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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晨报》的《晨曦》和《每日电影》副刊，是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和
电影副刊，但学界对它们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上刊载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是颇为重要

的文献，其中就有为《刘呐鸥全集》《刘呐鸥全集·增补集》《穆时英全集》所失收的集外文，如刘呐鸥

的小说《你夫人是中国人吗？》，穆时英在软性硬性电影论争中的《血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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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十多年前笔
者因研究袁牧之，为还原袁牧之的交游情况，在查找

资料的过程中，顺带关注到穆时英，曾搜集到不少

《穆时英全集》失收的文字，其时尚无“全国报刊索

引”数据库可用，遂整理出来，于２００９年投寄《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该刊尚有网上稿件查询

系统，显示拙文通过初审，谁知后来竟未刊出。三年

后这些集外文始由其他学者揭载出来，当然这些辑

佚考证文章，最有价值的当属佚文的重新出土，由谁

整理，区别亦不甚大。

但笔者并未气馁，之后又陆续将新发现的穆时

英集外文整理发表，计有《从穆时英佚文看他的情

感生活和都市文学观》（与李欣合作，刊香港《文学

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２０期），《穆时英集外文〈浮雕〉及
其他》（刊《现代中文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２期），与其他
学者的考证文字一起，为穆时英资料的进一步完整，

作出了零星贡献。这或许就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

在，笔者起初关注的焦点是袁牧之，但随着研究的深

入，很自然将视野拓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整个海派
文艺的创作上。由一点进入，而能得到较全面的收

获，不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都能为学者带

来不能自已的愉悦。笔者注意到，海派文艺的研究

尚有一些空白之处，以穆时英为例，他所领导的“晨

曦文艺社”就少有学者关注。３０年代的京海之争是
文坛颇为轰动的大事，但一说起京派作家，就让人觉

得人才济济，每一个都是如雷贯耳；而海派不外乎施

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最多再加上叶灵凤、黑婴等

等，似乎不能与京派势均力敌。而京派更有后起之

秀，如严文井、刘祖春、黄照、田涛、胡昭衡（李欣）等

年轻作家，有“小京派”之称。相比“小京派”作家在

沈从文、萧乾等前辈提携之下大量在《大公报》《武

汉日报》等文艺副刊发表作品的情形，“晨曦文艺

社”作家也同样在上海报纸文艺副刊上发表有大量

作品，或可仿“小京派”之名，名之曰“小海派”。穆

时英主编的上海《晨报》《晨曦》副刊，就是“晨曦文

艺社”的主要阵地。

青年学者王贺曾说：“为补文集、全集之失，学

者们做了许多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因近现代报

刊数据库的建置、各类网络资源的开放获取，使这一

工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１］的确如此，比如笔者

当年仅在重庆图书馆查阅到的穆时英的《浮雕》，目

前已能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方便地检索到。

但民国时期大量的报纸文艺副刊，尚无检索可用，有

些有影响的还需翻看。为此，笔者为了梳理“晨曦

文艺社”的创作情况，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整理了《晨

曦》副刊的目录，“晨曦文艺社”资料的整理，对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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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学界对海派文学的理解，不无裨益。但对“晨曦

文艺社”创作的研究，以及穆时英与“晨曦文艺社”

关系的研究，尚待另文梳理。笔者在查阅《晨报》

时，又发现了《晨报》上的刘呐鸥、穆时英若干集外

文，特此整理出来，供学界参考。

一、《晨报》上的刘呐鸥集外文

既是学者，又是小说家的阎真在谈及新感觉派

作家时曾说：“这个作家群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刘呐

鸥，但刘呐鸥的小说不论从创作质量还是从创作特

色上来说，都还不具备作为这个群体的领袖人物的

风范。其中最有特色的人物，或者说最具代表性的

人物，是穆时英。”［２］阎真对刘呐鸥的评价应该是颇

为中肯的。刘呐鸥的创作成就的确不如穆时英，但

刘呐鸥作为较早的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者，他在现

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毕竟是不可抹杀的。可惜因为

他后来政治上的堕落，他的较完整的文集在大陆一

直无人整理，只有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的《刘呐
鸥小说全编》及陈子善先生编纂的作为他创作全集

的《都市风景线》（浙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好
在他的故乡台湾台南县，已于２００１年编纂出版了
《刘呐鸥全集》，并于 ２０１０年又出版了《刘呐鸥全
集·增补集》。

《晨报·晨曦》副刊上有他连载十二日的小说

《你夫人是中国人吗？》，既未收入《刘呐鸥小说全

编》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都市风景线》，也未收入

《刘呐鸥全集》及《增补集》。这篇小说尽管水准有

限，也并不具有典型的新感觉派特征，但刘呐鸥的小

说为数不多，而且这篇小说的题材又非常独特，因

此，还是弥足珍贵的。《你夫人是中国人吗？》既是

一篇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小说，又是一篇涉及外国

人的婚外情小说。小说讲述的是李博士因埋头实

验，怕妻子淑珍受到冷落，故而恳请同事外籍教师哈

特陪妻子游玩。新感觉派作家一向大胆地表现情

热，小说中也对外国人猎艳的心理描摹得淋漓尽致，

但像这样主动给妻子制造婚外情机会的情节，着实

匪夷所思。事实上，淑珍与哈特两人也的确很快燃

起爱火。两人爱情关系的终结，是因为某次淑珍带

孩子逛公园，误以为孩子失踪，惊慌失措，扔下哈特

去寻找小孩，使哈特发现自己“以一个预备拿一切

来奉献给她的大男子，结果还比不上她的小孩子万

分之一”，因而心灰意冷。小说标题《你夫人是中国

人吗？》的逻辑性不知何在？鲁迅在《小杂感》中不

是曾说过中国“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

妻性”吗？淑珍的反应正是典型中国母亲的反应，

而《你夫人是中国人吗？》言下之意，中国女人并不

疼爱子女，为了情欲可以抛弃一切，这一认知是表现

了小说中的西方男性对中国女性的东方异国情调的

想象呢，抑或是说明了刘呐鸥本人对国情的隔膜？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５日《晨报·每日电影》的《每电
谈座》栏目，有署名“呐鸥”的三小段文字：

电影界此刻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赶

快把影业造成为正式企业之一。投下资本

非得有保障不可，要不然，信用失去，经济

来路断绝，这样，即使你去努力，有什么用

场？其实，出品用不着 Ｈｉｔ，但当然不能够
亏本，只要每一部的成绩都有百分之十的

纯益，大业成矣。

要提高国产片的水准，办法有许多，其

中：（一）编剧部如能提出正式的摄影底

本；（二）摄影部如能添购背景放映机，开

麦拉起重机，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ｓｔｒｏ级 Ｆ１／２．∞镜
头等；（三）冲片部如能装置自动冲片机；

那也很不错啦。人才要，机械更要，电影到

底还是机械的产物。

有人叹息着影坛的门户封锁主义，也

许是真的。但正在这时候，明星公司居然

登广告征求剧本，而且“报酬从丰”，这不

能不说是一个机会。每电读者诸君子，有

把握者不妨大着胆子，一试！在这里我做

一义务广告。

《每电谈座》篇幅短小，多由《每日电影》的编辑

姚苏凤撰写，刘呐鸥所写的这一篇，体现了刘呐鸥对

电影的一贯看法，重视电影的商品性和技术性。另

外，刘呐鸥还翻译了日本作家伊藤整的《会话与话

术》，刊载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和１８日的《晨报·
晨曦》上。这篇文章颇有价值，论述了会话在文学

作品中的作用，指出了会话与叙述的不同，“无论用

多么巧妙的话术，到底还不能够微细地表现精神内

的现实”。但译文读起来不是很顺，看来刘呐鸥运

用汉语的水平，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精神内的现

实”或许就是指心理活动。

二、《晨报》上的穆时英集外文

１９３５年８月８日的《晨报·每日电影》上，刊有
穆时英的《血腥》，这是一篇比较重要的集外文，是

软性硬性电影之争中被遗忘的一篇文献。软性硬性

电影之争是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一次重要论争，如

今看来，软性电影论者所谓“给眼睛吃的冰激凌”

“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强调电影的娱乐性，有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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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处，而其代表人物刘呐鸥、穆时英等对电影技术

与艺术的研究，也颇为内行；部分左翼电影在艺术上

的确生硬，很难吸引观众。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况且软性论者以意

识形态为借口，贬斥进步的左翼电影，实际上也是有

其政治标准的。

剑拔弩张的《血腥》是讨伐鲁思的，文章开头

说：“我在《妇人画报·电影专刊号》上发表了一篇

暴露敌人的阴谋的文章，《当今中国影评检讨》后，

鲁思先生（陶丽琳）便像狐狸显出了尾巴似的慌张

起来了。他说，我用他们的血写了血腥满纸的文

章。”穆时英把自己文章的题目记错了，他发表在

《妇人画报》上的文章实际上叫《当今电影批评检

讨》，文章发表后，陶丽琳（鲁思笔名）在 １９３５年 ８
月６日《民报·影谭》的《银色茶话集》中说：“穆家
时英的《当今电影批评检讨》，血腥气充满了全篇，

据说这文他是把凌鹤、尘无、鲁思、唐纳四人的血写

成的！”还说：“穆家时英又在大唱‘电影批评必须

走向艺术批评的大路’的，不成其为理论的妖调。”

于是穆时英就直接以《血腥》为名进行反击，鲁思当

年否认“陶丽琳”就是自己，陶丽琳在８月９日《民
报·影谭》的《银色茶话集》中说：“若说我陶丽琳就

是鲁思先生，准定是你穆家时英嗅错了人。据鲁思

先生谈，这一次他是决不挺身而出的，因为他不屑跟

一些造谣之徒再争辩一言。”或许这是一种斗争策

略，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回忆文章中鲁思终于承认，
陶丽玲（当为“琳”）就是自己的笔名。穆时英在《血

腥》中预告“等着吧，鲁思先生，在最近，我将在《每

日电影》给你们的理论以总清算”，三天后，从８月
１１日到９月１０日，穆时英在《晨报·每日电影》上
连载了一篇长文《电影艺术防御战》，对左翼影评人

进行“总清算”，但在《穆时英全集》中，这篇文章被

排在了《当今电影批评检讨》前面，按时间顺序应排

在之后。

１９３５年９月３０日的《晨报·晨曦》上，刊有穆
时英的《战斗的英雄主义》，已收入《穆时英全集》，

另还有一篇署名“编者”的《我们的一个要求》：

刊物是为了读者而存在的，所以本刊

从改为纯文艺日刊后，就无时无刻不竭力

求其与读者接近，求其成为读者自己的园

地，求其成为新进作家、未来的文坛的支持

者的培养室。在编辑方针上，我们也在可

能范围内采用接近一般水准的来稿，同时，

在退稿时，对于修养和才能上稍嫌不足的

作者，总在作品上不嫌唐突地指出了缺陷

所在，而希望作者在下次写作时能更进一

步。这几点，凡寄过稿子给我们的，和曾经

有作品在我们刊物上面发表过的，读者们

都会知道是事实吧。

最近，在改革后的第十八天的最近，我

们每天所收到的来稿已经从每天四五封而

增加至十余封，增加至二十余封了，而且其

中也有着在文坛上已经有一点成绩的作家

的稿子。这一方面固然证明着社会对我们

的注意，读者和一般文学志愿者对我们的

爱护，另一方面也是使我们惭愧并且欣喜

的事。但我们不敢以此自满，为了使本刊

能更贯彻它的使命，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公

开地征求读者的意见和批评。

这里，暂就我们所想得到的几点写在

这里，希望读者根据这几点，把对于本刊的

批评热烈地寄下，以作我们改进草案的基

础。

（一）在本刊内容方面，论文、小说、

诗、散文、木刻等中间数量的比例是否适

宜？就发表过的作品而言，其中有没有读

者所认为没有需要的作品？

（二）本刊目前的编排方式有没有需

要改进的地方？

（三）本刊绝少刊载翻译，这种方针是

否有当？

如这几点以外，读者觉得还有要改革

的地方，也希望读者指导。批评请寄上海

山东路二五号晨曦编辑部收。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５日的《晨报·晨曦》上，有一则
未署名的《社中告白》：

读者是刊物的暖房：它将在读者的爱

护下开放得更灿烂，同样，也会在读者的冷

漠下而寂寞地死去。所以我们竭力企图使

本刊与读者间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而且进

一步还要使本刊与读者打成一片。实现这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征求读者对于本刊的意

见，作我们改进的基础，以谋使本刊永远成

为有朝气的，前进的，泼剌的，但又是读者

自己的刊物。这就是发表《我们的要求》

的原意。可是自《我们的要求》刊出后到

现在四天内，还只收二十七封信。这数目

虽然不算少，和来稿的数目比起来，却可以

说是太少了。在这里，我们再向读者要求：

为了使本刊更合于你们的理想，请踊跃寄

·３·



下你们对于本刊的批评。

《穆时英全集》中收入了一篇《关于〈我们的要

求〉》，原刊于《晨报》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６日和２７日，署
名“本社同人”，《关于〈我们的要求〉》就是上述两

篇文章的后续，既然《〈关于我们的要求〉》被收入

《穆时英全集》，上述两篇属于“编务”的文章也应收

入《全集》，这几篇文章对于研究穆时英的编辑活动

乃至上海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另外，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５日的《晨报·晨曦》上，
还有一则《社中告白》，因过于琐碎，就不录了。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６日《晨报》《域外文学》副刊上，
还刊有穆时英翻译的《吉辛散文二章》，《域外文学》

副刊，作为《晨曦》附刊，每星期三出版，１１月６日正
是第一期。译文后的“译者附志”说：“这里译的两

篇是从他晚年写成的代表作《越氏私记》里边选出

来的。”《越氏私记》，一译《草堂杂记》，今译作《四

季随笔》，是吉辛的散文代表作，郁达夫、叶灵凤都

很爱此书，穆时英的散文《下午》里，也提到自己在

读这本书，可见穆时英对这本散文集也很推崇。穆

时英在“译者附志”里赞叹吉辛的“文笔非常洗练，

单纯，而优雅，充满着秋天的黄昏时的天空那样的静

谧澄澈的气氛”，他自己的不多的散文，也包括《公

墓》等小说，就很接近这一风格，与他的都市新感觉

有颇大的距离，或许其中就有吉辛的影响。

三、穆时英的其他集外文

１９３６年４月１日《时代日报》的《艺坛动态》栏
目，有一则消息：

穆时英和黑婴声明：并无所谓“误

会”，更无所谓“冰释”；至于“哲人”也用不

到声明是他不是他，造谣，离间朋友，这毒

辣的战术，据说是尘无所玩的把戏，因为他

记得穆时英去年所给他的一个“廖化”的

尊号。

虽为共同声明，但穆时英作为《时代日报》副刊

的主编，很大可能是由他撰写。这一声明应该是由

前一天《社会日报》上的《借用朋友笔名纠葛 骂人

自己可不负责》这一文章引起的，穆时英和黑婴认

为是左翼影评人在造他们的谣。

当日《艺坛动态》栏目，另外还有一则消息，也

提到了上面的“哲人”：“为本报撰《文化战线》之哲

人先生，近应《新人周刊》编者周寒梅之约，为《新

人》撰《一得集》语颇中肯，精彩无比。”

康裔在回忆穆时英的《邻笛山阳》一文中说：

“左翼方面发动的攻击，可以说无中生有……这使

穆时英更加对左翼方面的气愤，因此在《晨曦》副刊

上，辟了一块小小的专栏，名曰《文化战线》，针对左

翼的弱点，以牙还牙，用的笔名‘周人’，但日子一

久，他又无心执笔，把这责任推在我身上，因此，‘周

人’这笔名，也成了我们两人共同的笔名。”《晨报》

停刊以后，穆时英又担任了《时代日报·二十世纪》

副刊的编辑，“这一块副刊，可以说完全是崭新的格

调，内容全部是新感觉派作风，《文化战线》也继续

移在《二十世纪》发刊，仍由我们二人共同执

笔……”［３］因时隔多年，康裔的回忆并不准确，《晨

报》上并没有《文化战线》这个专栏，而《时代日报》

上也没有署名“周人”的文章，只有不少署名“哲人”

的文章。应该是多年后，康裔将“哲人”误记为“周

人”了。

实际上《时代日报》副刊《二十世纪》刚创刊的

时候，署名“哲人”的是一些配图短文，计有：１９３６年
２月１８日的《窗的幻想》、２月２０日的《新的角度》、
２月２１日的《当你花坛上的花重又开起来的时候》、
２月２２日的《典型的消费对象》、２月２３日的《甜蜜
的家》、２月２４日的《一百米突：放！》、２月２５日的
《总退却》（此篇未署名）、２月２６日的《〈怒吼吧，中
国！〉》、２月２７日的《山额夫人和狄翁乃夫人的对
话》、２月 ２８日的《贫穷是罪恶吗？》、２月 ２９日的
《鸽子·探戈·与卡门》、３月３日的《严肃地注视着
人生》、３月４日的《舞在青空》和３月１５日的《好莱
坞的Ｐａｎｏｒａｍａ》，有些是相当漂亮的散文，穆时英所
写的可能性较大。而撰写专栏《文化战线》的“哲

人”则出现的稍晚，分别是１９３６年３月８日、９日、
１１日、１２日、１４日、２１日和４月３日这些天。《新人
周刊》上的《一得集》，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

也可以方便地检索到，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去查阅，当

然，如康裔所说，“哲人”很可能是共用的笔名，如

“匿名子”“伐扬”“江兼霞”一样。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南京日报》《特写》副刊的
《文化风景线》栏目上，刊载了记者樱子的一篇文章

《〈香港文艺协会宣言〉———穆时英的奇文》：

“（本报文化特写）被称为堂吉诃德先生的或者

是黄帝的子孙的穆时英，及第三种人的杜衡，去港

后，一时里竟成为香港文艺界的红人了。

杜衡因前月妹嫁回沪，彼对友辈云：“我并没有

加入什么‘香港文艺协会’。”那么，该会由穆郎策动

成立于香岛是无疑的了。

昨天由香港友人刘君处寄来一篇该会洋洋千余

言的宣言及简章，并云他已加入该会为会友，叫我亦

去加入，我接到这篇宣言后细细地读了一遍，觉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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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新名词应有尽有，但回味一下，却是不知所云。现

在有此奇文，不该藏之私有，录之如下，以共同赏。”

“香港文艺协会”宣言

近年中国局面开展得非常恶劣，贫穷，

灾荒，死亡，这一切可怕的现象接踵着到

来，使每一个民族成员觉到万分惶恐，尤其

是民族地位的低下，国土的沦亡，更使人觉

到极度不安。大家都很明白：这一切的原

因所在是由于外来势力的侵入，而更明白

地知道这样子发展下去是危险的事，因此

都非常踊跃地决定了自己的任务，进行排

除一切苦难。这是异常重大的神圣的，我

们应该如何慎重地从事这个工作，更如何

骄傲地对于这工作的获得！文艺作者因为

在社会有了特殊的地位和本身的事业修

养，对于这伟大的现实决不能存着熟视无

睹的态度有意或无意的规避。他应该马上

投进现实的怀抱直接参加保卫民族的各种

运动，固不待言；即使消极一点，凭借着文

艺的优越条件，对现实的诸般离奇怪诞的

事态，加以铁面无私的解剖，加强大众的认

识，集中他们的目标，也是起码的本分。

不幸这起码的本分，中国文艺者一向

都没有较好的表现，他们不把全力集中这

方面，反而自成帮派，各立门户，作无谓的

意气之争，这是非常愚蠢而有害的，不独终

竟会贻笑于敌人，抑且自身的力量因而分

散而单薄，也必然地迟早会给敌人一个良

好的机会而遂行各个画□□①破的策略，

其实文艺作者间，由于意趣相同，事业相

同，而且在这样的民族境况底下，早就应该

化除成见，携起手来，这无论为民族，为社

会，为个人的事业都非常有益，过去外来势

力的侵入，因对各个阶层的作用不同，使各

个阶层的人对于现实的认识步调很不一

致，因此，引起了意见的分歧而种下不少纠

纷，然而，这只是先后问题，到今天因现实

已走到突变关头，大家都或先或后地觉悟

起来了，而步调也渐趋一致，目标也大抵相

同了，唯其集拢起来，力量才显得雄厚，这

一个简浅的道理，也不谋而合地在大家的

心中生长起来，都觉得有一个新的广大的

组合的必要了。

我们这个组合是这样产生下来的，我

们觉得为了自身事业的成就，为了民族的

安全，都必须从联络友谊做起来的，明白一

点说，彼此友谊有了联络，才可以丰富了自

身的事业，确立自己的权益，和保卫民族的

安全，而且我们更坚信民族地位不提高，彼

此友谊事业，和权益的发展，也有很多的障

碍，但是彼此友谊和自身事业权益等不好，

对于民族保卫的力量也显得贫弱，这四者

是分离的，然而却有绵密的联系，唯其把它

统一起来，列为我们最大的目标，才是有效

的办法，我们这一次组合就打算从这一方

面努力。

末了仅赖文艺同志们都热诚地伸出双

手，让我们紧紧地握着，更愿社会各界人士

给以无量的指教！

读者读完此奇文，真是“妙哉！妙

哉！”

这篇记者所写的文章，以“穆时英的奇文”为副

标题，显然是认定文中所录的《香港文艺协会宣言》

出于穆时英的手笔，穆时英确实参加过“香港文艺

协会”，但目前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宣言确是

穆时英所写。《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记

载：“１９３６年，国内文艺界人士到香港去的逐渐增
多。香港文艺界鉴于以往联络涣散，而国内上海等

地已成立文艺家协会，为求与国内文艺团体互通声

气，就在１９３６年８月，召开第１次筹备会议，决定建
立香港文艺协会，选杜格灵、杜衡、穆时英、刘火子、

李育中５人为筹备委员，负责起草会章。”［４］当然这
篇宣言，仍有它的价值，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香港的文

艺环境，仍有帮助，而“香港文艺协会”在历史上的

地位，也值得学界作进一步的考察。

另外，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７日的《时代日报》，称《大
沪晚报》已于前日开始试版。其副刊为黄敬斋所

编。始创号有叶灵凤、穆时英、周寒梅、嵇希宗等之

作品，内容丰富异常”。虽然《大沪晚报》是一张很

不地道的报纸，该报曾多次盗用“袁牧之”“蓝苹”

“胡风”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名字发表文章，更有甚

者，该报还曾在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５日冒名“鲁迅”发表
《非常参观》一文，但《大沪晚报》还刊登过黑婴等海

派作家的作品，如黑婴的《都会双曲线》等，因此，

《大沪晚报》在刊登海派作家作品方面应该还是比

较可靠的，其试刊号上应该确实刊载过穆时英作品，

但岁月变迁，这么一份试刊号恐怕很难存留于世。

余话

赵国忠先生曾发表有《〈每日文艺〉及穆时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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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佚文》一文，发掘过穆时英发表在《华北日报》

副刊《每日文艺》上的佚文《下午》，赵国忠进而指

出，“《每日文艺》的作者，几乎都是当时居于平津两

地的作家，南方作家只见刊登过戴望舒译的阿佐林

的小品和穆时英的《下午》”，“穆时英的作品很少在

北方的刊物上发表”，“《下午》是初次恐怕也是唯一

的一次在北平刊物上出现，由于报纸的受众面大，从

这个意义看，这篇作品具有特殊的价值”［５］。但《下

午》很可能是抄袭者所投。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１日《华北日报·每日文艺》第
１１期刊有荻囚《五月里的丽娃栗妲?》，实系穆时英
的《丽娃栗妲?》，《华北日报》上尚有署名“荻囚”

的其他文章，但１２月１８日《每日文艺》第１８期上，
黑丁“来函”揭发荻囚抄袭彭雪珍发表在《申报》上

的文章《苦孩子》。这个“荻囚”颇为无耻，穆时英的

《丽娃栗妲?》与彭雪珍的《苦孩子》，是１９３３年２
月２７日同一天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除此
之外，《华北日报》上还出现过多起抄袭事件，因此，

发表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９日《华北日报》上的《下午》，
虽署名“穆时英”，但该文首次发表是在 １９３５年 ９
月２５日的上海《小晨报》上，也就不能排除是抄袭
者直接冒名“穆时英”投寄《华北日报》，以骗取稿

费，未必表示穆时英和北方文坛发生了关系。

《穆时英全集》出版后，已有不少集外文被学界

发掘出来，以穆时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增订

再版已显得颇为必要，但《全集》中有一篇与陈宗濂

合译的剧本《那种人是危险的》却比较特殊。１９３３
年７月４日南京《新民报·最后版面》《文坛消息》
栏目称：“文艺月刊因穆时英在沪声明该三卷十二

期所载陈宗濂之《那种人是危险的》是盗用其名为

合译事，大所不满，且预备向陈严重交涉。”虽没见

到后续报道，但既然穆时英有此声明，《穆时英全

集》再版时，《那种人是危险的》似应删去。

注释：

①原文缺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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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院》的文本、版本与文学传播

李勇军
（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２５
作者简介：李勇军（１９７０—），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及编辑学。

摘　要：以作家墨白的代表性中篇小说《光荣院》为例，可以看出：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同一文
本往往是通过数种甚至数十种不同的载体抵达不同的读者。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经由不同的

读者进行不同的解读，将能够“常读常新”。循着版本形态的变迁，对作品文本进行解析或深读，将

是一个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文学研究路径。

关键词：墨白；《光荣院》；文本；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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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作家墨白而言，世纪之交的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
是其中篇小说创作的“收获期”，其标志有两个：一

是后来给他带来“荣光”和盛誉的中篇小说《光荣

院》的发表，二是中篇小说集《重访锦城》出版一个

月后很快得以重印（“橄榄树丛书”，长江文艺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第１版，同年１１月第２次印刷）。
本文循着《光荣院》的版本轨迹，重新梳理其传播路

径和文学价值的不断被发掘，还有它被反复传播后

所产生的多层次的影响力。

一、《光荣院》初刊本

中篇小说《光荣院》首发在《花城》１９９９年第２
期。作为文学期刊“四大名旦”的《花城》杂志，虽然

不具备《当代》《十月》《收获》三家刊物立足京沪的

先天优势，但它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其开放包

容的办刊思想、毫不逊色的“经济基础”，使得该刊

无论在广大读者中还是在当代作家的心目中，都有

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作为大型刊物，《花城》一直对

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予以高度关注，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该刊独具慧眼首发路遥《平凡的世界》（后获第三届

茅盾文学奖）更是传为文坛佳话。

如果从中篇小说《黑房间》（《收获》１９８９年第５
期）算起，作家墨白历时十年后其中篇创作已日臻成

熟。这期间，他仅在《花城》杂志上就已发表《红房间》

（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白色病室》（１９９３年第２期）、《俄式

别墅》（１９９４年第５期）、《讨债者》（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局部麻醉》（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等多部有影响的中篇小说。

刊有《光荣院》的该期《花城》有一条题为《长篇

小说〈日光流年〉震动文坛》的消息颇引人注目。该

消息称，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的这部长篇新作在该刊

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获得了
广泛好评；该刊随后专门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

“作家王蒙说，这不仅是一部好小说，而且是一部极

具震撼力的小说”［１］１０５，作家李国文认为，“这部小

说是本世纪中国文学能留给下个世纪的为数不多的

小说之一”［１］１０５。不仅刊登出来，而且还要大张旗鼓

地宣传，这就是经济改革前沿城市的文学刊物办刊

理念明显优于内陆省份之处。当年《平凡的世界》

刊出后，该刊也是专门在北京组织了作品研讨会。

事实上，文学作品的传播或者说“被接受”的过程，

是由作家、评论家、责编及出版机构共同来完成的。

该期《花城》头题也是一部长篇小说：陈家桥的

《别动》；中篇小说则有三部，《光荣院》之外，另有作

家行者（也是河南籍作家）的《大化之书》、残雪的

《变通》。该期没有“编辑立场”之类的点评文字，我

所看到的相关评论文章均在作品发表数年之后，但

它们却也道出了初次阅读的第一印象和对作品价值

的直观评判。评论家夏敏称：“初读墨白的中篇《光

荣院》，感到在他那看似直白的叙事背后隐含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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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的相当严峻而深刻的思索……我们并不难

看出，小说推出的人物群像面对生死的各种反应，的

确隐含有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的反讽，叙述沿袭着并

不张扬的冷幽默路子，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文义指向

每一个自我。这样的小说必然给蒙昧的心灵带来震

荡。”［２］２９评论家张延文认为：“《光荣院》里的权力体

系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普遍存在，这是一部具备了

广泛象征性的经典文本，就其形而上的艺术特质和

后现代的思想元素来说，《光荣院》在中国当代文学

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３］３５

二、《光荣院》连载本与选刊本

１９９９年５月３日至６月９日，《光荣院》由《世
界日报》《小说世界》版连载。此次连载保持了作品

的完整性，包括原来的小标题也均予以保留。这一

点，不像我们内地报纸的习惯做法：要么大幅删减

（尤其是长篇连载）；要么根据报纸风格、版面大小

等进行大幅修改，包括给每天的连载重新加小标题、

删去“闲笔”、把对话改成叙述性语言等。作为一份

有着悠久历史、在海外华人世界广有影响的中文报

纸，因其读者分布、使用繁体字出版等因素，它正可

以与内地报纸或期刊形成“互补”关系。

十五年后，《光荣院》又被《长江文艺·好小说》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转载。
《长江文艺·好小说》是《长江文艺》杂志自

２０１３年起正式创办的“选刊”版（也是该杂志的“下
半月刊”），它不仅每期同步选载小说新作，而且还

总是“回头看”、选登些“旧作”，比如这一时期选载

的蒋韵《鲜艳的季节》（原载《中国作家》２０００年第
１０期）、吕新的《石灰窑》（原载《作家》２０００年第３
期），其主打栏目《再发现》本身就有类似于“经典回

放”的性质。基于读者的代际更替，这样的选载，对

于新读者是第一次阅读；对年“老”读者（不是年龄

意义上的“老”），则是“重读”或“重新解读”。

该刊有一个栏目叫《翠柳街》，每期由责任编辑

就当期某一篇作品予以点评。同期刊发的是小说责

编曹军庆的评论《进入〈光荣院〉的三条路径》，这无

疑也是引领读者进入阅读的路径。作者写道：《光

荣院》最初刊于１９９９年《花城》杂志，距今已有些年
头了，“可是读来仍觉新鲜”，它“故事繁复”，“阅读

效果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该文进一步指出，进入

文本有“三条明显的路径”：其一是人物关系。小说

一开始就推出了虾米和老金的矛盾，老金是负过伤

的老军人，在他看来，虾米没有资格住在光荣院；老

钱牙疼，请光荣院的医生治疗，医生却故意将他的好

牙拔掉，老钱于是终日敲打白铁皮以发泄愤怒和仇

恨；厨师月红屡屡辱骂欺负虾米，但她刀子嘴豆腐

心，又屡屡在暗处塞些牛肉给他吃，来福对此嫉恨在

心……作者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

系，相互折磨，相互摧残。“细节的精雕细琢，使得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愤恨几乎到了变态的程

度。”［４］１５９其二是符号意义。在叙事过程中，作者精

心挑选穿插了棺材、勋章和大瓷缸等物品，其用意意

味深长。其三是环形叙事。《光荣院》的叙事结构

是一个回环的圆形。作品从声音进入，然后依次进

入棺材、库房、瓷缸和院长等章节，讲述到了哪个人

物，或讲述到了哪个物件，便会停下来叙述新的章

节，在新的叙事中依然会重新叙述之前没有叙述过

的内容。重述，补充，让故事和人物逐步丰满。

三、《光荣院》初版本

２００４年 ７月，墨白中篇小说集《霍乱》被列入
“独行客丛书”（野莽主编），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该

集收入《霍乱》《雨中的墓园》《光荣院》《告密者》

《母亲的信仰》《同胞》《父亲的黄昏》《黑房间》八部

中篇。这也是《光荣院》发表后第一次结集出版，即

从“初刊本”进入“初版本”。作为一部小说集，它首

先被关注的是其中的同名中篇，这从封面文字就可

看出：“加缪笔下的鼠疫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霍乱，为

世界文坛留下了不朽的经典。本书作者却另辟蹊

径，将传播于淮河流域的灾星进行历史与文化的拷

问，让美与丑的东方人性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中对比

昭彰。”［５］关于该小说集，还有一条重要的信息是：

“本书荟萃了作者近年来最有影响的中篇精品。”

笔者同时注意到了该集另一个醒目的“标

签”———“淮河流韵系列”。当然，该“丛书”其他几

种也各有其“标签”：贾平凹《梅花》“秦地风情系

列”、孙方友《贪兽》“陈州笔记系列”、野莽《独乳》

“乌山传奇系列”、林希《家贼》“津门绝活系列”、聂

鑫森《情局》“古城旧事系列”等。

作为全书的“副文本”，在题为《一个人，一座小

镇和一条河流》的“后记”中，作者说“在这本小说集

里出现的人物，大多生活在颍河岸边的小镇里”，他

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或者从镇里出发到很远很远

的地方去，或者再从外地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他

们用不同的方式与内部或外部的世界沟通着。在颍

河镇人的头脑里，世界的存在，是以他们为中心

的”［５］３１４。颍河镇是一只“麻雀”，但同样五脏俱全。

在这部集子里，《光荣院》的人物，虾米、老钱、

老金们，也都是颍河镇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或几个，但

他们同样有别人无可替代的人生———

一个生活在颍河镇上的人，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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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到过远在四十里开外的县城，但那

个巴黎人同样不能代替他去感受生活。在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代替另外一个人去

感受世界的存在。［５］３１３

四、《光荣院》选集本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中短篇小说集《墨白作品精选》
作为“跨世纪文丛精华本”之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它收录了包括中篇小说《光荣院》在内的 １４
篇作品。另外，还作为附录收入了张晓雪的访谈文

章《我们应该怎样叙事———和墨白对话》以及《墨白

出版著作目录》《墨白简介》。

对于“跨世纪文丛”，想必读者大多不陌生。

１９９２年８月，由王蒙、洁泯、谢冕等名家担任顾问，
评论家陈骏涛担任主编的该“文丛”在长江文艺出

版社开始推出。“‘跨世纪文丛’立足当代，放眼未

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

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坚持美学—历

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

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艺术

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

待。”［６］２作品体裁方面：以小说为主，兼及其他———

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通俗地讲，“不

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

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６］２。

“跨世纪文丛”第一辑（当时叫“首期”）推出当

时活跃在文坛的１２位作家的１２部作品（集）：《红
粉》（苏童）、《唿哨》（格非）、《去影》（叶兆言）、《坚

硬的稀粥》（王蒙）、《行云流水》（方方）、《嘴唇里的

阳光》（陈染）、《屋顶上的脚步》（陈村）、《官人》（刘

震云）、《河边的错误》（余华）、《人极》（贾平凹）、

《太阳出世》（池莉）、《白涡》（刘恒）。到２００１年９
月刘庆邦《梅妞放羊》出版发行为止，“跨世纪文丛”

共推出７辑６７种；其中，有的作品还反复重印，像孙
甘露的《访问梦境》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后，至１９９６年２
月已印刷３次，该作品集又于２００１年５月再版，也
就是说至少累计印了４次。品种多，历时长，加之不
少入选作品反复重印，可以想见这套“文丛”在当代

文坛和广大读者中产生的巨大影响。该社也认为，

入选这套丛书的 “６６位作家堪称当今文坛最具实
力的创作者”。（备注：苏童有两部作品即第一辑的

《红粉》和第二辑的《刺青时代》入选，其余作家均为

每人一部，这样６７部作品共有６６位作者。）
２００１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拟从上述作家中选出

１０位（通过发动读者投票的形式确定人选），编辑出
版其“作品精选”，并最终汇成“跨世纪文丛精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２００５年４月该社才推出
《周国平作品精选》，是为“跨世纪文丛精华本”之第

一种。从以后陆续推出的十几种“精选”来看，体裁

仍“以小说为主”，如《莫言作品精选》《毕淑敏作品

精选》《方方作品精选》等；《林白作品精选》《张承

志作品精选》则是兼收小说、散文；《海子作品精选》

收录诗歌和散文；《王小波作品精选》收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和杂文……

《墨白作品精选》所收的１４篇作品，既有中篇
小说，又有短篇小说。从发表在《钟山》１９８９年第４
期的《寒秋》起，到发表于《花城》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的
《光荣院》为止，时间跨度逾十年。对于作者而言，

它是“精选”，也是“自选集”，入选篇目既代表作家

对本人作品的认可度，同时也有“个人创作史”的意

义，即尽可能收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仅限

中篇、短篇两种题材，长篇小说、散文随笔等除外）；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则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全书容

量）内“窥一斑而知全豹”，同时对入选的单篇作品

放在所有“代表性作品”的背景下予以阅读、理解。

在“附录”《我们应该怎样叙事———和墨白对

话》中，作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小说本质上不是写

什么，而且如何写的问题。即强调小说写什么，是把

小说放在社会学的范畴里；而怎样叙事，则是把小说

放在文学的范畴里进行关照。小说首先是文学，然

后才是社会学———小说的重要特征是虚构，是艺术

真实，是用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来反映社会，“是文学

意义上的社会学”。

我们如果把上述《墨白作品精选》视为《光荣

院》的第一个“选集本”的话，那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由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梦境、幻想与记忆》，则是

它的第二个“选集本”。

事实上，《梦境、幻想与记忆》与前述《墨白作品

精选》可以看作两个“互补”的版本：前者只收中篇

小说、短篇小说，后者除收录《光荣院》等７部中篇
小说之外，还收录了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和《〈洛

丽塔〉的灵与肉》等１４篇随笔类作品（全书分为“中
篇小说”“长篇小说”“序言、后记与随笔”三辑）；前

者是相对单纯的作家“精选”集，后者以“新人文”为

丛书名，更强调这套“自选集”入选作家的“学人”身

份，如小说家、文学理论家刘恪（《耳镜》），中国社科

院外文所研究员、批评家程巍（《隐匿的整体》），中

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翻译家陈众议（《游心集》）等。

五、《光荣院》单行本

２０１６年８月，小说集《光荣院》由文化发展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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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的单行本，应该像“百花中篇小说丛

书”那样，一本书就是一部中篇。但我仍愿意将这

部合集视为《光荣院》的“单行本”———四部中篇，以

《光荣院》为旗帜和“号召”，这就截然不同于此前的

“初版本”和“选集本”。也许是巧合，四部中有三部

（《光荣院》《局部麻醉》《讨债者》）是在《花城》杂志

上刊发的；另外一篇《雨中的墓园》原载《小说林》

１９９３年第５期（原题：《青台》），后经作者重写，再
发表于《山花》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由此也可以看出该
作品在作者心目中的分量。

这部小说集以《光荣院》用作书名并排在第一

篇，体现了丛书主编和作家本人对该作品的认可和

自我评判。作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之一

种，我们有必要了解该文库的编选初衷：一是把新时

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

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

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

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作品的风格和

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７］２该文库

阵容强大，前两辑共收入阿成、鲍十、陈应松、贾平

凹、刘醒龙、刘庆邦、刘益善、林希、梁晓声、聂鑫森、

邱华栋、石钟山、孙方友、汪曾祺、王祥夫、野莽、林斤

澜、谈歌、陈世旭、墨白二十位作家的文集。

２０１６年９月，《光荣院》（精装本）由文化发展
出版社出版。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出版专业的

眼光来看，它与前述平装本是不同书号、不同装帧设

计、不同定价的两个版本。其中，还特别定制了编号

的毛边本，虽然仅有三百册，但这个小众化的版本，

读者指向非常明确。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光荣院》

最后一个版本，也是给人印象最深、也最能彰显其自

身文学价值的版本。

结语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同一文本通过不同的载体

被接受是“无差别”的———当然，前言、后记、评论、

编者按等“副文本”或曰“辅文”将会对阅读本身产

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循着版本形态

的变迁，对文本进行解析或深读，将是一个新颖的也

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学者止庵有一个观点：如果研

读一位作家，就要尽量回到历史的现场去认识，比如

周作人，他的某篇文章发表在哪份报纸的副刊或哪

家刊物，都要尽可能亲自找来看看，其刊于同一版的

作家有何人，文章刊发在什么位置，也都是大有意味

的。［８］２３０正如我们通过《周口文学６０年精品大系·
中篇小说卷》（河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４）来阅读《光荣
院》，便是将它放在“周口作家群”、周口６０年来中
篇小说创作成果的背景下，予以解读与审视。

在当代文学史上，同一文本往往是通过数种甚至

数十种不同的载体抵达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空间的传

播中，经过时间的无情淘洗，有的作品将被湮没或者消

失，有的作品则愈益显示出自身的属于文学意义的价

值。“文章合为时而著”，但真正优秀的作品是能够超

越时空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

经由不同的受众进行不同的解读，仍能够“常读常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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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化认知·乡愁乌托邦·审美现代性
———论科幻小说的美学意蕴

吴亮银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２６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２０２１年度推免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２０２１Ｔ１１８）；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人文社科类重点项

目“晚清科幻小说与审美治理研究”（ＫＣ－２２２２１０６９）
作者简介：吴亮银（１９９８—），男，江苏南京人，云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人类学。

摘　要：我国科幻小说面临的困境，在于其价值未能被全面发掘。就审美向度而言，科幻小说依
托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折射想象，以其陌生化认知结构的特点来暴露异化关系。它的结构以“零度

世界”为认知基础，其精神最终指向“乡愁乌托邦”。而科幻小说的审美现代性表征，其反思精神与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其美学意蕴的现实意义所在。

关键词：科幻小说；陌生化认知；零度世界；乡愁乌托邦；审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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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１５年刘慈欣的《三体》系列荣获“科幻诺
奖”的雨果奖开始，科幻似乎在中国迎来了一股热

潮。然而，刘慈欣却认为，“中国科幻目前的繁荣，

是一种缺乏基础的繁荣”［１］。他认为当下叙述文本

都处于衰落状态，科幻小说面临着受众庞大而作者

群体式微、经典作品匮乏的局面。

本文从审美向度出发，重新发掘科幻小说的美

学意蕴。科幻小说从陌生化认知的结构框架出发，

暴露隐秘的异化关系，利用“零度世界”开展故事想

象，“乡愁乌托邦”是其精神归属。作为审美现代性

表征的科幻小说，在对于矛盾的反思中实现了文本

同社会的联结，对于构建美好生活具有召唤性意义。

一、科幻小说：一种陌生化认知结构

科幻小说（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英文直译应为科学
虚构小说，而“幻”字译得尤为精绝，点明其虚构性

质的同时，包孕着对梦想的渴望。从词语结构可看

出，其涵括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而这既是其文类潜

力的生长点，也是对其进行界定的矛盾之处。

亚当·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中罗列出科幻

小说的诸多定义，但他自己只 “希望对这一文类的

演化进行历史性的叙述，而不是提供‘科幻小说是

如何如何’判定的另外版本”［２］。而在布赖恩·奥

尔迪斯的《亿万年大狂欢》中，虽然他给科幻小说下

了定义，但也欢迎提出相关质疑。不同定义反映的

是定义者对其寄予的态度，而我们又可以从中找到

如何解读科幻小说的模式。

在罗伯茨看来，科幻小说最早应当起源于古希

腊小说中的幻想旅行作品。奥尔迪斯则认为，科幻

小说沿袭自哥特式小说，其开山之作为玛丽·雪莱

的《弗兰肯斯坦》。这种看法已成为现在的主流观

点。无论哪种起源，都显示出科幻小说与认知的紧

密结合。古希腊人对于自然科学的天界，而非奥林

匹斯神界的想象性认知，构成了文学文本中的科幻

元素。而在工业革命中，机械技术的发明与更新刺

激着人们征服自然的欲望，诞生于其中的科幻小说

宛如现实之梦，反映出流动的社会认知与意识形态。

因此，达科·苏恩文认为，科幻小说的构成是这样

的，“它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就是陌生化与认知

的出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它的主要形式

策略是一种拟换作者的经验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框

架结构”［３］８。这也就是说，互为条件的陌生化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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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形成了科幻小说的文本动因，同时也指向了文本

的目的，贯穿其中的行之有效的文本策略则是形式

上的想象框架。

“陌生化”最早由苏联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

其意在通过形式的艰深化来延长文艺感受，从而恢

复读者对于生活的认知体验。有别于什克洛夫斯基

达到纯粹文学本体的愿望，苏恩文期望与此同时也

关注孕育文本的社会土壤，基于这种理念，苏恩文将

布莱恩特的“间离效果”引入陌生化的纯文学批评，

旨在强调扩大文本叙述与读者感知经验的差异性，

从而达到一种真实。

当然，詹姆逊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幻小说的最本

质特点是“认识论”功能。从认知论出发，可以管窥

科幻小说的经纬。“陌生化使科幻小说有别于从１８
世纪至２０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流，而认
知又使科幻小说不仅有别于神话，而且有别于民间

（童话）故事和奇幻故事。”［３］８在这种意义下，科幻

小说不再以形式／内容的二分法被强制限定，而是作
为一种“陌生化的认知结构”出现：“陌生化”由文字

描写与叙述心理的间离所展现出来，作为构成条件

的同时，也规定了文学形态的参与手法；而“认知”

既是形成科幻世界的条件与互动因子，又是文本希

望到达的意义价值的旨归。两者由表及里、自上而

下地规范出了科幻小说的界限，从而宣告了该文类

的独立地位。

科幻小说的间离性旨在创造出这样的世界：它

无关日常经验世界，而是以可认识的世界为原型，创

造出来的想象场域。这也就是“零度世界”的概念，

“要考虑每一种类型所表现的世界的关系，以及作

者周围可用经验证实其特性的‘零度世界’———这

里“零度”的意思是指在一个并列系统中的中心参

照点，或者在一个试验中的对照组”［３］１２。“零度世

界”是科幻小说展开的认知基础，由于它并非由完

全真实的世界属性决定，其在伦理学与物理学之间

不存在必然牵涉。作为人类模拟的意识生存场域，

这个世界既反映出了作者个人认知的加工成果，又

渗入了社会历史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科幻小说要营造出这样的“零度世界”

呢？换言之，它的出现有助于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

奥尔迪斯敏锐地给予我们提示：“在这个遥远的距

离之中，出现了科幻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异

化。”［４］８异化理论来源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经过了

马克思的发展与阐释，其理论视野被精准导向对人

的本质问题的关注。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指出，私有制背景下现实的劳动总表现

为异化劳动，“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作为

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

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

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５］５６。由于科幻小说中

“零度世界”作为陌生化认知结构的存在，这种框架

可以将关系运行的法则，抛进一个虚构却科学的意

识逻辑世界去演绎，从而使得我们得以窥视“生产

出的关系”。２００８年经典科幻动画电影《机器人总
动员》中的所有人物的关系，全部由那一小株绿色

植物生产出来：它是证明地球垃圾场环境转好的例

证，是机器人瓦力与伊娃相遇相知的契机，是执行命

令远离地球的飞船程序与决心返程承担责任的人类

船长的冲突。全部人物的命运都关系于渴望拥有人

类情感的瓦力照料（异化劳动）的一株绿植，这在现

实世界中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种异化的表征又符

合认知逻辑，自然而然地启发我们思考———关于人

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因此，苏恩文对于科幻小说寄予揭示异化关系

甚至扬弃的希望，“科幻小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使

得‘人生产人’成为可能，并且是以一种强有力的、

不可仿效的方式”［６］３２。他认为，科幻小说可以提供

这样的虚构意识场域：在那里，人有可能通过劳动，

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这种场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

对现实中的异化。这应当是我们解读科幻小说的模

式与态度。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科幻小说是西方‘舶来

品’。作为一种引进的艺术，它的出现是中国人谋

求改变社会现实在文学上的表现。”［７］科幻小说引

入中国的功利性与目的性限制了它可能的效用。在

鲁迅的影响下，中国科幻小说采取以“普及科学知

识”为纲本的创作理念，科幻小说被生硬地割裂为

“科学／幻想”或者“科学／文学”。科幻小说与科普
文学被混为一谈，它的独立文类价值被“工具化”特

征所消解了。到了当代，科幻小说应拥有它本该有

的审美属性。

二、乡愁乌托邦：科幻小说的精神指向

科幻小说将背景及故事设定在遥远的想象场域

当中，按照陌生化的认知逻辑进行演绎，在这个过程

中，作者也会把他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考融入其

中。对于这种想象世界的建构热情，詹姆逊称之为

“充溢于日常生活及其文本的乌托邦冲动”。

“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这个由古希腊语词根创造的
名词作为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

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中，其精神呈现为对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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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渴求与建构的热情。在科幻小说中，“零度

世界”正是作为乌托邦精神的最佳载体。在儒勒·

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中，瑰丽奇险的海底自然界

与“复仇天使”尼莫船长建立作为反殖民者基地的

鹦鹉螺号，形成了双螺旋式的“人与自然”世界架

构。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中，旨在保留人

类希望灯塔而修建在银河系边缘荒星的“基地”；在

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中，与跨国公司掌控

下的高度集约化、全球化的世界不同，可以接入神经

系统从而漫游冒险的网络数据赛博空间，无不以

“零度世界”的姿态展现出乌托邦冲动的建构蓝图。

然而，这种建构热情最终还是要指向对认知乃至意

识形态的批判。“乌托邦”作为社会规划已经在圣西

门、傅里叶和欧文那里以“空想社会主义”的面孔宣

告了失败。基于此，科幻小说的乌托邦热情应在乌

托邦形式层面，也就是基于“零度世界”的文学演

绎。詹姆逊认为，“乌托邦最多达到了一个消极的

目的，即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和

意识形态的禁锢”［８］。科幻小说所能做到的，不是

去揭露意识形态如何支配文本，而是去证明意识形

态能指的无处不在。

在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中，

“零度世界”体现在其创造的一颗围绕着一蓝一红

两颗恒星运动的行星“索拉里斯星”，上面存在着对

于人类而言不可理解的海洋：对它的界定从“前生

物形态”“原生质机器”“地质结构体”一直到“１７万
亿吨重的原生质海洋大脑”，都无法确证其形态。

而人类对于索拉里斯星的探索恰恰是其无能的表

现：面对不可认知的事物，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关

系，人类试图对抗他者“海洋”，完全是可笑的徒劳。

索拉里斯星的“海洋”，作为不可认知却具备熟悉形

态（海洋）的表征，显而易见地暴露出在日常经验中

被遮蔽的“我们必将征服什么”的人类中心主义意

识形态。随着认知的不断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自

身的极限，从而引发对于困境的思考，而这最终指向

的正是人的异化。

“如果说，乌托邦的尴尬性在于它对于现实的

间离和远出，那么，如何将乌托邦的想象性与现实重

新连接，则是寻找乌托邦‘物质基础’的首要前

提。”［９］这种连接的困难在于，如何使得虚构世界同

现实世界发生联系。如果联系，那连接处又在何处。

在“敌托邦”“异托邦”“逆托邦”“女托邦”“后乌托

邦”之后，王杰提出的“乡愁乌托邦”，从情感结构上

为科幻小说营造的“零度世界”提供了同现实社会

的情感联结，这也是科幻小说的美学意蕴的生命源

泉：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乡愁”（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最初作为疾病被创造出来，
采取了希腊文词根“家乡”（ｎｏｓｔｏｓ）和“痛苦”（ａｌ
ｇｏｓ），其临床表现有胸闷、喉痛、绝望。随着德国浪
漫派诗人诺瓦利斯以“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

寻找家园”来描述哲学欲求，“乡愁”中的“乡”便由

地理上的空间概念，引申为精神层面的生命终极存

在之所了。可以肯定的是，“乡愁”作为情感表达，

引发内心的一系列情绪。虽然王杰提出的“乡愁乌

托邦”概念，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乡愁”的

形式出现的乌托邦冲动，但其却凭借“身土不二”的

文化理念，用以探讨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在此基

础上，向丽更加明晰地讲出，“乡愁乌托邦”所蕴含

的巨大情感张力：“一方面，怀旧指向过去，是对于

不再存在甚至不曾存在的家园的向往，乡愁是对于

这种诗意存在的酝酿与重构；另一方面，乌托邦是对

于尚未存在而即将存在的构想，乡愁则是对于这种

即将存在的在场性实验。”［１０］科幻小说中“零度世

界”的建构，恰恰是承载“乡愁乌托邦”这种情感表

征的最佳载体。

“零度世界”何以成为承载“乡愁乌托邦”的最

佳载体？这是由于它提供给参与者（作者与读者）

以主体情感介入的特点决定的。“零度世界”是一

种存在世界而非实在世界，其旨在提供一种模拟场

域。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提出了“零度写

作”的概念，他强调一种中性的陈述式写作，不带有

任何价值抑或道德判断，要求作者的不在场。实际

上，任何写作都难以完全避免作者的主观介入，这是

巴特的悖论。但他的出发点在于，希望文学写作回

归语言本质，而不成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点同

“零度世界”的出发点不谋而合。科幻小说仍要受

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也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想象

的局限性”。然而“零度世界”作为参照点，连接着

文本与现实社会，它经由作者加工后，在叙事过程中

成功掩饰了其意识形态本质，从而表达其乌托邦冲

动。而“乡愁”作为一种情感结构，无论作者还是读

者，都从对这样的“零度世界”的建构中获得一种

“此在”的情感体验。它既是“零度世界”映射现实

世界的镜子，也是科幻小说的精神指向。

在科幻小说中，“乡愁”借“零度世界”的桥梁通

向未来，同日常经验中的现代性带来的痛苦与焦虑

分开。“概言之，乡愁是对于怀旧焦灼的抚慰以及

乌托邦狂想的冷却，它将使怀旧变得有未来，同时赋

予乌托邦以当代承载”［１０］。在《索拉里斯星》中，

“乡愁”是心理学家凯尔文对在地球上已经逝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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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哈丽的强烈怀念。而在作为“零度世界”的索

拉里斯海洋上，面对“海洋”创造出的高级复制体哈

丽，凯尔文的“乡愁”始终处于“流动”的状态。从凯

尔文开始对于自我认知世界崩塌的恐惧，慢慢发展

到接受复制体哈丽时的疑虑与欢喜交加，再发展到

爱上复制体哈丽时的深情眷恋，直到复制体瞒着他，

自愿毁灭后的愤怒痛苦，凯尔文的“乡愁”呈现出其

作为情感内核的“流动性”特征：对于逝去之物的感

怀，与在伤逝中被动走向未来。

在中国科幻小说中，这种乡愁则更加贴近其原

本的含义，即“对家园的怀念与拯救”。在刘慈欣的

《三体》中，“零度世界”体现为奉行“黑暗森林法

则”的宇宙，而地球则由于人类的天真，面临灭顶之

灾。女主角程心因同情心泛滥而遭诟病，进而导致

人类文明毁灭，其游移不定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

“乡愁”所致。面对是否要向宇宙“广播”地球和三

体这两个文明的坐标，以抵御三体文明的进攻时，她

选择放弃；面对维德建造曲率飞船逃离银河系的计

划遭到联邦政府的抵制时，她又选择了终止计划。

这正是由于以农耕文化为基底的“乡愁”所具有的

复杂性与矛盾性：一方面不忍旧有的世界如此毁灭，

另一方面又想拯救家园于水火之中。只是当“乡

愁”被刘慈欣无情抛入黑暗森林法则当中，“零度世

界”的认知逻辑势必导致其毁灭。这种冲突映射在

现实中，反映出某些认知问题：在现代社会，人类的

情感到底是追求工作效率的累赘还是安抚焦虑的良

方？在虚拟世界中呈现出的不利于文明进步的乡愁

羁绊，在现实社会中将以何种形式运行？庆幸的是，

面对“零度世界”，我们既可以书写想象中的“乡愁

乌托邦”，又无需担心其必然的真实命运拷问。科

幻小说处于“被”凝视的状态，这唤醒了参与者的反

省意识，激发我们思考如何才能让现实社会变得更

好。实际上，与其认为科幻小说回答了我们“何为

美好生活”的疑问，不如认为科幻小说在试图回答

“美好生活如何得以呈现”的愿景。这正是科幻小

说作为文本，与社会的联结处所爆发出的力量所在。

三、审美现代性表征：关于科幻小说的矛盾与反思

科幻小说的生命形态是流动的，它不是一个被

悬置的静止空间，而是叠合流动的意识形态想象场

域，作者和读者共同塑造的“审美乌托邦”，作为情

感结构的“乡愁”在这里也是流动的。

社会学家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认为，现代

性的最重要表征就在于它的流动性，在通往现代性

的过程中要永远保持变化，避免完成，这是“对变化

就是恒久、不确定性就是确定性的更大确信”［１１］５。

随着科技与理性的发展，现代性常常被划分成相对

立的两种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

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

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

念进行非神秘化。”［１２］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将前

者称之为“启蒙的现代性”，后者则称之为“浪漫的

现代性”。从对立的意义上说，浪漫的现代性，即当

下的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之为对前者的文化批判与

祛魅。

如果我们认同奥尔迪斯的说法，将哥特式小说

《弗兰肯斯坦》看作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

说，也承认作为浪漫主义先驱的卢梭以及后来的审

美现代性的倡导者，那么势必面临这样的现实，“哥

特式小说只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部

分”［４］２１，也不得不承认科幻小说应当被视作审美现

代性的表征。面对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的启蒙理性

的洪流，科幻小说给予了我们一个虚拟的“零度”空

间，以乌托邦冲动去想象被理性支配的社会，“乡

愁”则为乌托邦中的情感结构。在玛丽·雪莱的

《弗兰肯斯坦》中，生物学家弗兰肯斯坦利用科学的

力量（电化学），赋予无生命的拼凑尸体以生命，成

为窃取上帝神力的现代普罗米修斯。然而他创造的

却是人人害怕的丑陋怪物，不为社会所容；这也逐渐

扭曲了怪物心理，开始报复人类。面对怪物的和解，

他因担忧而毁掉了即将复活的怪物伴侣，这时的科

学家也就变成了旧“上帝”，怪物的悲剧则是注定无

法成为新的“普罗米修斯”。诞生于科学家之手的

怪物遭到科学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抛弃后开始反

抗，这可以看作是审美现代性对于启蒙现代性发出

的挑衅与叛逆。不同于科幻小说的是，现实中的我

们需要思考，如何应对启蒙现代性带来的困扰，又将

如何解决它。

更为复杂的是，科幻小说本身也具有矛盾冲突，

而这来自审美现代性的内部张力。自玛丽·雪莱的

《弗兰肯斯坦》以降，后来的科幻小说家大概可以分

为：以儒勒·凡尔纳为代表的技术发展派和以乔治

·威尔斯为代表的社会影响派。两派在关注问题上

的差异也就决定了所谓“硬科幻”与“软科幻”之间

的不同。儒勒·凡尔纳在他的代表作《海底两万

里》《八十天环游地球》中，为我们展现出了颇不寻

常的世界景观，而其故事的推动力量大多取决于科

技进步，如能够深入大洋深处的潜艇“鹦鹉螺号”和

全球通航的铁路轮渡。威尔斯则不关心科技进步带

来的便利，他把目光放在了“理性”发展对于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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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影响，这在他的《时间机器》中主人公与两个派

