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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凭借对现代主义的译介和倡导引领当
时的小说、诗歌创作，推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发展。《现代》的成功源自它在市场和艺术之间的游

移，公众与同人之间的平衡。《现代》是市场与艺术、同人与公众的复合体，市场和艺术的巧妙配置

让它成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期刊界的一种特殊样态———市场的外衣、艺术的内质。《现代》就像它的名
字那样，丰富而开放，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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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杂志（１９３２年 ５
月—１９３５年５月）有着重要地位，因之命名的流派
就有“新感觉派”“现代诗派”“海派文学”，现代主

义、自由主义、公共空间等标签更是被学者们熟练地

贴在它身上，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热词。无论是现代

主义实验，还是文学市场运作，甚至是公共空间言

说，《现代》的成功源自它在市场和艺术之间的游

移，公众与同人之间的平衡。

一、市场的外衣———商业化追求

新文学进入第二个十年，社团化、多元化格局因

为政党斗争的介入而发生很大变化，“自然自足式”

生长逐渐为“政党促进式”发展所取代，共产党和国

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争夺加快了社团和期

刊的分化、整合，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在《洪水》《创

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拓荒者》《萌芽》

《北斗》《流沙》《戈壁》等助阵下，在大众化、工农化

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部分地改变了新文学“化大众”

不足的局限。马克思主义文艺在与自由主义、民族

主义文艺的多次较量中凸显出它在社会动员、危机

解决方面的优势，成为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

场话语权争夺战中，国民党政府不甘示弱，通过书报

审查制度、政策干预、密令等手段强化对文化市场尤

其是“普罗文艺”的查禁，针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成

立，潘公展、朱应鹏、范争波、傅彦长、黄震遐等国民

党御用文人组建“中国文艺社”“六一社”“前锋社”

“开展社”，发行《前锋周报》《前锋月报》《文艺月

刊》等，提出突破“新文艺的危机”，鼓吹民族主义文

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收效甚微，但对左翼文

学形成了牵制。据统计，从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至二
十五年（１９３６），国民党政府查禁文艺书籍４５８种，
其中包括普罗文艺书籍１４９种。１９３４年２月，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发文，一举查禁２５家书店，涉及上海
出版的２８位作家的１４９种文艺图书［１］１７２。

密令、审查、管制等行为严重制约了新文学书刊

的出版发行，书店、出版商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用更

换社名、改头换面、化整为零、偷梁换柱等办法与国

民党当局周旋。社会学家布厄迪曾说：“文学场和

权力场、社会场在整体上是同源同构的，大部分文学

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

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

的。”［２］２４８这种选择的双重性或多重性，让介于左翼

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的一批自由主义作家摇摆

不定，在左右都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只能远离政治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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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把专注点移至艺术本身，为艺术而艺术，沉醉于

“自我”“尊严”“幽默”等纯文学写作。周作人、林

语堂、沈从文、废名、梁实秋、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

等人或以一种半同人的状态自办刊物，争取狭小的

写作空间；或者依托出版公司，在市场与艺术的中间

地带追寻。此一时期，“泛同人”刊物在上海出版界

相当普遍，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新月》《奔

流》《现代》《七月》，其中，《现代》堪称“泛同人化”

的标本，它在看重市场的同时，也不忘艺术自身魅

力，在市场效应的外衣下跳动着一颗审美的心灵。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上海，经济迅猛发展，西方近
现代思潮加速涌进国内，刺激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

需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扩大为作家、艺术家们提供

了自食其力的谋生空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

界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光明书局、良友出版

公司等门下刊物众多，市场化、泛同人化在给书局带

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作家的生存提供了

物质保障，这是３０年代上海一下子涌入那么多自由
撰稿人的主要原因。仅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就有《小

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

杂志》《少年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儿童画

报》《自然界》“十大期刊”，中华书局有《中华教育

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

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

界》“八大刊物”，其他如世界书局、光明书局、泰东

书局也都拥有自己的刊物。在这样一个文学生态场

中，同人刊物前赴后继，竞争十分激烈。

《现代》创刊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抢占商机”，

获取商业利润。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
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和部分厂房在战火中遭到摧

毁，《小说月报》被迫停刊。三个月后，吴淞停战协

议的签署，现代书局果断地聘请施蛰存创办《现代》

杂志，决心在出版萧条期抢占商机，取代《小说月

报》的位置。出资方之一张静庐回忆，他离开光华、

加盟现代书局之时，“正值淞沪战争后十余天，战争

之后出版业异常萧条，所有商店都关着门”，多年的

出版经验告诉他，“此时正是大展身手的好时机，何

不创办一种能替代因战争而停刊的《小说月报》的

文学杂志”，既能为战争恐惧中的民众提供精神寄

托，又能为现代书局寻得商机，走出困局，可谓一举

多得［３］１２５。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政党文学适逢其时，
现代书局紧跟潮流，先是创办“左翼”杂志《拓荒者》

《大众文艺》，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而后又屈从政

府压力，创办《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受到进步作

家唾弃。左右不定的办刊方针让现代书局陷入“两

头不落好”的尴尬境地，在张静庐的主张下，书局决

定创办一个没有政治倾向的刊物，这就是《现代》。

《现代》的广告效应把“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连带提高

了”，从一批小书店中脱颖而出［４］。

与大多数海派作家一样，疏远政治、顺应市场是

“为文”和“办刊”的常用法则，有过“卖文为生”和

办刊经历的施蛰存自然懂得此中机巧。不过，选择

总是艰难的，政治、艺术、市场如何协调，十分艰难；

党派、同人、读者之间怎么平衡，同样困难。这些复

杂关系困扰着施蛰存，也考验着新文学第二个十年

众多的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如果说二十年代新文

学期刊多为同人性质，思想和艺术的关联度较高；那

么三十年代新文学刊物的同人属性在淡化，商业气

息在增加，市场动向更为作家、编辑们所倚重。协调

艺术和市场、党派与同人之间的关系，既没有捷径也

没有法则，先前的办刊经验磨砺了施蛰存的市场敏

感性，提高了他对期刊商业化的认识。

实际情形是，施蛰存没有辜负出资方现代书局

高层的寄望，很好地执行了张静庐“不出左翼刊物”

“不出国民党御用刊物”的主张。施蛰存回忆，“我

开始筹编《现代》，首先考虑编辑方向。鉴于以往文

艺刊物出版情况，既不敢左，亦不敢右，又不欲取咎

左右，故采取中间路线，尽量避免政治干预”［５］２１３。

既是“采取中间路线”，自然就不能办成同人杂志，

只有足够宽泛的作家群和读者群作保障，才有可能

提升订阅量，为刊物和书局盈利。这是施蛰存优先

考虑的问题，在以订阅量和经济效益为王道的上海

出版界，有鲜明社团和流派风格的同人刊物的局限

性暴露无遗。在这一点上，施蛰存非常清楚，在创刊

号发刊词中，他说：“本杂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

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

志。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

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因为不是同人

杂志，故本杂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

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因为不是同人

杂志，故本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

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

本身价值方面的……”［６］

对刊物非同人性的坚持，就是要求作者的非同

人性，就是要多样化，排斥单一化。文中，施蛰存反

复说明“不是同人杂志”，无非是想把《现代》与“圈

子化”同人刊物区别开来，在一个多向度的平台上

与作家、读者对话，容纳更多的文学流派和团体，在

竞争激烈的上海出版界打开市场。

从《现代》的作者人员构成来看，既有左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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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批评家周扬、茅盾、胡风、冯雪峰、瞿秋白、丁玲、

张天翼、夏衍、洪深、沙汀、艾芜、叶紫等人，也有郭沫

若、郁达夫、张资平、叶灵凤等创造社成员，还有穆时

英、施蛰存、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周作人、沈从

文、废名等京派作家，以及“第三种人”苏汶、“自由

人”胡秋原、“中间派”韩侍桁等，能够让这些思想观

点各异、创作取向不同的作家兼容在一起，施蛰存的

宽容度、亲和力和策略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有不同观点和声音的交汇，不同风格、流派的

碰撞，《现代》才成为此一时期文学刊物的市场赢

家，创刊号再版两次，销售６０００余册，创当时文艺刊
物发行量的新纪录，第２卷第１号发行突破１万册，
之后又不断攀升。

刊物一旦生成，就具有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种

功能化和价值化的文化产品，刊物不仅体现主办方

和编辑的理念，还受制于一定的商业运营逻辑。张

静庐曾在泰东书局当过襄理，与好友合办过光华书

局，拥有丰富的出版经验；施蛰存亦有过创办刊物、

书店的经历，深谙读者心理和市场特点。一个经营

方，一个执行者，两者联手，推出一系列措施，使得

《现代》从一开始就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首先，张静庐和施蛰存都秉承“刊物质量优先”

原则。张静庐认为，“办杂志最重要的是不使读者

过于失望。为了这，所以未出版之前千万不要自己

过于夸耀，或者不必要写上一大批特约撰述的名单。

在预告的时候，读者因为过于夸耀幻想成一种理想

的读物，以为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配他脾胃的，待到读

过之后，觉得距离他的理想很远很远，于是起了反

应，感觉失望。这是顶可怕，也是办杂志的朋友和出

版社应该避免的地方”［３］１０２。主办方这样希望，施蛰

存也是这么做的，在《编辑座谈》中，他说：“对于以

前的我国的文学杂志，我常常有一点不满意。我觉

得它们不是态度太趋于极端，便是趣味太低级。前

者的弊病是容易把杂志对于读者的地位，从伴侣升

到师傅。杂志的编者往往容易拘于自己的一种狭隘

的文艺观，而无意之间把杂志的气氛表现得很庄严，

于是他们的读者便只是他们的学生了；后者的弊病，

足以使新文学本身趋于崩溃的命运，只要一看现在

礼拜六势力之复活，就可以知道了……我将依照我

曾在创刊宣言中所说的态度，把本杂志编成一切文

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７］低调、不事张扬、质量

优先的编辑态度在创刊号上就表现出来了。

施蛰存撰写的《创刊宣言》直白地告诉读者刊

物的性质、编辑方针，封面编辑仅署施蛰存一人名

字，与《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罗列诸多名家以造

声威的做派截然不同。细数《现代》发表的文学经

典也可见出其宣传低调、作品质优的特点，茅盾的

《春蚕》、郁达夫的《迟桂花》、张天翼的《仇恨》、彭

家煌的《喜讯》、沙汀的《土饼》、艾芜的《南国之

夜》、杜衡的《人与女人》、穆时英的《公墓》、《夜总

会里的五个人》、老舍的《猫城记》以及戴望舒、李金

发、穆木天等人的诗歌都没有提前预告，也没有大张

旗鼓地宣传评论。把刊物质量放在首位，这是《现

代》成功的法宝，也是文学史家把它誉为“新感觉派

的阵地”“现代主义文学的摇篮”的原因所在。

其次，参与热点话题讨论，巧用论争吸引读者。

低调、重质的同时，施蛰存调动各种市场运行策略，

让《现代》走入读者的接受视野，既避免启蒙教化，

也不曲意迎合，而是以兼收并蓄的姿态与作家、读者

对话。无论是定期的《编辑座谈》、不定期的读者征

文，还是面向名家的集中邀约、适时推出的“专号”

“增大号”“特大号”“狂大号”，目标似乎只有一

个———提供优质的作品，做读者的朋友。例如，第１
卷第５期，施蛰存策划“夏之一周征文”，一次编发
了九位作家的文章：周作人的《苦雨斋之一周》、老

舍的《夏之一周间》、巴金的《我底夏天》、沈从文的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郁达夫的《在热波里

喘息》、废名的《今年的暑假》、茅盾的《冷与热》、叶

圣陶的《夏》、赵景深的《书生的一周间》，从不同角

度向读者展现了他们的生活情形和切身感受，趣味

盎然，深受读者喜欢。不失时机地利用论争来为

《现代》造势，也是施蛰存常用的营销策略。无论双

方观点相差几何，《现代》在编发各方文章时，尽可

能保持“中间”立场，不作是非判断，静待读者跟风

效应。

论争之一是“第三种人”。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胡秋
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宣扬

艺术至上主义，“声称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

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

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冒渎”［８］。不

久，他又在《勿侵略文艺》中，以“自由人”自居，认为

艺术只能表现生活，不能对生活发生任何作用，政治

“破坏”艺术，“是使人烦厌的”［９］。胡秋原的“自由

人”理论引发左联同人的不满，瞿秋白、冯雪峰分别

著文，指出所谓“艺术至上”“勿侵略文艺”不过是

“自由人”攻击无产阶级文艺的手段［１０］，以“自由的

智识阶级”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

权［１１］。争论本来与《现代》没有什么瓜葛，不料，

１９３２年７月，苏汶的一篇《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
文艺论辩》文章，意外地把《现代》推向了前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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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汶声援胡秋原的艺术至上观点，批评左翼作家

“只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真理；在他们的“霸占”下，

“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

不再是作者了，变为了煽动家”［１２］。之后，苏汶连续

发文《“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

义》，认为“以纯政治的立场来指导文学，是会损坏

文学对真实的把握的”。

“第三种人”论调一经抛出，立即遭到左翼同人

的批驳，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

由》，开头就援引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

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面目说过的话，“这种自由

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

假面具罢了”［１３］。周扬在《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

文艺？》中，反驳苏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真理”

的谬论，说“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的发展的最前线，

它的主观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行程是一致的。所

以，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

我们愈近于客观的真理”。无产阶级的政治不但不

会破坏文学去反映生活的真实，还会帮助作家正确

地认识生活［１４］。

鲁迅的《论“第三种人”》具有总结的性质，他指

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

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

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

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

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１５］生动的比喻阐明了

一个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道理：在一个阶级斗争异

常尖锐的社会里，不仅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

也不会有“第三种”文学。

在这场持续一年之久的论争中，《现代》坚持走

开放、自由的中间路线，发表论争双方胡秋原、苏汶

和瞿秋白、周扬、鲁迅等人的文章，既不介入论争，也

不选边站队。表面上看，论争双方剑拔弩张，攻讦不

断。事实上，许多文章事先都经对方看过，然后才由

施蛰存编辑刊发。

论争之初，鲁迅并没有公开发表意见，后来写作

总结性文章《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先交给

苏汶，再由苏汶转给施蛰存发表。“社中日记”栏目

中，施蛰存夫子自道，“虽则对于文艺的见解是完全

与苏汶先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歧义的，但我实在并

不认为苏汶先生的文艺观即是《现代》杂志选录创

作的标准”，竭力避免使《现代》变成“第三种人”的

同人杂志［１６］。后来他也回忆说：“论辩文章，都经过

我的手，由我逐篇三校付印。我在校样的时候，就发

觉有此现象，但我决不介入这场论辩，故始终缄默无

言。对于‘第三种人’问题的论辩，我一开头就决心

不介入。一则是由于我不懂文艺理论，从来没写理

论文章。二则是由于我如果介入，《现代》就成为

‘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在整个论辩过程中，我始

终保持编者的立场，并不自己认为也属于‘第三种

人’———作家之群。”［１７］３２－３３应当说，施蛰存是一个

出色的编辑家，中立的路线避免了《现代》沦为个体

或群体的传声筒，进而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与同

时期其他文学杂志相比，《现代》几乎看不到鲜明的

政治派别，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同台竞争，异彩纷

呈。

论争之二是“京海之争”。与“第三种人”论争

如出一辙，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的京海之争的主战场
并不是《现代》，而是《大公报·文艺副刊》和《申

报·自由谈》，但《现代》适时地利用这次争论，刺激

读者的阅读兴趣，不仅赚取了经济效应，也把论争引

向了深入，为学者们提供广阔的观照视野。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
上著文《论文学者的态度》，借讨论“文学家身份”之

机，曲折地批评上海作家浮躁喧哗、追逐功名，“对

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毫无帮

助”［１８］。同年１２月，苏汶在《现代》上发表《文人在
上海》，予以反驳，他先是坦诚商品经济对上海文人

生计的影响，接着对沈从文把海派文人诠释为“爱

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低劣，人格卑下”的指责进

行驳斥，辩解说：“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

活的困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

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

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

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

文人更急迫地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

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

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

得这是可耻的事情。”［１９］言语中流露出对京派作家

“优越感”的嘲讽和对工业文明“先锋性”的坦然接

受。

苏汶的反驳引来沈从文的进一步回应。１９３４
年１月，《论“海派”》一文中，沈从文一改之前的隐
曲批评，代之以恶意斥责，“‘海派’这个名词，因为

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

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

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种东西的两种称呼。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

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在完成“名士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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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竞卖”相结合的定性之后，沈从文连续罗列

了海派文人的种种“罪状”：“投机取巧”“见风转

舵”“附庸风雅”“邀功请赏”“招摇过市”“沆瀣一

气”等［２０］。客观上看，沈从文对海派文人的针砭部

分地切中时弊，但也有偏激之词，把文坛普遍的积习

一股脑儿地归结为海派“独有”特点，既不公允，也

欠厚道。

沈从文对海派文人的定性、定量分析，引发曹聚

仁、徐懋庸等人的强烈不满。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７日，曹
聚仁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说

“‘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

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

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

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

落伍”；“海派文人无一是，固也。然而穿高跟鞋的

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

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

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２１］曹聚仁的辩解

迂回、理性，不失公允，恰到好处地揭示了京派、海派

的各自特点。

１月 ２０日，徐懋庸在《申报·自由谈》发表
《“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称“文坛上倘真有

‘海派’与‘京派’之别，那么我以为‘商业竞卖’是

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海派文

人，多半以稿费为第一目的，故‘投机取巧’‘见风转

舵’等丑态，诚不能免。京派文人，则或为大学教

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基础巩固，

薪金丰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那样穷形极相，故亦不

必投机、看风”［２２］。徐懋庸的反驳机智而巧妙，凸显

了京派文人的“犬儒”本性。

此后，加入争论的文章不断增多，沈从文的《关

于“海派”》、曹聚仁的《续谈“海派”》、青农的《谁是

“海派”？》、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师陀的

《“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

他》、韩侍桁的《论海派文学家》、姚雪垠的《京派与

魔道》等都对京派、海派进行不同解读，表达了各自

的看法，大体可以归入美化、丑化两大阵营，少有公

允、理性之论。

１９３４年２月３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
《“京派”与“海派”》，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

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

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

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

‘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

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

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

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

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２３］。“官的帮闲”“商

的帮忙”可谓浓缩了京派、海派的本质特点，活画出

各自的本来面目，至今仍为学人们引用。

置于３０年代文坛上看，当时京派、海派之争堪
称激烈，参与人员可谓众多，沈从文、李健吾、朱光

潜、师陀、苏汶、韩侍桁、曹聚仁、徐懋庸、鲁迅等，不

一而足，交锋双方由于立足点不同，观点和看法大多

偏颇极端，如鲁迅这般客观、公允的着实不多。大多

类同盲人摸象，各执一端，不了了之。不过，京海之

争见证了文坛的分化、作家的分歧，直接促成了文学

史上两个重要流派的形成。在看似阵营分明、观点

偏激的论争背后，虽有文学中心南移、新旧思想冲突

带来的文学观念之别，有作家个体对乡土和都市、现

实与理想的不同理解，但也不可否认，争鸣双方从市

场角度达成的默契，使《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

成为了最终赢家，知名度和美誉度双双大增。事实

上，施蛰存、苏汶与沈从文是很好的朋友，经常相互

约稿；施蛰存和鲁迅、曹聚仁也同居一城，相互熟悉，

话语交锋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私人之情，论争变相地

为两份报刊做了广告。对于１９３２年５月创刊的《现
代》和１９３３年９月沈从文接任主编的《大公报·文
艺副刊》来说，制造热点、利用论争以刺激读者都是

亟需的，毕竟优良的质地并不排斥华丽的外衣。

二、艺术的内质———现代主义文学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谈及《现代》的编辑方

针，施蛰存说得最多的几句话，就是“本杂志是普通

的文学杂志”，“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并不预备

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２６］，生怕

别人误会，将《现代》与“同人”“主义”“流派”联系

在一起。事与愿违，不仅当时就有人给《现代》赠送

了诸多头衔：“新感觉派”大本营、“现代诗派”阵地、

“海派文学”发源地，而且现在大多数文学史文本都

是把“《现代》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章来讲授。

这种不群不党、不左不右的编辑方针很容易让研究

者将其与“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但在实际运行中，“自由主义”很难一以贯之。

作为一个主观性很高的职业，杂志主编的经验、兴

趣、爱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入到工作中，影响对作家

作品的判断和选择，甚至形成短时间并不明显、长时

段却显著的思潮和流派；而且从绝对意义上说，不偏

不倚的“中立”态度是很难做到的。更何况“中立”

本身也是一种主义———“客观主义”。在创刊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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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座谈》中，施蛰存开宗明义说：“这个月刊既然名

为《现代》，则在外国文学之介绍这一方面，我想也

努力使它名副其实。我希望每一期的杂志能给读者

介绍一些外国现代作家的作品。”［７］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每期杂志都刊登相当数量的外国文

学作品。第５卷第６期，更是组织３０多位翻译人
员，历时三个多月，编成“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内容

覆盖美国现代小说、戏剧、诗歌、文艺批评、文坛动态

等多个领域。“专号导言”中，施蛰存介绍美国文学

兴盛原因的时候，掩饰不住自己对自由主义精神的

向往之情，“美国文学各种倾向的理论，各种倾向的

作品同时并存着；他们一方面是自由的辩难，另一方

面又各自自由地发展着。他们之中任何一种都没有

得到统治的势力，而企图把文坛包办了去，他们任何

一种也都没有用政治的或社会的势力来压制敌对或

不同的倾向……在我们看到美国现代文坛上那种活

泼的青春气象时，饮水思源，我们便不得不把作为一

切发展之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特别提供出

来”［２４］。这种自由主义倾向在出资方看来就是市场

的多元化，而在施蛰存的眼里就是作品的“去政治

化”，避免外界力量的介入，自由地选择作家、编辑

作品、发行刊物。“自由主义”编辑理念给《现代》带

来很大成功，不仅刊物发行量大增，而且逐渐形成自

己的办刊特色———多元、差异。

不过，这种多元、差异的特色一旦形成，也伴随

着种种争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对于《现代》的
文学史评价，学者们多持质疑、批判态度，认为走

“中间路线”，貌似中立，实则“右倾”。８０年代以
后，《现代》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大多数文学史家

的追捧，认为其维系了那个年代难得的公共话语空

间，持守文学的纯洁性。由此形成一种简单而又不

无偏颇的思维定势：如果一种文学期刊能够提供多

元话语舞台，它一定是去政治化的，也是审美的，至

今，这种纯艺术／审美的文学观仍很有市场。
自由主义倾向之外，《现代》为学者们称道最多

的还是对现代主义的钟爱，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两

个文学流派———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

《现代》的“现代主义”首先表现在对外国现代

主义文学的译介上。《现代》前两卷各期封面都在

显著位置标注“现代”一词的法语“ｌ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ｉｎｓ”，不仅暗示了编者的法语教育背景，也宣告与
外国现代文学同步的先锋取向。从《现代》翻译的

外国文学作品来看，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德国、苏

联、美国、日本六个国家，译介对象为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以后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１９世纪以前的文学

现象基本不提及。在当时的文学期刊中，开辟专栏、

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现象十分普遍，但像《现代》这样

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同步、并以专栏形式大规模译

介的极为少见。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凸显并形

成自己的“现代”特点。施蛰存曾说过一段意味深

长的话：“在几近十年以前的《小说月报》曾出了《俄

国文学研究》和《法国文学研究》，而替１９世纪以前
的两个最丰富的文学，整个儿的作了最有益的启蒙

性的说明，那种功绩，是我们至今都感谢着的。不幸

的是，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便简直看不见有继起的令

人满意的尝试；即使有，也似乎始终没有超越当时

《小说月报》的那个阶段。……这一种对国外文学

的认识的永久的停顿，实际上是每一个自信还能负

起一点文化工作的使命来的人，都应该觉得汗颜无

地的。于是，我们觉得各国现代文学专号的出刊，决

不是我们的‘兴之所至’，而是成为我们的责

任。”［２４］此番表白道出施蛰存内心深处对现代主义

文学的热爱，这也许就是他多次提到的“个人的理

想”———“现代书局要筹办一个供给大多数文学嗜

好的朋友阅读的杂志，遂把编辑的责任委托给我。

我因为试想实现我个人的理想，于是毅然负起这个

《现代》主编者的重荷来了”［７］。

其次，表现在对现代主义作品的发表上，形成了

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新文学之初，鲁迅、郭沫若、

冯至等人的作品借鉴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

义等手法，多停留在个体模仿层面，更不要说形成思

潮、现象。《现代》与《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

《创造季刊》等不同的地方在于大量介绍日本新感

觉小说和西方唯美主义，表现了对西方现代主义作

品的推崇，为当时文坛上的先锋作家提供了一个先

锋实验的平台。这个平台上，刘呐鸥、施蛰存、穆时

英们将笔下的人物根植于上海的病态都市文明中，

运用象征、感觉等手法，表现人们极度膨胀的物欲生

活和困顿苦闷的内心世界，快捷的叙述节奏配合着

漂浮不定的意识、心理描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日

本新感觉派小说的新奇敏锐和福克纳小说《喧哗与

骚动》中的人生境况。《公墓》《街景》《夜总会里的

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鸠摩罗什》《梅雨之夕》等一经面世，立即在文坛引

起轰动，许多作家竞相模仿，逐渐形成一个文学流

派———新感觉派，极大地丰富了新文学图志。

《现代》的“现代主义”另一成就是现代诗派。

在新诗发展史上，《现代》集聚了一大批优秀诗人：

戴望舒、施蛰存、杜衡、李金发、冯至、穆木天、卞之

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徐迟、路易士等，形成了一

·６·



个由因《现代》杂志而命名的新诗派———现代诗派。

从审美意象上看，现代诗派的诗美建构是对初期象

征诗派象征品格的继承与超越，借助感性对应物，在

主客融会、双向同化的过程中超越外在表象世界，传

达个体内心世界微妙的情感。从内容上看，现代诗

派重在表现诗人的内在情感而不是表现现实世界，

彷徨和失落是它最重要的两大主题。诗歌技巧上，

现代派延续了初期象征派对纯诗的强调，将西方的

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融合起来，构成诗

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虽然《现代》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也没有

成立诗歌社团，但在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人的文

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建构新的诗学原则的努力。

在《又关于本刊的诗》中，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

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生活

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

现代的诗形。”［２５］施蛰存的概括触及到现实诗派的

三个个重要命题：一是纯然的诗，二是现代人情绪，

三是现代词藻和诗形，“审美”“意象”“形式”三者

合一就是现代诗派的“现代性”。

在《望舒诗论》中，戴望舒对意象和形式进行了

细化，他说：“新诗要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

式”，“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

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新的诗情

在“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所以“旧的古典的应用

是无可反对的，在他们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

候”［２６］。现代诗派对古典意象的重视具有重要的意

义，为新诗走出模仿、移植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提供了

路径，加快了新诗的本土化。就如何在象征主义与

古典主义之间找到结合点，实现诗行的现代化方面，

也做了有益的探讨。从新诗发展史上看，现代诗派

的出现堪称一次诗界革命，使诗坛出现了与当时流

行的新格律诗风格迥异的诗歌，实现了新诗的中西

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融汇、格律与自由的统一。

作为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的大本营，《现代》凭

借对现代主义的译介和倡导引领了当时的小说、诗

歌创作，推动了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发展，与新感觉

派、现代诗派、海派文学一起驻留在新文学史上。面

对《现代》，我们可以有若干不同解读，自由主义的、

现代主义的、公共空间的、市场营销的……但相信有

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现代》是一个面向“现代”的

文学杂志，“《现代》这个刊物带异域风的法文标题，

Ｌ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显然是相当精英化的，同时也带
着点先锋派意味：它是施蛰存这个团体的集体自我

意象，这些人自觉很‘现代’，并声称自己是世界文

学的‘同代人’———关注世界各地最新、最先锋的文

学动态的人”［２７］１５２。正是这样一批自觉很“现代”的

人，让现代主义在《现代》中生长发展，为新文学注

入了新鲜血液。

三、内心深处的矛盾———游走

在“同人”与“非同人”之间

　　从１９３２年５月创刊到１９３５年５月停刊，《现
代》共出版３４期。第一、二卷施蛰存独立主编；第
三卷到第六卷第一期，与杜衡（苏汶）联名主编；第

六卷第二期主编改为汪馥泉，《现代》由文学杂志变

成综合性文化杂志，只出三期就停刊了。一般来说，

我们言说《现代》，是指施蛰存和杜衡主编的前 ３１
期，“同人”“非同人”“现代主义”之说指向的也是

这一时段。

新文学之初，同人杂志一枝独秀，在社会思想、

文化、文学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兼具社会团体的

动员与组织功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

由于同人社团与主义千丝万缕的关系，杂志“思想

化”渐成趋势，《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语丝》

《创造季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等就是它们中

的代表。施蛰存也曾经走过这样一条政治化道路，

但《无轨列车》《新文艺》的失败让他再次走向办刊

这条道路的时候，选择了对“政治”敬而远之的态

度，主编《现代》的时候，更是多次发表“非同人”“不

思潮”“不主义”“不政党”声明，执意要在文学与政

治、杂志与同人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自觉与意

识形态保持距离，在个体、市场的边缘之处追寻，在

市场、艺术之间徘徊、游移。应当说，“同人”的一元

性很容易与政党政治走到一起，卷入派别斗争漩涡

而不能自拔，施蛰存对此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也与现

代书局管理层的意见相一致。不过，施蛰存和张静

庐理解的“政治”还是有所区别的。张静庐排斥同

人、政党的出发点是现实政治的凶险和市场竞争的

残酷；施蛰存对同人、政党的戒备虽然也有政治风险

的考虑，但主要是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一元化倾向，

希望《现代》能够走一条多元化方向的办刊之路。

翻阅《现代》各期文章，我们确实有这样一种感

受，仿佛置身一个作家、诗人、批评家、翻译家的大家

庭———这里有早已成名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

人、郁达夫、叶绍均、欧阳予倩、洪深等人；也有当时

文坛的中间人士：老舍、巴金、沈从文、丁玲、李金发、

穆木天、周扬、冯雪峰、瞿秋白、夏衍等；还有刚刚崭

露头角、势头正健的戴望舒、施蛰存等、杜衡、韩侍

桁、徐迟、许钦文、彭家煌、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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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明、黑婴、宋清如、金克木、章靳以、姚蓬子，以及

专事翻译的高明、赵家璧等人，汇聚了新文学主要社

团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等主要作家。

这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任何一个同人期刊所无法企

及的，政治思想的不同、文艺观点的差异丝毫不影响

他们在《现代》上的自由言说与交锋。如郭沫若的

《夜半》《牧歌》、郁达夫的《东梓关》《迟桂花》，茅盾

的《春蚕》《徐志摩论》，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李金发的《夜雨孤坐听乐》等都发表在《现代》上。

不惟作家众多，作品多样，而且流派纷呈，以戴望舒、

李金发、穆木天、林庚为代表的现代诗派，以刘呐鸥、

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以

茅盾、沙汀、王鲁彦、魏金枝、黎锦明为代表的社会剖

析派、乡土小说等都在新文学史上留下几多精彩。

很多年后，施蛰存回忆主编《现代》的人生经历，赋

诗一首，用“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

行”［５］２０１来描述《现代》的开放和多元。

不过，话也说回来，虽然施蛰存极力向“不同

人”“不思潮”“不主义”方向迈进，但是《现代》留下

了很深的同人印痕，在众多的作家背后有着一个相

对稳定的作家群体，其核心成员除了施蛰存，还有大

学同学杜衡、戴望舒、刘呐鸥，以及朋友穆时英、叶灵

凤等，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构成了《现代》的

基本风格。工作安排上，施蛰存主持全面事务，身兼

主编、作者、译者三重角色；杜衡（即苏汶）负责“一

部分小说、散文审稿工作”；戴望舒负责“选编新诗

来稿，并主持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事务”，三人参

与《现代》除后三期之外的所有编务。同学之谊、相

近的文学观念让他们配合默契，“现代”意识不仅表

现在译介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上，还体现在各自的文

学创作上，甚至影响到对来稿的选择评价上。这也

是今天我们谈到《现代》杂志，必言说新感觉派小说

和现代诗派的重要原因。

为了规避这种潜在的“同人”倾向，施蛰存千方

百计地否认文学思想、流派，编发“第三种人”论争

双方文章，与任何一方都保持友好关系，但不介入，

不站队。参与“京海”之争，尽最大可能中立观战，

渔翁得利，对新感觉派、心理分析小说等称谓总是存

在一种疑虑和恐惧，除了“现代”之外，不希望《现

代》与任何一派结缘在一起。在主编《现代》的过程

中，施蛰存发表了《鸠摩罗什》《石秀》《将军的头》

等历史小说和一些意象抒情诗之后，许多作者揣摩

编者的喜好，寄来大量“历史题材小说”和“意象派

诗歌”，施蛰存非但没有引以为荣，加以鼓励；反而

表明不希望模仿、重复的态度，“我不能要求读者不

要受我的影响，但我确实不想放任这些作品在《现

代》上形成流派”［１７］３４。我们丝毫不怀疑施蛰存“要

《现代》成为中国作家的大集合”的初衷和动因，但

是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形成是不以编辑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有时是不自觉、自发的，有时是自己没

有意识到而实际存在的，有时是种种因素合力促成

的，不管你正视与否，它都在那里。

事实上，施蛰存将《现代》办成一个“综合性的，

百家争鸣”似的非同人刊物的实践仅仅维持了一年

时间，从第三卷开始，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授意施蛰

存和杜衡合编《现代》，《现代》正式走向了“同人”

刊物之路。杜衡和施蛰存虽是很好的朋友，文学观

念也很相近，但两人编辑刊物的理念并不一致，起初

《现代》还能做到作者和稿子的多元化，但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对政治太过敏感的杜衡逐渐把《现代》办

成“第三种人”的大本营，同人趋势愈发明显，刊物

的性质也悄然发生变化，由纯文学刊物向政治思想

类杂志转化。１９３４年初，《现代》与出资方现代书局
矛盾激化，杂志社从现代书局独立出来，２月１日，
《现代》第 ４卷第 ４期上刊出《现代杂志社同人启
事》，声称杂志社同人辞去现代书局编辑部一切职

务，只致力于《现代》的编辑，署名：施蛰存、杜衡、叶

灵凤。至此，作为策略的“同人”标签还是与《现代》

捆绑在了一起，以至许多学者忽略过程，直奔主题，

认定《现代》一直就是同人期刊。有学者还对此进

行了补充，认为“作为这一个文艺社团的干部人物，

除施蛰存与杜衡之外，尚有戴望舒、穆时英、刘
!

鸥、

叶灵凤、徐霞村、路易士、高明、林希隽等人，他们虽

没有什么形式上的组织，但对于文艺的见解及旨趣，

则大抵是共同的”［２８］２９８。

于此，我们说，《现代》就像它的名字那样，丰富

而开放，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现代》，不同的

视野照见不同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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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感关系：不可能的可能
———论马丁·瓦尔泽的《第十三章》

方向真
（上海 自由撰稿人，上海 ２０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方向真（１９５７—），女，河南南阳人，文艺评论家，现居上海，自由撰稿人。

摘　要：德国当代作家马丁·瓦尔泽的长篇小说《第十三章》，从一种爱情关系———可不能的可
能，探察到一种人性的姿态。小说里，既是思想盛宴又是文字盛宴的男女主人公的通信，体现了理性

与诗意的完美融合。作者越过传统的屏障，用现代意识刷新了的目光重新考量爱情，为爱情文学增

添了美丽、真实、丰富的篇章。

关键词：马丁·瓦尔泽；《第十三章》；爱情 ；不可能的可能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１０－０５

一

德国当红作家马丁·瓦尔泽的长篇小说《第十

三章》所写的爱情，与之前很多作家所描述的爱情

不同，他笔下的主人公明知道面对的是不可能的无

果的爱，却又倾心倾情为之，创造着一种别样的爱情

关系———“不可能的可能”。

在进入《第十三章》的爱情故事之前，我们先分

享一下作家本人精彩的生活片段，这有助于理解他

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气质。

著作等身、获得了包括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

奖在内的３０多个奖项的马丁·瓦尔泽，被誉为德国
文坛的“老马”，他连续在德国权威的政治学杂志

《西塞罗》颁布的知识分子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前

茅。２０１６年，８９岁的他“仍然自己开车，车速极快，
弯道通过能力堪称一流…… 夏天他下博登湖游泳，

一气畅游五十分钟”［１］１－２。在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动

中频繁出镜的他，２０１６年第三次来中国，第一站北京，
第二站上海。他在大学演讲、座谈、签名售书、接受记

者专访等，他的每一天都被与书相关的活动排满了。

可是，你居然在他脸上捕捉不到一丝的疲倦……

“缺了不可能的事物，我就不可能生活。如果

生活被可能的事情层层包围，生命之火就会熄

灭。”［１］２２９（以下未标注引文均出自《第十三章》）《第

十三章》里的主人公巴西尔·施鲁普对心仪的女神

学家玛雅信中的倾诉，也正是作家自己的心理诉求

和人生意向。

倾心于这种不可能性的，不仅仅是马丁·瓦尔

泽及其笔下的人物，在世界文学的谱系里，我们不难

见到这类小说人物。如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

处》［２］中的主人公，即是满怀热望将目光投向远方

的青年；司汤达《红与黑》［３］里的于连，就是翻云覆

雨地逾越门第的限制，为求得看似不可能的爱情，尽

管他得而复失，弄丢了性命；已逝的中国作家路遥的

《人生》《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们，不也一直在向

不可能的未来奋进着纠结着？

此类文学案例数不胜数。

但是，马丁·瓦尔泽笔下的爱情———不可能的

可能，远非心灵鸡汤式的现代人臆想中的情欲满足，

远非欲求而不得的焦灼绝望或交换中的算计，他的

主人公追求的是明知不可能而为的爱情。如《第十

三章》里的男作家与女神学家，他和她隔岸观火地

觉知着自身莫名迸发的激情，欣赏着他们自导自演

的柏拉图式爱情。不可能的可能，这一理性／智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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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融合的奇特精神现象，贯穿着马丁·瓦尔泽所

有的爱情故事———诸多个关于爱情的故事版本。人

到老年的马丁·瓦尔泽说，爱情不能是一个名词，它

无法描述，爱只有是动词，不断去叙说。

二

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十三章》。

总统府的美景宫里，总统正为生物学家科比尼

安·施内林设办祝寿宴会。宴会上，著名作家巴西

尔·施鲁普与科比尼安夫妇同席。席间，巴西尔被

科比尼安的妻子玛雅·施内林的美貌与特别的气质

所打动，尽管他当时装作一视同人，一副平静无畏的

样子。宴会结束后，他想办法从总统秘书那里索到

施内林家的地址，他给玛雅发出的第一封信这样写

道———

尊敬的教授女士：

我拿到你的通讯地址，要归功于总统

私人秘书。我第二天就给他拨通电话，谎

称晚宴主角的事迹让我思绪万千，我不得

不跟他写信，向他描述他让一个作家如何

浮想联翩。您是神学家，对您就得说：撒谎

在我这里，更多地是一个语言学而非道德

难题。所以我拿着您的地址已经两个星期

了，我每天都给您写信，这些不得不写的信

从未寄出……

一种自美景宫的晚宴以来一天强过一

天的情感体验：您使我保存在抽屉里的所

有信件自动贬值。过去两周里，我天天都

在重读这些信件。多年来一直让我觉得充

满友谊、友爱或者激情的信件，现在它们毫

无价值。那些初次阅后让我爱不释手的信

件也不例外……

您的形象。您的声音。您的脸。您的

头。您的昂首姿态令人赞叹！……您的

嘴，时刻准备用沉默代替言说。还有您的

头发。发色和发型都拒绝任何造型。但依

然显出轰动效果。还有您，您好像无所不

知。又一无所知。您是能够相处的最狡猾

的单纯。也是能够出现的最天真无邪的诡

计多端。而且司空见惯。而且不像虚张声

势的压顶乌云从我这里穿过……［１］１８－２７

马丁·瓦尔泽笔下的作家巴西尔，为了求取令

自己怦然心动的人的地址，所做的迂回小计，因了率

真的吐露，俨然是天真顽童的小小心机了。

玛雅女士接信即复———

在您这里可以长个见识：人可以无缘

无故地去做一件事情……

我发现我坐在一个聊天高手旁边。他

知道自己的保留节目会出现什么效果……

又及，

……为自己竟然把这些事情向您和盘

托出而感到奇怪。［１］２５－３０

频繁的或长达数页或寥寥数语的通信，就这么

开始了。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彼此都不了解的

人竟有这么多知心话要说！”

信中的交谈，在巴西尔和玛雅，是心照不宣的秘

密。他们将通信这一行为及他们热切地向对方倾诉

（而且还端出了各自婚姻里的爱人的秘密），自嘲为

“背叛”。双方悉心领会回应着对方的讯息，就像儿

童将自己珍爱的玩具和宝贝出示给小朋友，像少男

少女羞涩地向钟情的异性告白。他们的通信就像是

一场坦白的竞赛，初恋情人般地热烈聚焦。也许人

人都有倾诉的愿望和冲动，只要适时打开心灵的闸

门。在总统府美景宫的宴会上相识的他和她，自然

属于同一阶层，巴西尔———知名作家，玛雅———神学

教授、诺贝尔奖生化奖得主的妻子。珍重声名的他

们，谁都无需轻薄地拿对方来炫耀自己，他们彼此给

对方以安全感。

一年多的频繁通信，他与她用他们建立起的字

母桥索，跨越着现实的鸿沟。二人安居在各自婚姻

的堡垒里，同时又在字母桥索通达的另一个时空完

成臆想中的交融。原来，爱情也能进入第五维空

间———全新的智慧之能、心灵之能、情感之能的世界

去遨游！

某一天，巴西尔预感玛雅遭遇了不测，但他仍然

给玛雅写信，向不再可能回信的她吐露心迹：“你给

我的信，来自不可能的深渊…… 在你给我写信的日

子里，我有一种价值，你不再写信，我就不再有这种

价值。我生活的意义、价值有多大程度取决于我们

的交流！”是的，一个男作家与一个女神学教授，因

为爱欲的浸染，他们对世界对人生的思维路径，也撒

上了美丽的光晕。曾经，他们共谋、践行着一场柏拉

图式的恋爱！

不可能的可能———基于这样一种情感关系的探

察，马丁·瓦尔泽写作出版了《爱情的彼岸》《一个

恋爱中的男人》《一个寻死的男人》《第十三章》等多

部长篇，它们以各色人物心理及人物各自的生命轨

迹，为作家的这一发现衍生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版

·１１·



本。

受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他倡导人们在对希

望不报希望的情形下，去信仰未知的神）的启发，马

丁·瓦尔泽非常欣赏一种“不可能的可能”的情感

关系，即终极的悲观（失望、不可能）及当下的乐观

（明知不可能而为之）。或者说，他洞察、捕捉到了

这种情感关系的多彩的呈现姿态。这又回到了马

丁·瓦尔泽所言的悖论：“不幸的、不成功的爱情才

是真正的爱情。只要是成功的爱情都是一种交

易。”他的意思是否是：没有完成（结婚？）的、或者说

没有完满结局的爱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爱情———

纯粹的爱情？也许在他看来，圆满的结局即是均

衡———成功的交易。

回到《第十三章》。玛雅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０日在查
普曼湖给巴西尔发了一封信，因为它的重要及无意

识的暗示，这里全文摘录———

亲爱的朋友：

你说没说过，我们和不可能的事情调

过情？

自我骑车越过荒野，我就知道这话有

道理。现在下雨了。土路变成了肥皂，又

湿又滑，几公里停一次，好把挡泥板上的泥

巴刮下来。帐篷的拉锁再也修不好。我们

从地下爬进爬出。墨蚊进了帐篷，贪婪地

骚扰我们。灭蚊剂对它们毫无影响。松鼠

咬断了拖斗的皮带。风刮得很猛，而且总

是逆风。没完没了地爬坡。很短的下坡路

段。即便扛住了，也不能说这种情况可以

忍受。

尽管科比尼安现在很健康，我感觉他

所经历的痛苦也在我们之间制造了隔阂。

就像他和另外一个女人有过一段绯闻。而

我又不得不担心他依然在想那个女人。手

术三天之后他说：我有了怀孕的经历。我

肚子里面曾孕育着死亡。我堕了胎。现在

我知道女人堕胎之后是什么感觉。现在他

好了。他天天向我展示他如何健康。但是

那段绯闻……没有什么区别比病人和健康

人之间的区别更可怕。

如果继续这么下雨，我们永远无法到

达鹰原。如果那样，是否很可惜？我们越

接近鹰原，不可能性，我们的不可能性就越

真实。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跟它调一次

情。昨天夜里我梦见科比尼安送我的生日

礼物不是由三十九朵玫瑰组成的花束，而

是有毒的花朵。忘记它！

晚安，我了如指掌的朋友。

玛雅［１］２２０－２２１

十五天后，玛雅又给巴西尔写了一封信，此后，

玛雅永久消失。玛雅在这最后的两封信里隐约透露

出两个重要信息：她的丈夫科比尼安因为癌症的身

心折磨，旅途中出现一系列从未有过的乖戾言行；她

被自己的丈夫拖进他设计好的自杀之旅———骑自行

车奔赴野熊出没的荒凉北极之旅，共赴死亡。虽然

她没有明晰猜想丈夫的意图。每次科比尼安认真询

问，问她是否想跟他在一起，她都坚定回答：科比尼

安，永远。潜意识里，她应该明白这是她生命里的最

后一场骑行。

那个始终没有发声的科比尼安·施内林（他的

一切只是由玛雅给巴西尔的信来描述）几乎是个无

所不能的人。事业辉煌，生活富足，他美丽的妻

子———神学家教授玛雅，深爱着他。他的强大存在

更验证着巴西尔与玛雅之间不可能的爱情。同时，

他自己不为人知的痛苦体验，也在印证着一种不可

能的可能。科比尼安·施内林年轻时就获奖无数，

被同行视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后来他用自己的

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创办起一家企业，专门生产定

制药物。从此名扬四海，财源滚滚。但是，几乎无所

不能的科比尼安从来不满足既得的一切。沿着学术

道路走向斯德哥尔摩，始终是他的情结。他自责是

“堕落的天使”，懊恼自己离开了学术殿堂。

从玛雅给巴西尔的信中吐露可分析得知：科比

尼安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或者说，他是尚未出轨的

同性恋者。科比尼安一直被内心的一份隐情所折

磨。他依恋的印刷商路德维希·弗罗突然与他中断

友情（路德维希与其妻子悄无声息地与他断交。因

此，路德维希就成了科比尼安与妻子玛雅谈话的禁

忌），后来路德维希出版的书《鸿鹄之志》又毫不留

情地调侃科比尼安夫妇，致使科比尼安担心此书伤

害到妻子玛雅。直到临近设计的旅途的终点，科比

尼安才对玛雅讲了他的担忧及他对路德维希的感

情。这之前，玛雅给巴西尔写信感叹：“我们对于最

亲近人的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但如果痛苦

不可以分担，什么东西可以分担？”

这个无所不能的痛苦着的男人科比尼安，在癌

症手术后，成功地将妻子拖进他安排的死亡之旅中，

如同他的爱需要回应。

《第十三章》中的叙述和描述，不乏预兆和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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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味———处处潜伏着不可能的可能，每个人物都

有着自身性格与情感的逻辑，人们的命运、人际之间

的关系隐藏着多种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它们也昭

示着故事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似乎看不出作家本人

的设局。这就是马丁·瓦尔泽描画人物及故事的魅

力所在。

作为读者，我们更关心玛雅后来怎么样了，她与

巴西尔的通信最终是什么结果？让我们看看《第十

三章》的结局吧。

巴西尔在玛雅失踪多天之后，收到罗德里

希———科比尼安的忠实司机的信，信中写道：“玛

雅·施内林对我说：如果熊把我吃了，你就讲给巴西

尔·施鲁普听”。

罗德里希还附上了科比尼安给他的信———

亲爱的罗德里希：

医生给我留的时间快到了。玛雅说，

她想跟我在一起，所以我把她带上。后事

你来处理。一切准备就绪。

你的一直服从你的上司向你问好！

科比尼安·施内林［１］２３４－２３５

即便事件的结果真相大白了，你又怎么可能知

道、确认当事人的内心感受和认知的过程？它们皆

处于不可能的可能中。

在接到玛雅最后一封信的第二十三天，巴西尔

在他的几封信件再无应答后产生了强烈的不祥之

感。他给玛雅写信———

最亲爱的朋友：

告诉那边的人，你不行了！路途遥远，

路途遥远！北极圈。打道回府。回到文明

社会。你们的处境很危险。我必须救你。

让人救你。我来救。你像是被绑架了！你

被绑架了？！

你的朋友［１］２３０

巴西尔曾经写信给玛雅，称她的信“来自深

渊”。从此，永无回应的这一份期盼的爱也将指向

深渊———揪心的下坠、绝望、无终止的黑暗……

三

《第十三章》的书名，蕴含着几重寓意。“第十

三章”，与“十三”对应的德文是：Ｖｅｒｒａｔ，ｖｅｒｒａｔｅｎ；与
中文对应的是：泄露、背叛、出卖。不难发现，书中的

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激情者、破坏者。他们没有想

过要伤害谁、背叛谁，他们只不过依着自己的思维和

自己的情感逻辑。他们———不管是笼罩着光环的成

功者还是失败的自杀者，不管是拥有爱情者还是爱

的缺失者，身上都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十三”之

嫌，诸如：

巴西尔与玛雅的婚姻之外的恋情———秘密通

信，彼此欣赏到无话不谈，不经意吐露各自配偶的隐

私。

科比尼安，因患上绝症而设计了自杀之旅，却要

自己的妻子玛雅陪同自己走上此旅。虽然途中他几

次探问玛雅是否愿意与他在一起，玛雅都坚定回答：

“永远。”

路德维希———成功的印刷商，在他讲述自己一

路凯歌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鸿鹄之志》一书中，

放肆调侃他的同学、朋友们（虽然用了化名），甚至

披露了科比尼安和玛雅的性交习惯。这部令媒体欢

呼雀跃的真实、诙谐、大胆而放肆的书，伤害着将他

视为好友的科比尼安及妻子玛雅。

伊莉丝一直还爱着她的前男友———因绝症而坐

上轮椅的已经享誉世界的建筑师（当年他告诉伊莉

丝，他将以自己的构想征服世界：性别建筑），每个

月至少一次推他散步回来，她就用沉默对丈夫巴西

尔宣布无语日。

北极途中与玛雅相遇的那个甘愿做她仆人的教

授，爱自己的女校长而不得，转而诋毁与女校长有恋

情的另一数学教授。

罗德里希———科比尼安最信任的司机，在处理

完信赖他的主人交代的后事之后，应聘到了让科比

尼安始终不能释怀的路德维希手下开车。

如果用传统道德的高标，他们所有人是否都难

以摆脱“十三”的干系？

故事的结尾是：伊莉丝的前男友贝亚图斯·尼

德拉尔在一个酒吧自杀了。那里是伊莉丝推着他的

轮椅散步的最远端。伊莉丝沮丧地坐在自家阳台

上，一页一页烧着什么。巴西尔明知故问：烧的什

么？伊莉丝回答：第十三章（她悄悄写作的小说

稿）。巴西尔说：把书名送给我？伊莉丝回答：很乐

意。然后把双手放在巴西尔的膝盖上。

当然，这是颇有隐喻意味的结尾。它很有弹性，

不把故事讲完。

书信体的《第十三章》是文字的盛宴、思想的盛

宴———智慧、轻快、调皮、引人入胜，但文字背后，依

然是无所不在的痛苦的阴影。也许，与深度的爱及

爱的不可能性如影相随的必然是痛苦。无数个男男

女女终其一生都纠结于理想之爱的希冀、追求与它

的不可得之间。只不过，已到中年的男女们无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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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地承认了这个现实，无论内心有多么痛苦，他们

都能淡定从容波澜不惊地接受这一现实。作者曾在

接受网易读书专访时说，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真正的

痛苦和情感的折磨，即便通过写作。自言“缺了不

可能的事物就不能生活”的瓦尔泽，他笔下人物的

故事自然也揭示了他的体悟。

对不可能的可能这么一种爱情关系的揭示，可

见马丁·瓦尔泽探察现代人情爱的一种姿态。马

丁·瓦尔泽用现代性的目光来重新考量爱情，让他

的主人公以字母游戏的方式开启未知的新奇经

验———探察理性下的激情倾诉及讲述，也指向各自

的深层意识，指向与人性相关的一切。作者博大悲

悯的情怀使他越过传统道德的屏障，再度触及到人

性的新维度。他的《第十三章》为爱情文学增添了

美丽、真实、丰富的一章———让现代人心灵为之震颤

的一章。

快要写完这篇文章时，我再次回看《第十三

章》，令我吃惊的是，这本书居然像是第一次摆放在

我的面前，巴西尔、玛雅的信里那么多智慧迷人的语

句触动着我的神经！《第十三章》之于我，如同一座

神秘的山林或者一座迷宫，我仅在它边地的某一个

路段走了走，或者仅仅在外围领略到它不寻常的轮

廓线条，它繁复奇妙的肌理及它独一无二的存在姿

态，我尚未探察明白。此刻想起黑格尔对爱情的定

义：在对方身上发现自我。其实阅读何尝不是发现

自我的旅程！是否可以说，如同瓦尔泽笔下的爱情

关系，读者与高妙的文本之间也是一种不可能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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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体与碎片化：《寐语》的叙事艺术

化红丹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作者简介：化红丹（１９９３—），女，河南商水人，河南大学文学院２０１５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河南当代小说。

摘　要：《寐语》是一部难以归类的作品，跨文体和碎片化是它的两个主要艺术特征，跨文体主
要表现在小说与散文、诗歌的巧妙结合；碎片化不仅表现在小说的结构和情节上，而且文中处处可以

