有学者对中日两国外
语初任教师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我国教师在“语言

交际”与“语言知识”等专业语言技能方面遥遥领

先，但在直接反应教师课堂教学实务能力的“教学

技能”“教学推理”和“教学迁移”等方面，日本初任

教师优势明显。［４］这也从侧面表明，日本教育部门

为修善现行教师教育制度与提升教师教学实践能力

所进行的系列改革措施还是颇见成效的。

四、结语

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在“政府为主导强化教师入

职教育”“教师为中心创新师资教育模式”“实践为

导向强化教学技能课程培训”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

发展。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改革与创新的成功经验，

因地制宜地推进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首先，教师

教育应由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系统科学的初任教师

入职培训流程，建立完善初任教师入职教育中的导

师负责制；其次，应把教师教育纳入终身学习体系，

充分利用当下多元化的远距离教学手段实现资源共

享；第三，构建高校与中小学共同体，创新教师教育

协同运行机制，携手促进教师教育与国民基础教育

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１］于发友．教师专业发展的五大趋势［Ｊ］．教育发展研究

２００４（５）．

［２］王艳玲．教师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英国的经验与

启示［Ｊ］．全球教育展望，２０１０（６）．

［３］盛迪韵．从学生到教师的嬗变：日本教师入职的衔接机

制［Ｊ］．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１０（３）．

［４］盛迪韵．从中日比较看外语教师的职前知能开发［Ｊ］．全

球教育展望２０１０（８）．

（责任编辑　许峻）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ＩＡＸｉａｏ－ｙ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ｍ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ｌｅａｐ－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ｔａｋ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ｓ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ｋｉｌｌ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ｔｃｌ．Ｗｅｃａｎ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ａｋｅ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ｕｐｐｅｒｆｅｃｔｔｕｔ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ａｋｅｔｈｅｏｎ－ｔｈｅ－
ｊｏｂ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ｓ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ｋｅｆｕｌｌ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ｔｏａ
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ｒｙ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ｆｏｒ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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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磁性纳米粒子（ＳＣＭＮＰｓ）为载体，通过表面接枝的方法制备了一系列负载型磷钨酸
咪唑类离子液体催化剂，并将合成的催化剂用于正丁醇和己二酸的酯化反应，着重考察了催化剂制

备条件对酯化反应性能的影响及催化剂的重复使用性。同时，利用ＸＲＤ、ＦＴ－ＩＲ、ＩＣＰ、ＴＧ等技术对
催化剂的结构及组成进行了表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接枝顺序对催化剂酯化反应性能具有显著

影响。其中将咪唑和有机硅烷化合后连接到载体表面，然后以磷钨酸交换咪唑阴离子所合成的催化

剂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对酯化反应具有良好的反应活性。通过外磁场催化剂能够很容易地从反应体系
中分离出来，且在重复使用４次后其活性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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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前言
杂多酸型离子液体作为新型绿色的反应介质和

催化剂，可用于酯化、氧化、燃油氧化脱硫等反应

中［１－４］，近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传统的

液体酸催化剂相比，杂多酸离子液体具有催化活性

好、选择性高等优点，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环

境友好的酸性催化剂。但杂多酸离子液体价格昂

贵，不易回收，使其应用受到限制。为克服杂多酸离

子液体的这些缺点，可以将其固载化，提高其重复使

用性。常用的载体有碳、金属氧化物、二氧化硅、聚

合物等。其中二氧化硅包裹的 Ｆｅ３Ｏ４磁性纳米粒
子［５－７］具有许多其它材料无法比拟的优点。首先，

其原料易得，价格便宜；其次，二氧化硅表面含有丰

富的羟基，载体表面可以被功能化；另外，纳米级磁

性粒子具有超顺磁性，可以通过外磁场分离，相比于

过滤和离心分离对设备的要求要简单的多，使杂多

酸离子液体可以重复使用。

因此，将杂多酸离子液体通过化学键固载于核

－壳结构磁性纳米粒子表面，可以有效解决离子液
体不易回收、重复使用性差等缺点，是一种新颖的多

相酸催化剂。本文主要以二氧化硅包裹的磁性纳米

粒子（ＳＣＭＮＰｓ）为载体，采用不同的接枝顺序将磷
钨酸咪唑类离子液体负载到载体表面：其一，通过使

用硅烷试剂对载体进行修饰后，依次将咪唑和磷钨

酸接枝到载体表面。其二，首先合成咪唑盐，然后将

其接枝到载体上，最后负载磷钨酸。同时，采用各种

分析测试手段对所合成催化剂的组成和结构等进行

表征，考察不同催化剂对己二酸和正丁醇酯化反应

的活性及其重复使用性。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二氧化硅包裹磁性纳米粒子的制备

（ＳＭＮＰｓ）
ＦｅＣｌ３和ＦｅＣｌ２按摩尔比２１加入到四口烧瓶

中，在Ｎ２保护下搅拌，加热到８５℃。加入一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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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水，使用磁铁收集黑色沉淀，用去离子水和 ＮａＣｌ
溶液洗涤。将得到的磁性粒子分散在乙醇中，调节

ＰＨ值，加入ＴＥＯＳ，在室温下搅拌，使二氧化硅晶体
在磁性粒子表面缓慢生长。

２．２　负载型磷钨酸咪唑类离子液体催化剂的
制备（ＰＷ－ＳＣＭＮＰｓ）

（１）ＰＷ１－ＳＣＭＮＰｓ
将１ｇＳＣＭＮＰｓ超声３０ｍｉｎ分散到４０ｍＬ的甲

苯中，然后加入１ｍｍｏｌ甲基咪唑和１ｍｍｏｌ的３－氯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在Ｎ２保护下回流２４ｈ。反应结
束后，冷却到室温，用甲苯洗去未反应的物质，真空

干燥。将得到的ＩＬ－ＳＣＭＮＰｓ取１ｇ和２．８８ｇ的磷
钨酸加入到４０ｍＬ乙腈中，在 Ｎ２保护下回流２４ｈ。
用乙腈和二氯甲烷洗去未反应的物质，得到的催化

剂在室温下干燥。

（２）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
取６．５ｇ的１－甲基咪唑和８ｇ的３－氯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于１００ｍＬ的三口烧瓶中，磁力搅拌，在
９５℃，Ｎ２保护下反应４８ｈ。反应结束后用乙醚洗去
未反应的物质，在３０℃下真空干燥过夜，得到淡黄
色粘稠液体。取２ｇ的磁性粒子 ＳＣＭＮＰｓ超声分散
到氯仿中，加入０．８ｇ的１－甲基－３－（三甲氧基甲
硅丙基）－咪唑盐在６５℃下回流搅拌４８ｈ。反应结
束后磁性分离。用１００ｍＬ的氯仿洗。取２．８８ｇ的
磷钨酸和１ｇ的ＩＬ－ＳＣＭＮＰｓ超声分散到１００ｍＬ的
乙腈中，在Ｎ２保护下回流２４ｈ。反应结束后用乙腈
和二氯甲烷清洗未反应的物质，室温下真空干燥。

图１为催化剂合成示意图。

图１　催化剂合成示意图

　　２．３　催化剂的表征
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在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ＦＴ－ＩＲ２００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上进行，ＫＢｒ压片，室温下测
试。Ｘ射线粉末衍射（ＸＲＤ）在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ＡＸＳ公
司的 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型 Ｘ－射线衍射仪上进行。采用
铜靶 ＣｕＫα线辐射（λ＝０．１５４０６ｎｍ），功率为１６００
Ｗ（４０ｋＶ×４０ｍＡ）。核磁共振（ＮＭＲ）在 Ｂｒｕｋｅｒ
４００上进行。元素分析（ＩＣＰ－ＡＥＳ）通过美国 ＰＥ公
司的２０００ＤＶ型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测定。采
用ＳＴＡＰＴ１６００热重分析仪在氩气环境下以 １０℃／
ｍｉｎ的升温速率从室温升至８００℃对样品进行测试。
２．４　催化剂的评价
按一定配比取己二酸和正丁醇加入四口烧瓶

中，加入催化剂和带水剂甲苯，安装油水分离器，加

蒸馏水至回流处。升温搅拌，待有回流时，开始计

时。反应过程中及时放出生成的水，保持油水分离

器中两相界面始终在回流处。反应过程中定时定量

取样，用标准氢氧化钠溶液滴定分析己二酸的转化

率。反应结束后，用磁铁对催化剂进行回收，用丙酮

洗涤数次，在真空干燥箱中干燥后用于下一次的反

应中，考察催化剂的重复使用性。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磁性纳米材料负载ＨＰＡ－ＩＬ催化剂表征
图２为所制备的一系列负载型磷钨酸咪唑类离

子液体催化剂及磁性载体的ＸＲＤ谱图。图２（ｃ）为
磁性载体ＳＣＭＮＰｓ的ＸＲＤ谱图，出现了Ｆｅ３Ｏ４逆立
方尖晶石结构的特征衍射峰［８］，应用 Ｓｃｈｅｒｒｅｒ公式
计算可知载体的粒径约为１２ｎｍ。图２（ａ）（ｂ）分别
为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ＰＷ１－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的 ＸＲＤ
谱图。可以看到二者在２θ＝１０．３°，２５．３°，３４．６°处
都出现了Ｋｅｇｇｉｎ型磷钨杂多酸的特征衍射峰［９］，相

对于ＰＷ１－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的衍射
峰强度更大，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接枝顺序对催化