系（爱好和平的和好战的）的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这两类科幻小说对待“科技发展”的迥异态度，

无疑显露出科幻小说内部存在着“肯定”与“否定”

的矛盾。如果从社会文化角度解释这种审美现代性

表征出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意识形态

不同话语实践相互冲突的结果”［１２］。

表征审美现代性的科幻小说本身还面临着一种

矛盾，那就是其商业化发展与作为批判性文本自身

的矛盾。奥尔迪斯对于科幻小说的商业化发展十分

鄙夷，他在《亿万年大狂欢》中使用“科幻小说的缩

写形式……都像过去一样只用‘ＳＦ’，特意回避了那
种迎合低俗市场的叫法———‘ｓｃｉ－ｆｉ’。后者有时出
现在媒体或其他自诩时尚的人士口中”［４］１３。而据

他考察，“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科幻小说’（ｓｃｉ
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这个术语才成为一种通用的标志。这
被看作是那个更可笑的术语‘科学性小说’（ｓｃｉｅｎｔｉ
ｆｉｃｔｉｏｎ）的改进……首先用于称呼那些登载在美国
各种各样通俗杂志上的比较粗糙的故事”［４］７。他认

为那种被市场赋予的称谓，拉低了作为文学作品的

科幻小说的品格。这种对于商业运作的不屑，也是

科幻小说试图获得独立文学地位的艺术自律的体

现。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商业传播在科幻小说的发

展当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苏恩文所感慨的那

样，科幻小说“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它的一边

是社会学上占主流地位的读者趣味，而另一边则是

其自身追求真正和根本的新的强烈倾向”［６］３０。如

何在迎合大众和保持品性间抉择，也是科幻小说面

临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根源最终还是指向了社会

认知与意识形态。“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

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

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

种根本变化。恰当的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

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１３］鲍德里亚

认为，西方社会形态以消费社会的面貌出现，随着物

质生产的过剩，人们已经不再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消

费，取而代之的是符号消费。［１４］

科幻小说作为商品被大众消费时，人们消费的

是它的什么呢？鲍曼为我们指出了科幻小说拥有的

这种审美现代性需求，“‘现在’是现代性历史中的

一个阶段，我们希望领会和把握它在许多方面体现

出的‘新奇’特征”［１１］２５。“新奇”是人们试图通过科

幻小说获得的消费。从经济社会的角度看，科幻小

说的特征与商品生产同属于社会关系的形式，但又

存在着悖论式的差异。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

值”两个因素，其使用价值由内在功能所决定，而价

值则要通过数量上的交换得以实现。本雅明认为，

新奇性并不依赖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通过永无

休止的交换过程，塑造着人们的体验，“因此，在一

种与交换价值和市场相适应的文学中，新奇性就其

本身的两层词义而言，都是反复发生的：它必然是频

繁性的，这是文学生产的一个有意识的目标，并且，

必然是与一种根本性的———即始终如一的———新

（ｎｏｖｕｍ）相分离的”［６］９－１０。这也说明科幻小说中消
费的新奇性，是一种审美幻象，即一种无限反复的掩

盖在陌生化叙述之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控制。因此，

我们需要对现代社会生活进行反思。

尽管科幻小说的背景疏离于我们日常经验生活

的场景，然而在其中运行的社会意识形态却一定是

当下存在的。通过将其放置在陌生化认知结构中进

行观察，读者观察到隐藏在乌托邦潜流下的意识形

态的作用机制，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社会中的改进提

供批判路径。科幻小说是审美现代性的表征，这也

就是为什么科幻小说具有乌托邦冲动的形式面向，

而非真正社会实践意义上的面向之原因。这种意义

上的科幻小说不是要重建现有社会秩序，或者建立

用以逃避的“桃花源”，而是作为“他者”的存在，去

发现晦暗不明的隐疾，从而试着去解决它。科幻小

说的批判性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它虽然不直接对社

会进行批判，但是在“向前看”的乌托邦冲动中，蕴

藏着怀旧的乡愁情感体验，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找

寻到那个不曾存在或者终将存在的我们渴望的家

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当中，科幻小说

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表征，不仅暴露出可能存在的现

实社会问题，也呈现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这

才是科幻小说美学意蕴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四、结语

虽然刘慈欣认为中国科幻的繁荣值得警惕，但

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从流行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到如今脍炙人口的刘慈

欣《三体》系列，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见证了中国

社会的进步，更是见证了一代人情感结构的嬗变。

科幻小说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表征，最大限度上发挥

了陌生化认知带来的感知新奇，依托文本作者对于

现象及本质的折射想象，通过作为想象场域的“零

度世界”进行演绎，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建构“乡愁

乌托邦”的同时反观当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扬弃

异化关系的过程中重塑我们的情感结构。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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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科幻小说的美学意蕴的研究，不仅仅在于帮助科

幻小说挖掘其独立的文艺美学价值，更在于通过对

科幻小说“乡愁乌托邦”的冲动感知中所经历的审

美体验，帮助我们在暴露的异化世界中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从而使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科幻小

说，这个日复一日往返于过去与未来的冥河摆渡人

卡戎（Ｃｈａｒｏｎ）①，尽管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的影
响，但其将虚构的未来赠与我们，又将此在的乡愁渡

向未来，在生与死的缠绵中显现出无尽的希望。

注释：

①卡戎是古希腊神话中为冥王哈迪斯（Ｈａｄｅｓ）工作的神灵，
负责将亡灵从此岸渡向彼岸，但需要向他支付一个奥波勒

斯（ｏｂｏｌｏｓ）才能让亡灵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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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绘本隐喻空间的构建及语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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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故事绘本相比，诗歌绘本倾向构建不同于直观空间的隐喻空间和不同于剧情节奏的
文字节奏；诗歌绘本的文字节奏也就是声音的节奏、音乐性节奏；在诗歌绘本中，图像与色彩对隐喻

空间的构建，图像与图文版式编排对文字节奏的构建等，都增强着诗歌语言的表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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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绘本与诗歌绘本由于文本体裁的不同，其
表现语言也因功能的相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

比研究故事绘本与诗歌绘本在表现语言特点上的不

同，可为从故事绘本到诗歌绘本的创作转型提供表

现技法和效果目标等方面的启示。

一、诗歌绘本的表现语言对隐喻空间的构建

诗歌绘本中的图画与故事绘本相比，呈现出更

浓烈的隐喻效果。如果说故事绘本中的画面所展现

的是一个倾向于叙事的、直观表现的空间，那么诗歌

绘本中的画面所展现的则是一个倾向于象征的、影

射表现的隐喻空间。

１．隐喻空间的产生原因
（１）诗歌中隐喻修辞的使用
诗歌中大量使用的隐喻修辞，即以特定的形象

喻射特定的感受———这种并非直接叙述而是用一物

象征隐喻另一物（或多物）的表达方式，造就了诗歌

在表达情感上细腻且多义的效果，同时其暗喻的手

法也带来表达上的含蓄与隐晦的效果。诗歌中隐喻

的语言、象征的意象、含蓄隐晦的文本，呈现在绘本

画面上，便不再是故事绘本那样直白叙事的空间，而

是同诗歌一样内含喻射象征的隐喻空间。

（２）基于创作者视角下对潜意识感受的“翻译”
流程

图像对诗歌文本抽象潜意识感受的转化与表

达，需要绘本创作者找到诗人潜意识感受的源头，即

作为潜意识本源的“对某种事物的情感印象”，并将

这些情感印象以具体可视的图像呈现出来，完成对

抽象潜意识感受的翻译与转化。在整个“翻译”的

过程中，抽象感受被以具体可视的形象代替，也就是

说，绘本所呈现的一切图像都是对某种感受的象征

和喻射———这些具有喻射和象征性质的图像共同构

建了一个完整的隐喻空间。

（３）基于诗歌语言特征下的效果要求
诗歌有着“以简洁凝练的语言表达复杂和多层

次感受”的特点，与故事“用大量的语言来叙述一件

事从而间接表达思想”的特征不同，这也决定了诗

歌绘本在画面表达上要与故事绘本有所区分，即需

要以精简的篇幅呈现尽可能丰富的感受———而隐喻

式的呈现相较叙述式的解读更符合诗歌在表达上

“凝练多层”的效果要求。

我们以诗的隐喻式的表达和叙述直白的表达做

对比：

诗人艾略特这样写“绝望”：“世界就是这样告

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１］１０４而用直白

叙述可能会是：如果说绝望就像世界毁灭，那么它一

定不是激烈地毁灭，不是任何仍存强烈活力的行为。

真正的绝望，更像是面对毁灭时的木然无奈，是被告

知所有行为都是徒劳的之后的叹息。对比两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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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大量的文字解读“绝望”给人的感觉，其中每个

词语所代表的都是其表层的意思。而前者只用了很

少的文字，以“嘭的一响”隐喻了那些诸如“爆炸”

“海啸”等仍存强烈活力的事件；用“嘘的一声”隐喻

了那些“无计可施”“无力挽回”的失去所有希望时

的木然状态。诗歌以隐喻的用语使一个词拥有多层

涵义，即一个词能代表很多东西，故能做到“用精简

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感受”。

诗歌绘本需要体现诗歌语言的特点，也就是要

把大量的信息凝到较小的篇幅里，精炼地表达。此

时，绘本画面中的每个图像都被赋予了多层喻义，所

以用这些具备隐喻和象征性质的图像所构建的画

面，最能符合诗歌“形式简练而表意丰富”的特质。

因此，在诗歌绘本中，画面呈现出的“隐喻空间”也

是对应了诗歌语言“以少表多”的效果要求。

２．图像与色彩对隐喻空间的构建
诗歌绘本中所呈现的隐喻空间，是由各个具备

隐喻性质的图像与色彩共同构筑的。它们在本质上

是诗歌中抽象感受的视觉意象呈现，是汲取了文字

内涵精华的被作者“再创造”的图像（与色彩）。由

于这些图像（与色彩）存在“不完全贴合诗歌文字”

的情况，其表意不是单纯的表面意义，而是含蓄地藏

在文字背后。因此，这些“含蓄”的图像与色彩，共

同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能进行自主解读的隐喻空间。

（１）现实图像与非现实图像对隐喻效果的构建
（拟人，多物组合，反常态塑造）

本文将具备构建隐喻空间功能的图像分为两

类：现实图像和非现实图像。

现实图像指的是外在形象为现实中存在的事物

的图像，如桌子、月亮、气球等。这类图像所构建的

画面空间偏真实，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然而，即

便是再真实不过的图像，也是经由创作者编排过的、

具备隐喻性质的图像，以特定的形态构置于特定的

位置上，隐喻或象征一种或多种情绪、感觉、理念。

以诗歌绘本《呼唤大海》［２］７－８（图 １）为例，画
面中的图像如男孩，用课本内页折的纸船，航海地

图，灯塔，墙壁上的鱼挂画……都是真实存在的，然

而这些真实图像并非只代表了真实物体本身，它们

以特定的形态与位置，隐喻着诗歌中丰富的感受与

情思。此页前半部分的诗歌文本为：“我那时还是

个孩子／在学校里／那是大海／在平铺的地图上／慢慢
展开。／我是个孩子／在学校里／那是大海／我画着经
线／子午线／纬线。／我是个孩子／那并不是大海。”
后半部分为：“我还是个孩子／那才是大海／灯塔和

港口／咸咸的海水／烛火通明的船……”
诗歌前半部分写了“我”过去在学校课本上认

识的海，并认为那些“地图”“经线”“纬线”“子午

线”都不能代表真正的海，即“我是个孩子，那并不

是大海”。而后半部分，“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眼

前的“灯塔和港口”“咸咸的海水”“灯火通明的

船”……这些才是真的大海，一切都回归了本真。

本段所要表达的是“我”对真实大海的向往之情，对

真实自然的追求等。

画面中文本中并没出现的事物，如男孩手中用

课本内页折的纸船，墙壁上的鱼挂画———纸船隐喻

了“我”不满于课本文字中的海，而渴望真实的大

海；墙上挂画中的鱼，其头部朝向与“我”的头部朝

向一致，都看向右边真实而广阔的海洋，显示出前往

的动势，喻示“我”像鱼一样迫切投入大海的怀抱；

右下角的地图甚至被蓝色的水浸染，蔓延至右侧变

成了一片海洋，象征着“我”欲将地图上的海变为真

正大海的心境。屋内的一切事物，都呈现出朝向大

海的趋势，都隐喻着作者渴望见到真实之海的心情。

图１　《呼唤大海》绘本内页

非现实图像，指的是其外在形象于现实中并不

存在的图像，也可以说是梦幻或想象的图像，比如软

趴趴的电视，长着鸟头的人，有着翅膀的仙人掌等。

这类图像所构建的画面空间较为梦幻，给读者营造

感官上的陌生感，使其产生似梦非梦的视觉感受。

这类图像给读者的视觉刺激往往大于真实图像，给

予读者的联想空间也更为深远。

本文将非现实图像分为两类：多物征类图像和

反常态塑造类图像。

多物征类图像，指的是图像本身具备多种事物

的特征，或者说是由多种物件组合而成的图像，比如

鱼头人，长翅膀的树，有腿的萨克斯等。这类图像通

过对各种事物视觉元素的组合，将事物所象征的意

象联系起来，使读者在阅读图像的过程中自发建立

意象间的联系，在联系中形成对诗歌内涵的自我诠

释与解读。

以诗歌绘本《小不点与舞翩翩》［３］５－６（图２）为
例，本段诗句写了音乐家“小不点”对自己的音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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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淡无奇，渴望寻找让他耳目一新的天籁之音，而

某夜他听到街对面传来萨克斯的声音，“声音宛如

天籁一样／就像瓶中美丽的花朵／争奇斗艳纷纷绽
放”，迫不及待地奔向声音的源头，欲找到他梦寐以

求的音乐。画面中，音乐的来源被画成长着人腿的

萨克斯管，它先是喻示了声音的音色，不是其他乐

器，而是萨克斯；长着人腿，喻示一个行走的人在吹

奏；而萨克斯却是人的身体主干，喻示此刻“小不

点”眼中仅有萨克斯发出的“天籁之音”，甚至完全

忽视了吹奏者本人，对音乐的关注已然大于人，隐喻

一种对音乐痴狂追求的状态。

图２　《小不点与舞翩翩》绘本内页

反常态塑造类图像，是指画中的物体被从质感、

大小、味道、重量、软硬等特质方面“反常态”地塑造

后的图像，比如扭曲柔软的树，凌空漂浮的石头，比

人大的老鼠、被咬了一口的星星……这些被反常态

塑造的图像，往往为达到情感上夸张或强调的表现

效果。

以诗歌绘本《地下铁》［４］４３－４４（图３）为例，本段
诗歌文本为：“有时候，我觉得已走到世界的尽头。”

图中，月亮被缩小到可以装进笼子，作为笼底的地下

铁出入口是失重而悬浮在半空的状态，地下铁的空

间与地面断裂———图像被从大小、空间、重力反常态

地塑造了：缩小的月亮强调了月亮的“可得感”，强

调月亮在“我”心中的形象应是可爱的、可触碰的，

然而却被关在笼子里，笼子里的“我”也无法触到

它。这一形象是对“我”怀着希望追寻心中的美好

之物，却因感知到这个世界的约束与局限而无法前

去触及的失落感之隐喻；半浮于空中的地下铁出入

口是对“虚空”的强调和夸张，隐喻女孩在感受到

“走到世界的尽头”时的空虚无力感。

再如《沉默的老虎写诗歌》［５］１５－１６（图４）中，画
面对应诗歌文本：“写诗的小孩比别人，要挨更多拳

头。写诗的小孩，写诗的小孩———他们在我后面追

着喊。／雨点一般的拳头。写诗的小孩，我捶你的额
头，把你打倒在路边，打碎你的眼镜，看你还敢再写

什么情书。”呈现比人还大且如树一般粗长拉伸的

手臂。这种被反常态塑造的手臂，强调了暴力对

“会写诗的小孩”的威慑之大，像追踪导弹般延伸追

图３　《地下铁》绘本内页

踪的轨迹也暗示了“追着喊”的动作，图像忽略施暴

者本人的全貌，而将人的行为跟动向全部由夸张的

手臂与拳头代替，与“写诗的小孩”所拥有的完整形

体形成对比，隐喻施暴者虽强大，却最终不过是个

“打人的拳头”而不是有着诗心、有着善美内涵的

“人”。变形的手臂将对施暴者的讽刺与对“写诗的

小孩”的认同做了视觉表现上的隐喻，以夸张的形

象强调了诗中的情绪与感受。

图４　《沉默的老虎写诗歌》绘本内页

（２）色彩对隐喻效果的构建
在诗歌绘本中，能构建画面隐喻空间的不仅有

具备一定形态的图像，无具体形态的色彩也能够隐

喻诗歌中的感受与情思。

以诗歌绘本《地下铁》（图５［４］７９－９２）为例，画面
以色彩隐喻诗中的某些情绪，随着色彩在页面上的

变化，可以感受到诗歌中感受的变化与走向。图５
上图，“我们总是来不及相识就匆匆别离，一次又一

次在地下铁分手。／我疲惫不堪，下一站是哪里？会
不会有一列永不停止的地下铁？”画面左半部分的

颜色是鲜亮偏暖的，而右半部分的画面一下子变暗

变冷，前者喻示了“我”对人与人间相结识的美好向

往，后者喻示“我”因一次次的匆匆别离而感到疲惫

不堪的心境。下图整个跨页被清淡的蓝与白占据，

喻示着一种单纯无瑕的思绪，也就是最原本的状态，

这与“其实，我哪里都不想去。／然而，会有人在地
下铁的出口等我吗？”的感觉相契合，“我”在经历了

那么多颜色各异的“站台”后，最终回到最单纯的心

境———清雅的蓝和白，喻示着“我”此刻单纯而平静

的状态。

色彩通过刺激读者视觉来喻示诗歌中的情绪感

受，是构建诗歌绘本中隐喻空间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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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地下铁》绘本内页

二、诗歌绘本的表现语言对文字节奏的表达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不仅体现在其对词义的

锤炼玩味、对语法的巧妙构思，还体现在其音乐般的

韵律，即文字的节奏上。朱光潜先生曾讲：“情感的

最直接的表现是声音节奏，而文字意义反在其次。

文字意义所不能表现的情调常可以用声音节奏表现

出来。”［６］很多童诗在语言上也呈现出明显的音律

节奏，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些音乐般“好玩”的句子，

易于模仿，孩子们在念读中会形成深刻的记忆。

１．故事绘本的节奏和诗歌绘本的节奏
故事绘本的表现主体是故事，诗歌绘本的表现

主体是诗歌———故事绘本的“节奏”主要表现在故

事情节的节奏上，也就是戏剧性节奏；诗歌绘本的

“节奏”主要表现在语言本身的节奏上，也就是声音

的节奏、音乐性节奏。

音乐中的节奏就是“音响节拍的轻重缓急变化

和重复，是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现

象”［７］１０６。这种“节奏”若能体现在绘本的图文版式

设计中，则会形成一种视觉秩序，使读者在阅读绘本

的过程中感受到律动美、趣味感；同时，被赋予节奏

的版式设计也能加强艺术的表现力。

故事绘本通过图文版式设计，制造视觉上的节

奏，主要服务于故事情节的节奏（戏剧性节奏）。美

国绘本大师莫里斯·桑达克的绘本《野兽国》［８］便

是一个范例：绘本讲述了一个男孩夜晚在家调皮乱

闹，母亲以不许吃饭来惩罚他，并叫他“野兽”，男孩

回嘴“我要吃了你”。小男孩回屋后，开始想象自己

开船来到全是野兽的国度，和野兽们一起狂欢并征

服它们，最后他玩累了，要求野兽们回去睡觉，但不

给他们晚饭。野兽们喊着要吃了他，因为它们太爱

他了，然而男孩依旧选择与它们告别。等他坐船回到

家，发现妈妈给她留了晚饭在桌上，还是热气腾腾的。

以图６为例，这本书的第一页，画面只占据了半个页
面的一小部分，随着读者的翻页，会发现画面越来越

大，到了男孩彻底征服野兽并与之狂欢的部分，画面

占满了整个跨页，在这之后，每页画面越来越小———

故事情节从男孩进入房间的开头，到进入幻想中坐船

去野兽国，再到与野兽狂欢的高潮，接着到男孩离去

的转折，最后到男孩回家的结尾，情节呈现出由平稳

到高涨再回归平稳的节奏。绘本的版式设计中，画面

于页面的占比自小变大，再自大变小，正好对应了故

事情节的起伏节奏。所以，故事绘本中，图文版式设

计所构建的视觉节奏，主要服务于故事的情节节奏，

是对情节节奏的视觉表现与强调。

图６　《野兽国》绘本内页

诗歌绘本通过图文版式设计，制造视觉上的节

奏，主要服务于诗歌语言（文字）的节奏（音乐性节

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诗歌绘本都必须

要在图文版式上体现出语言本身的节奏，因为有的诗

歌本身不受限于整齐固定的格式或韵脚，语言相当自

由，更注重内容而非形式，这里只针对以整齐格式或

韵脚的诗歌为文本的诗歌绘本来谈（如大部分童诗）。

以图７为例，诗歌绘本《在茫茫的风中》［９］１－１４，文
本“一个人要走多少路，你才会认他是个人？一只白

鸽要飞过多少海，她才能躺在沙滩？答案啊，吾友，在

茫茫的风中，答案在茫茫的风中……”诗歌文本有着

整齐的格式，就是前面连续出现几个问句“ｘｘｘ要
ｘｘｘ，才ｘｘｘ？”最后用一个陈述句做总结，“答案啊，吾
友，在茫茫的风中，答案在茫茫的风中”。以此为一个

循环开始重复。在画面中，连续出现几个远景，最后

出现一个近景，以此为一小节，循环重复———绘本中，

图文版式设计对近远景画面的安排对应了诗句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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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秩序，画面“远，远，近”的节奏对应了诗歌“问，问，

答”的节奏。

图７　《在茫茫的风中》绘本内页

所以，诗歌绘本中，图文版式设计所构建的视觉

节奏，主要服务于诗歌的语言节奏，是对语言节奏的

视觉表现与强调。诗歌绘本中所呈现的节奏，比起情

节上的戏剧性节奏更倾向于语言的音乐性节奏。

２．文字节奏在诗歌绘本中的体现
诗歌中文字的节奏，呈现在绘本中便是画面节

奏，是读者在翻页过程中感受到的视觉节奏。画面体

现文字节奏分两个方面：一是体现文字形式上的节

奏，二是体现文字内容上的节奏———两者互为表里关

系，并相互渗透。

（１）文字形式上的节奏
文字形式上的节奏指句式的节奏，在一首格律或

韵脚较整齐的诗歌中，往往存在一个或若干个固定句

式，这些句式有规律、有秩序地循环重复，使诗歌读起

来朗朗上口。在这类诗歌的绘本中，往往会根据句式

的节奏构建画面间的节奏，比如一种句式对应一个系

列的图式，另外一种句式对应另一个系列的图式。

以诗歌绘本《人为百兽命名》［１０］３－１０（图８）为例，这
里截取诗歌文本段落：“人初见一兽，惯于吼叫，多毛的

巨爪，惯于怒号，乱毛满头，背宽毛茸茸。／‘啊，我要叫
它熊。’／在太初，在太初，人已为百兽命名……”

整首诗歌包含三种句式：第一种是描述某个动

物的细节特征，第二种是“我要叫它 ｘｘ”，第三种是
“在太初，在太初，人已为百兽命名”。其中，以第三

种句式作为一个“总结主题”式的划分，由它总结上

一段，并展开下一段。在图８中，绘本将画面分成两
种：第一种是放大的动物特写；第二种是镜头远离这

个动物，给它一个全貌，右半边是各种动物向前方奔

去，以此开启下一张。绘本将文本中的三种句式划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描写动物各处特征的，嵌入第一

种图式；另一部分“我要叫它 ｘｘ”和“在太初，在太

图８　《人为百兽命名》绘本内页

初……”分别嵌入第二种图式中的左半边和右半

边。这使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受到一种视觉节奏：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动物的近距离特写，能看到动

物身上各处的细节，对应文字里对这些细节的描述，

猜想“它是什么”；翻到第二页，视角被放远，看见这个

动物的全貌，对应“我要叫它ｘｘ”的总结，接着视线从
左到右，跟随向前奔跑的动物们，带着“在太初，在太

初，人已为百兽命名”的大主题，翻开下一页，遇到下

一个动物……以此循环，形成细看猜想、远观命名、点

明主题并开启下页的回环节奏。绘本根据文本的句

式进行图式分类，并有规律地排版，从文字形式出发，

制造图像节奏，以此再现并强调诗歌语言的节奏。

（２）文字内容上的节奏
这个部分很容易被忽视，或是被“理所当然”地

归入文字的形式节奏中，因为它是抽象的，是隐藏于

文字外在形式节奏下的“概念”上的节奏。

当某个诗歌文本句式单一时，绘本创作者不再

考虑以不同句式来划分画面，这种时候，创作者往往

会自行建立一套图式，通过对其规律地分配排布，营

造视觉节奏，从而展现诗歌节奏。而图式及其排布

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此时，文字的内容往往影响创作

者在构建画面节奏上的方案选择———用什么样的图

式，如何排版布局，才能更贴近诗歌文字所要表达的

内容和感觉？图像呈现出的动势，是从左到右，从上

到下，或是从远到近，从小到大？是从简到繁，还是

从淡到浓？是从暗到亮，还是从暖到冷……这些都

要根据文字内容考虑。

以诗歌绘本《之后》［１１］（图９）为例，这里节选诗
歌文本中的一部分：“冬天之后，春天染上色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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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后，是沉默；沉默久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春天
之后夏天脱下我们的外套／花朵之后，是果实／最后
一个沙丘之后，大海壮观地延伸／夏天之后，秋天来
了，日暮的光在地上溜走……”文本以“ｘｘｘ之后，
ｘｘｘ”为主要句式，写了生活中各种事物随时间的发
展变化、随因果的发展变化，通过这些变化，得到情

感、时间、万物交替的人生哲理。其中，“ｘｘｘ之后，
ｘｘｘ”突出“之后”一词，即突出一种事物随时间“从
这里出发变到那里”的节奏———它不是形式上的节

奏，而是内容上的节奏。图９中，绘本作者为充分体
现内容上“事物随时间从这里变到那里”的节奏，选

择了这样一种图式：事物被放在一张跨页里，左半边

是开始的样子，右半边是经过一段时间（或作用）后

的样子；全书中间穿插四个大跨页，分别表现四个季

节的更替变化，以此做时间上的大划分———读者在

阅读时便会感受到这种视觉节奏。画中事物从左到

右变化的节奏，体现了文本内容“事物从这里变到

那里”的节奏；绘本中对事物短时间段变化（事物在

左右单页上的变化）与长时间段变化（四季于整张

跨页间的变化）的划分，体现了文本“大变化中包含

小变化”的概念节奏。

绘本根据文字内容（概念）的节奏，选择图式方

案，按规律排版，从文字内容出发，制造图像节奏，以

此再现并强调诗歌内容的节奏。

笔者通过对比故事绘本与诗歌绘本，发现诗歌

绘本倾向构建不同于直观空间的隐喻空间、不同于

剧情节奏的文字节奏，并在研究诗歌绘本的表现语

言及其效果中获得许多启示，包括图像与色彩对隐

喻空间的构建机制，图像与图文版式编排对文字的

形式节奏与概念节奏的构建机制等。以上研究为笔

者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法和效果上的启示，也期

待能为其他艺术同行创作诗歌绘本提供些许有益的

思路。

图９　《之后》绘本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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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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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采用熵值法综合比较；基于调节效应模型认识
其调节路径，并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黄河流域９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 ＧＭＭ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对
黄河流域９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正面促
进作用。具体来看，人力资本提升，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创新能力提高都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升级之

间关系产生显著积极影响。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造业升级；黄河流域；ＧＭＭ模型；调节效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Ｆ４９；Ｆ１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２３－０５

　　一、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对数字经济概念、数字经济

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影响进行文献查阅梳理，总结其

研究意义。

有关数字经济的概念术语最早是由美国 ＩＴ领
域专家唐·塔普斯科特个人专著《数字经济：网络

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所提出的。２０１６年发布的
《Ｇ２０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
是一种以信息为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

借通信技术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经济行为。”胡士

华等［１］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指出数字经济是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余姗等［２］从

产业角度辨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产业概念的区

别；学者史宇鹏［３］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社会在数据

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活动。

关于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研究，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Ｃａｒｏ等［４］认为物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推动

制造业转型和提升的主要力量。廖信林、杨正源［５］

基于熵值法测度并运用动态面板 ＧＭＭ模型测算其

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升

级效应和路径显著。郑琼洁、姜卫民［６］基于企业问

卷调查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处

于初级阶段，推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是主要方向。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如影响因

素、路径、作用机理等方面对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进

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多为定性研究，而对于数字

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定量化研究较少，本

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依托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经济带战略背景下，实证分析黄河流域经济带数字

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的影响，对于我国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南北经济平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影响分析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发展，必然伴随着传统制

造业观念的转变，这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实现制造服务更精准和提高制造过程数字化程度的

目标路径，主要在于数字化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健

康融合以及数字创新、数据要素、精准需求和稳定供

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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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发展

现如今，数字经济主要从三方面为制造业转型

升级赋能：第一，数字化制造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

手段。数字化制造是以生产要素资料为基础，借助

工业互联网技术，帮助企业在产品设计、制造、销售

和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第

二，制造业与数字化结合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效

路径。数字生产的实质，是通过提高生产体系中的

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促进区域内的分工和贸易效率

进步，从而使各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因

此，数字制造可以加速传统工业的工艺技术改造，增

加产品的附加值。第三，发展数字化制造是推动制

造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环节。全世界新一轮技术革

命和工业转型不断加快，以“云计算”技术并结合海

量数据的互联和应用为底层逻辑，产生了新的制造

业发展新动能。在实际应用中，数字化制造可以促

进制造业产业链诸多环节的深度整合，并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新的数据流通模式出现，从而为制造业的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１。
Ｈ１：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
（二）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

人才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人才的质量决定了产业的发展基础，数字经济正在

大力淘汰“可被替代性”强的劳动者，带来的效果是

行业整体人力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改

变巨大，需求一侧，数字经济提升了制造业就业群体

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数量，数字经济的特

点使得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都有了相当

的提高，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对高端人才需求越来越

高。供给一侧，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劳动

者进行数字化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的综合素质有了

较大的提升。互联网招聘与就业平台改变了以往企

业与劳动者之间信息资源不对等的局面，人才与企

业真正实现了平等双向选择，从而推动劳动力就业结

构高级化。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资发展型资本，不同

于传统生产资本，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的良性结合，

助推制造业产业升级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２。
Ｈ２：在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下，数字经济对制

造业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数字经济与企业生产成本

成本节约效应是指数字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信息

收集和传递功能，减少了以往制造业在上下游产业

链生产过程中因信息差而产生的信息搜索成本、额

外生产交易成本，使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的资源

得到高效利用。数字经济通过其强大的信息传递功

能，大大缓解以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信息不对等问

题，改变以往仅依靠既往经验来进行粗略生产，依据

数据的强大分析能力，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市

场需求和消费者需求；同时数字经济给传统制造业

带来新技术的同时，信息获取成本、学习成本和新技

术传播成本大幅降低，使得制造业能够直接对接下

游供应商与上游客户，更能凭借数字技术，将以往处

于生产链较低附加值环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

附加值的高技术含量产业，制造业智能制造逐步实

现，从而提高制造业经济生产能力。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Ｈ３。
Ｈ３：在企业生产成本的调节作用下，数字经济

对制造业升级具有反向促进作用。

（四）数字经济与企业自主创新

数字经济在与制造业产业融合过程中，出现了

大量创造性的商业模式与商业业态，“共享经济”由

最开始的自行车这类出行工具到充电宝等许多日常

使用的物品；“平台经济”改变了以往传统就业市场

雇员与雇主的劳动关系，数字经济凭借其网络强大

的信息共享沟通功能，催生了一批“平台企业”，下

一位雇员可能供职于多家企业，这有利于转变传统

制造业商业形态，更可以延长制造业产业链，提高产

品附加值；数字经济沟通海外资源，大大拓宽制造业

企业的市场边界［７］；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凭借其技

术特点创造了全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热点，比如

“私人定制”，给消费者人群进行细分，打造不同消

费者的产品，快速了解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响应

消费者诉求。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产业在制

度与管理上发生创新性变革。同时，数字经济将制

造业产业与消费者结合起来，让消费者参与企业生

产的产品创新。因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４。
Ｈ４：在企业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下，数字经济

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熵值法评价方法

本文参考吴传清、张诗凝［７］的研究，采用客观

赋权法中的熵权法确定权重（指标体系权重见

表１）。过程如下：
标准化处理：

Ｘ′ｉｊ＝（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１）
Ｘｉｊ为第ｉ省第 ｊ指标原始数据，ｍａｘＸｉｊ和ｍｉｎＸｉｊ

分别为不同省份 ｊ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ｉ＝１，２，
３…，９；ｊ＝１，２，３…，１０。

之后，算出各个指标的信息熵。

第一步，由公式（２）计算指标对地区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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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ｊ个指标的信息熵。

Ｐｉｊ＝Ｘ′ｉｊ／∑３０

ｉ＝１
Ｘ′ｉｊ

ｅｊ＝－
１
ｌｎｍ∑

１０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２）

ｍ表示指标数量。
第二步，由公式（３）计算第ｊ个指标的差异系数

和第ｊ个指标的权重。

ｑｊ＝１－ｅｊ　　Ｗｊ＝ｑｊ／∑ｍ

ｉ＝１
ｑｊ （３）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采用权重和指标加权求和

的方法，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ｓｊ＝∑ｍ

ｉ＝１
ｗｊ×Ｘ′ｉｊ （４）

表１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权重（％） 单位 指标属性

数字基础设施 光缆长度 ４．６６６ 公里 正向

移动电话基站数 ４．８２３ 万个 正向

移动电话普及率 ２．５０９ 每百人部数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５．９０９ 万个 正向

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 ２．４３１ 万元 正向

网上移动支付水平 ３５．５８７ 年人均支付笔 正向

软件业收入 １８．３３３ 万元 正向

数字经济创新 专利申请数 ８．２１７ 件 正向

发明专利申请数 ８．７８６ 件 正向

专利申请授权数 ８．７３３ 件 正向

　　（二）面板回归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参考廖信林、杨正源［５］的

研究，考虑到制造业产业结构对后期存在长期持续

影响，加入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并为了避免内生

性问题，采用ＳＹＳ－ＧＭＭ估计动态面板模型。构建
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ＭＨｉｔ＝α＋β０ＭＨｉｔ－１＋β１ＤＥｉｔ＋λｉ＋ηｔ＋εｉｔ （５）
ＭＨｉｔ＝α＋β０ＭＨｉｔ－１＋β１ＤＥｉｔ＋β２ＲＧＤＰ＋β３ＷＳＴＺ＋
β４ＺＦＣＹ＋β５ＨＹＧＭ＋λ１＋ηｔ＋εｉｔ （６）

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样本期内的省份和年份；
ＭＨｉｔ是测算的制造业升级水平；ＤＥｉｔ是测算的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λｉ和 ηｔ表示地区和时间非观察效
应，其余为控制变量；εｉｔ是随机误差项。本文选择了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黄河流域的９个省份作为样本，所有
样本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统计年鉴》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调节效应是研究 Ｘ对 Ｙ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调
节变量Ｚ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检验调节效应是
否显著最重要的是看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是

否显著。模型中分别加入了人力资本 ＲＬＺＢ、企业
生产成本ＳＣＣＢ、企业创新能力ＣＸＮＬ和数字经济水
平ＤＥ的交乘项，如果交乘项的系数 α３显著，则说
明人力资本、企业生产成本、企业创新能力对数字经

济发展和制造业升级具有调节作用；若α３系数为正

数，说明上述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

升级有积极作用，若为负数，则说明产生消极作用。

参考朱于珂等［８］的研究，设计如下模型：

ＭＨｉｔ＝α０＋α１ＤＥ＋α２ＲＬＺＢ＋α３ＤＥＲＬＺＢ＋εｉｔ（７）
ＭＨｉｔ＝α０＋α１ＤＥ＋α２ＳＣＣＢ＋α３ＤＥＳＣＣＢ＋εｉｔ（８）
ＭＨｉｔ＝α０＋α１ＤＥ＋α２ＣＣＮＬ＋α３ＤＥＣＣＮＬ＋εｉｔ（９）

（四）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国家产业的升级是指产业从低端产品加工销售

到高附加值产品的发展过程，其目标是产品的高质

量发展。在工业领域，ＯＥＣＤ将其按照技术密度划
分为低、中、高三大类。本文在此基础上，参考朱玮

玮［９］提出的中国中高端科技产业的分类，将制造业

分为低端、中端、高端三个层次（参见表２）。从全国
三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来看，中、低端制造业所占的

比例很大，而要实现工业升级，就必须要提高高端制

造业的比率，本文用中端制造业的产值与高端制造

业产值之间比率（用 ＭＨ表示）来衡量。本研究采
用国研网、中宏网、各年份《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及各区域统计年鉴等资料。

２．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Ｅ），采取熵值法测算的各

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来衡量。

３．控制变量
选取外商投资力度（ＷＳＴＺ）、政府参与程度

表２　制造业分类

产品类型 包含的制造业行业

低端制造业 农产品加工，酒、茶、烟草制造，纺织服饰制造，木材家具制造，印刷业，文教体用品制造

中端制造业 金属、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石油化工、煤炭、化学纤维、医药制造，橡胶、塑料、有色金属加工等

高端制造业 化学原料与制品制造，计算机、仪器仪表制造，机床、专用设备、电子通信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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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ＦＣＹ）、行业规模（ＨＹＧＭ）、经济发展水平（ＲＧ
ＤＰ）。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ＧＤＰ表示，外商
投资力度以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表示，政府参与程度

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占ＧＤＰ的比值表示，行
业规模以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表示。
４．调节变量
选用人力资本（ＲＬＺＹ）、企业生产成本（ＳＣＣＢ）、

企业创新能力（ＣＸＮＬ）。其中，人力资本采用人均
受教育年限表示，企业生产成本以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主营业务成本表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数据个别缺
失，运用线性插值法补全；企业创新能力以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授权数量来表示。（各变量描述

性统计见表３）
表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制造业升级水平 ７２ ０．６７６ ０．３４３ ０．１５５ １．３８１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７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３ ０．０１０ ０．６０１

外商投资 ７２ ６０．５６８ ６５．１３７ ０．０４５ ２０５．１６４
政府参与 ７２ ０．３２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４１ ０．７５３
行业规模 ７２ ０．３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２３６ ０．４９６

经济发展水平 ７２ ４６４００．４３１１２２３３．３８０ ２３６４７ ７１８２５
人力资本 ７２ ８．９７６ ０．５９８ ７．４７４ １０．４５０

企业生产成本 ７２ １７０２７．９８０１５９５１．７１９１９１９．３９ ６０３３８．８６７
企业创新能力 ７２ ３６６８０．８６１４３７９０．８２３ ５０２ ２３８７７８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系统 ＧＭＭ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制
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影响机制。表４第（１）列展示
了黄河流域９省数据基于方程（５）的回归，结果显
示，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力度、政府参与

程度、行业规模变量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０．６９１，在１％水平下显著，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
提高 １％，黄河流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提升
０．６９１％，说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在样本数据期
内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验证了本文

的假设Ｈ１。表４第（１）列和第（２）列中的系数均为
正值，表明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会受到后期转型升

级的进一步推动。表４第（３）列至第（５）列分别列
示了山东省、四川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基于方程

（６）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的系数方向并无显著差
异。这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即数字经济

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区域差异来看，山东省、四川省在推动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效率上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这可能是由于

两省经济基础良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原有制造业

产业更为发达，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的驱动效应

更显著。

表４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
系统ＧＭＭ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ＭＨ
０．８６１

（１０．１５）

１．７５５

（３．８１）

０．９９８

（５．４３）

０．９６１

（１２．７４）

１．０８７

（３．６８）

ＤＥ
０．６９１

（４．３５）

０．６２１

（１．６６）

１．５５３

（２．７２）

１．６８１

（２．５１）

１．０６５

（３．９３１）

ＷＳＴＺ
－０．００６

（－１．６８）

－０．０４６

（－２．６５）

－０．０１３

（－１．９８）

０．１１７

（－３．９１）

ＺＺＣＹ
２．９８８

（１．７３）

４．６５９

（１．７９）

３．９８８

（３．２１）

２．９７３

（１．６７）

ＨＹＧＭ
２．３３８

（２．０６）

１．５５８

（４．４７）

１．５６６

（５．０１）

１．７８５

（２．７１）

ＲＧＤＰ
０．０４３

（１．７９）

０．１１１

（１．５９）
０．０６７

（２．３７）

０．１５４

（１．７０）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４．８８

［０．４３１］

７．７６

［０．５５８］

５．８７

［０．３５４］

５．１２

［０．２２４］

７．７６

［０．３１２］

ＡＲ（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２
ＡＲ（２） ０．３３５ ０．３０１ ０．２５５ ０．５４３ ０．２５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内为ｔ统计量，［］内为Ｐ值。

（二）调节效应结果分析

文章论证了人力资本、企业生产成本、企业创新

能力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升级水平之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参见表５），分别基于方程（７）（８）
（９）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交互项
的系数为０．７７７，在１％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人力
资本不断提高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的

升级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这也就验证了假设 Ｈ２，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科技的运用，不但为

制造业经济的发展与运作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

也将会影响到相关行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其中包

括教育资本、劳动技术等，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可以

促进各相关主体的创造力，从而提高其生产力。数

字经济与企业生产成本交互项的系数为－０．０００，在
１％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的情况
下，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验证了本文的假

设Ｈ３，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数据已成为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而传统的制造业则是通

过增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来扩大自己

的企业，这也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从而大

大超出了其经营规模的收益。随着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红利的出现及释放，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速度

明显加快，效率低、利润低、成本高的行业逐渐萎缩，

从而推动了制造业的升级；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能力

交互项的系数为０．０００，在１％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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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具

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关键攻

坚期。我国高精尖产业制造例如半导体正被西方“卡

脖子”，要继续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让制造业真正

进入世界一流，上述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设Ｈ４。
表５　调节变量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升级关系的调节结果

变量 （７） （８） （９）
ＭＨ ＭＨ ＭＨ

ＤＥ ７．８６８

（１．５６６）
１．３３９

（０．１９４）
０．４７９

（０．２０７）

ＲＬＺＢ ０．１５２

（０．０６５）

ＳＣＣＢ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ＸＮ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ＥＲＬＺＢ
０．７７７

（０．１７１）

ＤＥＳＣＣＢ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ＥＣＸＮ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 ７２ ７２ ７２
Ｒ２ ０．５０５６ ０．４５７４ ０．６６２６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
著；（）内为ｔ统计量，［］内为Ｐ值。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２０的省级面板数据，将研究
尺度聚焦在黄河流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内在联系与机制，采用了熵值法来计算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并运用系统 ＧＭＭ模型、调节效
应模型来验证影响效应与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黄河流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显

著正面影响。在样本数据期内，人力资本、企业生产

成本、创新能力都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关

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继续推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深入融

合制造业产业升级。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已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明确路径，我们要合理运用如云

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制造业发展赋能，科学规

划智能制造产业格局，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

造业由低劣模仿向高品质“智造”转变。大力发展航

空航天高科技装备、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等高端制

造业。由过去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向高质量、

高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稳步迈进。

第二，国家政府统筹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格局。

黄河流域各级地方政府在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方面

应高度重视，要抓住信息化发展的数字红利。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自东向西、自南向北逐级减弱的

特点，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等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同

时，黄河流域地区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

数字经济是黄河流域增强自身数字经济水平，缩小

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关键途径。国家在巩固东

部、南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基础上，要适度推

进数字生产要素资源和相关支持政策向黄河流域地

区倾斜，同时各级政府当以数字化推动制造业升级

为优先，不断改善企业转型发展的营商环境。

第三，加强企业自主创新，将高素质人才与高水

平数字化技术相结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球新冠

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美竞争达到白热化

阶段的大背景下，制造业数字化快速增长对制造业

数字化、智能化所需的技术人才大大增加，要鼓励职

业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开设数字化制造复合专

业，扩大培养规模，加大数字化技术高技能人才的供

给力度。与海外一流职业技术院校开展合作，设置

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实践课程，培养高端技术技能

人才。重视企业技术研发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营造有利于制造业数字化创新的良好环

境，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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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相比于农村，城市对于需求不能满足的痛
感更为强烈，也更加显性化。养老服务提供是社会福利的一个种类。国家选择不同的福利理论就会

构建不同的国民福利类型，养老服务体系受到福利类型差异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我国

养老服务福利性还比较低，是一个需要不断扩展的概念，这与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福利收缩的政策

方向相反。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需要转变政府意识，强化政府的福利责任观。在具体的路径选

择上，整合资源和融合服务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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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７５年“婴儿潮”的影响，２０２２年
前后我国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研究显示，预计到

２０３０年，我国的“老人人口抚养比”①将逼近５０％，
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四化叠加”日趋明

显，养老服务需求激增。而我国总体上养老要素还

没有充分准备，体系构建和各项保障尚未完成，养老

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相比于农村，城

市对于需求不能满足的痛感更为强烈，也更加显性

化。２０１３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自此发展养老服务成为国家战略，

政府支持力度在逐年加大。但是在城市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需要从源头上进

行澄清，把握趋势，优化路径。

一、先期老龄化国家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历史

进程

养老服务提供是社会福利的一个种类。国家选

择不同的福利理论就会构建不同的国民福利类型，

养老服务体系受到福利类型差异的影响而呈现出不

同的发展样态。先期老龄化国家福利体制经历了福

利提供以家庭为主到以国家为主，再到多方共担的

发展历程，养老服务提供也相应地随之发生了阶段

性变迁，与国民福利呈现正相关关系。另外，也可以

根据历史进程，把养老服务提供的发展变化分为前

期、中期和后期，分别对应家庭为主、国家为主和各

方共担。

（一）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理论的发展变化

先期老龄化国家在福利理论变迁方面不约而同

地经历了福利家庭主义到福利国家主义再到福利多

元主义的变迁，相应的，养老服务提供也经历了家庭

化、去家庭化（机构化）到再家庭化（社区化）的变

迁，再家庭化与之前阶段的家庭化有了明显区别。

福利家庭主义是前工业时代历史的惯性传承，无需

多言。福利国家主义奠基于工业化带来的国家富裕

和妇女进入工厂劳动导致的家庭养老照料难以为

继。国家福利具体的类型，根据要素结构和要素占

比，或者说福利来源模式，还可以分为保守主义型、

社会主义型、自由主义型，以及不同的混合类型。［１］

保守主义模式福利程度最低，强调通过自然社会契

约解决养老问题，将特殊家庭作为主要帮扶对象，属

于补缺型。社会主义模式福利程度最高，保障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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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整体福利，属于普惠型。自由主义模式福利程

度中等，以贫困线为基准提供养老福利，兼具补缺和

普惠特征。

（二）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变迁历程

福利国家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过渡时间少则

４０多年，多则１６０多年，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呈现
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上遵循着“家庭化—

机构化—去机构化—社区化”的变迁路径发展。与

此相对应，可以将先期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服务体系

变迁历程划分为基本保障阶段、发展探索阶段和多

元整合阶段。［２］基本保障阶段的目标是“大覆盖，保

基本”，发展探索阶段的目标是 “调结构，扩内容”，

多元整合阶段的目标则是“精服务，重质量”。

在基本保障阶段，养老压力较小，各国均采用传

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并制定了养老保障相关的法律

法规。在发展探索阶段，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

力市场，使得老年人家庭照料资源不足。女权运动

和新公共管理运动促使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老年照料

需求和照料责任分担问题，养老功能逐渐从家庭转

向社会，养老服务开始呈现明显的机构化特征。在

多元整合阶段，因为 “福利国家主义”捉襟见肘，加

之机构化模式非人格化的照顾弊端显现，一些国家

开始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养老服务逐渐从“权威

型资源依赖”向“市场型资源调配”转变，去机构化

和社区化逐渐成为政策追求。

二、先期老龄化国家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经验

启示

先期老龄化国家殊途同归，以法制和文化为引

领，以“家庭友好”为原则，注重性别平等与代际均

衡，构建了多系统、多渠道和多主体的城市养老服务

体系。其家庭养老公共政策以经济支持、就业支持、

信息支持与喘息服务等多元内容平衡家庭整体福

利。这些国家基本形成了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兼有

政府兜底、市场主力、社会补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供

给模式。２００２年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
《政治宣言》申明，促进发展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

享的社会”。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经验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制度完备立法养老服务规范化

先期老龄化国家都走过了养老服务法治化的道

路。通过强化立法，建立各种制度形成制度体系，使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高度规范化与职业化的特

点。比如，日本系统出台了《老人福祉法》《国民年

金法》《老人保健法》《介护保险法》等法律规范，养

老服务供给整体架构合理，服务标准完善。尤其是

在养老服务职业教育制度中规定从人类哲学的高度

进行伦理教育，是最宝贵的经验所在。

（二）强调家庭友好平衡家庭整体福利

先期老龄化国家面对家庭养老困境均表现出了

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亦主

动承担家庭养老中的国家责任。“家庭友好”原则

是许多先期老龄化国家制度建设遵循的首要原则，

把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为其增权赋能，强调性别平

等与工作家庭平衡，为整个家庭增加福利。一方面

对家庭养老进行直接的支持，另一方面构建支持家

庭养老的多元行动体系，进行间接帮扶。在国际条

约方面，《维也纳国际老龄行动计划》《老龄问题宣

言》《马德里国际老龄行动计划》均强调公共政策支

持家庭养老的重要性。

（三）养老金替代率倒挂消除贫富差距

公共养老金是由国家担保的养老保险。１８８９
年德国《劳工老年残疾保险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

个公共养老金制度。各国公共养老金给付的政策，

逐步趋向于缩小群体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比如，美

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成立之初即为全国统筹管理，对

低收入者的工资替代率大约为 ６０％，对中等收入者
的替代率大约为 ４５％，对高收入者的替代率才不到
３０％。［３］瑞典的养老待遇给付由工资最高的１５年参
考改为整个工作期间的平均工资参考，制度中增加

了缩小养老金差距的导向。贫富差距大的社会注定

是不稳定的社会，所以公共政策都要着力缩小差距。

（四）行业发展向竞争性市场化转变

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从主要向非营利组织外包

服务的社群主义倾向逐渐向竞争性招标转变。比

如，瑞典政府购买中约８７％的老年照料服务是地方
政府向营利企业购买而来，仅有１３％的老年照料服
务是地方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而来。在所有私营

养老机构中，营利企业所有的养老院占８６％。［４］英
国和美国也是这种市场化导向，只是程度有所差别。

三、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现状及瓶颈

城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遵循经济和社会的一般

发展规律，同时受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城市

养老服务也经历了家庭化到机构化的过程，目前正

在做实社区养老、支持居家养老，向对象精准化、服

务体系化和机构层次化方向发展。纯粹机构养老的

地位由“支撑”转变为“补充”，主要服务失能的老年

群体。做实社区养老困难很多，存在财政投入不足、

基础设施薄弱、信息平台缺少、主体各自为战等问题。

（一）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历史进程

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国家统揽型向单位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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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再向国家主导型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国家主导

型社会政策强调国家对社会福利承担基本责任的同

时，也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及社会组织、社区、家

庭和个人的力量。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由

国家全面保障到单位集体保障再到社会保障的三个

发展阶段，同时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过程经历了基本

保障期，正在向全面服务期和快速发展期过渡。

２０００年民政部等颁发的《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
利社会化的意见》提出：要建设以居家为基础、以社

区为依托、以社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老年人福利服

务体系。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全面推
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以居家养老

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

务体系，首次用“养老服务体系”替换了“老年人福

利服务体系”，表明养老服务的属性已经超越单一

的福利性范畴而开始具有多元属性。之后又把“机

构为支撑”变更为“机构为补充”，开始大力发展社

区养老服务。

（二）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现状水平

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约５０００万，占老年人
口１９％左右，是养老服务消费的主要群体。随着高
龄人口的增多，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比例也在逐步加

大，按照国际公认的失能老人１３看护比标准，我
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巨大。我国城市老年人群体以

居家养老为主，占比９０％以上，当下居家养老群体
接受家庭以外的服务占三成左右。家庭养老是在家

庭内部解决养老需求，居家养老是在社会服务支持

下的家庭养老，是局部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居家养

老所需的服务并不局限于社区，而是依赖建立在个

人、家庭、社区、政府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全面服务体

系。

２０１９年到 ２０２０年，是我国人口由正增长
（＋０．８４‰）转变为负增长（－０．７８‰）的转折年，
２０２１年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１４．２％ ，超过１４％
的节点②，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５］到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底，我国共有各种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２０．４万个，
养老床位 ７７５．０万张，老年人养老床位比例达到
３０５％。

总体来说，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还不尽人意，在

数量和质量上均难以满足多元化、大数量的养老需

求，养老服务业的基本面仍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养

老产业市场化机制远未建立健全，高端养老项目被

迫调整目标人群，有些成为问题项目，有些项目规划

迟迟无法落地。故我国在养老业方面的探索与改革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中部地区的调研来看，城

市社区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低，满意的

占３０．８％，不满意的占６９．２％。［６］

（三）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主要瓶颈

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有很多，

择其要者，一是作为主导者的一些政府领导对养老

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工作排序落后，二是财

政投入不足造成养老设施规划目标一改再改，三是

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能力不足难以促进产业发展。

地方领导重视不够。地方领导的考核压力主要

是经济建设压力，养老服务供给并非是关键指标，这

就导致了地方政府的不重视，严重制约了养老服务

供给的发展程度。曾经有某省主管领导把地方规划

的年度养老设施建设目标给忘记了，快到年底了经

人提醒才突击布置相关工作。领导的重视度和考核

的内容设置投射到职能部门，表现为协同治理体系

建设滞后，民政部门、卫生健康部门、人社部门之间

缺乏横向信息沟通，联合发文量和联合行动数仍然

不足，服务合作存在较多障碍。［７］

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充足的公共资金供应是养

老服务福利性的根本保证。即便是在慈善氛围较为

发达的国家，养老服务的资金也主要来源于政府财

政。比如，英国养老服务的资金基本来自政府的财

政拨款，日本养老服务资金中的 ７０％来自财政支
出。我国养老相关财政资金来源主要是预算外的彩

票收入，除了总量不足还具有不稳定性的弱点。尽

管民政部规定福利彩票收入“用于养老服务方面不

低于 ８０％”，但是由于收入不稳定导致支出不稳定，
难以做规划。

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能力不足。我国 ８０００万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月平均２２００多元，一般县城公
务员的退休金也是３０００元左右，以养老券、高龄津
贴为主的政策工具补助力度较小，尚不足以支持老

年人购买养老服务。２０２２年某省会城市社区大食
堂，在政府停止发放免费的餐券以后，即使仍然对老

年人八折优惠，却是应者寥寥，老年人消费能力可见

一斑。

四、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未来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养老服务需求的种类、数

量和层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养老者的需求结构，已

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对养老服

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供给主体渐趋多元

随着政府把支持养老服务的力量从机构转移到

社区，必然出现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来满足

多层次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提升居家养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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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程度。为此，需要在多方供给主体的背景下

进行各方主体的紧密协作，从而达到机制运行有效

并实现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的最大满足。在具体的

路径选择上，整合资源和融合服务是关键。

（二）福利含量逐步增加

我国育幼曾经有过普惠性的单位福利，养老却

几乎没有过任何普惠性的举措，国家和集体都是只

针对特殊困难群体进行保障。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福

利性需要不断扩展，这恰与先期老龄化国家养老福

利收缩的方向相反。特别是独生子女国策导致的空

巢老人、失独老人、少子女老人，更需要养老福利的

支撑和补偿。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需要强化政

府的福利责任观，提高财政赡养比，使养老服务福利

含量越来越多一些。

五、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原则

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需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全民动员，需要制度、设施、队伍等各要素相互支

持构成协作融合的服务体系，需要以法治化促进专

业化。

（一）政府主导其他主体协同的系统化发展原

则

政府在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主导作

用，包括制度建设、规划布局、财政投入、监督协调

等。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的构建是各要素的有机融

合，政府主导的目的是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家

庭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引导和监督体系的良性运

转，保护老年群体权益。政府可将引导目标分为三

个层次：初级目标是配置，根据需求配置资源；中

级目标是合作，引导各服务机构实现需方的信息资

源共享；高级目标是协作，引导供方发挥各自专长

共同提供综合化养老服务。

（二）由供给主体多元化达至供给内容扩展原

则

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国内外实践证明，供给主

体的单一化会成为供给内容扩展的桎梏。所以，要

想扩展供给内容，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

求，必须走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道路，引入竞争和创新

的机制。比如，英国和日本的老年福利设施政府直

接提供的只占 ２０％，由社会和市场组织提供的占
８０％。美国政府只直接保证低收入者住房和基本医
疗，并着重于信息平台建设，老年人的住房、社交、养

老费用等详细信息都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询，其余

的都交给市场。

（三）完善法律制度促进养老服务专业化原则

法律制度是硬约束，是型塑行为习惯的准绳。

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法律太少，

主要靠政策和文件推动，无后果责任承担，硬约束不

足。观察世界，国外普遍重视养老方面的法制建设，

制度约束力强执行到位。为此，我国需要制定《老

年人服务公共投入法》《老年人服务监督法》等涉及

老年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门法律，还应制定《老年人

照料者支持法》等法律法规，为老年人照料者建立

照料津贴制度和带薪休假、喘息服务等其他支持制

度，弥补因照料而产生的收入损失，协助其从身心疲

惫中恢复。

六、我国发展城市养老服务的路径选择

我国当下城市养老服务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

立政府财力能承受、社会力量愿参与的可持续发展

的城市养老服务机制，是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建立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为此，需要围绕“保基本、优体系、通堵点、强

管理”的目标，整合资源，凝聚力量，融合服务。

（一）支持家庭提升养老照护能力

家庭所承载的物质和精神养老功能是其他任何

社会机制都不可替代的，是人性和血缘的必然，但这

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应该承担全部养老照护劳务和

资金。支持家庭提升养老能力中的经济支持政策，

也是提升家庭的养老服务购买能力。我国在相当长

时期内养老服务的购买者仍然是家庭，家庭养老照

护应该社会化、薪资化和货币化。

提升支持家庭养老制度的法治化水平。目前居

家养老面临很多困难，所以政府对居家养老的支持

需要法治化的硬约束来保障。２０１３年实施的《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首次把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法律化，

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为居家的老年人

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但是该法不是养老服务的专

门法律，更难以细化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少数地方

出台了《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以地方性法规规定了

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与保障、监管与法律责任等，还

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来促进相关工作的法治化。需

要研究制定《家庭照料法》并强调地方立法配套的

及时性，强调养老家庭的权利义务、政府保障责任和

社会支持挖潜，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规范家

庭养老，化解不同政策间的相互制约与冲突，全方位

覆盖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器

具支持等。应将家庭养老照护者类比于个体护理人

员进行法律定位，承认其家务劳动的社会性，提升其

照护老人的专业性。

以发展型家庭理念促进家庭养老能力提升。目

前，我国家庭向上赡养功能弱化与向下抚育功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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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现实，呈现出家庭内部代际资源分配失衡现象，

