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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普列特尼约夫
———作为《现代人》杂志主编的教育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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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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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耿海英（１９６４—），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

翻译３０余年。

摘　要：普列特尼约夫作为《现代人》杂志第二任主编，其主持九年的《现代人》在思想激荡的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被认为是“远离争论”“旁观社会”“脱离文学生活”，而在文学史、杂志史的叙述中均
“被省略”，主编及其《现代人》的独特价值被忽视。实际上，他不仅主持《现代人》杂志，而且还有丰

富的文学事业和教育生涯———先后在宫廷（给亚历山大皇储和皇室）和多所高校讲授俄语语言和文

学，又担任彼得堡大学校长２０余年（１８４０—１８６１），其时正值外部欧洲革命，国内大改革前社会浪潮
涌动的时代，他不仅保障了学校的平稳运行，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俄国教育文献，也是不可忽略的教

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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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历史“省略”的《现代人》杂志主编

在笔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俄国〈现代人〉杂志主

编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生涯》和《普列特尼约夫的

文学批评》中，我们了解到，普列特尼约夫无论对于

普希金还是对于果戈理都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同时他还开辟了自己独具风格的文学批评。不仅如

此，在普希金去世后，普列特尼约夫与茹科夫斯基、

克拉耶夫斯基、奥多耶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一起，

为纪念普希金、抚恤他的家庭，继续完成了１８３７年
四期《现代人》的出版（其中普希金为１８３７年的第
一期已经组织了部分稿件），并在１８３８年完全接手
了《现代人》，执掌《现代人》九年（１８３８—１８４６）。

然而，普列特尼约夫几乎就是被历史“省略”的

一位人物，无论是俄国的哲学史、思想史，抑或文化

史、文学史，均没有他的影子；甚至本该有其一席之

地的杂志史，也仅寥寥数语。

我们知道，由普希金１８３６年创办的《现代人》

杂志，历时３０年，期间三易主编。在俄罗斯国内，对
普列特尼约夫主持之前的普希金时期（１８３６）和其
后的涅克拉索夫时期（１８４７—１８６６）关注较多，有各
类研究文章和著述。而对普列特尼约夫及其《现代

人》的研究乏善可陈。主要原因在于：通常认为，该

时期《现代人》步入衰落。苏联涅克拉索夫研究专

家弗·叶甫盖尼耶夫－马克西莫夫在其《４０—５０年
代的〈现代人〉———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

一书的前言中，介绍他对《现代人》的“从１８３６年到
１８６６年‘或多或少’全面的历史”［１］的梳理时讲，他
“略过了衰落的１８３８到１８４６年，这一时期杂志由普
列特尼约夫主持。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现代人》偏

离了俄国杂志的主流，成为小众刊物，反映了一个非

常小的和封闭的社会群体的思想，其文学作品没有

引起任何广泛的社会反响”［１］。这一观点非常有代

表性。目前俄罗斯有两部比较重要的１９世纪杂志
史教材，一是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３年出版的
扎巴多夫主编的《１８—１９世纪俄罗斯杂志史》（第三

·１·



版）；一是彼得堡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再版的戈罗莫
夫主编的《１８—１９世纪俄罗斯杂志史》。两者均没
有给予普列特尼约夫的《现代人》以位置。前者在

第三章“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到平民转折期的杂

志”中论及《现代人》时，仅在该节前用了简短的文

字将这九年的《现代人》一带而过。其中这样写道：

普希金去世后，杂志转到彼得堡大学

教授、批评家、诗人普列特尼约夫的手里，

他迅速将《现代人》变成了一份远离争论、

旁观社会和文学生活的刊物。出版人这样

做，似乎要服务于“更高的艺术使命和真

理”，并以读者无知、充斥着文学和杂志的

道德水准低下为由为自己辩护。普列特尼

约夫偏安于生活一角，固执地敌视社会运

动和生活中新的先进现象，使得杂志走下

坡路，沦为不起眼的刊物。普希金去世后

头几年，还有果戈理、丘特切夫、茹科夫斯

基、巴拉津斯基、柯尔卓夫、维亚泽姆斯基、

亚济科夫（当然也有普希金生前的作品）

在杂志上发表，但很快他们就终止了。于

是《现代人》一期一期发表的尽是雅·

卡·格罗特的文章，伊希莫夫的随笔，普列

特尼约夫的图书简介，以及他本人和格林

卡，还有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诸如科普捷夫、

艾布拉特 －罗森、马尔萨利斯基的诗
歌。［２］２５５

扎巴多夫的杂志史是俄罗斯第一部该类教材，

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编写，论述的立足点和框架还在
“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划分”之下，因此，此后俄

罗斯学者对教材予以了全面修订和编写，并于２００３
年出版。然而在新版中，依然没有普列特尼约夫的

《现代人》的位置，仅有的文字为：

在１８３８年彼得堡大学教授普列特尼
约夫成为其主编和出版人。在他的领导下

杂志既没能守住原来的方向，也没能严格

按时出版：杂志常常延迟出版，并多为折中

的内容。１８４３年普列特尼约夫试图将杂
志调整为月刊，但是在《祖国纪事》不断扩

大的知名度下也无济于事，杂志发行量不

过３００—４００份，而到了 １８４６年总计 ２３３
份。［３］２６３

杂志的发行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普希

金的《现代人》最后两期发行量也仅有６００份（且最
终没有售完），所以，对普列特尼约夫时期《现代人》

的忽视，另一个原因也许更重要，即杂志本身的审美

趣味和社会立场。因为前者不无揶揄地认为它“似

乎要服务于‘更高的艺术使命和真理’”，并且说它

是“以读者无知、充斥着文学和杂志的道德水准低

下”为自己辩解，同时它还“远离生活”“固执地敌视

社会运动和生活中新的先进现象”；后者则认为其

“多为折中的内容”。

然而，它的“更高的艺术使命”究竟是什么？为

什么它认为当时的“读者无知”，“文学和杂志的道

德水准低下”，它是否敌视且是什么“新的先进现

象”，究竟是些什么“折中的内容”，为什么远离论

争，远离的姿态有没有价值，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倒是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可是，要回答这诸多的疑问，是笔者的一项重大

任务，不是此篇文章能容纳的。在笔者已经认识了

其文学生涯和文学批评活动之后，对普列特尼约夫

的另一重身份———教育家———的挖掘，也许对我们

完成“研究他主持九年的《现代人》”这一重大任务

并非无关紧要。正如最重要的普列特尼约夫研究者

康·雅·格罗特①所说：“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他的文

集和他之于文学的作用，（就会发现对他的）评判未

必全面和公正。”［４］９０因而，在这里我们走近普列特

尼约夫的与其文学事业同等重要的另一个领域：教

育事业；它们是相互融合的。

二、走上教育生涯

普列特尼约夫１７９２年出生于特维尔省，别热茨
克地区，杰别列什小村庄，一个教会执事家庭，也就

是说属于教会阶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教育

先是别热茨克教会学校，后又到特维尔教会中学。

这里之所以很留意他的出身和早期教育，是因为遍

阅他的人生轨迹和与众多人的交往，笔者推测，其一

生的风格与他的宗教背景或信仰不无关系。中学毕

业后他进入彼得堡师范学院深造。１８１４年毕业后，
当时的校长叶·安·恩格尔哈特（１８１１起。后
１８１６—１８２３年任皇村中学校长）发现了他巨大的才
华，引他走上教育生涯，随即他在师范学院任教，并

先后或同时在叶卡捷琳娜学校（１８１４—１８３０年）、爱
国女子学校（从１８１４年开始，至少到１８２９年以后）
和几所武备学校（巴维尔武备学校，１８１５—１８２８年；
贵族军官学校，１８２５—１８３２；近卫军上尉及士官生学
校，１８３０—１８３２年）任教，主要教授俄语语言和文
学。这些教学活动充分展示了他的教学天赋，以致

著名的经济学家安·卡·施托希②听过他的课后，

给皇后玛利亚·费多罗夫娜写信道：“我在我们学

院发现了一块儿宝贝———普列特尼约夫先生。”［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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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天赋讲，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走上讲坛，他很

快习惯并迷上了教育事业，迅速在教育界为自己赢

得了声誉，博得了人心；也使他的名字为沙皇本人和

宫廷所知晓，因为这些学院与皇家都有直接关系。

但是他与皇室的接近，最重要的中介是一直在宫中

担任太傅的茹科夫斯基。正是与茹科夫斯基的相

识，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这种影响不

限于仕途，还有精神取向；同时，精神取向的影响也

并不是生硬的，而是与普列特尼约夫本人温和宽厚

的性情、恬静高雅的审美取向相吻合，也可以说，他

的气质与茹科夫斯基的气质相吻合。如果说三四十

年代，也就是普希金之后的果戈理时期，除了别林斯

基力推的“果戈理派”（即“现实主义”流派，如果按

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这个“派”根本就不存在），还

有一个文学流派的话，那就是“茹科夫斯基派”，而

笔者认为普列特尼约夫正属于此；而且，他们的友谊

保持了终生。不过，这种归“派”的划分，一下子把

人群泾渭分明，抹去许多模糊地带和人与人的个性

差别。事实上，他们只是某些方面的相似，或某种程

度上的气味相投，但这种“气味”却也可以长久维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茹科夫斯基和普列特尼约夫的

相识，前者善于迅速评价一个人，他很快就喜爱上了

普列特尼约夫。１８２６年，他在自己离开彼得堡去国
外那段时间，向沙皇本人推荐普列特尼约夫代替自

己在宫中教授俄国语言和文学。１８２９年普列特尼
约夫开始给皇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他皇室人员正规

授课。在宫廷的授课一直到 １８４５年③。普列特尼

约夫没有辜负茹科夫斯基对他的信任：不仅授课富

有成效，他的性格、脾气、见识，都获得了整个皇室真

诚热情的接纳，且他终生享有这种接纳。相信读者

不会幼稚地以他与皇室的联系而简单地立即对他肯

定或否定。在当时的俄国文学、艺术领域，许多人或

与皇室有交往，或兼有公职，或是后来辞去公职专事

创作。况且，在几乎所有对普列特尼约夫的回忆中，

他几乎被所有人接纳、尊敬，他的谦逊、无私、乐于为

所有请托竭尽全力的品行，让所有与他交往的人无

不真诚地尊敬和爱戴他。另外，他给年轻的皇储

（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授课八年（从１１岁—１９
岁），而皇储登基后废除农奴制、完成改革，是否与

普列特尼约夫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也是可

以研究的。因为，普列特尼约夫这样理解这一课程

的性质和任务：“委托我挑选阅读书目并实施授课，

尤其是给皇储授课，我认为兹事尤其重大，因为我知

道，阅读不仅对人的心灵发生影响，也影响他们对待

人的态度。在这一课程中，我甚至努力保持文学的

滋养，我决定按照年代讲授所有最出色的俄国杂志，

利用其中一切有用的资讯。规则由我来定———甚至

文体在我授课时也完全改变了。我只寻找叙事的精

彩、训诫的力量、性格上应具有的品质，一切不体面

不光彩的内容统统都抛弃。”［４］７９

三、彼得堡大学教授之职

１８３２年之前，可以说是普列特尼约夫人生华丽
的青春时代：大学毕业，早期教学和文学成就，与文

学泰斗相识，与皇家接近。１８３２年则是其生活新的
开端，这一阶段可以说持续到１８４０年；这一年他得
到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应国民教育部（也就是谢·

谢·乌瓦罗夫）之邀，开始在彼得堡大学以及自己

的母校任教。在母校任教至１８３８年，此后全身心投
入彼得堡大学的教学，一直到１８４８年。在此期间，
１８４０年被任命为彼得堡大学校长。我们说，这又是
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连任校长至 １８４８年；１８４９
年，按照新的任命办法，继续担任校长，但应当辞去

教授一职，从此任校长至１８６１年。
他任教授一职近２０年，在文学教学领域获得了

极高的威望。当时对教师的裁定极其严苛，从现在

的观点来看，他的教授职位和他的“知识水平”完全

不匹配：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当时通行的那样继续

到国外完善教育，也就是说没能达到教育水平的最

高水准和完整性，没有得到专门、严格、科学的语文

学培养，没有那种德国式的、后来在俄国很盛行的

“死啃书本”的知识，他对这些枯燥、僵化的东西，甚

至表现出了某种极端的厌恶和偏见。但是，这种

“标准学养”的缺失并没有妨碍他完全胜任俄国文

学教授的职位，他的任教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另一种

标准：引人入胜的课堂，天才的青年人的引领者，给

青年们带来了不可替代的益处。

他为课程撰写过《俄国文学史课程详细大纲》，

在引言部分这样诠释文学的意义和内容：“任何科

学的研究都指向提高心灵的能力和力量。”“任何研

究也没有像文学研究那样带来正确的令人满意的关

于心灵的知识。”“理解作为精神完善的三种形式的

真、善、美，应该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４］８１他

的第一批学生费·尼·福尔图纳托夫，回忆１８３２年
普列特尼约夫初登彼得堡大学文学课讲坛授课时，

讲道：“在文学课的导论课中他要解决四个问题：文

学史的内容；文学史与政治史的关系；文学史时期的

划分；文学史材料的选择。”［５］３３２福尔图纳托夫认为，

普列特尼约夫明显受到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

尔④的《古今文学史》的影响，其俄译本１８３０年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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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里问世”［５］３３２。福尔图纳托夫还回忆说，虽然他

只来得及讲到俄国文学的罗蒙诺索夫时期，但“他

非常关注当下的文学，关注刚刚出现的某个出色的

作品”［５］３３３，上课经常会援引新出现的作品。另外，

普列特尼约夫认为俄国“文学中主要有四种倾向：

宗教倾向、爱国倾向、学术倾向、政治倾向”［５］３３３。这

一判断在后来１９世纪的文学活动中都得到了很好
的印证，不能不说普列特尼约夫对俄国文学有精准

把握；这一判断为我们研究俄国文学的类型研究奠

定了方向。至今纵观我们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对其

爱国倾向、政治倾向研究得较多；宗教倾向到１９世
纪末才开始，至今正方兴未艾，而学术倾向至今没有

得到研究。他的另一位学生米·尼·隆吉诺夫⑤则

说：“他的课不是死气沉沉地读讲义，而是鲜活的即

兴讲解，是运用他的知识和对事业的爱而完成的

……他将杰尔查文、冯维辛、科斯特罗夫⑥等这些最

优秀作家带入课堂，并一下子妙语连珠，讲出一连串

美学的、语文学的有趣的见解，用普希金的话说，就

是充满灵感的评论。”［５］８１

普列特尼约夫的学生中还有伊·屠格涅夫⑦、

阿·迈科夫、格里戈利耶夫⑧、斯·巴拉诺夫斯基⑨

等，都对他有回忆和评述。

伊·屠格涅夫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后半期准备给
自己的文集新增一篇“很长的序言”，以回顾２５年
的创作。可能这个序言一写就收不住了，因此后来

（１８６７年开始）改写为文学回忆录。我们看到的文
学回忆录的最初计划，第一位要回忆的人就是普列

特尼约夫（１８６６年普氏去世后，出现了一批回忆文
章）。这也难怪，普列特尼约夫正是屠格涅夫走上

文学之路的伯乐。这篇文章《在普列特尼约夫家的

文学界聚会上》也单独刊发在杂志上⑩。文中回忆，

还是彼得堡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屠格涅夫，被他的文

学课教授普列特尼约夫邀请参加家庭文学聚会。此

前不久，屠格涅夫把自己的习作《斯捷诺》给普列特

尼约夫审阅，“在后来的一次课上，彼得·亚历山德

罗维奇（即普列特尼约夫———笔者），以他通常的善

意，不点名地分析了这篇完全不像样子的作品，其中

是对拜伦的《曼弗雷德》幼稚地盲目模仿。下课走

出学校在街上他看见了我，便把我叫到跟前，父亲般

地数落了几句，不过他又说，我身上还‘有点东西’。

就是这四个字鼓起了我的勇气把几首诗拿给他，他

挑选了其中两首，一年后发表在从普希金那里接手

的《现代人》上。……这就是我的东西第一次出现

在刊物上，当然没有署名。”［６］对于普列特尼约夫的

授课，他则这样评述道：“作为俄国文学教授，他不

以学识渊博见长，学术储备也不丰厚，可是他真诚地

热爱‘自己的课程’。他具有某种胆怯的但却纯真、

细腻、锐利的鉴赏力，说话简单明了，却不无温情。

最主要的是，他善于向听众传达自己饱满的喜好，善

于引起他们的兴趣。但他绝不向学生灌输某种夸张

的感情，没有任何类似格拉诺夫斯基在他们身上引

发的激情的东西；而且连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

样做不恰当……他非常谦逊，但他受人爱戴。同时，

他作为一个与一批杰出的文学家有联系的人，作为

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巴拉津斯基、果戈理的朋友，作

为普希金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献给他的人，在我

们眼里他有着耀眼的光环。我们都能脱口而出这样

的诗句：‘无意取悦高傲的世人’瑏瑡……的确，彼得·

亚历山德罗维奇非常符合诗人所画的这幅肖像：

……美丽的灵魂，／它充满神圣的理想，／生动明朗的
诗情，／纯朴崇高的思想。”［６］

这是伊·屠格涅夫与普列特尼约夫相识３０年
后的回忆，已经是沉淀下来的记忆。而这种印象却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几乎我们读到的所有关于

他的文字都有类似的评价。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

几乎完美的人格？费·尼·福尔图纳托夫的回忆在

某种程度上佐证了笔者前述的推测：他一生的为人

与品格与他的宗教信念不无关系。福尔图纳托夫回

忆他临终前与孩子们告别的情景：

“孩子们，我就要和你们分别了，在这

伟大的时刻，我嘱咐你们，把对上帝的敬畏

作为你们思想、言语和行动的基础。”然后

他翻译并解释《圣经》的这句话“ｉｎｉｔｉｕｍ
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ａｅｅｓｔｔｉｍｏｒＤｏｍｉｎｉ（拉丁语：对主的
敬畏是智慧的开端）”，给孩子们补充说：

“骄傲和自大只会带来忧烦。”［５］３３７

他一生的平和、谦逊是在遵照主的旨意。他一

生都怀有从孩童起就体验到的一种敬畏，在他那首

著名的、受到普希金等诗人高度评价的《故乡》一诗

中这样写道：

怎会忘记山丘上那新的神殿，

那是乡亲们用心搭建；

怀着敬畏，在每个星期天，

我都会向神唱起圣歌。

神殿四周，墓地被草丛覆盖，

不成行地蓬乱一片；

还是孩童的我，在春天去那里寻找，

寻找灰色十字架中的坟墓，

在那里，安息着一位父亲，他的儿子还是婴孩，

只在我的朝霞时刻亲吻过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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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带着一种秘密的敬畏，

呼唤他等待着他可爱的身影……［７］

普列特尼约夫三岁时失去父亲，从此便怀着神

秘敬畏之情拜谒父亲的坟墓。普希金的那首《有两

种情感对我们是如此亲近……》中曾有一句“对父

亲坟墓的爱”瑏瑢，就是这里普列特尼约夫的那种爱

吧。

普列特尼约夫个头不高，匀称结实的体格，愉快

的相貌，行动安静，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有点羞涩，不

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敏锐的甚至精明的人，

但是这种精明从来也没有把他引向工于心计和狡

猾。而且他的境遇是，他根本不需要心计，他所有想

要的———慢慢地，却不可抗拒地———仿佛飘到他手

里一样”［６］１６７３。是的，他确实是一个幸运儿，仿佛有

一颗幸运之星照耀。虽然几乎２０岁前，无论是环境
还是条件都没有促进其思想的发展、意识的形成，按

照他的说法，就是混日子，他说：“也许在１９岁时，
我还像一截原木，在地上打滚。”［４］７５但是，他天性中

的幻想性和诗性已经表现了出来，感性生活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智力能力。他没有特别勉强，没

有任何刻意逢迎异己的东西，仅凭自己的天性和劳

作。因而，在去世前他对自己的神父说：“我出生时

仿佛要让我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度过一生，但上帝却

给了我另一种生活……”［４］７６１９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是
普列特尼约夫最闪耀的时代，除了教学成就，他还有

那些卓越的、德行高尚的温情的朋友，杰利维格、巴

拉津斯基、普希金以及其他惺惺相惜的朋友，这是普

列特尼约夫一生中最闪亮、最充满生机和幸福的时

代。上帝给他的“另一种”生活在４０年代继续着，
另一个阶梯预备好了：１８４０年被任命为彼得堡大学
校长，此后的２０年，在教育的另一种形式中，他坚守
着自己的原则。

四、彼得堡大学校长之职

１８４０年，普列特尼约夫以圣彼得堡大学校长身
份，前往赫尔辛基参加亚历山大大学２００周年庆典。
这次去芬兰参加盛典，他与茹科夫斯基一起被授予

“哲学博士”学位。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

极深刻的印象，在普列特尼约夫整个４０年代的活动
和兴趣中留下了特别的印记，包括在他的文学之

子———《现代人》中也有反映。这一时期，无论其外

在的还是内在的生活都充实、丰富，他不仅有大量官

方公务———校长、教授，刚刚成立的（１８４１年）帝国
科学院俄语语言与文学部常任院士；而且《现代人》

杂志的选稿、编辑、校订全压在他一人肩上。不得不

惊叹他的勤劳、活跃和能力，能集如此多的职务、责

任甚至具体事务于一身，能找到时间既处理庞杂的

公务、业务，回复友人信件，完成数不清的文学友人

的请托；又从事文学写作和编辑工作；同时也维持他

很珍视的上层关系和各类社会交往。因自己的古道

热肠、礼貌殷勤，他逐渐被百事缠身，陷入无休止的

繁杂事务中，无暇喘息。普列特尼约夫也为自己累

及于事务和奔波的处境深感苦恼，几乎要诅咒自己

的命运，但他又无力卸去这些负担。后来文学史家

弗·伊·申罗克瑏瑣说道：他常常是“责任的烈士”，各

方毫无怜悯之心地给他重负，但“如果看看他所有

得到的和他的全部付出，就知道他没有被足够珍

惜”［４］８３。在校长岗位上他一直做到１８６１年。无论
是从同时代人的反应，还是从他４０年代的通信中，
都证明了他作为校长所博得的好评、认可和威望。

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理想的大学校长，无论是他

的管理，还是他对人的关心；无论是对待教授们（作

为教授委员会主席）的态度，还是对待学生的态度。

在这一职位上，并非安静、随和的性格就可以应

付一切，遇棘手问题时坚守自己的原则，使他化解了

无数事件：缓和年轻人的激情，消除学校中各种相互

的不满和冲突。有研究者指出：“在那些艰难的岁

月里，能有这样一位领导人———安详稳重，和蔼可

亲，因而在所有社会层面都享有认同和尊敬的

人———对于圣彼得堡大学来说真是莫大的幸

运。”［４］８３这里最重要的是他的分寸、适度感。屠格

涅夫感叹道：“古希腊人说，神赐予人的最好、最珍

贵的礼物是分寸感。古希腊罗马的这一精神在他

（指普列特尼约夫———引者）身上表现了出来———

他特别赞同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对他来说是关闭

的。”［６］我们知道，在他所任职的２０年，正是外部欧
洲革命，国内思想论争、社会情绪高涨、官方强力压

制、改革舆论激烈、大改革的实施及导致的更激烈的

情绪———这些社会浪潮此起彼伏、不断交替的时代，

而其中尤以大学生为中坚。身为校长，如何使学校

正常运转，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在对待年轻

人方面，他最突出的就在于其分寸感和道德影响。

他不止一次仅凭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训导，就终止

了学生中骚乱的萌芽和激烈的事件，使一切归于秩

序与和平。

这一时期，除公务和杂志编辑事务，值得作为文

学创作而加以重视的，是他自愿担任的一项并不轻

松的工作，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始终

如一地编撰彼得堡大学年度报告和他兼职的俄罗斯

科学院东方部的年度报告。而这种年度报告，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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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当时文学批评流行的体裁，正像别林斯基从

１８４０至１８４７年每年一篇的《俄国文学一瞥》以及杜
勃罗留波夫的俄国文学年度系列评论一样。按照

雅·卡·格罗特的说法，普列特尼约夫的这些报告

的文学式观察，是“４０—５０年代俄国教育极其丰富
的资料，永远都将证明他罕见的才能。他以一种惊

人的生活节奏、灵活性和活跃性完成枯燥的、不讨好

的工作”［８］２９２－２９３。但对他来说，这是文学工作，他

热爱并享受它，认为它重要而有益。年度报告中，除

俄国大学教育的资料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人物

传记，即为大学和各种机构中的优秀人物撰写的杂

文，笔者称之为“小传记”。１８５２年在给茹科夫斯基
提起那些被他列入其中的优秀人物、那些机构的成

员的小传记时，普列特尼约夫说道：“当然，正像有

各种各样的成员，我的小传记也是各种各样的。但

我总是乐于真心地以友善的话语提起这些人，他们

都以 自 己 生 活 中 的 某 种 东 西 温 暖 了 我 的

心。”［８］７２７－７２８如果我们通俗一点说，他总是记挂别人

的好，普列特尼约夫以真诚和温情缅怀逝去的人。

１８８５年，雅·卡·格罗特打算出版的普列特尼约夫
文集第四卷，就准备收入这些传记杂文（后来第四

卷没有面世）。另外，他为彼得堡大学撰写了五年

（１８４０—１８４５）年度报告，结集出版一卷，其中还收
录了他１８４４年２月８日完成的大型笔记《帝国圣彼
得堡大学的第一个２５年》；科学院的年度报告每年
一篇，结集出版两卷（１８４２—１８５１年度报告，１８５２—
１８６５年度报告）。这些构成了不可多得的俄国教育
文献。

在同一时段，他以同样的认真、有序和持之以

恒，领导着自己的《现代人》杂志。对他来说，这另

一项文学事业所耗费的精力、付出的辛苦、牺牲的闲

暇时间，又有多少，我们可以想象的。在办杂志的九

年间，批评栏目和图书栏目几乎全部由他执笔，仅此

一项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成果选入他的文集第二卷就

占据了３５０页。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己的杂志中发
表一系列长短不一的文章，其中不乏重要的尤其是

批评和传记文章。那么，这就是他生平的第二个方

面：文学事业（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两篇文章中

已部分呈现），与他的教育事业相得益彰。

注释：

①康·雅·格罗特（К．Я．Грот，１８５３—１９３４），俄罗斯斯拉
夫派哲学家，是普列特尼约夫最亲密的朋友、最重要的杂

志合作者雅·卡·格罗特（Я．К．Грот，１８１２—１８９３）的次
子。他在父亲去世后致力于整理出版父亲的文集，以及父

亲与普列特尼约的通信，并成为普列特尼约夫最重要的研

究者，俄国各种大、小百科全书中普列特尼约夫的词条，均

由他撰写或根据他的研究撰写，他也是俄罗斯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 纪 初 最 具 权 威 的 ２５卷 传 记 词 典 （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ьА．А．Половцова，в２５т）中“普
列特尼约夫”词条的撰写者。

②安·卡·施托希（А．К．Шторх，１７６６—１８３５），俄国著名经
学家，第一个传播亚当·斯密的思想；历史学家，书目编撰

家，院士（１８０４），彼得堡科学院副院长（１８３０）。

③他授课的对象还有皇室成员叶列娜·巴普洛夫娜（亚历
山大一世的嫂子）、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大一

世的哥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大女儿）、叶莉扎

维塔·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哥哥米哈伊尔·

巴甫洛维奇大公的二大女儿、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亚

历山大二世的妹妹）、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亚历山大

二世的妹妹）。

④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Ф．Шлегель，１７７２—１８２９），德国
评论家，文化哲学家，语言学家，作家。

⑤米·尼·隆吉诺夫（Ｍ．Ｈ．Лонгинов，１８２３—１８７５），著名
俄罗斯文学家，诗人，传记作家，图书编目学专家，文学史

家，著名国务活动家。

⑥叶·伊·科斯特罗夫（Е．И．Костров，１７５５—１７９６），俄罗
斯翻译家，诗人。俄国第一位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和

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

⑦即我们熟悉的文学家伊·屠格涅夫，而不是社会活动家、
历史学家、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阿·屠格涅夫

（１７８４—１８４５）。

⑧格里戈利耶夫（В．В．Григорьев，１８１６—１８８１），俄国东方史
学家，担任六年书刊审查官。

⑨斯·巴拉诺夫斯基（С．И．Барановский１８１７—１８９０），俄
国教育家，轮船和交通领域的工程师和发明家。

⑩该文初次发表在《俄国档案》杂志１８６９年第１０期上，几乎
同时刊印于《屠格涅夫文集》第一卷（１８６９年１１月出版）。

瑏瑡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开端的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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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的寓言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叙事分析

王艺涵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２８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影像研究”（２０２０ＢＷＸ００６）
作者简介：王艺涵（１９８１—），女，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阿尔伯塔大学访

问学者，主要从事民族文学、民族电影批评与研究。

摘　要：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作家、艺术家既关注着族群与文化表征，也关注着那些生活境遇
中的个人面孔。石舒清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及同名影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讲述了一个

与祭祀仪式有关的故事，也是一部“感觉的寓言”，一部关于个人丰富的内心感受如何超越了外在信

仰和文化符号、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感觉的寓言”。

关键词：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民族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０８－０５

　　就民族文学的民族志意义而言，作家在记录与
虚构之间保持着可贵的平衡，不仅那些纪录性的文

字中保留着民族志内涵，在文学虚构的故事中也有

着丰富的纪录性内容。一个同样有意义的文学现象

是，这些纪录与虚构并没有因为表现族群文化与认

知，而淹没族群中的个人面孔。石舒清的小说《清

水里的刀子》和据此改编的同名影片，就是这方面

的一个范例。

与其说《清水里的刀子》这部作品讲述了什么

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如说它极其细致地表达了一个

回族老人面对生死处境时的感受、感觉、感知。影片

中，马子善老人的扮演者，他的具有深刻共情力的

脸———他的“面孔”，极好地表达了这一难以言说的

感觉，对生命与死亡充满忧思的复杂而丰富的感觉。

因此，与其说《清水里的刀子》是一部故事片，或者

说石舒清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与祭祀仪式有关的故

事，不如说它们是一部“感觉的寓言”，一部关于人

丰富的内心感受如何超越了一切外部的信仰和文化

符号，成为一部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感觉的寓

言”。

一

“感觉的寓言”不是一种理论，它告诉我们的

是：个人的感觉如何与共同体的伦理相通，个人的感

觉如何具有最真实的伦理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

是一部个人感觉与社群伦理之间的对话，这是发生

在一个回族老人内心的微型对话，它或许能够唤起

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大型对话。虽然在《清水里的

刀子》里，围绕着祭祀仪式及其所需财物的筹措，影

像叙述涉及人们所熟知的一些民族志范畴，如亲属

关系、宗教仪式、经济关系等组织生活的各种方式，

但这些都是影像和小说原作中的外部事件，叙事的

重心并非指向显然具有民族志内涵的祭祀活动，不

是聚焦于社群而是聚焦于其中的个体存在，聚焦于

一个回族老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内心感受，以及个体

如何更深刻地体现出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人与其他

牲灵之间的生命伦理关系。

从外部视角看，可以说这部影像记录了一场

“穆斯林的葬礼”及其祭祀仪式的筹措过程。在不

同地区和族群的人类学叙述中，都有着关于族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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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死亡现象的感知和描述，“他们的葬礼和随后的

悼念活动，集中围绕着一个自相矛盾的愿望；在人死

后既要保持联系，又要迅速、彻底地割断联系，而且

要确保渡过绝望、继续活下去的愿望占主导地

位”［１］。马子善父子的对话既表现出回族人的生死

观念、与信仰相关的习俗，也通过祭祀仪式注重表现

出人类学家所说的双重愿望。每个死去的人冥冥中

都是一个罪人，因此活着的亲属就必须想一些办法

来实施对亡人灵魂的搭救仪式。虽然举念一颗枣也

能够呈现对亡人的虔敬之心，但显然不足以符合礼

仪地招待参与祭祀仪式的族人或邻里。仪典深刻的

意义不仅在于对亡人的悼念，也在于对社群关系的

强调。爱弥尔·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中写道：“当群体失去它的成员而感到失落时，这种

印象构成了哀悼的基础。然而，这种印象也使所有

个体团结起来，使他们彼此之间结成更密切的关系

……”［２］涂尔干的分析表明，在人们共同参与的哀

悼仪典中，实现了人们心灵之间的共融状态，无论这

种心灵的共融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都会增强

社会的生命力。仪式作为维系社会的一种纽带，强

化了社群关系。

在父子对话时，老人完全理解儿子所说“来的

人多”的伦理含义，他默许了儿子的建议，但对要宰

杀老牛却内心极为不忍或不舍，长久以来养育他一

家辛勤劳作的老牛已经不仅是头牲畜，也不只是犁

地的工具，而是他感念和珍惜的生活陪伴者。但现

实情状是：同样已衰老不堪、不知还能犁几年地的老

牛，也无法逃脱自然秩序或死亡的命运。听到儿子

的请求，老人的脸无奈地望向窗外，望向窗外吃草的

老牛，我们跟着老人慈悲的目光看到了这一命运，也

让人随之看到、听到成长中儿孙们的玩耍与嬉闹。

而现在，是这个牲灵为人类的生与死最后做出牺牲

的时刻。影片中的老人沟沟壑壑的脸极富表现力，

那被岁月的刻刀雕刻过的沧桑面孔，就像是西海固

这片土地的一个隐喻。

在向死而生的处境中，信仰和礼仪传统为人类

生命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框架，对多数人来说是唯

一有意义的参照框架，尤其是面对生死的重大时刻，

信仰及其仪式给予生命超越性的意义。如人类学家

格尔茨所说，无论何种宗教与仪式，都意味着一种

“超越肉体的信息资源”和超越个人的“意义系统”，

它将族群的普遍信仰与脆弱的个人命运连接起来，

给予个体的人以心理安抚和精神慰藉。

二

《清水里的刀子》细腻地表现了马子善老人在

亡妻过世后，内心深处的迷恋与懊悔，祭祀亡妻需要

宰杀老牛，让他在社群伦理和更普遍的生命伦理之

间饱受煎熬，对大牲性命的怜悯和对天命的敬畏让

他陷入两难的内心挣扎。当马子善向另一位老人

（阿訇）讨教或进行心理咨询时，他所透露的正是这

一心理困难：一头大牲能预知到死亡，从而不吃喝清

洁内里以至归真。如果可以作为另一种“感觉的寓

言”来理解的话，几乎可以说，这头老牛既拥有属人

的灵魂，也拥有属神的灵魂，属人的灵魂使得牛给人

一种预知死之将至的哀戚感，而它属神的灵魂则让

这头牛自觉地在祭祀中成为一种已经净化了自身的

存在。在《清水里的刀子》这部感觉的寓言里，牛对

死亡的感知成为其中最具有民族志意味、也最具有

神秘性的部分。这使得老人的面孔所昭示的悲悯之

情不仅源于亡妻之痛，也缘于他对另一种生物之必

死命运的同情共感。在它所揭示的感觉寓言里，对

生命的尊重、对已逝生命的慎终追远，乃至对人类之

外的一切生灵必死命运的悲悯，在西海固人中间也

同样是一种深厚的伦理情感。事实上，在这部影片

和小说叙事中，作为杀戮意象的“刀子”，即使指向

的是一头牛，即使是为着一种合情合理的祭祀仪式

的举行，在老人的心里，也自始至终成了一种难解的

伦理难题。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这部小说

和影片成为一种难以解说的关乎生命伦理的“感觉

的寓言”。对于预感到自身死亡的牛来说，它能够

看见水槽里“清水里的刀子”从而不再进食，既属于

西海固回族人的一种特殊信念，又相通于现代社会

以来日益被唤醒的生命伦理情感，既具有民族志的

细节，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伦理情感特性。

大牲对自身死亡的预感，以及老人对此所感知

到的情感困扰，成为小说／电影情节中变动而逆转的
环节，也引发出人从牛对死的感知而生成的复杂、微

妙的体验。在人文主义传统中，人被视为万物之灵，

万物的主宰，仿佛只有人类才有复杂的生与死的感

受。《清水里的刀子》则给予了人们与这一认识不

同的文学表现———动物也能预感到自己的死亡，由

此给人的情感和意识造成了冲击，并最终使人通过

目睹具有灵性的（动物）个体的死亡，而感知到每一

个自然生物都能感觉到生死，无论它是否显得比人

低等，一切牲灵都有着奇妙的、值得敬畏的灵知，正

如自然、生命本身就是值得敬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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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善老人正是从这一点感知到了牛的“贵”，