剂中杂多阴离子的结构具有一定影响造成的。

图３是不同样品的ＦＴ－ＩＲ谱图。其中图３（ａ）
为磁性载体的ＦＴ－ＩＲ谱图，３４３５ｃｍ－１和１６３０ｃｍ－１

分别指认为是Ｓｉ－ＯＨ键和Ｏ－Ｈ键的伸缩振动峰。
图３（ｂ）是负载了咪唑离子液体 ＩＬ－ＳＣＭＮＰｓ的 ＦＴ
－ＩＲ谱图。在该谱图线中出现了咪唑的特征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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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位于 １６３１ｃｍ－１（Ｃ＝Ｎ键伸缩振动峰），１５７７
ｃｍ－１（咪唑环上Ｃ－Ｎ和 Ｃ－Ｈ键的伸缩振动峰）。
与（ａ）相比，Ｓｉ－ＯＨ键和 Ｏ－Ｈ键的伸缩振动峰出
现了较小的位移，这可能是受到连接在载体上的有

机硅烷的影响，同时也证明了载体与离子液体间是

通过化学键进行连接的。图３（ｃ）是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
的ＦＴ－ＩＲ表征结果。可以看到在催化剂 ＰＷ２－
ＳＣＭＮＰｓ的谱线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磷钨酸的特征
吸收峰，分别位于１０８４ｃｍ－１（ＰＯ４四面体中 Ｐ－Ｏ
的伸缩频率峰），９８２ｃｍ－１（Ｗ＝Ｏ键伸缩振动峰），
８９７ｃｍ－１和８０８ｃｍ－１（Ｗ－Ｏ－Ｗ的共边桥氧振动
峰和共角桥氧振动峰）［１０］。

（ａ）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ｂ）ＰＷ１－ＳＣＭＮＰｓ；（ｃ）ＳＣＭＮＰｓ

图２　催化剂的ＸＲＤ谱图

（ａ）ＳＣＭＮＰｓ；（ｂ）ＩＬ－ＳＣＭＮＰｓ；（ｃ）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

图３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的ＦＴ－ＩＲ谱图

对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进行 Ｎ、Ｃ、Ｈ元素分
析，结果列于表１。通过计算，近似得到催化剂中 Ｐ
含量为０．１７７ｍｍｏｌ／ｇ。从该数据可以看到，磷钨酸
有３个氢离子被咪唑类有机阳离子取代。

表１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元素分析结果

样品 Ｎ（ｍｍｏｌ／ｇ） Ｃ（ｍｍｏｌ／ｇ） Ｈ（ｍｍｏｌ／ｇ）
ＩＬ－ＳＣＭＮＰｓ １．８０７ ４．６０８ １１．８００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 ０．８８６ ７．６５０ ２０．５００

　　通过ＴＧ－ＤＳＣ考察了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
的热稳定性。图４是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的 ＴＧ
－ＤＳＣ曲线。ＴＧ曲线显示 ＰＷ２催化剂在 ２５～

５０℃之间有少量失重，这可能与失去微量的自由水
有关。在１００～５００℃之间有大概１０％的失重，而且
ＤＳＣ曲线显示在该区间是放热的，这可能是由于催
化剂的有机阳离子部分氧化造成的。５００℃后的失
重可能是由于 Ｋｅｇｇｉｎ结构磷钨杂多阴离子的分解
造成的。

图４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ＴＧ－ＤＳＣ分析

３．２　不同催化剂的酯化反应性能
（１）催化剂重复使用性考察
在反应温度为３８８Ｋ、醇酸比为３．３５１、催化

剂用量为酸量的７．５％、带水剂用量为总体系质量
的２１％、反应时间为６ｈ的条件下，考察所制备的一
系列催化剂上己二酸和正丁醇的酯化反应性能，结

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ＰＷ１－ＳＣＭＮＰｓ和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的重复使用性

ＰＷ１－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的起始活性较高，但在
第二、三次反应中己二酸的转化率大幅下降。造成

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磷钨酸类离子液体活性组

分和载体的化学键合强度不够，活性组分在较高温

度的极性酯化反应体系中部分流失，导致回收后再

次使用时催化剂活性降低。新鲜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
化剂上己二酸的转化率为 ５０．１％，重复使用 ４次
后，催化剂活性变化不大，己二酸转化率仍然保持在

４６％以上。在相同反应条件下，纯载体上己二酸的
转化率仅为２１％。与 ＰＷ１－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相比，
按照第二种接枝顺序合成的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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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复使用性更为优良，说明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
剂中磷钨酸类离子液体与载体之间有较强的化学键

合作用。

对重复使用４次后的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进
行ＦＴ－ＩＲ分析，结果如图６所示。与新鲜催化剂相
比，重复使用４次后催化剂的红外谱图没有明显变
化，在７００～１１００ｃｍ－１之间表征Ｋｅｇｇｉｎ结构的四个
特征峰仍然存在，说明反应后催化剂仍保持杂多阴

离子的特征结构。

（ａ）催化剂使用前；（ｂ）催化剂使用后

图６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ＦＴ－ＩＲ谱图

（２）醇酸比对酯化反应性能的影响
以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为催化剂，在反应温度为３８８

Ｋ、催化剂用量为酸量的７．５％、带水剂用量为总体
系质量的２６．５％、反应时间为６ｈ的条件下，考察醇
酸比对己二酸转化率的影响，结果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醇酸比为３．５１时，己二酸转化
率最高，反应６ｈ后可达４７．６％。酯化反应为可逆
反应，从化学平衡的角度来讲，增加正丁醇的用量有

利于反应向酯化的方向进行，提高反应中酸的转化

率。同时，正丁醇也是溶剂，共沸脱水时也会消耗少

量正丁醇，因此醇酸比应大于理论量 ２１，但是正
丁醇用量过多时，会降低己二酸和催化剂的浓度，使

己二酸的转化率下降。

（３）催化剂用量对酯化反应性能的影响
在上述最优的醇酸比下，考察催化剂用量对酯

化反应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８所示。反应条件为：
反应温度３８８Ｋ，醇酸比３．５１，带水剂用量为总反
应体系质量２６．５％，反应时间为６ｈ。

由图８可以看到，随着催化剂用量由５％增大
到１５％，己二酸转化率逐渐提高。催化剂用量较少
时，其提供的酸中心较少，反应较慢且己二酸的转化

率不高；当用量提高到１５％时，催化剂为酯化反应
提供足够的酸中心，转化率可达到６０％以上；继续
增加催化剂用量，转化率提高的不明显，且会增加成

本。因此，催化剂用量取１５％比较适宜。

（４）带水剂用量对酯化反应性能的影响
在上述最优的醇酸比和催化剂用量下，考察带

水剂用量对转化率的影响。反应条件为：反应温度

３８８Ｋ，醇酸比为３．５１，催化剂用量为１５％，反应
时间为６ｈ，分别加入占体系总质量为１６％，２１％，
２６％，３１％的甲苯作为带水剂，考察带水剂用量对己
二酸转化率的影响，结果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可知，随着带水剂用量的增加，己二酸的
转化率增加。当带水剂用量为２６％时，己二酸的转
化率达到６０．６％，继续增加带水剂用量，己二酸转
化率提高的不明显。因此，带水剂的最佳用量为

２６％。

图７　醇酸比对转化率的影响

图８　催化剂用量对转化率的影响

图９　带水剂用量对转化率的影响

４　结论
为解决杂多酸型离子液体催化剂难回收的问

题，本工作采用了一种新型的磁性纳米材料作为载

体，采用不同的表面接枝顺序制备了一系列负载型

磷钨酸咪唑类离子液体催化剂，并考察了其对正丁

醇和己二酸的酯化反应催化活性和重复使用性，同

时采用ＸＲＤ、ＦＴ－ＩＲ、ＩＣＰ、ＴＧ等分析技术对催化剂
的组成和结构进行表征，在催化剂回收、提高重复使

用性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１１１·



（１）催化剂制备方法（不同的接枝顺序）对负载
型磷钨酸类离子液体催化剂的酯化反应性能有明显

影响。首先将咪唑和有机硅烷化合后连接在载体表

面，然后以磷钨酸交换咪唑阴离子所合成的催化剂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具有优良的酯化反应重复使用性，
催化剂很容易从反应体系中分离出来，在使用４次
后其催化活性基本保持不变。

（２）所制备的 ＰＷ２－ＳＣＭＮＰｓ催化剂对己二酸
和正丁醇酯化反应的适宜反应条件为：醇酸比为

３．５１，催化剂用量为酸量的１５％，带水剂用量为
反应体系总质量的２６％。在该反应条件下，反应６
ｈ后己二酸转化率可达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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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基温敏水凝胶的制备及其缓释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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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云（１９９１—），女，河南驻马店人，河南工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功能高分子。

摘　要：将羟乙基淀粉（ＨＥＳ）分别用马来酸糠酰胺（ＳＦＡ）和Ｎ－丙氨酸基马来酰亚胺（ＡＭＩ）进
行化学修饰，然后以Ｎ－异丙基丙烯酰胺为单体、以聚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为交联剂，通过 Ｄｉｅｌｓ
－Ａｌｄｅｒ反应和光聚合反应制备具有互穿网络结构的水凝胶，水凝胶的结构和形态分别用红外光谱
和扫描电镜进行分析和表征。溶胀动力学测试及尿素缓释实验结果表明，该水凝胶具有较好的溶胀

性能，并且其溶胀度及对尿素的释放均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该水凝胶作为缓释肥料的载体具有潜

在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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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凝胶是由高分子的三维网络与水组成的多元
体系，在水中只溶胀，不能溶于水。［１］它具有良好的