尽管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对人类整体有利，但是

从代际公平的角度来说对老年人不公，也有悖于老

年友好的社会趋势。发展型家庭理念以预防为主，

投资家庭，帮助家庭提升行使责任的能力，避免家庭

捉襟见肘出现养老和育幼的矛盾，能增进家庭和谐。

应从促进家庭成员全面发展的角度构建政策体系，

既突出“老年人视角”，又增加“照料者视角”和“性

别视角”，以整个家庭为服务对象，平衡家庭整体福

利。比如，每年每个家庭可申请若干天远程工作，强

制带薪家事假等，社会法要以恢复家庭功能为要旨，

要与家庭法相协调。

（二）挖掘社区养老服务多元潜力

社区是家庭之外老年人生活的第二空间，社区

养老服务具有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两类功能。

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重要的是便利性和多样性追求。

学者童星认为，政策实践偏向“社区办机构”是错误

的，社区应该是一个链接各种养老资源的平台。［８］

建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辅助居家养老。社区养

老服务由正规服务、社区志愿者及社会支持网络共

同支撑。有学者提出“三社联动”的构想，即社区、

社会组织和社工三方主体联合形成资源共享和多元

协同的工作机制，通过三者间的协调配合，促使社区

养老渠道更加多元。根据联动的机理，“三社联动”

可划分为“主体联动”和“要素联动”两个层面。［９］重

庆的社区养老服务建设经验，是形成“中心带站”联

合体，“机构建中心带站点进家庭”的“链网式”服务

供给模式，促进了养老服务业专业化、规范化、连锁

化和品牌化发展。郑州市的特点是一区一品牌，政

府支持资深养老企业带动一个行政区的养老服务。

鼓励发展社区居民互助式养老。在我国专业性

正式性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互助型养老通

过挖潜可以满足一部分养老服务需求。应充分发挥

非正式资源在居家老年人生活中的作用。通过成立

老年互助社、设立“时间银行”、颁发“关爱老人荣誉

证书”等形式，鼓励社区居民邻里互助，鼓励健康老

年人服务高龄需要陪伴和其他半自理的老年人，倡

导年轻人结对帮助老年人，支持老年人结伴互助养

老，帮助社区内空巢老人结对子，采取多帮一、一帮

一或一帮多等互助模式。鉴于社会成员的流动性越

来越大，社会信用度不足，“养老时间储蓄”制度应

着力于全国统筹，给予储蓄者确凿的储蓄证明，便捷

的支取程序。考虑到财政匮乏、养老服务行业发展

缓慢造成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有必要制定《社会

服务时间储蓄法》，大力推动该项特殊的互助制度。

（三）完善养老服务层级分工合作

城市养老服务应该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多层级

服务体系。中央政府把握方向、指引立法和建设制

度，省级政府负责医疗健康与住房服务，市级政府负

责规划分配辖区养老服务。养老服务费用支出比

例，理想状态可以是４０％来源于地方税收，３０％来
源于国家税收，３０％个人支付。［４］层级养老服务，设
施和组织都要齐全，给介护老人设置家庭养老床位，

居民小区单独或者联合建设养老服务站，社区建设

养老服务中心，街道建设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解决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难以解决的问题，每个行政区建设

养老服务培训指导中心负责组织培训、统筹指导全

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四）面向市场购买服务注重效益

目前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方式，有面向供方和

面向需方两种。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可分为非营利组

织和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即市场主体。政府向非营

利组织购买养老服务是通行做法，这是养老服务产

业化、市场化之前的历史传承，现在已经到了改革的

历史节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应逐步转向市场主体。

在目前养老服务业仍然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阶段，

应逐步弱化非企业的事业功能承担，寓事业于产业，

根据养老服务内容分类购买，逐步把补贴供方转向

补贴需方，给予老年人更多的服务选择权，同时激发

市场竞争活力，引导养老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市场化，

丰富供给。

（五）养老服务职业培训伦理优先

养老服务职业伦理养成，是养老服务供给的第

一要务，也是业界长期的痛点，需要树立爱心比技术

更重要的职业理念。２０２２年６月份发生百岁老人
在养老院被床上约束带反复约束多日至死事件，视

频显示，无论老人如何挣扎反抗，想尽办法逃脱，工

作人员始终机械冷漠，理由是为了防止老人掉床摔

伤，可见这是他们的常规操作，看护规定是如此。安

全措施不当，无视老人感受，观者无不悲叹，对机构

的诟病和恐惧油然而生。笔者缘于此事特意与资深

养老服务企业家探讨，她认为问题出在员工培训上，

培训内容普遍偏颇，重技能轻伦理，重业务轻道德。

养老服务技术不高深，关键是爱心。应形成以尊重

人权、尊严养老为核心的职业伦理观。尊重老人意

愿，制度以老人为本位，是养老服务文明建设的重中

之重。那么，应在培训内容中强调伦理，在日常管理

中考核伦理。鉴于我国的养老服务护理员年龄偏

大、学历偏低的特点，在进行职业伦理教育时需要贴

近她们的生活样态和理解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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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养老学科创始人之一的井上千津子教授认

为：即使到了老年痴呆的程度，也应该保障作为人的

尊严直到生命的终结。受此理论影响，日本福祉士

培养强调以尊重人权为核心的职业伦理观，在满足

老年人需求的同时注重维护其尊严。日本厚生劳动

省规定的福祉士教育包括对人类及社会的理解、专

业知识与技能、演习与实习三个方面，其中“对人类

与社会的理解”是必修内容，通过哲学熏陶，培养学

生的职业伦理观念，超脱繁杂劳务滋生的厌烦，从内

心生发对老人的爱意。

（六）科学探索智能养老

通过搭建虚拟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借助大数据

分析技术和各种终端 Ａｐｐ，构建高效便捷的养老产
品与服务输送体系。主要包括远程虚拟养老、远程

医疗诊断、智能公共服务等，以“常规服务 ＋定制服
务”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和差异化服务需求。我国有

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在关注家用机器人的项目，计划

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购买家用机器人服务生活。家

务劳动、康养护理机器人，已经纳入不少老年人的养

老规划。

帮助老年人提高参与智能生活的能力。２０２１
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６０
岁以上互联网网民占网民总数的 １１．２％，只有约
６９％的高龄老人社交信息的获得是通过智能手机，
其余途径都是传统的口耳相传。是否会正常使用智

能机成为老年人参与智能生活能力的体现，老年人

参与智能生活从手机使用逐步扩展，这需要专门的

培训和他人的帮助。

注释：

①指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②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标准，６５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７％ ，即
被视为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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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路径研究

杨　健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教务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２６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三新’视域下河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２２２４００４１０２７０）；２０２２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河南省特色小镇发展效率研究”（２２Ｂ７９００１５）；２０２１年度郑州市科技局基
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南省旅游扶贫效率研究”（ｚｋｓ２０２１０２）

作者简介：杨健（１９８２—），男，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务处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市场营销。

摘　要：对已有产业融合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择了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作为测度河南省旅游产
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度的基本模型。从产业规模、经济贡献、市场规模３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对河南
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评。通过对相关统计数据的搜集、整理，测算出河南省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度在考察期内一直处于失调的状态。在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外在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路径及保障措施。

关键词：河南省；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融合路径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７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２．７；Ｇ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３４－０６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平稳放缓

的新常态时期，旅游产业的发展瓶颈和市场饱和情

况日益凸显。作为一个关联性极强的产业，旅游产

业如何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满足市场需求的多样化

就成了一个现实命题。

２００４年开始出现公开发表的文旅融合的文章，
直到２０１０年都只能说仅有零散学术成果公开发表。
自２０１１年起，学术成果出现倍数增长，２０１９年为文
献成果最丰硕的一年，公开发表文献达２８４篇。在
文献来源上，核心期刊１２５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ＣＳＳＣＩ）４４篇。有关河南省文旅融合研究的文献
中５篇是关于河南省文化资源和乡村旅游融合的研
究，现有的１６篇文献均为从理论层面、定性角度对
河南省文旅产业融合进行对策探讨，缺乏对河南省

文旅产业发展历史数据的梳理以及定量测评。

二、河南省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及

模型

（一）河南省文旅资源赋存

河南省一直有“地下文物资源全国第一、地上

文物资源全国第二”的美誉。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南省的文化旅游资源不仅在

量上位居全国前列，在质的方面亦引人瞩目。河南

旅游资源赋存好、品质高，但在贡献旅游经济发展方

面则各不相同。

在世界级旅游产品方面，河南省拥有５处世界
文化遗产、４处世界地质公园、１处国际生物圈保护
网和１处世界体育活动基地；国家级旅游产品包括
１３处５Ａ级旅游景区、８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１２处
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５个世界级旅游节庆活
动、１个世界级赛事和９个国家级的节庆活动。

根据河南省文物局统计显示，截至２０１９年底，
河南省共有各类博物馆３４８座。其中河南省地质博
物馆于２０２１年更名为河南自然博物馆，并荣列河南
省首家国家自然博物馆，同时拥有“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等２６个科普基地称号。
张春香对河南省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梳理，总

结出河南文化旅游资源有３主类、１０亚类，并把河
南文化旅游产品进行了定性评价，她指出河南省

“静态产品底蕴雄厚、动态产品百花齐放”，具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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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量多、单体种类全、游憩价值高、时间跨度长、天

地人合一”等优势。［１］

（二）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及模型

１．评价模型选用
梳理有关产业融合研究成果，选用物理学中的

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作为测度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

产业融合度的基本模型。

　　Ｃ＝ （ｕ１×ｕ２）［∏（ｕ１＋ｕ２槡 ）］ （１）

ｕｉ＝∑
ｎ

ｊ＝１
ｗｊｕｉｊ，∑

ｎ

ｊ＝１
ｗｊ＝１ （２）

ｕ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ｊ
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ｘｊ

＋０．０１ （３）

其中，Ｃ为融合度指数；ｕ１为河南省旅游产业综
合发展水平评价值；ｕ２为河南省文化产业综合发展
水平评价值。ｗｊ为第ｊ项评价指标所占权重；ｘｉｊ为第ｊ
项评价指标在ｉ年的原始值；ｕｉｊ为 ｘｉｊ无量纲化后的
标准值并利用加０．０１而进行非负化处理，从而消除
各指标原始值不同单位的影响。

对于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有效性

利用协调度进行评测，其计算公式为：

槡Ｄ＝ Ｃ×Ｔ （４）
Ｔ＝αｕ１＋βｕ２　　（α＋β＝１） （５）

其中，Ｄ代表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
的协调度指数。Ｔ代表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
综合评价值，反应二者之间的发展中的整体协同效

应。α和β为相关参数。根据张琰飞和朱海英［２］以及

王永明和马耀峰［３］的研究成果，将α和β值分别设
定为０．５，并把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耦合程度划分
为１０个等级（表１）。

表１　产业耦合发展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度Ｄ 等级 协调度Ｄ 等级

０．００－０．０９ 极度失调 ０．５０－０．５９ 勉强协调

０．１０－０．１９ 严重失调 ０．６０－０．６９ 初级协调

０．２０－０．２９ 中度失调 ０．７０－０．７９ 中级协调

０．３０－０．３９ 轻度失调 ０．８０－０．８９ 良好协调

０．４０－０．４９ 濒临失调 ０．９０－１．００ 优质协调

　　２．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本项目从产业规

模、经济贡献、市场规模３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对
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评。

根据全面科学、合理可比的原则进行二级评价指

标的选择，并依据评价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原则构

建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

标体系（表２）。

表２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度评价指标

产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旅游产业 产业规模 旅行社数 家

４Ａ级以上景区数 家

星级酒店数 家

旅游业从业人员数 人

经济贡献 旅游总收入 亿元

国内旅游总收入 亿元

旅游创汇 百万美元

旅游总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

市场规模 接待国内游客数量 万人次

接待入境游客数量 万人次

文化产业 产业规模 艺术表演团体 个

文化馆数 个

博物馆数 个

图书馆数 个

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 人

经济贡献 文化产业经营收入 亿元

文化产业增加值 亿元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

市场规模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数 万人次

文化馆参观人数 万人次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 万人次

图书馆总流通人次 万人次

　　查阅历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结合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等相关部门公布的公开信息，整理

评价指标历年数据，鉴于统计口径发生变化、统计指

标调整、数据可得性等因素，本项目选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９年度指标对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
度进行测评，并对表２中“旅游业从业人员数”“文
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文化馆参观人数”三项

指标进行删除。可得河南省相关指标原始数据

（表３）。
（三）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度计算

依据公式（３）对表３中河南省相关指标原始数
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值（表４）。
由此，根据表４数据，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可得河

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各年份的发展水平及耦合

协调度（表５）。
（四）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评价

１．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表３计算结果及图１可知，河南省旅游产

业在考察期内基本保持逐步平稳上涨的发展势头，

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间，其综合评价水平平均年增长率
高达３９．７２％。河南省文化产业在考察期内发展上
下波动很大，整体出现两谷值（２０１４年０．１５４２，２０１６
年 ０．２０９７）和两峰值（２０１５年 ０．３８５６，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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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９４５），对比考察期末和起初值，河南省文化产业
总体是呈现上涨趋势，总之，河南省文化产业在考察

期内是在波折中前进。这与２０１６年河南省艺术表
演团体、图书馆、博物馆数量都有所下降而２０１８年
艺术表演团体在国内演出参观的群众人数有关。考

察期内的文化产业综合发展年均增长率为

２９０９％，相较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年均增长率方
面低了 １０．６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间，在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年均表现出文化滞后的发
展格局。

表３　河南省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各评价指标原始数值

二级指标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旅行社数／家 １１６７ １１５６ １１７８ １１９９ １１３７ １１５６

４Ａ级以上景区数／家 １２６ １３７ １４６ １５９ １７８ １８５
星级酒店数／家 ５５７ ５４５ ５２０ ５３２ ４３２ ４０６
旅游总收入／亿元 ４３６６．２ ５０３５．２９ ５７６４．０６ ６７５１ ８１２０．２１ ９６０５．６７

国内旅游总收入／亿元 ４３２２ ４９８２ ５７０３ ６６８５ ８０５２ ９５１７
旅游创汇／百万美元 ７２５．３ ８４９．４８ ８９５．４２ ９８１．８２ １０３３．６２ １３０４．０１

旅游总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１２．５０ １３．６１ １４．３５ １５．０１ １６．９０ １７．７０
接待国内游客数量／万人次 ４５６４２ ５１６２１ ５８０１３ ６６２０４ ７８２６１ ８９８０３
接待入境游客数量／万人次 ２２７．２ ２６８．２９ ２９３．９５ ３０７．３２ ３２１．７３ ３５１．４７

艺术表演团体／个 １７３ １７３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４ １７１
文化馆数／个 ２０５ ２０６ ２０５ ２０６ ２０６ ２０５
博物馆数／个 ２４６ ２６８ ２８３ ３３５ ３３５ ３４６
图书馆数／个 １５７ １５９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６０ １６４

文化产业经营收入／亿元 ２７４１．７９ ３１７９．６９ ３５８０．８９ ３６１７．１７ ２２７７．０６ ２３５７．４７
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 ９８４．６６ １１１１．８７ １２１２．８ １３４９．２３ ２１４２．５１ ２３０９．６３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２．８５ ３ ３．０１ ３．０１ ４．２９ ４．５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数／万人次 １１１１０．２１ １９４１５．６９ １１９９４．３２ １５０４７．９７ １７４０５ ２０１７４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万人次 ４５３１．５ ４７２７．５５ ４９６４．１４ ５５４２．７５ ６０４０．１１ ６４２９．１６
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万人次 １９６８．０８ ２２３３．１６ ２５３８．７ ２９５０．８６ ３３６０．１５ ４２９５．２

表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河南省各指标权重及标准化值

二级指标 权重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旅行社数／家 ０．０９８６ ０．４９３９ ０．３１６５ ０．６７１３ １．０１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０．３１６５

４Ａ级以上景区数／家 ０．１１３３ ０．０１ ０．１９６４ ０．３４９０ ０．５６９３ ０．８９１４ １．０１
星级酒店数／家 ０．０９９６ １．０１ ０．９３０５ ０．７６５０ ０．８４４４ ０．１８２２ ０．０１
旅游总收入／亿元 ０．１２９４ ０．０１ ０．１３７７ ０．２７６８ ０．４６５２ ０．７２６５ １．０１

国内旅游总收入／亿元 ０．１２９７ ０．０１ ０．１３７０ ０．２７５８ ０．４６４９ ０．７２８０ １．０１
旅游创汇／百万美元 ０．１１０５ ０．０１ ０．２２４６ ０．３０４０ ０．４５３３ ０．５４２８ １．０１

旅游总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０．１０９２ ０．０１ ０．２２２９ ０．３６６５ ０．４９２０ ０．８５５２ １．０１
接待国内游客数量／万人次 ０．１２６５ ０．０１ ０．１４５４ ０．２９０１ ０．４７５６ ０．７４８６ １．０１
接待入境游客数量／万人次 ０．０８３２ ０．０１ ０．３４０７ ０．５４７１ ０．６５４７ ０．７７０７ １．０１

艺术表演团体／个 ０．１３７７ ０．６７６７ ０．６７６７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０．０１
文化馆数／个 ０．１３６２ ０．０１ １．０１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０．０１
博物馆数／个 ０．０６１４ ０．０１ ０．２３００ ０．３８００ ０．９０００ ０．９０００ １．０１
图书馆数／个 ０．０９０２ ０．０１ ０．２９５７ ０．１５２９ ０．１５２９ ０．４３８６ １．０１

文化产业经营收入／亿元 ０．０８０６ ０．３５６８ ０．６８３５ ０．９８２９ １．０１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７００
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 ０．０９８３ ０．０１ ０．１０６０ ０．１８２２ ０．２８５２ ０．８８３９ １．０１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０．１３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００９ ０．１０７０ ０．１０７０ ０．８８２７ １．０１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数／万人次 ０．１０７６ ０．２３７４ ０．１５５２ ０．１８４４ ０．１６１２ １．０１００ ０．０１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万人次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１３３ ０．２３８０ ０．５４２９ ０．８０５０ １．０１
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万人次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１ ０．１２３９ ０．２５５２ ０．４３２３ ０．６０８２ １．０１

表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耦合度评价

年份 ｕ１ ｕ２ 发展类型 耦合度Ｃ 协调度Ｄ 等级

２０１４ ０．１５７３ ０．１５４２ 文化滞后型 ０．１５７４ ０．１５６６ 严重失调

２０１５ ０．２７７０ ０．３８５６ 旅游滞后型 ０．２２６５ ０．２７３９ 中度失调

２０１６ ０．４０８１ ０．２０９７ 文化滞后型 ０．２１００ ０．２５４７ 中度失调

２０１７ ０．５８５０ ０．４２５８ 文化滞后型 ０．２８０１ ０．３７６２ 轻度失调

２０１８ ０．６１７５ ０．７９４５ 旅游滞后型 ０．３３２６ ０．４８４５ 濒临失调

２０１９ ０．８３７５ ０．５５２７ 文化滞后型 ０．３２５６ ０．４７５７ 濒临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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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河南省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

　　２．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由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耦合度计算结果

及绘制的图１可知，河南省文旅产业耦合度虽然在
考察期内在逐渐加强，但整体协调度不理想，基本表

现在失调程度，从严重失调逐渐优化至濒临失调的

阶段。说明随着文化和旅游在行政管理上在２０１８
年完成合并，在产业发展及行业实践上，河南省对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也在２０１８年得到了
较高的提升，但最终在考察期末也仅是达到０．４７５７，
说明，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良性协调与互

动发展存在较大不足，在未来的发展中，需下大功夫

深挖二者在融合模式、产品形态和产业形态的创新，

从而达成河南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在发展上的水

乳交融，形成真正的文旅产业，而不是简单的打着文

化口号的旅游业或者冠以文化名义的旅游演艺娱

乐。

三、影响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因

素

纵观河南省从宏观政策到实践运营，结合对产

业融合评价因素的各项指标，可以总结归纳河南省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不良的相关因素。

（一）行政管理层面上的融合不到位

随着２０１８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合并，河南省
对文化和旅游行政体系上的合并也逐步推进并在

省、市、县三个层级完成了改革。但目前仍存在诸多

事项尚未捋顺的缺陷，如，文化和旅游两大部门虽然

在牌子上合在了一起，办公空间合并在一起，但在业

务管辖、信息沟通等方面仍属于割裂状态，仍是各管

原来的“一摊事”。旅游资源牵涉政府部门多、文化

资源多为横跨多个行政管辖区，在发展中在行政管

理上会出现因“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等观念带来

的诸多掣肘。因此，必须从行政上引导文化和旅游

协同融合、破除文化和旅游资源的人为“割裂”，带

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市场供给主体文旅融合意识稍欠

本项目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旅游业供给主

体———旅行社、旅游饭店对文化内涵的嵌入或者促

进文化产业发展表现较为迷茫。而文化元素在旅游

景区或旅游目的地运营中的应用，更多的是为了给

所供给的产品披上一层漂亮的外衣。就目前来讲，

依托不同文化内涵而开发的旅游演艺，也仅仅演化

为一台灯光影的舞台剧，娱乐性较强，而缺乏对游客

能够感受的文化价值的系统化设计与展示。

河南省作为文化大省，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及与

旅游产业的互动则显得薄弱，其市场供给主体在官

方统计资料主要是“艺术表演场馆与团体、图书馆、

文化馆、博物馆”四类。文化能够洗涤人的灵魂，作

为精神层面的消费品，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只有艺

术表演团体下基层的一些演出，而该类演出更多的

是由政府买单，并且受影响的观众不能纳入游客进

行统计。博物馆则旅游化较多，但河南省３００多座
博物馆，真正能够发挥旅游吸引功能的为数不多，该

类场馆如何活化馆藏物、开发延伸产品、通过文化创

意提升其在旅游市场上的分量是河南省博物馆类文

化产业主体未来的思考方向。

（三）市场供给产品缺乏文旅融合的深度挖掘

目前河南省旅游业产品体系中，文化内涵体现

较为浅层次，对其深度挖掘仍欠火候，更多的是追求

旅游的经济效益。尤其是随着游客对沉浸式体验的

呼声越来越强，河南省的地下文化资源丰富，利用高

科技将该类文化进行展示，带动游客身临其境式的

融入，将河南省优秀文化进行充分展示，丰富河南省

旅游产品体系，推动文化与旅游的自然融合，是河南

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需要突破的方向。另外，河南

省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资源数量众多，如河南

各地的地方戏曲资源等作为河南区域传统文化的载

体，在整个旅游产品供给体系中毫无踪影。

（四）文化旅游产品缺乏强有力代表性符号产

品

河南省作为文化大省、旅游资源大省是得到众

人公认的，但具体说到河南的文化符号或者河南省

的文化形象则显得模糊不清。而河南旅游产业所总

结的“古河拳根花”也仅是显示了河南文化旅游资

源的丰沛，正是因为总结出来的太多了，反而缺乏了

拳头型、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梳理河南省文化资源，

整合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加强与旅游产业的

协同融合，夯实旅游发展的文化底蕴，借旅游的翅膀，

塑造清晰、明确、与众不同的河南省文化形象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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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路径及保

障措施

（一）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模式

辛欣总结了旅游文化产业与产业融合的模式，

共有产业一体化融合模式、产业重组融合模式、产业

延伸融合模式、产业渗透融合模式四种。［４］

产业一体化融合模式是以文化旅游产业园区为

代表，通过培育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发挥其集聚和孵

化功能，从而为当地旅游企业供给注入活力。如开

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等。

产业重组融合模式表现为通过节庆或者会展把

文化和旅游融合，主要是借助节庆或者会展上的客

流与信息流、物流，从而拉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

如每年一度的祭祖大典的寻根活动等。

产业延伸融合模式把文创产业的价值链延长，

丰富旅游产业活动，如郑州奥巴拉拉水上乐园等。

通过对影视业中相关元素在现实世界进行展示，为

游客开展系列体验活动项目，增强旅游的参与性。

产业渗透融合模式包括文化向旅游主动渗透和

旅游向文化主动渗透两种方式。前者主要是以“禅

宗音乐大典”“东京梦华”等为代表的旅游演艺项

目；后者主要是焦作影视城类影视基地、文创创作基

地、动漫基地等文化产业，通过组织游客前往参观游

览，带动该区域人气，提振市场知名度，拉升经济效

果。

四种产业融合模式各有利弊，在实践操作中，只

要是合适的、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模式就是恰当的

模式，切忌墨守成规，不可陷入习惯的怪圈。

（二）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保障措

施

结合对河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度的定

量评价，剖析各指标体系的影响，扬长避短，寻求更

具针对性的保障措施，以求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在融合发展上的协同效应。

１．理顺行政管理，出台指导政策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合二为一，不能仅停留在

形式上，要转变固有的思考模式与办事套路，应落实

在行动上，不能文化、旅游“两张皮”。从政府层面，

引导文化供给主体及旅游企业之间互动，从了解到

合作，逐步加深市场主体产品供给上的相互结合。

同时，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对市场主体提供二者融

合的方式与方法进行指导，并把主动权更多的交付

给市场，消除旅游及文化行业发展中的人为“条块”

障碍。

２．提供支持，提振市场主体的融合意识
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人才建设等多方面，

对大力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企业进行支持，尤其

是对那些受市场欢迎、模式创新并具有市场领袖效

应的企业给予奖励，通过正向激励，提振文化旅游市

场上的各类企业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主观能动性，

发动民间力量，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产品

供给的繁荣发展。

３．引导顶层设计，战略层面促融合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不仅仅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一个部门的事，更需要各地相关部门鼎力相助。

政府不仅仅需要在政策制定、市场引导方面发力，更

需要及时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为促进河南省旅游

产业的长久兴旺发达，文化内涵的挖掘绝不可忽略，

只有富含文化的旅游才是有生命力的旅游，文化业需

要依托旅游更快实现其产业化发展。在河南省“十四

五”规划、各地区域规划、旅游业发展规划和文化产业

规划等内容中，应明确提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

的融合，从而从战略层面上促进二者的融合，再从战

略到战术及具体行业实践上进行层层监管。

４．营造市场环境，以需求助推文旅融合
市场需求是推动文旅融合的原动力。２０１９年

我国人均ＧＤＰ已达１万美元，２０２０年我国的扶贫事
业完美收官。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国民基本摆脱基本

生活物质的束缚，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旺盛并在

不断提升。为促使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

旅游产业市场上，也应着力培养游客对文化旅游产

品的渴求，提升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鉴赏力，反

之，助推文化旅游产品的市场供给。最终促使河南

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供求双方的良性互动。

五、结束语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高关联性，为文旅融合

提供了先天上的优势，也是河南省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利用融合模型，从产业

规模、经济贡献和市场规模３个角度，构建了包含
２２个评价指标的测度体系，对河南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情况进行评估。为改善考

察期内的文旅产业融合不佳的现状，河南省需要更

具针对性地选择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模式，

并从宏观政策、政府支持、顶层设计和市场环境改善

４个方面提供相应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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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公益诉讼路径研究

顾秀文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０３
基金项目：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数据安全的刑罚区分性保护”（２２ＬＫＴ００８１）
作者简介：顾秀文（１９９５—），女，江苏东台人，东南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数据法学。

摘　要：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给国家、社会、个人带来科技福利的同时，也
滋生出了一系列潜在应用风险。本质为“深度伪造”的“吗咿呀嘿”魔性换脸视频技术应用，给个人

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与规制敲响了警钟。专门立法模式和综合立法模式均是随着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对新的权利义务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重新思考。由于两种立法模式的政治基

础、立法背景不同，立法模式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利弊。综合考量我国立法现状、技术应

用等各方面因素，可以探索构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公益诉讼路径，确立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引入公益诉讼制度规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风险，拓宽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启动主体范围，建立健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保障机制。

关键词：深度伪造；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立法模式；风险规制；公益诉讼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４０－０５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１年３月初，Ａｖａｔａｒｉｆｙ应用的以“吗咿呀嘿”

为背景音乐的魔性换脸视频席卷各大视频社交软

件，并引起舆论热议。这一软件引发全民娱乐狂欢，

许多用户纷纷感叹该技术换脸“毫无违和感”，虽然

Ａｖａｔａｒｉｆｙ表示，该软件主要用于大众娱乐，而非销售
盈利，但是仍然有许多媒体、用户表示，“换脸视频”

的制作可能存在丑化、污损他人形象，贬低他人人

格，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的风险。Ａｖａｔａｒｉｆｙ应用
的本质，是对他人人物形象深度学习基础上的深度

伪造。“吗咿呀嘿”动态视频的制作，操作简单，用

户使用门槛较低，因此，软件一上架，迅速坐拥众多

粉丝。用户使用这一软件，上传自己的照片用于娱

乐，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用户上传他人照片，用以制

作短视频，则可能存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风险，又

或者，用户上传的照片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并结合

３Ｄ打印技术以破解用户金融支付的生物识别密码
等。“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最初出现在社会生活

中，是在２０１７年的美国，当时，该技术被不法分子加

以变异利用，用换脸软件将色情视频中人物换成明

星的脸庞，发布在“红迪网”上，一时间，引起了各方

的关注。“由于‘深度伪造’的技术起源与色情密切

相关，因此许多深度伪造者会关注一个比较阴暗的方

面便是制作名人的色情视频。”［１］Ａｖａｔａｒｉｆｙ等应用，使
普通用户在没有相关技术背景的前提下，可以参与到

“换脸视频”的制作当中，加速了软件的传播，但对于

技术的发展，风险规制机制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而是将公众的生物识别信息暴露于风险之中。

“深度伪造”，“实质上是一种声音、图像与视频

的智能处理技术，能够以极度逼真的方式模仿特定

人物或者让特定人物看起来在做特定的事件，以至

于未经过训练的观看者通常无法辨别其真伪”［２］。

“‘深度伪造’技术最为核心的特征就在于高度真实

性，以至于极其难以被发觉。”［３］“深度伪造”的过

程，是给深度学习算法，大量“投喂”目标人物的各

种表情、姿态的照片，算法通过不断更新、完善数据，

并经不断训练，最终生成覆盖视频人物的伪造的照

片。甚至说，倘若深度学习算法在足够的生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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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的“投喂”下，并经过训练，以“深度伪造”

为原理的“换脸软件”将可以制作任何人的任何视

频。“‘换脸视频’不仅将用于自我满足，而且也可

能被用来敲诈、羞辱、骚扰和勒索受害者。”［４］“随着

这种‘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它潜在地可能

造成一种信息无序的状态，会对原有的要求我们信

任外部信息来源的个人决策或集体自治构成严重

的，甚至是无法克服的挑战。”［５］

二、比较法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规

制模式及本土立法

（一）域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

立法模式比较

当前，基于各国的文化背景和立法传统等方面

的不同，关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法律规

制，主要体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典型的专

门立法模式，另一种是欧盟为代表的综合立法模式。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专门立法模式，指通过专

项立法的形式，系统规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相关

法律属性及保护规则。这一立法模式，以美国各州

的隐私法案为代表。在美国，隐私权是一项重要的

基本权利。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
术最初在美国被应用于刑事侦查、国家安全等领域。

自２００６年开始，生物识别信息技术进一步在美国伊
利诺伊州得以民用化，并于２００８年逐渐探索商业化
应用模式，同年，美国通过首部《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

案》。继此之后，随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的应用

领域不断拓展，应用方式不断增加，其显露于大众面

前的风险形式也越来越多。２０１９年，美国萨默维尔、
奥克兰、波士顿等地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隐私法案，

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概念、权利义务关系、救

济途径以及在公共场所的应用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综合立法模式，就是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作为

一般个人信息的一部分，从民事、刑事以及行政法的

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作统一规定。亚洲等国对于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规制，起步较晚，大多

借鉴这一模式。欧盟于 ２０１８年出台的《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ＧＤＰＲ）在人格权的基础上，以专门条款
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予以规定，明确了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的特殊属性、禁止性规定、信息主体的权利义

务等，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公权力机关在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方面的行政职责。

专门立法模式和综合立法模式均是随着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立法者对新的权利

义务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重新思考。综合比较而言，

由于两种立法模式的政治基础、立法背景不同，立法

模式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利弊。专门立

法模式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群，做了详细的

区分与阐述，为进一步明确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奠定了基础。综合立法模式则更加侧重对侵害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后续救济，全面规定了个人

生物识别信息的民事诉讼、行政保护、罪行刑罚等。

总而言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模式的确定，应综合考量多重复杂因素，以确立符合

本国基本法律原则与立法理念的保护模式。

（二）我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

立法情势介评

当前，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规制，

主要散见于《民法典》《出入境管理法》《网络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中。其中，涉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保护的条款较少，立法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位阶较

低，且规定的多是抽象的法律原则，并无具有针对

性、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

就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权利义务

而言，《民法典》第１０３４条将其纳入一般个人信息
的保护范畴，适用一般个人信息的相关保护规定。

而这并未凸显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独特属性，缺乏针

对性。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之于一般个人信息，具有独

一无二性、不可替代性、人格尊严性和泄露后的不可

逆性，这些决定了仅仅适用一般个人信息的相关保护

规定，只作程序性的明示告知、知情同意等规定，并不

足以满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保护需求。

除此之外，法律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应用

风险的规制也受制于技术本身。面部识别、指纹验

证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

的应用，因此法律也更侧重于对二者的保护，而有关

声音信息、基因信息、虹膜信息的规定则较少，使得

当前为数不多的有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规定的适

用对象较为狭窄。与此同时，现行制度如《互联网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网络安全法》等，多是针

对信息应用平台、公权力机关在收集、公开披露等阶

段义务的概括性规定，对于私人主体滥用他人生物

识别信息的规定则较少。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的安全性，尚未在我国

得以充分论证，其应用风险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被大规模应用的情

况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

险规制的制度体系，明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

属性、厘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国家义务、

制定公权力引导下的行业运营标准、建立健全个人

生物识别信息的私人诉讼机制，将个人生物识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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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应用风险规制的抽象概念具体化，让风险规制措

施更具可操作性。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

制的制度探索中，信息主体对其生物识别信息权利

的享有是其关键，也是后续深度保护的核心。

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公益诉

讼路径建构

（一）确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

国家义务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法律体系构

建，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命题。按照法律制定中

“公民权利—国家义务”的基础理论框架，公民的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享有受保护权，而国家则负有相应

的义务。考虑到国家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

规制中的客观功能和规制方式的不同，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可以将其分为积极

义务和消极义务。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受保护权，是公民对抗他人

或者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侵害其信息权益而请求保

护的权利。具言之，国家机关在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的应用中，也有可能会成为信息风险源的一种。如果

国家在社会治理中，侵害了个人对其生物识别信息所

享有的基本权利，则个人可以请求国家停止侵害。与

这一权利相对应的国家一方，则负有不得侵害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的消极义务。即便国家机关是出于社会

公共利益的需要，也不得对公民的个人生活过度干

预，以避免引发公民对信息泄露的恐惧感。

随着信息电子化的推进，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

采集、处理、整合方式的更新换代，以及应用场域的

不断增加，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已经无法从数据网络

中抽身退出。国家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

规制的消极义务，已经无法满足层出不穷的各种风

险。个人需要面对的是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不确

定风险，以及处于强势地位、具有系统组织的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处理机构。鉴于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应用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不仅是立法机关在进一

步的制度供给中的前进方向，也是行政机关和司法

机关执行、适用相关法律制度的指导原则。将个人

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具化为立

法、执法、司法三个权力分支，是因为规制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国家义务并非是各自独立、相

互区分的，而是需要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二）引入公益诉讼制度规制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侵权风险

随着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

非法收集、违规处理、泄露行为也日益滋生，部分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正以某种隐性侵权方式，将

其获取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形成规模效应，以谋求

巨额的经济效益。就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技术

及使用流程而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对个人

生物识别信息应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制度漏洞的

可预见程度都远超个人用户，而个人用户在其生物

识别信息被违规处理、失窃泄露后往往难以察觉，进

而导致侵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普遍存在，个

人用户维权率极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无法得

到及时有效的规制。

在这一背景下，个人用户的私力救济以及生物

识别技术的行业自律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风险规制、信息保护的诉求，国家公权力的

积极介入成为众望所归。目前，我国的公益诉讼制

度明确列举了其所保护的各个领域，主要涉及生态

环境、国有财产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药品等，

但无论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还是行政公益诉讼制

度，实质上采取的都是不完全列举的形式，《民事诉

讼法》第５５条，以“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兜
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２１条，以
“等领域”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概括补充，由此可以

推知，公益诉讼制度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不局限于当

前所列举的领域，这也为拓展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留下了空间。这就要求无论是法理上，还是司法实

践中，都要严格遵循立法精神，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

对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进行适度的、稳妥的解

释，对于能够纳入其中的案件类型予以具体分析，而

不是恣意扩大理解。

数字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觉醒，提

高了人们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的关注度，加

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与广泛性，

不仅涉及个人财产权益、人格权益，甚至国家安全利

益也囊括其中，因此，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

制的法律救济路径的探索迫在眉睫。为避免出现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领域的公地悲剧，也为了纠正

政府部门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领域的不作

为或乱作为，促使相关部门积极作为，保障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的安全，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中引入

公益诉讼制度，将使这一制度的优势得以充分展现，

也是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路径的有益探索。

大数据时代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理

应予以重视，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纳入公益诉讼制

度的受案范围，也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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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具体而言，可

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我国立法目前尚未明

确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列为公益诉讼的保护对象，

对此，可以借助于具体个案的司法解释，将公益诉讼

制度的受案范围拓展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领域，与

此同时，对启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的程序

条件予以明确。其次，发挥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的

重要指示作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布的相关案例，推动公益诉讼制度在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广泛适用，并将类似个案探索在

今后的立法中，予以常态化、规范化，回应科技发展

中人民利益的新诉求。

引入公益诉讼制度救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逻

辑起点在于其所体现的公共利益。数字时代，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往往反映在大规模的

采集、储存、处理过程中，因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

理者并不是针对特定个体用户运营的，而是在海量信

息的储存、处理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公共利益。此外，

大规模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数据分析还能在各个

方面服务于社会公众，例如，公安部门利用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追索犯罪嫌疑人、验证交通肇事者。由此可

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使用已日渐突破其原本的私

权属性，并更多地体现出公共属性，因此，当务之急是

探索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新的法律路径，而公益

诉讼制度的引入不仅符合其制度的设立初衷，也符合

诉讼的理论要求，这一救济方式的引入将在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保护中彰显出极大的现实有效性。相较于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私力救济，公益诉讼制度将更符

合数字时代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的现实需要。

（三）拓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启动主

体范围

关于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现行《民事诉讼法》

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人民检察院可

以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则规定检

察机关是其唯一起诉主体。之所以设立公益诉讼制

度，其基本理念是保护公共利益、保障人权以及公共

参与。限定仅特定组织、检察机关为公益诉讼的启

动主体，虽有其组织机构、专业能力等方面的主体优

势，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无法满足公共参与的愿望。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一

旦泄露具有无法索回的永久性，民众对于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风险规制的关注度也持续走高，自行向法

院提起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维护信息权益、

规制信息风险的意愿十分强烈。推动个人用户参与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推动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公益诉讼启动主体的多元化，“符合我国国家性

质以及宪法基本原则的要求，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

主权原则，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监督权”［６］，在国家根

本法的层面上，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中个

人用户的参与，提供了依据。虽然我国现行法也规

定了公民可以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参与到检察机

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中去，但这一参与路径与公民直

接提起诉讼相比，显然鲜少为公众所知晓，多数民众

被公益诉讼拒之门外。

当前，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公益诉讼的主要起诉

主体，其只有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侵害公共利益的线

索时，才将履行其职责，提起公益诉讼，这一履职方

式难以全方位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实际上，个

人用户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日常应用中，更容易

发现侵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事实，将个人用户排

除在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之外，将会造成信息权利

维护的遗漏。对此，我国应重视“信息主体在保障

其自身信息安全的作用，发挥司法机关个案审查的

功能”［７］，建立起检察机关与个人用户共同参与的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为公益诉讼的主要

起诉主体，并将个人主体排除在外，虽有其制度设置

的考虑，但就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现实需要而

言，逐步拓宽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将更能够适

应科技发展的节奏。随着公民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敏感度认知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提升，个人用户对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期待能

够参与直接诉讼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吸收个人用

户作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

“不仅有助于对信息保护的事后救济，也有助于主

体的行动自觉，进而不断改进其与企业或信息处理

者的行为关系模式”［８］。除此之外，还将激发公民

维护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权益的热情，以免挫伤其

积极性。鉴于此，允许适格的个人用户提起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逐步扩大其启动主体的范围，

并根据实际情况，由检察机关支持个人用户提起的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将更能体现出检察机

关在公益诉讼中的监督、主导地位。

（四）建立健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保

障机制

一是强化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的资金

支持。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在现代电子科技产品中的应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

的应用已日渐普及。伴随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

应用带来的便捷性，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被滥用、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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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过度收集等案件也频频发生。基于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的自身特性，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被侵害案件

的证据获取成为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的关键性难

题。在传统的侵权案件中，其证据大多呈现为有形

的状态，而侵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案件则跨越数

据空间与物理世界，侵权人是在虚拟空间中实施侵

权行为，这使得证据收集成为一大棘手的问题。由

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数据获取、侵权行为监测、

风险评估等证据，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中

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受技术所限，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的读取、处理等取证往往需要专业的计算机

专家出具，由专家进行可视化的提取、呈现，而专家

的聘请费用高昂，给案件的处理增添了难度。按照

当前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办案模式，其经费支出多

为办公费用所保障，相当有限，而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高昂的专家意见费用，将使得检察机关面临无力承

担的问题。对此，地方政府可以针对个人生物识别

信息公益诉讼，建立专项的“调查取证基金”，由地

方财政予以拨付。倘若最终检察机关胜诉，相关费

用由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行政机关或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处理者负担，反之，则有专项基金承担，以

此增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的实效性，对违

法的行政机关及处理者起到警示作用。

二是优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咨询专家

库。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虽熟悉法律对于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风险规制的相关规定，却缺乏个人生物识别

信息技术应用的专业知识。信息处理者针对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所实施的侵权行为，检察机关工作人员

很难予以“捕捉”，因此，为补全这一短板，除需对检

察机关工作人员加强信息技术知识的培训，增强其

对专业技术的了解和把握外，还需借助“外脑”，由

专业人员提供信息技术咨询和支持，以消除技术壁

垒，缓解取证负担。实际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也受

益于这一模式，譬如，２０１８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检察院为进一步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的办案能力，更

好地解读科学证据，率先在全国聘请８位专业人才
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以组成“法律专家 ＋技术
专家”的办案团队，为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提

供专业支持，但这一模式也因其聘请的专家人员绝

大多数来自行政机关内部而饱受诟病。聘请“特邀

检察官助理”的目的本在于弥补检察机关工作人员

对科学技术的认知不足，若仍聘请行政机关内部人

士，而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似乎与制度设置的初衷

相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咨询专家库的建

立，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避免类似问题的产生。

我国目前公益诉讼的管辖，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

原则，特别法院管辖为例外，如若建立个人生物识别

信息公益诉讼制度，鉴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涉及的

利益面广、数额巨大，仍应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应

当由省一级的人民检察院统筹全省范围内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行政机关的专家学者，建立统一的“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规制咨询专家库”，保证专家来

源的多样性，限定内部专家在专家库的比例，为中级

人民检察院在办案时，提供专家选择的广阔空间。

三是明确拒不配合调查取证的法律责任，赋予

检察机关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案件中充分的调查取

证权。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维权的成功与否，有赖于

检察机关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之间的证据博

弈，想要检察机关能够有效调取支撑证据，需要在侵

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案件中赋予检察机关以充分

的调查取证权。明晰违法采集、处理、传播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的运营商、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拒不配合

调查取证的法律责任，建立检察机关与负责规制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的行政机关的联动机制。明确

规定对于在诉前，检察机关进入信息处理者平台进

行证据调取时，不配合、不协助，甚至给检察机关的

调查设置技术障碍的运营者、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可

以向其发出检察建议，或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只有

逐步建立起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责任体系，才

能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风险的规制提供刚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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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之法定刑问题
———基于犯罪经济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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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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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罪责评价指数、弹性理论、博弈论等为逻辑起点，尝试分析当前刑罚结构下收买被拐
卖妇女罪的罪责评价尺度、刑罚效率以及犯罪黑数大量存在的原因，并基于犯罪经济学的解释范畴

对提高收买罪法定刑的两种主要争议加以诠释，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的刑事治理提供参考。在最

高３年有期徒刑的范围内，当前刑罚结构对收买犯罪数量的控制缺乏弹性，收买犯罪较低的刑罚价
格和惩罚概率与较高的犯罪预期收益的不匹配是导致收买犯罪高发以及不法程度评价失衡的根本

原因。有限度地提高收买罪法定刑，使收买犯罪摆脱轻罪标签并促进刑罚边际威慑效果优化，同时

增加惩罚概率，通过提高犯罪预期成本减少潜在的收买犯罪人，将是消解拐卖犯罪与收买犯罪的治

本之策。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犯罪经济学；罪责评价指数；弹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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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再次引爆媒
体和社会公众对买卖人口问题的广泛讨论，也引起

了刑法学界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刑罚轻重问题的

争议，形成了“维持现状论”“买卖同刑论”“有限提

高法定刑”三种鲜明的学理主张［１－３］，其中最激烈的

争论莫过于是否应在立法上实现买卖同刑，以及收

买罪是否应与通常关联的强奸、非法拘禁与虐待等

后续罪行综合评价为重罪。

一、现状审视：犯罪经济学的解释范畴

（一）罪责评价指数：提高收买罪法定刑的应然性

对犯罪的惩罚统一于犯罪预期损失的尺度，而

“返还法则”是人类最基础、最原始的道德直觉。桑

本谦教授将犯罪可能性、作案成功率等新的环境变

量引入返还法则加以推演，提出了“罪责评价指数”

算法，用以描述演化后的道德直觉，即罪行评价的依

据。具体到某个危险单位，犯罪的预期损失 ＥＬｃ相
当于犯罪可能性 Ｆｃ、作案成功率 Ｐｃ和犯罪实际损
失Ｌｃ的乘积，即ＥＬｃ＝Ｐｐ×Ｌｐ×Ｌｃ。然而，并非所有

犯罪都能够被破获并受到惩罚，惩罚概率 Ｐｐ会影
响惩罚的预期损失 ＥＬｐ，后者相当于惩罚的实际损
失Ｌｐ与惩罚概率Ｐｐ的乘积，即ＥＬｐ＝Ｐｐ×Ｌｐ，且Ｌｐ
＝ＥＬｐ÷Ｐｐ。惩罚的预期损失 ＥＬｐ应根据犯罪的预
期损失 ＥＬｃ来确定，是罪刑相适应的应有之义。在
惩罚概率Ｐｐ小于１的条件下，惩罚实际损失 Ｌｐ相
当于ＥＬｐ÷Ｐｐ，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公式：

Ｌｐ＝Ｆｃ×Ｐｃ×Ｌｃ÷Ｐｐ
Ｆｃ×Ｐｃ×Ｌｃ÷Ｐｐ就称为“罪责评价指数”，基于

此我们可以对收买罪的罪责评价指数变量进行逐一

分析，从而阐释提高收买罪法定刑的“罪刑相适应”

逻辑。

首先，收买行为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大多数为蓄

谋犯罪或者与拐卖行为合谋的犯罪，在达成买卖合

谋的条件下，收买犯罪可能性 Ｆｃ极高。但是，不同
于拐卖犯罪是一种利润驱动的持续性伤害，大多数

收买行为作为“一锤子买卖”，犯罪目的达成后，犯

罪人未来继续犯罪的可能性Ｆｃ’就会降低。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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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了之所以收买行为的不法评价较低，是因为这

种伤害行为在未来发生的概率较低（不包括收买后

出卖的情形），因此不需要过于严厉的刑罚。

其次，收买行为的犯罪实际损失Ｌｃ既包括被害
人的私人损失，也包括整体性的社会损失。对被害

人而言，拐卖行为和收买行为在不法构造上属于共

同正犯［３］，导致了同一种不法结果，即剥夺了被害

女性作为人的尊严、自由、个人隐私等，同时也导致

其丧失原有的生计资本、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等

资源禀赋。从社会损失来看，买卖人口犯罪给社会

造成的损失是分散性的，例如健康劳动力的损失，社

会安全感下降而犯罪恐惧感上升，执法司法成本的

增加等。因此，不妨用双方的犯罪收益作为评估总

体犯罪损失Ｌｃ的指标：
Ｌｃ１（收买犯罪收益）＝被害人私人损失 ＋社会

损失

Ｌｃ２（拐卖犯罪收益）＝Ｌｃ１＋（实际交易价格
!

犯罪成本）

由于收买犯罪的作案成功率Ｐｃ１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拐卖犯罪的成功率 Ｐｃ２，为简化分析，我们暂时
假定二者成固定比例或相等。基于犯罪人都是理性

人的假设，拐卖者提出的交易价格必然大于其犯罪

成本，即拐卖犯罪的收益大于收买犯罪的收益，理应

在刑罚严厉性上有所区分。但同时也不难看出，拐

卖行为与收买行为的犯罪收益差值仅仅是可计算的

经济所得，在此意义上，收买罪与拐卖罪的刑罚间隔

相差悬殊显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提高对收

买罪法定刑的不法评价具有应然性。

最后，从惩罚概率 Ｐｐ来看，当前的司法实践显
示，以收买罪定罪处罚的案件量刑普遍偏低且缓刑

适用率极高，相关学术研究也同样得出非实刑率极

高而数罪并罚比例偏低的结论［２］。惩罚概率 Ｐｐ会
影响被害人、公众乃至执法司法机构对伤害行为的

轻重评估，根据返还法则和边际威慑效应，惩罚概率

Ｐｐ的高低应与伤害行为的轻重成反比，与刑罚的严
厉程度成反比［４］。综上所述，在合谋犯罪的条件下

或有利于犯罪的环境中（例如村庄有买卖人口的

“传统”），收买犯罪发生率（Ｆｃ）较高，作案成功率
（Ｐｃ）较稳定，造成的犯罪损失（Ｌｃ）较大，且当前的
惩罚概率水平（Ｐｐ）较低。收买罪和拐卖罪的法定
刑差异在部分评价指标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

威慑论出发，刑罚间隔过大不利于犯罪损失与惩罚

损失的平衡，应提高对收买罪的威慑支出从而加强

边际威慑效果，使收买犯罪的罪责评价更接近罪刑

相适应原则。

（二）需求弹性视角下的刑罚效率问题

严格说来，罪责评价指数公式成立的前提是令

犯罪的预期损失ＥＬｃ与惩罚的预期损失 ＥＬｐ相等，
但除非惩罚是等价的，二者不可能完全相等而是成

一个固定或变化的比例，这就会对罪刑函数曲线的

斜率 ｋ产生影响。因此，该公式虽然简洁清晰地描
述了罪责评价的依据，但未能兼顾对斜率 ｋ的计算
和考量，更为准确的公式应该是：Ｌｐ＝Ｆｃ×Ｐｃ×Ｌｃ×
ｋ÷Ｐｐ。之所以强调ｋ的重要性，是因为在罪刑函数
ｙ＝ｆ（ｘ）中，ｋ代表的是惩罚对犯罪的敏感程度，决
定了刑罚的边际威慑效果，斜率越大，惩罚对罪行加

重的反应就越敏感，边际威慑的效果越显著。但是，

惩罚对犯罪的敏感性是难以观察的，所以我们不妨转

换视角，分析犯罪对惩罚的反应的大致规律———引入

“需求弹性”视角，通过解剖买卖人口犯罪的刑法评价

和犯罪数据，讨论当前收买罪刑罚结构的“弹性”。

１．犯罪经济学的弹性理论
“弹性”在微观经济学中度量的是两个变量之

间的敏感性，在犯罪经济学中可用来衡量犯罪因素

对惩罚因素的相对变化的反应程度或灵敏程度，其

本质是刑罚配置的效率性。需求价格弹性（以下简

称需求弹性）表示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设需求量为Ｑ，价格为Ｐ，则需求弹性Ｅｄ表示为：

Ｅｄ＝△Ｑ／Ｑ
△Ｐ／Ｐ

＝－（Ｑ１－Ｑ０）／Ｑ０
（Ｐ１－Ｐ０）／Ｐ０

公式中，△Ｑ表示需求的变动，△Ｐ表示价格的
变动，按照惯例通常将 Ｅｄ取绝对值表示为正数，当
｜Ｅｄ｜＞１时，需求富有弹性；当｜Ｅｄ｜＜１时，需求缺
乏弹性。基于理性人假设，犯罪人都是理性的，会对

犯罪的收益和成本作出理性的反应。波斯纳把犯罪

的成本结构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购买犯罪工具的现

金支出，二是犯罪时间的机会成本，三是刑事处罚的

预期成本，此处仅讨论刑罚预期成本。按照需求第

一定律，当预期惩罚（商品价格）上升时，相应的罪

行数量（需求量）便会下降，换言之，提高惩罚价格

可以通过影响犯罪预期成本来实现减少犯罪的目

的。假设在犯罪市场中，犯罪数量为Ｑ，刑罚价格为
Ｐ，加重刑罚Ｐ将会提高犯罪的预期成本，可能导致
犯罪数量Ｑ的减少。将 Ｐ和 Ｑ的反比关系表示为
图１（ａ），又根据需求弹性理论公式，Ｅｄ是关于Ｐ和
Ｑ的函数，△Ｐ／△Ｑ为常量。在图１（ａ）中，将函数
以点（Ｑ１，Ｐ１）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图中三个特殊点
由上到下依次为：｜Ｅｄ｜＝＋∞、｜Ｅｄ｜＝１、｜Ｅｄ｜＝０。
如图１（ｂ）、图１（ｃ），｜Ｅｄ｜＞１和０＜｜Ｅｄ｜＜１两段
函数分别表示为刑罚富于弹性和缺乏弹性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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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刑罚价格与犯罪数量的函数关系

　　２．收买罪的弹性现状分析
弹性Ｅｄ是关于 Ｐ和 Ｑ的函数，对收买犯罪的

Ｐ、Ｑ变量进行分析，可以大致推测收买被拐卖妇女
犯罪对刑罚的反应情况。运用贝克尔的犯罪供给模

型对Ｐ和Ｑ进一步细化：假设 Ｑｊ表示犯罪数量，ｐｊ
表示每桩犯罪的定罪可能性，ｆｊ表示每桩犯罪所受
的惩罚，ｕｊ代表所有其他影响的混合变量，函数关系
表示为 Ｑｊ＝Ｑｊ（ｐｊ，ｆｊ，ｕｊ），ｐｊ和 ｆｊ都是可控变量。
因此，为便于观察，可以将 Ｐ分为两个具体因素：一
是惩罚犯罪的严厉性（刑罚力度）；二是犯罪人受到

惩罚的概率（定罪可能性）。

统计全国各省拐卖妇女犯罪的裁判文书数量，

发现云南省拐卖妇女犯罪较为高发，共３３２篇约占
总数的９％。以“拐卖妇女”为关键词，设定检索条
件为“刑事案件”“判决书”“云南省”，检索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的裁判文书，得到结果７９条，筛选后最终获
得４７个有效样本。对样本中拐卖犯罪人和收买犯
罪人的判处罪名与刑罚加以统计，由于篇幅限制，仅

展示部分样本的主要信息（见表１）。

表１　参与统计的部分裁判文书信息

样本

编号
犯罪人

犯罪人

数量

拐卖者

判处罪名

拐卖者

判处刑罚

拐卖行为与收

买行为的关系

收买者

判处罪名

收买者

判处刑罚

Ｔ１ 何某林等 ３ 拐卖妇女罪 ５年—７年６个月 收买后出卖 拐卖妇女罪 ７年６个月
Ｔ２ 盘某等 ８拐卖妇女罪、组织卖淫罪 １５年 收买后出卖并实施其他犯罪 拐卖妇女罪 ５年６个月
Ｔ３ 陈某祥 １ 拐卖妇女罪 ７年 仅拐卖 — —

Ｔ４ 龚某和等 ３ 拐卖妇女罪 ２年—５年 仅拐卖 — —

Ｔ５ 李某所等 ３ 拐卖妇女罪 ５年—１０年 仅拐卖 另案处理 —

……

Ｔ４７ 王某等 ６ 拐卖妇女罪 ２年—３年 犯罪人分别实施两个行为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第一步，分析收买犯罪的刑罚价格 Ｐ。刑罚力
度方面，我国刑法对买卖行为双向犯罪化。《刑法》

第２４０条对拐卖妇女罪设置了三档法定刑，基本刑
为５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有加重情节最高
刑可至死刑。第２４１条第１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
妇女、儿童的，处 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仅设置一档法定刑并附带出罪条款，收买人在

特定情形下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第

２４１条２、３、４、５款的规定，以表１中的样本 Ｔ１、Ｔ２
为例，对于收买后再出卖以及收买后实施其他犯罪

的情形，应按照拐卖罪予以一体性的刑法评价或者

数罪并罚评价为重罪，收买罪不再独立评价。虽然

不能仅根据二者的法定最高刑就片面地认定收买行

为的轻罪评价，但不可否认，收买行为具有独立的法

益侵害性，本不必仰赖后续犯罪的法益侵害性，与拐

卖犯罪配置重刑严厉打击相比，刑事立法对拐卖犯

罪与收买犯罪区别对待、对后者轻缓化处理的立场，

是导致司法宽纵此类罪行的重要原因［３］。

定罪可能性方面，在４７份判决书的基础上进一

步检索“另案处理”的相关文书，并对收买者受到的

刑事处置加以统计，发现收买犯罪在定罪可能性方

面存在三个特点。第一，收买犯罪的定罪可能性整

体上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收买犯罪的批捕率下降而

起诉率上升，批捕人数降幅超过８０％；批捕收买犯
罪人数在全部刑事犯罪案件中的占比总体呈下降趋

势，与此同时，起诉收买犯罪的上升幅度超过

１１０％。第二，收买犯罪黑数巨大，无罪率高。即使
相对方以拐卖妇女罪定罪量刑，收买者或未被提及，

或注明“另案处理”，但对样本进一步检索发现，相

关人员实际未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比例高达９１％，
而以收买罪单独定罪的案件比例极低，仅占样本总

量的６％，样本中仅有３例，另有研究表明，收买犯
罪的定罪比例只有不到 ３％［３］。第三，数罪并罚比

例低，量刑普遍偏低。样本中仅有１例数罪并罚，占
样本总量的２％，以收买罪定罪的实际判处刑罚均
为１年及以下，缓刑适用率达到１００％。中国裁判
文书网２０１１年至今的刑事判决书共２８０５篇，涉及
收买罪的仅有４２５篇，数罪并罚的判决书１４８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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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数的５％；以收买罪定罪处罚时量刑普遍偏低，
大多数在１年及以下，较少达到３年的最高刑；缓刑
适用率高，涉及文书３１０篇，占比约７成。这就造成
了收买犯罪较低的机会成本水平，“１年有期徒刑且
多适用缓刑”的平均刑罚价格，对收买者来说显然

