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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国“黑暗七年”的文学与批评，主要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界定为“无果实”而一直被研
究者忽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黑洞”。当我们以这一时期的《现代人》杂志为切入点观察，发现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仅是《现代人》走进了不同于别林斯基的美学原则与批评立场的富于个性的

“德鲁日宁时期”，而且整个俄国文学与批评褪去激进色彩，反而呈现出文学的原生态，围绕几份主

要杂志《现代人》《莫斯科人》《祖国纪事》《读者文库》展开正常的文学论争与美学探索，形成颇有成

果的多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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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历史的黑洞———文学史中阙如的“七年”
当我们开始梳理涅克拉索夫主编了二十年的

《现代人》时①，立即就打破了笼统的关于《现代人》

的陈旧概念：一份革命民主主义杂志，革命的机关刊

物。二十年的《现代人》远非一体不变，我们可以看

到几个比较分明的阶段：最初两年多的别林斯基时

期（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别林斯基１８４８年去世后，恰逢欧
洲革命，尼古拉一世统治最后几年俄国史称的“黑

暗七年”时期（１８４９—１８５５）；之后亚历山大“大改
革”前后时期（１８５６—１８６２）；以及亚历山大改革后
的收紧政治，严控、关停《现代人》时期（１８６３—
１８６６）。因此，我们可以将涅克拉索夫主持二十年的
《现代人》简写为这样四个阶段：别林斯基主笔阶段、德

鲁日宁主笔阶段（正是史称的“黑暗七年”阶段）、车／杜
主笔阶段（“辉煌七年”阶段）和最后艰难阶段。

一般来说，由于传统上对别、车、杜的极大关注，

导致四个阶段中，别林斯基主笔阶段、车／杜主笔阶
段和最后艰难阶段的《现代人》研究相对充分和成

熟，而唯独“黑暗七年”阶段消失不见。这不仅是

《现代人》研究的情况，也是俄国文学史、批评史研

究的情况。似乎“黑暗七年”阶段———这“罪大恶

极”的时期注定不应该进入史册，人们不是讳莫如

深，就是用最极端的词汇来描述这一时期。

在这一阶段即将结束之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现代人》上开始连续发表９篇《俄国文学的果戈理
时期概观》（１８５５—１８５６）②。他在１８５５年第１２期
发表的第一篇中指出，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已经过

去２２年了，《狄康卡近乡夜话》也过去２５年了，而
过去“在这样的时段里，（文学）早已经变换过两三

种倾向了”，但现在俄国还是同一种倾向，“根据这

一点……现在写起批评文章来，也不可能像古代③

的批评文章那样了……在这一方面，不能不同意，已

经今不如昔了。”［１］４又写道：“批评总是根据文学所

提出的事实而发挥的，文学作品是批评结论必要的

材料。……我们的文学在最近时期已经变得衰落

了，那么自然可以推想，和我们所读到的古代文章相

比，我们的批评文章也不可能不具有同样的特

性。”［１］７也就是说，由于这一时期文学的衰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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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也乏善可陈。还有：“读者在我们的话里会发

现笼罩着近几年俄国文学的那种衰弱无力的困惑的

余波。”［１］８在一篇文章中，车氏接二连三地界定“近

几年”俄国文学及批评衰落无力。一年后在 １８５６
年第１２期《现代人》上发表第９篇文章时，他在结
语中又讲道：“别林斯基逝世后的九年间，对批评史

来说，是无果实的，因此我们只能评说别林斯基的活

动，因为舍此俄国批评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到目前

为止他的文章依然是俄国批评最好最及时的表

现。”［１］５５８这里说的“九年间”及前面的“近几年”“最

近时期”，正包含了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年间，即史称的“黑
暗七年”整个时段。因此称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和

批评是“不结果”的，也就是贫瘠、毫无建树的时期，

其源头之一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阶段“黑

暗”性质的界定在后来一个多世纪中几乎没有改

变，著名的俄国社会运动研究专家米·列姆克在其

１９０４年的著名著作《１９世纪俄国书刊审查制度与
新闻业概要》中指出：“这一时期几乎就是整个俄国

新闻史上最黑暗、最严酷的阶段。”［２］１８５俄苏著名历

史学家亚·谢·尼丰托夫在其１９４９年的著作《１８４８
年的俄国》中也指出：“事实上俄国那几年的国内政

治状况相当尖锐。尼古拉一世采用了一切他所能采

用的手段以保住俄国的农奴专制制度。”［３］３０９而莫斯

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米·舍甫琴科在其２００３年
的著作《一个大国的终结》中写道：“‘１８４８年４月２
日最高审查委员会’④的活动实际上导致了出版业

监管状况的完全混乱，造成了‘恐怖审查’的氛围。

由于这一手段，独立的舆论界完全被剥夺了作为自

我表达手段的出版权。最初几年，舆论界只能靠沉

闷的怨声释放压力。”［４］２１９这些定性对文学及批评史

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的

印象就一直停留在了赫尔岑的著名描述中：“我们

的文学，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５年，一如在莫扎特的《魔
笛》中，嘴上锁着铁锁歌唱。”［５］“嘴上锁着铁锁歌

唱”，或“带着镣铐跳舞”，能有什么动人的歌声和舞

姿呢！因而对其的忽略也就在所难免。

如果说我国在１９５０年代以前对俄国文学的译
介中还零星地有这一阶段的影子，那么此后在俄国

文学史、批评史写作中，由于沿袭苏联传统，按时代

叙史的，只在概述中用“黑暗七年”提及这几年，在

具体分析作家批评家时则略去这一时段不论；按流

派和人物叙史的，或干脆没有这一阶段的批评家，或

用极端词语与批判立场否定他们。直到新时期以来

的史学著述，才开始逐渐给予被否定的这一阶段以

正面关注，其集大成是曾思艺的新著《１９世纪俄国

唯美主义文学研究》（２０１５）。不过该书重点是“唯
美主义”这一单一流派的单个人物的研究，尤其是

唯美诗人诗歌的文本分析，而非史学评述，亦非整个

阶段的全貌及其复杂性和文学论争。

我们还发现一个类似的现象：并非只有文学史

家略过“黑暗七年”，文学创作中也不见反映这一阶

段的作品。在此阶段之后，关于此前的４０年代、此
后的５０年代后半期至６０年代，都有大量俄国作家
的回忆录及文学作品：屠格涅夫的《罗亭》（１８５６），
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４０年代人》（１８６９），赫尔
岑的《往事与回想》（１８５２—１８６８）第四部分，安年科
夫的《辉煌十年：１８３８—１８４８》（１８８０）⑤等都是献给
４０年代的。其中由于《４０年代人》一书，俄国文化
史上整整一代人的意义得以牢固确立，从而使“四

十年代人”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与后来的“六十年代

人”相对应。也有不少写此后那个“大改革”时

代———５０年代后半期及６０年代初的，如屠格涅夫
的《前夜》（１８６０）、尼·格·波缅洛夫斯基的３部中
篇《小市民的幸福》（１８６１）、《莫洛托夫》（１８６１）、
《神学校特写》（１８６３）。在大量回望著名的“４０年
代”和“大改革”时，唯有５０年代上半期消失不见。
这似乎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成为俄国人无法透视

的“黑暗”和不堪回首的痛。

二、文学的转变及论争的相关杂志

然而这一阶段在俄国文学及批评史中自有自己

的成果和地位。无法否认，这一时期，尼古拉一世的

高压政策，严酷的书刊审查，整个氛围的恐怖，俄国

文化生活在许多方面的瘫痪，都对当时的俄国文学

产生了巨大的有害影响。但是沙皇的压制政策并不

总是意味着社会和文学生活的“无果”，这样的论断

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来看，都多少站不住脚。

我们发现，针对“黑暗七年”严酷的审查条件，俄国

文学家在这些状况出现后可以立即在刊物上发声，

例如德鲁日宁在１８４９年第５期《现代人》上的《“外
省订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中就指出：“乍一看，

文学的发展和成就密切依赖于社会生活本身的走

向。事实上，科学却是在有更多安定的时候更繁荣。

一切大众社会的大转变，都对文学发生有害的影响，

它因社会的一切苦难备受折磨而衰落。以此众所周

知的经验为依据，大量的文学爱好者都为欧洲文学

的未来深深担忧。这样一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预

测：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初对大部分国家的文学都是
相当不利的年头。”［６］１１６这里说的“大部分国家”中

当然隐含了俄国，在那样一种严苛环境中，德鲁日宁

曲折地对当时俄国文学的生存处境发出自己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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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作家艺术家也依着自己的天才本色继续着自己

的创作。正是在“黑暗七年”时期，奥斯特洛夫斯基

创作发表了五部大型戏剧，列夫·托尔斯泰开始写

作并发表作品，屠格涅夫《罗亭》之前的绝大部分中

短篇和１０部戏剧，特别是《猎人笔记》的大部分单
篇及单行本（１８５２）也在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否定
这一时期的车氏也在尼古拉时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

批文章。还有一批因评价体系不同没有进入研究视

野和传统文学史中的作家诗人的创作，以及集中于

杂志论争中的文学批评，都是其显著成果。笔者认

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与批评整体呈现的相对温和的

特点（指思想锋芒而非艺术个性）和所谓的“唯美”

倾向，并非是严酷审查条件的必然结果，而是这一阶

段的作家与批评家们本身的特质使然；其间激进倾

向褪色，是因恰逢别林斯基去世，车尔尼雪夫斯基、

杜勃罗留波夫尚未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当然我们

应当承认，尼古拉一世设立的“１８４８年４月２日最
高审查委员会”这一“恐怖审查”的堡垒，极大地损

害了出版界和作家的创作热情，直到它１８５５年被撤
销。在此期间每一份出版物实际上都遭受了最严格

的预先审查（而在该委员会设立之前发表的许多文

章遭受同样的命运⑥）。谢德林被流放，屠格涅夫不

得不离开首都，赫尔岑侨居国外。即便在这样一种

严苛、复杂的条件下，作家批评家的创作并没有中

断，他们因各不相同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美学原

则等，围绕或游走在几份主要杂志《现代人》《祖国

纪事》《读者文库》《莫斯科人》之间，形成创作与论

争的局面。这一阶段的文学、美学思想既不能简单

归结于“忘却”或“背离”［７］２２２别林斯基和自然派的

传统，也不可简单归结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

“前夜”的“黑暗”或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原则

的“先声”。如果从创作人员、形式和思想的更新角

度看，１８４９—１８５５年，与之前或之后的时段相比，都
是相当不同、且更有趣、更有意味的独立时期。

首先《现代人》杂志。有研究者认为，它是“黑暗

时期”唯一“严肃”的杂志。这大体是其先前的别林

斯基风格给人们遗留的感觉，或者说是错觉，因为实

际上这时《现代人》已经走进了格调完全不同的戏谑

的“小品文”风格占主导的德鲁日宁时代。笔者在

《屠格涅夫与〈现代人〉及与之相关的两场争论》一文

中讲到，别林斯基去世后，《现代人》原来最强有力的

栏目———批评栏目，一下子失去了代表杂志观点和倾

向、给杂志以思想定位的核心人物，成为多人共同撰

写的栏目，如德鲁日宁、安年科夫、涅克拉索夫、康·

德·卡维林、米留金以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不

过为首的批评家即是德鲁日宁。虽然文学创作上有

屠格涅夫的鼎力支持，但从文学批评角度讲，《现代

人》走进了德鲁日宁时代，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的自

由主义时期。这一阶段杂志的合作者、撰稿人成分驳

杂，他们各自携带着远非整齐划一的美学观点；但杂

志的批评、美学、思想倾向，总体上多为西方派偏右的

自由倾向，不再是对其先前别林斯基思想和原则的重

复，淡化公民因素，主张“艺术是高于现实问题的理念

的最高显现，其目的在于愉悦而非功用”［８］２８０。

如果说《现代人》是当时彼得堡的鼎力刊物，那

么作为《现代人》主要对手的，是莫斯科的米·彼·

波戈金的《莫斯科人》。关于《莫斯科人》在我国的

研究中基本没有得到认知。《莫斯科人》从１８４１年
创刊，经历了“老一代编辑”和“青年一代编辑”

（１８５１年始）两个重要阶段⑦。老一代主要代表是

其主编斯·彼·舍维廖夫，青年一代以阿·亚·格

里戈里耶夫为中心。传统的研究中，杂志的一大批

合作者，常被置于文学进程外围：对“老一代”常常

是因为他们的斯拉夫倾向（或官方民族性理论），对

“青年一代”则常把他们看作不无才华的一批怪人，

似乎他们只会沉迷于古怪的日常生活的嗜好———哼

哼民歌，消耗消耗酒精饮料而已。事实上，《莫斯科

人》在１８４０年代的十年里，在老一代编辑手下，发
表的的确是传统上接近斯拉夫圈子的作者作品，但

其“不可否认的功绩是唤醒了俄罗斯学界和社会对

斯拉夫思想和文化的兴趣”［９］９。尽管如此，却维持

不了一份文学杂志。到了１８５０年代，波戈金启用的
青年批评家格里戈里耶夫组建了颇成气候的批评团

队，形成“青年编辑部”，鲍·尼·阿尔马佐夫、叶·

尼·埃德尔松、捷·伊·菲利波夫等成为主干力量。

他们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直不为人

所认识（如果说诸如波戈金、舍维廖夫等老派人物，

他们在斯拉夫派研究中总还是被提及的，哪怕多是

负面评价），苏联只是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开
始出版格里戈里耶夫、阿尔马佐夫、埃德尔松等人的

相关著作和文献，新世纪之后对他们的研究越来越

多；而我们国内对他们基本就是陌生的。他们是一

批出生于１８２０年代的人。鲍·尼·阿尔马佐夫的
文学生涯即从《莫斯科人》开始，他以明快的小品文

著称，到１８５０年代末一批讽刺杂志面世之时他已经
成为这一文体最著名的作家。叶·尼·埃德尔松是

《拉奥孔》俄文译本的翻译者；他的批评著述主要是

关于艺术的一般问题及作家分析，是“纯艺术”原则

的拥护者，反对最新的现实主义理论，但他后期也有

调和两种美学理论的愿望，如文章《论艺术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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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意义》。捷·伊·菲利波夫则是著名的政论

家，接近斯拉夫派圈子，曾是卡特科夫的《俄国导

报》、康·阿克萨科夫等人的文集《莫斯科文学与学

术集刊》、陀氏任主编的《公民》报等多家刊物的撰

稿人，《俄国谈话》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也致力于收

集民歌；还是著名的东正教神学家，研究“分裂教

派”问题，捍卫旧礼仪派教徒的利益，主张完全取消

现存的对他们的所有限制。可是，在已有的研究中，

多是把这一批“青年一代编辑”的文学美学观点作

为“前根基派”来看待，亦即陀氏根基派的“先声”。

但国际陀协主席弗·尼·扎哈罗夫指出，“根基派”

这个后来出现的术语，陀氏以及他的同道并未用来

指称自己［１０］１４。这样，他们文学和美学的独立价值

就没有得到揭示。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在

传统批评中只注重其中后期，尤其是《大雷雨》

（１８６０）等作品；只看重他对“黑暗王国”的揭露，而
对其早期与《莫斯科人》“青年编辑部”合作时“染有

斯拉夫派思想”［１１］３５１的创作和他本人的诗学，以及

《莫斯科人》，批评家对它们的论述，都置之不理，更

遑论皮谢姆斯基以及莫斯科圈子的其他作家了。事

实上，他们共同加盟《莫斯科人》，改变了老《莫斯科

人》在批评领域的方针和风格。同时，以新登文坛

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创作为主要美学资源，并

力推皮谢姆斯基的散文，使得《莫斯科人》一跃成为

可与《现代人》抗衡的重要力量。

克拉耶夫斯基主编的《祖国纪事》也成为与这

一阶段《现代人》论争的对手。别林斯基１８４６年４
月离开《祖国纪事》之后，“潜质非凡的青年批评家

瓦·尼·迈科夫”［８］２７９立即成为其首席批评家，与入

主《现代人》的别林斯基展开论战。可惜１８４７年和
１８４８年他与别林斯基前后皆英年早逝。之后，即这
“七年”间，在《祖国纪事》上活动的主要批评家是

阿·德·加拉霍夫和彼·尼·库德里亚夫采夫，他

们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别林斯基的批评方法，首先是

发展了他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性观念。比起艺

术概念本身，他们对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更感兴趣，倾

向于传统的科学的文学史观念，其标志就是加拉霍

夫的学术性文章，论述１８世纪的俄国诗人。他们希
望给予读者的是文学过程的系统批评，几近“别林斯

基体”的贯穿整个４０年代的俄国文学年度报告（这一
风格也在“青年编辑部”的《莫斯科人》那里得到沿

袭，成为文学批评体裁的一极）。但是，在他们的批评

中，关于“民族性”问题，关于现实主义及与之相关的

陀氏创作价值等问题，与《现代人》发生了激烈争论。

我们认为这是“自然派”内部的分裂。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年，斯·谢·杜德什金“成为《祖国纪事》主要的当代

刊物和文学观察者”［１２］２０５，他热心当时的文学论争，

包括与《现代人》激烈争论，快速对现实中新出现的文

学现象作出回应，使得《祖国纪事》的批评栏目活跃起

来。但他没有独特和一贯的文学纲领，因而没有哪位

作家的创作与《祖国纪事》和杜德什金的批评活动相

互呼应，因而形不成气候。

再有尤·伊·先科夫斯基主编的《读者文库》。

因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５４年进入《现代人》逐渐取得
主导地位，德鲁日宁１８５６年彻底离开《现代人》转
而主持《读者文库》批评栏目⑧并与《现代人》论争，

给《读者文库》带来一定的影响力，使其在这一阶段

也不失为重要一极。１８５６年，阿·伊·雷若夫⑨开

始成为《读者文库》的主要批评家之一，在果戈理问

题上与德鲁日宁在《读者文库》内部发生争论［１３］８０，

这已经是“七年”的尾声，我们暂且不论。

因此，１８４９—１８５５年这个“黑暗”时期俄国文学
与批评的确变化了。单从人员上讲，这已是一个新

阶段：《现代人》进入德鲁日宁时期，屠格涅夫的创

作做支撑；《莫斯科人》“青年编辑”崛起，奥斯特洛

夫斯基的戏剧形成气候；《祖国纪事》更替为新批评

家加拉霍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杜德什金；德鲁日宁

入主《读者文库》。但变化不止于人员，还有批评所

使用的概念、体裁形式和对过去文学“流派体系”属

性的态度和认识———“自然派”的时代过去了，如果

说曾存在一个“自然派”的话。

若论这一变化的开端，应该是在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年。我国学者的文章《十九世纪俄国自然派的崛起

与没落》［１４］５１中指出，“自然派”在这个时候进入尾

声（这是在承认存在一个“自然派”的前提下的研

究）。瓦·迈科夫和别林斯基相继去世，３０年代谢
林和黑格尔小组形成的具有哲学意味的美学观念体

系瓦解。一个新时代来临，它本质上区别于尼·伊·

纳杰日金、尼·亚·波列沃伊、斯·彼·舍维廖夫、别

林斯基等人的时代。新一代开始批判地思考诸如“类

型”“概观”“天才”“艺术性”“心理刻画”“现实主义”

“通俗文学 （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等范畴。别林斯基最
喜爱的概念和思想遭到怀疑。文学批评开始有新的

理念———要求批评的“真诚”和“诗学个性”。

批评观念的更替伴随着对过往文学“流派体

系”理解的改变。这时批评家和作家开始意识到，

所谓的“自然派”作为一个整体流派并不存在（到了

２０世纪，别尔嘉耶夫也提出了果戈理的“自然派”或
现实主义并不存在的论点。关于“自然派”是否存

在于是成了一个问题。就此可另辟文探讨）。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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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斯基鼓励下，走进文学的整整一代青年作家屠格

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格利戈洛维奇、布特科夫、德

鲁日宁、冈察洛夫、巴纳耶夫、普列谢耶夫等，并不是

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的一个整体。别林斯基关于文

学的“现实主义”等思想这时都成了问题；非常具有

象征意味的是，曾是别林斯基思想阵地的《现代人》

杂志，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抗议式地与他的那些思想划
清了界限，宣告了它们的过时。

以某个“概念”贯穿的批评文章和文学概观被

新的批评形式“小品文”（фельетон）所冲击。德鲁
日宁和安年科夫宣称厌倦了哲学化、概念化的文学

批评，厌倦了废话连篇、累赘冗长的俄国文学年度观

察。德鲁日宁以小品文的形式批判地论述了“艺术

性”的“霸权”———这一别林斯基在其整个生平中最

重要的美学基石；他甚至创造了独特的“小品文理

论”，指出：“小品文是个好东西。……你们等着看

吧，文学是怎么简化的，简单明了是怎样战胜辞藻华

丽、纠结缠绕的。人类在文学上只渴望一个目

的———就是简单，一切与它背道而驰的都将被丢弃

得远远的。”［６］２２３他们反对教条式的批评，摆脱有偏

见的哲学式的理论，摒弃“狂暴的维萨里昂”的严格的

美学体系及其包罗万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

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的新面孔。

“真诚”而具“诗学个性”的小品文与导师腔调

的别林斯基的文章相比，确实给了批评家相当程度

的自由和更广阔的可能性———自由、自然地与读者

进行对话。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的批评也并非

具有了另一个统一性，都是“小品文”了。实质上，

德鲁日宁及其他批评家的文章，并没有表现出任何

体裁形式和文学理论的一致性，它们吸引人的首先

是作者鲜明的个性（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别林斯基和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概观”文章，该是多么相似的文

体和个性）。德鲁日宁写道：“小品文登场，它不需

要情节，不需要深刻的情感，不需要百般磨砺（寻找

作者的）独特性，不需要无耻撒谎的能力，不需要自

然风景，不需要分析人类的心灵。还有什么能比小

品文更简单，却又像它那样满足人的自负！小品文

作者无论写什么……他都会满意自己的情节，因为

那里一切都混合了作者自己的独特性，带着他自己

看人、看世界的观点。”［６］２２４换句话说，无论主题，还

是原则，都不是小品文体裁的主要成分，体裁的主要

成分是作者的个性本身，它成了表达的主要之物。

当然，《现代人》的小品文的作者并不完全等同于现

实中的批评家本人，如德鲁日宁和巴纳耶夫，他们的

小品文是以符号性的面具———“外省订户”和“新诗

人”出现的，它们携带着说话人“外省订户”和“新诗

人”自己的生平、嗜好甚至文学观点。这样《现代

人》的批评倒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与当年别林斯

基主要的对手之一先科夫斯基类似了，先科夫斯基

还在３０年代时就树立了一种“勃拉姆别乌斯⑩男爵

小品文”形象，宣称“绝对主观”的文学批评，他用这

样一个俗话表达：各有各的怪念头。对于标准的小

品文批评家，主要任务在于最大限度地使读者与文

学作品接近，不过，是隐蔽地不知不觉中实现这一任

务。为实现这一任务，理想的执行者不是负有什么使

命的批评家本人，而是“我手写我口”的“真诚”的小

品文作者，他不必强求非要塞给读者看待文学的正确

观点，而是只说出自己的见解，不必辞藻华丽。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批评的

“去中心”化，或说批评对象的“非一流”化。别林斯

基的文学批评对象虽然也涉猎广泛，但他钟情于

“文学领袖”，其批评是要拣选引领潮流、确定方向

的人物。在其文学批评活动之初，就将俄国文学分

阶、分层化，建立一套文学等级体系，生硬地推出俄

国文学的“领袖”，比如果戈理，并为此建构了一套

自己的关于“天才”、关于“领袖”之类的理论。后来

车氏也具有同样的风格———我们前面讲到，他说自

己的文章除了别林斯基就没有别的什么人好说的了

（关于别林斯基文学批评中的等级体系问题另辟文

探讨）。而在别林斯基去世后，其强硬推举的“自然

派”进入危机，文学界进入不再有“领袖”的时期，也

就是说进入作家创作的自然生态中。

其一，在《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上聚集了各色

文学人物与文学作品类型，其中有两类较为明显，一

是写“平民百姓”的，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

是写“上流社会”的，主要写知识分子的爱情或写那

些具有敏感心理状态人物的生活，如屠格涅夫、巴纳

耶夫，加拉霍夫，德鲁日宁、亚·弗·斯坦凯维奇瑏瑡

的一系列中篇。同时，这两份杂志上，屠格涅夫的戏

剧《贵族长的早餐》（１８４９）、《村居一月》（１８５０）、
《外省女人》（１８５１）、《大路上的闲话》（１８５１）、《索
伦托的傍晚》（１８５２）形成了一种氛围，被认为是后
果戈理时代戏剧的新步伐。

其二，批评界的兴趣回归到４０年代淡出视线的
当代俄国诗人。《现代人》上出现了多位作者关于

“俄国二流诗人”的系列文章，重新发现丘特切夫，

重新评价费特、奥加廖夫等“非一流”诗人。关于这

一点，布赫什塔布在其编撰的《１８４０—１８５０年俄国
诗人》一书前言中指出，４０年代出现一批新诗人，如
费特、波隆斯基、奥卡廖夫、梅伊；涅克拉索夫、阿·

·５·



迈科夫瑏瑢、屠格涅夫、谢尔宾纳；阿·格里戈里耶夫，

普列谢耶夫等。但新一代诗人在４０年代并没有在
文学生活中占据显著位置，这与别林斯基力推果戈

理，宣称散文才代表了时代精神，划分出一流、二流

文学不无关系。“似乎在俄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

一个时期像４０年代这样，诗歌受到如此的忽视。不
多的几种出现于这几年的诗集上……在文学观察中

几乎没有给予诗歌以位置。杂志上刊登的诗歌很

少，从１８４６—１８５３年，可以观察到一个俄国文学史
上似乎不曾有过的现象：主要杂志———《现代人》

《祖国纪事》《读者文库》基本都停止了刊登诗歌。

……写于４０年代的诗歌出现在杂志上或作者的诗
集中，已经是５０年代了。”［９］８－９“他们的荣耀到了５０
年代才建立起来。”［９］８布赫什塔布这段描述，正是我

们这里所说的“淡出”和“复出”的一批所谓“二流诗

人”。他们在５０年代的荣耀正应归功于这一时期
《现代人》的文学批评。

其三，与上述两份彼得堡杂志的新动向同时，出

现了１８５０年代《莫斯科人》的“变脸”，即“青年编
辑”的新锐风格。此前１８４０年代，正如我们前述所
指出的那样，在《莫斯科人》上发表了许多传统上接

近斯拉夫圈子的作者的作品。布赫什塔布指出，当

时《莫斯科人》杂志是个例外，在这里发表作品的有

官方声音的舍维廖夫、米·德米特里，有老派斯拉夫

主义者康·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有过去接近十

二月党人现在趋于反动（布赫什塔布这里使用带有

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反动”，是其写作时代的局

限）的亚济科夫、维亚泽姆斯基、费·格林卡，还有

“无党派”诗人如费特和波隆斯基；当时刚出道的阿

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也在这里发表作品；杂志还特

别支持一些女诗人如叶·罗斯托普钦娜瑏瑣、卡·帕

夫洛娃瑏瑤、阿芙多吉亚·格林卡瑏瑥、尤利娅·扎多夫

斯卡娅瑏瑦；另外发表许多尼·瓦·别尔克和费·米

列尔的译诗。所以《莫斯科人》极大地唤醒了俄罗

斯学界和社会对斯拉夫思想和文化的兴趣；尽管如

此，诗歌居多，散文栏目贫瘠，批评栏目靠波戈金和

舍维廖夫维持。波戈金只发表一些历史、时政文章，

还有一些游记，却常常被嘲笑不适宜这一体裁的写

作。这位俄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以其历史著作赢

得了人们极高的尊敬，却使一份文学杂志举步维艰。

到了１８５０年，“青年编辑部”的组建改变了《莫斯科
人》的处境。而且与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的杂志《现

代人》和《祖国纪事》上的戏剧作品形成对照，《莫斯

科人》上几乎同时出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

《自己人好算账》（１８５０）、《穷新娘》（１８５２）、《各守

本分》（１８５３）、《贫非罪》（１８５４）、《切勿随心所欲》
（１８５６），形成另一种戏剧氛围；皮谢姆斯基的中篇
《窝囊废》（１８５０）则成为《莫斯科人》的散文风向标，
该作品的出现使批评界得以重新审视１８４０年代俄
国小说固定下来的“果戈理式”的规矩和模式，成为

当时被讨论最多的作品。格里戈里耶夫的“青年编

辑部”带来的《莫斯科人》的改变，引发了持续几年

的文学论争。论争围绕在几份重要刊物《现代人》

《莫斯科人》《祖国纪事》《读者文库》周围，但主要

是《现代人》与《莫斯科人》之间的论争。论争涉及

“自然派”内部的争论，“小品体”与“概观体”之争，

“主—客观”之争，“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

之争等，既有美学与艺术原则之争，也有思想倾向之

争。这些争论决定了当时俄国文学的多元生态与面

貌。争论的具体状况，另辟文探讨。

注释：

①本文系《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１８３６—１８６６》课题的一
部分，《现代人》此前阶段的状况，参看作者已经发表的相

关文章。

②１８５５年《现代人》第１２期，１８５６年第１、２、４、７、９、１０、１１、１２期。
③这里车氏使用的“古代”暗指别林斯基时代，本文以下同。
１８４８—１８５５年间他的名字不准在报刊上提及，因此车氏
文章中每当需要时，就用“论普希金的作者”或“波列沃伊

的年轻敌手”等替代。这９篇文章中，只是到了第５篇才
有可能叫出别林斯基的名字来。

④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４日（俄历２日）尼古拉一世成立了秘密的
“俄国出版物精神和倾向最高监视委员会”，也称“１８４８年
４月２日最高审查委员会”，或“秘密委员会”。因由德·
彼·布图尔林公爵任主席，民间也称“布图尔林委员会”。

⑤也译《３０年代理想家》，参见鲍戈斯洛夫斯基的《屠格涅
夫》，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Ｐ２７３。

⑥除了俄国书刊审查制度早已建立这个因素以外，１８４８年３
月尼古拉决定检查一下审查工作进行的如何，发行的杂志

是否遵守了现有规定，于是３月９号成立了一个以缅什科
夫公爵为首的特殊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存续很

久，于是又有了４月２日最高审查委员会。
⑦《莫斯科人》从１８５１年起将文学栏目和批评栏目交给一
批青年执掌，所以从此存在“老年”和“青年”两个编辑部，

但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批青年批评家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创作，挽救了《莫斯科人》在４０年代末的颓势。“老年”编
辑部这时已不再具有影响力。

⑧此前１８５２年德鲁日宁就曾短暂离开《现代人》，与《读者
文库》合作，发表其栏目文章《“外省订户”关于俄国刊物

的来信》。

⑨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жов（１８２６—１８７２），俄国文学家，莫
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被认为是米留金的得力助手。曾受

格拉诺夫斯基的影响。为《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写有

·６·



系列评论文章。

⑩先科夫斯基的笔名。主编《读者文库》。
瑏瑡非“斯坦凯维奇小组”的尼·弗·斯坦凯维奇，而是他的
弟弟。

瑏瑢АполлонНиколаевичМайков（１８２１—８９７），诗人迈科夫。
本文出现两个迈科夫，诗人阿·迈科夫是批评家瓦·迈科

夫（１８２３—１８４７）的哥哥。
瑏瑣ЕвдокияПетровнаРостопчина（１８１１—１８５８），文学沙龙女
主人，对其诗歌创作，莱蒙托夫、普希金、茹科夫斯基都给予

认同和支持。她的诗歌献给奥卡廖夫、梅伊、丘特切夫。她

的文学沙龙的客人有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果戈理、

米亚特列夫、普列特尼约夫、弗·奥多耶夫斯基等。

瑏瑤КаролинаКарловнаПавлова（１８０７—１８９３），文学沙龙女
主人，４０年代诗歌颇有成就。

瑏瑥АвдотьяПавловнаГлинка（１７９５—１８６３），俄国女诗人，散
文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诗人费·格林卡的妻子。举办

《文学星期一》沙龙。其圈子有米·德米特里、亚·韦尔

特曼、费·米勒、米·波戈金、谢·赖奇、叶·罗斯托普钦

娜、谢·舍维廖夫；还有彼得堡的彼·普列特尼约夫、维亚

泽姆斯基、格列齐。从交往的人员就可以看出，此时举办

《现代人》的普列特尼约夫的基本交往圈子的底色。

瑏瑦ЮлияВалериановнаЖадовская（１８２４—１８８３），俄国女作
家诗人，作家巴·扎多夫斯基的姐姐。与莫斯科的米·波

戈金、霍米亚科夫、伊·谢·阿克萨科夫，彼得堡的维亚泽

姆斯基、德鲁日宁、屠格涅夫等作家相识。

参考文献：

［１］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Ｍ］．辛
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

［２］ЛемкеМ．К．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йцензуры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ＸＩＸстолетия［Ｍ］．СПб．，１９０４．
［３］НифонтовА．С．Россияв１８４８году［Ｍ］．М．，１９４９．
［４］ШевченкоМ．М．КонецодногоВеличия：Влас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ипечатноесловов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России
напороге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хреформ［Ｍ］．М．，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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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ｇｅｒｔｓｅｎ．ｌｉｔ－ｉｎｆｏ．ｒｕ／ｇｅｒｔｓ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ｏｔｖｅｔ－ｎａ－ａｎｏｎ
ｉｍｎｏｅ－ｐｉｓｍｏ．ｈｔｍ．

［６］ДружининＡ．Ｂ．ПисьмаИногородногоПодписчикапо
русскойжурналистике［Ｍ］．／／Ｃобр．соч．в８т．СПб．
１８６５－１８６７．－Т．６．

［７］刘宁．俄国文学批评史［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Ｍ］．刘文飞，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９］БухштабБ．Я．Русскаяпоэзия１８４０—１８５０－хгодов
［Ｍ］／／Поэты１８４０!１８５０－хгодов．Л．，１９７２．

［１０］ЗахаровВ．Н．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в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е：
метафоракакидеологема［Ｍ］／／Проблемы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Изд．ПетрГУ，２０１２．Вып．７．С．１４．

［１１］曹靖华．俄国文学史：第一卷［Ｍ］．郑州：河南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２．

［１２］ЕгоровБ．Ф．Дудышкин－критик［Ｍ］／／Труды по
русскойиславянскойфилологии．Тарту，１９６２．Вып．Ｖ．

［１３］ЕгоровБ．Ф．Критическая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А．И．Рыжова
［Ｍ］／／Трудыпорусскойиславянскойфилологии．Тарту，
１９５８．Вып．Ｉ．

［１４］侯玮红，侯丹．文学俄国［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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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哀之美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

杨光祖，张亭亭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文献整理与研究”（１８ＺＤＡ２６１）
作者简介：杨光祖 （１９６９—），男，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

当代文学、影视批评、艺术理论。

摘　要：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多围绕家庭题材，深受日本物哀文化影响。他把自己称为“电影的
小导演”。正是这样一位“小导演”，用融融温情来展现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小津安二郎常

常将“人性”这一抽象的主题转化为具体的“情感”，并赋予“物哀之情”，在影片中以具体的形象和事

件将其毫无保留地展现，以此来表达对于人生、亲情的独到见解。以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和

《秋刀鱼之味》两部影片为例，来分析小津安二郎电影中所传达的物哀之情。

关键词：小津安二郎；物哀；电影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Ｊ９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０８－０４

　　日本的文化体系是一种很独特的岛国文化。美
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

刀———日本文化模式》里，也一再提到日本文化的

复杂、矛盾，她说：“战刀和菊花是这幅画的一体两

面。”［１］４她一连列举了日本文化的好几个两重性，比

如既穷兵黩武又有审美情趣，既顺从又桀骜不驯，等

等。其实，我们观看日本电影，就能清楚地感觉到这

一点。我一直认为三个日本导演代表了三种日本文

化：黑泽明、大岛渚、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的恐怖和

暴力，那种菊与刀的结合，很明显。大岛渚的情色文

化，和情色里的残酷、暴力美，也让人无法忘记。小

津安二郎的物哀文化，那么隐忍、平静、温柔，但里面

藏着的也是决然、绝情，和一种刀一样的锋利。

一、日本的物哀文化

“物哀”是源自日本本土的一种审美情趣，它的

形成与日本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

宗教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物哀文化的形成，直接

影响着日本人审美直觉的铸造，在日本文化中占据

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哀”作为日本国民的审美意识，“所包含的精

神态度，一般来说却是一种‘静观’式的 Ｅｉｎ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而且这种静观的态度，常常使得‘哀’的积极或消极

的情感中，根本上带有一种客观而普遍的‘爱’（Ｅ
ｒｏｓ）的性质。因而可以说，‘哀’这个概念既具有黑
格尔美学中的所谓‘观照’（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自我
与对象的距离，又有西洋美学家们常说的所谓‘静

观’（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或者日语中的‘咏叹’。这就
意味着‘哀’是一种具有积极审美意识的、普通心理

学上所说的那种情感态度”［２］６７。

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说：“字典里将‘感’字

注释为‘动也’。只要心有所动，那么无论是好事还

是不好的事，都可以用‘哀’加以表现，是因为‘哀’

最适合表达这种感受……所谓‘物哀’也是同样的

意思。所谓‘物’，是指谈论某事物、讲述某事物、观

看某事物、欣赏某事物、忌讳某事物等等，所指涉的

范围对象很广泛。人无论对何事，遇到应该感动的

事情而感动，并能理解感动之心，就是‘知物哀’。

而遇到应该感动的事情，却麻木不仁、心无所动，那

就是‘不知物哀’，是无心无肺之人。”［２］６９

简言之，“物哀”即触景生情、真情流露，但又不

是那种直接的夸张的表达，而是一种含蓄蕴藉的呈

现。用两个字说，就是：余味。“如果再进一步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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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所要感知的有‘物之心’和‘事之心’对于不同

类型的‘物’与‘事’的感知，就是‘物哀’。”“而体味

别人的悲伤心情，自己心中不由得有悲伤之感，就是

‘物哀’。”［２］７２

日本文学、电影的创作，甚至建筑空间美的构

成，以及国民对于情感的认知与辨别都直接受到物

哀文化的影响。“物哀”的出现，成就了日本文化的

独特美感，使得日本艺术作品在亚洲艺术领域颇具

特色，极具辨识度。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电影，

“物哀”已然成为这些艺术门类所传达情感的最明

显的特色。平淡舒缓的叙事方式，言语很少，但句句

引人深思，其渲染的情感可以是五味杂陈的人生感

悟，可以是大道至简的心灵物语，也可以是对自然对

世界的感动，含蓄而又内敛，使得艺术作品释放情感

的尺度把握得正好，更加具有张力。

田中真澄在《小津安二郎周游》一书中认为：

“众所周知，本来‘物哀’一词是１８世纪后半叶本居
宣长从《源氏物语》中抽象出来的一种平安时代文

艺的理念，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中今井

源卫的解释是：‘人受到自然或人事的各种不同情

景的触动之后所生发的感动。’而且有人认为，它变

化为‘闲寂、幽寂’，形成了日本式审美意识的传

统。”并且，他认为：“把小津的电影与这种审美意识

结合，也容易被理解。”［３］３４１－３４２不可否认，物哀文化

的淡淡幽思赋予了日本电影特殊的生命力，营造出

触动人心，渲染情绪的艺术效果。

“对‘物哀’的直观与感动的感知，在某种意义

上类似于‘世界苦’的哀感性的特殊审美体验，‘物

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随时随地都会被现实世界

的一切事象所唤起，它是一个沉潜于内心世界幽暗

深处的东西。”［２］８５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影片

是对物哀文化最好的诠释和呈现，他用深具思想力

量的电影语言，真正地将“物哀美学”发挥到了极

致，给予观众独特的审美体验。他对物哀的把握十

分精准，恰到好处，平淡而又自然地表达出人生的况

味和真谛。小津安二郎把物哀文化，渗透到他的电

影中，从电影结构的设置，意境的营造，以及镜头的

安排，还有画面的构图、色彩，都有集中而完美的体

现。他说：“不是要往片子里盛满表演，而是只表现七

分或八分，看不见的地方应该会形成物哀吧。”“比如

以小说来说，大概就是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以日本

画来说的话，大概就是留白之妙。总之就是不把感情

暴露在外，以此推动剧情，而在某处，自然而然地可以

品味到那种感觉，就是这样。”［４］１３２下面，就分别从几

个方面探讨小津安二郎电影的“物哀之美”。

二、小津安二郎电影的“物哀之美”

（一）“无文法”的自由创作

“写文章有文法，而电影拍摄中也有某种类似

文法一样的常识。如果把这些也称为文法，那我认

为电影无文法。我觉得，那些所谓的‘电影的文

法’，其实绝对不是严格意义、正确意义上的文法。

所以，我想说：不要被文法捆住手脚。”［４］３５在电影的

制作过程中，秉承电影文法（是指导演创作上的某

种特殊技术）的规律拍摄电影，是小津安二郎所反

对的。在他的电影中，“机器属性”的淡入、淡出还

有重叠手法，一次都未曾使用过。这在其随笔集

《豆腐匠的哲学》中多次谈到。这段自述，解释了小

津安二郎为何喜欢用空镜头转场，而不是通过后期

剪辑技术来制作特效转场的原因。与“技术”相比

较之下，小津安二郎更喜欢用艺术的表达方式与观

众的生理产生联系。无文法的电影创作是小津安二

郎的艺术创作追求，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设置，自然

不做作的剧情安排如同生活般真实细腻。就连影片

《秋刀鱼之味》中平山嫁女的过程虽略显波折，但也

算是波澜不惊。对比同为嫁女故事的《彼岸花》，虽

然两部影片的故事内容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同样

的思想。小津安二郎希望透过子女的成长，来窥探

日本家族制度的瓦解过程。”

他认为，悲伤时不一定要用特写。他说：“我在

拍摄悲伤场面时反而使用远景，不强调悲伤———不

作说明，只是表现。但我会在不需要强调什么的场

景时使用特写，因为拍远景时背景太辽阔，我嫌处理

背景麻烦，于是采用特写消除周围的背景。我认为

特写还有这样的效用。”［５］４４这就是他的“无文法”。

他说：“我经常如此无视电影的文法。”［５］５３

“拍电影，最困难的环节在于写剧本。”［６］在《秋

刀鱼之味》的剧本写作过程中，小津安二郎的母亲

去世了，这对于小津安二郎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

打击。小津安二郎一生未娶，在其他兄弟姐妹娶妻

或出嫁后，他和母亲单独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样的

人生经历，恰如影片中平山嫁女的故事，父亲要女儿

出嫁，女儿却更愿意陪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但两

者的结局却不尽相同，小津安二郎一生未娶，但影片

女主人公平山道子已嫁为人妻。由此可见，导演的

生活经历对于其作品的创作是有着绝对性影响的。

二战后的日本弥漫着绝望、寂寞、哀痛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冷漠相待，经济的萧条也是改变民风走向的一

大因素。虽然小津安二郎没有在电影中将这种社会

习气露骨地展现出来，但仔细分析小津安二郎电影

作品的主题与剧情冲突就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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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所包含的内容是博大而深广

的，但他的表现却是克制的。他的电影是艺术的，商

业性并不强，这就导致他的观众不是很多。比如，他

启用演员原节子，与这位别的导演认为“演技拙劣”

的女演员合作，就很愉快。他说：“依我看，她不是

用夸张的表情，而是用细微的动作自然表现强烈的

喜怒哀乐的类型。换言之，她即使不大声呵斥，也能

够表现出极度愤怒的感情。原节子这样的表演能轻

松展现细腻的感情。”［６］他批评那些所谓的“戏精”，

表演太模仿，太夸张，没有个性。他说：“导演要的

不是演员释放感情，而是如何压抑感情。”［５］１８这就

是他追求的物哀之情或物哀之美吧。

小津安二郎是参加过战争的，但他没有用大场

面去表现残酷的战争场面，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心

理变化、行动，间接地去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思考，和

战争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他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

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他的“无文法”不是真的

不要文法，而是一种更加接近艺术本质的表达手法。

这种“无文法”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艺术手法，与老

庄道家美学一脉相承，即道法自然。自然，才是艺术

的最高境界。艺术一旦为某种规则所制约，就会为

其所缚，导演、演员等创作人员的内在天赋就会受到

制约，那么，真正的艺术就会死去，剩下的就只有一

地技术了。小津是很反感这种电影制作的。而只有

这种自然的艺术，才会有余味，让观众长久地回味。

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二）长镜头下的物哀之美

长镜头作为表现电影时空艺术的载体，既是技

术也是艺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是指一个完整的

连续拍摄的镜头段落。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则是指

运用景深长镜头等，更好地展现其本身的表意功能。

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作品中，长镜头的表现更

倾向于艺术创作的角度，即较多地运用景深镜头。

景深镜头所营造的画面纵深感，可以使镜头画面的

层次看上去更为清晰，以便于更好地表现出导演所

追求的艺术效果。在影片《东京物语》中，最具代表

的景深镜头（长镜头）应该是儿子敬三准备带平山

周吉夫妇出去游玩，却因临时要出急诊而取消了游

玩计划。无奈之下，奶奶带着小孙子去外面散步，爷

爷平山周吉透过窗子看着妻子富子和小孙子在远处

玩耍的这一片段。镜头透过窗子，富子和小孙子作

为画面中的主体，在前景屋顶的陪衬下，更加具有抒

情作用。富子对着小孙子喃喃自语：“小勇长大后

想做什么？像你爸爸一样当医生吗？你做医生时，

奶奶恐怕……”这样的独白和镜头抒发了“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凉情感。在这里

景深镜头发挥了它的抒情意味，犹如中国的山水画，

看上一眼，就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领悟到导演所

要传达的思想，使得影片回味无穷。

小津安二郎喜欢用景深镜头来抒情表意，这应

该与小津安二郎追求的完美构图有关。“在西方的

电影中，构图———特指刻意使用它时的情形———通

常以对人物进行表态的方式，来诠释人物的行为。

不过在早期，另一种构图更为普遍———构图为了其

自身而存在，为了它的图画之美而存在。图画式的

构图，其灵感由传统绘画受到启发，它假定，影像的

边缘恰好构成一个画框，物体在画框中以尽量让人

感到愉快的方式加以排列。”［５］６９“然而，小津的构

图，却几乎具有不变的图画式的构图”［７］１４８。这种图

画式的构图方式，大抵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息息相

关。在日本的艺术美学中，“物哀”“幽玄”“寂”等

审美理念成为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电影艺

术亦不例外。纵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作品，无论是

早期的《户田家兄妹》还是令其名声大噪的《东京物

语》，都延续了小津安二郎善于使用长镜头和景深

构图的拍摄方法。在《秋刀鱼之味》中，景深镜头的

使用颇多，多为表现室内的氛围环境———无论是女

儿平山道子在厨房忙碌的镜头，还是道子出嫁时镜

头透过卧室旁的门来拍摄卧室里平山一家人的场

面。这些景深镜头都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抒发出

主人公内心真挚的情感。一家人送平山道子出嫁

后，镜头依旧停留在卧室。梳妆台前椅子的特写以

及透过窗户拍摄对面楼房的镜头，都传达出女儿道

子出嫁后家里的荒凉之感。

对于小津安二郎低机位景深构图的使用，根据

小津的摄影师厚田雄春的看法，小津出于一种对于

图画式的平衡感构图的需要，决定了这种摄影机机

位：这使每一个场景的拍摄，都要求固定不变而且与

场景保持垂直的低摄影角度。他记得小津曾对他说

过：“你看啊，厚田，要对日本房子尤其是角落部分

进行完美构图，是一件棘手的事。最好的处理，莫过

于使用低摄影机位，它能使问题迎刃而解。”［７］１４８小

津安二郎式的低机位景深镜头，尺度正好地展现了

日本传统的家庭（民族）文化。这些表意的景深镜

头成为小津安二郎抒发艺术情感的重要手段，同时

也起到了增强画面感染力的效果。

（三）影片构图的“物哀之美”

“物哀”简言之即触景生情、心物感应。小津安

二郎说：“《麦秋》与《晚春》最相似。但站在我自己

的角度，若说想从中表达出什么，能否做到还不太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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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总之，我想减少戏剧化的东西，在内容的表达中

自然而然地积成余韵，成为物哀之情，让观众在看完

这部电影以后，感到极好的余味。”［４］１３１这种“物哀”

的“余味”，恰恰是小津安二郎影片最具特色的表

现。而且，这种余味也使得影片同观众产生了生理

上的联系。选择独具日本“物哀之情”文化的镜头

语言，成为影片能否成功展现物哀之美的关键。

影片《东京物语》讲述了平山周吉老夫妇去探

望在东京成家立业的儿女，遭受到冷漠的待遇后，回

到尾道老家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情感的表达多

半是由空镜头与景深镜头来完成的。空镜头中规整

的画面构图与人物比例的调节，使画面中的人与物

产生了和谐感，符合日本人对于空间艺术美的审美

意识，使得心物感应一体、触景生情，物哀之美便由

镜头慢慢渲染开来。影片开头用尾道的空镜头带

入，紧接着火车穿镇而过的镜头和同期声的使用，让

这座广岛附近的港口小镇逼真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平山周吉夫妇正在收拾行李，以儿子敬三是否能去

接站为开场白，开始讲述平山周吉夫妇即将开始的

东京之旅。在邻居与平山周吉夫妇的对话中能够看

出，在平山周吉夫妇的心里，他们不确定东京的儿女

对自己是否想念。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现在就想见

到孩子们。到达东京后，平山周吉夫妇并没有得到

期望中的待遇，大儿子和大女儿的表现令他们伤心

至极。大儿子因忙于工作，忽视对父母的招待；大女

儿责备自己的丈夫买昂贵的点心给父母，并且在思

考过后和丈夫将点心吃掉。大女儿又因为怕父母住

到自己家里产生麻烦，同哥哥商量后将父母打发到

海边的一个廉价旅馆，也正是这趟廉价旅馆之旅成

为母亲富子去世的诱因。在这段廉价之旅片段中，

平山周吉夫妇背对镜头在海边行走的大远景，是影

片“物哀之情”展现的最完美之处。波澜不惊的大

海与此刻心情阴郁的平山周吉夫妇形成鲜明的对

比，大有那边安稳静好，这边内心荒凉之感。

影片中，小津安二郎没有大肆渲染对于死亡的

恐惧与悲伤。安静与祥和反倒成了死亡的代表。母

亲去世后，大女儿似乎并没有悲伤之感，而是即刻以

怀念母亲为由，要走了母亲最值钱的和服。大儿子

和小儿子也皆以工作繁忙为由，在母亲富子下葬后

离开了尾道老家，只有失去丈夫的二儿媳纪子留下

来陪伴平山周吉。最后，影片以平山周吉将富子生

前戴的手表送给二儿媳纪子的对话而结尾。这样的

表达方式，不免使观众感到悲伤，而物哀之情也缓缓

流露出来。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从默片开始，后来一直是黑

白片，他似乎一直在抗拒彩色，一直到１９５８年开拍
了彩色片《彼岸花》，后来又有了《秋日和》《小早川

家的秋天》《秋刀鱼的味道》等６部作品。色彩犹如
影像的肌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反映出影片主人

公内心的情感，进而奠定整部影片的基调。影片《秋

刀鱼之味》，作为一部彩色影片，却使人感到一种青色

发灰的画面基调。“对日本人来说，青色是一种安稳

的色。日语‘青’这个词，包括从青、绿、蓝至灰，有时

甚至包括近于白的色。可以说青色在日本人的审美

意识中具有很重的地位。”［８］５８同时，赤色（红色）作为

色彩感觉的基本色，从开始空镜头中的大烟筒的配色

起，便在片中频频出现。无论是室内环境还是人物背

景，总是离不开红色作为点缀，办公室角落的灭火器、

电线塔上悬挂的彩色字灯，皆为红色。片中老父亲山

平与好友饮酒时所用的酒具也是青绿色和蓝色的。

可见，影片对于色彩的把握十分到位，并且能很好地

展现出日本人对于色彩美的认同。

小津安二郎喜欢使用冷色调，不喜欢大红大紫。

冷色调常常给人孤独、悲伤、寂寞之感。小津安二郎

的作品多反映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且多有一种悲

伤的色彩显于其中。因而，色彩的功能性在影片中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色彩借用人类的视网膜神经影

响着观众的观影情绪，这也是为何注重影片美术效

果的重要原因。对于色彩的功能表意，已然是小津

安二郎影片的叙事手法之一。

小津安二郎认为，电影以余味定输赢。他说：

“所谓电影，我认为余味最重要。”［４］１２５他的电影从

细微处表现人生的幸与哀，多使用省略与留白让观

众体味人生，咀嚼其中的酸甜苦辣，形成了自己余味

绵绵的电影风格，被称为“小津调”。这都不能不归

功于日本特殊的物哀文化。

三、结语

小津安二郎作为一名杰出的电影导演，自有他

的优秀之处，他的审美情趣是超俗的，《东京物语》

确实是一部开放的世界级的电影杰作。但作为个

体，他也有让人不能容忍的东西，如他对中国人的那

种冷漠、残暴，这从他的侵华日记、书信上，就可以清

楚地看出来。当然，战争会在某种程度上泯灭人性，

让人的动物性最大可能地释放出来，所以说，战争是

一种在本质上需要否定的东西。不过，日本也有一

些学者敢于直面历史，如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

周游》一书，专门有两章详细地叙述了当年小津安

二郎的毒气部队对中国的侵略事实，资料详实、细

致，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而如果我们细看小津安二

郎的电影， （下转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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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找到作为作家的那个自己
———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和铁凝的《棉花垛》比较研究

刘海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刘海燕（１９６６—），女，河南太康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

员，研究方向：经典文学、文艺美学。

摘　要：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和铁凝的《棉花垛》，同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写乡土生活
的代表性作品，其语言都带着乡土生活的原汁原味。但由于成长环境、个人禀赋及性别等的不同，同

一时段，类似的题材，不同的作家写出来，也会有很大不同———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为我们保

存了一份乡土生活史；而铁凝的《棉花垛》，可以说是借乡土场景写人性，并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

但最终他们都由此创作，找到了那份创造性的精神自由和写作中的自我，从此不再被文学时潮推着

走。

关键词：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铁凝；《棉花垛》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１２－０５

　　隔了约３０年时光，翻开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
蚱》和铁凝的《棉花垛》这两篇作品，我不能说自己

是重读，虽然十几年前曾写过李佩甫的评论，收集了

他所有的作品去读，后来也跟踪阅读他的每一部新

作，但聚焦的是他的平原三部曲等长篇，恐怕大部

分读者关注的也是他的长篇，至于《红蚂蚱 绿蚂

蚱》这样的中篇小说，也就淹没在他自己的大部头

作品里了，淹没在时光之海里了。在我还是高中

生时，一个暑假在我所生活的村头，读到了铁凝的

《哦，香雪》，那时我还没见过绿皮火车，和香雪一

样寂寞无助地憧憬着村外的世界，从此，那惺惺相

惜的记忆成为我对铁凝作品的标志性记忆。２０世
纪八九十年代，被评论家们谈论较多的她写乡村

故事的“三垛”（《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

并没有给我留下清晰的记忆。每部作品和读者相

遇的方式及程度，很可能会受到时代大语境和个

人境况的影响。

时光不再，心境亦非，我几乎是在羞愧中读完这

两篇作品。这羞愧感，多因它们唤醒了我心中久违

的对于当代作品阅读的神奇感受，而我作为一个评

论写作者，到今天才及细心溯读。

一、这些在生命中磨砺出来的文字

这是他们盛年时的作品，《红蚂蚱 绿蚂蚱》发表

于《莽原》１９８６年第１期，《棉花垛》发表于《人民文
学》１９８９年第２期，那时他们都刚３０岁出头，恰置
身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文学的春天。从形式上
看，都是由若干个短篇或者说小故事组成的中篇，写

的都是乡村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独自成故事，又有

着互为关联的命运，共同构成了那个乡土社会的生

存图景。这种形式，适合早年的写作，难度并不大，

现在的作者不少以这种形式写长篇。但类似形式下

的品质却是千差万别。

首先是这两篇小说里的语言，带着乡土的原汁

原味，不是作者在说，而是土地上的人在说，是乡土

的自然呈现。如《红蚂蚱 绿蚂蚱》的《选举》里，“一

个早上，村里的钟突然敲响了，急煎煎地，很闷”。

因为上级安排的任务是选“坏分子”，队长舅敲钟

时，心里急，“急煎煎地”。乡土词汇受乡土生活有

限性的影响，尤其是饥饿年代，人们的感知总和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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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但这些词语又是作家李佩甫在乡土生活的逻辑

里寻找和提炼出来的，带着他的语感和味道。

一袋烟功夫，人们似把一生来所做的

“恶事 ”都在心里滤了一遍，越思量越不敢

看人……似乎越想越多，扯起箩筐乱动弹，

沟沟壑壑都有错。

又过了一袋烟功夫，仁义些的汉子，重

又把头扬起，把烟碎了，闷声说：“……我

去吧。”

落选的汉子背着老镢到地里来了，总

也闷闷地往西看（他们出村的方向），似乎

觉得亏心，只有下死力气干活。那扬起的

老镢一下比一下狠……［１］

极少的文字就把当时的人心真实地写出来了。

而后才知是队长搞错了，“队长那驴日的！上

头叫一个村选一个，他驴耳朵竟听成两人选一个！”

