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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８３５年舍维廖夫的《文学与商业》，１８３６年果戈理的《论１８３４和１８３５年杂志文学的动
向》两文挑起了关于文学商业化大众化的争论。此时创办的《现代人》也被裹挟在２０—３０年代俄国
这股文学商业化的浪潮中。舍维廖夫抨击文学的商业化倾向，果戈理认为问题不在于文学是否商业

化，而在于文学是否具有内在品质。具有贵族性的《现代人》因曲高和寡而面临生存的困境。普希

金并不简单否定文学的商业化大众化，但他也坚持杂志的思想高度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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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果戈理《论１８３４和１８３５年杂志文学的动
向》

根据我们此前发表的研究文章可以得知，１８３０
年代初登文坛的果戈理经普列特尼约夫引荐与普希

金相识。他在普希金１８３６年创办的《现代人》第一
期上发表的《论１８３４和１８３５年杂志文学的动向》
（以下简称《动向》）①，也许因为是其早期文章，一

直没有得到果戈理研究者的注意。实际上这篇文章

观察精准，文笔犀利，对当时文学界的研判，用普希

金的话说“因它公正的立论而引起普遍的注意”，

“文中机智尖锐而坦率地阐述了许多公正的见

解”［１］３２２；别林斯基则评价他“所有论断不仅辛辣、

尖锐和巧妙，并且甚至是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

的”［２］。甚至，该文因为匿名而被误认为是普希金

所作，代表了普希金《现代人》的办刊宗旨，并且因

文章指向明确的批评而给刚创办的《现代人》招徕

普遍的围攻。

那么文章究竟是什么内容引来如此激烈的反

应？笔者认为，从该文中我们不仅可以一窥俄国新

闻出版业兴起的商业化大众化状况，同样可以观察

到１９世纪初期俄国文学商业化大众化的表征。正
是文章对当时流行刊物上文学的商业化与大众化的

尖锐分析与抨击，遭到了来自资本力量的围攻。

首先需要阐明的是，果戈理文章题目中“杂志

文学”一词，具有更宽泛的意义，他谈“杂志上的文

学”的动向，实际上也谈当时的刊物出版及其内容，

这些内容并不限于今天我们狭义的“文学”概念，它

包含了各种体裁和各个领域的题材，而且他将这些

“刊物及其内容”视为那个时代声音的“忠实代表”；

果戈理还强调，杂志给出了现成的评判，引起无数人

阅读与谈论。我们需要在这个语义中理解其整篇文

章的内容。

果戈理开篇就指出，当时的“杂志文学”支配着

大众的趣味，它引导和撬动着几乎所有图书的出版，

囊括了百分之九十的文学创作（剩下的百分之十是

与“杂志文学”相对的“图书文学”———以图书形式

面世的文学作品）。他之所以开篇就点明这一点，

是为后文埋下伏笔：“杂志文学”对公众影响如此之

大，那么现时流行的刊物上的“文学”究竟是些什么

样的文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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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果戈理的观察，这一时期读者数量显著增

加，读者对阅读的需求明显提高。可是近两年除了

《读者文库》（１８３４）和《莫斯科观察家》（１８３５），没
有新杂志出现，许多老杂志不是停刊，就是少气无

力、平淡无奇：《莫斯科电讯》早已丧失了尖锐音调，

从前它凭借这一点获得“与彼得堡杂志论战的杂

志”［３］１５７的地位；《望远镜》最近则变得没有任何新

鲜性和紧迫性内容。那么新出的《读者文库》又怎

么样呢？果戈理的文章最主要的就是针对《读者文

库》。

果戈理认为，在出版界，出版商、书商斯米尔金

勤勉进取，操持创办了一份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式

的杂志《读者文库》②，“他争取所有文人，不论他们

在俄罗斯有多少，都使他们参与到自己的企业

中”［３］１５８。可是，令果戈理遗憾的是，斯米尔金挑选

杂志主编“做得不谨慎了”［３］１５７———由阿拉伯文学

教授先科夫斯基主持杂志，格列奇挂名。在我们已

有的研究文献中都称，先科夫斯基几乎把杂志变成

了他一个人的刊物。事实上，果戈理批评的也正是

这一点：“公众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杂志中只有一个

人的声调、见解和思想占统治地位，而那些占满卷首

半页的闪闪发光的作家名字只是租赁来的，为了吸

引更多订户。”［３］１５８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果戈理发

现：“在《读者文库》中有一种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

现象，它的主持人要修改和重编几乎所有登载的文

章，有趣的是他自己相当勇敢而且坦率承认这一点，

他说：‘我们的《读者文库》同其他杂志不一样：任何

作品我们都不会保留它的原样，都加以改写，有时两

篇合一篇，有时三篇合一篇，由于我们的改写文章都

大大改善了。’这样奇怪的监护迄今俄国还没有

过。”［３］１５３这样一来，许多优秀作者担心读者误认为

那些没有署名或使用笔名的文章是自己所作，便开

始拒绝投稿，结果杂志上的文章变得更差。按照果

戈理的话说，这就是他首先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这一问题在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即“杂志是

否应该有一个特定的基调、见解，还是成为杂乱无章

的意见和见解的堆放地？”［３］１５８显然，先科夫斯基全

权代表了所有作者的意见，“施展得完全像个主

人”［３］１５９一样。

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意见呢？“这个杂志编

辑部的目标是怎样的，他要解决什么任务？……在

规划中先科夫斯基一点也没有谈到。”［３］１５９结果，果

戈理读了《读者文库》所有刊载的文章，考察他所有

说过的话，惊讶于先科夫斯基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

何确定的信念和感情，他“今天喜欢的，明天就成了

他嘲笑的对象”［３］１６１。“他从来不关心自己说了什

么，在下一篇文章中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之前所写的

东西了。”［３］１６１这也难怪，先科夫斯基在杂志中有很

多身份要不断转换：他是勃拉姆别乌斯，莫罗佐夫、

秋琼德如—奥格鲁、阿·别尔金，他是批评家、叙述

者、学者、讽刺作家、新消息的喉舌等等。这是当然

的，因为他要“照顾”各类文章，让它们经过他的修

改后“大有起色”。最后，不要忘记，他还是———先

科夫斯基，一位学者———阿拉伯文学教授。那么他

自己的学术又是怎么样的呢？

先科夫斯基刊登了自己的一篇长长的关于古斯

堪的纳维亚民间作品的学术文章。果戈理发现：

“它充满假设，不是自己的而是从草草读过的种种

书籍中胡乱捡来的假设———根本不属于俄国历史的

假设”，他却“将这一民间作品作为俄国历史的基

石，而没有举出任何经过评判检验的证据。”［３］１６０果

戈理指出，他根本没有指出古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作

品的真正价值，却饰以各种花里胡哨的修辞，令那些

善良却没有见识的人喜欢。

当然，先科夫斯基还是位东方学学者。东方课

题是他真正重要的追求和真正的谈资。“在这里他

总是抬高嗓门”，一旦别人在文章中、甚至在诗歌里

提到了东方，他就发怒并论断，那人什么也不懂，

“无能力、也不应当评论东方”。可是，果戈理指出，

在他的文章中同样“没有说出任何新东西，没有任

何鲜明特征、强有力的思想、天才的推论！不能说先

科夫斯基先生没有掌握材料，相反很明显，他读得很

多；但在他那里，一点也看不到能够引导他走向某种

结论的推动的主导的力量。在他那里，所有这些材

料处在晃荡中，彼此抵触，不能共处”［３］１６０－１６１。

那么，他对文学有什么见解呢？同样，“先科夫

斯基在批评中表现出缺少任何见解，以至于大概没

有一位读者可以说出，这位评论家更喜欢什么，什么

占据他的心灵，什么符合他的情感”［３］１６１。果戈理特

别用斜体字标出：“在他的评论中既没有他肯定的

品味，也没有他否定的品味———完全没有品

味。”［３］１６１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喜欢的，明天就成

为他嘲笑的”［３］１６１。他可以将库克尔尼克先生③与

歌德相提并论，并声称，他这样做，只是他忽然这样

想到；他可以称历史小说家沃·司各特冒充内行，他

这样做，倒不是有什么企图，只是随口就说了而已。

果戈理还指出，在他的评论中，从来不分析作品的内

在特征，不能确定作品真正成就何在。要么就是绝

对的赞扬，并对自己的词句沾沾自喜；要么就是辱

骂，其中是可怕的残酷无情；至于评论，只是限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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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狗碎地摘录三两句原文加以嘲笑。他最经常分析

的是各种文学糟粕、各式各样空洞的书籍，对它们开

玩笑，加以戏弄，并表现出读者喜欢的机智，以此博

得读者欢心。

至于他以勃拉姆别乌斯署名的自己的作品，因

过分模仿法国文学而令读者惊讶不已，因为他此前

公开抨击所有当前的法国文学。他称自己的文学为

幻想文学，果戈理认为这令人匪夷所思，因为真正的

幻想文学并不缺少真理、自然和可靠性。“勃拉姆

别乌斯的幻想作品令人想起那些曾大量涌现的书

籍，如《不喜欢———就别听，但别打扰我撒谎》诸如

此类，同样没有头绪，对论证某种思想更是没有追

求。……作品中是从多处仓促剽窃来的东西，作者

很少关心它们的联系。”［３］１６２

杂志中的其他内容是这样的：来自外国杂志的

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译文，名副其实的杂志栏目

“大杂烩”中各种各样的新鲜消息，至于那些不加选

择的原创和翻译作品则毫无趣味，当然还能见到俄

国诗坛“明星”④们的名字。

果戈理对《读者文库》的分析整个是掩饰不住

的揶揄和嘲笑的声调，但绝不止于揶揄和嘲笑。他

之所以如此详细分析《读者文库》的内容，就在于他

忧心忡忡于这样一种情形：靠斯米尔金的资金运作

起来的杂志效益不会坏到哪里去，其大体量的厚厚

的一本，令读者高兴，特别是对城市居民和乡下地主

来说，如获至宝。“他一人在《读者文库》中起决定

性影响，而他的见解随同四千多份杂志一起，在俄罗

斯大地上迅速传播。”［３］１６２尽管由于其品质之低劣，

缺乏优秀作者，渐渐在京城的读者在减少，可是在外

省仍有众多读者，“它的见解同样迅速流传”［３］１６２。

可以看出，果戈理对《读者文库》几乎没有什么

正面的评价。由于主编先科夫斯基总是擅自修改作

者来稿，且自己没有特定的见解，使得《读者文库》

成了杂乱无章的见解的堆放地。他的学术文章是各

种“书籍中胡乱捡来的假设”的拼凑，“材料处在晃

荡中，彼此抵触”，毫无逻辑与思想，却以虚华的修

辞抢夺毫无见识的读者的眼球。而他的文学批评不

是“忽然想到”，就是“随口说说”，以浅薄的机智博

得读者欢心。他的文学作品或是“过分模仿法国文

学”，或是“从多处仓促剽窃来的东西”。而《读者文

库》别的栏目：不是猎奇的译文，就是名副其实的

“大杂烩”，或是毫无趣味的原创和翻译作品，以及

诗坛“新秀”“明星”的应时之作。可是，就是这样一

份靠斯米尔金雄厚的资金运作起来的杂志，发行量

却是最大，体量肥厚，令人联想到麦当劳的多层汉

堡，对于城市居民特别是外省读者来说是大快朵颐

的快餐，而它廉价的见解也随之在俄罗斯大地上迅

速传播。

除了《读者文库》，其他刊物情况如何呢？

《北方蜜蜂》⑤发表官方消息，在这一方面它尽

职尽责。主编格列奇按时按点出版，刊登政治消息

和国内外新闻。可是从文学角度来讲，它同样没有

自己的调子，“没有强有力的人物，推动其显出自己

的见解。它只是一只筐，谁想装什么就装什

么”［３］１６１。作者是些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用各种各样

的字母署名隐藏自己———无疑是一些年轻人初试笔

锋，机智却彼此雷同地挖苦嘲讽什么。书评总是由

友人或作者自己撰写，总是善意地吹捧，或在结尾来

上这么一句———“但愿尊敬的作者能修改自己一些

语言和拼写错误”，或“一本好书需要友好的出版

社”［３］１６４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书评人往往是关于首

都新开工的烟草工厂或关于化妆品等消息的写手，

这些消息写得俏皮，玩笑中显出精明、受过良好的教

育，有理由令工厂主满意。果戈理解嘲地说：“不过

对于《北方蜜蜂》不能要求更多了：它每日的广告总

是准确无误，它的事业是吸引大众。”［３］１６４《北方蜜

蜂》广告写手的创作与文评，更显现着这一时期文

学的商业化、大众化，无异于今天众多的文学类公众

号。

另一杂志是《祖国之子和北方档案》⑥。其封面

上刊登庞大的罕见的规划：《祖国之子》将包含考古

学、医学、法学、统计学、俄罗斯历史、世界通史、俄罗

斯语文学、外国语文学，还有普通语文学、地理学、民

族学、历史画廊等。果戈理调侃说：“读罢这令人恐

怖的规划，有人一定会哎哟大叫一声，想这是迄今世

界上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百科全书式的杂志吧。”［３］１６４

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刊行出来只是可怜

的薄薄的三个印张的小册子。头一篇是关于某种疾

病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连医生都不会去读。常常没

有什么评论文章，更不要提什么好的当代性强的文

章了。时政消息是些从《北方蜜蜂》上拿来的大家

早已知道的枯燥的事实。刊登的中篇相当奇怪，短

得很，平淡乏味得很。偶尔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结果

也没有人注意”［３］１６４－１６５。他的读者和订阅人是“外

省可敬的老年人，他们需要读点东西，正如午饭后需

要睡个把小时，或一周需要刮两次胡子”［３］１６５。

彼得堡还有份纯文学报纸《残疾人报文学增

刊》，这是多少得到果戈理肯定的一份报纸。它“拥

有特殊的个性”，刊登的是些轻松的叙事文：乡下地

主的文学谈话。这些谈话往往是非常普通的，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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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却相当尖刻，近乎真理。读者可以惊奇地发

现，到了文章末尾，地主几乎变成了地道的文人，十

分关切当前的文学，以尖刻的嘲笑来加强自己的观

点。该报的策略往往是摘引对手的某个段落，附上

不超过一行的相当辛辣的评语，最后加上一个感叹

号。主编沃耶伊科夫先生⑦就像个猎人一样，不慌

不忙地等待着自己的猎物。果戈理认为：“在主编

那里可以看到纯粹的文学生活，他孜孜不倦地关注

着报刊界。虽然不知道他是否有很多读者，但报纸

是非常值得偶尔翻阅的。”［３］１６５而莫斯科唯一的杂志

《望远镜》，在果戈理看来，“最初反应敏锐，但很快

就冷淡起来，充斥着不加选择的文章，没有任何文学

活动。看来出版者没有用心经营它，只是随便出

出”［３］１６５。

由此看来，《读者文库》占据垄断地位。《祖国

之子》和《北方蜜蜂》的主编格列奇是《读者文库》的

挂名主编。因而，果戈理分析说，《北方蜜蜂》势必

赞扬《读者文库》中刊登的一切，《祖国之子》只会重

复《北方蜜蜂》的话，因而两者都构不成《读者文库》

的对手。唯有《残疾人报文学增刊》和《望远镜》能

够站出来反对《读者文库》。沃耶伊科夫先生确乎

表现出某种类似反对派的立场，但他的杂志只是对

对手的疏漏进行间断的话语不多的短评，有时是用

巧妙的俏皮话，或是用少数文学家明白而外行人不

易察觉的嘲笑；缺少有分量的大部头批评文章。

《望远镜》虽有反对《读者文库》的行动，但在果戈理

看来，“行动软弱，缺乏耐心和必要的冷静，缺乏连

续性”［３］１６６；虽然常常愤慨，但往往切不中要害，加之

出版的延误和印刷的草率而损害了自己影响力的传

播。

精明的书商、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作者群———

这一商业运作使得《读者文库》成为一份广泛传播

的大众读物，与之相比，《残疾人报文学增刊》和《望

远镜》远非势均力敌。《读者文库》近五千份的订阅

量所传播到的读者群，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残疾人

报文学增刊》和《望远镜》的存在。而《读者文库》主

编一人之声的见解，以他的各种笔名发表，同时被热

情赞扬，这对大部分公众具有了影响力，被那些朴素

的读者当作真理来接受。读者的认可又成为《读者

文库》发行量的强大支撑。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大致形成了以彼得堡的

《读者文库》《北方蜜蜂》《祖国之子》三种杂志为基

本格局的信息传播渠道，满足大众对各种体裁与资

讯的基本需求，对大众是低水平文学教养的影响，甚

至谈不上文学教养。然而它们不是拥有颇具规模的

资金，就是具有官方背景和资源，从而掌握了信息传

播、舆论导向与阅读趣味的主导权。

对于这种垄断状况，莫斯科的一批文化人决定

出版自己的刊物，它不是为大众读者所需，而是为拒

绝在《读者文库》上发表被修改文章的作者，也为想

要发表自己批评见解的作者———因为《读者文库》

不接受任何不符合主编口味的批评文章，这就是

《莫斯科观察家》（１８３５—１８３９）。然而，在果戈理看
来，这份新面世的杂志并不成功，主要原因是：主编

是文学圈名不见经传的统计学学者、业余诗人安德

罗索夫⑧，缺少引领杂志的强有力的人物，杂志没有

自己明确的追求和目标。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诗歌珍

品，但刊物缺乏多样性；好文章如沙漠中的绿洲般稀

有，即便有，也因为是连载、待续而令读者不耐烦。

虽有舍维廖夫针对《读者文库》的批评文章，抨击文

学事业的商业化，但却没有击中要害；另一篇揭露勃

拉姆别乌斯沽名钓誉、剽窃他人创作之后，就再不敢

发声了。

除了对具体杂志的分析，果戈理在文中还整体

分析了杂志上文学批评的种种令人惊讶的现象：

①文学批评不关注重大问题，议题琐碎，思想无
聊，热衷于毫无意义的争论，热衷于谈论自己，谈论

自己亲近和喜爱的东西，在自己的杂志中自吹自擂，

而对别人的东西无视与冷漠，或对自己仇恨的作家

作品漫无节制地指责，发泄愤恨，满足一时之快。

②文学批评缺乏纯粹美的鉴赏和品味，把精力
放在一系列无聊的书上，对大部分书籍的书评是不

加分析、不加区分地虚夸，而且根本不是为分析，而

是为迫使读者一笑；相当浅薄地把所评作品看得高

过拜伦、歌德。

③文学批评不是真情的流露、真正理解的表达
和深深的心悦诚服，而是故弄玄虚，奇巧华丽的文体

外表，散发着酷寒的冷气。

④没有批评家把批评当成严肃的事业，以恭敬
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对伟大而卓越的事物视而不见，

没有人回应同时代文学界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文学现

象与问题：如司各特的去世及其创作；当代法国文

学；因政治运动而在整个欧洲文学中出现，也在俄国

文学中反映出来的令整个欧洲激荡的新的文学趣味

与作品；散文取代诗歌，开始流行阅读小说，诗歌阅

读与出版趋于冷淡的现象；俄罗斯读者是怎样的、处

在什么样的教育水平，俄国作家的独创性又在哪里

等问题。

⑤文学批评对祖国文学无知、无历史感，在现今
的刊物上见不到杰尔查文、罗蒙诺索夫、波格丹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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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巴丘什科夫等先贤的名字；对杰尔查文、卡拉姆

辛作品新版本的面世毫无反应，无视他们依然还在

的影响，没有他们与现今时代的比较；时代被从根部

砍断了，过去的历史好像并不存在，好像俄国文学根

本没有开端。

这些严肃问题在杂志的文学批评中的阙如，正

是大众文学流行的反证，没有人关心严肃的文学问

题。同时，１８３０年代出现的散文逐渐取代诗歌的现
象，小说阅读成为流行，且其中很水的小说居多，也

是大众文学勃兴的迹象，果戈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

一点，这一点并不因为几位新诗人的出现而改变，相

反，几位新诗人的诗作也是大众化的生产模式。

果戈理所描述的《现代人》面世前两年俄国刊

物的这些基本状况，也是俄国１８３０年代俄国文学的
主流形式———商业化潮流之下流行的“大众文学”

的面貌，它们满足的是低水平的大众化的信息需求

和文学阅读需求。《现代人》正诞生于这种大潮之

中。

二、舍维廖夫的《文学与商业》

无独有偶。如果说，我们透过果戈理一文可以

看到俄国文学的商业化与大众化现象，那么上文中

果戈理所指的舍维廖夫针对《读者文库》的批评文

章，即《文学与商业》一文，则是专门对俄国文学的

商业化和大众化这一现象给予了敏锐的观察与分

析，并加以激烈抨击。尽管果戈理认为舍维廖夫的

文章没有击中要害，但是，这仅在于果戈理认为，舍

维廖夫不应该指责文学的商业化，而应该在商业化

之下如何提供高质量作品。作品的高下与商业化无

关。果戈理讲的是另一个问题，与我们这里探寻俄

国文学的商业化、大众现象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仅

就对商业化、大众化这一现象来讲，舍维廖夫的文章

要鲜明得多。

１８３５年以舍维廖夫为主编创办了杂志《莫斯科
观察家》。作为刊物的主要批评家，舍维廖夫在第

一期上的文章《文学与商业》成了新杂志的宣言，矛

头首先指向《读者文库》及其主编先科夫斯基。该

文严厉批驳了“商业”倾向，怒斥在杂志和作家中的

道德堕落。

一般认为，正是先科夫斯基奠定了俄国“文学

产业化”的基础，正如当时人们所言，他第一个实行

了按页付酬，有意识地捍卫文学转化为文学家“自

己的面包”。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

书中写道：“先科夫斯基创办自己的杂志，是作为商

业企业来创办的。整个俄国贪婪地阅读它。”［４］埃

亨鲍姆在文章《文学的日常生活》中也指出，“１８３０

年代初文学创作普遍职业化”，“杂志作为一个文学

现象获得了新的意义”，出现了“新的、此前不具备

的文学生活条件：读者圈子在宫廷和贵族之外扩展，

一批特殊的职业化出版人（如斯米尔金）书商出现，

出版物从具有‘爱好者’特征的文集向商业类型的

期刊（先科夫斯基的《读者文库》）转变。与此相关，

围绕作家职业化和‘我们新文学的商业化倾向’（舍

维廖夫的著名文章《文学与商业》，其中讲的，用我

们今天的术语说，就是关于‘订货’和‘挣外快’）的

激烈争论获得了文学史意义”［５］４３４。这里埃亨鲍姆

还引用普希金给巴兰特信中的话———“文学在我们

这里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仅仅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

情，在此之前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优雅的贵族的事

情”，“与这种‘产业化’同步，３０年代作家走出了先
前‘依附于政权的阶层’的状态，而职业化了”［５］４３４。

可以看出，先科夫斯基、《读者文库》、舍维廖夫、《文

学与商业》，成为３０年代俄国文学的商业化、作家
职业化的核心词。

舍维廖夫一反人们对当代文学的高大上看法，

从最低的物质视角切入，认为如果观察当代文学，首

先遭遇的“就是一年十二次闯入我们视线的《读者

文库》”［６］；《读者文库》代表了俄国文学的日常生

活，那里几乎就是现今整个写作圈子，它是俄国文学

巨大的脉搏，按照这一脉搏的运动就可以判断文学

是否健康。［６］

那么，这一脉象如何？舍维廖夫发现，它并非某

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也没有提供某种品味的典范从

而引领审美教育，“《读者文库》的各式文章只不过

是一沓钞票”，“那些杂志就是些资本家。《读者文

库》对于我来说拥有５０００个‘订户农奴’，《北方蜜
蜂》也许是它的两倍”。“而那些‘订户农奴’比那些

代役租农民还忠诚得多，他们从来不拖欠税款”。

“我们的文学是个肥缺，可以请客，可以住宫殿，可

以走在地毯上，可以坐轿式马车，可以坐上过漆的雪

橇，可以裹上熊皮袄，穿海里皮领子大衣，在拍卖场

高声叫拍，可以购买领地……我们的文学如果不是

金子的也是最肥的世纪到来了。我们等到了那个最

幸福的时光：我们的文章被认为是最可靠的银行支

票；我们的文学有了自己的交易所，这里又脏又皱的

银票立马就可以与干净的可以带来一切的印张兑

换。”［６］

接着，舍维廖夫尖锐地指出，新的主流的文学形

式———中长篇小说———产生的动力，并非是要力图

表达民众、表达时代、表达人类生活，而是因为它们

更畅销。不仅作品的主流形式，就是作品本身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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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点、艺术思想，也可以轻易从物质的观点得到解

释。“当代文体为什么充满修饰语和动词？为什么

可以用一个词可以说的，作家们要用一个句子，一个

句子就足够了，却要拉成长长的一段，一段要变成密

密麻麻的一页，一页要弄成一个巨大的印张？”［６］

“秘密就在于一个印张的价格是２００卢布或３００卢
布，他的文章中的每一个修饰语也许就值一个银锭；

每个句子就是一卢布，每一段就是一张蓝钞票或红

钞票。”⑨［６］这样，作者不再珍惜每一个词，因为每一

个词构成的不是段落而是钞票；作者不再舍得勾掉

他所写的每一页，尽管自己不满意，他会让读者勾

掉，只要读者愿意。［６］“因此，我们文体的饶舌，无尽

的同义叠用，不润色加工的粗陋段落，罗列一系列名

词、形容词、动词的同义词，所有这些控制了我们文

学的速记法特征是有自己的源头的，也就是，现在每

一个词就是钱———文体越是臃肿，就越是有利可图。

由于这样的文体，文章越来越长，书籍越来越

厚。”［６］从舍维廖夫的分析中，我们是否可以重新看

待１９世纪俄国文学某种冗长、重复、饶舌的特点呢，
甚至包括一些现在所谓的经典？

舍维廖夫得出结论说：“商业现在操控了我们

的文学，一切屈从于它的计算，一切文艺作品都被用

来作商业交换，行市决定了思想和形式！我们诗人

的灵感不作声了。”［６］“文学家称号在我们里不只是

荣誉称号，还是有利可图的称号。现在文学家已经

不是我们社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文学家已经是

资本家了，智力资本……一句话，我们这里文学家获

得了财产，他因自己的劳动而被慷慨地奖赏

……”［６］但是，“文学高贵的任务在于，使自己的成

就———劳作时鼓舞着自己的东西———不仅符合而且

从属于社会道德成就，使自己暂时的荣誉不是建立

在有伤风化的思想、道德情感和社会趣味上。可是，

文学投机者不考虑这些，他需要的只是与印刷厂和

图书销售商结算的销售利润的成就”［６］。舍维廖夫

最后愤懑却又不无自我安慰地说：“在文学商业化

倾向的最初时期这些投机者总是很多，而且总是活

跃在前台。但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这些

堕落实际上只是暂时的，是我们文学与商业的最初

结合不可避免的现象。”［６］

就舍维廖夫的文章，别林斯基在１８３６年第５期
《望远镜》上发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文学与批评

见解》予以回应。他认为，现在文学家靠自己的劳

动富裕了，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再嫉妒只有显赫

的出身才能带来的富足生活，这令人高兴。舍维廖

夫那些“文学是个肥缺”之类的话太言过其实了，他

在自己高尚的愤怒中走得太远了；他的文章真实地

反映了当代文学现状，但没有正确解释这一现象的

原因。［７］２６１－２６４

果戈理的《动向》一文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别

林斯基的观点⑩，他认为，舍维廖夫文章的主要失误

在于没有找准问题。他抨击那些为赚钱而写作的

人，但丝毫没有从作品的内在价值出发，揭示问题的

实质。问题并不在于“商业倾向”，“这些抨击并不

公正，因为矛头指向了一个在任何活动中都必须遵

循的不容争辩的规律。文学应该成为商业现

象”［３］１６８，只是应该“从作品内在价值的角度”判断

作者和出版物的作用，“而不是去计算他们的利

润”［３］１６８。果戈理的文章又得到别林斯基如本文开

头所引的高度评价。巴纳耶夫也回忆道，果戈理的

文章“在文学界造成了极大的喧嚣”［８］１７２。

可以看出，文学的商业化问题已经成为文学界

论争的重要问题之一。普希金刚创办的《现代人》

也被这一浪潮所裹挟；普希金及《现代人》同样陷入

商业困境之中。

从笔者已写的《现代人》研究中可知，普希金将

自己的《现代人》办成了除文学外具有更广阔的社

会—政治和教育内容的刊物，这样，在内容的品质与

品味上自然也就更为有教养，更为精英化，更加关注

与思考重大社会问题，所以，普希金认为，如果说论

争，更为恰当的对象不是《读者文库》，而是布尔加

林和格列奇的半官方出版物。他强调刊物在形成社

会舆论和科学、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可是

这样一来，必然影响到刊物的传播与经济效益。因

而，《现代人》并没有带来普希金所预计的经济收

益，也没有成为一个“大众”刊物。为了清偿债务，

包括因办《现代人》产生的债务，普希金于１８３６年８
月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款。克拉耶夫斯基、奥多耶

夫斯基（他们曾与普列特尼约夫一起帮助普希金筹

办第２—４期）建议普希金改组《现代人》———１８３７
年出１２期；普希金担当文学部分，每期至少刊登自
己的一篇散文或诗歌或文章；由奥多耶夫斯基和克

拉耶夫斯基承担科学板块，以及杂志的一切技术性

事务（排版、印刷、校对等），出版的利润（扣除印刷、

纸张、书商报酬的费用）在他们三人间平均分配。

接受这个条件，就意味着普希金不再是《现代人》的

全权主人，于是他拒绝了。由此可见，当时普希金的

艰难处境，不只是办刊内容上———是更通俗还是坚

持贵族性，与杂志内部维亚泽姆斯基等人有分歧，还

包括经营状况。

《现代人》的商业困境，一个原因是因为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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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高和寡，也就是因它的“贵族倾向”，或说“贵族派

头”，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普希金也曾试图改变

此状况，希望拥有更多的读者，但也不愿使杂志走到

布尔加林之类平庸低俗的地步；可是毕竟他还是希

望扩大读者面，因而在《现代人》内部产生分歧：老

合作者维亚泽姆斯基、克拉耶夫斯基和奥多耶夫斯

基不同意普希金的一些意图（如将《现代人》办成比

较平和的科普—文学杂志），而坚持刊物主要体现

正统与贵族精神。这些老朋友都是他的主力撰稿

人，他无法与他们切割。另一个原因，应该与大出版

商、销售商斯米尔金以及布尔加林和格列奇的商业

与政治围堵有关。别林斯基曾说：“在莫斯科，无论

花多少钱也难买到一份《现代人》；尽管要求殷切，

公众急不可耐，送到莫斯科的却还是寥寥可数的几

份。真是咄咄怪事！”［９］４０５原因是，“凡不是斯米尔

金君所出版、虽然由他经销的，凡不是格列奇和布尔

加林二君所著或庇护的彼得堡的书籍，几乎经常发

生这种情况。果戈理君的新作《钦差大臣》也发生

过这种情况”［９］４０５。这暗示着当时最大的图书商斯

米尔金在销售环节上对《现代人》的限制，也就是不

积极销售《现代人》；以及格列奇和布尔加林对《现

代人》的阻挠。别林斯基推断：“照公众迫不及待地

盼望读它的情况判断，它在莫斯科似乎一天就能销

售完一千本……”［９］４０５这虽是别林斯基的推断，但也

可以说是普希金的《现代人》遭遇商业困境的原因

之一。莫斯科很难买到《现代人》，更不要说外省

了。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现代人》的诞生多少应

是有些生不逢时。正如前文所讲，１８３０年代俄国读
者群体不断扩大，出现了未曾有过的文学类型的读

者———即所谓的大众文学的读者，他们要求文学符

合他们的美学接受力而贴近他们；“在社会中已经

可以隐约和模糊地感到一种对新话语的需求，显露

出期待文学降下它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孤傲的高度而

参与到社会生活中。”［８］１７３文学面临着争取新读者群

的任务。这种争取是可能的，只要它服从读者的意

志，猜透他们的渴望和期待，甚至是读者自己也完全

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在实现这一任务，争取到读者

的同时，文学就可以变成有利可图的一种产业。富

有经验的文学活动家书商和出版人斯米尔金具有无

可怀疑的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文学界的这一变化，

创办了《读者文库》，他宣称其杂志没有文学纲领，

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读者的“公共利益”。这是一

份经过很好地组织、深思熟虑的商业企业的杂志，按

照印张付给作者稿酬，并且非常准时地出版。该杂

志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当时批评家就命名这个时

代为“斯米尔金时期”（别林斯基在其著名的《文学

的幻想》中这样命名瑏瑡），或俄国文学的“商业倾向”

时期（即前述舍维廖夫的《文学与商业》一文中这样

界定）。这样作者就不是仅有脆弱的荣誉了，还可

以得到稳固的报酬。于是，随着大众读者的出现，也

就形成了一个职业文人阶层。这就是前述埃亨鲍姆

详述的现象。

１８３０年代俄国读者的总体形象用一个最贴切
的词界定就是“外省的”。这一词汇在别林斯基的

《琐事琐谈———最近半年（１８３５）俄国文学报告》中
评述《读者文库》时大量使用：“《文库》是一份外省

的杂志（别林斯基使用黑体———引者。下同），在这

一点上包含着它的强大，它的力量，它在读者中的威

信的全部秘密。”［９］３１０“《文库》经常不断的成功的原

因在于这个杂志主要是一个外省的杂志，在这方面

我们不得不惊讶它适应和迎合外省人的那份灵巧，

那份天才，那份技能。”［９］２７７“我对《文库》的基本认

识在于：这个杂志是外省的，他为外省出版，只是因

为外省的缘故才是强大的。那么，我就来详细说明

它的享有特权的外省主义（笔者使用黑体）的特征

吧。”［９］２８０《文库》的外国文学栏目，“全部外国小说，

和俄国小说一样，从第一行到末一行，渗透着外省精

神（笔者使用黑体）”［９］２９８。这种外省精神是什么

呢？“一切法国文学最坏的东西，法国杂志中、有时

还有英国杂志中最起码的东西，与美文学毫不相干

的东西，带有空虚、平庸、琐碎的味道的东西，带有外

省俏皮、外省滑稽味道的东西，都在《文库》里被翻

译了过来（笔者使用黑体）。”［９］２９８

我们认为，这里别林斯基的这个“外省的”概念

需要准确界定一下：它具有特殊的意味，指读者的一

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与品味；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

是一个美学概念。１８３０年代俄国“外省”读者的代
表，表面看是“外省”草原上的地主，实质上是彼得

堡的小官吏———他们是都市文明下中产阶层趣味的

代表，“因为，彼得堡小官吏似乎构成了低水平读者

层的峰脊，还因为彼得堡小官吏是作为尼古拉一世

时期国家基础的最充分的表达、作为１８３０年代普通
人的最理想的类型而被识别的”［１０］１６０。同样，“外省

性”还是毫无趣味的职业化文学的环境：“文学聚会

时，既无鲜活的语言，也无悦耳的声音。不是关于艺

术的翻来覆去的几句话，重复得令所有人厌倦；就是

文学八卦令文人们暂时不再漠然，活跃几分

钟。”［８］１７２“外省性”还是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学风

格，其中奇妙地混合了未来艺术体系（指即将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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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的自然主义，或后来称的现实主义）的元素与

浪漫主义意识的陈旧痕迹，倾向于社会日常描写和

直白的散文体，充满各种各样的隐喻、谢林的哲学和

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关于这一点当代俄国学者莉·

雅·金斯堡（１９０２—１９９０）在《普希金与本涅季克多
夫》一文中指出：“在文学领域，小市民的折中意识

是坚决排斥严格的……文学类型题材体系。没有任

何东西值得本涅季克多夫将巴丘什科夫、杰尔查文、

普希金与谢林和雨果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只是个人

的美的现象，他们的文化思想含义被剥去。自然哲

学的主题与友好的寄语混合在一起。在语汇上，斯

拉夫主义与考古学、城市俚俗语、民间词汇、‘最大

胆的’用语、商务用语等等可怕地混合在一

起。”［１０］１６８－１６９普希金及其创作和《现代人》本质上与

１８３０年代的折中意识完全格格不入，这一意识培育
了自己的一大批偶像、明星，如库科尔尼克、季莫费

耶夫、本涅季克多夫———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完

全配得上占有普希金在俄国的帕纳萨斯山的地位。

巴纳耶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载道：“库科尔尼克

当着自己众多‘粉丝’的面高度评价道：毫无争议，

普希金是具有巨大天才的诗人，其诗歌的和谐与韵

律是惊人的，但是他是轻浮、不深刻的；他没有创造

任何重要的东西；如果上帝给我更长久的生命，那么

我将创造另外一种严肃的文学，也许我将给出另一

种文学方向……”［１０］７１－７２果戈理文中所称的“杂志

文学”正是由于能灵活地回应“外省性”大众读者的

需求而获得活力，并逐渐操纵了读者意识，形成了一

种生产大众文学的机制。与轻浮浪漫主义［１１］联系

在一起的季莫费耶夫没有任何基础的声誉就是被

《读者文库》造出来的，也就是别林斯基不能容忍的

“用金钱造出天才”［９］１１７－１１８的现象。

“外省性”正是当时大众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

“贵族性”的《现代人》诞生在大众文学兴起的时代，

自然生不逢时。我们说，《现代人》的“贵族派头”与

“大众文学”风潮兴起———两种因素合力，构成了

《现代人》的商业困境。

实际上，面对商业大潮，普希金并非简单否定文

学的商业化，他视文学劳动为人的一种生存形式。

抱怨文学的商业化，浪漫地认为诗人应该“光荣的

贫穷”，正如舍维廖夫在《文学与商业》中所写：“有

谁不承认文人在自己光荣的贫穷中更诚实、更有鼓

舞力？他渴望心灵因之会燃烧的荣誉，而不渴望心

灵因之会生锈的金钱。”［６］这些在普希金那里引起

或多或少的讽刺。针对诸如舍维廖夫、伊·伊·德

米特里耶夫等人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强烈愤怒，普希

金为自己这一代人所遭到的重商主义指责辩护，他

借助卡拉姆辛的声望指出：“至于金钱利益，那么请

允许我指出，卡拉姆辛是我们这里进行文学商业化

的巨大变革的第一个榜样。”［１２］４０８关于这点，早在

１８３０年普希金给本肯多夫的信（草稿）中就有提及，
他说道：“那个对俄国启蒙有影响，将整个一生都献

给了学术研究的人，卡拉姆辛，第一个作出了文学向

商业化转变的示范。”［１３］２５３其后（１８３６年）普希金在
给巴兰特的信中谈到《１８２８年４月２２日法令》瑏瑢，认
为《法令》保护了作家的权益，他抱怨此前因为没有

法规，自己的作品被翻印，因而经济上蒙受损失。由

这两封信可以看出，在法规出台实施后，文学活跃起

来，走上了诚实守信的商业运作模式，这大大保护了

作家的利益。对此，普希金大加欢迎。从信中我们

还可以看出，普希金清醒地计算着各个杂志的收益，

他并非只会作诗、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另外信

中还谈到，《北方蜜蜂》垄断政治消息的发表，这不

仅给他们带来巨大利润，也让他们垄断了批评与读

者，而纯文学没有市场，他们的文学书籍就卖不出

去。所以，他在给本肯多夫信中争取“政治消息”的

刊登权，既应该理解为普希金涉足政论严肃问题的

愿望，也是其求生存的途径，因为他认为政治消息人

人感兴趣，可以吸引读者。这也是他此前为杰利维

格的《文学报》争取政治版块的原因之一。他既要

坚持办刊的品味，也要刊物活下去。

可以看出，普希金无论如何不反对文学劳动的

职业化，也就是商业化，他是把《读者文库》作为有

效益的商业企业来看待的。其实，普希金从《读者

文库》的第一期就参与了撰稿，并在一年半时间里

将自己几乎所有的新作都交给了它发表。自然，他

不可能不明白斯米尔金的刊物实际上是怎样一份刊

物，而且进入普希金文学圈子的许多作者都在其中。

舍维廖夫的《商业与文学》引发的关于文学与商业

的话题，以及关于《读者文库》的激烈争论，普希金

并没有直接参与；相反，他在《现代人》第三期上的

《致出版者的一封信》，是对果戈理《动向》一文观点

的某种调整和纠偏。对果戈理指责《读者文库》和

先科夫斯基，普希金认为，和一份具有近五千订户的

杂志斗争并要求它改变自己的个性，毫无益处；对它

这个样子，你可以接受它，也可以不接受。普希金也

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从１８３５年年中他就默默地中断
了给《读者文库》供稿。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个，在他

之前维亚泽姆斯基，叶·费·罗森，波戈金，舍维

廖夫等人也都纷纷离开了《读者文库》。区别仅在

于普希金在生前的最后几年尤其需要钱，这样，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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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米尔金非常丰厚的付费是非常不合算的。他没有

明显的原因离开《读者文库》，只是深深地不接受

《读者文库》所反映的当代文学生活中的那些现象。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普希金与“文学车间”，也

就是“文学订货”，或曰“文学快餐”“挣外快”的风

潮保持着距离。这还表现在他对当代文学惊人地克

制，不发表评论。对那些文学“明星”的新作品、“俄

国文学领唱者”的价值，他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但他

拒绝任何公开的评论。他对我们上面提到的当红的

被捧为偶像的几位文人库科尔尼克、本涅季克多夫、

季莫菲耶夫等，保持相当冷漠的态度。在他１８３４年
４月２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库科尔尼克“看起
来是个很体面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天分。

我没有读完他的《托夸多·塔索》，也没有见到他的

《天父之手拯救祖国》”［１４］３２。如果我们知道库科尔

尼克的戏剧《托夸多·塔索》和《天父之手拯救祖

国》在当时是声音最响亮的文学新闻，无论是在社

交圈还是在杂志上都引起广泛的讨论，那么普希金

的冷淡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文学界围绕着本涅季

克多夫兴奋之际，甚至在普希金的亲密圈子中（包

括茹科夫斯基和维亚泽姆斯基在内）也能找到“粉

丝”时，唯有普希金保持着冷淡，读过本涅季克多夫

后，对诸如关于新诗人他怎么看这样的问题，他回答

道：“他将天空与倒扣的碗的比较相当出色，对此他

不用再多添一分……”［８］１００这是巴纳耶夫回忆录里

的记载。伊·谢·加加林瑏瑣关于普希金对本涅季克

多的态度也写道：“普希金当着众人面时会沉默，但

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时会如此猛烈、如此不公正地攻

击他……”［１５］５０２而季莫费耶夫在俄国文学地平线上

的出现，普希金好像完全没有发现。

实际上，这种对当时走红的大众文学的冷淡，正

折射着普希金创办自己的《现代人》的“贵族”倾向，

也可以说是一种严肃文学倾向和风格。他对于报刊

的商业运作没有异议，但认为应该提高刊物文章的

品质和品味：“指责《北方蜜蜂》，不是因为它刊登广

告，而是因为它发表那些署名 Ф．Б．（即法捷伊·布
尔加林）的无聊文章……请您相信，我们非常气愤

地看到，诸多杂志出版人想用一些充满极其幼稚的

思想和庸俗玩笑的劝谕文章来吸引我们……”［１］３２７

所以，即便如别林斯基也指责［１４］《现代人》太“贵

族”并不公正，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在这样一个维

度，普希金才得以思考更多俄国社会与文化的问题，

当然这也使其《现代人》成为一份小众杂志。

为了使杂志更为有趣与普及，得到更多的读者

和生存下去，除了我们前面提到普希金也曾试图改

变杂志的风格走向（尽管在杂志内部有分歧），还

有，如果我们考察普希金发表在《现代人》上的文

字，也不难发现他构建杂志的讥诮和有趣。研究者

不只一次指出，普希金生命的最后几年是生活沉重、

忧郁思考的几年，这不错，但是１８３６年———开始出
版自己的《现代人》的年份，他也有很多风趣、幽默

和机巧，在自己的文字或杂志编辑中制造了各种火

花四溅的游戏、恶作剧、快乐的有时是无害的讽刺。

例如，他的《题卢库鲁斯康复》，在仿古典的面具下

是对乌瓦廖夫的最大讽刺；他对舍维廖夫的《诗歌

史》的评论（虽然没有发表，但原是为《现代人》准备

好的稿件），在赞美的外表下是尖锐的讽刺；随笔

《圣女贞德家族的最后一位后代》，讲述了圣女贞德

家族的最后一位后代因伏尔泰在《奥尔良姑娘》一

文中的诽谤和错误要与伏尔泰决斗的事件———这就

是一篇年份错乱的文学恶作剧。《现代人》第一期

果戈理的《论１８３４和１８３５年杂志文学的动向》一
文的匿名，让许多当代人甚至别林斯基都误认为是

普希金所写。第二期普希金编辑发表《纳·安·杜

罗娃札记》，在题目下标出“普希金出版的”，紧接着

引用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一句话“一会儿是男人，

一会是女人”作为题记，并在正文“纳·安·杜罗娃

的札记”前一本正经地做了序，落款为“出版

人”———这简直就是一个迷魂阵，是杜罗娃写作由

普希金编辑发表呢？还是普希金自己写作发表呢？

它的形式简直就可以怀疑是文学骗局，可以直接添

加普希金为真正作者。正像果戈理那篇《动向》一

文一样，别林斯基就陷入了圈套：在评论第二期《现

代人》的时候，别林斯基基本是一种激烈否定的态

度，却很是赞扬《纳·安·杜罗娃札记》：“如果这不

是骗局，那么应当承认该札记太有才了；如果这札记

是真的，那么真是引人入胜，令人着迷得不可思

议。”［１６］１６４别林斯基推测作者应该是普希金，他怀疑

１８１２年能用那样的语言写出这样的札记。还有，第
三期的《致出版者的一封信》，真正的作者是普希

金，却戴着特维尔居民 А．Б．的面具与虚构的普希
金———《动向》一文的作者———争论。第三期的《一

位女士未发表的札记片段》，发表时同样没有署名，

这又是一个八卦阵，却是另一种：真正的作者普希金

把札记作者直接说成是“一位女士”；文章讲的也是

卫国战争，以一位女性的口吻叙述。第四期发表的

《上尉的女儿》，同样是以札记的形式写历史题材，

署名“出版人”———是《现代人》的出版人呢？还是

《上尉的女儿》的出版人？并不清楚，又是小把戏，

这是普希金在小心隐藏自己的作者身份，审查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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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审查官不要提他，而只说手稿是经普列特尼约

夫得到的［１７］１７８。

如果把普希金设计的这一切搞错，那就真是中

了他的圈套。实际上也就是有人中了计。而在解这

些圈套的过程中，甚至就会产生类似“陌生化”的效

果而引人阅读。

凡此种种表明，在１８３０年代俄国文学商业化、
大众化的氛围中，普希金既坚持自己严肃的文学立

场，也想使自己的杂志成为抓人眼球、引人入胜的读

物，发表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更有趣但同时又具有很

高艺术价值的作品，而不是将读物降低到低劣小说

的水平。在欢迎文学界的新秩序———建立法规、保

障作者的权利———的同时，普希金也指责那些把文

学变成了“跳蚤市场”的唯利庸俗的杂志人和出版

商。他不认同当代文学生活中浮华的跟风，更拒斥

以幼稚的思想和肤浅的玩笑劝喻和吸引读者。

同时，果戈理和舍维廖夫的文章也表明，１８３０
年代随着散文时代的到来，俄国文学的大众化与普

希金的《现代人》创办所代表的文学的“精英性”之

间形成了激烈的较量。正是在这种对决中，我们现

在阅读的所谓俄国文学经典（以普希金作品为代

表）才慢慢沉淀与形成。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

些经典在当时的力量和生存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也

仅是在小众范围内得以流传。

注释：

①“杂志文学”：原文为 журналь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笔者认
为，这里“литература”不应理解为我们现在狭义的“文
学”，它本身还有书籍、文献等语义，而且根据果戈理文章

的内容，它是在谈论当时的几种杂志的状况，所以这里

“журналь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应该是指“报刊杂志”，直译“杂
志类书”，也有点类似我们的“书刊”，俄语说某一期杂志

时也用“книжкａ（小书）”。因此，该文此前也译为《论
１８３４和１８３５年新闻报刊的动向》。
②普希金办刊物时，他就劝普希金放弃自己的事业而继续参
与《读者文库》。

③库科尔尼克（Н．В．Кукольник，１８０９—１８６８），俄国作家，
戏剧家，果戈理中学同学。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名声最旺，此后
直到去世几乎被人忘记。

④是指新诗人库科尔尼克、本涅季克多夫（В．Г．Бенедиктов）、
季莫费耶夫（А．В．Тимофеев）、柯尔卓夫等。

⑤《北方蜜蜂》１８２５年布尔加林创办，格列奇任主编。
⑥《祖国之子》１８１２年格列奇创办，并任主编。《北方档案》
１８２２年布尔加林创办，１８２５—１８２８年，格列奇加入，两人
合作办刊；１８２９—１８３５年与《祖国之子》两刊合并。此后
三年停刊，１８３９年复刊，１８４０年停刊。

⑦А．Ф．Воейков（１７７９—１８３９），俄国诗人，翻译家、文学批

评家，出版人，杂志人，俄国科学院院士。

⑧В．П．Андросов（１８０３—１８４１），统计学家，《莫斯科导报》
（Московскийвестник）合作者，后为《莫斯科观察家》主编
（１８３５—１８３７）。

⑨蓝钞票，５卢布；红钞票，１０卢布。
⑩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发表别林斯基
的文章的《望远镜》１８３６年３月２１日审查通过，发表果戈
理文章的第一期《现代人》１８３６年３月３１日审查通过。

瑏瑡别林斯基关于俄国文学的“斯米尔金时期”以及对《读者
文库》的评判，见《文学的幻想》一文，出自：别林斯基文集

（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Ｐ１１６－１２０．

瑏瑢《１８２８年４月２２日法令》：“一切作者或书籍翻译者有权
出版和销售后天获得的（而非继承的）图书所有权。有权

出版和销售自己的作品２５年（在所有权没有被出让的情
况下）。从其去世后算起 ２５年后，其作品成为社会财
富。”同年４月２８日法律附件解释并补充了该法规法。
主要条款是：已印刷出版或处于手稿中的作品不得出卖以

满足其债权人，无论是其生前还是死后，只要他没有此要

求。不管此前有何义务，作者有权出版自己作品的新版

本，如果其三分之二有改动或完全重写。

瑏瑣伊·谢·加加林（И．С．Гагарин，１８１４—１８８２），天主教神
父，作家，来自加加林贵族家族的教会活动家。《十六人》

小组成员。

瑏瑤在别林斯基评《现代人》第一期、第二期的文章中都有这
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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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审美存在与精神生态
———李洱的小说意蕴及其《应物兄》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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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观李洱小说及其评论，“知识分子”是一个关键词。李洱对知识分子的关注，既体现
为一种创作主体身份，也体现为众多的文学形象，更体现为呈现视角和认知。从前期小说到《花

腔》，再到《应物兄》，在对知识分子的生活铺陈中，李洱小说呈现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构成了一种

互文性，其中绵延不断的精神追问是李洱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反讽式拷问和力图救赎的审美选

择，这应当是李洱小说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李洱；知识分子；精神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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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李洱小说及其评论而言，“知识分子”是一
个关键词；李洱集十三年之力于２０１８年底推出的长
篇小说《应物兄》，更是向读者呈现了形形色色的知

识分子群像。如何理解李洱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视

角、知识分子精神及其价值，《应物兄》的推出，无疑

呈现了解读李洱小说知识分子精神的新标本，也开

启了深入追溯其创作原型和精神价值的新路径。本

文以《应物兄》为基点，回望、追溯李洱小说中知识

分子群像的精神轨迹和文学价值。

一、李洱前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图谱

无疑，在李洱小说创作的历程中，“知识分子”

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既体现为一种创作主体身份，

也体现为众多的文学形象，更体现为一种呈现视角

和认知。即便在李洱极少创作的非知识分子题材作

品中，如曾引起众多关注、被看成是乡土小说的《石

榴树上结樱桃》，仍然渗透着知识分子的体悟和省

察。检视李洱前期的创作，其关注更多的是消费时

代语境下知识分子丧失自我、苟且卑琐的生存状态。

在李洱反讽式冷谐的笔调下，其前期作品中知识分

子群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卖弄学识却行动无力的悬浮者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的一部分，在社会历史

中往往是启蒙大众、引领社会发展的思想标杆和行

动规范，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
迅猛发展，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迅速边

缘化，其在社会公共空间的启蒙性和引导性受到质

疑，前后地位的悬殊使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徒有学识

却行动无力的悬浮者，他们不得不、甚至间或是悠然

地在失落感和空虚感的交合中苟且偷安。在李洱的

小说中，《饶舌的哑巴》中的费定，《午后的诗学》中

的费边，《葬礼》中的华林等，便是边缘化知识分子

的典型。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人生经历很不

同，但他们在繁杂琐碎的生活中显露出行动上的无

力却如出一辙。

在《饶舌的哑巴》中，李洱塑造了一位在生活中

不断饶舌的大学讲师———费定。他经常在课堂上滔

滔不绝地做语言学分析，喋喋不休的言说不仅没能

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反而最后在无限的饶舌中被学

生们轰下讲台。对费定来说，喋喋不休的语言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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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体现，但正是这喋喋不休的无意义言说，让他

彻底沦为哑巴，事实上是言说的无力。

《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同样是一位才识广博

的大学讲师，但其擅长分析的却是生活中无意义的

细节。费边擅长用高深的语言装点生活，但是他对

日常生活的分析没有任何指向意义。能将尼采、柏

拉图等大师们的哲学信手拈来，但这些学说是他攻

击对手或者获取什么的手段，而他自己则沉浸在语

言的自我满足中。费边常常和一群知识分子在家里

聚会，讨论的话题虽不乏有实质性意义，如创办刊

物，但因为无法取到大家都满意的不同凡响的名字

而被搁置，这场本来充满意义的办刊行动，最终在精

妙的分析中烟消云散。他们的语言和行为看似充满

激情，但剖开哗众取宠的面纱，行动上的无力便呈现

无疑。喧嚣的知识和语言不能成为证明自身存在的

工具，人生在看似“高深”的学识卖弄中悬浮着。

（二）深陷琐屑生活无法突围的绝望者

与五四以降那些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启蒙者和

救亡先锋迥异，也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忧国忧民、勤勉
激越、追求多元的知识分子群像不同，李洱前期小说

中的知识分子抛开圣洁的精英光环，消融在世俗的

生活场景中，变得平庸堕落，苟且于世俗。无论是

《导师死了》里的主人公吴之刚教授，还是《遗忘》中

的博士生导师侯后毅，都深陷在琐屑的生活泥沼中

左右徘徊，无法突围，只得用死亡或者向历史追溯身

份寻求新生的机会。

《导师死了》中的吴之刚是学术界新一代的翘

楚，然而在社会生活和婚姻中，却是一个装聋作哑的

失败者。他想尽一切办法试图突围或逃避这种人生

状态。但无论是学术上的追求，还是爱情上的努力，

抑或是装病住进疗养院的逃避，都没能得到精神上

的救赎，反而把自己推向又一层深渊，甚至在疗养院

失去了自由，彻底宣告了突围努力的失败。在冰雪

开始消融的初春，他像一只大鸟从疗养院教堂的穹

顶上跳了下来。在这里，吴之刚不再是肩负国家和

民族使命的中坚力量，而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和情感

生活中无法突围的绝望者、可怜人。

如果李洱在《导师死了》中高调宣布“导师死

了”，是让吴之刚以死表达对突围无路的绝望，那

么，李洱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遗忘》中塑造的历史学
家侯后毅，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现实突围无果、企图通

过重建自我身份寻求新生的另一个典型。导师侯后

毅作为历史学专家，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竟荒谬地

让学生冯蒙考证出自己就是夷羿转世，企图通过历

史身份曾经获得的荣誉来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毫

无疑问，这种荒谬的考证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侯

后毅企图通过历史身份的重新建构来逃脱现实的行

为，只是跳梁小丑的把戏。遗忘今生，逃避现实，并

不能让侯后毅、吴之刚这类觉醒但无路可走的知识

分子走出庸常现实的困境，只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

中四处碰壁，成为无法突围的绝望者。

（三）丧失立场随波逐流的沦陷者

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裹

挟进驳杂的经济社会，为了生存，一些知识分子或自

愿、或被迫向物质和利益妥协。在李洱的前期小说

中，知识分子逐渐褪去精神上的孤傲，把知识语言彻

底转化为物质和利益，完全褪去了道德感和耻辱感，

成为丧失立场随波逐流的沦陷者。这类人物在李洱

笔下以《抒情时代》的张亮、《从何说起呢》的美学教

授丁宁等为代表。

在《抒情时代》里，讲师张亮有知识有能力，经

常像《午后的诗学》里的费边一样出口成章，但他的

全部才情都放在了与别人的钩心斗角上，“业精于

勤，荒于嬉”的至理名言是他为自己及时行乐找的

借口。他很会为自己自甘堕落的行为找理由，认为

生活本是无意义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张亮身上

已经完全看不到传统知识分子的高洁，更遑论承担

社会责任的使命，他在自己的生活圈里洋洋自得，俨

然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弄潮儿。

而在《从何说起呢》中，李洱更是将沦陷在欲望

场域的知识分子形象刻画得辛辣无比。在通往病房

的狭窄的电梯里，美学教授丁宁对出版商季宗慈大

谈特谈学术上的方言以及自己的思想倾向问题，而

目的只是希望通过巴结出版商，为炮制的美学史寻

求出版的机会。很明显，知识分子的孤傲，在李洱的

嘲讽中消解殆尽———“他们站在一起，就像相声演

员中的捧哏和逗哏”［１］。“这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人

格上已经背离了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

完全沉溺在当下欲望化的生存现实中，他们与世俗

生活和睦相处，在世俗层面谋得利益，并为之全力奋

斗在都市的角角落落。”［２］２２６

二、《花腔》的理想与超越

在李洱铺陈的费边式知识分子谱系之外，《花

腔》及其主人公葛任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可

以说，李洱假借葛任这一形象寄寓了对知识分子另

一维度的存在之思。有论者指出：“作者对葛任与

‘个人’之间的隐喻，即《花腔》中的葛任其实是指历

史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的人。”［３］从这个角度看，毋宁

说葛任是无数在驳杂现实中坚守自我、追求个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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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花腔》的叙事在李洱众多的小说中独树一帜。