貌似愚钝的牲口不仅能够预知自身的死亡，这个牲

灵不无悲哀却安然接受自身作为“牺牲”的命运，而

且还自觉地洁净自身。这个牲灵让老人的内心产生

了“又害怕又高兴”的复杂感受。西海固民间传说

“牛是大牲，若举意端正，能从清水里看到宰它的刀

子”，这种颇具超现实意味的叙事，为文学／影像带
来了富有神秘感的民族志内涵。在民族文学与影片

中大多有着人和其他生灵之间的情感交流，人和动

物之间生死沟通的叙事。如根据叶尔克西《永生

羊》改编的哈萨克同名影片和蒙古族电影《长调》

等，其中人和羊、马与骆驼等有灵性的动物之间的息

息相通，涉及有关生命的奥秘、精神层面上的相互依

存和充满灵性的沟通。或许这就是居于“感觉的寓

言”核心位置的生命伦理内涵。就像影片中的老人

饱经沧桑的面孔一样，自然时空的苍茫广袤唤起对

脆弱生命之同情与悲悯，其中既有对于生死往复现

象的平静观照，也蕴含着“参不透真主机密”的惊讶

或对生命本身的敬畏。

《清水里的刀子》所展现的葬礼与祭祀仪式，同

样是在调和人的内在悖谬性感受：爱与怕，保持联系

与隔断联系。就此而言，它所展现的具有民族志内

涵的故事，和人们心中固化的形象有所不同，不仅是

影片中的葬礼与祭礼所体现的对亡灵的搭救、对牲

灵的敬畏之心，通过强调“洁净”和“仪式”观念所展

现出来的调解生与死之悖谬处境的愿望，更主要的

是，作品向我们揭示了超越族群习俗之上个体生命

的共通之处。正如生命伦理的当代奠基者之一阿尔

贝特·施韦泽所说：“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

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

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

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

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自己的、不会失去

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道德。”［３］而在马子善

老人身上，在他充溢着悲悯之情的脸上，在他悲伤与

犹疑之面容上，我们能够从中辨认出的正是这一生

命伦理。

缘于一种更深刻的生命伦理感受，使得恪守传

统习俗的做法并不能让马子善心安理得，协调生与

死的仪式也不能平复老人内心的冲突。马子善老人

并不是他的族群社会中的一个异己者或陌异者，然

而他与亡妻、与牲灵更富有情感的连接让他无法安

然接受任何一种成为习俗的仪式，哪怕这一切都是

按照传统仪轨和社会良序进行的。马子善老人的内

心感受溢出了本来平淡无奇的司空见惯的事件。事

实上，在这部并无戏剧性冲突的影片中，叙述的焦点

恰恰聚集在这一点：完全无可非议的、按照民族习俗

与仪式进行的祭祀活动，与马子善老人默许宰牲之

后内心感受“溢出”的部分，这是必要的事件与盈余

的感受之间的对话，这是对无可争议的正当伦理实

践的善意“腹诽”。与之同时，老人也没有做出不符

合习俗或有违礼节的行为，所有的悖论与内心矛盾

都体现他柔顺的沉默行为之中，或许应该说：一切都

呈现在他富有共情力的面孔上。

牛待宰前，老人将牛带至田间，让牛享受最后的

自由和平静，对于一个将牺牲的生命而言，这似乎是

多余的行为，然而这就是从老人的悖谬之心中溢出

的部分。在这幅图景中，还有一群吃草、喝水的羊。

牛将死亡，但是羊群还继续活动着，一切都预示着周

而复始的生死轮回和转换。老人的目光缓缓掠过荒

芜的山间田野，只听到老牛踩在泥土上的沉重蹄声，

和似乎对生之世界发出留恋的叹息。所有对死的畏

惧都包含着对生命本身的留恋，哪怕生命多么卑微、

劳苦、困顿，甚至一头当牛做马的牲畜也留恋它的生

命和此岸的世界，为它的将要消失感到恐惧，陷入一

种忧伤。而这忧伤中隐含着一种服从天命的温顺，

或许还有听从天命的高贵。

老人的面孔和目光让祭祀前的一切活动都成为

从“故事”“偏离”的时刻，或祭祀事件中“溢出”的

部分。马子善老人的面孔与祭祀仪式前的场景构成

了一种感觉的寓言：一双手磨刀的一幕，刀锋光亮、

透着寒意，磨刀人为了尽可能把刀子磨得锋利，尽可

能减轻牲灵的痛苦，用铜瓶里的水不停地向刀子上

浇清水，它预示着一场祭祀仪式的前奏；女人们忙碌

地在厨房准备着菜食，切洋芋、洗辣椒、泡粉条。一

切琐碎的细节都被赋予了溢出日常生活之外的仪式

感。马子善老人静默无声地目睹了这一切，然后他

离开了这个为宰牛仪式做准备的场所，独自回到屋

中点起蜡烛，在昏黄的烛光里虔敬地念起经文。在

老牛待宰的前夜，老人提了一盏灯走进牛棚默默地

陪伴着老牛。

三

在《清水里的刀子》里，尽管一切仪式都符合族

群习俗，然而老人并不是一个参与者，就像他在影片

开始的时候走在送葬队列的最后，与群体保持着一

种充满隐喻意义的距离，最后宰牲的时刻老人也躲

避到荒山野外，举目霜雪覆盖的山岭，仰望苍茫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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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在那张沧桑的脸上，内心无限的忧伤溢出。他的

内心偏离了正在进行的合情合理的事件，老人的不

忍之心将人们的内在目光转向一种普遍性的情感，

这种情感超越了习俗，超越了仪式，回归溢出习俗与

仪式、溢出语言表达的伦理时刻。正如孟子所说的

作为“道”之发端的“不忍之心”，也是古希腊悲剧诗

人所拥有的一种信念：有力的情感如怜悯和恐惧是

人类生活洞见的源泉。

马子善老人的面孔，是《清水里的刀子》中最具

感染力的影像，这是一张唤起普遍共情力的脸，自始

至终在没有戏剧性冲突的事件之外溢出一种个体化

的悲悯之情。他沉默寡言地祈祷、劳作、生活，他对

一切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异议，然而他的面孔仿佛始

终诉说着另一种伦理。即使面对着合情合理的事

态，这张面孔仍然溢出深深的不安、愧疚、悲悯与无

奈。比起一个族群或共同体所共享的习俗与仪式，

马子善老人的面孔上溢出的是人类共同体都能够分

享的怜悯和同情，他是那样的贫穷、衰老，并自觉无

知，他深深自责不如一头大牲尊贵，却依然有着亚里

士多德所说的“闪闪发亮”的高贵性，因为这种高贵

的怜悯和无动于衷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

或许，这正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所说的“面

孔”的伦理意义，影像让我们得以与他人的脸“面对

面”，并深刻地揭示了“面孔”的真理，即他者或“陌

异者”（陌生的异己者）的真理。对“面孔”的表现，

其真实意义正在于此：“绝对陌异者单独就给我们

以教益。而只有对于我来说才能是绝对陌异者———

抗拒任何类型学，抗拒任何属，抗拒任何性格学，抗

拒任何分类———因此，才能是一种最终越过对象的

‘知识’的端点。他人的陌异性，他的自由本身！”［４］

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在讨论与民族志相关的论域时，

依然需要做出重要的区分：一方面是具有共同体意

义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秩序，那些以人格化或非人格

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文化秩序，以及表现这一秩序

的仪式、习俗及其文化符号；另一方面则是那些置身

于共同体中的个人，那些活生生的个体，置身于具体

生活情状的个人所拥有的情感、感受、认知与理性能

力。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简化为前者的一个

符号。事实上，人们更应该从这些个体的人身上，去

辨认那些本来已经固化的群体信条，重新激活表达

它的语言。它最终将迫使共同体聆听个人的声音，

使共同体倾听个人的表达，并与之对话，而这正是文

学与艺术的伦理功能。虽然置身于某个共同体之中

的个体，并不能像列维纳斯所说的那样超越于任何

种与属，也不能够成为“完全赤裸的”自然存在，但

就更普遍的意义而言，就基于人的共情力和共通感

基础之上、发展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理念而言，个体

的确是“知识的端点”。这里是否隐含着文学艺术

与一般来说的民族志书写之间的悖谬？或许，这正

是文学艺术作品之中所蕴含着的民族志诗学与那种

“科学”的民族志之间的认知差异。因为只有文学

艺术，而不是其他学科化的范畴，才能将对个体的认

知视为“知识的端点”，即将情感与感受视为“道之

端”。

在没有戏剧性冲突的叙事里，围绕着一场仪式

的准备，《清水里的刀子》将西海固回族人的日常生

活、习俗、劳作，他们的生活空间与物质条件，以及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之间的物质交流与情感交流，他们

相互依存的社群关系等等，组织进具有记录意义的

影像叙事之中。而围绕着无可非议的祭祀与马子善

老人不忍之心的内在张力，才得以让生与死的思考

转换为影像叙事与观众之间沉默的对话。影片中的

马子善老人体现了这一哲思，但在其意图的实施中，

并没有采用内心独白，而是通过各种具有民族志意

义的仪式与场景的显现，让生活自身说话。正如人

类学家Ｅ．马库斯所说：“民族志可能正是对话自身；
或是关于共同环境的一系列并置的并列叙说……或

者也可能仅是探寻共同主题的一系列独立叙说；甚

至是各种叙说或一个主旋律和多个变奏曲的对位交

织。”［５］可以说，《清水里的刀子》展现的正是这样一

种富有民族志内涵的对话，其中的人物既显现为对

“共同环境”的“一系列并置”的叙说，关于生活之艰

辛、关于贫困、关于互助和相互需要；也是一个“共

同主题”的“一系列独立叙说”，关于死亡，关于哀悼

与追思，关于生命的无常，关于生物的灵性，关于信

仰；当然，影片也完成了“一个主旋律”与“多个变奏

曲的对位交织”。

正如石舒清的原作所展现的，影片展现的不是

某种固化的信仰，甚至也不是一般所说的传统文化

及其符号，而是个体生命乃至一切牲灵的生与死，除

了日常劳作之外，是与人的生死密切相关的仪式、施

舍、筹借、馈赠礼物……有限处境中的互助行为，这

些与仪式本身都是维系着社群或族群关系的方式，

由此构建人类的团结、互助、交流，构成一种社群或

族群的纽带，并构成社群族群伦理的基础。无论是

物质的交流，物品或礼物的流动，钱财的筹借，还是

人类情感行为（如影片中的祭祀仪式所传达的哀悼

之情）的传递，无论是个体之间的互助互动还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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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仪式，都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重要的

仪式，意味着需要社群或族群每个成员的共同参与，

是共同体精神戏剧的一部分。而至为重要的是，这

一切维系族群或社群的方式，都发端于个体的生命

感受，基于个体的精神需要；而人所建构的社会、社

群与族群，即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的外

部形式，都植根于个体敏锐的感受，所有伦理关系的

外部形式，都是一部与个体生命相关的“感觉的寓

言”，就像个人的感觉已经是召唤着新的生命伦理

认知的“寓言”。因此与民族志相关的文学艺术式

的记录，不仅聚焦于族群特征与群体经验，也不应忽

略族群中的个体，尤其是族群中的那些“陌异者”的

面孔———他的面容所诉说着的感觉与感受。

就此而言，《清水里的刀子》极大地提高了其他

族群分享西海固人生活与情感的机会，与之同时，也

提供了一个族群共享其他文化群体所认同的伦理情

感的可能性。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其他的因素，每

个族群都形成了它自身的特有信仰、仪式、习俗，然

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性，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

益扩展，族际之间文化的封闭性正在让位于族际之

间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分享或共享一种具有普遍

意义的人类情感，是建构新的族际关系、从而建构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础。而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

形式所产生的感受力分享不仅具有美学意义，也具

有深切的社会伦理价值。一种具有共情力的伦理感

受，不仅属于某个特定族群，也属于人类社会。一切

感人至深的人类情感的艺术表达，不仅没有固定的

疆域，即不应受到族群的地理边界或语言—社会边

界的人为限制，而应成为族际交流与沟通的媒介，并

最终融入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

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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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ｏｎｅｔｈｎｉｃ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Ｓｈｕｑｉｎｇ’ｓｎｏｖｅｌＫｎ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Ｃｌ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ｎａｍｅｓａｋｅ
ｆｉｌｍａｒ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ａｓｐｅｃｔ．Ｉｔｔｅｌｌｓａｓｔｏ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ｒｉｔ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ｎ“ａｌｌｅｇ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ｓ”ａｎｄ
ａｎａｌｌｅｇｏｒｙｏｆｈｏｗｔｈｅｒｉｃｈｉｎｎｅｒ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ａｌｌ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ｅｌｉｅｆ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ｎｄ
ｈ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ｔｈ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ｉＳｈｕｑｉｎ；Ｋｎ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Ｃｌ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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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与“在场”的生态书写
———论刘慈欣《三体》中的女性形象

韩玉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人文艺术教育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０６
作者简介：韩玉洁（１９７６—），女，河南兰考人，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人文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

学等。

摘　要：《三体》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赋予了女性应对生态危机的隐喻书写。在自然和生命秩
序中，女性处于守成和家园的地位。女性由稳定的“在家”走向漂泊的“在场”，隐喻了生态危机的多

重性和严重性。小说中人类生存由女性选择，女性关于“在家”和“在场”的抉择悖论体现了各自的

规定性。依存“在场”的生命本性，坚守“在家”的约束、爱与责任。“在家”和“在场”各自的局限性

诠释了生态危机救赎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作者通过深邃而精密的思考，赋予女性更多破解生态危机

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三体》；在家；在场；女性形象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１３－０６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以宏大的宇宙叙事见长，
时间绵长无限，空间广袤无边，人心诡谲多变。其主

要内容是反映在“三体文明”的入侵威胁下，地球人

的生存应对。不同族群、不同个体在生态灾难面前

的表现和抉择，体现了生态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和多

变性。作者站在大地之上，仰望苍穹，穿越无限延展

的时空，对终极问题的追寻苍凉透彻，令人震撼。刘

慈欣能够凭借《三体》获得“雨果奖”，很大程度上就

在于他在人类未来生存方面思考的深邃和广博。可

以说，刘慈欣是一位有着前瞻性生态思考的作家。

面对宇宙零道德的底色，人类如何生存？小说以女

性人物叶文洁的抉择为起点，以程心的抉择为尾声，

构筑了女性对于生存—文明—爱欲的深度解读，包

含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问题，如：是竭尽全力

的人性回归，还是迎合未知世界的猜想而建立新的

规则？刘慈欣的思考显然是开放和包容的。“在

家”与“在场”的区分，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精神层面的

归宿选择，也是后现代生态观如何实现的追问，等等。

一、人类整体生存状况：“在家”走向“在场”

在性别设定中，母性一直是女性的第一性征。

生育子嗣，抚养后代，在对生命的延续上，女性比男

性倾注的情感要强烈得多。特别是有文字记载以

来，母系氏族的女性是家的象征。父系社会中，女性

处于从属地位，大多数男性建设家园，女性守护家

园。在男性的笔下，无论对女性的妻性和女儿性是

歌颂还是逃离，对于女性的母性却是一致认可。毋

庸置疑的是，在有历史传统的人类文明中，人类公

认：有母亲便有家园。

家园是身心栖息的港湾，对家的渴盼，返乡的愿

望，在文学中被长久吟唱。“在家”代表着皈依，代

表着牵绊，代表着血缘情感的连接。“在场”是一种

变动不居的生存状态，代表着漂泊、代表着流浪、代

表着无乡可返的哀伤。人类中的很多个体或族类，

穷尽一生就是为了有一个安稳的家，农耕文明一向

是安守于乡土，游牧文明驰骋多年也选择了定居，海

洋文明面对未知浩渺的海洋祈求生存环境的恒定。

在《三体》中，作者以独特的想象，塑造了３３位
女性，其中用墨较多的女性有６位：叶文洁、程心、智
子（女性机器人）、艾 ＡＡ、庄颜和杨冬。叶文洁、杨
冬是当代知识分子；程心、庄颜是穿越未来的当代

·３１·



人；艾 ＡＡ是威慑纪元的未来人物；智子是让人类
叹服的机器人。这些女性突破了传统女性的“在

家”特征，诠释了五千年中国女性的心路历程。她

们的精神世界彰显了女性在生态灾难面前的担

当，暗合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很多主张。更难得的

是，从“在家”到“在场”的转变打开了生态思考的

多维空间。

《三体》中女性的“在家”感是非常弱化的，灵魂

无处安放的“在场”感却处处可见。这些女性基本

都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小说中，“三体”组织的最

高统帅叶文洁是“在家”感基本缺失的一个人。她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叶哲泰在“文革”中被自

己的学生批斗致死；母亲在关键时刻充当批斗父亲

的勇士，后来并无精神负担地寻求自己的新生活。家

庭的不幸让她心寒。父亲去世后，她独自一人去了大

兴安岭。人类对于森林的肆意破坏，自私盲目让她心

凉。《寂静的春天》中揭示的杀虫剂对地球生命的摧

残，让她心惊。看似一腔热血地反对森林砍伐的白沐

霖，曾经被脆弱的她视为知音，却因自保而陷害她。

当她带着残存的希望找到当年打死自己父亲的红小

兵时，她们诅咒历史，却拒绝忏悔。一系列人性的丑

恶，让叶文洁完全绝望。以至于后来父亲的学生杨卫

宁多次保护她，并与她组成家庭，也没有让她感到

“家”的温暖。“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使叶文洁陷入了

深重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上的流浪感残酷地折

磨着她，在组成家庭后，她的心灵反而无家可归

了。”［１］７０后来叶文洁按下了向“三体文明”求救的按

钮。为了保守秘密，她冷血地杀害了丈夫和领导。

杨冬是叶冬洁的女儿，受母亲的影响，她成为著

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后来因为在触及宇宙真相的过

程中，精神世界完全幻灭，选择了自杀。她也是基本

没有“在家”感的人物，活着是为了寻求宇宙真理，没

有婚姻，也没有孩子。艾 ＡＡ是未来的威慑纪的女
性，那个时代本来就没有婚姻和家庭，她随程心漂泊

到地球各地，从来没有纠结过家园的问题。庄颜是面

壁者罗辑的妻子，也是作者描绘的最具有妻性和女儿

性的人物，应该算是集美丽、善良、优雅、知性的理想

女性，不过她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最后也离开

了罗辑。“智子”是日本女人的隐喻，谦恭、隐忍、多

变，好像是最“在家”的人，但她是机器人的事实改变

了“在家”的本来含义，是最根本的“在场”。

程心是小说中形象最为丰满的一位女性。在她

身上，奇托了作者对于生命、文明、人性、自然的多重

思考。程心是个遗弃的孤儿，她的养母宁愿孤独终

老也不舍弃她，养母的爱是她感受到的最恒久的温

暖，养母的培养使她善良、坚韧、富有爱心和责任感。

在女性化的威慑纪元，她被选为取代罗辑成为人类

的第二个执剑人，其地位如同女娲神。她身上的母

性光辉普照每位面对生存危机的地球人，可以说有

她就有“家园”。不过，也因为她选择了放弃黑暗森

林威慑，让地球人陷入灭顶之灾。她为了弥补过错，

执着地寻找新的家园。可是在寻找家园的过程中，

一步步发现了宇宙的本相：宇宙是零道德的，死神永

生。希望———失望———绝望———希望，选择———坚

守———放弃———选择，在程心身上，跨越了地球亿万

的时光，经历了无数次人类无助的轮回。在她身上，

“在家”的愿望最为动人心弦，“在场”的无奈最让人

类叹息。作者对她的塑造，看似不带任何情感，但每

一回从“在家”到“在场”的变动，都力透纸背，含蕴

深远。

守护家园的女性从“在家”走向“在场”，寓意着

人类原有封闭的、完整的的家园意识正逐渐走向瓦

解，一个开放和复杂的时代已经开始。“家园意指

这样的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

能有‘在家’之感……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

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

间。”［２］１５家园的概念，对于当代人来说，大多是破碎

和疏离的，因为很少人会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一辈子，

并和小时候的伙伴一起工作。家园成了陌生概念

后，一切都与过去不同。人口按几何级不断增长，资

源不断消耗，环境不断恶化。没有了守护家园的意

识，甚至有些人叫嚣着，地球如果不能生存，我们可

以星际移民。且不说能否星际移民，就算移民成功，

我们要继续糟蹋另外一个星球吗？处于“在场”状

态的人类非常痛苦。痛苦主要来自不可控，自然灾

难的不可控，技术和官僚主义的不可控，人造机器、

机械化对人性伤害的不可控。《三体》中的当代女

性，基本上都遭受了不可控的痛苦———对人类极度

绝望的叶文洁，在人类遭受灭顶之灾时眼睛失明的

程心，自杀的杨冬。“在场”的痛楚让人触目惊心；

“在家”的缺失在小说中成为人类必然的遗憾。由

“在家”走向“在场”，这一真相和事实引出，牵出了

人类生存中危机的多重性。“在家”是否是人类一

种恒久的状态？女人走向“在场”对人类的文明有什

么影响？从“在家”到“在场”是一种对家园的远离，

这种远离是客观的存在还是主观的选择？或许两者

都有。人异化后人性怎样重新界定？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坚守应是什么？一系列宏大

的问题在《三体》中提出，“在家”和“在场”的抉择为

我们渐渐梳理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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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的生存困境：“在家”和“在场”抉择的

悖论

从小说中几位女性的选择和人生历程来看，人

类文明对于“在场”和“在家”这一问题上，男性和女

性的处理方式并不十分一致，但是最后实现了认同。

《三体》中影响人类命运抉择的是叶文洁和程心两

位女性，她俩的抉择显现了“在家”与“在场”的各自

规定性。

叶文洁因对人类极度失望，按下了向“三体文

明”求救的按钮，她写道：“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

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１］２０６她不知“三体文明”

是否强于地球文明，她不知“三体文明”是否对地球

文明充满敌意，她也不知这样的抉择是否会给人类

带来灭顶之灾。她毫不犹豫地背叛了人类，并因保

密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和领导雷志成。她冷酷并充满

血腥的选择，彻底抛弃了生命的家园。可以说，叶文

洁的选择是疯狂和盲目的。她希望建立一个理性、

科学、美好的新文明，至于与外星人接触是否能达到

目的，她也没有过多的思考。就像人类为了更好地

改变生存状态，进行工业革命、信息革命、能源革新，

至于文明要走向何方，却不可知。技术的魔力是不

可控的，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灾难会一个个降

临。

叶文洁为了改变地球，放弃了“在家”，选择了

“在场”。叶文洁放弃的“家”，是地球上不同物种的

家。生态女性主义一致认为，女性与自然一样，受到

男权社会暴力的伤害。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

长期以来，人把自然当作任意索取的物的世界。女

性也被打上了物的烙印。生态危机的解决，应从女

性的解放开始。叶文洁经历的人性中的黑暗，正是

文明危机的体现。文明的危机同时出现在各个领

域，之间又相互关联，而且防不胜防。如文明的冲

突，信仰的丧失，技术对人的控制，单向度的人的大

量出现，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如今的危机，是自

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都出现了紊乱。作者对

文明的危机的揭露入木三分。他借叶文洁的抉择，

揭示了生态文明危机严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面对

不可知的“在场”，叶文洁赌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也抛弃了亲人。她的丈夫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

她，给她庇护和家庭；她面对丈夫的死亡却无动于

衷，她说：“冷静、毫不动感情地做了。我找到了能

够为之献身的事业，付出的代价，不管是自己的还是

别人的，都不在乎。同时我也知道，全人类都将为这

个事业付出史无前例的巨大牺牲，这仅仅是一个微

不足道的开始。”［１］２１６

叶文洁并不是一个杀人恶魔，相反她是大学教

授、高级知识分子，热爱科学和真理。尽管她身遭不

幸，还是一次次地希望人类能够反省自身。她最后

的绝望，凸显出人类个体面对生态危机的可怜和无

助。不过选择“在场”就可以了吗？也不尽然。面

对不可知的未来，温室中成长的人类更是纠结万分。

从“在家”到“在场”，人类失去了稳定性。无根的断

裂之感，让人类感到无尽的痛苦。怎样应对“在场”

带来的接踵而至的生命缺失，是一个难题。“在场”

后，人性还是现在我们认同的人性吗？当叶文洁与

“三体文明”接触后，了解到“三体文明”程度之高远

超出人类想象。“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之间科技

力量的对比，就像人类和虫子的对比一样。“三体

文明”的生存环境天然恶劣，急需突破现状，殖民其

他文明。小说中没有关于叶文洁心理斗争的刻画，

只显示她的行动。她告诉罗辑（男性，叶文洁女儿

杨冬的高中同学，后来的人类面壁人和执剑人）宇

宙真相。“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宇宙社会学呢？……

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

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要想从

这两条公理推论出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图景，还有两

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怕是没有机会

了……或者，你就当我随便说说，不管是哪种情况，

我都尽了责任。”［１］１３９也正由于叶文洁的提示，罗辑

找到了破解“三体文明”侵入地球的黑暗森林威胁

体系。

叶文洁关于“在家”和“在场”的抉择，存在着逻

辑和情感的悖论。她通过理性思考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让地球文明走向不可知的“在场”改变，在最后关

头，又出于本能给出守护地球家园的答案。叶文洁

不是恨地球文明，而是极度绝望，绝望之余又渴望得

到拯救。她的人生中还是得到过很多温暖的。她刚

生完孩子时，奶水不足，女儿杨冬吃百家奶长大，大

兴安岭质朴的山民无私地帮她渡过了难关。在山村

的梦乡里，她常常梦见自己变成了婴儿，躺在一个温

暖的环抱了。她感受到“在家”的安稳和恬静，心灵

的寒冰也渐渐融化。

生命的抉择正是充满这种悖论，作为科学家的

叶文洁先是选择了“在场”，后又选择了“在家”。而

《三体》中另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程心则恰恰相反，

她一直执着地选择“在家”，最后却走向了广袤无边

的“在场”，频频回首，却越走越远。

程心因为养母的爱护和影响，成为一个充满爱

心和责任心的人。她经历了四次冷冻和苏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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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因为云天明。这个濒临死亡的男人，用他全部

的积蓄为她买了颗名为ＤＸ３９０６的星星。她却为了
人类文明的延续，游说云天明以一己之力对抗“三

体文明”，把云天明的大脑送到“三体文明”中间。

为了看到未来，她带着爱选择了冷冻。第一次苏醒

后所在的威慑纪元是女性化的社会，纤弱、善良、美

与天真。威慑纪元的人类把执剑人罗辑当成独裁的

威胁，不愿意再让男人掌控世界。他们把程心当成

圣母玛利亚，呼吁她改变男人的野蛮和嗜血。程心

也把新世界的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她决定全力保护

他们。出于母性和爱，她竞选新世界的执剑人，成为

替代罗辑的女性执剑人。就在她接任执剑人的５分
钟后，“三体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侵。她可

以选择按动威慑森林开关，但她没有。如果她选择

了，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会因为宇宙规则而被其

他星球消灭。结果很残酷，地球还是地球，不过已经

不属于人类。她的善意并没有阻止“三体文明”侵

占的步伐，相反他们把剩余的人类集中到澳大利亚，

并让人类相互吃食。抱着婴儿充满爱意的程心，选

择了地球家园。地球是所有生命栖息的家园。因为

她选择“在家”，人类走向永远的“在场”。人类没有

了，家园有什么意义呢？她对接她的人说，她没有

家。“家”这个词，像刀子一样割着她痛苦麻木的

心。

人类濒临灭绝，程心无法面对事实，双目失明。

但她别无选择，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但是地球不可以

消失。她选择了地球本身。“这个决断不是用思想

做出的，而是深藏在她的基因中，这基因可以一直追

溯到四十亿万年前，决断在那时已经做出，在后来几

十亿年的沧海桑田中被不断强化，不管对与错，她知

道自己别无选择。”［３］６

远在地球母体之外的“在场”的“蓝色空间”和

“万有引力”号飞船，选择发射太阳系坐标。“三体

文明”飞速撤离了地球，逃出太阳系。人类没有灭

绝，地球和太阳系随时面临消亡的威胁。

经历了短暂冬眠后的程心治愈了眼睛，内心却

陷入永久的黑暗，活下去变成了负担和折磨。为了

责任和赎罪，她必须活着。与云天明通话后，她又致

力于寻找守护太阳系的生命安全。为了保证光速飞

船研制的顺利进行，她进行了第三次冬眠。醒来后，

她中断了维德的战争准备，终止了他们的研究。安

全声明没有找出，太阳系消失了。程心和艾 ＡＡ进
行了第四次冬眠。她带着人类的残存希望走向未

来。可未来比人类的死亡更可怕，宇宙将变成坟墓，

所有的历史和文明都将变成虚无。程心面临着新的

抉择。她放弃了经营的小宇宙的“在家”，决定回归

“大宇宙”，为了新宇宙的诞生。“在家”和“在场”

都结束了，只留下生态球和漂流瓶。

三、新秩序构建：“在场”中“在家”的意义

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生态理念，来进行高远的整

合。《三体》系列第一部《地球往事》，首先触及现代

性带来的生态危机和人类世界的精神危机。在《黑

暗森林》和《死神永生》中，是一次次价值向度不同

的生态重建。小说的结局沉重而悲悯，表现了“在

家”的稳定和坚守，“在场”的漂泊和希冀，在死神永

生面前不堪一击。然而，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人类

坚韧的生存努力，爱、责任、尊严，是“在场”中“在家”

的内涵，如草叶上经太阳映射的生命露珠，夺人心弦。

小说中的六位女性关于“在家”和“在场”的认

知，基本上可浓缩到叶文洁和程心两位女性身上，她

们的认知综合了知识女性的生存认知———知识分子

的身份，加上女性的精神特征。她们的抉择，同时也

触及人类对于生态危机和生命本色的认知。“人不仅

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不仅仅是尚存着

的能知者，而且自己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４］２当

前很多问题，是由于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认识的不足

造成。

人类中心主义者毫无顾忌地掠夺财富。人们把

工业革命的进步、科学的成就、信息革命当作人类的

进步，其实不尽然。人们的身体得到了满足，精神却

无处安放。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无论是科学

的成就，还是工业技术的进步，都不等同于真正的人

类进步。科学和技术仅仅是现存社会整体的组成部

分，尽管取得了那些辉煌的成就，其他因素甚至社会

整体本身可能都在倒退。”［５］２４８

《三体》通过叶文洁和程心抉择的悖论告诉人

们，生存危机的残酷性不容忽视。面对多重的生存

危机，人类真的需要建立新的生态哲学了。

新的生态哲学和新的文明方式的建立，既不能

依赖复古主义的乡愁呻吟，也不能完全受未来主义

的左右。复古主义充满哀伤、软弱无力，人类不可能

回到原初的“在家”状态。弗洛姆指出：“人的存在不

同于其他所有生物；人永远处在不可回避的不平衡状

态中……人是唯一会感到他自己的存在是个问题，他

不得不解决这个回避不了的问题的动物。他不能返

回到与自然和谐的前人类状态中；他必须继续发展他

的理性，直至成为自然和他自己的主人。”［６］５６

人类本来就是从“在场”中来，“在家”只是短暂

的停留。未来主义对“在场”的认识充满乐观，对危

机的存在毫不在乎，以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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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刺激和冒险，从一个“在场”走向另一个“在场”，

失去了 “在家”中人性的美好。

程心作为人类中最具有“在家”渴望的女性人

物之一，她的抉择过程虽然是悲情的，但却充满了生

命亮色，显示出人高贵的尊严、爱的力量以及责任

感；更难能可能的贵是，小说凸显了“在家”的价值

是由叶文洁、程心与四位男性共同完成的。

首位执剑人罗辑，这位原本生活在自己世界里

的个体，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对学术的虔诚。他

被选为面壁人后，刚开始极为抗拒，后来人们派来了

庄颜，给了他美好温暖的家。再后来，庄颜听命于组

织，为让罗辑承担面壁人的使命，自愿离开罗辑。罗

辑为了再见到自己的爱人和女儿，在不得已的情况

下，直视了自己面壁人的身份。他凭着天生的敏锐

和直觉，回想起与叶文洁的对话。凭着叶文洁对人

类的爱与责任的余温，捕捉到了黑暗森林威慑，为地

球带来半个世纪的和平。也正是他，凸显了男性世

界的责任和担当，他成功执行了执剑人的任务，为人

类的延续付出了努力。

托马斯·维德，是程心工作的 ＰＬＡ（行星防御
理事会战略情报局）局长，是人类理性、刚毅、前进、

力量、冷酷、野心的代言人。维德在任何挫折面前都

不退缩，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也不在意别人的生

死，他做出把云天明的大脑送到三体世界的决定，曾

经为了执剑人的地位谋杀程心。最后的结局却出人

意料，他遵守了无论什么时候都同意由程心来决定

诺言，中断了反物质武器的开发。维德抬头看着程

心，目光中又露出了那种罕见的无助和祈求，他一字

一顿地说：“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

切。”程心说：“我选择人性，我想你们也是。”［１］３８２维

德以反人类罪、战争罪和违反曲率驱动技术禁止法

罪被判处死刑。对于维德的死亡，程心曾非常矛盾，

她甚至后悔自己的决定，如果她不加以阻止，人类或

许有更多的生机。但人之所以是人，除了动物性生

存的一面，更重要的还有人性的光辉。为了个体和

类的延续，我们必须做出一些痛苦的抉择，毕竟人类

的生生不息，不仅是一种自然体的延续，同时也是文

化和人性的延续。

与维德不同，小说中的云天明是一直支持程心

的男性。云天明是程心的高中同学，也是程心的暗

恋者。云天明封闭、自卑、敏感、聪颖，他生命中最温

暖的记忆是程心的微笑和关怀，尽管这微笑和关怀

不关乎爱情。他在垂危之际，用全部的财产为程心

送去了星星。在程心来劝说他同意冷冻并把大脑送

到“三体世界”时，他非常伤心。他说：“我不宣誓，在

这个世界我感到自己是个外人，没有得到过多少快乐

和幸福，也没有得到过多少爱，当然这都是我的错

……”［１］７０也正是这样一位男人，看到程心为人类奋

斗的热情，便同意为了人类去“三体世界”。云天明在

“三体世界”里始终关注着程心，并冒着巨大的危险，

通过童话故事告诉程心如何发布安全声明。这样一

生凄凉的个体生命，其人性的美好，整个人类为之动

容。

小说中与程心并肩战斗到底的是关一帆。关一

帆是“万有引力”号飞船上的随舰队研究员，冬眠了

四个世纪后与程心相遇。他让程心明白了一个道

理：宇宙死神永生，生存高于一切。面对这样的生命

真相，程心痛哭起来，“这是一种放弃，她终于看清

了，使自己这粒沙尘四处飘飞的，是怎样的天风；把

自己这片小叶送向远方的，是怎样的大河。她彻底

放弃了，让风吹透躯体，让阳光穿过灵魂”［１］４９１。这

就是说，人类始终是地球上的 “在场”者。

四、人类共同体家园：“在场”与“在家”的结合

新的文明方式必须要开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反对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在前现代，人类认为自