找到碎片的痕迹，这种独特的叙事形式在张鲜明的小说《寐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张鲜明的小

说进行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挖掘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更好地把握其小说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寐语》；跨文体；碎片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１５－０４

一、《寐语》的跨文体写作特征

所谓“跨文体写作”，是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打

破传统的写作范式，将各类文学样式甚至是非文学

样式进行融合，形成新的文学样式，以使某一类文体

同时具有其他文体的美学面貌和文体特征。学者陶

东风指出：“文体变易的一个常见途径，是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不同文体之间的交叉、渗透，并进而产生一

种新的文体。”“这种交叉、渗透实际上是多种结构

规范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妥协和相互征

服。”［１］１５－１６可以说，陶东风从内在机制上剖析了文

体的变易过程和特征，他从文体内部看到了文体之

间的交叉和渗透，这种文体的变易，贴切地阐释了跨

文体写作形成的过程和特点。

福科说：“写作就像一场游戏一样，不断超越自

己的规则，又违反它的界限并展示自身。”［２］２８８

张鲜明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文体越界的现象，可

以称作跨文体写作。其小说《寐语》将散文文体和

诗歌文体嵌入到小说文体当中，并且将小说文体和

这两种文体进行融合，突破了传统小说文体的规范

和限制，不同文体之间的“结合”与带给读者另类的

阅读感受，在其变换多样的文体形式背后，积蓄着强

大的思想和精神冲击力。

（一）小说与散文的融合

《寐语》作为一部特殊的小说，“它甚至把小说

叙事带到了文体的边缘”［３］。可以说，在这部作品

中我们看不到传统小说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故事中

的人物并不那么鲜明，事件也并不那么清晰，作者想

传达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混沌的感性存在状态，其行

文具有明显的散文化气息。

首先，《寐语》中的每篇小说结构上都比较散，

几乎每篇作品都没有一个明晰的线索。文章的开头

常常是随意的一个场景，文章的结尾也可能“无疾

而终”。例如：在《天上的冰峰》中，开头写：“我和一

些人站在一个地方紧张地张望。我知道出大事了。

是什么事呢？不知道。”小说开头没有交代这个地

方是哪里，而且后文也没有说明，文中“我”的身份

是什么？我为什么来到这里？读者全然不知，知道

的只是文中“我”面对一座冰峰的恐惧和无奈的情

绪状态。

再者，小说作为一种叙述故事的文体，其语言特

点通常是叙述，突出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但在

张鲜明的小说《寐语》中，叙述语言与散文体的抒情

语言并存，文中优美的文字、深邃的意境，使小说体

与散文体完美结合。如《它想到天上去》中，“它苦

撑着，努力保持鸟的架势。它的翅膀在空中漂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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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羽翼丰满的样子。可是，我知道，它只是一张照

片。由于像素太低，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张透明的棉

纸，软塌塌地挂在天上”。《蛇的表演》中，“一望无

际的荒草，像洪水一样掀起连天的浪涛，朝我涌

来……”《拯救黑暗》中，“这地方像是山顶，又像是

高空。我的脚下，远远的，有一片深渊，像大海一样

汹涌着、鼓荡着，隐隐传来轰隆轰隆的水声”。小说

中这些带有抒情意味的比喻句，为全文奠定了抒情

的基调，文中“我”的内心状态不是通过其他人的视

角得以展现，而是通过这些景物的刻画和描摹于无

形之中抵达最真实的感受。

（二）小说与诗歌的融合

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其表现出的特点是语言简

洁利落，语句短小精悍，在精简的语言中表达深刻的

思想，重在意境的阐发。张鲜明的小说《寐语》，明

显有诗歌的味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小说中穿插诗歌文本，诗歌与小说相结

合。如《在脚窝里尖叫》中，小说中间插入现代诗歌

语句：“我的脚窝很深／我在我的脚窝里／尖叫。”用
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表达了文中“我”面对自己脚

窝时那种惊奇的心情，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描述

“我”当时内心的惊讶，惟有借助诗歌来抒发内心的

情感。

再如《划着划着》中：“一个梯子，直直地通向天

空，就像一条投射在虚空中的影子／我沿着梯子一步
一步往上去／蹬着，蹬着，突然，梯子跑了／我悬在半
空中／举目四望，一片苍茫……”这篇小说可看作是
一首现代诗歌，采用分行的写法，用诗歌的形式来叙

述我的经历，这样的叙述形式给读者一种新鲜感，同

时把“我”失去梯子悬在半空中的心境通过诗意的

方式表达出来。

二是小说中融合了现代诗歌的思维方式。现代

诗歌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跳跃性的、抽象化的、充满

张力的、具有想象力的，现代诗歌的思维方式对小说

文体的渗透使得小说表现出意念化、抽象化、意象性

抒情和意象性情境的营造等文体特征。

《寐语》在抽象化和荒诞色彩的描述中，蕴含着

强大的思想张力；在其陌生化的情境叙述下，流淌着

人们熟悉的生命感觉。例如，《在世界的边缘》中，

“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身边有一棵大树。我知道，

这树不是树，而是世界。我此行的任务是，找到世界

的边缘。”“一只很大的蚂蚁，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以

十分夸张的动作往树上爬。它从我身边经过的时

候，很深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它并不是为了上

树，而是在点化我……”

文中描述的这种“这树不是树，而是世界”的神

秘心境，或许每个人在孩提时代都有过类似的感觉。

褪去成人时代的理性，回归到儿童时代的内心世界，

“蚂蚁很深的看我一眼”及对我开口说话，都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上述充满想象力及诗性的语句，让

我们看到了《寐语》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在这些

跳跃的、充满张力的语言叙述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新

奇的世界，感受到作者思想的辽阔和自由。

二、《寐语》的碎片化叙事特征

“碎片化”作为一个美学概念，主要表现为多样

性、颠覆性、差异性和非中心的审美特征。美国当代

文艺理论家、文化批评家詹姆逊，对“碎片化”的论

述始于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他指出：后现代

主义具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碎片化”“零散化”

“非连续化”，给人一种拼贴感，于此相应的是历史

感的消失，以及内在和外在、本质和现象、隐义和显

义、真实性和非真实性等模式的消失。在他看来，

“温和地戏仿一切现有的风格，和把时间切割成一

系列重复不止的现在时，是后现代作家常用的两大

策略”［４］２５。同时，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

也指出：“后现代社会里关于时间的概念，和以往的

时代大不相同，这一现象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

验，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己经崩溃

了，新的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

什么也没有。”［５］４０

此外，荷兰文艺理论家佛克马在表述后现代主

义文学时也曾提到，后现代主义打破传统文学分开

头、中间、结尾三个部分来创作小说的叙事模式。虽

然他没有明确指出，但却是对“碎片化”叙事方式的

一种隐含表述。在他们的推动下，西方的叙事理论

家在小说和戏剧等领域纷纷展开对碎片化叙事的探

讨。

碎片化叙事作为《寐语》突出的叙事特征，是我

们深入文本的又一个关键点。其中结构的碎片化和

情节的碎片化是我们进行阐释的两个重要突破口。

（一）结构的碎片化

就结构的碎片化来说，首先小说整体格局呈现

出碎片化特征。《寐语》中共包括１２０个小故事，故
事与故事之间并无联系，每个小故事都是一个独立

的个体，而且每个故事的长短不一。

长的有几千字，例如《命运呈现》和《死刑》等，

一般都是讲述与自己相关的奇特经历。如在《死

刑》中，“我”因为考试作弊被判处了“死刑”，在

“我”被执行死刑之前，“我”来到了家中，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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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和去世多年的父亲，然后又见到了现实

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弟弟。就告别的场景，作者用了

很长一段叙述。告别完后，“我”又开始琢磨怎么逃

跑的事情，途中遇到和“我”一起舞弊的朋友，于是

开始愤怒为什么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在不解中，文中

的“我”终于来到了开头所说的被判处死刑的刑场。

文中最短的篇幅只有寥寥百八十字，例如《头

盔与雕像》《卡住了》《谁赢了》等，往往是抽象地描

写“我”与一个“物”的状态，透露出荒诞感，给人留

下无尽的遐想空间。

如在《头盔与雕像》中，只有８５个字，开头这样
描述：“桌上放着一尊石雕头像，是北魏风格的，只

有我知道，这是我的头颅。”接着就是结尾：“为了不

让人认出是我的头颅，我在这石雕头像前放了一顶

茶色玻璃头盔。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

骑摩托车的人，就不会想到是我了。”此时，“我”与

石雕头像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石头雕像是“我”的生

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又如《卡住了》，文中开头描写了“我”在空中漂

浮着，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盘子，它卡在“我”腰间，

“我”想把它带回去，但是又害怕吓到我的同事们，

于是我只好在空中漂浮着。这时，“我”与“盘子”是

互相吸引的关系，为了得到盘子，“我”宁愿保持漂

浮在空中的状态。

再者，《寐语》中的每篇小说几乎都缺乏一个能

够将整个文本联接起来的线索或者中心，在阅读的

过程中，读者往往迷失在作者的梦境般的叙事片段

中，甚至不知道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例如，在《赴

宴的队伍》中，作者描写了“他”跟着一群人，每人拿

着请柬去赴宴，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队伍停了下

来，原来是有人发现请柬上并没有注明宴会的地点，

谁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推

测，作者将继续谈论寻找宴会地点的事情，但是作者

笔锋一转，开始描写赴宴的队伍围在一起转起圈来，

文中这样描写：“这样转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究竟要

到哪里去？我很想站出来提醒大家，可是，激动了半

天，啥也没有说。”“于是，我保持沉默，紧跟着前头

那个人，专心致志地在广场上转圈。”

类似这样的故事段落随处可见，彼此之间缺少

联系，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逻辑关系。这些碎片化的

段落描写，如作者意识的流动，正所谓“兴之所至，

笔之所至”。这让读者阅读起来困难重重，但却给

读者留下无限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二）情节的碎片化

就情节的碎片化来说，表现为情节的非流动性

和非顺序性。

首先，《寐语》选取“梦”作为叙事的场景，梦本

身带有真实与不真实的交错感，梦中的故事带有片

段性，作者讲述故事的方式不是线性叙述，而是梦幻

的拼凑相接。这种叙事的非连续性，时空的跳跃和

倒错，都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再者，梦境中的时间

顺序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顺序是不同的。

就《寐语》的情节来说，不再是传统小说的开

端、发展、高潮和结局，不再按时间顺序的流动，也不

再是事件与事件的接连发生；而是由散乱的“碎片”

组成，情节的碎片化破坏了叙事的时间逻辑，在不同

碎片之间建立起空间化的网状联系。而空间化的网

状联系主要是由文中的意识流手法所建构起来的，

意识流写作强调自由联想等意识的跳跃与无序，青

睐于对各种瞬间印象和感觉的描绘。可以说意识流

叙事将情节表现为一幅幅随意组合的画面，而非动

作之间的连续性和因果关联。

例如，在《突与围》中，小说开头这样写到：“前

方有一座房子，石头的。我看见我的身体是一个透

明的长方体，正在朝那个石头房子冲过去。”这开头

很具有现代主义意味，充满想象力和荒诞感。接着

作者又这样描写：“这个透明体其实不是我的身体，

而是我的精神体，它是柔软的，有水的质感，却又能

以一种形体的方式独立存在。它朝石头房子冲击的

时候，就像一根正在移动的巨大桁梁，很有力度。”

此刻，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画面，精神拥有了形态

和质感，变得可以直观化。

又如，在《不知道往哪里去》中，小说开头这样

描述：“在一个地方吃过饭，回去的时候，发现我的

皮包忘在饭店里了。我回去拿的时候，忘记了刚才

吃饭的房间号。我乘坐电梯向上去，却不知道要在

哪个楼层停下来。”

故事的开始充满不确定性、迷茫、彷徨。这样的

开头给小说定下了一个基调，即寻找的基调。然而

小说中的“我”到了丢失皮包的楼层，看到了一只花

猫，文中这样描述：“它看着我，我知道，我一伸手就

能把它打死。于是我用一个像书本那样的东西朝它

扇过去。猫飞起来，像个慢镜头，撞到墙上，死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打死它，就感到有些悔意。”接

着“我”又开始了迷茫的寻找历程，但到最后我连自

己身在何处都不知道，只是四顾茫茫地站着。这些

片段性的故事和感觉，都是文中情节碎片化的一种

展现，是现代主义对现实的发现和凸显，这种面对现

实的方式是属于心灵的、精神的和感觉的。

最后，通过碎片化的叙述，作者想为人类寻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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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突破现实压抑的方法，在阅读的过程中使读者产

生震撼。小说结构及情节的突兀性、荒诞性，能够让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充满好奇和惊讶的感觉。因

此，现代主义小说虽然没有再现现实生活中惊心动

魄的事件，但依然发挥着让人震撼的功效。

三、结论

跨文体和碎片化作为张鲜明小说《寐语》的叙

事特征，体现了作家本人娴熟运用各种叙事技巧的

能力。

跨文体作为一种文体的创新，并非是单个文体

类别的堆砌，而是各个文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小

说《寐语》中的散文气息和诗化意境，不是我们能够

随意进行剥离的，而是意境、诗性与小说有机地融合

在一起的，它们不再是单个的味道，而是形成了一种

新的佳品。

小说中碎片化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作家对现代社

会生活的观察与感悟，呈现着作者丰富的多重的精

神世界。作为一种艺术方式，碎片化叙事和跨文体

写作也并非只是形式问题，形式毕竟是内容的形式，

因此，对张鲜明小说形式的探讨也是对其内容的探

讨，内容的变化势必造成形式的变化。张鲜明对其

小说进行形式的多样变形，无非是要服务于文本内

容的阐发，这为其个人化的表达建立了一个特色的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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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作家张鲜明的小说新作《寐语》，以梦境叙事为基本结构框架，在小说形式上打破
了传统小说的因果叙事和线性叙事。小说通过意象化的空间营造以及碎片化的叙事，传达了知识分

子个体在都市生存的认知焦虑及身份危机。而意象化的空间营造多由身体意象所搭建，一些反复出

现的身体意象具备了符号化的观照意义。诸多意象的非理性、荒诞性特征对应了现代人丰富驳杂的

心理流动。

关键词：意象；身体；碎片化；身份焦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１９－０３

一、叙事的碎片化与个体的内心世界

２０１６年，生活在中原多年的诗人张鲜明，开始
了跨界写作，他的小说《寐语》在《大家》２０１６年第４
期小说栏目头条刊出后，引发了不少反响。

对于成熟的作家而言，由一种文体转向另一种

文体，不仅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重新分配，更是对艺

术传统的超越，包含着表达个人意识的诉求。既成

的语言秩序与身份标识对作家精神世界的丰富性，

及作品本身的生成性都易构成遮蔽，使其陶醉其中，

难以自拔。而对自觉性与现代性有着特殊诉求的作

家，会努力挣脱传统与定势，直面创造与更新，“跨

界”无疑成为他们抗争“宿命之路”的艺术抉择。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广为影响，个人

无意识与创作活动在现代文学谱系中被紧密地联系

起来。个人无意识是沉淀在个体内心最深处的经

验，在日常现实中被意识和理性所压制，而梦境恰是

个人无意识获得释放的出口。在意识流小说家的笔

下，跳跃性的意识流动成了作家们努力捕捉和呈现

的内容，而在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文本中，作家往往

以梦境的楔入作为勘察个人无意识的路径。

在《寐语》中，梦境内容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

框架，梦境的片断性、非逻辑性、去情节化，得到了集

中的呈现。比如，小说开篇写卖器官一事：“灯，依

次亮起来，我看见两边的墙壁上钉着一个一个的人

体。”“一个大胖子迎面走来，他顺手在墙上一个人

的胸口处抓了一把，是一块血。他捧着颤动的血块，

像吃巧克力那样吃起来。”［１］

这种非现实的场景描写透出非理性和荒诞的色

彩，类似这样的场景细节，在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

这场景虽然令人惊悚，但却符合梦境叙事的逻辑，非

日常经验击碎理性链条，恰恰符合个人无意识流动

的特性。真实与虚幻，现实与梦境，看似两个世界，

却有一个媒介，那就是人的内心。日常状态下，人的

思维从未停止流动，人的梦境属于潜意识层面，潜意

识蕴含着内心的隐秘性真实，它的活跃度不亚于理

智活动。如同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无意识构成了

“精神活动的真正实际”。不论是医学、生物学还是心

理学，对于梦的探索和解释都层出不穷，梦作为人睡

眠中大脑活动的印记也好，入睡前的情绪也罢，其实

我们记录、分析梦的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人自

身的关注。

《寐语》中，尽管存在着个别意象的重复出现，

但更多的则是梦境之间的陌生化。张鲜明以实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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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记录了这些梦境内容，如同在一个平面上立起

的形状各不相同的实体。每一个梦境对应了一个叙

事的碎片，连缀这些碎片的则是个人无意识的隐秘

逻辑。碎片化叙事的推进方式，将一个个梦境的棱

角准确地呈现出来。诸多梦境内容对应着人性中难

以用道德意识加以命名的内容，它们触及到人性的

黑暗区域，攻击性、占有欲、破坏欲、本能性恐惧等等

个人无意识中的深层内容得以传达。如同斑驳的镜

面，一方面照射出人性深处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将

现代个体的认知焦虑和身份危机感充分表现出来。

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在现代性中，主体重新

发现自我的过程充满了风险，现代生活和个体决策所

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

机。这种危机常常伴随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

建构性特征相关的自我认知变得模糊不清，这种焦虑

感会影响自我的认知。

二、身体意象的符号化

进入消费文化的语境之后，身体文化和身体研

究成为文学书写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作为体

验这个世界的敏感主体，其身体被赋予更多的含义。

被道德意识遮蔽的身体开始在小说世界里充分苏

醒，身体不仅是肉体，它更是有灵魂和尊严的主客体

的统一。

最初发端于《周易》的身体符号系统，无疑是区

别于意识哲学的，具体地连结着人的生命。中国哲

学中，用“身”“体”“形”等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身

体———一种活生生的、感觉灵敏的、积极活跃并且富

有意图的身体。［２］１０“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基本

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身体哲学，融身心于一体，人

与文于一体。在哲学家看来，身体作为人的存在而

存在，与灵魂独立并列；文学家眼中的身体是一种符

号的表达；在社会学家那里，身体蕴含了更多身份、

秩序、伦理和精神……由此打开了从身体的缺席到

身体全面觉醒的时代。文学中对于身体意象的书

写，不仅仅是身体的复归，更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

小说《寐语》中，作家将肉身以扭曲变形的方式

加以充分地符号化。在梦里，灵魂摆脱了束缚，灵魂

赋予身体各个部分以生命。如《跟绳子一起尖叫》

中，绳子之所以大声喘息和杀猪般的尖叫，原来它是

一个人的灵魂。柏格森在他的生命哲学中，把生命

冲动看作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根源。抛开《寐语》

的具体内容不谈，仅从一个个小题目，如《脑袋压得

身体哇哇大哭》《用脑袋照亮世界》《脸的穿越》《灵

魂说：我要回家》等，都可以看出：人的器官是作为

被肢解和分离的个体独立存在的。《生活在〈红楼

梦〉里》中，城是由七个器官组成的，肠子便是街道，

它们都具有了自己的行动力和思想，宛如一个个生

命体的真实存在。

在２０世纪以来的身体美学中，“身心一体观”
认为，人的手脚、脾胃、肝脏，四肢和五脏六腑也应有

它的灵魂，我们应给予其重视和关注。

“身体意象”这一概念，是１９３５年澳大利亚神
经学者保尔·谢尔德（ＰａｕｌＳｃｈｉｌｄｅｒ）在其著作《人
体的意象与外貌》中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身体

意象是个体对其身体的知觉、观念和感受，是一种受

到个人因素、生物特质、过去经验、文化与社会价值

的影响而改变的主观经验。［３］在人们无意识的心像

来源中，有些很重要的材料来源，就是孩提时期的经

验和近期生活事件。

张鲜明在创作谈中说：“在梦中，我亲眼看见了

自己的灵魂……在梦中，我总是逃跑，总是那样的惶

恐和悲伤，我知道这是我小时候那个被吓掉的魂儿

在逃跑、在惶恐、在悲伤。”［４］这应该是对梦的由来

最真实最有力的说明。灵魂冲破了理性的束缚，创

造和演绎另一种人生。作者也说，《寐语》略等于纪

实，梦境乃人生的曲折反映。无须过多揣摩它的内

容与真实，也无须划分它的题材和风格，或者探讨它

的象征与意味。作为一部记录梦的作品，《寐语》有

着独特的形式意味，或者说“有意味的形式”。不仅

是视觉冲击，心灵震撼，作品中大量超乎正常的意象

的出现和排列组合，显然也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在《寐语》中，梦的想象力空前张扬，“看到清湛

湛的水，我心头一爽，突然冒出一些诗句：我的心是

丝线，河流是鱼，我在钓鱼”。这句子让人惊叹，难

怪叶芝曾言：“我们似睡似醒的时刻，那是创造的时

刻，它用迷人的单调使我们安睡，同时又用变化使我

们保持清醒。使我们处于也许是真正入迷的状态

中，在这种状态中从意志的压力下释放出心

灵。”［５］１８９普列斯纳也说：“人意欲着和期望着，思考

着和想象着，感觉着和信仰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

着，在这些活动中，他不断认识自身的完美性与达到

它的可能性之间的距离。”［５］１８９

在作者张鲜明的笔下，小镇、土墙、土坷垃并非

是作者全然陌生的事物，对包子店的寻找，对教室的

寻找，以及对房间的寻找中，到处弥漫着慌张与无

奈，“我”不是一个释梦者，况且梦是属于个人的独

特呈现。在《我是如来佛左脚前头排行第二的弟

子》中，尽管到处是寒冰、戈壁和高山，“我”就要饿

死了、累死了，感到无限恐惧，仍然往前走，去寻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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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座位。这也是所谓“愿望的达成”。

在中国古代文化意象中，物象总是连结着心象

的，物不单单是一个物体，它还承担着文化符号表征

的功能。《寐语》中出现了一系列高频词汇，如房

子、石头、影子、门、灵魂、意志、路、水等，即使是在梦

里，它们也绝非是一个词汇、一个意象那么简单；尽

管作者笔下的情节是非常态的片段，但仍然可以由

这些系列物象的营造来观照作者的内心诉求。比

如，山脚下那个没有房顶的石头垒成的房子，乡下遍

地的土坷垃，走在镇上的小路上寻找自己要去的地

方，要找的东西，所有这些又是那么真实；村里的玩

伴、工作中的同事、某处场所，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

之感。再比如，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梦到自己考

试不及格或者奔赴考场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意外

情况。在张鲜明的《考试》中，“钟表显示，此时离规

定的入场时间晚了整整十分钟！”“跑到考场门外，

我突然想起来，忘了带考试必备的东西：２Ｂ铅笔，还
有演草纸等等。天啊，我什么都没有，怎么考试？！”

同样是有关迟到的情节也出现在《找不到教室》中，

“八点钟上课，现在已经过点了！”“学校就在前头那

个山包上……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往上爬”，“这时候，

我突然停了下来：我的教室在几楼？是哪个教室？”

这些熟悉而又不可思议的事件，该怎样解释呢？

这里的意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原型理论的奠基者荣格看来，原型是人们生

活的遗迹，是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意象中蕴含

着生命事实，可以说它们都像一个个代码一样有着

自己远古时代赋予的意义。

前面已经提到高频词汇之一的“门”，《投胎》中

的玻璃房子，没有墙壁没有房顶，“我”看见一个门

框，门楣上写着庄重的字，含义是“天堂”。《挤压》

中，“我”站在门框前，另一扇门扑上来把“我”挤压

在两扇门中间。《进不去的门》中，“这是我小时候

见过的生产队那个磨坊的门。没有门扇，只有门框。

……我要进去。可是走到门口，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把我向外推。……明明是个门洞，怎么就进不去呢？

我后退一步，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往门里冲”。

而“门”这个简单的语词，作为一个意象，在中

国文学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从时间

意义上说，自然的物象要比文明的物象久远得多，但

文明物象也同自然物象一样随着人类的历史循环往

复，积淀于人类的心灵世界……”［６］２２６

学者傅道彬在《晚唐钟声》里，有对“门”的探

讨，门是家园，是防卫和守护，是一种地位和身份，当

然也有拒绝和介入之意。有关“门”的意象，积淀下

来的文化母题有：倚门而望———等待的呼唤；长门

怨———爱情的呼唤；空门———解脱的呼唤；闭门———

逃避世俗与人群、追求诗意的闲适等。

虽然我们无法科学地精确地掌握人类的意识活

动足迹，无法解释无意识的内涵，但却必须承认无意

识下具有的意识流动。每一个意象都不是天然生成

的，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们传达出了人们的意愿和诉

求。这种无意识，大量沉淀于意象中，又被意识化作

符号来传达某种象征。

三、内在关怀

《寐语》从个体无意识经验出发，通过一系列身

体意象的书写，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极大关注，彰显

了作者的内在关怀。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在日益

紧张和快速的节奏下，人们变得焦虑不安。这种焦

虑不安源自精神家园的丧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

们的精神无所归依。迷茫和焦虑中的现代人需要寻

找自我，以摆脱现代都市生活中个体的身份危机。

张鲜明的小说不从现实出发，而是着眼于日常

生活的另一极———梦境，在荒诞的书写中，表现对生

命的别一种观照。梦境、荒诞、意识流，恰恰能反映

人内心的深层次领域。在《我与“我”》中，“我”站

在“我”面前，他们从形象、地位和为人处事方面都

极为不同，这让梦里的两个不同主体之间产生了差

异和疑问。现实中我们是很少审视自己的，也许在

梦里才会见到让自己感到陌生的另一个自己。

在人的灵魂深处存在着一种情结，也可看成

是一种内在驱动力，在我们的意识中起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人的身体与情感、潜意识与行为，有着

复杂的关系。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身心都陷

入了压抑的状态，一方面人们在公共领域里用理

性来规约自身，另一方面通过冒险来寻找自由和

刺激。张鲜明的小说从个体经验出发，表达了对

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关注。这表现为小说中处处弥

漫着生命力的非理性张扬，让读者感到现代人内

心的焦灼、分裂和挣扎，及生命强烈的内在冲动。

作者在“创作谈”里讲：“在梦里，人性是裸露的，它

无遮无拦，坦露无疑。”［４］《寐语》透过荒诞的情节

和惊悚的意象，凸显了荒诞的效果，也是对现实压

力和束缚的挣脱。

意识流小说家威廉·詹姆斯认为，身体处于

人的经验中心，是经验的感受媒介，“身体是集中

点，是坐标的原点，是整个经验系列中的重点位

置。一切事物都环绕在它周围， （下转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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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具有外溢效应，本文首先从专业化分工、产业链以及价值链角
度对其进行了分析，然后运用 Ｆｅｄｅｒ动态外溢效应模型对外溢效应渠道进行分析，运用 Ｍａｒｒｅｗｉｊｋ
模型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创造的内生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外溢效应

主要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增强规模经济，专业化报酬递增，拓展产业链等方面来实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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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切入点，它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链之中，以农业和

农业生产者为服务对象，是一个为农产品生产提

供中间投入服务的融合行业。从产业细分角度，

其包括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从产业链条角度，

其包括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产前服务发生在

农业生产链条的上游，处于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农

业产前信息提供，农业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良

种、化肥、农药研究及供应等；产中服务发生在农

业生产链条的中游，主要包括产中技术辅导服务、

产中信息咨询服务以及农业保险服务等；产后服

务发生在农业生产链条的下游，主要包括存储、加

工、质检、运输、销售等。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在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附加值、延伸农业

外部功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

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之间关系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对传统农业的改

造，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外溢效应。

在服务业对农业的改造方面，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

工业化、制度变迁、资本积累等都促进了传统农业的

改造，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农业、工业、服

务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现

代经济社会，服务业在传统农业改造中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约翰·梅勒（１９５８）指出，技术进步是传统
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ＹｕｊｉｒｏＨａｙａｍｉ和Ｖｅｒ
ｎｏｎＷ．Ｒｕｔｔａｎ（１９７０）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
解释了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方法。姜凌等（２０１１）通过理论研究发现现代服务
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为农业提供高科

技、信息化服务等方面。对于中国传统农业改造的

研究，潘锦云等（２０１１）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新旧农
业生产要素对改造传统农业的影响。在服务业对农

业发展的外溢效应研究方面主要是实证研究，Ｐｏｓｔ
ｎｅｒＨ．Ｈａｒｒｙ（１９８２）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农业对
生产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这表明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ＫｅｎｎｅｔｈＡ．
Ｒｅｉｎｅｒｔ（１９９８）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作为直接投
入要素对于农业的积极影响；全炯振（２００９）对中国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增长

主要源于农业技术进步。匡远凤（２０１２）运用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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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方法对我国１９８８—２００９年的省份数据进行实
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共同作用

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陈笑艳（２０１４）通过证明广
东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生产率提高有积极作用，

并指出农资配送服务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郝爱

民（２０１１）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效率提

升、农民增收等有重要作用，研究了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产生外溢效应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我国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取得了较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其外溢效应的溢出渠

道有哪些、外溢机理是什么等问题仍值得深入研

究和探讨。

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外溢效应的理论

分析

从专业化分工角度来讲，亚当·斯密在《国富

论》中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可以提高劳

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是现代服务业的一个细分方向，将现代服务业作用

于农业，其对农业外溢效应的基本动力是专业化分

工，分工产生的学习效应能不断提高各个生产性服

务业的专业化水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一方面降低了提供服务的成本，起到规模经济

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农业产业链的组成部分，也

对农业发展产生了规模经济正的外部性，降低了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流通成本。

从农业产业链的角度来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贯穿于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个环节，产生的协

同效应能使农业生产的交易成本较大幅度降低。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农业产业链的产品输送及信

息反馈，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链的优

化发展，大大降低了产业链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

称现象，减少了农业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从价值链的角度来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农

业的辅助性增值活动。首先，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

进农产品增值流程的优化，使农产品增值过程的程

序化程度增强，降低价值增值的成本；其次，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能够创新产品、提高科技水平，增加农产

品附加值；最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在价值增

值过程中的“关联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服务业

和农业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

通过对上述三个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图１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功能分布图

　　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溢出效应的模型
分析

（一）外溢渠道分析———Ｆｅｄｅｒ动态外溢模型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农业产业链的延伸

和拓展。产业链条上不同地位的厂商具有不同的比

较优势，只有同一产业链中的不同厂商优势互补，不

同环节之间发挥协同效应，才能实现产业链的收益。

在农业的产业链中，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溢

出渠道是什么呢？

菲德（１９８２）认为出口贸易对整体经济增长具
有一定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在一定假

定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两部

门经济的生产函数来衡量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程

度。本文借鉴菲德模型，构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

农业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通过推导得到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农业的外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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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假设：１．第一产业由农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两部门构成；２．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具有外溢
效应；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影响弹性不变；
４．两部门间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并且差异
值相等。

两部门的生产函数：

Ｙ＝Ａ＋Ｓ （１）
Ａ＝Ａ（ＫＡ，ＬＡ，Ｓ） （２）
Ｓ＝Ｓ（ＫＳ，ＬＳ） （３）
ＫＹ ＝ＫＡ＋ＫＳ （４）
ＬＹ ＝ＬＡ＋ＬＳ （５）

Ｙ：第一产业总产出，单位：元；Ａ：农业总产出，
单位：元；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总产出，单位：元；
Ｋｉ：ｉ产业的资本投入，单位：元；Ｌｊ：ｊ产业的劳动投
入，单位：元。公式（１）和公式（２）分别符合假设１和
假设２，公式（２）说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具有
外溢效应。

分别对公式（１）、（２）和（３）求全微分，结果如下：

ｄＡ＝Ａ
ＫＡ
ｄＫＡ＋

Ａ
ＬＡ
ｄＬＡ＋

Ａ
Ｓ
ｄＳ （６）

ｄＳ＝Ｓ
Ｋｓ
ｄＫｓ＋

Ｓ
Ｌｓ
ｄＬｓ （７）

ｄＹ＝ｄＡ＋ｄＳ （８）

公式（６）中的Ａ
ＫＡ
表示农业的资本边际产量和

Ａ
ＬＡ
表示农业的劳动边际产量，

Ａ
Ｓ
表示农业对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边际产量；公式（７）中 Ｓ
Ｋｓ
和

Ｓ
Ｌｓ
分别表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和劳动的边

际产量。

依据假设４，设两部门间相等的要素边际生产率
差异值为δ，则两部门要素边际产量间的关系如下：

Ｓ／Ｋｓ
Ａ／ＫＡ

＝
Ｓ／Ｌｓ
Ａ／ＬＡ

＝１＋δ （９）

δ＜０、δ＝０和δ＞０分别表示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小于、等于和大于农业的要素

边际生产率。

对公式（４）和公式（５）进行微分得到：
ｄＫＹ ＝ｄＫＡ＋ｄＫｓｄＬｙ ＝ｄＬＡ＋ｄＬｓ （１０）

由公式（９）可得
Ｓ
Ｋｓ
＝（１＋δ）ＡＫＡ

Ｓ
Ｌｓ
＝（１＋δ）ＡＬＡ

（１１）

将公式（１０）和公式（１１）带入公式（８），整理得

ｄＹ＝Ａ
ＫＡ
ｄＫ＋Ａ

ＬＡ
ｄＬ＋Ａ

Ｓ
ｄＳ＋ δ

１＋δ
ｄＳ＝

Ａ
ＫＡ
ｄＫ＋Ａ

ＬＡ
ｄＬ＋ Ａ

Ｓ
＋ δ
１＋( )δｄＳ （１２）

根据假设３，设不变弹性为γ，则

γ＝ＳＡ
Ａ
Ｓ

变换得

Ａ
Ｓ
＝γＡＳ （１３）

将公式（１２）两边同时除以Ｙ，再将公式（１３）带
入得

ｄＹ
Ｙ ＝

Ａ
ＫＡ
Ｋ
Ｋ
Ｋ
Ｙ＋

Ａ
ＬＡ
ｄＬ
Ｌ
Ｌ
Ｙ＋

γＡＳ＋
δ
１＋( )δ

ｄＳ
Ｓ
Ｓ
Ｙ

整理得

ｄＹ
Ｙ ＝

Ａ
ＫＡ
Ｋ
Ｋ
Ｋ
Ｙ＋

Ａ
ＬＡ
ｄＬ
Ｌ
Ｌ
Ｙ＋

γＡＹ＋
ｄＳ
Ｓ＋

δ
１＋δ

Ｓ
Ｙ
ｄＳ
Ｓ （１４）

在公式（１４）中，ｄＹＹ、
ｄＫ
Ｋ和

ｄＬ
Ｌ分别表示第一产业

的增长率、资本的增长率和劳动的增长率。
δ
１＋δ

Ｓ
Ｙ

ｄＳ
Ｓ反映的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第一产业的直接

影响，γＡＹ
ｄＳ
Ｓ表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农业对第

一产业的间接影响。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农业发展：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通过影响第一产业影响农业发展；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影响农业发展。

综上可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外溢

效应来自其自身的发展对第一产业作出的贡献和

直接对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农业生产周期长、过

程复杂，需要投入多种资源和技术才能完成，而农

业生产者不具备多种资源和多种技术，加上农业

生产性服务相关的资源和技术资产专用型程度较

高，农业生产者进行投资成本过高，因此更多的选

择外包。外包，一方面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从而壮大了第一产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提高了相关的技术水平

和服务水平，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农业和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间的配合完善了农业产业

链，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产业链的营利能力，

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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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比较优势：基于Ｍａｒｒｅｗｉｊｋ模型的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

来自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报酬递增两方面。规模经济

是指，在一个生产函数中，在所有投入要素水平增加

比例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多，产出

增加的比例更大，对固定成本分摊的更多，平均成本

更低。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专业化报酬递

增是指，平均劳动生产率随着经济活动的专业化水

平上升而提高。在第一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报酬递增，本文中体现

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的壮大和分工的深化。

专业化程度的增强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农

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专业化提高自身的竞争

力，剥离那些不擅长的业务，从而使市场资源配置得

到优化。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也是农民规避

投资风险，降低专用型资产投资的结果，提高了农业

生产的效率，增加了竞争的灵活性（郝爱民，２０１３）。
农产品从种子变为商品，其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即生

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专业化程度的增强不仅可以提

高生产效率，还可以通过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

对称节约农产品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也是农业产业

链和价值链的延伸和拓展，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种子、农药、化肥、农业

机械、科技研发、信息服务、物流、运输、储存、包装、

销售等专业化服务，我们称之为农业生产者服务集

合体。本文通过简化的Ｍａｒｒｅｗｉｊｋ模型来论证专业化
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的第一产业的内生比较优

势，也就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怎样创造内生比较优

势，及其外溢效应和作用机制。

假设：１．第一产业存在若干生产最终产品 Ｐ的
厂商；２．生产Ｐ产品需要投入劳动（Ｌ）、部门专用性
资产（Ｋ）和农业生产性服务集合体（Ｈ）；３．产品 Ｐ
的生产保持规模经济不变。

上述三个假设可表示为（科布—道格拉斯函数）：

Ｐｉ＝ＡＫαｉＬβｉＨδｉ （１５）
在公式（１５）中，Ａ为常数，α、β和δ分别为Ｋ、Ｌ

和Ｈ的产出弹性系数，且α＋β＋δ＝１。由于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存在异质性、知识密集、信息密集等特

征，因此本文假设各个服务业根据其规模和资产专

用性程度不同存在不同的垄断经济。假设在投入一

定固定资产后，生产某种服务只需投入服务和劳动

力两种要素即可，并且要素边际成本保持不变，那么

可设Ｈ的生产函数为：
Ｈｉ＝Ｈｉ（Ｓ１，Ｌ，Ｓｊ，Ｌ，Ｓｎ） （１６）

在公式（１６）中，Ｓｊ表示某种生产者服务，Ｌ表示
劳动力的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集合的生产函数进

行简化，假设Ｓｊ和Ｈ是分离的，Ｓｊ的生产函数完全相
同且在Ｈ中的地位是对称的（许德友，２００８）。综上，
Ｈ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Ｈ＝ ∑Ｓθ[ ]ｊ
１
θ （１７）

其中，０＜θ＜１。Ｓｊ的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Ｃ（Ｓｊ）＝ｗＳｊ＋ｗＦ （１８）

其中，ｗ表示单位劳动力的工资与 Ｈ的比值，Ｆ
表示生产Ｓｊ所需要的固定成本。

Ｓｊ的生产函数相同，在Ｈ中的地位存在对称。即，
对于生产服务投入品Ｘｊ＝ｍ，ｊ＝１，２，…，ｎ，其总量为

Ｘ＝∑
ｎ

ｊ＝１
Ｘｊ＝ｎｍ （１９）

根据公式（１９），公式（１７）可简化为Ｈ＝ｎ１／θｍ。
因此，Ｈ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Ｈ
Ｘ ＝ｎ

１－θ
θ （２０）

已知０＜θ＜１，该式表明在既定资源下，当ｎ增
加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也会提高。也就是

说，在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创

造了农业的内生比较优势。ｎ的增加也就是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

化程度的提高使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从而创造

了内生比较优势。可以预见，随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其创造的内生比较优势将增大。

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外溢效应的具体

体现

通过对 Ｆｅｄｅｒ动态外溢模型和 Ｍａｒｒｅｗｉｊｋ模型
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外

溢效应主要体现在其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促进

农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由于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自身的全要素生产

率增加，从而创造的内生比较优势。专业化程度的

增强是农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提高生产率，增加农业收益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于农业的产前、产中、产

后的各个阶段，其发展提高了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

化水平。第一，种子、化肥、农药、农业科研等部门的

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为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增

质、增产、增收提供了动力，是农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的决定力量；第二，农业机械、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大

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增加了农业规模经济效益；第三，物流、运输、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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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供求信息等部门的发展提高了农业产后的产

业链价值流通速度，减少了粮食的浪费，质量检测等

技术的发展保证了粮食生产的质量，提高了合格粮

食从产出到消费的效率，加快了市场流通速度。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决

定性推动力量，只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充分

融合，才能实现规模经济的效率和效益最大化。

（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化水平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和专业化程度的提

高，大大降低了农业从业者的风险和农业的总体风

险，降低了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交易成

本，各个部门相互配合的协同效应使农业产业链中

的价值流动更加顺畅，提高了农业的产业化水平。

首先，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不仅消除了农民对

农业机械、技术服务等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风险，而且

降低了相关资产的闲置成本，节省的资金可以投入

到种子、化肥等多个方面，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

其次，种子、化肥、物流、咨询服务等部门专业化的增

强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民的信息搜集成本，而且减少

了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现象造成的道德风险、逆向选

择行为，有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促进市场竞争，

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再次，农业供求信息、物

流运输等部门的发展理顺了农业从生产者到消费者

的产业链，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最后，金融服务、保

险服务、人力资本等部门的发展在农业发展的整个

过程不断发挥作用，不仅节约了农业的融资成本、人

力成本，而且在农业的整个链条中为农业产业化水

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拓展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

传统的农业生产和消费以原始农产品为主，粮

食的价值从农民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没有形成价值

链，价值的交换和流动更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观念，也提高了农产品

的附加值，拓展了农业价值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对农业产业链的拓展是从深度和长度两方面进行

的：从深度来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对农产品进

行深加工、包装、品牌塑造、质量检测等提高了农产

品的附加值，从而拓展了价值链的深度；从长度来

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传统农业的重要补充，在农

业的各个生产环节都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农业产

出阶段，大大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壮大了农业的整体

实力。以农产品深加工和特色农产品为例。农产品

深加工一方面对农产品的生产提出了产业化的要

求，逆向提高了农业规模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农

产品深加工赋予了更多的人力劳动和技术投入，增

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了价值链条的深度

和长度。而特色农产品则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检测、特色服务，或者赋予农产品一定的品牌价值，

不仅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还逐步提高了农产品

的生产标准及产业化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１：基于Ｆｅｄｅｒ动态外溢模型的分析表明：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不仅具有直接影响而且具有

间接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技术水平的提高将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成本的降低将会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比如

对农产品的收割和播种机械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价格的下降，必然带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投入成

本的降低。

结论２：基于 Ｍａｒｒｅｗｉｊｋ模型的分析表明：在资
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农

业的内生比较优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种类和数量

的增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

增加，从而创造了内生比较优势。

结论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农业具有
外溢效应，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

动力量，只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相互融合、相

互协同，才能实现农业的飞速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现提出如

下建议：

第一，积极构建面向农业生产链的公共服务。

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薄弱，部分设施

建设还不完备，因此需要政府提供一些面向农业的

公共服务业，即以政府投入为主，建立一些在农业产

前、产中、产后需要的服务平台，如农业技术市场、农

业综合信息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物流运输体系平

台等。各级农技推广中心、种子站、农机站等为农业

生产提供各种信息技术指导、培训服务。这种模式

适用于一些农业企业规模小、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这些地区不仅不具有吸引相关服务业企业进驻的规

模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而且也无力承担建设生

产性服务业的巨额资金投入。政府主导建设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能够极大地促进当地农业发展。

第二，政府引导、扶持龙头企业。政府采用优惠

的政策引进项目，一方面鼓励农户或农业企业积极

使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外包，降低农业的生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重点扶持

龙头企业大力发展。为了提升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

化程度，必须以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为突破口。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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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龙头 ＋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之
路，是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必由之路。以河南省

为例，河南省经过发展形成了以订单农业和二次结

算等模式为主的龙头企业，这种模式将处在最底层

的农业生产与企业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有利于农

业向产业化发展。这些龙头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

与农户紧密相连，形成了生产的产业化，在外拓市

场，内联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带动农民致富和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了农

副产品加工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起到外部

拉动作用和植入效应。

第三，依托产地批发市场，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主体的崛起。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为实现农

产品的销售提供保障，对传统市场进行升级改造，使

部分批发市场在设施、功能、交易等方面形成模范效

应，以高效益、新科技、产业化为发展目标，促进农业

的设施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引导功能，带动了周边农户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农机市场实行一体化经营引进农机售后服务

站，方便广大农民或农机户。农机市场的发展，一方

面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另一方面为农民跨

区作业提高收入提供了条件。

第四，依据农户需求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需求集中于种子、化肥、农药、病虫害的防治、田间技

术指导等。这些服务的获得与市场上发展起来的农

业生产性服务企业或非营利机构密切相关。在农业

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的生产，

保障农业生产的安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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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质量供给既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
和归宿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供给质量。农业供给质量主要体现为生产产品

质量，而生产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组织密切相关。现阶段，完善各项农业政策

措施、积极促进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建立健全产权市场、培育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生

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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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现阶段农业的
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其中增加

产能与提升品质的矛盾表现突出，亟需破解。农业

质量是现代农业的本质要求，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提升农业生产质量，能有效

解决“三量齐增”怪相以及产能相对过剩与质量型

需求不满之间的新矛盾。不仅如此，质量供给的要

求必然倒逼农业产品供给端生产方式与生产效率的

改进，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因此，在现有供

给侧存在的多种矛盾和问题当中，要素配置不合理

的问题和产能增加与品质提升的矛盾最为突出，前

者关系到生产端产能与效率的有效调整，后者则与

质量供给密切相关。探讨从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入

手的供给侧改革路径，对于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与

效率，激发农业内在发展动能有十分必要的意义。

一、质量供给侧改革及其目标设计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
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要

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

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

跃升”，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本质内容：前

提是保证总需求的增长，重点在于提高供给的质量

与效率，核心是提升生产力水平。相关研究者对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与目标进行了深入研

究，如许经勇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１］李国祥则认为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要主攻农业供给质量。［２］这两个观点分别

提出了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和质量供给侧改革的重

心，与习近平提出的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提升生产

力水平的思想不谋而合。

另有研究者从更为具体的角度思考了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问题：孔祥智认为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有三个重点，分别为土地制度改革、产业

结构调整、粮食价格体制改革；［３］姜长云等认为推

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六个方面的重点，其中

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规模

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是必然的过程。［４］这些研究

给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施维度，即

深化农地产权、农产品结构、各种农业制度措施等的

改革，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化、规模化、社会化和品

牌化效应。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证质量供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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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农业供给的质量方面牵涉到农业生产过程的全

局和各个生产要素的结构与品质改善，对当前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农业领域

内的“三量齐增”、农产品质量不高、新型农业主体

持续经营能力低下、农业产业供给能力偏弱等问题，

是当下新型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拦路虎，质量供

给构成了各种矛盾的焦点。提升供给质量必然要从

供给侧改革入手，而调整供给侧的各种结构，尤其是

在生产要素领域内的结构优化，能够最大程度上保

证农业供给的质量。

农业质量供给直接表现在供给产品的质量方

面，在现代农业体系下，与农业服务质量、生活质量

改善等方面的目标，构成现代农业质量供给三大目

标。就农产品供给质量而言，尽管是针对农业生产

最终产品提出的质量要求，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

与农业生产过程的质量以及所介入的生产要素的质

量密切相关。因此，产品质量供给的目标体系包括

生产要素供给质量和各个环节生产质量两个子目

标。农业服务供给方面，有研究者认为至少包含公

共性服务、市场服务和第三方服务三个范畴，农业服

务供给质量也应当包括这三个层面的供给质量子目

标［５］。在生活质量供给方面，现代农业不仅是一种

经济型产业，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农业种植在获

得人所需要的农产品的同时，也同时参与了生态环

境的循环体系，并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因

此，农业质量供给体系包括农业经营方式质量、生态

环境质量以及生活体验质量等目标。

二、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质量供给意义分析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介绍《全国
农业现代化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有关情况并答记
者问时指出，能否实现农业现代化，决定了今天和未

来能否更好地保障老百姓吃饭，决定了我们能否保

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也决定了广大农民

能不能够同步全面进入小康社会。［６］这一回答说明

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意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粮食安全、生产效率、可持续发展、现代生活品质

等方面均有影响，在当前新型农业经营领域内“三

量齐增”、农产品质量不高、新型农业主体持续经营

能力低下、农业产业供给能力偏弱等问题突出的情

况下，快速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找准突破

口，其中，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是可行的方式之

一。

生产要素理论是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建立了

经济运行和价值创造的基本模式。但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中，生产要素理论形态有着重大差异，进而形成

多元的生产要素结构。威廉·配第最早提出“土地

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

由此形成土地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１９世纪初期，
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伊率先提出生产要素三元

论，即土地、劳动和资本，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

同样认为生产要素三元构成学说。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

再次扩充了生产要素的结构，在原有土地、劳动和资

本基础之上，从资本中分离出了组织这一因素，认为

“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由于知识和

组织的公有和私有区别的日益重要，有时把组织分

开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似乎最为妥

当”［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国学者徐寿波提出了劳
动力、投资、物资和资源四个生产要素，８０年代又提
出劳动、生产必须同时具备的六个条件，即劳动人

员、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环境、劳动空间和劳动

时间。随后这六个条件被逐渐演化为六个力，即人

力、财力、物力、运力、自然力和时力，构成了生产要

素的六元理论，是较为全面的关于生产要素结构的

解释［８］。另外还有关于知识、技术等作为生产要素

的观点，构成了生产要素庞杂的体系。生产要素结

构的演变由简单到复杂，表明了经济发展与财富创

造日益丰富化的过程。

生产要素对于生产能力与效率的重要影响毋庸

置疑，但何种生产要素在何种条件下对生产过程产

生最大限度的影响值得深究。生产要素的不同构成

因素，其性质与作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既存在物质

性的要素，如土地、自然力等，也存在能动性的要素，

如劳动力、知识、技术等要素。此外还有一些生产要

素具有极强的可变性，其作用能力主要由运作的过

程和方式所决定，如资金、运力等。还有一些要素，

其本身并不作用于生产产品，而是依靠其对各种要

素的调配、组合以及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凸显其

生产能力，如组织方式、管理能力等。由此，可以将

生产要素至少分为物质性生产要素、可变性生产要

素、能动性生产要素和可控性生产要素等四个类型，

其中能动性生产要素最为活跃，在生产要素结构中

占据重要位置。王树祥等人提出知识经济时代“复

合生产要素”的知识属性及其边际效益所产生出的

“二次价值”问题，［９］说明了知识要素与其他生产要

素相互结合所产生出的新的价值创造能力，是一种

“组合性生产要素”的典型代表。

粗略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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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中生产要素的结构调整，基本可以看出不同生

产要素组合模式下生产能力的改进机理。建国初

期，物质产品极为缺乏，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生产能

力的改进主要依靠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消耗来

换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扩大了

人们生产和消费的自主权，对物质产品和财富占有

的热情被激发，但物质生产能力相对落后，农业领域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此形成了需求主导型的经济

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可变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力被

极大释放，尤其在市场化机制的推动下，带来了较大

的生产能力提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
常规农业的不断成熟，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健

康、绿色、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成为新的需求，农业供

给领域内的问题日渐凸显，农业经济开始走向供给

模式。这一模式下，原有家庭式生产主体较难作出

突破性改变，生产者之间的联合以及对新技术的应

用成为必然，能动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力得到表现。

目前，我国农业经营方式正处在由传统家庭式生产

向规模化经营的转型，能动性生产要素的功能还未

彻底发挥，原有生产要素固化的组合结构还未完全

打破，需要在能动性要素完全介入的前提下进一步

优化生产要素结构，推动供给侧改革。现代农业是

品质农业，农业的供给质量必将成为重要的衡量标

准，质量供给目标下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入可控

性生产要素，进行宏观性和总体性的把控，最终推动

质量供给的发展。

三、质量供给目标下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主

要措施

农业生产要素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

模式而进行结构性组合的。目前质量供给模式下，

必须不断强化能动性生产要素和可控性生产要素的

结构性占比，同时继续创造条件释放物质性生产要

素和可变性生产要素潜藏的动能，在生产要素不断

优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一）完善农业配套政策，改革政策调节机制

农业政策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从质量供给侧

的目标要求和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出

发，目前亟需跟进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和现

代化转型的配套政策，即积极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

土地产权交易政策、有利于加快新型农民培育的与

科技兴农相关的政策、支持新型农业外向化生产和

产业联动融通的社会化服务等能够“加快推进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创新”［１０］的政策。配套政策是对农业

产业功能的扩展和延伸，配套政策的完善，不仅能够

使农业产业自身快速发展，而且也能极大提升农业

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贡献能力，实现现代农业的真

正使命。在各种农业政策完善的基础上，还应当不

断改革农业政策调节的机制和作用方式，尤其是要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有关农业的产业政策

处于引导、保障和兜底的地位，而不是处于支配和干

预或者是缺位的状态。

（二）积极促进经营方式转型，准确定型可行模

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在供给端，而农业供

给的重心在于生产端，农业生产端的改革主要在于

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常受制

于一定历史时期内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其中如何选

择和组合农业生产要素则形成了一定时期内农业经

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本质

上仍然表现为农业各生产要素之间的选择和调配。

哪些生产要素需要介入生产环节中，哪些要素在整

个生产环节中又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等等，构成了

生产要素的基本结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选

择合适的生产要素结构，才能最终积极促进该时期

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基本

处于一种供给经济形态下，生产要素组合模式必须

注重能动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力，同时要积极渗入可

控性生产要素，推动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与创新。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目前最为缺乏的就是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能动性要素。在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培育过程中，对于一些已经被广泛采用且具有

现代农业发展潜力的模式，要积极出台相关的政策

和法律予以维护，加速示范和推广的效率。

（三）建立健全产权市场体系，激发各类要素活

力

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还需要持续激发各个要素

的活力，增强生产动能。农业生产中，通常要借助土

地、资金和人力等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传统农

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即使在现代农业时期，这些要素

对于农业生产的作用始终难以替代。但随着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这些传统农业中主要生产要

素的价值增长能力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现代农业

要实现新的农业增长点，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不

断加入新的生产要素，如知识、信息、技术等能动性

生产要素的应用，或者强化管理、组织等可控性生产

要素的参与能力；二是不断挖掘传统生产要素的潜

力，激发其最大化生产能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的出现正是这两种路径选择的结果，尤其是在以

知识和信息为中轴的现代社会中，能动性生产要素

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与此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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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性生产要素潜能的开发力度并不充足。因