作者围绕主人公葛任的生死，借三个讲述者展开了

一场众声喧哗的追述。小说选取当年曾参与“阻

杀”葛任的三位当事人，在不同年代分别以回忆的

方式讲述与葛任相关的事情，构成小说正本的＠部
分，并让葛任的后辈“我”搜集相关史料，对叙述者

的言语和葛任的生平进行考证和补充说明，组织成

＆部分，与正文＠部分相互补充，共同完成对葛任形
象的描画。值得玩味的是，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葛任

一直存在于别人的叙述中，从来没有直接在读者面

前发声。在文本中，葛任始终是沉默不语的，处于被

他人言说的无声状态，他的人生经历在不同叙述人

各带目的的讲述以及“我”的考证解析中到处充满

疑点，连具体是死于１９４２年的二里岗战斗，还是死
于特务之手，或者在大荒山病逝，这一基本的历史真

相都扑朔迷离。这样的叙述意味着：对葛任的个人

印象，幼稚天真或者果敢坚强，都是讲述人遵照个人

经验做出的主观评价，而与葛任本来的面目存在一

定的距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李洱构思文

本的方式取消了葛任作为“个人”的独立性，成为事

实上的无言者。

有意味的是，虽然李洱安排三个叙述者和“我”

把葛任放置在驳杂的历史追述中，变成事实的无言

者；但是，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等叙述人对于葛任

复杂甚至矛盾的追述中，有一点出奇一致，那就是葛

任对于生死的超然态度。显然，李洱试图是借这一

特殊的叙述方式对葛任的“个人性”进行解构和建

构。也就是说，李洱把葛任放置在众声喧哗的讲述

中，看似是对葛任作为“个人”的独立性的解构，但

同时又是在另一种层面上对葛任的“个人性精神”

的建构，即通过三个人各带目的的驳杂、繁乱讲述，

展示葛任寻求自我的执着。

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诗歌《谁曾经是我》，是对

葛任作为独立自我时“个人性”的称颂。在后期隐

居地大荒山写出的《蚕豆花》，更是对他历经风雨还

坚劲地追求“个人”主体性的绝唱。虽然前后两首

诗歌仅是标题和内容的部分改动，但是在所有人为

了活着而四处小心翼翼的年代，葛任能始终无惧生

死、保持自我，无疑体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风雨

飘摇、命如草芥的年代里，葛任依然是“个体存在的

秘密之花”，在生死关头不仅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

立场与尊严，甚至用付出生命的代价捍卫了“自

我”，守护住了不卑不亢、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精

神。无疑，葛任的存在，是李洱借以对现实中知识分

子精神普遍侏儒化的批判和讽刺，同时也是李洱对

坚守个体精神、未曾向世俗权势低头的知识分子书

写的赞歌。

葛任虽然是以失声的方式存在于四重“花腔”

式讲述中，但他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

往日本的大贞丸号上偶遇陌生人时，他给予真切的

关怀；在远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多重逆境中，他不抛弃

不放弃；在侥幸从二里岗战役活下来，隐居大荒山

时，他听从本心；发声悼念鲁迅逝世时，他不顾外界

险恶的形势，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在风雨飘摇的时

代，他依然坚持完成书写个人的精神自传《行走的

影子》；在明知生命受到威胁，他依然选择留下来坦

然面对生死。他像一个处于旋涡之中的“局外人”，

更像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孤独者，即使身处纷乱的

尘世，依然保持知识分子的单纯。这样的葛任在李

洱或者是同时代作家描述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是独一

无二的。李洱曾讲：“说到《花腔》中的葛任，我想，

他确实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葛任所面临的精神

困境和现实处境，在今天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

变化。葛任的选择，即使在今天也是罕见的，或许是

更为罕见的。”［４］９６纵观葛任的一生，虽然他无法掌

握自己的生死，但他一直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骄傲，放

弃了明哲保身的妥协和独善其身的旁观，以生命为

代价昭示“自我”的存在，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境遇，

以一种不灭的个性之光，烛照一代又一代坚守自我

的知识分子的前进之路。对照费边式知识分子群

像，李洱对于葛任的正面塑造，无疑体现出其知识分

子精神反思的另一向度。

三、《应物兄》的现在进行时

在１９９０年代消费环境的冲击下，大众对知识分
子的谆谆教诲不再信从，五四以来以启蒙者身份介

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陷入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

中。基于此，李洱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觉察到如

何在文化废墟上重建知识分子的价值信仰成为首要

难题。但是，重建信仰并不意味着要以拯救者的姿

态对大众说教，而是首先从知识分子自身反思开始，

即通过对自我价值和身份的反思，昭示知识分子唤

醒身份意识，阻滞世俗侵蚀，引领精神方向，肩负时

代重任。李洱曾说，除了创作中短篇小说外，计划创

作三篇长篇小说，一篇追忆历史，一篇呈现现实，一

篇绘制未来。［４］１０４如果说《花腔》是对历史的追忆，

其中寄寓着李洱的知识分子理想；《应物兄》则是现

实的集中呈现，其中渗透的是知识分子看似忙碌、充

实、高雅而实则空泛、迷茫、流俗的生活铺陈，其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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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渗透着李洱对知识分子精神姿态越来越低的现状

反思和力图救赎的文学选择。

（一）反思：现实的生活向度

１９９０年代后，当代文坛出现大量揭示知识分子
精神创伤、反思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文本，但

是多数文本仅止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摹写，或

热衷于解构知识分子的启蒙特性，缺乏深入挖掘知

识分子人性内核的力度。与简单揭露批判或肆意解

构启蒙的知识分子文本不同，李洱在小说创作中卸

去知识分子身上厚厚的铠甲，不仅仅把原因归结为

物质和欲望对人的刺激，而是选择直接把知识分子

放在生活常态里加以展示，借此反思知识分子自身

存在的问题。

在《应物兄》中，“现实”是一个重要的关注向

度，谢有顺将其表述为“‘现在’本体论”。谢有顺

说：“现实并非只是发生在当下的事实，它也包含着

一种精神态度……‘现在’是享乐、戏谑、搞笑、崇尚

成功与财富的时代，我们不仅失去了一种思想的光

芒，同时也失去了一种生活———一种有精神质地、价

值构想的生活。思想不过是一个影子，赤裸裸的生

活才是实体。”［５］李洱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在郑州读者见
面会上也曾说：我们面临的精神现实是“过去的尚

未过去，未来的已经带来”。基于这种现实和对现

实的认识，李洱重回知识分子的生存现场，以济大筹

建儒学研究院的过程为核心情节，透过主人公应物

兄的个人视角，见证三代知识分子从坚守自我，到被

他者异化，最后又到自我阉割的流变。

从历史角度和世界范围看，知识分子总是扮演

着社会批判或质疑者的角色，同时又总是表现出自

我反思的能力。但是，李洱所描摹的知识分子已经

自顾不暇，正在逐渐丧失社会批判的锐气和自我批

判的勇气。虽然李洱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写老一辈

知识分子高贵的灵魂，可是他们毕竟年事已高，何为

教授和双林院士已经离世，芸娘体弱多病，挣扎在死

亡的边缘；即使依然身体健康、依旧保持初心的老一

辈知识分子，也无可避免地坠入世俗社会的泥潭。

正如李洱在文本中呈现的寓居国外的儒学大师程济

世先生，虽然他时刻惦念着回归故土，为祖国文化发

展做贡献，但是儿子吸毒，小孙子在还没有出世的情

况下已经是一名“瘾君子”，家庭的问题让他自顾不

暇。当他满心焦急地询问应物兄，自己刚出生的小

孙子的状况时，这场声势浩大的儒学研究院工程宣

告结束，新一代刚出生的孩子已经成了外在世界的

“污染品”。“谁来救救孩子”，这句百年前的呐喊重

现于世，反思的力度之深可见一斑。

在《应物兄》中出现的生造词“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ｅｌｆ”，
英年早逝的文德能将它译为“第三自我”。如果说

《应物兄》中，让知识分子不能教育好自己的后代，

是李洱对知识分子启蒙大众功能的质疑，那么，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ｅｌｆ”（第三自我）的设置，则是李洱从另
一个角度审视知识分子的自我能力。小说从一开始

安排应物兄时常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自我发问，到后

期让不同的人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如让生命科学

院基地的合伙人雷山巴，称自己为雷先生；生命科学

院领头人华学明，称自己为华先生。无疑，这种以第

三人称称呼自我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并非偶然，因

为“只有两种人会这么说话。一种人，是自大的人，

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像恺撒，具有世界性的历

史意义，以致他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整个世

界。这种人要通过不断地称呼自己的名字，来向自

己表示敬意。另一种人，是自卑的人，他是因为感觉

到这个世界沉重，使他忍受不了这个重压，想要逃离

自己，将自己从沉重的历史中抽出，或者将历史从自

我中抛出”［６］７４５。显然，李洱借小说中芸娘对自称现

象的解释，揭示知识分子身上的问题：知与行在现代

消费文化语境下走向背离。在世俗社会的驳杂里，

知识分子遇到了知识的宿命，身上出现了两种极端：

自大和自卑。如何应对这种极端？李洱在小说的最

后，安排华学明疯癫与失语，也许就是李洱借此极端

结局告诫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知行能力的背离，才是

他们被社会边缘化的最主要原因。

比起前期小说，《应物兄》的超越性在于，其描

述的知识分子群像呈现出整体性的思想与生活的悖

论。其中，应物兄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映像。按照当

下的现实眼光，应物兄无疑是一个成功者，他有

１９８０年代的学术梦想，充当过意气飞扬的启蒙之
子；他有１９９０年代的学术事业，以研究儒学而成为
济州大学的著名学者；他还有２１世纪的学术饭碗，
以所谓的学术声望成为混迹于学界、商界、媒体乃至

政界和宗教界的多栖明星。但是，这位穿行于梦想、

事业和饭碗之中的成功者，遇事总是欲言又止、自说

自话、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其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

与现代知识分子全然无缘。同时，应物兄秉承的成

熟的处事方式，所谓人长大的标志是能憋得住尿，人

成熟的标志是憋得住话的戒言，实际昭示着其日常

行为的人格分裂。所以，现实中的应物兄，既思想高

尚，也生活堕落；既道貌岸然，也肉欲蓬勃；既倡导仁

德，也事事物化。在这样的人物的主导下，《应物

兄》呈现了如下的生活实景：“思想、学说在蔓延，大

家不断在说，语言上无比喧嚣、振奋，行动上却是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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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生活真实的增量不过是欲望和物质。‘言’成

了嘴上阔论，甚至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自身行

为的讽谕。”“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语言变成了纸上的

空谈，另一方面又把语言当作破败人生的伪饰。”

“一切都在空心化、实用化、物化，在悄悄地变形、偷

换、替代。”［５］在这里，以应物兄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既是面对这种生活的彷徨者，也是造就这种生活的

呐喊者。

所以，在消费文化时代，物质的挤压、欲望的诱

惑、生态的恶化、畸形消费观念的误导，逐步侵蚀乃

至颠覆着人们曾经经历的贫寒但温暖的记忆、原始

但闲适的田园生活等传统经验。面对这样的现实和

文化状况，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或同流合污，或随波

逐流，或推波助澜，其中尽管还有何为教授、双林院

士等人的些许努力，但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弊端应有

的清醒话语却在众声喧哗中无声淹没。当然，李洱

的意图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对

于一些知识分子无意义生活的呈现，呼唤的是对于

生活本质意义的追寻；其对于应物兄看似充实、实则

空虚的人生的描述，烛照的是当下知识分子应有的

精神追求。在解构中寄寓建构，在对现实生活的反

讽式呈现中寄寓主体的精神追求，这或许就是李洱

小说呈现的审美价值。

（二）救赎：微弱的精神呼唤

李洱一方面以反讽的笔触揭示知识分子的精神

危机，另一方面也试图用道德坚守的方式来拯救知

识分子。面对文学普遍迎合大众趣味的现状，李洱

以知识分子的坚守姿态，继续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

的启蒙精神与责任意识，试图为悬浮的知识分子寻

找新的价值和出路。虽然他把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

寄托于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坚守，确实存在着理想

化的色彩，但也为当今社会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重

建提供了一线希望。

在《应物兄》中，济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子房，

历经社会的纷扰和世故，最终选择装疯卖傻落魄出

走，回归到无人关注的状态。居住在贫民窟般的四

合院里的张子房说：“只有住在这里，我才能够写出

中国版的《国富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体会到

原汁原味的经济、哲学、政治和社会实践。只有在这

里，你才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手’。”［６］１０３８虽然

李洱写出的只是张子房在做学问时的状态，但也从

另一角度呈现了世俗社会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抑

制，并借张子房之口拒绝过度的物质生活对知识分

子精神的侵蚀，以拒绝妥协的精神姿态试图出走世

俗场域。

当然，《应物兄》的知识分子群像中，也不乏个

别的清流和些许的光亮，如科学家双林院士，虽然他

也讨厌现实生活中的世故，但他并不以一种逃离的

方式解决生存的难题。双林院士离开原子弹试验科

研基地之后，虽然在语言上一直保持沉默，但身体却

时刻处在行动之中：坚持用毛笔写字；以书信的方式

与好友乔木往来；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前往西

北核工业基地悼念。对双林院士来说，现在的知识

分子已经丧失社会批判和启蒙的功能，想要改变不

易，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行动的脚步，而是把目光转向

关注未来孩子的教育问题，为此他精心编写了一本

《适合中国儿童的古诗词》。他用行动表现出对人

文精神切实的关注，期望给孩子阅读有益于他们健

康成长的诗。双林院士是无言的，但在尽一己之力

履行着知识分子在精神生活领域中的责任。毫无疑

问，他的执着是对自己价值系统中的道德理念的坚

持，更是以行动的方式走出知识分子生活的圈层，另

辟解决的路径。双林院士的行为并非轰轰烈烈的大

动作，但是在知识分子普遍被物质利益驱逐无暇顾

及精神的现实境况下，却显示出精神的力量。双林

院士用实际行动给知识分子救赎提供了一个新的思

路，即以行动代替空洞的批判和哀恸，用反思自我的

方式代替简单地把责任推脱给外在物质环境的挤

压。

李洱曾讲，全球化时代和中国的飞速发展，不能

掩盖中国特殊的处境，“我们仍然有一种可以称之

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暴力、愚昧、压抑”。除此

之外，我们还面临一种很真实的痛苦，“那就是在中

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

空虚，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

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７］。如

果说，刘震云笔下的小林们尚且困厄于物质的匮乏，

李洱笔下的费边们则表现出物质生活满足之后灵魂

的空虚和精神的困乏，而《应物兄》的意义在于，应

物兄作为身处高位、左右逢源的精英知识分子，其看

似充实、进取、高雅的日常生活，最终也没有逃脱空

虚、迷茫、流俗的本质呈现，其具体明确的筹建儒学

研究院的学科目标，最终也在尖锐的汽车撞击声中

化为飘缈。相对于前期小说，《应物兄》不仅在知识

分子群像的呈现中寄寓了主体寻求精神超越的多重

探寻，而且在应物兄的无奈结局里映衬出探寻和超

越的艰难。在知识分子自身神圣性被普遍瓦解的当

下社会，李洱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反讽式展

示，以期构建知识分子新的精神趋向和价值系统，试

图为知识分子摆脱物欲的奴役提供精神慰藉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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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努力，无疑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作家

的社会担当。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精神的讨论

是一个通约性话题。小说家戴维·洛奇写于１９８８
年的《美好的工作》，用调侃的笔法讲述了知识分子

走出象牙塔后的生命沉浮，并借此叩问知识分子自

身存在的价值。虽然东西方文化差异悬殊，而且年

代相隔甚远，但在当今中国消费文化盛行的语境下

再次阅读，仍与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精神困境以及

试图对精神困境进行超越具有对话的意义。“浅

薄、混乱、悲哀、痛苦之后，会有新的精神迎风站立，

因为在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一种绝望从哪里诞生，

一种希望也会从哪里准备出来。”［５］面对李洱这样

一位具有忧患情怀和批判意识的作家，我们可以期

待的是：其绘制未来的那部长篇，也许会延续对知识

分子精神的思考，继续其近乎绝望的精神追问。文

学乃精神叩问之学，在自然生态失衡、社会生态和精

神生态均需关注的当下，文学的精神价值会日益彰

显，李洱的精神探寻之旅也会持续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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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李洱，魏天真．倾听到世界的心跳：李洱访谈录［Ｍ］／／李
洱研究，２０１５．

［５］谢有顺．思想与生活的离合［Ｊ］．当代文坛，２０１９（４）．
［６］李洱．应物兄［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７］李洱．传媒时代小说何为？［Ｎ］．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
０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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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彭闪闪，１９８９年毕业于郑州市文化艺术学校（２００９年并入中州大学，现名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该文作
者郑彦离教授时任其语文老师。郑彦离教授对早年毕业的学生持续关注，欣喜于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成就。

后彭闪闪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音乐人类学研究工作。后移

居澳大利亚墨尔本，现任澳大利亚人类非遗与当代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执行主席，并从事文学创作。这里刊发

书评，即是为我校有造诣的校友开辟“精神家园”，亦是为更多的青年学子从中获得借鉴和鼓励。

失落的希望
———解读彭闪闪的长篇小说《转身》

郑彦离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图书馆，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０
作者简介：郑彦离（１９６０—），男，河南荥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书学、当代文学等。

摘　要：作家彭闪闪在其长篇小说《转身》中，以一个新移居澳大利亚华人家庭的房产交易引发
的官司为主线，描绘了一群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历程。小说中的人物，或由于对异国的生活

和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或由于以物质和欲望为主导的人生观，导致他们人生的希望以不同的方式

失落。小说提醒人们在跨文化生活中，要努力了解和学习异国的日常经验和文化习俗；不仅要努力

奋斗，还要注重生活中的情感和精神质量。

关键词：彭闪闪；《转身》；跨文化生活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１８－０４

　　移居澳大利亚的女作家彭闪闪的长篇小说《转
身》，以一个新移居澳大利亚华人家庭的房产交易

引发的官司为主线，描绘了一群澳大利亚墨尔本的

华人的生活状态，展现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努力奋

斗和生存的不易。这部小说提醒我们，当你的生活

环境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到了文化差异很大的异国

他乡，应如何适应？如何选择？方可在多元文化中

找到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空间，安宁下来。

一、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的错位

肖梦影是《转身》里的主角，毕业于国内某知名

大学中文系，曾在某出版社做编辑工作，２０１３年因
丈夫孟立成投资５００万澳币收购澳大利亚一家保健
品制药公司，而取得澳大利亚永居身份，２０１６年入
住墨尔本一个富人区。孟立成为跨国制药公司老

板，一年到头忙于生意，很少回墨尔本。肖梦影本人

则除了照顾唯一的儿子、接送其上学外，每天并无其

他必须要做的事。她“外貌端庄美丽，内在文艺浪

漫”［１］４，不断有男人喜欢她，有时她也会做出非理性

的举动。在现居房未卖出、资金无着落的情况下，签

约买心喜的摩登房子，就是她非理性的一个举动，由

此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和财产损失。

本来，肖梦影住着通过房产中介公司华人业务

员索菲娅介绍购买的古典风格的法式花园别墅，日

常生活消费由丈夫供给，衣食无忧。可是，在索菲娅

给她推荐了临海且离儿子上学地方近一些的简约风

格的摩登房子后，她不由心动。虽然她清楚“我必

须卖了现在住的房子才可以买这套房，因为没有那

么多的现金”［１］１０９。她知道丈夫的钱“也都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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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是说抽就能抽出来的”［１］１１０。但是，房产中介

老板承诺为其销售现住房，“我有两三百个有钱的

高端客户，他们是出得起钱立即交割房产的”，“我

可以做到在销售后的三十天内同时交割房子”，在

她看了该老板展示的周边三家相似房产高价出售的

信息后，就签了购买新房合同。

按当地规定，签了购买新房合同后，卖方也签字

生效后，有三天冷静期，可以反悔。肖梦影打电话问

丈夫的意见，丈夫说有“资金的衔接问题”，“希望先

不做此次交易”。她又询问其当时的情人薛华的意

见，薛华对她说，“如果是我，就先卖了房子再买”。

她担心，“如果卖了再买，这套房子就被人买走了”，

薛华回答她说：“那就以后再找喜欢的房子。”可是

她认为，把古典风格的法式房子换成简约摩登的房

子，是新的生活体验。她相信房产中介老板和索菲

娅对她现有住房高价销售的承诺，希望赚些升值利

润，决心买下新房，两全其美，而不反悔。

然而，不久肖梦影的美梦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签约后将近一周时，肖梦影遇到同是移居墨尔

本的华人朋友范爽，被告知她现住房是６０年以上的老
建筑，按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对有年份的老房子要进行

历史性的保护，不可以拆建，会影响销售。由此，她也

明白了房产中介当时未告诉她不可拆建的规定是为了

保证那次房产交易；意识到了自己把索菲娅当作闺蜜，

在她曾经的男友车祸死亡时，给她一千澳币致哀，可实

际上对方却把她当作是能赚钱的大客户对待。

肖梦影责怪自己没有做多方面的了解，轻信了

索菲娅这个所谓的华人朋友。担心现住房不能马上

卖掉，无法支付买摩登房子的款，想终止合同。于是

她给索菲娅打电话，可是对方没接。她又留语音，对

方也没回应。次日上午，她又给索菲娅打电话和发

信息，对方还是没接没回。直到午间，索菲娅才回电

话，说卖家三天前签过合同，已过冷静期，不可以反

悔了。她问索菲娅，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打电

话告诉一下卖家已签合同？索菲娅说，卖家签过的

合同已发到她的电子邮箱；并说，在澳大利亚，发电

子邮件是常用的工作方式，是公认的法律依据。她

怀疑，索菲娅是成心不给自己反悔的机会。

之后噩梦开始连环而来。

第一，她得在两天内把买房首付款几十万澳币

汇到房产中介公司指定的信托账户。

第二，为了现住房方便销售，房产中介老板建议

进行翻新打扮，设计、展示、广告、翻新等费用，约８
万澳币。

第三，因为现住房翻新打扮，她和儿子得换地方

住。房产中介老板建议提前搬到新买的摩登房子，

省得再次搬家，但是得支付提前搬进的两万六千澳

币的房租。

第四，计时搬家两天，花去两千澳币。她整理摆

放东西的过程，手裂出了血口，眼黑了一圈，腰疼得

不能顺利站起身来。

第五，一个月过去，房价一直下跌，索菲娅说只

有一家表示诚意购买，但出价比广告销售报价低

１００万澳币，且有附带条件，美梦破灭。
眼看房产中介私自缩短后的交割期将到，肖梦

影心急如焚。没办法，她把实情告诉了丈夫孟立成。

孟立成想简单了结这个交易，丢了首付几十万澳币

算了，就当是她交了学费。可是当孟立成知道合同

里还有买方违约需赔付卖方其他费用的条款时，感

到形势难测，数不可控，决定咨询律师，与房产中介

公司打官司，她也搬回了原住房。

律师费高得让人难以接受，且令人费解的是所

找的华人律师张大为认为打官司要针对卖方，孟立

成提出最好和解。肖梦影托人与卖方商谈，对方同

意和解，退一半首付款给买方，请买方律师拟和解协

议。律师拟好协议后发肖梦影的邮箱让其审查，她

当时正忙，说如果按她的意思拟协议就不看了，可直

接发给对方。对方看到协议信后又不同意和解了，

原来律师信里教训口气的内容激怒了对方。对方告

买方，要求撤销因未退买方预付款不能二次销售的

禁止令，法院判卖方胜诉。在肖梦影的新男朋

友———移居澳大利亚的荷兰人詹姆斯的帮助下，换

了律师上诉，最后法院判买方只需赔卖方按当时市

场评估价的差额，卖方提出的过分赔偿要求不予支

持。随后，被追责的张大为律师同意赔偿她败诉那

次的上法庭律师费用，房产中介公司同意赔偿她这

次交易损失的一半费用，官司告结。但是，不仅期望

的摩登房子没有得到，而且还损失了不少钱，更重要

的是折腾得心灰意冷！

可以看出，肖梦影对交易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

做事也不够认真扎实，更暴露出她没有控制财产损

失的经验。因此，她在陌生的环境中，处处错位，惹

出这些麻烦事。

二、人物的爱情观，随海外生活的阅历而改变

肖梦影的爱情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肖梦影因

为长得漂亮，从青春时代到中年，一直有不少追求

者，这造成了她的爱情自信，以致形成了她比较理想

化的择偶条件：帅气、有经济实力、大气、年龄相当、

爱她。应该说，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男性极少。幸

运的是，年轻时她遇到了符合这些条件的孟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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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孟立成是坐拥多家公司的董事长。当时

还有一个叫沈铭浩的公务员，内心阳光，事业小有起

色，非常爱肖梦影；但她对他虽然欣赏，却认为与孟

立成不能比，于是和孟立成结婚。移居澳大利亚后，

因孟立成是跨国公司的老板，长年在国际间飞奔，很

少回墨尔本的家，使她感到寂寞而产生幽怨。孟立

成认为，努力挣钱，保证她和儿子丰裕的物质生活就

是爱她与儿子的表现。她则认为，爱不仅需要物质

生活，还需要陪伴。丈夫很少回家，使她怀疑他可能

出轨。在寂寞的日子里，一次在薛华家的聚会，她看

到薛华仪表堂堂，虽然妻儿在中国，但家里到处摆放

着夫妻和孩子的合影照片，洋溢着家的幸福。室外

的花园，长满他栽种的花木，显示出他对家的呵护，

因此她对他颇有好感。不久，他们成为情人。肖梦

影一度幻想双方各自解除现有婚姻，和他再婚。但

是，当她得知他一次酒后与夜总会一女子发生关系

被逼结婚，并愿意就此下去，不禁对他姑且生活的态

度有些鄙夷。她搬家时，让他帮忙却推脱不来等，使

她感到他是一个不可信任之人。后来，肖梦影偶然

发现，他引导她买画，他竟然收提成，彻底对他厌恶。

在肖梦影怨恨孟立成不常来陪伴并准备与他离

婚时，年轻时爱慕她的沈铭浩执意到澳大利亚来看

她，并提出二人结婚的打算。肖梦影心中仍保留有

对沈铭浩青春时代的美好记忆，也对他来看她心生

感动。但当她明白沈铭浩的意思是：当年自己没钱，

与孟立成竞争爱情失败；后来辞去公职去经商，现已

有经济条件，可以向她求婚，并且说男人就应该把精

力用在挣钱的事业上，她感到相当失望。

当肖梦影对薛华心生鄙夷时，一次在朋友范爽家

的聚会，邂逅了詹姆斯。詹姆斯是个大学教授，五十

多岁，长相英俊，妻子去世两年，他在中国当过教师，

能讲流利的汉语，说话真诚，使肖梦影对他有一种亲

切感。但是，在肖梦影的心里，他与自己年龄不相当，

且家境有些清贫，不符合自己期望的男友条件。然而

詹姆斯却对她非常热情，肖梦影流露出想学英语的意

思后，他每天通过微信给她发练习英语的句子，即使

她不回应，他也不间断。在得知她的房产官司失败

后，他积极帮寻找合适的律师，及时并不厌其烦地将

一个个诉讼文书英文版翻译成方便她阅读理解的中

文版，最终帮助她打赢了官司。房产官司结束后，肖

梦影与丈夫也解除了婚姻，此时的她身心俱疲，选择

了和詹姆斯在一起。因为，此时她认识到了在基本物

质生活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情感生活的重要性。

三、欲望和物质化的人生观，造成人物各自的失落

在小说《转身》中，给肖梦影带来痛苦的主要是

孟立成、索菲娅和薛华三个人，一个是丈夫，一个是

自认为的闺蜜，一个是情人，都是她倾注了感情并期

望得到慰藉的人，但都以让自己痛恨而告终。反过

来看，这三个人其实也都心怀希望，结果却很失落。

孟立成有能力，为人大气，他也很爱肖梦影。譬

如，肖梦影买房失误引起纠纷，他提出愿意损失几十

万澳币的首付款平息纠纷，权当是交了学费；再就是

肖梦影执意离婚，他除了留给肖梦影在墨尔本的价

值几百万澳币的房产外，还愿意支付足以维持肖梦

影和儿子以后的生活费。但是，他未能抗拒住花花

世界的诱惑，在还拥有婚姻的前提下，和另一个年轻

女性另筑爱巢，同居生子。他以为，只要保证供给她

们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就可以同时拥有。令他意外

的是，情人带女儿去见肖梦影，事情败露后，肖梦影

决意离婚，他也只得签字同意。这样的结局，是孟立

成所没有想到的，他居然成了婚姻生活的失落者。

这是他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所致，以为物质可以主

导一切，事实上远非如此简单。

索菲娅是肖梦影刚到澳大利亚时买房认识的，

肖梦影遇到一些不太明白的事情，时常会向她咨询，

她也积极热情地回答，使肖梦影感到她们是无话不

谈的闺蜜。但索菲娅骨子里是一个追求金钱、物质

的女人，无论是做事还是婚姻，主要目的都是利益，

为此不惜采取一些令人不齿的手段。她最初的丈夫

是留学后留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人，她与他结婚的目

的，就是为了能到澳大利亚生活。婚后，她看丈夫挣

钱不多，虽已有一个孩子，她还是与他离婚。离婚的

目的，就是希望找一个有钱的男人……索菲娅作为

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在协助肖梦影买卖房产的

过程中，为了得到更多提成，故意隐瞒信息，采取不

诚实的手段，最终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提成，而且她

在华人圈里的名声变坏，使她赚钱更加不易。

薛华读大学时学的是贸易专业，明白机会、优

势、成本等概念的意义，同时也清楚规则的重要性，

然而他总想利用机会、优势投机牟利，逃避甚至触碰

规则。在澳大利亚，他做着橄榄油和蜂蜜的非法贸

易，面临着刑事和经济处罚。他在感情上及时行乐，但

却弄巧成拙。

四、《转身》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小说《转身》的主要人物中，有一个特殊人

物———詹姆斯。说他特殊，是因为：这部小说主要写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的生活，而他则是在澳大利

亚的荷兰移民；在几个主要华人移民人物的经历中，

都是满心的希望以失落结局，而他虽然也经历曲折，

但最后却得到了超越希望的美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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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的父亲是个荷兰军人，母亲是法国一个

富人家的女儿，因为作为军人的父亲收入低，詹姆斯

的外祖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断绝了与女儿的

联系，因此他们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詹姆斯在这

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后随父母移居到澳大利亚。

詹姆斯曾在中国一所大学当过几年教师，爱上

了一个美丽内向的中国姑娘。虽然他也知道对方有

意，但担心自己囊中羞涩，给不了对方好的生活而未

敢开口，结果对方挥泪而去。回到澳大利亚后，他任

一所大学的教授，并结了婚。可是妻子管他很严，并

嫌他挣钱少，因此他的婚姻生活不够愉快。妻子得

肺癌逝世后，他对婚姻不再抱什么希望，安心从事学

术研究和教学。肖梦影的出现，复燃了他的爱情之

火。在肖梦影陷入房产官司、精神几近崩溃时，他全

力以赴地帮助，最终赢得肖梦影对他的喜爱。在肖

梦影与孟立成解除婚姻，意欲和他在一起后，他又意

外收到母亲遗嘱给他的两笔比较大的资产：一是当

初外祖母给母亲的价值３００万澳币的首饰；另一是
母亲家乡———法国的一块价值相当于５００万澳币的
土地。不过，他想把两笔财产变现后，拿出一部分捐

给孤儿院和老人院，再拿出一部分办一所语言辅导

学校，自己教英文，让肖梦影教中文，使肖梦影由此

前靠丈夫孟立成供养生活，变成普通人自食其力。

詹姆斯既赢得了美好爱情，又得到了意外大额

遗产的喜悦结局，与前面肖梦影、孟立成、索菲娅、薛

华的失落结局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

说这是他们的人生态度、行为选择的不同决定的，因

为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及每个人经济基础与个性禀赋

等的差异，相同的选择，可能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选择，也可能得到相近的结果。比如詹姆斯

的喜悦结局，就具有偶然性。但是，詹姆斯的结局不

会比他的希望落差太大，却是可能的，除非出现意外

的天灾人祸。因为他本就没有抱太大的奢望，所以

不会有太大的落差；他没有过分的越轨行为，因而也

不会遭到法规的严厉惩罚。

小说人物不同的结局告诉我们：对于生活和事

业，我们应尽力而为；对于利益，不要奢望；对于感

情，要心态平和，不越轨，多角度思考。如年轻时肖

梦影认为孟立成挣钱多是能力强，后来觉得钱多是

孟立成久不回家和出轨的重要因素。婚姻感情也是

这样，认识一面和认识多面会使自己产生不同的看

法。如肖梦影曾喜欢外表帅气的薛华，后来发现他

自私小气，就开始厌恶他。作家林语堂在小说《京

华烟云》里写道：姚木兰喜欢才思敏锐的男青年孔

立夫，父亲却让她嫁给性格温和的曾荪亚。木兰觉

得与立夫在一起，情趣相投幸福，父亲则认为两人都

易冲动会出事，木兰与荪亚性格互补，生活易于稳

定。让心思周全沉稳的妹妹姚莫愁嫁给立夫，把控

立夫的冲动。［２］１８６我们无法简单地判断和描述人生，

大千世界如此丰富又变动不居，我们只有做到不奢

望，不越轨，尊重规则，充分考虑自身及外界的条件，

明白“有无相生”［３］的道理，不因过分的非理性的追

求反而失去更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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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大地》中的土地情结

鲍成莲，翟佳丽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０５
基金项目：河南工业大学２０１９年度教改项目“新文科背景下英语写作的‘写深’研究”（ＪＸＹＪ－Ｚ２０１９１５）
作者简介：鲍成莲（１９６９—），女，河南商城人，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摘　要：赛珍珠的《大地》，通过描绘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在《大地》中，男主人公王龙与大自然（土地）的关系，相互依存，不可分离；他重返自然、回归自然的

生态理念，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及对大自然（土地）的热爱，他对土地的热爱也获得了物质和

精神的回报。王龙的生态观，有助于当代人对生态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生态批评；《大地》；土地情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２２－０４

　　赛珍珠（ＰｅａｒｌＳ．Ｂｕｃｋ，１８９２—１９７３）是美国著
名的小说家，也是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

小说奖的女作家。她在中国生活了近４０年，把中文
称为“第一语言”（母语）。在此期间，她写下了描写

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大地》是她所

有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大地》在美国出版后，

好评如潮，成了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２年全美最畅销的书之
一，并于１９３２年荣获普利策小说奖。随后，很快有了
多种译本，《大地》受到世界读者的广泛关注。由于赛

珍珠在《大地》中“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

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诺贝尔

颁奖委员会评语），于１９３８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国内外专家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

行过解读，如国外学者ＲｏｃｈｍａｔＢｕｄｉＳａｎｔｏｓａ（２０１６）
从语用分析与社会学视角分析《大地》，进一步揭示

小说中话语所反映的言语行为。［１］国内学者高鸿

（２００５）从异国形象学的角度分析小说里的中国形
象，以此来解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２］苏

小青（２０１８）从原生态的角度对赛珍珠《大地》中的
思想倾向进行分析，认为：“赛珍珠的原生态写作，

保留了中国当时社会现状的一部分真实情况，是我

们进入那个时代的一个门径，这是《大地》最可宝贵

的遗产。”［３］段怀清（２０１９）以“饥饿”和“成家”为两

条叙事线索，对《大地》中的叙事功能展开论述，将

王龙一家对“家”的本质认知和体会传递出来，以此

揭示他们的思想情感及内心世界。［４］目前，还有不

少学者分别从其他不同的角度对《大地》进行了深

入解读，但从生态批评角度的解读尚待深入。本文

将从这一角度对《大地》中王龙的土地情结进行分

析，以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激发人们对当

前生态问题的思考。

一、“生态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术语最早出现于美国学者威廉·

克鲁特的《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１９７８
年），但他只是把生态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５］２８０

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生态批评在西方才正式确立。
当今世界生态频遭破坏，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

统已经发出警示信号，不少人文学者开始关注这一

问题，如在文学批评中融入生态的视角，以审视人类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生态批评就是从生态的

基本原则出发，“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出现对立

及冲突的原因，分析当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

式，呼吁人类保护环境”［６］，这是生态批评的目的所

在。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

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人是自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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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永远也不能脱离自然。

国内学者鲁枢元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

生态”三个层次建构起他对精神生态的理解，他认

为：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和社会性的存在，还

应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分别对应生态批评中的自

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他指出：“自然生态

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体

现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他自

己的关系。”［７］１４７

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下，可以发现《大地》里王龙

与生态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他与大自然（土地）的关

系，他依恋土地，他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也获得了回

报———精神和物质的丰收。这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是双赢的效果———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

和根本利益。

二、生态批评视角下王龙的土地情结

在农业时代，土地一直都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

他们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从土地获得生活所需，土地不

仅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各种财富的最终归

宿。下面我们从生态批评中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

精神生态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王龙对土地（自然）的态

度和情感，以呈现这个人物所蕴含的生态思想。

（一）王龙与土地的自然生态关系

在《大地》这部作品中，王龙与土地之间相互依

存的关系即为自然生态。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

然的责任与义务，正确的生态观应是遵循人与自然

和谐的准则。人与自然均应被平等对待，以此获得

稳定、和谐的发展。

小说开篇就描述了王家的土地给他们带来的生

活所需，如“厨房和住屋一样用土坯盖成，土坯用的

是他们从自己田里挖的土做的……”［８］２王龙家的里

里外外，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家产，都来自这片土地，

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切。当王龙在家舀了很多

水放进澡盆里时，父亲看到后严厉指责他———那么

多的水可以把谷子浇熟。从父辈的话语里，可以看

到他们心里的土地／粮食情结。不过王龙是珍惜大
自然的人，他明白水的珍贵，最后将水用于滋养庄

稼。父子俩对自然生态的爱惜，对水的节约，也是对

土地一点一滴的爱。耕种是体力活，要忍受风吹日

晒，但王龙很乐意在地里料理他的那些庄稼，这种快

乐源于他与土地之间天然的和谐。令全家人一饱口

福的饭菜，不仅是他们的自然之粮，更是王龙的精神

之粮。人类对于自己辛苦付出而得到的劳动成果，

总是怀着珍惜与感激之情，这种珍惜与感激之情孕

育了王龙的土地情结。夏天的雨水和初秋温暖催熟

的阳光使稻粒非常饱满，这是一场大丰收，王龙把稻

米拿到集市上卖，换成钱，给儿子买一些比洋钱本身

还有价值的衣服，这使他兴奋而满足。这种兴奋与

满足感，更增强了他对土地的热爱之情。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这片大地便遭遇了旱灾，

即生态危机。当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之时，王龙会怎

么做呢？他会放弃自己的土地吗？

烈日无情地暴晒，尽管王龙拼命地耕作，田地还

是干得裂缝，天上无雨地上无收，王龙的麦苗停止了

生长，最后枯黄而死，颗粒无收。但王龙决不放弃他

的土地，坚持每天往田里挑水，可单凭一己之力与自

然对抗往往是收效甚微。看着亲人面临快要饿死的

窘况，王龙决定带家人去南方逃难。他们迫不得已将

家具卖掉换成钱，但王龙决不会卖自己耕种用的工

具，也决不会卖掉土地，这是他生命的依托。安土重

迁，黎民之性。面对绝境，王龙仍然时刻想着他的土

地，当他离开他的土地之时，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

说：“至少我还有土地———我留下了我的土地。”［８］８１

此刻，土地在王龙心目中所占据的分量更重了。

在南方，他们生活在那座城市的最底层，他觉得

拉车的活比在田里收割还要辛苦，生活的环境越是

糟糕，他对自己的土地思念就越深。这股强烈的情

感让他寝食难安，土地带给他的安全感是任何事物

都无法比拟的。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王龙最终回到

了自己思念至深的土地上。

离开土地，回归土地，王龙仿佛经过了一次精神

的洗礼，短暂的失去让他更加珍惜失而复得的土地。

他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了粮食种子和耕牛，他要

让这块干瘪已久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他自己

的田地，经过冬天的冰冻，现在松散而生机勃勃地躺

在那里。”［８］１２８“桃树上粉红色的花蕾鲜艳欲放，柳

树也已舒展开嫩绿的叶片。”［８］１２９一幅生机盎然的自

然美景图展现在眼前。王龙对土地的尊重与热爱，

也赢得了土地的回馈，他种粮—售粮换钱，发家致

富。土地从丰收到枯死、再到生机的过程，和王龙从

喜悦到失落、再到牵挂的心理转变相对应，体现了生

态理论的精髓，即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唯有敬畏自

然、珍爱自然、保护自然，人类才能过得更踏实、更心

安、更幸福。

（二）王龙与“他者”的社会生态关系

任何一个社会要素或者环境要素出现问题，都

会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若要长久保持社会生

态系统的平衡，人类必须要约束自己的行为，管控自

己的欲望，遵循社会生态的发展规律。小说中，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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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则为社会生态，而这

些人物所涉及的故事情节从侧面反衬出王龙的土地

情结。

百善孝为先，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王

龙是个孝子，六年来坚持每天早上煮开水并端到父

亲身边，以减轻父亲的晨咳；村里闹饥荒时，只要有

吃的东西，孝顺的王龙总会先把东西给老爹吃。王

龙是个好爸爸，他一个人扛起了全家的所有担子，在

人们极度饥饿的时候，他用地里的泥土拌成泥汤给

孩子们喝，这是他们的救世观音土。王龙在处理人

们之间的关系时掂量着轻重，知道什么时候最需要

自己。在南方逃难时，牵挂着土地的王龙决心要卖

东西回乡，当无东西可卖的时候，妻子阿兰建议卖掉

女儿，但是王龙拒绝了，他再难再穷也坚决不卖自己

的孩子。即便是那可怜的傻女儿，他也从来没有放

弃过。在晚年，他把这个女儿托付给可靠的人梨花；

王龙是个好丈夫，饥荒年代，眼看村里的人一个个都

快要饿死了，王龙的妻子阿兰又怀有身孕，王龙迫不

得已向邻居老秦讨粮求救，忠厚善良的老秦将自己

存放已久的用于应急的几把发霉的红豆给了王龙一

些，救了阿兰的命。王龙对家人永远都有着一种负

责、善待和尽力维护“他者”的情感和责任，营造了

一种和睦的家庭关系。

王龙和“他者”的生态关系还体现在与他的邻

居老秦和叔叔一家。王龙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正因

为老秦的救命之恩，王龙南下返回后看到老秦过得

穷困潦倒，就把自己买的种子分享给老秦。看到老

秦为人诚实可靠，他让老秦做自己家的监工，还给他

付工钱。随后王龙渐渐变得富有，生活中对老秦也

是尽仁尽义。当阿兰和父亲去世后，王龙把他们安

葬在小山上的庄稼地里，因为他对土地一直怀有深

深的敬意与热爱，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是他们的恩

人，他们在此扎根，不论生死，都要一直守护着这片

土地。年迈瘦弱的老秦也相继离开了人世，王龙痛

哭不已，给老秦厚葬之后，他嘱咐儿子在自己去世后

要埋在离老秦最近的地方。二人因地相遇，因地结

缘，因地相伴终生。可见，这片土地不仅是搭建二人

的友谊之桥，更承载着二人的同甘共苦之情。

王龙也是个孝顺的侄儿，即便是麻烦不断、好吃

懒做的叔叔一家，他也一样照顾着。然而，叔叔并不

因此对王龙心怀感激。当二人发生争执时，叔叔狠

狠地打了王龙两耳光，以在村上散播王龙的不好为

由威胁王龙，王龙想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只好委

曲求全，顺着叔叔的心意借钱给了他。王龙心里虽

有一大股怨气也没办法，他急忙回到土地上开始干

活，那种干活劲头仿佛让王龙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丝

毫不知疲惫。土地就是他的收入来源，借出去的银

圆有去无回，所以他必须得把这活尽快赶出来，以弥

补失去的钱财。与王龙对土地的关爱与管理程度相

比，叔叔只会抱怨，只要家里有吃的喝的，就不去地

里干活。没责任没担当的叔叔，衬托出王龙靠土地

上的劳作来修复与“他者”的社会生态关系。

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王龙一生

虽迷失过，但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尽心尽力，该尽的情

分都做到了，这正是大地孕育他宽以待人的美德与

大爱。

（三）王龙与“自我”的精神生态关系

王龙在从贫穷到富有的过程中，内心的波动及

思想上的变化都与土地有关，即人与自我的关

系———精神生态。在文学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有一种关系被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那就是：把

人以外的自然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等，来抒发、

表现、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

王龙的精神生态起初是和谐的。他有了儿子

后，日子过得更精细了。在收成极好的年份，他把秋

收的谷物堆满三间小屋，及早就做好过冬的准备。

他既勤奋节俭又富有智慧，他从庄稼中获得了丰厚

的银圆，并将这些钱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土地带

给这个勤劳的人财富，使他内心安稳，并受到他人的

尊敬。反观其他人物，如他的叔叔好吃懒做，经常抱

怨自己的命不好。黄家也没人好好料理土地，反而

一直卖地，这种对待土地的态度，让曾经作为大户人

家的黄老爷变得非常消瘦、萎靡不振，直至衰败破

落。他们想不劳而获，不懂得尊重自然，就会受到惩

罚，最后他们的精神生态也崩溃了。

王龙富有的时候，曾经有过精神沦丧。他从黄

家老爷那里购置大量的土地，渐渐变得富有，成为村

上的大户，极大地改变了王龙一家人的生活质量，但

也使他的虚荣心开始作祟，追求一时的名利与享乐。

王龙刚认识荷花时，天天回到家像找不着魂似的，完

全迷失了自我。他内心极度矛盾，既想从荷花那里

得到快乐与感官上的刺激，又不想违背伦理道德，还

要对得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当一个好丈夫、好父

亲。可是在欲望面前，王龙还是一时失去了理性。

为赢得荷花的欢心，他用曾经积攒的来之不易的钱

买各种衣物装饰自己，以彰显尊贵的身份；他开始嫌

弃妻子阿兰，忘记了他们曾经同甘共苦才打拼出来

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他的土地情结止于此，想必

他的结局应该与他的叔叔及黄家老爷的下场一样悲

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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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王龙醒悟了。妻子阿兰的身体每况

愈下，王龙才突然有了一丝觉醒，意识到阿兰在这个

家里是多么重要。二女儿的话像一把利器朝他的胸

口戳去，他的内心像汹涌的海浪般翻涌咆哮着。那

一刻，他清醒了，回想起阿兰的好，心中顿时油然而

生一种内疚感。当身边的亲人好友相继离他而去，

王龙开始对生命怀有一点点敬畏。他厌倦了荣华富

贵而又清闲的生活，看着自己的儿子利欲熏心，他彻

底地失望了。这时的王龙真正明白了土地就是他的

魂，意识到自己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必须要回

到自己最初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与自然相伴。王龙

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有土地情结，这也是他精神沦

丧之后能够醒悟、回归正途的根本原因。

当王龙听到儿子打算把地卖掉的时候，他再三

叮嘱道：“我们是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

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

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８］３３３

“必须”“谁也不能”，这些有力的字眼饱含着王龙对

土地的牵挂以及对儿子的警示与忠告。王龙的内心

和命运与土地已深深地融为一体，“不忘本”是王龙

对自然最敬畏的态度，土地可谓是他的第二个母亲。

王龙从贫穷到富有，从富有到浮躁，从浮躁到清

醒，经历的一波三折，每一次心理和精神的变化，最

终都是土地呼唤他回到最初的本心：土地才是一切。

土地使他安心，土地洗礼着他的心灵，也修复了王龙

和自我的精神生态关系。

三、结语

小说《大地》彰显了生态批评理论下的自然生

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主题。在男主人公王龙

的生活和命运中，我们看到：一个热爱土地的人，最

终也得到了土地的拯救与馈赠。王龙重返土地和回

归土地的生态理念，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以

及对土地的热爱，在此基础上，达成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与“他者”的和谐，以及自我内心的和谐。小说

在此角度，引发我们对当下生态问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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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
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研究

梁　雯，顾大超，叶仁慧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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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电子商务物流发展研究”（１５ＢＪＹ１１７）；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新时代下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率研究———以长三角为例”（２０ＹＪＡ７９００４３）；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安徽省物流产业效率影响及路径分析”（ＳＫ２０１９Ａ００３４）

作者简介：梁雯（１９６２—），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摘　要：通过对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的机理分析与指标建构，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长
三角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物流效率变化及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情况，并同京津冀、

珠三角城市群的测量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较高，呈

“Ｕ”形趋势上升；物流效率总体得到不断改善，平均每年提升２．３％，但区域变化差别较大；受安徽地
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两系统协同发展仍处于勉强协调，

为三大城市群最低。据此，从改善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物流效率角度出发，提出增进区域分工协作，改

善物流基础设施等建议，并强调安徽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科研创新活力，集中资源，快速创造出有

利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物流效率；协同发展；长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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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

展的新格局。在新发展格局下，作为扩大内需的最

大潜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将更加突出。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由于发展

不平衡和速度过快，致使环境污染、社会治理等问题

频繁发生［１］。区别于过去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

侧重于解决好人的问题，强调城镇化建设的质量，

“以人为本”是其核心理念［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先后指出
“以城市群为新型城镇化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为新型城镇化明确

了建设方向。

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支撑

我国新型城镇化有序发展，两者存在天然联系。

物流业贯穿商品经济活动全过程，是现代经济分

工和专业化发展的产物，降低了商品交易成本，推

动要素资源集聚，改善居民生活水平［３］。同时，新

型城镇化建设往往伴随着人口和产业向城镇聚

集，释放出大量物流需求，推动物流要素集中，降

低物流运行成本，提高物流服务质量。两者在相

互影响中生产反馈体系，通过该体系，城镇化同物

流业实现协同发展［４］。

进入新时代，物流业发展必须要重视产业效率，

避免盲目投资，做大规模。尤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

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对物流业基本要求在于高效

发展［５］。新型城镇化与基于效率的物流业协同发

展会驱动要素资源向城镇聚集，扩大城镇辐射能力，

加强大中小城市与城镇的联系，增强城市群内部分

工协作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最终驱动区域经济协

同发展。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长三角城市群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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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物流效率的水平，以及两系统协同发展的时

空演变趋势，并通过与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对比

分析，研究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

同发展水平在三大核心城市群中所处地位。

二、文献综述

１．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研究
首先必须指出城镇化和城市化概念皆源自“Ｕｒ

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就其内涵而言，都表示以第一产业为主
的农业型社会向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型社会转

变的过程［６］。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为表述方便，本

文皆用城镇化一词。

步入２１世纪以来，全球城镇化率高速攀升，在
享受高速城镇化带来的经济红利的同时，学者们开

始反思快速城镇化导致的社会问题。尽管有学者认

为没有证据显示城市混乱、社会动荡是与城市化导

致的城市人口压力有关，相反，城镇化为促进就业和

农村发展带来好处［７］，但多数学者研究显示，城镇

化仅强调速度，其发展结果必然是低质量、不完全、

不可持续。因为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地区逐

渐难以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公共基础设施和

服务［８－９］，而缺乏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和风险管理，

使城镇化成为灾害发生的催化剂［１０］。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建设以土地为中心，进

入发展快车道，但其本质是不完全的，低质量的城镇

化［１１］，发展速度过快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城镇发

展同质化，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受损等问题逐渐

凸显［１２］。伴随着全社会对传统城镇化问题的批判

不断深入，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标志着中国在探索
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上迈出重要一

步。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以人为本”，重视城乡统

筹，解决发展中社会矛盾，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基本途径［１３］；能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驱动产业

向更高层级转变［１４］；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１５］。

２．物流效率研究
法雷尔在其衡量产业效率的经典论文中提出既

考虑所有投入问题，也避免指数问题的生产效率度

量方法［１６］。沙尔内等人在此基础上引入数据包络

分析法（ＤＥＡ），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演进，ＤＥＡ在理
论和实践上皆获得蓬勃发展［１７］。进入２１世纪后，
ＤＥＡ开始应用于对我国物流行业的研究，具体涉及
物流业的产业结构、企业运行效率、经济安全等诸多

领域［１８］。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得

到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部分省市出现不顾实

际情况，盲目投资物流业，导致产业效率下降［１９］。

从全国看，近些年物流产业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空

间上自东向西递减，物流发展中心持续向东部地区

转移［２０］。东部地区成为提升我国物流效率的决定

性力量，而西部地区是致使我国物流效率较低的关

键因素［２１］。同时，研究还发现低碳约束［２２］，产业集

聚［２３］，产业结构调整［２４］等对物流效率具有显著影

响。

３．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研究
现有文献中关于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问

题研究十分稀少，相关研究集中在新型城镇化与物

流业关系领域。学者们认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使社会

生产及消费能力普遍增加，物流需求随之增加［２５］。

同时，物流技术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了居民

生活水平，吸引更多人口向城镇聚集［２６］。进入“互

联网＋”时代，物流业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创造出大
量创业就业机会，促进了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使各

功能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２７］。总之，现代物流业已

经在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及就业、产业结构调整、新

兴产业、城市文化等诸多领域同新型城镇化产生紧

密联系［２８］。另有少数研究关注新型城镇化与物流

业协同发展情况和变化趋势，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

与物流业实现协同发展有利于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

质量，促进物流业持续高效发展［２９－３０］。

已有文献对新型城镇化、物流效率相关问题的

研究较为全面，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在以

下领域仍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１）进入新时代，物
流业发展应由过去重视规模，盲目投资向重视效率

和发展质量转变，因而有必要以效率视角来重新审

视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协同发展问题。（２）城市群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主体，能有效促进大中小城

市及城镇地区的联系，对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文献缺少以城市群为对象，

研究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

鉴于此，本文选取我国三大核心城市群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年间市级面板数据，测算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
展水平，物流效率的变动及两者协同发展水平，并将

各城市群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深入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问题

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三、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及指标构建

１．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
“协同”又翻译为“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包含协作、合作

的意义。１９７１年，赫尔曼·哈肯提出“协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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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协同学。协同学是一门跨学科

研究的新领域，揭示不同学科的共同特征，研究不同

子系统由无序演化为有序的共性，具有很强的普遍

适用性［３１］。根据协同效应，当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

协同，共同促进，系统总体将达到良性循环、有序发

展，呈现“１＋１＞２”的效果。因此，追求各关联子系
统之间的协同，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目标和趋

势［３２］。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是指当两子系

统内部诸要素及子系统之间实现相互协作、相互促

进时系统总体所表现出的良性发展状态。新型城镇

化是包含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的全方位、可

持续性发展的城镇化。聚焦物流领域，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价值不仅在于行业规模的拓展，更在于效率

的提升。当前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打破城际界限，

加强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城镇区域与农村区域的

联动，在此过程中物流业必须由分散经营，向规模

化、节约化经营转变，物流效率随之得到提升。反

之，城镇区域是商品交易及物流服务的中心，物流效

率提升会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消耗，给予

城镇居民生活幸福感，提升新型城镇化总体建设水

平。因而，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与物流效率子系统在

相互促进、协作过程中实现系统总体良性循环发展，

即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

２．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指标体系
本文搜集了三大核心城市群４９座城市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年的相关指标数据，因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模型
需要，为研究２００９年的物流效率指数，物流效率子系
统的相关数据延伸至２００８年。所有数据源自各地区
历年的统计年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对部分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补全。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选取。选用《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所列出的新型城镇化
主要指标，并参考现有研究［２９－３０，３３－３５］，设计出包含

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城镇化及城乡统筹等

内容的指标体系。为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指标选择上更强调人均占有量，以此来度量不同地

区居民的真实获得感。

物流效率评价指标选取。输出指标以最能代表

行业产出能力的物流业增加值表示［３６］；投入指标以

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行业城镇单位从业人数分别表示

资本与劳动力投入［１９］，以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衡

量劳动力投入成本，以公路线路里程、民用载货汽车

拥有量和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衡量物流行业发展环

境［２０，３６］。因我国尚未将物流业视为单独产业门类，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故采取学术界通用方式，数据

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来代替物流业。具体评

价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指向 指标权重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正向 ０．０６２４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万人） 正向 ０．０５４５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万人） 正向 ０．０５５８

经济城镇化 非农产值比重（％） 正向 ０．０６４５
人均ＧＤＰ（元） 正向 ０．０６２１

社会城镇化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升） 正向 ０．０６３９
城市燃气普及率（％） 正向 ０．０６５９
城镇登记失业率（％） 负向 ０．０５９１

城市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正向 ０．０６４７

空间城镇化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 ０．０６４６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 ０．０６４５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 ０．０６４４

环境城镇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０．０６３８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 负向 ０．０６３２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负向 ０．０６２９

城乡统筹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０．０６３７

物流效率 输出指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亿元） 正向 ０．１３８０

投入指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亿元） 正向 ０．１４０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镇单位从业人数（万人） 正向 ０．１１７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万元） 正向 ０．１５５６

公路线路里程（公里） 正向 ０．１５５３
民用载货汽车拥有量（辆） 正向 ０．１４７６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万户） 正向 ０．１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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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研究方法
１．熵值法
为避免量纲影响，原始指标数据应首先做极差

标准化处理。具体运算如下：

当该项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越好时，

Ｘｐｉｊ＝（ｘｐｉｊ－ｘｍｉｎ）（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１）
当该项指标为负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小越好时，

Ｘｐｉｊ＝（ｘｍａｘ－ｘｐｉｊ）（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２）
Ｘｐｉｊ是指经过极差标准化运算后的ｐ市第ｉ年第

