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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
三次历史飞跃，从“理论渊源”“价值内涵”“实践路径”三个层面深入研究。首先，在理论渊源层面，

从个人维度、历史维度、国内外环境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其次，在价值内涵层面，注重对一些核心问

题、重要概念、治国理政方略开展系统解读；最后从理论研究层面落脚到“如何实践”层面，真正有效

推动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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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通过太平天国运
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都没有取得成

功，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先进的理论做指导。十月革

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１］从此

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马克思主义思

想传入中国后，无数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指导

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的历程中，党的百年奋斗坚持理论创新、理论

创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飞跃。

第一次飞跃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

史飞跃是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实际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

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

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

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

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

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创造了新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

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２］也是马克思理论与中

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三次历史飞跃。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渊源

（一）习近平领袖特质是新时代伟大理论产生

的根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一朝

一夕形成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

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

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与习近平同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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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成长经历、家庭境遇、实践摸索和理论思考紧

密相连。首先，习近平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有深

厚的优秀文化积淀。习近平同志出生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初，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阅读过

大量的传统文化著作，对古诗词、典故很有研究，对

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因素影响很大。从２０１２年当
选总书记至今，他几乎在每次讲话中都引经据典、以

古喻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始终把爱党、爱国放在第一位，把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其次，习近平同志在独特的、

丰富的个人经历中，对中国社会有全面了解和真切

关爱。习近平同志不到１６岁就去陕北插队当农民
７年，作为“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
的知青”［３］，他了解基层情况，了解中国国情，关心

百姓生活，体恤百姓疾苦，有强烈的平民意识。这使

他形成了讲实话、办实事的工作作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决反对腐败，主张走共同富裕之路，遏制贫

富差距拉大。

（二）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探索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现

代化强国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

功经验，也吸取了不少惨痛的教训。从经济特区、经

济新区到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从干部队伍“四化”建

设、到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的发展；从维稳性的社会

管理到协商合作的社会治理；从一味学习别国经验

到“四个自信”；从低端技术的仿造到高科技的自主

研发；从单一的经济大国到全方位综合国力和世界

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各种成功的经验层出

不穷。这些宝贵经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学习和

借鉴，中国未来要发扬光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反

腐、精准扶贫、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方法，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缩小

贫富差距、塑造美丽中国、弘扬中华文化。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擘画了今后几年奋斗的

目标是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

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

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

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些生动的

实践，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三）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与发展需要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催化剂

我们在过去４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虽然取得了
不少成就，可是问题也越积越多，有些问题到了非常

棘手的程度，甚至影响到党的形象和执政能力。习

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采取果断措施，建立

了多个新的领导小组，把分散的高层领导权集中起

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出台“八项规定”，采

取一系列加强党纪政纪建设措施，严厉惩处一切腐

败分子，整顿党的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净化了社

会风气，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提升了党和政府的

公信力。在国际事务方面，由于过去我国综合国力

较弱，在全球性、国际性、区域性、多边和双边等国际

事务中影响力有限，呈现出非常被动局面。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

形势的新变化，运筹帷幄，更加主动地制定一系列全

球、国际和区域外交新战略、新政策，开展一系列主

动的外交活动，积极开拓中国的外交空间，实现了在

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构建起世界新秩序下的新型

外交关系。指导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催生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新

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

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４］这个重大判断，既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总体上已经不再落后，

尽管还不是制造强国，但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

我们国家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比如建

筑（建隧道、高铁、填海、高楼大厦、桥梁），现在都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比如航天、计算机、通信、互联网都

走在世界的前列。与此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已经不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有了更高的追

求、更好的希望，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发展的不平

衡、不充分，还不能满足这个需要。比如，人们盼望喝

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人们盼望孩子们都能

够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人们盼望幼有所育、弱有所

扶，人们盼望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公平正义等等。

显然，我们在环境、生态、社会建设、民生等很多方面

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不能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判断，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至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

一，它提醒我们，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补短板、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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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上，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继续努力。第

二，它要求我们调整发展战略和大政方针，从而推动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就成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

值内涵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

有鲜明突出、一以贯之的主题，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也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识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重要

思想。比如，用“中国梦”形象生动地表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作出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

排，描绘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坚守中国

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

初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

制度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最根本的规律

总结；强调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

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强调中国梦与

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这

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

涵和外延，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

供了科学指南。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

着系统的内容体系，即“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

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

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

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

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

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

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其主体

内容体系可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

“八个明确”偏重于理论层面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集

中反映着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理论

思考和理论贡献。“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偏重于

实践层面、方略层面的展开，涵盖坚持党的领导和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国

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战略，涵盖此前提

出的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对党的治

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是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

要求。“八个明确”与“十四个坚持”有机融合、有机

统一，凝结着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经验总结，凝结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拓展、升华，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四梁八

柱”，有力撑起了整个体系的宏伟大厦。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

映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指导我们

党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的科学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

独特的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发展站到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

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创立并不断发展

的，也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开

启和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蓝图，又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明确了“路

线图”“时间表”。既从宏观上擘画了“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从中观、微观层面

对实现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进行周密部署，体现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一致、认识论和方

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

践路径

（一）开展主题教育，让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

向全党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以县处级以上领
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中央政治局带

头，一场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镜

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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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活动，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一段

时间以来党内突出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在这场“触及灵魂”

的政治洗礼中，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铸

牢了群众观点，站正了群众立场。“舌尖上的浪费”

“车轮上的腐败”“会所中的歪风”等群众反映强烈

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无所遁形。我们党始终“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

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２］，中央相继出台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用

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牢。

２０１５年４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２月，以践行“严以修
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

要实”为主题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在县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对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

党性上又一次集中“补钙”“加油”。“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聚焦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深化“四风”整

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基

础上，对领导干部修身做人、干事创业提出进一步要

求。经过近一年的集中学习，“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激发了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有力推动了

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也让广大干部群

众看到了我们党管党治党、实干兴邦的决心和胆识。

２０１６年２月以来，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
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并将其常

态化、制度化，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

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党内教育并不止于领导干部，治党需要从

严，而更关键在于全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定位

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推动党内教育从

“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

性教育延伸。通过“学”与“做”，让每名共产党员铭

记身份、牢记誓言，时刻对照“四讲四有”，正己修

身，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锤炼党性，坚守初心。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

历史使命不懈奋斗。”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３１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总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目标

是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重要内容是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

部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正

确政绩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努力

取得最好成效。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全党的

教育提高一刻也不能放松。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

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

署，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５］在全党集中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每名党员

只有坚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活到老改造到老，才

能对党知之更多、认之更深、爱之更笃，不断筑牢信

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提高党性修

养，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永远在路上。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

靠学习走向未来。如果说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史上

保证党的纯洁性、提高战斗力的关键阶段，那么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抓住思想教育这个根本，通过一

次次环环相扣的主题教育，让党内教育从“关键少

数”向全党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补足精神之钙，让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

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这是我们党前进道路上立

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必将是我党建设历史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二）结合具体实践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要真信、真学、真用。真信是因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回答当代面临的问

题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

和真理性。真信是我们认识世情、国情的思想武器，

是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案。比如改革的问

题、发展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民生的问题、廉政和反

腐败的问题等等，习近平总书记都给我们提供了明

确的思路和方案，是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所以我们要真信。

·４·



真学也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学，原著要认真地读，专题

要认真研究，观点要认真领会，而不是去装点门面做

样子。真用，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统一思想，指导工作。

要敢于担当，努力奋斗。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对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发表了一系列重

要论述，为各级党组织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

设指明了方向。责任担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

干部的五条标准之一，也是贯穿体现在十九大报告

精神当中的一个闪光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广大

青年朋友：“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

用来回忆的。”［６］年轻干部要牢记总书记教诲，把个

人的奋斗目标与党的事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结合起来，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

子精神担当尽责，克服困难，敢闯敢试，努力干好工

作，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负责。

要有人民至上的情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充满着人民至上的情怀，强调我们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

无上的地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一切

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

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就高校而言，就是

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解决好师生最关切的问题。

要坚持问题导向。这是我们做工作、抓发展、搞

管理的基本方法，也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法。应当根据我们所面

临的认识问题、作风问题、教学管理问题、抓整改落

实的问题，认真地学习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有关教育的指示，有力地推

动各项工作。

要结合工作突出重点。“四有”好老师、“六要”

新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者的谆谆教诲，

我们要认真对照，努力践行，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

师德养成，弘扬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善于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道德滋养，坚持教书

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注

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更要涵

养奉献精神，把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志趣

爱好作为终生课题，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

学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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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逻辑

钱昌照ａ，刘宇岚ｂ

（北方工业大学 ａ．组织部；ｂ．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与实践取向研究”（２０ＶＳＺ１１６）
作者简介：钱昌照（１９７７—），男，湖北黄梅人，博士，北方工业大学组织部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青年工作提出许多重要论断，深刻解答了“新时代培养什
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这一重大命题。习近平青年观以青年工作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

逻辑为基本遵循，表现出具有唯物辩证规律的内在逻辑，在指导新时代青年工作的过程中彰显时代

价值，实现了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习近平；青年；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价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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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青年观是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最为全面
系统的青年工作思想理论体系，本质上呈现出自洽

有机衔接的逻辑体系结构。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逻

辑与内在逻辑服务于价值逻辑，价值逻辑科学印证

生成逻辑与内在逻辑。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

逻辑的多维衔接、辩证统一，深刻解答了“新时代培

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这一重大命题。

一、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青年观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有关青年思想以及一代代青年投身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

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青年工作思想。习近平青年观
的生成发展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渊源，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

青年工作思想为理论源泉，以新时代青年工作的伟

大生动实践和习近平青年时期人生经历为实践基

础，不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青年工作思想的新境界。

（一）历史逻辑

习近平青年观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并滋养着习近平青年观

的生成发展，使其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具备浓厚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习近平指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

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１］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青年品德

修养、为人处世、敬亲爱国等诸多方面有大量论述，

对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青年的论述主要呈现出个

人处世、家庭亲友和国家天下三个层面的内涵。在

个人处世层面，长期居于封建社会正统地位的儒家

思想提倡青年要立大志，“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

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做学问要认真严谨，“博学而

笃志，切问而近思”，还要“温故而知新”。遭遇挫折

和失败的时候，要“不怨天，不尤人”，应该“君子求

诸己，小人求诸人”。周文王提倡青年要效仿天地

万物运行，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家庭亲

友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百善孝为先，家和万

事兴。儒家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对待父母，不仅要深知“父母为其疾之

忧”，而且要“无违”。对待好友，要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和他人相处，要“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

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国家天下层面，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和经世济民之

心，从心忧天下苍生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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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而乐”的情怀、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时“愿得此身长

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壮志，到内忧外患时“居

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思，

再到报国无门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

之”的豪情，再到士大夫慎独时“穷则独善其身，达

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哲学，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抑或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都无不体现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中华民族精神，尽管受不同历史时期朝代更替、主

流思想变化等因素影响而产生了不同形式的表述，

但最核心的爱国、救国情怀却从未间断。家国情怀

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亘古不变的主旋律。习

近平总书记在诸多场合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经典论述对青年提出殷切期望，构成了习近平青年

观的鲜明特色。

（二）理论逻辑

理论是在历史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发展。习近

平青年观的生成和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

于青年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思想为

指引，具有完备成熟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肯定了青年在时代发展当中的巨大作用

和突出地位。马克思主义不仅看到了青年一代在工

人阶级运动中的作用，而且还强调青年工作直接关

乎现在与未来。马克思表示：“拥护他们的那些青

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

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２］马克

思充分肯定了青年一代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对工人

阶级运动的巨大作用和突出地位；此外，马克思高度

重视青年工作，他说，工人阶级乃至人类的未来“完

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３］。马克思

将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提升至决定未来的高度，恩格

斯则将青年与现代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指出

现代的命运“取决于青年人崇高奔放的激情”［４］。

列宁阐明了青年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的重要

性，“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有青年

来担负”［５］，“不吸收全体工农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建

设，你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５］。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对青年的

教育和培养，对青年的培养方式、教育内容等方面都

有详尽的阐述。早在１８６９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
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中说到，“年轻人应

当在日常生活斗争中从成年人那里获得这种教

育”［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在不

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和实践的工艺教

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７］。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

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

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８］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详细阐述了青年

的发展权利、实现路径和奋斗目标等。中学时代的

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选择职

业应遵循“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两个

主要远大理想目标，并阐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

强调：“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

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到，因为这是为大

家而献身，……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

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

洒下热泪。”［９］在青年的人生发展问题上，了解青年

特性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列宁曾强调，“青年总是更

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

争中去的”［１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工作

的论述突出了青年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也再次彰显

出青年工作的重要性。

（三）实践逻辑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在民族危难、国家危急存亡的紧要关

头，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积极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

运动之中，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

族力量而进行了艰辛探索，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等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英勇就义，李大钊、陈独秀等

青年知识分子苦苦求索，在诸多救国方案中找到了

马克思主义，在反抗民族屈辱条约中，北京广大先进

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五

四运动。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运动中，

杨靖宇、赵一曼、陈树湘、刘胡兰等革命先烈，为了党

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新中国成立以

后，诞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老西藏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

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

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等伟大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广大青年为国家和人民做

出了许多杰出贡献，对新时代青年人的价值取向和

习近平青年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

工作，促进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发展。随着信息化

革命的不断深入，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对青年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以发展的理念审

视青年工作，不断推进青年工作的创新性实践：一方

面，亲自关怀并指导青年工作。习近平先后视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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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澳门大学、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南昌大学、国

防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暨南大学、南

开大学、陆军步兵学院、内蒙古大学、甘肃省张掖市

山丹培黎学校、西安交通大学、空军航空大学、湖南

大学、闽江学院、清华大学等２０余所高校和中等职
业教育学校，对青年成长成才提出殷切期望。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中表现卓越的青年们回信，肯定

他们甘于无私奉献并勉励他们矢志不渝。此外，习

近平总书记召开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给全国

青联和学联的会议致贺信等，对青年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另一方面，注重对青年工作“四梁八柱”的顶

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将教育视为对民族振兴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将青年发展

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２０１７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５年）》，总体部署青年工作，引导青年与民族同
命运、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

习近平的青年时期成长经历是习近平青年观生

成发展的重要实践来源。陕北七年知青经历是习近

平青年观的逻辑起点，在陕北梁家河插队时，他与当

地人民同甘共苦、水乳交融，逐步认识到实事求是和

贴近群众的重要意义，树立起为群众办实事的理想

信念。七年知青岁月深刻影响了习近平的治国理政

方略，他在河北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就指出，

“青年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振兴

正定所依靠的生力军”［１１］，他带领群众解决温饱、发

展经济，以自身的行动证明青年的担当作为。习近

平在福建任职期间，为当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体现出锲而不舍的韧劲、实干兴

邦的精神和一心为民的信念。在浙江任职期间，习

近平的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解决了经济发展与当地

社会民生问题，这一时期他关注青年的思想道德教

育和青年干部的基层锻炼经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

层面促进当地青年的发展进步。习近平的基层工作

经历涵养了他的治国理政理念，教育青年肩负历史

重任、引领青年成长成才，为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发

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习近平青年观的内在逻辑

（一）政治性和人民性相结合

习近平青年观具有政治性和人民性相结合的内

在逻辑，政治性体现为青年工作要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一致，人民性则表现为青年个体成长与人民

发展、社会进步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引导青年担当时代使命，将个人

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指出“青年兴则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１２］。青年群体的力量是

无穷的，他们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中

坚力量。“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

青年。”［１３］４因此“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

的重任”［１４］，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将

个人理想融入实现中国梦的共同理想之中，“努力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

飞青春梦想”［１４］。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

年成长与人民发展同向而行、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作

之于社会和人民的意义作出深刻阐释，他在知识分

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指出“青年要在提

高为社会、为民众服务水平中建功立业”［１３］５３。习近

平还同时强调青年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同人

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

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１４］。做好青年工作的

政治性能够确保青年群体为人民服务，即确保青年

工作的人民性；反之亦然，做好青年工作的人民性就

是在践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即确保青年工

作的政治性。

（二）民族性和开放性相呼应

习近平青年观具有民族性和开放性相呼应的内

在逻辑，民族性体现为青年工作要继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开放性表现为青年群体与世界互联

互通互融的重要意义。

就民族性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引导青年厚植民

族主义情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北京大学

师生座谈会上指出，青年群体要“秉承中华文化基

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１５］，民族主义情怀

包括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

年工作的许多重要论述都将青年的成长成才与二者

联系在一起，而二者兼备亦是青年群体致力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多

种形式内化在习近平青年观中，彰显出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

就开放性而言，全球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等发

展趋势势不可挡，国家繁荣和世界和平都离不开青

年一代的努力。习近平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

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１６］，出访俄罗斯时提

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也是中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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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业的未来”［１７］２７７，谈及中非关系时号召“中非有

志青年共同接续奋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座谈会上提倡为互联网时代的各国青年提供创业平

台等，着重强调青年工作的开放性、世界性。民族性

和开放性相呼应，畅通本土与国际之间的联系。中

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共

产党也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

命，而这一切需要广大青年群体的赓续奋斗。

（三）历史性和现实性相贯通

习近平青年观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相贯通的内

在逻辑，历史性表现为鼓舞青年学习历史、强调青年

的历史贡献，现实性表现为现实环境对青年工作的

影响。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岳麓书院等地视察时多次

强调青年要了解并运用历史文化，他在庆祝党成立

９５周年大会上对青年提出要求，“全国广大青年要
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

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１３］５４。学习历史可以为青年

的成长成才指明方向并提供启示，具有深刻的教育

意义。青年不仅要学习历史，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真正

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此外，广大青年更是历史

的创造者。习近平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

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就没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１６］，充分肯定了青

年近代以来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工作需要

顺应并引领时代潮流。

因此，青年工作需要适应现实环境，抓住机遇顺

流而上并恰当规避风险，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力求新

的突破。习近平青年观兼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特

征，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进

现实和未来，而透过现实亦可反思历史，进而对现实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习近平青年观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内

在逻辑，这一逻辑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

思主义指导我党青年工作的伟大生动实践。

习近平青年观的理论性在于：一方面，习近平青

年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届

领导人青年工作思想的核心要义，具有科学的理论

基础，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

观；另一方面，习近平青年观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有机

整体，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且可以从理论角度将其

内容以不同方式做进一步细分。此外，也正是源于

习近平青年观的理论性，才使其充分具备学术上的

研究意义。习近平青年观的实践性表现为三点：一

是来源于实践。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以来党的青年工作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青年时期个人成长经历是习近平青年观的重要实践

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动力，习近平青

年观是在实践中萌发、发展并逐步趋于完善的。二

是鲜明指导实践。习近平青年观是适应新时代青年

群体和青年工作特点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青年成

长成才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指引，可以直接应用到青

年工作中，实现指导实践的目的。此外，习近平青年

观的真理性也在其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检验。三

是强调实践的意义。习近平指出：“不论学习还是

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都要严

谨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干实干。”［１５］根据实

践的观念，他还强调思政课要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

学有机结合，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日

常思政工作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团干部要向实践

学习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三、习近平青年观的价值逻辑

（一）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青年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理

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青年观的价值逻辑首先

体现为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青年观强调青年工作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一致，接受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接受党的

教育，才能保证青年工作的发展进步与党和国家保

持一致。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在青年群体和青年工

作中的统帅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

谈会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

系的重要内容，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指出各

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领导，

此外，还强调党政齐抓共管和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

作用。习近平强调青年工作要围绕党的事业展开。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

向。他提出“广大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就是初

心”［１３］８７，“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把巩

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１６］等观点，充分

论述了加强党的领导过程中的青年责任。

（二）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青年工作理念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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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

宗旨，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青年工作理念是习近平青年观的价

值逻辑内核。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青年工作要以人为本，

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以人民为中心”在习近平青年观的价值逻辑中体

现为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中

心。习近平青年观具有人民性的特征，习近平总书

记将人民的幸福视为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

的重任之一，他多次阐述青年对于全体中国人民乃

至世界人民的重要意义，多次号召青年要热爱伟大

的人民，“人民”这一字眼贯穿在习近平青年观中，

已然成为其关键词。另一方面，以青年群体为中心。

青年群体不仅是习近平青年观的关注对象、青年工

作的服务对象，更是广大人民群众中至关重要的组

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那么最富有朝气的青年群体必然是创造

历史进程中的中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年工作

中主张以青年群体为焦点，他指出，全党要“做青年

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

人”［１３］１０８，号召全党服务并引领青年，使青年工作发

挥传承根脉又面向未来的作用。

（三）提高青年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

思想道德修养是青年发挥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基础，青年成长成才需要高尚的人格和道德品质，

习近平青年观在价值逻辑上对青年思想道德修养水

平的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青年思想道德修养水平

对个人成长的作用，还强调其对社会国家的决定性

意义，“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

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１３］２１－２２。因此，

习近平青年观号召青年群体坚定理想信念、提升个

人修养，专注于公德和私德，巩固和培养勤俭节约、

宽容感恩、助人为乐、自省自律等优秀品格，他要求

广大青年“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不断培养操

行和纯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１８］。

进一步而言，提升思想道德修养水平需要一定的价

值遵循，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基础之上，

习近平青年观要求青年群体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将价值观养成比作穿衣服

扣扣子，而青年的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则是扣好最

关键的“第一粒扣子”。“广大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养成高尚品格”［１９］，他号召青

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身的基本遵循，并

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心，带头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气。此外，他再三强调学校要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

本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到教学和

实践中，进而促进青年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的提升。

（四）引领青年坚定完成“中国梦”的责任感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青年群体是实

现“中国梦”的关键力量，实现“中国梦”是党的重要

时代使命，习近平青年观要求全党引领青年完成使

命，号召青年以完成使命为己任。

习近平青年观要求全党引领青年坚定完成中国

梦奋斗的责任感，发挥青年群体在这一进程中的先

锋作用。习近平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

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１４］，凸显出青

年的理想担当对完成“中国梦”奋斗目标的关键意

义。“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

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２０］青年将实现“中国梦”作

为远大理想，可以加强实现该目标的理想信念和责

任感，因此青年群体应当志存高远、勇担重任。在习

近平青年观价值层面的引领下，青年群体已经在实

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进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交出

人民满意的答卷。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严峻的新冠疫情防控局势，习近

平再次高度赞誉中国青年的风采和担当，号召青年

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坚定理想信念：“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

期望！”［２０］

（五）锤炼青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硬

本领

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青年群体，习近平青年观不

仅对青年群体的责任担当提出要求，更要锤炼青年

实现中国梦的过硬本领。

锤炼实现中国梦的本领并非与生俱来：一方面，

需要青年锲而不舍地进行系统学习，努力掌握科学

文化知识。习近平指出，“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

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

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１４］，对学习之于青年

的重要性做出阐述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

学习基础知识又要及时更新知识，既要钻研理论又

要掌握技能，因此青年的学习是一个长期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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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另一方面，实现中国梦的本领需要青年在实

干中不断积累和磨炼。如前所述，习近平青年观具

有实践性的内在逻辑，锤炼实现中国梦的本领需要

实干，是实践性在价值层面上的体现和应用。习近

平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提出“在工作中
增长才干、练就本领”，就是在强调加强实干与提升

本领的正向关系。青年通过实干可以不断增长见识

和才能，锤炼自身的过硬本领，通过学习获取的知识

本领也需要通过实干不断巩固，形成自身见解的同

时不断内化，进而为青年群体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进程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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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与纲领
———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的《现代人》研究

耿海英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１８３６—１８６６）”（１７ＡＷＷ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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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３０余年。

摘　要：别林斯基执笔《现代人》之时，俄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要求进行变革。就如何改革、
如何对待西欧道路问题，别林斯基遭遇的是不同阵营的声音。面对保守力量，别林斯基因应最尖锐

的农奴制度问题，为自己也为《现代人》提出新的纲领：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早期空泛的乌托邦幻想转
向俄国现实问题。基于官方有改革的动议，因而别林斯基的纲领也并非激进的“革命”，而是欢迎

“变革”，倡导启蒙，这些都反映在《现代人》的栏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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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涅克拉索夫研究专家弗·叶甫盖尼耶夫－
马克西莫夫认为，“无论从社会学还是文学史观点

看，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的《现代人》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
用”［１］。这两年正是别林斯基主笔《现代人》阶段。

４０年代后期《现代人》改变了风格和方向，从普列特
尼约夫手中的温和保守的刊物转变为１９世纪上半叶
积极对社会问题作出反应的杂志之一。何以有如此

转向？杂志内部立场是否完全统一？这种改变仅仅

是因为别林斯基个人的风格与倾向？或者，这是一个

偶然现象？这一时期的《现代人》面临什么样的语境？

它要回应什么问题？遵循怎样的纲领？这些也许都

是研究这一时期的《现代人》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现代人》的语境

如果说这一时期《现代人》的转向是一个偶然

现象，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又能得到完全自然和

必然的解释。我们在整体考察涅克拉索夫主编《现

代人》时期的文章中提到，１８４７年别林斯基加盟《现
代人》，立即成为刊物的精神领袖，他确定了杂志的

新方向———聚焦社会问题，以研究现实为第一要务。

首先看经济现实。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俄国对
外粮食贸易增长，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徭役经济发生

危机。而且就在１８４７年经济增长是最显著的一年，
正是这一年粮食出口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根据俄国《农业报》１８４７年 ９月 １２日的报道，在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从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粮食就达
３２，８９１，６２２银卢布（见图１）

图１　截图自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２日《农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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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１８４７年来到波罗的海和黑海港口的
贸易船只的数量与上年度相比几乎翻倍，特别是

１８４７年彼得堡港口尤其繁忙，这样，１８４７年就比任
何一个时期更尖锐地提出了“地主庄园”向“谷物工

厂”转变的问题，同时也是徭役劳动最无利可图的

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废除农奴制度的问题。

因此，尼古拉一世１８４７年５月１８日在接待斯摩凌
斯克贵族代表团时，以从未有过的坚决态度表示，要

尽最大可能加快解决农奴问题。可是如果彻底解决

这一问题，必然导致社会集团斗争的激化。一方面，

地主阶层并不情愿彻底解放农奴。列·托尔斯泰本

人在自己庄园中先行的不彻底解放农奴的改革试验

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他的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更

清晰地表明农民对改革的懈怠和不接受。另一方

面，农民阶层在农奴制下被地主阶层极端、无节制地

剥削，到了赤贫的极限；他们开始越来越强烈、经常

地表达自己的不满。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４９年农民起义达
到２００多次，这些起义常常带有非常恐怖的特点，而
官方常常用武装力量来平息。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现实是：４０年代思想领
域的斗争也加剧了，文学即是其舞台，尤其在新闻刊

物上，各个斗争集团纷纷在这里出场，不是打着西欧

派的旗帜，就是打着斯拉夫派的旗帜，或者官方民族

性的旗帜。

其一，西欧派。这是自由派贵族和自由派资产

者以及当时人数还不多的激进平民知识分子的代

表，他们期望俄国生活的欧洲化———首先是将个人

从政治和社会奴役中解放出来。因此，西欧派对

“邪恶的俄罗斯现实”，即专制、警察官僚政权、农奴

制等，持激烈的否定态度。“邪恶的俄罗斯现实”正

是别林斯基用来标识俄国专制制度的。他在１８４０
年１０月４日给鲍特金的信中写道：“我诅咒我与可
恶的现实和解的可恶的愿望！”［２］５５６１８４１年 ５月 １
日，同样是在给鲍特金的信中他又写道：“俄国现实

是可恶的，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是对它的一记耳

光。”［３］２５西欧派的左翼倾向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思

想，自然来自平民阶层的西欧派对革命思想最易于

接受。别林斯基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布尔加林认

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布道在 “每

天大量增长的阶层———军事学院、神学院学生，贫穷

的小官吏的孩子等人群———中尤其获得成功，他们

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反而在转变中有希望获得一

切”［４］，他没有说错。这里所说的西欧派对社会主

义的狂热追随，当然指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安年

科夫和谢德林多次讲到，４０年代人们对圣西门、卡

贝（Кабе）①、傅立叶，路易·布朗（ЛуиБлан）②，尤
其是对乔治·桑的作品特别迷恋；透过约瑟夫·弗

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我们也可以从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亲身经历中，看到“空想社会主义”思

潮的狂热和波及的范围之广。毫无疑问，对这些

“空想社会主义”人物及著作的熟悉极大地促进了

读者的社会视野，使他们关注社会的基本问题，如正

确组织公共关系、平等分配生活福利、贫穷和财富、

劳动和资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然而，由于法

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在严厉批评社会现实时，他们

只指出了乌托邦式治疗社会之恶的方法，过分迷恋

他们的理论带有危险的一面：它不仅脱离了现实生

活的迫切需要，更令人们从现实问题分心，憧憬“黄

金时代”的美好梦想，甚至到后来采取激进方式去

实现这一梦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６０年代以后的
创作全部都是献给这一思考的。曾参加过彼得拉舍

夫斯基“星期五”小组的谢德林也精彩地描述这一

渴望，他从这一社会乌托邦小组的纲领中提出关于

“黄金时代”、关于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一切“不是在

我们身后，而是在我们前面”［５］。如果说这还是“空

想社会主义”，那么，“科学社会主义”也已经发表其

宣言：《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２月出版③，不言而喻，

至少它对当时的俄罗斯读者来说是熟悉的。之后，

为这一“黄金时代”之目的，人成了手段。

因此，１８４０年代后半期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相
当一部分西欧派知识分子背离乌托邦社会主义立

场，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在其中能够看到对待生活的

务实态度战胜了理想主义态度，为改变现实而应进

行具体有效的行动的思想和方针占了上风；然而，具

体行动并不是许诺不久的将来的“黄金时代”，而是

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创造先决条件。这些方针，在

别林斯基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中得到了非常明

确的阐明：“俄罗斯的拯救不在神秘主义，不在禁欲

主义，不在虔信主义，而是在文明、启蒙、人道的成

功……俄罗斯现在最紧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废

除农奴制，废除体罚，尽可能严格执行已经存在的法

律。”［６］５８２－５８３此信写得如此之尖锐、热烈和激情，简

直就是一种要革命的印象，因而到６０年代，车、杜从
他这里汲取“革命”资源也很自然，列宁在其论《路

标派》的文章中，将该信与反抗农奴制的革命情绪

联系起来也不足为奇。

尽管在１８４０年代西欧派在共同赞成废奴上是
一个“统一战线”，但他们分属不同阶层，阶层上的

异质性导致他们在６０年代初解体，从其队伍中分化
出俄国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模式的“普鲁士道路”

·３１·



的支持者和“美国道路”的支持者④，前者的纲领是

“和平改革”，后者的纲领是“民主革命”。这种倾向

上的差别在４０年代已露端倪。后者的对立面即是
那些旧秩序的思想家们———他们代表两个群体，虽

然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观点不同，但在意识形态上

仍然相当接近。一是老一代斯拉夫派（指霍米亚科

夫、基里耶夫斯基、康·阿克萨科夫），一是“官方民

族性”活动家（舍维廖夫、波戈金）。他们有共同的

信念：俄国命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

路俄国不仅可以赶上而且可以超过西欧———“腐朽

的西方”（这一社会思想的代表们如此表述西方，也

有表述为“老太太式的欧洲”⑤）。斯拉夫派将正教、

专制和民族性视为俄国独特性的基础，在这一点上

他们与“官方民族性”圈子的主张相一致。不过，不

同圈子赋予这些概念的内涵并不总是相同。比如，

“专制”一词，斯拉夫派在这一概念中融合了“全俄

缙绅会议”（земскийсобор）因素，它能够促进“沙
皇与人民的统一”；还融合进了“言论自由”因素，允

许人民表达自己关于当下一切问题与现象的见解。

此外，实质上斯拉夫派甚至固有某种“封建社会主

义”的社会倾向———其精神在 《共产党宣言》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манифест）中明确描述过。而
在“官方民族性”代表们的观点中，则失去了斯拉夫

派所具有的捍卫自由的色彩。然而，认为斯拉夫派

圈子与“官方民族性”尖锐对立，也未必正确。格·

瓦·普列汉诺夫在文章《波戈金与阶级斗争》中指

出：“霍米亚科夫的斯拉夫主义与《莫斯科人》的出

版人（即舍维廖夫———笔者）的 ‘官方民族性’在那

一根本问题上是吻合的，即在俄罗斯对待西方的态

度上。换句话说，霍米亚科夫的斯拉夫主义与波戈

金和舍维廖夫的‘官方民族性’能够相区别的仅是

某种看得见的特征，但是这两种学说具有同样的始

祖。”［７］３０－３１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斯拉夫主义与“官方民

族性”，问题将会更简单———斯拉夫主义的意识形

态是大、中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他们生活在自己的

庄园中，接受的是过去严格的爱国主义和父权制宗

教精神的家庭教育。即便是农奴的儿子波戈金宣称

的“官方民族性”纲领，也表达了贵族和官僚高层的

意识形态，他们部分地构成了宫廷贵族圈子，他与之

关系密切。刊登在１８４１年第１期《莫斯科人》上的
波戈金给舍维廖夫的一封信即表明了这一点。该信

题目为《俄罗斯人对欧洲教育的看法》，堪称一篇纲

领性文章，其中“天然的俄罗斯情感”（即“官方民族

性”的核心内涵）与“病重的西方的堕落”尖锐对立。

波戈金信中说：“我给你写信谈谈你的杂志。它在

高层产生反响。这简直是个奇迹：所有人都阅读和

赞叹，斯 特 罗 加 诺 娃 公 爵 夫 人 （Графиня
Строганова），维耶利戈尔斯基（Вьельгорский），普
罗塔索夫（Протасов），巴兰特（Барант），乌瓦罗夫
（Уваров）……你的欧洲简直是疯了。”“所有这一切
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舍维廖夫的‘观点’正是‘高层

圈子’的观点。”［７］３０舍维廖夫和波戈金对待西方的

否定态度，再没有在《观点》一文中表达得这么尖锐

了。乌瓦罗夫对此文万分欢喜；斯拉夫派的理论家

霍米亚科夫则称舍维廖夫的文章相当出色［７］３０。可

见斯拉夫派圈子与“官方民族性”的相通之处。

还有，如果杂志三巨头⑥《北方蜜蜂》《祖国之

子》《读者文库》也可以称为一股社会潮流的话，那

么这股社会潮流比“官方民族性”圈子和斯拉夫派

走得更远。他们三家既强调自己对俄罗斯之根的忠

诚，但干的却完全是社会订货，不仅远离地主阶级，

也远离贵族阶级，三巨头著名的文学民主主义立场

就源于此。但其民主主义是非常特定的，与其说是

内在的，不如说仅是外表的，而且还是完美地完成第

三庭的各种“任务”，布尔加林尤其如此。

显然，４０年代的西欧派，既与斯拉夫派，也与
“官方民族性”代表，还和“三巨头”之间形成对立与

论争，而其在论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即是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在１８４２年第３期《祖国纪事》上的讽刺文
《书呆子》⑦回应舍维廖夫在１８４２年１月号《莫斯科
人》上的《对当代俄国文学倾向的看法》对自己的恶

毒攻击。这一讽刺文使得舍维廖夫闭锁在家，一个

星期没有在社交界露面；同时，讽刺文不仅在《莫斯

科人》圈子，而且在斯拉夫圈子中也激起对别林斯

基的仇恨。鲍特金说：“这次攻击产生了完全超乎

预料的结果……在头面人物霍米亚科夫、基里耶夫

斯基（兄弟）、帕夫洛夫那里如果谈起此事，就会满

嘴唾沫星子地咒骂。”［８］关于别林斯基这篇文章发

表后的反响，安年科夫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格拉诺夫

斯基被问：“难道这样一篇文章之后和别林斯基见

面时还能公开握手吗？”格拉诺夫斯基回答说：“什

么话！握手？还要在广场上与他拥抱呢！”［９］２２５－２２６

这样，由《书呆子》一文始，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

彻底形成了鸿沟。当斯拉夫派得知来自西欧派的攻

击后，就坚决站在了“官方民族性”的舍维廖夫一

边。因而也就不奇怪，此后别林斯基很快就不得不

转向与斯拉夫派本身的公开论战。

别林斯基在该文中第一个攻击的就是前不久还

是其最亲近的朋友的康·谢·阿科萨科夫（К．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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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ксаков），针对后者的单行本小册子《关于果戈理
的长诗“乞乞科夫的漫游，或死魂灵”说几句》展开

反驳。他反驳阿克萨科夫对果戈理的过高评价———

将果戈理视为荷马和莎士比亚一样的诗人，并在自

己的文章最后强调阿克萨科夫的意识形态立场与舍

维廖夫接近，他阐明道：“我们深信，他的小册子与

那著名的《死魂灵》‘评论’是一致的，在著名的批评

中，谢立方被弄成了未被污染的俄罗斯天性的代

表。”［１０］别林斯基所说的关于《死魂灵》“著名的评

论”，是指舍维廖夫在《莫斯科人》１８４２年第７、８期
上关于果戈理的文章，在文中谢立方确实被命名为

天然的未及尘染的俄罗斯天性的代表，并且尤其赞

美他“热情”而“顺从”地回应老爷对他的威吓：“抽

得应该，为什么不抽呢？主子高兴怎么办，就怎么

办，鞭子是得抽的……为什么不抽呢？”［１１］５６如果对

于舍维廖夫，同样也对于斯拉夫派来说，“顺

从”———也就是别林斯基认为的“臭名昭著”的“谦

卑”，是俄罗斯人民最主要的美德，那么别林斯基则

完全持另一种看法，他作为西欧派的左翼，越来越从

温和倾向于革命，认为“顺从”和“谦卑”绝不关涉什

么美德。

１８４２年开始的别林斯基反对斯拉夫派的公开
论争，在４０年代中期更激烈了，这是因为时代生活
越来越迫使他关注社会问题，还因为此时斯拉夫主

义已经形成了自己学说的基本信条。最先的交火即

１８４４年别林斯基发表的关于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
文集的著名文章［１２］，其中谴责奥多耶夫斯基明显表

现出来的对斯拉夫派的好感。稍晚，在年度观察

《１８４４年的俄国文学》［１３］中，别林斯基严厉批评了
斯拉夫派和“官方民族性”的歌手———霍米亚科夫

和雅济科夫。该文章的发表恰逢雅济科夫针对西欧

派领袖人物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和恰达

耶夫的“告密性”诗歌出现在莫斯科。尽管不是所

有斯拉夫派人物都热情欢迎雅济科夫的诗歌，但是

从这时起，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分歧已经尖锐

到要在格拉诺夫斯基与基里耶夫斯基之间进行决斗

的地步了；尖锐到赫尔岑和康·阿科萨科夫之间断

绝了任何个人关系。稍晚，别林斯基在文章《彼得

堡与莫斯科》和《１８４５年的俄国文学》中，又给予对
手一系列抨击。另外，由于布尔加林于３０—４０年代
在俄国文学和杂志中的立场和作用，别林斯基也要

经常发表文章与之斗争。

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论争，在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年别林斯基执笔《现代人》时期继续延烧，因而《现

代人》带上激烈色彩是不可避免的。此时，正值社

会政治条件变得尤其紧张，正值人们对当代社会问

题的兴趣尤其提高，正值西欧派激进的情绪笼罩了

如此广泛的知识分子圈子，以至于对新的西欧派刊

物产生了毫无疑问的需求。因而别林斯基担纲的

《现代人》插上了西欧派旗帜，并且从温和保守的刊

物转变为１９世纪上半叶激进的杂志之一———就绝
非偶然现象。

二、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现代人》的纲领

在１８４６年１２月的《现代人》上，其出版人普列
特尼约夫认为需要给广大读者一个声明，这既是与

读者告别，也是他自己作为编辑和出版人对九年杂

志工作做个总结。普列特尼约夫的声明表示，他把

杂志交到了自己志同道合者手里：“我把杂志交给

了我的同事及教学同仁尼基坚科教授。这一交接我

很满意，也为我的刊物的未来命运感到安心。”［１４］２５０

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口是心非。因为，他与尼基坚科

确实是老相识，但如果说３０年代他们多少还是接近
的，那么在４０年代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就相当分歧
了。普列特尼约夫不可能不知道，涅克拉索夫和巴

纳耶夫在重组《现代人》过程中的作用要比尼基坚

科重要得多，而他对待涅克拉索夫纯粹是否定和不

接受的。所以，《现代人》从普列特尼约夫手里到涅

克拉索手里必然是杂志倾向的重大转变而不会令老

出版人安心的。

重组后的《现代人》第１期可以让我们充分研
判杂志的真正倾向，这一倾向甚至在尼基坚科这位

官方圈子中最右人士的文章中也与普列特尼约夫的

倾向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开始执笔《现代人》，别林斯基就和同僚们思考

杂志的纲领和主要思想倾向。鲍特金对《现代人》

的倾向有近距离的和绝对的影响，他当时住在彼得

堡，与那时《现代人》的领导层有密切交往，正值编

纂第１期，讨论和决定那些纲领性问题。鲍特金在
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现在俄国文学的力量主

要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提升了《祖国纪事》，意识

形态也应当提升《现代人》。很幸运，在这一意识形

态中已经完成了一种转变———在长久地沿着德国道

路徘徊之后，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转向现实世界，换句

话说，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具备了那样一种意识形

态———直接面对现实世界。文学批评只剩摆脱自己

的天神———文学性，这是它暂时唯一的避难所

了。……当文学在英国和法国是面道德的镜子时，

它在我们这里是一位教导者。大众不是靠思想而是

靠利益驱动的，但是要用思想教育他们。这就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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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文学的整个力量在于意识形态。”［１５］５２１

几天之后，鲍特金在给安年科夫的另一份信中，

关于当代俄国文学及批评的任务，他说道：“别林斯

基在几乎摆脱黑格尔理论的同时，还牢牢地待在文

学性之中，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批评远没有那种

自由、独创，那种简单和切实的观点，还没有达到他

的天性擅长的方面……德国理论几乎扼杀了我们批

评的健全理智。如果别林斯基在自己身上多少保留

了它，那他就会在自己的时代种下多少野蛮。是的，

法国观点，即基于健全理智的观点———历史是多数，

而非奉献者和被拣选者，这是俄国批评所需要

的。”［１５］５２７

在这些文字中，鲍特金表达的是正在上升的工

业资产阶级最有意识和最前沿的意见。他认为《现

代人》的意识形态口号应该是———“面对现实世

界”；为了能够坚持这一立场，《现代人》，首先是其

灵魂人物别林斯基，必须摆脱审美主义，克服德国理

想主义哲学理论的影响，接受“法国观点”的东西，

也就是：健全地务实地对待现实的态度，大众化的方

针，注意力中心应该是“多数”，是“群众”，而“非奉

献者和被拣选者”。鲍特金将“意识形态”与工业资

本主义的成长联系在一起，而且他是纯粹唯物地解

释历史进程———推动大众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

鲍特金的这一思想几乎可以说就是即将出版的《现

代人》纲领的基础。

而巴纳耶夫则把杂志的主要任务界定为观察欧

洲的动向。在１８４８年法国革命前夕，这一观察变得
越来越集中。关于欧洲的问题，别林斯基自己也予

以重视，他在和卡维林一起撰写的关于１８４６年俄国
文学的述评中写道：“现在新的重大问题占据了欧

洲，我们可以、也应该关注它们，跟踪它们，因为没有

什么人类的问题是与我们无关的，只要我们想成为

一个人。但是同时对于我们来说，把这些问题作为

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完全是无益的，其中只有那些是

我们的问题，即发生在我们处境中的问题……在我

们这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围———这就是我们要

寻找问题和答案的地方。这一方向将是富有成效

的，即便不是锦上添花。”［１６］做到这一点的条件，别

林斯基认为是研究现实，而文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

“接近现实”。论述“自然派”作家的作品时，他强

调，他们“使文学同社会、同生活、同现实接近”［１６］。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鲍特金“面对现实生世界”的

思想相呼应。

当然，这篇述评就是著名的《１８４６年俄国文学
观察》⑧，新《现代人》第１期《批评和书评》栏目即

以此文开张，也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的纲领性文

章。我们之所以如此说，缘于文章这样开篇：“我们

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预先使读者认识《现代

人》对俄国文学的观点，自然也是认识这份杂志的

精神和倾向。关于这一点在杂志方案⑨和预告中

（指１８４７年《现代人》发刊广告———笔者）什么也没
有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预告，因而《现代人》方案

中是尽可能简短和言简意赅的表述，仅限于一些表

面的承诺。而我的文章，连同主编本人⑩的文章，将

是《现代人》的第二份内在纲领，读者可以在这里一

定程度上亲自检验预告的执行情况。”［１６］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审查制度使人们不可能直接

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人们只能把政治问题作为

“私货”带进文学评论中，从而表明自己的倾向。别

林斯基同样如此。我们在该文中发现，文章前、后部

分都在大量表述俄国文学的历史与传承问题，可是

就在文章中间段落有大段的关于民族性、关于斯拉

夫派、关于俄国生活、关于欧洲问题、关于俄国的欧

洲主义等重要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在叙述文学与

历史传承中是如此显眼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他携带了如此之多的政治表达，常常遮蔽了纯文学

批评因素。因而，文章的着力点，与其说是文学问

题，不如说是俄国问题。如他所说：“如果问我们，

当代俄国文学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会回答说：在于越

来越多地与生活、与现实的紧密联系……理论问题

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与现实的关系。对于我们俄罗斯

人来说，还有很多重要问题，它们在欧洲早已解决，

在那里早已成为谁也不再怀疑、谁也不再争论、所有

人都赞同的生活的普遍真理。而且，难得的是，这些

问题在那里是由生活本身解决的，或者哪怕理论参

与解决，也是借助于现实。但是，这不应使我们失去

勇气和意愿处理这些问题，因为除非我们自己且为

我们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给我们带来益处，即便

在欧洲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于我们无补。转移

到我们土壤上的这些问题，已经不是那些问题了，它

们要求另一种解决。现在新的重大问题占据了欧

洲瑏瑡……但（暂时）还是异己于我们的，如果我们为

之兴奋不已，就只能是扮演了一个堂吉诃德的角色；

为此我们只会受到欧洲人的嘲笑而不是尊重。”［１６］

这样，按照别林斯基的观点，当前的任务是解决

“最重要的问题”———与俄国生活、俄国现实有最直

接关系的问题，虽然在欧洲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什

么问题？———即我们前面提到的他在《致果戈理的

信》中指出的“俄罗斯现在最紧要、最迫切的民族问

题是：废除农奴制，废除体罚，尽可能严格执行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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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６］５８２－５８３。受制于审查制度，别林斯基不可

能形成某种确定表述，但毫无疑问，这里他指的就是

这一现实问题。

这样，以解决“我们处境中的问题”的务实态

度，并以此为纲领，他认为必须改变曾是自己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年间最主要的那些立场，即他不再沉迷
于乌托邦社会主义，对待斯拉夫主义者也不再持曾

有的不容忍态度。

一方面，他在文中提到占据欧洲的“新的重大

问题”，这时正被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们提出来，但

别林斯基认为“把这些问题作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完

全是无益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尚未废除农奴制和

体罚的国家，谈论实现社会主义为时尚早，不切实

际。不过，他离开乌托邦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他的

意识形态中具有了某种负面的因素，他在《致果戈

理的信》中表达的最低纲领，在当时俄国现实的条

件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方面，因现实的要求而使他不再沉迷于乌

托邦社会主义，这也解释了他对斯拉夫派态度的转

变。这种转变不意味着他的西方派立场的改弦更

张，对于他来说一切照旧：“当代俄国中一切鲜活、

美好和理性的东西，都是彼得大帝改革的结果。”［１６］

同样也绝不是吸收所谓的斯拉夫派“学说的积极的

方面”———即“某种暧昧不清的东方战胜西方的预

感，这种预感已经由现实生活的种种事实显露出其

站不住脚，无论是全部事实整体看，还是分开

看。”［１６］所谓的转变，是别林斯基承认了他们学说中

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他们的反俄国西方化中有许多

“切实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别林斯基认同

斯拉夫派人士的那些观点，即“彼得大帝的改革只

不过是剥夺掉了我们的民族性，使我们变得不伦不

类”，“我们应当回到过去的社会结构和道德（风俗

习惯），既不是戈斯托梅斯尔那个神话时代，也不是

那个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关于这一点斯

拉夫派的先生们还没有达成一致）”［１６］。“不，完全

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俄国已经结束了、度过了

变革的时代，改革在俄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它已

经为俄国做了一切能够而且应该做的一切，现在俄

国已经来到了一个独立的从自己出发来发展的时

期。但是绕过、越过所谓的改革时代，回到俄国以前

的时代，难道意味着独立发展吗？光凭下面这一点

来看，这种想法就是很可笑的：这就像要改变一年四

季的次序，使得春天之后是冬天，秋天之后是夏天，

同样都是不可能的。……与其考虑不可能的东西，

嘲笑一切，按照自己的如意盘算，妄自尊大地干预历

史命运，远不如承认不可抗拒和不可改变的当前现

实，以现实为基础做出行动，遵循理智和常识，而不

是按照马尼洛夫的幻想……欧洲因素已经如此多地

进入俄国生活，进入俄国风俗习惯中，因此我们完全

不需要不断地转向欧洲以便认识我们的需求，因为

根据我们已经从欧洲习得的东西，我们已经完全能

够判断我们需要什么。”［１６］别林斯基确认俄国已经

度过了彼得改革时代，他是想说，在俄国，进行新的

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而且首先是根据俄国生活

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必须以模仿欧洲模式为新的改

革的基础。

由此，别林斯基阐明了文学与之关系越来越多、

越来越紧密的俄国生活和现实的状况，也就是阐明

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特点和任务，亦即《现代人》

的纲领和任务。

别林斯基在文中提到“主编本人的文章”也是

杂志纲领的表达，他指的是尼基坚科的《论当代俄

国文学的倾向》。通过对比两篇文章，可以研判《现

代人》编辑集体内部意见是否一致的问题。

在强调当代文学应当思考生活和现实，而不是

幻想和空洞地议论这一点上，尼基坚科并不反对别

林斯基，他同样也认为，当代生活使文学对它的兴趣

自然而合理地增长，认为“现代社会运动有其深刻

的意义，值得最聪明和崇高的思想家参与；人类正在

解决重要的生活问题，试图调和以前充满敌意的异

质社会因素，消灭对于建全公民权有害的因素以及

野蛮、愚昧和不公的毒瘤，用真理和合法取代

之”［１７］５５。对于那些“尽管燃烧着爱国热情却只能

带来不切实际的概念的乌托邦理论和体系（萨马林

语）”［１８］１５８，尼基坚科同样不予同情，也表现出了明

显的对乌托邦尤其是斯拉夫派乌托邦的反对立场。

但是在理解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的作用上，尼

基坚科持有的观点，是别林斯基此时已经不再坚持

的。他在文中指出：“艺术在人类心中和其他一切

根本愿望和需要一起成长；但是，在神圣元素推动

下，它主要是从属的，它很快就会走向自己神圣的使

命，投身最崇高的精神使命。”［１７］５５尼基坚科这样定

义艺术的社会使命：“艺术的源头受神圣的奥林匹

斯山护卫的守护，像光与热，艺术灵感流向社会，滋

养人类心中所有神圣而伟大的信仰与信念的幼芽。

艺术不知道也不以任何其他样式参与社会……在社

会冲突和斗争中一方自称蓝色，一方自称绿色；一方

称自己的色彩是最纯洁无瑕的，另一方也如此这般。

这与艺术有何相干？它如果参与到任何一方，在他

们错综复杂的欲望中迷失，和他们共谋，解决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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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问题，这将是不成体统的。”［１７］５７

这样，他的艺术观点就与此时的别林斯基有了

分歧。无怪乎尤里·萨马林在《莫斯科人》杂志上

的文章《论〈现代人〉的历史与文学见解》就指责《现

代人》在原则性问题上缺乏一致性，尽管别林斯基

在其《答〈莫斯科人〉》中反驳了这一点。但是两人

的分歧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关于“自然派”的

观点上。

别林斯基关于自然派的观点我们都十分熟知。

尼基坚科在谈到“自然派”时，他最初是客观的，愿

意承认在文学中谴责“恶性”和“各种扭曲的心灵”

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好的，但是他认为这并不

能达到文学“崇高的目的”，因为，“指出了敌人，它

却没有给出与他们战斗的力量，击败他们的力量就

更少”［１７］５８。接着，他就开始指责“我们的幽默———

道德作家”了，因为他们“揭露地主、官员的荒谬的

一面，忘记了另一面…… ”［１７］６２

“如果说我们有涅滋德廖夫、索巴凯维奇、乞乞

科夫瑏瑢，那么我们也有表现出人民优良传统的道德

品质、受过教育熏陶的地主；有那些开明的、理解开

明的益处和荣耀的地主，他们面对过往时代的愚昧

无知，只知道吃和睡的画面会十分羞愧。你会在任

何地方遇到他们，在偏僻的外省，在公务和日常生活

中，他们中有的人在做事，有的人则默默地在内心深

处培育了值得践行的美好愿望。”［１７］６３

他在文章最后还对讽刺倾向表达了否定态度：

“我们大家都喜欢成为幽默家，这太容易了，认为应

该嘲笑一切，我们有时陷入可怕的庸俗。我们这里

少的是思考，是爱，尤其是爱。因此，我们的作品是

肤浅的、枯燥的、冷冰冰的。顺便说一句，这一切将

导致乏味的千篇一律！您将总是看到同样的事情：

一个骗子官员，一个傻瓜地主。整个省都成了我们

幽默的牺牲品，仿佛这个省不是我们的祖国，好像没

有什么可以爱和尊重的，好像那里只有一件事值得

研究———恶行和荒谬。这种倾向对于我们文学的艺

术价值大有害处……这不是意味着将艺术作为外在

目的的工具，也就是毁灭了艺术吗？”［１７］７０这种对

“自然派”文学的见解明显与别林斯基就果戈理《死

魂灵》的评论相左。

不过，虽然我们说别林斯基这时已经从过去的

审美主义转向文学“面对现实任务”，从而使得两篇

纲领性文章的声调不那么和谐，但是，别林斯基说尼

基坚科的文章同样也是《现代人》的纲领，这表明，

他在坚持文学的现实任务的同时，也没有否定文学

的审美性。因而我们也不能说尼基坚科与别林斯基

之间的分歧是实质性的，这种分歧是因时代任务的

不同而使别林斯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况且，正如我

们前文的分析，虽然尼基坚科在《现代人》领导层中

属于右翼，左翼是别林斯基、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

却不能否认，别林斯基在领导《现代人》短暂的时段

里表现出的倾向上的演化，更多的是向右。于是，显

示出别林斯基的复杂性。

一方面，他不再维护赫尔岑否定资产阶级的观

点，别林斯基最终转向团结赫尔岑的对立面。他在

１８４７年１２月给鲍特金的信中写道：“赫尔岑的观点
是否毫无疑问是错误的，甚至不值一驳———这一点，

我不知道，先生，也许您是对的。是我太愚钝，不能

理解您的智慧。我不是说，赫尔岑的观点毫无差错。

考量事物的方方面面，我认为，关于资产阶级的问

题，是一个暂时谁也没有彻底解答的问题，甚至是谁

也解答不了的问题———只有‘历史’这一人的最高

裁判官能解答。”［３］４４７这里“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

是指赫尔岑发表在１８４７年第１０、１１期《现代人》上
的《来自马里尼大道的信》中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

反人民的实质。他的观点激起莫斯科自由派人士的

愤怒（《格拉诺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和《安年科夫

和他的朋友们》中都有记载瑏瑣），别林斯基对此的看

法在《１８４７年俄国文学观察》中也有表述。他说：
“对于《来自马里尼大道的信》，尽管大部分人还是

赞许的，但是还有一些读者很不满。确实，在判断当

代法国状况时，作者不由自主地陷入错误，他过于狭

隘地理解资产阶级这个词的意义，只把它理解为有

钱的资本家，因而从这一阶级中排除了人数最多因

而也是这一阶层最重要的群众本身。”［１９］３５３－３５４因

而，我们说他“转向团结赫尔岑的对立面”即是这人

数众多的“群众”，也可以说是支持“莫斯科自由派

人士”的观点。

另一方面，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他又准备相信

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可能性，而同情地回应尼古拉一

世及其部长们的方案，这种回应体现在他 １８４７年
１２月初给安年科夫的信中［２０］４３５－４４２，别林斯基对那

些他称之为没有头脑的自由主义者又持明显的否定

态度。别林斯基态度的这一演变，应当与１８４７年出
现的政府高层开始准备取消农奴制的动向密切相

关。别林斯基认为农民改革如此重要，如此紧迫，以

至于他准备因这一改革而原谅尼古拉的诸多罪孽。

“自由主义者”瑏瑤使别林斯基如此不安的原因在于，

他深信，他们的行为方式将政府推向了右翼，从而阻

碍了似乎已经预先确定的改革的实施。

不过，从历史的结果看，如果不是在“黑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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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初别林斯基就去世了，他将不得不承认，把一

些希望寄托于沙皇及其亲信是多么错误，不得不承

认政府反动猖獗的事实———特别是《现代人》所遭

受的前所未有的严酷的审查，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他

自己将来痛苦的经历。笔者记得电影《别林斯基》

中有一个情节：１８４８年沙皇正想严办别林斯基的时
候，大臣禀报说，别林斯基已经病逝。不管这是真实

的还是电影构思，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别林斯基先

前对沙皇的幻想必然破产。其实，在那个年头，对沙

皇抱有幻想的何止别林斯基一人，赫尔岑、陀思妥耶

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无不如此。因此秘

密警察头子杜贝
!

