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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作家中，许建平可谓是唯一根系郑州城的小说家，父母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科技知识分子，支援大

西北去了，他跟着祖父母在老城区（管城区）平民院里长大，作家李佩甫曾说许建平作为一个作家，有着一流

的童年；后来他在此读书、生活、工作，是这个城市自１９６０年代初以来的见证者。
许建平自１９９０年代初开始写作中短篇小说，中篇《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写一

代人在一个街区的成长和分崩离析的历史，以及个人与时代生活互为的关系。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小
说描述这个城市的变迁，尤其是这个城市成为“商城”之后，人情、人性的变化。正如小说家红都所言，“建平

的小说表达着真正文学意义上的郑州”。

许建平之于郑州，犹如陆文夫之于苏州，王安忆、金宇澄之于上海，他们是书写这个城市生活与文化的代

表性作家，也是这个城市的时光雕刻师。我刊特约从郑州走出的作家、评论家艾云的深度长评，以飨读者。

小说家许建平的民间叙事

艾　云
（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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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艾云（１９５７—），女，河南开封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多年来从事思想随笔、文学评论及散文创作，曾连

续在《花城》《钟山》《作品》开设专栏等。

摘　要：郑州本土小说家许建平，在小说里为郑州老城区设定了一个地理标识———槐树街，同时
也建构了一个文化坐标。他以素朴笃诚的平民视角和浓郁的底层情怀，同时又秉持知识分子的文化

观照，为这里古老里巷和新兴街衢人的命运写传，实际上也是在为郑州的今昔立传。他写人物命运

总是向人的秉性、气质、个性深处延伸，他的小说具有无边现实主义的延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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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本土小说家许建平是个民间叙事的高手。
他用素朴笃诚的平民视角和浓郁的底层情怀，同时

又秉持知识分子的文化观照，为那些不入史册的平

凡百姓立传。他笔下的人物，如老屋上的藤蔓总是

企图挣扎着伸展着，却又在执拗和碰壁中遭遇湿苔

的侵扰。这些边缘地带的人，绝少受到待见和恩宠，

他们恍惚度日却又浪漫幻想，有时像黑夜一样黯淡

无华，有时像风暴一样狂怒哀伤。他从对于生命的

思考写起。

当他写出中篇小说《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以

后，已经有了叙事自觉，以槐树街为根据地，将笔触

伸向那些卑微而有意味的生命。他也由此确定了民

间叙事的基本立场。他在为郑州老城区设定一个地

理标识———槐树街，同时也为此建立一个文化坐标。

在这条狭仄的街巷，老槐树是它最醒目的景物，它峨

冠蓬勃，虬枝伸展，覆盖廓大。春天时，木白色的槐

花一朵朵、一串串绽放，它沁人心脾的清香将满街满

巷都弥漫在梦的记忆里。槐花，是审美，也是穷人的

吃食。夜色到来时，树荫处隐约可见低门矮户窗口

的昏黄灯光……一个写小说的人，若是没有创造出

那具有鲜明生存环境和文化坐标的典型环境，若没

有塑造出那具有可解读性、带给人无限延伸性思考

的典型人物，那么，这样的小说将是令人遗憾的。

许建平生性淡泊，他对写作似乎不抱过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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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向与目标。他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学养

修为、精湛的叙事能力，这一切，让他在众多小说家

中具有清晰的辨识度，有着独异的风格与气质。他

的人物薄如草芥和飘叶，他们执拗或挫败；却总有自

己的说项和原则，也有自己的思想资源。这思想资

源是民间社会中平头百姓遵循的德性与立场。

许建平总是用复杂的目光打量这座城市中的芸

芸众生、民间百态，这如同他身上的矛盾气质：从小

厮混在底层，对那里的生活不隔膜，这是他写作的题

材质料；他不大像个文人知识分子，虽然他是。他写

作，却不进入隐秘越界的美学生活，他不在美学生活

与伦理学生活之间冲突挣扎，因为他本人秉德尊义，

信奉的是伦理学原则。他秉持传统文化中的正气狷

介、古道热肠，长尊有序、男女有别、扶弱恤贫；但他

同时是个眼光敏锐、善于观察和思索、富于现代精神

的小说家。他的反思，力透纸背，他的小说具有无边

现实主义的可解读性和延伸感。对许建平的小说，

我们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许建平小说里的郑州老城区地理标识———

“槐树街”

我对许建平小说里描述和命名的那个叫槐树街

的地方并不陌生。沿着他所给予的提示，那应该是

在郑州市区东南方向。

我在郑州待了１４年。４年大学，１０年在位于郑
州市经七路的河南省文联工作。许多的日子，闲歇

时，我穿过金水大道、花园路口、紫荆山公园，再一路

向南———我总喜欢到那段土城墙边蹀躞。

那墙体是赭褐色的，带着久远岁月积叠的沧桑。

拨开榛丛，走到上边略为平展一些的地方，但见上边

长满蒿草、剑麻和蒲葵。若是春夏之季，还有许多不

知名的野花迎风摇曳。

向下看，是偎着城墙搭起的一片片临时棚户。

低矮而陈旧的房子，有的用毛坯垒着四壁，有的是用

整齐的砖块砌成。这是多少前来郑州闯荡的人们临

时搭起的住处，时间长了，便成了平民的聚居地。走

出棚户区，走到内街，便是鳞次栉比的房舍，车水马

龙的人流。还有些僻静的街道，也是烟熏火燎的市

井风情。这是管城区一带。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许建平所摹状的槐树街就是某一条街衢。

郑州东南一带，从德化街、管城街到东大街，曾

是郑州的老城，保留着底层平民社会的原初风貌。

这里是郑州最典型的、充满民间气息和底层社会图

景的地方。这里的某个街巷，正是许建平笔下槐树

街的原生地，他精心描绘过槐树街的外景：

槐树街原本是一条逼仄破旧的小街，

因成活于明朝末期的三颗老槐树而得名，

依傍着几截商周时期遗留下来的黄土城墙

拧麻花似的曲折延伸。破旧是真够破旧的

了，但却不是那种古色古香的破旧，灰色平

房、红砖炮楼和油毛毯窝棚，结伴出示给天

空的永远都是一种棚户区景观。

这一段描写，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商周那一段

古城墙。

郑州，史谓“天地之中”，古称商都，５千年前，中
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就在这里出生和建都。现在，

郑州商城遗址更为世人瞩目。这正是槐树街毗邻的

那段旧城墙，我当年在土墙上边溜达时，却不曾想这

脚下踩着的是有３５００年历史的西周遗存。
许建平笔下的郑州，便是嗅着历史遗风的城市。

这里的三教九流都有历史沿革和血脉因袭，潜在的

文化在一代代人身上淌流着。而许建平笔下槐树街

上的人们，他们身上有植根于历史深层土壤的传统

美德，也有不谙世事、冥顽的劣根性。这些游荡在体

制外的人们，犹如古老城墙上那长在砖缝和土屑中

的野草，有的脆弱，有的柔韧，他们自生自灭，却又生

生不息，这正是民间生活的真实图像。

许建平实际上是在为郑州立传，为这里古老里

巷和新兴街衢人的命运写传。他的运笔很有深味，

写人物命运总是向人的秉性、气质、个性深处延伸，

写人物的不幸和悲剧，从不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势力

的欺凌。他用文学性笔法形象地表明，人的卑微和

屈辱以及失败绝望，并不全因外因造成；也许，正是

由于人的认知局限、盲从昏聩、非理性才造成了悲剧

的发生。反过来又可以这么说，如果人都可能是清

醒和理性的，就不会再有那么多悲欢离合的命运故

事了。许建平写人物命运真是一把好手。

多年前，曾编发和阅读过许建平的小说，经年累

月，对他小说中的人物诸如三哥、文先生、王胜利王

总、断指者总是印象深刻。这些在郑州地界生活的

人，他们生猛鲜艳、活蹦乱跳，把那片生活搅得沸腾

而多姿。但他们又是不配有更好命运的，却是试问：

谁配有更好的命运吗？

二、“三哥”的侠客梦

１９９６年我在《作品》杂志当编辑。是年，收到他
的《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马上就被吸引了。三哥

的形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送审很快通过，旋即刊

发。可见，面对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家都有共识。许

建平的写作一出手就可以用成熟、老辣、不凡来形

容，他好像没有稚嫩的练摊儿期。不久，我又陆续责

编了他另外几篇小说，都属质量上乘之作。“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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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非常有光彩。可以用诸如扶携幼弱、敢爱敢

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词汇来形容其秉性。他在

槐树街，仿若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而他的浪漫与

偏执、美德与迂阔的性格悖论，又如此发人深省。

许建平很会塑造人物，往往一个动作、表情、细

节，人物个性与命运便有说头、有来历了。他塑造了

不少人物，先说这篇小说里的“三哥”。

“三哥”其实是个无权无势的人，甚至可以说是

干着不法之事的无业游民。在第一人称“我”的叙

事里，“三哥”年方二十五六岁。他身材瘦高，有一

双女性般漂亮的眼睛，有又黑又浓的眉毛。他脸部

左腮上的那个刀疤，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年轻、英

俊，反倒是平添了男人的刚毅血性气质。“三哥”长

发披肩，这却又是艺术范儿男青年的气质。他总是

穿着一件国防绿的旧军装，这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

衣服。从外形上看，“三哥”气度不凡。

“三哥”高中毕业以后因为一桩官司耽误了上

山下乡，这让他滞留在城里、滞留在槐树街。他的父

母双亡，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名叫五妹的妹妹要照拂。

那么，他有什么经济来源，来支撑自己和妹妹活着？

小说没有仔细叙述这些情节，但通过写三哥因

贩卖销赃物品不时光顾局子，入狱出狱成家常便饭

这些细节，估计三哥干的是投机倒把等违法之事。

他也因这行当维持了兄妹俩的生活消费。三哥住在

父母留下的、偎着土城墙根儿搭建的平房小屋里，三

哥是个并不富裕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穷人。

可三哥却又不是等闲之辈。三哥用他的威望和

声誉，用他对一条街上良家少妇和幼弱之人的庇护，

在街坊邻居中增加着对世道人心的持久影响力。三

哥无权无势又无钱，他靠什么增加着持久的影响力

呢？他靠的是担当、不背叛，秉持公义，并在关键时

刻不惜抛洒一腔热血给你看。在他被抓的日子，三

哥在公安局从不供出任何人，所有的责任他一个人

担了。他出狱以后，自然是小兄弟们的敬重，好酒好

肉的伺候。

小说第一人称的“我”，和三哥的际遇也缘于一

场未发生的流血事件。

远在外地的父母给“我”买了一件新夹克，上学

当天就叫赖四看中了，硬是穿身上不脱，说是要穿一

段。扭打中赖四撂下一句话，晚上屋后城墙单练。

这单练指的是一对一“火?”。在等待晚上单练的

大半天时间里，“我”这个刚上初中的小嫩鸡仔，在

惶恐不安中度过。到了晚上，仍是揣了把菜刀以及

半盒香烟，头冒虚汗单枪匹马出了门，下决心一赌胜

败。等待自己的是赖四纠结了十几个小兄弟在那

儿，其中也包括三哥。三哥问是你自己一个人来吗？

答是我一个人。就这一问，三哥对这个不怵不怯的

小兄弟刮目相看。待细问周详，得知事情真相，三哥

不仅让赖四还了夹克，还特意请“我”吃了一顿便

饭。从此，“我”也成了三哥队伍里一个成员。

三哥孚众，便是不欺软怕硬，是秉持公道、伸张

正义。三哥的威望和影响力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三哥无权无势无钱，可他有唯一的权力，那就是生

命。他在危急关头，不怕流血不怕自残。这样的行

为够壮烈。当秋妹被三个小混混盯梢跟踪，她将苦

楚说给三哥听时，三哥当即出手帮忙。三哥让三人

先拿砖拍自己，三个砖头拍得三哥鲜血淋漓。这之

后，三哥可就不客气了，他拿砖分别往三个人的脑袋

上拍，三股血泉眼儿冒着，好不疹人。未了，三哥还

不忘拿些零钱让三个人到小诊所去包扎伤口。

正是这一次，三哥赢得秋妹的芳心，秋妹要铁了

心跟定这个拿命换信任的男人。

小说故事发生在１９７５年前后，是在中国改革开
放的前夜，社会呈现着混乱和失序状态，许多强梁之

人欺凌弱小无辜。人们在无奈中，选择民间的公道

人。那些不怕事，不惧危险、挺身而出去帮人救人的

好汉，成了人们的主心骨和民间英雄。

那时候的三哥，是槐树街上人们的依靠，靠他去

摆平很多事情。三哥靠的不是口舌，不是说理；他靠

的是拳头，是砸出个血窟窿给你看的那股子好勇斗

狠，他不是因自己受侮辱受损害而以恶制恶，他的好

勇斗狠，全因别人的信赖、依靠、夸赞。他认为没有

他出手主持公道，那不公不义之事就压在弱者头上，

他为别人而闯入险境。他因此成为槐树街上人们记

忆中的神话和传奇。

被人尊重和称赞，让三哥成为活着的骄傲与光

荣，他因此又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忠信仁义

侠道，就是为了一个脸面。脸面在他那里竟是如此

重要，它可以比生命重要。比方说，拿砖拍脑袋，如

果别人拍死了自己，或自己拍死了别人，这都是血

债、命案，在任何时候都要受到法律制裁。对于无权

无势的三哥和槐树街附近的平民百姓一定会是这样

的结局。三哥难道不知道吗？他知道，却明知不可

为偏要为之。这是三哥在圆自己的侠客梦。

侠客是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这样的人总是

白色衣袂飘飘于山崖或水湄。他们在月黑夜深之时

飞檐走壁，干着杀富济贫、除恶灭害的行径；他们总

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血性之人；他们总是恪守承

诺、重义轻生的侠气之人。

可以想象，在郑州老城根儿，三哥潜移默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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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这种古老的文化传承 。他的认知结构便是这

样，他是懵懂的，内心没有被理性照亮，也没有开始

现代性启蒙。因此他不会发问：若是路见不平拔刀

相助，你有几条生命去救活那承受不平的人？不平

让下层人气憋，有冤无处申。你拔刀相助了，于这个

人于你自己又有更好的出路吗？事情只能向更加一

团糟、不可收拾的厄运中走去。只有理性，才能呼吁

现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他也不会发问：若是重义轻生，一个连自己的生

命都轻易放弃的人，你还能指望他担起在世的责任

和义务吗？说起义，那是对父母的赡养尽孝，对妻儿

的看护抚慰，对朋友的扶携帮助，对社会的努力奉

献。这是真正的义，而不是一个莽撞之人为了旁人

的一个鼓噪随随便便就送了命。

三哥这个人身上，有着太多可解读的外延性、丰

富性。不可讳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

“三哥”这个人物是应该占有独特地位的。为什么

这么说呢？表面看，许建平似乎在用一个少年的视

角回望往昔，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文化的深层追问和

个人命运的自省。这是反思小说，不仅反思个人精

神价值的混沌无觉，也反思自以为从来如此的文化

浸润带来的乖张、怪诞和蒙蔽。

三哥想做一个侠客，从这里引出了我对中国历

史上有名的四大刺客的重新认识和梳理。

生活在郑州古城根儿下的三哥，他的文化基因

里边，仍有千年厚土层叠积淀，仍有古老遗风在亘古

之中的传递，三哥被浸润成执拗而幻想、迂阔而浪漫

的模样。他的行为准则仿佛是可歌可泣，却是经不

起推敲琢磨。往深处略作分析，就可以在他讲义节

的美德秉承中，在他深陷于影响力的威望感和道德

满足中，依旧是对权力的迷恋与崇拜。他喜欢摆平，

他相信有他在，事情就可以摆平。他一个无权无势

无钱之人，认为自己不怕流血不怕死，这种意志权力

和生命权力的舍得，可以吓倒别人、战胜一切。这是

非理性逻辑。但那时，三哥的确以拼死相较量，得到

了许多精神上的满足；他也曾被崇拜。虽然他可以

统帅的只有那些小兄弟，他的王国仅限于槐树街，出

了这块地界，他什么也不是；而他的臣民就是遭遇麻

烦把三哥夸得天花乱坠的人。但三哥已经很满足

了，他不知道他在上当受骗中被蒙蔽很久了。

许建平借助于三哥这个人物，分析其性格命运，

牵出其痼疾之源，将那春风不度、迟滞固守的文化环

境与人文个性，写的是入木三分。

三哥能干什么、能干成什么？三哥擅长摆平这

人伦关系的虚事，一旦涉及创造财富这些需要上手

的实操之事，他就蒙了。改革开放的初年，三哥那么

一个好脸面的人自然不甘示弱也走上前台。槐树街

上，三哥的酒店开张了，迎接他的将是什么？

三、“三哥”的经商梦

在槐树街是个响当当人物的三哥，在进入改革

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也要弄出些响声，他仍然要当个

为人称羡仰慕的主儿。一番筹措，他在槐树街开起

了第一家私营酒店，这真是一时间风光无两。

三哥依旧用他原先的江湖义气指挥酒店。他的

中午和晚上，是在陪熟人吃饭喝酒中度过，这当然不

用熟人花钱。有一般相识的人来酒店吃饭，临了要

结账，三哥用手挡回道：“咋啦，咋啦，想打我脸不

是。”那意思是说，你来我酒店吃饭是看得起我，你

若付款结账就是不给我面子。三哥有所不知，开酒

店，已经是走向市场经济，这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

律，要讲的是盈余、利润、赚钱；否则，一切就难以为

继。酒店一旦开业，从门面租金、装修花费、桌椅碗

筷、员工薪水、菜肴原料等等，都需要钱财进账。没

有收入、利润，何来经营，又何来发展。这是任何人

都明白的事，可三哥就是不明白。他依旧在用江湖

义气那一套看似很道德化的思维来行事。他所谓的

江湖义气，是前现代社会的“死本能”。遇事不怕流

血不怕死，一个不怕死的人，放到战争年代，他自然

是一条好汉，是一个有英雄秉质的人；但在和平年

代，一个人不怕死，这就不是什么为人称道的高风亮

节了。和平年代尤其进入现代性阶段，看护好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好好活着，给生存权利以最高的尊重

和礼遇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首先活着，然后要担

负伦理责任 。三哥不怕死的那一套已让人觉得匪

夷所思，他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做派也渐渐露出窘况。

三哥依旧沉浸在“摆平”的自我陶醉之中。三哥注

定是个悲剧人物。原先他所擅长的就是摆平人与人

之间的矛盾冲突，现在他发扬光大。当员工中间发

生不团结、相互龃龉时，他非常喜欢坐在那里进行循

循善诱的说服劝诫工作；他乐此不疲，员工为了让他

有事可干，于是不断制造麻烦和矛盾，他一次又一次

沉浸在开导、仲裁的角色里。三哥不懂酒店运营，也

不懂正常的管理机制，他不去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

制度。是的，他从来没有学会算计得失，而做生意必

须讲求算计得失。他终于走到酒店亏损破产的结

局。赖四和秋妹逼迫三哥赋闲，这才使酒店死而后

生。秋妹终于要离开他了。曾经，三哥因为不怕死，

替秋妹摆脱了流氓的纠缠，才获得美人的芳心，并且

以身相许。那时的三哥，在一片瓦砾之上，勇猛果

敢、济危解困，令女性倾心。秋妹顶着太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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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与他在一起。秋妹的父亲，那可是大名鼎鼎的

刑警队长江老秃。他怎么可能允准如花似玉的独生

女儿下嫁给一个不法分子、无赖之徒三哥？三哥有

他的一套，他在江老秃家门前硬是跪了三天三夜，真

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江老秃摆摆手，让女儿走了。

这曾经是槐树街上的传奇。

秋妹原来是真爱三哥。那时的秋妹觉得一个敢

为自己冒险流血的男人是大英雄，可以托付终身。

她真是好人家走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刑警队长，

是当时的现管，女儿也自然不会缺吃少穿。如此优

渥环境中的秋妹，不会及早预卜生活之艰辛，她也不

知未来的日子比树叶还稠。男人不仅要有仗剑天涯

的江湖气，还要有养家糊口、仕途经济的在世本领。

秋妹不管不顾，认定了三哥，非要跟了他。秋妹身上

仍然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倾向。

但生活终于显露出它本来的真实面目。

三哥原本的莽撞、不计生死，在过去会被看成值

得传唱的壮举；三哥原本不懂谋划，没有后继和可持

续性的率意，在过去被看作是放野豁达之嘉德懿行。

现在看，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曾经以为的潇洒、血

性，都只能远观而不可近前，近前了，并参与其中，自

己首先会被随性的飞刃砍伤，也同时会被如火的血

性焚烧成黑色灰烬。当秋妹指望三哥为她遮风避

雨、为她创造优渥的生活环境时，她的梦幻灭了。此

时，她看穿了生活真相和个性真实。此时的三哥在

秋妹眼里，不再是那个令她想起来就两眼放光、激情

难抑的男人；三哥在她眼里只是一个毛发颓损、衰老

肮脏的老熊。虽然三哥还不是太老。

曾经如此不堪的、跟在三哥屁股后边混混的赖

四，只是稍稍动了下脑筋下了些功夫就将酒店做活

了。秋妹并没有选择更远更高的人，只是眼前的赖

四让她感觉可以衣食无忧，让她感觉至少比一蹶不

振、又呆鹅一个的三哥有所指望，她跟了赖四。这不

能从道德上指斥批判秋妹。女人要养儿育女、本能

上的危机感、求安全感使她必然要选择可以给她解

决生计之虞的男人。秋妹决定要与三哥天涯海角

了。她坐飞机去了乌干达。

正是这最后一击，让三哥彻底崩溃了。他从此

再也没有可凭恃、可牵挂的了。连女儿圆圆也留不

住他。他做了一项决绝极端之举，一把火烧了酒店。

三哥也从此无影无踪。不知他是否一同葬身火海，

还是躲到哪里隐名埋姓。从此，槐树街上再也没有

三哥，也没有关于三哥的传奇。

小说最后，小黑孩早已长大，成为从事文化工作

的人。若干年的某一天他在如厕时，见到了一个在

公厕旁收费的酷似三哥的人。这人确凿应该是三

哥，左边脸上那道熟悉的刀疤不可能出错。三哥不

再是逞强斗勇、呼风唤雨的英雄。他守着公厕收费，

他的乐趣非常简单，抿几口二锅头，吃几口油纸包里

的猪头肉和羊杂碎。他面光油亮，已经发福。他们

终是没有相认。只要知道三哥仍活在人世就足够

了。

许建平塑造了一个代表底层、来自民间的典型

三哥。三哥身上有着许多可解读性。

三哥其实不是一个洒脱、好玩的人，而是一个沉

重、乏味的人。他不加思索地背驭着中国民间古老

承训，不加甄别地运用于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不

合时宜的侠客梦里，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

和生存真相。他蛰伏于胡同深处，是民间社会最低

位置的那个，他甚至可以说一无所有，却偏偏想要襄

助他人。他实在是毫无资源，只能拿自己的血和肉、

生与命来交换一声赞誉。三哥实在是幼稚，真有人

把你的脸面看成美德的丰碑吗？但在民间公义里，

在曲直不分的无望中，三哥的血性与暴烈，的确曾给

绝望中的人带来慰藉和指靠。

三哥打打杀杀的行径并不好玩，朝不虑夕的日

子并不有趣。他没有公子派头和纨绔子弟的俏皮调

侃，他总是眉峰紧蹙，每一步都仿佛在刀尖上过日

子。他不是王朔笔下类似顽主那样的人物。王朔在

《动物凶猛》《顽主》等小说中，曾塑造了一些欲望无

从发泄的青春期叛逆者的形象。但王朔写的是北京

部队大院里一群横冲直撞的优越之人，他们良好的

家庭背景，让他们可以任性而执拗的打架斗殴。他

们不用担心闯祸以后怎么办，家长有办法。十八岁

以后的男女都可以到部队大熔炉，当上令人人艳羡

的解放军。都说王朔 “一贫到底”，有语言生猛、叙

事鲜活的文风，他敢于撕破一向伪崇高的假面。

许建平笔下槐树街的青少年，不可能有王朔笔

下那些人的任性逍遥，这些城市平民子弟，没有任何

资本和资源。这些引车卖酱者流，是踽踽行走飞扬

尘土中的微芥，在民间社会的传统逻辑中趔趄地翻

卷腾挪，自以为可以置礼法秩序于不顾，能够秉持大

义纲常等公德。

可以说三哥也有理想，他的理想就是在舍弃中

彰扬一种强力意志。他以为自己可以作为强梁者存

在，凭强力意志和不惧械斗可以摆平世间不平之事。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底层民众怀揣了这种梦想，

以为可以这样去做。到头来莫不是一场痴想。

三哥甚至不是堂吉坷德似的人物。堂吉坷德挥

舞长矛，带着他的老马和一个仆人在世界闯荡，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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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碰壁而又不甘。他荒唐而执着，怪诞而自信，演绎

着悲喜交加的剧目。而三哥懵懂而迂阔的人生里，

总是错误判断着形势和个人能力，但他不甘心只成

为槐树街上的一片落叶随风飘散归于泥壤，他的荒

唐与悲壮，都是民间社会诸多人物类型的一种写实。

他不像西方小说和电影《教父》中的维克多。

维克多少年时代亲眼看见了父亲因得罪柯里昂村的

恶黑势力而惨遭杀害，其母其兄也难逃一死。维克

多躲开魔爪，从小的志向就是报仇，他成了意大利黑

手党老大，成为比恶还恶的人，成为以邪制邪的人，

他终于了了夙愿，但也从此走向非秩序、法外之地的

危险之路。三哥没有外部挤榨而生的复仇之心，他

没有受到威胁与伤害。几次进局子，肯定也与他做

了不法之事有关。三哥的梦想更超邈更辽阔，他欲

凭一己之力恢复江湖上的规矩旧制，他以狂傲不羁，

欲以撞开漆黑的虚无之幕，他想做逃逸日常樊篱的

奢侈之事。

三哥欲以捍卫的旧制，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和

哲学截然不同。儒家文化讲求妥协、隐忍的中庸之

道，推崇浸润和缓慢，有耐性拼或等到最后。儒家文

化讲求按下不表，在生命的每个节骨眼儿上学习反

躬自问，一日三省吾身。这里，不看重一池城之得

失，只是远虑未来远景。如果一个人表面看风光无

限，若是德不配位，因狂谵戾气而无警策，到头来危

险与厄运仍会追撵而来。

三哥怎么会想到这些远虑与筹划。他鄙夷实用

而庸俗的经验。他一把火烧了酒店，与其说是对赖

四和秋妹通奸的愤怒，不如说是他对自己无法进入

现代性社会的极度恐惧。他是注定没有出路和前途

的，他干不了任何实际之事。他没有文凭学历，但若

是凭他作为一个高中生的资质，努力勤奋重拾书本，

考个大学应该不成问题，至少可以上个电大或者大

专，但他不屑。三哥是那样坚决地要与文明、学养、

成功划清界限。比如当三哥得知与他厮混的小黑孩

考上了大学，三哥招呼众兄弟为小黑孩摆了最后一

次酒席，为的是从此一刀两断。三哥自甘于民间底

层，以不求上进、抵抗文明为盾牌，他与“混得好”的

人是泾渭分明的不同阵营中的人。

若干年过去，许建平情绪复杂、五味杂陈地写下

三哥，为一个城市平民叙事，他写下反思，也写下惋

惜与怀念，更写下延伸既广的文化隐喻与诠释。

混乱、失序的年月，要求人的强力意志，谁敢拼

死谁让人怵畏。和平的秩序年月，伦理要求紧迫而

肃严，人的理性判断将胜过强力意志。三哥却没有

及时调整改进，没有及时拨开船头以适应新形势的

发展要求。和平秩序年月，一个人面对的每一天每

一件事都需要判断。错误的判断会令一个人输掉手

中的存有；正确的判断可将不堪入目的乱麻拾掇整

理，进而织出夺目耀眼的锦缎。所谓穷人、可怜人，

除了天灾人祸等不可预测之不幸令人同情悲悯，其

他需要从自身查找原因。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甚至就连那些把身体弄得一团糟、不可收拾的所谓

病人，也不能完全听信他们推诿于外因的口实。总

认为不幸饶不过自己，总哀叹上天不公，这都是对自

我责任的放弃。你为什么不去从内在查找原因，这

里边要么是个人生活细节出了错，要么是认知观念

的昏聩。总之，这个不懂生命与身体是个有机整体

的人，偏于执念和妄论，连自己的身体都看顾不了，

这人的领会、悟性都是大打折扣的。

那么关于三哥，一个如此颓丧而无前途的人，他

不自救，那是任谁都救不了他的。他的绝路是咎由

自取。日后，他如果还能守着公厕收费，为自己寻一

口饭吃，还能活下去，已经很不错了。可他的活总是

显得那样的摇摇欲坠，如同槐树街老槐树上的叶片，

仿佛一阵风都可以将他吹向万丈深渊。

当年如此耀眼的三哥轰然倒塌了。这意味着民

间边缘人物欲以进入历史壮丽美学幻梦的破灭。

类似三哥这等民间人物的故事还在这个城市发

生，它以或悲或喜的命运形式继续。许建平仍然有

兴趣和笔力去叙写新的历史阶段人之为人的故事。

四、野蛮生长

许建平仍然将笔触伸向郑州，那里的男女老幼

总是牵动着他敏锐的神经。

看完他的《郑州谣言》，心头涌出一句话：平民

的野蛮生长与资本原始积累之原罪。

《郑州谣言》中的王胜利，仍然是从槐树街走出

来的一个平民子弟。他的父亲原来是人人艳羡的铁

路职工，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他因为娶了个乡下妻

子，又生了众多子女，生活窘迫中他干起了沿着铁路

四处爆玉米花的营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又加上本人的个性，王胜利从来都是一个不守规矩

的人，但他又是一个遵循民间道德有情有义的人。

他和一帮子小伙伴成了扒火车的“车厢帮”，按现在

的解释，这是一群问题少年，干的是沿铁路打架斗殴

扒车行窃的勾当。但他们不这样认为，反而觉得自

己犹如高古侠客，干着杀富济贫、开仓放粮的壮举。

他们在节日里杀回槐树街，把大包大包的冻鸡、冻

鱼、冻猪肉羊肉和时鲜水果蔬菜分发给每一户街坊。

要知道，在低标准时期，日常用品全都要凭票供应，

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若是可以得到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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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诱人的食物，而且不凭票、不花钱，人们明明知道

这是小混混们从火车皮装载的物品中偷来的，但也

顾不上那么多了。所谓“偷公家的不算偷”，于是，

积极的居委会主任烈属王大娘也参与分配，但她留

了一手，让领到的每户签名，以备日后追查。也正是

这个王主任，后来把王胜利送进了班房。王胜利坐

了将近三年牢，才被放出狱。许建平笔下的王胜利

们，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率先进入商海的那一类

人物典型。这些平民，生活在边缘的人，他们曾经被

作为流痞、渣滓看待。正是改革开放，重新制定了识

人用人标准，取消唯成分论，让以往被歧视的地富反

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成为人民群众一分子，他们在升

学、就业，甚至提干问题上都不再受阻、不再低人一

等；取消城乡户籍的限制，让农村人不再是低人一等

的贱民，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于大中小各个城市

打工或经商，凭本事吃饭。而那些曾经有过污点被

打入另册的人，只要不再违反法律，并洗心革面重新

做人，完全可以享有国家公民待遇。正是这批人，其

中有不少成为第一批下海闯世界的人，王胜利就是

其中一员。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流行一句话叫“英

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敢闯肯干，在某个行业、领域

做出实绩，你就是响当当的能人、强人。

像王胜利们，他们原本就是一无所有，因此也就

不怕失去什么。多年来他们在贫困、屈辱的底层挣

扎，眼下，有机会让他们施展拳脚，可以赚钱盈利，改

变从前的卑微命运，何乐而不为？他们不会瞻前顾

后。那些在体制内混得不错的人，一般不想打破惯

有的秩序和日常安定。进入新的冒险和闯荡兴许还

会改变现状，至少不会比以前更差。从秉资上来说，

这都是些不怕事、不怕输的人，也因此，在那个特殊

的历史阶段，可以挖到第一桶金的，反倒多是不按常

理出牌的弄潮儿。

许建平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很少掉书袋子，他总

是用浓郁的烟火味儿，笔致带着市井的活力与俗常，

民间的不羁与犯规，去叙写时代生活中人物的性格

秉质与命运嬗变。他在为郑州钩沉一段记忆，记忆

它如何从内陆省会成为目前中国中部地区翘楚、现

代商都的艰辛历程。他更主要是在写人的演变，写

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如何从横冲直撞、趔趔趄趄而迈向

现代性门槛的。在这一行进过程中，有的人跟上了时

代前进的步伐，有的人遭遇淘汰的无情结局。许建平

记叙了这段喜忧参半的历程，他笔下的人物犹如活化

石，是我们检索那段历史时的重要依据。

野蛮生长中的王胜利什么都干过。从王板凳、

王像章、王签证的称谓，足可以看出他犯忌越界的出

格行为。小说从他开办“白云苍狗烧烤不夜城”写

起。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事，从为饮食城取名、

改名，到王胜利一路折腾直至开业，“我”一直是旁

观者。

王胜利进入商界，如同三哥一样仍然是开办餐

饮。民以食为天嘛。也可能是过去饿怕了，一放开，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餐饮业这个单一经营模式。曾几

何时，这个城市的上空，飘散着浓郁的佳肴美食烹调

烤煮刺激味蕾的熏香气流。

王胜利兴致勃勃要办一家规模颇大的“白云苍

狗烧烤不夜城”。但是，小说里同时燃烧的三场大

火———天然商厦、西苑烧麦城、《伊人生活》编辑部

一座小楼相继起火，让迷信的王胜利对“烧烤”二字

忌讳起来。

王胜利又让“我”想着改名，避开一切关于火的

联想与牵涉。果然，烧烤改为“涮烤”，有火又有水。

水能扑灭火，于是“白云苍狗涮烤不夜城”顺利开张

了。他的餐饮业究竟能够走多远？不知道。

内陆省会郑州，比较岭南与江浙地区，经商传统

不浓。商贾经验不足的河南，在改革开放初年，将走

一条更加不平静也是不平凡的探索之路。这条路上

走来的是些什么人，能走多远，许建平在不动声色的

叙事中，都埋下了伏笔。

来自槐树街的王胜利胆大、侠义，他自己虽然所

受教育有限，但对文化知识充满敬重，也对禁忌迷信

充满敬畏。他大大咧咧，有时涮嘴皮子；他豪爽，喜

结朋友，结交的又多是喝高时的酒肉朋友；他是民间

社会的典型人物，灵魂粗粝、经历复杂。他有过监狱

生活的经历，柔韧与痞气共存。他不守规范，不按常

理出牌，这才使他比一般守成者多了胆识，在野蛮生

长的年月，敢于一试身手。

小说写到王胜利的不夜城开张为止，没有写他

如何经营。许建平在铺垫一个即将登上时代舞台的

上场人物。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月，各色人物

纷纷亮相，他们的个性与做派悉数呈现，他们的走向

与命运也是各有定数。

王胜利的言语行为真让人替他捏一把汗。他太

咋呼，完全不是闷声发大财的模样。他很聪明，但他

过去把聪明用在作假上，为人办理仿真的出国护照，

居然可以以假乱真、蒙混过关。日后他进入经营领

域，若还是依这种思维行事，那可就差矣。

槐树街上的人都不甘寂寞。三哥初涉商海，不

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总之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王

胜利王总，也让人揪心。瞧他那做派，日常和娱乐就

是喝酒、捏背、算命。他还在依以往的惯性思维行

·７·



事，尚未看出他的改变，看不出他给自己定的大志

向、大筹划、大格局。他是第一代下海者某种类型的

写照。那时，无论尊卑贵贱、穷富高下，大家都行动

起来了。兴许，他会有一段时间的成功，但他有后续

性强韧之力吗？

中国的改革开放，尝试着进入市场，正是在不断

试验与纠错中。这里有骗局、歧路，也有机遇与成

功。而机遇与成功正是由竞争与淘汰而来。

王胜利的形象塑造，体现着许建平不臧否只呈

现，不批判只警策的春秋笔法。他本身就站在低处，

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体恤亲情，却又勘察人性，将大

时代中小人物的秉质、命运写得活灵活现。

每个有创造能力的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生存地

理位置。许建平借助于槐树街，他掀开平房屋顶油

毛毡的覆盖，透过树隙间昏黄的光影，捕捉着那个街

衢的浮生众相。这些无名之辈，因文学的叙事，被历

史所收辑。

五、平民的粗暴与哀愁

我阅读完许建平的另一中篇《槐树街上没有

树》以后，心情十分复杂。这里，有槐树街一桩桩死

亡的报告，这要有多么粗粝而坚韧的灵魂，才能续写

民间残忍而暴虐的生存真相。

《槐树街上没有树》由《舌头》《脸面》《哭灵》三

个章节构成，它们可以独立成篇，又有内在关联，合

辑起来是一完整中篇。

先说《舌头》。简要梗概是这样的：槐树街居委

会刘主任欲将自己乡下老家、早已出了五服的远房

侄女红姑娘介绍给革命残疾军人老宋。老宋不知在

哪场战争中掉了一条腿，剩下另外半条腿。老宋在

街边靠给人修鞋为生。就是这样条件的老宋也是香

饽饽，农村户口的女子嫁了他，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

了。谁知，刘主任的儿子刘东方与饱满红润的红姑

娘却是对了眼。两个青春洋漾的男女半夜爬到平房

屋顶学习切磋接吻的技艺。不想被查夜的刘主任一

道手电筒强光照见原形。刘主任哭骂狂吼，以为丢

了八辈子人，他一头栽地，突发脑出血身亡。儿子与

红姑娘双双坠地，刘东方含着红姑娘的舌头未松嘴，

情急之下，他将红姑娘的舌头吞进去了。本来是正

常的男女相恋的事情，放到那个年月，刘东方却因破

坏军婚被判三年徒刑。根本没结婚，哪来的军婚，就

是因为老宋与红姑娘相过亲了。红姑娘决定等刘东

方出狱，三年来她靠给人拆拆洗洗谋生。

终于等来了释放出狱的刘东方。红姑娘早已粉

刷墙壁，糊裱好雪白的顶棚盼郎归。两人偎床依揽

一起。刘东方抬头，却见雪白顶棚上有三块痰渍一

样的东西，他起着莫名疑心，突然变态似的将一个钟

表朝红姑娘砸去。是监禁生活导致他这样吗？他冲

出门外。卑微惊恐中的红姑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

么，她也不知那类似痰渍的东西是怎么跑到顶棚上

的。她试着向上吐，试着寻找缘由。她吐着、呕着、

咳着，后来气绝身亡。

对这一章节，我先不做分析，接着再看看《哭

灵》里的老韩，老韩也是一个要脸面的人。他是从旧

社会走过来的伪满人员，平时受到歧视。他的独女

上山下乡当了知青，却未婚先孕。这在当时是丢人

现眼的丑闻。

怀了身孕的女人母爱爆棚，她对所有的孩子都

充满怜爱，即使是那些拿沙包往她肚子上击打的狼

孩子，她也不生责备，反而和他们一起玩耍。那游戏

如此残忍。那小小年纪的孩子之行为如此暴力，让

人不寒而栗。更让人不堪目睹的是老韩经过这里，

他飞起一脚向自己亲闺女隆起的肚皮踢去，闺女当

即流血满地，昏死过去。

男人们真道德啊。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脸面，

不能丢面子。为了脸面，臭丫将自己无辜的、也是受

害者的妻子杀死了。当他拿刀砍下去的刹那，他没

有痴疯，没有精神病发作，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妻子脏

了，丢他颜面了，为此，他把她杀了。老韩自己作为

黑五类早就受人歧视，可他为了那脸面朝自己女儿

踢去。他可能会治她于死命，难道他想不到？男人

通过道德依据轻而易举完成了杀戮。读到此处，心

惊搐收紧，无比哀恸，为那女人们卑微而短暂的生命

而哭。

《哭灵》仍然在继续着槐树街人命运的演续。

老韩闺女流产以后疯了。她被民警老左用自行

车驮回她的家。老左是这里的片警，照顾关心街坊

四邻是他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不久，老韩闺女又怀

孕了，不知父亲是谁。她口口声声说自己的男朋友

是高层某某某。谁都知道她是花痴，痴魔了。她生

下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不知是怎么活下来的。男

孩儿平时受人欺负，却不哭。有一天他被人往嘴里

塞盐无法说话。男孩儿从此失踪。有传言说男孩儿

是民警老左的。老左只有乡下三个闺女，现在把男

孩儿送回老家了。老韩闺女又有了新营生，靠给人

哭灵度日子。她总是哭得彻心彻肺。

老左死了，街坊们感念他生前的好，决定办一场

哭灵以祭奠他。老韩闺女职业性为老左哭灵，哭得

是天地垂泪。正哭着，一个青年男子暗中起身将她

嘴里塞满了盐。老韩闺女从此哭灵生涯结束。据

说，这个青年男子正是当年送往老家的男孩儿，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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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聪颖，已大学毕业，并发誓做官。

我不厌其烦地复述了此篇小说的梗概，常觉笔

端滞重，心情压抑，寒气袭骨。

许建平不动声色却又神思严峻地进入身临其境

的民间叙事。他的小说给人的裨益和延伸性思考就

是：他不仅在摹状生存的原生态，他对人性本质和道

德文化有着清醒的反思，并在沉稳结实的叙述中做

着批判。许建平尤其怀着人道主义和人文立场，对

民间卑微而又屈辱的女性寄寓着深切的同情。

可怜的女人红姑娘，她是那么生性?惶，那么畏

惧刘东方。她因害怕误解而窒息身亡。

那个老韩的闺女，她甚至是没有姓名的。她未

婚先孕，从没暴露过侵犯她身体的男人，宁愿自己受

着凌辱。她用痴疯挡住了屈辱与死亡的催逼。

许建平在反思男人，反思男权政治和人性之恶。

男人要脸面，不惜逼女人去死。凡事男人可以做，女

人不可以做。女人即使是被侮辱着，男人也让她以

死平息社会舆论。男人这种思维和举动，自以为是

天经地义，从来是对的。果真是这样，从来如此就从

来是对的吗？男人不反思，灵魂扭曲，个性畸态，凡

事都是女人的错，这种认知与秉性会让他们成为一

个可怕的物种。文学的本质就在于一点点开启反思

之门，直指人心，为一个充满善与爱的社会到来而努

力。

实际上，挥舞堂而皇之道德大棒的，不仅戕杀女

人，也同样谋杀男人。

然后，我又读许建平的小说《老蕊》，看得惊魂

乱魄。女人老蕊是槐树街上的一个理发师。她的香

胰子香脂，她的摩挲剃头洗面，都是槐树街上人的一

享受去处。她来历不明，有人说她旧社会曾当过妓

女，老蕊不争不辩，她仍然待人良善、义气。“我”堂

哥清河，成分高，在乡下受白眼，于今逃婚来到槐树

街。他到老蕊那儿理发。他进入缥缈的幻觉。清河

堂哥听老蕊唱样板戏，跟着听，犹如“迷弟”。他上

街捡大字报废纸，六麻袋可以换二块钱，这样可以买

胖大海，让油烟嗓儿的老蕊喝了润喉。不知不觉中，

５０岁的老蕊和２０岁的我堂哥相互取暖有了私情。
人们捉奸在床。人们把两个人挂牌游街。这是

发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的事情，人们的道德觉悟
高，谁不道德了就被游街示众。堂哥清河喝敌敌畏

死了。

小说从“我”去临终医院看望９０多岁的老蕊写
起，采取夹叙夹忆手法。油灯将近的老蕊对“我”

说，你哥来到世上，短短生命只经历过我一个女人。

老蕊拿出她积攒的三千元钱和一个金项链，要“我”

逢着初三、清明、十月一找到清河的埋葬地———上

坟，烧纸送钱。临了，老蕊还嘱咐我也到奶奶坟上烧

个纸，原谅她给她老人家找麻烦了。老蕊没什么对

不住我奶奶的，却是我奶奶对不起老蕊，在游街示众

时，我奶奶对老蕊和堂哥的一顿责骂，或许是间接中

逼死了堂哥。老蕊不计较别人对她的不仁，她始终

以大度之义待之。

若是环境扭曲，人内里的恶会被激发、善会被掩

匿；若是生存环境健康，人内在的善就会彰扬，恶会

被制止。平民百姓的道德能力和水平是无从考验

的，被利用的道德让人心冷漠如石头，冰冷而黑色。

当然，也不必那么悲观。民间仍有正直与善良

的秉持，即使它以执拗而荒诞的形式存在。

六、血腥的尊严

许建平的小说《文先生》，写“槐树街中学”的一

位老师。

一开篇写的就是“我”去看刑满释放的文老师。

文先生已放出来多日，目前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把

离婚证书复印件分散张贴，似乎想要昭告天下他终

于离婚的事实。故事从１９７５年开始。
文先生与妻子林文老师是美满的一对，他们的

情爱当时让多少人羡慕。妻子即将生育第三个孩

子，有些不顺，需剖宫产。文先生可以与主刀医生讨

论竖剖还是横剖的问题。正是这次文明的交谈，让

主刀医生认定知书达礼的文先生是他完成计生结扎

指标的合适人选。文先生结扎了，手术有些失败。

文先生不仅丧失了生育能力，同时也成了一个丧失

性功能的男人。他佝偻着腰，从一个儒雅翩翩的有

风度的男人变成恹恹病夫。

他在学校却是例外地得到了照顾，唯有他可以

坐着给学生上课。人们窃窃私语，说这一切缘于学

校工宣队负责人王师傅对他的关照，王师傅之所以

关照文先生，是因为林老师。王师傅的家属在农村，

属于一头沉，业余时间，他干活，也与男生打篮球，似

乎在发泄剩余精力。他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汗，林老

师拎了热水帮他，问他凉不凉、热不热。他们是自愿

地走到了一起，有了私情。林老师为王师傅饱满紧

致的男性身体吸引，王师傅为林老师的女性温柔气

质沉迷。

文明的文先生向工宣队王师傅讨要一份离婚证

明。未果。

不知是否由文先生导演了一次捉奸剧目。要脸

面的王师傅竟然服毒自杀了。文先生并不想要这样

的结局，他只是想以一种“兵谏”的极端行为，让王

师傅给他开一张离婚介绍信，这也是他为维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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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尊严所做的抗争。王师傅之死，让文先生以破

坏教育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 １３年徒刑。
文先生出狱了，完成离婚这件大事了，他认为自己终

于赢回了尊严。

许建平没有写任何人的不好。文先生成了结扎

的受害者，他和林老师之间有了不为外人知的生理

苦恼。王师傅和林老师之间，皆因春光太明媚、身体

太旺盛。王师傅太笃诚，为了这次败露私情，却不惜

以自杀谢罪。

你完全可以说王师傅可以选择不去招惹林老

师，即使林老师主动传递强烈的诱惑也佯装不知，这

样他就可以逃离悲剧的结局。你也可以说，王师傅

可以选择不自杀，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他却把脸

面看得比性命还金贵。开始迈出那一步时，已触犯

道德脸面，事后却又为什么那么看重？

文先生那么善良、惹人同情，可他分明又间接地

逼死了王师傅。可他又为什么不能去维护自己作为

一个男人的尊严？生活中若全是筹划得当，人们全

都理性判断，就不会有那么多悲欢离合命运故事的

讲述了。

《断指》这篇，讲述了另一个命运。

小说的主人公也叫胜利。那个年月，叫胜利的

太普遍了。胜利是“我”初中同学，他约我有重要事

聊一聊。原来他摊上大事了。他儿子在学校遭遇欺

凌，他亲眼见到那个施暴的小子拿一把塑料水枪往

儿子的屁眼儿里灌水，作为一个父亲，本能愤怒之

下，一把撕裂了那个小子的耳朵。却不知，这欺负人

的孩子有黑社会背景，名叫牛小辫，江湖称为“三老

板”的人的儿子。这下还了得。三老板派手下人找

到胜利，答应可以私了，但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十

天之内送三万元钱，二是送去一根右手食指。胜利

作为转业兵到国棉六厂工作，后来成了下岗工人，他

哪里能拿出三万块钱？“我”宽慰胜利，给他出主意

说可以选择报案，胜利不同意。“我”又劝他和儿子

到外地躲避一下，他又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对

这些主意胜利听不进去，说道上的人说到就会做到。

胜利已经被恐惧攫住了。他想了断这担惊受怕的日

子。他未等到三老板等人被抓服刑，在规定时间的

最后期限，他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剁了。不能想象胜

利经历着怎样复杂、艰难的思想斗争。当他举起刀

将自己的右手食指剁下来时，那是怎样的疼痛难熬；

他该怎样从案几上捡了这根手指，并用白布包起来；

他怎样拿着断指赶到三老板租住的酒店。到了酒

店，却发现房门关紧，原来，三天前三老板及其手下

全跑光了。接着就是三老板被抓的消息在报纸上公

布于众。

最后，当“我”见到胜利时，胜利右手吊着绷带，

他脸上却无沮丧只有平静。他说出这番话：“他们

也不是真的想要我的手指头。一根手指头不当吃，

又不当喝，要它干啥？但我这回偏偏就是要跟他们

兑一个做人的秉气。”

胜利马上就使出了“精神胜利法”。他剁了自

己一根手指，证明自己信守了承诺，兑了一回做人的

秉气，他对自己下手狠，在嘴皮子上过瘾，让他释然；

而当初为何引起的事端，早已被暗中转移了注意力。

有的人说了，这里是耀武扬威的牛小辫也是富

人的三老板对无权无势的下岗穷人胜利的欺负。如

果一定要按这种阶级层面划分，就会把里边应该反

省的问题扭转了方向。应该说，三老板也是从穷人

的阵营走出来的。他混的强势，便以为他可以随便

吓唬欺负别人。他的儿子也在这种言传身教下小小

年纪就成为校园暴力的施虐者。

话说穷人，这不是一个应该遭贬的阶级，也不应

该是个不加甄别就给以价值首肯的阶级，穷人只是

一种生存情态的暂时归名。在一个健康、正常的机

会社会，每个人通过努力劳动，都可以从贫穷转成富

裕；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偷懒怠惰，也可能由富变贫。

当然，如果那些老弱病残确实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了，

政府和社会机构理应给予看管护养，这也是公民应

该享有的社会保障。

那么，穷人中间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令人揪心

的事情发生？

应该说，不幸并不是穷人的专利，我们每个人随

时都会遭遇不幸，无论贫弱贵胄；死亡也并不是穷人

的专属，无论引车卖浆者，还是帝王将相家，都可能

随时会被死亡覆盖。在人类所有的公平公正面前，

唯死亡最为公平公正。

但现实中又真是贫贱之人百事哀。穷人和富人

在思维方式和行事标准方面，肯定有所不同。每个

人每一天都面临抉择，判断力拷人一辈子，理性判断

力缺失，会处处遇到陷阱。不愿接受知识更新，耽于

浮浅之事，人会日益变得狭隘与昏暝，他将简单问题

复杂化，他捡拾垃圾丢弃鲜花。事情变得一发而不

可收时，他归咎于命不好，因此，他成了不幸的穷人。

许建平就是这样深入穷人的内核，不偏袒其弱

点，不讳忌其恶习，也不隐匿其高侠之气，从而写出

他对民间、对穷人的独特认知。

七、民间叙事的意义

许建平的小说给评论家的解读造成一定难度。

譬如我，虽不是评论家，但在很早的时候当他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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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阅读过他的小说，也写下不少阅读札记，对他的

作品，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又拿不准该怎么说得

深入、潜进内核，因此就一直延宕着，未结构出完整

的文字。我由此也发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凡是难以

归类的有难度的写作，人们心中敬佩，却找不到现成

的术语评说，于是就会先放下再说。这不是冷落，而

是面对挑战时的踟蹰乃至慎重。许建平写的是什么

题材？比较而言，他写的是城市题材。可他的城市

题材不像王安忆，王安忆擅长写流光溢彩的上海，写

那些有家世背景的人物；也不像王朔，王朔写的是有

权力背景的京城大少，他们是被罩着、有退路、可以

任性泼皮的大院子弟。许建平写的是什么人呢？是

那些城市底层的平民，老门老户，他们像古城墙边的

野草一样，柔韧而又粗粝；他们秉持传统，却又受制

于传统；他们的日子有成有败，他们的命运起伏无

定。这些边缘地带的普通民众，谁能描摹他们生命

的真相？

许建平不大在意当下潮流与观念，他的目光总会

掠过城市那高楼广厦的精英人士，掠过那闯劲十足的

白领中坚。他兀自走在古城的草丛间，走在槐树下的

荫道；他眺望平房屋檐窗内的昏黄灯盏，知道那里的

淳朴厚道，也明白那里的阴影反常。他望着熟悉的黝

黑粗粝的面庞，写下歌哭长叹，记叙那底层中人无边

的浪漫遐想，以及被命运无情箭矢击穿的痛怆。

有段时间大家在讨论底层叙事。凡叙写农民进

城打工的被冠以这种命名，好像打工文学就是底层

叙事，底层叙事就是在诉说农民工进城以后所遭受

种种的苦，诉说他们住所拥挤、厂房嘈杂、劳动强度

高，待遇福利低的不幸。总之，底层叙事带着无产者

天然的道德优越，成为支持农民工向老板、向这座打

工的城市进行清算的观念托举、文字凭证。

真正论及起来，许建平的小说好像更接近底层

叙事。他对那沉闷的煎熬和窘迫中挣扎的底层，充

满牵挂；他熟谙那街道、旧屋、老槐的每一寸纹理和

肌肤，他熟悉这里人们的每一个表情和叹息。他写

了记忆中的人与事，那从容练达的感受，哀而不怨的

彷徨，隐而不发的揭示，都带着宽宥和清醒。他笔下

的底层与穷人那诚恳而又茫然的表情，令人愀然。

许建平的语言平实而高蹈，日常而诗意，超出了底层

叙事的规范；他的民间叙事带有更加斑驳陆离的内

容，他的挖掘与陈述更具有多重可解读性。

河南作家一向以农村题材创作为重中之重。许

建平独出机杼，表现着都市的民间生态与心态，是对

河南文学创作题材的丰富与补充。许建平本人低

抑、谦卑，凡事淡泊虚无，有沉郁深邃的内心，宽阔辽

远的胸怀。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得有多么重要，

他只是对文学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其他都不是自己

要考虑的。我再一次理解了凡是关心命运的人从来

都不骄傲，关注命运的作品从不陈旧的道理。许建

平这种雅醇的文学品质，使他的小说经得起搁放，什

么时候拿起来阅读都不觉过时。

如果一个人的作品时隔经年，仍然有那窖藏老

酒般的厚醇香冽，这作品至少可以称得上是耐得住

咀嚼品评的佳作，许建平的小说正是具有这种质地。

多少年过去了，拂去落在书页上的土屑，我们仍看到

那一行行文字炽热夺目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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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心理学对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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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批评应生态危机而发生、发展。在生态批评研究中，人们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视
域，从文化、伦理、性别、种族、地域等视角展开深入研究，构筑生态批评跨学科性质的研究范式，体现