吸水性、保水性、生物相容性、环境敏感性和机械性

质，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化妆品和农业等领

域。［２］淀粉具有来源广泛、种类多、产量丰富、价格

低廉、可生物降解等优点。因此，近年来研究和开发

淀粉类水凝胶倍受人们关注。［３］

缓释肥料是一类采用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等方

法生产的新型肥料，能使肥料中的养分（主要是氮

和钾）在土壤中缓慢释放，降低施肥频率，提高养分

资源利用率，延长作物有效性、减少环境污染。［４］将

淀粉类水凝胶用于农业生产中，既可起到蓄水保水

作用，又可作为肥料或者农药的控制释放载体，提高

了肥效和药效，减少环境污染，是它的一个重要应用

研究方向。［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试剂
Ｎ－异丙基丙烯酰胺、顺丁烯二酸酐、丁二酸

酐、丙氨酸、糠胺、羟乙基淀粉（ＨＥＳ）：分析纯，阿拉

丁试剂有限公司；１，３－二环己基碳二亚胺（ＤＣＣ）、
４－二甲氨基吡啶（ＤＭＡＰ）：分析纯，Ｓｉｇｍａ公司；２，２
－二甲氧基 －２－苯基苯乙酮：纯度９９％，Ｆｌｕｋａ公
司；Ｎ，Ｎ－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分析纯，西陇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其中光引发

剂溶液的配制：３００ｍｇ的２，２－二甲氧基－２－苯基
苯乙酮溶解于１ｍＬＮ－乙烯基吡咯烷酮中。
１．２　主要仪器
Ｓｐｅｃｏｄｅ７５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日本岛

津公司；ＨｉｔａｃｈｉＳ－４３００扫描电镜：日本日立公司。
１．３　实验部分
１．３．１　羟乙基淀粉（ＨＥＳ）的修饰
Ｎ－丙氨酸基马来酰亚胺（ＡＭＩ）及马来酸糠酰

胺（ＳＦＡ）按照文献［６］合成。
准确称取 ３ｇ羟乙基淀粉溶于 １２０ｍＬ干燥的

ＤＭＦ中，在５０℃下加热溶解至透明，冰水冷却。取
０．３６２ｇＳＦＡ，０．３１１ｇＡＭＩ分别溶于６０ｍＬＤＭＦ中，
倒入圆底烧瓶，将ＤＣＣ，ＤＭＡＰ溶于１０ｍＬＤＭＦ中缓
慢滴加到烧瓶中，冰水浴、氩气保护反应２４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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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Ｓ－ＳＦＡ及ＨＥＳ－ＡＭＩ。
１．３．２　互穿网络水凝胶的制备
将ＨＥＳ－ＡＭＩ、ＨＥＳ－ＳＦＡ、Ｎ－异丙基丙烯酰

胺按一定的质量比加入到２ｍＬ去离子水中，向混合
溶液中加入光引发剂溶液０．０１ｍＬ、交联剂聚乙二
醇二甲基丙烯酸酯０．０７０３ｇ，混合均匀后将其升温
到５０℃ 反应８ｈ，发生了基于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反应的凝
胶化现象，形成第一网络［７］。

将形成的水凝胶置于紫外灯（２０Ｗ，３６５ｎｍ）下
照射５ｍｉｎ，Ｎ－异丙基丙烯酰胺与交联剂发生光聚
合反应，形成第二网络。将形成的互穿网络水凝胶

标记为ＧｅｌＩＰＮ。为了对照，分别制备了只含纤维素
网络的水凝胶（记作 ＧｅｌＨＥＳ）及只含聚 Ｎ－异丙基
丙烯酰胺网络的水凝胶（记作 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

［７］，投料比

见表１。
表１　水凝胶的投料比

样品 Ｎ－异丙基丙烯酰胺／ｇＨＥＳ－ＳＦＡ／ｇ ＨＥＳ－ＡＭＩ／ｇ
ＧｅｌＩＰＮ ０．２ ０．１ ０．１
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 ０．４ ０ ０
ＧｅｌＨＥＳ ０ ０．２ ０．２

　　１．４　水凝胶的表征
１．４．１　ＦＴ－ＩＲ分析
将干燥后的样品磨成粉末，与干燥的 ＫＢｒ粉末

混合后研细压片，测定其红外光谱，测试范围为

４０００～４００ｃｍ－１。
１．４．２　扫描电镜
将样品用蒸馏水浸泡，每隔 ２ｈ换水 １次，２４ｈ

后冷冻干燥４８ｈ，用液氮脆断并对样品喷金，用扫描
电镜对其表面形貌进行观察。

１．４．３　溶胀度的测定
称取０．３ｇ左右的干燥样品（ｍ０），放入不同温

度的水中浸泡，隔一定时间取出并称取样品质量

（ｍ１），计算溶胀度（ＳＲ）。计算式如下：
ＳＲ＝（ｍ１－ｍ０）／ｍ０

１．４．４　尿素释放速率的测定
称取０．１ｇ样品于透析袋中，将其放入有２００ｍＬ去

离子水的锥形瓶中，每５ｍｉｎ取样１．０ｍＬ，参照文献［８］
中的方法测定尿素的浓度。每个样品平行三次，取平

均值进行分析（标准尿素溶液、ＰＤＡＢ溶液的配制，最佳
波长的选择，标准曲线的绘制均参照文献［９］）。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互穿网络水凝胶的制备过程
进一步证明互穿网络水凝胶的形成过程，分别

将ＨＥＳ－ＳＦＡ和 ＨＥＳ－ＡＭＩ及光引发剂加入 ａ瓶

中，ＨＥＳ－ＳＦＡ、ＨＥＳ－ＡＭＩ、Ｎ－异丙基丙烯酰胺、交
联剂、光引发剂加入 ｂ瓶中，Ｎ－异丙基丙烯酰胺、
光引发剂以及交联剂加入 ｃ瓶中，溶于２ｍＬ去离子
水后，依次经过加热、光照，结果如图１所示。

加热后ａ瓶、ｂ瓶产生凝胶化，ｃ瓶仍为溶液；经
紫外光照后ｃ瓶产生凝胶，证明加热只能使 ａ，ｂ两
瓶中的 ＨＥＳ－ＡＭＩ与 ＨＥＳ－ＳＦＡ之间发生基于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反应的凝胶化现象，不会引起聚Ｎ－异
丙基丙烯酰胺网络的构成。

图１　ＧｅｌＨＥＳ（ａ）、ＧｅｌＩＰＮ（ｂ）、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ｃ）的制备过程

２．２　红外光谱分析

图２　ＧｅｌＨＥＳ（Ａ）、ＧｅｌＩＰＮ（Ｂ）、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Ｃ）的红外谱图

如图２所示，ＧｅｌＨＥＳ在３６７０～３２３０ｃｍ
－１处宽而

强的为羟基吸收峰，２９３０ｃｍ－１为烷烃吸收峰，１７００
～１７５０ｃｍ－１为 ＡＭＩ或 ＳＦＡ的羰基吸收峰；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
在３２００～３５５０ｃｍ－１处双而强的为－Ｎ－Ｈ伸缩振动
峰，１６００～１７５０ｃｍ－１处为酰胺上羰基吸收峰；ＧｅｌＩＰＮ
则同时拥有两种凝胶的特征吸收峰。

２．３　扫描电镜分析
图３显示，ＧｅｌＨＥＳ结构疏松，孔径大小不一、排列

不规则；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表面光滑，结构紧密，孔径较小；
ＧｅｌＩＰＮ结构的孔径如蜂窝状整齐有规则、孔径大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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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较为均匀。由此可知，互穿网络水凝胶的交

联密度增大。

图３　ＧｅｌＨＥＳ（ａ）、ＧｅｌＩＰＮ（ｂ）、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ｃ）的ＳＥＭ图

２．４　溶胀度的测定
图４是不同组分的水凝胶在３７℃时的溶胀速

率曲线，前２ｈ溶胀速率较快，随着时间的增加，凝胶
溶胀速率逐渐变慢，在６ｈ左右趋于平衡。由于淀粉
水凝胶仅由单独的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反应交联，密度较
低，结构较疏松，从而吸水能力较强，溶胀度最大；而

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的交联密度及力度均较大，结构较紧密，孔
径较小，故其溶胀度最小；ＧｅｌＩＰＮ的溶胀度则介于两
者之间。

图４　ＧｅｌＨＥＳ（Ａ）、ＧｅｌＩＰＮ（Ｂ）、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Ｃ）的溶胀动力学曲线

图５、图６分别表示不同温度的凝胶溶胀度曲
线，３种凝胶的溶胀度均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由
于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中 Ｎ－异丙基丙烯酰胺含有亲水基团
（—ＣＯＮＨ—）与疏水基团（—Ｃ（ＣＨ３）２），随着温度
的升高，分子内与大分子间的疏水作用增强，出现去

水合作用使大分子开始收缩，从而导致凝胶体积收

缩。［７］ＧｅｌＩＰＮ综合了 Ｎ－异丙基丙烯酰胺和羟乙基
淀粉的性质，使凝胶具有温度敏感性。

２．５　尿素释放动力学行为的测定
图７为尿素的释放曲线，约 ５ｍｉｎ尿素释放完

全。图８为３种水凝胶负载的尿素释放曲线，３种
水凝胶对尿素均有较好的缓释作用，随着温度的升

高，尿素释放速率减小。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对温度敏感，温度
升高时凝胶收缩，尿素释放速率最小；ＧｅｌＩＰＮ缓释效
果最佳。

