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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最紧密的合作期长达近１５年。其间他从初登文坛到最终成
为继果戈理之后１８５０年代文学盟主，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现代人》上，且他参与该杂志之深远
不是以所发表作品数量就可论断的。他因《前夜》与《现代人》杂志论争直至决裂的事件之后，《父与

子》的发表，又在《现代人》与《俄国言论》《俄国导报》等杂志中间引起激烈争论。而这场争论远远

超出了文学范围，成为俄国思想史上关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论争，进而成为俄国社会政治领域讨论俄

国道路的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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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人》三任主编３０年的办刊历史中，有
俄国众多重要作家参与其中。不过当我们仔细研究

这些作家与《现代人》的关系时，就会发现与其关系

最密切、参与时间最长、引起事件与争论最多的作家

就是屠格涅夫了。

１８３７年，屠格涅夫还在彼得堡大学时，将试笔
之作《斯捷诺》交给任课老师普列特尼约夫，遭到否

定性评价，不过得到了老师对其才华的某种肯定，这

使他有勇气把几首诗作再送老师。普列特尼约夫选

中两首，发表在其刚接手主办的《现代人》１８３８年第
１期和第４期上。１８４３年、１８４４年普列特尼约夫主
办的《现代人》又发表了屠格涅夫４首诗歌。这些
小诗的发表，不仅是《现代人》主编对其才能的肯

定，更是从此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从此结下了他与

《现代人》的恩恩怨怨。

不过，屠格涅夫作为《现代人》真正重要的力

量，是到了涅克拉索夫主办《现代人》时期。１８４７年
《现代人》迎来了自己的新时期①，涅克拉索夫和巴

纳耶夫从普列特尼约夫那里接手杂志，别林斯基离

开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加盟《现代人》并成

为其精神领袖。１８４３年初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相
识，之后成为至交，直到别林斯基 １８４８年去世。
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４６年间，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主笔
“文学批评”栏目，屠格涅夫创作真正起步时（１８４３）
的多篇作品皆由别林斯基发表在《祖国纪事》上。

他与别林斯基在俄国和在柏林有过几乎每日见面或

同住的亲密交往，从而成为别林斯基圈子的重要人

物。因此，屠格涅夫参与到《现代人》这一“新的事

业”中顺理成章。从杂志筹备伊始，他就直接参与

其中，“他的那些见证了１８４７年《现代人》如何诞生
的同仁，应当还记得，屠格涅夫为创办这个刊物是怎

样奔波，花费了多少精力，出了多少主意，而且在杂

志推广和巩固上，又做了多少事情”［１］３３３。甚至，按

照安年科夫有点不无夸张的话说，“他是整个计划

的灵魂，它的筹划者组织者———当然，除了未来出版

人（即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引者）带入杂志

个人特点；他和他们一直分担所有复杂事宜和各种

意外变故。涅克拉索夫每天都与他讨论；而后杂志

上尽是他的作品”［１］３８７。是的，１８４７年第１期《现代
人》出版，屠格涅夫就发表了组诗《乡村》、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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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科利尼克的悲剧〈帕特库尔中将〉》、与涅克拉索

夫合写的《当代人札记》，以及《猎人笔记》的开篇之

作《霍尔和卡里内奇》———此篇作品获得了意想不

到的成功和好评，也为杂志带来了意外的声誉。这

一期也刊登了别林斯基的多篇文章，如其重要文章

《乞乞科夫的旅行，或死魂灵，果戈理的史诗》，以及

与卡维林合写的《１８４６年俄国文学观察》；还有两篇
推介新书的文章《俄国作家文集：１８４６年的奥泽罗
夫文集和冯维辛文集》《１８４６年上半年〈高加索报〉
文集》。别林斯基指出了“果戈理时期”文学发展的

道路，为这一阶段的《现代人》确定了基本倾向。

这一阶段，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取

得主导权（１８５６年）之前②，杂志的合作者圈子是：核

心人物别林斯基和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期聚集在他
周围的人———鲍特金、安年科夫、屠格涅夫、格利戈洛

维奇、赫尔岑、卡维林、谢德林等。这是一开始就参与

其中的主要人物。稍后吸引了格拉诺夫斯基③（１８４７
年第９期），以及他的得意学生伊·康·巴布斯特（约
１８４７年第１０期）；还有德鲁日宁（１８４７年第１２期）、
隆吉诺夫（１８４８年１２期）。这些基本是早期主要成
员。后来又有维·帕·加耶夫斯基（１８４９年１１期）、
费特（１８５０年第３期）、波隆斯基（１８５１年１１期）、佩
平（１８５４年第１０期）、丘特切夫（１８５４年１２期）、叶·
雅·科尔巴新（１８５５年５期）等。巴纳耶娃一直占有
一席之地。从１８５２到１８５５年，列·托尔斯泰一年发
表一篇短篇，直到１８５５年第６期发表“塞瓦斯托波
尔”短篇因土俄战事关系而受到更大关注。陀思妥耶

夫斯基仅在新杂志第１期上刊登了《九封信的故事》，
之后就因流放而中断了创作。

在这些合作者之中，屠格涅夫与他们多数人的

关系后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别林斯基的关系

始终如初。所以，从一开始，屠格涅夫进入《现代

人》就不是所谓的外来人，像后来进入杂志的托尔

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或杜波罗留波夫那样；而是与

涅克拉索夫、巴纳耶夫、鲍特金等一样，作为别林斯

基最亲密的朋友，作为自己人，成为编辑部的主要创

始人之一。１８４８年别林斯基去世，赫尔岑出国，以
及后来赫尔岑与涅克拉索夫因奥加辽夫的庄园官司

（大约１８５３年）的不和，部分因此事而产生的涅克
拉索夫与格拉诺夫斯基之间的矛盾，这些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现代人》圈子的组成和力量。总体看

来，从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５５年，杂志的核心领导力量（除
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之外）是别林斯基、鲍特金、

安年科夫、德鲁日宁和屠格涅夫。他们的积极参与，

使《现代人》得以维系。

可以说，屠格涅夫是参与程度最深的作家之一，

尽管第１期出版后一直到１８５３年他或居住国外，或
因发表悼念果戈理去世的文章被流放于原籍，但他

不间断地寄来作品。从１８４７到１８６０年，屠格涅夫
与《现代人》杂志的合作极富成果，从成名作《猎人

笔记》一直到《贵族之家》，连续１４年，他在《现代人》
上共计发表了２５篇《猎人笔记》中的２１篇，１组抒情
诗，１１篇中短篇（《犹太人》《佩图什科夫》《三次相
会》《两个朋友》《木木》《寂静》《客栈》《罗亭》《浮士

德》《阿霞》《贵族之家》），４部戏剧（《绳在细处断》
《村中一月》《首席贵族的早餐》《别人的面包》）和１１
篇随笔、书评、文学评论（其中包括著名的评论《哈姆

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些是我们翻阅《现代人》就可

看到署名的作品。但这依然不是全部，“还有许多散

发在杂志最后一个栏目里的短评”［１］３８７。

别林斯基的去世，虽然没有对编辑部总的人员

构成造成影响，但却留下一个巨大空缺：以前总是别

林斯基署名、代表杂志的文学观点和倾向、给杂志以

思想定位的批评栏目失去了核心，德鲁日宁、安年科

夫、卡维林、米留金、涅克拉索夫等成为该栏目的撰

稿人，其他基本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甚至栏目变成

了不署名的、搞不清作者是谁的集体之作了，并且在

某种程度上从纯文学批评变成了“杂”文栏目。而

且恰在这时整个俄国社会进入通常所说的“黑暗七

年”时期，舆论的管控和活动空间的压缩，使得杂志

生存步履艰难。

这时即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上半期，却正是屠格涅
夫与《现代人》最紧密的关系期。除了在上面发表

的已知作品，正如尼·瓦·伊斯梅洛夫指出：“屠格

涅夫之参与，远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深得多，远比

反映在他的全集中的要多得多！”［２］尽管已经有太

多研究他的资料，但是“远没有弄清他为《现代人》

所有栏目撰写的东西，尤其是他流放前，１８４７—１８５１
年间。他参与到杂志中，作为小说、诗歌、‘猎人笔

记’随笔、戏剧的作者，作为批评家、政论家，作为杂

文作者，跟踪日常的文学、戏剧、社会等时事，主要是

（至少我们知道）国外这些领域的时事，一句话，他

参与到了杂志的所有栏目的”［２］。时局的幽暗，也

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杂志上。这些年杂志也发表了一

些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薄弱的作品，涅克拉索夫自

己也撰写一些应急散文发表，没有这些，杂志也许就

无法维继下去。他承认说：“我们能发什么就发什

么。”［３］１１５涅克拉索夫这样给屠格涅夫解释自己与巴

纳耶夫仓促合作的《三个王国》：“如果您读到我的

小说，不要太严苛地评判它：之所以写它，就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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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有东西可发———这是写出它的唯一原因。”［３］１１５

为了杂志得以维继，涅克拉索夫经常恳请屠格涅夫

随便寄点什么发表：“怜惜一下《现代人》吧，朋友，

再给我们寄来些您的大作，越多越好。”［３］１２２在这样

一种情形下，屠格涅夫———《猎人笔记》④ 的作

者———的支持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当然，屠

格涅夫本人也热心于《现代人》的事业，即便在国

外，他也密切关注每一期《现代人》的内容，认为自

己是这一共同事业的一分子。１８５６年１０月他从国
外给巴纳耶夫写信：“我答应你，我会尽一切努力，

不仅以我自己的创作，还以各种新闻、资讯、可供翻

译的书目等来支持《现代人》。”［４］２１２屠格涅夫践行

了自己的诺言，他的作品首先且绝大部分发表在

《现代人》上。他很高兴他对杂志的支持也得到了

编辑部的理解和高度评价：“感谢你赞美我的活动

和我对《现代人》的爱，我可以使您相信，我会像俗

话说的拉边套的好马，一刻也不卸套……”［４］２２０

屠格涅夫参与《现代人》不只是作品的发表，他

还不断地为《现代人》扶持新人、引进新作。在传统

的文学史中一直被忽略而现在无法绕开的两位诗人

都与他的指引分不开。一位是诗人费特。一次屠格

涅夫去费特那里，碰到诗人刚刚完成诗歌《第聂伯

河上的春汛》，听完诗人的朗诵，屠格涅夫说道：“我

还担心您才思枯竭呢，可它的脉搏在您身上却跳动

得更有力了。写吧！写吧！”［５］３６他将费特引进了

《现代人》，并认真编辑他的诗歌，帮助他锤炼语言，

完善诗歌技巧，并为费特的第三本诗集的出版付出

许多辛劳。另一位是诗人丘特切夫。１８５４年２月，
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他的庄园）给 Ｃ．Ｔ．阿克萨
科夫写信说：“我在这里促成了两件好事：一是说服

了丘特切夫出版自己的诗歌选集；二是帮助费特彻

底理顺和修改自己的贺拉斯译稿。”［４］１６７根据屠格涅

夫的建议，《现代人》上出现了丘特切夫的诗歌。

如果说上述两位诗人是屠格涅夫直接扶持并引

进到《现代人》中，那么还有间接被他吸引到《现代

人》中的，这就是在创作上直接受他影响，以致将作

品献给他、并投稿给《现代人》的新人托尔斯泰。翻

开１８５５年第 ９期《现代人》，就会看到托尔斯泰的
《伐林：一个士官生的故事》（献给伊·谢·屠格涅

夫）。我们会惊奇，为什么这篇作品是献给屠格涅

夫的？现在通行的所有版本里都没有了这一附带题

词，或因后来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决裂，或因后来托

尔斯泰盛名威震吧，作者不愿再标明是献给屠格涅

夫的？１８５５年８月１８日涅克拉索夫给屠格涅夫的
信中写道：“《现代人》第９期发表一篇献给你的士

官生的故事：《伐林》。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

是一篇关于各色士兵（包括军官）类型的特写，也就

是迄今俄国文学中还不曾有过的一篇东西。而且写

得多好呀！在这些特写中完全是你的形式，甚至语

句、比喻，都让人想起《猎人笔记》———而其中一个

军官干脆就是穿着军装的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⑤。

但所有这一切远不只是表面的模仿。”［６］

在寄出小说《伐林》之前，１８５５年６月１４日托
尔斯泰曾给巴纳耶夫写信说：“如果屠格涅夫在彼

得堡，那么问他是否允许一个士官生的故事的题词

为：献给伊·屠格涅夫。我之所以有此想法，是因为

当我重读它时，发现了其中不由自主的对他的那些

故事的模仿。”［７］３１５

托尔斯泰非常熟悉屠格涅夫的作品，甚至当时

在日记中写道：“有了他以后，写作就有点难

了。”［８］２１１托尔斯泰自主接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可见一

斑。他在日记的另一处（１８５５年 ３月 ２１日）又写
道：“接到玛莎（玛利亚，其胞妹———笔者）一封令人

心醉的信，她描述了跟屠格涅夫相识的经过。这封

珍贵的信，把我自己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它激

励我去写作。”因此，虽然托尔斯泰说《伐林》是无意

中模仿屠格涅夫，但在意识中，屠格涅夫显然已经是

托尔斯泰的榜样了。另一方面，早在托尔斯泰寄给

《现代人》的《童年》发表之后，屠格涅夫亦开始注意

这位作者，他和涅克拉索夫都欣喜于又一个天才的

出现。“这是个新的天才，而且看来很靠得住。”（涅

语）“告诉他，我要向他鼓掌表示欢迎，并向他致

敬。”（屠语）［８］２１０屠格涅夫甚至开始打听他的情况。

他了解到离自己的庄园二十来俄里就是托尔斯泰胞

妹玛利亚的家，以后便与玛利亚一家有了经常往来，

传递了对《童年》的赞赏和对托尔斯泰创作的关切。

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２９日，他给涅克拉索夫写信说：“我从
她（玛利亚）那里了解到他哥哥的许多情况。”［８］２１２

在托尔斯泰曾收到的姑母的信中也提到：“而对此

（即《童年》———笔者）最表示关切的是《猎人笔记》

的作者屠格涅夫。他见人就打听，玛利亚是不是有

个写小说的哥哥在高加索，还说，如果这个青年以后

像一开始那样写，那他前途无量呢。”［８］２１１当托尔斯

泰得知屠格涅夫到访玛利亚的家，也高兴万分，请家

人转告屠格涅夫，虽然他只是从作品上知道屠格涅

夫的，但却感到有许多话需要跟他谈。而这恰恰与

后来屠格涅夫的一封信相呼应。１８５５年秋屠格涅
夫去玛利亚那里，托尔斯泰给塔·阿·叶尔戈里斯

卡娅的信正好到达。屠格涅夫从信中得知托尔斯泰

有可能离开军队时，当即在玛利亚的家就给他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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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早就想与您结识……首先衷心感谢您将《伐

林》献给我———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还从来没有这样

的荣耀。想必令妹已经告诉您，我是多么推崇您的

天才并对您寄予厚望。……倘若您能离开克里米

亚，那该多好……军旅生涯不是你的职业，你的使命

是文学家，思想和语言的艺术家。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您在信中提到您有可能休假，此外是因为我

太热爱俄国文学了，以致不愿想到您在枪林弹雨中。

如果您确有可能到图拉哪怕作短暂停留，我会专程

从彼得堡到那里一趟，以便和您本人认识———当然

这对您未必有多大诱惑，但说真的，为了您自己，为

了文学，您回来吧。我还要再说一遍，你的武器是

笔，而不是军刀……”［４］１９３这是在两人没有见面之前

就已经惺惺相惜。因此，待１８５５年１１月托尔斯泰
从高加索回来，直奔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的寓所并住

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两人见面，相谈甚欢，尽管很

快就有了分歧。屠格涅夫引荐托尔斯泰与涅克拉索

夫见面，直至把他引进了整个彼得堡文学界和新闻

界，介绍他认识了冈察洛夫、皮谢姆斯基、阿·尼·

迈科夫、波隆斯基、鲍特金、德鲁日宁、安年科夫；后

在十二月党人起义３０周年纪念日在家举办文艺晚
会，使他与奥加辽夫相识，倾听奥加辽夫朗诵自己的

诗歌《冬日之路》。总之，在屠格涅夫的热情安排

下，托尔斯泰熟悉了当时俄国文坛上一切优秀的东

西，而对他精神上最有力的影响是：在屠格涅夫的直

接引导下，托尔斯泰热情地研读起别林斯基，迷上斯

坦凯维奇，对赫尔岑其人和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兴趣。

从此使得托尔斯泰也成为《现代人》重要的作者，这

对《现代人》不得不说是件大事。

１８５４年４月，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巴黎出
版，奠定了他在欧洲文坛的声誉；而在俄国文学界，

他的声望也日益提高，将他看作当代最有天才、最伟

大的作家之一，看作果戈理的继承者（可以简单地

说：３０年代、４０年代、５０年代依次是“普希金时代”
“果戈理时代”“屠格涅夫时代”）。作为《现代人》

主编的涅克拉索夫非常倚重屠格涅夫，他给屠格涅

夫写信说：“……我恳请求你为第１期和第２期写个
短篇，篇幅短一些也行，或随便你写写什么，主要是

要有你的名字。否则我们怎么开始这一年呢？”［８］２０６

但事情不仅限于此。涅克拉索夫不仅是把他当作已

经享有盛名的作家，自己杂志的撰稿人，而是把他当

作对《现代人》拥有话语权的人物。１８５５年涅克拉
索夫打算出国治病时，把杂志事务交给屠格涅夫接

管。他给刚来不久的托尔斯泰说：“屠格涅夫将代

理我在《现代人》的职务。”［８］２０６后来车尔尼雪夫斯

基也回忆说，“在什么样的诗歌、中篇小说或是长篇

小说可以值得发表的问题上，屠格涅夫是有很大影

响的”［９］４６９。而屠格涅夫也把《现代人》作为自己事

业的一部分来看待，尽一切可能维护《现代人》。笔

者在此前的文章⑥里曾讲到１８５７年涅克拉索夫曾
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格利戈洛

维奇签订了一个四人“责任协定”，约定他们的作品

保证发表在《现代人》上。这份协定遭到周围杂志

的围攻。实际上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这四位作家

中，屠格涅夫起了主要作用。这份协定不仅密切了

屠格涅夫与杂志的关系，更是他希望巩固自己以及

自己的作家朋友在杂志管理与运营中的影响，从而

使《现代人》更具竞争力。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屠格涅夫参与《现代人》之

深，关系之紧密。然而这种密切的关系并不意味着

他与《现代人》之间全然没有纷争。这种纷争在车

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５４年开始在《现代人》发表作品、
屠格涅夫接下来接二连三的大部头作品引起的不同

评价、主编涅克拉索夫在新老撰稿人中间的游移与

选择中已经潜藏着了。

二

１８５５年春夏之交，《罗亭》动笔之前，一群吵吵嚷
嚷的文学家鲍特金、格利戈洛维奇、德鲁日宁到屠格

涅夫的庄园斯巴斯科耶作客。大家骑马闲逛、打弹

子、打地球、下棋、饮酒，没完没了争论文学问题到天

亮，最后编出一出喜剧《好客学派》搞家庭演出。台词

中多有影射。应该说这出儿戏式的喜剧是贵族自由

派作家敌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新生力量的首次表

露。在这次滑稽的表演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描绘成

“易动肝火的文学家”。其实，车氏进入《现代人》后

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令原来相对一致的小圈子不无惊

慌，这出闹剧只是这一情绪的宣泄罢了。自由派这班

人这样戏耍了一番，隐藏了许多重要问题，而变成了

微不足道的对个人的戏谑。实质性分歧潜伏着。很

快《罗亭》和《贵族之家》接连发表，引起的是“多余

人”终结的问题。虽然各方评论肯定的声音居多，但

是对于其中的“多余人”，作家们的态度也并非一致。

１８５６年第１期和第２期《现代人》发表屠格涅
夫的《罗亭》。《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家斯·谢·

杜德什金认为，罗亭只是奥涅金、毕巧林、别里托夫

（《谁之罪》的主人公———笔者）的无力翻版。车尔

尼雪夫斯基则在《现代人》上发文，认为罗亭这一形

象塑造了出现在社会发展新时期的人。而屠格涅夫

对罗亭有强烈的同情和钟爱，所以也强迫自己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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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抱怀疑态度，但小说结尾则响起光明的调子，让罗

亭死得其所。可这一结尾，他也想含糊其意。关于

《罗亭》的结尾，屠格涅夫几经修改过。在杂志上发

表时以及１８５６年他的三卷本文集中，罗亭并非死于
巴黎街垒。到了１８６０年的版本，才修改成了这样的
结局⑦。但是他让巴纳耶夫转交车尔尼雪夫斯基这

一版本的样书时，请巴纳耶夫转达他的希望———如

果车尔尼雪夫斯基要对这个版本写什么文章的话，

请不要刻意提起这个结局，亦即不要作这样的解读：

罗亭参加了巴黎的人民起义，他英勇作战，而且作为

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关荣牺牲。如果这样，那

么他的整个文集就会遭到禁止。［９］４８０可见屠格涅夫

不希望作出特别激进的解读，甚至不要人们注意到

这个结局。对《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屠格涅

夫的态度同样复杂。拉夫列茨基与丽莎·卡琳金娜

的爱情悲剧构成了小说诗意的基础，他们具有惊人

的道德纯洁性，也包含了屠格涅夫极其重要的思想：

他们两人都感到了“为了别的打算”而安排的生活

的谬误，无法摆脱隐秘的羞耻感，这一羞耻感来自他

们为了自己“不可原谅的幸福”而分手。但小说结

尾同样响起新生的调子：寄期望于新的一代。这一

结局被很多人（包括《现代人》的批评家）理解为作

者告别贵族时代、把年轻一代主人公看作“新人”的

平民知识分子。但是作者本人对这些“新人”的态

度则是复杂的。这表现在屠格涅夫接下来的长篇

《前夜》（《俄国导报》１８６０年１—２期）中。在批评
家与作者本人对文本理解的差异中，裂痕露出端倪。

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决裂就是此前的经典案例。屠

格涅夫因《前夜》与杜勃罗留波夫、进而与涅克拉索

夫、最终与《现代人》彻底决裂，转向《俄国导报》（以

后也与《读者文库》《欧洲导报》合作）等，则又是惊

动俄国文坛的大事。

关于屠格涅夫与《现代人》的决裂，因篇幅限

制，在此不准备详细论述更为复杂的因素，仅限于最

直接的原因的讨论，即杜勃罗留波夫对《前夜》的评

论引起的批评家与作者之间的冲突。即便是这一直

接原因，大多研究者也简单化处理了。关于此事件

的讨论，我国仅有的文章《旧事重提———从杜勃罗

留波夫和屠格涅夫的争论谈起》和《批评家的勇

气———话说杜勃罗留波夫与屠格涅夫的一场冲

突》，虽然对事件粗线条的描述大致无误，但并没有

揭示事件的细节，甚至相当实质性的细节，而且两者

的引证材料仅来源于《巴纳耶娃回忆录》（汉译本）

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

来？》（汉译本）；且后者也不属于学术研究文章。根

据后来的研究成果，巴纳耶娃的回忆是有误的，并不

准确，可多数人的引用———屠格涅夫让涅克拉索夫

作出选择的话：“任你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

这大多源于巴纳耶娃的说法。所以，对于屠格涅夫

与《现代人》决裂一事需要更详细的研究。通常的

看法，即如在《旧事重提》中所述。但是，对于作品

的不同解读，自然是人的价值观、审美观在起作用，

可它们首先显现于个人日常生活风格和做派的差

异，这种差异会使一开始就对某个人不接受。屠格

涅夫与杜勃罗留波夫之间的关系就正是如此。尽管

早期与屠格涅夫关系还相对不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回忆文章中坚定地说：“我在谈论人们对杜勃罗

留波夫的论文的攻击中总是坚持一条不变的原则，

就是：他的所有思想都是正确的，所有他所写的也完

全是好的”［９］４７２，可是他也不偏不倚地讲到，从一开始

杜勃罗留波夫就对屠格涅夫态度冷淡，尽管屠格涅夫

不断地试图接近、融洽两人的关系，甚至不无赞赏杜

氏的才能和看问题的锐利，但杜氏始终拒他以千里之

外。这样就形成了屠格涅夫在日常中始终感到杜氏

对他一贯的侮辱态度。这种拒斥中自然包含了杜氏

对屠格涅夫贵族老爷出身与派头的决绝的否定。他

首先就以阶级出身决定论的态度判定了屠格涅夫的

“死刑”，因而也毫不含糊地阐释屠格涅夫的《前夜》

中革命的声音，这种革命正是要消灭贵族老爷的。

１８６０年第１—２期《俄国导报》发表《前夜》，杜
勃罗留波夫随即在１８６０年第３期《现代人》上发文
《论屠格涅夫的新小说》，为小说《前夜》高喊出他著

名的“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该文是１８６０年２月
中旬送稿审查的。２月１９日审查员别克托夫告诉
作者：“最亲爱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维奇，我想与您

见面解释一下您关于伊·谢·屠格涅夫的《前夜》

的批评文章。这样的批评文章很久没有读到了，它

令人想起了别林斯基。以它现在的样子刊发是无论

如何没有可能性的。我确信，照您写的样子发表，就

意味着引起对卓越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即屠格

涅夫）的追查，同样对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包

括在下。”［１０］９６可以看出，杜氏文章的社会政治思想

令别克托夫不安：没有一个审查官会通过这样的文

章，如果放行，无论是他还是编辑部，最主要的是作

者本人，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作者本人会因这些思

想而受到追查。就在同一天，别克托夫告知了屠格

涅夫他将要陷入的危险，也告知了涅克拉索夫，所以

才有了屠格涅夫给涅克拉索夫的那个著名的纸条，

亦即被大家常常视为最后通牒的请求：“我坚决请

求您，亲爱的涅克拉索夫，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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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愉快什么也不会给我带来。文章是不对的、偏

激的———所以请尊重我的请求。”［１１］４１别克托夫和屠

格涅夫这样想有没有道理？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究

竟写了什么？他说：“我们只想把那些在作家的作

品里分散的，我们当作既成事实的，当作摆在我们面

前的生活现象的材料归纳一下。”［１２］２６０其实他明白，

《前夜》作者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毫不相干，但他

有权分析作为屠格涅夫小说基础的那些生活事实，

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作者想说什么，而是什

么被他说出来了，即便是无心地，即便这只是忠实再

现生活事实的结果”［１２］２６１。他承认屠格涅夫“拥有

一种能够体会和描写生动逼真的真实现象的本

领”，抓住了社会思想和道德状况的“最根本的特

征”，因而“他的作品就使人有充分理由去评判作家

赖以写作某一作品的环境、生活和时代”［１２］２６２。

在《前夜》中，他“看到了作者本身的思想和想

象不由自主地所受到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的自然进程

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迅速猜到了新的要求，猜

到了渗透进社会意识里的新观念，在他的作品中注

意到了已经朦胧地扰乱着社会的问题”［１２］２６３。杜氏

说，屠格涅夫对现代问题有敏感的痛切的关注，这一

点使得他在读者中获得持久的成功，“他的活动里是

这样强烈地反映着‘社会思想的一切动摇’”，“这正

是他的才能最活跃的一面”［１２］２６４。这样的评价对于

屠格涅夫来说甚至是非常受用的，会满足他的（或任

何一位作家的）虚荣心。但同时也使他不安，因为越

是这样铺垫，杜氏从作品的生活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就

越有说服力越不可辩驳。杜勃罗留波夫经过长篇的

论述最终得出结论：“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有容

纳伟大思想和同情的天地，这些思想见诸实行的时候

已经并不遥远”［１２］３２６，俄国的英沙罗夫———“这些新

的人———这些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切优秀的人、一切清

新的人，这样迫不及待地、热烈地希望出现的新的

人”，已经具备了出现的可能性，“此刻环境已经达到

了这样的程度，它自己也在帮助这样的人出现”；他们

已经竭尽全力要冲破社会环境的钳子，摆脱压迫，他

们已经感到了它全部的沉重和荒唐。［１２］３２９

当然，杜氏这些伊索寓言式的话语意味的是

“革命”及其“斗士”。杜氏将屠格涅夫依据一个邻

居手稿中的故事而创作的作品，原本就没有想清楚

其性质和出路的人物（杜氏也承认这一点），通过自

己的阐释补写成了“完整的、鲜明而生动的”“俄国

的英萨罗夫”了，预言他的出现不会等待太久。“这

一天，它到底是要到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前夜离

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总共只有一夜之隔

吧！”［１２］３３０屠格涅夫不能同意这样的诠释，它不符合

他对现实的理解，不仅有悖作者的意图，还会给他带

来麻烦，而且抽打了屠格涅夫神圣的信念———“度”

的坚守。因此他坚决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发表该

文，但涅克拉索夫做出了有利于杜勃罗留波夫的选

择，文章刊发在了《现代人》上。这也最终导致了屠

格涅夫与杜勃罗留波夫、与涅克拉索夫关系的破裂。

屠格涅夫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写信给巴纳耶夫，正式提
出退出《现代人》。至此，他与之已经合作了将近１５
个年头（不计普列特尼约夫时期）。这是和那些携

带着别林斯基时代记忆的老朋友的断裂。其实这种

断裂早已酝酿，除了我们这里讲到的杜勃罗留波夫

的文章这一直接导火索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个人

的好恶，某个事情的阴差阳错或误解，不同的阶层出

身，迥异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对未来俄国出路期

许的不同，走向未来的道路和社会变革方式的分歧

等，都最终导致分属两个阵营的人物分道扬镳。事

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１８６１年第６期《现代人》上的
文章《论争之美》，分析得非常经典：“屠格涅夫君越

来越清楚了我们的思想方式，因此他不再赞成它了。

我们也开始觉得屠格涅夫君最近的几部中篇同我们

对事物的看法并不像以前那么接近了；从前我们对他

的倾向并没有这样清楚，而他对我们的观点也没有这

样清楚。于是我们分手了。”［９］２５８与他们先后分手的

还有，格利戈洛维奇、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奥斯特洛

夫斯基等，他们也都离开了《现代人》。至此，别林斯

基所指称的“自然派”作品的创作者，一一离开了这个

“流派”，不仅终止了这一杂志的整整一个时代，也是

终止了俄国文学社会生活的一个时代。

在对《前夜》的评论中，读者也大致分为两大派：

一派热烈赞成，另一派则提心吊胆，疑惑不解。青年

学生和激进知识界欢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则十分冷

淡，他们对“作者的情绪”感到惊奇，因为作者在这改

革的前夜提出了“关于人民的权利这可怕的问题”。

而另一个“可怕的问题”———“父辈与子辈的冲突”问

题的提出，使得屠格涅夫虽然离开了《现代人》，但缘

他而起的纷争并没有远离《现代人》，这就是随着他的

《父与子》的完成（１８６１）和发表（１８６２）接踵而至的６０
年代俄国文学界又一场论争。分贝最高的争论即发

生在《现代人》和《俄国言论》之间 。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在《俄国导报》１８６２年第
２期（３月面世）上发表，第３期（３月２０日和４月６
日送审，４月 １３日面世）《现代人》上就出现了
马·阿·安东诺维奇的文章《当代魔王》；接着在

《俄国言论》第４期上，皮萨列夫撰文《巴扎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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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被研究者认为代表了《现代人》编辑部的集体

意见，尤其是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

该文认为，小说是对年轻一代的讽刺和漫画式写作。

后者则对小说和作者赞颂和辩护。对所有人来说，理

念上相近的两份杂志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分道扬镳

了。１８６４年，皮萨列夫又写一文《现实主义者》⑧，在
读者眼里，这篇文章表达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编辑部

的集体意见，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正是与安东诺维奇论

辩的。这篇文章实质上是“虚无主义阵营内部分裂”

的开端，标志的不仅是同为激进民主刊物的《现代人》

和《俄国言论》的彻底分裂，而且也是《俄国言论》内

部编辑们的分裂，因为不同意皮萨列夫文章的观点，

德·德·米纳耶夫在《现代人》（１８６５第１期）上公开
声明脱离《俄国言论》⑨。而这样的分裂，在前述屠格

涅夫与《现代人》的分裂中已经不陌生了。

正如屠格涅夫１８６２年１２月在给《北方蜜蜂》
的公开信中陈述与《现代人》断绝关系的原因时所

说，“今后这份杂志对我的评论用不着再客气了”，

果然“涅克拉索夫的杂志很快就不再客气了。恶意

的暗示也立刻就出现了，并且以一切俄国式的进步

所具有的敏捷转为明显的攻击”［１３］３４８，其所指正是

马·阿·安东诺维奇的文章。从屠格涅夫离开《现

代人》起，他们不仅出于嫉妒屠格涅夫在其他杂志

上发表作品，也出于与自己办刊“纲领”不合，敌视

地对待屠格涅夫。关于《父与子》，安东诺维奇的文

章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巴扎洛夫形象的原型就是

影射杜勃罗留波夫，尽管屠格涅夫对这一揣测予以

辟谣，直到１８６９年屠格涅夫还发表文章《有关〈父
与子〉》，驳斥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关于杜氏是巴扎

洛夫的原型的攻击。在这篇文章中，屠格涅夫还讲

到，当时他深为各方对《父与子》的反应而难过，他

发现许多与他亲近的人对他冷淡，甚至达到愤怒的

程度；与他敌对的人对他祝贺，近乎要来亲吻

他［１３］５８８。这颇类似果戈理当年出版《钦差大臣》和

《死魂灵》后的处境。无论怎样，屠格涅夫都不由自

主地陷入这场争论的旋涡，其范围显然超出了一部

小说正常出版而应有的反应。由此，我们看到当时

文学批评所承载的“负荷”。

这中间及后来，安东诺维奇和皮萨列夫之间无

论是就小说还是对彼此都进行过一系列攻击。皮萨

列夫发表了《现实主义者》的第一部分（即《悬而未

决的问题》）后，安东诺维奇发表简论《问〈俄国言

论〉》（《现代人》１８６４年第１０期，署名“旁观的讽刺
作家”）。接着皮萨列夫从彼得保罗要塞转给格·

叶·布拉戈斯韦特洛夫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未

被刊登，但是《俄国言论》１０月号刊登了另一篇评论
《答〈现代人〉》（《俄国言论》１８６４年第１０期，出自
布拉戈斯韦特洛夫之手，我们推测就是皮萨列夫之

意）；接着就又出现了安东诺维奇的文章《致〈俄国

言论〉：预先的声明》（《现代人》１８６４年第１１期），
接着又是一篇简论《致〈俄国言论〉》（《现代人》

１８６５年第１期）。此后安东诺维奇在《现代人》上不
止一次回到评判皮萨列夫论巴扎洛夫和《父与子》：

《没有命中》（１８６５年第 ４期）、《伪现实主义者》
（１８６５年第７期）。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１８６３
年１—５期、９期，１８６４年 １—３期），《文学琐事》
（１８６４年 ５—７期、９—１０期、１２期），《国内观察》
（１８６４年第４期）这些评论中也间接论及这个问题。
皮萨列夫也同样不止一次在《俄国言论》上回到与

安东诺维奇的争论：《大家看！》《俄罗斯文学花园漫

步》（１８６５年第３期）、《没有命中》（１８６５年第２、４
期）———连文章题目都是争锋相对。

皮萨列夫的文章《现实主义者》再一次挑起了

文学战争：批评家、政论家、作家们在决断，他们两人

在评判小说时谁对谁错。这已经是批评的批评了。

关于《父与子》的论争，除了《现代人》与《俄国

言论》外，发表《父与子》的《俄国导报》杂志的主编

卡特科夫同样发出了声音。他在《父与子》刊登后

发表文章《论我们的虚无主义———由屠格涅夫的小

说说起》（《俄国导报》１８６２年第７期），从社会政治
角度论述了作品及俄国社会的虚无主义现象。需要

指出的是，卡特科夫不仅成为《父与子》的第一位出

版人，而且他在形成《父与子》的潜台词和思想基调

方面起了明显的作用。《父与子》的发表成为俄国

社会严肃讨论虚无主义问题的开端，作品问世后讨

论和批评的热潮把哲学术语“虚无主义”转化为社

会政治概念，这正是卡特科夫促成的。这样，就把对

作品的讨论从个人情绪的发泄、文学形象的影射，提

高到了对俄国社会意识中一种特殊现象、特殊世界

观的认识———即平民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与情绪，

从而作为社会政治概念的虚无主义带有了更为现实

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在俄国社会意识中固定了下来。

这是关于《父与子》的论争在俄国社会思想上留下

的最深的痕迹。由此我们也看出，无论是关于《前

夜》还是《父与子》的论争，其批评方式给文学批评

带来一种显著的变化———如果说在别林斯基阶段，

俄国文学批评在作者原创与批评家再创之间还有一

个模糊的边界，那么到了这一时期，这一模糊的边界

消失了，文学人物被认为确有其人，批评家选择性地

引用文本并加以阐释或补充，人物因此得到重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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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虚构中分离出来，成为活生生的人；加之以政治

社会学的批评角度，进而探讨俄国社会的重大事件。

由此奠定了俄国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模式。

纵览屠格涅夫与《现代人》的关系，这不仅是屠

格涅夫个人文学创作的成长、演变史，也是俄国社会

１９世纪４０—６０年代激荡的社会变革史与思想发展
史。其中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各种人物关系相

互纠结，各种思想倾向相互碰撞。因此对其中任何

一种现象或人物都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论断，而应

在具体复杂的关系中具体评判，也许唯有如此我们

才有可能趋近一点点历史真实。

注释：

①这一时期长达２０年，可分为别林斯基主笔、“黑暗七年”、
车／杜主笔、最后的艰难———四个阶段。

②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从１８５４年就开始出现在《现代人》
上，但还没有形成影响。

③格拉诺夫斯基，与别林斯基、赫尔岑、霍米亚科夫等人，被视为
４０年代中期俄国社会思潮高涨时期最显赫的风云人物。
④《猎人笔记》的第一篇最初发表时，屠格涅夫本人并没有
太多信心；不料反响热烈，才使他继续创作，逐渐成为有影

响的作者，也成为《现代人》的支柱。

⑤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指的是屠格涅夫的小说《希格雷县
的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涅克拉索夫说托尔斯泰的《伐

林》中的主人公类型就是屠格涅夫的“希格雷县的哈姆莱

特”，只不过穿了军装。

⑥见２０１７年第２期《中州大学学报》的《涅克拉索夫的〈现
代人〉杂志研究》第５页。

⑦参见：ｈｔｔｐ：／／ａｚ．ｌｉｂ．ｒｕ／ｔ／ｔｕｒｇｅｎｅｗ＿ｉ＿ｓ／ｔｅｘｔ＿００１０．ｓｈｔｍｌ关
于《罗亭》的版本说明。

⑧最初因审查原因（作者处于彼得保罗要塞中），没有署名，
以《悬而未决的问题》发表在《俄国言论》１８６４年第９期。

⑨见：МинаевД．Ответнавопрос（письмовредакцию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Современник．１８６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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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ｗａｓｆａｒｆｒｏｍｂｅｉｎｇｊｕｄｇ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ｗｏｒｋｓ．Ａｆｔｅｒｈｉｓｆａｍｏｕ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ｗｈｉｃｈｂｅｇａ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ｏｖｅｒＯｎｔｈｅＥ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ｏｒｕｐｔｕｒｅ，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Ｆａ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ｉｔｃａｕｓｅｄｆｉｅｒ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Ｗｏｒｄ
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Ｔｈｉｓｄｅｂａｔｅｈａｄｇｏｎｅｆａｒ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ｏｔｈｅａｒ
ｇｕ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ｔｔｈｅｎ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ｏ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ｎｔｅｎｓｅ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ｉｅｌｄ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ｒｏａ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ｕｒｇｅｎｅｖ；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Ｗｏｒｄ；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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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跨越与文本转换
———以《陶渊明的幽灵》为例

张　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０５
作者简介：张月（１９５９—），男，河南开封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从事文艺学、艺术史、社会学研究及

翻译３０余年。

摘　要：文化交流是文化跨越与文本转换的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完成文化跨越与
文本转换。文化跨越与文本转换看似简单，实则艰难。造成跨越与转换艰难的成因诸多，归结起来

主要有两点：非均衡的政治经济因素主导文化传播走向；语言的异质性导致语义的不对等。这里以

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的中英文版本为例，大量例证说明，跨越与转换虽屏障重重，但只要求同，追

求同感共情，即能清除障碍，完成文化跨越与文本转换，并最终点题———作为人类寻求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代言人，作为文化象征，陶渊明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整个世界。

关键词：陶渊明；文化跨越；文本转换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０９－０６

一

在生态文艺学研究领域，鲁枢元先生所撰写的

《陶渊明的幽灵》是一部罕见的力作。这部著作自

２０１２年６月出版，便引发了学术界的的高度关注，
并赢得了广泛赞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

云教授初读此书，便以电子邮件形式致电鲁枢元先

生，表达自己的感受：“十分震撼，这就是我多年来

追求的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诠释中国文学的最佳范

本！”台湾著名生态批评学者黄逸民先生亦言称，鲁

枢元教授的研究“立足于发掘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生

态精神”，他的探索可能会“影响到生态批评今后的

研究方向”［１］。

《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以跨文化的生态视角，探

讨了生命环境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精神世界的内

里关联，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层分析，通过陶渊

明的诗与人生，阐发了中国古代人的生态智慧，并充

分地展现了这种智慧对当代世界所具有的价值。作

者在中国经典的自然哲学的宏阔视域中，广泛而深

入地讨论了生命、自然、生态、人生、诗、生存样式、人

类选择及人的未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进行了

诗意的叙说与完备的诠释。２０１４年，该书获得了第
六届鲁迅文学奖。

出于对这部著作呈现的生态普世价值的重视，

对其文本展现的人与自然主题的高度认同，对其内

容共享性的深度认知，以及对其在未来可能产生不

可估量的、极具建设性价值的考量，乐黛云教授极力

向外文出版社举荐此书，将其列入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的“中华学术文库”丛书，与世界知名的斯普

林格出版社合作，力主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在西方世

界出版发行。

寻找称职的译者的工作随后展开。自２０１３年
起，在确定本书的翻译者为孟祥春之后，历经数年的

艰辛劳作，在作者鲁枢元、译者孟祥春、校对者巴兰

坦（ＣａｒｌＢａｌａｎｔｉｎ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及境外
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２０１７年５月，鲁枢元先生的
著作《陶渊明的幽灵》的英文版终于问世了，出版者

是总部设在德国的斯普林格出版社，书名由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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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幽灵》，改为《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

哲学———以陶渊明为个案的研究》。

二

《陶渊明的幽灵》英文版的出版，是生态批评界

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文化尤其是诗意形态与理论

形态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又一次卓

有成效的尝试。作者通过陶渊明的个案研究，向西

方世界展示了一种东方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为其打

开一种全新的精神视域，使其在此视域中重新审视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寻求东方与西方的对

话，探索人类价值共享的始基，寻找不同地域的人的

共同利益，探索东西方话语意义的沟通理解途径，使

彼此能够成为真正的精神上的盟友，确立全球共建

意义上西方与东方的联系，并探讨人与自然关系重

建的可能性。

与以往国内学人的著作译成英文出版的图书那

种沉寂的命运不同，《陶渊明的幽灵》的英文版出版

伊始，便引起美国相关学术领域中学者的广泛关注，

并赢得了充满溢美之辞的评价。美国人文科学院院

士、中国后现代研究院创始院长小约翰·科布（Ｊｏｈｎ
Ｂ．Ｃｏｂｂ）针对其研究成果评论道：“鲁枢元教授不仅
精细入微地描述了陶渊明的思想，而且还将陶渊明

置于与西方思想家的关系之中进行讨论，以此展现

出陶渊明深邃洞见的价值。”［２］ｂａｃｋｃｏｖｅｒ

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

究》主编斯考特·斯洛维克（ＳｃｏｔｔＳｌｏｖｉｃ）的评价则
更加具体，“鲁枢元教授是中国生态批评里程碑式

的人物，他的这一鸿篇巨制探寻了诗人哲学家陶渊

明在过去的１７００年间对中国（乃至）世界环境思想
的灵魂意义上的影响力。这一研究朗照陶渊明的思

想，使之得以澄明，其视域宏阔辽远，纵横古今中外，

令人感动而意味深长，从庄子到温德尔·贝瑞，既生

动地展示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环境思想的深邃洞见，

又呈现了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意义深远的碰撞交

汇，从终极意义上看，这部著作透过我们与大自然的关

系，探究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性的意义”［２］ｂａｃｋｃｏｖｅｒ。

特丽·威廉姆斯（ＴｅｒｒｙＴ．Ｗｉｌｌｉａｍ）与布鲁
克·威廉姆斯（ＢｒｏｏｋｅＷｉｌｌｉａｍ）夫妇，是美国生态文
化界有广泛影响的学者、作家，特丽·威廉姆斯的

《荒野的慰藉》在中国有着众多的拥趸。英文版的

《陶渊明的幽灵》一经出版便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他

们为书中的内容所深深吸引，将《陶渊明的幽灵》一

书的作者视为精神盟友，并给予《陶渊明的幽灵》一

书极高的评价。在其中国之行中，他们竟随身携带

了这本书的复印本，并不时阅读，在其认为重要之处

认真批注，写下读后感。他们甚至言称，这本书几乎

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甚至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英文版尚未出

版之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过程思想家、儒学

家玛丽·伊芙琳·塔克就通读了《陶渊明的幽灵》

一书，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并热情洋溢地为其英文

版写了一篇充满诗意、意涵深邃的序言。她言称：

“工业革命已抵达尽端，我们正在迅速地毁坏生态

系统，成千上万种生物濒于灭绝，垃圾堆积如山，毒

素侵袭污染了我们的身体和大地的躯体。”［２］ｖｉｉｉ她为

此感到忧心忡忡，“摧毁的层级仿佛看不到尽头。

现代性已步入死局，为此我们必须转向”［２］ｖｉｉｉ。迷途

知返，路在何方？她认为《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的

陶渊明为人类提供了回归之路，这回归之路可描述

为“与万物共生”。

她写道：“鲁枢元在其杰出的新作中探寻了这

类可能性（与万物共生），他认识到，在我们的世界

里陶渊明的声音所具有的潜在能量与可抵达的极

限。他在思索，１６个世纪之后，在我们高度现代化
的世界里，陶渊明给予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或许是

关于自然朗照万物之质的见解，这见解具有罕见的

穿透力，它让我们的心智与灵魂得以澄明。此一回

归令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如何隶属于自然。”［２］ｖｉｉ

在其序言的结尾处，她这样写道：“这部著作将向读

者深度地展现陶渊明的世界，读者可以听其吟诗，可

与之共饮美酒佳酿，可聆听他弹奏跨越十几个世纪

的琴声。通过陶渊明，我们可以回归宇宙自然。”［２］ｘ

三

英文版《陶渊明的幽灵》的出版，完成了一次从

东向西的跨越，实现了一次汉语言文化向英美语言

文化的转换。从小约翰·科布、斯考特·斯洛维克、

特丽·威廉姆斯与布鲁克·威廉姆斯夫妇以及玛

丽·伊芙琳·塔克等人的表述来看，这种跨越与转

换在初始阶段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与作者、译者、校

对者与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与彼此的理解和默契配

合，是分不开的。

《陶渊明的幽灵》一书所阐述的是广泛意义上

的生态主题，这个主题为世界各国的文化界人士所

悉心关注。《陶渊明的幽灵》看似个案研究，但作者

却是通过个案来探索普遍性的问题。与东方的陶渊

明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梭罗，两者关涉的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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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陶渊明的参悟看起来是纯粹东

方式的，但他的自然观对于世人而言，却具有世界性

意义。为了便于西方人理解陶渊明，鲁枢元先生并

未将其作为东方的话题来处理，没有采用中国人特

有的方式对其加以讨论，而是择取了跨文化的、跨域

界、跨国界的分析视角，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皆

可理解的方式，对其加以解析。“跨学科、跨国度地

阐释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期待陶渊明的幽灵重新

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让那一丝清幽之光，照亮我们

心头的自然。”［３］２作者频繁引用西方知名学者的著

述，对其观点和主张加以反复印证。据译者孟祥春

的不完全统计，本书共引用的西方学者的著述多达

６０余种，引录达１００多条，从柏拉图、荣格、梭罗、荷
尔德林、海德格尔、德里达、吉登斯、莫斯科维奇，到

西美尔、舍勒、斯本格勒、汤因比、史怀泽等。

为了便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理解该书的要

旨，最大限度地避免误读，作者听从出版社的建议，

对原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以适应西方人那种简

明扼要直达要点（ｂｒｉｅｆｔｏｔｈｅｐｏｉｎｔ）的理解方式，将
原本３０多万字的原著压缩成１８万字的缩写本，并
将原来颇具虚灵玄幻意味的书名《陶渊明的幽灵》，

改为理性直白的《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

学———以陶渊明为个案的研究》，使西方读者一望

即知其中的内容。

优质的翻译是理解原著的基础，为了能够做到

最好，译者孟祥春殚精竭虑，尝试综合各种翻译理念

的所长，前后花费了两年的时间翻译此书，对每一段

行文、甚至每一个语汇都进行细致入微的推敲，以避

免因翻译而导致的对原意的曲解。即使译者本人感

觉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但他仍然还是认为请精通中

文的西人来把关更让人放心，避免因文化习性或民

族无意识铸就的理解屏障，于是便邀请西人巴兰坦

做校对，从西方人的视角审视其译本，实现更为精准

的文本的文化转换，以便西方读者更为准确地把握

作者的原意。

原书作者、译者、校对者、出版社四方齐心协力

的结果令人满意，从英译本的读者的反应来看，语言

文化的转换顺畅无碍，通过阅读英文版本，读者准确

地理解并把握住了原作的宗旨与内文的意涵。由翻

译达成的文化跨越成效显著，令人欣慰。然而，以此

作为一个话题，从深层来讨论东西方文化的跨越与

语言文化的转换，人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表

面上显现的那么乐观。事实上，这种从东方向西方

的文化跨越历来都是艰难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

转换亦充满艰辛，东西方之间的误读、误解、曲解及

由此生出的敌意甚至对抗与此有着深度的关联。

四

不同地域文化跨越的艰难，有着各种各样的缘

由，如缺乏共同的关切、相互需要的缺失、兴趣的缺

乏、彼此之间的重要性差别悬殊、观看的方式迥异、

文化的异质性、傲慢与偏见、无知与狂妄、文化语言

的不对应性等。但从根本上看，文化跨越的艰难，尤

其是东西方文化跨越的艰难，在于文化交流与传播

的不对等性。造成这种不对等性的成因主要有两

个：一是政治经济因素主导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走向；

二是文化的异质性构成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屏障。

自近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第一世界国家开

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使其成为世界上公认的

发达国家，进而成为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仰慕的对象

和学习的榜样。清咸丰十年即１８６１年，洋务运动开
始，中国开启了向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学习的

漫长历程，其间不乏抗拒与不情愿，有着旷日持久的

论争，但学习的进程却从未中断。时至今日，我们仍

然在向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学习。不可否认，

发达国家在对物性意义上的世界与对人的认识、判

断、剖析，对物质化的自然的解释、利用、开发等方

面，的确有着过人之处；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及其人文

探索与发现，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我们的

生活中，大至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医疗卫生、

教育，小至日常生活用品，总能看到发达国家对我们

的深刻影响。

在此格局中，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更多的是

俯就与轻看，而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仰

望与重视。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政

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必然发达，由此滋生出实实

在在的优越感，甚至衍生出源于文化无知的傲慢与

偏见；而欠发达国家的人也会无意识地认同这种主

张，相对于发达国家人们的文化上的优越感，欠发达

国家的人会生出自卑感，即使是那些坚守传统文化

的人，他们在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同

时，也会因为传统文化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能效的低

下，而下意识地感到自己底气不足。本应对等的文

化交流与传播就会处于失衡状态。从经验的层面

上，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

了解与认识，远胜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们对我们的

了解与认识。发达国家在文化上对我们的的影响

力，远大于我们对于他们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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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然而，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尤为如此。发达地区的政治经

济上的优越，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优越，这是一种原

本并不可靠的假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并不存

在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西方文化是以

希腊罗马文化为始基的理性文化，而东方文化则是

感性文化。以前理性文化见长，像中国的《易经》、

印度的《吠陀经》《奥义书》即是诉诸于文字的前理

性文化的象征。这种前理性文化即使是在当今的东

方世界，依然深入人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分析心

理学家荣格与物理学家卡普拉对前理性文化的优长

有着准确的把握和深入的理解。对于东方文化，继

马可·波罗之后，歌德、莱布尼兹、孟德斯鸠、黑格尔

等都曾谈论过。前两位对东方文化的评价是正面

的，而后两位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论说则

多是负面的，其中不乏偏见。这与他们的观看方式、

判别标准高度相关。时至今日，其充满偏见的对中

国及中国文化的误读，依然对西方人产生着影响。

作为东方文化象征的中国文化，除了具有人类

文化的普同性价值之外，另有其独具特色的文化价

值。抛开成见，不乏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外

国人，如汉学家史华兹，哲学家海德格尔，科学家玻

尔，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传教士理查德·威廉（卫礼

贤），心理学家荣格，文学家托尔斯泰，高能物理学

家卡普拉等。史华兹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系统的研

究，写出了在汉学研究界影响力巨大的著述《古代

中国的思想世界》《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及《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海德格尔这位举

世闻名的德国哲学家长期迷恋老子之道，曾和萧师

毅合译老子的《道德经》，并多次引用老子的言说；

玻尔是现代物理学家，他曾和另一位物理学家泡利

深入探讨过《易经》和《道德经》，并将太极图设计在

他家族的族徽的中心；李约瑟力排西人误认为中国

古代科技落后的成见，倾注大量的心血，完成了第一

部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

程的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理查德·威廉

（卫礼贤）与荣格深谙中国前理性文化的奥秘，曾不

遗余力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卫礼贤

先后将《道德经》《易经》《列子》《太乙金华秘籍》等

大量中国古代典籍译成西文，荣格则为其翻译的

《易经》作序，为其所译的《太乙金华秘籍》作长篇评

论，并与其合作，完成了《太乙金华秘籍》德文的注

译本，出版社更名为《金花的秘密》；文学家托尔斯

泰后半生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大量阅读诸子的典

籍，尤为喜欢老子、孔子和孟子，编辑过中国古代圣

贤箴言录，写过《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先哲老

子的道德经》，并尝试把《道德经》翻译成俄文；物理

学家卡普拉极为重视以古代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为

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他在其著述《物理

学之道》的再版序言中写道：“对于现代物理学的世

界观与东方神秘主义世界观之间存在深刻的和谐性

的认识，看来只是一场更大的文化变迁的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场文化变迁将导致一种对于实

在的新观念的出现，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想、看

法与价值观。”［４］２然而，从人口比例上看，这样的人

毕竟只是少数。

由于其傲慢与偏见，发达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文

化，往往并不了解，甚至不愿去了解。对于中国文化

的核心与精髓，他们更是一无所知。这并不是说，多

数发达国家的人不能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的真实面

貌，只要放下偏见，认真对待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

化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六

一种文化及文明有其所长，必有其所短。相对

于中国文化与文明，西方文化与文明在物的方面使

人获益，借助的首要手段就是科学技术，但为获取这

种发展与文明的成果，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巨大而高

昂。人们运用科学技术获取的物质文明，建立在征

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盘剥自然、役使自然的基础

之上，它破坏了人与自然初始的天然的联系，恶化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生态的失衡与危机。早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就
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探讨由科技高度发展及其

过度使用而引发的全球问题，由奥利里欧·佩切伊

（ＡｕｒｅｌｉｏＰｅｃｃｅｉ）发起，创立了罗马俱乐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期，一大批由人类学家、科学家、社会学
家、教育学家等组成的队伍聚集在罗马俱乐部旗下，

对人类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甚至

就连以研究动物习性见长的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

兹也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另一幅面孔———在文明、发

达的背后，是野蛮和对生态的破坏。洛伦兹愤而写

下了《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在历数文明人所犯下

的罪过之后，他指出：“严酷的事实迫使人不得不重

新审视人类自身同自然界相处中存在的问题……人

类活动所招致的‘自然界的报复’，归根到底导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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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因此，人类如不改变对自

然界关系中片面的认识与态度，全球问题的加剧，

‘人类困境’的严重化，就将是不可控制的。”［５］２２１

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修复人与

自然的关系？人们需要反省，找出问题，转换视角，

寻求答案。西方人在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寻

找相关的资源时，通常会追索到梭罗，讨论他的生命

实践以及其著述《瓦尔登湖》，并将《瓦尔登湖》一书

奉为经典。梭罗倡导回归并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身体

力行，陶渊明是梭罗在东方世界的同道，在回归自然

方面他比梭罗做得更为彻底，他几乎毕其一生都在

从事这一实践，并留下来丰富的充满深邃洞见的诗

文。陶渊明回归自然、与自然共生的思想，在中国古

代有着一条主线，其思想的源头可上溯至老子和庄

子。老子、庄子、陶渊明的主张不仅值得中国人珍

视，也值得西方人学习和借鉴。鲁枢元先生将陶渊

明介绍到西方世界初衷即在于此。把陶渊明进而把

庄子、老子的自然观推向西方，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古

代圣贤的主张与生命实践，认识陶渊明，认识老子、

庄子，正视并认真对待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自然观，在

人与自然一体的自然哲学的视域中，重新审视人与

自然的关系，并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身体力行。

这在当下彼此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也许有着异乎寻

常的意义。

七

文化的非同质性或曰异质性，是造成文化交流

与传播不对等的另一个原因。世界各地的文化皆为

构成世界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既具有同

质性，也具有异质性。由于地域、资源、人种、民族、

生存环境、习俗、信仰、语言等多种因素的作用，每一

种文化皆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那种地域上、人种上接近，生活环境、习俗、语言

上相似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有着较多的共享

性和理解的基础，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通畅，

且趋于对等。如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

国的人，彼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上少有屏障；英德虽

各有不同，但类同性多于差异性，作为文化载体的英

语与德语同属一个语系；法语与英语虽语系不同，但

法语中有数千个单词与英语中的单词意思相同，只

是词形略有差异，发音不同而已；而法语、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不仅同属一个语系，而且许多词形、词义和