其“外向”特征。但因突显“外向”而疏漏“内向”的深层发现，不免缺憾。生态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

学科，注重将人的心理及行为归置到文化观念、人性欲望、社会持续发展甚至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的

根底加以研究，以此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除路径。生态心理学的发展为生态批评研究走向深入

提供了一个内向视角，启示生态批评研究还要深入到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之中加以呈示，以此深

化、拓展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生态批评；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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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批评形式，是因生态
危机的时代背景而发生、发展的。在生态批评实践

中，其空间也不断得到拓展，从最初借鉴生态学的基

本原理、方法揭示文学中人与自然已然与应然的关

系，到近年来人们更多注重从文化、伦理、哲学甚至

性别、种族、地域等方面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此

警示人们在观念层面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反思人与

自然相处中的过失并进行校偏、归正，以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愿景，然而，在此过程中却缺失人的心

理向度。戈尔（Ａｌ．Ｇｏｒｅ）就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的
“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１］。这里所说的内在危机，

亦即是人的心理危机。随着生态心理学的兴起，特

别是到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生态心理学发展到新的阶
段，即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阶段，人们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心理原因。作为具有跨文

化、跨学科特性的生态批评，必将受到生态心理学

的启示，以此推进生态批评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

拓展。

一、反思与建构：面向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

生态心理学的诞生，缘于人们对心理学科的反

思，体现了心理学科内在发展的逻辑和对现实关切

的鲜明指向。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家

通常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实验室的实

证研究、分析研究，而忽视现实情境和自然环境的参

与。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这种心理研究的信度和效

度越来越受到人们质疑，而现代生态学的兴起正切

合心理学学科改造的需要，为心理学的突破提供了

新的思路。基于此，１９４０年代以来，心理学家就开
始有意识地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心理学的研

究，从而推进心理学研究的生态转向。格式塔心理

学家勒温（ＫｕｒｔＬｅｗｉｎ）在 １９４４年《心理生态学》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一文中提出“心理生态学”概
念，可看做生态心理学的最初萌发。生态心理学另

一先驱布伦斯维克（Ｅ．Ｂｒｕｎｓｗｉｋ）也认为，心理学是
研究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并提出“生态

效度”（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的概念。后来，很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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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受到他们生态心理学思想的启发，不断确立和

完善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式。随着生态危机的加

剧，到１９９０年代，他们开始从心理学角度探索生态
危机的原因，由此生态心理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也称

为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２］

温特（Ｄ．Ｄ．Ｗｉｎｔｅｒ）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
生态心理学家之一。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

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出现了偏差，她指出：“我们正

在接近地球所能承受的生物极限，导致这一结果的

原因在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所倡导的一系列观念正

刺激我们滥用自然。”［３］２９温特对生态危机的揭示直

击西方文化根源。西方文化深受二元论哲学影响，

确证了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对自然进

行无度索取、大肆掠夺和自身贪婪消费也就理所当

然，其结果必然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引发生态危机。

因此，她倡导的生态心理学是“在物理的、政治的与

精神的联系中研究人类的经验与行为，其目的是为

了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３］２８３。她认为，生

态心理学要加强人类文化观念的改造，要注重自然

环境、社会发展与人类的精神文化之间的联系，以此

研究人类的心理及行为，促进人与自然协同、和谐发

展，推动人类社会有序、持续进步。

温特从文化改造角度试图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

态危机问题，另一位美国生态心理学家霍华德（Ｇ．
Ｓ．Ｈｏｗａｒｄ）则从人性的角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
并以此提出解决人类所面临危机的路径。他认为，

气候日益变暖、物种不断灭绝、环境持续恶化、资源

逐渐枯竭等生态灾难，根源是人口不断膨胀、物质消

费超出地球承载限度而致，其背后折射的是人性危

机，是贪婪、无度的人性驱使人类为了自身的欲望和

私利过度掠夺自然、开发利用自然造成的。为此，生

态危机的解除也就在于人性的重建。他指出：“我

们必须密切关注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反思我们自

身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并进行具有建设性改变

的探索，这些行为的改变将会促进我们与地球之间

形成更具和谐的人性。”［４］１他认为，只有改变人类

贪婪、自私的人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才得以形成，生

态环境问题才得以解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

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五条原则，即：保护、循

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与修复、人口控制。［４］４０这五条

原则的基本出发点都在于扼制人性中贪婪的欲望，在

满足人类生存需求限度内节约能源、减少消费、控制

人口、循环再生，推进环境保护，最终实现人类可持续

发展。霍华德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归因于人性，生

态危机的解决也就在于人性的改造，他试图从人与自

然在对立中形成的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满足自身欲

望的人性，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互利、协同相处的人

性，形成尊重自然、注重节约、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等

观念和行为，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有序发展。

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与温特、霍华德揭示生态

危机根源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扎克（Ｔ．Ｒｏｓｚａｋ）。
他认为，生态危机源于人的精神危机，是人的精神危

机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人的精神危机是人的心理与

生态环境之间隔离和疏远导致的。因此，在他看来，

“生态心理学”就是为了弥合人的心理与自然之间

的裂隙，要“跨越心理学和生态学之间长期的、历史

性的文化隔离”［５］１４。那么如何消除生态危机、弥合

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呢？他认为人与自然的疏离，

是因为人类生态无意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受到
压抑所致，解决方法就要唤醒生态无意识，重构生态

自我（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ｇｏ）。“生态无意识”“生态自我”，
也就构成了罗扎克生态心理学思想的两个核心概

念。罗扎克的“生态无意识”，是借用荣格的“集体

潜意识”而来，他说：“集体潜意识在其最深层的层

面上，蕴含着我们被压抑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

是我们自身对自然表露出来的稳定的类似于心灵的

自我意识反映。”［５］３０２在他看来，荣格的集体潜意识

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在精神上、情感上的天然联

系，是我们人类心灵的母体。他还进一步论及生态

无意识，指出：“在一定程度上，生态无意识表征的

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宇宙进化的活的记录，可追溯

到遥远的时间史的初始状态。”［５］３０５因此，生态无意

识则是指在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在与自然交互相

处中，沉积在人的心理最深层的与自然相联系的部

分。为此，生态危机的解决就要唤醒人与自然间的

天然情感联结，重构自我，即生态自我，并依此促进

人的精神完满及心理健康发展。他的“生态自我”

概念，是指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不断向自然延伸、自

然又参与到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建构，从而形成人

类个体与自然世界融为一体的自我，即生态自我。

综上可知，生态心理学研究引入了生态学的基

本原理与方法，其研究视域突破了原有心理学的藩

篱，而将人的心理、行为置入人与自然关系之中，以

此探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为生态危机的解除寻找

出路。而生态心理学在探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

方案时，与生态批评的内涵揭示及建构具有内在的

耦合性，又为生态批评的深化与拓展提供支持。

二、可能与拓展：生态心理学介入文学生态批评

的探索

生态心理学源于学科反思而诞生，又随着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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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日益严峻不断推进。学者们立足于心理学，

从社会、文化、精神层面等更广阔的领域揭示生态危

机的根源及解救路径。然而，生态心理学的发展，特

别是因生态危机而兴起的生态心理学，又为文学生

态批评走向深入与空间拓展提供了可能，也为文学

的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一）生态心理学介入文学生态批评的可能

面对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不同领域的专家、学

者都从自身研究视野进行反思，以此解除人类所面

临的生态困境，生态心理学家则深入人的心理世界

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注重将

人的心理及行为归置到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以及人

性欲望、社会持续发展等视角下进行考查，甚至深入

人的精神世界的根底之中，去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

及解除路径。然而，文学的生态批评在其旨归上与

生态心理学具有内在同一性，同样立足生态学的原

理、方法，聚焦人与自然关系，从文化领域、精神世界、

哲学层面等对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揭示，因此，

生态心理学介入生态批评也就成为可能。

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温特从文化改造角度出

发，将人的心理、行为归结到物理环境、精神层面以

及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解决人类所

面临的环境问题。他认为，现存的西方文化是不可

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产生就是在人们不

可持续的文化观念驱使下对环境的不当行为所致，

而人的行为又与心理密切相关，因此，心理学家要参

与到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去，承担起重构可持续性的

文化责任，推进环境问题的解决。霍华德则从人性

层面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由于人口膨胀、

消费过度导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但其根本原因是

贪婪、盲目、自私的人性所致。因此，他主张要进行

人性改造，在人与自然承载力之间达成平衡与适度，

从而形成人的行为体现生态合理性的人性观。而罗

扎克则借鉴荣格集体潜意识概念，提出了生态无意

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的概念，认为在人类社会
发展过程中，生态无意识观念受到压抑，只有解除现

代文明造成的对生态无意识的压制，唤醒潜藏在人

类心底的生态无意识，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天然情

感联结，形成人与自然友好相处。

还有一些生态心理学家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

人的心理健康角度研究生态心理学。奥斯卡普·斯

图尔特（Ｏ．Ｓｔｕａｒｔ）曾于２０００年５月在《美国心理学
家》杂志上组织系列文章，专门论述生态危机对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社会面向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正处于危险之中，其原因则是人

类自身行为造成的，而心理学家在促进人类不当行

为的改变方面需要承担应有责任。同时生态心理学

家还非常关注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揭示出生态环境

对人的心理治疗价值。罗扎克就认为，面对生态危

机，治愈地球与治愈人的心理是一个统一有机的过

程，心理危机引发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加剧心理危

机，根源在于两者之间的隔离与割裂，因此，生态心

理学对人的心理疗法与其他心理学的一般疗法不

同，“生态心理学则希望治愈人与自然环境的基本

疏离感”［５］３２０，以期唤醒生态无意识中人的心理与环

境之间的互惠互利感，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从

而治愈人的心理问题。其中，他们非常重视荒野

（ｗｉｌｄｎｅｓｓ）的心理治疗价值，认为荒野能够纾解人的
心理压力，促进人的发展，还能治疗人的精神损伤，

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以及实现人的精神自我满足等

治愈作用。［６］另外，他们还于１９８９年创办了专门将
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放在生态环境中加以考查和研究

的刊物———《生态心理学》，以此认识人类精神健

康、文化特征和地球生态之间的关系，试图重塑现代

心理学内涵，展现心理学研究不能离开人类与自然

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有建立起这样联系，才能

促进人类精神和社会更好发展，作为个体的人和某

个物种更是这样。

总之，在生态危机视域下的生态心理学研究已

经不局限于心理学学科的内部研究，而是不断拓展

其外延，以极具张力的外向视角研究生态心理学。

而文学生态批评，本身研究边界就极为广泛，具有强

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上，既

体现特定的文化特征，也指向人类未来发展；既立足

人类的生存困境，也敞开自身的精神场域；既潜入人

性欲望的深渊，也彰显生存的道德伦理，体现了生态

心理学与生态批评在研究指向上的交互性。因此，

生态心理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介入文学的生态批评

不仅可能，而且将不断拓展生态批评的空间。

（二）生态心理学促进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

拓展

我国较早关注文学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之一鲁

枢元先生曾指出，人们在揭示生态危机根源的时候，

忽视了“人的内在因素即精神因素，更忽略了生态危

机向人的精神空间的侵蚀与蔓延”［７］。可见，文学的

生态批评亦不能缺失心理学参与，生态心理学的兴起

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向人的心理延伸提供了路径。

首先，拓展生态批评研究的认知边界。人类认

识活动在于不断揭示世界的本来面目，对生态危机

的认识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从文化观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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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人口因素以及现代科技进步等探寻生态危

机的根源，无疑增强了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也使

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断澄明。生态心理学，尤其

关于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因其将生态危机的根

源揭示深入人的心理和行为中去，从而为我们对生

态危机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促使我们对生

态危机的认识更近一步。生态批评和生态心理学在

面对生态危机时具有共同使命，都是为了揭示生态

危机根源，为人类生存探寻出路。因此，在生态批评

研究中借鉴生态心理学的理论、思想、概念，进行互

学互鉴，能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拓

展生态批评的边界，特别是生态心理学揭示的人性

观、可持续发展观、文化观等，启示我们要深入人的

心理空间检视自身，以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

其次，确立生态批评研究的“内向”视角。生态

批评不仅是文学的批评，还是生态文化的批评。然

而，文化的多元性，必然体现生态批评研究的多元

性，表现出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质。在生态批评中

立足“生态性”，很多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学、

伦理学、性别学、语言学甚至地理学等方法路径开展

研究，构建了生态诗学的跨学科性质的研究范式。

然而，不同学者虽从不同角度研究生态批评，但皆着

力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视域，换言之，批评家们大多立

于人自身并依此为出发点向外拓展、延伸，无疑丰富

了生态批评的研究路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研

究仅仅局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浅层次的、“外向”

揭示，因其缺失“向内”的深层发现而失之偏颇。因

此，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还应不断深入人的心理世界

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路径，这就意味着，生态

批评不能缺失人的心理向度。生态心理学正为生态

批评的深入推进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路径———内向

视角，启示我们要深入到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中

加以揭示，以此拓展生态批评研究空间。

第三，构筑生态批评研究的心理场域。文学活

动不仅揭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更是人类的一种心

理活动、精神活动，就如勃兰兑斯所说：“文学史，就

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

魂，是灵魂的历史。”［８］因此，文学批评在一定意义

上也是文学的心理批评。同样，生态批评虽揭示的

是人与自然关系交互中的生态问题，但也不能缺失

心理向度，特别是随着生态心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也

必将不断推进生态批评走向深入，将生态批评延展

至生态心理场域，促进人们从心理视角审视人与自

然的关系，在实践上不断生成由一般意义上的生态

批评向人的心理延伸的生态批评，深入人的心理世

界、精神世界揭示和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既矫正人

与自然的错置，也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归正。

三、启示与路向：生态心理学介入生态批评的实

践思考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启示我们在生态批

评实践中要确立新的路向，要切入人的心理世界、灵

魂深处，以人与自然关系重构为起点，唤醒人与自然

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结，激起人们亲近自然的本性，从

而生成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态自我，在人与自然

互相观照、相互生成中，不断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

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生存图景，推进人类文明的可

持续发展。

（一）唤醒人与自然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结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与自然原本紧密相

连、和谐共生，人栖息自然之中，自然为人提供居所，

特别在前工业文明时代，人的生产生活本质上是顺

应自然的，按照自然运行秩序进行生产、生活，“自

然在耕田人的眼里几乎可以说是效仿的榜样，是阐

述人生的模式”，“自然也成了具有秩序、和谐和美

好的领域。自然一词也随之带有美好和高尚的感情

色彩”［９］。然而，自近代以来，由于人的自我意识觉

醒和社会科技进步，人不再按照自然模样生产、生

活，也不再从自然那里获得自身存在和安全，从而颠

覆了原本人顺应自然的存在论，演变成自然为人所

有的生存论，实现了人对自然的魅，一跃成为自然

的主人，自然成为异于人的客体和对象，人与自然统

一共生的关系演变成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疏离

感”由此形成。而在生态心理学家看来，这种疏离

感在于现代社会对人的生态无意识抑制。为此，在

生态心理学构建中，注重恢复受抑制的生态无意识，

唤醒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意识和情感联结，以弥合

它们的割裂与疏离，重新找回人类的自然本性，在亲

近自然的体验中安顿心灵、守护家园。

在生态批评实践中，我们要借鉴生态心理学的

思想，唤醒潜沉在心灵深处的生态无意识，重新联结

人与自然的情感，亦如罗尔斯顿阐述的那样：“我们

在自然面前会表达出一种本源的、天然的情感，如凝

望星空时的颤抖，或在和风吹拂的春天心跳加快。”
［１０］其实，人类寄居其中的自然每时每刻都在浸润

着、联结着、引发着人类的情感，唤醒人类的生态无

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则是

唤醒生态潜意识的重要途径。我们走进文学世界，

也就在人与自然关系场域中得以敞开，重归人类心

灵家园，其中随着自然盛衰荣枯而唤起的无论是惊

叹、愉悦、陶醉，抑或是恐惧、伤感、卑微，都昭示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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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沉积在心里深处的情感重

现，也就是生态无意识的重现，生发人与自然之间与

生俱来的相互依存或敬畏遵从的本性。

（二）建立人与自然交互合一的生态自我

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无论霍华德从完善人性

出发修复人与自然的隔离，还是罗扎克注重生态无

意识的唤醒，他们倡导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都在于

重建生态自我。我们在生态批评中同样要注重促进

人与自然的交融渗透，形成生态自我。生态自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ｌｆ）最早由阿伦·奈斯提出，他认为，生
态自我应该被看作我们在自然中形成的自我的最初

状态，社会和人际关系虽然很重要，但我们自身所组

成的各种关系更加丰富，这些关系不仅包括他人与

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还包含我们与其他生物之

间的关系。［１１］也就是说，生态自我是作为个体存在

的最基本、最普遍特征，生态自我的形成过程就是个

体的自我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过程，由个体自我与他
人、他物的认同并不断拓展自我认同的边界，直至延

伸到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形式，消

除个体自我与他人、他物以及自然界万物的边界感，

进而形成对整个生态系统中自然万物的整体认同。

在生态自我观念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

一部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要借鉴生态自我思想，促进

人与自然万物同构、同质的全新自我观念的形成，在

心理意向上则要做到生态认同。生态认同（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对人以外其他生命存在的认同，是在
认知上接受其他生命体的存在，感受到它们与人的

生命一样具有同等的生命意志，两者具有互通性、相

似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仅对人自身、还要对自

然界其他生命体的尊重、关怀与热爱的心理现实，感

受到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同一性，消解人与自然

万物之间的边界，在自然万物中观照自我，在自我中

洞悉自然万物，形成人与自然之间彼此依存、相与为

一的生命共同体，如同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

亭山”（《独坐敬亭山》）、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

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那样，物我两忘，心灵互通，倾心交流。

（三）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世界

米勒（Ｇ．Ｔ．Ｍｉｌｌｅｒ）指出，生态危机是人的心理
危机与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１２］也就是说，生

态危机不是生态本身的危机，而是人的精神危机，是

人在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进程中把自身的存在、精

神的追求归置到一个不可靠、不确定的绝对理性之

中，最终致使人类陷入精神困境。生态心理学从其

诞生起，就肩负着弥合人与自然的裂隙、救治人的精

神危机的使命。生态心理学（Ｅｃ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在原初
意义上就是为人类的心灵找寻归属。国内学者吴建

平在论述费希尔（Ａ．Ｆｉｓｈｅｒ）对“Ｅｃ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生态
心理学）”一词考查后认为：“生态心理学可理解为

使心灵靠近她自然的家和天生的住所，为心灵找到

家园的心理学。生态心理学是关于‘心灵和家园’

的研究。生态心理学是为了给我们的心灵找到家，

这个家便是自然。”［１３］生态心理学将自然作为人类

心灵家园的隐喻，其意旨在于促进人类心理健康和

精神完善，同时将拯救生态危机与救治人的心灵、精

神作为一个统一过程，在环境和心理的关联互动中

揭示生态危机背后深层的心理根源，既探索解除生

态危机的心理学途径，又促进人的心理健全和精神

健康的良性生成。

在这个交接点上，生态心理学与文学具有异曲

同工之处。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产物的文学，以一种

超越现实制约、突破世俗藩篱的品格，既体现人类生

存的终极思考，也深入人性的根底进行探究。在文

学的精神世界构筑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底色，正

如海德格尔所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回大地，使人归

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１４］他所言的

“大地”虽具有多重意蕴，但大地的自然属性是其基

本内涵，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中挥之不去

的情结。在文学中，通过呈现人与自然交往互生的

历程，一方面解析了人与自然交往中互相依存的和

谐统一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思了人类活动中破坏环

境、毁坏自然而造成生态危机的不当行为，引导人们

在文学体验中渗入生态体验，以此唤醒人与自然的

天然情感，建立与生俱来的联系，表达出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精神愿望，从而以一种精神富足感取

代内心的物质渴望，在人与自然相与为一的原乡中

安顿灵魂，健全、丰盈人的精神世界。

四、结语

生态心理学虽起源于心理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反

思，但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生态心理学

家从学科视角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案，揭

示出生态危机是人的危机，是心理、精神危机。为

此，生态危机的解除还要深入人的心灵世界之中、人

与自然关系的想象之中，形成平衡、协调的心理状

态，生态危机的最终解除才有可能。这既是心理学

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也促进了生态批评研究

的深化与拓展。一方面促进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

启示我们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要借鉴生态心理学的思

想和方法，重新审视生态危机的心理根源，引导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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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偕同共生的心理机制和生态观念，克制自身欲

望，抗拒物质诱惑，以一种审美的、文化的、想象的方

式，唤起隐匿在我们灵魂深处的生态无意识，重归自

然的“心灵母体”中获得精神主体的丰盈与富足，并

取代对物质追求带来的焦虑、恐慌和不确定感。另

一方面也拓展了生态批评研究的空间，在生态批评

实践中，人们虽从多角度展开了探索和研究，但明显

过于注重生态批评边界的拓展，而很少深入人的心

理世界和精神视域中进行揭示，生态心理学的介入

必将为生态批评“向内转”提供一个新的向度。当

然，生态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就现有生态批评

研究来看，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通过本

文的梳理与探索，也期待越来越多的生态批评研究

者注重将生态心理学的思想、理论及其观点引入生

态批评，不断促进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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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个用真性情写作的作家，孙犁及其创作受到了来自原生家庭的持久影响。父亲
的温厚有礼，母亲的朴素热心，影响着孙犁谦和人格的形成；自幼体弱多病，幼年时父亲的不在场，以

及成年后外部事件的刺激，催生并加剧了孙犁的忧郁气质，使他敏感内向、多愁善感，乃至长期受到

抑郁症的困扰，也正因了这种与文学紧密缠绕的忧郁气质，成就了“白洋淀派”清新柔美风格的著名

作家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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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以
鲜明的异质性吸引了学界的多维关注。关于他的研

究，主要聚焦于以《荷花淀》《铁木前传》《风云初

记》为代表的作品文本分析、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

文艺思想的倡导、“衰年变法”等方面，不同角度的

论述与阐释，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作家孙犁。本文

借助于心理学知识，以原生家庭理论视角作为切口，

追寻孙犁在原生家庭环境中的成长经历，探析其

“忧郁”气质、“谦和”人格及“婉约”文风的成因。

一、原生家庭理论阐释与孙犁的原生家庭解析

原生家庭是指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家庭。根据心

理学家的研究，个体性格、行为习性等都会受到来自

原生家庭教养模式的深刻、持久且顽固的影响，尤其

是６岁之前的经历。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６岁
之前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就已经基本完成；沟通分析

理论认为，６岁之前的经历会成为他后来人生的剧
情的脚本。［１］３来自原生家庭尤其是童年的经历，会

终生如影随形地影响着一个人。美国著名的“家庭

治疗的先驱”萨提亚认为，原生家庭像遗传密码，又

像一个魔咒，潜移默化地塑形着每个生命的性格、情

绪诸方面。

１９１３年农历四月初六，孙犁出生于河北省安平
县东辽城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父亲孙墨池曾念过两

年私塾，十六岁时就到安国县当学徒，粗通文墨，爱

好字画，经常会从天津购买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让

孙犁临摹，“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

样说”［２］２６９，父亲颇有儒雅之风；孙父待人温和有礼，

对儿子非常慈爱，从不责备打骂；母亲张翠珠是一个

普通的农民，善良大方，古道热肠，经常救济村中穷

苦之人和过往行人。“孙犁的母亲一生共生了七个

孩子，只有孙犁一人闯过了生死关，他的五个兄姐和

一个弟弟都不幸夭折。”［３］１０在《母亲的记忆》一文

中，孙犁对此也有记载：“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

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

三个孩子。”［２］４７爷爷是位慈爱体贴的长者，担心母

亲悲伤过度，就劝孙犁母亲出去玩纸牌：“心里想不

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３］１０

孙犁不仅深为祖父、父母疼爱，也倍受叔父呵护关

心。孙犁自幼体弱多病，当时患了一种“惊风疾”

（俗称抽风），十岁时，其叔父连续三年带着他在清

明节到滹沱河北岸的伍仁桥请人针刺手腕治病。

１９４６年冬天，孙犁在饶阳县一个农村编《平原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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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有一天，我的叔父有事找我去，见我一个人正

蹲在炕沿下，烤秫秸火取暖，活像一个叫花子，就饱

含着眼泪转身走了”［２］２５１。看似日常生活琐屑之事，

却折射出了叔侄之间的浓厚感情。

根据萨提亚的“家庭关系”理论，结合阅读孙犁

相关文本中出现的家庭成员，笔者尝试绘制了孙犁

的原生家庭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帮助我们

有效地勾勒还原其家庭谱系，了解其成长过程中影

响他的那些人与事。

图１　孙犁原生家庭谱系图

从孙犁的原生家庭图中，我们可以获取如下信

息：１．孙犁的原生家庭父亲虽然在位，但却常年退位
缺席。２．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均于幼年夭
折，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可谓掌上明珠。３．表
姐寄居孙家，幼年孙犁，母亲、表姐陪伴时间较多。

４．叔父扮演了“代父”角色，参与孙犁的成长。

图二　孙犁在原生家庭中的０－１８岁简要年谱

从图二“孙犁在原生家庭的 ０—１８岁简要年
谱”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年龄较小时，他即对文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１６岁成婚，除了母亲与表姐外，
又增加了发妻这样一个体贴他冷暖的女性；在原生

家庭里，孙犁虽不缺乏来自家人的疼爱，但因为独子

缘故，孤单之情在所难免。于是，原生家庭的那些生

活经验和记忆深深地镌刻于心间，日渐影响着他的

气质与人格的养成，并以契合的文学风格遥相呼应。

二、忧郁———原生家庭对孙犁气质的影响

在西方，“忧郁”这一概念可追溯至公元前５世
纪的古希腊。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

体内的黑色胆汁比重过多时，忧郁便极易形成，忧郁

之人通常表现为内向腼腆、多愁善感、小心谨慎。

除了在医学界外，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

也涉及“忧郁”。谈及忧郁，它似乎天然地与文学是

近亲，天然地与作家存在着亲密的联系。亚里士多

德认为，忧郁是神圣的疾病，凡在哲学和艺术上出类

拔萃者都有忧郁的特质，甚至有忧郁症。１７世纪英
国著名学者罗伯特·伯顿曾说，忧郁是凡人之特性，

芸芸众生天性中皆难免忧郁之情。忧郁既是一种精

神疾病，也是一种气质。万千世界，一个人，一朵花，

一棵草，一幅画，一篇文，各有其无可替代的气质。

对于孙犁而言，忧郁是鲜明的标签，但不是消极遁世

的态度，相反，它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感悟力。正如学

者路文彬所言，“忧郁始终是一种主体在场的自觉

意识，麻木永远与它无缘……快乐趋向于肤浅与遗

忘，忧郁则趋向于高贵和救赎”［４］９６。

提及孙犁，无法略过以下众皆熟知的评价：１．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文艺理论

家。２．“荷花淀派”的创始人与代表作家。３．文笔
舒缓，文风清丽。大众视野中闪现的是一位具有个

人独特风格的杰出作家，却鲜知他还是一位抑郁症

患者，在近九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他一直在艰难地与

抑郁症抗衡。孙犁的抑郁症，或许和以下因素有关

联：一是原生家庭父爱的缺失，二是自幼体弱多病的

体质，三是外界事件的刺激。

孙犁的父亲１６岁时就前往安国县“永吉昌”当
学徒，从打算盘的学徒到管账先生，再到当上掌柜，

“他在这里住了四十年，每年只回一次家，过一个元

宵节”［３］７。漫长的日子里，陪伴着孙犁的只有母亲。

１９２４年，１１岁的孙犁方跟随父亲前往安国县城读
书。“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里，发生越早的动力，其

影响力就越大。这种影响通常会有一个关键期，如

１岁、３岁、６岁、１２岁等。”［１］５４在原生家庭中，谁离
孩子越近谁的影响就越大。在孙犁成长的关键时

期，父亲几乎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母亲浇铸的是

爱，父亲给予的是力量。父亲的陪伴可以帮助孩子

塑造自信、勇气、决断力等健康的心理和人格特征。

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父亲扮演着鼓励者和支持

者的角色，会给孩子带来积极的能量，帮助孩子克服

胆怯、畏惧和焦虑的情绪。父亲的陪伴也能够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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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孩子的精神世界，决定其成年后是否健康。一

项关于抑郁症的发病率研究发现，家庭中父亲参与

度较低的孩子，发病率是和父亲关系好的孩子的３
倍。孙父的缺席，使父子情感未得到有效链接，使成

长期的孙犁无法在日常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父爱与支

持，相应的，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忧郁之情

累积于胸，进而外显于气质。

孙犁从小体弱多病，幼时即患有“抽风”，这是

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时头部、下巴，不由自主地

抖动，这种病现在归之为抑郁症。在保定上学期间，

他又患上神经衰弱。后来，最严重的一次，是１９５６
年３月的一天午睡起来晕倒，“跌在书橱的把手上，
左面颊破了半寸多长，流血不止”［２］２５３，这对身体健

康和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此后他开始了长达十

年的养病生活。多年来，孙犁被神经衰弱所困扰，发

病严重时会眩晕、跌倒，无法读书和写作。对于自己

的状况，孙犁有着清醒的认知，在写给肖复兴及其他

友人的信中，他曾坦然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情绪时

常不稳定。天气的阴晴变化也会影响他心境的变

化，孙犁曾自述：“如果是阴天，再下点小雨，我就有

不想活的念头。”“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是比较

贫穷，从小我没有奶吃，很弱，弱了大概就很容易得

这种病；另外，乡下不大讲卫生，脐带剪的时候，或者

是营养不良，都可以引起小孩的抽风。这个病对我

以后的神经系统可能留下一些毛病。所以，一九五

六年就得过一次很严重的神经衰弱，在这以前，我就

经常失眠，经常有一些神经方面的症状，那年突然就

重了。直到现在，我感觉，我神经方面不太健康，有

时失眠，容易激动，容易恼怒，这都是神经系统的毛

病。它可能对写作也有些影响。生理上的这种病

态，它也可能反映在我的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

种敏感，联想比较丰富，情绪比较激动。”［５］８７生理疾

病影响的不仅是身体健康，更是心理和精神上的痛

苦。长期饱受疾病的困扰，孙犁经常感受到莫名的

苦闷与忧郁，性格也敏感内向、多愁善感。

此外，来自外部的其他诱因，催生并加剧了他的

抑郁症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中共冀中区党委召开土
地会议。在本次会议上，孙犁的作品《一别十年同

口镇》《织席记》《新安游记》同时受到批判；土地会

议后，孙犁到饶阳县张岗小区搞土改。去时遇大风，

飞沙扑面，俯身而行，到村后剪去长发，意思是剪去

烦恼。”［６］３同时，孙犁因家中被划为“富农”，影响到

心情，每日穿着草鞋，在大街上来回走动，这种状态

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０日，《冀中导
报》发表文章，对孙犁作品进行了不顾事实的无端

攻击，接二连三的遭际，几乎置孙犁于死地。此后屡

年经历的种种不顺意，都使孙犁精神极度紧张、焦

虑，严重到彻夜难眠，甚至有强烈的自杀念头与行

为。晚年孙犁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拒绝社交。

“先天的气质类型、后天的生活遭遇再加上数不清

的、大大小小的诱发事件，所有这些都使得孙犁成为

一个典型的抑郁症患者，尽管文学创作一度曾让孙

犁求得解脱并得到人生升华，但他最终还是被抑郁

症无情击倒、黯然谢幕。”［７］７７

在原生家庭中，倘若孙犁幼年时期能与父亲朝夕

共同生活，来自父亲的爱能给他以阳刚之力，其气质

也许会发生转化。但也正是因了这份与文学紧密缠

绕的忧郁，成就了日后笔耕不辍、荷香四溢的孙犁。

三、谦和———原生家庭对孙犁人格的影响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我们

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

无论古今，来自原生家庭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与发

展都息息相关，原生家庭中父母的言传身教都会在

细水长流的日子中被子女模仿和习得，并养成相应

的性格与人格。性格测试中，常以Ｅ、Ｉ、Ｓ、Ｎ、Ｔ、Ｆ、Ｊ、
Ｐ这七个类型作测试，它们分别对应的含义为：Ｅ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外向、Ｉ（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内向、Ｓ（Ｓｅｎｓ
ｉｎｇ）实感、Ｎ（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直觉、Ｔ（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思维、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情感、Ｊ（Ｊｕｄｇｉｎｇ）判断、Ｐ（Ｐｅｒｃｅｉｖｉｎｇ）感知。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以上七个维度的呈现均不同

程度地受着原生家庭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博士、心

理治疗师苏珊·福沃德在其著作《原生家庭 如何修

补性格缺陷》中提及：“不健康的家庭体系，就像高

速公路上的连环追尾，其恶劣影响会代代相传！”［８］５

有缺陷的原生家庭，对孩子的人格的养成，将会是灾

难性的，并会贯穿一生乃至代际传递。“父母在我

们心里种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种子。它们会随我们一

同成长。在有些家庭里，父母种下的是爱、尊重和独

立，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则是恐惧、责任或负罪

感”［８］５。毫无疑问，孙犁的原生家庭给他植根的是

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心理共

同体，每个家庭都笼罩着一种心理氛围。家庭的心

理氛围体现着家庭内部的一种稳定的、典型的、占优

势的情绪状态。”［９］６８不同的家庭氛围会塑造不同的

个体性格，家庭氛围祥和、民主，孩子性格也会趋于

平和、热情、易于接近；倘若家庭经常充斥争吵、打

闹，孩子性格则会偏于暴躁、冷漠、喜怒无常。父母

是家庭教育的第一任老师，子女在这个场域中耳濡

目染，这种习得的“烙印”会深入骨髓影响终身。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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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的原生家庭氛围、父母性格、教育理念、为人处世

的方式对他的个体性格塑造都有极大关联。孙犁的

父亲是乡村小知识分子，行为颇有古雅之风，当年在

安国县当学徒，每年返回家中时，他总在出城以后才

坐上家里人接他的牛车；沿途路过的村庄，他必定会

下车和熟识的人们打招呼；他去当学徒是由本村的

一位吴姓山西人介绍的，因而他对这位介绍人一直

尊敬有加，每逢家里改善伙食，总会把他请过来，让

在正座；他的脾气极好，从不打骂或指责孙犁。在孙

犁很小的时候，母亲教导他“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

状”。到了晚年，他还对此记忆深刻，“我一直记着

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

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１０］７７。从孙犁

父母身上，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作为农民的朴实、隐

忍，还有燕赵之地人民的硬气。

父亲的温厚有礼、母亲的朴素热心，都影响着孙

犁的人格形成。１９７２年夏天，孙犁女儿孙晓玲跟随
他回了一趟河北省安平县老家。离村口还有一段距

离，父亲就让停车，轻声对她说：“下来吧，走着

去！”［１１］５９谦和有礼，在孙家父子身上，代际传递。

生活中，孙犁恪守传统道德精神：孝顺父母、忠

于妻子、淡泊名利。父亲去世时，他还想过要为父亲

立碑，并请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简短的碑文；个人

情感上，他和发妻相敬如宾，虽然他有过几次不期而

遇的心动，但他都运用理智及时地将其止于萌芽状

态，以发乎情、止于礼的方式对待；交际上，他恬淡平

和，沉默寡言，不喜热闹，他曾说：“我不善于谈话，见

面恐使你失望，写信最好”［１０］３４５；对待名利，淡然处

之，不争不抢，孙犁说：“我有个难改的毛病，什么事都

不愿往上挤，总是靠后站。”［１２］５０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清

醒和独立的态度审视世间百态，不盲从潮流，以极具

魅力的谦和人格感召着一批批文学爱好者及作家。

四、婉约———原生家庭对孙犁文风的影响

对于作家而言，原生家庭的形态、模式会影响着

其记忆，并在创作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孙犁幼

年，陪伴他更多的是母亲。此外，还有一个幼年丧母

的表姐随同他们生活，由孙犁的母亲将其抚养成人。

１１岁这年，因为读书，孙犁随父亲来到安国县城。
为了照顾孙犁，母亲和表姐在半年以后也到了安国

县。他们一家借住于一户胡姓人家闲置的院子，胡

姓男女主人是孙犁的干爹干娘，当时干爹已去世。

干娘家有一位女儿，这位干姐给孙犁留下了良好的

印象：皮肤白
!

、容貌秀丽、性格开朗，擅刺绣和画桃

花，对孙犁既热情又爱护。在男权话语主导的乡村

家庭结构中，作为男性代表“强者”的父亲形象缺

失，而作为“弱者”一方的女性在操持着家庭的运

转，在如此偏女性的家庭环境中，较易助长孙犁形成

阴柔大于阳刚之气的性格。

刘勰认为，作家才情受“血气”影响：作家“俊

发”故“文洁而体清”，“傲诞”故“理侈而辞溢”，“沈

寂”故“志隐而味深”，“简易”故“趣昭而事博”，“气

褊”故“言壮而情骇”，“隽侠”故“兴高而采烈”，“矜

重”故“情繁而辞隐”［１４］４７９。曹丕在《典论·论文》

中也论及“文以气为主”。两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提到了“气”与创作的关系，气指作家的个性，也指

个性在创作中的表现，作家先天的气质、性格、秉赋

与他的审美情趣及其风格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难

推断，原生家庭影响了孙犁的气质和人格，进而影响

到了他的整体创作风格。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６岁的孙
犁就开始创作，１０月份，他的小说《自杀》发表于《育
德月刊》；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
长达１４年的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日寇
烧杀抢掠，人民流离失所。彼时，更多的文人选择了

宏大主题叙事去表现战争，表现战士与民众同仇敌

忾、大无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而孙犁却从一条幽林

小径，以别样的视角实践文艺的民族大众化。

孙犁的小说多以短篇为主，创作背景几乎都是

围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军民艰苦的斗争

生活展开。他用异于主流叙事的笔触，刻意规避战

争的腥风血雨，淡化苦难和重负，从日常事、儿女情

展现了乡土中国滹沱河畔人民保家卫国的乐观与大

无畏精神。民族战争的音谱，弹奏出的不仅有苍凉

悲壮的号角之音，还有孙犁的悠扬清婉牧笛之音。

孙犁以独具个人特质的诗意抒情音调，吟唱出了一

曲同样动人的弦歌，他“将通俗和优美、简练和细

腻、直率和含蓄、清淡和浓烈，和谐地统一在一

起”［１５］４０３。“大江东去浪淘尽”是一种豪放之美，

“春花秋月何时了”是一种婉约之美，孙犁创作的婉

约之美在战时背景之下，或许有些落落寡合，但又于

不经意间开辟出另一种文学叙事空间，摆脱了当时的

既定程式化的写作，赢得文人与大众读者的青睐。丁

玲在给孙犁的一封信中曾经说：“你的文章我是喜欢

的，含蓄、精炼、自然、流畅。人物、生活，如同一幅优

美的风景画带着淡淡的颜色摆在读者面前。”［１５］１０６这

样一幅跨越百年的清新风景画，历久而弥新。

孙犁生活在一个没有禁忌和约束的家庭中，在

民主氛围中，他的思想得以充分自由的发展。孙犁

几乎是由母亲一手带大，深得母亲宠爱。“抗日战

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

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道村边的场院小屋里。

·１２·



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

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

就给我送去了。”［２］４８摘花，表现了女性对美的先天

热爱；送花，反映了母亲对孩子的舐犊情深，母亲在

用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温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早

年生活中，因身边更多的是女性亲属的陪伴，故当他

投身革命时，在戎马征战岁月中，他的先天气质似乎

也天然地与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相投合，因之他把

较多的笔墨集中于女性人物的塑造与刻画上。孙犁

有一支擅写女性的魔法笔，在他的笔下，徐徐展开一

组组个性迥异而鲜明的女性人物画卷：有宛如荷花

仙子温柔多情、体贴细致、识大体的水生嫂们，她们

不仅主动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又积极参与战斗，充分

彰显出了抗日战争和民族战争时期的新型女性之美，

她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清新柔美，生动传神；有

如罂粟花般妖娆妩媚的小满们，她们相貌姣好但作风

不端，她们能言善辩、聪明有余但智慧不足，不能以单

一的价值标准评判这些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女性。

“《铁木前传》中的小满这一形象内涵复杂，远非传统

乡村伦理可以涵盖。它体现了孙犁对乡村文化的超

越，是现代精神对乡村文化的投射。”［１６］６３

五、结语

被频频用于心理学领域的原生家庭概念，为疗

愈心灵创伤提供了新思路。在原生家庭理论视角的

观照下，孙犁的研究也许可寻觅到一种新路径，以此

探寻出他忧郁气质、谦和人格、婉约风格的源起。正

是他的这种颇具“异质性”的作家主体性表征，丰富

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

烽烟四起到和平年代，他手执现实主义之笔，传承深

厚的传统和本土文化底蕴，跨越了不同的时期，从历

史深处向我们缓缓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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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交媒体成为企业主流沟通媒介的背景下，依据社会认同和叙事传输理论剖析 ＣＳＲ
叙事影响组织吸引力的作用机制及情境条件。通过试验设计，以中部５所高校毕业生为调查对象，
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检验方法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叙事对组织吸引力产生正向影
响，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ＣＳＲ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当企业表现出较高的社
交媒体对话导向时，ＣＳＲ叙事会增强求职者组织认同和心理传输，进而提高组织吸引力。这也为企
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实施更有效的ＣＳＲ沟通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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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１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
强调，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并

用“八个坚持”精辟概括了党和国家在人才工作方

面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其中之一就是要坚持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如

何汇聚高素质人才以建立竞争优势就成为新时代企

业面临的重大议题。组织吸引力是指求职者将组织

视为理想工作场所且期望与其建立关系的意愿程

度，是组织成功吸引人才的关键［１］。为了提高组织

吸引力，企业必须通过特定渠道将自身信息传递给

求职者［２］。在企业众多信息传递活动中，企业社会

责任（ＣＳＲ）沟通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对于 ＣＳＲ
沟通，信息内容的选择与信息的建构方式都至关重

要［３］。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ＣＳＲ沟通的内容层面
探讨其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缺乏对 ＣＳＲ信息建构
方式的考察。

叙事，亦称“讲故事”，是对一段时间内相关事

件的系列描述，是沟通过程中基本的信息建构方

式［４－５］。传播学和心理学文献指出，叙事可以使受

众与故事主角建立情感联系从而产生认同，还能够

使受众沉浸其中引发传输效应，由此促发受众转变

态度与行为［５－６］。在公共关系领域，企业叙事沟通

在吸引受众、构建关系和塑造声誉方面发挥着独特

作用［６］。叙事也成为 ＣＳＲ沟通的有效方式［７］。特

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逐渐演变为企

业招聘和ＣＳＲ沟通的主力工具［３，８］。且相较传统媒

介，社交媒体具有互动示能性，有助于信源和受众的

双向沟通，而信源的对话导向决定了该潜能的现实

运行［４］。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社交媒体环境从信

息建构层面深化了 ＣＳＲ沟通与组织吸引力的关系
研究，拓展了企业叙事沟通的研究领域，从社会认同

和叙事传输两个视角探究社交媒体中 ＣＳＲ叙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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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吸引力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企业社交媒

体对话导向所起的调节作用，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

中实施更有效的ＣＳＲ沟通提供了新思路。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ＣＳＲ沟通对求职者的影响
ＣＳＲ是企业在考虑利益相关者期望和经济、社

会、环境绩效三重底线的基础上所付诸实施的特定

行为与政策［９］。根据内容不同，学界通常将ＣＳＲ划
分为内部 ＣＳＲ（员工关怀、员工多样性等）和外部
ＣＳＲ（社区关系、产品安全、环境保护等）。Ｔｕｒｂａｎ
等［１０］最早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员工关怀和产品维度

的ＣＳＲ会增强组织吸引力。此后，学者们分别从
ＣＳＲ总体表现或 ＣＳＲ具体内容如雇员、顾客、社会
公众福利等两个角度肯定了其对组织吸引力的影

响［１１－１３］。其中有少数学者还进一步分析了两者间

的作用机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张麟等［１４］试验研

究表明，ＣＳＲ沟通会增强求职者的预期自豪感进而
吸引求职者应聘。依据信号理论，Ａｌｂｉｎｇｅｒ等［１５］研

究指出，公司声誉在ＣＳＲ沟通与组织吸引力间起中
介作用。［１１］此外，有研究从人与组织匹配的视角发

现，ＣＳＲ沟通对组织吸引力的正向关系在就业选择
多的人群中表现得更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对有

志愿者经历的求职者更具吸引力［１６］。

综上可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传统媒介下

ＣＳＲ沟通内容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对沟通过程中
的社交媒体运用及其他因素关注甚少。同时，尽管

绝大多数研究证实了 ＣＳＲ沟通与组织吸引力的关
系，但也存在不一致结果。Ｓｔｏｒｙ等［１７］就发现，外部

ＣＳＲ沟通并不会影响求职者对该公司的申请意愿。
Ｄａｗｋｉｎｓ等［１８］跨国比较研究还表明，黎巴嫩、美国的

ＣＳＲ沟通会对求职者产生吸引力，在中国却并非如
此。

（二）ＣＳＲ叙事与组织吸引力
叙事主要包含人物、情节、背景、事件、时间顺序

等结构性要素［１９］。在形式上，ＣＳＲ叙事也涉及这些
要素，但对它们的呈现存在详略差异。同时，出于自

利动机，企业会倾向于传递积极的 ＣＳＲ信息。信号
理论认为，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信息劣势。

在进入企业前，它们对目标企业知之甚少，因而会依

赖可得信息来推断企业未知特征。ＣＳＲ叙事向求职
者至少传递了两方面信号，并且 ＣＳＲ叙事越详细，
其向求职者传递的信号也就越强烈。一方面，企业

对员工、社区、环境等承担的多种社会责任，一定程

度上表明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赢利能力。良

好的经济基础是企业创建诱人的工作条件和薪酬福

利的前提，这会极大增强求职者在丰厚物质回报层

面的期望［１０，１２］。另一方面，ＣＳＲ也彰显了企业信奉
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尤其是企业在员工关怀方面

的内部责任会使求职者认为员工在企业是被善待和

尊重的［１３］。现有研究发现，期望的高物质收益和人

道性对待均会对求职者产生更强吸引力［２０］。

此外，ＣＳＲ叙事还增强了 ＣＳＲ信息的可靠性。
叙事会借助令人信服的情节使受众沉浸其中，从而

降低了受众对叙事要素的审查与质疑。Ｘｕ等［７］研

究表明，ＣＳＲ叙事会降低公众对 ＣＳＲ信息的怀疑。
由此，更详细的ＣＳＲ叙事对求职者的判断决策影响
更大。不仅如此，Ｂｏｕｋｅｓ等［６］还发现，ＣＳＲ叙事越
详细，公众就越会对企业表现出与叙事一致的态度。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１：
Ｈ１：ＣＳＲ叙事越详细，其对组织吸引力的正向

影响就越大。

（三）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个人与认同对象建立联

系并以其特征来定义自我的过程中，认同主要源自

不确定性缩减、自我提升以及亲密与归属３方面需
求动机。［２１］ＣＳＲ叙事有助于求职者对目标企业产生
认同。首先，ＣＳＲ叙事越详细，ＣＳＲ信息包含的人
物、背景、行为等要素就越丰富，求职者依此来正确

推断企业其他特征的可能性就更大。其次，越详细

的ＣＳＲ叙事越能够塑造良好的企业声誉，这会提高
求职者进入企业后获得的积极自我概念的预期。张

麟等研究发现，ＣＳＲ沟通会增强求职者的预期自豪
感［１４］。最后，员工关怀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叙事也增

强了求职者进入企业后会被尊重和重视的预

期［１３，１５］。

由上可知，求职者对目标企业的认同很大程度

上源自其基于ＣＳＲ叙事而对企业产生的良好预期。
为了维持这种认同，求职者必须要向企业申请职位。

Ａｒａｕｊｏ等［４］指出，ＣＳＲ叙事能够提高利益相关者特
别是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水平。而消费者对企业产

品的购买意愿与忠诚度会随着组织认同的增强而提

高［２２］。在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类似于消费市场中

的消费者。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２：
Ｈ２：ＣＳＲ叙事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吸引力产生

正向影响。

（四）求职者传输的中介作用

传输是指个体沉浸于故事情节而忘掉了周围世

界的状态。叙事传输包括情绪反应、心理意象和放

弃获取真实世界的信息［５］。越详细的 ＣＳＲ叙事越
能够使求职者产生传输反应。首先，根据扩展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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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意象模型，清晰逼真的故事情节可以使受众与

故事中主要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共鸣，从而产生

强烈的情绪反应［２３］。其次，心理意象是个体对感知

到的信息在头脑中视觉再现的过程。以往研究表

明，叙事和更具体的信息内容可以提高受众的加工

流畅性［２４］，而更高的加工流畅性会触发更强的心理

意象［２５］。最后，Ｘｕ等［７］认为，ＣＳＲ叙事让受众在认
知和情感上都沉浸于故事，而不会去额外寻找证据。

显然，ＣＳＲ叙事越详细，受众就更能被故事情节所吸
引。叙事传输理论指出，当受众沉浸于故事时，他们

的态度和意愿就会向叙事期望的那样转变［２６］。

Ｂｏｕｋｅｓ等［６］研究发现，越详细的ＣＳＲ叙事会使社会
公众产生更强的传输，进而促使受众对企业的态度

与企业预期一致。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３：
Ｈ３：ＣＳＲ叙事通过求职者传输对组织吸引力产

生正向影响。

（五）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调节作用

与传统媒介相比，社交媒体最突出的特点是具

有互动示能性，即它可为沟通双方提供对话的机

会［４］。然而，由于存在信息失控、资源约束等顾虑，

企业通常还是以单向沟通为主。企业社交媒体对话

导向是企业在利用社交媒体沟通的过程中愿意同他

人交流观点和意见的倾向［２７］。社交媒体对话沟通

有助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构建［２７］，也改进

了ＣＳＲ叙事对求职者组织认同的影响过程。一方
面，企业与求职者进行在线对话有利于求职者获得

更多具体信息，这也是求职者辨识其接触到的 ＣＳＲ
信息真伪的途径，由此求职者推断企业其他特征的不

确定性降低。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社交媒体回应求职

者，这显示了企业对求职者的尊重与重视，从而满足

了求职者亲密与归属的需要。同时这也更加强化了

求职者通过ＣＳＲ叙事产生的员工关怀方面的预期。
企业通过社交媒体与求职者保持对话沟通也强

化了ＣＳＲ叙事对求职者传输的影响。第一，企业与
求职者在线对话有助于提高求职者对企业及其信息

包括ＣＳＲ信息的关注。且受众关注有助于叙事传
输的产生［２３］。第二，企业在线对话使求职者更易沉

浸于ＣＳＲ叙事。Ｙａｎｇ等［２８］认为，组织在危机沟通

中与公众在线对话可以降低公众的负面情绪，也提

高了公众的信息卷入水平。此外，Ａｒａｕｊｏ等［４］指出，

社交媒体对话增强了利益相关者对 ＣＳＲ沟通的信
任感。对求职者而言，企业在线对话提高了 ＣＳＲ叙
事在求职者眼中的可靠性。根据以上推论，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在ＣＳＲ叙事与组织

认同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Ｈ５：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在ＣＳＲ叙事与求职
者传输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Ｈ６：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调节了组织认同在
ＣＳＲ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的作用。

Ｈ７：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调节了求职者传输
在ＣＳＲ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的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研究理论模型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研究理论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试验设计与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２×２组间因子试验来获取数据。
试验对ＣＳＲ叙事（详细ｖｓ．简略）和企业社交媒体对
话导向（对话沟通ｖｓ．非对话沟通）进行操控。试验
通过问卷星平台完成。试验对象由来自华中地区５
所本科院校的大四和研三学生构成。在有关院校多

个辅导员的帮助下，研究共招募学生志愿者４６５名，
继而借助ＱＱ、微信向志愿者随机发送试验二维码。
志愿者在扫描二维码后首先是要确认试验参与意

愿，不愿意参与的直接结束试验。同意参与的则先

填写基本信息，而后接收到一则虚拟的企业微博

ＣＳＲ叙事帖文截图。阅读之后，志愿者进行量表作
答。为抑制问卷调查中的晕轮效应，问卷将因变量

量表排列在前，其他变量量表放置在后。问卷中还

包含一个注意力核查项即“你是否记住了刚刚浏览

的微博信息的主题”。最后，剔除１６份核查回答为
“否”的问卷和前后填答完全一致的２７份问卷，获得
有效问卷４２２份。其中：男生１９３人（４５．７３％）；平均
年龄２２．８３岁；本科毕业生３０８人（７２．９９％）；有３个
月以上实习经历的３５４人（８３．８９％）；理工类专业学
生１７８人（４２．１８％），文史类学生２１５人（５０．９５％），其
他类学生２９人（６．８７％）。４种试验场景中的志愿者
人数分别为１０５人（详细 ＋对话沟通）、１１２人（简
略＋对话沟通）、９８人（详细 ＋非对话沟通）、１０７人
（简略＋非对话沟通）。

（二）试验刺激材料

为保证外部效度，ＣＳＲ叙事主题和要素取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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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社发布的《２０２２中国企业乡村振兴社会责任
年度案例》。试验材料展现了东部某企业助力西部

某乡村发展特色种植并引导产业形成、村民就业和

参与村貌改造的故事。为降低干扰因素，材料对企

业名称作了虚拟化处理。ＣＳＲ叙事详细版和简略版
在主题上统一，而在要素描述上存在差异。详细版中

有该村村情的描述、村民代表的身份信息、代表性事

件的关键过程等，而简略版中对村情和代表性事件仅

概括性提及，同时还省去了村民代表的身份信息。

为了操控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我们在 ＣＳＲ
叙事帖文后附了３个用户的评论内容，内容涉及种
植品用途、产业潜力、地理交通路线等。在对话沟通

的材料中，企业对这些用户的问题都做了认真回复；

而对话沟通的材料中并没有企业回复的内容。

（三）操控检查

参考Ｗｈｉｔｅ等［２９］研究，采用３个题项对ＣＳＲ叙
事进行操控检查，代表性题目如“帖文对企业行为

做了具体描述”。参考Ｙａｎｇ等［２８］研究，使用２个题
项对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进行操控检查，代表性