ｊ项指标的数据，ｉ＝１，２，３…，ｍ，ｊ＝１，２，３…，ｎ。
计算熵值，公式如下：

Ｅｊ＝－ｋ∑
ｍ
ｉ＝１ｙｐｉｊｌｎｙｐｉｊ （３）

其中，ｋ＝１／（ｌｎｍ），ｙｐｉｊ＝Ｘ

ｐｉｊ ∑

ｍ
ｉ＝１Ｘｐｉｊ，特别当

ｙｐｉｊ＝０时，ｙｐｉｊｌｎｙｐｉｊ＝０。
计算第ｊ项指标的熵权：
λｊ＝（１－Ｅｊ）（ｎ－∑

ｎ
ｊ＝１Ｅｊ） （４）

其中，∑ｎ
ｊ＝１λｊ＝１，ｊ＝１，２，３…，ｎ。

令子系统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乘相应的权数，

并求和，便测得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 Ｕｕ，物流
效率综合评价指数ＵＬ。

Ｕｕ（ＵＬ）＝∑
ｎ
ｊ＝１Ｘｐｉｊλｊ （５）

２．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为方便比较不同区域、年份的物流效率的动态

变化，本文选用 Ｆａｒｅ改造后的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方
法［３７］，公式如下：

ＴＦＰ（ｔ，ｔ＋１）＝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ｘｔ，ｙｔ）

×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ｘｔ，ｙｔ[ ]）

１
２

（６）
ＴＦＰ（ｔ，ｔ＋１）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由ｔ时间点至ｔ＋１

时间点的动态变化，即 ＴＦＰＣＨ。其中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表示在ｔ时间点生产前沿下的 ｔ＋１期距离函数值。

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是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生产率
的指标，即一定时间内总产出与总投入之比。全要

素生产率变动（ＴＦＰＣＨ）则是衡量与上期相比，本期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或降低幅度的指标，当 ＴＦＰＣＨ
大于１时，ＴＦＰ较上期有所提升，反之则下降。该方
法优点在于将 ＴＦＰＣＨ 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动
（ＴＥＣＨＣＨ）和技术效率变动（ＥＦＦＣＨ）；ＥＦＦＣＨ可分
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ＰＥＣＨ）和规模效率变动
（ＳＥＣＨ），这为研究物流效率变动的原因提供了方
便。

３．耦合协调度模型
建立新型城镇化系统与物流效率系统耦合协调

度模型，以测量两者协同发展水平。

（１）计算耦合度

Ｃ＝ （Ｕｕ×ＵＬ）（Ｕｕ＋ＵＬ）槡
２ （７）

其中，Ｃ为耦合度，用以衡量新型城镇化同物流
效率相互关联程度。Ｃ［０，１］，Ｃ值越靠近１，两子
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程度越强，但 Ｃ值不能
测量两子系统协同发展的程度。因此，还需进一步

测量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２）计算耦合协调度

Ｄ＝ Ｃ×（αＵｕ＋βＵＬ槡 ）

其中，α、β是待定系数，且 α＋β＝１。本文参考
目前现有研究的一般做法，将两子系统的重要程度

看作同等重要，所以令 α＝０．５，β＝０．５。Ｄ为耦合
协调度，用以衡量新型城镇化同物流效率协同发展

水平。Ｄ［０，１］，Ｄ值越靠近１，两子系统发展协同
度越高。当Ｄ≥０．５时，视为两子系统发展协调，反
之为发展失调。此处借鉴梁雯等［２９］对耦合协调度

区间和协调等级的划分，见表２所示。

表２　耦合协调度区间和协调等级划分

协调度区间 ０．０００—０．０９９ ０．１００—０．１９９ ０．２００—０．２９９ ０．３００—０．３９９ ０．４００—０．４９９
协调等级（失调）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协调度区间 ０．５００—０．５９９ ０．６００—０．６９９ ０．７００—０．７９９ ０．８００—０．８９９ ０．９００—０．１
协调等级（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五、实证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规划面积达３５．８万平方公里，中

心区面积达２２．５万平方公里，包含沪、苏、浙、皖２７
个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国２５％，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超过６０％，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城镇化基础最好
的地区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了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国家级战略，对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

间布局和国家发展全局有重要意义，并指出区域发

展的关键在于“一体化”“高质量”。

１．新型城镇化水平分析
通过熵值法，计算出长三角城市群２７个城市的

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按省份进行归类，结果

见图１所示。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
高，但区域差距大。其中，江苏、浙江发展水平较高，

而上海、安徽低于区域平均水平。江苏、浙江一直以

来都是我国经济大省，江苏省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

二，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浙江省民营经济繁

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年位居全国第一，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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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具有领先优势。两省所属城市群经济发

达，城镇化率高，人口分布较为均匀，生态环境保护

得当，公共基础设施良好且人均占有量较高。而安

徽省创新能力强劲，毗邻苏浙，具有先天区位优势，

但作为区域内唯一的中部省份，发展水平和基础相

对落后，与苏浙沪相比存在不小差距。除此之外，安

徽属于典型的“单核”发展模式，资源较为集中在省

会合肥地区，造成安徽城市发展差距较大，新型城镇

化发展水平总体相对落后。上海作为世界著名的经

济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其新型城镇化发

展水平却并不高，甚至一度落后于安徽。其要因在

于，上海经济发达，公共基础设施完备且覆盖率广，

但城市发展早，人口密度过于庞大，导致城市臃肿，

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人均占用量较低，严重阻

滞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因而，作为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的龙头城市，上海面临着带动区域发展，实施产

业结构调整及转移等挑战，应考虑借助大城市群治

理“大城市病”。

图１　长三角三省一市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

２．物流效率变化分析
用ＤＥＡＰ２．１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 ＴＦ

ＰＣＨ（如图２所示）均值达１．０２３，即物流效率年均
提升２．３％。其中，技术效率平均每年降低１．５％，
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皆降低１％。但技术进步平
均每年提高３．８％，成为促使物流效率提高的首要原
因。具体来看，江苏和浙江 ＴＦＰＣＨ均值最高，均为
１．０４９，其次为上海，ＴＦＰＣＨ均值１．０２７，以上都超过
了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平均水平。表明１０年来，苏浙
沪地区物流领域的人力、资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资

源结构配置在不断优化。而与之相反，安徽 ＴＦＰＣＨ
均值仅为０．９８９５，物流效率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
而略有损失。其要因在于，尽管安徽１０年来物流业
技术进步平均每年提高３．７％，但其技术效率却平
均每年下降４．２％，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下
降１．２％和１％。纵观整个安徽地区，仅滁州和宣城
两市ＴＦＰＣＨ均值高于１，分别为１．００６和１．０２，物流效

率随时间推移有所提高，其余城市因受技术效率下降

影响，ＴＦＰＣＨ均值均小于１，物流效率在不断损失，
其中，马鞍山和安庆两市损失最大，ＴＦＰＣＨ均值分
别为０．９４２和０．９４８。

图２　长三角三省一市物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率（ＴＦＰＣＨ）

３．协同发展分析
在运用熵值法先后测算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

率的综合评价指数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测算出二者的协同发展水平，结果见表 ３。自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
率协同发展水平略有上升，但各省市表现不尽相同。

上海市协调度均值高达０．７８８，位居区域第一，但受
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整体下降影响，新型城镇化与

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与十年前相比略有滑落，由

良好协调滑落至中级协调。苏、浙两地，新型城镇化

与物流效率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变化不大，协调度均

值分别达０．６０２１、０．６０５２，略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已
达到初级协调。而安徽省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

不高，低于区域平均水平，１０年来均值仅为０．４９９４。
进一步分析发现：整个长三角城市群２７个中心城市
的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主要集中在

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两个等级上，仅安徽部分地区

如池州、马鞍山、铜陵仍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而在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和宁波等城市为中心

组成“一核五圈”内，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

展水平相对较高，基本能够达到勉强协调及以上水

平，中心城市协调度指数都达到初级协调及以上水

平。其中，上海和杭州近五年皆达到中级协调及以

上等级。但以发展趋势来看，上述核心城市中仅杭

州、合肥协同发展水平有所上升，而上海、南京、苏锡

常和宁波等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皆有一定程度的下

降。

４．区域间比较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带动全国经济由

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但三大

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差异。其中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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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最高，１０年均值高达０．５５２７；而京津冀城
市群发展水平最低，均值仅为０．４２３８。但从发展趋
势上看，表现出极为相似的一致性，以２０１３年为分
界线，整体呈“Ｕ”形发展。究其原因可能是建设新
型城镇化理念提出前，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土地

城镇化远远超过人口城镇化；流动人口向大城市集

聚，但因户籍制度限制，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无法惠

及所有居民。三大城市群作为我国最发达区域，城

镇化发展矛盾更加明显。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

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高速城镇化进程严重脱

节，最终导致人民群众不仅不能从快速增长的城镇

化进程中获利，反而原有的福利会受到损失。２０１３
年７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要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分三批次公布国家新型城
镇化试点名单，其中江苏、安徽全省及上海、浙江、北

京、天津、河北和广东部分地区位列其中。自此，我

国城镇化建设紧密围绕“以人为核心”的理念，重视

居民获得感，强调“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因

此，在２０１３年之后的时间内，三大城市群内新型城
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开始逐渐上升。

表３　长三角城市群内中心城市耦合协调度等级表

年份
轻度

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

协调

２００９ 铜陵
安庆，池州，滁州，马

鞍山，芜湖，宣城

常州，合肥，湖州，嘉兴，绍兴，泰州，盐城，扬

州，镇江，舟山

金华，南京，南通，宁波，台州，

温州，无锡
杭州，苏州 上海

２０１０ 铜陵
安庆，池州，马鞍山，

宣城

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

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

温州，无锡
杭州，南京，苏州 上海

２０１１ 铜陵
安庆，池州，马鞍山，

宣城

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

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

温州，无锡
杭州，南京，苏州 上海

２０１２
安庆，池州，滁州，马

鞍山，宣城

常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城，扬

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

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南京，上海

２０１３
安庆，池州，马鞍山，

铜陵，宣城

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

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

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南京，上海

２０１４
池州，马鞍山，铜陵，

宣城

安庆，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

湖，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

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南京，上海

２０１５
池州，马鞍山，铜陵，

宣城

安庆，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

湖，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京，南通，宁波，

台州，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上海

２０１６ 池州，马鞍山，铜陵
安庆，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无

锡，芜湖，宣城，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京，南通，宁波，

台州，温州，苏州
杭州，上海

２０１７ 池州，马鞍山，铜陵
安庆，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

湖，宣城，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京，南通，宁波，

台州，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上海

２０１８ 池州，马鞍山，铜陵
安庆，常州，滁州 ，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

湖，宣城，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京，南通，宁波，

台州，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上海

表４　三大区域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物流效率及协调度测度

年份
长三角

Ｕｕ ＴＦＰＣＨ Ｄ
京津冀

Ｕｕ ＴＦＰＣＨ Ｄ
珠三角

Ｕｕ ＴＦＰＣＨ Ｄ
２００９ ０．５１８１ ０．９５７０ ０．５７４９ ０．４２９４ ０．９１００ ０．５９７０ ０．５６８８ ０．９２６０ ０．６１９０
２０１０ ０．５２２４ １．０４８０ ０．５８００ ０．４３９８ １．０４１０ ０．６０３４ ０．５６５６ １．０１１０ ０．６２１１
２０１１ ０．５１９７ １．０６５０ ０．５８４０ ０．４４６９ １．０３８０ ０．６１０３ ０．５６３６ ０．９８９０ ０．６１７３
２０１２ ０．４８４９ １．０４２０ ０．５６５７ ０．４０６９ １．００４０ ０．５９０１ ０．５３２７ １．０６４０ ０．６０４５
２０１３ ０．４８６５ １．００６０ ０．５７４５ ０．３８９６ ０．９３３０ ０．５８６７ ０．５３９５ ０．７７５０ ０．６２１３
２０１４ ０．４９４３ １．０３００ ０．５７８６ ０．３８９０ １．００６０ ０．５８７４ ０．５４３４ １．１７２０ ０．６２２８
２０１５ ０．４９４５ ０．９９６０ ０．５８１２ ０．３９５７ ０．９６９０ ０．５９２７ ０．５３３３ １．０７３０ ０．６２０９
２０１６ ０．５０９８ １．０３５０ ０．５８４７ ０．４０１６ ０．９８２０ ０．５９１８ ０．５５１６ １．０５３０ ０．６１８６
２０１７ ０．５０１４ １．０３５０ ０．５８３６ ０．４０７４ １．０４４０ ０．５９３７ ０．５５７４ １．０９７０ ０．６２５２
２０１８ ０．５２４４ １．０２００ ０．５８８４ ０．４２３８ １．０１４０ ０．５９５１ ０．５７１１ １．００１０ ０．６２６６
平均 ０．５０５６ １．０２３０ ０．５７９６ ０．４１３０ ０．９９３０ ０．５９４８ ０．５５２７ １．０１００ ０．６１９７

　　物流效率提升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
ＴＦＰＣＨ均值分别为１．０２３和１．０１，物流效率呈现增

长态势。而京津冀城市群 ＴＦＰＣＨ均值仅为０．９９３，
物流效率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降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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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中，由于技术进

步较高，弥补了技术效率的损失，使得两区域内总体

物流效率得到改善。而京津冀城市群中，纯技术效

率上升幅度较大，带动技术效率增长；但物流技术进

步和规模效率在降低，物流效率因此仍在下降。

上述三大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

发展水平都位于勉强协调以上等级，且呈螺旋式上

升趋势。其中，珠三角协同发展水平最高，已达到初

级协调，京津冀与长三角紧随其后，处于勉强协调，

离初级协调仅一步之遥。对比三大城市群内各个城

市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８年协同发展等级变化发现，２００９
年达到初级协调以上等级有１８座城市，其中河北仅
石家庄、唐山２例，安徽０例；位于勉强协调以下等
级仅１０座城市，河北３例，安徽７例。２０１８年三大
区域城市群中达到初级协调以上等级的城市数量上

升为２０个，新增城市为合肥和邯郸；而仅有马鞍山，
铜陵，池州和秦皇岛４市的协同发展水平位于勉强
协调以下等级。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

达的三个区域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调

发展水平随时间变化趋势总体向好。而从空间上

看，区域内部协同发展差距较大，其中安徽省除合肥

外，整体协同发展水平都不高，低于其他所有城市

群。

六、结论与建议

１．主要结论
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及

两者协同发展状况进行测算，并与京津冀、珠三角城

市群做对比，得出以下结论：

（１）对新型城镇化评价：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
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较好，三大区域对比中仅微逊

于珠三角城市群。但区域内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江

苏和浙江发展水平位居区域前列；安徽经济基础差，

发展较晚，发展水平最低，但增速最快；上海因人口

密度过大，尽管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完善，但人均拥

有量不高，发展水平较低，随着外来人口数量的增

长，发展水平有下降的风险。从时间上看，三大核心

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建设皆呈“Ｕ”形发展趋势，发展
节点和“新型城镇化”理念推行时间极为契合。

（２）对物流效率变化评价：长三角城市群物流
效率提升最快，进一步分析得出，物流技术效率呈下

降态势，而物流技术进步提升较快，驱动区域物流效

率平稳增长。表明１０年来，长三角城市群内物流基
础设施及相关硬件在不断改善，但物流企业的运营

管理，资源配置仍有所欠缺。从空间来看，安徽省城

市群ＴＦＰＣＨ均值仅为０．９８９５，物流效率为技术效

率下降所累，是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一个发生效率

受损的区域。

（３）对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评价：
长三角城市群两者协同发展水平为三大城市群最

低，仅达到勉强协调，并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其

中，上海协调等级微降为中级协调，江苏和浙江仍维

持初级协调，安徽升为勉强协调，但仍为区域最低，

影响区域整体协同发展。

２．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和物流效率实现协同发展，能够有

效驱动区域经济向更高质量，实现协调发展。为提

高两者协同发展，应该分别从改善新型城镇化水平

和物流效率两个方面去探讨。

（１）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不同地区阻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原因不尽相

同，就长三角城市群而言，安徽地区发展水平整体落

后是源于自身经济基础差，发展较晚；而上海地区则

恰恰因为经济发达，发展较早，导致人口不断聚集，

城市未来待开发空间受限，最终导致新型城镇化发

展水平较低。因此，应借助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

战略的落实，厘清各地区定位，推进地区分工协作。

上海应充分发挥自身区位、经济、金融、科技文化、航

运等优势，积极投入到国际竞争中去；聚焦产业升

级，科技创新和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尽快转移非核

心产业；改善同苏、浙、皖间的交通条件，增进与邻近

地域联系。目的是为了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的同

时，缓解人口压力，并且辐射驱动周边城市发展。而

安徽应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创新活力较强等特点，积

极打造承接苏浙沪产业转移示范区，并集中科研力

量协同苏浙沪地区，共同攻克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

关键核心技术。

（２）改善物流效率
尽管长三角城市群十年里物流产业效率年均提

升２．３％，但其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却在降低。在
当前国家大力支持“新基建”和“水利，交通等重大

工程建设”的新背景下，地方政府应适时完善和升

级区域内部物流基础设施，同时继续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推动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区域物流业

要转变发展理念，改善资源配置，聚焦高质量发展；

物流企业应摒弃短视行为，将行业恶性竞争转为广

泛合作，借助区位及政策优势，引入先进的物流技

术，管理技术及专业人才。安徽省应发挥自身独特

的科研创新优势，借助长三角强大的科研创新优势，

深入产学研合作，探索发展低资源消耗，高附加值，

高信息化、自动化、网络化的智慧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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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强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２日主持扎实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三角区域发

展的关键词之一就是“一体化”，即区域一体化发

展。因此，区域内部应当强化合作，厘清分工定位，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区域朝着高质量、一体化方

向协调发展。根据结论不难看出，安徽省在新型城

镇化发展水平、物流效率提升和两者协同发展等级

方面都是属于长三角区域中最落后的地区，与苏浙

沪发展差距较大。依据短板理论，为提高长三角新

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必须要集中资

源，改变安徽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抓住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和安徽省自由贸易试验区设

立的重大历史机遇，快速创造及形成安徽区域经济

集聚的有利条件，吸引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承接苏浙

沪地区产业转移。同时，合肥作为安徽地区的绝对

中心城市和中欧班列节点城市，应积极投入“一带

一路”建设，加强国际间交流，再借助合肥辐射能

力，推动安徽地区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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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
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Ｊ］．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３（２）：
１６－２２．

［１３］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Ｊ］．国家
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１）：４８－５４．

［１４］蓝庆新，陈超凡．新型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Ｊ］．财经研
究，２０１３，３９（１２）：５７－７１．

［１５］蔡宁，丛雅静，吴婧文．中国绿色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基
于ＳＢＭ－ＤＤＦ模型的双维度研究［Ｊ］．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５）：１３０－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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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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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１９２（１）：１－１７．

［１８］刘翠萍，李武．中国物流产业效率评价文献综述：基于
数据包络分析法［Ｊ］．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１６，３０（１１）：
１２－２１．

［１９］余泳泽，武鹏．我国物流产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Ｊ］．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０（１）：６５－７１．
［２０］唐建荣，唐萍萍．中国物流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化［Ｊ］．北

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３（６）：４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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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Ａ三阶段模型：基于中国省际物流业效率的实证分
析［Ｊ］．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１７，２５（８）：１６６－１７４．

［２２］刘承良，管明明．低碳约束下中国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
化及影响因素［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７，３７（１２）：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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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陶婷婷．产业集聚能促进物流业效率提升吗：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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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８３．

［２４］柳键，涂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低碳物流效率的影响
研究：基于超效率ＤＥＡ低碳物流效率评价模型的实证
分析［Ｊ］．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７（１２）：１３０－１３３．

［２５］丁斌，段艳影．我国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
［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７（１６）：５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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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陈丽芬．内贸流通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功能作用及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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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梁雯，孙红，刘宏伟．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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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时悦，梁净．城镇化与农业生产效率耦合协调关系：基
于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３省数据分析［Ｊ］．农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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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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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投贷联动框架下风险投资的加入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产生作用，为商业银行信贷业
务的开展提供新方向。遵循“风险投资—技术创新—企业价值—信用风险”的作用路径理论分析风

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效应，基于ＫＭＶ模型，利用安徽省样本上市企业２０１９年数据
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加入明显拉大了科创型企业的平均违约距离，无论是样本企

业整体还是各细分行业，风险投资都能够明显地降低科创型企业的信用风险。投贷联动各参与主体

需要多方采取措施加强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防范，为投贷联动政策的有效实施、金融驱动创新

有效推进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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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科创型企业是我国社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推动社会整体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重

要力量，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高质量科创型企

业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科创型

企业尤其是科创型中小企业一般处于企业生命周期

的初创期和快速成长期，资金需求量大、死亡率高是

其主要特点，这给信贷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风险

管理和成本控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科创型企业的

融资需求也因此受限。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符合条件的银行

机构可以与股权投资机构形成联动，为企业的创新

活动提供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方式，以解决企

业创新活动的资金需求。２０１６年４月，原中国银监
会、科技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圈定了首批投贷联动试

点单位。投贷联动是一种银行机构与股权投资机构

（风险投资ＶＣ或私募股权 ＰＥ）共同为企业提供金
融服务的新型金融模式，风险投资先行、银行贷款跟

进，共同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投贷联动的服务对

象主要是资金需求量大的科创型企业，尤其是科创

型中小企业，通过提供“股权 ＋债权”的金融服务方
式将其从传统融资困境中解救出来。

信用风险是指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如约履行

债务偿还义务而致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

又被称为违约风险。一旦借款企业发生违约行为，

会直接导致银行资产受损，极端情况下会给银行的

稳定运营带来极大威胁。所以，审慎对待每笔贷款

业务、严格把控受信方信用风险一直是商业银行的

重点工作。传统信贷模式下，商业银行往往会因为

科创型企业较高的信用风险而不愿意向其发放贷

款，而在投贷联动模式下，商业银行乐于与风险投资

机构形成联动而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这是

不是因为在投贷联动内在机制下风险投资降低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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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型企业的信用风险呢？投贷联动中风险投资对科

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机制又如何呢？对这些问

题展开探讨对于科创型企业发展、科技创新与金融

有效结合，以及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投贷联动过程中，风险投资并不会直接对科创

型企业信用风险产生作用，而是在投入资金的基础

上作用于科创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企业价值等，

最后才会对其信用风险水平产生作用。参考蒲实

（２００３）［１］、Ｃｈｅｍｍａｎｕｅｒ（２０１１）［２］等学者的研究，风
险投资作用于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基本路径可以

归纳为：风险投资的参与作用于科创型企业技术创

新，技术创新作用于科创型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作

用于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水平，最终风险投资的参

与作用于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

（一）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机制

技术创新过程可分为投入（研发）、转化（生产）

和推广（销售）三个阶段，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需要

每一阶段都有相应资源投入。对于各种资源均有限

的科创型企业来说，进行技术创新往往比较困难，而

风险投资则能在技术创新各阶段向科创型企业提供

多种资源支持，进而对科创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

促进作用。

（１）提供技术创新资金。在技术创新的各阶段
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且技术创新的投入资金

具有回收期长、收益不稳定的特点，科创型企业的自

有资本积累速度和规模往往很难达到技术创新的资

金需求。受信贷配给和抵押物的约束，科创型企业

通过银行信贷获得充足资金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而

风险投资对企业可抵押资产没有明确要求，并且是

一种期限比较长的权益资本，能够满足科创型企业

技术创新过程中各阶段资金需求特点，为其技术创

新的顺利进行提供资金保障。

（２）改善企业治理结构。风险投资的进入改变
了科创型企业原有的股权结构，各种股东及利益主

体之间的制衡关系发生改变，企业的整体治理结构

发生变化。较大比例的风险投资进入科创型企业使

得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企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甚至

是主导者。作为科创型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在高

回报率驱使下，风险投资机构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

高的技术创新发展策略，增加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企

业快速成长。同时，风险投资的加入挤占了科创型

企业原来股东和经营者的股权比例，此时股东和企

业经营者也会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快速成

长和挂牌上市，为风险投资退出提供渠道，进而重新

获得企业控制权。

（３）提供增值服务。为了在退出时获得尽可能
高的投资回报率，风险投资机构还会在资金支持、企

业治理之外通过提供增值服务的方式推动科创型企

业成长与发展，在科创型企业技术创新、经营管理的

各个环节提供帮助和规划，比如帮助拟订和完善组

织管理规章制度、帮助产品推广和企业形象推广等，

为科创型企业的稳定发展与成长保驾护航。

（二）技术创新对科创型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

技术创新为科创型企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

带来更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推动其快速成长和价

值提升。根据ＭＭ理论，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相
同风险水平下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期望报酬率，任

何企业都不可能获得套利机会。如果存在一个投资

回报率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资本成本）的投资项

目时，在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状态下，市场中的其他

企业会纷纷选择投资于该项目，最终会使得该项目

的投资回报率趋于市场平均收益率。而如果企业无

法获得一个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项目，则其很难实现

价值较快增长。所以，企业为了实现价值的较快增

长，必须能够寻找到高投资回报率且其他企业很难

较快进入的投资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新技术

为科创型企业带来了优势竞争力，并且很难在短期

内被其他企业所复制和模仿，限制了其他企业进入

创新项目。尤其当生产要素流动性有限时，技术优

势会为科创型企业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只要技

术创新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大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科

创型企业就存在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会在一定时

期内掌握新技术的竞争优势，助推其实现价值增长。

同时，技术创新成果还可以通过使用权、所有权有偿

转让的形式给科创型企业价值带来增长。所以，技

术创新可以提升科创型企业的价值。

（三）企业价值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

机制

科创型企业价值提升对信用风险的作用主要表

现为以下几点。

（１）偿债能力提升。科创型企业价值越大，则
其未来发展潜力越大，风险投资机构作为股东可获

得的资本回报率就越高，尤其是处于价值增长期的

科创型企业更容易受到股权投资者的青睐。股权投

资作为一种实收资本提升了科创型企业的股本占

比，其资产负债率因此下降，长期偿债能力得到强

化。因企业价值提升而获得的风险投资是一种长期

·６３·



资本，在短期内不会退出，为科创型企业中短期债务

偿还提供了更多保障，其违约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此外，股权资本的加入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了更充足的

营运资本，其财务状况及支付能力会因此得以改善，

短期偿债能力进一步提升，进而信用风险水平降低。

（２）盈利能力提升。科创型企业价值的大小是
其盈利能力的主要保障，决定着其未来现金流量。

科创型企业能否如约偿还债务主要取决于其偿债能

力和偿还意愿，而债务偿还是未来的事务。科创型

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使得未来债务的偿还得到保障，

其一，盈利能力的提升给科创型企业带来了更加稳

定的现金流，为债务本息的偿还提供了资金流保障；

其二，充足的现金流为科创型企业日常运营提供了

更多保障，其债务偿还意愿相应更强。所以，企业价

值的提升强化了科创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提升了

其债务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降低了其信用风险水

平。

（３）违约概率降低。根据 Ｍｅｒｔｏｎ理论，可以将
企业股权看成是以企业资产为交易对象、债务面值

为执行价格的一种看涨期权［３］。在债务偿还日，如

果企业资产价值低于其负债量，则企业会放弃行权，

不履行债务偿还义务，发生违约行为；如果企业的负

债额低于其资产价值，此时企业会选择行权，履行债

务偿还约定。所以，当科创型企业的价值上升时其

资产价值上升，资产与负债间的距离变大，进而其违

约概率降低。

图１　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路径

　　综上所述，风险投资的加入，促进了科创型企业
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进一步提升了其企业价

值，企业价值的提升为科创型企业债务的偿还提供

了保障，降低了其违约风险（图１）。所以，在投贷联
动下，风险投资可以降低科创型企业的信用风险。

综上分析提出，假设：风险投资能够降低科创型

企业信用风险。

三、实证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了投贷联动框架下风险投资对科

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效应，下面基于 ＫＭＶ模
型，利用挂牌Ａ股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样本企业数据
对前文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一）ＫＭＶ模型信用风险评价理论
１．ＫＭＶ模型基本原理
Ｍｅｒｔｏｎ于１９７４年提出了银行贷款损益和看跌

期权空头损益存在同构关系后，美国 ＫＭＶ公司于
１９９７在Ｍｅｒｔｏｎ观点基础上从借款企业股权所有者
角度构建了基于期权理论的 ＫＭＶ模型，用于衡量
借款企业的信用风险。该模型一经提出，便得到了

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成为评价企业信用风

险重要的方法之一。ＫＭＶ模型指出，企业股东的损
益主要决定于企业资产价值和债务价值之间的关

系，而一定时间里债务价值通常是不变的，所以股东

损益主要取决于某一时点的资产价值。在债务到期

日，当企业资产价值大于其债务价值时，债务偿还后

会剩余部分收益分配给企业股东；当债务价值大于

资产价值时，企业不再具备如约偿还贷款本息的能

力。当企业破产清算时，股东会因为承担有限责任

而最大损失仅为其最初投资额。

债务到期日企业股东损益可表示为：

ＳＹｓ＝
Ｃｖ－Ｃｄ，Ｃｖ＞Ｃｄ
－Ｉ，Ｃｖ＜Ｃ{

ｄ

＝Ｍａｘ（Ｃｖ－Ｃｄ，－Ｉ）（１）

其中，Ｃｖ为企业资产价值，Ｃｄ为企业债务价值，
Ｉ为股东最初投资额。

看涨期权多方在期权到期日的损益可表示为：

ＳＹＢ＝
ＰＴ－Ｐｓ，ＰＴ＞Ｐｓ
－Ｏｐ，ＰＴ＜Ｐ{

ｓ

＝Ｍａｘ（（ＰＴ－Ｐｓ）－Ｏｐ，－Ｏｐ）

（２）
其中，ＰＴ为股权标的资产价值，Ｐｓ为期权的执

行价格，Ｏｐ为期权价格。
比较式（１）和式（２）可以发现，企业股东在债务

到期日的损益与看涨期权多方在期权到期日的损益

几乎一致。所以，ＫＭＶ模型将贷款企业的股东权益
看成是债务到期日为期权到期日、资产价值为投资

标的、债务价值为执行价格的欧式看涨期权。建立

以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为参量的函数：

Ｃ＝Ｆ（Ｃｖ，珋ｒ，Ｔ－ｔ，στ） （３）
其中，στ为资产波动率，珋ｒ为平均利润率，Ｔ为

债务到期日，Ｔ－ｔ为期权到期时间。
当资产价值低于债务价值的临界值（违约点）

时，企业将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此时会发生违约行

为。ＫＭＶ模型中将企业资产价值的变化设定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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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态分布，并结合企业资产价值的预期变化率估

算出Ｔ时的资产价值，最后通过计算 Ｔ时资产价值
与违约点的距离评价企业的违约水平。

２．信用风险评价步骤
（１）计算企业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
构建以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为参量的函数方程：

＝Ｃｖｆ（ω１）－Ｃｄｅ
－ζ（Ｔ－ｔ）ｆ（ω２） （４）

其中，ω１＝
ｌｎ
Ｃｖ
Ｃｄ
＋ ζ＋１２σ

２( )τ （Ｔ－ｔ）
στ Ｔ－槡 ｔ

，ω２＝ω１－

στ Ｔ－槡 ｔ，ｆ（·）为正态分布函数，ζ为无风险利率
水平。

从弹性角度搭建股价波动率和资产波动率的关

系表达式：

σ
σ
＝θτ，＝

ｄ
ｄＣｖ
×
Ｃｖ


（５）

σ＝
ｄ
ｄＣｖ
×
Ｃｖ

×στ （６）

其中，σ为股价波动率。
而后用对冲比率（Δ）构造无风险对冲组合，即

Δ＝ｄｄＣｖ
，其在数值上Δ＝ｆ（ω１）。

最后求解出：

σ＝ｆ（ω１）
Ｃｖ
στ

（７）

联立公式（４）和公式（７）计算出资产价值和资
产波动率。

（２）测算企业违约距离
当资产价值小于债务价值时企业并不是必然产

生违约行为，它会在一段时间里尽量改善自身财务

状况并偿还债务，ＫＭＶ模型将违约点设置为短期负
债价值和总债务价值间的某一个数值，即：违约点

（）＝短期负债 ＋０．５×长期负债。最后测算出违
约距离（Ｄ）：

Ｄ＝
（Ｃｖ）－
（Ｃｖ）στ

（８）

（二）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作用效

应的实证

１．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随着安徽省融入长三角经济区，大力依托金融

支持推动区域技术创新成为安徽省近年来的重点工

作，尤其以省会合肥市为代表的城市成为安徽省大

力吸引、聚集科技创新型企业的重点地区，以此推动

全省的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安徽省的科创型企业

不断发展，不但数量逐年增长，质量也快速提升，尤

其在投贷联动改革下，风险投资的加入进一步满足

了科创型企业尤其是科创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需

求，所以，可以选择安徽省的科创型企业数据对前文

理论分析进行实证。科创型企业是科技型企业和创

新型企业的一种统称，目前学界并没有在科创型产

业的具体领域上达成共识，但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科

创型产业主要包括信息软件、先进装备（制造）、物联

网、生物制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

文化创意等行业，本文样本企业均选取自这些产业。

本文样本为挂牌于Ａ股的安徽省企业，相关指标数据
选择２０１９年数据。剔除２０１９年存在停牌、数据严重
缺失和异常的企业，最终选取９８家样本企业。

为了凸显风险投资对信用风险的作用，本文将

样本企业分为有风险投资和无风险投资两组。对于

有无 风 险 投 资 的 确 定，参 考 ＳｔｅｆａｎＢｌｏｃｈｗｉｔｚ
（２０００）［４］、张大斌（２０１５）［５］等学者的研究，将企业
前十大股东名称里带有“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天

使投资”等字样的认定为有风险投资，没有的则认

定为无风险投资。最终样本企业中有风险投资的有

３７家，无风险投资的有６１家，具体各行业及有无风
险投资的样本企业分布如表１所示。所有数据收集
整理自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运用外推法
进行弥补，所有计算过程由Ｅｖｉｅｗｓ８．０实现。

表１　各行业及有无风险投资样本企业分布表

行业 有风险投资 无风险投资

信息软件 ５ ７
先进装备 ２ ５
物联网 ７ １０
生物制药 ４ ７
节能环保 ５ ８
新能源 ４ ６
新材料 ５ ８
现代物流 ３ ５
文化创意 ２ ５
总数 ３７ ６１

　　２．相关指标选取与计算
（１）股权价值
与国外上市企业不同，我国上市企业股票有流

通股和非流通股之分，企业的股权价值包括流通股

价值和非流通股价值两部分，其中非流通股价值的

测算比较困难，目前学界尚未对此形成统一观点。

本文利用彭伟（２０１２）［６］、谢赤（２０１８）［７］等学者提出
的、目前学界认可度比较高的回归预测法，首先利用

上市企业前一年度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产

增长率等核心指标对交易价格进行回归，然后利用

ＣＡＰ曲线和ＡＲ比率计算出股权价值。经过推算，
科创型企业的股权价值可以表述为：股权价值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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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市值 ＋（０．９８７９１＋０６１５０７×每股净资产）×
非流通股数。

（２）股价波动率
计算样本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３１日的日收益率，并计算股价日波动率：σ ＝

∑
ｎ

ｉ＝１
（μｉ－珔μ）

２

ｎ－槡 １ ，其中μｉ、珔μ分别表示单个企业股票

收益率和平均收益率，而后利用股价日波动率换算

出年度波动率：σ ＝σ槡Ｔ，其中Ｔ＝２４０。
（３）债务期限和无风险利率
本文样本数据期限为１年，所以债务期限也设

定为１年。在众多投资产品中，１年期国库券的风
险是最低的，被学界众多学者看成是一种无风险投

资产品［８］，所以本文选用１年期国库券收益率作为
无风险利率的替代值。

（４）债务账面价值
企业债务账面价值即为其负债总额，即为科创

型企业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之和。

（５）资产价值及资产波动率
企业的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无法直接获得，

所以需要在股权价值、股价波动率、无风险利率、债

务账面价值等指标确定后，构建方程组：

＝Ｃｖｆ（ω１）－Ｃｄｅζ
（Ｔ－ｔ）ｆ（ω２）

σ＝ｆ（ω１）
Ｃｖ
σ

{ τ

（９）

求解方程组（９）得到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
３．违约距离计算与分析
根据公式（９）分别计算出样本企业的资产价

值、资产波动率和违约点，而后根据公式８计算出全
部样本企业的违约距离及各行业的平均违约距离

（表２）。就全部样本来看，有风险投资的科创型企
业的平均违约距离为 ０．１８０８，明显大于无风险投资
的０．１１７７，有风险投资的违约距离高出无风险投资
的违约距离５３．６１％，有风险投资的科创型企业的
违约风险水平更低，风险投资的加入在较大程度上

降低了科创型企业的信用风险水平，所以上文假设

为真命题。结合图２从各细分行业平均违约距离来
看，有风险投资的各行业平均违约距离均在不同程

度上大于无风险投资的各行业平均违约距离，这进

一步论证了上文假设的真实性。其中文化创意、新

材料、物联网等行业有风险投资企业的平均违约距

离均在０．２以上，是信用风险绝对水平最低的三个
行业。而就有无风险投资间的变化率来看，生物制

药、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行业的有

风险投资科创型企业平均违约距离比无风险投资科

创型企业的平均违约距离高出的比例较大，均在

５０％以上，说明风险投资进入这几个行业中的科创
型企业对信用风险的降低作用更为突出。

表２　样本企业各细分行业平均违约距离

行业 有风险投资 无风险投资 “有对无”变化率

信息软件 ０．１９０４ ０．１３６１ ３９．９０％
先进装备 ０．１２５５ ０．１００９ ２４．３８％
物联网 ０．２２５１ ０．１５１８ ４８．２９％
生物制药 ０．１１７３ ０．０６１８ ８９．８１％
节能环保 ０．１８０５ ０．１２０５ ４９．７９％
新能源 ０．１２６６ ０．０８４１ ５０．５４％
新材料 ０．２３０５ ０．１５１３ ５２．３５％
现代物流 ０．１９３８ ０．１１０５ ７５．３８％
文化创意 ０．２３７７ ０．１４２２ ６７．１６％
全部 ０．１８０８ ０．１１７７ ５３．６１％

图２　各细分行业平均违约距离柱状图

　　四、结论与建议
投贷联动政策是促进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和“创

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尝试，商业银行与股权投资

的联动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模式。在投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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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内在运行机制作用下，风险投资的加入对科创

型企业的信用风险产生作用，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

的开展提供新的方向。

为了更好地保障投贷联动政策的实施，推动我国

金融驱动创新，可以从投贷联动各参与主体角度出发

制定相关政策以加强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防范。

（１）科创型企业应注重自身经营管理质量的提
升，除了需要通过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引进及内部培

养等手段提升自身经营管理团队素质外，还应该不

断开放股权、降低股权集中度，给风险投资机构的加

入提供空间，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从自身角度出发

控制信用风险。

（２）风险投资机构需要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目
标投资企业筛选机制，对科创型企业的选择除了需要

符合政策导向外，应该尽量选择那些处于成长阶段、

企业价值提升较快的科创型企业作为投资对象，为商

业银行信贷的加入提供第一道信用风险防火墙。

（３）商业银行应加强对风险投资机构与科创型
企业银行账户的监管，比如风险投资机构追加的专

项偿贷资金必须存入商业银行的监管账户、科创型

企业ＩＰＯ的募集资金账户必须在贷款银行开设等，
必要时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将监管账户内的资金用于

清偿贷款，以尽量控制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发生

概率，确保资金流向无损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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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中的应用

卢　宇，郑依婧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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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宇（１９７８—），女，江西南康人，博士，华东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刑法学。

摘　要：在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下，各地各级法院产生了诸多人工智能智慧化应用的
具体成果，例如在法官裁判中植入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在证据运用中利用人工智能增强证据的要件

化和逻辑化，在案件分流中运用人工智能推动类案分流系统建设。然而，囿于技术发展有限，人工智

能目前对诸如如何科学判断证据证明力及合法性、如何缩小地域间差异、如何形成统一的类案划分

标准等司法实践问题仍然束手无策，因此宜首先在简单案件、案件程序适用、庭审记录等审判工作范

围内进一步推广人工智能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技术水平、攻克技术壁垒，这样才能够全面建立智

能信息化的审判模式，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和数据分析。

关键词：司法裁判；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智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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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７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由国
务院出台，其主要内容就是指出了国家准备把人工

智能的应用发展提高到战略层面，深化智能技术在

司法领域的改革，加强建设智慧化的法律知识平台，

使审判、司法人员和数据处于公开和监控的状态，促

进审判现代化的建设。目前杭州、广州和北京已经

建成了互联网智慧法院，在与智慧法院相关的表述

中，“智能化”“信息化”“大数据”等都是热门词汇，

当前的信息化审判可以被概括为电子文书—智能语

音—智能服务的模式。

通过对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应用的研究进行分

析可以得出，在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对其创

造的物品是否享有知识产权，是否享有法律上的权

利，是否承担法律上的义务，以及为法律职业所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１］，在建设智慧法院中的应用等方面

研究得比较广泛。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聚焦

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法官

裁判方法嵌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证据运用以及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类案类判等方面的应用［２］４８，并

探讨其面临的挑战，从而提出解决方案助力电子化

审判模式的建立。

一、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的应用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方法和应用系

统，去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的一门科学技术。所涉

及的领域涵盖识别语音、图像，以及处理自然语言，

还有机器人等。［２］６７２０世纪中期图灵认为机器完全
可以像人类一样有自己的想法，到了１９５６年约翰·
麦卡锡第一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初衷是为

了模拟人脑的智能，尽可能地避免人为的错误。经

过科学家们几十年的研究，人工智能已经告别了符号

式的时代，进入了“人工神经网络”时期，完全颠覆了

符号化时代的程式［３］，通过计算机对数据进行联结式

的深度学习，将一些抽象的特征提取出来，经过测试

之后输出。人工智能现在可以自己通过对大量数据

的读取建立符号与逻辑公式供思维过程的使用。

２０１５年７月“智慧法院”这一名词首先由最高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提出。２０１６年，智
慧法院的建设又被列入信息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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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信息规划。２０１７年２月，最高法又出台了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６年
工作报告及２０１７年工作重点》等多个文件。为了
响应国家战略和规划，实现网上办理业务、工作流程

全公开、智能化服务渗透至各个环节，各级法院目前

都在加快智慧法院建设的步伐，比如北京市高院的

智能化研判系统“睿法官”，重庆市高院的“云中心”

数据库，还有上海市二中院的“ＣｏｕｒｔｔｏＪｕｄｇｅ”智能
办案系统，等等。上海市高院在人工智能助力法治

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将科学技术运用与机制改革的

融合作为主要手段，努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的改革，并研发出了相关的改革软件———“刑

事２０６”系统，将证据判断标准通过模型引入智能办
案系统。可以说，上海市高院的做法开创了司法审

判智能化的先河。在研发推出智能化的刑事审判系

统之后，上海市高院也准备在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

开展办案系统的研发。

现阶段关于智慧法院的研究也是非常热门，从

中国知网上的数据来看，在２０１６年以前，人工智能
和法学领域的交叉研究增长得十分缓慢，而在２０１７
年之后则是突飞猛进，特别是在２０１８年有许多文献
是研究审判智能化的理论问题的。［４］

从现阶段来看，人工智能运用在整个诉讼过程

中，包括立案阶段、分流案件、庭审过程和执行过程。

立案时，智能辅助系统可以帮助法官对材料进行预

审，将案件进行分流，对数据进行运算，对巨大差异

进行预警，还可以将一些纸质版的材料转换为电子

档，根据材料中的信息确定是否能够立案受理，确定

管辖法院等；依据证据的种类和数量、法律关系的复

杂程度对案件进行分流；通过智能系统完成自助缴

费、电子送达等诉讼活动。在分案过程中，利用协助

分案系统，使案件的分配机会均等、随机，避免人为

因素的影响，使案件流转速度加快。审判时，人工智

能系统的主要功用就是对证据进行初步核查、采集

数据、检索法律条文，以及对材料进行归纳整理，还

能够语音识别庭审对话，自动生成笔录，借助编程技

术对案件辅助审阅、形成预判，为法官查询相关法律

规定、参考案例等，还可以对案情简单的案件直接进

行网上审理。在作出裁判时，推理的标准和方法统一

化是智能系统的主要特征，系统通过推送一些相似案

件的判决为法官提供裁判指引，避免裁判结果之间出

现较大的差异，进而促进司法裁判公正性的实现。在

执行过程中，对信用评估系统进一步完善，制定惩戒

机制，同时对大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共享信息，与

社会中的其他机构相互配合，共同规范诚信体系。［５］

二、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现阶段，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在各地法院都有不

同程度的推广应用，下面就以具有代表性的应用案

例来展现人工智能在法院审判中的应用。

（一）法官裁判方法植入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的

路径

作为一种智能化的辅助审判工具，人工智能办

案系统要满足审判者的切实需求，就必须将裁判方

法引入智能系统，实现其真正的“智能”。

首先，裁判方法和标准的统一化为智能系统提

供建模的前提基础。在实践中，司法裁判的方法是

通过审判经验和法学理论的总结而共同作用产生出

来的，这种方法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并经过特定系统

的数据分析而存在的经验规律，将这种裁判的方法

植入到智能系统中，对智慧法院中的智能审判建设

大有裨益。虽然有关裁判方法和适用法律的研究较

少，但在一些领域仍有一套完备的裁判标准，例如民

事审判中的九步要件审判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以演

绎推理的内在逻辑为基础，根据裁判的逻辑结构，将

本身具有抽象性的三段论具体化，对抽象的法律规

定具化为可度量的要件，这种裁判的方法经过长期

的实践检验，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条件供系统去识别

法言法语。

此外，研发智能化的辅助办案系统可以具有代

表性的类型化案件为着手点，像民事案件中的债务

纠纷、合同纠纷、离婚案件等，刑事案件中的盗窃、抢

劫、故意杀人等，可以对这些不同类别的案件的特

征、裁判要旨及方法、构成要件进行归纳总结，并通

过机器的深度学习对民事和刑事案件裁判的统一方

法进行总结，以此为基础逐渐促进智能系统在裁判

方法方面的深度学习。

其次，裁判文书中有关裁判方法的表述规范化

有助于为深度学习提供参考识别的样本。作为裁判

方法的具体呈现方式，裁判文书为深度学习提供直

接的来源范本，如果要增加识别度，就必须使裁判文

书表达的方式和内容足够的清晰规范。比如在民事

案件中，裁判方法以九步要件审判方法为主，而其判

决书的程式也是与这种方法的逻辑具有内在一致

性。该方法中的第一步为确定诉讼请求，这也是起

诉状、判决书最先明确的内容，因为诉讼请求是确定

法律关系的出发点，所以将诉讼请求放在文书的第

一项中，从而有助于引出下边的论证。总之，将法律

文书的格式统一规范化，可以帮助智能系统更准确

地识别裁判要件。

最后，建立人工智能办案系统的途径要以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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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深度学习为主。现阶段，深度学习是所有机

器学习中最为先进的一种方法，并以神经网络为其

核心模型，李开复曾对深度学习的运行机制进行解

释，深度学习是一种数学模型，主要用于解决生活中

特定的某一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将计算机要学习

的一堆数据放入一个数据处理网络中去，之后经过

这个处理网络计算，检验其是否满足要求，如果满

足，就将这个数据处理网络作为最终模型来使用，但

是如果不满足，就要不断地调整各种参数直到符合

要求，是一种理论和经验共同作用的建模方式。人

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是以深度学习成熟的裁判

方法为基础的，这也是人工智能司法化的捷径。具

体的做法就是，对一些法律文书或者案例之类的数

据进行分析，然后经过人工神经网络对这些数据进

行核验，最后得出可以应用在相似问题处理上的模

型。现在的司法智能辅助系统虽然具备专业的数据

库并且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和检索，但是对于

如何将法官的裁判方法植入进智能系统仍然是一项

难题。所以，如何让机器利用自身处理自然语言的

能力进一步去识别文书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出裁

判的规律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智能系统的设计者应该

把计算机调整到可以辨别个案具体信息的模型上，

来满足信息的处理要求，然后通过对程序的设定完

成输入和输出数据时的知识问题展现。如果完成了

以上工作，就可以很顺利地运用语法结构来处理接

下来的任务了。分析识别案件并对信息进行处理需

要以特定的裁判规律和方法作为裁判的模型，而这

种裁判方法需要体现出法学的方法论思想，所以选

取专业科学的方法论就很关键了。目前深度学习的

技术发展得比较成熟，模型也是多种多样，可以较好

地解决司法智能化的相关问题，甚至还可以对存在

的难题提出解决的模型。例如，在某些任务中，对自

然语言的处理需要先进行分词的处理，被使用的主

要有词袋、ＦａｓｔＴｅｓｔ等模型，但这些模型也存在一些
难以避免的缺点，比如只考虑了词出现的频率，没有

注意到语法、句式等特征，这些缺点应该参考进行裁

判时的思维过程进行改进。

（二）人工智能在证据运用方面的应用

在２０１６年，贵州省制定了全国首项关于证据标
准的指引，方便公、检、法三机构办案，并将要件化和

逻辑化的证据标准植入到智能系统中，统一证据的运

用，以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还有，在２０１７年，上海
市高院也将统一的、法定的证据标准引入到办案辅助

系统中，从而有利于实现统一证据适用标准的目标。

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经历了求解问题、专业人

员辅助系统、机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以及对模式

的识别和人工生命等阶段，即使这些尝试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模拟人的思维过程，但在识别自然语言和

直觉方面、非确定性和形象思维方面仍有欠缺，不能

够完全达到人类思维的水平。审查证据的时候，人

工智能系统可以运用数学运算等逻辑推理的方式进

行，但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形象思维时，比如，想象

类比之类的对图像进行直接感知的判断在认定证据

时运用得更为广泛，而人工智能此时还未达到这种

形象思维的水平，还有一些关于价值的判断、政策的

考量也难以通过智能化系统实现。据此，人工智能

很难独自完成复杂案件的证据运用的工作，只能起

到一些辅助性的帮助作用。

此外，人工智能并不是可以解决所有的证据判

断问题。人的思维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抽象与

形象思维，还有社会性思维、灵感等，值得一提的是，

逻辑思维是被研究得最为广泛的，计算机的发展就

是以数理逻辑学为基础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思维研

究仍然缺乏。人工智能是算法中的一种类型，人的

思维中不仅包含了算法，还有社会性思维、灵感等，

而在思维方面的运行机理连人类自己都没有弄明

白，又怎么能够要求人工智能很好地进行思维的模

拟呢？尽管计算机的计算水平可以超越人脑，但是

算法属于演绎推理的范畴，是不会完成人们形象与

抽象思维、灵感思维等之类的活动，因为思维无法准

确地用语言表述出来，所以算法也就只能解决有限

范围内的问题了。

在现阶段，使用人工智能完成证据的审查工作，

方法主要是先输入数据，进行机器学习，然后通过大

数据技术将证据的具体要素转化为数学模型供系统

使用，进而完成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资格、证明力等判

断工作。但在判断证据资格、证明力以及证明责任

承担和证明标准的认定方面，人工智能只能够在很

狭窄的范围内运用，因为这些方面的判断不仅仅要

参考法律规定，还要有价值判断、直觉、逻辑判断等

方面的辅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所以，人工智

能在不善于模拟人类思维过程的条件下，就只能在

特定范围内进行判断，比如，通过计算机可以计算个

别证据的似真概率，核验各个证据之间是否存在逻

辑上的矛盾，然而在需要运用想象、直觉、灵感思维

等方面时，人工智能就力不从心了。

虽然在证据的运用方面，人工智能不能够按照

设想完美地完成各项任务，但其在诉讼过程中对证

据的认定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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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审准备或者是庭前会议时，审判人员可以

运用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对证据进行预先的判断，为

明确争论点和庭审做出充分的准备，但在这个阶段

并不能把对实体事实的认定作为根本目的，因为这

样很可能会导致庭审被架空，因此，需要对辅助系统

中关于证据判断这一功能在庭审前运用进行一定程

度的限制，比如说仅仅在证据的规格、瑕疵、是否矛

盾这些方面可以使用智能系统，而在证明力以及案

件所有证据的判断中不能够使用辅助办案系统。到

了庭审时，法官需要通过庭审过程形成自由心证，这

是庭审实质化的要求，而且要遵循直接言词的原则，

保证证据的调查和裁判的形成都是在法庭中完成

的，如果在庭审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一定会对法官

在证据判断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在庭审阶段不应该

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但是如果某一案件的证据繁

杂，法官难以当庭形成自由心证，此时可以在庭审之

后，借助于智能辅助系统完成自由心证。因为庭审

已经进行完毕，原告和被告也都进行过举证、质证的

活动，所以在这个阶段可以对辅助办案系统的所有

功能进行运用，就证据判断方面来说，像全案证据证

明标准的判断、单个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等都可以

在庭审之后进行使用。此外，还可以把各个证据和

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输入智能办案系统中，

防止必要信息的遗漏。

（三）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类案类判

人工智能和法律大数据的结合引发了司法领域

的技术性革命，类案类判系统的研发可以提高法官

的审判效率，极大地满足了一线审判人员的需求。

所谓类案类判，就是指对类似的案件类似处理，通过

特定的方式寻找与正在审理的案件相似的案件，为

法官提供参考指引。

但是在类案类判方面还是存在许多问题，比如

说，有一些推送案件的系统不能够准确推送所需案

件，所检索出来的案件出处不明确，级别混乱，系统

本身的实践差异也很大，等等。这些问题出现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技术难题未被攻破、数据来源狭

窄、法律体系不完善等。此外，类案类判系统是不是

可以替代指导案例或者司法解释，这还是未知的，值

得进行探讨。所以，很有必要仔细考量法律与算法

的结合程度。从微观角度来看，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可以帮助法官扩展思路，提供裁判参考；从宏观层面

来看，类案类判系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类似系统

的研发可以统一裁判标准，有利于对裁判的监督和司

法公正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通晓类案类判技术的

人才较少，物力、财力投入也不够多，人工智能时代未

完全到来，类案类判系统还未普遍适用，所以要从下

面几个方面来对智能化的类案类判系统进行改进。

第一，提高技术水平。对于数量庞杂的案件，如

果仅仅依靠传统检索案件的方式搜寻案例会增加时

间和人力成本，所以，现阶段改革需要由主动搜索案

件向系统推送案例进行转变，从而使审判人员能够

高效准确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案件。这就要求智能

化辅助系统的算法要有质的飞跃，还要考虑法律领

域的特殊性，找到算法与法学的特征完美结合的平

衡点，在不久的将来，类案类判系统有赖于不同算法

的结合，尤其是类案推送功能的发展，所以说，不能

仅仅只研究某一算法。

第二，建立真正的法律数据库迫在眉睫。没有

强大的案例数据库作为基础，类案类判系统的发展

就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要将各地法院关于历史裁

判的档案统一进行整理、归纳、汇总这项任务作为重

中之重，对现阶段的法律文书也要加强公开力度，进

一步加快信息基础化的工作完成。

第三，促进类案本身的规范统一化。具体来说

有两个方面需要改善，首先，对案件的标签化做进一

步的细化工作。吸纳更多的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具有

经验的法律实务人员加入对法律事实“标签化”的

工作中。其次，进一步明确智能化系统中的案件来

源、层级，清晰划分案件是属于指导性的案例，还是

属于公报或者典型性的案例，根据案件来自哪一个

地区、判决的效力如何、是否经过了二审程序等进行

区分归纳。

第四，建立国家统一的类案类判管理标准和机

制。虽然最高法已经研发出了一套智能化的类案推

送系统，但目前只是在个别法院进行试点，其他法院

也有自己开发的类案类判系统，如果这些系统中的

类案都不相同的话，就很难达成裁判尺度和标准的

统一，因此，要加快类案系统的统一标准化管理。

第五，应尽快构建出一套国家标准实现检索和推

送相似案件，推动相似案件相似处理的智能化辅助办

案系统的普遍适用。通过智能技术辨别数据库中的

案件的质量高低、权威性高低，同时还要建立一套监

督提醒机制，如果法官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与推送的案

件中的大多数案件判决结果差距过大，系统要及时提

醒法官注意。

三、人工智能应用在司法裁判中存在的问题

诉讼法规范的仅是传统的诉讼活动，而对智能

化和电子化的诉讼活动并无具体规定，所以法律不

具有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也正是如此，人工智能在

诉讼过程中的应用问题也是很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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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运用于刑事诉讼所存在的问题

就刑事诉讼来说，作为诉讼的起点，立案这一行

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说应当立案

而未予立案，或者虽然立案了，但是没有进行侦查活

动等等。这些问题不断积累而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最终会导致对绝大多数的案件没能够很好地处理。

追根溯源，一是因为刑事案件的立案权限属于公安

系统，具有封闭性，社会中的其他机构和组织不易进

行监督核查，检察机关如果想深入对公安部门的立

案权进行监督十分困难；二是由于案件数量的激增

导致公安、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压力越来越大，矛盾

也越来越凸显。基于此种状况，人工智能系统进入

到刑事案件的立案环节不仅仅能使上述矛盾有所缓

和，还可以在防止隐私被故意泄露的前提下发挥大

数据的优势进而提高案件侦查的效率。

（二）人工智能应用于证据审查所存在的问题

人工智能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说，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承担起刑事案件的

检察工作？是否可以代替审判人员对证据进行审

查，或者是担任公诉人这一角色？这些问题都还未

形成定论。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对证据的合法性以

及证明力的判断，人工智能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辨

别审查机制。也就是说，对证据的审查，人工智能不

能单独完成，还需要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事实进

一步调查核实。而其他学者却认为，人工智能虽然

只相当于人类的中级智力水平，但对证据进行审查

判断应当是游刃有余的。在管辖方面，目前来看，即

使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已普遍应用，但是仅仅只

将其作为建议意见进行使用。智能化的管辖建议可

以为诉讼主体减轻诉讼压力，也使各个法院之间相

互“踢皮球”的问题有所缓解。其实，人工智能在管

辖方面的运用应以保障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权利为前

提，然后通过自身智能化的优势解决诉讼过程中的

难题，并且还要遵循多维度全面开展实行的原则。

但从另一层面来说，当事人申请回避属于其基本诉

讼权利的范畴，如果开发人工智能在回避警示提醒

方面的功能，是否违背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由本

人行使的原则，这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论证。

（三）人工智能针对现行司法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宏观的法律规范体系亟待完善。各级法