特瑏瑥并非毫无缘由地强烈抱怨别

林斯基没有活着：“否则我们就把他关进城

堡。”［２１］１２２

从上述事实中会得出一个结论，别林斯基在

１８４７年底和 １８４８年初有点偏离了曾是他 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年间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因此，《现代
人》在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的倾向如果完全用“革命民主
主义立场”来描述是不准确的。尽管革命民主主义

调子在整个杂志中都有，但是它没有占绝对优势，没

有构成杂志的主调。无论是这一时期的别林斯基，

还是《现代人》的大多数作者，还是“同时代人”，整

体上人们都相信借助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可以

和平更新俄国生活的可能性，改革中占第一位的就

是解放农奴。

综上可以看出，到别林斯基执笔《现代人》时，

经济与政治语境都使得俄国现实问题日益凸显出

来，回应国内变革的诉求，使得别林斯基及其《现代

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斯拉夫派和官方民族性形成对

立，也使《现代人》带上了激烈的色彩；而官方改革

的动向，也曾使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一批进步人士

一度抱有幻想。因而，吁求变革与兼顾启蒙，直面与

讨论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也不偏废文学的审美

性，就成了这一时期的真正纲领和基调。这些都反

应在《现代人》的各个栏目中。不过，对栏目的具体

研究将是接下来的文章的任务，这里暂且止步。

注释：

①埃蒂耶纳·卡贝，著有《伊加利亚旅行记》。

②路易·布朗（１８１１—１８８２）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媒体
人，１８４８年革命活动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社会主义
政治家。

③第一版俄文版６０年代初由巴枯宁翻译发表在赫尔岑的
《钟声》上。

④普鲁士道路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政

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富裕农民可以交纳赎金免封

建义务，成为自己份地的所有者。地主阶级逐渐采用雇佣

劳动，按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资本主义农场，从而把

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

地主经济。与普鲁士式道路相对，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

废除封建制生产关系，建立农民个体经济，然后通过小农

经济的两极分化而自发产生出资本主义农业的道路，地主

经济已不存在，农民在普遍建立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通过

自由竞争和分化，产生雇佣制的大农场。

⑤见本人的文章“《现代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阶段研究”。
⑥使用这一术语之可能，是基于维·卡维林关于勃拉姆别乌
斯男爵（即先科夫斯基）的观察，他很好地证明了布尔加

林、格列齐与先科夫斯基之间只是缺乏统一的组织，他们

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立场。

⑦１９８０年译林出版社的汉语版别林斯基选集（三）有收录，
翻译为《学究先生》。

⑧有的译为：《１８４６年俄国文学一瞥》。

⑨指根据政府批准的办杂志方案。
⑩《现代人》转到涅克拉索夫手里时，为通过审查，避开官方
一直禁止出现的别林斯基的名字，在官方注册的主编是尼

基坚科，但实际起领导作用的是别林斯基。

瑏瑡指的是在欧洲已经展开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问
题的讨论。

瑏瑢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三个地主。
瑏瑣见：А．Т．Станкевич，Т．Н．Грановскийиегопереписка．

М．，１８９７．т．ＩＩ．Ｃ．４２４．．和 А．С．Суворин，П．В．Анненков
иегодрузьяСПб．，１８９２．Ｃ．５５０－５５２．

瑏瑤这里“自由主义者”别林斯基指的是基里洛 －梅福季耶夫
协会（Кирилло－Мефодиевскоеобщество）的成员，如
ТарасаШевченко（１８１４—１８６１）和 П．А．Кулиш（１８１９—
１８９７），此时尼古拉一世正对他们加以残酷镇压。基里
洛－梅福季耶夫协会是１８４５年底至１８４６年初基辅的一
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旨在建立一个由乌克兰领导的斯拉夫

民主联邦。

瑏瑥Леонт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Дубельт（１７９２—１８６２），尼古拉一世
秘密警察头子：警察总部司令（１８３５—１８５６）并领导第三庭
（１８３９—１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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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Ю．Ф．Самарин，О мне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илитературных［Ｃ］／／Русскаяэстетикаи
критика４０－５０－хгодовＸＩＸвека．М．：Искусство，
１９８２．

［１９］В．Г．Белинский，Взгляднарусскуюлитературу１８４７
года［Ｃ］／／В．Г．Белинский，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
１９５３—１９５６，М．，Ｔ．１０．

［２０］Белинский，ПисьмｏкАнненкову［Ｃ］／／Белин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１９５３—１９５６，М．Ｔ．１２．

［２１］К．Д．Кавелин．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оВ．Г．Белинском［Ｃ］／／
Белинс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Ленинград，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１９２９．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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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ＧＨａｉｙ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ｎｄ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４４，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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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Ｏｎｈｏｗ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ｔｒｅａｔ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Ｂｅｌｉｎｓｋｙ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ｖｏｉｃ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ｍｐｓ．Ｉｎ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Ｂｅ
ｌｉｎｓｋｙ，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ｎｃｉｓｉｖｅｓｅｒｆｄｏ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ｓｗ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ａｇｕｅｕｔｏｐｉａｎｆａｎｔａｓｙ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ｆｏｒｔ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ｎｒｅａ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Ｂｅｌｉｎｓｋｙ’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ｗｅｌｃｏｍｅ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ｏｆ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ａｌ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ｅｌｉｎｓｋ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ｎｔｅｘ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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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诗本事与释评三题

萧梦麟
（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萧梦麟（１９６８—），女，河南郑州人，现任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编审，一直从事出版编辑工作与现代文学研究。

摘　要：《断章》交织了作者童年的故乡印象和对苏州城里远人的寄情；其《无题》组诗，发生、形
成于１９３７年卞之琳江南游访探望张充和时期，而不是回忆１９３６年秋苏州之行。考释卞之琳代表诗
作，可见钟情与爱慕点亮诗心、使人格进境、赋予生活光辉。“情种”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隐而

不显，而在西方文化里可以清晰溯源。

关键词：卞之琳；《断章》；《无题》；考释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２１－０６

一、《断章》前后因缘

卞之琳的《断章》写于 １９３５年。这个时期
（１９３４到１９３５年末），卞之琳自认为是写诗的第二
个阶段，也是他作为诗人真正出现的时期；特别是

１９３５年，《距离的组织》《尺八》《音尘》《断章》《航
海》，写书斋生涯与情感，雅致知性，纤细入微，在语

体诗里自成一格，惆怅中出现了开朗以致喜悦的苗

头，“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也多了起来”［１］。

这种转变，由两个主要因素促成：一是认识张充

和，“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

结识”［１］；二是卞之琳１９３５年春夏在日本小住的一
季，滤去了诗风里北国苍凉的风沙，浮现出本来宁静

的明秀。

往前追溯，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年是卞之琳写诗的第一
阶段，他在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在北国风沙里破旧的

故都，出入于波特莱尔的世纪末情绪与艾略特文明

崩溃的“荒原”，承袭晚唐南宋诗词的末世之音，随

着当时写“劳动人民”的新潮思想时尚，他常在长短

句里寄情北平街头没落的小人物，如算命的、洋车夫

等这些与他生活关系很远的路人。这些浅掠社会现

实皮毛的行句没什么诗意，倒似在练习各种英法诗

里习得的技巧。

１９３３年秋，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刚毕业，打算以
文学翻译为职业，在沈从文家遇见２１岁的张充和，
刚从苏州来北京，爱吹笛子爱唱曲，聪敏直率，自由

得像一只小鸟儿，轻快得像条游鱼，照亮了卞之琳的

眼睛。

卞之琳也自知个性畏缩，没有信心，“由于我的

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

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

了”［２］。他决定趁自己还没有深陷，赶紧逃避，去了

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在保定待了一个学期，寒假

（１９３４年初）返回北平。
在北平，卞之琳很快得到机会，为胡适主持的中

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书，报酬较丰厚，成了主要生活

来源。为此，１９３５年３月底，卞之琳去日本京都，投
靠一个北大同学，闭门译书，当时这里生活费比北平

还便宜，不需签证，从天津去买船票就是。

在日本小住，所见修竹幽篁、板桥流水，杨梅枇

杷、插秧采茶，仿佛回到了童时的境地，“说来也怪，

我初到日本，常常感觉到像回到了故乡，我所不知道

的故乡……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境地……”［３］刚到日

本的晚上，在若有若无的细雨中听到尺八，五月间又

在京都深夜听尺八，犹有唐音，为他无意间开启一个

忘却的故乡，不自知的故国的古香。过了一个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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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卞之琳写了短诗《尺八》，有明显的古典色调。

不过，《尺八》２０行句子，３行出现“凄凉”，结尾出现
“失去的悲哀”，其审美病态可以与其同学何其芳的

《画梦录》联想在一起。《尺八》被其同学笑为海派

杂凑，他说自己后来也越看越不喜欢。

１９３５年７月卞之琳回国交译稿，但“非常怀念
那边，想仍然回到那边去”。北平此时已成“边城”，

处境日益危殆。卞之琳只好应李广田之约，秋初去

济南再教中学。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在济南，卞之琳写了《断章》《寂
寞》《航海》《音尘》等诗。虽然从大学二年级起，卞

之琳就经常写新诗寄感和杂译短诗，经常发表，但实

际上，作为诗人的卞之琳在１９３５年秋季才自成一
家。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四行诗原在一首长诗中，但全诗仅有这四行

诗卞之琳满意，于是他将这四句抽出独立成章，标题

也由此而来。周良沛在《永远的寂寞》一文中说，此

四行在新诗里可以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相比。［４］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一年半后，卞之琳题献给张充和的诗集，即取名《装

饰集》。卞之琳的老友王辛笛在《“琐忆”记痕》一文

中讲：《断章》里的“装饰”二字，叫他立刻联想到

１９４２年桂林明日社出版的卞之琳《十年诗草》
（１９３０—１９３９），其中有一辑题作《装饰集》，次页标
明“给张充和”。而全书题端“十年诗草”四个字，又

是张充和题写的。这至少可以坐实，《断章》中的

“你”就是张充和。［５］１０４

蓝棣之为卞之琳作品选集作的序，也暗示了

《断章》关涉作者的爱情故事：“‘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两句诗，写尽了他的

谨慎、矜持和顾虑。”［６］

写《断章》时，作者应是在济南。诗的景色可能

与作者童年的故乡印象有关，［７］再者，章句里楼窗、

桥上相映互看，张充和家乡苏州的景色也是这样。

据何晓木《张充和的百年人生》一书，张充和 １９３５
年４月因病休学，９月离开北平南归，回苏州家里，
此时张充和正住在苏州。沉藏于潜意识的童年故乡

印象，对苏州城里远人的怀念和寄情，织成《断章》

里太湖流域古城水乡的画面景象。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６日，卞之琳写《音尘》———邮差
送来期盼的远人的信，也是有关旅程、邮递信札、关

心远人的，也写得精致、矜持，调和了现代英法诗的

元素和古雅的中文趣味：

绿衣人熟稔的按门铃

就按在住户的心上：

是游过黄海来的鱼？

是飞过西伯利亚来的雁？

“翻开地图看，”远人说。

他指示我他所在的地方

是那条虚线旁那个小黑点。

如果那是金黄的一点。

如果我的座椅是泰山顶，

在月夜，我要猜你那儿

准是一个孤独的火车站。

然而我正对一本历史书，

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

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

二、《无题》组诗缘起考辨

１９３７年３月—５月，２７岁的卞之琳行吟江南，
写下《无题》组诗，既有一如既往的精致知性，又有

了色彩和喜悦之情，是他作为诗人的代表作。

《无题》组诗缘于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作者数次探望
张充和。早些年，对照卞之琳其他资料细读《无

题》，笔者以为是回忆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去苏州看望张充
和之行。但当时就有疑问，卞之琳去苏州前刚奔完

母丧，怎么可能迅速陷入恋爱的喜气。

卞之琳排行最末，自幼深得母亲宠爱，自出生至

小学毕业的１４年间，都在母亲身边度过。１９２７年
去上海读中学，每年寒暑假都回来度假。他在上海

读中学期间，家庭经济就十分拮据，１９２９年考取北
大英文系后，其母变卖出嫁时带来的金银首饰，千方

百计筹措学费。［２］

在卞之琳《朋友和烟卷》《还乡》《朋友和伞》

里，都可见其对故乡的怀恋；１９３６年５月卞之琳寓
居日本所作《尺八夜》：“又看见修竹幽篁、板桥流

水、杨梅枇杷……我仿佛回到了童时的境地……”

１９９１年的《沧桑琐话》，回忆故居的春笋、鲜花、桑葚
黑甜。

对故居与故乡的思念赞美，是对父母亲眷恋的

衍化，可见作者从小至高龄对母亲和故乡怀有的深

厚感情。卞之琳奔母丧后，顺路去看望爱慕的女子，

寻找“友好”的安慰，也是情理之中。但在那样的沉

痛里，不会有诗中这样喜悦的心情。不说古代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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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丧，仅就通常人情来看，也不可能。这个疑惑其实

还是挺重要的。

当时尚未见到卞之琳表述丧母之悲的文字。虽

然卞之琳说过，“一向怕写自己的私生活，越是触及

内心痛痒，越不想写诗来抒发”［１］，还是觉得有所缺

失。

至今，有关１９３７年春 “无题诗”，论者多沿袭北
塔《卞之琳先生的情诗与情事》之论：在（卞之琳

１９３６年秋去苏州看望张充和）半年后，写了五首《无
题》。他的大部分情诗基本上都写于１９３７年，可见
这次苏州之行对卞之琳的影响之大，“卞先生在苏

州与张充和相会是在秋天，而他写这首诗时是在春

天；整个组诗写的是回忆起来的激情，应该处理秋天

的景象；但我们读到的是一派春天的良辰美景”［８］。

对照近年新出的文献与研究，笔者以为，这些诗

确实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那是因为本来就是写于春

景。这不是秋天的回忆，而是春天的写真和向往。

先从１９３６年苏州之行说起。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卞
之琳在青岛突然接到北平转来的电报，说母亲薛万

芝病危，他赶回家时，母亲已于８月２２日病故，享年
５１岁。他在故居住了两星期。之后，１０月２１日专
程去苏州，待了一两天。张充和之弟张宗和日记有

记录：“二十一日星期三……卞之琳来了，眼红红

的，说起来刚死了母亲，从青岛回海门的。”２１日、２２
日，张充和姐弟二人陪同卞之琳，燕游苏州各处名

胜，山中水上，吃茶吹笛谈诗。２２日夜，卞之琳乘坐
晚上十点的车离开苏州。

此行应是卞之琳“做起了好梦”的开始。然后

卞之琳经上海乘船回青岛，埋头译书。卞之琳这个

时期的心情，在２０１４年吴心海发现的卞之琳集外文
《“当毕”》［９］里可以解读。此文于 １９３６年 １２月 ２
日写于青岛。“当毕”是法语Ｔａｎｔｐｉｓ音译，文中说：

作“活该”讲：既然自取了，Ｔａｎｔｐｉｓ，工
作啊！作“管他”讲：笑骂由他笑骂，Ｔａｎｔ
ｐｉｓ，工作啊！作“算了”讲：到头来都是一
场空，Ｔａｎｔｐｉｓ，工作啊！
文中诉说丧母之痛与为情困扰，“我最近受遭

了人力所不能挽救的打击，人力所自召的折磨”，如

陈越在《“若有其事”：卞之琳的爱情诗考释》所说，

此处“人力所不能挽救的打击”当是指其母亲去世，

而“人力所自召的折磨”则是指他为情所困而饱受

煎熬，强作醒悟与解脱，其实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

实际上依然痛彻心扉。［１０］

与此同时，１９３６年冬张充和为卞之琳抄写《数
行卷 卞之琳》［１１］。可见１９３６年的探访与同游，令双

方的关系有所增进，但是从《“当毕”》看，卞之琳仍

在痛苦与失望之中。

卞之琳１９３７年１月回北平交卷，算了译书的稿
费，大有积余，“足够我南返江浙，逍遥大半年，会

友，写诗，自由译书”，于是春初南下江浙、上海等地

转悠，自由作译。

１９３７年３月２０日卞之琳到南京，来到张充和
姐弟住处，张充和此时在南京，为《中央日报》做“副

刊编辑”。卞之琳 ２３日离宁，清明时节在上海作
译。４月间，卞之琳再到南京见张充和。据张宗和
日记，这回不遇，张充和出门躲避。

目前已知１９３７年春卞、张有一次会面。这只是
据张宗和所记的会面，也许还有其他的会面。春季

相会，投射在 １０年后卞之琳的自叙小说《山山水
水》里，是纶年（卞之琳）再到苏州看望未匀（张充

和）：“那个春天纶年确曾第二度到苏州来看她 ……

从北平来，去上海，路过。下车住了两天。”时春回

大地，一个名媛撮合二人去一个园子里挖荠菜。

１９３７年３月，卞之琳写 《无题一》：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笔调一向内敛冷静的卞之琳，在好梦中、在对心

上人的恋慕里，看见了世界的笑影和喜悦。人心的

欣喜期待，与春潮与杏花互相起兴，心内心外的美互

相焕发。喜悦是造化的本来面目，其中有生动活泼

的力量。虽然下阙的第二句“水有愁、水自哀”是败

笔，是其个人认知对外境的歪曲。

１９３７年４月，卞之琳写《无题二》，下阙里喜悦
之情表现得最充分：“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
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鸢飞，鱼跃；青山青，白
云白……”

４月，还写了《无题四》，“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怀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
想要研究交通史”。少年时初读此篇，模糊觉得是

写给女性密友的。近年知道写作本事后，看出诗人

的亲昵，不过表达得还是很文雅。

５月写《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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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卞之琳章句中常有对鸟的关心，以及蜘蛛、蜗

牛、鱼、蜜蜂等纤细生物。本题中织起人与雨、鸟、天

井、玻璃杯在自然中的关系，上阙洗净铅华，下阙玲

珑清澈。

《无题五》：“我在散步中感谢／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我在簪花
中恍然／世界是空的，／因为是有用的，／因为它容了
你的款步。”可看出诗人的慕念和寄情。

据陈越《“若有其事”：卞之琳的爱情诗考释》，

《无题》组诗的前四首，最初发表于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５
日《文丛》１卷３号，署名“薛大惜”，题名《若有其事
四章》，写于１９３７年３月—４月。陈越说：他是拘谨
的，小心翼翼的，不愿否定自己，又不能自我确认，于

是只能以“若有其事”的态度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激

动之情……对于爱情怀有美好憧憬的诗人觉得这一

次幸福似乎来临了，情感基调是欢快和愉悦的，这一

点不同于《“当毕”》那种苦恼焦虑的心情。

陈越敏感地指出，从《若有其事四章》中，可以

看到诗人的情绪已非１９３６年底写作《“当毕”》时的
那种焦虑与懊恼，也远非那种单相思的苦闷与焦灼，

分明有着两情相悦的那种“哀愁中含了一点喜气”

和惆怅中含有喜悦的诗意。

即是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的《“当毕”》与１９３７年三
四月间的《若有其事四章》之间，卞、张关系必然有

一个不同的转折。但当时陈越尚未看到相关史料，

即１９３７年卞之琳在江南游访期间见过张充和。他
只能说卞１９３７年集中创作的诗作基本上都是起源
于这份感情。

１９３７年春季重会，此时距诗人丧母已半年。江
南春景，伊人若有情似无意；上海有李健吾，西湖有

芦焚，好友相邻。伤痛渐淡，良辰美景、喜气发生，才

写了为将来留作纪念的几首无题。

又及，１９３７年春的组诗，由于恋爱和女性的精
神赋予，卞之琳看到并在组诗里表现了世界的正面

内质。但几乎每一首都有裂隙，如《无题一》的“水

自哀”“水自愁”，《无题二》的“怅望”，《无题三》的

“字泪”，《无题四》的“轻喟”，《雨同我》的“忧愁”，

暮春时写的《白螺壳》，尾句的“宿泪”。现实相对于

本原，是有裂隙和歪曲的世界，但是怎样面对和表现

这种裂隙，是作者可以选择的。像以上词句，对于裂

隙是美化、自恋的态度，认可无力、病态审美，与中国

古诗词里无望的情诗相承。卞之琳自己也明白，自

嘲说：“我这种诗，即使在喜悦里还包含惆怅、无可

奈何的命定感（实际上是社会条件作用）、‘色空观

念’（实际上是阶级没落的想法）。”

５月在杭州陶社，卞之琳把本年所作《无题》等
十八首加上前面两年各一首，编成《装饰集》，题献

给张充和。因为这些诗中的大部分本来就是写给她

的。８月７日，他住在雁荡山慈悲阁，为张充和手抄
一册《装饰集》。

三、情种的传统

当年读罢《卞之琳文集》与其传记，掩卷想起唐

人诗：此情可待成追忆。不爱说话、温文尔雅的卞之

琳，从１９３３年秋初遇张充和，到１９４７年去国前苏州
话别，经年山山水水，于苏州、成都、昆明、重庆、上海

等地追踪相会，又至少四次为张充和去江南逗留，长

则半年，短则几天。

如果根据张充和与其家人的说法，卞之琳似乎

是在单恋。在《天涯晚笛》里张充和说：卞之琳一见

之后，“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他是另一种

人，很收敛，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

了”。不过有论者认为，她实实在在地“惹”了他却

“又不理他”，他们在事实上有过浪漫的拍拖。据裴

春芳、解志熙等学者考证，沈从文《梦与现实》里有

此事的映像：“她”因为抵补空虚，所以“生活上来了

一个平常大学生。为人极端平常，然而外表好像很

老实，完全可靠，正因为人无用也便无害，倒正好在

她生活中产生一点新的友谊……随后是性情上的弱

点，不知不觉间已给了这个大学生不应有的过多亲

近机会”，其中包括两人一起看电影、吃饭、逛街、喝

咖啡、闹别扭又和好、玩至半夜等。［１２］巫宁坤也在回

忆中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去拜望卞之琳时，卞之琳
告诉他说，“有人认为，他和充和的关系是他自作多

情，其实当年他俩之间的感情是很热烈的”［１３］。但

即使若有其事，并不是通常有确定相许的恋爱关系。

从昆明到重庆，张充和有个煮茗论艺的知音

（或暧昧的密友），中年学者郑颖孙，二人共事６年。
与张充和同住的弟媳孙凤竹，家信里说了不少郑如

何迷惑张充和的秘闻，称其老油子，说张充和醉了睡

在佛堂蒲团哭，骂个个都是王八蛋。［１４］张充和去重

庆后，卞之琳搬到她在昆明呈贡所住的“云龙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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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１９４１年他住过来的情形，沈从文写过：“然而
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

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

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每到小溪边去散步

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折成小船，装

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

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黠的祝福，让小

船顺流而去……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

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

个女孩子身边。”“他完全不明白他所爱慕的女孩

子，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

浪中。”［１５］

１９４１年暑假，住在这个小房里，卞之琳开始写
《山山水水》，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其实

是写他自己。１９４３年中秋节写完了全部草稿，１９４４
年又开始用英文译改。现存《山山水水》残章《雁

字：人》，写１９４０年夏末至１９４１年在昆明的情形，可
看出情人怎样描绘眼里的西施：

从背后看去，她耳际发微微颤动，伸

手可抚的这一头发丝的颤动，纶年觉得胸

中起伏着什么，他赶快把话题转开，谈起了

路上的耽搁……举头见明月似的，纶年仔

细端详一下她的脸，宛如秋霄的朗月，眼珠

两点光的栩栩，春风当真就拂过了全脸。

这个真情的视角，有尊重，有爱怜，还很有教养。

再联想起沈从文“看虹摘星录”猎色的视角，不可同

日而语。

１９４７年夏，卞之琳去牛津大学访学前，至苏州
小住数日，与张充和话别，此别至１９７８年才又一见。
在牛津，卞之琳仍在修订《山山水水》英文稿。１９４８
年１１月，张充和与傅汉思举行婚礼，１２月１７日启
程往美国，本月卞之琳匆匆启程回国（他自己说是

因为淮海战争），１月才到达香港。时夏济安致夏志
清信说到此事：“傅汉思将同张充和结婚，同时……

看到卞的信，仍是一片痴情……卞为人极天真、诚

挚，朋友中罕有，追求张充和，更是可歌可泣，下场如

此，亦云惨矣。”

１９４９年１月间，传闻卞之琳怨恨沈从文，说沈
从文对不起他。据近年几位学者对沈从文相关佚文

的考证，认为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间，沈从文与张兆和曾
有亲密关系。［１２］

１９５０年代初期，卞之琳把《山山水水》全稿烧
毁，一部稿子苦费了八年的时间与心力，终于自废。

他仍然不间断地给远在美国的张充和写信，到张兆

和家打听张充和的近况。１９５３年，他南返江浙，参

加农业生产合作化试点工作，一晚在苏州城里滞留，

“恰巧被接待在旧友张充和旧居———我过去熟悉的

她曾独住的一间楼室”。［１６］

１９５５年，卞之琳４５岁时方结婚，之后的家庭生
活里，疼惜妻女；１９７８年，张充和终成回国之行，也
见了卞之琳。其时卞之琳正整理自选诗集《雕虫纪

历》，三个月后撰成《雕虫纪历·自序》，回顾了写诗

与钟情的记忆；１９８０年秋，卞之琳访美两月，三次去
新港看望张充和；２０００年２月，卞之琳去世，张充和
隔海托人送来了花圈。

当年在雁荡山大悲阁，卞之琳为张充和手抄的

《装饰集》，根据他的遗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

馆。该馆字画库还有一幅书法长卷《数行卷 卞之

琳》，是张充和１９３６年冬抄写的五首卞之琳诗，卞
之琳一直珍藏［５］１０５；卞之琳七旬时与晚辈偶尔讲到

张家小姐为他《十年诗草》题写的书名，忽然神采焕

发，用诗意的陶醉描绘她的书香、学养、美丽、洒

脱。［４］

正如师陀语，这是一个情种的故事，“一往情

深，是光荣的失败”［１７］。情种者，天生有钟情的禀赋

与纯粹的品性。在中国古代，不乏性情纯粹、不落俗

套的男子的记载，如柳下惠，如青年时妻亡不复续弦

的王维、傅山，殉情者如抱柱的尾生，他们在多妻妾、

男尊女卑、不知尊重女性意志和个人感情的中国古

代，矫矫独立。但是像卞之琳这样为没有确定回应

的精神钟情，守志过不惑之年，在古代有没有同样的

例子？笔者只想起曾看到一则明清笔记，记述有男

女二人少年订婚，未曾见面，因世变离散，都守约不

嫁不娶，至花甲重逢终成眷属。似乎有点像，又有点

不像。

这或与卞之琳深造的英诗熏陶有关。此事可以

联想起叶芝之于茅德·冈（ＭａｕｄｅＧｏｎｎｅ）。叶芝２３
岁对茅德·冈一见倾心，到５２岁最后一次求婚被
拒，求而不得的倾慕化成一行行瑰丽的诗句。茅

德·冈因此说，世界会为她没有嫁给叶芝而感谢她。

在卞之琳同时代，还是有同样钟情或者情种的

故事，虽无果而甘心，所谓“宗教态度”的爱情，即

“一方面是崇拜与牺牲”，爱慕而不求有之，如金岳

霖，他并非传说中的终身未娶（早年有同居女友，后

来也考虑过与别人恋爱结婚），但作为友人他一直

爱慕、守护林徽因。与金岳霖（金龙荪）并称清华三

孙的陈岱孙、叶企孙，专注学术、终身未婚，有说二人

都内心爱慕王蒂贗（周培源夫人），［１８］当然不可捕

风捉影说二孙因此未婚，但像这样懂得爱慕女性美

好的有识之士，有情感理想，未娶应该还是有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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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以上提到的这些钟情之事，迄今所知都是知

命、止乎礼、不逾矩的，所以成为佳话。这几位学人

都曾游学欧美，栉沐西风。

情种的传统，从西方文化有关女性和爱情的观

念里可以清晰溯源。据《托马斯·阿奎那爱的学说

研究》，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爱的学说，发展

到柏拉图达到极致，其《会饮篇》谈论爱神，说爱本

质上就是永远渴望美善，是对不朽的企盼，自然和灵

魂不是那种静止不动的不朽，它们是生生不息的，其

实现的方式，就是生育，而且是在美中生育。［１９］

有关美、精致、喜悦、温柔的精神殿堂，主要是女

性精神掌管的。通过对具有这些品质的女性的爱慕

与赞美，可以获得相应品质的开放和赋予，实现个人

精神的孕诞、更新和成长。但丁的作品就充分表现

了在对理想女性的爱慕里得到引领上升。这里暂不

展开说了。

从本篇所考卞之琳代表诗作的形成，可以看到

造化怎样通过美好爱慕之情点亮诗心，使人格进境，

赋予生活光辉。这就是情种的成就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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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创作特色
———以《人民文学》和网络新媒体平台非虚构文学作品为主要考察对象

成艳军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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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非虚构文学作品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关
注，始于《中国作家》和《人民文学》杂志对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刊发及引导，以及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助

推。国内非虚构文学作品以梁鸿的“梁庄”系列作品为代表，以时空和情感“双重在场”的方式，呈现

了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关注，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

关键词：非虚构文学；时空在场；情感在场；“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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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非虚构文学考证辨析

（一）国外“非虚构文学”的发展流变

非虚构源自 Ｎｏｎ－ｆｉｃｔｉｏｎ一词，在国外常被应
用于图书分类。国外的图书通常由两大类型组成，

一类是虚构类，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另一类是非

虚构类，主要指新闻类、纪实类图书，包括人物传记、

回忆录、新闻调查、科普读物等。国外的“非虚构文

学”概念指的是滥觞于美国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非虚构小说”创作热潮。“非虚构小说”一词，最早

由美国新闻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在１９６６年提出，这
一年，他花费六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闻纪实作品

《冷血》（ＩｎＣｏｌｄＢｌｏｏｄ）出版。该书因写作风格迥异
而一时“洛阳纸贵”，出版当年即畅销三百多万册。

卡波特创作《冷血》，缘起于他对一件震惊美国的知

名凶杀案件的深度报道，书中描写了大量的案情细

节，包括社会调查、人物访谈等。卡波特凭《冷血》

一书，声誉鹊起，如日中天。他指出，《冷血》既不是

普通的新闻报道，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小说，而

是一部真实新闻报道和小说艺术特征并存的杂糅

体，他将其称为“非虚构小说”，声称书中的每一句

话都有据可查。此后，美国另一名记者诺曼·梅勒

的纪实作品《夜幕下的大军》（１９６８）、《刽子手之歌》
（１９７９）相继出版，再次轰动了美国文坛。梅勒也声
称，他的作品也是“非虚构小说”。

美国“非虚构小说”创作的理论依据，源自作家

菲利浦·罗丝在《写作美国小说》中提出的一种“事

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１］１１２。究其产生的原因，

美国作家沃尔夫认为：“当代严肃的纯文学小说家

的创造力已经枯竭，无法继续写出伟大的‘美国小

说’。”［１］１１２“非虚构小说”凭借对热点新闻题材背后

故事细节的深入发掘，参与到美国当时社会的自我

反思和批判之中。非虚构小说大量借鉴虚构类文学

写作中的心理描写、独白、对话等叙事策略与技巧，

与简单、直白的新闻报道相比，趣味性、可读性大大

增强，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在艺

术上，非虚构小说具有小说的形式、表现方式和艺术

技巧，几乎具有小说的所有优点。虽然它在虚构上

不如小说那样完全自由，但在内容上，它严格尊重客

观事实，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其真实性是任何虚构

的现实主义小说不能比拟的。”［１］１１７

１９７８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设立了特稿写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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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了非虚构写作的影响力。２００１年印度
裔英国作家奈保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中大部

分的时间都在从事“非虚构”写作，作品总数达二十

余部。２０１５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凭
“非虚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影

响力愈加强大，在国外的畅销书中，“非虚构”作品

常年占据主导地位。如今，“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

国外高校创意写作课堂的重要教程之一。

（二）国内非虚构文学创作考察

１．２０１０年前的发展历程
据笔者考证，最早把“非虚构”文学概念介绍到

国内的是美籍华人学者董鼎山，他在《所谓“非虚构

小说”》［２］１３３一文中，介绍了美国“非虚构小说”的发

展情况。王晖和南平在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８年间，相继发
表三篇论文（《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３］６４

《１９７７—１９８６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非虚构文学批
评之二》［４］３５《生活真实与非虚构文学作家的真

诚》［５］６０）讨论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创作问题。他们尝

试将美国的“非虚构文学”概念来对应“中国的报告

文学、纪实小说和口述实录体”［４］３５等作品。之后，

聂珍钊、王晶、缪俊杰、吴炫等学者也曾撰文阐释

“非虚构文学”。此外，在１９８８年，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了美国作家约翰·霍洛韦尔的《非虚构小说的

写作》中译本，这是国内最早引入的“非虚构”写作

教程。

在１９９０年代，“非虚构文学”的讨论依然没有
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新世纪后，国内个别文学杂志

开始推介“非虚构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在２００５
年１０月发布公告：“从２００６年起，《中国作家》杂志
将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每月出刊两本。分为《中国

作家·纪实》和《中国作家·小说散文》。”［６］并在

《中国作家·纪实》中常设“非虚构论坛”栏目，企图

促成“非虚构文学”讨论的热潮。当代作家邢军纪

对《中国作家》的改革寄予厚望，他指出：“‘非虚构

论坛’的提法是很合适的，因为非虚构文学从理论

上还是比较薄弱的，要通过这个刊物，建立自己的阵

地，与虚构文学阵地相对峙。要把‘非虚构’叫响，

真正用文学来表达真实和生命。”［６］学者卢跃刚也

曾讲：“《中国作家》杂志要建立两个高目标：一是通

过作品引领非虚构文学的潮流，二是通过认识引领

非虚构文学的理论建构，即通过对这种文体的开创

性解读来建构中国特色的非虚构理论框架。”［６］此

外《钟山》《厦门文学》《延安文学》也都在２０１０年前
开设过“非虚构”类作品专栏，但都没有在文坛上引

起足够的重视。

２．《人民文学》引发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创
作热潮

真正推动“非虚构文学”驶入发展快车道的是

《人民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从 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
始，增设“非虚构”栏目，陆续刊发《梁庄》《中国，少

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词典》《羊道·春牧场》

《羊道·夏牧场》《盖楼记》《拆楼记》《女工记》《相

亲记》《生死十日谈》《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

奇》《宣传队》《定西笔记》等系列“非虚构”文本。

其他杂志和网络新媒体平台协同跟进，在全国迅速

掀起了“非虚构”创作的热潮。文艺批评界积极回

应，促使“非虚构文学”研究急剧升温。截至 ２０２１
年１１月２４日１２００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学术平
台，以“非虚构”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查询，共得出

４５１４条相关信息。其中１９８８至２００９年，共４４５条
信息；２０１０至２０２１年，共４０２７条信息，后者占比达
８９．２１％。以上数据说明，非虚构写作在２０１０年之
后才真正得到批评界的集中关注。

２０１０年以来，批评界对“非虚构”的争议很大。
目前，已由最初的排斥、批评、否定为主，转为接纳、

客观、冷静地分析研究阶段。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３日，清
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和《探索与争

鸣》杂志共同主办了“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

文学与社会跨学科对话”研讨会。围绕非虚构写作

的概念与方法、非虚构写作与真实的关系、非虚构写

作的时代思想性、非虚构写作与情感的关联、非虚构

写作与记忆书写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何

平、洪治纲、梁鸿、屠毅力、王磊光、项静等学者均提

出了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十年来，“非虚构文学”创

作和理论建构的快速发展，表明“非虚构”写作的生

命力是旺盛而持久的，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成为塑造时代精神的参与者、共建者。

正如“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梁鸿所言，文学的

概念不应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和发展的。“非

虚构”则是让文学重返现实的实践，“试图重建文学

与现实、重建知识者和‘人民大地’的关系”，“重建

一种新的更加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７］９９，当用这一

新的知识体系来观照文学时，可以使文学激发出新

的审美特质。

二、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创作特色

在当代西方文论中，“非虚构小说”蕴含着特殊

的文学审美特性。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伯雷

《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文，在讨论卡波特的《冷血》

·８２·



和梅勒的《刽子手之歌》等“非虚构”作品时指出：

“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术语，用来描述诸如官方文

件、私人文件、报章剪辑之类的材料如何由一种话语

领域转移到另一种话语领域而成为审美话语……不

仅因为这里的审美话语已经完全和资本主义的经济

活动捆绑在一起，而且因为这里的社会话语已经荷

载着审美的能量。”［８］７１５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创作的

技巧和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非虚构小

说”的影响，笔者认为其突出表现在“时空在场”和

“情感在场”的“双重在场”创作模式和显著的“人民

性”特质两个方面。

（一）“时空在场”和“情感在场”的“双重在场”

创作模式

２０１０年《人民文学》为进一步激励“非虚构”写
作，推出了“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启事，设

立基金，资助鼓励作家们，离开书斋，离开电视机、报

纸这些二手信息，走向民间，深入一线生活。“以

‘吾乡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

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

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９］２０８从《人民文学》

的上述倡议中，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在场”“行动”是

构成“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依笔者看来，

所谓“在场创作”，就是创作主体要对客体进行全方

位、多角度的深入观察和研究，以保证作品内容的真

实性和可靠度。此处的“在场”，不仅是创作主体与

客体的一种简单的“时空在场”，也包含着一种深层

的“情感在场”。这种“双重在场”的创作方式，促使

创作主体、客体和读者三者间在情感上形成“同频

共振”，达到强烈的“共情”效果，使得社会生活的真

实与文学艺术的情感真实很好地融合。

梁鸿在讲述《中国在梁庄》的创作经历时讲：

“我想强调一种‘在场’感，作者、读者和人物在同一

段历史和时间之内，而不是单纯的观望者和审视者，

这样，才有可能更深刻地进入乡村生命的内部，可以

真正感受他们的悲伤、疼痛或者快乐、幸福，并真正

察觉他们所处的历史处境及痛苦的来源。”［１０］３梁鸿

的“梁庄系列”（《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都

是在她的“见证”和“双重在场”的创作理念下完成

的。梁鸿在 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的寒暑假，重返家
乡———河南省穰县梁庄；她用五个月时间深度体验

当下的乡村生活。她不但对村庄的老人、妇女、孩子

等进行了采访聊天，而且还对村庄的自然历史环境、

政治改革、文化结构、家族姓氏、家庭伦理道德等进

行田野调查，尤其是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家乡人
的情感等精神状态进行了重点考察和剖析。《出梁

庄记》则是作者历时两年时间，对分布在穰县县城、

西安、信阳、南阳、广州、东莞、内蒙古、青岛、郑州、北

京、厦门、深圳等城市，靠打工和做小生意等谋生的

数百名“梁庄人”，进行实地走访，“在场”聆听村民

自述自己故事的实录书写。

《中国，少了一味药》的作者，亲自设法潜入江

西上饶的传销组织，进行了２３天的“卧底在场”生
活。通过“卧底在场”，掌握了传销组织的真实情

况。《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的作者萧相风，则是数

以亿计的普通“打工仔”中的一员，他在多年的打工

生涯中，几乎干过所有的工种岗位。这些“在场”的

工作经历，是他进行“非虚构”创作的基础，《词典：

南方工业生活》的“在场”感鲜活地体现在“流水线”

“工服”“打卡”“工伤保险”“ＩＳＯ”“辞工”“出租屋”
“摆地摊”“仓管”“倒班”“工伤保险”等现代工业词

汇中。

由上述“非虚构”文本，可以感知其叙事风格不

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风格，而是采用

了一种既像社会学、人类学调查，又有些现实主义文

学特征的混合性艺术形式。通过这种特殊的形式，

使得作者、作品和读者间达成“双重在场”（“时空在

场”和“情感在场”），充分展示了“非虚构文学”独

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

（二）显著的“人民性”特质。

１．何为“人民性”
据笔者考证，在西方文艺理论中，“人民性”概

念最初的内涵，与西方启蒙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

“民族性”“国家”等词关系密切。在欧洲 １８世纪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已有比较鲜明的体

现。德国的莱辛在谈论英国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时，

最早指出是“具有人民性的伟大天才”［１１］１００。在俄

国，“人民性”最早由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提出：“作

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充分赏识的优

点———对于别国人来说，它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可能

是一种缺陷。”［１２］１５１其后，别林斯基对“人民性”的概

念进行了深化，指出：“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

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１３］８２他在《论俄国中

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一文中指出：“人民

性算不得真正艺术作品的优点，只不过是它的必要

条件。”［１４］１９０可以看出，他们都把文学作品中的“人

民性”与民族、国家的概念紧密联系，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把“人民性”等同于“民族性”。

明确提出把“人民性”作为衡量作家作品优秀

与否的标准的是俄国的杜勃罗留波夫。美国当代著

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曾讲：“在最近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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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交谈中可以看到，他们执着地希

望回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

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如何

能够比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做得更好……总之，他

们把问题提到了‘人民’的高度上。”［１５］４６詹姆逊深

刻的见解，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非常

鲜明的体现。

在我国的古典文论中，“人民性”的概念历史悠

久，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之后在历朝

历代的文论中都有体现。五四运动前后，中外思想

在国内激烈碰撞，“人民性”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以１９１８年周作人和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杂志发
表《人的文学》和《庶民的胜利》为代表。１９４２年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中

的“人民性”进行了新的界定和解释，明确提出，“我

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新世纪以来，

“人民性”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阐释。２０１４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希望广大

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１６］。２０１７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

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

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在新时代背景

下对文艺的“人民性”进行了更新的阐释，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是当代文艺创作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２．显著的“人民性”特质
在笔者看来，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备“人民

性”，其核心要义在于：作者是否站在人民群众的立

场进行创作，是否真实地书写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

情感，是否对人民群众的遭遇、苦难和不幸表示真切

的同情和怜悯。对此，评论家欧阳友权曾指出，文学

的“人民性”的第一要求就是“写作者能够站在人民

的立场，坚持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１７］。

２０１０年以来，国内非虚构文学创作一个突出的特征
就是“人民性”的彰显。如梁鸿的“梁庄”系列，李娟

的“羊道”系列，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郑小琼的

《女工记》，丁燕的《到东莞》等作品，无一不是对最

广大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工人的生活、工作、情

感等的真实书写，很好地诠释了非虚构文学的“人

民性”特质。

国内当代非虚构文学作者大体上由三大类别构

成：第一类是专职作家的非虚构写作；第二类是非专

职作家，但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如人文社科领域的

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等；第三类则是广大的文学爱

好者，如网络写手等。就作品的艺术水准而言，第

一、二类作者的作品要优于第三类作者的作品。从

数量上看，无论是作者人数还是作品总量，第三类要

远远大于前两类。前两类作者中，以冯骥才、乔叶、

梁鸿、孙惠芬、袁凌等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

记录了“小人物”的生活和情感，在看似冷静旁观的

叙事中，隐含着作者对“小人物”命运遭遇的深切同

情。第三类广大的文学爱好者从事非虚构写作，他

们自身的身份属性就已经具有了“人民性”。

从非虚构作品发表的渠道来看，第一、二类非虚

构作者的作品多发表在文学杂志、报纸等传统纸媒

上，如《人民文学》《收获》《钟山》《中国作家》等；第

三类作者的作品则主要发表在网络新媒体平台上，

如“谷雨故事”“网易人间故事”“真实故事计划”

“故事硬核”“正午故事”“ＧＱ”“人物”等。网络新
媒体平台上的非虚构作品，同时也是网络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妨称为“非虚构网络文学作品”。

“网络文学”与大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评论家

白烨曾在《文艺报》发表题为《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

质》一文，对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质进行了分析，

并给予了充分肯定［１８］。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发布的《２０２０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中指出，２０２０
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达４．６０亿人，日均活跃用户约
７５７．７５万人；２０２０年累计创作网络文学作品２９０５．９
万部，网络文学作者达２１３０万人。可以看出，我国
已经进入了“全民写作”的时代。网络文学的“人民

性”特色鲜明，而直接描写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非

虚构网络文学作品”，其“人民性”特质无疑更加突

出。

“非虚构网络文学作品”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

便利，得到了极大的传播，许多作品通过微信公众

号、博客、微博、ＱＱ空间等新媒体平台，瞬间即可推
送至普通民众的眼前。如“界面新闻”的“正午故

事”公众号，在２０１７年推出了普通家政服务人员范
雨素的非虚构作品———《我是范雨素》，该文是文学

爱好者范雨素对自己家人平凡生活的书写，语言简

练直白，人间烟火气十足；该文点燃了普通民众的热

情和共鸣，朋友圈争相转发，迅速登上热搜，仅三四

天时间阅读点击量就达到数百万。如此快速巨量的

阅读量，令传统纸媒难以企及。在流量为王的网络

社会，关注量和阅读量是经营创收能力的最核心指

标。这类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写作潮流，激发

了资本界、网络媒体界的关注和兴趣，争相设立非虚

构写作共享平台，为更多的非虚构作者提供了发表

作品的机会，进一步促进了非虚构创作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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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者运用“时空在场”和

“情感在场”的“双重在场”创作模式，在大量现场调

查采访的基础上，真实传达创作对象的细节特征，甚

至在作品中直接让人物说话，采用问答、独白等形式

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生活和对世界的看法或思考。大

量非虚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网络新媒体平台上的

“网络写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小人物”。

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正是由这些千千万万的

“小人物”所组成，书写他们就是书写人民；同时，也

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人民抒写，为人民

抒情，为人民抒怀”［１６］的文艺创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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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河南省为例，构建了反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分别采用
欧氏距离法和因子分析法测度了两者的发展水平；随后借助协调度模型，测度了文化产业和金融供

给两系统的协调等级；并利用σ收敛和绝对 β收敛分析了两系统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特征。研究认
为，目前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处于弱度失调，各地市间协调度存在差异，但收敛特征明显，区

域间非均衡发展在逐步减弱。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推动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

协同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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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文化产业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其

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亦成为推动经济

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都离不开文化

产业的有力支撑，其在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增长方式

转变和培育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

用。作为中央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

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经历了从认识到发展再到今

日的全面推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

动文化产业发展”；２０１８年８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

作作出重大部署，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再次指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

系，要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 ２９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提出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

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及扶持力度的增

加，文化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

献力度也在不断攀升。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

识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及其在世

界文化市场中所占份额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实体的地位是不太匹配的。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数据显
示，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美国遥遥领先，占４３％；
其次是欧盟，占３４％，而人口众多的亚太地区仅占
１９％，其中中国不足３％，这说明大力发展文化产
业，提高文化软实力已成为迫切的实践诉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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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与金融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推动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匹配的金融供给，因此从

协同融合视角，测度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剖析金

融与文化产业的互动机理，对于清楚认识文化产

业发展现状，寻求与文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

供给模式，有效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看，对于本题的研究采用了定量分

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

与金融融合协同发展的机制分析、金融对文化产业

的效应分析以及金融供给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研

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事

关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文化产业与金融存

在协同融合、互利共生的关系，但金融对文化产业的

支撑不足，在作用机制、传导路径和相关政策方面尚

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部分文献探讨了文化产业与金融的协同融合

机制。这部分研究基本认为文化产业与金融存在互

利的共生关系，协同融合对两者都是有益的。李

露［１］（２０１８）从共生协同、耦合协同和聚合扩散协同
３个方面，剖析了文化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与金融的
互利共生融合机理。陈能军等［２］（２０１６）基于产业
集群优化视角，在汕头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

研究金融与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机理，研究认为金

融与文化产业存在互利关系。魏鹏举［３］（２０１６）探
讨了新常态下文化产业金融供给体系，研究认为，中

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要求与其相适应的金

融供给格局也应该是多元化、多层次的。

一部分文献实证研究了金融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效应。这部分文献定量分析了金融对文化产业的影