题目如“企业在努力回应用户感兴趣的问题”。题

项均为１～５级李克特式（１表示强烈不同意，５表
示强烈同意）。运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进行两轮单因素方
差分析（ＡＮＯＶＡ）。ＣＳＲ叙事的分析结果显示，志愿
者对两种版本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Ｆ（１，４２０）＝
１０７．５３，ｐ＜０．００１，η２＝０．４９），且详细版 ＣＳＲ叙事
得分均值更高（Ｍｅａｎ详细 ＝４．１７ｖｓ．Ｍｅａｎ简略 ＝２．０６）；
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分析结果显示，志愿者对

两种版本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Ｆ（１，４２０）＝
８８．２５，ｐ＜０．００１，η２＝０．３６），且对话沟通得分均值
更高（Ｍｅａｎ对话沟通 ＝４．０３ｖｓ．Ｍｅａｎ非对话沟通 ＝１．９４）。
因而，研究对两个变量的操控可靠有效。

（四）变量测定

１．组织吸引力。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Ｈｉｇｈｈｏｕｓｅ
等［３０］开发的总体吸引力量表，共５个１～５级李克
特式题项（１表示强烈不同意，５表示强烈同意），代
表性题目如“对我而言，该公司将是一个工作的好

地方”。量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１，均

值（Ｍｅａｎ）为３．３０，标准差（ＳＤ）为１．２９。
２．组织认同。参考 Ｙａｎｇ等［２８］研究，使用４个

１～７级李克特式题项（１表示强烈不同意，７表示强
烈同意）测量该变量，代表性题项如“我认为在该公

司工作能让我成为理想的自己”。量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２，Ｍｅａｎ＝４．５８，ＳＤ＝１．６４。
３．求职者传输。参考 Ｇｒｅｅｎ等［５］研究，该变量

采用４个１～７级李克特式题项（１表示强烈不同
意，７表示强烈同意）测量，代表性题项如“在我阅读
帖文时，我没有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量表一致

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７，Ｍｅａｎ＝４．３７，ＳＤ＝
１．８５。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ＣＳＲ叙事对组织吸引力的主效应
以组织吸引力为因变量，ＣＳＲ叙事为因子，

ＡＮＯＶＡ结果显示：Ｆ（１，４２０）＝９５．６２，ｐ＜０．００１，
η２＝０．３５。这表明 ＣＳＲ叙事对组织吸引力产生显
著影响。同时，详细版ＣＳＲ叙事场景下组织吸引力
均值为４．３３，而简略版ＣＳＲ叙事场景下组织吸引力
均值为３．０８，这进一步说明越详细的ＣＳＲ叙事对组
织吸引力的正向影响越大。由此，Ｈ１获得支持。

（二）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 ＣＳＲ叙事与
组织吸引力间的中介作用，研究使用 Ｈａｙｅｓ［３１］开发
的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３．３程序的Ｍｏｄｅｌ４进行分析。表
１展示了经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５０００次的回归结果。结
果表明，ＣＳＲ叙事对组织认同（β＝０．４５２，ｐ＝
０．００１）和求职者传输（β＝０．３８７，ｐ＝０．０００）均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的间接效应结果显
示，ＣＳＲ叙事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
影响的效应值为０．２７３，置信水平９５％的置信区间
为［０．０８２，０．４９５］；ＣＳＲ叙事通过求职者传输对组
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０．１８７，置信水
平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４８，０．５２６］。因此，Ｈ２
和Ｈ３得到证实。由于ＣＳＲ叙事对组织吸引力的主
效应为０．０８４（ｐ＝０．４５２），故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
输在ＣＳＲ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１　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ＣＳＲ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组织认同 求职者传输 组织吸引力

β ｐ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β ｐ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β ｐ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ＣＳＲ叙事 ０．４５２（０．１２６）０．００１ ０．２５９ ０．５９１ ０．３８７（０．１０４）０．０００ ０．２５２ ０．４７６ ０．０８４（０．０９７）０．４５２ －０．０４５ ０．１８３
组织认同 ０．６０３（０．１７５）０．００１ ０．３７４ ０．８６６
求职者传输 ０．４８４（０．２０２）０．００８ ０．２９６ ０．６３５

Ｒ２＝０．２８ Ｒ２＝０．２３ Ｒ２＝０．３１
Ｆ（１，４２０）＝６８．４４，ｐ＜０．００１ Ｆ（１，４２０）＝５３．８２，ｐ＜０．００１ Ｆ（３，４１８）＝１０８．４７，ｐ＜０．００１

　　注：β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回归系数下括号内数值为系数标准误。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量为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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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调节作用，研

究使用Ｈａｙｅｓ［３１］开发的 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３．３程序的
Ｍｏｄｅｌ７进行分析。表 ２展示了经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
５０００次的回归结果。从中看出，ＣＳＲ叙事与企业社
交媒体对话导向对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０．３５２（ｐ＝０．００１）、０．２２９（ｐ＝０．００３），这
表明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在 ＣＳＲ叙事与组织认
同，以及 ＣＳＲ叙事与求职者传输间起正向调节作
用。因此，Ｈ４和 Ｈ５得到证实。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的间
接效应结果显示：在对话沟通情景下，ＣＳＲ叙事通过
组织认同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

１．４４１，置信水平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７９８，２．０３５］；
ＣＳＲ叙事通过求职者传输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
响的效应值为０．７００，置信水平９５％的置信区间为
［０．３６７，１．０５４］。而在非对话沟通情景下，ＣＳＲ叙
事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

值为０．３７９，置信水平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１０２，
０．６１４］；ＣＳＲ叙事通过求职者传输对组织吸引力产
生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０．３０８，置信水平９５％的置
信区间为［－０．０８８，０．５７１］。综上说明，企业社交
媒体对话导向调节了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ＣＳＲ
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的中介作用。于是，Ｈ６和 Ｈ７
也得到证实。

表２　关于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组织认同 求职者传输 组织吸引力

β ｐ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β ｐ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β ｐ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ＣＳＲ叙事 ０．４２７（０．１３４）０．００１ ０．２３３ ０．５５８ ０．３５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１ ０．２２５ ０．４３４ ０．０８４（０．０９７）０．４５２ －０．０４５ ０．１８３
对话导向 ０．２０４（０．０８１）０．０１１ ０．０９７ ０．３８６ ０．１５８（０．０６７）０．０１４ ０．０８５ ０．３０１
组织认同 ０．６０３（０．１７５）０．００１ ０．３７４ ０．８６６
求职者传输 ０．４８４（０．２０２）０．００８ ０．２９６ ０．６３５
ＣＳＲ叙事
对话导向

０．３５２（０．１０６）０．００１ ０．２１６ ０．４９７ ０．２２９（０．０７８）０．００３ ０．１０２ ０．４２５

Ｒ２＝０．３７ Ｒ２＝０．３４ Ｒ２＝０．３１
Ｆ（３，４１８）＝８１．７６，ｐ＜０．００１ Ｆ（３，４１８）＝７０．６５，ｐ＜０．００１ Ｆ（３，４１８）＝１０８．４７，ｐ＜０．００１

　　注：β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回归系数下括号内数值为系数标准误。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量为５０００。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和叙事传输理论，本研究探

讨了ＣＳＲ叙事影响组织吸引力的双重路径，并考察
了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调节作用。以毕业生为

研究对象，通过试验设计共获得３方面结论。第一，
ＣＳＲ叙事对组织吸引力产生正向影响。ＣＳＲ叙事
越详细，企业就越能够吸引求职者前来应聘。第二，

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 ＣＳＲ叙事与组织吸引力
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第三，企业社交媒体导向在

ＣＳＲ叙事与组织认同以及 ＣＳＲ叙事与求职者传输
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当企业表现出较高的社交

媒体对话导向时，ＣＳＲ叙事会增强求职者组织认同
和心理传输进而提高组织吸引力。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３个方面。首先，从
信息建构方式的角度验证了 ＣＳＲ沟通对组织吸引
力的正向影响，这是对ＣＳＲ沟通与组织吸引力关系
研究的深化，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情境下的相关研究。

以往国内外研究均是从 ＣＳＲ沟通的内容方面探讨
其与组织吸引力的关系，但并没有关注 ＣＳＲ信息的
建构方式。而且，已有研究对中国情境下 ＣＳＲ沟通

与组织吸引力的关系探讨还存在结论不一致。本研

究为两者关系提供了更多中国素材。其次，从社会

认同和叙事传输两个角度揭示了 ＣＳＲ沟通对组织
吸引力的影响机制。以往研究主要从社会认同视角

考察ＣＳＲ沟通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机制。本研究
还基于叙事传输理论发现求职者传输是 ＣＳＲ叙事
影响组织吸引力的另一机制，这是对现有研究的拓

展。最后，着眼于社交媒体环境并从互动示能性的

角度探究了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所起的作用。以

往研究聚焦传统媒介环境下 ＣＳＲ沟通对组织吸引
力的影响，并没有关注数字技术对 ＣＳＲ沟通的影
响。社交媒体不仅成为企业沟通的重要工具，也极

大地塑造了企业 ＣＳＲ沟通实践。本研究是对企业
ＣＳＲ沟通新变化的一个很好的理论关照。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改进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

ＣＳＲ沟通效果有一定的启发。一方面，ＣＳＲ叙事对
组织吸引力存在正向影响。要吸引高素质人才加

入，企业需要将ＣＳＲ行动与沟通机制加以融合。在
ＣＳＲ沟通活动中，企业不仅要重视ＣＳＲ沟通的内容
选择，还要注重ＣＳＲ内容的信息建构方式。叙事是
ＣＳＲ沟通值得采用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企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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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体对话导向调节了 ＣＳＲ叙事对组织吸引力的
作用机制。企业日益倚重社交媒体进行内外部沟

通。然而，企业在经营实践中更多地利用社交媒体

单方面发布信息。我们的研究提示企业及其管理

者：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 ＣＳＲ沟通时，企业应该以
开放的姿态与用户保持对话，这样方能更好汇聚天

下英才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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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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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理财与管理会计。

摘　要：以中国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借助文本分析法实证讨
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企业创

新绩效提升，并且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

创新绩效。进一步发现，对于非国企、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

促进影响更为明显。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制造业：文本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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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

泛应用，中国当前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企业数字化是构建数

字经济的核心基础，数字化发展能够优化企业流程，

达到降本提质的效果，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１］。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

型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２］，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

平［３］，提升内部控制质量［４］，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５］。创新是企业进步的源泉，是企业长久发展的

根本，但现有学者对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机制

研究还不太常见。尤其针对制造业而言，核心技术

匮乏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

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解决“卡脖子”核心问题，促进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基

于以上分析，笔者以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中国Ａ股制造业
为样本进行研究，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

关系，并从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管理效率三个角

度探究二者之间的机制黑箱。希望研究结论能丰富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理论研究，同时为

制造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进行升级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在信息技术爆发的今天，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许

多企业降本增效的利器。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的内

涵也进行了界定。Ｖｅｒｈｏｅｆ［６］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把具
体的数据通过处理，加工成有用的信息，为企业创造

价值。Ｇｉｌｃｈ和Ｓｉｅｗｅｋｅ等［７］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市场环境做出反应，以此调整企

业的业务模式等。钱晶晶和何筠［８］认为企业可以将

战略模式等与数字技术重构结合进而促进企业可持

续发展。根据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

借助数字技术整合企业数据资源，协调各种活动，使

整个企业处于一种更加灵活高效状态的变革。

（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企业的发展战

略、商业模式以及业务流程等各方面进行改进调整，

帮助企业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赋能运营管理，整合

信息资源，从而强化企业创新［９］。具体来说，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融资约束、人

力资本结构和管理效率三个层面来实现。

第一，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

创新绩效。企业的研发创新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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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有较高不成功的概率［１０］，需要企业拥有充

足的资金提供保障。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

转型利用数字技术处理大量编码数据以及各种信

息，加快信息的沟通流转［１１］，能够有效地向企业与

企业外部相关者传输有效信息，提高双方之间的信

息透明度，缓解企业外部融资困难的现象。另一方

面，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以及区块链等拓展销售渠

道，促进企业的营收［１２］，改善财务状况，从源头上缓

解企业出现的融资问题。以此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企

业创新，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

第二，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进而

提升创新绩效。企业的数字化升级需要高技能人才

作为软支撑，而高技能人才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源

泉［１３］。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简单重复的工作将会

被人工智能所代替，低技能人才将会被逐步淘汰，而

这也倒逼企业加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１４］。在这个

过程中，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将不断得到优化。高水

平的人力资本结构会提高企业员工的认知能力与创

新意识，从而带动企业研发技术的发展，激发企业的

潜力，加速企业的创新。总之，企业数字化会优化人

力资本结构，为企业实施创新活动积累资源。

第三，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管理效率，进而提升

创新绩效。首先，数字化改革能够优化组织结构，消

除各层级之间的信息隔阂，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

同，提升信息传递速度，实现更加扁平高效的管理模

式。例如，企业可以通过 ＯＡ系统以及钉钉等办公
软件的使用优化企业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管理者可

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重要的事情。其次，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信息透明

度，提高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互动，降低信息获取成

本。另外，企业还可以运用数字化方式打造智慧供应

链管理系统，实现组织协同管理［１５］，从而降低管理成

本。最后，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处理以及数据分析系统

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数据进行分

析［１６］，挖掘数据背后的信息，为管理者战略规划提供

依据。数字技术还能够对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数

据错误以及不合理操作进行提示，降低失误和犯错的

风险，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科学的内容，提高管理效率。

企业管理效率的提高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力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
新绩效。

假设２：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
升企业创新绩效。

假设３：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进

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假设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管理效率，进而提
升企业创新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
（２０１２）的Ａ股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删除严重缺失
数据的观测值以及ＳＴ和 ＳＴ公司，最终得到７８４７
个观测值。数字化转型指标数据通过搜集样本企业

年报，根据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对年报进行文本分析

得到，所使用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与 ＣＮＲＤＳ。对连续
变量进行了双边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
创新绩效。企业创新可以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

产出两部分，因为本文主要研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所以从研发产出角度选择代理变量。本文选择上市

公司当年独立专利申请量，由于许多企业专利申请量

可能为０，本文对专利申请量加１后进行对数化处理。
２．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本文借鉴吴非等［１７］的方法，通过

构建能够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层与应用层的特

征词谱，并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爬虫技术提取统计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１年样本企业年报中出现的有关数字化转型的
关键词的频数。为了避免右偏性，采用词频数加１
再取对数的方式作为衡量指标。

３．控制变量
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择资产负债

率（Ｌｅｖ）、总资产收益率（Ｒｏａ）、企业规模（Ｓｉｚｅ）、独
立董事比例（Ｉｎｄ）、股权集中度（Ｔｏｐ１）、审计意见
（Ａｕｄｉｔ）、现金流（Ｃｆ）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定义
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创新绩效 Ｉｎｎ＿ｐｅｒ
Ｌｎ（企业当年独立
申请的专利数＋１）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Ｄｔ Ｌｎ（数字化转型词频数＋１）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总负债／总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净利润／总资产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Ｉｎｄ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股权集中度 Ｔｏｐ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审计意见 Ａｕｄｉｔ
标准无保留意见为１，

否则为０

现金流 Ｃｆ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营业总收入
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虚拟变量

年度 Ｙｅａｒ 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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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本文运用基准回归构建如下模型：

Ｉｎｎ＿ｐｅｒｉ，ｔ＝α０＋α１Ｄｔ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Ｙｅａｒ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创新绩效（Ｉｎｎ＿ｐｅｒ），解释
变量为数字化转型（Ｄｔ）。系数 α１表示 Ｄｔ的回归系

数，∑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表 示 本 文 涉 及 的 控 制 变 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表示行业固定效应，∑Ｙｅａｒ表示时间
固定效应，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可以发现，创新绩
效（Ｉｎｎ＿ｐｅｒ）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９．０４８，说明样本
企业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均值为３．５０７，整体来看，
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企业数

字化转型（Ｄｔ）最小值和最大值为０和５．７３７，说明
企业间数字化程度不同步，有些企业甚至还未开始

实施数字化。均值为１．４１６，整体来看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

表２　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 Ｍｅａｎ Ｐ５０ Ｓｄ Ｍｉｎ Ｍａｘ
Ｉｎｎ＿ｐｅｒ ７８４７ ３．５０７ ３．５８４ １．５７１ ０ ９．０４８
Ｄｔ ７８４７ １．４１６ １．０９９ １．２６８ ０ ５．７３７
Ｌｅｖ ７８４７ ０．３９１ ０．３８６ ０．１７９ ０．０１４ ０．９８９
Ｒｏａ ７８４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４ ０．０６９ －０．８４７ ０．３７９
Ｓｉｚｅ ７８４７ ２２．３４１ ２２．２０５ １．１７ １９．６１２ ２７．５４７
Ｉｎｄ ７８４７ ０．３７７ ０．３３３ ０．０５７ ０．２ ０．８
Ｔｏｐ１ ７８４７ ３２．６７１ ３０．８４ １３．９７９ ２．４３ ８９．０９
Ａｕｄｉｔ ７８４７ ０．０１８ ０ ０．１３５ ０ １
Ｃｆ ７８４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８ －０．２６５ ０．４４６

　　（二）回归结果分析
１．基准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列（１）表示只有自变量

数字化转型（Ｄｔ）对因变量创新绩效（Ｉｎｎ＿ｐｅｒ）的回
归。可以看出，回归系数为０．３３１７，且在１％水平下
显著，初步判断假设１成立。列（２）增加控制变量
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结论依然成立。列（３）
在列（２）的基础上控制行业和年度，可以发现，结果
依然在１％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
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

假设１成立。
２．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数字化水平可能也会

更强，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生

性问题。工具变量法可以有效地缓解内生性带来的

干扰。因此，本文参考沈国兵等［１８］的做法，把企业

所在省份的互联网化水平设为工具变量。地区互联

网水平能够反映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且互联

网水平与企业数字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而地区

互联网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并无直接影响，符合工

具变量的要求。本文用企业所在省份域名数取对数

的方式来衡量地区互联网水平。本文在引入模型

（１）中的所有控制变量后进行２ＳＬＳ回归，从表４第
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区互联网水平对数字

化转型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工具变量满
足要求。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Ｃ－ＤＷａｌｄＦ与
Ｋ－ＰｒｋＷａｌｄＦ统计量分别为２７．８８和１２８．３６，大
于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工具变量 １０％的临界值 １６．３８。
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且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

数为１．５９１８，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
结论依然成立。

表３　回归结果检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ｎ＿ｐｅｒ

（１） （２） （３）

Ｄｔ
０．３３１７

（２４．３８）

０．２６３７

（２２．４９）

０．１３３３

（１０．７９）

Ｌｅｖ
０．６２３０

（５．６９）

０．１８０７

（１．７８）

Ｒｏａ
０．８１７６

（２．８０）

１．５４０９

（５．６６）

Ｓｉｚｅ
０．６３７９

（４０．３２）

０．７２４９

（４８．０２）

Ｉｎｄ
－０．６９３４

（－２．６１）

－０．７７１２

（－２．９９）

Ｔｏｐ１
－０．００３９

（－３．６１）

－０．００３１

（－２．８６）

Ａｕｄｉｔ
－０．３２０９

（－２．９２）

－０．２９６０

（－２．６１）

Ｃｆ
－０．６８９０

（－５．１４）

－０．５４３８

（－４．２７）

＿ｃｏｎｓ
３．０３８６

（１１８．１４）

－１０．９２８８

（－３２．３９）

－１３．２２５２

（－３９．５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７０３ ０．３２４７ ０．４６３３
Ｎ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Ｆ ５９４．４７ ４７２．５４ １６９．３３

　　３．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三种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利用

上市公司当年独立获得的专利数作为创新绩效的替

代变量重新进行基准回归。如表５中列（１）所示，
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创新绩效。其次，替换解

释变量，借鉴何帆和刘红霞［１９］的做法采用数字化转

型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模型（１）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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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列（２）显示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最后，更
换回归模型，将基准回归模型变更为较严格的固定

效应模型对模型（１）进行回归，从列（３）可以看出结
果仍然成立。

表４　工具变量回归

第一阶段回归

被解释变量：Ｄｔ

第二阶段回归

被解释变量：Ｉｎｎ＿ｐｅｒ

ＩＶ
０．０６６３

（１１．３３）
Ｄｔ

１．５９１８

（１２．８８）
＿Ｃｏｎ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Ｃ－ＤＷａｌｄＦ Ｃ－ＤＷａｌｄＦ
２７．８８

［１６．３８］

Ｋ－ＰｒｋＷａｌｄＦ Ｋ－ＰｒｋＷａｌｄＦ
１２８．３６

［１６．３８］
Ｎ ７，８４７ Ｎ ７，８４７

　　注：［］中的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识别检验１０％水平上。

表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更换模型

Ｄｔ
０．１４２５

（１２．３７）

０．２１１０

（６．７４）

０．０４６８

（３．４９）

＿Ｃｏｎｓ
－１２．８０４９

（－３９．５４）

－１３．５０１６

（－４０．０８）

－９．５３４５

（－１０．６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 １９６．７５ １６４．６６ １０４．８７
Ｎ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Ｒ２ ０．４９５１ ０．４５８５ ０．３４０８

　　（三）机制识别检验
前文通过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证明了

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是二者

之间的作用机制还没有检验，为了识别数字化转型

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

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对二者之间的传导路径进行检

验，从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以及管理效率三条渠

道构建模型，其中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ｔ为中介变量，其余变量
与模型（１）相同。具体模型如下：

Ｉｎｎ＿ｐｅｒｉ，ｔ＝α０＋α１Ｄｔ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Ｙｅａｒｉ，ｔ＋εｉ，ｔ （２）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ｔ＝β０＋β１Ｄｔ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Ｙｅａｒｉ，ｔ＋εｉ，ｔ （３）

Ｉｎｎ＿ｐｅｒｉ，ｔ＝γ０＋γ１Ｄｔｉ，ｔ＋γ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Ｙｅａｒｉ，ｔ＋εｉ，ｔ
（４）

１．融资约束
企业的成长需要资金，融资是企业取得资金的

重要来源。企业借助信息技术等数字手段缓解融资

压力，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动力。本文通过计算 ＳＡ
指数，因为 ＳＡ指数为负数，本文采用 ＳＡ指数的相
反数来衡量融资约束。如表６列（１）所示，企业数
字化转型可以明显抑制融资约束。将融资约束带入

模型（４），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和融资约束对企业
创新绩效都通过了在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假设２
成立。

２．人力资本结构
企业数字化能够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能够

采用多元化用工模式，获取高科技人才，为企业创新

能力提供智力保障。本文借鉴付剑茹［９］的做法，选

择研发人员数量占比来衡量人力资本结构。如表６
列（２）所示，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优
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将人力资本结构带入模型

（４），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
创新绩效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假设 ３
成立。

３．管理效率
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优化组织结构，能够使

外界更加了解企业的经营产品，降低各种交易成本，

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选择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

二者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管理效率。如表

６列（３）所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率的影响在
１％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且将管理效率加入模型后，
数字化转型仍然对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效率也

对创新绩效在１％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假设４成立。
（四）异质性检验

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为进一步

保证结论的真实性从产权性质、地区属性和要素密

集度分样本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是否存在

异质性影响。

由表７列（１）和列（２）所示，无论是国企还是非
国企，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在非国企中更明显。可能

是因为，相对于国企而言，非国企面临的融资约束更

大，对创新的投入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２１］。非国

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强融资的效

果也越强。另外，由于国企的特殊性，对人才的吸引

以及对资源的获得并不完全依赖于数字化转型，而

非国企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大大改善人才匮乏与资

源不足现象。

由表７列（３）和列（４）所示，相对于中西部，东
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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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健全，高端人

才聚集，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以及创新实践的

落实。而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较弱，且对新技

术的应用相对比较保守。

表６　机制识别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ｎ＿ｐｅｒ ＳＡ Ｉｎｎ＿ｐｅｒ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ｎ＿ｐ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 Ｉｎｎ＿ｐｅｒ

Ｄｔ
０．１３６６

（１１．１０）

－０．００６１

（－２．６７）

０．１３２１

（１０．７１）

１．７２６９

（１５．７７）

０．１０８３

（８．６２）

０．０１１２

（１０．６３）

０．１２６２

（１０．０６）

ＳＡ
－０．１８７３

（－３．０５）

Ｈｕｍａｎ
０．０１４５

（９．９８）

Ｍａｎａｇｅ
０．６３２８

（３．１９）

＿Ｃｏｎｓ
－１３．１９４０

（－３９．１６）

４．１６９２

（５３．９２）

－１２．４４４４

（－３０．３１）

２４．９０５０

（１０．４９）

－１３．５８５４

（－４０．９６）

０．５２８８

（１１．２８）

－１３．５５９８

（－３９．５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６２１ ０．１８６３ ０．４６３９ ０．２９３０ ０．４６９４ ０．３７１２ ０．４６５８
Ｆ １６９．７４ ６８．６９ １６７．３２ ７２．３８ １７２．２３ １４３．６６ １６６．７４
Ｎ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７８４７

　　由表７列（５）至列（７）所示，数字化转型能够促
进三种密集型企业的创新绩效的提升。列（６）显示
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在５％水平上显著，弱
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可能原因在于，

技术密集型企业较重视技术创新，从而加强技术研

发应用；资本密集型企业借助资金优势，加速企业数

字化转型，加大对创新的应用；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利

用低端劳动力且用工模式单一，数字化转型难度大。

表７　异质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国有 非国有 东部 中西部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Ｄｔ
０．１０４

（４．３０）

０．１４４

（９．９３）

０．１４４

（９．９６）

０．１０８

（４．６９）

０．１３６

（９．２３）

０．０７５

（１．９８）

０．１３７

（５．１６）

＿Ｃｏｎｓ
－１４．４１７

（－２８．０８）

－１２．２４７

（－２６．５５）

－１４．１２４

（－３４．２２）

－１１．５３９

（－２０．２１）

－１４．２０８

（－２６．８９）

－１１．９９６

（－１１．０５）

－１０．３６７

（－１６．４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２６５ ５，５８２ ５，５５３ ２，２９４ ４，４３８ １，１７５ ２，２３４
Ｒ２ ０．５４８１ ０．５４８１ ０．４６２０ ０．４９７５ ０．５０５８ ０．３５４３ ０．３９６８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中国Ａ股制造业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的数据为
研究样本，实证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

响。研究表明：（１）数字化转型能够明显提升企业创
新绩效，并且结论通过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２）
数字化转型可以从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以及提高管理效率三条路径提升创新绩效。（３）数字
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于非国企以

及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更为明显；同时，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数字

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二）启示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三重压力，中国企业

特别是制造业需要数字化转型来转换动能，提高企业

创新能力。制造业企业应该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的重

视，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企业在数字化过程

中，应该融合企业管理，改善融资环境，构建人才培养

系统，全方位多维度进行数字改造，发挥放大数字化转

型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针对不同企业的发展模式以及市场战略，

结合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精准地进行数字化改革。

东部地区可以对核心技术进行突破，中西部地区可

以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建设，并与东部地区进行

深度交流合作，非国有企业更应该加大数字化转型

力度，增强企业创新，促进企业营收。不同要素密集

型企业要结合自身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数字化

改革，借助信息技术，增强企业创新力度，实现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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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第三，政府应该加大对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

制定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化等普惠政策来激励企业

进行数字化改革。对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数字化指

导，帮助企业解决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助力企业数

字化转型。完善数字化转型的监管制度，防止部分

企业借助数字优势进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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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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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某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现状及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在公立医院实
施的情况及效果，分析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历程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医疗服务价格情况等，提出调整必

须以项目成本为基础，真实反映医务人员知识技术劳务价值，价格回归成本，财政政策补偿到位，更

好地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和知识价值，为公立医院创造更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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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我国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
内容和任务，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旨在调整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核心目标

是建立合理、透明、可持续的医疗服务价格机制，使

得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能够依靠自身劳动得到合理

收入补偿，体现自身价值。提高医疗服务的公平性

和可及性，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解决医药费用不

合理增长，破除“以药养医”引发的乱象。２０１７年８
月３１日，河南省郑州市以“药品零差价销售，同步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为突破口，启动郑州市城市公

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取消
医用耗材加成，对２６４２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整，
推动了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化和规范化。随后，河

南省进一步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通过调整

医疗服务价格、药品和耗材集中采购等措施，缓解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河南
省医保局会同省卫健委、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了《河南省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实施意见（试行）》，进一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政策

的理性化。这一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河南省在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有助于优化医

疗资源配置，解决医疗资源不均衡、医疗费用过高等

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节约医保基金，减轻患者负担，提高人民群众

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

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平、优质的医疗服务，为

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为充分了解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在公立医院实施

的情况及效果，结合郑州市某三级甲等公立医院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间相关运行数据，对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同时分析价改成效，为价改

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一、郑州市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情况

河南省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中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

位”的原则，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并调整医疗

服务项目的价格。用医院医疗服务实际工作量和加

成收入数据为测算基础，实行“平移式调价”“精准

调价”［１］的策略，这意味着在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时，以体现技术劳务的诊疗、手术等临床诊疗类项

目和依赖医用设备检查的医技诊疗类项目为主要调

整对象，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通过引导医疗机构

优化收入结构，推动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化和规范

化。

（一）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调整的服务项目

郑州市在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取消药品加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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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３７１２项，调增 ２９０４项，调减
８０８项，调价率７４．６３％，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取消医
用耗材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２６４２项，调增
１７１７项，调减９２５项，调价率５１．６５％。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调整服务项目类别见表１。

表１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调整医疗服务项目 单位：项

价格调整
２０１７年取消药品加成
调增 调减

２０１９取消耗材加成
调增 调减

综合医疗服务类 ６５ ０ ２７ １０

医技诊疗类 １１０ ８０７ ２５ ７８５

临床诊疗类 ２６１２ １ １６２５ １２６

中医及民族 １１７ ０ ４０ ４

调整项目合计 ２９０４ ８０８ １７１７ ９２５
调价率 ７４．６３％ ５１．６５％

　　（二）价格补偿
一直以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延续医疗服

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药品加

成取消后，公立医院的补偿转变为医疗服务收费和

财政补助两个渠道。２０１７年郑州市在药品加成取
消时，明确提出公立医院因药品零差价销售减少的

合理收入，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９０％，财政
按照原供给渠道补偿１０％；医用耗材加成取消，由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政策带来的亏损。通过郑州

市某三级甲等公立医院药品、耗材零加成，调整价格

后连续五年的运行数据监测，价格调整的补偿率分

别为：２０１８年，７１．３７％；２０１９年，７６．１６％；２０２０年，
７６．０１％；２０２１年，８１．７０％；２０２２年，７５．１２％。药品、
耗材零加成补偿见表２。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能弥补医院实施药品和耗材

零加成后的政策性亏损，对医院医疗收入影响较大。

表２　药品、耗材零加成补偿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主要指标

药品、耗材零加成数据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１调整价格医疗收入增长收入 ９４０６ １１７６１ １０９７９ １３５５７ １１８２５
２ 药品零加成减少的收入 １３１７８ １５４４４ １１４２６ １４１３４ １３４８４
３ 耗材零加成减少的收入 － － １７４８ ２４５９ ２２５８
４ 补偿净额 －３７７３ －３６８２ －２１９５ －３０３６ －３９１７
６ 补偿率％ ７１．３７ ７６．１６ ７６．０１ ８１．７０ ７５．１２

　　（三）医疗服务量及次均费用
医疗服务量。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两次医疗服务价

格大调整后，门急诊人次呈持续增长趋势（２０２０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出现波动），年均增长５．９５％，出院
人次亦呈增长趋势（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２年受新冠疫情影
响波动），年均增长率 ６．９５％。具体情况见表 ３。
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三年疫情对医院门急诊就诊人
次，住院人次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上的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不能对医疗服务量产生显著影响。

次均费用。医院的门诊次均费用一直维持在较

低水平但仍有波动，具体情况见表３。如２０２０年门
诊次均费用增长１５．５７％，与当年疫情管控相关，不
是万不得已患者不去医院就诊，所以当年门诊患者

相对往年门诊患者症状相对较重，费用有所增加；

２０２２年疫情管控特点是大量症状相似患者涌向医
院开药，门诊人次量增加，次均费用出现下降。在住

院次均费用方面，６年来呈逐步上升趋势，除 ２０１７
年递增幅度较大外，其他年份递增的幅度并不大，特

别是２０１９年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２０２２年开始
实施ＤＩＰ支付方式改革，对患者次均费用增长起到
明显遏制作用。说明医改政策叠加对次均费用有影

响，单纯价格改革调整并不能影响到次均费用。

表３　医疗服务量及次均费用

量／费用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门急诊量 人次数 １６３３３５０ １８１５７２２ ２１５２８５９ ２５８７７３３ ２１６４４５２ ２６８３４３９ ２９３０８８９

增减率（％） — １１．１７ １８．５７ ２０．２０ －１６．３６ ２３．９８ ９．２２
出院量 人次数 ９４７８８ １０８３５６ １２７８３３ １４７０２９ １２９７１０ １４９１３７ １３４３０５

增减率（％） — １４．３１ １７．９８ １５．０２ －１１．７８ １４．９８ －９．９５
门诊次均费用 次均费用（元） ２１４．１１ １７４．３２ １８０．５７ １８３．９６ ２１２．６１ ２０６．０３ １７８．９６

增减率（％） — －１８．５８ ３．５９ １．８８ １５．５７ －３．０９ －１３．１４
住院次均费用 住院次均费用（元） １２０５６ １４３６０ １５２４８ １６４１９ １６７９３ １７７５５ １７８８５

增减率（％） — １９．１１ ６．１８ ７．６８ ２．２８ ５．７３ ０．７３

　　（四）公立医院医疗收入结构
全面实施价格改革后，公立医院收入结构发生

一定变化，医疗收入结构折线见图１。药品收入从
２０１６年的４２．２３％下降到２０２２年的２９．８４％；检查
检验项目调减较多，但收入占比从 ２０１６年的
２９．１９％到２０２２年的３０．９０％，仍小幅上扬；卫生材
料收入占比和医务性收入占比均呈上升趋势，年均

分别增长１．０５和０．７２。

医务性收入结构：具体数据见表４。床位费价
格多年来一直未作调整，而住院患者次均费用逐年

增长，导致医务性收入占比中床位费占比逐年下降；

诊察费占比由２０１７年的３．７４％增长至２０１８年的
５．７０％，主要原因是“住院诊查费”由２元／日调整
为１７元／日；护理费在调价过程中虽然进行过调增，
但护理类收费项目只有１５项，而且此类项目成本与
价格的比价关系明显倒挂，所以即便护理人员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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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忙得不可开交，但护理费在医务性收入结构中 的占比并不高。

图１　医疗收入结构（％）

表４　医务性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占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挂号费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８

床位费 ９．７６ ８．２１ ６．６８ ５．８３ ５．５８ ４．９５ ４．７３

诊察费 ２．３５ ３．７４ ５．７０ ５．２５ ５．１２ ４．６１ ４．４４

护理费 ４．９４ ６．１７ ７．７５ ８．０６ ８．４７ ７．４８ ７．４９

治疗费 ５７．８９ ５７．８３ ５６．４ ５５．７２ ５４．９１ ５７．４７ ５６．５０

手术费 ２３．８３ ２２．８１ ２１．８３ ２１．７４ ２３．１３ ２３．４８ ２４．８７

其他费 １．０７ １．１０ １．５２ ３．２９ ２．７１ １．９４ １．９０

　　二、讨论与分析
（一）我国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历程存在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医疗服务价格领域持续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

２０１６年开始，各地配合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
控制公立医院药耗采购成本，稳妥有序地进行了多

轮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优化，对推动公立医院补偿

机制转轨、促进医疗技术进步、支持医疗事业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２］，但在实际开展中，依然存在一些

问题。

（１）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和提升医疗人员劳务费
用这两者不能同频共振。国家的统计结果显示，医

疗费用的增速通常快于物价的增速，这意味着医疗

成本的上升压力较大。如果同时要求降低医疗服务

价格，可能会导致医疗机构利润下降、财务压力增

加，从而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

（２）医疗服务成本核算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医
疗服务价格比价体系不够完善，导致定价不够科学

和公平。特别是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在市场化的背

景下，为了体现其公益性质，许多项目的定价被设置

得低于其实际成本，这加重了公立医院的经济压力。

（３）医疗服务收费机制不健全。目前很多医院

按照项目收费，按项目付费可能会使得医院倾向于

过度开展某些高价项目，而忽视其他低价但同样有

效的治疗手段，这不仅带来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会

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从而产生资源浪费和不必要

的医疗行为。

（４）政府对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健全。在药品加
成的模式退出市场，财政补助的占比一直不高的情

况下，医院为了增加收益而变相提高医疗服务价格。

（５）医疗服务价格制定重物耗轻人力的现象非
常严重，医院更关注物耗的收入，可能会出现过度检

查、过度治疗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

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可能会过重，影响工作效率和

医疗质量。

（６）医疗服务价格一经制定往往很多年得不到
调整，不能与社会同步发展，可能由多个因素导致，

其中包括政策机制的僵化、信息获取困难以及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博弈等。

（二）国内外医疗服务价格情况

医疗服务价格情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较大

差异。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制一直遵循“统

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价格水平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公立医院价格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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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私立医院价格相对较高。医疗服务价格根据

不同项目和地区有所变化，但普遍认为医疗服务价

格相对较低。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相对较高，是全

球最昂贵的之一，由于医疗体系的私营化、保险制度

的复杂性以及药品等成本的上升，导致医疗服务价

格居高不下。日本的医疗服务价格相对较高，但其

医疗保险制度相对完善，患者需要支付医疗费用的

一部分，而剩余费用由医疗保险承担。各个国家和

地区的医疗服务价格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

经济水平、医疗体系、医疗保险制度等。因此，在不

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时需要综

合考虑各种因素。

（三）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重要性

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制一直遵循“统一

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价格水平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根据区域内实际情况确定，同时基于医疗卫

生事业的福利性和公益性，医疗服务的价格一直处

于较低水平，尤其是医疗技术劳务和知识价值没有

在价格中充分体现，大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明显

偏低。但社会经济一直在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健

康需求日益丰富，在《２０２１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和《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１》中，医疗服务总费用增加，
人均卫生总费用以年均１４．１６％增长率持续上升，
高于ＧＤＰ年均１１．６５％增长率。在公立医疗机构内
部，医疗收入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医院规模快速扩增

导致的医疗机构固定资产折旧成本上涨、大型医疗

设备检查治疗价格过高，药品收入成为各大医院的

主要筹资渠道等，这一系列问题，使得政府、医疗机

构对完善医疗服务价格体制，理顺比价关系，回归价

格杠杆功能有强烈的诉求，因此改革医疗服务价格

势在必行，具有现实意义。

（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尚不到位

郑州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主要考虑补偿药品

和耗材零加成的政策性损失，在不增加患者总体医

疗费用负担以及医保基金的可承受能力，为补偿而

调价，没有从项目实际开展出发，考虑医疗服务项目

的真实成本，技术风险、人力资源的消耗等因素，因

此很多技术劳务性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仍然背离成

本，医疗服务得不到合理补偿，医疗服务比价关系不

合理依然存在。通过价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

比有一定提高，但仍远低于郑州市公立医院总体医

务性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比同

比提高且≥３５％的要求。
例如：“一级护理”项目价格为２６元／日，项目

内涵“护士每小时巡视观察一次，观察病情变化，根

据病情测量生命体征，进行护理评估及一般性生活

护理，作好卫生宣教及出院指导”。一级护理患者

护士每日需巡视２４次，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并做护理
记录。在实际成本测算中，巡查一次时间消耗３分
钟，７２分钟／日。按郑州统计局发布２０２１年全市城
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０．７４元／分钟，
仅巡查人力时间消耗成本就是５３．２８元，高于一级
护理定价２６元。且在实际情况下，医务人员的平均
收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才合理。“一级护理”在医

院连续两年实际成本测算中，成本为８６．４元／日，相
对于２６元／日的价格，价格与成本明显背离，远不能
体现医疗服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

（五）医疗收入结构与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

医疗收入中，药品收入从 ２０１６年改革前的
４０％以上降到持续改革后２０２２年的３０％以下，说
明“药品零加成”“集采”等医疗改革政策叠加成效

显著；检查检验项目价格调整时，调减的项目较多，

但收入占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小幅上扬，关联

医疗收入总量趋势和药占比、医务性收入占比相关

数据，检查检验项目价格调整并没有影响到检查检

验收入占比，没有达到改革时“总量控制、结构调

整”对检查检验项目的预期，仍然需要临床医护人

员转变思想，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检查检验项目；

医务性收入占比从１９．９２％增长到２４．２６％数据结
果看，整体体现出“取消药品加成”和“调增临床诊

疗项目价格，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价格改革大

原则和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逐步提高”指标导

向。另外，因为“所有的卫生材料收费必须伴随着

医疗服务项目开展而产生”，所以卫生材料占比与

医务性收入占比的同步提升，与医院近几年着力加

强内涵性建设，提升各专业技术能力，手术操作等技

术性、劳务性项目逐渐增多有关。但耗材占比增长

速度明显高于医务性收入占比的增长速度，所以耗

材使用监管，对医院高质量发展，精细化管理提出更

高要求，必须避免出现“支架集采降价后，使用价格

更高的药物球囊来代替支架”的扭曲现象，控制耗

材滥用，降低总体费用。

（六）医疗服务价格与工作量

医疗服务作为准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

排他性，价格弹性较低［３］，对量的变化不敏感，与其

他商品或服务不同，患者不会因为医疗服务价格的

高低而减少基本医疗需求，另外人们对健康需求的

增强、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叠加和医保的全覆盖，人们

更加注重预防保健和早期治疗，以避免疾病的恶化

或复发，更愿意应用医保基金的红利来支付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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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会考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是否调整，而是将重

点放在自身健康需求的满足上，所以价格调整不能

影响就诊量和住院量。还有价格改革后，价格的补

偿率仅有７６％，医护人员必须尽可能增加诊疗服务
项目才能弥补药品、耗材加成的损失，以维持原有薪

酬水平，而此时工作量是大幅增加的。医务人员体

会不到价格改革的红利，不仅对价格改革关注度不

高，同时还颇有微词，引发诱导需求［４］。因此，医疗

服务价格改革任重道远，需要政府打出医改的组合

拳进行价改纠偏。

（七）医改中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２０２２年６月，郑州市全面启动医保支付模式改
革，所有公立医院实施ＤＩＰ付费，从单纯按项目收费
转向全面实施ＤＩＰ付费，可以更好地与医疗服务的
真实成本相符合，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和知识

价值。这种付费模式更加注重医疗服务的综合性和

效果，而非简单地以项目数量来衡量医院的收入。

这对于推动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

支付模式的改变，使医务人员更关注医保能够付多

少，普遍认为价格改不改都没有实际意义。实际上

无论支付模式如何改变，在价格基础上先有收，才有

支，需要从根源上解决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的问

题，建立科学、公正、可行的医疗服务价格制定机制，

才能彻底解决医疗服务价格与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

和知识价值不匹配的顽疾，调整医疗收支结构，促进

医疗卫生事业的良性的、高质量的发展，摒弃“以药

养医”“以耗养医”的观念，回归医疗本源。这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和相关利益

方共同努力，以实现公立医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

（八）动态调价机制的缺陷

近年来，医疗收费价格调整一直存在缓慢的问

题，很多地区一直执行多年前的收费标准，如河南目

前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是２００１版基础上的调整的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项目数量价格等未完全与２０１２
版接轨。为解决这个问题，自２０１９年国家医疗保障
局出台“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文件

以来，河南省医疗保障局、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先后印

发“动态调价机制”的相关文件，逐步建立公立医院

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近些年来，

药品、耗材集采，一年一次或者数次不等，但动态调

价“需要满足启动条件，并设立约束机制”，在这样

的条件制约下，存在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周期可能较

长，对价格反应不灵敏的缺陷。因此，“适度多次”

甚至“小幅多次”将是未来价格调整的应有策略。

三、建议

（一）价格调整必须以项目成本为基础，真实反

映医务人员知识技术劳务价值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需要经济保证和支撑，面对

药品、耗材的零加成，政府财政补助和医疗服务价格

调整不到位，药品、耗材零加成使得医院无法通过销

售药品等额外收入来弥补财务缺口，加上 ＤＩＰ支付
方式改革给医院设置的费用天花板，限制了医疗服

务价格的调整空间，医院运营举步维艰，经济运行压

力巨大，２０２２年国家卫健委报表显示４３．５％医院处
于亏损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医疗服务项目成

本为基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对于提升公立医院纯

收入，改变公立医院收支结构，提高医务人员劳务价

值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合理定价，能够更好地体现

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和知识价值，激励他们提供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同时，也可以为公立医院创造更

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保证其可持续发展，为广大患者

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二）价格回归成本

医疗服务作为一种高技术风险劳动，它的技术

劳务价值难以度量，与一般商品和服务相比，其具有

培训成本高、知识更新速度快、脑力消耗大、技术风

险高等特点［５］。因此与其他劳动测算方法不应该

相同，医疗服务的价值包含物质消耗的价值和人力

消耗的价值，当前很多医疗服务出现价格与价值倒

置现象，技术含量越高的医疗服务越明显，对医疗服

务项目建立更加科学、适用的成本核算方法，进一步

提高技术劳务性医疗服务价格，让医疗服务价格充

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

性，增强他们对技术劳务性医疗服务的投入，从而提

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和效果，实现技术劳务性医疗

服务价格提高和医务人员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财政政策补偿

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综合改革的实施，旨在推动

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调整和优化。其中一个重要举

措是全面取消药品、耗材加成，并实施零差率政策。

这意味着医院不再对药品和耗材收取额外费用，消

除了过去由于加成导致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同时

为了保障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医务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补偿政策性亏损，一

方面通过提高护理、治疗、手术等医疗服务项目的价

格，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并确保他们获得

应有的回报。这样既能激励医务人员提供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又能促进医疗机构的发展。另一方面对

于无法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来进行补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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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主管部门应建立统一的医院成本核算制度

和核算方法。这将有利于准确计算医疗机构的成

本，包括人力成本、设备投资、管理费用等。通过统

一的成本计算方法，可以更加完整、真实地反映成本

的组成，确保补偿的合理性。统一的成本计算方法

将有利于完整、真实地反映成本的组成，不同医院医

疗服务成本的对比性，确保各类补偿实施的合理

性［６］，对政策性亏损部分予以兜底补偿，以维护医

疗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四）动态调整机制触发条件、约束条件

动态调价机制的启动条件中的医疗费用指标、

医疗机构运行指标、医保费用指标、经济社会发展指

标，以及约束标准中的 ＧＤＰ、ＣＰＩ、年度医保基金结
余等条件，必须结合区域经济发展、财政投入、群众

费用负担等因素，通过医疗服务价格成本监测工作，

监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成本、费用、收入分配

和改革运行情况确定，综合分析现行比价关系，初步

测算各项目目标价格、调价幅度范围，综合调价策

略、时机和周期等因素，以现行价格项目设置、收入

构成是否合理来确定启动条件，出台的价改政策必

须符合地区实际经济发展，设定可操作、能落地的价

改政策，助力卫生体制改革和医院高质量发展。医

疗服务价格调整的缓慢性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级医疗保障机构需要进一步

推动动态调价机制的实施，并确保其灵活性和适应

能力。此外，政府还需要加强监管，确保医疗服务价

格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以推动医疗服务价格的动态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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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的效力
———以《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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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中“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含义应该以“抵押权从属性说”为理论基
础作解释。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债权不受法律保护，抵押权基于从属性同样不受法律保护，抵押

权与主债权都保持存续状态。时效抗辩权应当包含在抵押权从属性的扩张解释范围内。抵押期间

不是一种独立的期间，而是抵押权从属性特征的具体表现。为符合《民法典》第４１９条命令性规范
的性质以及实现促进交易的目的，抵押担保关系当事人不能自行约定抵押期间。《民法典》第４１９
条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质权、留置权。

关键词：抵押权从属性；时效抗辩权；抵押期间；类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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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为《民法

典》）第４１９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
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

护。”该条款沿袭了２００７年《物权法》第２０２条的规
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同的解释路径，大致

可以分为“抵押权消灭说”“抵押权存续说”和“抵押

权从属性说”三种模式。除此之外，在理论层面，有

学者提出“抵押人意思说”的观点，为抵押权效力问

题的处理方式提供了一种崭新思路。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

简称为《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出台以后，最高人民

法院认为《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４４条是从抵押权
从属性的角度解释抵押权效力问题，即由于抵押权

从属于主债权，因此在主债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而成为自然债权后，抵押权也无法通过人民法院予

以保护。［１］３９５至此，司法实践大多采纳了该观点。但

在实际运用中，各地法院对抵押权效力状态的理解

大相径庭，有的法院只援引《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

规定而不对抵押权效力状态做评价①；有的法院认

为抵押权应当消灭②；也有法院认为抵押权应当继

续存在③。

可见司法实践对该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

审判思路，究其原因是对《民法典》第４１９条的理论
认知不清。明确抵押权的效力状态直接影响抵押关

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同时也间接影响衍生而来的

抵押期间性质、抵押期间能否约定等问题的处理。

因此，抵押权效力状态迫切需要一个清晰的定论，以

督促抵押权人及时行使权利，方便抵押人明确义务

范围，确保司法审判有章可循。

二、抵押权效力状态在我国的不同解释路径

如前所述，对《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人民法院不
予保护”的解读，主要存在“抵押权消灭说”“抵押权

存续说”“抵押人意思说”“抵押权从属性说”四种观

点。结合《民法典》的立法意图以及现实需要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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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综合判断，“抵押权从属性说”应当成为解释抵押

权效力问题最确切的观点。

（一）“抵押权消灭说”之否定

“抵押权消灭说”认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

抵押权人未依法及时行使抵押权，不仅丧失人民法

院的公力保护，而且会导致抵押权的消灭。“抵押权

消灭说”主张抵押权经过一段时间后消灭，故抵押期

间属于除斥期间。依照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抵押权的

适用规则，“抵押权消灭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１．违反文义解释。“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指权
利丧失司法保护，定然以权利存在为前提。若权利

不存在，何谈保护？“抵押权消灭说”以抵押权消灭

为结论，超出社会一般人的理解能力范畴，难以涵盖

于“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应然之意。

２．违反历史解释。《物权法（草案）》第１９９条
规定，“担保物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未

行使担保物权的，担保物权消灭”，表明立法者曾有

表达抵押权消灭的立法意图。然而，最终出台的

《物权法》第２０２条一改《物权法（草案）》的规定，采
用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表述。继而，《民法典》

第４１９条未对《物权法》第２０２条做任何改变，仍然
延续“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的立法选择，这一系列

的演变反映出立法者已经明确拒绝采用“抵押权消

灭说”的观点。

３．违反物权内容法定。物权内容法定是指各类
物权的具体内容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

创设与法定物权内容不符的物权，也不得自行约定

物权的内容，不得作出与法律强行性规定不符的约

定。［２］对于抵押权消灭的立法规定，《民法典》第３９３
条明确了四种情形，而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并不包

含在已列举的三种情形中。同时，其他法律法规不

存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消灭的类似规

定，所以难以将此情形包含在兜底“其他”条款中。

因此，若承认抵押权罹于主债权诉讼时效后为消灭

状态，则与《民法典》第３９３条规定不符，违反物权
内容法定。

４．抵押权不符合除斥期间的适用条件。首先，
以民事权利的作用为标准，可将民事权利分为支配

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各权利彼此互相独立、

互不干涉。抵押权属于支配权，而我国除斥期间的

适用范围仅限于形成权，排除了抵押权的适用可能。

其次，形成权的权利主体能够依单方意思表示使民

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行为一经作出即生效，具有极

强的外部效力性；支配权从积极方面来说，涵盖着长

期拥有或支配该物的含义。抵押权尤其是采取登记

生效要件的不动产抵押权往往因登记行为使得抵押

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不存在抵押关系短时

间内变更或消灭的现实紧迫需要。所以，抵押权适

用除斥期间完全有悖于其根本性质。

（二）“抵押权存续说”之否定

“抵押权存续说”认为抵押权不随主债权诉讼

时效的届满而消灭，仅发生效力减损———丧失司法

保护。［３］抵押期间随着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止、中断、

延长而相应变化，故抵押期间性质应为诉讼时效。

但“抵押权存续说”同样存在规则适用上的硬伤，对

抵押物的流转难以起到促进作用：

１．抵押权不符合诉讼时效的适用条件。诉讼时
效的适用对象主要为债权请求权，抵押权为支配权

不宜适用诉讼时效。抵押权是绝对权，具有极强的

排他性，排斥一切义务人对物上权利之行使的干涉。

而诉讼时效存在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在法定时间内

行使权利，否则权利人将丧失权利实现于法律层面

的可能性。可见，诉讼时效制度将权利人禁锢在时

效制度的牢笼之中，禁止其享有无期限的权利。因

此，抵押权适用诉讼时效与其排他性的性质在本质

上是相互矛盾的。

２．“抵押权存续说”不符合经济效用。首先，难
以发挥抵押物的价值。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是抵押

权人怠于行使权利的后果，若仍坚持抵押权存在，是

对抵押权人的过分保护，不利于抵押物发挥自身价

值。［３］其次，难以实现的抵押权存续现实会阻碍抵

押物流转。抵押人自愿履行是抵押权罹于主债权诉

讼时效后得以实现抵押权的唯一途径。然而抵押人

与债务人意志相互独立，抵押人自愿履行后无法保

证追偿权能够实现，尤其是在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

的情况下，抵押人自愿履行行为无疑是“没有回报”

的。因此抵押人自愿履行的可能性本身就极低，抵

押权得以实现的概率大打折扣。继而，抵押物交易

相对人必然会因物上抵押权存在而产生顾虑，抵押

财产的转让、出租和再融资受到直接影响。［４］

（三）“抵押人意思说”之否定

“抵押人意思说”一反“抵押权消灭说”和“抵押

权存续说”对抵押权效力状态的唯一定论，而是将

抵押权是否消灭委诸抵押人自己的意思，即在抵押

人主张时效抗辩时，抵押权没有消灭；在抵押人主张

抵押权消灭时，抵押权才真正归于消灭［５］。“抵押

人意思说”赋予抵押人较大的决定权，符合《民法

典》从倾向于抵押权人利益保护逐渐转向抵押人利

益保护的立法趋势。但是，该观点暂存于理论阶段，

逻辑尚不完整，实际应用也较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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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理论不完备，实践不可行。“抵押人意思说”
的前提条件是抵押人作出主张时效抗辩或主张抵押