己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丰富的有情世界，自然植被葱

茏，人们的情感联系紧密，万物各有各的位置和价值。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技术之上的时代，生态被破坏，

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人类现有

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向大地“在家”历史和宇宙

“在场”过程寻找答案。

《三体》中，作者以理性宽厚的心态，来表现人

类中的女性群体。不管是对叶文洁、杨冬、艾 ＡＡ、
智子、庄颜，还是对程心，作者笔端呈现的都是男性

对女性的最平和的认知，没有妖化，也没有神化。在

解决生态危机方面，作者表现出了对女性的极大信

任，并赋予她们优先权。作者认同女性在母爱方面

的作用，正是女性弥补了男性的缺失。“从其存在

的根基上讲，在男人历史动荡不安的戏剧面前，女人

仍然那么安宁、娴静……”［７］１２作者的观点与西方著

名的思想家不谋而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隐忍和退

让，更懂得牺牲和成全，也更懂得爱和责任的价值。

小说中的“智子”隐喻“异化”的人类，她在程心决定

回归大宇宙时，对程心说，你还是为责任活着。两千

年的时光汇成对人类的情感：悲哀、敬佩、惊奇、责

备、惋惜。也许，这正是人类对自己的评价。

新的生态文明需要新的生态哲学，新的生态哲

学也意味着新的价值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指

出：“使社会得以维系的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共同情

感和信仰，社会团结的核心和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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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观和共同的道德规范。”［８］２０３新的生态哲学建

立在人类“在场”的本相上，人类其实就是“短暂”的

在场，敬畏和珍惜是人类应有的生命态度，这样才能

自我满足和自我限制。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既不是财

产，也不是名声和地位，而是时刻意识到死亡难以避

免的生命存在，活着并且感受到生活的快乐，明了

“在场”的本质，更加坚守“在家”的价值。有了“在

家”的价值，“在场”才会是自足的、自然的。关一帆

对程心说：“我当然知道你不怕，我只是想跟你说说

话。我知道你作为执剑人的经历，只是想说，你没有

错。人类世界选择了你，就是选择了用爱来对待生

命和一切，尽管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实现了那个

世界的愿望，实现了那里的价值观，你实现了他们的

选择，你真的没有错。”［１］４８５男性的信任和温暖给予

了女性，包容了女性的天真和脆弱。在解决生态危

机方面，女性和男性都选择了“在家”的爱与责任。

刘慈欣构建的小说世界虽然底色苍凉，但是每

一点都涂上了生命斑斓的色彩，持久而坚韧地发出

守护人类的光芒。对于生存危机的解读和破解，刘

慈欣作为一名科幻小说家，并依托《三体》进行了非

常令人震撼的探索和尝试，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开

放性启示，构建了新的生态哲学的基本核心内容。

对于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颇具前瞻性和启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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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学与《道德经》

李庚香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李庚香（１９６６—），男，河南淮阳人，文学硕士，法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研究

员。兼任河南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

摘　要：中原学将《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和《史记》《资治通鉴》作为自己的“二史三经”，
侧重的是传承方式，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原学研究的思想文化土壤。《道德经》研究了人类和宇宙的

根本性问题，被称为“万经之王”，是中原学的“智慧”宝藏的源头活水，在中原学研究中具有特别重

要的位置，对于中原学的思想框架和核心范畴的搭建具有重要价值。《道德经》所蕴藏的天地精华，

超越现实利益的精神境界，亦将照亮新时代的征程。

关键词：中原学；《道德经》；“万经之王”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１９－１０

　　经典的严肃性、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稳
定性。马克思在评价希腊艺术和史诗时说过，希腊

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

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中原学

将《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和《史记》《资治通

鉴》作为自己的“二史三经”，侧重的是传承方式，因

为它们构成了中原学研究的思想文化土壤。

在中国古代，经与典两个字是分开使用的，经说

的是永恒的道理。《文心雕龙》指出：“经是恒久之

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典字，从甲骨文分析，上面是

册字，下面是大字，两者合一为大本大册的书。经与

典合在一起，就是永恒真理的书籍，能够经得起时间

考验的书籍，有意义有价值的书籍。但是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被我们忽

略了，比如对积极的道家、真实的法家、上进的儒家

的认识是不够的，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去激活。虽然我们常说经史难分，但史是

实践着的善恶。例如，读《史记》和《资治通鉴》，就

会想起“以史为鉴”这几个字，因为“史”让我们在参

照之下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读史修身，不仅仅指

阅读中的是非判别，还指心智与境界的扩展。由此

可知，把世代沧桑、万千人物装在心里，会是怎样一

种有容乃大的气象，“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讲

的不正是这种“有容乃大”吗？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

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

将中华民族的品格、民族精神高度浓缩在字里行间，

凝聚成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

中原学研究，离不开三部典籍———《易经》《道

德经》《黄帝内经》。中华文明的五大基因：一是易。

易是“变”，但不是一般的“变”，而是“万变不离其

宗”的变，是“无中生有”的“变”。变化是无穷的，其

本质是“阴阳相荡”、对立统一。二是道。三是仁。

四是理。五是心。这五大基因无不与“三经”密切

相关。《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王”，在中原学研究

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对于中原学的思想框架和

核心范畴的搭建具有重要价值。在世界观方面，

《道德经》把“道”看作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起

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如

果说《易经》开了一个易门，叫作“阴阳”，“阴阳易之

门”。现在《道德经》也开了一个道的门，叫作“有无

道之门”。常存“无”，才能发现天地的奥妙；常存

“有”，才能发现千变万化的现象。真正的德，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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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个字，就是“不争”；真正的“道”，也只有两个

字，就是“无为”。一个人最高的德行就是无欲。

《道德经》是“万经之王”，是被翻译为外文最多的文

化典籍。在中原学的视野中，重读《道德经》不是为

了回顾而溯源，而是为了“重燃”而溯源。站在《共

产党宣言》和《实践论》的立场上重释《道德经》，研

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研究中国如何长治久

安的问题，是新时代中原学的研究取向。

一、《道德经》是中原学的“智慧”宝藏的源头活水

先秦时代思想多元并起，道儒墨法四家的影响

都很大，传承数千年。儒家有两个字：一是“时”。

这个“时”，在孔子与南子相处、评价管子时都有体

现。二是“仁”。老子曾经担任周朝的史官———“守

藏室之史”。而老子的核心词：一是“自然”。中岳

庙、嘉应观，都体现出对于自然的敬畏。二是“道”。

“道”是相对于“天”而言的。然而，“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

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凡是可以标注出来的名，不是亘

古不变的名。对于《孙子兵法》而言，如果用一个字

讲是“诡”，那么用两个字是“算”和“骗”。如果说老

子是讲“转化”的，那么韩非子则是讲“矛盾”的。儒

家的人文传统和伦理情怀，墨家的兼爱思想，也蕴含

着伟大的人道精神。法家反对人治，反对贵族特权，

主张法治，积极入世，这些思想中内蕴的价值，即使

在今天仍然不可忽视。

诸子各家思想相斥又相生，道家的艺术心态可

以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和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

其天道自然的观点也可以纠正儒家的天命论和墨家

的天志论。而儒法墨积极入世、顽强奋斗的精神，又

可以补道家无为之不足。道家教人谦卑逊让，知足

寡欲；教人创造而不占有，成功而不自居；教人将取

先与，以退为进，以柔制刚，以弱胜强。在人文精神

的照耀下，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

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受与非攻思想，庄子的齐物思

想和艺术人生，都各有其价值所在。老子和庄子都

承认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认为道没有意志情感，

这与儒家不同。他们反对暴力，反对强制的秩序，这

与法家不同。但道家不同于儒家、墨家的传承，多是

后人的归类。

老子和庄子的区别体现在哪里呢？老子追求的

是天下、万物、百姓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但到庄子

时这种追求已经不可能了，庄子关心不了大局，他知

道自己无能为力改变社会现实和个人在现实中的命

运，他将无可奈何的处境归之为命。在这个意义上，

庄子只能改变自己的内在世界，追求自己的精神自

由。安之若命，形象地讲出了个体对外在境遇只能

采取安然随顺的态度。但是如果仅仅是安然顺应外

在的无可奈何的境遇，那就不是庄子了。庄子将安

然顺命作为思想的起点，由此开始，通过齐物坐忘、

心斋等思想和心灵的修养，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体验

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游乎四海之外的享受。因此，

老子关心的是天下、万物、百姓如何达到自然而然的

秩序，庄子关心的则是个人的精神自在。如果说老

子关注天下百姓，承认圣人的作用，当然这种圣人不

同于儒家的圣人，而是辅万物之自然的圣人。那么

庄子则不再关注现实的秩序了，而是关注如何从现

实的道德、政治秩序中解脱出来。在老子看来，圣人

无为，万物得到自己健康正常的生长空间。而在庄

子看来，守护自己的自然本性最为重要。老子和庄

子都体现出一种超越性，老子超越的是一般的君王

治道，而庄子要超越的则是一般的世俗生活。例如，

多读《庄子》就能让我们在精神上自得其乐。道家

讲天和、人和、心和，讲天乐、人乐、心乐，因此能够用

一种更宽广的思维来看待“和谐”。这种天地观、宇

宙观构建了中国的和乐情怀和礼乐文明。这与弗洛

伊德的潜意识学说讲的完全不一样。在改造世界的

问题上，孔子屡次失败，但始终知其不可而为之，最

后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但庄子要

达到的是一种逍遥的状态，在他看来，改变世界已经

不可能，所以他努力追求一种精神的自在，而这又经

过了一个齐物的过程，即把美丑、善恶、高低、寿夭、

苦乐、朝三暮四都看得没有价值上的区别。就对现

实的漠然而言，庄子是消极的。但他对于游乎四海

之外、追求精神的自在逍遥、保持心灵的自在独立上

却又是积极的。心斋、坐忘、朝彻、见独等，都是实现

精神自由的方法。庄子承认“道”是宇宙万物之源，

但认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主张无已、无

名、无功，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在这里，孔子和老子对于混乱的时代如何应对，

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对周代遗产，即其礼乐制度

上产生了分歧。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坦诚地

说：“您所说的周礼，制定它的人早已死了，只有他

的言论还在。君子遇到适当的时候就出仕，遇到不

适当的时候就隐居起来。”“除掉您的娇气和过多的

欲望，除掉你雍容华贵的风度和过高的志向吧！”对

此，孔子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面对老子这位高深莫

·０２·



测、变化无形的智者，孔子感到难以把握对方。孔、

老之间的观点差异，也代表了儒、道两家文化观上的

差异。老子的本体是道，孔子的本体是仁。韩非说：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生心之所不能已

也”。在老子看来，“失德而后仁”。所以，他主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

狗。”正是在这些要害处，老子道家与以仁学为基础

的儒家区别开来。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

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的分歧，从而为中国文化开出

了两种不同的传统。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道是对世界的认识，而人

道则是对人自身的认知。天人关系包含着思维与存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不直接的就是这一问

题。在中国哲学家的眼里，天道与人道应该是同一

个道，而不是两个道，即是说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认

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一致性。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思路。从现

实层面来说，天之道与人之道并不一致，“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

余”。那么，什么才是合理的天人关系呢？老子的

主张是“玄同”。老子主张天道，但往往忽略了人道

的特性。“人法天”，就是要求服从普遍性的天道。

在老子看来，“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

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当然，儒道也

有会通之处，在孔子的“中庸”之道中，我们也能够感

受到道家的“无欲”“不争”“慈俭”“无为”等原则。

“道”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但他强

调只有“守雌”“贵柔”“致虚极守静笃”才能得道。这

就与《易传》强调的刚、阳、“自强不息”显著不同。

知来处，明去处。正是中华文化典籍的代代传

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坚强屹立，中华文明饱经沧

桑而薪火相传。在先秦典籍中，《道德经》由于研究

了人类和宇宙的根本性问题，其地位是十分独特的。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典籍中，译成外国

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

经》。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家都给予了《道德经》以

极高评价。希腊哲学的辩证法与论辩直接相关，因

此西方哲学“爱智”，强调对自然的把握。而中国哲

学更强调领悟，更注重于人事，“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因此中国哲学是“闻道”。法家

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他的《解

老》《喻老》开启了《道德经》的注解史。司马谈在

《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概括得十分精要，“道家无

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

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穷万物之

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汉书·

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

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

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近代思想家魏源说：

“老子之书，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

以治人”。鲁迅说，不读《老子》一书，不知中国文

化，不知人生真谛。在他看来，“老子的《道德经》是

中国文化的根柢”。苏联汉学家李谢维奇则说：“中

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

道家。”对于《道德经》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或视之为君人南面之术，或视之为气功长生之作，或

以之为兵战之书，或崇之为仙道祖籍，或推之为哲学

宝典。就内容而言，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

悲观主义、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等都有所体现。中华

文明看似柔和，实则坚强。这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

为什么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等文明古国

早已进入了博物馆，唯有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风吹

雨打依然生机勃勃，在人类文明的灿烂星空中闪烁

着耀眼的光芒，同时，也可以纠正和弥补西方文明的

缺陷和不足。

二、《道德经》蕴藏的天地精华

（一）道法自然

《道德经》的核心范畴：一是自然。二是道。

“自然”和“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什么是自然呢？道

法自然是从本体、本源角度转到价值取向。道法自

然，不是效法自然而是自然而然，是自然的、本然的，

没有外力和强力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道与自然

而然有一致性，不是任何意志能够主宰和干预的。

因此，老子讲的自然是整体的自然秩序，这使他不同

于庄子的“外物”的自然，也不同于王弼的个体的自

然本性。王弼讲的自然，就跟人的本性联系起来了，

这个转变大约从汉初强调个体修身开始，主张“因

自然”“顺自然”“任自然”。这个自然就到了个体的

层面。万物皆以自然为性，自然而然的状态是万物

的本性，王弼不把道德的善作为人性。儒家认为，世

界的秩序，特别是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圣人发现的、

安排的，是理想的。但在老子看来，这种个别人、少

数人有意安排的秩序并不理想，因为个人和人类的

能力是有限的。老子认为，宇宙的整体秩序是道所

决定的，应是自然而然的，即尽量减少外在的强力干

预。因此，老子考虑的是天下、万物、百姓这些总体

的最佳状态，是一种全局性关照。总体的自然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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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本然如此，这首先要排除有意的外力的强迫。在

道家看来，人为的努力往往自以为是，常常走向反

面。“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恒自然。”“辅万

物之自然”，就是“道”的最高境界。人、地、天、道，

域中有四大，这些都是着眼于全局的眼光。所以，老

子的自然是全局性的关照，是天下、万物和百姓，是

整体性眼光。百姓皆谓“我自然”，辅万物之自然，

道法自然，都是没有外在的强制压迫，也没有内在冲

突的自然而然。这个自然不是野蛮状态的自然，不

是动物弱肉强食的自然，不是生物个体的本能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归根结底，人要

法天法地法道法自然。在这里，自然是一种价值、一

种原则，是“自己如此”的秩序。从人到道到自然，

首先是人法道，然后是道法自然，最后是人法自然。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是第一个自觉研究本体

论的思想家。他把道看作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起

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

‘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

曰‘反’”。老子之道首先是天道，阐述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先秦时期是天命鬼神逐步衰落的时期，但

即便是孔子亦强调“畏天命”“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只有老子强调“道法自然”，道是“象帝之先”。

道具有无形无物的特点。道的无形表现在：“视之

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

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道的无物

表现在：“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

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正因道不可名状，“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此老子也很矛

盾，“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

‘大’”。由于道似有非有，似无非无，所以，“道之为

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

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然

而，道却具有无穷的创造力，“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老子之道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在时序上是先后

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的“道”，是世界的本原和法则，是最高存在。如果

从功能的角度来讲，道是万物的总根源和总根据，是

讲万物从哪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道就相当

于无，万物从没有的状态中产生出来。这是宇宙万

物从无到有的一个说法。但老子还没有笼统地讲道

就是无，这与王弼是不同的。西方讲万物是上帝创

造的，或本来就有，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中国哲学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西方哲学的

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老子精彩的解答

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无”比“有”更

加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无”就是他反复

论述的“道”。正是因为这样，便不能用任何有限的

概念、语言来界定“道”。所以说，“吾不知其名，强

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说“道”是“一”，

是“朴”，是“惟恍惟惚”，也是这个意思。虽然老子

的“道”与自然现象相联系，但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

正研究和总结。他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不过是借自然以明人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都强

调的不过是“道”对“象”“物”“天地”的优先地位。

这种道有极大的概括性，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

运用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灵活性。在老子看来，天

下的运行变化是没有也不需要情感的，圣人的统治

亦然，重要的只在于遵循“道”。有一种在天地之前

生成的东西，它寂然不动，廖然空虚；它独一无二，自

古至今不改变，流行于万物而不倦怠，这就是“道”。

在老子这里，在政治层面是“德”和“无为”，在

哲学层面却是“道”“无名”。“道可道，非常道。”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认为，道在创生

宇宙万物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

“反”，另一种力量是“弱”。反是物极必反，而弱则

是道的基本品质。虽然“道”也讲了自然现象，如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等，但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正研究和

总结。“道”难以用有限的概念和语言来界定，“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是“一”、

是“朴”，是“惟恍惟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这

里，“道”“一”“无名”是老子的哲学本体，“德”“一”

“无为”则是老子的政治社会理论。那么，如何才能

认识道呢？“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

在他看来，“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

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正由于此，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因

此，“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

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如何才能得道呢？在老子看来，“图难于其易，为大

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

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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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看来，“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弱之胜

强，柔之胜刚。”“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

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

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他把柔弱胜刚强视

为治国之利器。“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即是说，在对立项的列举中，他特别重视

“柔”“弱”“贱”的一方。这就是著名的“守柔曰强”

的思想。老子再三强调，“弱也者，道之用也”。“天

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吕氏春秋·不二》

认为，“老子贵柔”，指明了老子之道的真谛。在老

子看来，“天下莫柔弱于水”。“谷神不死，是谓‘玄

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

勤。”“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与之相应，谦卑是柔

弱的本质规定，而处下是谦卑的重要规定。“故贵

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居后则是谦卑的又一规定。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所以能为百

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无为和不争则

是柔弱的具体运用。

（二）以百姓心为心

中国的人本思想影响深远。“圣人无常心，以

百姓心为心。”“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就

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圣人永远没有私心，所以圣

人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善者，吾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从《诗经》《尚书》，都可以看到“天

命无常，民情大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民

心、民情，充溢着人本思想和人文情怀。对比之下，

中国的人本、民本思想与西方的神本主义有极大的

区别。在老子看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

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

司者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

伤其手者矣”。老子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

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老子懂军事，懂兵道，却不喜欢战争。兵不是“君子

之器”，而是“不祥之器”。只有万不得已，才能用。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杀

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因此，“以

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

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是以圣人常善

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三）无为而治

老子之道的本质是治道。所谓治道，就是政治

之道，就是阐述以及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天道效法自然，人道效法天道。当然，人道与天

道是不同的。“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

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同时，老子激烈

批判人道的不公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

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常无为而无不

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的政治思考

既有天道的理论构想，又有治道的实践模式。在政

治思想方面，老子强调“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

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

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

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

则无不治”。相比而言，无为更多地用于政治领域，

而不争更多地用于人生领域。无为不是目的，目的

在于无不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把古

往今来的统治状态分为四类，即“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最高的

状态就是“不知有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

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

弗居”。老子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道”“上德”“一”“无”“朴”是老子哲学的核心

范畴。在法家看来，显然，“无为”乃是一种“君道”，

君主必然“无为”才能“无不为”。因为统治者如果

不是处“无”而是“占有”，那就不能总揽全局了。在

这里，以“无为”求“无不为”是老子，庄子则是以“无

为”求“无为”，而韩非则是君“无为”而臣“有为”。

孔子和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禅宗则以有为求无为。

在老子这里，无为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是为了

达到无不为的效果，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具体来

说就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在这里，

“辅”就是“无为”，是“为”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

个意义上，“无为”不是消极的，而是体现了一种责

任感。老子的圣人不是要放弃对天下万物的责任，

而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辅的方式来尽自己的责任。

显然，老子的圣人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地位、名誉、权

力，而是说，圣人应该面对天下、万物、百姓，把它们

当作服务对象，关切重点在于行为对象的利益和处

境，而不是行为者自己的利益。“治大国若烹小

鲜”，就是说别折腾老百姓，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在“无为而治”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对现实政

治的批判。“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

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

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他得出结论，“常

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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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由此出发他强烈反对战

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当然，老子的“无为而治”也与他对“不知有之”

这种治理境界的追求相关，其核心在于“无私”。“天

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

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

私，故能成其私。”“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

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因

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

（四）上善若水

《道德经》把柔弱看作朴素的表现和生命力的

象征，“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

徒”。“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的

特点，一是不争，二是处于始终谦下的位置。老子强

调的是水往低处流的趋势，它不与万物相争，甘于一

般人所不喜欢的角色、处境。最好的善好像水一样，

水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

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正是由于“无为”，所

以才有“不争”。“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

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

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然而上善若水，

泽被万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

胜”。因此，“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故能成百谷王”。在这里，弱胜过强，柔胜过刚，天

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实行。因此，要“知

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

辱”。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

处理“不争”“竞争”和“斗争”的关系，对于我们是

一个考验。人类社会很多冲突都是由“争”引起的，

怎样不争，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玄德”

“上善若水”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所以

才会“不争”。玄德的特点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长而不宰”。简单说，就是“为而不争”“利而不

害”，它只给世间万物提供自然的条件和空间，而不

去干涉或者改变它们。

（五）朴素辩证

《道德经》分上下篇，上篇第一章至第三十七章

为道经，下篇第三十八章至第八十一章为德经。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

遵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自然。”

人道思考的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研究的是人的德

性问题。修身的本质就是处理人与道的关系。“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在这

里，老子推崇的是上德。复归婴儿，保持精神上的纯

真，是老子之道的内修本源。“含德之厚，比于赤

子。”然而，欲望和知性，又会阻挠人的赤子状态。

如果说“复归婴儿”是对人生修养对内的心灵指导，

那么向水学习则是人生修养对外的行为指导。而圣

人就是与道合一之人。这是因为普通人常常为贪欲

所诱惑，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才能尊天道，

法自然和明人事。“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在方法论方面，老子是朴素辩证法大师，揭示了

对立统一规律。这是老子哲学最深刻的思想，也是

老子给中外思想史留下的最鲜明的标记。在他看

来，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长短相行，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

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其中最为典型

的是人间的祸福变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

所伏”。老子最早提出系统的辩证法思想，揭示出

矛盾的对立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

老子的道是很朴素的，就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根据，

是万物之母。当然，老子的辩证思想也是需要我们

继承的。他指出，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

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智与愚、巧与拙等，

因此，“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矛盾的双方是对立

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讲了许多矛盾对立项，

如明昧、高下、先后、直曲、美恶、巧拙等。在他看来，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

新，少则得，多则惑”。可以说，他提醒人们从事物

的反面关系中来观看正面，主张正言若反，是有深意

的。因此，“大巧若拙”“大辨若讷”，讲的都是“以退

为进”“以守为攻”。同时，矛盾也是相互转化的，而

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所谓“有无相生，难

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以正治国，以奇用

兵。”他把用兵的“奇”转化成了治国的“正”。这种

相互转化还体现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祸福是变动的。他的“正言若反”，就是最好

的体现。当然，在对立项的列举中，老子特别注重

“柔”“弱”“贱”的一方，这就是著名的“守柔曰强”

的思想。《老子》再三强调：“弱也者，道之用也。”

“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因为人们只有处于“柔”

“弱”的一方，才能永远不会被战胜。只有“守雌”

“贵柔”“知足”，才能保持住自己，才能持久而有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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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能战胜对方而不会被转化掉。在这里，老子的

“不敢为天下先”，对于我们理解在忍让和委屈中以

求得生存的可能和积蓄力量的“中国智慧”具有巨

大价值。“哀兵必胜”，“宁受胯下之辱”，“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说的都是这种十分深刻的人生体会。

如果说《易传》肯定的是刚、阳、自强不息，那么老子

面对“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道”，强调

的却是“守雌”“贵柔”“致虚极、守静笃”的一面。老

子讲了自己的许多“与众不同”，那是因为在他看

来，“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

同时，“正言若反”，正面的话好像在反说一样。因

此，他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

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人生价值方面，

老子从“道法自然”出发，把素朴规定为人生的本

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当然，老子的思想也有问题：一是退化。不同于

近代史上的“进化”，老子的历史观是“退化”。他把

整个文明都拿来批判，“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

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

子》似乎在满怀恐惧和慨叹地总结着历史上的“成

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面对“金玉满堂，莫之

能守”的困局，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呢？老子向往

的是比孔墨理想更为久远的“小国寡民”时期。在

那个时期，一切任其“自然”，“祸莫大于不知足，咎

莫大于欲得”。因此，对于文字、技术等方面的人类

进步他是否定的，庄子更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社会

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无为而治”在政治层意义上

是积极的，在社会层意义上却是消极的。他反对贪

欲，进而反对智慧，主张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这显

然是消极的。在小国寡民中，虽然“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乐其俗”仍然有正价值，代表了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

相往来”，却是今天的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

二是愚民。这既表现在绝圣弃智上，也表现在绝仁

弃义上。他反对以智治国：“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

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

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还看到了大道之

废与仁义兴起之间的关系：“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

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

而乱之首。”他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

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要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

活，但要求百姓不要追求过多的欲望。追求五色、五

音、五味，都是指代过度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基本的

需求。其实人类社会的冲突都是由于过度的欲望引

起的，如对物质的欲望，对名誉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

望。然而，老子对于愚、智的理解又是十分独特的。

他说自己，“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

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这也是讲君主茫然无知，而臣属却工于算计，正如

《吕氏春秋》所言，“得道者必静”。“治大国如烹小

鲜”，君要愚世要智，可能也有其积极意义。在他看

来，小国寡民的社会图景和无为而治原则，只有具备

圣人品格的统治者才能担当和组织实施。三是循

环。老子充满了“反本”思想，他认为，循环运行是道

运动的必然结果，任何事物运动都会复归，回到原初

状态和原来的出发点。“大曰‘逝’，逝曰‘远’，远曰

‘反’”。“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四是无为。与庄子的无为不同，老子的无为是“无不

为”。如果把无为理解为遵守规律的为，才能求得正

解。正是由于这些糟粕，人们视道家为消极的。但就

整体而言，我们看出的却是一个积极的道家。

三、典籍如灯，照亮新时代的征程

面对新时代的新语境，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新的

视角重新审视《道德经》。一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

我们必须对于我们价值观进行重新提炼。二是在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要实现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说，新

时代，面对新的文明轴心期，我们需要的，正是“以

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中华典籍，是古圣思

想的载体，是先贤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这个民族血液

中永远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

河永远奔腾不息的文化密码。当代又有多少人能够

读得懂、读得进传统典籍呢？再辉煌的文化，一旦失

去传承，就必然衰败。如何让典籍活起来，仍然我们

念兹在兹的梦想。在李书磊看来，读书致用倒还在

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

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

个人人格的丰富与从容。

（一）文化典籍是我们与世界进行文明交流互

鉴的一大优势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西比较十分重要，跨文化

交流十分关键。文化典籍，是我们与世界进行文明交

流互鉴的一大优势。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

《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反对“西方中心论”，他

认为应该把人们的思想从西方移到东方，因为那里有

开阔的思想视野。他还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把老子

归为“形而上学的创造者”，把孔子与释迦牟尼、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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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从希腊哲学开始，西方

文化习惯于区分现象论和本体论。老子从现象界看

到始源和演化的问题，看到万物的“本根”。这个

“根”，在《老子》里出现了六次以上，他注重从表面现象

探讨根源，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与《老子》不谋而合。

过去我们提炼的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

一，还有仁义礼、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无为而不为，

以及法术势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必须站在中西比

较的角度来进行重视概括和提炼。如果说西方文化

是“神创论”，那么中华文化则是“道气说”。气生万

物是中国哲学的表达，道气论是宇宙的本体。否定

中华民族的“道气说”，而讲西方的“神创论”，这样

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

梁启超早在２０世纪初就发现中国哲学与西方
哲学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以人为本、关注人生是中

国哲学的特色之所在。与儒家、墨家大力倡导人道

原则不同，道家大力倡导自然原则。但是，在道家的

自然原则中，也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老子强调，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的道法

自然中，就包含“顺应民心”的思想。老子说：“圣人

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他大力倡导的自然原则也

包含着公平的原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

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西方近代，曾经

有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思想是相对于西方宗教

传统而言的，是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的

以人为本思想，则是相对于商周时期原始的天命观

而言的，从而逐渐推倒了“天命”或“上帝”的权威。

在老子看来，“道”是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

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从而为中华民族增进理

性智慧之光开辟了道路。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与自然经济

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与“社会化

大生产”相匹配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有落后

的一面，但其精华却是主要的，如与人为善、利他利

群、忧国忧民、严以律已、向往高尚人格等。中华民

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同中国文

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证

明，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

价值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站

在新时代的高度，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以下问题就

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一是个体与共同体，二是知识论与境界论。在

梁启超看来，中国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

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

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２］。孔子的“敬

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志士仁人，无求

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本义就是“爱”“博

施”“济众”。孔子把“仁”视为做人的终极价值目

标，甚至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老子曾经区别

“为学”和“为道”的区别，他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

损”。老子的学说以天道自然观为主要内容，认为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应当效法“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长而不宰”的大道，主张“无为而治”，“绝仁弃

义”，体现了与儒墨法家不同的治国理政思路。道

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秘诀就是道法自然。

三是经济人与伦理人、政治人、社会人。四是自

由与自律。五是权利与责任（义务）。六是平等与平

衡。七是和谐与竞争。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

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

下先，故能成器长。”他特别重视“不争”，“天之道，利

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不争而善

胜”。不争的关键是无私无欲，“故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长久”。反之，就是“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

于欲得”。总之，“自然”和“无为”是老子一贯的明确

主张。陈鼓应先生说得好，“我在人生的多次挫折中，

《老子》的柔韧、《庄子》的达观，让我重新站起来，学

会不再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从正负两面看问题，

这是经典对我个人生活的实际意义”［３］。

（二）发掘早期文明之幽光，熔铸新时代中国之魂

典籍如灯，能够照耀我们。中国哲学与西方哲

学不同，中国哲学不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而是为了人

生而求做人，伦理思想比较丰富，道德色彩比较浓

厚。如果说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爱智”，那么中国

哲学的特点在于“闻道”。冯友兰指出：“由于哲学

探究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单是要获

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４］孔子推崇

的是君子，本质是“仁者爱人”；墨家推崇的是“贤

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

寡，则国家之治薄”；法家贵法，力主法治，其理想人

格是尊主卑臣；老子贵柔，主张无为，推举圣人。老

子的理想人格，迥异于孔子、墨家、法家的理想人格，

最大的差异在于理论基础不同。老子的思想基础是

道，这使他比其他思想家更深刻，逻辑更彻底。

《老子》全书浑然一体，贯穿着尊道贵德的思

想。关于世界的本源，老子做出了如下回答：万物，

包括天体在内，都是道生的。道是什么东西？道生

万物有规律，万物一生出来也都按各自的规律运行，

从生到死，即从有形又化为无形，回到道中。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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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相生，反复无穷。这就是老子的宇宙观。老子

写《道德经》，目有在于用天之道引导人之道。天之

道就是自然规律，人之道就是社会意识。怎么引导？

比如人人都知道“天长地久”。老子突然问：你知道

天地为什么能长且久吗？老子告诉你：“以其不自

生，故能长生。”即天地的生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

万物。这就给世人一个启发：为己者命短，奉献者寿

长。还说天地，只为万物的生存提供适宜的条件而

不干涉、控制万物，这就是无为；而万物都能按自身

的规律取得成功，这就是无不为。由此引导治理者：

要尊重治理对象的自身规律，顺应而不干涉，治理对

象一定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得很好。这就是老子

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大到治

理天下，小到农民治禾。农民常锄禾日当午，怎么能

是无为呢？这是顺应禾的生长规律而不是去干涉

它，对禾来说就是无为；而拔苗助长则是干涉禾的生

长规律，那就是妄为。正是这种无为，五谷都能丰

收，这就是无不为。把国人当作禾，治理者就相当于

农民，要想获得治理的成功，也必得如农民那样，只服

务，不干涉。因此，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公民自身修

养，《老子》中都有正确指引。

老子似乎是在满怀恐惧地总结着历史上的“成

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长治久安的氏族社会

正在迅速崩毁，“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所追

求、称道的乃是一切任其“自然”的“小国寡民”时

期，“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如何能达到呢？在他

看来，“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孔子讲

“修己以安百姓”，老子也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

为心”。儒家讲百善孝为先，《道德经》则讲“孝慈”，

“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无辍”。正是在上述意义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

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

的文化沃土。”在我们看来，《道德经》不仅能够满足

人们理智思考的好奇心，还能在困顿中给予人动力，

激发人的生命活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老子的思

想，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当

然，老子思想中还有一些特别的认识，如：“为学日

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

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

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

成。”这些需要我们进行重新认识。

（三）文化典籍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首先，《道德经》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老子将

“道”提升为最高哲学范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

次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春秋以前，人们都认

为“天”是最高最大的，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

之。”而老子则认为“道”最大。老子提出的“无为而

治”主张，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

规律。毛泽东对《道德经》的“以弱胜强”有着深刻

的理解，他说《老子》这部书，“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

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

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

兵书”。“《老子》上说过‘不敢为天下先’，我们不

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道德经》第六十章讲：

“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影响很大。

２０１３年３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

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

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

夜在公，勤勉工作。”２０１４年３月，习近平总书记又
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要不折腾，不‘翻烧

饼’，这是治大国的重要方法。大国政贵有恒，不能

朝令夕改，不要折腾。今天喊这个口号，明天要换那

个口号。这不叫新思想，而叫不稳当”。“无为而

治”“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中国几千年朝代更替

兴亡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盛世就是

“无为而治”的结果。《道德经》中“以百姓心为

心”，“治大国若烹小鲜”，“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

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

其次，《道德经》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提供

很多借鉴。《道德经》讲：“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

害，安平泰。”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致的。老

子讲了５９次“天下”，只有一次讲到“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本义是小邦寡民。老子理想的社会秩序

是一个个小土侯安于现在封疆，安于百姓自得其乐，

而不崇尚战争和扩张。他是这样看待“大邦”与“小

邦”的互动的，“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

大邦，则取大邦”。老子认为，大邦应该处于下游，

即“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

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先哲老子讲，‘大邦

者下流’。就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

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

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

《道德经》中，“贵以身为天下”，“大邦者下

流”，“有容乃大”和“天下”“神器”等理念，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多方面的智慧，能够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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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解决人类的各种危机。一是谦下。老子讲过“大

国者，下流也”。这个下流不是卑鄙下流，而是大国

要甘心处于江河的下游。“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

也。牝常以静胜牡”，老子在这里以雌雄关系来比

喻说明大国应该采取的外交原则：一是静。二是下。

“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

大邦。”总之，“大者宜为下”。二是不尚武力。老子

不崇尚武力，他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

下。”对此，他有三原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

为天下先。”老子主张，“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但打了胜仗以后要有悲哀的心情，这点值得现代人