发音都很相似，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鲜有障碍。而

那类地域上遥远，人种上殊异，生活环境、习俗、语言

上彼此不同的文化，则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性，彼此

间的文化交流需要越过重重屏障。

以中国与美国为例，地域位置一个在东方，一个

在西方；中国人是黄种人，而美国人绝大多数是白种

人（虽然也有着黑种人、黄种人等）；一个有着长达

５０００多年的文化传统，一个仅有着短暂的２００多年
的历史；一个重含蓄内敛，一个率性通达；一个拥有

脱胎于象形文字的表意文字，一个使用的则是拼音

文字……若详尽梳理，还可以找出诸多相异之处。

虽彼此之间的文化有着相对的同质性，但这诸多的

异质性无疑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带来了不少困

难。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最基本的方式，是

语言的交流。而讲汉语与讲英语的人之间的交流，

尤其是精神文化上的交流会遭遇到重重障碍。如龙

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祥瑞，中国人自称龙的传

人，但在西方世界，龙却代表着邪恶。因此要跨越这

类由语言文化的异质性衍生的障碍，就要付出卓有

成效的努力。

对这一点，《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译者深有体

会。孟祥春所写的译者序可以对此加以印证。从大

的方面说，中国文化重虚灵与领悟，以美国为代表的

西方文化重实体与分析。中国语言尤其是传统中国

语言具有很强的诗性、具象性、隐喻性、多义性，甚至

在看似具象的背后，有着无以言说的丰富意义，如自

然、道、天、地、气、心、象、天下、江湖；不仅如此，中国

语言中那种抽象而多义的词，如义、法、理、趣、韵、

神，意、境等，在英语中也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或表达

方式；甚至就连“仕”“太太”“麻将”“叩头”这样意

义并不复杂的词，要在英语中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

词语也无法办到。有的译者为了不丢失其中的含

义，采用音译，然后加注释。从极致的意义上说，且

不言翻译成英语，仅就在汉语体系中弄清楚一些词

的词义，也并非易事。从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

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第１０２页到１０５页，其所
列举的关于“韵”一字的意义考辩有１５条之多。徐
复观对其多义性逐一做了解读，并总结道：“综上所

述，可知‘韵’是当时人伦鉴识上所用的重要概念。

它指的是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达、放旷之

美，而这种美是流注于人的形相之间的，从形相中是

可以看得出来的。把这种形神相融的韵，在绘画上

表现出来，即是气韵的韵。”［６］１０６“自然”是鲁枢元先

生在其著述中使用的重要范畴，有关“自然”一词在

中文中多义性的考辨，鲁枢元先生在《陶渊明的幽

灵》一书中也花去了数页的篇幅，从词性的差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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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的歧义都进行了文献翔实的解说。

八

翻译是文化跨越的必由之路。在翻译界素有要

求译者遵循“信、达、雅”原则一说。“信、达、雅”由

严复提出，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严复开篇即

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

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接着又言：“此

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

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

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皆以为信也。”

随后又曰：“修辞立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

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

其尔雅。”［７］ｘｉ具体来说，所谓“信”指的是意义不背

原文，即译文要准确无误，不歪曲，不遗漏，也不随意

增减；所谓“达”指的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要

明白通顺；而所谓“雅”则是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

得体，追求原文本身的意味与神韵。

除了“信、达、雅”一说外，翻译界还有其他诸多

的主张，如鲁迅有“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朱

光潜有“诗论说”，认为“从心所欲，不逾矩”是翻译

艺术的最高境界；钱钟书有“化境说”，认为翻译的

最高标准为“化”；郭沫若有其“再创论”，言说好的

翻译与创作等同，甚至可超过创作；傅雷有“神似

说”，他主张翻译应当像临画，所求的不在于形似，

而在于神似；叶君健有“竞争说”；罗新璋有“三非

说”；许渊冲则有“优化说”，认为翻译应不拘原文字

句，达到最优化，发挥译语优势，“译本应该尽量避

免劣势，争取均势，最好能发挥译语优势，使译本能

和原本一样成为文学作品”。他相当认同傅雷的说

法，“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８］２１５。

以上的说法各有特色，也各有侧重。可无论如

何，这些说法几乎都无法绕开“信、达、雅”这三个方

面，有的说法是“信、达、雅”一说的另一种表述，有

的则是侧重其一，有的看似超越了严复的翻译准则，

但其主张只适用于某种文体的翻译。

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中存在着先天的不对应性，

所以“信、达、雅”原则，依然是无法超越的翻译原

则。在我看来，这一原则几乎就是一种可望而不可

即的理想原则。即使是翻译大家，也无法达到这种

原则的要求，不仅如此，这种原则也未顾及到翻译者

作为主体甚至创作者的维度，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

比亚剧作、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与卞之琳翻

译的莎士比亚剧作显然不同，而郭沫若、钱春绮、董

问樵翻译的歌德的《浮士德》也差别不小，但各有千

秋，风采各异。

其实，换一种思路，既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

言自身所承载的文化的维度，人们应该考虑在内，所

以我认为，可以将翻译视为文化转换，视为追求同感

性、同情性的、设身处地的文化转换。英语的“翻

译”一词就有转化、转换之意，即从一种文化相应地

转换成另一种文化，若无法达成转换的完全对应，则

可退而求其次，这是一种务实的也相对而言便于实

际操作的思路。从作者鲁枢元、译者孟祥春与出版

社达成共识，最终将原书名《陶渊明的幽灵》改译为

《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以陶渊明为个

案的研究》，即可看到相关三方的务实态度和对接

受者的考虑。孟祥春在译者序中谈到了对许多词语

的理解和自己翻译处理的理由，既明智，又合情合

理。加上巴兰坦的校对，译文的质量最终得以保证。

翻译是艰难的，翻译也是可能的，尽管翻译是门遗憾

的艺术，但它毕竟是精神、思想、文化交流不可或缺

的桥梁，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经之路。译者作为

文化的摆渡人，或作为不同文化之间桥梁的搭建者，

恪尽自己的职责，完成不同文化之间语言转换，建构

不同文化之间的通途，可谓功德无量。

通过孟祥春的翻译，英文版本的《陶渊明的幽

灵》得以在西方世界面世，这为西方世界的读者了

解中国的自然观及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

绝佳的平台，可让他们了解陶渊明的深邃博大和远

见卓识，使他们看到东方诗人哲学家言说的普世价

值所在。英文版《陶渊明的幽灵》的翻译出版，也完

成了鲁枢元先生一个长期萦绕于心的良愿，让世界

上热爱自由、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们共享陶渊

明这一无价的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古代智慧的代言

人，作为提供有关人与自然相处的最佳方式的倡导

者与实践者，作为文化象征，陶渊明不仅属于中国，

而且属于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１］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生态文化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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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刊与文化散文的兴起
———以《收获》《美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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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散文出现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文化视角来关照表现对象，用文学的形象和情
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同时，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文化散文既充满思考

的智性，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它的出现与文学报刊的推动密不可分，其中《美文》和《收获》

功不可没。

关键词：文学报刊；文化散文；８０年代；９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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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文艺政
策的不断调整，散文创作开始出现“千帆竞发”“万

木争春”的景象。与“十七年”的散文相比，散文作

家更加重视抒情散文、美文、艺术散文的创作。这与

当时强调“回归文学自身”的潮流有关。从恢复散

文的真实性到探究宇宙、生命、人生的哲理，从描写

客观世界到刻画作家内心，从散文创作艺术的革新

到散文创作观念的变革，可以说，在新时期散文创作

呈现出蓬勃多元的趋势。到了９０年代，贾平凹等人
开始强调散文创作要“大开门户”，因此在９０年代，
除了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外，许多小说家、诗

人、学者也热情地投入到散文创作中，如季羡林、史

铁生、王蒙、北岛等，他们更注重散文的思想性、文化

性和知识性，由此带来了散文文体的变化。于是，这

一时期就出现了“文化散文”，这类散文有着共同的

特性，即浓厚的文化氛围、深广的文化内涵和自觉的

文化意识。以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以及流行

为标志，文化散文开始逐渐流行起来，形成了一种影

响十分广泛的散文创作潮流。

文化散文在９０年代逐渐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大
致因素可概括为：

①文化散文的出现是“五四”散文精神的回归，

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这与“寻根小说”的

思潮异曲同工，都表现了新时期作家文化意识的觉

醒。

②文化散文的出现与散文观念的革新密不可
分。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讲真话、抒真情”使散
文开始回归“真实性”传统；到了８０年代中期，又开
始恢复“文学是人学”的属性。随着散文主体性的

恢复，到了９０年代初，散文创作开始表现为以“个
性化”为特点的艺术革新，进一步矫正散文作为一

种艺术的审美偏离。随着散文观念的不断更新，散

文作家的创作也不再局限于抒发内心的情感，而转

向批判、反思传统文化，肩负起重塑和建设民族精神

的使命。

③文化散文的兴起与时代环境密不可分。９０
年代，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也

开始改变，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渐渐抛弃了

精神文化。在此情形下，许多作家开始关注人生，

“十分注重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宏观的考察，相当

深入地思索散文本体论的问题，思索散文与人类文

明的关系”［１］１６９４。

④文化散文的兴起离不开报刊的推动。２０世
纪以来，报刊引领各文学文体变革，改变了文学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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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方式，也使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２０
世纪是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文学报刊是国家

调节与规范文学的重要手段，是作家作品产生的摇

篮，是文学论争的主要载体，是文学潮流积聚的主要

平台，也是各文学文体发展的实验基地。报刊作为

一种传播媒介，使“文化散文”这种散文创作潮流得

以传播，并形成影响深远的一种文学现象。

一、文化散文的概念及创作特点

（一）文化散文的概念及其发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
“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

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

文学”。这种“文化寻根”热潮表现在散文创作上就

是文化散文的兴起。佘树森先生曾在《中国当代散

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对“文化散文”的概念进行

了描述：“贴近生活的又一表现，就是世俗文化倾

向。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关照的热

点。由于这种关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

思，故又称之为‘文化散文’；由于这种关照多以非

凡的机智，集中透视矛盾诸相，故行文常含幽默，还

由于作者故作‘超脱’与‘旷达’，所以常有苦涩掩藏

于闲适中。”［２］２５８以文化为关照，以反思传统文化为

主题，是文化散文区别于一般散文的主要特征。

到了９０年代，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越来越
多的学者、作家开始以现代意识思考中国的传统文

化，以寻求人类精神家园、重塑民族精神为己任，开

始了文化散文的创作。文化散文发端于１９９０年代
初余秋雨在《收获》杂志所开设的专栏文章，其形成

标志则是１９９２年作者出版的《文化苦旅》一书。就
其内涵，学者石华鹏曾给出这样的定位：“文化散文

是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的一块交界地带，用

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

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３］因为思辨

的介入，以及对知识的强调，文化散文与历史散文容

易混淆。其实，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历史散文

有着明确的判断体系，借以知兴衰，考得失。历史散

文的判断力主要朝向价值判断，审美判断的因素无

疑是弱化的，因此，识见能力是考量历史散文的重要

标准。文化散文同样触及到历史中的人物、故事、命

运遭际，然而在价值判断之外，文化散文还拥有鲜明

的情感判断，作家笔下有明确的情感代入方式，也可

以说，文化散文是一种双维度的文体。在当代散文

史上，余秋雨和他的文化散文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

尽管后期的他在写作上遭遇了瓶颈。文化散文这一

文体形式虽然难以再续辉煌，然而后继者不乏，至于

行进到何种程度，尚需观察。

（二）文化散文的特点

文化散文常常以文化的视角关照生活，有着浓

厚的文化氛围，在内容和艺术方面呈现出与一般散

文不同的特点。

在内容上，文化散文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内容：①
要表现传统文化的根基，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拥有悠

久历史的文化古迹或者历史文化名人，这样才能找

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文化人格的构成；②作家要有
当代文化意识，站在现代思想的高度，表现现代人的

审美情趣；③作家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结合自
己的思考和感悟，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的散文。

在艺术方面，文化散文冲破了以往散文所表现

的自我的“小感触”，转而表现历史文化、自然山水、

民俗风情等恢宏磅礴的对象，进而表现出“大散文”

的气度。“文化散文高扬理性精神和英雄主义理

想，理性的凝重与诗意的激情浑然一体，风格博大沉

雄，散发出夺人的力度和灼人的热度”［２］２６１。气势磅

礴的主体精神和激情澎拜的诗意相结合，造就了文

化散文在章法结构上一气呵成，少了几分精雕细琢，

添了几分潇洒畅达。

二、文化散文的兴起与发展

文化散文的兴起是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开

始的。“文化苦旅”是《收获》杂志的一个散文专栏，

后来被集结成散文集。这是余秋雨先生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的
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凭借山水风

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

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

的远大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带来了一种新的风

气。”［１］１６９

余秋雨散文的特点：①描述中国文化的沉重脚
印和苦难命运。在《莫高窟》和《风雨天一阁》中，表

现出一种历史的悲怆感。这些文化古迹千百年来经

历风雨的侵蚀，依然顽强地存留至今，虽然有些地方

已满目疮痍，但其艺术魅力依然震撼人心。②余秋
雨的散文热情讴歌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人格和文

化良知。《柳侯祠》和《苏东坡突围》，写了以柳宗元

和苏东坡为代表的中国文人的坚韧。他们虽然被

贬、丧魂落魄，却依然正直。尤其是《苏东坡突围》，

概括了整个封建时代文人的命运和追求。“在一定

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余秋雨在其散文中的批判与呼

唤，选择与重构，应和了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焦灼和

呐喊，表现出五四科学、理性、民主与启蒙精神在当

今时代的重新崛起与深化。”［２］２６５３余秋雨的散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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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土地上寻找失落的文化灵

魂。《洞庭一角》写了范仲淹在经历政治上的失利

后，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名言；《西湖梦》，写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中国文化

人格的集合体。余秋雨的散文潇洒飘逸，汪洋恣肆，

既有诗意，也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引发了国内文化散文的创作

热潮。９０年代中期，在文化散文领域取得突出成就
的是夏坚勇。１９９３年，《雨花》杂志推出他的散文专
栏。１９９６年，他出版了文化散文集《湮没的辉煌》，
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为散文界的翘楚。相

对于余秋雨潇洒恢弘的气势，夏坚勇的散文则更加

细腻深沉，考据充分，抽丝剥茧。《湮没的辉煌》一

书以细致、感性的笔触，展示了历史的回眸一瞬，把

历史与散文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既有荡气回肠的

厚重感，又不乏细腻的文笔与精巧华美的妙句。作

者细细剖析了每个朝代兴衰背后深刻的政治、文化、

经济因素，旨在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

随着文化散文的不断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

“游记＋历史典故＋幽思”的创作模式，这在很大程
度上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祝勇的“故宫系列”文

化散文，完全不同于过往“文化大散文”的写作套

路。祝勇的散文既延续了文化散文沧桑感与厚重

感，又独辟蹊径，痴迷于描写那些被人忽视的角落缝

隙，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历史的纵深，从而完成对传

统文化散文的超越。祝勇的《故宫的风花雪月》共

分为七章，每章围绕一卷画、一幅字，甚至一个人、一

种艺术类型，进行时空的逆旅，沿着历史的蛛丝马

迹，纵观人物一生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放眼看尽

那个时代的浮沉变迁、命运辗转。而在《故宫的隐

秘角落》一书中，更多的是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不仅

写了康熙、乾隆、嘉庆、李自成、吴三桂等历史中的大

人物、寿安宫中那位被历史遗忘的太子胤秖以及文

渊阁中以戴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像，还写了后宫

中皇后妃子的生活。祝勇笔下的这些人物，无论是

皇帝、嫔妃、太监、宫女还是文人名士，都有自己的个

性，都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个体。祝勇立足于更具普

遍意义的价值维度，用全新的视角解读历史。他有

宏阔的视野，执著的文化情怀，和对人性的深度观察

以及对文体探索的激情。他的文字充满了睿智的思

考和诗意的描述，将那些被尘封的历史尽数还原，同

时也调动了读者的情感与想象，使历史重新变得鲜

活。

文化散文从当初的横空出世，再到世纪之交因

余秋雨的饱受争议而引起批评界的审视和批判，以

及后来者的邯郸学步所导致的格式化和套路化，再

到当下的文化散文写作者的策略调整，构成了“文

化散文”兴起、发展的曲线图。

三、报刊对文化散文的推动

新时期文化散文能够在众多散文流派中独树一

帜，这与报刊的推动密不可分。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
是以文学报刊为主导的文学时代，文学刊物承担着

重要的责任。对于“文化散文”的推动主要是以《美

文》和《收获》为主。

（一）《美文》的推动

９０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散文也迎来一次热
潮，各种散文集、散文选开始被大量编选出版，各

种文学报刊也开始注重散文的发表，开辟了散文

专栏，大大激励了一些作家投入到散文的创作中，

一时间各种随笔、散文小品数量大增，散文迎来了

“繁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报刊开始了对散文

创作的讨论。

《美文》的主编贾平凹曾在《美文》的发刊词中

说：“我们这份杂志，将尽力克服我们编辑的狭隘的

散文意识，大开散文的门户，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

作家、青年作家、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未来作家以及

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

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只要是好的文章，我们都提

供版面。在这块园地上，你可以抒发天地宏论，你可

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作生命的沉思，可以行文

化的苦旅，可以谈文说艺，可以赏鱼虫花鸟……”所

以，在《美文》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冰心、施蛰存、杨

绛、萧乾、汪曾祺、流沙河等老一代作家的作品，也可

以看到史铁生这类文坛中坚的散文佳作。

在“大散文”观念的感召下，不少知名学者在

《美文》刊登散文，张中行、金克木、陈平原、周国平、

余秋雨等人的作品，催生了学者散文的热潮。为践

行“大散文”的观念，《美文》重视多种文体相互融合

的实验：其一，鼓励小说家写散文，如莫言、池莉、叶

兆言等小说家的散文。还有，如王祥夫主持的《山

西作家散文小辑》，全部出自小说家之手。其二，鼓

励诗人写散文，周涛主持的“新疆散文小辑”，几位

作者都是新疆的青年诗人。其三，鼓励艺术家写散

文，如吴冠中、黄苗子、韩美林、韩羽等画家的散文。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散文创作迎来了新的发

展。许多作家的散文创作抛弃了传统散文短、小、精

的特点，开始转向大题材、大篇幅、大主题的“大散

文”。作家的创作不受限制，思路大开，跳出了以前

描写客观生活、抒发自我内心的小圈子，开始对宇

宙、文化、人生进行思考与批判，以现代的角度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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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进行反思，以重塑和建设民族文化和民族品

格为己任。散文作为一种相对自由的文体，更多的

承担起了反思文化、思考生命的重任。

（二）《收获》的推动

新的散文观念的提出，得到许多报刊的纷纷响

应，如《上海文学》１９９２年设置“蜂花散文”栏目，散
文在刊物上的篇幅和地位开始明显上升，后又增设

“人文随笔”栏目，推动了１９９０年代文化散文的崛
起。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发表于此；９０年代《散
文选刊》遴选出大量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三十年

的重量》《一个王朝的背影》等。而其中推助最突出

的是《收获》。

散文历来不是《收获》的主打栏目，但在９０年
代有所改变，《收获》调整了办刊方针和思路，散文

专栏几乎占据一半版面，与小说平分秋色。《收获》

先后开设３０多个散文专栏：如余秋雨“文化苦旅”
（１９８８．１—６）、“山居笔记”（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４．６）、“霜
天话语”（１９９８．１—６）：“旧城迷藏”（２００１．３—６）等
专栏。其中他的前两个专栏后来分别集结出版。钱

谷融、施蛰存、贾植芳、蒋孔阳、许杰、汪曾祺、柯灵、

冰心、曹禺、巴金等三十余人参与的延续至今的“人

生采 访”专 栏 （１９８９．２—１９９２．５，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李辉的“沧桑看云”专栏（１９９４．１—１９９６．
６）；持续二十余年的“河汉遥寄”专栏（１９９１．１至
今），旨在缅怀故去的文化前辈；王蒙、沈从文、萧

乾、巴金、柯灵等参与的“作家书简”专栏（１９９２．１—
５）；萧乾“玉渊潭漫笔”专栏（１９９６．１—６），陆键东
“世纪流云”专栏（１９９７．１—６）；阿城“常识与通识”
专栏（１９９７．１—１９９８．６）；余华“边走边看”专栏
（１９９９．１—６）；“走近鲁迅”栏目（２０００．２—）；张承志
“鞍与笔”专栏（２００１—２００２）；邵燕祥“尘土京华梦”

专栏（２００２．１—６）；冯骥才“田野档案”专栏（２００４．
１—６）与后来的“行动散文”专栏；李辉“封面中国”
专栏（２００５．１—２００６．６）等。通过这些专栏，《收获》
创立了“文化大散文”的概念，推动了“学者散文”的

兴起与发展，使散文从单一的抒情向深厚的人文内

涵拓展，成为精神探索的园地。

四、结语

总体上说，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以文学报
刊为主导的文学时代，文学报刊是作家作品产生的

摇篮，是文学争论的主要载体，是文学潮流积聚的平

台。９０年代，由于网络还没有大规模兴起，报刊作
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对“文化散文”的兴起与发展产

生了重要的作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被称为“散文时
代”（吴秉杰语），散文界开始出现年度评点、散文年

度选本等，这些基本上立足于刊物，尤其是对某几个

刊物的倚重，非常明显。像《收获》《美文》《雨花》

这三份刊物对“文化散文”的推动和引领，《山花》对

先锋小说的引领，《读书》《天涯》对思想性随笔的引

领，皆是文学报刊对文学类型深化以及文学思潮涌

现的具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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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部城乡居民食品
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杨　雪１，王　菲２，冯念青１，尹新丹１

（１．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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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７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研究”（２０１６ＢＪＪ０３６）；“河南省居民医疗保健消费

影响因素研究”（２０１７ＢＪＪ０６２）
作者简介：杨雪（１９６６—），女，河南光山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

摘　要：通过建立ＡＩＤＳ模型，根据中国中部８省城乡居民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
均食品消费支出情况，对居民的粮食、肉类、蛋类、水产品４小类食品平均支出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中
部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主要研究结论：中部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中粮食支出

份额最高，城镇居民肉类消费支出较高；城镇居民蛋类和肉类的支出份额随真实收入的增加反而下

降，农村居民则会随着真实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城镇就业者人口负担重的家庭对粮食和肉类的消费

支出较高，农村劳动力人口负担重的家庭对粮食的消费支出较高。

关键词：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影响因素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１９－０５

　　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的
分类，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８个省，拥有区位独特性和
综合经济优势。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政策影响

下，研究中部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对促进中部城

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近些年

ＣＨＵ［１］、ＬＩＵ［２］、ＡＬＭＡＳ［３］、周大超［４］、王志刚［５］、吴

蓓蓓［６］、郝凯［７］、陈永福［８］等的研究主要从总体消

费趋势、消费支出结构和特定消费支出等方面对我

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情况进行分析，但是对中部地

区的研究较少。本文针对中部地区食品消费结构的

主要影响因素，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 ＡＩＤＳ模型进
行分析，提出促进食品消费结构升级的建议。

一、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一）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搜集整理了我国中部８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食品
消费内部结构的变化情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获

取完整性，选择居民食品消费重要的４个小类进行
分析，分别为粮食、肉类、蛋类和水产品。数据分别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中的居民
人均收入与支出、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以及《中国价

格指数统计年鉴》《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

调查统计年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的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

费支出情况。由于农村居民对食品４小类的消费支
出情况目前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在此采用“人均

消费量×价格”的计算方式，得到４小类食品的支
出份额情况。其中，每小类食品的消费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农
村居民主要食品消费量情况，选取代表性商品的价

格进行计算。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商品的代表

性，选取粮食中的粳米、肉类中的猪肉、蛋类中的鸡

蛋、水产品中的草鱼进行价格统计，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中的各
地区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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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预处理

（１）价格指数。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食品４
小类价格指数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进行定基处理，其中
Ｐ１代表粮食消费价格指数，Ｐ２代表肉类消费价格指
数，Ｐ３代表蛋类消费价格指数，Ｐ４代表水产品类消
费价格指数。

（２）真实收入。真实收入 ＝名义收入 ／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为便于表达，记为Ｍ＝Ｖｋｔ／Ｐｋｔ，其中，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粮食、肉类、蛋类、
水产品等食品４小类的占比分别用ＦＷ１，ＦＷ２，ＦＷ３和
ＦＷ４表示，文中相关计算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中实现。

二、模型方法

本研究采用ＡＩＤＳ模型进行居民消费需求系统
分析，建模思路是：在给定价格体系和一定效用水平

的条件下，消费者能够以最小化的支出实现既定的

效用水平。采用我国中部８个省份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
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具体的模型设定为

ＦＷｉｋｔ＝αｋｉ＋βｌｎ（Ｖｋｔ／Ｐｋｔ）＋

∑
４

ｊ＝１
βｉｊｌｎ（Ｐ

ｊ
ｋｔ）＋γ·Ｘｋｔ＋ｖ

ｉ
ｋｔ，

式中：ＦＷｉｋｔ中的ｉ＝１，２，３，４，分别表示ｋ地区ｔ
时期的粮食、肉类、蛋类和水产品的支出份额；αｋｉ表
示ｋ地区食品消费第ｉ种消费品支出方程的常数项；
Ｖｋｔ／Ｐｋｔ表示真实收入，其中Ｖｋｔ和Ｐｋｔ分别指ｋ地区ｔ
时期的居民名义收入和消费价格指数；Ｐｊｋｔ中的 ｊ＝
１，２，３，４，表示ｋ地区食品消费第ｊ类的价格指数，分
别代表粮食价格、肉类价格、蛋类价格和水产品价

格；Ｘｋｔ是控制变量，为地区的特定变量，代表居民人
口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分别记为 Ｘ１，Ｘ２；ｖ

ｉ
ｋｔ为残差

项。

三、实证分析

（一）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情况

基于整理的数据，构建城镇居民食品消费随机

影响变截距模型。分析采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件，模型
参数估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城镇居民食品４小类消费占比回归结果

变量
粮食

系数 ｔ统计量
肉类

系数 ｔ统计量
蛋类

系数 ｔ统计量
水产品

系数 ｔ统计量

Ｃ －０．４０３９ －３．９８４７ ０．３５３６ ４．７０２４ ０．４３４２ １４．７２２５ －０．１５２０ －１．７５０４

ｌｎＭ ０．０２９２ １．１３８７ －０．０４１２ －２．１６１４ －０．０１２８ －１．７１３３ ０．０７０１ ３．８８８５

ｌｎＰ１ －０．２８００ －４．３５２８ －０．２０３４ －４．２６１６ －０．０４３８ －２．３３８０ －０．１５０８ －２．６８４１

ｌｎＰ２ ０．１３０５ ２．１６９７ ０．１６９１ ３．７９０６ －０．０２２６ －１．２９１２ －０．０６９７ －１．７７９７

ｌｎＰ３ ０．０１２７ ０．１４２８ ０．０５３２ ０．８０３８ ０．００７４ ０．２８５１ ０．０１１６ ０．２００１

ｌｎＰ４ ０．１４９０ ２．３００６ ０．２４７７ ５．１５５４ －０．０２４０ －１．２７５２ ０．０２３７ ０．５１２９

Ｘ１ ０．２４４８ １２．２９６２ ０．０３７５ ２．５３９５ －０．０６２４ －１０．７７１７ ０．０２２９ １．６７５６

Ｘ２ －０．００１０ －３．０６５６ －０．００３４ －１３．７２８８ ０．００１５ １５．６２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２６９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

　　首先来看表１中真实收入的系数，肉类和蛋类
的系数在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随着真
实收入的增加，居民对这两类食品的消费份额下降，

且蛋类下降份额高于肉类，说明在城镇居民的支出

中肉类和蛋类的支出为优先选项。水产品真实收入

系数在１％水平下为正，可能是因为当前多数城镇
居民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以肉禽和蛋类为主，对水

产品的消费水平还较低，但水产品的营养价值较高，

当收入增长时城镇居民更愿意增加对水产品的消

费，以改善食品消费结构。

其次，运用表１中４小类食品的价格系数，分析
每小类食品价格分别对支出份额的影响。粮食价格

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负，其支出份额还受肉类
价格和水产品价格的正影响，表明肉类价格和水产

品价格上升有利于城镇居民基本的粮食消费。虽然

蛋类价格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肉类价格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居民对肉类具有刚性
需求，但从系数大小来看，肉类价格系数小于粮食的

自身价格效应，说明肉类的支出份额还受粮食价格

的负影响。蛋类价格系数不显著，粮食价格系数在

５％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粮食价格上升在一定程度
上使居民减少了对蛋类的消费。水产品价格系数并

不显著，粮食价格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负，肉类
价格系数在１０％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粮食和肉类
价格的上涨使得居民对水产品的支出份额减少。

最后分析控制变量对城镇居民４小类食品消费
的影响。城镇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显著影响粮食消

费支出份额，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人口
负担重的家庭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大；Ｘ１对肉类和水
产品支出份额的系数分别在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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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对蛋类支出份额的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
负。城镇化率对粮食和肉类的支出份额有负向影

响，在１％水平均下显著为负；对蛋类有显著正的影
响，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率高的地区
居民更偏向于增加对蛋类产品的消费，以改善食品

消费结构。

（二）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情况

在中部农村居民４小类食品消费模型中，粮食
和肉类消费为变截距模型，蛋类和水产品消费为变

系数模型。为便于分析，将农村居民的粮食和肉类

消费占比回归结果列于同一表中，蛋类和水产品消

费情况单独列表说明。

１．农村居民粮食和肉类食品消费情况
关于农村居民粮食和肉类消费支出情况，首先

来看表２中真实收入的系数，粮食类的系数在１％
水平下显著为负，肉类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真实

收入的上升，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份额下降，肉类消

费份额上升。其次，运用表２中的４小类食品价格
系数，分析每小类食品价格对支出份额的影响。粮

食价格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农村居民
对粮食的需求有很强的刚性。粮食支出份额还受肉

类价格的正影响，受蛋类价格和水产品价格的负影

响，蛋类价格和水产品价格上升不利于农村居民基

本的粮食消费。肉类价格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
负，但从系数大小来看，小于粮食的自身价格效应，

说明肉类的支出份额还受粮食价格的负显著影响。

蛋类和水产品价格对肉类消费均产生正影响。最后

分析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粮食和肉类消费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人口负担显著影响粮食消费支出份

额，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人口负担重的
家庭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大；对肉类支出份额的系数

在１％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能是因为农村儿童和老
人的食品需求偏向于级别更高的蛋类和水产品，但

其系数小于粮食的效应，说明农村人口负担重的家

庭更偏向于粮食消费，更倾向于解决温饱问题。城

镇化率对居民的粮食支出有正向影响，对肉类支出

有负向影响。

２．农村居民蛋类食品消费情况
关于农村居民蛋类消费支出情况，首先来看真

实收入的系数，从表３可以看出安徽省和河南省的系
数分别为０．０７９７和－０．１１０６，均在５％水平下显著，
表明随着真实收入的上升，河南省农村居民对蛋类的

消费份额下降，安徽省农村居民的蛋类支出则增加。

湖南省真实收入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随
着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蛋类消费支出增加。

表２　中部农村居民粮食和肉类消费占比回归结果

变量
粮食

系数 ｔ值
肉类

系数 ｔ值
Ｃ ２．０５１３ ２２．９９８７ －０．９９５０ －１２．３５３２

ｌｎＭ －０．３３２５ －１４．７８８３ ０．２９６２ １４．５８９８
ｌｎＰ１ ０．５９５９ ６．６５１０ －０．５４６４ －６．７５３６
ｌｎＰ２ ０．４３７３ ８．０６２２ －０．４４１８ －９．０１８５
ｌｎＰ３ －０．３１０１ －３．５６１４ ０．３６７３ ４．６７１５
ｌｎＰ４ －０．４０４０ －５．５０７５ ０．３５６１ ５．３７５０
Ｘ１ ０．３８１３ １１．９５１１ －０．３４１６ －１１．８５５８
Ｘ２ ０．００１５ ３．６０５７ －０．００２３ －５．９１６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

表３　中部农村居民蛋类消费占比回归结果

地区
ｌｎＭ

系数 ｔ值
ｌｎＰ１

系数 ｔ值
ｌｎＰ２

系数 ｔ值
ｌｎＰ３

系数 ｔ值
山西 ０．０６２０ ０．９３６１ －０．１００５ －１．１０８５ ０．０２１７ ０．４１５６ ０．１０９４ １．４６６３
吉林 －０．０４８４ －１．５５９０ －０．０１５１ －０．２００３ ０．０４６３ ０．８６５１ ０．１０１２ １．０８５９
黑龙江 －０．０３４４ －０．７９１７ ０．０５６６ ０．６４９５ ０．０８２２ ０．７７４０ ０．０２２８ ０．１９４０
安徽 ０．０７９７ ２．３２１５ －０．１０２３ －１．４２５６ －０．０４０２ －０．６２８５ ０．１５０５ １．５７５６
江西 －０．０１６６ －０．３９０６ －０．０４２３ －０．４２２６ －０．０２０２ －０．２９１６ ０．２１０１ １．５０４７
河南 －０．１１０６ －２．３３０６ －０．４１９６ －４．９８１１ －０．１３３５ －２．３００５ ０．３５９４ ３．２８８５
湖北 ０．０１５５ ０．４１４５ －０．０２８９ －０．３２６５ －０．０１８６ －０．２１７１ ０．０３９８ ０．３６２９
湖南 ０．１２４１ ４．１２５９ －０．２３１９ －２．３２７６ ０．０５４３ ０．９５４０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８３１

地区
ｌｎＰ４

系数 ｔ值
Ｘ１

系数 ｔ值
Ｘ２

系数 ｔ值
山西 －０．０３７３ －０．６２８３ －０．０１１９ －０．２８２７ －０．００２３ －０．７０４７
吉林 －０．０４８６ －０．７３３４ ０．０２７５ ０．４６２９ －０．０００９ －０．２５０８
黑龙江 －０．１９８０ －１．４１４１ －０．０６３１ －１．９７７５ ０．００２１ ０．３０５７
安徽 －０．０２２４ －０．１９９７ －０．０９９１ －１．９６６１ －０．００３５ －１．６１５２
江西 －０．０７６０ －０．８５４９ ０．０２４６ １．３８９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７０８３
河南 ０．１６８８ １．７９５４ ０．１３２３ ２．１０９３ ０．０１０４ ３．７６６４
湖北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１５７ －０．２８２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２１７５
湖南 ０．０２６２ ０．２６１２ ０．０３００ ０．１７２２ －０．００１４ －０．５０１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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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运用表３的价格系数来分析每小类食品
价格分别对支出份额的影响。河南和湖南粮食价格

系数分别在１％和５％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这两个
省份粮食价格上涨会使农村居民减少对蛋类的支

出。河南省肉类价格系数在 ５％水平下显著，为
－０．１３３５，说明肉类价格上涨会使居民减少蛋类消
费。蛋类价格对自身支出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只

有河南省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为 ０．３５９４。
水产品价格对蛋类支出的影响，只有河南在１０％水
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河南省水产品价格的上升，

农村居民的蛋类消费支出增加。

最后分析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蛋类消费的影

响。农村劳动力的人口负担对黑龙江、安徽和河南

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分别为１０％，１０％和５％。
对黑龙江和安徽的影响显著为负，对河南的影响显

著为正，说明黑龙江和安徽两省农村人口负担越重，

居民对蛋类的消费越少，而河南则相反。城镇化率

对河南的影响较为显著，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３．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情况
用表４数据分析农村居民水产品支出情况。首

先来看真实收入的系数，吉林、湖北和湖南显著性较

突出，分别在５％，１％和５％水平下显著。其中，随
着收入的增加，吉林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减少，湖北

和湖南两省则随着收入增加，居民水产品消费相应

增加。相对于吉林居民的饮食习惯，这可能与湖南

湖北有水产优势相关。

其次，运用表４中的４小类食品价格系数，来分
析每小类食品价格对支出份额的影响。湖北粮食价

格系数在１０％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粮食价格上涨
会使农村居民减少水产品的支出。湖北省肉类价格

系数在５％水平下显著，为 －０．４５６５，说明肉类价格
上涨使居民会减少水产品的消费。吉林、黑龙江和

湖北的蛋类价格系数分别在１％，１０％和５％水平下
显著，随着蛋类价格上升，吉林、湖北农村居民蛋类

消费支出增加，说明蛋类消费在这两个省份是刚性

需求。黑龙江农村居民则是随着蛋类价格的上升，

消费支出减少。水产品价格对自身支出份额的影

响，吉林和湖北分别在１％和１０％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随着水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

会相应增加。

表４　中部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占比回归结果

地区
ｌｎＭ

系数 ｔ值
ｌｎＰ１

系数 ｔ值
ｌｎＰ２

系数 ｔ值
ｌｎＰ３

系数 ｔ值
山西 ０．０３３２ ０．２４４１ －０．１０６３ －０．５７１２ －０．０２４６ －０．２２９７ ０．０２５９ ０．１６８８
吉林 －０．１３５６ －２．１２７１ －０．２２６５ －１．４６３３ －０．１５９３ －１．４５０６ ０．６１１８ ３．１９９４
黑龙江 －０．０１１４ －０．１２７９ －０．０３５５ －０．１９８４ ０．２０２６ ０．９２９４ －０．４７８７ －１．９８３５
安徽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１０３３ －０．７０１５ ０．０２９７ ０．２２５７ －０．０８９１ －０．４５４７
江西 －０．０２３８ －０．２７２６ －０．１８２９ －０．８９０６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７２６ ０．１９５４ ０．６８１８
河南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５０８ ０．２９３８ ０．０１２２ ０．１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１
湖北 ０．２１５６ ２．８１４９ －０．３０８８ －１．７００３ －０．４５６５ －２．５９０１ ０．４７４２ ２．１０８５
湖南 ０．１５７１ ２．５４５４ －０．２４８５ －１．２１４９ ０．１６０３ １．３７２４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６６２

地区
ｌｎＰ４

系数 ｔ值
Ｘ１

系数 ｔ值
Ｘ２

系数 ｔ值
山西 ０．０９０９ ０．７４５６ －０．０１０７ －０．１２３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５８７
吉林 ０．４６８９ ３．４４７８ ０．６０４６ ４．９６３１ ０．０３４７ ４．７０８４
黑龙江 ０．０７５６ ０．２６３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２１５ １．４９５０
安徽 ０．０８３０ ０．３６０１ ０．０９１６ ０．８８５２ ０．００５７ １．２７２７
江西 ０．０９８４ ０．５３９０ ０．０６８３ １．８８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７２１０
河南 －０．０８６２ －０．４４６８ ０．１５７５ １．２２３１ ０．００２５ ０．４４１５
湖北 ０．３１９１ １．７８８７ －０．１４６１ －１．２８５９ －０．００６６ －１．９８２３
湖南 －０．０６４６ －０．３１３４ －０．０３９３ －０．１１０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５１７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

　　最后，分析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的
影响。农村劳动力的人口负担对吉林和江西两省有

正向的显著性影响，显著性水平分别为１％和１０％。
吉林和湖北的城镇化率对居民水产品支出份额的影

响在１％水平下显著，随着吉林城镇化率的提高，居
民对水产品的消费支出增加，城镇化率对湖北居民

水产品支出有负影响。

四、结语

通过构建 ＡＩＤＳ模型，对我国中部８个省区城
乡居民４小类食品消费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
下结论：

（１）城镇居民食品消费中，肉类消费为刚需。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中，粮食消费为刚需，肉类、蛋类和

水产品仍然为奢侈品，但其需求表现出一定刚性，说

·２２·



明中部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处于低水平且急需提高。

（２）城镇居民的支出中，肉类和蛋类的支出为
优先选项，水产品消费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农村居民粮食的支出份额随真实收入的增加而下

降，肉类的支出份额则随之上升，表明增加居民真实

收入能影响食品消费结构，使农村居民的消费逐步

转向肉类等高水平消费层次。

（３）城镇平均每一就业者人口负担越重的家
庭，对粮食的消费支出越高；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

居民对粮食和肉类的支出减少，蛋类消费份额增加。

就农村居民而言，平均每一劳动者人口负担越重，对

粮食的消费支出越高。城镇化率越高，居民肉类支

出越减少，对各省居民蛋类和水产品消费影响程度

及显著性差异较大，情况较复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针对农村居民，通过对种粮进行各种补贴，比如良种

补贴、使用农机具补贴、农村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

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２）培育城乡居民新的消费热点。要依据本省
消费结构的转型趋势，引导城乡居民培养合理的消

费习惯，刺激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形成良好

的循环。

（３）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是大幅度增
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二是新建改建农村公路，基

本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公路；三是全面提

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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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文化的河南城市风貌规划问题研究

杨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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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冬（１９７７—），女，河南信阳人，硕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艺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

摘　要：以河南省郑州、开封和洛阳的城市风貌规划策略为研究对象，运用人文社会学、色彩设
计学、城市规划学和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对上述城市进行深入的剖析，指出城市面临的风貌规划问

题，在战略层面对河南城市的风貌规划提出初步的研究策略，并提出解决城市建设的研究方法，以期

对河南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城市风貌；地域性；色彩；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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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是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古都数
量较多。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持续发展，但长期

忽视文化建设，多数城市的建设在统一样板化的现

代城市规划设计下，地域和文脉特征弱化甚至消失，

出现“千城一面”的发展现象，无法彰显城市的个性

特色和文化底蕴。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注入人

文因素，体现出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区域特色，不仅有

利于延续城市的文化文脉传承，增加城市的软实力，

更能增加城市的发展活力。城市风貌是否准确定

位，规划控制的手段如何实现城市风貌的地域特色

和文化内涵，城市风貌如何有效控制，这些问题需要

加强研究。

一、城市地域文化风貌调研分析的方法

１．城市风貌的地域规划
在地理地域与自然环境方面，城市地域规划关

注土地使用，规划许可、保护和利用环境，公共福利

以及设计中的城市环境，包括空气、水和基础设施穿

入或穿出的城市地区，如交通、通讯和分销网络。城

市规划也被称为区域规划，它被认为是一个跨学科

领域，包括社会、工程和设计科学。城市规划与建

筑、景观建筑、土木工程和公共行政等相关领域合

作，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早期的城市规划往

往是这些同源领域的组成部分，如今城市规划是一

个独立的专业学科，该学科类别更广泛，包括不同的

子领域，如土地使用规划、区划经济发展、环境规划

和交通规划等。

２．城市风貌的色彩因素
在城市环境和建筑的风貌规划方面，城市风貌

规划色彩因素一般是指视觉知觉组织感受的裸露在

外的公共空间中建筑、广告和一些形式结构与原材

料所呈现的色彩关系，主要包括山石河流、花草树

木、房屋建筑等，那些处于隐藏的地下建筑、各类管

道设施等则不属于城市风貌规划的色彩设计范畴。

城市基础色彩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１）流动色
和固定色。流动色包括城市空间霓虹广告招牌、流

动车辆、园林景观等，固定色包括城市的道路桥梁、

河流山川等。（２）人工色和自然色。人工色如城市
中广告标识标牌和灯光色彩、房屋建筑玻璃外墙色

彩、交通工具色彩等，自然色包括园林景观（如绿植

花卉）、山川湖泊等自然原色。

３．城市风貌的人文因素
一个城市的基础色彩会受到人文因素和自然因

素的影响。人文因素包括地域历史文化、宗教信仰

和建设技术，这些因素都会体现在城市的色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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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不发达的过去，我国诸多城市的色彩是由建

材本色构成的，如古代为木色，近代为水泥色、砖瓦

石色，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类新技术、新材

质、新工艺不断推出和应用，城市色彩呈现出全新的

面貌，现代化城市多运用玻璃材质和钢化材料。城

市的形象，不仅包括城市景观、街区、建筑、公共设施

等硬件形象，而且包括政府形象、社会风气、风俗习

惯、市民行为等软件形象。［１］宗教文化对城市色彩

影响较大，在一些宗教色彩浓郁的城市，有较多建筑

会运用代表着神圣、超凡寓意的黄色，或代表佛性无

暇寓意的白色等等。开封是一个回族居民较多的城

市，清真寺的建设在选材和色彩上需要考虑其宗教

色彩的运用。

４．城市风貌的自然因素
石材丰富的区域和木材丰富的区域，其建筑物

的选材比例是不同的，进而影响到城市基础色彩的

表达。因此，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也应重视材料

资源方面的选择。处于不同气候带的城市，其色彩

偏好也不同。北方城市侧重温暖的暖色调，例如米

黄色等，以期用色彩的视觉心理反应获得温暖的心

理感受；南方城市倾向清凉爽快的冷色调，例如淡蓝

色和淡绿色等。根据地域和文化的不同，本文选择

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城市作为考察对象。三个城市

皆属于偏北方城市，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这

些城市现有色彩信息进行采集，使用现代技术定格

城市现状风貌的色彩，注重城市色彩文化的厚重感

和历史感，在此过程中直接掌握一手资料，为进一步

确定并规划能体现其地域文化特征的城市风貌奠定

基础。

二、城市地域文化风貌的准确定位

城市地域文化特色是经历了长期的经济、文化、

社会变迁沉淀下来的文化体系，呈现出一座城市外

在形象的文化底蕴。目前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城市

形象的定义：城市形象是城市整体化的精神与风貌，

是城市全方位、全局性的形象，包括城市的整体风格

与面貌，城市居民的整体价值观、精神面貌、文化水

平等。［２］通过综合城市的自然环境特点以及历史文

化、传统风俗等，来确定城市色彩的倾向。

１．城市风貌的历史文化标识
郑州古为商城，是商王朝的开国之都，“商都”

是郑州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文化标识。作为国际性交

通枢纽和国家中心城市，郑州的现代化特色比较显

著，而历史文化风貌逐渐弱化，为此，近年来郑州启

动了“郑州四大历史文化片区”建设，旨在保护郑州

的核心文化价值，塑造城市文化新形象。洛阳是举

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的

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遗留是彰显洛阳城市

风貌特色的重要标识之一。洛阳依洛水而建，境内

山川纵横，老君山、白云山等是其重要的自然景观，

也是形成洛阳城市总体景观感受和城市风貌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洛阳还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

城市，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风貌体现出洛阳“古今

交融”的风貌特色。因此，洛阳城市的地域文化风

貌色彩应是多样的，不同功能区的主体色彩是不同

的。开封位于华北平原与黄河冲积平原的交接地

带，地势平坦，河湖交横错综，水系四通八达，是“北

方水城”，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

古以来开封作为七朝古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是城

市商业繁荣，文化氛围浓厚，经济和交通便利，并保

留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北宋时期繁

荣的文化艺术更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因

此，开封的历史文化特征也较为显著。

２．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风貌
当前人们越来越关注未来与水的关系，无论是

“可持续的”“一体化的”或是“敏感的”，未来水在

人们生活中的角色应与城市发展相适应。“水敏感

城市设计”这个术语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方法，可

以将人、建筑环境、基础设施、生物生态系统、资源利

用和水之间的理想关系的模糊概念联系起来，人们

可以分享和比较他们对新兴水资源战略的理解，从

而有助于确定和整合不同的资源来应对挑战。

三、城市地域文化风貌规划方法研究

城市风貌规划工作包括调查与分析、谱写主旋

律及其谱系、规划编写区域风貌的应用、色彩管理４
个基本步骤。

１．城市规划调查与分析
城市的规划除了硬件设施，还有软件公共设施

的设置。目前在郑州、开封和洛阳，老城区的街道、

建筑、绿色植被等的规划设计以及城市风貌日趋形

成，无法满足居民生活和交通的需求，新城区的建设

则扩大了街道、道路和绿化环境的面积，如郑州郑东

新区的森林公园、龙子湖和象湖的绿色规划，开封新

城区以汴西湖为中心的规划，洛阳新城区以兴洛湖

为中心的规划等，在城市扩展、缓解城市拥挤和交通

堵塞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城市战略

发展计划中公共交通起着关键作用，除了公交汽车

和出租车外，地铁、单车和电动汽车已经走进人们的

生活，解决了很多能源环境问题和城市交通问题。

郑州１０余条地铁线的规划和建设运营为城市的轨
道交通打开了新局面，如果电动汽车能够普及，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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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城市的废气排放污染。

２．城市风貌谱写主旋律与其谱系
解读景观不仅能够识别城市风貌类型，而且也

是谱写主旋律和谱系的关键。每个城市空间或系统

都由标准定义，这些标准增加了关于某些景观的工

作原理的知识。如郑州的嵩山少林寺和黄河文化，

开封的汴梁宋文化和洛阳的龙门石窟文化等。景观

是了解城市空间的重要方面，公园通常提供种类最

多的项目，而花园往往侧重于被动应用。城市景观

的规模与其所在城市的相对规模和人口密度有关。

一个服务于居民相对集中的社区小公园，其内在价

值不亚于为整个城市提供服务的大型公园。一定程

度的园艺强度通常会定义花园与其他类型的景观。

例如，郑州绿博园的植物调色板总体上相当有限，但

却巧妙利用大面积播种的花园。绿色计划是一个城

市发展必不可缺的关键，成功实施绿色计划需要提

高公众的认识水平和参与程度，需要更透明的成本

效益分析来促进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

３．城市规划编写区域风貌的应用
城市编写规划理论是定义城市规划知识体系的

主体。有８种规划程序理论仍然是当今规划程序的
主要理论：理性全面方法、渐进方法、交互方法、交际

方法、倡导方法、公平方法、激进方法和人文主义或

现象学的方法。所考察城市的区域风貌规划各有特

色：郑州现有７区５市１县，其中中原区有碧沙岗公
园等，二七区有二七广场、德化街等，管城回族区有

商城遗址等，金水区有河南省博物院等，上街区有铝

城公园等，惠济区有黄河风景名胜区等，郑东新区有

河南艺术中心、绿博园等。开封分为６区４县，有以
相国寺为中心的鼓楼区，以龙亭公园、清明上河园和

御街为中心的龙亭区，繁塔所在的禹王台区，朱仙镇

木板年画为特色的祥符区，以金明池和小宋城为主

的开封新区等。洛阳有７区８县１市，以国宝大厦
和世贸中心为主的洛龙区，以牡丹广场酒吧街、美食

街等为特色的涧西区，以经济、文化、金融和商贸中

心为主的西工区，以历史文化风貌为主的老城区，以

少数民族风情文化为特色的鏶河回族区，以休闲娱

乐为主的伊滨区和以工业为主的吉利区等。

４．城市风貌的色彩规划管理
在风貌处理上要遵循色彩构成的求同存异法

则。在对城市建筑色彩进行规划时，要考虑到整体

性，要与各个因素协调发展，要考虑到协调城市基调

的因素，也要考虑到与城市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

景观紧密结合，这样才能够对城市色彩有全面的把

控，使城市各个色彩要素之间实现协调发展。建筑

材料对城市的色彩运用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建筑材

质的运用与城市的气候和湿度等也有着密切的关

系。城市地域文化风貌规划还需要保证城市建设过

程中对色彩进行充分的掌控。城市视觉是城市的

“体形、面孔和气质”，它需要把城市理念、城市精神

等通过标语、口号、图案、色彩等形式展现出来，例如

市徽、市花、市旗、吉祥物、城市别称等，都是形成城

市形象识别的底色。［３］郑州总体上是一个现代化程

度较高的城市，更加需要保存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郑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分布比较集中，位于市中心城

区的商都历史文化区内，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类型丰

富且分布集中，近现代革命建筑二七纪念塔全国闻

名，是历史建筑特征与近现代建筑特征的完美结合。

这种体现历史与现代传承、结合城市风貌色彩的做

法也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不同功能区的色彩

运用上。洛阳市内有多家文物保护单位，有多个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城区、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及近现

代工业遗产区等，这些区域周边建筑的规划应与历

史风貌保持协调一致。市内洛河、鏶河、伊河、涧河

以及邙山、周山、龙门山和香山等自然山体周边的建

筑风貌应与自然界的风貌保持和谐。市内现代化城

区的规划建设不仅要体现现代特征，也要保持与历

史风貌的协调，体现延续性。开封市内文物保护单

位众多，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该市做的也比较规范

到位，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十分显著。近年来，开封通

过郑汴一体化、自贸区建设等措施，城市在“古”闻

名的基础上正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但在新城的规划

建设过程中，古城风貌色彩的延续和传承、变换和过

渡是需要考虑的重点和难点。

四、城市地域文化风貌的管理与监控

城市地域性风貌的管理与监控应关注风貌管理

的主体和对象，以及风貌管理的依据和方法等。

１．城市风貌管理
城市地域文化风貌管理主要是城市色彩管理，

同时，“新媒体传播时就可以补充传统媒体的不足，

新媒体不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传播，且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基本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全方位的信

息，并且不存在时间不够用的情况”［４］。城市地域

文化风貌管理还涉及建筑形制、建筑材料、场地环境

的审核内容和色彩审批的流程，调整类、指定类的色

彩审批结果以及城市风貌规划实施监督等环节。就

公园规划而言，加拿大学者吉尔·格兰特认为，世界

各地成功的公共场所不仅因为设计而且还因为管理

而成功，这不仅仅是割草和捡垃圾，应让社区人员参

与管理，将公园更多地视为户外社区中心，以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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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动，提高生活质量。［５］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

对于衡量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有形和无形收益越

来越重要。非物质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往往被忽视，

但在日益城市化的国家，维护文化生态系统服务是

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将场所感整合到生态系统服

务框架中的挑战之一是它与生态系统的抽象概念无

关，但与感知的景观特征（如山脉或河流）有关。

２．城市风貌监控
城市风貌监控主张对景观都市的资源保护，都

市生活理论上主张景观风貌，而不是建筑，世界上大

多数城市化景观正在扩展到农业用地。随着城市化

的发展，城市化景观规划要关注景观资源的保护和

开发，如农业价值、财产价值、水文价值、景观价值、

娱乐价值、生态价值等。许多人在听到“景观”这个

术语时都会想到植物，混淆了景观在公共领域扮演

的角色，比如公园、花园和街道等景观，还包括多式

联运系统、雨水基础设施，以及开放空间开发、自然

资源管理等。城市景观可以融入４种基本类型：公
园、公民、花园和基础设施。公园主要是通过其功能

而不是外观来识别的，被动和主动娱乐都非常重要。

公民是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城市中的公共活动是

城市灵魂的体现。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都有一

些市民空间，无论是广场、商场还是图书馆等开放空

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花园是以园艺为重点的景观，

包括明显的景观以及一些文化景观，如校园和博物

馆等场地。基础设施是指有助于城市运作的景观，

包括过境走廊和绿色基础设施系统，就像提供生态

系统服务的城市森林和其他自然系统一样。这些景

观类型几乎从不相互排斥。城市的开放空间的价值

非常高，而最成功的城市地区往往是那些兼具多种

功能的城市。

五、结语

本文对城市地域文化风貌进行调研分析，用

“色谱化”“图谱化”的方法，通过“主旋律”的理念

定位城市的地域文化风貌，以我省三个不同特点的

古都郑州、洛阳、开封为对象，阐述历史文化保存区、

自然景观区、现代都市区等不同功能区的城域文化

风貌规划设计的重点方向，提出了城市风貌管理和

监控的色彩管理方法，为新形势下我省节点城市地

域性风貌规划提供参考，以期提升我省在旅游、文

化、教育等领域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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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新时期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呈现出的新变化入手，对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问题进行
了系统分析，并探讨了未来发展趋势，对老龄服务产业升级措施进行具体的分析，为老龄服务产业在

新时期背景下的持续稳定变革发展提供支持和借鉴。

关键词：老龄服务产业；升级；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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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积极发展老龄服务产业是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措施，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报告明确指出要想应对当前我

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现状，就要大力发展老龄服务

事业和服务产业。新时期应该积极发展老龄服务产

业，满足人口老龄化战略发展需求、促进中国经济社

会持续稳定发展。

一、当前中国老龄服务产业呈现出的新变化

（一）老龄服务成为投资新热点

２０１２年后，中国老龄服务产业呈现出蓬勃的
发展态势，并且在老龄化社会背景的驱动下逐渐

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相关部门日渐认识到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龄服务产业的重要性，并提

出应该认识到老龄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资源

配置的作用，并借助市场资源配置的支持有效推

动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从２０１３年后，国家在统
筹分析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针对老龄服务业发展需求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如《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希望能够通过

有效的制度规范，促进我国老龄服务业呈现出新

的发展状态［１］。我国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和国土

资源部门等相继制定了相关措施，希望能够将养

老用地逐步纳入到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为

我国老龄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和保障。而

随着民间资本投入到老龄服务产业中，一些地方

服务机构也积极探索相应的改革措施，甚至部分

境外资本进入到老龄服务市场中，为老龄服务产

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各路资本纷纷涌入老龄服务产业

随着政策扶持力度的逐步加大和市场需求的

进一步拓展，在发展老龄服务产业的过程中各路

资本纷纷涌入到市场中，对老龄服务产业发展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央企业、外资企业等多种资

本参与到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过程中，促使我国

老龄服务机构建设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特别

是随着《养老机构设计许可办法》的制定和出台，

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水平和普及程度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