权消灭的确定性行为，因此该理论并没有考虑到抵

押人未作出任何主张时抵押权的默认效力状态。若

认为，抵押权的默认状态为消灭状态，那与“抵押权

消灭说”何异？若认为，抵押权的默认状态为存续

状态，那与“抵押权存续说”何异？换言之，“抵押人

意思说”从根本上并没有对“不予保护”进行解释，而

是为了解决前两种观点的现实困境所选择的妥协方

案。除此之外，为确保抵押人实现自己的意志，必须

明确抵押人作出主张的期限限制。超出期限未主张

时抵押权的效力如何也需要该观点进一步明确阐述。

２．忽视对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利益保护。一物上
若设定多个抵押权，依照《民法典》第 ４１４条的规
定，抵押权的登记次序直接影响着各顺位抵押人的

利益所得，先顺位抵押权人相比后顺位抵押权人享

有优先受偿权。因为“抵押人意思说”给予抵押人

较大的选择权，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人可

以依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抵押权是否消灭并承担相应

的义务。抵押权消灭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抵押人的清

偿义务直接归于消灭，抵押权人丧失请求实现抵押

权的权能基础或者在“抵押权存续情形”下获得抵

押人自愿履行的可能。因此，抵押人似乎处于一种

强势地位，其不同主张对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债权能

否实现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免怀疑，在先顺位抵押

权所担保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若抵押人与先

顺位抵押权人达成某种不正当合意，使得抵押人故

意主张先顺位抵押权不消灭，而后又故意自愿履行，

甚至与先顺位抵押权人私下交易“自愿履行”的报

酬，当然损害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利益。正是因为抵

押人存在可选择的空间，才使得抵押权实现的是

“可商量”的，甚至对于整个抵押权实现体系都存在

不可忽视的隐患。

３．破坏交易秩序，影响相关制度实行。民法体
系中具有诸多法律制度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抵押权实现制度只是其中一种，但同处于

复杂现实交易活动，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若

赋予抵押人意思自治的权利，将严重损害交易秩序，

甚至影响其他法律制度的实行，破坏民法体系一致

性。例如，抵押人的决定将直接影响《民法典》合同

编第５３５条抵押权人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法律效
果。假设抵押人主张抵押权存在，根据２０２３年１２
月５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３３
条的规定，抵押权人的债权人可以“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且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相对人主张其享

有的债权或者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以致到期债权

未能实现”为由主张行使代位权；假设抵押人与抵

押权人合谋而故意主张抵押权消灭，抵押人对抵押

权人的时效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那么债权人将

无法行使代位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

下，抵押人的任意决定将直接影响抵押权人的利益

乃至抵押权人的相关人的合法权益，这对于整个债

权实现体系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

（四）“抵押权从属性说”之肯定

面对实务中对从属性理论不统一的解释，“抵

押权从属性说”的确切理解应当为：主债权诉讼时

效届满后，主债权成为自然债权不受人民法院保护，

抵押权基于从属性原理同样不受人民法院保护。此

时，抵押权不消灭，抵押人能够以主债务人可援引的

所有抗辩事由对抗抵押权的行使，包括主债务人的

时效抗辩权。［６］

虽然“抵押权从属性说”与“抵押权存续说”都

以抵押权存续为结论，但是背后的理论逻辑完全不

同。“抵押权存续说”以抵押期间的可变性以及“不

予保护”的立法措辞等方面作为考量［７］，认为抵押

期间应属于诉讼时效期间，进而主张抵押权罹于抵

押期间后处于存续状态并不消灭。“抵押权从属性

说”以抵押权从属于主债权为理论基础，主债权的

存续状态、法律效力对抵押权的存续状态、法律效力

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表现为：主债权经过诉讼时效期

间后不受人民法院保护且继续存在，抵押权也经过

该段时间后不受人民法院保护且继续存在，抵押期

间应为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

三、关于“抵押权从属性说”相关争议的解释

（一）抵押权从属性的含义包括时效抗辩权

关于“抵押权从属性说”最大的争议在于，时效

抗辩权是否包含在从属性的含义之中。抵押权从属

性所表达的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成立上的从属

性、转让上的从属性以及消灭上的从属性。因此，反

对“抵押权从属性说”［６］的学者主要以从属性不能

包括时效抗辩为由否定该说的合理性。然而，《担

保制度司法解释》第２０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第
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纠纷案件时，可以适用《民法

典》第７０１条等关于保证合同的规定。这一司法解
释认可保证与抵押之间在部分内容上的类推关系，

参照第７０１条规定，抵押人可以主张债务人对债权
人的抗辩，在制度层面首次肯定时效抗辩属于抵押

权从属性范围。因此笔者认为，不必断定抵押权从

属性内涵仅限于成立、变更、消灭三个方面，而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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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扩张解释，将时效抗辩涵盖于从属性范围之内，

存在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理论基础存在不同解释。有学者认为

《物权法》中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制度体系是不完整

的，担保物权的从属性还包括范围上的从属性、抗辩

上的从属性。［８］还有学者认为从属性是一个开放的

结构性原则，基于从属性产生的系列规则在规范性

质上应属任意性规范，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

可以突破从属性。［９］基于理论学说的多样性，抗辩

的从属性本就属于不同解释方法的一种，涵盖于抵

押权从属性之内应属情理之中。

第二，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富有借鉴可能。从

比较法视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８８０条规定，
“以抵押权担保之债权，其请求权已因时效而消灭，

如抵押权人，于消灭时效完成后，五年间不实行其抵

押权者，其抵押权消灭。”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允许

抵押权在被担保债权诉讼时效经过５年后消灭，放
宽了抵押期间上的必须以债权消灭而消灭的从属性

要求。［１０］引以借鉴，在确保抵押权从属性的现有理

论基础之上，从属性内容也可以应实践和立法目的

的需要而相应放宽。

第三，现行制度亦有例外情形。现行的法律制

度中早已出现了突破抵押权从属性标准意义上的规

定，例如最高额抵押权和最高额质权制度的蕴意为

未来债权尚未确定，抵押权就已经存在，显然突破了

抵押权成立上的从属性原则。可见，立法者并不完

全遵循严格解释之道，进行从宽解释才是顺应时代

之举。

综上所述，抗辩的从属性包含在抵押权从属性

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未超出合理预期。

抵押权从属性的含义应当随着社会经济、法律制度

发展的新需要而相应调整变化。

（二）抵押期间是抵押权从属性的表现

主张“抵押权从属性说”的学者认为，抵押期间

不是一种独立的期间制度，仅仅只是抵押权从属性

的体现，在主债权因罹于时效而无法获得人民法院

保护时，抵押权也不再受人民法院的保护。［６］由于

从属性特质，抵押权与被担保的主债权关联紧密，故

抵押权的存续必须要以主债权的存续状态为参照，

即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与抵押期间同频共存。从

“从属性”角度对抵押期间定性，既能回避一般时效

制度的适用规则，又能契合抵押权自身的权利特征，

显然是已有解释中最合理、最可取的一种。《民法

典》第４１９条将抵押期间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挂钩，
只是遵循抵押权从属性的特性，并非刻意创造或适

用某一期间规则，这种摆脱常规期间规则的立法方

法也不失为一种创新之举。

（三）抵押担保关系当事人不能约定抵押期间

《担保法解释》第１２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约
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

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民法典》和

《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延续该规定，对于

抵押担保关系当事人是否可以约定抵押期间，尚未

形成定论。

“肯定说”认为保证制度和抵押权都具有担保

债权实现的职能，因此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６９２条第２款关于约定保证期间的规定。［１１］“否定
说”认为，物保与人保制度存在实际差别，物保以物

的价值为保证，人保的核心是信用，［５］不能仅因二者

都具有担保功能而类推适用。由此可见，抵押权能否

类推适用保证制度关于保证期间的规定成为抵押担

保关系当事人能否约定抵押期间的重要争论点。

尽管在立法层面，《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２０
条通过列举加兜底的立法方式，明确抵押权类推适

用的合法性；亦有观点指出，人保与物保并无本质差

别，尤其是在主体、内容、目的、效果等方面相似，因

此二者可以一体适用；［１］２２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关于

抵押期间的约定并不在第２０条具体列举的七种类
推情形之内，且对于“等”所包含的内容，《担保制度

司法解释》也没有一个细致的说明，所以具体到约

定抵押期间能否类推适用的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推

敲。除了完成相似性的考量，进行体系上的检验也

是必要的，即考察参照适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将其

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检验，确保参照适用的价

值判断结论不能与其他规定相冲突。［１２］应用到该问

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民法典》第４１９条属于命令
性规范，“应当”二字将抵押期间限制在主债权诉讼

时效范围内，也就排除了当事人之间约定抵押期间

长于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可能。再者，若当事人约定

抵押期间短于诉讼时效，即主债权诉讼时效未满而

抵押期间届满，抵押权实现的条件具备后，抵押物必

须提前偿还债权，这样的约定排除债务人的首要义

务，明显违背抵押权设立的目的，对抵押人来说也是

极其不利的。至此，依照简单的逻辑推理可以得出

抵押期间只能与主债权诉讼时效同步，当事人的约定

行为不具有理论可行性。除此之外，因为抵押担保的

信赖取决于抵押物的价值维系，若允许当事人约定抵

押期间以限制抵押权的效力，将使抵押物的价值受

损，进而降低抵押担保的诚意，甚至可能以一方强势

地位造成显失公平的法律后果。所以，禁止当事人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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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抵押期间是平衡双方利益之举也是逻辑必然。

四、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对抵押关系产生的

具体影响

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按“抗辩权发生说”的主

流观点，债务人获得时效抗辩权，抵押人基于抵押权

的从属性同样享有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权以对抗抵押

权人的权利请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

释》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间进行了时

效化改造的背景下，抵押权人未在法定执行期间内

申请执行，即使该债权已经人民法院确认，同样丧失

法律强制力保护［１］３９５，即抵押人可以在主债权诉讼

时效届满后或抵押权执行期间届满后作出援引或放

弃时效抗辩的行为。并且，按照《担保制度司法解

释》第２０条担保物权参照一般保证制度的规定，即
使债务人放弃时效抗辩，抵押人也能自行主张抗辩。

（一）抵押人援引主债务人时效抗辩权后的效力

１．对抵押人来说，抵押权不受人民法院保护，意
味着排除法院强制执行，抵押物不会被折价或拍卖、

变卖以抵偿债务。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５９条的规定：“……抵押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
后请求涂销抵押权登记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抵押人可以通过请求注销抵押权登记，排除因

物上抵押权登记阻碍对抵押物利用的限制，防止抵

押权人以物上登记的存在作为主张抵押权的理由。

同时，注销抵押权登记亦会导致抵押权丧失对抗第

三人的效力。抵押权登记注销的理论依据在于抵押

权罹于抵押期间会导致抵押权对抗第三人效力的丧

失。登记公示方式作为对抗第三人的手段，旨在使

第三人知晓，保持抵押权稳定。因此，注销抵押权登

记是抵押权丧失对抗第三人效力的外在体现。［７］

２．对债权人来说，其无法通过法律强制性手段
主张抵押权实现。若债务人同样主张时效抗辩，则

债权彻底失去法律意义上的实现可能性。

３．在第三人提供抵押担保中，抵押权不受法律
保护意味着抵押物不再遭受被强制执行的风险，进

而恢复到稳定状态。抵押人本因物上抵押权的存在

而使得物权受到限制，若申请注销抵押权登记，则抵

押人享有完全物权。抵押物消除物上限制，更加便

于发挥其经济价值。

４．一物上设立多个抵押权的，各个抵押关系互
不影响。按照《民法典》第４１４条第１款和第２款的
规定，因登记时间或是否登记而产生抵押权先后清

偿顺序的，若先顺位抵押权到期产生时效抗辩，先顺

位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并不影响后顺位抵押权效

力；按第３款的规定，若多个抵押权均未登记，不存
在清偿先后顺序。其中某一未登记抵押权因主债权

诉讼时效届满而被主张时效抗辩的，不影响其他未

登记抵押权获得清偿的效力。并且，因抵押人对该

未登记抵押权主张时效抗辩，该抵押权不具备法律意

义上的实现可能，该未登记抵押权也不应当参与按债

权比例分配清偿数额的环节，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

得的价款仅由其他未登记抵押权按债权比例清偿。

（二）抵押人放弃主债务人时效抗辩权后的效力

１．对抵押人来说，放弃因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
产生的抗辩效果意味着自愿履行担保义务。参照

《民法典》第１９２条第２款的规定，抵押人不得再以
诉讼时效经过为由主张时效抗辩。同时，因主动放

弃主张时效抗辩的权利，抵押人也不得请求抵押权

人返还已经取得的抵押财产。

２．对债权人来说，因抵押人自愿履行抵押义务，
抵押权重新受到法律保护，债权能因抵押物价值抵

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债权人获得利益具有合

法基础，不构成不当得利，对于抵押人返还抵押物及

折价金额的请求可予拒绝。

３．在第三人提供抵押担保中，抵押人与债务人
的行为意志相互独立，其自愿履行行为仅代表抵押

人自身愿意以担保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等方式抵

偿债务，与债务人意志无关，因此抵押人不得向债务

人追偿损失利益，除非债务人也自愿履行自然债务。

五、《民法典》第４１９条类推适用问题
关于《民法典》第４１９条是否可以类推适用于

质权、留置权的问题，《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４４条
第２、３款依据不同的公示方式作出不同解释：以登
记为公示方式的权利质权类推适用第１款关于抵押
权的规定；留置权、动产质权和以交付为公示方式的

权利质权不受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影响，但财产被留

置的债务人或所有权人、出质人有权请求拍卖、变卖

留置财产、出质财产以清偿债务。笔者认为公示方

式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区别适用的理由，相反，《民法

典》第４１９条规定应当类推适用于质权、留置权，原
因如下：

第一，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留置权人、质权

人的占有状态并不代表持续行使权利，也不意味着

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权人、出质人自愿履行。

留置权和质权（排除以登记为公示方式的权利质

权）均以转移占有为特殊要件，留置权人、质权人占

据财产的法律意义在于成立留置权或质权，以担保

债务履行。若留置权人、质权人占有留置物、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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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代表持续行使留置权、质权，则其怠于行使债权

请求权而导致债权无法实现的不利后果将完全可以

转嫁于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人、出质人承担。

这样的做法明显逃避债权时效制度的惩罚，对财产

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权人、出质人来说是极其不

公的。此外，占有行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早已发

生，行为成立之时并不具有清偿时效届满之债务的

目的。［１１］留置权人、质权人持续占有状态同样不能

成为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权人、出质人自愿

履行的默示表现。

第二，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财产被留置的债

务人或所有权人、出质人应当可以行使返还原物请

求权。首先，基于上述分析，占有行为并非债权人持

续行使权利的表现，留置权人、质权人行使留置权、

质权应当以主债权诉讼时效为界，时效届满后丧失

留置物、质物占有的正当理由，属于无权占有。其

次，赋予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权人、出质人返

还原物请求权，有利于财产充分利用和再流转。最

后，财产脱离留置权人、质权人占有，使财产被留置

的债务人或所有权人、出质人享有无负担的完全物

权，其效果相当于抵押人请求注销物上抵押登记，两

者应属同一法政策效果。［４］

第三，类推适用于留置权、质权具有正当性。在

实务中，司法实践为了方便类案处理通常采纳同意

类推适用的做法，例如，“天津市肉类协会、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白堤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

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质权诉讼时效问题

应该参照适用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法律规定。④理论

上，有学者认为抵押权、质权、留置权都属于担保物

权，具有从属性，三者应该同等适用规则，保证担保

物权的内部和谐。［３］因此，留置权、质权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４１９条具有实务便捷性和理论合理性。
六、结论

《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含
义，依照“抵押权从属性说”解释可以理解为，主债

权诉讼时效届满后，主债权因时效抗辩不受法律保

护，抵押权基于从属性同样不受法律保护。主债务

归于自然债权不消灭，抵押权同样不消灭。本文以

“抵押权从属性说”为理论基础得出以下结论：第

一，对抵押权从属性应当进行扩张解释，时效抗辩包

含在从属性内涵之中。第二，抵押期间性质只是抵

押权从属性的体现，不是一种独立的期间。第三，当

事人不能够约定抵押期间。第四，主债权诉讼时效

届满后，若抵押人援引时效抗辩权，债权人无法因抵

押关系受偿，抵押人可以申请注销登记，物上保证人

因登记注销享有完全物权。一物上设立多个抵押权

的，各个抵押关系互不影响。若多个抵押权均未登

记，其中某一未登记抵押权因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

而被主张时效抗辩的，不影响其他未登记抵押权获

得清偿的效力，且不参与按债权比例分配清偿数额

的环节；若抵押人放弃援引时效抗辩权，债权人因抵

押人自愿履行而不构成不当得利，同时，抵押人不得

请求债权人返还抵押财产。物上保证人抵偿后不得

向债务人追偿损失，除非债务人也自愿放弃时效抗

辩。第五，《民法典》第４１９条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
质权、留置权。

注释：

①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粤０３民终４６１０
号民事判决书；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
鲁０１民终７３５５号民事判决书。

②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桂
０２０４民初６４７５号民事判决书；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
院（２０２０）沪０１１０民初２０８１４号民事裁定书。

③参见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
黔２６民终２１３６号民事判决书。

④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津０１民终４２０２号
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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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与实效提升

李德恩
（九江学院 法学院，江西 九江 ３３２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０３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人民为中心视阈下司法公信力系统提升研究”（２１ＦＸ０７Ｄ）
作者简介：李德恩（１９６９—），男，四川隆昌人，法学博士，九江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和司

法制度。

摘　要：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助力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三人的诉讼担当、形式当
事人概念的提出为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的分离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环境保

护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为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成为民

事诉讼正当当事人理论演进在中国的实践成果。为了提升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实效性，立法应该

基于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补充性、修复性等特点进行完善；检察机关需要更加重视支持起诉

工作，更加重视审判程序、执行程序中的检行协同，加强对生态环境修复资金使用效能的监管。

关键词：诉讼担当；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检行协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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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８世纪工业革命以降，科学技术的发展巨大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大自然提供

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继续以毁坏环境资源为代价，将产生灾难性后

果。１９７２年６月５日，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召开。会议将６月５日确定为世界环境日，呼吁各
国政府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

后代而共同努力。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一直积极参

与国际环保公约和行动计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

既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履行环境保护国

际义务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绿色发展以协调、环保、可持续为目

标，强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强调资源利用的永续

性以及发展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对中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绿色发展具体举措包括加

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等。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加大了对环境违法行为

的打击力度，不仅积极开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且

大力支持依法享有诉权的社会组织开展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助力绿色发展、护航绿色发展。环境的司法

保护需要整合司法机关、相关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各

方力量，多方协同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２０２３年９
月７日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
《检察公益诉讼法》被列入一类项目，《公益诉讼法》

也一并考虑。在此背景下，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研究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检察机关原告资格的法理依据

（一）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理论的演进

无救济则无权利，诉至法院的能力乃是法治的

基石。［１］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赋予民事实体权利关系

主体的诉讼资格，诉讼主体资格与民事主体资格的

统一是民事诉讼最理想的当事人格局。这是因为民

事诉讼程序只有在当事人积极参与的基础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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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裁判。民事法律关系

主体自身与纠纷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最有意愿、最

有动力寻求诉讼救济并且提供证据用于证明其主

张，说服法官支持其主张。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加

诉讼是诉权行使的表现，将实体意义的诉权与形式

意义的诉权结合在一起，具有保护权利的正当性与

推进诉讼的实效性，更能妥当保护民事实体权利，得

到了世界各国立法的普遍认可。我国《民事诉讼

法》第１２２条规定的起诉条件首先就对原告提出要
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立法在普遍承认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

力和当事人能力后，自然人的两种资格得到了最大

限度的统一；在普遍承认法人的目的范围内的民事

权利能力和普遍的当事人能力后，法人的两种主体资

格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２］假设工厂排污导致鱼

塘的鱼大面积死亡，鱼塘主得因对鱼的所有权或对鱼

塘的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鱼塘主集权利主体与

诉讼资格于一身无疑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

但是，严格的实体当事人理念对应的是私益诉

讼，并不能对所有民事权利尤其是公共利益的司法

保护提供理论支持。民事主体与诉讼资格实现完全

统一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民事权利主体都愿

意而且有足够的财力与能力提起诉讼保护自己的权

利；二是实体权利和权利主体衡定，并且都得到了立

法的确认。［３］遗憾的是，两个前提都难于成立。民

事主体缺乏诉讼能力或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比比皆

是；新兴权利、权利主体不明确的分散权利不断产

生，立法滞后于社会发展成为常态。社会的快速发

展一方面使得实体权利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使得个

体对社会的依赖性增加，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处于

变动不居的模糊状态，变得难于准确界定。对分散

权利的保护已经对人类进步，也许人类生存变得至

关重要。［４］墨守实体当事人的理念，只有实体法律

关系人才能行使诉权将使得诉讼解决纠纷、保护权

利的功能受到巨大限制。诉讼程序应该走在实体法

律之前给予新兴权利、分散权利予以保护。如果工

厂排污导致大面积的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破坏环境

行为的受害人从具体的类似于鱼塘主之类的个体扩

展至抽象的国家、社会公众，环境私益受损可以由鱼

塘主提起侵权民事诉讼，环境公益谁来保护？谁是

权利主体，谁有资格提起诉讼呢？实体当事人概念

的诉讼理论显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该实现扩展，诉讼担当、形

式当事人概念的提出推动了诉讼资格理论的发展，

诉讼资格不再完全依附于实体权利而存在。早在

１９世纪末，德国学者考拉已经对实体的当事人概念
提出了异议，并试图以形式当事人的概念取而代之。

一方面，考拉肯定了第三人的诉讼担当，另一方面，

以“以其名义进行起诉或被诉之人”之定义对当事

人的概念进行形式化把握，与实体的当事人概念相

对，这就是所谓的形式当事人的概念。［５］２０８形式当事

人不再强调当事人就是实体权利主体，与诉讼代理

人不同之处在于以自己而非被代理人的名义起诉或

应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外的第三人的诉讼担当

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日本学者高桥

宏志给出了诉讼担当的明确定义，第三人替代诉讼

标的之权利义务主体（或与权利义务主体同时）持

有当事人资格，并且该当事人承受的判决效力也及

于权利义务主体的情形，就被称为第三人的诉讼担

当。［５］２１６日本立法也对诉讼担当的当事人进行了相

应规定。《日本民诉法》第１１５条第１款第２项规
定，“当事人为他人利益而做原告或被告的情形

下”，判决效力及于“该他人”［６］。

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理论的演进具有重大的程

序法价值，破除了检察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和有关组

织等非权利主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障

碍。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理论的演进与实践还具有

发展实体法的功能———在新兴权利得到立法确认之

前，首先赋予相关主体的诉讼资格而予以司法保护，

司法对新兴权利的普遍保护又为立法确认新兴权利

创造条件、产生倒逼。名誉权、采光权等权利的产生

都经历了从司法保护再到立法确认的过程，而数据

权、环境权等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因而可以说，民事

主体与诉讼主体的分离不仅是特殊的权利保护机

制，而且成了一种权利发展机制，促进国家立法不断

扩大民事权利的范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同样可以发挥权利保护和权利发展的功能。我

们有理由期待，不仅环境私益、环境公益都可以通过

诉讼的方式得到保护，环境权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

进入实体法律规范之中。

当然，形式当事人、诉讼担当的概念并非意味着

放开诉讼资格的限制。民事主体都能够为他人利益

而成为当事人的诉讼担当必须满足一定条件，否则

难免出现滥诉的情况。任意的诉讼担当需要得到实

体权利人的授权方可为之。美国的集团诉讼、日本

的选定当事人都是任意的诉讼担当。我国《民事诉

讼法》则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如果众多的鱼塘主因

为工厂排污受到损害，他们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

讼，代表人代表其他鱼塘主主张权利，是诉讼的当事

人而非代理人身份。法定的诉讼担当一般基于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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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利和法律关系拥有管理权而产生，比如破产管

理人、遗嘱执行人等。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可以视为

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定的诉讼担当，检察机关的诉权

需要法律加以规定而不是取得权利人的授权，下文

将聚焦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

进行论证。

（二）检察机关原告资格的立法演进

如果说正当当事人理论演进奠定了检察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那么，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则成为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依据以及现实

逻辑。２０１２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确立了
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与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

事诉讼的资格。该规定并没有明确机关和有关组织

的具体指向，而是相当于一个授权性规范，授权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机关和有关组织

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标志着我国在诉讼法层面首

次实现了对传统原告起诉资格制度的历史性突

破。［７］随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相

继修订，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协会以及环保组织提起

公益诉讼的资格被确认，成为《民事诉讼法》第 ５５
条中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２０１４年 １２
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专

门针对审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

了安排布置。这一时期，虽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的破冰和尝试早已开启，但是，检察机

关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仍然没有得到立法的明

确规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不仅是检察制度改革，也是

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民事诉讼法》

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将有望扩容，检察

机关在民事诉讼中除了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外，还

要以当事人或支持起诉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身份

出现。不出意料，２０１７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专门
针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问题作出了规

定，即在第５５条内增加一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
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

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

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

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该规定在２０２１年修

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５８条中得以保留。２０１８年
《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

范围扩展至英雄烈士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

权的保护，起诉条件是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近亲

属不提起诉讼。此后５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公
益诉讼案件逐年大幅增加，２０１８年为１０万件，２０１９
年为１１万余件，２０２０年为１５万余件，２０２１年为１６．９
万件，２０２２年为１９．５万件。在检察机关办理的公益诉
讼案件中，很多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最

近５年共计３９．５万件，２０２２年已经达到９．５万件。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既可以通过

民事诉讼的形式单独提起，也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的方式提起。司法实践中，检察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更多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提起，这是

由检察机关同时作为国家公诉机关的地位决定的。

不论何种诉讼形式，在检察机关和其他环保组织同

时拥有诉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具有补充

性质，即只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起

诉的条件下，检察机关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不止一个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２８５条的规定其可以作为共同原告。
二、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省思与完善

（一）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兜底地位的维系

虽然《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法律规定

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有权提起公益诉讼，但符合条件

的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并不高。原因主要在

于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人员配置专业性不

强，经济实力弱小，导致证据收集能力不足，无力承

担诉讼费用等。在环境破坏、环境污染行为发生后，

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机关和组织或者符合条件的机

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仍然不介入的

话，就意味着环境公共利益得不到保护。因此，《民

事诉讼法》规定在此种情形下，检察机关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拟制的程序利益主体获得原

告资格，打破了实体当事人理念下原告资格制度的

局限性，明确了检察院适合作原告，以发挥检察机关

在调查取证和参与诉讼方面的优势。［８］“可以”一词

蕴含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并非必须承担的法定职责，

而只是允许处分的权利之意，可能导致环境公共利

益遭受损害而无人保护的局面，客观上导致对损害

环境行为的纵容。

一般而言，诉权既然是民事主体的权利而非义

务，当然应该允许权利人选择放弃。但是，民事诉讼

的处分原则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应该受到一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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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尤其是对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

关而言。原因在于公益诉讼的原告并非实体权利的

主体，享有完整的实体权利处分权以及直接影响实

体权利实现的程序权利处分权可能损害公共利益。

笔者建议将《民事诉讼法》第５８条规定中的“可以”
修改为“应该”，使得检察机关在履行督促和建议的

职责后，在仍然没有机关和组织起诉的情况下，必须

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兜底起诉人，担负起民事

诉讼中维护公共利益最后防线的重任。

（二）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反思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得到立法确认，但其实

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制度以及实践层面加

以改进，以彰显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预设功能。

第一，能够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

范围过窄。２０２０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５条规定，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
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

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该规定将基层检察机关排

除在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之外。对于

基层检察院而言，如果在其办案过程中发现损害环

境公共利益的行为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只能报请

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上级检察院认为应该提起公

益诉讼，还要依法公告３０日，在没有法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条件下，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经历漫长的上报、审核以及公告时间后，证据的收

集固定受到影响，损害环境行为的危害程度可能进

一步加大，非常不利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当前赋

予基层人民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迫在眉

睫。［９］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或

许是考虑到公益诉讼案件社会影响大而且数量不多

的特点。但是，近年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和数

量急剧增长，全国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市级检察机关

分别只有三百多个，办案压力越来越大，很有必要做

出改变了。改革应该从法院对案件的级别管辖开

始，或许尝试允许公益诉讼数量多、人员配备充足的

基层法院受理公益诉讼的案件，对口设置的区县级

检察院则相应具有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第二，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对当事人平等的民事

诉讼结构产生影响。学界对于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

中的原告资格最为担忧的是其“多重身份”的问

题。［１０］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既包括刑事

诉讼公诉权，也包括法律监督权。在检察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又增加了原告身份。多重身

份交织在一起会一定程度破坏当事人地位平等的诉

讼结构。我国立法规定起诉优先权的是法律规定的

机关和有关组织，同时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

利是为了保证检察机关承担起尽量督促机关、建议

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并且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以当事人身份参加民事诉讼的职责，确保环境公共

利益的保护一定能够得到落实。也就是说，在环境

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最适宜的身份是支持起诉人，

而不是原告。另外，在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该谨慎行使提出检察建

议、提起抗诉等法律监督权，以避免对法院公正裁判

形成不当压力。此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该

更多体现在监督企业承担环保义务、督促相关行政

机关依法履行自身职责上，甚至可以针对拒不履行

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第三，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性出现变

异。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没有法定的

机关和组织或法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时，人

民检察院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换言之，检察机关

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补充性。这种补充性要

求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必须经历诉前程

序。２０１５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
工作实施办法》第１３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必经的两道诉前程序，即依法督促法

律规定的机关和建议辖区内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有

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设立增强了

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者履行环境监督管理职责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好地发挥了诉前程序的分流

作用。［１１］诉前程序的设立还可以激发社会组织公益

保护的热情。经过诉前程序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检察院才可以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２０２０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３条将诉前的督促和建议程序改为了公告形式，使
程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人民检察院拟提起公益

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公告

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英雄烈士等的近

亲属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对于环境公益诉讼而言，我国《环境保护

法》第５８条明确规定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

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方可提起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但在司法实践中，环境保护组织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例很少，检察机关承担了绝大

多数的案件。《２０２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披露，最近５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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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３９．５万件，年均上升 １２．５％。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机关和有关组织具

有提起公益诉讼的优先权，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具

有补充性。一个本应“补位”的原告主体资格却成

了最主要的原告主体资格，其合理性值得思考。［１２］

只有充分发挥相关行政机关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

检察机关才有可能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真正退居补位

位置，切实发挥环境司法保护补位、兜底的功能。在

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采取两项措施以鼓励检察机

关之外的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首先，应该允许社

会组织提起诉讼所产生的合理费用从环境损害赔偿

金中得到弥补；其次，检察机关应主动加大支持起诉

的力度和广度，增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职能的效

能［１３］，贯彻环境保护中的多元共治理念。

三、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检行协同

（一）审判程序中的检行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使得跨部

门、跨区域的协同成为必然要求。诉讼程序对于生

态环境损害程度、范围等事实的认定往往需要具备

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环保、农业等相关行

政机关拥有比司法机关更为专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和

更为先进的技术装备，有能力为司法机关提供专业

帮助。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过程

中，在收集证据、起诉和举证环节要加强与相关行政

机关展开合作，以准确认定事实、判断法律责任。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行为的违法性、主观过错

程度、损害赔偿的幅度以及生态环境修复效果等的

认定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都会影响被告最终承担

的法律责任。相关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

的材料对诉讼程序的运行非常重要，有责任参与到

诉讼之中，协助检察机关完成诉讼程序。

行政执法以及公益诉讼都需要确实充分的证

据。检行协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证据收集与

运用的衔接。一般而言，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由当

事人承担，当事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才能申请法

院调取或者法院依职权调取。《关于贯彻实施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第４条规定，人民法院
因审理案件的需要可以调取涉及被告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及其批复、环境许可和监管、污染物排放情

况、行政处罚及处罚依据等证据材料。除法律法规

规定不得对外提供的材料外，环境保护部门应该向

人民法院提交。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乃是基于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拓展而产生，其诉前程序设计

是为了贯彻环境保护中的行政优先原则，提高环境

保护、环境纠纷解决的效率。检察机关在获取相关

行政机关的支持上比社会组织更具有优势，不存在

不能自行收集证据而需要法院调取的情况。检察机

关应该在诉前调取需要的证据，以准确判断案情，依

法提出诉讼请求，顺利推进诉讼。检察机关如果认

为相关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监管职责，放任环境违法

行为发生的，可以制发检察建议，跟进监督执法行

为，争取在诉前解决环境纠纷或为诉讼收集证据，以

实现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中行政执法与

司法协同机制的建立。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其中第１６条要求，建立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２０２１
年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再

次提出加强生态环境修复与损害赔偿的执行和监

督，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

这些规定将检察机关置于国家的环境治理体系之中

加以定位，为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加强与相

关行政部门的协同提供了保障。

（二）执行程序中的检行协同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实效性不仅体现在是否获

得了胜诉的结果，更体现在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上。

案件胜诉只是救济合法利益之路的开始，倘若裁判

得不到执行，即使获得胜诉，也是一场尴尬的胜

利。［１４］在执行阶段司法机关明显存在专业性缺陷、

整体性考量不足以及人员配备不充分等问题，无法

有效组织生态环境修复。［１５］如果缺乏各方合作，生

态环境的破坏没有因为胜诉得到改观，环境公益诉

讼的胜诉真有可能成为尴尬的胜利。司法实践表

明，生态环境修复监督主体不明、生态环境修复后续

跟踪不力、监督机制缺乏，最终导致了生态环境修复

的成效差。［１６］政府主导的生态环境修复存在效率不

高和违规使用的问题。修复费用进入财政账户后，

资金使用申请程序烦琐、易进难出，绝大多数都是

“沉睡”在账户上。［１７］沉睡账户的生态环境修复资

金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采用信托管

理的生态环境修复方式则因为信托公司的经营性和

盈利性，存在职业道德失守和资金滥用风险。作为

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需要加强生

态环境修复资金使用及时性、合规性、有效性的监

管，重视与行政机关在执行环节的合作。

生态环境修复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任何

一个机关都无法单独完成。由于生态环境修复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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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专业性以及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使得生效裁判

中有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执行往往需要依赖行政

权。［１８］环境等相关行政机关在能动性、灵活性、效率

性以及专业性方面具有优势，介入裁判执行阶段可

以保证环境修复的最佳效果。２０２２年４月，生态环
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四部门联

合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６条明确
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是国务院授权的省级、

市地级政府（包括直辖市所辖的区县级政府），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可以指定有关部门或机构负责

具体工作；并在其中第１３条和第１４条对有关行政
机关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的任务分工作了安

排，确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分工指导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体系。该规定虽然并非专门针对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而出台，但其对相关行政机关的任务分

工，尤其是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

方案编制等任务分配的规定，依然能够为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中处理类似事项提供依据。检察机关作为

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仅要追求胜诉的结

果，还有责任积极参与判决的执行，发挥诉讼对环境

损害的补救修复功能，防止判决成为法律白条。由

于环境修复的方案制定、效果评估等具有很强的专

业性，检察机关在判决执行阶段同样应该加强与人

民法院、相关行政机构的合作，必要时可以通过政府

协调或通过人民法院商请相关行政机构介入判决执

行程序。

各地执行程序中的检行协同方式不一，对修复

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江西省的检行合作多以

检察机关、相关行政机关共同作为环境修复监察人

的形式出现。２０２２年６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
布了六起环境公益诉讼涉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典型案

例。在这些案例中，法院委托江西思华生态环境保

护基金会等生态环境修复专业机构承担环境修复工

作成为常态化模式，检察机关与环保、林业、农业农

村等相关行政机关共同作为监察人，对环境修复以

及修复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相关行政机关

负责环境修复、检察机关承担监督职责的检行合作

方式也很常见。安徽淮南市潘集区检察院在当地人

大常委会、政府的支持下，设立了生态环境专项账

户，将收缴的公益诉讼环境赔偿金上缴财政，专款用

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检察院则负责全程监督环保

局、水利局等相关行政机关对环境修复资金的使用。

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

的密切协作，环境修复工作更能取得良好效果。

但是，执行程序中的检行协同仍然需要进一步

规范。由于《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

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的监管，致使司法实践中对

于修复费用的管理和监督使用呈现多种监管主体乱

象。［１９］当前，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修复资金

越来越庞大，其使用以及监管主体需要从国家层面

进行统一规定，以明确各方职责，发挥协同效力，避

免出现推诿扯皮、资金滥用甚至中饱私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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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初期的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可以分为外
生型和内生型革命根据地。内生型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主要是鄂豫皖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内生型革命

根据地革命的成因有多种解读。利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值数累加理论”解读鄂豫皖苏维埃革命的

爆发成因可以比较好地揭示中国土地革命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

入分析这些因素在鄂豫皖根据地革命爆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长时段多维度研究土地革命，

对于客观公正看待中国革命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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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
反抗国民党的道路，陆续在多个地区建立了苏维埃

革命根据地。这些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大致分为两

类：一类是强大的革命力量由外入内建立起外生型

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另一类是地方积蓄革命力量引

发革命起义，建立起内生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这

些苏维埃根据地都有着“富而不庶”“偏而不远”的

共同特征，但社会结构特征却千差万别，因此很难用

一种理论解释土地革命的成因。本文以鄂豫皖苏区

的土地革命爆发为例，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理

论，分析这一问题。

一、引言

对于鄂豫皖苏区的研究，学术界着重从鄂豫皖

苏区的党建、执政经验和历史过程方面进行探究，从

中寻求土地革命爆发的成因和经验。学术界对土地

革命爆发的共性因素阐述的较多，而对各个革命根

据地个性因素研究较少，但广大农村社会巨大的差

异性导致土地革命爆发成因的诸多不同，这些差异

是不同地区土地革命成败的关键。随着社会史和新

革命史研究的兴起，从新的角度和综合多学科方法

研究革命成为新的热点，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土地革

命背后的社会因素，思考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迁。

比如土地革命时期的赣南、闽西固然环境封闭、经济

落后，但维持基本生存并不比其他地区困难，在封闭

的环境中，也容易有自得其乐、安于现状的心态，而

地权更是属于分散地区，从经典的思路中很难找到

其成为革命中心的缘由。［１］不少学者认为鄂豫皖地

区的革命爆发是土地兼并过度，但这样的苏维埃革

命成因分析略显简单，难以阐明革命成因的复杂性。

也有学者认为鄂豫皖地区革命是早期共产党人利用

“社会资本”在鄂豫皖地区人为制造出来的。［２］但这

过度强调了主观性，忽略了地区多种差异。也有学

者认为，在大别山地区，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并不代表

着这一地区就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复杂的环境

使得中共不可能仅仅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就能动员农

民为其所用。［３］海外学者对鄂豫皖地区革命爆发的

原因多归结于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文化

实践。［４］这些结论多倾向于某一因素主导鄂豫皖土

地革命的爆发。实际上苏维埃革命的爆发是诸多因

素在复杂机制运作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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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难以阐述苏维埃革命的复杂性。本文借鉴社会学

中的“值数累加理论”，从另一个视角分析鄂豫皖地

区土地革命爆发成因，探究共性背后的个性。

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 １９６２年提出了“值数
累加理论”，他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

生，都是由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是结构性有利

条件；二是结构性紧张；三是概化信念的形成和传

播；四是诱发因素；五是对参与者的行动动员。这五

个因素是推动社会运动进行的因素，属于促进因素。

而第六是社会控制的运作，而社会控制的运作可以

发生在五个促进因素的任何环节，属于阻碍因素。

斯梅尔塞进一步强调，前五个因素存在着递进关系，

并且对集体行为发生的促进作用也是递进排列，只

有在前一个因素具备的前提下后一个因素才可能发

生。在斯梅尔塞看来，只有五个因素同时具备，并在

与第六因素社会控制的角力中胜出之后，集体行为

才可能发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六个因素都是集

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

充分条件）。［５］这一理论着重在于分析社会结构和

事关集体运动的因素，将诸因素分为促进和阻碍因

素，以促进因素与阻碍因素的互动角力为运作机制，

阐述社会运动的发生逻辑。革命本质上也是社会运

动，也遵循社会运动的某些规律。因此用“值数累加

理论”阐释鄂豫皖地区的苏维埃革命，或许对我们审

视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根据地社会有另一番景象。

二、鄂豫皖地区土地革命爆发因素分析

斯梅尔塞将前五个促进因素以递增的数列排

序，他认为这些因素的作用是促进作用，并且以此递

进推动社会运动发展。但“值数累加理论”是基于

分析规模形式不一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而革命

是由多种形式、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运动组成，五个

因素显然不可能机械地按顺序发生作用，而是与社

会控制因素相互交织角力共同起作用。

（一）鄂豫皖地区社会经济危机重重

结构性有利条件主要是指鄂豫皖地区地处偏远

山区，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容易产生大量的贫农雇农

等贫穷人口。２０世纪初期的鄂豫皖地区正是处于
经济危机加剧、乡村社会日益穷困的境地。清末的

中国农业经济就已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气候、世界性经济危机、国际战乱等因素都深刻地影

响着农业经济。受农业经济危机的影响，中部地区

农村社会土地不断集中，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如豫

东南的信阳县，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６年，自耕农由占农
户的３９％下降到３２％，佃农则由４０％增加到５２％。
光山县“大半自耕农不得不另外租种别人的田地变

为半自耕农，最不幸的甚至于积债累身，逼到卖掉自

己所有的田地，还清债以外，剩余的只够租种地主田

产的押金，而变成完全的雇农”［６］。到 １９３５年，潢
川县佃农雇农占总数的７５．８％；罗山佃农雇农户数
占总数的 ３７．４５％；光山佃农雇农户数占总数的
５５．２％；经扶 （新县）占佃农雇农户数占总数
５８．１％。［７］１５４－１５５这表明２０世纪初期的豫南，大多数
农民长期处于无地和少地境况。湖北情况也较为类

似，从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全国自耕农比例在４５％—
４７％之间浮动，而湖北则是２８％—３３％之间，自耕
农比例湖北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范围内佃

农的比例在 ２９％—３１％之间，而湖北则是 ３８％—
４２％之间，佃农比例湖北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湖
北半自耕农的比例则稍高于全国平均比例３到７个
百分点。［８］但农民中自耕农的比例多少并不意味着

有革命意愿和渴求土地的群众的多与寡，只是表明

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比如在江西，革命

组织发展很好的万安县是自耕农占多数；在鄂西、江

陵、石首、监利、沔阳等县革命势力发展很快，这几县

也都是自耕农占绝大多数，在这几县的割据区域，分

不清地主与佃农，以致土地问题无从解决。［９］这一

问题的出现并不能说明自耕农较佃农有更强的革命

意识，而是在当时“实际上一家种很少的自田而必

须外出当雇工的自耕农，比起一家租种很多农田而

大批地雇工来耕种的佃农，还要贫穷得多”［１０］。但

无论如何，自耕农的减少表明当地土地兼并的增多

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种生活水平的下降，将

农民不断陷入绝对贫困之中，雇农已经很难翻身立

足。如１９３５年豫南潢川、商城、息县三地的土地价
格约为上等水田最高价为４０—３０元，普通３０元，最
低１０元；旱田最高１５元，普通１０元。而粮食中高
产的稻谷产量也只有一石到四五斗之间。［７］４７５－４７７再

以１９３５年豫南地区雇工的工资为例，１９３５年农业
工资长工（年）工资最高为潢川２５元，罗山２５元，
光山２５元，息县４０元，经扶（新县）１２元；经扶县
（新县）列河南最后一名。［７］１５８以此数据类推，一个

豫南雇工若想买一亩中等水田，要耗时３年多的时
间，那么按照人均５亩地为最低的生活标准计算，一
个雇工要想从无到有置办好家业，需要１５年以上的
积蓄，所以只是依靠雇工工资不大可能实现。显然，

在南京民国政府所谓的最好十年时间（１９２７—
１９３７）中，鄂豫皖地区的农民生活依旧困苦，依旧是
贫穷的代际传递，赤贫人口不断增多。

（二）租佃关系紧张，贫富差距加大

结构性紧张因素主要是指在鄂豫皖地区由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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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力的不同，容易产生巨大的贫富差异和相对

剥削感。实际上鄂豫皖地区的农业土地兼并过度并

不足以完全引起革命。１９５０年初在对湘、赣、鄂、
粤、豫五省农村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江西和河南一起

被列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１１］地权的集中程度只

能代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农民是否能继续生

存下去还要取决于土地的生产力，取决于地主与佃

农的租佃关系。［７］４７６据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统计，湖北主
要的农作物大多数在播种面积、总产量、亩产量上均

位于全国前列，据时人估计这一时期湖北省的土地

生产力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２］土地生产力高和

土地收入的增加，使得湖北省的佃农比例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土地兼并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三分

之二的农民都要依靠租佃生活，租佃关系的稳固与

否直接决定着农民的生与死。租佃关系中地主阶层

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程度决定着农民与地主两个阶层

的关系紧张与否，而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主要取决于

地主是否主要依靠土地营生。鄂豫皖山区大多数地

主依靠地租为生时，租佃关系就容易紧张。比如鄂

北地区的农户，尽管可以从农业生产中有所得，甚至

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因地租比重高，仍难改变寅

吃卯粮的苦难生活。大冶农家负债是普遍现象，负

债农家占到了全县的２／３，其幸不负债者，也非将生
活费用降低至极少的程度不可。［１３］在黄安成庄村，

２０家农户有 １２家负债，平均每户负债 ４３．７５元。
而当时一家４口人每年的最低消费需要１３７．７５元，
至于教育、医药、婚丧、房屋修缮等费用还不计算在

内。［１４］鄂豫皖交界的鄂北地区尽管农业生产有所发

展，土地生产效率有所增加，但地租比例高，土地兼

并的趋势未有改变，农民生活依然困苦，多数农户苦

苦挣扎在破产的边缘。豫南农村也是如此，对于农

民最致命的是“因受土劣之剥削，军队之骚扰，土匪

之抢劫，益以频年荒旱，已达十室十空之景象，其真

正痛苦，即在于此”。商城县农民“丰年可享农村之

乐。唯近年，雨遭凶荒，农村破产，一般农民，多不能

聊生”［１５］。农民生活贫穷的原因除去地租之外，高

额的赋税也导致农民收入入不敷出。南京民国政府

从１９２７年开始田赋制度改革，但始终难以遂愿，湖
北省的限制田赋附加，因各县积习太深难见成效，终

至１９３６年，全省各县附加总数仍平均超过正税的３
倍。暴涨的地方赋税和难以控制的支出，加之１９２９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在天灾人祸的情形下地主

阶层就变为贪婪的唯利是图者，租佃关系异常紧张

导致农民难以生存，租佃关系就成为结构性紧张因

素。

鄂豫皖地区也并非全部落后于其他地区，在这

个狭小地区内还存在着相对发达的地区，而这种相

对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共存的现象，造成了鄂豫皖

地区社会的“断裂”状态。比如麻城和黄安都是经

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方面，比如湖北麻城距离武汉

较近，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麻城宋埠已经有８００余
家商业企业。清代黄安的商人曾经遍及上海、武汉、

沙市、襄樊、重庆等地，被当地称为“黄帮”。甚至出

现黄安县南部地区的一个佃农的收入水平与北部地

区的一位私塾老师收入水平大抵相当的情况。在一

个小区域有如此之大的贫富断层，会让普通民众产

生因贫富差距过大的被剥削感。历史学家黄仁宇回

忆这一段历史时就敏锐指出：“如果贫富的差距就

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

最严重的问题。”［１６］也就是说，如果贫富之间的差距

就是生死之别的话，这样的贫富差距就是革命爆发

的动力之一。在同一地区出现巨大的社会贫富差

异，给社会造成强烈的相对剥削感，极容易产生革命

思想的火花和暴动的民众。

（三）共产主义信念的有效传播

概化信念在于为集体行动提供意义，引导人们

对当前形势的评估、解释和反应。尽管鄂豫皖地区

生存条件恶化，阶级矛盾尖锐，阶级压迫虽可以引发

农民的反抗行动，却并不能激发民众形成鄂豫皖地

区的革命运动。英国历史学家 Ｅ．Ｐ．汤普森在研究
英国工人阶级形成时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

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因素在形成阶级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塑造后

又能主观地形成。［１７］单纯的经济因素在工人阶级形

成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在鄂豫皖地

区的革命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也只是革命爆发的诸

多元素之一，真正让民众走上革命道路还是共产主

义以“概化信念”的传播，以更为简洁明了的形式内

容被民众所理解。１９２７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
继续原有的政治主张，进一步提出要在各地广泛建

立土地政权，在革命暴动的初期宣传口号多为“打

倒欺骗和屠杀民众的国民党政府！没收豪绅地主土

地归农民！建立土地政府！”［１８］从这些宣传中可以

看出，当时的共产党人仍把２０世纪初期中国农村社
会的矛盾集中在土地和地主之上，从肉体上消灭他

们是一劳永逸解决压迫的根本办法，而改善农民生

活的办法就是平分土地和不缴纳赋税，但这种一言

概之的论断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情

况，普通民众对此的理解仍旧停留在土地革命就是

“杀富济贫”的层面之上。显然民众并不能理解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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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信念与自己身边生活究竟有何不同，“概化

信念”只能被民众简单化理解，而将农村的矛盾聚

集在豪绅和土地两个方面并不是共产党宣传的本

意，但却是最能唤起普通民众参与革命的“概化信

念”。而在实际革命中，仍需将其具体化，“红军标

语打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

具体，我们必须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

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

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

识”［１９］。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道理难以通过说理的

形式被广泛接受，反而具体到人、具体到某一事件才

是概化信念真正可以传播开来并被民众所认可接受

的方式，并且要采用更为简单的传播方式。在鄂豫

皖地区歌谣更为方便快捷。比如与“建立土地政

府，杀尽一切反动派，杀尽土豪劣绅”等标语口号来

比，因为识字者少，而农民最喜欢唱歌，歌谣的宣传

效力更大。现在赤色区域所有农民都唱尽革命歌，

妇女小孩没有一个不记得一两首来唱。［２０］尽管是这

种带有“仇视”和“价值导向型信念”的概化信念，还

是极大地促进了革命的爆发，“那时的革命运动是

半自发性的，……群众对党不太认识，有人说共产党

是穿红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党完全起领导作

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领导作用。总而言之，半自

发性，不完全是党领导的”［２１］。这种概化信念并不

准确清晰，却因明确的目的性使得普通民众将自己

融入到概化信念所描绘的愿景中去，并从中获得

“愿望实现”的概化信念的承诺。

（四）土地革命暴动的突然性

突发性事件的影响往往是集体行为的诱发因

素，在“值数累加理论”中起到的作用最为突然。在

集体行动中往往起到的是将客观社会条件转为主观

因素的关键作用，但对于革命这样大规模连续性的

社会运动，突发性事件作用并没有集体行动中的关

键转化作用，但却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１９２７年到
１９３０年代初期，鄂豫皖地区连续发生规模不一的旱
灾，豫南地区信阳县“自是十六、十七等年皆旱，十

八年大旱，民国二十年四月，晡雨地震。民国二十一

年旱荒，秋收十之三”［２２］。鄂北和皖西亦是如此，特

别是皖西的农民暴动，就是发生旱灾最为严重的

１９２９年。灾荒也极大地激化平时艰难维持的阶级
矛盾，已经被水淹没到脖子之处的中国农民，灾荒下

的暴动便成为农民求生存的唯一选择。灾荒也是苏

维埃革命爆发的主要诱因之一。

对于大范围的革命而言，尽管偶尔的时机不足

以影响革命的爆发，却能提升革命爆发的突然性。

以黄麻起义为例，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宁汉军阀战争中，
驻守黄安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团被调守黄陂，黄麻一

带暂无正规军驻守。１１月１０日，农民武装在黄安
七里坪撵走了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不战而胜地占

领了七里坪，并组织了万人游行示威。士气高涨的

革命力量，又拥有相当数量的军事武装，并且有强敌

驻守，在这种有利的时机下黄安的共产党人果断地

发动了黄麻起义，并获得成功。而在同年的九月的

暴动中，尽管共产党人也组织武装力量打击土豪劣

绅，占领集镇，但很快在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回击中

停顿下来。再以商南起义为例，１９２８年豫南大旱，
商城一带粮食收成暴减，驻军、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空

前紧张，各类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商南起

义中由于上级派来的领导人的意外牺牲，商城民团

武装加紧清查可疑分子，起义由原定的中秋节提前

到５月发动。又比如１９２９年１１月的六霍起义，起
义前夕，共产党人就认为六安秋收不好，经济不好而

民众多有抱怨；军阀忙于征战，驻地客军人少；又有

快枪百余只，干部 ４０余人，可组织 ３０００人的赤卫
队，可以领导农民由一个群众示威的形式，转变为一

个地方暴动。［２３］但真正引起六霍起义时机则是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７日晚，六安三区二乡的农民协会常
委兼秘书长何寿的突然被捕，导致农民协会名单和

秘密文件的外泄，１１月８日晨独山周围１５个乡的
数千农民包围独山镇敌军，解救被捕人员并占领独

山镇，六霍起义全面爆发，此后又在西镇、霍山、霍邱

等地爆发几十处武装起义。鄂豫皖地区的多次武装

起义的爆发都有类似点，都有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并且多数都因突发事件而提前发动。鄂豫皖苏区的

革命暴动并非都是合适机会，但共产党人的意外被

捕和敌对势力的突然进攻往往成为革命暴动的突发

因素。诱发因素出现的时机往往决定着单次革命暴

动的成败，也是集体行动中的关键性因素。但在革

命这一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中，诱发因素并不带有

决定性，在革命这类高级的社会运动中，会连续出现

诱发因素，甚至是人为制造诱发因素，因此诱发因素

有不确定性，不是每次革命爆发都有关键作用。

（五）共产党人对民众广泛的革命动员

“值数累加理论”认为对于集体行为发生作用

最大的是对运动参与者的动员。这一因素不仅重

要，更是保证由农民发起的暴动发展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社会革命而不是旧式农民起义的关键因素。

１９６９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Ｒ·霍夫海因茨发表《中
国共产运动成功的生态》，便提出：为什么在中国一

些地区更适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使其在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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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终取得政权？［２４］尽管作者提出部分地区的苏维

埃革命有其独特性，但他更认为地区的社会生态与

是否接受共产思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革命成功的

区域多是党组织活动卓有成效的地方。

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思想武器，

才能保证中国革命脱离旧式的农民运动，避免农民

运动变成改朝换代的旧式暴动。从１９２２年春陈潭
秋在黄冈成立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个党小组，到