思考。“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

之。”这种原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种态度启示我

们怎样用更宽广的心怀面对世界、面对战争。例如，

全世界的兵法都说要战争，而且要打赢，只有我们的

《孙子兵法》以不战为上策。三是包容。“天之道，

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体现出来的就

是包容天下的胸襟。老子讲的圣人，体现的是玄德，

而玄德是道的体现，所以圣人是道的人格化的体现。

老子讲：“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

怨以德。”和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在不同

层面上讲的。“报怨以德”，讲的是事前而非事后。

“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这些体现

的都是圣人包容天下的胸襟。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

来的过程中，怎样展示大国风范，《道德经》是很重

要的一个思想来源。老子非常关心大国治理，虽然

他讲过“小国寡民”，但“小国寡民”不能代表老子的

主要思想，因为他讲“大邦”讲了很多次，讲“天下”

也讲了很多次。比如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圣

人抱一为天下式”，就是要做天下人的楷模；还有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个“天

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国际化眼光、全球性眼光。

在这个意义上，老子的思想可以为中国培养大国风

范提供文化思想资源。

在我们看来，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是五千年象

形文字垒起的一座座精神巅峰，登高望远，于我们个

体，可以拓展人生的长度和宽度；对于我们的民族，

则可以夯实精神的高度和厚度。《老子》讲，“以身

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

下”，体现出一种宽广的视野。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

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

式。”“道”给我们确立了“文化中国”的一个共同的、

明确的价值源泉，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超越现实利益

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因此我们要深入挖掘《道德经》

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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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内大循环的视角

黄　潇１，王海霞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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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８
作者简介：黄潇（１９９４—），女，陕西咸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财税理论。

摘　要：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与全体居民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考
察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及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从总

体来讲，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

媒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教育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影响显著。因而，应从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倾斜力

度及加强民生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等方面提升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效能。

关键词：民生性财政支出；居民消费；内循环；新发展格局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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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经济政治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

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加剧了全球经济环

境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全球肆虐更

使得不确定性加剧，世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在大变局中抓住发展机遇，推动我国经济迈向更

高发展层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也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其中。

迈向新发展阶段，我国要转变以往以投资、出口为主

要发展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挖掘内需潜力，发展壮

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经

济增长。

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消费对于拉动经

济增长、畅通货币流通以及引导生产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如图１所示，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
马车之一，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２００７年
以来逐步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

２０１９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４０．８０万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１．３６％，已连续六年成为我

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２０２０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到３９．２０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８．５８％，但仍然是特殊时期
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力量。随着我国步入新发

展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消费增速有所放

缓，但超过１４亿的人口总量以及不断扩大的中等收
入群体比例预示着我国消费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潜

力。《“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增加

居民收入与减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作为培育完

整内需体系、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措施。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然相对

偏低，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如表

１所示，２０１９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３９．２５％，
而同年美国、俄罗斯、韩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则分别为

６７．８６％、５０．３８％、４８．５５％。可以看出，２０１９年我
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从时

间维度来看，２００１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
４５．５２％，而到 ２０１０年，则下降到了 ３４．３３％。从
２０１１年起，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开始逐步提高，但
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中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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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占ＧＤＰ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１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居民最终消费率比较（单位：％）

年份 中国 加拿大 印度 韩国 新加坡 俄罗斯 英国 德国 美国

２００１ ４５．５２ ５５．２９ ６４．１５ ５５．４０ ４６．２４ ４９．３９ ６６．４２ ５６．４６ ６６．７７
２００６ ３７．７５ ５４．５８ ５６．１１ ５３．０３ ３８．１１ ４８．７８ ６４．０４ ５５．６９ ６７．０３
２０１０ ３４．３３ ５７．１３ ５４．７２ ５０．４４ ３６．３４ ５１．４９ ６４．２５ ５５．１１ ６７．９４
２０１１ ３４．９２ ５６．０３ ５６．２１ ５１．２０ ３６．６２ ５０．３８ ６４．２８ ５４．３９ ６８．４６
２０１２ ３５．３９ ５６．０２ ５６．４６ ５１．２７ ３７．３１ ５１．４５ ６４．５６ ５４．９１ ６７．９６
２０１３ ３５．８３ ５５．９６ ５７．６５ ５０．５１ ３７．３３ ５３．１７ ６４．８５ ５４．５６ ６７．４３
２０１４ ３６．７１ ５５．８０ ５８．１３ ４９．９４ ３７．５８ ５３．７６ ６４．４５ ５３．４２ ６７．４５
２０１５ ３７．７７ ５７．８１ ５９．０１ ４８．５４ ３７．１６ ５２．６８ ６４．４７ ５２．９７ ６７．４８
２０１６ ３８．６７ ５８．４８ ５９．３０ ４７．９６ ３６．４８ ５３．２５ ６５．１０ ５２．７５ ６８．２３
２０１７ ３８．５４ ５７．９３ ５９．０２ ４７．５５ ３５．２９ ５２．８７ ６５．０１ ５２．２７ ６８．３４
２０１８ ３８．５２ ５７．９４ ５９．３２ ４８．０２ ３４．７８ ４９．４６ ６５．４８ ５２．３０ ６７．９９
２０１９ ３９．２５ ５７．７９ ６０．２９ ４８．５５ ３６．００ ５０．３８ ６４．８１ ５２．３９ ６７．８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高速经
济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并没有持续有效

刺激国内消费，主要原因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

刚性生活支出压力使得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

及预防意识增强，从而导致国内居民整体储蓄率较

高，消费信心欠缺。另外，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

坚战的胜利推进使得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

改善，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水平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６６６７．１０元提高到
２０１９年的１３３２７．７０元。然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２０２０》
数据，２０１９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２８０６３．４０元，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２．１倍。
随着我国进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广大农

村潜藏的巨大消费潜力也是振兴国内消费的一个重

要着力点。

综上所述，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有效畅通国内大

循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是重中

之重。而在这一过程中，减小居民在教育、医疗、养

老等方面的情绪焦虑、激发居民消费信心从而振兴

国内消费是打通堵点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财政支出

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以及释放消费潜力

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要充分发挥财政支出对消费

的刺激作用，就要充分关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投入与效能。

二、研究综述

近年来，财政支出及其对消费影响的研究一直

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一是研究财政支出对

居民消费所产生的作用。毕成（２０２０）［１］通过 ＴＶＰ
－ＶＡＲ模型论证了财政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进而
通过收入效应提升消费，而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及

民生保障的加强会通过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促进消

费。蒙昱竹等（２０２１）［２］将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提
出政府财政支出在短期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

效应”，但在长期会推进城市化发展，进而对消费产

生显著“挤入”作用，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而张晓芳

（２０２０）［３］则通过构建异质性消费的 ＤＳＧＥ模型，提
出财政支出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社会福利

损失。二是研究不同类别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

王静雅、侯帅圻（２０２０）［４］通过构建省级城乡面板数
据，研究了我国消费性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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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提出消费性政府支出对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消

费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并非必然的挤入或挤出，因

此应对不同区域不同省份政府支出结构做出不同的

优化调整。常文涛（２０２０）［５］研究了包含教育、社会
保障、医疗及保障性住房支出四项的财政基础公共

服务支出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提出财政基础性

公共服务支出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中存在

中介效应。赵欢 （２０１６）［６］、沈梦颖和雷良海
（２０２０）［７］、杨越（２０２１）［８］、景辛辛等（２０１８）［９］从省
域角度或区域角度研究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

民消费的影响；焦健（２０１７）［１０］、陆乃菁和叶金阳
（２０１９）［１１］、张东玲等（２０２０）［１２］则从城乡消费差距
的角度入手，研究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

费差距的影响，论证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财政

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的不同影响，提出应

关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及地区分配比例。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时期、数据选取及研究方法

的异同会使得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

影响结果存在差别。进入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深化

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对于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激发居民消费潜能，进而畅通国内大

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一）关于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界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将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持续关注人

民生存与发展需要，保民生、惠民生成为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的中心内容。关于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界定

与分类，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在财政部关于

２０２０年预算报告的解读中，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
健康、住房保障、残疾人扶持等作为民生领域的重要

任务。安体富（２００８）［１３］将财政支出中的教育、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及就业、环保以及公共安全领域的支

出定义为民生支出。姜扬（２０１９）［１４］对民生财政支
出的界定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在

综合借鉴政府有关工作报告及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本文将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界定为教育支出、文化

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

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由于从２００７年起，我国对财
政支出分类指标及口径进行了大幅调整，为保证数

据的连贯性及可比性，本文以２００７年以后的财政支
出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

（二）民生性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如图２所示，２００７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为
１６４５３．９０亿元，占同年全国财政支出的３３０５％，２００７

至２０１９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及其占全国财
政支出的比例均具有较大幅度的提升。２０１２年，民
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增长到４６３０４．５４亿元，占全国财
政支出的比例上升至４０３２％。２０１３年，该比例有
所下降，但随后一直保持较快速度的上涨趋势，增长

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８５２％。２０１８年该比例略有下降，但
从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１９年，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占全国财政
支出比例又呈现出提升趋势。２０１９年，民生性财政支
出占比达到３８．６５％，支出规模达到９２３１７．８７亿元。

如图３所示，从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项目来看，
从２００７到２０１９年，伴随国家经济增长及财政支出
总额的提升，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额度均有较大幅

度提升。从比例上看，教育支出占比一直居于各类

民生性财政支出之首，２０１２年达到１６．８７％，近年
来虽略有下降，但基本维持在１４％以上。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占比从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２年有所下降，但从
２０１２年起，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到２０１９年，该项比
例已达到１２．３０％。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从２００７年
的４％提升到２０１９年的６．９８％，在我国民生性财政
支出中居于第三大类。环境保护支出占比稳中有

升，从２３２％提升到３．０９％，目前已经成为民生性
财政支出中的第四大类。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比

一直稳定在１．７０％左右，在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
占比相对较小。

如表２所示，从国际上来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ＧＦＳ数据库同一统计口径下，２０１８年我国经济事
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为２２．７０％，而同年美
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经济事务支

出基本维持在１０％左右，说明现阶段我国财政经济
事务支出比重仍然偏高，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

变，依赖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亟待调

整。２０１８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
２６．２０％，加拿大、日本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达到
３０．２０％与４１．９０％，美国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虽然为
２７．６０％，但其市场化保障体系较为成熟，社会保障
水平实际较高。有力的社会保障是增强居民消费信

心的重要推动力，相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

加深，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仍显不足。在健康支出占

财政支出比重方面，日本、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均超过

１９％，同年我国该项支出比例为９．３０％，与其他国
家相比仍然偏低。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基本保证教育
支出占ＧＤＰ比重不低于４％。２０１８年我国教育支出
占财政支出比重为１１．５０％（上述统计口径下），高
于同年美国、日本该项比重，体现了我国对教育事业

的高度重视。另外，２０１８年，我国环境保护支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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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２．４０％，高于同年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在
该项支出上的投入比重，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的

生态文明思想及绿色发展理念。

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情况

数据来源：ＣＥＩＣ数据库

表２　２０１８年部分国家部分财政支出项目占财政

支出比例情况（单位：％）

项目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中国

经济事务支出 ８．７０ １１．９０ ８．１０ ９．３０ ２２．７０

环境保护支出 １．５０ ２．３０ ２．００ ２．９０ ２．４０

健康支出 ５．４０ １９．５０ ２２．００ １９．９０ ９．３０

教育支出 ９．００ １５．１０ １２．９０ ８．１０ １１．５０

社会保障支出 ２７．６０ ２６．５０ ３０．２０ ４１．９０ ２６．２０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ＧＦＳ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１．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全国财政支出的

面板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考察民生性

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在进行建模

时，引入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引入各类

民生性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为减少多重共线性

影响并消除量纲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做对数处理。

另外，为探讨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的影响差异，本文在做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城镇

居民消费水平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作为被解释

变量，并以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建模分析。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Ｃ＝α０ ＋β０ｌｎＥｄｕ＋β１ｌｎＣｕｌ＋β２ｌｎＳｅｃ＋
β３ｌｎＭｅｄ＋β４ｌｎＥｎｖ＋ε１ （１）

ｌｎＣｉｔｙ＝α１ ＋γ０ｌｎＥｄｕ＋γ１ｌｎＣｕｌ＋γ２ｌｎＳｅｃ＋
γ３ｌｎＭｅｄ＋γ４ｌｎＥｎｖ＋ε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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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Ｒｕｒ＝α２ ＋δ０ｌｎＥｄｕ＋δ１ｌｎＣｕｌ＋δ２ｌｎＳｅｃ＋
δ３ｌｎＭｅｄ＋δ４ｌｎＥｎｖ＋ε３ （３）

其中，Ｃ代表我国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Ｃｉｔｙ
代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Ｒｕｒ代表我国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Ｅｄｕ、Ｃｕｌ、Ｓｅｃ、Ｍｅｄ、Ｅｎｖ分别
代表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及环境保护支出水平，

αｍ为常数项，βｋ、γｋ、δｋ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参数，
εｎ为随机误差项。
２．变量选取与说明
（１）居民消费水平指标
综合考虑数据的真实性、可比性和连续性，本文

选取《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９年全体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

居民消费水平衡量指标。

（２）民生性财政支出指标
由于本文考察全国层面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

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国家财政支出数据中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

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

境保护支出，并用每年度各项支出分别除以该年度

年末全国总人口得出各项支出的人均数，作为衡量

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指标。各个变量符号及其定

义如表３所示。
表３　计量模型各变量符号及其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ｌｎＣ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值

ｌｎＣｉｔｙ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值

ｌｎＲｕｒ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值

ｌｎＥｄｕ 人均教育支出的对数值

ｌｎＣｕｌ 人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的对数值

ｌｎＳｅｃ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对数值

ｌｎＭｅｄ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对数值

ｌｎＥｎｖ 人均环境保护支出的对数值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
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各研究变量数据导入计量软

件 Ｓｔａｔａ中并进行对数化处理，执行命令“ｓｕｍｍａ
ｒｉｚｅ”对所有变量的统计特征进行考察，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Ｃ １３ ９．４４３ ０．３８３ ８．７９４ ９．９７９
ｌｎＣｉｔｙ １３ ９．７８５ ０．３２６ ９．２３０ １０．２４２
ｌｎＲｕｒ １３ ８．８７６ ０．４３６ ８．１７１ ０．４９８
ｌｎＥｄｕ １３ ７．２３２ ０．５０２ ６．２９０ ７．８１８
ｌｎＣｕｌ １３ ５．０８９ ０．４６０ ４．２２０ ５．６７６
ｌｎＳｅｃ １３ ６．９２３ ０．５３１ ６．０２２ ７．６４９
ｌｎＭｅｄ １３ ６．３１４ ０．６６６ ５．０１５ ７．０８２
ｌｎＥｎｖ １３ ５．４６９ ０．５７２ ４．３２２ ６．２６９

　　（三）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通过利用 Ｓｔａｔａ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

回归分析，检验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程度，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Ｓｔａｔａ软件多元回归结果

ｌｎＣ Ｃｏｅｆ．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Ｅｒｒ． ｔ－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Ｓｉｇ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９５ ０．０７７ －１．２３ ０．２５８
ｌｎＣｕｌ ０．３５２ ０．１３６ ２．５９ ０．０３６ 
ｌｎＳｅｃ ０．６３１ ０．０４２ １５．１６ ０ 
ｌｎＭｅｄ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８ －０．５４ ０．６０６
ｌｎＥｎ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９４ ０．３８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５９５ ０．１５７ ２９．２７ 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９９
Ｆ－ｔｅｓｔ ３１４０．２０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０

　　注：、以及分别代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以及ｐ＜０．１。

１．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回归结果
为防止由于存在异方差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

性，本文通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 ＯＬＳ回归。从
表５中可以看出，在回归模型中，Ｒ２＝０．９９９，且检验
模型显著性的Ｆ统计量的值高达３１４０．２０，相应的ｐ
值（Ｐｒｏｂ＞｜Ｆ｜）为０．００００，表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
相关，即印证了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人

均消费水平存在的显著影响。

分项来看，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

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具有

促进作用。从检验结果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０．６３１，且在１％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全体居

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０．３５２，在５％的统计水平
下显著。而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

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２．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回归结果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利用Ｓｔａｔａ软件

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检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

响程度。结果如表６、表７所示。
表６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多元回归结果

ｌｎＣｉｔｙ Ｃｏｅｆ．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Ｅｒｒ． ｔ－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Ｓｉｇ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５ －１．２３ ０．２５８
ｌｎＣｕｌ ０．２９７ ０．１１１ ２．６７ ０．０３２ 
ｌｎＳｅｃ ０．５３４ ０．０３３ １６．３２ ０ 
ｌｎＭｅｄ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２ －０．６１ ０．５５９
ｌｎＥｎｖ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１ －０．８３ ０．４３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６６１ ０．１２８ ４４．２４ 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９９
Ｆ－ｔｅｓｔ ４１１９．８５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０

　　注：、以及分别代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以及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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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多元回归结果

ｌｎＲｕｒ Ｃｏｅｆ．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Ｅｒｒ． ｔ－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Ｓｉｇ
ｌｎＥｄｕ －０．２７９ ０．１０５ －２．６７ ０．０３２ 
ｌｎＣｕｌ ０．６２３ ０．２０１ ３．１１ ０．０１７ 
ｌｎＳｅｃ ０．９２４ ０．０６０ １５．３２ ０ 
ｌｎＭｅｄ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４ －１．０５ ０．３２９
ｌｎＥｎｖ －０．２０２ ０．０９６ －２．１１ ０．０７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２５７ ０．２２１ １４．７６ 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９９
Ｆ－ｔｅｓｔ ２７４２．５０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０

　　注：、以及分别代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以及ｐ＜０．１。

为防止由于存在异方差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

性，本文通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 ＯＬＳ回归。从
表６中可以看出，在回归模型中，Ｒ２＝０．９９９，且检验
模型显著性的Ｆ统计量的值高达４１１９．８５，相应的ｐ
值（Ｐｒｏｂ＞｜Ｆ｜）为０．００００，表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
相关，即印证了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水平存在的显著影响。

分项来看，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

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

促进作用。从检验结果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０．５３４，且在１％的统
计水平下显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城镇居民消

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０．２９７，在５％的统计水平下显
著。而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

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前文，本文通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 ＯＬＳ
回归。从表 ７中可以看出，在回归模型中，Ｒ２＝
０．９９９，且检验模型显著性的 Ｆ统计量的值为
２７４２．５０，相应的ｐ值（Ｐｒｏｂ＞｜Ｆ｜）为０．００００，表明回
归模型整体高度相关，即印证了我国民生性财政支

出对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存在的显著影响。

分项来看，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教育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

出均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从检验结

果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的影响系数为０．９２４，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

数为０．６２３，在５％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教育支出对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０．２７９，在５％的
统计水平下显著；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

平的影响系数为 －０．２０２，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下显
著；医疗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

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
及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考察了民生性财政支出

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衡量了国家民生性

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根据计

量模型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从全国层面看，在我国各项主要民生性财政
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对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我国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主要包含了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就业补助、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最低生活保障以

及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等。合理的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能够有效增强居民基本生活保障，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扫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

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居

民消费水平的显著影响充分体现了随着社会发展进

步，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消费需要。

２．从城乡差异的角度来看，财政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文化传媒与体育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

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支出、环境保护支

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作用

不大，而教育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

平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医疗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

消费水平影响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模式路径铸就了中国发展奇迹，但在这一过

程中，城乡发展速度及水平差距有所拉大，城乡居民

收入消费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近年来，我国越

来越重视城乡协调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

列国家战略使得广大农村获得了更多发展机遇，财

政支农力度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力度显著提升，有效

改善了农村民生状况，也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

断提高。而教育、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

生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该两项支出在城乡之间分

配不均衡所致。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的显著影响也说明了在乡村振兴新阶段，持

续加大对农村居民民生事业财政投入力度、补齐农

村民生短板的必要性。

（二）政策建议

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战略基

点，而目前我国相对较低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也预示

着未来我国在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方面存在的巨大空

间。通过前文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

影响分析，本文认为，应从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投入

力度、推进民生性财政支出向农村倾斜、补齐农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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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短板以及加强民生性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等方面入

手，提升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投入效能，进而发挥其在

促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方面的作用。

１．从国际范围来看，当前，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
规模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然偏低，但民

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

正向影响，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投

入力度，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消除居民对未来不确定

性的焦虑，进而有效激发消费潜力。具体来讲，首

先，前文数据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投入比

重仍然偏低，但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因此，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投入规模，

提升养老保障水平及覆盖范围，增加就业补助，加强

对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生活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促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其次，加大对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事业的投入力度，满足人民日益丰富

的文化旅游及体育生活需求，例如加大旅游景点、文

化体育场馆等建设力度，为居民提供多样化、高质量

的休闲娱乐体验选择，从而释放国内文化旅游及体

育休闲等方面隐藏的巨大消费潜力。最后，还应加

大财政在医疗健康、教育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力

度，有效扫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２．实证结果表明，与城镇相比，各项民生性财政
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

当前，我国应继续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

的倾斜力度。首先，增加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及

就业补助，提高农村整体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改善农

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及收入预期，增强消费信心。

其次，应继续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教育投入，积极促进

教育支出在城乡间的公平分配。最后，要注重财政

支出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对

农村的环境保护支出，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生存发

展环境，激发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从

而激发消费潜力。

３．当前，我国财政收支矛盾及财政可持续问题
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尽可

能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及比例的同时，也要聚

焦民生性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一方面，优化民生

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改善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和

就业、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与传媒及环境保护

等领域间的支出比例，对标居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

需求，从而提高资金支出的有效性，更好发挥民生性

财政支出对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的作用；另

一方面，加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预算编制及绩效管

理，以城乡居民的现实发展需求及科学发展规律作

为支出预算的编制依据，并制定明确可行的预算绩

效考核指标体系，强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绩效考核力

度，有效提高资金支出效率，切实发挥其在提高社会

保障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方面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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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转型视角下食品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分析
———以“好想你”并购“百草味”为例

窦　伟，李　珂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金融与会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０８
作者简介：窦伟 （１９７４—），女，河南商丘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金融与会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司治理、内部控制。

摘　要：以“好想你”并购“百草味”为例，阐述并购动因理论和绩效评价方法的相关理论。结合
并购前企业资源互补及市场优势进行并购动因分析，并购完成后结合双方实际的发展情况及销售渠

道的融合进行并购的效应分析，得出本次并购在经济方面是成功的，能够明显改善公司的短期绩效

并帮助并购方摆脱财务困境。但是，在战略转型方面不能算是成功，没有很好地利用资源互补来拓

宽并购方的线上销售市场。总体来说，此类并购活动不仅需要企业关注新渠道下产生的机遇，还需

要双方做好整合工作防范整合所带来的风险，才能有效保证并购的成功。

关键词：企业并购；销售转型；财务指标法；非财务指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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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电商行业的

快速发展，我国食品消费市场迎来了新的变化，食品

行业也进入了新的升级和优化阶段。传统的食品行

业面临着销售转型，急需解决在当前销售环境下实

现销售渠道多样化、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升级问题。

但是，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

下，企业的优化和升级往往面临着资源配置困难的

问题。因此，通过并购整合相关资源，实现销售转型

成为增强企业实力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选择之一。

并购经常发生在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中，

为了实现一方或者双方的结构的调整，资源的优化

配置而采取的一个经济决策。并购不但会对并购各

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对行业所属领域也会有一定的

影响。从食品零售企业并购情况来看，自２０１４年以
来，随着我国食品零售企业在线上网店和线下实体

店销售双渠道发展的兴起，引发了线上销售和线下

实体店企业之间的并购浪潮，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公

司并购可以快速实现双渠道销售模式的建设。传统

食品零售公司也经常以整合资源为目的进行收购，

因此在多种动因的作用下，传统食品零售业已进入

并购和整合时期。

陈爱贞［１］认为，并购作为企业之间重组资源的

重要方式，是企业成长与创新的重要手段。林伟［２］

认为，由于现在受线上网购和线下零售结合的影响，

传统零售业的繁荣有所减弱，增长率也放慢了，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并购重组与资源互补已成为传统零

售业保持其增长，使其迅速发展并在已有业态基础

上发展新兴业态的公认法则之一。曹翠珍、吴生

瀛［３］认为，在企业并购初期，较高的盈利能力和负

债能力有利于实现财务协同效应并提高企业整体的

实力；相关并购比不相关的并购更容易实现协同效

应。李倩［４］认为，基于企业内部结构的角度，并购

协同效应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内部各种

要素的优化和整合。ＰａｎａｙｉｏｔｉｓＣ．Ａｎｄｒｅｏｕ等［５］认

为，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是并购双方选择并购最重

要的动机。ＫｉｍＪ．［６］认为，企业选择进行并购活动
的主要因素是并购各方通过并购扩大市场份额、实

现优势互补，进而提升并购后企业的整体价值。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自身的发展特性对于并购动

因方面进行了研究，虽然与国外学者的观点略有不

同，但是基本上也认为并购的初衷就是为了提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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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价值、提高经营业绩。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并购

绩效评价方法大致相同，都认为企业并购可能只会

给企业带来短期的财富收益，不排除某些年财务绩

效会出现负增长的可能。目前理论界针对传统食品

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分析的理论很少，还没有足够

多的案例分析来支持传统食品企业的并购理论，对

传统食品企业并购的资源整合还没有制定具有可操

作性的规范，实际操作上缺乏有效指导。本文通过

对传统食品企业在销售转型视角下的并购案例进行

分析研究，探讨传统食品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的提升

路径，促进我国传统食品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问题的

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对传统食品企业在新的消费需求

的背景下通过并购实现销售转型时提供参考。

二、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相关理论

（一）多元化经营理论

多元化经营理论是指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该公

司用于其产品与行业之间的商业策略。具体的实施

方案分为以下三种：首先，该公司使用其目前拥有的

生产技术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这种策略的优势在

于制造原有产品的技术和制造新产品的技术具有相

似性但是使用方式却不一样。其次，公司通过技术

升级来创新产品并将其销售给原有的客户群体，其

主要优点是通过原有产品的销售关系出售一个全新

的产品。最后，公司实施整体多元化的经营方式并

通过大量的资金去开拓与原有产品无关的市场。

（二）市场优势理论

市场优势理论是指在其所属行业内某公司越处

于重要地位，企业的人才储备、管理体制、生产技术、

销售渠道则越完善，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就越大。在这

种市场优势理论的推动下，行业内并购也成为公司发

展战略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根据市场竞争法则，同

一领域中优势企业并购劣势企业可以提升行业的整

体水平，同时还给行业内的新兴力量提供足够的发展

空间。企业通过并购同行业中的其他公司，会在占领

被并购方市场份额的同时，增强自身对市场的管控

力，通过产品价格的提升来增加其超额收益。

（三）企业并购效应理论

企业并购的主要动机是获取并购产生的协同效

应，包括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

应。

经营协同效应是指公司在并购完成后其经营效

率的提高。它基本通过经营和生产呈现出来。一是

在经营方面，通过并购活动公司可以融合被并购方

的优质资源以提升自身产品在行业领域内的竞争优

势，减少期间成本并改善公司的业务绩效。二是在

生产方面，公司选择用并购来达到扩大生产规模，压

缩生产成本，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市场占有率并进一

步提高利润空间。

财务协同效应是指通过并购使业务量增多带来

更高的财务收益。并购双方之间的营运资本和资本

营运机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并购后可以优化其运

营资本，不仅可以为公司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

可以减少资本需求，降低企业战略规划的成本。

管理协同效应是指并购完成后，并购方可以充

分利用并购各方在本领域的原有品牌和优势，在组

织和管理上尽可能地达到相互补充的目的，最终达

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标。因此，并购企业应该充分

利用被并购企业的优势，并购后积极地吸收和利用

它们，以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技能，最终实现

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企业并购评价方法

１．财务指标法
财务指标方法，主要是通过比较和分析企业实

行并购前后各项财务指标的变化，来评价并购对企

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主要包括发展能力、营运能力

和偿债能力这三个指标。关于财务指标的选择，国

内外学者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只

需选择少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对企业并购

完成后的绩效进行分析；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需要

选择更多的指标来分析。

２．非财务指标法
非财务指标法与上述的评估方法不一样，它很

难通过财务数据对其进行量化的衡量，并且通常面

向未来，例如研发新产品，建立市场份额。这些度量

标准迫使公司提供充足的人力和精力，并且当这些

指标完成时，企业的运营绩效将得到显著改善。当

前最常用的非财务指标主要包括公司的潜在发展能

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这些指标通常可以促使管理层

提升企业的整体绩效。

三、“好想你”并购“百草味”的动因分析

（一）企业资源互补动因分析

“好想你”可以说是全国红枣产业领域的领导

者，并购之前它主要针对中高端消费者的线下零售

商店市场，销售的产品也相对单一。“百草味”属于

一个年轻化的电子商务品牌，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

爱，其产品主要是休闲零食。因此，并购双方在某些

方面是非常互补的：“百草味”并入“好想你”将有助

于增加并购方的品牌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影响力，并

扩大其营销渠道；“百草味”还将利用“好想你”的资

金链和线下零售渠道来实现更好和更快的发展。此

外，并购后双方可以相互学习最佳的管理经验，以提

高公司整体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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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品牌互补
“好想你”在红枣领域成了红枣品牌的倡导者

和开拓者，快速占据了消费者的消费资源。“百草

味”在中国休闲零食领域打造成电商品牌第一名，

在食品零售行业的电商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有着

突出的品牌效应和优势。合并后，并购方将与被并

购方产生良好的互补作用，通过其品牌效应有效促

进传统产业与新兴电商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并

购后企业的产品更加丰富，进一步提高并购后企业

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为树立行业内优秀的健康零

食品牌确立稳固的基础，增强与别的企业相互竞争

的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好想你”这个红枣品牌在我

国市场中的地位。

２．渠道互补
“好想你”在线下拥有１２００余家专卖店，ＫＡ商

超系统渠道覆盖的完成率达到９０％以上，可以看出
“好想你”的线下专卖店的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原有的销售模式已经进入了瓶颈期；而“好想你”在

互联网销售渠道的拓展中，由于其自身品牌线上的

影响力有限，加上较为单一的产品品种，致使“好想

你”线上销售的开展遇到许多问题。“好想你”通过

并购“百草味”，可以利用其丰富的产品线以及在线

上销售的品牌影响力，实现销售渠道的互补，与其他

企业开展差异化的竞争。

３．产品互补
目前“好想你”通过在其领域内产品线的不断

增加及加工技术的不断创新，红枣及相关产品的研

发达到２００多种。作为倡导电商渠道并进行实践的
“百草味”，拥有多元化的产品类别。２０１６年，“好想
你”计划从红枣健康休闲零食向全类别休闲零食转

变，通过并购“百草味”并利用“百草味”丰富的产品

线提高自身在红枣销售领域中的竞争力，而“百草

味”多元化的产品类别可丰富“好想你”的实体店的

产品类型，从而实现双方的产品互补。

４．消费者互补
“好想你”产品能够覆盖广泛的人群，其消费人

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和白领阶层。而“百草味”主打

的是电商休闲零食，其消费人群主要是消费观念更

新潮的青年人。

５．区位互补
“好想你”扎根于原产地河南新郑并在全国范

围内销售，但中原地区依旧是主要的销售地区。

“百草味”起源于杭州，在华东地区盛行，而江苏和

浙江地区则是其主要市场。

６．产业链互补
“好想你”的整个产业链系统是从材料的采购

与储存，到研发与生产及实体店的销售共同组成。

合并前的“百草味”主要是电商平台的销售。此外，

“好想你”与“百草味”联合进行战略转型以获取更

多的利益。

（二）企业市场优势动因分析

１．人力资源情况
人力资源是指在公司运营和开发过程中录用的

各种人才，其知识能力将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和回

报的资源。公司通过增强人力资源管理，以实现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并购后“好想你”将继续进行人

力资源的整合。并购初期“百草味”管理层动员双

方进行人事调动，财务总监由并购方任命，使双方能

够充分发挥人才互补的优势，完善更广泛的人才储

备体系，以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发展需求。作为

中国红枣领域的龙头企业“好想你”对员工的能力

和素质有更严格的要求。本文根据其并购前后的年

度报告对所属员工受教育情况，对公司的贡献情况

及专业人员的构成，更直观地分析“好想你”的未来

发展潜力。

根据表１和表３可以看出，并购后“好想你”
一方面吸收了“百草味”的大量后备人才，使得

２０１７年的员工人数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２．７６％，其中
增长最快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和技术人员，

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相反销售人员的数量却在不

断下降。主要原因是并购完成后其销售渠道的变

化，从单一的线下实体店渠道到线上线下双渠道

同时销售的新模式。另一方面从表 ２可以看出，
在并购后的两年中其员工的工资水平显著提高，

并且员工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创造收益增长幅度变

大。其中２０１７年人均创造收益是 ２０１４年的约 ３
倍，人均员工利润达到上市以来的最高值。这说

明并购使“好想你”集中了人力资源，并提出了有

效的整合措施。

表１　“好想你”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员工受教育情况 单位：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本科 ３３６ ４６６ ７３２ ７６９

专科 １８８７ １６５５ １０５６ １０４６

其他学历 １３０１ １７６７ ２４７５ ２９５８

员工总人数 ３５２４ ３８８８ ４２６３ ４７７３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表２　“好想你”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员工对企业的贡献情况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员工薪酬 ２１１６１ ２４６３８．３８ ２８７７４．１８ ３６７４０．２５

人均薪酬 ６．０１ ６．３４ ６．７５ ７．７

人均创收 ２７．６１ ２８．６３ ４８．６ ８５．２８

人均创利 １．５２ －０．０８ ０．９２ ２．２４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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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好想你”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员工专业构成情况 单位：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生产 １５７５ １１９１ ２０８２ ２５２９
销售 １１６３ ２１５１ １６０２ １４８０
技术 １９４ １６６ ２６６ ３０２
财务 ９１ ８６ １２２ １２９
行政 ４２２ ２９４ １９１ ３３３
其他 ７９
合计 ３５２４ ３８８８ ４２６３ ４７７３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２．技术创新情况
技术创新能力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衡量企业未来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假如

一家公司继续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尽管效果在短时

期内不显著，未来也将具有不错的市场竞争力。但

是假设公司一直不进行技术的创新，那其未来的发

展将很不乐观。“好想你”一向非常重视自己产品

创新，在红枣市场低迷的背景下，它还积极开发和创

新红枣有关的新产品，使得它在这个领域中一直位居

首位。并购后，它从未减少对产品的研发及创新，并

不断提高其产品质量，以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

从表４和表５可以看出，并购后“好想你”非常
重视研发技术人员的培养，在并购初期的两年里其

研发人员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在研发支出方面，尽

管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近几年有所下滑，但其研发

支出的金额在并购后的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环比上涨。
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并购完成后“好想你”的营业

收入有了大幅提升造成的。

表４　“好想你”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研发人员结构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研发人员（人） １９４ １６６ ２６６ ３０２
员工总人数（人） ３５２４ ３８８８ ４２６３ ４７７３
占总数的比例（％） ５．５１ ４．２７ ６．２４ ６．３３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表５　“好想你”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研发支出占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研发支出（万元） １７１１．６９ ２２２１．８ ２１３３．２１ ２６５８．２９
营业收入（万元） ９７２９２．４ １１１３０５．０３ ２０７１８３．２４０７０４４．９７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１．７６ ２．００ １．０３ ０．６５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三）“好想你”并购“百草味”的效应分析