（三）医疗养护模式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现阶段，对我国老龄服务市场进行分析，发现医

疗、养老和护理是老年人最需要的服务，并且从近几

年老龄服务产业的市场发展情况方面分析，医疗养

护结合型的老龄服务项目发展相对较为迅速，其主

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老龄服务机构中设

置医疗机构、医院直接设置相应的老龄服务部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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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专业的护理机构和老年病医院设置相应的服务体

系。这一现象的存在对老龄服务产业在新时期的发

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我们应该对医疗养护模

式的发展前景进行研究，并探索相应的改进措施，充

分发挥出医疗养护模式的主要作用，全面提高医疗

养护模式的发展水平。

（四）大型老龄服务项目受到重视

对当前我国老龄服务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发

现老龄服务市场上的投资热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并且在老龄服务市场中，大型、高端和综合性较强的

服务项目受到投资部门的重视，如上海的泰康之家

养老社区就在全面把握老龄群体特点的基础上对服

务社区的功能进行适当的划分和调整，将独立生活、

协助生活、记忆障碍和专业护理等作为标准对不同

的居住资源进行系统的划分，为老龄群体提供有针

对性的服务，切实满足老龄群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需求。可见，新时期在发展传统老龄服务产业、

促进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

大型老龄服务项目的重视，并以此为切入点积极探

索相应的措施，进而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发展水平的

全面提高。

（五）小型项目、网络化项目和专业项目开始出

现

顺应当前老龄服务产业的市场化发展需求，一

些小型的、专业性更强的、呈现出连锁化发展态势的

老龄服务机构开始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对老龄服务

产业的专业升级产生了一定的促进性影响。因此，

应该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一些专业的护理疗养院，针

对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提供更为专业、具体的服

务［２］。可见，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服务

意识和服务水平全面提高的社会背景下，小型项目

和专业项目开始受到重视，并且成为新时期发展和

升级老龄服务产业的重要措施。

（六）智能化和信息化项目方兴未艾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发展老龄服

务产业的过程中，远程医疗和电子健康等受到高度

重视，成为产业发展和建设实践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同时，在智能化网络服务平台和信息化服务产品的

支持下，我国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呈现出新

的发展方向。政府部门开始借助智能化平台的构

建，对老龄服务产业资源进行整合，或是构建智慧社

区，将科学技术与老龄服务进行有机结合，促进我国

老龄服务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信息化、

智能化发展态势。

二、老龄服务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

（一）优先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已经转变为战略

选择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的社会背景

下，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也会进一步提高，具有

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相关调查研究显示，预计５年
时间内，我国老龄人口仍然会以年均１００万的速度递
增，并且中国高龄失能人口已经超过３７００万人，空巢
老年人数量突破１亿人，失独老年人数量也逐渐增
多，在一定程度上为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

的发展空间。全面推进老龄服务产业能够带动其他

相关行业、产业的发展，如老龄金融、房地产等等，因

此能够看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老龄服务产业

仍然会保持较为旺盛的发展态势，优先发展老龄服务

产业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老龄服务产业中的养老和健康服务成为

重点

在老龄服务产业中，养老服务和健康服务是最

重要的内容之一，因此在开展老龄服务工作的过程

中我国应该重点强调政府部门要在切实保证满足老

龄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全面推动

改革发展力度，保证社会相关力量能够得到充分调

动，真正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养老服务和健

康服务建设中，促进老龄服务业发展水平得到显著

的提高。

（三）逐步满足中端服务需求成为行业发展主

要态势

近几年，虽然我国老龄服务产业得到了持续稳

定变革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关企业和部门

将发展高端市场作为主要内容，如对老年养护业中

的养老机构和康复护理机构等进行开发，尚未认识

到中端服务市场的重要性，导致老龄服务产业发展

受到极大的限制。而新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

平的日渐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呈现出完善化发展态

势，老年人的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

化，再加上国家对老龄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视并提出

一系列的政策扶持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老龄

服务产业从传统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发展

中端服务也会日渐成为老龄服务业的主要发展方

向，中端服务市场的发展会转变为新时期老龄服务

产业的基本发展态势［３］。

（四）品牌化发展能够对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

作出正确的引领

随着当前我国老龄服务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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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市场竞争加剧问题也随之出现，并且老龄服

务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集团化和连锁化发展态

势，特别是新时期国务院相关部门保持对发展老龄

服务产业的高度重视，在全面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

基础上，结合具体问题对有效促进和升级老龄服务

产业做出进一步部署，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到老龄服

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市场的日

趋完善。在这种市场环境下，老龄服务相关企业只

有借助规模化经营，并且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才能

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实现

稳定发展。从目前我国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情况进

行分析，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老龄服务的集团化、品牌

化发展优势更加明显。

（五）智能化和信息化服务发展成为主要发展

方向

随着信息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高，现代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在老龄服务产业中

开始得到相对广泛的应用，并且这种应用在远程医

疗、健康管理和居家养老方面愈加明显。可以看出，

在未来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表现出明

显的智能化和服务化发展倾向，整体发展水平也会

日渐提高，对老龄服务经济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

响［４］。

三、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当前老龄服务产业的主要发展趋势，新时

期背景下只有积极探索传统老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

级，才能够促进老龄服务产业的稳定发展，创造出更

大的经济效益，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一定的

力量。

（一）对老龄服务业产业和事业的边界进行明

确

对当前我国老龄服务产业的政策导向进行分

析，在全面加强老龄服务产业建设的过程中，政府部

门的兜底作用和市场的协调作用相对较为明显，但

是如果政府全面退出市场，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制

度的支持，要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对利益部门进行改

革创新，进而实现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有效控制。在

全面推进老龄服务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对产业

和事业的边界进行系统的划分，促进市场决定作用

的发挥，突出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并通过一定的措施

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原则，在市场中加

强老龄服务企业的品牌化建设，促进老龄服务产业

市场资源的整合，切实保证新时期老龄服务产业的

整体发展成果。

（二）全面推进照护保险制度建设

在中国老龄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有效需求无法

得到全面供给是影响老龄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特别是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无法得到满足，

并且在健康管理、居家养老、慢性病预防以及文化娱

乐方面的服务能力有所不足。这直接导致市场不平

衡问题出现，对老龄服务产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严

重的不良影响。因此，传统老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

级应该加强对照护保险制度建设工作的重视，为老

龄服务产业在新时期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相应的支

持和保障。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这一工作

的重视，并且采取一定的措施循序渐进地提高老龄

人群体收入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还应该针对具体的

工作实践需求加强对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建设，并

且对服务费用问题加以解决。对国内外先进经验进

行分析，开展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建设能够为养老服

务水平的提高提供相应的保障，并且可以有效促进

老年人购买能力的强化。所以，我国只有借助照护

保险制度的支持，老龄服务产业才能够在新时期背

景下取得新的发展成效，获得广泛认同，为我国老龄

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

（三）出台相对具体的产业扶持政策

在加强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探索的过程中，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在全面把握本国情况和本地区

情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相应的优惠政策，借助老龄

服务政策的支持，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在新时期背景

下的良好发展。同时，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

策的基础上，保证各项政策能够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只有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如医疗制度、老年养护制度

等，才能够促进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进而有效推动

传统老年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四）全力打造老龄服务产业链

老龄服务产业的产业链建设是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举措。首先，加强老龄服务产业的上下游

产业配套和人才配套建设，逐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

条，促进上下游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得到全面增

加［５］。其次，增强资金投入，通过不断提高资金支

持力度，进一步放宽民营老龄服务企业的贷款限制，

适当减缓民营老龄服务机构的资金短缺方面压力，

促进老龄服务业产业集群的构建，促使老龄服务产

业转型升级，以完整的产业链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发

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切实增强产业发展成效。

（五）积极培育多层次的老龄服务产业体系

在老龄服务产业升级过程中，产业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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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要结合当前我国传统老龄服

务产业升级的实际需求，培育多层次的老龄服务产

业体系。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其一，应该尝试对科学

老龄服务产业体系加以构建，并针对老龄服务资源

占有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源整合措施，在产业发

展过程中形成龙头企业带动发展态势，促进服务机

构整体作用的发挥。其二，针对老龄服务市场细分

情况，具体结合不同的细分领域加强小型护理机构

建设，满足当前我国老年人群体个性化服务需求，促

进老龄服务产业升级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六）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重要作用

由于老龄群体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存在一定

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存在一定的

差异。老龄服务产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要想满足市

场的需求，不仅应该结合老龄群体的实际情况对服

务产品进行开发和创新，还应该从服务的公益性角

度争取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只有在统一服务标准

和行业标准的限定下，老龄服务产业才能够逐步实

现规范化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在全面分析

各地区情况和不同老龄人群特点的基础上，结合老

龄人对产品的独特需求，对老龄服务市场的产品创

新进行引导和规范，并借助服务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限定，促进老龄服务产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积

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部门

积极加强行业发展规范建设，促进老龄服务产业的

健康稳定发展。此外，积极促进行业组织市场监管

作用的发挥，有效推动老龄服务产业的有序化发展，

争取在新时期背景下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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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的
特征。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发展可以减少成本压力，提高品牌影响力。生物医药产业是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工业主导产业，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既存在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对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发展背景与现状进行全面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为促进郑

州航空港区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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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医药产业是当今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
前沿成就与突破的集中体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

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主导产业。［１］生物医药产

业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创新性，对人才、资

金、创新平台要求很高。通过产业园区的聚集发展，

可有效缓解生物医药产业所需的高投入，降低其存

在的高风险，有利于在产业园区内部形成一种完善

的技术创新组织机制，并推动区域内生物医药产业

的市场影响力，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

撑。［２］

一、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现状

（一）国外生物产业园区发展现状

近２０年来，在生物产业迅猛发展浪潮的推动
下，世界各国均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战

略产业，通过制定发展规划、网罗优秀人才、大量投

入资金大力扶持生物医药产业，在某些区域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应运而生一批生物

医药产业园区。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生物产业起步较早，是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主要消

费市场和生产研发主体，现已形成多个产业链成熟、

技术水平领先、成果储备充裕、发展势头良好的产业

集群。据 Ｓｔａｔｉｓａ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美国占全球生物
医药市场的份额为４０％，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已
形成波士顿、圣地亚哥、旧金山等九大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目前欧洲占全球生物医药市场的份额为

２０％，逐渐形成了以德国莱因河上游三角地带、法国
巴黎“基因谷”、挪威挪瓦姆生物医学科技园、丹

麦—瑞典生物谷等为代表的多个生物产业集群。日

本积极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建设，形成了神户医

药产业园区、大阪生命科技产业园区、北海道生命科

技产业园区等 １１个以生命科学为重点的产业园
区。［３］此外，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生物医药

也在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建成了印度勒克

瑙生命科技园等多家生物医药产业园。

（二）国内生物产业园区发展现状

１９９７年起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先后批准了国家
级生物产业基地与火炬计划特色生物产业基地共

３５个。至２０１３年，我国共有１７９家省级以上园区
将生物医药规划为主导产业。各生物医药园区依托

自身资源优势，发展各具特色，增速迅猛。北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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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武汉等地的园区由于起步较早、科研实力雄厚、

资金与人才密集等原因已处于领先位置。如上海张

江药谷、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武汉光谷生物城等

已成为研发机构最密集、创新实力最雄厚、创新成果

最突出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我国生物医药园区整

体布局合理，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初步产生，进而成为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与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依

托。至２０１５年，我国正式运营的１０８家生物医药园
区内企业总数占全国医药企业数的３２％，总产值占
全国的２５％，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的人员占全国的
４０％。同时生物医药园区培养出４２家全球医药百
强企业，９９家全国医药百强企业，１５３家生物医药上
市公司。［４］

二、郑州航空港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背景

（一）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聚集现状

“十二五”以来，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

展，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均居全国第５位，利润总
额居全国第 ６位，主要经济指标在中部六省处于领
先位置。２０１５年全省共有４５６家规模以上生物医
药企业，主营销售收入达 １９２０亿元，同比增长
２１．２％，高于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平均水平与全省其
他行业增长速度。目前，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呈现

良好集群发展势头，建成郑州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

和新乡、焦作、驻马店、周口、南阳等５个省级生物产
业基地，规划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３０
个生物医药产业园，各园区生物医药企业总数占全

省的７０％以上。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在血液制品、
疫苗、人体免疫球蛋白，以及中成药、检测诊断试剂、

医疗器械等领域开始呈现优势，保健品、康复医疗设

备、功能食品、特色生态旅游等大健康产业快速发

展。培育形成辅仁药业、华兰生物、太龙药业、宛西

制药、天方药业、安图生物、羚锐制药等龙头企业。

产业园区的建设与龙头企业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河

南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发展。

（二）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１．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生物医药产业是郑州市的七大工业主导产业之

一，近年来保持较快发展的态势。２０１５年全市生物
医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产值１６６．５亿元，
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３３．２％。全市拥有生物医药生产企
业４００余家，规模以上企业５８家，拥有持证药品生
产企业３２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２３５家，兽用药品
生产企业７７家。产业领域涵盖化学制药、生物制
药、现代中药、兽用药品、医疗器械、健康产业等６大
门类，生物医药产业体系已相对完善。其中注射剂

年产量达８０亿支，已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容量注
射剂生产基地；体外诊断系列产品由于起步较早，产

品种类及规模均已位居全国前列；现代中药领域拥

有良好的基础，发展势头强劲；兽用药品、血液制品、

疫苗等领域也具有较强优势。

２．产业聚集逐步优化，企业培育成效显著
郑州市正在积极推进国家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

建设，资金、人才、政策等要素不断向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郑州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加快集聚。“十二五”以来，大力支

持行业领军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中小企业走 “专精

特新”之路，成效显著。安图生物２０１５年完成主营
业务收入６．９亿元，在体外诊断试剂领域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２０１６年８月在上海主板成功上市；太龙
药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２亿元，双黄连口服液、
双金连合剂等产品全国驰名；润弘制药已成为国内

水针剂领军企业，长春西汀（润坦）国内市场占有率

第一；远大生物的人用狂犬病疫苗，遂成药业的独一

味颗粒、健肝灵片，郑州瑞龙制药的乳安片、心脑康

胶囊等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均居前３位。
３．创新平台优势渐显，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多年来，郑州市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创新平台

建设，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建设各种技术研发机构，大

力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技术研发，引导生物医药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目前，全市生物医药领域拥有６家院士
工作站，２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１个国家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１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２８家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１５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８家
省级工程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２０１５年，全市重
点生物医药企业研发３４项新产品，主导或参与５个
产品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订。

４．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是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增速较慢。生物

医药产业仅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１．１１％，在工
业七大主导产业中位居末位，“十二五”期间年均

增速（１１．１％）也远低于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平均增
速（１７．４％）。二是企业规模小，缺少龙头企业，对
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严重不足。全市仅有１家规
模超１０亿元的生物医药企业，１０家规模超亿元的
企业，无一家企业进入全国医药工业百强。三是

研发能力较弱，创新能力不足。生物医药研发平

台及公共服务平台较少，大多数制药企业以仿制

药为主，缺少研发与成果推广投入，企业与郑州市

所驻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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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发展现状

（一）园区基本情况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作为国家批准的第

一个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国家级新区，是中原经济

区建设的核心增长极，生物医药产业园是郑州航空

港重点打造的八大产业园之一，是郑州市“国家高

技术生物产业基地”的核心区。该园区位于航空港

区南部双鹤湖片区，规划总面积８平方公里，现已启
动一期面积２．１平方公里。园区规划以打造全国重
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为目标，积极承接国内外龙

头企业产业转移，重点发展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化

学创新药、高端医疗设备、新型医疗器械等生物医药

产品，积极培育第三方检验服务、医疗诊断、药品冷

链物流等新兴业态。

（二）园区运行情况

郑州航空港区大力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规划

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逐步完善，招商

引资成效显著，现有６７个项目入驻，涵盖化学药物、
诊断试剂、医药流通、医疗器械、疫苗等多个领域。

其中河南中泽新概念生物医药产业园、河南省干细

胞库、河南越人医药物流园、郑州优特免疫体外诊断

试剂项目等１０个项目列入河南省重点项目。兴港
投资有限公司航空港区医药产业园、河南美泰宝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靶向肝癌药物研发、河南质子医学

园区、河南昂睿生物有限公司精准医疗产业园、河南

牧翔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１１
个项目被列为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重点项目，总投资６８亿元。园区建成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１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３个，引进中科
院院士吴养洁、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常俊标、归国

首席科学家杜锦发等２５名知名生物医药权威专家
作为发展智库人员。

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１．巨大的市场推动产业快速增长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生物医药处于大规模产业

化的初始阶段，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并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５］目前我国经

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更加

多变，健康意识逐步增强以及１３亿多的巨大人口基
数与老龄化趋势等多种因素将形成需求合力，推动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近十年来，年均增

长率达到 ２５％以上，预计到２０５０年，中国将成为全

球第一大生物医药市场。［６］河南是拥有１亿多数量
的人口大省，郑州市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以郑州

为中心辐射半径５００公里的经济圈人口数量达３．６
亿。巨大的人口红利代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

郑州航空港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２．优良的政策释放产业发展潜力
政策环境是推动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国

家《医药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关于促进医药产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为生物

医药产业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河南行动纲要》及《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实施方案》都将生物医药列为重点发展领

域。郑州市被列为第四批生物产业国家高技术基

地，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工业七大主导产业之一。

最近出台的《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积极打造 “一基地两园区多布点”发

展格局，加快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家

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 （核心区）。这些政策将为郑

州航空港区生物医药产业释放巨大的发展能量。

３．突出的区位优势助推产业快速发展
郑州地处中部核心区域，已被国家明确为国际

性综合交通枢纽，陆路交通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米

字型高速客运铁路网建成后，以郑州为核心的３小
时经济圈将覆盖全国经济总量的２／５。郑州航空港
区作为第一个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国家级新区，是

集航空、高铁、城际铁路、地铁、高速公路于一体，可

实现“铁、公、机”无缝衔接的综合枢纽。港区积极

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大力发展航空偏好型高端制

造业。生物医药产品具有附加值高、重量轻、体积小

等特点，非常适合航空运输，属于航空偏好型产业。

突出的区位优势为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生物医药产

品提供优越的载体与便捷的交通。

（二）面临的挑战

１．更加严格的行业监管
近年来，国际生物医药的行业监管日趋严格，欧

盟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起，对所有输欧的西药制剂及
其原料药实施欧盟ＧＭ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同等的
标准，并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核查出口企业。国内新

版ＧＭＰ（２０１０年修订）对生产过程要求更严格的动态
管理，涵盖从原材料采买开始的所有生产环节，并且

延伸到药品出厂后的后续追踪。国内外严格的行业

监管使行业门槛和质量标准不断提高，对郑州航空港

区这样起步较晚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带来巨大冲击。

２．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加速生物医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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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积极抢占生物医药产业制高点。国内各省

市也在纷纷抢占生物医药产业资源，北京、上海、江

苏、山东等发达省市凭借自身的地域和政策优势已

经走在全国前列，并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出台各种激

励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同时，国内外医药巨头资源整合与兼并重组步伐加

快，其完善的产业链和强势品牌效应集聚呈现，生物

医药产业市场竞争已从产品、销售网络等延伸到文

化、品牌、标准、技术、产业链等的综合性竞争。中部

地区生物医药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研发、生产以及

营销投入不足，缺乏市场策略，渠道网络狭窄，竞争

手段落后，在市场竞争中将面临更大的冲击。

３．薄弱的技术创新
国内外生物医药龙头企业都在加大技术创新投

入，竞相抢挖人才，不断运用各种创新产品、技术、工

艺努力抢占制高点。我国生物医药产品大多依靠国

外进口，缺乏自主产品。郑州市生物医药企业产品

同质化严重，研发投入不足，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相对

较弱。郑州市的生物、医药类高校与科研院所较少，

郑州航空港区尚无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进驻，缺乏

产业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在人才引进、创

新平台建设以及技术开发方面与上海、北京、江苏、

浙江等发达省市相比明显落后，竞争力薄弱。

五、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发展建议

（一）精准定位发展方向，科学规划产业布局

在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做好

园区的发展定位和功能规划。为此需要建立一支既

了解国际市场又熟知省情市情，既懂得专业技能又

具有广博知识的高层次多门类技术专家队伍，加强

科学论证，避免盲目决策。要有从全球经济结构调

整、产业转移、技术升级的高度，依托自身优势，瞄准

市场格局中的“真空地带”重点开发建设，寻求产业

的差异化发展，着力捕捉合作共赢的新商机。要发

挥郑州航空港区已经形成的航空物流、电子信息产

业优势与保税区、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在生物医药物

流、血液制品、疫苗、检测诊断试剂、精密医疗器械和

保健品等方面率先突破，与全国其他产业园区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

（二）加快产业集聚，优化发展环境

围绕“集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大项目支撑”

的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大力承接产业转

移，完善生物医药产业链条，强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与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加快郑州航空港区生物

医药产业集聚。结合郑州航空港区发展战略，研究

制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项政策，依托国家高技术

生物产业基地，在郑州航空港区推动“部省市区”四

级联动共建机制。对园区重点项目，有关部门要在

立项审批、资金支持、土地审批、产品备案、ＧＭＰ认
证、仿制药质量提升、药品采购、环评等方面开辟 “绿

色通道”。加强生物医药行业准入监管与知识产权保

护，强化市场监管与经营环境净化力度，促进园区生

物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加强政策扶持，构

建和完善有利于生物医药资源向优势企业聚集的机

制。

（三）加强平台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技术中

心，协调各部门资源，以新的体制建设协同创新平台

与创新服务平台。以骨干企业为主体，加强产学研

联合，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企业技术中

心、海外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产业技术研

究院、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实习就业

基地等技术创新平台。积极推动河南省 （郑州）口

岸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中心和郑州药品进口

口岸建设，为食品、药品、医疗器械进出口提供快捷

服务通道。推动成立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发挥其在

交流协作、信息咨询、教育培训、政策制订等方面的

作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升级。

（四）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依托设立专项生物医药科研基金，吸引生物医

药领域海外优秀的华人科学家与留学生回国创业，

进一步完善引进领军人才和创新科研团队政策待

遇，着力构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队伍保障体系。不

断深化“校企政”合作，推动建立创新人才向生物医

药企业流动机制，完善人才考评与激励机制，激发科

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和活力，推进生物医药类专业人

才培养。利用我省一些高校寻求发展空间的机会，

引导生物、医药类院校或研究机构落户港区，以此搭

建学术科技平台以带动产业发展，同时为港区培养

企业急需的专业人才。

（五）抓好重大项目，培育龙头企业

利用好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对接国药集团、上

海医药集团、华东药业等国内医药工业百强企业，促

进重大项目引进。紧追国际生物医药发展前沿，紧

盯强生、诺华、辉瑞、罗氏等国际产业巨头，大力推动

和支持海外招商，着力吸引科技型领军人才和高水

平创新创业团队落户园区创业。积极培育扶持重点

企业，针对检测诊断试剂、精密医疗器械、血液制品、

保健品以及生物医药物流等细分领域，分别培育

１—２户龙头企业，打造年销售额超１０亿元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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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企业５家。引导医药和化工、医疗器械和装备、
生产和流通企业的强强联合，扩展企业规模与产业

链条，增强企业实力与竞争力，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龙头企业，以此

带动产业集群发展。

（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鼓励风险投资介入

加大财政资金对规划实施的支持力度，认真贯

彻落实 《郑州市建设中国制造强市若干政策》（郑

政〔２０１６〕２９号）等各项惠企政策，努力缓解和消除
制约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一方面积极争取中国制

造强市产业、主导产业等专项奖补资金。另一方面

引导支持企业积极申报国家产业振兴与技术改造专

项、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

金、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生

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因

此应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该行业以加速行业发展。通

过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期投入，引导风险投资

机构资金介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投资信心，降

低投资风险。同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

作用，最大程度吸引社会各方面资金的投入，形成企

业为主体、政府为引导、社会共同参与的投入新模

式，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七）积极培育新兴业态，促进绿色集约发展

以“大健康”需求为导向，大力推动中药、医疗

器械、保健饮品、日化等向“大健康”产业领域延伸。

培育催生移动医疗、远程医疗、在线医疗、第三方影

像诊断等新兴业态。以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

试点项目为基础，积极争取阿里、百度等互联网领军

企业来郑布局，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与生物医药产业

的融合创新。大力推行绿色集约生产，鼓励引导企业

开展清洁生产。以创建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为目标，

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生产控制、装备智能化、环保监

测等环节中的应用，提高园区环境承载力与两化融合

度，积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绿色、集约发展。

（八）推动“产城融合”模式，营造特色软环境

“产城融合”是相对于“产城分离”提出的一种

发展新思路，它强调以产业为引领，以城市为载体，

以人为根本，“产—城—人”三位一体，充分提高土

地利用率，破解当前产业园区面临的发展难题，推进

园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产业全面转型升

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开发建

设应推行“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规划产业、建筑、

环境、交通时要充分考虑当地资源、文化、历史特色。

同时，产业园区的绿化、水系配套及文化软环境的配

套规划尽可能体现中国医学文化与当地风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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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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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土地权益保护。

摘　要：对山东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整体性和阶段性实证分析，结果发现：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波动影响最大，其次为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影响较

小。在不同阶段，对粮食总产量产生影响的三大物质投入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粮食种植面

积在各个阶段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均为最大，但化肥施用总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在不同阶段对粮食

总产量的影响所发挥的作用则有不同。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持续大量投入使粮食总
产量大幅度增加；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化肥的施用量逐年大幅增加促进粮食总产量持续增加；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肥施用总量对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均有较大贡献。

关键词：粮食总产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山东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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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国粮食生产波动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
研究。尹成杰［１］认为，粮食生产波动分为一般性波

动和超常性波动，应当客观认识并以平常心对待一

般性波动，但要尽量避免超常性波动。陈佑启［２］、

辛良杰等［３］从粮食播种面积变化方面对粮食波动

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除自然因素的影响外，耕地面

积和复种指数是影响粮食产量变化的重要因素。还

有学者从劳动力数量、农民受教育程度、农业机械总

动力等方面对粮食波动进行了分析。郭燕枝［４］通

过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认

为，在不同阶段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产生影响的主

导因素是不同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既涉及耕地、水资源等基础要素，也涉

及资本、技术、生产者经营行为和扶持政策等保障要

素。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建立有利于提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长效机制。熊伟［５］采用模型模

拟的方法，基于社会发展规划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

情景与区域气候模型、水资源模型和作物模型相连

接，综合评估和分析未来我国农业水资源、土地利

用、气候变化等要素对粮食生产状况的影响。从核

心文献的梳理来看，目前对山东省粮食生产的波动

周期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基于此，

本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山东省粮食生产的波动周

期，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山东省粮食生产

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山东省粮食产量

持续稳定提高的对策建议。

一、粮食生产投入模型的建立

（一）粮食生产的计量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用于分析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模型主要有四

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Ｃ－Ｄ生产函数）、超
越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斯皮尔曼生产函

数［６］。本文拟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基

本形式如下：

Ｙ＝ＡＫαＬβ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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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式中Ｙ为产出，Ｋ代表投入资本，Ｌ表示投
入劳动，Ａ为生产效率系数，α、β分别表示资本与劳
动的产出弹性。由于对数据取自然对数不仅可以有

效减小或消除异方差，而且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因

此本文采用扩展的Ｃ－Ｄ生产函数对数形式。
粮食产量波动是一系列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结

果，实践表明，粮食产量与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

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三大物质要素的投入最为密

切关联［７］。因此，建立如下基本理论模型：

Ｑ＝ＡＭαＨβＤχ （２）
（２）式中，Ｑ表示粮食总产量，Ｍ表示粮食种植

面积，Ｈ表示化肥施用总量，Ｄ表示农业机械总动
力。对以上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其形式分为 ＬｎＱ、
ＬｎＭ、ＬｎＨ、ＬｎＤ，η为随机误差项。因此得到本文的
基本计量模型为：

ＬｎＱ＝Ａ＋αＬｎＭ＋βＬｎＨ＋χＬｎＤ＋η （３）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１９８８—
２０１３）《新中国 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山东统计年
鉴》（１９７９—２０１３）。数据均为处理后的标准化数
据。具体数据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及各影响因素的统计数据

年份

粮食

总产量

（万吨）

粮食种植

面积

（万公顷）

化肥施用

总量

（万吨）

农业机械

总动力

（十万千瓦）

年份

粮食

总产量

（万吨）

粮食种植

面积

（万公顷）

化肥施用

总量

（万吨）

农业机械

总动力

（十万千瓦）

１９７８ ２２８８ ８８０．８ ６３．８９ ８８．９６ １９９６ ４３３３ ８２３．７ ２８０．１５ ３２３．３６
１９７９ ２４７２ ８７３．５ ９３．７ １０１．９５ １９９７ ３８５２ ８０８．３ ２８４．５９ ３５０．５８
１９８０ ２３８４ ８４７．５ １０８．５４ １０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４２６５ ８１３．３ ２９６．８３ ３８１．７７
１９８１ ２３１２．５ ８１５ １１４．５ １１９．５ １９９９ ４２６９ ８０９．９ ３０２．２３ ４３９．４４
１９８２ ２３７５ ７６８．５ １２２．１３ １２４．７４ ２０００ ３８３８ ７７７．２ ２８５．２４ ４７３．５１
１９８３ ２７００ ７７９．５ １３４．３７ １４１．８９ ２００１ ３７２１ ７１５．３ ２７２．１６ ４８８．２６
１９８４ ３０４０ ７８３．３ １３７．８ １５３．２９ ２００２ ３２９３ ６９１．２ ２７１．５ ５００．４１
１９８５ ３１３７．７ ７９８．４ １３６．５１ １６９．１２ ２００３ ３４３６ ６４１．５ ２５４．９９ ４９１．３４
１９８６ ３２５０ ８４４．８ １４４．５１ １９４．１９ ２００４ ３５１６．７ ６３１．３９ ２６４．２５ ５１２．７９
１９８７ ３３９４ ８２１．５ １４７．９６ ２０６．４ ２００５ ３９１７．４ ６７１．１７ ２９２．３２ ５７５．１
１９８８ ３２２５ ８０９．４ １５３．０５ ２１８．６６ ２００６ ４０９３ ６９９．９１ ３２４．５８ ６３３．２１
１９８９ ３２５０ ８０５．８ １６９．７６ ２３６．０２ ２００７ ４１４８．８ ６９３．６５ ３２９．５６ ６５３．３１
１９９０ ３５７０ ８１５．２ １８３．８９ ２４１．２７ ２００８ ４２６０．５ ６９５．５６ ３０７．７８ ６６８．８１
１９９１ ３９１７ ８０８．８ １９９．６８ ２４３．０５ ２００９ ４３１６．３ ７０３．０１ ３０８．４４ ７２２．７２
１９９２ ３５８９ ７９１．９ ２０５．９９ ２４６．６ ２０１０ ４３３５．７ ７０８．４８ ３１１．２７ ７６１．５８
１９９３ ４１００ ８２１．３ ２７１．４ ２６８．９４ ２０１１ ４４２６．３ ７１４．５８ ３１１．４７ ７９５．６６
１９９４ ４０９１ ８０１．４ ２４０．６６ ２７６．７９ ２０１２ ４５１１．４ ７２０．２３ ３１３．９２ ８２３．１５
１９９５ ４２４５ ８１３．２ ２７１．８７ ３０１．４

　　（三）变量平稳性检验
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只有平稳或具有协整关

系的时间序列数据才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否则

易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应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广泛采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

验，大部分经济时间序列非平稳的原因是包含单位

根，因此可以通过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来检验时间

序列过程的稳定性，检验单位根最常用的方法是扩

展的迪基—富勒检验（ＡＤＦ）［８］。下面通过计量软
件Ｅｖｉｅｗｓ采用ＡＤＦ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２。

表２　ＡＤＦ检验结果

变量ＡＤＦ 检验值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临界值 检验形式（Ｃ，Ｔ，Ｋ） 结论
ＬｎＱ －６．５８３９３ －４．２８４５８ １％ ｌｅｖｅｌ 平稳

ＬｎＭ －７．４２１０５ －４．２７３２８ １％ ｌｅｖｅｌ 平稳

ＬｎＨ －１０．５７９４ －４．２７３２８ １％ ｌｅｖｅｌ 平稳

ＬｎＤ －７．４４１１５ －４．２７３２８ １％ ｌｅｖｅｌ 平稳

　　注：化肥施用总量按折纯法计算，检验类型中字母含义：Ｃ常数
项、Ｔ趋势项和Ｋ滞后阶数。

二、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整体性估计

由上述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ＬｎＱ、ＬｎＭ、
ＬｎＨ、ＬｎＤ分别在１％、１％、１％、１％显著水平拒绝原
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即数列具有平稳性，可以直接

进行回归。通过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最小
二乘法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３。
表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山东省粮食总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解释变量）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系数）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标准误差）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ｔ统计量）

Ｐｒｏｂ．

（Ｐ值）

ＬｎＭ １．０７ ０．２０ ５．２６ ０．００
ＬｎＨ ０．３１ ０．０７ ４．２８ ０．００
ＬｎＤ ０．１８ ０．０６ ３．１５ ０．００
Ｃ －１．７０ １．４３ －１．１９ ０．２４
Ｒ２ ０．９２

Ｒ２ ０．９１

　　估计的回归方程为：
ＬｎＱ＝－１．７０＋１．０７ＬｎＭ＋０．３１ＬｎＨ＋０．１８ＬｎＤ（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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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０．９２，Ｒ２＝０．９１，Ｆ＝１１５．６１７８，ＤＷ＝０．９７
结果表明，可决系数Ｒ２＝０．９２，Ｆ值为１１５．６１７８，远

远大于临界值，方程整体拟合较好，各变量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从方程（１）可以看出，粮食种植面积、化
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的系数均为正，说明粮

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粮食

总产量呈正相关关系。由统计分析结果可知，粮食

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总

产量增加的贡献达到了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由
以上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即播种面积对粮食

总产量具有重要影响，前者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后者
就会增加１．０７个百分点；化肥的使用对粮食总产量
具有较大的贡献，化肥施用总量每增加１个百分点，
粮食总产量将会增加０．３１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
力也会影响粮食总产量，前者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后
者就提高０．１８个百分点。这表明，在上述三个因素
中对粮食总产量波动的影响：粮食种植面积最大，化

肥施用总量次之，农业机械总动力最小。

（二）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分阶段估计

由于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即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粮食
总产量，其时间跨度长达３５年，在此期间粮食产量
波动较大，因此，在不同阶段，三大主要影响因素的

作用有所不同。

根据山东省粮食产量增减的波动（图１），可将
山东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这３５年的粮食生产历史分成
三个阶段：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变动（单位：万吨）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７年山东省粮食
总产量达３３９４万吨，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粮食产
量高峰。这一阶段粮食产量增加速度快，增产幅度

大，是山东省粮食生产快速增长期。

第二阶段：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１９８７年以后，山东
省粮食总产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虽然在１９９６
年粮食产量到达了新的历史高点，但到２００２年粮食
产量又退回到８０年代中后期的水平。①这一阶段视

为山东省粮食生产增长徘徊期。

第三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这一阶段山东省粮
食持续十年增产，２０１２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是山
东省粮食生产持续增长期。

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
估计

通过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估计结果见
表４。

表４　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解释变量）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系数）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标准误差）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ｔ统计量）

Ｐｒｏｂ．

（Ｐ值）

ＬｎＭ ０．３１ ０．５８ ０．５３ ０．０２

ＬｎＨ ０．１７ ０．２１ ０．８２ ０．０５

ＬｎＤ ０．６８ ０．１６ ４．２８ ０．０１

Ｃ ３．３０ ４．２５ ０．７８ ０．４７

Ｒ２ ０．９２

Ｒ２ ０．８７

　　估计的回归方程为：
ＬｎＱ＝０．３１ＬｎＭ＋０．１７ＬｎＨ＋０．６８ＬｎＤ＋３．３０ （５）

Ｒ２＝０．９２，Ｒ２＝０．８７，Ｆ＝２１．９６，ＤＷ＝１．３８
结果显示，可决系数 Ｒ２＝０．９２，Ｆ值远大于临

界值，方程整体拟合较好，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

验。由统计分析结果可知，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

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总产量增加的贡献达

到了显著水平（Ｐ＜０．０５）。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这一阶段，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

最大，农业机械总动力每增加１个百分点，粮食总产
量增加０．６８个百分点；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总产量
具有较大的贡献，种植面积每增加１个百分点，粮食
总产量增加０．３１个百分点；化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最小，化肥施用总量每增加１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
增加０．１７个百分点。

通过表１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粮食种植面积呈
小幅减少的趋势，而化肥的使用总量和农业机械总

动力大幅增加。化肥和农业机械动力的持续大量投

入使粮食单产提高，进而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

加。②

２．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
估计

通过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估计结果见
表５。

估计结果显示，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好，但

ＬｎＤ未能通过ｔ检验，剔除变量 ＬｎＤ后再进行回归
分析，最终估计结果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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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解释变量）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系数）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标准误差）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ｔ统计量）

Ｐｒｏｂ．

（Ｐ值）

ＬｎＭ ０．９２ ０．３８ ２．４０ ０．０３
ＬｎＨ ０．４６ ０．１０ ４．４４ ０．００
ＬｎＤ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９４ ０．３７
Ｃ ０．２１ ２．７０ ０．０８ ０．９４
Ｒ２ ０．８６

Ｒ２ ０．８３
Ｆ ２４．６７

表６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最终估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解释变量）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系数）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标准误差）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ｔ统计量）

Ｐｒｏｂ．

（Ｐ值）

ＬｎＭ １．２０ ０．２３ ５．２５ ０．００
ＬｎＨ ０．３７ ０．０５ ７．９３ ０．００
Ｃ －１．８２ １．６２ －１．１２ ０．２８
Ｒ２ ０．８５

Ｒ２ ０．８３
Ｆ ３６．９０

　　估计的回归方程为：
ＬｎＱ＝－１．８２＋１．２０ＬｎＭ＋０．３７ＬｎＨ （６）

Ｒ２＝０．８５，Ｒ２＝０．８３，Ｆ＝３６．９０，ＤＷ＝２．２１
估计结果显示，可决系数 Ｒ２＝０．８５，Ｆ值大于

临界值，方程整体拟合较好，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

验。通过该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这一阶段，粮

食种植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最大，面积每增加

１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会增加１．２０个百分点；化
肥施用总量每增加１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会增加
０．３７个百分点。

通过表１的数据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在这一阶
段的前十年粮食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８００万公顷左
右，而化肥的施用量逐年大幅增加。因此，１９８８—
１９９９年的粮食总产量整体上持续增长。而在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三年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跌导致粮食种植
面积的迅速减少，虽然化肥的施用总量依旧逐年增

加，但不能抵消粮食种植面积的迅速减少所带来的

损失，最终使粮食总产量减少。

３．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山东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模
型估计与计量分析

通过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估计结果见
表７。

输出方程得：

ＬｎＱ＝７．３３＋０．８２ＬｎＭ＋０．５０ＬｎＨ＋０．５４ＬｎＤ （７）

Ｒ２＝０．９８，Ｒ２＝０．９６，Ｆ＝９２．１４，ＤＷ＝２．７
估计结果显示，可决系数 Ｒ２＝０．９８，Ｆ值远远

大于临界值，方程整体拟合较好，粮食种植面积、化

肥、农业机械动力对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均达到了

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得到的结论是：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最大，粮食种植

面积每增加１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就会增加０．８２
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重新成为粮食总产量的

重要影响因素，农业机械总动力每增加１个百分点，
粮食总产量将会增加０．５４个百分点；化肥施用总量
对粮食总产量具有较大的贡献，化肥施用总量每增

加１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将会增加０．５０个百分
点。

表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解释变量）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系数）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标准误差）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ｔ统计量）

Ｐｒｏｂ．

（Ｐ值）

ＬｎＭ ０．８２ ０．３１ －２．６３ ０．０３
ＬｎＨ ０．５０ ０．１４ ３．５１ ０．０１
ＬｎＤ ０．５４ ０．０７ ７．７０ ０．００
Ｃ ７．３３ １．５３ ４．８１ ０．００
Ｒ２ ０．９８

Ｒ２ ０．９６

　　三、结论与提高粮食产量的对策建议
本文以山东省为例，对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年共３５个生产年份中，山东省粮食总产量波
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就其影响力而言，粮食种植面积

最大，化肥施用总量次之，农业机械总动力最小。第

二，在不同阶段，对粮食总产量产生影响的三大因素

（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

发挥的作用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各个阶段，粮食

种植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均为最大，但化肥施

用总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发挥的作用在不同阶段则

有所不同。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持续
大量投入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１９８８—２００２
年，化肥的施用量逐年大幅增加促进粮食总产量持

续增加；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肥施用
总量对粮食总产量增加均有较大贡献。实证结果表

明，粮食生产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且表现出不同

的阶段性特征，因而针对各种影响因素应进行“对

症下药”。由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在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中，粮食种植面积的影

响作用最大。因此，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是保证粮食

安全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城乡土地利用

规划，严格控制各类非农建设用地，在工业化、城镇

化建设过程中，尽量少占、少用耕地，确保十八亿亩

耕地红线。同时，应调整、优化耕地利用结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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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另一方面要保护地力，

持续改造中低产田，保证土地的可持续使用，并且要

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继续重视和加强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在国家实施的粮食高产创建项

目中，加强农业机械与农艺结合，进一步强化标准化

农业节水节肥高产示范区规范化农田建设，带动中

低产田实现高产高效，保证粮食旱涝保收，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

（二）进一步提高化肥施用效率

在大部分时期，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呈正相

关关系，说明通过施用化肥提高粮食产量是必要的

农业生产手段。但是在最近一个时期，化肥的施用

总量控制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并没有大幅增加或减

少，说明化肥投入后的边际产量逐步减小并有可能

已经接近于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控制化肥施

用总量，提高化肥施用效率成为目前和今后农业生

产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建议在以后的粮食生产

过程中，继续控制化肥施用总量，优化化肥品种，改

进化肥施用技术，做到因地制宜，配方施肥，科学施

肥，提高化肥利用率。

（三）加大适用性农业机械的研制与推广

通过分析发现，只有在 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这一时
期，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产量的贡献达到显著性

水平，其他时期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对粮食增产

的作用并不是很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农业机械

研发过程中，并没有与农业生产做到完全对接；另

外，使用农业机械的主要目的是替代人力，所以对于

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度并不十分明显。因此，要进

一步增加农业机械方面的研发投入，加快研制和推

广符合农艺要求且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

率的新型农业机械。

注释：

①２００２年山东省的粮食总产量比１９８７年低１０１万吨。
②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提高了农民生
产积极性，粮食生产更加注重精耕细作，提高了粮食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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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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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传统音乐对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对旅游开发中传统音乐的内涵进行了
介绍，结合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目的在于更好地对传统音乐进行旅

游开发，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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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传统音乐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传统音乐中
包含的历史信息以及音律等，更是岁月变迁的重要

见证。在加大保护基础上，积极将传统音乐与旅游

开发相结合，既能够充分利用传统音乐的价值，提高

传统音乐的影响力，加大传统音乐传承力度，还能够

促进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１］。

一、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性

当前很多传统音乐的传播流行，带动这座城市

被人熟知，从而吸引很多爱好传统音乐的旅游者去

当地进行游览观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郑绪岚的音
乐《太阳岛上》，将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的太阳岛传

唱到大江南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座美丽的城

市，太阳岛也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一首《太阳

岛上》为哈尔滨旅游发展提供了恰当的契机，当人

们进入到太阳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钢琴

雕塑，人们看到钢琴雕塑的一刻，就会想起歌曲，

情不自禁地哼起歌曲，“猎手们，忘不了心爱的猎

枪……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幸福的生活靠劳动

创造，幸福的花靠汗水浇，朋友们献出你智慧的力

量，明天会更好”。传统音乐文化蕴含丰富的内

涵，能够激起人们对音乐的热情，吸引着人们的关

注［２］。

传统音乐中，一些歌曲直接以地点命名。《青

藏高原》这首歌曲：“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

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

以忘怀的眷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

座座山川相连，呀拉索，那可是青藏高原？”从歌词

中就能够感受到青藏高原的雄伟，使人全身心地融

入其中，被青藏高原的风貌所震撼。作曲者非常巧

妙精准地将对青藏高原的情感阐述出来，利用高亢

嘹亮的歌曲风格，歌颂青藏高原，让人们对青藏高原

的真貌充满好奇，非常想去看一看青藏高原的真容。

二、传统音乐在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

于传统音乐文化越来越感兴趣［３］。传统音乐文化

的开发，为旅游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遇，但是

也出现很多问题，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导致传统音乐

旅游开发逐渐偏离正轨。

（一）不尊重历史事实

传统音乐中包含很多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

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开发期间必须加以保护。

但是个别旅游景区，传统音乐旅游开发期间，不认真

对待历史，过度对旅游价值进行挖掘，误导人们对历

史的认识，这严重扭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是对

传统文化极不尊重的表现。一些具有浓厚历史色彩

的旅游地点，为了增加旅游地的影响力度，过度宣传

其中的历史文化，将一些不够清晰明了的历史音乐

添油加醋，误导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传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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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中的重要组成，但是一些旅游

景点将借鉴西方音乐形态的音乐归类到我国的传统

音乐中，并且在地区旅游上大肆渲染。比如很多地

方性的学堂乐歌，被地方旅游十分重视，但是其中很

多元素都借鉴了西方音乐，所以误导了人们的正确

认识。［４］

（二）过度开发

过度对传统音乐进行开发，开发目的不明确，造

成文化资源浪费，降低了传统文化应用价值，为旅游

产业带来不良影响。盲目开发传统音乐的现象屡见

不鲜，逐渐降低了其中隐藏的艺术价值，将传统音乐

艺术转变为经济化形式，失去了本身的文化价值。

一些旅游公司，以欣赏传统音乐艺术为由，将游客引

到高消费地区，半强迫性地要求游客欣赏音乐或者

购买相关纪念品等，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很多负

面影响。

（三）资金不足

传统音乐旅游开发资金不充足，开发力度达不

到理想状态，导致开发效果不好。很多旅游景区，资

金方面并不是非常充足，对于品牌性的传统音乐文

化开发来讲，基本都处于低层次、低水平的状态，这

样不仅不能提升传统音乐旅游品牌影响力，还会因

为资金短缺无疾而终，既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也

会影响旅游产业的正常发展。［５］

三、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的优化策略

（一）坚持以民族精神为传统音乐文化开发导

向

传统音乐文化，是传统文化与传统精神的高度

结合，作为文化传播载体，传统音乐文化中隐藏着民

族精神［６］。比如说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其中隐藏

着蒙古族的民族精神。蒙古族音乐历程多变，尤其

是民间音乐，从最开始的狩猎文化，历经长时间的转

变形成草原文化，这其中不仅包含着民族生活的变

迁，也是见证历史发展、民族精神进步的重要基础。

比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孤独的白骆羔》两首

传统音乐，将蒙古族文化的历史发展情况清晰地展

现出来，同时利用激昂的音乐、歌词凸显出蒙古族顽

强不屈、勇敢无畏的精神。传统音乐文化能够对历

史发展进行讲述，结合这种方式对旅游行业发展进

行推动，让游客能够在增添旅途快乐基础上创造适

当的文化氛围，帮助其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体会到其

中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同时达到提高中华民族凝

聚力与向心力的目的。很多带有民族精神的歌曲都

受到群众的喜爱，《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响彻我

国大江南北，其中的精神更是鼓舞着中华儿女冒着

敌人的炮火勇敢向前。从精神作用上来讲，这首歌

曲就是精神原子弹，一直鼓舞着中华人民坚持不懈

地去战斗。亦或是《歌唱祖国》，将人民对祖国的热

爱以歌曲的形式来表达，真挚热烈。所以开发传统

音乐文化期间，一定要尊重民族精神，保护传统音乐

文化中的精髓，全方面推动旅游产业，达到传播传统

文化的目的。

（二）清楚认识到网络传播的重要性

信息化时代，网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于

网络产生强烈的依赖性，网络音乐文化逐渐形成，其

传播速度更快，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交互性、反

复性以及自由性特点［７］。不断加强对传统音乐文

化开发力度，积极渗透网络传播，帮助人们更全面地

了解传统音乐文化创作的背景，同时能够对旅游地

点旅游资讯进行了解。将传统音乐文化制作成视频

形式，对区域文化进行宣传。不断在地区宣传的自

然风光、饮食文化中渲染传统音乐文化，积极对旅游

地点的服饰文化、风俗人情等进行直观传播，这样就

能够提升区域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引导人们在理

解传统音乐文化基础上，对区域文化也进行了解，对

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帮助旅游产业更加

健康地强大起来，丰富旅游产业的发展内涵［８］。

比如，大理的山歌非常出名，其中《送郎调》利

用简单的词汇将赶马哥上路时小两口辞别的动人情

境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同时搭配曲调，唱出了情侣

之间依依不舍之情，当地的《送郎调》流传版本达到

五六种之多。还有脍炙人口的《绣荷包》《月亮出来

亮汪汪》等，旋律十分优美，委婉缠绵。将这些传统

音乐文化开发，搭配着大理的风景，制作成小视频，

让人们欣赏歌曲期间，就能够观赏到大理的秀丽山

河。可以制作专门的网站，加大网站宣传力度，让更

多的人到网站中欣赏传统音乐，同时了解大理。

（三）建立传统音乐文化旅游开发保护制度

传统音乐文化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开发期间，一定要建立完善

的保护体系。传统音乐旅游开发期间，需要提升传

统音乐文化保护意识，一定要掌握好尺度，合理利用

传统音乐文化。保证开发具有规划性、针对性以及

目的性，一定要张弛有度，有完善、全面的法律规章

制度。对于篡改历史或者杜撰历史的现象必须严

惩，一定要在尊重历史发展基础上对传统音乐文化

进行开发利用，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９］。

（四）树立传统音乐文化精品意识

通过传统音乐进行文化旅游开发，要树立传统

音乐文化品牌意识，加强对品牌的保护，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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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传统音乐文化有选择地开发利用。传统音乐

文化开发期间，需要秉持尊重精品意识的原则，积极

对传统音乐文化精髓进行挖掘。对音乐表达的细腻

功夫进行探索，对音乐进行高度提炼，利用传统音乐

文化的感召力，对旅游地点进行开发推送，积极树立

健康优秀的旅游品牌，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１０］。浙

江西湖旅游开发期间，对《千年等一回》《渡情》等音

乐进行传播，不断挖掘其中隐藏的音乐魅力。苏州

地区传统文化丰富，传统音乐类型多样，很多旅游地

点都会囊括一些昆曲、昆剧、苏州评弹等。传统音乐

文化自身包含让人探索的价值，将传统音乐文化进

行大力传播与挖掘，既能够丰富游客历史文化知识，

还能够提高旅游地点的吸引力。传统音乐文化中内

涵的挖掘，帮助旅游产业提高开发质量，在加强旅游

地对人们的吸引力基础上，还可以树立特色的旅游

文化品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传统音乐积极进行旅游开发，利

用传统音乐文化，帮助旅游产业开拓发展渠道，为旅

游产业提高竞争力，更多地吸引游客的关注。传统

音乐在帮助游客舒缓心情基础上，引导游客观赏大

自然的美景，同时还可以对我国历史文化进行了解

与学习，间接传播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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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层股权结构是一种非常规股权结构，一方面，它满足了“异质化”股东的多元偏好，有
利于防止恶意收购，创新公司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它又背离了股份平等和“一股一票”原则，造成公

司监督机制“失灵”。在讨论我国允许双层股权结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上，美国和加拿大双层

股权结构的发展历史及监管经验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我国可以在创业板中试行双层股权结

构，并采取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限制双层股权结构的实现方式、实现程序和并购条件，平衡不同

表决权股东间的利益，实现融资与投资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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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层股权结构，是相对于单一股权结构而言的
一种非常规股权结构。在单一股权结构下，公司发

行的是具有同等表决权的普通股，所有股东均按照

“一股一票”原则行使表决权。在双层股权结构下，

公司向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是“一股一票”的Ａ类股，
而向公司创始人发行的是具有超级表决权的 Ｂ类
股，并附着数倍于Ａ类股的表决权。

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层

股权结构①，导致许多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新经济

公司②赴美国上市。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活跃度和影

响力不断增强，部分境外上市公司正考虑从境外证

券交易所退市，转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掀起了一

股“中概股”③回归的热潮。仅２０１５年一年间，就有
３２家境外上市公司宣布即将实施或已经实施了私
有化退市方案，其中 １２家采用的是双层股权结
构。④未来这些公司回归Ａ股市场时，能否继续采用
双层股权结构？进一步说，如何吸引和留住新经济

公司在我国境内上市，增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

经济和科技创新的能力，成为资本市场改革面临的

重要任务。

一、双层股权结构的优势

双层股权结构给公司融资带来了更大的灵活

性，创始人可以在保持公司控制权的前提下向市场

融资。这也丰富了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使得他们可

以通过持有双层股权结构公司的股份，共享新经济

发展带来的收益。无论对于投资者，还是公司创始

人而言，他们各自拥有的资源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

利用，实现了投资与融资的“双赢”。

（一）满足“异质化”股东的多元偏好

传统的一股一票是建立在股东同质的假设上

的，事实上，股东存在异质化的倾向。股份公司的股

东大致可分为投资性股东、投机性股东和经营性股

东。投资性和投机性股东的目的在于尽快实现投资

收益，他们往往对不能立刻产生收益的投资项目不

感兴趣，导致公司投资行为短视化。公司创始人作

为经营性股东，他们更在乎的是公司的控制权，而非

立即获得现金收益的权利。双层股权结构满足了

“异质化”股东的多元偏好，它分离了股东的表决权

和收益权，使得经营性股东通过拥有较多的表决权，

从而锁定对公司的控制权，并免受一些短视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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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实现公司的长远利益，而投资性股东和投机

性股东最终也会因为公司长远利益的实现而获得现

金回报。

（二）防止恶意收购

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了独特

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战略，这些安排如果因为遭遇恶

意收购而被强行打断，必然会使企业的经营受到干

扰和打击。另外，在恶意收购中，收购与反收购的争

夺在客观上会造成人力、财富的巨大损耗，同时也会

破坏公司的长期发展计划。双层股权结构能够帮助

公司更有效地防范恶意收购的风险，使得管理团队

可以放心地实施有利于公司长远利益的发展战略。

（三）创新公司治理模式

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下，股份公司的创始人与其

他股东之间是“资合”关系，而双层股权结构下的公

司治理体现的不仅是资本的集合，更多的是创始人

与其他股东的人身信任，它在创始人与其他股东之

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代理，创始人是因为这种人身

信任关系而成为公司的控制股东。因此，双层股权

结构突破了大股东作为公司控制人的传统公司治理

模式，赋予了公司创始人更高比例的表决权，为那些

持股较少的创始人保持公司控制权提供了新的选

择。

二、双层股权结构的不足

虽然双层股权结构在保持公司控制权方面的优

势明显，但是这违反了“同股同权”和“一股一票”的

公司法基本原则，增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

（一）违反“同股同权”的股份平等原则

公平及平等对待股东是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各

交易所上市规则的一般原则，主要表现为股东权利

内容的平等，即“同股同权”。然而，双层股权结构

创设了表决权上的特权阶级，在拥有同等数量股份

的情况下，公司创始人享有比普通股股东更多的表

决权，但是他们却没有承担同比例的财产收益或风

险，这违反了股份平等原则。这种情况下，创始人很

有可能会滥用控制权，并在利益冲突交易中为自己

谋求私利，从而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背离“一股一票”的股东民主原则

在公司法领域，股东民主原则具体体现为股东

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即“一股一票”。然而，

在双层股权结构下，基于表决权的不平等，公司创始

人持有的股份享有超级表决权（如一股１０票），而
普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享有低级表决权（如一股１
票），这违反了“一股一票”的表决权行使原则，导致

股东大会决议可能仅代表少数人的意志，而不能体

现多数股东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产生的董事

会及管理层如果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团队，那么

公司将会从中受益，但如果选举产生的是一个无能

并且谋取控制权私利的团队，公司及普通股股东的

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双层股权结构使得公司决策寄

托于选出带领公司发展的“明君”上，最终将出现

“人治”而非“法治”的局面，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应当

寄托于制度的建构与完善，而非人的能力上。

（三）公司监督机制“失灵”

一方面，双层股权结构剥夺了普通股股东在选

举董事等公司重大决策上的决定性权利，公司创始

人持有的超级表决权股使得其可以控制董事会的选

举，并决定公司的管理层。这样，董事会与管理层便

形成利益一致的团体，削弱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及其

对管理层的内部监督功能，造成公司内部监督机制

“失灵”。另一方面，公司收购被认为是监督现有管

理层的有效手段。若管理层经营不善，则会引起外

部投资者收购的注意，公司股东可以通过转让股权，

变更公司控制权，将现有管理层“踢”出公司。为保

持控制权，现有管理层必须勤勉尽责，为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最大化服务，这势必对现有管理层产生约束

和监督。然而，双层股权结构的反收购功能大大增

加了并购交易的难度。由于创始人牢牢掌握公司控

制权，他们不需要顾及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决策和

经营，即使管理层错误决策，或谋求控制权私利时，

股东也无法借收购之机替换管理层或获得补偿，从

而导致公司外部监督机制“失灵”。

三、美国双层股权结构的发展历史与监管经验

美国是双层股权结构的发源地，也是目前双层

股权结构公司的主要上市地。据统计，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间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中，有６％的公司采用双层
股权结构，这些公司的市值占到２００２年全美上市公
司总市值的８％。［１］