是一种犯罪成本低而预期收益高的交易。

第二步，分析犯罪数量Ｑ值对刑罚价格Ｐ的反
应。在云南省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的４７个犯罪样本中，
判处刑罚的拐卖犯罪样本量由３７个下降到１０个，
年均下降７３％；收买犯罪包含在拐卖犯罪中，判处
刑罚的收买犯罪样本量由３个下降为０，年均下降
８％。在全国层面，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２１年检察机关起诉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１４４５８人降至１１３５人，年均下
降幅度１１．４％；起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由
１５５人增至３２８人，年均增长幅度为２．５％。由Ｐ与
Ｑ的变化关系不难发现，与拐卖犯罪数量显著的下
降幅度相比，收买犯罪数量变化幅度不够明显，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收买犯罪对刑罚的反应较为迟钝，即

在最高３年有期徒刑的范围内，当前刑罚结构对收
买犯罪的控制是缺乏弹性的，其函数曲线更接近于

图１（ｂ）。当前我国对买卖人口犯罪从重打击，在收
买罪惩罚概率 ｐｊ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提升
刑罚力度ｆｊ，使收买犯罪对刑罚反应的整体态势逐渐
向富于弹性转化，从而优化刑罚的效率和边际威慑。

（三）博弈论视角下的犯罪黑数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博弈理论是抽象且存在弊端的，

因为博弈论的优势在于简洁、概括地呈现互动关系

与行为逻辑，而不在于准确描述复杂情况，导致其分

析的对象可能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然而博

弈论的理论价值终究是无法否认的，我们依然可以

借助模型来理解收买犯罪人与执法机关的行为关

系，从而衡量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探究犯罪黑数现

象存在的原因。

仅从理论假设的逻辑出发，在博弈模型中，潜在

的收买犯罪人与执法机关的博弈分为四种情况（见

表２）。一是潜在犯罪人选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执
法机关选择启动侦查取证与司法程序。犯罪人在案

件侦办后落网，设其收益为 －５，执法机关依法履职
无额外收益，设其收益为０。二是潜在犯罪人选择
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公安机关选择根据收集到的

犯罪线索展开侦查。犯罪人没有完成预期犯罪行为

故收益为０，公安机关投入大量司法成本，无论是否
成功抓获拐卖者或者解救被害人，收买者的犯罪需

求依然存在，其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失，设

其收益为－５。三是潜在犯罪人选择实施犯罪，但由

于主客观原因执法机关未发觉犯罪并启动侦查，故

犯罪人收益为５，执法机关节约了本应投入案件侦
办的人力、时间等司法成本，收益为５。四是潜在犯
罪人选择不犯罪，执法机关选择不启动司法程序，双

方均收益为０。
表２　潜在收买犯罪人与执法机关博弈模型

潜在犯罪人

实施收买犯罪 不实施收买犯罪

执法机关 启动司法程序 （－５，０） （０，－５）
不启动司法程序 （５，５） （０，０）

　　在不考虑其他环境因素的条件下，执法机关倾
向于不侦办案件，潜在的收买犯罪人则倾向于实施

收买行为。无论是犯罪人使用反侦查手段阻碍司

法，还是执法机关基于追诉时效、对被害人情感的保

护等法外原因而不予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当潜

在犯罪人实施收买行为而执法机关不做干预时，双

方的收益都达到帕累托最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了为什么拐卖罪在判决书数量上要远远高发于收买

罪，同时也间接造成了收买犯罪预期惩罚成本较低

以及犯罪黑数较大的事实。

二、对“买卖同刑”与“有限提高法定刑”争议的

讨论

（一）刑罚弹性评估

从弹性视角来看，在最高３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
范围内，当前收买犯罪的函数曲线是缺乏弹性的，若要

提升Ｑ对Ｐ的反应敏感性，就必须提高收买犯罪的不
法评价即“刑罚价格”，使刑罚结构更加合理。

１．“买卖同刑”提高刑罚弹性的预期效果
基于“买卖同刑”假设，对其弹性变化建构函数

曲线。《刑法》对于拐卖妇女罪的处罚分为三档：５
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起刑点５
年规定为 Ｆ点；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不包含死缓情形），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将１０
年规定为 Ｅ点；死刑，规定为 Ａ点。在无期徒刑的
假设中，按照刑罚适用的相关规定，判处无期徒刑的

犯罪人一般不会关押至死，在符合法定减刑条件的

前提下，服刑２年后即可减为有期徒刑，故被判处无
期徒刑的犯罪人服刑年数应为１３年至２７年不等，
将其规定为Ｄ、Ｂ两点。在有期徒刑的假设中，一罪
情形下有期徒刑最高刑为１５年，规定为 Ｃ点；数罪
情形下数罪并罚后的有期徒刑最高刑为２５年。根
据服刑年限的具体情形，对“买卖同刑”后收买罪的

刑罚进行赋值，刑罚价格Ｐ与犯罪数量Ｑ的函数关
系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收买罪Ｐ－Ｑ曲线的
具体变化，在该刑罚结构下，Ｃ、Ｄ、Ｅ、Ｆ４个点的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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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买卖同刑”弹性曲线

区间间隔较小，即 １５年及以下的刑罚区别刻度较
小；但相较于较高点 Ｂ和无穷大 Ａ来说，由 Ｃ点到
Ａ点，Ｐ的变化十分迅速，犯罪预期成本大幅度提
高。拐卖罪多位于５—１０年的量刑区间，在这一刑
罚梯度内犯罪数量Ｑ的变化在小范围内趋于明显，
说明Ｑ对于 Ｐ的反应程度较敏感。因此在买卖同
刑的条件下，收买罪的刑罚曲线应当是图１（ｃ）所示
的富于弹性模式。在当前“缺乏弹性”条件下，买卖

同刑能够令收买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显著提升，在

惩罚概率与其他变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必然将导

致犯罪数量的减少。另外，在现实层面，近年来全国

公安机关秉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买卖人口犯罪，持

续纵深推进打拐专项行动，惩罚概率与重刑率在持

续高压严惩态势下保持较高水平，犯罪数量呈逐年

下降趋势。这说明重刑严打对于拐卖犯罪具有一定

威慑力，即拐卖犯罪数量对于刑罚力度具有一定的

敏感性。鉴于收买犯罪与拐卖犯罪共属同一不法构

造且支配性更低，可以推测收买犯罪对不法评价具

有更高的敏感性，在“买卖同刑”这一刑罚结构下会

更加富于弹性。

２．“有限提高法定刑”提高刑罚弹性的预期效果
对于收买罪的法定刑究竟应“有限提高”多大

幅度，学术界形成了“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３
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
期徒刑”［３］等不同观点，但本质都具有“适度提高”

的共性。按照第三种假设再次对刑罚价格 Ｐ赋值，
可以得到如图３所示的两条弹性曲线，分别表示收
买犯罪数量对“最高３年”和“最高１０年”刑罚反应
程度的函数。

在贝克尔模型“犯罪人是风险偏好者”的前提

假设下，惩罚概率ｐｊ比刑罚力度 ｆｊ对犯罪数量的影
响力更显著，换言之，如果一种犯罪的破案率或打击

率很高，无需严厉的刑罚就足以阻止犯罪。由刑罚

价格Ｐ和犯罪数量Ｑ的现状可知，在当前的司法实
践中，收买犯罪的惩罚概率 ｐｊ呈逐渐提升趋势，在

图３　“有限提高法定刑”弹性曲线

刑罚力度 ｆｊ适度提高且打击力度持续严厉的情况
下，犯罪数量 Ｑ对刑事政策的弹性曲线会趋于平
缓，向富有弹性的趋势发展（从左侧曲线至右侧曲

线），同时，刑罚力度的提高将使得弹性曲线上的点

向左移动（从 Ｂ１点移动到 Ａ１点）。当法定最高刑
由３年提高到１０年，Ｐ由Ｐ１变动至Ｐ２时，与Ｑ３到
Ｑ２的区间变化相比，Ｑ５到Ｑ４的减少幅度显然更加
显著，说明收买犯罪的犯罪数量对“最高１０年”的
刑罚结构更为敏感，即“最高１０年”曲线比“最高３
年”曲线更富有弹性。

（二）罪刑关系审视

经过弹性分析，“买卖同刑”“有限提高法定刑”

两种假设在弹性层面均有利于改善刑罚结构，然而

前者在罪刑关系角度存在明显缺陷。

１．“买卖同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罪刑相适
应原则

边沁揭示了罪刑相适应的底层逻辑，即“让罪

犯在原本只打算犯轻罪时不至于犯下重罪”，这一

解释现在被称作边际威慑，也就是一种以轻罪取代

重罪的激励。如果对贩毒和吸毒处以同样的刑罚，

犯罪人就更可能通过参与贩毒来“以贩养吸”；同

理，倘若对拐卖行为和收买行为处以同等刑罚，就是

鼓励犯罪人“把犯罪进行到底”，将会有更多人加入

买卖人口的犯罪链条，在实现自身犯罪目的的基础

上获得额外的犯罪收益。其次，配置法定刑的标准

应当以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为依据，就罪行的法益侵

害性而言，拐卖行为显然对于被害人的人身权损害

更明显，二者之间合理的法定刑差异应根据侵害法

益的关联程度来确定。

２．买卖同刑论的主要论据有待考量
“对向犯”说提出，刑法中共同对向犯的刑罚基

本相当，如非法买卖枪支罪的买卖双方同罪同罚。

值得反思的是，以“买卖枪支”或者动物植物类犯罪

的配刑来对标买卖人口犯罪，由此得出“人不如物

重要”的结论，本身就不符合罪责评价的尺度。“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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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卖枪”两种行为对公共安全的侵害程度并无明

显分别，拐卖妇女罪却涉及诱骗、非法拘禁等可能附

加的其他伤害，以前者来例证“买卖妇女亦应同刑”

并不可取，因为拐卖与收买两个罪名所蕴含的刑罚

分量本就存在差异。同理，将拐卖罪、收买罪与系统

内其他罪名的配刑对比，从而得出收买被拐卖妇女、

儿童罪的法定刑不及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

罪名重的结论，这种思路是把动植物资源与人身权

进行简单类比，用社会法益的价值直接对标个体法

益的价值，显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３．“有限提高法定刑”更契合罪刑相适应的逻辑
不同类型罪名固然不宜简单类比，但收买罪的

法定刑配置也不应与以保护同类型法益为目标的罪

名刑罚幅度相差过大。按照通说观点，收买行为侵

害的是“人身的不可买卖性”，之所以要提高收买罪

法定刑，主要依据“人不能被交易”这一共识性准

则，也就是人格尊严不被侵害的权利，本质属于人格

权。与该法益类型相似的罪名有《刑法》第２４６条
侮辱罪、诽谤罪，法定刑为“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与收买罪相同。然

而，“不被当做肉体资源或性资源交易”的分量无论

如何应重于侮辱罪、诽谤罪所保护的名誉，因为“被

交易”的商品属性意味着作为“人”理应享有的尊

严、自由与隐私的彻底丧失，甚至生命权、健康权也

可能受到威胁，抽象的人格权根本无从谈起。捍卫

“不被交易的权利”显然比保护名誉权更为紧迫，其

法定刑也理应高于后者配置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适当提高收买罪法定刑并严格限制出罪，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强奸、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虐

待等行为随着被害人被迫进入所谓的“婚姻家庭关

系”而被覆盖、被裹挟和被“保护”起来，是法律对被

害人保护力度和保护范围的提升。

（三）法外因素反思

１．重视社会生活对收买犯罪及其法律评价的建构
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历史

原因，收买者婚配生子的社会性需求是不容忽视的

法外因素，单纯依靠重刑难以彻底摧毁犯罪之源。

买卖人口犯罪市场多集中在偏远闭塞的乡村地区，

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加之高价彩

礼等现实弊病，男性婚姻问题难以解决，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为罪恶的滋生提供了

土壤———缔结婚姻的强烈需求使犯罪人不惜以承担

风险成本、支付刑罚价格为代价。通过样本分析还

发现，收买者普遍受教育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部

分犯罪人对“仅收买也是犯罪”的刑法规定认识不

清。买卖人口犯罪具有团伙化、隐蔽性、反侦查等特

点，常有地方宗族势力统筹互助，被害人被拐后自救

难度极高，收买罪不法评价的提高如果超越“适

度”，无疑会降低收买者配合执法的积极性，增加外

部解救难度。

另外，配偶需求、事实婚姻等法外因素在社会伦

理层面受到一定认可，也会难以避免地影响立法与

司法对收买行为的处理立场，导致收买犯罪对当前

刑罚的反应缺乏弹性。一方面，这印证了李斯特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著名论

断，通过严厉的刑事政策威慑与抑制犯罪固然是必

要的，但不能忽视犯罪背后的结构性成因，要通过改

善经济发展、性别均衡、社会保障、道德观念等社会

环境因素全面抑制收买市场；另一方面，立法、司法

环节应对“事实婚姻”关系等干扰收买罪不法评价

的法外因素加以考察，尽可能排除对罪刑关系配置

的不当影响。

２．罪责评价应与公众道德直觉相统一
除了法益侵害性，道德也是刑事立法应考虑的

必要因素，因为法律会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引导社会

舆论和道德。买卖人口犯罪严重侵犯人类的生命健

康和人格尊严，倘若收买罪的法定刑畸轻，与公众关

于罪责评价的道德直觉相违背，势必会影响社会中

一般人乃至执法机构的常识和价值判断，在观念上

不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是一件严重的罪行，导致收

买行为在某些地区更为猖獗，打击力度逐渐削弱，形

成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另外，如果收买罪的刑法

评价仍是３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被害人及其原
生家庭受到的法益侵害与情感伤害难以得到补偿，

也无益于改善收买犯罪黑数大量存在的现象，不利

于公平正义社会风向的良性发展。同理，倘若收买

罪的法定刑畸重，也会相应地塑造出扭曲极端、与朴

素的道德直觉相违背的社会舆论和执法观念。通过

刑事立法适度、有限地提高收买罪法定刑，避免刑罚

配置畸轻或畸重，能够向社会公众传递一种积极、正

义的立场，促进民众对这一规范的认同和忠诚，对潜

在犯罪起到威慑作用。

三、成本收益视角下的收买犯罪防范

刑事立法需兼顾刑罚的成本与收益。刑罚威慑

效果＝刑罚严厉程度 ×破案率，打击力度和刑罚力
度不完全置于同等地位，准确及时的处罚对犯罪活

动的抑制作用优于纸面上的重刑。犯罪成本可以分

为犯罪直接成本、犯罪机会成本和犯罪风险成本，结

合弹性分析，从犯罪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收买犯罪的

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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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犯罪风险成本：提高刑罚力度

犯罪风险成本是犯罪人为犯罪后果支付的成

本，或从事犯罪活动所必须承担的风险代价，包括逮

捕、定罪、刑罚等一系列司法程序带来的损失。提高

刑罚力度，即完善相关刑事立法，适度提高收买罪的

起刑点和最高法定刑，从而震慑和挤压“买方市

场”。在刑罚力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惩罚概率对

犯罪的抑制效用最大，提高惩罚概率的方法包括增

加警力与技术性投入以提高破案率，规范司法程序，

减少犯罪黑数，重视犯罪预防、治安联防和综合治理

等。在通过刑事立法提高不法评价的同时，应同时促

进民事立法的积极参与，对通过收买行为而缔结的婚

姻关系、财产权、监护权、继承权等民事权利实行“一

票否决”，彻底阻断收买犯罪“买妻生子持家”的利益

链条。倘若民事立法有针对性地做出回应，从法律层

面对收买行为取得的民事权利做出否定性评价，将对

收买市场形成实际上的有力打击，尽可能降低负面的

社会影响。例如，判定婚姻无效，撤销同居关系，分割

财产时做出有利于被害人的保护性裁决，撤销收买人

对子女的监护权，子女无需承担赡养义务，剥夺收买

人对被收买人及子女的法定继承权等。

（二）增加犯罪直接成本：优化执法效率

犯罪直接成本是犯罪人在犯罪预备阶段或犯罪

实施过程中直接用于犯罪的成本，包括准备作案工

具、犯罪时伪装、犯罪后逃匿和销赃等。由于准备活

动、犯罪工具和事后销赃对收买行为的影响是极为

有限的，所以收买犯罪的直接成本基本可以理解为

实施犯罪的难度，而增加犯罪难度最有效的手段就

是加强执法力度。第一，建立和完善集预防、打击、

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持续

开展重点专项行动，注重预防、坚决打击拐卖人口犯

罪。第二，鉴于买卖人口犯罪深远的社会危害性，各

级公安机关应当提高电子信息化作战能力，大力引

进计算机专业人才，推动网络技术与执法活动深度

融合。建立妇女失踪反应机制，利用 ＤＮＡ、ＧＰＳ、人
脸识别等技术辅助执法，如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

息紧急发布平台”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拐卖人口实

时解救系统”；可以借鉴新冠疫情防控的“流调”方

法，对失踪人员的具体行程、交通工具、同行人员等

重要信息展开追踪调查，与“解救系统”相配合，创

新数字技术与发动群众力量相结合。第三，建立侦

破买卖人口犯罪的专项立功受奖机制，激发公安民

警的工作热情。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执法机构的内

外监督，加大纪检巡察力度，建立发现犯罪及时报告

和惩戒制度，杜绝买卖人口案件侦办中针对收买犯

罪的渎职懈怠问题。

（三）增加犯罪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政策

犯罪人利用特定的时间和机会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因而放弃了使用这些时间或机会从事其他合法

活动所带来的收益，这部分收益就是犯罪的机会成

本。增加犯罪机会成本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层面，通过统筹城乡区域发

展、促进欠发达地区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距，从根

源上消解拐卖妇女犯罪“买方市场”。社会层面，一

个健康的社会的流动性主要取决于教育等自致性因

素，而非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因此要全面提高乡

村地区受教育程度，弥补社会经济弱势导致的道德

与法律意识淡薄。同时，针对性别比例失衡、婚姻观

念落后、地方人情关系网阻碍司法等社会性问题，要

加强政府决策部门与智库的供需对接、有效合作和

良性互动，为打击收买犯罪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与前

瞻性建议，创造更富凝聚力的社会环境。

四、结语

有言道，面对顽固强大的愚昧观念和渐成自然

的陋习，应通过严厉的刑罚配置表明态度。但是，收

买犯罪是与社会生活、婚姻家庭、道德伦理等法外因

素紧密联结的社会现象，其法定刑的提高应遵循谨

慎的“适度”原则，“买卖同刑”尽管在弹性角度有利

于改善当前的刑罚结构，但存在罪刑不相适应的隐

忧，不排除导致重刑依赖以及增加被害人解救难度

的可能。简言之，治理买卖人口犯罪依然任重而道

远，基于对刑罚弹性、罪刑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以及法

外因素的综合考量，适度提高收买罪法定刑，使收买

犯罪摆脱轻罪标签并促进刑罚边际威慑效果优化，

同时增加惩罚概率，通过提高犯罪预期成本减少潜

在的收买犯罪人，将是消解拐卖犯罪与收买犯罪的

治本之策。同时，加强社会对刑事立法、执法活动的

监督，开发社会工作、民间志愿团体等社会力量的被

害人救助功能，帮助被害人及时顺利地回归家庭和

社会，形成打拐反拐的社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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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阻为疏：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看
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

宋晓霞
（南京审计大学 内部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１８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２０１９ＳＪＡ０３６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２１＆ＺＤ０２７）
作者简介：宋晓霞（１９８０—），女，河南周口人，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

摘　要：深入探究和解析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公共危机的治理制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
的关系，以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优势根基和现实短板，是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和优

化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的重要前提。优化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不仅要强化制度

优势转化治理效能的动力因素、力量源泉以及内外因素，也要从制度意识、制度执行力、善后工作机

制等方面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建设。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善后机制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Ｒ１８１；Ｄ６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５３－０６

　　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落实和运转离不开外在力
量的领导和护航，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危机治

理制度以民为中心的强大保障力量。党的二十大再

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及其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执政党基于自

身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为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

各优势因素的政治系统输入提供强大支持力量，进

而为制度优势向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转化提供稳定

和持久的支持力和推动力。随着党执政根基的巩固

和长期执政能力不断得到提升，公共危机治理制度

的显著性优势必将进一步彰显和发挥出来。

一、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性与迫切性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我国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

仍处于易发多发期，这是基本国情。然而，现实生活

中面临公共危机的挑战时，依然存在救火式的应急

管理，缺乏常效的协同应急的公共行动网络。重大

自然灾害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严重，救灾难度大；

突发急性传染病在全球不断出现，食品药品安全基

础薄弱，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难度增大；生产安全事故

总量仍然偏大，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

频发，环境污染事件多发，危及群众生命安全和威胁

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突发事件复杂难控且

非常规性不断增强，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加之信息

传播速度快，网上网下呼应，加大了危机治理的难度。

２０２０年初延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冲击和考验了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这场持久的抗疫战既彰

显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优势也凸显了其缺失。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

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

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

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１］。推进公共危机治理能

力不断提升，努力把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优势全面转

化为现实的危机治理效能，再次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要又迫切的需求。

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的频繁爆发，公共危机治

理目标与未知风险之间的鸿沟，决定了提升公共危

机治理能力的迫切性。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危机时，

一般而言，政府反应多半是迟滞的，尤其是面对未知

风险的威胁这种迟滞尤为凸显。这种差距横亘在治

理目标与未知风险之间像一条鸿沟一样，也阻碍了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公共危机治理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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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就是如何缩小这种迟滞差距，为此，亟需找出产

生迟滞差距的原因与缩小差距的有效措施。消弭迟

滞差距，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危机治

理体系，不是从文本中去寻找，而应透过公共危机治

理实践的历史变化去探索，进而探求公共危机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二、公共危机的治理制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的关系

（一）公共危机的治理制度、治理体系及其治理

能力之间的紧密联系

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

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同样公共危机治理能力，亦是一

个国家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

现。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

和长远性作用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和公共危机治

理体系，是一个国家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核心要素，

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又相辅相成的。公共危机治

理体系是一个国家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理念及相应

的体制机制安排。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国家和政府

拥有的公共危机治理资源及对其进行合理配置和有

效使用的能力，实则是国家和政府运用危机治理制

度解决公共危机问题的能力。然而，制度的生命力

在于执行，其“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

弊政。”没有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制度再好也

难以发挥作用，制度的优势难以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

效能。没有相适应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其公共危机

治理体系也只会是一个空架子，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

成效最终需要通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来体现。

（二）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公共危机治理能力

的区别和建设重点任务

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具有

根本性作用，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公共危机治理能力

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又有显著区别，并不是公共危机

的治理制度越完美、其治理体系越完善，公共危机治

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公共危机治理制度是一系

列规则，一经形成且实施一段时间，便具有一定的“惯

性”，成为其制度优化与变迁的“路径依赖”。显然，

推动和实现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全面转化为现实

的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才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议题。

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之间公共危机治

理“能力”的差异不是体现在政府之间，而是体现为

其应对各种不同严重程度的公共危机事件的效率。

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看，明确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任务，应从推动公共危机治理

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角度出发，应对

其内在转化各环节作出整体性、系统性优化，以实现

化阻为疏，由此才能在不断完善结构和强化系统功

能的基础上达到应有的目标，提高应对各种公共危

机事件的效能。

三、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现实

境况

（一）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优

势根基

制度优势主要通过其价值优势和执行优势而展

现，胡洪彬把中国制度的优势概括为基源性、运行性

和保障性三层优势。这一方式也适用于分析我国公

共危机治理的制度优势。基源性优势从理论性、历

史性奠定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

根源；运行性优势从文化性、社会性构建了公共危机

治理制度的内部动因和外部依托；保障性优势从守

卫性、维护性发挥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动力主体

和支持主体的强大保障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彰显中

国制度优势提供了直接理论，同样也为发挥公共危

机治理制度优势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奠定了其价值

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事业发展永无止

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２］党的这种使

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为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在理

论和领导方面优势因素不断蕴蓄提供了根本性的保

障和支持力量。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指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２０２２年４月国务院
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的《“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

划》中明确把“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列为指导思想。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制度优势转

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塑造了绝佳的外部环境。运行性

优势从文化性、社会性构建了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

内部动因和外部依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

中国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提供了天然的养分，革命

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为彰显公共危机治理制

度优势提供了直接的理念根基。无论是“天人合

一”、民本观念，还是红船精神、延安精神和“两弹一

星”精神，饱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也成

为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稳序运行的沃土。社会性优势

因素是构成公共危机治理制度有序和有效运行的外

部环境依托。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尊重人民的首创精

神，为此优势因素本身就内含人民对公共危机治理

制度的支持力、信任力，社会性优势因素根植于广泛

·４５·



的社会系统，有着天然的自发性，为公共危机治理制

度运行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外在保障。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公共危机治理的目标是

为了维护国民安全、保障社会安宁，确保长治久安。

面对公共危机治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应抓

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

治理公共危机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

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３］。党和国家

在应对一次次重大公共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

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

系，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体制，树立了新的

重要里程碑。这一体系的建立弥补了传统的公共危

机管理模式的缺陷，解决了只“管”不“治”、单一政

府主体的条块分割的弊病。

（二）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现

实短板

１．从主体视角而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
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强大政治系

统支持力量，但影响政令畅通的作风顽疾与制约公

共危机治理效能发挥的各种壁垒有待进一步消除。

首先，从主导力和推动力上看，影响政令畅通的作风

顽疾问题是主要根源。其中不担当、乱作为、县处级

以下领导干部问题等成为影响政令畅通的主要因

素。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２０２１年全国共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１０４２２３起。从查处问
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

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２０２１年共查处问题４１００５起，
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８１．３％。
从查处级别看，２０２１年，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
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７起，查处地厅级领
导干部问题５６５起，查处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７４９０
起，查处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９６１６１起，县处级及
以下查处问题数占查处问题总数的９９．５％。［４］这些
问题不仅阻碍着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也极

易消减领导力优势因素的发挥。其次，制约公共危机

治理效能发挥的各种壁垒导致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发

展现状与严峻复杂的形势还不相适应。

２．从参与者视角而言，“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
上”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提升

的外在保障，但推进民众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以

及同人民群众实现紧密互动与协同配合的规范性渠

道有待进一步科学构建。“公民的政治能力和参与

作为民主含义的核心，影响到政治系统的合法性。”［５］

社会动员、多方互动的群防群治机制是构建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体系的重要核

心机制。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企业以及

家庭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还

能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构建政府协调治理体系

是一项社会工程，政府作为应急管理的内核，有必要

引导和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应急管理，形成政府主导、

多元协作应急管理体系。”［６］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

政府与其他多元参与主体的协同互动也是推动制度

多层优势因素有序性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多

重支持力量。然而，这方面的短板主要表现在政府引

导多元参与主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不足，行政

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政府信息、权威和制度资源的不

足，造成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多方协调的难度加大。

３．从客体方面而言，“举国体制，科技创新大数
据治理”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提升的关键手段，但是充分发挥跨部门、跨领域、跨

层级等全国整体性的组织优势与以大数据治理支撑

的精准防控体系优势协同运作需要进一步完善与优

化。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公共危机事件复杂难控，从

不同的角度划分类别不同，主要分为：政治性危机事

件、经济性危机事件、社会性危机事件、恐怖性危机

事件、公共卫生性危机事件和自然性危机事件。从

其特征而言，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公共性、突发性和不

确定性、影响的双重性、紧急性和时效性、巨大的破

坏性等特征。

公共危机的繁多种类与其特征，共同交织致使

其爆发后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的整体生活和共同利

益。在经济方面，公共危机的爆发不仅加重政府的

财政支出，阻碍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对一定时期内保

障经济良好运行的稳定经济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同时也打乱国际收支和国际贸易的平衡。公共危机

本身巨大的破坏性，不但为民众利益带来严重的损

失，同时也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的破坏，其难以估量

的经济损失，需政府及时拨出专项资金进行经济救

助和补贴。在国家和政府方面，公共危机的爆发不

仅冲击社会政治稳定，影响政府信誉，挑战政府危机

管理能力，同时也影响国际关系与外交战略。就公共

危机影响的双重性而言，政府如果治理不当将直接威

胁到社会政治的稳定，相反若治理危机有效就能使局

面转危为安，化危机为动力使政府信誉不断提升。

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充分发挥跨部门、跨

领域、跨层级等全国整体性的组织优势与以大数据

治理支撑的精准防控体系优势协同运作也是推动制

度多层优势因素有序性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

核心支撑力量。然而，政府在协同调控过程中，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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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法依规精细化治理能力不足的短板，以及急需

完善大数据防控体系，治理防控体系纵向涉及不同

层级、横向涉及众多部门，“数据孤岛”的问题依然

存在，造成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防控措施的精准力

度减弱。

四、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优化

（一）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

１．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为转化治理效能提供全
面支持与动力根基

党的统一领导是战胜一切风险和突发公共危机

事件的“定海神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能够实现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的统一指

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

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

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有着巨大政治能量、社会能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

有非常强的组织动员能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大组

织网络，能够确保把中央应对公共危机的决策部署

迅速传达到基层，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们成功应

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关键所在。

首先，领导制度体系：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组织体

系建设。组织体系在推进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实现

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将公共危

机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核心环

节。党的组织体系作为党政工作开展的轴心，处于

治国理政、质量建党的重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

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

去实现。”［８］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各级党员干

部和基层党组织等共同构成的组织网络，可以整合

各方力量资源，确保了公共危机措施迅速有效传达

到各个部门，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应对重大突发

公共危机事件的各领域各环节，实现了对重大公共

危机事件防控的联动治理。“党的组织体系”是一

个活的有机体，具有引领整个体系的持续健康有序

发展的功能。针对影响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政令

不畅的顽疾问题，应重点加强检查监督，将廉政工作

要求融入干部培养、选拔、任用、交流全过程，将着力

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治理不担当、乱作为等领导干部问题。在

不断完善党的组织建设质量的过程中，坚持党的统一

领导，切实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进而为实现公

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最大化提供坚实的主导力量。

其次，领导决策机制，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

系建设。决策机制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首要环节，建立与完善适

合本国国情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系是决定公共危

机治理工作成败的关键。决策是任何有目的活动发

生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不同层次的决策有不同的

影响。科学决策依靠科学理论指导，理论源于实践，

又指导实践，然而“人的因素的多变性、社会现象的

不可逆性、人类行为的不可实验性等造成社会科学

理论指导实践的复杂性。”［９］

完善危机管理理论体系，是避免公共危机治理

决策主观片面的保障。人们在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

判断时，往往存在实质性缺陷认识结果的理性知识

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不一致。这种认知偏差对决策过

程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尤其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危机

时人们更易如此。因此，为了缩小理性知识与认识

对象之间的不一致的缺陷，避免公共危机治理决策

制定的主观性、片面性，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关键。提

高识别危机问题的准确性，是制定有效公共危机治

理决策的基础。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为避免因误判

而造成公共危机事件升级，首要问题即是在问题识

别环节，只有找到问题的症结关键之处，提高危机问

题确认的准确性，进而才能提出良方对症下药解决

问题。因此准确掌握各类公共危机发生、发展、变化

的客观规律，迅速探明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其进行有

效认识是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此

外，实现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以决策问责

为核心的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机制是关键。对决策失

误进行有效的责任追责，消除决策失误多发与决策问

责缺乏并存的疏漏，防止出现重执行、轻决策的现象。

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发挥治理效能提供力
量源泉与最大底气

中国共产党一次次成功应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

的根源，在于人民群众是党无往而不胜的力量源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一切依靠人民，凝聚

磅礴力量，才能打赢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

人民战争。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

一项重大任务。政治学用“政治认同”表达民众内

心深处对自己国家制度的拥护程度，是把人们组织

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只有得

到人民广泛的认同，才能获得充沛的生命力并能发

挥其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能够有

效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制度的认同度”［１０］，这对推进

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坚持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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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不断推进人民群众规范和有序参与公共危

机治理过程，可以强化民众的政治信任，实现公共危

机治理体系运行社会支持力的最大化。

３．坚持制度创新先行，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自
主能动与外部力量

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在危机治理系统内

部向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有效转化，同样须做到制度

创新先行。一方面，实现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中国

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由此才能在契合当代中国公

共危机治理系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为推动制度优

势的科学转化提供整体性保障。另一方面，推进公

共危机治理制度创新先行，还应树立系统性的纳新

理念。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的需求始终围绕有利于产

出有效的反危机措施提供服务，这就要求在公共危

机治理过程中，既要对公共危机制度优势的功能和

运作形成系统性认识，也要善于从结构上把握各层

次优势因素的内在逻辑关系，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

宜的观念和机制弊端，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有益成果，

由此才能为确保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优势的发挥夯实

根基。

（二）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危机治理能力

建设

１．强化制度意识，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重
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

结大会上强调：“要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

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１１］因此，制度权威的树立

是落实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制度权威无法

树立，必然会影响制度的落实与执行。为了推动制

度有效转化成为治理效能，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

尤其需要强化制度意识，尊重和敬畏公共危机制度。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制度意识是执行公共危机制度

的意识，是对于公共危机制度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意

识，亦是在坚持中不断完善公共危机制度的意识。

任何一次成功的危机治理都不止于谋划蓝图，

公共危机制度执行越有力，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就越

强越有效。再完美的制度，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紧

紧抓住人这一关键因素，不断强化执行制度意识，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严格执行把制度落到实处。同

时，加强公共危机制度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坚定其

制度自信，只有把共同的目标任务转化为思想和行

动自觉，才能增强执行力。领导干部更应带头维护

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严格执行制度、坚决

维护制度。健全权威高效的公共危机制度执行机

制，加强对公共危机制度执行的监督，让公共危机制

度管用见效。

２．提升制度执行力，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
关键环节

制度执行力是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关键性

环节，也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

关键。一般而言，公共危机制度的执行力通过预警

机制和公共危机治理执行机构两个方面展现。首

先，反应灵敏的预警机制是公共危机治理制度有效

执行的前提。预防是解决公共危机事件的最好办

法，反应灵敏的预警机制可以降低公共危机带来的

危害，甚至消除危机的爆发。“信息预警机制是政

府危机决策体系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支撑”［１２］，有助

于政府组织和公众能够发现公共危机爆发前的种种

潜在的与外部的表现与特征，提前了解公共危机发

展的状态，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策略，灵活选

择与调整最佳方案有效避免公共危机爆发后执行部

门陷入被动状态。对公共危机治理而言，做好预警

工作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最优

化，也是危机治理的最高境界。

适合国情的危机治理执行机构是公共危机治理

制度有效执行的核心。制度的执行是解决问题的根

本性环节，而公共危机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取决于

一个适合国情的危机治理执行机构。重大突发公共

危机事件具有急难险重、任务量大、点多面广的特

点，常常需要进行多部门、跨层级、跨领域协调。从

全国整体和大局出发，我国形成了具有强大政治优

势和组织优势的中国特色举国体制。“举国体制”

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成效，

也彰显了强大生命力和独特优势。党和国家坚持运

用总体性、全层次、多形式的举国体制抗击疫情，举全

国之力全力应对，形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３．坚持优化善后工作机制，为提升治理能力提
供信息支持与重构保障

“谋初要百虑，善后乃万全。”公共危机事件的

发生，干扰社会的正常运行，打破民众心理平衡，若

是公共危机事件善后恢复的方式、措施不当，容易引

发新的危机，但善后也蕴藏着弥补损失和重新建设

的机会。优化善后工作机制，以制度善意带来更多

温暖。公共危机善后工作有助于促进政府危机学习

行动优化及能力提升，同时，可以提升民众心理安全

感，恢复民众对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信心。

成功的善后工作可以将公共危机造成的损失从最高

值降至最低，尽早、尽快将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恢复

到事件发生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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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完

善的危机学习机制，提高适应能力，有利于加快补齐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短板弱项。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好

比穿行在没有航标的大海之上，波涛汹涌、暗礁密

布、险象环生，如果缺乏合适的学习机制和适应能力

随时都会有翻船的危险。优化善后工作机制的过

程，也是一个在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中通过比较不同

的选择最终找到未必最佳但令人满意的公共危机治

理方案的过程。实践证明，通过不断地处理各种公

共危机事件，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在不断调整中逐步

健全完善，“中央政府及有关部委‘发现和纠正现有

缺陷、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应对新

挑战、改进制度运作’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这也是

我们政府抗疫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１３］

总之，政府作为公共安全的责任者，必须制定有

效的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和措施，寻找公共危机制度

优势转化为其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实现公共危机

治理能力现代化，快速有效地化解各种危机，保障人

民群众和社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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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险沟通现已成为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手段，新闻发言人是风险沟通传播效果的重要
因素。深度剖析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背后机理，对促进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以Ｎｖｉｖｏ１２软件为辅助，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出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
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新闻发言人特质直接影响民众对风险信息的接受意愿，民众内在状态

在接受信息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情境因素起着调节作用。据此提出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

策略，为政府提升风险沟通能力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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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全球风险社会大背景下，风险沟通对于应急

管理的基础性功能日益显著，现已成为政府风险治

理中的常态工作和处理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新闻

发言人是政府风险治理的外在表现，民众对他／她们
在风险沟通中的信息接受程度是影响政府处置突发

事件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重大突发事件中，良好的风险沟通能够极大地

削弱民众的风险感知［１］，降低民众的焦虑情绪对政

府信任的损害，规避舆情风险，将社会稳定风险限定

在合理范围。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是突发公共事件

信息传播的核心，他／她们借助电视、微博、微信、脸
书、直播、抖音、Ｂ站、Ｖｌｏｇ等媒体平台，构建双向沟
通渠道［２］，与事件相关主体进行实时、深入的沟通，

进而获得民众信任，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认可，最终

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３］。如东航ＭＵ５７３５空难事
件发生后，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和发

布的相关信息在一定程度安抚了民众焦虑、恐慌情

绪，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

不良影响。可见，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重构了政府

向民众传递突发事件信息的模式。

新闻发言人传递信息背后隐藏的机理成为众多

学者研究的对象。部分研究主要基于 Ｓ－Ｏ－Ｒ理
论模型来解释新闻发言人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

响，也有部分研究从信息源的角度来考虑［４］。本文

提出新闻发言人通过展示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强势输

出事件信息的方式刺激观众，同时依靠自身个体优

势，吸引民众相信并遵守政府推出的应对决策，并通

过图片、视频、采访当事人等方式将突发事件发生的

过程、原因、影响程度等呈现给民众，使得民众在感到

震惊、担忧之余，对政府新闻发言人产生认同感和信

任感，进而影响民众接受信息并付诸行动的意愿。

从微观视角探究新闻发言人的内在特质对广大

民众接受风险信息并执行风险方案的作用机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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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理论

模型，提出相应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策

略，为政府提升风险沟通能力建设提供一定参考，对

促进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时间比西方发达国

家晚，经历了从稚嫩走向成熟、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媒

体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关于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

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沟通者具备的

能力素养、受众情绪、信息要素等方面。

新闻发言人具备的能力素养方面，现有研究均

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能力素

质。政府新闻发言人要明确“我是谁”“我为什么

做”等，并能够在危机事件中高效控制自身角色，还

应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５］，同时搭配风险沟通时饱

含情感、适度幽默的语言风格模式，会使得民众接受

信息意愿增强。受众情绪方面，民众的内在状态包

括个体的认知与情感情绪等因素，个体的知觉与记

忆等受情绪影响较大，并且情绪还能左右个体对信

息筛选和决策判断［６］。新闻发言人处理危机时对

民众情绪的认识和把握，都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

信息要素方面，信息质量以及有用性感知影响民众

的信息接受意愿。也可以通过增加相关信息的超文

本链接、图片、视频、调查、导读等揭示事件背后的要

义，以提高受众的接受意愿［７］。民众对信息的接受

意愿还受传播媒介和社会传播整体环境的影响，政

治性为主的话语体系难以满足民众心理预期，良莠

不齐的海量信息混淆受众视听，这些都影响了受众

的认同和接受意愿。

综上，关于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

愿影响研究有了一定研究基础，但对民众内在状态、

情境因素等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机理关注还不

足，多数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因此，本文基于扎根理

论将进一步探索该问题。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研究方法

对于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与民众信息接受并行

动的意愿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众内在状态对其意愿

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变量范畴、测量工具和影

响路径的理论假设。扎根理论是整合提炼各类信

息，从而揭示现象间的深层关系，它是美国学者Ｇｌａ
ｓｅｒ和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他
们是经典扎根理论流派，主要通过系统地收集资料、

整合资料而衍生出理论，非常适合能力提升方面的

质性研究。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从２０２１年８月开始实施近一年半，首先
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式采集数据，并根据受

访者接触不同媒体平台的频率做出微调，以获得更

加真实的信息，征得同意后对相关信息录音整理。

访谈对象涵盖了不同年龄段、性别、学历、职业。受

访者中，男２８人，女３４人；其中学历方面，专科生
２４人，本科生 ２８人，硕士及以上的 １０人；职业方
面，全日制学生１５人，教师１５人，政府工作人员７
人，企业员工１０人，自由职业者１５人；年龄从２０至
６０各年龄段约１０人。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您心
中理想的新闻发言人是什么样的？”“新闻发言人发

言时的哪些背景画面吸引你？”“您观看政府新闻发

言人发言时有哪些感受？”“您为什么接受新闻发言

人的建议？”等。接受深度访谈的共有 ６２人次，每
次访谈时间约为４５分钟，这样充足的时间以便于受
访者的思考和表述。

接下来找到两组有较高同质性的成员（各 ７
人）组织了两场焦点团体座谈，时长约为９０分钟，
每个成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都发表了对特定问题

的见解。访谈协调员在深度访谈和焦点座谈期间通

过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潜在神态，更直观地理解

民众观看新闻发言人在沟通时哪些特质会影响其信

息接受意愿。焦点小组中，由访谈协调员主持和引

导，小组成员充分讨论，相互启发，不断反驳和认同，

进而揭示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

的内在机理。编码整理５２份访谈记录后构建模型，
对剩下的１０份访谈记录和２组焦点团队访谈资料
做理论饱和度检验。

四、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

的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以Ｎｖｉｖｏ１２软件为辅助整理了５２位受访
者的原始话语作为初始概念挖掘的资料，抛开原有经

验，对原始资料持续地比较，通过标签化、概念化及范

畴化这三个过程完成初始阶段编码工作，逐字逐句打

标签，并保留出现了三次及以上频次的标签，整理出

“提升视觉效果、增强第一印象”等４５个初始概念和
“外形、声音、人格魅力”等２５个初始范畴。如表１。

（二）主轴式编码

将相似的范畴继续归类，不断对比、整合，进行

第二轮主轴编码。最后得出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

内在状态、情境因素和民众接受信息并采取行动意

愿四个主范畴和有魅力、有温度、有素养、有能力、兴

奋感、价值感等十个副范畴。如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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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及初始范畴

初始范畴 原始语句示例（初始概念）

Ａ１外形魅力 穿着职业装，感觉很专业（ａ１提升视觉效果）；眼神刚毅坚定，初始印象很好（ａ２增强第一印象）。

Ａ２声音魅力 普通话标准，语气随和，语调上扬，声音很好听（ａ３提升听觉感受）；说话过快，打官腔，我就想走（ａ４延长停留时间）。

Ａ３人格魅力 他一说话就感觉特别真诚，感觉很正义、公平，好像知无不言的样子，在尊重我们对事件的知情权。说话幽默，时刻体现出

睿智，又很谦虚（ａ５提升整体魅力）；耿爽、华春莹等那么多人喜欢，因为他们有独特的人格魅力（ａ６精准风格定位）。

Ａ４情感抒发 他说面对危机时也很恐慌，跟我一样，他的真诚吸引和感染到我了（ａ７真实情感表达）。

Ａ５共同记忆 他说起了我那个时代的事情，感觉我们是同一代人。我非常认同他说的，觉得做中国人真骄傲（ａ８加强情感链接）。

Ａ６有人情味
他向记者坦白说不知道，好像没有听见“官话”“套话”，语气亲切，挺亲民的（ａ９态度真实亲切）；他不断激励人们、安抚大家
的负面情绪，消除我们的紧张。是主动曝光的，不是被迫回应的，他最后说很高兴为大家服务，让我觉得很舒服（ａ１０亲人般
的温度与关怀）。

Ａ７政治素养 熟悉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本部门的情况，不该说的不说（ａ１１提升政治意识）；说的都是我想知道的，没有自说自话大谈“领导
如何重视”，洋溢着爱国之情，态度鲜明诚恳，我越听越觉得作为中国人挺骄傲的（ａ１２坚定的政治立场）。

Ａ８专业素养
他准备充分，传达了准确的事实和具体的数据，说话简洁明了、逻辑性强、声音洪亮，对所阐述的问题观点鲜明、论据充分、

严密，令人信服（ａ１３提升新闻人素养）；他说“求实锤”，好好笑，他说网络语言，幽默诙谐中消解了我心中的疑问（ａ１４定位
准，重视公众诉求）；“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句话我还记得，让我想笑（ａ１５提升媒体素质）。

Ａ９文化素养 吴谦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小小浪花”，感觉文化功底好深（ａ１６提升人文素养）；好
像记者问什么都知道，感觉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未来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ａ１７文化底蕴足）。

Ａ１０心理素养 对记者的刁难式的提问处变不惊、从容不迫，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始终从容地应对，好像心中有数（ａ１８掌握节奏）；给人一
种冷静、自信、沉稳的工作风格，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准确的传达（ａ１９心理素质好）。

Ａ１１表达能力 他与上次说的口径一样，咬字清晰，信息真实、正当。（ａ２０信息真实一致）；很坦诚地交流，谈吐睿智幽默、有理有据，并且有
说服力和感染力等，真诚。他说的都是为了我们，我能听懂并愿意接受（ａ２１表达被理解并认同）。

Ａ１２应变能力
记者“咄咄逼人”，他竟然化解了，圆满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ａ２２灵活谨慎）；记得温州有个发言人发
言时脸上不停地流汗，估计是紧张了，我感觉自己都紧张了（ａ２３注重经验积累）；面对突发情况，他自我思考了几秒钟，说明
他是一个独立自我的人，不是危机沟通的傀儡（ａ２４独立思考）。

Ａ１３互动能力
他在解释问题时耐心、正面且有效（ａ２５提升互动态度和质量）；他在微博上回答了我的问题，感觉他很重视我们提的问题，
我希望他能快点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ａ２６提升互动的频率和速度）；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和＠人民视频竟然有抽
奖，我参与了，虽然没中奖，但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近（ａ２７提升互动的有趣性）。

Ａ１４引导能力 能归纳和判断出网民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说得主动且有分寸，正确地引导媒体，进而引导了社会情绪（ａ２８提升舆情引导
能力）。

Ａ１５迁移兴奋感 他身着职业装，脸上挂着职业微笑，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温文尔雅（ａ２９营造职业形象）；我对发言人有好感，因而相信他所说
的（ａ３０喜爱情感迁移）；在他的微博下留言，有时候他会回答（ａ３１获得关注）。

Ａ１６体验兴奋感 他描述疫情过后的美好生活，让我很想摆脱现在的状况，让我很憧憬未来领着我的孩子自由地区旅游（ａ３２传播愿景）。
Ａ１７好奇兴奋感 事情发展到一定进程就向大伙汇报，感觉像连续剧一样，更想从他那里了解事态的发展（ａ３３产生好奇心理）。

Ａ１８语言信任感 他在发言时有时候使用到专业术语和行业术语，我会觉得他很专业很权威，我相信他说的（ａ３４词语专业信赖）；他说时语调
语气自信平稳，就会莫名地信任他，觉得很真实，很权威（ａ３５语气自信稳重）。

Ａ１９行为信任感 他也这么做，我相信他所做的（ａ３６用实际行动证明）。
Ａ２０情感信任感 我滑到他的视频时，我愿意停下来看完（ａ３７产生情感依赖）；在互动平台愿意分享，感觉是个老朋友（ａ３８超越身份信赖）。
Ａ２１行动价值感 他把应对步骤介绍得很详细，并且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解决了我的不知所措（ａ３９行为有价值）。

Ａ２２信息价值感 本来难以甄别信息真伪，感觉他说得有理有据，带来正面温暖信息，让人温暖镇定、安全，应该不会欺骗观众（ａ４０传递真实
信息）；他不厌其烦地做了步骤解析，说得很科学，帮助到了我（４１信息价值感）。

Ａ２３内部渲染 他的语言感染力和影响力太强了，说着说着，解开了我所有疑惑，我觉得我更爱的家国，不配合行动就对不起所有人；他的

眼睛很真诚，让我相信他（ａ４２语言眼神渲染）。

Ａ２４外部刺激 我感觉我周边的人都很喜欢他的发言，很信任他。我也没有异议了。我朋友说他很知性，未来老公标杆（ａ４３从众心理刺
激）。我在短视频里看到了他，于是点了关注，经常观看（ａ４４反复刺激）。

Ａ２５遵照执行
的行动意愿

他说了事情的原委，我相信都是真的。我愿意戴口罩，不给他人添麻烦（ａ４５行为意愿）。

　　（三）选择性编码
将核心范畴与其他支援类属联系起来进行选择

式编码，确立关系，开发故事线，整合为一个完整的

分析图式。如表３。
本研究得到如下故事线：新闻发言人特质（有

魅力、有温度、有素养、有能力）分别对民众内在状

态（兴奋感、价值感、信任感）和接受信息意愿产生影

响；民众内在状态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起中介作用；

情境因素起调节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新闻发

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理论框架。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将未用的剩余数据进行再次编码，结果显示，在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四

个主范畴（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内在状态、情境因

素、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内部未形成新的范畴，也未

发现新的构成因子。推定上述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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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模型中的范畴已经发展得比

较丰富，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表２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主范畴与对应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范畴

Ｃ１风险沟通者特质 Ｂ１有魅力 Ａ１外形魅力
Ａ２声音魅力
Ａ３人格魅力

Ｂ２有温度 Ａ４情感抒发
Ａ５共同记忆
Ａ６有人情味

Ｂ３有素养 Ａ７政治素养
Ａ８专业素养
Ａ９文化素养
Ａ１０心理素养

Ｂ４有能力 Ａ１１表达能力
Ａ１２应变能力
Ａ１３互动能力
Ａ１４引导能力

Ｃ２民众内在状态 Ｂ５兴奋感 Ａ１５迁移兴奋感
Ａ１６体验兴奋感
Ａ１７好奇兴奋感

Ｂ６信任感 Ａ１８语言信任感
Ａ１９行为信任感
Ａ２０情感信任感

Ｂ７价值感 Ａ２１行动价值感
Ａ２２信息价值感

Ｃ３情境因素 Ｂ８物理情境 Ａ２３内部渲染
Ｂ９环境情境 Ａ２４外部刺激

Ｃ４民众接受信息并

采取行动的意愿

Ｂ１０民众接受

信息意愿
Ａ２５遵照执行的行动意愿

表３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图 关系机构内涵图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
接受信息意愿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

受信息意愿产生影响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
内在状态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内

在状态产生影响

政府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
内在状态→民众接受信息意愿

民众内在状态在政府新闻发言人

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

过程起到中介作用

　 情境因素
　 ↓民众内在状态→民众接受
信息意愿

情境因素在政府新闻发言人特
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
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五、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因素分析
本文经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编码并检验后发现：

新闻发言人特质与民众内在状态通过不同路径均影

响着民众接受信息的意愿。新闻发言人直接影响民

众内在状态，同时，新闻发言人特质通过影响民众内

在状态而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因此，民众内在

状态在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政府风险方案意

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并且其过程还受情境因素

的调节影响。

（一）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内在状态的影响

分析

具有吸引力的外表容易被他人喜欢或使他人产

生正面情绪，如喜悦感、愉悦感等［９］。有４５名受访
者认为新闻发言人有魅力特质让民众产生兴奋感。

如“……他／她穿着正装，说话柔中带刚，很专业好
有魅力，我觉得他／她说的每一个信息都真实可靠
……”。有３６名受访者认为新闻发言人有魅力特
质让民众产生价值感和信任感。“……高颜值、声音

抑扬顿挫又有磁性，他／她总是肯定民众行为对社会
的意义，很懂得我们的心理，知道你害怕什么

……”。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互动双方的外表／身体
特征对他人的心理感知（舒服）有显著影响，会引起

接收者的兴趣和积极的情绪，提高他人的信任和采

纳程度［１０］。

有２９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温度特质让
民众产生兴奋感，如“……新闻发言人会对民众感

兴趣的信息辨别真伪，他／她讲的一些东西正是我疑
惑的，就好像专门为我讲的一样，特别高兴……”。

有４０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温度特质影响民
众的价值感和信任感，如“……他／她们邀请流行病
学的权威专家答疑解惑……能急民之所急，很感动，

他／她说的我都信……”。有研究表明，民众的信任
度越高，越相信专业人士所分享的内容［１１］。

有３３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素质特质影
响民众的兴奋感，如“……最喜欢他／她的博学多
才，话语中饱含着爱国的情怀，每次看到都很新奇和

兴奋……”或“……发言人很淡定，说话又妙语连

珠，他／她胸有成竹的样子让我安定下来了，我觉得
也应该像他／她一样博学多才，产生去学习的冲动
……”。有４０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素养特
质影响民众对内容的价值感和信任感，如“……发

言人不会直接用语言攻击哪些没有做好的人，总会

用一些幽默又不出格的言语来证明，有趣！”或

“……我看到他／她心理素质真好，别人问个刁难的
问题他／她没有慌，只是思考了两秒钟。他／她说
‘求实锤’，他／她说网络语言，幽默诙谐中消解了我
心中的疑问……他／她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我很信
任他／她……”或“……记得曾经有个政府发言人有
一句话：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真是好笑

……”。已有研究表明，在备受争议的新闻事件中，

官方发言人漏洞百出的解释投射出不被信任的修辞

人格容易在受众中引起争议和愤怒。

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能力特

质影响其兴奋感，如“……能说会道，引用的古文诗

词、成语让人感觉他／她博学多才，怼外国记者那段
深感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感觉挺激动的……”。有３５
名受访者提到新闻发言人有能力特质影响价值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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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感的产生，如“……我逐渐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

脉……慢慢地认可了所有他／她说的信息，真的是为
了我们的利益而来，更相信、更熟悉的感觉……”。

可见，新闻发言人的特质（有魅力、有温度、有

素养、有能力）会影响民众内在状态（兴奋感、价值

感和信任感）。

（二）民众内在状态对风险感知信息接受意愿

的影响分析

有４６名受访者认为民众内在状态中的兴奋感
影响信息接受意愿，如“……一看新闻发言人发言，

就感觉事态向可控方向发展，觉得很兴奋……”。

大量研究表明，背景设计对民众情绪有影响作

用［１２］。新闻发言人风险沟通时的背景和严肃认真的

样子促进民众的信任感产生。在风险沟通情境下，民

众的兴奋感和价值感都影响着他们接受信息的意愿。

感知价值理论表明，感知价值作为中间变量影响最终

的信息采纳意愿，也就是民众感知价值越大越愿意接

受。有３２名受访者认为他们内在状态中的信任感影
响对信息的接受意愿。如“……一旦相信一个人，我

会相信他／她说的一切……”。研究表明信任感对公
众的接受意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三）民众内在状态的中介作用分析

有４４位受访者表明其内在状态的兴奋感影响
信息接受意愿。“……喜欢他／她的长相，就想关注
他／她到底说些什么，会把相关信息和要求告诉身边
的朋友……”“……新闻发言人非常专业，对突发事

件客观描述，能理解民众的心声，喜欢这种新闻发言

人，之后就有想继续关注他／她来了解事情的发展进
程……”“……特别喜欢看新闻发言人和外国记者

互动，感觉特别激动，总想着他／她会站在国家的立
场上机警而幽默地回复他／她人的问题……”。

有３５位受访者认为内在状态中的价值感影响信
息接受意愿，如“……他／她着装很职业，妆容很得体，
一看就是高端知识分子，因而觉得他／她说的也很专
业，就会很相信……”“……新闻发言人有时候解释一

件事的时候用那种专业术语，解释也清晰到位，我就

觉得很权威，了解了以后感觉自己也成长了……”

“……新闻发言人现场演示，这样我就能够明白到底

该如何做……”“……要是发言人哼哼唧唧说了半天

也说不明白，我会马上换台或滑走……”。

有３５名受访者认为信任感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
的过程影响作用大。“……他／她看起来忠厚老实，眼
神坚定温和，说话不是很浮夸的那种，给人很踏实的

感觉，我也就不会去质疑其讲的内容……”“……很权

威，很专业，解释得很详细很到位，我愿意相信他／她

……”或“……有时候新闻发言人发出一些他／她生
活中的信息，让人感觉更亲近，慢慢地建立起信任感

了，觉得他／她说的既权威又亲民……”。
本文构建的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

愿影响作用的理论模型与环境心理学提出的 Ｓ－Ｏ
－Ｒ理论模型相符，即外部环境各方面的刺激会影
响有机体／个体的内部状态，继而驱动该有机体／个
体后续行为反应［１３］。而在本研究的新闻发言人特

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过程中，新闻发言人

的各种特质会影响民众的内在状态，最终影响其接

受信息的意愿。人们的情绪情感与思维活动之间有

着内在的联系，情绪情感不仅会影响接受主体思维

活动的积极性，也影响接受主体思维活动的进程和

方向［１４］。

由此，本研究认为，在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

信息意愿的影响过程中，民众内在状态起中介作用。

（四）情境因素调节作用分析

有４０个受访者认为在风险沟通中的物理情境
影响他们接受信息的意愿。“……看新闻发言人特

别真诚又极富感染力地说，让我觉得我不照做就对

不起人民和党……”，可见，在兴奋感影响民众接受

信息意愿的过程中，物理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他／她事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渐渐地觉得这么做是对的，并马上付诸行动，这是

中国人的义务和职责……”，可见，在价值感影响民

众接受信息意愿的过程中，物理情境具有正向调节

作用。“……他／她语气很坚定，语言很朴素，眼神
很真诚，好像真的是为了我们好，我觉得必须那么做

才对……”，因此推断在信任感影响民众执行意愿

的过程中，物理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表

明，新闻发言人语重心长式的说服方式以及对信息

的重复表述，都可以让民众产生接受信息的意愿。

有４２名受访者认为环境情境影响民众接受信
息意愿。“……看见他／她有点狡黠的眼神，诙谐的
语言怒怼外国声音让我开心……”，可见，在兴奋感

影响民众在行为意愿的过程，环境情境具有正向调

节作用。“……新闻发言人背后的布置给人一种很

权威的感觉，比起那种微信朋友圈转发的信息更让

人愿意遵守……”，这体现了在价值感影响民众行

为意愿的过程，环境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听周边的朋友讨论过他／她，我姐姐也喜欢
他／她，说是偶像，于是我也关注了他／她的微博
……”，由此表明在信任感影响民众行为意愿的过