响，并从金融角度探寻了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因素。周凯、高玮［４］（２０１７）基于江苏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１３个地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回顾模型，分析了金
融供给对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

对文化产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顾江等［５］

（２０１８）实证发现，金融错配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
率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从中国的数据看，存在显著

的区域差异。喻蕾［６］（２０２１）从产业创新、产业协
调、产业开放和产业共享４个维度构建了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袁渊、于凡［７］（２０２０）
构建了包括产业效率、文化创新、协调发展、发展环

境和对外开放５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３１个
省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显示：

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偏低，区域间存

在明显差异。江晓晗、任晓璐［８］（２０２１）以长江沿线
１１个省份为样本，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测度
了各省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并借助Ｔｏｂｉｔ面板模型
分析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

区域间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技术创新、新媒

介发展和普及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

一部分文献探寻了金融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路

径。这一部分文献基于对样本文化产业的现状分

析，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提出文化产业与金融协同融

合的对策。朱贾昂［９］（２０１７）研究了文化产业与金
融的对接问题，从金融端、产业端、外部环境等方面

提出了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匹配对策。朱兴

龙［１０］（２０１７）以哈尔滨市为例，研究了金融对文化创
新的影响，研究认为金融供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

要因素，但目前金融供给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不畅

通、机制和政策不完善，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制约因素。肖虹、罗青林［１１］（２０１７）认为应从扩大文
化产业与金融合作领域、培育文化企业骨干以及合

理布局文化金融生态圈等方面发挥金融供给文化产

业的积极作用。徐鹏程［１２］（２０１６）认为应加速金融
供给侧改革，积极推进两者融合发展。余晨［１３］

（２０１６）从资本论视角、陈禹［１４］（２０１６）从互联网金
融视角、侯英［１５］（２０１６）从金融创新视角研究金融与
文化产业问题，这些研究基本认为金融供给文化产业

发展的路径、机制和政策不通畅，需要从支持模式、支

持体系等方面改进，以满足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资金

需求。

从现有文献看，几乎没有具体以河南为例研究

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

新兴工业大省，河南同样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大

省，最近５年，河南文化产业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
２０１８年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 ２１４２．５１
亿元，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４．２９％，文化产业已成为
河南省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之一；２０２０年，有 １９１
个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开工，总投资７４５３亿元，其中
重点文化旅游项目６６个，总投资１８３７亿元；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沿黄生态廊道等

标志性重大建设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中，这些项目

势必会为河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本文将分析文化产业与金融的协同融合机理，并在

此基础上以河南省为例，剖析其文化产业的发展现

状、金融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提升金融供给

力度和效率的对策及建议，这对推动河南省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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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协同融合机理分析

协同融合是指不同事物和不同个体在发展过程

中，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资源整合、相互融

合和协调合作形成互相拉动效应，进而推动事物发

展。协同融合不仅可以带来整体共赢，还可以增加

个体间的相关关联，推动参与个体的发展。当前，文

化产业和金融供给间的协同融合机理包括共生协同

融合、耦合协同融合和聚扩协同融合。

（一）共生协同融合

所谓共生是指不同事物相互融合，共同生存发

展，依据是否获利可将共生关系分为寄生、偏生和互

利三种。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之间存在互利共生关

系，这是因为金融为文化产业发展壮大提供了血液，

并通过对文化产业的支持获取高额投资利润。两大

主体以供给和需求身份在金融市场中，相互融合、协

调发展，实现社会资源分配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一方面，金融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必需资源。

文化产业通过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两种渠道从金融

市场获取资金支持，前者通过发放贷款等方式实现

间接融资，后者通过发行股票、风险投资等方式实现

直接融资。与其他产业相比较，文化产业经营风险

高、回报率高，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使得文

化产业在信贷市场的融资不甚给力，因此文化产业

更倾向于直接融资，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发行股票

和吸收风投资金等方式在资本市场获取用于产品研

发及自身科技创新的资金，实现文化产业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金融在为文化产业提供资金的同时

获得了高额回报，并优化了其内部发展。从直接融

资看，资本市场将社会分散的闲置资金集中到证券

市场，为文化产业研发、创新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同

时活跃和壮大了资本市场。从间接融资看，金融机

构向文化企业发放贷款，企业获得发展资源，使得文

化产品创新成为可能，独创产品在市场中具有较强

的竞争优势，将获得丰厚利润，从而会支付金融机构

较高回报，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发展、提升其竞争

力。

（二）耦合协同融合

金融和文化产业存在明显的耦合协同融合效

应，在“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协同作用下，两者均

得到积极发展，且各自内部的个体参与者也受益颇

多。要真正实现“１＋１＞２”，复合系统整体效益高
于两系统效应总和，就需要降低或者避免金融与文

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摩擦行为，推动两者良性协同

融合。金融供给与文化产业耦合协同渗透于文化产

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且呈现不同的特点。

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政策性金融供给与文化产

业耦合协同融合。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未来收益具

有不确定性，因此文化企业在发展之初，普遍存在资

金不足问题。这一时期，除了少部分内源资金外，主

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的政策性金融扶持。一方面，

商业银行机构出于风险考虑，不愿意向文化企业发

放贷款；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在发展之初又不具备上

市条件，无法实现直接融资。为解决上述资金困境，

政府应发挥市场调控作用，促使政府、商业银行和文

化企业协同融合，为文化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性金融

供给，主要方式包括采取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利

率及贷款补贴等，调动商业银行向文化企业投放贷

款的积极性。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策性

金融供给将适时退出。

文化产业成长阶段，政策性金融供给、商业性金

融供给与文化产业耦合协同融合。这一时期，商业

性金融机构通过风投和信贷与文化产业耦合协同，

将社会闲置资金供给于文化产业，与政策性金融供

给相配合，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促进文化产业

的实质性发展。同时，通过对文化产业的金融供给，

丰富了金融产品，优化了金融结构，推动了金融市场

的壮大和质量提升。

文化产业成熟阶段，商业金融与文化产业耦合

协同，政策性金融逐渐退出。这一时期，文化产业经

过前一阶段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内源资金，具有一定

的市场竞争优势和上市条件，在资本市场通过发行

新股及增发股票大规模募集资金。通过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既可以优化文化企业资本结构、降低发展风

险，又可以使投资者有更多可选择的投资对象，投资

优质企业成为可能，获得丰厚投资报酬。文化企业

和金融供给双方相互协同，后者支持前者，前者给后

者带来经济回报，提升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共同推动

社会经济发展。

（三）聚扩协同融合

金融供给促进文化产业资源集聚和扩散效应发

挥，最终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金融供给可通

过向文化企业定向精准支持将政府相关部门和各金

融机构聚合起来，不仅能将社会闲置分散资金聚集

起来，又能借助金融市场的股权交易等方式，使文化

企业实现参股、控股、收购、兼并等，从而加快投资资

本、文化人才和创新技术集聚，使得文化企业能够及

时吸收高新技术创新成果。集聚作用的优势一旦触

发，就会产生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市场要素、技术

资源进一步集聚，更多市场主体加入这一系统，文化

产业规模增大，扩散发展。这种扩散发展达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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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后，文化产业就会突破原有人力成本、创新资金

等降低文化产品边际收益的不利因素，向纵向和横

向延伸发展，一部分具有竞争优势的文化企业会借

此扩展发展规模，带动整个文化产业效率提高，扩散

机制进一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金融资金也会随之

扩散到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最终实现文化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文化产业为金融供给集聚提供平台，加快金融

资源聚合。文化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反向促进

金融供给主体增加，金融产品种类丰富，金融供给规

模扩大，金融供给结构优化和金融供给制度完善，金

融供给资源不断集聚，其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的优

势会得到充分发挥，逐步提高金融供给效率，金融资

源集聚扩散作用得到强化。

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有效保障，从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实际诉求构建测

度其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对于正确认识文化产业

发展现状、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提出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指标体系构建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应能充分体现文

化产业的内涵、基本目的和发展理念。与其他产业

相比较，文化产业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本质属性

是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宣

传，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指引和价值引领，实现意识

形态从“产品”向“商品”的转变（喻蕾，２０２１）［６］。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时，遵循指标的客

观性、可量化性、层次性和可比较性等原则，本文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包含４个方面，２０个
观测指标，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第一、二产业值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表示，所有指标均为正

向指标。

（二）测度模型

各观测变量量纲不一致，因此选择欧氏距离测

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文中数据来源于《河

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河南经济发展报告》，样本时间为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年。这是因为２００５年河南省开始启动文化产
业政策，这一年６月２日，河南省委中心组学习会召
开，“文化强省”在河南省委决策层达成共识；同年７
月，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召开，支持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上，正式提
出了包含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在内的

“两大跨越”，至此，文化强省战略上升为指导河南

未来发展的最高战略之一。

表１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产业效率 产业投入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 个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 人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资产总额 万元

文化部门教育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数 个

文化部门教育机构在校生人数 个

产业产出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劳动生产率 元／人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 ％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利润总额 万元

产业协调 城乡协调 城乡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 ％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高级化 ％

产业开放 国际旅游 入境过夜旅游人数 万人

入境旅游收入 美元

文化交流 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数 个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参与人数 人

产业共享 资源共享 每万人拥有风景名胜区面积 平方公里

人均拥有图书馆藏书数量 册／人
设施共享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平方米

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平方米

政府支持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 ％
一般公共预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亿元

　　首先采用离差法消除各观测指标量纲差异，计

算公式为Ｄｉ＝
Ｘｉ－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其中 Ｘｉ为指标观测值，

Ｘｍｉｎ和Ｘｍａｘ分别表示各指标观测值中的最小值和最

大值；随后利用离散系数 ｖｉ＝
ｓｉ
ｘｉ
确定各指标的权

重，ｓｉ为该指标观察值的标准差，珋ｘｉ为该指标观察值

的平均值，权重的计算公式为ｗｉ＝
ｓｉ

∑
２０

ｉ＝１
ｓｉ
；最后采用

欧氏距离公式测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其

计算公式如（１）所示。
ＱＣＩ＝１－

ｗ１（１－Ｄ１）
２＋ｗ２（１－Ｄ２）

２＋…ｗ２０（１－Ｄ２０）
２

ｗ２１＋ｗ
２
２＋…ｗ

２
２槡 ０

（１）
（三）结果分析

按照上述测度模型计算步骤可得到河南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值，
其发展趋势如图１所示。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变化趋势反映了

河南省文化产业的演进历程，在过去的１４年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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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历经启动、快速发展和调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

段与中国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步骤基本一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是文化产业发展启动阶段，这一
时段在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大背景下，河南开始有重

点地扶持文化改革试验区和示范园区，探索发展经

验。２００３年中央设立“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过２
年多试运行，获得肯定性认可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河南也由此拉开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大

幕。２００５年制定并出台《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
纲要（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随后积极推动国有文化企
业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搭建文化产业发展平台、重点

发展文化改革试验区，在文化体制和市场机制政策

构建两方面探索经验。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河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指数变化趋势图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阶段，这一
时段河南加大文化投入，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２００８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文化产业却逆向而行，成为经济增长的闪光点。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
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河南省继续推进文化体

制改革、加大建设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步伐、扩大文

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实施文化产业“双十工程”，在

全省范围内择优培育和扶持１０个重点文化产业园
区和 １０个重点文化企业，同时完善相关政策，进一
步优化环境，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是文化产业调整阶段，这一时期发
展步伐减缓，２０１７年成为该阶段发展低点。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的总方针，标志文化产业开始由政策为主转向市场

内生机制构建，更为注重质量发展。河南省开始将

关注点转向中小文化企业、新兴文化产业及特色文

化发展，制定和实施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政策，为中

小文化企业发展搭建平台，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难问题；设立新兴文化产业财政专项资金，引导产业

投向，驱动民间投资涉足文化产业发展；立足河南，

挖掘中原特色文化，注重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和文脉

保护等。

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供给的协同融

合研究

为分析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供给两系统

间的协同融合的关系，首先，需要度量金融供给状

况；其次，借助协调度模型进行分析。

（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鉴于上述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是基

于表１的２０个正向指标而来，度量值为指数，因此
对金融供给状况也采用指数形式表示，此处选择普

惠金融发展指数 ＦＤＩ来表示。选择 ８个可测指
标［１６］（赵健，２０２１），从金融可获取性、人口渗透度和
有效性三方面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８个可测
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计量普惠金融发展指数①。普

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如表２所示。数据来源于国家
统计局网站、河南省统计局网站及历年《河南省统

计年鉴》等。

表２　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

指标含义 指标计算方法

金融服务的

可获取性

人均存款总额＝存款总额／总人口
人均贷款总额＝贷款总额／总人口

金融服务的

人口渗透度

人均拥有的金融机构数＝金融机构总数／总人口
人均拥有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总人口

保险深度＝保费／ＧＤＰ
保险密度＝保费／总人口

金融服务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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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模型构建
文章借鉴魏卫［１７］（２０２１）、杨应策［１８］（２０２１）等

人研究结果，构建协调度模型如公式（２）所示。

Ｄ＝ ＱＣＩ×ＦＤＩ
（ＱＣＩ＋ＦＤＩ）／２）[ ]２

ｋ

（α·ＱＣＩ＋β·ＦＤＩ槡
）（２）

其中，Ｄ为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两系统的协调
度，ｋ为调节系数，一般取值为不小于２的整数，这
里采用经验值，选择ｋ＝２，α和 β为待估系统权重，
文章认为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同等重要，因此 α＝
β＝０．５。公式（１）计算出 Ｄ的取值范围为０≤Ｄ≤
１，该值越接近０，表明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越差；越
接近１，则说明协调度越高；以０．１为单位，划分为
１０个级别。

（三）协调度测度结果

依据公式（２）可测度出河南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供给间的协调度等级，

结果如表３所示。
从测度结果看，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间

的平均协调度为０．４０１２，属于弱度失调，说明文化
产业与金融供给间尚未形成良性融合；从历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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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看，呈逐年递增趋势，从最初的极度失调向

中度协调变化，说明在过去的１４年内，河南文化产
业取得的瞩目成绩离不开有效的金融供给，两者在

实践中摸索融合，协同发展。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河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与金融供给协调度等级

时间 协调度Ｄ 协调度等级 协调状况

２００６ ０．０３０６ １级 极度失调

２００７ ０．０３９９ １级 极度失调

２００８ ０．０７４２ １级 极度失调

２００９ ０．１７３９ １级 高度失调

２０１０ ０．１６３１ ２级 高度失调

２０１１ ０．２７１２ ２级 中度失调

２０１２ ０．３１３８ ３级 低度失调

２０１３ ０．４０３９ ４级 弱度失调

２０１４ ０．５０１７ ６级 弱度协调

２０１５ ０．６６６５ ７级 低度协调

２０１６ ０．７７８９ ８级 高度协调

２０１７ ０．６６１０ ７级 低度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７５２４ ８级 中度协调

２０１９ ０．７８５６ ８级 中度协调

　　（三）收敛性特征
为进一步剖析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两系统变化

特征和区域间均衡发展差异，可采用 σ收敛和绝对
β收敛来判断协调度的动态变化过程。其中σ收敛
的计算公式如公式（３）所示，公式中 ｎ表示河南省
包含的地市个数，因此ｎ＝１８，Ｄｔ表示第 ｔ期的协调
度，珚Ｄ表示协调度的均值。公式（３）可用来考查协
调度的波动趋势，如果 ＣＶｔ＋１大于 ＣＶｔ，协调度是分
散的，反之是收敛的。β收敛由回归模型（４）体现，
用来判断协调度收敛的速度，如果绝对β收敛存在，
说明河南省１８个地市中，协调度较低的地市有追赶
高协调度地市的特征。σ收敛的ＣＶｔ值和绝对β收
敛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４和式（５）所示。

ＣＶｔ＝
１
ｎ（Ｄｔ－

珚Ｄ）
槡

２ Ｄｔ （３）

ｌｎ（Ｄｔ＋１ Ｄｔ）＝γ０＋γ１ｌｎ（Ｄｔ）＋εｔ （４）
表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河南省文化产业与

金融供给协调度σ收敛的ＣＶｔ值

时间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ＣＶ ０．２８５５０．２１３４０．１８３９０．０９０８０．１７４４０．１６１３ ０．１６６６
时间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ＣＶ ０．１５４７０．１６１７０．１２９４０．１３１４０．１２６３０．１２１０ ０．１０８５

　　表４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
融供给两系统间的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是稳定的，

２００６年ＣＶ值为０．２８５５，２０１９年则降为０．１０８５，说
明协调度偏离其整体平均值的离散程度在逐步减

弱，协调度存在 σ收敛特征，区域间不均衡发展差
距在缩小。

ｌｎ（Ｄｔ＋１ Ｄｔ）＝０．０２６－０．１５９ｌｎ（Ｄｔ）
（０．１０２）（０．０５８）
Ｆ＝７．５８１，Ｒ２＝０．６３９ （５）

式（５）为回归模型（４）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
回归结果，其中括号内数值为各变量对应的标准差，

Ｆ统计量为７．５８１，其对应 Ｐ值为０．０１９，说明模型
的整体线性关系显著；判定系数 Ｒ２为０．６３９，解释
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达到较高；解释变量

ｌｎ（Ｄｔ）对应的 ｔ值为 －２．７５３，在５％的显著性水平
下通过检验，因此模型拟合比较理想。从回归结果

看，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是显著的，说明河南省文化产

业与金融供给的协调度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在全省
范围内，存在低协调度地市向高协调度地市追赶的特

征。收敛速度可通过公式－ｌｎ（１＋γ１）／ｔ计算出，其
收敛速度为１．２４％。

五、政策启示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构建了测度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分别采用欧氏

距离法和因子分析法测度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借助协调度模型，测度了

文化产业和金融供给两系统的协调等级，采用 σ收
敛和绝对β收敛进一步分析了两系统协调度的动态
变化特征。研究得出，目前，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

供给处于弱度失调，１８个地市间协调度存在差异，
但收敛特征明显，区域间非均衡发展在逐步减弱。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推动河南省文

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协同融合发展，本文提出如下

建议：

首先，应强化金融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力度，注重发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聚合

作用，将分散、闲置的资金聚集到文化企业。

其次，应提升金融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

程度，从机制创新、模式创新、资源配置创新、金融链

条创新等角度探索适用于文化企业的金融产品，靶向

提升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供给的协同融合水平。

再次，应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建

立健全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金融支持机

制，在提升文化产业内部层次、创新文化产业品牌方

面，探索金融支持新路径。

最后，应健全市场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制度，加

强金融机构和文化企业之间的对接合作，为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和环境保障。

注释：

①因篇幅所限，文章未给出因子分析法的具体实证过程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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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具体测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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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发展的农村减贫效应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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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三联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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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电商发展越来越普遍，电商或可以成为农村地区改善生活
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使得脱贫方式多样化，有效促进扶贫开发工作。基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中国２６
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电商发展的减贫效应，结论表明，在电商发展过程

中，农村的贫困状况得到了改善，并且电商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周边地区的农村居民的生活

状况也有积极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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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贫困问题一直是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世界

性难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这

一问题的处理与解决更具有迫切性。从１９７８年改
革开放开始，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贫困

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调

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脱贫工作，在此期间取得了显

著成就。但是，在脱贫工作推进的后期，遗留下的主

要是最难以解决的部分，这部分贫困人口主要集中

在自然环境脆弱、生存条件艰苦、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的地区，他们的脱贫工作依靠“输血式”的方法是难

以解决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特色脱贫方案，

做到精准扶贫。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互联网普

及率也越来越高。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我国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了６７％，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了５２．３％，并且全国贫困村通光纤的比例达到了
９８％。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高达
１７０００亿元，有力支持了乡村振兴和脱贫工作，因此

通过电商途径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有依据的。

随着我国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电商的发

展势头良好，在国内形成了各种模式，如：沙集模式、

义乌模式、遂昌模式、赶街模式、青川模式等。一些

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电商的发展对于农村居

民贫困状况的改善会产生作用。《“十三五”脱贫攻

坚规划》中提出，要将电子商务作为精准扶贫的重

要载体，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体系，通过发展电子商

务来提高贫困户的创业增收能力［１］。

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和“互联网 ＋”战略的提
出，电商扶贫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模式，“互联网 ＋
农业”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农业产业升级，可以建立

现代农业产业链，完善农产品安全政策，为扶贫发展

提供新机制，使得扶贫更加信息化、精准化和高效

化，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改善教育、交通等问题，从

多维度帮助农户改善贫困现状，实现多维减贫［２］；

可以扩大农村创业与就业机会，通过培育电商生态

发展，使得产业本地化，带动创业就业，促进本地服

务业良性循环［３］；可以转变农民的思路，利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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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思维来发展农业，时刻紧跟市场的需求，农村电商

将农产品与市场销售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农业生

产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生产者可以通过延长生

产链、扩大生产规模等途径实现增富脱贫［４］。

对于地方经济而言，电商的发展与普及会给农

村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政府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引进大型企业，培育发展趋势强的企业，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并且可以为农民提供创收平台，为农

产品提供对接市场的渠道，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因此，农村电商的发展可以解决农村中的一些问题，

如信息鸿沟、产品流通不畅、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农业技术支持和辅导等。

综合上述文献的分析，电商的发展能对农村减

贫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关于电商发展对于农村减

贫效应的实证研究，需要从区域层面进行，各省份之

间的电商发展情况差异明显，《中国电子商务发展

指数报告》将各省份划分为：先导省份、中坚省份、

潜力省份；并且各省份的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也存

在差异，因此电商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存在一定的空

间效应，不同的地区电商发展的减贫作用存在差别。

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通过

数据分析电商发展指数对农村居民贫困水平的影

响。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减贫效应，

考虑到空间因素，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形式如

下：

ＰＯＶｉｔ＝τＰＯＶｉ，ｔ－１＋ρｗ′ｉＰＯＶｔ＋ｘ′ｉｔＥＣＤＩ＋ｄ′ｉＸｔδ＋
ｕｉ＋γｔ＋ξｉｔ （１）

ξｉｔ＝λｍ′ｉξｔ＋ｖｉｔ

其中，ＰＯＶｉｔ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的是农村的贫
困水平；ＥＣＤＩ为解释变量，代表的是我国电子商务
发展指数；ｄ′ｉＸｔδ表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ｄ′ｉ
为相应空间权重矩阵 Ｄ的第 ｉ行；ｕｉ表示随机扰动
项；γｔ为时间效应；ｍ′ｉ为扰动项精简权重矩阵Ｍ的
第ｉ行。当λ＝０时，为空间杜宾模型；当 λ＝０且
δ＝０时，为空间自回归模型。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是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全国的省份作为
研究对象，由于相关数据缺失，因此剔除４个直辖
市、台湾省、西藏自治区以及２个特别行政区，所以
本文将剩余的２６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变量
选取及数据来源如表１所示。

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的贫困水平（ＰＯＶ）。本
文通过选用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进行衡量。

因为在国际上恩格尔系数被公认为判定生活水平高

低与贫富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农村居民的贫困水

平十分合适。

解释变量是电子商务发展指数（ＥＣＤＩ）。本文
选用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来源于《中国电子商务发

展指数报告》，该指数涉及电子商务发展的各个维

度，包含电子商务的规模指数、成长指数、渗透指数

以及支撑指数，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

衡量。

控制变量包括：农户投资规模（ＳＦ）、农村产业
结构（ＩＳ）、财政支农状况（ＣＺＺＮ）、农村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ＣＰＩ）、基尼系数（ＮＩ）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本文选择人均 ＧＤＰ来衡量经济发展对
于农村居民贫困状况的影响，因为人均ＧＤＰ动态地
考虑了人口的变化，能够更加贴切地反映人民收入

的实际变化［５］。

表１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贫困水平 ＰＯＶ 恩格尔系数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 电子商务发展指数 ＥＣＤＩ 电子商务指数合成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

控制变量

农户投资规模 ＳＦ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村产业结构 ＩＳ 农林牧渔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财政支农 ＦＳＡ 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林水的部分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商品现期价格除以基期价格乘以１００％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ＭＬＧ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为了克服数据可能存在的
异方差问题，在计量过程中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对

数处理，如农户的投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都做了取

对数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根据表２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各

省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的均值为３２．６０１，说明
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将更少的钱用在

了食品支出上。恩格尔系数的最大值为４９．５，最小
值为 ２５．３，说明我国的农村居民的贫困差距比较
大。根据恩格尔系数的数据进行梳理，发现从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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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２０１９年的趋势是逐年下降，说明我国农村居民
用于食品的支出不断减少；电子商务发展指数的最

大值为７１．２６，最小值为７．２，说明各省份之间的电
子商务发展指数的差异较大，因为各省份电子商务

的发展规模、发展前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支持

电子商务发展的环境因素都存在显著的差别。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ＯＶ ３２．６０１ ４．８９１ ２５．３ ４９．５
ＥＣＤＩ ２０．９３７ １３．７７８ ７．２ ７１．２６
ＳＦ ３８４．８８０ ２２０．８４８ ５４．４ ９６６．６９
ＩＳ ０．４１８ ０．１６５ ０．１０２ ０．８９１
ＰＧＤＰ ４９８５８ １７９３０ ２３１５１ １１５９３０
ＣＰＩ １０１．８ ０．６８７ １００．５ １０４．１
ＦＳＡ ５８３．５５ ２３０．３０９ １３９．０３ １３１０．８９
ＭＬＧ １７３．３３９ １１６．５８２ １４．７ ４７７．０６

　　三、电商发展的农村减贫效应空间计量分析
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对贫困水平（ＰＯＶ）进

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以判断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

对于判断我国各省份的贫困水平是否存在空间

自相关，可以利用Ｍｏｒａｎ’Ｉ指数进行测量。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处于（０，１］时，说明存在空间正相关；当取值在
［－１，０）范围内时，则存在空间负相关。本文利用
Ｇｅｏｄａ软件得出我国各个省份的空间距离权重矩
阵，再利用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软件计算出贫困水平在不同
年份的Ｍｏｒａｎ’Ｉ指数值。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贫困水平的Ｍｏｒａｎ’Ｉ指数

年份 Ｉ Ｚ Ｐ 年份 Ｉ Ｚ Ｐ

２０１４ －０．２１１ －８．７４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０．１９０ －７．６８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２１８ －８．９８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１７８ －７．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２０３－０．８２３１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０．１３４ －４．９４７ ０．０００

　　注：Ｉ为Ｍｏｒａｎ指数，Ｐ为显著性水平，Ｚ为标准误

表３的数据表明，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９年，我国各
省份的贫困水平的Ｍｏｒａｎ’Ｉ指数在１％的显著性水
平下都通过了检验，因此强烈拒绝“无空间自相关”

的原假设，即认为存在空间自相关。

（二）空间效应检验

空间效应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Ｐ值在１％的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因此拒绝了“不存在空

间效应”的原假设，即认为存在空间效应。

表４　空间效应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 检验方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３０．６３６ ０．０００ ＬＭ－Ｌａｇ ２６．６１２ ０．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２．８９５ ０．０８９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 ８．８７１ ０．００３

　　由表４可以看出，ＬＭ－Ｅｒｒｏｒ与 ＬＭ－Ｌａｇ两者
都显著，因此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观察ＲｏｂｕｓｔＬＭ
－Ｅｒｒｏｒ和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的结果，可以发现，仅有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因此选
择空间自相关模型。但在１０％的置信水平下，二者
皆显著，因此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对于空间自回归

模型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检验值为 ２８．４９，并且在
１％的情况下显著，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若选择
空间杜宾模型，对其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检验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统计量为正值，并且Ｐ值为０，故拒绝随机
效应的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对杜

宾模型进行 Ｗａｌｄ检验和 ＬＲ检验，Ｗａｌｄ检验和 ＬＲ
检验结果都显著，则接受ＳＤＭ模型结果。

（三）电商发展的减贫效应模型估计

１．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建立固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

型以及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并对回归的结果

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电商发展的减贫效应估计

ＳＤＭ（空间杜宾模型） ＳＡＲ（空间自回归模型）
ＥＣＤＩ －０．０４１７（０．０１８９） －０．０４０７（０．１６７）
ｌｎＳＦ －０．３１９（０．８３３） －０．２６６４（０．８２６）
ＩＳ －４．３０１（２．４３２） －４．１３９（２．４１０）

ｌｎＰＧＤＰ －５．４９７（１．３２０） －５．６０７（１．３０２）
ｌｎＳＦＡ －０．２８０８（１．２２３） －０．６０６（１．０１４）
ＣＰＩ ０．２９１（０．２１４） ０．２３１（０．１８２）
ｌｎＭＬＧ １．１４１（０．６６８） １．２００（０．６５３）
Ｒ２ ０．７８６ ０．７８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通过表５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固定效应的空
间杜宾模型和固定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拟合的结

果是相近的，并且 Ｒ２达到了０．７８６，说明拟合的方
程能够很好地解释电商发展对于农村贫困水平的影

响。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在空间计量的情况下

研究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贫困水平变化的影响。本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电子商务发展指数。电子商

务发展指数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为 －０．０４１７，
且在５％的临界值上显著，说明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会对农村贫困状况产生影响，根据系数的正负号可

以得知，随着电子商务不断发展，农村的贫困状况会

得到改善，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电子商务的

发展有利于农业走向现代化、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链，并且可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改变农民生活环境，多维度改善农村贫困状况。

农户投资规模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是

－０．３１９，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结果可知，
随着农户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的贫困水平会

出现相应的下降，因为农户投资在固定资产上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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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越多，说明持有的资金就越多，这时农户恩格尔系

数就会下降。

农村产业结构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是

－４．３０１，并且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
农村农林牧渔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升

高，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因为随着农林牧渔

总产值比重的不断上升，农产品附加值会增加，有利

于提高农村的经济状况，这时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也随之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是

－５．４９７，并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会降

低。因为人均ＧＤＰ可以衡量个人的经济状况，人均
ＧＤＰ的升高说明个人生活状况的好转，因此有利于
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财政支农在 空 间 杜 宾 模 型 中 的 系 数 是

－０．２８０８，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回归的结构
可知，随着财政支农的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的贫困

水平会降低，因为财政用于支撑农业的资金规模扩

大，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

数是０．２９１，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根据回归的
结果可知，随着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居民

的生活状况会变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

说明货币的购买能力降低了，这时农村居民拥有的

资金相对而言会出现贬值效果，因此其生活水平会

下降。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

数是１．１４１，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验。根据回归
结果可知，随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减少，农村

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的减少，说明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农村贫困群

众人数的减少，农村越来越少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这有利于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

观察表５中的回归系数的结果，可以发现，在所
有的解释变量中对于农村贫困水平影响最大的是经

济发展水平，其次是农林牧渔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再次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虽然电

商的发展对于农村改善贫困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但是更好、更明显地改善农村生活水平：首先需

要依靠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其次需要发

展第一产业，使用现代化、规模化的生产技术，增加

农林牧渔总产值；最后需要完善保障农村贫困居民

的相关政策，提倡通过充分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发

掘贫困户自身潜力，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劳动财富，由

被动脱贫转向自主脱贫，实现扶贫又扶志。

２．模型空间效应分解
本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通

过空间效应分解得出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见表６。
表６　电商发展减贫效应分解

ＳＤＭ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ＳＡＲ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ＥＣＤＩ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７）

ｌｎＳＦ －０．３６９
（０．８３８）

－０．６２１
（１．５９８）

－０．９９０
（２．３４３）

－０．３１６
（０．８３７）

－０．６０７
（１．５９０）

－０．９２３
（２．３９１）

ＩＳ －４．２４４
（２．４６３）

－７．０２１
（７．６６７）

－１１．２６５
（９．４１８）

－４．０９１
（２．４４０）

－７．２２８
（５．３５１）

－１１．３２０
（７．５４９）

ｌｎＰＧＤＰ －５．７０６
（１．４３８）

－９．２３６
（７．７０８）

－１４．９４３
（８．５５２）

－５．８３２
（１．３７５）

－９．９４７
（４．１５７）

－１５．３７５
（５．０６７）

ｌｎＳＦＡ －０．２６８
（１．２４７）

－０．５６９
（２．５８１）

－０．８３８
（３．６６６）

－０．５９６
（１．３７５）

－０．７７９
（１．８０６）

－１．３７５
（２．７８６）

ＣＰＩ ０．３０９
（０．２１３）

０．３８４
（０．３４７）

０．６９４
（０．５２１）

０．２５１
（０．１８６）

０．３９０
（０．３１０）

０．６４１
（０．４７９）

ｌｎＭＬＧ １．２２８
（０．７０１）

３．９８８
（５．０７５）

５．２１７
（５．２５３）

１．２６０
（０．６８７）

２．１０２
（１．３３３）

３．３６２
（１．９２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由表 ６可知，电商发展的直接效应系数为
－０．０４２，空间溢出效应为 －０．０７１，并且通过了５％
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电商发展能够降低农村的

恩格尔系数，并且可以认为对于其他地区的影响程

度高于对本地区的影响程度。电商发展有利于农村

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农产品走出去，农业技术引进

来，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会促使农村因地制宜地发

展本地的特色，增强农村经济实力。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根据电商发展对农村减贫效应的实证分

析，基于空间面板回归分析，利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９年
我国２６个省份相关的数据，检验电商发展与农村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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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电商发展对于

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效应；第二，电商发展对于农村

减贫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来

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的直接效用的减贫效应会小

于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说明电商发展对于周边具

有积极的辐射作用和带动示范作用，有利于周边地

区的经济等发展。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

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鼓励发展电商，改变农村发展现状。

面对现在互联网发展的势头以及数字经济的普及

化，各地区应该掌握好发展时机，借此改善农村居民

生活状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产品提供更多的

销售渠道。首先，电商发展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因为通过发展电商，可以降低生产的销售成本，提高

农民的经济收益，促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

价值；其次，电商发展可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让农村产业生产变为以市场为导向，有利于实现

规模化生产；最后，电商发展可以改变贫困地区的社

会环境，无论是人才匮乏、还是人口老龄化，电商发

展有利于农村年轻人才的回流。

第二，注重财政向“三农”倾斜。财政政策对于

农业、农民、农村的倾斜，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

展。增加财政投入，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

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增

收致富；有利于提升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促进

农村和谐发展。

第三，稳定经济发展是关键。经济发展的稳定

性对于农村改善贫困状况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

经济的稳定发展，可以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产品

的销售渠道，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

面，经济发展有利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质量，

能够提高农村生活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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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超大型数字平台双轮垄断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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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最重要的表现即数据垄断。作为平台的主要生产要素，数据收
集后可以零成本多次使用。此外，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数据，从而增强平台的垄断优势。

正是由于平台的数据优势，一些超大型数字平台可以将其活动延伸到其他相关甚至不相关的行业，

从而在该行业形成新的垄断，这就是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效应。在杠杆作用的效应下，超大

型数字平台的崛起，正在引发经济社会的系统性的变革，引发深层次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各类问题

复杂交织。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双轮垄断的问题，需要有新的监管措施和监管视角，应加强数据安

全立法，同时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严格限制超大型数字平台的无序扩张。

关键词：双轮垄断；超大型数字平台；杠杆作用；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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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市场进
一步开放，各领域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交流也日益密

切，单一市场的“一元垄断”已经不能满足一些大型

数字平台企业在市场支配力、垄断利润等多方面的

需求，“双轮垄断”逐渐产生。双轮垄断会影响市场

的活力，造成信息的垄断，从而进一步损害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针对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行为，

一味地提高市场准入势必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均

衡。一方面，政府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调控能力，对各

个领域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准入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

管，同时建立更加完善的创新产业政策，为初创企业

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保护；另一方面，超大型数字平台

之所以具有市场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掌

握了市场交易的关键数据，政府应注重资源共享，特

别是数据方面的合理共享，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流和

合作。

一、双轮垄断内涵及理论分析

（一）双轮垄断的内涵界定

随着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的迅速发展，双轮垄

断已经成为平台领域垄断的热门话题。超大型数字

平台企业，以数据作为驱动力，将消费者的注意力作

为与其他企业竞争的主要优势。这些平台企业既是

在线交易市场的中介，又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基础

设施的作用，因而在某些领域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而后，在原有的垄断优势的基础上，这些企业又拓展

基本服务能力，试图在新的领域形成垄断，从而导致

双轮垄断问题的产生。所谓双轮垄断，是指大型数

字平台企业利用其基础服务能力产生的数据和流量

优势，通过杠杆效应将其现有的垄断地位扩展到其

他行业，以构成新行业的第二轮垄断。

这种垄断的实施者是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就

其行为内部结构而言，它由轴向市场的初始垄断和

径向市场的第二轮垄断组成。在初始垄断层面，超

大型数字平台由于在消费者数据和流量进入方面具

有突出优势，因此更有能力将消费者的注意力变现，

如谷歌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具有支配力的平台越来越倾
向于在数字市场领域“通吃”，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具

有优势。这些企业在作为轴心的数字基础服务领域

（例如即时通信领域、搜索引擎领域等），通过控制

数据、流量等方式强化塑造自身的支配地位，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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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网络效应和数据优势，将自身的实力与控制

力滚雪球般地放大，从而固化该项支配地位。在第

二轮垄断层面，这些企业利用初始垄断形成的数据、

资金、渠道等优势，进一步集中消费者的注意力，通

过杠杆效应、规模效应、用户锁定效应等将其在初始

基础领域的垄断地位延伸到多个其他领域，从而在

新的相关市场形成新的垄断地位。

（二）双轮垄断的理论分析

１．双轮垄断中的杠杆作用
在早期的反垄断法理论和实践中，杠杆作用通

常被解释为一种将一个市场的垄断权力转移到另一

个市场的方式，从而使两个市场都受益。尽管杠杆

作用经常被应用于美国法院的审判中，但却没有一

个严格的定义，通常认为杠杆作用是搭售市场和被

搭售市场中的企业之间的一种默示共谋，企业利用

搭售市场的力量扩大其垄断能力，或通过搭售来阻

碍另一产品市场的自由贸易，以获取利润。［１］

在杠杆作用下，企业把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变成

垄断，垄断者可以任意加价或降价或限制生产，从而

限制其他竞争者以获取利润。［２］杠杆作用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杠杆作用下，市场结构发生了

变化，垄断者将本来自由竞争的市场变为了垄断市

场，而市场的这种结构变化并不是因为垄断者提供

了一种较好的产品或者给予了消费者较低的价格，

而仅仅是因为垄断者在其他市场拥有垄断地位，这

种市场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强迫消费者购买在其他市

场原本不会购买的产品。其次，两个市场的垄断会

给垄断者带来更大的利润，同时也会给其他经营者

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２．双轮垄断中的“加速累积”效应
平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数据，这是一种新的

生产手段。虽然数据对物质生产来说不是必需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在从前，一个产品的

产业链中，由于消费者数据收集成本过于高昂，所以

并没有办法直接作用于产业链最前端的物质生产环

节。但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者数据可

通过该系统以极低的边际成本获得，并可通过算法

预测下一季度的消费者需求和库存。换句话说，本

来处于产业链最末端的消费者数据，通过各种各样

的算法，影响了最前端的物质生产环节以及其他的

各个环节进而加速了资本的循环。

互联网企业必须通过垄断足够的数据来获得超

额的利润。在数据竞争的环境下，所有超大型数字

平台企业实施双轮垄断的成本很低，但效率很高。

而且，双轮垄断不断积累叠加，呈指数型加速增长。

回首过去二十年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历程，数据频次

发生最高的领域就是搜索、社交、电商等。而在这些

高频的市场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交。我们以腾讯为

例：腾讯在社交领域的突出战略就在于，它并没有将

用户的数据直接变现，而是在垄断社会关系的基础

上实现，即以垄断社会关系作为分布式发展的起点。

腾讯的所有业务都是从社会关系开始的，它保证了

所有后续业务进入的流量基础。腾讯的微信几乎已

经成为所有手机的必备，腾讯借助这一流量，以极大

的便利和优势延伸其垄断地位，这也是微信的支付

功能能在很短时间内与支付宝竞争的主要原因。同

样，微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一方面通过封锁

链接，封锁“飞书”等在线办公方式，另一方面利用

数据，迅速推广“腾讯会议”，成功扩大垄断地位。

时至今日，互联网产业已经转变为资本的游戏，垄断

格局已经形成，新进入者和新经济模式很快被第一

垄断者淘汰，幸运的赢家也只能等待收购。

二、双轮垄断限制竞争的实施机制

总体而论，超大型数字平台利用其垄断地位在

某一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时，往往会针对竞争对手

的产品和自身旗下的产品实行差别化的待遇。此

外，这些企业往往利用自身在数据领域的优势构筑

在相关市场的主导地位，从而在新业务上形成优势。

通过流量入口，纵向排斥上下游市场，对新创业者产

生不利影响，这些都将导致超大型数字平台从最初

的垄断市场向双轮垄断市场演变。

（一）利用流量优势延伸到其他领域

利用流量优势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锁定效

应”。［３］锁定效应一般是在性质相似的两种或者两

种以上的产品中产生。它的基本原理是对于两种先

后进入该市场的产品或服务，用户相比较而言比较

熟悉第一种，而后进入市场的产品或服务，用户需要

重新学习和理解，给用户带来很大的不便，由于其很

难积累到用户，因此在竞争中并没有相应的市场份

额，慢慢就退出了市场。那么先进入市场的产品或

者服务就相当于锁定了这一类型的产品和服务，发

展也就越来越快。

在大数据领域，用户在选择了大数据的产品或

者服务之后，由于转换成本较高，往往并不会退出刚

开始的选择而再选择其他的产品与服务。因此，先

进入的大数据产品或者服务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在

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用户，后进入的产品或者服

务就很难获得这些用户。以腾讯为例，其旗下的微

信和ＱＱ两款社交软件，除了最重要的社交功能之
外，用户还可以使用这两款软件一键登录腾讯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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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软件，长时间下去就会形成一定的用户黏度。

如果其他公司出品了未授权微信、ＱＱ一键登录的
其他软件，用户选择该产品的概率就会十分小。此

外，先进入市场的企业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不断改

进产品或服务，吸引更多的用户。通过这种方式，平

台利用需求侧的用户优势，锁定用户的注意力，为将

新用户传播到其他领域奠定基础。

另一种利用流量优势的方式是“默认设置”。

默认设置进一步巩固了平台的市场力量，增加了准

入门槛。以谷歌为例，谷歌在搜索引擎中占据巨大

市场份额的主要原因是在谷歌的 Ｃｈｒｏｍｅ浏览器和
苹果的Ｓａｆａｒｉ浏览器中是默认搜索引擎。Ｃｈｒｏｍｅ和
Ｓａｆａｒｉ垄断了欧洲浏览器市场约８０％的份额，而这
两种浏览器的主导地位本身就是由 Ａｎｄｒｏｉｄ和 ｉＯＳ
操作系统在移动设备上的主导地位决定的。因此，

通过默认设置，流量优势也可以用来将垄断地位延

伸到其他领域。

（二）数据力量传导

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往往是从特定的服务开

始，在完成一定数量的用户资源积累之后，就会利用

用户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进行“引流”，通过搭售、

限制交易等强制性要求吸引用户流向其他产品，从

而限制用户资源流向其他竞争对手。由于用户在网

络效应的存在下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更容易屈服于这

些大型数字平台的要求，从而放弃自身的自主选择

权。当一项数据成为一个企业不可忽视的重要资产

之后，就会在不同的市场之间交叉使用，轻易传导。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使

用数据捆绑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如果一家企业

拥有高价值的数据集，那么它可以开发自己的数据

分析服务。而这种数据分析服务的能力使其比没有

这种能力的企业更具竞争力。谷歌以搜索引擎为中

心，提供多种服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移动

操作系统、云服务、虚拟现实和语音通信。谷歌安卓

案的结论是，谷歌在安卓应用程序市场的主导地位

被滥用。而此前“ＧｏｏｇｌｅＳｈｏｐｐｉｎｇ案”的结论是，
Ｇｏｏｇｌｅ利用其在搜索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过度优化
自身新开发的比较购物服务，破坏竞争，影响公平。

这两起案件都涉及超大型数字平台市场间力量的传

导，不同的是，前者的传导者和接收者在各自的领域

都具有市场主导权，后者只有传导者具有。

（三）弱化数据的互操作性

数据的互操作性是指不同技术的系统、产品或

服务之间通过信息传输实现互联互通的能力。互操

作通常是通过应用程序接口（ＡＰＩ）完成的。一般来

说，互操作性可分为协议互操作性、协议完全互操作

性和数据互操作性，而数据互操作性是双轮垄断的

一个重要因素。按照不同的类型，数据互操作应区

分不同的情况，公共领域的数据即政府的信息应该

公开透明；私人领域的数据使用区分不同的情况，电

商、搜索等领域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来使用。

但事实上，脸书、谷歌、抖音及很多视频、音乐甚

至社交平台，在轴心型和轴幅型相关市场收集了大

量的数字资源。［４］为了从庞大的数字资源中获得可

观的收益，它们往往会削弱甚至破坏数据之间的互

操作性，并可能阻碍其移植，这很可能导致数据或服

务供应的孤岛效应，导致数据和服务市场的分割和

竞争机制受阻的后果。

三、双轮垄断的竞争效果评价

（一）阻碍创新创业影响市场的活力

双轮垄断扼杀了创新，剥夺了拥有创新技术的

企业家生存或发展的希望。众所周知，中小企业想

要挑战大企业，抢占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创新的技术

和产品是它们唯一的出路。但如果该大型企业实行

双轮垄断甚至多轮垄断，其必然会通过自己的垄断

力量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调整市场的价格、重新制

定市场规则甚至对客户进行威胁，进而排斥中小企

业的产品大规模进入市场。我们熟知的很多企业，

包括阿里巴巴、腾讯、滴滴、５８同城等皆是如此。这
些企业虽然也在竞争，但大多以垄断为目的，甚至利

用自身的实力优势烧钱进行补贴，目的是通过价格

战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而并非是利用技术创新。

这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活力，阻碍了创新创业。

（二）影响公平竞争和诚信竞争

公平竞争与价格垄断自古以来就是天敌，为了

公平竞争，必须反对价格垄断，因为如果出现价格垄

断，就不可能公平竞争。一个行业的价格垄断会直

接影响其上下游行业的竞争状况，从而使垄断企业

获得非法的优势。以我国的电商行业为例，原有的

商家与电商平台已然形成了内在的利益关系，包括

阿里巴巴在内的这些同时实施价格垄断的电商平

台，也联合封锁了该行业的潜在市场参与者，以维护

价格垄断的整体利益，这也构成了对其他行业企业的

不公平竞争，破坏了线上甚至线下采购的竞争规则。

如果你不主动加入垄断体系，极有可能直接出局。

（三）影响消费者的利益

超大型数字平台利用其基础服务能力将其垄断

地位扩展到其他领域。简单来说，它为消费者提供

了更便捷的服务。但事实上，这种效率和便捷损害

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超大型数字平台根据其已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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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数据资源，运用算法对消费者进行个性化的推

送，将消费局限在平台所设定的圈层，削弱了消费者

对新产品的感受。尤其是在双轮垄断中，平台将消

费者的数据进行跨领域使用，更加深了对消费者权

益的损害。再者平台承担的是价值引领、文化传播

等社会责任，不仅应推送个性化的内容，更应该推荐

的是社会主流的内容。

四、双轮垄断的规制路径

（一）完善数据安全利用的法律制度

数据不仅是数字经济的血液，也是国民经济发

展的战略物资。数字经济的安全与平台经济的反垄

断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从我国的实际发展

来看，维护我国数字经济的安全，不仅可以确保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保护国家的核心

利益。同时，全球竞争和数据博弈也在不断深化，这

不仅加速了数据安全法的制定，也导致了数据安全

法从“内部”向“外部”的转变。我们不仅要解决内

部的双轮垄断问题，还要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明确

数据管理的全球规则。

早在２０１５年，中央的决策层就已经开始关注数
据的安全问题。当年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指出，要“科学规范利用大数据，切实

保障数据安全”。从整体上看，我国关于数据安全

的立法正在加速推进，《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

法》的颁布与实施，为数据安全的实现提供了重要

的法律保障，《民法典》也明确了对个人信息以及数

据的保护。但各法律之间衔接并不紧密。在数据安

全法治尚不健全、数据安全形势尚且严峻的情况下，

《数据安全法》肩负着应对我国数据安全内外风险、

构建数据安全核心体系、维护大数据时代个人和国

家利益的重大使命。但在跨境数据、重要数据保护

和数据汇总等核心问题上，仍然缺乏进一步的监管

和协调。

１．完善数据法制体系
虽然我国已经有相对完善的网络建设的法制

体系，《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已经生效，

但在反垄断监管中，数据安全风险和漏洞依然存

在。在隐私数据的采集、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区

块链技术层面，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制体系。同时，

大力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落地，补充完

善相关重点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法规，加强对

平台垄断行为的认定、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消费者

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监管。同时，对不同领域产生

的数据建立“防火墙”系统，不能混用和共用，以避

免潜在的风险。

２．完善数据交易系统和数据标准
目前我国还没有数据要素市场，但已有一些数

据交易平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数据生产

或数据服务为主的数据交易平台；另一类是具有第

三方匹配性质的数字交易平台。因此，有必要完善

我国的数据交易体系。制止垄断行为，让平台经济

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运用数据和技术手段解决数据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不是使用数据垄断和技术壁垒

加剧信息不对称，阻碍竞争，导致市场扭曲。

虽然超大型数字平台收集的交易数据在某种程

度上属于该平台的私有财产，但不受管制地使用这

些数据会损害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基本利益。因

此，有必要对超大型数字平台智能定价算法的行为

进行界定。智能算法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

竞争，也可以阻碍竞争。它不仅可以提高交易效率，

而且会导致算法合谋和价格歧视。因此，监管部门

需要规范和完善超大型数字平台使用用户数据的合

理性和合法性。

（二）施行前置协同审慎监管

１．监管机制的前置性转变
国内外政府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行

为普遍采取事后监管，当一些超大型数字平台出现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时，监管机构将对这

些平台进行管理监督。［５］然而反垄断调查需要极大

的时间成本，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还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和财力。因此，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的监

管，应逐渐从事后监管转变为事前、事中监管，比如

平台的收购、商业的并购等，应该事先向监管部门申

报、备案，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之后，再进行相应的

并购和合并。超大型数字平台，随着交叉网络外部

性的存在，容易出现“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现

象，监管部门应严格监管这些平台，对垄断行为进行

精准监控，有效衡量其市场份额，判断其经营行为是

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避免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

垄断问题的出现。

平台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管转变为事前、事中监

管，由静态监管转变为动态监管。传统的静态竞争

理论包括三个步骤：界定相关的市场———限制或排

除相应的竞争行为———确定其是否对市场产生负面

影响。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理论

已不再适用。超大型数字平台突破了原有的产业格

局，模糊了市场边界。因此，在动态竞争理论下，市

场份额和持续时间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更需

要关注的是市场进入者对后来者的关注程度和行业

门槛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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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
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应共同对超大型数字平台

的双轮垄断行为进行监管，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的监

管机制，避免跨界监管的疏漏。

超大型数字平台往往连接多个用户，业务范围

涉及多个领域。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是以传统行业

为基础进行划分的，行业之间界限分明，有各自的监

管理念和方法，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并不多。但显

然，这种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平台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超大型数字平台有能力涉

足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业务。如果出现超大型

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现象，多个部门对同一平台进

行共同监管不可避免。一方面，可以建立多个部门

之间的联合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可建立一个新的部

门进行统筹监督。

３．对并购创新型初创企业审慎监管
双轮垄断效应往往体现在并购领域。在发现创

新型初创企业后，超大型数字平台往往会决定对其

进行合并和收购，并利用其现有的数据优势和流量

优势，迅速扩大相关领域的市场份额，导致行业投资

大幅下降，从而导致“狩猎融合”。之所以形成“杀

戮区”，是因为初创企业往往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即要么自身被收购，要么在竞争对手被收购后，自身

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

然而，在现行反垄断法的框架下，超大型数字平

台对初创企业的并购往往达不到经营者集中申报标

准，被反垄断执法机构忽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

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１９条已经
将该种情况予以规定，该条款主要针对的即是“猎