“于是，欢声、笑声，鸡声、狗声，响成一片。”乡村生

活的醇厚与滑稽，可见一斑。

熟悉李佩甫的人都知道，他曾经怎样夜半游走

于这个城市街头，苦苦地寻找他的语言，寻找他小说

开头的那句话。

无论长短，都要写出生活的气象与千滋百味来。

铁凝曾谈到她对短篇小说的态度：“我从来不认为

写作短篇是营造长篇的过渡和准备。一些优秀作家

的实践也早已证明了短篇小说的独立价值，如俄国

的契诃夫。即使在时代的物欲和功利色彩愈加鲜明

的关头，即使在短篇小说常常作为陪衬和偿还编辑

的‘感情文债’的今天，我仍然特别愿意以短篇小说

的方式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那些技艺不凡的写

作者却能够在极为有限的字数里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性，以及意外、活力和美。因此短篇小说是一种挑

战，也是一种诱惑。我看重的是好的短篇给予人的

那种猝不及防之感。”［２］

这一代作家，早期尤其看重中短篇小说的训练，

在语言上特别懂得节制。他们把写作当成人生中最

重要的事。

铁凝１８岁高中毕业那年主动到农村去，她的这
一选择契合了当时上山下乡的潮流，和大多数知识

青年的被动下乡不同，她是怀揣着一个秘密和愿

望———因为在她看来，要当作家就必须深入生活。

如果不是几年农村生活的历练，铁凝肯定写不出

《棉花垛》里的语言———脱去了知识分子书面气的

语言，这多是些短句子，呈现着乡间生活的秘密和节

奏，自然、流畅，富于乐感。如《棉花垛》开头的文

字：

这里的人管棉花叫花。

种花呀。

摘花呀。

拾花呀。

掏花尖，打花杈呀。

……

这里的花有三种：洋花、笨花和紫花。

洋花是美国种，一朵四大瓣，绒长，适

于纺织；笨花是本地种，三瓣，绒短，人们拿

它絮被褥，禁蹬踹。洋花传来前，笨花也纺

织，织出的布粗拉但挺实。现在有了洋花，

人们不再拿笨花当正经花，笨花成了种花

时的捎带。可人们还种，就像有了洋烟，照

样有旱烟。

紫花不是紫，是土黄，和这儿的土地颜

色一样。土黄既是本色，就不再染，织出的

布叫紫花布……紫花大袄不怕沾土；冬天，

闲人穿起紫花大袄倚住土墙晒太阳，远远

看去，墙根儿像没有人；走近，才发现墙面

上有眼睛。［３］

这细节描写！可谓花土人一色。如果没有特别

的聪慧，即便是在农村历练过，也体察不到这种出神

入化的程度。同时，小说里描述的农事常识，对于今

天的年轻人也比较陌生了。

铁凝对农事的观察非常仔细，描述中尊重自然

的节律，如她写棉花地在时序中出落为花海：

五月、六月、七月，花地和大庄稼并存，

你不会发现这儿有许多花。直到八月、九

月，大庄稼倒了，捆成个子上了场，你才会

看见这儿尽是花地，连种了一年的花的花

主们也像刚觉出花就在身边。花地像大

海，三里五乡突起的村落是海中的岛屿。

那时花叶红了，花朵白了，遍地白得耀

眼。［３］

她笔下的花海，叶红花白，白得耀眼，而此时的

村落像是花海中的岛屿，这天地间突然绽放的浩浩

荡荡的大美，让花主都感到有些陌生和惊讶，更何况

我们读者。

铁凝曾说，农村生活奠定了她某种坚固的人生

态度，而不仅仅是文学态度。这应是对世事、对一个

民族等更宏阔的世界的理解吧。有了这种理解，再

看什么就会有所不同。《棉花垛》及铁凝后来的小

说里，一直有种温暖人心的东西，这或许来自她的心

性，可能也来自民间的大智慧。

由于成长环境、个人禀赋及性别等的不同，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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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类似的题材，不同的作家写出来，也会有很大

不同，这才是正常的文学生态。如《红蚂蚱 绿蚂蚱》

和《棉花垛》。出于对创作个性的尊重，这里分开来

谈。

　　二、《红蚂蚱 绿蚂蚱》，为我们保存了一份乡土
生活史

　　在文学越来越无力的今天，这篇小说又让我感
到了文学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它保留了一份我

们的生活史，一份鲜活的有温度的生活史。在过度

商品化、功利化的今天，我们缺失的、怀念的，恰是这

篇小说里描述的醇厚的乡土情趣和乡土伦理。

（一）《红蚂蚱 绿蚂蚱》里的乡土情趣、乡土伦

理

作家能沉醉于自己的写作中，是幸福的。老一

代评论家孙荪曾写：“假如说李佩甫在小说创作的

路上有过一次真正沉醉，那就是写作《红蚂蚱 绿蚂

蚱》的时候。这种沉醉渗透在他所描绘的乡村图画

中。”［４］

这篇小说以童年的视角打开了记忆的阀门，童

年视角在今天已司空见惯，但对于５０后的作家们，
在８０年代中期，能有这样艺术形式上的自觉，已属
领先。此一时期，童年视角在小说中的成功运用，还

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为代表。这一代作家

都有关于饥饿的童年记忆，这记忆在《红蚂蚱 绿蚂

蚱》里，却伴随着令人柔肠寸断的温暖和慰藉，充溢

着醇厚的人情味，素朴有趣。

“我”作为一个城里娃，捧着一个小木碗，一家

一家地吃，吃遍姥姥的村庄。那时人们穷困但慷慨，

如泥丸似的狗娃舅背着小垛儿般的草捆，躲过队长

的搜查，在篮底藏了十几块没长成的红薯，呵斥走更

小的两个馋舅，首先给我这个城里娃尝鲜物。在饥

饿年代，在童年记忆里，一块红薯也可成为人间美

味，成为眼睛里的神品。和“我”享有同等待遇的，

还有“爹死了，娘嫁了”的娃儿国，“走哪儿吃哪儿，

走哪儿住哪儿”。他是全村人的孩子———“村孩

儿”。队长舅竟也怕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村里最

美最辣的姑娘五姨也是百般呵护他。

童年的眼睛，看不清苦难，他看到的更多是想象

力穿不透的另一种存在，也可以说是诗性的存在。

那时的云白净，天静静，地也静静，一切都有情

趣，人心还在农耕文明中，商业大潮还没到来。譬

如，《谷场上》，两个男人比垛场的场面，也是男人力

量和农事技能的竞赛与展示：

烈子舅大脚一挑，一把光溜溜的桑杈

顺在手里。于是两腿八字叉开，一个大字

挺出去，浑然于天地之间。肩上、肋上、胯

上，渐有力显出来了，阳光下，似有钢蓝在

刃跳，细听听肉弦儿“蹦蹦”带音儿。接着

便是“唰唰唰……”一阵风旋起，谷个子扬

得飞花一般！一袋烟功夫，只见那案板似

的大脊梁腻腻地亮了，一“豆”一“豆”地泛

出七色光彩，酷似锻打的红铁。一时叫你

觉得，纵然天塌地陷，这汉子也是不会倒

的。

……连山舅一直待到烈子舅那圆垛的

垛根盘起，这才慢慢站起，晃着往谷堆的西

头去。走着，不经意地弯腰一捏，那桑杈便

粘在手上，又抓一把熟土，轻轻在把上一

捋，涩涩。就势下巴儿一贴，桑杈又像是粘

脖子上一般。初时慢，紧时呼呼生风。

……桑杈箭一般飞出去，准准地扎在谷捆

上。人近了，软软一挑，谷个子飞走，声儿

带哨儿，“嗖嗖嗖……”分东西南北向，四

角四方，一个方形的垛根定了，不用量，长

长宽宽各有讲究，是一分不会错的。

烈子舅垛的圆垛，连山舅垛的方垛，他们的一招

一式，已经不仅仅是力量和农事技能的竞赛与展示，

而分明是农事技艺了———他们熟稔的动作，和农具

的亲和力，技能的高妙，身心的凝聚投入，把这垛场

的场面变成了让人“看呆了”的农事表演。

《绿嘴儿牡丹》中，五姨表达爱的方式，是连夜

做布鞋，鞋底还绣了一对绿嘴儿牡丹……被全村人

宠爱的“村孩儿”偷了饭馆里的钱，队长舅先是心疼

地给他备肉包吃，接着还是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你长这么大，见谁家丢过一根针？”“是短你吃了还

是短你喝了？这村里多少辈也没出过贼，你他妈做

贼！”［１］这就是当时的乡村，穷，但穷得硬气、骨气，

人心干净。

如果仅仅如此，即便是童年视角，是选择性的情

绪记忆，也是不真实的、单一的，在这篇小说里，李佩

甫已呈现出真实的多元的表达。

（二）乡土命运及从乡土里成长出来的作家

李佩甫幼年生活在姥姥的村庄，大半生和河南

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关联，出自命运，以及天性

的诚恳和艺术感悟力，他的小说即便是早期的这个

中篇，充溢着欢欣、情趣的童年场景，但也掩映不住

悲凉的命运感，让读者在那些有趣的乡土情事中笑

得苦涩。如瞎子舅的一生；五姨后来的认命，这个曾

因下乡的演员做过一场爱情梦的美辣姑娘，梦碎后，

·４１·



“和别的乡下女人一样下地，一样生娃，一样牵了驴

去磨面，听那磨响……”［１］

在李佩甫不同时段的小说里，总能看到他写天

压头地闷，因为困苦或负重，也因与外界疏离，乡村

人的生活类似被“遮眼”了的灰驴，踢嗒踢嗒拉磨，

一圈一圈地走，日子循环往复，给人的感觉就分外地

慢。人仿佛被捆绑在土地上，默默地承受着发生的

一切。或许可以说，这是农业时代中国农民普遍的

命运。

从这篇小说开始，李佩甫找到了他背后的大平

原，开始清醒地把那平原作为写作的故乡。由此，他

后来才创作出可称自己是中国作家的“平原三部

曲”，等等。在这之前，他和其他中国作家一样，受

到大量译介作品的冲击，在影响的焦虑中，感到随

“流”写作的没底。一个作家找到了写作的根基，并

不断地开掘下去，他才可能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作

家，一个厚重的作家等。

在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乡土命运牵着他的写

作，他的写作也在为这乡土代言。他写被践踏的土

地，土地上的人的命运：固着于土地———逃离土

地———进入城市，不同境遇中的困境与心态。沿着

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的生存与

挣扎史、奋斗史，看到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及运转规

则。没有谁比他更坚守着这片土地，世事变迁，在文

学书写中他成了乡村灵魂的守夜人。像李佩甫这样

从乡土里成长出来的作家，也应看作是乡土命运的

一部分，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

　　三、《棉花垛》里的乡村，和 ５０后男作家们的
不同

　　写这篇评论时，我居然调出了这几个作家的出
生年，李佩甫 １９５３，铁凝 １９５７，莫言 １９５５，阎连科
１９５８，刘震云１９５８。虽然之前也约略知道，但这些
数字，还是让我感到吃惊，铁凝和他们基本是同时代

人！这几个早年生活于河南及山东农村的５０后男
作家，都写过刻骨铭心的饥饿及苦难记忆，无论怎样

虚构，怎样艺术化处理，那苦都是真的苦味。因为那

曾是他们自己、他们的父辈、他们的乡亲命运的味

道。相对而言，男作家们写的是主流、显流，铁凝

《棉花垛》里的农村生活，写的是支流。

《棉花垛》里，那贫瘠的农村，更像是人物生活

的背景，那些人物尤其女性人物，心性不属于传统的

乡土伦理。这种人物，在那个时代，也许有，但应是

极少，但作家就写这个极少数，或者写她所认为的可

能的生活。

因为农村生活对于铁凝，是主动选择而不是必

然的命运，因此，她写的农村生活有苦难，但没有苦

难感。譬如，米子家境也穷，但她不是那种认命的女

人，她懂得体己，于困苦中自我设计，“她要寻人，生

儿育女，不愿意只带着一张穷嘴走”。她不种花，不

摘花，不想让花碗刺她的手，她愿意男人看见她的手

嫩，她夜里钻男花主的窝棚挣花。米子性格爽朗，充

满阳光的气息，她卖杂花给国他爹，也是理直气壮：

“杂？是不是花？！”［３］

其时的农村，时代背景是模糊的，乡村的风俗是

开放的，摘棉花的季节类似节日，夜里还有敲糖锣的

“糖担儿”，提醒你也在打扰你；糖担儿来到米子和

明喜的窝棚，三人耍嘴斗智的场景，犹如一场戏，关

于性与身体天然爽朗，似乎这祖辈传下来的看花的

风俗，无可非议。

小说里写的人和人之间，没有毒气，没有怨气。

如：尽管明喜叮嘱米子不许往别处去串，米子答应

了，但该咋串咋串；明喜也发现了，但彼此问答清澈

透明，相互的情谊都在言语里了。包括明喜的新媳

妇，明明感到丈夫的作为，也索性不拦。这时的乡

村，有些人类童年乐园的味道。

随后，小说还写了乡村少年性启蒙的游戏———

米子的女儿小臭子，和乔、老有玩过家家的故事等。

似乎时光停滞，生命在懵懂中憧憬着……随着人物

的成长，情节的发展，到了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

期间，小臭子和乔，上了地方上的抗日夜校，后来出

于不得已，小臭子出卖了乔，乔因此惨死。令人想象

不到的结局是：在棉花田里，国和小臭子身体性的沉

醉之后，国突然的变化———二人之间突然由相吸引

的青春男女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几乎让读者反应

不过来。枪像没出声，“漫地里不拢音”。小说省去

了很多笔墨，生者的心和死者的心，只能读者去揣

摩。到此，方感前面的一切都在酝酿这一刻的到来，

“革命”不允许任何理由的背叛，小臭子性情里欲望

化的种子，和她母亲米子相似的那些，隐隐中导致她

在特殊时期踏上了不归路。性情、革命、命运，在此

碰撞在一起。这篇小说，也可以看成是写人性与隐

秘命运的，尤其写革命年代这一意外之笔，使这篇小

说变得不凡。这也应了铁凝对好短篇的看法———

“给予人的那种猝不及防之感”［２］。

作家对文学的理解有多深，也意味着他能写到

哪一步。“文学对人类最终的贡献也并非体裁长、

短之纠缠，而是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好的文学让

我们体恤时光，开掘生命之生机。”［５］小臭子的死，

让人更感前面生命场景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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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棉花垛》，铁凝自己也曾说，之前如《麦秸

垛》的写作，有一种要证明什么的驱动，在当时文坛

都在求变的思潮下，作者求变的愿望也很强烈，因

此，在语言叙述上，可见雕琢和矫情的痕迹；到了

《棉花垛》，写作心境就变单纯了，“不想向外界证明

什么了”［６］。可见，作家由《棉花垛》找到了那份创

造性的精神自由，找到了写作中的自我，才能不被外

界推着走。

在不同的时段，铁凝笔下的农村女子，既有相似

也各有不同。如后来的《秀色》［７］，那个没水的村

子，水被男人长途跋涉背回家来，是要上锁的，要说

也很苦了，但给人的感觉是有力量的———村里最漂

亮的两代女子，为了让技术员们留下来打井，直到出

水，把水锁砸开，有些悲壮地献出自己洗净的身体，

她们勇敢地有谋划地改变命运。这些乡村女子，在

伦理观念和世代生存困苦之间，心像明镜一样，首先

选择了生存。精神气质上，她们更是现代女子，而不

像乡村女子。

和今天这个信息化、城乡一体化时代生活的同

质化不同，在那个城乡隔离的时代，文化家庭、城市

环境中成长的铁凝，和在困苦乡村中成长的男作家

们，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代人。但他们在文学中表现

出的不倦的耐心、创造性的追求和营建精神立场的

信念，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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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小说文体的真正形成可以说都经历了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再到小说的过程，只
不过在其过渡中，由于自身渊源的不同，有了现实与虚构的明显变化———中国的小说文体是由史传

发展而来，重史事，而西方小说文体一般来说是由史诗来完成过渡的。若追溯中国现代小说文体观

的演变与形成，从战国时期起，小说内容的表述从讲述到描述再到虚构，形式由口头式到书面式；到

五四时期，小说就逐渐形成了既有中国传统叙事的承续，又有西方现代“灵与肉”描绘和刻画的借

鉴，内容渗透于形式之中，形式又深化着内容，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质的中西方小说观念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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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小说，小说的起源与内涵的演变，中西、古
今小说概念的不同之处，等等，研究现代小说文体艺

术之前，需对这些应做必要的梳理和辨析，以便更清

楚地了解中国现代小说的内涵和实质。由此，进一

步探讨中国现代小说文体观的现代审美性，从而更

明确更系统地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

一、叙事的承续与虚构的借鉴

在中国，小说从最初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到新形

式、新内容的发展，历史悠长。最早在《庄子》中就

有对小说一词的使用，虽然内涵与现在有较大差别，

但表明中国已经有了小说的雏形。起初小说仅作为

街谈巷议的一种形式被说或讲出来，并不为士人阶

层所接纳，作为“稗官野史”存在于历史中，后来，小

说作为“文学之大主脑”被作家正式书写或记述，并

成为一种职业被精英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成为文

坛的核心和中坚支柱。无论它的形式、内容、性质、

地位、功能等发生了多大变化，但不容置疑的是小说

经过了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学发

展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西小说文体的真正形成可以说都经历了从神

话、传说、民间故事再到小说的过程，只不过在其过

渡中，中西方由于自身渊源的不同，有了现实与虚构

的明显变化———中国的小说文体是由史传发展而

来，重史事，而西方小说文体一般来说是由史诗来完

成过渡的，因此中西方小说文体在以后就有了区别。

但二者的艺术本质构成并未发生大的变化，都保持

了构成小说的基本要素，使小说不失去它自身的要

素，并随时代变迁而逐渐成为了文学艺术的最重要

的表现形式。

在中国，小说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被提出，但在

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它仅仅是一种街头巷议的故

事讲述，多是精英之外的底层人对故事的话语表述

和传播，此时的小说内涵多是口头表述，传达一个事

情，并且也多为社会生活的事实，而非空穴来风、虚

构之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小说的认识有了

提升，出现了志人和志怪小说，小说不仅讲述故事的

大概，而且有了简单的描述，也有了对天地间万事万

物的稀奇古怪的传说，形式上由口头式转为书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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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简单明了，干净利落，故事内容清楚，结构简单

有序，题材在重事实的基础上有了大胆的虚构情节，

尤其是志怪小说。到了唐代，有了传奇，更是表现出

虚构的成分。到了明清时期，小说概念的内涵有了

事实和虚构的融合，于是，清代出现了四大谴责小

说、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传奇小说、侠义

公案小说、狭邪小说……清末民初以降，对小说的理

解已接近现代小说概念的内涵。当然，现代小说概

念与西方小说概念依然联系较大，因为“五四”时

期，无论理论者还是创作者，多是留学回来，深受西

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胡适等人，在小说理念上一开

始就定位为西方小说的内涵，到了鲁迅、周作人、郭

沫若、郁达夫等创作者，也多受西方文学思潮、文学

作品的影响，如鲁迅的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从

名称到写作方式都明显受其影响，以致后来的许多

创作小说的作家，如留日归来的郁达夫、郭沫若，留

美的胡适、陈衡哲、冰心、梁实秋等，留美、英的徐志

摩，留法的巴金、李稢人、戴望舒，等等。

“五四”时期，对小说的认识具有了西方小说的

现代内涵。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西方现代小

说的元素，并较好地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合起

来。内容上，也不再是一味地叙述历史、社会、现实、

人情世相等，也有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灵与肉”的冲

突的描绘和刻画。如郁达夫的浪漫抒情小说，张资

平的专写男女之间三角恋爱的小说等，都切入到人

们的内心世界、原始的欲望和情感的复杂关系。

１９３０年代，小说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地步，无
论内容还是写作技巧，以及二者的有机融合，都出现

了成熟的小说文体形式。如长篇小说，就出现了繁

盛时期，代表性的作品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

《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李稢人的《死水微澜》，

等等。与古代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近代“谴

责小说”、政治小说等的类型化、雷同化的形象相

比，它们在时空安排上也有了更加现代性的表现，展

现了独具个性的典型形象。

１９４０年代，短篇、中篇和长篇，都出现了回转现
象，但并不是简单的回转，而是作者结合时代语境和

文化背景，有了形式上的创新。如赵树理的新章回

体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

迁》等，具有宋代话本的“说话”艺术，甚至文中夹着

快板、民谣等艺术形式。有人誉之为“现代评书体

小说”，这也是“新”章回体的体现，与章回体的叙事

形式和叙事风格相似，追求故事的来龙去脉，头尾呼

应，具有完整性，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

农村现实问题。胡风、路翎的表现主观性的七月派

小说等，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叙述了郭素娥作为

一个正常女性，在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急切寻

求，展露了传统禁锢中的女性的爆发力如此之强，犹

如西方现代小说中的男女为追求自我，在灵与肉的

冲突中奋不顾身、勇于牺牲的精神。

到了当代，小说认识已有了大体一致的看法和

理解，从作者到读者到批评者，都无声地达成了一

致，此时的小说已真正在中国文学史上稳固和发展

起来；而到了新时期，小说更是丰富多样，形式也是

花样百出、不断创新。新世纪小说仍在寻求突破新

时期的多样形式，如１９８５年文学思潮之前，“文革”
结束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作家们采用宣

泄和反思的艺术形式对社会历史进行暴露和反思。

此后，凸显个人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女性小说，作

家采用私语式的写作方式来倾吐个人的情与欲，以

此反映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诉求。当下，贾平凹、刘

震云、莫言、周大新、余华、阎连科等作家，他们总是

试图用新形式表现新内容。如《带灯》《我不是潘金

莲》《蛙》《安魂》《第七天》《炸裂志》，等等，尤其是

阎连科的《炸裂志》是践行自己提出的“神实主义”

写法，荒诞、幽默和讽刺在作品中大胆表现，也写了

从乡村到当下大都市三十年发展的历程。正如作者

所说，他在运用地方志的结构形式来叙述故事的内

容，试图找寻出新形式，这也展现出新世期以来作家

对小说创作的文体忧虑和文体形式的探新。

总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经过古代到近代

的复杂演变而来，由街巷之议的“小道”、历史中的

“野史”“稗史”，直到近代的“文学之最上乘”，再到

现代文学的宗主，正如刘半农所言小说已“为文学

之大主脑”，真正从古代的“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

于四部，”一跃而成为文人精英知识分子热衷的文

学形式，居于文坛的核心地位。综观中国小说的整

个发展脉络和艺术流程，可以看出：中国小说自现代

以降，作家们就有了对小说的认知和理解，然后运用

现代的艺术方式和方法，叙述社会现实人生，也有对

传统小说叙事的继承和沿袭。

在西方，小说概念的称谓由来已久，内容上多是

虚构成分，虽有事实，但只是作为一个基点，然后由

此大胆想象和生发，加上写作技巧的运用，使得小说

的内涵丰富多元。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经历

了一个缓慢发展的艰难过程，是由最初的史诗到传

奇，由民间传说、故事到浪漫史的演变，“小说的兴

起”只是十七八世纪出现的。从“小说”一词的英文

“ｆｉｃｔｉｏｎ”和“ｓｔｏｒｙ”的语义之细微区别看，“ｓｔｏｒｙ”重
在虚构，是一般故事的表达，而“ｆｉｃｔｉｏｎ”强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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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等义。在西方，文学文体中的“小说”一词多是

用“ｆｉｃｔｉｏｎ”表示，意在表明小说是一种虚构的叙事
艺术，从“小说”的缘起而来。而在中国文学文体

中，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在翻译英文时较为准确

的译法是“ｆｉｃｔｉｏｎ”，更突出创新、探索、新奇等意，古
代“小说”一词的英文准确地翻译应为“ｓｔｏｒｙ”，更倾
向于讲述或说出故事。当然现代意义上的中西方小

说内涵，都包含有“ｓｔｏｒｙ”层面的意义。
总体来看，西方小说内容上更注重虚构故事，叙

事策略、人物的个性和主体，“灵与肉的冲突”，艺术

想象、语言修辞等。如古希腊的传奇小说，本身有固

定的创作模式，在小说中主要有两个关键点即开始

与结局，其中人物没有任何岁月增长的痕迹和年龄

的长大。小说所表现的是男女的爱情，从开始相识

到相爱再到离别、出逃、寻获、丢失、找到等种种坎

坷，最后圆满结合。期间，空间是多维和多变的，但

都是在固定的短时间内发生的。传奇小说的最大特

点是机遇和相逢，叙事时间好像消失或隐藏起来了，

作品中了无痕迹。“在后来的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巨

大的生命力和灵活性。”［１］３０３这一点在中国现代作家

的小说中也得以创造性继承。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的小说可以说是传

奇小说，也是西方理论界所说的 ｒｏｍａｎｃｅ（罗曼司小
说）或浪漫主义小说；张爱玲的小说可以说是反传

奇小说，二者都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结合中

国的现实和对艺术的理解，加以融合创造，呈现出中

国式的传奇。当然，其中也有中国古代唐传奇的因

素在里面。他们的小说故事都是讲述爱情，男女主

人公的相遇、相识到相爱的过程也基本相似，但他们

改变了过去那种跌宕起伏的爱情到婚姻的过程，不

再有中间的各种旁岔。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一开始就给故事设置了悬

念，呈现三角恋爱的故事情节。这种三角恋爱式的爱

情男女双方都表现得异常的公平，虽然内心也有渴望

成功的一面，但基于传统观念和公平竞争的思想，还

是运用公平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爱情。最终，由于自

己的弱势失败了，便只好悄悄消失，自己忍受爱情的

折磨。但由于公平、亲情等关系，胜利的一方却为此

感到过意不去，碍于面子也采取了躲避的方式，以至

于让女主人公仍处于一种美好的等待中。

张爱玲的小说多是从类似情节的反面去讲述故

事，把重点集中在人物对现实的理解上，她笔下的人

物身上，务实主义表现得异常突出。如《金锁记》

《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半生缘》，等等，传

奇色彩表现在女性对待爱情皆是按照现实需要来决

定。无论忍耐、委屈、游戏等，最终，婚姻满足了个人

的现实需要，拥有了爱情的所谓“浪漫”，但时间的

变化让她们慢慢认识到自己的追求和现实的距离。

因此，小说的内涵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小说文体作为一种文学文体，它在不同时期具

有不同的含义。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体这个概

念通常是指文学体裁及其相应的美学风格而言

的”［２］５１。体裁和风格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文

体概念的阐释，在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

《文赋》中都有论述和阐释。通常我们认为，文学是

反映社会生活的，“但反映社会生活并非文学的终

极目的。作家带着自己主观的美学评价去描写生

活，正是为了要改造生活，推动生活向前发展。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之作用于读者，从而作用于社会

生活，起决定作用的归根结底是作品所包涵的思想

力量。所以，一个真正伟大的文学家，必定同时是一

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所创造的典型必定具有可观的

思想深度，他对生活、时代和历史的理解，必定有他

自己特有的新鲜、深刻、有力的真知灼见，正是这些

真知灼见散发出巨大的思想魅力，从而强烈撼动读

者的灵魂，引起思想上的共鸣”［３］７３。其实，一个作

家在创作时，他首先应清楚自己在文本中要表达什

么，也即内容，可以是他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也可以

是对理想生活的想象。文学作品既要有思想，也要

有适合表达思想的艺术方式，才能具有文学的魅力。

这里的艺术方式也是文体所要体现的。

何振邦先生提出，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界要建构

一门现代文体学学科，他认为，“现代文体学的建设

对当前文学创作也有它的指导意义”［２］５３。新时期

以来，中国文学除了内容上变化外，形式上即文体上

的变化与更新是渐进且明显的。如叙事性作品的视

角、语言、时空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变化；抒情性作

品的方式、语言、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受众耳目一

新。虽然古代文论中有关于文体的片段论述，但总

体看来，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文体意识并没有觉

醒，更何况读者呢？因此，我们对文体的关注远远不

够，长期以来，文学所关注的往往是作品的思想内容

与社会学价值等，文体观念并不明显。

２０世纪以来，在世界文坛上，尤其在西方文坛
上，新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冲击和扬弃

着传统技法。综合来看，似乎有这么一种趋向：对人

物和典型的描写，着重点已从人物的外部性格转向

更深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量新的技巧的应用，

开拓和加深了表现人的心灵的新领域。［３］８１如海明

威的《老人与海》、卡夫卡的《城堡》等。文体研究者

庞守英在《新时期小说文体论》中，把“小说文体，即

小说这种体裁的样式”，分为短中长三类小说，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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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于“小说自身诸因素”，如“小说的构成方式与存

在形态，小说的叙事方式，小说的语言特征等

等”［４］４。那么，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文体，它的内容和

形式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下面我们将对小说中的

内容和形式之关系做一简要梳理。

总的来说，中国现代小说既承续了中国传统小

说的叙事，又借鉴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虚构；既吸取了

传统小说的叙事精华，又借鉴了现代小说的虚构新

质，呈现出具有自己特质的中西小说观念的融合。

二、内容的渗透与形式的深化

首先，我们要明确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

关系。小说文体研究是一种文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虽然在１９８０年代曾经掀起一个小小的研究热潮，但
仍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直到当下，它仍然是中国文

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待于系统深入地开展研究。

现代文学研究者温儒敏先生曾不无忧虑地说道，中

国文学文体的研究仍远未达到一定的深度，还需要

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待拓展的空间还很大。小说

作为文学文体的一种，自近代以来，它的作用就得到

了极大的宣扬和积极的实践，到了现代，它的影响逐

渐扩大，地位也迅速确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在

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短篇小

说在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成绩斐然；中长篇小

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第二个十年中达到了成熟；

１９４０年代，以上体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可以说，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小说也在探索中逐渐

走向成熟。

诚然，小说是由内容和形式组成的，与此相应，

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离不开深刻的思想内容及其

相应的有意味的艺术形式，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

分的。正如章培恒先生所说：“文学的发展过

程———也包括同一个门类的内部发展过程———必然

是内容和形式同时发展的过程。”［５］２以往，我们的文

学史多以叙述文学内容的发展为主，对艺术形式多

是罗列式的概括叙述，并未深入具体论析，很难令人

信服，甚至可以说是应景式的或隔靴搔痒式的叙述。

其实，小说内容展开的过程也是形式得以呈现的过

程，正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

特别”［６］２３８。有评论者说：“文学形式是每部文学作

品的面相，但绝不是面具那样可以脱卸的物件，文学

形式是和作品长在一起的，血肉相连，无法切割。而

且这些面相之间没有共同点，却有着远远近近、盘根

错节的相似处，由此构成一个家族。”［７］１１４

形式与内容是共同存在于作品中的，内容渗透

于形式之中，形式又深化着内容。在作家的创作过

程中，往往一个故事的讲述可以用不同的叙述技巧

来表达，独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往往也会加深读者的

阅读印象，有利于对故事内容的关注和思考。也许，

这样更切近作家对故事内容的复杂性表现。对小说

文体的研究同样不能分离二者，文体研究虽然属于

艺术形式的研究，但应是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应包含

作家主体对人生、现实、社会等的感受和认识，“内

容不仅渗透于小说的形式，而且构成它”［８］１５２。研究

小说文体，不能忽视内容，要从形式背后寻绎出更深

刻的主题内容和主题意义；形式的外延虽然比较广

泛，总体来说，属于艺术的范畴，它包括体式、语言、

结构、风格、叙事的方式和方法，等等。因此，每一要

素的存在都有可能深化作品的意义，也有可能生成

意义。正如华莱士所说：“是方法创造了意义的可

能性。”［８］１３０

为了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能够表述清

楚，我们有必要对现代小说文体的形成与演变进行

深入细致的研究。因为，它对现当代小说的发展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承续了古典小说的叙事，开启

了当代小说的艺术。每个作家在其作品形式的形成

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前人的经验和成

果，尤其是文体方面的探索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了作家对文体选择的自觉和意识。小说文体形式

的形成和发展是文学的历史发展的结晶，也是作家

艺术成熟的表现形式，任何小说文体的形成都经过

了作家心灵的审美过滤和对艺术形式的思考。

匈牙利文学评论家卢卡奇认为：“在心灵和形

式的艺术结合中，实现着日常生活和真正的更高生

活之间的统一。”［９］６这里所说的心灵，显然是指艺术

家主体的内心认识，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达到

主体与客体的艺术结合，以此来展现作者对日常生

活的认识和对理想生活的渴求，从而实现二者的有

机统一，在心理上达到生活和艺术之间的一种平衡。

实际上，心灵和形式与内容和形式是相对应的一组

概念，只不过前者是小说理论中的概念，后者是小说

实践中的一组概念。

从中西小说概念的内涵，可得知小说文体最基

本的要素仍然是故事、人物和环境，在中国现代小说

概念确立时，这些基本的要素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只

不过现代作家根据当时的文化文学背景，对客观世

界和主观认识，用当时的审美艺术表现形式给予了

创造性的变革。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他们承续的

仍然是古典小说文体的观念，如李卓吾的 “发愤”

观、金圣叹的“事为文料”、毛伦和毛宗岗父子的“实

录小说观”、张竹坡的“寓言”观，等等；近代以来，夏

曾佑、梁启超、王国维、黄摩西等人的现代小说文体

观念，也即是重在同一时空中表现客观世界和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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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叙述视角也多是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目的

多是救国救民，起到启蒙民智的作用。

然而，在创作实践中，他们多是以西方现代小说

文体的观念呈现出来的，也即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以及现代主义方法的融合运用，使得现代小说文体

在表现方法上由原来单一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到

三者的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在一起，共同为作品主题

的有力表现发挥作用。从现代小说奠基人鲁迅先生

的首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始，中国现代小说就开

始展现了自身所具有的现代特质，它既不同于西方

现代小说，也与中国古典小说迥异，而具有了自身独

立的体系。到了１９３０年代，中国现代小说更是体现
了中国化的本土化的民族化的特质。１９４０年代，由
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原因，中国现代小说文体

观念更具有了中国特有的艺术特质，即采取多种多

样的表现形式。如抗战救亡小说、讽刺与暴露小说，

等等，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内容的艺

术表现形式。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

形成与演变，虽然是初始阶段的艺术呈现，但它有着

自身独立的艺术体系，从流传下来的经典小说文体

文本，可以看出审美艺术在现代作家那里已相当成

熟。当然，世界文学思潮、时局的动荡变化、作家的

责任心和使命感、艺术形式的适时契机，以及作家个

体的独特感受和认知等等，也都是中国现代小说文

体这种艺术形式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因素。时至今

日，现代小说文体观念仍然在推动和启悟着作家们

对艺术的思考。

今天我们对文体尤其对中国现代小说文体进行

关注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其时代背景

下，作家是如何通过小说这种新兴的文体形式表达

对历史、政治和文化等的认识的，并从中探寻作家在

艺术形式的呈现中蕴含的心灵诉求。正如卢卡奇所

说，他当年研究形式的原因，是“因为它使人有可能

通过逃避和退回到艺术中去，来拒绝现实”。他看

到，“生活是混乱的，而艺术则具有形式”［９］５。实际

上，我们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并不是为艺术

而艺术，而是为如何更好地透过小说形式的内在肌

理来寻绎出作家对时代、社会、人生等的认知和思

考，因为“小说的形式比其他任何形式更能使作者

的想象自由驰骋”［９］１０。

正如克默德和姚斯指出的：“文化变化势必导

致文学经典的重新解释。”［８］１７３２１世纪的今天，市场
经济的深入、现代各种媒介的出现，使得我们的文化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出多元文化共存的状

态。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当今读者对现代文学经

典有着不同于以往读者的感受和理解。当然，对于

经典的认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其共性

的核心认识应是一致的———经典作品应是那种生命

力强、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能够让不同时代不同阶

层不同年龄的读者都能有所感受和体悟，产生一定

的共鸣或引起一定的深思，历久弥新、常读常新的作

品。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现代小说文体的再审视和再

考量，从中发现具有当时时代的现代特质，以此为参

照，思考我们当下的小说文体，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重读现代小说经典文本，重新阐释和解析现代

小说文体文本蕴含的创作主体的审美认知，揭示二

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找寻出文体各要素的艺术特质，

从而对中国现代小说文体观有种清晰的认识，为新

时代小说文体探寻出更富有意义的艺术资源，这是

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项艰巨任务，期待中国现代小

说文体研究有所突破。

注释：

①“回转”一词指表面看来回归了传统，从传统的艺术元素
中寻找适合当时表达的艺术体式，但实质上带有现代性的

东西，与传统存在着差异。

②指可以吸收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中关于文体学研究的成果；
可以发展和完备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以改变重内容轻形

式的旧格局；可以改变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意识，培养一种

新的理解与阅读方式。见何振邦．建设中国现代文体学
［Ｍ］／／观念的嬗变与文体的演进．北京：作家出版社，
２００９：５３．
③维特根斯坦在《蓝皮书》和《哲学研究》中对此均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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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何振邦．建设中国现代文体学［Ｃ］／／观念的嬗变与文体
的演进．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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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１页）　虽然他没有专门拍战争片来深入
反思，但通过他的后期电影，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

上他对战争也有所思考。对人性的张扬，其实就是

对战争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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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ｎｏｎｏａｗａｒ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Ｈｅｃａｌｌ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ｆｉｌｍ”．Ｉｔｉｓｓｕｃｈａ“ｌｉｔｔ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ｈｏ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ｊｏｙａｎｄａｎｇｅｒ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ｈｉｓｆｉｌｍｓｗｉｔｈｈｉｓｍｅｌｌｏｗｗａｒｍ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ｈｉｓｃｒｅ
ａｔｉｏｎ，Ｈ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ｎｖｅｒｔｔｈ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ｍ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ｉｎｔｏ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ｄｏｗｉ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ｎｏｎｏ
ａｗａｒｅ”，ｕ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ｌｙ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ｌｍｓ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ｈｉ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ｅ“ｍｏｎｏｎｏａｗ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ｌｍｓｏｆＹａｓｕｊｉｒｏＯｚｕ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Ｔｏｋｙｏ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Ｗｉｄｏｗｅｒａ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ａｓｕｊｉｒｏＯｚｕ；ｍｏｎｏｎｏａｗａｒｅ；ｆｉ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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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彭　鹏，周　莹
（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８
作者简介：彭鹏（１９９５—），男，河南漯河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与区域

管理。

摘　要：以国家５Ａ、４Ａ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相关
分析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借助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对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数量分布呈西部多东部少、省

界处集中分布的特点；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空间分布均衡性较低，在市域尺度上呈集中非均衡分

布；空间分布密度具有显著的差异，豫中片区密度最大，豫南片区和豫东—皖北片区密度较低，市域

尺度上洛阳、郑州、开封是密集分布的区域；地形地貌、水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

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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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城市群是我国七大国家级城市群之一，具
有交通区位优越、城镇体系完整、自然禀赋优良、文

化底蕴深厚的发展基础，在中部地区崛起、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原城市群的发展［１］，到目

前，关于该城市群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主要集中在

区域经济发展［２－３］、城镇化水平［４－５］、生态环

境［６－７］、交通建设［８－９］等方面，但对整个区域旅游景

区空间结构的研究较少。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国务院批
复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强

跨省旅游风景道建设，联手开发黄河沿线、淮河沿

线、太行山等跨省旅游资源，研究建设中原山水度假

旅游区。加大联合旅游营销力度，壮大区域旅游联

盟，推动形成区域性旅游联合体。”因此，研究中原

城市群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对于整个区域旅游业发

展具有战略意义。

旅游景区是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

业赖以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
是依据《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ＧＢ／

Ｔ１７７７５—２００３）及相关细则评定的具有观赏游憩价
值、文化娱乐功能，具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并提供相

应旅游服务，具有相对完整管理系统的游览区。从

高到低区分为５Ａ、４Ａ、３Ａ、２Ａ、１Ａ五个质量等级。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点及其结构组合规律对旅

游空间竞争的性质和强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区域

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Ａ级旅游
景区空间分布是旅游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显现，包

含着旅游活动的空间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国内学者

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 Ａ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
的时空演化［１０］、空间结构影响因素［１１］、分布特征及

效益［１２］，研究尺度多为全国、省域为主，而关于区

域旅游资源，尤其是中原城市群国家 Ａ级旅游景
区的空间结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国家

５Ａ、４Ａ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原城市群
高级别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对其主要影响

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

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及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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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区域概况

中原城市群范围涵盖５省３０个市，其中包括河
南省全境１８个城市，河北省的邢台和邯郸２个城
市，山西省的运城、晋城和长治３个城市，安徽省的
阜阳、亳州、蚌埠、淮北、宿州５个城市，山东省的聊
城、菏泽２个城市，区域总面积２８．６６万 ｋｍ２。区域
内旅游资源富足，拥有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类型多

样的自然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截至２０１８
年底，区域内共有５Ａ、４Ａ级旅游景区２５５家，其中
５Ａ级旅游景区有１７家，４Ａ级旅游景区有２３８家。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１．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指实际最邻近距离和理论最邻近距

离之间的比值。［１３］在地理学领域，学者们利用最邻

近指数研究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类型，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本文借用该方法对中原城市群４Ａ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进行测定。首先，计

算理论最邻近距离，公式为：

珋ｒＥ ＝
１

２槡ｎ／Ａ
＝ １
２槡Ｄ

（１）

公式（１）中，Ａ代表区域面积，ｎ代表景区个数，
Ｄ代表点密度，之后计算最邻近指数，公式为：

Ｒ＝
珋ｒ１
ｒＥ
＝２ Ｄｒ槡 １ （２）

公式（２）中，Ｒ为最邻近指数，珋ｒ１为实际最邻近距
离。当Ｒ＞１时，Ａ级景区点要素在空间上呈均匀分布；
当Ｒ＝１时，Ａ级景区点要素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当
Ｒ＜１时，Ａ级景区点要素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
２．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一般用于描述空间要素的分布状况，

是地理学中分析区域空间要素的离散分布情况的主

要方法之一。［１４］

Ｇ＝１－１ｎ ２∑
ｎ－１

ｉ＝１
ｗｉ＋( )１，Ｃ＝１－Ｇ （３）

公式（３）中Ｇ为基尼系数，ｎ表示中原城市群的
城市数量，ｗｉ表示第 ｉ个城市内高级别旅游景区数
量占总数量的比重，Ｃ表示分布均匀度。Ｇ的取值范
围在０～１之间，数值越大，表明集中程度越高。
３．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强度主要用来描述区域旅游景区在空间上

的集散特征以及分布形态的变化情况［１５］，其公式为：

λ＾ｈ（ｓ）＝∑
ｎ

ｉ＝１

３
πｈ４

１－
（ｓ－ｓｉ）

２

ｈ２[ ]λ
２

（４）

公式（４）中，ｓ为区域内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的具体位置，ｓｉ为以ｓ为圆心的区域内４Ａ级及以上
景区，ｈ为半径空间范围内第 ｉ处４Ａ级及以上景区
的具体位置。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中原城市群５Ａ级旅游景区数据主要来源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４Ａ级旅游景区数
据主要来源于中原城市群五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

ＧＤＰ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３０个地市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借助 ＬｏｃａＳｐａｃｅ
Ｖｉｅｗｅｒ软件，对每个景区进行精准定位，建立包含景
区坐标信息的Ｅｘｃｅｌ数据库，导入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
中，并分别同中原城市群地貌图、主要河流图、主要

公路图进行叠加分析。依托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对
中原城市群４Ａ、５Ａ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空间
分布均衡性和空间分布密度进行分析。运用缓冲区

工具对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

因素进行深入探究。

三、结果分析

（一）景区空间总体格局

通过对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的整

理，得到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状况表

（表１），以此来分析景区空间总体格局。
表１　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景区分布状况表

城市 景区数量（家） 占比（％） 城市 景区数量（家） 占比（％） 城市 景区数量（家） 占比（％）

郑州 ２１ ８．２４ 南阳 ２０ ７．８４ 聊城 ４ １．５７

安阳 ８ ３．１４ 许昌 ９ ３．５２ 菏泽 ４ １．５７

鹤壁 ５ １．９６ 开封 １０ ３．９２ 长治 ９ ３．５２

濮阳 ３ １．１８ 漯河 ５ １．９６ 晋城 ７ ２．７５

新乡 ９ ３．５２ 驻马店 ６ ２．３５ 运城 １１ ４．３１

焦作 ５ １．９６ 信阳 １４ ５．４９ 淮北 ３ １．１８

济源 ３ １．１８ 商丘 ５ １．９６ 蚌埠 ５ １．９６

三门峡 １４ ５．４９ 周口 ３ １．１８ 宿州 ４ １．５７

洛阳 ２７ １０．５９ 邢台 ８ ３．１４ 阜阳 ４ １．５７

平顶山 １０ ３．９２ 邯郸 １２ ４．７１ 亳州 ７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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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知，中原城市群中高级别旅游景区数
量排在前三位的城市分别为洛阳市（２７家）、郑州市
（２１家）、南阳市（２０家），依次占比 １０．５９％、
８．２４％、７．８４％，三个城市均在河南省范围内，其他
省份的城市中景区数量较多的城市有邯郸市（１２
家）、运城市（１１家）、长治市（９家）。中原城市群中
濮阳市、济源市、周口市、淮南市的高级别景区数量

最少均为３家。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共有
２５５家，其中 ４Ａ级旅游景区有 ２３８家，占总数的
９３．３％；５Ａ级旅游景区仅有１７家，占总数的６．７％。
将２５５家高级别旅游景区平均到３０个城市中，每个
城市景区数量约为９家，景区数量达到平均值的城
市有１２个，占城市总数的４０％，有６０％的城市旅游
景区数量在平均值以下，城市之间旅游景区分布不

均匀。

（二）景区空间分布类型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中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
ｂｏｒ工具，计算出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实际
最邻近距离小于理论最邻近距离，最邻近指数 Ｒ＝
０．５９＜１，因此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的空间分
布为集聚型。计算出中原城市群各城市最邻近指数

（表２），在中原城市群的３０个城市中，郑州、安阳、
南阳等１７个城市的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类型为均
匀型（Ｒ＞１），新乡、三门峡、洛阳等１３个城市的高
级别旅游景区分布类型为集聚型（Ｒ＜１）。蚌埠市
共有５家高级别旅游景区，都集中分布在市区范围
内，集聚程度最高（Ｒ＝０．２７）；信阳市的１４家高级
别旅游景区分布均匀度最高（Ｒ＝２．６４）。

表２　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最邻近指数及空间结构类型

城市 最邻近指数 类型 城市 最邻近指数 类型 城市 最邻近指数 类型

郑州 １．０２ 均匀型 南阳 １．４１ 均匀型 聊城 １．４６ 均匀型

安阳 １．０８ 均匀型 许昌 ０．７２ 集聚型 菏泽 １．５１ 均匀型

鹤壁 １．８９ 均匀型 开封 ０．６４ 集聚型 长治 ０．６８ 集聚型

濮阳 １．３１ 均匀型 漯河 ０．７０ 集聚型 晋城 １．５９ 均匀型

新乡 ０．８９ 集聚型 驻马店 ０．９５ 集聚型 运城 １．３２ 均匀型

焦作 １．２６ 均匀型 信阳 ２．６４ 均匀型 淮北 ０．７５ 集聚型

济源 １．１２ 均匀型 商丘 １．０３ 均匀型 蚌埠 ０．２７ 集聚型

三门峡 ０．９４ 集聚型 周口 １．３５ 均匀型 宿州 １．０６ 均匀型

洛阳 ０．９５ 集聚型 邢台 ０．７７ 集聚型 阜阳 １．１８ 均匀型

平顶山 ０．８７ 集聚型 邯郸 ０．７２ 集聚型 亳州 １．１２ 均匀型

　　（三）景区空间分布均衡性
运用基尼系数对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

间分布的均衡性进行分析。经计算，基尼系数 Ｇ＝
０．６６，分布均匀度Ｃ＝０．３４，表明高级别旅游景区在
中原城市群中呈不均衡分布。同时，绘制出洛伦茨

曲线（图１），可以发现，洛阳、郑州、南阳、三门峡、信
阳、邯郸、运城、平顶山８个城市集中了中原城市群
高级别旅游景区的５０．５９％，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
集中分布的特点。

图１　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洛伦茨曲线

（四）景区分布密度分析

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究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

区的空间集聚特征，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中的
Ｄｅｎｓｉｔｙ功能，得到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的空
间分布核密度图（图２）。

由图２可知，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
呈现“两带、五片区”的特征，“两带”是指邢台—长

治—邯郸—安阳—新乡—郑州南北状高级别旅游景

区分布带和运城—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高

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带；“五片区”分别是豫北—鲁

东—冀南—晋东片区、豫东—皖北片区、豫南（信

阳—驻马店）片区、豫西—晋南片区、豫中片区。豫

中片区的高级别旅游景区密度最大；豫南片区和豫

东—皖北片区高级别旅游景区密度较低。在市级密

度分布上，开封、郑州、洛阳密度较高，菏泽、周口、阜

阳密度较低。

四、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一）地形地貌条件

地形地貌是旅游景区的骨架，起伏的地形可以增

加景观空间层次感，提升美学价值。不同类型地貌，

不仅本身可以构成景观，与其他要素相组合，更可形

·５２·



成观赏度较高的景致。中原城市群地势西高东低，南

部略有凸起，太行山、中条山、伏牛山、大别山呈半环

状合围着黄淮平原。因此，将中原城市群地貌图与高

级别旅游景区叠加，探究其对空间分布的影响。

借助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获取高级别旅游景区
所在位置的平均海拔。统计整理可知，在高度低于

２００ｍ的平原地区，共有景区１４９家，占比５８．４３％；
在海拔高度２００ｍ～５００ｍ之间的丘陵地区，共有６１

家景区，占比２３．９２％；在海拔高于５００ｍ的地区，共
有景区４５家，占比１７．６５％。随着海拔的升高景区
数量也在不断地减少。将景区按其主要性质分为自

然类景区和人文类景区两种类型，可以发现，人文类

景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低海拔地区，高海拔地区景区

分布以自然类景区为主。因此，可以得出，地形地貌

对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

影响，且对景区类型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制约性。

图２　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核密度图

　　（二）水资源条件
资源禀赋是旅游景区尤其是高级别旅游景区形

成的基础。中原城市群涵盖５个省份的３０个城市，
水资源丰富，有多条主要的河流如黄河、淮河、卫河

等，水体本身是一种高质量的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

中原城市群主要水系构成了旅游发展的基础，促进

了高级别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借助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软件，对中原城市群主要水系分别做１０ｋｍ和２０ｋｍ

的缓冲区，统计两个缓冲区内高级别旅游景区的数

量，得到图３和表３。由表３可知，在１０ｋｍ缓冲区
内有高级别旅游景区８２家，占比３２．１６％；在２０ｋｍ
缓冲区内有高级别旅游景区１１４家，占比４４．７１％。
旅游景区数量随着缓冲区的增大而增加，且５Ａ级
旅游景区的增长率更高。由此可见，中原城市群高

级别旅游景区的分布与主要水系的关系密切。

图３　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与主要水系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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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原城市群主要水系缓冲区内的景区数量

缓冲区

宽度

４Ａ级旅游景区
数量（家）占比（％）

５Ａ旅游景区
数量（家）占比（％）

总计

数量（家）占比（％）
１０ｋｍ ７６ ３１．９３ ６ ３５．２９ ８２ ３２．１６

２０ｋｍ １０４ ４３．７０ １０ ５８．８２ １１４ ４４．７１

　　（三）交通条件
旅游交通是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评定的必要条

件之一。交通通达度不仅是旅游景区开发和建设的

必要条件，而且是衡量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程度的重

要标志。高级别旅游景区对于交通的要求更高，借

助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对中原城市群主要公路分别
做１０ｋｍ和２０ｋｍ的缓冲区，统计两个缓冲区内高级

别旅游景区的数量，得到图４和表４。由表４和图４
可知，在１０ｋｍ缓冲区内有４Ａ级旅游景区１００家，
５Ａ级旅游景区 ６家，共 １０６家，占比４１．５７％；在
２０ｋｍ缓冲区内共有高级别旅游景区 １６０家，占比
６２．７５％，其中５Ａ旅游景区达到１２家，占５Ａ级景
区总数的７０％以上，表明交通线对旅游景区的分布
影响密切，且级别越高的景区越接近于交通线。由

此可以推断，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集中分布

在主要的交通线周围，这有利于拓展客源市场的范

围，降低旅游者到达景区的时间，增加在旅游景区游

玩的时间，进而提高景区的经济收入。

图４　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与主要公路叠加图

表４　中原城市群主要公路缓冲区内的景区数量

缓冲区

宽度

４Ａ级旅游景区
数量（个）占比（％）

５Ａ旅游景区
数量（个）占比（％）

总计

数量（个）占比（％）
１０ｋｍ １００ ４２．０２ ６ ３５．２９ １０６ ４１．５７
２０ｋｍ １４８ ６２．１８ １２ ７０．５９ １６０ ６２．７５

　　（四）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对区域旅游景区的发展具有

决定作用，还是影响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变化的重要

推力。以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社会生产总值
（ＧＤＰ）为指标，借助 ＳＰＳＳ软件做相关性分析，发现
中原城市群各城市高级别旅游景区的数量与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较高，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０．６３７。这表明高级别旅游景区数量的多少与城
市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

会随之提高，对于旅游等娱乐休闲服务的需求就

会增加，从而促进旅游景区的发展。经济发展水

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用

于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旅游景区的升级改造、新

景区的开发建设、旅游形象宣传推广等，加快地区

旅游的发展。

五、结论

借助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运用最邻近指数、基尼
系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

景区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中原城市群３０个城市中，洛阳市、郑州
市和南阳市的高级别旅游景区数量分布较多，濮阳

市、济源市、周口市、淮南市四市的高级别旅游景区

数量分布最少。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数

量分布呈现西部多东部少、省界处集中分布的特点。

（２）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最邻近指数 ＝
０．５９＜１，表现为明显的集聚型特征，有利于旅游景
区在一定范围内的联合营销，形成区域性旅游联合

体。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基尼系数为０．６６，
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集中分布的特点。

（３）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密度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整体呈现“两带、五片区”的特

征，在市域尺度上，郑州、洛阳、开封经济较为发达地

·７２·



区是高级别旅游景区密集分布的区域。

（４）地形地貌、水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及经济发
展水平是影响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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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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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赵明成，周凤杰，鲁小波
（渤海大学 管理学院，辽宁 锦州 １２１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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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明成（１９９２—），男，河南南阳人，渤海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规划研究。

摘　要：以河南省１２４个县级行政单位和市辖区为研究单元，以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经济的衡
量指标，运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变异系数、ＥＳＤＡ、ＬＩＳＡ集聚图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演变视角对河
南省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演变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发现：河南省旅游经济
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豫西、豫北和豫中北部与豫南、豫东和豫中南部之间；十年间河南省县域旅游经

济绝对差异增大，相对差异依旧较大；十年间河南省旅游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显著的弱正向空间自

相关，且正相关性整体上呈现增强的趋势，局部地区旅游经济热点和冷点呈现极化发展趋势；社会经

济、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交通通达性是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交通网络的通达性

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在下降。

关键词：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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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作为我国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极
具发展潜力。旅游经济对区域经济差距平衡起着重

要的积极作用。［１］旅游经济差异是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研究旅游经济区

域差异对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起着重要作用，且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的要求。

国内学者对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关注较

晚，但是研究理论和方法起点较高。陆林最早对中

国各省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２］之

后学者从不同的尺度、研究指标、研究方法等方面进

行了大量研究。在尺度方面，学者多从省域［３－４］、市

域［５－６］、县域［７－８］开展研究。在研究指标方面，学者

多从入境旅游收入［９－１０］、国内旅游收入［１１］、旅游总

收入［１２］、旅游综合指标［１３－１４］四个方向开展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多数学者运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

来进行旅游经济的差异分析，如标准差、变异函数、

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地统计等。［１５－１９］这些统计方法

的基本出发点是假设样本独立，对区域整体旅游经

济差异分析具有优势，但是传统统计方法无法解释

与地理位置相关的空间数据的关联性和依赖性。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探索性空间统

计分析方法（ＥＳＤＡ）来研究数据间的空间关联和依
赖性［７，８，２０，２１］，但是一些显著性不强的数据容易被忽

视，不能发现其空间分布特征。

因此，本文倾向于结合上述两种方法发挥各自

优势，对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发展演变进行分析，并

借助ＡｒｃＧＩＳ和ＧｅｏＤａ工具进行可视化处理，揭示河
南省旅游经济空间上的关联性和依赖性。本文选取

县域尺度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更加完善和详尽，数据

分析可以更加科学、准确。研究河南省旅游经济空

间差异演变，揭示其演化规律和特征，探讨其影响因

素，为河南省整体旅游规划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对

河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选取河南省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
年的旅游总收入作为空间统计分析数据，以河南省

２０１６年１２４个县级行政单位和市辖区为研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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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地级市由市辖区和县级行政单位组成，市辖

区的行政级别等同于县级行政单位。其次，本文选

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河南
省统计年鉴和各市统计年鉴，以及河南省地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