程中，环境情境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可以改变

民众情绪并以此改变民众行为。来自社会影响中的

·３６·



亲朋好友评价信息、专家点评等都与信息接受意愿

有显著正向关系。在本研究情境中，新闻发言人通

过背景的布置或播放事件的实时进展营造出严肃紧

张的氛围，同时新闻发言人紧跟画面的描述、严肃的

面部表情，都让民众仿佛置身于风险事件现场之中，

在展示的画面中民众能清楚地看到事发现场的状

况，或震惊或解惑。周边观看的家人朋友发出的惊

叹或赞赏类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民众的从众

心理，进而影响其接受信息的意愿。

可见，情境因素在民众内在状态对其风险感知

信息接受意愿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六、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以 Ｎｖｉｖｏ１２软件为辅助，运用扎根理论
方法构建出的新闻发言人特质影响民众接受信息意

愿的概念模型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有一定的启示。

（一）理论启示

相较于以往信息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成

果，本文的理论启示主要有如下三个：

１．２０１６年开始推行的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强调了新闻发言人信息沟通的重要性，但

沟通效果应该再从其他的信息接受主体入手进行解

释［１５］。传统的信息接受模型未能充分把握沟通者

特质和接受人意愿间的相关关系。从新闻发言人特

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模型解析出提升风险

沟通效果可以从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内在状态和

情境布置等方面综合考虑，这对传统信息接受模型

起到了很好的补充效果，更好地解释了个体特质对

接受意愿的影响。

２．本研究重点关注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
信息意愿的作用机理，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编码

分析，提炼民众接受信息行为产生的动机与影响因

素，重新探讨了新闻发言人特质与民众接受信息意

愿之间的关系内涵，最终定义了新闻发言人特质等

四个主范畴及有魅力特质等十个副范畴，为新闻发

言人特质与民众接受信息意愿之间的关系内涵添加

了新的内容和视角。

３．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出的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
众接受信息意愿影响的机理模型，揭示了新闻发言

人特质对民众风险感知信息接受意愿影响的内在作

用路径，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内在状态以及民众

内在状态对其风险感知信息接受意愿都有着直接影

响；在民众内在状态影响其风险感知信息接受意愿

过程中，民众内在状态起着中介作用，情境因素具有

调节作用。机理模型丰富了接受信息意愿行为的研

究。

（二）实践启示

新闻发言人作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中的核心，

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我国应

该借鉴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一些风险沟通人员培

训经验，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中都建设具有岗位

胜任力的风险沟通工作人员队伍［１６］，并且在风险沟

通实践中应考虑：

１．制定强化新闻发言人特质的策略。首先，各
级政府部门在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时候要关注魅力、

亲和力、能力和素养等方面的特质；其次，对现有新

闻发言人加强亲民能力、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相

关培训，使民众愿意全面、深入地了解信息的真伪，

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信任并能愉悦地接受政府工

作安排。

２．制定提升民众内在状态的策略。首先，塑造好
新闻发言人和政府部门的自身形象，提高沟通者的表

达、应变、互动能力，通过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刺激民

众的兴奋感；其次，与时俱进地通过不同平台向民众

进行风险沟通，提升民众对行动和信息的价值感；最

后，新闻发言人应真诚地与民众互动，通过双向沟通

解除民众心中疑惑，让其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

３．制定提升情境因素影响作用的策略。首先，
新闻发言人应时刻关注言语和行为的感染力，营造

出事态的紧迫感；其次，通过会场布置、事态视频展

示等方式营造环境氛围，最大限度地刺激民众执行

风险方案的意愿。

（三）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时间不长，构建

的机理模型在未来研究中还需加大样本量及增长时

间进一步检验，并加强对新闻发言人特质、民众内在

状态和民众接受信息意愿概念测量的探讨和对该理

论模型的检测，加深和完善本研究的成果。其次，绝

大多数受访者均提到只是在新闻发言人单向沟通的

情况下的信息接受意愿，只有部分年轻人与新闻发

言人双向沟通情况下的接受意愿，但最后都愿意接

受，该现象有待未来的研究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并在实践中优化不同级别政府部门的风险沟通方

案，以及不同级别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策略。最后，

受访者大都基于新冠疫情中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表现

来进行回答，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后的研究中可在不

同情境下拓宽对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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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护视野下的沂蒙精神探析

胡安徽，张业蕾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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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沂蒙精神在医疗救护领域主要体现在党和人民军队对人民群众的医疗救助和人民群众
对子弟兵的医疗救护。党和人民军队千方百计帮助群众防控疫情和治病疗伤，强化了人民群众把党

和军队视为人民命运最忠实的守护者和人民利益最坚实的捍卫者之观念，从而增进了人民群众与党

和人民军队生死与共的情感，坚定了人民群众爱党爱军的政治信仰，赢得了人民大众想方设法、舍生

忘死救护子弟兵伤病员的坚实行动，铸就了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核心和特质的沂蒙精神。

关键词：沂蒙精神；医疗救护；“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６６－０６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在山东临沂考察时
曾说：“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代可歌

可泣的峥嵘岁月。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

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

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

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１］学

界对沂蒙精神的研究相当丰富，但没有专门探讨沂

蒙精神在医疗救护领域的成果。基于此，本文从医

疗救护的角度探讨沂蒙精神，既有助于从新的视角

认识沂蒙精神，又有利于进一步弘扬光大沂蒙精神。

一、沂蒙精神的内涵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新华社记者李锦提出了九间棚
精神，即“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无私奉

献”［２］，这是沂蒙精神的雏形。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临沂
地委宣传部长李祥栋将沂蒙精神定义为“团结奋

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３］。１９９０年，时
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将李锦提出的九间棚精神改

称沂蒙精神，并将其概括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４］。１９９７年，临沂市委将沂蒙
精神总结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

奉献”［２］。其中，爱党爱军是政治立场，开拓奋进是

思想意识，艰苦创业是精神风貌，无私奉献是价值取

向。这一观点在学界也得到了响应。［５］３０［６］中共中

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沂蒙精神形成主要来

源于沂蒙人民逐渐形成的坚信党的领导、热爱人民

军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政治信仰，自强不

息、坚韧不拔、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顾全大局、勇于

奉献、自我牺牲的价值观念。［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８］围绕

总书记重要讲话，临沂市委将沂蒙精神概括为“为

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听党话跟党走、敢

于斗争无私奉献。”［９］学界对此也有研究，韩延明指

出，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是党政军民生死与共、党群

干群水乳交融。［１０］张学强将沂蒙精神概述为：“党群

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１１］李高东认

为，沂蒙精神的内涵是：“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

群众、忠诚看齐、革命到底，紧跟共产党、热爱子弟

兵、艰苦创业、无私奉献。”［１２］２０２１年１月，沂蒙精
神研究会的学者将沂蒙精神概括为“水乳交融、生

死与共、开拓担当、无私奉献”。２０２２年５月，有关
部门将沂蒙精神基本内涵表述为“党群同心、军民

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１３］，有学者将沂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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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为“为民靠民、爱党爱军、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开拓担当、无私奉献”。［２］这个表述角度多样、层次

递进、寓意丰富、指向明晰，也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

点。

在笔者看来，“为民靠民”回答的是“为了谁、依

靠谁”，是我们党的价值取向；“爱党爱军”回答的是

“相信谁、支持谁”，是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党和

人民军队的“为民靠民”才有了人民群众的“爱党爱

军”。“为民靠民”“爱党爱军”和“水乳交融、生死

与共”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和实践起点，后

者是前者的应然和必然结果。由于党和人民军队的

“为民靠民”和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军”，才产生了

党、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亲密关系，“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生动体现了我们

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鱼水深情，是沂蒙精神的核心和特质。正是由于党

和人民军队的“为民靠民”和人民群众的“爱党爱

军”，才形成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干群

和军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才激

发了党、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以及社会

主义建设中“开拓担当、无私奉献”。

总而言之，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

反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和我们党的

根本宗旨，它虽产生和发展于沂蒙老区，但它并不仅

仅属于沂蒙人民、山东人民，也属于全体中华儿女。

二、党和人民军队对群众百姓的医疗救助

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核心和特质的沂蒙

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多种体现，其中在医疗救护

领域尤其引人瞩目。沂蒙根据地地处穷乡僻壤，人

民生活十分贫困，医疗条件极为落后，再加上战争的

破坏，各种疾病和传染病不断发生、蔓延，时刻威胁

着根据地百姓的生命健康。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达沂

蒙后，逐步兴办了以部队医疗机构为主体的８所医
院，人民政府也创办了若干所地方医院和药房，积极

为当地群众治病疗伤并开展疫情防控。每有疾病和

疫情发生，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派出医疗队、

防疫队赶赴疫区防控和救治，全心全意维护人民健

康、尽心尽力挽救群众生命。因此，“水乳交融、生

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在医疗救护领域首先表现为党

和人民军队对群众百姓的医疗救助。这种救助主要

分为防控疫情和救治病人。

沂蒙根据地的防疫工作主要由山东纵队、山东

省军区卫生部主导，人民政府积极参与。临沂地区

传染病较多，每当传染病流行之时，部队和地方医院

即调集医务工作者深入疫区为乡亲们防疫治病，还

为他们预防接种和防疫注射，还发动百姓灭蚊蝇、灭

虱子，积极预防传染病。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

部队和政府还拨出专项经费，通过各种途径购买疫

苗、药品，尽最大努力做好防疫工作。１９３９年，八路
军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山区，随军医务人员在部分村

庄发现有不少丝虫病鞘膜积液、阴囊象皮肿患者，当

即为他们治疗。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针对鲁南疟疾
高发，部队医务工作者在千方百计治疗的同时，发动

军民开展卫生大扫除，消灭病源。同一时期，临沂莒

南县大店一带天花流行，人民政府便把种痘作为预

防天花的主要措施，拨出１９０多万北海币到敌占区
购买疫苗，为儿童种痘达１９万人之多［１４］４６３。１９４３
年春，鲁中地区回归热大流行，军区卫生部长谷广善

亲率医疗队赶赴疫区抢救，很快控制了疫情。据胶

东军区卫生处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４３年该军区医务人
员治疗地方回归热患者１６５４０人［１５］。１９４４年６月，
临沭县蛟龙区一些村庄出现伤寒病，县委当即指示

临沭县平民药房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和治疗，使

患者全部痊愈；同时还对未患病的二三百人注射了

疫苗；八九月间，蛟龙区一些村庄又发生霍乱，药房

又组织医疗队抢救了５００余名患者，并对５３００多人
注射了疫苗，有效地阻止了霍乱的蔓延［１４］４６１。１９４５
年３月，沂南县岸堤一带脑膜炎流行，鲁中联办和鲁
中军区派出医疗队携带药品“消法灭定”前往救治，

同时进行广泛的卫生教育，至月底已治愈 １４０人。
１９４６年７月，临沂县朱陈镇发生霍乱，当地人民政
府立即采取措施封锁疫区，组织医生分区抢救；鲁中

军区医疗队、滨海医院亦派医护人员到朱陈抢救病

员［１４］１８６。莒南、临沭、郯城等地发生流脑，人民政府

立即组织医疗队赴疫区救治３０００多人，治愈率达
９０％［１４］４６３。

人民政府和部队医务工作者迅速有效的医疗救

助，使包括沂蒙根据地在内的山东多地发生的传染

病很快得到了控制，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健康。政府和部队的医疗救护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

识到，党和人民军队是他们的坚实靠山，是他们利益

的忠实维护者，这就增进了群众与党和人民军队生

死与共的情感，更加坚定了人民群众爱党爱军的立

场和信念。

救治病人是党和人民军队心系群众、增进与人

民心连心的另一重要举措。１９４８年４月，鲁南地委
专门组织医疗队到重灾区防病治病，将患水肿病严

重的人集中到区乡驻地，统一护理［１６］。为更好地服

务群众，八路军设在沂蒙根据地的医院，以及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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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开办的医院，积极为当地百姓治病疗伤。政府兴

办的临沭县平民药房采取的诸多措施深得民心：对

一般民众的收费要比私人药房低廉，对无钱的贫苦

农民则实行先看病吃药，以后有钱再还，实在无钱则

减免。此举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前来求医看病

的络绎不绝，日门诊量达百人左右［１４］４６１。临沭县滨

南医院门诊部每天接待３００余名百姓就诊，而且对
多半病人免费治疗［４］４６０。

在救治群众的医务工作者中，奥地利籍中共特

别党员、八路军军医罗生特尤为突出，他对群众治病

的请求有求必应、随叫随到，甚至不叫也到。略举数

例：罗生特在参加一个庆祝大会时被村干部找去为

一名产妇看病，他二话不说赶去病人家，使产妇脱离

了危险，产妇家人称其救命菩萨；莒南县王家坊王金

方之妻有病，卧床不起，邻居们以为她不行了，忙着

安排后事，罗生特用三个月治疗终使患者痊愈，无论

酷暑寒冬，只要有病人，罗生特宁肯不吃饭不睡觉，

也要先给病人治疗，病人再多再乱他没嫌过，患者们

高兴而来、满意而去［１７］。他对病人的真挚热忱，既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由衷爱戴，也树立了党和八路军

在群众中的光辉形象。罗生特精心为患者服务和高

超的医术日益被根据地人民所熟知，所到之处，老百

姓扶老携幼找他看病。为了让远道而来的病人早点

看完病往回赶路，罗生特便提早起床、提早吃饭、提

早看病，对路远者先看，直到将全部病人看完才吃午

饭，有时午后两三点才能吃饭［１８］７５－７６。作为党员军

医，罗生特为百姓治病疗伤，把党和军队的温暖送给

父老乡亲，彰显了党和人民军队对人民群众疾苦的

关心，故而深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当地百姓称

赞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俺们闹翻身，还有外国八

路给俺治病；共产党，八路军的恩情俺一辈子也忘不

了［１８］７９。群众的肺腑之言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沂蒙精神的另一种话语方式的真切表达。

医疗救助不仅增进了党和人民军队与群众的深

厚感情，而且还是做好统战工作的有效方式。１９３９
年１月，一一五师教导大队进驻临沂费县崮口一带，
本地一个无极道的民间组织，对部队冷眼旁观。由

于当地百姓很多都是无极道成员，故而如何争取该

组织的支持成为教导队面对的重要问题。教导队便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和影响该组织，医疗救助就

是其中的行动之一。有一次，村里一位老大娘得了

重病，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滴水未进，部队卫生员闻

讯后，主动搬到大娘家，住在床前，耐心伺候，打针喂

药，直到把老大娘的病治好。老大娘说：“我活了七

十多岁，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闺女，比我亲生的还

亲！”此事虽小，在群众中的影响却很大，老百姓说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我亲生的还亲”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１９］，通俗的语言表

达的是军民之间不断加深的情感和信任。教导队正

是通过包括医疗救助在内的多种为民爱民行动，让

无极道会众改变了对八路军的认识，增进了与八路

军的感情，与部队形成了友好的统战局面，由原来的

冷眼旁观转变为积极主动为部队供应粮食和枪支弹

药，有力地支援了部队抗战。

总而言之，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

为群众防控疫情、治病疗伤，体现了我们党一心为

民、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的事业当作

自己事业的执政理念，赢得了百姓对党和人民军队

的衷心拥护与大力支持，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

军民团结一家人”、人民群众一心向党跟党走的良

好局面，铸就了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核心和

特质的沂蒙精神。

三、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医疗救护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

达、医疗资源不充裕、救护体系不完善，再加上战斗

的激烈和战争的残酷，往往使人民军队的医疗救护

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吃水不忘挖井人，“军爱

民”赢来了“民拥军”。党和人民军队对百姓的医疗

救助得到了人民群众舍生忘死对子弟兵的医疗救

护，这既很大程度弥补了军队自身医疗救护的不足，

又有力地保护了军队的战斗力。沂蒙根据地父老乡

亲演绎的成百上千个感人的医疗救护故事，为我们

多角度、深层次理解“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

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

１９４１年冬，临沂马牧池乡横河村聋哑妇女明德
英救下了一位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员。

当发现伤员急需喝水时，明德英毫不犹豫地将奶水

挤进了战士的嘴里，又用盐水为他清洗伤口。１９４２
年，明德英夫妇再次营救了一名叫庄新民的八路军

伤员。由于长时间的疲累、饥寒和伤痛的折磨，庄新

民奄奄一息，如果不及时补充营养和救治，很可能有

生命危险。这时，明德英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挤出乳

汁，一勺一勺喂到他嘴里。［２０］获救后的庄新民一直

把明德英夫妇作为“沂蒙老爹老娘”，并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以此报答明德英夫妇的

救命之恩。［２１］这种报恩正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沂蒙精神的真实再现。事实上，在战争年代的沂蒙

山区，用乳汁救伤员的并非明德英一人。据当年曾

在沂蒙山区战斗过的李子超回忆，在那个十分困难

的年代，哺乳期沂蒙妇女用乳汁抢救伤员，使许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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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病员挽回了生命，恢复了健康，重返了战场［５］１８３。

迟浩田上将当年在沂蒙根据地因负伤被一位老乡救

护，一位年轻媳妇把乳汁挤进碗里再喂到他嘴

里。［２２］乳汁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乳化钙、

泌型免疫球蛋白等多种营养成分，古人早就将其作

为上品药，南北朝医学著作《名医别录》记载，人乳

汁“主补五脏，令人肥白悦泽”［２３］。《本草纲目》：

“服人乳，大能益心气，补脑髓，止消渴，治风火

证。”［２４］《本草蒙筌》认为，乳汁比地黄和当归的补

血更好，“如灯添油，立见光亮”［２５］。由此可见乳汁

特殊的医疗价值。乳汁不仅具有医疗价值，更是伟

大母爱的象征。明德英等“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治

伤员在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体现了沂蒙人民对

党和人民军队的深厚情感和无限热爱。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被誉为“沂蒙母亲”的王换于用
三天三夜抢救一名重伤员，终于使其脱离危险。为

早日治好伤员烫伤，王换于找猎户打了一只獾，又把

自己的长发剪下来烧成灰制成獾油给伤员搽敷；听

说“老鼠油”是治烧伤的特效药，她就千方百计去

找。在尝试土方的同时，王换于还到山上采草药医

治伤员。在王换于全家４０多天的精心护理下，伤员
终于恢复了健康，重返了前线。［５］１８６老鼠油具有保湿

和止痛效果，但制作和使用比较麻烦：要用刚出生未

睁眼、未长毛的老鼠数个，香油适量，将老鼠放入香

油瓶内浸泡，埋入地下３年，才能制成，而且要每天
至少两次将老鼠油涂抹于烫伤或烧伤部位［２６］。在

那个日军横行的艰难岁月，治疗八路军伤员时刻就

有被杀头的可能，然而，为了治好伤员烫伤，王换于

和家人不怕烦琐、不畏危险，千辛万苦，想尽一切办

法克服一切困难，这需要对党和人民子弟兵极其深

厚的感情才能做到。王换于和家人千辛万苦救治伤

员的事迹蕴含的是人民群众爱党爱军的真挚情怀。

“红嫂”祖秀莲救护伤员的故事更是感人肺腑。

１９４１年冬，八路军战士郭伍士身受重伤：牙被打碎
好几颗，肚子被刺穿，肠子露在外面。如此严重的伤

情即便在医疗技术发达、条件先进的当下，依然存在

着相当大的困难和风险，对没有任何医疗技术和条

件的祖秀莲一家而言，救护的难度可想而知。为躲

开日军搜捕，祖秀莲的三个侄子把伤员抬出去隐蔽，

等搜捕过后再抬回来。没有药物，祖家只好用热水

泡上仅有的一点盐巴给伤员清洗伤口，然后包扎。

为增加伤员营养，提高抗病能力，祖秀莲把自家鸡杀

了熬汤。由于缺医少药，郭伍士的伤口还是感染化

脓，发着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伤口里还长了蛆，他

又一次到了死亡的边缘。经过２０多天的精心护理，

郭伍士的伤情一天比一天好转。当祖秀莲听说八路

军后方医院到了山后中峪村一带，便翻山越岭连夜

把郭伍士送到八路军后方医院。

１９３９年夏天，临沂大崮山下大石屋村群众王在
瑞家收治了一位被日军子弹从左腰贯穿而负伤的八

路军排长胡承业。由于日寇疯狂“扫荡”和严密封

锁，山区缺医少药，胡承业的伤口严重恶化，腰部肿

得很粗，伤口溃烂，直流血水，化了脓，生了蛆，散发

着难闻的恶臭味。王在瑞一家不嫌脏臭，及时为伤

员换洗衣裳、擦洗伤口，尽量避免感染。为了医治胡

承业的伤口，王在瑞跑十几里山路去抓草药。听说

南瓜瓤能消炎，他就找来南瓜制成药，由于胡承业的

衣服被血污粘住，揭不下来，王在瑞就用热毛巾一次

次敷伤口，花了一顿饭的工夫才把衣服揭下来，敷上

南瓜瓤。在王家半年多的精心护理下，胡承业伤愈

归队［５］１８７。为了救护一个伤员，王在瑞全家总动员，

“多管齐下”去救护：既买药治病又增补营养，既要

维护生命安全又要照顾生活起居，既有男主人王在

瑞的不辞辛劳又有女主人王大嫂的艰难付出，既有

白天的躲藏又有夜晚的照料，这样的艰辛和困苦不

是一天两天，而是半年多的时间。王在瑞一家如果

没有对党和人民军队的赤诚热爱和衷心拥护，要花

费这么长时间、付出这么多辛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也正反映了沂蒙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１９４１年秋，孟良崮垛庄的彭大娘和韩大娘家收
治了一名患了伤寒的八路军干部刘继先。由于环境

险恶、缺医少药，病人病情日渐严重，有时连续几天

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刘继先知道这是伤寒病传染

最厉害的时刻，就着急地让两位老人离开，两位老人

却说：“傻孩子，你是谁？我们又是谁？你不是常

说，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吗？”当刘继先给

大娘解释说伤寒病会传染时，两位大娘说：“危险？

俺才不怕哪，只要能够把你救出来，大娘就是搭上老

命也心甘情愿。”此后，两位老人又到处打听验方，

亲自上山挖药。在她们精心护理下，病人病情逐渐

好转。［２８］伤寒作为烈性传染病，人们谈之色变、避之

不及，然而两位大娘却丝毫不担心自己被传染，而是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救护，哪怕是搭上性命也要

把八路军伤员的病治好。人民群众为救护子弟兵连

失去自己的生命都不怕，这是何等的厚爱和深情。

沂蒙人民对子弟兵的医疗救护有着说不完的感

人故事。迟浩田将军曾用文字抒发对沂蒙人民的深

情：“八百里沂蒙八百里情，每一回寻觅总是心潮难

平……山崖旁，温暖的大手把我扶上担架；农舍里，

慈爱的目光伴我迎来一个个黎明；好乡亲，一勺一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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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我汤水，好乡亲哪，一遍一遍把我伤口洗净；独轮

车载我走过山水几道，沂蒙山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５］１８４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将军对沂蒙人民的无限

感激之情。迟浩田曾多次回沂蒙山寻找当年用乳汁

和小米粥把他救活的两位大嫂。一位满头银发的大

娘对将军讲：“大兄弟哟，像俺们这般年纪的人，谁

都做过这样的事。那是应该的呀！你还寻个啥

呢！”［２９］质朴的语言反映的是骨肉深情。１９４０年，
南墙峪战斗过后，村游击小组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

位同志被子弹从后腰打进去从肚子上穿出来。为了

消毒止血，村民张恒乐的母亲满山遍野寻来败毒草、

艾蒿熏伤口，又用干牛粪烧成灰敷在伤口上。伤员

在张恒乐家住了半个多月，直到把伤养好。［３０］

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老区，不知道有多少子弟

兵的伤病员，躺在沂蒙父老的热炕上治病养伤；不知

道有多少像明德英、王换于、祖秀莲、彭大娘、韩大娘

和王在瑞及其家人的沂蒙乡亲，视军人如亲人，克服

千难万险，想尽千方百计，为伤病员抓药治病、护理

疗伤。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无数负伤养病的革命

战士在沂蒙人民的掩护下，一次次躲过各种危难和

险局转危为安。蒙阴县坦埠镇海龙万村４０多户人
家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５年间毫无怨言地收治八路军鲁中十
一团战地医院的伤病员，无偿为伤病员提供食宿和

掩护；５年间村民们和医院一起收治了１万多名伤
病员，被称为没有病房的后方医院。［１４］３７６据不完全

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沂蒙根据地有４２４６６名妇女参
加救护八路军伤病员，所救护者有 １９７７６人。［１４］４６３

而从抗战全面爆发到解放战争胜利，沂蒙人民救护

伤员达５．９万人［３１］。这５．９万人背后都是一个个
催人泪下、感天动地的医疗救护故事，它们既真实地

展示了沂蒙人民追随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舍其所有、

倾其所能，无私地为革命胜利贡献力量的精神，又生

动地诠释了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深刻内涵。

四、结语

沂蒙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

下的根据地的代表和缩影，它留下了无数党和人民

军队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水乳交融谱写而成的感

人事迹，沂蒙精神正是这些事迹的提炼和浓缩。沂

蒙根据地留存的医疗救护材料，为我们更好地阐释

和理解沂蒙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党政军对人民群

众的医疗救助和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医疗救护交相

辉映，正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之真

实写照。沂蒙精神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共

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是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根本前提，是我们党和军

队获得不竭动力的源泉所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

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３２］刘少奇曾说：“群

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３３］在革命战

争年代，正是通过包括医疗救助在内的各种为民服

务活动，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党和人民军队与广

大人民命运的生死与共、利益的休戚相关，他们从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看到了希望，从共产党的言行中

找到了答案，把共产党当成大救星、主心骨和掌舵

人，从而形成了坚定的爱党爱军的政治信仰，并将这

种发自内心的爱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拥军支前、参

军参战、医疗救护，义无反顾地支持党和人民军队。

多年战斗在山东根据地的罗荣桓元帅曾说，沂蒙山

是我们党和军队开展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沂蒙人民

是我们的靠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沂蒙山区

的人民。［３１］人民视军队如靠山、军队视人民如靠山，

彰显的正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传

唱大江南北的歌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蒙山高，

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心向共产党，红心映朝阳，

映朝阳，炉中火，放红光，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

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愿亲人早日

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重返前方。”［３４］这

是用音乐的语言表现“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

精神。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救护的事实充分证明，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不仅精准地概括了沂蒙精神

的本质特征，而且有力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的核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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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卫生工作，逐步建立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医疗预防
保健网，并推行赤脚医生及合作医疗制度，被誉为“三大法宝”，取得斐然的健康成效。“三大法宝”

形成经历了自费医疗、合作医疗及赤脚医生三个阶段，在改善人民健康福祉、优化城乡卫生资源配置

及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为改革开放时期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

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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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
志。［１］旧中国积贫积弱，广大人民面黄肌瘦、体质虚

弱，各族人民长期承受着疾病和贫穷的苦难。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发

展农村卫生事业作为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依靠农

民智慧创造出被誉为“三大法宝”的农村医疗卫生

体系：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及合作

医疗制度。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

农村地区取得显著的健康成就，烈性传染病被消灭

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

命大大延长，［２］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初级卫生保健

的成功经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３］９４目前，尽管对赤

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研究已汗牛充栋①，但对包括

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在内的整体农村医疗卫生体系

的研究成果甚少，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本文依据

发展特征和内在逻辑将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形成过

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客观总结其历史作用及影响，

以期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

一、自费医疗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疫情严重，城乡居民身

体健康受到严峻威胁。霍乱是民国前期发病次数最

高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１２—１９３６
年的２４年间，仅４年没有流行记录；结核病流行严
重，位居各类疾病死因之首，死亡率在十万分之二百

左右，高出西方国家两倍；疟疾患者高达几千万人，

血吸虫病和钩虫病患者有数百万人，黑热病和麻风

病患者在数十万人以上，鼠疫在高发地区如云南、贵

州、四川等地始终没有肃清过；我国人口的死亡率是

３０‰左右，婴儿死亡率是２００‰左右，有些地方甚至
高达５００‰左右，孕产妇死亡率是１５‰左右，平均寿
命是３５岁，和世界各国比较，几乎是最短的。［４］此
外，全国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均，人口众多的农村地

区仅拥有少量的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药品供应非

常不足，绝大多数化学药品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

器械也要依靠进口。据１９５０年统计，辽宁省共有医
疗卫生机构 ９２０个，床位 ８９５５张，其中医院病床
７２４６张，每千人口医院病床０．３９张。这些机构主
要分布在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全省区共有西医师

３２４２个，其中，城市２１９７人，占６７．８％，农村 １０４５
人，占 ３２．２％。江苏省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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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其中城市１１０所，农村３７所；公立卫生事业单位
技术人员３６４９人，其中城市２９２０人，农村７２９人。
广东省有公立医院１１２个，病床５８５４张，医师３９９
人，护士６６９人，助产士１８３人。其中约三分之二的
医院及医务人员分布在城市地区。［５］６５－６７

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非常重视人民

群众健康事业，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把卫生、防疫和

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６］于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卫生
工作会议，分析卫生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逐步确

立卫生工作指导方针。［７］其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工

农兵”，因而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及机构成为医疗卫

生工作的首要任务，为此１９５０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
作会议上提出县设卫生院、区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

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组织形式。［８］１９５１年，卫
生部颁布《农村卫生基层组织工作具体实施办法

（草案）》，将保障人民大众基本健康作为目标，系统

体现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以及依靠群众广泛参与的

政策理念。卫生部之后颁布《关于加强基层卫生组

织领导的指示》和《关于加强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

几点意见》等文件，均明确提出基层卫生工作的任

务及要求。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层医疗

卫生组织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全国除部分少

数民族地区外，已普遍整顿或新建了县卫生院，共计

２１２３所，床位扩大到３．７万张，县以下的区卫生所
也增加到７９６１个。［９］由此，逐步形成以县级医疗卫
生机构为中心，农村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

生所合组而成的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农村卫生所是最基层的卫生机构，是为农民提

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第一线。新中国成立初期，

农村诊所绝大部分由个体医生开办，国家采取团结

教育的方针，开展业务培训与考核，允许并鼓励他们

保持传统的行医习惯。１９５２年，卫生部发布《关于
县以下卫生基层组织的组织系统、编制及任务的规

定》，农村原有的个体中西医诊所被组建为联合诊

所，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为集体所有

制性质。这种组织形式相较于个体企业，有利于积

累资金，保证国家卫生法令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

培养人才。［１０］由于有这些优越性，联合诊所很快发

展起来，成为基层卫生组织的主要形式。此时，农村

居民看病就医基本上还要依赖自费，相较于旧中国

并没有质的改变。然而，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进

入高潮，农村医疗方面需要合作的理念开始萌芽。

１９５５年５月１日，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在联合

诊所的基础上成立联合保健站，这是全国第一个农

村医疗保健站，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每个农民每年

交５角钱的费用，在看病就医时免收一定的费用，并
以记工分及发现金的方式解决当地乡村医生的待遇

问题。［１１］随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推动下，这种保

健站的经验在其他地方得以推广。简而言之，这种

做法就是合作社将部分公益金作为医疗补助，加之

社员缴纳“保健费”，进而对在本社保健站看病就医

的社员给予一定程度的价格优惠，目的在于提升农

村病患群体的购买力，加强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

及性。这种组织方式，正是若干年后在全国范围推

广和普及的合作医疗制度的雏形。

二、自费与合作医疗并存阶段：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
１９５６年，我国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完

成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

户数已达全国农户总数的 ９６．３％，［１２］实现由农民
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伟大飞跃。农

业合作化大大推动了合作医疗的进程，农民自发地

把种地耕作的互助合作扩展至医疗融资方面。这是

一种具有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即从集体公益

金中提留一部分作为医疗基金，建立保健站，农民只

需缴纳少量的费用即可获得诊疗，呈现势如破竹的

发展态势，全国农村办保健站２万多个。［３］５４由此可
见，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广大农民智慧的结晶，其建

立和推广并不是历史的偶然，既有农民集体生产的

经济因素，也有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制度因素。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全国农村掀起创
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大量农业合作社被合并整合为

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而合作医疗成了人

民公社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全国范围得以快速

推行。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卫生部在稷山县召开全国农
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并于１２月向中共中央提交会
议报告，肯定了合作医疗的保健制度，并提倡各地根

据实际情况实行这种制度。［１３］这是“合作医疗”一

词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自此，合作医疗制度的

存在被官方授予了合法性。全国农业生产大队办合

作医疗的比重，１９６０年达到 ３２％，［１４］１９６２年增至
５０％。［１５］

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过火过

激做法，也给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蒙上阴影。在

“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带动下，大锅饭现象盛行，

农民看病不花钱，很多地方的保健站因经费不足而

陷入困境。１９６１年后，随着中央对于国民经济的整
体调整，农村卫生工作也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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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９６４年，农村地区只有不足三成的社队实行合作
医疗。［１６］这一时期，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也经历了大

规模调整。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改变得

过急过快，在薪酬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一定程度上

挫伤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适当地把卫生所、保

健站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征调给公社卫生院，导致医

疗资源布局过于集中、农民群众就医不便等问题；卫

生机构办得过多，床位增长过快，脱离了当时的财力

和卫生资源的实际。对此，卫生部专门制定调整农

村卫生组织的方案，对公社卫生机构开始进行调整，

也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基层组织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

问题，实现小型、分散，合理布局，改变由国家和公社

包得过多的做法。［５］８１３根据要求，农村基层卫生组织

建设以医生集体举办为主要形式，少数确有条件的

公社、生产大队也可举办，县以下国家举办的区卫生

所、医院等转为集体办，并允许医生个人开业。

三、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全面推行阶段：１９６６—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提出以工业化主体任务为目
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

战略，使得卫生工作的重点随之转移到城市，加之卫

生部门主观经验的欠缺，导致城乡卫生资源分布日

益失衡，严重制约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农民健

康状况的改善。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泽东主席对
此提出严厉批评，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

村去”［１７］。这个指示成为当代农村卫生史的重要转

折点，大量来自城市医院的巡回医疗队被派往农村，

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快速得到普及，覆盖全国超过

八成的生产队。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关怀与指导

下，卫生部９月上报《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
村的报告》，党中央以中发〔６５〕５８０号文件批转了这
个报告。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大城市医院迅

速发动人员组建巡回医疗队，１９６５年末全国已有１５
万城市医务人员下乡为农民服务。［１８］农村巡回医疗

队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农村医务人员开展诊疗，以及

救治身患疑难杂症的农民居民。此外，在巡回医疗

中，医疗队还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常识、破

除封建迷信、改善水井设施、加强粪便管理等工作。

在这场运动持续的近十年间，全国城市医务人员先

后有超过一百万人次深入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并有

超过十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１９］４２０党中

央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１９６８年，第３期《红旗》杂志和９月１４日出版

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文汇报》关于赤脚医生

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上批示“赤

脚医生就是好”。自此，赤脚医生开始成为对于农

村医生的正式称呼，并快速出现在全国各地。赤脚

医生们大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贫下中农子女，具备

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经过短暂的医疗培训后来到广

阔农村。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平日里参加农业生

产，农闲时背起药箱，活跃在田间地头，为村民提供

最基本的诊疗保健服务，可谓“放下药箱下地，背起

药箱出诊”。七十年代末期，赤脚医生发展到了鼎

盛时期，全国人数达 ５００多万，其中赤脚医生 １８０
万，卫生员３５０万，还有接生员７０多万，［２０］超过卫
生系统原有卫生技术人员（２２０万）一倍多。

赤脚医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实施合作医疗

制度，［２１］而这一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同样被赋予特

殊的政治意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普及。１９６８
年１２月５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深受
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报道湖北省长阳

县乐园公社农民创办合作医疗的经验。［２２］正是在这

种讨论的推动和感染下，这时期全国广大农村范围

内掀起兴办合作医疗的高潮。到１９７６年，全国实行
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的比重超过９０％，覆盖绝
大多数的农村人口。［２３］１１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在当地的合作医疗站看病，只需

要负担少量诊疗费，可谓一人生病大家帮忙，充分体

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此外，国家有计划地对

药品价格实行管控，并低价供应给农村，使农村药品

价格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赤脚医生中西医结

合，自种、自采中草药，也降低公社、生产队的医药费

支出。

至此，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预防保健网得

以全面建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乡医疗资源分布

不均的问题，并为大多数农民提供了初级卫生保健

服务，从而为改善我国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状况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

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成效及其历史作

用

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并

举的卫生制度，史无前例地将公共卫生及医疗体系

延伸至全国农村的任何角落，农民大众的身体状况

得到空前改善。同时，爱国卫生运动走向常态化，很

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随着中

国恢复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合法席位，我国农村

卫生体系建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第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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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国家解决初级卫生保健问题提供成功的样板案

例。今天看来，虽然这些举措并非完美无瑕，存在一

定的设计缺陷，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各地也出现过强

制命令、一刀切等不合理做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了广大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并为八亿

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疾病诊疗和预防保健服务。

（一）人民健康状况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

健康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到４０岁，农村居民更低，比同
期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落后数十年。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人

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

１９４９年 ３５岁逐步提高到 １９５７年 ５７岁、１９８１年
６７．８８岁，［２４］远远高于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世界平均５９．５
岁的水平，［２５］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

过当时我国经济水平的排名。［２６］全国人口的死亡率

从１９４９年的２０‰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７．２５‰。［２３］１１５－１１６

此外，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疫病防治取得重大

成就，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到 １９５６年
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

西等几个鼠疫频发的地区也先后停止发生。天花在

全国除少数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已近绝迹。伴随

着取缔娼妓运动的开展，梅毒、淋病等性病也得到了

控制。［２７］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如斑疹伤寒、回

归热、血吸虫、黑热病、钩虫病等，也都有显著的下

降。可以说，几千年来困扰平民百姓的看病就医问

题基本得到解决，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得到前所未

有的增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奠定坚实

的健康基础。

（二）医疗资源配置“重城市轻农村”的情形得

到根本扭转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关切农民健康状

况，将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作为全国卫生工作最重要、

最迫切的任务。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农村医疗
机构与队伍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县、乡（公社）、村

（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绝大多数都已建立，

一些地方开始实施合作医疗制度。１９６５年毛泽东
发出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

“六二六”指示，全国各地迅速把优质医疗卫生资源

放到农村，医疗资源城乡分布失衡的局面得到有效

改观。卫生经费６５％以上用于农村；城市和解放军
医务人员先后有１１０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
几十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

校毕业生７０％以上分配到农村。［１９］４２０赤脚医生总人
数由１９７０年 １２１余万人上升到 １９７５年 １５５余万
人，［３］８１平均每个大队超过２人。同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与病床也有明显增幅。这时期，农村医务人

员和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基

本上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看病就医的日常需求。

（三）走出一条大国穷国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

独特道路

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

起医疗卫生机构，其中公社卫生院主要依赖社队财

务的支持，大队卫生室则几乎完全依靠集体经济的

扶持，其中房屋和器械由大队投资，人员经费和运行

经费由生产队拨付。亦农亦医的赤脚医生按大队干

部的标准获得工分及报酬，农民看病就医的费用从

生产队的公益金中支取，医药费一般按成本收取现

金。可以说，这是一种与我国中低收入国家经济水

平相适应的卫生投入，但却实现了中高收入国家的

健康水平。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高效益、低成

本、广覆盖。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

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先例”［２８］。１９７８年，
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会议以“２０００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为主题，赤脚医生和合作医

疗经验被写入《阿拉木图宣言》，中国当时的卫生保

健体制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２９］根据世界银行发

布的《世界发展指数２０１１》，１９６０年之后中国的寿
命延长明显快于其他国家。［３０］我国发展农村卫生事

业的独特经验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菲律宾总

统马科斯夫人梅尔达马科斯，受中国农村卫生制度

的启发，在礼萨尔省塔乃山区也办起了合作医疗，还

培训了１０多名赤脚医生，并邀请中国的赤脚医生到
当地传授经验与做法。墨西哥、印度政府也尝试引

入赤脚医生制度，培养乡村医生。

（四）为改革开放时期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明确以人民为主体、以健康为根本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强调人民在物质生产和精

神自由等方面的获得感，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

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独立的运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把攸关人民健康福祉的卫生防

疫工作看作重大的政治任务，面对占全国总人口

８０％以上的农村人口，把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放在
农村和基层，建立专业卫生机构，开展群众卫生运

动，改善环境卫生，减少和防止各种疾疫的发生。

坚守公益性与公平性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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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党和政府创建了较为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上消除了我国历史上存在的两极分化的痼疾。

改变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工作思路，真正做到把重

点放到农村，建立起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把诊疗及预防服务延伸至全国农村地区

的任何角落。可以说，这是一条与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农村卫生发展道路，广大农民无需支付

高昂费用就可享受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进而迅速

改善了健康状况。

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

口多、面积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开展预防为

主的公共卫生服务模式，面向广大人群提供预防接

种服务，短期内控制了全国范围内的传染病暴发与

流行。如在应对天花这一传染力强大、病死率很高

的传染病时，政务院发布种痘指示，各地训练大量不

脱产的种痘员，首先在全国各地推行普遍种痘一次，

以后再按年龄实行定期种痘，这样绝大多数的人对

天花具有了免疫力与抵抗力，天花也就被消灭了。

长期实践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面积大、区

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模

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最有效、最经济的工作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

低，医疗卫生资源贫乏，面对的主要卫生问题是预防

控制急性传染病及地方病。在这种背景下，党和政

府高度重视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短期内初步构建起

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村卫生保健网，使得全国疾

病防治工作在短短几年内就呈现出向好的态势。６０
年代中后期，大量城市的医疗资源下沉至农村，赤脚

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覆盖超过八成的生产队，为８
亿农民提供基本的疾病诊疗和预防保健服务，这在

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１９７０年代末，历史上危害
严重的传染病、地方病及寄生虫病被控制或基本控

制，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指标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

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等不仅

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较大幅度改善，而且还明

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印度、印尼等国家。可以说，

这些健康成就是旧中国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企及

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卫生模式与当时的农

村集体经济相适应，充分体现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

和可及性，基本上改变了农村无医无药或者缺医少

药的状况，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促进了农

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

赞誉，使我国成为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

界国家，为日后开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

优势。此外，这一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开展也为改

革开放时期推进和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了有

益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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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３（５）；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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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曹普．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与评
析［Ｊ］．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６（５）：４１－４５．

［１７］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Ｍ］．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８７．

［１８］张自宽．“六二六指示”相关历史情况的回顾与评价
［Ｊ］．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０６（９）：９－１２．

［１９］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农村卫生文件汇编
（１９５１—２０００）［Ｍ］．内部刊物，２００１．

［２０］张开宁，温益群，梁苹．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Ｍ］．昆
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５．

［２１］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Ｊ］．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６０－
６３．

［２２］夏杏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Ｊ］．当代中国
史研究，２００３（５）：１１０－１１８，１２８．

［２３］王京清．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７０年［Ｍ］．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２４］《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人口［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４７．

［２５］刘隆健．世界人口预期寿命和死亡率发展趋势［Ｊ］．国
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１９８９（２）：１２３－１２４．

［２６］李玲，江宇．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Ｊ］．现代哲学，２０１５（５）：３９－４３，１０６．

［２７］李洪河．往者可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
史经验研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６１．

［２８］李长明，汪早立，王敬媛．建国６０年我国农村卫生的回
顾与展望［Ｊ］．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０９（１０）：１－５．

［２９］王绍光，何焕荣，乐园．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
［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６）：１０１－１２０．

［３０］“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２０１１”［ＥＢ／ＯＬ］．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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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视野下的《云南医刊》

陈妍晶
（云南省图书馆 历史文献部，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贵州省哲社重点项目“抗战时期内迁贵州医学类高校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２１ＧＺＺＤ０１）
作者简介：陈妍晶（１９７４—），女，云南昆明人，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古籍文献、近代出版物整

理与研究。

摘　要：《云南医刊》是服务于抗战的专业性医学刊物，刊载的主要是有关“战事医疗”“传染病
防治”“卫生教育和宣传”的文章，对及时有效抢救受伤将士、预防战争毒气危害、提高民众认识和预

防各类传染病的能力，以及民众掌握基本的卫生方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健康水平、为抗战

输送身体强健的合格兵员有重要价值。《云南医刊》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抗战贡献力量。

关键词：抗战史；《云南医刊》；战事医疗；传染病防治；卫生教育和宣传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７８－０６

　　《云南医刊》是边陲云南于抗战时期所创办的
一份专业性医学刊物，涵盖丰富的医学信息，与抗战

密切关联，对后世研究抗战史和医学史尤其是抗战

医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学界虽对抗战时期

云南创办的刊物已有不少研究，但对《云南医刊》却

鲜有关注，从抗战史的视野对该刊物的探究更是凤

毛麟角。［１］基于此，拙文即从抗战史的视角对《云南

医刊》的价值和作用略做探讨，以期增进对《云南医

刊》的认识，丰富抗战史、医学史和医史文献学的研

究内容。

一、《云南医刊》简介

１９３７年，国民政府在意识到抗日战事不能很快
结束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准备长期抗战的事实，对战

时策略进行重新调整，决定迁都重庆。伴随着滇越

铁路的运输保障，既而滇缅公路开通，又有驼峰航线

的拓展，促使云南抗战保障地位大幅提升，成了抗战

大后方，承担起战略物资运输的使命。同时，省会昆

明涌入许多省外的机关、学校、工厂、商行、银行、难

民。随着人口激增，当地防病、治病药物需求也随之

增加，医疗设施设备、城市卫生状况、传染病防治等

面临沉重的压力。当地的医务工作者关注到政府、

社会、军队对医学发展的迫切需要，１９３８年，由多名
昆明当地知名医师和“云南省医师公会”的数位成

员共同创办了医学学术团体———云南医刊社。他们

创办该团体的初衷是为适应抗战对医药卫生的急

需，从而团结一群学习新医学且致力于普及大众医

药和救护知识的医务工作者，进行军民战伤救护或

日常疾患施治。为实现这一目的，该社于１９３８年５
月３１日出版了双月刊《云南医刊》，１９４０年８月３０
日第二卷第三期出版发行后停刊，共计两卷九期，刊

载文章９７篇。
《云南医刊》社长秦光弘，国立同济大学医科毕

业，曾任云南大学医学专修科主任教授，在昆明市护

国路２３４号门诊执业，主治妇科，１９３９年初省立昆
华医院建成后，被民政厅委派为院长，任职至１９４５
年；该刊主编许端庆，国立同济大学医科毕业，在福

照街２０号开设门诊，曾任昆明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并
兼任内科主任；发行者沈种芩，上海南洋医专毕业，

曾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医师公会”主要负责

人，在昆明市五华坊８号执业门诊，主要从事传染病
防治。从以上所述刊物负责人履历简介不难看出他

们在学术领域的深厚造诣，且一直工作于医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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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其学术背景和社会服务参与度有力地确保了

《云南医刊》的理论深度和社会影响力。

二、《云南医刊》所载主要内容

《云南医刊》刊载内容颇为丰富。从医学门类

角度而言，主要涉及外科、内科、五官科、儿科、妇科、

方药、医德、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从撰写目的而

言，主要涉及战事医疗、传染病防治、卫生教育和宣

传等。由于《云南医刊》创办目的与抗战关系密切，

是为抗战提供医学服务，因此，本文从抗战史的角度

即以撰写目的为主展开论述。

（一）战事医疗

战事医疗特指和战争相关的应对伤病的医务活

动。该刊刊载战事医疗类文章１６篇，大概占全部文
章的１６％，其中具体介绍“战地急救”“军用毒气”
“战伤处置”的文章有１２篇，占“战事医疗”类文章
总数的７５％，不难看出抗战时期日军军用毒气的广
泛使用和危害，以及《云南医刊》对战地急救的高度

重视。现略举数例：日军投放毒气严重威胁着军民

生命安全。“军用毒气”这一系列文章的及时发布，

积极普及军用毒气的相关专业知识，向民众介绍了

日军可能投掷的毒气种类，如绿十字类军用毒气，包

括氯气、光气、双光气、氯苦剂等；黄十字类毒气，包

括芥子气、鲁易氏毒、的客、溴化罗斯特等；蓝十字类

军用毒气，包括第一克拉克 ＣｌａｒｋⅠ、第二克拉克
ＣｌａｒｋⅡ和亚丹氏氧等；以及中毒的症状和危害、毒
气的侦察方法，如物理侦察法（包括声音、天候、性

状）、生理侦察法（如用小动物与毒气地带接触、小

动物的皮肤与毒气接触）、化学侦察法（包括试纸变

色法、旗帜变色法和其他化学侦察法）。尤为重要

的是，文章明确提出了预防及治疗毒气伤害的办法，

具体到遭遇蓝十字类军用毒气危害，第一时间将受

害者搬运入新鲜空气内；如若上呼吸道出现病症，可

以用极为稀薄的氯气，或水面加入薄荷水作水蒸气

吸入疗法。或用卤精 Ａｍｍｏｎｉａｋ５．０以脱 Ａｅｔｈｅｒ
１５．０酒精Ａｌｋｏｈｏｌ４０．０哥罗仿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４０．０混合
后，小心给受害者吸气用；如果毒物已经随饮食进入

肠胃，可用吐剂、泻剂、骨炭沫等内服［２］。这类专业

且富有操作性的文章，有效提高了公众对毒气的认

知，对军民有效防御毒气伤害具有切实可行的功效。

“战地急救”是战场抢救伤员以及后方救治平民的

迫切及首要任务，这一系列文章主要介绍了前方战

士受伤的类型如烧伤、冻伤、触电伤、中暑、溺水、脑

贫血、脑充血、休克、窒息、流血等，以及如何抢救受

伤战士，如高举患肢、指压血管、加压屈曲等基础医

疗方法［３］。

“战伤处置”是及时且具体处理受伤将士伤损

的应急手段。这一系列文章主要是邓尊六翻译ＡＬ
ｅｘａｎｃｌｅｒＳｔｉｅｄａ的著作。邓尊六医师，云南江川人，
广州中山医学院毕业，１９３７年返昆，先在马市口开
设诊所，后建疗养院，同时期也在云南军医学校、云

南陆军医院从事教学及临床工作，曾当选云南省医

师公会会长。其译作《武器与创伤》述及了容易造

成创伤的武器，如单刀、刺刀及类似的光滑武器、枪

托及其他钝武器、枪弹及机关枪弹等不爆炸的弹丸、

开花弹和榴霰弹等爆炸弹，并从解剖学角度讲述了

枪伤的三个带，即初创道带、直接外伤性坏死带、运

动带及其受损状况。不仅如此，该文还介绍了造成

相关创伤的形状、破坏程度，说明了近距离击中身体

的弹丸伤口在法医学鉴定中如何分辨，以及炮弹创

伤常由弹片带入异物而痊愈能力受阻碍［４］。

邓尊六还翻译了 ＡＬｅｘａｎｃｌｅｒＳｔｉｅｄａ所著《战伤
之初步处置》，文章指出，铳创最初只需用防腐或无

菌的绷带处置，禁止不必要的触摸；每一种防腐剂均

不能用于创伤治疗，因为防腐剂强烈的浓度对于健

康组织的生命力有强烈的损害，同时容易破坏传染

的好处；可以完全不使用防腐剂，单用物理方法处置

就能痊愈，如碘、双氧水、碘酒加双氧水、银及锰之混

合制剂等消毒即可［５］。可见，此译文详尽介绍了初

步处置铳创的急救操作方法。

还要提及的是，为进一步增进对炸伤的了解和

治疗，《云南医刊》还刊登了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外科医师陈德智所撰写之《广州市

被轰炸十五个月中处置炸伤的经验》，就“鉴别伤口

的情况和断定创伤的种类”“枪伤和炸伤的病理变

化”“不爆炸枪弹创伤的认识”“爆炸性枪弹创伤的

认识”“诊断”“症状”“伤痛”“伤口的治疗”“手术的

适应”“急救法”［６］等问题做了专业阐述。文章总结

了多种武器和弹药造成的创伤及其施救处置方法，

继而总结了广州遭遇日军轰炸时具体施救的经验，

这对昆明当地战伤处置具有极其宝贵的指导价值。

上述文章所载方法既专业又简单易行，方便实践，可

操作性极强，有利于有效抢救前线抗战将士生命，对

预防、应对战场毒气伤害具有重要意义。抗日战争

的战场是残酷的，军队有大量的伤亡，迫切需要及时

救治，《云南医刊》适时刊载关于“战地急救”“战伤

处置”和应对毒气的具体方法和实施细则，无疑是

适应了战时的迫切需要，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特殊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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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染病防治

传染病不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更是制约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流行和爆发也是导致社会

动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边地云南自古代至民国

均为传染病高发区，霍乱、赤痢、鼠疫、伤寒、疟疾、水

痘、天花、麻疹、白喉、流感、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

炎、性病等传染病在该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暴发流

行［７］，其中疟疾、霍乱和鼠疫是严重威胁云南百姓

生命安全的烈性传染病。

１９３５年，民国政府卫生署官员姚永正等考察了
元江、普洱、思茅等地后在报告中称：“在云南南部

的思茅县城，在１９２５年还是一个有１０万多人口的
城市，但是到１９３５年因连年流行疟疾，已减少到２
万多人，很多房子都是空的，荒芜不堪，城内杂草中

藏有老虎。”［８］当时惨烈的状况如文献记载：“桐棺

如织，闹市成埋，户绝炊烟，人缠死气。”［９］霍乱和鼠

疫的危害情况并不逊于疟疾，学者对此已有说

明［１０］，兹不赘述。

在如此严峻情况下，《云南医刊》的编纂者认识

到传染病的危害，尤其是战争时期传染病的危害，故

而刻意加大了对传染病的防治和宣传力度。正如沈

种芩所言：“刀兵之后必有瘟疫，这是我国的一句古

话，证诸事实，诚非虚语。现在抗战业经一年，死亡

人数当然不少，并闻前方已有传染病之发现，而各国

亦有捐赠疫苗之提议，我国卫生当局应从速组织防

疫队往前线检查病源实施消毒及治疗，对后方民众

应灌输卫生常识。就衣食住行略述一二。”［１１］

沈氏此语不仅叙及了及时防治传染病的紧迫

性，而且提出了防治传染病的方法。沈种芩不仅这

样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去践行，他在《云南医刊》

连续发表《论本地常见的传染病》共４篇文章：其中
刊载于第一卷第一期的文章阐述了１９３８年昆明市
麻疹流行，感染者多达数千人，在儿童中间流行的麻

疹病传染方式即直接传染，发病年龄和主要对象即

以五个月至十岁的小儿为主，尤其是详细叙述了麻

疹的症状：前驱期出现三十九度至四十度高热，伴有

咳嗽、喷嚏、下痢等黏膜炎性症状，体温稍有下降，持

续三四天，再次进入发疹期，被传染十四天后体温再

次上升，皮肤上长出针头大到豌豆大红斑，从脸部到

头颈、躯干、四肢，常见密集生长于面部，发疹通常二

至四天，从鲜红发展到赤红，患儿全身症状显著，出

现意识障碍，或有痉挛，尿量少，大便多下痢，持续三

五天，最后进入恢复期，热度自然下降；预防的方法

有隔离法、注射恢复期血清预防法、注射人胎越几斯

抽出物法、注射家鼠血清法等［１２］。这为患者和医务

工作者通过病症识别麻疹不同发病阶段提供了科学

参酌，帮助他们准确识别病程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

法。

１９３９年云南发生的霍乱涉及２６个市、县，发病
４７００余例，３４８７人死亡，省会昆明有 ４３１人发病，
２０７人死亡，全省疫情直到十一月以后始渐平
息［１３］。在霍乱大规模流行前一年（１９３８），沈种芩即
对此病高度关注，他首先阐明了该病发生的原因、病

状，提出相应的预防法，首要推行公众预防法，即交

通以施行简易法为主，其次是关注水源清洁，禁止在

河流、井边洗涤衣物和一切污物用具，强制国民注射

预防针剂，在必要时断绝交通。其次是注重个人预

防法，即不饮用未经煮沸的水，不食用生冷食物，不

暴饮暴食，及时治疗有胃肠疾病的患者。倡导凡可

疑或未及加盖的食物和隔夜食物不再食用。每天饮

用稀盐酸开水数次，做法是在经过煮沸后的水中滴

入稀盐酸数滴，每天饮数次，特别强调“每日所用稀

盐酸的量不超过１０ｃ．ｃ以上。注射疫苗，也有相当
效果，此外不接近患者，少到公共场所，可减少传染

机会”［１４］。从上述引文分析看，作者追溯病因，阐述

病症，继而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方案，体现出他精湛

的医学技术，也彰显了他对传染病预防和治疗的高

度警醒。不仅如此，沈种芩又在第一卷第二期、第三

期分别介绍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伤寒的病因、症

状、预防方法等；他还在第一卷第五期撰写了《从汉

奸下药及霍乱流行说起》一文，简述了预防汉奸投

毒引起霍乱的方法，即在农村公共水井盖井房装配

抽水机。这和上文所述的麻疹、霍乱等一起，构成了

当时应对云南尤其是昆明传染病的防治体系。

张而琼《昆明疟疾状况略言———疟疾简略报告

之一》涉及昆明疟疾概况调查、疟蚊之传染病率、治

疟药及疟疾治疗等内容，具体包括：⑴自１９３８年秋
至１９３９年夏末，共获得虐蚊４种；⑵疟孑孓郊外多
于市区，其多少视水源性质而定；⑶病人居所附近，
多见有疟蚊滋生处；⑷本市病人染病率为１１％，恶
性疟疾占２５％，间日疟疾占７５％，是为中性流行区；
⑸气象因素对于疟疾似乎无直接关系，但可影响疟
蚊繁殖［１５］。张而琼通过翔实地调查，获取了真实资

料和可靠数据，记录了昆明疟疾及其相关情况，为向

民众普及疟疾基础知识和预防疟疾做出了贡献。

破伤风是一种危害较强的传染性疾病，如何应

对至关重要。《外伤性破伤风治疗之检讨》指出，破

伤风缺乏有效治疗期，患者大部分由疲劳、窒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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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并发症而死于２—６日之内；破伤风合理治疗的
原则有：治疗反射性痉挛、免疫法、中和循环系统内