杀式”并购，初衷是为更好地保持市场的竞争动态，

更好地促进创新。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所有新

兴互联网公司的合并和收购都具有反垄断效应。事

实上，一些并购旨在降低自身成本，但它们将继续面

临相关市场上其他公司的竞争。此外，中国的资本

市场还不发达，在没有退出渠道情况下，被收购不失

为初创企业的理想方式。因此，基于理性原则，我们

仍然应该谨慎对待所谓的“猎杀式并购”。初创企

业一方面应推动产品创新，创造差异化优势。企业

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进行分析，促进供给侧与需求

侧的精准对接，注重个性化产品的研发，努力创造因

客而变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促进技术创新，创造

智慧效益。企业不仅要依靠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产品

的附加值，还要通过创新促进企业管理，将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嵌入企业的生产、营销等环节，进而

实现规模化运营，降低运营成本。竞争政策的关键

作用是防止市场垄断者利用其市场力量通过收购潜

在竞争者来排斥竞争者。因此，对于利用基础服务

能力压制初创企业的超大型数字平台，要建立相应

的惩戒制度，尤其是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举报者

要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

（三）建立“白名单”制度

作为要素流通和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平台必

须在解锁国民经济周期、促进中小企业协调发展、便

利人民生活、繁荣市场经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

应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损害中小企

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继续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

反垄断监管，依法查处垄断行为，恢复市场竞争，引

导和督促平台企业通过个案示范和警示作用，自觉

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各类市场主体

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建立政府

扶持和发展的“白名单”，促进大型平台企业与中小

企业良性互动，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让各类市场

主体共享平台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共同繁荣。

１．培育公共领域竞争者
如果超大型数字平台在一个或几个领域存在双

轮垄断行为，政府可以引入或培育新的竞争对手，创

建“白名单”，为名单上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资

金支持，支持其与现有的超大型数字平台竞争，从而

降低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力。特别是在公共物品

领域，为了避免这些领域出现过多的竞争者而“交

通拥堵”，竞争对手的数量也不宜过多，支持两到三

个寡头企业，一方面可以避免垄断，另一方面也可以

防止挤兑公共资源。

对于公众领域的后续进入者，由于存在一定的

用户黏性，所以后进入者在与大平台竞争时面临很

大的困境，国家市场监管的相关部门可以给予相应

的政策性补贴，逐渐形成几个平台互相制约的格局，

从而避免单一平台垄断问题。

２．扶持“专精特新”型企业
现代工业体系一直以中小企业为主，主要为大

公司提供细分领域和供应链的支持服务。在当前以

创新带动先进制造业转型和现代化的情况下，中小

企业参与创新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主要是因为产业

链的分工越来越细，细分领域的完善要求越来越高，

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协同创新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为

中小企业带来了创新发展的机会。政府应将“专精

特新”企业作为“白名单”企业的重点。“专精特新”

的灵魂是创新。“专精特新”类中小企业有能力发明

创造、创新制造关键零部件、基础技术和配套产品。

这些公司往往受到尖端技术的驱动，在细分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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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到的技术能力、强大的市场坚韧性和快速的产

品迭代速度，能够保持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敏感性并实

时响应。因此，政府应将这些企业加入“白名单”，培

育和发展一个内部有机关联、相互促进的“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生态，保持和提高产业链的水平和硬度，从

而防止超大型数字平台双轮垄断的产生。

３．提供良好环境促进产业集聚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为“白名单”上的企

业尽力提供良好的政策和环境，包括重大产业导向

政策和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经营环

境。互联网领域需要政府投资，以提供公共产品和

服务，提供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并支持创新型中小

企业的创新。对于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应支持包容

性创新，帮助中小企业快速实现技术进步。过去，政

府可能会担心，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要取得成果并

不容易。事实上，这取决于当地的市场环境。如果

市场环境鼓励创新，政府对企业的资助公开、公平和

公正，就可以对企业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并发挥政

府资助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杠杆效应。

同时，政府还必须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产业园

区的作用，中小企业主要在产业链中对大企业起到

支撑作用，产业集聚的较好效果有利于降低这些企

业的经营成本。因此，政府应为“白名单”上的企业

投资建立工业园区，更好地发展适合中小企业的智

能化公共服务，减轻企业负担，充分发挥孵化功能，

从而促进“白名单”上企业的发展，进一步防止双轮

垄断的发生。

五、结语

互联网平台的崛起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

响。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行为不断出现，现

有监管体系亟待调整。数字平台双边市场的特性和

边际效应的递减，导致大量用户数据的聚集，引发了

流量垄断。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的双轮垄断问题，

不应该仅仅适用反垄断法等法律，应严格按照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中的精神与理念，纳入动态监管机制，

考虑平台潜在风险，促进平台健康发展。对于超大

型数字平台的双垄断行为，不能盲目采用拆分的方

法，因为其形成原因不同于之前，避免超大型数字平

台进行双轮垄断的最佳方式是在市场形成的第一阶

段就保护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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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格权辨析角度探究企业数据的权利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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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时代下，企业数据因蕴藏着海量的个人信息而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被誉为２１世
纪的石油。然而当前有关企业数据的支配、利用则会因与个人信息纠缠而显得异常混乱，究其原因

则是企业数据这一无形物本身的权利归属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尚无定论。嵌套于企业数据

的个人信息作为人格权的权利客体，具有人身专属性，但通过梳理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人格

权同时具有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企业数据在此基础上合法收集个人信息的生成过程即可与现行法

的相关概念进行衔接，从而明确企业数据的权属问题，为后续数据利用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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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全球科技产业的发

展，世界已逐步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时代

已然到来。世界各国在２０１７年前后陆续发布人工
智能战略布局的发展规划，中国也在２０１７年发布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争做人工
智能时代的领先国家。然而建设人工智能这一通过

计算机“像人一样”完成任务，以其更高效的运行、

更高质量的产出作为刺激生产的支柱的科学技术，

则是由大数据为其提供环境基础进行深度学习的。

因此，数据是我国打造人工智能时代世界强国的重

中之重。前几年我国的互联网企业顺势而为，发展

迅速，但与用户签订的隐私协议因格式条款、信息不

对称等因素，导致近年来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得不

到保障，隐私侵权纠纷频发。面对这一现状，在法律

层面，就要配套相应技术出台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数

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系列制度，以平衡商业利

用与人格保护之利益冲突，化解数据利用中对用户

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和利用。然而在平衡的过程

中，人格权的重要性固然不言自明，但在立法规制中

却不排除矫枉过正的现象，造成立法司法过度偏向

个人信息保护，导致互联网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数据

“石油”所承载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个人信息“可望而

不可及”，造成企业运营成本过高，收集的个人信息

依旧“覆水难收”，无法实现立法初衷。究其原因还

是立法角度出现了偏差，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落实

有改进空间。为此，笔者反客为主，以人格权的角度

进行辨析，梳理出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为关涉个人

信息的企业数据权属配置提供合理化建议，在保护

个人信息的同时，为互联网企业数据利用建言献策。

二、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现状

当前之所以难以界定企业数据的权利归属主要

在于数据之上的个人信息是否具有财产属性从而可

被商业利用存在争议。为此笔者将从理论到立法最

终到司法三个层面对个人信息相关的财产属性的冲

突现状加以梳理，为下一步理论研究进行铺垫。

（一）法学理论层面的冲突

个人信息与隐私有交叉，均隶属于人格权。现

理论界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人格权不具有财产

利益，否则将违背人格权高于财产权的宪法价值，本

质上将重回奴隶制。这一派学者的内在逻辑是将人

·０５·



格权理解为人与人格在法律上连接起来的权利，而

人格这一概念在学界又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本是

哲学用语的“人格”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洗礼下，被法

学家们通过引入“权利能力”而赋予了规范现实生

活的法学内涵，自此就意味着法学语境下的“人格”

有着不同于哲学语境下的新的含义。然而当前学界

从“人格”到“人格权”跨越的主流观点尚有不足，将

人格权定义为“保障一个主体能够支配自己人格和

必要组成部分的权利”［１］，包括生命、身体完整、自

由、名誉、社会地位、姓名和区别性的标志以及作者

和发明者的权利等［２］。主流观点认为人格权中虽

有“少部分权利”具有财产性内容，但并不意味着从

整体上看，人格权既有精神性价值，又有财产性价

值。而隐私作为自然人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

知晓的私密信息则因信息所有人的不愿公开而更具

人身属性，将其视为有财产性质的物似乎有违伦理。

涉及个人身份的信息，往往会因公开后侵扰他人生

活安宁而被视为隐私，理应不具有财产性，然而却不

可否认财产状况等有关个人身份的信息作为个人信

息所具备的物质属性。可以看出，当前理论界对于

人格权的界定，较之于外延的内涵，以及人格权内部

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区分都显得异常混乱，在此种情

况下，对于企业数据的定性只能在计算机领域徘徊，

倒逼法学学者熟练掌握工科知识，最后的出路只能

落脚在数据对特定自然人的“可识别性”有无。而

技术手段层出不穷，加密与否、可识别性与否都是相

对的，风险与变动过大，并非良策。作为法学学科，

真正要做的是梳理与企业数据这一新现象相关的法

学概念，数据作为无体物，仍属于物的范畴，法律具

有预见性和稳定性，在现有法律制度可以进行定性

与规制的前提下，找出法律上与之匹配的制度进行

充分的说理与应用才更符合法律思维。

（二）法律规范层面的冲突

为了逻辑的自洽，理论也许可以不顾及生活事

实而自娱自乐，调整现实生活的法律规范却必须直

面生活［３］２。我国民法的总—分模式师承德国民法，

这种编纂技术通过提取公因式而形成封闭的逻辑体

系，民法总则就是在各编分则的不同法律关系基础

之上提炼出的一般性规则，而法律人格这种自然人

和法人统一享有的内容也是分则法律关系主体的概

括。《民法典》第１１１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
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

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

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其中“不得非法收

集”就表明了倘若经信息主体行使意思表示，“同

意”合法收集，则这一行为对于个人信息所有权人

以外的第三人而言即为正当。在自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
日起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关个人信息处

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又因个人信息的敏感程

度而分为一般规定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前

者以“公开即可利用”为主，辅之以“撤回同意”及

“明确拒绝”保护个人信息所有者；后者以“不授权

不可用”为前提，以“目的具有‘充分必要性’且获取

‘特别同意’”为例外。无论哪种情形，都可以明确

个人信息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可利用性，而个人

信息处理者是指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个

人信息处理事项的组织、个人，这就意味着自主决定

处理的目的中不排除以此营利的可能，这是否就间

接承认了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

（三）司法实践层面的冲突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隐私与个人信息的认定

通常基于“是否具有大众意义上私密性”为由对案

情进行审查。不同于一经泄露即导致人格利益受损

的隐私，个人信息被认为更中性，又因为其会被主动

使用或被所有人积极利用于社会交往或身份识别，

似乎就减少了被保护的必要性，减损其被保护的正

当性。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认为“没有造成不合

理损害，利用行为即不必经得同意”或“一定情况下

容许他人合理、正当地利用”。

在法律保护中，又因为涉案主体的类型不同而

主要划分为两类：经营者和非经营者。司法实践中，

若涉案主体均为经营者，案情符合１．法律对该种竞
争行为未作出特别规定；２．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确因该竞争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３．该种竞争行
为因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

有不正当性或者可责性，法院通常援引《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２条进行裁判。当有一方主体为非经营
者，即并非竞争纠纷的当事人时，对于特定自然人的

个人信息或隐私之侵害多以侵权责任为由进行法律

保护。

三、人格权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

是实务界面对个人信息被企业利用的主流态度均为

强调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理由主要为个人信息与

隐私蕴含着个人的尊严价值与生活安宁，在这两点

无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追求企业收益是有违伦理道

德的。然而个人信息与隐私作为人格权的客体，真

的只具有身份价值吗？笔者就此将视野回溯到人格

权的发迹本身，从源头探究人格权究竟为何物，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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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人格权权利“客体”的内容与属性，进而为下一

步个人信息的电子载体—数据之权属探究进行铺

垫。

（一）民法上人格的理论基础

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随着一种新兴生产方

式———私有制的出现，奴隶主与平民这组对立的阶

级之间的矛盾也因利益分配不平衡而不断升级，在

这一背景下促发形成的罗马法为调和罗马公民内部

冲突而一步步完善，而“人格”这一与“人”相分离的

概念也在此期间诞生。罗马法上的人格，当时称为

ｐｅｒｓｏｎａ，即罗马市民法上的主体，实质是家长、市民、
自由人三种社会身份，可概括为“身份人格”。梅因

爵士对此有着一针见血的评价：“‘罗马法典’只是

把罗马人的现存习惯表述于文字中。”［４］只是对奴

隶制社会下的社会现实照搬到法律上而不加以任何

调试，终将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而落后于更新的社

会现实。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席卷整个欧洲，笛卡

尔受此洗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自我意识的

概念，相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被人感知并由理性

来衡量的“万物”就成了“客体”［３］１８。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受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深

刻影响，崇尚自由、人人平等的法国民法典跳脱了反

映并适应现实生活的罗马法思路，让每一个自然人

都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人格。但发明了近代人

格理论的法国却没有对如何使用进行妥当的研究，

导致人格理论过于超脱社会现实。若从人格技术的

角度观察，法国民法典上的人格并没有安排在“法

定权利”这一层级上，而是嵌在“自然权利”之

中［３］２２。经过康德的理性批判，德国学者认识到，尽

管从逻辑层面讲，成为世界的主体首先要成为一个

“生物人”，但让人成为世界主体的，却是因为生物

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而这“自由意志”便是“人

格”［３］２４。通过历史上“人格”概念的演进，由最初罗

马法概念化的家长、市民、自由人三种身份作为人

格，到中期法国民法典概念化的人人平等之公民身

份作为人格，再到后期德国民法典通过“拟制”这一

“人格技术”将人格概念化为“权利能力”，可以看

出，人格即法律主体，分为自然人和类法人（包括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前者基于自由意志的人格基础，

有着始于出生的权利能力，后者基于拟制的人格技

术，有着国家授予的财产权利能力。

（二）人格权的内涵

前文提到笛卡尔哲学中，“我存在”是其第一原

则，“我思”则造就了“我”的主体地位［５］，此时的

“我”作为主体，由理性来衡量世界，大陆法系立足

于主体／人格，经由权利沟通“主体—客体”的法律
关系架构也源出于此［３］１８。因此也可以看出，人格

权并非是人格与权利的简单叠加，“人格”解决的是

“人何以为人”的问题，而“权利”是“主体—客体”

认知模式的产物，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乃人与外部事

物法律上的连接［６］。而人格内在于人，不可能成为

外在于人的客体，因此我们所讨论的“人格权”并非

是一个权利客体为“人格”的权利。原因有二，其

一，人格无法外在于人，主体与客体内容均内在于

人，即均为法律上的主体，将会与权利的构成相冲

突，甚至导致“自杀权”这一“对自身原始权利”支配

的成立［７］；其二，人格倘若成为权利客体，就理应可

以被当作工具、手段，这将从根本上违背“人不能当

作单纯的手段”这一伦理诫命［３］５１。可见从“人格”

到“人格权”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理

论界出现过几种论证“人格权”的学说也都有自己

明显的不足。当前的通说观点“人格利益说”为迎

合权利构成，将人格权的权利客体解释为非主体要

素的“人格利益”，既能与传统的“主体—客体”权利

结构保持一致，又能回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承认

“人格权”的存在［３］６２，但正如物权的客体是“物”，而

非“物上利益”［８］，这一解释有明显“目的法学”的影

子；“法律技术说”认识到了“人之本体保护”模式的

捉襟见肘［３］６４，但该学说从“人格”到“人格权”的跨

越并未“刺破权利本质的面纱”，陷入了“人格的法

律赋予论”的囚笼。在对现有主流观点进行反思过

后，还是要回溯到概念的源头，即创设目的，来探究

人格权的本质内涵。人格权应当囊括关于个体人格

必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权利，人能够独自、合法

地管理自我，并以此来反抗他人的一定的合法入

侵［３］６１。因此，该人格权的权利客体应当是与主体

身份息息相关但又并非内在于主体的要素。反观当

前人格权客体，会发现其中的生命、身体、健康均无

法与主体相分离，加上《民法典》第 ９９０条第 ２款
“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

人格权益”均内化于自然人，是主体的一部分，而剩

余的姓名、名誉、肖像等则并非自然人这一抽象概念

与生俱来的，无法内化于自然人。因此在民法人格

权的构造上我们可以进行类型化的尝试［３］７０，通过

将杂糅于人格权客体的真正属于自然人本体之上的

内容剥离，剩余的部分才应当成为真正的人格权客

体。

（三）人格权的双重属性

通过对人格权内涵及其价值的辨析，认识到人

格权上不仅仅有尊严价值和生活安宁，其本质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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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内在属性之外的社会属性，有社会公共性这一

面。当前《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关于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等的叙述实则是在“权利至上”的今天将

“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四项人的内在属性

之最高利益以法律技术手段降级为“权利”，以迎合

“权利保护至上”的现状。这是宪法上“人之本体保

护”模式不充分以及理论界对人格权、权利结构认

识不足共同导致的结果。综上，自然人所具备的要

素中能被权利化而称为人格权的，只能是具有社会

属性的姓名、名誉、肖像、隐私、信用等这些非内在于

主体，系主体在社会生活中渐次获得的，他人不仅可

以消极妨害，亦可积极利用的，同时主体本身亦可积

极支配这些属性而获经济利益的内容［３］７２。基于

此，就可以明确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的客体并非主体

意义上的“人格”，而是具有身份利益与财产利益的

共生体。

四、个人信息与企业数据的关系

厘清了人格权的内涵与属性，从属于人格权的

个人信息与隐私也因此而具有双重属性。代码程序

运行的互联网世界作为部分现实世界的镜像，与现

实世界中最常见的数字、文字、符号等信息在代码框

中一一对应，代码框中表示现实世界信息的内容就

叫做数据。因此可以看出，数据就是信息在电子世

界的表达，而承载个人信息与隐私的数据即为个人

数据。为了探究个人数据在互联网企业运作中的权

利归属，就要将其一分为二，首先明晰个人数据上承

载之内容在现实世界中为何物，之间有何关系，进而

探究其对应于互联网世界中的数据为何物，通过对

个人数据一体两面性的剖析，为下一步企业对个人

数据的收集和利用的行为定性，从而发现个人数据

的真正权利归属。

（一）个人信息与隐私及其关系

《民法典》第１０３４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
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

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

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

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第 １０３２条
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

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

密信息”。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应当适用有关隐

私权的规定。从法律条文的表述可以看出，其一，个

人信息尚未上升为权利，而隐私是人格权项下的隐私

权的权利客体，享受隐私权保护；其二，个人信息与隐

私有交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虽然在定性上仍

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但在法律保护和救济途径上，

享有同隐私权一样的地位。这就可以看出个人信息

与隐私的划分方法其实并没有遵循同一分类标准。

从保护客体来看，个人隐私在客观上一般呈现为

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样态，在主观上权利人也具有不愿

为他人知晓的意愿；个人信息指向的内容则更为广

泛、更为中性，包含能够识别特定个体的各种信息，权

利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主动积极使用的情形。

从保护方式来看，一般认为个人隐私一经泄露即

易导致人格利益受损，故其保护方式更注重消极防

御，对他人的行为限制更为严格；个人信息的保护方

式则包括消极防御和积极利用，一定情况下容许他人

合理、正当地利用，仅在信息处理者不当、过度处理等

情形下才引发侵权。①

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隐私具有从属关系，隐私

包含于个人信息。论证理由为隐私是关于自然人身

份的私密信息，而个人信息是关于自然人身份的信

息，前者的限定多于后者，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以

限定即为隐私，因此个人信息这种更为宽泛的信息实

现了对隐私这种更为狭隘的信息的全覆盖，故二者是

从属关系／包含关系。这种论证逻辑看似毫无破绽，
但法律概念并不可仅满足语义逻辑推演的自洽，概念

本身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亦不可忽视。我们谈及个

人信息，根据朴素的法感情，只会联想到姓名、肖像、

身份证号码等，提及隐私，则会立刻想到不愿言及的

私密话题。而法律就是要将有必要的概念进行界定

并加以区分实现不同程度的规制与保护。可以发现

个人信息下的内容具有一个共性，即可以单独或组合

后识别自然人；而隐私的特性则是该自然人并无意愿

将其公示。因此可以看出，即使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内

容有所重合，但二者是不同标准下判断的产物：个人

信息的判断标准是能否识别特定自然人；而隐私的判

断标准则是权利人（或言该特定自然人）是否愿意公

开。不同维度的分类标准取决于分类目的，只有在同

一维度下才有对比的必要性，个人信息与隐私是在不

同标准下对人格利益的圈定，二者之间相互独立，纵

使包含的内容偶有重合，但均为不同角度上对人格权

的细化，属于交叉关系。

（二）个人信息的一体两面之冲突发现

个人信息一体两面的特性决定了其对于个人而

言的尊严价值属性，更具人格意义；对于企业来说，

则更看重其资源价值属性，这种矛盾更加凸显了在

数字经济时代处理好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必要

性。不同于隐私具有不言自明的被保护及限制使用

的必要性，个人信息既然是为了识别其所有人而出

现的，必然具有可公开性，正是在这种既与个人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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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又可被外界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获取的境地下，

个人信息之现有保护难以平衡，才体现了本文研究

的必要性。因此，在完成人格权的财产属性证立，个

人信息与隐私概念的剥离后，下文主要围绕个人信

息这一公开后不具有可回收性与公开的必要性之冲

突点进行展开。

面部信息，尤其是姓名、电话号码是个人信息中

必须经过曝光给外界才具有使用价值的信息，信息

所有人对其的公开本身是处分范围内的事物。公开

后的使用结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在信息所有人

预期范围内的使用，一种是在信息所有人预期范围

外的使用。前者的使用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一对一的

交往通信以及获取通知，后者的出现情形多为垃圾

邮件，广告短信，来源多为营业公司，公开个人信息

的目的往往是便利初次交易，但商家在该笔交易达

成后会继续使用该信息进行后续的广告投放。这就

可以梳理出当前公开个人信息对信息所有人的两个

后果，一是不可收回，二是不可控制。不可收回是指

信息一旦被他人知晓，他人便不会主动删除或遗忘；

不可控制是指公开后的个人信息在后续使用过程中

不受信息所有权人的意志左右。前者对应信息在外

界的存废问题，后者对应信息被外界的使用问题。

个人信息无论基于何原因被公开，一经公开就进入

了对方知悉领域，不同于实体物具有唯一性、完整

性，个人信息这一无形物的价值不会因为公开的次

数而有所减损，亦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权利

人无权因信息是自己所有的而要求对方“返还”自

己的个人信息，即个人信息的不可收回是绝对的。

既然个人信息一旦被对方掌握，那么如何使用也理

应是对方的权利。可似乎此话一出就会触及大众朴

素的正义感，原因何在？不同于信息所有人不可收

回对方已知的关于自己的信息，这是一种信息获取

的必然结果，而对于不可控制这一特性所指的对信

息的使用，则并非信息获取后的必然结果，如何使用

均取决于使用人的主观目的，这是一种自由选择。

而自由是相对的，每个人在行使自由意志的同时不

能以侵犯他人对等的自由为前提，《宪法》第５１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

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

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在从事民事行为

的过程中除坚持自愿原则外，还要遵守公序良俗，不

得侵犯公共利益。这就要求互联网企业在收集个人

信息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权利人的“同意权”，不

论是在初次收集，还是后续基于不同目的的使用时，

只有经权利人授权收集与利用的个人信息才具有转

换为个人数据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三）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

现实世界中的个人信息对应到电子世界即为个

人数据，个人数据既然是个人信息在电子世界中的

镜像，因此也具有个人信息的身份属性和财产属性，

个人数据的身份属性是指以此可识别出特定的人，

财产属性则是基于互联网企业对其提供无偿服务而

进行的数据回收和转化。对于个人而言，被代码化

的个人信息称作个人数据；对于企业而言，收集、加

工、利用的个人数据即为企业数据，看似同一物上的

两种称谓，实则反映了不同立场下的数据归属。因

数据兼具身份属性与财产属性，个人与企业之间均

具有对此类数据的所有权和支配地位的部分合理

性，信息所有者主张个人数据蕴含自己的个人信息，

理应归属于自己所有；互联网企业主张企业数据是

自己前期平台搭建，通过提供无偿服务，积累用户数

量与信任，从而获取的内容，其中糅合了太多资金、

技术以及劳动投入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原始个人数

据只在其中起着非常微小的作用［１０］，因此谈及贡献

力大小，互联网企业具有绝对优势，理应按照投入与

产出原则将该数据权划归为企业资产。两派观点均

有一定的道理，也从中可以略窥一二，即当企业数据

作为企业生产资料时，对其的支配与利用不存在争

议；而当个人数据作为识别个体的媒介时，不当利用

则会产生个人信息与隐私受到侵害的风险，个人信

息所有人对其的管理亦无可厚非。在这种分类讨论

的立场下，对于企业数据的权属划分似乎就呼之欲

出了。

五、企业数据的权属划分

（一）企业数据内涵之重新界定

前文提到个人数据与关于个人信息的企业数据

只是不同立场下的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均为蕴

含着个人信息的数据，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

企业对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是否正当及其数据的权

属问题，因此下文将使用企业数据这一称谓。完成

了人格权与财产属性的对接，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区

分，企业数据与个人信息的镜像关系，企业数据的本

质也就真相大白了。作为个人信息在电子世界的

“影子”，企业数据具有两层属性，一为企业数据与

个人信息的对应性，二为企业数据于企业运作的资

源性。关于个人的信息自然由个人所有，不仅是权

属关系上的无争议，而且是利用、支配与公开的自愿

性，这也反映了作为法律主体充分的自由意志与意

思表示；关于代码运行的数据则是由企业平台搭建

后的收集与转化，并非从社会生活中直接抓取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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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付出了前期的投入与中期的维护成本，对其加工

部分享有权利，并有义务对数据之上属于他人的个

人信息进行保护。企业数据是被加工过后的个人信

息，其本质是被代码化的数据，而数据作为企业的

“劳动成果”，理应归属于互联网企业；而那些非经

企业进行有效加工的数据，以及企业直接抓取的非

以数据代码形式呈现的个人信息均因企业未付出相

应的技术加工而导致企业不享有所有权。换言之，

用户对其个人信息享有被遗忘权等控制信息内容的

绝对的所有权，企业对加工后成为的企业数据享有

无偿使用并以此成为数据交易的筹码等相对权的使

用权，以及保护用户和企业数据之对应义务。

（二）企业数据权属的制度构建

互联网企业基于其投资、建设所付出的资金、技

术，通过合法手段与用户签订隐私协议，获取用户

“同意”后而提炼整合出相关数据才可以自主支配

利用。然而企业数据的自主利用需要以明确的权利

归属为前提，因此笔者将视野聚焦现行法寻找企业

所有权属的法律依据。企业数据的形成是程序员编

码的结果，而程序员作为互联网企业的劳动者，其工

作内容根据《就业促进法》第８条第１款，“用人单
位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利”，而根据《著作权法》

第１１条规定：“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主持，代表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

作者。”著作权属于作者。这似乎就为企业数据的

权利归属找寻了一丝出路。然而著作权法的保护对

象是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计算机软件等符合作

品特征的智力成果，单纯不加编排整合的企业数据

并不具备作品特征，无法由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企

业数据既然是企业这一法人做出的整体“劳动成

果”，是否可以寻求劳动法的保护呢？《劳动法》第３
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看似与企

业的劳动成果应有的收益权挂钩，但其立法目的是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

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企业，并非为劳动法的

调整对象———劳动者，倘若将互联网企业的生产行

为视为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具有劳动者身份未免过于

牵强，因此也无法享受劳动法的保护。而《数据安

全法》似乎与数据保护最为贴切，然而该法立足于

国家主权视角，更多的是强调国家的数据安全战略，

而非国内企业以合法、正当的方式收集的第一手数

据，亦无法得以衔接。既然核心在于企业的“劳动

成果”归属于自己，这是一种最原始财产取得方式，

不妨寻求民法上的出路。

所有权人对于原始取得的财产，天然享有所有

权。而对于企业数据这种将个人信息转换成数据加

以利用的财产，更类似于“添附”这种民事主体把不

同所有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合并在一起的新形态财

产，如果要恢复原状则在事实上不可能或者在经济

上不合理，在此情况下，就需要确认该新财产的归属

问题。在“添附”的三种形态中，“混合”是指不同所

有人的不同财产互相渗透融合，难以分开；“附合”

是指不同所有人的财产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新

的财产，虽未达到混合程度，但非经拆毁不能达到原

有状态。无论是“难以分开”，还是“非经拆毁不能

达到原有状态”，都无法解释个人信息始终能独立

于企业数据可以单独存在的事实。“加工”这一过

程，即对他人财产加工改造为具有更高价值的新的

财产，与企业数据的生成过程更为匹配。企业数据

是个人信息与互联网企业的技术有机结合而形成的

具有新型生产价值、财产价值同时关涉国家数据安

全、主权性质的物。而用户接受互联网企业服务所

同意的“隐私协议”就是企业对他人个人信息这一

财产加工改造的合法依据。

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定

律，对新兴事物的法律规制只有穷尽了现有法律无

以规制后，才有新增立法的必要。在兜兜转转之后，

看似最为前沿的企业数据规制也逃不出古老民法的

智慧。由于“加工”的原物本身并无价值大小的判

断，因此这一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无法适用“新物

之所有权归价值大的一方，由取得所有权的一方对

另一方提供补偿”这一单独所有方式，也因无法衡

量原物各自财产价值而实行按份共有方式，因此对

于企业数据这一形成的新的物可以尝试共同共有，

即企业数据的最终所有权归属于其上个人信息所有

者与个人信息处理者共同所有。然而企业数据保存

在互联网企业，信息所有者的权利监督和实现不便

利，需要引入辅助制度帮助权利落实。在所有权不

变的前提下以契约的形式在一定期限内将财产权部

分让渡给另一主体经营，这一信息所有者权利的实

现需求与“托管”制度惊人相似。基于个人信息所

有权的完整性与企业数据的附加性，信息所有权人

对该部分财产权毫无争议，而以契约的形式在一定

期限内的让渡则同时满足了个人信息收集前提的合

法性和利用的期限有限性，最终在权利实现的同时

达到可行性与合法性的目的。因为数据的价值来源

于其庞大的个体基数，用户个人的信息转化为数据

并不能为企业带来资源效应，唯有将海量的个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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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视为整体，其贡献的财产价值回归于企业对数据

维护与保护的成本，企业数据的权属问题才得以彻

底解决。

六、结语

为解决当前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数据利用的冲

突问题，本文着眼于个人信息与人格权的从属关系，

通过论证人格权客体不同于人格上内在的高级利

益，解决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即人格权的客体究竟有

哪些，排除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四项超越权利

保护的内在于自然人的高级利益，其他与自然人有

密切联系但又外在于自然人的属性才为人格权权利

客体，如隐私、个人信息。在总结出个人信息除人身

属性之外的财产属性后，第二个解决的问题在于隐

私与个人信息的重新界定，从而梳理出真正为企业

数据可用却易被侵犯的个人信息，进而阐述该个人

信息与企业数据的关系。企业数据分为有关用户个

人信息的部分以及日常经营必不可少的商业信息，

而前者在本文中才有讨论的必要。最终解决企业数

据与现行法律的衔接，通过数据的生成过程找出企

业利用的正当性，及其对应的物的生成的法律概念，

匹配出企业数据权利归属的相关制度。

注释：

①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京０４民终７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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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革命文物的时空分布与价值意蕴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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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革命文物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河南省有着光荣
的革命历史，留下了众多革命印记。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类型众多，以革命战争旧址为主；时间上

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抗日战争时期；空间分布上呈现“一核三次中心”

的集聚性，市域分布广泛，以信阳、开封、郑州三市最为突出。平原地区革命文物数量不及山地丘陵

地区，尤以大别山区最为聚集。河南革命文物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百年党史、助力乡村振兴、谱

写出彩中原新篇章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革命文物；时空分布；大别山；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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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文物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凝结着
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

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

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

材。”［１］据国家文物局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共有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３．６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
物超过１００万件／套。河南省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
的红色热土，革命文物丰富，地域特色鲜明。每一处

革命旧址、每一座纪念馆、每一件革命文物，都彰显

着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因此，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弘

扬红色文化，牢记百年党史，高质量推动红色旅游发

展，对“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以革命文物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正成

为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要领域。如贾旭

东探讨了革命文物概念的历史沿革、时间界限

等［２］，贺云翱和干有成探讨了革命文物保护的意义

和路径［３］，唐前以延安枣园为例探讨革命文物的保

护与利用［４］，王霞对新时期如何对革命文物进行保

护、利用和管理进行了研究［５］，陈琳对革命文物在

红色旅游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６］等。这些研究涉

及革命文物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时代价值阐释

等。而从省域层面加强革命文物工作，则多见于报

刊媒体，缺乏较深入的学术探讨，目前仅见冯海英对

宁夏革命文物的时代价值和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进

行的思考［７］。河南作为革命文物大省，革命文物工

作责任重大，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有哪些重要类型，其

发展历程和分布状况如何，新时代如何彰显其时代

价值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探讨。因此，本文尝试以

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为研究对象，基于历史地理

学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河南革

命文物保护传承与创造性利用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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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资源简况

河南近代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

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史。据《简明河南党

史》，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列强侵占中国，在河南省
内建铁路，挖煤矿，再加之地主阶级压迫，河南人民

苦不堪言。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河南报界积极介绍
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青年学子致力于宣传马克

思主义。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影响和
领导下，郑州、开封、洛阳等地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

后陆续在河南省内成立党组织。１９２３年，“二七大
罢工”失败后，河南省党组织受到重创。大革命期

间，在党的帮助下，河南省党组织工作逐渐恢复，形

成河南革命高潮。从八七会议至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
爆发，河南党组织贯彻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方针，发动武装暴动５０余次，与湖北、安
徽等省的中共党组织创建了鄂豫皖、鄂豫边等革命

根据地。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南省是粮食基地、兵源

基地，又是战略指挥地，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

献。河南省地处南北分界，是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中

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事

件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８］。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奋斗中，河南留下

了众多革命文物，这些革命文物充分体现了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河南人民为民族独立作出的英勇牺牲

和巨大贡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河南省文物局印
发《关于公布河南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

（豫文物革〔２０２０〕１２号）（ｈｔｔｐ：／／ｗｗｊ．ｈｅｎａｎ．ｇｏｖ．
ｃｎ／２０２１／０１－１５／２０８００７６．ｈｔｍｌ），公布了河南省第
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公布数据显示，河南省共认定的 １１５项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以市域为基本地域单位，其中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１８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９７处。河
南省人民政府网站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类型分

为革命战争旧址、烈士墓、陵园、故居、旧居、纪念

堂、纪念馆等，本文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将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类型重新整合分类，整合后共

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革命战争旧址、烈士墓／
碑、陵园、故／旧居、纪念堂／馆／地、重要史迹等。
根据公布的“河南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

录”，统计得出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六种类型

中，革命战争旧址数量最多，共计７６处，占比高达
６６％，其次为故／旧居１３处，烈士墓／碑９处，纪念
堂／馆／地９处，重要史迹５处，陵园３处。河南省
革命基础雄厚，在土地革命期间建立了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赤城县苏维埃政府、固始县苏维埃政府

等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留下多处革命战争

旧址。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南省人民积极参加抗

敌斗争，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火
遍及河南１０９个县，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冀鲁豫抗

日根据地、太岳抗日根据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豫鄂边抗日根据地、豫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等［８］。

战火频仍，故革命旧址居多。

二、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历史演进

革命文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体现特定历史发展

阶段革命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按照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及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

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将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进

行时期划分（表１），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河南革命文
物的发展脉络。

表１　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时期划分与统计

时期 革命战争旧址 烈士墓／碑 陵园 故／旧居 纪念堂／馆／地 重要史迹 比重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７４％

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

党的诞生和大革命时期 ６ ０ ０ ２ ０ １ ７．８３％
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 ２６ ４ ０ ０ ２ １ ２８．７０％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 ２３ ３ ３ １１ ０ １ ３５．６５％
解放战争时期 １８ １ ０ ０ １ ０ １７．３９％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１ １ ０ ０ ４ ２ ６．９６％

改革开放（１９７８—至今）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７４％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类型单一，只有旧址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

国进行的侵略和掠夺使我国小农经济受到重创。各

地纷纷开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走上革命的道路。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反对清朝

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河南省尚存有太平

天国北伐军围攻怀庆府指挥部旧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南成立第一个

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洛阳组，为河南工人阶级指

明了斗争方向，河南全省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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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领导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以划分为党的

诞生和大革命时期（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土地革命战争
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日战
争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５—
１９４９年）［９］。

１．党的诞生和大革命时期（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９２７
年７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河南有革

命战争旧址、故／旧居、重要史迹三种革命文物类型，
占比７．８３％，以旧址为主。受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社
会改造思潮和社会革命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

河南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运动，农村也爆发了农

民革命起义。同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创造了良好的

历史机遇，河南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全省人

民参加反帝反军阀的伟大斗争，组织了多次罢工、罢

课、罢市的斗争，并支持北伐战争，形成河南革命高

潮，留下了如焦作煤矿工人罢工指挥部旧址等。

２．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２７年
８月—１９３７年７月）

土地革命时期，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类型以革命

战争旧址和烈士墓／碑为主，占比２８．７％，共有旧址
２６处，烈士墓／碑４处。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正
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河南党组

织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创建革命武装，发动武装暴动

５０余次。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展开了多次游击战
争，因此，革命旧址在这一时期居首位。该时期的烈

士墓／碑，主要是在革命运动中阵亡的将士集体墓，
纪念他们为民族解放做出的牺牲。

３．全国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９４５年８
月）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总

量的比重最高，占比高达３５．６５％，有五种类型的革
命文物分布，主要以革命战争旧址和故／旧居为主。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
幕，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隐蔽的山区开

辟了敌后战场。河南省内党组织领导各地人民建设

抗日武装，创建了豫南、豫东、豫北抗日武装，开辟敌

后抗日根据地，领导中原抗战，留下了２３处抗日战
争革命旧址。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众多革命英

雄，如属河南籍的许世友、杨靖宇、宋学义等人。战

争结束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们，保留其故居，铭记其

历史。

（４）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５年 ８月—１９４９年 ９
月）

解放战争时期，河南省革命文物占总量的

１７３９％，共有２０处，其中旧址 １８处，烈士墓／碑 １
处，纪念堂／馆／地１处。商丘地区是淮海战役的战
场组成地，目前保留有商丘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１９４７年６月，中国共产党实施战略反攻，刘伯承、邓
小平等人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自濮阳市台前县出

发，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在信阳大

别山地区先后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４个新
解放区，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８］。河南省

现存有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纪念地、晋冀鲁豫

野战军指挥部旧址、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旧址等。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数量

占比为８．７％，主要为纪念堂／馆／地。这主要是由
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复苏、文化建设提上日程，人

们在经历过战争的伤痛后铭记历史，缅怀英雄。河

南省不可移动文物中的纪念馆主要有郑州二七罢工

纪念塔和纪念堂、淮海战役陈官庄战斗纪念地、彭雪

枫烈士殉国纪念地等。

三、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空间分布特征

河南革命文物资源丰富，并在省内广泛分布，呈

现出以下几点特征：

（一）整体分布具有集聚性，呈现出“一核三次

中心”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７软件中的“核密度”工具对河
南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进行“核密度”的估计

分析，形成河南不可移动文物分布格局图（图１）。从
图１中可以看出，河南省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在空间
上呈现出集聚性，布局形式为“一核三次中心”。

图１　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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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是指以信阳新县、光山为中心的大别山

区域，该区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卓著的革

命老区。在地理位置上，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

会区域，处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又以大别山作为天然

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向东可以截断津浦线，向

西可以控制平汉线，向北可以扼住陇海线，向南可以

威胁日军的长江运输，是打通中国南北战场的通

道［１０］。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日，来自皖西方向的日军攻
克这一核心区域，将豫东与皖西连成一片，准备进攻

华南。因此，作为抗战的重要战场，共产党军队和国

民党军队在此奋力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

根据地对于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更是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是防

御国民党军向全国解放区进攻的前哨阵地，刘邓大

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

略进攻的序幕［１１］。因此，信阳大别山区域留下了众

多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形成了核心。

“三次中心”分别为郑州区域（郑州市区及巩

义、荥阳）；开封区域（开封市区），冀鲁豫交界的濮

阳区域（清丰县、濮阳县、范县）。郑州和开封地处

中原地区核心位置，两地相较于其他区域，革命文物

多，地域面积小，革命文物集中分布，因此形成了两

个次中心。开封城区历来是河南省的政治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河南以省会开封市为中心开展了

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学生联合举行响应“一

二·九”爱国运动的罢课行动等。郑州市位于京

汉、陇海铁路十字交汇点，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更是

共产党人领导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地区。

地处冀鲁豫三省边界的濮阳清丰县、濮阳县、范县一

带，对外交往频繁，在五四运动以后，共产党人在该

区域联络三省开展革命运动，是革命运动发展较快

的地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集中分布，形成了又一个

次中心。

（二）市域分布广泛，呈现不均衡性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７对河南省不可移动文物的市
域分布状况进行可视化处理，颜色越深代表该市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数量越多。由图２可以看出，河南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市域分布广泛，但具有不均衡性。

河南１８个地市中，除许昌和济源外，各市均有革命
文物分布（图２）。其中，信阳最多，共有３３处，信阳
又以光山县和新县较为集中。其次为开封和郑州，

两市并列第二，分别有１０处。濮阳、商丘、驻马店较
多，分别有９处、８处、７处，由于商丘和驻马店地域
面积大，革命文物分布分散，未形成中心。其他地级

市分布较少，其中南阳、平顶山、焦作、安阳四市，革

命文物数量一致，有６处，新乡、三门峡、周口分别有
３处，鹤壁、洛阳分别有２处，漯河１处。

图２　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市域分布

（三）地理环境影响革命文物分布

将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点状数据和 ＤＥＭ
数据叠加，提取每个点状数据的海拔高度并统计每

个区间的分布数量，得出革命文物与海拔高度之间

的关系（图３）。由图３可以看出，在海拔１００米以
下平原地区的革命文物总数为５８个，由于革命时期
开封属于省会，郑州属于交通枢纽，所以两地革命文

物的形成原因与地形关系不大，故予以剔除。因而，

平原地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总数为３８个。河南省
平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５５．７％［１２］，平原面积广

阔，革命军队在此区域活动或作战时没有明显障碍

物遮挡，易被敌人发现，对革命极为不利，因此平原

上革命文物分布少，且零散分布于各个地区。在海

拔１００米以上的山地丘陵地区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５７处。北部太行山，西部伏牛山，南部桐柏山均
有革命文物分布，南部大别山区面积较小，却集中分

布着大量的革命文物。这主要是因为山地丘陵地

区，地形隐蔽，易观察且不容易暴露目标，有利于构

筑工事。由此可见，河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受地

理环境的影响，山地丘陵地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数

量多于平原地区，平原密集程度不如山地丘陵，在东

南部大别山呈小范围密集分布，平原地区散落分布。

四、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蕴涵的时代价值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我国三大文化［１３］，河南革命文物是我国革命

文化的载体和革命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

发爱国热情、弘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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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蕴涵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图３　河南省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形分布特征

（一）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广泛分布，荷载的红色

基因永流传

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在省内除许昌和济源外

均有分布，其中又在信阳、郑州、开封和濮阳呈现集

聚。这些革命文物留下了革命的火种，传承着红色

基因。我们要充分利用河南革命文物教育人、启迪

人、鼓舞人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活教材”，加深对河南省革命历史的认知。各地市

可通过革命文物挖掘其背后的革命故事、革命人物，

学习革命精神，传承红色血液，牢记百年党史。目

前，郑州市二七纪念塔、夏邑县彭雪枫纪念馆、中共

中央中原局旧址等革命文物已成为河南省爱国教育

基地。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才能明其将往。我们要

通过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

（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以大别山为核心，增添

了红色旅游资源

河南革命文物在信阳大别山地区，形成了核心。

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将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

与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发展红色旅游产

业。２０１９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信阳新县田铺乡
田铺大

"

考察调研时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

法。大别山地区拥有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游客可

通过花山寨会议旧址、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地、红二

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旧址等感受革命精神，依托红色

文化和绿水青山两大资源，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业。

通过红色旅游路线，让游客在革命文物中深刻感受

百年红色奋斗历程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发展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凝聚信念，奏响了出彩

中原新篇章

２０１９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河南省要“在
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革命文物的厚重历史为奏响出彩

中原新篇章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原大地从来

都是一片英雄的土地，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散落在中

原大地上，流淌着先辈们的红色血液，承载着先辈们

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革命文物所蕴含的二七精

神、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融汇交

织成河南红色基因精神谱系，凝聚起上下同心的磅

礴力量，激发河南人民满怀信心的投身于文化强省

的建设中去。

五、结语

河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类型众多，共有六种革

命文物类型分布，以革命战争旧址为主，占比６６％。
按其发展历程，多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

战争时期和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在空间上，除许昌和

济源外，在全省各地市均有分布，但呈现出明显的集

聚性，形成以信阳大别山为核心，开封、郑州、濮阳为

次中心的“一核三次中心”的分布趋势；地理环境是

影响革命文物分布的重要因素，平原地区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数量不及山地丘陵地区，两种地形间数量

相差１９处，且处于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分布最为集
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应加大工作

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

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１］。为此，我们不仅要保

护管理运用好已公布的河南省第一批革命文物，也

要进一步调查、挖掘和认定更多的革命文物，更要认

识到革命文物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百年党史的

意义。全省上下应统筹安排，做好顶层设计，利用好

各地市尤其是大别山、郑州、开封、濮阳等地众多的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重点展示根据地红色故事、红色

人物等，彰显河南在革命抗战之中的伟大贡献。今

后，河南省应更加重视革命文物蕴含的激发党和人

民奋勇前行的信仰伟力，汇聚奋勇向前的力量，谱写

出彩中原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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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路径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谭备战，马小月
（河南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１９
基金项目：１．２０２１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招标项目“中医药融入河南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研究”（２１２４００４１００５８）；

２．２０２１年度河南省中医药文化与管理研究项目“中医药融入河南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路径研究”（ＴＣＭ２０２１０３９）；３．２０２１
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协同创新专项项目“沿黄生态走廊视域下中医药健康旅游研究”（ＸＴＣＸ２０２１－１６）；４．２０２１年度河南
中医药强省战略研究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路径探析”（ＺＹＹＱＳ－２０２１００６）

作者简介：谭备战（１９６９—），男，河南开封人，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与中
医药文化与管理。

摘　要：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医药对于维护人民健康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突发疾病和重大灾情极大地考验了国家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应急能力，同时也暴

露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结构性短板问题。着重分析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现状和重

要意义，依托河南省的优势资源，促进中西医并重，建立中西医相结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发

挥高等院校教育优势，加快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

阐述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路径，助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推动国家应急

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路径；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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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这
类突发事件，极大地威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也给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带来了挑战，

应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工作。在新冠肺炎防

治过程中，中医药全程参与和深度介入，是我国新冠

肺炎疫情防治的显著特色和突出优势。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

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１］。

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应急管理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了《“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

规划》，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防范化解重大

安全风险为主线，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河南省地处中原，

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在国家战略发展大局

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应加快完善河南省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建设，在中部地区战略崛起的发展建设

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地为全国发展大局服务。国

务院出台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
２０３０年）》，从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了发展
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中医

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对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发

挥核心作用［２］。同时河南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有

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亦有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

作为支撑，将中医药融入构建河南省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之中，有利于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

提高人民生活的健康水平，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

·３６·



一、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现状

分析

中医药在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

丰富有效的预防方案和临床诊治经验，从而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中医理论和中医体系。尤其是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中医药有效发挥了“治未病”优势，并整

合中西医的优势资源，成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２０２１年６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发布的《“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中西并重，特色发展。

坚持中西医建设任务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遵循中

医药发展规律，认真总结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经验

做法，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更好地发挥

中医药特色和比较优势，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

充、协调发展。”［３］在未来几年，我国旨在建成优质高

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有效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重

大疫情防控救治，坚持中西医协同参与，发挥中医药

特色，使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河南省作为中原大省，人口密集，面对新冠肺炎

和特大暴雨等灾害，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

暴露出来，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带来挑

战。将中医药纳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范

围之中，从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组建

中医药人才队伍、中医药科技创新、相关法律法规、

应急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完善，建立符合中医药特

色的服务体系，形成以中医药为依托、中西医防治结

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健康中原的建设，

构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有力屏障。

二、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

河南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更是中医药文

化的发源地。中医强调辨证论治，采用“号脉”的方

式，一层一层分析“病因”，采用“对症施药”的特色，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资源优势，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的构建提供了中医药方案。中医药作为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的有力储备军，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

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突破公共卫生科研攻关

难题，提升中医药研发水平，产生其他良效连锁反应，

对于推进健康中原和健康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中医药对于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有着重

要作用，充分利用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的历

史经验和实践经验，发挥中医药独具特色的优势，不

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市、区、街道（乡

镇）、社区（村）四级网格形成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同时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公共

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显著加强［４］。依托高水

平一流化的综合性医疗机构，承担疾病救治和预防

培训的任务，提高综合救治能力，确保医疗救治和保

障体系更加成熟，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更加

健全，把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提升到新的水平。

（二）提升中医药研发水平

中医药传承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伴

随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衍生而来，很多优质资源

有待发现和挖掘，实现中医药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的融合，对于充分发掘中医药资源和提升中医

药研发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中医药拥有底蕴深厚

的医学积累，将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能产

生巨大合力，为中医药研发水平提供技术支持。培

养中医药高质量人才储备军，为中医药研发提供智

力支持和人才支撑。中医药企业也有较强的生产能

力，为中医药研发水平的提升提供最大的物资保障。

提升中医药的研发水平，推动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有

利于突破公共卫生科研攻关的难题，进一步提升医

疗卫生的科研水平。

（三）产生其他良效连锁反应

中医药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发展将

产生多重效益，二者的融合发展将带来多方面的共

赢效果。完善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提升中医药

文化的价值水平，不断提升中医药的接受度、知名度

和认可度。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应急管理信息共享平

台，提高各级政府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培养专

业人才队伍，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三、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路径

分析

重新审视时代赋予中医药的价值，依托河南省

中医药资源丰富的优势，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建立

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促进中西医并重，建立中西医相结合的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一是提升中西医协同应急救治能力。通过创新

中西医协作医疗模式，强化中医药在临床救治过程

中的作用，将中医纳入多学科会诊体系，总结中医药

参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

善中西医救治协同机制，全面提升中西医协同应急

救治能力。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针对中医

药治疗有优势的疾病，结合西医的理论分析，总结出

多种中西医结合的诊治方案，专门组建中西医结合

诊室，打造中西医结合团队，开展中西医联合诊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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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强强联合，协同救治发挥最大合力。

二是建立中西医结合的应急管理平台。依托中

西医并行的运行机制，发挥中西医的最大优势和合

力，提高诊疗能力。聚焦新发突发重大重点难题，开

展中西医协同攻关，优势互补，建立应急管理信息共

享平台，形成以国家为龙头，各省市为核心，各综合

性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为骨干，基层社区医疗机

构为基础的中西医结合预防诊疗传染病体系，实现

传染病的中西医结合预防与诊疗在县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的全覆盖，促进预防、医疗、科研、教育、法制的

联动发展［５］。提高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体系的

综合救治水平，构建新型中西医结合的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做到消息互通有

无，上下协调，尽快完善当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

台，为国家卫生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镜鉴。

三是构建中西医结合、多学科优势互补的救治

体系。完善组织架构，构建中西医并行的运行机制，

多学科优势互补提高预防和救治传染病的诊疗能

力。中医药与生物信息学和人工智能的交叉学科表

现比较突出，通过与生物信息学的结合，建立了多个

中药数据库，如组分中药数据库、ＥＴＣＭ（中医百科
全书）等，及时筛选有效药物，预测药物作用机制，

进行处方优化及评价，如宣肺败毒方就是基于“文

献＋经验＋药物筛选”得出的有效药物。在人工智
能方面，启动“面向２０３５人工智能在中医药领域的
应用战略研究”，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在中医诊疗、

中药智能制造和中医药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战略研

究［６］。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优势，使交叉学科之间

形成优势互补，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多学科优势互

补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二）发挥高等院校教育优势，加快中医药人才

队伍培养

一是建立以中医药防治为特色的突发性疾病学

科体系。阅读古代医史文献可以发现，在抗击疫病

的历史上，中医创造出了许多救治理论和诊治方法，

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要高度重视中医药经验的传

承发展，继承中医药的预防救治经验，从中汲取先人

们的智慧，传承其精华。中医注重普及起居调养、太

极拳、八段锦等养生方法，可有效发挥中医药在调

理、保健和慢病防治等方面的作用，结合现代社会发

展的需求，建立以中医药防治为特色的突发性疾病

学科体系，建设出一批具有中医特色的医疗基地、防

治传染病临床基地和重点实验室，不断发展中医药健

康产业，对于中医药防治突发性疾病学科体系构建有

着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加快培养中医药人才队伍。

二是培养“平战结合”全能型中医药医护人员。

依托河南省的高校建设发展，培养一批“平战结合”