１９２７年鄂豫皖地区多数已经建立起党支部或党小
组。革命思想在鄂豫皖地区传播后，鼓舞了大量贫

苦出身的农民参加革命活动。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不

同的是，鄂豫皖地区的知识分子对革命思想传播和

发动群众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黄麻地区群众生

活与穷的地方比较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关键

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一个重要的条件是

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２１］早期鄂豫皖

地区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动知识分子

参加党组织，成为鄂豫皖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如商

城地区发动群众主要是依靠共产党员创办的商城书

社，发动群众的方式主要就是吸收培养乡村知识分

子成为地下党员。“工作对象是中、小学教员和中

学、师范班的学生，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２５］１９２７
年１０月皖西六安县有４４名党员，其中４２名为知识
分子；霍邱县有６名党员，全为知识分子。［２６］到１９３０
年左右，皖西的霍邱、霍山、寿县、六安、英山和合肥

的共产党人共有１５００人左右，其中知识分子就占到
７５％。［２３］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发动群众，实行“以点
带面”的革命思想宣传方式，共产主义思想在鄂豫

皖地区迅速传播开来，随之鄂豫皖地方党组织迅速

发展起来，底层民众也大量加入党组织。１９２９年
５月，黄安县党员发展到８００余人；麻城县党员发
展到７００余人；黄陂县党员发展到１８０余人；商城
县发展党员３７３人；到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皖西六霍山
县发展党员２０７人。［２７］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鄂豫皖
地区党革命宣传和动员中的中小知识分子成为鄂

豫皖革命动员宣传的主力，发挥知识分子在群众

的号召作用，并非常有效地动员了基层民众参与

革命。鄂豫皖地方党组织的主力逐步从地方精英

转变为底层民众，革命思想才能在鄂豫皖地区广

泛传播起来，加之鄂豫皖地方党组有效动员底层

民众参与革命组织和宣传活动，使得鄂豫皖地区

产生大量的革命火种。

三、结论

作为社会运动阻碍因素的社会控制贯穿社会运

动的全过程，鄂豫皖地区的社会控制因素则主要是

体现在国民党对于偏远地区发展的忽略和对于地方

治理的失控。在农村陷入重重危机之下，乡绅劣化，

社会秩序严重失控。２０世纪初期的鄂豫皖地区社
会控制的阻碍因素并没有起到控制和阻碍社会运动

的作用。

复杂的社会及更为复杂的社会运动，决定我们

不可能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并据

此对任何一种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给予指导

性解释。［２８］２０世纪初期的土地革命爆发的成因显
然不是一套理论所能概括解释的，各地的苏维埃革

命爆发成因各有特点，但仔细分析各地苏维埃革命

成因，多少都有这六个方面的因素。因此用“值数

累加理论”对苏维埃革命做静态结构性分析，能够

较为清晰地揭示苏维埃革命爆发的成因。但这一理

论的缺点也较为突出，它乐观地估计六种因素之间

的作用机制，认为是递进增加地发挥作用，这显然不

可能成立。这一理论将六因素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

因素，客观因素因其作用客观存在而可以被一定程

度上地人为预测。主观因素则为对参与者的行动动

员和社会控制，这些条件来自革命参与者人为的作

用，是参与社会运动者的主观作用，则是难以准确估

计和控制的，因其作用因主观存在而难以被人为地

估计和影响。换言之，客观因素可以被认为干扰，但

主观因素则难以估计和影响，主观与客观因素的作

用机制则更是不可测。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与因素作

用机制的不可测，则是哲学意义上的弱决定论。

土地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近百年，从“长时段”

和“中时段”来看，现在就“告别革命”还为时尚早，

多维度认识苏维埃革命，对每一次革命作出个案研

究，才能全面地看待这场改变中国和世界走向的社

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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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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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中共河南省委“撤干”始末

郭晓平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史研究”（２０ＢＤＪ０５６）
作者简介：郭晓平（１９５５—），男，河南洛阳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河南地

方史研究。

摘　要：１９４１年初，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在中央组织部和陈云部长直接领导下，河南省委紧急撤
退豫西、豫中、豫西南和豫南地区区委以上干部和过“红”的党员，史称“撤干”。“撤干”的直接原因

是河南党组织面临被破坏的危险；“撤干”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不得经过党的公开机构；未能撤离的

干部立即实施隐蔽，长期埋伏。至１９４２年底，河南省委共计向延安撤退干部１００余名，向豫鄂边区
及其他地区撤退干部３００余名。河南“撤干”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取得了白区党
的工作经验。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委；撤退干部；延安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６１－０６

　　１９４１年初，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紧急部署，河
南省委向延安以及豫鄂、豫皖苏边区等地撤退干部，

史称“撤干”。被撤退者包括省委成员以及省委直

接联系的部分党员干部，豫西、豫中、豫西南、豫南等

地方组织区委以上干部，以及部分可能暴露的党员。

至１９４２年底，河南省委撤退干部工作基本结束。撤
至延安的干部随后参加整风学习，后期经历了错误

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由于史料的缺乏，学界并未

对此进行专门考察，仅见河南及相关市（地）县（区）

党史基本著作概述属区“撤干”情况。①因此，“撤

干”的缘起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撤干”的部署与

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撤干”的过程、结果以及后续

影响等，相关史实语焉不详。河南“撤干”缘于党的

白区历史上的一次突发事件，但与抗日战争相持阶

段的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白区工

作方针以及对白区历史的评价，都有着直接关系与

重要影响。本人曾参与对“撤干”时期河南省委主

要领导王志杰等以及政治传达员苗树棠等的调访工

作。现以历史文献和亲历者的回忆为依据，对“撤

干”始末进行梳理。

一、“撤干”起因

１９３８年，豫北、豫东以及豫南部分地区相继沦
陷，河南省委所属地方组织分布于豫西、豫中、豫西

南和豫南。１９４０年 ４月前后，河南省委书记刘子
久、组织部部长危拱之、统战部部长王志杰，豫中地

委书记张维桢、灵宝地委书记苗树棠、洛宁地委书记

邵文杰等作为河南选派的代表，赴延安参加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子久离任期间，省委

宣传部部长郭晓棠代理省委书记。由于七大延期召

开，刘子久、张维桢返回河南，危拱之在中央组织部

地方工作科协助工作，王志杰、苗树棠、邵文杰分别

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１９４１年２月，王志杰、
苗树棠、邵文杰和省委交通员杜征远到中央组织部

接受向河南省委传达与撤退干部的任务。对于在中

组部接受任务的情形，王志杰与苗树棠、邵文杰、杜

征远的回忆有一定出入。

王志杰：１９４１年２月初，中央组织部地方科通
知我和危拱之等，陈云部长邀我们研究有关河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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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急情况。陈云在办公室拿出一份电报，说：皖

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我党和进步

势力进攻。这份电报是刚刚破译的，从内容上看，

河南党组织及一些主要负责同志似已暴露，必须

采取果断措施。陈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为防止

河南地下党遭到大的破坏，立即组织撤退党的负

责干部。［１］１６４

苗树棠：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０日晚，突然通知我立即
到中央组织部，同去的还有王志杰等同志。在中组

部地方科，我们看到破译国民党的电报，注着当天日

期，表明紧迫性和严重性。从电报上看，是埋藏在河

南党内的国民党奸细向其上级报告我豫西党组织内

部详细情况，可以看出是潜藏在省委一级的内奸。

奇怪的是，只有省委郭晓棠和洛办秘书实有其人，豫

西各县党组织负责人没有一个和实际对得上号。２１
日，陈云和我们谈了话。下午我接到调令，晚上就搬

到中组部住，同时还有王志杰、邵文杰、杜征远。第

二天，中组织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

决定。［２］３６－３７

邵文杰：１９４１年２月初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
一个夜间我和王志杰、苗树棠忽然被叫醒，说是陈云

要我们马上到中组部去，并且把行李都带上；杜征远

也被从中央党校叫来了。第二天天一亮，陈云把我

们叫到他的窑洞里，先传看了破译的电报。电报很

长，内容是河南的国民党特务向西安特务机关报告

河南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情况。里面提到的人名，有

些是共产党员，有些是编造的。陈云说，为了避免河

南地下党被破坏，中央决定撤退河南地下党干

部。［３］１７７

杜征远：１９４０年１２月，组织上派我到延安中央
党校学习。数十天后，陈云找我谈话，叫我停止学

习，出来担任交通工作。交代的任务是下去传达指

示，豫西地下党发现有内奸，撤退河南省委。［４］

综上所述，“撤干”是中央在河南省委及所属地

方组织面临危急情势采取的紧急措施。亲历者所述

时间分别为１９４１年２月初、２月２０日。据《陈云年
谱》记载，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陈云“同李富春致电伍
云甫、李华即转张维桢、郭晓棠，告以国民党特务已

知刘子久、郭晓棠和洛阳、郑州地委负责人情况，请

他们查明叛徒并注意干部与组织的安全”。１月２１
日，陈云“致电刘子久，告其我后方干部一般均应由

公开工作转入秘密工作，同时须在适当时机内把这

批干部撤退，更应当撤退已暴露的干部”。１月２５
日，陈云“同李富春致电彭雪枫转刘子久，说：河南

党内藏有内奸，此人已获河南省委信任，担负重要工

作，去过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知道洛办情形，此人已

供出省委、地委、县委主要领导人的姓名、职务等，请

迅速查明此人是谁，电复应对方案”。２月２３日，陈
云“同王稼祥、李富春致电彭雪枫转刘子久，就预防

中共豫西组织遭内奸破坏的工作作出指示”。２月
２６日，陈云“致电杨清，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帮助中共
河南省委撤退已暴露的干部”［５］３５７－３６２。由此可见，

国民党特务机关侦悉河南省委所属地下组织部分情

况，中共中央早在１月中旬已经获知，并且至少在１
月下旬致电河南省委负责人，要求查出叛徒，撤退干

部。为加紧落实撤退干部的工作，中组部部署在延

安的部分河南干部立即返回河南，联系省委，组织撤

退，因此回忆中２月初的记述更切合实际。
河南省委领导成员及所属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在

“撤干”之前并无被捕事件发生。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中
共中央、中原局撤销河南省委及豫西特委，建立豫西

省委；１９３９年９月，撤销豫西省委，重建河南省委。
１９４０年初，擅自离职躲避在西安的原密县县委书记
武宪周，被国民党中统西北督导区负责人、偃师同乡

张炎茂策反，秘密从事特务活动。武宪周１９３８年曾
任河南省委所属豫西特委秘书长、组织部部长，此时

已与河南省委和豫西地方党组织中断联系。张炎茂

要求武宪周“继续打入共产党内部，盗取消息”，“找

刘子久，恢复党的关系”。武宪周回河南后，没有获

得刘子久和省委线索，省委也未因其叛变遭受损失。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偃师逮捕武宪周，
得悉其中统秘密身份后释放。张炎茂认为武宪周身

份暴露，将其调入陕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公开从事

特务活动。１９５８年 ５月，武宪周交代这段历史时
说，“到这时我才向张炎茂承认了，我当过豫西特委

组织部长”，暴露了豫西特委领导成员情况，以及所

知道的县委书记名字。［６］４５由此可见，武宪周虽于

１９４０年初秘密叛变，但直至１９４０年底叛变身份被
公开时，才供出原豫西特委及所属县委情况。以武

宪周之前在共产党内的任职，和他从秘密到公开的

叛变过程，可以解惑两个疑问：一是中央考虑河南省

委“撤干”的时间始于１９４１年１月，缘于所属豫西
组织此时面临暴露危险；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获得

的情报不准确，缘于武宪周与省委及地方组织中断

联系已逾一年。１９８３年王志杰回忆说，中央截获国
民党的情报中，干部名单多是豫西的，估计省委内部

可能有问题。“我认为这份情报很可能就是武宪周

叛变时向敌人提供的”。［７］２７６这个判断与武宪周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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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吻合。

二、“撤干”部署

同样作为亲历者的回忆，王志杰、苗树棠、邵文

杰、杜征远在中共中央提出“撤干”时间、地点和相

关人物方面虽有出入，但在中央指示精神和陈云所

做部署方面，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王志杰：陈云决定这么几条措施：（一）豫西、豫

西南、豫中党的区委以上干部全部撤退。（二）开辟

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不准经过洛阳、西安八路军办

事处。（三）负责干部撤退之后，党组织停止活动，

个人利用社会关系找职业，长期隐蔽，以待时机，也

可以转到外省隐蔽。（四）做上层统战工作的、红

的、已暴露有被捕危险的也撤退。（五）豫西、豫中

的干部撤退到延安，豫西南、豫南的干部撤退到豫东

或鄂中②新四军中去。（六）由延安派出政治交通

员，只准作口头传达，不许带组织介绍信。河南撤退

干部的工作，中央决定由陈云亲自领导、亲自布置；

具体由我和危拱之负责执行。［７］２７７－２７８

苗树棠：中央决定采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中央的紧急决定，我记得最

重要的几条：（一）豫西地区区委以上干部撤退到陕

北，豫南地区县委以上干部撤退到豫东或鄂中新四

军去。（二）各县党的组织停止活动，每县指定一人

进行联络；留下的党员谋取公开职业掩护起来。

（三）此事不经过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中组部要求，

不带党的组织关系，凭个人过去工作关系及威信取

得当地党组织的信任。王志杰传达陈云的话：皖南

事变后，国内形势很紧张。如果国共合作破裂，大打

起来，你就在河南谋个职业，例如做个小买卖。等解

放河南时，党一定设法找到你。这次任务带有很大

的危险性，你要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

命。［２］３７－３９

邵文杰：陈云说撤退的原则是：区委书记以上干

部尽可能撤退到延安来；区以下党员尽量想办法隐

蔽，如实在不能隐蔽的也可以撤退到延安。领导机

构撤退后，继续隐蔽下来的党员暂时不要向上找党，

将来形势变好时党找他们。陈云作了具体指示，并

指定王志杰具体领导撤退工作。［３］１７７－１７８

杜征远：王志杰、危拱之做了布置：不能经过洛

阳办事处，要直接找人；豫西党与豫南、豫西南党不

能发生任何横的关系。撤退的去处有三条，一是上

延安，二是去豫东彭雪枫部队，三是去鄂中李先念部

队。对于留下不走的同志，要做好隐蔽。陈云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作到“白皮红心”。［４］

此外，在河南主持工作的省委书记张维桢③、负

责豫西工作的省委宣传部部长郭晓棠，也回忆了听

取传达中央关于撤退干部的指示。

张维桢：１９４１年４月，中央派交通员杜征远从
延安来到舞阳梁八台找到我，说河南党内出了大

内奸，这个人是豫西的，到过豫中。为了安全，中

央决定撤退河南区委以上干部，由我负责撤退豫

中和豫西南的干部，豫西的由中央直接派人去

撤。［８］

郭晓棠：苗树棠传达了中央撤退的指示和重要

情报。中央关于“精干隐蔽”的政策我们正在贯彻

执行，还没有发现严重的暴露情形，所以对撤退工作

没有下决心，想请示中央后再作最后决定。请示电

文大意是：关于河南党组织机构和各级负责人名单，

我们看了，组织机构和人员都不符合事实，断言是一

个假情报，是否可以通融，灵活办理。中央很快回

电，大意是：坚决执行命令，不要犹豫。［９］

陈云代表中央所做的部署，概括起来为以下

方面：（一）河南省委及所属地方党组织区委以上

干部全部撤退；（二）撤退方向为延安和相近的敌

后根据地；（三）撤退线路不得通过党在国统区公

开办事机构；（四）撤退工作必须迅速、无条件执

行；（五）未能撤退的干部利用社会关系隐蔽，组织

停止活动。

１９４１年３月至５月间，陈云会同李富春致电王
志杰，通报豫中、豫南部分组织被破坏情况，继续对

河南党组织的应对措施和撤退干部工作提出要求，

“告之豫西南干部可撤来陕北”［５］３６６－３７０。５月 ２６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

党的力量的指示》。《指示》指出：国民党统治区的

各地方党必须立即决心调动已经暴露的干部和党

员，把他们送往新四军区域和延安，或其他能够立足

的安全地区。即使暂时牺牲若干地方工作，亦必须

这样做。但据最近桂林转来郭潜关于江西及湘鄂赣

的报告以及刘子久等来此谈话情形看，好些地方党

部并未认真执行这一指示，以致干部和工作仍处在

暴露或半暴露的状况。这种情形有使南方、东南及

华中各地党遭受极大破获的危险。中央要求南方

局、东南局、中原局再次严重地讨论这一问题，严格

督促所属各地党部坚决、敏捷、镇静地执行中央对这

一问题的历次指示。［１０］这是中共中央对撤退干部工

作的明确要求，也显示出中原地区撤退工作的紧迫

性，从而成为河南省委“撤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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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干”过程

按照陈云和中组部提出的原则，河南省委在延

安的领导成员首先制定传达部署“撤干”工作系统

方案，确定政治交通员的人选。１９３９年重建的河南
省委主要由原豫西省委和鄂豫边省委成员组成，筹

划“撤干”组织工作的王志杰、危拱之分别曾任豫西

省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鄂豫边省委组织部部长，

即选定原在豫西任职的苗树棠前往豫西，并联系郭

晓棠；河南省委交通员杜征远前往原属豫鄂边省委

的豫中、豫西南地区，并联系张维桢。

“撤干”工作通过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为政治交通员由延安到河南，联系

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宣传部部长郭晓棠、组织部部

长张旺午，并通过以往的组织关系传达部署“撤

干”。这个阶段的分工：在陕西旬邑、耀县交界处的

照金镇设立交通联络站，迎送撤至陕甘宁边区的干

部，由王志杰负责；政治交通员进入河南联系党的组

织，由苗树棠、杜征远等执行；在延安的中组部机关

接收审查撤退回来的干部，由危拱之负责。１９４１年
２月下旬，王志杰与政治交通员在中央社会部护送
下前往照金。王志杰、邵文杰在照金建立交通联络

站；苗树棠、杜征远穿过国民党军队封锁进入河南，

分别向豫西、豫西南进发。

苗树棠进入豫西、豫中后，向灵陕县委书记苗化

铭等传达中央“撤干”指示。省委宣传部部长郭晓

棠通过洛办电台向中央询问。苗化铭于４月撤到照
金后，作为“撤干”工作联络员返回豫西、豫中，督促

加快“撤干”进程。苗化铭带回中央新的指示“是非

常坚决而严厉的，简直就是命令”。主要内容为：

（一）仍按原决定撤退干部，坚决执行，不得再犹豫；

（二）从接到传达之日起，任何人不得再同洛办发生

关系。苗树棠、苗化铭立即部署洛阳以西地委迅速

撤退。郭晓棠接到中央复电，也加紧部署洛阳以东

地委的撤退工作。“从这时起，才真正开始全面进

行撤退工作”，时间是５月底或６月初。部署工作初
步完成的时间为６月下旬，因为苗树棠所看到报纸
上“登载了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２］５６－５９苗树棠、郭

晓棠与洛宁、灵宝地委部分干部，以布贩装扮辗转到

达照金，７月抵达延安。
４月，杜征远到达镇平县，与豫西南地委取得联

系，传达中央“撤干”指示和中组部的部署，而后到

豫中舞阳面见省委书记张维桢。张维桢按照中央指

示做出三项决定：“第一，豫中的干部向延安撤，豫

西南的干部拟向鄂中新四军五师撤；第二，各级党的

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第三，凡一时撤退不了而又有暴

露危险的干部，耍立即动员他们离开家，离开职业，

投亲靠友，另找职业分散隐蔽起来，便于隐蔽的尽可

能就地隐蔽，以等待时机。”［８］５月，张维桢及部分区
委以上干部与杜征远撤至延安。

第二个阶段为中组部与河南省委向河南派出政

治交通员、传达员，加大力度撤退区以上干部和有可

能暴露的党员。１９４１年６月，中央在延安任命河南
省委新的组成人员，张维桢仍任书记，张旺午调豫鄂

边区。为全面贯彻中央“撤干”指示，尽最大可能保

存力量，省委接连向河南派遣交通员、传达员，督促

和协助各地加紧“撤干”工作。至１９４２年春，杜征
远数次被派往豫西南、豫中地区，联系省委原组织部

部长张旺午和豫中地委所属党员，传达省委指示，

部署向延安、豫鄂边区撤退。张旺午和汝南地委

及所属各县，在新四军五师和地方武装配合下，陆

续撤至豫鄂边区；少数未能到达豫鄂边区的干部

改撤陕北。形势相对稳定、斗争环境较好以及交

通受阻的部分县、区，党员干部采取投亲靠友或异

地隐蔽的方式。

１９４２年２月，中央调整河南省委领导机构，王
志杰任省委书记，危拱之任组织部部长，郭晓棠任宣

传部部长，苗化铭任秘书长。５月，省委机关驻陕西
旬邑县马栏镇，继续派干部做好“撤干”工作。省委

在派出政治交通员返回河南的同时，挑选５名政治
传达员，派往豫西、豫中地区传达和组织“撤干”工

作。政治传达员出发前，省委进行三个方面的培训：

“一、进行整风学习，做好思想准备”；“二、学习中央

关于河南工作的方针，做好政治准备”；“三、熟悉所

到地区的材料，做好组织准备。”［７］４１２－４１３省委同时向

豫西南派出政治传达员，联系部署豫西南地委所属

各县“撤干”工作。１９４２年７月起，政治传达员陆续
进入河南。政治传达员对豫西、豫中地方党组织进

行系统考察，向负责人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

针对地方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麻痹思想、糊涂

认识和少数干部的消极立场，政治传达员进行耐心

细致的工作，取得较好效果。部分政治传达员在护

送干部撤退到陕北后，再返河南，继续执行传达、部

署与督促“撤干”任务。至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撤退干部
的工作基本完成；豫西、豫西南地区部分干部延至

１９４３年春到达延安。
四、“撤干”评析

豫西突发事件只是“撤干”实施的发端。在国

民党统治区撤退干部，是此时党的组织建设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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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环节，是进入相持阶段白区工作的重要内

容，河南“撤干”也是中原、华中抗战形势下的重要

部署。

抗战爆发以来，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大量发展

党员”“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在思

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④的组织建设任务。在

这个过程中，河南作为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最前

沿，迅猛开展的救亡运动和准备游击战争，为党的

地方组织发展形成有利条件。党的组织在抗日活

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党员干部过“红”的情况也

开始出现。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前，河南省

委及所属组织领导机关“都是半公开的”，“秘密工

作教育不够，许多新同志无意中暴露自己”［１１］。

１９４０年５月，中央要求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的方针，“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

和全国性的突发事变”［１２］。中央强调对有被捕危

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进行撤离、调换或隐蔽。

７月，中央决定刘子久、张维贞回河南开展“审查干
部、隐蔽精干”工作。河南省委对所属地、县负责

干部进行审查，调换工作地区，建立秘密机关，实

行长期隐蔽。这项工作的原则和目的，与“撤干”

是一致的。所以在“撤干”之前，河南省委已在贯

彻中央白区工作方针，实施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并且作为最紧迫的任务。

１９４２年初，陈云召集河南省委领导成员开会，
研究制定了《关于今后河南省委工作方针的决定》。

《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实施，主要精神是贯彻白区

工作方针，反对急性病，做长期打算。陈云强调要坚

持“少而精”“小而高”“广而深”，勤学、勤业、广交

朋友的原则。［７］２８０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陈云的要求，

省委明确规定组织撤退后留在原地的党员停止组织

活动和组织联系，言行要符合隐蔽的要求。河南省

委在马栏镇参加整风运动，开展调查研究，继续做好

撤退干部的工作。省委派出的政治传达员分别在豫

西、豫中、豫西南传达省委的工作方针，在继续督促

撤退干部的同时，指导未能撤退的干部做好长期隐

蔽的工作。

河南“撤干”与中央对中原、华中抗战形势的预

判直接相关。“由于河南省委所处的位置，南、东、

北三面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因此随时都有敌人到来

的可能”［７］４０。１９４１年２月６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豫
皖苏、豫鄂边区领导人并转河南省委和洛办：敌向河

南大举进攻，洛阳、南阳可能失守，敌可贯通平汉路。

在此情况下，地方党应立即进行下列工作：动员民众

搜集国民党军溃散的枪支，组织抗日游击队。凡敌

可能占领的地方，如洛阳及陇海路等地，党除留极少

数党员开展敌占后的秘密工作外，大批干部及党员

均应撤退到农村中去组织武装。［１３］３０５－３０６５月１７日，
陈云、李富春致电陕西、河南省委：敌人现集中七个

师团兵力于晋南，有先肃清豫北及中条山一带之中

央军，然后进攻洛阳、西安之势，但其演变如何，约半

个月后，方可看清楚。因此，撤退豫西干部的办法，

应看形势演变进行：敌人来时即不撤退，全部到敌后

发动民众捡国民党军丢下的枪支，组织武装，配合彭

雪枫、李先念部创立根据地；如敌人进而又退时，即

全部撤退到豫东、鄂中等根据地内。为预防敌人进

而又退，所以敌人来时，不应全部组织公开，应保存

一部分，绝对秘密，准备于敌人退后能坚持该地工

作。［１３］３１９中央的这个预判和思路，也直接指导着河

南“撤干”的部署和方向。

毗邻豫鄂边区的豫南、豫西南是国民党制造摩

擦的重点地区。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
竹沟惨案，豫南、豫西南政治形势趋向恶化。豫鄂边

区为竹沟组建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等部开

辟，与汝南地委及豫西南地委“撤干”有着“地利”

“人和”之便。早在１９４１年２月前，汝南地委根据
竹沟事变后的形势和敌后斗争需要，已开始向豫皖

苏（豫东）、豫鄂（鄂中）边区撤退干部，累计输送３０
余人。豫西南地委根据日军进犯、自治派向国民党

妥协的情势，有计划地向鄂中转移过“红”的干部。

中央部署“撤干”后，汝南地委建立工委，开辟秘密

交通线，保证“撤干”工作顺利进行。至１９４１年冬，
汝南地委撤退干部任务基本完成，地委及所辖县委

组织撤销，地委负责人的组织关系由张旺午移交给

豫鄂边区党委；同时地方党组织向豫鄂边新四军输

送了几千名新战士。［１４］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３年间，中央组织部对撤退到延
安的河南干部进行审查，然后安排工作或学习。撤

退干部回忆，审查非常严格，对所有干部的政治历史

都做了详细记录；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数次

向陈云汇报河南工作，并且写出《撤退工作》的书面

报告。［８］８６只是相关文献尚未在档案中发现，亲历者

也只了解所联系的党员，因而“撤干”人数散见于不

同的记录中。河南以及相关市（地）部分党史基本

著作依据当事人回忆，对各区划内“撤干”情况有做

初步统计：河南省委管辖区域的干部撤至延安总人

数为１００余人，主要来自豫西、豫中以及豫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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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撤至豫鄂边区的干部主要来自豫南地区，包括

安徽临泉、阜阳过境人员，总人数为３００余人。以上
合计为４００余人，另有少数干部撤至豫皖苏边区及
向其他地区转移。⑤

也有部分县区未能落实“撤干”任务。灵陕县

委除苗化铭最先撤至照金外，其他干部未能通过

国民党封锁线，转而实行异地隐蔽；［２］６８洛阳地委

书记傅希晨（后叛变）受郭晓棠委派，向登封县委

传达上级指示，但只传达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

工作原则。除县委书记外，“登封党组织始终没有

接到上级关于撤退的具体指示，所以，登封包括县

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在内的区以上干部均

未及时撤退”。在１９４３年２月国民党制造的摩擦
事件中，县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和３名区委
书记被捕。［１５］因此，王志杰在１９８３年的回忆中说，
“中央采取快刀斩乱麻、实行坚决撤退的方针是完

全正确的”；“在撤退干部过程中，从个别地区发生

的若干破坏事件中，愈加感到中央实行坚决撤退

方针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英明的”［７］２７９－２８０。河南省

委坚决、迅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撤出大批领导干

部和共产党员，“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进一步取得了巩固白区党的工作经验”［１］１６６。

河南省委和所领导的各级组织坚持白色恐怖

下的斗争，取得了出色成绩。然而由于白区工作

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使撤退干部在整风后期的

审干阶段遭遇曲折。１９４３年，在“抢救失足者运
动”中，河南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红旗党”，省委

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和撤至延安的部分干部，

以及执行“撤干”任务的杜征远、苗化铭等被打成

“叛徒”“特务”“内奸”。中央在审干后期确定“红

旗党”纯属错案，河南撤退干部的问题陆续得到解

决。１９４４年豫西沦陷后，中央部署开辟豫西敌后
根据地，得到“撤干”阶段隐蔽的共产党员配合与

支持。“各地地下党即所谓‘红旗党’，纷纷起来支

援部队、参军，积极参加抗日”，实施“以待时机”的

任务。［１６］１９８１年９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
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

问题平反的通知》，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

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对这一事件作出全

面结论。［１７］

注释：

①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南历史》
第１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并洛阳、三门峡、郑州、

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等市及所属县（区）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基本著作。

②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中原局撤销鄂中区党委，辖区归属豫鄂边
区党委。

③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刘子久调任豫皖苏区党委书记，张维桢继
任河南省委书记。

④《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党员的决议》（１９３８年３月）、毛
泽东《论新阶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
党的决定》（１９３９年８月）———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第１５册、１６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⑤数字依据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河南
历史》第１卷和洛阳、三门峡、郑州、许昌、漯河、平顶山、南
阳、驻马店市及所属县（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基

本著作整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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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１１５师入鲁后医疗卫生工作探析

刘志鹏，齐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５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１９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文献整理与研究”（２１ＢＤＪ０２１）；２０２１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重大项目“山东抗日根据地核心区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２１ＫＺＤ００１）
作者简介：刘志鹏（１９８０—），男，山东博兴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

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齐晓燕（１９９９—），女，山东昌邑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硕士
研究生。

摘　要：八路军１１５师入鲁后的医疗卫生工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密切
了军民关系，发展了山东医疗卫生工作。入鲁初期，八路军１１５师在经费供给上转向以自筹自建为
主，在战场救护、伤员治疗护理、药品获取方面积极依靠自身和紧密联系群众，与地方密切配合，建立

隐蔽医院救治伤病员。在疫病防治上，注意部队卫生防病的同时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与卫生知识宣

传，军民防治同步开展。入鲁后期，八路军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合并成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
向着正规化与地方化发展。

关键词：八路军１１５师；医疗卫生；山东抗日根据地；疫病防治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１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６７－０７

　　部队医疗卫生工作是关乎部队成千上万战士生
命健康和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工作。八路军１１５师继
承了红军时期优良的医疗卫生工作作风和制度，入

鲁后因地制宜改善部队医疗卫生工作，治愈了数万

名伤病员，为保障山东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抗战时期各根据地与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得

到学界广泛关注，有学者从医疗救护角度考察山东

抗日根据地沂蒙精神的党政军民关系以及考察山东

抗日根据地疫病防治的成因、防治措施以及成效等。

针对山东抗日武装的卫勤工作，于宁探讨了抗战时

期中共山东抗日武装医疗机构发展变迁、医护人员

来源培养以及药品获取问题。学界对八路军 １１５
师医疗卫生工作的专门研究较少，本文在前人研

究基础上，从八路军 １１５师入鲁后的战时医疗卫
生救护、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以及统一领导下山

东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等方面进行研究，试图清

晰考察八路军１１５师入鲁后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

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贡献，以期丰富山东抗

日根据地史研究。

一、战时八路军１１５师医疗卫生救护
（一）战地救护与伤员运送救治

八路军１１５师是一支由红一方面军改编而来的
有着优良作风和作战经验的主力部队。在医疗卫生

工作方面继承了红军优势，相较于刚成立的八路军

山东纵队来说，有着比较正规的医疗卫生制度。入

鲁前，八路军１１５师在平型关战役中，部队战时的医
疗卫生工作便有较为规范的组织和流程。在战场作

战中，战地救护分为火线抢救组、急救治疗组、后送

组、烈士埋葬组。［１］３３０作战开始前，师动员各团勤杂

人员及随营学校学员，配合各营连卫生人员，组织战

场抢救，“首先将伤员运出火线，安置在隐蔽的处

所，而后再向团和师的卫生机关转送”［１］３２０。同时师

派人员做好当地的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当地群众，

协助团和师的卫生机关迅速后送伤员。八路军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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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入鲁后，与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在１１５师积极影响
下，山东纵队和山东军区的战时医疗卫生工作得到

了很大提高。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７日，山东纵队第五旅
下发《战地救护暂行工作条例》规定，“连、营、团要

加强救护组织，以便尽快将伤员从火线抢下，送往医

疗单位，进行早期治疗；同时，提出了‘医院要更接

近火线，以便缩短后送距离’”［２］１４１。１９４４年，山东
军区还明确规定了伤员后送的分工，“团以前由前

向后逐级后转”，火线搬运由连炊事员、文书等组成

担架组，负责将伤员搬下火线，以后再由民工担架后

送。［２］１４２

八路军１１５师入鲁后，战地救护工作继承了老
红军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医护人员不怕困难、不怕牺

牲、业务精湛和耐心负责的革命精神。１９３９年 ９
月，八路军１１５师进驻鲁南，部队随军野战医院一所
在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刘家湖村安置下来。战斗时，

一所除少数同志留在刘家湖收治伤员外，绝大多数

同志跟随部队执行战地救护任务。战时环境条件艰

苦，一所医护人员在战场上选一个隐蔽背风的地方，

放上几副担架，就建成临时包扎所。从火线送来的

伤员，在临时包扎所经过包扎处理后，立即送往刘家

湖进行救治和护理。［３］４３１－４３２

伤员的救治与护理主要收治在部队的后方野战

医院和隐蔽卫生所。八路军１１５师进入山东后，以
师卫生部为中心，吸收招纳地方青年学生以及有一

定医学基础的战士干部成立医护人员训练排。经过

一定阶段的医学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以医护人员

训练排为主组建扩大部队随军野战所和卫生所。后

方野战医院、卫生所的选址以安全性为第一原则，以

隐蔽保密为主要特点。１１５师入鲁后，在鲁西、鲁南
地区建立了一批野战所和隐蔽卫生所，它们多分散

开设在老百姓家中，或山洞、地洞、地窖、芦苇荡里，

或在海滩、渔船上收治伤病员［２］１３２。陆房突围中，

１１５师从战场上下来一批伤员，急需在一个稳定安
全的环境中救治。１１５师野战医院二所所长黄一民
与二所护理员七人在泰肥山区岈山的五埠村组成

１１５师挺进山东后的第一所隐蔽医院。陆房突围中
受伤的七十多名伤员分别隐蔽在五埠村、岈山和牛

山庄，为了不暴露伤员，隐蔽医院人员在村外的梯田

下、地堰上挖洞，伤员隐藏在地下洞内治疗。１１５师
隐蔽医院在治疗方式上，坚持中西医结合。西药在

当时是奇缺紧俏的物资，特别是消炎、退烧、止痛的

奎丸宁、福白龙（奎宁制剂）、青霉素、高锰酸钾、碘

酒、碘片等管制药品。为了更快医治好伤兵，１１５师

野战医院二所护理人员一方面乔装打扮潜入敌占区

购买紧缺的西医药品，另一方面向当地群众学习土

方偏方，“采集中草药为伤员治疗，还向老百姓学习

了针灸，在治疗打摆子、止痛等方面，效果也很

好”［４］８４。

战后伤员的转移与救治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配合

帮助。战斗中受伤的战士多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中

进行救治与护理，部队的后方医院或隐蔽所多设在

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或地区。八路军１１５师入鲁
后，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老百姓看到“陕北的老

红军来到山东打鬼子，保卫老百姓安宁”，自然而然

地去爱护主力、帮助主力。有的老百姓听说八路军

来了，主动腾出新房屋给部队卫生所做手术室。［３］４３１

１９４０年春，白彦战斗结束后，鲁南野战医院第一所
接收了一批伤员，当时医护人员少，伤员较多且分散

安置在群众家中，因此除了换药、服药、打针治疗由

一所医护人员主管外，其他做饭、喂饭、看护料理等

大量的工作都被群众主动承担了。同时八路军１１５
师取得战斗胜利时，群众还积极热情慰问伤病员，

“抬着整猪、整羊、鸡、蛋和当地盛产的山果慰问伤

病员，积极主动地为部队医疗工作提供方便，使不少

伤病员很快痊愈”［５］。

（二）药品采购与来源

八路军１１５师入鲁时，国共关系开始走向紧张，
国民政府时常停发八路军军饷。八路军１１５师入鲁
后几乎再未从国民政府手中领过军饷经费，在经费

供给方面１１５师转为以自筹自给为主，包括药品采
购补给等方面。在药品获取上，八路军１１５师主要
通过卫生部门组织采购、战斗缴获和自己开办药厂

等方式，还辅以募捐捐献以及山东分局提供经费支

持等渠道。

由于没有国民政府拨发军饷经费，八路军总部

经费预算也有限，八路军１１５师进入山东后吃住困
难，随着部队发展和战斗的消耗，部队财粮也逐渐消

耗待空。因此，八路军１１５师每到一地便积极与当
地群众、士绅、地方抗日武装以及国民党进行统战联

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从而缓解１１５师财粮供给的困
难。其中，稀缺的药品是最为紧缺的。１９３９年冬八
路军１１５师进驻鲁南时，在师后方政治部负责统战
工作的靳怀刚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为１１５师搞到了
一批价值四千多元的药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

部队急缺药物的困难。［６］当地民间医生亦积极援助

１１５师医疗卫生工作。１１５师入驻鲁南后，当地颇有
声望的陈信亭老先生主动为抗战服务，多次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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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师野战医院一所收治八路军伤员，并将自家的
陈家医院以及治疗骨折外伤的中医秘方捐献给八路

军１１５师部队。［３］４４０

随着１１５师在山东逐渐扎根，１１５师在药品采
购方面也逐渐展开。１１５师的药品采购工作主要由
部队各旅团卫生部门组织采购，多由商人送到部队。

１９４２年一年来，八路军１１５师购买药材及医疗器械
共“１８２３４１０６６元西药，１５９５３８６元中药，１０３０９９２０５
元材料”［１］１８７。除了通过采购获取药品，１１５师还自
己开办药厂进行制药工作。１９４２年一年便制出了
四千余磅成品药材，供给前后方部队之需。［１］１８７在艰

苦困难的环境中，有时药品无法获得又无法生产，

１１５师鲁南隐蔽所一所便学习地方土验方，自制药
品，“把猪骨头和干馒头烤煳压成面，让伤员冲服，

治疗消化不良，后来同志们就把这种自制药品取名

叫‘消化散’”［３］４３６。医疗器材缺乏，便自制竹镊子

代替铁镊子、用土织粗布代替纱布等方式，缓解药品

器械短缺问题。

由于部队中专门研究药物生产和开发的专业技

术人员较少，多数制药人员和卫生工作人员医学水

平不高导致制药厂产量和质量与部队实际需求有不

小差距。针对部队采购能力欠缺、采购方式不完善

以及制药人员医学、药学基础薄弱等问题，师卫生部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几点建议。首先，必须大批地派

人赴敌占区，进行统一的购买，这样才有可能大批购

买到省钱便宜的药材，而不是之前被动地接受由商

人送往部队的药材。其次，针对采购人员以及医疗

卫生人员医学基础薄弱问题，各旅团应加强对相关

工作人员医学教育培训，同时扩大抽调各旅团有医

务知识的人才汇集起来，虚心研究，提高整体的药材

生产开发水平和技术。［１］１８９如此，提高部队药品采购

能力和生产制药水平。

战斗缴获与山东分局提供经费支持。八路军

１１５师在山东境内作战勇猛，仅１９４１年一年大小战
斗共计１４１８次，缴获一批军用物资与武器弹药，但
药品器械相对来说较少，主要有“防毒器材５６８具，
注射器８副，药品１１担”［７］，虽然药品器械通过战
斗缴获并不能大量补充部队医药所缺，但战斗缴获

的日伪军药品器械多较为先进，一定程度上帮助了

部队药物仿制、研发以及救治水平的提高，比如１１５
师在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一套手术器械，除开颅手

术外，其他手术都能做。陆房突围后，师卫生部部长

谷广善使用这一套手术器械成功完成了在山东的第

一例截肢手术，手术后伤员的伤口很快就愈合

了［４］８５－８６。进入抗战反攻阶段后，山东军区不断攻

占主要城市、交通线和据点，医疗物资的缴获随之增

多。除此之外，八路军１１５师入鲁后，八路军山东纵
队和山东分局在财政经济上给予八路军１１５师极大
帮助。［８］

二、八路军１１５师卫生防病工作
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常年流行多种传染

病，主要有疟疾、回归热及斑疹伤寒、痢疾、黑热病、

流感、疥疮、霍乱等多种流行疫病。［２］１３８－１４１八路军

１１５师进驻山东后，多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如果
当地疫病流行，很容易传入部队，造成部队的非战斗

减员，降低部队战斗力。因此，八路军１１５师进入山
东后非常重视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了一系列

医疗卫生工作。

（一）建立各级卫生委员会，开展卫生宣传工作

１１５师入鲁后，各级单位相继建立了卫生委员
会，专门负责卫生宣传工作。同时在基层建立“卫

生委员会”、卫生宣传小组等群众性组织，开展各种

卫生宣传活动。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八路军１１５
师在宣传内容和方式上各有侧重。在卫生宣传工作

中，各级部队把炊事员和伙食管理人员作为重点宣

传教育对象，把住病从口入关，“针对炊事员、司务

长和管理员着重向他们讲解食物烹调对营养素损失

的影响，提高烹调技术，注意食品卫生，防止发生营

养缺乏病和肠道传染病”［２］１３６。１９４２年，１１５师师直
及各旅，利用战斗间隙还举办了炊、管人员训练班，

提升炊事员和伙食管理人员的卫生文化水平和重视

卫生防病意识。除此之外，１１５师入鲁后，从师到各
旅团领导都十分重视对卫生防病的宣传教育工作，

在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期间，旅（支队）以上军政首长
签发有关卫生防病的指示、命令、通令、训令就有４０
多件次。进入冬季，战士多有冻伤、眼疾问题，１１５
师教导二旅下发《冬季卫生防病工作》训令，给战士

宣传讲解如何预防和治疗冻伤、眼疾等问题，并给部

队配发油膏，战士洗脸后用于擦手、擦脸；要求战士

严格分盆、分水洗脸，不合用毛巾，来防止和治疗冻

伤、眼疾等问题。［２］１３５

１１５师在宣传方式上，除定期上卫生课、讲解战
伤自救互救、卫生防病知识外，还根据战士和群众情

况采取多种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卫生宣

传。一是使用标语口号宣传，通俗易懂，传播范围

广，深入人心。如夏季行军时，在水井旁写上“井水

虽然凉，病菌里面藏”；冬季行军时则在沿途休息地

点张贴“为了防感冒，不要随便脱衣帽”等标语。［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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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动战士编写有关卫生防病知识的黑板报或墙

报；进行化装宣传或演出活报剧以及举办实物展览

等。［２］１３６二是创办卫生报纸报刊进行卫生知识宣传。

１９４１年，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印发了《卫生管理规
则》，胶东军区编印了《夏季卫生常识》《大练兵卫生

教育参考资料》《冬季防病常识》。据不完全统计，

１９４３年，山东军区卫生部印发卫生资料３０００多份
（册）。［２］１３６三是设卫生月，集中宣传卫生知识。

１９４３年开始，山东军区将每年的４月１２日至５月
１２日作为卫生月，每年集中开展一次卫生月宣传活
动，有力地促进了卫生防病工作的深入开展。［１０］２２８

（二）完善卫生制度，开展卫生运动

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单靠卫生宣传是不长久、不

扎实的，在卫生宣传基础上不断健全卫生制度，以行

政手段推进部队卫生管理，形成一套规范有效的卫

生制度，是推进１１５师和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强
有力的措施。八路军１１５师继承了红军时期的优良
传统，各项卫生制度比较健全，但１１５师入鲁后在以
往卫生制度基础上，结合山东战场实际情况进行了

部分修订。１９４２年，１１５师３４３旅下发《关于夏季整
军中卫生工作》训令，对公共卫生、个人卫生等做了

详细规定，要求战士“每周洗澡一次、烫洗衣服一

次、剪指甲一次；每日刷牙一次；每月理发一

次”［２］１３６。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还先后建立了体检制
度以及干部保健制度，加强对部队干部、战士的健康

检测和管理。１９４５年，山东军区正式颁发了《部队
暂行卫生制度》，对环境、厨房、室内外，个人、马

厩、病人等卫生管理都做了详尽规定。从八路军

１１５师入鲁至取得抗战胜利期间，１１５师、山东纵
队、山东军区出台颁发了一系列部队卫生制度规

定，１１５师及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在战火中逐渐
规范、科学，一步步向着正规化发展。规范化的山

东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延长了战士的生命、减轻了

伤员的痛苦，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保障了

山东革命的胜利。

开展卫生运动是部队进行卫生防病的重要手

段。部队中的卫生运动主要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

行等方面展开个人卫生、公共卫生运动。部队中

卫生运动一般在春季举行，这个时候气温回暖，是

细菌最易增生活跃的时候。在春季卫生运动中，

师后勤部对各旅团营连提出要做到“挖厕所要一

米九深，一米宽，每人都要洗澡，拆洗棉衣，剪头，

要特别注意厨房卫生”［１１］，师部还发出“关于部队

健康运动的指示”，动员全师做好战士健康卫生运

动。１１５师开展卫生运动时，师旅团各卫生机关的
卫生人员积极动员驻地群众，与驻地群众一同开

展卫生运动。部队每到一地，即帮助驻地居民打

扫庭院街道、整顿驻地环境卫生，同时深入群众，

在群众中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为贫苦抗日军人家

属和群众诊治疾病。同时，还帮助驻地群众扑灭

传染病疫情。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鲁南爆发疟疾，
１１５师驻鲁南部队立即组织医疗组，帮助群众治病
防病，很快控制住了疫情。

（三）积极防治流行性传染病，改善战士给养

针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流行性传染病，１１５师积
极从预防和治疗两方面入手解决传染病对部队战士

健康的影响。首先，对患有强烈传染性疾病的患者

进行隔离治疗，对病人住房进行卫生整顿，有条件的

进行环境消毒。如防治回归热及斑疹伤寒时，“用

蒸笼蒸汽灭虱，衣服烫洗”；防治疥疮时，“将疥疮患

者与健康人分开睡，不合盖被子，不互相换穿衣

服”；预防天花及水痘时，“按时种痘是最好的预防

办法”，除此之外，部队每到宿营地以后及时进行本

村及附近居民的卫生调查，如发现有传染病流行应

迅速通知卫生机关，并告知各单位负责同志，可建议

上级于可能范围下转移驻地。［１２］其次，在治疗上中

西医结合，由于西药紧缺，更多是使用中药治疗。

１９４２年至 １９４３年间，１１５师部队中流行疟疾，１１５
师６８６团将疟疾病人集中于团卫生队或营卫生所，
用中药常山、柴胡煎剂治疗。部队治疗痢疾则由于

缺少磺胺药物，多用黄连、黄柏、白头翁水煎剂；也有

用马齿苋蒸煮和大蒜一起食用或单用蒜泥治

疗。［２］１３９－１４０除了使用药物治疗传染病，许多部队还

采用针刺疗法治疗疟疾和痢疾等传染病，也取得了

很好的治疗效果。在中西医结合下，部队在传染病

救治方面取得了不错效果。

传染病和各种疾病在山东部队中流行，一方面

是当时卫生条件差，战士卫生意识弱造成的，另一方

面当时抗战条件艰苦，战士给养很差，“部队日常吃

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

摊成的，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当地蔬

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

饼里吃”［１３］，导致战士营养缺乏和免疫力低，更易遭

受疾病侵袭。因此，部队中除了进行卫生知识宣传

教育外，还应该积极改善战士给养，增强战士免疫

力。１１５师入鲁后，一直致力于改善后勤供给工作。
后来 １１５师号召部队各旅团进行生产节约运动，
１９４１年５月，师首长号召全师鲁南部队生产节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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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三十万元（从１９４１年５月到１９４２年春）［１４］，鼓励
部队自己动手开荒、种菜、搞合作社、发展贸易，拓宽

经济来源，自力更生努力改善供给。经过１９４２年、
１９４３年的生产节约运动，１１５师部队后勤供给和战
士给养得到了明显改善，到１９４３年部队供给标准达
到“菜每人每日十二两至一斤，油盐各五钱，猪肉每

人每月十二两，住院之休养员、学校学员每人每月一

斤半；麦子，机关每人每日二斤六两，战斗部队每人

每日二斤半。杂粮，机关二斤四两，战斗部队二斤六

两”［１５］。

针对改善战士给养问题，部队除了增加菜金、粮

食供应数量，还注意到如何让战士更好地吸收菜、粮

中的营养。师管理处的同志想出将豆子磨成豆汁给

战士们喝，将“三分之一的黄豆和三分之二的小米

分别泡好，再分别磨成糊浆，用布过滤好，然后将豆

浆煮开再放米糊”［１６］，增加战士的营养。有的营部

还对粮食吃法上进行调剂搭配，使营养更加丰富，

“教导团一营营部在地瓜干多的时候，就设法从菜

金上少买菜，多买点猪油加菜喝油肉菜汤或鸡蛋

汤”［１７］减少部队患病人数。大部分营连成立给养合

作社，专门负责改善给养。战士给养的改善以及食

物营养的增加，增强了战士抵御疾病的能力，促进了

部队战斗力的提高。

三、统一领导下的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合并，改为山东
军区司令部（１１５师、山东纵队名义仍保存），各司、
政、供卫机关与（军区）军分区合并［１８］，二者卫生机

关合并为山东军区卫生部。统一领导下的山东军区

卫生部进一步促进了１１５师及山东军区卫生医疗工
作的发展。

（一）医护培训与医护救治的正规化

山东军区成立前，八路军１１５师的医训班与山
东纵队的卫生教导队举办过多期医护培训，为部队

培训了一批医护人员。但培训班的举办较为分散，

培训内容多以应急救护为主，缺乏系统化。山东军

区成立后，将１１５师的医训班与山东纵队的卫生教
导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卫生学校，使得山东军区的

医护训练逐渐走向正规化。山东军区卫生学校校长

由卫生部副部长刘放兼任，邓太山任教务主任，邱国

光为队长。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建立后，共举办了三

期训练班，培养学员３８０余人［１０］２２７。学校培训课程

内容主要有：麻醉学、外科学、诊断学、药物学、战地

卫生勤务、检验学等，还根据不同批次学员情况有针

对性补习文化、军事政治等内容。［１９］此外，还举办过

短期专题训练班，如滨海军区卫生部举办了内科医

生、化验、调剂班，为期１５—６０天，其他军区也举办
过类似短训班。［２］１４５１９４３年，奥地利籍著名泌尿科
专家罗生特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２０］，帮助

山东军区开展卫生工作。罗生特看到山东抗日根据

地专业医护人员紧缺，积极帮助山东军区卫生部创

办卫生学校培训医护人员，并亲自担任学校讲师到

卫校讲课。罗生特向军区的医务人员讲解了大量的

医学专业技术知识以及指导学员进行医学临床实

践，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医务工作人员，使军

区卫生工作有了很大提高。

山东军区成立后，各战略军区以及下属军分区

经过精简合并以及对医护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山东

军区医疗救治和卫生工作各方面都有了明显改善。

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０日，滨海军区召开卫生干部会，总结
一年来卫生工作，卫生处长黄乎和政委刘代均一致

表示滨海军区卫生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和成绩，这表

现在“部队病员减少，治愈期缩短；残废者减少，四

二年残废者伤员占１８％，四三年占９％，减少一半；
死亡率大为减少，全年死亡率为 ０．２％”［２１］。同时
各战略区都涌现出不少卫生模范工作人员和模范事

迹，如“自己生疟疾还积极照顾伤病员的鲁中三所

看护员张甲门，在战场冒着炮火进行战场救护的滨

海模范卫生员郑辉增，熟悉全营战士的胶东军直医

生姜铁川，一边救治一边战斗的鲁南医护人员”［２２］。

除此之外，山东军区战场救护体系和救护组织也更

加完善。在胶东军区讨赵战役中，进行了充分的战

前救护准备工作，“各兵团、连队补充足够药品敷料

以备战场救治使用；对各兵团卫生人员进行‘急救

教育’培训，提高卫生人员战场救护技术；对伤员进

行突击治疗，减少病员，保障各所收容能力”［１］３３９－３４０

等措施，努力保障战场救护工作有序有效进行。

（二）加强卫生部门思想整风，完善卫生部门建

设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十分重视山东军

区的卫生工作，关心伤病员的情况，时常到医院慰问

伤病员，检查医院卫生工作并具体指示医院改进问

题［２３］，进一步提升医院医疗卫生服务和质量。在山

东军直卫生工作人员开会纪念国际护士节时，罗荣

桓一再强调要有群众观念，不能只做医疗工作还要

做好护理工作，指示医生、所长、院长、一切医务卫生

人员都要作护理工作，照顾好战士伤病员。［２４］１９４４
年冬，山东军区集合各战略区的卫生干部召开了全

军区卫生工作会议。会议上，罗荣桓指出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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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成绩的，治愈了大批伤病员，连队的卫生工作也

开始活跃。特别是在卫生干部很缺乏、技术低劣，药

材又困难情况下，治愈了２万以上的伤病员，这是一
件大事情，可以说是护理与治疗工作上的奇迹。但

不可否认的是，在医疗卫生工作上还存着强调客观

困难，单纯的医务观点与脱离群众的现象。［１］１６１针对

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罗荣桓从干部思想、卫生部门

的组织领导、行政工作、党政工作、医务教育工作等

方面深刻分析了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存在的问

题，并强调加紧医务干部的整风学习，反对医务干部

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单纯的技术观点。

为进一步规范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山东军

区司令部下发《关于医务工作人员暂行工作条例草

案的训令》，对所长、医生、看护长、司药长做出工作

规范条例，严格医务工作人员工作职责，并对医务人

员失职等行为做出奖惩条例。１９４５年，山东军区司
令部发布卫生部门今后建设方针指示，要求卫生部

门建设要做到“行政工作与医疗工作结合起来；医

疗与护理结合起来；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坚持预防

在前，治疗在后，急救在先，手术在后原则，积极开展

部队卫生工作；重视材料工作；开办和加强卫生训练

队；适当开展社会卫生工作”［１］１６９－１７０，努力提升山东

军区医疗卫生工作水平，保障军区部队战士和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在组织建设方面，至抗战胜利时，