（一）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自然间断点分级法（Ｊｅｎｋｓ）是按照数据之间的
相似性进行分级，达到同级内差异最小，级外差异最

大，科学地进行数据分级。在统计方法上用方差来

衡量，原理是同级内方差最小，等级间方差最大。［１０］

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是依据空间数据间相互独立进行

划分的，以此表现空间分布状态。

（二）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表示地理数据的相对变化程度［２２］，是

衡量河南省县级单位旅游经济发展相对离散程度的

重要指标，由于变异系数是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可

以消除价格变动所产生的影响［１５］，有利于年际比

较。公式如下：

Ｃ＝Ｓ珋ｘ＝
１
珋ｘ

１
ｎ－１∑

ｎ

ｉ＝１
（ｘｉ－珋ｘ）槡

２ （１）

（三）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描述的是特定

空间上某一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反映的是某区域范

围内空间邻近或邻接的区域单元的属性值的相似程

度［２２］。通常用Ｍｏｒａｎ指数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

Ｉ＝
∑
ｎ

ｉ＝１
∑
ｎ

ｊ≠ｉ
ｗｉｊ（ｘｉ－珋ｘ）（ｘｊ－珋ｘ）

Ｓ２∑
ｎ

ｉ＝１
∑
ｎ

ｊ≠ｉ
ｗｉｊ

（２）

其中Ｓ２ ＝１ｎ∑
ｎ

ｉ＝１
（ｘ－珋ｘ），Ｓ２代表属性值的方差

值，ｎ代表空间单位的数量，ｗｉｊ代表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采取的是ｒｏｏｋ空间权重矩阵：即ｉ区域与ｊ区域
共边，其权重为１；反之则为０，且ｉ＝ｊ时，权重也为
０。Ｍｏｒａｎ指数Ｉ的值域为［－１，１］，Ｉ小于０表示负相
关，Ｉ等于０表示不相关，Ｉ大于０表示正相关。通常用
Ｚ的Ｐ值来检验 Ｍｏｒａｎ指数显著性水平，与显著性
水平α进行比较，通常α取０．０５。其公式为：

Ｚ（Ｉ）＝ Ｉ－Ｅ（Ｉ）
ＶＡＲ（Ｉ槡 ）

（３）

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反映的是区

域空间单元与周边区域单元的属性值的空间关联和

差异程度［２１－２２］，以此弥补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面

的缺陷，通常采用ＬＩＳＡ集聚图来分析空间单元之间

的相互联系，并结合Ｍｏｒａｎ散点图进行可视化分析，
研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局部Ｍｏｒａｎ指数的取值范围、
字母含义、显著性水平检验等参照上文全局 Ｍｏｒａｎ
指数的标准。局部Ｍｏｒａｎ指数公式为：

Ｉｉ＝
（ｘｉ－珋ｘ）
Ｓ２ ∑ｊ ｗｉｊ（ｘｉ－

珋ｘ） （４）

（四）相关性分析

为了研究影响河南省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本

文选用偏相关性分析方法，分析旅游收入与各变量

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各要素在十年间的演化，并

探讨河南省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

二、河南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演变分析

（一）空间分类格局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河南省县级单位旅游收入

在空间上演变的情况，本文采取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将旅游收入分为５个层次，结合ＡｒｃＧＩＳ和ＧｅｏＤａ软
件生成可视化图。如图１，颜色越深代表旅游收入
层次越高，而这里仅仅只有４个层次，所有县级单位
的旅游收入未达到第五层次。

河南省旅游经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且有增强

的趋势。十年间只有郑州市辖区的旅游收入达到第

四层次；第三层次县级单位的数量十年间一直增长，

由９个增加到１７个，其空间上主要分布于三门峡—
洛阳—郑州—开封这条线周围，２０１６年表现最为明
显，其他一些旅游资源较为优越的市辖区也处于第

三层次，如焦作市、南阳市、安阳市等市辖区；第二层

次县级单位的数量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主要分布

于豫北、豫西、豫中，豫南和豫东分布较少；而第一层

次县级单位的数量大于其他４个层次之和，呈现先
增后减的趋势（２００７年 ５６个、２０１２年 ８２个、２０１６
年６９个），主要分布于豫南和豫东，以及豫中南部
地区。

（二）河南省旅游经济离散程度分析

十年间河南省县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增大，

其相对差异虽然很大，但是有所减小。如表１，三
个年份河南省的旅游收入平均值呈上升趋势，说

明十年间河南省旅游经济持续发展；三个年份旅

游收入的标准差也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十年间河

南旅游收入离散程度变大，即旅游经济差异继续

增大。通过公式（１）计算可得，三个年份变异系数
Ｃ值大于２，说明河南省县级单位间旅游收入比较
离散，差异度较高；变异系数 Ｃ值呈现先升后降的
趋势，且低于以往，说明河南省旅游经济相对差异

在波动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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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河南省旅游收入空间分布结构（审图号：豫Ｓ〔２０１７年０１８号〕）

表１　河南省变异系数分析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珋ｘ ８．７２ ２５．３８ ３８．７２
Ｓ ２０．３４ ６３．０１ ８６．１１
Ｃ ２．３３ ２．４８ ２．２２

　　（三）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十年间河南省旅游经济呈现显著的弱正相关，

表现为旅游经济相似的县级单位空间集聚。通过公

式（２）（３）计算得到 Ｍｏｒａｎ指数 Ｉ值、正态统计量 Ｚ
值、Ｐ值。如表２所示，三个年份的 Ｚ值大于１．９６，
且Ｐ值小于α（α取０．０５），说明河南省三个年份的
旅游经济空间自相关是显著的。Ｉ值呈现先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表明河南省旅游经济相关性呈现先缩

小后扩大的趋势；三个年份的Ｉ值大于０，分布在０．１
附近，表明十年间河南省旅游经济空间上表现出较

弱的显著正相关，其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旅

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级单位趋于相邻，发展水平

低的县级单位也趋于相邻，表现为空间集聚特征。

表２　河南省Ｍｏｒａｎ指数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Ｉ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８ ０．１３４
Ｚ ２．７８ ２．５４ ３．５５
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４

　　（四）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无法揭示局部地区县级

单位相互之间的空间关联和差异程度，因此需要进

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为了更加直观地揭示河南

省各县级单位空间上的联系和差异，本文运用 Ａｒｃ
ＧＩＳ与ＧｅｏＤａ软件生成河南省县级单位旅游经济局
部空间自相关 ＬＩＳＡ集聚图（图２）。图中 Ｈ－Ｈ代
表旅游经济发达县级单位被邻接旅游经济发达的县

级单位包围，两者间空间差异小，存在空间正相关，

属于高 －高集聚类型；Ｈ－Ｌ代表旅游经济发达县
级单位被邻接旅游经济落后的县级单位包围，两者

间空间差异大，异质性突出，存在空间负相关，属于

高－低集聚类型；Ｌ－Ｈ代表旅游经济落后县级单

位被邻接旅游经济发达的县级单位包围，两者间空

间差异大，异质性突出，存在空间负相关，属于低 －
高集聚类型；Ｌ－Ｌ代表旅游经济落后县级单位被邻
接旅游经济落后的县级单位包围，两者间空间差异

小，存在空间正相关，属于低－低集聚类型。
图２所示，Ｈ－Ｈ集聚类型：２００７年属于 Ｈ－Ｈ

类型的有郑州的市辖区及周边部分县级单位，如新

郑、荥阳、武陟，２０１２年仅剩荥阳和新郑两处，２０１６
年剩郑州的市辖区，及周边的新郑和荥阳。该区域

总体上变化不大，旅游经济增长较快，属于河南省旅

游发展热点地区。郑州市作为省会，人口众多、经济

发达、交通便利、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第三产业发达，

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坚实的服务基础；郑州市区周边

县级单位受到郑州经济辐射作用，旅游经济得到充

分发展。郑州市东西两侧的洛阳市和开封市，作为

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丰富，

且国内知名度较高、交通便利，其旅游经济的发展对

该地区成为河南省旅游热点地区的贡献很大。

Ｌ－Ｈ集聚类型：十年间属于Ｌ－Ｈ集聚类型的
只有武陟县。武陟县从Ｈ－Ｈ集聚类型滑落到 Ｌ－
Ｈ集聚类型，表明其自身旅游经济增长开始落后于
周边县级单位，地区空间差异性增大。造成这样的

原因是，武陟县经济实力、旅游资源等因素远远落后

于周边县级单位。

Ｈ－Ｌ集聚类型：信阳市全域十年间一直是Ｈ－
Ｌ集聚类型，说明其旅游经济一直在快速增长。漯
河市全域十年间从Ｈ－Ｌ集聚类型滑落到 Ｌ－Ｌ集
聚类型，说明其旅游经济增长变缓。漯河市全域旅

游经济变缓，一方面是由于其旅游业发展衰落，另一

方面是受周边旅游经济落后县级单位形成的空间塌

陷效益影响。

Ｌ－Ｌ集聚类型：属于 Ｌ－Ｌ集聚类型的县级单
位数量最多，主要分布于豫南东部、豫中南部、豫东

东部地区，空间上连接成面状结构。造成面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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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结构的原因是，该区域旅游资源相对匮乏，缺乏

知名旅游资源，且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社会经

济发展落后。十年间Ｌ－Ｌ集聚类型的县级单位数
量在缓慢增加，２００７年２１处，２０１２年２２处，２０１６年
２３处，旅游经济落后地区间的空间联系显著性较
强，说明河南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存在逐渐增强的

趋势，向两极化发展。

空间集聚效应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或抑

制的作用。旅游经济发达市县的空间集聚可以缩小

旅游产业的经营成本、降低游客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提高地区知名度和吸引力、促进旅游文创的发展等

等，进而循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而旅游经济落后和

发展缓慢的市县空间集聚，会加剧该地和周边旅游经

济的落后，进而造成河南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增大。

图２　河南省旅游经济ＬＩＳＡ集聚图（审图号：豫Ｓ〔２０１７年０１８号〕）

　　三、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社会经济、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交

通通达性四个指标，进行旅游经济差异的相关分析。

（１）河南省各县级单位社会经济间的差异，对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起到基础性的内在影响作用。旅

游繁荣的背后是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

的。［１５］河南省各县级单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可以为当地旅游发展提供更优越的物质、交通、人

才、技术、市场、设施、资金、宣传等条件。通过表３
可知，河南省社会经济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显著性

的正相关。十年间郑州市及周边县级单位处于河南

省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这与该地区十年间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郑州市及其所管辖县级单

位的社会生产总值在河南省的排名一直处于第一，与

河南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大于１６％，且比重处于
上升趋势。而反之旅游经济发展落后的豫南、豫东地

区，其县级单位的社会生产总值也排名靠后。

（２）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旅
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如表３，河南省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之间也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性，即旅游资源存在优势的地区，旅游经

济也相对发达，反之则落后。作为旅游经济发达的

豫中和豫西地区，其Ａ级景区与优势景区各自的比
重：２００７年为０．４８和０．４８；２０１２年为０．４５和 ０．４８；
２０１６年为０．４５和０．５２。总体来说，豫中和豫西的
旅游资源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巨大的优势，虽然

数量有所下降，但是旅游资源的质量却极大提升。

（３）旅游基础设施是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基
本，旅游基础设施为旅游者服务，其数量以及质量，

对旅游活动的开展起到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来此旅

游的客源数量及其消费水平。旅游基础设施反映着

该地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优劣。如表３，河南省旅游
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４）随着交通网络的逐渐完善，旅游交通通达
性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变小，但是依旧发挥

着重要作用。随着河南省各种交通网络的完善，游客

外出越来越方便，交通因素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在十

年间逐渐降低。如表３，十年间交通通达性的３个指
标与旅游经济收入的相关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依旧

约为０．５，说明旅游空间距离和旅游空间可达性对游
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下降，但是依旧影响游客的

出行，进而影响地方的旅游游客量和收入。

表３　河南省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影响因素 指标
旅游经济收入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６年
社会经济 社会生产总值 ０．８８８ ０．９２２ ０．９０７

人均生产总值 ０．５３４ ０．５０３ ０．５７３
第三产业产值 ０．９２８ ０．９３８ ０．９３０

旅游资源 Ａ级景区数量 ０．６６４ ０．６１２ ０．６７６
优势景区数量 ０．７６０ ０．６０９ ０．６６５

旅游基础设施 旅行社数量 ０．９２５ ０．８８０ ０．８９６
星级饭店数量 ０．９７４ ０．８０３ ０．７６０

交通通达性 客运量 ０．６８７ ０．６６１ ０．５００
旅客周转量 ０．６４４ ０．５８１ ０．４７０
高速公路里程 ０．３７８ ０．３８５ ０．２５５

　　四、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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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旅游经济分为五
个层次，十年间河南省旅游经济整体空间差异较大，

且有增强的趋势。河南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主要体

现在豫西、豫中北部县级单位与豫南、豫东和豫中南

部县级单位之间。而变异系数分析显示，十年间河

南省县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增大，其相对差异虽然

很大，但是有所回落，说明整体而言河南省旅游经济

相对差异变小。

（２）十年间河南省旅游经济整体上呈现显著的
弱空间正相关，且正相关性随年份呈现增强的趋势，

表现为旅游经济发达、增速较高的县级单位相互集

聚，旅游经济落后、增速变缓的县级单位相互集聚，呈

现极化特征。旅游经济空间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是

制约河南省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河南省应当

重视旅游经济发展缓慢的豫南、豫东以及部分豫中地

区旅游政策性支持，并积极开发这些地区特有的旅游

资源，赋予其文化内涵，提升其旅游发展速度。

（３）通过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旅游经济
热点和冷点地区呈现极化发展趋势。十年间郑州的

市辖区及周边部分县级单位（新郑、荥阳）呈现显著

性的空间正相关，属于Ｈ－Ｈ集聚类型，旅游经济联
系和依赖性较强，形成旅游经济发展空间热点地区；

而商丘—周口—驻马店一带的县级单位也呈现显著

的空间正相关，属于Ｌ－Ｌ集聚类型，是河南省旅游
经济发展的冷点地区，呈现面状空间格局。对此，河

南省应对商丘—周口—驻马店一带的部分县级单位

进行重点扶持工程，发挥核心县级单位对周边县级

单位的旅游经济带动作用，拉动地区旅游经济的发

展。

（４）社会经济、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交通
通达性是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空间集聚

效应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或抑制的作用。河

南省各县级单位社会经济的差异是造成旅游经济空

间差异的基础性因素；旅游资源的规模度和优越性

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直接影响作用；旅游基础设

施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间接影响作用；交通网络

通达性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在下降，但是依旧发挥着

重要的影响。因此，豫南、豫东地区的县级单位在发

展地区社会经济的同时，挖掘本地区高价值的旅游

资源，打造知名旅游品牌和提高知名度，大力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降低游客旅游的时间成本，重点支持特

定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空间聚集效益和局部

热点地区，以此拉动周边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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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州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为郑州跻身国家中心城市行列打造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其周
边腹地的发展，并未受到郑州发展的实质性推动。对郑州这一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如何提升进行

研究，将对推动城市增长极作用的有效发挥，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速度，以及崛起于中部地区有

着重要意义。一个城市辐射力的强弱，主要表现在其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产业发展、交通通达度、人

力资源、对外开放度以及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对郑州市发展过程中城市辐射力的发展情况以及相关

制约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策略与建议，进而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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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改委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印发的《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对郑州建设成

为国家中心城市予以支持；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２日正
式颁布了《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

意见》。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对于指导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方向、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有重要意义。然而，地处中原腹地的郑

州存在科技创新能力偏低、经济总量不足、产业结构

水平偏低的状况，难以有效发挥整个城市的辐射力。

提升郑州的城市辐射力，刻不容缓。

一、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和内涵

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之中，对于国家中心城

市的定义主要集中于城市的基本职能方面。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以卡斯特、萨森以及弗里德

曼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弗里德曼（１９８１）以全
球城市体系为切入点，对世界的主要城市进行了等

级划分，分别为跨国交流中心、重要国家级中心、次

国家级或区域性中心、全球金融中心等等，而国家中

心城市只是这些城市体系之中等级之一。除此之

外，萨森（１９８９）和卡斯特（１９９１）在其相关研究之中
指出，世界上所有城市都将在社会不断发展中向各

自的城市等级靠近，而国家中心城市只是这些城市

之中拥有较高能级的一个等级，其对应的作用也更

大。［１］国内相关研究中，针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义，

研究主要是以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为切入点：一是

将研究方向集中于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之中国家中心

城市的责任，主要代表学者有陈江生（２００９）、路洪
卫（２０１２）等，主张全国城镇体系之中处于核心地位
的是国家中心城市，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

大指导作用。二是将研究方向集中于国家中心城市

在国内和国际上所承担的双重功效，主要代表学者

有姚华松（２００９）等，主张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不仅
仅表现在有效引导国内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

发展，还表现在同他国竞争合作的过程中，是否能够

有效展现出国家的综合竞争实力。［２］

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有效结合中心城市的

发展演进趋势，笔者认为，在国内的城镇体系之中，

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最高，它集中了经济活动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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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是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的枢纽，是具有

指引、影响、集散等综合性功能的大型城市。这一类

型的城市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区域辐射的

广度与深度以及所涉及的腹地范围较大，国家中心

城市的发展使得大范围的区域性发展得以有效推

进；其次，国家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普遍雄厚，是区

域城市群功能分工和经济区生产分布之中的枢纽，

其所拥有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其所在区域的发展起

到指导与影响作用；最后，国家中心城市有效地将区

域之中的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高端要素集合

在一起，以较为完善的综合服务体系指导着区域之

中城市群与产业的发展。

二、城市辐射力的相关理论

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力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市

与周边相关城市或者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其影响与作用主要涵盖了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社

会等多个方面。［３］其中，以经济辐射力为城市辐射

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代表了整个城市的综合性经

济实力、产业结构、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与效益、基础

设施承载力、开放能力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多个方

面，并将最终体现于城市所承载的服务、产品以及市

场是否能够对周围的腹地与城市起到有效覆盖作

用。政治辐射力受行政区划边界的制约，局限在政

治管辖地区之中，主要表现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城市

所处的地位以及所造成的影响。文化辐射力主要代

表的是城市对现代化文明、传统以及消费等多种文

化的继承，以及城市在周边腹地、文化精品之中扩散

情况以及文化融合创新情况。

三、郑州增强城市辐射力的必要性

（一）郑州综合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在于增强城

市辐射力

在一个城市对周边环境的综合性影响力以及其

所具有的带动力进行评判的过程中，城市辐射力往

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依据。城市辐射力的强弱，表

现在其周边环境之中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以及经

营活动与其的亲疏远近。城市辐射力较强的城市往

往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资源，并为优质产品的生产销

售及其占领市场提供优厚的基础。一般来说，城市

之间的竞争主要涉及到综合实力、产品与服务的供

给能力，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城市辐射力等多个

方面的竞争。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核心，郑州有着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与我国其他国家中心城市

相比，郑州仍旧存在一些不足，尤以城市辐射力难以

有效发挥表现最为突出。所以，提升郑州的城市辐

射力，刻不容缓。

（二）中原城市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要以增强城市辐射力为基础

地处中原城市群中心的郑州，作为我国“两横

三纵”交通枢纽、物流枢纽以及内陆开放高地，在

“一带一路”经济合作计划之中起着重大作用。不

仅如此，其所拥有的郑东新区、自由贸易区以及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多个平台，皆有无限的发展潜

力，未来发展空间巨大。［４］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

郑州一直朝着列位国家中心城市这一目标奋进。在

这一发展目标的指引之下，促进郑州的城市辐射力

有效提升，将对郑州及其周边中原城市群的相关资

源的优化配置起到推动作用，并通过对政策、资源、

市场、交通以及人力等多方面的优势进行转化，进一

步产生新的发展助推作用，使得中原城市群的开放

与交互式合作得以有效进行，推动新型经济模式的

发展，有效达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目的，进

而对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四、郑州市辐射力现状分析

作为河南省的省会，郑州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

交通技术的发达，使得郑州成为中国交通的核心枢

纽。目前郑州及其所在中原城市群中的主要城际交

通要道（地铁和城际铁路）已经完成了郑州至新郑

国际机场、郑州至焦作以及郑州至开封等地之间的

连接。２０１８年郑州市国内生产总值首破万亿，高达
１０１４３．３亿元，环比增幅约为８．１％；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１０１３４９元，环比增幅约为５．８％。

（一）经济实力偏低

郑州在经济总量上较于发达地区仍旧存在一定

的差距。在国家中心城市排名中，２０１８年郑州市
ＧＤＰ总值为１０１４３．３亿元，虽已破万亿，但仅占武
汉的７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３３０５１元，仅排
第八名；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郑州市以４８５５．２
亿元排名最后。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郑州市

综合实力较弱，存在较大差距。

（二）创新能力偏低，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受阻

第一，城市发挥辐射力的核心之一就是创新能

力，其中尤以科技创新最为重要。但是，作为研发能

力偏低的城市之一，郑州所拥有的科研机构寥寥可

数，其创新型人才缺口十分巨大，相关科研投入不足

情况较为严重。相关统计数据表明：２０１８年郑州市
财政约有１７６３．３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然而，
科学技术投入仅占其中２．０％。第二，郑州市的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程度偏低。信息化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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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工作自党的十七大提出以来，逐渐成为

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的重点。然而，郑州市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才刚刚开始，与“生产、经营和ＩＴ资源
一体化”阶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信息化与工业

化协同发展受阻，使得“两化”深度融合难以有效进

行。

（三）高端产业亟待发展

以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基础，郑州已经逐步在物

流业、服务业以及商贸业等较低层次的传统产业取

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有着较强辐射功能的高新技

术产业、金融业等高端产业却发展不足。按照河南

省统计局的相关统计资料显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占２０１８年郑州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５．３％，第三产业
所占比例为５４．７％，高端产业的比例则相对更低。
比例偏高的传统产业以及比例偏低的高端产业的产

业体系，阻碍了郑州市的辐射能力的发展与发挥。

与此同时，郑州市对龙头企业的政策性扶持力度偏

低，２０１８年河南省仅有１０家企业名列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其中郑州的企业只有３家，分别是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万洲国际有限公司以及郑州宇

通集团有限公司。

五、增强郑州市城市辐射力的对策及建议

（一）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业辐射力

一个城市辐射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城市各项产

业的综合性发展水平的高低，这主要涉及到城市产

业中的文化、金融、科技以及物流等方面。［８］所以，

提升郑州的城市辐射力，核心就在于其支柱性产业

的发展与壮大。

第一，郑州作为河南省的中心地带，有着极其发

达的制造业。在此背景之下，以传统产业的发展为

切入点，以市场需求为指引，大力拓展汽车、食品、电

子以及装备等多种支柱型制造业的发展渠道，进而

逐步构建起覆盖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辐射面。第

二，在传统型支柱产业发展至一定程度之后，加大新

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度，进一步完成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的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工作重点要放在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动力设备、信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技术创新上。

为了有效落实“十三五”规划，郑州市应当切实推动

产业创新，突破“十三五”专业核心技术，大力发展

以“互联网＋”新经济为主打的电子商务，逐步将郑
州打造成为拥有高新技术产业、符合国际一流标准

的国家中心城市。

（二）加大科技创新，提升城市辐射力

城市发挥辐射力的核心之一就是创新能力，其中

尤以科技创新最为重要。２０１６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印
发的《郑洛新国家资助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中明确提出：要将郑州打造成为中部
地区的科技创新高地。［５］在此背景之下，郑州市更加

应该抓住机遇切实落实科技创新的要求，广纳贤才、

加大投入，充分提高郑州的科技创新能力，将郑州进

一步打造成具有强效城市辐射力的国家中心城市。

（三）构建特色品牌，增强城市影响力

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核心，郑州应当有效利用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优势，打造出富有特色

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为城市

辐射力提升工作的有效落实奠定坚实的基础。［６］首

先，需要对富含本地特色的传统型企业予以扶持。

这些老字号见证了城市的变革，对其进行扶持，在打

造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以及提升企业本身综合性实

力中有着重大意义。其次，打造城市的企业品牌。

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关键在于其特色企业的发

展。加大政府投入，出台扶持政策，进而为企业品牌

建设成为城市龙头企业提供有效保障。

（四）有效利用地理优势，提升交通辐射力

坐落于中国铁路线上唯一形成“双十字”的汇

聚点之上，郑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优势。航

空方面，以新郑机场为中心的一个半小时交通覆盖

圈，涵盖了国内２／３的主要城市。公路交通方面，郑
州作为主要枢纽之一连通了国内４５条主要干道，其
中主要涵盖连霍高速、京港澳高速、国道１０７线以及
国道３１０线等。发挥郑州地理与交通优势效能的最
大化，切实贯通郑州与中原城市群中其他城市的交

通要道，有效提升交通运输效率，进一步将城市间发

展距离缩短，进而打造中原城市群的共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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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家庭农场发展的优势和阻碍因素及对策建议

张长江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０７
作者简介：张长江（１９８２—），男，河南郑州人，经济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摘　要：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组织，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产物。培育和发展
家庭农场，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环节。以河南省家庭农

场为研究对象，通过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河南省发展家庭农场具备的有利

条件以及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进而提出加快河南省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

与建议。

关键词：河南省；家庭农场；规模经营；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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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１月，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实施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合作

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再次受

到国人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速度的

加快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为土地规模化

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家

庭农场在上海松江、浙江宁波等农业经济较为发达

的地区得到快速发展，现已初步取得明显成效。河

南省是农业大省，耕地面积广大，地势平坦开阔，同

时也是劳务大省，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使农村人

口特别是依赖土地维持生计的人口快速减少。总体

来说，无论是数量还是经营模式，河南省的家庭农场

发展都较慢，而且概念模糊，标准不统一，政府的支

持力度还远远不够，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尚不完善，缺

乏针对性和倾向性。

一、家庭农场的含义

目前，家庭农场还没有一个规范的界定，学术界

和相关部门从各自的角度对家庭农场作了阐释和解

读。美国农业部倾向于将家庭农场定义为“没有雇

佣经理、不含非家庭成员的法人或合作组织的农

场”。俄罗斯《家庭农场法》规定：家庭农场是享有

法人权利的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国内的一些学者

也对家庭农场的含义进行了归纳表述。有专家认

为，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

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且以农业收

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学

者认为，家庭农场是一个面向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

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

售，实行科学管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和自负盈亏

的企业化经济实体。还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组织化和企业化程度更高，

是种养大户、专业大户的升级版。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本文把家庭农场的含义

表述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自身劳动力为主

体，以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为劳动对象，以现代

化的技术和装备、科学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理念

为支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

收入来源，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二、河南省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势分析

（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近年来，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据河

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２０１８年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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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２０１７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河南省城镇常住人口４７９４．８６万人，城镇
化率首次突破５０％，达到５０．１６％。城镇化水平的
提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空间，转移

的数量不断增加，并且从发展的趋势看，河南省的城

镇化水平必将继续提高。大量农民向非农就业转

型，农村人口成为市民，依赖土地维持生计的人口数

量大大降低，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逐步实现集中化

和规模化经营，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连续十五年发
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

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党的十

九大指出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

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高度重视中央提出的新动向，

在《河南省“十三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中也

明确指出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发展种养

大户和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

规范发展，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并在创新

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实施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

程、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

见，为农业规模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丰富的耕地资源

河南省面积广大，有１６．７万平方公里，且地处
中原，平原的土地面积有９．３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的５６％，地势平坦开阔，规模经营的自然条件优越。
加之近年来，河南农村日益突出的土地闲置现象以

及规模不断扩大的土地流转等，使农业土地的规模

流转、规模经营有了现实的需要和可能。

（四）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建立

近年来，河南各地推进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社

会保障的步伐越来越快。河南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和财政状况，推出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目

前，河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连年多

次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２０１８年已提高至年
人均３２１０元。同时，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河南省早在２０１１年已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统称为河南省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目前，河南省城乡居民参保

率均达９８％以上，养老金发放率达１００％。总之，随
着社会保障在农村的全面普及，一些耕种土地面积较

小的农民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将土地承包权有偿

转让出去，为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基础。

三、当前河南省发展家庭农场存在的阻碍因素

（一）扶持政策不完善

原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发布
了《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工作的意见》，确定

了河南省家庭农场的市场主体地位。但是，这仅仅

是从工商行政管理的角度明确了家庭农场如何进行

登记、登记的类型以及经营范围等基本事项，而具体

的实施细则至今仍未出台，甚至对家庭农场的基本

条件和概念界定都未明确，更谈不上相关的扶持政

策。现有的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农机具购

置补贴、良种补贴等政策是普惠制的，而针对家庭农

场尚缺乏有效的支持政策。综观国内外发展家庭农

场走在前列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在家庭农场的培育

和发展方面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比如

财政补贴、减免税负、政策性保险等等。因此，河南

省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扩大农业补贴种类，加大补贴

力度，为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

帮扶。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未健全

与传统农户不同，家庭农场追求规模效益，经营

面积有所扩大，这就需要在技术指导、农资农机、加

工销售等一系列环节有配套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当前河南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健全，

甚至有些服务领域仍是空白。比如，现有的服务组

织人员老化，水平不高，服务领域的覆盖面较小；合

作社和龙头企业作为新型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力量，

作用发挥不明显，服务质量不高；各种专业化服务组

织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服务积极性不高，发

育严重滞后。这些都为河南省家庭农场的良性发展

带来很大阻力。

（三）土地流转不规范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河南省农

村的土地流转市场发展较快，但总体来说仍不规范，

带有明显的滞后性、自发性和随意性。首先，农户长

期流转的意愿不强。农户大多一年或三年一租，随

意性较强，家庭农场难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土地经营

权，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先进科技的应用。其

次，土地集中连片难问题也困扰着家庭农场的发展。

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往往交通不便，农田基础设施

差，零散不集中，这为家庭农场进行机械化生产作业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最后，土地流转手续不完善。

由于河南农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务工，导致

大部分家庭农场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只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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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签了字，尤其是同村小面积土地流转，往往是口

头协议多，签定合同少，流转合同不规范，在生产中

易产生纠纷，为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安全

隐患。

（四）融资贷款受制约

资金不足是制约家庭农场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因

素。建立初期或者扩大经营规模时，家庭农场的一

次性投入比较集中，资金需求较大。资料显示，在家

庭农场的资金投入来源中，家庭投入占到６５％，信
贷投入占到２２％，而政府补贴只占到１３％。多数家
庭农场的资金实力不强，加上固定资产不多，大部分

投入无法通过资产抵押等方式获取银行贷款，这往

往成为其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最大“绊脚石”。

目前，河南农村地区开展融资信贷的金融机构较少，

一般只能从农村信用社进行协调贷款，可是程序复

杂、额度低、期限短，难以满足河南家庭农场发展的

资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进程。

（五）农业经营者素质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虽然有了很

大发展，但是当前农村基础教育仍然比较薄弱。就

河南省而言，从当前河南省农民的教育情况看，《河

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南农村６岁
及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６．２％，小学文化程度
的占２５．９％，初中文化程度的占４３．８％，高中文化
程度的占１７％，大学专科及以上的仅占７．１％。这
与提高农业经营者素质和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

要求还相差甚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现实情况造成

了家庭农场经营者的产品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

识不强，势必影响到家庭农场规模效益的实现。

四、加快河南省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快开展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研究

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表明，家庭农场制度的全面

实行更多地依赖于政策法规的倾斜。目前，河南省

在家庭农场方面的政策还十分有限。一方面，应该

充分发挥政府研究机构、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的作用，加快开展调查研究，科学制定全省家庭农场

的认定标准、发展规划等，优先且重点安排项目资

金，为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营造环境。另一方面，要

认真梳理现有的惠农政策，以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

策为基础，结合河南省实际，尽快建立起在资金、技

术、管理等各个层面培育和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一

揽子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二）积极培育一批典型示范型家庭农场

早在２０１３年，河南省第一个家庭农场———“洛
阳河之南家庭农场”在孟津县正式挂牌成立，引起

省内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河南省家庭农场的发展

还处在起步阶段，政府部门应积极主动帮助广大农

户解决在注册登记和农场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鼓励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水平的种养大户登

记注册，升级成为家庭农场，并开辟绿色通道，对开

办家庭农场提供便捷服务。充分发挥典型引领的作

用，培育和打造一批品牌效应明显、管理水平较高的

示范性农场，予以表彰奖励，以带动和引导全省家庭

农场的发展。借助各类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

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规范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一是逐步构建农村土地流转网络体系，以村、组

为单位，搭建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等基本信息的统

计、上报和信息共享网络。二是加快建设县、乡两级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开展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信息发

布、土地评估、政策咨询等服务，并扶持市场化的土

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三是加强监督执法工作，既

要防止土地集中到非农民手中，又要保障土地在流

转中用途不被改变，杜绝流转后的土地用途非农化。

四是规范土地流转合同书。要求土地流转双方签订

规范的书面合同，防止口头协议，保障双方的合法权

益。

（四）健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健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利于家庭农场

在服务社会化和经营市场化的环境下快速发展。因

此，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农民

专业合作社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

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

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结

合河南省实际，一要加强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

立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质量监

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二要

建立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之间的

利益联合机制。大力引导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

社、龙头企业建立产业化联盟，加强其对家庭农场的

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重点解决农产品深度加

工、技术指导、物资服务、品牌创建、市场营销等方面

的问题，实现多方互利共赢。三要不断完善农业技

术开发和推广体系。积极扶持从事农业科技推广的

中介组织，依托河南省１２３１６信息平台、河南农业信
息网、农信通等平台，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反应灵敏

的信息网络，及时提供政策、植保、气象、市场、价格

等各类信息。

（五）切实拓宽融资渠道

一是以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为主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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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引导商业银行，并加快发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推

动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共同对家庭农场提供金融支持。二是引导金融

投入。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优化

金融服务，组织开展家庭农场信用等级评定，对信用

等级高的家庭农场，给予一定授信额度，并给予利率

优惠。三是多渠道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探索家庭农

场用流转土地经营权、大型农业机械等作为抵押的

信贷方式，并简化信贷手续。四是创新担保方式，确

保信贷资金到位。可采取一户多保、土地反担保、联

场担保等方式，也可将农户间联保互保等担保方式，

扩展至家庭农场。

（六）努力提高经营者的综合素质

家庭农场经营者不是一般的农民能够胜任的，

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以及熟悉有关的

法律法规，应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在这方面，作为

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的河南省任务十分艰巨。笔者

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对现有农场

经营者的培训力度。探索并形成以农业高等院校为

依托，以市县农业和农经部门为骨干，以农村职业技

术学校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教育以及管理方法培训的

体制，通过定期举办各类实用技术、管理理论等培训

班，提高家庭农场经营者的技术素质、市场意识和经

营管理水平。二是鼓励和引导农业大中专毕业生、

外出务工农民、农村经纪人等群体返乡创办家庭农

场，充分发挥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市场能力较强的优

势，培养更多的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家庭农场管理

人员。三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有

计划地培养家庭农场后备人才，加快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赋予家庭农场经营新的活力。

五、结语

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环节。当

前，一方面，河南省发展家庭农场拥有良好的政策环

境、丰富的耕地资源、不断提高的城镇化水平等诸多

优势；另一方面，也客观存在着扶持政策不完善、土

地流转不规范、农业经营者素质有待提高等主客观

阻碍因素。因此，河南省要结合实际情况，确保经营

规模适度，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地位不

变、农户的流转主体地位不变的原则，采取加快开展

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研究、积极培育一批典型

的示范型家庭农场、规范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完

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场经营者的综合素

质等多种手段，确保家庭农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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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出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基因编辑是否涉及科技滥
用的问题被广泛讨论。基因编辑在现实意义上已经超越人类伦理规范，人为改变生存规律并应用于

实践，一旦失控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然而，基因编辑的出现是人工智能时代必然的产物，我国现行

立法对于基因编辑的规制有所欠缺。基于基因编辑产生的法益侵犯以及价值观冲突，需要对其风险

进行防范，及时进行法律规制。加快基因编辑领域的立法进程，重视法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理性规

范作用，加快构建有效的科研伦理规范体系，是我国法律完善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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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因编辑的问题提出
当前世界正处于科技飞速发展的阶段，人类信

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科学研究也不断深入。近年来，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被广泛应用于各个
领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在享受“后人类时代”技

术革命的红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创造者也不

再由科学家独享，科研主体渐渐向着研究群体转移，

贺建奎便是其中之一。近日，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

在我国诞生，引来了极大的非议，这让人们认识到我

们固有的生态文化秩序正在承受着 ＡＩ时代下的科
技滥用风险及伦理冲突考验。基因编辑在某种意义

上，已超越人类所能掌控的领域，成为一场涵盖理论

与实践的“法律变革”和升级转型［１］，需要认真对待

和有效回应。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
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正式诞生。由

于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被编辑，她们出生后即能

抵抗艾滋病。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广泛质疑，质疑的

角度大多围绕着“基因编辑”展开。

基因编辑，是一种通过生物技术人为地对人体

内的基因进行修改，进而可以抵抗某种疾病。基因

编辑不同于试管婴儿技术的是，它多了一个步骤：在

受精卵阶段，试验者用一种特殊的 “ＣＲＩＳＰＲ／
Ｃａｓ９”①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了受精卵内的基因，删
除了对艾滋病毒有辅助作用的受体基因 ＣＣＲ５，从
而使其对艾滋病完全免疫。然而，学界争论的焦点

在于这是否是科技滥用的现象。有学者认为基因编

辑反映的是人工智能资本化的趋势，资本市场不会

放过人工智能产生的巨大利益，很难阻止其无序地

开发，违反使用，于是滥用的风险大大增加，资本化

将成为主要的诱发因素之一。［２］也有学者认为人类

与智能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不合理的伦理关系。原因

是人类作为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在心理上和道德上

拥有强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将成为一种潜在因

素成为二者矛盾的中心点，未来可能将围绕这个矛

盾产生许多不可预料的风险。

针对基因编辑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基因编辑所

涉及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科学技术滥用，是

科研伦理道德的一次滑坡。著名的阿西莫夫“机器

人三定律”②最早对人工智能做出规则限定，提到了

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规范。不论是在经济、政治或

者医学领域，笔者认为基因编辑技术人为地改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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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虽能防治疾病，但是基因编

辑从根本上来讲不排除是属于“人造人”的人体试

验：这不仅大大增加了造体成长的风险，基因婴儿更

是按照科学家意愿删除人体缺陷的产物，看上去造

福人类，实际上无异于“人造人”。

二、基因编辑的多维风险及其法律供给分析

（一）基因编辑风险出现的必然性

基因编辑的出现尽管惹来争议，但不可否认的

是这是人工智能大趋势下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谈

到基因编辑风险出现的必然性，就会谈到人工智能

出现的必然性。随着人类在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

领域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形

式与功能不断革新，在某些特殊领域已深入人类日

常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主体。随着人工智能

融入人类生活，人类对人工智能会产生依赖性，在许

多难题的解决上会求助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解决艾

滋病的案例便是一个典型。因此，基因编辑出现的必

然性在科学视域方面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性。

人工智能趋势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一个越

界的问题，而科学家急于求成的心态使他们忽略了人

类生存发展的规律。在科学与伦理之间并没有一个

清晰的界限，站在科学角度，主要探索的思路是解决

现实问题，不会将伦理考虑其中。而随着人工智能在

更多的领域得到应用，特别是生物医学领域，涉及伦

理冲突将会愈发多见，特别是基因领域的“潘多拉魔

盒”一旦被打开，这个未知领域充满的利益与探索的

渴望将会再度放大，对于没有能力打开魔盒的人，他

们必然持着反对的态度。正如学者冯象所说，人工智

能与人类的矛盾激发将会导致人类群体要因人工智

能的出现而丧失出身、学历和技能的优势，一起堕于

失业；人工智能要借大数据为财产而独占：未来可以

为所欲为，顶层设计一切，甚至可以实现在大脑植入

芯片，达到人机融合的境界。

因此，人工智能趋势的不可逆，必然带来基因编

辑的冲突，这是人工智能在生物探索领域必然产生

的难题，而经济、政治以及各阶级间的矛盾，必然加

剧人类对基因编辑的激烈讨论。

（二）基因编辑风险存在的现实性

霍金曾于２０１４年在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的一
次演讲中提到“人工智能的全方面发展可能招致人

类灭绝”。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是一直存在的，

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基因编辑冲突更是讨论的焦点。

首先，风险性体现在基因编辑的人工智能可能

成为犯罪的主体。基因编辑的风险性更多指的是其

在法律领域的评估，例如犯罪可能性。因此，必然先

讨论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根据阿西

莫夫“机器人三定律”，机器人犯罪是不存在的，然

而随着人工智能被赋予更多的可能性，未来将会客

观存在。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

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人

工智能在目前尚未具备成为犯罪主体的条件，但不

可忽视的是当下人工智能体可借助算法、大数据整

理和深度学习能力等方式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许多

独特的优势，甚至已经具备超越人类大脑的水平。

因此，有许多学者提出假设人工智能体的犯罪形态

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既存在其自身的主观故意、客

观违法，又存在不法分子的“操纵”事实，即人工智

能体和人类犯罪主体对犯罪事实在主观客观上达到

高度“契合”的要件标准时，则可借鉴单位犯罪中双

罚制的标准，依据现实情况适时采取刑罚措施［３］，

以期及时阻止风险的继续扩大。

其次，风险性也体现在基因编辑的人工智能可

以成为犯罪的客体或成就条件。之所以肯定其可以

成为犯罪客体或成就条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人工智能所展现出来的无所不能。因此，利用人工

智能的高智商犯罪可能出现，此时侦查机关的破案

能力将不足以高效破获犯罪。犯罪分子所掌握的智

能化水平越高，风险性将会越大。

最后，风险性还体现在基因编辑产生问题的不

可逆转性。例如，基因编辑所产生的露露和娜娜，若

基因编辑出现错误，两个孩子的成长将不会有人对

其负责，也没有“回厂重装”的可能性。这仅是一个

缩影，但是可以认识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成熟

必然会产生副作用，当应用到人类身上时，这种副作

用将是无法逆转的。当人工智能在外形和智能程度

上都无限接近甚至超越人类时，我们不能期待人类

坚守住固有的伦理道德体系与社会秩序规范。

（三）基因编辑法律规制的不足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基因编辑的规定缺乏系统的

规范，大部分形式是零散的条例、规范。国务院

２０１７年７月 ８日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提到“要更好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

安全防范、市场监管、环境营造、伦理法规制定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需

要对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和应用作出前瞻布局，同时

也要呼吁加强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研究，适时

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

现行基本法与各部门法均未对基因编辑做出规

范，其他领域的规定也不具有说服力。学界对此问

题早有探讨，围绕着“机器人刑法”与“传统刑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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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两个观点进行讨论，而不论是哪一种方案，本质

上都是对基因编辑进行立法规范。在人工智能研究

领域，也有科学家提出“算法即法律”的观点，但随

即遭到否决，反对者认为一个规范的法律体系应该

具有全面（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且至高无上（ｓｕｐｒｅｍｅ）的
性质，这是法律在体系概念上的要求。［４］全面性的

意义是法律体系需要有自我调整的举动且需涵盖多

种类型，因此必须具备多样化的制度体系。因此，

“算法即法律”的观点并未得到认可。

三、基因编辑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一）科研伦理冲突需要法律规制

基因编辑的冲突主体是人类与人工智能。人工

智能，由人类创造，“人工”一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

创造者必然是人类群体，如同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里

女娲创造了人类一样；人类作为人工智能的创造者，

人工智能最主要的功能是在各个领域为人类提供所

需的帮助与服务。［５］当 ＡＩ超越为人类提供服务的
范畴，产生伦理犯罪时，人类的生存意识便会被激

发。伦理犯罪可能的形式是通过基因的改造产生

“人造人”或者类人型机器人，一旦基因存在的巨大

数据库被ＡＩ所了解，那么其产生的破坏性将超出人
类的可控范围。“阿尔法狗”的投资人坚恩·托林

曾经在一个访谈中指出，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

目标应该重新定义，不只是停留于单纯的研究开发

与目的应用上，而是追求能服务于人类当代价值观

的超级智慧体。然而价值观因人而异，当错误的价

值观（错误的伦理观）被植入 ＡＩ的核心处理中枢，
ＡＩ的行为必然会与社会秩序规范相悖。

冲突产生的后果是人类发展规律将会重新被思

考，贺建奎所描述的艾滋病③防治一旦成行，便意味

着人类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拥有一次再生的机会，这

本质与“人造人”相同，将是对人类生存价值观的一

次冲击。一旦自然人的价值观接受基因编辑的合法

性，那将会产生新一轮的基因争夺战，法制将会再一

次接受冲击与考验。

通过法律对基因编辑进行规范是合理的。通过

法律约束伦理越界的行为有助于起到防范的作用。

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愿景是合理的，那么至少

可以开始就与人类提升相关的许多伦理问题进行对

话，这一点似乎是谨慎的，特别是因为道德伦理在历

史上似乎落后于技术和其他快速发展的事件。通过

提前规划，我们可以更好地制定适当的法规。

（二）基因编辑超越现行法律调整的范围

法益所指的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基因编辑存

在着侵犯法益的可能性，笔者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基因编辑将会产生新型伦理犯罪。随着

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人工智能全面性提高，不排除

会产生机器人犯罪或人类利用机器人犯罪两种情

况。基因编辑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

人类本身，一旦出现副作用将会对试验体造成不可

挽回的危害，而主要限制性条件在于我国并没有相

应的立法，只能通过解释伤害型犯罪的方法进行定

罪量刑。更为严重的是伦理犯罪本就十分棘手，通

过智能的载体无疑将会产生更大的危害。霍金曾警

告说：“由于人类受到缓慢的生物进化的限制，未来

在各个领域将落后于人工智能，最终将会面临被代

替。”［６］基因编辑领域最为薄弱，恐将成为重灾区。

其次，基因编辑导致的科技滥用需要法律指引

发展。有学者用化学反应方程式表达这么一个观

点：将人工智能的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用动

态形式与具有犯罪人格的人类主体相加，之后和犯

罪环境相互作用，在犯罪机会的催化下，产生犯罪行

为。人工智能在导致犯罪几率增加的基础上，将会

引发系列基因争夺战，将会对社会公平正义进行破

坏。同时，基因编辑涉及的科技滥用问题将引发公

平危机，处于技术弱端的一方将无法享受红利，在技

术强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恶性竞争时，必然引

发社会不公的现象。例如本案例中，基因编辑通过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技术对艾滋病进行防范，但必然有弱
势群体无法得到救助，即便技术得到允许，也将有无

数患病群体得不到受益而产生公平危机。

最后，基因编辑的普及将造成不可调和的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覆盖面不断拓宽，一旦出现问题

将有极大可能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局

面。［７］换而言之，当基因编辑涉及更多的领域时，政

府的调控能力就会显著下降，而我国对于基因编辑

的规范尚不完善，一旦出现失控，政府难以及时把

控，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案便是典型。另一方面就概

率论而言，犯罪危害性与科学滥用成正比的前提下，

基因编辑覆盖面越广，犯罪发生可能性就越高。

在基因编辑等新生领域，法律体系自身不存在

自主升级的功能，需要通过立法者的主观能动性结

合客观实际进行完善。因此，人类作为权利主体且

具有自由意志是近代法律体系建立的基础，一旦人

机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人”的概念将面临种种挑

战，而以此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也就面临重构。

四、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之完善路径

基因编辑涉及的法律涵盖刑法、民法、知识产权

法以及信息技术相关立法。在刑法角度看，人工智

能机器若作为犯罪主体，其一旦发生或遭受损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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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惩罚措施如何施加将是一个难题？人机

界限的模糊使得在某些情况下遭受损害的评价变得

复杂。［８］在基因编辑越发成熟的当下，生物领域立

法也面临重构。围绕伦理为主题的立法范围将有所

调整，生物领域的禁用范围也将扩大，是否将进一步

调整也将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

能不论是否侵犯人类伦理道德秩序，只要其领域不

断扩大，我们的立法便要不断地跟进调整，必要时可

以通过立法进行规范。

（一）重视法律在基因编辑领域的指引作用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把人工智能视为不完全体，

认为人工智能在发展阶段上仍处于人类的可控阶

段。而人工智能的研究则一直处于科研机构的严格

保护，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社会大众很难进行把握，

本案中的基因编辑若未公开，社会大众也不会认识

到人工智能在基因领域的研究深度。可见，社会大

众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忽视了

人机领域的法律规制。

随着基因编辑冲突的出现，人们再次认识到人

机领域法制的重要性，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视科

学技术活动运用中人的个性发展以及人的理性培

养。人类使用科技的本质的目的是领域适用性及利

益相关性，因此，科技的运用从一开始便将人的理性

局限于解决技术问题的层面上，科技逐渐形成了一

种支配、控制人的霸权力量。其中，科技对人类理性

的限制最具危险性，理性受限最直接的伤害是法律

的目的无法实现，导致科技领域出现许多违法的不

理性因素，滥用基因编辑便是体现之一。因此，人机

领域应注重非理性因素排除，特别是对人工智能抱

有极大幻想的科学家，总是希望以牺牲伦理为代价

来发展人工智能。这类科学家将成为我们法律规

范、指引的重要对象之一。

（二）加快基因编辑领域的立法进程

对基因编辑进行规范，首要就是对其进行立法。

相比国外，我国立法进程已相对落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与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联合发布

的报告（２０１６年）就已对人工智能的进步所带来的
社会、法律与伦理道德问题进行讨论。［９］２０１６年 ５
月，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发布《就机器人民事

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的报告（草

案）》为人工智能的使用制定法律框架。自２１世纪
以来，日本③（《基因规范法》）、美国④（２０１５年白宫
科技政策办公室通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声

明）、英国⑤（《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多个国

家也对基因编辑进行了规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为主，然而《规划》中只提到了应对基因编辑进

行规范，并未有具体的规范措施。对于人工智能的

伦理方面的立法，有学者提出在刑法中增设滥用人

工智能罪、人工智能事故罪，并事实赋予人工智能刑

事责任主体能力。事实上这与规制基因编辑所产生

的后果是相符合的。也有学者认为立法应促进培育

人工智能发展和创新的有利环境，不宜过早对人工

智能领域进行全行业的过度法律干预。［１０］

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立法不宜范围过大，以免

限制其发展。然而在基因编辑领域应充分衡量法律

后果，并将其视为重点关注区，特别是在其后果不可

逆的前提下，可采用“重点治理”的原则对其进行严

格规定，为人工智能可以涉及的领域进行严格限制，

并严格规制人工智能的实践应用。

（三）构建全面的科研伦理规范体系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广义上的法律规范应当包

括伦理规范的引导、补充和衔接。［１１］基因工程一直

是学界纷争的问题，人类最大的恐惧并不是担心基

因工程的爆发性，而是担心没有规范的科研会产生

不可预料的结果。就短期来看，我国在科研建设中

的伦理规范尚属空白，在立法进程相对滞后的背景

下，为防止科研与伦理严重相悖离，应倡导可以被普

遍接受的科研伦理价值观；从长远来看，能使人工智

能在正确的轨道上飞速发展，又不用担心人工智能的

“副作用”，建立科研伦理规范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认为科研伦理的规范应有几个元素：公开、

诚信、理性。公开要求科研成果必须向社会公开，并

允许社会对其风险性进行评估，敢于接受批评与检

验；诚信要求科研应遵守自然人本质的价值观，不能

从事超越伦理认知而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科学研

究，科研应用于实践应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备；理性要

求科研工作者应时刻保持清醒的认知，清楚科研的

目的以及思考成果是否将产生危害，成果应用于实

践应该谨慎，防止出现不可逆的损害。

法律规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人工智能领域

渐渐成为独立领域，法律应当及时介入。

五、结语

人工智能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同时

也给社会带来了隐形的压力。法律的根本任务是守

护伦理底线，在尊重秩序的前提下，以富有尊严的方

式丰富人的存在价值及社会价值。从智能发展趋势

看，人类和人工智能的界限开始模糊，正如道金斯所

说“自私的基因”的生存机器。［１２］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与普及，基因编辑的立法压力有增无减。

·５４·



基因编辑未来或许是一种先进技术，然而当下的背

景并不适合基因编辑现实应用。因此，通过法律对

基因编辑领域进行规范，不仅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安

全快速地发展，还对于基因编辑在科研领域的和谐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应针对基因编辑技术上的风险性确定法律规

制的基本内容，形成以科研规范立法为核心、与伦理规

范相结合的法律规范体系，制定相关法律，以对基因编

辑技术进行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的风险规制。

注释：

①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是继“锌指核酸内切酶（ＺＦＮ）”“类转录激
活因子效应物核酸酶（ＴＡＬＥＮ）”之后出现的第三代“基因
组定点编辑技术”，被认为能够在活细胞中最有效、最便

捷地“编辑”任何基因。

②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包含：ＬａｗⅠ：ＡＲＯＢＯＴＭＡＹ
ＮＯＴＩＮＪＵＲＥ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Ｏ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ＡＣ
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Ｗ 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ＴＯＣＯＭＥＴＯＨＡＲＭ．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

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ＬａｗⅡ：ＡＲＯＢＯＴＭＵＳＴＯ
ＢＥＹＯＲＤＥＲＳＧＩＶＥＮＩＴＢＹ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ＥＸＣＥＰＴ
ＷＨＥＲＥＳＵＣＨＯＲＤＥＲＳＷＯＵＬ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ＬＡＷ．（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
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ＬａｗⅢ：ＡＲＯＢＯＴ
ＭＵＳ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ＴＳＯＷ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ＳＬＯＮＧ ＡＳ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ＯＲ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Ｗ．（第三定律：机器人在不违反第
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

③２００２年日本通过了《规范基因技术法》，对于生产人类基因个
体、人与动物基因改良或混合个体的行为予以禁止，违反者处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单处或并处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下罚金。

④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２０１５），关于基因组编辑的通知；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２０１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 ＮＩＨ资
助声明。

⑤英国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干预后移植入子宫，
因此如果要把经基因编辑修改的胚胎、精子和卵细胞用于

生殖目的，必须首先修改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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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轻罪制度构建的困境及对策

苏冠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７
作者简介：苏冠宇（１９９７—），男，海南海口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摘　要：轻罪制度符合我国刑罚轻缓化刑事政策的需要，具有法治正当性目的，是当下和未来刑
事立法体系所应当践行的路径。轻罪制度的构建具有必要性，同时也存在着易使刑罚过度化和出罪

机制缺失等问题。因此，轻罪制度的构建，一方面需要对行政处罚权予以司法化改造，防止行政处罚

权对人身自由罚的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需要进行轻微刑罚制度的构建，优化司法出罪机制，建立前

科消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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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立
法开始沿着刑罚轻缓化的道路方向迈进。近年来，

刑事立法呈现出了犯罪门槛下降以及轻罪数量上升

的趋势，对此，有些学者指出这是我国刑事立法逐渐

走向现代化的主要表现，是我国刑法从“厉而不严”

走向“严而不厉”的改革过程。因此，轻罪制度的构

建对于刑法结构调整和刑罚轻缓化具有推进作用。

本文所说的轻罪制度，可将其看作为现代化刑法功

能的扩张、刑事立法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建立该

制度的目的是将原本由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规范等

进行调整的社会不良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从而提

高社会治理过程中刑法在其中所起到的规范作用，

加强社会治理，降低犯罪门槛。本文将围绕轻罪制

度构建的正当性进行分析，由此引出一些问题并提

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轻罪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分析

推进轻罪制度的构建，通过立法降低犯罪门槛，

不仅具有法治正当性目的，更符合我国现代化社会

治理的需要。因此，我国大部分学者提倡在未来的

刑事立法工作中，将犯罪化研究作为刑事法治现代

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发展的需要

法治国家的核心就是要对涉及公民生命、自由

及财产等基本权利的刑事处罚措施实行罪刑法定。

而对于犯罪圈的设定，实现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

处的最有效的方式应当是将值得刑罚处罚的违法犯

罪行为以立法的方式纳入到刑法规范当中，赋予犯

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以充分的辩护权利，使之贯穿于

整个司法过程，以此来平衡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这

两个刑法机能。［１］因此，通过建立轻罪制度，降低犯

罪门槛，有利于推进通过法治的方式对危害行为予

以惩处，以此来解决我国行政处罚权存在滥用和扩

张的现象。

（二）有助于增强公民守法意识

构建法律规范体系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对社会成

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以提高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和持

续性。［２］由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中将犯罪和违

法两者分开进行处理，倘若某一社会危害行为的结

果并不严重，那么仅通过有关机关对该行为进行处

罚即可，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但该处理方式具

有一定的漏洞。若立法时加强对轻微犯罪的惩罚程

度，坚决否定轻微违法行为，强化道德底线，公民在

日常生活中便能够去遵守法律法规，从而保障社会

的稳定发展。［３］

（三）有利于解决传统刑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法结构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即为“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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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在对刑法进行不断修改完善后，该结构中

的缺陷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该问

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该问题的存在导致部分

刑罚被遗漏，或导致部分犯罪者受到的处罚与其犯

罪严重程度不相吻合。在后续刑法的完善中，需要

将刑法结构逐渐转变为“严而不厉”。通过建立轻

罪制度，降低犯罪门槛，增强刑法的严密程度，逐渐

增强轻微处罚，从而改善我国传统刑法结构中存在

的问题。

（四）符合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需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风险社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