（一）双层股权结构的出现

在美国，双层股权结构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初。
１９２５年，道奇兄弟公司向公众发行了债券、优先股
和１５０万Ａ类无表决权优先股，公众投资者的投资
总额高达１３亿美元，而公司的控制权却掌握在投资
银行 ＤｉｌｌｏｎＲｅａ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手中，他们只花了不
到２２５万美元，就购买了２５０００１股Ｂ类有表决权的
普通股。纽交所批准了道奇兄弟公司上市，引起了

机构投资者的强烈反对。由于接连受到投资者的批

评，纽交所于１９２６年首次拒绝了无表决权普通股的
上市。尽管如此，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２年间，仍然有 ２８８
家公司发行了无表决权或限制表决权的股票。１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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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７日，纽交所在“优先股”表决权的上市要求
声明中写道“自１９２６年起，纽交所就拒绝无表决权
普通股上市”，这是纽交所首次关于禁止无表决权

股的正式声明。自此，纽交所宣布禁止双层股权结

构，这一原则一直坚持了４０多年。
（二）双层股权结构的适度监管

当时，美国较具影响力的交易所除纽交所外，还

有美国证券交易所（ＡＭＥＸ）和纳斯达克（ＮＡＳＤＡＱ）
交易系统。ＡＭＥＸ对是否允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
公司上市采取个案判断的方法，而 ＮＡＳＤＡＱ并不要
求股东拥有平等的表决权，并且一直没有规定有关

股东表决权的政策。１９７６年，Ｗａｎｇ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打算
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纽交所通知它，如果公司发

行不同表决权的股票（Ａ类股一股１票，Ｂ类股一股
０．１票），交易所将不批准其上市。而ＡＭＥＸ则同意
Ｗａｎｇ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上市，但必须遵
守以下规则：（１）不同表决权股的表决比例不能超
过１０１；（２）低级表决权股股东有权选举１／４以上
的董事；（３）禁止发行无表决权股。上述有关双层
股权结构的规则又被称为“王氏规则”，并成为 ＡＭ
ＥＸ允许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的规则。直至１９８５
年８月１５日前，共有２１家公司采用“王氏规则”在
ＡＭＥＸ上市。１９８５年 ７月，ＮＡＳＤＡＱ曾经提出建
议，要求所有公司遵守“一股一票”原则，但是：（１）
已经上市的公司可以保持原来的制度设计不变；

（２）如果公司打算发行不同表决权股份，必须取得
２／３以上股东同意；（３）超级表决权股份需要受到
“日落条款”⑤的限制，最长不能超过十年；（４）不同
表决权股之间的最大比例不能超过 １０１，等等。
但是，上述监管建议最终没有被接受。

（三）交易所竞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由于恶意收购活跃，双层
股权结构作为一种防御收购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公

司所采用。家族或创始人控制的公司需要从资本市

场上融资，但是他们也希望避免控制权被稀释。由

于ＡＭＥＸ和ＮＡＳＤＡＱ对双层股权结构采取较为宽
容的态度，吸引了大批有上述需求的公司到这两家

交易系统挂牌。更严重的是，一些已经在纽交所上

市的公司，也打算发行不同投票权股份，并威胁“若

纽交所不改变现行交易规则的话，就要转移上市

地”。在交易所竞争的压力下，１９８４年，纽交所委托
其附属的“股东参与和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标准”

委员会考虑不同表决权股上市交易的问题。经过仔

细的调查研究，１９８５年１月，委员会向纽交所推荐
了一个新的上市标准。根据该标准，如果符合以下

条件，上市公司可以发行不同表决权的普通股：（１）
２／３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发行不同表决权股。
（２）在公司董事会就发行不同表决权股进行投票
时，如果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多数席位的，应得到这些

独立董事的多数批准；如果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不

占多数席位，则应得到所有独立董事批准。（３）低
级表决权股与超级表决权股的表决比例不能超过

１１０。（４）两种类别的股份除表决权外，其他权利
应当相同。１９８６年７月，纽交所理事会批准了一个
新的上市标准修改建议，这一建议比委员会提出的

建议更宽松，它不需要上述（１）、（３）、（４）项条件，
仅仅要求双层股权结构取得多数股东及多数独立董

事的同意即可。［２］仅仅在１９８６年３月至１９８７年５
月间，纽交所就有３４家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３］

三家交易所有关股东表决权规则方面存在差

异，并且它们为吸引更多的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不断

降低上市标准。于是，美国参议院督促三家交易系

统举行会议进行磋商，讨论是否能遵循一个统一的

上市标准，可惜最后未能达成共识。针对这一局面，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于１９８７年６月颁布了
１９Ｃ－４规则，禁止已经上市的公司稀释当前股东的
表决权，但是新股发行、因为善意的并购而进行的发

行不受规则约束。１９Ｃ－４规则实际上是为公司上
市确定了一个最低标准，该规则一出台，３２％的评论
意见表示反对，包括美国律师协会和商业圆桌会议。

１９８９年，商业圆桌会议向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１９Ｃ－４规则无效。１９９０年６
月１２日，法院判决ＳＥＣ越权，宣布撤销该条款。这
样，确定公司上市标准的权力又回到了各证券交易

所和各州手中。

（四）现行规则

目前，美国各州法律均接受“一股一票”原则作

为股东行使表决权的默示规则，但是公司章程另有

约定的除外。１９９２年６月９日，纽交所提出了一个
新的上市标准，明确允许不同表决权股上市交易，美

国机构投资者协会将其总结为：只要（１）大部分独
立董事同意，（２）大部分无利害关系股东同意，公司
就可以采用双层股权结构。而按照 ＡＭＥＸ的规定，
如果一个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必须取得无利害

关系股东２／３以上多数同意，１／３以上的董事会成
员必须是独立董事，１／４以上的董事须由低级表决
权股股东选举产生，等等。但是，上述规则存在许多

例外，例如，已经上市的公司、外国发行人、ＩＰＯ、公
司合并等均不受股东同意的限制。ＮＡＳＤＡＱ则一直
没有股东表决权方面的限制，允许公司在章程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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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做出约定，交易所将根据个案情况判断是否允许

该公司上市。

由于纽交所于２００９年并购了 ＡＭＥＸ，目前，美
国资本市场的主要证券交易所包括纽交所和 ＮＡＳ
ＤＡＱ，它们均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根
据纽交所上市公司手册３３０．００款和 ＮＡＳＤＡＱ上市
规则５４６０款有关表决权的规定：“公司不能通过任
何行动或发行来减少或限制已公开交易的普通股股

东的投票权。（交易所）意识到资本市场和企业面

临的环境和需求随着时间在不断改变，因此会考虑

这些行动或发行的经济后果和被赋予的投票

权。……对超级投票权股票发行的限制主要适用于

新股，如果公司已经存在双层股权结构，将一般被允

许增发已经存在的超级投票权类股票。”［４］

四、加拿大双层股权结构的发展历史与监管经

验

加拿大证券市场是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证券

市场。据统计，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间，多伦多证券交易
所（ＴｏｒｏｎｔｏＳｔｏｃｋＥｘｃｈａｎｇｅ，以下简称 ＴＳＥ）７．５％的
ＩＰＯ是少于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公司，市值小于２００万美
元的上市公司数量甚至是英国的５倍。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双层股权结构开始在加拿大出现，其后迅速发

展。３０年前，只有大约５％的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
权结构，现在，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约占

ＴＳＥ上市公司数量的２０％—２５％。［５］

（一）员工持股与外商投资限制———双层股权

结构的推动力

与美国不同，在加拿大，双层股权结构迅速发展

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交易所竞争，而是因为加拿大政

府有关员工持股和外商投资限制政策的变化。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双层股权结构被广泛应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它使得公司员工在分享企业利润的

同时，又没有稀释公司创始人的控制权。例如，直至

１９５８年，加拿大轮胎公司的员工共持有公司１２％的
股份，公司创始人因担心员工持股比例过大，会威胁

到他对公司的控制权，于是在１９６０年，将公司股份
划分为两种类别，Ａ类无表决权股由员工持有，Ｂ类
表决权股由公司创始人Ａ．ＪＢｉｌｌｅ持有。这样，既能
使员工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将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

发展联系在一起，使员工能够分享公司收入增长带

来的收益，又不会威胁到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

双层股权结构在加拿大迅速发展的另外一个推

动力是政府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从２０世纪初到５０
年代，外国在加拿大的投资稳步增长，特别是来自美

国的投资占加拿大投资总额的比重从 １９００年的

１３．６％上升到１９５０年的７５．５％，并且外商投资多
采用设立企业等直接投资的形式。由于担心外国资

本过度控制加拿大的经济，威胁到加拿大在政治上

的独立性，１９７３年底，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了外商
投资审查法案。根据该法案，任何通过“非合适人

士”（包括外国人以及由外国人控制的外国公司）收

购加拿大企业的控制权，或者直接投资成立新的企

业，或者扩大现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均需要接受加拿

大政府部门的审查。为得到政府的许可，外国投资

者须向外商投资审查机构（ＦＩＲＡ）提交申请，表明即
将进行的交易将对加拿大产生重大利益。由于审查

的标准较为主观，联邦政府通常采用个案判断的方

法，ＦＩＲＡ也希望企业能够成为“加拿大”企业，以避
免受到上述法案的严格审查。在阿尔伯塔省的Ｓｕｌ
ｐｅｔｒｏ公司案中，律师建议，保持公司“加拿大”身份
的最佳方法是，将公司控制人的股份转换为无表决

权股，保留股份参与分红以及破产时分配剩余财产

的权利，但是上述股份不享有表决权。这样，外国股

东就不是公司的控制人，从而规避了加拿大政府的

审查和监管。

（二）强制性燕尾条款———双层股权结构受到

的挑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由于双层股权结构与共同
遵守的公司核心价值，如公司利益最大化、降低代理

成本等相背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双层股权结

构带来的问题，各个监管机构纷纷采取不同的手段

对双层股权结构进行监管。例如，证券监管部

门———安大略证券委员会（ＯＳＣ）主要采用信息披露
导向的方法，ＴＳＥ则采取强制性“燕尾条款”⑥，自律
组织———投资交易人协会也要求完全的信息披露。

１９８４年，ＯＳＣ主席 ＰｅｔｅｒＤｅｙ提出：当超级表决
权股股东明显侵害普通股股东利益时，ＯＳＣ应当进
行干预。他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应当采取更积极的

监管措施，而不仅仅在信息披露方面提出要求。同

年，ＯＳＣ发布了临时政策附加条款（１．３条）（征求
意见稿）。首先，ＯＳＣ认为，如果招股说明书中没有
表明，限制表决权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享有公平的

要约收购机会，那么，公司将被禁止公开发行股份。

其次，如果发行人的资本结构即将作出重大变化，也

就是将普通股转变为限制表决权股的，则需要获得

少数股东⑦中的多数同意，这也被称为“少数中的多

数”原则。最后，一旦向限制表决权股股东作出自

愿性收购要约后，公司应当遵守证券法有关要约收

购部分的规定。总之，没有包含保证不同表决权股

公平要约收购条件的“燕尾条款”，将被视作违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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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结果，ＯＳＣ收到了４６份回应。但是，无论是支
持者还是反对者，均提出批评，认为 ＯＳＣ超越了法
定权限，对法律的修改必须得到立法部门的同意。

因此，ＯＳＣ随后又举行了一次公开听证会。听证会
后，ＯＳＣ修改了上述政策，删除了要求同等收购条件
的“燕尾条款”，仅保留了“少数中的多数”原则以及

自愿性要约收购的监管要求，并重新回到信息披露

导向的政策上。政策咨询委员会认为，关于限制表

决权股股东的要约收购保护措施，或者说是否要求

“燕尾条款”，最好留给私人协商，而不应当作强制

要求。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１日，最终版的１．３条出台，它
规定：（１）限制表决权股股东及未来购买者与普通
股股东有着不同的表决权；（２）限制表决权股股东
有权收到与普通股股东同样的信息资料；（３）限制
表决权股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股股东召开的会议，

并发表意见；（４）发行限制表决权股，必须取得少数
股东中的多数同意。随后，加拿大其他地区证券监

管委员会也采取了相同的监管措施。

（三）现行规则

虽然证券监管部门拒绝了强制性的“燕尾条

款”，ＴＳＥ却在随后发生的加拿大轮胎公司要约收购
案件中提出了同等要约收购条件的要求。１９８７年６
月３０日，ＴＳＥ发布公开声明，对所有持有无表决权
股和限制表决权股的股东采取要约收购保护措施。

ＴＳＥ规定了强制性的燕尾条款，作为限制表决权股
上市交易的先决条件，任何人或公司意图规避该措

施将会受到惩罚。同时，ＴＳＥ还建议蒙特利尔、温哥
华等省证券交易所采取同样的措施，以保持政策的

统一性。另外，ＴＳＥ还采取了其他监管双层股权结
构的配套措施，例如，低级表决权股股东至少有权选

举１／３的董事，表决权的比例不超过１４，或者创
始人的最低持股数至少占２０％以上，禁止发行无表
决权股，等等。

五、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美国和加拿大在对

待双层股权结构问题上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适

度监管”的发展过程，为我国监管部门思考双层股

权结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接纳双层股权结构的必要性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交易所竞争是纽交所重新

放开双层股权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随着资本市场的

国际化，各国企业正在不断进行“监管套利”，各国

资本市场也正在上演着激烈的制度竞争。⑧数据显

示，２０１７年，我国 Ａ股市场共完成４３６宗 ＩＰＯ，共筹
资２３０４亿元人民币，分别比２０１６年同比增加９２％

和５３％，跃居世界第一位。虽然我国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绩，但也同样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例如，

近年来中国内地最有活力、发展速度最快的“独角

兽”企业，如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腾讯等，没有一

家在内地Ａ股上市。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在美
国上市的 １６８家中国内地公司中，共 ３４家
（２０．２４％）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他们的市值已超过
所有美国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市值的７０％。［６］在交
易所竞争的压力下，在“中概股”回归的背景下，为

留住更多“潜力股”在中国境内上市，吸引更多的新

经济公司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增强国内资本市场

的竞争力，我国有必要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

结构。

从加拿大的经验来看，员工持股和外商投资限

制是加拿大接纳双层股权结构的推动力。一方面，

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截至２０１７年底，
已有５００余家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它将员
工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绑定在一起，有助于帮助企业

留住人才，是新型的股权激励方式。但是，对于股权

分散型公司而言，员工持股的比例越高，创始人的控

制权越有可能受到威胁。通过采用双层股权结构，

创始人锁定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可以大胆推进员工

持股计划，和员工一起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另一方

面，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

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资

本参与国有企业股权意味着股权比例上的“国退民

进”，而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肩负着经济性和社

会性的双重职能，如国有股减持超过一定比例，国家

将失去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职工权益可能会受影

响，还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如果国有

资本退出比例过小，国有企业即使完成混合所有制

改革也无法获得非公企业特有的活力。因此，为保

持国有资本的控制地位，我国应当接纳双层股权结

构。

（二）双层股权结构的实施

从美国双层股权结构的发展历史来看，双层股

权结构在美国的复兴正是从 ＮＡＳＤＡＱ、ＡＭＥＸ等新
经济企业的融资平台开始，继而扩展至大型企业的

主要上市地———纽交所的。同时，加拿大多伦多证

券交易所作为中小企业为主的交易所，上市公司采

用双层股权结构的比例也特别高。这是因为，与传

统企业相比，新经济公司在初创阶段的资金需求量

很大，其参与市场竞争就需要不断“烧钱”，因此需

要不断对外融资。一旦引入风险投资等外部资金，

创始人的持股比例就不可避免地被稀释，甚至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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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控制权的风险。双层股权结构解决了公司创始

人的“融资难题”，契合了新经济公司的融资需求。

按照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划分，创业板主要是创业

型企业、高科技企业的融资平台，我国可以先在创业

板试行双层股权结构，待发展成熟后，再将其推广应

用至主板市场。

（三）双层股权结构的监管

从美国和加拿大的监管经验来看，接纳双层股

权结构的前提是加强投资者保护，因为双层股权结

构违反了“同股同权”“一股一票”的公司法基本原

则，造成公司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失灵”。法律需

要平衡的不仅是不同类别股东间的利益，还需要平

衡公法与私法的利益，在契约自由、尊重自治的私法

规则基础上，完善投资者保护的公法干预措施。参

考美国和加拿大的监管经验，结合我国现实经济和

法律环境，我国可以采取下列监管措施，对双层股权

结构实施一定的限制。

１．实现方式的限制
理论而言，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股权重置或者发

行新股的方式实现双层股权结构。股权重置是指，

公司修改公司章程，通过交换要约、特别分红、投票

权转换等方式，使创始人持有的股份从“一股一票”

转变为“一股多票”，而其他股东则维持“一股一票”

的表决权规则不变。由于同次发行的股份从平等的

表决权直接转变为不平等的表决权，这相当于剥夺

了其他股东的表决权，是违反股份平等原则的。从

美国的监管经验看，ＳＥＣ曾颁布１９Ｃ－４规则，禁止
上市公司通过任何形式剥夺现有股东的表决权。虽

然上述规则因 ＳＥＣ越权而被判决无效，但是美国、
加拿大交易所的上市规则随后也禁止了上市公司通

过股权重置的方式实现双层股权结构。新股发行则

不同，与原有的股份相比，无论是 ＩＰＯ，还是增发新
股，都是不同批次的发行，且发行的也是不同类别的

股份。并且，认购股份的是公司的新股东，在完全信

息披露的条件下，购买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购买时

就已经知道，公司采用的是双层股权结构，其持有的

股份拥有低级表决权，而不愿意接受低级表决权的

投资者不购买公司的股票即可，这符合契约自由和

“买者自负”原则。因此，我国应当仅允许公司通过

ＩＰＯ或增发新股的方式实现双层股权结构。
２．程序限制
美国和加拿大均规定，公司发行不同表决权股，

除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外，还应当经过大部分独

立董事的同意。在我国，独立董事除履行普通董事

的职责外，还有权对提名、任免董事和管理层、关联

交易以及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实施双层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普通股东，特别

是公众股东（中小股东）权益的重大事项，按照现有

立法规定，需要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书。这意味

着上市公司若发行不同表决权股，除经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外，还应当经过多数独立董事的同意。

３．收购条件的限制
一般而言，当发生并购活动时，公司控制人在交

易价格、交易方式等方面存在信息和谈判上的优势，

有利于其获得更好的交易对价，双层股权结构进一

步强化了公司创始人在控制权转让市场上的优势地

位。为保证股东平等，加拿大监管部门规定了“燕

尾条款”，要求双层股权结构公司发生并购交易时，

不同表决权股东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包括同等的

交易价格、交易方式等交易条件。因为投资者最初

向双层股权结构公司投资，是出于对公司创始人的

人身信任。公司控制权变更后，创始人不再拥有公

司控制权，投资者也就失去了人身信任的基础。为

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有必要参考加拿大的规定，要

求双层股权结构公司发生并购交易时，必须保证其

他股东与公司创始人获得同等的交易条件。

此外，美国、加拿大的监管措施还包括限制超级

表决权股东（创始人）选举董事的席位数量，限制不

同表决权股间的投票权比例（例如１４或１１０），
限制公司创始人的最低持股数量，规定双层股权结

构转变为单一股权结构的事项，等等。这些限制有

利于平衡公司创始人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防止

创始人滥用超级表决权谋取控制权私利，值得我国

监管部门认真研究，参考借鉴。

六、结束语

经济新常态下，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改革发展的

主要推动力，一大批代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方向的新经济企业正在逐渐发展壮大。双层股权结

构表决权与收益权分离的特点契合了新经济公司融

资与控制权保持的需求，为公司提供了新的治理模

式，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我国可以先在创

业板试行双层股权结构，同时建立并完善双层股权

结构的配套制度，对双层股权结构实施适度的监管

和限制，不断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注释：

①《公司法》第１０３条规定，股份公司股东按照“一股一票”
行使表决权，但第１２６条又规定，“同股同权”的前提是同
种类别的股份，如果股份的种类不同，股东权利的内容当

然不同，且第１３１条还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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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作出规定。这就为上市

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预留了制度空间。

②目前，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并没有对新经济公司的定义及其
范围达成一致意见。根据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关新经

济公司的定义，新经济公司应具备以下多于一项的特点：

（１）能证明公司成功营运有赖其核心业务应用了新的科
技、创新理念和／或业务模式，亦令该公司有别于现有上市
公司，与众不同；（２）研发将为公司贡献一大部分的预期
价值，并以研发为主要业务及占去大部分开支；（３）能证
明公司成功营运有赖其专利业务特点或知识产权；（４）相
对于有形资产总值，公司的市值／无形资产总值较高。

③这些境外上市公司有的在中国注册，如中国移动，有的虽
然在国外（如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注册，但因其主

要经营业务和关系均在中国境内，因此也属于中国公司，

如阿里巴巴，国外资本市场将它们称为“中国概念股”。

④这１２家上市公司分别是昌荣传播、盛大游戏、完美世界、
中国手游、世纪互联、久邦数码、搜房网、人人网、迈瑞医

疗、奇虎３６０、陌陌、创梦天地。
⑤即公司上市后经过一定时间，需要将双层股权结构转变为
单一股权结构。

⑥燕尾条款（Ｃｏａｔｔａｉ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根据该规定，收购者只有以
同等的条件收购超级表决权股和低级表决权股，股份的转

让才发生效力。

⑦这里的少数股东指的是因受到公司股权重置的影响，其持
有的股份从普通股转变为限制表决权股的股东。

⑧例如，２０１７年２月，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宣布正研究

推出“国际板”，允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大型国际公司

在伦敦上市。同时，新加坡交易所宣布就是否引入双层股

权结构发表市场咨询文件，也被视为为允许上市公司采用

双层股权结构扫清最后的法律障碍。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香港
联合证券交易所宣布将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在主板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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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事审前阶段最容易发生如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侵权行为。因此，为了遏制程序
性违法和保障人权，我国目前亟需从域外的司法中汲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逐步在我国审前程序

中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主体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前阶段中构建程序性裁判制度，并由其行使审前程序

性裁判权，使审判程序中的控、辩、裁三权制衡的结构完美地应用于审前程序中，使之更符合程序制

约的原理，更加科学化，从而在尊重人权和维护程序公正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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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审前程序犹如一座房子的根基，如若没有
科学的制度构造，那么之后的审判程序也会受到很

大的影响。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结构应该包括控诉

方、辩论方和居中审判方，而我国目前的审前程序偏

于行政化，不具有诉讼意义上的控辩审三方稳定构

造。因此，我国立法应当对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制

度进一步创新，从而使审前程序与审判阶段的程序

一样具有控辩审三方结构，以期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一、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的现状

“所谓‘裁判’，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案件事实和

法律规定，对案件的实体问题或者某些程序问题作

出确定结论的活动过程。”［１］裁判一般表现为判决、

裁定和决定三种形式。刑事裁判权主要有三个方面

的构成要素：主体是人民法院；客体是刑事案件的事

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功能是对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

之间的实体争议和程序争议进行解决。因此，刑事

裁判权可以定义为，是指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

法院，在对案件情况清楚的基础上，严格依照法律规

定的要求，对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之间的实体争议

和程序争议作出公正且合理裁判的权力。［２］

与审判阶段的裁判权主体不同，刑事审前程序

中的裁判权主体主要负责对刑事审前程序所涉及事

实问题和程序问题的行为和争议进行评判并作出公

正的处理。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在刑事审前程序

中，裁判机关审查和处理案件实体或者程序有关事

项；其二，在审判程序中，对追诉权主体和辩护权主

体在刑事审前程序中的活动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认真

评价并作出公正的裁判。程序性裁判与实体性裁判

同属于裁判且两者并不矛盾，因此在某些学者的著作

中经常能够看到将审前程序性裁判权称为“审判之中

的审判”。综上所述，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可定义为

人民法院依据其所享有的管辖权，在查清案件事实并

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程序法规的要求对刑事诉讼

各个阶段中出现的程序性问题进行评价、解决，并在

此事实上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性处理。

（一）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立法现状

在立法方面，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三

个机关有各自的管辖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除

逮捕外公安机关对其他的强制措施都有决定权，检

察机关除了对其自侦案件的有关强制措施有决定权

外，还有对逮捕的批准权，人民法院负责审判阶段的

裁判权。据此可知，人民法院裁判权的运用仅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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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程序，但这并不能表明在刑事审前阶段中不存

在审判权主体。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

行使着一些具有裁判性质的行为，如审查批捕、复

议、复核等活动，检察机关在这些活动中事实上享有

着裁判职能，是运用裁判权的主体［３］。

我国立法所确立的刑事审前程序诉讼构造，是

一种利弊共存的格局。其优势在于可以减少向有关

机关报请与批准的环节，及时查获犯罪嫌疑人，从而

有效地控制和打击犯罪嫌疑人。但是其不足之处也

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除逮捕这一项限制人身自

由的措施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强制性处分公

安机关都可自行决定，这就导致了在强制性处分权

的行使上存在许多的便宜性和随意性。这样也可能

导致对犯罪嫌疑人处分权的不当使用。另一方面，

由于追诉机关同时拥有强制性处分的决定权和实施

权，无需其他机关的批准，容易导致审前程序的诉讼

结构失去平衡。

（二）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权的特征

基于审判阶段裁判权的特征，笔者认为，刑事审

前裁判权应具有以下特征：

１．启动上的被动性
与追诉权的启动方式不同，受控审分离原则的

影响，我国的裁判权具有被动性的特点。但是裁判

权的这种被动性并不是绝对的，有时为了追求司法

公正，法院在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主动进行一些司

法活动的。裁判权启动的被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为

了保障裁判权主体的中立地位，若裁判权主体具有

启动上的任意性，则会使其产生追诉的倾向。我国

的追诉机关和人民法院同为国家机关，两者在本质

上具有利益的同位性。我国控辩双方之间地位不平

等是显而易见的，此时再把裁判权主体分给追诉机

关，那与我国目前所追求的提高犯罪嫌疑人的主体

地位是背道而驰的。

２．审判时的多方参与性
程序参与原则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

原则，在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中有显著的表现。此

项原则给予那些可能受审判决定所影响的人参与的

权利，使他们能够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事项有发表自

己见解的权利。英国有句至理名言，意思是说正义

不但应该实现，并且应该以我们都能看得到的方式

实现。对于参与者所享有的参与权不应是形式上的

参与权，而应该是实质上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参与权

利，应拥有说“不”的权利。裁判只有在控辩审三方

的积极参与下，并在控辩双方为了得到对自己有利

的裁判而举证并进行主动的说服和辩论的情况下，

法院作出的裁判才更具公正性和易接受性。

３．裁判结果的确定性和权威性
法院一旦对刑事案件作出裁判，其结论就是终

局性的，这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程序性裁判上的

体现。［４］裁判权的确定性和终局性是由我国的司法

制度所决定的。裁判权的此项特点主要是基于以下

考虑：首先，若判决的内容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不仅不利于定纷止争，而且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其次，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考虑；最后，出于维

护司法权威考虑，若裁判不具有确定性和权威性，那

么就与我国司法制度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相违背。

４．审判内容主要是程序性问题
审前程序不同于审判程序，审前程序是对案件

整体实体和程序作出决定性裁判。譬如，在刑事审

前程序中，要裁判某项诉讼程序是否有效，诉讼程序

是否继续进行，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等，其目的是为

了保障诉讼程序得以公正、有序地进行，而不是对案

件作出结论性的评价。当然，由于案件的程序性问

题与案件的实体性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某些

程序性的裁判，也会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直接

或者间接地影响案件的实体。

二、构建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制度的必要性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在我国，受“有罪推定”的影响，侦查机关为获

得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

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以至于因审讯技术的发

展而带来的刑讯逼供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止过。不间

断地进行审讯，使用各种严酷的械具，限定休息时间

与禁水禁食，这些折磨人的方式足以使一个意志坚

定且无罪的人承认自己有罪。刑讯逼供实质上是

“用一种违法手段去对抗另一种违法，不仅违背了

程序理性原则，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人们对司法

程序正义功能的期望值和信任度”。因严刑逼供而

引起的冤假错案在如今是屡有发生，如赵作海案、佘

祥林案等都是非法取证行为的牺牲品。特别是被改

判无罪的聂树斌案，从２１岁冤死到洗清冤屈，之间
经过了２１年。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改判除了抚
慰两个一直在承受痛苦的家庭，再也不能挽回一条

年轻的生命。为了确保悲剧不再出现，公正不再迟

到，对审前阶段的改革已是众望所归。

（二）拘留超期限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

由的措施在侦查中是经常使用的，它对侦查机关及

时侦破案件，确保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一定

的保障作用。但在拘留等羁押措施的运用上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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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问题，如羁押期限届满或者无正当理由仍继续

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就其发生的原因

而言，一方面是侦查人员法律素质不高，不能对法律

条文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以至于在执行

过程中对法律条款产生歧义。例如，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公安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将拘留期延长至三十

天，三十天不等于一个月，若理解为一个月肯定会引

起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另一方面是

侦查阶段缺乏有效的监督主体，对于检察院自侦的

案件，逮捕是由检察机关自监自执的，在这种情况下

监督就是摆设不起任何作用。

（三）权力监督缺位

依据我国立法规定，对侦查权的限制主要有两

种形式：一是内部监督，即在侦查机关内部实行从上

而下的审批制度，由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进行内部

监督；二是外部监督，即由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的权力

行使进行监督。就第一种情况来说，自我监督具有

本质上的弊端，缺少外在的有效制约，不能在实质上

对侦查机关的行为产生约束力。就第二种情况来

说，在我国，检察机关不仅是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

追诉机关，在某种程度上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有着

共同的目的和任务，这种共同体的监督难以从实质

上抑制侦查违法行为。此外，检察机关对追诉活动

的监督主要是书面的监督，依据有关部门向其报送

的材料进行审查监督，这种书面监督是很难真正发

挥作用的。

三、域外法中刑事审前裁判权的考察与借鉴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考察

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中，推行当事人主义诉讼

模式，主张控辩双方是平等的当事人，构成了控辩双

方平等对抗、法官以公正第三人身份进行审判这样

一个“等腰三角形”的诉讼关系，较为关注当事人之

间地位的平等和个人权利的保障，据此英美法系国

家在程序性裁判权上实行的是令状主义制度。现代

意义上的令状制度起源于英国，根据英国《人身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被羁押人若认为国家机关对其

的关押无正当理由，有权向王座法院提出解除羁押

的申请。此外，羁押机关还要对羁押的理由、期限进

行详细说明，由中立的法院根据案件的有关事实来

判断羁押合法与否。［５］令状原则的本质是通过法官

衡量该令状是否有合法根据的存在，来限制侦查权

力的行使。在英国，警察实施逮捕、搜查、扣押等强

制性处分，理应取得作为裁判者的法官签发的逮捕

证、搜查证等令状。在美国，以逮捕为例，除法律规

定的可以无证逮捕的情形外，逮捕必须首先由警察

或者被害人向有权机关提出控告书，说明犯罪事实

和理由并附有被逮捕人的姓名、身份等基本信息，地

方法官或者其他有权的司法官员在存在有可成立的

理由时，即签发逮捕证。经授权执行逮捕的，也应严

格按照法定程序执行逮捕，同时，对其他的强制性的

处分也有类似的规定。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考察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实行预审法官制度。在

法国，刑事案件的侦查一般由司法警察负责，预审

法官主持并进行司法审查。预审法官在进行司法

审查时可视情况的需要，自行决定是否逮捕犯罪

嫌疑人。尽管预审法官所具有的较高的内在素质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强制措施的实质公正性，但

预审法官类似超级警察的外貌却总让人产生个人

专断的怀疑。在德国，依据法令的规定，检察官是

追诉活动的指挥者，即可亲身侦查也可领导侦查。

一般是警察先接触案件并进行简单的侦查，当侦

查到一定程度时再移交给检察机关继续侦查，其

侦查构造显示出审检结合的特点。在这种模式

中，检察机关身负两职，如果没有中立第三方的介

入是很容易滋生腐败和侵犯人权的。据此，德国

令状主义模式的特点也就显而易见了，在赋予追

诉方权力的同时，在程序规则上对其进行严苛的

要求，并赋予作为中立第三方的法院对追诉者权

力进行限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在德国等国家

的刑事审前程序中，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及其他

权利的事项，如羁押、扣押、身体检查、搜查等，都

需有作为裁判者的法官的裁断。

（三）符合我国国情的借鉴

依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侦查的案

件，除逮捕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对其他的强制措施

可自行进行；而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其可以自己决

定拘留、逮捕、搜查以及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刑事侦

查阶段直接涉及整个刑事诉讼的开始，在此阶段对

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若是可以从根源

上完善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则整个刑事

诉讼中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情况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现今大多数国家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规定了令状原

则，并在相关法律中作出完善的规定。

四、我国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的令状主义原则

之构建

（一）学界的不同观点与构建思路

所谓“令状”是指有关强制性处分裁判的记录。

令状原则是指在决定是否使用强制措施时，强制措

施是否正确，应由法院评估和签署，执行这项强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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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令状应提交给受惩罚的人。实行令状原则，目

的在于使作为中立第三方的裁判人，就强制性处分

进行评价并作出合理的裁判。令状原则包括以下两

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公诉人无权自行决定强制措

施的执行；另一方面，强制措施的决定权由中立第三

方法院作出。

１．学界的不同观点
令状原则对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优势显著，但

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不可行的因

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欠缺引入的前提。

从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还任重道远，法院或多或少都

要受到地方各级利益集团和其他权力的影响。其次

是欠缺引入的保障。在侦查程序中引入中立的司法

第三方需要一支精英化的法官队伍为保障，而我国

法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平良莠不齐，很有可能会

导致相反的结果。最后是制度不健全。若赋予法官

过多的权力，而无相关制度的保障和法官个人职业

操守的约束，就极易导致司法腐败，司法腐败最易危

及国家的政权。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考虑我国司法体制的特

点时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部分程序性争议可以由

检察机关来行使裁量权，并在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基

础上引进西方令状主义，创建由检察院审查强制性

侦查措施的“检察司法令状制度”。由具有追诉倾

向的检察机关统一行使处分其与被追诉一方有争议

的事项，因检察机关所处的地位使其无法做到不偏

不倚的绝对超然，程序正义也难以保障。笔者认为，

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的角色与检察机关有很大的

不同，法院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追求，决定了由

法院来充当中立的第三方对程序性事项以及由此引

发的争议进行裁定是较为合适的。

２．构建思路
可以任意使用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理应有具

体的法规去规制权力的适用，法律也要有足够的内

容去规避权力的滥用。令状原则实际上就是对上述

方面需要的平衡与妥协。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司

法制度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的绝大部分职务犯罪

侦查权已经转隶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前提

下，对强制性处分措施实行令状主义原则，可以分两

步走。第一步，在现阶段可通过修改相应法律明确

规定由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性处分措施进

行审查、批准；第二步，在条件成熟后，通过立法或者

修改相关法律，明确规定由法院来作为中立的第三

方行使程序性裁判权，追求审前程序的诉讼化。

（二）构建的理论基础

１．人权保障理论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于２００４年写入我国宪

法，成为我国根本大法中的一项原则。我国的刑事

诉讼法其实就是一部人权保障法，因此素有“小宪

法”之称。［６］在人权保护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人权

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律不仅要对被害

人进行保护，更重要的是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因

此，必须加强对国家追诉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权力的

滥用。被告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实体性权利及与

之相配套的程序性权利的实现，均离不开程序性裁判

活动这一保障机制，因为它能够对控权和维权的平衡

起到显著的作用。人权保障不仅是刑事诉讼的一项

任务，更应是刑事诉讼立法和执法的理论基础。

２．程序正义理论
公正是司法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刑事

审判程序只有在符合公正的要求下，才是一种合理

完善的程序。不具有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法律不是好

的法律，若刑事审判程序不具有公正性，那么也就不

是好的程序。通常情况下，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判断

法律程序是否公正：（１）“自然正义”原则；（２）“正
当法律程序”原则。“自然正义”有两项基本要求：

一是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应当听取

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根据自然正义的第一项要求，

法官应在审判中维持第三人的公正地位。根据自然

正义的第二项要求，法官应当给予所有与案件结果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相关的一切权利，进而使其充

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确保判决是以双方意见的综

合考虑为基础的。程序上的正当主要是通过有关法

律的实施和权力的行使来实现的，它的要求是对双

方当事人利益冲突的解决必须是合法且公正的。

我国在程序立法上只注意到程序的工具价值，

而忽略程序本身具有的内在价值。程序公正要求实

体结果的产生必须只能建立在严谨的法律程序之

上，公正的程序并不能一定得到所追求的公平结果，

但公正的程序具有接受的容易性，具有维护社会安

定的效果。就拿美国黑人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来

说，在客观上他可能就是杀害妻子的凶手，但由于侦

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违反了法定程序，最后导致了

判决辛普森刑事上无罪。美国民众对这样的判决觉

得合法合理，反观我国，这样的无罪判决是很难作出

的，广大民众也是很难接受的。就其区别而言，主要

是在对待程序公正上的态度不同，我国亟须向相对

工具主义的方向上靠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离不开

程序正义这一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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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之配套的可行性制度建设

１．程序性裁判权的启动规则
由于法院是我国的司法裁判机关，对于审前程

序性裁判权的启动应和审判程序保持一致，即实行

不告不理原则。如果要充分发挥司法权的作用就必

须主动地去推动它，依法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或者

自诉，然后由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或者自诉的案件

进行审查并作出公正的裁判。法律这样规定司法权

的被动性肯定是实践经验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其优点是限制了司法机关的权力，保护了被追

诉人的合法权益；其缺点是从诉讼效率方面来看，审

判机关的司法权具有被动性，在及时发现犯罪、惩罚

犯罪嫌疑人方面是不利于司法的。但法律又规定公

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拥有主动的追诉权，弥补了司

法权被动性的不足。因此，审前程序的裁判也应具

有被动性，裁判权的启动，必须基于提出主张的主体

的申请，也就是说原则上应当以追诉一方或者辩护

一方的请求为前提。

２．行使裁判权规则
审判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一方面控辩双方必须

有机会提出主张和证据，并就自己主张的成立进行

论证和抗辩；另一方面法官所作出的裁判应当在裁

判权主体充分听取追诉权主体和辩护权主体双方陈

述的理由和有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公平地作出。刑

事审前程序性裁判的审判不是由法官自己查清案件

事实，独自实施实体法的单方行为，而是应由法官和

控辩双方共同参与并促进裁判依法作出的活动。

３．救济规则
确立对侦查行为的可诉性意味着当侦查权的滥

用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时，当事人可将滥用侦查

权的一方诉诸法院，由中立的司法机关依法予以裁

判，形成一个由控、辩、裁的三方组合的格局。侦查

行为的可诉性为诉讼权利人防御侦查权的不法侵害

提供了一件有力的武器，即使权利受到侵害，当事人

也有了一条救济途径。确立这一程序权利的救济规

则，对于进一步完善审前程序阶段控辩裁三方格局

的形成意义匪浅。

五、结语

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在我国的一些地区法制

建设相对落后，传统的强调实体和忽视程序的观念

仍然存在，立法上也没有合理完善的程序性裁判制

度。但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是

在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中逐步前进的。因此，

就我国目前来说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制

度，强化程序性裁判的中立地位、权威和监控力度，

对于法律这座大厦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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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创作及民族复兴思想

曹发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德育教学部，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曹发军（１９６８—），男，河南信阳人，博士，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德育教学部教授，硕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

摘　要：蒋廷黻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于１９３８年创作的《中国近代史》是２０世纪中国学
术界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该书以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为宗旨，对

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和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阐述。《中国近代史》主要从近代中国为实

现民族复兴的尝试、近代化与民族复兴、外交问题与民族复兴等三个方面对民族复兴问题进行探讨。

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蒋廷黻对近代化的理解，对于近代史上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在今天看来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回到原来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又会发现他的这些观点和看法也有合理的一面。

关键词：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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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廷黻，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
他于１９３８年创作的《中国近代史》是２０世纪中国
学术界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中国近代史》以

进化史观为指导，通过浅显的文字向时人介绍了近

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

完整地再现了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

国的社会图景。《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历经十多

年的思索及研究的成果，该书以民族复兴为主题，以

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

为宗旨，对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和满清政府的外交

政策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如何实

现近代化及如何开展外交关系这两个对民族复兴具

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展开探讨，阐述了作者的民族复

兴思想，表达了作者作为炎黄子孙对实现中华民族

复兴的强烈愿望。

一、蒋廷黻及其《中国近代史》

（一）蒋廷黻———旧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

幼年时期，蒋廷黻便进入私塾学习，十岁开始进

入新式学堂及外国在华开办的教会学堂学习，初步

接触到西方文化及近代自然科学。１９１２年２月，时
年十六岁的蒋廷黻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在哥伦比亚

大学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及哲学博士学位。大

学时代的蒋廷黻主修历史学，除了阅读大量的历史

资料外，他还选修了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以增强及培

养其科学思维模式。读博期间，蒋廷黻系统地接受

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进化史观，逐渐成为一位知识

渊博、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１９２３年，蒋廷黻学成
归国，就职于南开大学，与梁启超一起创建了南开大

学历史系，并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系首任主任。１９２９
年５月，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蒋廷黻到清
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当时的清华大学尽管“已

经发展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学府”［１］１３７，但在历史教

学和研究方面和国内其他大学一样，仍然沿袭传统

的治史方法，历史学者大多是“治史书而非治史

学”，他们能对各种版本的史书的真伪做出鉴定，能

对史书中的章句进行阐释，但他们却不能讲清我国

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实际情形，不能讲清当

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以至于国内“除了日

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历史资

料”。而“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中，大部分历史已经经

过科学的彻底的研究过若干个世纪了”［１］１３９。针对

这种情况，蒋廷黻甫一上任，就在清华大学大刀阔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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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教学和治学改革。他放弃了具有很大局限性

的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将盛行于西方的现代

治史方法引入国内，构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范式。

作为一个学者的蒋廷黻，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

史和外交使的研究。他先后编撰了《中国近代外交

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在《清华学报》

《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性、政论性

的文章。他的这些论著对近代史研究有着重要影

响，并奠定了蒋廷黻在历史学界的地位。蒋廷黻通

过重大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描述，为近代中国的历史

研究和叙述设置了一个基本框架，此后民国时期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叙述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

及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论著，有近半数都因袭了蒋廷

黻的观点与看法。”［２］１３

（二）《中国近代史》的出版及其写作宗旨

在蒋廷黻众多的论著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中

国近代史》。最初，《中国近代史》仅仅为《艺文丛书》

的一个章节，它的出版与当时国际形势及国民政府的

对日方针政策有着很大的联系。当时中国正处于被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在民族存亡之际，作为一

名历史学家，蒋廷黻通过回忆国家过往被动挨打的痛

苦经历，来号召国人团结起来，为民族独立及国家富

强而奋斗。关于此书的写作宗旨，蒋廷黻在该书的总

论中提到：“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

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

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

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

献了。”［３］４抗战建国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关键，蒋廷

黻希望通过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能对抗战有所贡

献，从根本上说，也是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

对民族复兴大业有所贡献。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学术

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后一再复印，著名历史学家

陈旭麓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陈旭麓指出：“通过蒋

廷黻的描写，我们不但看到了民族的惰性，而且也感

受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中古’的面貌，其在一定程度上

展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４］４９

（三）《中国近代史》一书的局限性

由于时代的局限，蒋廷黻对近代史上一些历史

人物、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和当今社会占主导地位的

历史观和历史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偏差。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一书的局限性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该书把近代化简单的

理解为西洋化。其实近代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主

要是指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力的革命性的发展

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就是以近代工业、科学

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

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

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

的深刻变革”［５］３。西洋化只是近代化的一个范例，

而近代化可以有多种模式。二是该书片面的褒扬中

国近代史上在中外冲突中主张妥协退让的人物，而

对那些在外敌入侵时主张坚决斗争的人则多有微

词。例如，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宣称，

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多数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些战

争的爆发只是因为当时国人对国际环境的不了解，

妄自尊大的结果。蒋廷黻认为“主战派”是妄自尊

大的代表，他对林则徐的事迹不以为然，认为“林不

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名声或将与叶名琛

相等”［３］２０３。对于中法战争，蒋廷黻认为“打了不久

就讲和，不久又打，最后还是接受了法国的条件，越

南没有保存，还大大消弱了我国防力量”［３］７６。他对

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表示不屑，在他看来左宗棠的

胜利是一种侥幸。在蒋廷黻眼中，“主和派”才真正

了解中国的国情，鸦片战争中主张讲和的琦善、奕

!

、李鸿章等“看清了中外强弱的悬殊，而士大夫阶

层不信他”［６］６１。他认为，战败以后而讲和，吃亏远

大于不战而和，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便是甲午战败

引起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在国

家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言战事。

很显然，他的这些在中外冲突中片面强调妥协、退让

的“主和”立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会遭到相当多

一部分人的批判和质疑。

二、《中国近代史》对民族复兴问题的探讨

（一）近代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尝试

蒋廷黻创作《中国近代史》的宗旨就是总结中

国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借鉴。

因此，他在撰写《中国近代史》这部书时将近百年的

中国近代史分为四个篇章进行阐述。第一、二章为

“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讲述了自鸦片

战争以来西方殖民者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野蛮行径，

同时还悉数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巨大差距。作者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

况下，中国要摆脱危机，首先应实行对外开放，向西

方学习，加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第三、

四章为“自强及其失败”与“瓜分及民族之复兴”，着

重阐述了近代中国出现的四次民族复兴运动，即洋

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及资产阶级革命。在著作

中，蒋廷黻着重向读者说明了这四次运动都是在民

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形成的，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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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作为一个主题贯穿近代中国的始终。可见，《中

国近代史》的前两章是“因”，后两章是“果”，整个篇

幅层次清楚、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历史逻辑性。蒋

廷黻认为由奕诉、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领

导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民族复兴运动，

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场自强运动仅限于器物

层面，不是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最终只能以失败而

告终。至于戊戌维新，蒋廷黻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

第二次民族复兴运动，尽管这个方案“既合乎古训，又

适宜时局”［３］９６，但是，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使得其

无法付诸实施。蒋廷黻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

史上第三次民族复兴运动，不过由于义和团和洋务运

动、戊戌变法背道而驰，是“反近代化、反西洋化”的，

它的最终失败是必然的，在此，蒋廷黻进一步指出民

族要进步与发展绝不能开历史倒车。最后，蒋廷黻提

出“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

先生提出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３］１０６，只有孙中山领

导的民主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的“三

民主义”才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道路。

（二）近代化与民族复兴

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

的关键是蒋廷黻一以贯之的观点，在《中国近代史》这

部书中，蒋廷黻进一步强调：“一切国家接受近代文化

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

得愈早愈速就愈好。”［３］３近代以来，中国的对外战争

大多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侵略

者都已经具备了近代文化，而中国仍然滞留于“中古”。

由此，蒋廷黻断言：“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问

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废除我

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

吗？”［３］２对于这一问题，蒋廷黻充满信心，他认为抗

战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

得的巨大成绩表明中华民族完全能实现近代化。

“铁路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

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

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等都表明中国已经在近代

化的大道上迈进，以至于“抗战前全世界无不承认

中华民族已经走上复兴之路”［３］１２３。

由于将能否顺利实现近代化视为中化民族能否

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因而中国近代史上一切关于

近代化的人和事都成了蒋廷黻探究的对象。在《中

国近代史》这部著作中，蒋廷黻从近代化的视角对

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都进行了分

析，是否把国家民族引向近代化成了蒋廷黻评价近

代史上一切人和事的重要标准。

关于洋务运动，蒋廷黻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化开

始的一次自强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救国

救民的方案。蒋廷黻指出洋务运动主要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军事建设为主，如购买炮舰、创

建水师，建立江南制造局等，特别是咸丰时期京师同

文馆的创设乃中国新学的开端。“求富”为第二阶

段，清政府为此创办了大批的民用工业。对于洋务

运动的局限性，蒋廷黻引用了梁启超的一段话作为

对洋务运动的评判：“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

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

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

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

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３］９７也就是说，洋务运动

只是推动了国防近代化，而近代化不仅只是武器的

完善，还应包括教育、交通、工业等的近代化，近代化

的关键应是政治与国民的近代化。所以，蒋廷黻认

为洋务运动尽管走的路线不错，但终究未能拯救民

族危亡。基于此，尽管在书中蒋廷黻充分肯定了李

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人物的历史地位，甚至把李鸿

章写给恭亲王的一封信，说成了“中国十九世纪最伟

大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文章”［３］５６。但对于洋务派

的局限性，蒋廷黻在行文中也有充分的揭示：“曾国藩

诸人虽向近代化方向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

仍不能救国救民。”［３］６０不过，对于洋务派的不彻底，

蒋廷黻没有一味的苛责，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辩解：

“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地

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３］９７蒋廷黻认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鸿章等人不是没有认识到政

治改革的必要性，实在是“不敢”或者是“不能”也。

对于戊戌变法，蒋廷黻把它看作是旨在推动中

华民族政治近代化的一场救国运动。蒋廷黻认为康

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变法的根本目的

是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以近代化的君主立宪政体

替代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旨在

通过变更政治制度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变法运

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３］１０６。

尽管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

终，但由于其政治主张，尤其是维新派提出的有关国

家近代化的主张与蒋廷黻有相通之处，蒋廷黻在行

文中给予了维新派很高的评价。

对于义和团运动，蒋廷黻则痛斥其为“拳匪”。

他对义和团运动评价如此之低，可能存在阶级偏见，

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蒋廷黻认为义和团是一场“反

西洋化、反近代化”的运动，和他的国家近代化的主

张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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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孙中山及其倡导的“三民主义”，蒋廷黻推

崇有加。他认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是

一个 “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民

族复兴方案，如果能在中国实现，将能极大地推动中

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到那时，中国的近代化程

度将远远超过欧、美，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

民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唯一路径。

（三）外交问题与民族复兴

通读《中国近代史》一书，读者不难发现，对近

代史上中外关系的阐述贯穿该书的始末。书中蒋廷

黻通过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中日战争的各种谈

判来阐述其外交思想，把近代中国对外交问题的处

理放在左右民族复兴的高度来着力加以探讨。由于

长期受西方思想影响，在国际冲突上蒋廷黻一向主

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譬如，对于鸦片战争的爆发，

蒋廷黻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是由于满清政府在

外交上不给予外国以“平等”地位而造成的，即国人

不知国际通行的礼节。在蒋廷黻眼中，李鸿章、琦

善、奕
!

等都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外交人才，他认为琦

善是近代中国大变局中的第一位外交总长，“在外

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和

权衡厉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３］２１４。蒋廷黻认

为奕
!

真心为国图谋，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之贤能者。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
!