院都希望通过智能化的技术来使审判的效率大幅提

升，而互联网法院也会朝着深化改革审判模式的方

向不断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司法工作人员

和民众认可人工智能在审判中的运用，还要考虑程

序以及地域间的差别，先通过试点，从容易的地方着

手，层层推进智能化在裁判领域的广泛应用。然而，

如果在司法领域中没有对改革做出法律体系的构

架，那么当前的规范可能无法应对一些新情况的出

现，这就会对智能化在纠纷的解决和审判的进行中

产生发展的阻力。

其次，对证明标准的适用全部由人工智能来进

行也不太可能。因为模拟或者植入人们的经验，现

阶段的技术还无法达到，即使智能化的机器可以通

过深度学习或者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来学习一些人类

经验，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远远不能满足审判的需

要，而人们的经验由于种族、地域、风俗、思维方式等

的不同也是多种多样，所以通常也难以统计归类。

同时，人类经验是不是可以在审判活动中被认可，这

也具有特定的判断准则，人工智能都是很难掌控的。

此外，构建并模拟审判中的推理过程也是一项难点。

在使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似真推理运用得较为

广泛，这种推理方法是通过一种模糊的刻度“确信

值”进行测量的，而这种“确信值”看似有很强的决

定力，但实际上又与概率值不同。这种推理方式的

经验很难被学习，也就不容易通过智能算法实现。

最后，实践中对类案类判的适用不是很普遍，法

官们也没有特别乐意使用此类系统。现实中存在许

多问题，比如推送的案例并不是十分精确，对法官的

参考价值不大，检索时往往会出现成千上万个案件，

尽管改变检索条件也还是有上百个案件，有过量的

案件供参考对法官来说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此

外，推送的案件大多数范围狭窄，来自何处，属于哪

一级审判机关作出的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通

常情况是相似的案件集中在某些年份，在其他年份

就寥寥无几了，还有就是大多数类案推送的案件来

源不明晰，甚至一审裁判在二审中发生了改变也未

注明，总之通过类案类判系统推送的案件比较混乱，

参考价值具有不确定性。

在上述几个方面之外，人工智能在审判程序中

仍存在许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

因为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技术难关未被攻破，还有法

官固有的思维等诸多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有待于

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学领域的专家进一步攻克。

四、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裁判针对存在问题之

解决方法

目前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人工智能与审判相结合

的改革思路梳理清楚。以民事审判为例，随着智慧

法院的推广试点，智能化司法已经是大势所趋，关于

智能化审判的相关法律规定也要及时提上立法的日

程安排。人工智能与法学的结合就是要重点在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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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中加以运用，因为这些案件都是事实证据较

为清晰，较为客观的案件，在民事案件中，往往这些

案件的信息量较大，准确性较高，也较为充分具体，

特别在原被告双方相互质证、相互对抗反驳的情况

下，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会进一步展现出来，将来

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可能会更侧重于民事案

件的纠纷。比如有关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类的案件、

劳动争议、道路交通案件等，事实都是比较简单易梳

理，证据也充分具体、客观性很强，人工智能在这些

案件中的使用会更加受欢迎，运用空间也很大。但

是，法律是由人创造的，而人又是理性受到限制的动

物，相应地，法律的内容实际上就体现了人的思维和

理性的局限性。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只对传统的民事

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而智能化的审判程序是以前从

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的情况，因此基于人工智能审判

实践的需要对程序法做出相应调整是未来无法绕开

的必要举措。虽然说就目前来看，制定新型的诉讼

法所具备的各项条件、时机等还不是太成熟，但是我

们可以先确立一些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内容，随后在

实践中逐渐填充细节性的东西，使智能化和信息化

的诉讼改革合法化，然后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进一

步总结具体的内容。此外，提高技术水平，攻克技术

壁垒，对机器的深度学习进一步探索，完善并细化使

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证据判断的相关标准，建立健

全法律数据库等都是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手段。在

法律数据库建立之后，统一全国类案类判的管理标

准和机制也是刻不容缓的。

现在与法律有关的职业，比如法官、检察官和律

师等，他们都不仅要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还必须具备

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道德水准。目前，人工智能仅

处于中级智力水平，与上述法律职业的要求还有一

些距离，但一些辅助类的工作，比如书记员，这一类

的工作是可以被替代的。智能化的辅助办案系统被

引入审判阶段，可以运用其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整

理，以及庭审情况的记录或者法律文书的送达等工

作，这样可以使审判人员腾出充足的时间去钻研适

用法律的问题。所以，伴随着员额制的推行，法官的

工作压力巨大，智能化办案系统的研发有助于解决

这些难题。而我们此时需要做的就是摆正自己的态

度，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受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

使用，并对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的地位进行明确，同

时对法官进行相关的技术或使用方法的培训，使人工

智能很好地辅助于审判。通过努力实施以上措施，既

可以使人工智能的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又可以真正

地实现司法公正，使法律与科学技术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１］松尾丰．人工智能狂潮：机器人会超越人类吗？［Ｍ］．赵
函宏，高华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卡鲁姆·蔡斯．人工智能革命：超级智能时代的人类命
运［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罗伯特·杰·斯顿伯格．认知心理学［Ｍ］．杨炳钧，陈
燕，邹枝玲，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李开复，王咏刚．人工智能［Ｍ］．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５］曹建峰．“人工智能 ＋法律”十大趋势［Ｊ］．机器人产业，
２０１７（５）：８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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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与著作权法的有效衔接
———以两法联动修改为背景

王昕宇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２５
作者简介：王昕宇（１９９７—），女，山东泰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摘　要：著作权民事侵权与刑事归责之间存在规范价值的差异。刑法以秩序为本位，侵犯著作
权罪的主要客体应是市场竞争秩序，而著作权法等民事法以保障私权为首要任务，刑法对著作权侵

权行为的认定相对独立于著作权法并不违背法秩序统一原理。新《著作权法》生效后，侵犯著作权

罪仍应采用作品类型法定模式，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不

能以“兜底的兜底”纳入《刑法》第２１７条第（一）项规定的作品范围。为进一步加强版权保护，实现
刑法领域的综合治理，应当以秩序本位的规范保护目的指导犯罪圈的适度扩张，进一步扩充侵犯著

作权罪的实行行为类型，落实“同等保护”，灵活入罪标准以适应网络时代的技术变迁。

关键词：著作权；犯罪圈；民刑衔接；市场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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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提出的战略目标是２０２０年建成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回顾十余年发展，

在制度机构建设方面，完成了《著作权法》《专利法》

《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修订，设立了北

京、上海、广州、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最高

司法机关出台了若干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司法保

护规划，为加强知识产权的刑事、民事司法保护提供

规范依据和机构依托。从近三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最
高法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来

看，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人们的维权

意识显著增强，尤其是新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在

２０２０年新收案件数增长６３％，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
大，更多涉及新领域新业态。

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迈入

２０２１年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要求是：“力争
到２０２２年，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
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

显改观。到２０２５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

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

完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

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发

挥。”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必须综合运用各

种治理手段，坚持严格保护、同等保护，以改革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

在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领域，确立“严保护”的政策

导向，推进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加大刑

事打击力度，降低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标准，提高刑

罚严厉性，开展常态化专项打击行动，保持高压严打

态势。２０２０年９月最高法发布《关于依法加大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的意见》，在刑事打击方面

体现“严保护”的贯彻，将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特

定期间假冒特殊物品的注册商标和受过行政处罚后

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三类情形作为从重处罚

条件，同时强调加强罚金刑的适用，以营造良好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知识产权

犯罪的修改也鲜明地体现了“严保护”的政策导向，

首次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节中６个罪名做了修改，
又增设第２１９条之一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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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商业秘密罪，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方式、犯罪对

象、定罪标准、法定刑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实现

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在范围和力度上的实质扩张。

这些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知识产权保护实践需要的

回应，以及作为法定犯的知识产权犯罪与前置的《专

利法》《著作权法》等其他法律的衔接与一致。

一、著作权法与刑法规范的实体衔接

此次刑法修正以前，以网络时代作品传播方式、

技术手段的更替为背景，理论和实务中针对原《刑

法》第２１７条侵犯著作权罪规定的作品范围、行为
方式、主观目的等构成要件要素，一系列司法解释认

定的违法所得数额、严重情节、实行行为等定罪量刑

标准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

１．“复制发行”的过度扩张甚至类推解释
原《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是以 １９９０年

《著作权法》为依据的，囿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当

时的《著作权法》中并没有以网络技术手段传播作

品，以及相关侵权行为的规定，相应地，１９９４年首次
规定侵犯著作权罪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

的决定》就没有也不可能将网络侵权考虑在内，并

为１９９７年《刑法》所沿袭。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
速发展，产生了规范网络传播的现实需要，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两次修正《著作权法》都对作品的信息网络
传播做了相应增补，但《刑法》却没有同步更新。考

虑到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与“复制发行”具有相同甚

至更严重的社会危害，同样具有刑事可罚性，所以

２００４年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２００４年《知识产
权解释》）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应

当视为《刑法》第２１７条规定的‘复制发行’”。有学
者指出“应当视为”表明网络传播不是“复制发行”，

本意是将此类行为“等同”于后者，因而不是对“复

制发行”的扩大解释。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实质可罚

性，所以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妥。［１］以具有相

同的实质危害性，将刑法并未规定的某种行为以与

之类似的条文处理，实际上是司法解释对侵犯著作

权罪的类推适用，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一定意义，但

存在以刑事司法代行立法职责的风险，也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著作权保护的刑法规范已经远远滞后于时

代发展的困境。正因司法解释对“复制发行”的不

断扩大乃至类推适用，暂解了立法不足的燃眉之急，

使得１６年间历经７次刑法修正，都未涉及第２１７条
侵犯著作权罪。

２．“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证明困难
犯罪目的这一主观方面的内容自身就存在证明

难的问题，在利用网络技术的新型数字版权犯罪中，

犯罪目的和动机往往具有多元化的趋势，也并非只

有以营利为目的的著作权犯罪才会对市场秩序造成

严重危害。目的犯的规定大大限制了侵犯著作权罪

的司法适用，缺乏操作的灵活性，不利于刑法的全面

保护。［２］

３．侵犯著作权罪的适用范围过窄，刑法保护明
显不足

有学者提出，应当树立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

“同等保护”的基本立场，改变“适度保护”的理念误

区。［３］《著作权法》第５３条列举了８种具体的著作
权侵权行为，并规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而《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罪仅将其中部分行为

犯罪化，有不少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侵犯著

作权行为尚未纳入刑法治理。以“复制发行”为核

心的实行行为规定模式已经不适应网络时代的技术

变迁，对利用网络技术实施的侵权行为难以有效涵

盖，出现了对深度链接行为能否解释为对他人作品

的“复制发行”、网络服务提供行为是否属于传播的

实行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议。此外，除“制作、出

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外，刑法显然将其他

侵犯著作人身权的行为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而只

能以民事手段制止。

４．包括侵犯著作权罪在内的７个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存在客体保护偏差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应当立足于权利本位的立

场，兼顾秩序，［４］强调其私权属性。应当将知识产

权犯罪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分离出

来，独立成章，以体现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充分保

护。［５］

有鉴于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

罪做了如下几方面的修改，部分回应了上述批评意

见，以解决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实践困境。

１．调整作品保护范围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一项侵权情形中将

“复制发行”的对象由“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

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修改为“文字作

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对作品范围的修改主要是

一种技术性调整，其实际范围与旧法相比没有明显

变化。视听作品是新《著作权法》对原“电影作品和

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即电影、电视、

录像作品的概括表述，而美术作品是从“其他作品”

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举。对“其他作品”的兜底规定

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条件，也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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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作权法》由作品类型法定到开放的修改进行

的同步调整，对作品保护范围的实质影响不大。

２．增加实行行为
新法将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对象由“著作权”

修改为“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进而将

表演者权以增设的第（四）项“未经表演者许可，复

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

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纳入保护范围。与《著作

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独立于复制权、发行权

的权利内容相一致，解决网络时代司法解释对“复

制发行”的不断扩大所带来的理论争议，在第（一）、

（三）、（四）项中单独规定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

传播”的行为方式。增设有关技术保护措施的实行

行为，以解决利用视频解析、深度链接等网络技术手

段实施侵权行为的刑事责任。［６］

３．提高法定刑
取消了拘役刑的规定，第一档刑罚的最低刑由

拘役提高至有期徒刑。将第二档刑罚由“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修改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违法所得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况下，其法

定最高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改变了原有刑罚处

罚过轻所产生的震慑力不足的问题，也体现出知识

产权犯罪从严、从重惩处的“严保护”立场。

此外，侵犯著作权罪法定犯的特点，使得前置的

《著作权法》的部分修改内容虽未直接体现在《刑

法》第２１７条的条文之中，但实质上也是对犯罪圈
的扩张或者限缩起到重要影响。例如，《著作权法》

第２４条对排除侵权责任的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做
了局部调整，完善合理使用的“三步检验法”，完善

免费表演的合理使用情形，还增设第（十三）项兜底

性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改变了

以往封闭式的立法模式，增强了立法的灵活性。［７］

这些通过前置法修改排除民事侵权的合理使用情形

必然不会进入刑法视野，间接起到了合理限缩犯罪

圈的效果。

二、著作权法与刑法的规范价值差异与整合

著作权法是私法，强调对公民个人著作权利，包

括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刑法是公法、保障法，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本质以及共同客体概念的存在，

揭示出对个人权利的刑事保护是以该权利侵害同时

侵犯公共利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强

调刑法保护的秩序价值。在刑法体系中，秩序在一

定程度上是优先于权利保障的［８］，刑法的主要任务

和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以保障和维护公民

最低限度、最为基本的消极自由。［９］著作权法与刑

法的这种规范价值差异主要体现在侵犯著作权罪修

改在一定程度上与新《著作权法》的规定相衔接，但

又非完全同步。

１．两法对作品保护范围的不同表述及其争议辨
析

两法都对作品的范围做了修改，《著作权法》从

作品类型法定改为开放模式，而侵犯著作权罪则由

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其他作品”修改为体现法定性、

明确性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这一

不同只是表面的规范表述差异还是实质的价值取向

分歧，直接决定了对《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类型兜

底条款———“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能否

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进入刑法侵犯

著作权罪保护范围这一问题的回答。

有观点认为，如果一种新类型的作品在理论和

实践中被认为属于“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

果”从而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那么从民刑衔接

和维护法秩序统一的角度，侵犯该作品的行为也应

该受到刑法规制。但笔者认为，“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作品”自身就是《刑法》第２１７条对作品范
围的兜底规定，由于其明确性不足在适用时应该受

到严格的限制，而“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又是法律对作品类型的开放式规定，以法律中的兜

底条款解释刑法中的兜底规定岂不成了“兜底的兜

底”？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也难

以保障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其正当性存疑。

首先，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之前，原《刑

法》第２１７条规定的作品包括“文字作品、音乐、电
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而修

正案草案在三审稿即最终审议通过的修正案正文

中，将其修改为“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

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一方面，与《著作权法》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

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修改为“视听作品”相衔

接，《刑法》第２１７条也将“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归
入“视听作品”，同时增加列举了美术作品。另一方

面，将“其他作品”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作品”，正是对新《著作权法》改采作品开放模式

后的必要限制，强调其法定性和明确性。《著作权

法》的修改决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通过并向社会
公布，而《刑法修正案（十一）》是于同年１２月２２日
提请三审，并于１２月２６日审议通过，对作品类型的
修改明显晚于《著作权法》的修改。这其中不难看

出刑事立法对作品类型法定的要求和刑民衔接的考

量。如果认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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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那么《刑

法》第２１７条对作品范围兜底规定的特别修改并无
实质必要，以原本“其他作品”的规定方式反而更能

满足社会发展对作品类型开放模式的需要。

其次，刑法这一保障法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绝对

从属于前置法的认定，当前学界对严格违法一元论

的观点也多持否定态度。《刑法》与《著作权法》在

规范保护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的作品保护范

围并不一致。《著作权法》是私法，保护著作权这一

私权、鼓励创新是其立法目的和出发点，而作为国家

刑罚权惩治对象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则更多地体现对

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利益的保护需要。因此，著作权

法家长主义指导下的“作品类型法定”并不符合创

作规律，著作权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应受

保护的作品表达形式［１０］，其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与繁荣的立法目

的具有作品类型开放化、扩大保护范围的内在要求。

而侵犯著作权罪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罪一章，而非侵犯公民权利等个人法益犯罪中，强

调因侵犯知识产权而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危害。

法定类型以外的新作品由于数量少、界定标准不统

一等特点，通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危害不

大，不具有以刑罚处罚的必要性。其过于模糊的认

定标准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刑事司法层

面实际可操作性也不足。

最后，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领域存在保护主

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刑事法律保护范围的确定既

要考虑公共利益目的，也要通过保障权利人与智力

成果的产权关系以鼓励创新。［４］如何进行利益平衡

进而确立一个合理的刑事保护边界需要严格的立法

程序保障，而不能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任意裁量。

２．侵犯著作权罪行为方式对《著作权法》侵权
行为规定的有选择性更新

（１）技术保护措施。发达的网络技术使著作权
从“印刷型权利”转为“数字化权利”［１１］。２００１年
《著作权法》修改，在第４７条侵权行为列举中增加
了“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

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

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

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２０２０年《著作权法》修改，在第 ４９条、第 ５３条第
（六）项将其进一步细化为“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

施的，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

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的，或者故意为他

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而观之

《刑法》第２１７条修改对规避和破坏技术保护措施
这一行为方式的规范表述，其实是与原《著作权法》

第４８条第（五）项相一致的，而并未包含新《著作权
法》第４９条或者第５３条第（六）项规定的有关技术
保护措施的全部禁止行为。

（２）信息网络传播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著
作权法律保护的演进就是一部复制发行技术的发展

史。［１２］《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 ２１７条第（一）、
（三）项中增加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这一

行为方式，改变了以“复制发行”为核心的行为模

式。信息网络传播权是２００１年《著作权法》修改新
增的著作权内容，而在此后的数次刑法修正中都并

未将此项权利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但是随着网

络著作权犯罪的频发，为了弥合实践需要与现有刑法

规范的差距，２００４年《知识产权解释》规定，通过信息
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２１７条规
定的“复制发行”。以扩张解释现有规范消极回应实

践问题也受到理论上的不少批评，通过立法修改及时

更新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类型有其必然性。

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质，理论上有保护私权为主

要客体和维护竞争秩序为主要客体两种截然不同的

观点。［１３］前者认为知识产权作为公认的财产权、纯

粹的民事权利，应该确立以私权为本位的犯罪体系，

而非如当前立法中规定在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之

中。强调对个人法益的尊重和保护，国家对知识产

权的管理制度只能作为次要客体。［５］后者认为知识

产权犯罪应当以维护市场秩序为出发点。有学者指

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存在形式与实质之间

的错位，即形式上归类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罪一章，属于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而实质上却体

现出与侵犯财产犯罪具有相同的性质。从罪名设置

和保护对象来看，不仅以知识产权本身为保护客体，

也有专门针对其物质载体的罪名设置，如销售侵权

复制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体现对财

产权利的偏重，定罪量刑标准、主观目的的规定也是

过于注重财产属性的体现，与其秩序本位的应然属

性不一致。［１４］也有学者以数字社会中财产权从私人

财产权向私人与社会公共属性兼具的嬗变，进而指

出知识产权的社会属性凸显。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

仅有利于保护个人的权属关系，而且有利于提高知

识或者作品的传播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公权力介

入知识产权领域的需求在当下更为迫切。［１５］

笔者认为，刑法不是对作为私人权利的著作权

保护的首要选择，无论是受制于谦抑性原理还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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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权利保障实质有效性的考虑，应当实现版权保护

刑事、民事手段之间的合理分工。主张以私权为本

位的著作权犯罪体系，强调对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全

面性，甚至提出将著作权犯罪作为自诉犯罪予以规

定的观点，极易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也不利于

权利人自身利益。著作权侵权对被害人造成的主要

是财产方面的损失，大多数侵权案件以民事手段弥

补被侵权人损失，足以实现保障私权的目的。新

《著作权法》修改了赔偿数额的认定标准，并大幅度

提高法定赔偿数额，民事赔偿较之刑事惩罚更有利

于权利人自身利益，民事案件中灵活的调解、和解程

序使得权利保护更加及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有效

落实对故意侵权行为也能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因

此，著作权民法保护是以公民私权为本位的，而刑法

保护仍应当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只有当著

作权侵权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造成危害时，才应

划入犯罪圈。

从对深度链接行为处理态度的刑民差异上，也

可以体现出二者规范保护目的的不同。从民事侵权

的角度来看，由于理论和实践中普遍以“服务器标

准”，即作品是否储存在服务器中作为认定信息网

络传播行为的标准，进而认为深度链接不属于传播

行为，并未直接侵犯作品本身，应属于提供网络服务

的行为，只能构成间接侵权或者共同侵权。［１］而刑

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是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

主要客体的，刑事审判实践中对深度链接成立侵犯

著作权罪多持肯定态度。当然，这种行为性质的认

定差异并不违反法秩序统一的内在要求，法秩序的

统一是一种实质的评价结果的统一，而不是拘泥于

形式上的一致，不同法领域在形式上会有不同。［１６］

“深度链接”无论在民法中还是刑法中都是不被允

许的行为，只是在如何将其涵射入现有立法规定的

侵权行为类型方面，两法存在不同的规制路径。

尤其是在刑法修正案增加了“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传播”这一行为方式后，提供深度链接能否解

释为网络传播，应当以该行为是否会产生混淆市场

的效果为判断依据。深度链接包括跳转链接、加框

链接和盗链行为三种。跳转链接是绕过被链接网站

的主页而直接跳转至分页面或者多媒体文件的方

式，不会对被链接网址的内容做修改。加框链接是

将自己需要的他人网站中的内容呈现在自己的网页

中，将自己不需要的他人网站名称、广告等用自己网

页的内容遮挡。而盗链行为是抓取他人视频地址、

占用他人带宽或版权内容等硬软件资源，在自己设

定的视频客户端进行播放的一种技术。［１７］由此可

见，上述三种深度链接类型中，只有盗链行为和加框

链接会产生使网络用户对作品归属产生错觉的市场

混淆效果，直接影响权利人因其著作权而应享有的

市场竞争优势，是侵犯著作权罪所要规制的对象，应

当认定为属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实行

行为，而跳转链接本质是一种帮助行为，只有被链接

网站存在侵权时才可能以共同犯罪追究跳转链接者

刑事责任。

三、刑民共治视野下侵犯著作权罪的完善路径

１．以规范保护目的指导犯罪圈的适度扩张
如前所述，著作权刑事保护的核心是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权利人因其著作权而享有的

竞争利益。而《著作权法》提供的民事保护是以著

作人身权、财产权为核心的私权保护，以保障著作权

人财产权益，鼓励作品的创造和传播为首要任务。

两者各有偏重。刑法介入的理由不仅在于非刑事保

护规则的失效，还在于其社会危害性过大以至威胁

秩序的安定。［１８］在理解规范保护目的差异的基础

上，实现两法的协调衔接，对不危及市场秩序的一般

侵权行为以民事赔偿等方式实现权利救济，以民事、

刑事手段相配合，合理划定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范

围，构筑科学合理的著作权保护体系。当然，刑法的

最终目的并不在于保护秩序，而是透过对相应社会秩

序的维护来确保具体的法益不受侵害。［１９］保护私人

的著作财产权、人身权是侵犯著作权罪保护市场秩序

的最终落脚点，但实现刑事手段与民事手段的合理分

工，避免犯罪圈的不当扩张或者过度限缩，应当以市

场秩序是否受到严重威胁或者破坏为界定标准。

２．进一步扩充侵犯著作权罪的实行行为类型，
落实“同等保护”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修改

实现了刑事保护范围的合理扩张，但是仍然局限于

一种对现实需要的被动回应，很多潜在的严重威胁

秩序的侵权行为类型尚未考虑在内。例如，新《著

作权法》新增了有关故意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信

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管理信息被删除或者改

变仍然向公众提供的侵权行为。权利管理信息是指

识别作品、作者、任何权利人的信息，或者有关作品

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

数字或代码，具有明确作品权利归属的宣示作用，虚

假的权利管理信息极易发生真假难辨、真伪颠倒的

后果，严重威胁市场秩序。虽然权利管理信息并非

著作权的内容，但是对市场秩序和著作权保护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应该将此类侵权行为也纳入刑事

立法的考量。此外，《著作权法》规定的“故意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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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

置或者部件”“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

提供技术服务”的侵权行为也应做入罪处理。当前

刑法修改对有关技术保护措施的实行行为只规定了

“未经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一种，上

述两类型只能作为帮助行为，或者信息网络犯罪的

一般罪名处置，不利于实现著作权犯罪的源头治理

和有效预防。

３．适应网络时代的技术变迁灵活入罪标准
新旧著作权法在侵权民事赔偿数额问题上，原

则上都采取了区分三个层次的认定标准，除第三层

的法定赔偿从五十万元以下提高至五十万元以上五

百万元以下之外，新法引入了权利使用费作为权利

人损失与侵权人违法所得难以计算时的参照，又将

权利人损失与侵权人违法所得并列作为第一层的损

害赔偿数额认定标准，由权利人选择其中对自身更

为有利的。此外，对故意侵权，情节严重的情形规定

了上述赔偿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也

是此次著作权法修改的一大亮点。由此也可以看出

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实践中对被害人因侵权

遭受损失或者侵权人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存在相当

的难度，而侵犯著作权罪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作

为定罪标准之一，也因利用网络技术侵犯著作权犯

罪中数额难以计算、因果关系认定困难等方面的原

因而颇受诟病。尤其是网络环境下，不同于传统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可以销售侵权物质载体的数量、数

额来评价危害结果，网络侵权所产生的收益多种多

样，增加点击量、吸引关注、广告收入等能否认定为

违法所得，其价值应当如何计算都是必须直面的司

法难题。［１４］因此，最高司法机关应该在总结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以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其他严重

情节”的入罪标准做尽可能详尽的列举，在网络侵

权中将“点击次数”“用户数量”“浏览量”等体现权

利人市场竞争优势的数据作为考量因素，以提高著

作权保护刑事条款的可操作性。

四、结语

近年来，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逐渐完善，从规范制度到机构建设，全面落实党中央

关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保护体系的重要战略

指示。在处理著作权保护的民刑衔接问题上，必须

强调《著作权法》与《刑法》规范保护目的的差异。

在刑事立法层面，只有那些侵犯个人权利，进而达到

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才应该纳

入刑法保护。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侵权行为的认定

并不必然以《著作权法》认定的侵权类型为依据，刑

法并非完全从属于前置法的违法定性，而应当在保

障秩序的规范价值指引下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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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运动与“红船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

南大伟，王秋香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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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新时代‘红船精神’及其价值研究”（１８ＹＪＣ７１００５３）
作者简介：南大伟（１９８２—），男，河南濮阳人，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革

命精神、党史党建等方面的研究。

摘　要：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运动不仅使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
道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而且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红船精神”的形成提供了

思想土壤、阶级基础和文化养分。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红船精神”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５３－０５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体现出
来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红船精

神”，称它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

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

奉献精神”［１］。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

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为“红船精神”的形成提供

了重要导引。探索五四运动与“红船精神”的内在

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五四运动为“红船精神”孕育思想土壤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爱国仁人志士进行

的一次革命实践活动，又是先进知识分子对广大民

众进行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

人民逐渐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掀起思想解放的潮

流；先进分子开始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途径，为人

们接收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土壤，推动中国人民在

精神上有所觉醒，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储备思想条

件，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革命力量。

（一）五四运动推动人民求得思想解放

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运动团

结起众多社会阶层，从最初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狭小

范围，到成为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

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掀起了

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

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救亡图存运动。这场爱国运动推

动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封建地主阶级联合帝国主

义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本质，在比较推求中厘清马

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其他

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的

发生发展。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从最初接受新文

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是顺应

时代需要，是当时社会大背景下的产物。因为“任

何社会思想的变革，并不是先贤圣哲观念的产物和

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对社会经济领域变化的回应，

其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现实中的矛盾运动”［２］。正

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顺应中国现实国情，才能够

在与其他思想角逐中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在以后

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

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五四运动洗礼，

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
崭新一页。”［３］五四精神以进步思想的形式，有力地

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了

思想准备。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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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知识分子陆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学习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由此，五四运动

不仅成为一场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运动，而

且成为一场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思想运动。在

这场运动中，广大人民体现出来的开拓进取、团结统

一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提

供了精神指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下，中国人民

开始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找真正解决中国的救

国方案。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找到了抵抗外来侵

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

主义，并将它应用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五四运动促使人民获得精神觉醒

关于革命道路的选择，经历了要不要马克思主

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与“主义”之

争；经历了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辩论、批驳

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等。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

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们再次对中国出路问题陷入

迷茫苦闷之中。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

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为在苦苦

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展示了一条新路。以马克

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基础，五四运动的鲜

活实践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理

论，是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

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３］五四运动使中国各

个阶层团结起来共同为维护中国主权作斗争，改变了

以往中国只有少数人清醒、多数人愚昧的状态，真正

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团结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

中国人民有了正确思想指导，也必将指引着中国人民

团结起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作斗争。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工人阶级

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并追随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各个地方出现了越来越多

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他们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积

极投身群众实践，在群众中讲解马克思主义，以此使

群众认清他们被剥削的现实，启发群众觉悟进而团

结人民大众实施救国方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工

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使工人阶级进一步觉

醒，锻造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为领导中国共产党建设

新中国准备条件。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指

导下的人民大众获得了精神觉醒，促使中国工人阶

级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从

而催生出中国共产党的“红船精神”，聚集与展现出

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

（三）五四运动引领人民追求科学信仰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闭关锁国下的中国

与追求民主开放的西方存在很大差距，在历经种种

探索后，中国仍未能找到正确出路。十月革命的一

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助力中国人

民燃起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检

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是正确的，中

国人民在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道路上实现了质的

飞跃，从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追随马克思主

义、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科学理论与现实需

要的一应而合，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选

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宣扬要与现实相结

合，要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自五四运

动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

人阶级力量，并着手在工人阶级中积极传播马克思

主义，进而培养更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工人阶

级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后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基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与广泛活动，一大批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聚集在一起必将使得中国共

产党应运而生，中共一大昭示的“红船精神”，是五

四精神的传承延续。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不畏艰难困苦，开展革命斗争，为完成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总任务，坚持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五四运动促使社会各阶级真正团结起来彻底地

反帝反封建，同时它也使得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受到

一次庄严的思想洗礼。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看到

了国家前途命运的转机，以 “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为核心内容的五四精神，成为一面思想大旗，有

力地掀起革命的思想潮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的基

础上形成了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红船精神”，意味着

熔铸了五四精神的“红船精神”成了指导人们进行

革命的精神力量。五四运动推动下的五四精神使中

国人民在黑暗摸索中看到希望并进而在思想上获得

解放。在五四运动实践检验下，成为中国人民指导

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摆脱了思想束缚实现

了全面觉醒，并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建设

社会主义的信念。

二、五四运动为“红船精神”锻造阶级力量

“红船精神”的形成不仅需要先进的思想引领，

还必须有先进阶级开展实践活动。中国工人阶级一

经产生就具有与压迫者、剥削者斗争的精神，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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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大多限于经济斗争而非政治斗争。在五四运动

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从斗争的

自发性转为自觉性，成长壮大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领导阶级。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

到马克思主义贴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将

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成

长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从而为“红船精神”锻造

阶级力量。

（一）工人阶级不断觉醒的革新进取精神，为开

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准备了条件

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

意义。其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在华

办厂需要招收大量工人，中国产生了第一批工人阶

级。其二，当时的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社会有识之

士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兴办了“官办”的近代军工企

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中国产生了第

二批产业工人。自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以诞

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进一步壮大。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将对华经济政策由之前

的战争压迫转为获取战争物资，中国经济发展间接

获得发展机遇，工人数量猛增。据统计，五四运动前

夕，中国产业工人总量已达２００万人。除了产业工
人以外，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工业、苦力运输等

普通职工，总数也达到４０００万人左右。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同世界各

国的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又与先进

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这种

先进生产力是受到剥削、受到压迫的，他们没有人身

自由。工人要想解放自己就必须反抗阶级压迫，因

此他们最具有革命性。他们大多集中在一起，也最

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世

界无产阶级共有的优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首先，

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

重压迫和剥削，革命性更强；其次，中国工业无产阶

级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

并且多在少数大企业中如铁路、纺织等部门，集中性

更强；再次，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

民，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联盟。［４］中

国工人阶级的自身优势以及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资本主义的压迫，使得工人斗争性更强，他们为

了争取自身权益敢于举行一系列的罢工运动，体现

出强烈的革命进取精神。

（二）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展现出的革命性

与坚定性，彰显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五四运动中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率先斗争，工

人阶级继而开始罢工进行反帝爱国运动，表现出强

大的爱国精神。《民国日报》曾记载：“某印刷工人

宣言，不愿以日本纸加之机器，如有所强迫，宁全体

罢工。”［５］３４６六三运动之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

生罢课风潮扩散至全国，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

人。至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由经济斗争变为政

治斗争，他们的罢工斗争，是自己独立地发动起来

的。《字林日报》中记载一位运动的目睹者曾经比

较公正地指出：“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年轻的学生，

不论要他们来发动一次罢工，或是把罢工的举动停

止下来，他们的影响总不会过大的。这些工人一般

都具有他们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意见，很难用劝告、威

胁或其他方法，使其改变过来的。”［５］３５１由此可见，工

人阶级具有很多先天优势，特别是彻底的革命性与

坚定性，同时仍需在运动中辅以马克思主义系统指

导，促使其了解与形成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

在虚无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并

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以往突出工人阶级的

作用只是夸大了事实。历史证明虚无主义的观点是

错误的，工人阶级在学生斗争最困难的时候考虑的

不是自己的生存问题而是民族存亡的问题，在五四

运动中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上海、武汉、天津等城市

的工人纷纷响应号召支援学生。一时间工人罢工活

动席卷全国２０余省、１５０多个城市，工人阶级强烈
的救国表现表明了他们在政治上有了觉悟，能够团

结起来组成坚定的救国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使一些

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工人阶级

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不断成长。

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的罢工表现与以往只关注经济利

益不同，这次的罢工有鲜明的政治性，并突破了行业

和地域的限制，实现了全国大联合，表明了工人阶级

坚定的革命性。

（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并积极传播

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积极参

加革命运动、寻求救亡图存的决心促使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走向工农群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

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

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

识。”［６］中国工人阶级也一样，他们只认识到自己被

压迫、被剥削，却不能看到其本质，不能运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武器去真正解放自己。

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初步掌握共产主义思想

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主动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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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表现在：其一，到工农群众中去宣讲演说。例如，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平

民教育演讲团”，在长辛店、卢沟桥、通县等地向工

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知识。陈独秀在上海向码头

工人宣讲，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劳工要旨》等演

讲，鼓舞了工人阶级。其二，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

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

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

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７］其三，创办工人刊物。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了

《劳动界》周刊，在北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等等，

带领工人阶级认识到只有斗争才能实现自身解放。

其四，创办工人补习学校。例如在上海创办的小沙

渡工人半日学校，在北京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

校，一方面提升了工人的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也系统

向工人传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其五，帮助工

人建立工会。例如，在上海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在

北京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等等。先进知识分

子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指导工人阶级进行斗

争，使工人阶级开始联合起来，由最初的自发斗争转

而进行自觉斗争。

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正是工人阶级

始终饱含爱国心并坚持通过斗争解放自己的精神，

激励着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

主义，不断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工人阶级所

表现出来的彻底的坚定性、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精神

使他们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级，为“红船

精神”锻造了坚实的阶级力量。

三、五四运动为“红船精神”提供文化养分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专制的强化，各方仁

人志士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不断摸索，五四运动加

速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逐渐产生了革

命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的原生精神形态“红船精神”

诞生了。

（一）革命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与升华，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

产物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形成了深厚的

中华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理念，其以道德约束的形

式有效指导着民众的实践活动。爱国主义精神深深

根植于中华儿女心中，促使中华民族虽屡遭磨难，却

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

国情怀激励着华夏儿女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的变革精神推动社会进步；“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鼓舞无数爱

国者无私奉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为

“红船精神”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激励着中华

儿女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然而，在封

建中央集权的形势下，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

一步步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

国人民在身体上受到封建伦理的压迫，在思想上也

变得封闭落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严重损毁了中华民

族精神，重塑民族精神成为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重

要课题。历经一系列学习西方器物、制度，进行政治

革命等种种尝试，却未能根本改变国家系于存亡、人

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局面，以“摆脱封建束缚、革

新国人思想”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华大地应运

而生。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口号，抨击封

建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为五

四运动的爆发酝酿了文化气息，其“敢为人先”的精

神品质与“红船精神”相契合。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提供了思想准备，更深层次地带动中国人民为实现

救亡图存的目标而努力。五四运动从群众性的社会

实践活动出发表现出与新文化运动相同的目的，再

一次引发更多人思考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在五四

运动中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寻求救亡图存道

路的正确方案，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结合中

国革命实践做出正确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五四运动推动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

初步结合，在运动斗争中甄别比较，选择信仰追随马

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思

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走马克

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成为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

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８］中国人民有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理论武器，并将这个理论武器用于指导中国革

命。五四运动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

五四精神，为指导中国革命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为

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力量。一方面，鼓励先进的社

会阶层、有一定的思想觉悟的同志，了解并坚定马克

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

远大理想，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另一方面，研究

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提升劳动群众文化素质

的同时，鼓励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进步青年区分与反

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封建主义。

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指引着中国人民

从愚昧、落后的封建束缚中寻求解脱，在中国的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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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五四运动将革命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结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并在革命斗争中追随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

理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

革命道路上有了新的精神力量“红船精神”。

（三）五四运动使革命文化走向工农群众，体现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铸就“红船精神”

的文化主体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救

亡图存目标必须改革封建制度，于是就有了戊戌维

新和辛亥革命的探索，但最终失败。戊戌维新和辛

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且辛亥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戊戌维新

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也只是站在资产

阶级的立场上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五四运动

形成的五四精神是真正为了解放人民大众、服务人

民大众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

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逐渐觉醒。毛泽东指出：

“文化要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

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９］在五四运动中，

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建立工

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孕育了革命文化的原生形

态，凝聚起“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红船精神”内

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

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

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

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在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３］“红船精神”是近代社会发展

历史逻辑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智慧的集中表达，是五

四运动精神基因的时代传承。它是中华民族于磨难

中奋起的爱国主义，是指引党和人民无畏前行的力

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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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途径研究
———以美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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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档案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的途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围绕档案工作与社会记忆
两者展开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以美国为例，列举了档案工作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几

种途径，并分析美国档案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优势与不足，以促进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中更好

地发挥其文化价值。

关键词：美国；档案；社会记忆；构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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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实

施“世界记忆工程”项目推动了一批社会记忆理论

研究。社会记忆理论引入档案领域，为认识和研究

档案工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学者们积极将社

会记忆理论与档案工作相联系，档案记忆理论也因

此诞生。随着学术研究的热潮逐渐付诸到实践中

去，美国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档案工作，以推动社会

记忆的构建。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之一，档案凭借

其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使得其构建或参与构建的

社会记忆更为可靠、真实。档案在构建社会记忆中

有着独特地位，本文以美国的档案工作为例，研究其

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途径，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档案工作在美国社会记忆中的构建途径

美国在社会记忆方面的工作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在构建社会记忆的过程中，美国的档案工作也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将美国档案

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途径整理如下。

（一）档案部门参与“记忆工程”项目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记忆工程”就成为各
国各地区争先建设的热门项目。美国对于这一主题

所进行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借鉴意义。作

为世界上最早实施记忆工程的国家之一，１９９０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美国记忆项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ｍ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现今，“美国记忆”包含超过９００
多万条和美国历史、文化相关的数字藏品，被认为是

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较为全面的数字化记录。［１］

美国记忆项目的成果丰富，主体部门众多，机构合作

密切，如国家图书馆与佛洛里达档案馆共同开展的

“佛洛里达记忆（ＦｌｏｒｉｄａＭｅｍｏｒｙ）”、印第安纳州立
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共同开展的“沃巴什谷视觉与

声音（ＷａｂａｓｈＶａｌｌｅｙ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Ｖｏｉｃｅｓ）”，等等。
在具体的项目内容上，美国“记忆工程”侧重反

映当地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特色。如弗洛里达档案馆

与国家图书馆共同开展的“佛洛里达记忆”项目，该

项目将反映当地民俗文化、地理环境、重大历史事件

等的各类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并入库。目前，该资源

库共有５０多万个条目，并向佛罗里达州州民和其他
对佛罗里达州历史及文化感兴趣的公众提供数字资

源的分类型横向查阅、分专题纵向研究及特色资源

在线订购服务。［２］

“记忆工程”项目的直接作用就是将国家、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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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社区的档案资源进行整合，挖掘那些之前未能

被发现的各种档案资源，经过整理加工后向社会大

众展出，从而构建社会记忆。

（二）“公民档案员”思想的普及和应用

美国一直注重保存个人档案，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家庭中的个人档案有了更好地保存和分享途径，

该现象也引起美国相关学者的思考。

２００８年，美国档案学者考克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Ｃｏｘ）
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到了“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这一词
语。之后他又在文章中，对“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进行
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随着个人电子文件管理系

统管理水平的不断改进，档案馆难以接受个人以及

家庭档案，而家庭以及个人也不太愿意把这些档案

捐赠给相关的档案保管机构。在数字时代，每个人

都应该是档案工作者，我们整理和保存自己的档案，

并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３］

２０１０年４月，时任美国国家档案暨文件管理署
长的大卫·肖恩·菲尔里诺，在其官方博客上首次

以官方名义提出了“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的概念并对其
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美国国家档案暨文件管理署

不乏大量的纸质文件需要数字化或者转录，是否可

以改良档案工作者的日常工作方式、充分利用互联

网在协同合作方面的力量呢？借助于普利策奖获得

者、传记作家斯提尔斯（Ｔ．Ｊ．Ｓｔｉｌｅｓ）为完成其著作而
充分挖掘图书馆馆藏资源这一典型作为，菲尔里诺

认为，这就是“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的典范，即公民个人
能够结合自己的兴趣或是专长，充分利用国家的档

案资源进行研究、创作，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国家、社

会的档案资源价值。［４］之后，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开

通了“ＯｕｒＡｒｃｈｉｖｅｓ”的档案领域网站，开展了对美国
档案事业发展影响巨大的“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项目，
造就了一大批公民档案员。

（三）“参与式档案馆”思想的提出及实践推广

参与式档案馆是在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指导下展

开实践的。参与式档案馆承认参与的多方对记录拥

有责任、需求和发表观点的权利。它是由多个社群

根据尊重社群价值观、实践、信仰和需求而创建的，

为多个社群服务。参与式档案馆为不同的观点、经

验和需求提供了一个协商的空间，也提供了一种协

调两者的机制。［５］

美国的维基百科是参与式档案馆开展实践的一

个典型案例，高度开放互动是维基百科的重要特征，

无论年龄、性别、职业、地域，任何网络用户都可以直

接参与维基百科条目的编写。２００９年，维基百科
ＧＬＡＭ（Ｇａｌｌｅｒｉ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ｎｄＭｕｓｅｕｍｓ）合

作项目启动，以档案馆为首的多个文化机构与维基

百科开展交流合作，以开发各类信息资源。［６］在

“ＧＬＡＭ”项目中，档案工作人员与用户通过对资源
条目或评论信息进行添加标签的方式，共同参与档

案馆维基资源组织与整合。［７］

参与式档案馆概念的提出以及实践的开展，使

社会公众能广泛参与社会记忆的构建工作，通过与

官方档案机构的合作，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公众参

与构建社会记忆的热情，使社会记忆的构建过程更

加大众化。

（四）档案部门跨界合作参与构建社会记忆

构建社会记忆不应该是档案部门大包大揽的任

务，在各个学科交叉发展的今天，部门间的联系日益

紧密，跨界合作成为构建社会记忆的新途径。档案

部门将自己的馆藏资源与其他部门联合开发，进而

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档案展出的服务质量，

促使公众更快、更好地体验到馆藏资源，构建共同的

社会记忆。

美国的缅因记忆网就是档案部门通过跨界合作

实现社会记忆构建的经典案例。它是由历史学会、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２７０多个机构协同建设。
在网站建成前后的资金支持方面和整个网站建设过

程中，共有多个组织和团队参与，团队成员对１５０多
项历史藏品进行了数字化，还研究撰写了当地历史，

并在缅因记忆网内建立了在线展览和社区网站。多

方协同建设不仅为缅因记忆网项目提供了稳定和持

续的资金支持，还使得网站的在线资源越来越丰富，

网站功能越来越健全。［８］

（五）档案工作与新兴技术结合构建社会记忆

新兴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档案工作来说是一次自

我更新和挖掘档案资源潜力的机会。新兴技术一方

面为档案资源的挖掘提供新的技术与手段，另一方

面为档案资源的展出创造了新的表现形式。

特定历史时期、群体以及事件档案库主要使用

文本编码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对档案文献和各类

影音照片资源进行编码，再进行结构化处理，重新研

究历史事件。［９］美国的布朗大学图书馆实施的“开放

档案”（Ｏ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项目借助数字化技术和
索引编制工作，将美国总统图书馆的数千条纪录扫描

上传并归档，最终为研究美国、巴西两国关系提供参

考。［１０］

美国档案部门积极与高新技术公司开展合作，

充分开发馆藏资源，扩大档案产品服务对象的范围，

提升公众对于档案展览的体验感。美国国家档案馆

借助谷歌强大的内容制作技术，将展览在谷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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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ＧｏｏｇｌｅＡ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ｅ）平台上展出，扩大了
档案文化产品的受众范围。该项目运用谷歌地球和

街景视图艺术，突破了原有观赏的局限性，高达１０
亿的像素让公众在网上就可以在线浏览展览作品的

笔触特点。［１１］

（六）档案部门与社会媒体合作构建社会记忆

一方面，社会媒体保留着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

和各类资源；另一方面，社会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

使用群体广、覆盖种类全的特点，使得社会媒体逐渐

受到档案部门的重视和关注，为档案部门构建社会

记忆提供了新平台与新途径。凭借强大的社交媒体

平台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度，美国在社会媒体文件归

档工作中，走在世界前列。

美国曾发布多个关于社会媒体信息归档以及管

理条例，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总署（ＮＡＲＡ）曾发布
过《社交媒体文件管理指南》，用以规范社会媒体文

件的捕获、保管期限等方面。［１２］美国各州政府积极

与社会媒体合作，对社会媒体文件归档以构建社会

记忆。亚拉巴马州的档案与历史部门从２００６年起就
开始收集亚拉巴马州档案机构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页面、亚
拉巴马州的美国国会代表参议院的Ｔｗｉｔｔｅｒ、州政府机
构的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等。２０１０年４月，美国国会图书馆
和Ｔｗｉｔｔｅｒ签订协议，收集Ｔｗｉｔｔｅｒ公司的ｔｗｅｅｔｓ档案，
并建立规范的流程来接受与保存这些档案。［１３］

（七）档案工作与艺术工作结合构建社会记忆

对于美国的档案工作来说，艺术一直是与之结

合的“活跃分子”。作为情感体验与逻辑认知的统

一，艺术可以使传统档案中晦涩难懂的内容可视化，

并更好地向社会公众展出，以此构建社会的共同记

忆。

美国波特兰市档案馆曾开发过“驻场艺术家”

项目，该项目要求艺术家进驻档案馆，通过将他们的

艺术眼光运用到历史记录中来为档案添加新的维

度。在２０１８年初，美国地区艺术与文化委员会
（ＲＡＣＣ）选择了克莱奥·戴维斯（ＣｌｅｏＤａｖｉｓ）等人
的艺术家团队参加２０１８年波特兰档案馆的“驻场
艺术家”项目。这些艺术家与档案管理员合作，深

入研究纽约市的档案记录，并根据研究成果创作了

相关的作品，最后在档案馆展出。［１４］艺术与档案工

作的结合，不仅使得传统的档案展出更加容易为大

众接受，也为构建社会记忆提供了新的思路。

影像作为艺术的重要表达形式，在档案工作中，

同样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国家电影登记处

每年都会挑选２５部电影，展示美国电影遗产的范围
和多样性，以提高人们对保存的认识。这些电影并

未被选为有史以来“最佳”美国电影，而是对美国文

化具有持久重要性的作品。［１５］极具影响力的影视作

品被收纳进档案，不仅在源头上丰富了档案的资源

种类，也更容易唤起社会对于重大事件的共同记忆，

从而实现对社会记忆的构建。

（八）社群档案建设参与构建社会记忆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社会团体众多。因

此，社群档案就成了美国档案工作关注的重点。鉴

于美国的国情，社群档案的实践工作往往将视角集

中在特殊群体的方面，这些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处于

社会底层，因此多被主流档案馆排斥。

美国南部历史档案馆是一个以特殊群体档案为

研究对象的社群档案馆，帮助弱势群体建立档案，补

充除官方档案以外的历史纪录，从而构建对应的社

会记忆。南部历史档案馆鼓励社群成员参与建档，

让社群成员决定什么是重要材料并纳入社群档案馆

的保管范围，同时推出经验推广计划和未来档案工

作者培养计划，创建项目宣传网站，定期分享项目进

程和经验。［１６］

社群档案的建设对于构建社会记忆的意义十分

重大。在提倡构建社会记忆的今天，社群档案往往

是对社会公众生活的最真实的写照，是社会记忆不

可或缺的部分。建设社群档案，使得广大的社会群

体能够成为构建社会记忆的一分子，一方面修补与

完善了社会记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群体的身

份认同，提高了他们参与档案工作的积极性。

三、对档案工作在美国社会记忆构建中途径的

评价

美国档案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的途径中，既有

其本身的特色和优势，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弊端。对

这些途径的评价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可因其优点而

过分夸大，也不能因其缺点而过分贬低。

（一）优势

美国的档案工作相对发达，在构建社会记忆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１．公众参与度高，社会档案意识强
美国不仅由各个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合

作构建社会记忆，且积极吸纳民众参与构建社会记

忆，民众具有较强的档案收集与利用意识，全体公民

在有意识保管自身档案的同时，也让全社会形成了

一种共同维护社会记忆的趋势。民众的广泛参与，

能够激发其自身的身份认同，提高档案工作的积极

性，使构建社会记忆成为社会大众共同的职责。随

着民众档案权力意识的增强以及数字化技术为档案

工作带来的变革，民众广泛参与档案工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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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社会记忆的构建更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感。

２．重视特殊群体档案工作，全面构建社会记忆
美国在利用档案构建社会记忆的过程中，除了

传统档案工作关注的主流档案，一些特殊群体档案

也被重视，这些社群档案研究的对象为社会中的各

种弱势群体。鉴于美国多种族的国情，在档案工作

中只涉及主流的官方档案明显是不能适应社会记忆

构建要求的，特殊群体的档案为构建社会记忆提供

了细节内容。特殊群体档案工作的不断开展，使得

许多社会原本的边缘性群体能够通过档案找到认同

感，提升社会地位，构建的社会记忆也得到了更多民

众的认可，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和谐。

３．档案部门广泛开展跨界合作
美国档案部门与社会各界合作的历史悠久，且

与时俱进。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委员会创建的美国国

会图书馆员咨询小组，共同致力于保存美国的影像

档案。美国的档案部门也积极与社会媒体合作，如

亚拉巴马州的档案与历史部门与社交媒体的合作。

同时，美国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多方协作的社会记忆

项目，“缅因记忆网”就是一个由档案馆、图书馆等

多个机构协同建设的产物。此外，美国也将档案工

作与艺术相结合，将档案通过艺术家之手转变成艺

术品，再通过展览的方式构建社会记忆。可以说，美

国档案部门与社会各界广泛合作，为构建社会记忆

提供了多种途径。

４．社会记忆类项目较为成熟
美国对于社会记忆的构建十分重视，既有国家

级记忆工程，又有地区级记忆工程。各项目侧重反

映民族特点，着重与其他机构合作，制定标准，开设

网站，建设数据库，并采用多种方式宣传，不仅推进

了美国社会记忆的构建，且构建的途径十分丰富，具

体工作也已较为完善。美国的记忆工程项目多是以

记忆网站或者在线资源库为基础内容的，项目的成

立和发展模式已经较为成熟，都借助数字化平台发

布项目成果，供社会公众阅览。

５．制度规范较为完善
在社交媒体文件归档工作中，美国国家档案与

文件管理署发布的《利用 ＷＥＢ２．０和社交媒体网站
的行为准则及内容管理责任（ＮＡＲＡ指南 ８３１－
２）》、《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２０１４－０２布告》
与各联邦机构的社交媒体政策，一起组成了规范美

国社交媒体记录捕获归档的法规体系。［１７］

在档案工作的其他领域，美国也推出相关法律

条例。美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颁布了《国家电影保
护法》，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美国电影档案。在“记忆

工程”中，相关的成果网站也已制定相关技术标准，

以规范各项工作的有序展开。总的来说，美国档案

工作在法律和制度规范的建设方面还是比较完善

的。

（二）不足

美国档案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的途径中，也存

在许多问题和弊端，现就其不足方面做出简要分析。

１．档案工作体制和档案行政部门的职能存在局限
美国档案馆是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的内

部机构之一，主要职能是保存联邦政府各机关的档

案并提供利用，由于没有指导监督检查的职能，美国

档案馆的档案大多靠部门以及社会大众自觉的档案

意识来收集。美国的档案部门在社会记忆构建中，

也没有起到领导、带头组织的作用，主要的社会记忆

项目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

因为档案机关指导职能缺失，易导致档案收集

不全面，存在部分对于社会记忆构建有重要作用的

档案未被收集的现象，所捐赠档案的格式也并不统

一，对整理工作造成了较大压力。此外，由于指导职

能的不健全，档案机构也较难开展某专题的社会记

忆构建工作，该方面档案资源的缺失，会导致整个社

会记忆的构建不健全。

２．档案资源储备有限，基础建设不够完善
从１７８９年成立至今，美国的历史只有两百多

年，相较于一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美国国家的历

史较短，其从古老时期遗留至今的档案资源也相对

较少，总体的档案资源储备有限。

由于美国种族问题复杂，移民众多，为了扩大存

储的档案资源，美国在开发档案资源的过程中，将重

点放在了挖掘特殊群体档案资源以及倡导公民建立

个人档案等方面，但对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大多也只

是停留在挖掘层面，对于进一步的档案资源基础建

设力度不够，未能有强有力的档案部门进行统一指

挥与领导，整体的档案基础资源建设较为混乱，不利

于各地区各种类资源的分享。

四、结语

利用档案工作构建社会记忆离不开不同的时

期、地域特点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美国积极开展

“记忆工程”项目，提出“公民保管员”思想，档案部

门积极与社会媒体、艺术部门合作，同时也注重对社

群档案的建设，以此来构建社会记忆。根据对这些

途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任何国家或地区在构建

自己社会记忆的时候，选择的途径都要根据自己本

身的情况来决定，并不是其他社会记忆构建途径都

适用于任何地区和国家，对于构建社会记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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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要有清醒和冷静的思考，切忌“拿来主义”。

对于我们档案工作者来说，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

道德素质，履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

使命与责任，才能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档案工作和构

建社会记忆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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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浪费米粮告示》探析

胡安徽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１１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贵州省教育厅课题“明代贵州政区资料整理与研究”（２０２０ＪＤ０２３）
作者简介：胡安徽（１９７１—），男，河南唐河人，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和中共党史研究。

摘　要：黄宗汉《严禁浪费米粮告示》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主要包括节约米粮的重要性、川民浪
费米粮的表现、对浪费米粮者的惩治等。黄氏颁布《严禁浪费米粮告示》的背景与四川大部分地区

所处环境如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土地质量低下、水利设施落后等关系密切，还与自然灾害和清政府一

贯的粮食政策有一定关联。

关键词：《严禁浪费米粮告示》；黄宗汉；节约粮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１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９；Ｋ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６３－０５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俭朴节约的民族。俭朴
作为一种美德，为智者仁人所大力倡导和弘扬。无

论是社会实践还是文献记载，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

种民族性格和优良传统。《荀子》：“强本而节用，则

天下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１］

《礼记》：“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２］

《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３］

《三国志》：“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

节用也。”［４］《后汉书》：“节用储蓄，以备凶灾。”［５］

《杜牧诗集》：“艰难同草创，得失计毫厘。”［６］《新五

代史》：“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７］《增广贤

文》：“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

纵。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

常富。”［８］这些充满智慧和辩证思想的至理名言，从

正反两方面议论，既昭示了勤俭节约在国家治理中

的重要作用，也彰显了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品德。除了这些著作及其论述，《严禁浪费米粮告

示》也是一篇专门论述节约的文章，然学界对其关

注甚少，故而本文拟对《严禁浪费米粮告示》略做探

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严禁浪费米粮告示》简介

为便于说明和为研究者提供资料，现将《严禁

浪费米粮告示》原文辑录如下：

为严禁浪费米粮以裕民食事。照得民

以食为先，食以米为贵。古者耕三余一、耕

九余三，原以年岁丰啬无常，旱涝莫测，若

不未雨绸缪，难免临渴掘井，故必日用有

节，庶可凶歉无虞。人之于米粮，所系甚

大，岂可稍有浪费哉？本督部堂莅任后，访

得川民不惜五谷，且有靡费多端，正在饬属

查禁间，即接据有人联名呈，称伊等籍隶川

中，家居畎亩，于稼穑之艰难、市井之情形

最为熟悉；川省产米本广，近年因烤酒熬

糖，以及染坊洗浆等事，将米粮耗费过多，

是以前次雨泽愆期，栽插不时，正恐秋收歉

薄，米价即陡然腾贵。其实并无凶荒之象，

皆缘牟利之徒罔知惜，禄户鲜盖藏所致，恳

请通饬示禁。前来本督部堂查，染色洗浆

不过取衣服之鲜明，煮酒熬糖仅可供口腹

之嗜好，既非必需之用，即不当任意浪费，

除禀批示并通饬各属访查外，合行出示严

禁为此。仰属军民诸色人等知悉，自示

之后，尔等开设
!