所经历的一个阶段，在该阶段的人类活动导致了全

球性风险，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威胁。［４］因此，

我国法治建设方向也应向预防犯罪转变，通过轻罪

处罚预防重罪的方式进行风险的预防，可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重罪行为的产生。对于社会治理、预防危

害社会行为产生而言，刑法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们对刑法的期望也相对较高，目前各国刑事立法

的发展逐渐转化为预防为主，建立轻犯罪体系对于

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而言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轻罪制度构建的困境与问题

一种制度的构建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无

法避免在适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只有对其进

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才能得到深刻的认识。轻罪制

度的构建在具有正当性和积极价值的同时也会伴随

着相应问题的产生。

（一）导致过度刑罚化的可能

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和违法行为的多样

化，社会治理过程中刑法的介入率呈上升趋势，随之

而来的便是犯罪门槛逐渐降低和轻罪罪名条款的扩

张，在司法实践中将会出现刑事处罚数量增加和加

剧刑罚过度化的趋势。在奉行“严而不厉”的英美

法系国家，刑法的扩张导致刑罚过度化已经成为其

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如英国在过去工党执

政的十年中，立法新增了大约３０００个罪名，现如今
英国的罪名总数超过了一万个，而美国比英国犹有

过之。

目前我国仅就刑法罪名的数量与英美两国不可

相提并论，如周光权教授所言，我国的现有的刑法罪

名数量相对于有着１３亿人口的社会治理还远远不
够。［５］但从《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

的立法趋势来看，我国刑法罪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

趋势。如果在未来的刑事立法中转向了“严而不

厉”的立法结构，大幅度降低犯罪门槛和增加轻罪

罪名，那么如何避免刑法对社会治理的过度参与和

刑罚过度化，是轻罪制度构建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二）出罪司法体制的缺失

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立

法对于犯罪成立的违法数量和程度并不设限，但并

意味着所有刑法轻微类犯罪都将被科以刑罚。刑法

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刑法谦抑性的体

现。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避免刑法对社会治理的

过度干预，各国在对限制刑罚的适用上都建立了相

应的过滤机制，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如大陆法

系国家的暂缓起诉制度和检察官自由裁量起诉制

度，英美法系国家的出罪机制（比如警方撤销案件

制度、警察告诫制度、罚款通知程序、缓予宣告制度

等），而日本则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可罚违法性理

论（若一个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结果，但又不具

有可罚性时，便认定该行为未达到违法性处罚程度

标准而不可罚）。［６］对此，我国学者将其称为刑罚缓

冲制度，在该种制度下，拉伸了定罪与处刑的距离，

在其中间制造出一个出罪的缓冲阶段，以此来保证

刑罚成为最后的惩罚手段。［７］

对于我国而言，因受到传统重刑主义思想的影

响，当今国民的重刑思想仍较为浓厚，国家在保护法

益和保障人权之间，仍更倾向于前者。与西方的司

法体制不同，我国刑法中对于追诉制度要求得更为

严格，犯罪嫌疑人在进入司法程序后，通常就意味着

面临科以刑罚的后果。在此背景下，国家若怠于构

建多元化出罪机制，在未来的犯罪门槛降低以及轻

罪罪名增加时，必然会导致对刑罚的大量适用。

三、轻罪制度构建的方向与完善建议

对于法律制度的构建，孟德斯鸠很早就指出：

“要特别注意法律应如何构想，以免法律和事物的

性质相违背。”［８］如果将犯罪门槛降低和轻罪制度

作为我国后续刑法发展的主要方向，那么我国进行

轻罪制度构建时，不仅需要在宏观上思考所应坚持

的立场和方向，同时也要采取相应的配套制度来完

善该制度。

（一）有关轻罪制度构建的方向问题

建立轻罪制度从宏观上看是犯罪认定范围的

大小问题，实质上则是一个国家如何在法治框架

内对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惩罚的问题。但对于轻

罪制度的构建导致轻罪条款数量的增长并不当然

就符合现代化法治建设的道路，未来轻罪制度的

构建并不是只需要完善相应的制度规范即可完

成，这只是轻罪制度的外在表现，而该制度构建的

实质问题是对于违法犯罪活动如何以更为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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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处理。为了保证未来的轻罪制度构建更

加顺应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在构建过程中

应当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１）需对人身自由罚的
行政处罚权进行限制；（２）以行政处罚权进行司法
化改革作为切入点，并将人身自由罚作为改革重

点。从其表面分析，轻罪制度构建实际上就是完

善法规中的轻罪罪名，逐渐将行政处罚的行为转

化为刑法处罚的行为，而究其本质，轻罪制度的实

施则可更好地保障国民的人权，同时更好地实施

法治原则，也就是国家将危害程度较小的轻罪行

为归纳到司法权范畴中的表现。轻罪制度构建的

目的是对人身自由罚的行政处罚权进行约束，合

理区分行政违法与轻罪。

（二）改革与完善配套制度

进行轻罪制度构建，还需对轻罪制度与传统制度

之间的关系、协调程度进行调整，因此立法者在轻罪

制度构建过程中，应当对以下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１．在刑法中设立轻微刑罚制度
随着我国刑法的不断完善，在《刑法修正案

（八）》《刑法修正案（九）》的修订过程中，对有关刑

罚的配置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如危险驾驶罪，刑

法中对该犯罪行为规定的处罚措施为“处拘役，并

处罚金”；而对于盗用身份证件、代替考试罪等，刑

法中规定的最高刑也仅为拘役。近几年我国在轻罪

制度方面的改革仍旧主要依据目前已有的刑法框架

进行，刑法中有关刑罚种类、执行制度等也都未进行

改变，因此轻罪制度的构建、降低犯罪门槛仍需与现

有的刑罚措施相对应，从而保证符合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的具体要求。若改革刑罚制度时只从局部进

行，将会导致犯罪与刑罚之间出现失调现象，造成惩

罚不合理。刑罚侧结构、犯罪侧结构两者组合形成

刑法结构［９］，二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

在未来我国构建轻罪制度时，还需依据国家对刑罚、

行政处罚之间关系定位进行协调。即我国刑事立法

在未来的发展中，将逐渐加大对行政处罚的约束力

度，限制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通过将大量的行

政处罚权纳入到刑事处罚范畴，增加刑罚种类，降低

犯罪门槛，扩大犯罪圈覆盖范围，轻微刑罚的种类将

会进一步增加。

２．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构建轻罪制度时还需防止过度标签效应的产

生，据相关调查得知，目前很多国家设置了复权制

度、前科消灭制度等，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８６
条：遇到以下情况时，消灭前科：（１）若犯罪者被判
处的刑罚轻于剥夺自由，服刑期满后一年，即可消灭

前科；（２）若犯罪者被判处缓刑，考验期到期时即可
消灭前科……将前科消灭后，有关前科的法律后果

也相应消灭。《法国刑法典》中，第３章第４节对复
权制度进行了描述，第１３３—１２条：若犯罪者被判处
违警罪、轻罪、重罪相关刑罚，可根据复权制度的相

关规定进行复权，也可依据《刑事诉讼法典》通过法

院对复权事宜进行裁定。我国目前并没有设置复

权、前科消灭的相关制度，且《刑法》第１００条规定
了前科报告制度：若犯罪者被判处过刑事处罚，在就

业、入伍时需将自己所受到的刑事处罚如实告知相

关单位，不得隐瞒。《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若犯

罪者在犯罪时年龄不到１８周岁，且其被判处的有期
徒刑刑期低于五年的，可免除报告义务。但是犯罪

者前科的消灭与前科报告义务免除二者之间存在本

质差别，且后者仅限于未满１８周岁的未成年人，且
其刑罚低于五年有期徒刑，犯罪者只有满足上述两

个条件时，才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因为任何事物

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有回落的机缘，［１０］前

科对于犯罪者来说造成了阻碍其重返社会的影响，

缺少人道精神，且该规定与刑罚的目的相违背，因此

目前大部分学者建议我国构建前科消灭的相关制

度。但立法机关在构建有关前科消灭的相关制度

时，不仅需要对该制度的有关程序进行分析，还需要

对前科消灭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进行分析，即选择

合理的立法价值，目前存在较多争议。若将前科消

灭制度的适用范围设置为未成年人犯罪、轻罪，具有

较强的可行性，且争议较小，因此也可从该方面来推

动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３．完善司法出罪机制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体制中，刑罚约束、出罪的

相关机制较少，《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３条第２款：较
为典型的出罪机制即不起诉制度；第１５条及第２０６
条：不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自诉案件和解等都属于

出罪机制。［１１］总体来看，我国的刑法制度中，有关出

罪的机制种类较少，且刑罚中有关出罪的机制实施

效果并不理想。如不起诉制度，该制度的适用范围

仅包含过失犯罪、未成年犯罪、偶犯、初犯、防卫过当

等，其他情况下基本不适合使用不起诉制度。随着

刑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不起诉制度的相关考核也逐

渐被取消，然而并没有扩大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

围。［１２］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其依法使用不起诉制度

时，不仅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同时还受到目前机关

内办案程序的约束，通常情况下社会环境也会对其

产生较大影响。若未来刑法完善时需进行轻罪立

法，应当首先构建相应的司法出罪机制，若立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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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构建出罪机制，只降低犯罪门槛，则会导致刑

罚数量越来越多，刑罚效率降低，如醉驾入刑制度的

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多了刑罚数量。很多学者将该

问题归纳为通过非犯罪化程序进行犯罪问题的处

理，同时提出，刑法完善过程中，需构建相应的审前

调解制度、扩大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构建暂缓起诉

制度等。［１３］笔者对目前刑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后，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１）通过一定的措
施来约束司法裁量权，避免执法者滥用职权；（２）轻
罪立法过程中，需保证轻罪数量及规模与犯罪门槛

高度之间的吻合，通常犯罪门槛的降低会导致轻罪

数量逐渐增加。通过上述措施，能够让我国的司法出

罪机制得到更为有效的实施，从而保障轻罪制度的构

建和适用。

新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刑法制度的发展也是一样的。刑事立法要符合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刑法轻

罪制度的构建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不仅要符合刑事

政策的需要，更要在根本上遵循我国法治体系现代

化的要求。轻罪制度构建需吻合我国刑法现代化发

展，实现刑法体系现代化，让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不过

度依赖于刑法。我国刑法现代化路径的走向，一方

面要注重如何处理好危害行为与刑罚措施的关系，

另一方面还要系统地解决社会治理对刑法的过度依

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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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城市品位提升机制与品牌延伸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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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品位不但可依时间序列不断积累，也能靠空间优化发生突变。通过梳理城市内在
特质、外显特征以及品位衍生的影响力、吸引力和亲和力，厘清不同类别、不同属性和不同风格的城

市品位特质以及提升城市品牌延伸的行为机制，得出城市品牌如何按照知名度、关注度和美誉度进

行延伸的基本路径，为具有一定潜质的城市品位提升和品牌延伸提供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城市品位；城市品牌；品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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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位”属于审美范畴，偏重于精神层面，而“品
牌”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把“品位”和“品牌”概

念，引入城市治理领域，需要厘清构成城市品位与品

牌延伸的独特性，尤其是城市发展的各种社会功能

和物质属性，这对丰富城市品位和品牌理论具有重

要意义。

一、城市品位和品牌延伸的内涵

“城市品位”一词，意指城市文明的一种表

征［１］。城市品位内在功能和品牌延伸价值，应从

“品”字开头。“品”包含“品质、品行、品性、品格”

等多种含义，城市品位是一个城市的质性水准和独

特风格的体现。具体而言，城市品位是指一个城市

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实体等人格化的风格与精

神状态，它以丰裕资源、雅致格调、怡人景象等支

撑着城市品牌度及品牌延伸力。城市品位是城市

物质禀赋和精神价值层面上的综合资质和水平，

是形成城市品牌、影响城市文明进展和发展效率

的基础。城市品牌延伸是利用现有城市品位的绩

优禀赋，将城市品牌要素拓展到新的品质高度的

一种行为策略。

品牌是消费者对城市或产品的一种体验和感

受，它代表消费者在其生活中对城市与服务的感受

而滋生的信任与意义的总和［２］。品牌延伸，是将某

一方面的优势品牌，或某一具有潜质的知名品牌扩

展至其他产品上，凭借现有成功品牌推出新产品的

过程。这样，城市品牌就是消费者从某一角度固化

感受城市品位的一种标志，以具象的事件和实物来

符号化———物质上的产品或精神上的事件，比如，物

质上的独特地标，精神上的典型理念。城市品牌延

伸是让支撑城市品位的某一功能性绩优禀赋扩展到

深层次的功能性产出上的一个过程———凭借现有城

市品位特质推出新的功能属性。在城市治理上，就

是决策者利用现有城市品位的某个方面或某一局部

禀赋，以较低的成本借势推出新的物质成就或精神

产品，比如新增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等来实现新的

品牌优势。作为一个过程，城市品牌延伸已成为城

市优化结构和推出新功能、新项目、新业态的一种重

要手段。

二、城市品位的要素组分与品牌延伸指向

城市品位具有审美价值，因审美评价角度和市

场评价内容不同，城市品位和城市品牌在不同群体

间的表示方法也不同。大多数城市以文化的、科技

的、生态的绩优物标和典型事件来加以品牌塑造，不

管是历史的还是新建的实物业绩，如古建、高科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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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及生态标识，这在展现城市品位的同时，也具有

一定的品牌度。城市的品位价值和品牌关系很大，

城市品位高，城市品牌度就高。在经济领域，品牌的

大小是按知名度、关注度和美誉度（形成品牌度）来

进行比较的，品牌度越高，品牌就越大。在一定历史

条件下，城市品牌延伸，通常要考虑城市品位———它

的质的规定与内在规模、综合水平、文化属性等方面

有密切关系，这些关系来自城市品位的内在要

素———特质禀赋。当然，如果不具有这些基本的要

素条件和环境支持，单靠宣传也难以奏效。通常，城

市品位的内在要素可由选定的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

表述城市品位的影响力、吸引力和亲和力。我们用

城市品位的组分来表达这些具有不同属性、不同特

质、不同风格的指标量。

城市品位的组分是形成城市品位的混合要素

（特质禀赋）的构成量。本文用“有用组分、无用组

分、伴生有益组分、有害组分”等来区分城市品位的

要素构成，以给城市品位做出划界处理。“无用组

分”是指城市中不能提取利用的元素或要件。如危

楼棚户区、臭水垃圾和恶性事件、价值不高的习俗或

赋存状态过于复杂而不能利用的成分。“伴生有益

组分”指可综合利用的组分或能改善品位要素性能

的组分。“有害组分”是指城市品牌塑造和延伸中，

附带有片面或不良影响的组分，例如文化上的愚忠

和愚孝成分，生活方式中的奢靡之风等。

关于新时代城市品位的指标体系在国际上并未

达成完全共识，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它至少含有如

下定性指标：①开放性或国际化（外资独资、合作企
业及机构）；②科技创造力；③文化教育（公共财政
投入及设施设备、人均受教育程度）；④经济活力；
⑤生态活力；⑥城市建设、城市交通，等等。

城市品位的组分及组分排序是决定品牌延伸的

价值指向。所谓价值指向，主要是指实质上凸显城

市品位综合功能的价值追求。城市品牌延伸据此设

计具有学术理性的、生活感性的项目条件，制定与历

史文化环境相匹配的开发边界。

城市品位与城市品牌延伸以组分排序发生关

联。作为一级标量，城市品位是细分城市影响力和

品牌标识的主要质量指标，是可以选择一定的指标

来加以定性和定量表示的。可以按照不同学科、不

同角度进行指标推优配置：大多数城市可以按照评

价的有用成分（元素或标志）或有价值的质量百分

比（％）表示。如一个城市的生态品位可以用一系
列环境指标来加以表示，既有量值的实证比较，也有

心理层面上的感情偏好。

三、城市品位与品牌延伸互相调节的动力机制

城市品牌延伸并非只是简单借用固有品牌，而

是一个策略性地使用已经存在的品牌资源的过程。

这就需要梳理品牌赖以存在的城市品位，有计划、有

步骤地设计品牌延伸策略。必须依托经济硬实力和

文化软实力，使新项目和工程借助绩优品牌的市场

信誉，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顺利地推进城市空间。

所谓城市品位与品牌延伸相互促进的动力机制，是

来自于两方面的力量支撑：一方面，是来自外在的城

市竞争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是城市自身良性进化

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前者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可以

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这虽是城市品牌适应时

代变迁的受动性，但也不是一味地模仿跟进，否则就

会陷入同质化，逐渐失去自己的品牌地位，使旧有的

品位损姿、逊色，导致过去的品牌消亡。后者则是学

习型城市内部技能新陈代谢的必然过程。城市品牌

往往出于功利性塑造，这是品牌延伸的市场需要。

市场激励，必然引发城市机体内部的突变，在一定的

资源投入下，就会产生自组织功能。城市品牌是实

现城市品位影响力、吸引力和亲和力的途径。城市

品位不但以物质禀赋给人们带来生态宜居、心灵安

抚，还以自然的社会的精神价值决定城市品牌文化，

而城市品牌文化中的社会责任、精神追求和价值取

向使得城市品位成为沟通城市内部和外界的纽带。

当一种城市品位被特定群体认同，它就会以一种文

明的方式来沟通人们的思想，产生品牌延伸的认同

感，从而释放出强大的力量，使城市影响力不断放

大，城市品位越具影响力、吸引力和亲和力，城市品

牌的知名度、关注度和美誉度就越高。

城市品牌延伸成功，又生发出新的城市品位。

归根结底，城市品位内在的特质禀赋是城市品牌延

伸所依赖的基础，也就是说，城市品位特质禀赋以其

不可替代性延伸了城市的红利。不同类别不同属性

的城市系统的内部分化迫使城市不断积聚竞争优

势，以期待城市品牌延伸的利益保证。在特定的资

源投入面前，城市品牌延伸效应是其他城市不具备

或无可比拟的品位特质所蕴含的绩优预期。

四、提升城市品位的基本途径

新时代城市品位体现一个城市的建管能力和精

神风貌。由于品位不等同于品牌，因此城市有品位，

不一定有品牌。从时空转换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现

实的城市品位和城市品牌延伸关系高度一致，历史

上城市品位的有用组分高，保留下来历史遗产丰富，

现代城市经济建设带来的文化、科技、生态成就集聚

形成的城市品牌度就高。在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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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城市的历史文化存量和现代高科技文明增

量存在着很大差异。由于部分地区在城市建设上疏

忽新时代品位空间拓展，不重视品位建设，不注重品

牌延伸，不能合理挖掘现有禀赋要素，处理不了“有

用组分、无用组分、伴生有益组分、有害组分”的复

杂关系，把握不住未来建设方向，导致城市品位生成

和城市品牌延伸效率低下，城市影响力没能达到应

有的高度。因此，把握城市品位和品牌延伸禀赋特

质是关键，合理分解城市品位“有用组分、无用组

分、伴生有益组分、有害组分”的要素构成尤为重

要。

目前，城市品位拓展有时会被政府债务、ＧＤＰ
增长率、土地、交通、教育、生产安全、生态工程、环境

污染等事项拖累，显得力不从心。但不少城市利用

传统资源衍生有用组分，提炼文化品质增添休闲要

素，扩展惠民设施、提高社会服务收益，在文化设施

上打造文化标识，实现城市品位魅力，以城市软实力

建设实现品牌延伸。如洛阳市近两年来，一大批城

市书房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提供精准购书、精准

配书、定期流转，这改善了公共阅读环境，培育了全

民阅读习惯。可见，城市品位提升不是一个被动性

的常规管理问题，而是一个借助现有特质以内部绩

优禀赋统合社会发展，迅速挖掘公共资源和提高社

会服务收益的竞争性问题。当然，这种城市品位内

化拓展，需要兼顾城市服务质量，比如城市书房管

理，一定要建立健全机制，组建由政府专职人员、政

府购买服务的公益人员、志愿者共同参与的服务团

队，热情有效地服务广大读者。对于提升城市品位，

要充分利用科技教育文化方面的区域优势，着意挖

掘城市品牌延伸赖以存在的成功范例。新乡市凸显

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优势，在科技贡献

方面，河南科技学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河

南城市群中，实现了高等教育里程碑式的历史性重

大突破。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

设高校，郑州大学成为部省合建高校，河南大学等

１１所高校先后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工程”建
设高校，河南农业大学领衔的“粮食作物协同创新

中心”成为首批１４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之一，本
科院校转型发展、职业教育改革、扩充城镇基础教育

资源五年规划等措施先后向全国转发推广。教育部

将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常设我省驻马店，已

连续举办五届。特色文化品牌“武林汉韵”项目，成

为中外人文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这些，都可以作

为教育内化竞争对城市品位提升的有用组分。也可

引进外来城市品牌延伸的有用组分，还以教育为例，

引进国际国内优质教育资源，或引进建立著名大学

分部（宁波市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对接合作，建立宁

波诺丁汉大学），或与国内名牌大学合作办学，等

等。

益于提升城市品位的有用组分主要来自如下几

个方面：第一，创新实力，例如人力资源的专业素养

和技术传统，这是考量城市品位的基础；第二，区域

经济科技文化产出对城市的贡献量，因为贡献量也

是体现出人们对城市治理、社会服务的认可度；第

三，城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永久性的支撑能力，这

些要素主要是区域内部支撑城市品位禀赋赖以发展

资源，通常是内部能源供给、制度优化、组织变革对

长期依赖的绩优禀赋的维护和吸纳能力；第四，城市

发展战略、结构功能与竞争活力，这些方面集中凸显

出支配城市发展的内部组织行为的合理性与管理效

率。

新时代城市品位建设离不开一定经济基础之上

的科技支撑。决策者要及时解决城市管理和建设问

题，掌握城市国际化发展中的制度框架、经济效能、

历史资源、生态等情况，关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城市

格局多极化，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

带来的创新成果，在城市建设和改造中，把握好国际

城市变化新趋势，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坚守绩优城

市品位，大胆推进城市品牌延伸。以下是解决城市

品位提升与品牌延伸问题的基本途径：

（一）建设宜居城市。城市品位离不开经济常

态发展带来的优美环境，社会安全，文明进步，生活

舒适，休闲适宜，和谐发展。城市品位建设，离不开

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决策者应该充分利用经济科技

方面的优势转换、文化休闲格局的调整。这将深刻

影响未来城市品位内在禀赋重塑和提高，并在城市

竞争中，不断提高城市品牌的美誉度［３］。

（二）规划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与社会格局，优化

对外贸易结构，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及时接纳新技术

革命推动的生产方式变革，有效利用数字化、服务化

成果。营造社会发展带来的便利化和自由化氛围，

使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增大，形成中间阶层稳定的社

会格局。

（三）持续加大政策性投入，关注社会面临的重

大问题。比如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建设多元投入

的普惠性养老机构，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对老龄

群体实现人文关怀，保证人人尊严，人人幸福。

（四）坚持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强调城市品位

与区域环境的统一以及人与城市的和谐发展。在我

国，绿色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虽然还是一个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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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但是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无论专家学者还是

普通百姓都认为，绿色发展是城市品位定位的重要

价值取向，提升城市品位离不开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雨洪管理、城市食品安全、城市能源结构和城市

布局的持续科学性。

（五）加大国际融合、多元开放，满足不同群体

的需要。在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注重发挥区位

优势，完善城市开放格局，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深化国际协作。关注新兴技术对文化教育发展产生

的重要影响，对接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泛在技术

的新型教育组织形式，在教育模式、形态、内容和学

习者的学习方式上勇于创新，做出国际化配置，扩大

文化教育改革成效的辐射范围，提高文化教育国际

竞争力。在学习型社会建设迈出新步伐，全面提升

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五、提升城市品位及品牌延伸绩效的政府治理

对策

新时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科学把握新时代

城市发展规律和方向，抓住城市品位与城市品牌延

伸的时代契机，增其旧制，平添新观，继承和发扬，保

护和创新，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时代要求［４］。政府不

但要关注城市品位的经济价值，更要多元、多层面综

合多学科认知、整体产业布局，结合城市的自然、地

理、历史、人文等要素［５］，系统评价城市综合效益，

保证城市品位利用可拓展城市品牌功能的有用组

分，保持城市特质，扩大城市的影响力。为此，政府

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

（一）统筹规划，依法依规综合治理

在政治体制、行政模式和财政制度的作用下，不

同类型的城市品位具有不同风格，其功能效应引发

的城市品牌延伸必然呈现出不同特征。城市治理决

策者、企业、第三方组织机构、投资人、雇主等对城市

规划往往在不同维度上表现出渐进的、不稳定行为

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对城市的维护利用存在着很大

的反差。在常规的控制关系作用下，内部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的城市治理参与者，只要各自的利益偏好

在公共利益上达到统一的底线，就是科学的城市规

划。再不能重复过去一个领导说了算的拍脑袋工

程，完善现代法律治理体系，强化城市治理体系顶层

设计。在城市品位和品牌延伸规划方面，要用先进

的理念对城市进行整体的规划，明确总体思路，制定

有区域特色、适应和促进城市品位提升和品牌延伸

的政策规范及制度体系、发挥政府分类培育、重点扶

持的主导作用，注重历史遗存与未来研究相结合，从

考古发掘角度、早期城市品位研判角度、筛选干预角

度、精准实施角度、品牌延伸角度和新材料新方法的

探索研究角度综合治理。

（二）加大政策投入，不断提升城市品位绩优禀

赋

加大政策性投入，带来内生驱动，确保城市品位

的可持续性发展。不损害原有城市品位和城市品牌

形象是基本前提，只有不断加大政策投入，才能保护

原有绩优性禀赋，不折损城市环境品质。城市品位

被认为是推进未来品牌延伸的动力，随着时间消耗

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城市品牌延伸也会出现或

停滞或飞涨或低落的不确定输出方式。持续加大财

政和精神文明建设投入力度，管建并举，形成政府依

法行政，企业依法生产、社会各界依法监督的城市发

展机制，不断为提高城市品位、创建国际化城市品牌

提供人才、资金和法律保障［６］。

某城市的品位窘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个

城市欲以重工业产业优势扩建高科技产业集群，由

于政策优惠期过后入驻企业纷纷撤离，影响了这个

城市的工业品牌形象。对城市品牌拥有者来说，把

握品牌传播规律，及时疏导阻滞延伸过程的内部矛

盾、规避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问题，才能不断提升城

市品位绩优禀赋，实现城市品牌延伸的正向效应。

（三）营造城市品牌延伸的良性生态，确保品牌

延伸的历史连续性

政府应维护城市品位，培育城市品牌延伸的良

性生态，制定城市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对策，为城市

品位提升和品牌建设提供方法和路径支持。大规模

的城市改造一定要经得起历史选择，经得住时间检

验。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受制于特殊的政治环境

或利益集团的私利干扰，就容易出现城市设计和改

造的失败。过去很多教训值得今天重视。建国初期

的北京，把古城墙当作旧时代的有害组分要素，毁坏

拆除，就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教训。另外，需要注意的

是，旧城改造中，政府要选择有资质的设计机构，在

选择外埠设计机构时，一定要通过第三方历史文化

的咨询机构评估，不能在北方建筑中过多地掺杂南

方样式，过去出现相互折损的符号。以新建明清风

格的洛邑古城为例，明显与东周时期的建筑风格迥

异，大门前的牌坊对联选用唐朝李白的“此夜曲中

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凭空臆造的古城不能算

是古城品牌延伸的成功。

（四）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积极拓展品牌延伸

质量

城市品位决定了品牌延伸的方向，没有社会的

广泛参与，仅靠政府财政的有限投入，既不能完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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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城市品位的历史绩优禀赋，也不能彻底拓展城市

品牌的发展空间。积极引导社会参与，需要政府把

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做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后期

工作。以洛阳建设博物馆之都为例。政府为拓展城

市绩优禀赋提升城市品位，通过城市品牌规划，推出

了城市博物馆建设延伸项目，建成开放了６８家博物
馆，其中非国有博物馆４９家。由于惠民利好的政府
补贴没有持续到位，大部分私人博物馆运营成本不

足，一部分开馆不久就开始收费，一部分干脆长期闭

馆。本是提升城市品位的举措，品牌延伸质量却因

后期政策配套问题给城市品位提升带来负面影响。

（五）培养公众文化意识，品牌延伸不悖公众审

美心理

把绩优品牌延伸到不相容领域，应不悖消费者

的文化意识和心理定位。政府要结合城市的历史、

地理、经济、建筑、人文传统、自然生态以及市民的文

明程度、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社会心理，对城市品

位进行组分排序，以城市品味的要素集聚探寻城市

品位与城市品牌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动力机制。这

样才能把原有强劲品牌的心理定位转移到延伸品牌

上，否则就会出现城市品牌和延伸品牌竞争态势而

出现此消彼长甚至两败俱伤的变化。如农业休闲品

牌延伸到过于商业化的领域，很容易引起品牌折损。

我们知道，所有“组分”都具有相对性。何为有益和

有害？在价值判断中，存在一个不断提高理论视野、

拓展思维方式的渐进过程。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特殊

环境中，科学选择“有用组分”，学习借鉴国际国内

的经验，加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广泛征求专家、市

民和第三方参与，做到反复推敲明辨真伪，化解认知

和情感相互纠缠的矛盾，才能屏蔽错误的观点避免

城市延伸方向的偏离。可以说，品牌延伸取得成功

的过程，就是社会受众对城市所延伸的品牌功用、质

量特性等产生心理认同的习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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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沉沦·涅?
———颓废主义语境中的电影《雷神３：诸神黄昏》

田　源
（四川美术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代读者批评与‘颓废’诗学的审美研究”（２０１８ＢＳ３５）；四川美术学院

２０１８年度博士重大课题培育项目“中国现代新诗的‘颓废’审美———基于民国时期的读者批评文献”（１８ＢＳＰＹ００６）
作者简介：田源（１９８７—），男，重庆人，文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新诗与中外文化研究。

摘　要：美国漫威影业公司出品的科幻影片《雷神３：诸神黄昏》，凭借绚烂的搏斗画面、动感起
伏的音乐和奇幻的故事情节赢得中国票房市场的良好口碑。该电影的视听冲击不只是暴力美学的

盛宴，还深藏颓废主义的现代性。家园的失落与心灵的创伤描摹世界毁灭的颓废影像，享乐和迷茫

的生存方式衍生出沉沦的颓废心理，觉醒与反抗的正义举动转化固有的颓废意义。借助蒙太奇、接

受心理和隐喻的电影艺术，本片完成从“黄昏”到“黎明”的现代蜕变。

关键词：毁灭；沉沦；涅?，颓废主义；雷神；现代性；电影艺术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Ｊ９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５６－０４

　　颓废主义是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一种主要形
态，指涉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孤苦堕落的精神写照，结

合了浪漫主义的悲观情绪、象征主义的错乱感官、唯

美主义的享乐灵魂以及现代主义的多维意义，形成

一种复杂多变的反映现代性的话语模式，在非理性

与反传统的审美层面颠覆了昔日的美学风格。关于

“颓废”的传统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否定，

通常是对萎靡、腐朽的精神状态的批判，这种认知导

致人们对以丑为美的“颓废”价值的忽视，尤其在审

视影视作品的时候。大众对于一些反常规和神秘性

的文化现象讳莫如深，要么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加以

阐释，要么给予彻底的否定，但是保守或偏激的解读

方式均有违颓废主义的真实语境。

美国科幻电影往往营造出一个非凡的英雄世

界，旨在以乌托邦式的虚拟场景给观影者一种微妙

的感受。受众或暂避喧嚣嘈杂的现实社会，隐匿于

魔幻空间，回味英雄的救世伟力，将无意识的英雄崇

拜演变为万人共有的英雄情结；或回过头来反思人

类生存的渺小与卑微，抽离荧幕的奇幻魅力，直击碎

片化的日常生活，为琐屑枯燥的现代化节奏而万般

苦恼。从大众审美的角度看，漫威电影产业迎合了

个人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偏极化特质，逼仄局促的现

实为“颓废”诗学的阐释留下了转化的余地，也为后

现代语境下的电影现代性审视提供了参考范本。

电影《雷神３：诸神黄昏》的副标题 Ｒａｇｎａｒｋ源
自北欧神话，它是由善恶对决的众神引发的世界崩

陷，神癨纷纷死亡，造成衰落的颓废景象。该片的中

文译介纳入了象征颓废的“黄昏”意象，以更为诗意

的符号奠定了整部影片的衰飒气氛。从颓废主义的

视角洞察影片的情节内容：开场被束缚在遥远星系

的雷神索尔便已为全片注入了颓废的虚弱元素，苏

尔特尔蓄谋已久的诸神黄昏的末日浩劫计划埋下了

萧条衰败的颓废种子，阿斯加德的鼎盛面貌“虽然

美妙动人，但已是强弩之末、衰亡之音了”［１］。雷神

的力挽狂澜无法扭转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反倒流

露出英雄迟暮的苍凉意味，而掩藏在断壁残垣之下

的颓废火种或将带来新的希望。

一、毁灭：肃杀悲凉的颓废场景

苏尔特尔所处的宇宙深处仿佛一座巨大的地

狱。他浑身被炽热的火焰包裹，手中挥舞的火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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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之处寸草不生，他手下不计其数的小兵也恨不能

把人撕咬吞食，庞大的魔鬼军团如果被释放封印，将

给任何星球造成灭顶之灾。雷霆万钧的索尔纵然有

三头六臂，也在紧要关头呼唤守护神海姆达尔的援

助，逃出生天的瞬间带回的怪兽头颅将传送大厅弄

得一片狼藉。苏尔特尔和他统辖的火焰领地是造成

颓废创伤的毁灭源头，索尔从他头上夺得的皇冠更

是引发毁灭的器具。

颓废主义最初指涉古罗马帝国的覆灭，北方野

蛮民族的入侵让这个不可一世的王国分崩离析，徒

留毁灭后的废墟。电影《雷神３：诸神黄昏》里的阿
斯加德和罗马帝国的兴衰轨迹如出一辙，它是由众

神之父奥丁缔造的庞大王朝，山川河流簇拥着金碧

辉煌的宫殿，人们闲适地在庭院里徜徉。但是看似

祥和静谧的家园潜藏着被颠覆和毁灭的祸患，奥丁

昔日血腥的征战历程培育了野心勃勃的死亡之神海

拉，作为雷神的姐姐，她妄想登基王位，称霸宇宙。

祸起萧墙的危险因素令阿斯加德犹如罗马帝国：

“古老异教世界的精髓”，登峰造极的帝国景象“完

美得近乎于颓废了”［２］。

阿斯加德的灾难在影片的结尾得到淋漓尽致的

呈现，苏尔特尔的复活与肆意摧毁的暴动预示着王

朝灭亡的宿命，宏伟壮观的彩虹桥被截断，金灿灿的

建筑也被夷为平地，自然万物皆葬身火海。阿斯加

德的毁灭正如北宋词人欧阳修所言：“物过盛而当

杀。”［３］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倘若运用中国传统“悲

秋”文化来观照异星球的叛乱，则如日中天的阿斯

加德难以为继千载万载，终将遭受没落倾覆的惩罚。

诸神的黄昏是由盛转衰的生命轮回，惨遭屠戮的生

灵见证了秋风萧瑟的王朝末日，让人不禁回味起昔

日帝国无上荣耀，强烈的反差展现出一幅悲凉惨烈

的颓废画面。

影片中与阿斯加德相对应的另一个星球是由宗

师统治的萨卡星。它也许算是一个避难所，人们可

以毫无顾忌地在竞技场欣赏冠军战士的搏杀，可是

在星球的另一边却堆满了垃圾和废弃物。索尔和海

拉在时光隧道的争斗中偏离航道，被抛掷在萨卡星

的荒凉之地，当他醒来，从天而降的废铁令人窒息。

索尔被宗师作为冠军挑战者，却被关进狭小的甬道，

里面的陈设极为简陋，回环怪圈和挑战失败后的尸

体塑造了阴森的颓废环境。即便索尔战胜绿巨人，

置换了一个相对舒适的房间，可依旧被厚玻璃和强

电网紧锁，营造出枯燥禁闭的颓废景象。

地球在电影中是连接阿斯加德与萨卡星的纽

带，索尔在揭穿弟弟洛基的面具后，两人前往地球寻

找父亲。繁华的美国都市只是短促的逗留，奇异博

士的魔法让他们瞬间转入阴暗的实验室，博士用雷

神的头发编织了穿梭时空的金色圆圈，索尔和弟弟

被传送至挪威的海岸。兄弟两人的父亲奥丁端坐在

山崖，向他们讲述起海拉的身世，这位曾拥有无限神

力的国王只能在杳无人烟的一角等待雷神兄弟的援

助，期望他们携手抵御海拉的逆行。挪威的海洋异

常寂静，山崖上的杂草也已经泛黄，秋风吹拂着老人

的白发，他也在晚秋时分走向生命的尽头。生命式

微的衰老与戛然而止的陨落渲染出凄楚悲怆的颓废

意境。

三个星球的颓废场景在电影里的毁灭方式具有

现实与虚拟的分化，由此引发观众审美的差异———

轰然崩塌的炸裂与悄然腐蚀的幽闭。阿斯加德的毁

灭是一种直接的叙事模式，萨卡星与地球的颓废景

象是作为参照系的间接烘托。雷神游历的足迹串联

起不同类型的颓废情景，在急促与缓慢的内在节奏

的变化中逐步实现颓废场景的蒙太奇冲突，场域的

排布通过不同镜头的组合得以综合显现，彼此的杂

糅造就的戏剧冲突重塑了毁灭的组织结构，毁灭的

艺术张力借助蒙太奇“重现了我们在环境中随注意

力的转移而依次接触视象的内心过程”［４］。观众在

非逻辑的镜头闪现和非理性的时空冲击里获取颓废

场景的心灵触动。

二、沉沦：放纵迷惘的颓废心理

废墟的荒凉处境引申出消极懈怠的沉沦意识，颓

废主义的宏大场面也被浓缩为人的细微心绪，颓废心

理的建构同富丽宫殿的倾覆类似，昔日的雄心壮志与

豪迈情怀被突发的惨烈事件瓦解，滋生出与主体意志

相背离的负面情绪，折射出普遍的无意识沉沦状态，

它是人类面临挫折与打击后惯有的颓废心理。《雷神

３：诸神黄昏》里的主要人物都无一例外地展露颓废主
义的“放纵的道德标准的腐朽状态”，迷乱茫然的混沌

意识亦属于“道德腐败范围”［５］。

雷神的弟弟洛基号称诡计之神，他让父亲奥丁

来到遥远的地球一端，策划了姐姐海拉的解禁释放，

缜密的心绪酝酿着一幕幕的阴谋。影片开场统治阿

斯加德的奥丁实际上是伪装后的洛基。妄想瞒天过

海的诡计之神一边欣赏着戏剧演出，一边斟酌着杯

中美酒，纸醉金迷的宫廷生活令朝政荒废，倦怠神情

仿佛与世隔绝，即使宇宙发生战争和动乱，洛基也丝

毫不会顾惜，继续冒充国王过着闲适的生活。沉浸

于虚妄世界，隐藏自我放逐的消沉意念，洛基虚构的

糜烂人生形成了罪恶的颓废病症，本能地要求愉悦

的放纵来治愈。“享乐的意志必定是完全的，快乐

的原则必定不顾现实的原则，必定反其道而行

之。”［６］洛基在虚幻世界里的精神遨游构不成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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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诡计，彻底与日常时空划清了界限。

电影里的女武神瓦尔基里也表现出放纵的消沉

姿态，她的快乐却是一种肤浅的自我敷衍，是对曾经

心灵重创的麻痹。女武神的职责是保卫阿斯加德的

王位，她们是忠诚的国王护卫。瓦尔基里却远离家

园，抵达萨卡星，摇身一变成为星际拾荒者，她甘愿

为疯癫的宗师卖命，寻找有冠军气质的勇士，雷神初

到萨卡星便不幸成为她的猎物。瓦尔基里在影片中

常手握一瓶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我们却很难

在她的脸上看到一丝喜悦之情。酒精是颓废心理的

刺激物，人类一旦进入迷狂的沉醉空间，过往的灰暗

经历都会被暂时掩埋。然而，如果回归清醒的现实，

忧伤的心病如难以弥合的伤疤，被再一次揭破。当

雷神规劝女武神重返阿斯加德对抗海拉之时，瓦尔

基里眼睛里流露出恐惧的神情，回溯起女武神军团

昔日围剿海拉而罹难的悲剧，她的同伴为其挡住海

拉的致命一击。作为幸存者的瓦尔基里用酒精对神

经的不断麻醉来逃避全军覆灭的悲痛，无法直面惨

淡的过去。忧郁颓废的心理阴影是“享乐主义的变

奏曲”，极端的放纵“是一种近乎幻觉的理想主义、

一种对世界的不现实、对人处于感官的禁锢之中所

产生的绝望感”［７］。

影片中的石头人是一个有趣的形象，他和身边

的一只可怜虫被关在萨卡星的环形监狱里。当雷神

被投入其中，询问其诡异的地形时，石头人缓慢无力

地附和，直到索尔认出石头人是一名克鲁南战士后，

他才记起曾经策划过一场革命起义，无疾而终，也不

知是什么神秘因素令其身陷囹圄。石头人的颓废心

理体现为淡忘初心的迷惘意志，他在长期被关押的

无聊环境中失去了战士的英姿，丢失的激情让他无

可奈何地接受生活的愚弄。石头人在目睹雷神与浩

克的对决时，认命般地发出“挑战者结局都一样”的

叹息，或许因为监狱里那具曾经信誓旦旦宣称成为

冠军的尸骨。英国象征派作家西蒙斯说过：“在这个

世界上，唯一使人完全快乐的机会，在于我们是否成

功地闭上精神的双眼，堵死精神的双耳，使精神对于

未知事物的理解变得迟钝。”［８］石头人的迷茫，包括绿

巨人浩克在萨卡星的身份遗忘都源自精神层面的视

听遮蔽，他们自娱自乐地在陌生的环境中苟延残喘。

曾经高尚的精神追求黯然失色，迟缓愚钝的机械动作

只是对死水般生活的简单重复，迷惘的颓废心理抽离

昔日的精神动力，刚健的意志也变得寂静柔弱。

雷神义无反顾的战斗意志看似与颓废心理绝

缘，实则遮盖了两个对父亲临终嘱托的镜头。第一

次是在萨卡星与绿巨人的对决，浩克反复摔打雷神

并置其于死地的紧要关头，索尔回想起父亲奥丁在

挪威海岸上鼓励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雷电之神，即便

铁锤被海拉摧毁，但身体里充满着巨大的能量，连双

眼也汇聚着闪电的光芒。第二次是回到萨卡星和海

拉的终极决斗，死亡之神将索尔的头压在窗边不能

动弹，并嘲讽其不知什么为神，命悬一线之际，雷神

在脑海里再次闪过父亲的告诫，“阿斯加德就是人

民”，电闪雷鸣的苍穹为雷神注入动力。雷神的颓

废心理或许不像洛基、女武神和石头人那样显著，但

也在心灵幽深之处流露出瞬间的踌躇，死亡镜像的

回顾赋予的强大动量隐含稍许不自信的落寞，缺乏

真实的自我认知，只能借助梦境的回返实现“可自

由支配的记忆”［９］。火热的战斗激情掩饰植根内心

深处被压抑的苦闷情绪，隐秘的颓废心理“传译出

神经官能症的幽微密语，腐朽激情的临终表白，以及

正在走向疯狂的强迫症的幻觉”。

无论是洛基、瓦尔基里的自我放纵，抑或是石头

人、浩克的自我迷失，还有雷神潜意识里的苦恼与烦

闷，都是颓废心理的荧屏再现，虚拟世界中的神灵携

带的种种颓废心绪正是凡俗人间的真实写照。恍

惚、迷乱与梦境支配的颓废心理既在冥冥之中和观

众的期待视野发生共鸣，又与科幻电影的魔幻技术

不谋而合，抽象的内心感受“通过想象和幻觉来排

遣人类内心世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恐惧和欲望，在

此，人类对于死亡和伤害的焦虑得到抚慰，对于权力

和侵略的需求得到满足，儿童对于成人世界的幻想

和惊奇也得到了愉快的回应”［１０］。

三、涅?：浴火重生的颓废升腾

涅?原是佛教用语，象征不生不灭的永恒自在，

圆融饱满的宁静氛围，摒除了苦修与轮回的煎熬。

颓废的场景和心理都源自巨大的痛苦，恰如尼采殚

精竭虑的“颓废问题”，它分散至“蜕化的生命，求毁

灭的意志，极度的疲惫”［１１］。然而，颓废并不是固化

的现实本质，它处于周而复始的动态运作之中，毁灭

之中孕育新生，沉沦之后换来振作。颓废主义的深

层意义是其对立面的“上升，黎明，青春，萌芽”，最

终得出“一个悖论式的结论：进步即颓废，反之，颓

废即进步”［１２］。

电影《雷神３：诸神黄昏》里的主要人物的心理
和行为都出现了与消沉、昏聩、忧思相对立的逆转。

在萨卡星算计雷神的洛基后来涤除阴险的用心，回

归家园与兄长联手对抗海拉；瓦尔基里放下失败与

恐惧的内心芥蒂，选择破除海拉的罪孽；浩克在废旧

的飞船中借助记录器里的语音找到真正的自己，同

女武神、雷神组成复仇者联盟；石头人带领同伴踏上

起义之路，他驾驶的飞船安全转移了阿斯加德的人

民，实现了革命的夙愿；就连叛变的斯科尔奇也在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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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上放下海拉的执法武器，在飞船上用机枪扫射

叛军，发出“为阿斯加德而战”的呼声。颓废场景里

的觉醒，让他们斩断荒芜的颓废心理，凝聚为奋不顾

身的牺牲精神。

颓废升腾的刺激物是积蓄与转移的仇恨。洛基

原以为自己的策划天衣无缝，却成为他人的笑柄，他

需要将羞辱的仇恨发泄在海拉的身上；瓦尔基里诀

别了沉沦的虚假陷阱，决意为逝去的姐妹报仇；浩克

将对非友善地球人的仇恨转嫁于海拉的庞大狼犬；

石头人将被监禁的仇恨转化为拯救的义举。雷神的

仇恨可谓最深沉，丧父的打击来自海拉的咄咄逼人，

索尔胸中燃烧的怒火与身体迸发的闪电是血海深仇

的直观宣泄。

颓废主义在影片中的升华不单单是水到渠成的

复仇，更是一曲浴火重生的凤凰更生歌。美好生活

的希望曙光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雷神的奔波裹挟

英雄的足迹，无畏游侠的“浪荡作风是英雄主义在

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１３］，这轮忧郁而壮丽的

落日为诸神的黄昏渲染一抹悲情。雷神在铁锤碎裂

的刹那已经预感到终极对决的危险。他被海拉刺瞎

右眼，身心遭到极度重创。他为了人民的自由，牺牲

了自己一半的光明，但也换来了人们的拥护，在飞船

上登上王座。洛基、女武神、石头人、浩克的身心也

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斯科尔特和许多无辜民众

惨死于海拉的邪恶之手。苏尔特尔与海拉的恶魔对

决形成的一片火海使家园被夷为平地，也引爆焚毁

了颓废的枝蔓，翻开颓废转型后的新篇章。

颓废升腾的形态骤变与隐喻的电影艺术交相辉

映。雷神铁锤的废弃失效反倒增强了自我对天然雷

电的吸收与掌控能力，电力十足的眼眸与肌肉线条

上蹦跳的火花是超能力的英雄气质的隐喻。尤其当

索尔右眼失明后，黑暗与强光形成强烈反差，既是对

不屈意志的委婉表达，又折射出颓废升腾的坎坷历

程，雷电轰鸣的“隐喻成了‘崇高的’充满激情和表

现力的‘结构’中的重要的有时甚至有决定性的因

素”［１４］。苏尔特尔的烈焰既构成灾难的视觉冲击，

更是希望火光的隐喻；瓦尔基里的宝剑是破除尘封

苦难记忆的隐喻；腾空而起的飞船满载幸存者前往

宇宙探寻新家园，是诺亚方舟式的劫难中的福音隐

喻。颓废升腾的艰难转变蕴含诸多晦涩的文化意

义，它们的生成不能用寻常话语诠释，正如爱森斯坦

的论断：“要运用隐喻的与非日常生活的‘巧妙手

法’，电影镜头就应当抽象化，以摆脱日常生活的造

型特征。”［１５］颓废升腾的含混征兆需要形象化的电

影意象加以阐释，与之匹配的隐喻技法全面生动地

描摹出非常态的生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电影《雷神３：诸神黄昏》中的颓废因
素从场景布置辐射至人物内心，进而形成强烈的生

命冲动。这部科幻题材的影片在颓废主义的语境中

点明现代性社会的碎片化特征，“贯穿一切颓废理

论的一个主题是，现时代已丧失了对理性的信

仰”［１６］。雷神在混沌世界的游走与拯救，究其本质，

乃是一张感性、甚至迷离的自我探索，他好似诸如唐

璜那样的拜伦式英雄，以一己之力反抗残酷的现实。

绝望固然蕴含希望的微光，但在太空中漂浮的诺亚

方舟难道就不会开启另一场绝望的“颓废”之旅吗？

犹如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声，杂乱无章的

颓废意境凸显现代乃至后现代被肢解的文明秩序。

超现实的电影艺术，诸如表现主义等现代思潮“被

希特勒打上‘颓废艺术’的烙印，遭到政治暴力的迫

害”，然而影片“通过幻想、变形、甚至接近抽象的象

征手法进行了尝试”［１７］，偶然、神秘与朦胧构成本部

电影接受过程中的审美核心，处于中心地带的“颓

废”因子焕发出无与伦比的现代电影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１］Ｍ·Ｈ·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Ｍ］．朱金鹏，
朱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华特·佩特．马利乌斯：个享乐主义者［Ｍ］．陆笑炎，殷
金梅，董莉，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０２．

［３］欧阳修．秋声赋［Ｍ］／／欧阳修文选．杜维沫，陈新，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２４８．

［４］欧纳斯特·林格伦．论电影艺术［Ｍ］．何力，李庄藩，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５７：５２．

［５］ＣｈｒｉｓＢａｌｄｉｃｋ．ＯｘｆｏｒｄＣｏｎｃｉ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ｅｒｍｓ
［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１．

［６］米歇尔·昂弗莱．享乐的艺术：论享乐唯物主义［Ｍ］．刘
汉全，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３２２．

［７］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Ｍ］．杨自伍，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４８１．

［８］西蒙斯．印象与评论：法国作家（节选）［Ｍ］／／黄晋凯，张
秉真，杨恒达．象征主义·意象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００－１０１．

［９］弗洛伊德．释梦［Ｍ］．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１２．

［１０］蔡卫，游飞．美国电影艺术史［Ｍ］．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６０．

［１１］尼采．悲剧的诞生［Ｍ］．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８６：２８１－２８２．

（下转第６３页）

·９５·



第３６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９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１９　

河洛文化“可久可大”之道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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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主流和核心。河洛文化起源早、历史悠久、影响
深刻，自身具有其合理性，在坚守本土文化本质和主体性的同时，能包容、融合、吸收其他文化的精

华，故可久，亦可大。河洛文化的悠久和辉煌反映出它深刻的“可久可大”之道，能够为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和全世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关键词：河洛文化；文化自信；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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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
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

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１］１５５－１５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具

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文化自信首先从中华文化的优越性中来。文化

如果不具备优越性，自信当然无从谈起。中国古代

经典有曰：“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

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２］７６这几句虽然是就“贤

人”而言，但是如果我们放大为对整个中华民族及

其创造的文化而言，也同样适用，因为在世界文化史

中，很难找到比中华文化更加“久”和“大”的例子。

中华文化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强大的生命力和举世

罕有的规模。

就河洛文化而论，中华文化的上述特点，都体现

得极为充分。作为中国本土文化源头性质的文化，

河洛文化恰恰具备了中国文化中“可大”和“可久”

的基本特质。发掘出河洛文化的“可久可大”之道，

能大致明晰我们为什么能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因

此，河洛文化对文化自信建设的最可能的贡献，首先

就在于其“可久可大”之道中。

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

位。程有为先生说：“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和黄河

流域文化的核心，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

根和主源，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主流和核

心。”［３］１“主根”“主源”“主干”“核心”诸词，即强调

了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在

某种意义上说，河洛文化堪称中华文化的缩影。因

此，河洛文化能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提供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思想

资源。

一、河洛文化之“久”和“大”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

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

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

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

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一大批思想

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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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篇巨制……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

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

作出了重大贡献。”［４］习总书记所列举的中华文化

重要发展阶段，几乎都是在河洛大地上出现甚或以

之为核心区域；而他列举的众多文化名人，也有很多

与这块土地有着紧密联系。以河洛文化为主流、主

根的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壮大的过程

中，起到了极为重要而正面的伟大作用，为整个人类

文明也做出了杰出贡献，它值得我们为之骄傲，亦应

因之而自信。

河洛文化是“久”而“大”的伟大文化，其“久”

和“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窥探：

第一，起源早。“考古证据表明，伊洛系文明是中

国早期文明的主源。所谓文明主源，一则表明此地区

在中国境内若干文明发祥地中最早步入文明门槛，建

立国家政权，并处于早期文明社会阶段；再则，在中原

地区所出现的若干早期小国政权，被夏禹并吞成立较

大的‘夏后’国……被我国史学家公认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奴隶制大国王朝。”［５］６作为广义“河洛文化”组

成部分的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比

仰韶文化的年代早千余年。［６］７４而作为中国第一个王

朝的夏王朝，距今也有四千多年。这在世界文明史上

也是很久的。在中国历史上，就不仅是最早的起源之

一，而且是主源。因而，河洛文化如此之早的起源，堪

称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二，持续时间长。如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

一没有中断的历史悠久文明一样，河洛文化是持续

很久的伟大文化。关于这点，郭引强先生曾经概括

说：“河洛地区，不但最早步入文明时代，而且在其

后的夏商至隋唐的２０００多年时间中，长期是我国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７］１即使元朝以后河洛文化

由于经济中心迁移的历史原因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

降，但仍然是中华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

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古代文化，河洛文化悠久的历

史，足可以说明其长期以来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强

大生命力。

第三，影响大。这点学术界具有高度共识。譬

如，薛瑞泽先生认为河洛文化具有“主流文化的导

领气势”“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流

文化的优势，引领着中国区域文化发展的方

向。”［８］１２韩忠厚先生也说：“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社

会的漫长时期里，一直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是黄

河摇篮的心脏，中原文化的象征。”［９］２８而李先登先

生则更具体地论述河洛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

要地位：“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初期，河洛地区一

直是王都之所在，河洛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最先

进入文明时代，而且一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对

中国古代文明乃至世界古代文明作出了重大贡

献。”陈昌远先生则从河洛文化与各个具体文化的

关系上指出了河洛文化的影响：“河洛地区优越的

地理条件不仅孕育了远古的华族文化，创造了夏文

化，而且孕育了周文化，它应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内

容，也是以后儒家思想形成的基地。”学术界对河洛

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和极其重要的地位可

谓众口一词。

第四，巨大生命力。正如刘玉珍女士论述的：

“河洛地区在史前文化的发展中……不断积累文明

的因素，最终这一地区最先步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

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夏商周三代文明，其中包

括春秋战国时期老子、鬼谷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

的文化……它包括秦统一后，以洛阳为中心的皇都

文化，主要有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道教文化、佛教文

化等，以及在政治中心和经典哲学影响下的史学、文

学、科技、艺术、教育等文化。”［１０］８９河洛文化的发展

史就是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历史，这足以彰显出河

洛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证明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当然值得引以为傲，理

所当然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二、河洛文化何以“可久可大”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

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

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

创造新奇迹。”［１１］３６中华民族最有理由自信的原因在

于中华文化不仅“久”和“大”，而且更有“可久可

大”之道，这正是我们伟大民族和伟大文化得以生

生不息、历久弥新、不断繁荣发展的根由。

既然河洛文化如此“久”且“大”，那么它必然具

有“可久可大”之道。深究其道方可知其然，并知其

所以然，方可使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河洛文化，增

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河洛文化之“可久可大”的缘

由，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

首先，河洛文化是一个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强大

融合力的文化。河洛文化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在几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又不仅仅是几种文化的叠加，

而是能将各种不同文化交汇之后进一步融合成一

体，发展出新的、内容更加宏阔的文化。这是河洛文

化的“大”。这种“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华文化

“大”的缩影。

关于河洛文化的包容性和强大融合力，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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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曾经作出论述。譬如，陈昌远先生曾说：“河洛

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它吸收其他地区的文化养

料来丰富自己，萃取百家之长，而最后形成统一的文

化体系并形成中心。表现出自己明显的正统性和稳

固性，而且反过来又向四周辐射发展，最后融合于中

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复合之中。”陈先生从河洛文化

与华夏文明其他地域文化关系的角度，说明了河洛

文化一直是在吸收、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的。赵芝

荃先生则重点论述了河洛文化之所以能够吸收、融

合其他文化的原因：“除去自身发展水平高以外，再

一个原因就是它地处核心位置，易于接受周围文化

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

的先进因素而前进不滞。如果从文化分布区方面来

讲，那就是中原地区是当时交流、融汇和锤炼各个地

区文化精髓的大熔炉。据此可知，黄河流域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摇篮不是没有根据的。”［１２］１０－１１