受任守卫京都，在其把

握政权以后，天下局势为之一变。对于《北京条约》

的签订，蒋廷黻认为“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也可

以为福，能让中国早日融入国际生活。”［３］３２蒋廷黻

片面强调外交在中国受屈辱时期的重要作用，这种

认识很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也是我们在学习中所要

注意鉴别的。

三、结语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总论中明确指

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

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那么，蒋廷黻在总结中

国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实现民族

复兴的道路是什么呢？蒋廷黻认为，中华民族要走

上复兴之路，首要的问题就是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

家，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走向近代化。尽管他

对近代化的理解、对于近代史上一些人物和事件的

看法在今天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回到原来

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又会发现他的这些观点和看法也

有合理的一面。

参考文献：

［１］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７．
［２］刘文沛．从《中国近代史》看蒋廷黻的史学思想［Ｊ］．钦州
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１）．

［３］蒋廷黻．中国近代史［Ｍ］．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王金晶．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看其“韬光养晦”策略
［Ｊ］．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６）．

［５］罗荣渠．现代化新论［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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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学视阈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员犯罪惩罚从重

杜俊华，周与欣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２２
作者简介：杜俊华（１９７１—），男，重庆人，博士，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重庆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社会变迁。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依法依规加强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党员
采取犯罪从严惩处，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条例中进行

了专门的规定。在司法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积极实践，尤其是对曾经有功于革命的党员干部、

犯罪分子黄克功和肖玉璧按照法律进行了严惩，这不仅加强了根据地的党员队伍建设，更充分体现

了依法治政的精神。

关键词：法学；抗战；陕甘宁边区；党员；从严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６１－０４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在陕甘宁边区
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政党，高度重视党员

队伍的建设，并对党员干部严加要求，制定了相关的

法规条例，在实践中严格依法从严惩处党员中的犯

罪分子，但以往学者从法学的角度探讨较少，本文拟

对之探析。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干部从严要求的法

规条例之制定

法是有阶级性的，其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

现。这主要表现在统治阶级、执政党、立法者在立法

中往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限制自己的利益的立法

是比较少见的。但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长远的、根

本的、整体的利益，也要限制自己的眼前的、表面的、

局部的利益。抗战时期，毛泽东及共产党人为了抗

战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对自己

的党员做出更重的处罚，这是一个革命的、处在上升

时期的政党的正确选择。因为党员，尤其是党员干

部代表着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所以毛泽东对他们严

格要求，要求各根据地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条例，采取

严厉措施惩治党员队伍中的坏分子。

首先是１９３９年２月１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
战时期施政纲领》①，其中的第１１条规定：“发扬艰

苦奋斗，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１］１９４１年
５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②，是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政府的法律文

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根据抗战和根据地的

实际对党建提出了具体要求，尤其是关于党员干部

提出了廉政原则和党员犯罪从重处罚的原则。《陕

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第８条明文规定：“厉行廉洁
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

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

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

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２］３３５在陕

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多次议案中，也涉及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就有加强干部作风建

设，严格要求党员，严厉惩治党员干部犯罪的规定。

在党员犯罪从重处罚的问题上，毛泽东一反封建社

会“官当”的做法，提出了对执政者更严格的法律要

求，这是一个政党为了根据地社会长治久安的英明

做法。陕甘宁边区政府 １９３８年公布的《惩治贪污
暂行条例（草案）》规定了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

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１０种行为均为贪污，
还规定了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苦役的具体标准及

追缴办法。规定处刑标准“贪污数目在一千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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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处死刑”，并追缴其贪污所得财物。［３］这使抗战

时期的反腐斗争增强了法治色彩。党在各边区成立

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将厉行廉政、严惩贪污腐化、肃

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核心内容之一，并制定相

关的法规条例严惩党员干部中的腐败分子。１９４３
年４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政
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规定，对贪赃枉法、腐化堕

落、假公济私、包庇蒙蔽者，给以惩戒撤职查办或向

法院提起公诉。［４］

相比较而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员以

外的民众则处罚要轻一些。比如《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第７条规定：“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
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

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

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

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

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２］３３４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司法实践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从严治党，

严惩党员犯罪分子，以确保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促进党的群众路线工作落到实效。最为典型的司法

案例是黄克功因杀人被判死刑，以及肖玉璧因贪污

被判死刑的实践。

（一）法律视角下的黄克功事件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５日，在延安发生了黄克功枪杀
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刘茜的事件。黄克功当时是抗日

军政大学第十五队队长。１５岁参加革命，打土豪、
分田地、爬雪山、过草地，冲锋陷阵，为革命流过血，

立过功。案发当年才２６岁，在抗日的战场上大有可
为。虽然在我国的法律文化中，自古有“礼不下庶

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在司法制度上也有“官当”

的规定，实践中也是官官相护。在《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也规定：“凡是对苏维埃有

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

定减轻处罚。”［５］但毛泽东为了革命从抗战大局出

发，不徇情枉法，没有执行功可减罪的原则。

１．黄克功在法院公审中被判处死刑的司法程序
公正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２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
北公学的操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在审判之前，审判

人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有单位代

表———抗大政治部、边区保卫处的负责同志和边区

高等检察官共同作为公诉人，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

４名学生作为人民陪审员，有来自各学校、部队和机
关的万余人参加，最大程度地让人民群众知晓、参与

和监督司法。

经过讯问被告人黄克功，证人出庭证明，群众代

表发言和辩论后，审判长问黄克功：“在哪些战斗中

受过伤、挂过彩？”人们从他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

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

黄克功请求说：“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

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最后，审判长庄严

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并向大

会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的

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根据

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６］１１０

２．中国共产党对黄克功执行死刑的法律依据
之所以对黄克功采取死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原因。其一，黄克功案件的恶劣影响。一个行为，如

果只是个人的单纯行为，社会是不关注的。而之所

以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刑法严厉惩罚人们的犯罪

行为，是因为它“触犯了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在

于行为的社会影响。黄克功事件当时在国内外给中

国共产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就国民党而言，在延

安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

权的核心地域，国民党顽固派总是找理由加以攻击，

以混淆视听。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对这件事

大肆宣传，污蔑根据地。说是“延安发生的桃色事

件”，边区是“封建割据”，共产党“无法无天”“践踏

人权”。因此，对黄克功执行死刑可以回应和反驳

国民党的污蔑。在陕甘宁边区，许多从国统区千里

迢迢到达延安参加革命的与刘茜有着同样理想的年

青男女，以及根据地的老百姓也都对黄克功的乱杀

人不满。其二，中国共产党内部和一些红军干部，在

根据地政权建立以后，确实少了长征时期的危机感，

在婚姻和其他生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与老

百姓的关系，所以杀黄克功可以警告干部，密切党群

干群关系。毛泽东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信中提到：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

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６］１１０其三，中国共产党

在根据地要树立法治政府形象，以法办事。毛泽东

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的斗

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

都是为之惋惜的。……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般

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

红军。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

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法律。［６］１１１其

四，黄克功的主观思想。毛泽东认为黄克功犯了不

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

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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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

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

通的人。”很显然，这里毛泽东已经不是就某一个人

的处理，而是站在全党全军的高度，从从严治党治军

的立场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对

开始局部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黄克功的

严肃处理，也是加强执政党建设、依法治国执政的良

好开端。

３．黄克功杀刘茜被判死刑与国民党员张灵甫杀
妻被蒋介石释放之对比

与黄克功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战时期国

民党将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张灵甫杀妻但蒋介石

并没有处死他，而是让他将功补过。抗战前，张灵甫

因怀疑妻子吴海兰不忠，从腰间拔出早已准备好的

小手枪，对着吴海兰的后脑勺猛然扣动了扳机。

“”的一声枪响，花容玉貌的吴海兰顿时血流满

地，玉殒香消。张灵甫枪杀妻子后，连尸体也不收拾

掩埋，便返回了部队。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命令胡宗

南将张灵甫撤职查办，押送南京。张灵甫到了南京

后，上书蒋介石要求当面说清“杀妻”的缘由。蒋介

石心里有气，哪里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下了一道口

谕，将张灵甫关入“模范监狱”，判处１０年徒刑。监
狱对张灵甫不予收监，让他住进监狱的招待所了事。

张灵甫原准备锒铛入狱，没想到会受到如此优待。

抗战爆发后，张灵甫以立功赎罪的名义被释放。

（二）肖玉璧贪污被法律严惩的司法实践

肖玉璧，红军英雄，全身伤疤９０多处，曾任陕甘
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１９４１年底，肖玉
璧被执行枪决，体现了司法对党员干部犯罪从严惩

处的原则。

１．肖玉璧贪污犯罪事实清楚
１９３８年初，肖玉璧结识在靖边太黄口开店之军

官张某，张某即要肖玉璧为他招募新兵，说“招满一

营即为营长，招满一团即为团长”。该犯利欲熏心，

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前后两次挪用公款２５２０元借给
张某，企图达其升官发财之迷梦———用多收少报之

方法欺骗上级。１９３９年２月间，经财厅发觉，当派
员与之清算，该犯籍口出发讨账，复拐带公款２５０元
税票１８张，实行逃跑逃至宁条梁，将税票以７２元卖
给徐二。但因税票期间已过，不能使用，徐二又复退

回该犯。同年４月间，肖玉璧潜至绥远东胜县桃力
明地方会晤张某———此时张某已在某部当连长，该

犯仍受命回宁条梁为张某招兵，后招兵不着，无以为

生，乃潜回清洞原籍，当被发觉捕获。后被依法判处

死刑。”［７］

２．依法处理定刑适当
当时，边区政府对违纪贪污行为处分相当严厉，

１９４３年公布的《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规定对
贪污满５００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不服，直

接写信向毛主席求情。当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

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毛主席时，毛主席并不看信，

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３０００元。
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

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主席沉思了

一阵，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

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主席接着说：“那么，这

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肖

玉璧被依法执行了枪决。１９４２年１月５日的《解放
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

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

它！”

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从严治党的成效及意

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仅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１年上半
年，陕甘宁边区就查出贪污案件１１５７件，惩治了一
批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使党及

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延安乃至全国的威望大大提高。

对此，中外媒体无不称颂陕北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廉

洁的政府、一个真正为民众的政府。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４
日的《解放日报》报道：“前边区财政经济处财政科

出纳员刘合明，身为共产党员，遗失公款，隐匿不报，

似此情形实有重大贪污中饱之嫌疑，经边府审计处

黄、刘处长呈送请高等法院究办，昨经高等法院批交

延安市地方法院办理。再比如，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１日
的《解放日报》报道［８］：“边区建设厅运输局职员宋

桂年，前在该局点收各县公盐代金中，遗失公款５００
余元，经侦察，发现宋桂年于该点征收公盐代金时，

窃取１００元，详细追问后，又发觉宋于去年冬曾由吴
堡家乡带来鸦片一斤余在延安出售。建设厅以宋桂

年身为公务员，竟敢违反政府法令私售鸦片，屡窃公

款，解送司法机关查办，现延安市地方法院已处宋桂

年７个月徒刑，并责令归还窃款５１２元２角２分。”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从严治党的司法实践

也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的从严治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枪毙刘青山、张

子善应该是毛泽东继民主革命时期处置肖玉璧之后

依法从严治党的又一力作。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中共中央
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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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间，先后

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

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

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十分明显，

毛泽东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态度与抗战时期处理肖

玉璧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①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７日至２４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
下，在陕甘宁边区特殊环境下，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它是一个地区

自治性宪法文件，以三民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同时又保

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不仅对陕甘宁边区具有指导意

义，而且对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②又称《五一施政纲领》，是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
的政治纲领，共２１条，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
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行为，规定了改进司法制

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以及有关婚姻家庭、民族、外

交、侨务等各方面政策。它比《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

领》更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对

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规定了具体政策。

参考文献：

［１］《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
料选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１９８５：１４２．

［２］毛泽东．毛泽东文集：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
编：第一辑［Ｍ］．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６：３１－３２．

［４］陕甘宁边区各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Ｎ］．解放日报，
１９４３－０５－１６．

［５］俞荣根．艰难的开拓［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１５８．

［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３．

［７］肖玉璧任内贪污公款３０５０元，已经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
处死刑［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０１－０５．

［８］边区建设厅职员宋桂年、李文源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公
款，被送县究办［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０２－１１．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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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的初步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雷　霄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党委学工部，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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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分析，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对老年人心理需求结构进行构
建，并在此基础上编制适用于６０周岁以上人群的心理需求量表。采用质性（访谈法）与量性（问卷
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老年人心理需求理论构想编制量表，并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老

年人心理需求量表共２３题，包括５个因子，总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为０．９３７。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各项
信、效度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供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心理需求研究和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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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问题已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社会问
题，如何养老并健康养老长期受到广泛关注。在

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

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老龄

事业改革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窗口

期。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全国 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将
增加到 ２．５５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
１７．８％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 ２９００万人左
右，独居和空巢老人将增加到 １．１８亿人左右，老
年抚养比将提高到２８％左右。但目前我国存在养
老体系建设不均衡，养老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老龄

工作体制不健全等问题。

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不仅生理机能退化，并

且因为退休、丧偶等现实事件，社会群体交往缩

小，自我效能感降低，容易引发抑郁、孤独、苦闷和

失落等情绪，产生心理问题［１－２］。在《“十三五”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第八章“丰

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专门指出：要健全老年

人精神关爱、心理疏导、危机干预服务网络，督促

家庭成员加强对老年人的情感关怀和心理沟通。

因此，养老不仅仅是保证老年人吃好穿好、身体健

康，更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提高老年人的主

观幸福感。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中国心理学大辞典》中把需要和需求两种概

念分别论述：需要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得

到满足的心理倾向，是有机体自身和外部生活条件

的要求在头脑中的反映；需求则是人体内部一种不

平衡的状态，对维持发展生命所必须客观条件的反

应。由此可知，需要更多强调的是精神驱力或者缺

乏，需求则是指物质上的最优选择方案，是最适合个

体生存必不可少的，是使欲望能达到有限最大满足

的最佳物品。由此，心理需求的概念就应运而生，

即，心理需求是人类深层次的需求，是一种高级的社

会性需要。也就是说，除了生理需求（维持个体生

命）以外的一切需求，均称为心理需求。

国内外老年学家对于老年人的定义有多种，根

据我国老年人口的现状和经济发展情况，在本量表

的编制中，我们采用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即把老年人

定义为年满６０周岁的个体。
笔者把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定义为：凡年满６０周

岁的个体除生理需求（维持个体生命）以外的一切

需求，主要包括情感需求、人际交往需求和自我发展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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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访谈过程和题目编写量表的编写程序

（一）确定题目，查阅相关文献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对老年人心理健

康状况的研究不断增多，其中也有一些关注了老年

人的心理需求，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近几年来关于

老年人心理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内容研究。主要集中在

探讨老年人因生理及社会角色的变化，心理需求的

显著变化特点。例如吴捷等人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发

现，多数老年人养老意愿较传统，居家养老仍占主

流，生活中面对的心理问题的主要现实来源为身体

健康状况、内心的孤独感及社会关注度降低。研究

也发现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在尊重需要、经济需求、学

习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身体状

况老年人在参加社会活动需求上也存在显著差

异［３］。

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对象研究。主要以老年

人心理需求为主要研究内容，分别以不同类型、不同

年龄段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心理需求的特

点。例如周跚跚在针对失能老人心理需求的实证研

究中指出，不同养老模式下失能老年人在身体健康

和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居家养老的失能老

人心理需求最高，而在公寓养老和托老所养老模式

下的失能老人，则更应该关注其生理需求和交往需

求［４］。

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应用研究。基于老年人

不同的心理需求探讨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制度建设

的研究。例如张晴晴在《老年人心理需求对城市公

园景观设计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满足老年心理需

求的景观是园林设计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城市公园

设计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安全需求、审美需求、空间

需求等［５］。在《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需求的公共图

书馆适老化研究初探》中也指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

增长对文化信息的需求和社会参与的渴望并未因此

消退，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对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和使

用方式也发生显著变化，老年人逐渐成为公共图书馆

物理空间使用的重要人群，并针对公共图书馆提出适

老化策略［６］。由此可知，科学研究老年人心理需求，

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养老服务建设在功能层面、设施层

面、服务层面及空间层面却可提供适老化参考。

综上所述，研究老年人心理需求在我国老龄化

加剧的大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为我国养

老设施建设提供参考，也可以为不同养老模式下的

服务内容提供指导性建议。但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

现，在国内有关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实证研究中，标准

化的量表较少，多数都采用自编老年人心理需求问

卷，由此对调查结果的普适性具有一定影响。而被

较多采用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傅双

喜在２００９年编写的《老年人心理需求调查问卷》，
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我国老龄化和养老模

式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缺乏时效性。在有关老年

人心理需求的研究中，相关量表是量化老年心理需

求的必备研究工具。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关于老年

人心理需求量表的研究更倾向于研究老年人心理需

求的某一具体方面，如对孤独感、抑郁和生活质量的

研究较多，在这些研究中，也更倾向于采用ＵＣＬＡ孤
独量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和世界卫生组

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等，针对老年人心理需求

的研究由于专业量表的缺乏而少之又少。

（二）通过访谈，进一步搜集资料

根据前期搜集到的资料，围绕相关核心概念及

其理论基础提出访谈提纲，主要以个别访谈的形式，

在成都市和郑州市随机抽取了１０位６０周岁以上的
老年人进行访谈，收集他们对“心理需求”的理解以

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需求。

（三）根据访谈结果，构建理论模型，编制问卷

根据访谈的结果，编制了《老年人心理需求量

表》的初始问卷，评定的内容共分为５个维度，分别
是老有所亲，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和老有

所用。初始问卷共有３４项，每个项目采用５点计分
法，其中“完全符合”记５分，“比较符合”记 ４分，
“一般”记３分，“不太符合”记２分，“完全不符合”
记１分。

（四）考察项目的可读性

量表编制完成后，首先对项目的可读性进行考

察，选取河南省老干部大学的１０名老年人对项目的
可读性进行评价，对每个题项的评定采用４点计分
法，其中“４”表示“完全明白”，“３”表示“基本明
白”，“２”表示“基本不明白”，“１”表示“完全不明
白”，其中，“完全明白”和“基本明白”的题项占总项

目数的９９％，“完全不明白”的题项占总项目数的
０％，在项目可读性考察中，主要针对第１３题做了些
修改，其他项目则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三、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的施测和结果分析

（一）被试

在四川省成都市和河南省郑州市共发放问卷

３２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３％。其中男性１４３人，女生
１５４人，平均年龄６５．２岁。

（二）程序

受访者按照自愿原则完成问卷，完成一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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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时间约１５分钟。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中文版统
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三）项目鉴别度分析

通过两次预测，采用自编《老年人心理需求量

表》初始问卷，共含有３４项题目，采用５点计分法，
其中“完全符合”记５分，“比较符合”记４分，“一
般”记３分，“不太符合”记２分，“完全不符合”记１
分。

从河南省老年干部大学，河南省委家属院和河

南省供销社家属院共抽取４５名老年人作为样本，年
龄均大于６０岁，共发放问卷４５份，回收有效问卷
３１份。

对两次预测结果进行项目分析，求出所有被试

在所有题项上的总分，找出２７％的高低分组，采用
独立样本 Ｔ－ｔｅｓｔ检验高低分组在每个题项上是否
存在差异，删除了 ＣＲ值达到显著性水平，即 ｓｉｇ值
大于０．０５的题目８项，最后保留２３个题项，均 Ｓｉｇ
＝０．０００。
（四）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１　 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检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
ＫＭＯ ０．７０７
近似卡方 ６２５．５４５
　Ｓｉｇ ０．０００

　　对量表中最终确定的２３项题目进行探索性因
素分析，由表１可知，ＫＭＯ值为０．７０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
检验值为６２５．５４５，达显著，从这两个指标可以得知
该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表２　解释的总方差

成

分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１９．９３１ ４３．１８０ ４３．１８０ ６．４２７ ２７．９４３ ２７．９４３
２３．１５２ １３．７０５ ５６．８８５ ３．６２８ １５．７７４ ４３．７１７
３２．１０４ ９．１４８ ６６．０３３ ３．４６２ １５．０５０ ５８．７６７
４１．４８３ ６．４４９ ７２．４８２ ２．５０４ １０．８８８ ６９．６５５
５１．１０６ ４．８１０ ７７．２９２ １．７５６ ７．６３７ ７７．２９２

　　由表２可知，经过主成分分析，共提取５个特征
值大于１的因素，转轴前的特征值分别是 ９．９３１，
３．１５２，２．１０４，１．４８３和１．１０６，解释的变异量分别是
４３．１８％，１３．７０５％，９．１４８％，６．４４９％和４．８１％，累
计可以解释总方差为７７．２９２％。转轴后的特征值分
别是６．４２７，３．６２８，３．４６２，２．５０４和１．７５６，解释变异
量分别是２７．９４３％，１５．７７４％，１５．０５％，１０．８８８％和
７．６３７％，累计可以解释的总方差为７７．２９２％。

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数均在０．４以
上，得知第一个因子包含四个题项，第二个因子包含

七个题项，第三个因子包含四个题项，第四个因子包

含四个题项，第五个因子包含五个题项。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符合笔者编制老年人心理

需求量表的理论结构，即２３个条目负荷量的主要因
素可以解释的总变异为７７．２９２％。将第一个因子
命名为“老有所用”，即老年人自我价值的需求；第

二个因子命名为“老有所乐”，即自我发展需求的第

三个子维度；第三个因子命名为“老有所亲”，即个

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第四个因子命名为“老有所

教”，即自我发展需求的第二个子维度；第五个因子

命名为“老有所学”，即自我发展需求的第一个子维

度。

（五）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河南省郑州市和四川省成都市另发放包含２３
个题项的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３２０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其中男性１４６人，女性１５４人；平均年龄６６．２
岁。总体样本（ｎ＝３００）做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
表３。

表３　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各因子题项和载荷

自我价值需求

老有所用 老有所亲

题项 载荷 题项 载荷

自我发展需求

老有所教 老有所学

题项 载荷 题项 载荷

个人和社会情感需求

老有所乐

题项 载荷

１２ ０．８１２ １ ０．６７５ ８ ０．８１７ ６ ０．８２２ ４ ０．８２７
１３ ０．７２４ ２ ０．８６６ ９ ０．６０５ ７ ０．７２１ ５ ０．７８２
１４ ０．８２５ ３ ０．７８１ １０ ０．７３３ １７ ０．６９８ １８ ０．８１５
１５ ０．６７２ １６ ０．８１３ １１ ０．７１８ ２１ ０．８１８ １９ ０．８６６

２０ ０．７８１
２２ ０．６１４
２３ ０．７１０

　　（六）信度分析
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系数，对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

行了检验，结果见表４，由所得结果可知该量表信度
较好。

表４　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

维度
自我价值

的需要

自我发展

的需要

个人和社会

情感的需要
总问卷

系数 ０．８８３ ０．８８９ ０．９１８ ０．８９７

　　四、讨论
（一）问卷的信效度

通过统计分析，该问卷结构和预想结构相符，包

含三个维度，分别是老年人自我价值需求，自我发展

需求及个人和社会情感需求，三个维度的解释力均

大于５％，累积解释总方差为７７．２９２％。另外，对该
问卷的分半信度检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系数均达
０．９以上，总ＧｕｔｔｍａｎＳｐｌｉｔ－Ｈａｌｆ系数为０．９１７，进一
步验证了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良好。虽该问卷从测

量学角度分析各指标良好，涵盖内容也较全面，但其

稳定性仍需在各不同的样本中验证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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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

在该研究中累积两次预测和正式施测方法问卷

３８０份，对象分别为四川和河南省会城市的离退休
老年人，涉及到取样范围狭窄，代表性不足等问题，

另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的特殊性，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排除文化程度、健

康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老年人，该行为进一步限制了

该问卷样本的代表性。

（三）问卷的适用范围及其启示

在当代社会体制中，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究竟是

什么，老年人哪方面的心理需求最高，哪方面的需求

最低，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是

我国关于老年人心理需求研究的重点。但由于国内

缺少权威的测量老年人心理需求的专业化量表，在

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采用自编老年人心理需求

问卷，在此自编问卷中，较多编入了研究者自身关注

的心理需求的某些方面，而缺少对老年人心理需求

全面的测量。例如在刘颂的《城市老年人群精神需

求状况的调查与研究》［７］一文中，通过对南京６城
市和２所老年大学的１２００为老年人进行了自编的
《老年精神问卷》调查，该问卷由基本状况（即被试

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有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

济收入、家庭模式和退休前的职业种类）、精神生活

状态、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三部分组成，研究者并没

有对该量表的信效度进行说明，仅测量其研究中比

较感兴趣的那部分内容，并且研究者发现老年人的

精神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生活安全需求、

社会尊重需求和行为意义需求。

另外，在傅双喜的《中国老年人心理需求调查

报告》中指出，老年人心理上对不同因素的需求程

度是受其年龄、文化程度和年轻时从事的工作等方

面的影响的。且在其报告中，傅双喜采用了自编的

老年人心理需求调查问卷，共１７题，采用了 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评分，五个等级依次为“非常不符合”“比较不符
合”“一般”“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题项相加

得分代表心理需求水平，分值越大，表明心理需求水

平越高。问卷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四个维度：生理需求、交往需求、认同需求和自我实

现的需求，并对其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进行了

检验，且符合心理测量的标准，但在效度方面却未做

进一步的检验。

由上述可知，在有关老年人心理需求的研究中，

研究者采用的自编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多数都没有

经过标准化的检验，缺乏统一的测量标准，且多数都

是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但是该理论中

的生理需求并不属于研究中界定的心理需求的范

畴。因此，笔者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及 Ｒｙａｎ、
Ｄｅｃｉ的自我决定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老年人心理
需求测量的三个维度，即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自

主发展的需求和自我价值的需求。

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主要是指：老有所爱、老

有所伴和老有所亲，即归属感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和

亲情友爱的需要。主要指的是个体对家庭和朋友的

需要，希望得到他人的关心，对人与人之间亲密情感

的需要。老年人因为退出了工作岗位，社会活动范

围变小，并且子女已经成家立业，忙于各自的小家

庭，所以老年人在情感上难免会感到丧失和缺乏，如

果这种渴望亲密感情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感

到孤独、空虚甚至影响身体健康。建立亲密团结的

生活氛围，可以带领老年人尽快从离退休带来的失

落感中走出，使其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另外，随着

年龄越来越大，老年人会对周围的许多朋友和亲人

甚至配偶的去世，感到更大的丧失感和孤独感，觉得

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了，进而产生忧郁失落的情绪。

所以，让老年人无论是在单位、家庭还是日常生活

中，时常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与支持，有助

于身心健康。总而言之，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就

是指老年人与社会交往的需求，有共同活动的对象

和同伴，在遇到困难和难过时能够获得朋友、亲人的

支持。现代的老年人对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越来

越高，例如崔丽娟［８］的研究表明子女和街道、社区

的支持对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情感和认知方面的

支持最为所需。

自主发展的需求主要是指：老有所学、老有所教

和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主要是指老年人对知识

认知的需要，即再学习的需要。例如，参加各种技能

学习班，老年大学或者定期听讲座等。我们也许都

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年过６０不学艺”，许多老年人
认为自己已经在世上生活了那么多年了，该会的也

就会了，不会的再怎么学也可能学不会了，已经没有

再学习的必要了，这是对自我的一种消极负面的感

知和评价；还有一句话是“活到老，学到老”，这就与

前面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老年人文化水

平越来越高，对知识的渴望也会越来越强烈，很多时

候为了“不服老、不认老”就会产生希望再度学习的

需要，促进自我发展，希望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生

活，并不因为生理机能的下降而让自己的生活由他

人做决定，这是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的充分体现。

“老有所教”主要是指老年人希望能把自己毕生所

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或者其他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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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也是老年人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的一种表

现，老年人希望通过向他人传授知识从而获得他人

的尊重，消除自己因为年老而带来的自卑感，有些老

年人的这种需求，如若得不到满足容易产生自卑、软

弱和无能等体验从而影响身心健康。“老有所乐”

主要是指老年人希望能发展自己除了工作能力以外

的业余乐趣和特长，例如参加老年活动团体、参与健

身或进行旅游等休闲娱乐活动。

自我价值的需求主要是指：老有所用、老有所为

和老有所成。“老有所用”主要是指避免老年人因

为自己已经不再工作而产生无用感，树立“老有所

用、余热生辉”的信念，现在很多老年人仍愿意发挥

自己的余光和余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甚至

希望得到原工作单位的返聘，重回工作岗位，有的老

年人则希望能在家照顾孙子女，替子女减轻生活的

负担，继续为社会和家庭做贡献。“老有所为”主要

是指有的老年人希望能够继续年轻时未完成的梦

想，例如去国外旅游或者上电视表演等。“老有所

成”主要有些老年人希望通过自己老年的努力，能

够再创辉煌，取得其他别样的成功的需要，具有较强

的成就动机。

因此，在该问卷的编制过程中，笔者力求站在更

客观的角度，查阅资料，综合有关理论，希望通过该

问卷能对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做出一个更全面、更客

观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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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与学术出版社的品牌建设
———基于新闻传播学著作的考察与分析

祁　涛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２２
作者简介：祁涛（１９７７—），男，河南滑县人，新闻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报道规范

与新闻媒体运作。

摘　要：学术出版物已经数量庞大不可胜数，用户必须拥有科学有效的选择机制。学术著作的
精品化出版是出版社协助用户建立选择机制、获得品牌效应的重要方式。以新闻传播类学术著作为

例，可以发现学术著作存在着部分著作的重复出版与稀缺著作的绝版、热门议题著作出版的集中性

和知识谱系性出版的欠缺、纸质著作的高价格与电子著作资源的不完整三重矛盾。学术出版社需要

提高与用户特别是高影响力学者的协商效果与效率，就学术精品的认定达成共识，推进稀缺学术专

著的再版，规划高质量学术文库，建设完整的电子著作系统。学术出版的精品化能够为用户带来更

多的报偿，也使出版社能够吸引核心用户，并在用户中培育良好的印象和记忆，培育信赖感和依赖

感。

关键词：学术出版；学术精品；出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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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出版是以“推进科研、探究学问、弘扬学
术、传播新知为根本宗旨，以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等

为基本形式，以学术成果的发布、展示、传播以及交

流为基本内容，遵守出版管理规定与学术规范，涵盖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种形态”［１］。它既包括学

术论文的发表与学术著作的出版，也包括开放存取

的网络出版和在社交媒体的数字化发表。学术出版

与学术研究息息相关，就如原斯坦福大学校长肯尼

迪所说，“出版物就像硬通货，是学术成果的基本表

现形式”［２］。它既牵涉到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学思

想的自由交流，也关系到专家学者的成长和研究机

构的声誉，还关涉着学术出版机构的品牌形象甚至

经营状况，其整体状态则展现着国家民族的科研实

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本论文讨论的话题，集

中在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与学术出版社的品牌建

设层面，因为即使从研究者即学术著作的主要用户

的角度来看，学术出版物也已经数量庞大不可胜数，

更别说普通用户的感受了。这使得用户必须获得一

个科学有效的选择机制，找到必读的和可读的作品。

提供了这种选择服务，出版社必将在用户中建立起

自己的品牌形象，赢得用户的忠诚和信赖。本论文

以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为考察对象，探讨学术著

作的精品化出版与学术出版社的品牌建设。

一、当前新闻传播学著作出版中存在的矛盾

新闻传播学于２０世纪初传入中国，由于历史根
基较短，知识积累不足，一直受到新闻无学论的困

扰。但是历经数代新闻传播学者筚路蓝缕，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快速

发展，“新闻学逐渐成为了显学”［３］，其中一个典型

的表征就是，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进入繁荣状态。

以“新闻”和“传播”在读秀学术进行搜索，分别可以

得到１４２８６种和６２５５种著作，加上“媒体”搜索得来
的７２３５种、“传媒”搜索得来的２０１１种、“宣传”搜
索得来的４３３３种、“广告”搜索得来的６６３３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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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包括“报道”“真相”“舆情”“电视”“网络”等相关

词汇），即使剔除重复计量，剔除出版的教材和作品

集，以万计数新闻传播类学术著作当是个保守估计。

数量的快速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用户的阅读能力，

结构上的问题更是增加了用户的选择难度，使新闻

传播类学术著作的出版面临三重矛盾。

１．部分著作的重复出版与稀缺著作的绝版
重复出版是指出版社“反复、重复、雷同地出版

同一题材图书”［４］。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不计教

材），重复出版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选题集中，跟

风出版。特别是在新媒体领域，只要出现新的媒体

平台，几个月之内就会出现一批专著。微信出现不

到７年，在读秀学术搜索中就可以找到３６８种著作；
微博的火爆仅有８年，出版著作已达２９１种。多数
著作仅仅告诉读者新媒体的传播特征，虽然署名不

同，同质化却非常严重。二是明星著作反复出版。

国内有知名学者出版了一部质量很高的专著，已经

由两家出版社出版了３次，他还将其修订为教材，在
多家出版社出版了６次。威尔伯·施拉姆等人所著
的《传播学概论》已经出版了７个版本，麦克卢汉的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至少有５个版本。与重复
出版相对比，部分重要著作处于稀缺甚至是绝版状

态，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在孔夫子旧

书网已经卖到３００元以上，约翰·费斯克的《传播
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的《媒体考古学》、杨保军的《新闻事实论》等已标价

至２００元，有些绝版书已经没有存货。
２．热门议题著作出版的集中性和知识谱系性出

版的欠缺

每个学科固然有其核心议题和关键领域，但是

“科学史证明，相距较远的学科领域的相互交流是

科技发展的动力与源泉”［５］。新闻传播学特别是传

播学属于交叉学科，学术出版应当考虑相关学科的

支撑作用。但是目前，除了与其具有直接源流关系

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等的著作之外，新闻传播学出版

的知识谱系性相对不足。这些与新闻传播学科相关

的知识谱系非常广泛：在新闻事实层面，涉及康德的

理性事实论、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论，以及法学中的证

据性事实论；在新闻表达层面，牵涉到巴尔特的符号

学、福柯的话语理论、热奈特的叙事理论；在新闻与

人的关系层面，有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理论、马斯

洛的人格与需求理论、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等。这

些著作并非没有出版，但是它们只能在其他学科类

别中找到，更有甚者，许多新闻传播学著作也只能在

其他学科类别中寻找，例如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

案》、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

革》等都是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出版的。这种

状况使得用户只能依靠个人兴趣偶然搜索获得相关

的出版成果，对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学术视野的开

阔，都是不利的。

３．纸质著作的高价格与电子著作资源的不完整
我国图书价格管理比较严格，图书价格相对用

户购买力较高，学术图书价格相比通俗读物更

高。［６］除了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之外，个人用户少有

能力也少有意愿拥有完整的专业资料。用户常见的

选择是拥有部分经典性著作，其他临时使用和具体

检阅的文献则依靠互联网络，依赖较多的是读秀学

术搜索、超星发现系统等数字图书馆系统，新浪爱问

共享、新浪微博微盘等也可搜索部分资源。目前的

电子著作供应平台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资料不完整。

供应平台依据用户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提供资源，著

作出版时间较久。新闻传播学知识更新非常快，最

新出版的著作恰恰没有资源。二是平台比较分散。

用户找到原著全文全凭机遇，很难确定能不能找到

文献，也很难知道会在哪个平台找到文献。三是平

台提供的资料多是人工扫描版，漏页、缺页和页面不

清晰等质量问题比较明显。四是资料多是单本收费

制，价格偏高，往往付费之后才会发现所选文献不合

适。对出版社而言，在纸质出版面临诸多营销难题，

电子版权受到诸多渗透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利用自

身数据优势和版权资源，为用户提供资料完整、质量

精良且优惠可靠的电子文献服务，对各利益相关方

都是非常有利之事。

二、新闻传播类学术精品的协商式出版策略

解决上述三重矛盾，在保障出版资源合理配置

的基础上，需要强化学术著作出版的精品意识。学

术精品拥有哪些品质？由谁来进行判定？如何证明

和检验？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是，在学术

著作出版和使用的过程中，上乘的、高质量的学术著

作依然是可辨识的。［７］学术精品的产生，固然有赖

于学者的深厚学养和潜心钻研，有赖于学术氛围的

自由与包容，还依托于学术出版机构的支持与慧眼，

以及装帧方面的精心设计。我们关注的则是学术精

品在销售与消费层面的获认。在销售层面，对于学

术出版机构而言，学术精品意味着出版物吸引了高

质量的用户，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学者，并在其间获得

了良好的口碑；在消费层面，对于用户而言，学术精

品则呈现为必读文献和必引文献。从这种获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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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学术精品是出版机构和用户之间协商的结果，

任何学术精品获得承认，都需要在此协商过程中取

得共识。对于学术出版机构而言，在市场竞争与新

媒体挑战如此激烈的情形之下，若想实现学术著作

的精品化出版以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提高与用户

特别是高影响力学者的协商效果与效率，从选题开

始就要努力促成这种共识的形成，这要求学术出版

机构具有数据收集意识和把握市场全局的能力。

１．定期对全国新闻传播学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在
读博士进行需求调查

“重视读者需求是当今出版企业的活力之源，

发展之本”［８］。学术精品固然不等于用户广泛需求

的出版物，但是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使用需求与学

术著作的精品属性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在新闻传

播学界，掌握着学科核心议题和知识前沿的有三个

群体：一是新闻传播学优秀院校中有影响力的学者。

他们位居学科建设高端，掌握着学科核心议题和前

沿话题的定义权，对于何为新闻传播学经典著作和

精品著作拥有话语优势。二是新闻传播学优秀院校

的在读博士和刚毕业的博士。他们拥有新闻传播学

最新的知识结构和最具创造性的科研能力，对前沿

知识和交叉学科的知识最为敏感。三是海外留学的

学者和在海外从事教研工作的学者。他们接受了来

自其他国家的专业知识和交叉学科知识，对国外的

研究现状最为了解。学术出版机构每年可向这三类

学者进行问卷调查，由他们列出“必读的专业著作”

“必读的相关专业著作”“迫切需要的学术著作”各

１５本，同时列出“最优秀的专业学术论文”１５篇，经
过统计分析，取共识最多者进行学术出版的选题策

划。这样，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公认的新闻传播

学精品著作即可基本囊括在内。

２．与全国主要图书咨询交易平台合作进行数据
分析

与用户协商并非要与其进行直接的交谈，用户

购买学术著作、查询学术文献以及科研中引证学术

文献，都是其需求的表征，更是学术著作影响力的重

要标志。出版社认真收集并分析这些数据资料，可

以与用户实现比日常接触更有效的虚拟性协商。这

些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利用当当网、京

东网等重要学术出版物销售平台的数据，收集新闻

传播类学术著作的销售情况，以及新闻传播学术著

作与其他学科著作交叉购买的情况，用以了解当前

该专业学术著作的市场需求状况，以及学科知识的

谱系性消费情况。二是与孔夫子旧书网以及淘宝网

等旧书销售平台合作，收集并分析专业旧作的销售

状况，特别是价格高涨的专业旧作的供需状况，了解

本专业急需的稀缺出版物的情况。三是调查用户在

读秀学术搜索、超星发现系统等平台进行的搜索与

咨询情况，收集并统计分析学术研究对各专业著作

的使用和依赖情况。四是与中国知网开展合作分

析，对当年或者近半年的专业学术论文特别是权威

期刊专业学术论文进行引证分析，确定处于引证核

心的专业著作以及交叉学科的著作。依据这些数据

的收集与分析，学术出版机构首先可以推出稀缺学

术专著的再版工作，规划高质量学术文库的出版，以

及交叉学科学术著作的谱系性出版工作，还可以出

版高引证指数的专业学术论文和相关学科的必读文

献。

３．联合建设内容完整、查询便捷、使用可靠的电
子文库

在问卷调查和虚拟协商的基础上，利用新媒体

平台近乎无限的容量空间，学术出版机构可以假定

所有新闻传播学专业著作均有传播价值，并为之建

设一个完整的电子文库。学术出版社可以共同联

合，或者由数家实力较强的出版社成立联盟，或者从

国内互联网核心企业融资并联合成立公司，再与其

他出版社进行知识产权谈判，将近代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制成电子文

档，通过统一的电子文库平台向用户开放，特别是

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推介。文库选择也可以依

据各电子图书交易和查询平台，选择达到一定交

易数量和查询规模的著作进行，寻找用户需求的

公约数。对于与学科相关的知识谱系的数字出

版，则依据所得数据设置标准，达到标准以上者纳

入电子文库。这样的电子文库需要解决三个根本

性问题：一是资料的完整性，即能够让用户形成明

确的期待，可以在该文库中获得想要的资料。二

是文库与纸质图书保持格式的同态性，因为用户

查询和引用格式依然是纸质标准。三是该文库的

文献查询要比较便捷。当前各个文库中，读秀、超

星可以查询章节，但不可以查询页码，其他的连章

节查询也没有设置，非常不方便。在产品过剩的

年代，一个内容完整、查询便捷、使用可靠的电子

文库，必将受到用户欢迎。

三、精品化支持的学术出版社品牌建设

品牌形象理论构建者大卫·奥格威认为：“品

牌是一种复杂的象征，它是产品、品牌属性、包装、价

格、历史声誉、广告方式的无形总和，品牌同时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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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产品使用的印象，以及自身的经验而有所

界定。”［９］品牌实质上是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与用

户对该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体验相结合的产物，其结

果是确定企业产品和服务获得用户选择的几率。

企业品牌的构建，在于提升用户对其产品和服务

的获得感，同时要着力降低使用过程中的付出。

出版业总体上属于内容产业，内容产业的品牌建

设即获得用户认同和选择的基本路径，执行威尔

伯·施拉姆提出的信息选择或然率公式，即获得

的报偿／费力的程度。具体到学术出版而言，获得
较高的报偿意味着学术出版物能够为用户提供更

多的理论知识、科研资料和研究方法，降低费力则

意味着用户接触学术出版物更容易、更便捷，即学

术出版物相对价格更优惠，寻找文献所需时间更

短，查阅内容更快捷。学术出版的精品化恰恰能

够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报偿，同时也为出版机构的

品牌建设提供支持。

１．学术精品能够使用户对出版社留下良好的印
象和记忆

品牌是用户记忆中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所有体验

的总和。如果产品和服务体验良好，该体验就会给

用户留下良好的记忆并在其他场合通过联想方式得

到激活。学术出版也是如此，如若出版社的学术出

版物能够让用户获得良好阅读体验和使用经验，用

户就会对该出版社产生兴趣，并对该出版社持续保

持良好的评价。以新闻传播学专业著作为例，商务

印书馆出版的不多，但是其出版物都属于精挑细选

之作，如“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和“文化和传播

译丛”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传

播·文化·社会译丛”既有学术水准，又有可读性，

既可做专业教材，又可成为高层次研修类读物，出现

了好几种绝版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

出版社是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出版重镇，文献丰富，涉

及广泛且占据前沿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

“新闻传播学文库”、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传播

学术原创系列”，基本上集纳了国内新闻传播学研

究者的最新优秀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

出版社在经典译著方面着力颇多，“未名社科·大

学经典”和“清华传播译丛”颇受好评；南京大学出

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学术性非常强，如今很

多书店都买不到了。这些学术精品成为出版社的标

签和名片，用户只要读到这些著作，就可以联想到这

些出版社；只要想到这些出版社，就会记起这些著

作。

２．学术精品能够使用户对出版社产生依赖感和
信赖感

“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会决定其对品牌的偏好，

并最终决定对品牌的选择和购买”［１０］。也就是说，

品牌的实质是基于信赖感而降低消费决策成本、提

高消费选择效率的标准，如果产品和服务达到了效

用标准以上，用户即可根据消费经验和使用体验，对

其未来的消费和使用形成稳定的预期，并养成消费

和使用习惯。学术著作的阅读和使用也是如此，特

别是在学术评价日益量化以及科研竞争日趋激烈的

情况下，这一趋势更显强化。许多学者在购买和引

证学术著作时，选择出版社都有偏好：在电子平台选

择购买最新著作时，倾向于浏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

局、三联书店的出版物；在引证时如果遇到同类内容

著作的重版，也更倾向于引用权威出版社的版本；学

术期刊在审核学术成果时，“编辑从引文的权威性、

时效性、准确性、有效性就可以大致判断文章质量的

优劣”［１１］，虽然属于不成文的规范，文献的出版机构

是否权威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这就说明，学术精

品的出版是对出版社信誉的保证，出版社的信誉反

过来也是对学术出版质量的保证，二者的良性循环

吸引用户的消费和使用偏好。

３．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是出版社吸引核心用
户的关键

在学习终身化和阅读全民化的背景下，学术出

版物固然可能吸引普通用户，但是其核心的消费和

使用群体依然是科研工作者，这是学术出版物消费

和使用量最大并且消费和使用周期很长的群体，在

高等教育发展和国家科研支持的背景下，该群体数

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仅以新闻传播学为例，

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国有６８１所大学开设新闻与传播
类专业，而“９８５”“２１１”大学中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
业的比例高达５５．９％。这些学校拥有新闻与传播
类专业教师６９１２人（其中硕士以上２９４３人），设有
１２４４个本科专业点，一级学科博士点１５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７５个，二级学科博士点３个，二级学科硕
士点１３个，在校本科生超过２２万人，部分高校在校
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规模超过本科生。［１２］且不说专业

教师和在读博士的学习和科研需要高频率使用专业

文献，许多地方的硕士研究生必读的专业书已近百

余种，本科生的必读书也在数十种之上。这是一个

巨大的需求，也是质量要求很高的需求，它要求学术

出版物的经典性和高质量，而电子出版物则要求文

献的完备性和可接近性。如若出版社能够为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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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报偿、低成本的服务，就能够得到这个群体持续的

支持，也能够获得高持续性的发展动力。

四、结语

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是出版社协助用户建立

选择机制、获得品牌效应的重要方式。学术出版社

需要提高与用户特别是高影响力学者的协商效果与

效率，就学术精品的认定达成共识，推进稀缺学术专

著的再版，规划高质量学术文库，建设完整的电子著

作系统，从而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报偿，也使出版社能

够吸引核心用户，并在用户中培育良好的印象和记

忆，培育信赖感和依赖感。

参考文献：

［１］刘永红．关于学术出版的几点思考［Ｊ］．现代传播，２０１６
（２）：５５－６１．

［２］肯尼迪．学术责任［Ｍ］．阎凤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
社，２００２：２２９．

［３］李蕾，高海珍，章淑贞．方汉奇：新闻事业的守望者［Ｊ］．
新闻与写作，２０１４（３）：２４－２８．

［４］曹建．对于重复出版问题的思考［Ｊ］．中国出版，２００９

（７）：７３－７４．
［５］王媛媛．封闭与开放：走向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
一［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５）：４７－４９．

［６］徐来．我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图书定价水平走势与特征观察
［Ｊ］．出版广角，２０１６（１２）：２４－２６．

［７］马克昌．打造学术精品、推动学术创新漫议［Ｊ］．武汉大
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５（５）：５２０．

［８］王桂贞．论读者需求与出版责任［Ｊ］．编辑之友，２０１０
（１）：６０－６２．

［９］刘世忠．品牌策划实务［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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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为视角［Ｊ］．出版科学，２０１１（２）：４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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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网络视角下的基因编辑领域科研团队识别
及产出绩效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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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菲菲（１９８５—），女，山东滨州人，管理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为科学计量与科技管理。

摘　要：基因编辑是近年来生物学界热点话题，科研合作对于共享信息、传播知识具有重要意
义。文章旨在通过综合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作者合作发文共现分析、网络指标与产出绩效相关分析

等方法对基因编辑领域的核心科研团队进行识别，并实现团队合作模式发现与产出绩效测度。结果

显示，桥梁型团队合作模式，可将不同专业特长的众多小团体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激发团队成员的创

造性，相比三角型和网架型合作模式，在基因编辑这一特定领域下的团队产出绩效更高。

关键词：合作模式；基因编辑；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６
中图分类号：Ｇ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７５－０６

　　基因编辑是指对基因组进行定点修饰的一项新
技术，其中被业内誉为“基因剪刀”的 ＣＲＩＳＰＲ基因
组编辑技术曾入选《科学》杂志公布的十大科学突

破。利用该技术，可以精确地定位到基因组的某一

位点上，在这位点上剪断靶标ＤＮＡ片段并插入新的
基因片段。［１］现如今，基因编辑已经投入基因功能

研究，基因治疗，构建模式动物以及改造和培育新品

种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未来的发展中，基

因编辑技术必将成为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研

究与应用的重要工具，《科学》杂志称其“将会给许

多领域带来持久的兴奋和乐观”，“势必对研究产生

革命性影响”。

在大数据背景下，科研工作的合作不断增强，科

研人员的合作关系深刻地影响了科学的发展，合作

成了研究中的普遍现象，对于新兴的基因编辑领域

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通过对合作规律的研究和分

析，我们能更全方位地把握某一领域发展轨迹，进一

步探索现有结构，预测未来发展方向。有的科研团

队是作为一个研究实体而存在的，但是更多的科研

合作从外部难以识别，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往往是通

过产出论文的共同署名来体现的。［２］因此，在合作

网络视角下，通过对合著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利用社

会网络分析法和可视化工具发现团队，研究团队合

作模式成为一种常用手段。［３］而如何衡量合作模式

的优劣则通常利用绩效测度的方法，即研究怎样改

变与利用影响团队表现的因素来提高团队绩效，大

大丰富了科研团队的研究内容，为提出可行建议提

供依据。

本文将借鉴前人经验，对基因编辑这一热点领

域中科研人员的合作模式进行研究，对团队绩效进

行测度，以期为该领域人员选择合作对象和合作模

式提供一定参考，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基因编辑领

域当前研究脉络，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样本来源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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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按“ｇｅｎｅｅｄｉｔ ｏｒｃｒｉｓｐｒ”为主题进行检索，检
索时间段为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２５日。共检索文章１０５０３篇，截取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四种文献共９０２０
篇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合著网络中科研

团队的发现，探索团队的网络结构，确立其产出绩效

因素，提出对科研团队建设的有效建议。社会网络

分析法是对社会网络中各种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

分析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它主要分析的是行动者之

间的关系模式。［４］该方法已经被证实可以应用于作

者合作关系分析以及网络结构阐释。［５－６］本研究使

用ＳＰＳＳ和Ｕｃｉｎｅｔ作为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
（三）研究对象界定

发文量是衡量一个研究者科研水平和学术能力

的重要指标，一个领域的核心作者自然是在该领域

产出较多，取得较高成就的带头人，故而在确定数据

样本之后，将文献的所有作者提取出来。在此过程

中笔者发现在基因编辑领域发文量较大的作者中中

国研究者占很大比例，另外考虑到国外作者在署名

时姓名缩写的问题，故而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

性，对发文量大于等于１０篇的作者共２１０人进行全
名－机构人工比对消歧的方法，最终确定该领域
１７３位核心作者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发表１０篇以上的核心作者群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１ Ｂｒｅｎｎｉｃｋｅ，Ａ ５５ １３ Ｓｉｍｐｓｏｎ，Ｌ ３０ ２５ Ｂｏｃｋ，Ｒ ２４

２ Ｂａｒｒａｎｇｏｕ，Ｒ ５４ １４ Ｎｉｓｈｉｋｕｒａ，Ｋ ２９ ２６ Ｃｈａｎ，Ｌ ２４

３ Ｄｏｕｄｎａ，ＪＡ ４０ １５ Ｓｅｅｂｕｒｇ，ＰＨ ２９ ２７ Ｋｉｍ，ＪＳ ２４

４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ＮＯ ３７ １６ Ｈｏｎｊｏ，Ｔ ２８ ２８ Ｍａａｓ，Ｓ ２４

５ Ｋｎｏｏｐ，Ｖ ３６ １７ ｖａｎｄｅｒＯｏｓｔ，Ｊ ２８ ２９ Ｍｕｒａｍａｔｓｕ，Ｍ ２４

６ Ｎｅｍａｚｅｅ，Ｄ ３６ １８ Ｓｍａｌｌ，Ｉ ２７ ３０ Ｒｅｅｎａｎ，ＲＡ ２４

７ Ｋｏｏｎｉｎ，ＥＶ ３５ １９ Ｓｔｕａｒｔ，Ｋ ２７ 

８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Ｔ ３４ ２０ Ｈｏｌｍｅｓ，ＭＣ ２６ １７０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ＳＨ １０

９ Ｚｈａｎｇ，Ｆ ３４ ２１ Ｍａｒｒａｆｆｉｎｉ，ＬＡ ２６ １７１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ＪＳ １０

１０ Ｈａｎｓｏｎ，ＭＲ ３３ ２２ Ｔａｋｅｎａｋａ，Ｍ ２６ １７２ Ｗ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Ｂ １０

１１ Ｓａｋｕｍａ，Ｔ ３３ ２３ Ｊｏｕｎｇ，ＪＫ ２５ １７３ Ｚｈａｎｇ，Ｌ １０

１２ Ｇｒｅｇｏｒｙ，ＰＤ ３１ ２４ Ａｒａｙａ，Ａ ２４

　　二、基因编辑领域科研团队识别
本文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基因编辑领域作

者合作网络进行如下几个步骤的分析：选定有１７３
位作者构成的核心作者群作为研究样本；利用 ＶＢＡ
编程自动构建核心作者间的合作矩阵；使用 Ｎｅｔ
Ｄｒａｗ绘制合作网络图；根据凝聚子群分析结合网络
图确定核心作者团队；进行网络特征分析；对每个团

队进行绩效测度指标计算及分析。

（一）构建作者合作关系网络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团队识别及其绩效测度，故

已经对图进行了进一步处理，排除了孤立点，使得图

像更加清晰，但是为了保证研究准确性，进一步使用

了凝聚子群的方法对团队识别进行进一步排查。

该网络由基因编辑领域核心作者共同发文而形

成的一个个子网组成，虽然有较大的桥梁型结构网

络以及一个网架型网络，但是整体而言连通性不够

好。网络中每一个顶点代表一个该领域研究人员，

顶点的大小和作者的发表论文数量成正比，圆点越

大，该作者产出越多；顶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

的合作发表文章的关系，线条的粗细与研究人员合

作发表文章的频次成正比，线条越粗，研究人员合作

发表论文频次越高。［７］大型桥梁型网络和网架型网

络属于高产作者聚集较多和合作频次较高的网络，

但是该大型桥梁型网络中桥梁节点较多，故采取凝

聚子群法对网络进行进一步划分与合作关系网络图

进行对比分析。

（二）凝聚子群分析及团队识别

为了确保团队识别的准确性，以及排除在构建

可视化网络时作图的误差，本文还将凝聚子群法中

Ｎ－ｃｌｉｑｕｅ法运用于团队发现的研究中。Ｎ－ｃｌｉｑｕｅ
即ｎ－派系，是指如果在一个团队中，任何两位作者
之间在整体交往中的距离最大不超过ｎ，就称为ｎ－
派系。［８］将当ｎ值为２，最小节点数为３时得到的多
个团体的作者进行合并处理，可进一步归结为１２个
小团体，这也与 ＮｅｔＤｒａｗ绘制的社群图一致，分别
为：

团队 １网架型：Ｇｒｅｇｏｒｙ，ＰＤＨｏｌｍｅｓ，ＭＣＵｒｎｏｖ，
ＦＤ Ｒｅｂａｒ，Ｅ ＪＭｉｌｌｅｒ，Ｊ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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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ＪＢＤｏｙｏｎ，ＹＺｈａｎｇ，Ｌ
团队２三角型：Ｈａｒｒｉｓ，ＲＳＮｅｕｂｅｒｇｅｒ，ＭＳＰｅ

ｔｅｒｓｅｎ－Ｍａｈｒｔ，ＳＫ
团队３桥梁型：Ａｒａｙａ，ＡＭａｅｄｅｒ，ＭＬＲｅｙｏｎ，Ｄ

Ｃａｔｈｏｍｅｎ，ＴＢｌａｎｃ，ＶＪｏｕｎｇ，ＪＫ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Ｎ Ｏ Ｎａｖａｒａｔｎａｍ，Ｎ
Ｖｏｙｔａｓ，ＤＦＡｎａｎｔ，ＳＣａｒｌｓｏｎ，ＤＦ

团队４桥梁型：Ｓｔｕａｒｔ，ＫＳａｌａｖａｔｉ，ＲＰａｎｉｇｒａｈｉ，Ａ
ＫＲｅａｄ，ＬＫＬｕｋｅｓ，ＪＢｅｎｎｅ，
ＲＳｌｏｏｆ，Ｐ

团队５网架型：Ｍａｒｕｓａｗａ，ＨＣｈｉｂａ，ＴＫｉｎｏｓｈｉｔａ，
Ｋ Ｈｏｎｊｏ， Ｔ Ｍｕｒａｍａｔｓｕ， Ｍ
Ｎａｇａｏｋａ，Ｈ

团队６网架型：Ｊａｎｔｓｃｈ，ＭＦＬｅｖａｎｏｎ，ＥＹＥｉｓｅｎ
ｂｅｒｇ，ＥＲｅｃｈａｖｉ，ＧＡｍａｒｉｇｌｉｏ，Ｎ

团队７网架型：Ｈｉｇｕｃｈｉ，ＭＭａａｓ，ＳＳｅｅｂｕｒｇ，ＰＨ
Ｓｐｒｅｎｇｅｌ，Ｒ

团 队 ８ 三 角 型：Ｇａｌｌｏ，Ａ Ｋｅｅｇａｎ，Ｌ Ｐ
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ＭＡ

团队 ９三角型：Ｇｕａｌｂｅｒｔｏ，ＪＭ Ｂｏｎｎａｒｄ，Ｇ
Ｇｒｉｅｎ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ＪＭ

团队１０三角型：Ｖａｒｔａｎｉａｎ，ＪＰＷａｉｎ－Ｈｏｂｓｏｎ，Ｓ
Ｈｅｎｒｙ，Ｍ

团队 １１桥梁型：Ｗｅｉｓｓｍａｎ，ＪＳＤｏｕｄｎａ，ＪＡ
Ｓｔａａｌｓ，Ｒ Ｈ ＪＪｏｒｅ，Ｍ Ｍ
Ｗｉｅｄｅｎｈｅｆｔ，ＢＳｅｖｅｒｉｎｏｖ，Ｋ
Ｗｅｓｔｒａ，ＥＲＦｉｎｅｒａｎ，ＰＣＳｅ
ｍｅｎｏｖａ，ＥＢｒｏｕｎｓ，ＳＪＪｖａｎ
ｄｅｒＯｏｓｔ，ＪＭａｋａｒｏｖａ，Ｋ Ｓ
Ｗｏｌｆ，ＹＩＧａｓｉｕｎａｓ，ＧＣｈａｒ
ｐｅｎｔｉｅｒ，ＥＨｏｒｖａｔｈ，ＰＢａｎ
ｆｉｅｌｆ， Ｊ Ｆ Ｓｉｋｓｎｙｓ， Ｖ
Ｆｒｅｍａｕｘ，Ｃ Ｂａｒｒａｎｇｏｕ，Ｒ
Ｍｏｉｎｅａｕ，Ｓ Ｋｏｏｎｉｎ，Ｅ Ｖ
Ｚｈａｎｇ，ＦＴｅｒｎｓ，ＲＭ Ｌｉ，Ｈ
Ｔｅｒｎｓ，ＭＰ

团队１２桥梁型：Ｐｒａｎｇｉｓｈｖｉｌｉ，ＤＳｈｅ，ＱＸＳｈａｈ，Ｓ
Ａ Ｇａｒｒｅｔｔ，Ｒ Ａ Ｂａｃｋｏｆｅｎ，Ｒ
Ｓｍａｌｌ，ＩＲａｎｄａｕ，ＬＯｋｕｄａ，Ｋ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ＴＳｕｇｉｔａ，ＭＳｕｇｉｕｒａ，
ＭＫｏｓｓｅｌ，ＨＭａｉｅｒ，ＲＭＭａｒｃｈ
ｆｅｌｄｅｒ，ＡＫｎｏｏｐ，ＶＢｒｅｎｎｉｃｋｅ，Ａ
Ｗ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Ｂ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Ｗ Ｚｅｈｒ
ｍａｎｎＡＶｅｒｂｉｔｓｋｉｙ，ＤＴａｋｅｎａ
ｋａ，Ｍ

１２个核心科研团队，人数为３—２６人，差别较
大。第１１和１２号团队之间联系也较密切，也可视
为一整个比较庞大的桥梁型团队，但是根据凝聚子

群分析结果，以及１１号团队中多名成员贡献和其他
团队成员比较，把其分为由２６人组成的团队１１和
２１人组成的团队１２。需要说明的是，根据Ｕｃｉｎｅｔ带
有的凝聚子群分析算法得出结果，有部分团体并未

在合作图中显示，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为了使合作图

清晰，在作图时使用阈值进行筛选，有的合作关系实

际强度不是非常显著，故而被排除。并且本研究利

用合作发文量作为合作指标，实际科研活动中，产出

并不仅仅是文章的发表，也会有专利等其他类型产

出。

（三）团队网络模式分析

根据上文团队识别结果，确定基因编辑领域存

在上述１２个核心作者合作团队。根据团队成员的
数量以及成员间的关系特点，可以用三种团队类型

来描述，分别是三角型、网架型以及桥梁型。［９－１０］三

角型团队是由三个作者相互合作形成的子网络，虽

然也可实现某种程度上不同学科不同知识背景的研

究人员合作，但是团队规模太小，不利于资源的传递

和新知识的传播。网架型团队由多作者合著关系构

成，成员之间合作非常密切，信息共享程度较高，但

是缺少成员的流动，难以实现新知识的引入和融合。

桥梁型团队也是由多作者的合著关系所构成，但是

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多个团队构成，但是有的团队成

员起着桥梁的连接作用，这类网络结构有利于不同

学科不同领域研究者的交流，实现跨领域运用技术，

知识融合。

表２　各类型团队分布情况

团队类型 数量（个） 所占比例

三角型 ４ ３３．３３％
网架型 ４ ３３．３３％
桥梁型 ４ ３３．３３％
合计 １２ １００％

　　如表２所示，三种团队类型所占比例一样，但是
明显有两个桥梁型团队较为庞大，分别是团队１１和
团队１２。虽然桥梁型团队具有跨学科合作的优点，
有利于小团体之间优势互补，使得知识跨领域扩散

融合，产生创新的动力，但是和其他团队不同的庞大

的规模使得有必要通过数据指标对所有团队进行绩

效测度分析。

三、基因编辑领域科研团队绩效测度

进行科研团队合作模式的研究，最大的目的是

研究哪些具体的因素影响到团队的表现，怎样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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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才最有利于团队进行工作，提高其产出，这

也是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的重要问题。本研

究试图发现网络的结构特性对团队效率的影响，所

以采用网络的主要特征作为输入对象，如密度，聚类

系数和距离［１１］。团队的输出采用了５个指标，分别
是团队总发文，人均发文，总被引频次，人均被引频

次以及文章均被引频次，其中团队总发文与总被引

频次属于绝对指标，而人均发文、人均被引频次和文

章均被引频次属于相对指标（见表３）。［１２］

表３　输入输出指标

输入指标 输出指标

密度

聚类系数

距离

团队总发文

人均发文

总被引频次

人均被引频次

文章均被引频次

　　（一）输入指标测度
（１）密度：网络图中实际拥有的合著关系（连

线）与可能拥有的合著关系（连线）之比。其表达式

为
ｍ

ｎ（ｎ－１）／２，其中ｍ代表图中实际存在的线数，而

一个拥有ｎ个点的无向图最多可能拥有ｎ（ｎ－１）／２
条不同的线。

（２）聚类系数：衡量网络的聚集性，在合著网络
中表现为作者的所有合作对象里也存在实际合作关

系的概率。网络的聚类系数为所有作者的聚类系数

的平均值。假设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ｉ有 ｋｉ条边将它
和其他节点相连，这ｋｉ个节点就称为节点ｉ的邻居。
显然，在这 个节点之间最多可能有ｋｉ（ｋｉ－１）／２条边。
而这ｋｉ个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边数 Ｅｉ和总的可能
的边数之比ｋｉ（ｋｉ－１）／２就定义为节点 ｉ的聚类系数
Ｃｉ，即