山东军区卫生部门组织建设更加完善，“鲁中、鲁

南、胶东、滨海、渤海军区卫生处升级为卫生部，８个
师均编设卫生处，各辖一个休养所，１２个警备旅亦
编设卫生处，各军分区编设卫生处或卫生科。团设

卫生队，营设卫生所，连配卫生员”［２５］。山东军区医

疗卫生建设的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

为山东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结语

总的来说，八路军１１５师入鲁后在财政经济供
给困难情况下，积极发挥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精神，部队每到一地积极与地方合作，吸收地方医

护人员参与伤病员救治，紧密联系群众。在医药紧

缺的情况下，使用地方土方、验方，积极自制药物与

医疗器材。山东军区成立后，１１５师从独立的医疗
卫生系统融入到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系统中，在

党的一元化领导下１１５师政委罗荣桓成为山东军区
司令员，一定程度上标志着１１５师医疗卫生工作在
山东军区中处于领导地位。在整个山东军区医疗卫

生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山东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进

一步向着正规化与地方化发展，既朝着正规化方向

发展又兼具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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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６页）
［１６］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刘子久纪念文集［Ｍ］．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７－１８．

［１７］吕枫．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全书［Ｍ］．沈阳：白山出版
社，１９９６：６９７．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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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的基本脉络与展望

———基于ＣＳＳＣＩ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方　黎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２６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智媒空间青年亚文化的价值冲突研究（ＡＨＳＫＱ２０２２Ｄ００９）
作者简介：方黎（１９８６—），女，安徽霍邱人，博士，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青年文化。

摘　要：文章以十八大以来ＣＮＫＩ数据库中ＣＳＳＣＩ（含ＣＳＳＣＩ扩展版）期刊发表的２８５７篇文献作
为研究样本，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为研究工具，绘制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对十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研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年度发文量有两个突出的高增长期；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一

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发文量居高，师范类高校的发文量具有显著优势；思想政治教育类期刊与教育

学类期刊是重要理论阵地；核心作者的学科归属多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重点研究论域聚焦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背

景条件、路径选择、重要成就等方面；研究热点的战略矩阵分布清晰。研究发展分为概念形成与研究

扩散期、研究增强与能力提升期、经验总结与研究深化期三个阶段；前沿突现鲜明。后续研究需要站

在新的时代变局背景中，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机制。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基本脉络；展望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Ｇ３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７４－０８

　　“教育引导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础性工作”［１］１０８。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内容，成果丰富。追踪既有研

究脉络，挖掘重点论域与热点走势，提出研究展望，

既是方便学界更清楚地把握十年来的研究态势，实

现后续研究继往开来的现实需要；又是在新的时代

变局中，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实践之需。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择取

为了让分析样本既可靠又能代表性地反映研究

内容，分析数据源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期刊类型定
为ＣＳＳＣＩ（含ＣＳＳＣＩ扩展版），时间段设置为２０１２年

至２０２２年。在样本择取中，采用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为并列主题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

出期刊论文３３３０篇，筛除新闻报道、书评、人物访
谈、会议综述、重复文献，以及２０１２年在十八大之前
发表的成果等共计４７３篇后，剩余２８５７篇，以此作
为研究样本。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与科学知识图谱分

析法，并对可视化分析结果进行文献溯源与归纳，尽可

能丰富地呈现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与发展脉络，提升

文献分析的科学性。分析工具选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８．Ｒ３，
它以一种动态、多元、分时的可视化语言，将特定研

究领域的研究进程、节点文献、共引聚类等热点与前

沿知识进行自动标识。

研究锁定四个目标：一是整体把握研究概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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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究的年度发文分布、核心作者、发文机构、理

论阵地进行分析。二是发掘文献经久不衰的核心，

进行关键词共现研究；分析关键论域的注意力分布，

进行战略矩阵图研究。三是描绘既往研究的演进历

程；捕捉文献中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瞬态趋势，对

关键词时间线图与关键词突现图进行分析。四是针

对性地提出研究展望。

二、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的发文分布与核心作者

（一）文献发表年度分布与趋势

十八大以来，该主题研究出现两个高增长期：首

个高增长期是在十八大召开之后，经 ２０１３年（１２２
篇）和２０１４年（２８６篇）研究成果高速递增，在２０１５
年达到峰值，发文量为４２８篇。关联时政分析发现，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多

次做出强调，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

践落实与理论研究。同时，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把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进

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政策保障。

第二个高增长期是从２０１７年（４０２篇）起，发展
至２０１８年（４２２篇）。期间，党的十九大召开，在政
策推动下，教育引导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重要路径，也成为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内容。可

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的

与“策”同行性，高质量研究成果锐增，反映出学界

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及引导的责任担当。

（二）文献发表学科机构分布与来源

本主题研究占比前５的代表性学科为教育学
（６１．５１％）、马克思主义（１９．８９％）、政治（７．４４％）、
文化（２．２３％）和新闻传播（２．０５％），教育学与马克
思主义在该主题研究中的学术影响较大。同时，如

表１所示：其一，具有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一级学科
博士点的高校发文量居高。其二，师范类高校因其

特有的学科优势与发展定位，在 ＣＳＳＣＩ刊（包括
ＣＳＳＣＩ扩展版）的发文量上具有显著优势，在本主题
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在期刊来源方

面，表２说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的发文均在 ２００篇以上，
《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

育》的发文均在１００篇以上，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类
期刊成为该主题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阵地，教育学

类期刊紧随其后，期刊分布情况与该主题研究的学

科分布相呼应。

表１　代表性发文机构

排序 发文机构 发文量／篇
１ 东北师范大学 １０７
２ 北京师范大学 ７７
３ 西南大学 ６４
４ 武汉大学 ６０
５ 中国人民大学 ５１
６ 南京师范大学 ４４
７ 华中师范大学 ４３
８ 华东师范大学 ３２
９ 清华大学 ３０
１０ 吉林大学 ３０

表２　代表性发文期刊

排序 发文期刊 发文量／篇
１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２３４
２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３２
３ 思想教育研究 ２１５
４ 中国高等教育 １５７
５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１１４
６ 思想理论教育 １０９
７ 黑龙江高教研究 ６６
８ 人民论坛 ６０
９ 江苏高教 ５３
１０ 广西社会科学 ４９

　　（三）核心作者与成果影响
研究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做样本文献的作者共现图，

结果如图１所示，图中字节的大小代表该领域研究
者的学术影响，如表３可直观观察样本文献中被引
量前１５的作者及其发文量。核心作者的抓取显著
反映了两个学术现象：其一，绝大多数核心作者的学

科背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反映出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在本主题研究的旗帜导向与学术引

领；其二，核心作者中不乏常年深耕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关注领域往往

代表了本学科的研究热点，进一步反映出本主题研

究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意义。

图１　作者共现图

·５７·



表３　代表性发文作者统计

排序 作 者 共被引／次 发文量／篇
１ 冯 刚 ８７８ １４
２ 黄蓉生 ６０７ １３
３ 沈壮海 ５４６ ７
４ 刘建军 ４５９ ６
５ 骆郁廷 ３７０ ６
６ 陈延斌 ３３７ ８
７ 李忠军 ３２５ １０
８ 佘双好 ２２８ ９
９ 石中英 ２１３ ９
１０ 杨晓慧 ２１１ ４
１１ 刘新庚 ２０２ ６
１２ 李 艳 １６７ １０
１３ 郑永廷 １４６ ５
１４ 杜玉波 ９３ ４
１５ 柳礼泉 ９２ ５

　　三、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走势

（一）主题识别与重点论域

为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实际的研究主题，分析

时隐藏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搜索干扰的

“教育”“培育”“价值观”三个关键词，如图２显示，
关键词节点的形状大小与色彩浓烈度与其出现频

次、中心性正相关。进一步量化图２的数据，对样本
文献中出现频次前１０的关键词（表４）与中心性排
序前１０的关键词（表５）进行统计与文献溯源，归纳
出四个重点论域。

图２　关键词共现图谱

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高频、高中心词“习近平”的研究成果主要指向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表４　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１ 大学生 ４２５
２ 新时代 １４０
３ 高校 １３２
４ 立德树人 １１２
５ 习近平 ９１
６ 文化自信 ６６
７ 路径 ６５
８ 意识形态 ５６
９ 青年 ４２
１０ 新媒体 ４２

表５　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中心性

１ 大学生 ０．５
２ 立德树人 ０．２１
３ 新时代 ０．１７
４ 高校 ０．１７
５ 习近平 ０．１４
６ 文化自信 ０．０６
７ 路径 ０．０６
８ 意识形态 ０．０６
９ 社会思潮 ０．０４
１０ 文化育人 ０．０４

　　第一，研究其精神内涵。一部分成果整体把握
其精神内涵，研究其战略意义、实践路径，并阐发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

的路径选择等［２］。较多成果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论述，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为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指明具

体路径，如教育引导重“全程”、舆论宣传重“榜样”、

文化熏陶重“传统”、行为实践重“养成”、制度保障

重“法治”［３］。

第二，阐述其鲜明特征。深远的战略性、浓郁的

民族性、广泛的实践性、丰富的国际性［４］体现了学

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

要论述的特征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要论述所展现出的强烈的问题

意识、科学的理论思维、以青年为本的情怀、促进青

年全面发展的落脚点［５］等特征也受到学界关注。

第三，关注其价值体现。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

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

出了明确要求，为全党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提供了指导和示范，更是对青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特别关注，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

个层面标定青年成长的价值目标、确定青年成长的

价值取向、锁定青年成长的价值准则［６］。

２．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背景
条件研究

学界围绕高频、高中心词“新时代”的历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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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背景条件进行研

讨，内容高度关联“立德树人”“文化自信”“意识形

态”“新媒体”“社会思潮”“青年”等高频、高中心

词，凸显出新的时代背景中，整合价值取向、引领社

会思潮、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

第一，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

可行性与紧迫性。学界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为建设先进文化指明方向，坚定文化自信，为实

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为中华儿女提供共同的精

神家园的重要性时，也不乏从历史维度回顾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小学价值观教育演进，并学习借鉴国外

民众广泛认同的价值观教育方式等。但学界也指

出，新征程更需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

现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集聚强大正能量［７］。

第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迎来新

机遇与新使命。在新的起点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条件更加有利、群众基础更加

坚实、社会主义属性更加彰显、世界意义更加深远，

但要求也更高，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８］。同时，如何处理一元主导与多样

价值追求协调新常态的问题，以及对新历史方位的

把握，育人的历史使命与重要责任等引发关注。

第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新

挑战与新课题。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有效性、价值激情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挑战等问

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挑战，以及价值观

教育中的“一”与“多”之争等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课题。其中，学界尤

其关注到新媒体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

新性研究较多。

３．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
选择研究

第一，重视国民教育的融入。“大学生”“高校”

成为教育融入的重点对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要“融入教育教学、融入研究宣传、融入社会实

践、融入校园文化和网络文化建设”［９］，既与大学生

成长中所需的价值引领密切关联，又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要求。此外，中小学分类型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中大中小一体化问题也吸引了学界关注。

第二，关注舆论引导和宣传。一批研究围绕

“新媒体”“青年”“青少年”展开，强调青年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网络科技是密不可分

的”［１０］，积极关注在新媒体中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话语权，以及青年在新媒介空间的价值

意识演变等问题。

第三，研究以文化人的熏陶。研究从“文化自

信”“文化育人”两个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展开溯

源，归纳出以文化人的育人路径。学界提出，以文化

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

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提出的新要

求［１１］，要“运用文化的方式”“实现坚定文化自信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双向协同发

展”［１２］，对化人之“文”的先进性达成共识。

第四，建设实践养成的载体。学界尤为重视价

值观教育中的知行合一，在载体建设方面，学界围绕

探索建立常规性实践活动，尝试运行实践活动新形

式，优化完善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个人融入的整体

性实践活动联动机制［１３］等方面研究。

第五，讨论制度建设的保障。制度保障是“增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制度化长效化的科学路

径”［１４］，学界通过整体性把握与逐词分析相结合的

方式，多角度研究制度保障的具体机制，其中，尤以

对“诚信”教育的制度保障研究居多。

此外，生活化教育理念、滴灌式教育方法、体验

式教育模式等也受到学界关注。

４．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
成就研究

第一，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普遍认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成效，人民群众通过“生活改

善和社会进步的感知而逐步领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意义”［１５］，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实际

发挥出的凝聚、整合、号召等价值引导力，都反映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了可依赖的群众基础。

第二，发挥显著育人成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承载了人民共同价值梦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强化了群众的理想信念，为学校立德树人“赋予了

新内涵、新任务和新要求”［１６］，发挥显著的育人成效。

第三，产生重要的凝心聚力效应。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发挥出了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有利

于促成“全党全社会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

念、强大精神动力和基本道德规范”［１７］，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供给重要的精神支持。

第四，巩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价

值维度，“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１８］。

（二）战略矩阵与注意力分布

为排序前１０的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绘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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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坐标图，获得本主题研究的重点、热点词分布的

直观印象。其中，Ｘ轴代表频次，Ｙ轴代表中心性，
原点为频次和中心性的均值，通过合并排序前１０的
高频词与排序前１０的高中心性词中的相同项后，获
取１２个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象限分布如图３所
示，关键词序号对应的具体内容如表６所示。

图３　战略矩阵图
表６　战略矩阵图关键词序号信息

序号 关键词

１ 大学生

２ 新时代

３ 高校

４ 立德树人

５ 习近平

６ 文化自信

７ 路径

８ 意识形态

９ 青年

１０ 新媒体

１１ 社会思潮

１２ 文化育人

　　第一象限代表主流研究领域。大学生、新时代、
高校和立德树人四个关键词的频次与中心性均高，

为本主题研究的主流领域，其中对“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极大地吸引了学界的注意

力。

第二象限代表高潜研究热点。此象限的关键

词往往中心度高，与本主题其他热点关键词的研

究关联性强，在频次上处于发展期，后续学术价值

高。习近平属于此类热点，反映出学界需要跟进

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重要论述。

第三象限代表孤岛研究领域。本象限分布的关

键词虽然在整体的样本文献中热度较高，但是，相对

于其他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而言，它们尚未形成成

熟的交叉分析关系与强影响力的规模效应。文化自

信、路径、意识形态、青年、新媒体、社会思潮和文化

育人属于此列。这些关键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常

规性研究趋于饱和，创新性研究有待加强。如文化

自信、路径、文化育人，后续同质性研究价值不高，创

新性研究的空间较大。另一种是时代特征鲜明，但

交叉研究不够，如意识形态、青年、新媒体、社会思

潮，这类关联研究不仅需要更多注意力分布，更需要

多学科的交叉分析与多方法的综合研究，才能有利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形成合力。

第四象限代表边缘研究地带。本象限的关键词

有自说自话的情况，与其他关键词研究的交流不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学术开放性强，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等学科的引领下，不断吸引

新闻传播、文化学、公共管理等多学科的注意力，高

频、高中心性关键词边缘化的可能性较低。

（三）演进路径与前沿突现

演进路径与前沿突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

动态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发展脉

络。分析时间线图可在时间的纵向维度把握每一阶

段研究热点的动态演进；通过突现词探测可度量阶

段性主题研究的聚焦点，捕捉研究主题的前沿动态。

１．演进路径
图４展示了对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的聚类分

析，并形成的关键词时间线图。图５展示了每个时
间段兴起或突现的新理论趋势或研究取向，表达了

某一热点在某个时间段的暂时性或经典性地位。综

合考虑图４、图５，以及十八大以来发文趋势，可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概念形成与研究扩散期（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自十八大正式提出“三个倡导”之后，学界一

方面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内涵阐

发，明确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形成较为清晰的研究概

念，通过对图４中关键词“立德树人”“意识形态”，
以及“认同”中关联的“内涵”“价值认同”，与图５关
键词突现首位的“社会主义”等词的溯源发现，解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观”的具体内涵、逻辑

结构、独特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所担负

的立德树人、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使命，成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为了

落实《意见》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落细、落小、落实，学界迅速展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价值认同、路径探索等方面的研究，本土

研究与发达国家价值观教育借鉴的研究并进，其中

重点关注的育人机构与教育群体分别为“高校”和

“大学生”；“文化育人”“校园文化”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研究中的热度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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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关键词时间线图

图５　关键词突现图

　　第二阶段：研究增强与能力提升期（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育新人的使命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

现。一方面，“新时代”的中心性增强、突现度高，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时代新人”培育的接榫

受到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立德树人”

的关联性研究持续增强，“立德树人”在样本文献的

研究中出现强突现度，进一步反映出价值观教育在

教育对象“德”性培养中的引领地位。另一方面，网

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风险社会危

机实践中的价值引领（如重大疫情）的研究热度增

强，显示出新的时代挑战中学界研究能力的提升；

“微时代”“网络文化”“网络育人”“网络舆情”等成

为这一阶段关键词聚类中的子关键词。

第三阶段：经验总结与研究深化期（２０２１年
起）。这一阶段常规性内涵解读、机制路径类的研

究式微，但在延续“新时代”“立德树人”等时代热词

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研究增长点，显见的是“新时

代”聚类下的“伟大成就”“主要成就”和初显的“基

本经验”；“立德树人”聚类下的“时代使命”；“文化

育人”聚类下的“法治”等。这种演进路径一方面体

现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性，经历某一领域初起、扩散、

增强的研究轨迹后，经典的学术研究一般需要总结

回顾，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经过

近十年的实践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

要性与成效性均进一步显现，２０２１年９月，《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协调机制的意见

（试行）》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制度与

机制保障得以提升的同时，面临的是必须抓好后继

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

新作为，与之相应，学术研究需要在既有成果基础

上，走向研究深化的新阶段。

２．前沿突现
图５呈现出延续到２０２２年仍然保持热度的突

现词，除了“新时代”（２０１８年热度突现）、“立德树
人”（２０１９年热度突现）和“时代新人”（２０１９年热度
突现）三个关键词之外，还有两类关键词值得注意，

一是指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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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重要论述，这一突现既呼应了十八大以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主题，又反映出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要论述的发

展是动态演进过程，需要学界的跟进研究，尤其是对

其中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进行深入分析。二是“课程

思政”。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不断

深化、细化，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将成为必须。单就学

校教育而言，各个课程都要不断促成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课程思政”这一关键词

突现显示出学术研究的使命担当。

除此之外，图４显示的２０２１年以来“新时代”
中的“伟大成就”“主要成就”，以及新兴的“基本经

验”，反映出了学界总结经验、深化研究的又一趋

势，未来或将成为新的前沿突现词。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前景展望

（一）学术维度：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在“经验总结”基础上的“规律探索”需要学

界加强关注

既有研究展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已

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十年间的经验总结也十分

必要，这样有助于我们把握新的历史阶段、面对新的

历史方位，更为精准、有效地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此基础上，迎接新征

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要求、新挑战，开展

再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理论、方

法和实践机制研究。

（二）研究维度：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战略规划”与“机制深化”的学理建构值得

深入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项关乎“立德树

人”的系统工程，需要根据时代发展任务和实践发

展要求的变化持续深入地推进。如何在科学研判时

代变局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任务与

新挑战基础上，积极构建一个完整的科学有效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战略规划、体系完善、方法

改进、机制优化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高质量发展，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三）对象维度：分众化教育基础之上多样群体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亟需针对性分析

既有成果中大量研究注意力分布在学生群体

中，尤其是大学生，对其他群体关注不足。如何在分

众化教育基础上，研究多样社会群体，尤其是对于有

一定代表性的诸如城镇新产业工人、城镇失业群体

等社会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亟需针

对性分析，以此更全面地服务于育人实践的新需求。

（四）方法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中的综合分析与交叉合作仍需持续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需要服务于因

时、因势、因事而新的育人实践需求。在研究方法上

要继续推进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及时有

效获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关联性数据，在

此基础上做出研究判断与理论分析，增强科学研究

的有效性。同时，还需尽可能地促成研究主体、研究

学科、研究内容等方面的交叉合作，进一步提升研究

的综合质量与学术价值。

五、结束语

在整个文献分析中，本研究一方面，提取研究文

献的数量分布、学术聚焦点、发文作者、文献来源等

信息，在量化的数据输出中，展示了该主题研究在外

部特征方面的活跃程度与演进趋势等信息；另一方

面，借用可视化技术对样本内容的结构、规律及分布

等情况进行了科学知识图谱呈现，反映出特定主题

的知识域、结构关系与发展历程。同时，辅之以重点

论域的观点提炼，对学界代表性研究成果予以呈现。

由此发现，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

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聚类，研究的时代感强、实

践性导向鲜明。但同时，在经历了前期的研究发展

与能力增强阶段后，学界需要站在新的时代变局背

景中，深入思考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与机制优化，由此，更有

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高质量发

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的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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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ｇ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ｉ
ｏ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ｌｏｏｍｓｌａｒｇｅ．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ｅｄｓ
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ｉｍ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ｌａｓ；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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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收集红旗渠红色旅游区游客评论，借助 ＲＯＳＴ－ＣＭ６软件进行词
频分析、情感分析以及语义网络分析，研究游客对红旗渠红色旅游区的形象感知，以提升红旗渠红色

旅游区品牌形象。结果表明：游客以积极情感为主，且主要体现在资源特色、文化底蕴、红色精神等

方面，少量消极感知因素来源于基础设施、结构创新、管理体系、文旅融合等。景区需要完善周边基

础服务设施建设，优化产品结构，创新业态发展，注重人才培养，加强文旅融合，提升品牌形象，促进

红旗渠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州市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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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一周，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
安和林州市红旗渠考察并作重要讲话，指出红旗渠

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

心，红旗渠精神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总书记

强调：“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

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１］总书记的讲话，为传

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

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大众群体纷纷

来到红旗渠研学考察，引发了红旗渠的研学旅游热

潮。与此同时，也凸显了红旗渠旅游区在接待服务、

产品创新、文旅融合、质量提升等多方面的问题。本

文从游客体验的角度，研究红旗渠红色旅游区形象

的大众感知和情感评价，探究红旗渠红色旅游区品

牌提升策略，以期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获取游客

形象感知、情感评价的重要媒介。张高军等（２０１１）
利用百度、Ｇｏｏｇｌｅ和各大旅游搜索引擎，对游客记述

在华山游览过程的网络日志和网络评论进行研究，

认为华山的文化底蕴以及地质旅游资源可以使游客

产生积极的形象感知，指出景区应对这两点深入挖

掘［２］；王艳（２０１１）搜集了游客对湖南第一师范旅游
景区形象感知的评价，认为旅游形象是影响旅游者

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提出了景区营销方案［３］；付

业勤等（２０１２）以鼓浪屿为案例地，基于携程网中游
客游记以及评价作为样本，研究了旅游形象感知对

鼓浪屿品牌质量提升的影响［４］；Ｍａｒｉｎｅ－ＲｏｉｇＥ等
（２０１５）利用搜集评价软件得到了旅游者在社交平
台上对巴塞罗那的旅游评论，总结了巴塞罗那目的

地游客感知形象，指出该目的地应完善游客接待体

系等［５］；孙霞等（２０１６）研究了石河子旅游形象传播
的策略，指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石河子红色

旅游应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参与新疆丝绸之路的共

同建设 ［６］；王路平（２０１７）通过收集旅游网站游记，
借助ＲｏｓｔＣＭ６软件形成对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
馆的形象感知，提出丰富展示手段、分众化服务、深

入挖掘文化内涵等策略提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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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感知［７］；周亚等（２０２１）搜集了马蜂窝网站上１１５
篇关于内江的网络游记文本，分析认为应该从历史

人文角度提升内江旅游目的地形象，优化整合资源，

满足潜在游客需求［８］。纪听听等（２０２１）收集了查
干湖景区的游客网络评价文本，借助 ＲＯＳＴＣＭ６软
件及扎根理论得到游客对查干湖的印象集中在“冬

捕”“渔猎”“古老”“寒冷”等方面［９］；李晓云等

（２０２２）利用 ＲＯ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ｉｎｉｎｇ６分析得到游客
对信阳市的旅游感知形象以及投射形象，提出要强

化信阳市地方性独特优势、建设多重反馈机制等优

化信阳市旅游形象［１０］；孔德晶（２０２３）对比了网络游
记文本和当地宣传文本，得到了井冈山景区的核心

形象特征，提出了井冈山革命老区旅游形象提升的

路径［１１］。

综上所述，学者利用网络文本分析、扎根理论、

调查问卷等不同的研究方法，获取了游客网络评价

中的关键词汇和感知形象，分析了游客感知对品牌

提升的影响和作用，研究了网络形象、形象传播及提

升路径等。为红旗渠红色旅游形象感知和品牌提升

研究提供了借鉴。近年来，基于网络文本研究红色

旅游目的地游客形象感知与品牌提升的文献还比较

少，尤其对红旗渠红色旅游的网络文本研究少之又

少。因此，利用研学旅游者的在线评论文本内容，研

究红旗渠红色旅游形象感知，从游客视角观察景区

发展问题，精准塑造旅游形象，提升红旗渠红色旅游

品牌，显得十分必要。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红旗渠红色旅游区地处河南省林州市，位于太

行山脉东麓，群山争雄，风光秀丽。受气候、地形条

件的影响，林州市历史上素有“十年九旱”之称。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数十万林县
（今林州市）人民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凿渠开洞，

修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形成了“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把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之旗，插在太行之巅。红旗

渠从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起步，蜿蜒１５００
公里，红旗渠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５４万亩。在十
年修渠过程中，削平山头１２５０座，挖砌土石１５１５．８２
万立方米，凿通了２１１个隧道，有效解除了林州水资
源匮乏的困境。

１９９６年红旗渠被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
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命名为

“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红
旗渠获批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２０１７年１月红旗渠
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８日入选河南省中小学研学旅行实践基地拟认定
名单［１２］。红旗渠每年吸引百万游客前来“打卡”，

各地研学团队也纷至沓来，感悟红旗渠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红旗渠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的世界奇

迹。今天的红旗渠以其独特的红色文化底蕴，正从

一个解决引水灌溉的水利工程，发展成一个庞大的

文化景观、一幅独具山魂水韵的壮丽画卷、一尊活生

生的红色精神雕像。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支撑来自携程网和马蜂窝网两大主流

ＯＴＡ，通过收集相关游客点评文本数据，选取 ２０１７
年至２０２２年为时间段建立基础信息数据库。利用
八爪鱼采集器抓取红旗渠游客评论 ５８７条，约
３０４０５字。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以及研究的科学
性，确保数据中评价文本主题紧贴红旗渠的同时筛

掉无效文本，如景区自身对其旅游品牌、旅游产品的

广告类营销评价，或重复评价。最终无效文本 ３５
条，筛掉重复评价９０条，得到有效数据４６２条，有效
字数共计２２０７４字。其中２分评差４条，３分中评
２９条，４分好评１０４条，５分好评３２５条。

（三）研究方法

ＲＯ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ｉｎｉｎｇ是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研发
设计的辅助研究数字平台，能够实现对网络文本的

分析，支持分词、词频统计、聚类分析、情感分析、语

义网络、社会网络等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内容分析

法，分析网络文本内容。将红旗渠游客网络评价感

知内容转化成定量、系统的数据，采用ＲＯ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ｉｎｉｎｇ软件的功能性分析、文本处理、可视化等功
能，对在携程网和马蜂窝网搜集的相关游客点评文

本进行词频分析、情感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等。进

行分词处理，对分词后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删

去其中无效词汇（如“然后”“一路”等词汇），对文

本处理后得到红旗渠评论内容中旅游形象感知排

序前４５名的高频词汇。再次，通过情感分析了解
游客感知倾向，用语义网络分析，得出关键词之间

的关联，从而得到游客对红旗渠景区旅游形象详

细感知。结合游客的形象感知得出游客对红旗渠

的直观反映，从红旗渠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以及

文旅融合程度做出总结，以此提出红旗渠品牌提

升的思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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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旗渠红色旅游的形象感知分析

（一）红旗渠红色旅游形象感知的构成

游客在携程网、马蜂窝网两大 ＯＴＡ上对旅游目
的地的游记与评论很大程度上代表游客对目的地的

感知形象［１３］。依据 ＲＯＳＴＣＭ６软件的内置词典作
为文本分析词典库，后根据过滤词表筛选后获得网

络文本数据进行高频词统计，最终选取前４５个可以
代表红旗渠红色旅游形象感知的高频词，如表１所
示。

表１　红旗渠形象感知高频词及词频

序号 高频语素 词频 序号 高频语素 词频 序号 高频语素 词频

１ 红旗渠 ３０８ １６ 参观 ２８ ３１ 门票 ２０

２ 青年洞 ２０３ １７ 值得 ２８ ３２ 小时 １９

３ 景区 １００ １８ 林州 ２７ ３３ 观光 １８

４ 精神 ９５ １９ 教育 ２６ ３４ 历史 １８

５ 纪念馆 ６８ ２０ 林县 ２６ ３５ 年代 １８

６ 景点 ６０ ２１ 分水 ２６ ３６ 坐船 １７

７ 工程 ４３ ２２ 太行山 ２５ ３７ 学习 １７

８ 人民 ４０ ２３ 值得一去 ２４ ３８ 公里 １６

９ 人工 ３９ ２４ 旅游 ２４ ３９ 沿着 １６

１０ 地方 ３４ ２５ 奇迹 ２３ ４０ 一线天 １６

１１ 天河 ３３ ２６ 风景 ２３ ４１ 艰苦奋斗 １６

１２ 当年 ３１ ２７ 伟大 ２２ ４２ 意义 １６

１３ 景色 ２９ ２８ 缆车 ２２ ４３ 开凿 １５

１４ 修建 ２８ ２９ 感受 ２１ ４４ 震撼 １４

１５ 干渠 ２８ ３０ 红色 ２１ ４５ 自力更生 １４

　　高频词表明游客对红旗渠景区的感知印象，词
频与游客感知印象呈正相关，词频越高印象越深。

利用ＲＯＳＴＣＭ６软件的词频分析工具将经过分词处
理后的文本制作成词云图（图 １），以此进行可视化
分析，可以更直观看出游客对红旗渠红色旅游目的

地的形象感知。图中可以看出词频越高的词汇越占

据词云图的中部，占比较大；相反，词频越低的词汇

越分散在词云图的边缘，占比较小。

图１　红旗渠红色旅游热词云图

从表１以及图１可以看出，游客对红旗渠景区
的感知主要集中在“红旗渠”“青年洞”“纪念馆”，

这些是游客对红旗渠旅游形象的基本认知，也是

红旗渠精神呈现的几个主要载体，与景区品牌宣

传基本吻合，体现了林州市红旗渠的旅游特色。

除此之外游客评论最多的就是“精神”“人

民”。在高频词汇中未出现贬义词，褒义词汇有

“值得”“特色”“奇迹”“伟大”“震撼”等，此类褒

义词则体现了游客在到来红旗渠时被修渠的历史

和精神所打动，例如，在浏览人工天河时，大家都

被林县人民“人定胜天”的执着、不服输的精神所

震撼，也对红旗渠景区的旅游开发给出了满意的

评价。

动词体现了红旗渠历史的普及以及游客的游览

方式，如“修建”“观光”“沿着”“参观”等词汇；形容

词体现了游客的感知印象，如“值得”“伟大”“红

色”“震撼”等。在交通出行以及特色美食方面高频

词汇较少，出行方式仅有“缆车”“坐船”，并且是景

区内部的游览交通，说明景区可进入性较为单一，同

时建议景区开展特色美食街，缺乏食宿方面的高频

词也恰恰说明红旗渠在这两个服务方面基础设施建

设不足。游客感知的其他高频词汇有“太行山”“林

县”“意义”“历史”等，这些也是游客关注的热点，体

现了红旗渠的关联情感、文化底蕴、红色面貌、地理

区位等特色优势。

（二）情感分析

利用ＲＯＳ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软件对网络文本
内容进行数据处理得到情感分析，与 ＲＯＳＴＣＭ６相
似，但多出添加待分析关键词功能，使得数据处理更

为精准。将文本的情绪类型分为“积极情感”“中性

情感”“消极情感”三种，制定出红旗渠旅游目的地

形象的网络游记情感分析如表２所示。
表２　红旗渠红色旅游情感评价分析表

情感类别 样本数量 占比 情绪级别 数量 级别占比

一般 ９１ ３０．７４％

积极情感 ２９６ ８９．１５％ 中度 ８５ ２８．７２％

高度 １２０ ４０．５４％

中性情感 ５ １．５１％

一般 ２２ ７０．９７％

消极情感 ３１ ９．３４％ 中度 ９ ２９．０３％

高度 ０ ０．６０％

总计 ３３２ １００％

　　由表２可以看出，红旗渠情感评价分析表中游
客的积极情感占比为 ８９．１５％，消极情感占比
９．３４％，说明游客对红旗渠景区的游览体验普遍
给予了较好评价，但仍有少数游客对景区持消极

情感，此部分消极情感直观反映了游客心中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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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建设的不足之处。在对积极情感的分段统计

中，一般积极情感占比为３０．７４％，中度积极情感
占比２８．７２％，高度积极情感占比４０．５４％。可以
看出，高度积极情感占比最高，其次是一般积极情

感，说明游客对红旗渠游览的真实体验符合其对

游览的预期。通过对原始网络文本内容分析，可

以看出，其中积极情感表现为“值得”“伟大”“震

撼”“奇迹”等赞美词汇，此类情感表现归功于红旗

渠景区独有的红色精神，大部分游客在游后印象

中持积极态度，有重游和推荐意愿。例如，有网络

文本中评价“红旗渠是非常好的红色教育基地，在

这里可以设身处地感受老一辈建设者的艰辛历

程”，“被不怕牺牲、万众一心、百折不挠的太行精

神深深打动”。

中性词汇表现为“还行”“吐槽”；少部分游客体

验低于预期，对游后印象持消极态度，消极情感表现

为“不太清楚”“无语”“票价高收费多”等。这表明

红旗渠景区在景区宣传介绍、景区交通、景区服务、

旅游吸引物和优惠政策等方面有待提升。景区管理

者应及时了解游客的感受和建议，完善景区交通工

具，增加游客游览便利性，加大对旅游吸引物的宣

传，增加价格优惠政策，从而吸引游客的到来，丰富

游客旅游体验。

（三）语义网络分析

语义网络分析可使各词汇之间的关联性可视化

地呈现出来，在语义网络关系图中可以看到由各词

汇之间的连线，这些线条则可以映射出词汇之间的

语义关系［１４］。利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生成语义网络关系图
（图２），在语义网络分析可视化图中，联系较为紧密
的是“红旗渠”“青年洞”“纪念馆”“人工”“干渠”等

热点词汇。结合语义网络分析可视化图可以看到，

除了“红旗渠”，游客提及最多的就是“青年洞”，由

此可以看出青年洞是红旗渠景区最著名的景点之

一，“纪念馆”次之。

图２　红旗渠红色旅游网络文本语义网络分析

　　以图２红旗渠红色旅游网络文本语义网络分
析图结合红旗渠红色旅游形象感知高频特征词汇

得出，游客在红旗渠、青年洞和纪念馆之间往来频

繁，在未来旅游线路规划和旅游产品、形象设计

上，应对以上旅游资源要素给予重视并进行适当

的政策倾斜。例如，可以考虑优化红旗渠和纪念

馆景区的一票通玩制；在端午节、清明节、春节、

“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假期或建党建军等重

要的节假日，开通林州市红旗渠红色景区和纪念

馆之间的交通专线等。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采集游客在两大 ＯＴＡ对红旗渠的网络评
论，对文本进行筛选处理后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

进行分析，得出红旗渠景区以其浓厚的红色精神文

化背景给游客提供了独特的红色旅游形象感知，其

中青年洞、纪念馆、人工天河是游客对红旗渠旅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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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基本认知。游客对于景区旅游资源、文化底蕴、

红色精神的满意度较高，评价中以积极情感为主。

但仍存在消极感知，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停车位紧张，景点导向标识少，游客游玩后对景区各

景点特色不够清楚，不同景点之间没有短驳车需自

行前往，缆车等待时间过长等方面。

第二，景区结构创新不足。有游客评论红旗渠

景区太过依赖历史带来的价值，实用性强但观赏性

不高，游玩后并没有带来切实体验感。

第三，景区管理体系不完整。有游客表示景区

缆车是承包出去的，乘坐缆车前服务人员表示可以

送至停车场，下缆车后无人接待，造成消费前后服务

态度有所偏差；检票手续也较为复杂，多处地点均需

要验票。

第四，景区文旅融合度较低。有游客表示沿着

渠岸跟着水走会乏味，认为景区对红旗渠文化、红旗

渠精神的挖掘不够，创新体验不够，希望游览时能看

到一些文化景观，可以从内心深处对沿途红色精神、

历史文化事迹形成认同。

（二）红旗渠品牌提升建议

旅游形象品牌的创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加

强政府主导，同时联合当地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

力量共同建设［１５］。红旗渠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凸显，

但品牌优势并不突出，游客在红旗渠的停留时间相

对较短，在红旗渠的消费也比较少。造成此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景区红色旅游产品构成较为单一。因此

在保证红旗渠红色精神文化产品充分体现的前提

下，要努力挖掘要素资源、环境资源，打造红旗渠红

色旅游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品牌产品。

第一，完善景区周边基础服务设施。加强景区

以及周边交通运输设施和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切实

提升红旗渠景区的可进入性和接待能力，如扩大停

车场规模，利用林桐高速、沿太行高速、林汝高速等，

构建林州与景区之间的便捷旅游交通网络；完善景

区周边住宿、餐饮设施和相应的服务；注重特色旅游

纪念品的开发，根据红旗渠的特色，既要突出文化色

彩，展现豫北地方特色，又要具有纪念意义，真正能

够加深游客对红旗渠旅游的印象。同时，要加强红

旗渠景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客运站、水利、公厕、垃圾

中转站、供电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创新产品结构，增强吸引力。红旗渠景区

在突出红色研学价值的前提下，发展智慧旅游，推动

智旅融合。增加电子导游、数字旅游产品，开发虚拟

旅游产品，逐渐以虚拟旅游产品作为核心产品，景区

现有的产品多为传统纪念品、旅游消费品。应创新

产品结构，例如线上展示红色历史、红色故事，通过

场景再现等不同形式的旅游产品展示，让游客感受

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创新景区旅游吸引物，

例如红色主题商业街、ＶＲ仿真沉浸式体验、场景还
原游客参与筑渠等旅游活动，使游客到景区后流连

忘返，产生重游的意愿。

第三，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服务水平。提升红旗

渠红色旅游品牌形象，离不开高素质的景区从业人

员，高水平管理人员队伍为红旗渠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人才保障。研究发现，红旗渠从业人员服务水平

偏低，缺乏景区规划类的高素质人才。管理体系不

完整的原因是人才队伍不完整，因此，应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时刻学习国内外优秀景区的管理模式，着重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红色旅游人才队伍，是红旗渠品

牌提升的关键。加快旅游人才培养和引进，建立适

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机制，可通过与高等院校

合作联培、人才引进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管理水

平，这对提升游客对红旗渠景区的红色旅游形象感

知以及红旗渠自身品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加强文旅融合，塑造品牌形象。深挖红旗

渠特色文化内涵，结合红旗渠纪念馆、红旗渠教育基

地等具有教育意义的特色研学点，设计具有丰富文

化内涵的文创产品和旅游纪念品［１６］；打造主题鲜明

的红色文化旅游街；结合地方历史文化如春节、清

明、端午、重阳等节庆活动，挖掘文化内涵，开发体验

项目，提升红旗渠红色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通过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品牌形象，增强游客认同

感，传承红旗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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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新媒体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传播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新媒体传播效能的对策与建议，以期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传承和

保护。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传承与保护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８８－０５

　　在当代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下，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面临两重困

境。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方

式不断变革，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逐渐没落并

与现代化社会脱节［１］。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的冲

击下，非遗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遭到破坏，人们现代

审美情趣的改变，导致非遗社会需求不足，市场日益

萎缩，甚至逐渐消亡，非遗的传承和发展陷入困

境［２］。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传媒行业不断

变革，新兴媒体快速发展，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带

来新的机遇。新媒体具有技术多样性、呈现方式

多元化、参与方式交互性、服务模式个性化和传播

范围跨域性的特点，非遗通过新媒体传播，拓宽了

传播路径［３］。新媒体的高效率、碎片化传播的同

时也唤醒了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为非遗

提供了新的生存环境，为非遗传承和保护开辟崭

新道路。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传播中的意义

（一）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

空间，通过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表达，因其“无

形”的存在形式，这些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主要

依赖传承人口耳相传［４］。另外，非遗也具有很强的

地域性，全面深入地了解非遗通常需要到文化的发

源和传承地，这也是非遗文化传播的困境之一。新

媒体的出现和广泛应用，突破了非遗传统的传播方

式，其交互性、便捷性等特点，打破了传播空间的限

制。非遗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直播等多元的

传播形式，让相隔千里的传统文化变得唾手可得。

传承人通过直播、短视频或者非遗学堂向观众介绍

和展示非遗，观众可以进行提问互动，实现了不必面

对面也能即时沟通交流。

（二）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

现，是某一群体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智慧和劳动的结

晶，它的传承是活态的、发展的，也是不断演化的过

程。因此，非遗的保护不能像保护文物那样放在博

物馆里封存，而是应该促进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

走进群众的生活，并引导社区民众积极参与保护非

遗，为其创造社会需求和生存空间［５］。利用新媒体

平台进行创新性传播传承非遗，也代表着传统文化

与现代生活的交融。传承人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

合理开发利用文化资源，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也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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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更多的青年人留在乡村，守护传承优秀乡村文化，

从而培育更多的传承人，打破传承困境。

（三）增强民众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通过

新媒体平台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公众明

晰传统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等，领会其中的历史价

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在精神和行为上都认可

我们的优秀文化，在民众间形成文化认同。在这个

过程中，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民众发挥文化主体的作

用，积极主动参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承担起自己的

责任，共建共享保护成果，增强文化自觉［６］。除此

之外，文化主体还需将传统文化外化于行，切实将非

遗的文化内涵践行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文化交流，取

长补短，适度拓展和完善，主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坚定文化自信。

二、新媒体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现状

（一）传播渠道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依

赖传承主体的口传心授，传授范围也仅限亲族内或

师徒间，后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传承人广收门

徒，这也表明非遗受地域限制影响很大，可能只在一

定的区域内散播和流传［７］。其次是传播媒介的传

播，主要是电视、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简单且不系

统的报道使非遗传播的深度和有效性不能得到保

障。传统媒体表现形式单一，内容抽象概括，无法满

足观众的更深层次的文化需求，特别是电视和广播，

储存性较差，不能回放和保存。

非遗相关主体借助新媒体进行文化传播，极大

地拓宽了信息的传播范围和提高传播速度，实现了

跨时空多平台传播且受众广泛。新媒体传播具有时

效性和互动性强的特点，观众对信息可以做出及时

反馈和交流沟通，时间上具有留存性。目前对非遗

进行传播的新媒体平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官方

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平台、视频类平台和网络直播平

台。传播主体利用新媒体技术，促进了非遗多渠道、

全方位的传播。

（二）传播形式多样化

传统的媒体传播通过报刊书籍的静态描述、电

视节目的无差别播送或是纪录片单调固定的叙事模

式，这些并不能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但不同的

新媒体平台具有不一样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第

一，官方门户网站，主要对非遗进行分类、介绍、展

示、数据统计和政策发布，网民可以登录国家或地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快速检索来获取相关知识和信

息。第二，是以微信和微博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这

类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使用频率高，传播速度

快，互动性强，涵盖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表

现形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是新闻资讯发布和活动

宣传的重要平台［８］。很多省份及州市都注册了官

方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也有非遗传承人用个

人账号分享宣传自己的工作日常。第三，视频类平

台，这类平台是最火热的平台之一，传播主体剪辑精

彩的片段，搭配合适的背景音乐，带给观众多感官体

验，引起人们的兴趣。第四，网络直播平台，通过直

播，非遗可以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进行展示，内容直观

深入，传播者与观众互动性更强更及时，在虚拟网络

空间里，观众能获得更好的体验感。很多平台为了

助力非遗的新媒体传播还推出了相应的策划，如抖

音平台推出非遗合伙人计划、ＤＯＵ艺计划、ＤＯＵ有
好戏等，快手平台推出的非遗带头人计划、快手非遗

加速器、快手非遗学院等。

（三）传播主体扩大化

通常情况下，非遗传承人既是传承主体也是传

播主体，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逐渐全面、系统，各

级各类保护主体也加入非遗的宣传和保护之中。总

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主体大多是较为官

方和专业的群体。

在新媒体时代，各类网络媒体发展迅速，人人都

可以是故事的讲述者，所有人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潜在的传播主体。网络博主进入门槛低，利用手机、

电脑等电子产品即可进行直播、发布视频和推文，来

分享照片和视频记录的生活日常。在新媒体平台

里，传播非遗的博主大部分是非遗的传承人，但也有

不少人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他们从大众喜爱的角

度分享所见所闻所想，以自己的专业和能力为非遗

的传播贡献力量。像“李子柒”这类的创作者，深挖

传统文化内涵，并以个性化的叙事方式复现、传播、

宣传中国文化；还有各地传统文化的记录者，以不同

的形式讲述每个技艺背后的故事。

（四）传播效果显著

比起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新媒体平台的互动

性凸显出极大的优势，各平台都有相应的互动机制，

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观众可以通过自己喜

爱的方式和形式去查阅非遗信息，全方面多层次地

了解非遗背后古人的智慧及宝贵精神，让观众感受

到非遗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从精神层面产

生共鸣，形成文化认同。传播主体也可以根据互动

反馈调整传播的方式和内容，以期获得更好的传播

效果。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可以积极参与讨

论和交流，发表自己看法，也可以通过打赏激励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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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主，鼓励他们创作更好的作品，实现传播者和受

众双向传播。利用新媒体传播非遗满足人们个性化

的文化消费需求，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获得再生和发展的文化空间和社会环境。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传播中存在的问

题

（一）文化内涵的缺失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精神价值，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其文

化内涵的保存和延续［９］。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精

妙绝伦的演出以及百里异习的民俗都只是非遗的表

现形式，新媒体传播过程中，人们往往被这些物质载

体吸引，忽略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这种现象主要

由以下原因造成：其一，泛娱乐化。泛娱乐化指人们

以娱乐的价值标准衡量事物，新媒体平台作为大众

打发时间、放松精神的娱乐方式，很多人只是为了追

求简单的快感和浅层次的满足［１０］。而一般的传播

主体为了满足观众娱乐化的需求，创作的重心将偏

向包装、炒作、噱头，忽略文化内涵的表达。非遗变

成简单的文化符号，无法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播。其

二，碎片化传播。碎片化的信息往往是被简化后的，

缺乏内在的逻辑，只是片面的展示和解读，这与非遗

的系统性相悖。非遗与其精神内涵、物质的载体、活

态的技艺以及生存的环境都密切相关，而非简化、拆

解和搬运到网络平台上转播，忽视文化内涵的表达。

（二）传承主体的技术困境

非遗的传承人是该项传统文化的代表，具有较

高水平的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承载者和

传播者。首先，这类技艺高超的手艺人普遍年龄偏

大，文化水平有限，接触到网络相对滞后，面对新技

术的接受度不高，仍然依赖传统的口传心授来传承

和传播。其次，很多非遗账号不够重视运营，缺乏专

业的技术人才和运营团队，没有专业的拍摄和制作，

更新频率较慢、内容粗糙，难以吸引和留住粉丝，无

法很好地运用新媒体平台，难以达到理想的传播效

果。最后，非遗传播需要整合利用多个新媒体平台，

目前传承人大多集中在抖音和快手两大短视频平

台，还有很多拥有大量优质用户的新媒体平台还未

被很好地开发利用。如果传承人不能充分利用新媒

体平台，不利于展示非遗多元化传播和展示，将阻碍

非遗的进一步发展，无法吸引更多人来传承和保护，

使非遗再度陷入传播困境。

（三）内容曲解的失真困境

非遗的传承过程是活态的、变化的，当社会文化

变迁时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创新以适应社会需求

的变化，正如非遗的新媒体传播现象也是活态传承

的表现。但是在新媒体传播过程时，为了迎合受众

的喜好，有时候非遗传播主体会过度解读、夸张和曲

解非遗。其中有以下原因：一是新媒体语境下非遗

的重构失真。当非遗从现实语境到新媒体语境，需

要经历重组和重构，一些传播主体为了获得节目效

果，在取材时往往会只选取最精彩的部分，甚至断章

取义，忽略非遗的原真性和整体性。二是传播者媒

介素养不高，平台缺乏监管。近年来传统文化大受

观众喜爱，有的主播为了获取利益，随随便便就给自

己的作品贴上非遗的标签，假非遗和伪民俗混淆视

听，平台也缺乏对这类事情整顿和打击的举措。三

是传播者为吸引眼球，夸张表现非遗。在这个流量

为王的时代，“特别”和“个性”更能吸引大家的目

光，网络博主小潘潘用搞怪和庸俗的唱法魔改黄梅

戏，赢得流量但让不了解黄梅戏的观众形成刻板印

象。不严肃、不尊重，甚至污名化非遗，不利于非遗

的可持续发展。

（四）经济价值的变现困境

非遗具有丰富的经济价值，通过合理开发利用，

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传承人

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其经济收入，激发传承主体保护

非遗的内驱力，同时也降低传承人对政府扶持的依

赖，促进非遗保护工作良性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影

响着非遗经济效益的实现。从消费需求的转变来

看，消费者追求个性化的产品，更加看重商品的文化

价值，而非遗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恰好

满足这一需求。非遗产品或服务一经在新媒体平台

上传播，便深受观众喜爱，但也引来大批的模仿和抄

袭，使非遗面临同质化的问题。一方面，非遗知识产

权保护的缺失，传承人维权困难，侵权行为经常发

生，伴随着非遗商品的热销，市场上出现大量相同或

相似的仿制品，非遗市场鱼龙混杂，低劣的商品会影

响非遗在大众心中的形象，侵害非遗传承人的利益，

阻碍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非遗新媒体创

作模式化，作品雷同，久而久之观众就会审美疲劳，

丧失兴趣，降低消费意愿。从非遗商品和服务的供

给来看，对非遗价值挖掘不够深入，产品单一，缺乏

创新，不能满足当下的审美需求；文创产品开发过程

中，品牌化战略缺失，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市场

竞争力不强，不利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

（五）茧房效应的传播困境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人们每天面对

大量信息，但注意力是有限的。相较于传统媒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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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用户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凭自己的喜

好来筛选感兴趣的信息。新媒体平台为了增加用户

黏性，利用大数据算法，收集用户数据，预测用户偏

好，向用户精准推送内容和服务。大数据推送满足

了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减少筛选和查找信息的时间，

给用户带来很大便利。但这也让网络圈层化现象更

加严重，久而久之，用户便会固化封闭在“信息茧

房”之中，不利于用户接触多元化的信息，阻碍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和发展。

四、新媒体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发展策

略

（一）注重文化内涵表达

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新媒体平台上，非遗传

播和传承的核心是文化内涵的表达，是故事背后精

神的传递，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传承者都要坚守非遗

文化根基。在新媒体时代，非遗从传播形式到传播

渠道都经历了巨大变化，让非遗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里，结合互联网传播的特点，适应碎片化和娱乐化的

传播方式，但为了非遗的良性发展，始终要围绕文化

内涵进行创新。首先，在传播过程中，增强非遗的可

解读性，叙事可以更加场景化和情景化，加入更多的

生活元素和历史故事。以具有文化感召力的人物或

事件来展现非遗的魅力和当代价值，增强对非遗文

化内涵的刻画，不用刻意搞怪和娱乐化也能引起观

众共鸣，面向受众群体传播时更具文化信服力。其

次，传播主体要兼顾非遗保护的整体性。新媒体平

台以短时和高效为特点，非遗可以从以下角度来解

决碎片化传播的弊端。对于注意力较短或猎奇的观

众，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分类合集的功能，分期传播

和介绍非遗，既迎合新媒体观众获取的信息的习惯，

又满足非遗传播的整体性。对于非遗的爱好者，可

以利用长视频和在线直播的方式直观系统地展示非

遗。

（二）加强线上保护工作

当前，一些运营良好的非遗账号新媒体传播效

果显著，不仅收获大量粉丝和关注，还能得到不菲的

收益。面对非遗互联网线上传播的趋势，政府应该

加强政策引导，传承人积极入驻新媒体平台，促进非

遗线上保护工作的进行。第一，为非遗传承人提供

资金和技术支持。相关政府部门在支配和使用非遗

保护资金时，适当分拨部分资金补贴传承人设备购

买和运营费用，推进线上保护工作的开展。各地非

遗保护中心可以增加或者开设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培

训课程，指导传承人或者学徒使用新媒体技术，传授

短视频及图片的拍摄方法，内容制作技巧，解决传承

人技术困境。第二，培养专业人才。当前，网红的传

播能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相关部门可以从本

地区非遗传承人、非遗爱好者以及新媒体博主中筛

选较为有潜质的一部分人，并培养成为民族文化网

红，比如四川甘孜理塘的丁真，走红之后，积极宣传

家乡文化，助力甘孜的文旅发展。非遗也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培养专业的非遗人才，进一步加大非遗的

网络传播力度。第三，加强与新媒体企业的合作。

政府可以举办新媒体创作交流会，传承人可以向优

质博主学习新媒体日常运营的要点，确保更新内容

的质量和更新频率的稳定；分拨专项资金，支持非遗

传承人持续进行新媒体创作，对质量高的账号给予

额外的奖励。第四，综合利用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平

台。除了抖音、快手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外，还有很

多优质平台，不同平台的用户类型和传播形式不同，

传承人通过多平台投放非遗作品，能实现事半功倍

的传播效果。

（三）营造良好的新媒体平台

非遗在新媒体平台上传播已初见成效，在国内

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非遗可持续发展仍需要

多方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和谐的传播平台。对

于传承人和传播主体，要保证非遗传播的真实性和

严肃性。非遗的传播形式可以根据时代变迁进行创

新，但不能夸大其中的价值，曲解文化内涵，传播主

体应向大众展示真实且符合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

满足当代人类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政府及相关部

门，要保障传承人的合法权益，对网络上污名化非遗

的行为进行处罚；加快非遗数字化建设，将现有非遗

的信息材料等数据整理上传到互联网，利用新媒体

强大的分类、检索和储存功能，构建非遗数据库，形

成立体传播体系；将有教育价值的非遗，录制成网络

课程，提供给大众共享学习的机会。对于新媒体平

台，要加强对作品内容的审核，删除低质量及同质化

非遗作品，注销虚假非遗账号，优先推送高质量非遗

原创作品，让非遗传播更加高效、畅通。对于大众而

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

不发布不良言论；积极发挥社会监督功能，善于辨别

虚假信息，勇于反驳和举报假非遗，净化网络空间。

（四）健全非遗消费市场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

到极大改善，同时对精神和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需

要加快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促进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首先，要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保护各大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创新成果不受