其次，河洛文化在长期发展中一直保持本土文

化即史前及先秦华夏文化的主体地位，这是它可以

长久发展并不断壮大的根本原因。

保持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与吸收融合其他文化

并不矛盾。任何文化在吸收其他文化的同时，绝不

可以丧失自身的独立性乃至消泯自身。２０１６年 ５
月１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
上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

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

史悲剧。”［１１］３３９这段话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继承和发

展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从来没有

一个文化能够靠泯灭和牺牲自身而获得真正发展

的。否则，那不是所谓的“发展”，那只是自身（包括

自身文化）的灭亡。如前所述，河洛文化在几千年

的发展历程中，也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

而且，尽管也有异国外来文化如佛教的传入，在一定

时间段内也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河洛文化以

其强大的生命力，容纳和吸收佛教文化，使之成为自

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壮大和丰富了自身。吸收

其他文化，并没有使得河洛文化失去其本土文化的

根本特点，河洛文化仍然保持着先秦时期本土文化

的精华和本质，而佛教被吸收进河洛文化和中华文

化后，最终也中国化，并且成为比印度本土佛教文化

影响更大、生命力更长久的中国式佛教。河洛文化

正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坚守本土文化优良传统，所

以才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

最后，河洛文化之所以“可久可大”，还因为它

自身具有极大的合理性。譬如，中华文化具有非常

突出的人本意识，较少西方式的宗教色彩。河洛文

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主根文化，非常突出地表现

出这个特点。新加坡王赓武教授说：“孔子的思想

包含好些人本主义的经典描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

大量吸收源自于西方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时候，

相信他们也感觉到传统中国文化一直包含着人本主

义，它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中，扎根于数千年的历史

中。”［１３］而孔子的思想，其实是对此前中国本土文化

的继承，这已经成为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的共识。

这种伟大的人本意识，一直主导着中华文化，使得中

华文化最具有“人”的气息，最人性化，最具有人情

味。这些都是包括河洛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精髓

和优长。当然，河洛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合理性和优

点还有很多，这些内在合理性是支撑河洛文化、中华

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并能与时俱进的根本性原因之

一。

三、结语

增强文化自信，就要寻求可以提供自信的文化

资源，而河洛文化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河洛文化

的悠久和辉煌反映出它深刻的“可久可大”之道。

这些“可久可大”之道，使我们在赞叹河洛文化伟大

成就和绚烂历史的同时，还可认识到支撑河洛文化

发展繁荣的深层次原因。河洛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中

华文化能够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极具生命力的一

枝，这绝非偶然。这些已经被数千年华夏历史证明

具有正确性和生命力的“可久可大”之道，同样也可

以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自信，并

为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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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骑楼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保护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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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摘　要：广西北海骑楼老街是商、住、防为一体的近代典型民居聚落，骑楼建筑既包容和借鉴了
西方文化因素，也传承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内涵。为了兼顾骑楼街区的保护与开发，相关部门和社

会各界可以围绕“近代商业文化街区体验”主题，统筹做好文物修缮、旅游服务、原住民安置与民俗

文化传承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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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北海骑楼街区被誉为“岭南第一骑楼老
街”，学者们已经从文化、技术、保护措施等多方面

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对北海骑楼街区历史文化内涵进行系统化剖析，并

进而提出针对性保护与开发建议。

一、北海骑楼老街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

北海骑楼街区作为岭南地区近代典型建筑，既

包含有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对外来文

化因素兼容并蓄，以“文化化石”的形式将近代中西

文化交流的历史浓缩在历史岩层里。

（一）商、住、防结合的建筑规划

近代之前的北海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港。

１８７６年７月至９月，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英使威妥
玛就“马嘉理事件”进行反复谈判，最终在列强武力

恫吓和外交讹诈之下签订了《烟台条约》，增辟宜

昌、芜湖、温州和北海为通商口岸。［１］至此，北海跃

身成为桂、滇、黔等地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凡广西之北流、郁林、南宁、百色、归顺州、龙州及

云南、贵州之货物，均由澳门用头艋船（即“红单帆

船”）载运来往。”［２］随着进出口贸易的频繁，大量商

客麋集北海。据统计，清朝末年北海埠有华人２万

人左右，其中商人占４０％，工人占６０％；外国公务人
员、商人和传教士共７千人。

商客云集、货如云来当然是好事，但如何规划口

岸的商业民居聚落却成为棘手问题。当时南洋的新

加坡、槟榔屿等地都采取欧洲商业民居聚落布局方

式，即商住一体的民居沿港排开，以方便船只停泊、

货物装卸和商客出入。但是，岭南地区自古匪患众

多，近代乱世中兵痞聚众抢劫使治安更为混乱，很多

拥有高城深壕保护的城市都难免被洗劫。为了确保

商贸繁荣，又要保护商客安全，规划者们采取了“中

西结合”的方式。

第一，设置纵深防御保护商业聚落。今天的外

沙内港是近代北海进出口贸易船只停泊之处，在港

口入口处商业聚落一字排开，外沙岛是庇护内港和

商业聚落的天然屏障，“长约六里，横列于埠前，成

拱抱状，是为外沙。”规划者因势取便，在外沙岛上

构筑海威城以防御海上来犯之敌。为防止陆上来犯

之敌从东西两侧进犯，由地方官员倡议、商民出资构

筑东西两炮台，亦可作消防预警之用，故称为“望楼

地”，“碉堡仿自鄂省，即望楼地。……先是某太守

议办冬防，而款无可拨，谕令地方铺户，筹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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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旋办冬防不果，绅士禀奉，将此款作为建筑

碉堡之用。”［３］

第二，连屋成城。中国传统城市一般都是“以

城护市”，将坊市、街道置于深壕高墙的保护之内。

这虽然有效保护了商旅、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却

与近代快速增长的人员、物资、信息集聚交流不相适

应。为此，北海商业聚落摈弃了工程浩大的城防工

程，采取“城市合一”的规划布局：老街高耸的骑楼

一幢紧连着另一幢，只留出东西两头的街道入口以

及狭小的通往海边码头的巷道。一旦匪群来犯，只

要将街巷入口堵上就可以将老街变成城防工事。

“城市合一”的设计既适应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的需

要，也有效地预防了匪患侵扰。这在岭南城市建设

规划上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图１　商、住、防有机结合的北海老街

第三，各家自保，纵深防御。中国传统城市防御

体系重点在于坚城与深壕的配合，但坚城之内的街

坊民房低矮，几乎无险可守。所以，中国古代有著名

的城池攻防战，但城池被突破之后就罕有巷战御敌

的成功战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城防体系一大

弊端。而欧洲城市防御则十分重视各家自保、纵深

防御，所以欧式建筑单体防御功能相当突出。义和

团运动中，义和团团民和清军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

６０天而不克，这从侧面反映了欧式建筑单体防御功
能之强。

为此，北海老街骑楼建筑多借鉴欧洲重视单体

建筑防御功能的做法，用花岗石、大理石和水磨青砖

构筑，墙体厚实，一般筑有２至３层，高度在１０米左
右；临街一侧（里侧）门窗宽敞，以接纳商客，但一般

仿照广府大院而设置趟栊门以防不测。外侧则窗口

狭小，状如射击孔，以抵御来犯之敌。

第四，骑楼自身也寓商、住、防于一身。

北海老街骑楼多数是三段，每段都赋予专门的

功能。上段为寓御敌和防风为一体的山花楼顶。山

花是在立面上一种缓坡的三角形山墙的花饰，其造

型多样化，山花两边的矮墙称为“女儿墙”，山花和

女儿墙一般都设置有不同形状的洞口，既用于减弱

台风带来的危害，敌人攻进街道时也可以做攻防之

用，如同古代城垛。

骑楼中段为居室，主要是主人和客人起居之用。

因为岭南自古称为“瘴乡”，近水之处瘴毒尤甚，据

《北海杂录》记载：“现年夏季，格外炎热，居人苦之，

多患痢疾，西人亦有染者。自同治季年迄今，时有瘟

疫。”［２］当时北海已有较高级别的西式医院进驻，但

中外人士仍然无法免于瘴毒感染，所以商人们沿用

百越干栏民居旧俗，居于楼上以防避瘴毒。为了通

风排毒，同时也为了美观，骑楼中段多辟有阳台，其

造型主要有凹阳台、凸阳台和凹凸混合型三种。

骑楼下段为商业活动空间。单个骑楼底为开敞

的柱廊，整街骑楼连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外

廊式”建筑，各家楼底连廊连柱，立面统一，连续完

整，打破了传统居家单门独户的束缚，形成了挡避风

雨侵袭，挡避炎阳照射，造成凉爽的商业共享空间，

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商业气氛。

（二）中西结合的外墙装饰

北海开埠之后，外国势力在此兴建了领事馆、海

关和教堂。北海商民从近在咫尺的舶来建筑体中借

鉴了以下欧式外墙装饰艺术：仿哥特式，以垂直构图

为主，设哥特窗，底层骑楼廊也处理为仿哥特式窗

形，颇为庄严；仿古罗马券廊式，这种骑楼底层有券

柱，券心处以漩涡装饰，风格雄伟，一些部分还运用

简化了的罗马柱；仿巴洛克式，这类骑楼采取了巴洛

克式装饰，多运用在山花装饰及女儿墙的曲线中。

欧式建筑风格一般都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老

街商民大多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他们对欧式建

筑风格的模仿更多出于对艺术风格的模仿。

北海老街骑楼也大量借鉴了南洋建筑风格，通

称“南洋式”，其典型特点就是在女儿墙上开有一个

或多个兼顾防风和御敌的洞口。

北海老街骑楼同时还保留了以下浓重的中国传

统或者岭南特色建筑装饰风格。

第一，镶嵌多彩“满洲窗”。“满洲窗”起源的说

法之一是源自广州驻防八旗民居装饰风格。清朝承

平日久之后，一些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逐渐演变成

狂热的艺术爱好者，他们将当时昂贵的西洋进口彩

色玻璃镶嵌在中式窗格之上，以代替传统的纸糊窗

户，并世代相传而成为岭南特色的建筑装饰风格。

北海老街骑楼一些窗户也采用中式窗格镶嵌彩色玻

璃的“满洲窗”，具有浓郁的岭南特色。

第二，保留传统的阁楼造型。老街一些骑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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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北海骑楼建筑的舶来风格

仿哥特式（左上）、仿古罗马券廊式（右上）、仿巴洛克式风

格（左下）和南洋式（右下）

图３　中西结合的骑楼外墙装饰

层虽采用立柱走廊来营造商业空间，但其屋顶采用

中国传统的坡面结构，其材料也是中式砖瓦，上段并

不设置山花和女墙，中段也不设置西式的阳台及装

饰，而是采取木板门窗结构。

第三，镶嵌匾额。一些骑楼尽管采取了西式的

墙饰，但墙面设置长方形构图框，以放置或者雕刻中

式匾额。

第四，中式浮雕。商人追慕欧式建筑装饰艺术

更多是为其寓意，多数人并不理解艺术表象后面的

宗教和文化内涵。所以，细微之处如山花墙上设置

的浮雕图案，大多取材中国民间传统的梅、竹、葫芦、

兰、龙、凤凰和历史典故，寓吉祥喜庆、生意兴隆之

意。

（三）中国传统“风水”理念的传承

今人对于“风水”理念存在两个错误倾向：其一

是盲目崇拜，其二是视为歪理邪说。其实，我们更应

持以下态度：首先，“风水”的确不能称之为完整意

义上的科学；其次，“风水”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

核心内涵；最后，“风水”与中国传统的中医中药、书

画艺术、为人处世乃至治国理政等同属一个理论体

系，而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３］

秉承“风水”理念的中国传统工匠正是“师法自然，

用建筑再现自然”。北海骑楼建筑在寸土寸金的狭

小区域上，依然将“风水”理念阐述得淋漓尽致。

“风水”理念强调“阴阳调和”，由于房顶遮挡太

阳，故其属性为“阴”。而人如果长期在“阴”的环境

下生活，并不利于身心健康。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

还是岭南常见的广府大院、客家大院，庭院建筑往往

以“冂”三面合围天井。因为天井对天敞开，便于吸

收雨露和阳光，属“阳”，而房屋环抱天井，形成了

“以阴抱阳”“阴阳平衡”之势。传统建筑虽然庭院

深深，但室内空气可以借助天井形成内循环，吐旧纳

新，老人、小孩也可以在行走不便的情况下享受阳光

和新鲜空气。骑楼建筑狭长，在没有空调设备、抽水

厕所的时代必然容易造成室内潮湿、闷热、恶臭，进

而繁衍病菌危害人身健康。为此，工匠们根据传统

的“风水”理念，在狭长的骑楼空间内开辟出２到３
个天井，使骑楼内部可以接受阳光沐浴，空气得以循

环更新。至今，人们在炎夏时节步入骑楼店铺里面，

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依然感觉到凉风徐来。

图４　骑楼建筑天井俯瞰

“水”在传统的“风水”理念中被视为生命、生产

的源泉以及财富的象征。古代大商埠都选址在“藏

风得水”之处，北海老街亦如此。在中国传统建筑

中，无论是宏观规划还是微观设计，都喜见水来而忌

见其去，所以江水从村落流出之处建有“水口亭”，

“亭”即“停”，挽留之意；庭院天井中排水道设于暗

处而非明处。为逐利远道而来的商客当然喜欢“招

财进宝”而忌讳“破财亡命”。所以，北海骑楼建筑

排水系统的设置很为讲究：室内天井的排水体系设

置在暗处而非明处，因为“漏水”如同“漏财”，被商

人视为不吉利。屋顶的雨水也并非沿着瓦檐直接滴

洒到街面，而是采用内埋式陶瓷水管排水的方法，将

陶瓷水管内埋在骑楼廊柱旁直接排入水沟。一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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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别出心裁，将陶瓷水管雕塑成竹子等的艺术造

型，乍看之下并不察觉是排水管道。

传统“风水”理念对自然和建筑自身的“形势”

极为讲究。岭南地区传统商铺建筑又称之为“蟹穴

屋”，即店铺门、窗相对狭小但内部空间大，其形神

似蟹穴，寓财富易进难出之意。北海骑楼店面仿照

西式设计，不再门、窗分设，拓宽店铺对外展示的空

间。但室内高度依然比门口高出１米以上，“蟹穴
屋”的形与神依然兼具。

北海老街的骑楼承载了厚重的区域历史文化特

征，以其独特、多元化的存在形态在中国城市的老街骑

楼群中独树一帜，无愧于“岭南第一骑楼长街”的称号。

二、骑楼老街保护与开发建议

近代北部湾地区对外对内经济贸易都空前活跃，

北海老街骑楼群正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随着时

间的流逝，骑楼老街部分建筑已经出现了破损、动摇

和坍塌的情况，对其进行抢救保护已经是当务之急。

拨款修缮、“修旧如旧”是保护骑楼建筑文物的

必要途径。然而拨付巨款修缮之后就将建筑文物进

行封禁保护则是保守的做法。因为骑楼内部结构还

是以土木框架为主，必须有人类的活动与护养方能

延续其寿命，而一旦人类活动减少，土木建筑很容易

毁损并迅速坍塌。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统治者集中

天下之名匠、荟萃四海之良材来建造和修缮的，但

１９２４年溥仪被驱逐出宫之后，宫内大量建筑由于长
期废弃而迅速损毁、坍塌，仅仅２５年后，新中国文物
工作人员进入故宫时看到的不是金碧辉煌的景象而

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骑楼建筑位于潮湿且富于盐

离子的海边，土木建筑损毁的风险更大，所以必须采

取保护与开发并用之策，营造“人气”以焕发建筑文

物的“青春”。放眼国外，欧洲一些著名宗教建筑如

科隆大教堂等，正是能够很好地兼顾开发与保护工

作而很好地延续了建筑文物寿命。

对骑楼老街的开发与保护，可以围绕“近代商

业文化街区体验”这一主题展开。

近年来，随着国内游客群体文化素质的不断提

高，历史体验性旅游越来越受到欢迎。游客来历史

街区旅游，一则以专业的视角来探讨文化内涵，但更

多的是领略文化气氛和体验新鲜感。因此，各地一

些仿古建筑、影视城等都能通过给游客带来文化气

氛和新鲜感而获得经济利益。北海骑楼老街区给游

客所带来的历史和文化韵味之浓重远远超过钢筋混

凝土建造的仿古街区，所以在打造“近代商业文化

体验”旅游景点方面更具优势。

将近代街区打造成为文化旅游景点，可以采取

以下步骤：

第一步要强调“政府主导”。

打造文化体验型旅游景点涉及到经济、社会和

文化等方面内容，如果不借助政府的公信力是难以

协调各种关系来完成景点规划、旧房整改、搬迁安

置、宣传推广和招商引资等繁杂的工作的。

第二步是“修旧如旧”。

骑楼老街的整改过程中，要在不破坏建筑外观

的前提下做好地下管网系统改善，改善老街卫生条

件。“依样画葫芦”，用钢筋混凝土来恢复建筑风格

很容易使建筑文物失去原有文化韵味，如辽宁绥中

县锥子山长城曾被广大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誉为“最

美野长城”，但相关部门在采用水泥砂浆对长城进

行修复的做法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不小非议。由此

可见，建筑文物的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其

风格与材料是建立在当时的文化理念和产业体系之

上的。由于北海骑楼所用之材料如手工凿打的石

砖、土窑烧制的青砖、田泥夯制的土砖已经缺乏规模

化的产业基础，为此，相关部门与商家可以以旅游开

发为动力，资助健在的民间匠人恢复传统建筑材料

生产，为修缮建筑文物提供材料。如此方能为游客

展示一个“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近代商业街区，

而非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仿制品。

第三步是坚持“以人为本”大方向。

一方面，要充分照顾游客的基本生活需求。众

所周知，旅游产业必须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等

方面需求。近年来女性和年轻人已经成为旅游大军

的主力，他们对“吃住行游购娱”服务要求的内容更

多，品位也更高。为此，文化街区旅游内容除了提供

文化和教育体验之外，还要优化地方小吃、购买特产

和体验民居住宿等服务。而近代建筑文物的土木结

构和简陋的排污设计隐藏着诸多消防和卫生隐患，

前些年老街空气中还不时弥漫着阵阵恶臭，挑剔的

游客在这种环境中既无心思观赏、购物，更毋庸提住

宿体验。为了打造“宜居、宜商”的文化街区环境，

相关部门和商家必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改善交

通、卫生和消防设施，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居住环

境，使游客愿意来、留得住，从而促进旅游消费。

另一方面，要多方协调，照顾老街原住民的需

求。作为传统的商住混合街区，骑楼老街传承着岭

南地区独特的商业文化内涵，而原住民正是这些文

化现象的见证者与传承者。或者说，原住民本身就

是一道独一无二的文化风景线。当前，北京市政府

恢复老北京历史文脉，在修复胡同、庭院、河道和老

街的同时，还有计划地保留和回迁原住民。北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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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王安顺还特别强调离开人（原住民），也就是失

去了北京传统文化的厚重感。因此，北海骑楼旅游

文化街区的打造，可以借鉴北京等地的做法，尊重、

照顾原住民的经济利益，保护和开发商业老字号，还

原并延续老街商业文化内涵，以满足文化体验旅游

要求。

为做好该项工作，原住民、承租商、开发商、社区

组织和专家学者必须在政府的协调下，主动参与骑

楼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尤其要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制度去协调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降低沟通

成本、保障弱势群体及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的话语

权，有助于推动各方找到利益的平衡点。［４］

第四步，重视老街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开发。

观诸国内，南京夫子庙、苏州观前街等庙会给游

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游客愿意亲身体验的

旅游项目。北海骑楼老街百年兴盛，同样积淀了不

少民间信仰、节庆和技艺，这些文化元素与骑楼建筑

共同还原近代商业人文场景。如今，无论是政府还

是民间人士都很注重激发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如老

街个别商户自发建立了船木家具、贝壳工艺、南珠工

艺等小型民俗博物馆。
!

民是老街重要原住民，他

们世代漂海为生，传承着龙母信仰和别具特色的
!

家婚俗，如今这些特色民俗也在政府的鼓励之下逐

渐恢复。老街原住商户多是粤商之后，近年来自发

组建了粤剧团，将粤剧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代相传。

但是，老街民俗文化传承后继乏人、资金短缺的

情形依然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部门要在

制度保障、资金投入、税收减免上加强力度，社会组

织应该在社会赞助、氛围营造、人才发掘和举荐上大

力配合，营造良好的民俗文化传承与开发机制，使历

史老街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映成辉。

总之，系统性地梳理近代典型建筑的文化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保护与开发建议，是一

项传承地域文脉、造福社会大众的公益工程，值得学

界同仁和社会大众做出更大力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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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于Ａ省Ｂ市的历史文化街区（以下简称“街区”）是对外宣传历史文化、拉动经济发
展的一张特色名片，在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过程中，街区在开发保护和综合管理方面存在不尽

人意之处，有待进一步提升完善。通过实地走访、电话沟通、资料查询等方式对街区进行深入调研，

将大量资料及相关数据进行筛选比对、汇总整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本文，以期有助于提升街区综合

管理水平、增加街区文化魅力、促进街区经济繁荣。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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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何理解历史文化街区
（一）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越
来越受到重视，业界以及理论界对历史文化街区的

研究越来越深入。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相对丰富、历

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

局和历史风貌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它不仅包括历

史留下的一些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乃至一条溪流、

一棵古树等这些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的内容，还包

括除此之外的一些非物质形态的内容，如所承载的

文化信息、当地的风俗特色、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具

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构成要素：

１．物质形态历史文化。物质形态历史文化主要
包括以前人们生活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建筑（商用

及居住）、文物古迹、河流、树木、山石等。这些内容

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当时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

包括经济、交通、文化信仰等要素在内的社会发展状

况。这些物质载体为我们传递了真实的历史信息，

构成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形态，是最宝贵的城市文化

遗产资源。

２．非物质形态历史文化。非物质形态历史文化
是指能够反映历史信息及文化特点的非物质文化，

主要包括传统的风俗习惯、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取

向、民俗节日活动、地方特色小吃等内容。这些信息

同样能够反映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文化状况、

人们的文化修养层次，是当时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写

照。这些非物质状态的文化信息传递到今天，结合当

下的文化发展水平及知识认知层次，或许会给我们以

新的有价值的启发来指导当下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二）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要求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首要任务

应该是原真性保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它

在城市生活中所承担的功能既不同于静态的遗产资

源保护也不同于博物馆式的保护，而是在充分保护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城市生活街区的功能，实现功

能性复兴。因此，在建设历史文化街区的过程中特

别要注意两点基本要求：一是原真性保护，二是功能

性复兴。

１．原真性保护。对于如何理解原真性，理论上
不同学派有着各自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

历史文化街区来说，文化遗产信息的真实性是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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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基础。这些原真性要素主要包括历史建筑的构

造、建筑风貌、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特色、传统工艺

与传统民俗等。一方面，原真性强调的是街区内原

始建筑及其文化的保留与传承，包括街区位置及功

能、建筑形式与设计风格、建筑材料及方法技术、周

边环境状况等要素；另一方面，原真性强调街区内的

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要素保留，包括人们的生活

风貌、风味小吃、传统工艺与传统民俗、生活方式、精

神风貌与价值标准。因此，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

性、生活真实性①应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特征，

成为历史文化街区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

２．功能性复兴。按国际惯例，没有生活真实性、
只有历史遗存物的地区不能称作历史街区或历史文

化风貌地区。因此，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开发过程

中不仅要实现资源保护，更要实现功能性复兴。在

文化体验需求日趋增强的情况下，历史文化街区的

商业开发成为趋势。但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开发不

同于普通商业街，它具有稀缺性、不可复制性、不可

再生性等特点，因此商业利用必须遵循原真性要求

谨慎开发，力求保护其文化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历史文化街区的产业、业态要强调与传统地域文化

相结合，突出反映当地居民的传统民俗和生活方式，

以区别于其他商业街和购物商城。

二、街区综合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环境治理难题突出
街区的环卫工作主要由古城管委会公共服务中

心管理负责，主要负责清扫冲洗东大街、西大街、南

大街、兴华街、字画一条街，捡拾中州渠内侧绿化带

垃圾、清掏果皮箱，更新维护垃圾桶，清理沿街门面

房立面小广告，收集运输辖区垃圾，清除冬季道路积

雪等工作。随着环境污染攻坚战和百城提质活动持

续深入，尤其是节会假日，环卫保洁工作面临巨大压

力。街区现在已由原居民、商业混杂区向旅游景区

过渡发展，旅游峰值人数最高达到３万多人，远远超
出街区的旅游接待承载能力；同时街区内特色餐饮

多以汤类餐饮业为主，极易产生大量生活垃圾，加之

基础设施落后、管理方式滞后，导致保洁不及时、垃

圾运不出去、油渍污染路面现象反复，投诉问题多、

群众意见大、领导不满意。

２．基层执法困难重重
长期以来，街区执法状况面临多重困境：一是街

区管理的主要对象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其中不乏老

弱病残。他们本身生活困难、文化程度不高，对于街

区管理中的许多规章制度都缺乏了解，容易对城市

管理执法产生抵触情绪，无疑增加了执法的难度。

二是有时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少数媒体网站为博

眼球做虚假宣传，容易形成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局面，

使管理执法成为社会矛盾较为集中的重灾区，又增

加了执法工作的难度。三是街区管理对象多为弱势

群体，执法人员在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其

生活状况，无形中又给执法工作增加了许多难点。

３．基础设施配套乏力
街区内的配套基础设施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

上都无法满足当下居民、商户及游客的广泛需求，影

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商户的经营状况、游客的出行

体验。概括而言，主要包括：（１）环卫设施落后、缺
乏规划。受一定客观条件限制，街区内的垃圾容器

等环卫设施布置混乱、见缝插针、距离不等、不合规

范。此外，由于街巷狭窄，周边未设立垃圾中转站，

清扫保洁与垃圾清运的工作时间衔接不畅，大型垃

圾运输车辆无法进入街区，导致垃圾不能及时运出、

经常积压，严重影响环境。（２）旅游公厕数量少、条
件差。街区内现有的旅游公厕仅有三个，不仅建筑

风格与街区的规划风格不一，而且规模大小、设施状

况、卫生条件均与街区公众需求不相匹配、亟待改

进。（３）停车难问题突出。目前，西大街南北巷南
端有能容纳５００余量汽车停放的停车场，古城一期
地下停车场已开放区域有１５０余个停车位，南门口
地下停车场有２００余个在建中车位。虽有一定数量
的停车位，但由于街区地处繁华地段，现有停车位数

量仍无法满足需求。（４）地下管网设施陈旧、淤堵
频发。目前街区主要下水管道建于１９５３—１９８１年，
少量建于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给水管道建于１９６０年至
改革开放初期。近年来，随着街区商业经济的迅猛

发展，对电力、能源的需求也快速增加，各种管道、管

线容量均已无法满足居民、商户对提高生活水平、改

善经营状况的要求。以西大街为主的部分路段污水

管道内壁油渍锈堵的厚度达 ５０—６０ｍｍ，严重影响
排水排污。

４．商业管理缺乏规范
目前对于街区的商业业态规划布局和市场准入

没有统一标准和要求，一般是商户自行决定业态类

型和经营项目，容易造成业态分布散乱、经营管理混

乱的局面。此外，就目前入驻的业态类型来看，街区

以餐饮、服装、古玩字画、特色小吃、工艺品等商业业

态为主。由于缺乏整体业态规划布局，目前南大街

入驻商户较少、相对冷清，与整个街区氛围不相匹

配，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街区的商业价值及品味。由

于缺乏规范的市场准入标准，街区的经营档次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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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低端，有一部分所谓的特色商品是与Ｂ市特色、
街区文化毫无牵连的，无法体现街区文化内涵。

（二）形成的主要原因

１．管理对象观念落后，导致情绪抵触
街区的管理对象主要是居民和商户两类。部分

管理对象思想观念落后，不能较好地配合环境卫生

和执法管理工作，主要表现为一些管理对象卫生意

识淡薄，时有随意倾倒污水、乱堆乱放杂物、不按时

倾倒垃圾等现象；部分商户经常出现占道经营、圈占

环卫设施用地、外立面杂乱无章、私拉乱扯、随意悬

挂杂物等问题。例如：有时在环卫工清理诸如汤馆

等餐饮店门口的纸巾杂物垃圾时，商户会竭力阻挠，

他们认为店门口被顾客丢弃的纸巾越多，就代表店

铺人气越旺、生意越好，如果这些垃圾被清理干净会

影响店面生意。这种落后的经营理念给街区管理带

来一定阻力。

２．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导致人少事多
２０１６年，Ｂ市古城管理委员会（下简称“管委

会”）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行，下设 ６个部门各司其
职：办公室、文物保护建设发展局、社会事务管理局、

文化服务中心、公共服务中心、执法队。根据职责分

工，一个部门要对应落实近２０个单位的具体工作。
从人员编制来看，管委会核定编制７４人（其中行政
编制１４人，事业编制６０人），实有在编在岗人员４０
人，临时雇佣人员６２人，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中心
和执法局。目前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一是在编空编现象严重，影响工作开展。截至目

前，管委会仍有３４个有编无人的空岗，大量工作需
靠临时雇佣人员协助完成。比如负责环卫工作的公

共服务中心核定编制２０人，现有正式在岗职工仅８
人，负责环卫工作的正式职工仅有２人，临时雇佣环
卫工高达４２人，且多数是年龄偏大的老弱病残人
员；执法队核定编制２０人，现有正式在岗职工９人，
临时雇佣人员２０人。二是临时工的工资待遇低②、

劳动强度大③，导致雇佣人员劳动积极性受挫、增加

了人员的流动性和队伍的不稳定性。三是由于人少

事多，管委会长期存在各部门借调人员混岗的情况，

影响了核定编制的职能分工。

３．管理制度尚不充分，导致无法可依
目前，管委会在对街区进行综合管理时，只有

《Ｂ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Ｂ市旅游管
理条例》等适用于某一具体领域内的法律依据，并

没有针对历史文化街区（古城）进行统一规范的法

律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街区管理职能分散、

部门工作协调不力等问题，因此亟待出台对古城进

行整体布局、统筹保护的《Ｂ市古城保护条例》，加
强对街区保护和街区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

完善古城保护方面的管理制度。同时在实际工作

中，街区环卫、执法、文保等方面的具体规范性法律

文件也存在制定、修改、补充、完善不及时、不规范、

不实际的情况，导致街区管理依据不充分、工作落实

有难度。

４．管理机制不尽合理，导致效率低下
在街区的综合管理机制中，问题最为突出的是

公共服务中心负责的环卫工作。鉴于人少事多的现

状，公共服务中心的在编人员必须同时负责卫生管

理和环卫清扫两项工作，这种“监督和执行同体”的

管理机制会引发一些问题：（１）分散监管精力，降低
监管效率。公共服务中心的职能定位本应是负责环

卫工作的管理者，而不是亲力亲为的环卫工。但目

前的现状是他们既要负责环卫监管又要负责清扫保

洁，两项职责必须同时到位，这必然会影响监管工作

的有效性。（２）增加用工风险，降低劳动效率。临
时雇佣人员往往年龄偏大，又加之劳动强度较大，他

们在工作中容易引发健康隐患，增加政府用工风险；

同时又因为工资待遇低，雇佣人员流动性大，不能确

保环卫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影响了用工效率。

（３）不利于实现机械化作业。目前管委会尚未使用
机械清扫车的原因不仅在于自行购置清扫车会增大

运行成本，更在于临时雇佣人员多为文化水平不高

的中老年人，不具备操作机械化作业的资质和基本

技能。因此目前街区基本还是人工清扫方式，劳动

强度大、清扫不规范、清洁度很难保证。

此外，街区综合执法方面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管委会及其下设的执法队均没有相应的执法权，在

履职过程中只能对违法违规人员进行说服教育，大

大降低了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必要的情况

下，执法队也只能在城市管理、环境卫生等相关部门

方便时请求他们进行街区执法管理。这种管理机制

造成诸多执法不便和执法尴尬，极大影响了执法的

效率和权威。

５．统筹规划散乱滞后，导致公众不满
为了对街区实施开发保护，前期曾编制过相应

的规划，但在实施过程中，对部分地块采取“整体拆

迁”的激进措施容易破坏原有街巷结构。此外，整

个街区的建筑风格和建筑布局也完全从商业运营角

度出发，形成了许多与东西南隅历史文化特色无关

的商业建筑和空间，违反了街区保护和整治所确定

的基本原则。因此，前期工程仅建设一半就戛然而

止，遗留了三个拟作地下室的施工坑基（深约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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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做支护桩）。现三个坑基虽已做处理，但无疑从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除此之外，街区的其他规划也较为滞后：（１）沿
街建筑外立面缺乏政府统一规划指导，致使建筑外

立面的颜色和风貌各不相同，影响了街区形象。

（２）街区周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缺乏合理
统筹规划，导致现有的公厕、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严重

不能满足游客需求。游客因公厕数量少、卫生条件

差而怨声载道的情况时有发生，街区周边街道禁停

区内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成为常态，诸多不便严重影

响了街区的形象和经济的发展。

三、提升街区综合管理水平的建议

（一）加强教育引导，更新管理对象观念

强化治理离不开管理对象的理解配合。要进一

步提升街区管理对象主动服从管理、自觉配合工作

的意识：一是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标

语、文明手册、教育培训等方式帮助沿街单位、门店

业主和居民树立“我为街区，街区为我”的理念。二

是出台鼓励政策，引导沿街单位、门店业主和居民主

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活动、自觉配合执法人员严格

执法。三是制定奖惩办法，对于积极参与环卫整治

且主动依法接受管理的管理对象进行一定的精神或

物质奖励；对于不服管理、拒不改正、影响街区管理

的人员进行一定的精神或物质惩罚。四是街区管理

人员在管理过程中要规范执法、带头维护街区形象，

同时注意管理的方式方法，尽量消除管理对象的抵

触情绪。

（二）理顺管理体制，缓解人少事多矛盾

要缓解人少事多的矛盾，建议尽快理顺古城管

委会的管理体制：一是根据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

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中“两个统筹”④的精神，合理

统筹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以确保人力资源充分有

效。二是在坚持“两个统筹”的基础上，根据核定的

编制数量和老城区实际情况，尽快补充空编人员，以

夯实基层管理人力基础。三是通过政府购买岗位、

志愿者公益服务等方式根据需要适量补充临时人

员，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少事多的矛盾。

（三）完善管理制度，保障管理有法可依

根据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２０１８年６月７
日函复的《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复函》，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将推

动加快Ｂ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立法工作，并积极
建议Ｂ市人大先行制定历史文化街区（古城）保护
条例。因此，要紧抓机遇，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基本原则，从古城保护工作涉及的目标

原则、管理体制、管理内容、管理主体、管理对象、权

利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加快推进古城保护条例制

定工作。只有立法先行，管理工作的权威高效才有

保障。

此外，还要加强与之配套的具体规范或指导性

意见，例如要针对店外经营中出现的对沿街外立面、

门头改造等问题出台指导性意见，严格实行“批前

公示、批后监管”程序，并落实主体责任；依据《Ｂ市
城市市容和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针对破坏

古城风貌、环境卫生、侵占公用设施等行为制定具体

管理办法。

（四）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水平

要提高环卫工作效率，必须改变现有管理机制，

在街区环卫工作中引入“管干分离”的市场化运作

模式。“管干分离”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是“请专业人

做专业事”，通过引入有资质的专业保洁公司承担

专门保洁工作，将政府“不能做”“不便做”和“难做

好”的公共服务事项转给社会力量承担，而管委会

公共服务中心则由原来的“管理者”和“实施者”转

变为“裁判员”，从“自己干”和“自己判”转变为“自

己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精准、精细、精致的监管

上，强化其责任主体的专职管理地位。这种模式不

仅能有效缓解“人少事多”的矛盾、化解政府用工潜

在的社会风险，还能提高清洁机械化作业比例、缓解

财政一次性投入资金过大的困境。此外，还要大力

推行垃圾分类管理，根据垃圾种类设置不同的垃圾

箱和主要归口垃圾样品展示，实现“垃圾回家、分类

管理”。

通过对目前街区执法现状的分析，依法确保街

区执法人员的数量和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权是解决街

区执法管理乱象的关键。依据《Ａ省行政执法条
例》及相关规定⑤，行政执法人员要取得执法证需具

备一定条件：（１）执法人员所在单位必须是具有管
理公共事务职能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或依法受委托的组织；（２）执法人员必须是年满１８
周岁、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具有符合职位要求

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在编

在职人员；（３）必须通过执法培训，并且考试合格。
根据上述条件，执法队的执法人员有取得执法证的

可能性条件。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通过合法渠道

为执法队争取相应的执法资质，以提高管理的效率

和效力。

（五）统筹规划布局，合理利用资源

在街区商业业态规划布局方面，首先要充分考

虑街区的功能区分，统筹布局业态类型、规范商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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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标准，建立相对集中规范又不失市场竞争的业态

格局。其次，根据商业业态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灵

活地调整并建立良性的业态更新机制和市场准入制

度，让历史文化街区不断焕发生命活力。最后，业态

布局要充分考虑游客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体

验、休闲设施及购物偏好等需求，在商业活动中适当

增加民俗文化体验或民俗文化节会等内容，这不仅

是拉动街区经济发展的有力举措，也是提高街区文

化原真性的重要平台。

基于物质文化遗产要素分布较为零散的现实状

况，要全面提升街区文化内涵和管理水平，可依托个

别重量级历史文物、打造相对集中的功能性分区，并

根据周边就近的其他文物位置，酌情将修复的历史

建筑、传统建筑等物质要素与之相衔接，最终形成具

有一定规模的、连接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同时，也

不能忽视街区的“非物质文化”要素，要在各相对独

立的功能区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结合物质载体

有计划地予以展示，充分完整地体现原真性保护原

则。

此外，还要加强对配套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一

是对现有环卫设施进行规范，统一风格、统筹布局，

对破坏、侵占、阻挠安装环卫设施的人员依法进行处

罚。二是环卫设施规划要有前瞻性，对古城范围内

新建翻建建筑及道路要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预

留环卫设施建设用地。三是要对现有公厕进行改造

提升、统一标识，并在新建区合理规划数量、跟进质

量。四是抓紧落实新建停车场规划。根据新建停车场

规划，新开辟的１０处地下停车场总面积为２７２９００ｍ２，
停车位可达６８３４个，能够缓解停车位紧张的难题。
五是加大对地下管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解决管道

老化引发的淤堵、污染等问题。

街区的保护开发工程已初具规模，进一步提升

综合管理水平、进行深入持久的精细化管理，是发挥

城市整体功能、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宜居

城市的必然要求。我们期待古城焕发出更加夺目的

光彩，为历史文化传承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注释：

①阮仪三提出“生活真实性由两个评判标准，一是原有居民
的保有率，二是原有生活的保存度”，并指出我国历史街区

的原住民保有率应在 ６０％左右，这样基本可以保证历史
街区的社会生活结构和方式不被破坏，同时原有居民的保

有率又可以满足现行国家居住标准和现代生活标准。

②临时合同工的工资标准为１７２０元／月，为Ｂ市执行的最低
工资标准。

③环卫工人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工作时间一般从凌晨５３０
至次日凌晨０３０。

④“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
权力、明确职责。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

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

⑤详见《Ａ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内容。

参考文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萧清碧，林岚，谢婉莹，等．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商业业态
分类及开发实证研究［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１７（４）．

［３］屈峰，周倩媛，李晨阳，等．历史文化街区开发中的原真
性保护：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为例

［Ｊ］．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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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以道：习近平家风理论的分层解构及哲学基础

张书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图书馆，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０１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传统文化创新思想的哲学研究”（２０１７ＢＺＸ０１６）；河南省教育

厅人文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度一般课题“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张书霞（１９６９—），女，河南平舆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摘　要：对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中，也体现在
他的家风思想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家庭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文化重构，加

强传统家风文化价值的现代创新和运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使家风建设服务于党风党纪建

设，服务人们于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建设。习近平家风理论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具有

深厚的哲学基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家庭文化观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相关理论，继承和创新

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文化思想。

关键词：家风；传统文化；哲学分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７４－０６

　　一、引言
“爱子，教之以义方”，是我国古人的家教智慧，

“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则表达了家庭教育

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两句话来说明家庭教

育的方法和意义。前者强调以正确的方式爱护孩

子，教给他们为人处事的正道；后者则从反面告诫人

们如果爱孩子的方式不对会害了他们。家风，代表

着家庭的品质和风格，是较长时期形成的能稳定体

现家庭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的文化形态。［１］家风作

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价值能有效体

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建设

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家风的作用和传承进行多次论

述，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创造和创新，挖掘其

时代价值，丰富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

家庭文化建设历来就是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每一个领导干部的家风与其工作作风密切

相关，其家属和亲友形象也会产生一定社会效应。

习近平号召大力推进家风建设，并以此大力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２］，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把

家风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抓手，可见对家庭教育

的重视。习近平指出，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有赖于良好家风的推动。千千万万家庭的家风是

良好社会风气的基础和保证，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精

神力量，为整个社会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提供丰润的

道德滋养。［３］

习近平强调家庭、家风、家教建设要与发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在全社会营造促进下一

代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创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家

庭文化环境和促进人民幸福、民族进步的文化模式。

强调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

二、习近平总书记家风理论创新的分层与解构

梳理习近平关于家风建设的系列理论论述，我

们发现习近平把家庭文化与现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

发展需要相结合，创新传统家风文化价值，在论述中

有多个层次的思考。分层解构这些论断，可以帮助

我们深度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文化观，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化思想，运用民族文化

精髓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传递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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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观建设。

（一）以家风建设锻造国家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家风建设理论是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尊重，是创新和创造，是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

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和

睦以及家庭文化建设。新时期的家风建设就是把来

自家庭道德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

合，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深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民族得以续存和

发展的精神沃土，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

力量，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薪火相传的精神财富。

为树立民族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家

风、家教和家庭的很多重要论述都是在创新发展基

础上对传统文化宝贵财富的继承和弘扬，把时代精

神与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

命力而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依托。家风建设作为和

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推

动力，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彰显了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家庭作为社

会的基本构成元素，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特别注重家

庭文化传统的国度，家与国不可分割，家风也就与国

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紧密相连，家风与社会和谐息息

相关。把家庭建设成为每一个社会个体梦想启航的

地方，把家风、家庭建设成社会文明进步的第一站，

把家风、家庭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第

一个平台。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一样，家风、家教相

关理论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和基石，家风建

设成为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家庭、家教和家风问题时，集

中论述了家风建设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

体现和要求。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把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作为人生的志向和追求。这体现着中国传统家

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家庭文化成为社会文

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

的重要根据。从古到今，家庭文化一直是中国民族

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建设角

度，把家庭教育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

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以家风之德养社会之正气。

优秀家庭文化建设的合理性得到充分论证，体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涉及家风问题的多次重要论述

中。对于家风文化的论述有助于增强对本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创新思考，有助于我们在“四

个讲清楚”要求指导下增强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信仰和礼敬。所有这些，也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落

实。家庭文化建设通过千万家庭的贡献促进社会的

和谐与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化建设

通过千万家庭的进步推进社会文明和进步；家庭文

化建设通过千万家庭的富足和幸福来实现国家富强

和民族复兴；家庭文化建设通过千万家庭的贡献最

终实现亿万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这也正是文化自

信的目的。依靠家风建设，使每一个家庭成员怀揣

美好的家庭梦，以此构成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梦，并

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家风建设通

过每一个家庭的文化建设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

家风建设通过传播文化自信而产生的正能量发挥作

用，家庭梦融入民族梦，发挥每一个家庭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能量。

（二）以家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通过家风建设培养家庭成员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４］，以此作为家庭建设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也就具备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习近平引用和

强调的家风、家教、家训等传统家庭文化内容很有意

义，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的传统文化理论才会焕发青

春和活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百姓平常社

会生活中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他号召把时代需要与

理论精华相结合，在理论创新中实现生活的梦想，让

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感知和领悟传统文化的妙处，感

知和领悟我们时代的特点，把家风建设和家庭物质

建设共同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一个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家风、家教时，不断创新传统

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强调把家庭文化建设提高

到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的高度，以家庭为阵地推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在社会重要转型时期

文化建设方面的与时俱进。新时代新特点，新文化

新风貌；新时代新问题，新状况新方法。习近平总书

记家风理论是针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物质观念出现

了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论创新，是针对少数党员领导

干部腐败现象和普通民众信仰缺失的及时良药。通

过家风教育推动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

化，必将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有利

于提升教育的实效性。习近平还多次强调家庭教育

中的法治观教育。家风在新时代的新特点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从形式到内容有更多的契合性。

习近平指出，家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播相结合作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

从形式到内容有更多的灵活性。家风是家庭的精神

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的精神内核。家

是社会细胞，通过细胞的作用影响整个肌体精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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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提升，也就是通过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体现整

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努力促使

千千万万具体的家庭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载体，使祖国建设的这条大船有了一帆风顺

的基础和万里航行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

更容易从精神层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中国梦。

（三）以家风建设促进执政党党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把家风建设当作执政党

建设的重要抓手，把家风当作党风廉政建设的“晴

雨表”，用家风建设服务党纪党风建设。有了家庭

做广泛的施教平台，用家风建设促进干部作风建设

也就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干部作风教育就具有

了实实在在的社会根基，家风与政风的结合前所未

有地使干部教育的社会基础扎实起来。中国传统家

庭文化的特点使得家风与政风良性融合的和谐局面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由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不

变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以及家庭教育的普遍性和社

会性决定的。家庭作为中国社会最基本单元，以血

缘紧密维系成员之间最基本关系，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精华。任何领导干部首先是来自于某个家庭的社

会个体，他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以及走上领导岗位之

后的工作作风都离不开家庭的影响以及家风的熏

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看似私事和个人小事

的家风建设就不再是简单的家庭生活那么单纯了，

家风建设成为领导干部作风背后的影响要素，而且

往往是较深层次的影响要素。家风为这个家庭走出

来的执政者的政风提供深沉而持久的道德基础。可

见，家风和政风本是紧密相关，良性互动理应成为每

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不懈追求。把家风建设与党

建理论联动起来、与党的制度建设联系起来是新时

期党建理论的创新。把家风建设与政风建设两手抓

写进最新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我们党从此开创性地以党内法规制度的形式要求党

员干部的家风建设，把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与

党性修养联系起来，把齐家与治国融合起来，把治家

与治党联系起来。这与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一贯要求

的无论公事私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是一致的。事实

证明，那些家风优良的领导同志往往能够严以律己、

廉洁修身，注重家风建设的同志往往能够因其领导作

风而带动集体的政风。反之亦然。故而，习近平总书

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过家风关系一个领高干部的培养，

关系党风和政风。

习近平总书记家风与执政党建设相关联的理论

是传统文化创新的一个典范。家风建设将领导干部

的家庭教育纳入党员党性修养范畴，家庭教育成为

提高共产党员个性修养的重要方式和方法。该理念

创新性地体现了客观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其家风理

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党和国家治国理

政的整体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党员同志依靠家

风建设来实现以家促廉、以家防腐和以家兴政。也

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才会出现创新地

依托家风建设营造廉洁从政的社会环境；创新地依

托家风建设强化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创新地依托

家风建设促进政治生态的自我净化。［５］依靠家风防

腐，依靠家风育人。这是对家风巨大影响的积极运

用，很好地利用家庭文化建设的深层根基，从千千万

万社会最基本单元着手营造廉洁从政的社会环境。

家风良则廉洁生，家风兴则政风起。号召每一个从政

者积极营造良好的家风以促成充满正气的政治生态

环境。对于全社会而言，良好的家风必定会把正能量

传递给每一位成员，滋养着每个家庭成员的良好精神

面貌和人生追求。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更要努力成为

社会遵纪守法和崇德向善的道德楷模，带头建设充满

正能量的党性家风和表率家风。［６］

（四）以家风建设发扬家国文化

家国文化历来是中国家庭文化的主心骨。中国

传统家庭重血脉、血缘、血亲，并把家族利益的完整

和维护与国家、民族利益紧密相连。传统家庭文化

历来不忽略对于国之大家的建设和爱护，家国同构、

家国一体以及以德治国的理念从来都是家庭文化的

前提和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家风建设的论述中，

发展了中国家风建设的家国关系理论，把中国家风、

家教和家训传承与修身治国平天下紧密关联，把国

之昌盛当作家之命运的前提和保障，有国才有家是

每一个中国人深深理解的道理。在第一届全国文明

家庭表彰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家庭文化

建设提高到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强调要把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融入文明家庭建设；把家庭

建设与国家昌盛和民族富强联系起来；把每一个文

明家庭的梦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起

来。在文化内容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的家训家

风文化，核心内容是要求家庭中的爱要有“道”。要

在家庭教育中灌输正道，大道。这是原则。爱不以

“道”就容易把孩子引上邪路。为人父母应以“道”

育人。如何在家庭教育中关爱孩子、育子以道呢？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

理智安排和规划的佳话和楷模。中国文化传统中丰

富的家训、家风饱含着丰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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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这些思想的主线是有国才有家、为家要为国的

家国文化。国富则民强，有国才有家。几千年来，爱

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历来是中国家庭文化思想中的核

心和精华。

三、习近平家风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的家庭文化观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家庭、家教、家风的认识是建

立在科学认识家庭本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的。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家庭观是习近平家庭、家

教、家风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是习近平家风理论最根本的

哲学基础。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家风建设的

方向和内容，也要求家风建设跟上时代精神不断创

新，以优良民风和社风推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

的家风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的再发展。家

风、民风、党风、国风相互协调、和谐发展、良性互

动。家风促党风和社风，家风关系社会和国家兴衰

与荣辱。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从家风这种社会意识的

巨大影响作用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家庭

思想，从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研究家风建设的方向，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清晰地反映了马

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庭的社会本质、社会职责等家庭

相关的基本哲学问题。关于家庭问题的论述见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马列经典著作。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

思恩格斯把家庭放在人类学的大背景下，结合历史

学和社会学，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讨论家庭作为

社会最基本单位的生成、演变、本质和功能等问题。

家庭的社会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

特点，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

论证了家庭的变化和社会作用，充分认识到其对社

会生产带来的重要影响。［７］习近平总书记把家风建

设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重要论述正是在马克

思主义家庭本质和家庭相关问题研究成果基础上的

理论深化和创新发展。

和谐是家庭发展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论

述相关家庭问题的时候，家庭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家

庭与社会的和谐是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家庭建设的

重要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和谐作为社会发

展的重要方向和原则理应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家庭建

设中首先得到体现。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社会

最基本单位，适应社会变革是家庭变化发展的根源，

家庭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家庭应该适应社

会生产，实现家庭形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的统一。另

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社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家庭。

一是和谐的家庭有利于家庭成员身心和谐和全面发

展；二是家庭和谐是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基础和保

障，万千和谐家庭汇集成社会和谐的力量。家庭与

社会的关系，通过千千万万家庭的量的积累，最终达

到宏观的社会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的家庭和谐理论，论述了以家庭促党风、政风

乃至社会风气建设的系列家风思想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家庭观为我们正确理解习近平总

书记的家风建设理论和其他家庭问题提供了哲学基

础，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法也是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在家庭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习近平根据

新时代的中国国情提出的家风建设理论促使我们对

所面对的家庭、家教、家风等问题进行再思考，也是

把马克思恩格斯家庭观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本质要

求。我们应该循着习近平关于家风建设的理论，结

合中国家庭的实际特点，用马克思恩格斯家庭观指

导和解决新时代出现的实际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家庭，用新时代的家庭梦共筑民族复兴梦。

（二）中国传统哲学相关理论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主体、以和谐文

化为主题的理论体系。孕育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物

质环境是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肥沃的黄土地、北半

球中纬度的纬度位置、黄河水系充沛的水资源，再加

上季风气候的调节。环境的孕育、历史的积淀和人

口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和谐的主题深刻

而不曾改变。几千年的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历史中，

家庭从来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基本构成，承载着社会

稳定、文化和谐的文明基因。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

华成为中国家庭家风的指导规范。中国家庭文化深

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儒家“合”“和”思想也成为家

庭文化核心。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重视家庭和

亲情，家庭作为民族最小的构成单位，秉持和谐思想

为核心理念的传统哲学思想，使家庭文化与中国传

统哲学融合发展，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对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正是创新

发展了家庭文化“和”“合”主体思想。他对家风思

想的创新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把握。他

深入研究中国家庭文化中传统哲学思想资源的丰富

内涵以及传统家庭文化给每一个社会个体带来的启

蒙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多次论述家风建设对家

庭成员认识世界、树立远大社会理想以及对人们进

行终身教育的重要性。这种影响人一生的家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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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小到为人处世

日常交往，大到国事政事天下事。习近平总书记对

家风思想的创新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哲学核心理念的

深刻理解及其精华的把握上，用家风建设的形式体

现中华民族传统哲学强调要求个人服从整体的集体

主义和爱国主义要求，处处体现和谐核心和灵魂。

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家庭文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不断推动优秀文化的吐故纳新、代代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论述中强调了中

国传统哲学中与时代精神相辉映的闪光点。中国传

统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吸收所在历史时期的优秀时

代精神并将之融入到“合”“和”思想体系。家风文

化经过灿烂文明数千年的滋养，成为重要的文化资

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家风建设的论述中把中国传

统哲学的普遍要求具体化。家风思想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重要且独特的民族文化密码和文化基因，以伦

理教育和人格塑造为实现目标，以治家、睦亲、教子、

修身、处世为主要内容，培养家族成员“仁义礼智

信”等道德品质。通过千万家庭的弘扬与传播，促

进社会文化多重伦理向度和多重美德要素的塑造与

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家风建设的论述中把中国传统

哲学道德要求提升到国家民族兴盛发展的新高度。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联系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和社

会的和谐统一。习近平家风思想一个重要创新是把

家风建设提高到推动执政党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的

历史高度来倡导，使得家风建设在社会主义新时期

发挥着史无前例的重大效益和功用。以家风促政

风，以家德促政德，最终以从政者的品质影响并成为

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把家风

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结合起来，使中国

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紧密结合

融合发展。

（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家庭文化观

培育良好家风、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庭成员是很

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曾列举

多位老一辈革命家，他们都堪称典范，有过硬的家

风。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不仅实践上是楷模，

理论上也都有自己明确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

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家庭教育思想。

李大钊明确主张家庭教育重在培养子女的责任

感，鼓励他们追求理想，实现全面发展。李大钊论述

了理想的实现和生活的快乐都由劳动教育得来。教

育家庭成员正确思考人生求乐的方法，告诫大家所

有的一切都由劳动得来。李大钊的家庭劳动教育与

习近平的奉献社会家庭教育是一致的。

毛泽东从理论上论述了家风的重要性，并在实

践上树立了历史伟人的家风典范。在家庭教育方

面，毛泽东的“不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不为亲撑

腰”原则成为一代共产党人家风家教的典范。严格

要求子女践行共产党人的规范和标准，教育子女亲

戚要比与普通老百姓做得更好。“谁叫你是毛泽东

的儿女”成了毛泽东严格要求子女时常说口头语。

对待毛岸英的工作问题乃至婚姻问题一贯严格，毛

岸英先后在农村、工厂、部队的最底层工作。作为共

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毫不犹豫把自己的儿子送到

了抗击侵略者的战场上。对女儿李讷入学的事教育

家人不搞特殊。凡此种种，处处表现出一个共产党

人鲜明的党性原则。毛泽东鼓励把家庭利益同国家

利益联系起来，鼓励所有家庭成员为国家利益做贡

献。为了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毛泽东

号召开展家庭教育，受教育不仅在学校，还有家庭和

社会。［８］把家庭教育摆在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

样重要的位置。

周恩来也非常重视家风建设。在家风养成问题

上主张自律与奉献，明确反对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

他在“十条家规”中明确了家庭成员生活要艰苦朴

素；领导干部不为家庭谋私利；领导干部家庭成员不

搞特殊化；领导干部家庭成员不准参加请客送礼；领

导干部处理家庭问题要公私分明。认为新社会不准

搞裙带关系，用自己的家风建设很好地回答了共产

党人应如何把好权力关和亲情关。周恩来率先垂范

以身作则，在家风塑造中用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

士的崇高人格诠释了对理性信念的孜孜以求；用自

己的行动表明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时刻保持心存

敬畏、行有所止的律己心态。

邓小平特别重视家风建设。国家和人民利益高

于一切也体现在他的家风建设理论中。首先，邓小

平认为家风对一个人的成长、工作和生活十分重要。

他尤其重视家庭和睦，认为家庭和睦是一个家庭最

主要的特征，指出家庭成员的和睦关系是家庭幸福

的前提。［９］家庭建设与一个人的事业联系密切，特

别重视家风建设对于一个人工作的影响。他强调家

庭的和谐是安心工作的基础。家庭是社会和谐的一

个单元。其次，邓小平多次论述勤俭建国与勤俭持

家的辩证关系。把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作为妇女工

作方针。第三，邓小平倡导发挥家庭的多种功能，把

家庭当作社会基本的经济单位，强调家庭的生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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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倡以家庭生产填补生产空白，充分发挥我国农

村家庭的经济功能。

（四）习近平家风建设理论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家风建设理论有着自己坚实的实践基