此，开放传统性生产要素的产权，不断拓展能动性要

素的产权，将物化形态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

生产要素转变为土地产权、股权、人力资本定价权、

知识产权等产权形式，建立健全产权市场体系，必将

充分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带来农业生产新的

增长点。

（四）培育各种农民经济组织，促进可控性要素

增长

在农业生产要素结构体系中，目前还未得到充

分发展的是组织这一生产要素。作为农业生产要素

的组织主要是指由农民自发形成、自愿参加的，以农

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

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

售等互助合作的经济体。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

有纵向聚合与横向联合的双重作用。［１１］从农民内部

来看，传统家庭式生产具有明显的分割性，农户之间

相互独立，各自为战，在市场化模式下交易成本不断

增大，生产中的“内损”极为严重。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可以将农民纵向聚合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共

同面对市场化风险，不仅提高了市场驾驭能力，而且

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内损”。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出现在不同的产业和各个生产环节中，

这种横向联合作用一方面强化了产业的分化，形成

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极大地延长了

产业链，为各专业化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创造了条

件。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优

势，有利于凸显组织的生产要素作用，创设能动性、

可变性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平台，同时，能够将管理

这一潜在的可控性生产要素引入农业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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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品牌个性的旅游目的地差异化定位研究
———以江苏项王故里景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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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品牌个性的视角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品牌差异化定位的问题，以江苏项王故里景区为
研究对象。基于２１６份调查数据样本的因子分析，将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划分为质朴、高雅、时新三
个维度，实证分析表明：项王故里景区投射品牌个性与游客实际感知的品牌个性不一致，存在较大差

异。建议景区参照“质朴＋高雅”的品牌个性方向重新调整，进行差异化品牌定位，并正视品牌营销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塑品牌形象，使品牌个性越发凸显。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目的地品牌；品牌个性；品牌定位；项王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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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伴随旅游业的发展与繁荣，当前，旅游产品竞争

的同质化无异于红海厮杀，而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

出已成为各级旅游管理部门普遍关心的话题。在此

背景下，旅游目的地品牌化俨然已成为各地、各类景

区的营销利器，独特的品牌定位当是大家苦苦寻觅

的蓝海。作为“品牌所具有的一组人格特质”［１］的

品牌个性，在品牌定位大行其道的今天，日益受到研

究者的重视，成为旅游目的地品牌差异性定位的一

个有益视角。

品牌个性是把品牌想象成一个人，将人的性格

特点赋予品牌从而来加以描述，此类研究早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就已出现。其研究除了围绕品牌个性的
内涵以外，尚有：

一是品牌个性的维度研究。品牌个性究竟如何

测量呢？研究者众多，美国学者 Ａａｋｅｒ的研究得到
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其提出的品牌个性维度分类

的大五模型（包含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与 ｒｕｇｇｅｄｎｅｓｓ）［１］，成为测量品牌个性
的最有影响力的量表，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是依托该

模型展开的。此外，Ｍａｇｇｉｅ的品牌个性模型（包含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２］也广受关注。

在品牌个性的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也在积极探

讨品牌个性维度的跨文化研究问题。通过探索性研

究，发现尽管不同文化的品牌个性维度可能有一些

改变，但量表仍然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３］。Ｓｕｐ
ｐｈｅｌｌｅｎ＆Ｇｒｎｈａｕｇ（２００３）也通过俄罗斯品牌个性维
度的调查，验证了品牌个性量表在跨文化上的有效

性［４］。我国的卢泰宏与黄胜兵［５］、何佳讯［６］等人纷

纷尝试探索构建适合东方文化的品牌个性维度，提

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个性维度，依次为“仁、

智、勇、乐、雅”与“仁和、时新、智慧、诚信、高雅”；

Ｌｅｙｌａｎｄ＆Ｐｉｔｔ等（２００７）利用 Ａａｋｅｒ大五模型量表，
基于非洲１０个国家研究了品牌个性的沟通问题［７］。

二是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研究。伴随旅游业的

发展，学者意识到品牌个性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传播意义重大，值得深入研究。在旅游目的地品牌

个性测量与维度方面，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７）利用 Ａａｋｅｒ品
牌个性量表的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澳大利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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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兰州 ＷｈｉｔｓｕｎｄａｙＩｓｌａｎｄ的品牌个性有 ４个维
度［８］。唐小飞（２０１１）等以中国四大古村镇为研究
对象，将旅游地品牌个性划分为“仁和、时新、诚信、

智慧、高雅”５个维度，结果表明“仁和”“时新”两个
维度评价最高［９］。

在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与游客行为方面，品牌

个性确实会对品牌形象、品牌偏好、购买意愿、游客

满意及忠诚等产生影响。Ｌｅｅ研究发现，ｔｈｅｐｅｒ
ｃｅｉｖｅｄｔｏｕｒｑｕａｌｉｔｙ（游客感知旅游质量）对游客忠诚
有正向影响［１０］。Ｃｈｅｎａ等以文化遗产旅游为例，实
证研究表明体验质量通过感知质量与满意度间接地

而非直接地影响行为意图［１１］。刘宇飞（２０１５）以红
色旅游地井冈山为研究区域，指出红色旅游地品牌

个性对游客满意度忠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１２］。

Ｃｈｉ＆ＱｕＨａｉｌｉｎ（２００８）以美国阿肯色州的 Ｅｕｒｅｋａ
Ｓｐｒｉｎｇｓ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 ＳＥＭ分析表明，目的
地形象直接影响属性满意度，二者与总体满意度显

著相关，属性满意度与总体满意度对目的地忠诚产

生直接积极的影响［１３］。Ｃｈｅｎ＆Ｔｓａｉ（２００７）指出目
的地形象通过旅游质量、感知价值、满意度对行为意

图产生影响［１４］。张春晖（２０１１）等以西安市长安区
“农家乐”为例，探讨了基于场所依赖为中介变量的

品牌个性与游客忠诚的关系，指出乡村旅游地品牌

个性（实惠、喜悦、闲适、交互、健康和逃逸）中的实

惠和闲适两个维度对游客忠诚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１５］。

按照营销的定位理论，旅游目的地定位是指要

在游客的心目中为目的地找到一个与众不同而又鲜

明的位置，即是一个既具有自身优势又显著地区别

于竞争对手的差异性定位。因此，旅游目的地差异

化定位的前提是首先要了解自身的状况，然后了解

竞争对手，进而确定独特的品牌定位。本研究尝试

以江苏项王故里景区为例，基于国内旅游市场探讨

旅游目的地品牌差异性的定位问题，旨在为地方旅

游景区的品牌定位与营销提供有益的参考视角。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

本研究选取江苏宿迁新兴旅游景区项王故里为

例。项王故里，又名“梧桐巷”，坐落于江苏宿迁南

郊，为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景区历史悠久，早在清
康熙年间就立碑以为纪念。

近年来，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区内西楚文化及自

然生态资源的优势，着力将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

展的重点产业加以培育，拨付巨额资金对项王故里

进行了修复与重建，规划建成包括项王故里核心景

区在内的六大景区。其核心景区于２０１２年盛大开
园，自开园以来，旅游效益突显，受到各地旅游人士

的喜爱。

项王故里是宿迁近年来全力打造的“畅游宿迁

深呼吸”中的核心景区，也是地方拟打造的王牌旅

游产品之一，成为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到宿游玩的

主要旅游吸引物支撑，在宿迁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旅游目的地投射品牌个性的衡量

旅游目的地投射品牌个性是指旅游目的地方根

据游客对该类旅游产品某些特征的重视程度，为本

旅游产品所塑造的与众不同的、印象鲜明的独特品

牌形象，并将该形象通过各种营销渠道生动有效地

传递地到目标市场上，从而使该旅游产品在游客的

心目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而旅游目的地在各路媒体

上的宣传口号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目的地投射品牌个

性的具体体现。因此，本研究集中于２０１６年６月至
８月，从项王故里景区、西祠胡同、景区官方网站、官
方微信、官方微博、宿迁旅游政务网、中国江苏网等

搜集到项王故里的营销宣传口号４条，采用内容分
析法分析了宣传口号所体现的品牌个性。

（三）旅游目的地感知品牌个性的衡量

旅游目的地感知品牌个性主要通过在项王故里

景区问卷数据的收集来加以衡量。

１．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正式问卷主要由２部分构成：（１）旅

游目的地项王故里品牌个性的测度。基于品牌个性

量表尽量符合案例目的地的原则，本研究在 Ａａｋｅｒ、
唐小飞与黄胜兵等品牌个性维度研究的基础上，经

过斟酌考虑，共选取１７个测量条目（见表１）。（２）
游客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有性别、年龄、学历、月

收入、职业和旅游方式６项，此部分以单项选择的形
式设问，问卷其他内容以李克特５点量表形式设问。

品牌个性是指品牌所具有的一组人格特质，可

以反映出消费者对品牌的感受，获得消费者心理上

的认同［１６］。Ｕｐｕｓｈａｗ（１９９９）认为，品牌个性是指每
个品牌向外展示的品质或魅力，它能与消费者或潜

在消费者进行情感方面的交流，是品牌与现实和潜

在的消费者相联系的纽带 ［１７］。近年来，伴随旅游

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的研究与应用

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领域。Ｅｋｉｎｃｉ＆Ｈｏｓａｎｙ（２００６）
借鉴 Ａａｋｅｒ的研究，将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解读为
由某一目的地联想出来的一组人格特征，提出旅游

目的地品牌个性的３个维度：真诚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兴
奋（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和欢乐（ｃｏｎｖｉｖｉａｌｉｔｙ）［１８］。唐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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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等以中国四大古村镇为研究对象，将旅游地
品牌个性划分为５个维度，论证了影响游客重游意
愿的主导因素［２］。

表１　目的地品牌个性特征名称及来源

品牌个性 来源

纯朴的、独特的、可信赖的
Ａａｋｅｒ（１９９７）、唐小飞等（２０１１）、高
静、焦永兵（２０１４）、

生态的、有品味的、新颖的、 高静、焦永兵（２０１４）、黄胜兵

时尚的、创新的、温馨的
卢泰鸿（２００３）、何佳讯、丛俊滋
（２００８）

和谐的 何佳讯、丛俊滋（２００８）

友善的、有魅力的
唐小飞等（２０１１）、何佳讯、丛俊滋
（２００８）

动感的、奔放的、欢乐的、气
派的、美丽的

高静、焦永兵（２０１４）、黄胜兵、卢泰
鸿（２００３）

　　２．调研方法及样本特征

本研究于２０１６年７－８月在项王故里景区集中
进行了实地调查，主要在出口处，采取随机拦截访问

的方式选取调查样本，共发放问卷２３５份，回收２１６
份，有效率为９２％。

在２１６份调查样本中，从年龄结构上看（见表
２），以中青年为主，２５至 ４４岁的占到样本总数的
４４％；本科学历的受调查者居多，占总量的４０．３％；
月收入方面以 ４００１至 ６０００元者比例最高，为
２３．６％；性别方面，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男性占比
４８．１％，女性为 ５１．９％；职业方面，各行业均有涉
猎，尤以文教和技术人员居多，占比１９．４％；旅游方
式方面，散客占４９．５％，旅行社组织的占３４．３％，选
其他项的多为学校、单位或团体组织的暑假游。

表２　受调查者人口统计学特征

类别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类别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１４岁 ６ ２．８ 性别 男 １０２ ４８．１

１５－２４岁 ７４ ３４．３ 女 １１２ ５１．９
２５－４４岁 ９５ ４４．０ 职业 公务员 １１ ５．１
４５－６４岁 ２６ １２．０ 企事业管理人员 ２３ １０．６
≥６５岁 １５ ６．９ 文教／技术人员 ４２ １９．４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１４ ６．５ 商贸服务人员 １６ ７．４
高中／中专 ４９ ２２．７ 工人 １２ ５．６
大专 ４１ １９．０ 农民 ２ ０．９
本科 ８７ ４０．３ 大学生 ３６ １６．７

硕士及以上 ２５ １１．６ 中小学生 ２１ ９．７
月收入 １０００元以下 ５１ ２３．６ 离退休人员 １３ ６．０

１００１－２０００元 １３ ６．０ 其他 ４０ １８．５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 ４３ １９．９
３００１－４０００元 ３０ １３．９ 旅游方式 散客 １０７ ４９．５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元 ５１ ２３．６ 旅行社组织 ７４ ３４．３
６０００元以上 ２８ １３．０ 其他 ３５ １６．２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旅游目的地投射品牌个性

对搜集到的４条项王故里的宣传口号，邀请了４
位营销方面的专家，对照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特征的

列表，指出各宣传口号所体现出的品牌个性特征，对

于意见不一致的，由专家组集中讨论后最终确定。

（二）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性

为识别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性维度的构成，本

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对所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因子提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最大方差法

进行旋转，选取特征值大于１作为公因子，为使提取
的因子更具代表性，剔除因子载荷不及０．４或同时
在两个因子载荷的系数都大于０．４的测量项目。公
因子的命名基于归于此类的因子载荷较高的测项与

其他测项间关系的分析［１９］。

１．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性
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品牌个性量表的 ＫＭＯ

值为０．９２，偏相关性较好；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卡方
值为１７４７．１９２（ｄｆ＝１３６），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００，小
于０．００１，表明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经过三次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不及０．４或
同时在两个因子载荷的系数都大于０．４的测量项
目，最终得到项王故里品牌个性的３个维度：质朴、
高雅与时新，各维度特征根值分别为 ６．１６４、１．２１５
和 １．００５，方差解释率分别为２１．８２６％、１９．８０２％和
１８．２５４％，累计方差解释率达 ５９．８８２％。第一维度
包含生态的、温馨的、和谐的、友善的和可信赖的５
个变量，体现了景区良好的自然环境与纯朴的人文

环境，因此命名为质朴；第二维度包含气派的、有文

化的、有品位的、独特的和奔放的５个变量，大多属
于黄胜兵等所说的品牌个性的“雅”［５］，可命名为

“高雅”；第三维度包含了时尚的、新颖的、欢乐的和

美丽的４个变量，前两个变量因子载荷最高，与何佳
讯［６］等品牌个性维度中的“时新”维度接近，因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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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时新”。

２．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性分析
对项王故里品牌个性维度的贡献率进行归一化

处理，得到各品牌个性维度在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

性中所占的权重。第一维度“质朴”在景区品牌个

性中所占的权重为０．３６，这表明游客对项王故里品
牌个性的感知以“质朴”居于首位，包含有生态的、

温馨的、和谐的、友善的和可信赖的５个词，体现了
项王故里景区良好的生态资源、纯朴的自然环境和

悠久的人文景观巧妙融合的特征，给游客营造出一

团温馨与和谐的氛围；“质朴”维度比第二个维度的

“高雅”（权重为０．３３）仅高出了０．０３个权重，差距
不大，表明项王故里的品牌个性特征并不鲜明，也说

明项王故里除给人以质朴的印象外，还具有气派的、

有文化的、奔放的等代表“高雅”的品牌个性。

（三）旅游目的地投射与感知品牌个性比较

将旅游目的地投射品牌个性与首要感知品牌个

性（第一维度）比较后发现，项王故里景区投射品牌

个性与游客实际感知到的品牌个性存在一定的差

距。景区投射品牌个性中生态的、温馨的、友善的与

游客感知相一致，但奔放的、有文化的、动感的、气派

的及新颖的未进入游客首要感知（见表３），表明项
王故里景区品牌投放与实际感知一致性较差。

表３　项王故里投射与感知品牌个性对比

投射品牌个性 感知品牌个性 一致个性

奔放的、有文化的、生态的、动

感的、气派的、温馨的、新颖的

生态的、温馨的、和谐

的、友善的、可信赖的

生态的、

温馨的

　　（四）旅游目的地品牌定位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项王故里景区想要塑造的品

牌形象与目标市场中游客实际感知到的形象尚有一

定差距，这表明项王故里在景区林立的旅游竞争市

场中还没有找到自身独特的优势，或者说还没有在

游客心目中成功塑造与众不同的品牌定位形象。从

其营销宣传口号“项王故里，英雄传奇”“项王故里，

读霸天下”里，我们可以看到，其想要塑造的是那种

奔放、豪迈、气势恢宏而又与众不同的拔山举鼎的盖

世英雄形象（即感知品牌个性中的“高雅”维度），但

问题是实践中未能成功地诠释这一形象。相反，在

现实中，更多的游客评价认为，把项羽塑造得过于文

弱，甚至于有些女性化倾向，这与项羽千百年来留给

世人的形象严重不符（笔者在《以西楚文化优势打

造特色旅游景区》一文中作了深入分析，此处不赘

述）。结合游客感知与评价，本研究以为，项王故里

景区投放品牌的定位可选择为质朴 ＋高雅，景区可
依据现有品牌定位形象的差距，参照竞争对手的优

秀旅游产品，诸如无锡三国城、沂水天上王城、杭州

宋城、云南古城等，调整并确定自身独特的品牌定

位；注重营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着手完善后续营销

活动，逐步缩小差距，直至成功谱写“英雄传奇”。

四、结束语

基于江苏项王故里景区的实证分析，将旅游目

的地品牌个性划分为质朴、高雅、时新３个维度，通
过旅游目的地投射与感知品牌个性的对比分析，发

现项王故里景区品牌个性的一致性较低，建议景区

参照“质朴＋高雅”的品牌定位，注重品牌营销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重塑品牌形象，使品牌个性越发鲜

明，希望本研究能为项王故里景区的品牌管理提供

一定的理论借鉴。

由于经费及人员等的限制，本研究仍有一些不

足：一是，仅对项王故里品牌定位的差异性予以分

析，没有与其他景区作横向的对比分析，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二是，问卷调查的数量较少，导致代表性不

足。下一步拟对竞争对手的旅游产品（即上文提及

的相关古城）作进一步的实地调研，期待本文的不

足之处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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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及其预测研究

杨洋洋，杨中宣
（中原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１６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基于虚拟组织理论的产业集聚数字化管理技术研究”（１６２１０２２１００９１）
作者简介：杨洋洋（１９９２—），女，河南周口人，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程管理。

摘　要：运用ＭＡＸＤＥＡ软件，选用投入导向的 ＣＣＲ模型，并做投影分析，获得相对最优的投入
产出数据。在此基础上，以投影数据作为历史数据，构建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预测模型，预测２０１７年１
月—６月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数据，并用相对误差对预测数据进行调整，提高预测精度。结果表明：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房地产业整体效率水平较低，各指标投入严重冗余，资源浪费严重，
利用效率低下；由预测数据可知，２０１７年上半年房地产竣工面积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基本相当，而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各指标的投入量与２０１６年相比却缩减了将近二分之一，表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各指
标投入了严重冗余。政府和企业可以预测数据为基准，指导房地产开发与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优化

配置资源，保证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效率；优化；预测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３７－０７

　　一、引言
近年来，房地产业飞速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经

济增长点，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值高达１０２５８１亿元，累计增
长６．９％；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达到
１０６１２８万平方米，累计增长６．１％。房地产业的发
展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并切身感受到发展的成果，

大大提高了我国城镇化水平，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

件和生活质量。我们在享受房地产业带来的福利的

同时，也见证了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些

弊端，建筑施工场地雾霾严重，建筑垃圾随处可见，

烂尾楼事件频繁发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不

得不思考，房地产业的生产效率到底如何？资源是

否得到最优的配置利用？政府和企业又将依据何种

标准来调控房地产业的生产和运营？

众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刘晓君［１］（２００９）、
任晓萍［２］（２０１１）、郑潇潇［３］（２０１５）、任阳军［４］

（２０１５）以我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房地产业
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 ＤＥＡ方法，构建房地产业

ＤＥＡ效率评价模型，从不同的区域维度对我国房地
产业的整体效率水平进行了研究，并给出相应的对

策建议。袁峰［５］（２０１０）、丁琦［６］（２０１１）、韦晓慧［７］

（２０１５）和白云峰［８］（２０１５）采用 ＤＥＡ方法，选取我
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决策单元，收集房地产上市

公司相关数据，构建 ＤＥＡ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上市
公司的绩效状况进行评价，提出了绩效改进措施。

目前，我国学者主要集中在选取不同决策单元

或从不同维度对我国房地产业的效率进行分析研

究，并给出具体的改进建议，而在房地产投入产出预

测方面的研究很少见。基于此，本文在学者们研究

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房地产投入产出进行科学

合理的预测，作为政府与企业生产和运营的一个基

准。

二、模型简介

（一）ＤＥＡ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是 １９７８年 Ａ．Ｃｈａｒｎｅｓ、

Ｗ．Ｗ．Ｃｏｏｐｅｒ和Ｅ．Ｒｈｏｄｅｓ首次提出的，该方法的原
理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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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

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 ＤＥＡ的生产前沿面上，
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 ＤＥＡ生产前沿面的程度
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

ＣＣＲ模型是最早提出的一种ＤＥＡ模型，此后，在
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模型，其基本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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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ＣＣＲ模型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两个基本

类型，投入导向基于投入的技术效率，即在一定产出

下，以最小投入与实际投入之比来估计。产出导向

基于产出的技术效率，即在一定的投入组合下，以实

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之比来估计。

本文综合考虑实际情况，选取投入导向的 ＣＣＲ
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业投入产出进行优化研究。

（二）ＳＰＳＳ时间序列模型
时间序列分析是根据系统观测得到的时间序列

数据，通过曲线拟合和参数估计来建立数学模型的理

论和方法，一般采用曲线拟合和参数估计方法进行。

在ＳＰＰＳ１９．０软件中实现时间序列预测的模型有三
个：专家建模器、指数平滑法和ＡＲＩＭＡ模型。

专家建模器是系统根据数据的特点自动模拟出

相对较好的模型，模型类型可以是所有模型、仅限指

数平滑法模型或者仅限 ＡＲＩＭＡ模型，建模简单，适
用范围广泛。

指数平滑法由 ＲｏｂｅｒｔＧ．Ｂｒｏｗｎ提出，该方法有
助于预测存在趋势或季节的序列，指数平滑法分为

非季节性模型和季节性模型。非季节性模型包括简

单模型、Ｈｏｌｔ线性趋势模型、Ｂｒｏｗｎ线性趋势模型和
阻尼趋势模型。季节性模型包括简单季节性模型、

Ｗｉｎｔｅｒｓ可加性模型和Ｗｉｎｔｅｒｓ相乘性模型。
ＡＲＩＭＡ模型又称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是

指将非平稳时间序列转化为平稳时间序列，然后将

因变量仅对它的滞后值以及随机误差项的现值和滞

后值进行回归所建立的模型，包括移动平均过程

（ＭＡ）、自回归过程（ＡＲ）、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
（ＡＲＭＡ）以及ＡＲＩＭＡ过程。

本文在建立预测模型的过程中，首先使用专家

建模器，然后运用指数平滑法或 ＡＲＩＭＡ对模型加

以调整，寻找最优的模型。

三、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

（一）变量与数据

以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４８个月作为决
策单元，综合考虑房地产业特点、指标选取科学性和

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房地产投资累计值、房地产业固

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和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

值３个指标为投入指标，选取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
值为产出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业相

关数据，由于选取的各指标是累计值，２０１３年１月、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月这４个月的
数据官网未公布，考虑到时间的连续性，本文对这４
个月数据加以处理，分别取为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１４年
２月、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０１６年２月这４个数据的二分之
一，各指标的初始数据如表１所示。

（二）结果与分析

采用ＭＡＸＤＥＡ软件，选取 ＤＥＡ模型中以投入
为导向的ＣＣＲ模型，其技术效率值如图１所示，只
有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６年
２月技术效率值为１，处于生产前沿面上，有７９％的
数据位于 ０．５—０．８之间，平均技术效率值仅为
０．６４９１，可见，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房地
产业整体效率水平并不高，其投入产出效率有待提

高。基于此，本文对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的
投入产出数据做投影分析，得出相对最优的投入产

出目标值，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第一，房地产投资累计值平均投入

冗余率高达７０．５３％，其中，只有２５％的数据投入冗
余率位于５０％以下，２２．９２％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
了１００％，资金投入过剩，说明资金利用率不高，造成
资金闲置，延长资金投资回收期，降低企业总收益。

第二，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平均投

入冗余率高达７８．６８％，其中，只有２２．９２％的数据投
入冗余率位于５０％以下，３７．５％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
过了１００％，固定资产投资冗余，说明固定资产使用率
降低，增加生产成本，加大房地产企业的经营风险。

第三，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平均投入

冗余率高达６１．３９％，其中，只有３５．４２％的数据投
入冗余率位于５０％以下，１４．５８％的数据投入冗余
率超过了１００％，土地投入过剩，说明房地产开发商
炒房现象严重，盲目地买地投资，造成土地资源闲置

浪费。

由此可见，房地产业乱投资现象严重，各个行业

纷纷进入房地产业瓜分蛋糕，造成房地产业投资严

重过剩。房地产业投入过剩，资源利用率不高，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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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房价上升的一个原因，因此，政府需要加强管

制和监督，提高房地产业进入壁垒，优化房地产业资

源配置，改善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效率，保证房地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以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相对最优的投入产出投影数据作为历史数
据，预测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７年６月房地产业最优生
产前沿面，以此作为政府调控房地产业的一个基准。

表１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初始数据

时期
房地产投资

累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累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

累计值（万平方米）

房地产竣工面积

累计值（万平方米）

２０１３０１ ３３３４．８５ ４０３８．１８５ １９０６．３５５ ６７６２．２２
２０１３０２ ６６６９．７ ８０７６．３７ ３８１２．７１ １３５２４．４４
２０１３０３ １３１３２．５７ １６５１７．３９ ６１３３．７４ １９４７３．４１
２０１３０４ １９１８０．１４ ２４６４１．７２ ８８２４．９３ ２３７５８．９
２０１３０５ ２６７９７．９７ ３４６２０．３８ １１７５５．９３ ２８７４５．０７
２０１３０６ ３６８２７．９４ ４７５８８．４４ １５７２１．４９ ３５３４６．０７
２０１３０７ ４４３０１．５８ ５７３３６．８１ １８７１６．９５ ４１６４２．７１
２０１３０８ ５２１１９．７７ ６７４７５．３９ ２１４８２．２９ ４６６４９．６６
２０１３０９ ６１１１９．５５ ７９２７６．５６ ２５１６６．６３ ５２７０５．６１
２０１３１０ ６８６９３．１８ ８９５２５．６５ ２６６５７．５４ ５９３９０．１９
２０１３１１ ７７４１２．１６ １００２９０．５４ ３４７７２．７９ ６９４１９．６５
２０１３１２ ８６０１３．３８ １１１４２３．８５ ３８８１４．３８ １０１４３４．９９
２０１４０１ ３９７７．９９ ４８０９．９４５ ２０３１．０１ ６２０９．１２
２０１４０２ ７９５５．９８ ９６１９．８９ ４０６２．０２ １２４１８．２４
２０１４０３ １５３３９．２４ １９２０８．８５ ５９８９．６４ １８５２０．１７
２０１４０４ ２２３２１．５６ ２８４４５．０１ ８１３０．４１ ２３６８５．４６
２０１４０５ ３０７３８．５８ ３９５２３．１８ １１０８９．９ ３０７００．４２
２０１４０６ ４２０１８．６２ ５４２９６．４７ １４８０７．４６ ３８２１４．９６
２０１４０７ ５０３８１．２５ ６５３４５．９３ １７８２３．９８ ４３５２４．４９
２０１４０８ ５８９７４．５１ ７６４９０．１２ ２０７８７．３５ ４９７５８．８１
２０１４０９ ６８７５１．２１ ８９２２７．２８ ２４０１４．１ ５６５０３．８
２０１４１０ ７７２２０．２７ １００５８３．３７ ２６９７１．７１ ６３８８８．８８
２０１４１１ ８６６０１．３６ １１２４６３．６９ ２９７３６．２８ ７５０６２．６６
２０１４１２ ９５０３５．６１ １２３６８９．７８ ３３３８３．０３ １０７４５９．０５
２０１５０１ ４３９３．１８ ５３５３．１ １３８６．３８ ５４０７．２７
２０１５０２ ８７８６．３６ １０７０６．２ ２７７２．７６ １０８１４．５４
２０１５０３ １６６５０．６４ ２０９４２．６２ ４０５１．４２ １６９９３．６５
２０１５０４ ２３６６９．０４ ３０４５２．８８ ５４６９．４７ ２１２０９．９４
２０１５０５ ３２２９１．８４ ４１９３６．６９ ７６５０．４８ ２６６１１．４２
２０１５０６ ４３９５４．９５ ５７４０５．２ ９７９９．７４ ３２９４１．２５
２０１５０７ ５２５６２．２２ ６８７９３．６５ １２１１３．３７ ３７８３３．３７
２０１５０８ ６１０６２．５４ ８００８４．２１ １４１１６．０１ ４２４７５．１７
２０１５０９ ７０５３５．０７ ９２６２５．９６ １５８９０ ５０９６７．０４
２０１５１０ ７８８００．７４ １０３９８５．２ １７８４７．４１ ６１２００．６４
２０１５１１ ８７７０２．３８ １１５５８３．４８ １９８９３．７２ ７２４１２．８９
２０１５１２ ９５９７８．８５ １２６６７４．２５ ２２８１０．７９ １０００３９．１
２０１６０１ ４５２５．８９５ ５６１０．５０５ １１１７．８ ６９７０．９２
２０１６０２ ９０５１．７９ １１２２１．０１ ２２３５．６ １３９４１．８４
２０１６０３ １７６７６．６２ ２２６６０．９３ ３５７６．５８ ２００００．８２
２０１６０４ ２５３７５．６４ ３３００７．７７ ５１１３．６５ ２５４７８．２２
２０１６０５ ３４５６４．１１ ４５１７７．１７ ７１９６．０９ ３２０２７．７
２０１６０６ ４６６３０．５２ ６１５２０．５５ ９５０１．８９ ３９５４５．９６
２０１６０７ ５５３６０．５ ７３０５４．７５ １１１６７．１６ ４５９０３．７８
２０１６０８ ６４３８６．７４ ８４８７７．７８ １２９２２．４５ ５０５９２．３
２０１６０９ ７４５９７．５９ ９８４２３．０２ １４９１６．６１ ５７１１１．８１
２０１６１０ ８３９７４．６１ １１０８２３．７４ １６８７２．７３ ６５２１１．１６
２０１６１１ ９３３８７．０８ １２３１１１．８９ １９０４５．７３ ７７０３６．６
２０１６１２ １０２５８１ １３５２８３．６９ ２２０２５ １０６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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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ＤＥＡ技术效率值

表２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投影数据

时期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房地产投
资累计值（亿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房地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额累计值（亿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房地产业土地购置
面积累计值（万平方米））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房地产竣工
面积累计值（万平方米））

２０１３０１ ３３３４．８５ ４０３８．１８５ １９０６．３５５ ６７６２．２２
２０１３０２ ６６６９．７ ８０７６．３７ ３８１２．７１ １３５２４．４４
２０１３０３ １０４０９．６７０９６ １２７０１．４９１８５ ４８６１．９７４０９６ １９４７３．４１
２０１３０４ １２７７１．８２０２８ １５５９１．５６２２２ ５８７６．４１２７８６ ２３７５８．９
２０１３０５ １５７２４．０５５３５ １９２２５．４０３２２ ６８９７．９４３９１３ ２８７４５．０７
２０１３０６ １９５２４．１０５３５ ２３８９２．０１７３ ８３３４．６５１００２ ３５３４６．０７
２０１３０７ ２３０８６．４４９３２ ２８２６０．３１９０８ ９７５３．７８１１８７ ４１６４２．７１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６０８６．３３１３２ ３１９５６．３２６７７ １０７５２．０４５４２ ４６６４９．６６
２０１３０９ ２９４８２．９７０２３ ３６１１８．３５６２ １２１３９．９２９０９ ５２７０５．６１
２０１３１０ ３３８９６．８７４５６ ４１５９６．７４４３２ １３１５４．２５０３９ ５９３９０．１９
２０１３１１ ３７６４８．９６３４ ４５９９７．４２６９５ １６９１１．５４８４９ ６９４１９．６５
２０１３１２ ５４９１９．５６３８６ ６７０８７．６３２６９ ２４７８２．９９０９８ １０１４３４．９９
２０１４０１ ３１９９．９１０８３ ３８９１．２６２９０７ １６４３．０９４４３８ ６２０９．１２
２０１４０２ ６３９９．８２１６６ ７７８２．５２５８１４ ３２８６．１８８８７６ １２４１８．２４
２０１４０３ １０５４８．５６２２６ １２９４２．４７６９ ４１１８．９８４４１３ １８５２０．１７
２０１４０４ １３８００．２４５２７ １６９６４．１５８０２ ５０２６．６０４４２ ２３６８５．４６
２０１４０５ １７９４１．７８３０２ ２２０６０．６９９２５ ６４７３．０５６９６９ ３０７００．４２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２４９８．８２０７１ ２７６８０．５８９４ ７９２８．６３７０６１ ３８２１４．９６
２０１４０７ ２５５９３．５５７３５ ３１４８４．９５７９６ ９０５４．５４０２１７ ４３５２４．４９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９２９３．１７３２３ ３６０３９．５６６９２ １０３２５．２６５０１ ４９７５８．８１
２０１４０９ ３３３５８．０４９０２ ４１０５０．０２９２２ １１６５１．６２８０２ ５６５０３．８
２０１４１０ ３７７１８．２０２４４ ４６４１５．６０７２１ １３１７４．３１８３２ ６３８８８．８８
２０１４１１ ４４５４８．４０７０５ ５４８４４．１０１２３ １５２９６．５７１６２ ７５０６２．６６
２０１４１２ ６３３２９．３２０１７ ７７９２１．２３５３３ ２２２４５．６０４５２ １０７４５９．０５
２０１５０１ ３２７９．１９４６０６ ４０４４．０１８１７４ １０４７．３４５６３５ ５４０７．２７
２０１５０２ ６５５８．３８９２１２ ８０８８．０３６３４７ ２０９４．６９１２６９ １０８１４．５４
２０１５０３ １１０３３．１８８６７ １３６７７．２４１７８ ２７２４．９６３４１５ １６９９３．６５
２０１５０４ １３７７０．６３０１９ １７０７０．６９８６２ ３４０１．０５３３６６ ２１２０９．９４
２０１５０５ １７２７７．５６０６ ２１４１８．０４８８３ ４２６７．１９０７４ ２６６１１．４２
２０１５０６ ２１３８７．２２５６ ２６５１２．５７６２２ ５２８２．１９０７６５ ３２９４１．２５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４５６３．４５２１９ ３０４４９．９７０９６ ６０６６．６５１３１５ ３７８３３．３７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７５７７．１５７６１ ３４１８５．８９７０８ ６８１０．９７２５８７ ４２４７５．１７
２０１５０９ ３３０９０．５３４８９ ４１０２０．５２９９７ ８１７２．６５９７５１ ５０９６７．０４
２０１５１０ ３９７３４．７３６６７ ４９２５６．９８４２６ ９８１３．６３６５６３ ６１２００．６４
２０１５１１ ４７０１４．３３０５ ５８２８１．０９９４ １１６１１．５４１７３ ７２４１２．８９
２０１５１２ ６４９５０．７４７１８ ８０５１５．８９６１４ １６０４１．４５５９３ １０００３９．１
２０１６０１ ４５２５．８９５ ５６１０．５０５ １１１７．８ ６９７０．９２
２０１６０２ ９０５１．７９ １１２２１．０１ ２２３５．６ １３９４１．８４
２０１６０３ １２９８５．６０４６６ １６０９７．５４５３２ ３２０７．１６８７２３ ２００００．８２
２０１６０４ １６５４１．８２６４ ２０５０５．９９９３１ ４０８５．４８００１１ ２５４７８．２２
２０１６０５ ２０７９４．０９９９６ ２５７７７．３１０７４ ５１３５．７０１３２２ ３２０２７．７
２０１６０６ ２５６７５．３５７４３ ３１８２８．３３９２ ６３４１．２６８３１ ３９５４５．９６
２０１６０７ ２９８０３．１９５０４ ３６９４５．３９４１８ ７３６０．７５６５８４ ４５９０３．７８
２０１６０８ ３２８４７．２３３５９ ４０７１８．９２２６３ ８１１２．５６９４９４ ５０５９２．３
２０１６０９ ３７０８０．０４９０２ ４５９６６．１１２８８ ９１５７．９８５０６１ ５７１１１．８１
２０１６１０ ４２３３８．５８１２８ ５２４８４．８２８２９ １０４５６．７３０９１ ６５２１１．１６
２０１６１１ ５００１６．２９０９３ ６２００２．４６５８８ １２３５２．９６２２３ ７７０３６．６
２０１６１２ ６８９０３．９８７５ ８５４１６．５１２４ １７０１７．８２２３８ １０６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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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房地产业投入产出预测
（一）模型建立

以上文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的投影数据作为

历史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预测模型，分别对房
地产投资累计值、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和房地产竣工面积累

计值四个指标建立拟合模型，以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６
年６月的数据作为拟合数据，以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的数据作为检验数据。首先使用专家建模
器，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模型参数，寻找拟合程度

最优的模型，房地产投资累计值和房地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额累计值分别选择 ＡＲＩＭＡ（１，１，０）（１，１，０）
模型和ＡＲＩＭＡ（０，１，０）（１，１，０）模型，房地产业土地
购置面积累计值和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选择指数

平滑法中Ｗｉｎｔｅｒｓ乘法模型和Ｗｉｎｔｅｒｓ加法模型，各指
标的拟合模型曲线图如图２—５所示，从图中我们可
以比较直观地看出，各个模型的模拟效果都比较好。

表３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拟合模型

指标 模型类型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 ＡＲＩＭＡ（１，１，０）（１，１，０）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 ＡＲＩＭＡ（０，１，０）（１，１，０）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 Ｗｉｎｔｅｒｓ乘法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 Ｗｉｎｔｅｒｓ加法

图２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拟合模型

图３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拟合模型

图４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拟合模型

图５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拟合模型

　　（二）模型评价
从图２—５来看，各指标的拟合值与观测值基

本重合，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的模型比较合理科

学，本文建立模型的目的是为了预测数据，这里用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的数据来检验模型的
预测精度，用各指标实际值与预测值的相对误差

来检验。

表４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预测模型检验

时期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

实际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

实际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

实际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

实际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２０１６０７２９８０３．１９５０４ ２８５５１．３９２９ －０．０４２０ ３６９４５．３９４１８ ３５４５７．２５５８ －０．０４０３ ７３６０．７５６５８４ ７１８８．１６７ －０．０２３４ ４５９０３．７８ ４３９９１．１７ －０．０４１７

２０１６０８３２８４７．２３３５９ ３１３５７．３５８３ －０．０４５４ ４０７１８．９２２６３ ３８８５４．６７３８ －０．０４５８ ８１１２．５６９４９４ ８０３７．０３６３ －０．００９３ ５０５９２．３ ４９２８５．２５ －０．０２５８

２０１６０９３７０８０．０４９０２ ３６４９８．６３５６ －０．０１５７ ４５９６６．１１２８８ ４５４３４．１９４４ －０．０１１６ ９１５７．９８５０６１ ９２１０．８８３２ ０．００５８ ５７１１１．８１ ５６３８２．８２ －０．０１２８

２０１６１０４２３３８．５８１２８ ４２７０６．８６８１ ０．００８７ ５２４８４．８２８２９ ５３４４８．５７０８ ０．０１８４ １０４５６．７３０９１ １０３３８．９５４５ －０．０１１３ ６５２１１．１６ ６４４８３．８９ －０．０１１２

２０１６１１５００１６．２９０９３ ４９６９０．８１４７ －０．００６５ ６２００２．４６５８８ ６２１７８．８０４９ ０．００２８ １２３５２．９６２２３ １２２５８．９１８７ －０．００７６ ７７０３６．６ ７５２８９．０４ －０．０２２７

２０１６１２ ６８９０３．９８７５ ６７４３０．５４９４ －０．０２１４ ８５４１６．５１２４ ８４０７４．３４８５ －０．０１５７ １７０１７．８２２３８ １７６２５．８５８４ ０．０３５７ １０６１２８ １０５９６８．３９ －０．００１５

　　由表４可知，房地产投资累计值的相对误差绝
对值最高为０．０４５４，最低为０．００６５，平均相对误差
分别为 －０．０２０４；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
的相对误差绝对值最高为０．０４５８，最低为０．００２８，
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０．０１５４；房地产业土地购置
面积累计值的相对误差绝对值最高为０．０３５７，最低

为０．００５８，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０．００１７；房地产
竣工面积累计值的相对误差绝对值最高为０．０４１７，
最低为０．００１５，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０．０１９３。总
体来看，四个指标的相对误差绝对值都在５％以下，
最高误差为－０．０４５８，最低误差仅为－０．００１５，各指
标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都在３％以下。因此，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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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入产出各指标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比较好，

模型构建得比较科学合理。

（三）模型预测

根据各指标拟合的模型，预测 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０１７年６月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数据，如表５所示。
为了提高预测的精度，利用下列公式对预测数据进

行优化调整，得到如表６的优化预测数据。

Ｆ＝ Ａ
１＋ｗ

Ｆ———优化预测值
Ａ———预测值
ｗ———相对误差

表５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预测值

时期

房地产投

资累计值

（亿元）

房地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额累

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土地

购置面积累计

值（万平方米）

房地产竣工

面积累计值

（万平方米）

２０１７０１ ７９４８．７２ ９８８７．７７ １１７１．４６ ９４５２．５３
２０１７０２ １１６７３．４０ １４６８６．００ ２４５３．６３ １５７９０．５９
２０１７０３ １５１２３．４４ １８９１６．２１ ３２２１．９７ ２１８６３．５３
２０１７０４ １７９５４．２１ ２２５５２．５４ ３９０５．９１ ２６６５０．３４
２０１７０５ ２１４９４．０８ ２７０５８．３６ ４７５８．５４ ３２６３９．０５
２０１７０６ ２５６５８．２７ ３２３４１．５３ ５７６３．１９ ３９６３０．６５

表６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预测值

时期

房地产投

资累计值

（亿元）

房地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额累

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土地

购置面积累计

值（万平方米）

房地产竣工

面积累计值

（万平方米）

２０１７０１ ８２９７．２０ １０３０２．９８ １１９９．５３ ９８６３．８５
２０１７０２ １２２２８．５８ １５３９０．９０ ２４７６．６６ １６２０８．７８
２０１７０３ １５３６４．６７ １９１３８．２１ ３２０３．３９ ２２１４７．０１
２０１７０４ １７７９９．３６ ２２１４５．０７ ３９５０．５５ ２６９５２．２０
２０１７０５ ２１６３４．７１ ２６９８２．８１ ４７９４．９８ ３３３９７．１７
２０１７０６ ２６２１９．３６ ３２８５７．３９ ５５６４．５４ ３９６９０．１９

图６　投资累计值优化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图

图７　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优化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图

图８　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优化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图

图９　竣工面积累计值优化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图

　　表６为调整后的优化预测值，图６—９为房地产
投资累计值、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房地

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和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

四个指标２０１７年１月—６月与２０１６年１月—６月
的比较图，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第一，由图６—８可知，房地产投资累计值、房地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和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

积累计值三个指标的投入２０１７年１月—３月同比
２０１６年略有增长，而在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月同比２０１６
年投入有明显的降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三

个指标的投入分别为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的 ５６．２３％、
５３．４１％和５８．５６％，２０１７年各指标的投入量几乎缩
减了二分之一。

第二，由图 ９可知，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
２０１７年１月—５月一直位于２０１６年的上方，而在６
月与２０１６年重合，说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房地产竣工
面积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基本相当，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各指标的投入量却缩减了将近二分之一，表明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各指标投入了严重冗余，２０１７年
需要政府和企业以此为基准，提高生产效率，优化配

置资源，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督和管制，保证房地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预测模型，分别对房地产投
资累计值、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房地产

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和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四

个指标建立拟合模型，根据各指标拟合的模型，预测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７年６月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数据，
并用相对误差来调整预测数据，提高预测精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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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第一，整体来看，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
国房地产业整体效率水平并不高，平均技术效率值

仅为０．６４９１，７９％的数据位于０．５—０．８之间。房地
产投资累计值平均投入冗余率高达 ７０．５３％，
２２．９２％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了１００％；房地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平均投入冗余率高达

７８．６８％，３７．５％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了 １００％；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平均投入冗余率高达

６１．３９％，１４．５８％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了１００％。
由此可见，房地产业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

近年来，各行各业纷纷踏足房地产业，一味地盲目投

资，肆意炒房，烂尾楼不断出现，给房地产业的发展

带来诸多问题和阻碍。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需要

不断地改革内部管理制度，提高生产效率，优化配置

资源，才能保证企业的长足发展。对于政府来说，需

要不断地完善房地产业法律法规，加强对房地产市

场的监督和管制，提高房地产业进入壁垒，保证房地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四个指标的拟合模型相对误差绝对值都

在５％以下，最高误差为 －０．０４５８，最低误差仅为
－０．００１５，各指标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都在３％以
下，因此，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比较好，模型构建得

比较科学合理。以此为基础预测 ２０１７年 １月—６
月的数据，２０１７年上半年房地产竣工面积与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基本相当，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各指标的投入

量与２０１６年相比却缩减了将近二分之一，表明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各指标投入了严重冗余，
２０１７年企业可以此为基准，指导房地产开发与生
产，政府也可以此为基准，调控房地产市场，确保房

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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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金融业、生活服
务业等全部纳入试点范围，运行２０多年的营业税税制告别历史舞台，增值税抵扣链进一步扩充完
善。增值税属于价外税，保险业务的各个环节都要拆出增值税税额，会计核算流程和财务信息系统

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和改造。保监会对保险公司业务财务及信息系统建设有专门的监管规定，保险

业务核算流程和信息系统有明显的行业特征，本文对营改增后财险公司会计核算流程设计和信息系

统改造方案提出个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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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公司属于社会公众性公司，其服务对象比
较广，公司经营好坏直接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所

以，保险公司经营活动受到社会各层广泛关注和政

府职能部门特别是保监会的严格监管，保监会对保

险公司业务财务数据无缝对接、数据一致性的要求，

加大了保险公司会计核算及信息系统的复杂性。增

值税税制下保险公司销售、承保、理赔、开票、资产采

购、费用结算等业务环节都要单独核算增值税，业务

流程和信息系统改造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性工

程。结合笔者对财产保险公司信息系统和业务流程

改造的经验，对原保险业务的销售承包业务、理赔业

务、手续费及费用结算业务，共保业务、再保业务等

核算流程和相应的系统改造的关键点作简要说明。

一、原保险业务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

建议

（一）保费收入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

建议

原保险合同确认收入的条件之一是：“原保险

合同成立公司并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公司在保

险合同生效日前收到的款项，不应确认为保费收入，

而应确认为预收保费（负债），保险责任开始日，将

预收保费转入保费收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相

关规定：“销售应税劳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

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可以看出，增值税缴纳义务发生时间为下面三个时

间的较早者：①收到保费资金的时间；②保单约定的
收款时间；③开具发票的时间。

会计上确认保费收入的时间与税务规定的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并不相同，下面分四种情况分别介绍。

１．先收取保费资金后承担保险责任的业务
财产保险公司大部分业务特别是车险，一般是

先收取保费资金，后签发保单承担保险责任。收到

保费资金时不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不能确认为保

费收入，但是增值税纳税义务已经产生，需要核算销

项税额。

业务系统需要将收到的保费资金拆分为“预收

保费”和“销项税”两个项目。销项税＝收取保费资
金÷（１＋６％）×６％，预收保费 ＝收取保费资金 －
销项税，计算销项税时可能存在尾差，建议业务系统

先计算销项税金额，再用收到的全部资金减去销项

·４４·



税，计算出预收保费金额。

对于一年期以上健康险、出口货运险等免税产

品，收取的保费资金全部计入保费收入科目，增值税

税额为零。对于车险和其他组合险保单，需要对组

合险产品拆分到不同险种分别核算，分别计算销项

税。在处理组合险增值税尾差时，建议先用总保费

资金计算出总体的销项税额，再分别计算出各险种

的销项税额，总体与各险种销项税额的差额，在一个

险种上调整。

① 收取保费资金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等科目

　贷：预收保费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② 预收保费转收入的分录
借：预收保费

　贷：保费收入
２．先承担保险责任后收取保费资金的赊销业务
赊销业务，保险合同应约定应缴费日期，按约定

缴费日期确认增值税。如果保险合同没有约定应缴

费日期，在保险责任开始日期确认增值税。

①确认保费收入的分录
借：应收保费

　贷：保费收入
②保险合同约定应缴费日期的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赊销业务，公司不能收到资金，并且可能需要垫

付增值税及附加，对于资金比较紧缺的公司，应关注

赊销业务对企业的现金流的影响。

３．原保险合同约定了分期收款的业务
分期收款业务，保险合同应约定每期应缴费日

期和金额，并按约定缴费日期和金额分次确认增值

税。如果保险合同没有约定每期应缴费日期和金额

的，在保险责任开始日一次全额确认增值税。建议

保险公司对分期收款业务，在保险合同中注明每期

保费应缴费日期和金额，并且分期开具保险费发票，

合理筹划增值税纳税时间。

保险责任开始日，可以把各期保费全额计入保

费收入，但尚未到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各期保

费对应的增值税在“待转销项税额”科目核算，在约

定应缴费日期，将本期保费对应的增值税从“待转

销项税额”转入“销项税额”科目。

① 确认保费收入的分录
借：应收保费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贷：保费收入 （各期应收之和）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

② 保险合同约定应缴费日期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４．先开具发票后收取保费资金和承担保险责任
的业务

既没有收取资金又没有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保

单，财务上一般不做会计处理，但是先开具发票的，

增值税纳税义务已经产生，需核算缴纳增值税。保

费打印发票后，需要将开票数据信息传送到核心业

务系统，并产生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二）赔付支出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

建议

１．赔付支出包含的项目
财产保险公司赔付支出一般可以分为直接赔款

支出、直接理赔费用、间接理赔费用等项目。为了核

算赔付的实际构成情况，财险公司应设“直接赔付

支出”“直接理赔费用”“间接理赔费用”“代位追偿

款”“损余物资折价”等五个二级科目。“间接理赔

费用”纳入公司日常费用报销处理流程。

按现行税收制度，财产保险公司的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发生机动车辆保险赔付时，从修理方取得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进项税额。该政策实际

执行时，各省税务局解释有较大差异，本文按车辆实

物赔款增值税可以抵扣并且不视同销售处理。

２．直接赔款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缮制赔案时，该赔案能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增值税金额不能确定，所

以在缮制赔案时，赔款金额以价税合计填写。支付

赔款时，可能存在先支付赔款后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情景，也可能存在先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

付赔款的情景。所以，收付系统支付赔款和赔款增

值税抵扣要设计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功能，并且没有

优先顺序。

根据保监会的业务财务数据一致性要求，赔款

增值税抵扣时，需要逐案抵扣，收付确认抵扣增值税

时，需要录入赔案号等信息，抵扣后增值税信息需要

同步到理赔系统，保证理赔系统、收付系统数据一致，

理赔系统需记录赔款增值税抵扣金额和抵扣时间。

① 赔案核赔结案，计提赔款支付的分录
借：赔款支出—直接赔付支出 （价税合计）

贷：应付赔付款—直接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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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实际支付赔款资金时
借：应付赔付款—直接赔款

贷：银行存款

③ 实物赔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赔款支出—直接赔付支出

３．直接理赔费用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
建议

直接理赔费用和直接赔付支出收款对象、支付时

间可能不同，拒赔案件直接理赔费用需要支付，所以

理赔系统直接理赔费用和直接赔付支出应分别核赔、

结案处理。直接理赔费用核赔时也无法准确确定增

值税金额，缮制赔案时直接理赔费用按价税合计录入。

① 直接理赔费用核赔结案时
借：赔款支出—直接理赔费用

贷：应付赔款—直接理赔费用

② 实际支付直接理赔费用资金时
借：应付赔付款—直接理赔费用

贷：银行存款

③ 直接理赔费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
扣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赔款支出—直接理赔费用

４．损余物资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处置损余物资是否缴纳增值税，税务局尚未明

确规定，但目前比较统一的意见是：按一般纳税人销

售自己使用过的按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

的固定资产对待，按简易办法依３％减按２％征收增
值税。

① 取得损余物资时的分录
借：损余物资

贷：赔款支出—损余物资折价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② 处置损余物资时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损余物资

③ 将待转销项税额计入销项税额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这样处理比较复杂，可能对一笔损余物资处理，

理赔上需要两次重开赔案，实际业务中，损余物资一

般价值较小，可以在实际处置时，按实际处置的不含

税收入冲减直接赔付支出，并同时计算缴纳销项税

额。合并后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赔款支出—损余物资折价

（三）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

系统改造建议

手续费及佣金是保险公司向代理人或经纪人支

付的报酬，是保单获取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

保监会相关要求，财产保险公司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要跟单结算（支付手续费时，需要对应保单）。支付

手续费及佣金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代扣税完

税证明，也应该逐单确认进项税额。

１．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计算公式及确认时间
营改增后，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包括

保费收入和增值税两部分，计算手续费及佣金时，应

以不含税保费收入为计算基础。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不含税保费收入 ×手续费率。如果是２０１６年５
月之前签单的代理合同，需要按保费价税合计结算

手续费，业务系统录入手续费比率 ＝合同签订的手
续率×（１＋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保险人在取得原

保险合同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佣金，应当在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行业内对手续费及佣金有两种处

理方法：（一）在保单生成时计入当期损益；（二）在

确认保费收入时计入当期损益。根据收入支出配比

原则，并兼顾企业税收利益，本文采用第二种做法。

２．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计提
确认保费收入的同时，应计提手续费及佣金，公

司应设置“预付手续费及佣金”“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科目核算手续费及佣

金。计提手续费及佣金时，建议按价税合计计入手

续费及佣金支出（不能确定是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计提手续费及佣金分录：

借：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价税合计）

贷：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３．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系统改造建议
公司收到保费资金时，一般就需要结算手续费