Ｃｉ＝２Ｅｉ／（ｋｉ（ｋｉ－１））
整个网络的聚类系数Ｃ就是所有节点ｉ的聚类

系数Ｃｉ的平均值。
（３）距离：两点之间的距离指的是连接这两点

的最短路径长度。我们把关联图中最长的距离叫作

图的距离。网络中两个节点ｉ和ｊ之间的距离ｄｉｊ定义
为连接这两个节点的最短路径上的边数。网络中任

意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的最大值称为网络的直径，

记为Ｄ，即

Ｄ＝
ｍａｘ

ｉ，ｊ
ｄｉｊ

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Ｌ定义为任意两个节点之

间的距离的平均值，即Ｌ＝ １
１
２Ｎ（Ｎ＋１）

∑ｉ≥ｊ
ｄｉｊ，其

中Ｎ为网络节点数。
分别对１２个团队的密度，聚类系数和距离进行

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
（二）输出指标测度

本文采取不区分作者排名的方法计算发文量。

所使用的有作者发文量，团队总发文，人均发文，总

被引频次，人均被引频次以及文章均被引频次五个

产出指标，结果见表５所示。
表４　三项网络特性输入指标计算

团队 密度 聚类系数 距离

１ ７．４６４３ ７．４６４ １．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１．２１８２ ４．４３３ １．３２０
４ ２．１４２９ ２．４１９ １．５２４
５ ７．２０００ ９．８７２ １．２６７
６ ５．３０００ ７．９３３ １．２００
７ ６．８３３３ ６．８３３ １．０００
８ ９．３３３３ ９．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９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１１．６６６７ １１．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１１ １．４２７７ ４．９３４ １．８５５
１２ １．１１４３ ４．９７８ ３．２３３

表５　五项团队产出指标计算

团队 总发文 人均发文 被引频次 人均被引 文章均被引

１（８人） ７０ ８．７５ ５８３８ ７２９．７５ ８３．４
２（３人） ３３ １１ ３３６３ １１２１ １０１．９０９
３（１１人） １３７ １２．４５５ ７９５５ ７２３．１８２ ５８．０６６
４（７人） ７９ １１．２８６ ３１５６ ４５０．８５７ ３９．９４９
５（６人） ４４ ７．３３３ ５７６０ ９６０ １３０．９０９
６（５人） ４８ ９．６ １４９９ ２９９．８ ３１．２２９
７（４人） ５６ １４ ７５５８ １８８９．５ １３４．９６４
８（３人） ３０ １０ １１１９ ３７３ ３７．３
９（３人） ２９ ９．６６７ １００６ ３３５．３３３ ３４．６９０
１０（３人） １６ ５．３３３ ５０３ １６７．６６７ ３１．４３８
１１（２６人） ２９４ １１．３０８ ２０５６９ ７９１．１１５ ６９．９６３
１２（２１人） ２４９ １１．８５７ １０３１６ ４９１．２３８ ４１．４３０

　　（三）输入－输出指标关联测度
在研究输入指标与输出指标的关系之前，先对

输入指标做一个相关性研究分析，然后对输出指标

也做一个类似的相关性分析，最后对团队产出的影

响因素进行挖掘。

（１）输入指标分析
表６　输入指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输入指标 密度 聚类系数 距离

密度 １ ０．９１０ －０．６４８

聚类系数 ０．９１０ １ －０．４４９
距离 －０．６４８ －０．４４９ １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 ０．０１；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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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特性的输入指标分析主要讨论指标之间的

相关性，结果见表６。。密度和聚类系数：正相关系
数达到０．９１０，随着密度的增加，网络的聚类系数成
急剧上升趋势，密度侧重于网络中各个点之间关联

的紧密程度，定义为图中实际拥有的连线数与最多

可能拥有的线数之比，而聚类系数衡量的是网络的

聚类性质。密度和距离：负相关系数达到０．６８４，随
着团队中作者合作强度的增加，网络平均路径长度

快速下降。聚类系数和距离：负相关系数０．４４９，随
着网络聚类程度的提高，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下降，

但下降速度不是很高。

（２）输出指标分析
表７　输出指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输出指标 总发文
人均

发文

被引

频次

人均被

引频次

文章均被

引频次

总发文 １ ０．４２８ ０．９０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５
人均发文 ０．４２８ １ ０．４３１ ０．５５１ ０．２１２
被引频次 ０．９０２ ０．４３１ １ ０．３４０ ０．２７３

人均被引频次 ０．０２２ ０．５５１ ０．３４０ １ ０．９０１

人均被引频次 －０．０８５ ０．２１２ ０．２７３ ０．９０１ １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０．０１。

五个相关输出指标团队总发文量，人均发文量，

团队总被引频次，人均被引频次，文章均被引频次

中，团队总发文量，团队总被引频次以及文章均被引

频次衡量了团队整体绩效，而人均发文量，人均被引

频次则衡量了团队中个人的研究绩效，分析结果见

表７。从研究来看，团队总发文和团队总被引频次，
还有人均被引频次和文章均被引频次间存在较强的

正相关关系。团队总发文量和文章均被频次间存在

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另外通过研究我们也发现，其

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明显，比如总发文量

和人均被引频次间的正相关系数为０．０２２，几乎没
有相关性，还有总被引频次和文章均被引频次间相

关性也较弱，这也证明了引入人均被引频次和文章

被引频次两个指标的重要性。

（３）网络特性与团队产出的影响因素挖掘
表８　网络特性与团队产出指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指标 总发文
人均

发文

被引

频次

人均被

引频次

文章均被

引频次

密度 －０．７５５ －０．６３８ －０．６５２ －０．１６８ －０．０３６
聚类系数 －０．５５５ －０．７１８ －０．４８５ －０．２６８ －０．０７７
距离 ０．８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５３６ －０．１４８ －０．２１５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 ０．０１；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

０．０５。

本文将先从单个的网络特性指标来挖掘其与团

队产出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见表８。

①密度：一般而言，会认为团队成员联系越密切
越有利于科研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成绩，但从

得到的分析数据来看，密度与团队总发文量，人均发

文量之间的负相关程度较为显著，这说明科研团队

的密度越大反而越不利于团队产出，密度与被引频

次之间达０．６５２的负相关系数也说明密度的增加也
不利于团队产出的质量。而密度与人均被引频次及

文章均被引频次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说明密度

很大程度上与均被引频次无关。

②聚类系数：网络按组群分布，组群内的节点之
间有密集的联系，而组群与组群之间的联系则较少，

这种特性类似于关系网络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的特性，这种属性称为网络的聚类特性，聚类系数可

以用来定量化网络的这种属性。聚类系数与团队人

均发文的负相关系数达到了０．７１８，随着团队聚类
程度的提升，团队人均发文显著下降。与传统认知

不同，聚类程度越明显，团队成员的合作程度越高，

反而影响了团队的产出，只有对人均被引频次和文

章均被引频次影响不大。

③距离：距离与总发文量、人均发文量和团队被
引频次都是正相关关系，尤其与总发文量，正相关系

数达到０．８００。随着网络距离的增大，团队的产出
反而迅速增长，而人均被引频次和文章均被引频次

与距离几乎没有太大关系，这也与上文关于密度这

一维度的分析相互佐证。

四、结论

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于科研团队的识

别及绩效测度研究中，从网络的角度为科研团队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结果显示，与传统思路不

同，在基因编辑领域内，团队联系的密切还有高频的

合作反而使团队产出效率降低，即连通度高的网架

型团队结构不再适应基因编辑这一新兴领域的需

要，过于紧密的联系降低了团队成员的自由度，使人

员流动程度减弱，新的知识较难传播。通过数据推

测，桥梁型这一把众多小团体结合起来的合作模式

使不同专长的团体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激发团队成

员的创造性，团队产出绩效较高。

基因编辑领域起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盛于
最近十年，把这样的新热点领域作为样本得出的研

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得出的不同于传统的高效

合作模式也可被其他领域研究人员参考。

针对本研究对影响科研的绩效因素分析，笔者

认为在现今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背景下，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提高科研团队绩效：

·９７·



（１）大力推进外延式团队合作，促进不同学科
方向的团队之间的合作，提高知识的交流程度，推广

跨领域技术的运用。通过开展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方

式为研究者合作提供机会，设立专项基金对跨国家

跨领域跨机构的团队进行奖励以及提供保障，也可

建设多样化学术交流平台，以期激发研究者知识的

融合和创新。

（２）在继续保障团队合作的基础上，适度给予
团队成员一定的自由度，不能让团队成为一个封闭

的组织，鼓励团队内部成员多对外进行交流，学习新

的知识，引入更多技术和思路。

（３）建立更为完备的监督体系，如建立新的私
密平台供研究者备份研究思路和进度，对研究成果

的审核严格要求。以往团队之间交流较少，团队内

部抱团较严重的成因包括部分学术道德低下的研究

者会利用交流的平台偷取其他研究者思路和成果，

建立更为完备的监督体系为团队成员毫无顾忌对外

交流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也为建设优良研究风气

起着推动作用。

在后续研究中，可深入研究团队合作动机，细化

团队划分，使研究对象更加准确；也可更加细化绩效

指标，如考虑计算发文量时引入赋予不同权值的方

法；还可以引入更多绩效测度指标，如论文影响因

子，更加全面、准确地测度团队的整体及平均绩效；

此外，还能引入更多维度来对团队研究内容进行更

深一步的探讨，丰富该新兴领域合作网络的研究，以

期对该领域研究者和合作模式研究者提供更多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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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青年干部如何实现素质跃升
———《政务运作与素质跃升》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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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党委宣传部，郑州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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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村（１９７１—），女，河南泌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艺术教

育。

摘　要：良好的素质既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也是个人成长进步的“资本”。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青年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站在新方位、拥抱新时代、接受新挑

战、走向新征程，从五个方面与中青年干部交流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为新时代中青年干部素质跃升

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新时代；中青年干部；素质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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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
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青年干部大多文

化程度高，接受新事物快，熟悉机关工作又有较强的

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但也有部分干部理论功底和

基层阅历浅，政务运作和依法行政能力相对弱，尤其

是没有经历过艰苦环境和复杂局面的考验，解决基

层问题的思路不宽、办法不多。姚待献根据自己多

年来党政工作岗位的实践，就如何提高政务运作水

平、提高综合素质这一主题，写出《政务运作与素质

跃升———与中青年干部交流领导艺术和工作方

法》［１］一书，对提升中青年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

能力大有裨益。笔者有幸成为该书的编校者之一，

书中对中青年干部素质跃升既有方法论，也有鲜活

的案例。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从坚定信念，着力把

握“四维度”，身体力行，探寻实践“四途径”，到修身

养性，潜心学会“四修为”，强本固基，升华素质“四

标准”，字字句句都是作者从事党政工作几十年来

的切身体会和由衰感悟，是一部教导中青年干部如

何实现素质跃升的参考书。

一

作者姚待献以“坚定理想，着力把握‘四维度’”

为题，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四

有”要求。作为有追求的青年干部，必须要“始终做

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

“四有”既是高标准严要求，又是基本标准底线。在

现实工作中，中青年干部要把握好理想信念与精神

状态、综合素质与领导能力、眼光视野与学历学识、

实践历练与卓越绩效。

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

成不变的，会随着阅历的丰富、心智的成熟一步步成

长。人生要想收获什么样的果实，取决于我们当初

播下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取决于我们是否对它自始

至终地精心呵护。中青年干部正处于树立人生理想

信念的关键时期，必须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

对党忠诚，必须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２］

众所周知，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还要有一个良

好的精神状态。我们要有敢的勇气、创的魄力、韧的

精神，沉下去、实着干，细着做、见成效。党的十九大

明确宣示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实现

什么样的发展、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做出什么样的贡

献，等等，党在新时代所承担的重大主题、宏伟目标

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干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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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是我们党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不断推进伟大事

业的活力源泉和重要法宝。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

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

劲，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

新的事业。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不只是代表个人、

照亮个人，而且能照亮别人，感染和鼓舞部下坚持不

懈、义无反顾地克服困难，实现既定目标。好的精神

状态，有利于挖掘人的全部潜力，便于更有成效地开

展工作和创新创造。“一个主要领导干部精神状态

好，他所在的单位和系统就会一片新面貌。”以笔者

所在工作单位为例，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学校主要领

导良好的精神状态，离不开他们的超常努力和奉献！

超常的努力必然会有超常的回报，超常的奉献必然

会有长足的发展。

姚待献在书中写道，中青年干部不但要始终保

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创新跨越、倾心奉献，亲力亲

为、敬业精业，更要有昂扬向上、勇争一流的精神状

态，有敬业奉献、创新创造的职业操守，有迎难而上、

坚韧不拔的不懈斗志，有“无论晴雨、终身向阳”的

崇高品质。要有一股子气、一股子劲，靠骨气挺起脊

梁，靠正气树立形象，靠朝气迎来希望，靠勇气迎接

挑战，靠志气实现理想，靠才气书写华章，靠人气凝

聚力量。［３］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矛盾关口不回避，

在坎坷路上不颓废，大事难事担当起。以苦砺志，以

苦为乐，以苦掘进。要打破传统、突破陈规，提出新

观念、新见解、新创造，开拓新思路、新视野、新局面。

要有干事创业的决心、雄心，立大志、干大事、求大

成。要精虑无失、深谋无虞，百折不挠、孜孜以求。

凡事先人一步、快人一拍、胜人一筹，无论在什么岗

位上都有新谋划、新变化、新跃升。

毛主席曾经说过，评价优秀领导干部的标准主

要是两条：一是政治远见，二是工作能力。姚待献认

为，新时代在新的党情、国情和世情下，中青年干部

应具备的综合素质，一是政治敏锐性，二是科学理性

精神，三是民主法治精神，四是高效执行能力，五是

开拓创新能力，六是交际协调能力，七是慧眼识才能

力，八是拒腐防变能力。提高中青年干部综合素质

和领导能力有赖于加强实践历练，丰富其内涵。他

指出中青年干部要坚持苦学为先，做素能过硬的表

率；要注重实践锻炼，做求真务实的表率；要加强团

结协作，做合作共事的表率；要为人谦和大气，做凝

心增力的表率；要善于创新创造，做与时俱进的表

率；要坚持依法行政，做厉行法治的表率；要坚持廉

洁从政，做清正清白的表率；要牢记执政为民，做践

行宗旨的表率。

二

当今世界，全球正进入一个知识经济变革的时

代。中青年干部要想在新的时代准确把握各种有利

机遇顺利发展、脱颖而出，需要不断学习掌握最前沿

的知识，科学思考和分析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开辟人

生事业发展的新航道。姚待献提出中青年干部要主

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切实把外在的要求转化为

内在的自觉。中青年干部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

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

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要善

于安排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少一点酒酣耳热，多一

点伏案而思；要真正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工作

责任、精神追求好境界的要求，使一切有益的知识和

廉洁的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血液里，融会到从政行

为中。

在学习理论方面，中青年干部一定要端正学习

态度，并持之以恒。要克服“怕难怕苦”的畏难情

绪、“忙而无暇”的懒惰思想，纠正“读书无用”的错

误观点，消除“为时已晚”的消极心理。要以“韦编

三绝”“悬梁刺股”的毅力，以“凿壁借光”“囊萤映

雪”的劲头，发扬古今贤哲勤奋学习的精神，下定决

心，排除万难，主动自觉，深入持久，尽最大努力扩大

知识半径，力求学出效果、学出水平。要向书本学

习，向社会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姚待献说，

读书学习一定要熟读而深思，善于思考和鉴别。读

书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思考认知的过程。

要做到读与思结合、读与问结合、读与做结合。善于

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认真研究问题，积极解决

问题。要学会质疑，学会辨别。学习永无止境，实践

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水平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领导干部

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读书是多多益善，但吾

生有涯，而知无涯。领导干部读书要坚持干什么学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

三个方面的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做好

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古今中外优秀传统

文化书籍。读书的目的在于应用，最终必然落实到

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增长才干上来，落实到增强思

辨能力、廓清思想迷雾、提高政治觉悟上来。中青年

干部每到一个新的岗位，面临新的任务，都要注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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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力，始终坚持学习，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实践总

结提炼出来，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谋得更深、做

得更实。

中青年干部提高业务素质，重在刻苦学习，默默

下功夫研读文件、讲话，要注重平时实际工作的积

累。姚待献提出，要做好工作谋划，在工作中有明确

思路。一是吃透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精神，吃透领

导意图；二是善于动脑，反应灵敏；三是办事能力强，

效率高；四是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五

是熟悉分管工作的业务。

中青年干部要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法。在

实际工作中，要直面矛盾和困难，讲究工作方法和工

作艺术，做解决问题的实干家。第一要扑下身子搞

调研，第二要科学求是定决策，第三要安排部署讲好

话，第四要督促检查做落实。讲话就像泼水，泼出去

的水无法再收回，讲过的话也一样收不回来，所以出

口之前，一定要慎思。特别是丧志的话不能讲，抱怨

的话不能讲，损人的话不能讲，自夸的话不能讲，机

密的话不能讲，隐私的话不能讲。他认为中青年干

部提高讲话水平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富有

全面性，立意要新颖，抓住关键点；二要结构严谨，善

用段首句，语言要简练；三要深入浅出，避免深入深

出、浅入浅出，杂乱无序，貌似高深；四要做到宜长则

长、宜短则短，长短适宜，做到长篇大论有内容，短篇

精深亦充实；五要讲关键话、重点话，学会提纲讲话、

腹稿讲话、无稿讲话和即席讲话。

三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姚待献

指出，日常政务运作繁琐庞杂，中青年干部做好机关

工作，不仅要做好具体琐细的小事，也要把握关乎大

局的要事；不仅要了解当下面临的发展形势，也要预

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要知悉能够直观

看到的显现事物，也要洞察不易察觉的潜在矛盾；不

仅要尊重服从上级肩负重任的领导、专家的教诲和

指导，也要体察关怀基层艰苦辛劳的干部、群众的意

愿和心声。以办公室工作为例，做文字工作虽然辛

苦，但是通过给领导同志写材料，能够学习领导同志

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从政经验，不但能够提高写

作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过程，自己得到了全方

位的学习和提升。所以，中青年干部要把文稿写作

当成岗位履职尽责的要务，尽量多动笔、多思考，下

苦功夫钻研和学习，通晓公文写作规范，提高文字写

作水平，能够熟练驾驭文字、办理公文，要努力做到

以文立身、以文立业。

写作的语言有着无穷的能量。我党历代领导人

都十分重视笔杆子的作用。毛主席视笔杆子同枪杆

子一样重要。他曾给作家丁玲的一首词中曰：“纤

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

调，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笔杆

子、不会拿笔杆子，这个领导就是很有缺陷的。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中青年干部练好笔杆子，不仅是

为了提高文字水平和文化素质、改善机关文风学风

和领导作风，更是一项关乎治国理政基础的必修内

功。［４］但是，写材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领

导讲话，需要有个人能力素质、经验、知识积累，还要

有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创新能力等。这

些都需要在工作中磨炼，日积月累，不断提升。

姚待献以公文的块状结构和条状结构为例，道

出块状结构就是“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条

状结构就是开门见山讲几个问题。行文要有针对

性，要把框架搭好，要有高度，要锤炼语言，要把好政

治观，传达出的信息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对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有悖于党的方针政策等。

作为领导者，有责任劝说和激励下属，使他们的

办事更加有效；应该懂得如何去促进工作，了解激励

下属的方式，并确认自己在激励下属过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５］应能创造促使下属达成各自目标的条

件，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在主动作

为，勤于办事上，姚待献认为，属于职责范围的事务，

要早点办，主动办，尽力办。在日常事务中，要认真

做到：急事稳办，要遇事不慌，稳中求快，实现速度和

效率的统一；大事细办，要心细如发，一丝不苟，始终

关注大事中的一切细节问题，确保周全；轻事重办，

要举轻若重，关注细节，坚持不懈把每一件小事做得

周全得体、万无一失。要讲办事效率，努力做到今日

事今日毕，确保事情不在我手里延误、任务不在我手

里积压、责任不在我手里耽误、工作不在我手里中

断。“心思缜密的人、勇于探索的人去办事，总会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

“修身养性，潜心学会‘四修为’”。诚如姚待献

所言，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系统，领导诚干部面

临的公共行政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客观环境发生了

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对领导者的要求

也发生了变化。领导不仅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职业

的声誉，更是一个风险与责任并重、压力与挑战交织

·３８·



的岗位。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各级领导干

部处在时风流变的交汇处，面对纷繁声、色、物、事容

易炫惑心神。“善守静者，心宽似海，心明如镜，心

坚如钢。当诱惑和逆境如疾风袭来时，只见草木扶

摇，我似泰山不动。”要达到这种境界，中青年干部

就要潜心学会纳与行、度与衡、雅与悦、健与静四种

修为。作者在讲到“纳的胸襟”时，对我们常常说的

“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做了论述，也讲到了“一亩

三分地”典故的由来，并指明了当今社会我们必须

打破“画地为牢”“一亩三分地”这种思维定式，树立

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要有协调协同意识，配合整合

观念，将工作、发展放到全局、大局、“大盘子”中去

谋划。这就是吸纳，要“协同作战”“抱团前进”，共

同发展才有活力，优势互补破除利益壁垒，才能实现

双赢、共赢的新局面。

在纳言与谏言上，姚待献写道，有多大的胸怀就

有多大的舞台。能不能正确对待下属和群众意见，

对今天的党员干部而言，是检验党性原则、宗旨意识

和群众观念的试金石。不可否认，有凭“来头”、看

“势头”、观“风头”的纳言者：有纳“上”不纳“下”，

对上级提出的建议就言听计从，对下属反映的则无

动于衷；有纳“亲”不纳“疏”，对亲朋好友、“圈内人

士”之言入脑入心，对基层群众的意见则漠然视之；

有纳“近”不纳“远”，对能立竿见影的建议就认真对

待，对利益关系复杂、需要作长远谋划的建议便充耳

不闻；有纳“急”不纳“缓”，对上面盯得紧、社会关注

度高的行动迅速，对工作周期长、各方面关注少的能

拖则拖；有纳“喜”不纳“忧”，对“悦耳”之言欣然纳

之，对“刺耳”之语避而远之；有纳“表”不纳“里”，

看似认真倾听他人意见，实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

说去吧”等等。这样的纳言态度，不仅容易堵塞言

路，疏远党群干群关系，有损党员干部形象，而且还

有可能给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曾言：千人之诺

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的是有许多人说恭维、奉承

的话，不如有一人讲真话，直言不讳。谔谔之言，就

是谏言、纳言、真言。讲谔谔之言难，听谔谔之言更

难。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强调，要善于听取不同

意见；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

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现实

中，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确实存在着领导干部不敢、

不愿也不屑听取不同意见。更让人担忧的是，因为

有的领导干部拒绝听取不同意见，下属又“意会”而

顺从之、讨巧之。如此，可能就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问

题，由此埋下了隐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关

注。

领导干部要避免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关键是要

虚怀若谷，敢于和善于听取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同意

见，日渐养成听取不同意见的习惯。领导干部的许多

智慧有时就可能在那些不同意见之中。［６］不同的意

见，并不等于都是“唱反调”的。所谓的不同意见，是

由于人们所处位置不同，其阅历、视野、角度、修养、气

质等不同而形成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领导

干部而言，纳言就是倾听，要善于倾听不同声音。“兼

听则明，偏听则暗”，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听思聪”，

讲的就是既要听清自然界的风雨，也要听清社会的

“风雨”。君子要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既要听出对和

错、利与害，还要听清话外音、言外意。作为领导者，

善于倾听，更加重要。

五

领导干部素质跃升是一个全方位锻造的过程，

需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实践历练，丰富内涵，充实底

蕴，磨砺品格，升华境界。姚待献指出，中青年干部

提高自身素质要在崇尚德品、增长才干、强健体魄、

追求绩效等方面下功夫。他说，德能正其身，在决定

人的命运的诸多因素中，德的因素是第一位。做事

先做人，为官者先修德。“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把

官员的道德修养列在建功创业、著书立说之前。孔

子曰：“修己以敬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就是说，自身修养搞好了，就有了敬业精神，把事情

办好，就可以安定百姓。孟子强调“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并提出人的修养是一种学习、磨炼

的过程，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故担当“大

任”的人，都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样才

能忍得下来、平得下去，在工作生活中有些不明白的

人和事，经过痛苦的磨炼能够领悟，犯过的错误也能

及时改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讲道，“做官先

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国

无德不兴，德乃立国之基。领导干部德行好坏与国

家的兴衰存亡关系极大。德既是立身之本、为官之

魂、为政之要，同时也是立国之基。德不但可以决定

个人的前途命运，也可以决定国家的生死存亡。人

们常说有大德方能成大业，所以中青年干部一定要

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用道德的力量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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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鼓舞人。

在德才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为我们提供

了近乎完美的答案，才固然重要，但德与才相比，德

更根本更核心更重要。能力可以让你暂时得到这个

位置，但只有德行，才能决定你在这个位置上待多

久。德常常可以弥补才能、学识的不足，但才能和学

识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对一个干部来说，除

了自己的生命外，他身上所背负的地位、权力、财富、

名誉等，都是外在表象、身外之物，若要守住保住这

一切身外之物，与自己的自然生命相始终，唯有靠德

行来支撑。如何践行“德能正其身”？姚待献说道，

中青年干部第一始终做到政治上要过得硬，第二坚

定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第三持之以恒增强品质纯

度，第四坚守一身正气的官德。他始终把“慎独”作

为座右铭，“独，今天还应当包括一种特殊的权利地

位”。他把“独”上升了另一个境界。这种权力地

位，可以使自己自主决定、自由裁量，而无需同别人

商量，或无需让别人知道，或无需报告行为结果。无

论什么身份，人一旦处在特殊的权力地位时，容易随

心所欲、自我膨胀，容易产生不正确的做法。［７］

六

成长中的中青年干部，有着用不完的干劲，也有

着用不完的勇气，但存在着缺乏经历和缺少经验的

不足。一个人能力素养的增长既不可能与生俱来，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须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和

实践磨砺。成功的过程取决于科学，决定成功开始

与结束的，是个人的心态和格局。如姚待献所言，任

何事业都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拼的是远见与决心，

中间拼的是业务技能与管理模式，最后拼的是专注

与坚持。前后拼的都是人心和创新，中间才是科学

管理。新时代中青年干部要不负众望，成为新时代

有理想和使命感，有德行和爱心，有胆量和眼光，有

智慧和见识，有担当和责任心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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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有鹏是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少有的具有大师色彩的优秀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以历史文献中的民俗和民间文学等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化研究；深入

研究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努力发掘文化遗产的当代

价值意义；深入研究地域文化性格的生成因素及其与文化艺术的复杂关系；关于中国古典神话的历

史文化研究，钩沉历史文化文献，梳理中国古典神话谱系，勾勒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神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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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学术格局呈现多重变化。有人着重于古典
文明的研究，整理历史文献，力求完整体现中国历史

文化的本来面目，努力挖掘中国历史文化的当代价

值。有人则承接当年盗火者的文化精神，延续文化

使者的大同精神，让中国不仅看到自我，还要看到世

界。更有人追求中外文化的融会贯通，把本土文化

放在全球化中，看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意义。改革开

放４０年来，中国学术出现正本清源的可喜局面，一
批学养深厚的学者悄然登场，埋头耕耘，以大无畏的

精神建构自己的学说。高有鹏就是这些学者的典

型。对于高有鹏现象的研究，本世纪之初，就有学者

关注。［１］研究这一现象，对于把握当代学术发展格

局，透视文化发展规律，增强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都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高有鹏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历史文献中的民俗和民间文学等文化遗产为

主要内容的历史文化研究；二是深入研究以民俗文

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密

切联系，努力发掘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意义，地域文

化性格的生成因素及其与文化艺术的复杂关系；三

是关于中国古典神话的历史文化研究，钩沉历史文

化文献，梳理中国古典神话谱系，勾勒出独具特色的

中国古典神话时代，提出中国古代神话是民族古老

的信仰的论点，提出神话是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重

要基础，以此考察中国古典神话与文化艺术发展的

联系。同时，高有鹏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现

代文学的文化传统，将学术研究、长篇历史小说和书

法艺术的创作融为一体。［２］

改革开放更新学术体制。在这一背景下，高有

鹏坚持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与科学考察，参加并完

成多项国家社科项目，如１９９０年代完成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中原神话研究”，成为中原神话学派的重要

代表人物。２００１年他独立承担国家社科项目“中国
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第一次详细梳理出中国

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脉络与格局，对中国现代

民间文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家进行系统研究。近年

来，高有鹏主持、参加、完成国家社科项目，如“中国

古代戏曲与民俗”“中原民俗图绘”“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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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等，主持教育部重大社科项

目“黄河流域民间文化类型及其分布规律研究”，主

持上海市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图

系”等，从民间文学的视野打开一扇扇窗口。他成

为学术的先觉者，也是学术的先行者，是全国抢救和

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一方面，他

集中精力就某一个问题或问题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深

入持久的探索，取得学术研究的重要突破，以鸿篇巨

制为标志，意味着学术事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不同

学科之间相互影响，促进学术的生长，为学术发展营

造出健康而持久的生态。

二

学术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的关照和把握。古人强

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规

律。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在历史的把握中，可以看到

学术的脉络与问题的出现背景、原因。

高有鹏特别强调对学术史、哲学史和文化史的

必要理解，他提出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对人文科学的

研究生的培养，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基

础性训练。创新机制应该建立在对此“三史”的牢

固把握的基础上，即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创

新。［３］他先后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现代民

间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中国民间文学发

展史》《中国民间文学史》等。在他的一系列文学史

著述中，体现出其特立独行的学术立场。

高有鹏把历史上重视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传

统，以为“礼失求诸野”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规

律。围绕这一思维主题曾经出版《中国现代民间文

学史论》，发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
思潮》。近年来，持续出版《狂欢季节》《遍地神灵》

等著作，发表《〈李自成〉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宋

代民间“说话”的形成与民间信仰》《中国文学发展

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问题》等系列论文，细致剖析中

国文化发展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他深入

比较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古今演变，特别是故事类

型在当代文学艺术形态中的具体转换，发现中国文

化的叙事特点。他特别重视民间艺术作为文化遗产

与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双重价值，强

调整体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作为现代文化艺术学科

体系的建立与民族命运的联系，提出民族文化特质

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继承与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

性。

人文社会科学尤其重视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社

会的联系。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对中国

民间文学发展进行从古至今全方位的历史总结，获

得２０１５年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他着力于文学
史发展的宏观世界鸟瞰文艺发展的规律与不同历史

阶段的文化特征，坚持古代典籍考据、田野作业和现

代学术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勾勒中国古代艺术文化

发展轨迹，把中国民间文学不同历史阶段视作一个

民族文化生活的整体，完整地勾勒出中国民间文学

发展的历史脉络。他认为，从远古到现代，中国民间

文学汇聚起各个历史阶段的民众思想情感、理想愿

望、意志、信念和情操，以追求自由、平等、幸福和美

好，形成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

明的重要贡献。在历史上，民间文学口耳相传，是千

百万民众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他们传承民族文

化、教育子孙后代、铸造民族精神的重要生活方式，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形成不同特色，为后世留下

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他勾勒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

历史发展，主要依据我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民间口

头文学，从神话传说与民间歌谣时代开始，到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为一个时间段，对于不同社会阶段历史

时期的民间文艺进行论述性介绍。民间文艺历史阶

段典型作品的选取，如秦汉之前的中国神话传说时

代，秦汉时期民间歌谣与民间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

民间文艺形态、乐府民歌，宋元笔记中的民间文艺，

明清笑话等，大致勾勒出我国古代民间文艺的发展

历史。其中，既有具体民间文艺文本的介绍与论述，

又有不同时期民间文艺理论问题的展示与述说，如

汉代王充等人的唯理论、明代冯梦龙的民歌理论等，

对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联系等问题展开论述，揭

示民间文学在我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意义，是全方位

的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化报》《解放日报》等报刊

盛赞该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心灵史、生活

史”［４－５］。海外刊物《文化中国》也给予赞誉。

高有鹏坚持文学人类学、历史文化、文学等诸多

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２０１１年发表在《文学评
论》的《论〈李自成〉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问题》，将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置之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

史背景，进行文学人类学意义的“发掘”与“发现”研

究。他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被称赞为“具有

开拓性的贡献”［６］；《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荣获

２００２年河南省优秀图书奖，被称为“改革开放三十
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重要成果”［７］。

三

民间古庙会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一方面其

蕴含着原始文明、宗教文化等古老的历史文化，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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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地方社会民间艺术

等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

重要内容。

高有鹏较早开展庙会文化研究。１９９０年代出
版《民间庙会》《中国庙会文化》《沉重的祭奠———中

原古庙会文化分析》等，近年来出版《民间社会的文

化存在》《文化现象的兼容情感》《庙会与中国文化》

等学术著作，其中《庙会与中国文化》堪称我国庙会

文化研究的集大成。

高有鹏把古庙会的发生与原始文明、原始艺术

联系起来，把民间信仰视作庙会发展变化的基础，把

民间文艺视作古庙会的审美发生动力。他笔下的庙

会，是中国文化的缩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

典型。他研究庙会，重视各种文献，包括香火碑等文

物发现，他特别重视田野作业，通过实地考察，感受

庙会的魅力，努力揭示出中国民间文化的奥秘与价

值。高有鹏提出，庙会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是在一定时间和领域，以一定仪式纪念某种神癨的

聚会。它起源于远古，包含着原始信仰崇拜的重要

内容，被称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宗教文化渗透

于民间庙会，表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容。最重要

的是，庙会因时举行，是农耕文明的晴雨表，是一定

地域民间文化包括各种民间艺术的集散地、狂欢节，

不同人群在此获得不同的需要。今天，时代发生了

重要变化，现代文明与原始文化共处民间庙会，人们

依然对它充满浓郁的情感。民间庙会作为文化遗

产，被赋予新的内容，形成文化产业开发的有利平

台，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黄河流域

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如司马迁所

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洛河之间”，这里的庙会具有

更为独特的内容和价值。海内外华人来此寻根问

祖，庙会形成一道格外亮丽的文化风景。他特别论

述道，原始崇拜指原始社会的人们对所信奉的事物

加以尊崇和敬拜，从而表达感恩思想，祈求所信奉的

事物能够帮助自己得到幸福，解脱灾难。崇拜的形

式有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图腾崇拜、天体

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

会意识形态渗透进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而且并不

因为社会各个阶段的更替而消失或变更。在社会发

展中，诸种崇拜常常互相结合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最突出地体现在民间节日里。以祖先崇拜为

主要内容的太昊陵庙会，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当地

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其时间之长和人数之

多，不是任何其他社会活动（指民间文化生活）所能

够比拟的。

高有鹏提出重视文化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相联

系的学术探索方式，主编《河南民俗》《民间生产》

《神话！神话！》等著作，同时，策划、主编“中国民间

文学理论书系”等丛书。在《文学评论》《中国音乐

学》《民间文化论坛》《民族文学研究》《文化遗产》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１００多
篇论文，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民间文

艺学研究年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新华文

摘》等转载转摘。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生活视作文

化，又把文化视作生活，生活与文化是一个整体。他

最早提出来信仰是文化的核心。

四

高有鹏是国内外有影响的神话学者。早在

１９８０年代初，高有鹏就发表《淮阳太昊陵庙会考察
报告》《女娲城庙会采风思索》等系列论文。其深入

研究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国神话，提出中国古

代神话是民族古老的信仰的论点，提出神话是当代

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源，以此考察中国古典神话

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联系。高有鹏出版《神话之

源》《神话传说与民族记忆》《神话气象》《开天辟

地———中国古典神话时代及其类型》等系列神话研

究著作，发表《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

问题》《中国神话的炎帝神农时代》《朱熹对〈楚辞集

注〉中神话传说理论的阐释》《河南灵宝阳平“八大

社”庙会与夸父神话考察》《班固的神话传说民族志

书写》等。高有鹏提出中国古典神话时代与神话群

分布等概念，提出神话分布于一定的区域，形成具有

鲜明地域特征与族群特征的“语域”概念。他在国

内较早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神话主义、中国神话主义

诗学理论，提出神话重构与神话是历史的巫术化等

理论。

高有鹏的神话研究，既是历史文化的古老记忆，

也是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重构。在《神话传说与民族

记忆》等著述中，他把神话视作中华民族的神圣信

仰，努力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神话的踪迹，看到文明的

发生与演变规律。在他看来，长江、长城、黄山、黄

河，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心中都重若千钧，它所要表白

的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

深刻的记忆，和世界各民族一样，神话传说是对本民

族的历史重新的整合和诉说。他认为，中国古代神

话传说的记忆和流传并不是简单的故事的流传，还

包含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总结，尤其对自己

精神品格的认同与发展，我们弘扬的千百年来所形

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可以使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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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也使我们这个民族展现出特殊的魅力而

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时

代，我们的民众，我们的整个社会进行的文化整合所

提出来的，在每一个神话故事的背后都有着一个特

殊的文化历史阶段。中华民族之所以非常重视神话

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记忆所形成的一

种特殊的文化解剖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

记忆方式。所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对历史文化

有着特殊的理解，前面说到的中国心实际上就是用

神话传说这些特殊的记忆，作为我们民族最古老的

学问所形成的一种诉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５６个
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文化认同。

在中国民间文学作为历史文化的梳理过程中，

高有鹏把目光放在人类文明的大视野，关注学科发

展态势，提出许多新的概念和思想理论。诸如他针

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区域流传特点，早在 １９８０年代
初，就提出了“语域”等概念；针对神话传说作为民

间文学的重要源头意义，提出了“神话群”“神话时

代”和“神话主义”等概念。高有鹏结合田野作业与

典籍文献的考察，运用多种学科理论，完整勾勒出中

国古典神话时代，描绘出人类文明史上的“中国阶

段”和“中国特色”：一、盘古时代。这是中国古典神

话的开端，标志着天地的生成。二、女娲时代。它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女性占据特殊地位的阶段关于人

类诞生的文化阐释的体现，生育成为这一时期的母

题内蕴。三、伏羲时代。它的主要内容是文化（文

明）初创，包括渔猎文明的发生。四、炎帝神农时

代。这是农耕文明的开创时代。五、黄帝时代。这

是中国神话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它一方面是原始

文明的集大成，一方面第一次以无比辉煌的神性业

绩，形成文化整合，构成庞大的神系集团，对中华民

族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六、颛顼帝喾时代。

其神话内容主要在于绝地天通，这一时代的文化内

核是巫成为社会文化的支柱。七、尧舜时代。这是

关于政治理想的神话，以禅让为核心。八、大禹时

代。治理洪水神话成为大禹神性业绩的基本背景；

同时，这一时代也意味着中国神话时代的终结。这

不仅是一种学术发现，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

贡献。［８－９］

在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关于“神话”的概

念，国内外许多学者都以为中国古代没有这个概念，

是从日本引入的。高有鹏考证出我国明代就已经明

确出现这个词汇，明确见于汤显祖对《虞初志》的评

注。他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关于“神话”概念的使

用及其非常特殊的文化背景。他指出，我国近代社

会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陈季同、章太炎、梁启超、

夏曾佑、蒋观云、刘师培、章太炎、孙毓修等学者积极

关注民族命运，他们的神话传说研究结合历史文化

与社会现实，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他们主要

围绕以“三皇五帝”为重要标志的民族文化传统进

行重新述说，对在不同民族中流传的洪水神话进行

比较研究，而且自觉将神话研究与民族文化建设等

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古史重建即“新史学”为重

要内容的文化选择与表达。他指出中国近代民间文

学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极其特殊的一页，新旧转型

是其基本特色。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
会发展的性质，民间口头创作表现了这一特殊历史

时期的社会现象。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起

义、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民间歌

谣、民间传说故事和民间艺术所表现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传统的民间文艺包括神话传说继续存在并

流传，另一方面，许多新的民间文艺形态出现。同

时，我国留学生群体包括外交官的民间文学思想与

民间文艺理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民间文学，包括中

国古典神话的考察与研究，都使我国现代文化充注

大量簇新的内容。高有鹏尤其强调了神话在构建民

族精神中的特殊意义。

五

高有鹏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民

间文艺学。他独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

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他强调指出，今天的文化发

展进入多元化，林林总总，绚丽多彩。他指出，时代

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人民

的意志、人民的情感、人民的审美，都成为文化发展

的前提。这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必然的联

系，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思想文化基础，

其实就是人民大众的需要，就是顺应社会发展，只有

脚踏实地地面对民众，走进民众，满足人民大众的物

质与精神的需要，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日日新的

生命力。尤其是我们迎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新时代，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需要马克

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

说，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

成，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２０世纪世界风云突变
中，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在世

界各国无产者追求独立自由和解放事业的进程中，

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历史

学、艺术学等思想理论，被合理吸收进马克思主义民

间文艺学，形成富有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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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国有礼失求诸野和通过风俗观察民心的文化

传统，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总是强调人民的利益与国

家社稷安危的密切联系，强调亲民、富民。中国共产

党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非常重视

团结和教育广大民众，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中国现

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西方人类学等现代文化理论

的吸收运用，又有李大钊、鲁迅、茅盾、瞿秋白、郑振

铎、胡愈之等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发展，马克思主

义民间文艺学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学说中建立

起来。一个优秀的文化学者，不但是文化的先知者，

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实践者。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高有鹏
提出“保卫春节，守护传统文化”，在国内外引起普

遍反响；２００６年春节，高有鹏做客中央电视台《百家
讲坛》讲述“过年”，受到社会好评。并接受法国巴

黎国际广播电台、韩国国家电视台、香港阳光卫视等

媒体专访，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意义。

高有鹏不但进行民间文艺学研究、民间文学理

论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和文学史研究，而且进行长篇

历史小说创作和书法艺术创作，出版《袁世凯》《清

明上河》《１９１６》《大宋风月王安石》《大宋风月苏
轼》等，以文学人类学重视社会风俗生活的文学风

格受到社会好评。［１０］２０１１年《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开辟“高有鹏长篇历史小说研究笔谈”栏目［１１］，《中

国出版》《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发表评论，称赞其文

化风格与艺术成就。高有鹏的书法作品以大篆闻

名，曾经在贵州、河南等地举办书法展。出版《大篆

论语》《大篆道德经》等书法著作，《金融时报》《党

的生活》等报刊高度评价其书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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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背景下外宣翻译理论及
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创新

章彩云
（信阳师范学院 跨文化语言研究中心，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用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１６ＢＹＹ０２９）
作者简介：章彩云（１９６８—），女，河南正阳人，硕士，信阳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跨文化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

向：词汇学、翻译学和语用学。

摘　要：我国外宣翻译理论及话语体系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是要看是否具有原创性与主
体性的“我”的东西。其理论与实践支点就在于“自觉与自信”：要保持外宣翻译话语体系创新的学

术自觉，包括问题研究可能的自觉、问题研究方法论的自觉、翻译实践价值观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性

又取决于自觉地创新，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理性审视西学理论，突显文化自信，立足于中国实践，并以

之为自我精神站位和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观点、术语、概念、体系等，构建具有自

身特质的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语言管理体系，中国翻译理论及实践体系才能形成自

己的特色优势和话语软实力，最终让我们的话语及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文化自信；外宣翻译理论；创新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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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宣话语是我国向国外讲述中国故事的舆论前
沿，更是面向世界的自我陈述。中国模式研究中心

主任张维为先生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话

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１］因此，用中国的翻译理

论来解释中国的外宣翻译实践，再以中国实践来升

华中国的外宣翻译理论，把“中国思想”旗帜鲜明地

展示出来，把“中国主张”掷地有声地讲出来。这应

是我们外宣翻译话语走向国际话语舞台的根本“精

神站位”。

一、外宣翻译话语体系创新“文化自信”的自觉

强烈的国家关怀与现实关怀是外宣翻译重要的

内蕴之一。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每个国家的学

术研究必然带有那个国家的民族特色、国家特色和

时代特色，天然地留下自己的、有别于人的东西。就

此来看，外宣翻译实践及学术走向必定受到国家发

展阶段、发展道路以及民族文化个性的影响，必须自

觉立足于中国特色实践和中国民风民情。而我国现

阶段，正在进行着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这是我们外宣翻译需

要回答的时代命题和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是我们

外宣翻译所存在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

也是我们现代化中国“精神立国”的重要组成元素

之一。外宣翻译只有在不断地回应中国梦伟大实践

的时代命题和时代难题之中，才能做出有意义的学

术探索，才能确立一个真正的中国外宣翻译的理论

体系及话语体系。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外宣翻译理论及话语体系

创新的确立，是需要在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上给出系统的回答。这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伟大实践是我们外宣翻译

研究的一个基本价值前提，如果脱离了这个价值前

提，研究成果再大，也必然缺少了为国家服务的理论

自身建设意义。如，在外宣翻译实践中，有许多具有

政治环境特色的外交新词，对其翻译及研究存在两

种倾向：一种是西学主流翻译学对照下的“机械拿

来主义”；一种是立足于国学与中国实践下的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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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前一种情况，源于学术心理的唯西学意识，无

论写什么东西，都要从西学理论中寻求学术精神安

慰，不考虑民族性和国家价值，而机械粘贴别人的东

西，还往往成了国内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尚，这是很危

险的，会动及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根本。其实，这

种学术心态下的研究并非复杂，直接将西学翻译理

论的概念、框架、话语等简单拿过来套用和实践，看

上去很有可信度，却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２］后一

种情况，其取向源于对翻译的历史自觉和内省下的

文化自立意识，把立足自我、保持主体性作为外宣翻

译理论创建的刚性约束，因此该取向的研究会较为

艰难些。因为，虽有中国传统译论做直接基础，但中

国传统译论并非是一种系统化的著述，零碎且分散，

因此建立能够指导当代中国外宣翻译实践的中国特

色翻译理论体系是没有现成的理论与经验可供参考

的，但仅靠“拿来”更是不行了的，必须在保持文化

自信不动摇的刚性约束下下大力气去探讨翻译的社

会本质问题，“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

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

特殊的诗情和意境。”［３］这样理念下的创新工作一

旦成功，将是突破性的，会为我国外宣翻译理论建立

以及为中国话语形成软实力并走出去做出贡献。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

我国社科界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我们

的民族文化落后于别人，中学不如西学，总想用西方

理论体系来指导、改造东方文化及其实践，中华优秀

文化传统渐渐地被疏远了，在年轻一代精神世界里

好像也变得陌生了。这种中华文化自我迷失、文化

血脉可能自我断裂的危险现实，正是我国翻译理论

研究失去个性，乃至失去走向世界竞争力的根由。

这就需要我国翻译界重拾文化自信的自觉，对理论

的传承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注重翻译实践的开拓

和外宣传播手段的创新，重建外宣翻译在当代健康

发展的文化生态。切不可邯郸学步或削足适履，徒

苦地用中国的特色实践去为西学做注脚，更不可取

的是把西方经验简单拿来而生搬硬套在中国发展实

践上，其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而应尊重外宣工作

的规律，自觉地将中华丰富的宝藏作为外宣翻译创

新的滋养土壤，把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当做

自身的历史责任和自觉行为。

也只有对一个个根植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

基因、社会发展原理、国家独特形象与旋律等问题给

出阐释，我们自己的外宣翻译理论科学体系及话语

体系才能屹立于学林。习近平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１
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

话》中说：“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

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

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３］这无疑也给我们

外宣翻译研究以重要的方向性启示。

在翻译研究界，也存在这样的一种顾虑，那就

是：若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是否会使我们的外宣

翻译研究封闭化或是孤立化，不利于它的传播与交

流，最终无法与国际学术相融合呢？其实，这是不必

要地杞人忧天，原因有三：（１）外宣翻译的理论及话
语走出去，其根本是基于把自身问题作为研究的立

足点，以自身个性视点来考察世界问题，并以此为根

脚走向世界。（２）西学是在它自己社会、历史和文
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能以普遍性与终极性话

语来叙述世界问题，抢占世界话语的制高点，虽说与

其所进行的全球性扩张有关联，但根本原动力在于

他们的学术理论及话语表现了鲜明的自身特色。正

如许渊冲先生所说：“社会科学———无论是对自身

的研究或者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无不带有自己民族

和文明特色。”“其独特性所以能转化为普遍性，恰

恰在于其坚守自己特色，并在这一前提下借助文化

扩张战略以及培养大批说自己话的海外知识阶层有

很大关系。”［４］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外宣翻译“中国

话语”体系构建中，“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会使我们的

外宣翻译研究封闭化或是孤立化”本来就是个伪命

题。我们不仅不能弱化中国特色，而是要在外宣翻

译研究中加强“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的

特色研究［３］，从国家层面注重系统的文化战略，以

恒久的大视野、大战略耐心培养外宣翻译人才，包括

国外人才；不仅要利用我们自己的人才，也要利用所

培养起来的通晓汉语的海外学者去运用中国特色的

概念、命题、话语等来研究世界问题，扩大自我外宣

翻译话语的软实力及辐射力，让我们的外宣话语成

为叙述世界问题的尺度和典模，并最终为国际理论

学术界所认可、所接收、所使用。到这时，我们自身

的外宣翻译理论科学体系的“普遍性意义”就形成

了。［５］

二、外宣翻译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创新的学术自

觉

构建当代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是我国和平

发展的需要，是我国文化自信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

大国外交创新发展的需要。近代历史实践表明，立

足于中华文化与中国实践以及当代核心价值观来构

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保持外宣翻译话语体系创

新的学术自觉，是拓展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增强国际

·２９·



舆论话语权的理论基础。

（一）问题研究可能的自觉

在当今译学界，总有一些人对外宣翻译中国话

语体系命题的确立持怀疑态度：一是有没有必要构

建，二是有无可能构建。这一论调所依据的思维基

础是：国家的强大不是靠话语讲出来的，民族的复兴

伟业须靠雄厚的实践来实现。这种认识的实质是把

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与国家实力展示问题剥离开来，

这是形而上学的片面论、静止观、孤立观。实际上，

一方面话语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力量元素，

是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国家若没有自

己独立的、科学合理的外宣话语体系，在国际舆论语

境中就会丧失话语权，必将影响国家外交的信度和

效度，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权益也必然受到损害。另

一方面，外宣话语体系与国家实力也并非简单的互

为线性层递关系，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去了，对外

交流的话语权也未必自然随之提升。如清末时期的

中国经济实力位居当时世界前列，可国际话语权几

乎为零，反而成为西方列强刀俎下的鱼肉；当今中国

经济实力虽与美国处在伯仲之间，但软实力、文化

力、舆论力、话语权仍处在国家语言影响力的沉默状

态。因此，构建适应当代中国大国外交走出去的外

宣翻译话语自我体系，应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迫切

必需，也是中国核心利益与价值的承载诉求，是中国

实践与方案表达的概念体现，是民族复兴伟大中国

梦成败与否的助推器。

（二）问题研究方法论的自觉

在构建当代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上，不仅要

有问题意识上的自觉，还要有问题研究上的自觉。

外宣翻译活动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较强的话语活

动，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性站位和思想性自觉，即要

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的方法论自觉，要有立足于中华文化

和传统国学的文化自信，从而构建体现民族本土文

化思想元素的话语符号理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

系，用以指导当代中国外宣翻译话语体系的构建及

实践。在当今翻译界，一些人对持有马克思主义方

法论抱着怀疑态度，这是社会主义学者所存在的极

大误区。习近平指出：“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

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

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６］在外宣翻译中

国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一些人在对待西学译论及

话语分析方法论上，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之开展

马克主义的改造和中国文化的重构，但习惯于直接

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问题，生搬硬套的

结果是所用理论与中国实际相脱离。［７］因为，从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外宣翻译也是实践的产物，其

话语表达着“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目的和意义”［７］，

而西学理论特别是西方符号学理论过于注重语言逻

辑的分析，往往用数学的思维坐实来看待翻译问题，

在方法论上大多与中国特色实践及其语言文化实际

相脱离。在如此状态下所展开的外宣话语翻译及翻

译研究，必然难以解决中国外宣翻译实际问题的。

故此，我们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

以中华传统文化与译论为理论基础，合理吸收国外

科学、先进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与中国当代实际结

合起来加以创造性地改造，将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

系建设与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考察，

最终为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有效的方法

论支持。

（三）翻译实践价值观的自觉

外宣翻译是我国对外宣传的前沿阵地，肩负着

我国有关发展“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以及一系

列反映我国政策、方针、执政理念等方面上的关键话

语翻译的重任。因此，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一定

是反映着中国人利益与意义的表达系统，是体现着

中国人价值观范畴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应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与

灵魂。而在当代国际话语语境里，话语权仍掌控在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里，为保持对这种话语霸

权的持续拥有，他们积极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价

值观，国内不少人包括学界著名人物思想上深受其

害，行动上全盘拿来，从思想观念与学术理论两方面

不加明辨地一概接受。这就导致了“部分中国学者

带着西方的有色眼镜打量自己的祖国，出现了形形

色色的虚无主义。”［７］在这些人眼里，中国什么都不

好，西方什么都好，不仅找各种理由否定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政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还以各种解说曲解

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本土元素，间接地或

直接地成为了西方价值论和人权观的维护者。孔子

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

在建立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时，我们首先要做的

是正本清源，“正”好价值观这个“名”。而正好这个

“名”，就是要把当代社会主流文化观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中国话语体系建立的信念以及外宣翻

译的行为规范准则。［８］

三、外宣翻译话语体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支点

研究问题的自觉性取决于自觉地创新。而在翻

译中所进行的创新必须是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

这种自觉的创新必须有用，对外宣翻译的走出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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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的宗旨，否则

就是“有术无道”。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

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

点、构建新理论……”［８］这一讲话的核心就是“创

新”二字，只有创新，我们的理论发展才有生命力。

按照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实质，翻译理论创新是翻

译学科发展的本质要求，是翻译理论永续发展、进而

走出去的不竭动力，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

系的关键所在。就翻译理论创新来说，它应该包括

学科创新、学术创新、话语创新和语言管理创新等，

它的理论建成，主要取决于翻译理论研究者对翻译

实践的思考、概括、凝练、总结和创新。

而创新的本质，就是要立足自我、博采众长、吐

故纳新。要做到这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体现

原创性和时代性。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彩点就是具有

原创性的自我特色，“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我们的

翻译理论及话语体系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是

要看是否具有原创性与主体性的“我”的东西。跟

在别人的后面，“邯郸学步”不行，“鹦鹉学舌”也不

行，那是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对外

宣翻译研究来说，我们伟大的国家就是一个丰富的

矿藏，原因有三：一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极

其厚重的文明传统，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文明体，这

是世界的唯一。这为我们开展外宣翻译理论创新提

供了国家和民族性的精神血脉。二是，在中华文明

进程的长河里，我们已形成了独具鲜明特色的人文

哲学思想体系，包含了历代中国人所积累起来的知

识体系、认知智慧和价值思辨。在外宣翻译构建中

要体现出这种独特的国家优势。三是，当代中国人

民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社会变

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体现出了前

所未有的创造性、实践性和生命活力。这种前无古

人的宏大而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实践，许多东西是西学

理论所无法诠释得了的，必将给外宣翻译的理论重建

与学术繁荣提供创新动力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

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实践，并以之为研究起

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观点、术语、概念、体

系等，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和语言管理体系，中国翻译理论及实践体系

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和话语软实力。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创新不是简单的“改”，

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许多人把“创新”与“改”简单

地画上了等号；创新也不是一味地求全、求大，一个

关键地方的关键点，做好了，“四两拨千斤”。如，提

出一个观点，引发某种思考是创新；揭示一条规律，

深化现有认识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发展完善已有

理论是创新；发现一种方法，提高认知与解决问题的

效率也是创新。对于到达翻译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心

理及表征状态，可以借用孔子的一句话“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来形容，以此来看待创新，钱钟书

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艺之至新，从心所欲而不逾

矩。”用心汲取传统营养，使之应用至翻译理论上

来，必然能给我们的理论创新带来新境界。孔子的

这句话很有意思。就话语本身来说，这是孔子主观意

识与人生准则相融一体的于一定框架内活动的行为

定律，“从心所欲”体现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逾矩”

体现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一方面，心中要敢想，有想

法，不做思想上的奴隶，也只有让思想自由驰骋，才算

得上真正的“从心所欲”；另一方面，又要守“道”，尊

重客观规律，不能漠视规矩。［９］也只有了解了在自己

所从事行业内的所有规矩，才能有在其中游刃有余的

发挥及在不超越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创新。换个说

法，就是“顺心而为，自然合法，动念不离乎道”。

对照外宣翻译，道理亦然。特别是在建立翻译

的文化自信及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孔

子的这一思想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这里，我们首

先必须冲破对西学权威的盲从，还要有在“破”后的

大树大立，树我们自己的思想，立我们自己的言说，

这是翻译创新的开始。其次，要把握好“从心所欲

而不逾矩”之间的精密关系，在“欲”与“矩”之间可

能存在的冲突中，进行有效的平衡。要对翻译里的

“矩”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里面包括明的矩、暗的

矩、成文的矩、不成文的矩等，都要有全面的认识。

２０１５年新华社把“十三五规划”制作为“十三五之
歌”，用中国式话语译文向世界传播，让这个中国乃

至世界所关注的话题风靡海外，使众多的国际朋友

记住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其中“十三五”是一

个颇具中国政治文化特色的概念，歌词译为汉语拼

音ｓｈｉｓａｎｗｕ，就是中国故事的源头、中国实践的标
志，体现了中国式话语特色，能激起海外朋友进一步

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兴趣与欲望；若直接译成 ｔｅｎ
ｔｈｒｅｅｆｉｖｅ或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ｆｉｖｅ，显然不能把这一中国话语
所包含的个性内容表达出来，这就是对“矩”所存在

片面认识的结果，也许译者主观上不想逾矩，客观上

却逾矩了。

中国语言突出的特点是凝练，用最少的字词表

达出最全面的意义，简单的形式承载着丰厚的内涵，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简洁的形式凝练为

寓藏丰富思想情感的意境；写作思路上，注重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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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不偏重理性逻辑的章法，时空穿越常见，语句