础。出生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父亲习

仲勋和母亲齐心的严格家教对习近平影响深远，习

近平从幼时便接受实事求是和廉洁质朴的家风熏

陶。在习氏家风影响下，习近平养成勤俭持家习惯

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家风思想。

首先，习氏家风的勤俭节约。习氏家风继承了

中国传统家庭的优良传统，勤俭持家、低调做人是习

仲勋教育子女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习近平在思考家

风问题时曾说，很多高尚品质，比如近乎苛刻的节俭

生活等，都是从父辈那里继承和吸取的。长期的耳

濡目染使习近平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父辈建设起堪

称楷模的家风是一套真正共产主义者的家庭文化规

范。家规严，家风正，彰显共产党人的风骨，为万千

家庭的家风建设树立了榜样。习近平能在１９６９年
至１９７５年间扎根条件艰苦的陕西省延安县农村与
在革命家庭养成的吃苦耐劳素养不无关系。

其次，习氏家风的严于律己。父辈家教的严格

是众所周知的。在习近平刚刚走上领导岗位之后，

一个以家风传承为主题的家庭会上，母亲要求家庭

的任何成员和亲友不得从商。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的家风，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对家风要求的体现。

最后，习氏家风的宏伟高尚。习近平总书记在

家风建设的论述中把对家风的要求提升到关乎民族

兴盛的高度，事实上，习氏家风中一直充满着对共产

主义信仰的执着追求和对伟大祖国的赤子情怀。父

辈平时强调最多的就是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强调

国事大过天、民事重于山，这些思想对习近平总书记

的人民群众观影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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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几点思考

苏　炜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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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青年学生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客观分析影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问

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思想政治教育，利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以及少

数带动多数等多种途径，多维同频共振，有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青年学生深刻理解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特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者和践行者。

关键词：高校；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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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意识本
质，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以及个人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人的思

想行为和社会风尚、社会发展进步起着引领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

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

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

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８年５月２日在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提出的具体要求。

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的

重要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培养人才，根本要依靠

教育。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

高校是育人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历史责任，立

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职能与任务。国家的希望在于

青年，民族的希望在于青年。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是承担起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备条件。高校

如何帮助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帮助青

年学生树立实现伟大中国梦理想、学到担负起祖国

建设的本领、勇于担当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高校培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内容。青年学

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青年的价值取向影响

着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青年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

成的关键时期，对事物的辨识能力不强，容易受到不

同社会思潮的影响。加强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有利于坚定青年学生的政治立场，形成

国家的认同、社会的认同和身份的认同，勇于担当国

家建设大任，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当前，高校十分重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培养，对广大青年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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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青年学生自觉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努力学习，提高服务社会、建设祖国的本领。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

系统工作，不能当作阶段性的任务而轰轰烈烈开始

无声无息结束。高校在对青年学生实施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效

果并不是很理想。部分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特征认识不够，弘扬和践行

的主动性不强，个别甚至认为与自己没有关系，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不断总结和认真思考。

二、影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

主要因素

１．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影响
我国正处在发展改革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

观念和社会思潮复杂呈现，多元化价值观对人们特

别是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西方敌

对势力加强渗透，企图从意识形态上打开突破口，实

现对我们的西化分化。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和多种

终端的普及，西方价值观念以及社会非主流意识，不

断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带来冲击。

社会、家庭和学校对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最为显著。青年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其价值观在社

会、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下，已经有了雏形，不再是白

纸一张。社会中个别不道德的极端现象，可能对部

分青年学生造成思想意识的混乱；家庭对子女过分

溺爱和不切实际的成才期盼，会造成青年学生功利

化；学校片面对升学率的追求，容易忽视德育教育，

不利于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当这部分青年学生进入

高校后，学校不仅要对他们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培养，

而且还要对这部分青年学生进行价值观的修正，给

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了更大的难

度。

２．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系统性不强
高校非常重视对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但容易把这项工作重点放在说教上，没有形

成一个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完整系统，

教育的有效性不高。

部分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上的

认识不够，仅存在于字面的理解，常把它视为一种宣

传口号，影响弘扬和践行的效果。

高校对青年学生有针对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不及时。当学生面对社会中个别道德失范现

象时，不能获得及时而正确的批判引导，没有在抨击

问题的同时，实现对学生的教育，提高青年学生对非

主流思想意识的辨识能力。由于高校学生人数多，

管理形式特殊，教育工作者很难及时掌握每位学生

的思想状况，增加了学校对青年学生实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难度。部分思政课教师没有很好

面对受教育对象，不了解学生关心什么、疑惑什么，

无法触动学生的心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没

有达到入脑入心。

专业教师立德树人的意识不强，没有实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全员参与。在具体实践中，

往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简单地归结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认为是由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等学

生管理队伍完成的，而专业教师只是教授科学原理、

专业知识，缺乏对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主动性，没有积极参与进来。对青年学生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教师是育人环节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没有全体

教师的积极参与，高校的育人目标很难实现。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际工作中，存在

重形式的现象。不能仅仅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标识上墙、板报勤换、宣传常讲，更应充分发挥学校

教育优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全过

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当中，做细做实。

三、构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完整

体系

１．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和本质
特征，增强理论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高度凝炼，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在对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要

深刻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内涵与本质特

征，做到几个讲明白，使青年学生在系统理解的前提

下认识、认同和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本质

特征。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

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具有很强的

理论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继承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反

映了中国的当代要求。要让青年学生理解马克思主

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是逻辑基础，懂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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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优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认

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

基。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认识、

充分理解，是实现教育的前提。

讲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资本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不同，使青年学生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与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青年

学生思想活跃，在某些问题上容易混淆和被误导。

西方的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从形

成的理论基础、内在逻辑，还是本质和根本目的都是

完全不同的。陈先达先生指出，西方“普世价值成

为当代掩护炮舰政治的遮羞布。旧的殖民主义是输

出文明，现代的口号是输出西方普世价值”。西方

推行普世价值就是要摧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

导地位，分裂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弱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的作用。

讲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避免

表面的认识，形式上的接受。要从国家、社会和公民

三个层面，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明的社会主

义性质、民族特征和制度属性。讲清楚“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是国家的价值目标，指明了国家发

展方向，是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要求；讲清楚“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价值取向，确立了社会建

设目标，反映中国社会新的期盼；讲清楚“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价值准则，设定了公民道德

水准，反映了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风貌。

２．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全员参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

的重要内容，青年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和社会责任感，不会简单地通过几门思政类课程

就确立了，而是要在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中才能逐

渐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

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

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教师要

有强烈的责任感，深刻理解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一代青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是党和人民交

给的重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关系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

教师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人

才培养中的重要意义，积极投入到对学生实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当中。打铁必须自身硬，教师

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

个自信”，加强师德修养，提高师德水平，用自己的

言行影响学生，教书育人，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通过一言一行帮助青年学生把自己的

理想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担负

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责任。

３．多维同频共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循环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

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

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和水一

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高校是一个完整的育人系统，可以充分利用思

政课、专业教师、大学生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

学生社团以及校园文化，构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情景和氛围，有效实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

思政课是高校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主课堂、主渠道、主阵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中起着讲授理论，提升系统认识的重要作用。

在思政课中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教学，使青年学生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理论基础与弘扬实践的必要性，做到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真正理解、真心接受、主动践行，做到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理论传播者，实践带头人。

发挥专业课教师的影响作用，以良好的师德师

风彰显专业教师的精神风貌，主动弘扬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

中实现对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社会实践是青年学生认识社会、感知社会的重

要手段。他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接受社会的教育与

影响，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同时又能以自

身的行动传播正能量，影响着身边的人，改善着社会

风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践行者。

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受教育者转变为传播者，自己的思想认识与道

德行为也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

青年学生志愿者是志愿者活动的主要力量，具

有显著的自觉性和奉献精神，体现的是一种自觉行

为。志愿者活动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宗旨，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要求是一致的，可以

把青年学生志愿者活动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一部分，构建青年学生志愿者弘扬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平台，使青年学生在奉献社会的过

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悟人生的价值。

高校学生社团是学生自发组建的群众性团体，

社团成员往往具有共同的兴趣与志向，有高度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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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特点，具有很好的自我教育功

能。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管理与引导，强化社

团的育人功能。通过社团章程、宗旨任务、权利义务

等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同社团

主题活动相结合，加强社团活动的育人作用，增强社

团成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为一种行动自觉。

发挥学生骨干的带动作用，利用青年马克思主义

培养工程、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使学生骨干、团员

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决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

动，使他们在思想、学习、生活和行动上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示范者。这部分青年学生骨干影响带动身边的

人，从而实现全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氛围，实现对学生的熏陶作用。校园文化通常

认为有精神、制度和环境三个层面的内容，其育人重

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人才培养要求相结合，以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目标，把以学

生为本，服务学生为基本出发点，打造育人环境，使

学生无时不呼吸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空气，实

现对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无声教育。

四、结束语

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重大历史责任。对青年学生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作，要认真分析青

年学生自身现状和社会环境状况，找到影响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问题和原因，发挥高校育

人优势，探索对青年学生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有效途径。使青年学生系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利用专业

课教师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育人；通过

大学生社会实践和青年志愿者活动，实现思想认识与

道德的提升；引导学生社团活动，把弘扬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自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用无声的语言对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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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新经济对人才的新要求为依据，以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为核心，探索新工科的
主要特征和培养目标选择，并对地方本科院校新工科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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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１７年３月，教育部理工科教育处吴爱华等人

的《加快发展和建设新工科 主动适应和引领新经

济》，分析了发展新工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新

经济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新型工科人才支撑，需要高

校面向未来布局新工科建设，探索更加多样化和个

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跨

界整合能力的工程科技人才。［１］天津大学校长钟登

华院士认为“新工科”是以立德树人为引领，以应对

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

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多元化、创

新型卓越工程人才，具有战略型、创新性、系统化、开

放式的特征，在实践上把握学与教、实践与创新创

业、本土化与国际化三个任务。［２］李培根院士认为

面向未来的工程人才应具备对“超世界存在”的关

注、空间感、关联力等“新素养”，在实践和方法上，

强调应落地在教材和教学方法的“新”，如“关联”、

非正式学习、去中心化等。［３］东北大学校长赵继教

授认为新工科具有引领性、通宽性、前瞻性、交叉性、

开放性、实践性等特质。［４］叶民、钱辉认为未来“新

业态”在技术、规模、政治、产业和人文五个维度上

具有新特征，而“新工科”要应对“新业态”的复杂变

化，在工程范式回归、课程体系革新和工程教育体制

创新三个方面做重新设计。［５］围绕地方院校新工科

建设方面，夏建国、赵军认为地方高校工程教育改革

发展要在破除思想观念桎梏、依附性发展逻辑固化、

协同办学机制缺失、组织与制度性障碍、师资的工程

实践能力弱化等问题的基础上，明确办学定位，围绕

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布局学科专业、构建政校企共同

体、推进工程教育改革、形成办学特色。［６］施晓秋、

赵燕等人建议依托产教和科教融合，创新创业融合，

提供了地方高校建设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７］

全面理解新工科，还需要回顾高等工程教育的

近一个时期的历史。新工科或许是工程教育在经历

数十年改革探索后，在现今这个时间节点上的一个

集成。

建国后，工程教育展现出“突进”发展与“反突

进”调整的交错局面，在高等工程教育定位、工业学

校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方面的改革意向和实

践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特定的国际形势，新

中国采取“一边倒”的策略，高等教育由欧美模式转

向学习苏联，并建立起基础深植的工程教育体系。

近七十年的工程教育自身实践中，不断在两种模式

中争论和博弈，比较和取舍，发展和整顿。

新中国的建立是当时高等教育最大的条件，初

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实现国家工业化是高等工

程教育最新的形势。《人民教育》社论分析当时的

教育弊病是“教育和国家的建设脱节，理论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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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节”［８］。首次全国高教会议提出“以理论与实际

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

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

才。”［８］《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培养通晓基本理

论并能实际运用的专门人才：如工程师、教师、医师、

农技师……”［８］并提出把办好高等工业院校及大学

理科作为重点。在高等工业学校的设置上，当时有

高等教育部管理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中央部委

管理的单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初步形成高等教育部

直属院校、部门行业院校和地方院校的格局，并演变

为后来的“条块分割”局面。也为后来因国家关系、

教育外部环境、教育思想的诸多变化和影响而不断

地、反复地进行院系和专业的或调整或合并埋下伏

笔。《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指出：理

论与实际相一致，克服“为学术而学术”，学校要与

政府业务部门和企业密切配合，把实习和参观作为

教学的重要内容。

学习苏联建立的教育模式，其突出特点是高度

集中计划和专才教育，具体而言：一是高度集中计

划，计划性和强制性突出，教学活动时间规定明确。

二是专才教育，突出专业、专门化和专才。理论体系

严密，知识密度集中。三是重视实践环节，十分重视

实习制度对工程教育的作用。四是采用学年制。五

是重视教学研究。特别强调设置专业目录，专业划

分很细，由专业而专门化，目的是将人才培养与工业

建设所需人才对口培养，以适应专业化的分工，将通

才教育转变为专业教育。

分析其不足，计划性过强，缺乏灵活性和机动

性。过于突出专门化，专业口径窄，以至于后来有学

者认为是狭窄的工程教育和狭窄于工程的教育。

改革开放，最大限度地促进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至今我国经济的大发展，无与伦比地推进了国家工

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工程教育建设、发展和改

革面对的大形势和大条件，国家目标和国家规划是

工程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重要因素。高等工程教

育和教育整体一样又一次放眼世界，观察、了解、甄

别和学习外部世界。今天，工程教育在规模上世界

第一，已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结构的工程教育人才培

养体系。

现代化建设再次成为国家中心任务，而各类专

门人才，尤其是工程科技人才的匮乏成为最大制约。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经历十几年教育恢复、整顿之后，
１９８５年，迎来教育新发展的分水之年，国家发布《中
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有中国

特色工程教育的实践探索。

当前教育模式的特点：一是文理工相互渗透、相

互结合，专业面窄的现象已有所调整，基础理论也有

所加深；二是教学目的在知识传授的同时，也比较注

重能力培养；三是在培养模式上由“千人一面”的统

一模式到力所能及地开展因材施教；四是工科本科

教育以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

培养目标；五是探索实施学分制、选修制；六是重点

理工大学转型为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七是建立院校

评估和工程教育认证为代表的质量保障制度。

中国工程教育，是在欧美模式和苏联模式之间

的比较和取舍中逐步发展的。目前，尽管经历长期

的工程教育实践，并得到改革和完善，依然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一是工程专业学生创新能力不强。二是

面向实际的工程训练不够；工程教育与工业界实际

脱节，工业设计和实践教育不足。三是工科专业课

程体系相对陈旧、学科交叉欠缺，与产业结构不相适

应。

可见，工程教育改革之需促生新工科。

在提出新工科发展路线图的两年间，已有若干

所工科优势高校如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在新工科的

实践上取得初步进展。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天津大学制
订了《天津大学一流本科教育２０３０行动计划》，践
行新工科建设，志在未来新工科建设中继续保持优

势。同时，企业界也在积极参与新工科建设，高校借

此与行业接轨，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新工科人才，实

现校企合作共赢。

可见，新工科的产生，在于它顺应了时下新经济

携带高等工程教育求变求新的客观要求。

二、新经济促生新工科 促生人才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迈

入新经济，其突出特征是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

新产业。

为此，高等工程教育必须回应相关的人才培养

和发展问题，高等工程教育具有变革的客观要求。

那么，工程教育要承担什么样的新使命？

在服务面向上，新使命要求相关高校要对接重

点领域人才需求，在本科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上，

向电子信息类、机械类、材料类、航空航天类、海洋工

程类、生物工程类中对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相关专

业倾斜。新使命要求与产业同步发展学科专业，主

动适应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发展需求，增

设前沿和紧缺学科专业，改造升级传统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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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力要求上，新使命要求提升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能力。深化工程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学生工程

实践能力培养。新使命要求注重培养创新能力，把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开设研究方法、

学科前沿、创业指导等方面的课程，发展创新设计教

育。新使命要求增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强化数字

化设计、智能制造、信息管理、电子商务等方面内容，

加强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信息技术应用人才培养。

在人才类型上，新使命要求相关高校成为真正

的“工程师的摇篮”，探索应用技术型发展模式，大

规模培养本科层次的应用型人才。新使命要求加强

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建立跨院系、学科、专业的交

叉培养新机制，培育复合型人才和国际化人才。新

使命要求大力培养技术技能紧缺人才，建设紧缺人

才培养基地，开展订单培养。新使命要求培养基础

制造技术领域人才。

如果说改革开放一个时期对人才的要求一定程

度上体现在数量和结构上，那么在新经济时代，面对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等国家战略，面对经
济、科技高度发达、高度竞争的今天，对人才的要求

则体现在质量和水平上。

新工科着眼于未来的工程教育，将更加注重创

新、注重基础、注重交叉、注重人文和注重实践。新

经济形势下，加快建设新工科，提前进行人才布局，

培养新经济紧缺人才，培养引领未来技术和产业的

人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跨界整合能力的新工科人

才，成为共识。

可见，新使命对工程教育的新要求促生新工科。

新经济更加需要有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新

型人才。

三、新工科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的方向

为应对高等教育大发展，２０００年以来，地方本
科高校（也称为“新建本科院校”）得到快速发展，而

且出身情况比较复杂，学校之间的办学情况和办学

目标也存在差别。这些学校向何处发展，一直引人

关注。引导高校分类发展，是政府文件和教育规划

中不断提及、不断重复的话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就指出了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方
向，这也是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方向：要求

地方本科院校要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培养

应用型、技能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在应用型人

才以外，还要求大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

会议上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

高校转型。２０１４年５月２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１９号）提出：
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

学校转型。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国务院在《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又再次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
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推进产学研结合。

２０１３年６月，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引导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加快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建设中

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教育部推动成立应用技术大

学（学院）联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３日，教育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在出台的《关于引导部分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

发〔２０１５〕７号）中提出的四个转到指出了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转型更为明确的方向：要求地方普通本科

高校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转到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上；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转

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同时，教育部对新建

本科院校的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也突出要引导新建

校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办学定位。

而地方经济已经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经济迈

入新经济，其突出特征是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

新产业。新工科就是为应对新经济建设而促生和发

展的。发展新经济，需要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拔

尖人才和领军人才，掌握共性技术、关键工艺的专业

人才，需要更多复合型人才进入新业态和新领域，要

增强从业人员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要求高校要对

接重点领域人才需求，培养本科层次的应用型人才，

要与产业同步发展学科专业，满足新技术、新工艺、

新装备、新材料的发展。要提升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能力，强化学生工程实践能力。要注重培养创新能

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加强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信息

技术应用人才培养。要求相关高校成为真正的工程

师的摇篮。要加强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培育复合

型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大力培养技术技能紧缺人才

和基础制造技术领域人才。

四、新工科教育的主要特征和培养目标

目前，新工科还没有精确定义。从“复旦共识”

“天大行动”“北京指南”以及时至现下教育主管部

门的文件通知，没有给出官方“定义”。从现有研究

文献看，学界也没有给出广泛认同的“定义”。但通

过对新工科的基本内涵做出有效梳理和综合分析，

尝试给出一些可能判断，达成一些基本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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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的上看，新工科的最直接目的是为若干领

域培养新型人才，它要面向新时代，服务新经济，支

撑新战略，培养和布局新人才。

从内容上看，新工科要有新理念、新结构、新模

式、新质量、新体系，称之为“五个新”。所谓“新”，

应有能引领未来工程教育的新理念，能适应新经济、

新产业布局的学科专业的新结构，能担当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新模式，能满足国家战略需要的

教育教学的新质量，能胜任人才多样化成长的分类

发展的新体系。

不拘泥于“新工科”的具体名词，分析认为，相

对于“老工科”，新工科的有几个突出的特征：创新

性、实践性、学科交叉融合。

（一）创新性是新工科的灵魂

新工科之所谓“新”，就在于它有超越于传统工

程教育的创新性要求。创新性是新工科的灵魂。胜

任于服务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为特征

的新经济，是新工科的职责，迫切需要培养出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突出的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创

新能力不足是传统工程教育长期没能很好解决的难

点问题，如果长期不能解决这一困扰，无法提供新经

济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新工科将遭遇同样的诟病，

也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发展的基础。因此，创新能力

是新工科教育应该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新工科培

养的人才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创新性，应更加具有创

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能够胜任面

向未来的创新性工作。

（二）实践性是新工科的根本

工程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是要经过工科理论教

育、工程训练和工程实践三个部分的系统培养。而

在我们工程教育模式中，由于受教育环境的综合制

约，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毕业生在进入

企业前没有可靠条件对其进行必要的工程师岗位系

统培训，同时也缺乏参与工程实践和实习的足够训

练。从而在实际上，使毕业生工程能力的培养一直

处于无法较好解决的困境之中。

新工科之所谓“新”，就在于它有超越于传统工

程教育的实践性要求。实践性是新工科的根本。实

践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孕育于实践之中。只有充分

的实践，才能达到卓越的创新。实践出真知，应该产

生实践较以往更加重要的认识。理论是重要的，理

论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理论通过生产实践或社会实

践而发生实际的作用。实践是实现创新的关键基

础，尤其是通过创新性实践去发现新的问题或新的

创新性工作，并通过创新性实践去解决新的难题，产

生新的创新性成果。只有通过更加广泛而科学的实

践教育，才能达到真正解决问题需要的教育与生产

劳动的结合，才能达到希望达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

目的。只有通过更加广泛而科学的实践教育，才能

使学生具有真正地发现实际问题，真正地研究实际

问题，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只有通

过广泛的工程实践，才能置身于当代工业化和现代

化的主战场，服务于工程和现实，创造性设计制造新

产品，获得新价值。

（三）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是新工科的路径

对于新工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不可避免地走

向更深入、更广泛，是更深层次的融合、更多领域的

交叉。技术在逐步高移，并不断加快高移的进程，技

术将更加综合、更为复杂。操作性技能在逐步被智

力性技能所取代，机器换人的进程和领域也在日新

月异。以手工操作为主要技能特征的技术工人在未

来的制造业中实施加工操作会是不可完成的工作。

新工科之所谓“新”，就在于它有超越于传统工

程教育的融合性要求。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是新工科

的路径。适应产业升级，新技术上移和多技术融合

是当今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基本态势。培养学生掌握

新技术，无可回避的要更加重视新知识的形成和多

知识的交叉与融合。新工科应更注重构建学科专业

的交叉性和综合性，使培养的人才不仅能运用知识

去解决现有问题，而且能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去解决

未来的问题；不仅能运用单一领域的知识去解决单方

面问题，而且能学习多领域知识和技术去解决复杂的

问题，能对未来技术和产业起引领作用。具有技术优

势，懂得经济、社会和管理，并有良好人文素养。

（四）地方本科高校新工科教育的培养目标

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

与实践的通知》（教高司函〔２０１７〕６号），新工科或
新工科的研究与实践有三个层面。一是工科优势高

校的新工科教育，二是综合性高校的新工科教育，三

是地方高校的新工科教育。

对于新工科而言，培养能够适应乃至引领未来

工程需求的人才是新工科建设发展的核心目标。［９］

关于地方高校的新工科教育，《“新工科”建设

复旦共识》提出：地方高校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发挥支撑作用，对接企业技术创新，培养

具有行业背景知识与工程实践能力、胜任行业发展

需求的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把握工科新要

求，树立创新型工程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工程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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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创造能力。

从新工科建设要求来看，首先，新工科服务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强化。

其次，经济建设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格局不仅依然

存在，而且更紧迫、更突出。再次，以新技术为支撑

的新经济对应用型人才在知识、技术技能上的要求

不仅没有降低，而且更趋新、更综合。

综合分析判断，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可以认为地方本科院校的

培养目标仍然是面向地方的应用型人才。但同时，

也要注意到，服务新经济的任务对新型的应用型人

才又赋予了它新的培养要求，此类应用型人才在新

工科的概念下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征，即

比以往的应用型人才具有更突出的创新性和实践

性。要求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具

有能够胜任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关于专业培养要求，是在现行的工科专业人才

关于知识（工程知识）、能力（问题分析、开发解决方

案、研究、使用现代工具等）、素质等培养要求的基

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

规格。更加充实地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培养。其

一，重新审视专业基础教育，完善和优化数、理基础

知识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创新

能力、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其二，进一步加强科学

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结合，培养面向未来工程的创新

设计能力。其三，进一步加快新技术更新以及技术

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对于复杂工程问题的分析处

理能力。

五、地方本科高校新工科人才的培养关键环节

实现新工科培养人才的实践性是一个系统工

程，事关教育环境和教育个体。就高等学校而言，应

突出做好以下工作。

（一）设置新工科专业

新工科专业不是一个学校专业的全部，一个时

期，应该是新工科专业与传统工程教育专业并存的

局面。

学校及时掌握和研判国家有关新工科专业布局

和未来发展预期，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尤其

应根据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的要求，权衡自身基础

和优势，加快对新工科专业的研究和规划，尽早着手

新工科专业布局，形成新型人才培养上的站位优势。

（二）下大功夫充实实践教学条件

如在前面分析中所提到的，传统工程教育没有

很好解决，新工科教育必须解决的工程训练不够、实

践教育不足、与工业界实际脱节问题，真正实现工科

理论教育、工程训练和工程实践三个部分的满规格

的培养，实践教学条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问题。

１．建立能够系统实验和扎实实习的校内工程环
境

目前，开展系统而扎实的校外实习还有很多学

校自身无法彻底解决的困难。因此，一个时期内，立

足校内建设尽可能好的实践教学条件还是更为主动

的出路。应根据学校专业布局、建设和发展的轻重

缓急，整体规划、分领域分阶段分步骤建设。至于实

习条件和实习环境，尽可能达到一定水平，以达到为

方便企业接收学生实习而在校内开展前期预备实习

的要求。在校内先开展预备实习，使学生能够了解

企业生产状况，生产流程和装备技术水平，尽快做好

准员工的心理、知识和技术的准备，缩短上手时间，

尽可能的减少企业顾虑和负担。同时，也能最大限

度地用好企业情景、条件和技术，获得真正意义上的

专业实践训练。

２．建立能够扎实实习的校外实习基地
避免与工业实际脱节最好的办法，就是能真正

走进工业企业。目前，由于受管理体制和经济因素

的制约，企业还难以或不愿意大量或长期接受学生

系统实习，而实习又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因此，

建立必要的校外实习基地对新工科人才培养还是必

需的。为尽可能避免企业接收学生的顾虑，一是在

校内尽可能做好预备实习。做好预备实习，让学生

尽快达到企业辅助生产的要求，以便于企业能长期

接收。二是做好校企深度合作。学校要与企业建立

有效地校企合作关系，就要加强校内对实习企业的

支持和服务能力，或建立服务团队，以若干团队的长

期服务来强化合作关系。产学研结合的水平，将极

大地影响着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水平。

（三）科学安排实践教学环节

新工科培养新型人才，应该树立并落实实践比

以往更加重要的认识，要比传统上更加重视实践教

学。

１．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给足实践教学环节和教学
时间

在培养方案制定中，要按照理论与实践并重的

原则，而对必要的专业按照以实践教学为主线来设

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优先安排实践教学，在计划

和制度上切实保障实践教学。

２．倡导理论教学支撑和服务实践教学的观念
理论通过实践或实验才能更好地显现和发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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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作用。理论教学的效果如果与实践教学结合起

来也有利于达到相互促进提升的作用。要统筹规划

和制订理论课教学大纲和相关实验课教学大纲，合

理安排教学内容、协调好理论与实验课的衔接关系，

力争改变理论课为主、实验课为辅的状态。

３．站在专业而非课程的角度系统规划实验教学
内容和实验课程体系

站在专业的角度规划实验教学内容，才可能利用

综合知识、设计综合性实验项目或创新性实验项目，

才有利于培养复合人才或创新型人才，并做到系统地

规划时间、空间，统筹利用资源。同样的道理，要站在

专业的角度系统规划实习教学内容和实习环节。

４．更加重视毕业设计
更加重视遴选毕业设计的题目，安排好选题的

论证环节，做好开题、中期汇报、辅导、答辩等相关环

节。尽可能的为学生提供好的设计条件，建立指导

团队，共享指导资源。

５．把创新创业实践训练当作一个实践教学工程
来做

创新创业教育，尤其是创新创业实践训练对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能发挥重要作用。应更加重视创新

创业教育，系统规划创新创业教育，把创新创业实践

训练当作一个实践教学工程来统筹，统筹规划教学

内容、教学项目和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使学生尽可能

早的进入项目意识和研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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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特性的人文学科人才评价机制研究

吕鹏娟
（郑州大学 人事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作者简介：吕鹏娟（１９８６—），女，河南林州人，郑州大学人事处中级经济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高

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　要：国内现行的人文学科人才评价机制，是在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准绳的评价体系内
运转的，与人文学科的特性及其人才成长规律有着明显的悖离。科学合理的人文学科人才评价，应

当注重人文素养和人文教育评价，着力营造宽松自在的评价环境，促使学术评价内在化、评价主体多

元化、评价工作组织精细化。

关键词：人文学科；学科特性；人才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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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中，人文学科通常
与社会科学并称为“人文社会科学”，从而与自然科

学相区别。在当前国内诸如人才招聘、职称评定、岗

位管理、人才计划推荐、荣誉称号评选等各类具体人

才评价实施过程中，也通常将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作

为同一类别进行评价。而事实上，不论是从人文学

科历史来看，还是从其发展现状来看，人文学科都与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着明显差异。因此，对人文学

科———包括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宗教学、考

古学、艺术等———研究者的评价，也因其学科特性而

应当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符合学科特性和人才成长

规律的评价机制，以确保整体人才分类评价体系的

健全与科学。

一、人文学科的特性及人才特征

从国内外学者已出版或发表的相关文献来看，

对人文学科特性的讨论，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命名之辨析，即目前我们所谓的人文学科究竟

是“人文学科还是人文科学”？二是特性之辨，即

“人文学科是既有别于自然科学，又有别于社会科

学而具有独立属性的学科”这一说法是否合理。

关于“人文学科还是人文科学”的讨论，主要是

从“科学”“人文”“学科”等概念的来源与词源学含

义的探讨入手，或追溯西方古代、近代至现代的哲学

思想与学术传统的历史演变，或梳理世界各国现行

的各类学科分类体系，进而对“人文学科”或“人文

科学”是否具有“科学”的一般属性这一问题展开辩

论。有论者提出“人文科学作为关于人的价值及其

精神表现的学科是正确反映了人文现象的本质和规

律的知识体系，它具有科学的一般属性”［１］。也有

论者提出“人文学科不可能是科学性质的，也不需

要科学性质的人文学科”［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

还是与科学相对的东西”［３］。其实，他们在人文学

科有其自身特性这一点上其实并无根本性的分歧，

而只是对于它与科学的关系（完全区别还是有一定

关联）有着不同的认识罢了。

相对于第一个层面的分歧，学术界关于“人文

学科是既有别于自然科学，又有别于社会科学而具

有独立属性的学科”的认识则基本达成一致。人文

学科有别于自然科学，这一点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

广泛共识，这里毋庸赘言。仍有争议的是，是否应当

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称为“人文社会科学”。

虽然仍有论者坚持认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始终

是一体的”①，但从当前多数文献论点来看，人文学

科的特性和独立性基本是受到公认的，学界普遍认

为，由于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有

着明确的差异，即“人文科学主要是关于人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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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学、语

言学、哲学、宗教学、考古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

美术等。社会科学则指对人类关系的研究领域，包

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管理学、心

理学、人口学等”［４］。因此，应当将人文科学与社会

科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体系加以区分。

综合上述各方论点，笔者认为，“一切人文学科

都是人学”是对人文学科的根本性认识。人文学科

虽然是建立在一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但其根本目

的是对人的终极生存意义的追问，正是这种非功利

主义的“无用之用”的属性，使其与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相区别，从而成为具有独立属性的学科。具体

而言，我们可以将人文学科的特性归纳为以下四个

方面：第一，研究对象是具有主体性的“人”之价值

及其内在精神表现，如理想、信念、情感、体验、想象

等；第二，研究方法主要是评价而非客观陈述，重心

灵感悟、轻科学实证，重演绎推理、轻统计分析；第

三，研究目的在于对人之尊严的维护，人之意义的发

掘，人之价值的实现；第四，研究结果具有非实用性，

常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正因为有这样的学科特性，所以人文学科人才

素质的养成也就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一般而

言，人文学科人才往往需要具备以下几点：

（一）强烈的人文精神

人文学科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决定了人

文学者必须具有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人文精神。

表面上看，人文精神看不到摸不着，甚至连“人文精

神是什么”也尚有争论，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说‘说不清楚的东西’，恰恰是人文教育要做的事

情之一”。而所谓“人文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心忧

天下、关怀生命的精神。孔子一生践行“仁义”，宣

扬“天下为公”；鲁迅弃医从文，致力于改造国民性，

践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而在西方，苏格拉

底为求真理舍生取义；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为全人

类留下思想经典；费希特说：“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

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５］可以说，坚

守人文立场，对人类命运深切关注，为“人”之自由解

放奔走呼吁，这既是古往今来人文知识分子的伟大使

命和传统，也是人文学者的根本特征。

（二）广阔的人文视野

随着现代学科分类的日益专业化、精密化，人类

文化史上如达·芬奇那样的跨专业的通才越来越

少。不少学者指出，造成当前“有专家缺大师”局面

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偏狭的学科分类和严重的学科

壁垒。这一点确实在根本性地约束着现代人文知识

者素质的培养，今天寄身于更为繁复精密的现代社

会生存空间的人文知识分子已经很难求“通”，但人

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未曾改变。要肩负起这使命，离

不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方面人文知识的学

习，甚至也离不开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当然还有对日

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生活的体察。

（三）立足传统、关怀现实的精神追求

歌德曾有名言：“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

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

思考而已。”［６］严格意义上说，面对灿若星海的人类

文化遗产，人文学者很难再有像自然科学那样原创

性的发现。这是由人文学术话题的永恒性和重复性

所决定的：对人之存在目的和终极意义的追问是古

老而恒久的命题，而人生只有百年，每一次生命历程

又都是始于无知的重复。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的人

文学者就不能再有所作为，每一个时代的人文学者

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以自身无可替代的个

性、生命经验和生命吁求，通过对“经典的叩问”，与

前贤对话，去解读那些古老而恒久的命题；继而再通

过对自我心灵的省思、对传统的传承与转化，向当代

及后世人们提示那些“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

忘了的东西”［７］。

（四）独立思考的禀赋

个性和自由是人文价值的核心内容，这决定了

人文知识分子要有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禀

赋。从今天的知识分子状况而言，自然学科研究者

往往以团队形式协同工作，而人文知识分子更多则

是以单枪匹马、独立思考的形式展开工作。人文学

科也是一种心灵之学，而心灵是个体化的、个性化

的，这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是独立性、个

体性的。早在１７世纪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就曾以
荷马创作《伊利亚特》、维吉尔创作《埃内依德》、李

维创作《罗马史》为例论称：“我们迄今还没有看到

一部精神杰作是由几个人完成的。”［８］２０世纪以来，
虽然更讲究学术体系化，但人文学科仍然是一个非

常个性化的职业，钱穆、冯友兰、钱钟书、季羡林、李

泽厚、钱理群等著名人文学者，每一位都是著作等

身，但每一部著作也无不是个人独立创作。甚至有

学者断言：“人文学科，说到底，就是个体作坊，人文

研究者就是个体劳动者”［９］。

总之，人文知识分子的养成，并不仅是一个知识

积累的过程，它既需要一定的“知识”和“学养”，还

更需要一定的人生经验的积累，需要人生观、价值

观、是非观的逐步建立，需要心胸、心性和气度的养

成，由此也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成才是长期沉潜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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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厚积薄发、持久创作是人

文学科人才与自然科学人才在成才方面最显著的不

同。

二、当前高校人文学科人才评价存在的问题及

其成因

国内现行的人文学科人才评价机制是在以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准绳的评价体系内运转的，无论

是学术成果评价的重实用、论级别、看经费，还是各

种以“人才工程”“人才计划”为名的人才评价活动

中对年龄、职称、论文、项目、奖励等条条框框的限

制，都是与人文学科特性相背离的，也是不符合人文

学科人才成长规律的。这种人才评价机制的弊端在

今天已经有目共睹，具体来看，可分述为以下几点：

（一）人文素养评价严重缺失

如前所述，强烈的人文精神、广阔的人文视野是

人文学科人才必备的人文素养，也是人文学科人才

评价的首要目标。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高校人文

学科人才评价机制中，对评价对象思想素质的要求

往往止步于“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

纪守法，品行端正”等常规性条件，鲜见对“人文精

神”“人文素养”等的要求，在评价过程中，对人文素

养的考察也往往付诸阙如。于是，经过不计其数的

人才评比，各种人才帽子满天飞，结果却是只见专家

不见大师。甚至于有些所谓“人才”，干脆放弃人文

操守，堕落至人格底线以下。

（二）重科研评价轻教育评价

“人文思想者本质上都是教育者”［１０］。相较于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价值更多地体现

在人文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其中，既包括面向在

校学生的人文知识课程，也包括面向普通民众的精

神引导。相应地，对人文学科人才的评价也应当更

多地体现人文教育评价的内容，而不应是唯科研成

果是从。令人痛心的是，当前人文学科领域的人才

评价恰恰是本末倒置，著作、论文、项目等科研成果

的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教育教学评价

则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除专门的教学名师评比

外，在其他有关的各类人才评比中，教师在课堂上的

表现、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对公众发言的能力鲜有体

现。

（三）学术评价外在化

现行的人文学科学术评价几乎完全依赖于出版

机构（杂志社或出版社）的级别，在此之上再以数量

多少论英雄。表面上看，这种以数据为基本依据的

评价标准非常科学、严谨，客观上也确实刺激了学者

的创造热情。而事实上，一是杂志社或出版社的级

别一般以转引率、影响因子等等自然科学评价指标

为考核标准，这与人文学科强调独创的特性是相违

背的；二是这种外在的约束性机制对强调个性、自由

的人文学科来说，弊远大于利。于是，在当前这种环

环相扣、层层推进的评价体系中，人文学术成果内在

的价值与特点反而很少受到关注，以至于学者疾呼

“中国当前人文学术最大的问题就是评价外在

化”［１１］。

（四）评价环境过于刚性

从聘期考核到职称评审，再到各类荣誉称号评

比、人才项目评审，评价指标的构成大同小异：学历、

职称、年龄，论文、著作、项目、奖励，再加上海外留学

背景、出国经历，每一项都有严格的级别或数量规

定。在日益严苛的刚性指挥棒下，前有名利双收的

诱惑，后有动辄降级、解聘的后果，为了对应条条框

框的各项要求，高校教师或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或

惶惶不安、疲于奔命。如此过度刚性的评价环境，已

然导致很多人文学科研究者为满足条件而创作，为

结果而努力，甚至几近畸形的恶性竞争。学术理想、

学术热情、学术个性这些可贵的创作源动力反而堙

没于“繁荣的学术市场”。

（五）评价主体单一片面

就当前高校人才评价实施情况来看，从评价标

准的制定，到评审材料收集，再到评价过程的组织，

现行的人才评价主体一般都是以官方为主导的。即

便是政府已将部分评价权力下放至各高校，在高校

内部，人才评价工作的开展也通常是由学校行政职

能部门（人事处或科研处）主导的，很多学术圈内部

或民间组织的评审常因评价主体行政级别太低而受

到忽视。再者，虽说最后直接决定评审结果的专家

都是从专家库里抽选的，但专家库本身仍然存在着

许多问题，比如现有的多数专家库对专家的学科分

类只到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没有具体到三级或更

专业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常常导致诸如研究古典文

献的专家去评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现象，显然是有

失公允的。

（六）评价组织过程机械潦草

在通行的评价工作组织过程中，所有专业人才

（有时也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分别组

织）都在同一时间段展开集中评审，从通知发放，到

材料收集核查、组织专家评审，再到评审结果公布，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为了便于操作，评价对象的

所有材料都以十分简要的形式体现在纸质申报表

中，在时间十分紧张的状况下，再由相邻相近专业

（而非“小同行”）通过申报表中罗列的成果级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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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评判，潦草结果在所难免。特别是在人文学

科领域，前述所言的人文学科人才必不可缺的素质，

如强烈的人文精神、广阔的人文视野，立足传统、关

怀现实的精神追求，独立思考的禀赋，在现行的评价

组织过程中都无从体现。

诚然，现行人才评价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在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普遍弊病，但就人文学科领

域而言，上述问题已然伤及学科之根本。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科学化’范式的宰制”［１２］下，现代人才

评价机制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都以自然科学为主

要考虑对象。以陶冶人格、培养情操这种非科学功

能为价值取向的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管理体系中

始终处于劣势，难以在人才评价体制中取得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知识功用化、技术化、产品化的市场经

济思维体系中，人文学科常常通过对“科学”的模仿

来展示自身的合法性和专业性，从而削足适履地主

动适应这种外在的、量化的人才评价机制，进而对其

学科本质特性进行某种自我遮蔽或扭曲，更加使得

人文学科的发展危机重重。

现今中国社会，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忧患不

绝于耳，各种暴露于公众的底线失守不断给人以刺

痛，以守护人类智慧传统、推动精神文明进步为使命

的人文学者已为社会之急需。在此情势下，重新认识

人文学科特性和人才成长规律，在此之上，于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之外，构建独立的适用于人文学科特性

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人才评价机制已是众望所归。

三、构建符合人文学科特性和人才成长规律的

多元评价机制

当前，人才评价改革势如破竹，“破”而后有

“立”，破除原有的人才评价机制后，如何立起新的

人才评价机制？这个问题对人文学科而言更为急

迫。就笔者的认识而言，要想建立符合人文学科特

性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人才评价机制，重点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人文素养评价

作为人文教育的中坚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

“为天地立心”的人文精神，是人文学者所必须具备

的素养。这些个人化、精神化的特质，往往并不能以

直观的方式呈现，但在文章、著作里，在授课、讲演

中，在言谈举止间，一个学者的人文理想、学术视野、

学术旨趣都是以鲜活的、灵动的情态呈现的，是可以

观察、可以感受的。特别是面对“社会上出现了许

多满腹经纶而独缺人文关怀的‘教书匠’‘哲学工作

者’等”［１０］７８－８２的现状，加强人文学科研究者的人文

素养评价尤为必要。在评价实践中，将“耐得住寂

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

问”的优秀人才与那些“无灵魂的专门家”区分开

来，应当作为人文学科人才评价的首要任务。

（二）注重人文教育评价

人文学科教化育人的功能不可能像科研成果那

样有集中而显在的表现，在评价实践中，对人文教育

的评价应避免简单套用科研成果评价指标体系，跳

出“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窠臼，将情感、态度、价值

观等作为重要评价标，并在评价过程中严格落实。

此外，对人文教育评价而言，一方面应当重视人文教

育在校园与课堂的效果评价，注重在校学生人文素

质培养质量考核，丰富教育教学评价手段，鼓励人文

学科研究者投入课堂教学与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应

当重视考察人文学科研究者面向公众发言、参与社

会对话的能力，从而鼓励人文学科研究者走出象牙

塔，介入现实社会，回应和参与当下问题。

（三）营造宽松自在的评价环境

对人文学科来说，独特的个性和可贵的灵感都

是研究所必备的条件。个性的养成需要宽容的环

境，灵感的迸发需要自在的空间。在评价实践中，应

尽量避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评价标准的简单套

用，减少对硬性指标的依赖，同时，增加对学术品格、

学术投入的考察，增加对创作进展和创作状态的跟

踪和关怀，创造有利于对话和讨论的宽松氛围，逐渐

形成尊重个性、宽容失败、轻松自由的评价环境，最

大程度地鼓励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人文精神，

最大限度地支持那些有个性、有才华、有脾气的人文

学者。

（四）学术评价内在化

要想扭转人文学科学术评价外在化的局面，促

使学术评价真正实现内在化，一方面应将学术界广

泛认同的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作为重点评价手段

在人文学科学术评价实践中普遍推行，不论刊物级

别，不论数量多少，只看成果内容，以此考察研究成

果质量，促使研究者抛却浮躁功利之心，潜心深度学

术研究、追求内在品质；另一方面应将学术评论、综

述、随笔等准学术性成果纳入评价视野，丰富学术评

价内容与方法，鼓励“上下求索、不问学科、兼及雅

俗的写作方式”，以及“既经营专业著作（‘著述之

文’），也面对普通读者（‘报章之文’），能上能下，

左右开弓”［１３］的学术理路，鼓励研究者以多种形式

参与学术讨论，共建良性学术生态。

（五）评价主体多元化

选择合适的评价主体，是确保评价程序顺利进

行、评价结果公正合理的关键。由于人文学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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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主观性、个性化、无法验证的特征，同行评价

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同行专家的选取方面，应着重

选择专业研究领域和方向相关相近的“小同行”，并

加快完善同行专家信誉评价机制，对同行专家的评

审资格和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同时，应提升民间学

术共同体在人才评价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专业协会、

学会等学术社团在人才评价机制中的积极作用，厘

清官方行政部门和民间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权力范

围，建立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六）评价组织最大程度的精细化

在人才评价组织工作中，应当将人文学科作为

一个独立的评审类别，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对

等。在评价的全过程中，都应当尽可能多地体现人

文学科的特点：评审材料的收集应尽可能丰富、详

尽，尤其注重收集可以反映其人文素养的材料，不仅

限于ＣＳＳＣＩ或中文核心期刊、国家项目或省级奖励，
报章、短评、教案，协会、学会获奖，自传、自述等都应

纳入评审范围，并在评审过程中予以评议、总结，必要

时候甚至可以引进答辩制，以更直观形式展开评价。

此外，不论是学术成果评价还是人才整体评价，不论

入选还是落选，都应当将评审意见反馈至评价对象本

人，以帮助其本人更好地认识自我、改进方法。

注释：

①即便是有些一体论者，也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性
有着明确的认识：“人文科学强调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精神

方面，立足于人类历史命运的探索，所认识的人类与自然

界关系属于动态性质，包含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社会科

学强调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物质方面，着眼于当下的基本事

实，所认识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属于静态性质，呈现了更

多的确定性。”见余金成．再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

一：回应汪信砚教授［Ｊ］．学术研究，２０１１（９）：２８－３２。

参考文献：

［１］王忠武．论人文科学的科学属性［Ｊ］．社会科学管理与评
论，２００１（１）：１８－２２．

［２］刘恒健．为人文学科正名：兼论人文学科的特性［Ｊ］．学
术月刊，１９９６（１０）：１６－２０．

［３］汪信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Ｎ］．光明日报，
２００９－０６－１６．

［４］欧阳康，张明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Ｍ］．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９：４６．

［６］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Ｍ］．程代熙，张惠民，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３．

［７］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Ｍ］．何道宽，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４．

［８］拉布吕耶尔．品格论（上）［Ｍ］．梁守锵，译．广州：花城出
版社，２０１３：７５．

［９］马勇．人文学科研究不宜搞“学术合作社”［Ｎ］．北京日
报，２０１３－０４－２２．

［１０］张祥云：人文学科·人文学者·人文精神：论大学人文
教育的内在困难与可能［Ｊ］．江苏高教，１９９９（２）：７８－
８２．

［１１］时胜勋．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追求什么？［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１３５１２６３２８＿
２４８０５８．

［１２］孙向晨．现代大学体制下，人文学科面临三重挑战［Ｎ］．
文汇报，２０１６－０５－２０．

［１３］陈平原．今天的中国大学 教授们成了勤勤恳恳的工匠
［Ｎ］．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５－１０－１０．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ａｌｅ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ＹＵＰｅｎｇｊｕａｎ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ｆｉｃ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ａｌ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ｓｅｒｖｅ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ｏ
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ａｌ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ｌｅｎｔ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ｒｅｌａｘｅ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ｏｐｒｏ
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ｔａｌｅ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４９·



第３６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９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１９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马耀锋，李红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实训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１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２０１６－ＪＫＧＨＢ－０３２１）；２０１８年度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２０１８０１０６９０６３）；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２０１８１１０６８００６）
作者简介：马耀锋（１９８２—），男，河南周口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科综合实训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

机器视觉、创新创业实践教育。

摘　要：从应用型本科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出发，分析创新创业教育实施过程的相关问题，
在立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同时结合我校近几年创新创业方面的发展情况，

提出了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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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应用型本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现状
作为面向区域经济，以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具备

创新创业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高校，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

仅有利于推动学校自身发展，更是学校达成人才培

养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与此同时，在当前教育

转型时期，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也存在一些问

题。据统计，目前我国有９亿多劳动力、１亿多受过
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但是与“双创”以及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相适应的人才相当匮乏。仅

以大数据人才为例，据国内大数据权威专家测算，随

着国家经济转型，每个行业的互联网化，云计算、大

数据人才面临巨大缺口。未来５年，这个缺口将高
达１３０万人左右。大数据人才匮乏其实是当前高校
“双创”人才培养现状的一个小小切面。与此对应

的是每年几百万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目前，虽

然很多应用型本科高校已经开始对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进行探索，但因为种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绝大部分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起步很晚，而

且发展缓慢，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极不相符，急需

转型升级，加快发展。

二、应用型本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解过于片面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级政府以及社会民众甚

至是本科院校自身，多数将创新创业教育视为如何

帮助学生成为创业者的教育过程，甚至在调查过程

中４０％的调查对象将创新创业理解为教学生如何
创办公司、如何赚钱等。如此便使得有些本科院校

所开设的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较为关注对学生创

业能力的养成，而未能意识到创新创业教育主要的

宗旨是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创造精神的培养，是

实现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培

养的需要。同时，国内多数本科院校在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活动的过程之中，也未能帮助大学生领会到

如何在未来所从事的岗位上实现创新的方式和途

径，由前述几种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现阶段国

内本科院校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片面化理解使

得其未能真正打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

（二）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之间未能

实现彼此契合

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而言，专业教育堪称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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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的主干，同时，创新创业教育亦是应用型本

科院校应当注重加强的教育内容。不过从国内本科

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教育模式之间的关

系来看，二者表现为彼此未能实现充分衔接的状态，

由此便使得创新创业教育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根

据相关调研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国内大学生之所以

会选择创业的原因在于下述几个原因：（１）社交圈的
影响；（２）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３）企业活动的影
响。由此看来，本科院校所开设的创新创业教育以及

相关课程内容并未能如预期那般对推动高校大学生

创新创业产生直接影响。应用型本科院校急需将创

新创业教育同专业教育融合成统一的课程体系，确保

创新创业教育能够同专业教育实现彼此的契合，这样

方才可以让大学生形成敏锐的创新创业意识。

（三）创新创业实践指导过少

从目前国内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之所以会

出现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难以求职或者入职后因无法

适应岗位要求而被调整的情况，原因即在于其在校

期间所接触和习得的知识未能让其掌握日后足够担

负起岗位职责的技能。这同一些本科院校过于重视

理论教学，轻视实践教学的情况存在直接关系。这

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之中，学生在校期间看似学到了一些有关

创新创业的知识，一旦进入真实的创业情境却手足

无措，无从下手。由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推进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过程之中，应当着力改变

先前存在的重视创新创业理论教学，忽视创新创业

实践指导教学的问题。

（四）创新创业教育受益对象较为有限

目前来看，国内本科院校相继开设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其初衷在于让全体学生受益，但受益对象实

则有限，仅仅是一小部分有着强烈创业欲望的学生

群体，多数在校大学生仅仅将之视为一门课程而已。

同时，国内一些本科院校的做法也加重了这一趋势，

如部分本科院校选择精英模式的教育方式，即将少

部分学生的创业成功视为本校总体创新创业教育的

成功，此种做法毫无疑问是以偏概全的，未能体现出

教育的均等性。根据相关数据统计结果表明，近三

年来国内本科院校学生在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人群

的数量仅仅为毕业生总体人数的２％，由此能够看
出当前国内本科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的效度存在问

题。

（五）未能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系统管理

现阶段，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问题上，国内

多数本科院校未能设置专门从事此项工作的部

门，而是将工作职责分派给了就业指导中心、团委

或者是学工处，由前述部门进行兼职管理。虽然

一些院校每年都鼓励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但

由于管理系统上的缺失，使得一些好的创新创业

项目最终没能展开。多数本科院校未能实现对创

新创业教育的系统管理，从而大大降低了创新创

业教育的实效性。

（六）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师资力量不足

本科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多数由专业教师

担任，这些教师的共同之处在于理论知识掌握较为扎

实，而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方面的经验不足，多数教

师没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其在讲授创新创业知识时，

只能向学生讲解和传授理论教条，而难以给予学生实

际创业上的实践指导，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参与实战，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依然无法得到提高。

三、改革应用型本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

举措

（一）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贯穿高校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

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应该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核

心。为此高校应该确立先进的、完备的创新创业教

育理念。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经验有限，资源有

限，因此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应引导大学生树立创

新创业教育发展新理念，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上，要

大力宣传双创教育的本质，要让大家把握此双创教

育的科学内涵，要克服错误狭隘的思想意识，双创不

是教学生如何创办公司，如何赚钱，而是通过双创教

育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创造精神，将创新创业教

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在专业教育中渗透创

新、创意、创造、创业精神。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

业精神与能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实施了“三位一

体”的创新创业教育，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实施创新创业基础

教育（必修，２学分）、创新创业拓展教育（ＳＩＹＢ培
训）和创新创业实践环节（不低于２学分），积极推
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全过程教育。

（二）对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优化升级

本科院校应当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

创新型人才要求，对现有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进行优化升级。具体的做法是，本科院校应当让创

新创业教育课程实现模块化教学、学分化教学、实操

性教学以及区域化教学。所谓的模块化教学，乃是

指本科院校在进行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编排

上，应当注重对创新创业相关知识内容进行模块化

处理，如应当涵盖创业风险、创业综合素质、创业思

维等模块；所谓的学分化教学，乃是指本科院校应当

采取学分制课程评价模式，以此来提升学生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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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课程学习的重视程度，同时亦能够实现同

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所谓的实操化教学，乃是指本

科院校应当注重课程体系设置的实践操作性，以便

走出以往过于重视和推崇理论教学，未能实现对学

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的误区，如本科院校可以

组织创业计划书撰写大赛、创业项目路演比赛等形

式，让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获得有效地锻炼；所

谓的区域化教学，乃是指本科院校应当立足和依托

本校所处的区域资源，以此来设计同区域经济相吻

合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如此将确保创新创业教育

活动更具针对性。按照《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十三

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确立的发展战略和人才培

养目标，主动适应郑州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建设。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设置第二课堂学分，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

新创业能力。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专业课程、集中实践教学和综合教育与创新创

业实践五个课程模块，通过定期开展学术讲座、社会

实践、体育竞赛、文艺活动、学生科研、开放实验、学

科竞赛、创业活动等丰富的形式实现学生的综合教

育和创新创业实践教育。

（三）着眼于全体学生的成长成才与创新创业

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活动而言，其最终的教育目

标在于让学生养成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有鉴于

此，本科院校应当推出“三创融合”的立体化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着眼于对学生创意、创业、创新三种能

力的有效养成，使学生能够真正成材并勇于创新。

此外，本科院校亦应当利用一些可以依赖和利用的

资源，如为学生提供校内创业工作室、为有成熟创业

项目的学生提供资金扶持等方式，使学生能够更好

地投身于创新创业实践之中。为了支持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出台了《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支持计划》《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等文

件，实施了“双百万工程”，即每年设立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专项经费１００万元、实验室开放专项
经费１００万元。学校现有 ２１６个校内实习实训场
所，３１７个校外实习就业基地，３个国家级实训基地、
５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１１市级重点实验室、２２个
工程（技术）实训中心。实验室开放项目要求学校

的实验室要全部对学生开放，由教师指导学生开展

科学研究，教师结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公布选题，学生

可根据研究兴趣选择指导老师，只要是态度端正、积

极主动学习的学生都可以有机会报名参加，只要肯付

出努力，最终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都会学有所获、做

有所获。“双百万工程”２０１８年学校首度实施，即受

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在老师指导下，

２０１７级本科生利用实验室开放项目开展科学研究，目
前已有成果产生并在相关学术会议上交流发表。同

时，学校还积极支持大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

大赛和各种技能大赛，并对获奖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

激发了学生的创新创业激情。截至目前，在校大学生

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比例达到５０％以上，毕业生自
主创业人数达到３．７８％，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加强创业实践指导

本科院校应当组成由专业人士担任的创新创业

教育导师团，以便能够借助其创新创业实践经验，为

学生提供立体化、全方位的创新创业实践技能指导，

具体可以采取的形式有：邀请创新创业专家导师做报

告做讲座、定期邀请专家一对一项目辅导，鼓励学生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鼓励学生去企业参加实习实践

等形式，使学生在这一过程之中实现创新创业意识的

提升。近几年，我校每年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实验室开放项目，这些项目是由有着丰富经验的、创