之游离毒素、液体平衡之维持、铲除传染根据地、护

理；一般方法是先制止痉挛，可用 Ｆｏｒｍａｌｉｎ作免疫；
最主要的是外科治疗，如除去传染根据地、增强氧

气，次用抗毒素中和血中游离毒素，但要在破伤风刚

发生的数日之内使用，过此则无大效；此外还要注意

护理和补充营养水分等［１６］。这对读者认识和防治

破伤风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李宗懿《用胎盘抽出剂预防麻疹》、朱传

德《小儿科中常见之传染病的预防》则对治疗小儿

麻疹的方法如血清预防法、注射人胎抽出物法和注

射家鼠血清法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等临床表现进

一步做了介绍。许端庆《谈谈花柳病》、平林《梅毒

与结婚》、魏述徵《砂眼症》、杨尚恒《世人所称之瘴

气究竟是何病症》、先民《第三期骨梅毒之治剂与诊

断》等均是对传染病及其防治的专门论述。还有一

些文章专门推荐治疗传染病的药物，如《介绍良药

“收化尼那米”》特别说明了用于治疗流行脊髓脑膜

炎、产后热、猩红热、淋症、扁桃体炎，以及一切“化

血链点球菌”所致传染病的西药 Ｓｕｌｐｈａｎｉｌａｍｉｄｅ即
“收化尼那米”。［１７］

《云南医刊》还有一个特点———专题登载治疗

传染病特效药的广告：在第一卷第一期发布“奇效

淋症丸”，其主治各种淋病；在第二卷第一期发布

“药特灵”，用以治疗肠道传染病痢疾；第二卷第二

期发布“新消梅素”，该药物主治梅毒和因梅毒引起

的病变、回归热、疟疾、猩红热等。广告中也直接刊

布擅长治疗该传染病的诊所与医生。第二卷第一期

广告介绍医师郑霞举，他主治当时常见的传染性疾

病花柳科；第二卷第二期刊登英辉诊疗所医学博士

陈东森的主治科目亦有花柳科。此外，《云南医刊》

还以短讯的形式提醒民众高度重视传染病，如《本

市发现白喉及猩红热》记载了昆明市入春后，气候

持续干燥，相继发现多起危险传染病如白喉、猩红热

等，感染者多数为孩童，其症状类似口峡炎，治疗方

案是倡导患者早期注射血清，并且需要实行严格的

隔离及消毒。文章还呼吁说：“甚望卫生当局及早

注意，务使其勿成为大流行，因二症之死亡率均甚高

也！”［１８］

从《云南医刊》刊载的广告看，该刊关注的传染

病就类型而言，有如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的预防，也不

乏疟疾、麻疹、砂眼等常见传染病的施治，同时覆盖

了如花柳病、梅毒等慢性传染病的诊疗，涉及危害程

度不同的多类传染病；就其阐述防治传染病的文本

形式而言，既有专论文章，又有广告和短讯，灵活多

样。这显示了《云南医刊》对传染病防治的高度重

视。

（三）卫生教育和宣传

广泛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公众卫生习惯对国民

健康至关重要，促进保障国民健康与抗战兵员的身

体素质、战斗力息息相关，为适应人口流动、医药卫

生事业的变动和调整，为抗战提供医务、卫生保障，

卫生教育和宣传势必成为《云南医刊》关注的又一

个重点内容。此类文章共５６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
总量的５８％。其中，严霈章翻译了曾任奥地利卫生
部长、维也纳大学教授兼维也纳市卫生局长的坦得

楼教授（Ｐｒｏｆ．Ｄｒ．Ｊ．Ｔａｎｄｌｅｒ）所著《中国之公共卫生
及医学教育》，内容包括公共卫生教育落后的状况

及原因、应对措施等。在应对公共卫生教育落后的

措施中，主要有建立全国性的公共卫生组织、培养所

需公共卫生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必要的物资设备三

个方面，其中公共卫生人才的学历原则上必须是医

师，要达到此目标，“唯一之方法为依靠人才造就之

可能上将来之供给”，意即由国家培养大批医学专

门人才。如何培养人才？“每省于每医校设置若干

免费学额”，免费生所需费用应有中央政府或省府

或两方，或加入校方共三方协助完全供给。在医学

类学校的教学上，分医学生、助产士、女护士、卫生及

治疗助理员等不同类型，施以不同的教育年限和授

课科目［１９］。显而易见，该文对中国公共卫生教育规

划颇为系统，从经费保障到教育年限再到科目设置

应有尽有，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云南医刊》登载

该译文，从国外学者的视角关注中国公共卫生教育，

表现出该刊在卫生教育方面的宽广视野。

除刊登国外学者著述外，《云南医刊》还介绍了

国内卫生教育和宣传的规划与经验。《抗战时期的

学校卫生》一文在总结增进健康的指导方法后指

出：国家的未来和强盛建立在对下一代国民的教育

及其成长中。对于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而言，

教育者应当想方设法充实儿童生命的滋长力，而不

能让儿童再增加疾病的痛苦，因为要经历当前的抗

战，并维持国家永久存在的希望和重任是落在这些

未来的主人翁肩上，在长期抗战建国的过程中，“要

求抗战再接再厉，建国愈趋稳固，儿童身心健全是先

决条件，因此学校卫生在抗战期间是值得我们加以

重视的”［２０］。很明显，作者从抗战建国的高度向各

界宣传了重视学校卫生教育和青少年身体健康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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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治疗疾病的原则》在明确内科医师治疗病

人必须注意的要点后，详细罗列了预防和治疗疾病

的方法：一、预防治法：首先是防止病原的发生（包

括不饮未沸之水、不吃生冷腐烂瓜果、设置纱窗蚊

帐、割除扁桃体、拔去腐牙、隔离、消毒、食物营养、注

意清洁、空气新鲜、睡眠充足等）；其次是个体保护

（包括养成日常卫生习惯、自我免疫和被动免疫、服

金鸡纳霜以防疟疾、消毒手术）。二、药物治法：首

先是治标，主要措施有提高抵抗力以减轻病状免却

疾病、对症治疗（包括止痛发汗、利尿泄泻、催眠安

睡）、改正病理变态（如用夹板改正骨折）、特别疗法

（如新鲜空气治肺痨、输血治血亏病等）、体力恢复

（如多多休息、饮食调和、施行卫生）；其次是治本，

即使用特效药物，包括血清治疗、中毒疗法、化学疗

法、腺汁疗法、食物疗法等。该文还特别指出：目前

治疗问题最紧要者为提高民众的健康和改良生活的

状况。注意的工作是“防病”，即对疾病加以预防。

希望同胞们不要在病后去就医，而要在未病前预

防［２１］。很明显，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和文字阐述了讲

究个人卫生的具体做法，目的自然是希望通过宣传

医药卫生知识达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目标。

为加强卫生教育和宣传，《云南医刊》专题刊登

了时任广州市卫生局防疫课课长严霈章所撰《消毒

法》，从消毒的概念到消毒法的类别、从理学消毒法

到化学消毒法，均有细致介绍，如理学消毒法包括煮

沸法、蒸汽法、干热法、焚烧法和日光法，化学消毒法

包括升汞、石碳酸、拉苏尔、漂白粉、石灰、福马林、硫

黄、过锰酸钾、过氧化氢、硼酸、碘酒、汞色质、酒精等

的用途、注意事项和配法［２２］。这对民众如何通过消

毒提高个人卫生水平、预防疾病显然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沈种芩《长期抗战与卫生》重点阐述了对后方

民众宣传衣食住行卫生常识以防止传染病的方法，

如衣服应“勤加洗濯，随时整理”，饮食要“调理得

宜”，住房要“勤加洒扫”，运动要“用作步行，非有紧

急事务或特殊情形，均不应以他物代步”［１１］。这些

方法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因此，极富应用价值。

还要提及的是，《云南医刊》专门开设“医药问

答”栏目以促进卫生教育和宣传，其目的正如“医药

问答启事”所言：为指示大众以正确之医药卫生观

念并促进病家之知识以求新医之普及，并不欲介绍

或宣传医药为病家辟一治疗之捷径，甚至因此使病

者本身蒙受药物误投之危害，故以编后者之方针惟

就病家最普遍之问题为问题，而做一简短详细之解

答，以供大众之参阅［２３］。《云南医刊》通过“医药问

答”栏目和问答方式，对一些常见病的特征和治疗

方法做了介绍，如“答昆明筱园君”，用“问”的方式

叙述了遗精的症状，以“答”的方式给出了治疗遗精

的原因和方法，即重症之性神经衰弱，可服用或注射

全身补剂，如蛋黄素、砒素、士的宁等，注射磷质、钙

质之针水，内服神经镇静剂，如嗅素、Ｌｕｐｕｌｉｎ等，避
免和节制房事，用冷水摩擦下身，忌避一切带刺激性

之饮食，如酒、咖啡、可可等，多食滋补及富于维生素

之饮食，如牛乳、鸡蛋、蔬菜水果等；又如“答个旧鉴

光君”，通过“问”的形式，说明嗜酒的表现和症状，

用“答”的方式说明嗜酒的危害，如高血压、中风等，

治疗方法是：⑴戒酒；⑵注意摄生法，即少食肉类，忌
避一切刺激品，如咖啡、烟茶等，多食菜蔬、果实，常

行矿泉浴，饮用矿泉水或饮镭锭瓶水更佳，致常用之

药剂，以碘剂为主，如碘化钾、碘化钙，并须常用

之［２４］。这种问答式交流的特点是目的明确、短小精

悍，有助于激发读者的兴趣，对卫生教育和宣传有事

半功倍的效果。

三、结语

抗战史视野下的《云南医刊》以服务抗战为己

任，以特殊的方式为抗战贡献力量。“战事医疗”类

文章对抢救前线受伤将士和预防毒气的危害提供了

直接的技术指导，这有助于抗战军队战斗力的保存

和提升；“传染病防治”类文章不仅能够帮助民众提

高认识和预防各类传染病的能力，而且有利于提高

民众的身体素质；“卫生教育和宣传”类文章对民众

掌握基本的卫生方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健

康状况有积极意义。这两类文章表面上是帮助民众

提高身体素质，实际上则是为抗战前线输送身体强

壮的合格兵员提供帮助。

总之，抗战时期诞生的《云南医刊》深深地打上

了时代的烙印，它以支援抗战为职责、以国家命运为

重任，正如刊物编者所言：“本刊诞生于国家危急存

亡的关头，前途的命运，我们是不计的，但前途的责

任，无疑是一天一天的加重。”［２５］

由此，我们不得不说：《云南医刊》对抗战有着

独特的贡献，在抗战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和特殊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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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报与中央苏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

李　媛，钟继润
（赣南医学院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史与健康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２－０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２０ＢＤＪ０７４）
作者简介：李媛（１９８６—），女，江西抚州人，赣南医学院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史与健康中国战略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

苏区卫生。

摘　要：《红星》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最早的机关报，发挥了信息传递、思想引领、行为指
导、舆论监督等职能，不仅从部队卫生、医院工作、卫生学校建设等方面，关注、报道红军卫生工作，而

且开辟专栏开展卫生科普，为改善部队医疗卫生状况、提升官兵卫生意识、培养红军卫生习惯、保持

红军的战斗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红星》报；中央苏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８４－０６

　　《红星》报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在江西瑞金创刊，
是中央苏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简称为“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

办。１９３５年８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川陕甘地区后
终止出刊。从创刊到终刊，《红星》报共出版 １２９
期，［１］前期主编由张如心、李弼廷先后担任，１９３３年
８月后，邓小平任主编，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后，陆
定一继任主编。《红星》报发行量达１７３００多份，仅
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是中央苏区三大报纸

之一。［２］《红星》报创刊号头版头条的《见面话》指

出：“他要是一面大镜子”，“他要是一架大无线电

台”，“他要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他要是红军

党的工作指导员”，“他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

会”，“他要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要是一

个裁判员。”［３］

这即明确了《红星》报的办报宗旨，也揭示了

《红星》报的主要功能。《红星》报为铅印４开报纸，
毛边纸印刷，不定期出刊。该报开辟了社论、短评、

要闻、前线通讯、党的生活、支部通讯、铁锤、自我批

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列宁室、问题征

答、猜谜等２０多个栏目，版面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
彩，文章短小精悍，报风通俗易懂，适应了红军将士

的文化水平，深受红军官兵的喜爱。

医疗卫生工作是中央苏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央苏区的报刊服务于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

《红星》报充分发挥信息传递、思想引领、舆论监督、

行为指导等职能，全方位关注、报道苏区红军医疗卫

生工作情况。就文章数量而言，《红星》报刊载与卫

生工作相关文章共计１０９篇；就文章分布时间看，
１９３３年８月前，卫生相关工作只是零星刊发，在邓
小平担任主编后，《红星》报有关卫生工作的文章大

幅增加且常态化，成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载

体，具体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一、部队卫生工作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
会在福建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

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案》。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纳入《古田会议决议

案》中，指出红军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医疗

卫生工作是军队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古田会议

后，红军部队卫生工作得到极大改善，作为中革军委

机关报的《红星》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

的宣传、监督、反馈、指导作用，方面军直属队总支委

卫生部支部也从工作推不动的落后支部一跃成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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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支部［４］。

（一）部队卫生情况

《红星》报是反映红军部队卫生情况的“一面大

镜子”，好的差的都有体现。该报以《模范的红五

团》为题，报道了董振堂代表总司令总政委检阅红

一军团五团在“行军卫生”“驻军卫生”等１０个方面
的成绩，认为红五团是模范兵团，号召全体红军战士

“要学习他，要赶上他！并且要努力超过他！”［５］同

时严厉通报批评红十二团第五连卫生工作的各方面

问题：“卫生方面，到一地方打扫卫生不要派差事，

大家自动来，成了一种习惯。行军中有个别吃冷水

的。对病人管理，医治不太注意。如最近有一个战

斗员发病，四餐未吃，连长指导员不督促卫生员医

治，让卫生员自己送他去卫生队。”［６］

该报对部队卫生情况的通报，一方面为部队卫

生工作树立了学习参照的标杆，另一方面也为部队

转变卫生思想、改进卫生工作态度、方式、方法起到

了促进作用。《落后的赶上前去！》就批评了红九军

团十四师没有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对病员缺乏关爱，

一些病员掉队了却没有人管，而且卫生工作很糟糕，

“部队驻地的清洁，未引起注意，乱屙屎尿尿的现

象，仍然普遍存在，战斗员的清洁没有注意”，“不少

战斗员发长未剪，甲长未除，衣服非常龌龊，脚因未

常洗，而现在即有部分冰裂了的，生疥疮是很普遍的

现象，所以生病的烂疤子的始终很严重”［７］。上了

《红星》报的“黑板”后，该师立马开始整顿，转变工

作态度和作风，三个月后，成果显著，不仅发扬阶级

友爱精神，积极招呼病员，煮稀饭烧开水，卫生队也

更加主动开展工作，经常到连队检查卫生，上卫生教

育课，其中四十二团还组织了卫生突击队，除检查卫

生外，还帮卫生状况特别差的连队打扫房子［８］。

（二）红军卫生运动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卫生运动首先是在红军部队

中兴起的。１９２８年初，朱德率领湘南起义部队攻下
湖南郴州后，举行了人民军队创建以来首次大规模

的卫生清洁运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详细规定

了部队的洗澡、洗脚、理发、打扫庭院和清理厕所等

卫生问题。［９］

１９３１年１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动全苏区
卫生运动后，红军部队积极响应，迅速行动，特别是

１９３２年９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召开全军第三次卫生
会议并通过了《卫生决议案》，就部队普通卫生（包

括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医院卫

生）、防疫办法（包括个人防疫、团体防疫、防疫设

施、消毒方法），以及卫生宣传和卫生评比等，提出

了具体指导意见和方法，强调“各级红军卫生机关

接到决议案后，立即执行并需随时将执行情形呈报

中革军委总军医处以便考核”［１０］。从此，红军卫生

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红星》报为此做了大量

的宣传报道，及时反映红军卫生运动的实况，督促和

推动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红星》报刊发了彭龙伯撰
写的红一方面军直属队的长篇通讯《把卫生运动的

车轮推向前进》。该文充分肯定了方面军直属队在

开展卫生运动宣传、清洁运动和预防赤痢、疟疾、溃

疡、疥疮等４种疾病斗争中取得的成绩；１９３３年１０
月８日，该报在“前线卫生通信”栏目中又报道了红
军在福建泰宁开展清洁运动的情况。泰宁城在国民

党蹂躏下传染病流行，民众无力医治，街道污秽恶

浊，令人欲呕。红军进入泰宁城后提出并实施城市

清洁运动周计划，成立了清洁运动委员，部队官兵

“兴高采烈地舞动着扫把、铲锄、粪箕，挑着石灰，分

布在街道上工作着，在融融的笑声中工作着，在红军

铁拳下，霎时间，将国民党军阀践踏后的废墟，变成

了焕然一新的街面”［１１］。对于卫生工作做得好的连

队，该报予以大力表扬。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５日，《红星》
报就报道了干部对卫生工作很注意，经常督促卫生

员开展工作，卫生员在督促之下，积极工作，无论行

军还是宿营，不论迟早都能打扫清洁、挖厕所，都能

注意饮食；报道同时呼吁“同志们！学习这些连队

经验加紧卫生运动，为消灭夏秋间疾病增多的现象

而斗争！”［１２］

二、红军医院工作

中央苏区的主要医疗救治机构是红色医院，包

括苏维埃政府系统医院和红军部队医院。中央苏区

红军医院的数量，随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伤病员

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革军委总卫
生部有直属后方医院１０所、预备医院１０所、兵站医
院６所、残废院２所和疗养院１所。［１３］

（一）医院工作总体情况

为充分了解、掌握各红军医院医疗工作情况，中

革军委总卫生部通过组织参观团或突击队开展巡视

检查，并将结果及时登载在《红星》报上。

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３日至９月２日，红军第一、二、
三、五后方医院、第二预备医院、残废医院响应总卫

生部号召，组织医院参观团交叉参观学习。《红星》

报从四个方面详细通报了“参观”所见所闻情况：一

是卫生，包括各院卫生、卫生教育、内务等情况；二是

政治文化，按医院政治部规定，各院开展教育工作、

室内娱乐等活动；三是治疗，各院医生诊断病人、巡

·５８·



视病房、休养员及消毒等情况；四是给养，各院休养

员用餐情况等。［１４］从内容上看，文章主要通报了各

院工作的优点，缺点和不足谈及较少。而１９３４年１
月，中革军委巡视团对各医院的巡视则不同，毫不避

讳地指出了各医院的问题。如在伤病员给养方面，

“第三第四后方医院，二、五、六预备医院的工作是

很坏的，特别是四后方医院最差，每天吃两餐糙

米”。第一后方医院第三所“负责人没有计划，如雇

人担谷１担走２０里给钱８００文，砻谷１担给钱２００
文，刨芋头一些给钱３００文，而且时常买贵菜，有时
菜少了不够吃”。第六预备医院第二所，一共才２００
余人，却限定５天内节省了５０多元用来买席子，这
种“强迫式的节省”使得几天菜内油盐都没有，以致

休养人员都有意见。第二后方医院合作社有股金

７００多元，但是采办的货物没有与改善物质条件结
合起来，油、盐、米、豆等储备很少，常常要到外面去

买，而商人又操纵物价，提高价格，吃亏不少。在医

生医术方面，各院对“提高医术”没有太多的注意，

因为医术欠缺，出现了各种医疗事故。“第四后方

医院发生消毒不严，几个月后还有生蛆的。第三后

方医院也是消毒不严。至于福建的四都医院更糟，

有几月后伤口反攻（复），开刀发现还有纱布的。”此

外，巡视团还发现福建省军区医院政治委员张弟对

二分院政委王永华打死逃兵一事置若罔闻，甚至包

庇王永华、熊春记、王元春及二分院长陈江等人的贪

污行为。巡视团要求福建省军区政治部对此尽快处

置，并还提醒各医院政治机关警惕医院里的反革命

分子，以防他们破坏苏维埃红军来配合白军的进

攻。［１５］

与军委巡视团的通报口吻相似，《闽赣军区政

治部突击医院政治工作》《军委突击队在各方面的

活动》披露了各医院众多负面信息。闽赣军区卫生

部所辖的第三所医院自与军区分开移驻后方后，为

掌握医院情况，军区政治部特选拔、培训文化娱乐训

练班的活泼分子，让他们密切接触伤病员，获取第一

手资料。结果发现医院中不注意卫生，完全放弃政

治工作，部分工作人员军阀习气、官僚主义等不良现

象严重。［１６］军委突击队突击东北线医院，发现第三

预备医院工作人员积极但缺乏计划，突击西北线医

院发现，疗养院和第七后方医院存在着严重问题，如

疗养院院长赵佛招工作不负责任、生活腐化、挪用公

款做生意。上梁不正下梁歪，该院管理科长、一所指

导员、一所所长等人贪污，而且缺乏阶级友爱，该院

工作人员吃白米，休养员吃糙米，甚至打骂休养

员。［１７］与巡视团只是调查、反映情况不同，军委突击

队还具有一定的惩处权力，发现疗养院的问题后，就

在该院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和反贪污的斗争，撤了院

长赵佛招的职，把贪污分子送上了军事法庭。

《红星》报对中央苏区红军医院的真实报道，使

医院工作充分暴露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

监督之下，有力地推动了红军医院的建设与发展。

（二）医院及医务人员的节省运动

国民党在对中央苏区实行残酷军事“围剿”的

同时，还进行严厉的经济封锁，企图用“困死”“饿

死”手段扑灭苏维埃革命，导致苏区物资严重匮乏，

军民生活异常艰难。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苏

区军民一手抓生产，一手促节约，在全苏区掀起了节

省运动的热潮。１９３２年２月，中央苏区节省运动正
式拉开帷幕。军委总卫生部多次在《红星》报发出

开展节省运动、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充实战争经费的

号召，并先后刊登了《卫生学校医务人员的节省工

作》《卫生部门的节省运动》《在节省经济战线上医

务人员的挑战》《一个响亮的回答》等文章，及时反

映红军各医疗单位、卫生学校、医护人员、伤病员响

应号召、购买公债、捐款捐物等情况。

为响应购买经济公债的号召，红五后方医院的

休养员和工作人员相互订立竞赛条约；福建省军区

后方一分院看护员共购买了１６９元，材料厂工作人
员共购买了６７元，阙得香同志甚至把自己一半的抚
恤金拿出来购买公债。对于伤病战士拿出抚恤金来

购买公债，《红星》报不推崇，劝诫：“伤病战士们不

要拿抚恤金或节省伙食钱来购买公债，因为这样是

会减少物质的补养，延长健康的恢复。不能够很快

地恢复健康，就不能很快地到前线上杀敌，这样对革

命损失更大呵！”［１８］

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０日，《红星》报刊登了《卫生部门
的节省运动》一文，列举了第一后方医院、第一残废

院、第二残废院、第七预备医院相关人员的节省情

况，节省方式有主动要求减少菜钱米钱的、自给自足

种菜植棉养猪的、不领单衣的、退还公谷票的、打草

鞋慰劳前方部队的、主动要求减少津贴的等。中央

苏区聘用的医生是名副其实的高薪群体，在节省运

动中他们异常慷慨。第一后方医院医务科长蔡汶，

医生李子萍、刘笃波、杨燮和、陈显华、彭道彬等均将

自己４个月的津贴捐出来，其中蔡汶多达２４０元大
洋，其他人１００—１２０元大洋不等。［１９］第六后方医院
医务科长杨笃卿、一所医生杨芬、医助陈烈、二所医

生马连才、三所医生徐彩云、四所医生李增福等节省

５个月的津贴捐助革命，杨笃卿更是捐出高达 ２５０
元大洋，［２０］在当时这无疑是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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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院的贪腐、渎职现象

贪污浪费是廉洁节约的对立面，中央苏区在倡

导“节省一文钱”的同时，也坚决打击惩处“浪费一

文钱”的行为。《红星》报开辟了“铁锤”栏目，无情

揭露红军卫生系统中的贪污腐败、渎职怠工分子。

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３日，《红星》报刊登了《思患预防的滋
补派》一文，文风幽默却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一些

地方负责人克扣医院伤病战士的滋补品和药品，以

供自己享用的荒唐行径。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４日，军委
总卫生部在《红星》报上点名原三后方医院院长钟

碧楚、原三预备医院院长周承会、一后方医院第一所

所长张新、前四预备医院一所副所长王祖坤、管理排

长张善林、事务员雷发和以及附属医院管理排长艾

□寿等“七个坏蛋”，他们或官僚主义作风，或军阀
残余习气严重，或吞没公款生活腐化，均撤职查

办。［２１］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２日，《红星》报刊发了一则军
委总卫生部的消息：后方医院某所政委黄幽坤吞没

死亡同志遗物、公款私用，后方医院的管理排长罗德

胜报假账、开小灶，总卫生部事务员周阳贪污等事

实，这些人均送军事裁判部审判，给予制裁。［２２］两个

月后，红七军团后方医院院长张一卿、政委兼政治部

主任刘杰，因工作态度怠慢，对伤病员缺乏阶级友爱

精神，误发药品、浪费材料，所辖医院粪屎遍地污秽

不堪，尽管之前已经给予警告，但是仍不改进，被撤

职查处，并送军事裁判所审判。［２３］１９３４年 ６月 １０
日，《红星》报又报道福建省军区医院皮肤疗养所的

经济委员陈志光，在省互济会有贪污 ２０多元的前
科，担任经济委员后，米数收多报少，付少报多，虚亏

米１００余斤，此外他还私自允许１２个病员回家，并
侵吞他们的伙食１２元多。［２４］

（四）医院的先进典型

《红星》报大量报道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中

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领示范，鼓舞斗志，提高

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４日，《红星》报报道了两位模范
医生：附属医院第二所医生王斌，工作积极负责，细

心医治伤病员，经常巡查病房，解答伤病员的询问，

给予伤病员精神上的安慰；第五后方医院医务科长

杜志贤，领导６个医助司药报名医科函授班，自己拿
出１２元大洋作讲义费，同时为拥护全苏大会的召
开，花了８元多买了一只羊加上５元钱来慰劳大会
代表。［２５］１月２８日，该报报道了红军医院政治部在
反对浪费、改善物质条件的号召下，自给自足搞生

产，大量种植青菜，“八十人植菜三万头”的模范事

迹。１９３４年６月３０日，该报刊发了由陈义厚撰写

的《模范红色医务人员的新创造》一文，详细介绍了

红军卫生学校教员李治潜心钻研，制造了许多苏区

紧缺药品器材，如外科手术用的肠线、牛痘浆、樟脑

食盐水溶液等，并由卫生材料厂批量生产。陈义厚

还呼吁，在医疗上创造新的药品材料、新的治疗方

法，从草药中找出大批有效药品来，“是万分需要

的”，希望所有红色卫生人员努力研究，用中草药代

替西药，保障医药供给。［２６］这些文章的刊发，在部队

和地方引起极大反响，钻研之风随之传扬。苏维埃

国家医院傅连賞发明了新的方法治愈出血性黄疸，

用雷佛奴尔水治愈了脓包性疥疮患者；第五后方医

院的杜志贤用中草药制成了“小布丸”和“茶岭膏”，

受到伤病员的欢迎，在部队传为佳话。

在《红星》报的典型宣传报道中，除了上述模范

医生、模范菜园、模范红色医务人员外，还有模范卫

生员、卫生工作的模范连队等，为苏区卫生工作营造

了浓厚的氛围，起到了积极的引领示范作用。

三、红军卫生（军医）学校工作

红军军医学校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筹建，１９３３年５月
更名为红军卫生学校。红军卫生（军医）学校的创

办，标志着人民医学教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红

星》报高度关注红军卫生（军医）学校的发展，及时

报道了学校开课、发展等情况。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６日，
该报刊发了红军军医学校正式开课的消息，详细介

绍了军医学校创办是“为培植无产阶级的医学人

才，以改造红军的军医卫生工作”，先由各军选送报

考者，然后进行体格检查，再进行政治和医学考试，

“正取２０名备取６名”，开课以后每天医学课６小
时，政治和军事１小时等，并告诫学员们要“努力学
习，以期毕业后达到改进红军卫生，治疗英勇战士的

目的”［２７］。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４日，该报以《扩大后之卫
生学校》为题，报道了学校为应对“红军的扩大与战

斗任务的加强”“力谋扩大和加紧训练”：一是办学

规模扩大，学员人数日益增多，达６００名。除了已经
毕业的且已分配到前后方各卫生机关的第一、二期

军医科４６名，第一期调剂班２０人，看护及卫生员班
百余名外，１１月份又可毕业第三期军医科、第一期
保健科约百名，红校工人师少共师第三师送去的卫

生员２００多名，第二期调剂班５０名，“大可补充红军
各部的缺额”。二是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学校

图书馆、细菌室、化学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

实习室等已有雏形，并有附属医院，为学生临床实习

之用。［２８］

与此同时，《红星》报还不时刊登学校招生信

息。如《红军卫生学校医科函授班招生简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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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学校第六期军医科招生简章》《卫生学校函授

班启事》等。这些宣传吸引了有知识的战士进入卫

生学校，为红军部队和苏区培养了大批优秀医疗卫

生人才，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奠

定了坚实基础。

四、红军卫生科普工作

《红星》报开设了“卫生常识”“卫生讲话”等栏

目，大量刊登卫生防病基本常识，开展卫生科普，帮助

广大红军指战员革陋习、树新风，增强身体素质，减少

疾病发生。该报宣传卫生常识主要有３方面的内容。
一是与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的卫生常识。《红

星》报先后刊登了《患者同志吃东西要小心》《实行

戒吸纸烟运动》《劝戒纸烟》《生水饮用注意及办法》

《反对吃生水的具体办法》等文章。以１９３３年９月
１７日刊登的一篇倡导健康饮水的文章为例，文章首
先肯定了水的重要性，然后话锋一转，说“各种有害

的生物———病原细菌———也集结生长在水里”“饮

用水的不注意，能引起很多的疾病”，比如肚子痛、

生蛔虫绦虫病、发生打摆子、生霍乱吐泻病等。因

此，为了健康，每个战士“饮水用水一定要用河水，

最好是井水或泉水”，“洗碗水要用开水，桶内要放

水匙，洗碗筷时每人盛一匙，洗过的水，不要再倒进

桶内。”“漱口须用冷开水”，“无论何种冷水不可以

吃，行军须背带水壶（可用竹子做），行军前的菜，须

放淡些，以免走路口渴。”“稀饭内不要冲冷水，不要

吃水酒！”［２９］贺诚在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２日《红星》报上
发文再次强调饮水问题，起因是红军在长途行军时

口渴喝生水，结果大量人员腹痛下痢，甚至死亡。于

是贺诚特意撰文，从行军前的准备、行军中的注意事

项、行军时间的选择等方面，详细列举了避免长途行

军中喝生水的具体办法。［３０］

二是与季节气候相关的疾病防治。如《冻疮之

预防法》《热天之卫生》《皲裂手足防止法》《怎样防

止秋天的疾病》等文章，主要出自陈义厚之手。冻

疮发生在冬季，如何预防呢？首先是注意保暖，“尽

可能穿袜或用包脚布，减少受冷气刺激”；还要勤运

动，“可以助长血液运行”。如果手脚冻麻木了怎么

办呢？切记不可骤用火烤，要用雪或用冷水摩擦手

足，至发红发热为止；对于已经冻了发生红肿的地

方，要小心护理，或找医生上药处理。［３１］皲裂多半是

由手足皮肤过于干燥引起的。如何预防呢？文章要

求用热水洗足，使血液流通，擦干之后抹一层油，再

用布包起来，穿上袜子；不能用火烤脚，加剧干燥；要

勤运动，促进血液流通；如果皲裂了，或擦上猪油、茶

油、花生油或找医生上药处理。［３２］冻疮和皲裂都容

易反复发作，所以以上两文均指出以前患过的同志

要特别注意。

赤痢、霍乱、伤寒症等疾病多发于秋天，这些疾

病可以通过讲究卫生、强壮体魄加以预防。怎么做

呢？《怎样防止秋天的疾病》一文指出：“一、不要吃

生水，和未经开水洗净的水果。二、不要在街上乱买

不清洁的东西吃。三、不要吃未曾煮熟和苍蝇吸吃

过的东西。四、不要吃病人吃剩的东西。五、不要与

病人接近，病者须立刻隔离。六、不要用未经消过毒

的病人的东西，病者的衣服被褥、碗筷，要用开水煮

过。七、不要同病人共一个毛（茅）厕屙屎，需另造

毛（茅）厕。八、不要在有传染病厉害的村庄住

宿。”［３３］各种疾病造成红军严重减员，秋冬季又是流

行病、传染病高发季节，只有做好预防工作，才能防

患于未然，“治未病”比“治已病”的成本要低得多。

三是与部队多发病有关的卫生知识。《红星》

报刊载了如《消灭赤痢的办法》《烂疤子之预防法》

《打摆子（疟疾）预防法》等文章，懂预防、讲卫生之

风由此在部队盛行，部队常见病随之减少。

贺诚在《卫生常识：消灭赤痢的办法》一文中，

首先告知指战员“痢疾是由饮食物传染而来”，指出

消灭痢疾就要从饮食卫生上下手，然后列举了１０条
消灭痢疾的办法，如不吃生水、不吃不干净的食物水

果、不吃辣椒，要隔离治疗患者等。［３４］与此行文方式

相似，陈义厚《烂疤子之预防法》《打摆子（疟疾）预

防法》也是先介绍了烂疤子、打摆子（疟疾）的成病

原因，然后列举具体的预防办法，最后告知如何进行

治疗与处置。

此外，《红星》报还对行军卫生、防空防毒等知

识进行了宣传普及。该报中的卫生科普文章，短小

精悍、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符合指战员们的阅读习

惯和能力，接地气，顺民意，而且这些文章多由贺诚、

陈义厚等中央苏区名医撰写，这既保证了卫生科普

文章的权威性，又在指战员心目中产生了更强的号

召力和影响力。

《红星》报的报道涉及医疗卫生工作的多个方

面，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中央苏区红军卫生工作的全

貌：红军医疗卫生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

壮大，部队各项卫生制度越来越健全，卫生管理工作

越来越规范，红军指战员的卫生思想观念和行为习

惯不断得到重塑。不仅推进了苏区卫生状况的变

革，促进了苏区民众卫生观念的转变，而且推动了中

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与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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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贺诚．卫生常识：消灭赤痢的办法［Ｎ］．红星，１９３４－０８－
２０．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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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

韩兴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３
作者简介：韩兴华（１９８０—），男，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摘　要：法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根本遵循。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教学，对讲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理论，增强大学生法治意识，

提高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培养大学生创新性、批判性思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融入应该从教学现状出发、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分析高校思政课法治教

学的现状，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思考和探索，便于大学生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指

导下的法治观。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６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０．０－４；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９０－０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大创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１］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

系，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学校教育。”［２］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

学的意义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讲好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需要。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

就是通过讲道理让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逻辑、制度逻辑、道路逻辑和文化逻辑。党的二十

大报告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视为现

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法

治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遵循，弄通、弄懂习近平法治思

想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途径。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讲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需要。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

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探索把习近平法治思

想从理论到教案、从教案到课堂的转换，探索习近平

法治思想进入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让党的理论做

到“入耳、入脑、入心”。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增强

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培养法治素养的

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

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全民的法治素养是

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法治素

养作为现代化公民所必备的素养，更是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一代大学生所应有的基本素质，这必然要

求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大学思政理论课教育之中。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增强

学生政治意识，增强法治中国话语体系的需要。习

近平法治思想指出了法治的政治本质，具有鲜明的

政治逻辑和政治立场。一个国家的法治体系根植于

这个国家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道路逻辑和文化逻

辑，是一个国家共同体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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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法治道路的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这

个国家前进道路的政治认同。

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政治理论教学是培养

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的需要。学习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世界观、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政治和法治

的辩证逻辑，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政理命题。［３］批

判性思维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在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下，发现问题，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直面问题，积极解决。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代

替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掌握批判话语的主动

权。法治思维正是一种直面矛盾解决矛盾的理性思

维。法治是社会矛盾解决的主要机制，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我们建立法治社会就是要学会用法治的

方法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要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

对风险挑战冲击”，“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二 高校思政课中法治思政教育的现状

在高校思政课中承担法治教育的课程为“思想

道德与法治”。法治课注重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和

法治的规则意识，自觉地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

（一）难以讲“深”，内容多与课时安排的矛盾

课文内容极度浓缩，课本尝试将整个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内容浓缩在一章里。在这一章里既包括整

个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包括支撑法治体系的各个

分部分体系，同时在各个分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概

念。这些概念以及其所组成的概念体系十分繁杂，

即便是在法学专业学生教学中也需要详细的讲解，

学生才能理解，而在课本安排中，这些体系和概念仅

仅用几句话解释或者不解释。这对非法学专业的学

生来说，理解难度很大。

首先，涉及概念繁多。课本限于篇幅的限制对

概念不解释或一笔带过。比如说部门法名称，课本

就没有详细的解释。学生一般很容易区分民法、刑

法和宪法，但对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等这些部门

法概念大多数学生就不甚了解了。体现法治精神的

法律原则课本也没有解释，如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

则、信赖保护原则和效率原则仅仅展示了名称。课

本中常出现的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等易混淆概念，课

本不但没有解释更没有区分，这就造成了学生概念

上的缺失和模糊。

其次，涉及理论体系繁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十一个坚持”涉及的都是全面依法治国方向性、根

本性、全局性的大问题，包罗全面依法治国布局的各

个体系。这些体系与体系之间本身就是有机统一

的，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中。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很容易缺乏体系性，对体系理解

不深刻以及对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关联度把握不准

确。比如法的运行体系就十分的宏大，他囊括了法

律从制定到被公民遵守和信仰的整个过程。再比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

总抓手包括组成体系本身的各个部分体系，既包括

法治推进的步骤又包括法治建设的整体布局。这些

概念和体系课本中用的篇幅并不多，但是里边的知

识点繁多。比如“法治监督体系”解释仅仅用了三

四百字，但是其涉及的概念却多达１５个。
在目前的课时安排上“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课

本科三个学分，专科两个学分。各个学校的学时大约

在４８到６４学时之间，排在法治章节学习上的时间大
约在４—６个标准学时。在这么短的学时中讲清楚如
此繁多的概念和体系实属不易，这就造成了教师在讲

解该章节时常有取舍。法治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法治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取舍会

人为地割裂有机统一体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二）难以讲“活”，教学过程中实践与理论安排

的纠结

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包含法治体系建设的各个

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在“思想道德与法

治”课本中涉及法治的章节只有一章，四节内容。

第一节“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与运行”，涉及经典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法治中法律运行的基本规

律。第二节“坚持依法治国”，涉及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总体概括以及建设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根本遵循

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则、立

场和实现途径。第三节“维护宪法权威”，突出了习

近平法治思想中重视宪法依宪治国的理念，宪法是

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宪法学理论创新。第四节“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

法”，课文在这一节中才开始讲培养法治思维。法治

思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民社会中运行的载体，是

每个公民培养法治素养必修科目，具有极强的实践

性。从这些章节内容的布局来看，课本编写者尝试从

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上阐明习近平法治思想，教师在

有限的课时教学中难免出现以下三种倾向。

一是在教学上重理论，轻实践。一部分教师在

教学中将其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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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去讲解，忽略了“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的特殊

性。虽然其与概论课一样都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体意识，但是法治课更加强调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规则意识和行为引导，需要

具体的案例去阐释规则的理念和行为的规范。

二是在教学上重实践，轻理论。一部分教师在

教学中虽然重视实践，但是却忽略了实践背后的价

值体系和制度逻辑。教师在课堂上讲授了大量的案

例，试图让学生对法治和法律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

比如有些教师重点讲了学生感兴趣的正当防卫、无

因管理等一些在社会上引发讨论的案件。这些案件

背后蕴含的法治运行机制是很复杂的，法律科班出

身的法官、律师尚不能完全地掌握其运行的逻辑。

单靠课堂上对案件的复述虽然能一时激发起学生的

兴趣，但是学生很难掌握背后复杂的法治运行逻辑，

学生得到的法律信息是碎片化的，不能有效地支撑

起、建立起法治思维，法治课成了故事汇。

还有一些教师只讲解本章自己认为的“重点”，

比如重点讲解法治思维部分，其他部分可以忽略，尤

其是涉及法律专业概念的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

为一个法治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系统性，各

个部分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相辅相成。除此之外，

习近平法治思想还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等

重要的思政教学要点。

（三）难以讲“透”，理解深度与理论要求的差距

一是教学中对教材的理解不够，难以做到习近

平法治思想理念和实践的统一。自从“法律基础”

与“思想道德修养”合二为一之后，对法律知识的培

养已经从属于对法治素养的培养。把握法律基础与

法治素养的关系、法治理念与法治实践的关系是关

键。“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法治部分侧重于通过价

值理念的塑造和认同以及规则的引导培养学生的法

治素养，这一部分在思政体系中的任务与概论课不

同，具有独立的价值，不能将这一部分讲成概论课。

“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课虽不主要让学生具

体地了解法律条文，但是要求学生通过对法治思维

的理解，去掌握法治生活中的原则，从而培养起法治

素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其中法治思维是连接

法治理念与法治实践的关键。十八大首次在党的报

告里提出“法治思维”概念，之后这一概念被广泛言

说、研究并运用在各个领域，法治思维名副其实地成

为我国法治理论和实践的关键环节。人们通过法治

思维审视社会法治现象和引导自己的行为模式，培

养规则意识。

法治思维作为理论与实践的连接器，他的养成

要靠理论更要靠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体系

归根结底要以法律规则的形式呈现在公民面前，对

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应用正是法治素养的表现，而法

律规则的理解是需要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实践

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需要精选大量的案例和

进行法律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的目的，不是追求每个具体案例背后

的法律条文，而是要寻求具体案例中的法治精神、法

治逻辑和法治原则。法治思维及其内涵可以当作道

德去理解，也是一种知行合一的东西。比如说法律

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等内容完全可以作为评判

事件是非曲直的标准。

二是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学术话语

体系的阐释。一些同志在讲解法治部分的时候，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运行分隔开。在

举例子的过程中，不能使用中国特色的法律术语，学

术话语。很多的例子和话语的引用带有明显的西方

新自由主义色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法

治理论研究和宣传，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脱离了特定思想观念，规则

表达是没有价值基础的，违背了思政课的教学目的。

一些同志不能恰当地把握具体的中西方法治理念的

区别，在课堂上混用，将一些不兼容的西方法治理念

强行嫁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上，显得概念

上前后矛盾，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难以让学生真正

地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三、教学理念上突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方法

（一）突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特色性的讲解

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法治的概念体系日益

明晰，通过推动大众化的革命文艺，以“民族”“人

民”“阶级”“劳动”等为关键词，运用仪式化运作、生

活化叙事、情感化表达、英雄化导向等方式，有针对

性地进行新的法治话语传播，激发了民众参与革命

的热情。［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移植了许多法治理

念，进行了长时间的法治建设，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但是一些理念的底层逻辑和立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话语体系并不都兼容。我国法治领域基本上是

“西学东渐”，以引进西方法治话语为主。尤其是伴

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深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成

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领域中影响最大亦最为深刻的

理论，甚至一度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主导力量［５］。在

一些法治观念引导下抽象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概

念，并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冠以“普世

·２９·



价值”的标签，以所谓的法治拒绝政治来消解法治

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二十大明

确指出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有其独特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逻辑，维护

的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制度运行体系。以人

民为中心根本的立场和逻辑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关键，也是中国法

治道路区别于西方法治道路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法治领域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强，必须把

握原则、坚守底线，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

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我们要不断推进知识

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作为法学学科话语体系

“应当既具有科学精神、理论品格，也具有政治情怀、

实践价值。既不能简单地用政治话语取代学术话语，

用政治性遮蔽其法律性；也不能刻意地用学术话语置

换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则不仅蕴含着独特的价值意

蕴和法理逻辑，同时也在对政治话语的回应与阐释中

彰显着其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６］。作为教师要提高

自己的政治站位，扩充自己的理论储备，在政治的高

度上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二）突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方法论的讲解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的有机

统一。要让学生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方法，

增强科学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复杂现象，处理复杂问

题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法治问题不是孤立

的、片面的，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

观点，坚持中国的实践，全面地思考依法治国的问

题。如习近平总书记辩证地论述了法治与政治的关

系。法治中有政治，背后有政治理论、政治逻辑，法

治道路底下有政治立场。关于党大和法大的争论，

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

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

糊其词、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关于法治建设

中党的领导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郑重的阐明：“社会

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

会主义法治。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

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

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

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在此过程中，理清了许

多模糊的认识和错误的观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

神和实践导向的辩证思维。学习这些思维能力和思

维方法本身就是在提高学生的法治思维素养和马克

思主义素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本质上是一种

方法。让学生能够活学活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增进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认同、对法治方向的认

同、对国家发展逻辑的认同。

四、教学内容上要展现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

动性

（一）思政课讲“深”要注重知识的系统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

系。２０２１版教材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习近平法治
思想理论体系的关键内容。宏大的理论体系要求我

们必须像其他学科一样注重思政课知识的系统性。

首先，要注重概念，从理清概念开始。再复杂的理论

体系都是由概念体系组成的，概念就像砖头一样通

过有机的组合构建起了理论体系，同时它们也是知

识逻辑性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讲清楚这些基础的

知识，知识是如何来源于实践的，以及知识与知识之

间的系统性。其次，要全面地讲解这些知识，避免知

识碎片化。中国特色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各种理论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能通过花里胡哨的方式片面

地让学生掌握，知识碎片化是对一个理论体系最好

的瓦解方式。弄懂这些概念对于理解法治体系至关

重要，概念中蕴含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正是我们

构建法治思维的一块块基石。

教师不是演员，讲课也不只是表演，在这一点上

思政课和其他知识性科目是完全一致的。教师需要

系统的教，学生需要系统的学、努力的学，没有别的

捷径。在教学手段上，积极探索智慧教学工具的引

入与应用方式，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手段弥补课时不

够的问题。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红利，教师

将相关的阅读材料和视频放到线上，学生在课前阅

读观看，课堂上讲解和讨论，可以节省大量的课堂时

间，解决课堂讲解时间不足的问题。

（二）思政课讲“透”要注重知识的逻辑性

讲“透”就是要把理论和实践的逻辑相结合、与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发展目标相结合。讲思政课不仅

要完整地讲授系统的知识，还要注重理论内部的逻

辑关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熟的知识体系不仅

仅有自己的概念，还在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知

识体系之间的相互证成，理论要有逻辑性、自洽性，

还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证

明了人类的历史总按照特定的逻辑发展。人们只有

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原理，认识规律，遵

守规律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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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包含的逻辑不仅仅分布在一门

课当中，而是来源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的

历史逻辑。所以，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是学习

习近平法治思想本身，更要学习背后的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学习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百年

奋斗实践，理解其中的道路逻辑、历史逻辑和发展逻

辑，自觉地践行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遵守中国特色

法治的体系规则。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大思政课的

配合。在具体教学上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

原则，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利用所学习的

系统性知识分析知识点背后的逻辑。

（三）思政课讲“活”要注重知识的实践性

活学活用是理论发展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在意

识形态共同体中，只有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成员利用

符合意识形态利益要求的理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时候，才能够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可靠稳定的意

识形态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要求我们

在讲课的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法治课的特点在于在一定理念指导下的实践。法律

规则是构成体系的一块块基石，法治思维的重要表

现之一就是对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应用。法治本身就

是对现实生活的描述，缺乏法治的实践很难让学生

培养成法治思维。

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

法，同时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教师在学生的讨论和实

践中引导学生正确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

法。要直面社会上的热点问题、重点问题，不回避。

在课程开设中注重课程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开辟教

学第二课堂，利用选修课、社团活动、校外法律实践

基地实践教学等形式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

提供相应的课程服务，扩展学生的法律知识，丰富学

生的法律实践。同时在第二课堂中提高课程的扩展

性和鲜活性，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资料

以增加学生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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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动精神视阈下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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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把握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经验基础上，呈现出
的历史自信自觉、历史创造、历史担当等精神品质，彰显为自信自强的奋发精神、开拓进取的创造精

神、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奋斗精神；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有助于激发

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意志、练就奋斗本领。高校须重视历史主动精神的教育，通过思政课

教育教学、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深化社会实践等路径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帮助大学生树立奋斗进取的

信念，营造自觉奋斗进取的氛围，促进他们锤炼奋斗进取的本领，从而提升对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的

实效性。

关键词：历史主动精神；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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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
大青年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１］７１同时也着重强调：“在全社会弘

扬奋斗精神，培育时代新风貌。”［１］４４这些论断为新

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重要遵

循，指明了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目标和方向。由于历

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了解和掌握党的百余

年奋斗历程经验中所呈现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品

格，凸显为高度的历史自觉、坚定的历史自信、强烈

的历史担当、主动的历史创造等精神品质，其内在地

包含着奋斗精神的理论意蕴和价值诉求。因此，以

历史主动精神涵养新时代大学生的奋斗精神理论的

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行性。

一、历史主动精神中内蕴深刻的奋斗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奋斗历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把握党的百余

年奋斗历程的经验基础上，所呈现出“坚定的历史

自信”［２］“主动的历史创造”［３］“强烈的历史担

当”［２］等精神品质，经由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上升为伟大民族精神，生动地展现了

中华民族伟大的奋斗精神。

（一）坚定的历史自信体现了自信自强的奋发

状态

其一，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根植于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中国利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

家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跃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４］同时，社会长期保存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

业。在新时期，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

期存在的问题，取得了许多以前难以想象的成就。

这既是自信的表现，也是自强的表征。其二，自信自

强的奋发状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渐化解

自卑心态。一百多年前，我们盲目地将西方的一些

思想和文化套用在自己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而西

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其社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

态，物质主义膨胀，并且充满了对外扩张的暴力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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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这对于我国的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

国改变了发展思想和道路，以实际国情为基础，拓展

了发展途径，生成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世

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更多可能，这是自

信的深厚基础和自强的深沉底蕴，让中国人民焕发

出更坚定的历史自信。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作为历

史自信精神的鲜明底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

百余年奋斗征程中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保障，生动

体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当中具有的精神

风貌，让中国人民能够以更加意气风发的奋进状态

走在新征程的前列。

（二）主动的历史创造彰显了开拓进取的创造

精神

第一，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体现为在实践中破

旧立新。中国共产党善于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敌军在武器和人

数上的强大优势，我们党丝毫不畏惧，带领中国人民

浴血奋战，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又经过激烈的三大

战役解放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在中华

大地上建立起新中国。我们党破旧立新，令中国面

貌焕然一新。第二，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表现为在

实践中以弱胜强。主动的历史创造精神在中国百年

奋斗史上书写了无数以弱胜强的历史奇迹，是因为

中国共产党善于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创造改写战

局的条件。以弱胜强作为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主

要形势，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

史。［５］例如，抗美援朝战争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场

国际性局部战争，敌军不仅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

上碾压我们，更是想通过这场战争把新中国扼杀在

摇篮里。但是我们党并不迷信于客观条件的优势，

而是做到各个击破，最终以弱胜强，取得胜利。改革

开放以来，我们党继续带领人民在科学技术领域艰

难开拓：杂交水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解决了亿万人

民的吃饭问题；“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

让中国航天成功进入深空探测新领域等等。在新征

程中，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作为历史创造精神的应

有之义，依旧体现为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破旧立新、

以弱胜强，从而主动创造和推动历史。

（三）强烈的历史担当昭示了主动作为的担当

精神

其一，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展现为崇高的责任

意识。中国共产党使命在心、责任在肩，是一个具有

民族大义的政党。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中国共

产党舍生忘死，带领人民成功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

大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新中国

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

社会主义阶段，并自主研制了“两弹一星”。在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重新确立

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新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按照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科学制定各个政策方

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这些都是对充满崇高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

照。其二，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凸显为强烈的斗争

精神。这既是时刻明确自己的使命，更是为了完成

和传承使命而努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昂扬奋进、一

往无前的精神面貌。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党无论

面对任何困难，都从不畏惧、决不言败，以强烈的斗

争精神领导全国人民风雨无阻、砥砺前行，走好新时

代长征路。［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主动作为

的担当精神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责任在心、敢于斗争，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不断朝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步步迈进。

要言之，从整体视域理解历史主动精神中奋斗

精神的基本内涵，用与时俱进的目光看待奋斗精神

的当代价值与启示，是我们正确理解与深刻把握这

一精神的关键所在。

二、历史主动精神培育大学生奋斗精神的价值

观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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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大学生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最具

有活力的代表，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奋斗基因。在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当

中，奋斗精神是不断砥砺前行的坚实精神基础。对

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加以培养，可以引导其增强做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以立志民族复兴的伟业。

（一）弘扬自信自强的奋发精神，激发大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

历史自信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成就而

产生的自信自强的奋发精神是激发大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的重要教育资源。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不仅是

历史主动精神里最深厚的精神底蕴，同时也是历史

自信涵养大学生底气最突出的主题。对于中国共产

党而言，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关乎民族命运，是理想

信念的生动表达，是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政治灵魂。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中，

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是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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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想信念是一盏点

亮前进之灯，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向一条光明的道路，

艰苦奋斗，永不言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尽管建设中国的道路上充盈了重重迷雾的困难，理

想信念就像是这迷雾当中的光芒，照亮困难的真实

模样，帮助革命者寻找解决的办法。在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理想信念如同指明灯，

使建设者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变得清醒，在建设时代

的过程当中不偏离正确轨道，最终赢得胜利。［８］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巨变中，迫切需要用坚

定的历史自信加强对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引导

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筑牢大学生

对历史主动精神的认同，“使大学生深刻感悟前辈

们自信自强的奋发状态，更好地理解前辈们对理想

信念的执着追求”［９］。

（二）倡导拓进取的创造精神，促进大学生锤炼

坚强意志

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中，开拓进取的创造精

神是促进大学生锤炼坚强意志的宝贵精神资源。历

史只会眷顾奋进者，而不会等待畏难者。中华民族

之所以能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延绵不绝，从一开始

的贫穷弱小到逐渐走向富强繁荣；从一开始只能任

人欺凌压迫到发展主动的历史创造精神，与其开拓

进取的精神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开拓进取

的精神基础给了我们党精神力量，在百余年奋斗历

程中锤炼坚强意志，我们党才会主动争取积极向上，

不断淬炼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新时代，开拓进取

的创造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不可逆转的

伟大精神力量。中国人民目睹伟大巨变，将自己在

历史中所积累的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充分爆发出

来，正在书写着新的华章。“脱贫攻坚”、“蛟龙”入

海、港珠澳大桥开通等引以为傲的成就直抵人心，为

增强中国人的骨气提供有力支撑，为创造出更伟大

的中国奇迹夯实强大精神世界。因此，开拓进取是

中国成功的精神基础，为新时代大学生锤炼坚强意

志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道路上，大学生也将以此为基础增强骨气，披荆斩

棘、乘风破浪，并将这份骨气深深扎根在血液中，

在任何时刻凭借一身铮铮铁骨为社会主义事业前

赴后继。

（三）发扬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推动大学生练

就奋斗本领

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中，主动作为的担当精

神是激励大学生在新征程保持昂扬斗志的强大精神

力量，更是推动大学生练就奋斗本领的伟大力量源

泉。在历史的任何时期，我们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为宗旨，在人民利益面前从来不敢有半点

马虎和丝毫懈怠，永葆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奋斗精

神，坚持不懈地带领全国人民以实干开辟新天地、用

奋斗创造新辉煌。在新时代，党和国家要继续踔厉

奋发谋复兴，就需要年轻力量赓续主动作为的担当

精神，这对加强大学生的奋斗本领显得尤为迫切。

“将崇高的责任意识和强烈的斗争精神转化为实际

行动，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筑

牢大学生对历史担当精神的认同”，［１０］对意识形态

方面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深植爱党为党的责任和

情怀，更要学会从前人奋斗中承接梦想、汲取对奋斗

精神的深层感悟，在主动担当的社会实践中增强奋

斗本领。“从前辈身上汲取奋斗智慧，脚踏实地地

增长自身的奋斗本领”［１１］。在大学生增进担当精神

的同时，涵养豪迈坚韧的志气，使其为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添砖加瓦，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打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高地。

三、历史主动精神培育大学生奋斗精神的现实

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

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具有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１２］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高度重视弘扬历史主动精神，

要结合时代特征、当代国情和大学生成长需求等维

度，将历史主动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全过

程、覆盖校园文化活动、渗入社会实践各方面，创造

性转化为涵养大学生奋斗精神的教育资源，拓宽大

学生的奋斗精神培育路径，让奋斗精神焕发时代生

命力。

（一）将历史主动精神融入思政课堂，帮助大学

生树立奋斗进取的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

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１３］高校

要切实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关键作用，

将历史主动精神融入课堂，深化对历史主动精神的

理论认知，激发大学生的奋斗信念。

其一，思政课要以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规律和

理论逻辑为切入点，使大学生从理论层面上对奋斗

精神真信真懂，再结合革命先烈的具体事例，形成由

“单纯说理”向“结合实际”的转变，树立大学生的奋

斗信念。例如，教师通过思政课堂向大学生传授革

命前辈们百折不挠的革命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天动地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改革开放后创新

实践的团结奋斗精神，促使大学生汲取历史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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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量，从而清楚新时代奋斗的必要性和奋斗的可

能性；教师也应该合理充分整合身边的资源，在给大

学生讲道理的过程当中充分考虑学生的不同特点，

结合实践并利用多元方法使大学生愿意奋斗，学会

奋斗，树立大学生的奋斗信念，培育大学生自信自强

的意志品格。其二，思政课教师须创新教育教学的

方式方法，提升对大学生奋斗精神教育成效。思政

课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对奋斗精神进行

深入的理解，并且结合变化的时代条件，认识其不断

发展的内涵和意义，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线上线下多

样化讲授方式增强教育的亲和力、针对性，使学生勇

于奋斗，形成由“单向灌输”到“比较说理”的转变。

例如，教师在讲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引导

大学生明晰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与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方案的关联；教师也可以因地制宜、深挖本

土党史、国史资源，增强大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大学

生从思想理论教育中更好地体悟开拓进取的奋斗精

神。其三，高校教师应当通过课堂教学将伟大历史

主动精神经过讲授、分析，采取课题研究、课堂讨论

等大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强化引导，形成由“单向

灌输”到“双向交流”的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使大

学生真正地参与到课堂当中来，主动学习，并具备独

立思考的能力，培育大学生迎难而上增强担当之勇。

（二）将历史主动精神渗入校园文化活动，营造

大学生自觉奋斗进取的氛围

将校园文化与奋斗精神相互融合，让大学生在

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活动中点燃奋斗热

情。

其一，以社团活动为载体。高校依托大学生的

社团，举办以“历史主动精神”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让大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养成正确的历史观和奋