房、糖房之家，从前有以

大麦、芋麦、
"

米酿酒者，以红苕、芋麦、白

米熬糖者，开设染坊之户，有以白米调浆刷

染者，洗浆衣服以米磨粉和匀者，务念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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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粟为养命之所需，黄粱白黍亦物力之维

艰，切勿唯利是图，仍前作损食之浪费，当

思生财有道，从兹存惜福之恒心，则天和时

顺，家庆年丰，永无旱涝之灾，咸享饱暖之

福。本督部堂系为尔民足衣足食起见，倘

敢阳奉阴违，暴殄浪弃，由地方官访查得

实，差唤到案，从重枷责，以示惩儆，其团首

约保及一切在官人役，如遇所管团甲暨里

邻内，有前项浪费米粮之户，癨许赴监管衙

门禀呈，听候官为查明办理，以杜栽诬蝬索

之弊，倘有挟嫌妄禀，以及书差私行拘籋，

借端诈扰，亦即严行治罪，勿稍宽贷，各宜

禀遵，毋违特示。［９］

这篇文章出自《晋江黄尚书公全集》，作者是清

代黄宗汉（约１８０４—１８６４）。黄宗汉，字秀云，号寿
臣，晋江（今福建晋江市）人，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
进士，授兵部主事；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出任浙江巡抚，
时值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湖州一线漕粮搁浅，为保京

师粮食供应，他将漕粮改行海运，保证了京城的粮食

供给，同时又采取措施有效地解决了清政府江南大

营的军饷难题。因其海运和漕粮运输有功，咸丰四

年（１８５４）九月升任四川总督。此文是其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八月所颁布。

二、《严禁浪费米粮告示》解析

《严禁浪费米粮告示》主要说明了以下三个问

题：

其一，节约米粮的重要性。黄宗汉在告示中的

第一句话“为严禁浪费米粮以裕民食事”即明确了

该告示的目的：严厉禁止浪费米粮，以便粮食宽裕。

接下来他又开宗明义指出“民以食为先，食以米为

贵”，表明了米粮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古者

耕三余一、耕九余三”，意思是三年、九年的辛勤耕

耘，在正常年成下，才能有应对一年、三年灾荒的储

备，可见收获来之不易、节粮势在必行。另外，每年

米粮的收获并无定数，旱涝灾害也无法预测，如果节

约粮食，“则天和时顺，家庆年丰，永无旱涝之灾，咸

享饱暖之福”；如果浪费粮食，就会像临渴掘井那

样，且会造成“米价即陡然腾贵”。一正一反的鲜明

对比，节约或浪费米粮的孰是孰非，昭然若揭。在此

基础上，作者又指出，只有平日节约粮食，才能不担

心荒歉之年。黄氏在文中所谓“人之于米粮，所系

甚大，岂可稍有浪费哉？”是提醒川民认识节约米粮

的重要性。正因为米粮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又存

在着浪费米粮的现象，故而有必要倡导节约、制止浪

费，否则将贻害无穷。黄宗汉对米粮重要性的阐释，

体现的是一种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之执政理念。

其二，川民浪费米粮的具体表现。米粮很重要，

但川民尤其是商人却并未珍惜，“且有靡费多端”，

主要表现在用大麦、芋麦、
!

米酿酒，用红苕、芋麦、

白米熬糖，用白米调浆刷染、洗涤衣服等。民以食为

天，大麦、芋麦、
!

米、红苕、白米等本是百姓三餐之

必需品，但却被大量用在三餐之外，用到不该用的地

方，这是浪费现象的另一种表现。就文章的表述看，

不仅存在着浪费而且浪费极为严重。“染色洗浆不

过取衣服之鲜明，煮酒熬糖仅可供口腹之嗜好，既非

必需之用”，此语中肯地指出米粮用在这些方面价

值不大，并非生活之必需。而且，这种浪费很容易造

成米价飞涨。因此，黄宗汉希望川民“务念粒米颗

粟为养命之所需，黄粱白黍亦物力之维艰，切勿唯利

是图，仍前作损食之浪费”，不要随意浪费粮食。黄

氏言之恳切、情之笃深，在告示中显而易见，显示了

一位父母官的良苦用心和责任担当。

其三，对浪费米粮者的处置。事物总是有正反

两个方面，如果说黄氏阐释节约米粮重要性的话语

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正面的劝说引导，那么对

浪费粮食者绳之以法、坚决打击，则是反面的约束惩

治。告示末尾：假若有人敢阳奉阴违，暴殄浪费，则

由地方官访查实情，传唤到案，从重处理，以示惩儆。

同时，为确保依法制裁浪费米粮之人，避免栽赃诬陷

勒索徇私报复等弊端的发生，黄氏还要求地方吏役

马弁，如果遇到所管辖区内有人浪费米粮，先要到衙

门禀呈，等待官府查明办理；倘若有人诬陷徇私，或

是擅自拘捕处理，将严惩不贷。这样既做到制裁符

合程序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由此看来，黄宗汉

颁行这份告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故而制定的措施

对制止米粮浪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总而言之，黄宗汉《严禁浪费米粮告示》摆事实

讲道理，正反结合，观点鲜明，既动之以情又严之以

法，要求川民对粮食务必节约、严禁浪费。黄氏此文

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代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严禁浪费米粮告示》颁行的动因

黄宗汉之所以颁布《严禁浪费米粮告示》，与当

时四川所处环境关系密切。换言之，这是四川当时

实际情况的必然选择。

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粮食不仅关系着百姓的

日常生活，更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中

国历代王朝中有作为的帝王和地方官员无不重视和

关心粮食的生产和储备，前揭古代名言警句“节用

储蓄，以备凶灾”“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等即是明

证。为此，上至皇帝下至府县官员，都会想方设法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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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础设施搞好，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黄宗汉

也不例外，他１８５４年就任四川总督，１８５５年颁行此
告示，告示中的“照得”一词，意即“查察而得”，由此

而言，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对当时四川地区农业

的基础状况和基本条件进行了调查，对相关情况有

了较为全面和详细的了解。

古代社会，粮食生产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而且

与劳动力的数量和土地面积、质量、水利工程等有密

切关系。四川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分布、

土地面积和质量、水利工程等，决定了该地域粮食生

产颇不平衡。成都平原由于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

溉便利、人口密集等条件，粮食生产较为富足，素有

“天府之国”之美誉。有清一代，该地粮食生产依然

充足，如汉州府（即今四川广汉市），“村落平壤，古

称膏腴，食藉耕作，衣藉纺绩，其地蔬果鮉粆，不待外

求”［１０］。但也必须提及的是，在宋代，该地已是“地

狭而腴”“无寸土之旷”［１１］。这就是说，宋代成都平

原的土地数量已经满足不了众多人口对土地的需

求，即人多地少。清代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剧，据统

计，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成都府（即今四川成都
市）滋生丁口５４８４２７２，田地６８１８８２８亩［１２］，人均约

１．２亩。人多地狭的状况无疑会对粮食生产和需求
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成都平原之外的四川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较

为恶劣，土地质量低下，水利设施落后，导致粮食生

产存在不少问题。如雅州府（即今四川雅安市），

“山崇岭峻，绝少平畴，鹄面鸠形，尤伤土满”［１３］８９，

“地气严塞，不生五谷，山皆不毛，人皆野处”［１３］１５１，

打箭炉（即今四川康定市），“瘠土不毛，惟播州青稞

莞芀”［１３］１４４。“山 多 无 田，民 种 青 稞，因 无 水

利。”［１３］１５０再如理塘县（即今四川理塘县）：“土皆沙

砾，百谷不宜，纵横百里内不生寸树。”［１４］兴文县

（即今四川兴文县）：“环绕皆山，并无沃野。”［１５］１１３

渠县（即今四川渠县），“虽有大江小溪，然皆岸高水

低难于筑堤，故无水利可言”［１６］。汶川县（即今四

川汶川县），“九石而一土”，［１７］农业生产环境颇为

糟糕。梓潼县，“山峦肞?而迭出，石田硗确而莫

耕”［１８］２７。荥经县（即今四川荥经县）：“邑山多田

少，产谷无多。”［１９］罗江县（即今四川罗江县）：“河

堰水田颇少，陂岭山地十居六七。”［２０］高县（即今四

川高县）：“山邑也，似无水利可言。”［２１］２１１大竹县

（即今四川大竹县）：“多山而无大河流，三山之产物

较逊于两漕，而东西两山，视中山则又逊焉，平日米

价之低昂，恒视外县有无输入以为定，而一切服食器

用，其仰给外输者尤为不少。”［２２］此类记载在清代和

民国四川方志中俯首即拾，反映了该地域自然环境

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

正因为如此，四川不少地区的土地面积增长缓

慢，如清溪县（即今四川汉源县清溪镇），康熙二十

年（１６８１）至雍正七年（１７２９）间，“原载中下田共五
十七顷二十九亩八分二厘八毫六丝”，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中下田地共壹百陆拾壹顷陆亩叁分柒毫伍
丝玖忽［１３］１３０。从康熙二十年到雍正十二年共 ５３
年，清溪县土地面积平均每年增加约２顷，相当缓
慢，而且土地仅有中下田而无品质好的上田。再如

叙州府（即今四川宜宾市），雍正六年（１７２８）上中下
田地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五顷四十九亩四分三毫五丝

九忽二微九尘九织，嘉庆十年（１８０５）上中下田地二
万八千一百顷六十五亩五厘［２３］。自雍正六年至嘉

庆十年共７７年，叙州府土地面积年均增长约８５亩，
极其缓慢。土地是粮食之母，土地面积增长缓慢自

然不利于粮食的生产。此种状况无疑会给百姓生活

带来一定困难，如雅州府：“家鲜盖藏，无大殷实”，

“地瘠民贫。”［１３］１３０又如长寿县（即今重庆长寿区），

丰年有余，荒歉之年则“仅足供饔
"

而已”［２４］。再

如梓潼县（即今四川梓潼县）“地瘠民贫”［１８］４２９。高

县“惟是饔
"

粗给，终鲜储藏，故虽少凶荒之患而亦

无巨万之财”［２１］４１３。

四川地区在粮食生产上除了自然环境条件较差

外，自然灾害对川民粮食生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关于清代四川地区自然灾害的记载很多，略举数例：

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兴文县：“禾已吐秀叶红，稻
田水尽赤，气腥砄，秋仅收十分之一，春米食之多腹

泻。四十三年大旱，次年春夏间斗米千钱。”［１５］６１１汉

州府，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四月二十日酉刻，“治东大雨
雹，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李子，偃倒菜籽大麦小麦暨竹

木房屋不计其数，此灾甚烈”；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夏
大旱，四月不雨，五月十九日小雨，禾尽枯，至六月十

一日，始大雨，水发山陂，河坝无水灌者，颗粒无收，

惟近灌县大堰水田收几成”［２５］。彭县（即今四川彭

州市），“咸丰三年癸丑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七

月。同治五年癸酉，秋七月，大淫雨，稻熟不

收”［２６］１０５６。汉州和彭州市均地处号称“天府”的成

都平原，在灾害来临之际仍然“禾尽枯”“颗粒无收”

“稻熟不收”，则“天府”之外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

区在灾害面前的情况更不容乐观。荥经县（即今四

川荥经县）：“道光十八年大饥；咸丰四年四月雨雹

伤稼。”［２７］８３２此类记载甚多，表明清代四川地区自然

灾害的频繁和危害之重。学界研究的结果也表明，

从１８世纪后期到１９世纪前期是四川自然灾害由少
·５６·



到多和由弱到强的一个转折时期［２８］。

自然灾害对四川地区农业和粮食生产带来相当

不利的影响，从而对川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如

荥经县，“自壬寅癸卯甲辰三年歉收，坝田犹有三四

分，山田山地有颗粒俱无者，连岁饿死及迁徙流离约

减人丁一万有奇，十年之生殖恐不敌此三年之死亡

也”［２７］３８６。文中所谓壬寅癸卯甲辰三年即 １８４２、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三年，“十年之生殖恐不敌此三年之死
亡”，足见当时因饥饿和迁徙流离的死亡人数之多。

庆符县（现属四川高县）：“乾隆丙辰年大旱，丁巳年

谷价高昂，至戊戌又旱，己亥年谷价高昂，人民饿死

者十之二三焉。”［２９］秀山县（即今重庆秀山县），道

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夏大饥，斗米钱四千有奇”。
原书解释曰：“比年凶荒，居民流离，平时米价一斗

值钱千数百，今三倍其常价。民多取石粉为食，死者

道路相望焉。”［３０］筠连县（即今四川筠连县），嘉庆

十九年（１８１４）：“大饥，民以野菜与白泥充食，呼为
观音粉。”［３１］４０３南川县（即今重庆南川区），道光二十

年（１８４０），“是年歉收，米价昂贵，贫民无所得食，掘
白泥果腹，号观音粉”。该县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
夏，“禾叶被虫食且尽，民苦无收，大饥。多全家逃

入贵州”［３２］。如此众多的记载彰显了当时四川地区

自然灾害的严重以及川民生活受灾害影响之严重，

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粮食生产对川民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以上分析表明，黄宗汉颁行《严禁浪费米

粮告示》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

四、余论

上述资料显示四川相当一部分地区颇为不利的

粮食生产条件，以及咸丰及其之前四川地区的自然

灾害和对川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四

川地区风俗的变化也让人担忧，如筠连县，“清初，

习尚勤朴素俭。乾嘉以还，日趋侈靡”［３１］５２７。侈靡

之风的出现毫无疑问会带来对粮食的过度消耗。作

为该时期四川总督的黄宗汉不可能不对此有所了

解，再加上咸丰二年（１８５２）他在任浙江巡抚时曾负
责京师的粮食供应，对粮食重要性的认识清楚，当其

莅任四川总督之时，经过调查发现当地浪费米粮的

社会现象，他随即颁行《严禁浪费米粮告示》，这既

在情理之中，又顺应了当地、当时社会现实的要求。

实际上，四川地区一些地方官员比黄宗汉对于米粮

重要性的认识更进一步，如彭县官员认为：“害谷者

曰蓝靛与烟叶，妨食者曰烧酒。”［２６］２８６彭县官员不仅

认识到烧酒对粮食的消耗，更认识到种植蓝靛和烟

叶抢夺了种植稻谷的田地，而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

无疑会影响到粮食的产量和储备。

黄宗汉禁止川民浪费米粮的告示与清政府一贯

的政策也有关系。乾隆时期，由于人口不断增多，灾

害频繁，粮食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连沿海产粮地区也

不例外。为了保证粮食供给和抗御自然灾害，清统

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禁止大米出口、禁止襪曲

烧锅、禁止奸邪商人放青囤积、鼓励外洋贩米来华、

鼓励粮食流通买卖、开仓平粜、运丰补欠等［３３］。黄

氏禁止用米粮烤酒熬糖、染坊洗浆无疑是上述政策

的继承和延续。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

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

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

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

创辉煌的重要保证。”［３４］探析黄宗汉《严禁浪费米

粮告示》的内容及其提出的背景，不仅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该文的历史价值，传承优秀文化，而且有

助于我们认识当前党和政府提出的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意义，培养珍惜粮食的良好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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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王寿松，等修，李稽勋，等纂．光绪秀山县志·卷三，官
师志，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刻本［Ｍ］．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６：２０７．

［３１］祝世德，纂修．民国筠连县志·卷六，要事志；卷七，人
文志，１９４８年铅印本［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３２］柳琅声，等修，韦麟书，等纂．民国南川县志·卷一三，
前事志，１９２６年铅印本［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１１９７．

［３３］叶志如．乾隆朝米粮买卖史料（上）［Ｊ］．历史档案，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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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新华社．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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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资料探析

陈清莲
（贵州师范大学 图书馆，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长征时期民间对红军医疗救护资料辑录与研究”（１８ＢＤＪ０５５）
作者简介：陈清莲（１９７１—），女，河南唐河人，硕士，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图书文献研究。

摘　要：红军长征文献载有丰富的疾病信息。文章重点对战伤、疟疾、脚伤、肠胃病等疾病资料
进行了研究，并对防治疾病的医方验方做了探析。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信息具有资料丰富、立场

鲜明、充满地方特色、编纂主体多样化等特点。开展对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资料的研究，既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长征文献；常见疾病；医方验方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６８－０５

　　红军长征文献是指红军将士们在长征过程中以
及长征胜利后撰写的各类题材的作品，如长征日记、

回忆录等，以及学界在研究红军长征过程中挖掘整

理的各类资料。红军长征是在极为罕见和特殊的情

况下进行的，既面临着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又面临

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疾病成为红军长征中遇到

的另一种“敌人”，它们是威胁红军将士生命和健康

的重要“杀手”。红军长征文献载有丰富的疾病信

息，包括呼吸系统、内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

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传染病、皮肤病、外科疾病

等多种类型的疾病。有学者认为，常见的有战伤、疟

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胃病、肠伤寒、肺炎、伤风、

冻疮等。［１］美国学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日记》中指

出，疟疾、腹泻、感冒、伤口溃烂和脚痛是常见疾

病。［２］５８就笔者目之所及，红军长征文献记录最多的

是战伤、疟疾、脚伤、肠胃病等疾病。学界对这些资

料的挖掘利用仍有一定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对红

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信息略做探析。

一、常见疾病

（一）战伤

红军长征途中几乎每天都要打仗，都会造成伤

亡，“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

３００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３］牺牲如此之大，

负伤更是家常便饭，故而战伤是文献中记载最多的

疾病。战伤主要是枪伤、外伤，如果不能及时治疗，

往往会引起其他疾病。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

在《长征日记》中记载：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３日，敌机八
架轮番向红军阵地扫射轰击，造成３０余人伤亡，其
中三营通讯班班长刘挺楷大腿被打伤。［４］时任红一

军团政治部秘书的童小鹏在《残酷的轰炸》中对战

伤的记载尤为翔实：“碎片，泥土，树枝，以致被炸战

士的衣肉，均纷纷飞起来。”“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

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

流，……他们的知觉失去了，身体破碎了：有些头颅

已经破碎，脑浆流在地上；有的是手足已经炸断，残

缺不堪；有的是身躯已经溃烂，五脏分裂；甚至有些

炸得体无完肤，炸得骨肉碎裂，撒在地上，而肢体竟

被挂在树枝上，鲜血淋漓，带着的破碎衣片，尚燃着

火冒着烟；很多尸体，已认不得是谁了。”“一丛绿森

森的松林已经成为脱叶萎枝的枯柴一堆，很好憩息

的荫地已成为血肉横飞、尸体狼藉的血腥场所了。”

这是对敌机轰炸造成的战伤的总体描写，从中看出

红军战士伤势之惨重。该文还对单个红军战士的战

伤进行了特写：“受了伤的阴大生、郭承祥摸着伤口

蹒跚走了过来，满身都沾着泥灰，面孔已是现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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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衣裤已为鲜血染得湿透了。他凄凉地对我说：

‘我负伤了，请叫卫生员来上药……哎哟！’”［５］该段

文字中的“衣裤己为鲜血染得湿透了”从正面、“蹒

跚”“青色”“凄凉”“哎哟”从侧面，直观描述了两位

战士战伤的严重。贺炳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在湘
黔边界的瓦屋塘战斗中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止血

急救包打开一个又一个，绷带缠了一条又一条，血还

是止不住，他右臂的骨头被打碎，只剩下几根筋连

着。贺炳炎的战伤没有有效处理，后来引起感染、发

烧，不得不截肢。［６］２２在贵州毕节的哲庄坝战斗中，

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余秋里的左臂，露出骨头和筋腱，

胳膊当即垂落下来，血流不止。由于缺医少药，他的

伤臂迟迟不能痊愈，后来因感染又引起了高烧。［６］９８

在娄山关战斗中，敌人的枪弹撕开了钟赤兵右小腿

上的一大块肉，血如泉涌，一连包了十多层破布，血

还照样向外浸。钟赤兵在遵义做了手术，伤口不幸

感染，腿肿得分不清大腿和小腿，高烧持续不退，半

个月内竟然做了３次截肢手术。［６］１３６一名红军战士
在回忆录中说：“一颗子弹打在我的左小腿骨上，骨

头都打去半边。”［７］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这些战伤

都特别严重。还有一些文献对战伤的记载相对模

糊，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在同敌人争夺遵义

城老鸦山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８］《红军长征在贵

州史料选辑》记载：１９３５年１月青杠坡战斗中，一名
红军战士腿部负伤，一名战士肩部锁骨受伤，被当地

百姓救护。［９］伤势程度如何并不明确。还要提及的

是，因战伤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很容易诱发或转换

成其他疾病。文献记载，中央警卫班班长刘贵祥受

了战伤，伤口发炎引起了高烧不退。［１０］

（二）疟疾

疟疾俗名打摆子、打脾寒、发寒热，西医认为它

是人感染了症原虫而引起的疾病，而蚊子是传播疟

原虫的媒介；中医认为，疟疾的形成大都是由于感受

暑热、风寒等病邪，留滞体内，成为疟邪而引起，人体

抵抗力降低，疟邪乘机而起，便会导致疟疾的发

作。［１１］疟疾是我国常见多发的传染病之一。长征期

间，红军战士几乎每天都是风餐露宿、顶风冒雨，途

经的也多是密林和人迹罕至之地，这些地方正是蚊

虫肆虐的地方，因此，疟疾既是红军常患也是威胁红

军极为严重的疾病之一。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因患疟

疾而只能靠担架抬着行军；任弼时转战贵州黔东地

区时得了很重的疟疾；萧锋在长征途中突发疟疾，幸

好在懋功休息几天，病情才有好转。此类记载在有

关长征的文献中颇多，反映了疟疾确实是当时威胁

红军的主要疾病之一。耿飚所害疟疾尤为顽固，从

长征出发前到进入贵州黎平，疟疾就一直纠缠着他，

即便在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之际，疟疾依然不放过

他，因疟疾发作而使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

有，只好坐在地上指挥。［１２］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

记录了朱德总司令长征时期也曾患过疟疾，“虽患

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１３］。普通士兵同样

患疟疾，萧锋《长征日记》记载，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３日，
红军经板桥，过北盘江河到牛场、者相宿营，吴富善

发疟疾，幸运的是他半夜就好了。［１４］李真《挺进黔

东》对一个从事护理工作的红军战士患疟疾的情况

有细致描述：“看护班小梁发疟疾，他先在石涧岩头

上睡着了，脸烧得通红，手脚滚烫。过一会，他又冷

得上下牙齿打战。他爬起来钻进打谷场的稻草垛

里，仍然颤抖得使草垛直晃荡。摆子打过之后，他钻

出草垛，扎紧腰带，背起药兜，定睛一看，在田埂上休

息的是最后尾的收容队，急得他赶快跑步去追自己

的队伍。”［１５］这段文字不仅说明小梁确实患了疟疾

而且描绘了疟疾的症状“脸烧得通红，手脚滚烫”

“冷得上下牙齿打战”。另外，还用“急得”“赶快跑

步”等文字去彰显红军医护人员忠于职守、以事业为

重的崇高精神。陈伯钧在广东佛子岭时得了疟疾，

“又吐又烧，苦不能当”［１６］７３。时任中革军委三局副局

长的伍云甫在其日记中记载，１９３５年９月，他在四川
阿坝一带，“头痛，身体发冷、发烧”［１６］７３６。１９３６年８
月２１日在甘肃中堡，“是夜大病，发冷，发烧，周身甚
痛”［１６］７７２。这显然是疟疾的病症。材料也说明伍云

甫多次患疟疾。有些红军战士的疟疾与其他疾病并

发，姚醒吾长征之初患伤寒病，接着又染上了疟

疾。［１７］

（三）脚伤（足疾）

长征时期，红军将士“双脚走天下”，而且基本

走的是羊肠小道、崎岖山路，还要钻山林、穿荆棘，因

此，脚伤特别常见。贺龙在转战乌蒙山时患了严重

的脚疾，脚板上裂出一寸长的口子，往外渗血，起初

用凡士林膏抹擦，后来凡士林膏用完了，只好用火烤

来消炎。［１８］董必武过草地时，原来溃烂的脚再度发

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污泥草地上

拖。［１９］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贵州黎平患脚疾，

几天后不仅未愈，反而加剧，只好用担架抬到宿营

地。［１６］７３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军需科科长隰志良因

脚上生疮，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只好用担架抬着

他。［１６］４０９材料表明董必武、陈伯钧和隰志良的脚疾

特别严重。某些时候，脚伤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引起

其他疾病，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科长赵右

脚负伤后，经包扎治疗，本将痊愈，因行军时将结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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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掉，又未及时采取措施，继续行军走路，结果发生

刺痛，脚痛加重，溃疡面扩大化脓，而且因伤口感染

又引起了高烧到摄氏４０度。［１６］４５１脚伤很多时间是
群体性疾病，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对此

有明确记载：“旁边战士说：‘卫生员，请你拿点药出

来擦一下我的脚。我这脚起了几个泡，痛得很！’”

“那边又有几个战士说：‘我的脚痛了，大约也是起

了泡。’”［２０］显然，脚伤的不止一个人，是许多战士。

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也注意到了红军的脚病是

个大问题，因为许多战士脚上长水疱和脓疮。［２］６１

地方百姓的回忆录对红军战士的足疾也有较多

记载。红军在离开贵州黎平时将一个双脚肿得像小

冬瓜大的红军战士安置到当地百姓家。［２１］红军战士

朱云章到贵州台江时，因脚走伤留在了当地，另一战

士赖远光也因脚伤不能行走留了下来；红军战士何

胜隆因双脚肿痛追不上部队而流落到贵州施秉新

城；红军过黔东南谷陇时，几名战士的脚肿得不能行

走，只好留在当地。［２２］红军战士朱炳山脚受伤肿了，

实在走不动便留在了纳雍。［２３］

有些脚疾则是由战伤引起的。红军战士李世彪

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右脚板［２４］，朱镇中在广西全州

同敌军激战时被子弹打中左脚踝［２５］，红３４师传令
班长林中辉被民团用机枪打断了右脚脚掌［２６］，红军

在遵义期间，高家住了几个红军伤员，其中有两个断

了脚板［２７］。

文献对红军战士脚伤的记载特别多，从另一个

侧面表明了脚疾在红军长征中尤为常见。也正因为

脚伤无法行走，跟不上大部队，这些红军战士被留在

了民间接受百姓的救护。

（四）肠胃病

肠胃病是一类疾病的俗称，包括腹胀、腹泻、胃

溃疡、痢疾、恶心、呕吐等。长征途中，红军的饮食和

卫生得不到保证，饥一顿饱一顿甚至很长时间吃不

到饭是常态，有时候只能吃野菜、树叶树皮、变质食

物等，故而肠胃病也是困扰红军的主要疾病之一。

陈伯钧曾在日记中记载：“最近天气欠佳，夜，风大，

甚冷。兼之吃东西不注意，衣服较少，住地不卫生，

生病者较多，大半是肠胃病。”“近来营养不济，肠胃

生病。”［１６］１１６可见肠胃病在战士们中间颇多。时任

中革军委三局副局长的伍云甫在日记中写道：１９３６
年３月２２日在四川道孚县，一个夜间突然腹部剧
痛［１６］７５５，这显然是肠胃病的病症。红一军团政治部

秘书童小鹏在其《军中日记》中说：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４日
在湖南城口县因吃鸭导致肚胀［１６］７８２；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４
日，部队会餐，本想多吃点，“可惜近日消化不良不能

多装！”［１６］８１９贺龙长征中因吃了变质羊肉而患中毒性

痢疾。［２８］红二六军团两名患痢疾的红军曾流落到贵

州赫章县安万庆家。［２９］肠胃病有时是集体性的。红

一军团运输队途经贵州湄潭时，２０％的人员发生肠
炎、腹泻。［１６］４５１红军进入藏区后，由于天气反常，忽冷

忽热，伙食又无油、无盐、缺菜，多日以煮青稞、苞米当

饭，所以腹泻肚胀、消化不良等病大量发生。［１６］５５２

张量《爬雪山》对腹胀的原因、处理方法有生动

描写：“我们炮兵营自长征以来，已有三个月没有吃

上盐巴了。每天吃的不是青稞就是大豆。而这些东

西又没有磨成面粉，所以吃了就胀肚子。爬山时，同

志们用两手不时地按摩着自己的腹部，走一二十步

就要按摩一次，我们叫它‘人工消化’。在腹部发胀

时，只能挺起胸走，不能弯下腰，这就妨碍了爬山的

行动。”［３０］患痢疾的病人非常痛苦。１９３５年９月中
旬，某战士患了痢疾，行军时走一会就得蹲一会儿，

拉得瘦弱不堪，脸无血色，嘴唇发青。［１５］红军女战士

李坚贞因吃了半生不熟、嚼也嚼不烂的肉导致拉肚

子，行军时双腿发软，最后掉了队。［３１］３９６邓颖超过草

地时拉肚子，浑身气力衰竭，最后两天常常是骑五分

钟的马，就要下马在路旁躺十分钟；出了草地，她在

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才缓过神来，三分像活人七分

像死人，奄奄一息，人们甚至担心她活不成。［３１］３９９消

化系统疾病甚至会威胁人的生命，红一军团运输队

监护连司务长周明玉，当天看着还是好好的一个人，

当晚突发肠胃病，不到天亮就去世了。［１６］５５２

除了上述较为常见的疾病外，还有一些疾病不

容忽视。一个是眼疾。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长征

途中本人患了眼疾，他所在部队的战士眼肿者十有

八九［１６］１９９，可见数量不少；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

计科科长赵左眼角膜被砸伤，又发了炎，造成溃

疡，疼得厉害，严重影响了工作［１６］６４６。《红军长征的

故事》记载：红三军团的一个炊事班班长，出了贵州

就闹眼病，两只眼红通通的，肿得像个桃，开始，眼睛

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水来。［３２］１９１另外，雪山上和

其他高地引起雪盲［２］５８，也一定程度对眼睛造成伤

害。更要提及的是，红军长征途中还有一些烈性传

染病，如伤寒、霍乱等。《红军长征的故事》记载：战

士邓仕俊战伤伤口还没好，又害起伤寒。［３２］１７９索尔

兹伯里《长征日记》称，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也曾得过

伤寒。［２］４３红二军团第五师政委谭友林长征途中也

患过伤寒，［８］红一军团某运输员在甘肃松岗患了霍

乱，上吐下泻。［１６］５８６所幸的是，红军医务人员对这些

烈性传染病高度重视，采取了得力措施，如隔离、专

人护理等，很快将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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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说明的是，伤风感冒是红军长征中最为常见

的疾病，一般情况下靠自身免疫能力就能抵御，除非

重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正因为此，长征文献对其记载

并不特别多，只是对重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有所关注，故

而本文未单独分析，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常见疾病。

疾病给红军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据学者研

究，因水土不服、痢疾等疾病，以及持续行军造成的

严重疲劳，使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在到达

湘江之前减员了２．５万人，伤病是红军战斗失利的
重要原因之一。［３３］

二、应对疾病的医方验方

有了疾病必须应对，否则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量和战斗士气。红军医务工作者和广大民间百姓，

采取诸多措施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由于红军部队的

医疗条件极差，药品奇缺，治疗能力有限，不少伤病

员是用验方和偏方治愈的。

就文献记载看，长征途中，红军医务人员就地取

材，采用中草药、土方土法等各种手段，为伤病员医

伤治病。每次行军前，医务人员都要指导战士们穿

好草鞋，避免打脚泡或磨破脚，打绑腿不要过紧过

松，有水壶的装好开水，在行军中不要喝生水。在小

休息或大休息时，都以班或排为单位，挖一临时厕

所，离开时掩埋。每次休息，卫生员都检查病号，请

卫生队医生医治，并指导“倒脚”活动，增进下肢血

液循环，防止静脉曲张和下肢溃疡的发生。［３４］

除了红军医务人员对疾病的应对，民间百姓也

是救护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初期，耿飚所率

部队在大雨中与敌人激战，不少战士伤风感冒，在广

西天堂圩被当地老中医用宽中理气汤治风寒，为伤

员敷上了接骨生肌的药膏，对有风寒腿、腰背疼的人

则施以针灸；对耿飚的顽固性疟疾则用祖传秘方治

疗，主要成分是去掉头足的斑蝥，以桂圆肉赋型，一

剂共为九丸，九丸又分三服。老中医又叮嘱红军多

吃七叶灵芝草（即大蒜），有病可治，无病亦防。因

为大蒜有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的功效，所以老中

医的民间验方，后来在长征途中试用，对红军预防和

治疗疾病有积极作用。［３５］战士们用酒和樟脑液洗脚

来止痛消肿，用布绑腿包扎腿脚，以防止茅草和带刺

的植物划破和割伤腿脚［２］６１。注射樟脑和闻闻食盐

有助于恢复呼吸。［２］６２针对红军因为海拔高、空气稀

薄，出现晕眩、呕吐等高山反应，当地百姓给出了

“以白糖和水饮”的验方［３６］。小腹部有硬块，只用

温水疗法即可痊愈［１６］１８３。肚痛可服用中草药吴庚

子（即吴茱萸），几分钟就好了。［１６］４６２角膜发炎可注

射人奶。［１６］６４５吃了变质食物而患中毒性痢疾，可以

先用冷醋水服下“甘汞”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

碗冷醋水，前者用于肠道灭菌消炎，后者帮助腹泻。

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

体外才康复得快。［２８］贵州镇宁江龙茅草村百姓用茶

水帮助红军战士治疗拉肚子和退热退烧［３７］。贵州

习水百姓赵文斌用苦蒿碾碎后敷在红军战士伤口上

治疗战伤。［３８］正是得益于这些医方验方，不少红军

伤病员或被从死神手中夺回，或恢复了健康，重新走

上了战斗前线和工作岗位。

三、长征文献记载疾病的特点

综观长征文献记载疾病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资料丰富。既有专门的著述，也有涉及疾

病的论著，还有各地出版的红军长征专辑，另有红军

将士的回忆录等。第二，立场鲜明。不管什么样的

论著，都对红军伤病员、红军医护人员、救护红军的

百姓充满着尊崇、敬佩之情，都是讴歌和颂扬。第

三，充满地方特色，不同地域关于疾病的记述几乎都

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尤其是疾病和中草药名称最为

典型，如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侗寨，毛老伯挖了一味

草药叫“四两麻”，又称“蛇怕死”，具有退凉、止痛、

排脓的功效。［３９］显然“四两麻”是富有地方特色的

称呼。第四，文献编纂的主体多样化，就有红军普通

将士，也有红军医务人员，还有其后代；既有当时当

地百姓，也有后来从事党史工作的采访人员；既有专

业的长征史、党史研究者，也有喜欢红色文化的民间

业余爱好者，主体众多。

上述特点表明，长征文献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

点，红军长征中所患疾病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

总之，对长征文献及其所载疾病资料的研究，一

方面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图书情报文献学的研究内

容，一方面有利于图情专业与党史研究相结合，进一

步推动图情相关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开展对

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资料的研究，既有较高的学

术价值，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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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的文化史料［Ｍ］．出版地不详，１９９２：８８．

［２２］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红军在黔东南
［Ｍ］．出版地不详，１９８５：１３２－１３３．

［２３］孙日锟．红九军团长征过纳雍［Ｃ］／／中共贵州省委党史
办．红军在贵州资料汇辑（第１辑）．出版地不详，１９８３：９７．

［２４］孙日锟．红九军团猫场之战［Ｃ］／／中共贵州省委党史
办．红军在贵州资料汇辑（第１辑）．出版地不详，１９８３：６８．

［２５］苏文娟．资源铁匠救了红军班长 两家六十余载亲如一

家［Ｎ］．桂林晚报，２０１９－０９－１２（２）．
［２６］吕晓勇，周镜忠．鱼水情深：红军与道县百姓互爱互援

故事录［Ｎ］．永州日报，２０１９－０８－０１（９）．
［２７］龙成云．红军“干人”心连心［Ｃ］／／中共遵义市委党史

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长征火种：一九三五年遵义县
革命委员会．出版地不详，１９８７：９５．

［２８］佚名．长征路上斗疾病［Ｎ］．解放军报，２００６－０９－１０
（３）．

［２９］中共赫章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赫章［Ｍ］．德
宏：德宏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８：７７．

［３０］张量．爬雪山［Ｃ］／／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９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４６．

［３１］陈守刚，杨晓春．遵义记忆中的女红军［Ｍ］．昆明：云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３２］红心族．红军长征的故事［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３３］范国平．艰苦卓绝的生命救护：美国学者约翰·瓦特眼
中的中央红军长征医疗［Ｊ］．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１６（３）：
３７．

［３４］高恩显．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Ｍ］．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１９８７：７０－７１．

［３５］耿飚．耿飚回忆录（上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１３２－１３３．

［３６］莫休．由金沙江到大渡河［Ｃ］／／孙国林．信仰的力量·
从井冈山到延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８５．

［３７］张光平．镇宁浪风关留存２６１株“红军茶”［Ｎ］．贵州都
市报，２０１６－０４－１８（Ａ１１）．

［３８］贺焱．生死相依血肉铸成的鱼水亲情［Ｊ］．中国红博，
２０１５（３）：８８．

［３９］石新民．毛泽东长征过黔东南的十八天［Ｊ］．杉乡文学，
２０１５（８）：９４．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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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的路径选择

王运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２５
作者简介：王运涛（１９７７—），男，河南开封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在读博士研

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摘　要：沿黄城市是传承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的重要载体。郑州市打造新时代的“黄河之
都”，建设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要在系统挖掘与研究黄河文化，集中展示与呈现黄河文

化，灵活转化与发展黄河文化，积极传播与推广黄河文化方面发力，着力做好“黄河文化”的核心叙

述者、传播者和引领者，构筑更具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黄河文化高地。

关键词：郑州；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黄河之都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７３－０５

　　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建设郑州国家黄
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既是郑州城市社会经济发

展的路径选择，也是国家区域政策积极引导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指出：“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

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

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１］黄

河文化与国家战略的交汇，不仅要求作为黄河文化

核心区与主体区的郑州要自觉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之中，而且还要利用自

身文化资源优势，讲好黄河故事，构筑黄河文化高

地，彰显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古都魅力，提升黄河文

化在国家战略中的文化影响力。作为黄河沿线规模

体量最大的城市，郑州具备利用自身丰富的黄河历

史文化资源，打造“黄河之都”、建设国家黄河历史

文化主地标城市的基础和优势条件。郑州打造新时

代“黄河之都”，建设郑州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

城市，符合国家、省委的战略要求，切合郑州的实际

和发展方向，是郑州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是一项全方位、系

统性的文化传承创新实践，也是一项加快推进市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

是要加快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黄河文化保护传

承弘扬机制，统筹解决好传承创新的理念、载体、形

式、技术，以及产业品牌的建设、文化资源的转化等

诸多问题。重中之重是要在守正创新中提高治理效

能，既要有大尺度的宏观调控，也要有中微观尺度的

城市建设管理与开发控制；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发

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要积极发挥政府与法规的

调控作用；既要考虑整体的发展规划，又要充分照顾

各发展主体的利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让文物

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要求，切实肩负

起“黄河文化”核心叙述者、传播者和引领者的历史

使命，着力打造“黄河文化”品牌，持续在黄河文化

的挖掘与研究、展示与呈现、转化与发展、传播与推

广上发力，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示范引领作用。

一、着力在黄河文化的挖掘与研究上下功夫

（一）深刻把握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根据郑州的历史文化地位，依托“天地之中”的

区位优势，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资源和内涵，彰显“黄

河之都”的独特魅力，郑州要把握三个关键着力点。

一是打造“核心区”。加快落实《郑州市加强文物保

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以“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

化之魂”为主题，以“一带三核”（打造黄河文化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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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中”文化核心展示区、黄帝文化核心展示

区、郑州商代王城文化核心展示区）为抓手，系统梳

理、深入挖掘黄河历史文化遗址的时代价值，讲“更

有料”的“黄河故事”。二是嵌入多主题。结合乡村

振兴、美丽乡村、文旅融合、民俗文化、自然生态等主

题，依托郑州现有文化资源，发挥各级智库和地方高

校人才优势，多视角挖掘好、阐释好黄河文化的人文

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等丰富内涵，

讲“看得见”的“黄河故事”。三是突出“郑”元素。

深入挖掘郑州黄河文化品牌特征，既要兼顾“面”，

更要突出 “点”，这个“点”就是郑州的特色优势资

源，要用足郑州的特色文化、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

讲好“突出郑州特色”的黄河故事。

（二）系统梳理黄河文化的历史文脉

历史治黄工程文献和历代治黄工程遗迹是宝贵

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在对历代治黄工程遗迹、历

史治黄工程文献进行全面搜集、科学整理、系统研究

以及数据化处理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空间，通过整

理和研究的方式实现系统保护亦迫在眉睫。［２］围绕

系统保护好黄河的文化遗产，整理研究好黄河文化

的历史文脉，持续挖掘黄河历史文化资源和历史文

化精神，是郑州市繁荣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

使命。一是发布政府招标课题。加强政府引导，依

托郑州市各级智库，加强对历代治黄工程遗迹、历史

治黄工程文献的全面搜集、科学整理、系统研究以及

数据化处理，通过整理和研究的方式实现系统保护。

二是发挥研究基地作用。委托“黄河文化新媒体传

播研究中心”等郑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系

统整理、全面研究黄河文化的历史文脉，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中的典故、意义、美感价值，积极探索黄河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三是拓展协同研究空间。围

绕保护、传承、弘扬，拓展文学、文物、文化、文明一体

化运作研究空间，深入阐释蕴含其中的思想精髓、道

德追求、人文精神，形成系统的黄河文明话语体

系［３］，为持续拓展黄河文化研究空间、推进黄河文

化资源开发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三）挖掘运用黄河文化的遗产资源

丰富的黄河文化遗产资源既是郑州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

都”的金名片，更是郑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走出一条以黄河文化为根

基、为底色、为驱动的城市创新发展之路的最大底

气。一是形成产业发展新模式。既要通过加强技术

创新、人才引进和资本集中，加快文化企业孵化器、

科研平台和人才团队建设，持续推进黄河文化遗址

资源开发利用，又要通过建立配套的文化经营、流通

和销售的市场体系，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增强黄

河文化遗产的附加值，强化满足市场需求的比较优

势和供给能力，形成保护与开发并重的产业化发展

新模式。二是打造全域旅游新业态。在加强黄河文

化遗产保护、延续黄河文化遗产真实性和独特性的

基础上，着力发展精品民宿、文化研学、生态观光、非

遗展示、田园体验等全域旅游新业态，把历史文化遗

产资源转化为实际的文化发展优势。三是构建融合

发展新格局。加快“３年１００处以上遗址生态文化
公园”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路村综合整治，以美丽

乡村精品村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依托郑州黄河

文化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快整合黄河沿线历

史文化遗产项目，打造点线面结合、高水平高层次的

文化区域，构建遗址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文化

需求、文旅商结合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二、着力在黄河文化展示与呈现上下功夫

（一）在融合创新中展示

融合创新是将各种创新要素通过创造性的融

合，使各创新要素之间互补匹配，从而使创新系统的

整体功能发生质的飞跃，形成独特的不可复制、不可

超越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４］。郑州打造新时

代“黄河之都”，要通过提升原创能力、增加科技含

量、突出产业特色等方式，有效激发黄河文化资源释

放更大的魅力。一是打造更多“唐宫夜宴”式文化

力作。牛年春晚点爆热搜的《唐宫夜宴》为融合创

新让黄河文化“活”起来提供了“河南样本”。其成

功“出圈”，除了作品自身的优秀基因外，电视编导

的再创造［５］，尤其是充分运用“５Ｇ＋ＡＲ”等现代技
术手段提升作品的寓意深度，完美地呈现出了“唐

朝少女的博物馆奇妙夜之旅”是关键。二是擦亮

“民族根·黄河魂”文旅品牌。发挥郑州资源优势

和区位优势，以项目建设带动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利

用黄帝文化、嵩山文化、商都文化、诗圣文化等遗产

资源，通过“只有河南”主题演艺公园、建业电影小

镇、列子小镇、西泰山千稼集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

一批能把游客“吸引来、留得住、玩得嗨、还想来”的

文旅项目。三是叫响美丽乡村郑州品牌。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地建设美丽乡村，结合自然资源、历史

遗存、人文风俗等优势，以文化资源为内涵，以旅游

业态为载体，在设计、规划和建设上加强静态展示和

活态呈现，突出乡村的“美色与颜值”，为新时代的

黄河故事“增光添彩”。如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

结合黄河、洛河清浊二水激荡交融形成的太极奇观，

建设神话旅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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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区域联动中呈现

沿黄城市黄河旅游资源的内在关联性和地理空

间的邻近性，为基于“市场共享”和“资源共享”的区

域联动提供了可能性。一是彰显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古都魅力。立足郑州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四通

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依托黄河文化带、环嵩山文化

带，集中优势资源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重

点景区，自觉做好市域内的生态保护、沿河景观、产

业布局、文化传承等融合发展的大文章，充分彰显

“华夏之源、黄河之魂”的郑州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

地标古都形象。二是增强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

力。作为中原城市群发展“一核四轴四区”网络化

空间格局的核心，郑州通过设施共建、资源共有、活

动协作、成果共享的方式，发挥龙头作用，主导做好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的大文章。２０２１年元宵
节特别节目“河南博物院元宵奇妙夜”继《唐宫夜

宴》后再次爆红，主要得益于《唐宫夜宴》中小姐姐

们的串场，巧妙地融合了郑州、洛阳、开封等各地的

知名历史文物和建筑，用心做好了“三座城、三百

里、三千年”的大文章。三是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示

范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强化西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的带动作用，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要发挥其核

心引领作用，加强郑州与其他沿黄城市特别是中原

城市群间的跨区域联动协作，建立起以中心城市引领

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模式，推动黄

河流域上下游各区域之间实现合作联动［６］，形成规模

共享、优势互补、交通互联、经济互动、生态共治的区

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７］，让“一脉相承”的黄河文化

相映生辉，为唱响“黄河交响曲”提供有力支撑。

（三）在参与互动中激发

休闲旅游是今后国民主要的旅游方式［８］。持

续探索黄河故事吸引受众的互动形式，不断增强公

众的深度体验或者代入感，在文化互动与参与中让

游客获得精神享受。一是营造“人在画中游”的观

光体验。坚持系统谋划、融合衔接、突出特色、打造

品牌，整合串联现有文化资源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

地标城市重点景区和精品文旅项目，利用秀美自然

风光与浓郁人文景观，带给游客“人在画中游”的精

神愉悦。二是增强“可参与化”的深度体验。在各

个旅游景区积极开发可参与化体验项目，培育一批

可供深度体验的民俗节庆和文旅产品，通过故事场

景氛围营造增强游客的深度体验和代入感，打造沉

浸式、体验型、实景化的精品文化之旅，着力从味觉、

视觉、知觉立体化唤醒游客对“黄河之都”的美好印

象。例如，在少林武术产业园开辟专门的游客武术

学习体验区，免费向游客传授简单的少林武术，使游

客有机会真正体会少林武术的博大精深。三是留住

“曾经拥有”的巅峰体验。结合山清水秀的旅游资

源，利用文化创意设计，通过情节化设计集中展现郑

州历史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借助图

文、影像等媒体形式，让游客产生深刻印象，留下

“老家河南、根在中原”的美好回忆。

三、着力在黄河文化转化与发展上下功夫

（一）让创造性转化硕果累累

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要以丰富多样的

文化资源为依托，根据旅游产业发展需要，对文化资

源进行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一是加强黄河文化

保护，为创造性转化固本强基。加快落实《郑州市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加强全市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此基础上深

化黄河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创新、文化旅游融

合，加快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二是实施黄河历

史文化名城开发工程，为创造性转化搭建平台。依

托郑州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充分

挖掘文化资源特色以培育特色旅游品牌价值，并融

合当代精神与价值需求进行再创造与创新，如依托

黄河博物馆展现黄河历史文化文脉，依托郑州黄河

文化公园开发新的文创作品，依托黄河文化带建好

美丽乡村示范带，加快建设黄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

带和黄河国家博物馆等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精

品博物馆，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产

品，真正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三是探

索黄河文化产品新玩法，为创造性转化找准结合点。

用当下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郑州的黄河历史文化

遗产资源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黄河故事，

如河南博物院推出“考古盲盒”，让消费者在开启

“考古盲盒”的过程中体验到文物考古的乐趣，迅速

成为“网红”爆款。

（二）让创新性发展绽放新花

旅游内生于文化、依托于文化、受益于文化并且

终归于文化，旅游必须服务于文化的主体性自觉、创

造性转化、创意性传播、选择性吸收和创新性发

展［９］。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要切实发挥文

旅的重要引擎作用，既要从保护传承弘扬黄河历史

文化着眼，又要从创新发展黄河文化、书写当代黄河

故事去谋划。一是在文化创意、载体创新上下功夫。

通过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开拓传播途径、丰富传

播方式，用文创精品讲好黄河故事的“昨天、今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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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讲好郑州在黄河故事里的历史和未来，让郑

州在新时代黄河故事里的角色更加出彩。二是在地

标建筑、故事新讲上下功夫。围绕黄河文化带、环嵩

山文化带，以黄河国家博物馆、黄河文化演艺综合

体、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荥阳故城文旅融合项

目、黄河中下游分界地标等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工

程为龙头，打造具有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古都特色

的地方独特景观。通过社会、人文、心理等多方面需

求侧数据分析，强化黄河故事传播信息的获取、传递

和反馈，持续输出郑州叫响黄河文化品牌的动人故

事。在讲述黄河故事中巧妙融合少林功夫、名人故

事等郑州元素，通过精彩讲述人文始祖黄帝、少林武

僧救唐王、诗圣杜甫心系苍生的故事，以及“感动中

国”的郑州好人的故事等，贯通古今打动人心，展现郑

州新时代的人文精神，赋予黄河更加生动的文化形

象。三是在彰显特色、打造品牌上下功夫。通过巧妙

新颖的创意，持续做好《唐宫夜宴》小姐姐们的奇妙之

旅系列节目，把新时代的黄河故事讲得更加深入人

心，扩大黄河文化品牌中风华“郑”茂的影响力。

（三）让产业化发展盘活文化资源

产业化是黄河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必由之

路。郑州打造新时代的“黄河之都”，要不断延长黄

河文化产业链，更多地盘活黄河文化资源。一是用

好多种资金运作模式。通过政府提供政策和土地，

积极引进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用好企业与政府合

资、独资、民营等多种资金运作模式，实行灵活的企

业化的运作和发展方式。二是注重多个环节协同发

力。着力在市场分析调研、产品输出完善、渠道联动

推广等环节协同发力，逐步建立健全结构合理、布局

科学、高端优势突出的文化产业体系。三是整合多

个空间文化资源。发挥由黄河沿线巩义市、荥阳市、

惠济区、中牟县旅游部门和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共同组成的“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协作

体”作用，立足全域旅游开发，坚持“多点开花”，依

托精品旅游线路着力优化黄河文化产业链，进而推

动黄河文化创新性发展。

四、着力在黄河文化传播与推广上下功夫

（一）保持“技术敏感”强化传播

现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赋能黄河文化传

播，讲好黄河故事要始终保持“技术敏感”。一是新

技术赋能黄河文化传播。积极借助 ＶＲ（虚拟现
实）、ＡＲ（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利用短视频、网络直
播等形式，探索开放、多元、共享的数字化开发和利

用，全面推进黄河文化更清晰、客观、动态的传播，持

续赋能黄河文化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互动性，

使黄河文化成为公众的兴趣所在和目标焦点。二是

新载体加速黄河文化传播。新媒体具有时间上的及

时性、空间上的广泛性、强烈的互动性等多重优势，

要积极创新传播载体，搭建传播平台，拓展传播路

径，充分运用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

报刊、微视影像等手段，发挥智媒时代“微型、互动、

跨屏融合、低语境传播”优势，打响郑州黄河文化品

牌。三是新需求引领黄河文化传播。准确把握人民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积极转变传播理念，挖掘黄河

文化内涵，凝练黄河文化亮点，探索趣味性的传播形

式，实现更大范围的“口耳相传”。

（二）构筑“文化高地”占尽先机

郑州要打造新时代的“黄河之都”，就要在国家

战略中主动承担、积极作为，切实发挥国家中心城市

的带动示范作用。一是实施构筑“黄河文化高地”

工程。通过文化资源的科学转化利用、文化体制机

制的深化改革、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黄河

文化理论研究工程、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工程、黄河文

化民生改善工程、黄河文化产业提升工程、黄河文化

消费刺激工程，不断增强黄河文化的感染力、带动

力、影响力、融合力、普惠力、辐射力，加快构筑全国

重要文化高地。二是发展“黄河之都”产业示范区。

通过空间集聚、要素集聚、项目集聚、企业集聚，不断

完善产业链条，推动黄河文化资源的创新发展、融合

发展、转化发展，实现文化与经济的高效融合，实现

不同文化产业的集聚、集中，实现资源共享、服务共

享、平台共享和市场共享，以及文化产业的集聚发

展，打造黄河文化转化和创新发展的示范区。三是

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管理

与重点推广，围绕“黄河、黄帝、商都、嵩山”等核心

资源要素，利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少林武术

节、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杜甫诗歌文化节、嵩山

论坛等旅游文化节会品牌，形成餐饮、娱乐、住宿、商

业等全链条的品牌化区域产业板块，塑造郑州“华

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文明之源”的黄河历

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形象。

（三）打造“更大舞台”彰显魅力

郑州打造新时代的“黄河之都”，要坚持走国际

化、高端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利用“一带一路”发展

契机打造国内一流、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展示载

体和平台。一是搭建群众共建共享的展示载体和平

台。坚持黄河文化品牌组群式发展观念，持续推进

以“四大文化片区”和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建设为

重点的文化郑州工程，积极搭建群众参与弘扬黄河

文化的多元化舞台，努力形成政府主导、地方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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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局面。二是积极搭建艺术化的

展示载体和平台。以国内外各类重要艺术节会的举

办为契机，分析研究黄河文化走出去的合适平台与

契机，持续拓宽黄河文化“走出去、亮出来”的路径。

三是打造国内一流、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展示载

体和平台。通过举办世界大河文明论坛、黄河文化

节、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少林武术节等旅游文化

节会，积极用国际话语体系阐述黄河文化人类价值，

确立郑州“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文明之

源”的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地位［１０］，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郑州黄河文化品牌。

五、结束语

黄河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达着华夏

儿女的智慧，是郑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

软实力。挖掘与研究黄河文化是展示与呈现黄河文

化的基础，展示与呈现黄河文化是转化与发展黄河

文化的手段，转化与发展黄河文化是传播与推广黄

河文化的关键，四者既相对独立与紧密联系、相辅相

成，共同构成郑州建设新时代“黄河之都”的重要内

容。郑州建设新时代“黄河之都”，坚持“着眼大局、

立足长远、围绕根本、抓实当前”的原则，立足黄河

文化资源基础，完善旅游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加强

黄河文化品牌建设管理与重点推广；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增强黄河文化资源吸引力，推动黄河文化开

放、多元、共享的数字化开发和利用，扩充和释放黄

河文化资源的价值，提升黄河文化品牌影响力；积极

打好组合拳，借助文旅深度融合拓宽艺术化载体，推

动零散文化资源向产业化发展转型，整合跨空间文化

资源构建国际化格局，彰显黄河历史文化古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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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林延斌１，刘仁春２

（１．中共汕尾市委党校，广东 汕尾 ５１６６００；２．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利益达成机制研究”（２０ＢＺＺ０３１）；２０２０年度广东省

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协商民主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２０２０－ＧＤＳＹＫＴ－０４４）
作者简介：林延斌（１９８７—），男，广西贵港人，中共汕尾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治理与创新。

摘　要：“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方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推广和守正出新，至
今仍迸发出穿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价值追求、方式方法、同

频共振上高度契合，通过强化源头治理、突出强基固本、推进“五治融合”等路径，坚持与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市域特点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枫桥经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风险挑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７８－０５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社会治理现代
化在市域层级的具体落实，即依托地级市较为完备

的治理体系、资源与能力，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

主体协作治理，共同解决市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

安定、群众安宁的风险问题与困难挑战，使人民群众

有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２０１９年，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１］。２０２０年，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

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

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２］。市域治理是国

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中具有特殊意义［３］，基于新时代“枫桥经

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不断开拓

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前沿性课题。

　　一、践行“枫桥经验”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

　　“枫桥经验”诞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历经半个
多世纪的推广和守正出新，现如今已从乡村走到城

市、从地方走到全国、从线下走到线上等，并实现从

群防群治向共建共治共享、从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

从条块分割管理向综合治理、从传统手段向智慧方

式升级转变［４］，成为“以预防和调解解决社会矛盾

纠纷为切入点、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主要治理技

术、以平安创建打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目标，强化党

委、政府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和监督，通过加强党的领

导和村级组织建设，以规范基层社会治理，实现社会

和谐稳定的一种经验”［５］。“枫桥经验”与市域治理

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枫桥经验”到

市域治理，体现了治理效能由乡村到城市阶梯递

进的逻辑上升进程；从市域治理到“枫桥经验”，凸

显了统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整体

推进思路。

（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具有相似相

通的价值追求

“矛盾不出域、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目标理

念。通过自身治理机制体制的调整，将外界紊乱的

社会秩序过滤在本镇甚至本县以外，形成一个相对

稳定发展的社区结构［６］。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要

求是“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

“努力使市域成为社会矛盾的‘终点’”［７］。可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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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价值理念都是在区域内有效预防和控制矛盾，