新实践能力强的导师带领学生一起申报、实施、完成

的，导师跟踪指导整个全过程。除此之外，学校经常

邀请有实际企业经验的专家为全校师生开展讲座，同

时对我校创新创业团队进行一对一辅导。经常组织

校内创新创业团体参加校外的培训会，定期组织创新

创业沙龙活动。另外还会学校每年会组织和指导学

生参加“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企业经营管理沙盘

大赛、电子设计制作大赛、机器人大赛、建筑设计大

赛、食品加工与检测大赛、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能

大赛暨全国校企合作育人大赛等等，为给学生创新创

业团队提供更好的锻炼和发展机会，学校大学生创新

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每年会遴选一批批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入驻金河众创空间，开展实战训练。近两

年，我校学生创新创业取得了很大成就，２０１７年全国
职业院校创业技能大赛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赛项，

获得了全国一等奖的佳绩，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机器人比赛
国家一等奖４项、二等奖有１０余项，其他，学生参加
各种竞赛共获得省级以上奖励４０项；申报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国家级立项４项、省级立项
１５项，学校创客空间入住创业项目３５项，创业收入
３００余万元。

（五）优化创新创业教育的组织管理

１．本科院校应当设立创新创业教育专家委员
会，校长担任负责人，校内各职能部门一把手担任委

员，以此来确保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首

先专家委员会可以制定学校创新创业方面的方针政

策，其次可以帮助学校引进资源，为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提供支持，再次，专家委员会可以负责监督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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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创新创业教育，使其健康长久发展。

２．本科院校应当成立创新创业学院，以此来负
责全校的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大学生创新创业

是一个系统工程，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对内可以整合

校内各学院、各处室、各部门资源，构建跨部门、跨学

科的综合的协同研究创新平台；对外可以收集并整

合广大校友、企业家、政府、科研院所等外部资源，打

破体制壁垒，积极联合外部力量参与到企业和科研

机构所需的关键技术攻关中，各部力量协同创新，推

动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使创新创

业教育有一个质的飞跃。

（六）注重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

本科院校应当切实落实好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

设问题，具体而言，应当从下述方面着手：

１．打造具备较高专业水平和创新创业能力的优
秀师资队伍？

本科院校应当抽调各个教学机构的优秀一线教

师去创新创业学院任职，以此来确保师资的专业化

程度，同时，本科院校还应当鼓励教师在日常教学过

程之中将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容有机地融入于专业教

育活动之中，以此来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同专业教育

的高度契合。此外，本科院校应当选派教师去企业

挂职锻炼，以便有效地改变以往高校教师理论强、实

践弱的问题，这样也能够让教师在从事创新创业教

育活动的过程之中，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创新创业

实践辅导。

２．打造健全的创新创业教育兼职教师聘任、管
理机制？

本科院校应当积极谋求同本地企业的合作，以

便能够依托校企互动的方式，让企业中的优秀员工

来校担任创新创业兼职教师。同时，本科院校亦应

当制定和出台规范的兼职教师管理机制，以便确保

来校授课的兼职教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于创新创业

教育活动之中。

四、结束语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是近年来我

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一个较为热点话题。进一步推进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的选择，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必然，有利于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学的开展。希望今后的高校创新

创业教学能够更加适应新常态的发展需求，为学生

提供更恰当、更合理的创新创业指导，从而使大学生

真正实现自我的突破以及长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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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酸对聚乙烯醇凝胶的性能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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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

摘　要：主要研究制备不同比例的硼酸和 ＰＶＡ凝胶，并测试其性能。实验结果表明，ＰＶＡ一定
量时，随着硼酸与ＰＶＡ比例的增加，混合组分的 ｐＨ逐渐降低；硼酸定量时，其 ｐＨ变化不大。随着
硼酸与ＰＶＡ比例的增加，在一定范围内两者交联度增加，挺度增加，压缩强度也随之增大。当ｍ（硼
酸）ｍ（ＰＶＡ）＜０．１５１时，凝胶吸水速率增加，越过这一范围吸水速率减小。两者比例越大，交
联度越高，其吸水率越低。ＰＶＡ水凝胶的吸水速率越高，对应的吸水率越高。ＰＶＡ凝胶吸水率非常
高，则固含量非常低。若硼酸与ＰＶＡ的比例增大，交联度增大，固含量增加。硼酸与 ＰＶＡ的比值为
０．１５１时可以得到韧性和吸水速率比较好的凝胶。

关键词：压缩强度；吸水速率；交联度；固含量；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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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胶是高分子链之间以化学键形成的交联结构
的溶胀体，而高分子水凝胶是一种在水中只能溶胀，

但不能溶解的亲水凝胶，它是由水溶性高分子经适

当的交联后形成的，水以不同的结合状态存在于高

分子网络中，并有较好的稳定性。这种亲水性高分

子交联网络在水中溶胀形成凝胶时其溶胀质量可以

是本身的几十倍甚至几百上千倍，故又称为超强吸

水材料［１］。聚乙烯醇水凝胶的制备有化学交联和

物理交联两种制备方法。化学试剂交联是指采用化

学交联剂使聚乙烯醇水分子间发生化学交联而形成

凝胶，其交联的方式主要是共价键和配位键，常用的

交联剂有硼砂、硼酸以及其他可以与ＰＶＡ进行配位
聚合而形成凝胶的重金属盐等；辐射交联主要利用

γ射线、电子束、紫外线等直接辐射 ＰＶＡ溶液，使得
ＰＶＡ分子间通过产生自由基而交联在一起。物理交
联通常是采用冷冻解冻的方法，制备的凝胶主要是分

子链间通过氢键和微晶形成三维网络，即物理交联

点，这些交联点随温度等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２］。

凝胶形成中可以采用不同的交联剂或溶剂进行

调节，或Ｎ－甲基 －２－吡咯烷酮（ＮＭＰ），或乙二醇

（ＥＧ）。不同溶剂的作用会使产生的凝胶的各种物
理性质或化学性质发生变化［３］。同一机理不同用

量的溶剂形成的凝胶也会导致其凝胶的弹性、机械

强度、吸水性能或保水性能有所差异［４－５］。实验中

常用硼酸作为交联剂，这是因为聚乙烯醇水溶液对

硼酸非常敏感，少量的硼酸就可以与聚乙烯醇进行

交联形成复杂的络合物，使聚乙烯醇水溶液失去流

动性，较长时间静置会形成高含水凝胶。随着硼酸

的加入，交联度逐渐增加，凝胶的各种性能也会随之

发生变化。本实验制备不同比例的凝胶，对不同配

方和工艺条件下制得的凝胶进行对比，测试凝胶在

一定溶胀比下的压缩强度、吸水速率、吸水率以及固

含量，优选出拥有较好性能的凝胶材料。实验中

ＮａＯＨ的加入会在搅拌后产生气泡而影响凝胶的性
能，故选择氨水作为碱性调节剂，调控 ｐＨ在 ７．００
以上，用保鲜膜保存使氨水能够通过挥发进入水溶

液中进行反应形成均匀的凝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试剂

聚乙烯醇１７８８：青岛国药药业有限公司；硼酸：

·９９·



分析纯，天津博迪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氨水：分析纯，

莱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精细化工厂；磷酸三丁酯：工业

一级，无锡市东湖化工厂。

１．２　实验仪器
１０１Ａ－２电热鼓风干燥箱：山东龙口市电炉总

厂；ＺＳ－２２００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
限公司；ＱＨＪ７５６Ｂ强力恒速搅拌机：常州市新析仪
器有限公司；ＧＨ－２３万能压缩试验机：高铁检测仪
器有限公司；ＰＨＳ－３Ｃ精密酸度计：上海理达仪器
厂；８５－２Ａ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江苏金坛市金城
国胜实验仪器厂；ＳＺＤＭ数显自动恒温电热套：山东
龙口市先科仪器公司；９８－１－Ｂ电子调温电热套：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ＰＶＡ水凝胶压缩性能实验

ＰＶＡ凝胶是一种黏弹性材料，具有一定的压缩
强度。通过在试样材料上低速施加压缩载荷的方

法，求取试样的压缩应力 －应变曲线。实验试样从
制备好的凝胶中选取。事先用载玻片和盖玻片粘结

成５ｃｍ×７．５ｃｍ的方形容器，将混合溶液倒入该容
器中，加入氨水形成凝胶并定形。进行压缩实验时，

取试样截面为 ５０ｍｍ×５０ｍｍ，试样高度 １５ｍｍ～
２０ｍｍ。采用万能压缩试验机测试 ＰＶＡ水凝胶的力
学性能，测试材料的应变速率分别为１０ｍｍ／ｍｉｎ和
２０ｍｍ／ｍｉｎ，沿着厚度方向对试样样品逐渐增加载
荷，测得凝胶的压缩应力 －应变曲线。比较不同比
例的凝胶在压缩到５０％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用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画出压缩曲线并对其积分，得到各凝胶的
吸收压缩能，表征凝胶材料的韧性，优选出压缩强度

良好的配比。

１．３．２　ＰＶＡ水凝胶吸水速率的测定
聚乙烯醇水凝胶具有一定的吸水性，由于凝胶

内外部溶液浓度不同，在内外两侧之间产生渗透压，

所以水会自外部溶液进入凝胶，使凝胶具有吸水性，

并且两者的浓度差别越大，产生的渗透压也越大，溶

胀性能也越好。根据有关试验的测定方法测定其吸

水速率，确定５组不同配比的试样，吸水速率测量时
间间隔为１ｈ。称取一定质量的各干态的 ＰＶＡ水凝
胶，分别放入盛有足够蒸馏水的烧杯中，间隔１ｈ取
出，称量记录，直至材料的质量接近不变化或开始减

小。用ｏｒｉｇｉｎ软件绘出曲线图，比较不同比例的凝
胶吸水速率的差别。

１．３．３．　ＰＶＡ水凝胶吸水率的测定
吸水率表征凝胶网络结构中所能容纳的最大含

水量。按照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０３４－１９９８的试验方

法，将试样完全浸入水中，在规定温度下经过一定时

间后测试试样的质量变化。将制备的水凝胶烘干后

取出，称其重量，浸泡在足够的蒸馏水中，待溶胀平

衡后，取出沥干，称重。

１．３．４　ＰＶＡ水凝胶固含量的测定
实验制备的水凝胶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不能够

准确表示出凝胶中所含有的真正的交联网络的质

量，所以需要测定凝胶的固含量。称取１～２ｇ试样
置于烧杯中，在（１００±２）℃的干燥箱中干燥至恒
重，计算固含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ＰＶＡ加入量恒定时水凝胶的配方与性能的关
系

表１为 ＰＶＡ恒定时的 ５组实验配方。恒定
ＰＶＡ的加入量，保持质量分数为１０％，按实验编号
自１－１至１－５依次逐渐增加硼酸的加入量。实验
保证去离子水的加入量恒定，避免影响形成的凝胶

的强度。氨水作为碱性增稠剂，磷酸三丁酯作为消

泡剂，避免形成的凝胶中存在气泡而影响其强度。

实验过程中按照配方各取５ｇ的 ＰＶＡ于４５ｍＬ去离
子水中溶胀３ｈ，之后于７０～８０℃搅拌２．５ｈ，将其溶
解，配制成质量分数为１０％的ＰＶＡ溶液。另外配制
不同浓度的硼酸各５０ｍＬ，加热搅拌溶解，各取出配
制好的ＰＶＡ溶液和硼酸在７０℃下保温３０ｍｉｎ后混
合搅拌均匀，加入磷酸三丁酯进行消泡。随后在

５０℃进行交联反应，给予充分的时间，保证反应能够
完全进行。反应结束后，测量各配比溶液的 ｐＨ值，
然后将反应好的混合溶液倒入事先制备好的定形容

器中，加入２０滴氨水，盖上保鲜膜静置１２ｈ，确保氨
水能够渗入到下部，在碱性环境中形成凝胶。

表１　不同配比的ＰＶＡ凝胶配方

试剂
实验编号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硼酸ＰＶＡ ０．０５１ ０．１１ ０．１５１ ０．２１０．２５１

ＰＶＡ／ｇ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５（１０％）

硼酸 ／ｇ ０．２５ ０．５ ０．７５ １ １．２５

硼酸百分比／％ ０．５ １ １．５ ２ ２．５

去离子水／ｍＬ ９５ ９５ ９５ ９５ ９５

氨水／ｍＬ １ １ １ １ １

磷酸三丁酯／ｍＬ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２．１．１　不同硼酸加入量对ＰＶＡ水凝胶ｐＨ的影响
如图１是改变硼酸加入量后 ｐＨ的变化。明显

可以看出随着硼酸的加入，两组份混合溶液 ｐＨ逐
渐减小。尽管实际的 ｐＨ变化不大，但下降的趋势
依旧可以表现出来。５组比例的混合溶液 ｐＨ均在
５．００以上，根据文献可知ｐＨ满足交联条件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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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实验满足最基本的交联条件。

图１　改变硼酸加入量ｐＨ值的变化

５组试样的压缩曲线表明试样１－５所受的压
力最大，吸收压缩能最大，表明试样１－５抗压能力
较好，强度较大，韧性好。随着硼酸与 ＰＶＡ比值的
减小，试样抗压能力逐渐减少，符合理论上的变化。

因为随着硼酸与ＰＶＡ比值的减小，其两组份中所能
进行交联的含量比较少，交联网络较少且不牢固，这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凝胶的压缩强度。由此可知

在实验一中强度较好的是试样１－５，即ｍ（硼酸）
ｍ（ＰＶＡ）＝０．２５１。
２．１．２　不同硼酸加入量对ＰＶＡ水凝胶吸水速率的
影响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起初各试样曲线的斜率比
较大，表明在起初时间段内吸水速率比较大，随着时

间的增加，斜线的斜率逐渐减小，说明试样在后段时

间吸水速率逐渐减小。在８ｈ左右５组试样基本进
入溶胀平衡阶段。图中５组曲线在末端均出现下降
的趋势，原因是硼酸与 ＰＶＡ的比例较低，导致交联
度比较低，长时间在水中时未反应的ＰＶＡ会溶解导
致质量减轻，从而出现下降的趋势。另外，时间较长

的时候，由于凝胶交联网络结构自身的离浆作用，使

得交联网络收缩降低含水量。

图２　５组试样的吸水速率对比

由图２可以得出曲线１－３的吸水速率最大，并
且其凝胶的溶胀平衡点最高。而其他配比吸水速率

都略低，溶胀平衡点也较低，吸水率较低。原因是试

样１－１，１－２硼酸与ＰＶＡ的配比较小，形成的交联
网络比较少，能够容纳水的空间比较小，不足以保存

过多的水，并且如果在水中的时间较长会出现溶解

的现象，质量会减轻。而试样１－４，１－５配比较大，
交联度比较多，但也因此造成其交联网络空间比较

小，所能容纳水的空间减小，所以试样１－１，１－２，
１－４，１－５的吸水速率比较小，溶胀平衡点也较小。
所以在吸水速率的实验测定中，试样１－３是最佳配
比，其值为ｍ（硼酸）ｍ（ＰＶＡ）＝０．１５１。
２．１．３　不同硼酸加入量对ＰＶＡ水凝胶吸水率的影
响

做吸水速率测试时可以同时测定吸水率，当吸

水达到平衡时可得到吸水率。测定结果显示，试样

１－３的吸水率相当高，而其他试样吸水率参差不
齐。试样１－３吸水速率最快，同时其吸水率最大，
故选定试样１－３为最佳配比。
２．１．４　不同硼酸加入量对ＰＶＡ水凝胶固含量的影
响

取一定质量５种配比的凝胶，进行烘干，测５种
ＰＶＡ凝胶的质量变化。随着干燥时间的增加，不同
配比的ＰＶＡ水凝胶全都失水从而质量变小，且前后
质量变化比较大，说明ＰＶＡ水凝胶所能容纳水的空
间比较大，含水量比较高，导致各配比的 ＰＶＡ水凝
胶的固含量比较低。其中试样１－３的固含量最低，
这与试样１－３拥有最佳吸水速率和吸水率相吻合。

实验中各试样的 ＰＶＡ水凝胶固含量在一定的
范围内参差不齐，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可言，这和实验

中所采用的试样样品的受热表面积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由于所选用硼酸与 ＰＶＡ的配比相对来说有些
偏低，１０％的ＰＶＡ溶液只有小部分能够进行交联形
成网络结构，大部分还是以单体的形式存在。当进

行固含量实验时所采用的温度为１０２℃，此温度会
使部分的ＰＶＡ单体老化从而影响质量的变化。

固含量实验的条件是在烘箱中设定１０２℃的温
度下通风烘干，烘干时间为２４ｈ，说明 ＰＶＡ水凝胶
的保水性能良好，若在常温下能够保存更长的时间，

十分适合作为保水材料。

２．２　硼酸加入量恒定时水凝胶的配方与性能的关
系

作为保水材料重要的是要具有很强的吸水能

力，包括吸水速率和吸水率的要求，并且也会需要一

定的抗压强度。综合考虑上述５种比例优选出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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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因为就压缩强度来说，试样 １－３在压缩
５０％时压力已达到５０Ｎ以上，具有一定的挺度和抗
压强度；从吸水方面来说，无论是吸水速率还是吸水

率，试样１－３占据了有力的实验依据。
上述实验是通过改变硼酸的加入量来得到综合

性能较好的凝胶，从而得到硼酸与ＰＶＡ的比值。另
一方面从硼酸入手，使硼酸保持定量，通过改变

ＰＶＡ的加入量来获得性能不同的凝胶，来比较实验
一中的试样１－３是否是最佳的比例值。恒定硼酸
的质量分数为３％，依照表２，自编号２－１至２－５
逐渐降低 ＰＶＡ的加入量，由此改变硼酸与 ＰＶＡ的
比值。保证去离子水、氨水和磷酸三丁酯定量，确保

不会影响凝胶的性能。

表２　不同配比的ＰＶＡ凝胶配方

试剂名称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硼酸ＰＶＡ ０．２５１ ０．２９１ ０．３３１ ０．４１ ０．５１
ＰＶＡ／ｇ ６．００ ５．２５ ４．５ ３．７５ ３
硼酸／ｇ １．５（３％）１．５（３％）１．５（３％）１．５（３％）１．５（３％）

ＰＶＡ百分比／％ １２ １０．５ ９ ７．５ ６
去离子水／ｍＬ ９５ ９５ ９５ ９５ ９５
氨水／ｍＬ １ １ １ １ １

磷酸三丁酯／ｍＬ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依照实验配方各称取１．５ｇ硼酸于５０ｍＬ去离
子水中恒温加热搅拌，配制成质量分数为３％的硼
酸溶液。另外按照设计的配方配制不同浓度的

ＰＶＡ溶液，进行溶胀、加热搅拌１５０ｍｉｎ，溶解后，取
出配制好的 ＰＶＡ溶液和硼酸溶液在 ７０℃下保温
３０ｍｉｎ后混合搅拌均匀，随后在５０℃的条件下进行
交联反应，给予充分的时间，保证反应能够完全进

行。反应结束后，使用 ｐＨ计测量各配比溶液的
ｐＨ，然后将反应好的混合溶液倒入事先制备好的定
形容器中，加入２０滴氨水，盖上保鲜膜静置１２ｈ，确
保氨水能够渗入到下部，在碱性的环境中形成凝胶。

制备好的凝胶以备下序实验需要。

２．２．１　不同ＰＶＡ加入量对ＰＶＡ水凝胶ｐＨ的影响
改变ＰＶＡ加入量后，两组份混合溶液的 ｐＨ变

化不大。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各浓度的 ＰＶＡ溶液在
加热搅拌时因为本身的黏度会造成一些不可避免、

不同程度的损失，另外 ＰＶＡ溶液对 ｐＨ的改变作用
不大，还是取决于硼酸的溶解度。５组比例的混合
溶液ｐＨ均在５．００以上，实验满足最基本的交联条
件。

２．２．２　不同 ＰＶＡ加入量对 ＰＶＡ水凝胶压缩性能
的影响

如图３所示是实验二的５组实验比例的综合压
缩曲线的比较。在压缩百分比为１０％处，５组试样

就能看出各自的压力的大小。随着压缩百分比的继

续增加，各试样的压缩曲线开始发生交错变化。试

样２－２出现屈服后压力变化比较小。试样２－１相
对其他试样走势上升并不明显。在压缩百分比为

５０％处，试样２－３的比例所制备的凝胶所承受的压
力最大，其次是２－４，２－５，２－２，２－１。５组试样的
压缩吸收能显示试样２－３的吸收能最大，即韧性最
佳。实验二是保证硼酸的量不变，逐渐减少ＰＶＡ的
使用量，随着 ＰＶＡ加入量的增加，ＰＶＡ能够进行交
联的部分相对其加入量来说就减少，导致形成的凝

胶中有ＰＶＡ单体存在，凝胶中必定会有水存在，当
水与ＰＶＡ单体混合在一起时导致凝胶出现一定的
黏性，从而影响到凝胶的压缩强度。由此可以知道

在实验二中强度较好的是试样２－３，即ｍ（硼酸）
ｍ（ＰＶＡ）＝０．３３１。

图３　５组试样的压缩曲线对比

２．２．３　不同 ＰＶＡ加入量对 ＰＶＡ水凝胶吸水速率
的影响

由图４中５组吸水速率曲线可以看出，在起初
的时间段内，斜线的斜率比较大，表明在起初时间段

内吸水速率比较大，随着时间的增加，斜线的斜率逐

渐减小，说明试样在后段时间吸水速率逐渐减小。

在１０ｈ左右，５组试样吸水速率开始有所下降，逐渐
达到溶胀平衡，然而试样２－５在１２ｈ左右吸水率明
显开始下降，这是因为在硼酸一定的情况下，ＰＶＡ
含量较少，参加反应的单体减少，交联度降低，在达

到溶胀平衡后长时间内会出现溶解的现象，导致凝

胶吸水溶胀平衡后质量下降。其他组分在溶胀平衡

后也略显下降趋势，是因为长时间处在水中凝胶会

发生离浆的现象，即交联网络发生收缩失水而失重。

可以猜想当继续试验时，吸水曲线将会继续平缓走

下坡路线。

在图４中可以看出吸水速率最快的是试样２－
５，但是长时间内吸水凝胶却不稳定。能够达到高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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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比的是试样２－４，但是吸水速率略低一筹。而试
样２－３的吸水速率曲线可以看出试样２－３具有较
快的吸水速率和较高的溶胀平衡点，并且在较长的

时间范围内能保持稳定的状态，由此选择试样２－３
为最佳吸水凝胶。

图４　５组试样的吸水速率对比

２．２．４　不同 ＰＶＡ加入量对 ＰＶＡ水凝胶吸水率的
影响

实验二中各组分的吸水率表明，随着硼酸与

ＰＶＡ比值的增加，吸水率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这
是因为随着交联度的增加，能够容纳水的空间变多，

吸水率也随之变大。试样２－３、２－４、２－５吸水率
较高，综合吸水速率来看，由于试样２－３吸水速率
较大且相对稳定，并且吸水率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要

求，故在实验二中优选试样２－３为最佳配比。
２．２．５　不同 ＰＶＡ加入量对 ＰＶＡ水凝胶固含量的
影响

实验二中取一定质量５种配比的凝胶试样，在
烘箱中于１０２℃进行通风烘干，测５种 ＰＶＡ凝胶的
质量变化。

随着时间的增加，ＰＶＡ水凝胶也会因为失水而
失重，且前后的质量变化比较大，说明 ＰＶＡ水凝胶
的容纳水的空间比较大。实验测得结果是 ＰＶＡ水
凝胶的固含量比较低。

随着硼酸与ＰＶＡ比值的增加，其固含量整体走
势也呈现逐渐增加的状态，但可以看出配比２－３中
的固含量比较高，而配比２－１中的固含量非常低。

固含量实验的条件是在烘箱中设定１０２℃的温
度下通风烘干，烘干时间为２４ｈ，说明 ＰＶＡ水凝胶
的保水性能良好，若在常温下能够保存更长的时间，

十分适合作保水材料使用。

在实验二中从压缩性能和吸水性能两方面综合

考虑，优选试样 ２－３。这是因为试样 ２－３在
２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下，在５０％处所受的压力也达到
３０Ｎ以上，并且吸水速率也较快，吸水率也较高，重

要的是试样２－３能够长时间在水中保持稳定而不
至于溶解致使质量减小，起到良好的保水作用。所

以３％的硼酸能够形成较好的凝胶，ＰＶＡ的浓度是
９％，即ｍ（硼酸）ｍ（ＰＶＡ）＝０．３３１。
２．３　硼酸与ＰＶＡ质量比为０．１５１和０．３３１的
配方性能对比

同一试样压缩时，压缩试验速度越大，其压缩能

量越低。图５中，试样２－３在２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下
进行压缩，但是在整个压缩过程中所受的压力都大

于试样１－３在１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下所受的压力，由
此说明试样２－３的抗压强度大于试样１－３，挺度
优于试样１－３。这是因为试样２－３中硼酸与 ＰＶＡ
的比例大于试样１－３，交联度程度大，硬度和弹性
高于试样１－３。

图５　试样１－３、２－３压缩曲线对比

图６显示，试样１－３吸水速率比试样２－３吸
水速率要大得多，并且吸水率远大于试样２－３，这
是因为试样２－３中硼酸与 ＰＶＡ比例大于试样１－
３，交联度比较高，从而致使交联网络结构紧密，容纳
水的空间减少，所以导致吸水率和吸水速率都较试

样１－３低。

图６　试样１－３、２－３吸水速率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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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凝胶均是在１０２℃进行２４ｈ烘干，说明两
种凝胶的保水性能比较优越。

试样２－３的压缩强度比较高，但是其吸水速率
和吸水率很低，而试样１－３凝胶材料拥有一定的压
缩强度，并且具有极高的吸水速率和较高的吸水率。

对于保水材料来说，需要具有一定的压缩强度，但吸

水性能和保水性能是非常重要的。针对本次试验，

从保水材料的需要考虑来说，试样１－３是最佳的比
例，即ｍ（硼酸）ｍ（ＰＶＡ）＝０．１５１。
３　结论

通过研究制备硼酸和ＰＶＡ不同比例的凝胶，并
且对其进行各种性能测试，得到以下结论：

（１）ＰＶＡ一定量时，随着硼酸与 ＰＶＡ比例的增
加，混合组分的 ｐＨ值逐渐降低。硼酸定量时，其
ｐＨ值变化不大。

（２）随着硼酸与 ＰＶＡ比例的增加，在一定范围
内两者交联度增加，挺度增加，压缩强度也随之增

大。

（３）随着硼酸与 ＰＶＡ比例的增加，当 ｍ（硼
酸）ｍ（ＰＶＡ）＜０．１５１时，凝胶吸水速率会增
加，越过这一范围吸水速率会减小。两者比例越大，

交联度越高，其吸水率越低。

（４）ＰＶＡ水凝胶的吸水速率越高，对应的吸水

率越高。ＰＶＡ凝胶吸水率非常高，固含量则非常
低。若硼酸与 ＰＶＡ的比例增大，交联度增大，固含
量增加。

（５）硼酸与ＰＶＡ的比值为０．１５１时可以得到
韧性和吸水速率比较好的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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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５９铝合金热处理工艺及力学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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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瀚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陕西 榆林 ７１８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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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康永（１９８１—），男，陕西富平人，博士，榆林市瀚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从事高分子复合材料以

及金属材料研究工作。

摘　要：设置七水平三因素正交试验，以期获得较佳的７０５９铝合金热处理工艺，然后对比硬度、
力学性能、显微组织，验证采用正交试验所获得的最终热处理工艺的优越性。通过正交试验以及对

比力学性能及显微组织，得到４７０℃／３ｈ＋１２０℃／１２ｈ＋１６５℃／１０ｈ为较佳的热处理工艺。在此热
处理工艺下可将抗拉强度从挤压态的５０５ＭＰａ提升至７６１．７ＭＰａ，虽然相较于挤压态的韧性有所降
低，但此时仍有８．２％的断后伸长率和８％的断面收缩率，断裂方式也由挤压态的韧性断裂变为以韧
性断裂为主的韧脆混合断裂。经过测试，采用最终热处理工艺布氏硬度达到１９３．５ＨＢＷ，高于正交
试验中的各次结果。

关键词：７０５９铝合金；热处理工艺；正交试验；组织及性能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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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ＸＸＸ系铝合金是一种以锌为主，添加了少量
镁、铜的铝合金，具有强度高、比重小、热加工性能好

等特点［１］。７ＸＸＸ系铝合金凭借着出众的力学性
能，一举成为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不可或缺

的结构材料之一，大量应用于飞机蒙皮、机翼、舱壁

等领域。同时，现代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

７ＸＸＸ系铝合金在汽车轮毂中的使用成为不可或缺
的材料。因此，目前对于７ＸＸＸ系铝合金性能的优
化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提高材料的力学性能有改善合金成分、热处理、

加工硬化等方法。改善合金成分通常的做法是向其

中加入铈、铷、铒等稀土元素，以改善其晶粒大小及

析出物形态，从而提高材料的性能［２］。加工硬化是

对材料施加外力，使其表面产生塑性变形，从而使材

料的硬度得到提高，但韧性会下降［３］。热处理的方

法是通过将材料加热、保温、冷却使其内部组织形态

发生改变，借此来提高材料的综合性能［４］。

通过研究利用热处理的手段提高７０５９铝合金
的力学性能，以期获得一种较佳的７０５９铝合金热处
理工艺。

１　实验方法
１．１　正交试验的设计

决定设计七因素三水平的正交试验，在因素 Ａ
固溶温度下设置３个水平，分别为４５０℃，４６０℃，
４７０℃；在因素Ｂ固溶时间下设置３个水平，分别为
１ｈ，２ｈ，３ｈ；在因素 Ｃ一级时效温度下设置３个水
平，分别为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０℃；在因素Ｄ一级时效
时间下设置３个水平，分别为８ｈ，１０ｈ，１２ｈ；在因素
Ｅ二级时效温度下设置 ３个水平，分别为 ０℃，
１５５℃，１６５℃；在因素Ｆ二级时效时间下设置３个水
平，分别为８ｈ，１０ｈ，１２ｈ；因素Ｇ为空列，正交试验如
表１所示。

设置因素Ｇ空列是为了判断随机误差对试验
的影响，倘若空列对试验结果超过另一因素，则说明

影响因子低于空列的因素对试验结果无影响或者试

验过程中出了其他问题，本次试验结果是无效的。

在因素 Ｅ二级时效温度的水平设置时加入０℃是
为了考查单级时效和双级时效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当因素Ｅ为０℃时，认为合金的热处理工艺为固溶
和单级时效，而当因素 Ｅ不为０℃时，则认为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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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处理工艺为固溶和双级时效。由于本次试验目

的在于获得一种较佳的７０５９铝合金热处理工艺，故
选择硬度作为正交试验的指标。

表１　正交试验表

编号 固溶温度／℃ 固溶时间／ｈ 一级时效温度／℃ 一级时效时间／ｈ二级时效温度／℃ 二级时效时间／ｈ 空列

试验１ ４５０ １ １００ ８ ０ ８ １
试验２ ４５０ ２ １１０ １０ １５５ １０ ２
试验３ ４５０ ３ １２０ １２ １６５ １２ ３
试验４ ４６０ １ １００ １０ １５５ １２ ３
试验５ ４６０ ２ １１０ １２ １６５ ８ １
试验６ ４６０ ３ １２０ ８ ０ １０ ２
试验７ ４７０ １ １１０ ８ １６５ １０ ３
试验８ ４７０ ２ １２０ １０ ０ １２ １
试验９ ４７０ ３ １００ １２ １５５ ８ ２
试验１０ ４５０ １ １２０ １２ １５５ １０ １
试验１１ ４５０ ２ １００ ８ １６５ １２ ２
试验１２ ４５０ ３ １１０ １０ ０ ８ ３
试验１３ ４６０ １ １１０ １２ ０ １２ ２
试验１４ ４６０ ２ １２０ ８ １５５ ８ ３
试验１５ ４６０ ３ １００ １０ １６５ １０ １
试验１６ ４７０ １ １２０ １０ １６５ ８ ２
试验１７ ４７０ ２ １００ １２ ０ １０ ３
试验１８ ４７０ ３ １１０ ８ １５５ １２ １

１．２　正交试验的热处理
在固溶处理前，需要对热挤压得到的铝棒进行

加工。经过挤压后所获得的铝合金棒材带有一定的

弧度，需要通过一些手段对其进行矫直后，才能进行

下一步加工，故先对其进行矫直。矫直后的铝棒需

要切割成小短棒进行正交试验，由于７０５９铝合金属
于超硬铝，而且接下来的试验需要对其进行硬度测

试，需要两端平行，故采用线切割的方法对铝合金棒

材进行加工，将其切割成１９个 Ф１５ｍｍ×１５ｍｍ小
圆柱，按照正交试验表标１～１８号，剩余的一个标记
为０号不做热处理。

合金的固溶处理采用南京宝都仪器有限公司生

产的ＳＸ２－４－１０热处理炉，工作尺寸为３０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１２０ｍｍ，额定电压为２２０Ｖ，功率为４ＫＷ。
为了缩短试验时间，减少能源消耗，采取分批取件的

方法进行热处理，即将相同固溶温度的试样放入同

一热处理炉中，当固溶时间达到１ｈ时，打开炉门，
将该温度下固溶１ｈ的试样迅速取出后关闭炉门继
续进行更长时间的固溶处理。为了方便取件，固溶

处理时试样在炉内的摆放顺序如表２所示。
表２　固溶处理时试样在炉内的摆放顺序

１号热处理炉

４５０℃

２号热处理炉

４６０℃

３号热处理炉

４７０℃

炉底 ３ｈ取出 ３号、１２号试样 ６号、１５号试样 ９号、１８号试样
２ｈ取出 ２号、１１号试样 ５号、１４号试样 ８号、１７号试样

炉门 １ｈ取出 １号、１０号试样 ４号、１３号试样 ７号、１６号试样

　　每次从炉中取件后迅速将试样浸入水中进行淬
火，注意淬火转移时间要尽可能少，最好不要超过５ｓ。

对合金的固溶处理完成后，接下来进行时效处

理。时效处理依旧使用的是南京宝都仪器有限公司

生产的ＳＸ２－４－１０热处理炉，同样采用分批取件的
方法进行热处理。为了方便取件，进行一级时效处理

时试样在炉内的摆放顺序如表３所示，二级时效时试
样在炉内的摆放顺序如表４所示。

表３　一级时效处理时试样在炉内的摆放顺序

１号热处理炉

１００℃

２号热处理炉

１１０℃

３号热处理炉

１２０℃

炉底 １２ｈ取出 ９号、１７号试样 ５号、１３号试样 ３号、１０号试样
１０ｈ取出 ４号、１５号试样 ２号、１２号试样 ８号、１６号试样

炉门 ８ｈ取出 １号、１１号试样 ７号、１８号试样 ６号、１４号试样

表４　二级时效处理时试样在炉内的摆放顺序

１号热处理炉

０℃

２号热处理炉

１５５℃

３号热处理炉

１６５℃

炉底 １２ｈ取出 ８号、１３号试样 ４号、１８号试样 ３号、１１号试样
１０ｈ取出 ６号、１７号试样 ２号、１０号试样 ７号、１５号试样

炉门 ８ｈ取出 １号、１２号试样 ９号、１４号试样 ５号、１６号试样

１．３　正交试验的硬度测试
采用布氏硬度法测量其硬度。布氏硬度采用

５７３型布氏硬度试验机，操作规程按照表５布氏硬
度试验规程进行。

由于材料采用线切割的切割方法，试样两端较

为平行且平整，故不需要对试样做进一步的加工便

可打硬度。根据布氏硬度试验规程，可以得出本次

试验应采用的压头直径为１０ｍｍ，载荷为１０００ｋｇｆ，
加荷时间为３０ｓ。在每个试样上选取相隔较远的３
个点进行测试，之后利用显微镜量取压痕直径，试验

后的压痕直径应在０．２Ｄ＜ｄ＜０．６Ｄ范围内，否则该
点无效。根据压痕直径由式（１）计算布氏硬度。

ＨＢ＝ ２Ｐ
πＤ（Ｄ－ Ｄ２－ｄ槡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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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为载荷，ｋｇｆ；Ｄ为钢球直径，ｍｍ；ｄ为压痕直
径，ｍｍ。

表５　布氏硬度试验规程

材料
ＨＢ范围

／（ｋｇｆ／ｍｍ２）

试样厚度

／ｍｍ
Ｐ／Ｄ２

钢球直

径Ｄ／ｍｍ
载荷Ｐ／ｋｇｆ

加荷

时间／ｓ

黑

色

金

属

１４０～１５０ ＞６ ３０ １０ ３０００ １０

３～６ ５ ７５０

＜３ ２．５ １８７．５

＜１４０ ＞６ ３０ １０ ３０００ ３０

３～６ ５ ７５０

＜３ ２．５ １８７．５

有

色

金

属

３１．８～１３０ ＞６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３０

３～６ ５ ２５０

＜３ ２．５ ６２．５

８～３５ ＞６ ２．５ １０ ２５０ ６０

３～６ ５ ６２．５

＜３ ２．５ １５．６

１．４　正交试验的数据处理
根据布氏硬度先计算 Ｋｉ值，Ｋｉ为同一水平之

和，其中ｉ＝１，２，３，然后计算各因素同一水平的平均
值珔Ｋｉ。之后根据式（２）计算各因素的极差Ｒ，Ｒ表示
该因素在其取值范围内试验指标变化的幅度。

Ｒ＝ｍａｘ（珔Ｋｉ）－ｍｉｎ（珔Ｋｉ） （２）
根据极差Ｒ的大小，可以判断因素的主次影响

顺序。Ｒ越大，表示该因素的水平变化对试验指标
的影响越大，因素越重要，反之则越不重要，这时可

以做因素与指标趋势图，帮助分析出指标与各因素

水平波动的关系。然后根据各因素各水平的平均值

确定优水平，进而选出优组合。依据正交试验选出

优组合后，根据得到的热处理工艺对挤压态的棒材

进行热处理。

１．５　拉伸性能测试
对热处理后的材料进行矫直并线切割成拉伸试

棒，拉伸试棒尺寸如图１所示。拉伸试验在拉伸试验
机上进行，拉伸时加载应变速率为２ｍｍ／ｍｉｎ，整个试
验过程严格按操作流程进行操作。

图１　试验所用拉伸试棒尺寸图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布氏硬度的测试

根据正交试验表对试样进行热处理后，在每个

试样上相隔较远的地方打３次布氏硬度，以保证结
果准确。之后需对压痕直径进行测量并计算，测量

数据及布氏硬度值如表６所示。
表６　布氏硬度试验数据

编号
直径１

／ｍｍ

直径２

／ｍｍ

直径３

／ｍｍ

硬度１

／ＨＢ

硬度２

／ＨＢ

硬度３

／ＨＢ

平均硬度

／ＨＢ
试验１ ３．４４ ３．２３ ３．３４ １０４．３１２１１８．７７０１１０．８５７１１１．３１３
试验２ ２．９２ ３．０５ ２．８８ １４６．０７５１３３．６７０１５０．２５４１４３．３１３
试验３ ２．７４ ２．６３ ２．８２ １６６．３４８１８０．８３７１５６．８５９１６８．０１４
试验４ ２．９４ ３．００ ２．９９ １４４．０４９１３８．２１３１３９．１６１１４０．４７５
试验５ ２．５７ ２．７５ ２．６６ １８９．５３４１６５．１１７１７６．７０６１７７．１１９
试验６ ２．７７ ２．７６ ２．７７ １６２．６９３１６３．８９８１６２．６９３１６３．０９５
试验７ ２．６９ ２．８７ ２．６６ １７２．７１４１５１．３２６１７６．７０６１６６．９１５
试验８ ２．５８ ２．７９ ２．６６ １８８．０４３１６０．３２２１７４．０３０１７４．１３１
试验９ ２．７１ ２．６３ ２．６８ １７０．１２５１８０．８３７１７４．０３０１７４．９９７
试验１０２．８４ ２．８１ ２．７４ １５４．６１１１５８．００１１６６．３４８１５９．６５３
试验１１２．８１ ２．９０ ２．８３ １５８．００１１４８．１４３１５５．７２９１５３．９５７
试验１２２．９５ ２．９１ ２．９０ １４３．０５２１４７．１０４１４８．１４３１４６．１００
试验１３２．６９ ２．９５ ２．８２ １７２．７１４１４３．０５２１５６．８５９１５７．５４１
试验１４２．７６ ２．５４ ２．８９ １６３．８９８１９４．１１６１４９．１９３１６９．０６９
试验１５２．７２ ２．５５ ２．５９ １６８．８５２１９２．５７１１８６．５６８１８２．６６４
试验１６２．４９ ２．５４ ２．８７ ２０２．１２４１９４．１１６１５１．３２６１８２．５２２
试验１７２．７５ ２．４６ ２．６６ １６５．１１７２０７．１６４１７６．７０６１８２．９９６
试验１８２．４８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０３．７８４１８５．１１０１８５．１１０１９１．３３５

２．２　正交试验的极差分析
在得到各组试验的布氏硬度后，利用极差分析

正交试验数据，先判断各因素的主次水平，然后得出

各个因素的优水平，所有因素的优水平组合即为优

组合，这样就通过正交试验得到了一个７０５９铝合金
的热处理工艺，计算结果如表７所示。

为更好地分析试验数据，将其绘制成因素与指

标趋势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因素与指标趋势图

倘若某一因素对试验结果无影响，则该因素的

不同水平的硬度值应相等，若对试验结果有影响，则

其不同水平下的硬度便不同，而且该因素对试验结

果的影响越大，则每个水平下的硬度差别也越大。

从表７中可以看出，固溶温度的极差 Ｒ最大，也就
是固溶温度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最大，根据极差 Ｒ的
大小排出各因素的主次水平：固溶温度 ＞固溶时间
＞二级时效温度＞一级时效温度＞一级时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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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时效温度。

在同一因素下，不同的水平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不同，选择该水平下硬度最高的即为优水平，根据图

２，选出各因素下的优水平为 Ａ３Ｂ３Ｃ３Ｄ３Ｅ３Ｆ２，即固
溶温度４７０℃，固溶时间３ｈ；一级时效温度１２０℃，

一级时效时间１２ｈ；二级时效温度１６５℃，二级时效
时间１０ｈ。这样，就得到７０５９铝合金的最终热处理
工艺为固溶４７０℃／３ｈ＋一级时效１２０℃／１２ｈ＋二
级时效１６５℃／１０ｈ。

表７　正交试验数据处理

固溶温度 固溶时间 一级时效温度 一级时效时间 二级时效温度 二级时效时间 空列

Ｋ１ ８８２．３５１ ９１８．４２０ ９４６．４０２ ９５５．６８５ ９３５．１７６ ９６１．１２１ ９９６．２１６
Ｋ２ ９８９．９６３ １０００．５８６ ９８２．３２３ ９６９．２０５ ９７８．８４２ ９９８．６３６ ９７５．４２６
Ｋ３ １０７２．８９７ １０２６．２０５ １０１６．４８５ １０２０．３２１ １０３１．１９２ ９８５．４５４ ９７３．５６９
珔Ｋ１ １４７．０５８ １５３．０７０ １５７．７３４ １５９．２８１ １５５．８６３ １６０．１８７ １６６．０３６
珔Ｋ２ １６４．９９１ １６６．７６４ １６３．７２１ １６１．５３４ １６３．１４０ １６６．４３９ １６２．５７１
珔Ｋ３ １７８．８１６ １７１．０３４ １６９．４１４ １７０．０５４ １７１．８６５ １６４．２４２ １６２．２６２
极差Ｒ ３１．７５８ １７．９６４ １１．６８１ １０．７７３ １６．００３ ６．２５３ ３．７７４

２．３　布氏硬度的对比
对采用最终热处理工艺的试样（编号为１９）进

行硬度测试，并与正交试验中的布氏硬度做对比，如

图３所示。由图可见采用最终热处理工艺得到的试
样在硬度方面均高于正交试验中的组合。

２．４　力学性能的对比
力学性能测试结果如表８所示。挤压态第三个

拉伸试棒在试验过程中被损坏，故无试验数据。

　　从试验结果看，经过热处理后和挤压态相比其
抗拉强度提高了２５６．６６７ＭＰａ，达５０．８２５％之多，但
断后伸长率和断面收缩率均有所降低，考虑到

７ＸＸＸ系铝合金的用途，这些瑕疵是可以接受的。
值得一提的是，挤压态的拉伸试棒的断口是沿４５°

方向斜断，如图４所示。热处理态的拉伸试棒的断
口是杯状断口，如图５所示。

图３　因素与指标趋势图

表８　力学性能

编号 原始标距Ｌ０／ｍｍ 原始直径Ａ０ 断后标距Ｌｈ／ｍｍ 断后直径Ａ１ 抗拉强度Ｒｍ／ＭＰａ断后伸长率Ａ／％ 断面收缩率Ｚ／％

热

挤

压

态

１ ３５ ７．９３ ３９．６８ ７．３ ４９０ １３．５ １５．５

２ ３５ ７．８６ ３９．６８ ７．３４ ５２０ １３．５ １３

３ ３５ ７．８ － － － － －

平均值 ５０５ １３．５ １４．２５

热

处

理

态

４ ３５ ８．０４ ３７．６ ７．８ ７６０ ７．５ ６

５ ３５ ８．０４ ３９．６ ７．６６ ７５５ １３ ９

６ ３５ ８．０４ ３６．４４ ７．６６ ７７０ ４ ９

平均值 ７６１．６６７ ８．１６７ ８

图４　挤压态的拉伸试棒的断口

２．５　铸态与挤压态显微组织的对比
图６所示为７０５９铝合金铸锭经挤压后得到的

挤压态棒材，从图中可以看出棒材表面光滑，无挤压

裂纹、气泡起皮、麻面等热挤压缺陷。

图７为７０５９铝合金铸态及挤压态２００倍金相
显微组织照片。图７ａ为７０５９铝合金铸态组织，从

图中可以看出７０５９铝合金的铸态组织为树枝晶，其
中明亮的地区为 Ａｌ基体，呈树枝状，而较暗的沿晶
界分布着的是其他亚共晶组织。

图５　热处理态的拉伸试棒的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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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ｂ为７０５９铝合金挤压态垂直于挤压方向的
组织，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挤压后枝晶破碎，晶粒变

得细小，而且由于合金的塑性流动，铸造中可能会存

在的孔洞类缺陷会被焊合，使得材料变得更加致密，

可以预见合金的挤压态力学性能相比铸态力学性能

有较大的提升［５］。

图６　通过热挤压得到的铝合金棒材图
图７ｃ为 ７０５９铝合金挤压态沿挤压方向的组

织，从图中可以看出，组织由于被挤压的原因而呈现

条带状，因此预测其力学性能会展现出各向异性。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也证实了这些观点［６］，７０５９
铝合金铸态时的抗拉强度为２０３ＭＰａ，而经过热挤
压后，其抗拉强度可以达到４１２ＭＰａ，其断后伸长率
也会由３．１％提升至８．５％。由此可见，微观组织决
定材料的力学性能，而力学性能的好坏也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预示着微观组织的好坏，力学性能和微观

组织密不可分［７］。

ａ．铸态组织；ｂ．垂直于挤压方向组织；ｃ．沿挤压方向组织

图７　铸态及挤压态的７０５９铝合金组织照片

２．６　最终热处理组织与正交试验组织的对比
图８为５００倍金相显微镜镜下的组织照片。
图８ａ中，在经过４５０℃／１ｈ固溶 ＋１００℃／８ｈ

时效后，第二相大量析出，但第二相较为粗大，且大

量分布于晶界上。图８ｂ中，在经４５０℃／２ｈ固溶＋
１１０℃／１０ｈ＋１５５℃／１０ｈ时效处理后，析出第二相
数量相对减少，但在晶界上析出的数目也减少，有相

当多的第二相在内部析出。图８ｃ中，经４７０℃／３ｈ
固溶＋１２０℃／１２ｈ＋１６５℃／１０ｈ时效后，几乎没有
粗大的第二相析出，第二相都均匀细小地在整个基

体上分布着。

ａ．４５０℃／１ｈ固溶 ＋１００℃／８ｈ时效；ｂ．４５０℃／２ｈ固溶 ＋

１１０℃／１０ｈ＋１５５℃／１０ｈ时效；ｃ．４７０℃／３ｈ固溶 ＋１２０℃／

１２ｈ＋１６５℃／１０ｈ时效

图８　７０５９铝合金热处理组织照片

对比图８ａ和图８ｂ不难看出，７ＸＸＸ系铝合金
单级时效生成沿晶界分布的链状质点，在二级时效

后会被打断并团聚成球状；对比图８ｂ和图８ｃ可以
得到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及保温时间的延长，可以

使原本的第二相充分溶入基体中，之后会得到细小

而弥散的组织。

２．７　扫描电子显微镜组织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挤压态断口和热处理

态断口的不同。图９为不同放大倍数下铸态７０５９
铝合金拉伸试棒断口形貌。可以看到在挤压态拉伸

试棒断口照片上有大量的韧窝存在，而且铸锭在经

过挤压后晶粒平行于挤压方向分布，使得合金呈现

一定的各向异性，表现出剪切断裂的特征，有一定塑

性断裂的特征，为韧性断裂［８］。

ａ．５００倍下断口形貌；ｂ．１５００倍下断口形貌

图９　７０５９铝合金挤压态断口形貌

图１０为热处理后７０５９铝合金拉伸试棒断口形
貌。经热处理后由于强度极大提升，使得塑性锐减，

从显微组织上也可看到冰糖状和河流花样，有解理

断裂、沿晶断裂的痕迹［９］。此外，显微组织上也可

以看到一些韧窝，虽然在数量上不及挤压态组织，但

也表现出一定塑性断裂。综合以上分析，认为热处

理后的合金断裂方式为以韧性断裂为主的韧脆混合

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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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通过正交试验可以判断出对７０５９铝合金

硬度影响最大的因素为固溶温度，其次为固溶时间、

二级时效温度、一级时效温度、一级时效时间、二级

时效温度。

（２）通过正交试验得到了一个较好的７０５９铝
合金热处理工艺，即 ４７０℃／３ｈ＋１２０℃／１２ｈ＋
１６５℃／１０ｈ。在此热处理工艺下可将抗拉强度从
挤压态的 ５０５ＭＰａ提升至 ７６１．７ＭＰａ，此时仍有
８．２％的断后伸长率和８％的断面收缩率，断裂方式
由韧性断裂变为以韧性断裂为主的韧脆混合断裂。

ａ．５００倍下断口形貌；ｂ．１５００倍下断口形貌，河流花样；ｃ．１５００

倍下断口形貌，冰糖状

图１０　７０５９铝合金热处理态断口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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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掺杂煤系高岭土介孔材料的合成及催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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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究工作。

摘　要：以煤系高岭土为硅源，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ＣＴＡＢ）为模板剂，水热合成得到介孔材
料，并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和 Ｎ２吸附脱附等测试手段对产物进
行表征。结果表明，合成的介孔材料骨架上具有Ｓｉ—Ｏ，Ｓｉ—ＯＨ和Ｓｉ—Ｏ—Ｓｉ等介孔材料特征结构，
材料 ＢＥＴ比表面积为 ７３４．８６ｍ２／ｇ，孔径分布在３．６ｎｍ处出现峰值；Ｍｎ／Ｌａ－ＭＣＭ－４１在３００℃脱
硝温度下，掺杂比例为０．０４、包覆比例为０．２５时，脱硝效率最高达到８８．９％。

关键词：煤系高岭土；介孔材料；特征结构；孔径分布；脱硝温度；包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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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ｘ是大气污染源之一，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很大
的威胁，近些年来，在烟气脱氮方面人们做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１］。用煤系高岭土制备无定型 ＳｉＯ２活性
高、价格低廉、催化活性高、氧化能力强、反应过程中

化学稳定性强，成为研究最广泛的光催化剂之

一［２－５］。但要使光催化效果良好需要巨大的表面积

提供反应机会，如果只通过使 ＳｉＯ２颗粒变小来达到
目的很困难，且代价昂贵。解决此问题一方面可以通

过在介孔材料中掺杂或者吸附 ＳｉＯ２来实现
［６－７］，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备介孔ＳｉＯ２材料来解决。本课题
通过掺杂和吸附方式在以煤系高岭土为原料制备的

介孔材料中引入过渡族金属元素，对其吸附性能进行

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原料

煤系高岭土：由榆林某煤矿高岭土分厂提供；十

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ＣＴＡＢ）、硝酸镧、硝酸钕、乙
酸锰、硝酸铁：分析纯，上海润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氨水：化学纯，无锡市亚盛化工有限公司；浓硫酸：化

学纯，烟台市双双化工有限公司；氢氧化钠：分析纯，

上海彤昆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ＺＣＦ－２型反应釜：威海市正威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ＨＪ－６Ａ型六联数显控温磁力搅拌器：江苏金坛
市金城国胜实验仪器厂；ＪＨ３１２０型烟气分析仪：江
苏崂应技术有限公司；ＤＸ－２７００型 Ｘ射线衍射仪
（ＸＲＤ）：丹东衍射集团；３Ｈ－２０００ＰＳ２型比表面及
孔径分析仪：美国麦克仪器公司；Ｓ－３４００Ｎ型扫描
电子显微镜（ＳＥＭ）：日立公司；ＥＸ－２５０型能谱仪：
ＨＯＲＩＢＡ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前驱体制备

煤系高岭土经 ８００℃煅烧 １２ｈ（升温速率
１０℃／ｍｉｎ），过３００目筛，然后与２．５～３ｍｏｌ／Ｌ硫
酸溶液混合，磁力搅拌５ｈ，于９５℃恒温水浴锅中反
应６ｈ。反应物经０．５ｍｏｌ／Ｌ稀硫酸洗涤、蒸馏水洗
涤，离心分离，干燥后得到制备介孔材料的前驱体。

１．３．２　空白样的制备
将制备好的前驱体和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氢氧化钠以及蒸馏水按１０．１３５０．３１５０的摩
尔比混合，磁力搅拌 １ｈ，移入全密封反应釜中，于
１１０℃反应２４ｈ，搅拌速度２００ｒ／ｍｉｎ，静置过夜，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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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水洗涤至中性，过滤，１１０℃干燥１０ｈ，５５０℃煅烧
６ｈ去除模板剂，得到空白样的介孔材料。
１．３．３　稀土掺杂ＭＣＭ－４１的制备

前驱体和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蒸馏水以及

硝酸铜按１０．１３５１５０Ｘ（其中Ｘ＝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４，０．０６，０．０８）的摩尔比制备掺杂 Ｌａ２＋离子的介
孔材料。

将制得的样品和乙酸锰、硝酸铁分别按 １
０．１０，１０．１５，１０．２５，１０．３５，１０．４５的质量
比，制备不同比例的 Ｍｎ／Ｌａ－ＭＣＭ－４１和 Ｆｅ／Ｌａ－
ＭＣＭ－４１。

取制备效果较好的比例，换单一包覆为复合包

覆，按照ＭｎＦｅ分别为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１的比例，制备共包覆／Ｌａ－ＭＣＭ－４１。
１．３．４　样品表征

用ＤＸ－２７００型 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分析煤
系高岭土煅烧前后物相以及 ＭＣＭ－４１，Ｃｕ－ＭＣＭ
－４１，Ｍｎ／Ｃｕ－ＭＣＭ－４１，Ｌａ－Ｍｎ／Ｃｕ－ＭＣＭ－４１。
用３Ｈ－２０００ＰＳ２型比表面及孔径分析仪测定样品
的吸附曲线，根据 ＢＥＴ公式计算样品比表面积，样
品孔径按照ＢＪＨ法测定，孔容按ＢＥＴ方程计算。用
Ｓ－３４００Ｎ型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观察样品的形
貌，用ＥＸ－２５０型能谱仪对样品进行表征。
１．３．５　催化活性评价

采用脱硝仪器模拟烟气组成，根据反应前后氮

氧化物浓度的变化表征脱硝效率，用以评价催化活

性。ＮＯｘ转化率作为催化剂活性的评价指标。

ＮＯｘ转化率＝
反应前ＮＯｘ浓度－反应后ＮＯｘ浓度

反应前ＮＯｘ浓度
×１０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ＭＣＭ－４１的ＳＥＭ分析

图１是 ＭＣＭ－４１（空白样）的表面及放大的
ＳＥＭ图，由图１ｂ可以看到孔径比较大的小孔，根据
氮气吸附图可知小孔中隐藏了无数纳米级的连通与

非连通的孔道，使得介孔材料拥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和

吸附容量，也给包覆提供了前提条件。

ａ．介孔材料外观； ｂ．介孔材料细节
图１　ＭＣＭ－４１的ＳＥＭ图

２．２　ＭＣＭ－４１ＸＲＤ分析
图２是空白样的 ＸＲＤ图，图中没有强峰，可知

图中反映出的是无定形二氧化硅。无定形二氧化硅

只有在小角度衍射下才能被检测出，实验的衍射角

为１０°～９０°，所以显示不出，从侧面也证明了高岭
土酸浸之后所得到的二氧化硅确实为实验所需的无

定型二氧化硅，所用原料正确。

图２　ＭＣＭ－４１的ＸＲＤ图谱

２．３　ＭＣＭ－４１红外分析
图３是 ＭＣＭ－４１样品的 ＦＴ－ＩＲ谱图。图中

出现了明显的吸收谱带，分别是表征 Ｓｉ－ＯＨ振动
的９５８ｃｍ－１谱带、Ａｌ－Ｏ－Ｓｉ振动的７７５．７２ｃｍ－１谱
带和Ｓｉ－Ｏ伸缩振动的１１１４．６６ｃｍ－１谱带。另外还
出现了４６０．３９ｃｍ－１谱带表征 Ｓｉ－Ｏ弯曲振动。试
样的ＦＴ－ＩＲ谱图与文献研究结果相似，说明试样
ＭＣＭ－４１系介孔材料，且孔壁有一定的无定形性。