为了更好地说明此并购对“好想你”的财务绩

效的影响，本文从并购的动因出发，以协同效应的角

度对比分析相关财务指标。协同效应理论主要探讨

公司是否可以在并购后获得被并购方的部分资源，

以及并购后在经营、管理和财务等方面是否都能产

生“１＋１＞２”的积极作用。
１．经营协同效应分析
从２０１２到２０１５年，“好想你”的总资产和所有

者权益增长迟缓，但在２０１６年完成并购后其两者的
增长率比并购前分别高出１／１０和１／３。这也是“好

想你”自公开上市以来的最大涨幅。在并购后的近

两年中，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的规模并未显示出特

别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大致看

出，通过此次收购“好想你”达到了扩大自身经营规

模的目的。收购之后，并购方终于改变了业绩下滑

的局面，经营效益也在逐步恢复。

一方面在被并购后“百草味”的净利润连续两年

呈上升趋势，尤其是２０１７年其净利润接近９８００万
元。同时也完成了给“好想你”的业绩承诺。另一方

面“百草味”是２０１８年唯一获得“消费者最喜爱中国
自主品牌”的荣誉称号的全类别休闲零食品牌。由于

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加速了它的战略转型。综上所述，

“好想你”此次并购不仅扩大了业务范围，增加了净利

润，还给“好想你”带来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２．财务协同效应分析
（１）营运能力分析
如表６所示，公司并购后应收账款周转率上升

的趋势明显较２０１４年增长５３．６７％。尽管２０１９年
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并购前，表明收购完成后公司营

业额迅速增长，应收账款的流动性变得越来越强，资

产管理能力也有所改善，存货周转率比２０１４年增加
近３倍，表明库存管理水平与并购前相比有了不错
的改善。由于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的不断提升，可以

明显看出其周转率在稳步提升。总资产周转率小幅

上升说明公司所有资产周转效率略有提高。基于以

上分析，并购“百草味”提高了“好想你”的营运能力。

表６　营运能力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７．０８ ６．４５ ７．７９ １１．６１ １２．０５１０．８８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２０ １．４２ １．８５ ２．５５ ２．９８ ２．８９

固定资产周转率（次） ２．３３ ２．０３ ２．４４ ３．５９ ４．１４ ３．３９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０．５１ ０．４８ ０．５６ ０．８０ ０．９３ ０．７２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２）发展能力分析
从表７可以看出，在并购的前两年“好想你”的

净利润呈负增长。企业在２０１６年将“百草味”纳入
合并报表后，净利润增长率上升至１３．１５％。营业
收入增长率在并购初期突然升高，虽然后期增速放

缓，但总体来说仍比并购前要好。此次并购活动弥补

不足，使得并购方在规模、销售渠道及品牌影响力方

面得到了快速发展，营业利润和收入也大幅上涨，未

来具有较好的发展趋势。综上所述，“好想你”在完成

并购后发展能力大大提高。

表７　发展能力指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净利润增长率（％） －０．４７－１．０６１３．１５ １．４９ ０．１２ ０．３６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８６ ０．９６ ０．２２ ０．１３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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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偿债能力分析
从表８得知，并购于２０１６年完成，并购完成后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流动比

率的下降幅度远大于速动比率的下降幅度，说明其

存货的库存量大幅减少，存货周转率大幅提升。从

“好想你”的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来看，并购后的

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是下降的趋势，表明“好想你”具有的
长期负债能力是增加的，财务结构也更加稳定。２０１８
年和２０１９年有上升趋势，其中有公司大量回购股份
的原因，但其财务杠杆在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

表８　偿债能力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流动比率 ３．３２ ２．３０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４３ １．２７
速动比率 １．３７ １．４１ １．０７ ０．９４ ０．７７ ０．８９
资产负债率 ０．３８ ０．４２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４１
产权比率 ０．６０ ０．７２ ０．５８ ０．５７ ０．６６ ０．７０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三）管理协同效应分析

管理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企业的并购行为能够

扩大企业的规模，实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而

这对其自身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并购之前两家

企业核心业务的销售渠道并不一样，“好想你”是

“专卖＋超市”的实体店销售模式，而“百草味”则是
单一互联网销售模式。并购完成后希望双方能够资

源互补，对于“好想你”的管理有了更高的要求。受

到新的发展战略的影响，重新调整品牌定位，实行

“好想你”和“百草味”双重品牌的运营模式。其中

“好想你”侧重于高端健康食品，“百草味”更侧重于

健康休闲食品。自上市以来，“好想你”在枣类相关

产品上拥有相对独特的线下销售渠道，随着这种销

售模式的弊端的出现，也逐渐意识到了线上线下双

渠道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并不断投入人力和财力

来扩大其线上销售渠道的建设。但是由于缺乏在线

销售模式的管理经验，“好想你”互联网的销售市场

没有完全打开。并购前的“好想你”也尝试推出更

多价格亲民的产品，并且着重发展商超渠道，但未能

改变利润下滑的局面，２０１５年甚至出现了３００万元
的亏损。本次并购“好想你”希望通过“百草味”多

年的互联网销售经验，为并购方打开线上销售市场，

收购“百草味”改变了其持续下滑业绩局面。但是

根据“好想你”年报数据可知“百草味”的营业收入

增速从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呈现下滑的趋势，同时“好想
你”的营业收入增速也不断放缓。这三年中“好想

你”红枣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在总营收中的占比不断

下降，“百草味”营业收入占比虽呈上升趋势，但营

业收入增速却有所下降，说明并购后双方业务没有

完成良好的融合，使得“百草味”和“好想你”两者的

业务相互独立，线下渠道的仓库也没有进行融合，导

致并购所带来的线上流量红利消失。一方面是线上

资源融合状态不佳，另一方面是“好想你”在积极拓

宽主体的业务，新业务的拓展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

持，需要“好想你”的管理层对未来发展做出抉择。

最终在２０２０年，“好想你”向百事饮料（香港）
有限公司出售“百草味”１００％股权，交易双方协商
确定的企业价值为 ７．０５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接近
５０亿元人民币。管理层这一抉择使得“好想你”在出
售“百草味”之后获得的投资收益为３５．９亿元，对净
利润的影响为２３亿元，同时获得４０亿元现金流量。
而资产负债率由４７．０８％下降至７．２８％。财务费用
由１８５２．５２万元的利息净支出调整至１．２９亿元的利
息净收入。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并购后的融合发展，但

出售依然是目前财务状态下一个最好的抉择。

四、“好想你”并购“百草味”的启示

（一）关注新渠道下产生的机遇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调整

期。同时互联网公司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传统产业产

生了重大影响，国务院根据这一新情况发布了《中

国制造业２０２５》，迫使传统行业考虑转型和升级，促
进传统企业良好发展。近年来，国家鼓励发展“互

联网＋”的创新应用，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
进“互联网 ＋”发展的措施。它为传统企业的转型
打开了可能性，而传统企业的转型可以在资本市场

上轻松获得投资，这使得传统行业更有动力去实现

转型和升级。因此，企业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

变化和导向，把握市场的发展趋势，才能充分享受国

家政策的红利，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新的整合形式，使消
费者拥有了方便顺畅的线上消费体验。消费者的升

级，技术的更新迭代使得互联网的发展有更大的空

间。打破传统的商业模式实现线上和线下销售渠道

的融合是传统食品企业的不二选择，进而以新渠道

的资源寻找该领域的新进展。当今社会互联网消费

已成为必然趋势。对食品企业来说线上和线下消费

并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互相补充，线上销售模式可以

扩大零售的覆盖范围，同时线下实体店可以吸引更

多的线上流量，线上线下相互依存互相补充，成为消

费模式的两个支柱。从中长期来看，加速消费升级

的趋势要求销售渠道更加有效，并能够迅速捕捉并

响应消费者偏好的改变。

“好想你”在２０１６年以９．６亿元收购了“百草
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借助“百草味”在食

品市场上的经营方式及其品牌影响力来帮助“好想

你”拓宽线上销售的渠道，实现其渠道整合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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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上文对并购之后的财务和非财务指标分析来

看，在并购完成前，“好想你”的业绩一直在下降，甚

至有些年度的净利润是负数。并购完成后“好想

你”的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其市场份额也

在逐年增加。此外并购完成后，其线上市场进一步

打开，大大改善了其年度经营业绩，并对其财务业绩

和销售战略转型规划产生积极影响。

（二）做好整合工作防范整合风险

从“好想你”发布的２０２０年半年报中可以看出
其完成了净利润 ２２．５６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１６
倍，令人震惊的是受疫情影响其业绩仍保持上升趋

势。相反“好想你”的非净利润亏损高达８３００多万
元，比去年下降２倍；营业收入虽然接近２５亿元，却
比上一年下降了１／８；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减少一半。
或许这才是其选择出售“百草味”背后的真正原因。

此时“好想你”表示其在完成“百草味”母公司杭州

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出售事项后，导致其在近五个

月的营业收入和非净利润的数据有所下降。此外

“好想你”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因疫情的因素也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售使

“好想你”获得了近２３亿元的净利润。综合这些来
看，“百草味”的出售使其获得了丰厚的财务回报以

及应对未来发展的充裕资金。可以说“好想你”并

购“百草味”虽然没有完成最终的整合效应，但出售

“百草味”却是“好想你”应对整合风险作出的最佳

选择。“好想你”未来发展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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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财务评价与蛛网重构

李梦旭
（安徽新华学院 财会与金融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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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改革示范课程项目（２０１９ｊｇｋｃｘ０５）
作者简介：李梦旭（１９８７—），女，安徽阜阳人，硕士，安徽新华学院财会与金融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财务与国际化。

摘　要：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及其决定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全球化意义重大，利用跨国化指数
从财务角度测量２００２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并重构８因素蛛网模型，进一步探讨国有
企业国际化水平及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快速提升，目
前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受到多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其中政策因素是最主要

的外部影响因素，企业生命阶段和资产管理能力是最主要的内部影响因素，而创新能力也非常重要。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财务评价；蛛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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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通过整合各种生产要素进

入其他国际市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提高商品销

售数量，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而企业国际化水平

是指企业在本国经营范围以外，进入国际其他市场

进行生产、销售、管理等活动所达到的程度。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

地位无可替代，其国际化水平是我国社会经济国际

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其国际化水平影响因素能够直

接反映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相关因

素和问题。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不再是单纯的以商品

和物质为媒介的经济全球化，而是以技术创新为主

要手段。企业不能再单单从企业内部资源开始创新

活动，而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

获得利益的创新资源。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活动将

分散在全球范围的各种创新资源搜集到一起，开展

更加高效的技术创新。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弱势，这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处于

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无法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新一

轮技术革命正在进行，我国企业要抓住这一机遇，积

极融入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以

全球化视野谋求新发展，实现更高的经济利益，而作

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自然是责无旁贷。

目前理论界已经有不少学者在企业国际化方面

进行了研究，比如 Ｍａｃ（２００４）、Ｌｕｏ（２００７）、吴先明
（２０２０）等学者在企业国际化动因方面进行了深入
研究［１－３］，邱景 （２００９）、曹朝晖（２０１５）、Ｍａｔｔｅｏ
（２０１５）等学者利用多种方法对企业国际化水平进
行了评价［４－６］，杜义飞（２０１８）、Ｐｒａｄｅｅｐ（２０２０）等学
者对发展中国家及新经济体的国际化进行了理论分

析［７－８］。而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的研

究很少，部分学者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影

响因素，但对于影响因素的归纳也不够全面，大多学

者只是从某一方面或少数几方面研究了影响国有企

业国际化的因素，比如王益民等（２０２０）研究了企业
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９］，Ｆｕｎｋ等（２０２０）研究了
可获得资源及资源管理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

响［１０］，侯治平等（２０２０）研究了研发投入对企业国际化
程度的影响［１１］。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利用财务

评价法和蛛网模型评价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

平，探讨各方面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国有企业国际竞

争力和我国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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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方法选择

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评价提出了

比较多的方法，比如 Ａｎｄｒｅｗ等（１９９９）、Ｆａｒｏｋ等
（２００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提出的基于各种
财务指标计算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财务评价法［１２－１３］，

Ｄａｎｉｅｌ（１９９４）、鲁桐（２００１）、李朝明（２００７）等学者提
出的基于各种影响因素的蛛网模型法等［１４－１６］。财

务数据是企业发展状态的最直接体现，利用各种财

务数据评价企业国际化水平可以更直观地展示企业

国际化状态。然而，企业的国际化是在各种宏微观

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经济活动，企业国际化水平

评价应该将各种宏微观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应

该尽可能地从多方面进行衡量。本文选择国际认可

度比较高的财务评价法中的跨国化指数和国内认可

度比较高的蛛网模型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进行衡量。其原因在于：

（１）国内外接受度较高的方法相结合可以提高
本文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避免单一方法评

价结果偏差过大现象。

（２）将这两种方法相结合，不但能够将决定国
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财务、人才等各种内部因素纳

入研究框架，还考虑到了政策、市场等外部因素，使

得本文研究结论可信度更高，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

影响因素的判定也更加全面。

（３）二者所涵盖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继承
性。跨国化指数主要从财务因素角度评价企业的国

际化水平，而蛛网模型既包括相关财务因素，同时还

包括人才、融资、市场等多方面因素。

（二）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方法

１．财务评价：跨国化指数
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的跨国化指数是

目前国际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方法

之一，主要是利用国外资产量、国外销售量、国外员

工数等企业主要海外经营成果占企业整体经营成果

的比重来反映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ＴＮＩｉ＝
Ｆａｓｓｅｔｉ
Ｔａｓｓｅｔｉ

＋
Ｆｓａｌｅｉ
Ｔｓａｌｅｉ

＋
Ｆｓｔａｆｆｉ
Ｔｓｔａｆｆ( )

ｉ
×１００％ （１）

式中，ＴＮＩｉ表示企业ｉ的跨国化指数，此指标数
值越高则表示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Ｆａｓｓｅｔｉ和
Ｔａｓｓｅｔｉ分别为企业ｉ的国外资产和总资产，Ｆｓａｌｅｉ和
Ｔｓａｌｅｉ分别为企业ｉ的国外销售额和总销售额，Ｆｓｔａｆｆｉ
和Ｔｓｔａｆｆｉ分别为企业ｉ的海外员工数和总员工数。
２．蛛网重构：８因素蛛网模型
鲁桐（２００１）提出的 ６因素模型和李朝明

（２００７）提出的 ｎ因素蛛网模型是目前国内学者在
研究企业国际化问题过程中使用比较多的蛛网模

型，二者将若干个影响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因素融入

评价体系，综合考量了多因素对企业国际化水平的

影响。但可以发现，鲁桐（２００１）和李朝明（２００７）提
出的蛛网模型中体现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因素不够全

面，均为企业内部相关因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内

因是根本力量，但外因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我

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及浓厚的

行政性，来自企业外部的政府政策和市场因素对其

国际化水平的作用不可忽视［２２－２３］。所以，本文综合

鲁桐（２００１）和李朝明（２００７）的研究，在蛛网模型中
增加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两个外部因素，重新构建

更适合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８因素蛛网模型。同
时借鉴王治（２０１０）、Ｗｕ（２０１９）、Ｓｅｒｇｉｏ（２０１９）等学
者的研究成果，对鲁桐（２００１）和李朝明（２００７）原蛛
网模型中的部分因素进行调整，比如将海外人力资

源能力调整为包括中方人力资源管理和海外人力资

源管理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以尽量全面地评价企

业内部因素对国际化水平的贡献［２４－２６］。重构的８
因素蛛网模型中各因素的选取及打分标准分别为：

（１）企业生命阶段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在不同生命阶段

所表现出的发展战略及扩张速度也存在很大差异。

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其处于初创期、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等不同生命阶段所表现出的对外扩

张诉求以及扩张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初创期阶段的

国有企业的主要诉求是生存下来，企业整体实力有

限，在国际市场上扩张的能力较低。成长期或成熟

期阶段的国有企业，会因为较强的整体实力而表现

出较强的扩张欲望，此时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提

升较快［２７］。而当国有企业进入衰退期后，其整体实

力及业务范围都处于收缩状态，即使之前的国际化

水平较高，但此时也会快速下降。根据国有企业不同

生命阶段对其国际化水平的评分标准如表１所示。
表１　企业生命阶段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１ 企业处于初创期或衰退期

２ 企业处于快速成长阶段或者存在国际战略

３ 企业开始积极出口

４ 企业处于成熟期

５ 本地国际化阶段

　　（２）资产管理能力
资产管理能力关系到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较强

的资产管理能力能够使得企业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

得较高的收益，是企业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主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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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部驱动因

素。资产管理能力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可以

通过多渠道释放，根据鲁桐（２００１）和李朝明（２００７）的
研究，可以用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体现资产

管理能力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表２）。
表２　资产管理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１ 其他

２ 企业的季度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比较稳定

３ 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大于２
４ 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大于２
５ 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大于２且应收账款周转率大于２

　　（３）创新能力
创新是企业获取生存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手

段，创新能够带给企业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效率的经营

手段，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抢占市场份额的最主要途

径。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来说，国际市场竞争对手多而

复杂，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也更高，及时且准确

地了解市场需求及竞争对手情况对于其国际化至关重

要，所以根据竞争对手及市场需求情况进行创新是国

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而国有企业的创

新不仅仅是产品技术、生产工艺的创新，在服务方式、

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也是其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

本文参考Ｊｏａｏ（２０１２）［２８］和李东阳（２０１８）［２９］等学者的
研究，从生产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对国有企

业的创新能力进行评分（表３）。
表３　创新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１ 企业在信息收集能力上具备明显优势

２ 企业的售后服务技术较强

３ 企业的管理技术较强

４ 企业的生产技术优势明显

５ 品牌和质量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４）融资能力
融资能力也是衡量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一个内

容，不同的学者对其的衡量方式和衡量的替代指标

也不尽相同。根据鲁桐（２００１）和李朝明（２００７）的
研究成果，企业资产的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是企

业融资能力的主要衡量标准，同时根据目前我国企

业资产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的一般水平，将流动

比率为２以及资产负债率为２０％作为门限值对企
业的融资能力进行打分（表４）。

表４　融资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１ 其他

２ 企业资产的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稳定

３ 企业资产的流动比率大于２
４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于２０％
５ 企业资产流动比率大于２且资产负债率大于２０％

　　（５）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一家企业中方员工的质量以及对其的利用效率

是企业自身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根据

国有企业对中方人才招聘、培养能力、人才利用效率

等方面的重视程度进行赋值以体现其中方人力资源

管理能力［３０］。能够雇佣到海外国家或地区当地的

人才以及具有国际化能力的人才也是体现企业国际

化的重要内容［３１］。以企业能否雇佣到足量、高质的

海外人才、有无长期海外人力资源政策为主要依据

对企业海外人力资源能力进行打分（表５）。
表５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１ 中方和海外员工数量能够满足企业日常运营

２ 员工学历及技术水平是招聘的硬性条件

３ 存在长期的高层次、高水平的海内外人才引进战略

４ 能根据需要随时对海内外人才进行培训

５ 随时有足量、高质的中方或海外员工派往相应岗位

　　（６）全球布局能力
国有企业的分支公司、销售网点、科研机构等在

海外的布局状况是企业国际化水平最直接的表现之

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战

略。在海外设立的分支公司、销售网点、科研机构等

数量状况、分布的地区、密度状况等都是企业海外布

局能力的一个体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

国际化发展进程［２］。所以，全球布局能力深刻影响

着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根据企业在海外拥有的

机构的种类、数量为主要依据对国有企业的全球布

局能力进行赋值（表６）。
表６　全球布局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１ 企业在海外没有相关直属或派遣机构

２ 有少量海外机构

３ 海外机构数量较多且种类齐全

４ 海外机构以产品研发为主要业务

５ 海外机构数量多且以销售网点、生产中心为主

　　（７）政策因素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主

体，其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

平，推动国有企业“走出去”、实现更深远的发展是

政府部门所期望的［２４］。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

依靠自身力量非常重要，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

支持也必不可少。作为国家资产，政府部门有责任

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国有企业国际化，同时也有必

要通过扶持政策帮助国有企业更好、更快地走向国

际市场，以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

的作用。同时，行政色彩是国有企业区别于非国有

企业的主要特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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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服从相关监管部门的政策安排，尤其是像进行

国际化这样的战略性经营策略，如果没有来自政府

部门的政策支持，则其国际化进程很难得到显著的

突破，甚至是不能开展国际化业务［３２］。借鉴白胜玲

（２００９）［３３］、Ｍａｔｔｅｏ（２０１８）［６］、王绛（２０２０）［３４］等学者
的研究，从表７中的５个方面对政策因素打分。

表７　政策因素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１ 国家政策不作为

２ 存在一定力度的支持政策

３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４ 国家政策大力支持

５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大，且在相关领域的支持政策种类多

　　（８）市场因素
市场环境是企业产品市场销售的重要内容，良好

的市场环境可以给国有企业提供宽松的国际化渠道。

国有企业在走向国际过程中，若国际市场竞争过于激

烈，市场进入门槛过高，则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以及

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均会受到限制。我国出口产品或

服务的价格优势一直是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优势，在此方面是国有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有利条件。

参考孙光慧（２００３）［３５］、王治（２０１０）［２４］、杜义飞
（２０１６）［７］等学者的研究，市场因素的评分标准见表８。

表８　市场因素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１ 国际市场没有明显进入壁垒

２ 国际市场未完全饱和

３ 产品或服务价格存在一定优势

４ 产品或服务价格存在明显优势

５ 国际市场存在明显空白

　　将各因素分值标在相应的坐标轴上，用直线将各
个坐标轴上的点连在一起即可围成一个多边形，此图

形即为蛛网模型（图１），图中多边形面积占其可达到
最大面积的比重即为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图１　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８因素蛛网模型

运用三角函数计算蛛网模型中多边形的面积，假

设各因素的取值为Ｘ１，Ｘ２，Ｘ３，…Ｘ８，即为图１中自“企

业生命阶段”轴顺时针数各轴三角形的边长，Ｓ为各三
角形面积，则８因素蛛网模型中多边形的面积为：

　Ｓ＝１２ｓｉｎ
２π( )８ ［∑

７

ｉ＝１
（ＸｉＸｉ＋１＋… ＋Ｘ８Ｘ１）］（２）

三、计算与分析

（一）样本选择

２００１年底我国正式加入ＷＴＯ，国有企业面临的
市场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国家号召下，国有企

业纷纷选择“走出去”，自此，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

化进程出现了质的改变，所以，本文以２００２年为时
间界限选择样本国有企业。具体样本的选择条件为：

（１）在Ａ股挂牌交易；
（２）２００２年以后不存在超过１年及以上的停牌

现象；

（３）２００２年以后不存在重大经营事故和违法现
象（证监会责令停牌整顿）。

根据上述条件，从我国 Ａ股市场筛选了７９家
上市国有企业作为样本，样本数据和财务信息来源

于国泰安数据库（ＣＳＭＡＲ），个别企业的个别指标缺
失数据用内插法弥补。以样本企业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
的年度数据为基础进行后续量化分析，所有量化计

算过程均由Ｅｖｉｅｗｓ１０．０实现。
（二）跨国化指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法计算的跨国化指数是

针对单个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度量，而本文计算的是

我国国有企业整体的跨国化指数，所以无法直接计

算。首先，利用各样本企业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数据计算
出各样本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海外资产

占总资产比重、海外员工占总员工比重等指标。其

次，将这些指标数据带入跨国化指数的公式中，计算

出各样本企业的跨国化指数。最后，计算出样本企

业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跨国化指数的算术平均数，代表我
国国有企业整体的跨国化指数（图２）。

从图２跨国化指数曲线走势来看，除２０２０年因
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

较上一年下降幅度较大，以及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由于受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仅以很小幅度上升外，２００２
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均呈现明显的上升

状态，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排除２０２０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情况，２０１９年我
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化指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４４．
２％，但根据吕蕊（２０１５）［２２］、Ｍａｔｔｅｏ（２０１８）［６］、Ｗｕ
（２０１９）［２５］等学者的研究结论，此数值与我国非国有
企业国际化水平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国际化水

平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之路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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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三）８因素蛛网模型
结合样本企业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的相关资料和数

据，根据前文评分标准对各样本企业的８个因素评
分。为了提高样本企业各因素评分的准确性和可信

度，对各因素的评分采用“三轮匿名”的形式进行。

首先，屏蔽企业名称，避免因对部分企业的主观偏好

而产生评分偏差。其次，对样本企业各因素进行三

轮评分，最终每家企业各因素得分用三轮评分的均

值替代。最后，计算所有样本企业各因素评分的均

值，据此得到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８
因素分值，并计算各年份蛛网模型面积占比（图３）。

图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走势图

图３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国有企业蛛网模型面积占比走势图

　　从图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２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
国际化水平蛛网模型面积基本处于不断上升状态，

除２００８年小幅度下降和２０２０年较大幅度下降外，
其他年份较前一年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其中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曲线走势比较陡峭，蛛网模型面积占
比提升速度较快，这是因为２００２年我国开始加入
ＷＴＯ，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号召，开始
积极向国际市场拓展，此时进出口贸易成为我国

ＧＤＰ快速提升的主要动力。而２００９年以后，蛛网
模型面积占比上涨速度开始放缓，尤其 ２０１７年以
后，蛛网模型面积占比的增速更加缓慢，这主要是我

国将经济增长驱动集中于内需造成的。２０１９年蛛
网模型面积占比虽然达到了历史最高值７４．８％，但
相对于前一年增幅不大，距离１００％的最高值还有
较大差距。２０２０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蛛网
模型面积占比较前一年有较大幅度下降。总之，我

国国有企业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蛛网模型面积占比的走
势情况与前文跨国化指数的评价结论基本一致。

在２０２０年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
景下，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及相关影响因素具有

明显的特殊性，并没有表现出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

的一般规律。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描述我国

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本文选择绘

制２０１９年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蛛网模型图（图
４）。根据前文“三轮匿名”的评分，２０１９年国有企业
国际化８要素的评价分别为：企业生命阶段４２分、
创新能力 ３．１分、融资能力 ３．３分、市场因素 ２．２
分、政策因素４．７分、人力资源管理能力３．２分、全
球布局能力２．８分、资产管理能力３．６分。经计算，
２０１９年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蛛网模型面积占
比为７４．８％，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达到了
较高水平，但距离 １００％的占比依然有较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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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从图４来看，蛛网图形饱满程度有限，且并非
对称，各要素对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存

在较大差距，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应该重点

关注图中的短板因素。８因素中，政策因素的评分
最高，对蛛网模型面积的贡献最大，是国有企业国际

化水平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比另外一个外部因

素市场因素的贡献大得多，政策支持对我国国有企

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影响明显。内部因素中，企业

生命阶段和资产管理能力评分分别为４．２和３．６，
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贡献比较突出，而融资能

力、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评分均略高于

３，这三个内部因素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力
一般，而全球化布局能力的影响力最弱。

图４　２０１９年国有企业国际化蛛网模型图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

其国际化水平对于我国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意义和价

值，通过财务评价和蛛网模型重构分析我国国有企

业国际化水平，对于了解我国国有企业当前国际化

状态及更好地推动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具有很高的

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自加入ＷＴＯ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整体上处于快速提升状态，目前已经达到了较高水

平；（２）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不仅受到人力
资源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融资能力、发展阶段等内

部因素影响，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也是重要影响因

素；（３）政策因素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最主要的
外部影响因素，企业生命阶段和资产管理能力是最

主要的内部影响因素。

（二）政策建议

（１）强化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

平的作用力明显，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因素在国有企

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强化政策对国有企业

国际化的支持力度的同时，政府部门也要注重政策

供给多元化，可以在税收、资金、目标国家或地区合

作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帮助，以刺激国有企业

的国际化进程。比如，可以建立海外直接投资的专

项基金，将其纳入我国统一的财政预算管理范畴，用

以专门支持我国国有企业产品国际化以及国外资源

的开发与投资，将国有企业国际化的风险成本在国

家和企业自身之间平摊，以降低国有企业国际化面

临的风险；还可以通过区域合作的形式加强与目标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通过官方合作的形式为国

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打通渠道，为国有企业的走出

去奠定政策、法规、渠道等方面基础。

（２）注重培育国际化人才，提升核心竞争力
创新能力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之一，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受到创新能

力支持的力度有限。创新能力的获取关键在于人

才，国有企业可以从外部引进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

在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初期可以通过优越的福利政策

以及具有高激励性的薪资政策，吸引和留住优秀的

国际化人才尤其是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高端人才，

成为打开企业国际化大门的第一股力量。而更重要

的是，国有企业内部要有一套完整的国际化人才培

养机制，培养属于本企业的土生土长的人才，层层培

养，强化人才的稳定性和对企业文化的认可度。

（３）推进多元化融资体系，提升融资能力
融资能力是影响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因

素之一，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是国有企业融资能力

提升的重要方式，除了可以采用股权融资、债务融

资、内部融资等传统融资方式外，还可以采用诸如融

资租赁、保理、委托贷款等新型融资方式，构建多元

化融资体系，以提升国有企业在融资方式选择上的

能力。同时，在融资范围上也需要扩大，除了国内融

资，也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

（４）提升资产管理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资产管理能力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影

响因素，尤其在可获得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高资产管

理能力对于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很重要。国有企

业在充分利用政府部门给予的税收、信贷等方面的

优惠政策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身内部的各种资源

的利用效率。国有企业可以加强与下游企业的合

作，尤其是在去库存上，强化与分销能力强的下游企

业合作的同时，对于分销能力一般但愿意达成战略

合作的下游企业可以多给予销售渠道、产品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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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帮助，以提升这类下游企业的分销能力。在

产品销售过程中国有企业尽量少采用赊销方式，提

升企业资金回笼速度。对于企业内部成本和费用也

应该加强控制，尤其是在作为国家资产的国有企业

内部，管理者及员工的自我节约意识比较淡薄，要注

重内部节约企业文化的建设，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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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郝艳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７
作者简介：郝艳燕（１９７８—），女，河南荥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文化。

摘　要：国家中心城市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并能代表本国参
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城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应充分重视文化建设，以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引领

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分析郑州的文化形象，寻找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通过引入顶

层设计概念、定位城市文化核心资源、聚合人才资源优势等策略手段来助力郑州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关键词：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文化形象；提升策略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５

　　城市是人类社会构造中最重要的载体，是人类
文明的结晶。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

目前，我国正在谋划“国家中心城市”这一新型城市

化发展格局。２００７年，原建设部上报国务院的《全
国城镇体系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中首次提出“国
家中心城市”的概念。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国务院
正式批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

提出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当前，我国

九大国家中心城市的格局体系已经比较清晰，其中

郑州如一匹黑马异军突起。《国家发改委关于支持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郑

州要努力建设具有创新活力、人文魅力、生态智慧、

开放包容的国家中心城市，在引领中原城市群一体

化发展、支撑中部崛起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作出

更大贡献。郑州进入国家中心城市方阵，面临机遇

和挑战，探讨郑州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的文

化形象建设，有利于突破以往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

文化软实力落后的瓶颈，提升城市的人文魅力，发挥

郑州的文化辐射力。

一、郑州城市文化形象解读

（一）历史文化名城形象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灵魂，体现一座城市的文

化积淀和独特气质。郑州在１９９４年就已经被国家

确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是长久以来，郑州的

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却得不到彰显，老百姓常说郑

州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这句话说出了近代郑州

伴随工业和铁路的出现而发展的事实，却也湮没了

郑州在历史中的古都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郑州的考古工作喜报频传。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考古人员在郑州发现完整的商代早期
都城遗址，这一发现，将郑州建城历史上溯３６００年，
一举确立郑州“古都”地位。１９９５年，考古人员在郑
州北郊邙岭余脉发现西山古城遗址，这一发现又把

郑州地区城市出现的时间提前到了约５３００年的仰
韶文化晚期，由此，郑州又被视为中国城市文明的

源头。此外，据史料，公元前约 ４０００至 ５０００年
间，黄帝在新郑建都；公元前约２０７０年，夏禹在登
封建都；另外，郑州还是隋、唐、宋、元、明、清等朝

代的重要州郡。郑州与北京、西安、南京、杭州这

些闻名于世的古都一样，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与成都、扬州一样是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郑

州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

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城。

时至今日，作为现代化新城的郑州与作为五千年

古都的郑州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而交相辉映，

呈现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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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文化形象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一

道，共同孕育和繁荣了郑州的城市文化形象，赋予其

鲜明的地域环境特征，对其文化形象的构成有着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

中，人类建立起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由于自然条件、

历史条件以及经济、文化、风俗等的不同，城市形成

了不同的风格和特色。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

河，西依嵩山，西部多山地丘陵，东南为广阔的黄淮

平原，地理条件优越，自然环境和谐美观。从气候上

来说，郑州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季节

分明。从生态资源上来说，郑州水资源虽然不如南

方城市丰富，但在北方城市中却是水源状况较好的

城市，她北依中国第二长河黄河，南部贯穿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城市内又有东风渠、贾鲁河、金水河、索须

河、熊儿河等八大河流，称得上是“城在水边，水在

城中”。从森林资源上来说，郑州辖区内植被丰富，

历来有“绿城”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为郑州城市的未来发展创造了优势，也为城市自然

文化形象的建设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中，郑州的山川河流，

风花雪月，一草一木，都曾经作为文化符号留存在诗

词歌赋中，留存在郑州人民世世代代的劳动实践中。

一代代文人墨客将丰富的人文思想内涵赋予郑州地

域内的自然景观，使纯自然的生态景观变为具有思

想性及生命活力的胜景，从而形成了郑州独具的地

域文化。《诗经·郑风》中富有自然情趣的低吟浅

唱就发生在郑州的林间、河边；子产廉洁千古传，成

就金水河的美名；嵩阳书院依山而建，至今传出朗朗

读书声。自然环境与人文涵养恰到好处地结合，成

就了郑州自然文化形象的大气从容。

（三）文化产业形象

２１世纪城市文化的竞争已经从单纯的文化魅
力展现扩大到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越是发达的城

市，其文化与经济结合的能量就越大。从世界范围

来看，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可持续发展性受到越来

越多国家的重视，并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发

展方略。从城市产业发展来看，与文化结合产生较

大经济效益的产业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创意

产业。二是会展博览业。三是文化旅游［１］。近年来，

郑州积极承接了很多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会展、

会议、论坛、博览会，有效地提升了郑州文化形象。

２０１９年郑州承办全国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提升了文化产业效应，增加了全国上下对郑州的注意

力，进而会对城市发展起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四）市民文化形象

市民的文化素质是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展现，也

是提升城市文化凝聚力的关键。快速城市化带来人

口的大量汇聚，２０２０年统计郑州城区常住人口已超
１２００万。随着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加快，城
市对人口的吸纳力仍在不断增强，这个过程中，如何

发挥市民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积极性，提高市民素

质，展现郑州城市市民风貌，使人与城市和谐共生，是

郑州未来城市文化形象提升过程中需要重视的。

提升市民文化形象要大力弘扬郑州城市精神。

每一座城市的城市精神都是这座城市市民在从事生

产、生活过程中凝练总结出来的城市象征，综合凝聚

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传统、精神积淀、社会风气、价值

观念以及市民素质等诸多因素，是城市文化的提炼

和浓缩。郑州的城市精神确定于 ２００８年，表述为
“博大、开放、创新、和谐”。郑州城市精神源于郑州

历史文化传统，成于郑州人民的伟大创造之中。嵩

岳文化、黄河文明是郑州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千

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郑州人民开展
的伟大的社会实践活动，是郑州城市精神生长发育