全能型中医药医护人员，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依托，

加强中医药院校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出一批与时

代需求相对应的专业性人才。在高等医学院校教育

层面，加强中医药储备人才的知识学习，着力培养出

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等方面相结合的全能型人才，

确保在平时阶段做好临床方面的治疗，战时阶段随

时进入工作的状态。运用中医药专业知识进行防

治，培养建设一支中医药功底深厚、重症救治能力突

出、治病救人专业高效的“平战结合”全能型中医药

医护人员队伍［７］。促进多学科相融合发展，助力

“平战结合”全能型中医药医护人才的培养，充分发

挥中医药对重大疫情的防治能力。

三是注重前方救治一线和后方科研团队之间的

配合。加快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将前方救治一线

和后方科研团队紧密结合，借助中医院校、科研院所

和中医院的发展建设，加强三者之间的联系。在高

等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加强学校专业教师和医院临

床科室之间的交流学习，将最新的临床信息及时反馈

到学生的课堂，把最新的知识及时引进课堂教学。将

最新科研成果深入临床考察，让前方救治一线的情况

及时反馈给学校的科研团队，充分利用好前方与后方

的资源，有利于加快专业型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培养。

（三）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助力中医药传

承创新

一是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建设与科技攻关工作。

中医药历来以辩证诊治、扶正祛邪而闻名，以“三方三

药”为代表的中医药方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期间取

得了较好的疗效。为更好提升中医药的服务能力，我

们要在传承中医药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中医药的科技

创新。通过加强中医药研究基地建设，及时解决应急

状态下暴露出的短板问题，让中医药发挥出更大的社

会效益。在中医药研发领域，通过进一步提升传染性

疾病科研水平，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科技

攻关工作的开展，提升应急状态下中医药研发能力，

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与发展。

二是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与传承发展。２０２１
年５月１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南阳市考察时
说：“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

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

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

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８］中医药在历史贡献

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赋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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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新的时代内涵，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深入实施

中医药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挖掘仲景文化等中医

药特色资源，打造中医药品牌建设，使中医药文化成

为人民群众喜爱的特色文化，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是注重与中医药企业开展“产教学研”合作。

开展“产教学研”合作，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

通过借助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羚锐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等河南知名企业，将中医药院校和

中医药知名企业相结合，建立以中医药为特色的研

究基地，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疑难杂症问题

为切入点，积极融入中医药诊疗方案，及时反馈治疗

效果，为科研创新提出新的思路，为学校教学提出新

的案例，加强“产教学研”合作建设。“产教学研”合

作的开展有利于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中医药人

才，深度挖掘中医药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

潜力，更好地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医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重

要贡献，总结中医药的成功防治经验，发挥中医药的

现代价值，提升我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卫生体

系的应急管理水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真

正做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健康中国的开

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管理新格局，推进国家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向现代化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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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稳致远的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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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和欧洲是东西方文明的代表，都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
双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存在一些摩擦和

分歧，但总体上双方存在诸多共识，合作交流是主体。只要欧洲真正做到战略自主，双方有足够的政

治互信和战略互信，中欧关系的未来值得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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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
要着力点，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途径和通向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和欧洲是东西方文明的代表，都是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双方应努力打造“和平、增

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以共同促进世界和

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有２７
个成员国的欧盟是欧洲乃至世界成就最大、结构最

完善、实力最雄厚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中欧关系最主

要的就是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加上美国的干扰等因素，欧盟对中国崛起的疑虑重

重，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未来欧盟政策调整可能

导致中欧经济上的纷扰增多，但双方合作的机遇和

潜力仍然巨大，中欧加强合作仍将是主流。

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之不易

７０多年来，中欧从冷战时期的尝试接触、不断
发展到新时期不断成熟，双方基于全方位、宽领域、

多层次的愿望与利益，逐步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为世界多极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冷战烙印下的尝试接触

二次大战后，世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两大阵营一直处于紧张

的激烈对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由于美国等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遏制

包围政策，中国在外交上只能奉行“一边倒”战略，

与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阵营关系冷淡。中国与欧共

体直到 １９７５年才建立正式关系，从 １９７５年起到
１９８９年的１５年或许可称之为中欧关系的第一阶
段。在这一阶段，中欧关系开始逐步缓解并有一定

的建树，但总体上双方仅仅只是侧重于冷战时期外

部各自需求，尚未形成较为稳固的政治与经济基础。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是西方国家二战后发展的
黄金时期，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欧

共体的成立，使欧洲在全球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

１９６４年１月，法国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欧
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与西欧各国接触越来越频

繁，双方紧张关系得到了大大缓解。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打破了相互
隔绝局面、双边得到了改善。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

最大障碍逐渐消除。１９７５年，欧共体外交专员访华，
双方在外交上相互承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方在

欧共体派驻了外交使团，中欧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历

史时期，揭开了双方交往的新篇章。冷战格局的变化

是这一时期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时

期的中欧关系基础是为了共同抗击苏联的威胁，双方

的战略共识仅仅停留在安全利益方面且缺乏长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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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尚未深入发展。

１９７８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庞大的
人口和发展步伐吸引了欧方企业等纷纷加入这一新

兴市场。中欧关系在整个８０年代长足发展，双方贸
易额增长了约十倍。

（二）逐步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１９９０年，随着政治关系的回升，中欧经贸关系
也逐渐恢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致力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市场全面开发。鉴于中国巨大的

市场吸引力和自身经济的不断发展，欧盟对华合作

采取了务实态度，其充分认识到中国对欧盟经济发

展的重要意义，双方在诸多领域具有更加广泛的利

益。

经贸关系是中欧合作的核心内容。作为有着十

几亿人口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全球世界

上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市场，ＧＤＰ年均增长高达
９％以上，对外贸易更是达到了１５％。到９０年代中
后期，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收

外国直接投资国、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外汇储

备国。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

成为世界一支重要经济力量、经济大国。与中国蓬

勃发展的大好局面相反，９０年代的欧盟，经济发展
进入低谷、经济增长一直陷入低迷状态。要想解决

欧盟疲软的经济状态，其认识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

潜力和吸引力。欧盟对推动对华经济发展，加强对

华投资、贸易充满了期待，这也为欧盟积极调整对华

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作为安理会五

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伴随着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

不断跃升，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在全球各项事务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冷战的结束，

欧盟致力于谋求多极化发展国际上的一极，致力于

提升欧盟整体在国际的话语权与地位，致力于扩大

其自身的影响力。双方加强协商与对话，加强合作

与交流，完全符合欧方的外交利益，有利于其借助中

方不断增加的政治影响力而提升欧盟在全球的影

响，完全符合欧盟外交和战略利益。

１９９２年开始，中欧关系由凉到热，双方从恢复
对话到高层互访不断增多，经贸往来更进一步。９０
年代中期，欧盟开始积极主动提升中欧关系，对华政

策开始调整，中欧关系开始发生质的飞跃，进入了相

对稳定的阶段。１９９５年，欧盟发表了《中欧关系长
期政策》，这是欧盟第一个全面对华文件。文件认

识到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强大，中欧关系应该成为欧

亚关系甚至全球外交上的重要里程碑。希望与中国

进行“建设性接触”，与中国建立长期的、稳定的覆

盖政治经济的良好关系；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与合

作”，促进欧中经贸关系的全面发展。１９９６年 １１
月，欧盟委员会通《欧洲联盟对华新战略》的文件，

对《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作出进一步的补充，强

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支持中

方广泛参与国际事务。

１９９８年３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与中国建立全
面伙伴关系》，旨在建立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

文件确定了欧盟对华发展的五大目标。一是与中国

继续接触，共同面对全球问题；二是以合作促进人

权；三是支持和鼓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金融体

系；四是发展中欧合作项目；五是提升欧盟在华知名

度。欧盟视中国为“有着巨大共同战略利益的战略

性伙伴”，把对华合作扩展到全方位。

整个９０年代，欧盟对华政策颇具有连续性、务
实性，双方政治关系的拓展推动了经贸关系迅猛增

长。１９９７年欧盟已成为仅次于日本与美国的中国
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欧盟对外贸易由１９９０年
的第１０位上升到１９９８年的第４位。

（三）确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２１世纪初，历经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发展，国
际政治呈现出新的态势，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日益

明显。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经济发展保持长期
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综合

国力和世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２００２年，欧元在欧
盟流通；２００４年，欧盟一次性吸收１０个新成员。欧
洲宪法、欧洲议会、欧洲法院，欧盟一体化不断提升，

开始向政治、经济集团大步迈进。时代赋予中欧新

的机遇，作为国际社会的中坚力量，中欧积极向“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迈进。

２００３年，欧盟在评估原有对华政策的基础上，
推出了新的对华关系战略文件《欧中的共同利益与

挑战》。文件认为中欧双方关系全面稳定发展，经

贸关系得到广泛发展；提出了中欧合作计划；加强在

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合作，推进全球治理。２００３
年，中欧领导人第六次会晤，达成致力于发展“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当年中欧贸易额突破１０００
亿美元大关。２００４年被确定为中国的“欧洲年”，欧
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

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第一大技术供应方，这一时

期被称为自中欧建交以来“历史最好时期”。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欧盟《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
任》文件，要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而牢固的战略伙伴

关系。２０１０年，中国ＧＤＰ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同年，欧盟阿什顿报告中国位列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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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仅次于美国，其后分别是俄罗斯、印度。２０１４年
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提出了打造“和平、增长、

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赋予了新的内涵。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双方合作
现出了较高的水平，中欧关系稳定发展。

二、合作与防范考验着中欧双方

新冠疫情暴发后，双方在疫情控制、反对贸易保

护、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进一步加强。但

伴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再加上美国因

素的影响，欧洲内部对华不断有不和谐的声音，中欧

关系面临着考验。

（一）克服疫情影响，中欧进一步加强合作

近几年，中欧互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

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货物与人

员往来日益密切。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在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双方企业和民众普遍分享到

合作红利。

在新冠疫情肆虐情况下，中欧双方成为共同稳

定全球供应链并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中

国与欧盟贸易韧劲十足、充满“牛气”，２０２０年，中国
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２０２１年前
１０个月，双边贸易超过２０２０全年贸易总额，同比增
长３０％。中欧经贸往来的成绩及其展现出的韧性，
无疑是对鼓吹“脱钩”、唱衰中欧合作言论的有力回

击，以中欧班列为例，面对疫情对海运和空运的冲

击，充分利用国际铁路联运独特优势，承接了大量转

移货物的任务，生动诠释了疫情下中欧贸易的繁荣

与活力。中欧班列已铺画７３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
２３个国家的１７０多个城市，运输货品达５万余种。
成为日夜奔跑在亚欧大陆上的“钢铁驼队”。２０２０
年，中欧班列首破“万列”大关，累计开行 １．２４万
列，创纪录地实现了同比增长５０％，跑出了互利共
赢“加速度”。２０２１年１—８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
行１００３０列，较２０２０年提前２个月实现年度开行破
万列，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中欧班列保障了国际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国内国际双循环作出了积

极贡献。

（二）对中国的警惕防范前所未有

随着中欧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国际竞争力的

不断提高，欧盟对华政策出现新变化。欧洲虽然仍

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但出现了不少不和谐的因素，

对华观望、迟疑、防范立场在增多。

对华经贸活动不断保守化。欧盟先后通过了

《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针对外国政府补贴的促

进公平竞争白皮书》，持续加码对华贸易保护主义。

这直接导致了２０１７年以来，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联
系大幅度减少，特别是在技术领域的跨境投资难度

加大。疫情防控期间，欧洲对华贸易保护没有减弱，

而是进一步增强。

将政治标准强加到经济领域。受舆论环境特别

是中美近年来的角力，欧洲改变了“经济归经济、政

治归政治”做法，战略上强化与美协调。在２０２０年
底，中国与欧洲达成了自贸投资协定，这一协议的达

成，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能够大幅度提升中国以及欧

洲经济发展水平。但２０２１年３月，欧盟就所谓“人
权”问题实施对华制裁；随后，中方决定对欧方严重

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

人员和实体实施反制裁。欧盟不反思自己无端污蔑

并干涉中国内政，反而用人权为借口，宣布冻结了

《中欧贸易协定》的审批，这意味着这个双方耗费多

年所签下的协定，无法投入实施。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欧关系。欧洲对中国日

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到恐惧，发布了《欧盟印太

合作战略报告》，希望借助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

合力，抵消中国塑造的国际地缘战略新格局。在南

海问题上，英国航空母舰前脚刚走，德国军舰不远万

里穿航南海，刷存在感。在台海方面挑战中国底线，

立陶宛设立所谓台湾办事处充当反华“急先锋”，法

国、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多国议员窜

犯台湾。其还在香港民主、新疆人权等方面对中国

指指点点，搞升级对抗。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力量

此消彼长。欧洲一方面对华务实合作的需求进一步

增强，另一方面对中国的警惕防范也前所未有，其本

质上是欧盟因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快速上升做出的应

激反应。这必然会影响中欧关系的平衡性，未来中

欧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对抗也不能完全排除。

（三）美国因素是中欧关系的外部变量

美欧跨大西洋同盟是冷战期间为应对“苏联威

胁”而形成的，欧洲国家的外交独立性十分有限，在

安全上对美国严重依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法

德等欧盟核心大国对外政策便显出更强的自主性，

但由于英国等所谓铁杆“亲美”国家，在对华政策上

欧洲政策自主性仍然深受美国制约。美国把中国定

为“战略竞争对手”，欧洲就把中国定为“制度性竞

争对手”。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欧洲就出台了外

商投资、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新规。美国认为华为５Ｇ
技术不安全，英国就开始和华为解除合同，拆除５Ｇ
设备。美国说“南海航行自由受到威胁”，英国、德

国就先后派军舰到南海巡航刷存在感。美国多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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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新疆、台湾等事项干涉中国内政，欧洲也随声附

和、横加指责。

尽管欧洲也曾一度在特朗普大搞“美国优先”

的时期，强调要“战略自主”，强调在深刻变化的国

际形势下，欧盟要在外交和安全防务等领域体现独

立自主性，加快摆脱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但拜

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回来领导西方世界，欧洲似乎觉

得又有了主心骨，因此也就开始淡化“战略自主”

了。欧洲的对华政策尽管会受美国影响，但出于自

身利益出发，仍然表现出起独立性。毕竟，伴随着中

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要解决重要

的全球性问题也离不开中国；同时，欧洲与中国在经

济上深度交织，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使欧洲已无

法也不愿与之脱钩。但毫无疑问美国因素在中欧关

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美国因素成为中欧关系的最

大变量，会深度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

三、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要想不断获得生命力，

需要双方继续坚持沟通对话，妥善解决分歧，在危机

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相互尊重，共同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

理

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中欧是伙

伴而不是对手。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不存

在历史遗留的包袱，也不是战略竞争对手，更没有地

缘政治矛盾，有的只是巨大的合作需求，完全可以互

利共赢，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中国从未做过损害欧洲利益的事情。中国一直

支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支持欧洲的团结合作和在

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欧债危机时，中国

主动向欧洲伸出援手；在别人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

定》时，中国力挺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在伊核等

热点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顶住压力，保持了相近的立

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与欧洲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对

单边主义，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在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合作中，中国一直秉持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立

场，从未有任何要分裂欧洲的想法。恰恰是在新冠疫

情反复肆虐，欧洲物资运输格外吃紧的情况下，中国

与中东欧合作的成果———中欧班列，发挥了无可替代

的作用，使欧洲许许多多的国家都从中受益。

目前，中欧经贸往来已经从货物贸易扩大至服

务贸易、投资、技术、金融、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

域，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

韧性持续增强。近年来，中国与欧盟签署了航空安

全协定、地理标志协定，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还建立起数字、绿色伙伴关系，与瑞士、冰岛自贸区

协定运行良好。

彼此交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

异。中方支持欧方提升战略自主，真正独立自主发展

对华关系与合作，共同践行多边主义。欧盟应树立正

确的认知，充分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政治选择，排除

美方干扰，推动双方沿着正确轨道继续稳定发展。

（二）加强合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提供新动

能

中欧合作的核心首先是经济。中欧贸易依赖性

和互补性强，中国与欧盟是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双

方的经贸往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经贸领域中欧将仍以合作为主基调。尽管欧盟

担心中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将成为欧盟的强劲竞争

者，但在２０２０年，面对疫情冲击，中国超过美国，中
欧双方贸易逆势上扬，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欧盟大部分跨国企业仍然视中国为最佳合作伙伴，

对中国市场高度认可。以德国在华企业为例，９６％
企业表示继续在中国，７２％表示要扩大在中国的投
资。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８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欧盟
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进行第八次中欧

经贸高层对话，继续加快推进中欧投资谈判，推进金

融业双向开放和互利合作以及扩大中欧农产品贸易

等，双方达成一系列共识。疫情防控期间，中欧班列

开行数量在疫情的影响下不减反增，成为国际贸易

和物流运输的大通道。中欧作为拉动世界经济的

“双引擎”，双边贸易的“牛劲”不仅为全球贡献增长

与就业，更以实际行动维护开放经济与自由贸易，支

持全球贸易复苏。

（三）顶层设计，从战略角度把稳中欧关系方向

盘

中欧关系历经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在若干领

域有着重要交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反对单边主

义和霸权主义、加强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合作等方

面，有较大的共识和相似的利益。

过去的一年，中欧元首外交保持着紧密联系。

习近平主席两度主持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与法

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达成了诸多共

识，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

向和主基调”，“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把稳

中欧关系方向盘。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视频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务实均衡、

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合作原则，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助力各自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欧之间的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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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体现了高度政治互信和密切战略沟通。

２０２１年底，习近平主席与新任德国总理朔尔茨
通电话，双边主要讨论了深化伙伴关系和经济关系、

欧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问题。习近平主席

指出中欧是全球两大独立自主的力量，有着广泛战

略共识和共同利益。双方要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定位，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确保中欧

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作为欧盟的“领头羊”之

一，朔尔茨总理表示以建设性态度促进欧中关系发

展，愿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６日刚“开春”，习近平主席与欧
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为中法、中欧

关系定向把舵。双方均表示要扩大共识，为中法、中

欧关系发展增添新动力，共同推动中法、中欧关系新

发展。

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欧双方只要坚持互利

共赢、携手合作，就能有效应对双方所面临的挑战，

共同推动中欧合作行稳致远。中方建设并运营的希

腊比雷埃夫斯港，成为亚欧非三大洲海运业务及全

球发展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一；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中方与匈牙利、塞尔维

亚合作的匈塞铁路已部分建成通车。这一系列“一

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的稳步推进，充分体现了双方

经济融合的加深。同时，双方在抗击疫情、维护多边

主义、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也有广泛的共识。这些成

绩证明了尽管中欧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同，但双方的

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欧盟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对中国认知上存在偏

差，出台的一些限制双方合作的政策影响了中欧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甚至出现了与立陶宛“关系降

级”，这不利于双方利益。但总体而言，中欧关系合

作仍将是主流，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的

共识远多于分歧、合作远大于对抗。只要欧洲真正

做到战略自主，双方有足够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

保持双边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欧合作空间也

将无限广阔，中欧关系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中欧关

系的未来值得期许。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
思想学习纲要［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８）．

［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百年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新变
化［Ｍ］．上海：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１．

［３］冯仲平．新冠疫情下的欧洲战略困境与中欧关系（英文）
［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０（４）．

［４］冯怡然．欧盟对华政策三大新变化及中欧关系发展趋势
［Ｊ］．国际论坛，２０２１（４）：８１－９８，１５８－１５９．

［５］杨骏，徐永春．元首通话给中法中欧关系带来春意［Ｎ］．
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２２－０２－１８（０１０）．

［６］周弘，金玲．中欧关系 ７０年：多领域伙伴关系的发展
［Ｊ］．欧洲研究，２０１９（５）：１－１５，１６５．

［７］王灵桂．合作共赢 开创中欧关系新局面［Ｊ］．欧洲研究，
２０２１（５）：１－５，１６５．

［８］人民网．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通电话［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１２－２１］．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
２０２１／１２２１／ｃ１０２４－３２３１３７５８．ｈｔｍｌ．

［９］崔洪建．盘整好中欧关系基本格局［Ｎ］．环球时报，
２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１４）．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Ｏｎ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ｇａ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ｏｔｈａｒｅ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ｆｏ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ｗｏｒｌｄ．Ａｆｔｅ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Ｃｈｉ
ｎａ，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ｈａｖ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ｆｏｒｍｅｄ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ｓｏｍ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ｂｕｔ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ｂｏｄｙ．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Ｅｕｒｏｐｅｔｒｕｌ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ｅｎｊｏｙ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ｓｔ，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ｅａｄ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１７·



第３９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２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２２　

革命文艺的下乡：以鲁艺工作团为中心的考察

梁琚牵
（西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０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视域下甘肃民族院校‘纲要’课教学改革研究”

（２０２１ＱＮ００４）
作者简介：梁琚牵（１９８８—），女，甘肃环县人，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摘　要：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走进“大鲁
艺”、实现“文艺服务于工农兵”亦成为１９４３年鲁艺师生组建鲁艺工作团、配合西北局工作的内在动
力。下乡期间，工作团把握服务乡村的原则，文艺演出侧重当时革命需要，并在吸收和借鉴乡村民间

文艺形式的基础上，融合乡村革命内涵，创作出《周子山》等新剧目，实现文艺与革命的双向互动。

此次下乡，既促使团员深入理解和认识乡村社会，重新发现并重视乡村旧有文艺，又坚定了他们文艺

创作“来源于生活”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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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
讲话，提出力争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

的一个组成部分”［１］２８７。随后延安掀起“新秧歌运

动”，在改造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艺创作与乡

村革命的有效互动。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研究①，

为我们理解延安乡村革命文艺运动奠定理论基础。

时至今日，问题的关键不是革命文艺是否对

乡村产生影响，而是如何产生影响，换言之，延安

时期革命文艺如何走进乡村、乡村生活如何影响

革命文艺的创作，这是我们深入理解延安革命文

艺的重大理论问题，已有研究就此少有系统分

析②。鉴于此，本文以 １９４３年延安鲁迅文艺学院
工作团（下文简称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地区演出为

叙述主线，结合《解放日报》、工作团团员及民众回

忆等文献，在梳理工作团工作基础上，展示“讲话”

影响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思路转变的历史轨

迹，以期丰富我们对中共革命文艺及在其影响下

乡村革命的整体认识。

一、走进“大鲁艺”：工作团下乡之缘由

全面抗战爆发后，动员民众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成为中共面临的重大课题。除利用现有革命力量，

还须注意“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

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２］７８９。就此，１９３８年，鲁迅艺
术学院③（下文简称鲁艺）成立。办学伊始，鲁艺就

形成“文艺下乡”的传统。如是年９月文学系部分
学院到二十里铺下乡、１２月美术系的木刻工作团赴
山西敌后根据地，１９４１年７月戏剧部、音乐部组成
宣传队赴安塞、延安进行宣传等。就演出的效果，据

时人回忆，形式较为单一，多是“演一场戏就完了”，

且排演剧目多为《日出》《雷雨》等与抗战生活和边

区群众关联不很紧密的“大戏”［３］８５。而在毛泽东看

来，此时文艺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

影响”，无法发挥其在革命中的宣传作用［４］３８４。毛泽

东对调整文艺发展方向的强调，是基于当时乡村革

命的全局考虑。因此，鲁艺的文艺演出效果，理应是

动态发展的。

１９３８年８月，由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生为骨干
组建实验剧团。之后排练并上演了包括曹禺的《日

出》等剧目。据学员回忆，是毛泽东提出要演《日

出》，要让从长征过来的干部、老红军“知道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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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和天津这些地方当

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５］８９。自１９４０年元旦起，《日
出》在延安正式公演，观众给予肯定，“士兵或外地

的那些干部背着行李跑着来看”，知识分子“这么多

年没有看这样的戏了，那时特别开心，也特别轰动，

场场爆满”［５］９１。“因演出效果甚佳，博得一致好评。

中共领袖毛泽东、王明、洛甫等同志对于原作者曹禺

先生备极赞扬”［６］。

１９４０年曾被中央领导肯定的剧目，为何到１９４２
年成了被“引导”要改变的呢？其中缘由，一方面要

从鲁艺自身转变说起。自１９４０年７月开始，鲁艺制
定新的教学大纲。如戏剧系引入苏联的表演理论体

系，注重演员“要同角色结合”，此种“提高的愿望是

很好的，但是提高的条件并不具备”［５］１００。另一方面

须从观众角度考察，即鲁艺的演出并未受到来自乡

村观众的欢迎，甚至遭到部分党政军干部抵制。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鲁艺音乐系创作《凤凰涅?大合唱》，
“好多名家都出来了”，但老百姓“根本不接受，不能

理解”；就美术系的漫画展，毛泽东看后，不明白有

些“画的是什么东西”［５］１００－１０１。此时鲁艺因过于注

重艺术层次的“提高”，未能适应边区革命形势的变

化。皖南事变后，文艺须设法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政

府倡导的乡村建设，鲁艺此时却“关门提高”。

针对文艺工作与乡村革命的“不结合”，１９４２年
５月２日、２３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
两次讲话，阐释革命文艺发展的方向等问题。就此，

鲁艺学生“虽然知道我们革命的文艺要为大多数人

服务这样一些一般的道理，但为大众的文艺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并不懂得，思想上只有一个抽象的概

念”［７］１９９。为更好地帮助师生理解文艺与革命的相结

合，３０日，毛泽东到鲁艺给师生作了一场报告，指出：
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

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

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

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对认

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

自己的立足点逐渐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

才能做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４］３８４。

在毛泽东看来，鲁艺师生应走进乡村、到群众中

去，向人民学习，这样创作的作品才为人民所喜爱。

是年７月，为配合纪念抗战五周年，鲁艺师生到
乡村巡回演出，演出效果仍不佳。据演员回忆，“由

于生活习惯、语言、动作以及生活内容和艺术形式都

是当时当地群众所不熟悉、不了解的，所以一点儿也

没有得到群众的欢迎”［８］。面对如此效果，师生们

感到苦闷：“我们的演出怎样才能获得工农观众的

喜爱呢？”［８］师生们的疑惑恰好说明：即使有了毛泽

东的倡导，但文艺与革命的相融合，仍须文艺工作者

在不断的实践中得以领会与贯彻。正如时人所悟的

“有了认识，不等于就能正确地行动”［８］。那么，如

何实现文艺“下乡”、满足革命需要，是鲁艺师生亟

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１９４２年下半年，伴随整风运动的开展，鲁艺师
生对“关门提高”“洋教条”等进行了深刻检查，通过

学习与讨论，师生们明白“不仅要有为工农兵服务

的愿望和热情，而且‘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

便于接受的东西’去为他们服务才能达到真正的服

务的目的”［８］。１９４３年元旦，为了深入宣传《抗日救
国十大政策》，鲁艺组织排练了旱船、大秧歌等节

目，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肯定的同时，亦被点

出存在的问题。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指出

“要在实践中创造和提高，注意把一些不健康的、有

损于劳动人民形象的东西去掉”。民众也反映“鲁

艺闹秧歌咱双手欢迎，就是将咱边区各行各业的人

扮得不美，看了心里不舒坦”［９］２７９。鲁艺师生回校自

查：须抛弃“旧秧歌队中丑化劳动人民的地方（这是

指秧歌队中的化装仍把一些农民形象画上三花脸或

是丑婆子等现象）”［８］。此次元旦演出既坚定了鲁

艺师生改造文艺的信心，又为其探索文艺走进乡村、

走进民众生活指明了方向。随后在当年春节演出

中，鲁艺师生改造了以往演出中存在的问题，改编后

的剧目尤其是《兄妹开荒》《刘二起家》，在满足人民

娱乐的同时，配合着政府生产动员等工作。民众看

了后说“以前鲁艺的戏看不懂，这回看懂了”；当宣

传队打花鼓的双人表演唱到“猪呀、羊呀，送到哪里

去？”老百姓就能接着唱和“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曲调他们是熟悉的。事实也是如此：他们正是在拥

军运动中把猪羊慰劳给部队［１０］。如此效果，正是鲁

艺师生们追求的。

就鲁艺工作团的下乡，已有研究将其归结于西

北局宣传部的组织④。而这仅仅属于工作团下乡的

外在动力，如将分析视角转到鲁艺自身，尤其结合

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鲁艺师生演出的动态变化。应该
说，鲁艺师生的自觉亦是工作团下乡的内在驱动。

因受毛泽东“到大鲁艺去学习”的鼓舞，实现文艺与革

命的融合成为鲁艺师生的整体心声。“鲁艺去的地方

是绥德分区。这个决定成了我们每个人的自觉要求，

大家都急于想赶快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８］。如不系

统梳理鲁艺１９４３年前后的演出活动，团员们急切下乡
开展文艺创作的这种心态，将不易为后世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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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动：工作团的文艺演出与文艺创作

１９４３年７月，受国民党拟闪击延安计划影响，中
共注重提升边区防卫能力［１１］。鲁艺工作团下乡期

间，正值各地开展生产动员、军事自卫和锄奸防奸之

际。１２月２日晚，鲁艺工作团路过延安甘谷驿镇，应
当地政府要求进行文艺演出。对此，《解放日报》报道：

市长找到团主任和指导员，他说这里

已经开了两天群众大会（坦白大会），王丕

年同志也在这里，希望工作团能帮助配合

工作。因此工作团负责人和王书记商量后

决定在第二天早晨演出《赵富贵自新》和

《张丕谟锄奸》两个剧本，并不能妨碍行军

的路程和日期。第二天早晨大会就在广场

上举行，全市的居民都来参加了，当演剧开

始后，那些老乡们都很注意剧中的故事，团

员都夹杂在人群中配合了剧本的情节，适

时的喊出口号，因此群众也跟着喊口号，会

场的空气就更热烈起来，在这种口号中就

显出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来，赵富贵自新后，

群众报以绝大的掌声，当这个戏演完后，王

书记就上台讲了几分钟的话，群众因为听

了王书记的话和看了这个剧，这些道理他

们都解下了，所以斗争的情绪万分高涨，而

且实际上也起了效果［１２］。

这则材料动态地呈现了工作团通过文艺演出配

合当地政府开展工作的历史图景，尤其是将一个搞

破坏的特务、因良心发现而投诚自新的过程以秧歌

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有效地与当时反奸反特工作

结合起来，再配合着县委书记的讲话，实现了政权的

群众动员。

进入绥德分区后，工作团利用３个多月时间，走
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子州等五县的２４个区，演
出７３次。每到一个地方，工作团即分为两部分开展
工作，据团长张庚回忆：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到一个地方，先进

行调查访问的工作，看看这里有些什么工

作需要配合，有些什么劳模需要表扬。另

外还有一部分人去进行艺术上的调查访

问，看这里有什么老艺人，有什么特殊的艺

术，并且立刻向他们学习，记录他们所唱的

歌，搜集他们口述的秧歌本子。经过了这

样一番调查之后，就连夜赶编一些适合当

地情况的新节目在秧歌中间来演出［１３］９。

搜集民间艺术资料、结合乡村工作实际需要来

创造和演出新剧目，这是工作团在下乡期间的工作

创举。工作团在绥德分区的文艺创作和演出，结合

了三方面乡村工作：

（一）减租减息

１９４３年，绥德分区还未进行土地改革，地主用
多种方式抵抗着减租减息法令，如明减暗不减、抽回

租佃土地胁迫雇农等，造成了群众和地主之间的一

场斗争。工作团到达后，投入调查并直接参加了动

员群众和地主展开说理斗争的工作。如当工作团参

加了村里的减租会，听完村民的控诉之后，根据村民

的体验编成了《减租会》秧歌剧，掺杂了前一晚在村

民家中学到的“道情”。此后的宣传中，《减租会》这

一秧歌剧常常作为真实减租会的“序曲”来演出，

“效果特别好”［１３］９。

（二）移民垦荒

绥德、米脂地区由于人多地少难以提高生产效

率，故边区政府鼓励两地民众南下到地广人稀的延

安以南地区开荒拓耕。鲁艺工作团根据边区政府的

政策编演了《下南路》一剧，在葭县（现为佳县）的移

民动员大会上表演之后，收效甚大。“演了《下南

路》，群众高自厚就报名移民，他说：‘过去想下南路

总没下决心，这个会开了，下南路去翻身呀！’会上，

报名的共有二十四人，并且在锣鼓喧天的热烈鼓励

下，欢送移民的慰劳金，共有三万八千元”［１４］。

（三）军事斗争

子洲县与国统区的横山县相邻，国共关系紧张

后，横山的国民党军队经常对子洲县域进行骚扰。

工作团到达子洲时，自卫队抓捕了土地革命时期参

加过赤卫队、后来投敌的土匪头子朱永山。子洲县

委书记认为朱永山的事例“很有教育意义”，工作团

就安排王大化、张水华去监狱和朱永山亲自谈话，搜

集素材来创作。因团员“没有一个人知道陕北的土

地革命是个什么样子”，剧本写出后“一直很干巴，也

排不出一些生动活泼的场面”，后工作团遇到参加过

土地革命的申红友，“一场干巴巴的戏被他整成又生

动活泼，又有声有色，土地革命时的气氛非常浓厚的

戏了”，收到相当好的演出效果［１３］９－１０。

另外，工作团此时创作的新剧目，从表演方式和内

容来看，更多是下乡期间生活经历和相关素材的汇总。

其一，人物形象来源于团员们此次下乡经历。

据于蓝回忆：《周子山》剧中革命干部马洪妻子张聚

英的形象，源自于蓝参加的一次烈士追悼大会。会

上，烈士遗孀“垂着头无言，也没有哭泣，在她悲痛

的眼神里，我好像看到一种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的

精神状态。那是什么呢？我晚上躺在炕上苦苦地反

复思索，终于我懂得了她那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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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就是觉悟和力量”［８］。

其二，表演方式融合了乡村艺术。鲁艺工作团借

鉴利用民间“道情”“户调”，“我们把才学习的就拿

来应用，虽然技术还差，群众也会来纠正我们批评我

们。我们的水钗打错了，立刻有一个老汉上来代替我

们打水钗的同志，在龙儿沟就有人指出我们有人唱得

不合五音，经过多次练习，技术也渐渐能掌握了。”［１５］通

过大胆的尝试，团员们掌握了民间艺术的相关技术，这

种“收获”更为日后文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总之，鲁艺工作团这次绥德之行，工作效果是显

著的。

第一，文艺演出推动了乡村工作。工作团“真

正成为党的宣传队，在各种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比如：绥德的减租运动；子洲劳动英雄大会；米脂青

年活动；葭县移民运动；兴堡生产运动。此外如改造

二流子、妇女纺织、拥军优抗、自卫军奸防活动，也在

鲁艺工作团的宣传鼓励下使得工作更加顺利

了”［１５］。利用民众所熟悉的艺术形式，融入乡村革

命的内容，实现了乡村娱乐与政治动员双重目的。

第二，演出促进了乡村文艺的发展。工作团在

米脂县七里庙用当地人最熟悉喜爱的音乐，演出减

租题材的秧歌后，民众议论：“新秧歌原来是这样

的！这不难，我们自己也会弄。”不到几天，当地民

众就编出了《减租》［１６］１４０，实现了西北局组织文艺

下乡来推动乡村文艺发展之目的。

三、文艺革命的实现：团员的心声与体验

１９４４年４月，鲁艺工作团返回延安，结束历时
四个多月的文艺演出与文艺采风。下乡之初，部分

团员认为此次“一面劳军，一面为老乡演出，一面也

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分区去”［３］９０。这是团员基于

文艺演出的目的来审视此次绥德之行。返回延安

后，团员们“对于陕北民间生活和民间艺术接触的

较多了，就不大能满足于秧歌剧现有的水平

了”［３］９４。可见此次下乡对团员们所产生的深刻影

响。

影响之一，团员们开始深入认识与理解乡村，尤

其改变对乡村旧有文艺的看法。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要和群众

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

程。”［１７］８７７此次下乡恰好给团员们理解乡村、走进群

众生活提供了平台。团员们利用演出空余，深入农

民家中，走访调查，采风学习。“我们都随便地坐在

窑里，互相递着烟袋抽烟，我们看他们的管子、胡琴，

他们也看我们的提琴，很自然的，我们唱一段，他们

也唱一段，他们唱时，我们就记着，有时也伴奏着，大

家都很快乐，兴奋，一直到深夜还不肯散。”［１５］与乡

村的近距离接触，改变了团员们的旧有认识。在于

蓝看来，“几年来一直关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王国

里与群众格格不入，这时当我突破了这个小圈子真

正接触了工农群众，我感到不仅生活充实丰满而且

眼睛也突然明亮起来”［８］。从“熟视无睹”到“明亮

起来”，于蓝对乡村社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团员王大化在下乡之前，因演出《兄妹开荒》已在

边区享有名气。当其在米脂县杨家沟遇到民间歌手巩

维忠，听了其创作的乡村作品后，在日记中记述：

人民大众的生活及他们本身正是艺术

的源泉，这是万分正确的。过去，我表面上

认为“这是对的”，但对于人民大众出身的

艺术家，却仍是采取了“大概会有吧”的态

度。周扬同志在《解放日报》上曾介绍了

孙万福这位民间诗人，我仍认为这是个别

的，在杨家沟这事给了我一个新的认识，纠

正了我过去那种看法，因为群众中生长着

无数个新的人物，新的诗人，而他们的诗歌

正是代表了人民的心，人民是欣悦听之的。

而我们的一套学生腔，一套远离生活实际

的东西，当群众“解不下”的时候，还要责

怪群众。这正说明我们自己的无知和丑。

的确，群众是英雄，他们不但创造了生活，

也创造了艺术［１８］２２８－２２９。

作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文艺工作者，王大化对于

“人民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虽有认同，但“大概会有”

应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当遇到巩维忠并接触过他

的作品后，切实意识到“人民是真正艺术家”等说法

是“万分正确的”，此次下乡促使王大化的观念发生

了真正转变。

影响之二，坚定了团员们“文艺来源于生活”之

创作信念。

毛泽东在鲁艺的现场报告及当年春节演出效果

的成功，已使鲁艺师生明白文艺创作的努力方向，但

如何实现创作文艺服务于革命之目的，仍是摆在师

生面前的重大问题。此次绥德之行帮助团员们真正

解决了这一问题。就于蓝而言，四个月的经历促使

自己“开始懂得了毛主席所讲‘生活是文学艺术唯

一的源泉’的道理”，“真正领会这一似乎很平凡的

道理”［８］；作为团长的张庚，亦总结了此次下乡的收

获：“过去写话剧很讲究刻画人物性格，但那时我们

根本不去接触现实。所以就没有看到过什么丰富的

多样的人物”，而此次下乡后，发现“我们必须大胆

创造新手法来表现新生活”，要从生活中寻找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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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社会，先使自己成为一个懂得事情的人，一

个懂得中国事情的中国人，然后要做一个中国革命

的艺术工作者自然就容易了”［１５］。虽然张庚的总结

也有从自我批评、发现问题的角度来审视此次下乡

的收获，但综合团员于蓝的回忆及前文王大化的日

记，此时“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创作观念已成为团员

们的共识，亦直接融入日后的文艺创作。

我们不仅分析“革命戏剧在反映工农兵群众的

斗争生活的同时，也被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武

器”［１９］３３０这一客观事实，更要尝试走进当年革命文

艺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彼时团员们的心声不同程度

融合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影响，且从个体层面形

象地展现了毛泽东《讲话》影响下文艺创作者思想

认识的深刻变化。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２０］通过前文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鲁艺工作团

下乡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延安文艺向大众化转化历程
中的一次具体实践。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

包括鲁艺在内整个文艺界开始整顿和反思，而毛泽

东从“小鲁艺”走进“大鲁艺”的建议，更是为鲁艺师

生指明了文艺创作的实践方向。因此，下乡期间，工

作团一方面结合乡村工作实际来进行文艺演出，获

得了乡村干部群众的认可，另一方面，团员们从乡村

生活中寻找文艺材料，创作出《周子山》等新剧目，

实现了文艺与革命的互动。作为革命文艺的创作

者，团员们更是从下乡中获得了认知层面的提升。

不仅发现并重视乡村旧文艺的魅力，而且坚定了文

艺“来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可以说，此次工作团

下乡，一方面实现了“把党的文艺政策加以具体的

贯彻，为着使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工作和群

众中去学习，并帮助各分区的文艺运动使之很好地

走上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２１］，另一方面促使

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有了根本的转变，真正踏上创作

革命文艺、服务人民大众的发展之途，“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切实地融入革命文艺创作中，从而对革命时期乃

至新中国时期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参见赵锦丽：《论延安的新秧歌》，载于《现代中国》（第６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韩伟：《革命文艺与社会治
理：以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为中心》，《人文杂志》，２０１６年
第５期；王建华：《革命的群众艺术：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
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１期；徐明

君：《鲁艺文艺道路研究：以秧歌剧为中心的考察》，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６年。
②部分学者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考察对象，分析其乡村工作
的具体实践。参见曹春燕：《论延安文艺创作思想在山西抗

日根据地的实践意义》，《内蒙古艺术》，２０１８年第２期；向
谦：《“鲁艺木刻工作团”及其木刻创作》，《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刊》，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王博仁：《走向“大鲁艺”的前锋》，
《唐都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等。
③１９４０年５月，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１９４３年４月，中共中
央决定将鲁艺并入延安大学，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

④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２８６页。时人也将此归因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决
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

分区去劳军和给当地老乡演出，并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个

分区去”。参见于蓝的《难忘的课程》，《电影艺术》，１９６２年
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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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性传播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与分析

戴　，刘欣悦
（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３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要素协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跨机构集成机制研究”

（２１ＢＴＱ０８６）
作者简介：戴（１９８１—），安徽歙县人，博士，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

摘　要：叙事性传播是以故事的形式对历史事件进行重复演绎讲述，将静态史实以动态的方式
呈现。将叙事性传播引入博物馆展览，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增强观众的观展兴趣和体验。首先分

析了叙事性传播应用于博物馆展览的适切性，进而结合巴黎大皇宫与安徽省博物馆的展览实践，总

结了叙事性传播的应用状况，并提出优化和改进的策略。

关键词：叙事性传播；博物馆展览；受众体验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Ｇ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７７－０５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博物馆展览模式逐渐
由“物”向“事”革新［１］，展览尝试摆脱 “唯实物至

上”的藩篱，更加侧重以故事化、情境化的方式进行

传播，具有明显的叙事倾向，让观众在观展的过程中

除了可以得到视觉上的享受，还可以对展品有更深

层次的了解，受到思想上的熏陶。叙事性传播是一

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传播理念、传播范

式的革新，其通过对展品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加

以解构和加工并以“讲故事”的形式进行表达和传

递，在发挥博物馆宣传教育的功能、吸引观众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将着力分析叙事性传播应

用于博物馆展览的适切性及现状，针对实践中的不

足之处提出优化与改进的对策，为博物馆展览效果

的提升提供有益借鉴。

一、叙事性传播应用于博物馆展览的适切性分析

叙事性传播应用于博物馆展览，有其适用性，也

有其迫切性，分述如下：

博物馆展览进行叙事性传播的适用性，首先体

现于与展览及展品特征的契合。博物馆是人类保存

和唤醒记忆的场所，展览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历史记

忆的重构与再现来唤醒观众对过去生活的理解［２］。

博物馆内的每一件展品都是人类过去记忆的载体，

内含各种历史的故事和人类的生活经验，形象地再

现人类过去的生活。因而展品在内容上具有故事

性，在展品的生成、传播、继承的过程之中或多或少

都有人类的参与，具有人为创造性。不同于传统灌

输式的传播，叙事性传播是将需要传达的内容编排

成故事情节，其内容上的故事性、结构上的逻辑性以

及形式上的趣味性使得展览的传播过程更具有直观

性和感染力，让观众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展品及展览

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发挥博物馆的宣传和教育的作

用。其次，在博物馆展览中，观众主要是以三维立体

的实物作为观赏和学习的对象［３］。以物为学习介

质的弊端在于其信息的隐蔽性和间断性，其中隐蔽

性是指展品多以静态的、结果性的形态呈现，需要借

助外力的作用才能充分揭示展品物质外壳之下的信

息，而间断性是由于展品通常以独立、非连续的样式

呈现，如此便与真正的历史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和

空白，导致情节断点的出现。运用叙事性传播，可以

将展品背后的隐性信息以完整而连贯的故事线索传

递给观众，使得展品信息外显化、可视化、连续化，从

而填补展品与观众之间的鸿沟，形成展品与观众之

间的有效对话机制。叙事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扮演

着连接过去与今天、展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梁角色，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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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能够深入解读展品，了解展品背后的一连串故

事。相较于碎片化的、断续的零散知识，将信息和知

识寓于连贯的故事中，能够被更深地理解和记忆，方

便观众的深度学习。最后，博物馆与学校不同，博物

馆内举办的活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灵活性和娱乐

性。通过叙事性传播，变强制性的“知识灌输”为轻

松愉悦的“文化体验”，变理论化、专业化的知识信

息为通俗易懂、易接受的故事，这正是现代观众所希

望的一种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有利于提高观众

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使得展览的传播效果显著。

而博物馆展览进行叙事性传播的迫切性则体现

在：第一，现阶段博物馆展览传播的效果不够理想。

传统的展览依然受到“以物为中心”观念的限制，过

多地关注展品的物质外壳和外显价值，传播内容浅

薄，传播形式陈旧且局限性强，致使展览的趣味性、

艺术性和参与性不足。第二，博物馆展览传播面临

困境。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精美昂贵

的文物数量之少与大量的展览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

的矛盾，同质化、重复化是当前展览传播工作所面临

的最主要的问题。展品重复度高、展览类型大同小

异使得展览在众多信息传播媒介中黯然失色，缺乏

竞争优势。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数量的

激增使得人们对于信息的自主选择权更大，空洞的、

死板的、缺乏活力的信息传播方式很难引起社会公

众的持续关注。展览传播的现状迫切要求博物馆能

够扩充为观众提供的信息服务，寻找一种传播效率

高、传播效果好的传播方式。第三，展览的传播工作

亟待推进。由于传播活动的实践经验不足，博物馆

展览常常混淆科研与科普之间的区别，在传播过程

中运用大量专业术语和专业名词，把博物馆当作正

规的学习场所对观众进行“说教”，导致传播方式过

于生硬和程序化。叙事性传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

传播理念、传播范式的更新，原先独立的、分散的展

品被一条完整的故事脉络所串联起来，形成故事叙

述系统，共同向观众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故事以

其特有的传奇性、曲折性、冲突性、戏剧性、传播性和

传承性的优势［４］，让博物馆展览能迅速吸引观众的

眼球，让观众不仅仅能从视觉上感知展品的外在魅

力，还能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理解和情感认

同。相较于晦涩的语言文字，故事可以在观众的记

忆中停留更久，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传播的速度更

快，可以充分实现“展览———观众———社会”的传播

交流［５］。

二、叙事性传播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

目前，叙事性传播已经在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展

览中得到了应用，笔者选择巴黎大皇宫的《庞贝》展

和安徽省博物馆的《向往———“我”与安徽改革开放

四十年》展览（以下简称《向往》展）为例，对其应用

现状及特征加以总结。

（一）巴黎大皇宫《庞贝》展的叙事性传播

２０２０年７月，巴黎大皇宫与庞贝考古公园联合
举办了一场以公元７９年维苏威火山喷发为故事原
型的沉浸式体验展览———《庞贝》。此次展览中，叙

事性传播贯穿于展览的各个单元，真实而又形象地

向观众展现了关于庞贝城的故事。

１．叙事内容
本次展览以“庞贝”为叙事主题，内容上由三个

不同时间段的故事串联而成。首先，展览利用技术

手段再现了庞贝古城的街道、住宅和剧院等场景，着

重选取了居民耕地、购买商品以及乘坐马车等日常

生活场景，还原末日来临之前庞贝居民舒适惬意的

生活。在此单元中，展览着重刻画整个故事的背景，

将不同人物、不同场景、不同动作放置于同一画面之

中，共同表现出火山喷发前富庶、奢侈的小城生活。

接着，展览以时长约３０分钟的影像再现了火山喷发
的壮烈景象，记录下古城逐渐被火山灰湮没的历程，

呈现出一片混沌的视觉冲击，打造出沉浸式的叙事

空间。最后，展览通过对考古遗址的再现，将承载着

庞贝记忆的壁画、黄金首饰、雕塑等历史文物进行展

出并辅以相关的背景介绍，讲述每件文物背后的故

事，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现古城往昔的繁荣，并还原

了后人的考古过程。从整体上来看，本次《庞贝》展

的文物展品数量并不多，展览的规模也相对来说比

较小，整个展览侧重点并非是为观众展示精美的文

物，而是以物品为依托，将展示重点放置于庞贝故事

的讲述上，保存并传承这段痛苦的历史记忆，达到重

塑过去、启迪现在、塑造未来的叙事目的。

２．叙事结构
总体上，《庞贝》展采用了以事件发展先后顺序

为依据的线性叙事结构。展览以火山喷发作为叙事

结构的划分依据，按照开端———高潮———结尾的故

事情节组织方式，全景式地向观众展示了庞贝古城

从存在到消亡再到重现的历程。展览以再现火山喷

发前庞贝古城的生活为叙述起点，交代了整个故事

的大背景，安静祥和的景象为火山喷发这一灾难性

时刻的到来做了铺垫。接着再对火山喷发的场景进

行还原，随着火山喷发的态势逐渐强烈，叙事节奏不

断推进，观众的情绪在此时被推向高潮。最后以呈

现考古遗址、展示文物展品作为叙事结尾，碳化的食

物和埋葬在废墟中的人的遗骸呈现在观众面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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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着一座城市的毁灭和重现，引人深思。三段故事

层层相扣，构成了关于庞贝的完整叙事。线性的叙

事结构使得故事的讲述更加直接有力，逻辑清晰流

畅，以前古城生活的轻松惬意与火山喷发之时的惨

烈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以文物的形式重现庞贝文

明，让观众的情感体验也循序渐进、不断积累，激发

观众的情感共鸣。

３．叙事形式
叙事的多媒体化、互动化是优化展览叙事形式

的重要途径［６］。在第一个故事中，展览利用实体搭

建与数字动画、红外成像等技术手段的结合，对古城

街道、公园、剧院等多个生活场景进行虚拟复原，使

已经消失了近两千年的古城以数字化的形式重现生

机。同时利用超高清投影等技术，将观众的身影投

射到影像之中，观众可以与行走中的庞贝居民进行

互动，实现从“观赏”到“参与”之间的转变，获得沉浸

式的互动体验。在第二个故事中，展览运用了数码全

景技术并辅以声光电技术，以一个巨型投影装置视听

结合地再现了火山喷发的全过程，以逐渐暗淡的灯

光、碎石掉落的音效等辅助手段将参观者代入当时火

山喷发的体验中，呈现出一个逼真的、立体的灾难现

场，让观众沉浸于令人恐惧的故事空间之中。在最后

的文物展示中，展览利用虚拟现实、３Ｄ建模等技术模
拟还原了庞贝的遗址，展示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并

辅以相关的文字和影音对其进行阐释。虚拟现实以

及３Ｄ建模技术的应用，使得文物与环境、场景、人物、
情节等在虚拟的故事空间内融为一体，观众可以透物

见史，对庞贝历史有更加直观、深刻的了解。

（二）安徽省博物馆《向往》展的叙事性传播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安徽省博物馆在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的重要节点策划了《向往》主题展览，该展览以

普通百姓为叙事主体，向观众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

安徽与安徽人经历的种种变革。

１．叙事内容
《向往》展呈现了安徽在改革之初、改革中期、

新时代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与亮点。展览精选大量

作为时代见证者的普通物品来叙述安徽改革开放的

故事，例如学生日记、结婚照、驾照、家用电器等，以

小切口反映大主题，用“百姓话”说“百姓事”，让普

通百姓成为故事的主角。展览共包括三个部分：第

一部分是对代表２０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的纪念品、生
活用品进行陈列展示，包括１９７７年的高考准考证、
小岗村包干到户合同书、数码产品等，以图文结合的