尽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防患于基层。而“枫桥经

验”的成功实践，无疑为市域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与思路。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城市

群、区域一体化等新型空间形式产生，新问题新挑战

不断增多并向城市急剧汇聚，传统的县域、乡镇层级

已难以有效防控。市域拥有比县域以下更高的政治

权威、更强的治理能力、更足的治理资源和更大的治

理空间，在新型空间态势下，能够通过自身推进基层

治理现代化“前线指挥部”［８］的身份地位，整合市县

镇村四级治理架构，打造区域更广、共治合力更强的

“枫桥经验”城市样本。

（二）“枫桥经验”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

的方式方法借鉴

法理情融合是“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重

要法宝。“枫桥经验”强调综合治理，即通过政社互

动、专群合作、群防群治等形式，采用说理、调解、帮

教、治保、矫正等手段，对矛盾纠纷对象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导之以行，形成法律、道德、政策与乡规民约

等相互作用的现代治理体系。这种模式对市域社会

治理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从市域社会主体

构成看，城市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流动性大，其社会

结构比乡村熟人社会更为复杂，更应通过人性化治

理、精益化服务、柔性化关怀等综合手段，整合多元

利益与价值，实现市域社会既有活力，亦有秩序。正

如中央政法委所强调的，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工作，需要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机

制以及法治方式综合化解纷争、规范社会行为，并且

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

学性、风险防控的精确性、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执法

办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务的便捷性［９］。

（三）“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共融

互促

从“枫桥经验”发展看，“枫桥经验”由村镇到县

市、由综合治理覆盖到社会治理全领域，这种自下而

上延伸和点线面辐射，为市域社会治理夯实了基础，

使市域社会治理起点更高、视野更阔、成效更有保

障。从市域社会发展看，市域社会管辖人口多、地域

广、问题盘根错节，各行政区域服务水平与治理能力

参差不齐，有些县域之间还存在诸如水界、林权、矿

产等跨域争端，导致辖区内部、平级之间的矛盾难以

协调解决，“矛盾往上交”的张力愈发增大，“枫桥经

验”的延伸发展遭遇了一定的瓶颈限制，需要更高

层级的区域治理加以推进、突破。市域层级既是省

域决策的执行者，也是县域行动的主导者，其承上启

下的双重身份和枢纽作用便于灵活掌控县域管不

好、省域管不着的矛盾问题，通过发挥市域统筹性、

协调性和综合性，有效统筹调度诸如市域财政、金

融、人事、监察、地方立法等要素从市级“高地”流向

基层“洼地”，从而不断增强“枫桥经验”在各层级防

范化解重大矛盾风险的实效作用。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前沿课

题，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贵在源头防控，

稳在基层基础，新在共建共治共享，强在现代科技支

撑。虽然目前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层面有

一定的认识，各地市也不断探索实践，但从整体看，

仍存在一些较为普遍和突出的问题。

（一）源头防控不到位

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新情

况、新挑战，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敏感，处理难度更大，

新老问题交织、利益与权益交织、有理与无理交织、

国内与国外交织、网上与网下交织［１０］等，对市域治

理主体的认知与行动构成了巨大挑战：一是认知上

预防性工作滞后，现代化反思不足。社会风险往

往复杂且极其不确定，尤其在转型社会、风险社会

与网络社会叠加变迁的改革背景下，预测难度大，

预测不准还会招致社会批评。有的干部认为既然

风险捉摸不定、难以预测，预防工作因而也是徒劳

的，由此产生了侥幸麻痹、预不预测都一样的心

态。而事实是风险危机一旦发生，倘若不能精准

预防与消解，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让政治与社

会付出沉重的治理代价。二是行动上职责不清、

相互扯皮。在个别城市，受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

体制机制影响，各区域各部门有分责，但共责意识

不强；有事后问责，但事前担当不够，越位、错位和

缺位问题较为突出，造成“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这就使得一些本可以化解于基层、扼杀于萌芽状

态的问题，由于责任主体不清和行动不及时，进而

持续发酵、传导、升级，最后演变为省域乃至全国

性事件。

（二）基层基础不扎实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基础是市域治理体

系中最关键也是最薄弱的环节。一是管理方式方法

落后。与城市相比，基层管理方式方法仍然较为落

后，现代智能管理技术应用能力差，应对矛盾挑战不

够及时和灵活。有些基层干部在“无事就是本事”

的刚性维稳压力下，不得不向村霸等黑恶势力妥协，

甚至借其势力“摆平”日常纠纷。二是公共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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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不足。基层处于直接服务群众和维系稳定的最前

沿，而其所拥有的治理资源、空间和能力相较于市域

层级却十分有限，这种事权倒置机制导致“看得见

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等问题的产生与恶化。尤

其在新时代，基层群众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

务的需求愈发强烈，而基层政权却在公共服务数量、

质量和均衡性上难以满足，内在矛盾与张力尤为尖

锐。三是治理效能不佳。基层工作错综复杂，矛盾

纠纷千头万绪、碎片化严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基层干部疲于应付，难有时间精力统筹兼

顾，导致基层矛盾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不

到系统、根本、长效的治理。

（三）群众参与不充分

市域社会治理是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的系

统，亟须市民群众广泛参与、协作共治。而当前我国

市域民主建设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社区认同感、责

任感和归属感较弱，参与意愿不是内生自发的，更多

的是与利益期望直接挂钩。参与预期收益越大，成

本越低，居民参与动力就越足，反之则越弱。在此情

况下，投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得以渗入

公共生活，对信任、规范、网络等社会资本与公共精

神造成较大破坏，体现为公益性参与不足和自利性

参与过度现象：一方面，在牵涉到责任与义务的公益

上，如垃圾分类倡议，居民参与主动性、积极性往往

较低，无法形成自发良序；另一方面，在涉及权利与

利益的自利上，如征地拆迁补偿，居民参与又往往过

于理性、算计，有的甚至采取“突击”增种树苗、增盖

楼层、漫天要价、缠访闹访等手段不惜损害公共利

益，促使自身参与利益最大化。

（四）科技支撑不牢固

一是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不同行政区域、行

政部门存储不同的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物理性还

是逻辑性都存在彼此孤立的问题，形成一个个“数

据孤岛”，封闭性强、兼容性低、整合难度大。二是

应用广而不深。当前“互联网 ＋”技术已经广泛应
用于城市交通、卫健、旅游、社保等领域，然而在数据

深度挖掘、系统分析、便捷服务、数据产权纠纷和个

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用户的体验度和满意度尚待进

一步优化提升。三是对数据化智能化认知偏颇。市

域社会治理固然需要科技手段支撑，但更需要绣花

般的耐心巧心，即人文价值理性。现实中，一些城乡

管理者过于依靠大数据治理，甚至“唯数据论”“唯

技术论”，对城乡治理“一刀切”，造成人性关怀不

足。这种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做法，容易引发

市民群众对市域智能化治理的抵触。

　　三、基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主要路径

　　（一）强化源头治理，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
防御水平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

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

度［１１］。尽管如此，对于风险挑战最有效且成本最低

的治理方式仍然是源头防范，通过从思想观念和制

度完善层面统筹着手，及早、及小化解风险。

１．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风险是人的
一种客观存在状态［１２］，是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

的副产品，是“高度工业化的衍生品”［１３］。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实质是在推动城市工业化信息化过程

中，基于人的现代化防范不断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以

更好地推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

生。一方面，当自然灾害、生态危机、公共安全事件

等风险危机来临时，社会一切活动都应当遵循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原则，以此方能探索形成战胜风险挑

战的正确路径，否则将会导致风险挑战失控。如新

冠疫情暴发，中国的“治理之效”与欧美等西方国家

的“治理之乱”即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即使风

险暂时不暴发，市域治理也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为目的，通过提高公民的综合素养，推动其思想价

值、行为方式、素质能力、交互交往活动等从传统向

现代转型，从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到两者兼顾，以

最大限度降低人为的风险要素。

２．建立健全综合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

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

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

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

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１４］在市域层面建立健全综

合治理体系，一是走好走实群众路线。通过下访、走

亲、驻村、充当网格员等方式，强化各级干部与群众

联系沟通，紧盯群众生活中的堵点、痛点，把基层矛

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示范孵化培育群团组织和

社会组织。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为载体，畅通和

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

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推进公众参与从原子化向组

织化、无序化向制度化转变，确保公众诉求能够在法

理渠道表达。三是动态追踪风险走势。对于风险挑

战，没有一劳永逸的应对措施，只有建立健全风险动

态追踪体系，对其进行宏观把控、实时追踪、综合评

估和及时修正等，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和谐从机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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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走向动态、柔性。

（二）突出强基固本，夯实市域社会治理的基层

基础建设

１．深化市域党政机构改革。市域社会治理的初
衷在于整合市县镇村等力量，及时全面地回应和满

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风险挑战特征看，风

险挑战具有跨界扩散效应和飞去来器效应，风险的

制造者和受益者迟早都会和风险狭路相逢［１５］。因

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也不应袖手旁观、相互推

诿。推动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序协

调，是应对风险问题叠加扩散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大力深化党

政机构改革，增强党委领导力，提高政府执行力，推

动各类机构、各种职能相互衔接、相互融合，以此构

建起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的市域机构设置和职

能配置治理框架，确保各区域各线条运行顺畅、环环

相扣、执行高效。

２．减负增能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在减负上，以
问题为导向，以成效为基准，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

知》，力戒过度会议、检查、留痕等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对基层工作造成困扰，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深入群众，更好地为他们提供精准高效的

服务和管理。在增能上，以人财物权等资源下沉为

基本前提，以强化县域以下“独挡一面”的能力建设

为主要内容，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倾斜，使基层

既有职有责，也有权有物，以此切实解决基层“责任

无穷大、权力无限小”“看得见管不着、管得着看不

见”“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等体制机制问题。总之，

通过减轻负担与放权赋能双管齐下，不断优化县镇

村组四级基层治理架构，将“枫桥经验”拓展为“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信访不出县，上访不出

市”［１６］。

（三）坚持“五治融合”，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新架

构

１．政治是“枫桥经验”的本质属性。“枫桥经
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皆

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变的是党的政治引领地位。可

以说，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地方，都是

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１７］。因此，推

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牢牢抓住党的领导和

建设这个关键，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一是辩证“一核”与“多元”的关系。市域

社会治理强调多元共治，这种“多元”能否得到有序

组织和动员，关键在党。党组织“众星捧月”的作用

发挥好了，各方力量就能“统”起来，进而形成“一核

多元”的治理格局。二是把党的政治属性贯彻于市

域社会治理各环节、全过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党的宗旨，把这一属性贯彻于市域社会治理，确保

治理行动与党的主张要求有机融合、同向同行。

２．法治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准则。“枫桥经
验”主张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各

类调解联动机制化解社会风险矛盾，即以最低的司

法成本最大化实现社会包容和谐。然而，这并非说

法治不重要，恰恰相反，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是调解

成效之保障。在市域乃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中，

调解机制之所以必要且运行正常，是因为法治在兜

底，尤其在矛盾调解失效情况下，唯有法治能够发挥

一锤定音、定纷止争的效用。市域拥有一定的地方

立法权，更应加强顶层设计，加紧推动重点领域立法

进程，将各项主要工作纳入法规化、制度化轨道，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公正、合法运行。

３．德治是“枫桥经验”的价值导向。“急公好
义、爱说理、讲道理、重教育”等中国传统文化与道

德习俗，是“枫桥经验”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市域

社会治理需要植根于深厚的道德土壤，通过广泛开

展以“道德评比”“英雄宣传”“好人好事教育”等主

题活动，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红色革命精神，促使个人品德、家庭美德、

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有机统一，以德养性、以德聚人，

凝聚“以人为本”的价值认同，涵养“和美与共”的文

化生态。

４．自治是“枫桥经验”的突出优势。“枫桥经
验”的突出优势在于依靠、组织和发动群众，引导

群众自觉参与社区、乡村社会治理等实践，形成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治理体系。在

多元、陌生和流动的市域环境下推动各主体参与

治理。一是培育公共精神。从贴近社区日常生活

且容易达成共识的公共问题着手，梯度推进与深

化，逐渐形成丰富适合不同社区群体交流合作的

物理空间、网络空间。二是加强制度性集体行动。

建立健全多元利益协调机制、参与监督机制、激励

与失信惩戒机制等，让各方在机制体制约束下理

性交往，真正实现城乡社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５．智治是“枫桥经验”的时代特点。工业化信
息化时代，大数据、云计算、５Ｇ、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高科技元素不断融入并支撑“枫桥经验”，成为“枫

桥经验”的鲜明特点和时代特征。推动市域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智治是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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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构和整合数据平台。推动各级部门网络设施

联通、信息开放共享、业务协作兼容，不断提高城市

治理效率效能，使群众办事能够“一窗通”、“零跑

腿”或“最多跑一次”。二是创新“大数据 ＋网格化
＋群众路线”市域治理机制。“大数据 ＋网格化 ＋
群众路线”很好地均衡了“道”与“术”、人工与智能、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通过此机制全方位搜

集和更新治理相关数据材料，为各级党委、政府做决

策提供参考，提升决策前瞻性、科学性，不断推动市

域社会治理工作从静态、分散、低效向鲜活、集约、高

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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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转型下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图书出版思想

刘加翠
（延安大学 图书馆，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２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新中国 ７０年陕西高等教育发展变迁研究”

（ＸＧＨ１９０３５）
作者简介：刘加翠（１９７５—），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延安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图书史。

摘　要：陆费逵在１９１２年创办中华书局时提出的“教科书革命”思想，是对其教科书出版认识
的高度概括。陆费逵早年直接从事教育、参与革命组织，以及步入图书出版行业是他“教科书革命”

思想形成的基础。陆费逵认为，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是“教科书革命”实现的关键。具体说来，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关系民族兴亡的基础；另一方面，高质量

教科书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根基，而教科书编纂者在其中的作用和责任无可替代。此外，在陆费逵看

来，实施教科书出版审定制度是实现“教科书革命”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陆费逵；教科书革命；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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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费逵（１８８６—１９４１），复姓陆费，名逵，字伯
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１８８６年出生于陕西汉
中，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始

人。１９１２年中华书局成立甫始，陆费逵在《中华书
局宣言书》中即明确提出了“教科书革命”这一思

想，指出教科书与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立国之

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

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

能发达也。”［１］在陆费逵看来，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

石，而教科书则是教育图书的中心，是推动教育发展

的根基，没有适应国家发展和启蒙国民的教科书，教

育便无以进步，也无法真正发挥出推动国家强盛和

发展的职能。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提出，不

仅是他早期教科书出版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近

代中华书局图书出版事业方向的初步规划。在中国

近代图书出版史上，中华书局能够后来居上、成为几

乎和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教育图书出版重镇，与

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在近代中华书局

图书出版实践中的一以贯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陆费逵“教

科书革命”思想研究的成果极为稀少。就笔者目力

所及，仅有吴小鸥在２０１５年时候对陆费逵的“教科
书革命”思想进行了相对集中的探究。［２］吴小欧从

教科书、教育、立国等方面阐述了“教科书革命”的

重要性，并从新型教科书编纂与政体转换的关系以

及陆费逵亲自参与编纂、出版教科书来推动实现

“教科书革命”等方面系统论述了陆费逵“教科书革

命”的“应时而上”。梳理陆费逵的职业生涯可以发

现，陆费逵“教科书革命”的提出，并不是一个简单

的口号，而是在其图书出版生涯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里程碑式的理念，具有承上启下的双重重要意义。

一方面，这一思想是他创建中华书局前对教科书出

版理念、方式和方法的一个系统总结；另一方面，也

是中华书局创建伊始在教科书出版，乃至教育图书

出版中一直贯彻的核心理念。陆费逵“教科书革

命”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与其早年学习经历和早期

职业生涯密切相关、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虽然吴

小欧的研究对全面了解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思

想有着很大的启发性，但吴小欧侧重于对中华书局

成立后在教科书出版实践过程中陆费逵如何贯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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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进行探究，对于这一思

想形成的基础及其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涵，则着墨

甚少。基于这种原因，笔者拟以陆费逵“教科书革

命”形成的基础为逻辑起点，对中华书局成立前陆

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形成基础以及其中所蕴

含的独特的教科书出版思想做一系统梳理，以求教

于方家。

一、早年教育、革命与出版经历：“教科书革命”

思想形成的基础

如前所言，“教科书革命”是陆费逵教科书出版

的基本理念，一定程度上也是陆费逵在教育图书出

版中的重要职业观。一般而言，一个人职业观的形

成，与其职业发展历程密切相关。陆费逵自进入社

会伊始，就从事与出版和教育相关的职业，在不足

２０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在当
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急遽转型的大变局下，置

身于中国现代图书出版转型发展的前沿，自己又从

事过直接的教育活动，加上参加过革命活动这些经

历，使陆费逵能够从图书出版、教育发展和革新等多

重维度对如何编印新型教科书进行思索。陆费逵

“教科书革命”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丰

富阅历基础上对中国教育发展走向较为全面的思

考。

陆费逵早期接受比较开明的教育，堪为其“教

科书革命”理念形成的逻辑起点。陆费逵１５岁之
前，父亲奔走仕途，忙于公务，其教育主要由母亲承

担。陆费逵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女，思想较为开明，虽

然也对陆费逵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对陆费逵

学习和接受新思想持赞成态度。陆费逵回忆早期教

育时曾说道：“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一生只

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到十三岁，读过《四书》《诗经》

《左转》《唐诗三百首》，没有造过句，没有做过文。

因为先母主张多读多看，反对挖空心思作八股，并反

对作疏空的论说，却学过珠算，看过《纲鉴》，我 １３
岁正是戊戌年，我那时勉强能看日报和时务报，有点

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冲突，先母却赞成我的

主张，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

后来居然自习算术，并读格致书了。”［３］４５１９世纪末
期是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萌芽时期，一些具有现代

意义图书馆雏形性质的阅报社开始在东部和中部的

中心城市开办。陆费逵随父母到南昌后，每隔一天

就要到一个新办的阅报社去读书，每次都是从上午

九点读到下午五点，“把当时新出的书籍杂志，差不

多完全看过，旧书也看了很多。……照这样做了三

年，学问渐渐进步，文理渐渐通顺，常识渐渐丰

富”。［３］４５陆费逵所接受的这些新旧糅合的教育，无

疑成为其以后步入社会、从事与教育和出版相关的

职业的良好开端。

１９０２年到１９０５年，陆费逵步入其职业生涯的
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陆费逵不仅涉足教育和图

书出版事业，还加入了日知会这样的具有资产阶级

性质的革命团体。１９０２年，在陆费逵不足１７岁之
时，就和友人在南昌创办了以传授新知识为宗旨的

“正蒙学堂”。但因经费短缺，在开办８个月后无奈
停办。［４］３９６１９０４年，陆费逵参与创办武昌昌明书店，
由此步入出版业，陆费逵自任副经理兼编辑。其后

不久，１９０４年秋天，与朋友数人集资１５００元开办新
学界书店，销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

命书刊。１９０５年上半年，陆费逵在武昌参与日知
会，负责起草章程。１９０５年夏秋之交，陆费逵辞去
新学界书店的经理职务，与日知会会员张汉杰一起

担任由冯特民任主编的《楚报》的主笔。也正是在

这一时期，陆费逵不仅编辑了自己图书出版生涯中

的第一本教科书———《正则东语教科书》，而且在

《楚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治国者，必先谋夫

教”［５］这一观点，初步明确了自己的“教育救国”观，

成为其“教科书革命”思想的起点。这一时期的经

历，使陆费逵对教育发展和出版的关系初步获得了

较为直观和丰富的认知，特别是加入日知会参与从

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宣传，在客观上推动他

从革新的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提升了他对教育改

革认知的高度，拓宽了看待教科书出版与社会发展

之间关系的视野。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面对清
王朝土崩瓦解之势，教科书是否先行适应政体转换

内容，当时最大教科书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的决

策者处于徘徊犹豫的境地。一方面，害怕革命成功，

原有的教科书成为废纸，另一方面，又怕革命不成

功，会“触犯清廷”［６］。即使精明强干、虑事周密的

张元济也判断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变。［７］

而陆费逵能够率先出版发行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教

科书，“为襁褓中的中国新式初等教育事业注入新

鲜血液，在青黄不接之际立了首功”，［８］无疑与他的

革命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陆费逵担任《楚报》主笔不及三月，“因揭露和

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９］成为清政府缉捕对象，

他被迫逃亡上海。２０世纪初期的上海，已经成为中
西文化碰撞的最前沿地带和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

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上海已经有很多现代意义的

图书出版机构。上海这一广阔的舞台给予了陆费逵

施展才能的机会，也使他在教育图书的出版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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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 “教科书革命”思想。

陆费逵到达上海不久，在担任昌明公司上海支

店经理兼编辑不久，就应邀加盟文明书局。从１９０６
年冬季到１９０８年秋季进入商务印书馆前，陆费逵在
文明书局任职近２年时间。文明书局时期是陆费逵
图书出版职业生涯的转折期，也是他的“教科书革

命”思想的成型期。在文明书局任职期间，陆费逵

先后编纂了《新编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两卷）、供

中学及师范学校使用的《算术新教科书》（上下卷）

以及《初等小学修身书》（上下卷）等教科书。编纂

多册教科书，不仅使他对教科书出版中的许多问题

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也帮助他积累了编纂

教科书的丰富经验，使他真正系统地了解了现代图

书编辑、印刷和出版的流程，在图书出版业务方面为

他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正是在对多

册教科书编纂的过程中，他得以真实地把握有关教

科书编纂和使用过程中的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真

正意识到西方列强殖民文化的危害和中国人自主编

印教科书的重要性，推动他对中国教科书的发展方

向进行深入思考。在这一时期，陆费逵连续发表了

《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中国书业发达

预算表》《著作家之宗旨》《同业注意》《论国定教科

书》等论文，系统阐发了他的“教科书革命”思想。

一定程度上，在文明书局的职业生涯标志着陆费逵

“教科书革命”思想的系统形成。

１９０８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直至１９１２年元旦创办
中华书局前，堪为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成熟

期和实践上的奠基期。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人

自主创办的最大民营图书出版机构，教科书出版是

其主要业务，这进一步拓宽了陆费逵在实践上和观

念上对教科书出版的认知。陆费逵入馆不久即被聘

为《教育杂志》主编，使他能够从图书出版与中国教

育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来对教科书出版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更加广泛和现实的思考，也从理论层面丰富

了他对“教科书革命”的认知。

二、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教科书革命”实

现的关键

陆费逵认为，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体现中华民族

和国家发展需要的教科书是中国教育真正得以发展

乃至独立富强的基础，从陆费逵的这一认知可以看

出，他把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看作是实现“教科

书革命”的关键。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关系

民族兴亡的基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逐

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随着中国主权的步

步沦陷，西方列强开始以教会办学等形式在中国进

行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活动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

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但本质目的是通过文化

侵略来愚化中国人民。正如毛泽东所言：“传教、办

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

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

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１０］其中，编印教科书

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关键一环。特别

是在１８７７年，在华各基督教会举行了“在华基督教
传教士大会”，会上由狄考文和林乐知等发起成立

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编

写和出版教科书。虽然有传播现代文化知识的成

分，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西方宗教思想。狄考文

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虽然教育作为教会一种非常

重要的机构，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不能替代传

教，传教无可争辩地乃是最重要的工作。”［１１］１８９０
年５月，在上海举行的“在华基督教第二届传教士
大会”上决定将“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

为“中国教育会”，“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教

育侵略进一步扩张和深入”［１２］，虽然该组织的工作

范围有所扩大，但编印教科书仍然是其主要任务。

从洋务运动时期到新政时期，外国传教士编纂的教

科书一直是新型教科书的主体。虽然清政府在新政

晚期意识到了教科书出版的重要性，并开始设立官

书局来尝试自主编印教科书，但无论在技术上还是

在出版方法和理念上都无法和西方教会出版的教科

书相匹敌。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编纂教科书直接影

响到了中国早期现代教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陆费逵认为，外国编纂教科书在中国大行其道

不仅是影响中国教育自主发展的“隐忧”，也是西方

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最有力武器。针对当时很

多人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出版中国人使用的教科书是

一种“博爱”这种观点，陆费逵强调这是一种表象，

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从文化上

殖民中国人民之目的。陆费逵指出：“夫国与国有

相睦之势，无相亲之理，即使其相亲，亦为自谋其幸

福耳。岂真博爱为怀，慈航普渡耶？”陆费逵强调指

出：“书籍诚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

哉！”［１３］２０１在陆费逵看来，外国人编纂的教科书在中

国大行其道，无异于猎杀中华民族的毒药、鸦片、利

刃和枪炮，“实鸩物也，鸦片也，砒霜也，饮之立毙；

利刃也，后膛枪也，绿弗炮也，触之即伤”。如果外

国人编纂的教科书一直占领市场，就会造成“我国

民竟随教育著作而永沉沦”［１３］２０２的后果。陆费逵的

这一教科书出版思想一定程度上是他“教育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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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核心，对他的图书出版生涯可谓影响深远。

１９１２年中华书局成立之时，他亲自撰写《中华书局
宣言书》，提出了“教科书革命”，一定程度上是他所

强调的“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这一出

版思想的集中表述。正是在这一思想下，中华书局

很快成为民国初期中国人独立出版教科书的重镇，

也为其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民营书局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高质量教科书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根

基。１８６２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建，标志着以洋务教育
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意义的教育蹒跚起步。但是，由

于教育制度并未转型，较之于势力强大的封建教育，

洋务教育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微小浪花而微不足道。

在这种氛围下，整个洋务教育时期，国人对现代意义

教科书建设建树聊无。其后一直到清末新政前期，

教科书几乎被西方宗教机构主持的“中国教育会”

和“广学会”所独占，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几乎处

于空白状态。清末新政中后期，虽有文明书局和商

务印书馆等民营机构根据新教育发展需要，出版了

当时国人编纂的最先进的教科书，但却存在着“一、

程度太深；二、分量太多；三、欠联络，前后欠衔

接”［１４］的缺陷。针对这种状况，陆费逵忧心忡忡地

指出：“近数年来，我国教育，渐形发达。教科用书，

虽有多种，然求一适用之本，卒不可得，此教育界极

危险之事，而亦吾国之耻也。”［４］１６

在陆费逵看来，单单制定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

制度、创设各种新式学校，而缺乏与之匹配的能够反

映现代文化知识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型教科

书，就不能从根源上推动新教育的发展。陆费逵强

调：“教科书之于教育，犹锄犁之于耕。无炮械不可

言战，无教科书不可言教育，此人人之所知也。我国

教育之不振，由于教科书之未完善，又人人之所知

也。”［４］１８１９１０年，在对上海等现代教育发达地区教
科书使用情况调查后，陆费逵就欷叹曰：“新出之

良书不知采用，抱旧本为无上鸿宝。上海之学堂，尚

有用《地球韵言》、普通学歌诀者，内地更可知矣！

夫学堂用不良之教科书，无异军队用腐朽之军器，始

基一误，遗害终身。”［１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陆费逵

意识到没有良好的教科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现代

教育，也不能实现教育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陆费

逵强调，虽然中国人自主编纂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

化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人编纂的教科书如果没有

最为基本的、能够体现出国家和民族振兴这些爱国

方面的内容，则同样无法抵制殖民文化的侵略。因

此，陆费逵认为，中国人不仅要自主地编印教科书，

而且要编印出高质量的教科书，而高质量教科书编

纂的根本宗旨就是能够推动国家发展、实现民族振

兴。陆费逵认为，教科书是否能体现这些宗旨，教科

书编纂者的责任至关重要。陆费逵把教科书的编纂

者称为“著作家”。陆费逵认为，著作家在教科书的

编纂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责任，“社会之盛衰，国

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家是赖，我

著作家之责任，固顾不重欤！”［１３］１９９基于这种认知，

陆费逵批评了当时教科书编纂过程中“我国固有之

特质，竟无一可取，必惟碧眼白
#

者是则是效”［１３］２００

这一迷信外国的不良倾向，认为这些对外国的简单

模仿是一种“易缠足为细腰，变佛老而基督，仍归于

愚弱迷信，以澌尽泯灭，于国家之衰亡无补”的“猿

猴主义”［１３］２０１。

中华书局成立后不久即成为教科书出版的重

镇，正是源于陆费逵对教科书在教育发展中重要性

的认识。也正是意识到教科书编纂者对教科书质量

的意义所在，陆费逵在出版界的３８年时间里，身体
力行，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教科书出版当

中。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４１年，陆费逵主
编和参与编校的教科书达１８７册之多。［４］４０５－４０６

可以看出，在陆费逵看来国人自编教科书是

“教科书革命”的关键所在。然而，陆费逵也意识

到，国人自编教科书要真正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离不

开良好的教科书出版的保障机制。陆费逵认为，要

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采用教科书出版审定制度。

三、教科书出版审定制度：“教科书革命”的制

度保障

清末新政起步后，清王朝主管教育发展的学部

计划在教科书出版上模仿日本的国定制，即教科书

仅由学部组织人员编纂，其他任何出版机构不得涉

入。这一消息风传后，陆费逵经历了“始闻而喜，继

而疑，终乃戚然大惧”的心理变化，究其原因，是“惧

以此阻我全国教育之进步耳”［１６］。在陆费逵看来，

要出版高质量教科书，不仅需要把出版的主动权掌

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而且不应当生搬硬套日本的

教科书出版制度。陆费逵认为，在中国自主编印教

科书处于起步阶段、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教科书出版

实施审定制度才是确保教科书质量的重要制度保

障。

陆费逵首先对当时社会上“言必称日本”这一

现象进行了批评。陆费逵以笔名“冥飞”在《时报》

撰文道：“吾国自变法以来，每举一事，即曰外国如

何。而所谓外国者，大率皆指日本。一若外国仅一

日本者，又若欧美诸国皆与日本相同者。何其陋

也！”［１７］基于这种认识，陆费逵主张在教科书出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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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既要博采众长，又要结合中国现实，不要在日

本教科书出版制度后面亦步亦趋。陆费逵认为，以

日本教科书出版采用国定制为依据，不仅是对日本

教科书出版管理制度的一知半解和曲解，更没有真

正考虑到中国社会自身的现实。陆费逵指出，明治

维新后，日本教科书出版一直采用审定制，自明治三

十七年才开始把国定制和审定制结合起来进行，并

不是国定制一统天下。同时，日本新教育起步早，发

展成熟，其“教育基础巩固，人才众多，编纂教科书

者，多由学堂出身，有数十年之经验”。反观中国，

由于新教育刚刚起步，“教育幼稚，编纂者阅历未

久，任其自由竞争，悉心研究，合全国之学子以图之，

欲求完善之书，尚须期之数年之后”。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立即采用国定制，“无异始萌之木，倚为栋

梁，初生之驹，责以千里，其必不可得矣”。在教科

书出版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采用国定制，所有教

科书均由学部编纂，以学部区区数人之才能来编纂

一国使用的教科书，“果能尽兼众人之长乎？……

以全国四万万人之教育而委之学部数十人之手，一

成不变，其必无良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陆费逵

又从中国人固有的社会心理方面分析了国定制的弊

端。陆费逵认为：“吾国人之心理，最信服政府，苟

一国定，则无人敢言其非，而全国风行，虽有民间编

辑之善本，亦必不用。国定而善也，吾人固受其福；

设有不当，其遗害将何所底止哉。”［１６］陆费逵强调，

应当全面、充分吸收各国教科书出版中的经验和教

训，不应当片面地把日本一定时期内的教科书出版

和发行制度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真理来邯郸学

步。

基于各种分析，陆费逵认为，应当遵循“天演公

理，有竞争而后有进步”这一规律，通过采用教科书

审定制度，鼓励民间书局参与编纂教科书，“书贾见

其有利，相与投资而经营之。数年间，创立公司以十

数，出版种类以百数”。当然，陆费逵也考虑到了采

用审定制度会出现教科书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但

他认为，待教科书出版成规模之后，学部应制定制

度，“奖励其良者，禁止其不良者，示以程式以监督

之，使日进不已，不十年间而吾国之教科书，不可胜

用之”［１６］。可以看出，陆费逵这一思想已经初步把

市场调控和宏观管理结合起来对教科书出版进行思

考，符合现代图书出版的基本规律。有利于鼓励出

版界把出版兴趣投放在教科书出版上，对于培养自

主、成熟的教科书编纂和出版人才，推动中国自主的

教科书出版体系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１９０６
年３月，清王朝学部最终放弃原拟定的教科书国定

制，确立为教科书审定制度，即由各书局自主编纂出

版，而后必须经学部审定。初小教科书送审时候必

须有著作者姓名、出版年月、价格、印刷、发行所等。

学部对送审的初小教科书进行改订之后，必须照改

订样式再寄呈学部进行复核，审定后必须标明“学

部审定字样”，以５年为一审定周期。高小和中学
除了审定周期为４年外，其他审定方式和初小教科
书相同。［１８］该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

用书目时候，审定的教科书１０２册，其中民营出版业
发行的达８５册之多，占教科书总数的五分之四。［１９］

１９１０年，商务印书馆中小学各科课本已达到 ５３１
册，在全国教科书领域中，不仅质量最高，数量也无

人能望其项背。［２０］可以看出，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实

施，激发了民营出版机构在出版教科书方面的积极

性，推动了众多民营出版机构的竞争发展，使中国人

自编的新式教科书逐渐成为教科书市场的主力。这

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陆费逵“教科书审定

制”出版思想的前瞻性和正确性。

四、结语

陆费逵先生的“教科书革命”思想是其教育图

书出版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强调以教科书自

主编辑、出版和发行为阵地，使教科书成为中国教育

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实现其“教育救国”之理

想。

虽然和中国近代其他著名教育家一样，陆费逵

也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但与蔡元培、范源濂、李石

岑等教育家不同，陆费逵终其一生几乎并不像蔡元

培等这些教育家那样直接参与不同时期的教育决

策。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陆费逵

图书出版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中国近代新式教

科书出版事业有着密切关系。陆费逵除了用其如椽

之笔对中国近代各级各类新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设性

的建言外，主要是把其“教育救国”思想通过“教科

书革命”这一思想融入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事业当

中，把推动高质量教科书的发展作为自己毕生之职

责和出版界的社会责任。在图书出版界组织的“书

业商会”成立２０周年之时，陆费逵撰文纪念时就感
言道：“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

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

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

比任何行业都大。”［２１］

在陆费逵５６年的生命中，服务中国近代出版界
长达３８年之久，如舒新城先生所言，“先生以五十
六岁之中寿，而服务于出版界达三十七八年，努力文

化事业数十年如一日，近代实业家中实所少见”［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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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要指出的是，陆费逵在出版界服务３８年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他以图书出版为阵地来对中国

教科书出版现代化进行推动的过程，更是他把“教科

书革命”思想践行到教育图书出版事业的过程。

简而言之，陆费逵先生的“教科书革命”思想与

当时中国新教育起步阶段教科书问题和教育发展密

切相关，堪为其“教育救国”理想的具体实践。他希

求中国人自主编纂高质量的教科书来推动教育发

展，为培养新型现代人才奠定基础，进而推动中华民

族的进步，改变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社会的面貌，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虽然这一理

想因为改良性质有着乌托邦的一面，但他用一生的

实践诠释了这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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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机遇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为例

邹丹丹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邹丹丹（１９９１—），女，贵州贵阳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２０１８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

育与当代社会治理。

摘　要：当代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型冠状病毒的突然暴发加速了这一变局并引发
全球对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的再思考。在病毒大规模进攻人类，西方负面舆论挑战我国意识形态时，

社会群体凝聚共识、保证理想信念不动摇，树立机遇意识、风险意识，认可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才能稳定社会结构，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抗疫故事、抗疫精神是抗疫成功的精神保障，中国

速度、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区治理、科技治理体现了我国治理特色，对舆

情的正确引导为抗疫成功赢得舆论支持，这都为当下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生动素材。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意识形态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８９－０５

　　一、疫情防控下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性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新型冠状病毒暴发，“截至 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２９日，全球累计确诊８１４５１６３０例，累计死
亡１７７８０６４人，其中国内累计确诊１０２６９８例，累计
死亡４８５１人”。新冠病毒从露出苗头、暴发到被控
制，仅半年时间就造成全球数十万人死亡，上千万人

感染，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各国股市多次熔

断，国际石油和黄金价格持续下跌，经济直接影响民

生，隐藏在下滑经济趋势背后的是无数个体及家庭

受到波及，国际关系紧张。疫情暴发前我国国内正

聚精会神进行脱贫攻坚工作，国际正与美国就贸易

问题谈判，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会又出现“中国病毒

论”“中国赔偿论”等独断论调，这对我国治理能力

与外交关系都提出了挑战。

在这一特殊时期意识形态教育尤为重要。主流

意识形态是指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国家发展、社会结

构稳定，根据国内外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宣传符合本

国国情的主流思想。既能在“变局”中巩固国家执

政党的地位，对“社会治理发挥矛盾调处作用”［１］２，

还能凝聚国家精神进行意识形态文化输出，形成具

有导向性的社会价值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２］３３９，“不仅要针

对内部国民而且也要考量到其外在影响力”［３］２１４，推

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二、重大公共危机疫情防控治理中主流意识形

态教育的新机遇

（一）抗疫故事、抗疫精神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

聚力

全民众志成城抗疫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

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

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

量”［４］１５。全民抗疫故事、抗疫精神展现了中国价值

观，激发抗疫积极性，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拥有鲜

活案例，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生命力。

“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

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

题”［５］７１０。８４岁的钟南山院士在高铁上依旧研究疫

·９８·



情，企业家冷友斌在疫情暴发初始就提供大量医疗

物资支援武汉，共向红十字会捐赠２亿元；７２岁的
兴十四村党委书记付华廷驻守在疫情的前线；基层

民警石健承受严寒气候参与排查，还主动申请到人

口最密集的高铁站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除了被评

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先进代表，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

工作人员。前线既有医生护士等医务工作者，也有

农民工、军人、企业家、社区人员、民警、志愿者等工

作人员。正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才能支撑

他们主动走在人民前面、奋斗在抗疫的一线，强烈的

爱国主义情怀，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精神、团队精

神，使他们在风险危机应对中凝聚共同责任意识，在

早期医疗物资短缺、风险不可控时奋不顾身，成为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新时代青年彰显当代中国新面貌。抗疫最困难

时期大量青年踊跃报名服务疫情一线，青年成为主

力军。数据显示，“４．２万多名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
中，有１．２万多名是‘９０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
‘９５后’甚至‘００后’”［６］。他们用行动证明新时代
中国青年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永不妥协的精神气

质。他们是当代社会治理的践行者，是公民责任意

识的诠释者，特别是当代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青年是国家的开拓者，他们与祖国共进退、面对挑战

奋勇直前、不计得失、无怨无悔。习近平总书记说：

“过去有人说他们是娇滴滴的一代，但现在看，他们

成了抗疫一线的主力军，不怕苦、不怕牺牲。抗疫一

线比其他地方更能考验人。”［７］在公共危机发生时

中国人民“舍小家为大家、功成不必在我”的民族精

神得以弘扬，激励全国青年向前抗疫拒绝退缩。同

时国家为援助的医疗团队提供了相应的保障，给予

逆行前进的医疗人员子女中、高考加分鼓励，这是国

家对抗疫前线无私者的回馈。

研制疫苗、国际援助体现大国责任形象。疫情

防控工作凸显了国际区域合作的价值性，在面对病

毒全球传播的紧张形势下，中国加强合作交流、遵守

国际秩序、履行相应责任义务。在抗疫期间第一时

间将国内情况向国际社会汇报、公开确诊人数、公开

患者症状、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公布医治及防控

方案、分享救治与治理经验。在国内抗疫压力巨大

情况下还向他国大量援助医疗物资，承诺“两年内

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２０亿
美元援助，建立３０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
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８］，获得了国际社会对我

国抗疫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肯定，增强了国际抗疫凝聚力与自信心。自

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科研工作者就刻不容缓地与病

毒赛跑，尽全力攻克新冠病毒、研制疫苗，目前“我

国有１１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
４个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９］。习近平总书记表
示疫苗研制成功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用，强烈

激发了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

（二）制度优越性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

风险社会危机应对要求执政党在最短时间将危

机转化成机遇，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凝练

抗疫期间最大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亮点，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被

全球化西化，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非意识形

态化”［５］６４９。中国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竭尽所能解决

民生问题，而资本主义首先考虑经济利益维护资本

力量，其次才会考虑人民利益，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中国调度、中国速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高达１１９２．５万
人次，如果缺少国家严格管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

导，巨大的流动人口在疫情期间一旦失控会造成难

以控制的严重后果，就会造成秩序混乱、病毒加速传

播、三股势力可能会趁机作乱，整个社会运转系统崩

溃。正是制度保障，共识一致，人民才会遵守社会公

共规则，服从国家指挥，排除负面干扰情绪，保证社

会秩序正常运行，满足了疫情期间全国物资的供需

要求。仅从１月２４日至３月８日，国家就调动了
３４６支医疗团队，４万多名医务工作者，４万余台机
器设备，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迅速新建医院，仅用

１０天就建成了总建筑面积 ３．３９万平方米、拥有
１０００多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１２天建成１６００张床
位的雷神山医院。当几万名援助武汉的医疗人员到

达武汉，如果没有部门之间紧密配合、沟通协调，很

难在极短时间调动、合理分配大量人员、设备。更值

得一提的是火神山医院在最短时间完成了场地平整

设计图、方案设计图和全部施工图，调动上百台挖掘

机、推土机通宵施工，期间利用北斗高精度测绘，而

且多数的测量都是一次性完成工作，病房焊接、安

装，电力施工，经过五天五夜的奋战，火神山医院全

部通电。中国调度、中国速度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特色保障制度保障民生安全。社会保障制

度的作用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

要，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

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具有

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团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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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的功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主义属

性是区别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在全国重

大公共危机应对时给予抗疫信心、凝聚群众向心力，

解决后顾之忧稳定全国民心。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国
家下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

疗保障的紧急通知》，明确表示“对于患者发生的医

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

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只有社

会主义的保障制度才能为被感染的中国人买单，保

障人民基本权利，降低公共危机后的社会风险，最大

化稳定社会结构。除了疫情产生的救治费用，疫情

后对失业、就业皆有补助，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保障

制度的优势所在。

党的领导制度是抗疫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在疫情期间审时度势、临危

不乱，迅速制定出符合当下国家治理的救治方案。

党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切实解决与群众利益相关的

问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四个自

信，才会在疫情暴发时涌现奋不顾身的青年群体，人

民美好生活的向往才会有保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指导思想，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在疫情期间得到了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提出建立“群防群治的严密防

线”、听取报告、召开会议、作出重要部署及指示，丰

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党

的意识形态是疫情期间国家稳定的重要思想保证。

（三）中国治理特色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抗疫工作彰显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色性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引导质朴的意识形态前行，

一直到它认识到自己得以成立的有效条件”［１０］２６，疫

情期间我国基层社区、志愿者、群众性自治组织都对

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呈现了全民参与、基层合

作、科技防控的创新治理模式。没有科技就不能获

得个人相关实时数据，没有全民参与就不能互相监

督、信息互通。

社区治理、科技治理成为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

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各小区设置关卡对进出人

员进行登记、严格测量体温，对于返乡人员及时登记

并跟踪观察，严格做好外来人员的信息登记工作，并

发动群众互相监督，对于没有如实登记的居民及时

反馈。他们上门统计人口及摸底健康情况，了解片

区内人员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有没有与疫情病人

的接触史，要求所有人员必须实名填写微信健康卡、

每日进行健康打卡、健康申报。社区清洁人员每日

对街道进行卫生清理、记录消毒时间，上门发放消毒

用品，保持楼道健康通风。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民

警２４小时值班，春节无休假，人员轮流换岗。在宣
传栏普及疫情预防措施，并通过微信建立社区群，告

知疫情期间的注意事项。社区治理呈现出基层治理

的严谨性与服务精细化。全民扫码成为本次疫情治

理亮点，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给防控统计工作带

来较大难度，社区工作人员利用微信扫码登记降低

了感染风险。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全民无论是

乘坐公交、地铁还是进出大型公共场所都需要扫码

登记，后台利用大数据实时监测能精确确定患者的

移动轨迹、接触人员，我国科技防控在本次疫情治理

中呈现出高效性。

党员治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稳定了民心。抗

疫期间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优势，鼓励党员干部踊

跃报名，鼓励他们一直活跃在疫情前线。援鄂医疗

队伍多以党员为主，在疫情风险面前党员干部没有

退缩，冲在人民前面，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党对人民群

众的关怀，展现了党的活力与生命力，强化了社会群

体的政治认同。党员干部激励群众，联系群众，与群

众站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向心力，稳定了社会

局面，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全国各项经济活动开展的

前提，坚定的政治信仰是构建现代化中国的动力。

党员干部也充分发挥了党内监督作用，对疫情期间

失责的干部严肃追责，体现了党员的责任担当。他

们凝聚共识、增强信心、消除恐慌，及时处理疫情中

出现的问题，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德治与法治结合，外在转化为内在。国家在疫

情期间积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拒绝

吃野生动物、遵守国家公共安全意识的道德观念深

入人心。道德素养从外在转化成内在，形成科学的

文化素质，既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又是疫情防控的

重要举措。国家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

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严格打击非法捕杀、滥

食行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消除社会的不安

情绪，巩固抗疫取得的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给出了当下道德建设的

核心要义，也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我

们应积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于抗疫行动

中。

（四）舆情引导渲染主流意识形态感染力

引导、整合舆情，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疫情期间“要加强舆论引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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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４］３１。疫情期间建立了公开透明的新闻制度，借

助新媒体在微博、抖音、快手等流量较大的短视频平

台滚动播放，各大政务媒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

疫情的重大部署及对政府相关政策解读，通报疫情

动态，宣传防疫基本常识，增强群众自我保护能力，

建立了立体舆论监督机制，形成了疫情期间的主流

舆论声音，有效降低虚假谣言的流传，让群众意见理

性表达，化解了社会矛盾，减少意见分歧。在疫情期

间全国人民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厨艺、

娱乐活动、创新节目，也反映了疫情紧张局势下中国

人民诙谐幽默的一面，只有在相信国家治理体系的

前提下人民才会进行娱乐放松活动，这也是人民群

众对国家信任的表现。丰富的传播机制强化了群众

的责任感、使命感、风险危机意识，同时还避免了盲

目从众、泄愤报复等心理问题引发的群众性公共事

件，正确的舆情引导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抢占舆论制高点，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导向，

为赢得抗疫成功提供理性舆论支持。既要正面宣传

抗疫中的模范榜样，又要对疫情中存在的问题客观

报道，让社会群体了解真相才会认可政府行为。权

威媒体在疫情舆论防控中主动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

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把舆论引向主流意

识形态，在舆论中协调与平衡，宣传符合国家疫情防

控政策的积极舆论，把握舆论的健康方向，占据舆论

制高点。当重大公共危机发生时，杜绝因舆情混乱

引发社会秩序混乱，防止社会群体因信息辨别能力

不到位出现偏离防控工作轨道的现象，把握青年群

体作为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生力量，掌握舆

情发展规律，在最短的时间将负面情绪的影响控制

到最低，同时对错误思想进行纠正才能发挥好意识

形态正确引领作用。“要增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效

果，传播主体必须重视受众的心理特征和需求，建立

和谐互动的传播关系”［１１］１３３，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

宣传报道时应选择普通大众都能听懂的“人民语

言”，注重情感的表达，高频率传播疫情时期主流词

汇：团结、科学、信心、初心、同舟共济。整合抗疫故

事精髓，给故事注入情感，挖掘抗疫精神，传播有温

度的意识形态，引导群众产生情感共鸣、价值认同，

深化对意识形态的认可度，提升舆论的影响力。

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主流意识形态有

价值输出。“部分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大肆兜售

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干预与破坏另外一些国家的意

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１２］６０。面对西方国家对我

国抗疫行动的否定与污蔑，中国用实际行动让世界

再次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理性思考疫情

涉及的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传播了中国故事、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再

次在本次抗疫中得到证实，合作共赢是人类集体应

对全球危机的基础，人类强化合作才能共同走向新

合作高度。世界各大媒体都应客观公正报道、传递

正能量，营造健康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结束语

重大公共危机应对需要意识形态护航，意识形

态的功能、目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

重要地位，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辅助。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国家属性，正是对主流

意识形态的正确引领才能在疫情期间保持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稳定社会群体的心态、凝聚全国人民共同

抗疫的共识、形成危机时期攻坚克难的共同信念。

意识形态教育与国家疫情防控结合，保证疫情防控

工作有序开展，将病毒传染范围缩小到最小，提高社

会风险预警能力，增强治理信心。抗疫故事、抗疫精

神使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涵具有生命力。制度是抗

疫成功的重要保障，中国治理特色是取得抗疫成功

的关键，积极的舆情引导为抗疫成功赢得了舆论支

持。今后要更注重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确保社会群

体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重大公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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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实例的统计分析发现，假设句分句中核心谓词具有非自主倾向，宾语具有弱受动
性，实体义成分少且无指成分多，还常出现表非现实情态义的能愿动词和语气副词，而排斥现实情态

义语气副词。这些句法特征充分证明假设句是一种非现实性认识情态句。假设句也是一种推断性

因果关系句，其基本逻辑功能是表达假言命题或判断，具有类比关系和反事实意义的假设句，能够表

达类比推理或假言推理。假设句具有表推知、应变、疑问和评议等语用功能，多在非叙事语篇中用于

说理论证，有时具有篇章衔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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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句是一种表达假设性推断因果关系的典型
非现实认识情态句，其句式义主要受“如果、要是、

的话”等假设关联词语的制约，［１］分句中的核心谓

词、宾语、情态词语等的使用，体现了句式的非现实

性认识情态特征。作为假设关系复句，假设句具有

逻辑功能、语用功能和篇章功能等。现有研究极少

关注假设句内句法成分的特征，也很少论及其表达

功能。本文以对实例的统计分析，考察假设句分句

中句法成分的语义语用特点，揭示假设句非现实性

的语法特征，并结合例句描述其表达功能，以达到充

分认识假设句的语义语法特征及其表达功能的目

的。

一、假设句非现实性的语法特征

（一）核心谓词的非自主倾向

假设句是一种典型非现实句，其语义上的非现

实性，体现在分句中核心谓词的使用上。参照自主

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分类［２］，以高频的假设标记

“如果（说）”引导的假设句为例，从北京大学 ＣＣＬ
语料库中收录的 １９９５年《人民日报》前 ３８条和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至 １９９３年《作家文摘》前 ４１条用例
中，得到８２个假设小句（“如果”小句７９个，“如果

说”小句３个）、８８个结果小句。其中谓语核心 ＶＰ
（多数为动词，也包括少数动词性结构、形容词和形

容词性结构）是非自主义的分别有６０个和６５个，约
占总数的７３％和 ７４％，如表 １。可以看到，非自主
ＶＰ为自主ＶＰ的近３倍。这个结果说明，常用假设句
的主从分句的核心谓词，都是非自主义的占大多数。

表１　

“如果（说）”句 从句（％） 主句（％）
自主ＶＰ ２２／２７ ２３／２６
非自主ＶＰ ６０／７３ ６５／７４

　　假设连词“万一”表可能性极小的假设，它所引
导的假设句是口语中常用的。［３］我们从 ＣＣＬ中抽取
１９９５年《人民日报》前３７条、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４年《作家
文摘》中５４条、王朔等当代作家小说作品中５７条，
合计共１４９个“万一”复句。“万一”引导的假设分
句中包含不止一个小句的，分别计算，共得到１６２个
“万一”小句。其中非自主性 ＶＰ约占７３％（１１８
１６２），非自主 ＶＰ是自主 ＶＰ的３．５倍（１２６３６）。
“万一”句的主句中，非自主 ＶＰ约占 ６２％（９２
１６２）。这个结果同“如果（说）”引导的假设句的情
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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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句从句和主句中核心谓词均以非自主义为

多，因此，可以说，假设句的谓语具有非自主语义倾

向，或者说，假设句优先选择非自主谓词。使用不同

假设标记的假设句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不会影响

这种倾向性。这是假设句非现实性语义的句法表

现。根据功能语法学者提出的及物性假说，及物性

是句子／小句的综合特征，谓语动词的动作性是一项
重要参数。［４］假设句式的非现实性决定了句中所述

事态不是实际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便降低了句中动

词的动作性，使句子具有了动作性弱这样的低及物

性特征。非自主动词包括变化动词和属性动词，其

动作性很弱或没有动作性，而自主动词是动作动词，

其动作性强，便出现了假设句中非自主动词频率高

于自主动词的句法特征。

（二）宾语的语义和指称特点

我们对几种类型语料中随机抽取的上述１６２个
“万一”小句逐一分析后，得到５１个无宾句、１１１个
有宾句（含 １个双宾句和 １个有 ２个宾语的兼语
句），有宾句中谓词性宾语２４个、名词性宾语８９个。
在８９个名词性宾语中，抽象义的４６个，实体义的
４２个，属性义的１个。可见，“万一”小句中有实体
义名词性宾语的仅约占２６％（４２１６２）。依据功能
学派对名词性词语指称性质的界定［５］，这４２个实体
义名词性宾语中有１４个是有定形式（人称代词、专
有名词、指量名结构等）的定指成分；有２８个是无
定形式（光杆名词、数量名结构等），其中用于定指

的５个、不定指的５个、无指的１８个，这三类指称成
分的比例分别为：１８％、１８％、６４％。上述情况说明，
“万一”小句中无定形式的名词性宾语以无指成分

多见。近似情况也存在于“万一”句的结果分句，以

及由其他假设连词引导的假设句中。

由“万一”句宾语的语法性质、语义和指称特点

可知，假设句分句中，有实体义宾语的用例只占小部

分，使得多数谓语动词并没有施动对象。这说明假

设句分句中宾语具有弱受动性，与其核心谓词的非

自主倾向相对应；其无定名词性宾语以无指性的为

多。宾语的弱受动性和名词性宾语的指称特点，是

假设句非现实性特征的句法语义表现。一般情况

下，现实句中的无定宾语名词性成分必须是有指的，

而非现实句中无定宾语名词性成分倾向于无

指。［６－８］假设句语义上的假设性和逻辑上的推断性，

也决定了其表达上的说理论证性。典型假设句所述

动作行为并非是现实发生的，使用它并不要求告诉

听话人一个确定的信息，只要能说明什么样的条件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讲清楚二者之间的推断性因

果联系，说明白道理就可以了。因此，分句中是否有

宾语、宾语名词语是否为有定有指成分，并不重要。

这就是假设句中分句宾语可以缺失、可以为谓词性成

分，以及无定名词性宾语多为无指性成分的语用动

因。

（三）句中的非现实情态成分

假设句中常出现能愿动词和某些具有非现实义

的语气副词等情态词语，表达可能、必然、必要、意

愿、估价、许可等［９］非现实情态意义，是假设句非现

实情态语义特征的句法表现。根据在 ＣＣＬ语料库
中的检索结果概述如下，例句可参考下文。

１．推测义情态词语。可能义能愿动词“会、能、
能够、可、可以、可能、该１、应该 １、应当 １、要 １、一
定、免不了”等，多出现在假设句的结果分句中，表

示可能性或必然性的推断，其中以“会”的使用频率

最高；假设分句中一般只出现“能、能够、可以、可

能”。结果分句中也出现语气副词“也许、怕、恐怕、

说不定、大概、多半”等，表示对假设条件下所得结果

的或然性推断；“必、必须、必定、必然、想必、肯定”等，

表示对假设结果的或然或必然性推断。

２．必要义能愿动词。得（ｄěｉ）、应、该２、应该２、
应当２、当、须得、必得、要２”等，多出现在假设句的
结果分句中，表示动作行为的必要性。

３．意愿义能愿动词。“想、要３、想要、要想、肯、
敢、愿、愿意”等，多出现在假设句的假设分句中，也

可出现在结果分句中，表示行为主体的意愿。

４．估价义能愿动词。“值得、难于、难以”等，多
出现在假设句的结果分句中，表示对某假设条件下

所产生结果的估计或评价。

５．许可义能愿动词。“准、许、准许、许可、容许”
等，可出现在假设句的假设分句或结果分句中，表示

所述事情的发生是被允许的或合情合理合法的。

（四）受排斥的现实情态成分

假设句的假设性非现实认识情态义对句中情态

成分的制约，还体现在对一些情态成分的排斥上。

如“幸好、原来、难怪、居然”等情态义语气副词，便

不能用在假设句中。据我们考察，在假设句中不能

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意义的语气副词［１０］：

１．情景性判断副词。“幸好、幸亏、幸而、好在、
亏得、多亏、可惜”等情景性判断副词，表示说话人

对已然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庆幸、惋惜的判断，其语义

中隐含着所限定事件的已实现义，修饰现实性的已

然已定事件，因而不能用于假设句。

２．意外性判断副词。“竟、竟然、居然、却”等意
外性判断副词，表示违反一般的常情、事理或说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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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期，有出乎意料的意思，也用来修饰现实性的已