及佣金，对预收保费也可能需要结算手续费及佣金。

根据配比原则，支付预收保费的手续费计入“预付

手续费及佣金”科目，确认保费收入时，再转入“手

续费及佣金支出”科目。

①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分录
借：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预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贷：银行存款

② 向个人代理人支付手续费及佣金
根据税务规定，向个人代理人支付手续费及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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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需要代扣代缴增值税及附加、个人所得税。

保险公司可以每月汇总到税务局代开手续费发票，可

凭代扣增值税完税证明或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增

值税。向个人代理人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分录：

借：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预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贷：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增值税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城建税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教育费附加等

应交税费—个人所得税—代理人

银行存款

４．确认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进项税额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取得可抵扣票据对应的保

单，确认进项税，并冲销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将增值

税抵扣金额和抵扣时间传送到核心业务系统。为了

减少工作量，不能取得可抵扣票据对应的保单，手续

费增值税不做处理。

如果支付的手续费及佣金属于下面情形之一

的，不确认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增值税。（１）不能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２）属于免税产品，（３）个人代
理人没有达到增值税起征点。

确认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进项税额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四）保险费发票开具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

造建议

１．开票系统开票信息需传送核心业务系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

销售应税劳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先开具发

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开具发票时间，可能会影

响公司纳税义务时间，所以开票信息需传送核心业

务系统（发票代码、发票种类、发票金额、付款人名

称、发票开具时间等信息传送核心业务系统）。对

既没有收取资金又没有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保单，

先开具发票的，产生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２．核心业务系统保单信息传送开票系统
为了减少手工开票工作量，核心业务系统保单

信息应传送开票系统，比如保险单号、产品名称、保

费金额、付款人名称、税号、地址及银行账号、代收车

船税税款所属期（详细至月）、代收车船税金额、滞

纳金金额、代收车船税金额合计等信息。

３．增值税发票应备注代收车船税税款信息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

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年第５１号）：“保险机构作为车船税扣缴义务
人，在代收车船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增值税

发票备注栏中注明代收车船税税款信息。”

增值税发票备注栏空间较小，备注栏也只够一

个车辆的代收车船税信息空间，对单位车队车辆，客

户要求合并开具发票的，可以单独打印代收车船税

清单。

４．免税产品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

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６〕１５６号）第十
条：“销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专用发票，法律、法规

及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免税产品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上税率应为

零，税款金额也应该为零。对一个保单既有免税产

品又有应税产品（如主险应税，附加险免税）的，需

分别开具发票，免税部分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对组合险产品（有免税部分和应税部分，但无法拆

分），整个保单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费用报销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

建议

１．增值税抵扣的税务规定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资产、服务采购支付的可抵

扣的进项税额，不计入采购成本。但按照目前税务

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先比对后抵扣，也就是增值税

专用发票通过税务局认证通过后，方可抵扣。保险

公司在免税产品、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等业务取得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抵扣。

２．费用报销核算流程设计建议
支付资产、服务采购款时，有两种选择：第一，对

增值税专用发票先进行税务认证，认证通过后再支

付资金；第二，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先支付资金，后进

行税务认证。认证前，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税额计

入“待认证增值税额”科目，发票认证通过后转入

“进项税额”科目，不能认证通过的专用发票，转入

相关的采购成本。采用第一种方式，财务处理比较

方便，不涉及税额调整，也有利于公司降低采购成

本。但实际业务复杂多样，公司很难做到，还是建议

公司采用第二种处理方法。

３．费用报销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增值税专用发票先支付资金，后进行税务认证。

费用报销流程为：经办人提交报销单→审批→付款
→发票认证→增值税确认。付款前的流程基本不
变，增加可抵扣的增值税确认环节。

费用报销系统中每个报销项目，应列示报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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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金额、增值税额、报销总金额三项，报销总金额

＝不含税金额＋增值税额。报销单增加“是否不得
抵扣”的标志。经办人在费用报销系统提交报销申

请时，每个报销事项需要分别录入不含税金额、增值

税额、报销总金额。对于属于不得抵扣项目取得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选中“不得抵扣”的标志。

① 报销单审批、付款的分录
借：业务及管理费 （“不含税金额”项目）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增值税额”项目）

贷：银行存款 （“报销总金额”项目）

② 如果是不得抵扣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付款分录

借：业务及管理费 （“报销总金额”项目）

贷：银行存款 （“报销总金额”项目）

③ 费用报销系统应有单独的模块记录、归集所
有包含“增值税额”项目的报销单。增值税专用发

票认证通过后，将发票对应的报销单进行增值税确

认通过，产生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④ 如果是不得抵扣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确认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⑤ 如果增值税专用发票最终认证不通过，将发
票对应的报销单“增值税额”改为零，并将报销单确

认通过，产生的分录

借：业务及管理费 （“增值税额”项目）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报销单增值税额确认为零，需要将待认证进项

税额还原到报销单的对应费用项目。如果该报销单

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本性支出项目，涉及到资

产卡片原值的调整，还需要修改资产卡片原值。

４．合理选择供应商可以降低采购成本
资产、服务采购时如果取得的是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上的税额不计入采购成本。如果不能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支付的税额不得抵扣，全部计入

采购成本。建议公司选择供应商时，同等情况下选

择能够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应商。公司应对目前

供应商名单进行梳理，或者重新确定供应商名单。

二、共保业务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共保业务（又称“共同保险业务”）是指公司与

其他保险公司，使用同一保险合同，对同一保险标

的、同一保险责任，在同一保险期限进行保险的业务

形式。共保业务是两家及以上保险公司对同一投保

人标的进行承保，分为主共保业务、从共保业务。本

节只涉及主共保业务的会计核算及财务系统改造建

议，从共保业务参考原保险业务保费会计核算流程

的相关内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６年第８６号）关
于共保业务开具发票的规定》：（一）主承保人与投

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并全额收取保费，然后再与其他

共保人签订共保协议并支付共保保费的，由主承保

人向投保人全额开具发票，其他共保人向主承保人

开具发票。（二）主承保人和其他共保人共同与投

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并分别收取保费的，由主承保人

和其他共保人分别就各自获得的保费收入向投保人

开具发票。

根据上述规定，主共保公司核心业务系统录单

时，应增加“全额开具发票”“净额开具发票”选项。

开票的方式决定了主共保方的业务及核算流程。

为核算共保业务保费收付情况，建议公司设置

“应收共保款—保费”“应付共保款—保费”“其他应

收款—应收增值税”等会计科目，用于核算代从共

保方收取的保费和向从共保方支付的保费。

（一）主共保业务数据拆分

核心业务系统录单时，需要区分总保费收入、总

销项税额，主方、各从方保费份额和主方、各从方销

项税税额。

［例１］保单总收入 １０００万元，主方份额收入
６００万元（６０％），从方份额收入４００万元（４０％）；增
值税主方份额３６万元，从方份额２４万元，销项税总
金额６０万元，该保单价税总计１０６０万元。业务数
据传送财务时，应区分以下数据：

总保费收入 １０００万元，从方保费 －４００万元
（用负数表示）；

总销项税额６０万元，从方销项税－２４万元（用
负数表示）。

（二）全额开具发票先确认保费收入后收款

采用共保形式承保业务，大多数是财产险、工程

险等单一危险单位保险金额较大业务，保险合同一

般是先起保，后收款。全额开具发票的业务，公司应

按份额确认保费收入，按合同全部收入计算确认销

项税。接上例。

①按合同约定确认保费收入的分录
借：应收共保款—保费 ４００
应收保费 ６００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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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共保业务

２４
贷：保费收入 ６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６０
应付共保款—保费（价税合计） ４２４

②如果是先开发票，保险合同后起保的，需要将
开票系统增值税相关信息传送财务系统，财务系统

产生的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６０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６０
③收取投保人全额保费资金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１０６０
贷：应收共保款—保费 ４００
应收保费 ６００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６０

（三）全额开具发票先收款后确认保费收入

先收取保费资金后承担保险责任的，主共保方

应在收取资金时按合同全部保费计算确认销项税，

按收入份额计入预收保费（负债）。

①预收全额保费资金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１０６０
贷：应收共保款—保费 ４００
预收保费 ６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６０

②保险责任开始，将预收保费转入保费收入的
分录

借：预收保费 ６００
应收共保款—保费 ４００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共保业务

２４
贷：保费收入 ６００
应付共保款—保费 ４２４

③向从共保方支付共保款时
借：应付共保款—保费 ４２４
贷：银行存款 ４２４

④取得从共保方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认证通过后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２４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共保业务

２４
一般保险公司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能够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从共保方不能提供增值税

专用发票，主共保方一般需要代扣代缴增值税，避免

出现主共保方承担合同全部增值税的现象。

（四）净额开具发票业务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

改造建议

各共保方分别向客户开具发票，主共保方应按

份额确认保费收入，承例１，按合同收入份额计算确
认销项税，应确认的销项税额 ＝６００万元 ×６％ ＝３６
万元。

①按合同约定确认保费收入的分录
借：应收共保款—保费 ４００
应收保费 ６００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６０
贷：保费收入 ６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３６
应付共保款—保费 ４２４

②如果是先开发票，保险合同后起保的，需要将
开票系统增值税相关信息传送财务系统，财务系统

产生的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３６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３６
③主共保方收取全部保费资金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１０６０
贷：应收共保款—保费 ４００
应收保费 ６００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６０

④向从共保方支付共保款时的分录
借：应付共保款—保费 ４２４
贷：银行存款 ４２４

⑤投保人分别向各共保方支付保费资金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６３６
应付共保款—保费 ４２４
贷：应收共保款—保费 ４００
应收保费 ６００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６０

各共保方分别向客户开具发票，主共保方不涉

及从共保方增值税的确认和抵扣。

三、再保险合同业务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

改造建议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再保险业务的税收

政策《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再

保险、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

税〔２０１６〕６８号）：“试点纳税人提供再保险服务，实
行与原保险服务一致的增值税政策；境内保险公司

向境外保险公司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再保险服

务，免征增值税。”从政策可以得出，再保险分出业

·９４·



务和境内再保险分入业务是否缴纳增值税，由该再

保险业务对应的原保险业务决定；境外的再保险分

入业务免增值税。下面分再保险分入业务和再保险

分出业务两种情况分别介绍。

（一）再保险分出业务

再保险分出业务与原保险业务增值税税收政策

一致。也就是说，原保险业务免增值税，对应的再保

险分出业务也免增值税；原保险业务应缴纳增值税，

对应的再保险分出业务也需要缴纳增值税。

再保险系统分出保费需要拆分出不含税分出保

费、分出保费增值税、分出保费价税合计三个项目，分

保摊回的手续费、赔款项目不变。原保险业务的保费

收入、增值税项目分别乘以相应的分保比例，计算出

不含税分出保费和分出保费的增值税，如果原保险合

同增值税为零，计算出的分出保费增值税也为零。

［例２］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１００万元，销项税６
万元，保费价税合计１０６万元。分出比例１０％，则
不含税分出保费为１０万元（１００×１０％），分出保费
增值税 ０．６万元（６×１０％），分出保费价税合计
１０．６万元。

① 再保险分出业务月度挂账账单分录
借：分出保费 １０．００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再保业务

０．６０
贷：应付分保账款—分出保费 １０．６０

每月业务部门出具的再保挂账账单，尚未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挂账账单的分出保费增值税在

“待认证进项税额”科目核算。为了区分共保业务、

其他业务待认证进项税额，建议增设“再保业务”三

级科目。

② 再保结算分录
借：应付分保账款—分出保费 １０．６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６

③ 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通过时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０．６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再保业务

０．６
先取得并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结算再保资

金，这样结算对公司最有利。实际工作中，往往要求

先支付资金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收付系

统中增值税抵扣和再保资金结算设为两个独立的业

务模块，可以先抵扣后支付，也可以先支付后抵扣。

④ 再保结算，再保接收人是境外机构，需代扣
代缴税费的分录

借：应付分保账款—分出保费 １０．６
贷：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增值税 ０．６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城建税 ０．０４２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教育费附加

０．０１８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地方教育费附加

０．０１２
银行存款 ９．９２８

⑤ 公司用代扣代缴增值税完税凭证抵扣公司
销项税时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０．６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再保业务

０．６
⑥ 再保结算，如果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分录

借：分出保费 ０．６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再保业务

０．６
如果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将不可抵

扣的增值税还原成再保险系统的分出保费，需要还

原到具体的保单。改环节再保系统改造比较大，如

果暂时不能实现数据还原，可以在“业务及管理费”

科目下设置“无法抵扣增值税”明细科目，用来核算

再保业务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二）再保险分入业务

再保险系统分入业务应区分：境内免税业务、境

内应税业务、境外免税业务、境外代扣税业务四种情

况。如果是免税收入，分入的保费全部计入“分保

费收入”；如果是应税收入，将分入保费对应的增值

税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目前我国对境外分入的免增值税，但从国际上

来看，分出国有可能不免税，并且要求分出方代扣代

缴增值税及附加。应税再保分入，如果不能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分出单位可能代扣增值税及附加。

① 再保分入挂账账单分录（如果是免税，销项
税额为零）

借：应收分保账款—分入保费

贷：分保费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② 再保分入业务结算时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分保账款—分入保费

③ 如果是境外分入业务，分出单位按规定需要
代扣税时的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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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行存款

分保费用

贷：应收分保账款—分入保费

境外分入业务代扣的增值税及附加，不能抵扣，

建议将这部分代扣的税金及附加计入“分保费用”。

业务上向境外机构签订再保险分入协议时，应该了

解分出机构所在国家的分保税务政策，如果分出国

对再保分出业务不免税，再保业务部门出具挂账账

单时，将税费计入分保费用，避免采用结算时再将税

费还原到分保账单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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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１页）　并且从它的观点而被感觉。”［７］１３０

张鲜明的《寐语》以身体意象为载体，在梦境中探索

人类的精神世界，表现出对现代个体生命的内在关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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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ｗａｙｔｏ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ｌｉｖ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ｒｙａｂｏｕｔｌ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ｈｅｕｓｅｓ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ｏｆｂｏｄｙ．Ｔｈｅｓｅｉｍａｇｅ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ｏｄｙ；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ｘｉｅｔｙ
·１５·



第３４卷　第３期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３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年６月

Ｊｕｎ．２０１７　

产业融合视阈下“物流 ＋”发展模式探索
———以商丘市为例

王海英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系，河南 商丘 ４７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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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项目“产业集聚区内涵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一致性研究”（１５２４００４１０３８２）
作者简介：王海英（１９７３—），女，河南虞城人，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物流。

摘　要：物流产业作为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制造业、商贸业之间的交互活动
非常频繁，不同产业之间相互融合，产业界限逐渐趋于模糊。本文从产业融合视角，以“物流 ＋农
业”“物流＋制造业”“物流＋商贸业”的产业融合关系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竞争力的动
力来源，以欠发达城市———商丘为例，提出区域物流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关键词：产业融合；物流业；农业；制造业；商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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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产业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产业融合现象伴随新兴业态模式越发凸显并在经济

发展中表现出强劲的动力。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产业
融合开始在计算机和通讯领域出现，随后扩展到金

融、物流等服务性行业，并向第一、二产业渗透。作

为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关

系较为密切，产业之间胶着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融

合趋势。

一、文献综述

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开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１９７８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尼古路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运用经济学和几何学结合的
方法，用三个相互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业、广播

业和印刷业三者的技术边界，他指出三个圆圈的交

集部分将成为成长以及创新最快的领域。

Ｙｏｆｆｉｅ（１９９６）将产业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
术后原来各自独立产品的整合”［１］。以数字融合为

基础，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和 Ｋｈａｎｎａ（１９９７）认为产业融合是
“为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

失”［２］。

这些定义虽然只局限于以互联网为标志的计算

机、通信和广播电视业之间的融合，但研究视角已从

引起产业融合现象的技术基础转向发生融合的产业

边界的变化。欧洲委员会（１９９７）指出，产业融合是
“技术网络平台、市场和产业联盟与合并三个角度

的融合”［３］。日本学者植草益（２００１）认为产业融合
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

垒，以加强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４］

随着产业融合现象的扩散，理论界的研究视角

也更为宽泛。国内学者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也基本遵

循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对产业边界的变化较为

关注。厉无畏（２００２）认为产业融合是一种动态发
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

同行业进行相互交叉和渗透，直至融为一体，形成新

的产业属性或者新型的产业形态［５］。周振华

（２００２）通过对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融合
案例的研究，认为产业融合是因为适应产业增长而

产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６］。马健（２００２）提
出产业融合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带来产业

边界和交叉处的技术融合，通过产业间业务、管理以

及市场的资源整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

市场需求，导致产业的企业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发生

改变，最终使产业界限趋于模糊甚至重划产业界

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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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于现代物流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

关系主要集中在产业融合如何导致区域物流经济发

展上来，本文以中部欠发达中小城市———商丘为例，

分析物流业与农业、物流业与制造业、物流业与商贸

业之间的产业融合关系及其表现的竞争力。

二、商丘市物流业发展基础

商丘市位于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是全国６６个
区域物流通节点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国家“一带一

路”节点城市之一。郑徐高铁与商合杭高铁交汇于

此，京九与陇海普铁、３１０与１０５国道、连霍与济广
高速也在此交汇，形成黄金“十字架”交通网络体

系，交通枢纽城市地位已经初步确立。商丘市对物

流业的发展高度重视，提出“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

流，构建大产业”的发展理念，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相关职能部门责任，在

制度、政策上进一步向物流产业倾斜。２０１６年 １２
月颁发了商政办〔２０１６〕１５１号文件，制定了《商丘市
现代物流业跨越发展行动计划》。政策指向主要依

托区位优势，以物流产业为抓手，进而带动商丘经济

整体良性发展。

《２０１６年商丘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２０１６年年末全市总人口９１５．１２万人，常
住人口７２８．１７万人，属于人口大市，具备丰富的劳
动力资源，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沿海地区及一、二线

大城市。这也是东部产业转移的驱动力之一，为商

丘市第三产业特别是物流产业的发展储备了低廉丰

富的人力资源。

商丘地处中原，地势平坦，灾害性天气较少，有

利于工程实施和交通运行，土地使用成本相对于发

达地区而言，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吸引

大型物流企业的入驻。

商丘市作为区域交通枢纽城市，具备发展物流

产业的先天条件，作为欠发达地区，能否从产业融合

视角以发展物流业带动融合产业，从而带动区域经

济发展？ＸｉｎＺｏｕ和 Ｂｒｉａｎｎａ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５）认为区域
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均衡发展的关系，物

流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８］。基

于这种观点。本文尝试构建了”物流业 ＋”融合发
展模式。

三、商丘物流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一）物流业＋农业
传统的农业运输属于物流业的一个分支，以实

现农资等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及其相关信息从生产者

到消费者之间的流动来满足市场需求的一个动态过

程。近年来，随着农业物流逐步向高附加值的农产

品加工、配送等环节渗透，物流与农业的界限逐渐趋

于模糊，农业物流逐渐活跃在欠发达农区，成为多元

经济中颇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业态模式和产业主

体也趋于多元性和创新性。

１．以“３１０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依托，构建“农业
＋物流业”的产业融合主体
（１）构建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商）为核心的产

业融合主体。商丘市３１０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在我
国农产品市场上已具备一定影响力，并成为带动商

丘农产品物流的骨干力量，但特色优势仍需挖掘，物

流基础设施和设备需要升级和完善，物流信息平台

尽管已经完成构建投入使用，但其开放程度、包容

性、安全性等方面还需提高；商丘市构建“３１０农产
品批发交易中心”为产业融合主体，主要是提高农

产品物流的储存、配送价值，引入物联网概念和产品

质量追溯系统，通过农产品物流价值的不断提升，带

动上游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农产品的升级，实

现农业的供给侧改革，促进农产品价值链的整体增

值。

（２）构建以农村合作社为核心的产业融合主
体。商丘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除小麦、玉米等传统

品种外，宁陵酥梨、虞城红富士和惠楼山药，柘城辣

椒和胡芹等特色农产品品质优越，但突出问题是这

些优质农产品缺乏宣传力度，加工附加值较小，销售

市场主要在当地，市场知名度低，加工储存手段原

始，市场范围受到限制。因此，可以农村合作社为主

体，建立特色农产品配送加工点，组织农民就地加

工、分拣、包装，由政府支持加大对农产品物流设施

的建设，并由农产品物流带动农资物流的良性运转。

２．挖掘农业与其他产业联动中的物流价值
商丘市物流业与农业融合的发展通道中，不仅

涉及到农业、物流业的两两融合，还和制造业紧密相

连，其产业融合通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发展冷链物

流，围绕“３１０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集散商品，瞄准
目标消费区域———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进行

城市配送活动，分散城市功能；二是农产品流通加

工、深加工和高端农业，由原始粗放低附加值状态转

变为高效的增值服务，促使产业链的转型升级。目

前，利用物联网技术建设高端绿色农业示范园，也是

农产品增值化的重要趋势。

（二）物流＋制造业
早时期，物流活动最基本的形式就是企业物流。

随着产业社会化程度的加大和物流服务功能的多元

化，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的兴起，物流业产权的分离

并没有引致产业服务功能的分离，制造业和物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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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界限反而愈加模糊，与制造业交互融合的区

域，被认为是物流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也是物流增值

最大的区域，可以看成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

长点。其主要发展模式有两个：

１．基于供应链的协同物流发展模式
协同物流是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为了共同的客

户目标，建立稳定的物流业务合作伙伴关系，自觉协

调彼此行动的一种物流模式。协同物流模式本身就

是供应链管理的进一步完善，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

要求制造企业不仅考虑自身的物流运作，而且要考

虑供应商；不仅要考虑到客户的客户，而且要考虑到

供应商的供应商；不仅要致力于降低某项具体物流

的成本，还要考虑整体供应链运作的总成本最低。

可供操作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制造商设计供应链物

流整体方案，制造商主导供应链，整合上下游节点企

业的物流资源，寻求供应链物流合作商，进行信息共

享，优化链条物流活动而非仅仅节点企业，从而达到

供应链物流成本有效降低；二是物流商主动介入模

式，树立供应链服务理念，而非单体制造企业。供应

链实现协同物流的关键就是信息共享，商丘可以借

鉴的手段是借助商丘传化物流项目，将知名制造业

引入传化港区，由传化物流整合制造业供应链，特别

是供应链物流，从而实现协同发展。

２．基于产业集群视角的战略联盟合作模式
物流业与制造业组成战略联盟，促使现代物流

服务网络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进一步协调发展，以产

业集群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坚实基础，充分利用好

产业集群为其提供的契机，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融合

渗透、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这种联动发展属于产业

融合与共生关系。

商丘市产业集聚区在区域经济中主导作用非常

突出，２０１６年全年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５０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５％，占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的比重为８６．２％。物流业与制造业产业集聚区
融合发展的模式有三种：一是“企业 ＋企业”模式，
即产业集群内的知名企业设计自己的物流战略和物

流方案，寻找物流合作企业支撑其完成，物流企业需

要结合制造企业的战略和方案调整自己的组织体系

和业务流程；二是“集群 ＋企业”的模式，产业集群
内的企业在追求行业规模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引入

大中型物流企业，设计为集群服务的整体物流方案；

第三种即政府层次，“集群 ＋政府 ＋物流园区（配送
中心）”的模式，政府负责提供政策支持，规划产业

集群的整体发展战略，选择在产业集群周围建立物

流园区或者配送中心，针对产业集群的产业特色提

供物流服务。在税收政策、土地规划等方面给予优

惠，吸引优质物流企业入园。这种发展模式，既结合

了商丘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商丘市“一核

十园多节点”的产业布局，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三）物流＋商贸业
商丘商贸业的发展必须依托电子商务发展，电

子商务与快递业又紧密关联。这种高度融合的发展

模式是业态发展的自然模式。规划电子商务产业园

时可独立设计快递区。如果商丘物流服务远期目标

定位是国内甚至国际快递中转枢纽的话，设计时应

预留足够空间。

基于商丘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 “三商之源”

的文化底蕴，物流与商贸业的协同融合发展模式主

要如下：

１．以商丘“保税物流中心”为依托的跨境电商
模式

随着中高消费阶层的形成，国际“轻奢品”（化

妆品、服装、奶粉等）市场逐渐受到白领阶层的热

捧，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商丘市可以

通过“保税物流中心”快速完成境外商品的配送。

同时也可集“货”出关，带动输出性物流，建设国际

物流中转枢纽。商丘“保税物流中心”建成后具有

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

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口岸功能、信息处理和咨询服

务、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等七大功能，成为辐射周边

１５０千米内唯一“内陆港”和大型保税物流服务平
台，对商丘及周边地区外向型经济平台建设、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改造具有积极意义。商丘也有望成

为覆盖方圆半径 １５０千米的国际进出口商品集散
地、集保税仓储、国际物流中心、跨境电子商务中心

等于一身的外向型经济城市。

２．依托商丘立体交通优势的多式联运模式
多式联运型物流园区建设是我国物流节点建设

和政策倾向的主流，也是具有交通节点优势的城市

物流建设与设计的重点方向。多式联运强调至少有

两种以上的运输方式，选址尽量处于公路、铁路、水

路运输的交叉点上，以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有效衔

接。商丘可以通过发展多式联运模式开展国际物流

业务，在充分发掘商丘自身制造力的同时，输入国际

市场廉价的原材料，将过剩的食品、纺织、五金量具

等产能出口到国外，从而盘活资源搞活企业，达到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利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和自身便捷的交通优势，组织采购国内在世界市场

上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将性价比高的商品销往中亚、

西亚、南亚、拉美、非洲、中欧等新兴市场和东盟自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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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由此撬动国际物流与商贸业协同发展的创新板

块。

３．依靠区域优势树立的商贸品牌模式
物流的“物”字，除了挖掘本地物“源”，发展农

业、制造业之外，还应该依托交通优势，发展以市场

为依托的商贸业，打造具有较强国内外影响力的市

场品牌。如“３１０农产品批发市场”“中意建材市
场”、全国性的五金量具交易市场、全国性超硬材料

（金刚石粉）交易市场，依托民权中国制冷基地和商

丘农业大市，打造全国性冷链物流市场。

发展区域专业市场：区域性的建材市场，比如

“中意建材”“八一建材”市场；区域性的小商品批发

市场，如“光彩大市场”；区域性的汽车交易市场，如

“中原汽车城”等。利用这些品牌市场，引物入商，

集散商品。

围绕现有的专业市场基础，做大做强，发展区域

物流、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不仅要服务于商丘本地

和周边，还可以将优质专业市场的辐射面扩大到国

内，利用商丘交通枢纽条件，发展物流中转、仓储、配

送功能，建设区域性的中转中心、仓储中心和配送中

心，快速实现国内商品的集散、配送，以此构建基于

专业市场的大型仓储配送网络和货物中转枢纽，物

流业和商贸业良性互动，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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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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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５年《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使我国地方立法主体实现了极大扩容，但
也面临危及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风险。而建立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

立法质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目前这一制度存在审查的标准不够明确、审查批准的程序缺失、

审查之后的处理办法规定不明等问题，需要通过采取诸如明确审查的标准、细化审查批准的程序、明

确审查之后的处理办法等措施，进一步完善该制度。

关键词：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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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修改的《立法法》（以下简称２０１５年《立
法法》）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使设区的市成

为了独立的立法层级，实现了由较大的市立法权到

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过渡；也使我国地方立法主体实

现了极大扩容，即由 ４９个较大的市直接扩容到了
２８４个设区的市，这就重构了我国的立法格局。那
么，在今后“法出多门”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维护社

会主义法制统一，就成为了未来立法工作的重点难

点所在，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正

是因此而生。

一、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基本

内容及功能定位

２０１５年《立法法》既“授权”又“限权”，即在赋
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同时，为了避免立法权的

滥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又采取了诸多“限

权”措施，其中的核心之一就是建立了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

（一）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基

本内容

２０１５年《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

查批准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设区的市地方

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必须要说明的是，审查批

准制度并非２０１５年《立法法》所首创，１９８６年《地方
组织法》首次赋予较大的市立法权时，就规定较大

的市地方性法规需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实

施，以加强对较大的市立法权的监督。而基于同样

目的，２０００年《立法法》沿袭了上述规定。根据
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第７２条第二款的规定，这一制度
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审查批准的主体。设区

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主体是其上一级立法主

体，即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二，审查批准的客

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的客体仅限于设

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而不包

括设区的市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第三，审查批准

的标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的标准即合

法性标准，也就是审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是否同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省级地方性法规相抵

触。第四，审查批准的时间。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审查批准的最长期限为４个月，即只要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符合合法性标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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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月内必须予以批准。第五，审查结果的处理。
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根据审查的结果，作出相应的

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

（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功

能定位

对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是否

应设立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不少争议。

反对者认为，这一制度的设立，使得设区的市立法权

成为了“不完全立法权”或“半个立法权”，这就难以

实现２０１５年《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的目
的。而支持者则认为，这一制度的设立，具有合理

性，体现了２０１５年《立法法》对设区的市既“授权”
又“限权”的立法目的。我们赞同后者观点，认为这

一制度的设立非常必要，具有重要的功能，具体如

下：

第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功能。随着２０１５
年《立法法》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我国地方

立法体制有了重大调整，立法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维

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任务更加繁重，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设立也显得更加重要。这

是因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我国宪法规定的

重要原则，其“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一切法的形式都

不能与宪法相抵触；二是下位阶的法不能与上位阶

的法相抵触；三是同位阶的法相互之间不能抵触。

这三个层次结合起来，就能保证我国法律体系的内

部和谐一致，从而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１］由此可

知，坚持不抵触原则，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必

然要求。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设

立，其目的就在于保证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行使必须

贯彻落实不抵触原则。这表现在省、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要对报送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

查，只有在其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

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时才批准其生效，这就保证

了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

的统一。

第二，监督制约功能。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

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

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

才休止。”［２］对于设区的市立法权来说，亦是如此。

在２０１５年《立法法》一次性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
权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防范设区的市立法权滥用就

成为了当务之急。为此，２０１５年《立法法》规定了一
系列的监督制约措施，一是明确限定了设区的市立

法权限，即将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定在“可以对城乡

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制定地方性法规”；二是建立了设区的市立法权行

使批准制度，即为了避免因设区的市立法能力的不

足而导致的立法质量下降，２０１５年《立法法》明确规
定，除了原有的较大的市外，其他设区的市开始行使

立法权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综合考虑其立法能力、立法需求等因素后确定；三是

建立了备案审查制度，即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必须

经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

务院备案；四是建立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

准制度。其中，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

最为重要，因为其属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立法权

对设区的市立法权的直接监督制约，是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生效前的最后一道“把关”环节，关系到设

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能否最终生效。

第三，合宪性保障功能。合宪性是设区的市立

法权存在和行使的重要基础。但我国现行《宪法》

目前只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

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

定地方性法规，并未规定原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享

有立法权。特别是在１９８６年《地方组织法》赋予原
较大的市立法权之后的几次修宪过程中，也没有将

原较大的市立法权列入宪法文本中。那么是否意味

着原较大的市或设区的市立法权违宪呢？我们认

为，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立法法》在赋予原较

大的市或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审

查批准制度，解决了这一合宪性问题。具体言之，根

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原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制

定的地方性法规只有经过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

合法性审查后，经批准才能生效，即原较大的市和设

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生效的最终决定权在省、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的手中。这种“不完全立法权”或者说

“半个立法权”可以看作是省、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立法权的延伸，从而也就消除了原较大的市和

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违宪嫌疑，保证了原较大的市和

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合宪性。

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性质之

探讨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之所以备受

争议，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这

一制度的性质和功能始终不能达成共识。由于上文

已对这一制度的功能定位进行了分析，现对其性质

进行探讨，以便于为后文探讨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

审查批准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的建议提供基础

和依据。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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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批准制度的性质认定，主要有两种分歧：一是认为

这一制度属于一种监督性制度，据此省、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享有的审查批准权是一种监督性权力，只能

在程序上对设区的市立法权进行监督制约，只要设

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

不抵触，就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批准决定；二是认

为这一制度属于一种决定性制度，据此省、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享有的审查批准权是一种实质性权力，其

不仅仅掌握着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生死大权”，

还能左右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内容，是一种决定

权。也就是说，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既要对报批的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形式审查还要进行实质审

查，除了作出批准与否的决定之外，还可以对其进行

修改。那么，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

性质究竟如何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分析：

首先，从地方立法权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制度

应属于一种监督性制度。整体而言，我国地方立法

权经历了从省级地方立法权到较大的市立法权、从

较大的市立法权到设区的市立法权两个阶段。而从

较大的市立法权到设区的市立法权，又经历了两个

小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２年《地方
组织法》修改时，对较大的市立法权作了开创性的

规定，赋予了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的

拟定权，即此时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只能拟定本市

需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交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审议制定，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法主体。１９８６年
再次修改《地方组织法》时，不仅将较大的市人大常

委会“拟定权”升格为了“制定权”，且赋予了较大的

市人大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但其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必须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这就改变了

原来的“审议制定”规定。至此，４９个较大的市拥有
了较完整的地方立法权，改变了地方立法主体格局。

第二阶段（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５年修改《立法法》
时，正式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实现了从较大

的市立法权到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过渡，但又规定设

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必须交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审查批准，即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合法

性审查。综上，从“拟定权”到“制定权”，从“审议制

定”到“审查批准”，可以看出，立法权不断下放、地

方立法权限不断完整是大势所趋。若认为省、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批准权不仅可以对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合法性进行审查，还可以对其进行合理性

审查，甚至还能修改其内容，无异于将省、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审查批准权等同于了其过去享有的“审议

制定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据此，我

们可以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权界定为

监督性权力，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

的性质界定为监督性制度。

其次，从立法目的来看，这一制度应属于一种监

督性制度。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设区的市土地、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环境、城乡建设与管理、社会

治理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管理这样一个

人口众多的区域当然要依靠法治，发挥立法的引领

和推动作用，除了国家的法律法规、省一级的法规，

还有一些具有本行政区域特点和特别需要的事项，

国家和省级不可能专门立法，所以有必要按照依法

治国的要求赋予其地方立法权。”［３］２０１５年《立法
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的目的正在于此。因

而，为了更好地发挥设区的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

立法推动设区的市治理的法治化，将设区的市地方

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定位为一种监督性制度更为合

适。因为若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权定

位为决定权，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会过多地干预

设区的市立法权，不仅会遏制设区的市立法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降低地方立法的特色性和可操作性，还

有可能将新赋予的设区的市立法权架空。

再次，从立法权行使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应属于

监督性制度。根据有关规定，具有立法权的主体每

年度都会制定立法工作计划，也会审议下一级立法

主体的立法工作计划。过去立法实践中，省、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对较大的市的立法工作计划进行审议，

一方面是增强其立法的计划性，确保立法质量；另一

方面也会为减轻自身工作而对其立法计划进行压缩

和精简。而随着２０１５年《立法法》赋予了所有设区
的市立法权，地方立法主体急剧增加，设区的市地方

性法规的数量必然也大量增加。这时，如果省、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批准工作不仅仅是一种监督性

工作，还包括其他实质性审查事项，他们的工作量可

想而知，也根本难以承受，设区的市立法质量自然也

会大打折扣。因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

制度只能是一种监督性制度。

综上所述，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

度只是一种监督性制度，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只应

依照不抵触原则对设区的市报批的地方性法规进行

合法性审查，若其与上位法不抵触，又在设区的市相

应立法权限内，就应在４个月内对其作出批准决定。
这与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第７２条第二款的规定也是
相符合的。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也明确

指出：“对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是否适当、立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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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完美、文字表述是否优美，不作审查。”［３］

三、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存在的

问题

尽管２０１５年《立法法》试图从立法上建立一个
完善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但随着

设区的市立法实践的不断开展和深化，这一制度存

在的问题日益显露，主要表现在：

（一）审查的标准不够明确

根据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第７２条第二款的规定，
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要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

行合法性审查，其审查标准就是“不抵触”。但实践

中“不抵触”的具体判断标准尚不明确，亟需解决。

具体言之，第一，尽管根据 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第 ９６
条的规定，立法中的相抵触情形一共包括三项，即超

越权限的、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违背法定程序

的，但这些规定较为抽象、笼统，难以为省、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开展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工作提

供明确的标准依据，有待于进一步细化。第二，根据

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第７２、７３条的规定，为了贯彻落实
不抵触原则，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必须要从四

个方面入手，一要立足于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

需要；二要符合自身的立法权限；三要与法律、行政

法规等上位法相一致；四要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

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以上四个方面看似

明确，但对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来说，依然面临

标准不明、操作难的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

立法技术、立法水平的缺陷，重复立法是地方立法长

期存在的主要弊病之一。重复立法实质上是立法的

怠惰，只重复不立法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还

会造成立法资源的大量浪费。［４］但重复立法是否应

纳入合法性审查的范围？重复立法是否属于“相抵

触”的情形？目前立法上并未明确规定，上述的三

个“相抵触”情形也不包括这一情形。且更为矛盾

的是，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第７３条第四款规定的是，一
般不对上位法作重复性规定，而“一般”这种模糊的

表述似乎是为重复立法开了一条口子。

（二）审查批准的程序缺失

２０１５年《立法法》只是笼统地对设区的市地方
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作了规定，而没有对具体的审

查批准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各地无章

可循、无法可依，做法不一，影响了这一制度功效的

发挥。实际上，审查批准程序包括两部分：第一，报

请审查批准程序，即由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

请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其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

行审查的程序，这里面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报

请审查批准的主体是谁？由于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都能制定地方性法规，那么，究竟由谁来报请审

查批准呢？是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报各的？

还是由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统一报请？目前尚无明

确规定。二是在多长时间内报请审查批准？２０１５
年《立法法》只是规定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

批准的时间，即４个月内，而没有规定设区的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报请审查批准的时间。三是报请审查批

准的材料都包括什么？是否需要提交除了法规草案

以外的其他材料？目前也缺乏明确规定。第二，审

查批准程序，即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审查批准的具体程序，这里面涉及到的问

题主要有，一是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审查批准

工作的具体步骤包括哪些？目前尚无明确规定。二

是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形式为何？是书

面审查还是需要召开一个专门的审查会议？需不需

要由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派人参加并作出必要

的说明和答疑？这些目前也无明确的规定。

（三）审查之后的处理办法规定不明

从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第７２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规定的内容来看，似乎其对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

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之后的处理办法作了明确规

定，但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其还存在许多不明之处，

具体说来：第一，尽管２０１５年《立法法》明确规定，
只要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情形，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就应当作出批准的决

定，但如果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存在相抵

触的情形，是不是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只能作出不

批准的决定？还有没有其他处理办法？这些都处于

一个不明确的状态。第二，２０１５年《立法法》只是笼
统规定，如果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本省、自治区政

府规章存在相抵触的情形，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应当作出处理决定”，但是对于其应当作出哪些处

理决定？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无章

可循，各地做法不一。

四、健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存在的上述

问题，凸显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

不足，也影响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

应有功效的发挥。因而，我们应采取相应措施，健全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考虑到２０１５
年《立法法》颁布实施才一年有余，因而，从尽可能

保持立法的稳定性角度出发，不宜轻易修改《立法

法》，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解释或由各省、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制定配套性法规的途径予以解决，具体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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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审查的标准

为了保证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能够有效行使

审查批准权，首先需要明确合法性的审查标准，即判

断“不抵触”或“抵触”的具体标准。目前，各省、自

治区根据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制定
或修定地方立法条例的形式，对“不抵触”或“抵触”

的具体标准作了细化②，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

展审查批准工作提供了明确依据。但是，我们认为，

上述规定虽然明确，但也存在一些模糊和抽象之处，

缺乏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予以细化明确。例如，什

么属于“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情形？实践中并不好

判断，需要进一步予以细化。对此，我们认为，可以

借鉴苗连营教授的观点，将其进一步细化为四种情

形，具体包括：“１．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而
地方性立法却作出禁止性规定；或明文禁止的却作

出允许性规定。２．增加、减少或变更了法律责任的
种类、幅度、适用范围或适用条件。３．增加、减少或
变更了执法主体、执法主体的执法权限或执法程序。

４．增加、减少或变更了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改变了履行义务、行

使权利的原则、条件或程序。”［５］

此外，对于重复立法是否能作为判断“不抵触”

或“抵触”的具体标准的问题，我们认为，重复立法

尽管造成了大量的立法资源浪费，但重复立法仅仅

是下位法对上位法的重复规定，并不违反上位法的

规定，不属于“抵触”的情形。而且，如果省、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是否属于重复立

法都要进行审查的话，则会大大增加其负担，使其不

堪重负，导致审查批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且这也

与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相违背，一方面，
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第７２条第二款的立法原意就是，
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只能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能进行别的方面审查；另一方

面，２０１５年《立法法》第７３条第四款的立法目的就
在于解决过去长期存在的重复立法问题，而不是解

决“抵触”问题。其之所以没有绝对禁止重复立法，

原因在于地方立法分为创制性地方立法和实施性地

方立法两种，如果要求创制性地方立法不得重复立

法，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如果要求实施性地方立

法不得重复立法，则难以做到，因为实施性地方立法

本身就是对上位法的细化，有内容重复属于自然状

况。

（二）细化审查批准的程序

为了保证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效开展审查

批准工作，必须要建立细致的程序规则，以为其提供

程序保障。目前，各地已经通过立法进行了探索，建

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程序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思路。具体说来：第一，要建立完善的报请审

查程序。一是关于报请审查的主体。尽管按照“谁

制定、谁报批”的原则，应该由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分别对自己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报批，但考

虑到设区的市人大每年仅召开一次会议，会期为七

天左右，加上会务繁重，因而由设区的市人大对其制

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报批显然是不太符合实际的，

再加上设区的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大多是由设

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起草完成的，对其内容比较熟悉，

因此，为了方便开展工作，由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统

一对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

行报批审查较为妥当。目前各地立法均采纳了这一

主张。二是关于报请审查的时间。考虑到设区的市

地方性法规在表决通过后，如若提请审查被省、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否决，会造成极大的立法资源浪费，因

而，我们建议可以提前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草案

提交给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审议，及

时征询其对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意见，以

避免“抵触”条款的出台，节省立法资源。三是关于

报请审查的材料。为了保证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有效地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设区的市

人大常委会报请审查的材料除了包括地方性法规草

案外，还应当包括制定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详

细说明、参考资料、专家意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等。

第二，要建立完善的审查批准程序。一是关于省、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审查批准工作的具体步骤。借

鉴地方立法的有益经验，其具体应包括：先由省、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审查后，向主任会议

提交审议情况报告，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最后由省、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审议后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二是关于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的形式。考虑到省、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特点及其审查批准工作

的重要性，我们建议，应通过召开专门审查会议的形

式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报请审查该设

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应当到会作

出解释说明，并回答询问，听取各种意见建议。

（三）明确审查之后的处理办法

对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设区的市地方

性法规之后的处理办法，我们认为，应综合考虑各种

情况，分别予以明确，具体说来：第一，当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不存在“抵触”情形时，省、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应在４个月内作出批准的决定。第二，当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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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地方性法规存在“抵触”情形时，省、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理应作出不批准的决定，并将相关理由告

知该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但考虑到具体情况比较

复杂，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予以细化，一是当设区

的市地方性法规某些条款存在“抵触”情形，且与整

部地方性法规不可分割时，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就

只能作出不批准的决定，由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重新制定或作重大修改，再依照程序重新报批；二

是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某些条款存在“抵触”情

形，且可与整部地方性法规分割时，省、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可以建议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对这些

“抵触”条款进行修改，再依据修改情况作出批准或

不批准的决定。第三，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存在

与省、自治区政府规章相抵触的情形时，省、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相应的处

理决定。其中，若认为省、自治区政府规章不适当

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应当批准该设区的市地方

性法规，同时视情况撤销省、自治区政府规章或责成

省、自治区政府修改该政府规章；若认为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不适当的，但不存在“抵触”情形的，省、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在该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修改后，视情况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若认为

两者都不适当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则可根据上

述两者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决定。

注释：

①《立法法》第７２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

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

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②例如，《贵州省地方立法条例》第４１条规定：“报请批准的
地方性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抵触：（一）超越立法权

限；（二）违反上位法规定；（三）设定的行政处罚超出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河南省地方立法条

例》第６５条规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为抵触：（一）超越立法权限；（二）上位法有

明确规定的，违反该规定；（三）上位法没有明确规定的，

违反上位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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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我国《律师法》的修定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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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协理事。

摘　要：律师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律师法》的历次修定体现了
一定的规律性。在当前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新形势下，应当根据国家对于律师制度建设与发展的一

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从律师定义、律师业务、律师执业管理、律师权利保障、律师事务所管理、律师

行业发展与管理等方面，对《律师法》进行新一轮的全面修定。

关键词：律师法；修定；律师制度；律师；律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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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律师制度是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律

师法》于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
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这在我国律师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此

后经历了三次不同程度的修改。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１３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

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根

据我国法治建设的新形势、律师业的新发展，纲领性

地提出了律师制度改革的精神和部署。本文将以此

为指导，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律师行业

的不断发展、诉讼程序的不断优化的大背景下，从律

师行业发展和律师制度创新的视角，对《律师法》的

修改与完善进行探讨。

一、我国现行《律师法》的颁布实施与三次修订

（一）１９９６年《律师法》的颁布与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将工作

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等一系列重大方

针、政策，同时，健全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律师制度

得以逐步恢复起来［１］。

１９７９年７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
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七

部法律中，系统地规定了被告享有辩护权及律师参

加刑事辩护的基本原则。同年，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

的文件，司法部开始恢复筹建并着手重建律师制度

工作。１９８０年３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律师队伍需
要扩大，不搞这个法制不行”，“中国要有十几万律

师”。在党中央的指示和领导下，恢复和重建律师

制度的工作迅速推进。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

行条例》，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律师的任

务、职责，律师资格的取得，律师的业务范围，律师的

权利、义务，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工作的管理，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的性质和地位等内容做了规定。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律师制度的第一部法律。

１９８９年３月，司法部与有关部门在改革实践
的基础上，开始着手起草《律师法》。１９９５年９月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律师法》，并于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律师
法典，在我国律师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对于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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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依法执业、规范律师执业行为、进一步发挥律师

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对于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二）律师法的三次修定

１．《律师法》第一次修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对《律师法》进行了小范围修定，自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主要修定的内容是针对
国家已经建立的统一司法考试，在原有的律师资格

考试基础上，进行相应的修改。

２．《律师法》第二次修定
自２００４年起，司法部组建修改《律师法》十人

专家组，着手研究修改《律师法》。第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修定通
过《律师法》，定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起实施。此次修
改后的《律师法》存在不少超越当时《刑事诉讼法》

的内容，表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

主义民主与法治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改革

开放的同时，更要关注各种社会矛盾［２］，修改《律

师法》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

此次修改《律师法》，删除各种表述５０多处，增
加内容９０多处，调整表述先后顺序４０多处，是《律
师法》历次修改中动作最大的一次。修改后的《律

师法》，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律师定义、律师

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

务、律师协会的职责、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

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提出不少进一步改革和完

善律师制度的举措。此次修改幅度最大的是关于律

师权利义务的修定。比如：有关辩护人的职责及证

明责任降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被明确提前到

侦查阶段、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被明确为辩护人、扩

大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查阅案卷材料

的范围、强化了律师调查取证权、新增了律师免证

权、律师言论豁免权等等，体现了权利保障原则在律

师制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３．《律师法》的第三次修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

定》，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法》与《刑事诉

讼法》脱节之处进行了修改。可以说，这次《律师

法》的修改，主要是为了配合《刑事诉讼法》的修定

与实施。两部修定后的法律，都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
开始施行。２０１２年《律师法》修改涉及６个条文，主
要包括：（１）将刑事案件的接受委托统一为担任辩

护人；（２）特别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
利”；（３）扩大会见权的时间范围；（４）扩大阅卷权的
时间范围；（５）侦查机关对律师涉嫌犯罪通知程序
的优化；（６）律师保密权。

二、《律师法》修定的特点

（一）《律师法》颁布、修定与我国《刑事诉讼

法》的修定具有因果关系

１９９６年《律师法》的颁布背景，是１９９６年３月
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修定
了《刑事诉讼法》，并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通
过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相比较，发现２００７年第二
次修改后的《律师法》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程序

中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权利的内容。但

由于与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

律师执业的规定存在着冲突，以致于《律师法》施行

后并未真正得到贯彻落实，执行机关亦多是选择性

执法，甚至学术界与实务界对适用新法优于旧法，还

是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定来选择适用法律观

点各异。当然，这也揭示了这一冲突背后隐含的刑

事司法理念的转变及冲突。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
会议决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修改幅度之大

前所未有，达到 １１１处之多。其中一部分修改，就
２００７年《律师法》修定超越当时《刑事诉讼法》的部
分进行了修改和统一，同时也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过程中的一些程序性和权利性规定，进行了进一步

的明确和前瞻性规定。为确保与《刑事诉讼法》的

一致性，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针
对《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程

序性规定进行了修改。

由此可见，《律师法》颁布、修定与我国《刑事诉

讼法》的修定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同时也说明，律

师制度并不是与国家、法同时产生与存在的，而是在

国家与法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

律师制度的产生要以国家的基本法以及诉讼法确定

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为前提，律师制度无法超越诉

讼立法特别是刑事诉讼立法而存在。而诉讼立法所

确定的国家司法权力配置、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机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律师在诉讼活动中

的地位及作用，往往可以成为评价和反映司法民主

与法治程度的标志［３］。

（二）《律师法》的修定与法律职业制度改革具

有直接关联性

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 ３１日，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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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实施办法》

规定，从２００２年起，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
格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

资格。相应地，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 ２９日修定了《律师
法》，将原规定的律师资格考试改为了国家统一司

法考试。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完善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提出将现行司

法考试制度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

度。在司法考试制度确定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

证员四类法律职业人员基础上，该《意见》将部分涉

及对公民、法人权利义务的保护、具有准司法性质的

法律从业人员纳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范围。因

此，此次《律师法》修定，也应当用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的相关内容取代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相

关内容。

可以说，律师制度改革是法律职业制度改革的

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法律职业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三）《律师法》的修定取决于律师业发展及面

临的挑战

律师业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新挑战，例如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问题、律师规范执业

问题、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问题、律师行业自律问题

等。为适应新时期面对的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相继出台

规章制度、意见、办法，如《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

的意见》《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等，

在规范和管理律师执业的同时，推动建立和落实律

师权利救济和保障机制。因此，《律师法》的修定既

要针对律师业发展和面临的挑战，也要回应党和国

家关于律师制度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

三、新一轮《律师法》修改的背景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律师法》第三次修改以来，我国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作

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律师业，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新的挑战。

（一）中央有关重要文件陆续出台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３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
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
诉讼权利的规定》。两高分别以正式文件的形式，

就保障律师权利、为律师履职提供便利、建立律师权

利救济机制等进行了规定。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了《关于依

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通过了４９个条文，
就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促进律师事业发展、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作用进行了详细规定，有些

规定是对现有《律师法》和三大诉讼法规定的进一

步明确，有些规定则是直接提出了保障律师权利的

新做法，如关于便利律师参与诉讼的有关措施的规

定等。

２０１６年４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
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作出了全

面部署。《意见》肯定了律师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

律师队伍为国家法治建设作出的贡献和发挥的作

用，同时也从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健全律师执业

管理制度、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

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

了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

标和任务措施，尤其是提出关于律师队伍要坚持党

的领导的政治要求。为完善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制

度，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和公职律

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积极稳妥推行公职律师、

公司律师制度。

近年来，司法部一手抓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认真

贯彻落实《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推

动建立和落实律师权利救济和保障机制；一手抓律

师执业规范和管理，修定《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律师行为规范

和律师事务所管理规范。司法部出台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律师协会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律师协会建

设、发挥律师协会行业自律作用等提出明确要求。

为推进涉外法律服务发展，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明确提出

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健全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

量。司法部还先后参与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

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试点工作、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等司法体制改革项目

的研究工作等，进一步完善律师制度。

（二）律师业和律师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推

动《律师法》修改

律师执业权利不受保障现象屡见不鲜。首先是

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受到不当干扰，看守所或其他有

关部门以种种理由予以拖延甚至拒绝。其次是律师

在办案过程中，受到司法机关的不公正对待，比如广

西某律师因立案受阻导致发生冲突，最终裤子被撕

破，经媒体报道后，直接影响了法院和律师双方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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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再次是律师在庭审过程中的辩护权、辩论权被

审判人员剥夺，甚至受到法警的干扰和威胁［４］。近

年来，此种现象层出不穷，归根结底，是三大诉讼法

和中央的有关文件中关于律师权利保障的规定在基

层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律师

法》中并未将有关权利性的规定予以正式固定。法

律是权利的宣言书，权利必须明定在法律中，并规定

相应的保障和救济措施［５］。

极少数律师的不当言行，损害了律师队伍的形

象，也影响了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比如极

少数律师在律师权利未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采用

非常规方式，如在法院门口“静坐”“打拳”等方式予

以抗议。也有律师在互联网上发布与党和国家的法

律、政策相违背的言论，误导公众，甚至危害党的领

导和国家的安全。对此，十分有必要在《律师法》修

改时将政治坚定性作为律师执业的基本要求。

律师业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有损律师行业健

康发展的不利因素。首先，律师收费标准的市场导

向，导致律师行业通过不合理压价进行价格竞争加

剧，有些时候甚至作为律师法律服务购买者的政府

机关也不当地利用这种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一方

面导致行业管理混乱，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律师服务

的整体水平。其次，律师队伍规模的不断壮大，律师

管理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律师不当兼业

问题、涉外法律服务机构问题等等。

律师协会自身的不断建设也需要《律师法》不

断完善及修改。本文后续也会提及，目前我国各地

律师协会在自身建设中就其定位、管理体制、层级设

置均出现不同意见，实践中各地律师协会也采取不

同的治理结构，导致设置不明确、管理混乱等情况出

现。因此，借助修定《律师法》来起到规范作用，律

师协会这一自律管理组织也会不断完善。

（三）有关领导讲话精神为《律师法》的修改指

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法律规定的律师执业

权利切实落实到位，建立健全配套的工作制度和救

济机制，依法保障律师在辩护、代理中所享有的各项

执业权利，确保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能够得到

及时纠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同志在２０１５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律师
制度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是律师