图５　温度对凝胶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Ａ）、ＧｅｌＩＰＮ（Ｂ）、

ＧｅｌＨＥＳ（Ｃ）溶胀度的影响

图６　２７℃／４７℃循环对凝胶ＧｅｌＰＮＩＰＡＮ（Ａ）、

ＧｅｌＩＰＮ（Ｂ）和ＧｅｌＨＥＳ（Ｃ）溶胀度的影响

图７　尿素释放动力学曲线

图８　不同温度下水凝胶对尿素的释放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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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通过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反应及光聚合反应合成具有

互穿网络的温敏型水凝胶作为尿素的缓释载体，载

体的合成过程无污染，这些载体具有节水保水、提高

肥效的作用，对尿素的释放具有良好的缓释作用。

随着温度的升高，缓释速率降低，可以利用植物的生

长周期，采取温敏型载体有效减免高温时尿素对种

子的灼烧，可望为淀粉类水凝胶在农业中的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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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 Ｃａｕｃｈｙ型 Ｔａｙｌｏｒ公式中中值点的渐近性

李冬辉
（河南教育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０５
作者简介：李冬辉（１９６３—），男，河南许昌人，河南教育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基础数学。

摘　要：研究当区间长度趋于零时，广义的Ｃａｕｃｈｙ型Ｔａｙｌｏｒ公式中中值点的渐近性。
关键词：广义的；Ｃａｕｃｈｙ型Ｔａｙｌｏｒ公式；中值点；渐近性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６．０４．０２４
中图分类号：Ｏ１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１７－０３

０　引言
文献［１］得到了一个高阶导数形式的、广义的Ｃａｕｃｈｙ型Ｔａｙｌｏｒ公式。本文研究该公式中中值点的渐近

性质。首先，引述广义的Ｃａｕｃｈｙ型Ｔａｙｌｏｒ公式。
定理１［１］　（ⅰ）若 ｆ（ｋ）（ｘ）（ｋ＝１，２，…，ｎ）与 ｇ（ｋ）（ｘ）（ｋ＝１，２，…，ｍ）分别在［ａ，ｂ］上连续；

（ⅱ）ｆ（ｎ＋１）（ｘ）与ｇ（ｍ＋１）（ｘ）在（ａ，ｂ）内存在，且ｇ（ｍ＋１）（ｘ）≠０，则在（ａ，ｂ）内至少存在一点ζ，使得下列广义
的Ｃａｕｃｈｙ型Ｔａｙｌｏｒ公式成立

ｆ（ｂ）－∑
ｎ

ｋ＝０

ｆ（ｋ）（ａ）
ｋ！ （ｂ－ａ）ｋ

ｇ（ｂ）－∑
ｍ

ｋ＝０

ｇ（ｋ）（ａ）
ｋ！ （ｂ－ａ）ｋ

＝ｍ！ｆ
（ｎ＋１）（ζ）

ｎ！ｇ（ｍ＋１）（ζ）
·（ｂ－ζ）ｎ－ｍ．

其中ｆ（０）（ａ）＝ｆ（ａ），ｇ（０）（ａ）＝ｇ（ａ），而ζ称为中值点。
由定理 １可知，若（ⅰ）ｆ（ｋ）（ｘ）（ｋ＝１，２，…，ｎ）与 ｇ（ｋ）（ｘ）（ｋ＝１，２，…，ｍ）分别在 Ｕ（ａ）内连续；

（ⅱ）ｆ（ｎ＋１）（ｘ）与ｇ（ｍ＋１）（ｘ）在Ｕ０（ａ）内存在，且ｇ（ｍ＋１）（ｘ）≠０，则∈Ｕ（ａ），至少存在一点ζ∈（ａ，ｘ）或
ζ∈（ｘ，ａ），使得下列式子成立

ｆ（ｘ）－∑
ｎ

ｋ＝０

ｆ（ｋ）（ａ）
ｋ！ （ｘ－ａ）ｋ

ｇ（ｘ）－∑
ｍ

ｋ＝０

ｇ（ｋ）（ａ）
ｋ！ （ｘ－ａ）ｋ

＝ｍ！ｆ
（ｎ＋１）（ζ）

ｎ！ｇ（ｍ＋１）（ζ）
·（ζ－ａ）ｎ－ｍ （１）

本文研究当ｘ→ａ时，ζ的变化规律．
１　主要定理
定理２　若（ⅰ）ｆ（ｋ）（ｘ）（ｋ＝１，２，…，ｎ）与ｇ（ｋ）（ｘ）（ｋ＝１，２，…，ｍ）分别在Ｕ（ａ）内连续；
（ⅱ）ｆ（ｎ＋１）（ｘ）在Ｕ０（ａ）内存在，ｇ（ｍ＋１）（ｘ）在Ｕ（ａ）内存在，ｇ（ｍ＋１）（ｘ）≠０，且ｇ（ｍ＋１）（ｘ）在ａ点连续；