斗观。例如，举办演讲比赛或辩论赛，营造“红色氛

围”，让大学生在一篇又一篇演讲稿中感受和了解

中国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时代当中勇往直前、不断

奋斗的，在一场又一场激烈的辩论赛中领悟和体味

革命先烈踔厉奋发的顽强意志；举办相关学术讲座，

让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带领大学生全面追溯伟大党

史，或者将当地的优秀人物或已经毕业的优秀校友

邀请到学校当中，开展相关的讲座，让他们从自身的

经历和实践出发，向还处在学校当中的大学生讲述

他们是如何以奋斗为精神基础取得成功的。以此夯

实大学生奋斗精神的学理支撑，让大学生从讲座当

中充分地认识到奋斗精神的重要性，感受到中华民

族之所以会取得现在的伟大成就是与昂扬的奋斗热

情分不开的，认识到如今取得的成就是多么伟大，从

而使大学生在未来社会中以自信自强的意志品格冲

锋在前，在困难面前扛得起责任，在矛盾面前站得稳

立场。其二，以校园新媒体为载体。现如今，互联网

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面对这种

情况，高校应该建立网站和交流板块，为发扬奋斗精

神提供新的平台，使大学生奋斗精神的教育更具趣

味性和专业性。网站要能够真正吸引到大学生群体

的目光，使他们在日常的上网过程当中就能够潜移

默化地接受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每年的开学季

和毕业季都是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高校应该抓住

机会，考虑到大学生的需求和年龄特点，将时下时尚

元素融合，通过多种数字技术手段进行奋斗精神教

育的宣传。例如，学校可以对一些主动申请到祖国

需要人才的地方去帮助发展的优秀大学生进行宣

传，使这些优秀的学生发挥榜样的力量，带动在校大

学生的未来发展。学校也可以充分利用一些传统的

媒体手段，比如说广播站，在课间的时候广播一些优

秀人物事迹和我国的传统文化，帮助大学生增长知

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获得教育，让大学生走出“舒

适区”，克服“本领恐慌”，激发开拓进取的奋斗精

神。其三，以科研文化项目为载体。高校应为培育

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人才提供平台，例如，成立创新

创业教研室、创新学院等，为大学生创新创造提供专

门指导；还可以举办校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这

需要通过大学生团队协作来完成一系列诸如前期调

研、具体实施、中期审核、阶段总结直至最后完成项

目，以科研文化项目为载体培育大学生开拓进取的

创造精神，是高校一项有益的探索。

（三）将历史主动精神注入社会实践，促进大学

生锤炼奋斗进取的本领

其一，在专业实践中锻炼奋斗精神。专业实践

指的就是大学生所参加的那些与专业有关的课程，

比如理科生的实验、艺术生的毕业设计等等。大学

生应该抓住机会，充分地利用这些专业实践，使自己

拥有更多奋斗的本领，所以大学生应该重视实践，并

且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勇于钻研，不轻易言弃，使自己

能够沉着冷静地解决问题，勇敢地面对失败，正视困

难又要坚定自信，既要借势乘势又要自强不息，不断

弘扬自信自强的精神。其二，在就业创业实践中磨

炼奋斗精神。现如今，大学生对于祖国的建设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学生不仅仅要在内心永葆

奋斗激情，更应该将这种精神转化到具体的实践当

中。要将精神化为实践，就应该积极地参加就业创

业实践，发挥自身的优势，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其

三，在劳动实践中历练奋斗精神。大学生能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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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实践是有限的，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将

实践活动聚集到校园之内，比如清洁、植树、整理图

书馆等等。与此同时，高校还可以组织“三下乡”暑

期社会实践，让大学生实践中访谈革命战士、辅导留

守儿童功课等等，这些具体的实践可以帮助大学生

将内心深处的劳动意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既能切实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又能提升自身主动作为的担当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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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传统修身理论重视个体生命的存在及自我道德教化的养成。通过“人禽之辨”确
立人之生命存在的高贵性；“天命之谓性”的生命神圣观向我们传递出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并对生命

负责的思想；“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体现出一种追求生命理想与生命价值的取向；“格物致知”“自

省”“慎思”“慎独”的修身功夫体现出儒家文化注重自我生命的内在修养和完善，并作为成就个体生

命价值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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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修身理论不仅是伦理学说，更是生命学说，
其个体生命观认为生命至高无上且神圣不可侵犯，

但生命生来又不完整，需要我们通过修身功夫来实

现内在道德教化的养成与人格理想的完善。儒家思

想认为，修身在于“为己”和“自得”，修身不是为了

炫耀，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修己之身，提升自我道德

素养与人格境界，修身的过程也是自我生命完善的

过程，修身的最终目的在于超越自我，实现生命的意

义与价值。受时代的影响，儒家修身理论的个体生

命观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其强烈的生命意识以及

尊重生命、注重通过道德教化修养内心、勇于追求生

命意义与价值的思想理念仍值得当今生命意识匮乏

的人们去学习和借鉴。

一、人禽之辨与人的生命存在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的生命存在。对于这个命

题的思考，儒家先哲通过“人禽之辨”来确立人之生

命存在的高贵性。他们认为人的生命之所以区别于

动物性生命是因为人性之所在。“生之谓性”即天

生的素养就叫本性，但这些天生的素养皆是我们所

说人之自然属性，如若人仅有自然属性，则与野蛮愚

昧的禽兽毫无差别，又怎能称之为人呢。“人禽之

辨”是先秦儒家思想中一个关乎生命的哲学命题。

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对该论题有过讨论。孔子从人

伦的角度提出了人和动物的差别所在，孟子在继承

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首开其人禽之辨的先河，进一步

提出了人的生命区别于动物生命的根本所在即是人

具有人性，人之生命具有动物生命所不存在的仁义

道德，人的生命是向善的。

《论语·微子》中的一句名言“鸟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

也”［１］１７１说的是我们既然不能同飞鸟野兽同道相处，

若再不与人打交道，那我们还同什么打交道呢？孔子

这句话道出了要珍惜同类，我们人类不同于鸟兽，是

因为我们不仅仅具有生物性的生命，更具有文化性的

生命，所以孔子坚持“辟人”“不辟世”，永不放弃行

道。天下太平，我们就用不着去改造世界，反而是天

下不太平之时，我们要一起努力，行道义去改变世界，

这样才能使人类的文化生命生生不息。孔子的思想

为后来的人禽之辨奠定了基础。《论语·为政》中记

载：“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

敬，何以别乎？”［１］５７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现

在我们所说的孝就是要赡养父母，但是家里的狗和马

也有人供养。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敬意，就跟我们饲养

的狗、马没有任何区别。对父母实施孝道，我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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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只要做到赡养父母就够了，其实这种认识是不

正确的。孔子的回答非常犀利，他认为如果把赡养父

母等同于孝道，那么这种做法就等同于饲养家中的狗

和马，毫无亲情所在，只是图于表面。我们对父母的

孝道，不仅仅是一日三餐的满足，更要有精神性的、内

在的慰藉，要心存感激、敬畏之情，用这种感恩之心去

温暖、感化父母，这样他们的内心才能被感化，这种区

别于动物的人性所在也是人的生命存在之根本。

孟子通过“人禽之辨”进一步解释了人的生命

存在是因为人的生命具有道德性，即人之生命性善。

孟子首先提出“类”的概念，他认为世界上有不同的

“类”，比如人和动物生命是属于不同“类”的。在同

一种类的生命中有许多相同特征，圣人与普通平民

就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人类与动物不同类的生命之

间，人类生命具有动物生命的自然属性和许多相同

之处，即“人之所以易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１］２７０，这是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的思想基础上

对儒家个体生命观的概括与总结。孟子重点突出了

人类和动物生命的不同之处，即肯定了人类生命的价

值所在，“乃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者，人能知义，禽

兽不能知义也。因此心之所知而存之，则异于禽

兽”［２］５４。孟子通过人禽之辨，对人的生命存在与本

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人之生命不同于禽兽是

因为人的生命具有伦理道德，故为天下之贵。在《孟

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到人如果没有恻隐之心、羞

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那么人就不成为人，人

的生命就无异于禽兽。“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

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１］２４２，做人要有做人的道理，

如果只是吃饱穿暖，而不接受教育，不知道德礼仪，那

就和禽兽差不多了。人的生命与禽兽共性很多，差异

仅仅“几希”，如果人之生命缺少了这些道义，人就容

易沦为禽兽，人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孟子通过“人

禽之辨”的论证，分析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所在，这

也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个体生命在经过人文教

化之后，便出现了后来的家庭伦理关系，即：父子有

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荀子更注重从礼的角度来区分人和禽兽生命的

差别所在。荀子提出人的生命之所以存在，并不是

因为人的生命具有其动物的自然性，而是因为人有

其思考分辨的能力。荀子通过“人禽之辨”分析了

人的生命贵于禽兽生命的根本所在，那就是道义的

存在。“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

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

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

能群，彼不能群也。”［３］１９４水火有气却没有生命，草木

有生命却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却没有道义，人有

气、有生命、有知觉且有道义，所以人的生命存在是

高贵的。人的力气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是牛和马

却是被人使用的工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是有

道义的存在，道义使人按等级名分分成了不同的群

体。人之生命存在的高贵之处就在于人的生命是具

有人伦道德的，人有人文性、精神性，而禽兽不具备，

这是人类和动物生命的区别所在。

儒家提出的“人禽之辨”，不是从自然生命去认

识人和禽兽的区别，而是从人伦教化、道德性善上去

做一区别，这实际上也是人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

的体现，这是先秦儒家关于生命观的起点。孔子的

至理名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足以证明了儒

家先哲重视生命、尊重生命的思想。

二、天命之为性的生命神圣观

“天命之谓性”中的“天”可以理解为“自然界”

或“自然”，英文翻译为“ｎａｔｕｒｅ”或“ｎａｔｕｒａｌ”，它强调
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存在，具有先天本源性。“天”

被视为万事万物之根源，是一种超越物质和精神性

的存在，天赋予宇宙万物以生命和意义的存在。

《中庸》中把“天道”描述为博、厚、高、明、悠，说明了

天的神圣与博大精深、具有化育宇宙万物之功效。

“命”字作为名词有生命、命运的意思，作为动词则

被理解为命令、赋予等意义。在“天命之谓性”中，

“命”字具有赋予、给予之意，上天赋予我们自然的

生命，我们更应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命”作为

承接“天”和“性”的桥梁，具有上显于天，下化成性

的作用。“性”字可以理解为“人性”“本性”或“天

性”，《中庸》中把“性”字作为修身立教之本，先秦思

想家把“性”字与“生”字联系在一起，探讨生命发展

的内在力量及本源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把“生”与

“心”相结合，产生了“性”字。孟子认为，“性”是上

天赋予我们的，荀子认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

学，不可事”［３］５１５。“性”是自然界给予的，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存在性，我们要遵从自然界赋

予人的德行，这种“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中蕴含着尊

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生命神圣观。

“性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

性”［５］１４，体现着博大宽广的宇宙生命观，它包含了

生命的本源性、生命的普遍性以及生命的目的性特

征［６］２４－３１。儒家的天命观源于西周，周人认为“天”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更是人类信仰的最高代表，我们

要遵从“天命”，但是又认为这种遵从要以自然万物

的发展状况为依据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西周

人把“天”视为道德价值的根源，生命由“天”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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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尊敬和敬畏上天赋予的生命，以神圣之心对

待自己的生命，并为之负责。孔子在《论语》中说到

了君子有三畏，其中之一就是“畏天命”，这里的

“畏”不是主张人们要臣服于自然宿命，而是要让人

对“天命”之规律有所认识，并能深刻理解天赋生命

的神圣性，以至于人们可以更好地对待和珍惜自己

的生命。“洋洋乎，发育万物，骏极于天”中的“天”具

有化育万物生命之功效。上天赋予万物以生命，天命

神圣，那么上天赋予的生命自然也具有神圣不可侵犯

性。天地之间万物生灵，遵循天地之道而成性，只有

人的生命是最为可贵的存在。儒家“天命之谓性”思

想中体现着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生命神圣观。

三、人格理想与人的生命价值

“人格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和秉气之性，它

呈现的是个人自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７］４６－５１。“内

圣外王”是儒家追求的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包

含成己与立人两个层面。通过道德教化，内化自我，

成就自我道德的完善，并在自我道德完善基础上实

现教化天下的最高人格理想。儒家人格理论本质上

体现的是一种发展与完善生命、成就生命意义与价

值的个体生命观。

（一）“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内涵

儒家文化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所谓

“内圣”指的是自身具备较高道德修养之人；它强调

个体的修身，属于个体行为。“外王”是指具有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与抱负之人，它侧重个

体外王事功，成己成物，由个体心性修养推及社会，

属于社会行为。其中“内圣”是实现“外王”的前提，

“外王”则以“内圣”的修养程度为根据。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先哲认为要实现这

样一种至高人格，修身是本，修己才能达人。“内

圣”就是要修养德行，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

规范约束自己。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核心

观念，这种核心观念蕴含的仁爱、忠义、礼和、睿智和

诚信等道德品质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要追求的理想

人格特质。“仁爱”思想对促进生命个体、生命与他

人、生命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仁”本身就具有关爱生命之意，包括爱家人、爱朋

友、爱社会、爱自然，这种仁爱之心是一种以自然万

事万物和谐友爱为目标的精神境界的实现，它追求

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理想状态。以孔子为代表的

儒家先哲将“义”看的比自身生命还贵重，他们认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１］７２，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就在于君子为人更重情义，孔子认为关键时刻甚至

可以舍生取义。“义”字体现在对待他人公平正直，

对待国家能够做到“天下为先”，培养社会成员的道

义感与责任感。“礼”是礼节、规则或规范，“礼”不仅

适用于个人、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需要

礼仪、规范的约束。“智”即智慧，古之智重在强调生

命个体是否博学、慎思、审问、笃行等方面。当今社

会，“智”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除了生命个体知识

的获得之外，更在于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

创造性，个体生命能否为社会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

也就是个体精神生命的实现。“信”就是诚信、信任。

如果说生命个体的身心修养所要达到“内圣”

之目的，那么“外王”之人格理想则内涵教化天下之

意，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最终是为了促进生

命之间的和谐、健康、全面发展，在完善自我生命的同

时承担起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维护良好的社会秩

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最终实现生命的自我价值。

（二）“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社会化指向是实

现生命价值的途径

实践是人格修养和人格理想实现的重要途径。

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到：“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

果没有与其并行的知识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

和社会的教育，就不会带来教育的好处，会成为不起

作用的一种过程。”［８］３个体生命只有在改造世界的

过程中，才能正确认识主观世界并逐步培养自我的

人格情感、人格意志等特质。为了实现这种具有仁

义道德的理想人格，儒家哲人满怀高度的责任感，竭

尽一生实践活动投入这种生命价值理念中去。他们

在提升自我生命的同时，将个体生命融入社会中，在

不断完善人格理想的过程中实现生命的价值。赵汀

阳先生所说的“只有当物进入事中时才具有意义和

价值”［９］８４－８５。也就是说自我人格理想只有作用于社

会，进入意义世界，才会产生值。儒家传统文化中“内

圣外王”人格理想之最终目标是指向社会的，社会实

践活动使个体生命主体性得以发挥，个体生命在实践

中发挥创新与创造过程实现生命的自我价值。

１．理想人格使个体生命的主体价值得以全面发展
传统儒家文化中对个体人格的培育非常重视，

其提倡的“君子”和“圣人”人格不仅要具备“温良恭

敬让”的道德品格，还应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

这种理想的人格不仅从内心深处唤起人们对于自身

命运的掌握，而且唤起了个体生命对社会的责任和

担当意识。君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紧联系在

一起，以万世太平为己任，在实现人格理想过程中自

我主体性得以彰显，生命特质得以提升、生命价值得

以体现。儒家这种优秀的人格特质使个体生命得以

健康、全面发展，并对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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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人格是生命的内在特质，也

是一个人的灵魂所在，它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正

是对生命和生活怀有无限憧憬，才使我们具有巨大

的人格魅力。学习借鉴儒家人格理想的精髓，有助

于人们抵制不良思想的侵害，帮助个体生命活出有

意义的人生。

２．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人格理想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１］７２，孔子认为君子

与小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君子看重道义，小人看重

利益。儒家崇尚重义轻利的“君子人格”，在义利关系

上，君子应以义为重，见利思义，必要时可以舍生取

义。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他认

为道义应高于个体生命，为了道义，君子要做到“仰不

愧于天，俯不诈于人”［２］，甚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

当国家与社会处于危难之时，君子要舍弃自我生命来

保全国家或社会的利益不受损失。儒家这种重义轻

利、舍生取义的人格理想有助于人们培养重义轻利、

勇于奉献的人格精神，树立自觉抵制自私自利、见利

忘义的利己主义错误道德观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３．安贫乐道的生命理想
安贫乐道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又一主要特征，它

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更是一

种勇于奉献、实现价值的生命理想。君子不但要有

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特征，还应具有乐观自信的

心态，无论外界环境如何、物质生活如何简陋，都不

会影响自己的远大抱负，努力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称赞自己的学生颜回“一

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

哉回也！”［１］８５，意思是说颜回品格高尚，即使物质贫

乏，只有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也丝毫

不影响他快乐求学的心态，颜回这种身处逆境，却仍

锲而不舍的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勇于去实现生命价

值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安贫乐道是一种积极乐

观生活态度的体现，更是一种内在的高尚生命情操的

展现。处在社会变革中的新时代的大学生，容易受外

界不良思想的影响，极度崇尚物质生活带来的快感，

但个人精神世界却极度空虚，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

和价值思考甚少，生活没有目标，得过且过，极易受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影响而失去远大的生命理想。

四、修身功夫与人的生命实现

儒家文化重视道德教化的养成，其修身功夫是

实现生命完善与生命价值的重要途径。“存其心、

养其性”，儒家认为自然赋予我们生命，生命是不完

善的，需要通过修身来实现自我改造，达到生命的完

善与发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先哲胸怀远大的

政治理想与抱负，他们认为修身不仅仅是“内圣”，

修己之身，实现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而是在“内圣”

基础上实现“外王”的政治目的［１０］５３－５８，即我们所说

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价值。本质上讲，

儒家修身功夫很好地诠释了生命如何实现的过程。

（一）修身功夫

修身功夫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先哲非常重视

修身之道。修身是修人之身，它的对象是人的生命。

生命是自然赋予，它生来是不完善的，需要通过后天

的修道，来弥补生命中的缺陷和不足，使之更加完善。

如何做到修身，《礼记·大学》中说到：“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１］５我们要修养自己的品性，就要

先端正自己的心思；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就要先证实

自己的诚意；要证实自己的诚意，就要做到丰富自己

的知识；丰富知识就要深入研究事物的原理。因此，我

们从格物致知、正心、成物几个方面进一步分析。

１．格物致知
“格”有推究之意，“致”则有达到、求得之意。

“格物致知”可以解释为探究事物本源，从中获得智

慧，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事求是”，但内涵更

加丰富。它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是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是“八目”的基本功夫，它的

目的在于正心、诚意、齐家、治国，最终达到平天下之

最高境界。《大学》中涉及“格物致知”的描述很少，

直到汉唐、宋明时期对其进行了诠释。一代大儒朱

熹进一步扩展了“格物致知”的内容，提到：“格，至

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

也。”［４］２４这里的“物”有三层含义，第一是自然之物，

即接近大自然，修身养性，领会生命之真。第二即我

们所说的事物，儒家提倡的修道离不开实际生活和

实践活动。第三即我们所说的读书，在读书中求知，

丰盈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的、社会的，更

是对精神世界的探索。而要实现“致知”，就要发挥

我们个体生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２．诚意正心
“诚意正心”是《大学》“八条目”中的内容。

“诚意”可以理解为具有诚实的意念；“正心”就是端

正我们的心思，祛除影响心灵的各种不利因素，保持

内心的安静。《大学》中将“诚意”解释为“不自

欺”，我们要做到诚意而不自欺，重要的是要“慎

独”，独处时不仅自己的行为要端正，内心也要端

正。人心在意念的指引下会产生各种欲望，有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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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有好有坏，我们需要格物来净化自己的心灵，端

正我们的意念。《中庸》中讲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

其性”［１］３４，只有至诚者才能尽到人的本性，一切人

都能做到尽其本性的话，就能对他人、他物实施善

心、仁民爱民，感化万事万物。人类以其智慧和能力

让大自然中的各种生命得到生存的机会，这样就实

现了人类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成功。“正心”的前

提是“诚意”，“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４］７，人心容

易受到各种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我们首先要做到

诚其意，才能不乱而正，“正心”需要自身具备高深

的修养和内涵，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时刻以高智商来应对各种不良和

复杂的外部环境，焕发出优秀的人格魅力。

３．修身成物
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应该把修身作为人生之

本。为什么要修身，《礼记·大学》中孔子的弟子曾

参说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

矣”［４］２９，我们评价一个人要客观公正，不能感情用

事，喜爱一个人却也能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也

能了解他的优点，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而对他人产

生偏见。因为人人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而对他人存

有偏见，所以我们就要修身，从他人角度看待问题，

消除不公和偏见，全面客观对待人和事。“成物”接

近我们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本，

成物是目的，只有修好身，才能做好事。修身是成物

的前提，身不正，意不诚，就不能客观公正做人、做

事，成物之目的就很难达到。

（二）修身过程即生命实现的过程

儒家经典著作《中庸》中提到“天命之谓性，率

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１］１９，其中“修道之谓教”回

答的就是生命如何实现的问题。“教”字在这里承

接“性”和“道”，即是按照事物本身之“道”，对其进

行充实、发展、完善，使之接近天赋之性。“道有品

节，修而全之，是之谓教”［５］１９，“修”的对象是自我生

命和他人生命，对于自我生命来讲，通过自我修身来

弥补和完善生命中的不足；对于他人生命来说，就是

通过外在的教育这一方式来帮助他人生命具备正确

的生命知识、培养他人正确的生命意识、树立正确的

生命观念。那么，生命是如何实现的，生命之说是

《中庸》这部经典著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整部著作

围绕生命而论，教化人们如何达到生命实现。

《中庸》中讲到三种生命实现的路径或方法，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

诚矣。”［１］３３从生命内在的诚心去了解外在事物的过

程；通过后天教育去涵养生命之诚心，明白事理；真

诚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才能涵养诚心。个体生

命的实现是一个内外力兼修的过程，无论对于生命

自身的发展或是从教育实践层面来说，我们不仅要

关注人性的开发，更要关注后天的教育，通过教育弥

补生命的不足，发挥生命的创造力，实现个体生命存

在的意义和价值。

“儒学自根至干至叶都是为了研究人，人是它的

最终、最高和最直接的目的。它试图发现人的日常行

为中的真理，并用它的发现来增进人的素质、提高人

的权益、发展人的潜能、实现人的本质”［１１］５１。儒家修

身理论的个体生命观主张“成己”“成物”，认为个体

生命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成己”是指成就生命

之本，实现自我生命的完整性，彰显上天赋予我们的

人性。而修身之道是成就自我、实现生命的重要途

径。在修身过程中，使生命具备“尽性”“明诚”“成

仁”等特性，促进自我生命的发展、完善和升华，最终

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儒家修身理论的个体生命

观重视生命的存在，敬畏生命，对于培养人们的生命

意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有助于人们克服

生命中的散乱、浮躁现象，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出现

的道德滑坡与精神缺失等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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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自信内涵，结合河南丰厚的中华文化自信底蕴，分析河南
高校英语课程中构建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半结构访谈法对河南五

所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中文化自信构建现状进行调查，剖析河南高校英语教师的文化教学和文化自信

观，以及大学生的中国文化外语表达能力、文化认知能力、文化自信缺乏的深层原因，并依据调查结

果探究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文化自信的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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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２０１３年９月和１０月国家主
席习近平分别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一带一路”伟大构想，不仅包括经济交流，也涉

及文化交流，是我国主动应对全世界形势的多样变

化、积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而作出的重要战略决

策，［２］能够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关

系，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动

力与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或个人对自身

优秀文化的一种肯定、信任与坚定，肯定其内涵，信

任其价值，坚定其生命力。“一带一路”建设，有助

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

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也让国人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河南具有丰厚的中华文化自信底蕴。中原文化

源远流长，少林武术文化、佛教文化、思想文化、汉字

文化、姓氏文化、瓷器文化等都具有明确的文化符号

和河南品牌。“天下功夫出少林”，生动展示出少林

武术在中国武术中的崇高地位。河南佛教文化底蕴

深厚，位于洛阳、俗称”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乃

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在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提及思想文化，诸子百家中河南人占绝大多数，

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南。汉字是传承和弘

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原大地见证了汉字的产

生和所有重要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一部中原汉字

史。新时代以来，河南非常重视文化宣传，通过各种

丰富且生动的形式介绍河南厚重的历史和丰厚的文

化底蕴。２０２１年河南电视台的春晚节目《唐宫夜
宴》和元宵节奇妙夜频上热搜，吸引了全国观众的

目光，老少皆宜，喜闻乐见。１４位从千年唐朝走来
的女乐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们的俏皮可爱，也感

受到了唐朝盛世的雍容气度，更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悠久绚烂的文化。这样的河南本土作品充分展现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与丰富，体现了中原厚重的历

史与文化。中原文化的底蕴丰厚，具有文化自信的

根基。在此基础上研究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的文化

自信构建，具备较高的适切性，既能促进“一带一

路”背景下河南文化走出去，又能增强河南高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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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

二、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文化自信构建现状的

调查研究

（一）研究设计

１．研究目的
调查和了解大学英语教师在英语课程中的文化

育人观、学生的文化自信现状、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

中国文化认知等问题。明确学生真实的文化自信感

想和感受，了解他们的文化自信现状，包括树立文化

自信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２．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河南省内选取河南５所高校

的５０名大学英语教师和７５０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
的大学生，展开个人访谈和调查问卷。为确保研究

结果的有效性，随机选取了在不同系别和不同年级

讲授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师，以及不同系别、不同专

业、不同班级上课的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

３．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分析法

以“高校英语教学”和“文化自信”为关键词，通

过图书馆和互联网搜集相关文献研究资料，高校英

语教学中文化自信的相关文献资料的获取为本课题

的研究提供清晰思路。

第二，问卷调查法

对河南５所高校的５０名大学英语教师和７５０
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展开研究，共发放

７５０份调查问卷（包括２５０份问卷一：大学生中国文
化英文表达的难度调查，２５０份问卷二：大学生对河
南本土文化的英文翻译测试，２５０份问卷三：对河南
高校大学生进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调查），收

回７２５份，有效问卷７２５份，有效率为９６％。
第三，半结构访谈法

针对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的文化自信构建相关

问题，对５０名英语教师和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半结
构访谈，并记录访谈的相关内容。访谈方式分为个体

访谈（针对５０名大学英语教师）和小组访谈（针对部
分学生）。访谈的目的是为了验证问卷调查的结果。

（二）调查结果分析

１．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英语课程中所占比例
的角度，对大学教师英语教学与文化自信观进行访

谈分析

通过对河南省内五所高校英语教师和部分大学

生的直接访谈，来总结和分析大学英语教师在英语

教学中的文化自信观。首先，语言本身和知识点的

讲解是绝大多数英语教师重视的基础教学内容，在

此基础上，教师普遍认为还应培养青年学生的文化

自信意识。绝大多数英语教师同样认为河南高校大

学生的文化自信有待进一步加强，而从学生的角度

来讲，他们也希望自己的英语教师能从多种维度，有

意识、有方法、认真地去重视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

养。而目前的英语教学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很少，包括英语教师课堂中补充的相关教学内容和

教材中每篇课文中涉及的文化自信内容。因此，西

方文化知识在英语课堂教学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学生很难在英语学习中获取中国文化内容和能力的

培养，从而导致学生并不重视传统文化，更不会以批

判式思维积极探索中西文化的不同。

２．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河南文化知识的英语表达
角度，对大学生中国文化表达的困难情况进行问卷

调查分析。该问卷着重从六个难度等级调查河南高

校大学生使用英语表达我国传统文化、河南本土文

化的情况。（见表１）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总结出，对中国传统节日习

俗和历代王朝的英文表述，较易的选择比例分别为

７３．３％和６２．５％，说明大多数青年学生在平时的英
语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中，有传统节日和历代王朝

方面的涉猎；对中国传统八大菜系的英文表述，选择

表达困难的学生占５５．９％，说明青年学生对中国饮
食文化的表达并不顺利，平时在日常生活中也较少

接触到；对中医和古代医药的英文介绍，不会表达的

学生占６５．９％，足以说明多数大学生对中医和医药
领域的知识并不熟悉，更无从谈起其英文表达了。

综上可以总结出，河南高校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

对外输出的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弱，其“讲述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和文化自信程度

受到英语水平的制约。

表１　大学生中国文化英文表达的难度调查

　　内容

难度　　
容易 较易 较难 困难 很难

不会

表达

传统节日习俗 １０％ ７３．３％ ３．８％ ４．７％ ３％ １．２％
中国历代王朝 ６．２％ ６２．５％ ２．２％ １５．８％ ５．６％ ３．７％
传统八大菜系 ４．８％ ７％ １２．５％ ５５．９％ ８．３％ １０．５％
古代医药中医 １．３％ １．８％ ３％ １２．５％ １５．１％ ６５．９％
历史文化名人 ２．４％ ２．２％ ６２．３％ １５．８％ ８．６％ ４．７％
中国建筑风格 １％ ８．７％ １１％ １２．６％ ２０．５％ ６４．２％
河南名胜古迹 １１．３％ １６．２％ ５１．６％ １３％ ８．５％ ２．６％
少林武术文化 ６．２％ １３．５％ ２３．６％ ３５．２％ １６．６％ １．１％
中华姓氏文化 ７．２％ ６．３％ １０．１％ ２５．３％ ５２．９％ １０．６％

　　３．从河南本土文化英文表达能力的角度，对大
学生的中国文化认知能力和文化自信情况进行问卷

调查分析。调查设置为填空题，对大学生进行汉译

英翻译测试，具体内容包括代表着河南文化符号的

·６０１·



１０个词汇。（见表２）

表２　大学生对河南本土文化的英文翻译测试

从表２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河南大学生耳熟
能详的少林寺、黄帝文化的英文翻译准确率较高，分

别达到了８２．５％和６０．２％，其次分别是太极拳、河
南烩面和清明上河图，准确率各是４９．８％、４５．８％
和３９．２％。而同样代表着中原文化中厚重历史的
安阳殷墟、甲骨文、司母戊大方鼎、钧瓷，大多数不能

用准确的英文进行文化输出。由此可见，河南高校

大学生对河南本土文化的英文表达能力较差，中国

文化的对外输出能力和文化自信也就无从谈起。因

此，河南高校的很多青年学生并不具备较强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也有部分学生多多少少寻在文化底蕴不够

和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不够的问题。

４．从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发展重要性的角度，
对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问卷三是判断题，重点通过对河南高校７５０名
大学生的问答结果，调查总

结河南高校大学生目前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方面的具体心态和真实想法。根据调查结果所示，

绝大多数（９４．２％）学生坚信：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
的未来发展意义深远、非常重要。另外，７８．２％的受
访学生相信校园环境和社会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很

大；８９．５％的学生认为中国人具备一定的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深远；接

受问卷调查的学生中，相信英语学习能够促进文化

自信构建的占６３．６％；７３．５％的学生认为中国文化
优于外国文化；７０．４％的学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
自己的影响超过西方国家文化；觉得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

学生占８２．８％；也有部分大学生坦诚：相比较于文
化的内容和价值本身，自己更加关注文化的外在表

现形式，这部分学生占３７．７％的比例。可见，河南
高校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可度相对很高，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树立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具有一定

的现实基础。

５．从以上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的角度，对大学

生文化自信缺乏的原因进行总结分析

根据以上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总结出高校

大学生文化自信缺乏的几大原因：不能充分掌握和

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相

对欠缺；面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时没有强烈的敏感性；

长久以来习惯于被动吸收文化知识，不能够主动进

行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且不具备熟练的输出能力。

我国的英语教学长久以来偏向于外国文化的讲解，

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入。在面对中西方文

化的差异和碰撞以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时，大学

生的文化自信观开始混乱，文化精神层面开始变得

浮躁。因而，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势在必行，以英

语为媒介进行中国文化的输入和输出对培养高素质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至关重要。

三、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文化自信的构建路径

（一）培养学生对中西文化的敏感性和批判式

思维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几乎涵盖了四大文明古国所

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众多，环境不同。不同国家

和地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文化之间必

然存在着差异与不同，文化交流同时存在着碰撞与

冲突。在英语教学中，教师除了讲解课文涉及的语

言点和语法外，可以补充与文章内容相关的西方文

化背景信息，让学生主动体会中西方语言表达习惯

和思维模式的不同，通过对比式学习培养学生对中

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例如在讲述春节的翻译练习

时，可以向学生讲述春节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传说故

事，让学生了解中国春节和西方圣诞节的不同、中西

方传统节日在命名和习俗上的差异；在讲解《全新

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三册第三单元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时，借助“安全”这一主题展开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

对比学习，可以引导学生讨论美国为什么从一个自

由之国变成“锁之国”，引导学生思考“９１１”恐怖袭
击、校园枪击案、允许购买枪支问题上中西方的不同

态度以及古代中国是如何通过长城、护城河抵御外

敌、当代中国又如何保护人民远离新冠病毒而让全

中国人民收获满满的安全感，让学生充分意识到西

方国家不是完美的，西方文化决不能全盘接受和模

仿，从而鼓励学生学会批判式思维并进一步培养学

生的文化自信观。

（二）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传播中国

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文化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

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３］近年来，河南非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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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力宣传。肩负培育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河南省高等院校，

对大学生文化自信观的培养也非常重视。高校英语

教师更应充分抓住大学英语这门课程中西文化融合

碰撞的特殊性，培养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能

力。比如，教师可以开展一节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

讲授和讨论课。前半节课使用英语介绍了中国传统

节日与习俗，后半节课引导学生进行主题讨论，一是

谈论自己家乡过这些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二是思

考并探讨中西方传统节日的不同。在讨论中西方传

统节日的不同时，教师可以从节日命名、庆祝方式、

节日主题等不同的角度，包括 Ｓｐｏｒｔｓ（运动）、Ｗｅａｔｈ
ｅｒ（天气）、Ｍｕｓｉｃ（音乐）、Ｈｅａｌｔｈ（健康）、Ｓｏｃｉｅｔｙ（社
会）、Ｃｕｌｔｕｒｅ（文化）、Ｄｒｅａｍｓａｎｄ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梦想与
抱负）、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生意）、Ｄｉｓａｓｔｅｒ（灾难）、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全球化），善于抓住细微处深入挖掘，从而以小
见大，上升到文化或价值观教育层次，引导学生主动

思考，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学会批判式思维，更加

坚定文化自信。

（三）融入中国文化元素至大学英语考试评价

体系中，激发学生学习文化的动力

“在当前习近平倡导的文化自信和亟需增强中

国文化软实力背景下，国家教委也可以在四、六级考

试、考研、英语专业过级考试、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中，

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提高文化考察内容的比例，

激发大学生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充

分发挥考试的主观能动性作用。”［４］事实上，四、六

级考试自设立以来，为了适应中国英语教育的要求

已经经历了数次改革，目的是逐步顺应并实现中国

英语教育的目标。在２０１３年的改革后，四、六级考
试迎来了一个新的亮点，就是翻译的内容以中国文

化和国情为主题，分值也提升到１５％的占比。除了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可以在平时的测试和期末

考试中以翻译、阅读理解、写作题目的形式增加文房

四宝、四大名著、长城、兵马俑等经典文化以及中国

当代的社会发展等内容，不仅能够测试学生的英语

语言能力，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还实现

了青年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四）拓宽学生的国际文化视野，提高学生的综

合文化素养，培养英语复合人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也

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

家化水平，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因

此，为了推动我国教育乃至国家的整体发展，培养复

合型、综合类外语人才意义重大。河南地处中原，两

千多年前从洛阳出发，东汉的丝绸源源不断运往中

亚、欧洲；两千多年后借助郑欧班列，河南发挥自身

地缘优势，再次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活跃因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河南高校理应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为国家培养高端的英语复合型人才。河南高校

英语教师在课堂中应该拓宽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引

导学生多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从而学会用多元化

的视角更加理解、肯定和欣赏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进一步帮助大学生坚定并增强文化自信。

（五）利用第二课堂，构建传播中国文化的双语

平台，培养学生文化自信观

英语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既要考虑课程的工

具性，又要兼顾课程的人文性，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学生人文精神和文化素养的培养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５］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延伸

和补充，也是大学英语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大学英语教学中构建文化自信，不仅要发挥第一课

堂的积极作用，还要充分融入大学英语第二课堂。

一方面，充分利用校园社团及固定课外活动“英语

协会”和“英语角”，设计出既能提高学生英语学习

兴趣、又能加强文化自信教育的多种实践形式。另

一方面，把英语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创建英

语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为学生设置文化自信教

育宣传活动。比如，引导学生关注微信公众号 Ｃｈｉ
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ＧＴＮ拓展课外阅读，在学习英语的基础
上进一步巩固中国文化知识，培养爱国意识；利用英

语社团创办外语或双语平台，融入中国文化自信主

题；举办多样化英语活动，测试并提升青年学生文化

认知能力，比如用单词赛、知识竞赛或辩论赛来提升

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重视和传承，增强文化自信；设

置选修课程时，可以开设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或本

土文化相关的英语课程，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素

养。

四、结论

文化自信在河南高校英语教学中的构建，有效

拓宽了对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道路。一方面，

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结合河南丰厚的文化底蕴以

及河南高校文化自信现状的调查研究，其必要性和

可行性较高。文化自信观的培养需要运用科学合理

的方式在循序渐进中达成，因此它与大学英语的融

汇也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持之以恒

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能够逐步帮助大学生成为增强

文化自信的中坚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蓬勃发展，优化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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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存在着“资源匮乏”“途径单一”“运动式宣传”“缺乏顶层设计”等问题。从系统化角度分析，结

合大学生学习特点与信息时代传播特点，提出打造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平台，丰富国家安全教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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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的意义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及国家安全的概念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深入，国家安

全越来越成为各国关心的重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４）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构建政治
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

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

核安全等１１个安全内容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性布

局，强调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

中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

一个重大原则。”２０２０年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原来的
基础上进行扩展，包含了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

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文

化安全、核安全、网络安全、深海安全、资源安全、极

地安全、太空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等１６个
安全领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２００４）提出“国家安全就
是一个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

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法》（２０１５）认
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

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

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１］；李大光在《国家安

全教育通识课》（２０２１）中认为“国家安全包括外部
安全和内部安全”，外部安全是“国家没有外部（自

然界和社会）的威胁与侵害的客观状态”，是“一国

之外的其他社会对本国造成的威胁与侵害”，内部

安全是指“国家没有内部的混乱与疾患”。但外部

安全与内部安全并不是截然分开和互相孤立的，而

是相互影响、相互链接、相互转化的，外部威胁比如

战争、疫情、自然灾害等会影响国内安全状态，会在

一定程度上加深国内民众的焦虑状态，影响政治、经

济、军事安全。［２］

（二）高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大学是大学生生活和精神独立的开始，是大学

·０１１·



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大学

期间的教育，对其未来发展和行为具有重大影响，是

帮助大学生构建健全人格，成长为合格公民的重要

保证。因此，大学教育不仅包括专业学习，更应该做

好道德和精神培养，树立大学生对国家和社会的责

任感。培养大学生热爱祖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

和意识，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知识和素养，是高校国

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内容。

随着网络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技术水平提高，

大学生获取信息和沟通交流的空间以及活动空间在

不断扩展，社会交往的频度增加，社交空间扩大，对

目前出现的一些信息诈骗、网络诈骗等缺乏安全防

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已经引发了一些安全问题。

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复杂多变，安全形势

不容乐观。但是大学生对国家安全存在着种种模糊

的认识，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比较片面，安全意识薄

弱，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素养，因此，加强大学生

的国家安全教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国家安全不是模糊遥远的概念，而是

明确具体的、细微的，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国家

安全不仅关乎国家的兴亡，而且还关乎每个公民的

切身利益；维护国家安全，既能保护国家利益，也能

保护个体利益，而一旦国家安全受损，每个个体就可

能付出巨大代价。

教育部（２０１８）《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
育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

使广大学生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是立德树人的

重要任务，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９）印发《关于深化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深度挖掘高校各

学科门类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决

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使各类课程

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教育部（２０２０）
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

知，明确提出了“系统推进国家安全教育进课程、进

教材、进校园，全面增强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提升

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二、目前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从现有文献来看，部分高校和教师已经从思政

教育的角度对大学生开展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抑

或借助“形式政策”等通识课来进行国家安全方面

的教育教学，还没有学者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

内容、参与主体、教育的地点、时机以及借助怎样的

方式来实施”进行系统的思考和论述，缺乏对高校

国家安全教育的顶层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笔者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对河南省２所高校
共发放问卷２００份，回收问卷１７４份，其中有效问卷
１７４份。从统计情况来看，大学程度的样本数为
９８．８５％；这与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和防范的主要群体
为高知群体相符。调研题目一共有８个题目，采用
了单选和多项选择形式，内容涉及了国家安全的内

容及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对问卷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总结归纳出当前大学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认知、国家安全相关教育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１．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知停留在“知道”层次
调研问卷中列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１１

种安全”，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

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

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有８６％的受访者选择出了
全部答案。有９５．２５％的受访者选择了“政治和军事
安全”，“核安全”和“社会安全”是选择人数最少的，

但也达到８６％之上。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国家安全尤
其是政治和军事安全与个人息息相关，但是对于其他

几个安全比如科技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了解比

较少，认为与自己的生活距离比较远，关注度比较低。

２．缺乏国家安全教育资源
在“您认为在培养国家安全观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有哪些”中，７４．１４％的受访者认为“缺乏专业、系
统的相关配套资源”，６４．９４％的受访者认为“相关
读物、教材和学习资源少”。

目前只有李大光（２０２１年９月）出版了《国家安
全教育通识课》，但也只是读本，没有配套的讲义、

课件和案例，可以作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参考资

料。缺乏系统、科学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资源是高

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最大的短板。

３．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缺乏顶层设计和实施保障
一是国家安全教育是全新的内容，高校目前还

没有进行顶层设计，更缺乏相应的实施保障；二是高

校缺乏专门从事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和进行教育的

专业化师资队伍，现行进行授课的教师主要由保卫

处、学工辅导员等兼职人员，缺乏对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把控；三是授课内容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国家政

治、军事等安全领域方面”，把国家安全教育等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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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军事教育、网络安全教育等，缺乏对“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度理解与认知，没有达到系统、

专业的认知水平；四是教学形式依然是传统“填鸭

式”教学，缺乏互动和吸引力。

４．国家安全观教育是突击的运动式宣传，而不
是经常性教育

每年４月１５日是国家安全日，高校一般会举行各
种各样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但是除却这一天，很

少有教育宣传活动，更没有变成经常性教育活动。

（二）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分析

传统的国家安全在高校的落地是“国防教育和

军事教育”，一般在新生入学随着军训一起进行和

完成，没有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也没

有内容可以实施，因此缺乏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内

容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以及

国家安全内容的丰富，尤其是国际社会的动荡以及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对大学生实施系统的国家安全

教育必须提到高校日常教育的日程。

三、高校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实践探索

教育部（２０２０）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
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提出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

主要目标“重点围绕理解中华民族命运与国家关

系，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精神实施，理解中国特色国

家安全体系，树立国家安全底线思维，将国家安全意

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强化责任担当”；实施途径“依托

校内相关教学科研机构，开设国家安全教育公共基础

课”；高校党委负责本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师资配备和

经费投入”等必要保障；并且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公

共基础课”，明确规定不能少于“１学分”。
高校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

全教育体系，系统推进国家安全教育进课程，增强大

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高

校作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主体，要解决国家安全

教育“做什么”“谁来做”“在哪里做”“为谁做”以及

“如何做”的问题。

（一）高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要以教育部

实施纲要为顶层设计的蓝本，明确解决“做什么”问

题

１．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校课程设置和各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之中

修改人才培养方案，教育部指导纲要里明确规

定“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少于１学分”，按照目前我校
学分与课时转换关系，折合成１６个学时。１６个学
时可以拿出４个学时做“总体国家安全观”基础内
容的讲解，４个学时“专业与国家安全”内容，４个学
时结合国际国内时事进行“国际形势与国家安全”

专题教育，４个学时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实践活动”。
２．构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
从目前研究现状及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系统的

国家安全教育内容是极其匮乏的。以总体国家安全

观为指导，以教育部对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实施纲

要为蓝本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构建是首先要解

决的问题。（见图１）

图１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规划

（二）明确高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参与主体

和地点，解决“谁来做”和“在哪里做”的问题

１．成立“国家安全教育教研室”或者依托“国家
安全研究所”等科研机构

高校如何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要以教育部指导

纲要为指导，结合高校的具体情况采取实施方案。

我校目前已经成立国家安全研究所，可以研究所为

依托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架构和实施单位。

教育部指导纲要要求“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公共

基础课”，高校可在“公共基础学院”中增加“国家安

全教育”教研室（图２），或者依托现有的科研机构
（图３），专门负责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的规划、
教材的编写、课程设计与开发以及国家安全教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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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工作的实施；同时要求“高校党委负责本校国

家安全教育的组织实施，在教师配备、经费投入等给

予必要保障”，因此作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主体的

教科研单位，同时也可以获得实施经费和空间，确保

安全教育能够顺利实施。

图２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框架设计示意图

图３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框架设计示意图

２．拓展高校国家教育实践基地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不一定局限于教室和

学校内部，可以结合专题教育拓展校外实践基地，充

分发挥国家安全各个领域的机构、行业、场馆、设施

等作用，让学生走出校门去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培

养他们不仅具有“国家安全意识”，同时也具有维护

“国家安全”能力的大学生。

（三）研究在校大学生学习习惯和特点，设计他

们喜欢的内容和呈现方式，解决“为谁做”的问题

在校大学生年龄大都在１７—２３岁，既有青春朝
气，愿意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新方法，愿意尝试，喜

欢参与，愿意创新，不怕失败，但同时也具有强烈的

叛逆心理和反传统思想，对很多采用传统方式表现

的知识和内容有一种排斥心理，是个矛盾统一体；比

如同样是一本书，他宁愿采用手机阅读，也不愿意去

图书馆借本书读，因为前者代表“新潮”，后者代表

“老套”。

手机已经成为他们的可穿戴设备和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据随机调研数据“在校大学生平均每天使

用手机时间已经达到７—９小时”，更有甚者能达到
１２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既然高校安全教育的对象是“反叛创新的手机

一族”，我们的教育教学方式就要根据他们的生活

和学习习惯进行创设。教育内容可以保持，教学方

式和方法要进行创新和变革。因此国家安全教育的

多途径化、呈现形式多样化、采用方式多元化、教育

内容兴趣化、教学方式新颖化等会吸引大学生的关

注和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取得较好的安全教

育效果。

（四）构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平台，解决“如何

做”的问题

构建高校安全教育平台，搭建以教学资源为主

体、国际国内安全动态、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为辅助、以学生参与互动为黏性、以安全基地建设为

拓展的“在线教育平台”，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让大学生“喜欢学”“乐参与”“愿传播”。平台设

“登录窗口”，所有在校大学生信息直接导入，学生

登录后即可享用教学资源，也可以参与各种安全教

育互动活动，实现安全教育的日常化、数字化和便捷

化。（图４）

图４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平台架构示意图

四、积极探索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常态化、信息

化、多样化和动态化方式

（一）推动大学生安全教育常态化

继续营造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氛围，调动大学生

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安全教育重在经常，比如充分利用课堂思政，结合形

式政策课程和安全教育类课程，把安全教育与课程

学习结合起来，把安全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做

到安全教育有内容，专业教育有思想，刑事政策有意

义，实现安全教育常态化。

（二）积极采用信息化方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２０２０）中提出“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
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和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度”，为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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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指明了信息化方向。高校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一

直都有，不过大都以传统的军事教育呈现出来，结合

新生入校军训进行。在信息化技术迅速发展的今

天，国际国内资讯已经实现了实时推送到目标人群，

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相对于今天的信息社会已经落

伍了；而且传统安全教育是以被动式内容讲解为主，

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样的

安全教育方式远远不能满足２０００年以后出生的大
学生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是被各种电子设备

和信息围绕着，对信息化方式存在天然的熟悉。因

此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信息化、电子化、终端化式是实

现安全教育常态化和长效化的主要方式，关键问题

是“数字化哪些内容、数字化的创作和传播方式以

及服务和管理方式”，这些都需要时间进行检验和

探索。“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平台”是解决安全教

育信息化、平台化、数字化的一种探索方式，希望有

更多的专家、机构、高校参与进来，共同为我国的安

全教育贡献力量。

采用信息化方式需要系统的设计与架构，而不

仅仅是教育或者传播方式的信息化和电子化。一是

需要大学生安全教育平台设计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二是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信息化与数字化，三是教

育教学内容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四是教学方式和工

具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五是教师观念的信息化和数

字化，愿意采用信息化设备和数字化思维方式进行

专业思考和解决问题。

（三）大学生安全教育多样化和动态化方式

让在校大学生接受安全教育，让他们树立总体

国家安全观意识，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是实施国

家安全教育的初衷。传统的单一的“军事教育”和

“形式政策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的要

求与大学生素养发展的需要了，采用平台化、信息

化、基地化、实践化达到国家安全教育方式的多样化；

结合时事发展与国家安全发展历史，采用专题教育、

安全教育典型案例、安全教育知识竞赛、专题演讲、专

题制作等形式实现安全教育的多样化和动态化结合，

共同实现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涉及面比较广，内容比较

多，任务比较新，可借鉴的内容和模式不多，各个高

校在探索的道路上起点和步伐也不尽一致，希望多

交流多沟通，共同把大学生安全教育做好，实现大学

生安全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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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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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配体构筑的 ＭＯＦｓ化合物的制备与结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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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与性能研究。

摘　要：采用混合配体模式将１，４－双［（１Ｈ－咪唑－１－基）甲基］苯、１，３，５－三（１Ｈ－咪唑－１
－基）苯作为主要配体，２，６－萘二羧酸、４，４’－联苯二羧酸作为辅助配体，在溶剂热条件下成功制
备出两种结构新颖的晶态金属有机框架（ＭＯＦｓ）化合物 ＺＺＵＴ－１３（Ｚ１３）和 ＺＺＵＴ－１４（Ｚ１４）。采用
单晶衍射分析、Ｘ－射线粉末衍射分析（ＰＸＲＤ）和热重分析（ＴＧＡ）等手段对两种配合物的结构及性
能进行了表征和探究。结果表明，Ｚ１３和Ｚ１４两种化合物都具有较高的框架稳定性和热稳定性。

关键词：混合配体；ＭＯＦｓ化合物；制备；稳定性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２１
中图分类号：Ｘ７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１５－０６

　　金属－有机框架（ＭＯＦｓ）化合物是一种具备功
能性的金属离子或离子簇与多元化的有机配体通过

化学键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多孔配位聚合物，在离

子交换、选择性催化、气体存储与吸附、传感和电极

材料［１－７］等领域有广泛应用，然而制备 ＭＯＦｓ的过
程往往受到温度、ｐＨ值和溶剂等因素的影响，使得
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不稳定。因此，构筑结构和

性能稳定的ＭＯＦｓ化合物具有研究意义。本文选择
１，４－双［（１Ｈ－咪唑 －１－基）甲基］苯、１，３，５－三
（１Ｈ－咪唑－１－基）苯作为主要配体，２，６－萘二羧
酸、４，４’－联苯二羧酸作为辅助配体，分别与 Ｃｏ
（Ⅱ）和Ｃｄ（Ⅱ）的硝酸盐在水热法和溶剂热法反应
条件下，成功制备出两种结构新颖的晶态 ＭＯＦｓ化
合物 ＺＺＵＴ－１３（Ｚ１３）和 ＺＺＵＴ－１４（Ｚ１４）。采用单
晶衍射分析、Ｘ－射线粉末衍射分析（ＰＸＲＤ）、红外
光谱分析（ＩＲ）、热重分析（ＴＧＡ）等表征手段对两种
配合物的结构及性能进行表征和探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主配体Ａ：１，４－双［（１Ｈ－咪唑－１－基）甲基］

苯；辅助配体Ｂ：２，６－萘二羧酸；主配体 Ｃ：１，３，５－
三（１Ｈ－咪唑－１－基）苯；辅助配体Ｄ：４，４’－联苯
二羧酸；Ｎ，Ｎ－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六水硝酸钴；
六水硝酸镉；乙二醇。均为分析纯。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ＣＰ２２４Ｃ电子天平：奥豪斯仪器常州有限公司；

ＤＨＧ－９０７０Ａ程序控温烘箱：太仓精宏仪器设备有
限公司；ＳＯＰＴＯＰ体视显微镜：宁波舜宇仪器有限公
司；ＤＨＧ－９０００系列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Ｂｒｕｋｅｒ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Ｘ射线衍射
仪：美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ＳＤＴＱ６００同步热分析仪：梅
特勒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配合物Ｚ１３的制备

将７．２ｍｇ的１，４－双［（１Ｈ－咪唑 －１－基）甲
基］苯和６．５ｍｇ的２，６－萘二羧酸的混合配体加入
５ｍＬＮ，Ｎ－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的有机溶剂中，溶
解后加入２９．１ｍｇ的 Ｃｏ（ＮＯ３）２·６Ｈ２Ｏ，再加入１
ｍＬ蒸馏水，室温下搅拌５ｍｉｎ使其溶解。将装有该
混合溶液的小瓶子密封，放入程序控温烘箱中，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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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升高温度至 ９０℃，升温速率为 １０℃／ｈ，保温
４３２０ｍｉｎ。６００ｍｉｎ后冷却至室温，降温速率为 １０
℃／ｈ，得到紫色块状晶体Ｚ１３。
１．３．２　配合物Ｚ１４的制备

将２７．６ｍｇ的１，３，５－三（１Ｈ－咪唑 －１－基）
苯、２４．２ｍｇ的 ４，４’－联苯二羧酸和 ６１．７ｍｇ的
Ｃｄ（ＮＯ３）２·４Ｈ２Ｏ的混合样品加入到１ｍＬ乙二醇
和７ｍＬ蒸馏水的混合溶剂中，室温下搅拌１０ｍｉｎ
使其溶解。将装有该混合溶液的小瓶子转移至１６
ｍＬ的反应釜中密封，放入程序控温烘箱中，６００ｍｉｎ
升高温度至１６０℃，升温速率为１０℃／ｈ，保温４３２０
ｍｉｎ。６００ｍｉｎ后冷却至室温，降温速率为１０℃／ｈ，
得到无色块状晶体Ｚ１４。

本文所合成的Ｚ１３和Ｚ１４按照一定比例的配体
量、有机试剂、蒸馏水和金属盐的量，重复多组实验，

以备后期晶体的结构表征和性能测试的研究。

１．３．３　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的晶体测试实验
等待程序控温烘箱的温度恢复至室温，将装有

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的小瓶子从程序控温箱中取出，
观察小瓶子中是否有晶体生成。将形状规整且透明

的晶体放至体视显微镜下观察，挑选出质量较好的

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晶体，要求晶体大小合适，形状规
则且透明，用单晶衍射仪进行单晶结构分析，解析晶

体结构。

两个配合物的单晶测试条件为：在２９３Ｋ温度
下，使用 Ｂｒｕｋｅｒ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单晶衍射仪，经石墨
单色化的Ｍｏ－Ｋα射线 （λ＝０．７１０７３?）作为衍射
源收集衍射点。原始数据使用 ＳＡＩＮＴ程序还原，采
用ＳＡＤＡＢＳ程序进行经验吸收校正。晶体结构用
ＳＨＥＬＸＳ－２０１４软件采用直接法解出，用最小二乘
法进行修正。用 Ｆｏｕｒｉｅｒ合成法定出所有非氢原子
的坐标，对全部非氢原子坐标及各向异性温度因子

采用全矩阵最小二乘法修正至收敛。所有非溶剂氢

原子均通过理论加氢法得到。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中
所有配位水上的氢直接从差值傅里叶图上找到。将

晶体测试所得 ｃｉｆ数据导入绘图软件 Ｄｉａｍｏｎｄ，在
Ｄｉａｍｏｎｄ中生成金属配位环境图（０Ｄ）、一维（１Ｄ）链
状结构图、二维（２Ｄ）平面结构图和三维（３Ｄ）框架
结构堆积图。

１．３．４　配合物Ｚ１３和 Ｚ１４的框架稳定性测试实验
条件

配合物 Ｚ１３和 Ｚ１４采用 Ｘ射线粉末衍射仪
（ＰＸＲＤ）进行框架稳定性测试实验［８］，该实验是室

温下在ＳｈｉｍａｄｚｕＸＲＤ－６０００旋转阳极 Ｘ射线衍射
仪上，用Ｃｕ－Ｋ射线（λ＝１．５４１８?）作为 Ｘ－射线

衍射源测定的。将实验所得数据导入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绘
制出Ｚ１３和Ｚ１４的ＸＲＤ谱图，然后与晶体测试数据
导出的标准ＸＲＤ谱图进行比对。
１．３．５　配合物Ｚ１３和 Ｚ１４的热稳定性测试实验条
件

配合物 Ｚ１３和配合物 Ｚ１４采用热重分析仪
（ＴＧＡ）进行热稳定性测试实验［９］，在 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
ｄｏ（ＴＧＡ／ＤＳＣ１）热重分析仪上进行，氮气气氛，升温
速率为１０℃ ／ｍｉｎ。将实验所得数据导入ｏｒｉｇｉｎ软件
绘制出Ｚ１３和Ｚ１４的ＴＧＡ图。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的晶体学数据

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的晶体分析数据见表１。配
合物Ｚ１３晶胞键长ａ＝１１．１１２（３），ｂ＝６５３６０（１９），
ｃ＝１６．６５８（５），键角 α＝９０°，β＝１０６４２０（９），γ＝
９０°，属于 Ｐｎ空间群。配合物 Ｚ１４晶胞键长 ａ＝
１１．４６５（２），ｂ＝１８．３２２（４），ｃ＝２７．５６７（５），键角α＝
β＝γ＝９０°为立方晶系，属于 Ｉｂｃａ空间群。经测配
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部分键长和键角，可知配合物 Ｚ１３
中Ｃｏ周围的Ｃｏ－Ｎ键长范围在２．０１８（１５）～２．０４６
（１４），Ｃｏ－Ｏ键角范围在５７．９（５）～１６１．０（５），均
在正常范围内；配合物 Ｚ１４中 Ｃｄ周围的 Ｃｄ－Ｎ键
长范围在２．２５０（１２）～２．５５１（１３），Ｃｄ－Ｏ键角范
围在５３．６（４）～１７５．８（３），均在正常范围内。

表１　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的晶体分析数据

Ｚ１３ Ｚ１４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Ｃ２６Ｈ２０ＣｏＮ４Ｏ４ Ｃ４４Ｈ２４ＣｄＮ６Ｏ６

Ｆｏｒｍｕｌａｗｅｉｇｈｔ ５１１ ８４４
Ｔ（Ｋ） ２９６ ２９３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ｎｏｃｌｉｎｉｃ ｏｒｔｈｏｒｈｏｍｂｉｃ
Ｓｐａｃｅｇｒｏｕｐ Ｐｎ Ｉｂｃａ
ａ（?） １１．１１２（３） １１．４６５（２）
ｂ（?） ６．５３６０（１９） １８．３２２（４）
ｃ（?） １６．６５８（５） ２７．５６７（５）
α（°） ９０ ９０
β（°） １０６．４２０（９） ９０
γ（°） ９０ ９０
Ｖ（?３） １１６０．６（６） ５７９１（２）
Ｚ ２ ８

Ｄｃａｌｃ（ｇｃｍ－３） １．４６３ １．５２５
Ｆ（０００） ５２６ ２６８８

θｆｏｒ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２７．６０４ １．４８－２５．６８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７９８１ ２６６３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ｏｎＦ２ ０．９５６ １．０８３
Ｒ１ａ，［Ｉ＞２σ（Ｉ）］ ０．０７９ ０．１０３１
ｗＲ２ｂ，［Ｉ＞２σ（Ｉ）］ ０．１８４２ ０．２１８７