不仅有系统化、抽象化的理性意蕴，更多的是音乐

化、韵律化的情感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许多表达

形式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文化精神。这是与西方话语

所不同的地方，西方语言注重科学性下的理性逻辑，

艺术性让位于科学性。在西方的德文、法文、英文等

之间在词汇对等上，各自约有９０％的词语可直接互
换，因此翻译理论中的“对等法”在西方语文翻译中

是个较普遍的策略。但中国语文与西方语文有迥异

之处，对照西文，它存在大量的词汇空缺，据许渊冲

分析，约有５０％以上，翻译时只有一小半可以用“对
等译法”。因此，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我们不能用

英语文化的“矩”对译中文，要设计自己的议题并用

富有中国特色的译文表达出来，让它成为国际社会

所熟知的话语方案，让它们成为国际社会表述中国

故事的源头、读懂中国实践的标志。

我们的外宣翻译及研究工作，其目的最终是为

我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服务的，之后才有对世界

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服务。就当代外宣翻译工作

者来说，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必须自觉地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这个宏大的主题

相联系，必须自觉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

合，也只有在这样的主题方向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才能产生尊严与骄傲，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尊

重”［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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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ｒｅｎｅｅｄｓｔｏｅｍｂｏｄｙ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ｋｅｙｏｆｉ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ｉｅｓｉ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ｄｅｒｉｖｅｓｆｒｏ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ｔｕｒｎ，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ｓｅｌｆ－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ｈｅｏｒｙ，ｈｉｇｈｌｉ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ｆｉ
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ｕｓｅｉｔａｓａｓｅｌ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ｔｅｒｍ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
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ｉｔｓｏｗ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ｆｏｒｍｉｔｓｏｗｎｕｎｉｑｕ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ａｌｌｏｗｏｕｒ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ｇｏｇｌｏｂ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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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话语分析视域下政府形象构建的话语策略研究
———基于《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张　红，周　迪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２３
作者简介：张红（１９６５—），女，山东鱼台人，硕士，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

英语教学法。

摘　要：以积极话语分析视角为切入点，辅助于数据库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ｃ１．０，对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
文本进行解读，旨在分析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的语言技巧，探究语言背后折射出的意识形态，以

剖析政府形象的构建过程。研究发现：政府使用高频词和物质过程进行剖析，政府塑造出“人民福

祉的创造者”的形象；政府多次运用模糊标记词、强化标记词和参与标记词，构建出“诚实负责的奋

斗者”的形象；政府使用放射型语篇模式塑造出“凝聚人心的感召者”的形象。总之，政府在２０１８年
工作报告中综合运用多种话语策略，塑造出亲民、务实、负责任的整体形象。

关键词：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积极话语分析；政府形象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６－０４

　　一、研究背景
《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按照法律规定，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上一年度

政府工作的总结并对下一年度的工作进行部署。政

府工作报告既展示政府任职期间所做的政绩，是树

立政府形象的重要窗口，又详细叙述了社会各方面

的发展，关乎民族、民生大计［１］。

目前，国内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集中在

以下三个领域：翻译领域，如：胡开宝（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王铭玉（２０１４），陆仲飞（２０１６）等；政治管理领域，
如：陈瑞欣（２０１６），陈天祥（２０１７）等；文体学领域，
如：崔亚妮（２０１０），刘玉坤（２０１２），丁爱兰（２０１４）
等［２］。而国外的研究聚焦于：政治话语方面，如：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Ｗｏｄａｋ，Ｓｃｈｉｆｆｎｅｒ等；认知话语方面，如：
ＶａｎＤｉｊｋ，Ｃｈｉｌｔｏｎ，Ｓｃｏｌｌｏｎ等；评价理论方面，如：
Ｍａｒｔｉ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等［３］。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

用文体、话语或翻译学理论等对语篇或某个用语进

行深入的剖析［４］。本文聚焦于系统功能语法，从积

极话语分析视域尝试着对《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政府工作

报告》展开研究，以此探讨政府形象塑造与构建过

程中的话语策略。

二、理论基础

１９７９年，“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概念出现在Ｒｏｇ
ｅｒＦｏｗｌｅｒ的著作《语言和控制》中。随后，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指出了批评话语分析是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三者

之间的关系。而在１９９６年，Ｃａｌｄａｓ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主张构
建出一个没有性别、种族、年龄的和谐社会，同年，

Ｋｒｅｓｓ对批评话语进行了反驳，认为不应该只有批评
而没有积极的改进方法，应该从批评、消极的行为中

解放，并转化为有建设性的、积极的行为。

于是，澳大利亚学者马丁于１９９９年在国际研讨
会的论文展示中率先提出“积极话语分析”的全新命

题，并在２０００年指出，需要在语篇分析中寻找新目
标，并非致力于批评，而聚焦于设计。设计即撇开消极

想法，有意识地勾勒出美好的蓝图。２００２年，Ｌｕｋｅ支持
Ｋｒｅｓｓ的想法，主张通过建设性的手段运用权力［５］。

总之，积极话语分析旨在构建话语双方的关系，

从语言设计角度使用积极态度对待事件，旨在解决

冲突、矛盾，促成和谐。积极话语分析有三种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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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是多模态式的研究，既包括语言文字的研究，

又包含对图片、声音等的研究；二是多层次的研究，

它可以从语音、语义、词汇等方面进行研究；三是多

功能的研究，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三功能出发，

向四周进行辐射和拓展。系统功能语法是从语言特

有的社会性角度对语言功能展开研究，以此剖析语

言的基本特征，阐释语言的意识形态。因此，文章在

积极话语分析视域下，采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

理论对《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展开分析。
三、政府形象构建的话语策略研究

（一）“人民福祉的创造者”形象的构建过程

概念功能是说话者依靠语言的及物系统及语态

分析经验和逻辑功能。值得肯定的是，及物系统能够

直接反映演讲者的所作所为和意识形态［６］。２０１８年
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共计５９４句，文章根据概念功能对
该语料的及物系统进行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及物性系统六大过程统计表

过程

类型

物质

过程

关系

过程

心理

过程

行为

过程

存在

过程

言语

过程

数量 ５０６ ６３ １２ ２ １１ ０
百分比 ８５．１％ １０．６％ ２．０％ ０．３％ １．９％ ０

　　根据表１统计可知，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文本
主要以使用物质过程为主，数量占８５．１％，因此，文
章主要从物质过程入手对政府构建形象的过程进行

分析。

１．物质过程
物质过程指做某事的过程，包括动作发出者，动

作动词和动作目标。文章使用 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ｃ１．０对
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主要动词的使用频率进行
统计，结果如表２：

文章使用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ｃ１．０对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词频累计２０次的主要动词进行统计发现，政府
通过使用积极有力的词汇，能够表现出政府的决心。

以具体文本为例：

表２　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动词使用频数统计表

动词 频数 动词 频数 动词 频数

发展 １４２ 坚持 ３５ 投资 ２６
改革 ９７ 实施 ３５ 开放 ２４
推进 ６７ 完善 ３３ 实现 ２４
创新 ５５ 推动 ３１ 继续 ２２
加强 ５０ 支持 ２９ 扩大 ２１
建设 ４９ 促进 ２８ 落实 ２０
提高 ３６ 深化 ２８ 优化 ２０

　　例１．政府指出，２０１８年将深入推进对经济供给
侧的结构性改革。

例２．政府将大力深化我国人才发展的体制改
革，积极推进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鼓励企业提高相

关技术工人的工资待遇。

根据韩礼德的著作《系统功能概论》一书中对物

质过程的理解，他认为，物质过程即施动者做某事的

动作，可以将其理解为“ｄｏ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根据具体的
例句，可以发现，政府在演讲中高频次使用了积极有

力的动词，如例句中“推进”“建设”“深化”“鼓励”

“提高”等一系列动作动词，大量动作动词的使用能够

突出政府推动我国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决心。虽然

在２０１７年，政府已经完成各项任务，各方面取得了进
步，但是，政府仍然坚持为国家经济、政治等发展提供

服务。总之，政府高频次使用物质过程进行演讲，塑

造出一个务实、服务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形象。

２．高频词分析
对演讲文本的高频词分析，既能够把握语料的

整体词汇信息情况，又能够对突出的某一现象进行

分析。文章借助于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ｃ１．０软件对２０１８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整理情

况如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前２０项高频词数量统计表

高频词频数 高频词 频数 高频词 频数 高频词 频数 高频词频数

发展 １４２ 社会 ６５ 建设 ４９ 工作 ４１ 提高 ３６
改革 ９７ 创新 ５５ 企业 ４８ 人民 ３９ 增长 ３６
经济 ７８ 全面 ５４ 政府 ４３ 政策 ３９ 坚持 ３５
推进 ６７ 加强 ５０ 中国 ４３ 市场 ３７ 实施 ３５

　　依据表３，在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的前２０项
高频词中，１１个高频词为物质过程，其他９个作为物质
过程中动作的发出者或接受者出现。以报告为例：

例３：依据２０１８年政府的工作报告显示，主张
发展并壮大新经济动力能源。

例４：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提出，需要改
革并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的管理制度。

例５：政府即将在２０１８年为国民减税，促进国
民经济转型，激发市场活力。

根据韩礼德的著作《系统功能概论》一书中对

物质过程的理解，物质过程可以理解为“ｄｏ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ｇ”。因此，根据例４，聚焦于位居高频词首位的
“发展”一词，“发展”作为动作动词，施动者是政府，

动作目标是新经济动力能源。在例５中，“政府”作
为施动者，“改革”和“完善”作为动作动词，关于生

态环境方面的管理制度则是受动者。在例 ６中，
“经济”和“市场”作为受动者，施动者是“政府”，动

作动词是“转型”。而作为受动者的名词在一定程

度上是动作的象征。根据以上三个例句的分析，可

以发现，政府运用“发展”或“改革”等动词，或者“经

济”“市场”等作为名词受动者，既可以展示出政府

的所作所为，即：将继续发展新经济动力能源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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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制度等，造福人民，又显示出政府的决心。总

之，政府通过多次使用动作动词以及受动名词，塑造

出一个为人民造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形象。

（二）“诚实负责的奋斗者”形象的构建过程

人际功能是说话者通过语言建立人际关系，韩

礼德指出，它是由三部分组成，情态系统、语气系统

及人称系统［７］。而马丁教授拓展了人际功能，进一

步提出了有关评价理论的相关支撑，它集中于“情

感”“情态”和“强化”三方面，由态度系统、介入系统

和级差系统组成。因此，文章将利用 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ｃ１．０
软件从模糊标记词、强化标记词、参与标记词三个方

面挖掘政府形象构建的话语策略过程。

１．模糊标记词
模糊标记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百分比、具体数

值或其他措辞。

它主要以凸显说话人的地位为主，使信息以观

点形式呈现，而非客观事实。说话者在阐述事物时，

会多方面兼顾考虑，如：语言的准确性、可靠性等，为

听话人提供商量的余地［８］。因此，政府在对２０１７年
工作总结的前提下，将会对２０１８年的工作进行部
署，而模糊标记词的使用主要集中于政府将做的部

署。文章借助于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ｃ１．０软件对２０１８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模糊标记词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整理

情况如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模糊标记词使用数量统计表

模糊标记词 频次

基本 ８
左右 ７
以内 ３
以上 １７
以下 ７

　　根据统计，“基本”一词在语料中共计出现３４次，
去除不表示模糊意义的频次，共计８次表示模糊标记
意义。模糊标记词的具体使用意义以文本为例：

例６：政府将在２０１８年积极发挥供给结构的投
资，预计将在公路和水运方面投资１．８万亿元左右。

例７：政府指出，２０１８年把城镇调查的失业率控制
在５．５％以内，把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控制在４．５％以内。

由于未来因素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政府恰

到好处地使用模糊标记词对２０１８年的既定目标进
行模糊化，为其工作留下余地。例句中的“左右”

“以内”等词，突出了政府在工作中不妄下海口、夸

夸其谈，这不仅强烈地展现出政府严谨、认真的工作

态度，而且突出强调了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工作作风。

因此，政府通过使用模糊标记词塑造出一个严谨、认

真、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

２．强化标记词
强化标记词，与模糊标记词截然不同，指说话者

对内容的确定性。它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必须”形式、“一定要”形式，形容词或副词形式，特

殊句式等。以具体文本为例：

例８：政府认为，一定要用高度负责的精神，服
务人民和国家。

例９：政府决定在２０１８年必须得破除市场要素
配置障碍。

政府报告对 ２０１８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必
须”“一定”等词显示了政府的坚决态度。政府在部

署工作时，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而强化标记的使用恰

好能够满足政府报告的目标。同时，强化标记词的

使用，能够使人民紧跟政府的步伐，积极配合政府的

工作。因此，强化标记词能够展现出政府在部署工

作时坚定、果断的工作态度，从而塑造出一个负责任

的政府形象。

３．参与标记词
参与标记词是说话者直接进行情感诉诸的主要手

段，说话者通过互动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说话者通常

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或者“我国”等形式实现参与

标记。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有两种分类，内包和外排，

而参与标记侧重于前者。以具体文本为例：

例１０：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拥有高
度负责的精神竭力为党和国家做好各项工作。

例１１：政府认为，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仍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共使用参与性标记共计
４２次，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形式在报告中，发挥了
两大作用，其一，以例１３和例１４为例，“我们”代表
政府机构全体人员，一方面对国家及人民进行承诺，

显示政府阶层的治国策略和决心，另一方面突出了

政府的所作所为，造福人民的显著成就。其二，“我

们”包含着广大人民，这样体现了政府的亲民形象，

缩小与人民间的距离。因此，政府通过使用参与性

标记塑造出一个亲民、负责的政府形象。

（三）“凝聚人心的感召者”形象的构建过程

语篇功能借助于主位述位系统和信息结构相互

作用，共同推动语篇整体的发展。布拉格学派最先

提出语篇的主位、述位概念，前者是信息的出发点，

后者是语篇剩下的部分。韩礼德将语篇的主位推进

模式分为：放射型语篇模式、交叉型语篇模式、阶梯

型语篇模式和聚合型语篇模式。放射型语篇模式指

语篇主位相同，述位不同的模式；而聚合型语篇模型

指语篇主位不同，述位相同的模式。交叉型语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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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指前一语篇的主位是下一语篇的述位的模式；而

阶梯型语篇模式指前一语篇的述位是下一语篇的主

位的模式［９］。

文章对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主位推进四
种模式进行分析时发现，放射型语篇模式是政府工

作报告的整体框架，同时，也贯穿于工作报告内部不

同的层级。以具体的文本为例：

例１２：在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７年工作回顾情况
中，政府报告以“五年来”作为每段的起始，增强了

报告的演讲气势。随之，先后用以“坚持……”和

“过去五年……”为起始的句型作为每段的起始。

例１３：政府在对２０１８年工作部署中，主要以内
部层级出现的放射型语篇模式为主，政府在计划减

轻企业税收方面的建议时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通过例句发现，放射型语篇模式一方面能够清

楚明了地向人民传递信息，另一方面能够增强整体

语篇的气势，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号召人民

积极投入到政府的工作部署中，支持政府的工作。

因此，政府采用放射型语篇模式进行工作报告，可以

塑造出一个“凝聚人心的感召者”形象。

四、结束语

文章以积极话语分析视角入手，对政府在２０１８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塑造出的政府形象进行解析。研

究发现，政府使用高频词和物质过程进行剖析，政府

塑造出“人民福祉的创造者”的形象；政府多次运用

模糊标记词、强化标记词和参与标记词，构建出“诚

实负责的奋斗者”的形象；政府使用放射型语篇模

式塑造出“凝聚人心的感召者”的形象。总之，政府

在２０１８年工作报告中综合运用多种话语策略，塑造
出亲民、务实、负责任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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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顺应视角下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党的十九大报告英译本为例

卢　静，成汹涌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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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静（１９９３—），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发展牵动世界各国的目光。翻译
作为沟通各国的桥梁，肩负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翻译质量很大程度上影

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外传播水平。翻译策略是影响翻译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其研究有助

于提高文化交流质量。从语境顺应理论出发，分析语境因素对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译者

应动态顺应不同的语境因素，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从而提高翻译质量。

关键词：十九大报告；语境顺应；翻译策略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１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００－０４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报

告全面、快速、准确、直观地阐释了自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进入新时

代，意味着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意味着中国正阔步走近世界舞

台的中央。中国的发展不仅关乎１３亿多中国人民
的福祉，也牵动世界各国的目光。翻译作为沟通各

国的桥梁，肩负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出去”的

重要使命，其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和

文化对外传播的水平。影响翻译质量的因素有文化

差异、译者的基本功等［１］，而翻译策略也是影响翻

译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

文化交流的质量。所以，翻译研究不可避免的要涉

及翻译策略的研究。

什么是翻译策略？翻译策略指从事翻译活动时

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法［２］。翻译界对翻译策略

的分类众说纷纭，不少学者把归化和异化既称作

“策略”又称作“方法”，把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混为

一谈，这对翻译策略的研究和翻译的发展是极为不

利的。所以，对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进行区分，很有

必要。

一、语境顺应及翻译策略

比利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首次
提出“顺应论”，并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详细阐释

其意义。语用学把顺应论分为四个方面：结构顺应，

语境顺应，动态顺应和意识凸显。其中，语境顺应是

顺应论的核心。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
（狭义语境）和交际语境（广义语境）。语言语境即

上下文；交际语境包括：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

世界。“心理世界”指的是交际者的心情，欲望，意

图和其他影响心理感情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３］。

认知因素即大脑通过学习经验和实践活动所形成的

知识体系，通常以概念化的形式呈现。情感因素是

人在交际过程中对他人和客观事物好恶倾向的内在

心理反映，是维持和渲染交际的态度性前提；“社交

世界”指交际者在社交场合和社会环境中应遵守的

准则，这些准则通常受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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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４］。“物理世界”主要指时间和空间的指称关

系［５］。

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是翻译过程中主要的参与

人，两者处在翻译活动的两级，译者对这两者的取向

不同，翻译策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根据译者对两

者的取向，翻译策略可分为“原文作者取向”的异化

策略，和“译文读者取向”的归化策略［６］。换言之，

异化策略以原文作者为导向，注重保持原文的语言结

构和写作风格，使译文向原文靠拢，使译文读者充分

领略原文的异域风味；归化策略以译文读者为导向，

注重用译文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原文的意义，

使译文易于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翻译方法是翻译过

程中采用的具体手段，属于翻译策略之下的范畴。两

种翻译策略分别对应不同的翻译方法，异化策略指导

下的翻译方法有：直译，音译，逐词翻译等；归化策略

指导下的翻译方法有：意译，仿译，改译等。

二、语境顺应关照下的译本分析与讨论

（一）心理世界顺应

１．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一般指的是认知过程或认知活动，包

括信念、思维和想象。认知过程是大脑根据经验学

习和实践活动形成知识体系的过程。认知因素是沟

通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的桥梁，通常以概念化的形

式呈现，如下例中的“意识”：

①推动全党尊崇党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Ｗｅｕｒｇｅｔｈｅｍ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ｎｅｅｄ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ｔｈｉｎｋｉｎｂｉ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ｅｒｍｓ，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ｃｏｒｅ，ａｎｄｋｅｅｐｉｎａ
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受不同思维模式、文

化背景和认知背景的影响，形成了迥异的语言风格

和语言习惯。中国人受“和谐”哲学思想的影响，经

常使用重复四字格结构增强文章结构的对称美、韵

律的和谐美，如例①中发言人选择重复的四个“意
识”，增强其发言的韵律和气势。但是译文读者受

相关认知背景限制，他们意识不到四个重复结构的

美感，反而觉得冗长复杂。在处理诸如此类由于不

同认知背景引起的不可译现象时，为了使译文读者

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译者选择以译文

读者为导向的归化策略，将例①中四个重复“意识”
译成西方人喜闻乐见的动宾结构，既传“情”又达

“意”。

２．情感因素
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许多共性，人

类文化和人类语言也存在诸多共性［７］，正是由于人

类基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才使得不同

民族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８］。文化和

语言的共性决定了情感类和态度类词语的可译性，

如：

②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Ｗｅｍｕｓｔｕｐｈｏｌ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ａｋｅａ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ｒｕｄ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③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

国分裂出去！

Ｗｅｗｉｌｌｎｅｖｅｒａｌｌｏｗａｎｙｏｎｅ，ａｎ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
ａｎ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ａｔａｎｙｔｉｍｅｏｒｉｎａｎｙｆｏｒｍ，ｔｏｓｅｐａ
ｒａｔｅａｎｙｐａｒ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

我们从例②中的文字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对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坚持和信心，中国共产党对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的坚定信念。对于这些情感类和态度类

词语，译者选择以原文作者为取向的异化策略，借以

“ｍｕｓｔ”“ｌｏｎｇｔｅｒｍ”和“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等具有强
烈感情色彩的词汇再现原文坚定的情感、信念。例

③运用６个排比结构表明了中国人民坚持一个中
国，反对任何形式“台独”的决心。译者同样选择异

化策略指导下的直译方法再现原文反对“台独”坚

定的情感、态度。译语中几个并列否定结构气势恢

宏，语气坚定，不仅准确地还原了源语的语言结构，

同时也 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待“台独”

的强硬态度。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译者在处理有文化差异

的认知因素时选用归化策略，保证译文读者取得与

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归化策略有助于保证译文的

可读性，加快译文在目的语国家的传播速度，提高影

响力；在处理有共性的情感因素时选择异化策略指

导下的直译方法来达到既把握原文内容，又能保持

原文形式的目的。直译翻译方法在保留源语语言结

构、文化特色和诗学特征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有助

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保证源语的语言风味。

（二）社交世界顺应

１．文化背景
文化的含义不一而足，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民

族的地理因素、历史因素、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也可

以指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

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必

然衍生出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因此也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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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一些文化词的不可

译性。不可译性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但绝不是一

成不变的［９］。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选择

合适的翻译策略，把不可译转化成可译。如：

④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Ｏ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ｉｒｅｌｅｓｓｅｆ

ｆｏｒｔｓ，ｌｉｋｅｓｅａｓｆａｌｌｅｎｃａｌｍ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ｓｒｕｎｎｉｎｇｃｌｅａｒ，ｂｅ
ｃｌｅａｎａｎｄｆｒｅｅｏｆ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⑤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
Ｗｅｗｉｌｌ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ｈｅｌｐ

ｔｈｏｓｅｍｏｓｔｉｎｎｅ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ｔｉｇｈｔｌｙｗｏｖｅｎｓａｆｅｔｙｎｅｔ，
ａｎ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中国是一个有着５０００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如
今早已形成了成熟且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习近平

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软

实力，为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家领导

人经常在各种访问和演讲场合大量使用成语和熟语

等文化词，如例④中“海晏河清”这一成语：用来形
容大海风平浪静，黄河清澈见底的样子，常用来比喻

天下太平。例⑤中“兜底线”意味着：兜住人民基本
生活水平这一底线。诸如例④中的成语和⑤中的熟
语等文化词就是不可译的代表，译者均采用了保留

原文异域风味的异化策略实现原文和译文社会文化

因素的顺应：例④译文中明喻这一修辞很好地顺应
了原文中的成语；例⑤译文中三个不定式结构很好
地顺应了原文中三个排比修辞。

２．社会制度
语言是反映习俗、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等文化因

素的一种特殊方式，文化也是影响语言选择的重要

因素［１０］。来自不同语言环境的人受到不同文化的

影响，在交流过程中会进行不同的语言选择。社会

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社会制度必然衍生出不

同的制度词。诸如“一国两制”“台湾同胞”等词均

是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中衍生出来的中国式制度词。

⑥抓住“关键少数”
Ｗｅｍｕｓｔｆｏｃｕｓｏｎ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ｋｅｙｆｅｗ”，

ｂｙｗｈｉｃｈｗｅｍｅａ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⑦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Ｉｔｉｓ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ｏ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ｆ“ｏｎ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ｗ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例⑥中“关键少数”指少数的主要领导干部在

全国各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较小。译者为了使译文对

照原文的语言特点，选择了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生动

形象的语言形式，并结合增译技巧解释这一术语，指

出关键少数即领导干部；例⑦中“一国两制”是针对

中国具体国情提出的政治概念，译者同样借助异化

策略指导下的直译方法还原“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的意义。

以上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词和政治术语均

有着它们深刻且独特的文化内涵，考虑到源语和目

的语社交世界的差异对其语言选择造成的影响，译

者选择异化策略达到丰富目的语的表达和保留原文

异域风味的目的。异化策略固然能很好地保留源语

的原汁原味和异域风味，但异化并不代表一味的生

搬硬套，如果译者在保留原文异域风味时给读者造

成阅读障碍，那么，诸如增译的翻译技巧能够很好地

帮助译者弥补这一缺憾。

（三）物理世界顺应

物理世界主要指时间和空间的指称关系。时间

即谈话、演说或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包括物理世界

中双方的位置，与言语行为相关的肢体语言和身体

姿势、手势等［１１］。

⑧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
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Ｗｅｗｉｌｌ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Ｆｉｔｎｅｓｓ－ｆｏｒ－Ａｌ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ｓｐｅｅｄｕｐ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ｏａ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ｒｏｎｇｏｎｓ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ｍｏｏｔｈ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２０２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ｉｎｔｅｒＯｌｙｍｐｉｃＧａｍ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２０２２年北京申奥成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２０２２年”是公认的参照时间，故原文省略了这一时
间指示语。本着严谨和顺应译文读者物理世界的原

则，译者选择了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的归化策略，通过

增译时间状语的方法顺应译文读者的物理世界。

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

的活动。

Ｗｅｍｕｓｔ…ｄｅｅｐ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ｆｅｌｌｏ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ｔｏｏｐｐｏｓｅａｌ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物理世界中有“绝对空间关系”，如“南 －北”、
“西－东”和“前 －后”和“相对空间关系”。绝对空
间关系常常有很高的规约化程度，如例⑨中的“两
岸”。译者在顺应原文的物理世界时应注意中国大

陆和港澳台地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为了避免引

起不必要的政治误解，避免译文重复冗杂，翻译时译

者采用归化策略顺应目的语简单、多变的语言习惯，

例⑩中三个“两岸”分别被译为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ｓ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ｔｓ”和 “ｆｅｌｌｏｗ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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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译文既顺应了目的语避免重复的语
言习惯，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达

到顺应双方物理世界的要求。

基于归化策略译出的文章，减去了原文的陌生

感，增加了译文的亲切感和可读性，顺应了读者的语

言习惯，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是，归化策略也限制

了源语语言、文学、文化要素的传播，剥夺了读者领

略原文异域风味的机会，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了源语的语言优势，不利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互

通有无和学习交流。故采用归化策略时，译者一定

要慎重权衡这一策略的利弊。

三、结语

翻译是一项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

动，该活动涉及到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模式、认知背

景、风俗习惯等因素；是一种思维模式转换成另一种

思维模式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翻译理论、方法和技

巧的辅助。本文厘清了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异

同，介绍了不同语境因素对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

巧。翻译策略的选择权不在于译者的主观臆断，而

是由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因素及语境因素决定的。

译者应根据其各自语言的内在规律及特定的语境因

素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而提高译文质量，为中国

文化“走出去”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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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的生态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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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米莉·狄金森创作的１７００多首诗歌中，有５００多首是围绕与自然和生态相关的主
题。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采用功能语篇分析方法，从生态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艾米

莉·狄金森的《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原诗语篇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旨在考察诗人是如何通过

语言形式来表达她对自然的体验和感受的，并通过对诗歌建构的生态话语分析，唤醒读者反思人类

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和破坏，激发读者唯有通过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感悟自然才能真正实现人类重返

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树立与整个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

关键词：及物性系统；《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自然；生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２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０４－０４

　　一、引言
诗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对外国文学的研

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作为美国１９世纪最著名的女
诗人之一，艾米莉·狄金森（Ｅｍｉｌｙ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被视
为意象派诗歌鼻祖和现代派诗歌先驱［１］。狄金森

的诗歌涵盖了生活情趣、自然、生命、信仰、友谊和爱

情等，诗歌语言简洁凝练、质朴清新，意象新颖奇特，

结构别具特色［２］，因此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诗

人无比热爱大自然，将自己的满心热爱寄于自然中，

并从自然中收获了大量的创作灵感。狄金森喜欢运

用丰富的想象力和感官去描述、赞美和感受自然，使

读者有深刻的带入感，唤起其共鸣。诗人将自己的

体验与认知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诠释［３］，赋予诗歌超

时代意义的生态伦理观：自然是所有生物的家园，人

与自然和谐共存［４］。在狄金森１７００多首诗歌中，至
少有５００多首是谈论自然以及生态话题。从生态语
言学视角来看，这些关于自然的诗歌都可以被视为

生态语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５］６１。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中，充满了比喻、拟人、

夸张等修辞手法，为读者勾画出一幅幅美妙的意象

画面［６］。《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是一首描写自

然的诗歌，运用拟人和隐喻等修辞手法歌颂自然之

美［７］１１４；颂歌体的应用以及虚构和夸张等的大量使

用［８］１０２，使这首诗歌充满了诗人对大自然和家乡的

热爱之情，也展现了诗人勇敢豪放的性格。诗人把

“自然”比作“美酒”，并狂饮“自然”之酒，酒醉后沉

浸并享受自然之美［９］；此时主人公也由淳朴活泼的

乡下女孩变成了一个酗酒的醉汉［１０］。本文运用系

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从生态话语分析的角

度对《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原诗语篇进行及物

性系统分析，旨在考察诗人是如何通过语言形式来

表达她对自然的体验和感受的，以及诗人是如何让

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和谐共生的，从而体会在这种

内在联系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

二、及物性系统理论

韩礼德（Ｍ．Ａ．Ｋ．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４０１·



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由概念功能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人际功能（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等提供
诠释的语义系统，其语篇功能（Ｔｅｘｔ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是
由语篇，而不是孤立的语句来实现［１１］。如图 １所
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系统体现的是人类

的主客观经验［１２］，通常包括物质过程（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心理过程（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关系过程（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行为过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言
语过程（Ｖｅｒｂ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和存在过程（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等六种过程类型［１３］，由上述过程和各种逻

辑关系组织起来就成为语篇［１４］１７０。韩礼德最先运

用及物性理论分析了小说《继承者》，现今及物性系

统已经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如新闻报道、小说、诗歌

等多种文体分析中。申丹［１５］、韩艳芳，陈令君［１６］和

宋海波［１７］分别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

基础，通过及物性系统分析了《在路上》、国内外“关

于中国梦”１１７篇新闻语篇、短篇小说《苍蝇》等，证
明及物性系统的广泛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本文深受

黄国文、陈［５］６１启发，亦根据生态话语分析的思

路，对全诗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遵循“形式是意义

的体现”原则，重点探究诗人如何运用语言形式传

达她对自然的真切体验和感受，并潜移默化影响读

者，使其产生共鸣。

图１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及物性过程类型［１４］１０８

三、《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之及物性系统分析

（一）诗歌韵律特点

狄金森的诗歌多采用类似教会赞美诗的格律：

每节四句，第一、三句八音节，第二、四句六音节，音

步是最简单的“轻、重”，第二、四句押韵。诗歌《我

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就是由四个诗节构成，每节

四行，二、四行押韵，充满韵律美［７］１１３。

（二）诗歌的及物性系统分析

１．Ｉ［Ａｃｔｏｒ］ｔａｓ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ｌｉｑｕｏｒｎｅｖ
ｅｒｂｒｅｗｅｄ［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Ｔａｎｋａｒｄｓｓｃｏｏｐｅｄ［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Ｃｌａｕｓｅ］ｉｎＰｅａｒｌ—／ＮｏｔａｌｌｔｈｅＶａｔｓ［Ａｃｔｏｒ］

ｕｐｏｎｔｈｅＲｈｉｎｅ／Ｙｉｅｌ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ｕｃｈａｎＡｌ
ｃｏｈｏｌ！［１８］８０［Ｇｏａｌ］

我 ［动作者］品尝 ［物质过程］未经酿造的 ［范

围］美酒，从珍珠镂成的 ［嵌入句］大酒杯里；并非

莱茵河畔 ［动作者］所有的酒桶都成盛产 ［物质过

程］出这样的醇醪！［１８］８１［目标］

２．Ｉｎｅｂｒｉａｔ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Ａｉｒ
"

ａｍ［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Ｃａｒｒｉｅｒ］—／ＡｎｄＤｅｂａｕｃｈｅ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Ｄｅｗ—／Ｒｅｅｌ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ｒｏ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ｕｍｍｅｒ ｄａｙｓ—／Ｆｒｏｍ ｉｎｎｓ ｏｆ Ｍｏｌｔｅｎ Ｂｌｕｅ
［Ｔｉｍｅ］—［１８］８０

我 ［载体］陶醉于 ［关系过程］［属性］清新的

空气，我豪饮 ［属性］那晶莹的露水，在漫长的夏季

［时间］，我常从熔蓝的酒店蹒跚 ［物质过程］而

归！［１８］８１

３．Ｗｈｅｎ“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Ａｃｔｏｒ］ｔｕｒ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ｄｒｕｎｋｅｎＢｅｅ［Ｇｏａｌ］／Ｏｕｔｏｆ［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
ｔｉ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ｏｘｇｌｏｖｅ’ｓｄｏｏｒ—／Ｗｈｅｎ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
［Ａｃｔｏｒ］

"

ｒｅｎｏｕ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ｉｒ“ｄｒａｍｓ”
［Ｇｏａｌ］—／Ｉ［Ａｃｔｏｒ］ｓｈａｌｌｂｕｔｄｒｉｎ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ｍｏｒｅ！［１８］８０［范围］

当 “店主人”［动作者］把酩酊的蜜蜂驱赶 ［物

质过程］出毛地黄花［环境成分］的门庭，蝴蝶［动作

者］也不再细斟 ［物质过程］，我［动作者］却更要大

口 ［范围］狂饮［１８］８１［物质过程］！

４．ＴｉｌｌＳｅｒａｐｈｓ［Ａｃｔｏｒ］ｓｗ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ｓｎｏｗｙＨａｔｓ［Ｇｏａｌ］—／ＡｎｄＳａｉｎｔｓ［Ａｃｔｏｒ］－ｔｏ
ｗｉｎｄｏｗｓ［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ｒｕ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ｏｓｅｅ［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Ｔｉｐｐ
ｌｅｒ／Ｌｅａｎ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Ｓｕｎ［１８］８２［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直到天使［动作者］摇晃［物质过程］着白色小

帽［目标］，和那些圣徒［动作者］，奔向明窗［环境成

分］，争看［心理过程］这小小的酒徒斜倚着这太

阳［１８］８３［现象］。

全诗共有十个主要过程（参见表１），第一行中
的物质过程动词 ｂｒｅｗｅｄ和第二行中物质过程动词
ｓｃｏｏｐｅｄ都是出现在嵌入句中，这里不做讨论。这两
个过程动词不包括在其中。其中物质过程八个，占

８０％，其次是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各一个，分别占
１０％。一般来说，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描述意义，而
物质过程则叙述意义。可以看出，诗歌《我品尝未

经酿造的美酒》的创作特色是以叙事为主，描述为

辅。这种朴实生动的叙事手法通过诗歌的载体，衬

托出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充分体现了诗人对

家乡的赤诚之心［８］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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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及物性系统分析

Ｐｒｏｃｅｓｓ

过程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参与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环境成分

①物质过程 ｔａｓｔｅ Ａｃｔｏｒ：Ｉ Ｒａｎｇｅ：ａｌｉｑｕｏｒｎｅｖｅｒｂｒｅｗｅｄ

②物质过程 Ｒｅｅ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ｔｈｒｏｅｎｄｌｅｓｓｓｕｍｍｅｒｄａｙｓｆｒｏｍｉｎｎｓｏｆＭｏｌｔｅｎＢｌｕｅ

③物质过程 ｄｒｉｎｋ Ａｃｔｏｒ：Ｉ 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ｍｏｒｅ

④关系过程 ａｍ Ｃａｒｒｉｅｒ：Ｉ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ｎｅｂｒｉａｔｅ，ｄｅｂａｕｃｈｅｅ

⑤物质过程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ｔｏｒ：ＮｏｔａｌｌｔｈｅＶａｔｓ Ｇｏａｌ：ｓｕｃｈａｎＡｌｃｏｈｏｌ

⑥物质过程 ｔｕｒｎ Ａｃｔｏｒ：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 Ｇｏａｌ：ｔｈｅｄｒｕｎｋｅｎｂｅｅ ｏｕｔｏｆ

⑦物质过程 ｒｅｎｏｕｎｃｅ Ａｃｔｏｒ：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 Ｇｏａｌ：ｔｈｅｉｒ“ｄｒａｍｓ”

⑧物质过程 ｓｗｉｎｇ Ａｃｔｏｒ：Ｓｅｒａｐｈｓ Ｇｏａｌ：ｔｈｅｉｒｓｎｏｗｙＨａｔｓ

⑨物质过程 ｒｕｎ Ａｃｔｏｒ：Ｓａｉｎｔｓ ｔｏｗｉｎｄｏｗｓ

⑩心理过程 ｓｅ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Ｔｉｐｐｌｅｒ／

Ｌｅａｎ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Ｓｕｎ

　　从对这首诗歌的及物性系统分析可以看出，从
参与者与过程的关系看，与诗人“我”有关系的是三

个物质过程和一个关系过程，物质过程是①ｔａｓｔｅ：
表示味觉；② Ｒｅｅｌｉｎｇ：表示身体动作；③ｄｒｉｎｋ：表示
动作姿势；关系过程则是④ａｍ；这三个物质过程中
ｔａｓｔｅ和ｄｒｉｎｋ，都有两个参与者“动作者 ＋范围”，而
Ｒｅｅｌｉｎｇ虽然省略了参与者，但却有表示时间的环境
成分。另一个关系过程 ａｍ，有两个参与者“载体 ＋
属性”。

作者通过运用过程动词“ｔａｓｔｅ”“ｄｒｉｎｋ”将自己
对自然的热爱与沉醉比作饮酒的美好体验，值得自

己细细品味和啜饮。拟人化主要体现在过程（动

词）类型的选择和参与者角色来展现，如在第三诗

节中，诗人将自然拟人化为参与者店主人“ｌａｎｄ
ｌｏｒｄｓ”，将参与者蜜蜂“ｔｈｅｄｒｕｎｋｅｎｂｅｅ”和蝴蝶“Ｂｕｔ
ｔｅｒｆｌｉｅｓ”拟人化为沉醉于美酒的酒客。诗人通过选
择物质过程动词“驱赶”“ｔｕｒｎ…ｏｕｔｏｆ”和“浅酌细
斟”“ｒｅｎｏｕｎｃｅ”来描绘酩酊大醉于自然美酒的蜜蜂
和小酌自然美酒的蝴蝶不忍离去。

比喻体现在诗歌的每一个过程中。诗歌的第一

节中有两个过程：Ｉｔａｓｔｅ（物质过程）…Ｙｉｅｌｄ（物质过
程）…由于第一行的ｂｒｅｗｅｄ、第二行的 ｓｃｏｏｐｅｄ都是
出现在嵌入句中，所以这里不进行讨论。在第一节

中，诗人把“自然”比作“美酒”，并狂饮“自然”之

酒，将自己沉浸于饮酒的体验中，并想象自己是在用

精美的珍珠酒杯来品味这杯未被酿造的美酒，沉醉

于自然中恍若是在畅饮琼浆玉液，陶醉之心溢于言

表，即使莱茵河畔最醇香的美酒也无法与她所心驰

神往的自然美酒相比。

诗歌的第二节中有两个过程：ａｍ（关系过程）Ｉ

…Ｒｅｅｌｉｎｇ（物质过程）…在第二节中，诗人夸张地将
酒徒对美酒的贪恋比作她对自然的陶醉。令人心旷

神怡的空气和晶莹剔透的甘露，这些大自然的馈赠

无不让诗人心旷神怡，酣畅淋漓。而天空恍若一个

大酒肆，酒香四溢，使诗人从一个酒肆离开又进入到

另一个酒肆，畅饮并徜徉在无尽的夏日中。

物质过程 ａｍ，Ｙｉｅｌｄ，ｔｕｒｎ，ｒｅｎｏｕｎｃｅ，ｓｗｉｎｇ虽然
动作者各不相同，但都有两个参与者“动作者 ＋范
围”。物质过程ｒｕｎ也有两个参与者“动作者＋环境
成分”。心理过程 ｓｅｅ省略了感知者 Ｓａｉｎｔｓ，但也有
一个参与者“现象”。

诗歌的第三节中有三个过程：ｔｕｒｎ（物质过程）
… ｒｅｎｏｕｎｃｅ（物质过程）… ｄｒｉｎｋ（物质过程）…在第
三节中，诗人将蜜蜂和蝴蝶也形象地比作酒客，两者

酣畅地饮用大自然的花蜜和露珠。而当店主人将它

们赶出毛地黄花的酒肆时，诗人自己仍然在狂饮自

然赐予的美酒，完全沉醉于大自然之中。

诗歌的第四节中有三个过程：…ｓｗｉｎｇ（物质过
程）…ｒｕｎ（物质过程）… ｓｅｅ（心理过程）。在诗歌的
第四节中，诗人将自己斜倚着落日，沉迷于自然中不

能自拔比作斜靠着灯柱、流连忘返于酒肆嗜酒如命的

酒徒，连天使和圣人都拿这样的酒徒没有办法。从第

一个诗节到最后一个诗节，诗人层层递进地表达出自

己对自然深深的眷恋和热爱，清新的空气、晶莹的露

珠、湛蓝的天空、勤劳的蜜蜂，以及美丽的蝴蝶等一切

自然景象都令诗人陶醉不已。

三、结语

本文在生态话语分析的框架中，以及物性系统

为视角，对诗歌《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进行分析

和讨论。功能语言学认为，概念功能作为三大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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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一，主要是由经验功能体现的。而及物性系统

作为体现经验功能的语义系统，就是通过六种过程

类型把人们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体验表达出

来。本文通过对这首诗歌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发

现诗人通过八个物质过程 ｔａｓｔｅ，Ｒｅｅｌｉｎｇ，ｄｒｉｎｋ，
Ｙｉｅｌｄ，ｔｕｒｎ，ｒｅｎｏｕｎｃｅ，ｓｗｉｎｇ，ｒｕｎ，一个关系过程
ａｍ，一个心理过程ｓｅｅ，将自己对大自然的真切体验
以及内心对自然无比的热爱，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人类不可以完全脱离

自然而存在，不可以过度开采、掠夺自然资源，破坏

自然生态环境。更要摒弃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人

类中心主义的观念，而应该主动寻求与自然关系的

改善，停止对自然的蹂躏和践踏，顺应自然规律，平

等、敬畏地对待自然万物，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融入

自然，全身心感受自然的美好，增加对自然的感悟，

重返与自然的和谐。系统功能语言学者肩负着通过

构建生态话语分析，反思和批评过度掠夺、摧残的职

责自然，呼吁并唤醒人类社会的生态意识，关注整个

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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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ｃｏｎｎｅｃｔａｎｄ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ｃａ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ｔｒｕ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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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美术教育现实的主要矛盾而言，所有问题，一定意义上都与认知局限所造成的思维与
智识局限相关。所谓“间性思维”，实际上就是超越既有范式与窠臼，从跨域、跨界、跨学科的高度，

获得一种学科互涉、学科间性的普遍联系视野以及更加能动、更加全面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众

创时代，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协作，无论在产业链上，还是在自然与社会生态上，都离

不开主体交互、主体间性。在此意义上，“间性思维”，无疑是时代所普遍需要的一种能够不断建构

“动态共同体”的思想能力和精神能量，而实验艺术教学，则在当下美术教育体制中，比较集中、比较

典型地凸显了这种精神能力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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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创造，都不是孤立的，尽管它既可以是团队
的成果，也可以是个体劳动的结晶，但在原发性上，

它通常发生在对一定目标长期不懈努力的个体心智

和行为的启发中———这看似悖论，但却是创造性活

动特殊矛盾的一种表现。说其不是孤立的，至少有

四层含义：一是任何创造意识都有“前观念”等前在

性资源，都是在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二是

任何创造性活动的媒介和手段，都要与客观世界物

质资料发生关系；三是如马克思所言，任何创造行为

的主体，既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也是“各种社会关

系的总和”；四是任何创造，都在动机与目的上预设

或预期了自己的对象和关系。我们知道，全球化了

的地球村，使得人们的经济、文化、知识、资源等各种

关系变得如此紧密，以至成就了我国深受国际高度

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识和主张［１］。

换言之，作为当代人类现实情境和生态，任何创造，

在动机、资料、手段、过程、目的等一系列关系上，都

始终与世界密切关联。因此，个人创造之于共同体

时代，本质上充满了与他人、与系统、与世界的合作、

互动与共创。哲学意义上，这个生态链和其循环系

统，使得每一个体必须始终考虑他者，既要将自我

“他在”和“他化”，也要将他者变为“他我”。只有

这样，个性才不是个别的，创造才具有共性价值和普

遍意义。这种基于主体间性或是互主体的“间性思

维”意识和能力，或许可以说是新时代对以面向未

来为特征、以创新为主旨的实验艺术所给定的一个

价值要素和特征。

一、实验艺术教学中的间性思维研究

（一）“间性理论”中的“间性思维”与视野

“间性理论”的基础，源于现象学、解释学、人际

交往分析等中外现代哲学“主体间性”理论［２］。要

说明的是，主体间性理论作为一个意绪多层的知识

与思想意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主要解决认识主体间

的关系和知识的普遍性；在社会学上，体现为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及价值观的同一性问题；在本体论上，则

又包容并超越前者而在人与自然共生的本原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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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可通过理解和解释等生存活动，来达到世界

的同一性［３］。这既关系到自由与认识何以可能，也

关系到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以至使得着眼于主体

间性中“关系”研究取向的“间性”研究，已更多地

“成为一种理论视野或研究方法”［４］。简单说，也就

是在思维意识上，个人的行为不仅要有自己的认识，

同时还要考虑在别人看来是否可以被理解，是否具

有共识域和认同性；在社会行动中，则要考虑自身行

为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协调；而在处世的根本性上，

还要将“天地人”等一切与自身存在休戚相关的事

物，作为与自身平等的主体来加以尊重和善待。

这种心物协同、人我互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５］，决定了“间性思维是一种关

联性思维，包容性思维，要关联他者、包容他者”，而且

在艺术创造和文化创新等所有社会实践层面，具有这

样几个重要的基本特质：“首先必须要解放他者。其

次，要敞开心扉、彼此开放。再次，要相互信任。最

后，要超越二分思维，间性关系中的主体双方要努力

在对方身上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互补点。”［６］

总体看，“间性思维”作为对命运共同体历史意

识的一种学理概括和学术反映，在我国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逐渐延伸和形成了“文本间性”“审美
间性”“文化间性”“学科间性”“中介间性”“生存间

性”等多种理论视野和方法，并不断扩展到经济、社

会、政治、法律、文教、心理、翻译等各个领域［５］。

（二）实验艺术创作中的“间性思维”教学探索

问题的研究，历来讲究理论与实践结合，逻辑与

现实统一，这既是目的意义，也是基本方法。鉴于实

验艺术对创新思维培养的重要特质，以及艺术创作

反映现实，服务生活，形塑社会等功能需要，将课题

与高校大三下半期或大四上半期艺管等专业５周
８０学时的“综合材料艺术创作”课程，和“大四”毕
业期为期７周的“毕业（设计）创作与策展”实践教
学相结合展开研究。

在实践教学设计与研究上，分为三段式：一是基

于材料媒介引发的主体意识和创意，二是基于主体

交互的创作主题生成，三是间性思维作用下的作品

实现与评价。

１．基于媒材引发的主体意识和创意
这一阶段依托于“综合材料艺术创作”课程中

的前６４学时。教学上具体包括课程介绍，概念认
知，语言媒介，画种关系等讲解，设置不同规格的实

验作业６幅。侧重对“媒材—语言—内容”关系转
化与传达的同一性认知体验和思维训练。其首要任

务是悬置观念、清空成见，启发引导学生自主发掘媒

材，尤其是从“非绘画性媒材”中发现意义，从而自

主命题、创作和诠释。在此过程中，学生每件作品须

经同学“自评互评”，再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自述。所

谓“意义”，包括三个方面：语言形式意义的，社会意

义的以及两者结合的。在作品构成上，至少要有一

个方面来支撑。以下就一般观点，依序对学生的三

个方面作品简单示例（案例均取自２０１７年６月电子
教学档案）：

图１这件对开作业，媒材、手法包括水墨、假发
和渲染、拼贴等，虽被作者冠名《思绪》，但从画面构

成上讲，可被视为是由语言形式支撑的作品。而从

药瓶、棉签、人工血浆等媒材表达的内容看，图２显
然是以社会意义成就的作品。至于图３似乎更耐人
寻味，语媒只有纸巾、塑料袋，排列形式简单，但却体

现了形式语言与社会生活意指的结合。

图１　《思绪》

图２　《深渊》

图３　《纸巾》

上述这种划分，既是困难的，也是不精确的。但

依据接受美学给予受众对作品完成和实现的权利，

用这种划分来表述实验教学的基本情况，不仅具有

合理性，重要的是对说明问题相对方便。当然，从另

一方面讲，这种预设和划分，事实上与作为创作主体

的学生自身的创作动机和诉求存在着相当差距。因

为在我们看来主要只是利用媒材构成形式语言的作

品，几乎都被学生自己或是在其他同学赋予了种种

社会意涵，而并非仅仅出于形式美学的考虑。换句

话说，单纯的形式探索几乎是不存在的，从而，单纯

·９０１·



的社会性的表现也是不存在的。这凸显了艺术学门

中的一个一体两面的根本问题：一是“内容”与“形

式”抑或“形式”与“内容”，始终是艺术创作的构成

要素和特殊矛盾，折射出艺术“自治”与社会“他治”

相因相生的互化关系和原则；二是这种现象恰恰说

明，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任何人、任何创新和创造，

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都不是孤立的、无缘

的。无论是作者还是受众，都有这样那样的对象关

系和社会诉求。而这作为一种基本意识和理解，作

为强调心、物、人互在互化关系的一种“间性思维”，

十分需要始终贯彻在各个实验环节中。

图４《荒芜中的美好》（４开。材料：ＫＴ板、水粉
纸、颜料、干花。手法：手绘、拼贴等）

理由：创作起因是一则报道叙利亚的新闻：其中

照片是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一张充满纯真笑容的小

男孩：他灰头土脸，但眼里却是另外一副景象，如同

星辰大海。背景的红色代表战乱，花在我眼里一直

美好的象征，这里代表照片中的小男孩。虽家园不

在，仍保持着难能可贵的美好纯真。

图４　《荒芜中的美好》

客观讲，图１和图４作品图式在直观上较具形
式感，似乎更多的是对媒材媒语的形式追求。但结

合其自述的创作理由看，他们都努力在意义的取向

上去发现材料媒语，并在心理“意指”上，将对意义

的诉求投注到媒材本身可能的“能指”上加以利用。

如将头发作为“没有目标的开始，没有明确的终点。

思绪混乱，无价值感”且“剪不断，理还乱”的语符，

或依据社会成见，将媒体小报视同“包装”兑现成为

一种相应心理象征和“物语”，再加上题目的指向，

这些又的确是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认同。然而就

图４来看，却相当程度地受到了同学们的诟病。因
为如果不加以文字性的背景说明，几乎没有人能联

想到与叙利亚战火有何关联。反过来讲，与其说它

在表达诉求上是“社会性”的，不如说是“形式因”

的。这就意味着，画面提供的信息，一方面不足以给

观者提供一个通向国际热点的管道，或用接受美学

概念说，在其“召唤性结构”上存在有要件缺失，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对自身的意图与目的，本身也

存在着认知上的距离。进而应该说，这类学生还是

比较自我中心，缺乏对观者的重视，对创作是最终要

寻求和满足理解的意识不强，归根结底也就是对人

我关系与间性思维缺乏自觉和要求。

当然，也有心智相对成熟的同学，在作品的语媒

形式和意指传达上，力求达到语媒即思想、形式即内

容的目标。

图５《生活》（对开。材料：票据、牙签、金粉、红
色色粉、细瓦灰、创可贴、棉花、绷带、人工血浆、红

豆、绿豆、薏米）

起因：对即将毕业独立承担生活压力的恐慌。

媒语理由：票据，表示生活离不开金钱，做什么

都需要钱；牙签，代表生活中所需的钱财所带来的伤

害；棉球绷带、创可贴、人工血浆、色粉，表示受伤后

的自我疗伤；细瓦灰，土的颜色表示生活的本源；金

粉代表着生活中处处需要金钱；红豆绿豆薏米，五谷

杂粮表示生活，为生为活就要填饱肚子，它们代表活

着的符号。

自评：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本科甚至硕士毕业

生比比皆是，即将毕业的我们就要面对生活的重担，

为了生存，即使被重担压弯了脊梁，即使遍体鳞伤，

也要负重前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就是现

实，就是生活。这些大家的确多多少少都能感同身

受地感受到。

图５　《生活》

当然，在创作教学中，同学中的确也存在有“因物

而起”，没有太多前观念的语言形式，而且在“理解”、

“接受”上还存在出乎作者意料的“延异”现象。如：

图６《舆论暴力与人血馒头》（四开。材料：碎馒
头，人工血浆，手势等）

起因：在《药》中，鲁迅早就提到过人血馒头。

先生主要是为了表达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

的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而现在，无论是网络还是

现实舆论中，都存在一种吃人血馒头的人，他们以别

人的生命代价来牟利，而对于这种代价又表现出一

种麻木和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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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这个作品在讲评的时候，有部分同学认为

我的作品也许在传达食品安全问题，这是出乎我意

料之外的。本以为我的表达太直接和明显，已经没

有多余的解读空间了，不想大家还能打破这个框架，

有新的想法和解读。这也许就是综合材料试实验创

作的神奇之处，也是艺术创作的魅力和审美认识的

多样所决定的。

图６　《舆论暴力与人血馒头》

综上所述，除却部分同学较好地达到了自身的

创作诉求外，可见三类问题：一是语媒的选择及表现

手法和形式，基本属于个人自我心理的投射和附会，

意义表现上比较牵强，不易获得理解和认同；二是语

媒材料在形式表现的意义转承与对接上，与所要表

达的意图不甚相符，存在一定距离；三是具有意指的

作品，在接受理解上，即便出现某种程度的认同或是

“共识重叠”，也会出现一定的延异性甚至很大的偏

差，即所谓的“一千个读者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的

现象。分析起来，这些问题的缘由也至少有三：首先

是生活阅历不足；其次是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不足；

再就是自觉不自觉的个人兴趣为中心，对“受众”在

“作品实现”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功夫下的少。其

中，每一问题又都与其他问题互为因果，具有内在关

联性。因此，培养“受众”观，强化“他我”意识，建构

“心物协同”“人我互化”的间性思维，在教学互动

中，特别是当自身作品因某被某种合理的“误读”，

从而发现超乎自身意图的新意，以及由此引发的兴

奋和好奇，使得同学对这些问题在创作中的意义逐

渐开始理解和重视。

２．基于互主体化的创作主题生成
社会生活中，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完全随意的。

同样，艺术创作也总是因这样那样的需要来开展。

歌德有句名言：艺术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为此，

从“创作主题”到“主题创作”，就是在特定的限定性

或共同体中，来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的想象力，发挥

个体的独特才能和魅力。

作为第二阶段，这里有三重任务：深化上述创作

要求和教学目的，为同学自身后来的毕业创作做准

备，为艺管专业历年承担的本届各专业毕业作品

“主题展”谋划创作主题，以及相应的主题阐释、展

序前言等工作铺垫基础。在具体方法步骤上，在第

一阶段的第３～４周，即布置和展开创作主题的思
考、研讨和遴选。主题产生的程序是：

⑴每位同学至少提供３个以上备选主题。在多
日思考的前提下，同学逐一向全体师生介绍选题产

生的理由和依据：选题形成关键词，同学逐一介绍并

书写在教室黑板上，直至全部同学介绍完毕；所有内

容作为原始选题，要专人记录在案并形成电子文档。

⑵每位同学对黑板上所有备选主题逐一发表意
见。“好”“坏”都要说出看法，且每人上台标出３个
比较认同的选题并说明理由。

⑶班干即时展开票数统计，以票数多少为序，选
题集中在１０个左右。

⑷对意见比较集中选题，以“生生”对话论辩为
主、“师生”引导互动为辅的方式，全体展开分析讨

论。分析其内涵、外延的上下位关系，归纳意涵近似

者，选择和汰选内涵重复者，从而凸显意义有别且认

同度较高者。

⑸投票确认主题。全体同学对产生的５个以内
的选题进行投票。每人一票，只能对选题中的一个

投票。这一过程，同样鼓励辩论，陈明观点和理由。

最终，将得票最高的选题，确定为课程结课的创作主

题。

⑹教师引导。共同主题，重在“对共性价值的
独到理解和个性表现”，强调意绪—题材发现、语

媒—形式发现，以及形式内容的同一性和目标化的

视觉建构。

必须说明的是，这一过程，在包括以毕业创作和

展览策划为主的下一阶段，还要深化一次。原因是，

以“综合材料艺术创作”课程为阶段性载体的实验

艺术教学研究，作为艺管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一是有

自己特定的目标和任务，二是作为该专业一门课的

创作主题，从内涵到覆盖面，未必适合全院各专业毕

业展的需要。为此，本阶段的主题主要为学院毕业

展和创作提供选题资源，还要在更大的范围增减选

题：将毕业创作阶段又一轮筛选的６～８个选题及释
义，以列表的方式由毕业策展团队分工，分别向各专

业师生、党政工团学各口，甚至社会艺术文创界有关

人士征求意见建议。所得意见有确切的人员言论记

录和汇总统计，认同度最高的２～３个选题，最终由
艺管专业策展团队全体同学投票产生毕业作品展的

展创主题，进而围绕主题展开策划、创作、备展、展览

等系列事宜。

自第５周始，在前述论辩和遴选的基础上，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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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创作主题进行创作。１４艺管同学们的选题
大多集中在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上，意涵和概念近