（ⅲ）存在α＞－１，β＞－１，使得ｌｉｍ
ｘ→ａ

ｆ（ｎ＋１）（ｘ）
（ｘ－ａ）ａ

＝Ａ≠０，ｌｉｍ
ｘ→ａ

ｇ（ｍ＋１）（ｘ）
（ｘ－ａ）β

＝β≠０且ｎ－ｍ＋α＋β≠０，则

（１）式中的ζ满足

ｌｉｍ
ｘ→ａ

ζ－ａ
ｘ－ａ＝

ｎ！（ｍ＋１）（ｍ＋１）！

∏
ｎ＋１

ｉ＝１
（ｉ＋α( )） ∏

ｍ＋１

ｉ＝１
（ｉ＋β( )[ ]）

１
ｎ－ｍ＋α＋β

．

·７１１·



证明　构造函数

Ｆ（ｘ）＝
ｆ（ｘ）－∑

ｎ

ｋ＝０

ｆ（ｋ）（ａ）
ｋ！ （ｘ－ａ）[ ]ｋ ｇ（ｘ）－∑

ｍ

ｋ＝０

ｇ（ｋ）（ａ）
ｋ！ （ｘ－ａ）[ ]ｋ

（ｘ－ａ）２＋ｎ＋ｍ＋α＋β

连续使用ｎ＋１次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法则可得

ｌｉｍ
ｘ→ａ

ｆ（ｘ）－∑
ｎ

ｋ＝０

ｆ（ｋ）（ａ）
ｋ！ （ｘ－ａ）ｋ

（ｘ－ａ）１＋ｎ＋ａ
＝ｌｉｍ
ｘ→ａ

ｇ（ｎ＋１）（ｘ）

∏
ｎ＋１

ｉ＝１
（ｉ＋α）（ｘ－α）α

＝ Ａ

∏
ｎ＋１

ｉ＝１
（ｉ＋α）

（２）

连续使用ｍ＋１次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法则可得

ｌｉｍ
ｘ→ａ

ｇ（ｘ）－∑
ｎ

ｋ＝０

ｇ（ｋ）（ａ）
ｋ！ （ｘ－ａ）ｋ

（ｘ－ａ）１＋ｍ＋ａ
＝ｌｉｍ
ｘ→ａ

ｇ（ｍ＋１）（ｘ）

∏
ｍ＋１

ｉ＝１
（ｉ＋β）（ｘ－α）β

＝ Ｂ

∏
ｍ＋１

ｉ＝１
（ｉ＋β）

（３）

由（２）、（３）式得

ｌｉｍ
ｘ→ａ
Ｆ（ｘ）＝ ＡＢ

∏
ｎ＋１

ｉ＝１
（ｉ＋α( )） ∏

ｍ＋１

ｉ＝１
（ｉ＋β( )）

（４）

另一方面，由Ｔａｙｌｏｒ公式得

ｇ（ｘ）－∑
ｍ

ｋ＝０

ｇ（ｋ）（ａ）
ｋ！ （ｘ－ａ）ｋ ＝ｇ

（ｍ＋１）（η）
（ｍ＋１）！·（ｘ－ａ）

ｍ＋１．

其中，η介于ａ与 之间。
由（１）式及上式得

ｌｉｍ
ｘ→ａ
Ｆ（ｘ）＝ｌｉｍ

ｘ→ａ

ｍ！
ｎ！·

ｆ（ｎ＋１）（ζ）
ｇ（ｍ＋１）（ζ）

·（ζ－ａ）ｎ－ｍ· ｇ（ｘ）－∑
ｍ

ｋ＝０

ｇ（ｋ）（ａ）
ｋ！ （ｘ－ａ）[ ]ｋ ２

（ｘ－ａ）２＋ｎ＋ｍ＋α＋β
＝

ｌｉｍ
ｘ→ａ

ｍ！
ｎ！·

ｆ（ｎ＋１）（ζ）
ｇ（ｍ＋１）（ζ）

·（ζ－ａ）ｎ－ｍ· ｇ（ｍ＋１）（η）
（ｍ＋１）！·（ｘ－ａ）

ｍ＋[ ]１ ２

（ｘ－ａ）２＋ｎ＋ｍ＋α＋β
＝

ｌｉｍ
ｘ→ａ

ｍ！
ｎ！［（ｍ＋１）！］２

·
ｆ（ｎ＋１）（ζ）
（ζ－ａ）ａ

·
ｇ（ｍ＋１）（ζ）
（ζ－ａ）β

· ζ－ａ( )ｘ－ａ
ｎ－ｍ＋α＋β

·
ｇ（ｍ＋１）（η）
ｇ（ｍ＋１）（ζ）

·
（ｘ－ａ）ｍ＋１

（ｘ－ａ）ｍ＋( )１ ２

（５）

因为，ｇ（ｍ＋１）（ｘ）在ａ点连续，且ｇ（ｍ＋１）（ａ）≠０，所以ｌｉｍ
ｘ→ａ

ｇ（ｍ＋１）（η）
ｇ（ｍ＋１）（ζ）

＝ｇ
（ｍ＋１）（ａ）
ｇ（ｍ＋１）（ａ）

＝１，

则由（５）式得

ｌｉｍ
ｘ→ａ
Ｆ（ｘ）＝ ｍ！ＡＢ

ｎ！［（ｍ＋１）！］２
ｌｉｍ
ｘ→ａ

ζ－ａ( )ｘ－ａ
ｎ－ｍ＋α＋β

＝ ＡＢ
ｎ！（ｍ＋１）（ｍ＋１）！ｌｉｍｘ→ａ

ζ－ａ( )ｘ－ａ
ｎ－ｍ＋α＋β

（６）

由（４）、（６）式得

ｌｉｍ
ｘ→ａ

ζ－ａ
ｘ－ａ＝

ｎ！（ｍ＋１）（ｍ＋１）！

∏
ｎ＋１

ｉ＝１
（ｉ＋α( )） ∏

ｍ＋１

ｉ＝１
（ｉ＋β( )[ ]）

１
ｎ－ｍ＋α＋β

．

定理３　若（ⅰ）ｆ（ｋ）（ｘ）（ｋ＝１，２，…，ｎ）与ｇ（ｋ）（ｘ）（ｋ＝１，２，…，ｍ）分别在Ｕ（ａ）内连续；
（ⅱ）ｆ（ｎ＋１）（ｘ）在Ｕ０（ａ）内存在，ｇ（ｍ＋１）（ｘ）在Ｕ（ａ）内存在，ｇ（ｍ＋１）（ｘ）≠０，且ｇ（ｍ＋１）（ｘ）在ａ点连续；
（ⅲ）φ（ｘ）在 Ｕ（ａ）内严格单调增，φ′（ａ）存在且 φ′（ａ）≠ ０，又存在 α＞－１，β＞－１，使得ｌｉｍ

ｘ→ａ

ｆ（ｎ＋１）（ｘ）
（φ（ｘ）－φ（ａ））α

＝Ａ≠０，ｌｉｍ
ｘ→ａ

ｇ（ｍ＋１）（ｘ）
（φ（ｘ）－φ（ａ））β

＝Ｂ≠０且ｎ－ｍ＋α＋β≠０，则（１）式中的ζ满足

ｌｉｍ
ｘ→ａ

φ（ζ）－φ（ａ）
ｘ－ａ ＝

ｎ！（ｍ＋１）（ｍ＋１）！（φ′（ａ）α＋β

∏
ｎ＋１

ｉ＝１
（ｉ＋α( )） ∏

ｍ＋１

ｉ＝１
（ｉ＋β( )[ ]）

１
ｎ－ｍ＋α＋β

．

·８１１·



证明　由于φ（ｘ）在Ｕ（ａ）内严格单调增，φ′（ａ）存在且φ′（ａ）≠０，所以，φ′（ａ）＞０，且对于（１）式中

的ζ，φ（ζ）－φ（ａ）ｘ－ａ ＞０．

取Ｆ（ｘ）为定理２中所设，根据定理条件，连续使用ｎ＋１次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法则可得

ｌｉｍ
ｘ→ａ
＝
ｆ（ｘ）－∑

ｎ

ｋ＝０

ｆ（ｋ）（ａ）
ｋ！ （ｘ－ａ）ｋ

（ｘ－ａ）１＋ｎ＋α
＝ｌｉｍ
ｘ→ａ

ｆ（ｎ＋１）（ｘ）

∏
ｎ＋１

ｉ＝１
（ｉ＋α）（ｘ－ａ）α

＝

ｌｉｍ
ｘ→ａ

ｆ（ｎ＋１）（ｘ）

∏
ｎ＋１

ｉ＝１
（ｉ＋α）（φ（ｘ）－φ（ａ））α

· φ（ｘ）－φ（ａ）( )ｘ－ａ
α
＝Ａ［φ′（ａ）］

α

∏
ｎ＋１

ｉ＝１
（ｉ＋α）

（７）

连续使用ｍ＋１次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法则可得

ｌｉｍ
ｘ→ａ
＝
ｇ（ｘ）－∑

ｎ

ｋ＝０

ｇ（ｋ）（ａ）
ｋ！ （ｘ－ａ）ｋ

（ｘ－ａ）１＋ｍ＋β
＝ｌｉｍ
ｘ→ａ

ｇ（ｍ＋１）（ｘ）

∏
ｍ＋１

ｉ＝１
（ｉ＋β）（ｘ－ａ）β

＝

ｌｉｍ
ｘ→ａ

ｇ（ｎ＋１）（ｘ）

∏
ｍ＋１

ｉ＝１
（ｉ＋β）（φ（ｘ）－φ（ａ））β

· φ（ｘ）－φ（ａ）( )ｘ－ａ
β
＝Ｂ［φ′（ａ）］

β

∏
ｍ＋１

ｉ＝１
（ｉ＋β）

（８）

由（７）、（８）式得

ｌｉｍ
ｘ→ａ
Ｆ（ｘ）＝ ＡＢ［φ′（ａ）］α＋β

∏
ｎ＋１

ｉ＝１
（ｉ＋α( )） ∏

ｍ＋１

ｉ＝１
（ｉ＋β( )）

（９）

另一方面，由定理２的证明过程可知

ｌｉｍ
ｘ→ａ
Ｆ（ｘ）＝ｌｉｍ

ｘ→ａ

ｍ！
ｎ！·

ｆ（ｎ＋１）（ζ）
ｇ（ｍ＋１）（ζ）

·（ζ－ａ）ｎ－ｍ· ｇ（ｍ＋１）（η）
（ｍ＋１）！·（ｘ－ａ）

ｍ＋[ ]１ ２

（ｘ－ａ）２＋ｎ＋ｍ＋α＋β
＝

ｌｉｍ
ｘ→ａ

ｍ！
ｎ！［（ｍ＋１）！］２

·
ｆ（ｎ＋１）（ζ）

（φ（ζ）－φ（ａ））α
·

ｇ（ｍ＋１）（ζ）
（φ（ζ）－φ（ａ））β

φ（ζ）－φ（ａ）( )ｘ－ａ
ｎ－ｍ＋α＋β

·
ｇ（ｍ＋１）（η）
ｇ（ｍ＋１）（ζ）

·
（ｘ－ａ）ｍ＋１

（ｘ－ａ）ｍ＋( )１{ }２
＝

ｍ！ＡＢ
ｎ！［（ｍ＋１）！］２

·ｌｉｍ
ｘ→ａ

φ（ζ）－φ（ａ）( )ｘ－ａ
ｎ－ｍ＋α＋β

＝

ＡＢ
ｎ！（ｍ＋１）（ｍ＋１）！·ｌｉｍｘ→ａ

φ（ζ）－φ（ａ）{ )ｘ－ａ
ｎ－ｍ＋α＋β

（１０）

由（９）、（１０）式得

ｌｉｍ
ｘ→ａ

φ（ζ）－φ（ａ）
ｘ－ａ ＝

ｎ！（ｍ＋１）（ｍ＋１）！（φ′（ａ））α＋β

∏
ｎ＋１

ｉ＝１
（ｉ＋α( )） ∏

ｍ＋１

ｉ＝１
（ｉ＋β( )[ ]）

１
ｎ－ｍ＋α＋β

．

推论　在定理３的条件下，（１）式中的ζ满足

ｌｉｍ
ｘ→ａ

φ（ζ）－φ（ａ）
φ（ｘ）－φ（ａ）

＝
ｎ！（ｍ＋１）（ｍ＋１）！（φ′（ａ））α＋β

∏
ｎ＋１

ｉ＝１
（ｉ＋α( )） ∏

ｍ＋１

ｉ＝１
（ｉ＋β( )[ ]）

１
ｎ－ｍ＋α＋β

·
１

φ′（ａ）
．

证明　由于φ（ｘ）在Ｕ（ａ）内严格单调增，则对于（１）式中的ζ，有φ（ζ）－φ（ａ）φ（ｘ）－φ（ａ）
＞０．

（下转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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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ＢＩＭ技术和运维管理的基本理念进行阐述，提出将ＢＩＭ技术应用于项目运维阶段的
理念。针对现阶段项目运维管理存在的问题构建，基于ＢＩＭ技术的项目运维管理系统，对该系统功能
进行详细介绍，在该系统基础上提出运用ＢＩＭ技术实现运维管理的战略，并对该系统支持性软件进
行分析，提出五种该模式下的技术方案。通过研究发现，在运维管理过程中采用 ＢＩＭ技术，可以实现
信息共享和充分利用，还可以精确的掌握设施的实时运行状态，对于提高运维管理信息化水平，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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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项目的全生命周期通常分为四个阶段，规划设