然已定事件，不能用于假设句。

３．论理及理会性判断副词。“原来、敢情、怪不
得、怪道、无怪、无怪乎、难怪、其实”等论理及理会

性判断副词，表示“事实如此”之意，修饰现实性事

件，也不能用于假设句中。

上述这些语气副词都是表示现实情态意义的，

也被称作情态副词或评注性副词［１１］，它们与“也许、

恐怕、必定”等表示可能性推测义的语气副词不同，

其词义里面隐含着相关事件的已实现义，只修饰已

然、已定的现实性事件，不能用来修饰未然、未定的

假设性事件，也不能修饰假设性的已然、已定事件，

所以不能用于假设句。这类主观评价性现实义语气

副词在假设句中的使用受限，也是假设句的假设性

非现实语义制约的句法结果。

二、假设句的表达功能

（一）假设句的逻辑功能

根据假设分句所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假设句

可分为现实、可能、反事实和虚拟四种。［１２］假设句的

基本逻辑功能是表达假言命题或判断，一般不独立

表达推理。可能假设句是最常用的典型假设句，一

般表达假言判断，非类比关系的现实假设句和虚拟

假设句也具有假言判断功能。例如：

（１）温度如果达到 １００℃，水就会沸
腾。

（２）要是再不下雨，秋庄稼就旱死了。
（３）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

是乐于助人。

（４）假如我是一只雄鹰，一定会勇敢
地在蓝天上翱翔。

这几个句子前后分句为假设条件和推断结果关

系，从逻辑上看为假言复合判断，它们不独立表达推

理。（１）（２）这样的可能假设句和（４）这样的非类
比虚拟假设句，常用作假言三段论等推理形式中的

大前提或小前提，和其他命题或判断一起构成一个

假言推理。（３）这样的非类比现实假设句实际表达
肯定判断，相当于一个简单判断，其假设分句和结果

分句并不是一般的蕴涵关系，即不具有必然的条件

和结果关系，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它所表达的通

常是“话题”和“说明”的关系，属于“言域”层面的

语用性假设句［１３］，既不表达推理，也不用作推理形

式中的大、小前提。

具有类比关系的现实假设句和虚拟假设句，以及

反事实假设句，其内部逻辑语义关系比较复杂，也不

是一般的蕴涵关系，而是用一个假设句式表达推理的

内容，分别具有类比推理和假言推理功能。例如：

（５）奇迹又一次出现。如果说第一个
奇迹靠的是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那么，

第二个奇迹靠的则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报刊精选》，１９９９年）
（６）李诚想：如果说团党委是一个人

的头脑的话，那么这些人便是布满全身的

神经。（杜鹏程《保卫延安》）

（７）你是个普通人士，但你的名字连
我都知道了。要不是有真才实学，怎么可

能这样出名呢？（《中华上下五千年》）

（５）（６）两例中“如果说……，那么……”结构
的现实假设句、虚拟假设句，前后分句之间都具有类

比关系。前例分句所述是说话人认识上的事实，以

第一个分句的内容来衬托并类推第二个分句的内

容，从而凸显了后分句的意思。后例采用了比喻式

类比推理，前后分句内容都用了隐喻表达法，以“一

个人的头脑”和“布满全身的神经”之间的密切关

系，来形象地类比“团党委”和“这些人”之间的密切

关系，凸显的也是后分句的意思。（７）中“要不是”
引导的反事实假设句，采用了反证法，从已知结果反

推原因，从而说明了该结果产生的原因。反事实假

设句实际表达了假言三段论推理［１４］，体现了假设句

的假言推理功能。

（二）假设句的语用功能

邢福义根据句末语气的类型，把复句分为陈述

型和非陈述型两类。非陈述型包括问话型、祈使型

和感叹型。［１５］２２“即使是充当分句的小句，它们在复

句里也各有自己的语气。例如：‘你是川家的媳妇，

我就不是川家的媳妇吗？’就是‘陈述语气 ＋疑问语
气’。”［１６］从小句与小句（也包括独立的单句）的语

气配合来看，其中具有假设关系的小句与小句之间

可以有以下四种组配情况：陈述 ＋陈述、陈述 ＋疑
问、陈述＋祈使、陈述＋感叹。［１７］这就是假设句的假
设小句和结果小句之间的语气组配类型，也就是假

设句的语气类型。可见，从假设结果分句也就是全

句的语气类型来看，假设句与一般句子一样，也分为

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类。

不同语气类型的假设句在交际语用功能上有差

异。邢福义在论述“如果ｐ，就 ｑ”假设句时，根据这
一句式跟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语气类型的关系，

把它的作用总结为六种，即用于推知、应变、质疑、祈

使、评说和证实。［１５］８５－８８参考上述考察结果，根据我

们的观察和认识，且把假设句的语用功能概括为表

推知、应变、疑问和评议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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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表推知。假设句的结果分句可以表达依据假
设条件所推断的结果，这是假设句最突出的一种语

用功能，与其逻辑上的判断功能相一致。句子一般

用陈述语气，结果分句中多用“就、那么”等承接性

关联词，也常用“会、可能”等表可能义的能愿动词，

以及“必定、肯定、一定、也许、恐怕、怕”等推测义情

态词。例如：

（８）如果书籍不能迅速拿出放入，那
么书架的价值就会减半，假如能缩短书籍

的出入时间，就可能加速工作的进行。

（《哈佛管理培训系列全集》，转引自北大

ＣＣＬ）
（９）我们这儿要是刮东北风的话，就

一定会降温。

（１０）时至寒冬，又遇荒年；若每天没
晚上这顿热汤垫底，怕是连生命都难保障！

（孙方友《陈州饭庄》）

２．表应变。假设句的结果分句可以表达在假设
条件下所要采取的应变办法或要实施的行为等。有

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说话人自己或行为主体而言，

结果分句用陈述语气，如（１１）（１２）；另一种是请求、
要求或劝告他人在某种假设情况下要采取的某种行

为或应实施的策略，结果分句一般用祈使语气，如

（１３）（１４）。后者的结果分句中常用“可以、可、能”
之类的可能或许可义能愿动词，以及“要、应该、应

当、必须”之类的必要义能愿动词。

（１１）上车以后你先找到座位坐下，如
果没有熟人，我就坐到你身旁。（余华《爱

情故事》）

（１２）如果你再叫我一声小市民，我就
要请你滚出去了。（余华《西北风呼啸的

中午》）

（１３）要是买不着火车票，你也要想法
早点回去。

（１４）假如你不愿意把自己的爱交付
给他，你就应该把你的真实想法向他说出。

（《人民日报》，１９９５年）
３．表疑问。假设句可以用来提出某种疑问，包

括有疑而问和无疑而问。一般是结果分句用疑问语

气，如（１５）—（１８）；在特定语境中也可单用假设小
句表示疑问而独立成句，如（１９）。表疑问的假设句
用于口语对话中较常使用紧缩式，如（２０）。

（１５）如果你下岗了，你将如何对待？
（《ＭＢＡ宝典》）

（１６）假如每秒钟移动一次，共需要多

长时间呢？（《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１７）要是你都不为你自己高兴，那别
人又为什么为你高兴呢？

（１８）要是我没听错的话，您说的是王
老师吧？

（１９）万一火车晚点呢？
（２０）若有打算会闹出啥样？（冯骥才

《石头说话》）

４．表评议。假设句的结果分句可以表达对某种
假设条件所做的评述或议论。常用感叹语气，也用

陈述语气；常用“那、这”和“就”连用成“那就、这

就”来引出评议内容。例如：

（２１）要是能早点写完论文，那该多
好！

（２２）万一博士毕业不能搞专业，那就
太可惜了！

（２３）夫妻俩要不吵不闹呀，就像炒菜
没放盐！［１５］８７

（２４）读书如果不进行思考，这就很难
获得真正的进步。

（２５）这次试验要是获得成功，将给他
带来最大的鼓舞。

从例句可知，假设句的语用功能与语气类型之

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在实例中也并非界限分明，

一个假设句也可以有不止一种语用功能。如具有疑

问语气的反问句便具有推知功能和评议功能，因为

说话人对某问题的评议常根据自我的一种推断而

来。表应变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表推知，因为应变

反应正是出于应对某种推测性事态的目的。之所以

如此，是由于假设句语义上属于推断类因果复句，主

要就是表达判断和推测的，表推知或推断是其基本

语用功能。

（三）假设句的篇章功能

篇章功能即语篇功能，包括衔接功能、信息功

能、叙事功能和描写说明功能等。假设句是一种非

现实句，主要用来表达判断，也可用来表达推理，因

此常用来说明事理和进行论证，多用在非叙事性语

篇中，在叙事性语篇中通常表达背景信息。如下面

前三例是可能假设句，代表了假设句的一般用法，

（２６）说明事理用于论证，（２７）（２８）说明客观事理。
（２６）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

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

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中国儿童百

科全书》）

（２７）比如在正常条件下，２千克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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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千克大豆都卖２元钱，如果某个时候
大米生产过多，要的人少，而大豆生产过

少，要的人多，那么，大米的价格就会下降，

大豆的价格就会上涨。（同上）

（２８）假如没有空气阻力，小球将一直
摆动下去，永不停止，这种运动叫无阻尼振

动。（同上）

两个可能假设句常常并列使用，语义上形成相似

比较，或形成正反对比，表达严密，说理有力。例如：

（２９）如果呼号，就等于要毁掉喉咙；
如果沉默，那就是等待内火自焚。（张炜

《柏慧》）

（３０）如果发了双薪，筹款的问题就解
决了，如果公司不肯发，大家就立刻发动罢

工，一直到胜利为止。（欧阳山《苦斗》）

反事实假设句具有特殊的语用表达功能，利用

反证法，批驳对方的观点进行说理和论证，比正面论

证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例如：

（３１）但是现在，对方辩友要知道，现
在全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几乎都建立在农村

劳动力到处流动的基础上，中国自然也不

例外，假如没有他们的流动，怎么会有祖国

东北、西北边疆的开发？（《报刊精选》，

１９９４年）
假设句表述非现实事态，一般不能用于叙事和

描写，但有时也具有一定的叙事性和描写性。如非

类比现实假设句也属于“话题 －说明”句，语义上也
兼有现实性特征，因而有一定的叙事功能，如（３２）
用“如果”引导的分句实际上是限定了结果分句所

述计算结果的时间起点，相当于时间状语从句，句子

便具有一定的叙实性。

（３２）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 ２００
年。（《人民日报》，１９９５年）
类比现实假设句和类比虚拟假设句用对比手法

构成类比关系，表达形式相似，有以前衬后、以前突

后的作用，一般用于论证或说明事理，分别如：

（３３）如果说章草是隶书的快写体，那
么今草也可以说是楷书和行书的快写体。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３４）如果说椭圆星系是太空中的“老
人国”，那么不规则星系就是一个“小人

国”。（同上）

类比虚拟假设句还具有描写性和说明性，常

用比喻或比拟手法，通过形象化描写来说明客观

事理，如（３５），句中使用了比喻句来进行类比，形

象地说明了重庆市和朝天门的地形特点及其二者

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语篇中，可能假设句有时

也具有一定的描写说明功能，如（３６）中“假如”引
导的假设句，主要用于描写南方河岸边人家夜雨

过后所见景象。

（３５）如果说重庆的地形像一条长长
的舌头，那么朝天门就是舌头尖了。（初

中《语文》第三册）

（３６）南方的河不属于哪一季节……
最奇的是，随着夜幕的降临，淅沥细雨随风

潜入。你睡在床上，屏声敛息，方能听到细

而密的沙沙声。你的家假如枕着河道，后

门口还挂下一条瘦瘦的石阶，到翌日开门一

看，你会立时惊呆了，河水竟涨上了两个台

阶，盈盈地向你展露着风姿，似还伴着窃窃

的笑语。（《人民日报》，１９９５年）
表推知、疑问和评议的假设句主要用于说理或论

证，而表应变的假设句用在应用文中则常用于说明，

如下面两例表应变的假设句表述上都近似客观说明。

（３７）假如你感到缺铬，或者开始近
视，那么，不妨经常吃含铬量较多的食物，

如糙米、全麦片、小米、玉米、粗制红糖，等

等。（《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３８）假如你有条件上网的话，可以访
问它的网址……（《ＭＢＡ宝典》）
假设句有时还具有篇章衔接功能，特别是非类

比现实假设句，常用于引出话题或者转换话题，而使

上下文语义上得以连贯。如（３９）中“如果说”引导
的假设句引出一个新的话题“蛇口有什么特别之

处”，（４０）中用“如果说”引导的假设句把话题从宗
教转换为“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即人类之爱”。

（３９）这一条全国各地都要求这么做，
如果说蛇口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

十多年来，这里从没出现过举报人遭受打

击报复的案例。（《人民日报》，１９９４年）
（４０）他首先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即

兴讲话，他说耶路撒冷像个恢宏的宗教博

物馆，我们远道而来的４个中国人都不是
教徒，但我们尊重世界上一切宗教，就像尊

重人类一切美好的信念，如果说还有一种

超越宗教的宗教，那就是人类之爱，这是一

种崇高的永恒的精神，作家和诗人们都应

该是寻求这种精神的先驱，因此我希望这

座小礼堂能够成为铭刻这种精神的文学圣

殿。（《作家文摘》，１９９４年）
·８９·



三、结语

本文采用成分分析法，通过定量统计发现，假设

句分句中核心谓词具有明显的非自主倾向，宾语具

有弱受动性，实体义成分为少，以无指成分多见；还

常出现能愿动词和某些非现实义语气副词等情态词

语，但排斥现实情态意义的语气副词。这些句法特

征充分证明假设句是一种非现实性认识情态句。假

设句也是一种推断性因果关系句，其基本逻辑功能

是表达假言命题或判断，最常用的可能假设句和不

具有类比关系的现实和虚拟假设句，一般只表达假

言判断，但具有类比关系的现实和虚拟假设句，以及

反事实假设句，语义形式上比较特殊，能够表达类比

推理或假言推理。从语用功能上看，假设句可表推

知、应变、疑问和评议等。多用于非叙事语篇中说明

事理、进行论证，能增强论证的力量。有时也具有一

定的描写说明性，并具有篇章衔接功能。句式义对

句中成分的使用具有制约作用，句中成分对句式义

也具有反作用。对复句的研究，不仅要把握句式的

意义，还要考察其句内成分的语法语义特征，同时也

要考察其表达功能，分析和综合研究相结合，可以比

较准确地把握句式的结构和语义功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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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含义及其理论发展研究

司罗红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１９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句子功能中心的跨语言差异对句法结构的影响研究”（１７ＢＹＹ１４７）
作者简介：司罗红（１９８１—），男，河南新密人，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语言理论和汉语语法。

摘　要：格无疑是句法学中最常用的核心概念，也是现当代句法学中理论发展最成熟，涵盖内容
最广的理论模块之一，自然长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格在不同的语法体系中表示的意义

不同，即使在形式句法的不同时期，格理论的句法内涵也有差别。格经历了表示名词形态变化的

“形态格”，表示名词与动词语义关系的“语义格”，表示抽象句法位置的“句法格”；格理论经历了经

典格位理论，扩充格位理论和最简方案“格位特征”核查等阶段。这些句法意义不同，句法表现各异

的格伴随着句法理论的发展而产生，同时也影响句法理论的发展。梳理格的不同意义和内涵对准确

理解和运用格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格；形态；特征；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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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格（ｃａｓｅ）在不同的语法体系中代表不同的含

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语法作用。从传统句法到

当代最简方案，格经历了形态格、语义格、经典格位

理论、扩充格位理论和格特征等五个不同阶段。从

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具有的名词特征，到跨语言的

语义特征，格研究从单一语言的静态描写到语言深

层结构的共性，成为当代语言学的热门议题；从语义

关系到摒除语义，只关注名词出现的位置，格位理论

成为转换生成语法重要的组成模块；扩充的格位理

论对经典格位理论中只关注名词的缺陷做了改进，

对格位的赋予者和接受者提出双向要求，是特征核

查的萌芽；当下最简方案中的格是词库中词的不可

解释性特征，必须通过核查才能消除。格理论不断

发展促进对语言认识的不断调整，造成不同时期对

诸如被动句等相同句法现象有不同解释。

二、传统句法学中的形态格及不足

拉丁语、希腊语、德语等印欧语的许多语言都有

“性、数、格”的形态变化，因此，作为显性句法表现

的“格”自然很早就已经是传统语法研究的焦点。

很多学者研究拉丁语中的格现象，对拉丁语中的主

格、使役格、宾格等名词的形态变化进行规范性的描

写；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学者们已经对包括法语、英语、
梵语、格鲁吉亚语、日语、阿尔巴尼亚语等众多语言

中的格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对“格”的

含义、功能、语义、分类及理论价值进行了高层次的

讨论。

（一）形态格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表现

传统语法研究中的“格”是指形态变化丰富的

语言中名词或代词随着与动词之间的结构关系而发

生的形态变化，有些语言中的形容词和数词也会随

着名词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格”。形态格可以通

过单词内部的形态变化得到体现，也可以通过添加

词缀的手段得到体现，不同语言中“格”的种类和方

式不同。英语属于格匮乏性语言，名词的格变化只

限于所有格和一般格（通格）两类，通过是否添加词

缀“－’ｓ”的方式实现，例如：ｄｅｓｋ（桌子 －通
格）———ｄｅｓｋ’ｓ（桌子 －所有格）。英语中的代词仍
然保留有主格、宾格、所有格的区别，通常采用内部

形态变化的手段得到体现，例如：

·００１·



（１）Ｈｅｉｓａｇｏｏｄｂｏｙ．
（２）Ｗｅａｌｌｌｉｋｅｈｉｍ．
（３）Ｈｉｓｂｏｏｋｉｓｂｒｏｋｅｎ．

例句中的“ｈｅ／ｈｉｍ／ｈｉｓ”分别出现在句子的主语
位置、宾语位置和核心名词之前的位置，采用代词的

主格形式ｈｅ，宾格形式 ｈｉｍ和所有格形式 ｈｉｓ，代词
的形态不同表示它的句法结构和功能也不相同。

日语中也存在形态变化表示的格，日语中的格

特征要通过添加格标记的手段得到体现，主格、宾

格、工具格、处所格分别采用不同的标记“－ｇａ、－ｏ、
－ｄｅ、－ｋａｒａ”进行标识。例如：

（４）Ｉｎｕ－ｇａｎｅｋｏ－ｏｏｉｋａｋｅｔｅｉｒｕ．（日
语，引自徐杰［１］１０９）

狗－主格 猫－宾格 追
“狗追猫”

（５）Ｔｏｋｙｏ－ｋａｒａ－ｗａＪｏｈｎ－ｇａｋｉｔｔａ．
（日语，引自徐杰［２］１０８）

东京－处所格－话题约翰－主格 来
“约翰从东京来”

例句中的“Ｉｎｕ、Ｊｏｈｎ”出现在主语位置，通过添
加主格标记－ｇａ的方式变为主格名词，“ｎｅｋｏ”作为
句子的宾语，则必须采用添加宾格标记 －ｏ的形式
表位宾格名词，表示处所的“Ｔｏｋｙｏ”添加处所标
记－ｋａｌａ进行标识。

俄语等有丰富形态变化的语言中，不但名词、代

词有格的形态变化，形容词、数词等也随名词的形态

产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形容词、数词也有形态格。

（二）传统形态格研究缺乏统一性

传统的形态格研究重视对语言进行细致和充分

的描写，也初步涉及了诸如“格的来源、格的类型”

等问题，但整体上看研究还囿于单一语言，缺少不同

语言间的对比。语言学家菲尔墨［２］２－５指出了传统

形态格研究中的主要缺陷：１．忽视主格的研究。２．
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使分类含混不清。３．研究多从意
义出发而不是从句法中心出发。由于不同语言的格

形态存在差异，有的语言格形态较多，如芬兰语中名

词有１６种之多，俄语中名词的格有６种；与之相对，
缺乏形态的变化的语言，如汉语，则没有形态格。即

便是都有格形态变化的语言，格的种类也不尽相同，

跨语言的格体系对比有操作难度。但正如格林伯格

指出：“两种格的体系可以有不同数目的格，而格的

名称可能会掩盖功能方面的不同，但格的用法可以

认为是能够比较的。”［３］９８

三、格语法中的语义格及不足

传统形态格研究中只重视形态变化，缺少统一

标准，不能揭示句法结构方面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普

遍现象。为了对格做统一处理，解决人类语言共有

特征和语言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转换过程中的普

遍限制问题，菲尔墨提出了格语法，其核心思想体现

在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７年发表的论著中。菲尔墨论述的
格多从语义句法出发，因此被称为语义格。

（一）菲尔墨的格是一种深层结构的语义关系

菲尔墨认为“格”作为普遍语法概念应该在每

一种语言的语法基础部分都有一席之地。针对传统

“格”研究中审查名词与其他部分之间可能存在的

各种语义关系，关注名词的形态变化，忽视跨语言普

遍性的深层机制等不足，菲尔墨提出“格”是种基础

结构概念，是一种初始项，即便是在没有形态变化的

语言中也存在隐性的“格”范畴，无论格是以显性方

式还是隐性方式存在，他们的基本内容和作用是一

致的。他将“格”概念一分为二，一是表示传统语法

中描写名词形态变化，即格的形式；二是表示普遍存

在于各种语言深层结构的句法———语义关系。

菲尔墨认为，句子在底层结构中包含一个动词

和一个或几个名词短语，每个名词短语以一定的格

关系与动词发生联系，这种格发生在句法层面，而不

是词的形态方面。换句话说，每个句子都必须有动

词和一系列与动词发生关系的名词组成，动词与名

词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否采用显性形式都是客观存在

的，这种关系就是深层结构中的“格”。句子由情态

和命题两部分组成，命题又包含动词和众多与之有

格关系的名词组成。可以用下面的规则表示：

（６）句子＝情态＋命题（Ｓ＝Ｍ＋Ｐ）
命题＝动词 ＋格１＋格２＋… ＋格ｎ（Ｐ

＝Ｖ＋Ｃ１＋Ｃ２…＋Ｃｎ）
每个动词在词库中都有自己的格特征，动词和

有格名词共同组成了句子底层的命题意义，人类语

言拥有同样的格类型，主要有：施事格（Ａ）、工具格
（Ｉ）、与格（Ｄ）、使成格（Ｆ）、处所格（Ｌ）、客体格
（Ｏ）、受益格（Ｂ）、伴随格（Ｃ）等８种①，每个动词都

必须有一个格范畴，同一个格范畴不能出现两次。

例如汉语中“开”的深层结构可以表示为：

（７）ａ．［Ｖ＋Ｏ］空调开了。
ｂ．［Ｖ＋０＋Ａ］校长开了空调。
ｃ．［Ｖ＋Ｏ＋Ａ＋Ｉ］校长用遥控开了空调。

深层结构中的命题结构通过转换变为表层结构

合法的句子，从深层结构变化为表层结构要遵循一

定的顺序原则。比如无标记的主语的选择遵循Ａ＞
Ｉ＞Ｏ的顺序。即深层结构中若有施事则首先选取
施事做主语，若没有施事则选取工具做主语，施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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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都没有的才选取客体格做主语。“空调开了”

从底层结构到表层结构可以用图１表示：

图１　格位结构

具有客体格（Ｏ）的名词“空调”为了满足句子
必有主语的要求从深层结构中动词之后的位置移动

到了动词之前，形成了表层结构中客体做主语的句

子“空调开了”。

（二）格语法成了转换生成语言学中的题元角

色理论

菲尔墨的格语法理论从人类语言共性的视角探

求语言深层结构中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跳

出了形式格只对一种语言的格形式描写的范式，并

以此构拟出语言从底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基本规

律，认为是对乔姆斯基同时期句法理论的修正。格

语法中的格作为一种深层结构中的语义关系在语言

中容易证明，这些成果已经被心理学家接受，将其作

为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重要部分加以运用；计算机

专业的许多学者也从其中汲取营养。

菲尔墨格语法将语言研究的视角引向语义研

究，将句法形式和语义结合，与乔姆斯基“管约论”

阶段的题元准则有相似之处。需要指出的是，格语

法中“格”的认定仍然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定义格的

“语义原则往往是模糊不清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胡

壮麟［４］３５５”，菲尔墨在之后的论著中，每次论及的

“格”类型和数量都有不同。

三、原则参数理论时期的格理论

Ｖｅｒｇｎａｕｄ［５］２１－３４发现在形态变化不丰富的语言
中虽然没有显性的格标记，但名词在句法中的分布

却和有格标记的语言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提出语言

中存在抽象格（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ａｓｅ）的概念。Ｃｈｏｍｓｋｙ接受
了Ｖｅｒｇｎａｕｄ的观点，在《管约论》（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ｉｎｄｉｎｇ）中提出了格鉴别式（Ｃａｓｅｆｉｌｔｅｒ）：

（８）格鉴别式： ＮＰ，当ＮＰ有语音形
式却没有格（引自Ｃｈｏｍｓｋｙ［６］４９）
每个名词短语都必须得到格，句中若有无格名

词，则句子不合法。

ＧＢ理论中的抽象格不同于传统句法研究中名
词的形态变化，也有别于格语法中名词与动词之间

的语义关系，抽象格更多的是表示名词能够出现的

一系列位置的概括，由格位的赋予者指派给名词。

常见的格位有：及物动词和介词可以指派宾格；句子

中心语可以指派主格；主要名词指派所有格。

格位理论作为模组化的生成语法中理论发展最

成熟、解释力最强的模组之一，涵盖了众多的语言事

实，可以对许多表面看没有联系的语言现象进行统

一解释。下列各句不合法均是句中有名词没有得到

格位指派，例如：

（９）李先生出生河南。（河南没得
到格位）

（１０）很高兴这群孩子。（这群孩子
没得到格位）

（１１）ＭｉｓｓＬｅｅｖｅｒｙｓｍａｒｔ．（ＭｉｓｓＬｅｅ
没得到格位）

（１２）Ｊｏｈｎｌｏｏｋｉｎｇ．（Ｊｏｈｎ没得到格位）
被动句的生成机制通常可以通过格位理论解

释。结构主义时期的被动句研究着力于对被动句结

构的细致描写，转换生成语言学认为被动句是主动

句转换生成的。例如：

（１３）ａ．Ｔｈｅｍａｎｍｕｒ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ｗｏｍａｎ．
→ｂ．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ｗａｓｍｕｒｄｅｒｅｄ．
例（１３）句中的名词获得相同的论元，主动句的

宾语与被动句的主语都是动作的承受者；被动句的

动词发生了形态变化，并且使用助动词 ｂｅ；被动句
中动词之后的位置空置。

形式句法认为，深层结构中的动词发生了被动

的形态变化“ｍｕｒｄｅｒｅｄ”，使其失去了分派施事题元
角色的能力，施事成分“ｔｈｅｍａｎ”必须删除，形成了
动词之前为空成分“ｅ”的深层结构“ｅｗａｓｍｕｒ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ｗｏｍａｎ”；同时，失去指派题元角色能力的动词也
被吸纳了指派格位的能力；位于动词之后的受事名

词“ｔｈｅｗｏｍａｎ”为了获得格位指派只能移位到主语
位置获得句子中心语指派的主格，形成表层合法的

被动句“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ｗａｓｍｕｒｄｅｒｅｄ”。移位的目的就
是“格位驱动”。我们用图２表示这一过程。

图２　格位驱动移位

汉语中被动句的生成机制与英语相同，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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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被打了”说明汉语被动句的生成机制。

（１４）ａ．小吴打了小明。
ｂ．ｅ被打了小明。（深层结构）
ｃ．小明被打了。（格位驱动移位，表

层结构）

首先也是由于动词“打”发生被动化变为“被

打”，失去了给施事“小吴”分派题元角色的能力，

“小吴”不能出现在句中，形成了动词之前是空位

“ｅ”的深层结构“ｅ被打了小明”；失去指派施事题
元角色能力的“被打”同时失去了指派宾格格位的

能力，受事成分“小明”得不到格位指派，只能通过

移位至主语位置得到格位指派，形成“小明被打了”

这样的被动句。

ＧＢ时期的格位，主要是名词能够出现的位置
的概括，具有人类语言的普遍共性。格位理论涵盖

了大量的语言事实，对被动句的生成机制等问题首

次给出了富有创意的解释，同时还吸引研究者关注

空成分等传统语言学没有涉及的内容，开辟了对结

构格、内在格等抽象格深入研究的新领域。需要看

到的是，格位理论只关注格位的接受者提出单向要

求，要求名词必须获得格位指派；对格位的指派者却

没有要求，对介词悬空等问题不能给予很好的解释。

经典格位理论构拟的被动句的生成机制也存在问题。

经典格位理论无法解释小句做主语的被动句。

经典格位理论只对名词提出了限制，要求所有的名词

短语都必须出现在有格位置，得到格位指派；格位理

论对小句却没有限制，小句可以出现有格位置，也可

以出现在无格位置，按照经典格位理论构拟的被动句

生成机制，小句不用移位形成被动句。事实上被动句

的主语不但可以是受事名词，也可以是小句，例如：

（１５）孔乙己偷书被发现了。
例句中的“孔乙己偷书”作为小句不需要得到

格位指派，但也移动到了句首，形成了被动句，说明

经典格位理论被动句是“格驱动”形成的有待商榷。

四、扩充的格位理论是特征核查的萌芽

管约论时期格位理论中的格不是具体语言中发

生的形态变化，也不是深层结构中动词与名词之间

的语义关系，而是一种抽象格，是名词能够出现位置

的综合。经典格位理论仅仅对名词提出了限制，能

够解释众多语言现象，首次构拟了被动句的生成机

制。经典格位理论却不能解释介词悬空等与格位赋

予者有关的语言问题，例如：

（１６）鲁迅出生于
（１７）Ｊｏｈｎｇｏｅｓｈｏｍｅｗｉｔｈ

例句中的“出生”是不及物动词，能给“鲁迅”分

派题元角色，名词“鲁迅”获得句子中心指派的主

格，成为句子的主语；句子不合法，问题应该与介词

“于”之后没有出现名词有关。同样，英语例句不合

法也应当是与介词“ｗｉｔｈ”之后悬空有关。
（一）扩充格位理论对格的赋予者和接受者提

出双向要求

徐杰［７］９８的博士论文提出格位理论应当是对名

词及其相关句法单位共现关系的理论，应当是针对

格位指派者和格位接受者提出的双向理论。不但对

格位接受者名词提出限制，要求名词必须获得格位

指派；而且应当限制格位指派者，即格位指派者应当

将指派格位的能量释放出来，格位指派者与格位接

受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用扩充的格位理

论表示。

（１８）扩充的格位理论：（引自徐
杰［１］９２）

ａ． ＮＰ，当 ＮＰ有语音形式却没有
格。

ｂ． 必选性格位指派者，授格能量没
有释放，小句和名词是格位接受者。

扩充的格位理论不但包含了经典格位理论的内

容，而且增加了对格位指派者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

格位指派者都必须将格位能量释放出来，格位能量

必选性的指派者必须释放能量，而格位能量可选性

指派者则可以两可。比如，几乎所有语言的介词都

要求将格位能量释放出来，而句子中心 ＩＮＦＬ指派
主格的能量在英语中是必选的，在汉语中则是两可

的，句法上表现为英语句子必须有主语，而汉语句子

的主语则可以出现也可以省略。扩充的格位理论具

有很强的解释力，能够富有创意的将诸如介词悬空

问题、汉语中多主语问题、汉英两种语言祈使句主语

的隐现问题等看似毫无联系的语言现象统一解释、

综合处理。经典格位理论处理被动句时出现的问题

扩充格位理论能够轻松解决。

扩充的格位理论认为被动句的生成本质上不是

动词发生了被动的形态变化，名词为了获得格位指

派的“格驱动”，而是语言表达者选取了非施事成分

做话题，发生了话题移位，动词的格位能量得不到释

放，为了满足扩充的格位理论只能发生被动的形态

变化，形成表层结构中的被动句。我们用“小明被

打了”说明这一过程。

话语表达者由于交际和思维的需要选取了受事

名词“小明”作为话题，形成了带有话题标记的深层

结构（１９ａ），作为话题的“小明”通过移位到句首的形
式得到句法结构上的体现如（１９ｂ）所示，句中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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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格位能量不能得到释放，因此必须发生被动的

形态变化，取消其授格能力，同时失去了分派施事题

元角色的能力，施事名词“小吴”得不到题元角色不能

出现在句子中，形成表层结构的被动句（１９ｃ）。
（１９）ａ．小吴打了小明［话题］。
ｂ．小明［话题］小吴打了。
ｃ．小明［话题］小吴被打了。

扩充的格位理论和话题化构拟的被动句生成机

制得到许多跨语言对比的证据，许多语言被动句的

主语都带有明显的话题标记；能够解释汉英两种语

言被动句的差异；符合儿童语言习得中先发生名词移

位，后发生动词被动变化的顺序；小句做主语的被动

句在本质上仅仅是选取了小句作为全句的话题而已。

（二）扩充的格位理论亟待改进之处

扩充的格位理论不是简单的对格位理论的补

充，而是从一个新角度对语言中的“格”这一句法概

念作用范围的重新构建，扩充的格位理论继承了经

典格位理论中格位内涵的认定，同时提出格位不仅

仅要对名词限定，而且对格位的指派者也要有作用，

格位是一种具有双向互动作用的纯句法概念。

扩充的格位理论对格位指派者提出限制，要求

格位指派者要将格位能量释放出去，但认为格位能

量的释放与否呈参数分布，将格位指派者分为“必

有型格位指派者”和“可选性格位指派者”。徐杰采

用举例的方式说明“介词是必选性格位指派

者”［１］９２，句子中心 ＩＮＦＬ在英语中是必选性格位指
派者，在汉语中是可选性格位指派者。从理论的角

度看仍有两个方面需要改进：１．具体来看，必选性格
位指派者有哪些，可选性格位指派者有哪些。２．必
选性格位指派者有何共性特征，可选性格位指派者

有何共性特征，是否存在更简洁的形式特征将两者

有效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什么是格位能量释放与

否的分界线尚有待考察。

五、最简方案中的格特征核查

１９９３年乔姆斯基［８］１－５２发表了《语言学理论的

最简方案》（Ａ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生成
语法逐渐进入最简方案阶段。１９９５年出版的著作
《最简方案》（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Ｐｒｏｇｒａｍ）和之后研究标
志着最简方案理论架构逐渐日趋完善。最简方案认

为人类语言机制能够顺利运行的最大条件是“容易

理解性”，最彻底的方案便是：语言机制是关于易理

解条件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法。原则与参数时期的许

多模块和设想在最简方案阶段被放弃，比如取消了

“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而假设词库中的词直接

进入“拼读”阶段，之后进行语音式 ＰＦ和逻辑式 ＬＦ

的解读，“特征核查”成了最简方案中最重要的句法

技术。

管约论时期的许多理论模块和假设被放弃，格

位理论在最简方案中继承下来，并进行了改进。特

征核查认为词带有不可解释特征，这些特征必须得

到核查才能消除，从而进入语音式和逻辑式进行推

导。比如原则与参数时期的屈折要素 ＩＮＦＬ在最简
方案中被分解为Ｔ－特征和Ａｇｒ－特征，两个特征都
称之为 Ｖ－特征，它们会核查词库中动词的形态属
性，若两者能相互核查则消除，句子进入语音式和逻

辑式进行下一步的运算；若特征得不到核查而不能

消除，则需要发生移位等句法变化。常见的特征有：

语类特征，φ特征（一致性特征），格特征，强 Ｆ特征
等［９］２７７；这些特征又可以分为固有特征和可选性特

征。最简方案中的“格”就是一种不可解释的特征，

是格的赋予者和接受者共有的局部关系特征；格接

受者要通过格赋予者将自身的不可解释特征消除，

格赋予者也需要格接受者消除自身包含的不可解释

性特征，两者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依存关系。这与扩

充格位理论异曲同工，最简方案认为强势特征必须

被核查消除，弱势特征则可以被包容，一般说来显性

特征是必须核查的强势特征。

最简方案放弃了 Ｄ－层和 Ｓ－层的区分，而是
直接由词库进入运算层进行核查，所以最简方案理

论下的被动句生成机制不同于原则与参数时期。最

简方案认为以名词为补足语的限定语短语 ＤＰ包含
有不可解释的格特征，时态 Ｔ也包含有不可解读的
格特征，两者的格特征以及人称、时态等特征都必须

得到核查以消除。动词的被动形态没有不可解释的

格特征，包含有需要核查的其他特征。Ｓｈｅｉｓｍｕｒ
ｄｅｒｅｄ．具有下面的运算过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格的运算过程
从词库中选出的词 ｓｈｅ包含有３ＦＳ和 Ｎｏｍ等

特征，分别是第三人称（３），女性（Ｆ），单数（Ｓ），主
格（Ｎｏｍ）；系动词ｉｓ包含一般时，第三人称，主格和
分词特征，分别用 Ｐｒｅｓ，３，Ｓｏｍ，＋ｎ来表示；动词的
被动态ｍｕｒｄｅｒｅｄ具有分词特征，用 ＋ｎ表示。不可
解释性的特征主格（Ｎｏｍ）、第三人称（３）、分词特征
（＋ｎ）等通过核查被消除，最后只剩余可解释的特

·４０１·



征②，句子进入语音式和逻辑式进行推导。

最简方案放弃了原则与参数理论中的许多模

块，但格理论得以继续保留并加以改进，最简方案的

特征核查与扩充格位理论如出一辙，同时解决了扩

充格位理论中的格位能力释放的随意性，提出强势

的不可解释特征应当被核查消除，弱势的特征可以

被保留。

六、结论

格是句法理论中极其重要的概念，不同句法理

论中的格表示的意义不尽相同。通过梳理不同时期

格的基本含义和用途，不但能够发现格自身意义的

变化，而且能够发掘句法理论的发展脉络。传统语

言学将格看作形态变化语言中所特有的词形变化，

是一种形态格，传统格研究缺少跨语言对比和语言

共性的考察。格语法将格看作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各

种语义关系，是一种语义格，与名词是否发生形态变

化无关，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相同的语义结构，格语

法具有跨语言的视角，但是对格的特点和类型缺少

统一和稳定的研究。原则与参数理论中的格是名词

能够出现的位置的概括，与形态和语义无关，格过滤

器成为形式句法中解释力极强的重要模块。扩充的

格位理论修正了格位理论只对格位接受者提出限制

的缺陷，认为格是名词及相关问题的概括，不但要求

格位接受者获得格，而且要求格位指派将赋格能力

释放出来，是一种双向限制，是最简方案特征核查的

萌芽。最简方案特征核查将格看作是一种不可解释

特征，是词库中词的属性，限制短语 ＤＰ和时态特征
Ｔ、动词Ｖ等包含格特征都必须相互核查才能消除，
从而使结构进入语音式和逻辑式进行之后的推导。

注释：

①菲尔墨在《“格”辨》中认为格的类型有８种，之后的论著
中格的数量有所减少。

②名词的第三人称，女性，单数是可解释性特征，动词的时态
是可解释性特征，可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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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ＬＤＡ模型的高校科研管理主题演化研究

薛培军，潘　宋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１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１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高校科研奖惩机制研究”（２１２４００４１０１６１）
作者简介：薛培军 （１９６２—），男，河南虞城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机械设计研究。

摘　要：从研究主题的角度出发，引入ＬＤＡ主题模型，分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高校科研管理”相关
的期刊文献。结果显示，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研究文献呈倒“Ｕ”形趋势，自２０１５年峰值后下降明显，
研究力量有所减弱。研究主题随高校科研发展的要求发生承接和转化。研究主题的选择从研究的

外部规律（注重高校的管理主体等）向重视内部规律（科研人员构成的科研主体及学术系统构成的

科研载体）并举，从关注科技成果含量到与关注科技成果转化并重。研究内容从注重科研管理服务

等软指标转向经费、人员等硬条件，主题变迁的动因从关注考评指标、科研服务等单一因素促进向关

注科研人员及其内在动机和激励等多元因素驱动。当前高校科研管理研究热点依次集中在创新、成

果转化、经费管理、奖惩、人员激励和绩效评价等方面。

关键词：科研管理；ＬＤＡ；主题模型；演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０６－０５

　　当前关于高校科研管理的研究主要分为以激励
手段和激励方法为主、以科研人员（教师）为主、以

科研奖惩机制为主等几个方面。以激励手段和激励

方法为主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同的视角提出科研奖惩

机制措施方面展开。孙桃［１］探讨了内、外两方面激

励因素对科研人员的科研绩效的影响，并指出薪酬

和创新是影响科研绩效的重要激励因素。张和

平［２］认为高校薪酬水平及当地薪酬购买力对高校

教师的科研生产力具有显著影响。以科研人员（教

师）为主的研究主要是以人为主体。张海［３］呼吁为

加强对高校科研人员人文关怀，为高校科研人员创

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科研数据规范化和标准化。熊

立［４］通过调研大量高校科研人员的各方面信息，得

出科研人员的科研绩效受到工作沉浸感的显著影

响。刘宇文［５］认为目前高校科研外部奖惩机制缺

乏创新是高校教师缺乏科研激情的主要原因之一。

史冬波［６］以多起学术不端事件为案例进行分析，得

出了科研不端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激励诱惑与奖惩

机制不对称的影响。

现有研究对当前高校科研管理的发展和趋势涉

及较少，本文从主题模型的角度出发，研究高校科研

管理的发展主题，从总体上把握高校科研管理的研

究脉络和发展动向。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ＬＤＡ模型
主题是由具有某领域特性的一系列专业术语组

成，这些术语的组合能够表征一个领域的研究内容

及研究方向。从学术期刊的角度来看，科研管理在

其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内容变化，表现为其研究主题

的变化。ＬＤＡ（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模
型［７］是一种主题（ｔｏｐｉｃ）生成模型，是以文本—主
题—词语的三层贝叶斯结构来实现文档中主题及词

汇生成，能够挖掘出庞大语料库中隐含的主题信

息［８］。ＬＤＡ模型认为文档由若干个主题以不同的
概率组合而成，而主题是由若干个词语以不同的概

率组合而成。从主题模型的角度来讲，每一篇文档

都是词汇构成，而词汇由主题概率分布和词汇概率

分部联合采样得到，其数学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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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于语料库 Ｄ中的每一篇文档 ｄ，依据服从
于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分布原则采样获取文档ｄ中的主题分布
θｄ，即θｄ～Ｄｉｒ（α）；
２．对于在每一个主题，依据服从于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分

布原则采样获取主题ｚ中的词汇分布φｚ，即φｚ～Ｄｉｒ
（β）。
３．根据主题分布 θｄ获得主题 ｚｄ，ｊ，再依据词汇

分布φｚ获取词汇ｗｄ，ｊ
重复上述过程，即可获得一篇文档中的所有词

汇。其中，Ｄ代表原始语料库，ｄ代表第 ｄ篇文档，
θｄ是文档－主题概率分布，φｚ是主题－词汇概率分
布，Ｄｉｒ（α）和Ｄｉｒ（β）代表先验分布狄利克雷分布，α
和β代表模型的超参数，是手动设置的常数，ｚｉ代表
第ｄ篇文档的第ｊ个主题，ｗｄ，ｊ代表第ｄ篇文档的第ｊ
个词汇。在整个过程中，θｄ和 φｚ是隐含的参数，一
般采用吉布斯（Ｇｉｂｂｓ）采样方法进行参数估算。
Ｇｉｂｂｓ利用词汇和主题之间的后验概率，间接估算
参数φ和θ的值。参数估算步骤如下：
１．将主题ｚｉ初始化为１到 Ｋ之间的随机整数。

ｉ从１遍历到词汇总数Ｎ。
２．迭代循环。ｉ从１遍历到Ｎ，并给词汇赋予新

的主题。

３．估算φ和θ值。分布收敛后，保存样本，将ｚｉ
的值作为训练成熟的数据。ｗ表示词汇迭代一次的
样本，据此间接推断φ和θ的值，公式如下：

φｚ＝ｊｍ ＝
ｎｗｊ＋β
ｎ（·）ｊ ＋Ｖβ′

（１）

θｚ＝ｊｗ ＝
ｎｄｊ＋α
ｎ（ｄ）ｊ ＋Ｔα

（２）

其中，ｎｗｊ表示词汇ｗ被赋予主题ｊ的次数，ｎ
（·）
ｊ

表示语料库中词汇被分配主题 ｊ的次数；ｎｄｊ表示文
档ｄ中词汇被赋予主题ｊ的次数，ｎ（ｄ）是文档ｄ中词
汇数。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来自中国知网的关于高校科研管理的期

刊论文数据作为ＬＤＡ模型的原始语料库，进而挖掘
出潜藏在学术期刊中的研究主题。根据 ＬＤＡ模型
的输出结果，对比分析不同年份的主题强度及主题

内容的变化，从而梳理出高校科研管理的研究脉络

和趋势。

以“高校科研管理”为检索词，收集中国知网数

据库的期刊论文数据，时间跨度设置为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在对检索结果进行精炼和筛选后得到期刊论
文２６２２篇。鉴于期刊论文的结构性及文本内容的
复杂性，本文仅以对论文研究内容具有强表征性的

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作为原始数据，并进行数据清

洗。接着使用由Ｐｙｔｈｏｎ编程的 Ｊｉｅｂａ中文分词工具
对每一篇文档进行分词。以一年为一个时间窗口，

将数据以文本文档的形式分布到对应的时间窗中，

文本中每一行词语序列代表一篇论文的分词结果。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研究文献呈倒
“Ｕ”形趋势，自２０１５年峰值后下降明显，研究力量
有所减弱。各时间窗口的文档数及词汇数见表１。

表１　各时间窗口中文本集数据情况

年份 文献数量 分词后词汇数

２０１１ ２３４ ５３２６５
２０１２ ２３８ ５０９５６
２０１３ ２８８ ６１５８４
２０１４ ２９８ ６５９５６
２０１５ ３１６ ７２４６０
２０１６ ２７９ ６６６５６
２０１７ ２７４ ６４９５８
２０１８ ２４７ ５９６４９
２０１９ ２４８ ５４４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０ ４５７２２
总文本集 ２６２２ ５４２３５１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三、主题挖掘及结果分析

（一）主题挖掘

在进行主题挖掘之前，需对ＬＤＡ主题模型的参
数进行设置。根据ＬＤＡ模型应用中常用的设置，这
里设置参数α＝０．５，β＝０．１，迭代次数 ｉｔｅｍ＝１０００。
根据困惑度（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ｙ）评价函数确定了总文本集
的最优主题数为１９。ＬＤＡ模型脚本以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
编程，将处理后的期刊论文数据输入到脚本中，得到

２６２２篇期刊论文的文档 －主题概率分布矩阵和１９
个主题的主题－词汇概率分布矩阵。通过对主题挖
掘结果的分析与观察，筛选掉６个无效主题。参照
已有文献［９］的主题命名方法，将保留的１３个主题以
其特征词汇的含义归纳命名，并划分为“管理主体”

“科研主体”“科研载体”三大类，见表２。其中，“管
理主体”类的主题内容是关于高校的研究，包含高

校、创新、制度、改革四个主题；“科研主体”类的主

题内容是关于科研人员的研究，主要包含绩效、研究

人员、激励三个主题；“科研载体”类的主题内容是

关于科研的对象的研究，包含学术、系统、经费、信息

化、成果转化、科研项目等主题。

表２　主题挖掘结果

主题分类 主题

管理主体Ｔｏｐｉｃ１：高校，Ｔｏｐｉｃ３：创新，Ｔｏｐｉｃ１２：机制，Ｔｏｐｉｃ１３：改革
科研主体Ｔｏｐｉｃ７：激励，Ｔｏｐｉｃ８：研究人员，Ｔｏｐｉｃ９：绩效

科研载体
Ｔｏｐｉｃ２：学术，Ｔｏｐｉｃ４：系统，Ｔｏｐｉｃ５：经费，Ｔｏｐｉｃ６：信息

化，Ｔｏｐｉｃ１０：成果转化，Ｔｏｐｉｃ１１：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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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题强度演化
主题强度演化展示了相关主题在学术期刊中的

研究热度，主题强度越大，则表明在当前时间段内该

主题的研究热度越高。通过分析对比同一主题在时

间轴上的主题强度变化，能够动态把握该主题的研

究情况，对分析主题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主题挖

掘结果中生成的文档 －主题概率分布矩阵，给出了
所有主题的概率分布情况，反映主题对文本的贡献

度，亦即主题强度。本文采用的主题强度的计算方

法［１０］：

Ｑ（Ｚｔ，ｋ）＝
∑
Ｄｔ

ｄ＝１
θｄ，ｋ

Ｄｔ
（３）

其中Ｑ（Ｚｔ，ｋ）表示当前时间片 ｔ中主题 ｋ的强
度，θｄ，ｋ表示在第ｄ篇文档中第 ｋ个主题的概率，Ｄｔ
表示时间片ｔ上的文档数量。

结合表１中各年份的文档数量及主题强度计算
公式，可以计算出总文本集中的主题在各个时间片

上的主题强度。三类主题在时间轴上的主题强度变

化如图１、图２、图３所示，研究显示，我国高校科研
管理主题随高校科研发展的要求发生承接和转化。

图１　“管理主体”类的主题强度变化

由图１可以看出，创新（Ｔｏｐｉｃ３）和改革（Ｔｏｐｉｃ
１３）的主题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在高校科研
管理领域，研究科研管理创新和改革的热度持续增

高；另外，受２０１４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影响，
两个主题的强度都于２０１４年明显的大幅度上升。
机制（Ｔｏｐｉｃ１２）主题的强度值保持在一个中等水平
上，波动较大且无规律，这说明管理机制一直是科研

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也是提高科研质量和促进成

果转化的重要因素。“高校”（Ｔｏｐｉｃ１）的主题强度
整体呈下降趋势，结合Ｔｏｐｉｃ３和Ｔｏｐｉｃ１３的整体上
升趋势，说明在高校科研管理领域，对高校本身的研

究逐渐转移到高校的创新和改革领域。

在图２中，绩效（Ｔｏｐｉｃ９）的主题强度呈明显上
升趋势，且强度值始终在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

说明在科研管理领域，对研究人员的绩效评价一直

是研究热点，且研究热度不断上升，这也从侧面说明

了科研绩效评价对科研人员的重要性。激励（Ｔｏｐｉｃ
７）的主题强度在波动中上升，这表明学术界在不断
地探索管理学中的激励手段和激励机制对科研人员

的积极作用，而近几年的主题强度不断上升且数值

较高，说明激励手段对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效率和

成果质量是具有正向作用的。科研人员（Ｔｏｐｉｃ８）
的主题强度波动不大，强度值也不高。三个主题的

强度变化说明在高校科研管理领域，对科研人员本

身的研究一直是重点，但是研究热度并不高，而对能

够提升科研人员水平的激励措施和绩效评价则是研

究热点。

图２　“科研主体”类的主题强度变化

图３　“科研项载体”类的主题强度变化

在图３中，经费（Ｔｏｐｉｃ５）的强度值呈缓慢上升
趋势，且强度值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表明科研

经费一直是研究热点，经费支持是科研活动开展的

基本支撑。成果转化（Ｔｏｐｉｃ１０）的强度值呈现不断
提高的上升趋势，表明了学术界对科研成果的转化

保持着较高的热度，而强度值从２０１４年陡增，也进
一步说明经济新常态下对成果转化的高度重视和关

注。Ｔｏｐｉｃ２和Ｔｏｐｉｃ１１的强度值处于中间水平，且
波动较小，说明了学术活动和项目是科研的根本，也

始终是高校科研管理的热点。系统（Ｔｏｐｉｃ４）和信息
化（Ｔｏｐｉｃ６）的主题强度变化不大且数值较低，学术
界对科研项目的信息化和科研系统的关注度较低，而

近年来的下降趋势和较低的强度数值，再加上Ｔｏｐｉｃ
１０强度值的持续走高，说明在两方面的热度正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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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冷却，研究热点转移到了科研的成果转化上。

（三）主题内容演化

主题内容的演化必然表现为同一主题的特征词

汇在时间片上的变化，而相邻时间片中具有演化关

系的主题之间也必然会在内容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

性，因此可以通过计算相邻时间片中主题内容的相

似性来确定主题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分析主题内容

的演化。为了更好地展现主体内容的动态变化，对

表１中各个时间窗口的文本集单独进行主题挖掘，

得到各阶段的主题内容，见表３。由于每一个主题
都是由若干个主题特征词构成的词向量，可以看成

一篇文本，所以可以采用计算文本相似度的 ＷＥ－
ｃｏｓ方法［１１］计算主题间的相似度。根据相似度计算

的实际情况，设定当主题相似度大于０．８时，认为主
体间存在演化关系，反之则认为主题间无关联。根

据演化规则绘制出主题内容演化路径，如图４所示。
图中横轴代表时间窗口变化，纵轴代表主题，各时间

窗口主题间的箭头代表主题的继承关系。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主题挖掘结果

主题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Ｔｏｐｉｃ１ 管理 高校 项目 科研 科研经费 项目管理 创新 改革 科研人员 经费

Ｔｏｐｉｃ２ 服务 绩效 经费 项目 服务 成果 激励 创新 机制 人员

Ｔｏｐｉｃ３ 预算 学术 创新 学术 激励 经费 信息 管理体制 科研成果 创新

Ｔｏｐｉｃ４ 数据 系统 体系 教育 研究 社会科学 管理系统 项目管理 高校 改革

Ｔｏｐｉｃ５ 学院 科技 高校 制度 创新 协同 科研经费 人员 改革 高校

Ｔｏｐｉｃ６ 问题 信息 制度 科技 科研人员 控制 机制 成果转化 信息化 项目

Ｔｏｐｉｃ７ 教育 对策 成果 数据 制度 激励 分析 绩效 协同 绩效

Ｔｏｐｉｃ８ 指标 服务 系统 科研经费 思想 高校 科研项目 科研成果 科研经费 成果转化

Ｔｏｐｉｃ９ 部门 资金 学术 服务 绩效 教师 转化 数据 创新 标准

Ｔｏｐｉｃ１０ 激励 转化 科研项目 创新 改革 科研经费 绩效 激励

Ｔｏｐｉｃ１１ 激励机制 成果 机制 绩效 激励 激励 机制

Ｔｏｐｉｃ１２ 创新 人员 放管服

图４　主题内容演化路径

　　结合图４及各个主题的特征词汇变化，对主题
内容的演化做出如下分析。

１．在“管理主体”类别中，研究热点由对高校本
身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科研政策及奖惩机制的研

究，又进一步向机制的创新、改革方向演化。２０１１
年主题１、主题５、主题６和主题９都是关于管理主
体类的主题。２０１１年的主题１逐渐演化为２０１２年
的主题４、２０１３年的主题４，到２０１６年的主题１１，最
终到２０２０年的主题１１，特征词也经历了管理、系统
化、体系、控制、完善、机制等的演变过程；２０１１年主
题５向下演变为了２０１２年的主题１、２０１３年的主题
５，然后主题中断，表明主题的研究热度大幅降低，其
特征词也经历了高校、行政、保障等的变化过程。

２．在“科研主体”的类别中，对科研人员的研究
由评级指标、科研服务逐渐变为关注科研人员的情

感思想、科研团队的协同效应，又进一步演化为对科

研人员的激励和绩效评价。２０１１年的主题８是关
于考核指标内容的主题，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化为

２０１２年的主题２、２０１３年的主题７，到２０１５年的主８
和主题９，最终到２０２０年的主题７，主题特征词汇也
经历了指标、控制、思想、绩效等内容的演变。

３．在“科研载体”类别中，对科研项目的研究重
点由经费预算和科研数据逐渐转移到项目经费使用

机制、项目科技含量，又进一步的演化为科研项目的

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２０１１年的主题４逐渐
转变为２０１２年的主题５，２０１３年的主题３，到２０１６
年的主题１０，最终到２０２０年的主题３，主题词也经
历了数据、科技、设计、探索、创新等的演变。２０１３
年的主题１是关于科研项目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
逐渐转变为２０１４年的主题２，２０１５年的主题１０，一
直到２０２０年的主题６和主题８，主题特征词汇也经
历了申报、科学、成果、创新、转化等的演变。

·９０１·



四、结论

在管理主体方面，当前对高校的研究已经有对

高校本身的关注逐渐转变为研究高校科研管理机制

的创新和改革；在科研主体方面，由评级指标、科研

服务过渡为关注科研人员的情感思想、科研团队的

协同效应，当前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和绩效评价则变

为热点；在科研载体方面，学术和科研项目一直是科

研活动的根本，科研经费也始终贯穿着科研活动的

全过程，而科研成果转化则成为当前研究的大热点。

在高校科研管理中，应注重高校、科研人员和科

研载体的综合管理。在机制上注重创新性改革，提

高成果转化率在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中的权重，要

尊重科研人员的情感和实际情况，采取更加科学的

绩效考核，以及有针对性的激励手段和措施，注重科

研经费的精细化管控，建立起综合的、多主体的科研

管理新机制，以更好地提高高校科研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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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实施调查与改革路径
———以《酒店市场营销》课程为例

陈一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５
基金资助：２０１９年度河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能力本位导向’的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教学

内容整合创新”（２０１９ＳＪＧＬＸ５１０）；２０２０年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样板课“酒店市场营销”（ＫＣＳＺＹＢＫ２０２００３）
作者简介：陈一静（１９７９—），女，河南南召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酒店管理、市场营销。

摘　要：对高校酒店管理专业教师做调查，分析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课程思政实施过
程所存在问题以及影响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因素。以《酒店市场营销》为例，分析课程思政目

标、德育教育元素及立足任课教师的课程思政成效提升措施。从学校层面，可以从政策制定、资金扶

持、奖评制度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成效；提升措施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１１－０４

　　一、高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调查
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担当着主体角

色，课程思政实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课教

师自身的认知与素养。［１］笔者在全国高等院校酒店

管理专业教师培训微信群投放问卷，进行酒店管理

专业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调查，共收集来自全国不

同高校问卷８７份。
（一）课程思政了解程度调查

把课程思政与教龄进行交叉分析，把教师个人

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划分为“很了解，有过专门

研究”“比较了解，但不透彻”“有一定了解，但不多”

“不太了解”四个等级，对其进行分别赋值为“４、３、
２、１”，根据作答结果，可知随着教龄的增加，对课程
思政了解程度的得分也在增加，把教师的教龄分为

５年以下、５—１０年、１０—２０年、２０—３０年四个档，其
得分分别是：２．００００、２．３５３２、２．７５０１、２．９３９８。各高
校均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的主持人有职

称或学历有所要求，而高校职称的评定必定以相应

的教龄积累为前提，因此，在“项目驱动”引导下，更

高职称的教师对课程思政教改研究更为透彻，年轻

教师大多仅仅是了解了一些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推

进文件。至于何谓课程思政，７１．４３％教师的理解能
够与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活动组织相结合，１９．０５％
教师的理解仅存在于表层化、理论化，缺乏个人教学