形式回顾了“黄山讲话”“十八枚红手印的故事”等

历史记忆；第二部分呈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

纪初安徽人生活发生的巨大变迁，重点讲述了“南

方谈话”、农业税费改革等历史，并以漫画的形式清

晰地勾勒出改革以来交通工具所发生的变化，表现

出安徽以及整个中国在经济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进

步和发展；第三部分则立足于现代安徽居民的生活，

对安徽著名商业品牌进行罗列，并以科大讯飞创始

人刘庆峰及物理学家潘建伟等人物的故事为例，表

现出现代安徽在科技上取得的发展进步。

２．叙事结构
从整体上来说，本次展览采用的是线性叙事结

构。线性的叙事结构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同时也

与观众的思维习惯相契合，时间上和逻辑上的不可

逆转性保证了叙事的连贯和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展

览按照时间的逻辑划分为“希望的田野”“春天的故

事”“美好新时代”三个主题单元，分别立足于“新变

革”“新发展”“新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特征。将三

个不同时期的安徽进行对比，直观地表现出改革开

放给安徽带来的巨大变化，展现出安徽人民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激发观众的获得感和认同

感。同时，展览在每个单元内部又采用了漫谈式的

叙事结构，将不具备因果关系、情节关联的故事进行

拼贴、缀合，共同服务于一致的叙事主题。以第一单

元为例，展览通过对恢复高考、小岗村实行大包干、

年广九创立个人品牌等独立事件进行串联，并放置

于“希望的田野”主题下组合讲述，从不同层次、不

同方面呈现出改革初期安徽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

渐富足的景象，扩充了叙事的维度，使故事更加丰富

和完整。线性叙事结构与漫谈式叙事结构的综合运

用，改变了单调刻板的展陈体系，变化与创新的叙事

结构有效缓解了观众的疲劳感和无趣感。

３．叙事形式
利用实物进行场景复原是《向往》展的一个重

要叙事形式，也是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展览对特

定的故事场景进行模拟还原并将具有代表性的展品

放置其中，以最直观的视觉语言来呈现故事文本。

展览分别搭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家居场景：通过对

手打家具、黄山牌电风扇、单门冰箱等物品按原状态

进行布置，还原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家居场景；以台
式电脑、印有“亚运会”的暖水壶、音乐磁带等特色

物品为代表呈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普通家居的面貌；
将扫地机器人、彩色电视机、智能语音等物品放置于

现代化的场景之中，展现出现代家居的景象。通过

将四十年前的普通家居与现在的智能家居进行对照

呈现，直观地讲述了安徽人民住房情况的变化，展现

出改革开放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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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展览还搭建了供销社、理发店、照相馆、教

室等多个场景，观众可以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

收音机、二八自行车等，将这些实物还原到其原本存

在的场景之中，形成物对人的自行表达，观众会产生

置身现场的感受。场景复原具有二维的文字图片所

无法比拟的说服力，弥补了因为展品间相对独立的

性质而造成的情节断裂，从而调动观众的听觉和视

觉，帮助观众唤醒历史记忆，获得情感共鸣。

三、叙事性传播应用于博物馆展览的优化策略

通过对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叙事性

传播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传播的内

容和形式不断丰富，传播效果也有所提升，但在具体

的展览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叙事内

容上，当前部分展览依旧习惯于从器物学或考古学

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侧重于对展品进行编目卡片

式的时空定位和形象描述［８］，使得叙事内容单薄且

缺乏吸引力。另外，展览还存在着忽视叙事整体性

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部分展品自身具有很强的叙事

性，但是展品之间相互独立、缺乏关联，导致展览的

叙事内容分散。叙事结构上，大多数的展览都采用

了线性的叙事结构，千篇一律的线性叙事束缚了其

结构的多样性发展。而且展览的叙事线索单一也使

得展品的全貌无法被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出来。

叙事形式上，部分展览仍采用以实物展示为主的传

播形式，观众只能依靠个人的经验以及辅助的说明

文本叙事来对展品进行理解，局限性很强。单一的

叙事形式使得展览的娱乐性和互动性不足，很难调

动观众持续观展的兴趣。

针对叙事性传播方式应用于展览中的既有经验

与实际不足，笔者从充实传播内容、合理安排叙事结

构、丰富叙事形式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展览叙事性

传播的优化策略。

（一）充实叙事内容

挖掘展品的内蕴信息是展览进行叙事性传播的

前提和基础。展览应跳出传统器物学和考古学的窠

臼，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对展品本身所

承载的历史记忆进行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挖

掘展品所承载的本体、衍生和流转信息［９］，拓展和

细化展览叙事的内容。展览还应根据叙事目的、叙

事主题对展品信息进行层次划分，突出重点和亮点，

避免平铺直叙，保证叙事内容条理清晰、详略得当。

对于重点的内容，展览可以采用与观众对话互动系

统和声音、光线、色彩等手段有效调动观众的注意

力。与此同时，展览的叙事性传播不能仅依靠单件

展品的叙事，应通过一系列展品组合的合力叙事来

完成整个故事的构建。因此，展览需要对展品之间

的联系予以关注，加强对于主题性和系列性展品的

研究。将展品系列放置于其原先存在的历史和社会

背景之中，探明展品的变化发展历程，并将这些信息

整合成为有意义的系统叙述［１０］，形成一个完整而连

贯的故事，提高传播的效果。例如，故宫博物院推出

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览，还原了

１８个发生于紫禁城的重大历史事件，围绕着不同时
空紫禁城的宫廷生活、建筑营缮与保护等展开叙事，

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于紫禁城六百年历

史的系统叙事。另外，不同观众的参观目的各有不

同，展览应对观众的文化背景、专业程度、观展目的

等要素进行调查与分析，了解观众期望听到的故事，

把握叙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为观众提供个性化、多

元化的信息服务。

（二）合理安排叙事结构

展览要根据叙事主题和内容的实际需要，选择

能最大限度提高叙事效果的主题结构演绎方式，综

合运用线性叙事、漫谈式、纪录片式、类游戏式、板块

式等常见的叙事结构，避免结构模式化、刻板化。借

鉴文学、电影等领域的叙事成果，对于叙事结构的安

排可以从故事线和情节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展览

应对各个主题单元进行统筹规划，构建展览框架，提

炼出贴切且富有特色的单元主题，以故事线的形式

对展览各个故事进行串联，并在其中添加具有认知

性、教育性的元素［１１］，确保主线清晰且紧扣主题。

为增强结构的合理性，展览在不偏离叙事主题的基

础上可以建构多条故事脉络以帮助故事内容被更加

客观、完整地呈现，推动故事主线的发展。另一方

面，展览要充分地架构起故事的开端、高潮、转折、结

局等重要的情节节点，使其与故事的内在结构相契

合，并适时地制造亮点，巧用悬念，强化故事情节，增

强展览叙事对观众的情感冲击力。除此之外，展览

的叙事结构也要充分考虑到观众在短时间内对信息

的接受能力，不宜过于复杂化和理性化，加强结构编

排的趣味性和普及性，保证观众可以在不费力的前

提下快速且准确地理解展览想要传播的故事［１２］。

（三）丰富叙事形式

一方面，基于实物展品的传播形式应在传统的

静态橱窗陈列基础上加以改进，根据展品之间的内

在联系对其进行有机排列，灵活运用组合展示、对比

展示、语境化展示、场景复原等多种方式，赋予展品

自我叙述和表达的能力，让观众通过展品的视觉形

象“读”出展览想要叙述的故事［１３］，了解到展品的

意义及相互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对展览空间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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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设计也至关重要，主要包括展厅的色彩、光线、材

料、空间形态等，塑造一个贴近真实的空间场景可以

很大程度上打造展览的沉浸式叙事氛围，促进观众

认知与情感的相遇，使观众因情感上共情而主动学

习并获得提升［１４］。另一方面，展览需顺应多媒体数

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实物展示的基础上拓展展览

要素，添加辅助设备和设施，以多元化、信息化、互动

化的形式进行传播。因此，展览应积极运用情景再

现、立体成像、全息影像、巨幕投影等各种多媒体展

示技术来还原和放大需要讲述的故事，增加叙事的

维度，拓宽观众对故事的想象空间。同时，为了向观

众提供在叙事时空中进行互动体验的机会，展览需

要增添手机导览、互动幕墙、数字沙盘、ＶＲ等项目，
充分刺激观众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使观众拥有对故

事情节的自由选择权，发挥观众主体意识，在沉浸式

的体验氛围下感知故事的深层含义。值得注意的

是，在运用辅助性设备设施时要遵循“内容至上”的

原则，避免被过度使用，寻求科学与艺术、内容与形

式、知识与趣味之间的统一。

四、结语

叙事性传播是当今博物馆展览传播的趋势所

在，其对传承人类记忆、促进博物馆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展览要积极运用叙事性传播，充实叙事内

容，合理安排叙事结构，丰富叙事形式。本文在研究

展览应用叙事性传播适切性的基础上，对两个实践

案例进行分析与总结，并从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

形式三个角度探讨优化叙事性传播的策略，以期推动

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推进博物馆展览的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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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公报》正、副刊迥异的
言论倾向与身份符码

许　晶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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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晶（１９８７—），女，河南焦作人，文学博士，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

学研究。

摘　要：新记《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社训，公开、明确地表达了报纸自由、独立
的办刊方向。随着政治局势和文化空间的变动，正刊言论逐渐倾向国民党阵营，而文艺副刊在抗战

期间刊登了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的文章，呈现出靠近红色政权的立场选择。同一报纸上正、副刊迥异

的论调，反映出权力场内部的紧张拉锯对文化场的影响，副刊背离的言说现象又表现出知识分子独

立的精神品格与其对文化场发展的指引与纠偏。与此同时，文化场在言论斗争中不断提升的自主

性，相应地影响了权力场的关系结构，体现出特殊空间内进步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与身份符码。

关键词：《大公报》正刊；《文艺》副刊；言论倾向；场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８２－０７

　　抗战中期，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逐渐呈现出
迥异于正刊的言论倾向。一份宣称“不党、不卖、不

私、不盲”的商办报纸，正刊一步步地偏向国民党阵

营，而文艺副刊上频频刊登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文章，

呈现出建设红色政权与意识形态的话语特征，打破

了《大公报》持中的身份定位。正、副刊迥异的论调

反映出权力场内部的紧张拉锯，以及文学场中知识

分子的性情倾向与文化认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

尔·布迪厄有效地解释了权力场与文化生产场之间

的复杂关系，他认为，话语与一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

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生产场在权力场

中占据的是一个被统治的地位。知识分子拥有权

利，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就这方面而

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

权利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当政治场

的行动者采取经济、道德的手段对文化场施加控制

时，文化场的一部分行动就更倾向于从政治场的控

制手段中寻找出一些对自己争夺文化场控制权有利

的部分加以利用。”［１］权力场作为元场，主要表现为

政治、经济场。文化场是位于权力场之下的次场，是

由文化生产、消费等过程中各种力量构成的关系网

络。场域内各种人、事关联纵生，主体间的张力随着

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消长，这就为文学生产带来更多

的可能性。如果文化场内行动者的目标路线一致，

那么不论是单方占有还是多方共享的“资本”①，都

能够因共同的目标而互为助力；如果相关联的行动

者的行进路线交错，那么在结点处凸显的矛盾势必

影响文化场现有的空间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特殊

时空下多重力量的纵横交错，客观上增强了文化生

产场的活跃度与自主性。《大公报》正、副刊言说立

场的变化，正是知识分子转变思想倾向从而引发场

域关系重构的一个缩影。一份以客观、求真为宗旨

的报纸，副刊与正刊在一个时期呈现出迥然的意识

形态，我们能够沿着历史的脉络寻绎报纸上话语的

流变，在文字的张力间发掘权力场与文化生产场之

间或明或暗的关联，揭示出这段特殊时空下进步知

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与身份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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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不”社训下的“亲蒋”走向

１９２６年，新记《大公报》续刊。为打破当下媒界
言论挟私的弊端，三位合伙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

鸾商议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社训，公开、明

确地表达报纸的独立立场。不党，并非中立之意，而

是平等地看待各党，“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此外

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

其害国者，纠弹之”［２］。《大公报》根据当前形势对

各派力量进行考量，认为吴佩孚“目有气力而无知

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３］；汪精卫“特以‘好

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

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

恶而已”［４］；蒋介石“不学无术之为害”［５］；至于共产

党，“以专力无产阶级运动自命，而排斥一切民主派

或改良派进化派之智识阶级”［６］。看起来，它对当

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不甚满意，似乎要走一条独

立品评的道路。实际上，它是在深入透彻地研究各

党派的政治理念、政党行动、领导人格局，为国家的

未来寻找一支坚实、可靠的力量。《大公报》从国民

立场出发，推崇温和的政治改良，而非激进的社会革

命，希望国内尽快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在统一政府

的领导下，“对内务求得长治久安之规模，对外必脱

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７］。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

完成统一后，《大公报》对蒋介石的称呼也从“粤蒋”

“宁蒋”改为“蒋主席”“蒋委员长”，言词的变化意

味着报纸对蒋氏正统身份的肯定。究其原因，知识

分子受到传统忠君颂圣思想的影响，在尚未理解民

国政治的逻辑规则时，官方强势输出的价值观念便

打破他们在混乱中生长的理性之思，正统地位轻易

化解掉知识分子对党派格局的疑虑，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促使他们改变立场，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为国

家建设建言献策，先前坚持的自由言论与激进的批

驳也偃旗息鼓。

蒋氏深知媒体的言论倾向有助于引导国民认

知，能够为政府施策带来助力。彼时，国民党内部派

系斗争愈演愈烈，地方势力持续引发骚乱。各集团

旗下报纸都试图引导舆论，此举对国民政府的公信

力带来挑战。于是，蒋氏通过一系列手段拉拢文化

界人士，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大公报》更是给予特

别优待。他前奉张季鸾为“国士”，后纳吴鼎昌入

仕，并多次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通过这份商办

报纸透露党国政令。权力场赋予《大公报》丰厚的

资本，使之在文化场的分量陡然提升，其一贯坚持

“不偏不倚”的办刊宗旨也悄然发生转变。张季鸾

在报纸续刊两周年时发表社评，“虽然本报非任何

方面的机关报纸，今昔北战完成，党国统一”，“今后

惟当就人民之立场，以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之建

设”［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

他还夸赞蒋氏“气度宏廓，勋业灿烂。为现在领袖

之第一人”［９］。蒋介石报之以李，在《大公报》发行

“一万号”之际亲笔撰文祝贺，声称该报“声光蔚起，

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

纸”［１０］。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立法、司法、监察及党

政军要员皆发来贺电。蒋氏集团上下如此大张旗鼓

地推崇一份商办报纸，既彰显出国民政府对自由言

论的宽容态度，又拉近了与《大公报》的关系，为舆

论战线增添筹码。此外，在战时物资短缺的情况下，

国民政府及时为报社提供纸张、油印等物资，帮助它

维持日常运转。蒋氏前期的情感投入与后期的资源

支持，使“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的报

纸言论无可避免地“囿于智识及感情”②。

在公，《大公报》建言献策、维护党国利益；于

私，高层间书信往来、共商国是。张季鸾不仅为蒋氏

谋定国策，起草《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等文件，通

过《大公报》不遗余力地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政策方针，还与胡政之代表

政府与日方秘密和谈，商讨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方

案，为国内生产发展争取时间。随着《大公报》高层

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民政府最高机密的筹划工作

中，报纸上的言论也倒向国民党立场。例如，西安事

变爆发后，舆论界一片哗然，媒体对此态度不一。作

为西北联军喉舌的《解放日报》从民族主义立场出

发表达支持“西安事变”，希望蒋氏能以民族利益为

重。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认为，蒋介

石“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１１］，要求把蒋

氏交给人民审判。一贯持中立立场的商业大报《申

报》认为，当下应“万众一心，镇静自处，拥护政府之

方针”。同为民营报纸的《大公报》则连发数篇社

评，严厉斥责张学良、杨虎城的“不忠不义”之举，认

为蒋介石“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

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这样人才与资望，绝再

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１２］。《大公报》此般

维护蒋氏领袖权威，甚至不惜隐瞒事实，只字不提中

央军轰炸西安伤及无辜造成的惨案，不只是出于双

方利益往来和私人情谊，还在于报人对当时形势的

思量。他们认为，“中国立国之基础条件，必须为一

个政府，一种军队，犹如人体之不能有癌肿。中国今

日亟需建国奋斗，不能容忍内部之组织的摇动，故共

党今日须切自忏悔”［１３］。《大公报》认为，彼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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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民政府为中心，凝聚力量外御其侮，才能挽救民

族危机。在抗战时期，《大公报》奉行的“国家中心

主义”原则，是从更广阔的角度呼吁全国一切政治

势力服从中央领导，对有意破坏国民政府权威，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强烈反对。

皖南事变爆发后，各大报纸纷纷谴责国民党倒

行逆施之举，苏联、英、美政府公开表示反对中国再

起内战。《大公报》在沉默多日后发表社论，奉劝国

民党妥善处理此事，“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

的处分”。但它依旧维护统帅部的决议，认为“一个

军队不容有分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对

不容有两个意旨”［１４］，希望共产党能以民族利益为

重，遵从政府安排。蒋介石为控制事态发展，发表声

明辩解他对新四军采取的措施“纯然是为了整饬军

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

夹在其中”［１５］。正刊整版转载了蒋介石的讲话，对

他解散部队、取消番号的行动表示赞同，并将韩复榘

等违反军令的军阀与新四军相提并论，为国民党师

出无名之举寻找合理解释。同年５月，中条山战役
爆发，因国民党军队战略部署不当，导致３周内死伤
５万余人。报纸正刊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痛
斥第十八集团军“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

军苦战而不援”［１６］。周恩来立即写信一一反驳谬

论，指出报纸“善意的督责”是片面的。《大公报》全

文转发周恩来的信件，并表示“期待十八集团军将

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警示共产党绝不

可“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

中心”［１７］。直至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的社论依旧

强调，“这次抗战，我们是以全国一致的统一姿态开

始的；现在胜利了，我们还应该以全国一致的统一的

姿态来接受战果”。“由盟军总部所规定的受降办

法，‘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

信守’，应请延安方面特别考虑尊重。”［１８］报纸上的

言语仍以国民政府为核心，将国家实现和平、统一的

关键指向共产党的选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

间，《大公报》高层在李子坝报社内宴请共产党代表

团，王芸生还在劝说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希望

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统一，能够服从国家至上的大原

则。

《大公报》逐渐表现出偏向国民政府的言论立

场和政治态度，过度的辩白显然已超出新闻持中、公

允的原则，丧失媒体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离办刊

宗旨渐行渐远。张季鸾对此解释道：“蒋先生有很

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

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

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

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１９］“国家

中心”是《大公报》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与权力斗

争中做出的策略选择，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

掌控国内政权，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党派的客观存

在，使其施策力度有限。随着战事愈演愈烈，“国家

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成为报社高层应对危难

时局的政治构想。值得注意的是，拥护领袖的目的

是维护国家利益，但核心很容易在无形中被置换，因

为领袖的指示与国家实际利益并不一定吻合。例如

在各党派发生矛盾时，蒋氏并未以国家民族为重包

容多方意见，而是急于通过武装斗争排除异己，牢牢

把握军政大权。此时，国家中心被等同于领袖中心，

《大公报》为维护国家中心发表的一系列新闻、社评

带有明显偏向，刻意的辩白表明它已沦为蒋氏集团

维护独裁统治的舆论生产源。

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正统”身份具有相

当的权威性与吸引力。军阀混战时期，权力场内部

斗争还未明晰，《大公报》尚能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等视各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权力场结构发生

重大调整，手握政治、经济大权的行动者开始对文学

场渗透，一步步影响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作为

“公众喉舌”的《大公报》逐渐偏离原本的身份符码，

呼吁民众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以实现内

修外攘。但国民政府的独裁使报纸不断陷入推崇、

维护、辩白循环往复的尴尬境地。报社同人也许是

感到言行有差，于１９４３年宣布取消“不党不卖”的
准则，声称此后报纸以“不私不盲”四字为社训。一

份商业大报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做到持中品评谈何

容易，最终它卷入权力斗争的洪流，呈现出鲜明的

“亲蒋”倾向。

二、文艺副刊呈现的“红色”质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知识分子和文化机构相继

向西南、西北转移。１９３８年，《大公报》决定筹办香
港版。彼时，香港市场上“报纸很多，大报近十种，

小报有三四十，但没有一张是进步的……除了几份

与香港当局有关系的大报外，其他都是纯粹的商业

性报纸，其编辑人眼光既狭窄，思想也落后，至于大

量充斥市场的小报，则完全以低级趣味、诲淫诲盗的

东西取胜”［２０］。单一的文化市场给予《大公报》足

够的生长空间，包罗万象的内容吸引了不同阶层。

报纸日销５万多份，其发行国内可达粤、桂、闽、滇以
及湘南、赣南；国外遍及南阳各岛及暹罗、越南。［２１］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也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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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媒体重新调整文学生产的机会。

萧乾接手文艺副刊后，稿源主要依靠流亡大后

方或留在“孤岛”的作家，靳以的《八一三》、巴金的

《在轰炸中过的日子》、沈从文的《湘西》等文章，虽

反映抗战时期民众的实际生活，表现出对战争和人

类命运的思考，但与前线战事仍存在一定的距离。

萧乾意识到“抗战时期的文艺副刊，不能像和平时

期那样率由旧章。它需要更直接地反映战争，更充

分地宣传抗战并起到鼓舞前后方士气的号角作

用”［２２］。随后，他发出《寻找朋友，并为〈文艺〉索

文》的公开信，希望流亡各地的作家朋友将前线所

见与感受记录下来。随后，复信纷至，许多作家都提

到他们在延安的生活。萧乾决定改变副刊的一贯立

场，刊登这些记录延安新貌与八路军事迹的文章。

吴伯箫的《潞安风物》以战地通讯的形式连载 １６
期，报道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抗敌活动，歌颂了根据地

军民勤劳质朴的美德；刘白羽的《蓝河上》介绍了根

据地人民热火朝天的新生活；黄钢的《两个除夕》讲

述他在汉口、延安过除夕时的不同心境，详细描写了

平易近人的毛泽东与群众共度除夕的场面。除了表

现延安新貌的文章外，《文艺》还刊登了对延安文学

的评论文章。例如，念英充分肯定卞之琳的《第七

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认为作者“用文学的手腕来

提供一个历史的叙述”［２３］，念英在文中反复强调惨

烈的战争现实，希望借助《文艺》的影响力，促使读

者重新审视国、共两党的军事行动及其潜在意图，做

出对时局的正确判断。此外，萧乾还在副刊上开辟

《战地特刊》，集中推出有关抗战前线的系列文章。

如，陈毅的《最近的山西》记载了日军在山西境内的

狼狈惨状，以及当地百姓对共产党的拥戴；由艾风翻

译的史沫特莱的《八路军随军记》，宣扬了八路军在

战争中的昂扬斗志与精神风貌。《文艺》上呈现的

共产党形象与《大公报》社评中的样貌大相径庭，萧

乾主编的副刊已表现出与正刊言论相左的倾向。

１９３９年，萧乾赴英任教前夕，向胡政之推荐杨
刚接替自己的工作。胡政之担心杨刚的激进言行有

损大公报“不党不私”的立场而犹豫不定。在萧乾

的坚持与劝解下，同年９月，杨刚正式接办文艺副
刊。如果说《文艺》在萧乾主编时，是抗日战线上的

一名小兵；那么它在杨刚的推进下，迅速成长为一名

勇敢的斗士。杨刚上任后，随即发出《重申〈文艺〉

意旨》的宣言，提出当下我们国家尚不敢谈及理想，

紧要的是暴露社会问题。“《文艺》篇幅小，野心却

有一个，它要反映着民族囫囵的一整个，从内心腠理

到表皮。”［２４］杨刚想要打破港英政府、国民政府、大

公报高层的言论管控绝非易事，有着多年办刊经验

的她明白：只有利用报纸的时效性、连续性、通俗性，

适时推出对重大问题的系统性讨论，借此产生广泛

的社会影响力，才能有效抵御外界权力对《文艺》的

过度干预。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杨刚以《文艺》

的名义组织召开“民族文艺的内容与技术问题”座

谈会，许地山、刘火子、黄文俞、郁风、刘思慕等十余

人参会并达成共识，认为民族文艺是现阶段及将来

要走的一条路，是抗战的、反汉奸的、大众的、有中国

民族特性的。他们鼓励广大作家抛开外界干扰，直

面周遭的一切，围绕抗战现实，从光明和黑暗两方面

展开创作。这群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自觉肩

负起文人的社会使命，重申文学的认知功能，增强了

文艺副刊介入现实的力量。

在杨刚的调整下，《文艺》发表首篇直接赞美八

路军将领的文章（沙汀《贺龙将军》）。副刊上迥异

的论调遭到报社高层的批评，却意外收获读者的欢

迎。出于市场需求，胡政之不得不给予《文艺》一定

的自由，默许它的言论。随后，左翼知识分子的稿件

在《文艺》上频频出现，吴伯箫的《沁洲行》歌颂了根

据地军民的抗争精神与质朴美德，庄栋的长篇通讯

记录了延安文协代表大会的盛况（《记延安文协代

表大会》），等等。《文艺》还刊登了一系列歌颂延安

的诗歌，如征军的《走向延河》，逢英的《延安》；赞扬

毛泽东的智谋、讴歌八路军将士的作品，如卞之琳的

《〈论持久战〉的著者》和《给一位过雪山草地的参

谋长》。与此同时，副刊还发表指责国民政府黑暗

腐朽和残暴蛮横的文章，如原子的《几封信之

一———长官的腐败》）。《文艺》对国、共两党在抗战

期间行为、言论的直白呈现，有助于民众意识到真实

的社会状况，了解与熟识国家未来走向的另一种可

能，也为知识青年在暗夜中点燃希望，在分析中做出

指引。

随着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

战线的号召下，携手共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香港分会。国民政府出于对共产党力量的忌惮，令

其在港立法委员简又文筹组“中国文化协会”与“文

协”分庭抗礼，同时，指示旗下机关报《国民日报》与

汪精卫集团的《南华日报》、国家社会党的《国家社

会报》形成同盟。权力场力量的分流，破坏了文艺

界抗日活动的效果。彼时的香港，抗日与投降、团结

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暗潮汹涌。国民政府一面宣

扬香港是歌舞升平的乐土，是不受战争侵蚀的世外

桃源，一面发出反动的甚至卖国投降的言论。杨刚、

乔冠华、戴望舒、叶灵凤等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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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视听，却收效甚微。为打破香港文坛的萎靡状

态，杨刚借助中共地下党刊物《文艺青年》发出《反

对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

战》，她在文中批评了香港青年的堕落思想与矫情

行为。杨刚的挑战在香港文坛引发强烈反响，《国

家社会报》《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学生界》

《立报·言林》《华侨日报》等十余份报刊卷入论战，

发表相关评论９０余篇。当论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杨
刚又组织《文艺》开展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

会，利用舆论热度扩大其言论影响力，帮助香港青年

走出别有用心的政治力量编织的幻象，鼓励他们从

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投身民族救亡运动，正视当下社

会存在的问题与战争带来的残酷后果。自然，杨刚

发起的“挑战”受到国民党海外部的控告，张季鸾也

来信提醒她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杨刚却认为《大公

报》高层不能只照“上面”的旨意办事，坚持《文艺》

要做好人民的喉舌，履行好“斗士”的职责。

在香港这个远离主战场的地方，权力场力量的

消长给予文艺副刊调整文学生产的时机。萧乾、杨

刚作为文艺副刊的主编，利用这块相对自由的阵地，

从国家民族的现实需求对《文艺》进行改版，他们以

团结抗日为行动宗旨，强调文学的本体力量，自觉实

践自由独立的文学追求，彰显出进步知识分子的责

任意识与信念持守。在他们的努力下，《文艺》成为

抗战文学的阵地，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各党派的抗战

政策与实际举动。副刊上偏向红色政权的言论，记

录了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积极姿态与

立场选择，演绎了文学生产场自主性的生成过程以

及场域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三、迥异的言说倾向背后的权力符码

从表面上看，《大公报》正刊与副刊迥异的言论

倾向有悖于报纸统一的办刊宗旨；实际上，它是场域

时刻发生着、紧绷的斗争状态的一种体现。文学场

的自主性是相对的，它总是受到权力场不同程度的

渗透与左右。国民政府为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在

掌控物质资源外，还运行一套特定的话语系统，通过

各种渠道将本集团的行动理念辐射至各个阶层，以

固化民众对统治者的信赖。尤其是置身于三四十年

代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权力场对文学场的过度介入

使文学的功利性被无限放大，报纸沦为党派斗争的

工具。文学书写、新闻传播与政治因素联袂，进一步

弱化了言说者的自主意志，使其不可避免地卷入社

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漩涡，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

代言人。

首先，刊物的言说倾向体现出权力场的策略导

向对文化场行动者的影响。全面抗战初期，蒋介石

为顺利推行专制统治，极力拉拢文化界人士为国民

政府宣传造势。大批知识分子被延揽其下，一时间

形成“专家治国”的气象。但是，蒋氏对不能为其所

用之人施以打压、迫害，许多知识分子连最基本的言

论自由和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对国民政

府颇有怨言。抗战中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

国”的目的，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策略，依靠知识

分子引导社会生产，积极参与备战。战争进入相持

阶段，政府试图“全国党化”，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严

苛的法律、法规控制言论，并加大对文化界人士的监

视。抗战后期，蒋氏集团为稳固独裁统治，宣扬全体

人民“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同时推行

“全党特务化”，对左翼知识分子施以监禁、毒打等

暴行。反观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从２０年代初
要排除“一切民主派或改良派进化派之智识阶级”，

到认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和“革命的重要力量”［２５］。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

提出“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

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

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２６］。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

态度发生极大的转变，在广泛听取群体意见的基础

上，注重保障个人的言论自由。这种亲近与接纳的

策略强化了政党的正向吸引力，大批智识阶层人士

逐渐靠近共产党阵营并主动为其政治理念发声。

彼时，国民政府运行的文化准则是形式优于效

用的格式。趣味的区隔，将政治场内权威者的行为

崇高化、正统化。实际上，文化场对弱势独裁政府的

无条件支持，无异于在沙土上盖楼，薄弱的根基难以

支撑风雨飘摇中的建筑。资产阶级的“惯习”引发

的行为倾向使他们忽视了矛盾根源在于统治根基的

溃烂，并非辅助和支援可以挽救。立场与利益的作

祟使得文学场的话语权威相信“维护”优于“重建”，

他们认可“正统”的言行并不断为它的失职辩护。

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偏狭的言语带来的危害，他们

重新考量文学理论、方法与概念，试图构建一种新的

关系系统唤醒沉溺在靡靡之音中的从众。这些富有

“对抗”意味的文学生产带着明显的目的，言语中的

排他性、政治性不断挑战权威者建立的趣味区隔一

步步改变文学场的格局。

其次，正刊与副刊迥异的言说形构，表现出不同

性情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场的空间占位。文化场

的竞争双方，主要是掌握多数资本的话语权威与试

图摆脱权力钳制、构建新的场域规则的挑战者。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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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主编港版《文艺》期间，开始调整文学生产方向，

他号召流散各地的作家朋友书写前线战事实景，并

改变副刊一贯立场，刊登介绍延安新貌与正面描写

共产党将领的文章。这一时期，文艺副刊作为文学

战场的一名小兵，开启了探索抗战时期文学走向的

实践。随后，杨刚接替萧乾担任主编，她重申副刊的

办刊宗旨，为《文艺》“披上战袍，环上甲胄”，集结进

步知识分子对香港文坛的靡靡之音发起挑战，刊物

“越界”的言论侵犯到权威者的利益，但言说空间的

拓展意外收获读者的欢迎，报纸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为副刊调整言说方向增添筹码。面对《文艺》不同

于正刊的言论倾向，报社高层从报纸整体发展考量，

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努

力下，获得一息自由的副刊成为一块直言光明、暴露

黑暗的言说阵地，逐步成长为文艺战线上一名勇猛

的斗士，不仅撕开香港太平盛世的假象，唤起青年直

面战争危机，还为秉持“独善其身”观念的商业报纸

和知识分子做出文化界应有之举的示范。

话语权威推崇的审美趣味，在固化民众思想的

同时，不断削减异己的力量。副刊在场域内、外权力

的争夺与制约下，言说能够达到“出位”以吸引受

众，却无法“越位”以逃离管控。主编只有通过编辑

策略，推进《文艺》在“破”与“立”的交界处运行，才

能够借助权威赋予的资本，打破文化场原有格局，建

立新的文学生产版块。萧乾、杨刚担任主编后做的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整文艺副刊的审美趣味。他

们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与性情

倾向，吸引并汇集一群文学生产者，通过作品、宣言、

组织座谈会以及与其他刊物形成文化战线等方式争

取广泛的社会认同，不断强调并界定抗战时期文学

应有的面貌，依靠《大公报》稳定的发行量与《文艺》

上新颖、深刻的言说扩大受众群，试图构建文学场新

的关系系统。副刊发起的挑战撼动了权威者在香港

维系的文化秩序，这些由知识分子提出的“理论、方

法与概念是争夺知识承认的斗争武器，对它们的选

择，不管是否有意识，都受制于‘对差别的追求’”，

知识分子“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影响最大化

为目的的策略家”［２７］。这种差异化追求并非他们为

否定而否定的权力占位，而是个体基于对权力场的

斗争状况与文学场的趣味区隔进行综合考量后的抉

择。《文艺》言说路向的转变不仅对文学场观念进

行了纠正，也在暗中应援了权力场的力量对抗。当

投射了社会构想的文字书写凝聚成一条文化战线，

新关系系统的运行将会冲击场域原有的权力分配、

审美趣味，加速关联空间的结构转变，场域内格局变

动势必对资本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

最后，作为次场的文化场，也需要依靠权力场的

支持以占据优势。文化场的行动者通常会借助政治

场力量、媒体平台、身份名望等资本不断提升其自主

言说的权力。场域赋予主编行使的权力为他们达到

政治效用提供平台，同时，不断提升的政治资本又为

他们增加自由言说的筹码。主编将文艺理论家、作

家、读者聚集起来，组成一支文化战线上的队伍。在

组稿过程中，他们既注重语言的通俗易懂，以便提高

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修养和责任意识，又重视文章

内容的深度，以求提高民众精神内蕴，培养其辨析是

非的能力。读者作为信息源的接受者，容易受到媒

体的言说路向与政治倾向的影响，他们效仿喜爱的

作家，就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尽管这些文章看起来思

想浅显、语言略显稚嫩，但言说主体范围的拓展，打

破了文化权威对信息的垄断。相比一些刊物长期作

为某派系的言论阵地，《文艺》客观、开放的办刊理

念提供给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充分的话语权，使观

点对立的两方在论辩中条分缕析矛盾，从而达到明

晰缘由的效果。民众也能够从报纸上不断深化的论

争了解与熟知真实的社会现状，意识到独裁统治的

国民政府需要的是民众的服从与牺牲，而红色政权

点燃的是另一番自由与民主的气象。

《大公报》正、副刊迥异的言论倾向是场域行动

者空间占位的体现。正刊的“亲蒋”言论，代表了统

治权威与资产阶级的意志，他们以“国家中心”为准

则，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促使国家达到内

修外攘的一统状态。即便国民政府存在一定的过

错，他们依旧会采取包容的态度维护并巩固其权威

地位。而文艺副刊呈现的“红色”质素，体现出无产

阶级与进步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他们将“正统”与

规范暂时悬置，进行着一场重建文学生产规范与社

会秩序的先导性实践。他们认为先要外御强敌，再

借助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业已腐朽的制度，才能转

变国内水深火热的颓势。围绕《大公报》的重重论

战，演绎了场域内行动者的认同与拒斥、聚合与分流

的思想变迁。在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原本作为报纸

“附张”的《文艺》一跃成长为抗战期间具有对抗实

力的言说空间。副刊上倾注了理想的文字与战时大

后方文艺活动遥相辉映，不仅对抗战时期的文学趣

味起到一定的指引与纠偏作用，其不断提升的自主

性也相应影响了场域的关系结构。这场由行动者的

空间占位引发的文化博弈，体现出不同维度下知识

分子的性情倾向与身份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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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布迪厄把资本划分为四大类：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
本、象征资本。他认为正是资本的逻辑，决定了场域内所

发生的种种竞争和力量的不均衡……资本在场域中既是

行动者在游戏中的最终争夺目标，也是取得该目标的手段

和技能。

②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之志
趣》，提出“四不”政策，其中“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

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

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

以金钱所左右”。在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一份商办报

纸从新闻来源到办刊物资都接受了国民党的支持，加上报

社高层与政府高层的亲密关系，即便不掺杂金钱往来，其

言论倾向难免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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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思潮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王苏琪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７
作者简介：王苏琪（１９７０—），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

政治教育。

摘　要：“逆全球化”思潮是欧美国家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变化中的反应，它通过经济贸易中的
保护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社会治理上的逃避主义、文化交流中的排他和拒斥表现出来，“逆全

球化”思潮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挑战。但同时，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震荡中，也给我们带

来启示，在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立德树人要强化发展理念，增进政治自觉，彰显人类情怀，担当

大国责任，完成时代赋予创新创造精神的培养，为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积蓄动能力量。

关键词：逆全球化；经济；政治格局；社会治理；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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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英国开始公投“脱欧”，意大利公投修
宪，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２０１８年法国爆发“黄背
心”运动，全球化遭遇一系列冲击，特别是美国政府

频繁“退群”，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程导弹条

约》《开放天空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协议，并且退出

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

联盟等一系列多边组织，致使世界贸易组织被迫

“停摆”，使“逆全球化”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逆全球化”是欧美国家共同启动的，来源于资

本全球逐利、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全球化红利

主要偏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资本获利更大，但主

要集中在少数资本拥有者或精英阶层，他们获利比

例越来越高，广大劳动阶层分配比例越来越低，欧美

领导人利用全球化和贫富差距的相关性，祸水外泼，

转移矛盾。这种状况不会因为某个领导人的退出而

改变其趋势［１］。

一、“逆全球化”的现实表征

“逆全球化”首先是从经济方面凸显出来。

２０１７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对中国开展 ３０１调查开始，
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拉开序幕。２０１８年，ＵＳＴＲ

发布《基于１９７４年贸易法３０１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
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

查结果》，宣布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 ２５％ 的关税，
征税商品集中于高端装备制造、高铁设备、工业用机

器人等中国新兴核心竞争力行业，中国相对应的也

将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２５％，中美贸易战打
响。２０１９年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从经济领域
蔓延到科技领域，在深海、航天、５Ｇ信息化等高科技
领域展开博弈。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欧盟针对中国的光伏反倾销一
波未平，２０１８年接着宣布对中国不锈钢无缝钢管反
倾销税延长 ５年，涉案产品征收税达 ４８．３％—
７１．９％；２０２０年３月又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车轮加收
费用，费率最高达６６．４％；４月起对玻璃纤维加收费
用，最高费率达９９．７％，期限为５年。

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贸易战中，同为发展国

家的巴西，四次对来自中国的陶瓷餐具、尼龙纱线、

摩托车轮胎和自行车轮胎等多种产品收费；越南对

中国的彩涂钢铁产品加收为期５年的费用，费率最
高达３４．２７％。除了东西方对全球“制造工厂”中国
的限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两个阵营之间贸

易摩擦也在升级。美、欧两大飞机制造商早在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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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开始对峙，先是美国对欧盟的空客飞机生产国

英国、法国、德国及西班牙加收７５亿美元专项税，
２０２０年美国又将欧盟进口飞机关税从 １０％提至
１５％，还对加征２５％关税的产品名单进行扩充。从
数字税到飞机税、从农业到科技、从制造业到大工

业，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步步攀升，欧盟也不

停调整反制政策，全面反击美国。

各国为了维护经济利益，掀起贸易保护主义，在

争夺国际经贸领域的话语权中，本土主义盛行，为抢

占科技领域制高点，不惜损害多边关系。这不仅造

成了国际关系的紧张，也将全球经济增速拖入了泥

潭。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数据库的统计，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４．４８％，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时，经济增速还保持在３．７０％，但２００９
至２０１８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３．４１％，降低了１．０７
个百分点，预计 ２０１９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下滑到
３．３％，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继续下降到３２％左右。［２］中
国经济的增速，在２１世纪前十年，保持在双位数高
位，印度每年的ＧＤＰ增速也在７．５０％左右。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中国稳定在６．６％—７．２％之间，发展中国
家迅速崛起，导致世界经济利益格局发生新变化。

发达国家为开脱自己经济发展无力、国家治理的无

能，将国内分配不平等产生的民众不满情绪，转嫁给

全球化，将资本寻求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发展中

国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配置，迁移到发展中

国家所造成本国经济空心化，就业机会转移而失业

率高涨，也嫁祸给其他国家，以平息国内民怨，以大

国经贸博弈顽守全球价值链顶端。

为配合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布局造势，强调国

家利益至上，在意识形态上大肆宣扬民粹主义。在

全球，以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盾牌，维护自我利

益，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不仅具有排他性，而

且把这种民族情感异化成对其他民族的憎恨，反移

民，反难民，具有灭他性特征。在国内，将“纯粹的

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对立起来，主张政治是人民

普遍意志的表达，强调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

的创制权等，这既是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剧的

现实反映，也是真正的精英阶层隐藏只为“精英”谋

利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一种策略，从而在政治上

达到对国内民众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在国际

上，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影响了市场、企业、国家

的未来信心和政治决策。

在社会管理上，共建共享意愿降低，在享有权利

的同时，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削弱或降低全球管

理责任，随意性增大，表现出非理性和不可控性。公

共破坏性事件频出，造成全球公共领域管理和治理

的难度加大，增加了国际合作的成本。美国不断退

出国际组织，逃避自己的义务，对全球的气候变化、

海洋治理、核管理、外太空及南北极地管理等国际公

约，都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也使全球公共管理机

构公信力失威，全球环境治理和公共管理领域面临

危机。

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上的政府政策与表征，必

然通过文化表现出来。全球化中的文化是多元的，

但文化的多元化正在遭受侵蚀。美欧的移民文化是

包容的，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特别是拉美和非裔

的人口大量入美，对社会稳定安全的破坏力增加；冲

击欧洲的难民潮，尽管带来了一定的劳动人口，但同

时也带来了治安的压力和犯罪率的上升，本土文化

在反噬中抬头，文化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扩张，对

政府政策形成压力，美欧国家对来自非洲、墨西哥、

中国、印度、越南等地的移民者，采取排挤和限制措

施，表面上是平衡人口数量和观念的冲突，实质上是

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同步衰减，文化影响力的下降，文

化凝聚力的涣散，民族精神取向的疲软。

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并不是全球化的主导者，而是全球化的跟

随着，并在全球化中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在全球风口

转向“逆全球化”，我们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在全球增速缓慢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一枝

独秀。在国内，保证了可持续发展势头，经济结构得

到改善，供给侧改革成效显著，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

提高，就业率稳步上升，人民的幸福感不断提升。在

国际上，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与全球化高度契

合，市场容量和潜力巨大，成为提振全球经济发展的

强大动力，带动全球经济正向驱动，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了发展样本，也为全球经济摆脱衰退带来信心，更

是为全球产业链的搭建、调整提供了回旋空间，为世

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但在“逆全球化”的

裹胁下，我国也受到发达国家经济衰减的下拉力，增

速放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
６．９％、６．７％和６．１％，增速逐年回落［３］。２０２０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尽管我国最先从疫情防控中

复工复产，但经济复原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

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一季度为 ＧＤＰ增速为 －６．８％，
二季度增长３．２％，三季度经济增速为４．９％，带动
前三季度总体增速由负转正，呈现稳定恢复增长态

势。

经济的全球化使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共振，美

国和欧元区作为中国两大主要贸易伙伴，它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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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状况直接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２０２０年１月的
《全球经济展望》发布了世界银行的预测：２０２０年，
中国经济预计增长 ５．９％，比 ２０１９年实际增速低
０２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预计为１．８％，比２０１９
年实际增速低 ０．５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
１０％，比２０１９年实际增速低０．１个百分点（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２０）。全球经济增长萎缩，使我国经济负重
前行，想要短期内“康复”，在保持自己的中高速增

长之外，既要拉动低增长的同向共进，又要抵御负增

长的消耗，压力巨大，困难重重。

在全球政治格局中，我国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

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至上，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为宗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民共同富

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

的获得感、幸福感。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西方

发达国家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不同，它们在国内保

证集团的利益、权力和资本的安全，并在全球获得超

额利润。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从来都没有消除，

为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排除异己，对中国

政治制度“污名化”，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惯常的

手段，把我国作为转嫁政治危机、转移国内矛盾的

“替罪羊”。美国善用“人权高于主权”对我国政治

制度横加干涉、指责，在公共事件中，更是抹黑、诬

陷，手段层出不穷。在全球抗疫斗争中，美国的政客

和媒体罔顾事实，将新冠肺炎说成是“中国病毒”，

在全世界散布病毒是“中国制造”“黄祸”，甚至指责

武汉封城是“侵犯人权”“缺乏民主观念”。尽管现

实给予这种言论响亮回击，世界人民对中国抗疫的

贡献也给出了公正的评价，但美国从没有停止对公

共卫生事件在内的任何事件进行政治化操作，穷尽

手段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

死，排他性和灭他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仍会继续采

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举动。

在社会治理上，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

不逃避自己的责任，积极承担国际事务，秉承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观，把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作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这与“美国优先”包装之下

的利己主义完全不同。欧盟虽然对美国的举措有所

腹诽，但它与美国政治上合作，军事上依赖、经济上

竞争的关系框架基本没有动摇。当美国以自己为国

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而

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为由，不反思制度失调、分配失

公、政策失衡，而将国际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地位降低

嫁祸于全球化时，欧盟集体噤声，并快速跟从，致使

某些国际管理机构瘫痪，协调贸易、社会、生态、气

候、海洋、国家关系的某些领域出现“真空”，为极端

主义、恐怖主义的滋生埋下隐患；同时美国主导的单

边主义政策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以邻为壑加大了

全球治理的难度，将全球社会治理和解决人类共同

面对的全球问题带入不确定状态，增加了全球风险。

中华民族文化，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和发展，形成

了包括爱国主义传统、集体主义本位观念、民族认同

感、国家主权神圣感的核心内容，表现出来的特征就

是尚和合、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讲仁爱、求大同，

它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还能产生广泛的

创造创新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利用文化传承，创造

文化精神产品，进行传播和交流，并通过文化产品和

规模化的文化服务进行价值创造，将民族的、独特的

精神力量通过文化产业展示出来。以美国为代表的

西方文化，形成了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个人本位的

文化属性，表现出来的开拓冒险、追求民主、平等自

由的特征。东西方文化各有千秋，文化互鉴共融是

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美欧习惯于西方文化中心

论，自工业革命以来暂时领先的优越感，使西方文化

难以容忍中国崛起带动的文化反超，拒斥、贬低、排

挤中华文化态势凸显。

三、“逆全球化”思潮的启示

全球化大势不可抵挡，“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

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

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

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想

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

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

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

流的”［４］。但全球化也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按照矛盾规律的否定之否定逻辑，熟悉其全程，把握

其脉搏，洞察其起伏，利用其优势，驾驭其趋向，在全

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嬗变震荡中，我们应该主动作

为，深入分析，积极应对。

全球化能够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因为全

球化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投资，扩大了国内

就业，改善了经济结构，提升了经济实力，但发展中

国家也要看到，粗放经营型经济增长已经过去，依靠

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增长正在被生产要素优化组合

和提质增效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所替代，政府的经济

调整是关键，政策的顶层设计成为未来制胜之器。

欧美国家的资本外流、国内经济体空心化、国际公共

负担份额大、负担重的现状，致使政府政策会继续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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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全球化，“逆全球化”仍会扩张，两种流向的碰撞

与深度对抗，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速的走势，还决定了

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全球治理来彰显了政

府责任，各国政府对全球的责任承担和财政付出，不

仅预示着未来国际话语权和公信力，也向世界展示

了人类对地球家园的道义和正义，予少取多、不予反

取，不仅是短视的、狭隘的，而且也是不负责的，是绝

路一条。从科技的迭代看，信息化的物联网与智能

制造（人工智能、数据产业、机器人）为代表的第四

次科技革命，席卷了几乎所有的产业，各国的安全边

界被科技上的边界安全所模糊，人们内心的民族认

同和国家观念面临着二重奏。一方面，多元化文化

趋同文化融合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民族性的文化

会更加清晰、更加坚定。民族性的文化不是封闭的、

保守的，而是开放的、变化的、发展的。它在自己的

历史行程中总要吸纳外民族文化的精粹，融于自己

的血肉之中。全球文化互鉴与共融，必定会使人们

观照自己的精神内核、文化价值，反思全球化带来的

观念冲突，回望民族文化中蕴含的潜力，振兴民族文

化，复兴本土文化已经崭露头角，民族文化复兴成为

一种态势。

四、“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习近

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教育“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

题。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首先要使我们培养的

接班人和建设者，了解自己国家的“家底”，包括当

前的现状、国家大势、国家战略，加强对我国经济政

策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和掌握。

发展才是硬道理，无可置疑，正确处理改革、发

展、稳定的关系首当其冲。我国１４亿多人口的福
祉，依赖经济的发展；“十三五”计划的收官和“十四

五”规划的制定，都需要经济增速来保障；建设小康

社会，国富民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实力

是物质基础。发展离不开与时俱进的改革、调整，更

依赖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内

外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调，也是深植爱国主义

的基础。经济要增长，必须理解、支持国家的重要战

略选择，深入领会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入理

解在全球经济衰退现状中，增加我国经济抗风险的

韧劲，挖掘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潜力，培育我国参与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时，扩大和深化对外开

放，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区域化优势，高质量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ＲＣＥ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
判，以区域经贸协定促进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打

造合作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因“链”施策，顺势而

为，多维度构建合作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５］

保持政治自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突出我国的

“四个自信”，坚定“两个维护”是重中之重。将我国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到

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武器，以中国化的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充满信心，增强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自豪感。维护

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是我们凝聚力量的所在。邓小平曾指出：“评价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

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

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

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６］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

集中表现为五个“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

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

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

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

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

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

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以全球视野彰显人类情怀，维护世界公义是应

尽之份。在国内，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厘清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体系、结构层次、执

行监察和运行效能，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

治理和源头治理。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

出发，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历经实践检验，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

征，也是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改革创新

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也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我们正在进行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奋力提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水

平的效能。在国际上，积极践行世界人民的共同理

想和美好追求，“一带一路”开启全球治理模式的地

域探索。以“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为承载，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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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一头连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通向发达的

欧洲经济圈，不把中亚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

过道和经济发展的“洼地”，而是依托运输大通道，

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的区位合

作为平台，致力于维护开放型经济与全球自贸体系，

实现各国经济提速发展的宏大愿景，使区域基础设

施更加完善，国家经济潜力充分彰显，政治互信更加

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文明互鉴更加多元，共同

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倡导所有国家求同存

异，同舟共济，超越狭隘的一国私利，以天下为公之

道，共同呵护和建设好荣损与共的地球村，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的和谐世界。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

在创新能力上，科技要创新，首先要注重基础教育，

打好基础，要用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科技

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只有基础研究充分、牢固，

创新创造才能展开，科技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其次，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养成学生批判性思维。批判

性思维并不是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持否定态度或吹毛

求疵，而是保持敏锐的思维、好奇的探究，全面考虑

各种可能的观点和解释，不拒绝非流行的观点，同时

保持反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歧视，自觉避免或

减少这些对判断的影响。在追索问题中，尝试用不

同角度看待问题，通过评估、比较、分析、探索，理性

的批判伦理道德或学术观点，识别推理和逻辑过程

中的错误，愿意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并更加关注寻

求真理。培养学生的辨别力、洞察力、判断力是批判

性思维的核心，是科学探索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最后，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和越

挫越勇的意志，敢于接受挑战，不怕失败，敢于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在国家容错纠错机

制保障下，既不知难而退，也不半途而废，而是敢于

担当，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保持逆流而上的勇气

和愈挫愈勇的坚韧，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作为

信念，始终秉持“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

态，风雨兼程是状态”，具有攻坚克难、顽强奋斗的

意志和乐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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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开发利用河南红色资源的路径探究

祝　琳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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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把“课程思政”的支撑元素有机地融
入高校的专业课教学中，才能确保各类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同向同行、协同并进。本

文结合当前高校开展“课程思政”的实际情况，提出开发利用河南红色资源，使之成为“课程思政”的

重要支撑元素，并探索该元素融入高校专业课教学活动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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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７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９４－０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明确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