计阶段、建设阶段、运营维护阶段和废除阶段。在建

筑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运维阶段占到整个全生命周

期的绝大部分。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第一阶段占项目

全生命周期总成本的 ０．７％，第二阶段占总成本的
１６．３％，第四阶段建筑的拆除阶段占０．５％，而运维
阶段的成本占到了总体的 ８２．５％［１］。由此可见，项

目在运维阶段的成本是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管

理的重中之重。然而，我国建筑业粗放的管理模式使

得运维成本增加，运维管控范围受限，比如，由于组

织模式不当引起的运维效率低下，设计、施工到运维

阶段的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管理风险等一系列问

题。目前的运维管理技术达不到各大商户和各个阶

层消费群体的消费满意度，更保障不了商业运营项

目中商户和顾客的安全。因此，目前的运维管理模式

以及运维管理技术急需改革。其中，运维阶段信息的

集成和传递缺少管理，是导致运维阶段管理难度和

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作为一种对建筑物物理和功

能特性进行数字描述的信息库，可以充分整合项目

全生命周期包含的信息，研究ＢＩＭ技术在项目运维
阶段的应用，可以使建设项目更加符合绿色建筑这

一概念的要求，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建设行业的

信息化水平。

２　项目运维管理概述
２．１　运维管理定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

人们生活环境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筑功能逐渐复杂

多样化，运维管理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它的

内涵已经超出了传统范畴，发展成为整合人员、设施

以及环境、技术等关键资源的系统工程 。关于项目运

维管理，国内目前并没有完整的定义，通过阅读大量

文献，认为运维管理是整合人员、设施、环境和技术，

对工作、生活空间进行规划、整合和维护的管理，满足

人员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基本需求，增加投资收益。

运维管理的对象包括建筑、家具、设备等“硬

件”和人、环境、安全等“软件”。其范畴主要包括以

下五个方面：空间管理、设备管理、安防管理、能耗管

理［２］，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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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阶段信息量非常之大，管理工作复杂，用结构

图的形式表达运维管理的信息框架［３］，如图２所示。

图１　运维管理结构图

图２　运维管理信息框架图

２．２　传统运维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项目运维管理方法还比较原始，建筑设

备建档完成后，管理人员需要通过人工采集、记录维

修信息，然后查询相对应的图纸、维修手册，管理过

程繁琐且效率较低，尤其在设备数量较多时，容易出

现错、漏等情况。其弊端主要有以下方面：

２．２．１　二维图形信息，难以理解，需要具备一
定专业基础知识的技术人员才能看懂。二维图纸在

表达图形信息时，容易出现很多图纸错误，读图者也

难理解，甚至会理解错误。并且当我们想得到建筑构

件时都必须通过多个二维图形的信息，过程复杂耗时。

２．２．２　信息难以完整保存，很难无损传递。由
于图纸和各种纸质资料大多是从设计方、施工方、咨

询方等各参与方提供的，信息沟通和信息传递容易

出现问题，容易造成信息遗漏和丢失。

２．２．３　信息分散，无法进行关联和更新。由于
各参与方和各专业的信息没有整合在一起，信息分

散，影响运维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发现图纸错误

需要修改或者需要进行图纸设计变更时，由于图形

信息无法相关联，在进行修改时需要在多个地方进

行重复修改，容易造成遗漏和工作效率低下。

３　基于ＢＩＭ技术的项目运维管理系统框架构建
３．１　基于ＢＩＭ技术的项目运维管理系统
运维阶段是项目全生命周期持续时间最长、费

用最高的一个阶段，需要大量项目设计阶段和施工

阶段的信息，运维本身也会产生很多信息。因此，在

项目的运维管理过程中信息量巨大、信息格式多样，

而传统的运维管理模式只能通过一些重复冗杂的程

序来处理这些信息，工作效率低，管理效果差。ＢＩＭ
技术的核心是信息的集成和共享。基于 ＢＩＭ技术的
运维管理系统框架的构建主要考虑以下三点问题。

３．１．１　数据集成共享问题
在项目运维阶段，不同的功能子系统软件产生

的数据信息格式不同，想要实现ＢＩＭ相关数据以及
其他形式数据的集成和共享，保证设计阶段和施工

阶段的信息能够在运维管理中持续应用，需要建立

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能够保证建设项目全生命周

期信息的保存、集成、共享和提取，该数据库也是基

于ＢＩＭ技术的信息管理系统框架的基础。
３．１．２　系统平台实现问题
如何将数据与实际应用相联系，并进行数据实

时更新，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管理，将数据库中的信息

应用于各项管理中，并把综合应用产生的更新数据

反馈到系统平台中，从而更新原有数据库。

３．１．３　系统功能实现问题
对信息进行存储和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有效地

把信息应用到运维管理的各个系统中，因此框架需

设置相应的模块实现各个应用管理。

３．１．４　终端设备问题
ＢＩＭ运维管理系统需要提供相应的终端设备为

运维人员进行服务，运维人员通过计算机、ｉＰａｄ、手
机等进行实时查看。

用ＢＩＭ技术信息整合的优点，将运维各类简单信
息整合到ＢＩＭ模型中，进行信息集成，实现信息的快
速查询和各类信息统计，利用ＢＩＭ技术３Ｄ可视化的
特点，对项目设施管理、空间管理、应急管理、隐蔽工

程管理等各类状态信息进行可视化表达与展示。基于

ＢＩＭ的运维管理系统框架体系［４］，如图３所示。
３．２　系统功能介绍
基于ＢＩＭ技术的运维系统提供给运维单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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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ＢＩＭ技术的项目运维管理系统框架

个可操作、可视化的数据界面，如图３所示。同时可
以实现在整个运维阶段的包括设备信息、安全信息、

维修信息等数据的录入。

３．２．１　数据采集
项目运维阶段的数据信息除了来源于ＢＩＭ模型

的信息参数，对于运维过程中的实时数据也要进行采

集，主要是利用各种信息传感设备。

３．２．２　数据管理
ＢＩＭ建模采用多种软件，不同软件输出的数据

格式不同，需经过相同数据接口进行整合，形成数据

格式统一的数据库；通过不同设备获得的信息的记

录方式也不尽相同，想要同时服务于项目运维，也要

将所有信息进行整合，通过数据接口传到系统平台。

３．２．３　平台服务
平台服务主要是数据与综合应用的中间站，各

种数据在平台进行分门别类，应用于不同的管理服

务，而对于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也将传入平

台，再次进行整合，信息集成汇总，形成一个强大的

数据平台。

３．２．４　综合应用
综合应用层可以提供一系列操作使用户能做具

体的功能实现。这里提供了设备管理、空间管理、安

防管理、隐蔽工程管理和应急管理等功能。并且应用

层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展，由特定的项目需求定

制特定功能应用。

３．２．５　终端设备
系统最上层是终端设备层，运维管理人员可以

通过电脑、手机或ｉＰａｄ等各种及时或异步通讯方式

登录系统，进行相应管理工作。

４　基于ＢＩＭ技术的运维管理实现战略
４．１　ＢＩＭ模型信息集成化
ＢＩＭ技术的核心是在项目的不同参与方和不同

阶段进行相关信息的整合、共享和传递。在项目运维

阶段运用ＢＩＭ技术，依靠的就是ＢＩＭ模型足够的信息
支持，这也就是ＢＩＭ运营的核心技术所在。要实现竣
工阶段ＢＩＭ模型的交付，就要从项目的前期阶段引入
ＢＩＭ技术，通过将项目在规划设计、建造工程、结算、
竣工交付阶段以及项目不同参与方之间形成的信息

进行整合、共享，形成一个信息集合体，从而实现项目

的经济价值。要实现建筑信息模型在运维阶段的应

用，最重要的就是信息管理，因此ＢＩＭ模型在应用于
项目运维阶段之前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

４．１．１　ＢＩＭ模型拥有满足项目运维阶段的信
息；

４．１．２　运维信息能够方便地被管理、修改、查
询、调用。

对于运维阶段模型信息的收集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在项目设计阶段，把建筑物的不同构件、

设备的具体信息添加到模型上，把结构、安装、幕墙、

钢结构和场地规划等信息进行集成，完成设计阶段

ＢＩＭ模型。在项目施工阶段，依据设计阶段的模型逐
步完善和优化施工过程中进一步的信息，将两个阶

段的信息进行整合，才能做到竣工模型在运维阶段

的应用，如图４所示。
ＢＩＭ模型信息集成不仅要整合项目设计和施工

阶段的项目信息，对于项目运维阶段的实时数据也

要整合，保持ＢＩＭ模型数据库的实时更新。

图４　运维阶段ＢＩＭ实时信息采集

４．２　ＢＩＭ软件建立“沟通”的桥梁
ＢＩＭ技术是一系列不同专业软件的集合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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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软件之间通过明确分工，协调合作，因此软件之间

的无缝连接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运用 ＢＩＭ
技术的时候，整个运用过程使用同一模型，ＢＩＭ模型
在项目不同阶段被应用于不同软件，在软件链接模

型时，就需要通过相应的数据接口接受模型信息，进

而展开工作，如图５所示。正所谓，桥梁建立起来了，
沟通才能继续。

图５　ＢＩＭ技术支持性软件

数据的集成和共享主要是实现不同专业软件之

间的数据和不同格式的数据之间的共享。虽然建设

项目竣工之前的信息数据都是由ＢＩＭ模型提供，但
是运维阶段仍有大量信息是由不同的专业软件提供

的，因此实现数据间的集成和共享是数据库层最主

要的功能。本文通过建立基于 ＩＦＣ标准的数据库来
实现数据的集成和共享。基于 ＩＦＣ标准的数据集成
平台的结构如图６所示。ＩＦＣ数据库通过ＩＦＣ文件解
析器进行读写，与兼容 ＩＦＣ标准的应用软件进行数
据交互，实现信息的导入和导出。而对于不支持 ＩＦＣ
标准的应用软件，通过数据转换接口，实现信息交换