图３　ＭＣＭ－４１的红外谱图

２．４　ＭＣＭ－４１能谱分析
图４为 ＭＣＭ－４１的能谱图。由图可知，介孔

材料的主要组分为 ＳｉＯ２，含量较少的峰是 Ａｌ２Ｏ３可
以忽略，这是由于煤系高岭土在酸浸取过程中所含

杂质没有完全去除的缘故。

２．５　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的ＳＥＭ分析
图５是 Ｎｄ－ＭＣＭ－４１的 ＳＥＭ图，由图可见，

介孔材料表面及其内部有许多小颗粒附着在表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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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根据能谱图推测，那些小颗粒可能是未掺入的

Ｎｄ，如果掺杂的是稀土金属化合物硝酸镧，这些小
颗粒便是未掺入的Ｌａ。

图４　ＭＣＭ－４１能谱

ａ．Ｎｄ－－ＭＣＭ－４１外观； ｂ．Ｎｄ－ＭＣＭ－４１内部

图５　Ｎｄ－ＭＣＭ－４１的ＳＥＭ图

２．６　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Ｘ衍射分析
图６为空白样与０．０４Ｎｄ掺杂介孔材料对比，

掺杂过后明显出现峰值的变化，经过分析八强峰并

与ＰＤＦ卡片对比可知所出现的峰为 Ｎｄ氧化物，说
明稀土金属钕已成功掺入。之后的掺杂镧以及包覆

锰，铁和锰铁共包覆分析结果类似，并都成功掺杂或

包覆于空白样中，因此后面不做表述。

图６　空白样与０．０４Ｎｄ掺杂介孔材料对比

２．７　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红外分析
稀土掺杂的介孔材料红外谱图见图７。掺杂前

后在５００ｃｍ－１到１０００ｃｍ－１的谱带范围发生明显变
化，谱带范围符合Ｌａ，Ｎｄ伸缩以及弯曲振动谱带振

动范围。

２．８　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能谱分析
图８是掺杂钕的介孔材料，由图可知，ＳｉＯ２还

是介孔材料的主要组分，但可以看到掺杂进去的钕，

说明确实有稀土金属掺入进去。

图７　稀土掺杂的介孔材料红外谱图

图８　Ｎｄ－ＭＣＭ－４１能谱

２．９　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氮气吸附
图９为０．０４Ｎｄ掺杂的介孔材料低温 Ｎ２吸附

脱附等温线。从图中容易看出在低分压段，吸附量

随着Ｐｓ／Ｐ０的增加而缓慢增加，在 Ｐｓ／Ｐ０为０．３～
０．５吸附量迅速增加，表明样品内存在介孔结构且有
较均匀的孔径，原因是 Ｎ２在小孔内产生毛细管凝
聚。试样０．０４Ｎｄ－ＭＣＭ－４１孔径分布曲线显示所
测样品的孔径范围比较集中且均在介孔范围。计算

试样的比表面积为 ７３４．８６ｍ２／ｇ，孔径分布在
３．６ｎｍ出现峰值，孔容为０．７２５ｃｍ３／ｇ。

比较掺杂其他摩尔量的Ｎｄ－ＭＣＭ－４１的比表面
积、孔径、孔容数据（如表１所示），可知不掺杂的样品
比表面积最高，孔径最小，孔容最大。掺杂摩尔量越

多，比表面积越小。由于稀土金属具有改性作用，即使

孔容未达到最佳状态，脱硝效率也可达到最高。

２．１０　Ｍｎ／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的ＳＥＭ分析
图１０为Ｍｎ／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的外观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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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ＳＥＭ图，可见介孔材料表面及内部仍存在小颗
粒状的物质附着在大颗粒表面，根据能谱图及实验

材料推测，那些小颗粒是未掺入的Ｍｎ。

图９　０．０４Ｎｄ－ＭＣＭ－４１的Ｎ２吸附脱附等温曲线

表１　Ｎｄ－ＭＣＭ－４１的Ｎ２吸附数据

掺杂Ｎｄ的量

／ｍｏｌ

比表面积

／（ｍ２／ｇ）
孔径／ｎｍ

孔容

／（ｃｍ－３／ｇ）

０．００ ７５５．３４ ３．２１ ０．７４７

０．０２ ７４１．０７ ３．４２ ０．７２９

０．０４ ７３４．８６ ３．６１ ０．７２５

０．０６ ６１２．１０ ４．９２ ０．６０７

０．０８ ４６２．３２ ３．４５ ０．４２３

ａ．外观 ｂ．细节

图１０　Ｍｎ／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的ＳＥＭ图

２．１１　Ｍｎ／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能谱分析
由于包覆量远比掺杂量多，除了从能谱图１１中

可以看出有成功掺杂的稀土金属钕，根据ＸＲＤ图也
可看出包覆的过渡金属锰已成功包覆进去。

图１１　Ｍｎ／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能谱

２．１２　共包覆／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ＳＥＭ分析
图１２为共包覆／稀土金属 －ＭＣＭ－４１的外观

与内部ＳＥＭ图，可见介孔材料表面及内部与前面电
镜照片一样，都存在小颗粒状的物质附着在大颗粒

表面，根据能谱图及实验材料推测，那些小颗粒是未

掺入的Ｍｎ和Ｆｅ，可见想要完全掺入有待改善实验
方案。

ａ．共包覆催化材料表面 ｂ．共包覆催化内材料部

图１２　共包覆／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的ＳＥＭ图

２．１３　共包覆／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能谱分析
图１３是共包覆／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能谱，从

能谱图中可以看出催化材料中除了有掺杂的钕外，

包覆的Ｍｎ和Ｆｅ也已成功包覆于其中。
２．１４　脱硝实验

脱硝实验空速设定为 ５０００ｈ－１，未考虑空速对
脱硝效率的影响，采用稀土金属钕作为研究对象。

２．１４．１　定温催化效率
催化效率测定温度恒定在 ２５０℃，由图 １４可

知，稀土金属掺杂比为０．０４时催化效率最高；锰的
包覆比为０．２５时催化效率最高，达到８５．９％。另
外，稀土金属作为改性材料加入到催化材料中对催

化效率起到促进作用，但随着掺杂量的增多促进作

用减弱。从图中看出随着锰含量的增加催化效率先

快速上升后又缓慢下降，可以推断随着 Ｍｎ包覆量
的增多介孔材料的孔内逐渐吸附更多的催化剂，但

是达到一定程度后，孔容量越来越小，最终使整个孔

的表面积下降，当催化剂把小孔填满时催化效率必

达到最低点。

图１３　共包覆／稀土金属－ＭＣＭ－４１能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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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Ｍｎ包覆量对脱硝效率的影响

２．１４．２　温度对催化效率的影响
取催化效率最高的催化材料（掺杂比例０．０４，

包覆比例０．２５）来研究温度对脱硝催化剂脱硝效率
的影响。可知 ＳＣＲ低温脱硝催化剂确实降低了传
统脱硝的温度，且随着温度的上升脱硝效率先明显

上升后又缓慢下降，温度在３００℃时催化效率最高，
达到了８８．９％。
２．１４．３　空速对催化效率的影响

随着空速的增加脱硝效率逐渐降低。随着空速

的增加，模拟烟气的流速加快，烟气与催化剂作用时

间缩短，从而降低了催化效率。

２．１４．４　不同掺杂与包覆对催化效率的影响
不同稀土金属掺杂对脱硝效率的影响，总体来说

稀土金属镧与钕都能提高脱硝效率，镧对脱硝催化材

料的改性效果比钕好，但是催化效率没有提升很多。

单包覆Ｍｎ，Ｆｅ和共包覆催化材料的对比实验
条件：温度２５０℃，空速５０００ｈ－１，掺杂０．０４钕，包覆
比例为０．２５。其中单包覆Ｍｎ的脱硝效率为８５．９％，

单包覆Ｆｅ的脱硝效率为７４．６％。由共包覆的情况
可知锰的掺杂比例越多催化效率越高，催化效果最

好的是过渡金属锰。

３　结论
温度１１０℃，ｐＨ１０～１１条件下合成介孔材料，

样品材料ＢＥＴ比表面积为７３４．８６ｍ２／ｇ，孔径分布在
３．６ｎｍ处出现峰值。掺 Ｍｎ催化剂样品中，Ｍｎ／
Ｌａ－ＭＣＭ－４１在 ３００℃脱硝温度下，掺杂比例为
０．０４、包覆比例为 ０．２５时，脱硝效率最高达到
８８．９％。掺杂稀土金属镧的改性效果要比稀土金属
钕效果好。单独包覆Ｍｎ的催化效率高于单独包覆
Ｆｅ，略高于共包覆锰和铁的催化材料。催化材料的
催化温度最佳为３００℃，空速越高催化效率越低。

参考文献：

［１］于千．国内外 ＳＣＲ催化剂应用概述［Ｊ］．应用化工，
２０１０，３９（６）：９２１－９２４．

［２］唐靖炎，张韬．中国煤系高岭土加工利用现状与发展
［Ｊ］．新材料产业，２００９（３）：６０－６３．

［３］ＫｏｐｅｒＯ，ＬｕｃａｓＥ，ＫｌａｂｕｎｄｅＫＪ．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ａｌｓｋ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ｎ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ｕｌｆｕｒｍｕｓｔａｒｄａｎｄｎｅｒｖｅａ
ｇ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４（１）：
５９－７０．

［４］谷林茂，刘晓芳．介孔材料的研究进展［Ｊ］．云南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０（２）：３６９－３７２．

［５］宋晓岚，曲鹏，王海波，等．介孔材料的制备、表征、组装
及其应用［Ｊ］．材料导报，２００４，１８（１０）：２８－３１．

［６］田修营，何文，赵洪石，等．介孔材料的研究进展及应用
前景［Ｊ］．山东轻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２
（２）：５６－５９．

［７］吴建．金属离子共掺杂纳米制备ＴｉＯ２及光催化应用研究
［Ｄ］．西安：西安科技大学，２００６．

（责任编辑　姚虹）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ｄｏｐｅｄ
ｋａｏｌｉｎ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ＹＡＮＧＧａｏｆｅｎｇ１，ＫＡＮＧＨａｏ２，ＰＡＮＷｅｎｐｉｎｇ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Ｙｕｌ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Ｙｕｌ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８１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ＧｕｉｌｉｎＬｉｐｕＮｏｒｍ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ＧｕｉＬ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５４６６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ｕｓｉｎｇｃｏ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ｋａｏｌｉｎａｓｓｉｌｉｃ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ｈｅｘａｄｅｃｙｌ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ｂｒｏ
ｍｉｄｅ（ＣＴＡＢｒ）ａｓｔｈ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ａｇ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ｏｂｔａｉｎ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ｕｓ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ｌｉｋｅ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ＴＩ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ＥＭ），ａｎｄＮ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ｍｅ
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ｈ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ｉ－Ｏ，Ｓｉ－ＯＨａｎｄＳｉ－Ｏ－Ｓｉ．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ｈａｓａ
ＢＥ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７３４．８６ｍ２／ｇａｎｄａｐｏｒ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ｉｎｇａｔ３．６ｎｍ；ａｔ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３００℃，ｄｅ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ｅａｋｓａｔ８８．９％ 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ｏｐ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ｉｓ０．０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ｉｓ０．２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ｋａｏｌｉｎ；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ｏｒ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５１１·



第３６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９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１９　

稀土 Ｃｅ３＋，Ｓｍ３＋掺杂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的
制备及发光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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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沂市星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新沂 ７１８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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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坤（１９９１—），男，陕西咸阳人，新沂市星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从事ＰＶＣ助剂配方合成以及新型功

能复合材料研究工作。

摘　要：用溶胶－凝胶法合成ＬＥＤ用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Ｓｍ
３＋和 Ｃｅ３＋荧光粉，并利用粉末 Ｘ射线衍

射（ＰＸＲＤ）、荧光光谱对合成的荧光粉进行了表征，探讨不同浓度的 Ｓｍ３＋，Ｃｅ３＋稀土离子单掺和双
掺对荧光粉的发光颜色和发光性质以及Ｃｅ３＋与Ｓｍ３＋之间的相互作用。Ｘ射线衍射谱表明，少量的
稀土离子掺杂不会改变基质的物相结构；荧光粉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０．０２Ｓｍ

３＋，０．０１Ｃｅ３＋在３６０ｎｍ的激
发光下发射出明亮的蓝紫色光，Ｃｅ３＋→Ｓｍ３＋有着比较显著的能量传递。

关键词：溶胶－凝胶法；发光性质；物相结构；能量传递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４
中图分类号：Ｏ６４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１６－０５

　　物质吸收某一能量后，发射出比该能量低的光
的现象称为发光［１］。稀土荧光粉中起发光作用的

主要是其中的稀土离子，稀土元素的外层电子结构

为４ｆ０－１４５ｄ０－１６ｓ２，在制备的稀土荧光粉中，稀土元
素通常是失去６ｓ上的两个电子和４ｆ上的一个电子
形成三价的稀土离子［２］，由于 ４ｆ轨道的 ｌ＝３，ｓ＝
１／２，因此每个电子有１４种独立的状态，产生各种能
级，而Ｅ６Ｓ≤Ｅ４ｆ≤Ｅ５ｄ，当用外界能量去激发稀土荧光
粉时，荧光粉中的稀土离子４ｆ上的电子就可以在不
同能级上跃迁，退激发时，由于稀土离子具有众多的

光谱谱线，就可以发射出从紫外到可见光各种波长

的光［３－４］。

制作白光ＬＥＤ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是荧光粉，它
在实现白光 ＬＥＤ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Ｃｅ

３＋，Ｓｍ３＋是一种新型的荧光粉，发

光性质还不够透彻［５－８］，Ｃｅ３＋与Ｓｍ３＋之间的相互作
用也不够明确，选择本课题进行相关的研究，可以为

后续开发制备此类荧光粉提供一些参考数据。

本实验采用溶胶 －凝胶法制备以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为基质，Ｃｅ３＋和Ｓｍ３＋单双掺的系列荧光粉，利用Ｄ８

Ａｄｖａｎｃｅ型Ｘ射线粉末衍射仪和Ｆ－４５００型荧光分
光光度计对所得样品进行了测试，对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的
物相结构进行了一定的表征和研究，分析了温度、浓

度对荧光粉发光性能的影响以及Ｃｅ３＋，Ｓｍ３＋之间的
相互作用。Ｃｅ３＋作为高效的敏化剂，其向 Ｅｕ２＋，
Ｍｎ２＋以及Ｐｒ３＋的能量传递现象和能量传递机制，在
国内已经得到比较透彻的研究，但在基质中掺杂

Ｃｅ３＋与 Ｓｍ３＋时，Ｃｅ３＋与 Ｓｍ３＋之间的相互影响却少
有报道。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试剂

氧化钐、氧化铈：含量９９．９９％，瑞科稀土冶金
及功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浓硝酸：分析纯，株

洲市星空化玻有限责任公司；正硅酸乙酯、氨水、柠

檬酸：分析纯，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碳酸钙：分析

纯，天津市永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二水合溴化钙：

分析纯，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无水乙醇：分

析纯，湖南汇虹试剂有限公司；碳粉：高纯，天津市光

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１．２　主要仪器
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型Ｘ射线粉末衍射仪：德国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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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ＸＳ有限公司；Ｆ－４５００型荧光分光光度计：日本日
立高新技术公司；ＣＪＪ－９３１型六联磁力加热搅拌
器：江苏金坛市金城国胜实验仪器厂；ＦＮ１０１－Ａ型
鼓风干燥箱：长沙仪器仪表厂；ＳＸ２－６－１３型箱型
电阻炉：长沙实验电炉厂；ＡＬ２０４型电子分析天平：
湘仪天平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３　样品的制备
１．３．１　样品溶胶－凝胶溶液的制备

分别计算１ｇＣａ３－ｘＳｍｘＳｉＯ４Ｂｒ２，Ｃａ３－ｘＣｅｘＳｉＯ４Ｂｒ２，
Ｃａ２．９８－ｘＳｍ０．０２ＣｅｘＳｉＯ４Ｂｒ２（ｘ＝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３５，０．０４０，０．０４５，０．０５０，
０．０５５，０．０６０，０．０６５，０．０７０，０．０７５，０．０８０，０．０８５，
０．０９０，０．０９５，０．１００）中所需原料 Ｓｍ２Ｏ３，ＣｅＯ２，Ｃａ
ＣＯ３，正硅酸乙酯以及ＣａＢｒ２·２Ｈ２Ｏ的量，然后按以
下步骤进行：①称取所需稀土氧化物倒入干净的１
号烧杯中；②用胶头滴管滴加少量浓硝酸进行溶解，
往烧杯中放入磁石，然后将烧杯放在磁力搅拌器上

缓慢搅拌；③滴加氨水调节ｐＨ为７～８；④出现白色
浑浊后加入１０ｍＬ的去离子水；⑤称取所需量的碳
酸钙倒进干净的２号烧杯中，滴加稀硝酸并用玻璃
棒搅拌，当碳酸钙白色固体刚好全部溶解后停止滴

加稀硝酸，将溶解在稀硝酸中的碳酸钙倒入１号烧
杯中；⑥称取所需量１．０５倍的二水合溴化钙倒入１
号烧杯中；⑦在２号烧杯中倒入１０ｍＬ无水乙醇，摇
晃洗涤后转移到 １号烧杯中；⑧滴加柠檬酸到 ｐＨ
至３～４并搅拌５ｍｉｎ；⑨用移液管滴加正硅酸乙酯，
继续搅拌８ｍｉｎ；⑩用氨水调节 ｐＨ为７～８，加速搅
拌１３ｍｉｎ后制得乳白色的样品湿凝胶。按所需原
料量重复以上步骤制得上述３种系列的荧光粉湿凝
胶各６组。
１．３．２　样品湿凝胶的干燥

利用ＦＮ１０１－Ａ型鼓风干燥箱对制备的湿凝胶
溶液进行干燥，将样品湿凝胶溶液连同烧杯放在干

燥箱中，设定温度为６０℃，保温干燥３～４ｄ，待湿凝
胶溶液干燥成白色的干凝胶后进行后续步骤。

１．３．３　样品烧结
样品的烧结采用 ＳＸ２－６－１３箱型电阻炉，首

先将干燥后的白色干凝胶固体在玛瑙研钵中研碎，

然后倒入小坩埚中，再放入马弗炉，设定温度为

４００℃，升温速度约１５℃／ｍｉｎ，４００℃后计时保温
预烧２ｈ，冷却后用研钵再次研碎放入小坩埚，采用
碳粉还原的方式，将小坩埚放进加有过量碳粉的大

坩埚中，盖上大坩埚盖子，最后一起放入马弗炉中，

设定烧结温度，温度到达指定温度后烧结３ｈ，冷却
后在玛瑙中研碎得到荧光粉。

１．４　样品测试
在室温下，采用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型Ｘ射线粉末衍射

仪对荧光粉样品的物相结构进行分析（辐射源为Ｃｕ
Κα线，λ＝０．１５４０５６ｎｍ，工作电压４０ｋＶ，工作电流
４０ｍＡ，１０°≤２θ≤８０°，扫描速度１０°／ｍｉｎ）；采用Ｆ－
４５００型荧光分光光度计对样品荧光光谱进行测试
（光源为１５０Ｗ氙灯，工作电压为７００Ｖ，激发和发
射的狭缝均为５ｎｍ）。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样品Ｘ射线衍射谱分析

图１是采用Ｃｕ靶的 Κα收集到的４个代表性
样品的 ＸＲＤ图谱，４个样品均在９５０℃下烧结３ｈ
得到。由于在标准ＰＤＦ卡片库中未找到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的ＰＤＦ标准卡片，故无法与标准卡片进行比较。从
图１可以看出，４个衍射图谱基本相似，并且（ａ）
（ｂ）（ｃ）３个图Ｓｍ３＋和Ｃｅ３＋单、双掺样品的Ｘ射线
衍射图谱的衍射峰与不掺稀土离子的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基质的衍射峰基本吻合，说明在９５０℃制备的荧光
粉样品中，向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基质中掺杂少量 Ｓｍ

３＋，

Ｃｅ３＋，基质的物相结构基本不会改变。
夏志国等［９］研究表明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理论的晶胞

参数为：ａ＝０．８００５１（１８）ｎｍ，ｂ＝０．８７２０（３）ｎｍ，
ｃ＝１．１７４９（３）ｎｍ，α＝６９．０７（０）°，β＝８９．９８（０）°，
γ＝７５．４６（０）°，晶胞体积 Ｖ＝０．７３７８８（１９６）ｍｍ３，
Ｚ＝３，空间群为Ｐ－１。

图１　０．０２Ｓｍ３＋和０．０１Ｃｅ３＋不掺、单掺、双掺样品的ＸＲＤ图

２．２　样品荧光光谱分析
２．２．１　制备温度对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０．０２Ｓｍ

３＋荧光粉

发光强度的影响

图２为４８０ｎｍ蓝光激发下不同温度（８００℃，
８５０℃，９００℃，９５０℃，１０００℃，１０５０℃）烧结的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０．０２Ｓｍ

３＋的发射光谱图。从发射光

谱可以看出，制备温度的变化不会改变发射光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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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但会影响发射光的强度。荧光粉样品的发光

强度随着制备温度的升高先增大后减少，并且在

９５０℃下制备的荧光粉样品发光强度达到最大。因
为９５０℃制备的样品，少量的 Ｃｅ３＋与 Ｓｍ３＋的掺杂
基本不会改变基质的物相结构，并且该温度制备的

荧光粉发光强度最大，所以后续分析的都是９５０℃
下制备的荧光粉样品。

图２　在不同制备温度下制备的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０．０２Ｓｍ３＋的发射光谱

２．２．２　单掺双掺荧光光谱比较
图３（ａ）为样品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０．０１Ｃｅ

３＋的荧光

光谱图。样品激发光谱由２５９ｎｍ，２９６ｎｍ，３６０ｎｍ
三个激发峰组成，且在３６０ｎｍ处为最强激发；样品
发射光谱由位于４４５ｎｍ的发射峰构成，与 Ｃｅ３＋中
电子从５ｄ→４ｆ退激发时发射峰相对应。

图３（ｂ）为样品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０．０２Ｓｍ
３＋的荧光

光谱。监测样品６０１ｎｍ发射下的激发光谱由位于
３４８ｎｍ，３６６ｎｍ，３７９ｎｍ，４０７ｎｍ和４８０ｎｍ五个激
发峰组成，在这五个激发峰中的 ４０７ｎｍ处激发最
强；样品的发射光谱分别在３６０ｎｍ和４８０ｎｍ光激
发下测得，它们形状基本相似，且发射峰峰位一致，

只是强度上有所差异，它们由 ５６５ｎｍ，６０１ｎｍ和
６４９ｎｍ三个发射峰组成，且在最强发射峰位
６０１ｎｍ。

通过对比图３中（ａ）图 Ｃｅ３＋的发射峰与（ｂ）图
Ｓｍ３＋激发峰可以看出，在４００～５２０ｎｍ之间Ｃｅ３＋发
射峰与Ｓｍ３＋的激发峰存在着明显重叠，因此可能存
在着Ｃｅ３＋→Ｓｍ３＋的能量传递。

图３（ｃ）为样品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０．０１Ｃｅ
３＋，０．０２

Ｓｍ３＋的荧光光谱。由３６０ｎｍ光激发下的发射光谱
可以看出，它的形状由３６０ｎｍ激发下单掺 Ｃｅ３＋发
射光谱的发射峰与４８０ｎｍ激发下单掺Ｓｍ３＋的发射
光谱的一系列发射峰组成。通过对比图 ３中（ｂ）
（ｃ）的发射光谱可以看出，Ｃｅ３＋的掺入明显地增强
了Ｓｍ３＋的发射光强度，说明当Ｃｅ３＋，Ｓｍ３＋共同掺入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基质中时，确实存在着 Ｃｅ

３＋→Ｓｍ３＋的能

量传递。而监测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０．０１Ｃｅ
３＋，０．０２Ｓｍ３＋

在６０１ｎｍ发射下的激发光谱可以看出，激发光谱也
是由Ｃｅ３＋的一系列激发峰与 Ｓｍ３＋一些列激发峰组
成。由于Ｃｅ３＋在６０１ｎｍ发射强度基本为零，因此，
从监测６０１ｎｍ发射下的激发光谱出现Ｃｅ３＋对应的
一系列激发峰，可以进一步说明当 Ｃｅ３＋，Ｓｍ３＋共同
掺入在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基质中时，存在着Ｃｅ

３＋→Ｓｍ３＋的
能量传递。

图３　样品的激发和发射光谱

２．２．３　Ｃｅ３＋浓度对 Ｃａ３－ｘＣｅｘＳｉＯ４Ｂｒ２发射强度的影
响

对制备的 Ｃａ３－ｘＣｅｘＳｉＯ４Ｂｒ２（ｘ＝０．００５，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３０）系列样品，在３６０ｎｍ光
激发下测试的发射光谱如图４。各个发射光谱的形
状相似，发射峰峰位一致，但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Ｃｅ

３＋荧

光粉发光强度却随着Ｃｅ３＋浓度 ｘ的增加，先增大后
减少，在掺入的 Ｃｅ３＋ 的浓度 ｘ＝０．０１０时，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 Ｃｅ

３＋荧光粉发光强度达到最大。

图４　样品Ｃａ３－ｘＣｅｘＳｉＯ４Ｂｒ２（ｘ＝０．００５～０．０３）

在３６０ｎｍ光激发下的发射光谱

２．２．４　Ｓｍ３＋浓度对 Ｃａ３－ｘＳｍｘＳｉＯ４Ｂｒ２发射强度的
影响

对制备的 Ｃａ３－ｘＳｍｘＳｉＯ４Ｂｒ２（ｘ＝０．００５，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５０）系列样品在４８０ｎｍ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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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样品Ｃａ３－ｘＳｍｘＳｉＯ４Ｂｒ２
（ｘ＝０．０１０～０．０５０）在４８０ｎｍ蓝光激发下的发射光谱

光激发下测试的发射光谱如图５所示。各个荧光粉
发射光谱的形状彼此相似，但荧光粉的发光强度却

随着掺入的Ｓｍ３＋浓度 ｘ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少，并
且在掺入的Ｓｍ３＋浓度ｘ＝０．０２０时发光强度达到最
大。

２．２．５　Ｃｅ３＋浓度对 Ｃａ２．９８－ｘＣｅｘ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发射
强度的影响

样品 Ｃａ２．９８－ｘＣｅｘ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ｘ＝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３０）在３６０ｎｍ光激
发下的发射光谱如图６所示。右上角插图是４４５ｎｍ
处发射峰强度和 ６０１ｎｍ处发射峰强度随掺入的
Ｃｅ３＋浓度 ｘ变化的关系图。从发射光谱可以看出，
各个发射光谱的形状相似，峰位也一致。发光强度

随掺入的 Ｃｅ３＋浓度 ｘ增加，总体上是先增大后减
少，并且在掺入的Ｃｅ３＋的浓度 ｘ＝０．０１０时，发光强
度达到最大。对比４４５ｎｍ发射峰的强度和６０１ｎｍ
发射峰的强度随掺入的 Ｃｅ３＋浓度 ｘ的变化图可以
看出：在Ｃｅ３＋浓度ｘ＜０．０１０时，这两个峰的强度都
是随着 Ｃｅ３＋浓度 ｘ的增加而迅速增大，但 ６０１ｎｍ
发射峰的强度的变化趋势要快于４４５ｎｍ发射峰的
强度的变化趋势；在 Ｃｅ３＋浓度 ｘ＞０．０２０时，６０１ｎｍ
发射峰的强度减少的趋势要快于４４５ｎｍ发射峰的
强度的减少的趋势。这更进一步证实了当 Ｃｅ３＋，
Ｓｍ３＋共同掺入到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基质中时，存在着Ｃｅ

３＋

→Ｓｍ３＋的能量传递。当 Ｃｅ３＋浓度 ｘ低时，Ｃｅ３＋→
Ｓｍ３＋的能量传递能够显著地增强 Ｓｍ３＋的发射，然
而当Ｃｅ３＋浓度ｘ＞０．０２时，离子之间的距离变得越
来越近，相互作用变得越来越强［１０］，从而出现发光

强度反而减少的现象。

２．３　ＣＩＥ色坐标分析
图７是 Ｃａ２．９９５Ｃｅ０．００５ＳｉＯ４Ｂｒ２，Ｃａ２．９９０Ｃｅ０．０１０ＳｉＯ４Ｂｒ２，

图６　样品Ｃａ２．９８－ｘＣｅｘ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
在３６０ｎｍ光激发下的发射光谱

Ｃａ２．９７５Ｃｅ０．００５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Ｃａ２．９７０Ｃｅ０．０１０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
Ｃａ２．９６５Ｃｅ０．０１５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Ｃａ２．９６０Ｃｅ０．０２０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
Ｃａ２．９８０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７个样品的ＣＩＥ分析图，图中 Ａ，
Ｂ，Ｃ，Ｄ，Ｅ，Ｆ，Ｇ分别代表其在 ＣＩＥ色坐标图中的位
置，图中右上角代表其所在相应位置的坐标数据。

从图可知通过改变Ｃｅ３＋，Ｓｍ３＋离子的浓度可以实现
在３６０ｎｍ激发下从蓝色到紫色光的发射，混合上黄
绿光就可以应用在白光ＬＥＤ上。

图７　样品的ＣＩＥ色坐标图

（Ａ：Ｃａ２．９９５Ｃｅ０．００５ＳｉＯ４Ｂｒ２；Ｂ：Ｃａ２．９９０Ｃｅ０．０１０ＳｉＯ４Ｂｒ２；

Ｃ：Ｃａ２．９７５Ｃｅ０．００５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Ｄ：Ｃａ２．９７０Ｃｅ０．０１０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

Ｅ：Ｃａ２．９６５Ｃｅ０．０１５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Ｆ：Ｃａ２．９６０Ｃｅ０．０２０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

Ｇ：Ｃａ２．９８０Ｓｍ０．０２０ＳｉＯ４Ｂｒ２）

３　结论
（１）在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基质中掺入少量的 Ｃｅ

３＋，

Ｓｍ３＋稀土离子，不会改变基质的物相结构。
（２）制备温度对稀土荧光粉的发光强度具有重

要的影响，但不会改变稀土荧光粉的光谱形状，在

·９１１·



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基质中掺杂Ｓｍ
３＋的荧光粉，发光强度随

着制备温度的升高，先增大后减小，并且在９５０℃下
制备的荧光粉样品，发光强度达到最大。

（３）在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基质中掺入的稀土离子的浓
度也会影响荧光粉的发光强度，都是随着浓度的增

大发光强度先增大后较小，单掺Ｓｍ３＋离子的荧光粉
在Ｓｍ３＋掺入浓度 ｘ＝０．０２０时发光强度达到最大；
单掺Ｃｅ３＋的荧光粉在Ｃｅ３＋掺入浓度ｘ＝０．０１０时发
光强度达到最大；在用不同浓度 Ｃｅ３＋与０．０２Ｓｍ３＋

共同掺入到Ｃａ３ＳｉＯ４Ｂｒ２基质中时，掺入的 Ｃｅ
３＋浓度

ｘ＝０．０１０时发光强度最大。
（４）Ｃｅ３＋→Ｓｍ３＋之间具有比较显著的能量传

递，适量Ｃｅ３＋的掺入会显著提高 Ｓｍ３＋的发光强度，
然而当掺入的Ｃｅ３＋的量过高时，不但不会提高发光
强度，反而会出现抑制发光的现象，浓度过高会导致

稀土离子之间的距离变近，离子之间的作用加强，导

致能量转移。

（５）样品 ＣＩＥ色坐标分析表明，改变 Ｃｅ３＋，
Ｓｍ３＋的浓度可以实现蓝光 －蓝紫光 －红光的发射，
复合上一定强度的黄绿光可以实现白光发射，可以

应用在白光ＬＥ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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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不同的化学预处理方法
对甜高粱秆酶解糖化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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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１７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项目（１６１２０２２１０４０４）
通讯作者简介：冯冲（１９７０—），女，河南潢川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生物质发酵工程。

摘　要：以甜高粱秸秆为原料，选取不同浓度梯度的盐酸、亚硫酸、甲酸、氢氧化钠、双氧水等分
别进行预处理，对双酶酶解的糖化效果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用１％的稀盐酸在１２１℃高温条
件下预处理６０ｍｉｎ后，加入纤维素酶２．５ｇ／１００ｇ和木聚糖酶２ｇ／１００ｇ，ＭｇＣｌ２溶液２．５ｎｍｏｌ／Ｌ，吐温
－８０为１ｍＬ／１００ｇ，固液比为 １１０（Ｗ／Ｖ），ｐＨ５．０，５０℃酶解糖化４８ｈ，在此条件下还原糖得率最
高，其值为２９．１％。

关键词：甜高粱秸秆；化学预处理；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水解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５
中图分类号：ＴＱ２２３．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２１－０４

　　甜高粱是具有高光合作用能力、高还原糖得率
和生物量的能源作物，也是唯一能够同时产出粮食、

糖和生物质的作物［１］。甜高粱不仅光合效率高，而

且对种植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抗逆性，在种植

过程中，具有需求肥料量低、用水效率较高、生长周

期较短等优点，是适合大面积推广种植的能源作

物［２－６］。目前对于甜高粱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从甜高

粱秸秆中制取可发酵单糖。甜高粱秸秆经过水解糖

化后可直接发酵生产燃料乙醇，是一种极具潜力的

可再生生物质资源［７－１０］。研究发现，甜高粱秸秆的

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木质素填

充于纤维素和半纤维素之间，通过氢键和共价键与

糖类聚合物连接在一起［１１－１３］，这种结构严重阻碍了

纤维素的降解，合适的预处理过程是打破这种抗性

的有效手段。虽然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以及生

物过程来解决从木质纤维素中释放结构糖的问题，

但是必须要面对成本高、基础设施条件要求高以及

技术突破的挑战等现实情况［１４－１５］。比较理想的处

理方法需要具备较低的资本和运营成本、最大限度

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产生少量的酶抑制剂和发酵

微生［１６］。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本文选取几种化学物

质，分别对甜高粱秸秆进行预处理，同时对酶水解糖

化效果进行了研究，为充分利用甜高粱秸秆制备燃

料乙醇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原料与试剂

甜高粱秸秆：取自郑州郊区，切割粉碎３０～４０
目；木聚糖酶及纤维素酶：购于上海杰能科酶制剂公

司，其中木聚糖酶酶活１．７６×１０６Ｕ／Ｌ，纤维素酶酶
活２．０７×１０６Ｕ／Ｌ。

葡萄糖标准液的配制：准确称取１００ｍｇ分析纯
葡萄糖（预先在８０℃烘至恒重），置于小烧杯中，用
少量的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转移到１００ｍＬ容量瓶
中，以蒸馏水定容至刻度，摇匀，冰箱保存备用。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化学预处理

３称取高粱秸秆粉１０ｇ，加入２５０ｍＬ的三角瓶
中，按照固液比 １１０（Ｗ／Ｖ）的比例分别加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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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梯度的盐酸、亚硫酸、甲酸、氢氧化钠以及双氧

水与氢氧化钠的混合液混合均匀，于１２１℃高温条
件下预处理６０ｍｉｎ，冷却至室温。
１．２．２　酶解试验

高粱秸秆经过化学预处理后，调 ｐＨ为５．０，加
入纤维素酶２．５ｇ／１００ｇ和木聚糖酶２ｇ／１００ｇ，ＭｇＣｌ２
溶液２．５ｎｍｏｌ／Ｌ，吐温 －８０为１ｍＬ／１００ｇ，用蒸馏水
补充，使固液比为１１０（Ｗ／Ｖ），在５０℃，１６０ｒ／ｍｉｎ
条件下糖化４８ｈ，每１０ｈ补加一次酶并对物料进行
预处理，共补加４次。过滤，取滤液灭菌备用。
１．２．３　葡萄糖标准曲线的制作

取７支２５ｍＬ刻度试管，编号，将试管摇匀，在
沸水浴中加热５ｍｉｎ，取出后立即冷却至室温，再以
蒸馏水定容至２５ｍＬ，混匀。在５４０ｎｍ波长下，分
别读取其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坐标，葡萄糖含量

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葡萄糖标准曲线

１．２．４　总糖含量测定
总糖含量测定采用３，５－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

（ＤＮＳ法）［１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盐酸预处理对甜高粱秸秆酶解糖化效果的影
响

添加不同浓度梯度的盐酸（分别为０％，０．５％，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考察盐
酸预处理对秸秆糖化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１．０％的盐酸预处理酶解后还原糖
得率最高值达到２９．１％，说明１．０％的盐酸预处理
有利于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的酶解作用。稀盐酸水

解时，大部分半纤维素溶解于酸溶液中，双酶与纤维

素的接触面积增加，使纤维素的双酶糖化率提高。

２．２　亚硫酸预处理对甜高粱秸秆酶解糖化效果的

图２　盐酸质量分数对秸秆糖化效果的影响

影响

添加不同浓度梯度的亚硫酸（分别为０％，１％，
３％，５％，６％，７％，８％，９％），考察亚硫酸预处理对
秸秆糖化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亚硫酸质量分数对秸秆糖化效果的影响

由图３可知，亚硫酸质量分数为６％时还原糖
得率最高，为８．７％。显而易见，亚硫酸预处理酶解
糖化效果较差，其作用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２．３　甲酸预处理对甜高粱秸秆酶解糖化效果的影
响

添加不同浓度梯度的甲酸（分别为 ０％，５％，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考察甲酸预处理对秸
秆糖化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甲酸质量分数对秸秆糖化效果的影响

由图４可知，甲酸质量分数为１５％时还原糖得
率最高，为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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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氢氧化钠预处理对甜高粱秸秆酶解糖化效果
的影响

添加不同浓度梯度的 ＮａＯＨ（分别为０％，１％，
２％，３％，４％，５％，６％，７％），考察 ＮａＯＨ预处理对
秸秆糖化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ＮａＯＨ质量分数为８％时还原糖得
率最高，为２４．３％。碱预处理的机理是在碱的作用
下，木质素和其他半纤维素间的酯键发生皂化反应。

碱预处理后的木质纤维素变得更具多孔性，增大了

接触表面积，故碱预处理后的纤维素更易酶解［１８］。

经ＮａＯＨ预处理后还原糖得率提高幅度较大，说明
经ＮａＯＨ预处理后双酶糖化的效果较明显。

图５　ＮａＯＨ质量分数对秸秆糖化效果的影响

２．５　Ｈ２Ｏ２预处理对甜高粱秸秆酶解糖化效果的影
响

添加不同浓度梯度的 Ｈ２Ｏ２（分别为０％，１％，
２％，３％，４％，５％，６％，７％），考察 Ｈ２Ｏ２预处理对
秸秆糖化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Ｈ２Ｏ２质量分数对秸秆糖化效果的影响

由图６可知，Ｈ２Ｏ２质量分数为２％时还原糖得
率最高，为１１．５％。由于双氧水只含氢和氧，是比
较绿色、环保的预处理试剂，但该研究的结果不太理

想。据报道，双氧水与氢氧化钠混合预处理效果会

更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３　结论
探索了几种不同的化学物质预处理方法对秸秆

双酶糖化效果的影响，发现影响程度最大的是１％
的盐酸，第二是８％的氢氧化钠，第三是 １５％的甲
酸，影响程度最小的是亚硫酸。最终确定了最佳预

处理方案：１％（Ｗ／Ｗ）的稀盐酸在１２１℃高温条件
下预处理６０ｍｉｎ后，加入纤维素酶２．５ｇ／１００ｇ和木
聚糖酶２ｇ／１００ｇ，ＭｇＣｌ２溶液２．５ｎｍｏｌ／Ｌ，吐温 －８０
为１ｍＬ／１００ｇ，固液比为１１０（Ｗ／Ｖ），ｐＨ５．０，５０℃
酶解糖化４８ｈ。在此条件下还原糖得率最高，其值
为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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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Ｔｋｉｎｔｅｒ课堂手机监管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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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摘　要：为了促使高校学生在课堂上合理使用手机，抑制课堂“玩手机”的行为，设计了一款课
堂手机辅助管理系统。将教师电脑与学生手机通过同一无线路由器组建班级局域网，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编写安装于教师电脑的课堂手机辅助管理软件，通过周期性的自动扫描无线路由接入设备的

ＭＡＣ地址列表，统计学生手机接入此受限局域网络的次数，并将统计结果以一定的权重纳入成绩评
定体系，激励、警示学生课中规范使用手机。

关键词：Ｐｙｔｈｏｎ；智能手机；自动化管理；课堂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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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到来，使得智能手机与
人形影不离。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几乎人手一部智能

手机，已成为他们进行人际交往、信息获取、休闲娱

乐、生活购物等活动的得力工具。智能手机给学生

生活带来了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对大学课堂产生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当前课堂的“隐形杀手”之

一，学生在上课聊 ＱＱ，看网络小说、打游戏的行为
极其普遍，隐形逃课之风日趋高涨。有些学校为了

制止这些不良行为，采取上课之前强制收缴手机等

措施。然而，在大力推行“智慧课堂”的时代下，采

用如此霸道的监管方式显得不尽人意，如：学生在课

堂上可能需要应用智能手机进行检索文献、共享资

源等学习行为［１－３］。由此可见，探索一套有效的监

管方式，使智能手机由课堂“隐形杀手”变为“课堂

助手”，极具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以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现有多媒

体教室的硬件资源为基础，兼顾课堂“蓝墨云”班课

的使用，基于Ｐｙｔｈｏｎ语言设计了一款课堂手机辅助
管理系统，建立了通过无线路由局域网对学生手机

终端行为的监管、考评、激励机制，同时实现了教师

按需控制局域网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
１　系统的组成及工作流程

系统的整体组成结构如图１所示，由教师电脑
终端、无线路由器、学生智能手机终端组成。无线路

由器 ＷＬＡＮ端口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教师电脑通过
有线或无线方式接入无线路由器，学生智能手机终

端通过Ｗｉｆｉ连接到无线路由器，组建班级局域网。
系统设计的基本思路是：智能手机同一时段内只能

选择 ＷＬＡＮ或数据流量访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即学生
手机加入班级局域网指定的 Ｗｉｆｉ无线路由器后，只
能通过此无线路由访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要想通过
其他网络或数据流量访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必须先
断开与班级局域网的连接。同时，学生智能手机网

卡的ＭＡＣ地址具全球唯一性，无线路由器的管理页
面大多给出了当前接入设备的ＭＡＣ地址信息列表。
因此，在事先建立班级成员手机ＭＡＣ地址统计信息
表的基础上，通过扫描无线路由器接入设备的 ＭＡＣ
地址信息列表，便可实时监控学生手机与班级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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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连接状态，进而及时把握学生的行为动向。

具体实施流程如下：

①课前教师事先统计班级学生姓名或学号与其
手机ＭＡＣ地址的对应信息表。

②上课时，要求班级成员通过密钥接入指定的
无线路由，与教师电脑组建局域网。

③教师电脑端通过课堂手机辅助管理系统软
件，按１ｍｉｎ时间间隔，周期性自动提取接入无线路
由器的学生手机ＭＡＣ地址列表信息，并与步骤①中
的ＭＡＣ地址信息表进行比对，统计每位学生在一个
课时内连入指定无线路由网的次数。

④课程结束后，将步骤③中得到的每课时连网
次数直观展示，并按一定的比例纳入平时成绩考评

体系，进而激励学生课堂规范上网。

⑤当教师需要使用“蓝墨云”等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
软件与学生开展互动教学时，教师可通过课堂手机

辅助管理系统软件实时开启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的连
接。同时，为了防止学生浏览与课堂无关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互联媒体，互动结束后可实时断开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
网的连接。

图１　系统组成示意图

２　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２．１　系统的ＧＵＩ主界面

鉴于手机监管系统软件的 ＧＵＩ界面不是很复
杂，ＧＵＩ界面设计采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提供的Ｔｋｉｎｔｅｒ图
形界面模块进行设计［４］。课堂手机监管系统的ＧＵＩ
主界面如图２所示，界面主要由文本标签控件、按钮
控件及文本输入控件等三类控件构成。各标签控件

的作用相对简单，用于显示软件的使用步骤说明。

“路径选择”按钮用于选择设置班级学生智能手机

ＭＡＣ地址信息统计表；“启动监控”与“停止监控”
按钮用于启动或停止系统扫描并统计学生智能手机

接入无线路由网的次数；“查看结果”按钮用于课堂

结束后，向学生展示在线次数的统计结果；“连接网

络”与“断开网络”按钮用于教师实时控制无线路由

网络接入与断开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
使用Ｔｋｉｎｔｅｒ进行ＧＵＩ界面开发，主要包括窗口

实例化、控件定义、控件属性设置及控件布局等步

骤。窗口的实例化通过 Ｔｋ（）类实现，如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ｋ（）即可创建一个名为 ｓｅｌｆ．ｍａｓｔｅｒ的窗口容器。
当窗口创建好后，可在窗口中使用 ｔｉｔｌｅ０＝Ｌａｂｅｌ
（ｍａｓｔｅｒ，ｔｅｘｔ＝＇请按如下说明使用本软件＇，ｆｏｎｔ＝＇２０
＇，ｂｇ＝＇ｗｈｉｔｅ＇，ｆｇ＝＇ｂｌｕｅ＇）格式语句添加文本标签控
件，第一项参数用于指定控件的容器为 ｍａｓｔｅｒ窗口
容器，其他参数分别为显示的文本内容、字体大小、

背景色、文字颜色。按钮控件可使用 ｌｉｎｋ＿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ｕｔｔｏｎ（ｍａｓｔｅｒ，ｔｅｘｔ＝＇停止监控＇，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格式语句添加，第一项参数同样也是
指定控件的容器，ｔｅｘｔ参数为按钮显示的文本内容，
ｃｏｍｍａｎｄ参数是按钮的事件命令，ｏｐ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为
自定义的按钮功能函数。各控件在容器如何布局，

通过Ｔｋｉｎｔｅｒ提供的 ｐａｃｋ（）、ｇｒｉｄ（）两种方法实现：
ｐａｃｋ（）用于实现控件自上到下的布局；ｇｒｉｄ（）用于
实现在子容器中按表格布局。如：ｌｉｎｋ＿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ｇｒｉｄ
（ｒｏｗ＝０，ｃｏｌｕｍｎ＝０）可将ｌｉｎｋ＿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控件布局到
当前容器０行、０列的位置。

图２　ＧＵＩ界面图

２．２　路由器的自动化管理
课堂手机监管系统软件获取当前接入无线路由

器设备的 Ｍａｃ地址列表，或管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的
接入或断开，都需模拟浏览器通过 ＨＴＴＰ请求访问
路由器的各个管理页面。ｒｅｑｕｅｓｔｓ或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模块
是 Ｐｙｔｈｏｎ实现 ＨＴＴＰ请求常用方法［５－６］。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对静态交互网页的请求与获取实现较为简单，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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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态网页需进行抓包分析后设计请求方式，实现

相对困难。Ｓｅｌｅｎｉｕｍ是一款用于 Ｗｅｂ自动化测试
的工具包，它提供的ｗｅｂｄｒｉｖｅｒ工具可模拟人工操控
浏览器请求网页，结合无界面的 ＰｈａｎｔｏｍＪＳ浏览器，
可实现自动化请求网页［７］。经实际测试，鉴于通过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请求无线路由器的 ＵＲＬ地址返回为空，最
终决定采用Ｓｅｌｅｎｉｕｍ与ＰｈａｎｔｏｍＪＳ模拟人工操作本
地浏览器的方式，实现无线路由器的无界面控制管

理。以登录无线路由器管理后台为例，其关键代码

如下所示：

ｆｒｏｍ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ｉｍｐｏｒｔｗｅｂｄｒｉｖ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ｔｉｍｅ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填入你自己的密码＇
Ｒｏｕｔｅｒｓ＿ＵＲＬ＝＇ｈｔｔｐ：／／１９２．１６８．１１．１／＇
Ｍｙ＿ｄｒｉｖｅｒ＝ｗｅｂｄｒｉｖｅｒ．ＰｈａｎｔｏｍＪＳ（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

ｐａｔｈ＝ｒ＇Ｆ：＼ｐｈａｎｔｏｍｊｓ＼ｂｉｎ＼ｐｈａｎｔｏｍｊｓ．ｅｘｅ＇）
Ｍｙ＿ｄｒｉｖｅｒ．ｇｅｔ（Ｒｏｕｔｅｒｓ＿ＵＲＬ）＃模拟请求路由器

管理后台登录页面

ｔｉｍｅ．ｓｌｅｅｐ（１）＃等待响应近回所需的时间
Ｍｙ＿ｄｒｉｖｅｒ．ｆｉｎ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ｙ＿ｉｄ（＇ｐｃ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ｓｅｎｄ＿ｋｅｙｓ（ｐａｓｓｗｏｒｄ）＃模拟在密码栏输入登陆密码
Ｍｙ＿ｄｒｉｖｅｒ．ｆｉｎ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ｙ＿ｉｄ（＇ｌｏｇＩｎ＇）．ｃｌｉｃｋ（）＃

模拟单击登陆按钮事件

其中Ｍｙ＿ｄｒｉｖｅｒ＝ｗｅｂｄｒｉｖｅｒ．ＰｈａｎｔｏｍＪＳ（ｅｘｅｃｕｔ
ａｂｌｅ＿ｐａｔｈ＝ｒ＇Ｆ：＼ｐｈａｎｔｏｍｊｓ＼ｂｉｎ＼ｐｈａｎｔｏｍｊｓ．ｅｘｅ＇）语句
用于指定无界面浏览器 ＰｈａｎｔｏｍＪＳ的驱动程序安装
路径；ｆｉｎ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ｙ＿ｉｄ（＇ｐｃＰａｓｓｗｏｒｄ＇）语句用于从
网页中定位光标到指定的位置；ｓｅｎｄ＿ｋｅｙｓ（ｐａｓｓ
ｗｏｒｄ）用于向指定的位置填写相应的内容；ｃｌｉｃｋ（）
用于模拟鼠标单击指定位置的操作；ｔｉｍｅ．ｓｌｅｅｐ（１）
用于实现休眠等待１ｓ，具体时长需依据网页返回的
响应速度决定。

２．３　ＭＡＣ信息列表的提取
连入无线路由器 ＭＡＣ地址列表信息的提取过

程，可通过如下步骤实现：①通过２．２节中的无界面
自动化ＷＥＢ操控方式，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 ＭＡＣ
信息列表页面，获得 ＭＡＣ信息列表页网页源码。
②从获得的ＭＡＣ信息列表网页源码中，定位、过滤、
提取每个接入设备的ＭＡＣ信息。ＭＡＣ信息列表的
定位、过滤、提取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的正则表达式实现，关
键实现代码如下：

＃定位到ＭＡＣ地址列表区域，提取所有接入设
备ＭＡＣ地址

Ｒ＿Ｍａｃ＿Ｌｉｓｔ＝Ｍｙ＿ｄｒｉｖｅｒ．ｆｉｎ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ｙ＿ｉｄ
（＇ｗａｎｍａｃ＇）

ｎｏｗ＿ｍａｃ＿ｔｅｘｔ＝Ｒ＿Ｍａｃ＿Ｌｉｓｔ．ｔｅｘｔ＃将 ＭＡＣ地址
列表信息转化为文本

ｎｏｗ＿ｍａｃ＝ｒｅ．ｆｉｎｄａｌｌ（ｒ＂［０－９ａ－ｆＡ－Ｆ］｛２｝：
［０－９ａ－ｆＡ－Ｆ］｛２｝：［０－９ａ－ｆＡ－Ｆ］｛２｝：［０－
９ａ－ｆＡ－Ｆ］｛２｝＂

ｒ＂：［０－９ａ－ｆＡ－Ｆ］｛２｝：［０－９ａ－ｆＡ－Ｆ］
｛２｝＂，ｎｏｗ＿ｍａｃ＿ｔｅｘｔ）＃正则表达式匹配
２．４　在线签到次数的统计

去除网络连接存在故障的情况，在单位时间内

统计学生手机ＭＡＣ地址在无线路由网络的存在次
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学生是否接入其他网络，

访问与课堂无关的信息情况。具体的实现方法是：

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周期性的将已知学生姓名的手

机ＭＡＣ数据表与当前获得的ＭＡＣ信息列表进行对
比，若当前获得的ＭＡＣ信息列表中存在某已知学生
姓名的手机ＭＡＣ地址信息，则将此学生的签到次数
加１。关键实现代码如下，其中 ｎｏｗ＿ｍａｃ为当前接
入路由器的所有 ＭＡＣ地址；ｓｅｌ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Ｍａｃ为事
先已知学生姓名的手机 ＭＡＣ地址数组；ｓｅｌｆ．ｔｉｍｅ
Ｃｏｕｎｔ为签到计数器。

ｄｅｆｃｏｎｅｃｔ＿ｃｏｕｎｔ（ｓｅｌｆ，ｎｏｗ＿ｍａｃ）：
　ｆｏｒｉｉｎｒａｎｇｅ（ｌｅｎ（ｎｏｗ＿ｍａｃ））：
　　ｆｏｒｊｉｎｒａｎｇｅ（ｌｅｎ（ｓｅｌｆ．ｔｉｍｅＣｏｕｎｔ））：
　　　ｉｆｎｏｗ＿ｍａｃ［ｊ］ ＝＝ｓｅｌ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Ｍａｃ

［ｊ］：
　　　　ｓｅｌｆ．ｔｉｍｅＣｏｕｎｔ［ｊ］ ＝ｓｅｌｆ．ｔｉｍｅＣｏｕｎｔ

［ｊ］＋１；
　　　ｅｌｓ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２．５　在线次数统计结果的展示
为了及时将签到次数以直观的形式呈现给学

生，对学生课堂规范使用手机起到激励、警示作用，

课堂教学结束时，需点击图２所示 ＧＵＩ主界面上的
“查看结果”按钮，展示本堂课学生的在线次数。与

“查看结果”按钮对应的结果展示功能函数，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提供的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绘图工具包实现［８］，结

果展示方式采用柱状图模式，具体实现代码如下：

ｄｅｆＤｉｓｐｌ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ｌｆ）：
ｔｒｙ：

ｐｌｔ．ｆｉｇｕｒｅ（ｕ＇统计结果＇）
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ｒｃＰａｒａｍｓ［＇ｆｏｎｔ．ｆａｍｉｌｙ＇］＝＇ＳｉｍＨｅｉ＇
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ｒｃＰａｒａｍｓ［＇ｆｏｎｔ．ｓｉｚｅ＇］＝１０
ｐｌｔ．ｘｌａｂｅｌ（ｕ＇学生姓名＇）
ｐｌｔ．ｙｌａｂｅｌ（ｕ＂在线次数＂）
ｐｌｔ．ｂａｒ（ｒａｎｇｅ（ｌｅｎ（ｓｅｌ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ａｍｅ）），ｓｅ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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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Ｃｏｕｎｔ）
ｐｌｔ．ｘｔｉｃｋｓ（ｒａｎｇｅ（ｌｅｎ（ｓｅｌ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ａｍｅ）），ｓｅｌ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ａｍ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０）
ｐｌｔ．ｔｉｔｌｅ（ｕ＂在线次数统计结果＂，ｆｏ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ＳｉｍＨｅｉ＇，ｆｏｎｔｓｉｚｅ＝２０）
ｐｌｔ．ｓｈｏｗ（）

ｅｘｃｅｐ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ｂｏｘ．ｓｈｏｗｉｎｆｏ（＇提示＇，＇运行错误！＇）＃显

示对话框

３　测试与分析
教师电脑采用ＣＰＵ型号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

ｉ３－４１６０３．６ＧＨｚ，内存为４ＧＢ，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７－
６４位的宏机台式电脑，无线路由器选用迅捷
ＦＷ４５０Ｒ，学生人数２４名，在１２ｍ７ｍ大小的教室
内按图１所示的拓扑结构组建网络，以４５ｍｉｎ为一
课时，测试系统的各项功能。２４名受测试学生在线
次数统计结果如图３所示，去除网络连接故障因素，
可知６，１０，１６，２３，２６，１７号学生在课中接入班级无
线互联网的次数较低，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这些

学生在课中有不规范使用手机的行为；其余学生在

课中的在线次数达４０次以上，去除浏览手机本地媒
体的行为，基本上可排除接入其他网络浏览与课堂

无关资源的情况。因此，可将此项数据按一定的权

重纳入平时成绩的评定体系，激励、警示学生课中规

范使用手机。同时，教师通过软件控制班级无线局

域网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的实验结果显示，在点击
“连接网络”按钮后，整个班级局域网可在３～５ｓ的
时间内实时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在点击“断开网
络”按钮后，整个班级局域网在１～２ｓ的时间内实时
断开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的连接。

图３　学生手机在线次数统计结果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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