　　ａＲ１＝Σ｜｜Ｆｏ｜－｜Ｆｃ｜｜／Σ｜Ｆｏ｜
ｂｗＲ２＝｜Σｗ（｜Ｆｏ｜２－｜Ｆｃ｜２）｜／Σ｜ｗ（Ｆｏ）２｜１／２，ｗｈｅｒｅｗ＝

１／［σ２（Ｆｏ２）＋（ａＰ）２＋ｂＰ］，Ｐ＝（Ｆｏ２＋２Ｆｃ２）／３

２．２　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的结构分析
配体 Ａ与金属 Ｃｏ（ＩＩ）离子的配位模式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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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所示；配体Ｂ与金属 Ｃｏ（ＩＩ）离子的配位模式如
图１（ｂ）所示；配体 Ｃ与金属 Ｃｄ（ＩＩ）离子的配位模
式如图１（ｃ）所示；配体 Ｄ与金属 Ｃｄ（ＩＩ）离子的配
位模式如图１（ｄ）所示。

晶体结构分析结果表明，配合物 Ｚ１３的晶体单
胞中存在一种Ｃｏ（ＩＩ）离子，其金属配位环境图如图
２所示。单胞中的Ｃｏ（ＩＩ）离子采取的是六配位八面
体构型。Ｃｏ（ＩＩ）离子分别与来自主配体 １，４－双
［（１Ｈ－咪唑－１－基）甲基］苯分子中的两个咪唑Ｎ
原子（Ｎ４，Ｎ５）和辅助配体２，６－萘二羧酸的四个羧
基Ｏ原子（Ｏ１，Ｏ２，Ｏ３，Ｏ４）配位，形成一个不规则的
八面体构型。Ｃｏ１－Ｏ３的键长为 ２．０９５（１２）?，
Ｃｏ１－Ｎ４的键长为２．０１８（１５）?，Ｃｏ１－Ｎ５的键长为
２．０４６（１４）?。

图１　４种配体呈现的配位模式

图２　配合物Ｚ１３的金属配位环境图

通过辅助配体２，６－萘二羧酸上羧基氧原子的
桥联，配合物Ｚ１３被连接形成一个一维 Ｍ型链状直
链。每一个金属 Ｃｏ（ＩＩ）离子在主配体 １，４－双
［（１Ｈ－咪唑－１－基）甲基］苯咪唑中 Ｎ原子的连
接下形成一个一维（２Ｄ）链状结构，整体构成配合物
Ｚ１３在ａ轴方向的二维（２Ｄ）平面图，如图３所示。

通过辅助配体２，６－萘二羧酸上羧基Ｏ原子的
桥联，配合物Ｚ１３被连接形成一个两层的封闭环状
结构。每一个金属 Ｃｏ（ＩＩ）离子在主配体 １，４－双
［（１Ｈ－咪唑－１－基）甲基］苯咪唑中 Ｎ原子的连
接下形成一个二维（２Ｄ）平面结构，整体构成配合物

Ｚ１３在ｃ轴方向的二维（２Ｄ）平面图，如图４所示。

图３　配合物Ｚ１３的二维（２Ｄ）平面图（ａ轴方向）

图４　配合物Ｚ１３的二维（２Ｄ）平面图（ｃ轴方向）

如图５所示，配合物 Ｚ１３在温度为２９６Ｋ的条
件下进行组装，得到金属配位环境图（ａ），由此形成
一维（１Ｄ）链状结构图（ｂ）、二维（２Ｄ）平面结构图
（ｃ）和（ｄ）。

图５　配合物Ｚ１３在２９６Ｋ组装，并由０Ｄ（ａ）

形成１Ｄ链（ｂ）、２Ｄ平面（ｃ）和（ｄ）

晶体结构分析结果表明，配合物 Ｚ１４存在一种
晶体学独立的Ｃｄ（ＩＩ）离子，其金属配位环境图如图
６所示。单胞中的Ｃｄ（ＩＩ）离子采取的是六配位八面
体构型。单胞中的每一个 Ｃｄ（ＩＩ）离子分别与来自
主配体１，３，５－三（１Ｈ－咪唑 －１－基）苯分子中的
两个咪唑 Ｎ原子（Ｎ１，Ｎ１Ａ）和两个辅助配体 ４，
４’－联苯二甲酸的四个羧基 Ｏ原子（Ｏ１，Ｏ２，Ｏ１Ａ，
Ｏ２Ａ）配位，形成一个扭曲的八面体构型。Ｃｏ１－
Ｏ３Ａ的键长为 ２．０９５（１２）?，Ｃｄ１－Ｎ１的键长为
２．２４５（８）?，Ｃｄ１－Ｏ１的键长为２．２５０（１０）?，Ｃｄ１－
Ｏ２的键长为２．５５０（１３）?。

·７１１·



图６　配合物Ｚ１４的金属配位环境图

通过辅助配体４，４’－联苯二甲酸上羧基 Ｏ原
子的桥联，配合物Ｚ１４被连接成一个一维（１Ｄ）链状
结构。配合物Ｚ１４在ａ轴方向的二维（２Ｄ）平面图，
如图７所示。

图７　配合物Ｚ１４的二维（２Ｄ）平面图（ａ轴方向）

相邻的金属 Ｃｄ（ＩＩ）离子在主配体 １，３，５－三
（１Ｈ－咪唑－１－基）苯咪唑中 Ｎ原子和辅助配体
４，４’－联苯二甲酸羧基中 Ｏ原子的连接下形成 ｂ
轴方向的三维（３Ｄ）框架结构堆积图，如图８所示。

图８　配合物Ｚ１４的三维（３Ｄ）框架结构堆积图（ｂ轴方向）

相邻的金属 Ｃｄ（ＩＩ）离子在主配体 １，３，５－三
（１Ｈ－咪唑－１－基）苯咪唑中 Ｎ原子和辅助配体
４，４’－联苯二甲酸羧基中 Ｏ原子的连接下形成 ｃ
轴方向的三维（３Ｄ）框架结构堆积图，如图９所示。

配合物 Ｚ１４在温度为２９３Ｋ的条件下进行组
装，得到金属配位环境图（ａ），由此形成一维（１Ｄ）链
状结构图（ｂ）、二维（２Ｄ）平面结构图（ｃ）和三维
（３Ｄ）空间框架结构堆积图（ｄ），如图１０所示。
２．３　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的 ＸＲＤ结果分析

将制备的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的样品采用粉末衍
射分析（ＸＲＤ）的方法进行样品的纯度分析，分析结

图９　配合物Ｚ１４的三维（３Ｄ）框架结构堆积图（ｃ轴方向）

图１０　配合物Ｚ１４在２９３Ｋ组装，并由０Ｄ（ａ）形成１Ｄ链（ｂ）、

２Ｄ平面（ｃ）和３Ｄ堆积图（ｄ）

果与标准图谱比对如图１１和图１２所示。分析结果
发现，实验测试峰型与由单晶结构数据（通过晶体

解析得到的ＣＩＦ文件）所模拟的衍射图峰型（２θ）吻
合，说明合成的配合物 Ｚ１３和 Ｚ１４的样品是纯相。
值得注意的是，配合物 Ｚ１３和 Ｚ１４虽然具有较高的
结晶性并保持骨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低角度位置

出现了一个新的小峰，这可能是由于吸附小分子后

造成骨架发生了微小改变。

图１１　配合物Ｚ１３的ＸＲＤ图

２．４　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的 ＴＧＡ结果分析
金属－有机框架（ＭＯＦｓ）化合物的热稳定性常

用热重分析（ＴＧＡ）的方法来研究。对配合物 Ｚ１３
进行热重分析，分析结果如图１３所示。由图１３可
知，配合物 Ｚ１３框架结构可以大致稳定到 ３９０℃。

·８１１·



图１２　配合物Ｚ１４的ＸＲＤ图

当温度超过３９０℃时晶体骨架开始坍塌，由于在标
准大气压下，纯水的沸点相较于有机溶剂 Ｎ，Ｎ－二
甲基甲酰胺（ＤＭＦ）的沸点低，所以出现的第一个拐
点处是孔道内结晶水先挥发；当温度在４３３℃左右，
出现第二个拐点，即孔道内的有机溶剂 Ｎ，Ｎ－二甲
基甲酰胺（ＤＭＦ）开始挥发；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晶
体的重量开始下降，到最后的８００℃左右基本可以
认定溶剂已经挥发完毕，剩下的产物即为主配体

１，４－双［（１Ｈ－咪唑 －１－基）甲基］苯、辅助配体
２，６－萘二羧酸和金属混合物，晶体完全坍塌。

图１３　配合物Ｚ１３的ＴＧＡ图

对配合物Ｚ１４进行第一次热重分析，分析结果
如图１４所示。由图１４可知，配合物 Ｚ１４框架结构
可以大致稳定到３７０℃。当温度超过３７０℃时晶体
骨架开始坍塌，在标准大气压下，纯水沸点比有机溶

剂乙二醇低，所以出现的第一个拐点处是孔道内结

晶水先挥发；当温度在４０４℃左右，出现第二个拐点，
即孔道内的有机溶剂乙二醇开始挥发；随着温度逐渐

升高，晶体的重量开始下降，到最后的８００℃左右基本
可以认定溶剂已经挥发完毕，剩下的产物即为主配体

１，３，５－三（１Ｈ－咪唑－１－基）苯、辅助配体４，４’－
联苯二羧酸和金属混合物，晶体完全坍塌。

第二次实验将晶体放至丙酮（ａｃｅｔｏｎｅ）、四氢呋

图１４　配合物Ｚ１４的ＴＧＡ图

喃（ＴＨＦ）和甲醇（ＭｅＯＨ）三种不同的溶剂中进行热
重分析，分析结果如图１５所示。由图１５可以明显
看出配合物 Ｚ１４框架结构可以大致稳定到３８０℃。
当温度超过３８０℃时晶体骨架开始坍塌，在四氢呋
喃（ＴＨＦ）溶剂中晶体坍塌速率相较于其他两种溶剂
下的速率慢一些。出现的第一个拐点处是孔道内结

晶水先挥发；当温度在 ４００℃左右，出现第二个拐
点，即孔道内的有机溶剂乙二醇开始挥发；随着温度

逐渐升高，晶体的重量开始下降，到最后的８００℃左
右溶剂基本已经挥发完毕，剩下的产物即为主配体

１，４－双［（１Ｈ－咪唑 －１－基）甲基］苯、辅助配体
２，６－萘二羧酸和Ｃｏ（ＩＩ）金属混合物，晶体完全坍塌。

图１５　配合物Ｚ１４在不同溶剂中的ＴＧＡ图

第三次热重分析进行三种对比实验，分别采用

的是配合物Ｚ１４和甲醇（ＭｅＯＨ）进行交换和交换后
的８０℃活化、配合物 Ｚ１４和甲醇（ＭｅＯＨ）进行交换
和交换后的１５０℃的直接活化、配合物 Ｚ１４和甲醇
（ＭｅＯＨ）进行交换后２１０℃的活化，均得到和前面两
次热重分析相似的实验结果，如图１６所示。
３　结论

本文以晶体学理论为指导，从 ＭＯＦｓ化合物的
新颖结构和功能性出发，选择过渡金属离子（Ｃｏ（ＩＩ）
离子、Ｃｄ（ＩＩ）离子），采用接近中性的咪唑类化合物
１，４－双［（１Ｈ－咪唑 －１－基）甲基］苯和１，３，５－
三（１Ｈ－咪唑 －１－基）苯作为主配体，羧酸类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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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配合物Ｚ１４在不同条件下的ＴＧＡ图

物４，４’－联苯二羧酸和２，６－萘二羧酸作为辅配
体，在水热法和溶剂热法的条件下合成两种结构新

颖的ＭＯＦｓ化合物，并对两种 ＭＯＦｓ化合物的结构
进行了单晶衍射测试、Ｘ射线衍射分析、红外光谱分
析、热重分析等。研究发现，配合物 Ｚ１３具有２Ｄ平
面堆积结构，Ｚ１４具有３Ｄ框架结构；两个化合物的
ＸＲＤ实验测试峰型与由单晶结构数据模拟衍射图
峰型（２θ）吻合，说明合成的配合物Ｚ１３和Ｚ１４样品
是纯相；ＴＧＡ性能分析表明配合物 Ｚ１３和 Ｚ１４都具
有较好的热稳定性，为制备高稳定性的 ＭＯＦｓ材料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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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ｌ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Ｘ－ｒａｙｐｏｗｄｅｒ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ＸＲ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ＧＡ）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Ｚ１３ａｎｄＺ１４ａｒｅ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ｘｅｄｌｉｇａｎｄ；ＭＯＦ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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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不同电泳方式对 ＳＲＡＰ分子标记的辛夷遗传多样性分析的影响，以８个河南辛夷
种系为材料，从６４个ＳＲＡＰ分子标记引物组合筛选出５个引物进行ＰＣＲ扩增，手工电泳与毛细管电
泳分别对产物进行多态性和遗传多样性分析。手工电泳与毛细管电泳分别检测出总条带数７１条和
７７条，多态性条带数５６条和 ７１条；在多态性检出率方面，毛细管电泳（９２．２１％）高于手工电泳
（７８．８８％），毛细管电泳具有更优的条带分辨率和灵敏度。手工电泳和毛细管电泳计算的辛夷遗传
相似系数分别为０．５２～０．８７和０．６３～０．９１。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两种电泳方式在相似系数为０．７６处，
均可将辛夷种系分为３类群，它们之间遗传基础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与样品的地理位置无直接关系。

关键词：辛夷；ＳＲＡＰ；遗传多样性；毛细管电泳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２２
中图分类号：Ｑ９４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２１－０４

　　辛夷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来源于木兰科
植物的花蕾［１］，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临床入药历

史，原产地主要分布于河南、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

多为栽培，种类复杂。９５％以上的河南产辛夷为望
春玉兰，其花蕾产量和质量居全国首位，著称为“河

南辛夷”［２］。科学准确地鉴定辛夷品种及种质资源

材料的遗传特性，对辛夷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遗传

资源评价、种子质量鉴定和道地性品牌权益保护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毛细管电泳（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
ｒｅｓｉｓ，ＣＥ）是以高压电场为驱动力，以毛细管为分离
通道，依据样品中各组分间淌度和分配行为的差异

而实现分离的一类液相分离技术［３］，是电泳家族的

新成员。本研究运用ＳＲＡＰ分子标记引物对河南辛
夷种系进行ＰＣＲ扩增，比较手工电泳和毛细管电泳
之间的差异，为河南辛夷的遗传多样性分析提供理

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采取河南省南召县辛夷树种盛花期的花蕾，共

８个品种（按顺序依次分别为１～８号），由河南省南
阳市南召县辛夷产业办公室张宏提供 （见表１），采
摘后由自封袋封装，－７０℃冰箱冻存。

表１　河南辛夷编号及品种名称

编号 品种 采集地 采集部位

１ 大毛桃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２ 串鱼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３ 猴巴掌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４ 串鱼－猴巴掌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５ 辛夷王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６ 驴奶头 小店乡马庄村 花蕾

７ 紫玉兰 皇后乡天桥村 花蕾

８ 红玉兰 皇后乡天桥村 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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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ＤＮＡ提取及检测

应用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提取试剂盒（北京天根，
ＤＰ３０５）提取花蕾基因组 ＤＮＡ，微量分光光度计（美
国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２０００Ｃ）测定 ＤＮＡ的 ＯＤ值及 Ａ２６０／２８０
值，－７０℃冰箱冻存备测。
１．２．２　ＳＲＡＰ－ＰＣＲ分析

参考２００１年由 Ｌｉ和 Ｑｕｉｒｏｓ［４］创建的 ＳＲＡＰ方
法，运用６个正、反向引物组合为６４个引物组合，优
化体系后，筛选出５对条带清晰、多态性号、重复性
好的引物，引物序列见表 ２。ＰＣＲ扩增采用 ２５μＬ
反应体系，其中２．５μＬ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含ＭｇＣＬ２），
１μＬ２．５ｍｍｏｌ／ＬｄＮＴＰｓ，正反向引物各１μＬ，模板
ＤＮＡ３０ｎｇ，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 ０．２μＬ，余双蒸水补
齐。扩增程序即９４℃ 预变性３ｍｉｎ；９４℃ 变性１
ｍｉｎ，３５℃退火１ｍｉｎ，７２℃延伸１ｍｉｎ，５个循环；
９４℃ 变性 １ｍｉｎ，５０℃退火 １ｍｉｎ，７２℃延伸 ５
ｍｉｎ，３５个循环；４℃保存。扩增产物－２０℃保存。
表２　５对ＳＲＡＰ引物组合序列（５’－３’）及ＰＣＲ扩增结果

引物组合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ｍｅ２／ｅｍ１４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ＡＧＣ ＧＡＣＴＧＧ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ＡＣＧ
ｍｅ５／ｅｍ１０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ＡＡＧ ＧＡＣＴＧＧ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ＣＡＧ
ｍｅ６／ｅｍ４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ＴＡＡ ＧＡＣＴＧＧ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ＴＧＡ
ｍｅ６／ｅｍ１２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ＴＡＡ ＧＡＣＴＧＧ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ＡＴＧ
ｍｅ１２／ｅｍ２ ＴＴＣＡＧＧＧＴＧＧＣＣＧＧＡＴＧ ＧＡＣＴＧＧ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ＴＧＣ

１．２．３　电泳分离
１．２．３．１　手工电泳分离

采用含有核酸染料的 １．８％琼脂糖凝胶分离
ＳＲＡＰ片段，将凝胶及内槽放入电泳槽中，添加０．５×
ＴＢＥ电泳缓冲液盖过胶板，加样后１１０Ｖ电压电泳
４０ｍｉｎ左右。Ｔａｎｏｎ１６００（上海天能）凝胶图像处理
系统对凝胶进行拍照。

１．２．３．２　毛细管电泳分离
选用合适的 ＤＮＡ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卡夹，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ｒ选择１５ｂｐ／３Ｋｂ，以及ＤＮＡＳｉｚｅＭａｒｋｅｒ５０ｂｐ～

８００ｂｐ，为判断大片段扩增产物的准确性，同时加
入一个参考ＳｉｚｅｒＭａｒｋｅｒ３０ｂｐ～１５００ｂｐ。按照操作
流程，装载缓冲液槽，顺序加样，并确保所有０．２ｍＬ
ＰＣＲ管内的样本体积不低于１５ｕＬ，无样品的孔加入
２０ｕＬ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ｆｆｅｒ以保护毛细管。将预制好浓度的
嵌入染料溴化乙锭加入卡夹，运行仪器获得电泳结果。

１．２．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１．２．４．１　手工电泳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５对引物电泳的结果，在图谱上统计有差别
且容易被识别的条带，能够清晰、可重复出现的计为

“１”，相同位置上没有出现的则记为“０”，从而生成
原始数据矩阵，将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表格。
１．２．４．２　毛细管电泳数据处理与分析

根据ＰＣＲ扩增产物的 ＣＥ结果，使用峰检出功
能，输入所有可能条带的参数，ＱＩＡｘｃｅｌ软件自动生
成包含每个样本的条带大小、浓度、相对丰度，摩尔

浓度等详细信息的ＰＤＦ和Ｅｘｃｅｌ表格，调整阈值、最
小峰间距，计算条带数目、大小和多态性比例，其中

每个样品都含有的条带在容差３％以内记为相同条
带。根据有带和无带情况，利用 ＱＩＡｘｃｅｌ软件自动
转换为“１”和“０”数据矩阵。

运用遗传统计学软件（ＮＴＳＹＳｐｃ２．０２ｉ版本）
对上述两组数据分别处理，计算各样品间遗传相似

系数，运用ＵＰＧＭＡ法进行聚类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基因组ＤＮＡ的检测

经分光光度计测定，所有样品的 ＤＮＡＡ２６０／２８０值
在１．７～１．９之间，材料的基因组 ＤＮＡ质量和浓度
都较高，满足本研究的要求。

２．２　ＳＲＡＰ多态性分析
根据ＳＲＡＰ引物对８种河南辛夷扩增产物的手

工电泳和ＣＥ结果，分别制作引物 ｍｅ６／ｅｍ４的分离
图谱（图１）。

图１　ＳＲＡＰ引物ｍｅ６／ｅｍ４对８种河南辛夷的电泳结果（Ａ）手工电泳（Ｂ）毛细管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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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５对 ＳＲＡＰ引物扩增产物电泳条带及大
小，进行ＳＲＡＰ多态性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中
ＣＥ较手工电泳总条带数多检测出６个，多态性条带
多检出１５个，且 ＣＥ多态性占比明显高于手工电

泳；检出条带大小 ＣＥ与手工电泳分别是（７４～
１６５４）ｂｐ和（１００～２０００）ｂｐ之间，ＣＥ的分辨率和灵
敏度高于手工电泳。

表３　５对ＳＲＡＰ引物对８种河南辛夷ＰＣＲ扩增结果的多态性条带

电泳方法

引物

手工电泳

总条带数 多态性条带数 多态性占比

毛细管电泳

总条带数 多态性条带数 多态性占比

ｍｅ２／ｅｍ１４ １１ ９ ８１．８２％ １１ ９ ８１．８２％
ｍｅ５／ｅｍ１０ １４ １２ ８５．７１％ １６ １６ １００．０％
ｍｅ６／ｅｍ４ １６ １０ ６２．５０％ １８ １７ ９４．４４％
ｍｅ６／ｅｍ１２ １７ １４ ８２．３５％ １８ １７ ９４．４４％
ｍｅ１２／ｅｍ２ １３ １１ ８４．６２％ １４ １２ ８５．７１％
合计 ７１ ５６ － ７７ ７１ －
平均 １４．２ １１．２ ７８．８８％ １５．４ １４．２ ９２．２１％

２．３　河南辛夷遗传相似性及聚类分析
８个辛夷样品的遗传相似系数手工电泳和 ＣＥ

分别为０．５２～０．８７和０．６３～０．９１，详见图２。其中
样品６驴奶头与其余７个样品间遗传相似系数最
小，表示它们之间遗传基础差异较大，亲缘关系较

远。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两种电泳方式在相似系数

为０．７６处，均可将８个河南辛夷种（系）分为３类
群：类群Ｉ为小店乡马庄村驴奶头；类群ＩＩ包括皇后
乡天桥村紫玉兰和红玉兰；其余位于小店乡马庄村

的１～５号样品为类群 ＩＩＩ。８个河南辛夷种（系）间
遗传基础存在一定的差异，且与样品的地理位置无

直接关系。

图２　两种电泳方法对８种河南辛夷５对ＳＲＡＰ标记引物的ＵＰＧＭＡ聚类图

３　讨论与结论
辛夷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之一，其性温、味

辛，具有祛风散寒、开穴通窍之功能，在临床上用于

治疗风寒感冒、鼻炎、肺炎、疮毒、牙痛等症［５］。辛

夷富含芳香类物质，挥发油含量高达３％ ～４％，主
要成分为松油二环烯、桉精油等，是轻化和食品行业

重要的添加剂。我国是辛夷的原产地，其植株主要

分布于河南、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多为栽培，少有

野生，药用原植物较多，种类复杂。河南省南召县位

于伏牛山东段南麓，长江流域汉水上游，是我省山区

林业重点县之一。南召县栽培辛夷的历史悠久，

《本草纲目》上对南召辛夷曾有详细记载，把南召辛

夷列为“本经上品”；２００１年３月，国家林业局和中
国经济林协会将南召县作为首批命名全国唯一的

“中国辛夷之乡”。河南辛夷资源的主要树种包括：

望春玉兰、玉兰、紫玉兰、二乔玉兰、腋花玉兰等，其

中以望春玉兰所占比例最大，约占总株数的９５％以

上，花蕾产量和质量在全国居于首位。

利用ＤＮＡ分子标记能科学准确的鉴定植物品
种及种质资源材料的遗传特性，对遗传资源保护、利

用和评价，种质鉴定和道地性品牌保护具有重要的

意义［６］。ＳＲＡＰ分子标记法具有稳定、产率高和易
分离等特点，目前国内外已广泛应用于各类农作物、

中药材等的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领域［７］。本研究

参照Ｌｉ等［４］的ＳＲＡＰ标记方法，对河南省南召县的
８个辛夷品种进行了标记，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适当
的修改，其ＰＣＲ扩增产物采用手工电泳和ＣＥ方式，
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为河南辛夷的遗传多样性分

析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结果显示，ＣＥ分离图谱较手工电泳更清晰
明确。ＣＥ在总条带数和多态性条带数均高于手工
电泳，可检出河南辛夷普通电泳过程中肉眼不可见

的扩增条带，且条带差别小的也能清楚显示，其分辨

率和灵敏度明显高于手工电泳。在遗传相似性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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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析结果表明辛夷种系间遗传基础存在一定的差

异，且与取样的地理位置无直接关系。这与郭乐

等［８］用ＩＳＳＲ分析报道的遗传关系与它们的地理来
源并无严格的一致性关系基本一致。同时表明两种

电泳方式均能较好的用于辛夷种系的遗传多样性分

析。

但ＣＥ较手工电泳来说，不仅免去制胶、拍照、
读带的步骤，还能利用配套软件，实现条带筛选和分

析自动化；所需样本量少，一次可以获取多组样品结

果，还能避免研究者接触有毒性的染料。在条件许

可下，ＣＥ在效率和精准度方面更有利于辛夷品系基
因图谱的构建及现代化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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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张 ＣＲＴＳＩＩＩ型轨道板张拉台座设计

刘秀元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２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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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秀元（１９７８—），男，山西繁峙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高速铁路、

地铁设计施工科研工作及ＢＩＭ技术研发。

摘　要：ＣＲＴＳＩＩＩ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目前使用固定张拉台座法预制、
工厂化生产。双向双层先张预应力，要求轨道板在张拉时纵、横向整体张拉，纵横向同步放张，所以

要求张拉台座具有很大的强度和刚度，满足轨道板整体张拉要求。本设计研究轨道板固定张拉台

座。预应力钢筋端部设置锚固板，既减小预应力建立起来的长度，又可长久保持预应力值不损失，提

高轨道板耐久性；预应力钢筋定尺下料，专用张拉千斤顶单根初张拉，然后整体终张拉，整体同步放

张。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加预埋Ｈ型钢张拉台座，具有强度高、刚度大、变形小的优点，完全能满足轨
道板生产需要。

关键词：双向先张；张拉台座；ＣＲＴＳＩＩＩ型轨道板；预应力钢筋混凝土；Ｈ型钢张拉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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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目前国内新建时速３５０ｋｍ，无砟道床均以ＣＲＴＳ

Ⅲ型轨道板（以下简称轨道板）为主，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综合性能更优的高

速铁路无砟轨道结构系统。标准板为 Ｐ５６００型
５６００×２５００×２００ｍｍ［１］，本文以生产量最多的标准
板为例，设计计算轨道板张拉台座。

２　张拉台座结构概况
轨道板采用双向双层先张法预应力，轨道板预

应力钢筋横向为单层，共２４根，每根长２４３５ｍｍ，纵
向为双层，共２×８＝１６根，每根长５５２０ｍｍ，单根预
应力钢筋张拉力为８０ｋＮ。设计要求每个张拉台座
放置２×４＝８块模具［２］。每块板横向张拉力２４×
８０＝１９２０ｋＮ，纵向１６×８０＝１２８０ｋＮ，根据２×４矩阵
式布置模具，台座的横向张拉力２×１９２０＝３８４０ｋＮ，
台座纵向张拉力４×１２８０＝５１２０ｋＮ。

张拉台座采用Ｃ３０混凝土，弹性模量Ｅｃ＝３．００×
１０４ＭＰａ，容重 ２５ｋＮ／ｍ３。底部设计预应力钢绞线；
纵梁预应力束采用８×１１根７Ф５钢绞线，横梁预应

力束采用８×１３根７Ф５钢绞线。台座内预埋 Ｈ型
钢，作为轨道板张拉锚定位置立柱，承担轨道板张拉

时的力矩，并把力矩传递给钢筋混凝土［３］，在 Ｈ型
钢立柱顶端焊接矩形钢箱梁，锚顶轨道板张拉杆件。

３　设计模型
３．１　预应力钢筋布置

预应力钢束分为纵向、横向两部分，根据力矩平

衡，外力对地基梁中性轴的力矩等于预应中性轴的

力矩［４］，则纵梁预应力：１２８０×１６３０＝Ｆ纵·５５０，式
中Ｆ纵 ＝３７９４ｋＮ取其力的一半给予预应力钢绞线
７Ф５钢绞线，则所需根数ｎ＝（１８９７×１０３）"（１３９５×
１４０）＝９．７根，故在纵梁上选取１１根７Ф５钢绞线，
其控制应力为 ｆ＝（１８９７×１０３）

"

（１１×１４０）＝
１２３１ＭＰａ，位于距离地基梁底部的２０ｃｍ的位置上。

同理可求得：横梁梁上选取１３根７Ф５钢绞线，
其控制应力为 ｆ＝（２２３５×１０３）／（１３×１４０）＝
１２２８ＭＰａ，位于距离地基梁底部的４０ｃｍ的位置上。
为了避免地基梁在张拉预应力时产生过大的拉应

力［５］，在距离地基梁底部６０ｃｍ和８０ｃｍ处，纵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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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梁都增设一束上面所求出的预应力筋。

３．２　无自重作用和弹性支撑约束
在无自重作用和弹性支撑约束下［６］，对基础进

行数值模拟，取每个荷载作用下的位移、弯矩和应

力，在横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横向位移发生在第二

根横梁上，它与下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１４１ｍｍ。
在横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弯矩发生在第一根横梁上，

它与下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６３５ｋＮ·ｍ。设计计算
模型见图１。

图１　张拉台座设计模型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在横、纵单向预应力作用最大应力

在横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生在第一

根纵梁上，它与第四根横梁的交汇处，其值为

２９ＭＰａ；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横梁上，它与上
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８．６ＭＰａ。在横向预应力作
用下，最大纵向位移发生在第二根纵梁上，它与右部

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１．５９ｍｍ。在纵向预应力作
用下，最大弯矩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上，它与右部圈梁

的交汇处，其值为７４１ｋＮ·ｍ。
在纵向预应力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生在第四

根横梁上，它与第四根纵梁的交汇处，其值为

２１ＭＰａ；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横梁上，它与上
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７．５ＭＰａ。
４．２　在全部预应力作用最大应力

在全部预应力作用下，最大纵向位移发生在第

二根纵梁上，它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 １．
３２ｍｍ；最大横向位移发生在第二根横梁上，它与下
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１．０１ｍｍ。

在全部预应力作用下［７］，纵梁上的最大弯矩发

生在第一根纵梁上，它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

７０１ｋＮ·ｍ；横梁上的最大弯矩最大弯矩发生在第一根
横梁上，它与下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６２３ｋＮ·ｍ。
在全部预应力作用下，地基梁上全部为压应力，最大

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上，它与第四根横梁的交

汇处，其值为８．５ＭＰａ。在全部预应力＋横向外荷载

作用下，最大横向位移发生在上部圈梁的第二个悬

臂端上，其值为２．４６ｍｍ。
４．３　在全部预应力＋横向外荷载作用最大应力

在全部预应力 ＋横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弯矩
发生在下部位置的悬臂端为９６２ｋＮ·ｍ。在全部预
应力＋横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生在下部
位置的悬臂端为３．６ＭＰａ，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一根
纵梁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１２．８ＭＰａ。在全
部预应力＋纵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横向位移发生
在右部圈梁的第二个悬臂端上，其值为２．５８ｍｍ。
４．４　在全部预应力＋纵向外荷载作用最大应力

在全部预应力 ＋纵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弯矩
发生在右部位置的悬臂端为 １１４９ｋＮ·ｍ。在全部
预应力＋纵向外荷载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生在左
右部位置的悬臂端为３．１ＭＰａ，最大压应力发生在第
一根纵梁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１３．４ＭＰａ。
４．５　在全部预应力＋全部外荷载作用下

在全部预应力＋全部外荷载作用下［８］，悬臂端

的弯矩与之前两个工况没有变化，只是在圈梁的四

个角的位置处弯矩增加了，最大值为１１４９ｋＮ·ｍ。
在全部预应力＋全部外荷载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发
生在左右部位置的悬臂端为３．１２ＭＰａ，最大压应力
发生在第一根纵梁与右部圈梁的交汇处，其值为

１３．８ＭＰａ。
４．６　计算结果汇总

依据以上数据计算的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计算结果汇总表

工况 位移ｍｍ 弯矩 拉力ＭＰａ压力ＭＰａ
横向预应力 １．４１ ６３５ ２．９ ８．６
纵向预应力 １．５９ ７４１ ２．１ ７．５
全部预应力 １．３２ ７０１ 未出现 ８．５

全部预应力＋横向荷载 ２．４６ ９６２ ３．６ １２．８
全部预应力＋纵向荷载 ２．５８ １１４９ ３．１ １３．４
全部预应力＋全部荷载 ２．８５ １１４９ ３．１ １３．８

５　局部受力分析计算
悬臂端验算，ＩＩＩ型板张拉基础结构中悬臂端可

以简化为一个悬臂梁。

右部：截面 ｈ＝１２０ｃｍ，ｂ＝１５０ｃｍ，悬臂长 ｌ＝
１０８ｃｍ，受到１２８０ｋＮ剪力产生弯矩Ｍ作用，

Ｍ＝１２８０ｋＮ×１０８ｃｍ＝１３８２４０ｋＮ·ｃｍ，
Ｗχ＝（１／６）ｂｈ

２＝（１／６）×１５０×１２０２＝３．６×
１０５ｃｍ３，

σ＝Ｍ／Ｗχ＝３．８４ＭＰａ＞［σ］＝１．７８ＭＰａ，
故需要配筋来满足抗拉要求。

左部：截面 ｈ＝９７ｃｍ，ｂ＝１５０ｃｍ，悬臂长 ｌ＝
１０８ｃｍ，受到８×８０ｋＮ剪力产生的弯矩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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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８×８０ｋＮ×１０８ｃｍ＝６９１２０ｋＮ·ｃｍ，
Ｗχ＝（１／６）ｂｈ

２＝（１／６）×１５０×９７２＝２．３５×
１０５ｃｍ３，

σ＝Ｍ／Ｗχ＝２．９４ＭＰａ＞［σ］＝１．７８ＭＰａ，
故需要配筋来满足抗拉要求。

６　地基梁验算
６．１　地基梁简化模型

张拉台座基础结构中纵向地基梁可以简化为一

个简支梁，在 ｍｉｄａｓ中建立模型［９］，左右作用

１２８０ｋＮ的集中力，在距离梁底部 ２０ｃｍ和 ６０ｃｍ的
地方布置预应力筋。模型计算得纵梁上部为

９２ＭＰａ的压应力，下部为０．９ＭＰａ的压应力。ＩＩＩ型
板张拉基础结构中横向地基梁可以简化为一个简支

梁，在 ｍｉｄａｓ中建立模型，左右作用 ９６０ｋＮ的集中
力，在距离梁底部４０ｃｍ和８０ｃｍ的地方布置预应力
筋。模型计算得横梁上部为９．５ＭＰａ的压应力，下
部为０１ＭＰａ的拉应力。如图２所示。

图２　地基梁简化模型

６．２　配筋设计材料参数
Ｃ３０混凝土，Φ２８ＨＲＢ３３５钢筋；混凝土容许压

应力［σｗ］＝１０ＭＰａ，钢筋容许拉应力［σｇ］＝
１８０ＭＰａ，钢筋的弹性模量与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比值
ｎ取１０。取抗拉钢筋重心处距离底部α＝８ｃｍ，ｈ０＝
ｈ－８＝１１２ｃｍ。
６．３　配筋设计

先假定内力偶臂 Ｚ＝０．９，ｈ０＝１００．８ｃｍ，Ａｇ＝
Ｍ／（［σｇ］Ｚ）＝１３８２４０／（１８×１００．８）＝７６．１９ｃｍ

３，

Φ２８钢筋面积为 Ａ０＝６．１７５ｃｍ２，所需钢筋根数 ｎ＝
Ａｇ／Δ＝１２．３４，选取１４根Φ２８钢筋：Ａｇ＝８６．４５ｃｍ

２，

μ＝Ａｇ／（ｂｈ０）＝８６．４５／（１５０×１１２）＝０００５１４＞
μｍｉｎ＝０．１５％

ｎμ＝１０×０．００５１４＝０．０５１４

α＝ （０．０５１４）２槡 ＋２×０．０５１４－０．０５１４＝０．２７３３
Ａｇ＝Ｍ／（［σｇ］（１－α／３）ｈ０））＝１３８２４０／（１８×

１１２×（１－０．２７３３／３））＝７５．４４ｃｍ２

按此Ａｇ值在计算α，
μ＝Ａｇ／（ｂｈ０）＝７５．４４／（１５０×１１２）＝０．００４４９
ｎμ＝１０×０．０４４９＝０．０４４９

α＝ （０．０４４９）２槡 ＋２×０．０４４９－０．０４４９＝０２５８１
此α与之前算出的０．２７３３较接近，故选用的钢

筋合适。将此１４钢筋，每两根绑成一束，每束的间
距为２０ｃｍ。此时混凝土中的压应力：

σｗ＝２Ｍ／（α（１－α／３）ｂｈ０
２）＝（２×１３８２４０）／

（０．２７３３×（１－０．２７３３／３）×１５０×１１２２）＝５．９２ＭＰａ＜
［σｗ］＝１０ＭＰａ

受压区高度为：χ＝αｈ０＝０．２７３３×１１２＝３０．６１ｃｍ
受拉钢筋拉应力为：

σｇ＝Ｍ／（Ａｇ（ｈ０－χ／３））＝１３８２４０／（８６．４５×
（１１２－３０．６１／３））＝１５７．０８ＭＰａ＜［σ］＝１８０ＭＰａ

基础所能承受的弯矩：

［Ｍｇ］＝Ａｇ［σｇ］（１－α／３）ｈ０＝８６．４５×１８×
（１－０．２７３３／３）×１１２＝１５８４０６ｋＮ·ｃｍ

［Ｍｗ］＝（１／２）α（１－α／３）［σｗ］ｂｈ０
２＝０．５×

０．２７３３×（１－０．２７３３／３）×１×１５０×１１２２ ＝
２３３６９７ｋＮ·ｃｍ

故此钢筋应力控制是低筋设计，能承受最大弯

矩为１５８４．０６ｋＮ·ｍ。
７　Ｈ型钢抗剪能力验算

采用Ｑ３４５ｑＤ的Ｈ型钢，根据 Ｈ型钢截面尺寸
４００×４００×１３×２１得出截面几何特性值为，Ｉχ＝
６５３６１．５８ｃｍ４，Ｓχ ＝１８００．０６ｃｍ

３，Ａ＝２１４．５４ｃｍ２。
Ｑ３４５ｑＤ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为：［τ］＝１２ｋＮ／ｃｍ２。
现在取两根截面４００×４００×１３×２１Ｈ型钢，其中每
根型钢承受Ｆ＝６４０ｋＮ，则

τ＝ＦｓＳχ／（Ｉχｂ）＝（６４０×１８００．０６）／（６５３６１．５８×
２．１）＝８．３９ｋＮ／ｃｍ２＜１２ｋＮ／ｃｍ２。由于 τ＜［τ］，故
Ｈ型钢抗剪强度满足要求。
８　地基承载力验算

台座基础部分自重：单个张拉台座混凝土需要

约２６５ｍ３，密度取２４００ｋｇ／ｍ３，则混凝土重量为２６５×
２４００＝６３６０００ｋｇ＝６３６ｔ；基础内钢筋重量２９．８８ｔ；台
座基础钢结构重量３２．７１６ｔ；布料机自重约１２ｔ；单个
台座内板的重量：Ｐ５６００型轨道板每块需要２９７ｍ３

混凝土，密度取２４００ｋｇ／ｍ３，所需混凝土重量２．９７×
２４００＝７１２８ｋｇ，板内钢筋重量根据设计图纸可知为
３１６．４５ｋｇ，则可知每块５６００型轨道板重量约为７１２８＋
３１６．４５＝７４４４．４５ｋｇ。一个台座内设置八块板，总重
约７４４４．４５×８＝５９５５５．６ｋｇ＝５９５６ｔ；Ｐ５６００型轨道
板模具重量约为８ｔ，一个张拉台座内模具总重８×８＝
６４ｔ；Ｈ型轨道一侧重量２８８３ｔ，双侧为５．７６６ｔ；每个
张拉横梁约为３．１ｔ，四个张拉横梁总重量１２．４ｔ；布
料机料斗３ｍ３混凝土重量７．８ｔ；移动横梁轨道重量
０．１５ｔ；蒸养管道及空气管道重量１ｔ；故将以上重量
加起来为地基所受竖向荷载８６１．２７２ｔ。

·７２１·



地基承载力计算工况：竖向载荷由台座基础全

部底面承受［１０］。台座基础全部底面面积（占地面积）

为３１２．９３ｍ２。则地基所承受的应力为８６１．２７２×１０／
３１２．９３＝２７．５２３ｋＰａ。地基承载力安全系数：１２０／
２７．５２３＝４．３６＞２，此计算工况下，地基承载力满足
要求且具有足够的余度。由于模具及轨道板重量是

通过台座地面直接作用到地基上的，接近实际工况，

故地基承载力是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

９　结论
分双向先张 ＣＲＴＳＩＩＩ型轨道板，张拉台座没有

统一结构形式，有全钢结构，有钢筋混凝土结构，还

有混凝土挖孔桩结构等，都有不同程度损坏，有的甚

至没有生产完成，张拉台座已经报废。结合各轨道

板生产场的台座结构形式，本设计在预应力钢筋混

凝土中埋设Ｈ型钢结构作为张拉梁台座，是目前一
种比较合理的方案，根据目前在郑徐客专、京沈客专

和昌赣客专使用结果，这种台座的刚度强度均能满

足双向张拉要求，结构变形很小，都在小于毫米范围

内，并且结构设计合理，安全性高，体积小，占地小，

混凝土用量也小，完全满足先 ＣＲＴＳＩＩＩ型轨道板生
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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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总目次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发现普列特尼约夫

———作为《现代人》杂志主编的教育家身份 耿海英（１－１）
!!!!!!!!!!!!!!!!!!!

感觉的寓言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叙事分析 王艺涵（１－８）
!!!!!!!!!!!!!!!!!!!!!

“在家”与“在场”的生态书写

———论刘慈欣《三体》中的女性形象 韩玉洁（１－１３）
!!!!!!!!!!!!!!!!!!!!!

语境与纲领

———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的《现代人》研究 耿海英（２－１２）
!!!!!!!!!!!!!!!!!!!

卞之琳诗本事与释评三题 萧梦麟（２－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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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
!!!!!!

“褶皱般”的栏目

———别林斯基主笔阶段的《现代人》研究（续） 耿海英（３－１）
!!!!!!!!!!!!!!!!!

作为世界的隐喻的文学

———墨白和博尔赫斯对比研究 杨文臣（３－１０）
!!!!!!!!!!!!!!!!!!!!!!!

在梦境里自由飞翔

———读墨白散文集《鸟与梦飞行》 高俊林（３－１６）
!!!!!!!!!!!!!!!!!!!!!!

兵法与小说叙事的关系（对话） 墨　白，孙青瑜（３－２０）
!!!!!!!!!!!!!!!!!!!!!!

俄国１８２０年代关于普希金的论争
———《现代人》的“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溯源 耿海英（４－１）

!!!!!!!!!!!!

斯拉夫派与土壤派的文学论争

———以阿克萨科夫兄弟为视角 陆　尧（４－７）
!!!!!!!!!!!!!!!!!!!!!!!!

“百花园”与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 刘宏志（４－１４）
!!!!!!!!!!!!!!!!!!!!!!!

文本自身的反驳

———果戈理的妖魔元素对“现实主义”神话的解构 耿海英（５－１）
!!!!!!!!!!!!!!!!

作为文献纪实文学体裁的“超文学” 张变革（５－１０）
!!!!!!!!!!!!!!!!!!!!!!!

论电影《美人鱼》中的环境审美观念与生态思考 岳　芬（５－１７）
!!!!!!!!!!!!!!!!!!

上海《晨报》上的刘呐鸥、穆时英集外文 杨新宇（６－１）
!!!!!!!!!!!!!!!!!!!!!!

《光荣院》的文本、版本与文学传播 李勇军（６－７）
!!!!!!!!!!!!!!!!!!!!!!!!

陌生化认知·乡愁乌托邦·审美现代性

———论科幻小说的美学意蕴 吴亮银（６－１１）
!!!!!!!!!!!!!!!!!!!!!!!!

诗歌绘本隐喻空间的构建及语言特点 胡若牧（６－１７）
!!!!!!!!!!!!!!!!!!!!!!

·新时代新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周春辉（２－１）
!!!!!!!!

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逻辑 钱昌照，刘宇岚（２－６）
!!!!!!!!!!!!!!!

·新时代新气象：文化与创意·

中原学与《道德经》 李庚香（１－１９）
!!!!!!!!!!!!!!!!!!!!!!!!!!!!!!

中原学与新宋学 李庚香（３－８７）
!!!!!!!!!!!!!!!!!!!!!!!!!!!!!!!

“互联网＋”下的闽南餐饮ＩＰ视觉形象研究 邵世鑫，李文涛，程　原（３－９１）
!!!!!!!!!!!!!

符号学视角下的传统乡村景观“乡愁”意境表达探析 万陆洋（３－９６）
!!!!!!!!!!!!!!!!

中原学与河洛学 李庚香（５－８９）
!!!!!!!!!!!!!!!!!!!!!!!!!!!!!!!

·９２１·



·经济与管理·

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内大循环的视角 黄　潇，王海霞（１－２９）
!!!!!!!!!!!!!!!!!!!!!

销售转型视角下食品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分析

———以“好想你”并购“百草味”为例 窦　伟，李　珂（１－３６）
!!!!!!!!!!!!!!!!!

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财务评价与蛛网重构 李梦旭（１－４２）
!!!!!!!!!!!!!!!!!!!!

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郝艳燕（１－５０）
!!!!!!!!!!!!!!!!!!

协同融合视阈下河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供给研究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基于协调度模型的经验分析 赵　健（２－３２）
!!!!!!!!!!!!!!!!

电商发展的农村减贫效应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叶　娟，顾一鸣（２－３９）
!!!!!!!!!!!!!!!!!!

基于百度指数分析的信阳大别山红色研学产品提升研究 刘桂兰，张兰兰，唐　梦（３－２４）
!!!!!!!

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量视角 程文改，赵进东，郑　言（３－３１）
!!!!!!!!!!!!!!!!!!!!!

用户资产的程序化价值变现逻辑旨归 林宗平，杨　静，李建锋（３－３７）
!!!!!!!!!!!!!!!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及时空演化

———基于河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韩占兵（４－１９）
!!!!!!!!!!!!!!!!!!!!

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

———基于产业结构中介效应的视角 夏　宏，朱　涛（４－２７）
!!!!!!!!!!!!!!!!!!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

———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与空间外溢 杨春雨，杨瑞琪（４－３５）
!!!!!!!!!!!!!!!!!

应急财政政策：历史演进、治理逻辑与调试趋向 王彦平，陶慧芳（４－４２）
!!!!!!!!!!!!!!!

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研究：以国家海洋博物馆为例 王庆生，李　欣（５－２１）
!!!!!!!!!!!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 李国谨（５－２９）
!!!!!!!!!!!!!

新时代背景下对权力运行审计监督：内容、目标及路径 阎建合（５－３５）
!!!!!!!!!!!!!!!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　石，李　媛（６－２３）
!!!!!!!!!!!!!!!!!!

论我国城市养老服务的发展趋势与路径选择 祁雪瑞（６－２８）
!!!!!!!!!!!!!!!!!!!

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路径研究 杨　健（６－３４）
!!!!!!!!!!!!!!!!!!!!

·法学研究·

意志与意识：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刑事责任论 刘德法，白雅楠（１－５４）
!!!!!!!!!!!!!!

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路径 章　琦（１－６２）
!!!!!!!!!!!!!!!!!!!!!!!!!!!

论超大型数字平台双轮垄断的法律规制 姚保松，常　慧（２－４４）
!!!!!!!!!!!!!!!!!!

从人格权辨析角度探究企业数据的权利归属 马牧青（２－５０）
!!!!!!!!!!!!!!!!!!!

论恶意贬损声誉型刷单行为的刑法定性与规制 王诗华（３－４３）
!!!!!!!!!!!!!!!!!!

《大清律例》中亲属相犯以凡人论问题研究 王柄鑫（３－４９）
!!!!!!!!!!!!!!!!!!!!

经济新业态的法律规制

———以饭圈失范现象为例 田依芾（４－７２）
!!!!!!!!!!!!!!!!!!!!!!!!!

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

———基于数据产权立法的策略 邱国侠，范美云（４－７９）
!!!!!!!!!!!!!!!!!!!!

论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构建 李东风（５－４１）
!!!!!!!!!!!!!!!!!!!!!

网络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内在逻辑 谢京凯，孙　餠（５－４６）
!!!!!!!!!!!!!!!!!!!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规制的公益诉讼路径研究 顾秀文（６－４０）
!!!!!!!!!!!!!!!

我国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之法定刑问题

———基于犯罪经济学的反思 张诗怡（６－４５）
!!!!!!!!!!!!!!!!!!!!!!!!

·０３１·



·社会与历史·

抗战时期国统区警察薪酬待遇问题研究

———以四川省会警察局为中心 曹发军（１－６７）
!!!!!!!!!!!!!!!!!!!!!!!

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研究 周术槐，石婧逸（１－７２）
!!!!!!!!!!!!!!!!!!!!!

孙健初西北地质考察研究 张传卿，王永强（１－７８）
!!!!!!!!!!!!!!!!!!!!!!!!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论逻辑的伟大源泉

范　峥，马林靖，张　欣，时漫扬，李　莉（１－８６）
!!!!!!!!!!!!!!!!!!!!!!

河南革命文物的时空分布与价值意蕴探析 赵金华，亓淑贤，吴朋飞（２－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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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
!!!!!!!!!!!!!!!!!!!!!!!!!

行稳致远的中欧关系 柴生高（２－６７）
!!!!!!!!!!!!!!!!!!!!!!!!!!!!!

革命文艺的下乡：以鲁艺工作团为中心的考察 梁琚牵（２－７２）
!!!!!!!!!!!!!!!!!!!

优秀文献古籍传承与文化自信 陈　峥，蔡乾涛（３－５４）
!!!!!!!!!!!!!!!!!!!!!!

乡村振兴视域下地方戏曲的发展路径探索

———基于安徽农村黄梅戏调查 王凤娟（３－５９）
!!!!!!!!!!!!!!!!!!!!!!!

宁夏革命标语形成的历史维度、内容特征与有效利用 张玉梅（４－４７）
!!!!!!!!!!!!!!!!

从《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招幌设计 杨　远，李　迪（４－５２）
!!!!!!!!!!!!!!!!!!!!!

药品下乡：最初的努力与成效（１９５３—１９６４） 李　剑（５－５１）
!!!!!!!!!!!!!!!!!!!!

对决天花：种痘事业的兴起与天花的根除 贾吉庆（５－５７）
!!!!!!!!!!!!!!!!!!!!!

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教育探析 张业蕾（５－６２）
!!!!!!!!!!!!!!!!!!

医疗救护视野下的沂蒙精神探析 胡安徽，张业蕾（６－６６）
!!!!!!!!!!!!!!!!!!!!!

新中国初期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历史作用 崔　钧（６－７２）
!!!!!!!!!!!!!

抗战史视野下的《云南医刊》 陈妍晶（６－７８）
!!!!!!!!!!!!!!!!!!!!!!!!!!

《红星》报与中央苏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 李　媛，钟继润（６－８４）
!!!!!!!!!!!!!!!!!!

·传媒与艺术·

高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 罗文华（１－９１）
!!!!!!!!!!!!!!!!!!!

融媒体语境下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科学治理 杨清华（１－９７）
!!!!!!!!!!!!!!!!!!

叙事性传播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与分析 戴　，刘欣悦（２－７７）
!!!!!!!!!!!!!!!!!

抗战时期《大公报》正、副刊迥异的言论倾向与身份符码 许　晶（２－８２）
!!!!!!!!!!!!!!!

图书新品种开发传统视角的不足与价值共创视角的引入 梁　超（３－７５）
!!!!!!!!!!!!!!

成“物”与去“物”：受众本体存在的价值之问 陈文泰，孙仲伯（３－８２）
!!!!!!!!!!!!!!!!

全媒体新闻报道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与实践 冯　美，庞端阳（４－５７）
!!!!!!!!!!!!!!!

文化自觉、活化表达与记忆重构：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创新三维

———以“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例 常　淳（４－６２）
!!!!!!!!!!!!!!!!!!!!!!

浅析英国《卫报》和德国之声对难民事件报道之风格

———以艾伦·科迪之死为例 胡博文（４－６７）
!!!!!!!!!!!!!!!!!!!!!!!!

云时代的中国国际传播：场景、话语与关系 武会园（５－７９）
!!!!!!!!!!!!!!!!!!!!

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建设研究

———基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实践研究 韩燕飞（５－８５）
!!!!!!!!!!!!!!!!!!!

化阻为疏：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看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 宋晓霞（６－５３）
!!!!!!!!!!!!

新闻发言人特质对民众接受信息意愿的影响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李平芬，隆安燕（６－５９）
!!!!!!!!!!!!!!!!!!!!!!

·语言文化与翻译·

诗歌译解：跨越翻译叙事的审美距离

———基于刘华文《翻译诗学》的考察 张宏雨（１－１０２）
!!!!!!!!!!!!!!!!!!!!!

语言特区理论视域下诗歌文体对新闻标题语言的影响 张　力，张剑英，仵兆琪（１－１０９）
!!!!!!!!

河南沁阳方言的人称代词和复数标记“个” 张明明（１－１１４）
!!!!!!!!!!!!!!!!!!!!

·１３１·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鲍勃·迪伦的歌词象似性解读 成汹涌，丁运梦（３－６４）
!!!!!!!!!!!!!!

中央文献英译的译者立场 杜　帅（３－７０）
!!!!!!!!!!!!!!!!!!!!!!!!!!!

中动结构的特征解读及句法分析 郭　霞（５－６７）
!!!!!!!!!!!!!!!!!!!!!!!!

从“翻译行为”到“译者行为” 赵国月，高晓仙（５－７４）
!!!!!!!!!!!!!!!!!!!!!!

·新时代新担当：教育与教学·

高校礼仪教育视角下立德树人路径探索 程　燕（１－１１９）
!!!!!!!!!!!!!!!!!!!!!

高校声乐课堂中的情感交互探究 郭楠楠（１－１２４）
!!!!!!!!!!!!!!!!!!!!!!!!

“逆全球化”思潮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王苏琪（２－８９）
!!!!!!!!!!!!!!!!!!!!!

高校“课程思政”开发利用河南红色资源的路径探究 祝　琳（２－９４）
!!!!!!!!!!!!!!!!

应用型本科高校《量子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究 李海东，周书焕，王　远，姜国峰（２－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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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３）
!!!!!!!!!!!!!!!

新时代提升教师能力、促进教师发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策略 李　欣（３－１０１）
!!!!!!!!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要聚焦新矛盾论思维 谭笑风（３－１０６）
!!!!!!!!!!!!!!!!!!

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南亚娜（３－１１１）
!!!!!!!!!!!!!!

地方应用型本科新工科建设策略研究 赵　冰，郭改文，黄继海（４－８６）
!!!!!!!!!!!!!!!

河南省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为例 石　丽（４－９２）
!!!!!!!!!!!!!!!!!!!!!

矛盾分析法在中国十二音作品中的体现与运用

———以罗忠《涉江采芙蓉》为例 胡舒翔（４－９８）
!!!!!!!!!!!!!!!!!!!!!!

《立体构成》课程线上线下教学互补模式及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实践 禹　典（４－１０３）
!!!!!!!!!!

听障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比较研究 王　琦，马子萱（５－９５）
!!!!!!!!!!!!!!!

“教育内卷”背景下的大数据技能社会人才培养评价模式的研究 张东林，崔　蕾（５－１０１）
!!!!!!!

河南省高校三位一体组团式援疆模式研究 王丽敏（５－１０６）
!!!!!!!!!!!!!!!!!!!!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 韩兴华（６－９０）
!!!!!!!!!!!

历史主动精神视阈下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论析 王怡灵，吴学兵（６－９５）
!!!!!!!!!!!!!!!

论儒家传统修身理论的个体生命观 张　培（６－１００）
!!!!!!!!!!!!!!!!!!!!!!!

河南高校英语课程中的文化自信构建研究 吉冰冰（６－１０５）
!!!!!!!!!!!!!!!!!!!!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探索 胡　钰（６－１１０）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变频调速冗余控制技术在塔机中的应用 王继东，王玉清，魏铁壮（２－１０８）
!!!!!!!!!!!!!!

变截面节段拼装连续梁长线法预制工艺 刘秀元（２－１１２）
!!!!!!!!!!!!!!!!!!!!!

脱氢枞酸结构改性的研究进展 姜巧娟，赵雅雯，刘从军（２－１１９）
!!!!!!!!!!!!!!!!!!

正交优化藜麦饼干的工艺配方研究 秦小转，陈　欣（２－１２５）
!!!!!!!!!!!!!!!!!!!

改进边缘算法的智能识别播撒机器人 李红丽，沈相龙，王　通，周松豪（３－１１６）
!!!!!!!!!!!

淫羊藿黄酮对大鼠血清内源睾酮水平的影响 宋彦显，闵玉涛，彭　聪，马庆一（３－１２０）
!!!!!!!!

低温甲醇洗装置中塔的布置及管口方位设计 孙方莉（３－１２４）
!!!!!!!!!!!!!!!!!!!

活性粉末混凝土（ＲＰＣ）节段预制梁制造技术 刘秀元（４－１０７）
!!!!!!!!!!!!!!!!!!!

类矩形盾构隧道管片施工受力性能数值模拟分析 张欢欢，汪　菁（４－１１２）
!!!!!!!!!!!!!

基于响应曲面法优化碳酸甲乙酯精馏工艺的模拟与分析 郑丽萍，刘　杏，刘梦瑶，张峻炜（４－１１９）
!!!

间歇式双污泥工艺处理农村污水的应用 宋博宇，卞晓峥，华洁平，黄健平（４－１２４）
!!!!!!!!!!

基于探注协同控制的深部松软破碎围岩支护技术研究 王进尚，刘成才，王玉玲，李润泽（５－１１０）
!!!!

低周往复荷载下混杂纤维混凝土梁柱结构试验及理论研究 钟　晨，温学涛，胡元超，朱旭峰（５－１１４）
!!

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研究 王　勇，李　层，韩　益，郑丽萍（５－１１９）
!!!!!!!!!!

不同预处理方法对鸭肉品质的影响 冯　冲，姚　虹，陈思嘉，李泓晔，耿　雪，朱川灏（５－１２４）
!!!!!

混合配体构筑的ＭＯＦｓ化合物的制备与结构表征 李玉玲，刘滢洁，苏梦宇，蔡　奥（６－１１５）
!!!!!!

不同电泳方式对ＳＲＡＰ分子标记的辛夷遗传多样性分析的影响 王　岚，张　宏，李靖靖（６－１２１）
!!!!

先张ＣＲＴＳＩＩＩ型轨道板张拉台座设计 刘秀元（６－１２５）
!!!!!!!!!!!!!!!!!!!!!!

·２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