和共享［５］。

图６　基于ＩＦＣ的数据集成平台

４．３　基于ＢＩＭ技术运维管理实现的技术支持
将ＢＩＭ运用的多种软件进行整合，通过研发软

件和平台接口，对软件进行二次开发从而将 ＢＩＭ模

型信息共享与传递，以期达到项目在不同阶段、不同

参与方之间信息整合、共享和转换的结果，这是ＢＩＭ
技术的核心所在。本文通过研究大量文章及案例，将

其中采用的ＢＩＭ技术方案进行整理，结果如表１。
表１　ＢＩＭ技术运维管理方案统计表

序号 技术方案 技术简介

１ ＢＩＭ＋传感技术

基于ＢＩＭ的视频安保监控设施与结合

了ＢＩＭ模型的子系统协作，在主控室通

过大屏幕对整个项目时时监控，选择建

筑某一层时就会调集其相应位置的信息

和视频画面，从容应对突发事件。

２ ＢＩＭ＋ＦＩＭ系统

研发ＩＦＣ接口，将 ＩＦＣ文件格式模型导

入ＢＩＭ＋ＦＩＭ系统中，基于云储存技术

保存模型的属性信息，将整个项目系统

信息整合并集中于服务器端，便于运营

维护管理。

３ ＢＩＭ＋ＩＢＭＳ

将ＢＩＭ模型载入ＩＢＭＳ（智能建筑管理系

统），获取ＢＩＭ模型相关数据信息。通过

软件平台对建筑物及其内部设备进行自

动化控制和管理。

４ＢＩＭ＋ＡＲＣＨＩＢＵＳ系统

将ＢＩＭ模型信息融入到 ＡＲＣＨＩＢＵＳ管

理系统，通过系统平台达到对项目设备、

空间和建筑资料管理的目的。

５ ＢＩＭ＋ＲＦＩＤ系统

将ＢＩＭ与 ＲＦＩＤ技术结合，把建筑物及

空间内各个物体贴上标签，直接定位设

施在建筑模型中的具体位置，使运维管

管理更加高效。

　　５　结论
顺应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针对我国运维管理

信息化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研究了 ＢＩＭ技术
对于运维管理的应用价值，为项目运维管理提供一

种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主要得出了一下成果：

本文结合传统运维模式和 ＢＩＭ技术特点，构架
了基于 ＢＩＭ技术的运维管理系统框架，研究了将
ＢＩＭ技术应用到项目运维阶段的具体思路。

在基于ＢＩＭ技术的运维管理系统框架的基础
上，具体介绍通过建立 ＢＩＭ模型，结合相关 ＢＩＭ软
件整合项目各个阶段信息，从而建立基于 ＩＦＣ标准
的数据库来实现数据集成和共享的过程。

通过研究，将 ＢＩＭ技术方案进行整理，提出五
种基于ＢＩＭ技术的运维管理方案，为企业采纳 ＢＩＭ
技术后进行运维管理模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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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动估计的视频信息隐藏分析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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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运动估计的视频信息隐藏分析方法：首先结合信号处理技术，通过
求绝对差之和进行运动估计，创建一个新的视频信号再计算该信号和可疑媒体的差值，从而在时间

域上增强隐藏信息的强度；然后采用基于渐近相对效率（ＡＲＥ）的探测器，通过对差值进行计算，并
和相应的阈值进行比较，最后对隐写信息进行判断。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是对所要分析的高度相

关的可疑数据是无记忆的和依赖的，对于大样本和微弱信号非常有效。

关键词：隐藏分析；视频；运动估计；渐近相对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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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互联网与多媒体
技术逐步走进了千家万户，并且已经渗透到人们的学

习、工作、生活中，对人们的生活、企业发展和社会进

步产生巨大影响。但是人们在享受信息技术成果的

同时，也开始担忧因互联网而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

信息隐藏技术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设

计数据隐藏、保密通信、密码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得到

了广泛的研究与应用，但是由此所引发的信息安全和

网络问题日趋严重。因此，信息隐藏分析已经成为信

息安全等领域的研究重点。

１　视频信息隐藏和视频信息隐藏分析技术
视频信息隐藏是利用视频数据中普遍存在的冗

余数据与随机性，把秘密信息嵌入到视频自身的数据

中的一种技术，而视频信息隐藏分析则是用于探测秘

密信息的存在性，估计嵌入信息长度，并试图反向提取

嵌入的信息，进而采取措施阻断非法信息的传递。［１］

视频是由一系列的静止图像所组成，但是视频

又不同于静止图像，因此不能直接用静止图像信息

隐藏分析的方法解决视频隐藏检测问题。因为视频

信息隐藏还具有以下特征：（１）隐藏容量大，因为视
频信息本身的数据量比静止图像大很多，所以它的

绝对隐藏容量很大，比如一副图像的信息隐藏量仅

仅几千比特，但是一个ＤＶＤ格式的视频文件却可以
隐藏约１０兆隐藏信息；（２）嵌入比率小，视频中嵌
入的隐藏信息往往以极低的密度分散在较大的视频

信息流中，嵌入比率相对较小；（３）依赖于视频编解
码系统，很多视频隐写算法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

采用的视频编码解码系统；（４）组成视频的一帧帧
图像之间时间上是相关的。一般情况下，图像的隐

写分析都是利用图像的空间域和变换域的特性进行

分析，但是在视频中组成它的一帧帧图像间还具有

较强的时间域相关性。基于以上分析，对于视频信

息隐藏分析，既要充分利用静止图像隐藏分析算法

已有的设计思想，同时还需要依据视频信息本身的

特点来进行研究。［２］

因此本文依据视频信息的时域相关性提出了一

个基于运动估计的视频信息隐藏检测算法，结合信

号处理技术，通过运动插值创建一个新的视频信号，

再计算该信号和可疑媒体的差值，在时间域上增强

隐藏信息的强度，采用基于渐近相对效率（ｔｈｅＡｓ
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ＲＥ）的探测器［３］进行

隐写信息的检测，具有较好的检测性能。

２　基于运动估计的视频信息隐藏分析算法
视频是由一帧帧图像组成，各图像之间具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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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通过图像中物体的运动

变化体现出来，所以在进行视频隐写检测时要结合

视频信息所特有的“运动”时变性。［４］

基于运动估计的视频信息隐藏分析算法由两部

分组成，如图１所示，信号处理阶段和检测阶段。第
一个阶段为信号处理阶段，主要是对带有隐藏信息

的媒体信号进行特征提取；第二阶段为检测阶段，对

可疑序列潜在的隐藏内容做出准确地判断。

图１　隐写分析算法流程

２．１　运动插值
第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对视频信号的运动矢量进

行插值处理，以最大限度地发现可疑序列和估计序

列之间的不同，使隐写检测更容易实现。借助于古

典检测理论的形式化检测方法，首先对视频信号进

行处理，对可疑信号的掩护媒体进行一个估计或统

计相关联的指标，通过运动插值创建一个新的视频

信号，再计算该信号和可疑媒体的差值，输入到第二

阶段进行检测，此过程将显著增强隐藏信息的信号

强度，从而很容易发现隐藏的信息。

运动估计和插值是视频修复中常用的一种技

术。当一个帧的数据丢失或缺少时，可以根据周围

帧的数据流对该帧进行数据修复，因为帧和帧之间

的数据是高度相关的。假设 Ｆｎ是视频流中的一个
丢失的数据帧，需要进行差值修复。利用直接相邻

的帧Ｆｎ－１和Ｆｎ＋１重新构建了估计帧Ｆｎ＃。需要说明
的是，帧Ｆｎ没有参与帧Ｆｎ＃的重建。也就是说如果
Ｆｎ由于隐写被破坏但不会影响到Ｆｎ＃。如果在帧中
关联有隐藏数据，则将增加运动估计的难度，会导致

可疑帧和估计帧的差别更大。理想情况下，二者的

差别越大，越容易实现隐写分析。

算法采用求绝对差之和 （ｔｈｅＳｕｍ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ＡＤ）的方法进行运动估计［１１］。为了计

算从帧Ｆｎ－１到Ｆｎ＋１的运动矢量，绝对差和ＳＡＤ方法
假设每个像素大小为 Ｎ×Ｎ，Ｆｎ－１中第 ｋ块值为
Ｂｎ－１，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绝对差和，在 Ｆｎ＋１中确
定最佳匹配的块Ｂｎ＋１，ｋ：

Ｂｎ＋１，ｋ＝ｍｉｎｉ｜Ｂｎ－１，ｋ－Ｂｎ＋１，ｉ｜
在ＰＡＬ制式中一个视频序列每秒钟由２５帧组

成，在ＮＴＳＣ制式中一个视频序列每秒钟由３０帧组
成，假设Ｆｎ－１和 Ｆｎ－１是距离很近，因此两个帧之间
的位移很小。这样为了确定 Ｂｎ＋１，ｋ，搜索区域可缩
小到仅考虑Ｂｎ－１，ｋ附近的坐标。

为简单起见，假设帧到帧之间的位移是线性的。

因此利用插值求Ｆｎ＃实质上等价于求出的运动矢量
长度的一半。对可疑视频序列的每一帧反复执行这

个算法，以产生新的估计序列，随后再将该序列从可

疑信号序列中减掉。我们把数据的运动差值归结为

以下几种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种运动插值情况

情况１情况２情况３情况４情况５情况６情况７情况８
Ｆｎ－１ ＮＣ ＮＣ Ｃ Ｃ ＮＣ Ｃ ＮＣ Ｃ
Ｆｎ ＮＣ Ｃ ＮＣ ＮＣ ＮＣ Ｃ Ｃ Ｃ
Ｆｎ＋１ ＮＣ ＮＣ Ｃ ＮＣ Ｃ ＮＣ Ｃ Ｃ
Ｆｎ＃ ＮＣ Ｎ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在表１中，ＮＣ（ＮｏｔＣｏｒｒｕｐｔｅｄ）表示该帧没有因
嵌入数据而破坏，Ｃ（Ｃｏｒｒｕｐｔｅｄ）表示该帧有嵌入的
数据。情况１表明 Ｆｎ－１，Ｆｎ，Ｆｎ＋１均不含水印，也就
是说没有因植入数据而遭到破坏。进行运动插值