事业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要抓住制约律师事业健

康发展的突出问题，以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

范律师执业行为为重点，加大改革力度，完善律师法

等法律制度，为律师队伍在全面依法治国中更好地

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

２０１７年３月，司法部部长张军提出了律师是法
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朋友的论断，为法律职业共同体

建设、为《律师法》修改中协调各方关系，起到了很

好的舆论准备作用。

四、新一轮律师法需要修改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本次《律师法》修改的内容主要涉及

十二个方面：（一）关于律师的定义、定位与职业属

性；（二）关于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三）关于司法

行政机关职责；（四）关于申请律师执业条件；（五）

关于律师执业机构和地域；（六）关于律师执业的专

属性；（七）关于律师事务所及分所设立条件；（八）

关于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九）关于律师事务所规

范经营；完善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十）关于律

师法定业务；（十一）关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与执业

行为规范；（十二）关于律师协会建设。

（一）关于律师的定义、定位与职业属性

笔者建议，第二条应进一步完善律师定义，律师

定义应涵盖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三种，可

以概括定义，也可以分别定义。如采用分别定义的

方式，可将现第二条修改为：“本法所称律师包括社

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社会律师是指依法取

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

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公职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或司法部颁发的法律职业

资格，在政府部门或具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法律服务，并依法取得公

职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公司律师是指依法取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或司法部颁发的法律职业资

格，作为职员在公司、企业中从事法律服务，并依法

取得公司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

义，致力于国家与社会法治建设。”此外，从立法技

巧来看，笔者认为也可将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作为专

门章节独立设置。

提出上述修改的主要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公

职律师、公司律师已经试行多年，其法律地位亟待明

确，这也是规范管理与推进律师业整体发展的需要。

过去由于顶层制度设计不清晰致使公职律师、公司

律师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究其本质，社会律师与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可以互为补充、并行不悖，又可

以互相推动发展，特别是在涉外律师业务中，公司律

师基于对所在公司业务的熟悉可发挥重要而独特的

作用。当然，在“两公”律师入法的同时，在执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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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执业范围、权利与义务方面应进行相应的限制性

规定以便与社会律师相区分。第二，关于概括定义

还是分别定义，目前的律师称呼为“律师”还是修改

为“社会律师”“专职律师”等，笔者认为并非实质问

题，因为社会上可以辨认三种律师的区别，而且后续

可以通过颁发不同执业证书以区分。第三，在“三

个维护”继续保留的情况下增加“致力于国家与社

会法治建设”，可以明确并提升律师的政治地位，既

与党和国家对于律师的定位相契合，也与律师参政

议政、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及从律师中遴选法官、检察

官、立法人员的实际情况在制度上进行衔接。

（二）关于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

当前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更多地强调律师的法

律属性、社会属性。但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士不同，其

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依法

治国的重要力量，同时考虑到对于律师参政议政、遴

选法官与检察官的制度设计等情况，应将“拥护党

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

条件。笔者建议第三条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中增加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如“第

三条 律师执业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法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

业纪律。……”

（三）关于司法行政机关职责

《律师法》第四条规定了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

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但实际上司法行政部门所依据的其他相关法律及关

于规范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的相关规定，也规

定了司法行政部门具有依法维护律师、律师事务所

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职责。为使条文

与行政法及司法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进行对接，笔者

建议第四条中增加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维护律

师、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即“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

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应当依法维护律

师、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四）关于申请律师执业条件

由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已经变更为“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律师法》应与实际情况相一致，因

此笔者建议：

１．将第五条中第（二）（三）项修改为：“（二）取
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

习或所在机构、企业任职满一年”。

２．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
试前取得的律师资格凭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

证书，在申请律师执业时，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证书

具有同等效力”。

３．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提交材料增加“职业申
请书、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证书”。

４．第六条“（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
请人的证明”修改为“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

申请人或所在机构、企业同意申请的证明”。

（五）关于律师执业机构和地域

考虑到目前关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相关规

定本身具有一定限制，修改后的《律师法》还是应当

保留，且公职律师本身兼具公务员与律师双重属性，

因此应当将公职律师与一般公务员相区分。笔者建

议第十条中增加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执业机构和地

域限制，或者考虑设置“公职律师与公司律师”专门

章节。如“公职律师仅限于从事其所在单位或单位

系统内部的法律事务，为本单位或单位系统提供法

律服务。但接受指派提供法律援助或参加公益诉讼

的情形除外”。如“公司律师仅限于从事其所在企

业或企业集团系统内部的法律事务，为本企业或企

业集团系统提供法律服务。但接受指派提供法律援

助或参加公益诉讼的情形除外”。同理，第十一条

“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应修改为“公职律师外

的其他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

（六）关于律师执业的专属性

当前“假律师”“律师黄牛”等不良现象时有发

生，影响律师执业形象，有些咨询公司实质上在变相

从事律师法律服务，甚至其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中

就含有“法律咨询”或者“法律服务”项目。原《律师

法》第十三条规定在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方面已不能充

分发挥作用，在完善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同时，

应强化律师执业的专属性，净化法律服务市场，提升

法律服务质量。笔者建议第十三条中“除法律另有规

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修改为“除法

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业务”。

（七）关于律师事务所及分所设立条件

为进一步完善合伙所、个人所、分所的设立条件

及限制，以便进一步规范律师事务所管理及执业行

为，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有序、平衡发展，笔者建议第

十三条“（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修改为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专职律师”；进一步规范个

人所的设置，在第十六条中增加一款“省级司法行

政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区情况调整设立个人事务所的

条件”；建议进一步完善设立分所的条件，如在第十

九条中增加“律师事务所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立分所，省会城市律师事务所经批准可以在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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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级市设立分所，本直辖市、地级市内不得设立

分所”；”建议在第二十二条中增加“六个月未开业

或者无正当理由停业一年”的应当终止。

（八）关于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

虽然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属于律师事务所内部

事务，但是实践中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往往会导致

律师业务质量无法保障、风险不能有效控制，加强对

律师事务所利益冲突、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

必然有利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的规范发展。目前司

法部发布的关于规范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的相关

规定，也是要求律师事务所承担起监督管理律师执

业行为的主要责任。据此，笔者建议第二十三条中

增加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如第二十三

条修改为：“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利

益冲突审查、收费与财务管理、薪酬和分配制度、投

诉查处、年度考核、档案管理等制度，维护律师执业

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

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执业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管

理、指导。”

（九）关于律师事务所的规范经营

不正当竞争与律师事务所从事经营业务，是目

前律师事务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当在这一轮律师

法修定中考虑解决。在第二十四条中细化不正当竞

争行为，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理方式，可以增

加：“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不得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同行业不正当竞争：（一）不合理压低法律服务报

价；（二）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潜在委托人表明

可能影响案件公正性的因素；（三）诋毁其他律师或

者律师事务所声誉”，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可诉

性，并参照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建议在第二十

七条明确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其他

经营业务。

（十）关于律师法定业务

为区分外部法律顾问、内部法律顾问及两公

律师各自的职能、权利与义务、责任、相互关系，笔

者建议第二十八条中规定三种律师的业务范围，

明确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从事律师法律

服务；建议在第二十九条中区分不同类型的法律

顾问；建议通过修改第四十一条以进一步规范法

官、检察官的任职限制，增加从律师中遴选法官、

检察官、立法工作人员，一般应当限制在社会律师

范围。

（十一）关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与执业行为规

范

针对实践中仍然存在与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

证权、辩护和辩论权、人身权、保密权有关的问题，笔

者建议相应修改第三十三至三十八条，增加权利保

障、权利救济方式等，切实将律师的权利落到实处。

与之相对应的是修改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九、五十

条，以进一步细化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执业中的禁止

性行为。

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律师持证调查是

一种严肃的执行法律行为，具有严格的程序和一定

强制性。律师可以凭借专业的法律技能为当事人

“收集”到最适当的证据，又可以为法院减轻大量的

非审判性工作负担。然而当前律师调查权受到不少

被调查单位的严格限制甚至抵触。为树立律师职业

的权威，保障律师权利的实现，笔者建议在律师权利

保障中明确增加一个条文，规定：“除法律法规明确

规定只能由司法机关进行调查的事项外，律师持执

业证向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进行调查，接受调查

的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并在合理时间内提供被调查

信息。在合理时间内无法提供被调查信息的，应当

书面说明理由。”

（十二）关于律师协会建设

当前，律师协会的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实践中律师协会的设置层级较为混乱。（１）有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是二级设置，即全国律协、省级律

协，如上海、天津等。（２）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
三级设置，即全国律协、省级律协、地级市律协，如山

东、北京等。（３）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四级设
置，即全国律协、省市律协、地级市律协、县级律协，

如江苏、浙江等。比较典型的是苏州市律师协会还

下设昆山市律师协会、常熟市律师协会等。（４）除
了层级不同外，省级或地市级律师协会不少还下设

了律师工作委员会，如上海、天津，还有南京、宁波

等。其次，目前上海、天津等地出现的“律师工作委

员会”的法定地位还不明确，没有有效的公章及账

户，经费的使用不甚规范。律师工作委员会是派出

机构还是可以与协会一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尚不明

确，《律师法》中可以有原则性规定，从而明确律协

与律师工作委员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第三，“设

区的市”以下的行政区划是否可以设置律师协会认

识不一致。最后，在调研中对于律师协会的定位、两

结合的管理体制、律师协会换届、律师协会设置等问

题均提出了不同意见，各级律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上下级关系还是业务指导关系），工作界面是什

么，各级律协的职责划分，律师代表是否常任制，而

《律师法》亟需解决的是律师协会的设置问题及各

级律协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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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笔者建议修改第四十三条，明确律师协会

层级的设置，采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分

清各自的权利义务界面，完善律师协会治理结构，加

强律师协会建设。从目前调研情况来看，各级律协

之间的关系意见不一致，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更倾向

于业务指导关系。明确各级律师协会设置，可以为

今后律师协会代表制度、理事会制度、会长选举制度

等制度完善提供法律依据。

五、结语

《律师法》是为了完善律师制度，规范律师执业

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中的作用而制定的法律。现行《律师法》颁布

实施至今已经２０余年，《律师法》虽三经修改，但已
经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步伐。党

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律师制

度改革深入发展，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积极成果。律

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律师服务社

会的水平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随着新

常态，这些良性的变化有必要尽早通过修定《律师

法》而体现出来、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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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顶层设计”的思考
———以城市规划建设为例

周春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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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深入发展，“顶层设计”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同
时，各种冠以“顶层设计”的说法在各部门、各行业也层出不穷。但在当前的社会学方面，“顶层设

计”仍缺乏成熟的理论支撑，仍处于摸索积累阶段，“顶层设计”在实践中也同样存在种种困难，这些

问题的存在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对当前的“顶层设计”状况

进行深入的检讨，寻找构建合理“顶层设计”的途径。本文以城市规划为例对“顶层设计”进行深层

次探讨，指出“顶层设计”中存在着设计缺失、设计不科学以及设计随意更换等突出矛盾，阐释了“顶

层设计”的重要性，并提出构建合理的“顶层设计”必须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坚持战

略、系统的整体设计思维；坚持新发展理念来指导，制定的设计方案要体现层级性特点。

关键词：顶层设计；城市规划建设；对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６；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６９－０４

　　“顶层设计”本是一个工程术语，指要在最高层
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２０１０年后这一术语的
意义得到延伸，转化成一个政治学术语。当年１０月
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

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此后，“顶层设计”的概念进

一步延伸，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成为各领域发展的

理论指导。

城市规划是城市管理的先行者，也是进行城市

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２０１６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力图使城

市规划科学化，规范化［１］。但在发展实践中，我国

的城市规划仍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城市规划前瞻

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贪大、媚

洋、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城市

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依法治

理城市力度不够，违法建设、大拆大建问题突出，公

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

市病”蔓延加重。这些问题影响了城市的健康、良

性发展，阻碍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一、当前“顶层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市规划发展中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在于城市

规划缺乏“顶层设计”，或者说“顶层设计”不够科

学。而且，顶层设计执行随意性，换一届领导就换一

套发展思路，使城市发展规划无法按照自身规律进

行建设。

１．顶层设计缺位
城市规划发展的“顶层设计”事关城市发展的

前景与准确定位，需要有科学论证。目前在我国的

城市规划实践中，“顶层设计”严重缺失，使得发展

方向不明，效率低下。大到直辖市，小到县级市，规

划建设工作的职责基本上都是由当地党委、政府承

担，规划部门基本上只是领导决策的执行者。作为

一座城市的管理者，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很难站在全

国和全局的高度去考虑问题，只能是就城市论规划，

缺乏从更高层面的视野去规划城市的动力。这样给

·９６·



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是缺乏统筹规划，没有分工，产业

雷同，恶性竞争。虽然也有某种程度发展设计，但

“顶层设计”却严重缺失，造成不同城市间恶性竞

争。如当年富士康决定在内地选址建设新工厂

时，引发郑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竟相争抢，

为获取富士康的青睐纷纷出台优鳪政策。而富士

康则利用这种局面，拼命压低入驻条件。最后郑

州以减免税收、投资为其建设厂房（富士康付租

金）并由政府出面为其招聘员工为条件，才在激烈

的竞争中惨胜。

再如会展中心建设。会展业作为一个新兴产

业，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重

要标识，不仅可以提高城市活力，扩大城市影响力，

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市政、交通等全方位配套的提升，

提高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与发展活力，近年来正日益

引起全国各地发展的高度热情。很多大中城市不经

论证，直接上马建设，仅中部地区就有郑州、武汉、西

安、石家庄等都建有规模宏大的会展中心。［２］但这

些项目建成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闲置之中，每年还

要财政贴钱来维持管理费用。相关数据表明，２００５
年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率不足３０％，销售收
入１亿余元，而在不考虑地价上涨、设备折旧基础
上，其销售成本大约为８０００万元，仅能维持基本的
运营，很难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一线城市的经营状

况尚且如此惨淡，二、三线城市的会展中心发展更是

难以为继。如湖南长沙的国际会展中心，测算盈亏

点为１．２５亿元，而该场馆２００５年全年总收入仅３００
余万元，两者相差甚远。同样，作为东北重镇的沈

阳，其国际会展中心年收入只有不到２０００万元，而
该中心正常盈亏平衡点为４０００万元左右，不足部分
只好由地方政府拿出财政补贴维持。［３］如果国家层

面能在城市规划中事先为各城市制定合理的顶层设

计，对城市规划有明确的定位分工，这种资源浪费状

况完全可以避免。

２．顶层设计缺乏科学性
“顶层设计”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先行条例和灵

魂所在，不同的城市在发展中要根据自身优势明确

定位，科学地制定符合本地的发展路径。美国一些

城市分工定位的顶层设计非常清晰，如纽约是全美

的经济中心，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洛杉矶则是

全国的文化中心，芝加哥是物流中心等，城市各具特

色，避免了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

而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顶层设计”仍

在摸索之中，存在着定位不准确、规划不科学的问

题。虽然每个城市在建设前都有建设规划，而且规

划需要经上级相关部门批准。但这些规划在制定审

批过程中流于形式，缺乏整体规划与科学依据。而

且规划主要局限在城市建设规模方面，对城市发展

的功能定位、文化特色等方面缺乏准确的定性分析。

这就造成我国的城市发展定位模糊、城市建设中出

现千城一面、特色丧失，相互间存在恶性竞争。对

“顶层设计”体系中应具有的一些基本要求，如结构

的系统性、整体性，各层次间的统领性、协同性，层次

的可操作性等弃之不顾。不管是中心城市还是区域

城市，都在追求大而全，不顾本地发展实际，不切实

际地搞摊大饼式的发展，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３．顶层设计更改随意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建设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与风格延续，

才能形成自己的城市定位与文化特色。这么复杂的

工程需要详细、缜密的“顶层设计”，更需要设计者

能够站在全局和长远的高度，对系统内各方面、各层

次的要素、功能和结构进行通盘考量，统筹谋划。而

“顶层设计”一旦确立，就要严格按照设计开展建设

工作，不能随意更改。但目前，城市的规划发展常常

面临随意更改的困境，一个领导一个建设思路，一届

班子一个建设重点，常常会因为领导或班子的变更

而随意修改设计规划。在这种规划管理模式下，城

市的发展陷入重复建设、朝令夕改的困境，很难找到

一条符合城市特点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规划。

二、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城市规划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其他

不同方面我们也都面临着发展中的阵痛，“顶层设

计”的必要性也更加凸显出来。其重要性是由中国

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要求决定的，也是由于“顶

层设计”的自身属性决定的。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

下实践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宏观指导的产物，也

是社会发展必然性决定的，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

基础的能动反作用。

１．“凡事预则立”的内在要求
“事未至而预图之，则处之常有余，事即至而后

图之，则处之常不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

前定则不跆，事前定则不困”。这些圣哲之言也都

肯定了“预”在行为处事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其

中的“预”就是指计划、规划。社会建设中如果能有

预见，有计划，则会游刃有余，事半功倍；不做准备，

没有计划，则会措手不及，事倍功半。

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必须以“预”的准确性、

科学性和正确性为前提和根本。我们在做事时对事

情的态度无非三种情况：一种是不“预”，毫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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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的盲目发展，往往会造成事倍功半，甚至

一败涂地的后果，严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发展。第二种情况是不科学的规划。这种情况体

现在虽然有规划，但是计划缺乏调查研究，不科学，

不准确，难以厘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预见出

现偏差，计划错误，可能（甚至肯定）还不如没有计

划。有些地方确立的项目或建好的大楼，刚上马不

久就停产或拆除的现象，我们常在新闻报导中看到。

究其原因就是计划不科学造成的。但这并不是计划

本身存在问题，计划过死、计划不周、计划脱离实际

才是计划经济走入死胡同的原因。现在有人以此为

借口反对搞计划经济，提倡全面的资本主义利伯维

尔场经济，实在是本末倒置。殊不知资本主义至今

没有灭亡的原因正是因为学会了“计划”，根据发展

需要制定相应的“顶层计划”。第三种情况是科学

实施的“预”。在实施之前认真进行分析，以实事求

是的态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握事

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考虑，顶层规划，并按照规

律推动事物发展。不同的措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

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必须将制定科学、完

善的“顶层设计”作为社会发展规划的前提与保

障，。

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照世界银行对收入

的划分，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中等收入

国家的水平，正处于由温饱型向富裕型过渡、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各项

改革也进入深水区，国家发展也遇到了许多难啃的

“硬骨头”，如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和城市规划不合

理等经济社会问题也都凸显出来。这些问题都与过

去缺少正确的顶层设计相关，也要求社会发展再也

不能仅靠“摸着石头过河”，而要对社会发展从更加

宏观的层面综合考虑，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在这

种情况下，事关着决胜小康战略成败的“顶层设计”

的必要性就愈发凸显。正确的“顶层设计”是做好

工作的必要条件，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

然要求，也是创建“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然选择。

作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美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层面的

“顶层设计”———“十三五”计划已经颁布，用以指导

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建设。但在发展实践中，地方

层面的“顶层设计”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缺失或

者“设计”不完善、不科学现象，这些问题直接影响

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要高度重视。［４］

三、“顶层设计”的构建途径

１．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
“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强调只有坚持

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对事物进行

深入、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取对事物的正确

认识。“格物致知”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也是我们

在进行社会管理建设时必须要遵循的。在进行“顶

层设计”时，同样要追求“格物致知”的精神，做到实

事求是，对形势的发展要有科学的预见性。“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党长期积淀下来的优

良作风，也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

进行“顶层设计”时，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将“顶层设计”建构于坚实的“基础”上，根据发展的

具体实际来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绝对不能脱离

实际拍脑袋、想当然。否则，设计出来的“顶层”则

会成为“空中楼阁”或者“沙上建塔”，以此为据进行

社会建设只能是缘木求鱼。相反的例子是毛泽东在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战时局与中日两国的情况深入

分析后，在战略层面提出“持久战”的“顶层设计”思

想，这一思想指导着中国的抗日战争策略，成为抗战

胜利的重要法宝。

２．战略、系统的设计思维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

以谋一时”。突出体现战略系统的设计在发展改革

中的方法指导与方向引领的意义，无论哪个层级的

“顶层设计”，都需要兼顾战略与系统的思维。综合

运用战略系统的思维方法，可以在“顶层设计”中整

体推进，纵向横向的协作与联动，从战略高度认识和

规划工作。根据系统中的位置，分工合作，确定责任

范围、列出权力清单和落实责任主体，从宏观层面理

顺各部门职责分工，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将各要素

深度聚合，形成合力，发挥“顶层设计”整体大于部

分之和的特点，引领各项事业的科学与可持续性发

展。

３．坚持发展新理念指导
从理论阐释到实践需要正确的途径，讲求科学

的方法，而“顶层设计”正是这必不可少的途径与方

法的体现。“顶层设计”要想具有生命力，能够有效

地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就要善于打破思维定式，增强

创新思维，契合时代要求，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境界、新局面。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结

构优化、动力转换新常态、外部经济复苏缓慢，缺乏

动力的国内、国际形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新理念无疑是一副良方，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搞好“顶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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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基本原则。只有建立在这个发展理念基础上

的“顶层设计”才能够真正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才

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指针。就城市建设发展而论，必

须有大局意识、整体意识，必须坚持协调发展。

城市的发展规划，甚至各种事业的建设方针，都

必须创新发展理念，抛开一城一地的束缚，扩大视

野，将城市规划放置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局中，整体

考虑其分工协调发展，要对城市发展有明确定位。

就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规划而言，作为首都的北京定

位就是政治中心、上海就是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广州

是对外开放中心，西安是文化中心，郑州是会展物流

中心等，城市建设就围绕其定位进行规划发展。其

他城市的定位设计也要根据其在全国和地区的位

置，结合城市自身特点进行合理定位、顶层设计、产

业分工。如张家界、泰安之类城市，定位是旅游城

市，主要发展旅游产业也是比较准确的。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一轰而上、恶性竞争、重复建设。［５］

４．层级性的设计方案
“顶层设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案，并

不是都要从国家最高层面来设计，而是要根据任务

的不同，由不同的部门分级设计，具有明显的层级

性。从行政层面上看，从中央到省、市、县，甚至于乡

镇等不同行政层级都需要设计自己的“顶层”［６］。

而且从适用范围上看，“顶层设计”又可分为全局性

整体工作的顶层设计、局部性单项工作和具体项目

的顶层设计等层级。这就要求不同层级上的“顶层

设计”制定者要针对自己的责权范围设计不同的顶

层内容，使制定的顶层设计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便于

贯彻执行，具体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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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国有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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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摘　要：清末民初，广东商民勉力推进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商办事业，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
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最终还是受制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而难以为继。为了将粤路收归

国有，北洋政府试图以调解公司纷争和整顿财务的途径循序渐进的推进，旧桂系政府则采取了军事

管制、借款筑路的途径，但由于政局动荡而功败垂成。国民政府先是采取官督商办，继则收购商股，

最终在广大商民做出巨大牺牲和让步的情况下将粤路全盘收归国有。

关键词：民国时期；粤路；商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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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汉铁路广东段是近代中国名副其实的商办铁
路。从粤路商办和收归国有的归宿中，我们可以管

窥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实业救国”的美好初衷和艰

辛历程，也可以透视近代中国国家力量重新整合道

路之曲折。

一、粤路商办的丰功伟绩和重重危机

粤路商办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革故鼎新中立下

了汗马功劳，但干线商办毕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

想化行为，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势在必然。

（一）粤路商办的丰功伟绩

第一，在经济上，粤路商办是近代民间资本参与

实业救国的最大的一次尝试。清朝末年，列强欲借

注资兴建粤汉等铁路之机觊觎中国利权，广东全省

绅商民众为了抵制列强图谋，在九大善堂和七十二

行商会的领导下于１９０５年底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争
办干线运动。全省商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措股金

１４１０，０６０７元，迫使力主“干线商办，借款筑路”的晚
清政府不得不允诺粤路商办。１９０６年５月，商办广
东粤汉铁路公司成立，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全系

商办，不得接纳外资，亦不接受官方干预。［１］粤路公

司在广东父老的大力支持下推进干线建设和运营，

至１９１０年５月敷竣了广州至黎洞的路段。粤路敷
设之后很快发挥出造福桑梓的功效：由于商贾借助

铁路而便于贩运，广州贸易日旺，出口货值由１９００
年的１９００万两增至１９１０年的５４００万两，进口货值
也由１４００万两增至３３００万两，增长幅度都在２００％
以上。［２］粤路公司也取得了连年盈余的营运佳绩，

１９１１年度盈余达１７．７万元。从资本总额而言，粤
路公司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一家民族资本企业；其股

东人数之多，牵涉面之广，受惠人群之众，在近代史

上亦属空前。

第二，在政治上，粤路公司推动了近代中国革故

鼎新。在粤路商办的鼓舞之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

干线商办的热潮。至１９１１年，全国“商办铁路”达
１８条之多。虽然真正由商民募股筹办的“商办铁
路”只有粤路、浙路、苏路、新宁和潮汕铁路，其他铁

路公股额的比例远远高于商股额，但是，由于清政府

财政捉襟见肘，公股中官方的铁路专项拨款比例极

少，主要来源于以筑路为名强行摊派于民的（地）租

股、粮捐、米捐、茶股、盐股。广大商民以此为依据，

纷纷要求仿效粤路公司成例排斥官方势力，以商办

的形式兴筑和运营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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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铁路是国家大政，急于借助铁路干线控御

天下局势的晚清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干线股权“官退

民进”，使官方丧失对铁路的控制权。以载沣为首

的满洲少壮权贵更是迫不及待地推行“举借外债，

收购民股，速成干线”之策。但是，晚清政府长期对

外妥协对内高压使其威信下跌，借款筑路、干线国有

之策不但不能有效整合国家与民族力量，反而被举

国商民尤其是粤、川、鄂、湘等省商民视为“宁赠友

邦、勿与家奴”之举，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

动。“保路运动”对没落的封建政权的统治权威进

行了挑战，在民众中普及了一次民主爱国观念的教

育，并与当时同样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及革命运动

遥相呼应，不但促成了政权的革故鼎新而且一扫数

千年来沉闷的政治空气。

（二）粤路公司的重重困境

第一，资金捉襟见肘。铁路干线的兴筑和运营

所需资金数额巨大，而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中

国国力不能承受。当时兴筑和运营都比较成功的京

汉等铁路都是采取多国注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

股票的形式来募集资金。粤省商民爱国保路之心当

然可嘉，但他们举全省及海外侨胞之力所募集的资

金，相对铁路的兴筑、运营和维护之浩大开支而言，

仍然是杯水车薪。

第二，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粤路公司理想化地

排斥官方对公司事务的干预，但是，失却官方的权威

仲裁，股东内部纷争根本无法依靠自身的“选举”

“协调”来妥善解决。１９２１年４月，股东代表向孙中
山反映了公司内部如下乱象：其一，账务管理混乱，

每年因此坐耗百余万之巨资；其二，选举加剧内讧，

大、小股东各自结党营私，以维护公司商办为名屡屡

掀起斗争风潮，导致人心涣散；其三，“高薪养廉”反

而加剧贪腐行为，公司为总协理岁支２万４千元，协
理亦有１万余元，还都另有办公经费，管理者往往通
过贿选等手段争夺管理职位，一旦任职立即以权谋

私；其四，管理层缺乏远见，不收银两而收取纸币作

为股金，不料随后政局混乱，纸币价值日贬［３］。

第三，无力应对各种社会纠纷。社会纠纷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其一，铁路兴建面临着繁杂的房屋拆

迁、坟地迁移、农田征用和青苗补偿问题，村民们往

往“任意昂勒，不肯遽卖”；其二，政府的捐税和封建

行会的勒索；其三，乱兵惯匪征用车辆，坐“霸王

车”，甚至因为争执而打死打伤铁路员工，公司欲严

厉惩治但自身又无执法之权，欲投诉于政府却又屡

吃闭门羹。

由此可见，脱离政府的统筹与支持，干线商办寸

步难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粤省商民呼吁将粤路

收归国有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二、北洋政府调解公司纷争和整顿财务

（一）调解公司选举纷争

民国初年，粤路公司选举乱象继续上演。

在１９１０至１９１４年间，粤路公司总理由总工程
师詹天佑出任，此期间公司管理尚属正常。１９１４
年，詹天佑辞去粤路总理之职位，由副总理李敬宽暂

时接替总理之位。为了长期把持路事，代理总理李

敬宽通过私贿李道生、刘宗贤、余沃文等任董事的大

股东，操纵拖延换届选举。同时，绕开股东大会向英

商汇丰银行（上海）借款１２００万元，其目的一则借
助外力以巩固其在公司内部的地位，二则通过借款

推动粤路的修筑和改善经营来为自己谋求更多利

益。李敬宽等人的违纪行为引发广大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强烈指责，由此引发了“倒李”风潮。

由于粤路公司内部纷争不息，政府不得不出面

“主持公道”。１９１４年５月１５日，公司换届选举依
期举行，广东省长派出警察厅厅长亲自督率警兵到

场，代表中央和地方来监督公司领导的换届选举。

最终，公司选举“欧赓祥为总理，黄嵩龄为协理，总

工程司一职以副工程司容麒勘升任”［１］。

然而，公选的公司高管仍然摆脱不了贪腐之风。

至１９１６年，运转１０年的粤路公司用费已达３０００余
万元，仅成路４００余里，其中亏耗之银达１３００余万
元。［４］

除了高管选举之外，公司董事选举同样也是内

讧不断。为了当选董事，有些股东出资购买选举票，

而且还是明码标价，“据说每万股出银七百元，须二

十万股左右始有当选把握，这样需要贿银一万数千

元方得一董事。”［４］大股东不惜巨资而贿选董事，当

然并不是看重董事一职每月百元的年薪，同样是看

中操纵公司内部事务所获得的私利。为了避免股东

内部分裂，政府同样不得不作为仲裁者介入公司董

事的选举和任命。

２．代偿外债，整顿财务
首先，民初政府动用“善后借款”，为粤路公司

代偿了巨额外债。

粤路公司第一笔大债务是举借港英当局的赎路

款项。１９０５年晚清政府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赎回
粤汉铁路，曾向英国香港政府商借英金１１０万镑为
赎路之款。赎路借款由鄂、湘、粤三省分别偿还，其

中粤路公司应还债务“占全数的七分之三，共分十

年偿还，每期应还本一十一万镑，利息以每百镑四镑

半计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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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６日，港英政府催促粤路公司偿
还赎路借款第 ６期本及第 １２期息，共计港洋
５８，２９００余元。粤路公司无从应付，只得求助于官
方，最后由邮传部出面与港英政府交涉并代偿本息。

民国成立之后，该项债款的债权由交通部继承，至

１９１６年６月，粤路公司所欠交通部单单利息已累加
至１４，４０００元。

旧债未了，新债又来。１９１５年１０月，港英政府
催偿赎路债款第１０期本第２０期息。由于当时政局
混乱，粤路公司欲绕过本国政府直接与外方交涉。

面对粤路公司提出的举借新债偿还旧债的提议，债

权人港英政府借机要挟，以粤汉广九两路接轨为条

件，并示意各外国银行取同一态度。［１］粤路公司当

然无法应对外方的要挟，不得已又求助政府，由交通

部出面调停公司与外国势力的关系。在交通部的出

面调停之下，粤路公司与香港交通银行商借外债毫

洋７５万元，二一折，实借入港银６１９０００余元，债务
关系由交通部承认成立。此项借款虽以一年为期，

而运营业绩欠佳的粤路公司却不能如期清还，以致

债息越积越高，至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５日止，应欠香港交
通银行本息１０９，００００余元。

粤路公司另一笔债务是摊还美国合兴公司金圆

小票债款。清政府收回粤汉铁路时，承诺高价赎回

合兴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发行的金圆小票。这笔债款

先由邮传部借款垫付，再由鄂、湘、粤三省分别摊还。

１９１１年９月１日，经清朝邮传部核算，粤路公司所
应摊还的金圆小票债款，计折合港洋 ２２７，７０００余
元。民国成立之后，这笔债款拨入交通部，也即交通

部充当了债权人的角色，至１９１５年６月底，利息已
经累加至５７，９６００余元。

根据１９１６年底核查账目，粤路公司共欠交通部
３７０，３０００余元，扣去交通部应缴粤路官股，粤路公司
共欠交通部２３３，９０００余元。

政府代替粤路公司偿还外债，实质上是将外债

转换成为内债，分摊到大小股东身上的巨额债务并

未消失，必须通过募集股金的方式偿还。但是，由于

公司账务混乱和股东资金短缺，股款不能按时募集。

清末粤路公司成立之初，广大商民以热情高涨

购买股票的行动来抗拒官府和外资势力强取豪夺干

线控制权，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０８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股
款均能按数收缴。第三期股款从１９０９年开始募集，
直至１９１５年仍然没有收齐。按照广大中小股东的
说法，公司管理层贪赃枉法、监管制度缺失而导致账

务混乱，中小股东为了捍卫“正义”，也为了避免遭

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而拒绝上交股款。但事实上，粤

省父老和海内外侨商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铁路干

线建设、营运和维护经费动辄数百万英镑，即便是竭

全省商民财力亦难以持续弥补粤路公司巨大的财政

黑洞，所以对股东个人而言，与其继续让自身财富深

陷其中，不如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及时抽身而出。

由于公司管理层无法劝说股东缴纳股款，交通

部又不得不介入调停。

１９１５年，交通部派员常驻粤路公司，督促管理
层对会计处工作进行改革，“分为综核、出纳、统计

三课”，使财务工作透明化、规范化，以取信于广大

股东。同时，交通部力劝广大股东放弃前嫌，按时缴

纳股款，以免耽误工程。

碍于交通部出面调停，广大股东虽然表示愿意

继续缴纳股款，但却纷纷缴纳纸币而不愿缴纳保值

性高的银元。交通部和公司管理层明知在政局不稳

定的情况下纸币极易贬值，但唯恐激起事变，不敢强

行要求股东用银元缴纳股款。果不其然，１９１５年之
后，护国、护法运动接连爆发，北洋政府发行的纸币

迅速贬值，粤路公司所收的三期股款大为缩水，“平

均扣计不下二百余万圆”。［１］

北洋政府的粤路整顿工作虽然初见成效，但很

快因为南北政府的对峙而半途而废。

三、旧桂系据粤时期的”铁路军管”和“借款筑

路”

１９１７年起，参加护法运动的各派军政势力云集
广州，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之后，以陆荣廷、岑春

煊为首的旧桂系军阀不断排挤异己，独揽广东军政

大权。旧桂系军阀垄断粤省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就

是粤路军管和借款筑路。

（一）军事管制铁路运输

１９１８年粤路公司召开董事换届选举会议，选举
现场一如既往的混乱不堪。旧桂系借机介入操纵选

举，控制公司管理层，并随即强行征用并“军管”铁路。

在桂系“军管”之前，粤路运输是在公司与封建

行会相互妥协下进行的。由于粤路路线与北江平

行，故其贯通后北江水运大受冲击。先前操控北江

水路和码头的封建行会纷纷改行操纵铁路运输业

务：为客商代理承揽货物运输和报纳捐税等一切手

续等业务，并从收取客户佣金中获取收入。行会势

力为了扩大业务，对客商暗中收取“回头佣”，想方

设法让付货经手人从货主那里获取报酬，同时多方

贿赂和结纳公司管理人员，其行为难免滋长了腐败。

旧桂系以整顿运输腐败、打击行会势力为名，迫

不及待地在铁路车站新添货捐局，横征暴敛以维持

巨额军费开支，并大肆征用铁路以运输军队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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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公司方面为了弥补军阀部队征用铁路以及战

事对铁路的破坏所带来的损失，必须在客货运输上

加征薪费以及缩减乃至拖欠员工薪水；员工因为付

出了艰辛的劳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而导致不满

情绪与日俱增。

对于军阀政府的粗暴行为，粤路公司不但抗议

无门，而且还不得不设置特种票业务等措施来讨好

桂系骄兵悍卒，“至特种票则有来回团体票，军人乘

车半价票，军用半价票，免费票，四种免费票内，又分

软纸硬纸二种，软纸一次用，硬纸长期用”［１］。但

是，军方征用铁路大规模运兵一般只记账不付实款，

即便是游兵散勇也敢持枪强坐“霸王车”，“路权几

归消灭，悍卒何难效尤。弊之惨酷，莫甚于此”［５］。

（二）筹划“借款筑路，干线国有”

旧桂系军阀操控粤路运营之后，还筹划构建西

南铁路网。１９１９年９月，护法军政府交通部召开西
南八省铁路督办公署咨陈政务会议，强调了统一西

南铁路事务的重要性：参加护法运动的滇、黔、川、

陕、粤、桂、湘、闽八省地域辽阔，无铁路实难以沟通

联系，而八省铁路的兴建又必须统一筹划、统一事

权，为此专设八省铁道督办公署于广州，“凡八省区

域以内应行建设之铁道，概由公署综核办理，计划统

一，路线无相抵触，权责专属，推行自能尽利”［６］。

军政府主席总裁、桂系精神领袖岑春煊在政界

名声卓著，在两广总督任上与粤路股东多有来往，同

时也是晚清“借款筑路，干线国有”的重要践行者，

所以是出任西南铁路督办不二人选。

岑春煊走马上任之后，马上重提“借款筑路，干

线国有”旧事，试图举借外债以作为西南铁路建设

的启动资金，而这一计划首先从粤路收归“国有”开

始。１９１９年底，岑春煊绕开广大股东，与粤路公司
总理温良彝密谋向港商举借２００万元债款以作为粤
路国有启动基金，并以铁路本身作为抵押。

桂系军阀“借款筑路，干线国有”的计划遭到了

国民党集团的抵制。早在此前的１９１８年５月，孙中
山受桂系军阀排挤，离粤赴沪，国民党集团与桂系军

阀分道扬镳。为了不让桂系军阀通过兴建西南铁路

而掌握粤省经济命脉，国民党集团利用宣传工具进

行了犀利的攻击。岑春煊的“借款收路”计划尚未

实行就被国民党情报人员探知，并将其公诸报端，尖

锐地指出岑的目的不外是为了谋取借款筑路所带来

的高额回扣，“然岑所以为此者，盖为攫钱计也”。

岑春煊是否真的拿回扣中饱私囊，国民党集团当然

没有举出更具体的证据，然而岑也无从自我澄清，因

为广东商民对于桂系军阀在粤省的胡作非为已经深

恶痛绝。粤路股东更是表示要抗争到底，不肯善罢

甘休，以致一时之间“人言啧啧，报纸喧传”。［７］无奈

之下，岑春煊只得放弃粤路“国有”计划并辞去西南

铁路督办之职。

１９２０年初，旧桂系军阀再度以改善粤路经营、
构建西南铁路网为名举借外债。该年５月，桂系军
阀召开财政会议，通过秘密的形式商谈签订条约借

款事宜，并声明借款以两广财税做担保。国民党很

快通过内线获取该绝密消息：桂系既与北洋军阀为

敌，又复得罪于国民党、滇系军阀和粤省商民，以致

“一切政费无从而出”，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国民党

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马上对桂系军阀的“借款筑

路”行为予以讽刺：“但以余观之，军政府今非昔比，

难保资本家不中途变卦也。”［７］

果不其然，国内外财团不敢贸然斥资支持四面

楚歌的桂系军阀。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众叛亲离的桂系
军阀在粤省军民的攻击下狼狈败回广西，借款筑路，

构建西南铁路网的计划遂成为一枕黄粱。

四、国民政府全面国有化工作

１９２０年底，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集团重新开府
广州。此时的孙中山把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确保充

足的财政实力的支持作为国家统一的必备条件。粤

路国有正是在此方针指导线循序渐进地开展的。

（一）全面介入粤路经营

强化政治、经济集权是国民党据粤自保和争雄

天下的重要保障，而粤路国有则是其集权方略中的

关键环节。而粤路股东在尝尽种种波折之后，深知

缺乏政府的仲裁和“枪杆子”的庇护，干线商办根本

无法在乱世中成行，遂多有急流勇退之意。

从１９２３年起，大元帅府（１９２５年后改组为国民
政府）直接介入粤路公司的行政管理，粤路公司的

管理（政府在公司代理人）、总理和协理等高层管理

职位皆由政府直接任命。其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２３年４月至１９２５年粤路公司领导人一览表

职务 管理 总理 协理 复任管理 代总理 总理 复任总理

姓名 陈兴汉 许崇灏 张少棠 陈兴汉 王棠 林直勉 许崇灏

到任年月 １９２３．４ 同前 同前 １９２４．８ １９２４．１１ １９２４．１２ １９２５．６
备注 大元帅委任 同前 同前 由陈兴汉呈请委任 政府委任 政府委任

　　资料来源：《交通史路政编》，第１６册，第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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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５年 ７月 ３日，国民政府设立广东省建设
厅。强化对粤路公司的监控是建设厅的工作重点，

而其切入点是改革公司领导体制。建设厅认为粤路

公司自１９０７年成立以来采用的总协理制度没有一
套严密的规则，加之没有政府的良性指导以及公司

内部派系林立，经常导致内部长期以来风潮迭起，长

期以往必不能应付当前路款支绌的困境，因此，公司

现行的总协理制必须改组为委员制，委员由省政府

委任，以便政府进一步支配公司内部事务。

政府在介入粤路公司行政管理的同时，也对

粤路日常运输实行军管，１９２３年 ４月，大元帅府
“以粤路管理腐败、车辆破坏、枕轨失修、负债累

累，且粤路为中国重要干线，是时适值革命军兴师

北伐，军运所关，尤不能长此任令废弛，乃于是年

四月派陈兴汉管理路务，粤路至是遂由商办之局

变为官督商办”［１］。

经过政府整顿之后的粤路，营运业绩快速攀升，

１９２２年，货运吨数达３８，６１４４吨；１９２３年达４１，２６９６
吨，１９２４年达４００，１５２５吨，两年之内货运量增长超
过１０倍。［１］

政府对粤路公司的直接管理，伴随着大量的

“强征”和“摊派”行为。在强征车辆方面，１９２１年，
政府和军方租用专车挂车 １８７柱，１９２２年为 ２３３
柱，１９２３年为３８０柱，１９２４年为４５０柱，这些为军政
服务的专车挂车尽管仅收取半价，仍不能按时支付

给公司。到１９２６年统计的时候，政府积欠粤路公司
费用总数达实银１００多万圆。在“摊派”方面，由于
欧洲战事吃紧，煤铁等原料价格飞涨，大元帅府承受

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而缓和压力的主要举措就是对

粤路公司等民营企业进行“摊派”。从１９１９年７月
起，大元帅府将粤路公司赁率增加至３０％，但仍然
无法维持浩大的军饷开支，遂不得不在此基础上于

１９２３年７月再增加３０％，同年１２月又附加军费二
成，１９２５年附加薪费二成。［１］

（二）收购商股，全盘国有

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加快在政、财、

军等领域整合国家力量的步伐，粤路全盘国有化由

此提上了日程。

１９２９年３月，铁道部部长孙科主持拟定《粤汉
铁路建设委员会完成粤汉铁路全程的工程计划书

中》，强调贯通粤汉铁路是构建国家铁路网的关键

步骤，而将粤路收归国有又是贯通粤汉全线的先决

条件。［８］同月，孙科致电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

陈铭枢和广东省建设厅厅长马俊超，要求粤路公司

在运营和处理内部问题上接受铁道部的监督，公司

的一切工作进展随时向部里汇报。从６月起，铁道
部和广东当局对粤路的固定资产和经营经营情况开

展彻底调查。

１９２９年７月，孙科要求裁撤广三（广州—三水
支线）铁路局，和粤路合并为粤汉铁路南段。

随着国有化步伐加紧，粤路公司部分董事担心

其经济利益得不到保证，多次发动股东联名上书国

民政府中央、铁道部和广东省政府，要求取消粤路国

有计划，重新完全放归商办。有鉴于此，孙科于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上交《发行公债二千万元为整理广东
粤汉铁路及收回该路商股之用》提案，强调粤路国

有工作不会受反对意见的存在而有所延缓，其原因

如下：其一，全盘国有方能便于统一管理，避免同一

干线之中既有国有路段又有商办路段的混乱局面出

现；其二，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商办公司无力展筑干

线，唯有收归国有以竟全功。孙科在提案中还强调，

反对干线国有的主要是担心经济受损和大权旁落的

部分大股东，只要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收购商

股以照顾股东利益，必能消除疑虑，为“示人民以大

信”［９］。

孙科的提案得到国民政府中央讨论通过之后，

铁道部即于１１月全面收购粤路商股。其步骤如下：
其一，建立政府与股东沟通管道，将铁道部处理意见

有效传达给股东，股东意愿也得以及时回馈；其二，

照顾侨民股东利益，咨请各驻外各领事馆，通告国外

侨民准照办理未能如期登记及抵换的债票；其三，为

商民争取“股票在抵换公债时期应否仍准报失”的

权利。［８］

铁道部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完成

了从行政管理到股份上对粤路公司的完全控制。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７日，国民政府命令组建粤汉铁路广
韶段管理局负责粤路运输。［１０］

值得说明的是，粤路国有是建立在广东商民让

步和理解的基础上的。铁道部尽管拟定了详尽的粤

路债票还本付息计划，但由于战乱不断，国民政府无

力也无暇顾及到还本付息事宜。这点我们可以从对

表２的分析中得以证实。
从表２中我们可以看出，铁道部为了安抚股东

之心，在股票发行的第一年即１９３０年计划偿还２０
万元利息，但是年“中原大战”爆发，还息之事由此

搁浅。按原计划，铁道部在１９３５年开始偿还债本，
１９３６年始逐年偿还利息。但事实上，１９３７年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中央被迫西迁重庆，还息之事

遂不了了之。至今，当年未能兑换的粤路公司债票

仍然不断出现在文物交易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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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粤路公债计划还本付息表 单位：元

年份 还本数目 付息数目 尚欠债本数目 年份 还本数目 付息数目 尚欠债本数目

１９３０ 无 ２０万 ２０００万 １９４６ ２００万 １８万 １７００万
１９３５ １００万 无 １９００万 １９４７ ２００万 １６万 １５００万
１９３６ ２００万 ３８万 ２７００万 １９４８ ２００万 １４万 １３００万
１９３７ ２００万 ３６万 ３５００万 １９４９ ２００万 １２万 １１００万
１９３８ ２００万 ３４万 ３３００万 １９５０ ２００万 １０万 ９００万
１９３９ ２００万 ３２万 ３１００万 １９５１ ２００万 ８万 ７００万
１９４０ ２００万 ３０万 ２９００万 １９５２ ２００万 ６万 ５００万
１９４１ ２００万 ２８万 ２７００万 １９５３ ２００万 ４万 ３００万
１９４２ ２００万 ２６万 ２５００万 １９５４ ２００万 ２万 １００万
１９４３ ２００万 ２４万 ２３００万 １９５１ ２００万 ８万 ７００万
１９４４ ２００万 ２２万 ２１００万 １９５２ ２００万 ６万 ５００万
１９４５ ２００万 ２０万 １９００万 １９５３ ２００万 ４万 ３００万

　　资料来源：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铁道公报》，１９２９年１１月。

　　综上所述，粤路商办体现了近代中国民间力量
反对专制，期盼拥有经济发展良好环境的愿望。但

近代中国并不具备铁路干线商办的经济基础、政治

环境和社会与文化土壤。从民国成立开始，历届政

府都着手开展了粤路国有化工作，由于政府财政拮

据、国家政局动荡不已，粤路国有工作旷日持久，广

东商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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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艺术与心理表达
———刘狄洪绘画中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的心理表达

刘泳俊
（中原工学院 图书馆，郑州 ４５０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作者简介：刘泳俊（１９７３—），男，湖南常德人，硕士，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心理学、艺术社会学。

摘　要：绘画艺术是通过视觉语言揭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和本质，绘画艺术家们往往
通过一些看似非常普通的事物来揭示那些可能被抑制的充满感情的内容，用画面语言充分表达个人

的思维。这些思维是从幼儿开始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要素综合。当然，这些要素也形成了艺术家个

人的独特的精神世界，并带有社会和文化沉淀的智慧色彩。

关键词：绘画；艺术；心理表达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Ｊ２０－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７９－０４

　　绘画艺术家创作手法的自由表达，首先要有眼
光，眼光不仅限定他所寻找的事物，影响他在所观察

的事物中抽取出什么特点，并且影响他怎样描述他

的观察所见。绘画可以使我们有意识地进行信息加

工，并达到与外界交流的目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加

工大量意识之外的信息，对未被意识知觉到的信息

进行反应［１］。相较于创作手法，心理和灵魂的自由

表达是更深层次的境界。而艺术的眼光和灵魂又与

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品质紧密相关，与其生活

经验和心路历程密不可分。

刘狄洪曾经有近二十年的中国画经历，通过近几

十年的油画艺术探索（１９８３年之后），他将一些中国
特色的东西巧妙地融进油画作品中，同时将他中国山

水画创作的心得和体验不着痕迹地融入油画创作中。

刘狄洪将进入眼帘的自然风景万物，进行了融合、创

化，利用手中的画笔、工具进行表达，将头脑中、心灵上

的意境、思想呈现于作品中，即达到“画中有话，画中有

诗意，有神韵”。

一、绘画中的投射表达

（一）个人经历在绘画作品中的投射表达

有时候人需要表达一种思想，而文字语言却又

无从表达或显得苍白无力。刘狄洪先生通过艺术语

言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某些潜意识和表意识的情感。

油画作品《夕阳》（见图１）表现了太阳落山前的明
亮，周围绿树清晰，画面最前面的一颗树根是黑色

的，预示着黑暗的快速到来。整个画面只有一抹红，

就是这棵树的树冠，代表着热烈和激情，寓意笑看黑

暗前表面上的风光。《夕阳》中，艺术家通过绘画的

构图、色彩，描述自己与外界社会的关系，与艺术家

的孤傲本性不谋而合。艺术家在进行绘画创作时，

沉醉于另一个世界里，将周围人隔绝于外，仿佛世界

静止了，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正是这种超我忘我的

境界，让他和自己的作品完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这时候外界的繁杂都离自

己很遥远，他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对于像他、像

梵高这样的真正的艺术家而言，他是孤独的，但幸运

的是，他的艺术可以缓解他的孤独和焦虑。绘画艺

术对于他也的确是有一种治愈功能。

在艺术作品中总是能够找到艺术家本人人生经

历和社会认知的痕迹。我们常说，字如其人，实际

上，画也如其人。艺术作品往往和作者本人的个性、

特点都有非同一般的相似。观摩刘狄洪的油画，会

发现他的画作有着西方绘画的严谨和东方中国画的

飘逸，具有独特的艺术图形样式。在他的作品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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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南天门》《原始森林》（见图２）等，画面总是排得
有些满，留白的空间很少，这与画家本人非常相似。

真实的生活中他是一个心理空间几乎填满的人，各

种各样杂乱的事情，他都不肯放下，始终充斥在他的

头脑中，可以说是内心满满，忧愁和喜悦、希望和绝

望同存。很多时候他不愿意交流他的情感，他更愿

意将自己的想法和心情融进他的作品。他的画作题

材很多都是以湘西北为题材的风景画，来自于他在

湘西北的人生经历。在他眼里，那些画不仅仅是艺

术作品，更多的是他的心路历程，有彷徨、焦虑、相思

和向往，这些作品是他一生经历的写照。

图１　夕阳

图２　原始森林

其实每个人的心路历程中都隐藏着巨大的财

富，可是身在其中的人却感受不到。但当远离了自

己的童年生活，置身于新的环境，往往容易触景生

情，勾起无限的回忆。刘狄洪先生数次跑到湘西北

深山老林去户外写生创作，在那儿，童年、成长、情

感、生命感思纷至沓来，统统汇集到先生的内心和情

感里。他在人之初的前六年生活在湖南邵东山区，

成年后对山景、树木、森林、水塘等寄托着特别的情

愫。

刘狄洪在２００４年创作的小幅油画《晚归》（见

图３）实际上是其本人潜意识中对童年生活的一种
追忆，一种向往。画面中的风景成了相思之地，也是

他生活理想的伊甸园。创作者的出生地、生活地以

及近郊的农村山区对于其本人而言，都是永远抹不

去的怀念。远处和近处的山、森林、骑牛的牧童，都

是艺术家小时候真实生活的写照和缩影。通过这幅

《晚归》，创作者表达了都市人逃离生活的一种向

往，向往和自然融合，向往一种回归，向往祥和和宁

静。无论是《原始森林—四川九寨沟》《瀑布上的森

林—湘西》《原始森林—湘西》《山沟里的吊脚楼—

湘西》（见图４）还是《荷塘水竹—常德花岩溪》等等
都是表达艺术家对童年生活的生命感思和艺术情

愫。

图３　晚归

进入刘狄洪画室，在满是油彩污渍的桌子上有

各种画笔、创作用的刀具等，他用这些画笔和刀具完

成他在野外写生时获得的丰富、广阔和深远的感受。

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油画工作室是一个能给他带来

安静思考和创作灵感的地方。他创作的艺术带有浓

厚的个人情感，并且代表了经过中国社会大变迁的

一代人的社会心理。

（二）社会文化在绘画作品中的投射表达

作为一个高境界的艺术家，仅有艺术才华是远

远不够的，还要具备对于人性、对于社会的很强的洞

察力，遵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将眼中的景色或人物，

融入自己的情感世界，利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在画布上呈现。

艺术作品的穿透力不仅仅在于视觉，更是对自

然、社会的洞察与呼喊［２］。竹林、荷塘、树木森林、

吊脚楼系列作品在刘狄洪先生的创作题材中占据了

重要的部分，艺术家用丰富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表

达出思考的主题。《暴风雨来临之前》（见图５）给人
一种强烈的震撼力，画面中大片的乌云，狂风大作，使

得树叶大面积摆动变形，好像整个画面是活的，真的

能够动起来。通过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自然景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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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表达在大事件面前人对于未知的世界表现出的