的沃土。“博大”是指郑州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

化积淀。“开放”是指郑州城市的鲜明个性和城市

品牌。“创新”是对郑州市历史、现实精神面貌的总

结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展现。“和谐”是对郑州地域

文化的本质概括。郑州城市精神深植于郑州厚重历

史文化内蕴和接纳四方来宾的开放胸襟，展示着未

来创新发展的城市远景，是郑州人民城市生活的精

神导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座城市的个性

表达，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精神动力。

二、郑州城市文化形象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中原经济

的排头兵，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取得的成就有目共

睹，但城市的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均衡发展过程，当

前，在一味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理念下，郑州的城市

文化形象建设也存在着几大弊端。

（一）文化形象理论研究滞后

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城市文化形象的研究大部

分是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研究多

拘泥于经济效应，开拓性和创新性已经明显落后于我

国现代城市发展的实践需求。对于郑州这座城市而

言，面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急切需求，现有的城市

文化形象理论已难以回答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导致郑

州城市文化形象建设上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在建

立统领性的城市文化形象方面理论准备不足。二是

城市文化形象定位缺乏连贯性持续性，难以一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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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是对本土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体系深耕不够。

（二）文化建设层次较低

城市文化形象建设涉及城市建设方方面面，是

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社会建设等各方面

的综合体现，既属于物质文明建设范畴，又包含精神

文明建设内容［２］，其地位高屋建瓴。但是在城市具

体规划建设的过程中，文化建设的地位未得到足够

重视，导致文化形象提升度较弱，表现在：第一，重建

设，轻设计。随着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中由

钢筋水泥混凝土造就的高层建筑纷纷拔地而起，构

成了城市最直观的形象表达，今天的城市几乎成了

钢筋水泥的森林，而这种对城市空间的无序使用大

大削弱了其古典文化气息。第二，重景观，轻文化。

郑州近几年在城市的自然景观方面投入较多，但在

文化景观方面的建设有欠缺，此外文化和自然景观

的结合方面也还比较薄弱，整个城市的文化内涵需

要提升。第三，重当前，轻长远。近年来，郑州曾在

城市形象定位方面进行过很多探索，先后致力于商

贸城、服装之城、旅游之都、会展中心、智慧城市、历

史文化名城等城市名片的打造，此外还在宣传少林

文化、炎黄文化、书院文化、古都文化等方面下了很

多功夫，这些城市名片大多是紧跟时代潮流，走在时

代前列，但定位太多的另一面就是城市整体文化品

牌比较分散和多样，平淡无序，没有形成合力。

（三）塑造提升合力不够

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多个内容，多个环节，多个部门，要实现最优

结果，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给予综合全面的考虑，需要

各个部门协同合作，形成系统合力。目前郑州还存

在着城市建设各自为政、合力不够的问题：一是城市

文化形象塑造还不具备全局性工作地位。目前，还

只是一个职能性、局部性的工作，主要由宣传、规划、

城建、旅游、文化等职能部门分头负责，导致工作的

战略地位不够突出，统筹协调力度等不够大。二是

城市文化形象塑造工作各个部门分头出击，有可能

造成城市形象多头定位、多头建设、多头宣传的现

象，很难形成系统合力，还可能因为缺乏有机协调整

合导致各部门之间的内在冲突，产生消极效果。

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需要多个职能部门的协调

配合，所以政府应尽快引进文化治理新策略。文化

治理是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方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３］。文化治理这种方法，

是在对政府、社会与市场作用发挥失调的反思中产

生的。未来只有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市场、社会

组织等多元主体一起参与，才能带来郑州市整体文

化形象的有效提升。

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背景下进一步塑造提升

郑州城市文化形象的对策

（一）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组织保障，把城市文

化形象塑造提升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顶层设计原本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它强

调的是要完成一项大工程，就要以统一的蓝图、一致

的理念、协调的架构、共享的资源、标准化的部件等

系统性的方法，从全局视角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

次、各个环节、各种要素进行统筹考虑［４］。当前，郑

州与中国大多数大城市一样，其城镇化进程已经进

入中后期，即将由量变到质变，此时，在城市建设上

加强政府顶层设计，从粗放型发展转变为节约型、集

约化、精细化、人文化发展势在必行。

在城市文化形象塑造和提升方面加强顶层设

计，意味着政府领导层面要高度重视，战略布局，全

局谋划，面向未来，有序进行。应该从政府层面上充

分认识文化瓶颈对郑州未来发展的制约，从制度上

给予文化发展以强有力的保障，制订落实城市文化

形象塑造和提升方案的时间表。郑州目前已经确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短、中、长期目标，其中，中期目

标是到２０３０年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向全球
城市迈进；远期目标是到２０４９年，建设成为在全球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城市［５］。这份城市发展的

远景规划瞄准的是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城市的高远目

标，其中已经蕴含对郑州文化形象提升所提出的要

求，郑州在未来的三十年城市发展中，要置身国际坐

标，参照世界一流城市，参与国际城市间竞争，尤其

是在城市文化功能的发挥方面，应该向世界先进城

市学习其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规划先行，将文化建

设与城市建设进行良好对接。

（二）找准城市核心资源，准确定位郑州城市文

化形象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要“彰显人文特色，建设国际化现代都市”，目标

瞄准国际化现代都市，那么，对郑州众多文化资源应

该优中选优、优中取特，选取能够彰显城市人文特色

的核心资源，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将核心

资源建设凸显出来，作为对标郑州走向国际化、现代

化的文化支点。

目前，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周边地

市的政治、经济等辐射力都处于首位，但是文化辐射

力还达不到期望值。未来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有责任对河南在内的中部地区承担强大的文化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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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代表中部地区向世界展示河南厚重的文化形象。

要做到这一点，仅凭郑州一个城市的力量是不够的，

需集河南之力促郑州发展，集合河南省其他历史文

化名城如洛阳、开封、安阳等地的资源，将郑州历史

文化名城的品牌做大做强。从地理上来看，河南又

称“中州”“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地，有“一

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样的历史文化条件，而郑

州又占据河南之中，其他古都名城环绕周围。２０２１
年３月，郑州市市长以“山、河、祖、国”介绍郑州悠
久灿烂的历史文化，４月，郑汴洛以“三座城三百里
三千年”三城携手联动举办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

活动，这些富有创意的文化活动正是基于郑州作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核心资源的运用实践，也为未

来郑州继续发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区的领导地位和

主导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范本。

郑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优秀文化资源

的整合首先应以一大批保护良好、利用合理的文物

保护点、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载体的城

市文化空间来体现和支撑。其次，依托河南两所

“双一流”大学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整合省内文化

研究基地进行对外文化合作交流。第三，利用现代

数字科技手段，通过在郑州建立河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字博物馆、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等项目

来充实河南历史文化资源库。通过集合河南省内其

他地市优质文化资源，形成“众星拱月”之势，将郑

州打造成为在文化上能够代表河南的龙头城市，打

造成为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从核心资源视角来看，郑州还应该充分重视黄

河文化。奔流不息，源远流长的黄河，她以雄浑的气

势和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融合集萃，不仅孕育了中

华民族灿烂的传统文明，同时也塑造了中原大地的

山岳河川，城池乡村。郑州这个城市在黄河母腹中

孕育诞生，也在黄河的惊涛中历尽磨难，数千年的历

史赋予了郑州古城与黄河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也

赋予了中原人民勤劳勇敢、坚忍顽强的黄河精神。

黄河不仅是自然，是文化，黄河还是郑州这座城市的

精神和灵魂。当前郑州应当更加注重以黄河生态系

统为核心来规划城市未来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更加合理地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建立有利于可

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应该注重发

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

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此外，还要注重处理黄河

水资源保护、治理和利用三者的关系，将保护和治理

放在首位，保护好城市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建设和

环境的同治，提升郑州自然文化形象。最后，要把黄

河的自然文化形象和历史文化形象统一起来，加快推

进郑州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建设，推进黄河文化遗产

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

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三）聚合人才资源优势，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

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离不开人才的出谋划

策和参与，然而从郑州目前的人才资源现状来看，高

层次人才跟不上发展需要，文化人才外流严重。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大力营造人才发展的软环

境，吸引文化人才的扎根和加盟。

一是继续通过培育、吸引高水平大学、高端研究

机构在郑州的设立和建设来增强高水平人才建设。

高校是一个城市科教、文化人才的“蓄水池”，从已

经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九

大城市来看，郑州在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上还存

在短板。郑州应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把加强人力资源投资和开发作为一项重大举措。通

过内推外引把高等教育做大做强，才能吸引各地人

才到郑州，才能为郑州未来发展提供源头活水，优化

郑州人力资源。

二是集思广益、广范围吸引高层次人才对郑州

城市及文化发展的研究和立项。郑州作为河南省省

会，具有吸纳人才的条件，因此，市委、市政府应该从

顶层设计出发，牵头建立郑州文化智库，储备专项资

金，整合省内高教资源，搭建高端的、国际化的学术

交流平台，通过开办论坛、年会等形式，吸引各方面

人才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出谋划策，形成面向

国内、国际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政府要积极组织整

合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学术科研机构、新闻媒体人

士、社会民众代表，针对城市文化形象开展学术研

讨、政策调研，形成一批质量高、应用性强的研究成

果，为进一步塑造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提供决策

参考和智力支撑。

五、结束语

城市化浪潮给郑州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今天，郑州走上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道路必须直面挑

战。百年来，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文化兴，则城市兴”，一座有着良好文化形象的城

市也必定是引领未来城市发展、在竞争中争得先机

的城市。在未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郑州

应该以文化战略的眼光来审视城市建设，从全局和

创新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以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为

契机，切实推动郑州城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

化强市的目标。 （下转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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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与意识：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刑事责任论

刘德法，白雅楠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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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德法（１９６３—），男，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刑法学。

摘　要：刑事责任论的发展和演进是刑法学说史的重要内容，也反映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理
念更替。晚近以来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该前沿技术的法律规制仍需保持鼎革态势，既要变

动原有规范内容，又要彰显稳定的传承延续。在明确人工智能型设备不具有自由意志的前提下，无

人驾驶汽车相关犯罪问题仍应问责于利害关系人。对于无人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的过失犯罪，

刑法应在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基础上考察成立犯罪的合理性，并以信赖原则排除刑事责任。对于无

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的犯罪问题，刑法应在算法规制与严格责任框架下考虑入罪路径，同时确

立技术中立原则限制刑事处罚。

关键词：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刑事责任；出罪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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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的数量时代转
质量时代大变局。未来十五年，科技研发将继续作

为社会第一驱动力，并在国家发展规划中扮演“改

进效率”“迈向和谐”的内核角色。电子信息技术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算力经济会催生出一系

列新产业与新模式并打破内卷。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会在５Ｇ通信网络这
一基础设施之上构建起多个新兴数字产业并成为核

心经济支柱。①智能交通、智能制造等内容会成为数

字化社会应用的主要场景，其中包含人工智能无人

驾驶汽车的普及运用。当下道路交通犯罪立法扩张

趋势是之前经济增益流向公共交通领域的应然治理

模式，但也加剧了“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在

立法以及司法层面的矛盾冲突，甚至动摇了刑法规

范在社会交通治理中的谦抑性。司法对醉驾犯罪的

零容忍打击以及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犯罪化的立法处

理推动了刑法在风险观念下积极发挥治理能力，但

也伴有些许过度治理的嫌疑。鉴于未来人工智能无

人驾驶汽车构成的新型智慧交通会加剧这一混沌状

况，甚至混淆机器意识与人类意志差异导致刑法规

制对象直接指向机器，颠覆传统刑法理论关于责任

主体的规定，因此，厘清刑事责任论自由意志基础与

人工智能操作意识差距，明确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

车情境中刑事责任的适格主体，建立责任归属路径，

有助于保护未来智慧交通公共安全与秩序稳定。

一、刑事责任论与自由意志

究“刑事责任”之根本，是刑法非难犯罪行为并

对犯罪人展开负面评价或施以刑罚的依据。德日刑

法中的“责任”属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重要评

价内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成立都必须具有有责

性。行为人有机会选择实施除犯罪以外的其他行

为，却最终通过犯罪方式施以作为或不作为，是责任

评价的重要内容。［１］１９３－１９６英美刑法理论的“责任”内

容贯穿于客观犯罪行为（ＡｃｔｕｓＲｅｕｓ）与主观精神状
态（ＭｅｎｓＲｅａ）之中，例如严格责任推定规则以及可
宽恕抗辩事由。［２］２０６我国刑法当中的“刑事责任”，

多指犯罪成立后行为人所负担的接受、容忍刑事处

罚的义务，是罪犯与国家机关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

“责任”描述为成立犯罪后判处刑罚的依据，犯罪意

图与心理认识的内容均集中于认定故意、过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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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的犯罪主观内容当中。［３］各国刑法理论关于

“刑事责任”的理解与定位均存有差别，但概括而

言，刑事责任论所解决的问题是刑法能否非难某种

行为或类型化后果或对刑事主体用刑。共通的特点

即在于“刑事责任”都是针对行为主体的评价，并且

是以行为本身作为评价依据。行为作为价值判断的

客体，是刑事法律评价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如果

说责任是评价结果，那行为就是评价对象，难以割裂

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辨析“行为”之义，又可明确

其与“单纯的身体动静”之间存有意志成分的细节

差异。作为意志的外在客观表现形式，行为本身所

蕴含的指向性或针对性均来源于人的主观意志。动

作则包含下意识举动，如神经条件反射。［４］４７对此，

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指出：“行为各个阶段都受

到意志之设计，且由意志所构成。”行为意志决定行

为的方向与过程，“志向有思维指导功能”［５］。

（一）决定ＶＳ非决定
在法哲学领域，行为是否完全由意志决定等价

于人的意志是否自由这一问题，已然成为一个悖论。

起初，西欧中世纪时期教会法有较多基于道义内容

而施以刑罚的做法，但当时由于社会道德多被宗教

定义，刑法也就受宗教道德的干涉和支配，导致刑罚

的适用较为恣意。［６］如出一辙的是，我国古代违反

君臣之礼的“不敬”“大不敬”也属于君臣道义支配

下的峻法严刑。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刑事古

典学派为打破上述封建思想、提倡人权保障理念，将

道义责任论的内容置于个体角度，从具有自由理性

这一论点出发阐释了刑事责任的含义。古典学派认

为，人只要达到一定年龄且精神正常就完全具有选

择善恶行为的自由意思，此即“自由意志论（非决定

论）”。前有康德对人类理性的探讨，后有黑格尔基

于人类理性对自由意志这一客观定在的论证，都强

调了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行为主体具有鉴别善

恶的能力，最后却以犯罪的方式付诸实践，能为善而

不为的客观表现需要承受来自道义上的谴责与非

难，道义责任论也就成了刑事责任论的主旨。

但近代刑法学派借生物学、社会学等内容扩展

了刑法学研究视角，发现人的行为抉择与行为结果

往往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因果进程。活动、习性甚至

是人格总会受到所处环境或自身生理潜移默化的影

响，因此行为往往受其他多种因素决定。意志的形

成可归结为社会、个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意志

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刑事责任论在近代学派这一

观点之上又呈现出多种责任理论的演变与学说更

替，其中包括心理责任论、人格责任论、社会责任论、

规范责任论等众多理论观点。自由意志这一概念则

逐渐被抛弃，并被认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内容。不

承认自由意志的社会责任论与人格责任论关注到了

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与反社会性格情操，并认为

这不完全是个人因素决定的，而是成长环境、教育程

度、经济因素等内容促成的。社会责任论基于社会防

卫思想，认为针对这些有反社会性的主体，社会当然

具有防卫的权利并可以采取相应强制措施予以治理。

最初的刑事人类学派注重生物学原因对犯罪的

影响，基于“生来犯罪人”理论的犯罪人定型说导致

刑罚波及面过广，甚至发展出了优生学并加剧民粹

主义思想在刑事法律中泛滥。近代刑事社会学派则

更为注重犯罪的社会学原因，基于社会防卫思想的

社会责任论主要关注社会防卫措施的应然内容以及

预防犯罪的方法。但仅关注“反社会性”的社会防

卫论存在过激的弊端，譬如格拉玛蒂卡的社会防卫

处分几乎全部颠覆了原有的刑罚制度。近现代刑法

多以“非决定论”为主，“决定论”辅之构建责任论体

系，又称为相对的意思自由论（相对的非决定

论）。［７］２４４尽管存在社会因素、生理因素影响，刑法依

旧需要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是不能被其他因素决定

的，并且自由意志是形成目的内容的关键基础。但

这也不排除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场合，尤其是那些行

为人无法选择适法行为的情境。通说认为刑事责任

的产生以主观罪过为重要依据，同时也应当考虑刑

法要求行为人在现实中不实施犯罪这一做法在具体

情形中的正当性问题。我国刑法理论采取的规范责

任论即属通说立场，《刑法》第１６条不可抗力与意
外事件强调了刑法在此情境中不能期待行为人不实

施客观上合乎构成要件的行为。《刑法》第１７条更
是认识到了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认为未成年人

心智尚不成熟，易受环境因素影响，不能将未成年人

的意志与成年人等同。不仅如此，《刑法》第２０条
正当防卫更是认可了人基于意志自由形成的保护国

家、社会、他人、自己权利的目的合法性。行为人虽

在客观上做出了合乎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选择，但

刑法依旧为行为人提供了出罪路径。《刑法》第２１
条紧急避险的“不得已”要件也是“非决定论”与“决

定论”交织的产物。

（二）自由意志的基础：意识自由

在缓和决定论立场，意志似乎是自由的，但又好

像是不自由的，这种论断正体现了辩证之意。我们

既不能彻底离散两种对立观点的统一关系，也不能

对各自立场进行过分解读。总而言之，如果认为刑

法的宗旨在于保障人权与自由，也即“刑法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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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有在为保护个人自由和更大的社会利益时才是

正当的”［８］，那就必须承认意志自由。尽管其存在

论难以证成，亦需要法律对此内容的向往与认同。

自然人法律人格正缘于行为人可以选择为或不为，

不仅仅是刑法，我国《民法典》第１３条同样也基于
意志自由赋予自然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资

格。事实上，意志是以意识活动为基础，受心理导向

产生，这种自由以意识活动多样性为基础。换言之，

意志自由本质在于意识自由，两者区别主要在于意

志带有强烈主观色彩。从生物进化理论来看，人在

进化过程中演变出的强大意识能力是自然选择的结

果，但人类有高强度意识并不意味着其他生物就没

有任何意识。举例而言，黑猩猩同样有制造、使用工

具的意识，甚至还会拉帮结派搞政治斗争。因此，生

物都具有意识，只是程度不同。相较于单细胞生物，

多细胞生物不具有快速分裂、复制繁衍的能力。但

是多细胞生物借助脑部意识活动可以在其生命周期

内通过有意识地学习，认识周遭环境、建立经验模

型，使得自己在日后相同或类似情境中快速找到解

决方案并施以应对。从脑部生理结构来看，人脑之

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联想与思考，是因为百亿级

神经元之间亿亿级的突触可以实现瞬间联动。②突

触之间的联动使得生物主体认识到的客观现状与过

去经验记忆发生联系，进一步主导行为，也就形成了

法律层面描述的包含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行为事

实。

与上述人类的意识自由相比，人工智能则不具有

这种生物学上的高强度意识。其基于算法预先设定的

程序所呈现出的自主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比拟。

二、人工智能刑法规制的责任论缺失

自１９５６年起，人工智能研究已经发展了六十年
有余，机器学习与人工神经网络成为主要技术支撑，

使得智能型机器能够主动采取措施应对目标场景。

但是这种“机器意识”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差距似乎

蒙蔽了多数人的判断，以至于人工智能刑法学研究

过度激进，甚至主张以“阿西莫夫三定律”③作为刑

法规制基本准则并建立针对机器人的特殊刑罚体

系，包括“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９］且

不说上述刑罚措施是否能够成为贝卡利亚所描述的

“易感知的力量”，单就责任层面而言，如若得出机

器能拥有等同于自然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这一结

论，仍需结合机器学习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机理，将

机器意识同人类意识做出比对。

（一）机器学习与人工神经网络困境

参照多细胞生物有意识的学习进程，假设生物

肢体可以视为机器硬件设备，那脑部意识所进行的

学习活动无外乎是按照一定规律总结认知，这就更

像是机器的软件内容。“机器学习”在这一观点之

上，通过编程语言来设计程序，将生活中种种事物甚

至是各种行为活动编译成代码以供机器识别，在能

够识别目标客体的基础上让机器衔接后续程序完成

操作。［１０］目前已有的无监督学习算法，是计算机在

无人为介入的前提下自主实现分类与建模预测功

能。但计算机本质在于逻辑［１１］，受制于逻辑单一性

和有限性，这一研究路径并不能完全让机器意识代

替人类意识活动。逻辑本身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并不能永久消除问题。从微观而言，就单个问题展

开的逻辑推理是客观且必然的，但用于推理的前

提———有效信息却是人为的、主观的、偶然的。即使

是机器推理，就算是拥有海量数据，也难逃脱这一束

缚，又或忽略特殊情形。从宏观角度出发，物质运动

性导致客观事物多元多次，前提动态变化往往会导

致逻辑结果的普适性难以恒久维稳。因此，机器在

面对特定待解决场景，其所得出的结果在同一时间

点以及同一逻辑路径上即使经过反复推演都不会改

变。与人类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相比，算法自身局限

让机器反应丧失了多样性。鉴于逻辑奠定机器自动

化性能的同时也限制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机器学习

算法也就无法创造出意识上的自由。对此有学者进

一步指出，自主性并非判定算法是否会思考的标准，

更无必要因此而修改责任制度，这只会得出荒谬且

矛盾的结论。［１２］如果说机器在特定时点得出的逻辑

结果有违法律，那法律也就不可能期待机器不违法。

人工神经网络研究则是从人脑生理结构出发，

解构人脑智力活动，并用电子元件实现对人脑的模

仿以便让机器更显智能。按照“通用型计算机”设

计理念，计算机结构通常可以分为硬件与软件两个

层面。④就硬件而言，如果可以用一个硅片来代替人

脑神经元细胞，设计仿突触链接的离散型连接方式

就可以设计出以芯片为计算单位的电子元件“大

脑”。但这一设想对数字电路集成技术要求极高。

截至目前，尽管ＳｏＣ（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ａ－Ｃｈｉｐ）芯片已
经实现了在５纳米制程下集成１５０亿枚晶体管在其
中，单位芯片之间的连接却成了设计难题。人脑中

平均一个神经元细胞会与其他约７０００个神经元细
胞建立双向交互机制，较为活跃的神经元细胞甚至

可以和其他１００００个神经元细胞在同一时间点实时
交互。这种极度错综复杂的交互机制，使得仿造电

子神经元大脑成为天方夜谭。就软件而言，人工神

经网络设计与机器学习相结合，产生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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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是凭借符号逻辑来模拟人脑各区位功能。人脑

中神经元细胞之间的信息交互可以归结为负责嗅

觉、听觉、视觉、触觉等多个工作区位。负责感知的

神经细胞相互之间建立链接并汇总信息，最终会在

脑部建立认知或形成画面。大脑对此进行分析便可

得出特定解决方案。但软件层面对这一脑部活动进

程的模仿和设计必然要以硬件层面的支持为基础，

缺乏更为简便的硬件操作平台使得上述研究进展受

限、发展缓慢，目前只是找到了存在相应算法的证

据。总而言之，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现状尚不足以证

明机器意识可以与人类意识等同，法律评价更须立

足于此。

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

验。逻辑算法束缚下的机器意识根本不具有多细胞

生物意识的多样性，也就更无自由可谈。实际上，从

哲学不可知论来看，人类也不可能对自我意识有全

面的认知。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关于

“不存在至大无外”的论断一般，反思的过程意味着

思的主体将会被包括在这个思之内但又无法在客观

上包含这个思本身。因为思的主体在此时是思的对

象，与思对立。但不可知论并非消弭了“大全”旨

趣，人类仍须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以及无人驾驶汽车

均是如此，其研究设计与发展制造即使创造不出和

人等同的高级意志，仍具有实际应用的意义。智能

汽车借助高速信息传输与处理，终会将人类从驾驶

活动中解放出来，解决当下城市道路交通过度拥挤、

流量不可控的难题，从而助力科技社会的构建与发

展。法律此时仍需紧随其后，将治理重心聚焦于受

技术更新后的社会既定事实与现实经验当中。因

此，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对象仍在于“人”而非“机

器”。无人驾驶汽车的交通环境治理内容也就必须

立足于智慧交通的应用场景予以展开。

（二）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应用场景

所谓“无人驾驶”，即指在完全脱离人为操控前

提下实现车辆自动行驶。⑤无监督学习算法可以让

无人驾驶汽车模仿人类驾驶操作并形成相应电子数

据。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即可完成对路况信息的分析

处理与建模预测，对类似情形自动作出类似的应对

方案。人工神经网络会加快算法运行速度并缩短硬

件运转时间，使得汽车在高速行进过程中反应灵敏、

避险及时。晚近以来我国各省市机动车政策多趋向

于传统燃油汽车限制出行的常态化治理，与此相对，

电动化（新能源）汽车则从最初购置补偿到上路行

驶都有各方面的补助与扶持。电动汽车被大力推广

的举动也反映了我国发展智能交通环境的决心。与

此同时，汽车行业竞争内容也从工业制造水平逐渐

转变为汽车软件系统研发，多通过设计汽车与手机

的交互来实现拓展应用。汽车制造商现阶段还以收

集海量人为驾驶信息为目的，形成数据用以升级辅

助驾驶系统并优化车机整体。在大幅提高汽车设计

与更新灵活性的同时，让汽车通过深度学习升级自

身。与之相似的发展趋势比比皆是，最终都会引向

驾驶活动的机器自主性。但前文已论及，这种自主

性技术仍然不是判断人工智能具有自由意志的确切

标准。

然而，无人驾驶的智慧交通环境又是我国现实

之需。我国拥有１４亿人口基数，出行需求数量庞
大。截至２０２０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达２．８１亿辆，与
美国同居于世界首位。北京、上海、郑州等城市汽车

保有量均居于国内前列。⑥人民日益增长的出行方

面物质需求同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有限性的关系之弦

愈发紧绷，智能交通环境是目前缓解这一矛盾的唯

一方案。当５Ｇ通信网络覆盖于城市各个角落，无
人驾驶汽车不仅会在行驶过程中自行汇总路况信

息，完成分析处理，物联网技术还可进一步建立车与

车之间的信息交互模式（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ｏＶｅｈｉｃｌｅ，Ｖ２Ｖ），
进一步提高道路交通秩序稳定性。如果用超级计算

机设置道路交通管理中心，那么将实现对城市中所

有无人驾驶汽车出行的管理需求。海量行驶数据的

汇总、计算以及分析工作，有利于为每个车辆提供便

捷出行方案，同时管控交通设备，合理规划城市交通

流量。这一数字化应用虽不能将道路交通风险直接

清零，但会有效降低人为风险，让交通秩序更加有条

不紊。鉴于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的有用性，智能

交通环境这一“被社会允许的风险”需要厘清负担

刑事责任的主体。

三、无人驾驶归责的实然与应然路径

风险社会中的法律责任认定依赖于风险分配的

法理，被社会允许的风险多由当事人注意义务分担

承受。即使是无人驾驶汽车情境，防范道路交通安

全风险仍需相关利害关系人承担起应为、能为、可为

的法律要求。尽管道路交通管理中心会负责主要的

监督维稳任务，无人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以及

汽车制造商和设计者依然可能危害交通环境的公共

安全秩序，甚至是个人生命财产法益。

（一）汽车所有人、使用人的罪与非罪

作为机动车一方当事人，法律规范要求的一般

理性标准往往高于非机动车一方。⑦例如《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７６条规定机动车一方在没有过错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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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这种无过错赔

偿可以认为是严格责任的一种。又如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０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５条、第７条均赋予了车
辆单位主管人员、所有人、承包人以及乘车人更高的

监督义务。因此即使是无人驾驶汽车，也应当秉持

传统责任认定思路，对无人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

提出更高的注意义务。

故意犯罪由于主观恶性明显，不论是以无人驾

驶汽车作为犯罪工具，还是犯罪对象，基于平均人标

准说或者规范拟制说的责任论都可以清晰评价应受

刑罚的依据。过失犯罪由于紧紧依附于规范责任

论，认定时需严格把握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否则可

能出现似是而非的状况。鉴于社会关系复杂性，监

督过失是过失罪过的重要类型之一。负有监督过失

的行为人并没有直接实施危害行为，其创设的危险

或侵害法益的结果均通过被监督者实现，监督者也

就受有预见和回避的义务。［１］２１６－２５５尽管无人驾驶汽

车所有人、使用人不再实施驾驶行为，其依然应当审

慎监督这一被社会允许的危险，此时无人驾驶汽车

也就成了“被监督者”。汽车所有人、使用人怠于监

督或因疏忽导致重大损害结果的，应在符合规范要

求的前提下考虑定罪量刑。举例而言，无人驾驶汽

车如若真的发生了低概率的交通肇事情形，肇事汽

车所有人仍应担负起保护现场、及时救助的责任义

务，符合“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的，仍可依据上述

解释第５条的规定，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我国在民
事法律实践中已经认可了汽车所有人对自动驾驶系

统的监督责任：孙某驾驶李某某具有自动驾驶功能

的汽车上路行驶并发生交通事故。法院认为，李某

某作为汽车所有人并系乘坐人，理应对汽车的行驶

承担合理监管义务。⑧管理过失则是考虑到管理者

的安全保障立场，认为管理者负有回避某些特定危

害后果发生的义务。对于无人驾驶汽车而言，除了

生产者、设计者等厂商以外，汽车所有人、使用人也

属于汽车的管理者，应当定期检查汽车工作状态并

实时更新车机系统，及时修复故障并对车辆采取必

要保养措施，这都是实际生活的必然需求。怠于维

修、保养或定期维护汽车安全行驶状态的，可以视为

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是认定过失责任的考量因

素。目前，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于过失责任的成立

多基于结果本位，考虑的是行为主体对自身行为结

果的回避过程。但在无人驾驶情境中，驾驶行为与

自身脱离之后限制了疏忽大意与过于自信的评价能

力。实际上，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仍然有必要融入

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理念之中，不仅可以合理评价

无人驾驶汽车过失犯罪的入罪问题，也有利于推动

法益保护早期化趋势。

与此同时，为避免刑事处罚范围过广，也应当明

确注意义务的合理上限。信赖原则与监督过失、管

理过失相对，是起源于道路交通犯罪中的基本限定

原则。［１３］信赖原则要求，如若在行为人立场上可以

合理确信他人不会做出不适法的行为，那这种合理

确信的内容就值得法律保护。此时被害人、第三人

做出的不适法行为就是一种对行为人合理信赖的损

害。尽管行为人在此情形中对危害结果发生负有过

失，依旧不能认定行为人成立过失犯罪。美国侵权

责任法也存在与之类似的“促成的过失（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
ｒｙ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但由于被
害人对于损害结果发生在客观上也付诸了贡献、提

供了影响，因此侵权行为人不负赔偿责任。促成的

过失在结论上全面否定了行为人的赔偿义务，许多

州因此摒弃了这一理论。但就刑事层面而言，其仍

然有着与信赖原则相同的作用与意义。日本判例将

信赖原则要义作为道路交通领域注意义务的限定标

准：车站乘务员未能注意下车的醉酒旅客坠入轨道，

最终酿成了死亡事故。对此日本法院认为，如果能

够根据乘客外观表现相信其不存在滑落进轨道的可

能，那乘务员只需将其视为一般旅客，无需格外注

意。［１］２５４进言之，适用信赖原则应坚持主客观统一的

认定思路。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基于审慎义务与一

般社会经验判断出对方会实施恰当行为，并且客观

上的反应也符合一般理性人的经验，此时就不能认

定其有过失。以监督义务为例，其并非要求无人驾

驶汽车使用者实时监督汽车行驶。若经观测当前属

于无人驾驶汽车专属路段，且根据社会理性经验可

以信赖智慧交通不存在失序可能，那此时在车机系

统正常稳定运行的过程中，乘坐人完全可以将精力

转移至驾驶之外的其他活动。前提是的确有理性判

断在先，有合理信赖的依据。这也意味着使用者所

需倾注到驾驶活动中的注意力多取决于所在路段的

状况。如果是城市繁华路段、乡间路段，道路存在行

人通行的可能，使用者所需负担的注意义务就要高

于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情境。

（二）汽车制造商、设计者的罪与非罪

除了所有人、使用人，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

计者也应当担负起从硬件生产制造、软件算法设计

到投入流通整个过程的安全保障义务。只有严格且

周全地把控人工智能车机系统，让刑法深入算法设

计层面，才能有效防止系统内部风险外部化。［１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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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规范体系而言，道路交通犯罪多属于侵害公

共秩序的犯罪类型，具有行政犯（法定犯）的基本属

性。我国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规制也呈现出独具

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二元规制模式，刑事领域的道路

交通犯罪多以行政违法行为为入罪前提。倘若通过

增设行政犯的方式对人工智能车机系统的内部风险

予以把控，就必然离不开行政与刑事二元规制模式。

进言之，需要预先设立相应的行政违法行为，才能进

一步增设行政犯的刑罚法规。此时，就应当以明确

安全技术标准的行政规范内容为基准，赋予汽车制

造商、设计者相应的产品安全保障义务。违反安全

技术标准，也就同时违反了行政规范，或者说是未履

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违法行为，此即入罪的前提和理

由。行政规范中的安全技术标准，并不以全面了解

人工智能车机系统算法为前提条件，也不需要汽车

制造商、设计者将自己的算法内容变得透明，只需通

过了解算法设计初衷与基本运行原理就可以满足治

理需求，又称“鱼缸式透明度（Ｆｉｓｈｂｏｗｌ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
ｃｙ）”［１５］。不仅如此，关于车机系统算法的安全技术
标准，还可以按照行业需求不同以及危险程度的差

异，来制定相应的白箱测试、黑箱测试⑨结果标

准。［１６］法律同样也可以要求制造商在汽车投入流通

后，继续履行汽车售后的路况分析与安检义务。制

造商、设计者生产未达标的无人驾驶汽车导致上路

行驶后引发相关犯罪的，在利用信赖原则为汽车所

有人、使用人提供出罪路径的同时，也要评价制造

者、设计者可能的刑事责任。从责任主义角度而论，

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担负上述安全保障义

务的本质是一种瑕疵担保。因此在引申到刑事责任

的过程中，应当以严格责任为桥梁。

严格责任起源于英美刑法，多指在不能清楚认

定行为人主观罪过或者没有必要证明行为人主观罪

过时，只要实施了相应犯罪行为就足够追究其刑事

责任。［２］１５６以严格责任为依据设置的犯罪均为法定

犯，并且多始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初衷。该责任

理论早期在美国饱受诟病，多数人认为仅从行为本

身来认定犯罪人主观意图的做法过于片面。例如

“莫里赛特非法窃取政府财产”案，联邦基层法院与

上诉法院一致认为行为人犯罪意图可以依据客观行

为本身来认定。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如果犯罪意

图属于一个犯罪的构成要素，则不能仅以行为本身

作为评价依据，此时应当交由陪审团来评价这一要

素内容。⑩尽管如此，仍有部分人认为严格责任在刑

事责任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面对社会重要且特

殊的公共利益时，具有适用合理性。原因在于的确

存在一些情形难以清晰评价犯罪行为人主观故意或

过失，但不是不能认定罪过的有无。例如“巴莱特

贩卖毒品”案，被告人提出申诉认为公诉机关未能

证明其主观属于明知是违禁药品但依然销售的故

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麻醉药品管理法案的

规范目的本身即蕴含着赋予行为人查清销售药品合

法属性的义务，行为人不能以自己的无知和善意作

为辩护理由。瑏瑡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而

言，利用严格责任设计入罪思路是能够找到合理依

据的：首先，智慧交通环境对我国而言是一个重要且

特殊的公共场域，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该

类型汽车所蕴含的危险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需

求相比是可以被社会允许的。其次，无人驾驶汽车

制造商、设计者的可信赖程度决定着汽车本身的交

通安全性，相较于所有人、使用人，制造商、设计者更

有能力在源头控制这一风险。最后，严格责任制度

貌似与责任主义违拗，实质上只要将其限制在混合

过错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合理评价甚至提高司法实

用性。将违反前置法的安全技术标准视为入罪依据

与罪过来源，从而避免后续行为罪过在实务中难以

评价的问题。尤其对于过失而言，这一主观罪过在

无人驾驶汽车的实务案例中很难执行。［１７］换言之，

刑法意义上的严格责任并非不要求主观罪过，而是

在能够认定行为人存在罪过但是不能分明地评价为

故意或过失时才适用。举例而言，假设制造商生产

了质量不合格的无人驾驶汽车并将其投入流通，汽

车最终上路使用并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制造商在生

产之时对质量瑕疵的疏漏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可能

无法查清。有可能制造商在生产环节存在监管过

失，但其后为产品收益不愿意召回问题车辆，又具有

放任的故意。对此，严格责任会很好地解决上述问

题。

行政规范确立的安全技术标准与刑事意义的严

格责任是构成二元规制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制造

商、设计者的基础，但这一入罪路径若不加限制仍然

可能导致刑罚权泛滥，甚至施加给汽车行业过重的

桎梏。制造商、设计者安保义务不能过高地要求制

造、设计一方成为福柯全景敞视主义中的观察者，更

不能要求其承担全部结果回避义务。［１８］此时，应当

由技术中立原则支撑建立出罪路径。

１９８４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索尼侵犯环球城
市影音公司版权”案中确立了技术中立原则作为免