侵害，激发创作热情。政府等相关部门要合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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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保护传承主体创新成果

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形成完善的保护体系。

除此之外，还要加强传承人的普法工作，指导传承人

利用法律应对侵权行为。其次，非遗传播主体要不

断创新新媒体传播内容，增强非遗的可读性，激起观

众的兴趣，增强粉丝黏性，为销售非遗产品积累稳定

客户。非遗机构也可以通过和高校或者企业合作，

充分调查消费市场的文化消费偏好和需求，设计高

层次非遗核心技艺产品，占据高端消费市场，开发符

合当下审美和需求非遗衍生品，满足大众市场多元

化的需求，激发不同类型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然后通

过抖音和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将非遗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最后，加快非遗品牌化建设。鼓励个体或者

传承群体深度挖掘整合非遗文化资源，塑造具有地

域特色的文化品牌，良好品牌形象能极大提升非遗

的新媒体传播效果，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非遗的盈

利能力。生产性保护让非遗保护工作从输血式转变

为造血式，真正实现保护和振兴非遗。

（五）加速非遗跨界融合

非遗标签在海量信息中传播能力有限，加强非

遗跨界合作，有利于构建新媒体多角度、全方位的传

播体系，扩大非遗品牌影响力。第一，非遗 ＋旅游。
文旅融合背景下，积极挖掘非遗和旅游的融合新模

式。很多文旅局官方账户，拍摄宣传视频时，积极展

示特色文化，引来游客前往打卡。第二，非遗 ＋网
游。在网游中加入非遗元素，可以实现销售与传播

的双重效果，在这领域比较成功的游戏之一“王者

荣耀”，在很多游戏皮肤设计中加入敦煌等元素，赢

得很多网友的喜爱。第三，非遗 ＋流行音乐。近年
来，音乐人也加入传统文化的宣传与保护，比如将戏

腔唱法与流行音乐结合的《武家坡２０２１》，歌词描绘
我国瓷器制作的《青花瓷》等，别具一格，极大地提

高非遗文化的传播。

五、结束语

非遗的新媒体传播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传统文化通过新媒体进行再生产，对非遗保护工作

来说是重大突破与创新。但非遗新媒体传播也要遵

守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直面新媒体传播的挑战，打

破困境，推动非遗保护持续健康发展，培养公众的文

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

保护传承，真正实现非遗全民共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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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安全视角下的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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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周期率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为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
共产党先后找到了“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两个答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质是实现长期执政安

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是民主人士黄炎培，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是一个问题的

内外两个方面，坚持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相互结合，把握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两答案的思想内核，坚

决反腐败是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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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已走过百年。

在百年奋斗中，如何使党永葆生机，并完成自己的历

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

相继找到了使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自

身安全进而完成历史使命的两个答案。这两个答案

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民主新路”

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

“自我革命”。两个答案作用的是同一目标，那就是

确保党长期执政安全。在建功新时代的今天，用自

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课题，理论和现实意义都极

其重大。

一、历史周期率由来及内涵

（一）黄炎培与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是指一个国度内政权兴衰治乱、往

复循环呈现出来的周期性现象。跳出历史周期率，

这是特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它只可能出现在

具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而且出现在三千

年未有之变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发生在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

想的知识分子之间。创建这一术语的黄炎培，历跨

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代，他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

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自封建社会的

饱学之士，丰厚的文史知识、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

山河破碎的旧中国迫使他思考：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出水火且长盛不衰。１９４５年 ７
月，他以中华民国参政员身份去延安访问，当看到精

神风貌迥异于国统区的延安军民时，他和爱国华侨

陈嘉庚一样，认为“未来中国希望在延安”，但是他

又担心，一旦环境好转，今日意气风发积极向上的中

国共产党会不会也“惰性发作”，重走“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老路，跳不出“人亡政息”周而复始

的历史周期率。

（二）毛泽东的历史回声

面对黄炎培的求解，毛泽东同志回应道：“我们

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

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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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１］这一问一

答，不仅创造了一段历史佳话，也使中国共产党的民

主主张和建国方略为天下知，一时延安成为人民心

目中的圣地。

（三）“律”“率”之辩

“律”“率”，同音不同字，且含义迥异，“律”是

规则，而“率”这里是概率。历史周期率之所以被称

为“率”，而不是“律”，就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虽

然勃忽有必然，但其周期长短不一，既有一世、二世而

亡的秦、隋，也有绵延数百年的汉、唐，这说明周期并

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长短可以干预，但是需要有

效方法。近代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陷入亡国

灭种的危急之秋，各种政治力量先后登场，但其救国

主张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只有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发动革命，中国革命的面貌为

之一新，国家的前途命运由此而扭转。

二、中国共产党跳出周期率的百年探索

（一）民主新路的求索与实践

１．中国共产党竖起民主的旗帜
早在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由陈独秀、李大钊等

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

蓬勃开展，青年毛泽东深受影响。多年后，毛泽东回

顾这一段历史时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那个时候有

《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

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

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

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１］这说

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民主”写在了自己的

旗帜上。

２．民主新路的初步探索
八七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走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不论是

在创建的工农红军内还是在开辟的红色根据地中，

由于实行了民主的制度，在“物质生活如此贫乏，战

斗如此频繁”，红军“仍能维持不散”，成了打不垮的

军队。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民主集中制度”成为

“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有利斗争的”的利器。［２］这

是党幼年时期民主新路的初步探索。

３．民主新路的局部实践
延安时期，相对稳定的生活使毛泽东有时间研

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

中，他对未来中国的名称（中华民主共和国）、国体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产生的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方式进行了详尽描述，强

调“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而且是“今天’

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方向”。他庄严声明，谁能领

导人民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并“实施民主政治，谁

就是人民的救星”［３］。这表明，在黄炎培还没到延

安的１９４０年，我们党已经将民主与党的执政联系起
来了。我们党认为，这就是未来新民主主义中国的

“样子”。１９４０年３月各抗日根据地开始实施的“三
三制”政权架构就是“民主新路”的局部执政实践。

４．民主新路全面践行
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南京政权，撕毁同年１月

国共两党签下的停战协议，我们党力推的和平建国

梦破灭，国民党主导的战后“政协”名存实亡，筹备

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便成为党建立人民民主

专政的新中国的必然选择。１９４８年５月前夕，中共
中央向国内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

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

府”。各民主力量竞相响应。１９４９年９月，各民主
党派齐聚北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新的民主联合政府产生。一个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就此诞

生。诞生的新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

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４］。新政权的建

立，使历史周期率的破解有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正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所

谓民主新路的践行，深受群众欢迎，巩固了党持续执

政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给出的“民主新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

让人民监督，二是人人尽责。前者强调的是人民的

民主权利，后者强调的是主人翁意识。让人民起来

监督，党就要构建、创设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人民行使

民主权利的制度与体制，并且执政党必须有接受监

督的意愿和态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

度的确立，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实施权力监督提供

了制度保证。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广泛利用媒体

舆论、人民来信畅通人民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民群

众监督。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正确处理

人民来信发表意见、作出指示。同时，党还不断强化

党内监督，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等党内监督

机构，使党内监督实至实归。

５．民主新路深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以来，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重

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自我监督，提出党内民主是

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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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民主新路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再次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

义的生命，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全方位接受人民的

监督，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强调：“把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

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可以说，所有民

主和监督的举措都是对毛泽东破解历史周期率思想

的发展，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

人民张开双臂拥抱新政权，感恩新政府，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忠实地遵循与践行在

延安时期对人民作出的民主承诺，带领人民走出了

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交上了一份求

解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满意答卷。

（二）自我革命新答案的思想哲理

１．自我革命新答案
２０１５年５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要

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

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这是总书记第

一次使用“自我革命”这一概念。在以后的论述中，

总书记不断疾呼自我革命，要求全党以正视问题的

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并两次

发文，对自我革命进行系统诠释。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总结

了自我革命的经验：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

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

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

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

等，［５］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强调了自我革命的原则：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

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

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从四个方面完善党的自

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首先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

完善；其次健全监督体系；再次就是推进监督精准常

态化；最后是用好问责，加大政治巡视。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

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

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不断形成和发展。

２．苏联东欧国家教训
在延安窑洞里，黄炎培关于政权建立者争取胜

利和胜利后精神变化的陈述，描摹了政权建立者夺

权过程中从勤勉奋进到安于现状的精神变化机理。

用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矛盾学说，政权被腐蚀掉的

根本在于内部，外来诸因仅是表现形式，如果一个政

权自身足够强大，任何外力都难能摧毁它。从哲学上

说，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规避政权倾覆，取决于执政

者有无强大自我的脱危战略谋划和应对危机的“术”。

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际共运史上发生了轰
动世界的政治悲剧：拥有２０００多万名共产党员、７４
年执政历史、８８年光荣建党史的苏联共产党丢掉了
政权，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覆亡。

而这个被历史淘汰的政党，曾经在只有 ２０万名党
员、处于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包围中建立了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只有２００万名党员的
时候，抗击了以整个欧洲力量入侵到莫斯科郊外的

德国法西斯，她曾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被

压迫民族向往的圣地，可是在拥有煌煌２０００多万名
党员时却轰然倒塌。这种极不合乎认知逻辑的事实

表明：一个政权的兴衰更替与建立政权的政党组织

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联。有关联的是党的理想信念

是否丧失，党内有无特权集团，党的宗旨原则有无背

弃，党的精神是否懈怠，治党管党力度如何，纪律是

否废弛，组织是否涣散，理论是否僵化、政治是否堕

落。若所列举各自身因素均是“是”，那必然走上导

致江山易手、政权旁落的不归路。普京说，苏联解体

是２０世纪发生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丧
失了２３．８％的领土，４８．５％的人口，失去４４．６％的
军事力量，丢掉了波罗的海的战略基地，人民生活水

平一落千丈。［６］与苏联解体前后并行的是东欧各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夜“质变”，国际共运陷入低潮。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趁机掀起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

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逆流，更有西方资产阶级

学者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共产主义从此走向沉

寂。问题是历史不会终结，历史发展的道路不止一

条。就在西方学者坐等“终结日”到来时，中国共产

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踏步走在了时

代前列，以创造的“两大奇迹”、独具特色的现代化

道路等耀眼成绩，“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

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

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

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７］。苏东剧变的根

源是一些执政政党不修内里，不强身健体的结果。

我们党吸取他们的教训，把党的执政安全提到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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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高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动摇，不断加强内

功修炼。

３．自我革命新答案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自我革命”基于我们党

百年发展的历史底蕴，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血腥

风雨的残酷环境，使党从成立那一刻起就重视通过

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

中，先后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第一个决议本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

志的精神，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科学精准而又艺

术地解决了党成立以来不同时期遗留的不利于党的

团结的路线问题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不仅就诸

多遗留问题作出了结论，而且用这些结论统一了全

党的思想，锻造了一个像钢铁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

的党。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显现了党的自我革命精

神。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得

与失，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彰显了党自我修复能力。第三个历史决议侧重于成

就和经验总结，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

重点，突出民族性和世界胸怀，把新答案“自我革

命”提炼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经验之一，并要求全

党坚持和发扬，这就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奠定了根本

理论遵循，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彰显

了“打铁还得自身硬”理论逻辑。

三、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

（一）坚持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相结合

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

期，为维护党的政治安全，实现长期执政，面对不同

世情、国情、党情给出的针对性答案。但历经百年发

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着力

点。在阐述二者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

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

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

壮大。”［８］习近平总书记进行的两个答案内外区分，

告诉我们：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必须把二者

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大合力。只有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才能不断实现刀刃向内、刮

骨疗毒的自我革命。没有外力的监督，自我革命就

不能走深走透，就实现不了自我革命的目标。二者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才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躯，跳出

历史周期率。

（二）把握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的思

想内核

“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破解历史

周期率百年历程中的科学选择，二者之所以成为不

可分离的一对范畴，原因在于两个答案的思想内核

是完全一致的，作用靶向也是共通的，特别是在形成

过程体现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民主新路是保障

人民的利益，以人民为中心；自我革命的强身塑魂也

是为了更好服务人民，同样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价

值取向、立场高度一致，就是把“屁股端端地坐在人

民一边”。“民主新路”答案侧重保障人民的权利，

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为民情怀”是

否“情深”，是否“情真”。自我革命侧重以自我净

化、自我刮骨疗毒的“自律”来保证“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长期执政与人民利益想通，民主新

路与自我革命相契。“自我革命”是在长期执政情

况下面临各种诱惑可能“懈怠”时给予负重前行，是

对可能对民主新路产生摧毁行为打下的“疫苗”。

所以自我革命第二个答案找到，是党的忧患意识在

治国治党上的体现，是党治国理政理念更加成熟表

现。坚定“四个意识”，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

维护”，牢记“三个务必”，保持“三个不变”（不变

质、不变色、不变味），做到“四个自我”，发扬斗争精

神，是在自我革命征程上自始至终必须坚守的原

则。

（三）坚决打赢反腐攻坚战，实施最彻底的自我

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

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反腐败。腐败是危害

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当前产生腐败的

土壤还没有彻底铲除，政治生态的净化还需要一个

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滋生的唯利是图、自私

自利，利益交换等错误思潮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

干部，尤其一些意志薄弱者，更难抵御腐败的入侵。

为此，一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二

要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防止

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

人；三要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严肃查处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四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

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五要推进反腐败国家

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总之，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立足国情

党情，吸取国内外政党兴衰经验，结合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在新

的赶考路上，坚持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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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相结合，用好监督制度和问责利器，坚持真理，完

善制度体系，修正错误，敢于善于纠偏，坚持以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强大力量，必将能使党的执政安全迈上一

个新台阶，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赢得一个更加光

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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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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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改革不断创新紧密结合新时代国情，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
入思政课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加快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培育生态新人的必然选择，思政

课程改革迫切需要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因此，要正确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内容，

从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探析其融入思政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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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１］，推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

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基础，紧密新时代中国

生态国情，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从实践到认识再到

实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深刻

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

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２］等基本问题，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大学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的后备军，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是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关键。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引

导大学生成为新时代生态保护前锋具有重要的价值

意蕴。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

值意蕴

（一）培育生态新人的必然选择

当前生态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废

气、废水和废渣严重影响区域环境发展，这很大程度

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

成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产业链，对比其他国家我国

经济生产总量较高，但这背后是以极高环境污染为

代价，单位 ＧＤＰ产生的二氧化硫是美国的 ６０倍。
这些问题存在既有制度、政策和经济原因，也是思想

意识落后导致，其中就有缺乏生态文明思想。另一

方面，在当前社会中，消费主义、金钱逐利和人类凌

驾于自然等思想意识影响下，大学生在生态道德、生

态法治以及生态行为方面缺乏了解。高校思政课旨

在全面发展的人才，生态文明素质是大学生全面发

展的内在需要。时代发展趋势和人的全面发展都要

求培育生态新人，大学生是民族复兴接班人和建设

者，他们关于生态文明思想和素质高低关系到“五位

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实现。因此，必

须加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重点学

习和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培育生态新人。

（二）思政课程改革的迫切需要

高校思政课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３］，其

中，涉及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有“原理”中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内容，“思修”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建

设美好中国的内容，“概论”中些许生态相关思想。

从总体上而言，生态文明思想在高校思政课程中内

容较少，浅显，使得生态文明理念在大学生众多专业

课程教育中属于空缺的状态。加快习近平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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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高校思政课相结合，使之成为高校思政课创

新点，传播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塑造正确价值导

向，实现铸魂育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高校思

政课的深度耦合在于政治引导、学理阐释和价值塑

造三个方面。在政治引导中，高校思政课切合国家

发展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民族复兴为目标，

二者之间存在共同价值趋向，思政课堂自觉引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守政治引导，努力塑造生态新

人；在学理阐释中，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观点解

决现实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

态思想为基础，高校思政课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讲透，有助于真正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价

值塑造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高校思政课都是

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价值塑造是主要目的，前者传播

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提升生态文明素质，后者铸魂

育人，引导大学生树立真善美的价值理念，大学生全

面发展必然离不开生态文明素质培育。

（三）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大肆使用自然资源，过度浪

费，造成不可挽回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直接排

放大量有害气体，开垦森林，乱砍滥伐，工业废渣和

生活垃圾遍布，这些情景触目惊心。只顾眼前利益，

破坏环境生态平衡的现象，已达到必须要治理程度。

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资源和环境承载

量难以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加之人民迫切需要更

加美好生活，包括环境标准，这些都急切需要国家加

大对环境和生态采取保护性措施。而最为首先的是

改变人们的生态观念，重点是在教育，从大学生开

始。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生态文明重视达到

新的高峰，人民对美好环境的需要也越来越强烈，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运而生。这一科学理论紧密结

合本国生态建设实践形成，将生态文明思想提升到

新的阶段，提出许多新内容，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美丽中国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只有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引，通过融入教育教学，转变价值观

念，形成健康、绿色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

国的目标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大学生作为民族

复兴的中坚力量，肩负着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家

园的重任。思政课的职责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

的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中就包括生态道德观念。在思政教育理论课融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塑造科学的生态理念，引导热

爱自然的生态观，这也是美丽中国目标所趋。只有

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保护环境意识，人人充分认识到

生态平衡重要性，健康美丽中国才能可持续发展，否

则无从谈起。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

容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

而产生的科学的价值观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提出了“人因自然而生，

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４］，自然界是人类产

生的基础。早期人类来自大自然，生存与生产活动

依赖自然界，在自然中不断发展，因此，在现代社会

中不能忘本，对大自然始终持有敬畏之心。当人与

自然相互作用时，人类首先做到的是尊重自然的本

性，充分认识自然在人类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价值，尊

重自然发展的规律，积极承担起维护生物多样性和

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建立起良好的生命共

同体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生产力的

提高，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人改变环境，环境也影响

着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

不仅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达到共生共荣，成为

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人与

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５］生态

环境优美，人类朝着美好未来发展；反之，一损俱损。

“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

方面创造更多经验。”［６］明确指明了共生共荣，这也

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目

标指向，强调人类要以“共生”为追求，与生态环境

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整体。

（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进

一步指出，自然资源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要坚持

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理念，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要

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推进绿色发展必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科学解读了生态环境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绿色发展理念是在２００５年首次提出，至今仍具
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从“承认自然价值（生态价值）

和自然资本（生态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７］来

深入探讨。第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人类在生产生活中要着重保护生态环境这一

潜在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价值不仅是表面意义上的

自然资源即矿产资源、林木资源、水资源等，更重要

的是要看到内在的生态价值，生态环境影响着生产

力的结构、布局，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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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设美丽的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生产力。第

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对此，习近平

明确提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

富”，这对我们正确处理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之

间开拓了新思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又或者

此消彼长的关系，生态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促

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优美和谐的生态

环境将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潜在发展动力。这一科

学理念突破了过去“唯生产力”错误思想，也标志了

党对自然规律与经济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掌握，

大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治理观

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需要从全局、系

统的角度出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应该坚持正

确的生态治理观念。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

出：“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这一思想发展成现

代化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首先，尊重自然是人类

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学会因地制宜，根据地势和周

围田草湖分布，恰当地、切合实际地开发，与自然、生

物共同生存，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尊重动植物应有的

生存权利，达到人类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存；其次，

顺应自然是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比如：洼地开发鱼

塘，山坡开垦梯田，山上的树林用于涵养水源等，这

更是一种方法论指导，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

据自然变化来调整实际行动，顺应时节更迭组织人

类生产活动；最后，保护自然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

保护环境，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相

结合，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或手段来实现人与生物

平衡发展，保护生态系统，比如生物栖息地、三江保

护区的建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生

态文明思想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础，

我们在尊重自然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时因地

开发自然，构建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保护和发展

同等重要，在现今经济发展中，提倡保护性开发，保

护生态平衡，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和水净的美

丽家园。

（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为

民理念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

矛盾，最根源是如何满足人民对环境的需求。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要

求，形成了为民的生态文明思想。保护环境和经济

发展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经济水平高是生产力的体

现，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则是用更高品质的生活惠

及群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人作为实践主

体具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特征，这表现为能动性和受

动性。因此，要“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

真正做到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首先，生态文明建设

为了人民，坚持以人为本，时刻关注人民需求，为人

民提供更优美、更宜居、更高质量的居住环境。生态

环境保护得好不好，绿水青山能否守得住，关键在能

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环境发展好，人民生活质量

更高。其次，生态文明建设依靠人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走适合自己的生态保护之路，不能走先发展后

治理的发达国家老路，更不能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发展经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

作，不能只靠政府实施政策、采取措施，更重要的是

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入心践行，自觉承担保护生

态的责任。这正与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出发点相呼

应，生态文明需要依靠宣传教育、理论引导。最后，

生态文明成果由人民共享，将生态资源转化成持续

发展的经济增长点，习近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１９］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

径探析

（一）加强学术研究，提升教师的素质与能力

在高校思政课中，教师是教育者，把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离不开教师这一重要支

撑。这对思政课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不仅要掌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书本知识，更重

要的是对生态文明思想掌握要透彻，深刻认识，这关

系到二者之间的融合程度。因此，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中，需要加强学术研究，增强

师资建设，形成一支业务精湛、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

师队伍。第一，加强学理研究，提升融入思政课程的

理论性。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融入课堂，教师要深刻领会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科

学内涵，研读经典文献，提升自身素养。第二，增强

讲授针对性，提高融入的意识。思政课教师首先要

树立融入意识，在传授过程中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生

态文明素养，精准理解和掌握生态文明思想，培养生

态新人。同时，思政理论课改革要求结合社会实际

案例，可探讨不同社会时期的生态理念的形成、发展

和特点，有利于结合实际，提高教学效果。第三，强

化知识交叉性，增进与其他学科、不同主体的交流沟

通。一方面，通过不同专业之间的学术交流，增加讲

授的不同知识的融合，扎实理论基础，在课程中结合

不同学科背景来解读生态文明知识；另一方面，积极

利用不同主体的优势，开设社会实践课程，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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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社区、企业的交流，在实践中思考生态文明

建设，有利于寓教于行。

（二）营造生态氛围，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受教育者，学生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性，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意识，激发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这需要从两方面展开。其一，内省，

增强青年使命担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

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１］，达到立德树人的目

标。思政课中宣传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促使青年学

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让学生清楚认识到社会主义

接班人的责任与义务。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影响着

社会主要矛盾，对建成美丽中国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个人的行动，要求积极投身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融入思政课程，不仅在于理论的学习，更重要的

是激发内心，拔高思想，增强责任意识。其二，外修，

形成自我教育。理论能够指引方向、凝聚力量，是在

于是否掌握理论的“彻底性”。正确理解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通过思政理论课学习生态文明思想的

形成、科学内容和时代价值。通过思政课讲好，讲清

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

为大学生的生态素养建设中一座灯塔。同样，生态

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其解决方法

也不是一方面的作用就可以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教育，不是仅停留在思政课，更为相通的是通过大

学生专业知识来解读。比如：生态系统可以结合生

物与技术专业展开分析，生物圈和人类社会是同一

个生命共同体，由此来引入生态共同体文明思

想［１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成自我教育，以实践

方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在课程上发起与生态文明

相关的辩论赛、校园宣传日、地球一小时活动等活

动，让学生亲身参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促成

自身发展。

（三）充实课程内容，促进全过程融入

思政课是大学生树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主阵地，在课堂上不仅要传授知识，更是实现全过

程的育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拥有深刻的内涵，蕴

含丰富的哲学底蕴，这就更加需要将其融入到思政

课的课程内容之中，结合教学目标，整合课程设计。

首先，在“思修”课程道德教育专题中引入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提升大学

生生态素养，自觉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义务。在法律

基础中延伸关于生态保护法律，强化有关生态法律

的法治教育，了解中国生态环境的禁区和底线，践行

生态环境的保护行为，树立大学生法律意识。其次，

在“纲要”中引入历史发展中生态环境变化及观念

转变，因为在这本课程中涉及的生态知识几乎没有，

而“纲要”特有的历史发展逻辑更吸引大学生，教师

可在新中国史教学中，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历程，

从宏观角度全面地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

成。然后，在“原理”引入习近平生态语录，侧重运

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中的辩证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视角分

析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中蕴含的人民立场等，让

学生认识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具有丰

富的哲学蕴意。最后，在“概论”课程中可以直接引

入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因为此课程教学

更多的是关于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是对现阶段实践的总结，是与时俱进的。结合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融入课程的学习。

（四）创新课堂教学，实现立体融入

首先，线上与线下联动。在思政课融入中，教学

方法要因材施教，每种课程融入的切入点并不相同，

恰当运用案例教学法、视频教学法、文献阅读法和专

题教学法，创建思政线上课程，运用榜样示范，社会

热点生态文明话题来吸引同学们参与。其次，课内

与课外相结合，这也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律。

在课内，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展示生态

文明思想成果，积极调动学生的兴趣，调整教学方

法，设置专题讨论、演讲等活动，引导参与教学；在课

外，利用校园内部资源，塑造良好的校园生态环境，

保护学校的花草树木、设置警示标语，还可以通过实

践和研究活动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积极开展“最美

家园”、绿色志愿服务以及将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

结合开展“三下乡”暑假实践等活动，既可以让学生

锻炼实践和科研能力，又将生态文明思想潜移默化

地影响到日常行为。最后，从点滴小事做起。生态

文明思想的树立要从身边小事做起，行动高于一切，

教育者要树立正确的榜样示范，从自身做起，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１０
－２６（００１）．

［２］张云飞，周鑫 ．中国生态文明新时代［Ｍ］．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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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要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从高速

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从要

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的新常态和

新时代的新背景，都要求我国要大力提高国家创新

力和竞争力，打造创新型国家，发展创业型经济，实

现这些转变需要大量创新创业型人才。毫无疑问，

大学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生力军。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培养大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作为主阵地的高校，人

才、资金、环境等资源有限，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

兄弟院校等组织的大力协同以及学生本人的积极参

与，各方之间形成合力，从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等维

度构建政府、行业、企业、高校和大学生“五位一体”

的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推进机制。

一、相关概念及内涵

（一）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实用教育，以培养

具有创业基本素质和开创型个性的人才为目标，不

仅仅是以培育在校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创新

创业能力为主的教育，更是要面向全社会，针对那些

打算创业、已经创业、成功创业的创业群体，分阶段

分层次进行创新思维培养和创业能力锻炼的教育。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大学生群体的创新创业教育。

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始于２０世纪末。
１９９８年，清华大学举办首届创业计划大赛，成为第
一所将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引入亚洲的高校。２００２
年，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正式启动，教育部将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９所院校确定为开展创业教育
的试点院校。２０余年来，创新创业教育逐步引起了
各高校的重视，一些高校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

府的积极引导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二）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亦称“协同学”或“协和学”，是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来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

论。其创立者是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

物理学家哈肯（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ａｋｅｎ）。１９７１年他提出协
同的概念，１９７６年系统地论述了协同理论，发表了
《协同学导论》，还著有《高等协同学》等。

协同理论是指在一个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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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主体通过相互协调、互相作用，发挥各自优势特

色，推动系统不断地正向演变，实现系统设定的共同

目标。要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形成良好的

创新创业教育氛围，建设完善的创新创业培育体系，

就要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培育

系统。这个系统包括高校、政府、企业、家庭、学生等

多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

互支撑，构成一个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育体系。

（三）协同机制

所谓机制，是指协调事物各部分、要素之间的相

互联系、作用和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

式。具体来说，协同机制是指以切实可行的运行方

式，协调各主体或要素向着同一既定目标，最终实现

整体优化和效应发挥。研究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协同机制，重在剖析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

同机制机理，搭建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

步拓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平台和资源，激发外部和内

部动力等，进而构建协同机制的运行保障。

二、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机理

（一）协同机制建构的必要性

１．推进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

国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对高等教育影响深远，要求

高校在关注社会需求端和企业用人端的同时，必须

要关注学校供给端和人才培养端，而协同育人机制

有助于高校充分发挥服务社会的办学优势，主动对

接企业，了解企业的岗位设置和用人需求，合理调整

学科和课程体系，逐步调整人才供给侧结构，最终实

现与需求侧的良性互动。

２．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基于协同育人理念下的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充分体现了育人主体的多元化，且不是以往校政、校

企、校校之间的浅层合作，而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

资金保障、企业的深度参与和主动协同、兄弟高校的

合作交流与资源共享，各方形成合力，并深度参与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

３．促进学生素质能力提升
协同机制的建立，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

办好高水平、有特色、有深度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必

然要求。切实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可以发挥高校资源

禀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调动校内外各方力量，搭

建各类孵化培育实践平台，营造创新创业良好氛围，

促进学生素质能力提升，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成长。

（二）协同机制的驱动机理

１．外部动力因素
在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外部生态环境中，

政府与企业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也是协同育人机

制中与高校合作的重要主体，是协同育人机制得以

建构的外部动力因素。

作为产业与高校的中间机构，政府以引导、协

调、激励、监督等方式影响着高校协同育人机制的运

行过程。因此，要构建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协同

企业、产业、其他创新主体与高校之间人才、信息、资

金、平台等资源的流动和共享，有力保障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外部运行环境。

作为将科研成果实现转化的有效载体，企业希

望通过校企协同育人，吸引更多优秀高素质人才，利

用高校的实验设备、人才资源、平台技术等优势，降

低独立研发的风险，提升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效率，

与高校实现合作共赢，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了

发展动力。

２．内部驱力因素
一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新创业人才的培

养，不仅需要学校通过开设各门专业和通识课程、课

堂讲授和专家报告等，还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

和舆论氛围上的积极引导，企业创新平台和资源的

有效利用，兄弟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式的互相

学习等，整合优势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分摊创新创业风险。协同机制的引入，使

得培养主体多方性、培养过程协同性、培养模式多元

性、培养路径多样性，因此，培养过程也面临着一定

的不确定性。作为协同机制的各方主体，要根据自

身职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分摊协同育人和创

新创业过程中的风险，以实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

效益最大化。

三是降低高校育人成本。诸多创新主体的深度

参与，让高校集中精力开展创新创业理论环节的教

学与服务工作，大大降低了高校的育人成本，也加强

了高校与各方创新主体的沟通与交流，使所培养的

人才更易于与社会需求充分衔接。

三、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的构建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

及政府、行业、高校、企业、学生等多方统筹、协同配

合。将协同育人理念引入创新业创业人才培养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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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加强各创新主体的深度协同，加强校校、校企、校

地以及国际之间的协同育人，构建“五位一体三保

障四贯通”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完善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才能为党和国家输送高质量的

创新创业人才。

（一）校校协同育人机制

即建构起高校与高校之间协同培养创新创业人

才的机制。我国高校之间的校园文化、特色学科、开

设专业等各不相同，人才培养特色、科学研究水平和

社会服务能力也参差不齐，应该改变以往趋同模仿

的方式，充分发挥优势互补作用，加强在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方面的沟通、互动与合作。

协同方式上，兄弟高校之间，尤其是地处同一区

域或相邻区域的高校，可通过学分互认、课程互选、

教师互派、学生互换、比赛互动、资源互享等方式，大

力拓宽合作领域。一方面，整合共享兄弟高校在教

育教学、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资源，提

升本校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随着校校之间的深度

合作，促使高校进一步提炼发展特色、明确发展方

向，推进本校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协同互动，

探索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新路径。

（二）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校企协同培养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

要途径之一，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力措施。该

机制即建立和完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协同，

将双方的优势资源集中高效利用起来。高校可与

企业共享科研攻关、知识创新、仪器设备等资源，

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企业可

以在资金、环境、技术转移和科研成果应用方面发

挥自身优势，促进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的

提高。此外，还可以搭建起学生创新创业和实习

实践的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创新创业意识，

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校企协同需要转变育人观念、融合校企文化、完

善协同渠道、设定评价标准，逐步建立起校企双方有

效协同的长效机制。通过校企及时对接相关需求、

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实现技术成果转化等方式，并在

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

高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推动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

（三）校地协同育人机制

即建构起高校与所在区域之间协同培养创新创

业人才的机制。首先，高校要加强与当地政府之间

的沟通与合作，使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区域战

略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步同频。地方政府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政策引导、人才引进、资金保

障等方面提供支持。其次，要加强高校与行业之间

的联系和合作，使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发挥其协调

各方的桥梁纽带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工作合

力，高质量推动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

建议政府、行业、高校三方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达到加强沟通、促进合作、协调

事务、解决问题的目的和作用，协调各方资源要素，

共同助力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四）国际协同育人机制

即建构起我国高校与国际社会之间协同培养创

新创业人才的机制。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已建立起

相对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协同机制、融资渠

道、教育体系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企业及其他

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拓宽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和渠

道，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具体做法上，我国高校可通过与国外高校联合

开展人才培养、教师互派、留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等

多种形式，提升我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

另外，还可通过参与国际性创新创业大赛等，全面提

高学生的国际化水平。

四、Ｚ学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现状及机制障碍
分析

（一）Ｚ学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现状
Ｚ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全日制普通

本科高等学校。２０１９年５月，正式设立大学生创新
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下设双创实践基地服务部、双创

竞赛部、双创教育部、大创计划项目部、创新创业协

会指导管理部，是学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活

动的组织管理服务机构。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服务

中心拥有３０余名专兼职创新创业导师，已建成“众
创空间”“大学城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媒体

特色众创空间”“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等双创实训

基地和平台４个，这些双创实践平台已经成为 Ｚ学
院各专业大学生开展双创教育与实践系列活动的重

要场所和前沿阵地。

Ｚ学院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深化改革，开设
“互联网创新与创业”“创业基础”等课程，制订创新

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法，探索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

才培养全过程特色模式，开展“Ｚ学院创新创业政策
宣传暨师生创业项目展示周”“创客沙龙”“创客集

体生日趴”“创客项目路演”“大学生新创企业产品

展销会”等系列活动，鼓励大学生携手开展创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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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先后荣获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首批大

数据双创基地”，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创业

教育示范高校”“众创空间”等荣誉称号。

Ｚ学院于２０１６年成立众创空间，目前入住创业
团队２０余家，每年开展新增待孵化项目１０个，并在
每个班级中设立了创新创业委员，积极支持大学生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定期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每年吸引１００多个项目参赛，支持立项５０项，每
个立项项目给予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的扶持资金。近年
来，在河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
赛中，４个团队获得二等奖，４个团队获得三等奖；立
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４４项、省级
５３项、市级２０项。其中，２０２２年，推荐２０个省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９个市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其中 １０个项目获得国家级立
项，２０个项目获得省级立项，９个项目获得市级立
项。积极组织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河南选拔赛，参赛项目５３８项，历
年最多。

（二）Ｚ学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障碍分析
１．协同育人机制不够健全
当前，Ｚ学院主要通过开设课程、举办赛事、举

行报告会、开展项目孵化培育等形式来实现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总体来说，还处在探索阶段，协同育人

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停留在仅仅依靠高校，缺少其

他创新创业主体，诸如行业协会、风投机构、企业等

的参与，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定向。只有构建并

逐步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与各创新创业主体的

沟通交流与深度合作，将协同效应发挥出来，才能够

实现教学、科研、设备、技术、人才等资源的互利共

享，为高校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的高素质人才提供重要保障。

２．校内外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机制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需要政、行、企、校多方主动

协同，以利于将各方资源进行有序重组和融合创新，

才能充分发挥协同育人的强大作用。经过４０余年
的发展和沉淀，Ｚ学院在教科研、实验设备、人力资
源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而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

掌握着主动权，企业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条

件优越，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协调优势资源、搭建

合作平台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因此，作为一所主要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校，需要加强与地方政

府及各创新创业主体的合作，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促

进各方各取所长，合力共为。

３．教师培训管理体系不健全
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教师除了要具备扎

实的理论功底以外，还要拥有一定的创新创业实践

背景和经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指导和

启发学生。但是，目前 Ｚ学院创新创业师资力量相
对薄弱，专任教师数量有限，大多没有创业实践经

验，选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等实践机会较少，更缺

乏支持力度和鼓励机制，教师的实际教学水平和指

导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很难得到实质性提升。

４．保障和激励机制不够到位
近年来，随着“双创”氛围的不断提升，很多学

校相继成立了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创新创

业学院等平台，Ｚ学院也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但学
校的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仅仅出台了宏观政策，没有

相应配套，不利于创新创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更不

能充分调动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再加上支持引进

优秀创新创业教师或成功企业家的力度不够，难以

吸引到优秀人才，导致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难以改

变。

５．教育管理体制有待优化
高校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重

要保障。在国家的号召下，Ｚ学院虽也建立了创新
创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中心等常设机

构，但教育管理体制有待优化完善，对内在隶属关

系、业务范围、组织架构、权责界限等方面尚不规范，

对外与行业企业的育人理念各自为政、育人方式各

不相谋、育人机制各行其是。

五、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同机制运行的保

障

（一）体制机制保障

１．思想保障
一方面，政府要高度重视，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从制度、资金等方面制定一系列鼓励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孵化和培育的政策。另一方面，高校要提高政

治站位和思想认识，从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

度充分认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引导，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

氛围。

２．组织保障
建立有效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服务机构，是推进

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问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设

立校企合作机构，改变以往高校关门教学、企业闭门

生产的落后局面，充分调动高校的创新创业学院和

研究中心、校内外各种孵化器和科技园、风险投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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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形成高校、社会、企业良性互动式发展的创新

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３．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之间的沟

通合作制度，通过联席工作会议，及时反馈问题，协

调解决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践中的难题；二是建立

兄弟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制度，通过多种渠道的合

作，达到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目的；三是健全高校

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平台共建、

人才共培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四是建立健全高校

创新创业服务制度保障，如新媒体平台服务制度、创

业团队登记注册一站式服务制度、创业辅导服务制

度等。

（二）资金环境保障

１．资金保障
政府层面。一方面要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加大对

创新创业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营造

全社会积极支持和参与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鼓励

银行、风投机构、企业等主体加大对高校和学生的资

助，畅通融资渠道。

高校层面。一方面要加大对创新创业教育资金

的投入及合理高效使用；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宽资金

筹措渠道，通过设立基金会等形式，吸引社会组织、

合作企业、校友等的积极参与。

２．环境保障
社会环境方面。要大力鼓励创新、支持创业，为

大学生这个有着满腔创业热情但经验相对不足的群

体提供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包容的社会氛围。鼓

励大学生勇于试错、敢为人先，培养其坚韧不拔的意

志品格和勇往直前的创业品质。

舆论环境方面。政府要利用本地主流媒体，大

力宣传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弘扬崇尚科学、

勇于创新的精神内涵；高校要利用校内外立体化宣

传平台特别是官微官博等各类新媒体资源，宣传创

新创业成功人士、精英人物和典型企业，极大地激发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热情。

（三）人力物力保障

１．师资保障
一方面，加强创新创业专兼职教师的理论培训，

并定期组织教师深入企业一线观摩学习、实践实训，

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加大

力度引进创新创业高端人才，聘请行业精英、业务能

手等到校执教，组建多层次、有梯队、高水平的师资

团队，讲述他们的创业历程，分享他们的实践经历，

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２．课程保障
第一，不同年级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有着不同的

需求，高校不能同一而论，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不

同需求，分层次设置针对性课程。具体来说，低年级

重创新意识培养，中年级重实习实践指导，高年级重

创业项目孵化。第二，高校要专创融合，即将创新创

业与专业教育教学互相渗透、有机融合，全方位多角

度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第三，推动创新创业

教育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将敢闯的素质、会创

的本领和家国的情怀融入高质量高品质创新创业教

育中，引导学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提

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学生在实践创新活动中敢

闯、会创、有为。

３．平台保障
协同机制视角下，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依靠高

校的理论教学平台，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

搭建起多层次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一是建立健全

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从项目孵化

到培育落地等一系列的指导和帮助。二是要搭建技

能大赛平台，政府相关部门要作为主办方定期组织

举办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为大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

实践平台。三是加强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平台，

双方均建立校企合作常设机构，形成长效培养机制，

不断拓展校企合作领域，实现双方共赢格局。

六、结束语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创新创

业人才不仅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建

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业型经济的内在生成力。高

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

企、校等多方共同参与，因此，构建协同育人机制，让

各方通力合作，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展望未来，

还需要对协同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加强各

创新主体的主动协同和深度合作，通过建立起长效

机制，为党和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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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２０１８－０５－２０．

（责任编辑　许峻）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ＨＥＪｉａ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Ｈｅｆ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２３０６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ｒａｉ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ｓａｎ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ｃｈｏｉｃｅｆｏ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ｎｅ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ａｎｕｒｇｅｎｔｎｅｅｄａｎｄａｎ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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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以黄河淤泥为主要原材料静压成型制作生态砌块进行试验研究，分析黄河淤泥等原
材料的特性，研究原材料的最优配合比、生态砌块成型工艺、产品力学性能，为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

工程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黄河淤泥，生态砌块，配合比，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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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黄土高原区域水土流失严重，使得每年多达１６

亿吨泥沙进入黄河，其中约４亿吨淤积在下游河道，
导致黄河中下游严重淤积，形成河床高出两岸地面

的地上悬河。强烈的水土流失不仅制约着当地经济

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造成这一地区

生态环境脆弱，严重威胁着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极大地制约着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尽

管黄河淤泥是一种有害的大自然遗弃物，数量巨大，

分布极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能在保护地区

生态环境的同时，将其资源化利用，也会变成一种宝

贵资源。

文献［１－４］系统研究了利用黄河淤泥制备烧
结承重多孔砖方法、黄河淤泥砖墙体力学性能及应

用前景。文献［５－６］分析黄河淤泥自身特性，针对
其活性较低的特点，采取部分活化整体固结的方法，

利用黄河淤泥制备墙体材料。文献［７］利用郑州花
园口、焦作孟州黄河泥沙，掺入粒化高炉矿渣粉等掺

合料，并采用碱激发的方法制备防汛石材。

围绕黄河生态治理，以黄河淤泥为主要原料，适

当加入一定量的胶结凝材料，采用静压成型技术，制

作黄河淤泥生态砌块。利用此技术制作生态砌块，

不仅可以大量消耗黄河淤泥，缓解黄河中下游地区

“地上悬河”的生态危机，而且可以减少传统建筑材

料的用量，改善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有利于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２　原材料
２．１　黄河淤泥

１）黄河淤泥取样。试验研究所用黄河淤泥采
自郑州南裹头区段。

２）黄河淤泥粒度等分析。对取得黄河淤泥样
品，用０．０７５—２ｍｍ的标准检验套筛对其颗粒粒径
分布进行分析，结果如下表１。

表１　黄河淤泥取样颗粒级配分析表

取样地点
累计筛余量（％）

≤０．０７５０．０７５ ０．２５ ０．５ １ ２
细度

模数

郑州南裹头 １００ ６７．８９７ １．５７０ ０．９２５ ０．１３９ ０．０３６０．７０４

　　根据现行《普通混凝土用砂、石及检测方法标
准》ＪＧＪ５２中方法，对黄河淤泥的表观密度及含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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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试，试验结果如下表２。表观密度为样品烘
干后的测量值。

表２　黄河淤泥表观密度和含泥量

取样地点 表观密度（ｇ／ｃｍ３） 含泥量

郑州南裹头 １．１５ ２．３３％

　　３）黄河淤泥化学成分分析。黄河淤泥含水率
约１０％—４５％，变化较大。采用日本岛津 ＥＤＸ－
７２０型Ｘ射线黄光光谱仪对黄河淤泥进行化学成分
分析（ＸＲＦ）。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黄河淤泥化学组成（重量％）

取样地点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 Ｋ２Ｏ Ｆｅ２Ｏ３ Ｎａ２Ｏ ＭｇＯ ＴｉＯ２ Ｐ２Ｏ５ ＬＯＩ
郑州南裹头 ７２．７３ １０．７９ ３．９３ ３．３３ ４．３１ １．６５ １．８８ ０．８３ ０．１７ ０．３８

　　由表３可以看出，郑州南裹头区段黄河淤泥的
主要化学成分为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ＣａＯ和Ｋ２Ｏ，含量约占
８７％－９０％；除含有上述四种氧化物外，还含有少量
的Ｆｅ２Ｏ３、Ｎａ２Ｏ、ＭｇＯ、ＴｉＯ２、Ｐ２Ｏ５等。
４）黄河淤泥的矿物组成。采用布鲁克（Ｄ８ＡＤ

ＶＡＮＣＥ）Ｘ射线衍射光谱仪对郑州南裹头黄河淤泥
进行 ＸＲＤ测试，判断出它的主要矿物成分是石英、
钠长石、钙长石和微斜长石等。

５）黄河淤泥的火山灰活性分析。黄河淤泥的
火山灰活性分析采用文献［７］的分析方法，计算郑州

南裹头黄河淤泥的火山灰材料活性率 Ｋａ为
１２．８９％。

２．２　水泥
水泥为外购新乡某水泥公司生产的 Ｐ．Ｏ４２．５

普通硅酸盐水泥，化学成分和性能指标见表 ４和
表５。

表４　水泥的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 ＣａＯ ＭｇＯ Ｌｏｓｓ
Ｐ．Ｏ４２．５普通硅酸盐水泥 ２７．３３ ６．５７ ２．３８ ５３．１９ ３．１２３．３４

表５　水泥性能指标

抗压强度／ＭＰａ 抗折强度／ＭＰａ
３ｄ ２８ｄ ３ｄ ２８ｄ
１５．３ ４５．７ ３．５ ７．３

２．３　其他材料
试验用水为一般生活用自来水。其他固化剂为

市场采购工业用品，配比考虑固化剂纯度。

３　试验研究方案
３．１　试验方案设计

影响免烧生态砌块性能的主要因素包括原料种

类、掺加料种类、胶凝材料种类、固化剂种类等以及

其配和比，另外还包括水含量、施加压力以及操作工

艺等。本文试验方案设计主要原材料使用郑州南裹

头段黄河淤泥，胶凝材料使用Ｐ．Ｏ４２．５普通硅酸盐
水泥，通过改变水泥配比、生石灰配比、混合料水分、

加压压力等，制做试验样品，通过加压试验来分析试

样抗压强度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

３．２　试件制作
试件制作使用 ＢＪＹＳ－２００型静压砌块成型试

验机。试验机带有标准砖、空心砖、小型空心砌块等

模具，为了方便试验研究，试件制作采用标准砖模

具，试件尺寸可控制在２４０×１１５×５３（单位：ｍｍ）左
右。试件块数以及试验方法按现行混凝土砌块和砖

试验方法ＧＢ／Ｔ４１１１要求进行。当砖试块养护达到
一定强度以后，每块砖试件可以切割成２块１２０×
１１５×５３（单位：ｍｍ）的试块，１块用于做强度检验，１
块用于做冻融、耐磨试验或者微观分析。为真实反

映静压成型砌块的力学性能，用作性能检验的试块

在制作时成型工艺须与生产线保持一致，主要包括

设计配料、计量、混合料拌制、试块静压成型、试块养

护等。

３．３　试验过程
试块力学性能试验在 ３０００ｋＮ的 ＹＡＷ４３０６型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上完成，荷载及其位

移等数据由试验机自动采集。试块力学性能试验，

以静压成型试块能承受的极限强度作为衡量标准，

系统地研究固化剂、水泥与黄河淤泥等配合比、静压

大小以及含水率等因素对抗压强度的影响。

４　试验结果分析
４．１　混合料最佳压强的确定

试验方案设计试样成型压力范围取为 ５—
３０ＭＰａ，考虑到 ＢＪＹＳ－２００型静压砌块成型试验机
压力不够，试验在３０００ｋＮ的 ＹＡＷ４３０６型微机控制
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上完成，自制圆形试样模具。

试样直径 Ｄ＝１１０ｍｍ，成型高度 Ｈ＝５０ｍｍ左右，横
截面积为 Ａ＝９４９８．５ｍｍ２。按相同配合比（９０％黄
河淤泥，１０％Ｐ．Ｏ４２．５普通硅酸盐水泥）制作试样
６组，每组１０块，同条件（试样用塑料膜包好，放在
２０℃恒温箱）养护２８天后，在压力试验机上进行抗
压试验，结果如表６所示。依据试样制作加压强度
和试样抗压试验强度二者关系图如图１所示。由图
１可以看出，试样抗压试验强度随试样制作加压强
度的升高而先升后降，在试样制作加压强度为

２０ＭＰａ左右，试样抗压试验强度最大。可以得到静
压成型制作生态砌块时，混合料的最佳加压强度在

２０ＭＰａ左右，压强过低，混合料不密实，但压强过高，
·９０１·



容易使砌块内部成型的黏聚力遭到破坏。

表６　混合料最佳压强试验表

试样编号
施加压力

（ＫＮ）

试样横截

面积（ｍｍ２）

施加压强

（ＭＰａ）

试样抗压

强度（ＭＰａ）
ＨＨＹＮ－１－１ ５０

９４９８．５

５．２６ ８．１１７
ＨＨＹＮ－１－２ １００ １０．５３ １０．１９７
ＨＨＹＮ－１－３ １５０ １５．７９ １１．６２９
ＨＨＹＮ－１－４ ２００ ２１．０５ １２．０５６
ＨＨＹＮ－１－５ ２５０ ２６．３２ １０．３１８
ＨＨＹＮ－１－６ ３００ ３１．５８ ９．６２９

图１　试样制作加压强度和试样抗压试验强度关系图

４．２　混合料最佳含水率的确定
制作生态砌块混合料的水分至少有两个作用：

第一是使混合料保持一定塑性变形能力，保证生态

砌块在压力的作用下成型并保持一定的形状；第二

是保证砌块里原料、胶凝材料、固化剂等之间发生物

理化学反应所需水分。水分过低，混合料塑性不够、

拌和不均匀会影响砌块强度，水分过高，静压成型时

多余水分会被挤出，砌块里多余水分干燥后形成微

气孔，反而会使砌块强度降低。试验方案确定时，先

根据前面试验经验，选择一个较优成型含水率，在此

基础上适当调整含水率制作试块进行抗压试验，研

究含水率不同对试样抗压强度的影响。混合料初始

较优含水率可以按手握成型，落地开花的经验确定，

然后测出混合料的含水率在１７％左右。试样制作
加压强度为 ２０ＭＰａ，按相同原材料配合比（９０％黄
河淤泥，１０％Ｐ．Ｏ４２．５普通硅酸盐水泥），含水率分
别控制为 １３％、１５％、１７％、１９％、２１％制作试样 ５
组，每组１０块，同条件养护２８天后进行抗压试验，
结果如表７所示。

由表７的试验结果绘制含水率和试样抗压强度
二者关系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以看出，试样抗
压试验强度随混合料含水率的升高而先升后降，含

水率为１５％左右，试样抗压试验强度最大。但试样
制作过程中发现，含水率１５％时，虽然试样强度最
高，但试样成型效果略差，混合料含水率大于１９％，
静压成型时试样出水比较明显，而且最终强度有所

降低，含水率１７％时，虽然试样强度稍微降低，但试

样成型效果较好，所以后期试验过程中混合料最佳

含水率确定为１７％。
表７　试样含水率和抗压强度关系表

试样编号 含水率（％）施加压强（ＭＰａ）试样抗压强度（ＭＰａ）
ＨＨＹＮ－２ １３ ２０ ９．５６３
ＨＨＹＮ－３ １５ ２０ １２．０８６
ＨＨＹＮ－４ １７ ２０ １１．６２９
ＨＨＹＮ－５ １９ ２０ １０．１２６
ＨＨＹＮ－６ ２１ ２０ ９．３１２

图２　试样含水率和抗压强度关系图

４．３　水泥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的影响
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性能研究中，胶凝材料仍

然优选水泥作为最主要的固化胶凝材料。为了寻找

工程应用中的最佳配比以及强度变化规律，材料的

配比选取试验范围较宽。试验水泥掺量取为６％、
８％、１０％、１２％、１５％、２０％、２５％、３０％共 ８种。试
块养护采用塑料膜包好，放在２０℃恒温箱内养护２８
天后进行抗压强度试验。水泥掺量１０％测得试件
抗压强度平均值为１１．６２９Ｍｐａ，以此为基准，绘制出
不同水泥配比条件下试件抗压强度比如图３。由图
３可知，随着水泥掺量的增加黄河淤泥试件抗压强
度呈增加趋势。水泥用量１２％—２５％范围内，曲线
斜率较大，说明强度增长率较大。当水泥掺量为

３０％时，试件平均强度最大值，是水泥掺量为１０％
时强度的２．８４倍。

图３　水泥掺量黄河淤泥试块抗压强度

４．４　Ｃａ（ＯＨ）２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
的影响

制作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时掺加一定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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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ＯＨ）２可以提高砌块的强度。另外，对于江河湖
底的淤泥来说，富含一定的有机质，加入一定比例的

Ｃａ（ＯＨ）２对于消除有机物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在
黄河淤泥生态砌块中加入Ｃａ（ＯＨ）２，尤其以生石灰
的形式掺加时，会因为生石灰遇水膨胀而影响砌块

的性能。所以 Ｃａ（ＯＨ）２加入时要考虑比例、熟化
度、粒度等影响因素。为了研究Ｃａ（ＯＨ）２掺量对黄
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的影响，分析黄河淤泥的

固结胶凝性，采用郑州南裹头黄河淤泥，掺加４２５号
水泥１０％，最终混合料水分按１７％，砌块成型压力
为２０ＭＰａ，Ｃａ（ＯＨ）２掺量为０％、２％、５％、８％、１０％。

图４　Ｃａ（ＯＨ）２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强度的影响

图４是Ｃａ（ＯＨ）２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
压强度比的影响图。由图４可见，加入Ｃａ（ＯＨ）２在
一定范围内可以提高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抗压强

度，当掺加２％Ｃａ（ＯＨ）２时，相对于未掺加时强度可
以提高２０％，效果明显，掺加５％的Ｃａ（ＯＨ）２时，相
对于未掺加时强度可以提高７％，效果已经下降，当
掺加８％时，强度不升高，反而比未掺加时降低了
７６％，所以Ｃａ（ＯＨ）２掺加量存在一个最优范围。掺
加过量的Ｃａ（ＯＨ）２会导致试块表面Ｃａ（ＯＨ）２吸收
空气中ＣＯ２反应生成 ＣａＣＯ３，引起体积膨胀而产生
的裂缝导致强度降低。因此，黄河淤泥生态砌块中

Ｃａ（ＯＨ）２掺量不能过量，过量的 Ｃａ（ＯＨ）２将在一
定程度上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强度产生劣化影响。

４．５　脱硫石膏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
的影响

脱硫石膏是采用石灰－石灰石回收燃煤或油的
烟气中的二氧化硫过程的副产品，价格很低，甚至不

需要花钱购买，所以脱硫石膏资源化再利用的意义

非常重大，考虑将脱硫石膏作为生态砌块的添加料

进行试验研究。图５绘制了脱硫石膏掺量对黄河淤
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比的影响。由图５可见，随着
脱硫石膏掺量的增加，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