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

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１］。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的改进

提出了要求，并为高校开展“课程思政”指明了方向。

一、高校“课程思政”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一）高校“课程思政”的内涵

高校“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原

理、价值观念以及精神心理追求等融入各类课程中

去，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的理念意识、言谈行为、举止

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提升其政治思想素养的持续活动过程。［２］

可见，高校“课程思政”是指以学校设置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之外的其他各类课程为依托，既要求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将专业知识、原理有效内化于大学生的知识体

系之中，也要求教师结合各类课程主要的教学内容和

大学生的目前实际需要，探索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整合，努力挖掘各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支撑元素，有机融入教学活动中，让大学生充分体会

其真、善、美意蕴，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项重要活动。

（二）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１．高校“课程思政”能够发挥“立德树人”的重
要作用

在新时代，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的不断变

化，社会的各类思潮不断地激荡和冲击，对于大学生

群体来讲，传统的思政课程远远“不够解渴”。如何

在坚持传统思政课堂优势、发扬优良传统的前提下，

同时探索新渠道途径、挖掘“课程思政”作用、展现

其“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是当前高校需要进一步

深入思考和逐步解决的重要问题。高校“课程思

政”并没有要求改变各类专业课程中专业理论、技

能的教学，也不是把各类专业课程改成思想政治课，

“课程思政”是在专业课的教学活动中，挖掘真善美

的支撑元素，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

生的家国情怀、崇高信仰、高尚情操，不断提升其政

治素养。［３］本文认为偏重社会科学的专业课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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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程思政”收到良好的效果，偏重自然科学的

专业课程因其蕴含着一定的人文属性、人文情怀，通

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巧妙整合，开展“课程思

政”也能达到良好的育人目标。如行政管理专业培

养的是具有一定政治学、行政学方面的基本理论、专

门知识，并能在党政机关、事业以及企业单位工作的

复合型、高级的专门人才。通过开展“课程思政”活

动，可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法治、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等的系统

教育，提高此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２．高校“课程思政”对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课
程体系改革有重要推动作用

高校“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教学中根据国

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在把专业原理、知识

与方法讲明白、讲清楚的同时，要把专业课讲得更有

意义和价值，与思政课同向而行、协同共进，形成强

大合力，成为大学生德才兼备的坚实基础。专业课

教师开展“课程思政”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

思想素养，而且对专业和学科建设、课程体系的改革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行政管理专业，是一个研

究政治行为、行政体制及政府决策等相关领域的偏重

社会科学的专业，它涵盖很多专业课，研究主题涉及

政治制度、法律、政治行为、政治决策、政治心理等，具

有非常鲜明的政治性、理论性、应用性和实践性。因

此，开展“课程思政”有助于使行政管理专业更接地

气，更有实践性和生动感，凸显其正确的政治立场和

意识形态导向。以开展“课程思政”为切入点和契机，

带动教材建设、教学方式、方法创新，进而推进专业建

设和学科发展。行政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有政治学

原理、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中外政治思想史、比

较政治制度等，课程内容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和家

国情怀等，既涉及中外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和制度的

对照，也涉及当前的时事政治焦点问题。开展“课程

思政”活动，把“立德树人”任务落实到课程目标设

计、教学大纲修订、教案课件编制、教材编写选用等各

方面，贯穿于课堂授课中、实习实践中、作业论文中等

各环节，必然会推动此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二、河南红色资源是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要支

撑元素

（一）河南红色资源的含义及类型

１．红色资源的含义
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中创造凝聚而成的物质遗

产和精神财富，它承载了党的伟大历史、优良作风、

光荣传统，汇集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精神，富有真

善美的意蕴。红色资源有物质、信息还有精神的三

种载体。物质载体，主要是指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各

种实体，如战争遗迹、革命旧址、历史文物等；信息载

体，主要指以符号、图像、文字、声音等形式体现出来

的信息；精神载体，主要是指能反映红色资源思想特

质的精神文化，如红旗渠精神等。红色资源正是通

过这些形式多样化的载体，将厚重先进的理念、光荣

的革命传统、崇高的民族精神和信念融入其中，表现

出贴近生活、丰富多样、直观形象的特点，在当今社

会依然能够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２．河南红色资源的类型
河南红色资源集中表现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

以确山县杨靖宇将军故里、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新县

许世友将军故里、彭雪枫将军纪念馆、吉鸿昌将军纪

念馆等为代表的伟人故里、纪念馆；二是以郑州二七

纪念馆、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

博物馆、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

山动员会议旧址、鲁山县豫西革命纪念馆等为代表

的革命历史事件旧址、纪念地；三是以“共产主义新

社区”的南街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刘庄等为代

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果；四是

以“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任长霞精神”等为

代表的红色奉献奋斗精神。

（二）河南红色资源的真善美意蕴

１．坚定的求真思想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过程中形成的道路、方向符合当时的国情民心，具有

合规律性，集中体现了“真”的意蕴。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

中国的具体国情，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胜

利。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重大战略思想，从而使国家成功迈入全面小康，走在

世界的前列。河南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真”，意味着在

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的正确认

识与科学总结，客观地形成了符合国情、民心、规律的

正确道路和建设方略，再现了我党的革命道路和建设

方向的合规律性选择，这也正是河南红色资源在当代

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据所在。［４］

２．清晰的向善追求
河南红色资源所蕴含的“善”体现在理想、信念

的合目的性。推翻帝官封的压迫，建立人民当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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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新中国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的近期理想，

这一社会理想的实现以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为标志；新时期我们的理想就是在党的领导下，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的社会理想是实现最

美好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这些社会理想都

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是符合规律性

和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河南红色资源中善的意蕴，也

正是体现了这一点，体现了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带领广

大人民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无论是浴血奋战的战

争年代，还是艰苦奋斗的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是完

全为着解放人民的，也是彻底的为着人民利益的。

３．聚合的趋美体验
河南红色资源中“美”的意蕴，在于它将革命先

辈们坚韧的革命精神、崇高的信仰理念、高尚的道德

情操有机融入其中，展现出特有的境界、意境之美。

河南红色资源作为我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遗存，饱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

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融汇了我党自成立以来渐渐

凝聚形成的以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先

进文化，展现了我党在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高尚

品格和情操，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革命、建

设的生动历史画卷。河南红色资源正是通过丰富的

内容，呈现出美的意境、美的韵味。同时，河南红色

资源与生态环境相融合的自然情趣美，河南红色资

源能够穿越时空隧道的历史厚重美，河南红色资源

呈现的无私奉献的青春生命美，河南红色资源展现

文物的陈列艺术美，河南红色资源拥有的安静肃穆

的氛围美，使我党领导人民追求理想和信仰艰苦卓

绝斗争的过程有生动感、审美化，使我们在参观活动

中，能够体验到革命斗争的艰苦和仁人志士的豪迈气

魄，受到感召和心灵的激荡。如１９６０年２月，为了彻
底改变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河南十万林州儿女进入

了茫茫太行山，决心与穷山恶水的大自然进行了一次

工程浩大的决战。他们凭着一钎一锤一双手，逢山凿

洞，遇壑架桥，几代人苦战十年，终于在千峰如削、万

仞壁立的太行山上建成了长达１５００公里的红旗渠。
这条人工天河的建成，凝结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

红旗渠精神，并且依托巍巍太行的天然美景和蜿蜒水

渠自身的独特设施成就了天下闻名的红旗渠风光。

三、高校“课程思政”开发利用河南红色资源的

有效路径

（一）课堂授课中有机融入河南红色资源，使学

生体悟其真善美

河南红色资源的载体多元化且内容非常丰富，

如何更好地应用在高校“课程思政”活动中，提升思

政教育的实效性、生动感，需要结合高校学生的思

维、思考方式以及心理活动特点展开具体分析与探

究，做到因材施教、审时度势。具体来说，要加强高

校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教师可结合学生的心理、

兴趣与专业特点来探究河南红色资源的导入点和切

入点，绘制针对学生的个性化思政教育主题，形成较

完善的选题材料库，如可把河南红色资源分为以下

几个主题：“政治认同、法制意识”“历史人文、理想

信念”“家国情怀、国际视野”“集体观念、职业道德”

“艰苦奋斗、奉献精神”等，对有关联的河南红色资

源进行梳理整合，同时要与学生专业课教学大纲中

的重点内容相对应匹配，探究河南红色资源与专业

课深度有机融合的教学路径，使专业课与革命历史、

红色典故、红色遗迹有机结合，增强专业课课堂讲授

的知识性、真实性、思想性、生动性，引发大学生对知

识、情感和价值产生共鸣。教师还可充分利用多媒体

手段和方式，通过红色珍贵影像、红色经典老照片、红

色纪录片资料等将河南红色资源展现在大学生面前，

让同学们在专业课的课堂学习中同时能够聆听、观看

到河南革命老前辈的英雄故事，能够感受到河南近代

的革命历史航程和轨迹，心灵真正受到触动和震撼，

以此取得有效的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二）实习、实践中有机融入河南红色资源，使

学生感受其真善美

在大学生的专业实习、认识实习、毕业实习活动

中，在与专业实践教学大纲中的重点内容相匹配的

情况下，可组织和指导学生参观河南红色资源的遗

址，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彭雪枫将军纪念馆、吉鸿

昌将军纪念馆等，开展行之有效的有积极意义的实

践教学活动，通过学生亲临现场体验、生动情景模

拟、重温红色经典故事等途径和方式，使他们深入地

感受到革命先烈、老一辈革命家、新时期无私奉献的

英雄楷模们的奋斗牺牲精神，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直

接的、生动的思想洗礼实践课程。大学生其他利用

寒暑假和业余时间进行的各类实践教学活动，内容

和形式更可以多样化，如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较熟悉

的河南红色资源专题调研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

和方法，教师可以设计多项专题供学生选择，指导学

生展开对河南红色资源的专题调研，通过对河南红

色资源进行的深入调查分析，整理史料，分析现实，

对学生深入认识党的历史与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实际的紧密关系有着很大积极意义，也能促

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正是因为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才

有今天蓬勃繁荣发展的中国，从而进一步增强大学

生的责任感、使命感。［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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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园文化环境中有机融入河南红色资源，

使学生领略其真善美

众所周知，校园是高校学生的重要活动与学习

场所，将河南红色资源引入高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

当中，可以大大提升校园文化的思想性、价值性，使

河南红色资源在校园文化环境中滋润学生的日常学

习、生活，发挥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功能。首先可以

在校园中开展河南红色资源的专题宣传活动，高举

旗帜鲜明的红色文化大旗，开展河南红色典故、英雄

事迹讲述以及红色歌曲演唱、传唱，充分激发学生参

与其中的积极性和热情，使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开

展当中感悟河南红色革命精神和其真善美。其次，

可在校园中构建河南红色学习基地或红色学习中

心，配备可供学生查阅和了解的河南红色资料库，并

且可将河南红色资源以时间为主线进行整理和串联

起来，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性学习、自动化学习，以

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传播呈现河南红色精神，使学

生在校园文化环境中接受河南红色资源的深度洗礼

与滋润。再次，在智能化、全媒体时代，可借助高科

技技术实现河南红色资源在校园的宣传和传播。融

媒体平台不仅可以改变高校学生的学习方式与生活

方式，而且也可为思政教育工作带来一定的发展契

机。高校校园可以构建线上红色活动，借助融媒体

平台搭建河南红色文化渗透平台，设立河南红色资

源专栏，专栏中定期开展与河南红色经典故事相关

的一系列主题活动，面向全校学生展开网络线上征

集，定期在网站上进行红色文化优秀稿件推送，并且

可以绘制成册，应用到线下校园的宣传活动之中。

最后，在校园河南红色资源宣传平台发掘学生队伍，

由于高校学生更加明晰学生这个群体的喜好心理与

接受能力，由学生自身展开对河南红色资源的宣传，

可以显著增强河南红色资源真善美的感染力、思政

教育活动的感召力，可以有效培养大学生对河南红

色文化与精神的认同感，在这个活动中间，还可邀请

学生们在校园互联网平台为河南红色资源发声，引

导全体高校学生遵循思政的正确方向持续前行。［６］

四、结束语

在建党已经百年的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开展

“课程思政”意义重大，河南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

其真善美意蕴是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要支撑元素。

高校教师可在课堂授课中，在学生实习、实践中，在

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中导入河南红色资源，这对提升

学生政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价值观、人

生观，也为高校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综合素质提升、

将来成为国家栋梁奠定坚实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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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量子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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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量子力学》是应用物理学专业体系中具有重要桥梁作用的一门基础课，对培养学生的
知识素养、科学能力以及积极的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基于我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目标，在《量子力学》教学改革中，融入课程思政育人理念，对教学大纲、教学模式、考核评

价等环节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与尝试，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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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９８－０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１］。要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要用好课堂教学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课程思政

要求在非思政课程上，通过挖掘或融入思政元素，改

革教学方法，实现专业课程的培养与立德树人育人

理念的相得益彰［２］。在授课上，实现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专业课程知

识的学习和实践中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思想基础。近年来随

着新兴科技革命和产业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行业

企业都急需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这也对

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国内各

理工科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和推进新工科建设。新工

科相较于传统工科，更加注重行业企业需求，更加注

重对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对教师来说，除了

给学生讲授专业理论知识外，还要注重在教学中融

入工程和技术的新进展新成果［３，４］。河南工程学院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作者所在的应用

物理学本科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提出了要

在新工科背景下建设理科专业，在育人模式上实现

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效应。本文以量子力

学课程教学改革为例，阐述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建构

方面所做的改革与探索。

一、改革前《量子力学》课程教学状况

《量子力学》是以微观世界粒子为研究对象，描

述微观世界粒子运动规律的基本理论。量子力学课

程是应用物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是从事当代

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基础课程［５，６］。作为应用物理学

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扎实的

物理基本功，又能够为后继课程的学习打好理论基

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

求实的科学学风，锻炼了学生抽象思维和创新能力，

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然而，通过近十年的教学实践和学生

反馈发现，尽管量子力学教学在整个专业教学体系

中起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但是量子力学课程所涉

及的基础理论知识比较多，概念较为深奥抽象，公式

推导特别烦琐，对师生的数学功底提出了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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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课程改革前，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对我校应用物
理学专业（２０１４级５０人和２０１５级４８人）共９８名学
生进行课程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９８份。

有３０．６％的学生反映课程比较难、不容易学。
有３０．６１％的学生感觉教材比较抽象，很难自学。
通过课下与学生交流，感觉课程比较难的一个主要

原因是学生们经过多年的物理学习与训练，已经习

惯了用宏观思维去理解物理规律和现象。量子力学

研究的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课程涉及很多全新

的、抽象的物理概念，而且有很多量子现象无法用宏

观的物理图像来理解。这就导致在学习量子力学过

程中出现理解和认识上的不适应。另一个原因是量

子力学本身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很多理论

涉及了大量的数学推导过程。作为应用型本科高

校，受师资能力、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编写

经得起严格科学检验的、适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以

及学生层次结构的量子力学教材难度较大。加上

《量子力学》课程主要采用国家规划教材。这些教

材的优势是由国内重点大学或知名教授根据其所在

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授课教学大纲编写，具有很

强的基础理论性和逻辑严密性。但是对于应用型本

科高校学生而言，这类教材涵盖的内容过于理论化、

数学化，缺乏一定的可读性，学起来就会比较吃力，

导致学生们认为这门课就是数学课。一旦在数学上

跟不上教师的授课节奏，就更加难于理解，形成恶性

循环，进而导致部分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了对量子力

学的恐惧，影响了学习效果，甚至会失去学习兴趣。

有４０．８２％的学生对量子力学的应用进展比较感兴
趣，而对理论推演感兴趣的只有１０．２％。这说明学
生们对量子力学课是感兴趣的，原因出在我们的教

材和授课模式上。通过课题组教师认真的分析，发

现在选用的经典量子力学教材中，缺少理论应用于

实践的案例描述，看不到量子力学对社会科技发展

的积极贡献。受传统量子力学课程教学模式的影

响，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课堂上经常出现教师过

于注重数学推导而忽略帮助学生构建物理图像的情

况。出现教师过于讲授课程的理论逻辑而忽视讲解

课程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具体应用。导致学生在学习

时感受不到量子力学课程应用价值，因此才有学生

希望老师多讲授应用实践的建议。有３０．６１％的学
生选择学习量子力学是必须课程的原因，纯粹是为

了学分属于被动上课。这说明传统教学模式学生的

参与度不高，很多学生并没有从内心认识到学习量

子力学课程的重要作用。分析发现主要原因还是出

在我们的教学模式没有跟上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

养目标的要求。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留给量子力学课

程的学时有限，经典教材中涉及的量子力学的内容又

比较多。教师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给学

生讲授理论知识，也就很少有时间思考课程的育人效

果。甚至就没有思考过如何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

育人内容。这也说明，我们以前传统的教学模式，本

课程并没有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中提出的，培养学生形

成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目的。

基于以上学生反馈和分析并结合我校实际，我

们从２０１９版人才培养方案开始，对量子力学课程进
行了教学改革和探索，以期实现课程思政与专业课

程协同推进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

二、《量子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一）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

能力

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育人理念是注重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传统的课程体系注重的是知识

的传承和掌握，这也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

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为适应新工科建设和新时代

教育发展要求，尤其是当前随着量子力学理论与实

践研究的新进展和突破。基于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定位，在２０１９版的人才培养计划修订中，提出了
以ＯＢＥ理念为行动指南，深入开展应用物理专业课
程体系的改革。ＯＢＥ是一种基于成果产出导向的
教 育 理 念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 称
ＯＢＥ）［７，８］，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重点
聚焦于学生在学习过程的预期产出结果，并围绕预

期成果组织教育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对于量子力学

课程，我们立足应用物理学专业的学科背景，吸收了

近十年的教学经验得失。在教学大纲的设计上，将

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确定为获取知识能力，应用知识

能力和创新能力三个方面。也就是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要求学生具备利用量子力学知识描述微观粒子

运动规律的能力，以及用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分析和

解释实际微电子器件问题的能力。具备就量子物理

相关领域专业问题进行陈述和表达的能力，进而达

到提高自身的科学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能

力。在教学理念上，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成长

成才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内容上，保留了学

生今后从事电子类和光电类专业所需的量子力学基

础知识，而将繁杂的数学推导和证明过程作为选学

内容，授课时不再详细讲解。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

政，融入量子科技进展，融入计算机辅助教学等。总

体上，我们在教学大纲修改上做到了力求让学生学

有所获，学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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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积极的价值观

通过近三年的教学改革实践，《量子力学》课程

中蕴含的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被逐渐挖掘出

来，并引起了师生浓厚的探究兴趣。众所周知，马克

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处处体现着世界是物质的，物

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基本思想。量子力学

理论的应用与转化也充分印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因此，在新的教学改革中，开展课程思政

育人模式［９］，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对每一单

元都进行了深度挖掘，持续提炼课程思政元素、编写

课程思政案例、精心课堂设计，将《量子力学》中所

体现的思政元素融入量教学体系中，力争在潜移默

化中引导学生思政素养提升，进而达到课程思政与

专业课程协同育人效果。例如，在讲授完势垒贯穿

内容时，教师组织学生调研透射电子显微镜，以及用

它拍摄的新冠病毒照片。让学生在查找资料的过程

中深刻感受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智慧，深刻认

识到伟大抗疫精神的深刻内涵；同时，引导学生进一

步认识到我国是唯一同时布局五种疫苗研发的国

家，尤其是传统中医在抗疫关键时刻所起的重要作

用，深化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理解，有助于

进一步增强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以及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与决心；在教授完明显违

反宏观物理规律的“不确定关系”原理中，教师向学

生讲述不确定性原理对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深远影

响。正如物理学家玻尔所指出的“在物理理论中，

平常大家总是认为可以不必干涉所研究的对象，就

可以观测该对象，但从量子理论看来却不可能，因为

对原子体系的任何观测，都将涉及所观测的对象在

观测过程中已经有所改变”。通过向学生阐明在追

求真理的道路上要实事求是，做到尊重科学、遵守规

则、敬畏规则。另一个让学生印象深刻的内容是，在

量子力学理论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闪耀的都是国外

科学家的身影。但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

带领的团队实现了世界上最远距离的高速隐态传

输，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凸显了中国科技

创新成就。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

祖国。教师在课堂上讲好这些生动中国故事，既能

够使学生了解科技前沿的发展状况，增加量子力学

新的知识，又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感染学生，增强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将来为实现伟大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三）结合学科发展前沿，拓宽学生知识能力视野

量子力学课程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与科

学方法，培养学生形成抽象的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

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教学改革中，立

足唤起学生求知欲目标，不断优化繁杂的数学证明

过程，将更多时间用于扩展和提高学生的知识视野。

具体到在教学安排上，主要采用课前引导学生开展

充分调研与预习、课上全面讲解与充分讨论、课后有

效总结与持续布置任务模式等环节组织教学。为保

证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任课教师在课前充分备

课，特别是密切关注量子力学学科前沿。引导学生

观看网络视频，收集课程相关资料。授课过程中预

留小组讨论时间，与学生一起探讨课前给布置的内

容，就相关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并及时将最新研究成

果和进展融入教学过程中。例如，在讲解电子波函

数时，要求学生查找电子衍射实验，调研量子力学中

薛定谔方程的发现过程，达到提前了解课程内容，锻

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目标。

课堂实施是教学的主体，考虑到量子力学的基

本定律都是高度数学化的，很多现象用宏观物理思

维难以理解。因此，在实施课堂教学中首先用一节

课时间重点讲述当前课程的物理背景、物理概念，以

及相关结论。让学生从定性的角度整体上把握相关

知识，形成感性认识。学完这些内容后，第二节课会

根据学生们的课前调研，一起重温薛定谔方程的产

生过程，感受科学家们的创新思维、创新思想。尽管

薛定谔方程来源于理论，来源于科学家的天才设想，

但是我们要坚信，知识在于沉淀和积累，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授课结束后再给学生布置新的课

后阅读材料，并及时总结学生的调研和掌握情况，形

成平时成绩，以此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在学习量

子态、自旋等内容时。我们给学生布置了近年来发

展迅速的量子信息、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等相关内

容。学生通过查找科研文章或相关的网站资料，不

但实现了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拓宽

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感受到了量子力学的应用就在

身边，今天的努力，就是储备更好的明天。

（四）计算机辅助教学，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结合基于量子力学的知识特点，

充分运用了多媒体课件，Ｍａｔｌａｂ和 Ｍａｓｈｍａｔｉｃａｌ软件
进行辅助教学。多媒体课件主要是向学生介绍量子

力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过程，系统讲解经典案例、展

示物理结论等。对于复杂的数学证明过程以及推导

过程，主要借助计算机软件辅助学习。例如，学习势

垒遂穿时，基于教材的理论证明结果，让学生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描绘了单个势垒（图１）和多个势垒的隧
穿概率图，以及反射概率图等。学生通过调节入射

电子能量，势垒的高度和宽度等参量，让学生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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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地感受到了量子隧穿图像。教师再借助图像从

科学研究的角度，对量子隧穿过程进行分析和讲解，

进一步加强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理解。

图１　一维势垒的电子遂穿概率图

在讲解氢原子内电子在空间各点的概率时，我

们借助Ｍａｔｌａｂ软件，描绘了电子的概率随位置坐标
的变化曲线，观察了概率的极值点和节点。图２是
描绘的电子概率随角度变化关系三维图，力争使学

生清楚地、全方位地观察角量子数和磁量子数对概

率分布的调节作用。

图２　氢原子Ｐ态电子的角分布概率（ｌ＝２，ｍ＝０）

另外，对于复杂的数学运算过程，主要借助

Ｍａｓｈｍａｔｉｃａｌ软件，不仅能实现对方程的求解，也可
以完成高精度的数值计算以及复杂的符号演算。例

如，求解粒子在一维有限深势阱中的束缚态能级时，

最后涉及复杂的三角函数超越方程，很难求出解析

解，这时借助Ｍａｓｈｍａｔｉｃａｌ命令就可以快速地通过图
形化界面描绘出结果。因此，通过计算机辅助教学，

让师生从数学上解放出来，学生就可以直观的感受

物理图像之美，就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把握研究

对象的物理特性。学生通过计算机辅助学习，不仅提

升了学习兴趣，也为今后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五）改革考核评价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考核评价是反映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的有

效手段。在教学改革中，为适应和满足我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借助工科专业认证的理

念，既考试不仅要评价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还需要考核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

同时，考核还要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即考察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

力等。另外，通过考核还要诊断出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为后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为实现以上

这些考核目标，在量子力学的考核评价上，首先采用

了平时考查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即平时考核

占３０％，侧重考察学生的调研能力，阅读收集材料
能力，课堂参与情况，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等这一部分

主要借助学习通平台完成；期末考核占７０％，主要
是通过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实践证明，平时考核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参与度，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

期末考试试题设定上，除了考核学生对基础理论知

识的掌握情况外，重点通过简答题和应用题来考核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试结束后，通过认真分析

学生的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结果，得出学生对各个考

核点的完成和掌握情况，为深入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热情和学习效果，也提高我校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

的人才培养质量。其中一个明显的指标是该专业考研

率逐年提高，尤其是在２０２１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
中，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的学生考研录取率达到了

３６４％，有８５％的学生考入了双一流高校，量子力学更
是取得了平均１２４分的好成绩，受到了学校的表扬。

根据第三方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解决方案专业机

构麦可思公司进行的毕业生培养质量反馈数据，我们

的毕业生近三年来对母校和专业的满意度为１００％，用
人单位连续三年对我们专业的毕业生满意度为１００％。

三、结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基于我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办学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对量子力学课程进行了

多角度的教学改革与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

们深知，量子力学教学改革与创新将是一项综合性

的，持续的改革工程。量子力学的新理论、新知识、

新技术仍在迅猛发展，有着无限广阔的应用前景，这

为深化教学改革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赋予了新

的责任和使命，只有如此，育人教学改成才能取得新

的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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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理论视角下外语课程思政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樊永仙
（太原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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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下基于主题的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２０２０ＹＥ０２９）；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创新发展战略下研
究生英语思辨能力培养模式行动研究”（２０２０ＹＪＪＧ２３８）．

作者简介：樊永仙（１９７４—），女，山西太原人，硕士，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

摘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高校外语教学，强调在语言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过程中，重视
价值观的引领。从认知行为理论出发，根植教学实践，探讨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协同发展的外语课

程思政建设路径，论文围绕四个维度：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目标提炼的高度，探索外语课程思政内容的

广度联结，实现外语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体现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的育人温度，旨在触发学习者

从认知到行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外语课程思政效能，达到立德树人目标。

关键词：外语课程思政；认知行为；学生成长；效能提升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Ｈ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０３－０５

　　２０２１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在对“全
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报告”的深度解读中

提出，教学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这与课程思政

“家国情怀、品格塑造、专业伦理、科学精神”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相一致。成长意味着“知行合一”，即认

知和行为相统一，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结果。中

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是从

思想认知上归化，从行为上归于所化。“化”是指一

种文化、体制、思想或价值观。高校课程思政应该着

眼于促进学生认知和行为成长以及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形成三全育人的“大思政”教育格局。

外语学科的人文性、工具性和通识性为教师课

程思政教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目前外语课程思政

研究主要包括思政解读、体系建设、课程内容、模型

构建等方面，而鲜少涉及教学目标达成与学习者认

知行为的深层关系。如何将语言能力培养与价值观

引领深度融合，如何从学习者的认知行为特征出发

进行有效教学是亟须研究的课题。认知行为理论将

学生主体的认知发展及价值观发展看作是一个具有

阶段性的动态结构，教学实施既要考虑学生语言思

维认知，更要考虑以认知为中介的行为养成。基于

此，本文提出将认知行为理论的“情境、认知、行为”

三要素融入课程思政教学中，从“高度、广度、深度、

温度”四个维度促进外语课程思政效能的全面提

升。即主题思政元素提炼和凝练的高度，学生知识

关联和信息链的广度，学生领悟力和认知水平的深

度以及思政教学过程及效果的温度，完成认知到行

为这一动态过程。

一、认知行为理论

认知行为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ｏｒｙ）将行
为主义的行为习得和认知主义的心理信息加工相结

合，被广泛使用于心理学、社会工作和教育学领域。

该理论强调认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重要性，内在

认知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外在的情境与内在的

认知改变都会最终促发个人行为的改变。认知作为

情境和行为的中介，其形成受“自动思维”（ａｕｔｏｍａｔ
ｉ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的影响，而由核心信念发展成的自动思
维，可以通过观察、认知结构调整、信息加工，辅之以

行为塑造、刺激反应，达到行为的联结和强化。

托尔曼在认知行为理论发展过程中，强调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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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目的性、认知性和可接受教育特征。学习者在

连续完成一项任务会建立其符号格式塔，学习的过

程是结合当前整个情境领悟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将

活动中的知识、技能、理论等内化为自身的知识与技

能，并“由内而外”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所谓“格物

致知、格心致远”，在课程思政教学中，价值体系的

习得和构建注重由内化到外显的认知行为过程，价

值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基于大学生认知准则基

础上进行的外语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也应遵循这一规

律。

二、外语课程思政

语言是思维和文化的载体，表达思想内容，体现

文化内涵与修养，承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外语教

学与课程思政紧密衔接，深度融合。《外国语言文

学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规定了外语教学的知识

要求、能力要求和素养要求。其中包括中西语言文

化知识、跨文化沟通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以及

综合素养，这说明大学外语教学在注重培养学生的沟

通表达能力，全球视野，人文情怀以及多元包容性的

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胜任力，培养学生的品

格和责任心，有理想抱负、国家意识和家国情怀［１］。

外语界学者探讨了外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提出要在改革创新中完善课程思政教育体

系［２－３］，发挥教学内容的价值观引领［４］。从教师思

政能力提升、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更新、考核评

价重构等方面实现多方联动，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路径［５－７］。但从高校学习者的认知行为特征及价

值观内化规律出发，对外语课程思政深度融合的相

关研究还很欠缺。外语课程思政更多地强调思政元

素的挖掘和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融入，但是如何融

入，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策略可以达到育人目标中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是外语课程思政教学

的使命。因此，本文将探索外语教学中，外在的价值

标准转化为内在价值的有效教学路径，围绕外语课

程思政的“高度、广度、深度、温度”，达到学习者“知

行合一”。

三、外语课程思政的效能提升路径

基于学习者认知发展规律，确定育人目标、提炼

育人元素、分析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案、实施教学

评价，通过“组建教学团队、搭建教学平台、构建学

习共同体”等教学实践，体现“高度、广度、深度、温

度”四维实施路径。如图１所示。在外语教学内容
中挖掘育人元素三项序列任务中，凝练高度体现育

人目标层次性；内容广度体现外语思政教育的全要

素覆盖；深度融合体现在选择材料、设计活动、实施

评价各个环节中；教学温度贯穿于整个外语课程思

政过程。四维路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符合学习者

认知行为规律，体现整体教学观理念。

图１　外语课程思政“四维”教学实施路径

　　（一）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目标提炼和凝练的高度
高度是一种“大知识观”，思想高度决定了价值

高度，也决定了单元思政要素“点—线—面”的整体

教学观，是教学广度和深度的前提。整体教学观首

先需要教师有系统教育理论、相关话题知识框架及

对教材文本充分领悟；其次要精心设计单元任务。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需要从教育政策、课程理论和外

语学科特点三个视角系统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的内

涵［８］，确定思政总目标和子目标，为任务共同体的

构建和问题式课堂教学提供框架。

首先，育人目标的确立要依据育人维度。从国

家宏观教育政策的角度把准方向，发挥上层教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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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则在外语教学生态系统中的统领作用。

其次，发挥教师协作作用。教学团队是提高凝

练高度的有效途径，可以依靠团队建设课程群，协同

合作实施课程思政［９］。笔者负责的课程思政教学

团队经过三个学期的合作研讨，通过搜寻、挖掘、整

合、筛选思政材料、研讨、思想碰撞、外语教学理论和

教学经验的结合、教学回馈和反思一系列教学活动，

不断打磨，形成系统和完整的单元课程思政循环，取

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最后，从学生需求出发，结合校本特色和专业特

色层面。外语课程作为服务于各个院系专业课程的

通识教育，育人目标可以结合校本特色和校训、院

训。校训体现校本特色，是师生对人生观、道德观、

知识观和教育观的共同认知，承载了教育目标及践

行的日常行为准则。院训则是学院办学定位的集中

体现，也是专业育人原则。笔者将太原科技大学校

训“负重奋进，笃行求实”以及所带应科学院院训

“理实交融，博学卓思”融入外语课程思政育人全过

程，从开学第一课到学期活动设计，强化“奋进、学

思、笃行、求实”的育人元素。

隐含的思政元素服务于单元育人总目标，目标

不能太多太泛，融入时也不能过于刻板，应自然贴

切，符合主线性和聚焦性特点。比如在单元“Ｈｉｇｈ
ＤａｙｓａｎｄＨｏｌｉｄａｙｓ”整体教学中，可挖掘的思政元素
包括“通过批判思维理解节日的意义”“中西方节日

习俗”“父爱”“尊重理解他人”“中国传统节日”等，

通过梳理和研讨，结合文本特色，本单元思政的育人

总目标定位在“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信及包

容并蓄的文化价值观”，子目标包括“了解传统节日

习俗和内涵”“用英语讲好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其

次，设计整体性包括单元活动的层级性、靶向性，遵

循价值提升的科学过程，遵循了解、内化、实践、升华

的规律，见表１。
表１　单元育人目标层级设计

育人总
目标

子目标
布鲁姆
认知层级

目标融合

传承传
统文化

了解传统节日习俗和内涵 识记、理解 知识目标

用英语讲述中国传统节日故事 应用
交际、思辨
能力目标具有包容并蓄的文化价值观 分析、评价

探索发扬传承优秀文化路径 创新

培养文化自信
内化认知、
提升价值

价值目标

　　（二）延展外语课程思政内容的认知广度
外语学科特色决定了外语课程思政内容的广

度，进而推动学生建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认知广

度以及跨学科具体体现在主题和素材的涵盖范围广

以及思维和视野的广阔。

就课程育人主题而言，作为高等教育阶段的一

门基础课，大学外语需要与各门课程同向同行，覆盖

思政教育的全要素［１０］。围绕课程思政的一条主线

及五大重点内容，不同学科对于践行课程思政教学

有不同的侧重点，如经管法强调“经世济民、诚信服

务、德法兼修”、理工类强调“科学思维、科学伦理、

大国工匠”。外语学科的通识性将个人成长作为核

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基、传承世界优秀文化

作为发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关键［１１］。

就思政元素的范围来说，思政元素涉及哲学、社

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

领域，有效助力学科发展；包括中西方跨文化比较和

价值观研判，开拓知识和思维视野。从纵向维度看，

依托语言素材的思政元素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世界

经典文化及现代先进文化。教学内容的广度使学生

能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培养家国情怀，形成命

运共同体意识。

就单元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而言，思政素材要有

逻辑性，目标对应性，呈现方式和平台的选择性，遵

循“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１”的原则。根据 Ｋｒａｓｈｅｎ二语习得
“输入假说理论”，“ｉ＋１”语言输入更有利于语言习
得，同理，“认知 ＋１”的原则符合大学生认知需求，
与语言知识、能力目标相匹配，为学生深度思考、探

索、讨论、参与、形成价值体系提供情境。以《新标

准大学英语》“Ｆｏｏｄ”为例，如表２所示，本单元育人
目标是“美食文化”的认知理解以及养成“节约粮

食”的行为习惯。围绕这个思政目标，制定层级子

目标，选取以下素材在课前、课中、课后，通过线上Ｕ
校园平台和线下课堂呈现，对于不同层级目标的素

材，采用不同认知活动，如理解，讨论，分析，评价，反

思汇报等。总之，认知广度联结和深度融合是紧密

融合的教学过程。

（三）实现外语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

认知行为理论中，由核心信念转化来的自动思

维可以是短暂的感性的想法，也可以是稳定的、对行

为方式产生影响的观念。认知和行为互相转化，认

知制约行为，行为可以强化认知。朱熹阐释的“知

行互发”也是这样的知行观。如何使学习主体的认

知内化为正确的观念，如何构成内在心理活动与外

在现实世界、情境、语料文本之间的互动，是外语课

程思政育人目标的核心。外语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

包括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深层启发（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学生
教学活动的深度参与（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和学生价值观的
深层感知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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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ｆｏｏｄ”单元思政素材

总目标 传播美食文化；树立正确食物消费观

目标层
级设计
及思政
素材
（认知－
行为）

了解中国传统美食 文章 Ｍａｋｉｎｇｍｏｏｎｃａｋｅｓｏｆ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讲述美食故事及文化内涵 文章 东坡肉，狗不理包子，过桥米线，粽子，月饼的来源

视频 ＬｉＺｉｑｉ：Ｖｌｏｇｇｅｒｗｈｏａｍａｚｅｓｗｏｒｌｄ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ｌｉｆｅ
对比中西方饮食

文化

视频 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ｉｓｈ＆Ｃｈｉｐｓ
文章 Ｔａｂｌｅｍａｎｎｅｒｓ

分析评价食物浪费
现象及其原因

文本 跟着习近平总书记一起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短片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ｏｄｗａｓｔｅｓｃａｎｄａｌ全球食品浪费事
报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ｍａｉｎｓｋｅｙｉｓｓｕｅ

树立正确食物消费观 文章 《悯农》诗；＂命运共同体＂之世界粮食日
视频 袁隆平：Ｆａｔｈｅｒｏｆｈｙｂｒｉｄｒｉｃｅ
文章 ＣｈｉｎａＦｏｃｕｓ：Ｎｏｌｏｓｉｎｇｔｏｎｇｕｅｔｏｆｏｏｄｗａｓｔｅ；ＢｉｎｇｅｅａｔｉｎｇＶｌｏｇｇｅｒｓｕｒｇｅｄｔｏｓｔｏｐｆｏｏｄ－ｗａｓｔｉｎｇｓｈｏｗｓ

单元活动 以活动深化节约意识 输出 Ｒｅｃｏｒｄａｃａｍｐｕｓｍｏｖｉｅｃｌｉｐｏｎｆｏｏｄｗａｓｔｅ；Ｗｒｉｔｅａ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ｐｏｒｔ

　　首先是思政素材的深层理解。布卢姆教育目标
分类系统中，将情感领域教学目标划分为接受、反

应、形成价值观念、组织价值观念系统、价值体系个

性化等层次。教师可以将问题化教学应用到思政元

素的谈论中，问题的设置根据认知层级，依次为识记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理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应用（ａｐｐｌｙ
ｉｎｇ）、分析（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创新（ｃｒｅａ
ｔｉｎｇ），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性，符合大学生目
前的认知需求，最终达到“启思明智”的目的。问题

化教学可用于课堂讨论或者课后思政元素文本分析

中，经学生高阶批判性思维分形成的价值观，其影响

效果远远大于教师的说教。

其次是教学活动的深度参与。克拉克洪和思乔

贝克的“活动观念”价值取向中，强调“做 ｄｏｉｎｇ”和
“成为ｂｅｉｎｇ－ｉｎ－ｂｅｃｏｍｉｎｇ”的最终目标是努力成
为更完整的自我。学习者参与具有目标靶向的共同

体教学活动，用语言知识结合相关技能解决一系列

问题，通过意义协商构建其价值体系、形成正向价值

观念。在“参与、分享、感受、总结”过程中，实现外

语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具体到教学实践中，教师

可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布置单元项目或

者小组任务。基于英语语言文本和技能培训，设计

学习理解类、应用实践类、迁移创新类等活动，让学

生自己发现“真善美”，探索事物真相，找出事物背

后的原因，做出反馈，形成认知和价值判断，达到思

维外化、行为外化。笔者在教学中提出“ＰＩＳＴＯＬ”共
同体原则，即成员参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思想阐释（ｉ
ｄｅａ）、语言流利（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组织合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技
术素养（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创新性（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共同体在
完成任务中要遵循这一原则，保障学生的全员和深

度参与，有利于单元育人目标的达成。

最后是学生认知的深层次感知内化。斯金纳的

新行为主义提出强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环

境和强化反馈的影响［１２］。评价环节的生生互评和

教师点评不仅起到语言修补和技能提升的作用，而

且共同体成员得到的正强化以及积极情感反馈增强

学生自信，内化思政品格。

（四）体现外语课程思政的育人温度

课程思政的温度主要表现在将情感教学融入课

堂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和求知探索欲，

产生情感认知与知识技能的协同发展效应。具体体

现在教师的师德操守以及活动情境的真实性和可激

发性。

首先，教师要发挥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一书中写道：“梦想要以梦想去

点燃，理想要用理想去唤醒。一个抱有理想信念的

教师，才会在孩子、青年的心中播下梦想的种

子。”［１３］教师的职业操守和学识风范对于学生价值

观建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学生可以推断获

得的深层信息。良好的教育氛围、严慈相济的教师

使学生心境愉快，既满足学生需求，保障教学效果，

也会激发学生课下搜索相关信息，内化正向价值观

念，对其今后的学习生活产生影响。

其次，教学的过程增加育人情境的真实性。情

境的真实性有利于学生认知行为发展需求，提高思

政育人自然性和有效性。笔者在大学英语的主题式

课程思政教学中，结合单元主题有机融入中国精神、

年度人物、大国风范等时事新闻。比如在讲

“Ｓｐｏｒｔｓ”主题时，导入中国女排精神和科比精神；在
“Ｆｏｏｄ”单元讲解时，将袁隆平院士的资料以视频、
问题、反思的方式穿插在讲解中；在“Ｎｅｗｓ２４／７”
时，补充对比同一话题中西方媒体的报道角度，探讨

新闻辨析的策略和重要性；在“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ｕｌｔｕｒｅ”单元
主题讲解中，通过西南联大精神及大学之道，培养

学生爱国爱校及社会担当意识；在“ＦａｍｉｌｙＡｆｆａｉｒ”
主题中，带领学生赏析《游子吟》和朱自清的散文

《父亲》，发扬中华孝道传统，感恩父母及家庭温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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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真实的思政素材主题与教师在价值导向、

语言结构的脚手架作用相结合，其影射作用体现在

学生后续（第二个学期）进行的小组课堂展示，教师

对展示内容没有做任何限制，只是规范了展示的基

本原则和框架，学期末的教学反馈发现，很多小组都

使用了曾经讨论的话题。“女排精神、新疆棉事件、

袁隆平、母亲节、传统文化”占据了词云图凸显的位

置。这说明教师思政要素的呈现和共享激发学生思

维认知，引起情感认知共鸣，继而触动学生在共同体

活动中进一步讨论、反思、探索，直到行动分享的一

系列活动。

四、结语

本文提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要符合学习者认知

行为发展规律，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育人效果。

结合教学实践，从“高度、广度、深度、温度”四个教

学维度提升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效能的实施路径，将

“语言、技能、育人”融入内容呈现、活动设计和评价

反馈中，实践“格心”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初心和使

命。外语课程思政是不断探索的教学模式，并非蜻

蜓点水，而是通过一系列参与（ｉｎｖｏｌｖｅ）、启发（ｉｎ
ｓｐｉｒｅ），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将思政要素“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具备认知修养和思维品质，并将内化的

认知实践于日常行为和学习生活中，最终提升学生

综合素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职业理想

和职业道德，为做一名合格的接班人打下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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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机是现代工程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设备，近年来，变频调速器在塔机的电气控制中得
到了普及应用。但由于塔机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变频调速器常会出现故障。而变频调速器是高度

集成的电力电子产品，普通电工难以解决故障，等待专业技术人员赴工地进行处理，势必造成工程工

期的延误，给施工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带来安全隐患。本文介绍了一种塔机变频调速冗余

控制技术方案，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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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塔机是现代化工程建设必备的重要设备，广泛

应用于水利电力、冶金化工、港口码头、船舶建造、矿

山开采、民用建筑以及一带一路等重要工程建设

中［１］。现代工程建设中最为常用的塔机有两种形

式，一种是小车变幅式塔机如图１所示，另一种是动
臂变幅式塔机如图２所示。

图１　小车变幅式塔机示意图

图２　动臂变幅式塔机示意图

两种塔机常被用作工程施工的主力吊车，塔机

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工程建设的进度，进而对施

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作为主力

吊车的塔机因某种故障而停机，将会导致工程建设

的停滞，给工程施工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

有关报道表明，一个大型工程项目停工一天至少造

成４０万—５０万元的经济损失。如果该塔机连续停
工数天，会给施工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８０１·



　　经过对我国某电力建设公司的塔机运行状况调
查统计发现，作为主力吊车的塔机故障造成的停工

天数约为每年７—１４天，相应经济损失约２８０万 －
７００万元之间。同时，塔机的故障引起的工期延误
还会对企业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除此之外，如果

在停机期间出现恶劣的气候变化，比如大风及雷雨

天气，塔机由于故障停机的原因，而不能及时运行至

安全状态，还会给现场设备和人身安全造成巨大的

危险隐患。因此，提高塔机的可靠性，减少塔机的故

障持续时间是塔机制造者和使用者都非常关注的一

个重要课题。本文对塔机的故障状况进行了详细分

析，并结合多年塔机设计经验，给出了一个提高塔机

可靠性的重要方法。

２　塔机电气控制系统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２０００年以前，变频调速器刚出现不久，价格

比较昂贵，仅应用于重要场合。大部分塔机均采用

传统的低压电气控制系统，变极调速、切换电阻调

速、机械换挡调速是常用的调速方案。这种塔机调

速方案的特点是线路复杂、系统故障率高［２］；操作

时对机械设备的冲击较大，容易造成机械振动、机械

磨损和机械部件损坏，进而降低整机的使用寿命；调

速平滑性差，运行平稳性差，工作效率很低。因此对

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影响很大。但是，由于电气控制

系统是由比较普通的电气元件组成，故障维修技术

比较简单，施工现场的普通电工即可完成，所以电气

故障恢复时间较短。

自２０００年之后，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飞速发
展，变频调速设备越来越便宜，促进了变频调速技术

在工业领域中的普及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在塔机中

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由于变频调速器是高度集成的调速设备，所以

应用于塔机控制时，所需的外部接线比较简单，故障

率较低；变频调速的调速范围大，调速平滑性好，起

制动过程无冲击，运行平稳，能够减小机械设备运行

的冲击和振动，因而不仅能够提高塔机的工作效率，

还能够延长塔机的机械寿命［３］。

但它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因为塔机是工程施工

设备，施工现场的环境比较恶劣，另一方面，根据工

程的需求，还需要频繁地拆装和转移施工现场。变

频调速器会受到诸如雷电干扰、雨水侵袭、电磁干

扰、器件老化以及震动和冲击等因素的损害，而造成

故障。变频器高度集成，技术含量高，许多故障施工

现场的电工无法处理，必须由变频调速器厂家技术

人员进行修理，由于路途和修理过程的影响，一般

会造成３－７天的停机误工时间，从而引起工程施

工的停滞，给施工企业造成相关经济损失、商誉损

失和安全隐患。由此可见，缩短因变频器故障造

成的停机时间对工程施工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３　变频调速冗余控制技术方案
在起重机电气控制系统中采用冗余设计，是减

少故障停机时间的重要措施之一，冗余控制技术在

核电、冶金、港口、水电站等重要场合的起重机电控

系统中已经有不少应用，应用反馈效果良好。而在

建筑工程施工塔机中的应用还比较少。随着我国现

代化建设的发展，人们对塔机故障停机造成的危害

体会越来越深刻，迫切需要对落后的塔机电控系统

进行设计改造，以减少因塔机故障停机造成的经济

损失和安全隐患。本文结合多年的工程设计经验，

提出一个既经济又具有较高性能的变频调速冗余控

制方案，以期对广大建筑塔机用户有所帮助。

３．１　塔机电气控制系统简介
为了提高塔机的运行可靠性和工作效率，目前

塔机的电气控制系统的组成一般如图３所示，它由
６大部分组成，其中，配电系统是用于为塔机各个机
构提供电能和电气线路的保护；ＰＬＣ程序控制系统
是用于整个塔机各机构操作和运行的逻辑控制和安

全保护控制；操作系统用于司机向塔机发出手柄操

作指令及监视各种安全信号；另外三个是变频调速

系统是用于为塔机的起升机构、变幅机构和回转机

构的电动机提供频率可调的动力电源。这样的系统

配置的特点是，塔机的三大机构既能单独工作，又能

同时工作，塔机的工作速度快，生产效率高。其缺点

是，一旦某个变频调速系统故障损坏，相应的机构就

不能继续工作，调运的载荷就不能及时运送就位，从

而造成停机误工，产生安全隐患与重大的经济损失。

３．２　塔机变频冗余控制方案
要消除塔机故障误工引起的工程损失，一般从

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塔机电控设备和电控元件的

可靠性，也就是提高它们的耐恶劣环境能力和选择

较高质量的设备和元件，以减少电控系统的故障率，

进而减少故障误工引起的工程损失。二是增设塔机

故障备用电路，在塔机电控系统发生故障时，采用备

用电路继续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冗余控制技术。采

用专门的备用控制设备是不太经济的，因此很难被

广大塔机用户所接受，本文提出了一种各机构电气

控制系统互为备用的控制方案，具有很好经济性和

不俗的可靠性。多年的工程实践表明，变频调速系

统故障是造成停机误工的最主要原因，本文重点讨

论变频调速系统的冗余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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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塔机电气控制系统图

　　图４是该方案的控制系统图，它是一种两两互备
的冗余控制方案。工作原理如下，在正常情况时，塔机

电控系统的工作如同图３系统所示正常工作。一旦某
个机构的变频调速系统故障，通过操作台上的旋钮直

接切换到另一个机构的变频调速系统来执行本机构

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因故障造成的塔机停机，保证了

工程的正常施工。例如，如果起升机构变频调速系统

ＶＶＦ１发生故障，可采用变幅变频调速系统 ＶＶＦ２来

控制起升机构的驱动电动机１Ｍ的运行；如果变幅机
构变频调速系统ＶＶＦ２故障，可以通过回转变频调速
系统ＶＶＦ３来控制变幅驱动电动机２Ｍ的运行；如果
回转变频调速系统ＶＶＦ３故障，我们可通过起升机构
变频调速系统ＶＶＦ１来控制回转机构驱动电动机３Ｍ
的运行。切换程序流程图如图５所示。这样一来，对
故障设备的维修过程，不影响塔机的正常操作，从而

消除或减少了故障停机带来的各种不足。

图４　塔机电气控制系统图（改造后）

图５　塔机运行程序流程图（改造后）

·０１１·



３．３　塔机变频冗余控制电路原理图及变频器参数
的设置

从上述变频调速冗余控制的切换过程可知，当

一个变频调速器故障时，要实现另一台变频器的投

入，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必须给定一个切换信

号，使该台变频器接通故障设备的电动机，另外，变

频调速器内部的控制参数组必须切换到与故障设备

电动机相适应的参数组。具体电路图如图６所示，
其工作原理是，当电机切换信号为０时，变频调速器
按控制和保护电动机１Ｍ的参数组正常工作，接触
器１ＫＭ闭合接通电动机１Ｍ，接触器２ＫＭ切断电动
机２Ｍ；当电机切换信号为１时，变频调速器切换到
控制和保护电动机２Ｍ的参数组进行工作，接触器
２ＫＭ闭合接通电动机２Ｍ，接触器１ＫＭ断开切断电
动机１Ｍ。在时序控制上要求，接触器１ＫＭ和２ＫＭ
的切换要早于变频调速器启动之前５ｓ以上。同时
要注意，变频调速器的规格的选择应按塔机最大功

率机构的电动机容量进行选定。

外部电路的切换必须和变频调速器内部参数的

切换配合进行，才能实现冗余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

因此，在冗余控制电路投入运行之前，应分别按两个

机构电动机的参数对变频调速进行设置，以满足两

个电动机的正常运行和安全保护。

图６　双电动机切换控制原理图

以日本安川 Ｈ１０００系列变频调速器为例，假如
我们选择多功能输入端子 Ｓ６作为电机切换信号输
入点。此时，应把变频调速器的参数 Ｈ－０６的值设
定为１６，把端子Ｓ６定义为电机切换信号输入端子；
然后，依据电动机１Ｍ和电动机２Ｍ的实际工程需求
设置相应参数。比如参数 Ｃ１－０１、Ｃ１－０２设置为
电机１的加、减速时间；Ｃ１－０５、Ｃ１－０６设置为电机
２的加、减速时间；其他参数见表 １参数一览表。此
时，Ｓ６信号为０时，电动机１参数组起作用。Ｓ６信
号为１时，电动机２参数组起作用。参数设置完毕
后，系统才能投入使用。对于其他品牌的变频调速