责事由。瑏瑢此案中，索尼公司生产的录像机被购买者

用于录制环球城市影音公司作品并将其售卖。环球

公司认为，索尼公司在本案中为行为人提供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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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帮助作用，理应一并承担侵权责任。但联邦

最高法院认为，一项没有质量瑕疵的产品或技术在

投入市场流通之后，制造商、设计者不能预测出所有

被用于非法用途或合法用途的情境。当这项产品技

术被非法使用时，不能因为制造商、设计者提供了工

具就认定其具有帮助关系或者对权益损害结果作出

了贡献。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帮助犯正泛化现象也使

得中立帮助犯成了学界研究热点，在科技飞速发展

的同时，社会必然要接受更多有用性大于危险性的

风险。［１９］中立帮助行为罪与非罪的标准，是一个动

态发展且需不断考察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一问题

还应当以社会容许风险的最大限度作为考量基座。

如果说社会需要人工智能来营造智慧交通环境，与

此同时就必须接受该技术所伴随的风险，而不是通

过刑罚予以遏制。具言之，若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

设计者尽到了安全生产义务和日常维修监管义务，

交通事故在车辆没有质量瑕疵与安全隐患的情况下

发生，就不能仅基于因果关系条件说来认定刑事责

任，需要结合具体个案严格把握制造商、设计者是否

对危害结果提供了原因力、影响力。在无人驾驶汽

车所有人、使用人利用无人驾驶汽车实施故意犯罪

的场合中，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是否成立帮

助犯的问题应当考究其是否对故意犯罪创设的现

实、紧迫危险作出了贡献，也即客观主义立场的限制

处罚说。这种客观上的贡献又与前述算法规制和严

格责任联系紧密，首先需要判断制造商、设计者是否

违反了先前义务。除此之外，也需要恪守主客观一

致原则来考量制造商、设计者的主观认识与期待可

能性。

四、结语

科技发展推进社会演变，但法治建设仍须秉要

执本。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

要驱动力，其对法学研究的影响举足轻重。恶性意

志是刑法惩罚行为人主观认识内容之根本，意识不

自由从来都属于刑法应当考虑减轻、免除处罚的重

要因素。面对智慧交通，本文冀望通过探寻责任认

定路径，使传统刑法理论得以惩治相关利害关系人，

治理新型道路交通犯罪。明晰人工智能刑法规制样

貌，反对另辟体系，以维护刑法之谦抑。诚然，无人

驾驶汽车也不过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冰山一角，责任

论也至多算作是人工智能刑法学的总论部分。探知

还需与发展并行，以实践证成理论之真谛。

注释：

①参见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３日，两会受权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
目标纲要》。

②人脑拥有约８６０亿个神经元细胞，这些细胞之间形成的突
触连接约有２２．５×１０１６个。

③“阿西莫夫三定律”出自科幻小说家艾萨·阿西莫夫的作
品《我，机器人》。它规定了三点主要法则：第一，机器人

不得伤害人类，且确保人类不受伤害；第二，在不违背第一

法则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在不违

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④“通用型计算机”多指现今用于日常生活的平板电脑、台
式电脑，由于结构固定，可通过不同软件来解决不同问题，

故有“通用”之意。“通用型计算机结构”又称“冯·诺依

曼结构”，主要包括“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

和“输出”五大模块。

⑤《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
定，自动驾驶是指汽车能够在没有驾驶员干预的情况下，

自己在道路上驾驶前行。《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完全自动驾驶是指驾驶系统可

以完成所有驾驶操作，完全不需要驾驶员介入。汽车工程

师协会（ＳＡＥ）规定的完全自动驾驶，是指不需要有人接
管，系统自主解决所有驾驶过程中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

汽车上可能根本没有人，或者有人却完全不懂驾驶技术。

⑥２０２１年４月３日，访问于汽车新闻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ｐｚｏｎｅ．
ｃｏｍ．ｃｎ／Ｗａｐ／ｈｙｎｅｗｓ／７０１１．ｈｔｍｌ。

⑦原《侵权责任法》第４９条规定，“机动车一方”是指机动车
驾驶人、使用人，以及负有过错的机动车所有人。本文谈

及的“使用人”包含驾驶人之意。

⑧（２０２０）皖１３民终２７９２号，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年８月 １５日访问于法律文书裁判网：ｈｔｔｐｓ：／／ｗｅｎ
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⑨白箱测试，是指通过产品内部工作状况的反馈，检验预设
的算法是否能够达到预定的标准。黑箱测试，是指通过运

行已经编制好的算法来检测各项功能是否能正常运行。

⑩Ｍｏｒｉｓｓｅｔｔｅ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３４２Ｕ．Ｓ．２４６，７２Ｓ．Ｃｔ．２４０，９６
Ｌ．Ｅｄ．２８８（１９５２）．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６日访问于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ｃｏ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ａｓｅｂｒｉｅｆ／ｐ／ｃａｓｅ
ｂｒｉｅｆ－ｍｏｒｉｓｓｅｔｔｅ－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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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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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度伪造制造的虚假音视频，正在不断地重塑大众对于真实的认知，并可能瓦解社会整
体的信任基础。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状体现出其可能对自然人、法人、国家和社会的潜在

威胁，深度伪造风险的严峻性、隐蔽性和多样性导致现有规制路径的局限和治理困境。对深度伪造

技术进行干预，避免该技术滥用紧急且必要，作为颠覆性技术的深度伪造的现实风险需要对其治理

进行顶层设计，而民法、行政法规制的有限性和刑法规制的正当性要求特定情形下的刑法规制以维

护数字社会的基层信任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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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时代，新技术的赋能激发了社会新气象，
尤其是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便利且丰富了人们接

受信息的渠道，与此同时也增多了虚假信息，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的数字社会中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复杂

信息加剧了人们辨别虚假信息的困难程度。《民法

典》通过保护个人肖像权能够间接对深度伪造的滥

用予以约束，但是极其有限；《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安全法》《刑

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的行为的打击，但是深度伪造（Ｄｅｅｐｆａｋｅｓ）技术的发
展为编造“真假难辨”的虚假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

工具。目前对作为人工智能发展下的深度伪造技术

的关注更多集中于发展科技的视野中，缺乏对技术

本身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网络秩序甚至是

社会混乱等风险的评估。本文立足于现行监管逻辑

和法律体系，分析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风险及其特

点，从深度伪造的现有规制所面对的难题出发，分析

民法和行政法处理特定深度伪造情形的有限性，在

积极刑法观下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正当性，并初步

构造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具体设想。

一、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社会风险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中立技术被滥用时则可能

意味着技术升级增加犯罪现实危险性。利用深度伪

造技术构建虚拟现实场景打破了大众对于“眼见为

实”的普遍认知，在网络占据人们广泛日常空间的

当下，对于个人数据隐私和安全保障不力与深度伪

造技术野蛮生长并存，深度伪造技术犹如一把达摩

克利斯之剑悬挂在网络空间，对犯罪具有颠覆性影

响效果。

（一）高度真实性下增加犯罪既遂的可能性

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对“眼见为实”社会信任

发起挑战。深度伪造技术和精准个人信息的结合，

无论是针对公司、个人的诈骗还是利用个人的虚假

色情音视频以及其他对公司、个人名誉有损害的敲

诈勒索类型的犯罪，都将提高犯罪行为人得手的可

能性。因为目前对深度伪造音的打击仅仅要求网络

平台的打击，只有在通过邮件、通信平台进行传播构

成犯罪的情形下才能够对虚假音视频进行打击，造

成对于被伪造者保护乏力的困境，即要么让行为人

得逞，可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要么让行为人掌握被伪

造音者对其社会身份有影响的音视频。而技术的快

速迭代则意味着“虚假”越来越“真实”，以现行诈骗

罪的构成要件为例，是犯罪人以虚构真实或隐瞒真

相的方式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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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害人的自我处分行为最终导致财产的损失，因

此蕴含有被害人过错的因素。但是如果被害人完全

没有识别出虚假的可能性之下，是否仍然能够称其

为存在被害人过错，值得思考。

（二）深度伪造作为网络行为的极端隐蔽性

网络社会导致犯罪边界被打破。［１］深度伪造技

术的商业化泛滥，可以将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的人分

为深度伪造技术的研发者和深度伪造技术的使用

者。就深度伪造技术的研发者而言，其有能力研发

深度伪造技术也就意味着能够利用自身技术实现网

络浏览和网络匿名化。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造虚假

音视频的人，尤其是有意使用深度伪造音视频来造

成社会冲突或实施犯罪时，相比于一般网民往往具

有更强的利用计算机知识使自己的网络行为匿名化

及难以追踪的能力。由此，在对深度伪造音视频检

测还不甚成熟的前提下，想要探寻到深度伪音造技

术的实际研发和使用者极其困难。

（三）深度伪造制造风险的多样性

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的高度真实性对于“真实”

概念的挑战，导致深度伪造技术风险的多样性。当

其被用作侵犯具体权益的工具时，则存在侵犯公民

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社会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

多方面的危险。此外，深度伪造技术对社会信任基

础的颠覆作用也是一个不能避开的问题。当深度伪

造技术成为一个广泛且日常适用的技术时，就会造

成社会底色中“所见即所得”变色，甚至动摇，尤其

是在个人信息保护不周全的背景下，可能颠覆人们

的日常判断。

二、深度伪造的现有规制及难题

信息化浪潮下，为把握住此次发展的机遇，国家

在保障基本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采取“包容审慎”的

监管态度。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主要持包容

态度，因此对深度伪造技术更多的是一种防卫性质

的规定，采取消极的立法和规制模式，出现在零星的

法律和规范中。

（一）现有规制路径

《民法典》第１０１９条表明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
造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行为的侵权性。《网络音

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对利用如深度伪造

技术制作、发布、传播的音视频信息应当以显著方式

予以标识。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虚假音视频并不

标识的，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停止

传输该信息，以显著方式标识后可继续传输。对于

利用深度伪造技术产生的虚假音视频的鉴别责任在

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即平台一方，并有权利

且有责任对虚假音视频进行处置。《网络信息内容

生态治理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生

产者和平台不得利用包括深度伪造技术在内的新技

术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否则由网信等有

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

理。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约束深度伪造

技术本身研发、利用和传播的法律，而是从保护公民

的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

等角度，对深度伪造虚假信息的创作、发布和传播进

行规范和约束。［２］

（二）现有规制的局限性

目前法律在面对新兴技术时，显然是站在企业

和平台一方，对于企业和平台收集信息以及被收集

信息的去向缺乏打击力度，反而是在保护企业和平

台的收集行为。而深度伪造之下则造成了个体在面

对被收集时的完全“裸奔”。［３］对于单纯利用深度伪

造技术制作音视频的情况，现有的规制路径要求音

视频发布者进行显著标识，当平台发现深度伪造的

音视频没有进行标识时，应当叫停该音视频的传播，

在发布者进行显著标识后仍能够继续发布该音视

频。也就是说，对于深度伪造音视频的监测的权利

和义务均在平台一方，而这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一，深度伪造技术所产生的音视频并不完全

是通过狭义网络平台进行传播。此处所指的狭义网

络平台有权对在其平台传播的音视频进行检测并进

行技术分析。例如绕开网络平台利用电子邮件或者

私人电话的方式传播虚假音视频的情况下，现有对

于深度伪造技术的规定落空。

第二，要求平台承担起深度伪造技术的检测本

身并不现实。深度伪造技术的特性之一就在于其难

以检测性，就一般网络平台而言，往往依靠“技术 ＋
人工”的检测方式，随着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的完善，

平台并不一定能够承担起检测的责任。从《网络音

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来看，其对平台的要求也

只是发现之后应当叫停音视频的传播，如果平台本

身并没有发现，似乎平台就不需要承担制止该音视

频传播的责任。此外，深度伪造音视频的传播与网

络平台本身的商业性追求并不相符。深度伪造技术

的高度真实的虚假性，往往能够更加引起音视频点

击者的注意。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是真实消息传播

速度六倍的网络环境和以点击、点赞、评论、转发为

评价标准的网络平台模式，平台本身并没有减少自

己流量分成而规制音视频数量的动力。［４］随着深度

伪造技术的商业化和大众化发展，其适用途径将不

·３６·



仅仅是面向社会媒体和互联网相关的领域，而是渗

透进个人生活中，科技商业化的特征表明仅仅要求

科技去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太现实的。

第三，缺乏对深度伪造技术增加犯罪既遂可能

性的关注。如前所述，深度伪造本身所追求的即是

其“以假乱真”，该项技术在诈骗、敲诈勒索等罪的

适用中将极大提高犯罪的既遂可能性，尤其是该项

技术的发展逻辑和迭代所追求的即是让人不能判断

真假，作为一种具有隐蔽性的音频、视频插件更加容

易让人陷入错误认识，但是目前对于深度伪造技术

的关注则更多放在最终造成实害结果之上，而对其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容易使人陷入认识错误，最终导

致错误处分缺乏必要关注。

（三）深度伪造的治理困境

互联网犯罪因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导致仅

仅依靠与上传音视频相关的源数据追踪到深度伪造

音视频的制作者是并不足够的。此外，如果该项技

术所使用的服务器本身属于借用或盗用他人服务器

的情况时，对于深度伪造制作者的追踪将更加困

难———那些能够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行为人往往也

有能力和技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匿名化处理。而基

于互联网的全球性，深度伪造音视频的制作者可能位

于其所上传平台管辖国之外的地域。一旦深度伪造生

成，法律往往缺少有效的方法制止其传播，也即深度伪

造滥用的危害性是和其行为本身同时存在的。

我国网络信息监管体系主要包括四个层次：行

业监管、平台把关、社会监督和网民自律。四个层次

的赋权上，出于网络发展的需要以及平台中立观念

的原则，更多是依靠社会监督和网民自律。这实际

上是不科学也不可行的，行业内部尚存在着深度伪

造检测的困境，要求社会和网民识别深度伪造音视

频自然不可能，而被深度伪造的对象发现时，危害结

果已经造成，再去进行反向破解，就缺乏对深度伪造

滥用的预防机制。

三、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合理性与设想

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需要坚持刑法谦抑性为中

心［５］，同时也需要以新理念进行应对。要求网络平

台和科技公司自行监督和监管的现状低估了对于技

术滥用风险的评估，民事、行政规制的有限性和传统

犯罪借助网络和人工智能进行变异之下，需要以积

极的刑法观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规制。

（一）民事、行政规制的有限性

由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创建者往往采取的是匿名

的方式实施违法的行为，且对深度伪造技术的检测

还处于发展阶段，个人并没有自主检测的工具。而

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符合起诉条件必须有明确

的被告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网络环境

的开放性和无形性，侵权主体的分散性以及网络空

间的无形性，都成为个人在面对网络侵权维权时的

绊脚石。网络侵权的救济手段的单一性，且在维权

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侵权影响的二次发酵，司法诉讼

的成本高和时间长等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个人在网络

维权时的困难重重。［６］“谁受害、谁通知、谁服务、谁

取下”的规定，过分要求受害者主动发现予以维权，

导致平台和政府监管在此侵权链条中的缺失，网络

对于“附近性”的消解，个体在网络空间“他者”概念

的空缺，真实空间中的“道德感”和“秩序感”的减

弱，都不断降低网络侵权的成本。随着智能城市的

建设，改变了原本个体参与网络生活的可选择性，人

脸识别作为许多小区、单位的门禁系统，涉及肖像的

信息在网络系统上渗透。而目前对于网络信息的监

管模式则更多是网络平台向监管部门报告，通过计

算机产生的深度伪造音视频并不一定在网络平台上

进行传播，导致行政监管的落空，且在行政监管更多

是针对行业、商业主体而非自然人个体的现状之下，

对于个人面对深度伪造的侵权显得无助。

由此可见，尽管民事补偿途径可以作为个人维

权的途径，但是在互联网本身的跨国、跨省和匿名的

背景下，要求作为深度伪造的受害人主动维权是过

于沉重的负担，诉讼程序的繁杂性和长期性可能导

致即使收到道歉和赔偿对于受害者而言也没有太大

意义。而行政手段的监控，面对商业主体和行业的

现状，以及通过计算机产生的深度伪造音视频不一

定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的监管乏力，让深度伪造技术

之下的个人权益保护落空。

（二）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正当性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编造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

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

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以寻衅滋事定罪处罚。这确

立了刑法对于网络空间秩序与线下空间的统一对待

的处理方式。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６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９．４０亿，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３．８１亿，人均每周上
网时长为２８个小时，网络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
活的必需，互联网充当着重要的社会职能，网络秩序

亟待重视。刑法的存在理由与机能是通过报应刑内

的科刑预防将来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但是随着社

会关系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法益变得亟待保护。［７］

深度伪造作为一项专门创设虚假的技术，虽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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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些有益技术的中间技术具有价值，但是其欺

骗性本身在检测技术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完美

精度的情况下，就具有损害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如

果人们能够利用虚假的技术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且

不会受到有效及时的惩罚，那么自然会不断扩大其

使用范围，从而消解社会的信赖体系。

虽然从表面上看深度伪造只是在技术上为虚假

消息、诽谤、敲诈勒索、诈骗等犯罪增添了一种新型

手段，并不是一个独特的问题，然而当商业公司或平

台通过营利为目的提供给大众一种增加社会虚假信

息的工具，甚至是可能引发社会信任基础和网络秩

序瓦解的工具时，自然应当特殊对待。此外，风险社

会之下，尤其是网络全面侵入公民生活之下，公民对

于风险的感知通过媒体、社交网络的传播更加直接、

强烈，由此产生对于国家治安形势恶化的感知。基

于“破窗理论”，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对于自身行为

的规制感直线下降，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高度技术

化，个体在其中对于自身主体性的控制愈发下降。

一方面，深度伪造技术的异化消解了对于“眼见为

实”的社会信任，尤其是针对政府工作人员、公众人

物、亲属之间的深度伪造，将导致社会基础认知体系

的瓦解；另一方面，深度伪造一旦被利用，基于互联

网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法律难以控制和阻止其危害

的弥散。因此，对深度伪造的规制应尽可能在事前

或事中，将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遏制在源头。尤其

是在涉及国家安全与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的层面

上，虽然目前在简体中文媒体上很少对深度伪造技

术的报道，但是深度伪造所造成的对个人生活的干

预和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已经引起了英、美、俄等国

家的关注，并且美国在其专门针对深度伪造技术的

立法，即《２０１９年深度伪造报告法案》中特别强调国
家情报局和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提交关于包括中国

在内的深度伪造技术的研发情况的报告，由此可见

美国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关注，也透露出对深度伪

造技术滥用的担忧。基于此，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

刑法规制具有正当性。

１．域外深度伪造刑法规制情况
２０１９年，美国国会提出《深度伪造责任法案》和

《２０１９年深度伪造报告法案》两部法律草案，对深度
伪造技术采用刑事犯罪视角的规制。其中《深度伪

造责任法案》对三类行为规定了不超过５年的刑事
处罚：（１）未对作品进行水印标记，且具有羞辱他人
的主观目的，提供含他人虚假的性行为或者裸体的

视频的；（２）意图造成暴力或者身体伤害、引发武装
或者外交冲突，或者干扰政治运作，包括选举，威胁

社会信任的；（３）受外国势力或者代理人指示，意图
介入国内政治争议，影响联邦、州或其他的选举，以

及实施其他不法行为的。法案还规定了深度伪造的

被害人有权采用各种救济措施。２０１９年２月和１０
月，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分别签署了《犯罪欺骗性记

录》（Ｃｒｉｍｅｓ：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和《选举：欺骗性
的音频和视觉媒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Ａｕｄｉｏｏｒ
ＶｉｓｕａｌＭｅｄｉａ），分别禁止“深度伪造”用于传播色情
内容和帮助政治选举。

欧盟虽然没有出台直接针对深度伪造的立法或

者相关法规，但是其通过《欧盟不实信息实践准则》

和《可信赖ＡＩ伦理指引》的方式将深度伪造纳入规
制范围，并直接把深度伪造作为虚假信息进行管

理。［８］其中，２０１８年６月通过的《欧盟不实信息实践
准则》附件中列出对不实信息的应对做法，通过“行

业—利害关系人—消费者”的模式降低虚假信息可

能带来的危害。［９］

２．我国深度伪造刑法规制设想
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刑法规制存在两种选择路

径。一是在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传播但不进行显

著标识，或者提供给大众可以用来制作深度伪造的

音视频的工具／平台但可通过购买等方式不进行标
识时，情节严重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刑

法就进行干预，以避免在不断传播中加剧虚假传播

的影响或者利用该音视频实施下一步危害行为。二

是对于仅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传播或提供深度

伪造技术的开发者／平台，但不进行显著标识的行为
不进行干预和处罚，等到实际危害后果发生后，按照

具体的实害结果是否符合刑法的规定来定罪量刑。

显然后一种做法忽视了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的危害

性，并且也没有考虑利用此项技术对于网络秩序所

带来的破坏力。深度伪造技术的风险多样性、多元

性和其产生的音视频的难以检测性，以及基于深度

伪造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暴力和民意诱导，都将对

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秩序产生巨大伤害。通过点击

和个人算法的网络商业模式，社交媒体更多按照用

户的兴趣和喜好来进行推荐，深度伪造音视频的猎

奇性和新鲜性，以及通过深度伪造所营造出来的

“熟悉感”和“附近性”，对于吸引用户而言具有“良

好”效果。诚然，深度伪造技术在一些领域具有潜

在的价值，然而在尚未存在恰当和有效的监管方式

的情况下，允许个人可随意使用该项技术，则更像是

在没有防御武器之下的“引狼入室”。［１０］

具体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深度伪造行为包括：

（１）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破坏社会信任的行为，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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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伪造产生的虚假信息本身侵犯法益的行为；（２）
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盗用他人身份的行为，即滥用他

人身份性信息，捏造他人虚假行为。对于前者是深

度伪造技术本身指向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因此应该

强调规制性刑法。通过对技术本身的限制性规定，

要求发布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的音视频必须标注该音

视频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所合成，否则在严重影响

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如大范围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就构成犯罪。对于后者是借助深度伪造技术侵

犯他人法益和社会法益的行为，因此应该强调法益

侵犯性，以借助深度伪造技术最终侵犯的法益确定

性作为影响量刑的标准，尤其是针对在诈骗、敲诈勒

索、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中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的情

况，应当考虑深度伪造技术对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

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予以定罪量刑。

四、结语

国家应当积极干预对于可能危害公民正常生活

秩序的行为，不能够将其完全留给受害者，让受害者

自行寻求民事救济，尤其是针对网络行为侵犯个人

权益的行为，要求个人在现行民事诉讼体制之下寻

求救济并不可行。而放任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做法

则只会让互联网重返丛林社会，并进而消解个体对

社会体系的信任。风险社会之下要求更多层次对于

新兴技术的治理，“科技向善”的希望之下蕴含着对

法律积极规制的需求。换验软件ＺＡＯ被叫停之下，

并不能够完全制止技术的继续蔓延，因此应当以更

加前瞻性的思考来应对新技术的发展，并以更加积

极的刑法态度来维护公民的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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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统区警察薪酬待遇问题研究
———以四川省会警察局为中心

曹发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９
作者简介：曹发军（１９６８—），男，河南信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

摘　要：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各地经济形势日趋恶劣，严重影响了警察的生活，为了维持警察队
伍的稳定，当局采取了包括提高警察薪金、发放生活补贴和食米等方式来提高警察的待遇，这些措施

对于保障警察的基本生活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大量增

发货币，在国统区各地造成了持续性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的速度远远超过工资的增长速度，加上

警察局内部收入差距悬殊，一直到抗战结束，省会警察局长、警夫役等基层警务人员生活贫困的状况

都没有得到明显改观，以致警察逃亡的现象愈演愈烈。

关键词：抗战时期；警察；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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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大规模
进攻，中国大片国土陷落敌手。中国沿海各地相继

沦陷后，国外对中国物质运输的海上通道几近中断，

国统区各地逐渐陷入物资缺乏的境地。同时，由于

受战争的影响，国民政府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严重，

为了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从

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此种恶劣的经济形势对包括

警察在内的公职人员的薪酬待遇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进而影响了警察的生活。本文以四川省会警察局

为例，研究抗战时期通货膨胀背景下警察的薪酬待

遇情况，希望能窥一斑而见全貌，对此类问题有比较

深入的了解。

一、警察薪酬待遇概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官和长警①适用不同的

工资制度。警官所领报酬称为“俸”，警长警士所领

报酬称为“饷”。由于时局动荡和国家政治制度不

完善等原因，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不同时期，或者

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警官的“官俸”和长警的“薪

饷”各自适用的标准也都不尽相同。１９２８年，国民
政府内政部公布的《警察官官等表》，将警官分为三

个任别、七等，共十六级。其中一、二等为简任，内分

四级；三、四等为荐任，内分五级；五至七等为委任，

内分七级，并规定警官的俸额由其官等决定，不受地

区差别和警察机关经费多寡的影响。《警察官官等

表》实施后，内政部于 １９２９年又公布《文官俸等
表》，规定文官官俸标准。由于《文官俸等表》规定

的文官官俸标准明显高于警官俸给，引起了警界的

普遍不满，以致国统区各地提高警官官俸的呼声很

高。在多省代表的倡议下，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召开的全
国第二次内政会议议决“警察官俸给应昭文官俸给

表支给”。根据此项决议，１９３４年５月，内政部参照
文官俸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警察机关的实际情况，

公布了新的《暂行警察官官等官俸表》，将警察官分

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４个任别，共３６级，并重新
规定了不同等级的警官的薪俸支给标准。虽然《暂

行警察官官等官俸表》规定，省会公安局长为荐任

五级至一级，其薪俸为一百八至四百元；局长以下设

秘书、科长、督察长、训练官、分局长、督察员、技术

员、科员、队长、队副、分队长、分局员、技佐、医官、巡

官、侦探、办事员等，均为委任职，俸额依其等级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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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至二百元不等。［１］６９４－６９６但是，由于当时四川政

局还未完全稳定，四川省会公安局②还靠收取捐税

来筹集经费，处于自收自支状态，财政收入不足且不

稳定，自然无法按照官等官俸表来发放警察官俸禄。

１９３５年初，川政实现统一。当年７月，四川省政府
颁布《四川省整顿警务暂行通章》（以后简称《通

章》），开始着手整顿四川警政。《通章》不仅明确规

定：“省会公安局及各市公安局之经费准照部颁确

定警察经费办法由省政府统收统支”，而且还规定

“省会公安局各级警察官准照部颁警察官等官俸表

叙俸，但得以省令减呈开支。”［２］７９－８１之后，由于有省

政府提供经费，四川省会公安局才有了稳定的经费

来源，并开始参照部颁警察官等官俸表发放警官俸

禄。

至于长警的薪饷，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前，没有全国
统一的标准，完全由各地自行裁定。１９３４年１１月
内政部颁布《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后，长警薪饷

方有全国统一的标准。《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

为长警规定了甲、乙、丙三种薪饷标准，具体情况如

表１所示。
表１　警长警士薪饷表（单位：元）

警长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警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甲种 ５０ ４７ ４４ ４１ ３８ ３５ ３２ ３０ ２８ ２０ ２４ ２２
乙种 ４０ ３７ ３４ ３１ ２８ ２５ ２３ ２１．５ ２０ １８．５ １７ １５．５
丙种 ３３ ３０ ２７ ２４ ２１ １８ １６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１

　　资料来源：《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警察法令》，首都警察厅警察训练所民国３６年３月印，第１０１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第３－

２－８９号。

　　《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将“长警薪饷分甲乙
丙三种”，但“以何种支给，由各级警察机关视其服

务地方经济状况及实际需要编订”。据此，《四川省

整顿警务暂行通章》比照部颁《警长警士薪饷暂行

条例》规定：“省会暨各特种公安局各市县之警饷，

警士分为三等，一等警士月饷１３元，二等１２元，三
等１１元；警长亦分为三等，一等警长月饷１９元，二
等１７元，三等１５元，但因地方情形得呈准省政府减
少开支。”［２］７９－８１很显然，《四川省整顿警务暂行通

章》规定的长警薪饷标准要远远低于内政部颁布的

《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规定的标准，不过，即便

是这样的标准，四川省会公安局也未完全遵照执行，

长警的实际待遇为：一等警士实支月饷１２元，二等
９．６元，三等８元；一等警长实支月饷２４元，二等２０
元，三等１６元。［３］１０

１９３７年９月，由于抗战爆发，四川省政府根据
上级要求，饬令四川省各级政府机关压缩经费开支。

四川省会警察局随即发布《本局规定国难期间职员

薪俸》，规定：“自九月份起，月薪未超过３０元之职
员，准仍照预算开支，其超过３０元之月薪，以七五折
支给，有不公平之待遇时，得由该局在核定预算数字

内，酌量增减，……凡每月实支在３０元以下者，自应
免除折扣，在３０元以上，４０元以下者，折扣另表附
发，在四十元以上者，自当遵照通案，七五折

扣。”［４］１２但是，鉴于“警士薪饷本属低微，不足以资

赡给”，省会警察局报请省政府核准后，拟从 １９３７
年１２月１日起提高警士待遇：“除一等警士仍支饷
１２元外，二等警士月支饷１１元，三等警士月支饷１０

元。”［４］１２经过此番调整后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夫役

薪饷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四川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夫役待遇一览表（单位：元）

职务 月额 实支

局长 ４００ ２４０
秘书、科长、督察长、分局长 １６０ ９６
会计主任、出纳主任、庶务主任、警训所长 １４０ ８４
一等科员、一等督察员 ９０ ５４
二等科员、二等督察员、一等局员、习艺所长 ７０ ４２
三等科员、三等督察员、二等局员、一等巡官、会计员、

拘留所管理员、渣滓船管理员、迷失济良所管理员
５０ ３２

二等巡官、一等办事员 ３０．６ ３０．６
三等巡官、书记、二等办事员 ２８ ２８
一等警长、三等办事员、教官 ２４ ２４
二等警长 ２０ ２０
三等警长 １６ １６
一等警士 １２ １２
二等警士 １１ １１
三等警士 １０ １０
公差夫役 ７ ７

　　资料来源：《四川省会警察局造具员警夫待遇一览表》，成都市

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９３，目录号：１，案卷号：８９，第１５页。

表２显示，四川省会警察局实行等级工资制，警
官的薪俸标准和长警的薪饷标准随等级的降低而逐

步降低。根据规定，警察局内部凡月薪在４０元以上
者月薪都有不同程度的压缩。经过调整后，局长的

月俸是２４０元，秘书、科长、督察长、分局长月薪为
９６元，会计主任、出纳主任、庶务主任、警训所长等
月薪是８４元，其他绝大多数职位月薪都在５０元以
下，占人员大多数的办事员、警长、警士、公差、夫役

等待遇微薄，其薪酬标准从２４元到７元不等。尽管
在此次调整中，教官、办事员、警长、警士、公差、夫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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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月薪饷在４０元以下者，薪饷标准没有被压缩，原
先待遇偏低的警长、警士的饷额甚至还有小幅上调，

但警察局内部薪酬待遇差距悬殊的现象仍然十分突

出，薪俸最高的局长和薪饷最低的警士之间薪金收

入差距仍然高达３０倍之多。
二、通货膨胀背景下警察的薪酬状况

抗战爆发后，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国统区各地的

物价在经历战争初期的短暂稳定后便开始了长时期

的持续暴涨。地处大后方中心地带的成都从１９３９
年起物价就开始暴涨，此后便快速陷入了恶性通货

膨胀的漩涡。抗战时期，成都物价上涨情况如表３
所示。

表３显示，成都的物价在经历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两
年的徘徊后，从１９３９年开始，成都物价上涨步伐明
显加快并呈现全线上涨态势，到１９４１年时，物价即
开始呈现非理性的暴涨，恶性通货膨胀的魅影显露

无疑。在物价暴涨的形势下，由于货币工资没有相

应的提高，警察的实际收入大幅缩水。物价的暴涨

严重侵蚀着货币的购买力，不仅使那些收入微薄的

工人和其他城市贫民生计艰难，陷入严重的生存危

机，也使警察局那些官阶较低的警官和长警依靠薪

金不足以维持生活，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消

极影响。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四川省会警察局总务科曾
根据当时的物价情况绘制了一份长警、夫役收支比

较表，这张表基本上真实地反映长警、夫役的实际收

入状况和当时的生活境遇，现照录如表４所示。
表３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成都趸售物价指数（１９３７年上半年＝１００；

公式：简单几何平均）

年代 总指数 粮食类 衣着类 燃料类

１９３７年 １０３ ９８ １０８ ９９

１９３８年 １２８ ９５ １６２ １０４

１９３９年 ２２５ １１３ ３４８ １９４

１９４０年 ６６５ ３９５ １０００ ７６６

１９４１年 １７６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３２ １９７８

１９４２年 ４５５９ ３７９９ ７７０４ ５９５５

１９４３年 １４７２０ １１１９８ ３０４８９ ２２４４６

１９４４年 ５６９６５ ４１４０５ １０４１９３ ８８３２６

１９４５年 １７０３９７ １０２４７５ ２２２０５０ ２９３００８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编

《中国抗战时期价格史料汇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第２８７－３０５页。

表４　长警、夫役收支比较表（薪金单位：元，食米单位：斗）

职级
月收入

月总收入 饷额 副食费 食米

现实物价每名每月应支

月总支出 柴、菜 洗衣 剃须 草鞋 食米

比较约计

盈余 不敷食米

一等警长 ５０．４ ４２ ８．４ ２．７５ ５８ ３０ １０ ３ ６ ３ －７．６ ０．２５
二等警长 ４６．４ ３８ ８．４ ２．７５ ５８ ３０ １０ ３ ６ ３ －１１．６ ０．２５
三等警长 ４２．４ ３４ ８．４ ２．７５ ５８ ３０ １０ ３ ６ ３ －１５．６ ０．２５
一等警士 ３８．４ ３０ ８．４ ２．７５ ５８ ３０ １０ ３ ６ ３ －１９．６ ０．２５
二等警士 ３６．４ ２８ ８．４ ２．７５ ５８ ３０ １０ ３ ６ ３ －２１．６ ０．２５
三等警士 ３４．４ ２６ ８．４ ２．７５ ５８ ３０ １０ ３ ６ ３ －２３．６ ０．２５
公差 ６２ １４ ４８ ２．５ ５８ ３０ １０ ３ ６ ３ ４ ０．５
夫役 ６１ １３ ４８ ２．５ ５８ ３０ １０ ３ ６ ３ ３ ０．５