恐惧和战栗。

图４　山沟里的吊脚楼

他的系列油画作品，如《土家苗寨》《湘西景观》

《原始森林》《深沟巨石》等，如同在时空中穿梭，就

像世外桃源，让人神往。返璞归真的土家吊脚楼、参

天茂密的千年古树、杂乱分布的大小不一的石头，充

满对人与自然和谐的憧憬，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无奈。

二、刘狄洪油画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艺术上，刘狄洪把中国画的写意性运用在油

画创作中，开辟了意向性浪漫主义写实写意油画新

画风。先生４０岁前是一位全国知名的中国山水画
家，１９８３年后，他逐渐将重点转向油画创作。先生
有着扎实的写实写意造型基础，也有较为全面的艺

术修养。他的意向性写实写意的风景油画，是把油

画的对景写生与传统中国山水画注意综合感受、整

体把握的印象写生法结合起来。面对客观景物时，

他并不完全拘泥于客观写实，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念

和画面创造的需要做绝美的艺术处理，如《常德花

岩溪—春》（见图６）。先生创造的苗寨吊脚楼系列
油画，用小画笔勾线，完美表现出笔触、肌理的美感，

同时，也注意画面空间以虚带实、以实引虚的建构，

以意境和实景的完美结合来传情和表现美，如《山

沟里的吊脚楼—湘西》《森林派出所—湘西》等。

观摩刘狄洪的珍品画作，如《金秋急流》《森林

派出所》，能从它的一景、一物、一阁、一窗、一檐中

观察到它的整体气势和变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自

然时，先生通过反复观察、反复思索、借鉴国内外经

图５　暴风雨到来之前

图６　常德花岩溪 春

典，形成了独到的表现湘西北景观的手法，充满智慧

地表达了新的符合美学、艺术规律的思想。可以说，

他在强调中国绘画与西方艺术融合的同时，关注传

统的思想内涵与现代延伸，如油画作品《沅江—常

德》《新开的路》，对风景万物的光线、色彩细致入微

的观察，已经不单单是写实派或印象派的绘画特点，

而是一种大气深沉和凝练，而这正是一位真正的艺

术大师的珍贵品质。

刘狄洪创作的大幅油画《宝石山在云雾中》《金

秋急流》，中幅画《初雪》《春》，以及小幅画《晚归》

《暴风雨来临之前》，生动地刻画出创作者的心路历

程。他对整体画面的把握能力，不仅体现在小空间

的艺术表达，更是展露在大画布上的自然景观叙事，

他用油彩、光线等形象阐释了自己的感悟和创意。

在他创作的各系列油画艺术珍品中，通常在同

一地点不同时间，多幅画面交替变换，如《河伏山

庄》《春》，这些不同时节不同时间段的同一地点的

作品，给予观者更生动的展现，仿佛能真实体会到此

地点的季节变化、仿佛自己是真实的感受者和体验

者。这一点和印象派大师莫奈不谋而合。

在创作过程中，画家有意或无意地重组客体的

存在方式，从而实现由物象向创作审美意象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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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２］。可以说，刘狄洪先生的画中之 “意”与情、景

相融汇。他的风景油画格调优雅大气，充满诗情画

意和思想表现力。无论是远处的山景、森林，还是近

处的房屋、树木、鸟禽皆通过细心提炼和重组，将富

于美感的元素恰到好处地融进画中。他用画笔描绘

的自然是经过心灵整合的自然，从其画作中可看出

他的内心世界和个中性情。在晚年，不顾年近七十

的高龄数次深入湘西原始森林写生创作，透过与大

自然的亲密接触，表现古木参天、深山密林、牧歌田

园般的诗意审美。

刘狄洪先生用自己的实践探索中西两种文化审

美意境的无限可能性，融入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形成

了一种具有鲜明个人品格特征的表达方式，在其油

画作品中，对色彩语言的敏感和高超的驾驭能力均

得到了彰显。

三、结束语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着，而刘狄洪的理

想就是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用浑厚的笔触绘制

斑斓的色彩，将深邃的人性理解融入自然，融入生

活，创造了属于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和表达自然情感

和艺术思想的作品。如今，西方写实油画已经进入

了一个死胡同，超现实油画已与照片无异，而绘画和

照片最重要的不同可能就在于绘画作者不仅仅是看

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理解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而

后用自己的创造去实现了什么［２］。刘狄洪先生就

是通过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情感，酣畅的用笔，实现

了视觉的强烈的冲击力。

绘画是在个人独特品格的基础上符合社会文化

的一种精神艺术。刘狄洪先生把稍纵即逝的现象加

以处理，用画面直观地呈现出来，并转化成隐含的模

式，从而作为思维表达的出口、心理意向的投射、未

来行动的指南或警醒。

参考文献：

［１］莫雷．２０世纪心理学名家名著［Ｍ］．南宁：广西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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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新媒体时代两个舆论场的规制分析

刘志杰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封 河南 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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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营与管理。

摘　要：首先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分析新媒体传播市场的负外部性，并由此导致的虚假信
息、有害信息频频出现、缺乏社会责任等问题；其次，从政府失灵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对传播市场的过

分干预所导致负面影响，如传统媒体传播信息角度单一、内容高度重合、公信力降低等带来舆论引导

作用减弱等问题。文章研究认为，中国目前的两个舆论场是由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共同造成的，过

分自由的信息传播市场常常会形成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舆论，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规制；相反地，政府

干预过多的官方媒体则需要给予更多的市场自由和竞争激励。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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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社交媒体与自媒体
的勃兴，打破了我国传媒产业市场格局，传统媒体不

再是新闻产品的单一供给方，越来越多的传统意义

上的非媒体进入媒体领域，大量的机构、企业和个人

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向社会公众提供源源

不断的新闻信息，这些传播主体在内容生产时强调

社交性，以获得更多的阅读量为目标，在网络上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受众群体，从而聚合起新媒体舆论场。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因为担负着政

府宣传与舆论引导的职能，往往更多受政府意志影

响，传播内容和角度与前者有很大不同，这就是所谓

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两个舆论场在很多时候是对立

的，舆论的对立带来了社会的割裂，使不同社会阶层

之间的矛盾加剧，分析两个舆论场的成因，缓和两者

之间的冲突是当前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文献综述

“两个舆论场”最早由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

先生提出，他认为中国有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

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舆论场。［１］但是，随着

新媒体的兴起，两个舆论场开始在媒体渠道选择上

表现出明显差别，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

主流媒体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媒体舆论场，微博、微

信、ＢＢＳ等新兴媒体则逐渐形成了新媒体舆论场。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原来掌握于精英手中的媒介控

制权逐渐分散，普通大众把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

作为观点表达的重要途径。［２］在利用网络传播信息

的过程中，网络传播和传统的媒介传播逐渐形成两

种对抗的力量，这一问题在我们国家尤其明显。［３］

有学者通过对比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后

指出，新媒体时代中国出现了两个舆论场，网上讨论

的议程和传统媒体讨论的议程有很大不同，两者之

间的观点也有很大差别。［４］也有学者分析了这一现

象背后可能的原因，认为中国两种舆论之间的冲突

和互动，对传统媒体的控制力带来挑战，传统媒体要

报道政府希望的，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则倾

向于市场化，报道民众喜欢看的。［５］

新媒体舆论场与传统媒体舆论场的对抗一方面

推动了普通民众观点表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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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来说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６］在中国，网

民常常会诉诸于互联网和新媒体来解决自己遭遇到

的问题和麻烦，但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专业的新闻人

士，所以传播的内容难免会存在偏激、不全面等问

题，新媒体的兴起带来了舆论监管的新问题。［７］科

斯很早就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他认为

思想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不应该有区别。与商品市

场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其作为商品市场中的一

种而存在，只是交易内容的差别。［８］在传播市场出

现的市场失灵问题上，田秋生认为，市场机制不能确

保大众传媒成为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因为新闻产

品存在很强的外部性问题，若新闻产品的外部性为

正，则传媒企业理应从第三方获得相应的收益；若新

闻产品的外部性为负，则传媒企业理应承担相应的

经济成本。然而，市场机制却无法把此类收益或成

本纳入交易之中，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可产生正外

部性的新闻产品价格偏高，以致生产诱因不足；而可

产生负外部性的新闻产品价格偏低，以致生产泛

滥。［９］

在传媒产业市场失灵的问题上，查先进从信息

经济学角度入手，认为信息的传播失灵主要是市场

失灵的结果。因此，要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这种

“信息的市场失灵”［１０］。朱春阳先生也认为传媒产

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仅是靠市场选择的，也要由完

善的规制措施来保证不至于偏离公共服务的轨

道。［１１］然而，传媒市场或者说新闻市场政府干预的

有效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问题，有学者认为，网民和

传统媒体之间并非不可调和，只是因为传统媒体在

履行导向功能时，常常是引导舆论而不是顺从舆

论。［１２］政府以一种“强势传播”的姿态向社会公众

发起猛攻，不注重社会公众的选择性心理机制，不考

虑受众的信息需求，而只将自身宣传的需要作为传

播的原始出发点。［１３］这种过度的政府干预，同样可

能带来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导致的传播失灵与市场

失灵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中国传媒业的双重失

灵。［１４］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出现的两个舆论

场，为解决两个舆论场冲突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

但从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新媒体市场失灵和传统媒

体政府失灵的研究成果还比较欠缺，在新媒体快速

发展的环境下，冲突的舆论背后反映的是新闻供给

的不合理，只有弄清新闻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才能通

过经济手段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合理的政府规

制，使两个舆论场逐渐走向融合，使新闻媒体能够真

正代表公众利益的观点———舆论。

二、新媒体新闻供给的市场失灵

新媒体正带领中国进入“众媒时代”［１５］，几乎所

有人都可以在新媒体中找到自己的传播工具，个人社

交媒体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新浪微博月
活跃用户数（ＭＡＵｓ）增至３．１３亿。微信及ＷｅＣｈａｔ合
并月活跃用户数达８．８９亿。另一方面，随着算法推
荐分发平台的崛起，以头条号、百家号、企鹅号等为代

表的自媒体发展迅速，其中个人账号数量增加最为迅

猛，从头条号发布数据来看，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个人
自媒体账号已经达到３３万个，平均每月发布量将近
２０万篇。除此之外，一些音频媒体、视频媒体也在大
量传播日常生活中的新闻事件。由于新媒体没有进

入壁垒，加之为数众多，多数都在免费供给新闻信息，

因此，新媒体的新闻市场几乎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

场。在这个市场中，供给方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要

么为自己所在的组织服务，要么通过争取更多的受众

来获得广告或其他收益。总之，其传播的出发点是完

全遵循市场的游戏规则———利益最大化。

但是，新媒体新闻产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却

经常存在各式各种的“缺乏效率和公众精神”的问

题，比如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常常出现虚假新闻、花边

新闻、暴力语言等内容，特别是在重要舆情事件中，

对公共话题进行标签化、娱乐化处理，致使该舆论场

观点极端、言辞激烈，不仅不能从社会福祉角度出发

做好社会守望，反而出现了谣言传播、恶搞严肃事件

以及嘲讽社会等问题，不时挑起大众敏感神经，制造

社会不稳定因素，对社会言论带来严重的精神污染。

究其根本，则是由于其产品本身的外部性造成的市

场失灵。诚然，新闻产品是以传播信息从而影响思

想和观点为主的，科斯曾提出思想市场与普通商品

市场没有区别，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思想用于

交换成为一种商品时，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是远远高

于普通商品的，也就是说，其社会价值要高于本身价

值。新闻产品的消费可以影响他人的行为，既可以

怂恿坏的价值，也能鼓励好的价值，将人们的注意力

导向低俗、琐碎、冷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非常巨

大的。［１６］以“８·１２”天津大爆炸为例，事件发生后，
很多社交媒体传播谣言，声称爆炸带来的严重后果，

致使民众恐慌不安；由此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工作生

活，其经济损失不可估量，但这些媒体却为此赚足了

眼球。新媒体生产者生产不实信息或低俗新闻为自

己带来了收益，产生的负面影响却由社会承担了。

我们看到，新媒体在高质量新闻产品供给上明

显表现出生产不足的态势。这主要是因为市场机制

本身不仅无法解决负的外部性，同样也无法解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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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的问题。高质量的新闻产品的生产需要花费

更高的成本，需要对事实的真相和价值作出明智的

判断，但在新媒体环境下，免费几乎成为常态。由于

信息产品是一种体验品，所以受众在阅读新闻之前

无法判断其价值，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即使是高质

量的产品如果采取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会导致需

求下降，这样生产高质量新闻产品市场风险就很大，

因为生产者生产了价值（其社会价值很高），自己却

无法获得这种价值，所以生产动力不足。

三、传统媒体新闻供给的政府失灵

目前，传统媒体在我国依然是主流媒体，长期以

来，由于传统媒体大多服务于当地政府，形成了鲜明

的政府工作风格，特别是在一些突发事件面前，传统

媒体报道滞后，新闻语言风格生硬，带有较强的行政

辞令和官方色彩，有的媒体甚至在当地政府的授意

下，对一些关系人民群众的重要事件采用瞒报或不

报的方式，企图通过议程设置来淡化事件的影响力。

这种情况，不仅完全违背了媒介作为社会公器为公

众利益而发声的本质精神，也导致了大量新闻资源

的浪费和低效率。

与新媒体不同的是，传统媒体所出现的问题恰

恰处在问题的另一个极端———政府失灵。政府过多

地干预和主导了新闻产品的供给，传统媒体在新闻

供给时，优先考虑的是政府需求，其实质类似于市场

垄断。在一个行政垄断的新闻市场中，生产者通常

不关心市场究竟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按照

政府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这也会带来有效供给

不足的问题。在很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体

通常特别小心谨慎，往往采用新华社通稿报道从而

导致内容雷同。此外，在关乎政府利益的事件报道

中，传统媒体多采用官方消息发布的方式，不注意对

公众声音的传达，单向度、居高临下的传播口吻，不

能够平等地传达各方观点，被新媒体报道牵着鼻子

走，显得特别被动。传统媒体所表现出的政府失灵

在区域性媒体的表现尤为明显，由于各地政府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地方护主义，这对当地媒体的新闻

报道形成很大制约，特别是面对那些对政府不利的

公众新闻和社会新闻时，采用忽略的方式来处理，人

为地造成信息传播不畅的市场后果。作为政府，自

己也是特定的利益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政府

利益与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不是时刻统一的，有

时候政府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或

社会利益，使新闻产品偏离公共性。

四、规制：两个舆论场的平衡

解决两个舆论场的问题，需要通过合理的规制

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问题。从以上的分

析我们也可以看出，两个舆论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

新媒体时代才有的，只是新媒体使民间舆论场有了

新的阵地，舆论的背后仍然是社会各阶层所要表达

的言论集合与民意汇集。即使是政府主办的传统媒

体，在没有政府补贴、完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因为

追求商业利益，也会直接表达和新媒体相同的观点

和言论，这就表明了，两个舆论场在渠道选择上并不

是完全界限分明的，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在其中发

挥主要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党报党

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

讲导向。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

社会丑恶现象。［１７］这一讲话，反映出党和国家领导

人对中国当前新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视。目

前，中国的经济改革重点是市场供给侧的改革，中国

的新闻市场也亟须这样的改革。看似充分竞争、高

度自由的新媒体新闻市场，其实并没有能够很好地

提供人们需要的高质量新闻产品，有效的新闻供给

不足导致无效的新闻供给过量，特别是在新闻产品

边际成本基本为零的情况下，竞争度越高越容易分

流受众，在经济利益的压力下，生产者缺乏动力去生

产代表公众利益和社会福祉的高质量新闻产品。在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规则面前，新媒体生产者总

是倾向于优先考虑个人收益而不是社会收益，反过

来说，如果有机会让社会承担成本，又何乐而不为

呢？因此，没有必要的规制，单单依靠市场的调节新

媒体生产者是不会把目标定位于公众利益的，政府

需要通过经济、法律等手段对市场外部性予以矫正，

用完善的制度来保障新媒体的健康发展，对产生负

外部性的新闻产品予以罚款、限制甚至追究法律责

任；对于能够产生正外部性的新闻产品要予以激励，

通过补贴、资助、奖励等方法，引导新媒体生产符合

公众利益的新闻产品。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政府应当鼓励竞争，给予其

更多的市场自由，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统一管

理制度，为传统媒体松绑，让媒体真正成为一个多方

意见表达的公共空间。对媒体的管理方面，把经济

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结合起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统一需要一支过硬的新闻队伍，对市场、民意、

政府、社会要有一个综合的把握，偏向任何一方都会

在新闻生产上出现问题。对政府来说，媒体合理规

制的复杂性主要是对社会效益的衡量，我国新闻传

媒既要发挥新闻的导向功能，实现社会效益；又要承

担经济上的创收任务，实现经济效益，这造成了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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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双重性与实施的两难性。

新媒体舆论场与传统媒体舆论场尽管在许多方

面对立，但两者并非不可调和，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

发，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上两者是一致的。解

决两个舆论场冲突的问题，关键在于自由和规制之

间的平衡，必需的自由和恰当的规制，能够使两个舆

论场在公众利益上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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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质量评价：期刊与学术环境的匹配
———以《科技进步与对策》为例

杨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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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摘　要：期刊质量是办刊机构生存发展的基石，期刊质量与学术环境的匹配情况能反馈和影响
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以《科技进步与对策》为样本，“知识共享”为主题，从文献累积数量和结

构相似系数两个维度对比样本期刊质量是否匹配主流学术环境的发展。结果发现，《科技进步与对

策》跟随学术发展的轨迹，甚至引导了学术发展的方向，但与整体的发展环境仍有差异，需要在求同

存异的基准上进一步改善。

关键词：文献计量；期刊质量；结构相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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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Ｇ２３７．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８７－０５

　　期刊评价是图书情报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议
题，浩繁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和丰富了图书馆学、

情报学、出版科学、评价学等学科的发展。基于文献

计量学的期刊评价学术诉求和文献成果助力图书情

报学在主流学科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１］在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的 ＣＳＳＣＩ来源集刊和收录集刊中，图书馆
学、情报学和文献学的期刊排名、期刊来源较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的版本有很大的变动，这一客观事实反映出在
“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背景下，当前期刊所处的时
代环境和生存条件日趋激烈和严峻。如何有效地对

期刊自身做出合理评价顺应大环境的发展趋势，如何

有利地采取应对措施提高期刊内容“含金量”，成为了

期刊谋求发展的关键。在充分强化被引量、载文量、

下载量、Ｈ指数等文献计量指标的数据导向的评价环
境下，本文从期刊的内容质量切入，以《科技进步与对

策》为样本，选取“知识共享”为主题，从文献累积数

量和结构相似系数等方面对比样本期刊质量是否匹

配主流学术环境的发展，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一、文献综述

１．环境匹配理论
环境决定论强调环境对个人、组织的绝对支配，

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助力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却受到了“有限决定”的质疑。马克思主义认为，环

境是外因，个人、组织自身是内因，内因对事物的发

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对事物产生重要影

响，打破了环境决定论的绝对主义。环境决定论发

展至今，衍生出企业管理中组织与环境的适配问

题，［２］在大数据技术繁荣的时代，“闭门造车”无异

于“自取灭亡”，无论是公共管理部门、私人企业或

者非营利性组织，都需要从外部“输入”各种适合组

织发展的信息、资源、知识，通过内部的系统协调运

作，“输出”产品、信息或者政策。［３］因而，组织与生

存环境的交互功能的协调性能充分影响组织的成

长。同时，个人作为组织中的基本单元，个体与组织

环境的匹配、个体与大环境的匹配等议题也逐渐成

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徐茜［４］提出，人才所处地区的

经济环境、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等对人才和环境的

相容性有特殊的影响。张翼［５］等人通过构建关于

人与环境匹配的结构－过程模型，丰富了组织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的学科内容。

期刊无论是作为一个组织整体或者是个体属

性，都需要遵从“适者生存”的天然法则，否则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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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潜在竞争者和行业竞争者从已有的学术“市场”

中取代和淘汰。同样，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期刊的

生存发展需要适应与环境的交互，［６］期刊发展的学

术环境影响着期刊内容热点的选取，期刊的自我强

化功能也能影响学术研究的热点选择。因此，从环

境引导需求出发，在机会和威胁的大环境里，要生存

和发展必须扬长避短，［７］突出期刊发展的社会效

益，顺应时代发展的特色和趋势，引导学术发展的前

进方向。本文选取这一视角，探究样本期刊与学术

发展环境的自适应性，借此来评价样本期刊的发展

现状，提出提高样本期刊质量的建议。

２．文献计量与期刊评价
国际上，对期刊评价的指标、方法、影响因素等

研究很多。韩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期刊评价方法不

一，评价指标的权重各有侧重，［８－９］相关研究也曾提

出将国际化列为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１０］同时也有

学者强调纯粹的指标性检测的存在性值得怀疑。［１１］

在国内，期刊评价侧重于利用文献指标等客观数据

测量期刊的内容质量，例如：被引量、下载量、Ｈ指
数、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等。［１２－１５］当前，文

献计量学蓬勃发展，文献计量工具功能日趋完善，知

识图谱类的概念研究推进了图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

成熟。近五年，ＣＳＳＣＩ收录的有关知识图谱的文献
在数量上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也凸显出图书情报

学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知识图谱类文章主要是

从研究机构、研究对象、研究热点等方面研究某一领

域的前沿热点和知识基础，属于方法论的完善和补

充。［１６－１８］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非文献计量的评价方

法，即质性价值判断方法。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

结合质性学术价值判断进行分析研究，避免了文献

计量与非文献计量之间的争论。

二、研究设计

以《科技进步与对策》为样本期刊，选取“知识

共享”为主题，从文献累积数量和结构相似系数方

面对比样本期刊质量是否匹配学术环境的发展。研

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主题确认、匹配维度等内容。

１．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分为样本期刊和总体样本的选择。首

先，选取《科技进步与对策》为样本期刊。《科技进

步与对策》由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创办，是中文

核心期刊。选取其作为样本期刊主要有以下几种原

因：（１）《科技进步与对策》属于ＣＳＳＣＩ收录的期刊，
在内容质量上具有较高的水准。同时，其复合影响

因子为１．５２１，综合影响因子为０．８３４（２０１６版），具
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力。（２）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的 ＣＳＳＣＩ

来源集刊和收录集刊中半月刊属性的期刊较少，而

《科技进步与对策》属于半月刊，该刊出版文献量已

达１．８万篇，选取其作为样本期刊可以保证文献数
量的可观性和合理性。（３）样本期刊的选择与主题
确认具有相关性。主题确认为“知识共享”，《科技

进步与对策》设有专栏“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并

且其刊用的主题与科技、创新相关，与研究主题契

合。

总体样本的选取：在 ＣＳＳＣＩ数据库中，检索“主
题”＝“知识共享”，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５日，
检索到１５０６条记录，无失效记录，故将全部记录作
为总体样本进行分析。

２．主题确认
研究样本期刊和总体样本的匹配关系，在主题

的选择中要满足两个主要条件。其一，主题的研究

具有较长的时间限度，否则短期的期刊偏好无法满

足样本比对的有效性，其科学性会严重不足；其二，

样本期刊要对该主题具有充分和充足的研究成果，

否则无法反映出该期刊的真实研究水平。

知识共享是指知识所有者与他人分享自身的知

识，从而实现知识流在个体之间的运转。我国从知

识经济时代跨入到了共享经济时代，“知识共享”成

为该时代促进发展的研究热点。从总样本量和样本

期刊中的时间跨度而言，主题“知识共享”满足上述

两个条件。

３．匹配维度
在既有文献中，利用文献计量方法绘制知识图

谱分析某一热点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通常

从该研究主题的文献逐年增长数量、热点主题的时

区分布状况、知识图谱的聚类结果等层面展开。本

文选取文献累积数量和结构相似系数等维度对期刊

与学术环境的匹配作质量评论。

（１）文献累积数量
文献累积数量是文献计量的外显特征，可以反

映出该主题的研究热度和判断主题的衰老程度。通

过文献累积的增长趋势判定该主题是否具有可研究

的理论价值，通过比对样本期刊和总体样本的对数

曲线图，可以判断两者在文献累积增长上的相似性

和契合度。

（２）结构相似系数
利用文献计量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ＩＩＩ总结出每年的

文献计量指标，结合结构相似系数反映样本期刊中

的某个热点议题在总体样本中是否占有相同的权

重，以此反映出样本期刊的发展是否脱离研究趋势，

或者跟随研究趋势，甚至引领研究方向。

·８８·



图１　我国ＣＳＳＣＩ数据库关于“知识共享”文献累计情况统计图

图２　《科技进步与对策》期刊中关于“知识共享”文献累计统计图

图３　ＣＳＳＣＩ数据库与《科技进步与对策》期刊关于“知识共享”文献累计取对数趋势比较

　　三、结果分析
１．文献累积情况
图１和图２表明，样本期刊和总体样本（去除了

样本期刊的容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并且都是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样本
期刊和总体样本的论文录用趋势保持一致，因而外

部显性结构特征满足匹配要求。两者同取对数，反

映出的趋势如图３所示，将趋势图进行线性处理，得
到两者的线性函数，并且两者构成的线性函数的拟

合优度值Ｒ２分别达到了为０．９０９１、０．９１６５。通过比
较两者的斜率，可以发现总体样本的线性斜率为

０．３８６５，样本期刊的线性斜率为０．３４５５，结合线性

函数的发展趋势，可以推断出样本期刊的发展趋近

于总体样本的发展态势，并且逐年稳步趋近。因而，

可以说明《科技进步与对策》选取的相关内容的论

文与学术的总体发展在数量增速上保持着协同一

致。

２．结构相似系数
在众多研究知识网络结构的文献成果中，利用

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余弦相似性、网络局部特征值等指标
和模型来对比网络结构的特征相似性，这些方法和

研究的前提是强调对比双方具有某一同属性、特征、

平台的特点，而本文研究对象包含总体样本量和样

本期刊，属于“包含”的几何关系，因而以上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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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具有适用性。结构相似系数关注的是网络中的

某个节点，而不是注重分析网络整体的相似性或者

结构特征，因而从节点层面消弭了整体层面研究的

不合理性和伪科学性。结构相似系数 Ｓ的计算公式
为：

ｓｉｊ＝
∑ｎ
ＸｉｎＸｊｎ

∑ｎ
Ｘ２槡 ｉｎ ∑ｎ

Ｘｎｊ槡 ｎ

其中，Ｘｉｎ表示项目ｎ在网络ｉ中的所占比重，Ｘｊｎ表示
项目ｎ在网络ｊ中所占的比重，系数Ｓ的结果越接近
于１，表示相似性越高。［１９］

本文借鉴结构相似系数的算法理念，从关键词

的频次和中心性两个方面探究样本期刊与总体样本

的匹配系数。［２０－２１］在文献计量学中，词频和中心性

都是衡量前沿热点的重要指标。词频表示该热点在

研究领域中出现的频数，频数高则表示该热点关键

词在研究中存在多次使用的概率；中心性则是表示

节点网络结构的特征值，用以判定关键词节点在整

体网络中的重要性。同时，由于样本期刊的数量值

与总体样本数量值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利用词频

计算相似系数不具有参考意义，因而采用中心性值

来验证匹配程度。选取关键词“知识共享”，获取其

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各年的中心性系数（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各年中心性系数

年份 中心性（总样本ｉ） 中心性（样本期刊ｊ）
２０００ ０ ０
２００１ ０ 无

２００２ ０．１９ 无

２００３ ０．６５ １．３３
２００４ ０．７９ ０．１９
２００５ １．１２ ０
２００６ ０．９３ １．３１
２００７ １．２１ １．０８
２００８ １．０７ １．２１
２００９ １．２７ ０．４２
２０１０ ０．６３ ０．３４
２０１１ ０．６８ ０．２３
２０１２ １．１１ ０．４９
２０１３ ０．５７ ０．３１
２０１４ １．１３ 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０．７２ ０．２１
２０１６ ０．８９ ０．７３

　　注：样本期刊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无数据，因此相似系数只核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的数据。

据计算，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的相似系数Ｓ为０．７７１，
接近于１，属于合理范围。同时，选取局部时间区域
的相似系数Ｓ（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为０．７８５０，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为０．８６５８。通过对比，发现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
的相似系数比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相似系数高，反映出

《科技进步与对策》的办刊内容更趋近于学术发展

的前沿。同时，中心性的年度数据表明，在热点主题

分析模块所得出的论证结果得到了数据验证。

四、结论与建议

选取《科技进步与对策》为样本，选取“知识共

享”为主题，运用文献计量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ＩＩＩ，从文献
累积数量、知识基础分布和结构相似系数方面对比

样本期刊质量是否符合主流学术环境的发展进度。

结果发现，样本期刊与总体样本的趋势走势较为接

近，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在热点主题的比对中，样

本期刊前期处于滞后，刊文内容落后于学术整体发

展；发展至中期，样本期刊的内容质量逐渐跟随该领

域的学术脚步；发展至后期，样本期刊的热点选取逐

步引导学术的发展走向，实现了质的飞跃。根据知

识基础的聚类结果，发现样本期刊与总体样本的研

究关注点各有侧重，也反映出样本期刊办刊具有独

特性和独立性；根据结构相似系数可以看出，样本期

刊在“知识共享”领域的研究与学术发展环境相匹

配，适应甚至引导学术的发展，因而“适者生存”。

尽管结论显示出《科技进步与对策》在学术发

展环境中实属个中翘楚，但是在“互联网 ＋新媒体”
的时代环境下，竞争压力尤胜以往。因此，样本期刊

要保持在办刊质量上的优越性，需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改善。

（１）文献累积数量的稳步增长。《科技进步与
对策》作为 ＣＳＳＣＩ收录中的半月刊，拥有大量的优
质论文的来源，同时也拥有丰富刊载的容量。因此，

在利用办刊优势的同时，要注重办刊的责任意识，为

中国的学术发展刊载更多质量高、研究视角独特的

相关文章。

（２）在保持差异性的基础上紧跟前沿。期刊的
生存之道在于办出特色，独特性是期刊发展的关键

因素。《科技进步与对策》办刊以来，在保持自身独

立性和特色的基绌上能紧跟时代脉搏。同时，样刊

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办刊质量与总体发展仍有较大差

距，从知识基础和结构相似系数可以反映出《科技

进步与对策》在办刊质量层面仍有提升空间。因

而，《科技进步与对策》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办刊特色，挖掘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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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主持人记忆力训练方法探析与实践

韩雁锋，李慧芬
（安阳广播电视台，河南 安阳 ４５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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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雁锋（１９７７—），男，河南安阳人，文学学士，一级播音员，安阳广播电视台新闻主持人，主要从事新闻节目主

持和出镜报道工作。

摘　要：良好的记忆力是电视主持人基本的职业能力之一，成熟的电视主持人需要采用多种方
式训练提升自己的记忆力。训练记忆力的方法包括：理解记忆，用词的意义来锁定词本身；多通道记

忆，以情境体验帮助处理信息；情绪记忆，以积极的情感状态调动认知能力；读写记忆，以烂笔头促成

好记性；形象记忆，把抽象的词汇变成具体化的形象；刺激记忆，以自我惩罚的方式强制性记忆。记

忆力的训练是一项全身心投入的工程，电视主持人需要调动自身的全部感官相互协调才能实现。

关键词：电视主持人；理解记忆；情绪记忆；形象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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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主持人是依靠语言进行表达的职业，丰富
的文化底蕴、语言表达能力和形象亲和力是电视主

持人最基本的素质。要形成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首先要求主持人记住主持词。因此，记忆力的重要

性对于主持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优秀的主持

人应具有非凡的记忆能力。有经验的电视主持人不

仅在备稿阶段就能快速将主持词背熟，在主持的所

有阶段，其记忆力都应处在积极的运作状态。但是

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年轻的主持人要么在主持时

拿着台本，要么在播新闻时前面放着提词器，忽视了

激活记忆的重要性，一旦遇到重要场合不能用台本，

或者提词器出现故障，就可能出现忘词、卡壳现象而

尴尬不已。因此，即使在技术发达的今天，记忆力依

然是主持人不可忽视的基本职业能力。［１－２］

马克思曾说，重要的不是理解记忆力的重要性，

而是指出如何获得良好的记忆力。除了与生俱来的

记忆能力外，许多优秀的电视主持人是通过后天的

学习，达到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惊人效果的。但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时间紧张、信息未知和公开表演等

特征，电视主持人的记忆训练不同于其他职业的记

忆力培养，要讲究独特的方法。依据工作经历和业

内经验，笔者对电视主持人提高记忆力的基本方法

作简要的分析。

一、理解记忆：用词的意义锁定词本身

不管是听辨、认读，还是产生口头语言或书面语

言，具有一定意义的词都是中心环节。准确理解词

的含义是言语交际顺利实现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记忆从根本上不是为了记住词本身，而是

为了在表达中不损失意义。许多实验表明，学习有

意义的词和已经理解的词比死记硬背词的音节效果

要好得多，理解记忆效果好于机械记忆。因此，对于

有经验的电视主持人而言，无论是节目前的备稿，还

是在节目中的熟悉稿件，都应以理解词的意义和稿

件的内涵为基础。就一篇稿子来讲，首先要清楚地

了解其主旨与段落结构，明白每一部分起什么作用，

各部分之间怎样相互联系，进而通过对稿件的含义

和词的意义的把握来锁定稿件中的词，这就是理解

记忆的意义所在。湖南卫视著名新闻女主播、访谈

类主持人张丹丹的经验足可证明理解记忆的有效

性。按业界评价，张丹丹的记忆力在湖南卫视女主

持人中排第一，无论是播新闻还是主持《背后的故

事》，她从来都不用台本和提词器。十点钟直播新

闻，她有时候九点半才到，在化妆间边化妆边看台

本，十来分钟便能将台本记牢，在台上主持时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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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过错。张丹丹自称，她的记忆力并非缘自天生，

而是因为自己有心，每接触一篇稿子，她都要力求搞

懂稿子的内在含义，分析稿子的背景，以及情感的产

生与发展，最后能入境、入画，把“我”投入到稿子中

去，做到物我交融。有了正确有效的理解记忆，就能

很快背诵和叙述稿子内容。因此，提高记忆效果最

好的办法，就要尽量使之转化成理解记忆。实质上，

理解记忆不仅仅有助于通过意义锁定词汇，还能够

增强记忆的弹性和回忆的灵活性。如果仅仅记住了

词本身，而不理解词和稿件的含义，一旦记忆卡壳，

很难再追忆成功。而理解记忆通过意义给词确定了

位置，加上同一意义往往有几个词汇，忘词现象很容

易得到弥补，而这是机械记忆达不到的效果。因此，

对于电视主持人而言，运用理解记忆达到更好的背

稿效果是行之有效的途径。［３－４］

二、多通道记忆：以情境体验帮助处理信息

作为个体经验的标识、储存和再现的记忆，按照

现代信息处理理论的解释，也是信息输入、储存和提

取的过程。以此判断，记忆从来不单单是大脑的功

能，而是人体所有感官都需要参与的信息处理过程。

正是基于该理论认识，美国学者约翰逊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提出了多通道记忆模型，发现记忆过程在横
向水平结构上包括知觉性记忆系统和反映性记忆系

统，在纵向结构上则包括监控系统和执行系统，人的

认知记忆活动是这些系统相互作用、共同配合的结

果。多通道记忆法能够动员视觉、听觉、味觉、触觉

等协同合作，共同接受和处理外来信息。由于各种

感觉器官的介入，对信息产生立体化的印象，同时由

于各感觉器官对于信息均留有“印痕”，某个感官出

现记忆损失可由其他感觉补充，因而能够延长记忆

时间，并在忘却时有效实现记忆的追忆。处于舞台

表演中的电视主持人正处于多通道活动中，因而多

通道记忆非常符合其职业习惯。以无厘头主持方式

起家的谢娜就是多通道记忆的高手，在她主持的节

目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她模仿名人惟妙惟肖或谈

起某个场景活灵活现，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据

说得益于她早期扎实的表演功底。谢娜在接受访谈

时承认，自己良好的记忆力完全是当年北漂时被逼

出来的。未成名前，她时常因为记不住台词而被导

演刷下。痛定思痛，她从北漂的朋友那里借了一本

《记忆大师》的教材进行研读，学习记忆方法，其中

重要的一条是充分利用身体的五官功能，调动身

体各器官协同记忆。谢娜便利用自己的表演天赋

来增强记忆，改变自己在记忆能力方面的不足，从

此再也没有因为记不住台词而被导演批评，并且

做到了影、视、歌全面发展。一般而言，我们对声

音的记忆、对画面的记忆往往较为深刻，在录制节

目前，多听、多看、多参与到与节目有关的前期采

访和剪辑环节中去，让来自新闻或节目现场的视

听元素留在脑海中，这样的多通道体验式记忆是

最深最持久的。［５］

三、情绪记忆：以积极的情感状态调动认知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的认知能力由理

性认知因素和非理性认知状态共同组成，非理性认

知状态虽然不直接用于认识认知对象，却影响着主

体在认知活动中的态度和效率，即认知执行的效果。

非理性认知状态包括人的情感、意志、信念和习惯等

等，它们对理性因素起着激活、驱动和调节作用。对

于电视主持人而言，其备稿和记忆活动有着紧张的

时间限制，依靠非理性认知状态配合，保持良好的情

感状态，做到情绪饱满、态度积极、意志坚定非常重

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稿件的

记忆。如果无精打采、经常走神或有急躁颓废情绪，

势必影响记忆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新闻稿和主持

词本身包含着明显的情感倾向，这种情感的表达本

身也是备稿记忆的要素，如果主持人自身情感状态

较差，则不管稿件内容怎样惊心动魄，电视主持人说

出来都像病中呻吟，那就破坏了稿件的表达效果。

因此，在稿件记忆活动中，电视主持人一定要想办法

进行自我情绪激发，做到情绪饱满、精神振奋。央视

播音员欧阳夏丹长得不算漂亮，声音不算响亮，但她

只要出现在屏幕上，就能够很快牵动观众的注意力，

因为她的笑容始终明亮，感情始终充沛，快人快语、

充满激情的主持风格，让她跻身最有观众缘的主播

行列。据欧阳夏丹回忆，这固然和她的性格有关，也

与其在《第一时间》所受的训练有关。《第一时间》

安排主持人参加编前会，说自己的感受，通过主持人

的发言掌握主持人的性格、说话的方式，写串词时以

主持人的口吻和心理状态为参照，使主持人能够在

播音时从容发挥。正是这种稿件的写作和准备契合

播音员的感受，与播音员的情绪状态保持一致，降低

了备稿记忆所需的精力付出。因此，电视主持人在

备稿过程中，需要努力调动自己的情绪，达到心境一

致性记忆的效果。稿件信息的情绪效价与主持人的

心境一致时，稿件中的信息更容易被编码解码，也更

容易得到储存。［６］

四、读写记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明朝著名文学家张溥幼时记忆力较差，想要克

服这个缺点。他尝试多次，发现抄写过的文章背诵

得较为熟练，对文章内涵的领会也更透彻。他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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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书斋起名“七录书斋”，坚持不懈地抄书背书，

终于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这就是古人所云“好

记性不如烂笔头”的渊源。许多人记得这句话，却

没有分析过动笔对记忆力到底有什么好处。边读边

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不会漏字。背诵或

者阅读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一目十行，对内容一扫而

过，单个的词汇很难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写

字则不同，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很难漏字更难

漏词。二是动笔记忆需要调动较多的感觉器官。眼

睛、嘴巴、手的协调，需要集中注意力才能进行，不像

默记或者速览时那样容易分神。更重要的是，多种

感官的参与使得读写一遍效果等同看了好几遍。三

是动笔帮助记忆。动笔可以形成清晰的语感，即用

笔记录一遍，主持人对稿件的基本结构就已经比较

熟悉了，熟悉的语感有助于主持人开展理解记忆。

因此，主持人在识记一篇评论或出镜词的时候，最好

是边读、边写、边记忆，即采用读写记忆法提高记忆

效率。主持人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主题性报道

需要现场出镜，这个时候就要在短时内快速记住一

篇百字左右的出镜词。当编导为主持人备好一篇稿

子，主持人应该立刻工整地抄写，千万不能草抄或字

迹不清晰。在抄写时要看、要读，在写中读、在读中

记，做到看中读，读中抄，抄中记。另外，主持人写串

词或者出镜词时，不能满足于打腹稿，而是要坚持把

它写出来。有的主持人喜欢打腹稿，看似打了好几

遍，但是稿件始终无法转换为现实形态，由于眼睛看

不见而显得不够充分。把腹稿写下来，再看上两遍，

稿件似乎就印在心里了。因此，建议年轻的电视主

持人在工作中不要偷懒，不要想走捷径，备稿时踏踏

实实地坐下来边读边写，把自己的所有感官都调动

起来，这样看似费了时间、费了力气，但是可以增强

记忆质量，保证记忆速度，提高了效率

五、形象记忆：将抽象的语词转化为具体形象

形象记忆就是把主持串词中的词汇变成活生生

的人或景象，变成生动而直观的体验，从而提升记忆

效果。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们在认识和记忆事物

时，依抽象程度的不同效果也不一样。越是生动具

体的事物，人们越容易把握，也更容易留下深刻的印

象。随着抽象程度的提升，即离具体形象越远的事

物，人们想要记住它，花费的精力就越大。事实证

明，形象化的言语刺激比单纯的符号刺激在记忆中

保持得更好。对于电视主持人而言，虽然每天可能

要面对很多抽象的字符，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字符相

比科学类理论类文本而言，往往涉及具体的事件和

人物，以及很多生动活泼的表达。有意识地把词汇

表达的观念转化为具体生动的形象，有助于增强记

忆效果。主持人在主持联欢晚会或者综艺节目时，

串词往往写得非常优美，但是它不像新闻稿件那样

有逻辑可循，有具体所指，记忆起来难度相对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想像记忆法，即把这些优美的词

汇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可以降低其抽绎程度，方便记

忆。比如在展现好日子时，想像过节的商场；在讲良

好的自然环境时，想像蓝天、白云、小鸟和浪花；在讲

幸福美满时，联想刚结婚的夫妻等等。通过将抽象

的词汇形象化，主持人在主持时心中就不再是那些

枯燥的词汇，而是美丽的画面了。这种形象记忆，不

单单是有助于主持人记住词汇，更重要的是能够帮

助主持人抓住串词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准备再现

作品中的形象，主持人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串词中情

感表达的分寸，而不会出现表达情感不温或者过火

的问题。［７］

六、刺激记忆：以自我惩罚换取记忆效果

刺激记忆的方法是强化记忆，即强迫自己把主

持词记下来，不计条件不讲方法，完全凭借自己顽强

的意志。对于电视主持人而言，由于工作性质的要

求，在其他记忆方法不起作用、不能完成记忆目标的

时候，死记硬背、反复强化是不可回避的选择。这种

刺激记忆的原理是反复输入和重复提取词汇，推动

记忆的强化。系列记忆实验表明，相对于其他学习

策略，学习过程中的重复提取对保持词汇和意义材

料的长期记忆更具强化效应，并能产生更持久的意

义学习。华少是浙江卫视主持人，主持风格机智、幽

默，现场应变能力强。他先后主持过多档王牌综艺

节目，而真正让他名扬全国的是在第一季《中国好

声音》总决赛夜晚，他用４７秒念完长达３５０字的广
告词，他每秒钟７．４４个字的神速令网友叹服，因此
被誉为“中国好舌头”。他说强化记忆是表达神速

的必由之路，否则根本没办法实现。强化记忆就是

反复熟悉串词，把不熟悉的词反复阅读背诵下来。

电视主持人有时候状态不好，串词很长时间记不下

来，好几天也拿不下一个段子，自己练得着急，别人

听着也着急。这种情况下别无他法，电视主持人只

能施行刺激记忆的方法，哪个句子记不住，就反反复

复地朗读，就像进行自我惩罚。心理学家指出，自我

惩罚是增强记忆和改正错误的强硬手段。对于那些

缺乏联系的语句或者是客观性知识，除了依靠机械

的记忆和死记硬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最简单

的方法往往是最伟大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当然，机械记忆并不是说一点方法也不讲，主持人还

可以利用一些技巧，如对比法、列举法等等，尽量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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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快速记忆和巩固记忆的诀窍。［８］

七、结语

无提示状态下的记忆力，标志着一个主持人的

成熟程度。笔者根据自身经历和业界经验列举了几

种行之有效的记忆方法，这些方法有原理可循，实践

证明效果明显。理解记忆是用词的意义来锁定词本

身，表达和交际以意义为核心；多通道记忆是以情境

体验的帮助处理信息，记忆是多感官协同合作的结

果；情绪记忆以积极的情感状态调动认知能力，用非

理性认知状态激活、驱动和调节理性认知因素；读写

记忆是以烂笔头促成好记性，抄写是对记忆感官的

深度开掘；形象记忆是把抽象的词汇变成具体化的

形象，通过降低抽绎度来节约记忆成本；刺激记忆是

以自我惩罚的方式强制性记忆，是最简单也是最直

接的记忆方法。电视主持人要了解自身的记忆特

点，遵循记忆的规律，通过实践来选取适合自己的记

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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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英译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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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外文学会，浙江湖州 ３１３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２
作者简介：何霖生（１９４７—），男，浙江湖州人，湖州市外文学会会员，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摘　要：本文旨在对包通法教授的《〈孟子〉译本精神构式比较研究》进行再研究。文章详细分
析了包文所举之例证，质疑其研究手段———以功能派翻译目的论为评判标准，认为以此理论为标准

去认定《孟子》英译之优劣有失客观公允，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关键词：《孟子》；目的论；再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９６－０６

　　 由刘翌讲师和包通法教授合写的《〈孟子〉译
本精神构式比较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一篇以

西方现代译论———翻译目的论为视角比较中国典籍

《孟子》英译本的论文，笔者认为文中论点有牵强附

会之处，有言不成理之嫌，有必要予以重新检视。为

此，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愿与作者商榷，并求证

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为叙述方便，笔者按原文各部分的顺序依次展

开，讨论其中涉及的种种翻译问题。

一、关于“引言”

《研究》一文引言中强调《孟子》“不仅在当时，

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正因为如

此，对《孟子》英译的研究不能只关注语义和文体

等，只将其研究置于语言学和文学的问题框架内，也

应将其研究转向文化与哲学思考的问题框架内，关

注其精神构式和识度，这样才能给异域文化的读者

带来东方古典文化之思、之智，为我国文化大战略服

务”［１］７０。关注经典英译的文化和哲学思考层面很

有道理，但细想之下，能给异域文化的读者送去东方

古典文化之美的，只能是各个不同时期的《孟子》英

文译本，而非那些针对译本的评论文章之功。我们

之所以能认识莎士比亚，主要还得归功于朱生豪先

生等致力于莎剧翻译的前贤们，而不是后人对于朱

译本的评价。这样说并不否定翻译批评的意义，翻

译批评是需要的，真正有见地的翻译批评自然会得

到肯定和认可，但文本翻译实践本身更为重要，而译

者对经典文本的领悟是否准确到位则直接关系着译

本的质量高下。

二、关于《孟子》英译文本

《研究》指出对《孟子》不同时期的各种英译本：

“大多数研究或是关注小学层面的微观问题，很少

有相关的研究专注于考量翻译就最大程度上接近原

作的精神识度、思维构式、语言表征样式与精神格局

同构性这一典籍翻译根本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中

华典籍外译的本体性问题。经典翻译不光是意义与

文体，更是人的思维本体、认识构式的传输。”［１］７１

此说有失偏颇。如前所述，翻译实践与翻译研

究（评论）是不同的两个方面。翻译研究落后于翻

译实践的。就实践层面而言，一个译者在翻译经典

著作时，若能关注小学层面的问题，心中装着“信达

雅”，以精准的语言、适合的文体来表达原作的意

义，也就能够较为正确地传输原作的精神；就理论层

面而言，翻译研究不能弃微观问题不顾而奢谈所谓

的“宏观问题”，导致“言之无序”。意义与文体、及

原作的精神本应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三、目的论识度与构式

《研究》于此部分以大段引文来介绍始于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一种基于源语语篇和目标语语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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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并认为“翻译要

受目的的制约，任何形式的翻译都可以被视为以原

文为基础的有目的、有结果的行为。翻译过程中的一

切，包括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对原作内容与

形式的取舍、译者的翻译思想等，皆由翻译行为的目

的决定。目的决定手段。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

素是受众———译文预期的接受者，对译文有着自己文

化识度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１］７１那么，以“受众至

上”为目的的翻译“目的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笔者思之良久，觉得其适用范围其实并不广。

或许影视娱乐片的翻译应以受众为上，以激起

人们观看的欲望。而在更多的领域里，翻译甚至可

以不考虑所谓的“受众”。如机器说明书的翻译，就

不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取舍问题。不管受众是何人，

译者都得从头至尾“忠实”地翻译出来，否则机器或

安装不成，或启动不了。再如药品说明书的翻译，不

管受众对毒副作用是多么地讨厌，译者也还得把它

原原本本地译出来，因为人命关天。而且《研究》

说：“根据目的论的三个原则，目的论不再把‘信’或

‘忠实’作为首要的翻译标准。由于目的论是以预

期目的来判断译文是否成功，预期目的又反映译文

读者的要求，因此‘目的论’推崇翻译标准的多元

化。”［１］７１若一味推崇翻译标准的多元化，很多经典

的翻译将产生多个版本而让人无所适从。

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９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
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

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

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

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的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

论。随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按毛泽东的意见作

出回复，表示不同意删去。因为毛泽东在该文件中

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

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改。而且《毛泽东

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文版，都没有作什

么修改。此为毛泽东对其著作外译的态度，笔者以

为这也是一个思想家对自己思想的态度。但若按照

翻译目的论“忠实的程度在宏观上取决于翻译目的

的要求，忠实规则要服从于目的规则”［１］７１，那就得

去问受众———国外的读者，而受众又有阶级属性的

不同，有文化层次的不同，岂不是众口难调？

四、《孟子》译本精神构式对比研究

（一）《研究》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研究》中：“文化负载术语如何翻译构成了中

华典籍译文成功与否的一大关键要素。在《孟子》

中，当然也不乏此类词语，如‘仁’‘天’‘道’‘气’

‘君子’‘性善’‘四端’‘小人’等等，皆是承载儒家

文化思想特有的知性术语。如何翻译这些文化负载

词是对译者能力的挑战，也是体现译者翻译思想和

翻译态度的试金石。究竟对作者负责，关注文本知

性格局和体系，还是把目标语读者的反映视为衡量

译文的主要标准，都将左右译者的言语行为和行文

样式。”［１］７２

以上关于“文化负载词”的说法不够确切。如

“道”是老子最先提出来，在老子的思想里“道”即是

“气”。应当说这些词语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否则百

家又何以争鸣？至于“究竟对作者负责，关注文本

知性格局和体系，还是把目标语读者的反映视为衡

量译文的主要标准，都将左右译者的言语行为和行

文样式”就显得奇怪了。《研究》给译者出了这样一

道选择题，按照《研究》所持的翻译目的论立场，是

希望译者能选择后者，即“把目标语读者的反映视

为衡量译文的主要标准”，可问题是译文尚未问世，

还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又如何能够知道“目

标语读者的反映”呢？再者，译者工作时难道可不

对原文作者负责，不关注原文本吗？

关于理雅各、文库版和刘殿爵三译本对文化负

载词的翻译，《研究》一文做了对比分析，且看《研

究》对其所选译例的分析：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

丑》）

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Ｉ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ｗｏｒｄｓ；Ｉａｍｓｋｉｌｌｆｕｌｉｎ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ｍｙｖａｓｔ，ｆｌｏｗｉｎｇｐａｓｓ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ａｍｓｔｒｏｎｇｉｎ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ｓ’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ｍｙｖａｓｔｖｉ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Ｄ．Ｃ．Ｌａｕ：Ｉｈａｖｅ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ｗｏｒｄｓ．Ｉａｍ
ｇｏｏｄａ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ｍｙ‘ｆｌｏｏｄ－ｌｉｋｅｃｈ’ｉ’．

“文库版出于文理流畅之目的，将‘浩然之气’

译为‘ｖａｓｔｖｉ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把气当作是一种能量，采用
了归化翻译的策略。但是文库的翻译是有问题的，

‘ｅｎｅｒｇｙ’一词体现的是一种科学化、物理化的概念。
会给读者留下什么感觉呢？西方读者本身就难理解

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的真正内涵，而此处用 ｅｎｅｒｇｙ
只会起干扰作用，使读者认为作者在此是在做积蓄

物理能量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１］７２《研究》对文库版所译
“浩然之气”中用 ｅｎｅｒｇｙ一词的质问，似有“攻其一
点不及其余”之嫌。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上

ｅｎｅｒｇｙ有四解：１（Ｕ）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ｕｔｅｆｆｏｒｔａｎｄｅｎ
ｔｈｕｓｉａｓｍｉｎｔｏ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ｏｒｋ，ｅｔｃ．精力；活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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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２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ｐｌ．）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ｅｆｆｏｒｔ
ｔｈａｔｙｏｕｕｓｅｔｏｄｏｓｔｈ精力；力量。３（Ｕ）ａ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ｕｃｈａｓｆｕｅｌ，ｕｓｅｄｆｏ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ｒｏｖｉ
ｄｉｎｇｈｅａｔ，ｅｔｃ．能源。４（Ｕ）（ｐｈｙｓｉｃｓ物）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ｍａｔｔｅｒｏ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ｏｒｋ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ｉｔｓｍａ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ｈａｒｇｅ，ｅｔｃ．能；能量。再看由中
国学者独立研编的《英汉大词典》［２］６１２的说法：１．活
力，干劲；（语言、文体等的）生动有力。２．精力；能
力；力量。３．能，能量；能源。不知为何《研究》仅只
把ｅｎｅｒｇｙ当作是一种能量，而对此词的其他意义视
而不见？还说“西方读者本身就难理解的这个词在