器应参照该品牌的操作手册进行设置。

表 １　从电机１切换到电机２时对应的参数切换一览表［４］

参数 切换命令：０  切换命令：１
Ｃ１－□□（加减速时间） Ｃ１－０１～０４  Ｃ１－０５～０８
Ｃ３－□□（滑差补偿） Ｃ３－０１～０４、Ｃ３－１５  Ｃ３－２１～２５
Ｃ４－□□（转矩补偿） Ｃ４－０１  Ｃ４－０７

Ｃ５－□□（速度控制（ＡＳＲ）） Ｃ５－０１～０８、Ｃ５－１２、Ｃ５－１５、Ｃ５－１７～１８  Ｃ５－２１～２８、Ｃ５－３２、Ｃ５－３５、Ｃ５－３７～３８
Ｅ１－□□、Ｅ３－□□（电机参数） Ｅ１－□□  Ｅ３－□□
Ｅ２－□□、Ｅ４－□□（电机参数） Ｅ２－□□  Ｅ４－□□

Ｆ１－□□（ＰＧ参数） Ｆ１－０１～２１  Ｆ１－０２～０４、Ｆ１－０８～１１、Ｆ１－１４、Ｆ１－３１～３７

３．４　工程应用和使用效果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２０年间，河南某电力建设公司依

据该方案对一台 ＦＺＱ型和一台 ＰＺＱ型塔机电气控
制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自投入使用以来，因调速

系统的故障原因产生的年故障停机时间，由改造前

的７—１４天减少到 ０—２天，每年平均为公司减少
４００万误工损失。而设备改造所需的一次性投资不
到改造前的年误工损失的１／２０。多年的工程实践
证明，此方案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４　结语
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工程建设如火

如荼，对工程塔机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

同时，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高度发展，变频调速器的

价格越来越便宜，塔机变频调速系统的冗余控制方

案已成为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性合理的优质设

计方案，完全满足工程设计的设计原则，加之它在减

少故障停机误工时间方面的巨大优越性，该方案在

未来的工程塔机中必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为我

国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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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长沙：湘潭大学，２０１６：１－３．

［３］郭现玲．论海阳 ＡＰ１０００核电群塔作业安全运行管理
［Ｊ／ＯＬ］．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２０１３，０００（２１）：
１－３．

［４］安川电机株式会社．安川变频器 Ｈ１０００使用手册 ＳＩ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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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截面节段拼装连续梁长线法预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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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Ｇ００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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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ＢＩＭ技术研发。

摘　要：节段预制拼装施工方法是预应力混凝土梁式桥的一种施工方法，该工法造桥快速，质量
容易控制，且不需要超大吨位的架桥机，能节约占地。文章通过该工法工艺流程设计，以及对节段预

制胶接拼装连续梁成套技术和节段预制现场条件进行变截面连续梁节段预制长线法施工技术的研

究，说明预制节段干拼工法是一种经济、美观的有效的上部结构解决方案，具有施工速度快，建设周

期短等优点，适用于中等及以下跨度桥梁建设。

关键词：节段拼装；连续梁；变截面；长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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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预应力混凝土胶接拼装梁施工方法具有施工质

量好、施工进度快及环境污染少等诸多优点，箱梁

预制节段拼装综合应用技术，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

前景。预制节段干拼工法是一种经济、美观、有效的

上部结构解决方案。实践经验表明该工法建成的桥

梁工作良好，在几何线形复杂、现场条件困难的项目

中也能成功应用。特别适合工期紧迫的项目。

节段预制干接法拼装技术，适用于中等及以下跨

度桥梁建设，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连续梁、先

简支后连续桥梁，以及桥墩等任何预制拼装的混凝土

构件，不受墩高限制，预制构件体积小、重量轻，运输、

拼装方便，具有施工速度快，建设周期短等优点。

在铁路大跨度简支梁多有应用，但尚未在铁路

连续梁中应用。郑阜铁路客运专线周淮特大桥跨新

运河３联（４０＋５６＋４０）ｍ连续梁为首次在高速铁
路连续梁桥中采用胶接拼装梁施工。该桥为变截面

连续梁，给预制台座和模板设计带来很大困难，本文

节段预制现场条件进行变截面连续梁节段预制长线

法施工技术研究，以期该工法在今后将得到更多运

用，以减少施工对公众的影响并加快施工速度。

２　工程概况
２．１　连续梁结构设计构造

箱梁采用单箱、单室预应力混凝土箱梁，采用

Ｃ５５混凝土。梁底宽６．７ｍ，梁顶宽１２．６ｍ，０＃段中
线梁高４．３２ｍ，直线段梁高３．０２ｍ。胶接连续梁共３
联，每联３２个梁段，３联连续箱梁共有９６个节段，
梁段最大重量为０＃块１９０吨。每联主跨跨中通过
１．０ｍ宽的合拢缝连接；接缝面剪力键采用密布键形
式排列，腹板、板和底板均布置足够数量的剪力键，

设计采用梯形剪力键，腹板的剪力键顶宽５ｃｍ，顶板
和底板的剪力键顶宽１０ｃｍ，剪力键均设置４５度倒
角，键高均为５ｃｍ。节段梁的接缝面采用无溶剂型
密封胶，该胶为双组分触变性桥梁专用环氧黏结

剂［１］。采用密封垫圈＋涂胶方式密封接缝，采用圆
环形发泡聚乙烯材料制作密封垫圈材料，密封圈尺

寸：环宽１０ｍｍ，圆环内环直径比预应力孔道的直径
大５ｍｍ，厚为５ｍｍ。

后张预应力管道成孔采用内径 φ１００的塑料波
纹管成孔。纵向预应力钢束采用符合 ＧＢ／Ｔ５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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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标准的低松弛钢绞线，抗拉强度标准值均为
ｆｐｋ＝１８６０ＭＰａ，Ｅｐ＝１．９５×１０５ＭＰａ。

采用微膨胀水泥浆进行管道压浆，标号规格不

低于Ｍ５０，里面掺入阻锈剂，采用真空辅助压浆工艺
进行压浆。

２．２　主要技术参数
铁路等级：国铁Ⅰ级，客运专线。
正线数目：双线，曲线，线间距５米。
曲线半径：该３联连续梁处曲线半径Ｒ＝１００００ｍ。
设计行车速度：客车最高行驶速度３５０ｋｍ／ｈ。
设计坡度：最大坡度６．５‰。
设计寿命：正常使用条件下梁体结构寿命１００年。
桥梁类型：变截面预应力连续梁。

施工方法：节段预制拼装施工。

环境类别：环境类别为碳化环境。

作用等级：作用等级为Ｔ２。
一般大气条件下无防护措施的底面结构，

３　预制工艺要求
据课题和设计要求，节段拼装梁采用现场预制，

造桥机拼装架设。在桥旁边设置梁段预制场，梁段

用２００吨门式起重机吊运至桥上，运梁车运输至造
桥机处［２］。

每相邻两个节段梁的梁端接缝面必须完全贴

合，剪力键也必须完全贴合。预制完成的整孔桥梁

线形要符合设计要求，节段梁接缝面外侧严密平顺。

预制台座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台座地

基做必要处理，台座基础经过必要的预压，地基沉降

要收敛稳定［３］。

预制模板采用整体钢定型模板，模板必须有足

够的强度和刚度，模板表面平整光滑，接缝严密平

顺，模板拆装方便。

４　预制工法选择
当前常用的节段预制方法主要有长线法和短线

法两种。长线法发展较早，工艺比较成熟、全桥线形

控制简单，接缝面匹配很好，误差不会累积，对于已

制块件形成的偏差可以通过下一个块件及时调整，

而且还可以多点同时匹配预制，加快施工进度，构造

简单施工生产过程比较容易控制，脱模后不必立即

把梁段转运到贮放地。缺点是相对于短线法预制场

地较大、台座必须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面，沉降要求

较小、工作效率低，弯桥还需形成所需曲度，浇筑、养

生等设备都是移动式的。

短线法发展稍晚，先浇筑端节块，利用端节块做

中间块的端模浇筑中间块，中间块施工完后吊装存放

端节块，中间块移动到端节块位置然后利用中间块作

下一个中间块的端模继续浇筑下一个中间块，如此循

环反复，直至浇筑完成整孔梁。特点是侧模固定不动

但可升降，内模可折叠收放并可前后移动，底模线形

可调，并且可连同节段在轨道上前后运动甚至旋转，

已预制好的前一节段为后一节段前移后的端模，在后

一节段制作完毕后即将前一节段吊离台座 ，后一节

段又作为新制节段的端模，如此循环往复。优点是预

制场地较小、工作效率高，缺点是其控制精度要求高，

接缝面匹配和线形控制难度大，技术复杂。

综合分析对比这两种施工方法，本桥采用长线

法预制节段。

长线法制梁所需设备较少，台座构造较简单，在

预制时节段的线形控制比较简单。长线法预制节段

梁，节段预制胶接拼装箱梁施工原理是把整孔箱梁

按纵向分割成若干节段，每节单独用混凝土浇筑，长

线法的节段间的制作误差可按需要调整，避免误差

积累。采用此法预制节段可以解决以下问题：保证

箱梁节段安装后相邻梁段间的拼缝严密；保证箱梁

安装完成后的整体线形。首先预制梁段时以相邻的

已制好的梁端面为端模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长线

台座制梁是在一个整垮的台座上进行，台座顶面的

线型完全按设计的梁底预制线型设置，每段梁在台

座上预制的位置与架设成桥后的位置完全对应一

致。每节梁段匹配预制，即前一段已预制节段的端

面作为后一节段的端模，梁端涂刷隔离剂［４］，按顺

序预制，预制的两个梁的端面完全匹配重合，便于胶

拼贴合，也便于线型控制。前一块件出现的偏差可

以通过后一块件及时得到调整，不至于积累偏差，因

而能很好地保证成桥线型。但该法需要较大的预制

场地，另外由于底模的线型关系到桥梁的最终线型，

这就要求台座不能有大的沉降，其基础必须十分坚

固。所有梁段在同一个台座上预制。

节段混凝土龄期达到设计要求后，用大吨位门

式起重机吊装到桥上，桥上用运梁车运输至专用移

动支架造桥机上，用环氧密封胶将节段粘接，按顺序

从一端逐个拼接［５］，临时张拉拼装成符合设计要求

的桥梁形状，最后张拉永久预应力钢束，使其达到整

孔受荷的程度。

５　长线法台座布置
根据每联梁为４０＋５６＋４０的结构，和在５６米

跨中合拢，在合拢缝处前后对称的性质，所以按半联

作为一个浇筑台座，半联为１６片节段梁，这样节约
台座建设长度。又因该桥梁处于曲线段上，前后半

联不能在同一位置浇筑，为了与桥梁架设曲线方向

相同，即预制节段梁的预制方向和架设后相同，以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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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为中心，４０米前后对称布置节段梁预制台座，这
样预制台座上前后半联节段梁，均可以预制 ４０米
跨，和５６／２米跨，预制后曲线方向和桥梁上的相同。
这样预制台座总长８０米，宽度与梁底宽相等。

节段拼装梁整体设计为变高度箱梁，从０＃段逐
步抬高，９＃段高度最低，台座设计时［６］，台座顶面弧线

必须与梁架设后梁底弧线相同。

预制台座采用Ｃ３０混凝土结构，条形台座顶面
边角预埋∠７５角钢包边。长线制梁台座由３条钢
筋混凝土条形台座组成，条形台座几何尺寸６９ｍ×
０．７ｍ×１～２．１５ｍ（变高），条形台座下设７０．７ｍ×
０．４ｍ×７．１ｍ扩大基础，中间设φ１２螺纹接茬钢筋。
条形台座的标高控制方法采用加工等高模板，经测

量确定与地面的相对高程与同组条形台座的平整度

后，然后才可进行混凝土浇筑，浇筑完毕后要对其顶

面标高进行复测，高度误差控制在５ｍｍ之内，平整
度误差控制在２ｍｍ之内。

根据本变截面连续梁的特点和节段划分情况，

以及长线法预制要求和节段梁重量，台座采用每一

联１／２长度，制作一个长线台座，满足整连的预制需
要。每联３２个梁段，长线法台座上设１６个梁段的
预制位置，即可满足整联的预制需要。

台座上设有 １台 ２００吨门式起重机，跨度 ３５
米，用于梁段起吊；一台２０吨门式起重机，跨度２１
米，用于钢筋笼和模板及其他材料工具的起吊；喷淋

水养护设备，每排台座两侧布置自动淋喷养生支管

路两排，每隔０．８ｍ安装一个喷头，确保节段梁片上
下里外的各个部位均能养护到位，尤其是翼缘板底

面及齿板部位。

６　模板体系设计
预制节段钢模板由底模、外侧模、内模、端模及

相互连接体系和支撑走行体系等组成。模板设计图

见下图１和图２。

图１　节段箱梁预制模板立面图

图２　节段箱梁预制模板三维效果图

　　为了实现对箱梁的线形控制，将底模设置为可
调固定式。底模预设可调整高度钢垫块，与台座连

接，通过钢垫块的高度来实现底模挠度的控制［７］。

底模面板采用厚１０ｍｍ钢板，表面抛光涂刷脱模漆，
横向肋为Ｈ型钢，间距３００ｍｍ，底模的钢面板和纵、
横型钢骨架焊接成一个整体，底模和侧模之间安装

橡胶条进行密封。节段接头处底模采用螺栓连接。

底模施工完后设专人验收，表面应光滑平整，同时底

模通过计算，调整钢垫块的高度设置预拱度。底模

正常使用时，应随时用水平仪检查底模的放拱和下

沉量，不符合规定处应随时调整，及时清除底模表面

残余灰浆，均匀涂抹脱模漆；每孔梁的首、末节段均

预埋有支座预埋钢板及防落梁钢板，钢筋绑扎前检

查预埋钢板位置，检查支座预埋钢板的横向位置、平

整度，四角高度，同一梁端支座预埋板的相对高差。

安装后应用螺栓把支座预埋件钢板与底模固定。

外侧模板的面板采用厚度为１０ｍｍ钢板，横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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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１４号槽钢，间距２５０ｍｍ，竖肋采用 Ｈ型钢，高
２００ｍｍ，纵、横加劲肋与型钢桁架焊接成整体，有足
够的强度和刚度，能满足梁体轮廓尺寸和平整度的

精度要求。顶部采用槽钢对拉固定，底部采用对拉螺

栓将两扇外侧模定位。侧模板及其支架的竖向支腿

下设置４个行走轮，这样侧模就可以纵向移动，承重

和高度调整用４个油压千斤顶调节。脱模后，侧模采
用门式起重机机和行走轮同时作业，纵向移动到下一

个制梁台座［８］。底模按设计预拱度线形布置。

７　长线法预制工艺
变截面预制连续梁节段分布见图３所示。

图３　节段箱梁预制梁段分布图

　　因为匹配的需要，预制节段梁必须按照特定顺
序预制，而且根据本工程变截面连续梁的特点，预制

时在台座上先预制９＃、０＃、６’＃节段梁，这３个节段
为首节段，其余节段与９＃、０＃、６’＃匹配预制。

预制台座两端有观测塔，上面设置梁轴线强制

定位基准点和高程定位基准点，调节控制节段梁模

板的纵、横轴线和标高［９］，实现节段梁的预制匹配

定位。节段梁混凝土浇筑、养生完成后，用门式起重

机吊运存放至存梁场。

变截面节段箱梁预制流程步骤如下：

第一步，调整长线台座底模线型到设计位置，预

制首节段９＃、０＃、６’＃段。
第二步，用９＃作为匹配段预制８＃段，用０＃段作

为匹配段预制１’＃段，用６’＃段作为匹配段预制５’＃
段。

第三步，匹配预制７＃、２’＃、４’＃段。
第四步，渐变段模板移至边跨侧，以２’＃和４’＃

段为匹配段预制３’＃段；边跨侧匹配预制６＃和１＃
段；提走９＃段和６’＃段。

第五步，匹配预制５＃、４＃和２＃段；提走８＃、７＃、
５’＃、４’＃段；将主跨侧模移到边跨侧，预制下一联９＃
段。

第六步，匹配预制８＃段；以４＃和２＃段为匹配段
预制３＃段。

第七步，匹配预制７＃段；提走１＃～５＃段；进行０＃
和６’＃段的预制。

第八步，重复以上步骤，直至梁段全部预制完

成。

节段箱梁预制步骤见图４所示。
８　预制精度控制

严格依据施工工艺流程，在不同工况下测量控

制节段箱梁的精度。测控总体程序有：①首节段的
测量定位，②浇筑后的测量及分析，③待浇段的匹配
测量定位，④放置架梁测控点，并采集数据。要求遵

循测量、调整、复核、再调整的测量检查过程。

８．１　建立预制测量控制网
分别在预制台座两端各设置１座观测塔，保证

梁段预制精度。观测塔采用 φ３７７钢管，内灌注混
凝土，混凝土顶面预埋强制对中螺旋，ＧＣＴ１采用强
制对中装置，ＧＣＴ２采用固定觇标装置，长线台座的
纵向轴线必须与两观测塔中心点的连线相重合。为

减少因振动造成钢管颤动，钢管周围浇筑４ｍ高混
凝土台。观测塔是实施节段测量控制的固定测控位

置，观测塔的高度要能满足测量过程中两个中心点

的通视，一般观测塔中心点的高度比端模中心高

５０ｃｍ即可。
平面测量控制网，根据预制节段连续梁测量需

要，在预制场地内布设四个控制点，有２个点为场内
观测塔中心点［１０］，２个点在台座两侧不受施工干扰
且通视良好的地方设置。制梁施工中定期对控制网

进行复核一次。

高程测量控制网，测量梁顶四点控制点高程，采

用二等闭合线路高程控测量制网，预制过程中，测量

控制网定期进行复核校准［１１］，发现点位有偏差，立

即分析原因，重新定位控制网。

整个预制节段的空间几何位置通过观测塔测

控。

８．２　台座底模预拱度控制
先计算连续梁的压缩量形成的挠度，底模上设

置反拱度［１２］，每片节段梁的底模设置了４个高程点
和２个轴线点，根据抛物线 ｙ＝ａｘ２＋ｂ计算反拱数
值。每一孔连续梁节段预制完毕进行反拱度复核。

８．３　箱梁线形控制
在节段预制过程中，预制厂根据线路的设计参

数在待安装节段顶面预埋的轴线控制点、标高控制

点等六个点的坐标有三种，分别为设计的六点坐标、

预制理论坐标和预制的实际六点坐标，其中设计的

六点坐标为最终成桥坐标。预制的理论坐标是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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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根据设计坐标和预制分段计算出每节段的六点坐

标。在预制过程中，为保证最终成桥坐标符合设计

的六点坐标，后续节段须根据前一节段的预制误差

进行修正，这便是预制的实际六点坐标。预制实际

六点坐标是架梁单位实施桥梁拼装线形控制的测

点。

图４　节段箱梁预制步骤简图

　　 ０＃节段浇筑：０＃节段浇筑前要严格控制模板精
度，浇筑完成后，埋设４个高程控制点和２个中线控
制点标识，采集数据。

匹配节段定位：匹配梁段精确就位，一要保证２
个中线控制点位于基线上，二要保证４个高程控制
点绝对标高，三要控制两个０＃节段纵向位置。

其他节段浇筑：以前一节段为匹配面，浇筑前要

严格控制模板精度，浇筑完成后，埋设４个高程控制
点和２个中线控制点标识，采集数据。
８．４　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时，各控制点实测二遍，当第二遍数据

测出来后，对同一控制点的二组数据进行比较，比较

是否有差异，如果发现有差异，该差异值超过 ±
２ｍｍ，原先测出的两组数据应作废，重新测出两组新
的数据，直至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在允许范围之内。

此时应按以下原则取定最终的测量数据：差异为

２ｍｍ（例如：４ｍｍ和 ６ｍｍ），将两个数据平均，取

５ｍｍ；差异为１ｍｍ（例如：５ｍｍ和６ｍｍ），取两者之
小者，取５ｍｍ。
９　节段浇筑
９．１　端头节段定位浇筑

首节段在长线台座上直接预制，其定位是通过

两块端模的标高控制和中心线的测设实现的，首节

段为０＃、９＃、６’号梁段，按设计图纸要求加工定型端
模［１３］，用两块端模定位节段梁的浇筑位置。安装前

复核底模的线形，用精密水准仪测量，采用观测塔上

的精密水准控制网测量，测点为模板四角和轴线两

点，这几个点高差控制在１ｍｍ范围内，端模的两侧
标高（取相对标高）误差控制在１ｍｍ内。端模的几
何中心定位在底模的中心位置上，用全站仪定位测

量。

模板安装时用垂球检查垂直度，并进行顶部和

底部纵向长度和对角线的控制（保持各部位纵向长

度值一致，两对角线长度值一致，复核以确保端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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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度），从而完成端头段的定位［１４］。端模的标高

和中心点应准确定位。

选择华登牌作为箱梁预制脱模剂。施工时按照

厂家说明书２５
#

／ｋｇ用量进行涂刷，涂刷要求模板
清洁干净且涂刷均匀。浇筑前要严格控制模板精

度。

波纹管连接，待浇段预应力孔道一端用单锥形

橡胶塞与活动端模连接，一端用双锥形橡胶塞与匹

配节段孔道连接。

９．２　其他节段定位浇筑
当首节段的测量数据符合要求后，进行待浇段

的预制，预制顺序由两头逐个向中间预制，最后预制

３＃和３’＃梁段。各道工序的测量方法按照首节段和
浇筑后的测量控制执行。

匹配段混凝土强度达到拆模强度要求后，拆除

模板，后面节段将利用一侧端模和另一侧在匹配段

（先前浇筑完成作为匹配）。

为了使节段梁连接面和剪力键的形状符合设计

要求和表面光洁，必须在匹配段端面涂刷隔离剂，选

择的是精面粉＋双飞粉＋水按照１２４的比例配
制而成。涂刷时要求均匀涂刷两遍，并在钢筋骨架

入模前完成并检查，对涂刷不均匀处或较薄处及时

进行补刷。在梁段脱开后，及时用钢丝刷和清水清

理干净。该节段端面作为端模匹配下一节段梁，来

完成浇筑。

９．３　梁面测量控制点布置
每一节段梁顶面设置Ａ、Ｂ、Ｃ、Ｄ、Ｅ、Ｆ共６个测

量控制点，Ａ、Ｂ和 Ｃ、Ｄ为高程测量控制点；Ｅ、Ｆ为
轴线控制点［１１］。节段箱梁面控制点分布见下图５。

图５　节段箱梁面控制点分布图

浇筑完成后，埋设４个高程控制点（Ａ、Ｂ、Ｃ、Ｄ）
和２个中线控制点（Ｅ、Ｆ）标识，采集数据，为以后箱
梁节段拼装架设使用。

１０　结束语
节段预制拼装胶接简支箱梁的施工新工艺，适

合铁路桥梁建设工期短、工程量大、施工质量要求高

的需求，能够达到“优质、高速、安全”修建混凝土桥

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①利于提高工程质
量。节段采用工厂化预制，能保证混凝土质量；养护

时间长，混凝土收缩徐变小，能实际控制线型误差在

０．５ｍｍ以内，节段外观美；②利于提高施工效率。

节段预制可与下部同时施工，模板利用率和拼装架

设效率高，劳动强度较低，目前可达到６４米 ８天／
孔，比湿接缝提高近１倍；③利于环境保护。废弃物
少，施工噪音小。④受环境温度影响小，在－１０℃以
上施工，不需采取冬季施工措施。

图６　预制完成节段梁正面

节段拼装桥梁建造技术，箱梁节段工厂化集中

预制，是一种快速高效高质量的工程技术，改善了混

凝土箱梁浇筑和养护环境，提高结构耐久性，也是国

家推广的施工方法，尤其在土地和空间缺乏的地方，

能发挥更大作用。降低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提

高了生产效率，降低桥梁施工对当地环境的影响，施

工设备周转使用，节省社会资源，且胶接拼装技术更

加高效环保。此次建造变截面节段胶拼装连续梁，

是在高速铁路上首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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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氢枞酸结构改性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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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脱氢枞酸是由歧化松香分离得到的一种具有三环二萜骨架结构的天然树脂酸，因其具
有广泛的生物活性而备受关注，尤其对其羧基、异丙基等活性部位的结构修饰成为研究热点，以期获

得高活性的先导化合物。综述了近年来脱氢枞酸的结构改性，脱氢枞酸的羧基、Ｂ环、异丙基的结构
修饰以及改造后的衍生物具有较好的乳化、抗菌，荧光、耐腐蚀等性能，对脱氢枞酸改性的未来发展

进行展望，为脱氢枞酸改性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脱氢枞酸；羧基；苯环；异丙基；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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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香是自然界可再生的绿色化工原料 ［１］。脱

氢枞酸（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ｂｉｅｔｉｃＡｃｉｄ，简称 ＤＨＡＡ）是歧化松
香分离出来的主要成分，与其他成分相比，脱氢枞酸

化学性质稳定，抗氧化能力较强，成为合成新型生物

活性衍生物的重要原料［２－３］。脱氢枞酸具有芳环和

羧基２个功能基团，通过改性可以合成多种衍生物
［４］，并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及生物农药等领域。

脱氢枞酸的分子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脱氢枞酸结构

目前，关于脱氢枞酸研究进展的报道多侧重于

衍生物活性方面，单纯对分子中基团的改性研究进

展的报道较少，尤其是对 Ｂ环及苯环上异丙基的改
性研究报道更少。本文主要对近年来脱氢枞酸的羧

基、苯环、Ｂ环及苯环上异丙基修饰改性的相关文献
进行梳理。

１　对羧基的改性
１．１　合成胺类化合物

脱氢枞酸结构中的羧基是一个活性基团，通过

对羧基的修饰可以合成胺类、脂类、酰肼类等化合

物，改性之后的衍生物可以得到具有抗肿瘤、抑菌、

抗病毒等新的生物活性，在引发剂、表面活性剂等方

面的应用也有突破。

陈景晶等［５］采用歧化松香为原料，先进行胺

化，之后经酸化和重结晶等步骤制得纯的脱氢枞酸，

并利用缩合剂活化结构中的羧基与６－氨基己酸甲
酯盐合成酰胺键，然后用氢化铝锂还原和 ＰＢｒ３溴
化，最后与三甲胺反应得到季铵盐表面活性剂１（图
２）。通过表面张力法、电导法以及尼罗红荧光探针
法对该化合物的表面张力和乳化性质进行检测，发

现化合物１的临界胶束浓度为４．４３ｍｍｏｌ·Ｌ－１，表
面张力γｃｍｃ为３４．５６ｍＮ·ｍ

－１时该化合物具有较好

的乳化性能和稳定乳液的性能。陈景晶等还将１１－
氨基十一烷基酸甲酯盐酸盐和脱氢枞酸缩合，经过

皂化、酸化以及甘氨酸甲酯盐酸盐酰胺化得到松香

基阴离子表面活性剂２（图２），并利用荧光探针法
和表面张力法对其表面活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该化合物的临界胶束浓度为０．２３ｍｍｏｌ·Ｌ－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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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好的聚集能力，可以很好地稳定乳液与泡沫。

Ｌｉ等［６］以丙炔酯和多种易得的氯／溴化苄为原
料，合成了一系列脱氢枞酸偶联的１，２，３－三唑衍
生物；采用ＭＴＴ法对 ＣＮＥ－２（鼻咽）、ＨｅｐＧ２（肝）、
ＨｅＬａ（宫颈上皮）、ＢＥＬ－７４０２（肝）、人体正常细胞
（ＨＬ－７７０２））进行体外细胞毒性检测。研究发现大
多数脱氢枞酸偶联的１，２，３－三唑衍生物的细胞毒
性比ＤＨＡＡ的活性明显提高，其中化合物３（图２）

对 ＨｅｐＧ２细胞有较好的抗增殖活性，ＩＣ５０值为
５．９０±０．４１。Ｆｅｎｇ等［７］利用脱氢枞酸合成了一种

双分子表面活性剂４（图２），发现该表面活性剂具
有２个大的刚性疏水基团，增加了离子头基团周围
疏水部分的密度，有助于形成具有较低曲率和不对

称形貌的聚集体。含刚性疏水部分的表面活性剂有

望产生更精细、自组装的形貌，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图２　合成胺类化合物１－４

　　罗云龙等［８］以脱氢枞酸为原料，乙醇作溶剂，

三氟甲基磺酸镱为催化剂，先与二氯亚砜反应，然后

与氨基硫脲反应制得脱氢枞基氨基硫脲，最后脱氢

枞基氨基硫脲与芳香醛和乙酰乙酸乙酯反应，合成

了一系列脱氢枞酸酰胺基 －３，４－二氢嘧啶酮衍生
物；采用ＭＴＴ比色法测试了该系列化合物对单纯疱
疹病毒Ⅰ型（ＨＳＶ－１）的体外抗病毒活性，发现该
系列衍生物细胞毒性较小，其中化合物５（图３）具
有最好的抑制ＨＳＶ－１活性。杨艳平等［９］以歧化松

香为原料，合成了６和７（图３）两种单体，经分离提
纯后两种物质的纯度分别可达９７．９５％和９６．０５％。
将两种产物分别与环氧大豆油丙烯酸酯（ＡＥＳＯ）进

行共聚合成固化树脂材料，通过动态拉伸、机械分

析、热重分析测试，发现固化后的两种树脂材料断裂

伸长率分别达到３６．１％和４５．８％，拉伸强度分别达
到５．７ＭＰａ和６．５ＭＰａ。可聚合松香基丙烯酰胺单
体的加入使得ＡＥＳＯ树脂在疏水耐热材料领域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Ｂｅｒｇｅｒ等［１０］利用乙酸镍四水合物和碳酸钠与

相应的芳基碘化物偶联，利用臭氧分解和盐酸处理

合成了一系列化合物，通过对耐甲氧西林和苯唑西

林菌株的全细胞抑菌试验，发现化合物８（图３）具
有较好的抗菌活性。

图３　合成胺类化合物５－８

１．２　合成脂类化合物
张海波等［１１］以脱氢枞酸、甲基二烯丙基胺、３－

溴－１－丙醇为原料制备了 Ｎ－甲基 －Ｎ，Ｎ－二烯
丙基－Ｎ－（３－脱氢枞酰氧基）丙基溴化铵水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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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香单体９（图４），对该物质自聚动力学及自聚性
能进行了研究，发现该化合物具有很好的可聚性，自

聚活化能为１２４．３３６ｋＪ·ｍｏｌ－１。俞娟等［１２］以脱氢

枞酸为原料，经酰氯化后与乙二醇反应合成脱氢枞

酸羟乙酯，之后与２－溴代异丁酰溴进行酯化反应
合成引发剂１０（图４）。ＧＰＣ测试结果显示，该化合
物具有很好的ＡＴＲＰ反应引发活性。

图４　合成脂类化合物９－１２

　　刘少锋等［１３］合成了脱氢枞酸基甲基丙烯酸酯

单体１１（图４），以 ＡＩＢＮ为引发剂，该化合物可发
生聚合反应，得到均聚物的重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２３９００，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２２５４，玻璃化转变温度
为６２．６１℃。齐帆等［１４］以脱氢枞酸为原料，用氢化铝

锂将其还原为脱氢枞醇，再与顺丁烯二酸酐反应合成

脱氢枞醇丁烯二酸单酯１２（图４），结果表明，脱氢枞
醇丁烯二酸单酯质量分数为２５％的液体助焊剂在铜
板腐蚀性、干燥度、物理稳定性以及焊后表面绝缘电

阻等方面均优于精制氢化松香。

李娟等［１５］以歧化松香为原料合成了４种可分
解型松香基表面活性剂１３（图５）。结果显示，化合
物Ⅰ和Ⅱ为非离子型松香基酯类化合物，化合物
ＳＡＡ－Ⅲ和ＳＡＡ－Ⅳ为离子型松香基磷酸酯类化合
物，其中松香酯 Ⅱ 具有较好的乳化性能，松香磷酯
ＳＡＡ－Ⅳ具有较好的起泡性能。室温强酸条件下的
酸水解实验表明，４种表面活性剂均具有可分解性。
磷酸酯类具有较强的亲水性、润湿性、乳化性、发泡

性和较低的 Ｋｒａｆｆｔ点，松香基磷酸酯类的表面活性
能优于松香基酯类。

图５　合成脂类化合物１３

１．３　合成酰肼类化合物
殷彬等［１６］合成了２种化合物１４ａ和１４ｂ（图６）。

根据Ｓｔｅｒｎ－Ｖｏｌｍｅｒ方程分析，化合物ａ与ＤＮＡ作用
强于ｂ，ＤＮＡ的黏度随着化合物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
加，化合物ａ的增幅大于ｂ，浓度相同的不同化合物使
ＤＮＡ的ＣＤ信号改变量不同，且化合物ａ对ＤＮＡ构
型的影响强于 ｂ。通过凝胶电泳实验发现化合物 ａ

能够独自切割ＤＮＡ，而化合物ｂ不能，但是在 Ｖｃ存
在条件下，两种化合物都能对 ＤＮＡ进行单股切割。
徐武双等［１７］合成了２种衍生物１５ｃ和１５ｄ（图６），采
用ＭＴＴ法研究合成产物对人体癌细胞的抑制作用，
发现浓度分别在２５和５０μｍｏｌ·Ｌ－１条件下，两种衍
生物对ＨｅＬａ，ＭＣＦ－７，ＨＬ－６０和ＨｅｐＧ－２这４种肿
瘤细胞都表现出较高的抑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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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合成酰肼类化合物１４－１５

２　对苯环的改性
Ｌｉｕ等［１８］以脱氢枞酸甲酯和各种酰氯为原料合

成了一系列肟醚衍生物，研究了该系列化合物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菌株和 ５株耐药菌株（ＮＲＳ－１，
ＮＲＳ－７０，ＮＲＳ－１００，ＮＲＳ－１０８和 ＮＲＳ－２７１）的抗
菌活性，其中芳香肟酯衍生物１６（图７）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 ＭＩＣ为０．３９～０．７８ｌｇ·ｍＬ－１，活性最高。
廖圣良等［１９］以脱氢枞酸为原料，通过酯化、乙酰化

等反应合成了一系列新型含吡啶环的脱氢枞酸衍生

物，采用ＭＴＴ比色法测试了化合物对人体单纯疱疹
病毒Ｉ型（ＨＳＶ－１）的体外抗病毒活性，发现合成的
该系列衍生物具有抗病毒活性，对 ＨＳＶ－１的半数
有效浓度 ＥＣ５０在 １０～２５μｍｏｌ·ｍＬ

－１，化合物 １７

（图７）ＥＣ５０为１２．１μｍｏｌ·ｍＬ
－１时，抗病毒活性最

强。通过构效关系分析，发现吡啶环结构的引入可

以提高衍生物的抗病毒活性。

齐永辉等［２０］对脱氢枞酸进行分离提纯，用混酸

硝化法合成了化合物１８（图７），以１２，１４－二硝基
脱氢枞酸作为手性拆分剂，利用非对映结晶法研究

其拆分效果，发现改性后脱氢枞酸对普萘洛尔对映

体的拆分能力显著提高。李聪聪等［２１］以羧基、氨基

和苯环作为反应基团，通过酯化、酰胺化等反应得到

了一系列基于脱氢枞基的可聚合手性功能单体。采

用ＨＰＬＣ，ＴＬＣ，ＦＴＩＲ，ＮＭＲ等对其纯度和结构进行了
表征，发现化合物１９（图７）可以用于扁桃酸的拆分
且具有优良的循环使用性能。

图７　对苯环改性化合物１６－１９

３　对苯环上的异丙基的改性
檀贯妮等［２２］用歧化松香纯化制得脱氢枞酸，依

次经过酯化、溴代、硝化和加氢还原反应，以 Ｃ－Ｎ
偶联等方法合成了一种含双萘的脱氢枞酸三芳胺化

合物２０（图８）。对该化合物分别在甲醇、二氧六
环、四氢呋喃、二氯甲烷和环己烷５种溶剂中进行紫
外吸收和荧光发射性能检测，发现化合物在甲醇中

发射波长最大、荧光强度最小，在环己烷中发射波长

最小、荧光强度最大。

Ｇｕ等［２３］以脱氢枞酸为原料得到二氨基中间

体，将该中间体与１，４－二溴 －２，３－丁二酮反应，
得到２，３－二（溴甲基）喹喔啉衍生物，该衍生物在
Ｋ２ＣＯ３和ＫＩ存在下与不同胺或唑反应，转化为含有
不同含Ｎ侧链的目标喹喔啉衍生物。对新合成的
化合物进行体外抗人肝癌细胞株ＭＣＦ－７，ＳＭＭＣ－

７７２１和ＨｅＬａ及非癌人肝细胞株ＬＯ２增殖活性的筛
选，发现化合物２１（图８）对３种癌细胞株的细胞毒
性最强。此外，细胞周期分析表明该化合物在 Ｇ０／
Ｇ１期引起了细胞周期阻滞，这类化合物可被认为是
开发更有效抗癌药物的有希望的先导分子。

图８　苯环上异丙基改性化合物２０－２１

４　对Ｂ环的改性
陈乃源等［２４］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新型去氢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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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基Ｂ环并噻唑－酰胺化合物，测试了化合物对番
茄早疫病菌、黄瓜枯萎病菌、苹果轮纹病菌、小麦赤

霉病菌和花生褐斑病菌等５种植物病原菌的抑菌活
性，结果显示化合物２２（图９）对苹果轮纹病菌的抑
制活性级别为 Ａ级。Ｚｈａｎｇ等［２５］以脱氢枞酸为原

料，在碱性条件下合成了一系列脱氢枞酸的 Ｎ－氨
基乙肟衍生物，对所有新合成的脱氢枞酸衍生物进

行抗菌活性筛选，发现化合物２３（图９）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ＭＩＣ为０．３９～０．７８ｌｇ·ｍＬ－１时，表现出较
好的抗菌活性。

Ｃｈｅｎ等［２６］以脱氢枞酸为原料，合成了 ３个系
列的Ｎ－取代咔唑衍生物。对合成的最终产物进行
体外抗癌活性测试，化合物２４（图９）对３株癌细胞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ＨｅｐＧ２和 Ｈｅｐ３Ｂ）的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１．３９±０．１３）ｍｍ，（０．５１±０．０９）ｍｍ和（０．７３±
０．０８）ｍｍ，显示出最强的抗肿瘤活性。在激酶抑制
实验中，该化合物能显著抑制 ＭＥＫ１激酶活性。此
外，该化合物还可升高细胞内 ＲＯＳ水平，降低线粒
体膜电位，破坏细胞膜完整性，最终导致 ＨｅｐＧ２细
胞肿大和凋亡。Ｈｕａｎｇ等［２７］合成了一类新的

ＤＨＡＡ手性二肽衍生物，用 ＭＴＴ法测定了该系列
化合物对胃癌细胞株 ＮＣＩｅＨ４６０（肺）、ＨｅＬａ（宫颈
上皮）和 ＭＧＣ－８０３（胃）的抑制活性。抗肿瘤活
性筛选结果表明，这些化合物对 ３种肿瘤细胞株
均表现出中高水平的抑制活性，其中化合物２５（图
９）能诱导 ＨｅＬａ细胞凋亡。

图９　Ｂ环改性化合物２２－２５

５　结语
脱氢枞酸具有羧基、双键、苯环以及苯环上异丙

基等活性基团，对其进行改性以获得具有更好生物

活性的化合物是目前研究的关注点。改性后的化合

物种类繁多，克服了稳定性差的缺点，具有较好的乳

化性能、抗菌活性、耐腐蚀性和荧光性能，被广泛用

作表面活性剂、引发剂和疏水耐热材料。目前存在

的问题依然是松香的共轭双键不稳定、容易被氧化、

溶剂结晶倾向较大、软化点比较低等。未来可以重

点探究利用脱氢枞酸分子上的３个手性中心，通过
分子设计对脱氢枞酸进行有目的的调控和改性，定

向得到目标产物。对脱氢枞酸在改性方面的实践仍

需进行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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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优化藜麦饼干的工艺配方研究

秦小转，陈　欣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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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酥性饼干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以感官评分为评价指标，采用单因素试验法分析了
黄油添加量、绵白糖添加量、熟藜麦添加量、鸡蛋液添加量对藜麦酥性饼干品质的影响。通过正交试

验确定了藜麦酥性饼干的最佳配方及制作工艺，结果显示，以１００ｇ低筋面粉和全麦粉（９１）为基
数，添加黄油６０ｇ，绵白糖５０ｇ，熟藜麦５５ｇ，鸡蛋液３０ｇ，全脂奶粉６ｇ，小苏打１ｇ，食盐１ｇ，设置面
火１７０℃，底火１７０℃，焙烤２０ｍｉｎ，在此条件下加工制成的藜麦饼干营养、色泽、口感俱佳，符合现代
人的健康需求。

关键词：藜麦饼干；单因素试验；正交试验；感官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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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藜麦，别名印第安麦、南美藜、奎奴亚藜等，是一
种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藜科藜属植物［１］，拥

有５０００年以上的种植历史。藜麦中蛋白质含量高
达１４．４％，富含钙、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同时还
含有多种人类必需氨基酸和大量植物化学成分，营

养价值远高于小麦、稻米等传统的谷类作物，被誉为

“超级谷物”“全营养食品”等，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

认可［２－３］。藜麦具有提升人体免疫力、预防多种疾

病的重要功效［４］，通常被作为一种“类全谷物”的健

康食品［５］。与传统谷物相比，藜麦是一种低脂低

糖、高营养高能食品［６］，含有许多具有功能性的物

质成分，例如藜麦中的黄酮是促进人体健康的有效

物质［７］，藜麦中的多酚、皂角苷、植酸和其他功能活

性物质具备很强的抗氧化性和抗癌能力［８－９］。

饼干作为一种口感宜人、易于食用、成本低廉的

传统烘焙食品，深受世界各地民众的喜爱［１０］，但传

统的饼干制品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

等营养物质相对较少，整体营养不够均衡［１１］。藜麦

的加入不仅能够丰富传统饼干制品的营养，还能够

提高饼干的功能性价值［１２］。本研究以藜麦为原料

生产饼干，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优化试验确定藜

麦饼干的最佳配方，赋予传统饼干独特的藜麦风味

和营养价值，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设备

主料：低筋小麦粉、全麦粉和藜麦，分别来自上

海欣华商贸有限公司、苏州王后烘焙食品贸易有限

公司、内蒙古裕品源农牧业有限公司；辅料：雀巢全

脂调制奶粉、安佳黄油、鸡蛋、小苏打（食品级）、绵

白糖、食用盐，均为市售。

电子天平：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电热鼓

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ＳＭ－６０３电
烤箱：新麦机械（无锡）有限公司；ＫＳ－９３８ＡＮ打蛋
器：广州市祈和电器有限公司；ＢＣＤ－２１０Ｌ３ＣＸ冰箱：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原料预处理
低筋面粉和全麦粉进行过筛处理。熟藜麦的制

作方法如下：三色藜麦用水浸泡，并进行多次淘洗；

用手指搓藜麦种子，直到洗干净为止，此时可看到藜

麦种子有出芽现象；煮２５～３０ｍｉｎ，藜麦种子膨胀变
软，有米粒冒出即可捞出；沥干后摊平到吸水纸上，

放在通风处自然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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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藜麦粗粮饼干的制作步骤及操作要点
将制作藜麦粗粮饼干的辅料混合，调制面团并

进行冷藏，然后将面团辗压成型，切成需要的形状，

放到烤箱中烘烤，最后冷却至室温进行包装。

１．３．１　辅料混合
称取适量黄油，在室温下静置软化后与绵白糖

融合搅拌，用电动打蛋器打发至黄油与糖完全融合，

使之形成均匀的乳浊液，混合物为羽毛状，打蛋器提

起来有钩状即可；将充分搅拌打散之后的鸡蛋全液

分４次加入黄油打发物中，使其完全融合在一起。
１．３．２　调制面团及冷藏

将混合好的辅料与两种主要原材料（全麦粉和

低筋小麦面粉）混合并搅拌均匀，制作成面团；加入

煮熟的藜麦翻拌均匀，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中冷藏

２５～３０ｍｉｎ。
１．３．３　辊压成型

用２ｍｍ厚度尺将调制好的面团沿一个方向擀
成２ｍｍ厚的面皮，用饼干成型磨具切割成型。
１．３．４　烘烤

烤箱预热２０ｍｉｎ，将已经成型的饼干放入烤盘，
烤箱上火温度和下火温度均设置为１７０℃，烘烤２０
ｍｉｎ。
１．３．５　冷却包装

将饼干从烤箱中取出，冷却至室温，采用真空独

立包装方式进行包装。

１．４　试验设计
１．４．１　单因素试验优化饼干配方

藜麦饼干的基本配方为以１００ｇ低筋面粉和全
麦粉（９１）为基数，添加黄油６０ｇ，绵白糖４０ｇ，熟
藜麦５０ｇ，鸡蛋液３０ｇ，全脂奶粉６ｇ，小苏打１ｇ，食
盐１ｇ。本文以感官评分为评价标准，采用单因素试
验确定熟藜麦、黄油、鸡蛋液和绵白糖４种原材料的
最佳添加量。各原材料的试验添加量如下：黄油

４０，５０，６０，７０和８０ｇ；绵白糖４０，４５，５０，５５和６０ｇ；
鸡蛋液２０，２５，３０，３５和４０ｇ；熟藜麦４０，４５，５０，５５
和６０ｇ。
１．４．２　正交试验优化饼干配方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选取４种原材料的适
宜水平进行４因素３水平的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见表

１），以感官评分为评价标准，进行数据处理和结果
分析，确定藜麦饼干的最佳工艺配方。

１．５　藜麦饼干感官评定
随机邀请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食品专业师生１０

名（男女各５名）组建藜麦饼干感官评价小组，采用
百分制对饼干的形态、组织结构、口感、色泽和风味

５个项目逐一打分，总得分作为饼干的感官评价得
分（满分为１００分）。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认为上
述５个评定项目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因此每项最高
分均设定为２０分。同时，为了排除人为主观因素的
影响，本研究将小组成员打分的平均值作为饼干感

官评价的最终得分。为避免不同产品间的相互影

响，每个产品鉴定完毕，小组人员须用纯净水漱口后

方可鉴定后续产品。表２为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标
准［１３］。

表１　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黄油添加

量／ｇ）

Ｂ（绵白糖

添加量／ｇ）

Ｃ（熟藜麦

添加量／ｇ）

Ｄ（鸡蛋液

添加量／ｇ）
１ ５０ ４０ ４５ ２５
２ ６０ ４５ ５０ ３０
３ ７０ ５０ ５５ ３５

表２　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标准

评定项目 总分 评分标准

形态 ２０

形状残缺，破碎严重，表面残缺，气泡较大（５～１２）

外型基本完整，表面基本平整，无大气泡（１３～１６）

外型完整，厚薄均匀，表面平整无气泡（１７～２０）

组织结构 ２０

纹理坚硬，横切面层次不清，空洞较大（５～１２）

断面层次感清晰，孔径稍大，组织均匀（１３～１６）

细而多孔，无大孔，组织均匀（１７～２０）

口感 ２０

口感僵硬粗糙，较涩（５～１２）

较酥松，基本无涩味，稍粘牙（１３～１６）

酥松，细腻，无涩味，不粘牙（１７～２０）

色泽 ２０

色泽不均匀，有焦糊、过白现象（５～１２）

色泽基本均匀，有过焦、发白等现象（１３～１６）

表面呈金黄色，色泽均匀，无过焦、发白现象（１７～２０）

风味 ２０

无香味，无藜麦特有香味，有焦味（５～１２）

香味略淡，无焦味以及其他异味（１３～１６）

香味浓，有藜麦特有香味，无异味（１７～２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单因素试验结果
２．１．１　黄油添加量对藜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由图１可知，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随着黄油添
加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当黄油用量为

６０ｇ时，感官评分达到峰值（９０分），此时饼干酥脆
可口。这是因为添加适量的黄油不仅可以减少面筋

的形成，使饼干变得酥脆，大大提升饼干质量，而且

可以阻断水分，延长饼干的保质期，从而提高其货架

期。

２．１．２　绵白糖添加量对藜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由图２可知，随着绵白糖添加量的增加，藜麦饼

干的感官评分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绵白糖不仅

能增加饼干的甜味，还能够提高面团的吸水率，使得

面团更加柔软，容易成型。此外，在饼干焙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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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绵白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得饼干具有良好的

色泽和口感。当绵白糖用量为４５ｇ时，感官评分最
高（８９分），此时饼干具有均匀的色泽、适中的疏松
度和甜度、细密的组织。当绵白糖用量大于 ４５ｇ
时，饼干甜度太高，色泽太深，口感比较差，导致饼干

品质下降。因此，绵白糖的最佳用量为４５ｇ。

图１　黄油用量对藜麦饼干感官的影响

图２　绵白糖用量对藜麦饼干感官的影响

２．１．３　鸡蛋液添加量对藜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由图３可知，随着鸡蛋液添加量的增加，藜麦饼

干的感官评分先升高后降低。当鸡蛋液用量为３０ｇ
时，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达到顶峰（８８分）。鸡蛋液
的添加能够影响饼干的脆性和口感，不加鸡蛋液的

饼干容易分散，无法形成整体，一旦加入鸡蛋液，鸡

蛋蛋白加热凝固失去水分较少，使得饼干成熟后体

积增大，口感有一定弹性。加入鸡蛋液还可以赋予

饼干制品脂肪、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因此，鸡蛋液的

添加量为３０ｇ。
２．１．４　熟藜麦添加量对藜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图４显示熟藜麦添加量的改变对藜麦饼干品质
有明显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熟

藜麦添加量的增大，藜麦饼干的感官评分呈先上升

后下降的变化过程。熟藜麦添加量为５０ｇ时，藜麦

饼干的感官评分达到峰值（９０分）。加入藜麦的主
要作用是提高酥性饼干的营养价值，熟藜麦的用量

超过５０ｇ时，饼干组织的横切面层次不清，会变得
粗糙，口感变差，从而降低酥性饼干的质量［１４］。因

此，选择熟藜麦添加量５０ｇ为宜。

图３　鸡蛋液用量对藜麦饼干感官的影响

图４　熟藜麦用量对藜麦饼干口感的影响

２．２　正交试验结果
表 ３为藜麦饼干的正交试验结果。采用极差

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各试验因素对饼干感官

品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黄油、熟藜麦、鸡蛋液、

绵白糖。以藜麦饼干感官评价为评判标准，配方最

佳组合为Ａ２Ｂ３Ｃ３Ｄ２，即低筋面粉和全麦粉（９１）
１００ｇ，黄油６０ｇ，绵白糖５０ｇ，熟藜麦５５ｇ，鸡蛋液
３０ｇ，全脂奶粉６ｇ，小苏打１ｇ，食盐１ｇ。按此配方
进行验证试验，重复３次，感官评分平均值为９０．１１
分。在此工艺条件下，生产的藜麦饼干色泽均匀，无

焦边，口感酥脆，具有浓郁的焙烤食品的香气，综合

感官品质最好。

３　结论
采用单因素试验法确定黄油、熟藜麦、鸡蛋液、

绵白糖的最佳添加量，采用正交试验对藜麦饼干的

工艺配方进行了优化。结果表明，以１００ｇ低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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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和全麦粉（９１）为基数，添加黄油６０ｇ，绵白糖
５０ｇ，熟藜麦５５ｇ，鸡蛋液３０ｇ，全脂奶粉６ｇ，小苏打
１ｇ，食盐１ｇ，设置上火１７０℃，下火１７０℃，焙烤２０
ｍｉｎ，在此条件下加工制作的藜麦饼干营养丰富、色
泽均匀、口感酥松，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求。

表３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因素

Ａ Ｂ Ｃ Ｄ
感官

评分

１ １ １ １ １ ７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７５
３ １ ３ ３ ３ ７８
４ ２ １ ２ ３ ８０
５ ２ ２ ３ ２ ９０
６ ２ ３ １ １ ８２
７ ３ １ ３ ２ ８５
８ ３ ２ １ ３ ７９
９ ３ ３ ２ １ ８６
Ｋ１ ２２５ ２３７ ２３３ ２３９
Ｋ２ ２５２ ２４４ ２４１ ２５０
Ｋ３ ２５０ ２４６ ２５３ ２３７
Ｒ ２７ ９ ２０ １３

因素主次关系 Ａ＞Ｃ＞Ｄ＞Ｂ
最优组合 Ａ２Ｂ３Ｃ３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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