６０个，如：
释放，面具，自由，小丑，加载，医，弹

簧，阿尔法狗，盒子，迂回，格式化，开端，日

常，笼，希望，云上，翅膀，框，挣扎，减肥，挑

战，异想，开端，钱，污染，框，垃圾，信息，守

护……

由于给予同学的自主性较高，也或许是在自主

就业创业背景下，同学的内心远比看上去焦虑得多，

最终投票的结果是“挣扎”，而不是让人期待很大、

话语空间很大的“加载”之类的选题。

这一阶段的要求，有几个逻辑紧密、前后周延的

要点，即：“媒材就是思想—思想就是内容—内容就是

形式—形式就是思想内容”等四个方面或环节。

需要首先解释和强调的是，媒材即思想，就是要

从心物互动，达到心物互化与同构。但不是那种纯

粹个人私己的、移情的对象化，而是在变媒材为媒语

过程中，要尽可能地考虑他人会怎样感受，于意指的

可识别、可解读性上，使自我他在和“他化”，从而变

他者为“他我”。这就特别需要努力发现那些被人

们熟视无睹，但却又具有某种共同认知体验之物的

语义上的能指性。以“玻璃”为例，除去其日常功能

不提，一般可理解为是“单纯的”，或是“透明的”；但

也可理解为是“脆弱”、“易碎”的；从而也可看成是

“尖锐”、“锋利”而“危险”的等意义很不相同的“物

语”。正是发现、发掘“蛰伏”或“遮蔽”于不同媒材

中的这种有普遍性、共识性的认知体验，才可能与他

人联结成为一个可相互理解的语义共同体。注意，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艺术不追求科普或宣教性的共

同体，其独特的魅力也恰在于它的特殊矛盾：以超乎

寻常（常识）、出人意料的陌生化方式，“独到”而“有

个性”地，展示出对世界的那些让人又“似曾相识”

的独特见解和想象。当然，第二、三环节也极为重

要：既是运用视觉语媒形塑内容、转承思想，变思想

为艺术语言符号的关键点，更是要将语言形式化为

思想内容本身的呈现和直观。

就“挣扎”这一共同的主题创作而言，１８名学生
据其自身的关注点不同，以及对媒材特质的个性体

验和选择，或具象或抽象地表达了内心，时间，文化、

环境等方面的心象或世态。

就总体情况而言，尽管主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但同学并不能够很快、很好地适应这种有条件限定

的主题性创作。这种约束，直观上多少的确是限制

了同学的表现，作品效果似乎还不如自由命题来的

更好。但客观辩证看，这恰恰反映了同学在深度问

题上的经验、认识和能力的不足。因为，既要符合命

题，又要有生活阅历和艺术学养的积累，还要有个性

的视角来对创作主题进行独特的开掘，同时还要能

够充分考虑到题材内在意义的社会共性和普遍性，

以及由此取得别人的共识和认同，最终通过作品画

面达到多面统一。这里的五个维面，即便对任何一

个比较成熟的创造者来说，都是不易的。因此，在他

们的年龄阶段，在其人生中第一次进行严格意义上

的实验性的艺术创作，缺乏深度，无法给人带很强的

视觉冲击也是正常的。十余年来，可以说每届同学

都存在着这一问题。但是，每届同学又的确通过这

个过程，通过师生们对作品的相互点评、比较、启发

和对自身问题的进一步的觉识，得以真正进入到严

格意义的创作体验上来，并因之促进了他们对作品

创造、艺术创新的深度理解，为毕业创作打下了重要

的基础。

３．间性思维作用下的作品实现与评价
图７是２０１４届学生毕业作品。作品直接以该

届毕业展的主题“象外之象”再加上“大象无形”命

名。不妨将艺管策展团队撰写的该届毕业主题创作

展序节录于下：

大学之道，臻于至善，作为研探新知、

创造新知的表现，“象外之象”，既是美院

应届生毕业创作实践的个性情态，同时也

是艺术人文的精神特征。

“象外之象”的命题，源远流长，滥觞

魏晋。谢赫《古画品录》将“象外”引入画

论，意味深长。作为当代人生世相的特定

主题，“象外之象”，既属感觉、亦含观念，

既有气氛、又存意境，及至在绳绳不可名

中，既营造出一种间离，也创构出一种期

待、一种召唤。然艺术的沃土，无疑是辽

阔、广袤、普遍联系的现实生活。尽管形式

探索依然重要，但走出“形式主义”的窠

臼，与社会生活发生联系，已成为当代艺术

创作的基本观念和普遍自觉。作为社会的

成员，在互动社会中，我们学生的作品也有

与社会更多对话的可能……

应该肯定，以综合材料入手的实验艺术创作，在

艺管专业步入“大四”毕业期明显进步和趋向成熟。

就其对创作主题的自主开掘和自由发挥而言，很难

看到他们仍带着“镣铐”。就该届同学《象外之象·

大象无形》而言，其作品在展览中首先吸引了师生

和社会观众的眼球。油画、国画、水彩、艺管等不同

专业教师集体判分时，不约而同地以其为标杆，给予

其高度肯定。结合各方面的意见，分析其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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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几点：

图７　《象外之象·大象无形》１６７ｃｍ×２４０ｃｍ
材料：花生壳、签字笔、铅笔等

一是媒材的语义化、符号化把握精确干练、言简

意赅。花生这一媒材，既反映了当今大学生的基本

来源，也反映了扩招后毕业生“天子骄子”时代已成

为过去，其现实地位和生态就是相互拥挤、相互竞生

的芸芸众生。

二是用签字笔描摹的花生轮廓，以及用铅笔在

每一轮廓中填写出的学院该届所有专业的同学的姓

名，对同学和受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交互性。用

本题学术话语说，就是互主体与间性思维特质突出。

三是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要素和要素重

复符合逻辑，也接地气。

四是“花生”在民间传统文化中是吉祥、长生喜

乐的象征，有“花开富贵好养生”等寓意。但这恰恰

与大学生面临的现实压力构成了某种张力，能引发

人们的思考，解读空间也较宽阔。宣而不怨，意味丰

富；

五是作品富于个性发现和开掘，通过利用普遍

而共识的“花生”文化民俗意义，将观众引入自身作

品所创构的独创语境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观者结

成为一个共同体，实现了“艺术个性”与“社会共性

（普遍性）”的无缝对接；

六是作品表现十分扣题，具备“象外之象”的品

质属性，且在引发思考和调动观众自身想象力上，能

客观获得受众的心理参与和经验介入，发挥画面背

后的“大象”之旨。

图８　《看着办》，材料：画布，各类ＡＰＰ

应该说，２０１５届的展览主题“思与境偕”很好。
所谓好，是指该主题在主客观两面都具有极大的包

容性和对应性，它在艺术反映生活、存在决定意识的

逻辑上，给予了每一位同学极大的“合法性”和能动

性。因而每一位主体的创作和表现，无论直接还是

曲折，也都顺理成章地与客观现实形成了一定意义

的“镜像”关系。就图８中的一只大大的眼睛而言，
它是由大量的各色各类的商家开发的手机软件ＡＰＰ
符号构成，反映了现代生活中满眼看到的都是各类

营销信息，人们被广告包围着；也隐喻了各种经济

的、文化的营销消费使得人们何以成为“手机控”和

“低头族”；而且在深层意义上指涉了一个事实：所

谓“五色令人目盲”，人们的眼睛正被越来越多的商

业乌托邦幻象和无稽的资讯所控制，越来越看不到

真正的现实生活。这里有必要节录一下他们的展览

前言：

凤凰花又开，一年毕业季。

“思与境偕”即主观感受与客观存在

溶化在一起，情景交融，便构成一种意境。

“境”由于“思”的渗入而显出独特光彩；

“思”从“境”中透露出来，变得具体可感。

“思与境偕”也指明了个人思想与所处时

代的一种协同关系，是对“象外之象”和

“味外之旨”等一系列创作思维的补充，从

而形成了理论观念指导我们的创作实践。

我们的每一件毕业作品享有着如此敏感的

艺术灵思，而每一个灵魂都或喃喃自语或

与观者进行独特的交流。在这里，我们用

创新的艺术语言，创造出了源于我们生活

的心灵体验，阐释了我们对美的实质的认

知和领悟。此刻，我们自信、激动并满是感

恩。我们想与老师和同学们共同分享我们

的心灵，我们的生活……

因时代语境的相近性，２０１６届毕业创作与往届
虽有某种相像，但却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这表

现在他们对自己有着更为自觉、坚定的态度和信念，

以及对展览主题“回形针”的选择上。与前述以花生

为自我身份定位的作品似乎有着某种重合性：“回形

针”同样普通而渺小，功能地位几乎就是“辅助”与

“边缘”的代名词；但不同的是，在工作、生活中一旦需

要时它却又如此重要；而且这种貌似“铁定”的处境，

却并不妨碍他们对未来的信任和对现实的超越。他

们的展览前言可以看做就是最好的释义：

有种“铁骨”，既有正直的品质，也有

“铮铮”的秉性。当然，如爱因斯坦所见，

即便是“光”，在一定的“强引力场”中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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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弯曲。也许，回形针般的生命形态，就

是一种艺术人生的探索和曲率。但总有一

天，你我在回望来路时，定会发现，每一个

人在貌似铁定的历程中，虽无不转两三个

弯、弯几次腰，但我们，还是我们。我们

“铁定”会有更加宽广、更加精彩的世界！

２０１７届艺管策划的全院毕业展览主题是“云
盘”。对于大数据时代方便却难以触摸、具有风险

的比特文化环境，同学多是运用联想和想象展开创

作。在思维上有的比较浅显直观，有的则联结记忆、

梦觉而比较隐晦。但都这样或那样地表达了对个

人、社会、生态的关切和对未来的想象与憧憬。他们

在展序中这样表述了“云盘”的主题意涵：

包万象、纳百川，是为“云盘”。作为

时代的工具与符号，云盘中的心像，云盘外

的世态，既是我们应届生思慕远方、挥洒才

华的艺术寄托，更是恰同学少年、挥斥方遒

的理想表达。

一如人的身心延伸和再解放，“云盘”

不仅满足现实需要，而且将过去与未来结

成伟大的现实：作为生活共同体，云盘不仅

解构象牙塔于平野，释大数据、大天地、大

想象于大社会，且游方圆戏陈规于大众化、

大时代；云盘也是个人的，酿造你我记忆别

史和愿望。在这个超三维、跨时空的寄托

里，抑或就是芸芸众生的现实与镜像———

“未来主义”一百年前就感到：科技造就新

的价值观；而《娱乐至死》针对技术工具主

义的告诫，则又令我们对这一象征符号的

能指与所指不断体验和反思。

自我们２００６年在福建省首开视觉范畴的艺管
专业开始，通过跨媒体、多媒体综合方式进行艺术创

作实验和实验艺术创作，为学生解放思想，开阔视

野，知行并进地完善业务素质，从而认知、理解和适

应国内外当代艺术发展所提出的种种挑战，一直进

行着不断的教学探索研究和实践。就“双创”立场

观念看，这种培养和激发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实验

和实训，作为一种教育教学思想理论和方法，使得本

研究负责人指导的学生，还获得了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实践项目。应该说，在师生实验艺术创

作教学的客观化意义上，也是一种从“思维间性”到

“作品间性”的“作品实现与评价”。

二、实验艺术的教学原则与方法梳理

（一）实验艺术本质属性分析

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创作体认和研究，在逻辑

与事实的内在联系与机理上，对于“实验艺术”的本

质特征与属性有这么几点理知：

１．实验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发现”。所
谓的“发现”，包括了在不确定性中发现和在确定性

中发现两大方面。但在具体机理上也有几层含义：

①在创作主体方面，包括了对创作意图、创作对象的
不明；②在创作客体方面，包括了对创作资料、创作
手段，创作接受的不确定；③再就是对主客两者关系
的暂时不明；④即便是在有观念、意图预设的实验创
作中，表面上创作主体似乎觉得自己的动机、目的和

意图比较明确，但由于创作是一种综合互动、互化与

互约性的过程，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意外、纠

偏、调谐、乃至诸多自我扬弃与否定之否定的情况，

因而在事实上，所有预设的、看似明确的创作意图、

目标和目的，其实只能是在与客观互动中得以逐步

浮现和澄明。

２．实验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二，就是“自明”。由
于“发现”的过程，必须是在创作者自主、自行、自

动，以及不断反复的自检自省、自悟自纠中才能得以

实现，因此，其可以称之为是一个“自明”的过程。

３．显然，实验艺术的第三个本质属性，就是面对
“未知”。这点虽然毋须多论，但不妨以外延的方式

来深化其这样的内涵：实验艺术的根本属性，就是在

艺术创作上要求每一个体，要对问题、目的和意义自

我生成，自主建构，能动开掘，直至价值揭显。

４．进而实验艺术的第四个本质属性，就是通过
“历新”和“创新”而面向“未来”。就科学的实事求

是的态度讲，尽管实验艺术在任何类型的资源意义

上，都要利用旧有事物，都要面对过去，从而在此意

义上，都要借助传统。但根本不同的是，实验艺术的

首要前提条件，就是每一创作主体，以其生命存在所

给定的不可替代的事实为依据，以其自身当下的、自

主的、与其时代无可分离的诉求、刺激为动机，从而

对包括自然、社会、文化、科技等既有世界、既有传统

做自身创作需要或是“生产资料”意义上的资源性

的盘点、检视和利用，而绝不是忽略或无视每一“自

我”“我在”这个根本事实和前提，从而复活古人、回

到过去、丧失“此在”，成为“传统”的附庸，乃至“影

子的影子”。显然，如果不是面向未来和创新，“实

验艺术”不成立。

５．鉴上，实验艺术的第五个本质特征，就是创作
者所必须的“自主”性。这点很明白，正像人们对创

新、专利等任何发明创造所习惯认同的那样：这一定

是“某个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探索的成果。这在

逆向推理或逻辑反证上更明确：任何“模仿”与“盗

用”，都与发明创造不兼容。换言之，创新实验，其

根本条件和前提是自主性；实验创新，则是自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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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和表现。否则，“实验艺术”也不存在。

（二）实验艺术的教学间性原则与方法论

实验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决定了实验艺术

创作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这里归纳概括以下两大方

面或是两个要则：

其一，实验艺术的实验性，决定了在其教学原

则、方法上的实验性。其内涵包括：动态性，探索性

和开放性，以及具体环节上的随机性，应变性，灵活

性和知识的迁移性与跨学科的开拓性。这种动态与

灵活性，是其教学方法上的一个不变的原则之一。

其二，缘其于“无中生有”所要求的“历新”、“发

现”和“创新／创造”等教学品性特质，决定了其教学
上又一基本稳定的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培养、建构

和树立学生从个人到群体的自主性和主体性。这

里，教师只是思想语境路向的启发者、检视者和激励

者，是经验与知识的助产士，知识与作品成果须由学

生自我分娩。

实验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同时决定了实验

艺术创作教学在课程设计上的基本内容和一般方法

步骤。这里归纳概括以下三个原则要点：

首先，实验艺术的实验性，决定了它从教学内容

到教学目的上的思想性和思维性。也就是说，这是

一种不以基于某种固定媒材（如笔墨宣纸等）历史

生成的技术体系和技法理论为主旨的新的教学系

统。尽管理论上比较抽象，但创作思想和思维能力

才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指向。传统的教材，工具，媒

材，技法等等，总体都是资源和资料。

其次，在教学方法步骤上，鉴于实验艺术的思想

认识和创作实践的自主性和发现性，在课程设计上，

必须给予学生以充分自主、自由的“行思并进”与

“心物同构”的认知体验阶段。这里要强力建构学

生的自我主体性，尊重个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

体经验和想象力。从学生的应试教育背景看，即便

矫枉过正以至“自我为中心”，但也要建立以自己的

眼睛看世界、发现世界的信心和基本意识。而这又

是学生在创作上走向“主体交互”与“思维间性”的

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

最后，鉴于实验艺术通过发现、历新而面向“未

来”、走向“创新”的本质属性，同时鉴于任何创新和

创造，从材料资源到价值关系都不是个人和个别意

义的，都必须服务社会、寻求认同、赢得共享，从而，

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步骤上，还必须设计安排基于比

较共识的价值目标指向上的“限定性”创作实践过

程和环节。“主题性创作”不仅是一重要而有效的

方法路径，也是实验艺术教学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教

学内容，其实质，则更是实验艺术教学的根本目的和

价值取向。因为，无论是主题的生成，还是学生个

性化的创作切入，及至作品最后的接受与实现，其

间，从“我他互动”，到“心物互化”，直至“人我协

同”，充满着主客关系、群己矛盾的处理和心智，而

这，正是对创新社会与社会创新的经验的预习，思

想方法、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价值意义的目的归

结和体现。以至于往大里说，培养每一个体的创

新能力，就是建立社会大众的基于创新才智的创

业能力———这一客观逻辑所凸显的，应该是“双

创”时代所需要的社会化、普遍化的智力资源，同

时也是这个时代所赋予美术教育和实验艺术教学

的任务和使命。

（三）实验艺术的教育哲学意义与要件

就我国高校美术教育发展情况看，无论实验艺

术是作为一门学系存在，还是作为美术学科的一门

课程存在，似乎还不重要。因为目前它还处在发展

期。但其极为重要的是，实验艺术所反映出的盘点

既往（包括传统）、开发资源，以面向未来、创新发展

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特质，在智识经济和“双创”时

代，则是目前我国所有美术院系所亟待发扬光大的

价值内涵和品性。在教育哲学水平上，体现了这样

的逻辑和架构：

１．在本体论层面，“面向未知”和“自主———历
新———原创”等构成了它的基质；

２．在认识论层面，“行思并进———探索发现”构
成了它的活态特征；

３．在建构论层面，“开放拓展———创意出新”构
成了它的教学间性特质［７］。

不只这些，与之相因相承的机制机理还有：

１．在思维方法上，它注重“发散———聚焦———
发散”双向反复与递进。

２．在机制机理上，它具有“人—物———人—
人———人—天”跨域整合的原发性和开放性。

３．在价值取向上，它讲究变“人—物———人—
人———人—天”等关系，为“主体·主体·主体”等

主体交互与价值共享的关系，而不是前现代所追求

的那种“自我／动机———他人／工具———自我／目的”
的个人中心主义功利关系［５］。

４．在组织教学上，它强调“自组织———被组
织”［８］的非线性结合与结构性的统一［９］。

５．在价值形态上，它追求个性创造与表达中的
共性揭示和普遍意义。

６．在创作实现上，它接受他人的参与、互动，乃
至由受众的二次创作来完成。

７．在再生产意义上，它乐于从有关误读和评价
中发现新的机缘或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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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就美术教育现实的主要矛盾而言，所有问题，在

一定意义上都与认知局限所造成的思维与智识局限

相关。所谓“间性思维”，实际上就是超越既有范式

与窠臼，从跨域、跨界、跨学科的高度，获得一种学科

互涉、学科间性的普遍联系视野，以及更加能动、更

加全面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众创时代，个人与

他人、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协作，无论在产业链意义

上，还是在自然、社会生态意义上，都离不开主体交

互、主体间性。所谓祛除“单边”，抑或是倡导“双

赢”“多赢”，都不过是不同语境、不同用词的同义表

达。进而言之，在复杂互动的历史演进中，创新出

新，则必须通过社会互动、跨域合作来实现。任何现

实意义的发明创造，已不再可能仅靠单一学科闭门

造车来完成。在人文艺术领域，盖凡卓有贡献的创

造，多是那些在思想观念、语言形式等方面打破窠臼，

跨媒介、跨体裁、跨领域的兼收并包之作———或让视

觉艺术获得了听觉，或令空间艺术获得了时间性———

这些无非都是对创新出新具有启发肇始意义的“间性

思维”的外化形式和结果。老话说得好：有什么样的

思维，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在此意义上，“间性思维”，

无疑是众创时代所普遍需要的一种能够不断建构“动

态共同体”的思想能力和精神能量；而实验艺术教学，

则在当下美术教育体制中，比较集中、比较典型地凸

显了这种精神能力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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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ｔ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ｍｏｒ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ｌｙ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ｃｈ
ｍｅｎｔ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ｔ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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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理工科学生的大学语文教学为例

胡书庆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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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摘　要：针对理工科大学生，大学语文课需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告别中学式的机械教学模
式；二是以一个特定的文本或话题为出发点，向外做大量延伸，呈现出一种尽量深广的知识背景和意

识背景；三是不要仅仅注重知识的讲解和灌输，而应注重思想、精神或心灵意义上的启发。另外，这

门课程更适于在大学初始阶段开设。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模式；大人文语境；“游牧式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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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科大学生也需要一定的人文学习，近百年
前，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主要创立者蔡元培就已经

很精辟地指出这一点：“就学生方面来说，如果进入

一所各科只开设与其它学科完全分开的、只有本科

专业课程的大学，那对他的教育将是不利的。因为

这样一来，理科学生势必放弃对哲学与文学的爱好，

使他们失去在这方面的造诣机会。结果他的教育将

受到机械论的支配……这将导致自私自利的社会或

机械发展的社会。”［１］实际上，为理工科学生开设大

学语文等人文课程也早已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过，

怎样才能找到一套大学语文教学上更为科学有效的

方法、使学生真正地接受甚至爱上这门课还需要进

一步探讨。

一、大学语文课要与中学式语文教学“划清界

限”

经历是最好的老师。在探讨具体问题前，先回

忆一下本人讲授大学语文课那几年的经历。刚接手

大学语文课时，我们几个同时去代课的老师基本上

都没教过大学语文课，经过商量，决定先依据某本教

材，并大致按着中学的语文教学模式走。于是，对一

篇新的课文，从对其所涉及的文学常识的介绍，到阅

读、讲解课文，再到对课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分析，

基本就是按照这样的路数进行的。头一两次课，大

部分学生还算配合。但不到一个月，上课看其他书

者有之，旷课者有之，早退者有之，自始至终认真听

课者不多。如果是上午后两节的课，有不少学生到

教室只是签个到，然后扭头走人。同去的别的老师

情况也差不多一样。有位老师反映，前两次课按部

就班地讲解《诗经》《老子》《孔子》等课本内容时，

还有一批学生能跟着听，待到讲解《离骚》选章时，

学生已经一大半都不到场或中途退场了。大家都颇

感无奈。我们又不可能以什么行政条款去约束学

生，甚或拿考试成绩什么的相威胁，强制他们来上

课。那样不但无趣，而且与人文情怀本身是相抵牾

的。而且，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大学人文学科的老师，

无权要求学生来听自己的课，不管自己多么希望学

生来听自己的课：依靠课堂本身的魅力抓住学生是

达成课堂愿景的不二法门。

几次课之后，我决定来一场教学方式的改革。

那场小小的改革主要是沿以下几个层面开展的：一

是反对本本主义，抛开既定的教材，自己选取想讲的

文本，并适当向自己阅读储备的强项靠拢；二是彻底

放弃中学式的语文教学模式，大量纳入演讲性元素，

天马行空，纵横辟阖；三是反对形式主义，讲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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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真正凸显人文意识和人文情怀为鹄的，力争使

学生在听讲后有切实而内在的收获。渐渐地，学生

的到座率及听课的投入程度都较前有了不小的改

观。学生与老师的亲和度也增强了，有一些同学还

曾就很多话题推心置腹地与老师进行交谈。

大学语文课要抛弃中学式语文教学模式。我们

知道，中学语文教学目的主要是应试，从老师到学

生，对这一理念都丝毫不怀疑，并且都身体力行。不

用说，这种情况有其历史合法性。但是，大学语文学

习的目的根本上不应该在于应试，而是为了焕发学

生的心灵能力，为了提高他们对爱和美的感知力及

对世界和自身生命存在的整体理解的能力，为了培

养他们健康、阳光的生命感觉，协助他们调动支撑和

引领他们前行的内心力量；与此同时，拓宽他们的思

路，活跃他们的思维，并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述能力。

关键在于，再让大学生们以一种中学时代的心态去

学习一种人文课程，注定会令他们厌倦。中学时代

的学习模式，只适合在中学时代运用，搬到大学时代

必定会失去其原有的效力。这是人不断生长的“自

由理性”（黑格尔语）使然。原来，他们尚处于未真

正受启蒙的、“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

理智的状态”［２］；而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已

经“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智”了。所以，大学语文的

教学必须告别中学式的语文教学模式，生成它自己

的基本模态。

在所有与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有关的环节上，教

材的事情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环节之一了。这个说法

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但事实就是这样。本人在正

式开讲大学语文这门课前，翻看了好几种市面上发

行的大学语文教材。这些教材在大的内容架构上有

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学文本或思想

文本，但在具体选取的篇章内容上却是千差万别，不

像中学语文教材那样由教育部统一规定。所以只要

授课者自己的头脑里有文本，或者说自己能找来并

确定每一节课所围绕的文本，具体的教材实际上就

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进一步说，即便是没有锚定

什么教材，只要围绕自己所选取的文本讲得吸引人

就好。

二、注重话语氛围的营造，讲课的知识背景和意

识背景要开阔，最好置于一种大人文的语境下

大学语文课程不但在选取文本时不要受某一教

材所列篇目所限，而且在具体讲述时，也不要单纯被

一篇文字所限，要能以一个特定的文本或话题为出

发点，然后向外做大量延伸，呈现出一种放射性的、

尽量深广的知识背景和意识背景。再者，所选的文

本或话题不能太专业了———这类课程的讲堂不是与

学生探讨专业领域的知识的，应该能够以泛文化的

解读去言说它，或者说能把围绕它的言说置于一种

大人文语境中展开。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单一的专

业语境，使得学生无法介入，他们就会感到疲倦。给

理工科学生上大学语文这样的课程，首先应该做到

寓教于乐，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休闲感，既让他们受到

了训谕，又能让他们体验到身心的愉悦。他们本来

在专业课的学习中就已经非常辛苦了，如果这门课

又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疲劳感，那他们会失去对

这样一门不存在考试压力的课程的兴趣的。至于大

学语文这门课程的成败，学生们的感受拥有最终的

裁判权。他们是来接受陶冶、寻找身心愉悦的，不是

来寻找烦闷、乏味、疲劳的感觉的。无视学生的聆听

期待者，必将遭逢被学生冷落的命运。

比如，探讨典型爱情文学文本时，可以在相邻的

两次课上分别选取一个中西方文学史上的代表性文

本，并把话题适当延伸向中西方爱情主题文学、哲学

精神的差异，把东方式的委婉含蓄及现实精神与西

方式的直白及“柏拉图式的爱”加以比较。考虑到

学生可能对“柏拉图式的爱”的真正内涵还不太理

解，可以先把“柏拉图式的爱”的原始语境（柏拉图

《会饮篇》）大概介绍一下，然后举例说明其在后来

的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具体表现。同样，在探讨典型

的自然主题文学文本时，也采取这样的文本策略，并

把话题适当延伸向中西方自然主题文学、哲学精神

的差异。这样做，会使学生的视野成倍扩展，并使同

学们对人类的精神文化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把

握。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话语方式形容为一种“游牧

式话语”。我们不能为之设置一个固定的话语园

地，也不能溜进一种特殊专业的“知识游乐区”迟迟

不肯出来。如果把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的和人文

的）比作人类心智活动的不同“话语垦殖区”的话，

当我们的课堂话语路过这些“垦殖区”时，可以捡拾

几枚成熟的果子，但不能就此落户成为那里的垦殖

者。

这样延伸地去讲，还必须注意自己的话语方式，

切忌术语连片、专业性过强。话语方式上要力求感

性，浅白易懂，尽量不使用专业性强的术语。当不得

不使用到专业术语时要做一些停留，把这些术语的

意思简单交待一下。在讲解一些思想性、理论性的

知识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精神体验去

做些微观的抚触：要为学生打开一些体验性介入的

渠道，里面要有生活含量。要使自己的话语方式尽

力“莎士比亚化”，而力避“席勒式”。所谓尽力“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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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比亚化”而力避“席勒式”，就是要注重课堂细节

的真实，要编织“剧情”，要通过“剧情”本身去托出

观念性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变成某种观念性的东西

的“单纯的传声筒”。［３］在“剧情”的编织中，还要注

意加进一些风趣、幽默、诙谐的话语风格元素，绝不

能把课堂搞得像开会现场。这样做能使课堂活起

来，不再呆板枯燥，使学生时刻被你的话语场牵引

着，无暇他顾，由对这门课内容的被动接受发展为主

动迎接。他们不但上课聚精会神地听你言说，而且

有时还在课间或课后与你展开多种方式的对话和交

流。再者，这还能带动学生们在课外适时作一些延

展性阅读的兴趣。

三、不要仅仅注重知识的讲解和灌输，而应注重

思想、精神或心灵意义上的启发，注重精神旨趣的陶

冶

大学语文课堂，不要仅仅注重知识的讲解和灌

输，而应注重思想、精神或心灵意义上的启发，注重

精神旨趣的陶冶。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掌握所有门类的知识。专攻一种术业，一为

把它做精，一为更好地获得谋生的本领。诚如鲁迅

先生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４］对

于生存及温饱而言，发展是后来的事。而人文学习，

如果不指望将来靠它吃饭，那它就属于发展的范畴。

既然属于发展的范畴，就应当对于前两者予以足够

的尊重。在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现代社会，尤其应

该明白这一点。从这个角度上说，面向理工科学生

的大学语文教学活动，目的就不能是为了增添知识，

而只能致力于对他们进行思想、精神或心灵意义上

的启发，宽广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将养，以及精

神旨趣方面的陶冶。

自我认知的根基是人活生生的经验，但间接经

验的功用亦必不可少。间接经验的最重要来源是他

者所提供的，是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伟大的思想和精

神积淀所传承的。真正引发人进一步思考的是思想

本身，而思考的目的当然不在思考本身，而在于完善

生命。人文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更为

本质地认识自己，进而去改进自己的生命实践，并作

用于共同体以利于天下的完善和人类的文明，一如

《易经》所言：“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教育，包括大学

语文教学实践，关乎人心和人的生活整体，最终的目

的不在于知识的储存，而在于精神的发扬光大。古

人有言：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

其有精神也。人文教育就是要发挥唤醒这种精神的

功能。

衡量大学人文教育功败垂成的杠杆，不是看学

生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多少新的知识，而是

要看他们的视野、胸襟、情怀比原来开阔了多少、丰

富了多少；要看通过人文学习，他们的心灵是不是变

得更加博大、深情、美丽了；要看他们对世界及自身

的认识和感知是否有了更为深广的知识背景和意识

背景；是否对生命存在本身有了更为深远的理解。

知识浩如烟海，因而是无法穷尽的，但思想、精神和

心灵中的某些基质却可能是永恒的。知识装得再

多，只要精神层次没上来，人文学习就是无意义的，

人文教育也就是无效的。复旦投毒案的案犯林森

浩，出于一些非常狭隘渺小的原因就毒杀了研究生

舍友。云南大学的马家爵因与同学不合就挥刀杀害

了四名舍友……这些发生在大学校园的犯罪事实说

明了什么？有些走上社会的大学生成了社会上的害

群之马，行各种不当行为、做各种违法犯罪之事，这

又折射了什么？如果大学里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教

育，如果人文教育深深作用于学生的心灵深处，是否

可以帮助挽回这些悲剧也未可知。如果他们深入接

触、领会一些古往今来的人文经典对生命的理解，心

胸可能就不至于如此狭隘，内心世界可能就不至于

如此丑陋。还有更多的大学生们，虽然不会做违法

犯罪之事，但生命境界逼仄，心胸狭窄，自私自利，也

辜负了这本来富于灵性内涵的生命。精神和心灵意

义上的自我提升对他们来说也都很切要。

在上述意义上，个人认为：大学语文这门课，一

定要以真挚、生动的话语氛围作为它的灵魂，作为直

击学生灵魂的法宝。它甚至不需要板书，不需要课

件，不需要学生机械地记录或记忆。确立起一种话

语本位主义的课堂。要想知道人文课堂的质量如

何，就看学生的眼神。如果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这

个课堂就是成功的；如果每一双眼睛都像死鱼一样

黯然无光，这个课堂就是不成功的。这不是老师有

问题就是所讲内容有问题，而且通常会是老师有问

题。要讲到学生的眼睛能够亮起来，靠的是老师的

热情、自己生命里本真的感动、使知识的传达伴随着

生成形象和生成意义的力量的能力，等等。

四、大学语文课更适合在大学初始阶段开设

结合个人大学语文教学经历，认为为理工科专

业的大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可能更适于在大一大

二时开，那会比放在大三或以后开效果更好。之所

以这样认为，主要出于两重原因上的考虑。

首先，大学初始阶段是提升学生的胸怀、视野、

心智、知识背景和意识背景的黄金时期。对大学生

活充满向往的学子们甫入大学校门，对每一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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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开设的课程都会有一种由衷的重视，加之他们急

需在各个知识领域和生命感知维度为自己充电，富

于魅力的大学语文及其他人文教育课程会一下子抓

住他们年轻的心。专业课之外，他们同样会在思想

的海洋里遨游，会不由自主地在美丽的语言、意境、

思想面前驻足、观看、悉心领会。这个阶段，除了能

对人文课程产生兴趣的心情因素外，还有专业学习

压力相对较小、拓展学习时间相对充裕的优势。但

这些优势，如果到了大三及以后阶段，就会大打折

扣。在这之前，同学们已经与外部世界有了较长时

间的接触，对很多现象都已耳濡目染，甚至“三观”

都已有所定型。这时候再让他们从事较为纯粹的人

文学习，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淡漠的态度。教学中能

觉察出，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根本没把大学语文这门

课当回事。老师上课再投入，哪怕声情并茂，声嘶力

竭，他们也会要么不到场，要么在课堂上继续看专业

课的书籍。个人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这门课安排的

时间不太科学。

其次，把语言表述能力的提高阶段放在前两年

显然也更合适。不管学什么专业，语言表述能力都

是一个基本功。这个能力不达标，会给自己的事业

发展徒增许多不必要的障碍。试想，一个学子，将来

想成就大事业，想提交高水平的学术报告，想书写大

部头的学术著作，没有这个基本功怎么能行呢！？在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人物，如达·芬奇、帕斯

卡尔、笛卡尔、莱布尼茨、牛顿、爱因斯坦，等等，都在

这方面树立过典范。

在中学阶段，由于人文阅读量及练笔时间都非

常有限，所以这方面的能力尚处在一个较低层位，不

用说这也是延续到大学初始阶段的一种现象。大学

初始阶段就开始各种思维路径的探触和文字表达能

力的锤炼，不但会使学生的人生眼界更早打开，意识

背景快速宏阔起来，还能使其文字表达能力尽早提

到一个较高的水准。有不少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的

学生，一让写个什么东西总是挠头，写出来后内容贫

乏，语言也不流畅，甚至篇章结构也不够合理，等等。

这就是缺乏人文学习方面的训练导致的。而待到想

要补上这一课的时候，时间、精力却可能又有点跟不

上了，甚至连兴趣也早已黯淡了下来。大三以后，基

于要为自己的未来事业储备足够的专业技能力量的

考虑，学生们对副课的学习会无暇顾及。对于那些

“考研党”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围绕着自

己的中心任务开展每一天的劳作应该说是有着无可

置疑的合理性的，而这个阶段专业课、英语等都已经

有点让他们吃不消了，还想让大学语文这样的课引

发他们的兴趣，大概只能事与愿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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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下新建本科院校
实践教学团队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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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科学校升本之后，在办学层次和定位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模式
也应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新建本科院校必须按照教育部标准，准确定位和重新制定与本科教育相适

应的人才培养计划，改革原有的专科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调整深化教学内容，特别是深刻理解领会

应用型本科的基本内涵，认清实践性教学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突出实践性教学在整

个应用型本科教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原有师资和教学团队的基础上，整合优化资源，以应用型本

科人才培养为目标，组建符合应用型本科基本定位的新型的实践性教学团队。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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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新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大背景下，深入
研究如何实现“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如何加

强实践性教学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的重要地位，探讨

如何组建新型实践教学团队，无论是对新建本科院

校升本后的建设，还是迎接即将到来的首次本科教

育质量考核验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际教育研究机构以不同的人才培养目

标为标准将高等院校基本分为三类：一类是综合研

究型大学，主要培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的研究型人才；二类是专业应用型大学，主要培养理

论基础扎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三

类是职业技能型院校，主要培养第一线从事具体工

作的技术人才。［１］同样，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是分层

次的，包括高职教育、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不同

层次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也不相同。高

职教育主要是围绕专业办学，培养能够熟练操作的

技能型人才；本科教育主要是围绕学科办学，培养具

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能够实际操作的技术人才；研

究生教育主要是围绕专业研究办学，培养具有专业

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研究型人才。所以，无论

高职教育还是本科教育，本质上仍是应用型教育，本

科教育仍然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实践教学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仍占有重要地

位，为了实现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让学生

能将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技能，必须

加强实践教学。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学上仍应重视

实践教学，充分保证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所

占的比重，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模式，更新丰富

实践教学内容，组建优秀的实践教学团队。

实践教学对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就要求我们，弄清专

科教育与本科教育的特点，并在原有的专科职业教育

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模式、提升

教学质量，特别是如何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开

展符合本科教育特点的实践教学活动，已经成为新建

本科院校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应用型本科建设与实践教学的关系

（一）应用型本科中实践教学的地位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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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的理解与思考，应用型本科不同于研

究型大学，其主要是为社会培养适合需要人才，作为

大众教育的产物，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人才不是

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优秀的创造能力的高端研究

型人才，而应当是在某一专业领域受过良好教育具

备优秀的实际操作能力和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

合型人才。所以，教学在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的

地位不仅不应该受到削弱，而且应该大力加强，特别

是实践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应用型本科院

校办学成败的关键。

成熟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经验告诉我们，“应用

型”在教学上的体现主要表现为 “知识的应用”及

“技能化”教学，特别是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这些都需要靠实践教学来完成。总之，实践教

学在应用型本科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

毫不夸张的说，实践教学是否成功，是否办出特色是

“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成功的关键和检验标准。

（二）实践教学团队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

德鲁克认为，团队是一些才能互补并为负有共

同责任的统一目标和标准而奉献的少数人员的集

合。［２］实践教学团队是指以“团队”理念为指导，由

一定数量的具有教学技能和专业操作技能，愿意投

身实践教学，为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而相

互协作的教师所组成的教师群体。我国高校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也开始尝试组建各种教学和科研
团队，以此提高教学与科研的质量和效率。实践证

明，高校教学团队的组建能够有效克服以往教师在

教科研活动中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状况，优秀的教

学团队不仅能够充分发挥教师个人的专长，而且有

利于整合团队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攻克难关。

可以说，高水平的教学团队是高校提升教学质量和

水平的关键。

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只有通过实践教学才能促成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

能力，培养学生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实践教学体

系的形成与完善和实践教学团队紧密相关，实践教

学团队负责设计完善和组织实现实践教学体系。实

践教学团队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三）实践教学团队建设的重要意义

１．有利于提高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在全国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大环境下，多

数教师主要精力投在了科研上，对于教学特别是实

践教学的热情普遍不高，客观上导致了实践教学整

体水平不高。即便有些教师愿意在实践教学环节投

入精力创新改革，但是，由于缺乏团队支持，单靠个

人力量“单打独斗”，往往不易坚持，也很难取得具

有较大影响的成绩，对提升整体实践教学水平可谓

“杯水车薪”。通过组建实践教学团队，由学校或学

院出台相关政策和制度，由具有较高水平和能力的

“教学名师”和“中青年骨干教师”担任团队带头人

和骨干，吸引其他年轻教师加入，通过“老带新、强

强合作”可以增加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横向互动，形

成强大的合力，充分发挥团队在实践教学发展创新

中的引领作用，可以有效地带动和提高学校或学院

整体实践教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育出真正

符合“应用型”要求的本科人才。

２．有利于克服教师个体局限性，发挥团队合作
力量

２１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
展，社会分工愈来愈细，高校学科门类也越来越多。

传统高等教育中以教师个体为单位、单兵作战的模

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

实践课程的开发、教材的编写、实践教学计划的制订

与组织实施，往往不是某个教师能够单独完成的，即

便该教师能够独立完成，但受到个人能力的各方面

限制，质量也不高。所以，为培养合格“应用型”人

才，本科教育应当组建实践教学团队，由知识和技能

互补的教师，通过发挥个人特长和团队成员优势互

补，从整体上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３．有利于带动提高新进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
养优秀实训师资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引进教师时，只注重教师

的职称与学历，对新进教师的实践能力并没有明确

提出要求，导致很多高校新进教师是“从学校到学

校”，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实践能力不强。这种情况

客观上也导致了很多本科院校实践教学不足，从事

实践教学的教师本身在实践操作方面能力都存在问

题，更遑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操作能力。

从实际情况看，教师实践能力的短板仅凭教师个人

的努力和学校的鼓励还远远不够，组建实践教学团

队能够以团队建设为平台，实现团队成员教师的交

流互动，通过参与实践教学团队的各项具体工作，由

团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对新进

教师进行传帮带，可以有效促进新进教师的专业成

长，激发其投身实践课程建设的热情，不断提高自身

实践业务操作能力，如果能够形成机制长期坚持，必

将带动提高新进教师实践教学能力，防止出现师资

力量的新老断层，为学校长远发展培养储备优秀的

实训师资。

·２２１·



三、实践教学团队的组建

实践教学团队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建设

两个方面。所谓“硬件”建设，是指教学团队成员数

量、学历结构、能力与专长、双能教师比例、专兼职比

例与结构等；所谓“软件”建设，主要是团队共同愿

景、团队沟通与互动、团队精神与文化、团队环境与

组织保障、团队自发行为与创造力等。

笔者认为，实践教学团队的组建是否科学合理，

是今后实现团队目标的重要保障。优秀的实践教学

团队的组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适中的团队规模

团队的组建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团队成员的个体

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团队的规模必须与目标

的实现相匹配。团队规模过小时，完成任务所需人

才的储备量可能不足，每个成员工作量太大，不利于

合理分配工作任务，效率不仅不能提高反而还会造

成一定程度的下降；团队规模过大时，由于成员太

多，管理与协调不易，不容易发挥出个体优势，会影

响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难以形成相互信任感和团

队凝聚力。所以，优秀的实践教学团队的规模必须

适中。有研究表明，高绩效的教学团队规模一般都

比较小，成员控制在１２人以内为宜。［３］

（二）合理的团队结构

团队的力量来自于成员间的协作与配合，成员

之间在知识、技能、年龄、经验、个性方面的互补性是

实现团队工作绩效的关键。因此，实践教学团队必

须具备合理的团队结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１．合理的年龄结构
实践教学工作以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为目

标，任务光荣且艰巨，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还必须

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所以，年龄在 ４５岁以下的
“中青年”教师应当占到团队人数的７０％—８０％；４５
岁以上的老教师具有长期的教学工作经历，丰富的

人生阅历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且在专业造诣上水平

较高，不仅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和高超的技术技能，

还具有广泛的社会人脉资源，在团队中往往起到表

率和带头作用，能够起到关键性的协调作用，也应该

在团队人数中占有 ２０％—３０％的比例。年龄上的
梯队更有利于发挥团队的整体实力。

２．互补的知识和技能结构
研究表明，异质结构的教学团队更能适应复杂

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实践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

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技术

技能和实操经验两个主要的方面。因此，实践教学

团队的教师必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最好是“双师双能型”教师，既是教师又是律

师、拍卖师、调酒师、茶艺师等，既具有教学技能还具

有实操技能。但是，由于教师个人学历和经历的差

异，其专业知识领域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当对团队

中教师的角色进行合理分工，选择具有相应知识和

技能的教师承担特定的实训教学工作，教师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形成互补的知识和技能结构，更好地发

挥实训团队整体力量。

３．合理的职称结构
职称通常代表着教师在专业领域方面的水平。

一般而言，高一级职称教师的专业水准要高于低一

级职称的教师，高水平实践教学团队的构建必须具

有合理的职称结构，团队中起带头作用的教师应当

具有高级职称，可以为团队引领方向，协调团队成员

工作，起表率作用。团队中骨干力量教师承担团队

主要的工作任务，需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才能基本保

证实践教学团队的良好运行。

４．合理的“双师双能型”教师比例
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应当具有复合

性。所谓复合性是指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师资队伍

建设中，“双能型教师”要占到一定比例。所谓“双

能型教师”是针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而言 ，是

指那些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既能从事理论课程和实

践课程的教学，又能从事产学研合作开发的教师。

“双能型教师”不仅能够承担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

行业设置专业的教学，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开展社会

服务，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而且还能够充分融入地

方经济社会建设中去，充分发挥应用型本科院校面

向地方、服务地方的作用。所以，“双师双能型教

师”在实践教学团队中应当成为绝对多数，每一位

团队成员都应力争成为“双师双能型”教师。

（三）合理的分工与适度的责任

团队力量的发挥和目标的实现取决于能否充分

发挥团队成员的特长并形成合力，因此，合理的分工

与适度的责任是优秀实践教学团队的必备要素。团

队应当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并充分考虑每一位教

师的专长和特点，根据最优原则将其配置在最能发

挥其优势的岗位上，准确定位科学分工，既要考虑教

师专业领域和技能专长，还要考虑其个性特征，只有

知人善任合理分工，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实践教学

团队的作用与力量。当然，除合理分工外，每位成员

还应具有高度责任感，团队应当通过制定团队规章

制度，规定每位成员的基本责任，对不能胜任或者完

不成工作任务的教师，应当规定一定的责任，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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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当的惩罚措施，严重拖累团队目标实现的应当

清除出团队，建立人才能进能出、权责统一的高效实

践教学团队。

总之，实践教学团队建设应当与团队目标相吻

合，紧紧围绕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与应用型本科人才

的培养来设定，既要加强团队基础硬件设施建设，更

要注重团队文化和制度等软件建设。实践教学团队

的组建是为了提高新建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质量和整

体办学水平，所以，学校或学院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

支持和条件保障，学院可以制定实践教学团队的评

价标准和奖励措施，但不应过度干预团队内部运行，

给实践教学团队充分发展的空间。

四、结语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当面向区域经济发展需

要，培养符合社会岗位需求的应用型本科人才。为

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新建应用型本科院

校应当大力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实践教学的质量与

水平。实践教学团队建设也应当紧紧围绕提升本专

业实践教学水平和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本科

人才开展，合理设置建设目标，科学配置资源，最终

实现团队教师个人发展与团队共同目标完成的双赢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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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构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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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教育理应兼顾到对人性的关怀，表达出人性的善意和宽容。目前，我国体育事业蓬
勃发展，但体育教育中缺乏对“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解，存在体育教育功利化、教育内容竞技化、考核

评价方法单一化的弊端。将人文精神融入体育教学之中，不仅有利于青少年自身发展，促进青少年

对公民价值、义务的认知，推动社会志愿服务行动，而且对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体育教育；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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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关于人文概念的表
述，如《易经》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

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书经》中“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目

前，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但体育精神教育有所缺

失。首先是没有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人文

精神缺乏理解；其次是片面追求运动成绩，受体育新

闻娱乐化的影响，缺乏对大众体育教育意义引导。

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传统文化中

“人本”思想源远流长，体育作为文化的一种，理应兼

顾到对人性的关怀，表达出人性的善意和宽容。在

２１世纪，我国已成功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在此基础
上，引导广大群众了解、认识体育运动的目的和意义，

对２０２２年我国举办冬季奥运会显得尤为重要。
一、体育教育与人文精神

（一）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认识是体育的目的，但是当代体育文化强调人

们在体育赛场上不断自我超越，忽视人在体育中的

主体地位及人的价值。体育逐渐被作为实现经济、

政治等目的的手段而偏离了通过体育进行人文教育

的主旨。

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元素，人们追求不断超

越自我，突破极限。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体育文

化的融合中所形成我国体育文化，其主体尚不鲜明，

也未形成稳定的人文精神层面，这就使得我国的体

育文化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抵御社会不良文化

渗透和侵袭的能力较弱［１］。在我国社会转型过渡

的大背景下，社会变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生活

的秩序紊乱和发展不平衡，致使社会文化中人文精

神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人文精神一直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

是打破阶层、共同造福社会的一种“调和剂”。当下，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异客观存在，是社会

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的时期。人文精神可以增进人

与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和了

解，缓解由于社会群体分化所带来的矛盾。同时，在

补救和预防社会问题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人文精神的培养对人格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将

爱心和责任心教育融入体育教育之中，利用体育课

堂加强对人文素质的培养，培养责任意识、群众意识

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理念，应引起社会各阶层

足够的重视。我们应对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有全面

的认识，认清体育教育、职业道德与人文精神的关

系，切实提高体育教育质量。

（二）青少年人文精神教育的必要性

作为一项崇高的社会事业，教育是社会进步和

文明的重要标志。可以通过教育把利他主义、无私

奉献的人文精神结合于大中小学以及市民的育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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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以体育这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在全社会进行体

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弘扬。体育中的人文精

神教育，既是内化体育运动中所提倡的理性和基本

伦理原则，又是传递爱心，培养高尚情操，热爱社会，

为社会无私奉献的过程。因此，体育教育内涵的人

文精神是传播体育运动精神的载体，更是传播文明

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体育运动中的公平、公正、公开向来被大众视为

社会道德标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运动者，就是

要与人为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非与人为敌。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在体育运动中，不

仅要遵从游戏规则，还要恪守道德，享受体育运动带

来的快乐，体会失败给与的经验。体育运动不仅丰

富了个人精神生活，也促进了个体心理建设。也就

是说，参与体育运动，不仅仅是能够锻炼人的身体，

并且是能促使人的身心全面发展。

通过体育运动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化培养是行之

有效的。通过体育教育不仅可以为青少年提供社会

生活所需的行为方式与规范，而且可以使青少年领会

到互相尊重、乐于奉献的社会态度，发展对道德问题

的判断能力以及自主性习得，同时促进他们个性的形

成与发展，还可以在内化奉献、规范和道德的过程中，

使青少年深刻认识到志愿精神对人类和社会的意义。

二、当前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缺失的主要表现

（一）体育教育中缺乏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解

人文精神强调公平。要在实践中真正把握人文

精神的实质并非易事。缺乏理性，是体育运动中人

文精神不完善的一大表现［２］。比如说，一些运动

员、教练员为了争取成绩，在比赛中服用禁药、贿赂

裁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体育运动拼搏进取的精神当中，本源应是对人

性的关怀。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

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

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如果体育运动中没有知识、

情义和道德，那么人与人的体育竞赛跟动物争食就

没有本质区别。奥林匹克宪章中，强调的基本“原

则”主要是关于“生活哲学”“和平友好”“人的和谐

发展”等。从当前的体育教育过程看，多是奥林匹

克历史，运动员奇人异事等故事性题材，而关于人文

精神的教育少之又少。这些教育对人们从感性的角

度认识和了解体育运动有很大的帮助，但如何通过

体育教育获得公平竞争、遵守规则、运动风范、团队

协作精神等内化提高，从而在中国社会发挥真正的

作用则是更为复杂而艰深的课题。现存体育教育无

论从质量和形式都值得思考［３］。

（二）当前体育娱乐化，体育教育缺失引导功能

当今体育娱乐化的影响日益显著。体育报道低

俗化，体育明星娱乐化，严重影响了体育的正面教育、

引导作用。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受到不良风气的熏

陶，对未来人格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体育运动对青少年教育、发展有着较为重要的作

用。体育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精神被玷污、扭

曲、缺失，将会极大影响教育效果。从此方面来说，体

育运动要严守社会道德准则，体现人文价值。

（三）体育教育功利化，教育内容竞技化、考核

评价方法单一化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体育教学中教学内容、考核

方法存在以物质追求为导向的现象；同时，学生在学

的过程中过度关注考核结果，使学校体育教学也变

得物质化。带有功利化色彩的体育教与学是人文精

神缺失的突出表现。

首先，从体育教育内容上看，教学内容竞技化。

学校体育教学所开展的项目主要包括足球、篮球、排

球、长跑等竞技类体育运动，但内涵丰富的民族、民

间体育运动项目开展较少，这与我国竞技体育的迅

速发展密不可分。其次，考核评价方法偏向注重技

术的掌握。教学内容的竞技化使得教学任务重点在

于让学生掌握不同体育项目的技术。这意味着体育

教学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机械动作的重复操练，致

使学生缺乏创新性、情感、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凸

显出体育育人的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掘和应用。

考核评价方法的单一化，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妨

碍了学生的多元化发展。

三、构建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意义与价值

（一）有利于青少年个体全面发展

萨马兰奇曾经这样形容过体育运动的教育价

值：“体育运动通过教育让人们克服困难去斗争，通

过教育使人们懂得自我控制和秩序的重要性，通过

教育要求人们具有集体责任感，通过教育促进人们

客观、现实地与他人比较，总之离开了教育，奥林匹

克主义就不能达到其崇高的目的。”

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构建，可以丰富青少年

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有助于青少年认识社会、完

成社会化进程、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实现青少

年的全面发展。体育运动让青少年在参与中成长，

在运动中收获，不仅有利于帮助青少年培养积极向

上、健康有益的观念意识，也有利于实现青少年的自

我教育、自我成长。

（二）有利于青少年对公民价值、义务的认知

人文精神关爱、扶助弱势群体，体现社会成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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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相关爱，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预防和化解社会

矛盾，对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有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体育运动参与者通过体育教育培养的热情、

友好的态度，可以有效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和谐

宽容；还可以有效地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生存与发展

的权益，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另外，

通过体育教育构建人文精神，有助于促进人与社会

的沟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将人文精神融入体育教育之中，培育和提

升青少年奉献社会的精神境界，有利于完善道德教

化的强有力的力量，正确认知公民的价值与义务。

（三）有助于推动志愿服务行动，推进社会精神

文明建设

人文精神有利于将志愿行动落到实处。志愿服

务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随着公

共事业组织的独立而发展起来的。志愿服务不仅是

思想、理念的问题，更是行动的问题。当前我国的体

育志愿服务活动主要是由政府或党团组织在整个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使志愿服务产生“行政化”。另

外，志愿服务活动内容匮乏，缺乏更加丰富的参与形

式以促进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将人文精神融入体育

教育当中，使之成为生活自觉，才能有效的促进志愿

服务事业的发展。

精神文明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

果。通过体育构建人文精神，本身就是在进行精神

文明建设。将人文精神寓于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使

精神文明建设内容更加具体，通过体育教育中人文

精神的构建，缓解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促

使整个社会形成向心力、凝聚力，能够有效地承载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构建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建议

（一）将人文精神融入体育教学内容之中

“夫霸主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

则国危。”“以人为本”已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传统的人文精神

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

而有所发展，体现了我们对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追

求和向往，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发展兴趣爱好，参与和

接触社会，实现扩大社会交往的愿望。这种现代人文

精神显示了社会公民精神境界的提高，并且与文明社

会发展的要求相呼应。体育教育中的公平、公正、公

开原则，被视为守护社会良心的底线。而传统文化中

的“道德伦理”常用来界定人际关系中所需要遵守的

准则、原则和规定。可见，体育运动中蕴含的道理与

伦理道德要求高度契合。体育教育中应包含情操高

尚，维护正义等人文素质。当下体育教育更多地注重

成绩与利益，但功利体育不应成为未来体育发展的方

向，体育教育有责任推崇人文理想，启人心智。因此，

体育教育需要增加人文内容，更加关注学生本身的需

求，健全学生品格、能力的培养。例如，将体育游戏穿

插到体育教学当中，增强体育教育的娱乐性和生动

性，使学生在掌握体育技能的同时，获得更为深刻的

参与体验，形成主动参与、善于思考、积极创新和团队

合作的意识。另外，要引进具有人文意味的民族、民

间体育项目。民族民间体育活动蕴含着浓厚的民族

意味，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把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引入

体育教学当中，可以加强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审

养，使学生更多地关注体育的文化性，关注人和体育

文化的关系。

（二）体育文化积淀深厚，注重体育思想的教育

培养

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它已成为沟通世界

人民的桥梁。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使

用不同语言的人们齐聚一堂，通过身体的较量来传

递对美的追求，对自身极限的挑战，对“更高，更快，

更强”的向往。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

国，在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源远流长。思想是文

化的内核，体育思想是体育文化的内在支撑。体育

教学的根本是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身体发展有

赖于体育活动训练，精神意识的养成要通过体育思

想的传承来实现。将学生身体发展和精神意识的塑

造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效解决目前体育教学中

存在的“一条腿”走路模式。因此，在体育教学过程

中注重讲解思想文化内涵，让学生对体育项目形成

更为深刻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主动参与

发掘体育项目体育精神、文化差异，形成对体育项目

新的认识，从而指导体育学习实践活动。

（三）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避免考核评价方式

单一化

当今社会，青少年越来越强调独立、自我。每个

学生思想意识、身体基础、体育技能不尽相同。因

此，注重因材施教，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才能

更科学地进行体育教育。革新传统体育教学方式，

创新发展符合当前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根据学生

情况，分类实施教学。另外，针对当前对于体育教学

考核评价以技能掌握，标准化设定的单一方式，创新

考核评价方法。增加思想品德、精神意识考核。通

过平时表现对学生意志品质、吃苦耐劳、拼搏努力等

方面内容进行评估。对学生体育参与的积极性、主

动性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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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体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首先要坚定人文

精神回归是体育教学的必然选择。改革体育教学内

容和方法，为学校体育教育注入人文精神的元素，使

体育教育的人文内涵变得更为充盈而厚实，从而实

现体育教学和教育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提高体育的

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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