不同语境下的真正内涵”。许渊冲先生在他的研究

中告诉我们“据电子计算机统计，英、法、德、俄、西

等西方国家的语文之间的差异不大，两种语文之间

约有９０％可以找到对等词，而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差
距却大得多，据统计只有４０％—５０％的对等词，因
此，只研究西方文字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得出有重要

国际意义的翻译理论。只有能进行中英互译的译者

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３］笔者对此说信以为是，

因ｅｎｅｒｇｙ的俄文对等词是энергия；сила；мощность
（活力；精力；气力；力量），而其复数形式在俄文中

则表示斗争等活动中的精力、能力。应当说西方读

者对ｅｎｅｒｇｙ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的真正内涵是并
不难理解的。“刘殿爵对这一句的翻译体现原文库

译截然不同的精神识度，他将‘气’采用了威妥玛拼

音译法‘ｃｈ’ｉ’，可谓典型的 ａｎｔｉ－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张扬了
中华文化精神的个性化术语，传达了中华民族不同

于西人的对人生的高扬浩然之精神追求，实现了译

文为读者保留它者精神格局的目的。”［１］７３《研究》对

刘殿爵以ｆｌｏｏｄ－ｌｉｋｅｃｈ’ｉ译“浩然之气”十分赞赏，
其实，要不是在其前已有所说明的话，这个译法是令

人难以理解的。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英文

版）［４］中有这样的表述：Ｉｔｓｍｏｓｔｕｓｅｆｕｌｗｏｒｄｗａｓｃｈ’ｉ
（ａｉｒ？Ｂｒｅａｔｈ？Ｓｐｉｒｉｔ？）ｗｈｉｃｈ，ｂｅｉｎｇ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ｗａｓ
ｍｏｓｔ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ｏｆ“ｍｙｓｔｉｃ”ｈａｎｄｌｉｎｇ．可见对以ｃｈ’ｉ
译“气”是应作出具体说明的。冯友兰先生是这样

用英文表述“浩然之气”的：…ｉｆｗｅｔｕｒｎｔｏＭｅｎｃｉｕ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ｗｈａｔｈｅｃａｌｌｓｔｈｅＨａｏＪａｎＣｈｉｈＣｈ’ｉ，ａ
ｔｅｒｍｗｈｉｃｈＩ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ａ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Ｍｏｒａｌｅ．”有了这样
的说明之后，才进一步表达“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

之气”：Ｉｋｎｏｗ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ｉｎ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Ｉ
ａｍ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ｍｙＨａｏＪａｎＣｈｉｈＣｈ’ｉ．［５］

应当说冯先生的表述才是非常之到位的。

（二）关于“性本善”的译本对比分析

例１．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

善，水无有不下。《孟子· 告子上》

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Ｔｈ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ｎ’ｓｎａｔｕｒｅｔｏ
ｇｏｏｄｉ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ｏｆｌｏｗ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ｎｅｂｕｔｈａｖｅｔｈｉｓ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ｏｇｏｏｄ，ｊｕｓｔａｓ
ａｌｌ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ｓ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ｇｏｏｄ，ｊｕｓｔａｓ
ｗａｔｅｒａｌｗａｙｓｆｌｏｗｓ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Ｎｏ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ｂｕｔｉｓ
ｇｏｏｄ，ｎｏｗａｔｅｒｂｕｔｆｌｏｗｓ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

Ｄ．Ｃ．Ｌａｕ：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ｉｓｇｏｏｄａｓｗａｔｅｒｓｅｅｋｓ
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ｍａｎｗｈｏｉｓｎｏｔｇｏｏｄ；ｔｈｅｒｅｉｓ
ｎｏｗａｔｅｒｔｈａ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ｆｌｏｗ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

“这句话诠释的是孟子有名的‘性善论’的命题

与人生规定。而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东西方文明

的界定是截然不同的。性善与性恶是东西方文明的

重大差异之一，东方文明崇尚人性本善，后天应教

化、发展这种善的本然；而西方文明认为人性本恶，

人人生来有罪（ｓｉｎ），所以要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来
约束、规范人的行为（杨颖育，２０１１）。孟子在此提
倡的是人性本善，是内在的善性，‘善’是生来固有

的，亦是内修的结果，而非外索的果实。身处东西方

两种文明和不同时空维度上的三位译者，对‘人性

本善’翻译的差异，就深刻地体现出了翻译目的对

翻译的影响。理雅各把‘人性本善’译为‘Ｔｈｅｔｅｎｄ
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ｎ’ｓｎａｔｕｒｅｔｏｇｏｏｄ’，显然，他把孟子提倡
的人性本善误读成了人性向善。而刘殿爵的译文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ｉｓｇｏｏｄ’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人性本善
的识度。因为在西方千年以降的哲学范式中，ｂｅ是
一个对主语属性的判断和表征，这符合孟子人性本

善的命题与识度。而文库版的译文‘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ｇｏｏｄ’虽也基本表达了原文的认识规定，但
与原文的认识构式不尽相同，因为‘ａｌｗａｙｓ’一词纯
属画蛇添足。这词一加，就改变了原文的认识构式，

等于在说，人性一般是善的，但有时候亦会不善，这

是典型的文学思维而非哲学思维。究其原因，是对

原文的哲学认识命题不甚了解的原因所致。而理雅

各的误读是受西方文化原罪说的影响，同时也与他

的翻译目的和译文受众不可分开。由于其面向的是

深受原罪说影响的西方传教士，他的译文中也就难

免带有原罪说的影子，因而把原文解读成人性向善，

而非人性本善，这是符合其翻译目的的。而刘译本

的译者则志在传播、推广中国文化，展现古老的东方

文明、精神本体，因而比较精确地再现了原文思想，

精神识度，把孟子提倡的人性本善观准确的再现在

译文中了。”［１］７３－７４

以上分析中有观点错误的硬伤。“性善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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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孟子的一家之言，同是儒家的荀子却是主张“性

恶论”的。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６］分析《孟

子·告子上》说过他（孟子）那个时候，关于人性的

学说，除了他自己的学说之外，还另有三种学说。第

一种是说人性既不善又不恶。第二种是说人性既可

善又可恶（即人性内有善恶两种成分）。第三种是

说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恶；在任继愈先生

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与此相关的论述：“孟

子说人性善，……也就是说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

他的确承认，也还有些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

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７］

人性中有通向恶的成分，换言之，也有通向善的

成分。由此可见，理译之“Ｔｈ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ｎ’ｓｎａ
ｔｕｒｅｔｏｇｏｏｄ．”真可算得是准确无误。孟子能言善
辩，好用比喻，以水之流向来比喻人性之趋向。而与

孟子论战的告子亦曾同样以水喻人性，“决诸东方

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７］１４４。数千年前的古人尚

能以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看待人性，使人不得不为

之折服。此外，《研究》以为“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ｉｓａｌｗａｙｓ
ｇｏｏｄ”中，ａｌｗａｙｓ一词纯属画蛇添足，但以笔者之见，
此词乃必不可少。少了它，读起来就没有一点韵味

了。

（三）关于“恻隐之心”“我”之翻译

例２．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
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

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

心，智也。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
ｌｏｎｇｓｔｏａｌｌｍｅｎ，ｓｏｄｏｅｓｔｈａｔｏｆｓｈａｍｅａｎｄｄｉｓｌｉｋｅ；
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ａｐｐｒｏ
ｖ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ｅｓ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ｏｆｓｈａｍｅａｎｄ
ｄｉ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ａｔｏｆｒｅｖｅｒ
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ａｔ
ｏｆａｐｐｒｏｖ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ｒｅｎｏｔｉｎｆｕｓｅｄｉｎｔｏｕｓｆｒｏｍ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ｅａｒ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ｆｕｒｎｉｓｈ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ｏｗｉｎｇｔｏｗａｎｔ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ｉｓａ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ｄｂｙｅｖｅｒｙ
ｏｎｅ，ｓｏｉｓｓｈａｍｅ，ｓｏ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ｏｉｓ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
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ｍｅａｎｓ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ｓｈａｍｅｍｅａｎｓ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ｍｅａｎｓｄｅｃｏｒｕｍ，
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ｍｅａｎｓｗｉｓｄｏｍ．Ｂｅ

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ｄｅｃｏｒｕｍ，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ａｒｅ
ｎｏｔｃｏｎｆｅｒｒｅｄｏｎｍｅｂｙ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ｉｎｍｙ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ｎｌｙＩ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ｓｏｕｇｈｔｔ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ｉｎｍｅ．

Ｄ．Ｃ．Ｌａｕ：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ｉ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ａｌｌｍｅｎａｌｉｋｅ；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ｓｈａｍｅ，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ｏｆ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ｐ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ｏ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ｔｈｅｈｅａｒｔ
ｏｆｓｈａｍｅｔｏｄｕｔｉｆｕｌｎｅｓｓ，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ｏｂ
ｓｅｒｖ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
ｔｏｗｉｓｄｏｍ．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ｄｕｔｉｆｕｌｎｅｓ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ｒｉｔｅｓ，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ａｒｅｎｏｔｗｅｌｄｅｄｏｎｔｏ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ｉｎｍ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Ｏｎｌｙｔｈｉｓｈａｓｎｅｖｅｒ
ｄａｗｎｅｄｏｎｍｅ．

“恻隐之心”一词“理雅各翻译成了‘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
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在英语中，‘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表示‘ａ
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ｙｍ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ｓｏｒｒｏｗ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ｓ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同情、怜悯’，是一种感受、有强烈的基督教情
结，是基督教义中常用词汇，但却无有原作的哲学

命题识度。这样，用基督教语言来翻译《孟子》的相

关命题，理雅各其实是试图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

仁爱思想巧妙地融合到一起。……相比之下，刘殿

爵的译文关注了语言本体与思维同构这一认识论的

问题，在微观上自觉贯彻这一方法论，关注原作的精

神识度和认识构式，不尽句式工整简洁和原文句法

丝丝入扣，而且把原文的精神观照诉诸于译文选词、

句法和谋篇布局。如他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

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心’的哲学命题译为‘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ｉｓｂｙ
ａｌｌｍｅｎａｌｉｋｅ；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ｓｈａｍｅ，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这就将原
作中的认识构式在译文中得到充分体现。‘ｈｅａｒｔ’
就是原作的认识构式与精神识度。”［１］７４

笔者认为“恻隐”是指对遭难的人表示同情。

一般而言，人总是有同情心的（铁石心肠者少数），

这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什么“哲学命题”。仅

凭“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就说理译有强烈的基督
教情结，未免牵强附会，诚然，理作为传教士，其有基

督教情结自不待言，但这并不证之于“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
ｔｉｏｎ”一词。笔者查阅了多本颇具权威性的词典（英
英、英汉），均未见该词带有［宗］之标志。冯友兰先

生在他的英文《中国哲学简史》中也是以“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来表达“恻隐之心”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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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
ｈｕｍａｎ－ｈｅａｒｔｅｄｎｅｓｓ．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ｈａｍｅａｎｄｄｉｓｌｉｋｅ
ｉｓ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ｓ
ｔｙ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Ｔｈｅｓｅｎｓｅ
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ｉｓ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ｗｉｓｄｏｍ．Ｍａｎｈａｓ
ｔｈｅｓｅｆｏｕｒ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ｊｕｓｔａｓｈｅｈａｓｆｏｕｒｌｉｍｂｓ…

下面来看《研究》对“我”的指称的讨论：

“我”在上下语境中就是“我们”的代指，而非第

一人称单数“我”。因为孟子在这里是与他学生讨

论一般“人性”问题，不是他个人“性情”。把“我”

理解为“我们”不仅是单、复数的差异，而是对当时

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构式的误读，而如是英译更

是显得突兀和不符语意连贯逻辑。然而，遗憾的是，

文库和刘译文为满足译文读者阅读流畅期待，皆未

关注这一问题，按照现代汉语的指称与内涵翻译之；

只有理译出于他翻译目的的需要：“为让来华传教

士了解华人精神需求，更好完成上帝使命”，完整认

识了这一社会精神构式和人文关系，并在语言层面

关注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非由外铄我也，我

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的三种译文看到这一点：

Ｌｅｇｇ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ｒｅｎｏｔｉｎｆｕｓｅｄｉｎｔｏｕｓｆｒｏｍ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ｅａｒ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ｆｕｒｎｉｓｈ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ｉｓｓｉｍｐｌｙｏｗｉｎｇｔｏｗａｎｔ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ｄｅｃｏｒｕｍ，
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ａｒｅｎｏｔｃｏｎｆｅｒｒｅｄｏｎｍｅｂｙ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ｉｎｍｙ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ｎｌｙＩ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ｓｏｕｇｈｔｔｏｄｉｓｃｏｖ
ｅｒｔｈｅｍｉｎｍｅ．

Ｄ．Ｃ．Ｌａｕ：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ｄｕｔｉｆｕｌｎｅｓｓ，ｏｂｓｅｒｖ
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ｔｅｓ，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ａｒｅｎｏｔｗｅｌｄｅｄｏｎｔｏｍ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ｉｎｍ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Ｏｎｌｙｔｈｉｓ
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ｄａｗｎｅｄｏｎｍｅ．

如上《研究》在这个问题的说法含混不清，自相

矛盾，令人莫衷一是。它先说：“因此，‘我’在上下

语境中就是‘我们’的代指，而非单数‘我’。因为孟

子在这里是与他学生讨论一般‘人性’问题，不是他

个人‘性情’。”据此，“我”应理解成“我们”，英译就

应是ｗｅ，而不是Ｉ了。可接着又说：“把‘我’理解为
‘我们’不仅是单、复数的差异，而是对当时社会价

值观和社会关系构式的误读，而如是英译更是显得

突兀和不符语意连贯逻辑。”据此“我”又不能理解

为“我们”，英译就只能用 Ｉ了。可紧接着又批评了
文库版和刘译文，而这两种译文正是把“我”译成了

Ｉ的。《研究》所列的三种译文，认为理译最佳，因为
“只有理译出于他翻译目的的需要，‘为让来华传教

士了解华人的精神需求，更好完成上帝使命’，完整

认识了这一社会精神构式和人文关系，并在语言层

面关注了这一问题”。华人的精神需求是什么？是

要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要懂

得仁义礼智。要在“寡欲”“内省”“养气”上下功

夫。华人的这些精神需求和传教士所要完成的“上

帝使命”又有何关系呢？不知作者所言何意。

（四）关于“Ｉｎｗａｒｆａｒｅ”
例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ｉｍｅｖｏｕｃｈｓａｆｅｄｂｙ

Ｈｅａｖｅｎａｒｅｎｏｔｅｑｕａｌｔｏ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ｆｆ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ｆｆ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ｒｅｎｏｔｅ
ｑｕａｌ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ｃｃｏｒｄｏｆＭ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ｎｗａｒｆａｒｅ，ｔｈｅ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ｓｎｏｔ
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ｓ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ｓｎｏｔ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ｓ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ｍｏｒａｌｅ．

Ｄ．Ｃ．Ｌａｕ：Ｈｅａｖｅｎ’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ｓｌｅｓ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ｔｅｒｒａｉｎｉｓｌｅｓ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ａｎｈｕ
ｍａｎｕｎｉｔｙ．

《研究》一文对上述三段译文分析如下：

“孟子在这里似乎主要是从军事方面来分析论

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文章中孟

子将该论点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体现的是孟子的政

治主张，因而使其命题意义更具普遍性。这是孟子

的深意、亦是本义；……而文库版的译文，出于文意

翻译的目的，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句首加了个‘ｉ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其所承载命题意义就相对狭义，没有孟子
所要表达的一般意义。其实句首的‘ｉｎｗａｒｆａｒｅ’实
属多余”。不知作者所谓“孟子在这里似乎主要是

从军事方面来分析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

系，而实际上文章中孟子将该论点由战争推及到治

国，体现的是孟子的政治主张，因而使其命题更具普

遍性。这是孟子的深意、亦是本义”根据何在？当时

中华大地正逐渐走向中央集权局面，因而兼并战争可

谓是各国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正是这种兼并战争给后

来秦汉统一的封建王朝创造了条件。而孟子就是在

这种形势下提出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指出：得道多

助，失道寡助。指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而要“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

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据此，文库版译文

中“ｉｎｗａｒｆａｒｅ”并非多余，而是必不可少的。
五、结论

如上所述，本文分析了《研究》一文中的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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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看出《研究》明确指出三种版本的译者究竟采

用了怎样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其实，这种研究

意义颇值得置疑。翻译目的论诞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可理译本《孟子》成书于１８６１年，几乎要相差百
年之久；而刘译本则是在１９６３年译成《道德经》后，
又花七年时间译成的。从时间上看，刘是来不及去

理会“目的论”的；至于文库版《孟子》虽成书于

１９９３年，但也未必会按照“目的论”的要求去翻译。
而即使其是按照“目的论”要求翻译，若前两个译本

未按这个要求，三者也就失去了比较的标准和意义。

实际上，同样的内容由不同的译者来译，必然会产生

不同的译文，这是很自然的事，本用不着寻找什么理

论根据，而任何高深的理论也未必解释得了翻译活

动中的种种妙趣和差异。

潘文国教授指出：“这些年我们谈了那么多的

理论，好的翻译反而更难见了，翻译理论里翻来覆去

举的，都是前人的例子。语言学派细至毫厘的条分

缕析，好像没能教会人怎么做翻译，更做不出好的翻

译。文化学派谈翻译对译入语社会起的作用，洋洋

洒洒，也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是对既有事实的观察和

分析，却无法指导人具体怎么做翻译，因为翻译作品

能否起影响、起什么样的影响，并不是当下做翻译的

人能够事先确定的。其他种种理论似乎也是如此，

说得再天花乱坠，对翻译实践起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这个现象说得透彻一点，就是‘翻译学热闹了，翻译

却不见了’。翻译理论研究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

乐，圈子里的人说得开心，但对翻译的影响却越来越

小，真正在做翻译的人基本不把你当回事。”［８］

潘先生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应当牢牢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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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ｗｈｅ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Ｉｔ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Ｐｒｏｆ．Ｂａｏ’ｓ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ｓｓｏｍｅ
ｗｈａｔｌ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ｔｉｓｎｏｔｊｕｓｔｏｒｆａｉｒｉ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Ｈｉｓｈａｓｔ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ｋｏｐｏｓｔｈｅｏｒｙｓｅｅｍｓｕｎ
ｓｏ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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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实践
———以新闻翻译为例

史　芸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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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史芸（１９９０—），女，安徽阜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翻译。

摘　要：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及翻译所涉行业的逐渐增多，翻译理论复杂化及实践多样性的趋
势日益显现，但学界对翻译核心问题的探索从未停止。同时，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加快，

翻译已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因此，切实解决翻译体系内的问题成为重点。作为核心范畴之一，厘清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为当下任何一个翻译分支学科的首要任务。本文拟从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

译实践之辩着手，以新闻翻译为例，探究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实践的契合。

关键词：翻译应用；理论；应用翻译；实践；新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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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中国逐渐走上国际舞台，翻译作为衔接中

外的桥梁，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翻译不再仅被视为语言学或文学的附属

学科，而是承担了输出文化、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的

艰巨任务，时刻面临挑战。同时，翻译学科也不断进

行理论完善和实践创新。我国在十八大期间制定了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以合作共赢为发展目

标，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紧

跟国策，翻译在推进双边经济贸易合作中占据举足

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翻译已从单纯的学科理论

建设上升至理论与实践相契合，并同步发展。

现今学界翻译研究总体呈现派系分立，且各翻

译学科分支之间互相难以融合，交叉性弱。同时，陆

续有新的翻译派别体系建立，甚至有些新概念在提

出伊始便模糊不清，属性不明，导致后期翻译研究难

以为继，因此，当下翻译研究仍需牢牢抓住翻译本质

核心问题进行探究，并结合时代发展对翻译进行共

时性研究。

结合当下翻译学的发展，本文拟从翻译应用理

论与应用翻译实践入手，探究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今学界应正确把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平衡，既要

做到应用正确的翻译理论指导实践，也要在实践中

总结理论，以便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二、翻译应用理论

从早期的佛经翻译至现在的各种翻译活动，学

界孜孜以求的问题一直是何为翻译，各种翻译定义

鳞次栉比，如：翻译是忠实通顺地将一种语言信息用

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是一

种社会活动等诸如此类的定义。就其本质而言，翻

译指涉信息在两种语言中的等值转换。当翻译被应

用于具体翻译实例中进行考察时，便成为语言服务

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通过各自介质的转换传达包括

语言在内的各种符号信息的活动［１］１９。

（一）翻译应用理论的涵义

一般而言，对翻译本质的探究始源于翻译活动

的开始。当译者试图通过某种手段在两种语言中传

递等值信息时，翻译便由此而生。在此过程中，译者

归纳总结翻译技巧与策略，便于指导翻译实践，以期

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加之

学者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加深，翻译研究不仅仅只是

在语言层面进行思辨，其所涉文化、社会等因素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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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在内。

本文认为随着翻译活动愈趋复杂化，各类翻译

活动的重心难以把握，同时对翻译理论的理解与运

用也相应变得困难，甚至有直接生搬硬套某一理论

用以解释翻译实践的现象。依据当下翻译活动现状

及对学者对翻译核心术语的重新思考，本文认为有

必要重新强调翻译应用理论的概念。

纵观翻译史可知，翻译研究来源于应用中的实

践，并在应用中得出理论。故而，翻译应用可兼指翻

译理论的应用及以应用为目的的翻译实践，包含理

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而翻译应用理论指旨在以应用

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并以服务实践为导向。穆雷和

邹兵在思考翻译理论现状及问题时，将翻译理论划

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认为基础研究对应用

研究的成果进行修正，从而使其间接地应用于翻译

实践，而应用研究多来源于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积

累［１］２０。当下翻译研究的趋势多为应用型研究，即

研究各种类型的翻译实践并进行理论完善，故而本

文认为翻译应用理论的明确有助于把握翻译研究的

重心，在翻译实践中树立标杆，以防翻译研究偏离重

心，同时更好地理解翻译与应用的结合，并在理论与

实践中保持平衡。

不同于具有普适性的基础翻译理论，以应用为

导向的翻译应用理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其产生就

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应用性，如随着字幕翻译的兴起，

学界开启了对字幕翻译的研究，旨在应用于该类翻

译的实践。此外，由于翻译活动所涉范围甚广，翻译

文本体裁也从文学文本拓展至如新闻、广告、影视等

各种应用型文本，翻译应用理论也可为应用型翻译

提供理论支撑。

（二）翻译应用理论的特征

承载着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翻译

应用理论表现出以下特点：

１．针对性。当对某种翻译活动的研究上升至理
论层面时，其理论则表现出特殊的针对性，如针对新

闻翻译，其应用理论便专门探讨新闻翻译的策略、原

则与技巧等，故而该翻译应用理论并不适用于政府

公文、广告等的翻译。

２．派生性。尽管翻译应用理论因其应用目的不
同具有针对性，但翻译应用理论的生成是由基础理

论派生而来，其翻译理论形成宗旨也同基础理论一

样，旨在为信息传达提供理论框架。翻译应用理论

体系在基础理论的架构基础上进行衍生。如基础翻

译理论是对翻译基本问题进行探究，而应用理论体

系则在基础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研究，如探究具

体翻译策略方法。

３．离散性。由于翻译的应用范围愈加广泛，翻
译所涉文体种类增多，以基础翻译理论为中心点，由

此构建的翻译应用理论呈现发散式。且随着翻译研

究与社会活动联系愈加紧密，翻译应用理论分支也

更加细化，如随着国内外加强文化交流，贸易互通有

无，便产生了如商务合同、法律文书等翻译，故而翻

译应用理论呈发散式发展。但也因此使得翻译应用

理论呈现离散分布，各分支理论之间互融性不强，交

叉度不高。

三、应用翻译实践

（一）应用翻译的涵义

随着翻译活动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愈渐紧密，翻

译对象的范围逐渐延伸至文学文本以外的其他文本

类型，结合传统翻译理论，应用翻译研究便应运而

生。但鉴于翻译活动所涉文本、体裁、主题过于宽泛

及多样，学界对应用翻译的认识不尽相同。１９７２年
Ｊ．Ｈｏｌｍｅｓ首次建立翻译研究框架体系，将翻译分为
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后者包括译者培训、翻

译辅助手段及翻译批评，但Ｈｏｌｍｅｓ并未对应用翻译
研究展开深入讨论。众所周知，应用翻译并不仅限

于以上三种分类，更多与翻译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也应被纳入应用翻译研究体系中。此外，学界对何

为应用翻译也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应用翻译不仅仅是翻译的实际应用，而是“一

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

用型翻译［２］１”，特别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

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３］５７。应用翻译包括“科技、经

贸、法律、媒体、旅游、广告等，以区别于文学、政治、

外交、社科等翻译［４］１”。韩子满认为除文学翻译之

外所有以信息传达为主的文本翻译均应被纳入应用

翻译之内［５］４８－５１，因此，传递信息与非文学性是定义

应用翻译的核心关键，翻译目的及翻译文本类型是

应用翻译研究应予以考虑的两大因素。

（二）应用翻译的生成

不同于纯理论的建构，应用翻译的产生来源于

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翻译被视为两种语言之间进

行交流的工具，通过翻译，意义的传达成为可能。随

着翻译文本的多元化，学界开始提出翻译文体研究

的概念，即结合文体学与翻译学，探究不同文体下的

翻译等，如诗歌、散文、政治文体等的翻译研究。但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翻译研究的发展不仅仅

只体现在文体方面的差异上，翻译已经渗入各行各

业，如广告、科技、经贸等行业。因此，当前急需根据

翻译的发展更新翻译术语，进一步完善翻译研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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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相对文体翻译，应用翻译的提法更加确切，范围

更广，涉及翻译功能、翻译方式、翻译载体、翻译流

程、翻译技术、翻译标准、译者素养等方面［６］１。基于

Ｈｏｌｍｅｓ的翻译研究框架体系，方梦之拓展并细化了
应用翻译研究的分支体系，将其划分为６个部分，包
括一般理论研究、文类研究、术语与术语库研究、本

地化研究、翻译技术研究和翻译管理研究［６］１。

鉴于应用翻译将翻译与应用紧密结合，探究翻

译研究的支点便落于学术与市场上。隶属于翻译学

科的应用翻译研究在自身发展时离不开理论支撑，

既要符合传统翻译理论，又要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

学科需要创新独特的应用翻译理论以便为实践服

务。此外，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也离不开其对市场

的依附［７］７２。在当下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翻译的

社会功能逐渐显现，并依据市场的需求调节翻译

活动，市场是其得以发展的重要载体。如随着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对口译的需求逐渐增多，大

型公司在重要商务合作会议中均需要专门聘请口

译专业的学生进行同声传译，大大促进了口译行

业的发展，各高校纷纷开设符合市场需求的口译

课程，加强学生口译方面的训练，以便为市场输送

专门型口译人才。同时，译界的专家学者也不断

总结应用翻译教学经验，编写教材，更好地为应用

翻译研究服务。

（三）应用翻译的表征

通过梳理国内应用翻译研究３０年的成果，方梦
之提出应用翻译研究总体体现出反应时代发展脉

络、多角度研究和多途径研究的特点［８］２２－２７。为了

顺应时代发展，应用翻译必须时刻关注其翻译对象

及翻译客体的变化，同时借鉴各学科相关理论进行

研究。应用翻译渐成体系之后，翻译研究表现出以

下特征：

翻译对象多样化。应用翻译之所以能形成体

系，这与应用翻译所涉各种翻译对象有关。传统翻

译研究只关注文学文本的翻译，但自从翻译的社会

性凸显，并与各行各业紧密相关，翻译对象就不再仅

囿于文学了，政治、金融、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均可

见翻译的身影，因此翻译对象呈现多样性，并随着翻

译所涉范围的扩大将持续拓展文本的类型。

翻译理论的系统化。随着应用翻译实践的发

展，对理论的需求迫使学者思考如何归纳总结实

践中的规律，在基本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专门

的应用翻译研究理论，如方梦之的应用翻译理论

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并对各自的下属分类进行

探究，而同时学者对各种类型文本进行的理论探

究均可纳入上述三个层面，如林克难根据“信达

雅”的翻译策略提出了适用于应用翻译实践的

“看、易、写”的翻译思想，这可归属于中观理论层

面的翻译研究［９］１０－１２。

翻译资源的集约化。传统而言，文学文本译

后以纸质形式保存以便出版或留档。但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及文本类别的特殊性，以文本形式保

存的翻译材料需进行电子化处理，并按文本类别

进行分类归档，建立语料库。此种方法有效整合

资源，并为之后应用翻译研究提供研究材料。结

合诸如 ＡｎｔＣｏｎｃ、ＰａｒａＣｏｎｃ等语料库研究软件，对
多译本进行分析处理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应用翻译的发展，在进行应用翻译实践时

便有法可存、有据可依。微观理论层面的翻译策略、

技巧与方法便可用于指导应用翻译实践。

四、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实践

当应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与翻译结合时，产生的并非
仅仅是新的术语概念，相应生发出一系列与翻译有

关但又与纯翻译有异的体系。翻译应用理论是与翻

译基础理论相对而言，专门为应用而生的理论，而应

用翻译实践则是位于应用翻译研究体系下的分支，

二者各有独特的释义与表征，其辩证关系表现如下：

就其概念本质而言，翻译应用理论特指以应用

为目的的翻译理论，其产生旨在应用。相反，应用翻

译实践强调应用型文体的翻译活动，着眼点在翻译

活动的实践性。此外，尽管应用翻译自成体系，有自

身的针对性的理论作指导，但就二者的范围来说，翻

译应用理论要远远大于应用翻译理论。翻译应用理

论的产生旨在应用，而应用翻译理论却是为特定文本

类型服务的理论，因此翻译应用理论可适用于文学翻

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应用翻译研究，而应

用翻译研究下的理论只能用于指导应用翻译实践。

就其来源而言，翻译应用理论主要来自基础理

论的派生，辅以实践得来的理论，在基础理论的基础

上围绕具体应用问题进行建构，相较之下，应用翻译

实践只能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提升。就二者与实践

的关系而言，翻译应用理论为实践而生，而应用翻译

实践的手段即为实践，通过实践进行应用翻译的研

究与活动。翻译应用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策略、方

法等，而应用翻译实践则在应用型文本的翻译活动

中促进翻译应用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同时受到翻译

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的双重指导，其关系图如

下图所示：

五、翻译应用理论指导下的新闻翻译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科技与时代的进步为翻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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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平台。较之以往的翻译对象有

限、翻译工具不足、译员水平不一等情况，翻译逐渐

实现客体多样化、理论系统化、工具简易化、操作简

单化。新媒体的产生及国际间互动的增强使得新闻

成为快速互动的方式之一，相应地新闻翻译成为翻

译热点，同时新闻翻译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国际间

的交流与合作，因此译者必须以审慎的态度从事新

闻翻译。如前所述，翻译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而

翻译应用理论的产生旨在为应用实践服务，因此结

合新闻的文体特征，本文试图探究功能翻译理论指

导下的新闻翻译。

（一）新闻的特点

作为典型的应用型文本，新闻主要以传达信息

为目的，并以真实性、时效性为广大民众接受。作为

获取国内或国际最新前沿动态的最快途径，新闻在

文体方面与普通文体大不相同，其语言具有用词简

洁、术语泛化、句法洗练、多用引语、多用修辞格等特

点［３］２８８－２９２。本文研究对象为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新闻，新闻来源于中国日报双语对照板块。众所

周知，从美国大选至上台执政，特朗普一直备受国内

外民众的关注，各种媒体平台分别对总统的动态进

行持续报道，《中国日报》作为中国权威机构发行的

报纸，其真实性、可靠性不言而喻，同时双语板块选

取的新闻素材基本来自国外权威报纸机构，如 ＢＢＣ
等。

（二）交际翻译理论

旨在应用于实践而产出的翻译理论的价值实现

体现在具体指导翻译实践中。不同于传统直译与意

译之辩，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为翻译

实践提供了新的参考准则。交际翻译尽可能地使目

的语读者中产生的效果与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相

同，而语义翻译则力争表现原文的语义，译文也要尽

可能地接近原文的语义和语法结构。相对语义翻译

的过度翻译（ｏ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交际翻译更加通顺简
便、清楚直接，也更符合特定语域［１０］３９。语义翻译集

逐字翻译、直译和忠实翻译的优势，交际翻译集归

化、意译和地道翻译的优势［１１］１－２，但具体采用何种

方法需要考虑多重因素。从文体层面来看，大部分

非文学文章、新闻、信息型文章和书籍、报告、科技型

文章、广告等适合使用交际翻译法。新闻旨在传递

信息，同时本文所选的双语新闻的目标读者一般为

学习型读者，通过英汉对照可进行新闻翻译学习，因

此，信息型文本、中国读者和提供资讯及学习材料这

三个因素决定了交际翻译对本文所选研究对象的适

用性。一方面，有关特朗普的新闻是国内民众近来

的关注热点，但囿于读者外文水平层次不一，《中国

日报》精选国外主流报纸新闻并加以翻译，便于及

时传达资讯。另一方面，由于翻译涉及文化、语言、

思维等各方面，要达到准确传达信息，使读者达到与

原语读者具有同样的效果，译者在新闻翻译中应审

慎处理。

（三）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新闻翻译研究

《中国日报》双语对照版新闻，原文一般来源于

国外权威报纸机构，而中文版是由固定翻译团队所

译，可基本保证译文的风格一致。通过对比研究，本

文试图从标题、词汇及句子层面探究交际翻译对新

闻翻译的指导。

１．新闻标题
新闻包括标题、导语及主体。作为导入部分的

新闻标题以简练醒目的文字概括新闻大意，且英文

新闻倾向于使用短语结构作为标题，抑或用新闻的

第一句作为标题，因此标题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读

者的兴趣。

例 １：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ｌ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ｃａｂｉｎｆｅ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ｈｉｓｆｉｒｓｔｍｏｎｔｈｉ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特朗普患上“幽居病”

对比原文与译文可知，二者在句子长度上相差

甚远。译者在翻译时省略原文中多处信息，仅留下

几个关键词翻译，这种翻译是为了符合中文读者的

阅读习惯，同时短小精悍的标题更能吸引读者去探

究何为“幽居病”，继续关注新闻主体。

例２：Ｔｒｕｍｐ’ｓｂａｆｆｌｉｎｇＳｗｅｄｅ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ａＦｏｘＮｅｗｓｓｅｇｍｅｎｔ

特朗普再度信口开河 这次惹怒的是瑞典

原文是一句完整的句子，翻译成中文时使用了

两个并列句子，这不仅符合中文新闻标题的习惯，增

加了信息量，同时也表明了该条信息的重点。原文

标题陈述事实，而相应的中文标题添加了后半句，旨

在表明由此次事件引发的后果。众所周知，自美国

大选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在公开场合发表犀利

的言论饱受争议。此外，从“ｂａｆｆｌｅ”一词可看出原文
对特朗普的态度，“信口开河”也指某人说话无凭无

据，随意瞎编，二者可构成信息的对等，而增译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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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为了强调该事件产生的后果。

从以上译例可知，为了达到原文与译文对读者

的效果等同，译者在进行标题翻译时，以交际翻译为

准，更大范围地对原文进行调整，翻译时自由度更

高，以便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２．词汇翻译
鉴于中英文语言的差异，翻译时很难做到完全

对等，因此翻译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对某些词汇进

行特殊处理，或者通过增译或减译达到译文通顺。

例 ３：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ｓ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ｇｅｔｔｉｎｇｈｅａｄ
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ｃａｎｎｏｔｓｐｅｎｄｅｖｅ
ｎｉｎｇｓｄｉｎｉｎｇａｔ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

特朗普似乎感到头疼和压抑，他无法在晚上出

去吃馆子了。

以上例句中如若将“ｓｐｅｎｄ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ｄｉｎｉｎｇａｔ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按照语义翻译应译为“花时间在饭店吃
饭”，直接传达句法及语义信息，但译文中“吃馆子”

即为出去吃饭之意，是地道的中文表达，此种译法过

滤掉冗余信息，以简便的方式表达出原文意思，更加

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例 ４：Ｂｕ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ａｔｈａｎｄｓｈａｋｅｗａｓｆａｉｒｌｙｕｎｒｅ
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ＭｒＴｒｕｄｅａｕ’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ａｋｉｎｇＭｒ
Ｔｒｕｍｐ’ｓｈ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ｎｕｎｍｉｓｓａｂｌ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
Ｔｗｉｔｔｅｒ’ｓａｒｍｙｏｆｉｎｄｅｆａｔｉｇａｂｌｅｍｉｃｋｅｙ－ｔａｋｅｒｓ．

这次握手十分平常，但是对无数坚持恶搞的推

特网友来说，特朗普伸出手后特鲁多的表情是一个

不容错过的梗。

“梗”是现代汉语最新流行的网络语，而“ｏｐｐｏｒ
ｔｕｎｉｔｙ”意为“机会”，二者的对应体现了译者在翻译
中的变通处理。为了使两种语言传达效果等同，译

者通过变译将原文中的某些词汇变成目的语最通俗

适宜的表达。

相似的例句还有“Ｔｒｕｍｐｌｏｕｎｇ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Ｈ
ｉｎａｂａｔｈｒｏｂｅ”被译为“特朗普在白宫穿着浴袍葛优
瘫”。据此可知，在翻译时根据翻译目的和读者的

不同，译者在进行词汇处理时，通过增译、减译、变译

等手法进行翻译。

３．句子结构
对两种语言句子特征的整体把握有助于译者在

遣词造句中构建概念框架。在句子构成方面，英汉

两种语言差异较大，汉语是典型的前缀式语言，而后

缀式的英语常以附加从句的形式添加信息成分，因

此，译者应根据两种语言的特征进行转换。

例５：Ｔｒｕｍｐ’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ｍａｄｅａｔａｒａｌｌｙ
ｉｎ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Ｆｌｏｒｉｄａ，ｓｅｅｍｅｄｔｏｓｕｇｇｅｓｔ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ｉｎＳｗｅｄｅｎｏｎＦｒｉｄａｙｏｎ
ｐａｒｗｉｔｈ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ａｔｔａｃｋ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ｅ．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墨尔本市的一场集会上发

表了这番言论。他的原话似乎在暗示瑞典１７日发
生了与移民问题有关的安全事件，其程度堪比德国

和法国的恐怖袭击。

译文将原文松散的结构重组，变成意思完整的

两个句子。译者厘清信息成分的重要性等级后，将

原文中插入语成分提出组成单句，便于信息分层，有

助于目的语读者阅读。类似的例句在新闻翻译中比

较常见：

例６：ＭｒＲｏｓ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ｗｈｅｎｈｅ
ｆｏｕｎ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ｏｆｈｉｓｆａｉｌｅ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ｉｔｙｃａｓｉｎｏｓ
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特朗普因大西洋城三家赌场

管理不善陷入财政困境，罗斯曾协助他东山再起。

通过分析有关特朗普的新闻翻译，本文认为译

者在保证信息准确传达的基础上，可对词汇、句式进

行微量调整，以达到服务英语学习者的目的。加之，

从中国日报双语板块的新闻可知，有关特朗普个人

的新闻类型偏向软新闻，如“特朗普患上‘幽居症’”

“特朗普Ｖ特鲁多美加首脑过招特朗普完败”，因此
此类新闻翻译时可调度较大，并不需要像政论翻译

那样准确无误。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译者为了

达到与原文读者的等同效果，对翻译客体进行特殊

处理，从新闻标题至句子结构的调整均体现了交际

翻译理论的适用性。但鉴于本文选材及分析的特殊

性，本文论证了交际翻译理论对新闻翻译的指导，但

并不意味着新闻翻译只能用交际翻译理论，也并不

意味着交际翻译排斥直译。甚至可说，在任何翻译

中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并存，二者只是先后顺序的

问题。

六、结语

不同于翻译基础理论，翻译应用理论是旨在以

应用为目的构建的翻译理论，应用于具体翻译实践

中，如对翻译本质探讨的理论归属于基础翻译研究，

而对翻译策略及方法的研究可归属于翻译应用研

究。与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相比，翻译应用理论所

涉范围更广，而应用翻译实践则是不同类型文本进

行实践的翻译活动。针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翻译

理论的多重功能逐渐显现：１．提供理解翻译现象和
活动的概念框架；２．提供描述与解释翻译现象和活
动的思维方式；３．提供认识翻译现象和活动的价值
观念［１］１９。在应用翻译实践中，翻译应用理论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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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有形与无形并存的，不仅为其提供可供选择

的翻译策略方法，并让译者从已有理论体系中整体

把握翻译活动。本文以翻译应用理论中的交际翻译

理论研究有关特朗普的新闻翻译，研究表明应用翻

译实践中理论的不可或缺性，因此在当下应用翻译

学科体系中需不断对翻译核心问题进行思考，促进

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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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ｇｒｅａｔ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ｏｃａｌｌｆｏｒ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ｏ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
ｃｏｒ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ｓｔｏｐｐｅ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ｏｉｎｇｏｕｔ”．Ｈｅｎｃｅ，ｉｔｉｓｏｆ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
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Ａｓａｐａｉｒｏｆｃｏｒ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ｈａｖｅ
ｒａｉｓｅｄｅｘｔｒａ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ｎｅｗ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ｅｗ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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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公示语汉英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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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对公示语的概念、功能、语言特征进行阐述，继而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提出公
示语英译的关键在于译者能否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全面考虑环境中的各个要素，采取有效的翻译

策略，做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最终产出准确、规范、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

译文，从而促进我国国际语言环境与人文环境建设的健康发展，提升各大城市的文明形象和软实力。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公示语；汉英翻译；“三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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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日益加
快，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

教育等交流日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到中

国投资、学习、工作、旅游，对他们而言，公示语是便

捷有效的信息载体和交流工具，因此，准确、规范的

公示语英译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关系到在华外宾的

生活，也直接展现了城市的语言环境、人文环境、开

放程度、整体素质和国际化形象等。

一、公示语

公示语（ｐｕｂｌｉｃｓｉｇｎｓ）是指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
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

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其图形信息［１］１３。换言之，

凡公示给公众、旅游者、海外宾客、驻华外籍人士、在外

旅游经商的中国公民等，涉及食宿行游娱购行为与需

求的基本公示文字信息，与标准图形标识配合使用的

文字内容都在公示语研究范畴之内［２］９９。

作为一种应用文体，公示语具有以下功能［３］３８－４０。

指示性———旨在向公众提供周到的信息服务，

指示、引导公众找到目的地，了解某部门的服务或工

作范围，而没有限制、强制之意，不要求公众采取行

动。例如，存包处 Ｂａｇｇａｇ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自助银行 Ｓｅｌ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ｎｋ、外币兑换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提示性———用提醒、警告的语气提示公众注意

提示内容，而非要求他们采取行动，通常语言客气温

和。例如，已消毒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ｅｄ、油漆未干 ＷｅｔＰａｉｎｔ，车
位已满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限制性———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对公众的行为提

出限制、约束要求，使之采取相应行动。语言表达直

接明了，而不会使其感到强硬、粗暴、无力。例如，站

队等候ＳｔａｎｄｉｎＬｉｎｅ、凭票入场ＴｉｃｋｅｔｓＯｎｌｙ、宾客止
步ＳｔａｆｆＯｎｌｙ。

强制性———以直白、强硬、没有商量余地的方式

要求公众必须采取或不得采取某种行动。例如，未

经许可车辆不得驶入 ＮｏＥｎｔｒｙｆｏｒＵ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Ｖｅ
ｈｉｃｌｅｓ、未成年内严禁入内 ＮｏＭｉｎｏｒｓＡｌｌｏｗｅｄ、禁止
摆卖ＮｏＶｅｎｄｏｒｓ。

作为信息型文本（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ｔｅｘｔ）和呼唤型文
本（ｖｏｃａｔｉｖｅｔｅｘｔ）的结合体，并以呼唤功能为主的特
殊文体，英语公示语简洁（ｃｏｎｃｉｓｅ）、规范（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统一（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醒目（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方便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并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２］１００：语汇简

单，避免使用生僻词汇、古语、俚语、术语等；大量使

用祈使句和现在时态；仅使用实词、关键词和核心词

汇，省略冠词、代词、助动词等虚词；大量使用名词、

动词、动名词和结构简单、组合多样的名词短语、动

词短语；采用国际通用或公众默认的缩略语；常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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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的图形标志共同使用。作为社会语言环境、人

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外宣传与交流的重要

方式，公示语在规范社会行为、促进对外交流、构建

和谐社会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

２００４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生物进
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哲学思想为

基本原理，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的

理念、实质、过程、原则、方法、译文评价标准进行了

全新视角的诠释和解读。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译者置于翻译活动的中

心，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

的循环过程（ｃｙｃｌｉｃａ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４］４２”；将翻译原则定义为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其中翻译生

态环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是指“原文、
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

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

体”［４］３９，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

素的集合。此外，胡庚申教授提出了“三维转换”的

翻译方法———在“多维度的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的原则下，译者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５］５０。翻译过程中，译者

只有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做到“多维”的适应和至

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能创造出“整合适应选择

度”（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高
的佳译。

三、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本文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多维度的选

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

维度分析汉语公示语的英译，并对实例进行解析诠

释，以期进一步深化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提升公示

语英译质量，继而提升城市形象。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译者应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语言维

（即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

和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英

语词汇有形态变化，汉语基本没有形态变化；英语重

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多被动，汉语多主动；英语多

为前重心，汉语多为后重心；英语多省略，汉语多重

复等。因此，汉英公示语在语言表达层面也存在明

显差别。公示语英译的目的是为中国境内的外国人

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从而实现公示语的指示、警示、

限制、强制功能。因而，要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有效实

现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具备原语和

译语的语言知识和运用能力，熟悉汉英公示语在结

构和表达上的异同。在翻译时充分考虑整个翻译生

态环境，全面掌握原文信息，对语言形式（即词汇、

句法、修辞效果）、语言结构、语言表达合理地进行

适应性选择转换，从而使译文尽可能符合英语公示

语的行文规范和表达习惯，力求准确再现原文的语

言信息，避免词不达意，或语义错误。

一些公示语的误译现象是因为译者没有充分考

虑翻译生态环境，未在语言维上进行合适的适应性

选择转换。例如，将“收费处”（Ｃａｓｈｉｅｒ）错译为
“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ｆｉｃｅ”，将“一次性用品”（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错译为“ＡＴｉｍｅＳｅｘＴｈｉｎｇ”，将“暂停收款”
（Ｃｌｏｓｅｄ）错译为“ＳｔｏｐＣａｓｈｉｅｒ”，将“小心碰头（Ｍｉｎｄ
ｙｏｕｒＨｅａｄ）”错译为“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ＹｏｕｒＨｅａｄ”。这些
译文看似与原文逐字对应，实则是未在语言维上进

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而导致的机械翻译，不能准确表

达原公示语的信息。

汉语公示语倾向于用动词，叙述呈动态祈使。

英语公示语更倾向于用名词和物称表达法，叙述呈

静态陈述［６］６０。对动态性较明显的汉语公示语“小

心地滑”“水深危险，注意安全”“当心触电”进行英

译时，译者若照搬原文的行文模式，将其逐字逐句译

为“Ｓｌｉｐ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ＷａｔｅｒｉｓＤｅｅｐ，ＮｏｔｉｃｅｙｏｕｒＳａｆｅ
ｔｙ”“Ｂ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ｔｏＧｅｔ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ｈｏｃｋ”的话，或词
不达意，或译文冗长。可以将汉语动词结构转化为

英语名词结构，依次译为“Ｃａｕｔｉｏｎ：ＷｅｔＦｌｏｏｒ”“Ｄａｎ
ｇｅｒ：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Ｄａｎｇｅｒ！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Ｃａｕ
ｔｉｏｎ”和“Ｄａｎｇｅｒ”突出了公示语的提示功能，引起受
众的高度关注和警惕，“ＷｅｔＦｌｏｏｒ”“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说明了警示的危险因素。这里简明
扼要、信息充分的译文体现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

的恰当考虑和语言维上充分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同

理，也可将汉语动词结构转化为英语介词结构，或者

将其直接省略。如将“暂停使用”译为“Ｎｏｔｉｎ
Ｕｓｅ”，将“凭票入场”译为“ＴｉｃｋｅｔＯｎｌｙ”。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包括

历史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等）

交流传递的过程［４］１７６。可见，文化语境是翻译生态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

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

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需

要注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还需要关注文化

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注重原语和译语文化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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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与阐释，使译文适应译语所属的文化系统。

就公示语英译而言，为了避免译文读者对译文

产生意义和信息沟通上的误解，译者必须具备文化

意识，对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差异（尤其是思维方式、

心理、社会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高度敏感，在翻译过

程中综合考量原语和译语所处的不同文化环境，选

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

递，避免文化冲突。

例如，公交车和地铁上的公示语“老弱病残孕

专座”被译为“Ｓｅａｔｓ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Ｏｌｄ，Ｗｅａｋ，
Ｓｉｃｋ，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ｔ”。译文在语言维上忠实
原文，而在文化维上有悖于西方文化对“ｏｌｄ”的认知
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老”不仅意指年岁大，还具

有阅历丰富、有威望、受尊崇之意；而在西方文化中

“ｏｌｄ”有老而无用、风烛残年之意。显然，译者未准
确把握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语文化因素，更未实现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若借用英文公示语将译

文改为“ＣｏｕｒｔｅｓｙＳｅａｔｓ”，则更符合受众的语言方式
和文化习惯，更易为其所接受。

又如，我国一些公共场所标示有“禁止大声喧

哗”之类的公示语。若将其译为“ＮｏｉｓｅｓａｒｅＰｒｏｈｉｂｉ
ｔｅｄ”“Ｄｏｎ’ｔＭａｋｅａＮｏｉｓｅ”“ＰｌｅａｓｅＫｅｅｐＱｕｉｅｔ”或
“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ｆｏｒＫｅｅｐｉｎｇＱｕｉｅｔ”，在语言维上译文均
正确无误，而在文化维上，前两则译文显得生硬粗

暴、强制性较强，给受众以被呵斥之感；而后两个译

文充分考虑到了英语语言文化中强调个人、民主的

价值观，较委婉柔和，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更易使

受众欣然接受，“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过程中译

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外，还需将适

应性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注重原文中的

交际意图能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４］１３７－１３８。公示语的

交际意图在于通过文字图片将指示、提示、限制、强制

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因此其英译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

就是译文对于受众而言是否具有与原文同样的交际

效果，即译文读者能否理解和接受译文形式与内容的

整体效果，产生与原语读者相同的交际效果。

中国文化注重形象思维，公示语措辞较为含蓄

委婉，常使用骈文对仗与诗化修辞，以达到音韵美、

视觉美和意象美等修辞效果；西方文化注重逻辑思

维，公示语措辞简约明了，力求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

最本质的信息内容，获得最佳效果。例如，旨在呼吁

大家呵护草坪的中文公示语多为诗化表述：“小草

微微笑，请您走便道”“小草有生命，足下请留情”

“保护绿地，留住绿意”等，这些表述符合中文读者

追求形式美的审美需求，且具有提示的交际功能。

若完全按照原文形式和内容将其译为“ＬｉｔｔｌｅＧｒａｓｓ
ｉｓＳｍｉｌｉｎｇ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ＰｌｅａｓｅＷａｌｋｏｎｔｈｅ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ＬｉｔｔｌｅＧｒａｓｓＨａｓＬｉｆｅ，ＰｌｅａｓｅＷａｔｃｈＹｏｕｒＳｔｅｐ”“Ｐｒｅ
ｓｅｒｖｅＧｒｅｅｎＧｒａｓｓａｎｄＲｅｔａｉｎＧｒｅｅｎＣｏｌｏｒ”，译文在语
言维上看似达到了字面意义“对等”，实则还是逐字

逐句的翻译，个别地方还存在机械翻译（如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而在交际维上，上述译文并非“整合适应选
择度”最高的译文，而为冗长的“过度翻译”，不具备

英文公示语语言简洁、语义明了的特征，更丧失了原

文提示的交际效果，无法起到警示效果。若将其译

为“ＩＧｒｅｅｔＹｏｕｗｉｔｈａＳｍｉｌｅａｎｄ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ｈａｖｅ
ｗｉｔｈａＳｔｙｌｅ”，译文照顾到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尽可
能还原了原文的音韵美，然而对提示交际意图的转

达稍显不足。若译者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中，综合

考虑原文信息及其交际效果、英美国家的直线思维

模式、译文受众的心理期待等因素，根据译语的语言

规范和交际原则将原语信息进行调整、重组、改写，

译为“ＰｌｅａｓｅＫｅｅｐＯｆｆｔｈｅＧｒａｓｓ”或“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ｆｏｒ
ＫｅｅｐｉｎｇｏｆｆｔｈｅＧｒａｓｓ”，则言简意赅，且能够直接有
效地传递原文信息，起到应有的提示、感召的交际效

果。而转换角度，将其译为 “ＰｌｅａｓｅＧｉｖｅｍｅａ
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Ｇｒｏｗ”，则既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形象和文
化内涵，又以亲切、含蓄的方式于不经意间激起受众

的怜惜之心，实现呵护草坪的交际意图，具有较高的

“整合适应选择度”。

（四）各维度的有机融合和综合考量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是译者置身于翻译

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行为。而公示语的英译，

不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单独体现，而是三个

层面相互交织、互联互动的整体。因此，在翻译过程

中译者不仅要综合考虑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

应性选择转换，还应做到各维度的有机融合和综合

考量，即熟知汉英公示语的语言特点、承载信息、功

能意义，了解两种语言系统的文化、交际差异，在语

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

使译文所承载的信息、文化内涵、交际效果和原文所

传达的保持一致，达到最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例如，鉴于酒驾的严重危害，我国已将其入罪。

在高速公路和快速路上“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是常见的交通警示公示语，此公示语直接了当，语气

庄重严肃，并使用修辞手段，将“一滴酒”和“两行

泪”进行对比，加强了语篇的呼唤功能，劝诫司机不

要酒后驾车。此公示语有着不同的译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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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ｔＤｒｉｖｅｗｈｉｌｅＤｒｉｎｋｉｎｇ．”（意为“不要一边喝
酒，一边开车”）在语言维上所表达的信息与原文大