过程中对课程思政实施的深切感悟。

（二）教学过程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调查

在此次调查中，所有教师在授课中都有课程思

政的融入，教师自我评价所授课程思政元素较多融

入的占３３．３３％，５２．３８％的融入程度一般，１４．２９％
的融入程度比较少。在课堂上融入的思政元素位列

前三的是：爱岗敬业、职业素养（４７．６２％）；创新精
神、奋斗精神（４７．６２％）；热爱祖国、四个自信
（４２．８６％）。而课程实施效果评价得分为３．５２４，在
被调查教师中，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自我评价非常好

的比例非常低，仅占４．７６％，实施效果比较好的教
师占比４２．８６％。课程思政实施效果与教师参与过
的相关课程思政活动进行交叉分析，调查结果显示：

教师撰写课程思政建设大纲、撰写相关论文论著或

参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研究等活动对教师课程

思政的实施效果发挥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学习课程

思政相关文件或参与相关培训的活动则对教师课程

思政实施效果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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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实施影响因素调查

课程思政开展中所存在的问题：６６．６７％的教师
课程思政的融入生硬而表面化，４２．８６％的教师则是
因为教学科研压力大导致开展课程思政时间不足，

３３．３３％的教师则是不知道课程思政的成效，
２８．５７％的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没有章法，不知道该怎
么做，２３．８１％的教师认为课程思政占用专业知识讲
授时间。

对于影响课程思政建设质量的因素：７６．１９％的
教师首选“课程自身的特点和性质”，“课程思政的

设计与实施”和“教师自身思政素养及教学功底”并

列第二，占被调查教师的６１．９％，另有“学校激励及
思政实施条件提供”占比５７．１４％，“学生的配合度”
占比３８．１％。

利用不同渠道积累相关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和方

法至关重要，被调查教师利用“相关主题报告或研

讨”“观摩学习示范课程”“其他网络平台”三种方式

最多。

为提高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被调查教师期望

能够改进的措施：①组织更多的课程思政相关培训
（８０．９％）；②开展课程思政教改教学研究课题
（６１．９％）；③公布课程思政建设及实施的方案或指
南，能够对教师发挥更明确的指导作用（５７．１％）；④
通过课程群组建课程思政建设团队，进行专项研讨

（４２．８％）。
二、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改革

（一）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改革思路

结合专业独特性、授课对象特点，顺应课程理论

学习层次性、实践技能习得规律，立足教学内容，深

挖思政元素，进行思政教育与教学模块的无缝对接、

自然融合。

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改革的整体思路是：提

炼课程思政元素，对授课内容进行梳理，将课程思政

元素与知识点进行有机结合，结合对酒店管理专业

教师和学生调查结果，设计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

训练模块及教学活动，撰写课程思政框架下的《酒

店市场营销》课程教学大纲等教学资源库，从而达

成对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的改革。

（二）酒店市场营销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１．引导学生关注时事及行业发展
重大社会热点民众关注度高、社会反响强烈，也

是当代大学生必然的关注点所在。［２］抽取其中与酒

店行业、营销理论及实践发展紧密相关的事件，在授

课过程中或者第二课堂及时进行引入，培养学生打

开眼界、积极关注时事及行业发展，提升其行业及热

点敏感度，锻炼其“理论分析———实践检验———理

论总结与升华”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学
一家有品位、高品质、对顾客吸引力强的酒店必

然是在其环境打造、硬件装修、服务流程、菜品菜式

中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酒店产品开发、酒店品牌塑造、中国古代酒店业竞

争中的商业价值观中等都有体现。在酒店市场营销

授课过程中，深挖中国酒店业自古至今在发展、扩

张、竞争、传承中的典型营销案例，提炼其中思政元

素，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素质教育融于授课过程，

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如，通过观看中华百年老字号

餐饮企业的视频，从餐饮企业命名中的中华古诗词

及历史典故的拓展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知情意

行”的品格的精神；通过建国饭店发展及应对外来

酒店品牌竞争的历史过程，让学生感受“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树立品牌强国的理

念。

３．弘扬家国情怀
在酒店市场营销课程的授课过程中，针对“酒

店市场营销环境”内容的讲述，组织学生对“２０１３年
‘八项规定’对酒店行业的影响”的讨论，引导学生

思考国家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初衷，告诫学生不可过

度关注个人利益，培养其大局观；组织对“２０２０年新
冠疫情下的酒店困境及营销”的讨论，帮助学生树

立与祖国同命运、与社会同发展。同时引导学生思

考如何运用专业知识为行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真

正实现学以致行业用、社会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强化其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号召学生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

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市场营销宏观环境的经济因素讲解中，针对

“收入”“支出”在基本概念及相关知识讲解之外，组

织学生通过“国家统计局、河南省统计局及地方统

计局”等官方网站，查找最近三年中国国民经济收

入及支出结构、河南省及学生生源地城镇居民的收

入及支出结构，询问自己家庭的收入及支出结构，从

而对比差距，使学生理解父母之不易，懂得感恩父

母。在对酒店消费者购买行为中“炫耀型购买动

机”讲解时，带领学生分析网络上各种酒店消费的

“炫耀晒图”“只追潮流、不顾个体差异”“只买贵的

不买对的”等消费现象，使学生懂得炫耀型、攀比性

消费不仅导致个人价值观扭曲甚至腐化堕落；站在

酒店企业未来从业者、经营者的角度，启发学生思考

如何引导顾客合理消费、打造绿色酒店，为创建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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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贡献一份力量，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５．培养职业道德，养成职业情怀
酒店市场营销课程的应用性、实践性、技能性较

强，为达成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过程中在灵活运

用各类教学方法的同时必须对学生采取分组分工的

形式进行，使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案例知识

点挖掘、分析、解析，培养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

形成团队意识、塑造与人探讨的协作精神。在“酒

店市场营销环境调查与分析”部分，通过学生分工

合作完成相关任务，培养其爱岗敬业、严谨负责、团

结互助的职业精神；形成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诚实

守信等的职业素养。在“酒店企业营销战略规划”部

分，通过国内外知名酒店企业案例的分析，学生明白

企业的初心和使命，在融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

苦创业精神思政元素，鼓励学生在专业学习和今后的

工作岗位上不惧困难、勇挑重任、报效祖国。

（三）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教学成效提升措施

１．立足信息化技术，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推进课程思政的充分渗透，在引入重大社会

热点问题时，可在课堂上直接利用图片、视频等资源

为学生进行展示，避免纯文字或教师语言陈述的乏

味。教师对行业专家在电视专题节目中对社会热点

问题的评讲、社会公众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朋友

圈等的广泛关注与评论都应给予重视，除了在课堂

教学中进行引入，还应该利用雨课堂、企业微信以及

其他信息化教学平台为学生发布相应的讨论资料，

既要有对问题讨论的热度又要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

深入思考。如，盘古七星酒店的“空中四合院”问题

探讨、ＯＹＯ酒店在中国的扩张等都能引发较好的思
政讨论与引导。

对酒店市场营销课程中职业技能的训练，应充

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平台，构建ＯＢＥ引导下的教学模
块，根据大数据信息采集及分析，为学生发布工作任

务场景，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战略决策、团队合

作、集体意识等能力和素养。

基于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酒店市场营销课程

应该与酒店管理概论、餐饮管理、酒店公关与危机管

理、酒店品牌建设与管理等邻近课程合作，共同打造

教学“第二课堂”，利用雨课堂、微信群等平台发布

教学案例探讨，组织学生到酒店行业进行岗位实践，

从而实现学生对酒店管理专业课程学习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与综合应用，从而促使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设计更加的系统、科学有效。

２．以“学生为中心”改革教学活动组织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抛开个人习惯，不能为图

轻松而“满堂灌”或教条式宣读思政条文，应该以学

生为中心，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升课程思政有效

性。如，组织学生进行酒店营销案例分析辩论赛、酒

店营销策划对抗赛，带领学生参加“挑战杯”“‘尖峰

时刻’酒店管理模拟大赛”等全国性赛事，从而使学

生能够明确个人知识及实践的缺陷，激发其更加努

力学习。在课堂上以项目为驱动，引入具有民族情

怀或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酒店品牌，进行营销实践模

块讲解，激起学生情感共鸣，使思政教育元素能够更

加自然地与授课内容进行碰撞和融合。

３．以“四方评价 ＋过程考核”改革教学评价与
考核方式

学生学习成效应立足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结合课程任务、团队合作成果、酒店营销工作场景模

拟、论述问答、期末考核等方式，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对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进行科学有效的考核。

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列入课程考核知识点，落实到

课堂讨论、课后作业、课程实训中。并把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表现及时记录在案，形成课程思政过程性考

核档案。

针对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采取四

方评价模式：①学生德育获得感的自我评价。②授
课教师课程思政元素实现度的自我评价。③教学督
导评价，重点是思政教师对课程教学资源中思政内

容的审查与指导，促使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

育人作用的发挥。④同行评价。组织开展酒店市场
营销授课教师与邻近课程教师进行思政研讨，采取

不定时听课及教学活动参与等方式，及时监督与评

价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的实施。

４．以“德育教育”为引导，重构教学资源
以思政教育和教学内容相结合为标尺，选择能

够较好发挥德育教育效果的酒店市场营销教材。认

真研读教育部思政教育指导要求，确立课程思政教

育目标，提炼课程思政元素，在“德育教育”引导下，

重建酒店市场营销的教学资源库，包括教学大纲、课

程教案、教学ＰＰＴ、教学讲义、教学案例集、教学实训
实习方案等。

三、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改革措施

（一）以课程为中心，组建课程思政团队

从学校层面，引导教师以课程群为中心，组建课

程思政建设与研究团队。打破课程思政只紧盯一门

课的局限，以学生德育素养高尚、职业能力提升为目

标，共建专业课课程思政资料库，避免典型案例在不

同课程反复出现而学生只能“瞎子摸象”而无法窥

其全貌的弊端。尤其是对工作岗位的实习实训或者

·３１１·



模拟，更需要课程群拧成一股绳，利用同一实践活动

设计或者信息化教学平台，使学生锻炼专业技能、强

化思政意识，如此，既节省了教学经费投入，又能一

定程度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二）以项目为带动，促使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

设

高校教师除了教学，还需承担教科研任务。为

促使课程思政的深入实施，学校应组织以学生为主

体的各类与思政教育相关的竞赛活动、以教师为主

体的课程思政讲课大赛、教学设计大赛以及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项目，带动全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热潮。

（三）以奖评为手段，提高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热情

对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显著的课程、授课教师，应

从教学效果认定、职称评定分值、职称职务晋升、教

学工作量认定给予一定呈现；对于参与指导学生参

加各类思政竞赛、教师个人参与的思政相关赛事所

取得的奖项，学校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教学工作

量认定。整体来讲，学校通过各类奖评手段，引导教

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上投入更多精力。

（四）以制度为保障，扫清课程思政实施障碍

学校应出台课程思政建设相关规定，包括课程

思政建设方案或指南、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管理、

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认定等，从而为教师进行课程思

政建设指明具体的操作方向，消除部分教师在课程

思政建设时的迷茫。从制度上认可教师在课程思政

建设中所付出的努力，从而打消教师认为课程思政

建设占用教学、科研时间的顾虑。

（五）以学校为平台，引入课程思政建设实战经验

从学校层面聘请课程思政建设丰富的专家对任

课教师进行经验传授，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组织教师观摩课程思政示范课，鼓励教师参加校内外

课程思政建设培训，组织专业相近教师开展课程思政

建设研讨会，从而丰富任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直观

认识，促使其更加卓有成效地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

四、结束语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在协同育人作用上的发

挥，必然要求专业课授课教师在较高政治觉悟及全

面政治知识的同时，需对授课对象拥有更为精准的

把握，进而能够设计出更具针对性和卓有成效的授

课方式。通过对不同年级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对课程

思政认知、评价及需求的调查，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

政实施效果的提升首先要求授课教师构建课程知识

内容与思政元素的关联，系统化设计思政原理在不

同授课环节的恰当体现，通过多方式、重参与、强互

动来激发学生对课程知识掌握的同时体会蕴含其内

的思政教育。为营造课程思政实施的良好氛围，学

校层面应该引导思政教育下课程组的组建、通过项

目奖评激发教师课程思政实施的热情，制定制度和

指导性文件为课程思政实施指明方向，搭建平台为

课程思政实施经验学习与交流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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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英语作为一门面向全体高校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承担着立德树人、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的重任。由于大学英语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效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弘扬人的价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体现了价值引领的育人

导向，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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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指出：“大力推动以‘课程思

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梳理各门专业课

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１］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吴岩司长指出：在新文科背景下，创新是高等教育

重中之重，要想应对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情况新

问题，必须发展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

工科与新医科、新农科交织交融、相互支撑，新文科

为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注入人文色彩，让科技的

发展为人服务，“四新”为下一轮高等教育改革进行

深入的探索、引领以及支持，是未来国家繁荣昌盛的

责任担当。新的社会发展新背景对外语教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探索建设“大外语”的改革思路、培养

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大学英语教学不

仅仅要培养同学们的外语应用能力、学习国外的精

华，同时还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重

大使命。

２０１９年３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

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

位育人”，“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

课相互配合的问题”［２］。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面向全体高校学生的通识教

育课程，同样承担着立德树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的重任。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中强调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需要有效地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弘扬人

的价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体现价值引领的育人

导向，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势在必行。

一、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高校要打破领域行业等各自为战的局面……

放大整体协同效应”［３］，大学英语课程也需要打破

专业、课程的界限，将思政内容循序渐进、深入浅出

地引入大学英语课程中。

大学英语作为高校必修课程之一，其教学资源

绝大多数来自英语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教科书上的

文章也基本带着英语母语国家所持有的价值观，我

国高校学生在学习这些英语文章时，如果没有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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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理想信念作为检验标准，就特别容易受西方思

潮的影响，以致出现各种片面崇拜西方文化而无视

甚或鄙视我们传统文化的现象，这对于树立我们的

文化自信是一种莫大的背离。因此，大学英语教学

过程有必要合理穿插进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大学英语课程学习有着正确的方向和

指南，才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接班人。在新文科“大思政”格局下，大学英语作

为高校通识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融入课程

思想政治元素是大势所趋。一方面，课程思政在

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

使学生在两种语言和文化碰撞的环境中辩证地看

待文化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课程思政的过程也是

不断融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过程，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还可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在价值观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学

生对于外来事物的辨识能力也不断地增强。因

此，大学英语思政课程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鉴于大学英语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

点，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一方面要强化学生英语综合

应用能力，另一方面还要特别注重传统中华文化素

养，让学生用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眼光去鉴别学习外国文化，培养学生

批判性学习精神。众所周知，由于大学英语课程面

向高校全体一、二年级的学生，其教学覆盖面之广、

教学素材之丰富、教学间长跨度之大、教师与学生接

触之多都是其他课程难以比拟的。由此可见，大学

英语课堂是特别需要兼顾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课程

内容，课程思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与否的

重要标志。

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现状

（一）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首先，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在许多高校中仍旧没

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教师的思想

觉悟不够高：一些老师对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内容

有着刻板印象，把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混为一谈；一

些老师觉得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角度难以挖掘，无法

与课程内容相结合；还有些老师在授课过程中非常

生硬地加入课程思政内容，导致课程内容枯燥乏味，

严重影响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导入效果。

其次，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过程中，很多高校把

英语的教学效果与四、六级，考研英语单科通过率联

系起来。在英语教学中，教学效果的好坏往往以大

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标准，大学英语教

师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为了提高四、六级通过率，教

学过程中偏重于大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英语

应试能力与考试技巧的培养，造成了东西方价值观

差异的区分，忽视了思政内容的输入，也忽略了对大

学生整体人文素养的提升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引导。

最后，没有思政元素的加持，大学英语的教学过

程往往会偏向于强调英语语言知识和外国文化输

入，忽视了文化输出的能力。曾经大多数高校的大

学英语教材多主要强调学习地道的英语语言及文化

知识，导致课堂上学生对西方文化了解较多，却对我

华夏文明知之甚少，显然学生自身传统文化的薄弱

限制了文化输出的可能性。此外，平时的学期测试

中，无论是以前的期中、期末还是四、六级甚至是研

究生入学考试中，考试内容基本偏重国外文化内容，

我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方面的考试内容占比极低。

片面强调单向的英语文化输入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

感受到更多的外国文化比重较大，从而产生文化交

流中出现严重的不对等。为查漏补缺，讲好中国故

事、培养文化自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势在必行。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社会对于英

语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明显，很多用人单位也把英语

水平作为入职的必备条件。这一社会现象导致许多

高校在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设置为应用型英语教学

模式，过度追求短平快的英语教学技巧和方法，以适

应社会功利化的发展。

（二）学生明显的功利性学习动机

大学生在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中，由于不断地面

对各种各样的英语考试：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乃

至考博的过程中，都被灌输这样的理念———学好英语

就能考个好学校，升入好学校就意味着好工作、好的

收入以及好的前程。因此，学好英语的动力背后是巨

大的功利性动机，把英语学习与未来的收入和工作画

等号的时候，英语学习的纯粹性就越来越少了。

一项调查显示，只有１４％的大学生由于兴趣爱
好而喜欢英语学习，有３４％的大学生为了考取英语
四、六级证书后，可以继续研究生或者博士的深造学

习，５６％的大学生单纯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时作为一
个有力的敲门砖，换取一份高薪的工作。

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如何

将英语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切实发

挥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提高学生的思

想品德水平、人文素养和认知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师

必须认真思考和面临的当务之急。

三、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应对策略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课程思政尤其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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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课程思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要想培养出具

有国际视野又有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每一个

大学英语教师都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也都肩

负着重要的课程思政责任。如何探索构建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如何应对全新的课程思政策略，是当前大

学英语教学中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反思当前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问题，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视角

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应对策略：

（一）教师要深刻探索课程思政教学理念

首先，作为高校英语教师，需要高屋建瓴，有大

格局、家国情怀。

面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这一新课题，对大学老

师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新挑战，因为课程思政的导入

要求大学英语教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水

平，同时也要具备深厚而扎实的理论教学水平，通过

理论学习和时政关注，大学英语老师要不断拓展自

己的知识领域、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对社会、生活

具有较强的观察、感悟和体验。这一系列的内容要

求大学英语教师在不断探索专业知识领域，还要提

升自己的政治理论学习，尤其是深入领会党的大政

方针，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高校需要

培养的是有国际视野、有温度、有担当、有家国情怀

的国际化人才。面对新时代立德为本的教育理念，

高校教师要积极转变教育思想，保持思想觉悟与理

论水平与时俱进，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努力做到以身

作则、行为世范，需要把大学英语课程目标设置的更

有温度、更有深度、更有政治敏感度。教师在人文尤

其是我国国学、传统文化方面的底蕴越深，文化自信

也就越能够体现的具体生动。教师本身通过言传身

教，就足以在思想、情感、审美等方面给予学生春风

化雨的熏陶和感染。学生不是被生硬的说教教育出

来的，学生是根据身边的模范和榜样而不断模仿出

自己未来的走向。

当然，教师通过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和集体备课

的集思广益优势，通过不断在线资料搜集、线下集体

探讨来领悟和掌握思政教学目标的语言素材，才能

更好地把课程思政与课程内容相融合。例如《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教学中穿插一些类似最新

的时事要闻，不仅有利于课程内容的延展，同时也把

其中一些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进行了巧妙的解析。

课程思政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课题，需要高校给

任课老师提供高质量的输入保证，例如，学校可以通

过开展思政课程学习培训给教师聘请国内专家、学

者不定期地进行宣讲、培训、探讨和交流，为大学英

语思政团队开展研究、发布学术成果提供有力的保

障。

其次，深挖教材内容，巧妙引入思政教育。

大学英语是一门跨文化交际的课程，在此过程

中不断出现文化的交融碰撞。２０１７年颁布的《大学
英语教学指南》的内容当中着重提到了“思想性”。

可见大学英语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务之急。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出：将大学英语课程目标分

为基础、提高、拓展三个级别，每个级别都对听说读

写有着不同的要求，在满足这些要求的同时，大学英

语教学还需要实现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新文科教

育背景下，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在完成专

业授课知识的同时，把课程教学内容与对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相挂钩。正确的价值观包括两

大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责任、义务、群

体、和谐。通过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帮

助学生建立“四个自信”；同时，增强大学英语教学

的思想性和问题意识，即增加大学英语教学的时代

性、实效性、思想性。［４］为了增强大学英语教学的思

想性和问题意识，必须要关注国内外时事政治，才能

更好地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时代性、实效性、思想性

教育。要想达到这一效果，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１．从现有教材入手，每一本教材内容都有自身
待发掘的思政元素，作为大学英语的老师，需要时刻

关注课文内容与我国文化相衔接的点，巧妙地导入

模块化课程思政。以新视野第三版《大学英语一》

第四单元为例———ＨｅｒｏｅｓｏｆＯｕｒＴｉｍｅ为例，可以结
合疫情期间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快递小哥、环卫

工人等真实的例子引出文章的主题———我们这个时

代身边的英雄，这种新闻时事的抓手往往能第一时

间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引导学生思考身边那些爱

岗敬业的平民英雄，他们虽然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兢兢业业，但却是值得歌颂和学习的英雄。

２．根据每个单元的相应主题，大学英语教师可
以从学习强国里找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时效性新闻、

报道、视频等素材，组织学生就某一主题展开探讨、

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引导，让学生自己意识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现实意义，从而树立起正确的

三观。比如：新视野第三版《大学英语三》第一单元

主题是：Ｗｈｅｎｗｏｒｋｉｓａｐｌｅａｓｕｒｅ，可以结合《中国日
报》（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和《今日中国》（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里
面的年轻人工作故事展开，在这个喧嚣和浮躁的社

会里，引导学生树立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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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匠人精神非常必要，在自己的领域内调动自己的

积极主动性，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专注于本职工作不

仅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更多的是做这一项工

作带来的满足和幸福感，成就感和满足感又让我们

在工作中找到归属感并滋生出更多的工作热情，形

成良性循环。

最后，利用好信息资源，形式多样地开展课程思

政。

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的发展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从

以往的传统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经历多媒体的

教学模式改革，再到如今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变革，以及２０２０年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而产
生的全面网上在线学习模式转换，网络时代已经渗

透到教学的各个方面。无论课堂的形式如何改变，

教师的引导仍然必不可少。

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课前教辅资料

可以通过翻转课堂、在线学习让学生提前预习并准

备课堂讨论，让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可以以更加丰富

多样的活动展开二语语言习得。大学英语教学课程

每一节课的主题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给学

生生动形象的人物故事，引导学生思考、探讨并得出

结论，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

层面的精神指引，从而形成正确的“三观”构建。大

学英语教师授课过程中，经过不断尝试摸索，充分利

用第二课堂、翻转课堂、钉钉课堂、云课堂等一些有

效的教学平台给学生共享更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素材，把思政

教育元素合理穿插进入教学内容，通过利用小组讨

论、辩论的模式，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在讨论过程中

不断地深化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的有效性不仅让学

生在第一课堂里实现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全面提

升、国学文化的巧妙引入，还可以组建“第二课堂”，

让课程活起来。以我校为例，公外教研室每年在秋、

冬季节都会抽出一些老师负责，在全校范围内发动、

组织、指导学生参加教学竞赛活动：有效利用“外研

社杯”英语演讲、写作、阅读挑战赛等一系列机会，

组织学生参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匹配的选题，让学生在演讲、写

作、阅读、过程中，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洗礼。

（二）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

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

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５］少年强则国强，有着独立人格、正确价

值观的大学生是我们未来繁荣昌盛的固国之本。大

学阶段意味着一个人走向社会前的准备阶段，大学

生不仅要进行知识文化的继续学习，还要在思想、道

德、人格方面不断完善，为正式步入社会，成为国之

栋梁做好最后的准备。

宏观上，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培

养出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的问题。大学阶段的教育目标是促进人的思想、道

德与人格方面更为全面的发展。立德为本，国家目

前大力提倡的课程思政就是将德育置于课程目标之

首，引导学生在大学阶段倡导并实践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强调基于省思之后的笃信

和理论自觉之上的践行，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理论

水平，提高大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意

识。在学习知识以外，注重鼓励大学生全面发展，努

力成为有追求、有涵养的人。高校也可以发挥自身

的地理、人文、学科研究优势、社会网络资源等各个

方面的育人功能，最大限度创造条件，激发大学生的

自主创造活力，将学生培养成专业知识能力强、身心

健康、品格高尚、审美高雅的新时代好青年。

微观上，老师作为引导者，可以发动学生采用小

组活动的方式课下收集国内外时事进行英文时事教

育。比如，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学生可以利用课堂活

动节选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英文版，从时事点评中入

手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语表达，逐步探讨报告中涉及

的新时代话语的英文翻译方式，这一过程由教师引

导，学生把控，大学英语的自主时事学习可以由易到

难，层层深入。通过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分析，

学生自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思想教育。同时，老师

还可以引导学生拓宽视野，以课外讨论的形式推荐

美国探索频道播出的大型纪录片《习近平的治国方

略：中国这五年》（Ｃｈｉｎａ：ＴｉｍｅｏｆＸｉ），学生可以从
英文视角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日新月异的

发展以及我国为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系统了解习

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和

强化，我国的大国崛起也一定能增强学生们的民族

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此外，ＢＢＣ录制的纪录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ｗＹｅａｒ２０１６”（《中国春节》）、“Ｔｈｅ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中国故事》），以及国家地理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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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录片“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Ａｂｏｖｅ”（《鸟瞰中国》）等，也可
以作为让大学生课堂学习和探讨的内容，用英文讲

中国文化，不仅可以培育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更深

厚的理解与认知，还可以激发大学生传承我国优良

文化的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意识，从而产生文化

自觉，在具体教与学的过程中，体现出大学英语教学

与课程思政的水乳交融，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四、结束语

高校应努力构建课程思政的育人大格局。这一

育人大格局，关键在于明确立德树人的根本培养方

向；核心在于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如鸟之两翼、

车之双轮协调前行；在继续巩固思政课程主渠道主

阵地作用的基础上，推动课程思政广覆盖，赋予专业

课程价值引领的重任，并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各种专

业学科的育人成效。

课程思政这一别出心裁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

式，打破了传统思政教育观念的禁锢，化有形于无

形，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出现在每一科目的教学设

计过程中。它不仅拓展了教学内容，还创新了教学

载体，通过发掘教材内容与思政内容有机融合实现

立德树人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并教

育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

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立足于“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主题，高校

英语教师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不仅在

给学生进行大学英语知识的传道受业解惑层面不断

精进，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强化课程思政的意识形态功能，更要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实现大学英语课程真正

培育有国际视野、有家国情怀的引导教育功能，从而

为国家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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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力量训练在大学生
田径运动员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以４００米项目为例
赵敦富

（河南省体育局 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０
作者简介：赵敦富（１９７５—），男，山东青岛人，河南省体育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中级教练员，研究方向：运动训练。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实验研究等方法对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２０名田径
４００米项目运动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训练方法后，男子４００米平均成绩加快
了１．８ｓ，立定跳远平均提高了０．１５米；实验组采用核心力量训练方法后，男子４００米平均加快了
３．８ｓ，立定跳远平均提高了０．２９米；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的结果对比，实验后实验组的男子４００
米平均成绩比实验后对照组快了１．９ｓ，实验后实验组的立定跳远平均成绩比实验后的对照组立定
跳远平均成绩多了０．１５米。结论：男子４００米运动员采用传统的力量训练方法也能提高４００米及
立定跳远成绩，但效果不是很明显；男子４００米运动员采用核心力量训练后，４００米和立定跳远成绩
显著提高；实验组采用核心力量训练和对照组采用传统力量训练，两者４００米和立定跳远成绩都有
所提高，但实验组提高的幅度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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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力量训练是提高运动员专项体能素质的重
要方式，在众多体育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４００米
作为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目，对运动员体能素质有

很高的要求，对运动员进行核心力量的训练是非常

重要的。就４００米运动员来说，如何提高其竞赛成
绩，奠定好良好的体能基础与技战术基础，是当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在男子４００米运动员训练中
引入核心力量训练，对比分析传统力量训练与核心

力量训练的差异，通实验法探究其可行性，以及量化

核心力量训练对运动员体能、技能的改善为训练队

的指导人员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核心力量训练在大学生田径运动员训练中的

应用为研究对象，对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男子４００米
运动员核心力量进行实验研究与分析。

（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
以“核心力量”“男子４００米”为关键词，在中国

知网、万方数据库等中国权威文献网站检索文献，经

筛选，下载相关度较高的文献４５篇，其中期刊文献
３５篇，硕士论文１０篇，通过精读部分文献对核心力
量训练以及男子４００米训练的特征有初步理论了解
之后，整理出研究的基础理论。

２．专家访谈法
在对核心力量训练以及男子４００米的训练有一

个初步的理论认识以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案

之后，向田径专业的专家交流，向专家坦诚自己的想

法以及实验的设计，对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梳理，有

选择性地对自己的理论基础以及思维框架进行修

改，得到最终可实施的框架基础。

３．逻辑分析法
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实际实验对象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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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以及实验对象可供使用的外部条件，制定切实可

行的试验方案，保证实验方案符合逻辑，使实验能够

顺利地进行，构建研究开展的基本思维框架。

４．实验法
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田径队随机抽取２０名处

于同等水平的男子４００米运动员，随机分为实验组
与对照组，每组１０名运动员。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
日—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４日之间展开实验组和对照组系
统地实验对比研究，其周期为８个星期。其中一组
运动员采用核心力量训练方法作为日常训练方案作

为实验组，另一组采用传统力量训练作为训练方案

作为对照组，两组实验在实验地点、实验进行的时

间、实施方案的教练水平均采用一样，并且在实验进

行的全过程中不告诉运动员这是在做实验［１］。进

行为期８周的训练，在实验前后分别对两组运动员
的各项指标进行测验，实验结束后对两组运动员的

前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对照组在训练的过程中以传统的力量训练为

主，并且在训练计划的制定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传

统训练方法，以此保证训练的有效进行，而本次实验

借用了河南省田径队传统训练的方式，并依据实际

情况，制定了合理的训练方案，此方案在专家认可的

基础上开展［２］。

实验组以核心力量训练为主，实验是分４个阶
段进行的，每个阶段时长为２个星期，整个实验过程
持续８个星期。训练的原则遵循由简单到复杂，负
荷强度由小到大。整个训练计划过程中的阶段和内

容的安排均是参考专家的科学研究，并结合有关方

面的理论书籍，以此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实验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适应性练习，从事

瑞士球上一些静力性的基础训练，以此来达到躯干

深层的小肌肉群体的增强作用［３］。实验的第二阶

段：采用的是利用一些不稳定的条件来克服体重的

训练，这个阶段的训练强度明显大于第一阶段，进一

步加大了对躯干肌肉的刺激力度。实验的第三阶

段：主要是借助瑞士球和实心球来开展训练的，在瑞

士球上训练可以增强核心肌肉群的协调配合能

力［４］。实验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训练的和之前训

练的作用相似，只是力量和强度明显增大，主要目的

是发展运动员的核心爆发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核心

力量。具体训练安排及内容见表１。
如果实验过程中运动员出现不适或者无法完成

相关动作，可以适当降低运动负荷和训练难度，并对

间歇和休息时间适当进行调整，以此保证训练的质

量，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５］。

通过对相关专家的咨询和访谈，对测试指标展

开的讨论和分析，并对每位专家的评比结果进行了

记录，最后统计发现，多数专家认为测试指标应为

４００米、立定跳远等项目，其他的例如抛实心球、单
腿跳、俯卧撑也有涉及，但是比例较少，不作为本次

测试的范围［６］。

表１　实验组核心力量训练的内容及过程

训练阶段 人数

实验组第一阶段 双手撑地双脚夹瑞士球

瑞士球上侧身单手支持

瑞士球上双肘支撑

瑞士球上单腿挺起

实验组第二阶段 瑞士球上完成俯卧撑动作

瑞士球上完成仰卧起坐动作

瑞士球上完成背起动作

实验组第三阶段 瑞士球上携带实心球做仰卧起坐

瑞士球上携带实心球做背起

瑞士球上携带实心球做俯卧撑

实验组第四阶段 拉弹力带阻力跑

拉弹力带阻力高抬腿

持哑铃冲刺跑

平衡垫持重快速抬腿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原始平均成绩

对比分析

实验前的原始指标成绩是证明实验组和对照组

是否水平相当，只对相同的水平的运动员进行实验，

其结果才有一定的意义，其结论才有一定的说服性［７］。

表２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指标 实验组（ｎ＝１０） 对照组（ｎ＝１０） 差别

４００米 ５８．０１ｓ ５８ｓ ０．０１ｓ
立定跳远 ２．５６ｍ ２．５５ｍ ０．０１ｍ

　　由表２不难看出，实验组实验前４００米的平均
成绩为５８．０１秒，对照组实验前的４００米平均成绩
为５８秒，两者差别０．０１秒，而实验组实验前的立定
跳远平均成绩为２．５６米，对照组实验前的立定跳远
平均成绩为２．５５米，相差０．０１米，因此实验前两组
指标成绩相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不影响实验的正

常进行。

（二）对照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对照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的对比，是反映

实验效果的形式，如果实验前后有关指标未发生明

显变化，说明实验对测试指标起不到促进作用，如果

指标得到增强，证明施加的因素有利于测试指标的

提高［８］。

表３　对照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指标 对照组实验前（ｎ＝１０） 对照组实验后（ｎ＝１０） 差别

４００米 ５８ｓ ５６．２ｓ １．８ｓ
立定跳远 ２．５５ｍ ２．７ｍ ０．１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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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３不难看出，对照组实验前的４００米平均
成绩为５８ｓ，实验后的４００米平均成绩５６．２ｓ，比实
验前快了１．８ｓ，而对照组实验前的立定跳平均成绩
为２．５５米，实验后的立定跳远平均成绩为２．７米，
比之前远了０．１５米，因此可以得出，对照组采用传
统的训练方法，其４００米和立定跳远成绩有所提高。
然而，在实验过程中，对照组采用的传统训练方法对

男子４００米运动进行训练，４００米成绩和立定跳远
成绩有所增加，这是符合青少年体质发展规律的。

当前运动生理学的研究学者指出，人的体质随着年

龄的增长出现了加强的趋势，特别是青少年时期效

果显著，出现了增长幅度大、发展速度快的特点。大

学生是力量发展的特殊时期，同时也是力量发展的

敏感时期，一旦训练方法不当，就会带来一定的运动

成绩下滑。一般而言，人们成熟以后，力量的增长就

进入了稳定时期。此外，运动训练的本质就是由刺

激—反应—适应的完美过程，所以，只要是合理的、

科学的训练方法都会对体质和运动成绩带来提高。

对照组的４００米和立定跳远成绩的提高，也说明了
传统的力量训练并非违背训练的原则，也是有益于

力量训练的［９］。

（三）实验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实验组实验前后指标平均值的变化是反映核心

力量训练是否对４００米起到促进作用的有效证明，
也是本研究的重点［１０］。

表４　实验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指标 实验组实验前（ｎ＝１０）实验组实验后（ｎ＝１０） 差别

４００米 ５８．１ｓ ５４．３ｓ ３．８ｓ
立定跳远 ２．５６ｍ ２．８５ｍ ０．２９ｍ

　　依据表４发现，实验组实验前的４００米平均成
绩为５８．１ｓ，实验组试验后的４００米平均成绩为５４．
３ｓ，其中４００米加快了３．８ｓ，而实验组实验前的立定
跳远成绩为２．５６米，实验组实验后的立定跳远成绩
为２．８５米，比实验前提高了０．２９米，因此可以说
明，核心力量训练能够有效提高男子４００米运动员
的４００米成绩。然而核心力量训练是当前新兴的训
练方法，查阅资料发现，在经过国家队筹备奥运会等

大型赛事的过程中也证明了，核心力量训练对运动

员的运动成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些专业的运动

队多是采用核心力量训练和传统力量训练相结合的

训练方式，而这次实验也充分证实了核心力量训练

的科学性，并进一步完善了运动员的核心力量训练

的体系。

（四）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实验组与对照组试验后的指标平均值对比，是

分析核心力量训练是否高于传统力量训练的有力证

据，也是鼓励训练队重视核心力量训练的理论支

持［１１］。

表５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指标 对照组实验后（ｎ＝１０）实验组实验后（ｎ＝１０） 差别

４００米 ５６．２ｓ ５４．３ｓ １．９ｓ
立定跳远 ２．７ｍ ２．８５ｍ ０．１５ｍ

　　由表５统计发现，实验组试验后的４００米平均
成绩为５４．３秒，对照组实验后的４００米成绩为５６．２
秒，实验组实验后的４００米成绩比对照组实验后的
４００米成绩快了１．９秒，而实验组实验后的立定跳
远成绩比对照组实验后的立定跳远成绩多了０．１５
米，因此可以说明核心力量训练有助于男子４００米
运动员运动成绩的提高，并提示田径训练队教练员

合理运用核心力量训练，从而加快男子田径运动员

运动技能的不断提升，为国家培养一批优秀的田径

运动员［１２］。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对照组通过传统的力量训练，发现男子４００
米和立定跳远都有所提高，４００米成绩提高了１．８Ｓ，
而立定跳远成绩提高了 ０．１５米，虽然提高不是很
大，但对于男子４００米运动员来说已经有了较大的
进步。

２．实验组通过为期８周的核心力量训练，发现
４００米和立定跳远成绩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４００
米成绩提高了３．８秒，立定跳远成绩提高了０．２９米，
可以说是有质的飞越，显然核心力量训练是有益于

男子４００米运动员运动成绩提高的。
３．实验发现，实验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４００

米成绩和立定跳远成绩几乎没有差别，而实验后的

实验组和对照组相比于实验前的成绩都有提高，但

实验组的成绩提高更多一些。由此说明，传统的力

量训练方法固不能缺少，但是更多的是应该注重核

心力量的训练。

（二）建议

１．虽然传统的力量训练方法对男子４００米运动
的运动成绩提高作用不是很大，但仍然不能忽略传

统力量训练的练习，而青年男子是身体素质快速发

展的时期，传统的力量训练可以有效改变肌肉力量

的薄弱状况。

２．核心力量训练是训练核心肌肉群的有效训练
方法，对方法和技术要求非常严格，而郑州大学体育

学院的教练员多是在基层的体育院校毕业或者在职

参加培训，因此对核心力量训练的指导有所欠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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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应多引进高水平教练员，从而对男子４００米运动
员进行科学的指导。

３．核心力量训练可以有效对核心肌肉群进行锻
炼，而核心肌肉群处于躯干的位置，长期坚持核心力

量训练，而不进行传统的力量训练，整体的肌肉群就

会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因此，应合理地把传统力量训

练和核心力量训练相结合，才能达到突出的训练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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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训练干预下拉丁舞运动表现、专项动作及
ＦＭＳ分值特征的研究

丁利荣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作者简介：丁利荣（１９７１—），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

摘　要：体育舞蹈作为难美项群项目，在竞赛规则、评判标准、专项动作、负荷强度等方面都对力
量及体能训练方法提出了新要求。对该领域学术关注度存在的缺失与错位，导致训练实践活动缺乏

理论指引及方法操作。鉴于此，通过对拉丁舞专项２０名男女大学生（实验组、对照组），分别实施功
能性训练与传统训练干预，利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测试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的质性描

述与量化推断，研究发现：１．拉丁舞动作技术呈现出高度动作协调性、动作发力以爆发力为主、动力
链及力量传递、髋关节运动为主等特征。２．依据功能性训练竞技表现模型理论，通过制定的阶段性
训练计划、拉丁舞专项技术动作构成及组合、专项课训练内容及方法，实施的９周功能性训练干预能
够显著提高ＦＭＳ分值与运动表现水平。３．肯德尔相关分析表明ＦＭＳ分值与拉丁舞专业学生运动表
现呈现显著性相关，支持ＦＭＳ预测运动损伤及表现的过往研究观点。４．两个独立样本 Ｔ检验表明
干预前实验与对照组ＦＭＳ分值未见显著性差异，总体表现为腰腹及臀部躯干支柱力量缺乏、下肢及
踝关节稳定性较差、身体两侧完成动作不完全对称。５．两个配对样本 Ｔ检验表明，运动干预前后实
验组、对照组各自ＦＭＳ分值都有不同程度提高（除去对照组的过栏跨步、躯干旋转稳定性）。６）专家
问卷调查发现实验及对照组运动表现都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实验与对照运动表现提升水平呈显著

性差异。

关键词：拉丁舞；功能性动作筛查；运动表现；运动干预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３．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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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区别于同场对抗、隔网得分类等项群项目，体育

舞蹈属于技能－难美项群项目，其运动表现水平与
竞赛成绩高低依赖裁判员的主观印象及评判打分。

动作质量包括通用性动作、风格性动作和动作流动

性等，其训练领域存在专项动作质量粗糙、运动损伤

频繁发生、体能水平难以支撑技术及运动表现持续

提升等诸多问题［１］；过往学者研究较少涉猎体育舞

蹈专项力量、体能训练等诸多领域，导致体育舞蹈训

练环节诸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理论启蒙及方法指

导［２］。近年来，一方面以文化娱乐与健身健美为特

征的体育舞蹈在群众业余体育活动中蓬勃发展，另

一方面一批商业化、职业化为特征的经典赛事历久

弥新。国内体育舞蹈学术研究总量偏少，研究主题

倾向于课程建设与教材教法、民舞演变与文化诠释、

美学鉴赏与价值考究、现状调研与社会调查，其中涉

及隶属舞种专项训练及运动表现的文献资料凤毛麟

角。上述情况导致体育舞蹈理论研究滞后、学术热

度锐减、主题方向趋同。

近年来，高频次、高强度的商业化职业化竞技比

赛层出不穷。一方面对力量及体能储备、延缓运动

疲劳及减少损伤等方面提出了保障要求；另一方面

竞赛规则及裁判执法对动作难度、完成程度、艺术表

现力等方面也提出了质量要求。国内教练依旧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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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芭蕾舞及现代舞训练手段、长期专门化教条训

练导致肌肉功能局限、动作代偿及力量不对称、难于

兼顾动作稳定性与灵活性、力量—协调—柔韧性。

上述情况需要教练员重新审视对体育舞蹈专项特征

的认知，转变传统训练理念及方法。特别是面对运

动员竞技水平及群众欣赏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应挖

掘体育舞蹈规定动作学习、专项技能习得、力量及体

能训练等规律。而由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提出最佳

运动表现训练模式，搭配核心肌群的训练计划，能够

显著改善动作控制的效能和提升身体适能的能

力［３］。面对运动员竞技水平及群众欣赏水平的不

断提升，目前，部分教练员及运动员针对该项目的专

项特征及竞技制胜规律，尚未制定相应的单个动作

及动作组合训练方法及模式，导致在比赛中难以高

质量完成规定动作，影响运动表现及艺术表现力。

高水平的比赛一方面对力量及体能储备、延缓运动

疲劳及减少损伤等方面提出了保障要求；另一方面

竞赛规则及裁判执法对动作难度、完成程度、艺术表

现力等方面也提出了质量要求。若过度依赖传统教

条训练手段易导致训练导致肌肉功能局限、动作代

偿及力量不对称、难于兼顾动作稳定性与灵活性、力

量—协调—柔韧性。重新审视、挖掘体育舞蹈规定

动作学习、专项技能习得、力量及体能训练等规律及

对不同体育舞蹈专项特征的认知，转变传统训练理

念及方法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功能性训练

理念及内容方法与体育舞蹈专项特征不谋而合，如

舞蹈动作质量要求与动作模式训练、舞伴间整体性

连贯性要求与动力链训练的力量传递等。适时引入

以功能性训练新理念，借鉴其基本与专项动作训练

模式、训练方法，对于解决当前国内体育舞蹈运动员

神经－肌肉及身体姿势控制水平较低、动作完成质
量参差不齐、专项力量及体能水平较差等棘手问题大

有裨益。

本文以拉丁舞为例，借鉴功能性动作训练等新

兴训练理念及方法，转变对该项目特征及训练理论

的认知观念，弥补体育舞蹈在专项力量、核心力量、

姿势控制等训练方面的缺失，丰富体育舞蹈运动员

体能训练的方法，提高竞技表现水平。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择取Ａ学院体育艺术系体育舞蹈专业（拉丁舞
专项）各１０名男女大学生在功能性训练干预下运
动表现、专项动作及ＦＭＳ分值变化特征。原则上以
固定搭配的男女舞伴同步划入实验组或对照组；选

取运动等级水平及训练年限无显著性差异的大学生

为样本对象。

（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
借助国内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

刊数据库、美国体能协会 ＮＳＣＡ等学会官方网站及
文献数据库，检索“体育舞蹈”“拉丁舞”“功能性训

练”“功能性动作筛查”等为主题及关键词的学术文

献。为功能性动作训练干预拉丁舞专业大学生运动

表现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择取及实验设计。

２．问卷调查法
借鉴拉丁舞评判标准的诸多要素及专项动作特

征及ＷＤＳＦ的客观竞赛规则、主观认知理解等，邀
请５位资深体育舞蹈国家级裁判员制定《拉丁舞技
术动作专家评判表》、经重复信度与内容效度检验，

作为拉丁舞专业大学生功能性动作训练干预前后

（实验组、对照组）运动表现的专家评判及自我评价

的定量化依据。其中每项评价内容指标分值介于

０～３分。
３．实验测试法
（１）拉丁舞功能性训练阶段性计划及专项课程

设计

功能性训练干预拉丁舞专业大学生运动表现的

训练计划划分为三个阶段［４］：学习适应阶段（１～３
周）、巩固提高阶段（４～６周）、专项强化阶段（７～９
周）。每节专项训练课时间为９０分钟，训练内容主
要解决动作灵活性与稳定性、动作不对称、代偿及功

能局限、基本与专项动作模式及纠正等问题。

（２）功能性动作筛查
利用功能性动作筛查评估拉丁舞专业学生的运

动表现。为避免随机及系统误差，制定较为客观及

严谨的测试流程与要求。分别对干预前后的实验组

与对照组分三次隔天实施ＦＭＳ测试，剔除实验过程
中运动损伤学生的ＦＭＳ数据，提高重复测量信度及
避免动作熟练干扰。

（三）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借助 ＳＰＳＳ１７．０社会学统计软件及 Ｅｘ
ｃｅｌｌ２００３办公软件，对功能性动作干预拉丁舞专业
大学生（实验组、对照组）前后的 ＦＭＳ分值、运动表
现及关联度予以数据收集整理与统计描述推断。

三、结果与分析

（一）功能性动作筛查与训练内容程序设计

功能性动作筛查（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
简称ＦＭＳ）是一项评估人体基本动作模式的实验测
试，在运动损伤风险预测方面得到较为广泛的理论

认可及实践验证，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自我筛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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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模式及纠正操作范式，已拓展到体能训练、运动

表现等领域。传统体能训练强调强度与负荷，侧重

身体素质及生理机能评价，ＦＭＳ立足于动作完成质
量及模式规范评价运动表现的视角，是对传统体能

训练的有益补充。功能性训练起源于２０世纪末期
运动康复及物理治疗领域，目前在大众健身健美、体

能训练等邻域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基于人体“运

动链”“动作模式”等理论认知的人体最佳运动表现

功能性训练模式［５］。以功能性训练的稳定、肌力和

爆发力三大训练核心内容为依据，划分对应的三个

训练阶段，主要发展人体核心稳定训练、动态和静态

平衡训练、柔软度训练以及阻力运动训练等。依据

每个时期特定动作的发展顺序，采用系统化和渐进

式的训练方式，经由不同时期的运动训练，实现既定

的训练任务及目标，最终提高专项技术动作质量与

运动表现水平。

（二）功能性动作筛查（ＦＭＳ）与运动表现间关
联性

体能训练领域对功能性筛查的研究集中于

ＦＭＳ对运动损伤的预防、ＦＭＳ分值与高风险运动人
群功能性训练运动干预，其理论研究及实践操作环

节业已成熟［４］、规范及产业化；功能性筛查对运动

竞技表现的研究较少，针对拉丁舞针专业大学生

ＦＭＳ分值与其动作完成质量、艺术表现力等运动表
现予以关联性探究缺乏研究样本数量的实证研究及

结论观点迥异，为佐证先前ＦＭＳ与运动表现关联度
的质疑与争辩提供理论研究与实验设计基础。采用

非参数肯德尔等级相关分析体育舞蹈专业学生

ＦＭＳ分值与专家对其运动表现评分，研究发现：
Ｋｅｎｄａｌｌ系数为 １．０００，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系数为 ０．８６１，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值为０．０４；实验组与对照组 ＦＭＳ总

分值与运动表现存在显著性高度相关，功能性动作

训练干预ＦＭＳ的评价分值存在理论上影响运动表
现的可能性。２０名体育舞蹈专业学生 ＦＭＳ分值较
高者，其专家运动表现评分相对也高，其中女生整体

表现优于男生。

（三）实验前实验组、对照组功能性动作筛查

（ＦＭＳ）整体描述及比较分析
拉丁舞基本动作是提升体育舞蹈基本技术及艺

术表现力的基础。研究发现功能性训练干预前体育

舞蹈专业大学生 ＦＭＳ单个动作完成得分及总分值
呈现如下特征：１．女生 ＦＭＳ总分值略高于男生，一
方面源于女生的柔韧性优于男生，另一方面男生在

双人配合中承担较多的推送、托举等高功率肌力输

出的主导地位，其训练导致的运动损伤及疼痛感干

扰到 ＦＭＳ测试的自我评判。２．体育舞蹈专业学生
ＦＭＳ总分均值高于１４，相对于其他竞技运动项目较
少存在运动损伤；支持ＦＭＳ可以有效预测运动损伤
风险，ＦＭＳ＜１４属于低运动损伤风险的学术观点。
３．单个动作测试得分，肩关节灵活性表现最优、其次
为前后分腿蹲及仰卧直膝抬腿，最差的为旋转稳定

性。究其原因是拉丁舞舞者以髋关节运动为主并表

现出高度灵活性，部分躯干不稳定及因疼痛难以完

成动作得分低者，与长期髋部动作代偿及不对称有

关；仰卧直膝抬腿女生得分高于男生，缘于男生大腿

后肌肉及韧带柔韧性不足；躯干稳定性俯卧撑及旋

转稳定性动作测试中普遍表现较差，尤其女生表现

更差，出现大量代偿动作及抖动现象，与腰腹、上肢

及肩关节力量较差直接相关。４．除去肩关节活动度
未发现非对称问题外，其他测试都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不对称问题。两个独立样本 Ｔ检验表明，实验组
与对照组ＦＭＳ分值未呈现显著性差异（见表１）。

表１　功能性训练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ＦＭＳ分值统计表

组别 人数 过顶深蹲 过栏跨步 前后分腿蹲 肩部灵活性 仰卧直膝抬腿 躯干稳定俯卧撑 躯干旋转稳定性 Ｔ Ｐ
实验组 １０ ２．３±０．５ ２．２±０．６ ２．７±０．５ ２．８±０．５ ２．５±０．４ １．９±０．８ １．４±０．４ －１．１０ ０．２８
对照组 １０ １．７ ２．２ ２．３ ２．８ ２．５ １．３ １

　　功能性训练干预前，ＦＭＳ测试结果反映出样本
对象缺乏腰腹及臀部躯干支柱力量、下肢及踝关节

稳定性较差、身体两侧完成动作不完全对称问题。

短期未出现伤病的假象及墨守成规的传统体能训

练，将会导致运动慢性损伤及运动表现提升停滞。

因此，在优先解决非对称问题的基础上，依次解决灵

活及稳定性，如通过增强薄弱骨骼肌群力量纠正动

作发力不对称及代偿、强化躯干核心肌群力量，增强

身体稳定性及可控性、增加再生恢复训练环节以该

改善身体局部与整体的灵活性。

（四）功能性训练前后实验与对照组功能性动

作筛查比较分析

研究发现：功能性训练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的ＦＭＳ分值有所变化。１．单项动作测试得分及
ＦＭＳ总分值，实验组ＦＭＳ均值都高于对照组。２．两
个独立样本Ｔ检验发现仰卧直膝抬腿、前后分腿蹲
及肩部灵活性未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３
项动作测试得分接近满分３分；过顶深蹲、过栏跨步
Ｐ＜０．０１、属非常显著性差异；躯干稳定俯卧撑、躯
干旋转稳定性 Ｐ＜０．０５呈现显著性差异。３．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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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躯干稳定俯卧撑、躯干旋转稳定性两项动作完成

测评得分上有大幅度提升，但与项目特征及实践要

求仍有一定差距。一方面反映出大学生躯干力量薄

弱及训练缺失；另一方面短期的神经肌肉控制及本

体感受性训练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身体核心力量的羸

弱，需要强化人体核心区域的绝对力量及增加骨骼

肌横截面积。４．肩部灵活性、前后分腿蹲及仰卧直
膝抬腿两项动作测试实验前后都表现接近满分情

形，反映出拉丁舞特定专项动作特征，对局部骨关

节、骨骼肌群及韧带有特殊的用进废退功能。５．过
顶深蹲动作测试得分较低，缘于长期穿高跟鞋，导致

踝关节灵活性不足及深蹲动作完成困难。综上所

述，经过为期９周的功能性训练，在 ＦＭＳ总分值上
得以显著性提高，预示着运动损伤几率的减少及运

动表现提升的可能。

（五）功能性训练前后实验组、对照组功能性动

作筛查比较分析

通过对实验组功能性训练前后配对样本 Ｔ检
验表明：１．除去肩关节活动度测试（干预前后 ＦＭＳ
都接近于满分３分），其余单项动作测试均有不同
程度提高，其中实验组的动作测试得分提高幅度整

体优于对照组。究其原因：一方面其从动作完成质

量而非发展肌肉力量提升运动能力出发，专项训练

内容更加契合ＦＭＳ动作测试项目内容；另一方面其
通过神经肌肉控制与本体感受性专项训练，能够弥

补传统体能训练的短板，更符合“竞技即动作”的训

练理念。２．过栏跨步、躯干稳定俯卧撑两项动作测
试训练前后呈现统计学意义上非常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１）；过顶深蹲、仰卧直膝抬腿、躯干旋转稳定
性三项动作测试呈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前后分
腿蹲动作测试分值有所增加但未呈现显著性差异。

对照组功能性训练前后配对样本 Ｔ检验显示：
１．过顶深蹲、肩部灵活性两项动作测试得分未见改
变。与提升空间不大有关；缺乏必要的恢复及再生

训练，导致踝关节长期紧张及灵活性下降，使过顶深

蹲动作功能局限及ＦＭＳ分值较低。２．过栏跨步、躯
干旋转稳定性呈现负增长，一方面归结于核心力量

缺失，另一方面是躯体应对旋转与位移时本体感受

性存在调整误差及反射滞后。３．其他动作测试得分
都有不同程度提高但未见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性差

异，分析原因是抗阻力训练使得代偿肌群力量得以

提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动肌及深层小肌肉群力

量欠缺。总体 ＦＭＳ分值提高较少预示着拉丁舞传
统体能或专项训练课仍旧遵循高负荷大运动量的力

量训练模式，使运动表现持续上升空间受限及运动

损伤风险加大的趋势；反映出针对四肢及大肌肉群

予以抗阻力刺激的固化持续的力量及体能训练无法

解决拉丁舞对神经肌肉控制下的协调性、本体感受

性等技术专项特征的精细化的要求与专项体能需

求，与浅层及小肌肉群、腰腹及臀部等核心力量供需

脱节，使运动表现出现平台期过早及运动损伤发生

的几率增加。

（六）功能性训练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运动

表现比较分析

表２　功能性训练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运动表现比较分析统计表

运动表现 对照组 实验组 Ｔ Ｐ

姿势控制 ２．２±０．２ ２．８±０．３ ５．６７２ ０．００５＊＊

动作完成质量 ２．７±０．５ ２．９±０．１ １．５９１ ０．００１＊＊

动作难度 ２．５±０．６ ２．８±０．０ ５．０８２ ０．００１＊＊

动态平衡及转化 １．９±０．９ ２．６±０．５ ３．７８２ ０．０３１＊

双人配合技巧 ２．５±０．４ ２．９±０．０ １．４２４ ０．０３２＊

身体中心区域稳定性 １．８±０．８ ２．８±０．４ ２．７５６ ０．０２３＊

肌肉协调性及紧张度 ２．８±０．４ ２．９±０．０ １．２１３ ０．０１７＊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通过９周的实验训练干预，对实验与对照组两
个独立样本Ｔ检验（见表２）发现：１．实验组运动表
现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其中姿势控制、动作难度及动

作完成质量三项指标评判呈统计学意义上非常显著

性差异，其余运动表现评判指标呈显著性差异。

２．功能性训练使单个技术动作完成质量、整体的身
体姿势控制通过动作模式的纠正及规范化而显著性

改善。３．充沛的体能、良好的力量、精准的神经肌肉
控制能力及本体感受性等综合素质，为习得高难度

动作及动作组合提供了可能。４．神经肌肉控制、本
体感受性、腰腹及臀部核心肌肉力量等方面的改善

在短期内难以一蹴而就。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功能性训练的竞技表现训练分层模型、训练
阶段划分及功能效用、训练课内容及方法等与拉丁

舞专项动作要求相似契合。２．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ＦＭＳ分值及运动表现都有不同程度提高，两者
ＦＭＳ分值及运动表现存在显著性差异。３．与干预
前后实验组ＦＭＳ分值及运动表现存在较大幅度提
高且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对照组在干预前后 ＦＭＳ
分值及运动表现略有提高或下降且呈现显著性差

异。４．运动表现的整体性提升需要在动作完成质量
及人体素质机能能力同步提高的基础上才会有所突

破，功能性训练的整体观、竞技是动作、神经—肌

肉—关节层面的精准训练是非常合适拉丁舞专项特

征及竞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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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体育院校体育舞蹈专业及业余水平大学生由于

参赛经历较少及专项竞技及训练质量水平较低等因

素制约，今后应强化既定训练内容的生理刺激，适时

引入躯干脊柱力量训练、臀肌激活、神经激活、再生

恢复训练等训练内容；增加功能性训练课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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