时，估计帧Ｆｎ＃也是无损的，因此，如果插值成功，Ｆｎ
＃和Ｆｎ的差别是很小的。第二种情况是：仅Ｆｎ含有
水印，也就是说通过植入数据后对该帧内容有一定

的破坏（Ｃｏｒｒｕｐｔｅｄ，简写为 Ｃ），由 Ｆｎ－１和 Ｆｎ＋１计算
出的Ｆｎ

＃是没有破坏（ＮＣ）的，因此在Ｆｎ和Ｆｎ
＃之间

就会有偏差。在后面的几种情况中，即使因数据的嵌

入 和 内容有一定破坏（Ｃ），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个
偏差，因为帧和帧间嵌入的信息是独立的。因此，除

了第一种情况，理想情况下应存在一个可以测量的偏

差：Ｆｎ－Ｆｎ
＃，这个值可以直接通过检测器进行检测。

２．２　检测
检测机制通常用来探测是否存在以某种形式的

附加噪声而存在的信号。检测的结果是根据以下两

种假设进行决策：

●Ｈ０Ｙｉ＝Ｎｉ
●Ｈ１Ｙｉ＝Ｎｉ＋θ·Ｓ{

ｉ

其中Ｎｉ代表检测论中的经典概念“噪音”，也
就是处理的视频；Ｓｉ代表“信号”，也就是视频中嵌
入的信息；θ代表嵌入信号的长度。

在算法中，将模型中要检测的“信号”和“噪音”

均视为随机变量，因为掩护媒体中的水印必须是随

机的，这样才能以确保其具有一个非平凡的有效载

荷。算法采用基于渐近相对效率（ＡＲＥ）的探测器，
由于探测器需要通过算法设计进行实现，探测器是

对所要分析的高度相关的可疑数据是无记忆的和依

赖的，对于大样本和微弱信号非常有效。

２．２．１　检测器计算
如图２所示，检测器的输入信息是运动插值阶

段可疑视频和估计视频的差值｛Ｙｉ｝＝Ｆｉ－Ｆｉ
＃，基于

渐近相对效率（ＡＲＥ）的探测器需要设置一个非线

性序列ｇ（ｘ）＝∑
Ｍ

ｉ＝０
ａｉ·ｘ

ｉ，这个序列的系数ａｉ可以在

探测器的功效η取得最大值时进行求解。功效 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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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衡量ＡＲＥ探测器的检测性能，功效η值越大，测试
就越有效。可对η进行如下定义：

图２　检测阶段

η（ｇ）＝

２

θ２
Ｅθ｛ｇ（Ｙ１）｝｜θ＝[ ]０ ２

σ２０（ｇ）
一旦功效η取得最大值，这个检测器将成为最

理想的具有依赖和无记忆的探测器。

为了优化检测效果，我们使用拉格朗日乘数法，

将分母设置为一个常数２０（ｇ）＝α
２，并通过计算函

数ｆ的极值使分子取得最大值，函数ｆ定义为：

ｆ＝ ２

θ２
Ｅθ｛ｇ（Ｙ１）｝｜θ＝[ ]０ ２

－λ（σ２０（ｇ）－α
２）

这就意味着非线性序列ｇ（ｘ）中的系数ａｉ可以

通过对
ｆ
ａｉ
＝０，（ｉ＝１…Ｍ）进行求解来确定。实际

上，这等价于对Ｗ·Ａ＝ｃ·Ｚ进行计算（ｃ代表一个
常数），其中：

１
２·Ｗｎ×ｎ（ｉ，ｊ）＝Ｅ｛Ｎ

ｉ＋ｊ
１｝＋∑

∞

ｋ＝１
［Ｅ｛Ｎｉ１Ｎ

ｉ
ｋ＋１｝］

Ｚｎ×１（ｉ）＝ｉ·（ｉ－１）·Ｅ｛Ｎ
ｉ－２
１ ｝

Ａｎ×１（ｉ）＝ａｉ
在以上过程中，确定最佳系数ａｉ虽然需要进行

大量的计算，然而，这个计算仅需进行一次就够了，

因为无论是何种可疑视频，其非线性序列ｇ（ｘ）是一
样的，这就意味无论何种视频只需进行一次就算。例

如，一个视频中每次测试５帧，仅需设置５个系数，
这５个系数可以描述为：
｛ａ０，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８．２６４３，０，－５１．７２９，０，２３．２７｝

２．２．２　阈值的设定
从理论上讲，探测器的阈值Ｔ应该是一个常数，

每个可疑的视频都被视为噪音的不同表现。实际上，

视频的大小不同，内容不同，标准偏差及相关系数不

同，这个阈值也应该是有区别的，因此需要设置一个

自适应的阈值。另外，检测器分析的帧的数量不同，

也将影响到阈值Ｔ的设置。基于以上因素，我们进行
了初步测试，找出关于这四个参数的函数作为最佳

阈值Ｔ：
Ｔ＝

Ｃ·ＳｔＤ（Ｆ１）·Ｃｏｒｒ（Ｆ１，Ｆ２）·
ｘ·ｙ

２８８·[ ]３５２
２
·
Ｎｆ[ ]５

其中Ｃ是一个常数，ＳｔＤ（Ｆ１）表示第一帧视频

Ｆ１的标准偏差。Ｃｏｒｒ（Ｆ１，Ｆ２）表示第一帧和第二帧

视频图像的相关度，
ｘ·ｙ

２８８·３５２代表每帧大小与初步

进行测试的视频的比值，这里假设初步测试的视频

为（２８８，３５２），Ｎｆ[ ]５ 代表进入探测器进行分析的帧
数和初步测试时分析帧数的比值，这里假设初步测

试时分析的帧数为５。
３　实验结果
实验选择了视频序列采用没有使用探测器和使

用探测器两种情况进行隐写分析情况进行测试。测

试结果显示，没有使用探测器时掩护视频和隐写视

频的平均比为５，使用探测器后值为６９７，因此，使用
探测器后，这个比值变大了，也就是说，探测器实际

上放大了掩护视频和带有秘密信息的隐写视频的区

别，使嵌入了隐写数据和没有进行隐写的数据序列

之间的差别变大，这样更容易发现隐藏的信息。

为了测试探测器的阈值，选择了测试视频（有

的含隐藏信息，有的不含隐藏信息），通过算法进行

处理，先计算出运动矢量，再估算估计序列并经探测

器检测，最后对潜在的隐写情况作出决定。测试样

本由２８个不同的灰度序列，每个序列２５帧，检测器
每次输入５帧进行处理。从２８个原始的无损的序
列中，新产生２６个序列，各自用来处理从编号０到
２５的由于数据破坏而产生的差错帧。差错帧序列
通过对每帧增加扩频水印来生成，因此测试中有２８
帧，故共用了７２８个序列。对于此测试的第一个系
列，差错帧的水印使用 ７５ｄＢ的高峰信号信噪比
（ＰＳＮＲ）。检测器的接收者操作特征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
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曲线如图３所示，图中变化
的参数是阈值定义时的常数 Ｃ。需要说明的是，和
以前的视频隐写工作不同的是关于隐藏数据分布的

假设不同。在以往方法中，水印信号被假设是零均

值并且在每帧中都有该信号，目的是便于用帧平均

法后减少嵌入的数据。然而，基于运动的视频分析

方法即使只有少数帧被嵌入时也能找出隐写的信

息。通过实验发现，越多的帧包含水印，越容易实现

隐写分析。图３中，算法达到正样本正确预测率为
６０％，假阳性率 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为１０％。图４中显示
的是另一个 ＲＯＣ曲线，序列中８０％的帧均被污染，
其正样本正确预测率提高到了７０％，显示的隐写分
析性能就比图３好一些，因此当污染帧的数量增加
时，算法的隐写分析性能也随之提高。

为了测试算法对水印强度的检测性能，算法允

许嵌入水印引起的失真，并通过测量峰值信噪比

ＰＳＮＲ测量失真的程度。这个测试采用的是一个较
小的样本序列，图５显示了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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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ｄｂ到 ７５ｄｂ范围内变化时的接受者特征曲线
（ＲＯＣ）。结果表明，水印强度越大，隐写分析算法
的性能越好。

图３　少量帧被嵌入的样本ＲＯＣ曲线

图４　８０％的帧被嵌入的样本ＲＯＣ曲线

４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运动估计的视频信息隐藏

分析方法。首先结合信号处理技术，使用运动估计

算法通过信号处理在时间域上增强隐藏的信息；然

后基于渐近相对效率（ＡＲＥ）提出检测方法，在检测

阶段掩护视频和水印均被视为随机变量，通过对运

动插值阶段可疑视频和估计视频的差值进行计算，

并和相应的阈值进行比较，最后对潜在的信息隐藏

情况做出决定。实验结果表明，包含水印的帧越多，

越容易实现隐写分析；水印强度越大，隐写分析算法

的性能越好；算法对所要分析的高度相关的可疑数

据是无记忆的和依赖的，对于大样本和微弱信号非

常有效。

图５　不同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时的ＲＯ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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