持续增加，掺量从５％提高到１５％这个范围，曲线斜
率较大，说明依靠提高脱硫石膏配比来提高试样强

度效果显著，超过１５％以后，效果有所降低。从砖

试样抗压试验的过程发现，掺加脱硫石膏，可以提高

试样延性，试样变形很大而不碎。

图５　脱硫石膏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强度的影响

４．６　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冻融性能
选取２个型号的试样进行抗冻性试验，每个型

号制作试件１０块，将其中 ５个试件按照现行 ＧＢ／
Ｔ４１１１标准进行抗冻性试验，将另 ５块放置在
２０℃±５℃条件下做对比试验。每经５次冻融循环
为一组，检查试样破坏情况，共做５组２５次冻融循
环。经过２５次冻融循环后，试样没有出现明显的开
裂、剥落、掉角等破坏现象。检验试件的单块抗压强

度损失率、试件的平均抗压强度损失率和试件的单

块质量损失率结果如表８所示。由表８可知，经过
２５次冻融循环后，２组试件的质量损失率最大为
４％，小于５％；试件的平均抗压强度损失率最大一
组为３．１％，单块抗压强度损失率最大为１１％，小于
２５％，满足现行《混凝土实心砖》ＧＢ／Ｔ２１１４４标准的
要求。

５　结论
（１）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抗压强度随着水泥的

添加比例的提高而提高，生态砌块在制作时存在最

佳含水率、最佳加压强度等工艺要求。

（２）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冻融性能较好，经过
２５次循环冻融试验，试块的质量损失率很小，抗压
强度下降率很小。

（３）加入 Ｃａ（ＯＨ）２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提高黄
河淤泥生态砌块的抗压强度，当掺加２％Ｃａ（ＯＨ）２
时，相对于未掺加时强度可以提高２０％，效果明显，
并且，添加 Ｃａ（ＯＨ）２可以消除黄河淤泥中的有机
质。

（４）通过掺加一定量的脱硫石膏，可以提高黄
河淤泥生态砌块的强度和延性，也可以节省一定量

的水泥等胶凝材料，降低成本，同时，又可以大量消

耗脱硫石膏这种工业固废，保护环境，所以，脱硫石

膏是黄河淤泥生态砌块一种理想的添加原料。

（５）通过试验研究证明，利用黄河淤泥，添加一
定量的水泥等胶凝材料，可以制作出一定强度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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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砌块，具有强度高、环保、节省土地资源、降低成本 等特点，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表８　试件冻融试验分析表

试样编号 ｍ３ ｍ４ ｆｆ ｆｉ ｆＲ Ｋｍ，％ Ｋｉ，％ ＫＲ，％
ＨＨＹＮ－１０－１ ３．０２３ ３．０６８ １１．６２９ １０．６０６ １１．２６８ －１．５ ８．８ ３．１
ＨＨＹＮ－１０－２ ２．９８８ ３．１６７ １１．２３６ －６．０ ３．４
ＨＨＹＮ－１０－３ ３．０２１ ３．１２６ １２．０８４ －３．５ －３．９
ＨＨＹＮ－１０－４ ２．８７６ ２．９６２ １０．３４８ －３．０ １１．０
ＨＨＹＮ－１０－５ ２．９８４ ３．１３３ １２．０６６ －５．０ －３．８
ＨＨＹＮ－１１－１ ３．１１０ ３．０７９ ２３．１７９ ２２．５４５ ２２．５９１ １．０ ２．７ ２．５
ＨＨＹＮ－１１－２ ２．９２５ ２．８６６ ２１．７１７ ２．０ ６．３
ＨＨＹＮ－１１－３ ３．０７１ ２．９７９ ２１．６９１ ３．０ ６．４
ＨＨＹＮ－１１－４ ３．００６ ３．０９６ ２３．０４０ －３．０ ０．６
ＨＨＹＮ－１１－５ ２．９７９ ２．８６０ ２３．９６４ ４．０ －３．４

　　注：ｍ３、ｍ４—试样冻融前、后的质量，单位ｋｇ；

ｆＲ、ｆｆ—５个冻融、未冻融试件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ＭＰａ；

ｆｉ—单块冻融试件的抗压强度，单位ＭＰａ；

Ｋｍ—试件的（单块）质量损失率，％；

Ｋｉ—试件的单块抗压强度损失率，％；

ＫＲ—试件的平均抗压强度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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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单配体模式，选用４－（１Ｈ－咪唑－１－甲基）苯甲酸作为有机配体，分别与钴或镍
的硝酸盐在溶剂热条件下，制备出了两种具有不同结构的 ＭＯＦｓ材料 ＺＺＵＴ－６（Ｚ６）和 ＺＺＵＴ－７
（Ｚ７）。采用单晶衍射分析、Ｘ－射线粉末衍射分析（ＸＲＤ）、热重分析（ＴＧＡ）、扫描电镜（ＳＥＭ）等分析
测试方法对配合物的组成和结构进行详细分析和表征，并探究了该化合物的框架稳定性和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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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ＭＯＦｓ）具有无机物的刚
性以及有机物的柔性，不仅拥有超高的比表面积，优

良的孔隙率，清晰的孔径分布，而且在结构上具有有

机物的灵活性，具有优良的可设计性以及可修饰性，

应用广泛［１－８］。由于ＭＯＦｓ在制备过程中往往受到
温度、溶剂和ｐＨ值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其物理性质
和化学性质不稳定，因此构筑结构和性能稳定的

ＭＯＦｓ化合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选用４－（１Ｈ－咪唑 －１－甲基）苯甲酸作

为有机配体，与Ｃｏ（Ⅱ）和Ｎｉ（Ⅱ）的硝酸盐在溶剂
热法条件下，构筑出两种结构全新的 ＭＯＦｓ化合物
ＺＺＵＴ－６（Ｚ６）和ＺＺＵＴ－７（Ｚ７）。采用单晶衍射分
析、Ｘ－射线粉末衍射分析（ＰＸＲＤ）、红外光谱分析
（ＩＲ）、热重分析（ＴＧＡ）和扫描电镜（ＳＥＭ）等分析测
试手段对Ｚ６和Ｚ７的结构及性能进行表征和探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４－（１Ｈ－咪唑 －１－甲基）苯甲酸，Ｎ，Ｎ－二
甲基甲酰胺（ＤＭＦ），Ｎ，Ｎ－二甲基乙酰胺（ＤＭＡ），
ＮｉＳＯ４·７Ｈ２Ｏ，ＣｏＳＯ４·７Ｈ２Ｏ，甲醇，均为分析纯。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ＤＨＧ－９０７０Ａ程序控温烘箱，太仓精宏仪器设

备有限公司；ＳＯＰＴＯＰ显微镜，宁波舜宇仪器有限公
司；Ｄ８Ｖｅｎｔｕｒｅ型 Ｘ射线单晶衍射仪，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ＡＸＳ公司；ＴＧ－２０３热分析仪，梅特勒公司；Ｄ８ＡＤ
ＶＡＮＣＥ型Ｘ射线粉末衍射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ＡＸＳ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配合物Ｚ６的制备

将８．０８ｍｇ的４－（１Ｈ－咪唑 －１－甲基）苯甲
酸的配体加入到２ｍＬＮ，Ｎ－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
和２ｍＬ甲醇的混合溶液中，然后超声２ｍｉｎ，溶解
后，加入１１．２０ｍｇ的 ＮｉＳＯ４·７Ｈ２Ｏ和 １ｍＬ蒸馏
水，再超声２ｍｉｎ，随后将装有该混合溶液的玻璃瓶
密封，放入程序控温烘箱中，设置三段控温程序。第

一段程序为烘箱以１０℃／ｈ的升温速率，在６００ｍｉｎ
内升温至９０℃，第二段程序为烘箱在９０℃的温度下
保温４３２０ｍｉｎ，第三段程序为烘箱在６００ｍｉｎ内缓
慢冷却至温度为３０℃，得到浅蓝色块状晶体。
１．３．２　配合物Ｚ７的制备

将７．２７ｍｇ的４－（１Ｈ－咪唑 －１－甲基）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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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的配体加入到２ｍＬＮ，Ｎ－二甲基乙酰胺（ＤＭＡ）
和２ｍＬ甲醇的混合溶液中，然后超声 ２ｍｉｎ，溶解
后，加入１１．００ｍｇ的 ＣｏＳＯ４·７Ｈ２Ｏ和１ｍＬ蒸馏
水，再超声２ｍｉｎ，随后将装有该混合溶液的玻璃瓶
密封，放入程序控温烘箱中，设置三段控温程序。第

一段程序为烘箱以１０℃／ｈ的升温速率，在６００ｍｉｎ
内升温至９０℃，第二段程序为烘箱在９０℃的温度下
保温４３２０ｍｉｎ，第三段程序为烘箱在６００ｍｉｎ内缓
慢冷却至温度为３０℃，得到紫色块状晶体。
１．３．３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晶体测试实验

为了研究配合物 Ｚ６和 Ｚ７的晶体结构，需要利
用Ｂｒｕｋｅｒ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９］单晶衍射仪在２９３Ｋ温
度下进行晶体结构测试实验，并使用经过石墨单色

化的Ｍｏ－Ｋα射线（λ＝０．７１０７３?）作为衍射源来收
集衍射数据。然后需要使用ＳＨＥＬＸＳ－２０１４软件通
过直接法解析晶体结构，采用 ＳＨＥＬＸＬ－２０１４程序
进行修正，包括使用全矩阵最小二乘法调整各向异

性温度因子和非氢原子坐标。原始数据需要通过

ＳＡＩＮＴ程序还原，并使用 ＳＡＤＡＢＳ程序进行经验吸
收校正。最终使用 Ｆｏｕｒｉｅｒ合成法确定所有非氢原
子的坐标，在全矩阵最小二乘法的修正下得到最终

修正后的晶体结构。对于配合物 Ｚ６和 Ｚ７中坐标
带有氢原子的配位水，可以从差值傅里叶图上找到

它们的位置。使用 Ｄｉａｍｏｎｄ软件生成配合物 Ｚ６和
Ｚ７的金属配位环境图、一维链状结构图、二维平面
结构图和三维框架结构堆积图。

１．３．４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框架稳定性测试条件
采用 Ｘ射线粉末衍射仪（ＰＸＲＤ）进行配合物

Ｚ６和Ｚ７框架稳定性测试实验［１０］。室温下用 Ｃｕ－
Ｋ射线（λ＝１．５４１８?）作为Ｘ－射线衍射源，用ｏｒｉｇｉｎ
软件绘制ＸＲＤ谱图，然后与晶体测试数据导出的标
准ＸＲＤ谱图进行比对。
１．３．５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热稳定性测试条件

采用热重分析仪（ＴＧＡ）进行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热稳
定性测试实验［１１］，实验条件是 ＴＧ－２０３同步热分析
仪，氮气气氛，升温速率为１０℃ ｍｉｎ－１，用 ｏｒｉｇｉｎ软
件绘制ＴＧＡ图。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晶体学数据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晶体分析数据见表１。配合
物Ｚ６晶胞键长 ａ＝８．９７２（９），ｂ＝１５．０１４（１６），ｃ＝
１５．３２４（１６），键角α＝９０°，β＝９０．１０（２），γ＝９０°，属
于 Ｐ２１空间群。配合物 Ｚ７晶胞键长 ａ＝１０．８８０
（１０），ｂ＝８．７８５（８），ｃ＝１１．１６６（１０），键角 α＝９０°，
β＝９２．１９５（１７），γ＝９０°，属于 Ｐ２１空间群。根据配

合物Ｚ６和Ｚ７部分键长和键角数据，配合物 Ｚ６中
Ｃｏ周围的Ｃｏ－Ｎ键长范围在２．００７（８）～２．０１８（９），
Ｃｏ－Ｏ键长范围在１．９６４（７）～２．３８３（７），均在正常范
围；配合物 Ｚ７中 Ｎｉ周围的 Ｎｉ－Ｎ键长范围在
２．０６２３（１５）～２．０７８（８），Ｎｉ－Ｏ键长范围在２．０５５（５）～
２．０９５（５），均在正常范围。

表１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晶体分析数据

Ｚ６ Ｚ７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Ｃ２２Ｈ２０ＣｏＮ４Ｏ５ Ｃ２２Ｈ２２Ｎ４ＮｉＯ６

Ｆｏｒｍｕｌａｗｅｉｇｈｔ ４７９．３５ ４９７．１４
Ｔ（Ｋ） ２９６（２） ２９６（２）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ｎｏｃｌｉｎｉｃ Ｍｏｎｏｃｌｉｎｉｃ
Ｓｐａｃｅｇｒｏｕｐ Ｐ２１ Ｐ２１／ｃ
ａ（?） ８．９７２（９） １０．８８０（１０）
ｂ（?） １５．０１４（１６） ８．７８５（８）
ｃ（?） １５．３２４（１６） １１．１６６（１０）
α（°） ９０ ９０
β（°） ９０．１０（２） ９２．１９５（１７）
γ（°） ９０ ９０
Ｖ（?３） ２０６４（４） １０６６．４（１７）
Ｚ ４ ２

Ｄｃａｌｃ（Ｍｇｃｍ－３） １．５４２ １．５４８
Ｆ（０００） ９８８ ５１６

θｆｏｒ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３２９－２９．０１３° １．８７３－２８．６２８°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１２３２９ ５８２８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ｏｎＦ２ ０．９５２ １．０６７
Ｒ１ａ，［Ｉ＞２σ（Ｉ）］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８
ｗＲ２ｂ，［Ｉ＞２σ（Ｉ）］ ０．１２０２ ０．２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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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σ２（Ｆｏ２）＋（ａＰ）２＋ｂＰ］．Ｐ＝（Ｆｏ２＋２Ｆｃ２）／３

２．２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结构分析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中配体４－（１Ｈ－咪唑－１－甲

基）苯甲酸的配位模式如图１所示。图２所示为配
合物Ｚ６的金属配位环境图。晶体结构分析结果表
明，配合物Ｚ６的晶体单胞中存在着１个 Ｃｏ（Ⅱ）离
子，与Ｃｏ１配位的三个氧原子来自配体中的羧基，
与Ｃｏ１配位的两个氮原子来自于配体中的咪唑，Ｃｏ
（Ⅱ）离子所采用的是五配位的四方锥构型。配合物
Ｚ６沿ａ轴方向的二维（２Ｄ）平面图如图３所示，配合
物Ｚ６沿ａ轴方向的三维（３Ｄ）平面图如图４所示。

图１　配体在配合物Ｚ６和Ｚ７中所呈现的配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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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配合物Ｚ６的金属配位环境图

图３　配合物Ｚ６沿ａ轴方向的二维（２Ｄ）平面图）

图４　配合物Ｚ６沿ａ轴方向的三维（３Ｄ）平面图

配合物Ｚ７的金属配位环境图如图５所示。晶
体结构分析结果表明，配合物 Ｚ７的晶体单胞中存
在１个Ｎｉ（Ⅱ）离子，与Ｎｉ１配位的两个氧原子来自
配体中的羧基，另外的两个氧原子来自溶剂中的水，

与Ｎｉ１配位的两个氮原子来自配体中的咪唑。Ｎｉ
（Ⅱ）离子采用的是六配位的八面体构型。配合物
Ｚ７沿ｂ轴方向的二维（２Ｄ）平面图如图６所示，配
合物Ｚ７沿 ｂ轴方向的三维（３Ｄ）堆积图如图７所
示。

图５　配合物Ｚ７金属配位环境图

图６　配合物Ｚ７沿ｂ轴方向的二维（２Ｄ）平面图

图７　配合物Ｚ７沿ｂ轴方向的三维（３Ｄ）堆积图

２．３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 ＸＲＤ结果分析
将配合物Ｚ６和Ｚ７进行粉末衍射（ＸＲＤ），检验

其晶体纯度。如图８和图９所示。可以看出，实验
测试峰型与单晶结构数据（通过晶体解析得到的

ＣＩＦ文件）所模拟的衍射图峰型（２θ）基本吻合，这
说明合成的晶体Ｚ６是纯相，结晶性良好，其骨架结
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图８　配合物Ｚ６的Ｘ－射线粉末衍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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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配合物Ｚ７的Ｘ－射线粉末衍射图

２．４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 ＴＧＡ结果分析
对配合物Ｚ６进行热重分析，如图１０所示，配合

物Ｚ６的框架结构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大致可以
稳定在４４０℃左右。在４４０℃之前晶体的重量基本
没有减少，而水和有机溶剂的沸点远远小于４４０℃，
在温度达到４４０℃时已经挥发，由此可知，该晶体孔
道当中结晶水和有机溶剂含量很少，晶体较为纯净。

当温度超过４４０℃时，晶体的重量迅速下降，此时晶
体结构开始迅速坍陷，温度达到４４１℃时，晶体结构
完全塌陷，此时剩下的产物应为氧化钴。紧接着随

着温度的上升，产物重量缓慢下降，当温度达到

８００℃时，氧化钴转变为金属钴。
对配合物Ｚ７进行热重分析，如图１１所示，配合

物Ｚ７的框架结构大致可以稳定到３９７℃，配合物的
框架结构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当温度超过３９７℃
时可以发现晶体结构开始发生塌陷。由于在标准大

气压下，纯水的沸点相较于有机溶剂 ＤＭＡ的沸点
较低，因此第一个拐点出现的原因是晶体孔道内的

结晶水先挥发；当温度达到１７３℃左右时，孔道中的
有机溶剂开始挥发，此时晶体重量下降得比较缓慢，

由此可以得出晶体孔道中的有机溶剂含量较少。晶

体在３９７℃开始出现坍塌，到４５２℃坍塌结束，此时
剩余产物应为氧化镍，从４５２℃到８００℃，产物质量缓
慢下降，此时剩余产物有氧化镍逐步转化为金属镍。

图１０　配合物Ｚ６的ＴＧＡ图

图１１　配合物Ｚ７的ＴＧＡ图

由Ｚ６和Ｚ７的热重分析图可以看出，这两种晶
体的热稳定性较好，骨架基本可以稳定在４００℃左
右，合成这两种晶体的有机配体中含有含氮咪唑，由

此可以看出，本文制备的两个含氮有机配体的

ＭＯＦｓ化合物都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
２．５　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 ＳＥＭ结果分析

将合成的配合物 Ｚ６进行电镜扫描（ＳＥＭ）观
察，图１２所示为３０μｍ下１６２倍和３００倍下的配合
物Ｚ６的 ＳＥＭ图，配合物 Ｚ６为规则块状晶体，直径
大约为３０μｍ，表面上有簇状小颗粒，由此可以推测
该晶体有良好的吸附性能。

图１２　配合物Ｚ６的ＳＥＭ图

将经过８００℃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Ｚ６进行电
镜扫描，如图１３所示，可以看出，经过８００℃高温灼
烧的配合物 Ｚ６的骨架结构基本完全塌陷，但值得
注意的是，配合物 Ｚ６表面上的簇状小颗粒并没有
消失，由此可以推测该配合物可能具有优良的吸附

热稳定性。图 １３（ａ）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１００
μｍ下１００倍的电镜扫描图，图１３（ｂ）是高温灼烧后
的配合物２０μｍ下２００倍的电镜扫描图，图１３（ｃ）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２０μｍ下３００倍的电镜扫
描图，图（ｄ）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２０μｍ下５００
倍的电镜扫描图，图１３（ｅ）和图１３（ｆ）是高温灼烧后
的配合物１０μｍ下１０００倍的电镜扫描图，图１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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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１３（ｉ）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１００μｍ下１００ 倍的电镜扫描图。

图１３　８００℃高温煅烧后的Ｚ６ＳＥＭ图

图１４　配合物Ｚ７的ＳＥＭ图

　　将合成的配合物 Ｚ７进行电镜扫描（ＳＥＭ）观
察，如图１４为配合物在２０μｍ下５００倍和１００μｍ
下１４８倍的电镜扫描图，可以看出，配合物 Ｚ７为规
则块状晶体，直径为２０～５０μｍ左右，晶体表面光滑，

具有良好的框架结构。

将经过８００℃高温灼烧的配合物 Ｚ７进行电镜
扫描，如图１５所示的可以看出，经过８００℃高温灼
烧的配合物 Ｚ７的骨架结构并没有完全塌陷，依然
保留原来的构型，由此可以推测出该配合物具有优

良的热稳定性。图１５（ａ）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１００μｍ下１００倍的电镜扫描图，是高温灼烧后的配
合物２０μｍ下３００倍的电镜扫描图，图１５（ｃ）和图
１５（ｄ）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２０μｍ下５００倍的电
镜扫描图，图１５（ｅ）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２０μｍ
下３００倍的电镜扫描图，图１５（ｆ）是高温灼烧后的
配合物１０μｍ下１０００倍的电镜扫描图。

图１５　８００℃高温煅烧后的Ｚ７ＳＥＭ图

３　结论
本文主要对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ＭＯＦｓ）进行

了研究，以晶体学理论为指导，从合成 ＭＯＦｓ的有机
配体出发，选用含氮有机配体，选择具有可修饰性的

金属离子，用溶剂热法合成了具有新颖结构和功能

性的ＭＯＦｓ。通过单晶衍射分析，ＸＲＤ，ＴＧＡ和 ＳＥＭ
等手段对其结构、组成及热稳定性和形貌进行了表

征和探究。结果表明，配合物Ｚ６和Ｚ７的ＸＲ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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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峰型与由单晶结构数据所模拟的衍射图峰型

（２θ）基本吻合，说明本论文所合成的样品是纯相；
配合物Ｚ６和 Ｚ７的热重分析（ＴＧＡ）均表明其具有
优良的热稳定性；由 Ｚ６和 Ｚ７进行热重分析前后的
ＳＥＭ对比图可知，晶体具有良好的骨架结构，本文
制备的两个含氮有机配体的ＭＯＦｓ化合物都具有较
高的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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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５－单硝酸异山梨酯主要用于预防心绞痛、治疗冠心病、心肌梗死以及持续性心绞痛，适
宜的结晶工艺是药物生产的关键。采用动态法测定了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使
用Ａｐｅｌｂｌａｔｍｏｄｅｌ，Ｖａｎ’ｔＨｏｆｆｍｏｄｅｌ对溶解度数据进行了拟合，采用降温结晶法研究５－单硝酸异山
梨酯在乙二醇中的结晶介稳区和诱导期，考察了初始浓度、搅拌速率、降温速率、终点温度和晶种加

入量等因素对５－单硝酸异山梨酯降温结晶收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工艺条件优化。结果表明，适宜
的操作条件为初始浓度１．７９７ｍｏｌ／Ｌ，搅拌速率４００ｒ／ｍｉｎ，降温速率０．９Ｋ／ｍｉｎ，终点温度２７３Ｋ，晶
种加入量为溶质质量的０．５％，在该条件下收率为３３．２％。该研究为５－单硝酸异山梨酯结晶新工
艺的开发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冷却结晶；介稳区；诱导期；工艺优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６．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ＴＱ０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１９－０５

　　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易于吸收，是预防和治疗心
绞痛、冠心病，心梗的最常用的药物之一，鉴于其药

物效果快、作用力强、疗效确切的特点，在临床上被

广泛使用。结晶法是药物生产的常用方法，目前对

于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基结晶纯化研究不足，是制
约结晶工艺开发的瓶颈问题。结晶是一种重要的提

纯工艺［１］，结晶方式的选取对提高产品收率和纯度

有较大影响。降温结晶是通过降低溶液温度的方法

使结晶体系达到过饱和，该方法适用于温度与溶解

度呈正相关的结晶体系，使用该方法结晶收率不高，

但是能耗较小。本文采用动态法测定５－单硝酸异
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２］，采用降温结晶法测

定结晶介稳区和诱导期［３］。考察搅拌速率、降温速

率等因素对结晶介稳区宽度的影响［４］；并对结晶工

艺进行优化［５］；考察降温速率、搅拌速率［６］及晶种

加入量［７］对结晶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５－单硝酸异山梨酯，用化学命名法可表示为

１，４３，６－二脱水－Ｄ－山梨醇 －５－单硝酸酯，分

子量为１９１．１３，分子式为Ｃ６Ｈ９ＮＯ６，ＣＡＳ为１６０５１－
７７－７，结构式见图１。

图１　５－单硝酸异山梨酯结构式

１．１　实验试剂
乙二醇，纯度９８％；罗恩试剂；５－单硝酸异山

梨酯，纯度９８％，上海阿拉丁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仪器

ＤＣＷ－０５０６低温恒温槽：上海比朗仪器制造有
限公司；５００ｍＬ夹套结晶器：定做；ＢＳＡ２２３Ｓ电子分
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有限公司；ＪＪ－１精密定时电
动搅拌器：常州荣华仪器制造有限公司；ＳＨＺ－Ｄ循
环水式多用真空泵：河南佰泽仪器有限公司；１２０
ｍＬ溶解釜：郑州玻璃仪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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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溶解度的测定

采用动态法对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
中的溶解度进行测定。连接实验装置，称取一定

量的乙二醇置于溶解釜内；待釜内温度稳定后，称

量一定量的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加入釜内，并搅拌
至完全溶解，再次称量并加入釜内，直到体系达到

饱和状态；记录加入的 ５－单硝酸异山梨酯的质
量，计算出在此温度下５－单硝酸异山梨酯的溶解
度；每个温度下进行３次重复实验，溶解度取其平
均值。

１．３．２　介稳区的测定
于结晶器中加入一定量的乙二醇和５－单硝酸

异山梨酯，连接实验装置；开启低温恒温槽，升高温

度确保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全部溶解；将搅拌速率
调整至实验所需，并调节低温恒温槽的温度使体系

降温；当观察到有结晶生成时，停止实验，记录此时

溶液的温度；改变搅拌速率、初始浓度和降温速度，

重复试验，记录不同结晶条件下得到的超溶解度数

据，结合溶解度数据确定５－单硝酸异山梨酯结晶
介稳区。

１．３．３　诱导期的测定
于结晶器中加入一定量的乙二醇和５－单硝酸

异山梨酯，连接实验装置；开启低温恒温槽，升高温

度确保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全部溶解；调节低温恒
温槽温度至设定值，将搅拌速率调整至实验所需，开

始计时；当观察到有结晶生成时，停止计时，此时记

录的时间即为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结晶
的诱导期；改变搅拌速率和温度，重复试验，记录不

同结晶条件下的诱导期。

１．３．４　结晶工艺实验方法
称取一定量的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样品，将其

放于夹套结晶器中，量取一定量的乙二醇倒入结晶

器。使溶液充分搅拌一定时间并控制搅拌速率。升

至适宜温度使其充分溶解后控制低温恒温槽降温速

率使其结晶，记录降温至出现结晶的时间。待溶液

略微出现结晶时，加入一定量５－单硝酸异山梨酯
作为晶种，养晶一段时间，使温度降至设定值后进行

抽滤，结晶干燥后对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样品称重，
计算收率。收率计算式为：

η＝
（ｍ１－ｍ）
ｍ２

（１）

式中，η为收率；ｍ１为降温结晶后所得５－单硝酸异
山梨酯产品质量；ｍ２为称取的５－单硝酸异山梨酯
晶体质量；ｍ为称量纸质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溶解度数据

使用Ａｐｅｌｂｌａｔｍｏｄｅｌ，Ｖａｎ’ｔＨｏｆｆｍｏｄｅｌ对５－单
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进行拟合，模型

参数列于表１，溶解度实验值与模型预测值列于表
２。计算式为：

ｘ＝

ｍ２
Ｍ１

ｍ２
Ｍ１
＋
ｍ３
Ｍ２

（２）

式中，ｘ为溶质的摩尔分率；ｍ２为５－单硝酸异山梨
酯的质量；ｍ３为溶剂的质量；Ｍ１为５－单硝酸异山
梨酯的相对分子质量；Ｍ２为乙二醇的相对分子质
量。

ｌｎｘ＝Ａ＋ＢＴ＋ＣｌｎＴ （３）

ｌｎｘ＝Ａ＋ＢＴ （４）

ＲＤ＝ｘ－ｘ
ｃａｌ

ｘ （５）

式中，Ａ，Ｂ，Ｃ为模型参数；Ｔ为温度；ｘ为实验值，ｘｃａｌ

为计算值。

表１　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拟合参数

参数 Ａａｐｌ Ｂａｐｌ Ｃａｐｌ Ａｖａｎ’ｔ Ｂｖａｎ’ｔ

拟合值 －７４５．７１ ２９３８１．２４ １１３．１７ １１．４７ －４１０２．９７

　　Ａａｐｌ，Ｂａｐｌ，Ｃａｐｌ为 Ａｐｅｌｂｌａｔｍｏｄｅｌ的模型参数，
Ａｖａｎ’ｔ，Ｂｖａｎ’ｔ为Ｖａｎ’ｔＨｏｆｆｍｏｄｅｌ的模型参数。

表２　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数据

Ｔ／Ｋ ｘ ｘａｐｌ ＲＤ ｘｖａｎ’ｔ ＲＤ
２７７．９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３６９ ０．１３３９

２８２．９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６８９

２８７．９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４３３

２９２．９ ０．０７９４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０８８

２９７．９ ０．０９６６ ０．０９４４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９９５ －０．０３０１

３０２．９ ０．１１５３ ０．１２１９ －０．０５８０ ０．１２４９ －０．０８３９

３０７．９ ０．１６３５ ０．１６１０ ０．０１５４ ０．１５５７ ０．０４７９

２．２　降温速率对介稳区宽度的影响
降温速率与介稳区宽度的关系如图２所示，随

着降温速率增大，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溶液
中的介稳区宽度变宽，因为溶液体系内时刻存在分

子热运动，当降温速率比较低时，５－单硝酸异山梨
酯的分子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碰撞和聚集，便于形成

晶核，因此介稳区较窄；而当降温速率加快时，晶核

难以形成，需要更低的温度才能形成晶核使晶体析

出，因此介稳区变宽。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
溶液体系中介稳区宽度与降温速率成正相关，这符

合Ｎｙｖｌｔ理论［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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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降温速率对介稳区宽度的影响

２．３　搅拌速率对介稳区宽度的影响
搅拌速率与介稳区宽度的关系如图３所示，搅

拌速率增大，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溶液中的
介稳区变窄。在较高的搅拌速率下，结晶器内的溶

液体系流动的更加剧烈，溶液混合得更加均匀，同时

分子间碰撞概率上升，有利于体系内质量和热量传

递。因此在冷却结晶过程中，团簇结构更易形成，进

而促使晶核更易形成，最终导致５－单硝酸异山梨
酯在乙二醇溶液中介稳区变窄，但介稳区变窄的程

度不大。

图３　搅拌速率对介稳区宽度的影响

２．４　不同搅拌速率下过饱和度与诱导期的关系
不同搅拌速率下过饱和度与诱导期的关系如图

４所示，搅拌速率降低，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溶液在
相同过饱和度时结晶所需时间增加，二者呈负相关。

当搅拌速率较低时，结晶器内的溶液流动速率缓慢，

分子间碰撞概率较低，不利于体系内质量和热量传

递，因而难以形成晶核。

２．５　不同温度下过饱和度与诱导期的关系
不同温度下过饱和度与诱导期的关系如图５所

示，随着过饱和度的增加，５－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
二醇中结晶的诱导期有较为明显地减少趋势，说明

增加过饱和度有利于产生晶核，且相同过饱和度下

结晶温度高时，诱导期较短。

图４　搅拌速率对诱导期的影响

图５　温度对诱导期的影响

２．６　５－单硝酸异山梨酯降温结晶工艺优化
２．６．１　降温速率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搅拌速率４００ｒ／ｍｉｎ，初始浓度２．０７２ｍｏｌ／Ｌ，
终点温度２７８Ｋ，晶种加入量为０的条件下，考察降
温速率对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收率的影响。

图６为降温速率与收率关系图，降温速率分别
为０．５８，０．７２，０．９０，１．１０，１．２０Ｋ／ｍｉｎ。

图６　降温速率对收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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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的收率随着降温速率
的增大而先增大后减小，是由于当降温速率达到一

定数值时能够使体系形成饱和溶液的过程均匀，但

当降温速率过快，使得溶液体系的温度不均一，溶液

不同区域的晶核在生长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先后顺序，

从而导致粒径分布不太均匀。由于降温速率过快，很

快地就会进入不稳定区域，因此产率不如晶体均匀时

高，结合数据分析选择降温速率为０．９Ｋ／ｍｉｎ。
２．６．２　搅拌速率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初始浓度 ２．０７２ｍｏｌ／Ｌ，降温速率 ０．９０Ｋ／
ｍｉｎ，终点温度２７８Ｋ，晶种加入量为０ｇ的条件下，
在搅拌速率分别为２４６，２８９，３１５，３５０，４００ｒ／ｍｉｎ的
条件下，探究搅拌速率对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
收率的影响，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搅拌速率对收率的影响

可见，搅拌速率在所考察的范围内，采用降温结

晶，产品的收率在２２％附近浮动，无较大差异，搅拌
速率对形成晶体时间有影响即对晶核的生长速度及

均匀程度有影响，但搅拌速率过快会破坏晶核的正

常均匀生长，因此选择搅拌速率为４００ｒ／ｍｉｎ。
２．６．３　初始浓度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搅拌速率４００ｒ／ｍｉｎ，降温速率０．９０Ｋ／ｍｉｎ，
终点温度２７８Ｋ，晶种加入量为０的条件下，探究初
始浓度对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收率的影响。

图８为初始浓度与收率关系图，５－单硝酸异山
梨酯溶液的初始浓度分别为１．３１６，１．５１４，１．７９７，
２．０４２，２．５０８ｍｏｌ／Ｌ。

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的收率随着初始溶液
浓度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由于溶液体系的浓度加

大，溶质的含量增加，溶液饱和的程度越大，随着温

度降低析出的晶体就会增多。当溶液浓度过大形成

过饱和溶液，溶质无法正常溶解，不仅会使溶液质量

受损而且成本增加。浓度过小无法达到过饱和，无

法析出结晶。综合考虑选择浓度为１．７９７ｍｏｌ／Ｌ。

图８　初始浓度对收率的影响

２．６．４　终点温度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初始浓度 １．７９７ｍｏｌ／Ｌ，降温速率 ０．９０Ｋ／

ｍｉｎ，搅拌速率 ４００ｒ／ｍｉｎ，晶种加入量为 ０的条件
下，考察终点温度对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收率
的影响，终点温度分别为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３Ｋ，
结果如图９所示。

图９　终点温度对收率的影响

可见，在所考察的温度范围内，终点温度对５－
单硝酸异山梨酯收率影响较小，由于５－单硝酸异
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数据与温度呈正相关，

综合考虑选取终点温度为２７３Ｋ。
２．６．５　晶种加入量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初始浓度１．７９７ｍｏｌ／Ｌ，搅拌速率４００ｒ／ｍｉｎ，降
温速率０．９０Ｋ／ｍｉｎ，终点温度２７３Ｋ的条件下，考察晶
种加入量对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收率的影响，晶种
加入量分别为０，０．５％，１％，１．５％，结果如图１０。

随着晶种加入量的增加，５－单硝酸异山梨酯晶
体的收率先增大，但当晶种加入量达到一定值时，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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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增加晶种量，收率变化不大，是由于晶种的加入为

晶体的生长提供生长点，一定量的晶种可以加快晶

体析出的速率，但过量的晶种会加快溶液饱和从而

抑制晶体正常析出，出现晶种过剩的现象，也可能会

破坏晶核的完整程度同时也提高了操作成本，结合

数据分析，选择晶种加入量为０．５％。

图１０　晶种加入量对收率的影响

３　结论
通过对５－单硝酸异山梨酯结晶介稳区、诱导

期和结晶工艺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１）降温速率增加使介稳区宽度变宽；搅拌速
率增加则使介稳区宽度变窄。

（２）过饱和度增加使诱导期缩短；相同过饱和
度下，搅拌速率增加会使诱导期缩短，温度升高也会

使诱导期缩短。

（３）较优的结晶工艺为初始浓度１．７９７ｍｏｌ／Ｌ，
搅拌速率４００ｒ／ｍｉｎ，降温速率０．９０Ｋ／ｍｉｎ，终点温
度０Ｋ，晶种加入量为溶质质量的０．５％时得到收率
为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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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ｗｅｉ，ＬＩＱｉｏ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ａｑｉ，ＣＨＥＮＳｈｕａｉｌ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５－ｍｏｎｏｎｉｔｒｏｉｓｏｓｏｒｂｉｄｅ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ｇｉｎａ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ａｐ
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ｄｒｕ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５－ｍｏｎｏｎｉｔｒｏｉｓｏｓｏｒｂｉｄｅｉｎ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ｇｌｙｃｏｌ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ｆｉｔｔｅｄｂｙＡｐｅｌｂｌａ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Ｖａｎ’ｔＨｏｆｆ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ｂｌｅ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５－ｍｏｎｏｎｉｔｒｏｉｓｏｓｏｒｂｉｄｅｉｎ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ｇｌｙｃｏｌ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
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ｉｒｒｉｎｇｒａｔ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ｒａｔ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ｓｅ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５－ｍｏｎｏｎｉｔｒｏｉｓｏｓｏｒｂｉｄｅ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１．７９７ｍｏｌ／Ｌ，ｔｈｅｓｔｉｒｒ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ｓ４００ｒ／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ｓ０．９Ｋ／ｍ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
２７３Ｋ，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ｓ０．５％ 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ｅｍａｓ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ｉｓ３３．２％．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ｅｗ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５－ｍｏｎｏｎｉｔｒｏｉｓｏｓｏｒｂｉ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５－ｍｏｎｏｎｉｔｒｏｉｓｏｓｏｒｂｉｄ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ｂｌｅｚｏｎｅ；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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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糖基化改性乳清蛋白成膜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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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食品。

摘　要：以乳清蛋白为原料，葡萄糖为修饰剂，进行湿法糖基化改性，制备葡萄糖糖基化乳清蛋
白可食性膜，以成膜难易程度、膜厚度、透光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为考察指标，研究配方比例、

起始ｐＨ值和温度对膜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ｐＨ值、温度及葡萄糖浓度对葡萄糖 －乳清蛋白膜厚
度影响非常小，ｐＨ８．０提高至１０．０，膜透光率不断下降，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不断提高；温度７０℃
升高至９０℃，膜透光率不断下降，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逐渐增大；葡萄糖浓度从０提高至４．０％，
膜透光率不断下降，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逐渐增大。葡萄糖 －乳清蛋白膜制备的最佳工艺为：
ｐＨ１０．０，９０℃，４．０％葡萄糖，８％乳清蛋白，甘油１．５ｇ，此条件下膜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是
原乳清蛋白膜的１．７２和１．９１倍，葡萄糖糖基化修饰可显著改善乳清蛋白膜的机械性能。

关键词：乳清蛋白，葡萄糖，糖基化，可食性膜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６．０２１
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１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２４－０５

　　可食性薄膜由多糖、蛋白质、脂质或它们的混合
物制成，相比多糖或脂质基薄膜，蛋白膜的功能特性

更加广泛和多样。乳清蛋白具有较好的凝胶性，其

成膜性能也比较好，且可生物降解，在生物基食品包

装材料中应用广泛，但由于乳清蛋白中含有较高比

例的亲水基团，单一乳清蛋白膜的机械强度较低，水

蒸气阻隔性能较差，限制了其在食品包装领域的应

用。蛋白质糖基化改性可强化分子间的作用力，促

使其形成更致密均匀的网络结构，天然蛋白的溶解

性、流变性、乳化性、起泡性、凝胶性、成膜性、热稳定

性、抗氧化活性、致敏性和抗菌性等功能都得到改

善［１－３］。因蛋白质糖基化产物可赋予新性能，也常

用于改善蛋白膜性能。［４－８］本文以乳清蛋白为原料，

以葡萄糖为修饰剂，对其湿法糖基化改性，并制备葡

萄糖糖基化乳清蛋白可食性膜，对膜的透明度、厚

度、机械强度进行表征，以膜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

率为考察指标，优化糖基化工艺，以期为蛋白基薄膜

的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乳清分离蛋白（ＷＰＩ，蛋白质 ＞９０％）：美国
Ｈｉｌｍａｒ公司；葡萄糖：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丙三醇、氢氧化钠：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ＴＡ．ＸＴＰＬＵＳ物性测定仪：英国 ＳｔａｂｌｅＭｉｃｒ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０－１０Ｘ３０数显千分测厚规：浙江德清
盛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Ｃｉ７６００色度仪：美国爱
色丽（上海）色彩科技有限公司；Ｓ－３４００Ｎ扫描电
子显微镜：日本日立公司；ＣＳ－８２０分光测色仪器：
中国杭州彩谱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乳清蛋白－葡萄糖糖基化可食性膜的制备

取一定量乳清蛋白、葡萄糖，加至５０ｍＬ蒸馏
水，充分搅拌均匀，特定温度下加热６０ｍｉｎ，再加入
甘油，混合均匀，取 １０ｍＬ于平板上流延成膜，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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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箱中保温２４ｈ后，揭膜，放入５８％湿度的恒
湿箱中回软备用。

１．３．１．１　甘油用量的优化
在ｐＨ９．０，９０℃，９％乳清蛋白，３．２％葡萄糖

条件下，反应 ６０ｍｉｎ，分别添加甘油 １，１．５，２ｇ，混
匀，取１０ｍＬ于平板上流延成膜，通过对膜的性能评
价，选择出最适的甘油用量。

１．３．１．２　乳清蛋白浓度的优化
在ｐＨ９．０，９０℃，９％乳清蛋白，３．２％葡萄糖

条件下，分别取 ８％，９％的乳清蛋白，反应 ６０ｍｉｎ
后，分别添加１．５ｇ甘油，混匀，各取１０ｍＬ于平板上
流延成膜，通过对膜的性能分析，选择出最适的乳清

蛋白浓度。

１．３．１．３　葡萄糖浓度的优化
在８％乳清蛋白，ｐＨ９．０，９０℃条件下，葡萄糖

的浓度分别取３．２％，４．０％，４．８％，反应６０ｍｉｎ，分别
添加１．５ｇ甘油，混匀，各取１０ｍＬ于平板上流延成
膜，通过对膜的性能分析，选择最适的葡萄糖浓度。

１．３．２　乳清蛋白－葡萄糖可食性膜成膜工艺优化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条件下，对比分析 ｐＨ、

加热温度、葡萄糖浓度对乳清蛋白 －葡萄糖可食性
膜性能的影响，优化乳清蛋白 －葡萄糖可食性膜成
膜工艺。

１．３．３　可食性膜的性能测定
１．３．３．１　可食性膜厚度的测定

选取完整均匀的可食性膜，电子厚度测量仪测

量厚度。根据薄膜样品中５个不同位置处的测量值
计算平均厚度。

１．３．３．２　可食性膜水溶性的测定
取可食性膜０．５００ｇ，置于４０ｍＬ蒸馏水中，２４ｈ

后用布氏漏斗抽滤，然后干燥至恒重，按式（１）计算
乳清蛋白－可溶性淀粉可食性膜的水溶性。

Ｓ（％）＝
ｍ２－ｍ１
ｍ０

×１００％ （１）

式中，Ｓ为乳清蛋白 －可溶性淀粉可食性膜的水溶
性，％；ｍ０为可食性膜的质量，ｇ；ｍ１为滤纸的质量，
ｇ；ｍ２为滤纸和未溶解可食膜的质量，ｇ。
１．３．３．３　可食性膜透光率的测定

将可食性膜裁为４０ｍｍ×１０ｍｍ的矩形，紧贴在
比色皿的一侧，以空比色皿作对照，在波长为 ５００
ｎｍ处测定吸光度值，每种膜测３条取平均值。
１．３．３．４　可食膜机械性能的测定

参照穆凯宇等［９］的方法，略作改动。选取厚度

均匀的膜样品，裁成 １ｃｍ×６ｃｍ的长条。质构仪的
初始夹距设定为４５ｍｍ，拉伸速率设定为１ｍｍ／ｓ，

测定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拉伸强度按式（２）计
算，断裂伸长率按式（３）计算。

Ｔｓ＝
Ｆｍ
ＦＴ×ｗ

（２）

式中，Ｔｓ为拉伸强度，ＭＰａ；Ｆｍ为试样断裂时承受的
最大张力，Ｎ；ＦＴ为膜厚度，ｍｍ；ｗ为膜宽度，ｍｍ。

Ｅ＝
（Ｌ－Ｌ０）
Ｌ０

×１００％ （３）

式中，Ｅ为所测膜的断裂伸长率，％；Ｌ０为初测膜的
长度，ｍｍ；Ｌ为膜断裂时的长度，ｍ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甘油用量及乳清蛋白浓度的优化

通过比较揭膜的难易程度，发现不加甘油，膜在

平板上呈碎片式掀起。甘油用量为１ｇ时，形成的
膜过薄，揭膜时容易破碎；甘油量为２ｇ时，容易黏
平板，膜不易揭下；当甘油量为 １．５ｇ时成膜性最
好，能形成完整均匀的膜，且易揭，因此最优甘油用

量为１．５ｇ。８％和９％乳清蛋白制备出的膜的机械
性能几乎一致，乳清蛋白浓度为８％时，膜的厚度较
薄。因此，选择８％乳清蛋白制备可食膜。
２．２　乳清蛋白－葡萄糖可食性膜成膜工艺的优化
２．２．１　ｐＨ值对膜性能的影响
２．２．１．１　不同ｐＨ值对膜厚度的影响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膜液总体积５０ｍＬ，
９０℃条件下，考察不同 ｐＨ值对可食性膜厚度的影
响。结果可得，ｐＨ８．０时膜厚度为０．１３４ｍｍ，ｐＨ１０．０
时膜厚度为０．１２８ｍｍ，ｐＨ在８．０～１０．０之间时，随
着ｐＨ值的增大，膜厚度略有下降，但变化不大。ｐＨ
值可改变蛋白质的结构，影响蛋白质的稳定性，对膜

厚度一定影响。

２．２．１．２　不同ｐＨ值对膜透光率的影响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膜液总体积５０ｍＬ，

９０℃条件下，考察不同 ｐＨ值对可食性膜透光率的
影响。结果可得，随着ｐＨ值的增大，乳清蛋白 －葡
萄糖可食性膜透光率逐渐降低，ｐＨ８．０时，透光率
最高为９７．８３％，ｐＨ１０．０时为，透光率最低９３．５３％。
美拉德反应 ｐＨ值越低，溶液中蛋白质分子的质子
化氨基越多，因此获得的蛋白质 －多糖美拉德缀合
物在初始阶段越少，美拉德反应的中间体和最终产

物随反应ｐＨ增加而增加［１０］。反应程度越高，最终

产物越多，透光率越低。随着 ｐＨ值的增大，膜的颜
色加深，且有白色物质附着在可食性膜表面，导致乳

清蛋白－葡萄糖可食性膜的透光率下降。
２．２．１．３　不同ｐＨ值对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膜液总体积５０ｍＬ，
·５２１·



９０℃条件下，考察不同 ｐＨ值对可食性膜拉伸强度
和断裂伸长率的影响。以 ｐＨ值为横坐标，拉伸强
度和断裂伸长率为纵坐标作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不同ｐＨ值对乳清蛋白－葡萄糖可食性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由图１可知，ｐＨ值对葡萄糖接枝乳清蛋白膜机
械性能影响效果显著。随着 ｐＨ的增大，拉伸强度
逐渐增加，断裂伸长率先减小后增加。ｐＨ１０．０时，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达到最大。增加 ｐＨ有利于
网络结构的形成，在 ｐＨ８．０－１０．０范围内，蛋白膜
的拉伸强度随着 ｐＨ的增加，从 ２．６３ＭＰａ提高至
３．４３ＭＰａ；断裂伸长率也随着ｐＨ增加而有所增加，
并在ｐＨ１０．０时达到最大２６．１％。蛋白质碱性条件
下巯基和疏水基团更多暴露，有利于新化学键的形

成，蛋白膜的溶解度增加，膜的强度和延伸性均显著

增加。此外，ｐＨ的增加使美拉德反应加强，也使蛋
白膜的机械性能增强［１１］。但当 ｐＨ进一步增加至
１１．０，延伸性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因为 ｐＨ过高时
会导致分子间产生的过度交联，使蛋白网络变得紧

密，延伸性急剧下降，同时，交联过度会限制蛋白分

子的活动性，导致蛋白膜的延伸性下降［１２］。

综合考虑乳清蛋白 －葡萄糖可食性膜的厚度、
透光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选择 ｐＨ１０．０较为
合适，在此条件下可食性膜的厚度为０．１２８ｍｍ，透
光率为９４．１％，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为３．４３
ＭＰａ和２６．１％。
２．２．２　温度对膜性能的影响
２．２．２．１　不同温度对膜厚度的影响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膜液总体积５０ｍＬ，
ｐＨ１０．０条件下，考察不同温度对可食性膜厚度的
影响。结果可知，７０～９０℃范围内，膜厚度从０．１３４
下降到０．１２８ｍｍ，随温度的增加略有下降，但影响
不大。

２．２．２．２　不同温度对膜透光率的影响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膜液总体积５０ｍＬ，

ｐＨ１０．０条件下，考察不同温度对可食性膜透光率
的影响。可知温度对乳清蛋白－葡萄糖可食性膜透

光率的影响显著。温度越高，膜的颜色越深。随着

温度的升高，透光率逐渐减小，温度为７０℃时，透光
率最高为 ９３．４％；温度为 ９０℃时，透光率最低为
９０．５％。反应温度升高，底物溶解度提高，反应速率
加快，反应程度提高，美拉德反应产物增多，从而影

响膜的透光性。从７０℃升高到９０℃的过程中，随着
温度的升高，蛋白质结构改变，适当变性，稳定的网

状结构被破坏。

２．２．２．３　不同温度对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膜液总体积５０ｍＬ，

ｐＨ１０．０，考察不同温度对可食性膜拉伸强度和断裂
伸长率的影响。以温度为横坐标，拉伸强度和断裂

伸长率为纵坐标作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温度对乳清蛋白－葡萄糖可食性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由图２可知，随着温度的升高，拉伸强度和断裂
伸长率逐渐增大。加热温度过低，不易成膜，无法形

成均匀且完整的薄膜。加热温度超过７０℃时，随着
温度的升高，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不断升高。升

温使蛋白质内能增加，且有利于蛋白质分子的伸展。

蛋白质结构改变，变得松散且没有秩序，分子内部的

疏水性氨基酸侧链残基暴露出来，蛋白质分子通过

二硫键、疏水键相互连接形成坚固的网状结构，膜的

机械性能增强。同时，温度升高有利于美拉德反应

的进行，从而进一步增强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蛋

白膜的延伸性能得到提高。前期实验表明当温度为

１００℃，成膜性差，有很多颗粒，可能是高温导致蛋白
发生聚集所致。因此，选用 ９０℃为最适温度，拉伸
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为３．４ＭＰａ和２１．１％。

综合考虑乳清蛋白 －葡萄糖可食性膜的厚度、
透光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选择９０℃为最适
温度，在此条件下可食性膜的厚度为０．１２８ｍｍ，透
光率为９０．５％，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为３．４
ＭＰａ和２１．１％。
２．２．３　葡萄糖浓度对膜性能的影响
２．２．３．１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膜厚度的影响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膜液总体积５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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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１０．０，９０℃条件下，考察不同葡萄糖浓度对可食
性膜厚度的影响。以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可食性

膜厚度为纵坐标作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乳清蛋白－葡萄糖

可食性膜厚度的影响

由图３可得，乳清蛋白 －葡萄糖可食性膜最厚
为０．１３８ｎｍ，最薄为 ０．１１９ｍｍ，由此可知，葡萄糖
浓度的大小对可食性膜的厚度影响不大。葡萄糖分

子较小，在乳清蛋白 －葡萄糖美拉德反应体系中一
般处于饱和状态，对反应产物的形成影响不大。

２．２．３．２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膜透光率的影响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膜液总体积５０ｍＬ，

ｐＨ１０．０，９０℃条件下，考察不同葡萄糖浓度对可食
性膜透光率的影响。以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可食

性膜透光率为纵坐标作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乳清蛋白－葡萄糖可食性

膜透光率的影响

由图４可得，透光率随着葡萄糖浓度的增大而
减小，膜透光率与美拉德反应的程度有关，一般来

说，反应程度越高，透光率越低。不添加葡萄糖时，

透光率最高为９７．６。葡萄糖浓度为４．８％时，透光
率最低为９２．１５％。此结果与膜颜色有关，随着葡
萄糖浓度的增加，美拉德反应产物越多，膜的颜色越

深，导致膜的透光率越低。

２．２．３．３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８％乳清蛋白，１．５ｇ甘油，膜液总体积５０ｍＬ，

ｐＨ１０．０，９０℃条件下考察不同温度对可食性膜拉伸
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影响。以葡萄糖浓度为横坐

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为纵坐标作图，如图５所
示。

图５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乳清蛋白－葡萄糖可食性

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由图５可知，断裂伸长率随葡萄糖浓度的增大
先增大后减小，当葡萄糖浓度为４％时，断裂伸长率
最大为２２．７％。随着葡萄糖浓度的升高，反应体系
中蛋白质与葡萄糖相互碰撞的几率增大，两者接枝

度增大，膜结构更加紧密，断裂伸长率也随之升高。

但葡萄糖浓度进一步提高，蛋白和糖分子过度的交

互作用反而限制了蛋白的流动性，致膜的延伸性下

降。葡萄糖对乳清蛋白糖基化改性后，拉伸强度随

着葡萄糖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当葡萄糖浓度为４％
时拉伸强度最大为２．７６ＭＰａ，这是由于在糖基化反
应过程中，蛋白质分子链上的氨基与还原糖的醛基

接合，逐渐形成了更加稳固的网络结构［１３］。综合考

虑，拉伸强度和断裂延伸率，选择葡萄糖浓度为

４％。
综合考虑乳清蛋白 －葡萄糖可食性膜的厚度、

透光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选择葡萄糖浓度为

４％，在此条件下可食性膜的厚度为０．１１９ｍｍ，透
光率为９４．７６％，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为
２．７６ＭＰａ和２２．７％。
３　结论

ｐＨ值、温度及葡萄糖浓度对葡萄糖－乳清蛋白
膜厚度影响非常小，透光率随糖基化程度的增加而

下降，膜厚度变化较小；在最优条件甘油１．５ｇ，ｐＨ
１０．０，９０℃，４．０％葡萄糖下，制备的葡萄糖 －乳清
蛋白膜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是原乳清蛋白

膜的１．７２倍和１．９１倍，葡萄糖糖基化修饰可显著
改善乳清蛋白膜的机械性能，可进一步对果蔬涂膜

包装测试，开发新型可食包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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