相径庭，交际效果更无从谈起；译文“ＯｎｅＤｒｉｎｋ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ＤｒｉｖｅｒＣａ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ｗｏ
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ｅａｒｓｆｏｒＨｉｓＦａｍｉｌｙ．”在语言维上与原文逐
字逐句对应，“ｒｅｓｕｌｔｉｎ”更阐释了“一滴酒”和“两行
泪”的因果关系。而在交际维上此译文过长，不利

于在高速公路或快速路行驶的司机逐词逐句阅读并

推导其警示的交际功能；译文“ＤｒｉｎｋａｎｄＤｒｉｖｅＣｏｓｔ
ＹｏｕｒＬｉｆｅ．”在语言维上简洁明了地表达了原文语
义，符合英语公示语的语篇特征，且具有音韵美

（ｄｒｉｎｋ和ｄｒｉｖｅ押头韵）。在交际维上，词汇补偿的
具体化手段将“一滴酒”和“司机”转换为具体的

ｄｒｉｎｋ和 ｄｒｉｖｅ的行为，较准确地表达了喝酒与驾车
的行为关联。词汇补偿的概括化手段将“亲人两行

泪”转化为“ＣｏｓｔＹｏｕｒＬｉｆｅ”，在蕴含酒驾者和亲人
悲伤语义的同时，更强化了“酒驾致人亡”的严重后

果，更好地传达了其警示功能［７］７３。而笔者认为，译

文“ＹｏｕＤｒｉｎｋ，ＹｏｕＤｒｉｖｅ，ＹｏｕＤｉｅ．”在语言维、文
化维和交际维上进行了更好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具

有更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首先，在语言维上译

文使用了简短的主谓句式，运用了排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
和渐进（ｃｌｉｍａｘ）的修辞手法，准确传递了原文“酒驾
害人害己”的语义，语气简洁有力、庄重严肃，符合

英文公示语的文体特征。其次，在交际维上译文通

过三个短句、六个单词缩短了受众的阅读时间，单词

“Ｄｉｅ”的使用传达出更为强烈的劝阻、警示的交际功
能。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维上译文运用了仿拟

（ｐａｒｏｄｙ）的修辞手段，以西方人所熟知的、凯撒大帝
的豪情壮语“ＩＣａｍｅ，ＩＳａｗ，Ｉ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为蓝本，根
据新的语境进行创造性的仿照、模拟，推陈出新创造

出的译文表现力极强，给译语受众以似曾相识而又出

乎意料之感，使之牢记酒驾的危害，印象深刻。

四、结语

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理论，笔者认为公示语

英译的关键在于译者能否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全

面考虑环境中的各个要素，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做

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最终

产出准确、规范、“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从

而促进我国国际语言环境与人文环境建设的健康发

展，提升各大城市的文明形象和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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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益于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聋人群体的交往日益加深。但是，不同国
家、民族间手语的差异性给手语使用群体的顺畅交流造成困难，也对专门为听障者服务的手语翻译

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实现沟通的目标，不仅要实现信息真实传递、实现“信”的目标，还要升

华到“达”与“雅”的更高层次。因此，手语翻译的培养，不仅要掌握基本的本国本民族手语知识，还

应当去了解不同民族国家聋人文化与思维特性，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手语语言的差别，培养手语翻

译者的国际视野，提升其跨文化素养，完美实现无障碍交流的桥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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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语作为听障人交流使用的一种语言，同样具
有民族性。在表示同一事物或现象时，不同民族或

国家的手语词汇往往会体现出民族或区域的差异。

我们在对汉、藏以及美国、日本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

手语中的数字词汇进行比较时发现，这些词的差异

充分体现了语言的民族性与不同文化的思维特性。

一、不同手语数字词的表述差异

作为语言中的核心词汇，数字词在彰显语言的

民族性方面极具代表性。数字类词语按照词语位数

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位数词语、两位数词语与多位数

词语三种形式。这在汉、藏、美、日间手语比较中具

有代表性，它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不

同。

（一）个位数数字词的差异

个位数指从“０”到“９”十个数字，汉、藏、美、日
聋人在表述这些词语的时候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

一些不同。这十个词又可以分为两类，从“０”到“５”
六个是一类，这六个字的手语，中国手语与藏族手语

相似，这五个数字中国手语表示如下：

“０”用一手五指捏成圆圈，虎口朝内；“１”用一

手食指直立（或横立）；“２”用一手食、中指直立（或
横立）；“３”用一手中、无名、小指直立 （或横
立）［１］８３９；“４”用一手食、中、无名、小指直立（或横
立）；“５”用一手五指直立（或拇指直立，食、中、无
名、小指横伸）［１］８４０。

在表示数字“３”时，中、藏、日手语手势相同，但
美国手语则是伸出拇指，食指和中指来表示。在表

示数字“５”时，中、藏、美手语手势相同，而日语手语
则是手心向内，拇指向右平伸，其余四指紧握于掌

心。（见表１）。
表１　汉、藏、美、日手语个位数字词手势图

　　而“６”“７”“８”“９”四个数字的表述方式则存在
一些差异：“６”在中国手语以伸出同一只手的大拇
指和小拇指表示，而藏语手语“６”仅使用一个大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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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表示。日本手语表示“６”要用两只手，先展开一
只手的五指，表示“５”，再加另一只手的拇指，并列
组合为数字“６”。数字“７”则在中国手语中是伸出
同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表示，而藏语手语“７”伸
出拇指与食指表示。日语手语则使用一手摊开表示

“５”，另一手伸出两个手指表示“２”，然后将两个手
指放在另一个手掌的掌心。组合表示数字“７”。
“８”在中国手语以拇指、食指、中指同时伸出，表示
“８”，藏语手语“８”伸出拇指食指与中指表示。“９”
在中国手语单独伸出食指，并成弯钩状，表示“９”，
而藏语手语“９”伸出拇指食指中指与无名指来表
示。中国手语以一手食指与中指交叉表示“１０”，日
语用两手摊开比出两个五表示“１０”（见表２）。

表２　中日手语个位数数字词手势图

　　（二）两位数数字词的表述
两位数指的是从“１０”到“９９”，共有九十个词，

中国手语表示两位数时一般用单手独立表示。首先

通过手指弯曲动作表示十位，再通过同一手的变化

表示个位。如“１０”为 、“２０”为 、“３０”为 、

“４０”为 等，而藏族以及美、日手语对于两位数的

表示要用双手，通过两只手的并列组合表示相应数

字，如：藏语手语“１０”的手势为 、“１１”为 、

“１２”为 、“１４”为 、“２０”为 等。

（三）多位数数字词的表述

多位数数字词主要有百、千、万和亿几个，对于

多位数的表述，藏语以及美、日手语一般是通过双手

的组合来表示。藏语手语“１００”为左手伸出食指表
示百位数“１”，右手食指和中指弯曲表示十位数和
个位数上的“０”，打其他百位数手语时，右手不变，
只通过左手的变化表示。“１０００”为左手伸出食指
表示千位数字，右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弯曲表示百

位、十位和个位。“１００００”也通过相似的表示方法，
左手伸出食指表示千位数“１”，右手食指和中指和
无名指弯曲表示百位数、十位数和个位数上的“０”。
十万以上的数字则通过手形的三次组合表示，

“１０００００”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为 等。而中国手语

则根据汉字的象形性，使用同音借用、书空、仿字等

方式来表述手语手势：“百”为右手食指直立，从左

向右挥一下；“千”为一手食指书空“千”字；“万”为

一手食指书空，表示“万”字的横折钩部分；“亿”为

左手拇指、食指成“亻”形，右手食指在左手旁书空

“乙”字，仿“亿”字形。（见表３）
表３　汉藏多位数字词手势图

二、差异中的民族文化与思维因素

通过汉藏手语以及与国外相关手语对数字词汇

不同表述方式比较，发现他们的手势存在明显的不

同。数字词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他类的词汇同

样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差异的存在彰显出语言的差

异性，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并没有好坏、优劣之

分，其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语言的民族文化差异，

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因此，手语的差

异首先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其次是思维模式的差异。

（一）文化因素的差异

文化是群体内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和

行为准则的总和，是群体成员行为的共同标准。因

自然与人文环境不同，不同区域都有独特的、与其他

文化迥然有别的文化形态。文化差异并不局限于国

别，同一个国家内部，在不同区域的人群或者民族

间，这种差异也同样存在。

中国手语使用者在表示数字词“１０”的时候，会
利用食指与中指交叉，构成“十”字形的方式来表

示。而这个手势在日本手语中，表示的是扒手，如果

中、日两个手语使用者在交流中使用这种手势，就会

产生歧义，造成交流障碍，甚至纷争。

这种差异在同一国家内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手语

使用者同样存在，中国手语的使用者大多都生活在

汉语环境中，即便有些使用者不属于这个环境，但他

们接受的手语教育，往往也处于这个环境影响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汉语对手语使用者的影响很深，其言

行举止与表述方式都受到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如维

吾尔、哈萨克、壮、回族等与汉文化接触较多的手语

使用者，他们的手语数字词表述方式与中国手语相

同，他们的语文教育环境大多是学习汉语，这更加剧

了汉文化对其思想的渗透。因此，在以手语表示数

字时，如果全部使用数字不方便，比如在表示数字

“１００００”时，这些手语的使用者也会使用汉语手语
的表述方式，充分利用汉语字形或其简化形式来表

示多位数手语，通过汉语“万”的局部形体 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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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同样表示数字“１００００”，而藏语手语使用者由
于自身文化环境相对独立性，受汉语言环境影响较

少，其在用手语表示该词时，往往会按照其民族自身

习惯的表示方法，通过双手的组合成 形。

文化对手语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词汇的表述方式

上，在词汇系统完整性上也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各

文化区域内生活条件与生活方式不同，不同民族的

手语数字词数量存在着差异。例如在藏语手语中就

没有出现“亿”这个手语数字。

上述的这些差异彰显了文化对手语使用者的影

响，文化作为民族印记深深地烙在文化传承者的内

心深处，在文化交际中，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受这种文

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传承者继承不同的文化习

性，养成了不同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表述方式，形成具

有明显差异的手语文化特性。但是，在跨文化交际

过程中，这些差异对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手语使用

者的交流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二）思维模式的差异

思维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在生产实践活

动刺激与作用下，人脑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产物，具

有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来观察客观世界和反映自身

思想的能力。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与文明程度

的不同，就会形成该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比如

西方民族善于线性思维，东方民族重于逻辑思维。

源流久远，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使得后

人在发展中往往需要继承传统，并在对传统文化的

继承中进行创新与发展。这种文化传承模式形成汉

民族善于总结，喜欢“以史为镜”，重视理性分析的

特点，但也存在着空间意识较弱，形象思维能力不强

的内敛式思维特点。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正好与

汉民族相反，他们的空间、形象思维能力较强，而抽

象概括能力与汉民族相比较弱。“藏、汉两族大学

生思维方式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与汉族大学生相

比，藏族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呈现了较多的变化性和

较少的联系性和矛盾性”［３］１２８。

不仅健听人群中存在这种差异，在手语使用者

中这种思维差异同样存在。研究结果表明：在汉文

化聋人群体表示数字词语的时候，充分利用汉文化

中注重抽象的特点，选取简洁有效的方式来交流；而

美日以及藏民族手语使用者充分发挥他们擅长线性

思维、形象思维的特征。汉族手语使用者在表示这

些词汇是往往会利用汉字的二维平面组合的优势，

使手势表述更加简洁直观，如“八”和“十”就直接用

文字的象形手势来表示，或者利用汉字的整体或局

部构造的书空来表示，如“千”“万”和“亿”的手势

为： 、 、 ，都是汉字的字形或者汉字的局部形

体表示。而美国手语、日式手语甚至藏语手语使用

群体在表示这些数字词语时，明显与其自身民族的

线性思维方式结合，以直观可见为主要交际原则，通

过两只手分别组合，表示不同数字的直接线性组合

排列来直观地表示相应的数字手势。

三、跨文化素养培养途径

不同民族、国家手语的差异性，体现出手语使用

群体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对手语使用状态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日益

频繁，各国家、各民族间的聋人群体交流也呈现出频

繁与深入的趋势。与此同时，交流过程中不同民族

与国家手语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不便更

凸显出来。特别是在一些国际性的手语交流会议

中，不同的手语表述方式混杂使用，由于没有足够的

优秀的手语翻译，严重影响到会议的质量，凸显出国

际化背景下聋人群体跨文化手语交流的困境，也对

手语翻译员人员文化素养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必须要摒弃传统的教学思维与模式，建立符合国

际化潮流的新的培养方向与目标。要解决不同民族

或国家间的手语交流障碍不能一蹴而就，要遵循人

才培养的规律，循序渐进地提升手语翻译队伍的跨

文化素养。因为跨文化的学习不是仅仅靠背诵不同

文化背景的手语词汇那么简单，而是要对不同民族

的文化差异与思维习惯有所了解，能够自由转换，才

能实现不同手语间的无障碍交流。

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深深

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并反映该民族的信仰和情感，

不同个国家或民族在语言上都有自己的特质。手语

的使用者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因此，在手语翻译专业

人才培养时，不仅要学习手语知识，还应当充分认识

到，只有语言知识，没有广泛的相关文化知识，不能

熟练地进行不同手语间的沟通，掌握其语法结构特

点与表达习惯以及深厚的异域文化知识，也不能算

是一个合格的手语翻译人才。

为了更好地培养出优秀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手语

翻译人才，适应当前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国际潮流，

必须在教学与实践中进行深入改革，培养符合社会

需要，具有国际水准的高质量手语翻译人才队伍。

（一）改革课程体系，增加跨文化手语内容

提升手语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需要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课程设置。时代在发展，社会对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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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也在不停的发展，手语翻译属于为聋人交流

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当前培养其跨文化手语交际

能力是重点。而跨文化手语翻译的培养，除了要靠

个人自我提升外，更主要的是对传统的手语翻译课

程体系进行改革，通过构建符合当前实际需求的课

程体系，提升手语翻译者跨文化翻译素养。为此，手

语翻译课程体系的建设要有明确培养目标，并根据

目标设置符合实际需求的课程体系。

１．完善课程设置
当前我国的手语翻译培养模式仍然延续传统的

教育模式，课程设置不甚合理，课程侧重于手语理论

学习，轻视专业训练；实训中仅仅强调中国手语学

习，轻视跨文化手语能力培养，使得培养的人才不能

满足实际需求。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国内、国际交流

的实际情况，重视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问题，在课程

体系改革中，要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因需设课，对课

程体系大胆改革，对手语教育资源进行系统整合，积

极开发能契合当代聋人沟通需求的课程，增加跨文

化手语理论与实践课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必修

课、选修课与自修课等课程体系，通过构建合理的、

适应时代要求的手语课程教学体系，使手语学习者

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２．优化教学活动
手语翻译专业作为一个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在

课程活动方式上要充分运用开放性、立体性、综合性

与实践性的教育手段。要革新传统教育教学管理上

以教师为主导，以讲授为中心，以教室为主阵地，以

传授理论为宗旨的教学模式。应该结合教育实际，

对教学过程进行改革，坚持以课堂手语学习为主体，

增加以跨文化性质为主的社团活动、专业技能训练、

系列讲座、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的课程教学模式，构

建符合手语教育实际的“一体两翼”课程教学体系，

最大程度地激发手语专业学生对手语学习的兴趣，

使学生在这些活动课程中能够开阔视野，增强跨文

化素养，提升学生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手语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样需要让具

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教师回归教学。手语翻译队

伍素养的高低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质量的好坏，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素养。在当前对跨文化

手语翻译极大需求的前提下，从教人员不仅要具有

较强的专业知识，而且应当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

知识，以实现专业技能与跨文化知识间的相互协调，

从而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和多元文化人才的培养模

式。［４］１８９

当前，手语翻译教育队伍中教育者自身素养也

良莠不齐，有一些是接受过特殊教育训练的专业教

师，但更多的是没有经过专门特殊教育培养的教师

和一些原本从事普通教育的教师，这些人本身对手

语认识就存在种种不足，知识结构存在着偏差，更缺

乏国际视野。许多教师在手语教学中往往不能按照

手语的规律来开展教学，对于教育学生如何按照不

同文化语境下的特殊群体的习惯高质量地传递出他

们所要表达的信息也不太了解。这些问题严重影响

到手语翻译队伍综合素养的形成，阻滞了教育质量

的提高。

有些院校为了突出为聋人服务、尊重聋人，促进

手语翻译队伍对聋人文化更直观、深刻了解的目的，

积极聘请聋人教师进入手语翻译教学队伍。这种做

法出发点是好的，也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聋人教师

在手语教学中有自己的优势：本身就属于手语族，对

手语的理解比较透彻，对聋文化更是有自己直观的

感受。他们作为手语课程的教师，能够通过与聋人

群体的直接交流，进行思想与文化碰撞，促进手语翻

译对聋文化的更直观了解。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当前，我国聋

人高等教育多为艺术类的专业教育，毕业于这些院

校的聋人是当前高校聋人教师队伍的主流，他们对

于从事教育教学所需要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存在

着很大的结构缺陷，影响了教育的质量。因此，不能

仅仅将引入聋人教师进教室作为面子工程，对外宣

称有多么的尊重聋人，有多少聋人教师，不能以引进

为最终目的，一引了之，后续的管理也要跟上，要进

一步加强他们跨文化素养的培训与再教育，提升他

们的教育教学能力。

（三）拓宽手语翻译国际视野的培养渠道

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可以提升教育的质量，但

对于要培养跨文化手语翻译队伍来说，仅有这些是

不够的。还要摆脱现存的制度障碍，积极突破传统，

大胆与不同国家、民族的手语使用者交流合作，采用

“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对手语翻译学

习者进行培育，提升他们跨文化素养。学习一种文

化，最便捷、成效最快的方式就是学习者主动“走出

去”，深入到要学习的文化环境中去。根据我国当

前的教育实际，可以通过互派留学生、交流互换、推

荐学习能力强的手语翻译学生留学等方式，加强手

语翻译人员对不同文化真实的、直观性的学习，提高

学习效果。另外是“请进来”，请国内、外手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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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或者知名聋人到学校作为学校的客座教授，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手语翻译人员进行有关国内、外

文化培训与教学，帮助翻译人员了解多元文化习俗、

民族传统以及手语翻译技能。

以上这几种方式，可以有效促进手语翻译人员

提升文化素养，加深对外文化的了解，强化手语翻译

队伍国际视野，并熟练掌握不同文化间手语的规律

与转换技能。以丰富的文化知识，娴熟的手语技能

帮助不同区域手语使用者相互顺畅沟通，为聋人群

体在全球化潮流下充分展示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

价值，共享社会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提供有效渠道。

手语翻译者也能在帮助聋人实现梦想的同时，展现

自己的文化素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文化交流也日益频

繁，各国聋人群体日益突破旧有的区域限制，积极走

出去，与民族内、国内甚至国际间的交流频率加快。

但在交流中，手语的差异性对聋人顺畅交流造成困

难，阻碍沟通。这些困难如果由聋人群体自己去解

决，去慢慢消化理解也可以，但是效率极低。因此，

培养面向为聋人服务的高素养手语翻译人才迫在眉

睫，而高素养手语翻译的标志不是仅能够准确翻译

本文化内部的手语语言，不仅要掌握本文化内基本

的手语词汇与文化知识，还要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具

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能熟练地进行不同手语间的沟

通，掌握其语法结构特点与表达习惯，有深厚的异域

文化素质，为聋人沟通的国际化时代提供更高质量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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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优化新时
期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意义重大。要准确把握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充

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铸魂”作用，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要坚持党的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立德树人，激励高校大学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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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国内环境
深刻变化，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思潮

纷纭激荡，优化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环境，引导广大学生统一思想认识、维护和谐稳定

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铸魂”作用，着眼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复杂形势

（一）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发展新阶段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坚持深化改革，优化结

构，保持了科学快速发展的态势。人才培养质量不

断优化，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不断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了

重要贡献。教育部２０１６年４月７日发布的首份《中
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指出，２０１５年全国在校生规
模达３７００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２８５２所，
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 ４０％，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１］但也应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转型

发展、创新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发展不足和瓶颈比

较突出，总体上还不能很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这就要求我们创新思路理念，创新方式方法，不断优

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以工作的新

成效促进全面加快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复杂形势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复杂的情况，西

方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地企图用西方的政治理念、制

度模式和价值观改变中国。同时，我国改革进入攻

坚期和深水区，思想认识问题与现实社会问题相互

影响，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集中呈现、相互叠加，各

种力量、思潮，以及一些“异见分子”与境外敌对势

力遥相呼应，妄图从内部搞乱中国。特别是长期以

来，西方敌对势力把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作为重

点对象，把高校作为渗透的重要领域，利用各种敏感

时间和话题，插手炒作社会热点和涉及大学生切身

利益的问题，制造矛盾纷争。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

以多种形式作掩护，通过公益慈善、学术交流、联合

研究、捐资助学等推销西方政治和价值观念，拉拢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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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所谓“精英”，扶持草根异见分子；一些境外势力

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出现范围扩大化、组织周

密化、手段现代化、渠道多样化等特点，与我国争夺

阵地、争夺青年、争夺人心。我国高校处于意识形态

领域前沿，切实巩固并坚守高校这一意识形态领域

重地，进一步优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

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三）有效掌控互联网舆论主导权面临严峻考

验

目前，我国网站近 ４００万家，网民约 ６．３亿多
人，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和舆论斗争

的主战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习惯于从网上获取

信息，一些网络大Ｖ编造政治谣言、虚假信息，一些
异见分子肆意攻击主流思想观点，持续传播和鼓吹

西方价值观，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恶

意炒作，这些负面信息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带来巨

大的冲击，加大了教育引导工作的难度。尤其是随

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量政治谣言、错误言

论、虚假消息贬损国家民族，歪曲党史国史，攻击党

和政府，这些带有戾气的歪理邪说，直接冲击和扰乱

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可以说，在人们可以随时随

地随手发表和获取信息的互联网时代，不能有效应

对互联网，我们高校阵地就有失守的危险。能否掌

握互联网舆论主动权和话语权，是一个关键点。能

否应用好互联网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教

育，优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占领教

育引导的阵地和制高点，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二、准确把握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

状

（一）秉持爱国主义，但政治参与意识弱化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世界

范围内更加频繁地交融、交流、交锋，各种社会思潮

相互激荡、碰撞、竞争，高校大学生面临大量西方文

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国际敌对势力与我国争

夺下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广大学生拥护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热爱国家、热爱

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

同时，高校大学生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

迷茫，理想信念模糊，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热情

不高等问题，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加

大。

（二）认同传统美德，但价值取向多元

随着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

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明显，各种思想观

念相互交织。高校大学生广泛认同传统美德，有着

较为明确的是非、善恶、美丑判断标准，热心助人、自

立自强，见义勇为。但也存在着价值取向多元，道德

评判标准多样等现象，呈现出矛盾性特点。社会上

一些庸俗的风气给在校大学生的思想带来冲击，市

场经济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

腐蚀。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价值观扭曲等现象，不

同程度地在大学生中存在，先人后己，无私奉献等传

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有所淡化。

（三）进取意识强烈，但功利思想突出

当今大学生大多属于９０后，他们观念新，信息
量大。主体意识强，个性张扬，思想多元化倾向明

显。成长、成才意识非常强烈，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

和竞争意识。时代感、时尚感较强，掌握和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的欲望和能力较强。但一定程度上也存在

着急功近利、一朝成名、相互攀比等浮躁心态，缺乏

勤劳朴素、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品质。一些大学生

的自我意识、自主意识较强，喜欢自我，但也出现了

片面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需求的现象，身体素质下

降，心理抗压、抗挫折能力降低。

（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薄弱

环节，积极面与消极面共生

高校大学生思想行为主流积极健康，但随着新

媒体技术的广泛普及和运用，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注

重利益、批判和感性标准，而较少使用道德、建设和

理性标准。一些教育部门和高校领导对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认识不够，办法不多。高校大学生管

理工作与形势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育效果亟待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

有待加强。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教

育对象的新特点，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主导

地位，切实加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责

任重大、任务艰巨。

三、优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的

对策建议

（一）切实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践

大学生处在身心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

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对他们的一生影响很大。一要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使大学生树

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基本遵循。要

紧紧围绕“三个倡导”，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

育活动，深入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

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广大学生的知晓率、认同

度。高等院校可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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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把中央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意见》精神融入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各

个方面，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内化为自觉意识，

外化为自觉行动。二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文化的力量深深熔

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

藏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道德财富。要通过开展普及

活动、组织论坛讲座等形式，增加高校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内容，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生。

鼓励高校大学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刻认识中华

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发展，自觉继承和践行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三要加强诚信意识和行为教育。诚信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道德基

础。当代大学生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希望，应该在

修业的同时加强修身，培养他们的诚信品质，激励他

们的诚信意识，防止知识水准与道德水准严重失衡。

要把诚信教育融入到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融入到

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之中。［２］要建立健全

监测机制、评价机制和惩戒机制，把大学生在就业择

业、助学贷款等方面的诚信情况逐步纳入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有效引导价值取向。

（二）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一要改进教学环

节。加强和改进课堂教学，推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

系转化，教学体系向信仰体系转化。丰富教学内容，

改进方法手段，善于运用贴近学生的话语表达，善于

借助先进技术手段和时代元素，把理论教育、能力培

养和价值引导有机统一起来，增强教育效果。要结

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高校大

学生的思想实际，把课讲好、讲活、讲出效果，既讲

“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既讲“是什么”，又讲“为

什么”。要继续开展诸如“精彩一课”和“优秀课程”

等的评选工作，组织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方法改革“择优推广计划”等项目，创新教学方法和

手段。单独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奖，并纳

入教学成果奖统一管理。要加强实践教学，各高校

可按照中央要求，从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

分中划出相应学分开展实践教学。二要加强教学机

构建设。成立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机

构，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实

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选拔政

治强、作风正、业务精、懂管理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

教师，承担教学科研责任。三要加强保障制度建设。

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进一步

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实际，高等院校可按

照每学分１８学时的要求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
课程，以每班１００名左右学生组织开展教学活动，确
保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课时。

（三）切实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引导工作

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和大师，更要有大爱。目前，

一些高校大学生面对不同程度的学业压力、经济压

力、就业压力，思想上存在诸多困惑，亟需正确教育

引导。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组织领导。落实完善信息会商和研判等制度，坚

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加强

督查督导，维护高校稳定。二要开展无邪教校园创

建活动。认真落实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精

神，把教育学生与服务学生结合起来，深入细致地做

好教育引导工作，进一步推进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

工作协调机制建设。三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

开展创新创意、文体娱乐、科技学术等文化娱乐活

动，大力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寓教育于文化活

动之中，培育良好校风学风。进一步加强对校报、校

刊、校内广播电视和校园网的管理，决不允许传播任

何错误思想观点。四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的作

用。着力打造活动品牌，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让校园

文化丰富活跃，让大学生活多姿多彩。五要大力营

造关爱学生的校园氛围。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加

强心理疏导。学校的制度、服务，以及教师的言行要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处处体现对学生的关爱，

积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包容奉献、积极向上

的心理素质，让学生的个性、智慧、想象力和创新力

得到充分发挥。六要着力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要进一步加强高校就业创业教育，引导广大毕业生

切实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到城乡基层、中小企业、中

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高校课程设置要更

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人才培养、社会需

求与就业的良性互动。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工作，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为他们提供好扶持政策

和优质服务。

（四）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

建设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高校教师是大学生成长

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一要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

大力选拔优秀人才从事学校党政团工作。专兼结

合，配足配齐配强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坚持把

能力素质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使思想理论干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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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头上、理论上、口才上全面发展，具备综合素质。

树立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从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

部中培养更多的思想理论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学

术带头人。二要加强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高等院

校要合理核定专任教师编制，按相应要求配备足够

数量的专职辅导员。鼓励专职辅导员国内外业务进

修和在职攻读学位，并将其纳入学校教师培训计划，

享受学校有关鼓励政策。［３］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应的

职称评聘标准，健全思想政治辅导员职级晋升制度。

可以考虑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单列指标、单设标

准，单独评审思想政治辅导员职称，从而切实解决好

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职称评聘问题。三要加强专任

教师队伍建设。既要按要求配备较高质量和足够数

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要深入推进哲学社会

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完善培养培训体系，通过

骨干研修、全员培训等多种途径，落实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不断加强高校社科理论队

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队伍建设。［４］

（五）切实加强校园互联网络管理

近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数据挖掘、资本渗

透、煽动传播等途径，利用互联网络平台不断动摇青

年学生理想信念，左右青年学生价值取向，误导青年

学生思想观念，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重视。一

要开办一批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网络名站名栏。

立足校园网站建设，着力培育一批导向正确、影响力

广的网络名师，有效开展网上舆论引导和思想疏导。

二要积极搭建新媒体教育服务平台。推进校园微信

公众号、校务微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博客、思想

政治辅导员博客等网络新媒体建设，扩大校园网络

文化的育人覆盖面，努力打造示范性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网站、网络互动社区和学生主题教育网站等，增

强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力。三要提升运用网络新媒体

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充分运用广

播电视、校园网、手机报、微博等多种渠道，全面加强

校园思想政治教育网建设，通过网络掌握大学生思

想状况，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效应对突

发性舆论事件。四要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不断强化

网上言行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引导大学生正确

使用网络工具。发挥高校人才荟萃的优势，建立一

支释放正能量的强大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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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和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社会思潮冲击着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本文剖析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探讨网络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正引导的必要性，提出应对

网络思潮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性的对策。认为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网络思潮，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优化意识形态教育环境，利用多种

手段创新教育方式，建立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巩固高校网络思潮主流阵地，切实做好高

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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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是传播和引领先进思想的重要场所，牢牢
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

态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社会转型的升级，网络社

会思潮已经充斥在高校学生的生活中，由于网络信息

的开放性，其中不乏有各种负面信息，影响高校学生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

一、加强网络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正引导

的必要性

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是社会思潮，是在特定

的时期内，某一阶层对当时政治情况的反映。这种思

潮具有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具有当时时代背景下特

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核心，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

影响力与某些社会心理之间还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制

约、相互影响的作用。［１］网络思潮是近些年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和网民的急剧增长尤为凸显的一种社会思

潮。随着我国各领域扩大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网络

思潮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一）网络思潮消极面影响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到

来，各种社会思潮充斥在网络、博客、论坛，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事件以调侃、笑话、捕风捉影的

形式在网络上传播，各种复杂的信息交汇在一起，大

学生无法判断其真伪，使其价值判断出现误差或迷

惑。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着重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改革创新应该不断加强，通过改进方法手段、内

容形式，推进理念思路创新，增强高校思想管理工作

的实效性和时代感。特别是在高校思想文化、校园

安全管理等方面要加强管理，进一步规范，为大学生

的成长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２］面对意识

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把握网络特点和学生

思想发展规律，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在思

想培养方面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在个人发展上

是德才兼备，在成长方面是全面发展，从而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敌对势力散播不实言论瓦解师生共产主

义理想信仰

西方敌对势力是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最大的威

胁，其利用网络的隐蔽性和传播广泛的特点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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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渗透，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地位，歪曲中国

革命和建设，歪曲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创造，政治上

宣扬多党制、经济上宣扬私有化、思想上宣扬新自由

主义，致使部分师生理想信念淡漠，爱国主义缺失，

思想道德缺位。网络负面信息和思潮主要在新自由

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方面给意识形

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丑化和诋毁民族英雄，如改写

历史人物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的真实背景，扭曲雷

锋同志乐于助人的光辉事迹，使大学生民族自豪感

被压制，个人发展中的精神形象被扭曲。更加多元

化的价值观形态，使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弱

化。高校大学生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也关系

到中华民族文明的兴衰和民族命运的方向。大学教

育阶段是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

在此时期他们对国家政治、道德文明有极大的兴趣

和需求，网络上大量繁杂的信息容易使他们产生迷

茫和困惑，会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因此有必要对

大学生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的教育，进行正面引导，从

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指导地位。

（三）加强网络思潮传递正能量是实现高校意

识形态安全的必然

网络在信息传播方式上具有及时、便捷、互动性

强等优势，借助网络平台能够及时高效地对广大高

校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引导，推动我国主流

意识形态的全面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意识形态

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同时网络负面信息和

各种社会思潮也会干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通

过对比社会思潮与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可以

看出，网络方式在管理上缺少对信息的审核，网络的

开放性也成为各种信息最理想的传播途径，负面信

息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对抗主流信息，混淆信息资

源，与正义理性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严重干扰了我

国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通过建立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舆情监控，筛选、过滤和甄别网络思潮，可以净

化网络空间，维护国家社会安全。

二、当前网络思潮传播特征及其影响

通过网络问卷、现场座谈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

了有针对性的调查，回收有效的调查问卷３００份，对
网络传播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一）网络思潮的内容复杂多样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调查结

果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中国网民的规模已经达
到７．１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也达到了５１．７％。互
联网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思潮相互碰撞的虚拟场

所。网络思潮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涵盖

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哲学、伦理等领域，在交流方

式上，运用微信、微博、网站等网络媒介，发挥其方便

快捷的功能。在调查的学生中，９３．７％的学生利用
网站、论坛等进行娱乐交流；６６％的学生利用网络查
找信息、浏览新闻；７２．３％的学生把网络当成通讯工
具。说明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网络思潮正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大学生的学

习生活、交流方式和价值判断。

（二）网络思潮的多元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

主流社会思潮和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差别在于是

否与我国意识形态相适应，当前网络思潮的意识形

态是主流社会思潮和非主流社会思潮相互交织，共

同存在。对主流网络思潮和非主流网络思潮的关注

程度，７６．１％的学生认为网络信息与言论可信，
５１．６％的学生认为主流网络思潮和非主流网络思潮
都可接受，４７．２％的学生认为主流网络思潮对自身
的影响较大。由此可见，大学生通过网络接收到纷

繁复杂的信息，并产生了多种价值取向，也深深影响

了其自身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针对目前出现的中

美、中韩关系等问题，在价值取向上大学生表达强烈

的爱国主义，但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容易采取极端

行为。如果西方国家掌握了互联网的话语权，则会

趁机利用网络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的霸权，在网络上

大量鼓吹西方的价值观，尤其是非主流社会思潮，如

新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

（三）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成为道德塑造的

不利因素

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尚未完全形

成，对网络信息的确定性与准确性、合法性与合理

性、健康信息与垃圾信息等的判断还不准确。不良

信息与思潮以各种形式和途径蔓延，加之网络监督、

过滤与管控机制还不完善，缺乏“慎独”意识，在缺

乏自我约束和自我管控的情况下，极易引发道德缺

失。“泛娱乐化”言论的恶搞，以通俗性、大众化、娱

乐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的传播，无时无刻不在

影响着大学生的道德塑造和价值判断。［３］调查结果

显示，９３．１％的学生认为网络道德与传统道德相比，
更加需要增强自律意识，加强道德监管与规范。

（四）大学生自主意识的增强推动了网络思潮

的传播

高校学生思想活跃，自主意识强，当网络快速发

展到自媒体阶段，大学生的自我主体意识被充分激

活，表现出强烈表达自我主体意识的愿望，希望通过

自我表达方式彰显自我价值。一方面，大学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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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诱导；另一方面，当网络信息到

来时，他们会快速做出反应，有利推动网络信息的传

播。针对网络言行的调查显示，８２．４％的学生看到
自身认同的网络言论就会表示赞同并转发。可见，

网络为师生提供了自由、互动、平等的相互交流和发

布信息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

和观点，大学生自我表现表达的方式更加直观，并且

可以通过自媒体及朋友圈快速传播。

三、目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

题

（一）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面临

新挑战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

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领导权和话语权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旁落。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

到来，各种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快速汇聚于高校，一

些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非主流社会思潮通过网

络在高校内频繁传播，再加上当今部分高校教师缺

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导致新时期的大学生在不

同程度上存在信念缺失、政治信仰淡漠等意识形态

边缘化的思想特点。

（二）网络意识形态思潮影响大学生的政治心

理

全球信息化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信

息甄别的难度增加。学历越高的网民对互联网的依

赖程度越高，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工作、生活和娱乐的

第二世界。社会上各种违背正常规范的现象，对大

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显著，特别

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影响，对正确培养大学生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冲击是直接的，这些威胁和挑战都是

影响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判断的负面因素。因

此，应该深刻认识到网络媒体发展的双面性，网络为

我们提供自由、开放、快捷的工作方式的同时，其管

控较难的特点也应该时刻引起警惕，在日趋复杂、形

式多样的网络意识形态争论形成的时代，争论的新

动向不断向政治事件转移，通过事件的政治化，对大

学生的政治心理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网络文化霸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成

威胁

目前，网络发展的速度十分迅速，美国在利用网

络空间上具有技术先发优势，这使得网络空间也存

在着“霸权主义”文化。西方国家试图将资本主义

国家制度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网络电影、网络

文化产品、言论引领等多种形式进行意识形态的渗

透。他们批判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优越性，打

着民主的幌子抨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严

重破坏了开放、共享、自由等互联网文化精髓。如果

网络思潮带有明显的文化霸权烙印，必然会排挤马

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影响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承担的

主要职能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以及文

化的创新与传承，必须加强网络空间管理秩序，用中

华文明为底蕴的传统文化做基础，为网络文化的发

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四、应对网络思潮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性的

对策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网络思

潮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中起着凝聚共识、价值引导

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

本质，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凝炼而形成的。

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意识形态教育。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提高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科研与教学中的指导地位，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坚持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武装高校师生的头脑。二是要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教育的重要内容，实现文化素养和理想信念两大教

育理念结合，以及爱国情感和政治思想两大教育理

念结合。三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贯穿

高校教学教育活动的始终。加强日常教育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渗入，将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话语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

导作用。

（二）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优化意识形态教育环

境

校园文化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潜在力量，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将意识

形态与校园文化相融合，可以说是强有力的整合与

指导。构建校园物质文化育人环境，以文化人，一方

面需要构建校园物质文化。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培

养目标、发展方向等对校园进行规划，充分利用校园

名人塑像、假山小湖等美化环境、增添人文景观。另

一方面构建校园精神文化育人体系。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开展志愿服务、典型引路、道德讲堂、道德论

坛、思想教育、专业教育等多种教育活动，采用丰富

多彩的形式，寓教于乐。把握大学生的心理规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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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爱好，大力开展积极向上、健康有益并为大学生

所接受的多元化文化活动，全方面培养大学生积极

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三）建立高校网络思潮主流阵地

搭建网络交流平台构建新媒体阵地，要加强主

流网络思潮的传播和治理，完善网络道德规范。一

是注重高校网络思潮文化传播的内容，建立健全组

织领导机制，借助网络平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主动维护主流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巩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二是对历史虚无主

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否定改革开

放等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和斗争，发挥正义感和积极

性。三是在网络教育中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培养

大学生的道德选择能力，有针对性补充社会伦理道

德知识和传授道德规范，在过程中寻找价值观的认

同。根据大学生实际，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阵地

相结合，占领大学生灵魂教育指导的主阵地，将大学

生带入我国主流价值观的正确道路。

（四）利用多种手段创新教育方式

据统计，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重说教、

轻实践的现象，未达到入脑、入耳、入心的目标要求，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普遍反映不佳。由此可

见，高校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和话语表达有待提高，

要改变教条化模式。在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

的同时，也要不断增加宣传内容与现实之间的互动，

加强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建设。学生层面，可

以增加互动、网站主题教育、学术教育，以及微信微

博和客户端的“两微一端”建设，通过这些大学生喜

欢并愿意接受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五）建立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机制

学术讨论无禁区，网络传播有纪律。保障网络

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正能量，需要建立网

络思潮传播的“防火墙”。一是加强高校网络及意

识形态安全意识。教育师生不信、不传非法信息和

意识形态领域反动、负面信息。二是建立网络与意

识形态安全防范工作队伍，实施“网格化”管理。充

分发挥网络维护技术人员、网络安全信息员、网络舆

情监控突击队的作用，对校园网络空间信息进行筛

选、监控和舆论正向引导。三是建立法制化体系。

国家已将网络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高校应努力构

建高效的实施体系，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给

予严厉的惩处。通过逐步建立严密的法制监督体

系，从法律层面加强信息传播的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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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是意识形态阵地的最前沿，网络舆情引导工作至关重要。随着“互联网 ＋”“融媒
体”时代的到来，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倒逼舆情引导的思维方式和工作理念发生

变化。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深刻把握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原有新闻

舆论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为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和舆情引导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支持。在习近平新闻

舆论观的指导下，高校要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发展的规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网络舆情引导

队伍的建设，注重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全面健全舆情引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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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讲话、报告、致辞、批
示等方式就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

见，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宣传舆论观。特别是他在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８·１９”讲话和在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２·１９”讲话是指导做好
新形势下党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为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和舆情引导工作提供重要理论

指导。［１］在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指导下，高校要与

时俱进，把握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加强对网络

舆情的监控与引导，全面健全机制建设。

一、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理论阐述

（一）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理论继承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新闻宣传和舆论思想发

展而来的。这些宝贵思想结晶经过长期的实践检

验，内涵十分丰富：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思想，最早

指出新闻宣传工作首要的原则是要完全符合于党的

政策，体现党性原则，党的领导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

手里，把握好舆论宣传关。邓小平的舆论监督重要

思想，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根本原则和

科学方法，强调舆论引导要注重理顺情绪，化解矛

盾，其新闻宣传群众观中还特别强调要在坚持党性

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

导群众和扩大群众的监督。随着时代的变迁，舆论

引导工作的重心逐渐从舆论监督转为舆论导向，特

别是随着网络新兴媒体的兴起，舆论引导工作的地

位更是上升到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江泽民的舆论

导向观提出了党的新闻单位要发挥武装人、引导人、

塑造人和鼓舞人的四大作用，指出了检验舆论引导

正确与否的“五个有利于”的客观标准，强调了新时

期新闻工作者爱岗敬业、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

廉洁、严谨细致、勇于创新的六种优良工作作风。胡

锦涛的舆论引导新思维提出了加强舆论引导能力的

“五个必须”和“三个贴近”，在充分考虑到互联网和

移动通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的基础上，创新性

地提出了舆论引导要讲求艺术、注重方式方法，并明

确指出要发挥不同媒体的优势，构建主流媒体与新

兴媒体融合的舆论引导新格局。以上这些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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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适应媒体传播规律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逐步演进

的，也是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

基础。

（二）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理论创新

随着“互联网＋”和“微时代”的到来，当今社会
的舆论环境已经发生巨变，网络舆论新常态逐渐凸

显。当前的舆情引导工作面对的不再是单一的纸媒

时代，而是飞速发展的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变

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流动，这些变化都驱

使着舆情引导的思维方式和工作理念的变化。在新

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网络时代信息传播

的新特点，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不断创新。首先，习近

平新闻舆论观提出了“党媒姓党”的三个要点，这是

秉承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也是最根本的党性原

则，明确指出任何新闻宣传工作都要讲求正确的舆

论导向，舆论宣传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正确的立

场和是非把握，其对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的关系也

有了更新的阐释；［２］第二，习近平新闻舆论观中首

次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力主

尊重和遵循新闻、传播、舆论等规律，建设新型主流

媒体和现代传播体系，特别提出“九个创新”和“二

个增强”，即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

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习

近平新闻舆论观中也对新闻舆论队伍建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转作风、改文风，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外，习近平新闻舆论观

还全面阐述了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将其理

论观点的创新升华为“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

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

４８字工作方针，基本确定了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的基调。以上这些都体现出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

思维创新和理论创新，也为新形势下高校的网络舆

情引导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新形势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现实诉求

（一）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需要

在信息开放、自由的“互联网 ＋”时代，各种理
论和思潮可以在网络上交融、交锋和碰撞，这不仅为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高校作为意识

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

重要任务，［３］但是近几年高校却出现了不少意识形

态乱象，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辽宁日报》刊发的《老

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

师的一封公开信》一文，尖锐地指出极少部分高校

教师在课堂上牢骚失控，并不断抹黑中国，该文迅速

火爆网络，也引起了更多人对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

关注和思索。高校学生由于涉世未深，容易轻信网

络言论，容易受到境内外不法分子教唆挑拨，甚至发

表不当言论、做出有悖于社会主流道德的事情；也有

部分高校教师由于受到极端思潮的影响，被别有用

心的人利用，在课堂上发表一些不当言论，误导了大

学生的政治认同和群体认知。因此，加强高校意识

形态教育刻不容缓，做好舆情引导工作势在必行。

高校的学生和教师都要培养政治意识，提高忧患意

识，增强主体意识，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政治、讲党性、

讲立场。从意识形态的全局工作来看，高校有义务

也有责任做好这项工作，及时消除大学生在思想认

识上的疑虑和误区，引导高校教师理性发声，在“大

思政”格局下全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意

识形态阵地建设，做到与时俱进、敢于创新、勇于突

破。在新形势下，做好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前

提就是要及时了解高校师生网络舆情的动向并提前

做好准备，充分把握高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导权

和主动权。

（二）提升高校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需要

随着融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网络信息可以借

助不同的媒体平台和各种新兴的即时工具迅速向外

传播，并发展成为无限共享的信息。由于高校学生

所接受的网络信息大都是零星的、碎片化和浅层次

的，加之其社会阅历浅、实践经验薄、甄别判断能力

有限，他们对这些网络信息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偏差

和盲目性，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参与，更不

用说提出质疑和进行考证。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并

没有开设此类课程，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大都是来自

生活经验，缺少系统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导致个体在

面对社会热点人物评论、热点舆论事件时，表现出来

的网络媒介素养水平差别很大，有些学生被一些负

面言论或者事件的表象所迷惑，通过微信朋友圈、微

博爆料台等疯狂传播，甚至表达不成熟、非理性的观

点。与此同时，由于高校学生工作者使用网络媒介

的技术条件有限，获取网络信息的宽度和广度有限，

严重缺乏对高校学生的有效引导，在遇到网络舆情

突发事件的时候只能采取回避、删帖等方式进行

“冷处理”。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学生仅凭个人的理

解和浅显的社会经验去感知网络信息的可信度，而

不是通过接受科学的指导和系统的学习来获得媒介

素质，自然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媒介表达理性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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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和抵御不良信息的侵蚀。面对网络媒介素养师资

队伍欠缺、高校学生媒介素养普遍偏低的情况，加强

学生工作队伍的建设与培训，加强对高校学生网络

媒介素养的教育及认知能力的培养，规范高校校园

网络舆情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是做好高校网络舆情

引导工作的关键所在。［４］

（三）维护校园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需要

近几年，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工作越来越受到

重视，对校园主流意识形态的预测和网络舆论的有

效疏导，不仅是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顺利开展的

保证，同时也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举措。众所周

知，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９５后”大学生甚至是“００
后”大学生，他们获取信息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快，各种网络热点和微博大 Ｖ的评论都能迅速引
发大学生的关注和热议。与此同时，伴随着他们的

成长而兴起的自媒体，具有多样化、平民化和普泛化

的特点，这就使得“自我声音的表达”成为一种趋

势。加之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以及约束机制的缺

位，使得高校学生的网络言论过度自由，甚至剑走偏

锋，来自学校、社会等各方观点的汇集发酵使得网络

舆论往往向极端化、偏激化发展，进而酝酿极端化舆

论。［５］由高校学生引发的网络群体事件甚至是社会

矛盾和冲突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湖南大学１７名研究
生违规转学案、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等迅速

传播到社会网站，并上升为公众事件，引发社会的极

大关注和讨论；校园网贷导致大学生自杀事件、高校

学生信息泄露造成社会诈骗事件等引发的网络舆论

高潮将高校推向风口浪尖。这些恶性事件不仅严重

威胁着校园的和谐稳定，也为社会安全增添了不稳定

的因素。在这种形势下，高校的危机公关需要迅速准

确地做出反应，网络舆情的引导工作也要提升引导的

亲和力和针对性，及时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实

践乃至影视剧作品、舆论热议中所遇到的真实困惑，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高校面对的不再

只是学生和家长，需要担负更重的社会责任。

三、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指导下高校网络舆情引

导机制的构建

（一）坚持正确的高校舆论导向，壮大校园主流

思想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核心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

工作的领导，即“党媒姓党”的基本原则，在其４８字
工作方针中提出的“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可谓是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基本工

作方针。高校必须有大局意识，秉承为学生服务的

宗旨，将党性原则贯穿到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方方

面面，高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对这项工作要有绝对

的主导权，其工作成效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对党和

国家的政治认同。一是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网络舆

情氛围，积极主动地利用新媒体传播党和政府的声

音，展示主流社会的良好形象，维护健康的校园形

象，引导广大师生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

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将高校营造成弘

扬主旋律的舆论阵地。二是构建权威专业的校园网

络舆论引导平台，丰富高校校园的官方主干网站，积

极关注校园热点问题。针对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或

议题，撰写有深度、有说服力、易理解的时评文章，善

于将文件语言转化为学术语言，做好高校舆情工作

的动态监控。通过校园网主页新闻、政务公开、学生

网络社区探讨等多种形式开展舆情引导，将网络舆

情引导工作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

来。三是充分发挥高校学生党支部、共青团组织、学

生社团等机构的作用，充分利用学生团体畅通普通

大学生诉求表达的渠道，保护其合理表达舆情的权

利，培养优秀党员、学生干部学网、懂网、用网，做好

网络舆情监测的排头兵，构建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

之间的理性宽容的对话机制，从末端上做好舆情疏

导工作。

（二）加强高校网络舆情队伍建设，培养学生阵

地意识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重点在于民心的认可和民

意的认同，在其 ４８字工作方针中提出的“团结人
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正是高校网络

舆情引导工作的主要目标。高校是社会科学文化的

高地，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正向的引导能够

促进大学生心智的成熟，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教

育任务。因此，高校要加强网络舆情队伍的建设，发

挥这支队伍的正向引导作用。一是注重网络舆情的

监测分析，对于网络上具有突发性和非理性特征的

校园舆情事件，要做好跟踪防控，在２４小时内控制
好网络舆情的发展，并做好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措

施；充分发挥学校各级党组织对网络舆情管理的主

体引导作用，组建一支业务精通、经验丰富的网络舆

情管理队伍，将思想政治工作者、学生干部以及心理

教育、应急事件管理和舆情管理的专家学者充实进

来，［６］构建行之有效的高校网络舆情责任机制。二

是注重“意见领袖”的培养，培养一批有思想、有主

见、够活跃、懂传播且具有政治敏感性和一定学生影

响力的“学生意见领袖”，打造一支包括高校领导、

辅导员和优秀学生干部在内的网评队伍，及时抢占

传播阵地，把握好网络舆情发展的导向，使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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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有正气、有底气、有立场。三是注重打造全媒

型、专家型、创新型融媒体工作队伍，统筹抓好理论

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园文化建设、新

闻宣传舆论引导、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思想政治教

育等工作，［７］提高校园网的公信力和引导力。高校

要秉承“三贴近”原则，积极整合校园网站资源，开

发设计学生感兴趣的喜闻乐见的新模块，增强校园

网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注重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健全舆情引导

机制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创新在于其遵从时代发展

的规律，强调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 “澄清谬

误、明辨是非”，明确了“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视

野格局，并且首次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的融合发展”的理论观点。目前，微信公众号、微信

朋友圈等取代传统的校园贴吧、ＱＱ空间，逐渐成为
校园网络舆论新兴阵地，大学生更加注重张扬自我

和个性成长，其多元化、普泛化的特点使得网络舆情

的监测更难把控。在此形势下，高校更要在习近平

新闻舆论观的指导下紧跟时代步伐，积极运用“互

联网＋”思维，创新环境育人，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
格局。一是用好新媒体资源，创新舆论宣传的内容、

形式、手段、机制、题材等，重点发展校园微信公众

号、校园网络微视频等，紧跟网络最新技术发展的新

趋势，把握先机，从网络信息的收集反馈、分析甄别，

到网络信息的预警、应急处置等，全方位构建舆情引

导机制。二是搭建融媒体平台，既要发挥传统媒体

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又要注重新兴媒体的即时性和

多样性。当出现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时，高校应该及时

通过校园网主页、校报校刊等澄清事实，秉着公开、透

明的原则向广大师生做好解释工作，引导学生走出舆

论误区，探索高校“中央厨房”新闻舆论宣传模式，通

过“线上报道”引领“线下舆论”。同时要特别注重发

挥微博、微信、微视频、微电影、校园网、手机客户端，

即“四微一网一端”的引领功能，健全传播体系，打破

壁垒促进渠道融合，全面提升舆情引导能力，在融媒

体条件下推动高校舆情工作的新优势。

参考文献：

［１］郑保卫．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的形成背景及理论创新
［Ｊ］．当代传播，２０１６（４）：２７－３３．

［２］丁柏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观研究论纲
［Ｊ］．中国出版，２０１６（８）：３－１０．

［３］申文杰．当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性路径［Ｊ］．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２０１６（４）：３５－４１．

［４］何健．高校大学生网络舆情特征与管理对策研究［Ｄ］．重
庆：西南大学，２０１５．

［５］胡明辉，蒋红艳．加强大学校园网络舆论引导的重要性
及策略［Ｊ］．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４）：
４５０－４５５．

［６］祝苏东，李礼建，陈少平．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研判分析及
启示［Ｊ］．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６）：５－９．

［７］苏寄宛，张加春，黄存金．把握“三个着力”实现“三个确
保”：高校新闻舆论工作的几点思考［Ｊ］．北京教育：高教
版，２０１６（５）：３１－３２．

（责任编辑　姚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Ｇｕｉｄ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ＳＵＮＳｕｉ１，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ｓｈｕ２

（１．Ｇｕ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ｗｏｒｋ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Ｍｅｄｉａ”ｅｒａ，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ｗｏｒｋ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ｓｆａｃｉｎｇ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ｈｅ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ｗａｙ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ｗｏｒ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ｗｏｒｋ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ｊｏｕｒ
ｎ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ｋｅｅｐ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Ｗｅｍｕｓｔ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ｏ
ｐｉｎｉｏｎｔｅａ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ｉｎｇｉｓｔｏ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ｌｄａｎｄ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ｍｕｓｔｆｕｌ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８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