　　资料来源：《四川省会警察局三十一年度长警夫役收支比较表》，成都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９３，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７９，第８２页。

　　表４显示，根据当时的物价，普通人维持最基本
生活每月需支出５８元法币和３斗食米，而长警、夫
役的月薪酬除２．７５斗食米外，一二三等警长每月的
薪金分别是５０．４元、４６．４元、４２．２元，一二三等警
士的薪金分别为３８．４元、３６．４元、３４．４元，公差和
夫役的薪金分别为６２元、６１元。在身处省会警察
局底层的警务人员中，除副食补贴稍高的公差、夫役

依靠薪饷还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外，所有等级的长

警每月的薪饷都不足以支付买菜、买柴、买草鞋、洗

衣、剃须等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费用，所得薪金入

不敷出，生活陷入困顿。

三、当局应对通货膨胀改善警察待遇的措施

由于物价暴涨，身处警察局底层的警长、警士微

薄的薪金不足以谋生，导致四川省会警察局长警逃

亡案件频繁发生。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仅１９４１

年一年，四川省会警察局就有９１６名长警逃亡，逃亡
长警数量占编制总数的４９．７％，有接近编制半数的
长警逃亡。由此可见，当时警察逃亡的现象十分严

重。大量警察逃亡，造成警局内部人心思逃，严重影

响了警察队伍的稳定，进而影响到警务工作的开展。

由此，警界内外呼请提高警察待遇之声高涨。例如，

１９４１年，在第三次全国内政会议上，四川省会警察
局局长方超向大会提交了题目为《拟请提高警察之

待遇以改善警察之素质加强警察之力量而应抗战之

需要请核议案》的提案，强烈要求提高警察的待遇。

他在提案中说：

我国警察待遇照２３年行政院、内政部
规定之“暂行警察官官等俸表”与“警长、

警士薪饷暂行条例”已未免太薄。自抗战

以来，物价飞涨，工资增高，政府亟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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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于去年实行粮饷划分，然而巡官之粮饷，

生活津贴合并计算，尚不能与人力车夫相

比，警长、警士则仅有饷银十数元，食米双

市斗一斗二升五合，个人温饱已觉困难，遑

论仰事俯蓄，因此，官警多数改业，尤以警

长警士之逃亡数字激增，而又无从招募补

充，是则非为不能吸引与罗致优秀之人才，

以谋改善官警之素质，且不能保留原有之

优秀官警，若长此以往，恐智力低劣者亦不

能久安其位，而另谋劳动职业，警政前途与

后方治安不堪设想，现在为谋改善警察官

警之素质，防止警察官警之改业，以加强警

察之力量，维护社会之安宁，而应付抗战之

需要，对于警察官警待遇之改善实急切而

不容稍缓者也。［５］１０

其实早在方超在内政会议上提交上述提案之

前，内政部就已经电令各省府：

当此物价腾涨，生活增高之际，全国各

市警察人员之待遇，极为菲薄，殊难维持其

生计，值此抗战时期，后方各地，竭赖警察

维持地方治安与秩序，警察人员之待遇，亟

应提高，内政部现已分函各省政府，从二十

九年度起，一律酌量情形，增加警政人员之

待遇。［６］４２

四川省当局根据这一要求，即把提高警察待遇

作为健全警政以适应战时需要的重要步骤。１９４０
年当年四川省就开始着手提高警察待遇。鉴于当时

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当局在根据警

察职级普遍提高警察底薪的同时，还按规定给每一

个人都发给一定数量的生活补助费和食米，这样四

川省会警察局警察的薪俸就由三部分组成：底薪、生

活补助费、食米。然而，由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实在太

快，警察薪金提高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

度。之后，国民政府又进一步加大改善警察待遇的

力度。为了提高警察待遇，１９４２年，国民政府内政

部再次重新修订了警长、警士薪饷表，将警长、警士

的饷额提高了二分之一到一倍，同时国民政府行政

院还决定，警察人员待遇除依官俸表、薪饷表予以提

高外并按当地物价指数增加生活津贴，与公务员

同。［１］６９８此后，随着物价的暴涨，警察的薪金和生活

补助费也大幅提高。在普遍提高警察待遇的同时，

四川省政府还根据长警待遇偏低的实际情况，着重

提高长警待遇。１９４４年，四川省开始发放长警生活
补助费，最高为１８００元，最低为１２００元。如此，在
通货膨胀背景下，四川省会成都乃至整个国统区就

陷入了物价和薪金轮番上涨的怪圈，到１９４４年时，
四川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的账面收入已经是抗战初

期的数倍了。１９４４年，四川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薪
俸、薪饷和生活补助具体情况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１９４４年四川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待遇

（薪金单位：元，食米单位：斗）

项别 等级 薪俸
生活补助费

共计 原支 加额

食米

（斗）

局长 － ２１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
主任秘书 １２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
分局长、督察长、秘书、科长、分局长

会计主任、统计主任、户政主任
－ １１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

户政副主任、车务主任、大队长 －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
科员、督察员、局员、会计员、医官 －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
办事员 １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
警长 １ ６５ １８００ ３０ ５

２ ６０ １７００ ３０ ５
３ ５５ １６００ ３０ ５

警士 １ ５０ １５００ ３０ ５
２ ４５ １４００ ３０ ５
３ ４０ １２００ ３０ ５

　　资料来源：（１）《四川省会警察局职官待遇》，《四川省会三年来

警政统计简编》，四川省会警察局统计室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编印，无页码。

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类”３－２－１０６。（２）《四川省统计年鉴》

（１９４６年，第三分册），第６６页。

此后，随着物价持续暴涨，警察的薪金和生活补

助费每个月的数额都创新高。１９４５年，警察的薪俸
加成数和生活补助费更是每隔数月都要大幅度提

高。具体情况如表６所示。

表６　１９４５年四川省会警察局员官待遇（薪金单位：元）

项目 原薪

薪金共计

一至二月 三至七月八至十二月

薪俸加成数

一至二月

加成１２倍

三至七月

加成３５倍

八至十二月

加成９０倍

生活补助费

一至二月 三至七月 八至十二月

局长 ６００ １０２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６６０００ ７２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主任秘书 ２４０ ５８８０ １５４００ ３３６００ ２８８０ ８４００ ２１６００ 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督查长、分局长、科长 ２２０ ５６４０ １４７００ ３１８００ ２６４０ ７７００ １９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教员 ６０ ３７２０ ９１００ １７４００ ７２０ ２１００ ５４００ 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雇员 ５５ ３６６０ ８９２５ １６９５０ ６６０ １９２５ ４９５０ 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资料来源：《员官待遇》《四川省会警察局统计年鉴》（三十四年度），第７页。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历史资料，第３－２－１０５号。

　　表６显示，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７月、８—１２月 三个时段，四川省会警察局警官的薪俸加成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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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本俸额的１２倍、３５倍和９０倍，生活补助费分
别是３０００元、７０００元和 １２０００元。四川省会警察
局警察的账面收入在数月内实现了翻几番，相对于

日益高涨的薪金加成数和生活补助费，警察薪俸表

上所规定的薪俸反而日益显得微乎其微了。

四、结语

抗战时期，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对警察生活造成

的影响，根据国民政府的饬令，四川省会警察局通过

增加警察薪金标准、发放生活补助费和粮食等办法

来保障警察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些措施对于稳定警

察队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恶性通货

膨胀笼罩下物价暴涨的速度远远超过工资增长的速

度，加上警察局内部收入差距悬殊，一直到抗战结

束，处于警察局最底层的长警、夫役生活贫困的现状

没有根本改变，由此引发的长警逃亡问题也一直都

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恶性通货膨胀下，作为国家机

器的警察的处境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就

可想而知了。

注释：

①长警是警长和警士的统称，其地位比较低微，不入官阶等

级，不属于“官”的范畴。

②根据《各级警察机关编制刚要》的规定，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
后四川省会公安局改称四川省会警察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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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６９４－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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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９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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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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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术槐（１９６５—），男，湖南衡阳人，贵阳学院李端研究院院长、三级教授，研究方向为灾荒救济、行政伦理学、

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制度是关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民国时期的贵州，灾
害频仍，赈务活动空前繁重。赈务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着赈务活动的成效，直接关系着贵州灾

民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政府公共服务中的伦理关系，直接关系着整个贵州基层社会的建设与

发展。基于这一考量，民国时期的贵州省政府不仅组织成立了贵州省赈务会，而且还制订了系列有

关赈务工作的管理规章。赈务活动堪称民国时期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建设活

动。以民国时期贵州自然灾害概况为切入点，结合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具体内容，深入分

析了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

章进行总体的评价。强调制度建设是民生之本。民国时期贵州社会救济成效的取得，与政府强化赈

务管理规章的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然而，这些管理规章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与制约了民国时期贵州赈务活动应有的成效。

关键词：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７２－０６

　　民国时期的贵州，灾害频仍，民众不堪其困。在
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地处西南枢纽的贵州省政

府，也被纳入全国灾赈体系之中。不仅组织成立了

相关的赈务组织机构，而且还讨论制订了系列赈务

管理规章。为推动贵州赈务活动的开展、缓解灾民

的困苦、解决灾民的生存危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

工作。本文对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内容、

特点与成效作一定的探讨，强调制度建设是社会建

设的基础与前提。灾害当头，必须秉持以灾民的生

存与发展为中心的理念，为灾害救济提供良好的赈

务制度保障，以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一、民国时期贵州自然灾害概况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

常现象，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

触目惊心的。它们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发、泥石

流、海啸、台风、洪水等突发性灾害，也有地面沉降、

土地沙漠化、干旱、海岸线变化等在较长时间中才能

逐渐显现的渐变性灾害，还有臭氧层变化、水体污

染、水土流失、酸雨等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害。这

些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之间又有着复杂的相互联

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甚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自然环境一直影响与制

约着我国农业的正常发展。其中，表现十分突出的

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与旱灾。此外，虫灾与冰灾亦

时有发生。

据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贵州省水文

资源局编辑的《贵州水旱灾害》统计，１９２７年至
１９４９年间，贵州发生极旱有３次，重旱有１３次，轻
旱有３次。其中，旱灾发生频率大的地区分别是遵
义、黔东南和黔南地区。２２年间，遵义仅有七个年
头没有发生旱灾，其他１５年均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旱
灾。黔东南也仅有九个年头没有发生旱灾，其他１３
年同样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旱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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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统
计，１９３２年，贵州因灾报告的县市是４个，有４２９４２
户受灾，８７５０户因灾转移，２２０９５０人遭灾，因灾死亡
人数为 ２０６６５人，财产损失达 ２０８９８００元。［２］１９３３
年，贵州铜仁等地河水陡涨十余丈，人口死亡数以万

计。同年，还有１３县遭受旱灾，有 ３县遭受雹灾。
１９３４年，贵州全省遭受水灾的有１２县，遭受雹灾者
有９县，同时遭受水旱灾害的有３县。全年被灾区
域达４０余县。［３］１９３５年夏季，贵州发生水灾。据
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８日《大公报》消息，贵州省“入夏以
来，淫雨连绵，河流暴涨，田畴漫溢，公路桥梁冲断不

少，……黄平、施秉、平越、麻江等县，则已成泽国。”

一些县域“人民牲畜，死亡无算”［４］。

民国时期贵州旱灾尤其严重的年份，当属１９３７
年大旱，“灾区几遍全省，灾民２７０余万，赤地千里，
死亡枕藉，惨不忍睹。”［５］当时居于急赈等级的就达

４４个县。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县份需要政府急
赈。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贵州自

然灾害的种类，主要是水旱灾害。此外，雹灾也时有

发生。灾害的发生，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与

生活，而且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此时

如果政府赈济缺位，或赈济不到位，灾民唯有流离失

所，远走他乡，寻求赈济。有的灾民甚至演变成难

民，给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带来严重冲击。面对此

况，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贵州省政府亦迎难而

上，组织成立赈务管理机构，制定系列赈务管理规

章，积极开展了系列社会救济活动。

二、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制定

所谓赈务管理规章，即用于规范政府与基层赈

务活动所制订的与赈务有关的行政法规与规章制

度。其基本内容涉及赈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开展施

赈活动的人、赈务活动的对象、赈务活动的成效等方

面。其最终目的在于规范赈务活动的行为，提高赈

务活动的成效，改善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维系社会

的稳定与发展。

民国时期贵州赈务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

参照中央政府所制订的赈务管理规章，结合贵州赈

务的具体实际，讨论制定了涉及范围广、涉及财政、

民政、赈务、慈善等相关管理机构的、有利于推进贵

州本省赈务活动开展的系列赈务管理规章。现列举

部分赈务管理规章的名目于下：

（一）国民政府层面

１．《修正国民政府赈务处组织条例》（１９２８年８
月３日国民政府公布，同日施行。原公布日期１９２８

年８月２７日）
２．《修正赈务委员会组织条例》（民国１９３１年６

月３０日国民政府公布，同日施行。原公布日期
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５日）

３．《各省赈务会组织章程》（１９２９年３月国民政
府中央赈灾委员会）

４．《修正各省赈务会组织章程》（１９３０年５月中
央赈务会修正公布）

５．《赈务委员会处务规程》（１９３３年３月中央赈
务委员会公布）

６．《赈务委员会各组办事规程》（１９３０年２月国
民政府公布）

７．《赈务委员会各组联席会议规则》（１９３０年６
月中央赈务委员会公布）

８．《赈务委员会收存赈款暂行办法》（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中央赈务委员会公布）

９．《赈务委员会提付赈款暂行办法》（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中央赈务委员会公布）

１０．《赈务委员会助赈给奖章程》（１９３２年６月
行政院核准公布）

１１．《赈务委员会职员奖惩规则》（１９３０年６月
中央赈务委员会公布，１９３３年４月修正公布）
１２．《赈济委员会组织法》（１９３８年２月国民政

府公布）

（二）贵州省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层面

１．《贵州省赈务会组织章程》（１９３５年６月贵州
省政府公布）

２．《贵州省赈务会办事规程》（１９３５年７月贵州
省政府公布）

３．《贵州省赈务会各组办事细则》（１９３５年７月
贵州省政府公布）

４．《贵州省赈务会订定各县赈务分会组织章
程》（１９３５年７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５．《贵州省铜仁县赈务分会办事规程》（１９３５年

９月铜仁县政府公布）
６．《贵州省铜仁县赈务分会总务组办事细则》

（１９３５年９月铜仁县政府公布）
７．《贵州省铜仁县赈务分会筹赈组办事细则》

（１９３５年９月铜仁县政府公布）
８．《铜仁县赈务分会审核组办事细则》（１９３５年

９月铜仁县政府公布）
９．《贵州省赈务会临时组织章程》（１９３７年４月

贵州省政府公布）

１０．《贵州省赈务会修正各县赈务分会组织章
程》（１９３７年５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３７·



１１．《贵州省赈务会查放急赈办法》（１９３７年５
月贵州省赈务会公布）

１２．《修正贵州省赈务会组织章程》（１９３８年２
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１３．《修正贵州省赈务会办事规程》（１９３８年２
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１４．《贵州省赈务会办事细则》（１９３８年２月贵
州省政府公布）

１５．《贵州省赈济会组织规程》（１９３９年４月贵
州省政府公布）

１６．《贵州省赈济会办事细则》（１９３９年４月贵
州省政府公布）

１７．《贵州省各县赈济会组织规程》（１９３９年６
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１８．《贵州省农村合作社兼营农仓办法》（民国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省政府公布）。

１９．《贵州省各级仓储保管委员会组织规程》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省政府委员会通过）。

２０．《贵州省各县储粮登记推进办法》（民国二
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省政府委员会通过）。

２１．《贵州省各级积谷仓保管办法》（民国二十
六年十二月十日省政府委员会通过）。

２２．《贵州省非常时期推广农仓暂行办法》（民
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省政府委员会通过）。

由上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系列赈务管理规章的

制定，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范围广泛。既考虑到赈务

活动的主体，也考虑到赈务活动的客体；既考虑到赈

务活动的物质与经费的问题，也考虑到赈务的手段、

赈务的方法、赈务的过程和赈务的考核与奖惩。这

些赈务管理规章的制订，有利于规范赈务工作的具

体行为，有利于确保灾民的利益得以实现，有利于整

个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三、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特点

从上面列举的国民政府与贵州省政府所颁发的

系列赈务管理规章来看，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

章体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高度的集中统一性

民国时期的贵州，作为中央政府统一管辖的地

方省级行政单位，其赈务活动要接受中央政府的统

一领导与管理。在这一前提下，涉及赈务机构的组

织与成立、赈务活动的办事规程、办赈人员的统一管

理、赈款的保管、划拨与审核、赈济物质的发放、办赈

人员的奖惩等方面的内容，一律参照中央政府所制

订的相关规章，结合贵州本省赈务实际来统一制订。

譬如：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

世英在给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贵州省赈务委员会

主席的毛光翔的信中指出：“贵处敬电嘱补寄振务

会组织章程以便组织等因，兹特捡寄一份随函奉寄，

即祈！”［６］此信表明，贵州省赈务会的组建，显然是

在参照中央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组织成立

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央政府的赈务管理规章就

是贵州省政府以及贵州地方各县制订赈务管理规章

的范本。这种集中统一的特性，体现出中国传统的

政治运行体制。其优势在于统一、高效，可以防止赈

务活动的无序状态，从而更好地满足地方灾民的需

要。

又如《贵州省赈济会办事细则》就该会具体开

展赈务工作时作出了明确规定。关于赈务会议的召

开，该细则规定，每月必须定期举行一次。但如果因

赈务工作的变化，需要临时召开会议，规定由主任委

员召集，或委员当中有２个以上的委员提出来后，方
可召开赈济会的赈务工作会议。这种赈务会议制度

的建立，一方面，可以确立赈济会的权威性；另一方

面，可以确保赈济会在开展赈务活动时的高效运转。

让上层的工作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到赈济会的各

个部门当中。

（二）鲜明的针对性

规章的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保持鲜明

的针对性，是考察规章是否管用的重要尺度。从民

国时期贵州省赈务管理规章的内容来看，所针对的

主体包括：赈务组织机构的运行问题、赈款的收存、

管理与发展的问题、办赈人员的作风问题、办赈成效

的奖惩问题、灾况的勘查问题、办赈的时效问题、赈

务物质的募集与发放问题等方面。系列办赈管理规

章的制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赈务活动在规范、有

序的状态下协调运行与良性发展。

我们以１９３７年贵州大旱为例。当年的大旱，在
贵州灾害史上是空前的。全省大部分地区干旱延续

数月，农作物的播种十分困难。贵阳的情况是：“去

冬（即１９３６年，笔者注）迄今，数月未雨，小春枯萎，
包谷亦未下种，收成无望。”遵义的情况同样严重：

“入春久晴，全未得雨，稻麦无法播种，小春收成无

望。”其他大部分县域，同样呈现大旱景象［７］。严重

旱灾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农作物歉收，粮食紧缺。在

这种情况下，贵州省赈务会联系到湖南西部的芷江

县，派人前往芷江县采购粮食。在粮食采购的过程

中，有两个细节可以看出赈务管理规章明确的针对

性。一是办赈人员出于公关需要，给湖南当地政府

官员所赠送的办赈礼品问题。二是办赈人员在运输

粮食过程中实行日报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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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一个问题来看，当时赠送的办赈礼品是贵

州茅台酒。贵州省赈务会总务组为确保赈品采购的

顺利进行，让办赈员陈职民携带６０瓶茅台酒前往湖
南芷江县采购大米。陈职民在赠送礼品的过程中，

根据当地机关长官、法团领袖官职的高低，先后给芷

江县军政官员分别赠送８到２瓶数量不等的茅台
酒。共送出５４瓶茅台酒，余下的６瓶主要用于宴请
需要。对此，陈职民专程给时任贵州省赈务会主席

的雇祝同文字报告。报告中列出了具体礼品赠送数

目清单。

从后一个问题来看，办赈人员在运输大米的过

程中，实行严格的日报制。每天将大米运输的情况

呈报省赈务会主席过目审核。譬如：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６
日呈报的内容包括：运输了１２０包大米，重量共计
２４石，运输的号数是１６号至１７号，大米存放的地
点是贵阳仓库。押运员是刘尚镛。与此同时，在当

天的日报表的备考中对大米运输的总体情况作了说

明。说明中指出：“自三月十三日起，截至５月１５日
止，车船共运赈米伍千柒百玖拾陆石，合计贰万捌千

玖百捌拾包。”［８］

以上两个问题表明，赈务活动涉及人、财、物等

敏感问题。办赈人员在办赈过程中，尤其应注意规

范自己的办赈行为。对赈款、赈物实行报告制度，这

在省赈务会颁发的赈务管理规章中有明文规定。因

此，从１９３７年贵州省赈务会办赈人员赴湘采购大米
过程中所发生的办赈史实中我们窥探出贵州省赈务

管理规章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三）具体的可操作性

制度制订的目的在于执行与可操作性。不能执

行的制度，形同白纸一张，没有效力。譬如：关于放

赈工作的问题。贵州省赈务会对放赈工作有着严格

的管理规定，同时又有可操作性。在《贵州省赈务

会查放急赈办法》中对放赈的基本程序和过程作了

具体规定。该办法规定，放赈时，“县政府会衔布

告，规定各区放赈地点及日期。并令保长先期二、三

日传知灾民，届时持票集合领赈”。同时规定，放赈

地点距离灾民住址不得超过二十里。而老弱残废疾

病孤寡不能远行者，则可以请人代领。前提是必须

在赈票上填明代领人的名字。放赈时，为避免作弊

现象，还必须邀请各机关及地方公正士绅到场协助

会同监察。由于放赈采取的是集中办理，为防止放

赈时发生拥堵、踩踏事件，对放赈场所也作了要求。

要求：“放赈场所宜觅广大地点，须有前后二门，一

出一入。”不仅如此，还要求现场必须有保安团队、

士兵维持秩序。对于办赈有功、成绩卓著者，还规定

由省赈务会考核成绩，咨请省政府予以奖励。对于

办赈出现问题者，则予以惩罚。［９］

灾民在领取赈款、赈品的同时，必须填具相关的

受领表格，以防漏赈或重复受赈。对于放赈机关而

言，同样应将办赈的具体情况填具相关表格上报并

备案，以便对办赈机关的办赈工作进行督察。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交互运用

恩格斯强调，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从已有的思

想材料出发。民国时期贵州的赈务活动相当活跃。

在具体的办赈过程中，出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交互

运用的局面。一方面，传统的办赈方式，譬如：粥赈、

米赈、以工代赈等都在实际的赈务活动中得到有效

的借鉴与运用。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办赈方式，譬

如：电报的广泛推广、现代交通工具在赈品运输的使

用、近代工矿与民用企业的创办等，为民国时期贵州

赈务管理规章增添了诸多新的办赈特色。传统性与

现代性的交互运用，对推动民国时期贵州赈务事业

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四、对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总体评价

赈务工作是一项十分繁杂的社会救济工作，也

是一项积极的社会建设工作。赈务工作系着千万家

庭，事关千千万万灾民的生存。赈务活动成效高，政

府形象得改善，民众受益有归属感。赈务活动成效

差，政府形象受损伤，民众怨声载道，制约着社会的

进展。对于民国时期的贵州赈务活动而言，基本成

效的取得，得益于有效的管理规章。完备的赈务管

理规章，在民国时期赈务体系的构建和赈务能力的

提高中，曾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民国时期贵

州管理赈务规章的总体评价应从以下诸端来考虑：

第一，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制定，离不

开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一方面是国民政府中央层

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贵州灾情发生所产生的实际

影响。

就贵州省赈务会的组织机构来看，贵州省赈务

会组织机构的设置离不开两方面因素的重要影响：

一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推动，一是本省具体灾情所

产生的影响。由于贵州省赈务会是在国民政府中央

赈灾委员会与中央赈务委员会的倡导下组建的，因

此，其组织机构的内部结构与中央赈务委员会组织

机构的内部结构基本相一致。但贵州本省的诸多因

素，如严重的自然灾害与战争因素等又必然要求其

救济组织适应本省赈务的需要。因此，贵州省赈务

会组织机构尽管是根据中央政府相关管理规定组建

起来的，却也并非完全雷同，全部照搬。贵州省赈务

会根据本省灾情的变化，对省赈务会内部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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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本省灾情变化的需要。中央

赈灾委员会领导时期（１９２９年年末至１９３０年春），
贵州省赈务会的组织机构囊括三个办事部门，即事

务、执行、监察三处。１９３０年春，国民政府改组中央
赈灾委员会为中央赈务委员会，统一制定了《赈务

委员会组织条例》，并颁行了《修正各省赈务会组织

章程》。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贵州省赈务会对其

内部组织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即将原事务、执

行、监察三处改为总务、筹赈、审核三组。此后很长

一段时期，贵州省赈务会是由此三大职能部门所组

成。直到１９３７年贵州特大旱灾发生时，贵州省赈务
会在征得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对其内部组织机

构进行扩大改组，在原有三个职能部门的基础上，增

设救济组和工赈组。１９３８年灾情减轻之后，即又恢
复原有组织结构。１９３９年春，贵州省政府根据中央
政府的要求，将贵州省赈务会改组为贵州省赈济会。

组织机构的名称虽然有所变化，但其从事赈务的工

作职能并没有放弃。所不同的是，此时的赈务重点

在于因战争而造成的难民救济。１９４３年春，贵州省
赈济会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将赈济事务移交给贵

州省社会处经办。

第二，要正确看待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历史价

值。

从贵州省赈务会的组织章程与办事规程来看，

贵州省赈务会成立之后，制定颁发了一系列的组织

章程与办事规程，从而使其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

循。这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虽然贵州省赈

务会在其所开展的赈务活动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

的不足，譬如：办赈人员的思想觉悟不高；办赈过程

中的贪腐现象时有发生；赈务活动存在效率低下以

及赈务活动不平衡的问题等，但如果没有这些组织

章程与办事规程的话，问题肯定会更多。因此，我们

应该肯定其组织章程与办事规程对贵州本省的赈济

事务曾经起到的历史作用。即使在今天看来，其组

织章程与办事规程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要结合贵州赈务活动具体内容的变化，综

合考虑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时代性与针对性。

对于贵州省赈务会赈务活动的具体内容而言，

可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赈

务活动与抗战爆发之后的赈务活动。前期主要开展

因自然灾害而引起的社会救济活动，后期主要开展

因战争原因而造成的难民救济活动。在其自然灾害

救济活动中，包括因水、旱、蝗、冰雹等自然原因引起

的灾害救济。自然灾害的救济活动对稳定社会、恢

复生产等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抗战时期对战

争所造成之难民的救济，在保存抗战实力、稳定社

会、稳定人心、增强抗战的信心等方面，均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贵州本省的经济建设、社会建

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两个方面

的社会救济，因救济内容与救济主体的变化，赈务的

管理规章亦随之加以修改与微调。这反映出贵州赈

务管理规章的时代性与针对性。

第四，要辩证看待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传承与

创新。

一方面，关于贵州省赈务会赈务活动的基本程

序与具体措施的问题。赈务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

历史传统。贵州省赈务活动同样有着久远的历史渊

源。民国时期的贵州省赈务会在其赈务活动中，既

对传统赈务程序与赈务手段有所传承；同时，在继承

的基础上还有所创新与发展。传统赈务程序无外乎

四个方面，即报灾、勘灾、查赈与放赈。传统的赈务

措施包括急赈、工赈、农赈、调粟等方面。对此，贵州

省赈务会在其赈务活动中均有所继承。但作为现代

救灾机构的贵州省赈务会无论是赈务的组织机构，

还是赈务的经费来源，亦或是赈务的具体手段等，均

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

中国政治的发展对贵州省赈务活动所产生的内在影

响。

另一方面，基于贵州省赈务管理规章视野下如

何评价贵州省赈务会及其赈务活动的问题。对此，

应秉持辩证思维，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其积

极的一面，也应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贵州省赈务会

无论其组织机构、内部管理、人员管理与办事规程，

抑或其所开展的所有社会救济活动，所产生的历史

作用应当予以肯定。但贵州省赈务会及其赈务活动

由于管理上、制度上、经济上、交通上等方面的缺陷，

加之办赈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从而影响与制约了

贵州赈务活动应有的成效。

第五，赈务活动实际上也涉及整个政府与社会

民众当中相关的伦理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我国

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度。灾难发生以后，涉及千家

万户，方方面面。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赈务工作处

理得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处理不当，则容

易引起灾民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民国时期贵州省

相关赈务组织机构的设立以及系列赈务管理规章的

制定，实际上对政府当中办赈的主体、灾民当中受赈

的客体都作出的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对规范各方

面的伦理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推动

灾害发生以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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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初西北地质考察研究

张传卿，王永强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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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１９ＺＤＡ２１８）
作者简介：张传卿（１９９５—），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摘　要：受个人成长环境和求学时报国之志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孙健初顺应国人开发西北的
声潮，不畏艰险，毅然献身西北地质考察事业。他三进绥远、三到酒泉、冒险青海，并成为首位跨越祁

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孙健初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士气。尤其是玉门油矿的成功，对支援抗战

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此外，孙健初还对西北地区煤、金、铁等其他矿产作了详细考察

与整理，为之后更好地开发与利用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为着我国石油及地质矿产事业的长足发

展，孙健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地质工作者，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质工作中立下辉煌建树。

关键词：孙健初；西北地区；地质考察；民国时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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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后，“自东北四省沦亡，国人视线始
集中于‘西北’，而开发‘西北’之声浪乃高唱入

云”。［１］１２政府、有志之士不断讨论开发西北的计划。

在此环境下，孙健初毅然踏上勘察西北地质矿产的

道路去实现自己的报国梦。自１９３０年绥远考察至
１９５２年孙健初逝世，他的工作重心一直在西北地区
地质矿产考察方面。在气候复杂，交通、信息相对不

便的西北地区，孙健初与队友克服重重困难，成为我

国地质学者中翻越祁连山的第一批。他在实地考察

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知识，重新测绘，纠正地质地形

图，探测各类矿产的蕴藏量，并对各类矿产的开采情

况及发展前景作以分析。孙健初对我国的石油事业

贡献巨大，他三到酒泉，成功寻得玉门油田并主持开

采，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在西北地区的

地质考察成果不仅为此后地质地形、矿产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且为抗战提供

了资源支持，鼓舞了抗战士气，对抗战的胜利作出重

要贡献。

目前学界对于孙健初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其

中张江一著有《孙健初传》，对孙健初个人及其主要

地质考察活动作以整体阐述，但对于孙健初在西北

地区煤、金等矿产考察情况论述不够详尽。而其他

学者则多关注到孙健初与玉门油矿的关系及孙健初

对石油事业的重要贡献，对于孙健初在西北地区除

石油矿产外其他矿产的考察情况仅略有涉及。李四

光曾评价孙健初“不仅对石油有重大贡献，对铁及

有色金属勘探也是有贡献的”［２］６因此，对于孙健初

在西北地区多方位的地质矿产考察活动以及他坚持

献身西北地质考察事业的原因分析仍有一定空间。

本文拟在爬疏史料的基础上结合跨学科的方法，突

出孙健初对西北地区各类矿产的地质考察活动，并

尝试分析他坚持献身西北地质工作的缘由，使大家

进一步了解孙健初对西北地区地质考察事业的贡献

及对此后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影响。

一、求学报国与开发西北

孙健初，字子乾，１８９７年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
城郊后孙密城村一个败落地主家庭。祖父孙光风年

轻时是一条硬朗的农家汉子，父亲考中秀才后在村

里开办私塾。童年时期的孙健初常听祖父教导“无

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一颗恒心，要咬着牙干下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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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半途而废”。［３］１４孙健初在父亲的私塾学习之

余，便在田间劳作，强健体魄的同时培养了他吃苦耐

劳的精神。１９１２年６月，孙健初进入濮阳县高等小
学，在学校响应了辛亥革命“剪辫子运动”，积极接

受革命新思想。小学毕业后，孙健初进入山东曹州

（今菏泽市）鲁西国立第六中学继续学习。在这里，

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立下“国家有难，匹夫有

责……男子汉大丈夫，理应为国捐躯”的豪气志

向。［３］２３１９２０年春，孙健初中学毕业，于同年９月，考
入山西大学采矿系预科班，两年后进入本科。自此，

他与地质科学考察工作结缘。

在大学里，孙健初遇到了踏入地质学之门的“引路

人”———瑞典籍教授新常福。新常福认为一个国家的

强弱源于实业的发达与否，所以他提倡“实业救国”。

孙健初十分敬仰这位地质造诣颇深的外国教授。大学

毕业后，孙健初于１９２７年加入由新常福主办的“瑞华
地质调查会”，成为第一批中国会员之一。二人在学术

接触中，孙健初接受了新常福“以纯正科学来救国”即

实业救国的思想，同时“只相信学术可以救国，一心学

采矿地质，并且把它学得很好”。［４］１８３１９２９年，孙健初由
新常福推荐加入中央地质调查所。

晚清至民国时期，国人出于富国强兵的需求，已

有开发西北的声音。然当时开发的重点主要在严密

西北行政建置、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修筑铁路、发展

交通运输、兴办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地质则关注较

少。而欧洲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探险队”“考察队”

接踵来到我国进行考察，包括内蒙古、新疆、甘肃、宁

夏、青海、西藏及四川部分地区。例如１８６６年德国
人李希霍芬曾来西北各地作地质旅行。从１８７０年
起，先后有七支俄国考察队进入甘肃或经过甘肃进

行考察活动。［５］４８４１８７７—１８８０年，奥地利人洛采随
斯成义公爵来华调查地质，曾至陇南及兰州一带工

作。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间，瑞典人安特生来甘肃西南部
考察地质。［６］５这些外国探险队和考察家有的未经政

府允许私自行动，在我国任意发掘遗址遗物，使我国

大量珍贵遗址文物和资料遭到破坏和外流。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物司设立
地质科，这是我国政府机构中第一次出现“地质”二

字，由章鸿钊担任科长。１９１３年９月，地质科改称
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后又几经改名，最后终于１９１６
年７月正式开始工作。［７］２１９４１年称中央地质调查
所，以区别地方地质调查所。１９４３年设西北分所于
兰州。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新的地质机构。西北地

区矿产资源丰富，但直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人才真
正进入西北地区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逐渐发掘该区

域丰富的矿产资源。“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３年，国人谢家业
及袁复礼先后调查甘肃北部及兰州附近地质。１９２９
年国人赵亚曾和黄汲清调查秦岭之地质。”［６］５九一

八事变后，国难当头，爱国人士纷纷提出御敌之策。

斯时，开发西北以支援抗战的讨论此起彼伏。如

１９３２年南洋著名的华侨实业家林义顺与张继、居正
等人到西安审甄建设陪都及考察开辟西北事宜时，

深感开辟西北之重要，曾疾呼“救国必须开辟西北，

有决心不患无办法”。［８］７２－７５中国第一女飞行家林鹏

侠也喊出“往西北去”之口号。在此环境下，中央地

质调查所顺应开发西北的潮流，重视西北地质情况，

并派孙健初等人到西北地区做野外考察。

二、孙健初三到酒泉寻油矿

“日本夺得满洲后，又行石油专卖，故石油工业

已成为世界重要问题之一。全世界将因战争而争石

油富源，亦因石油而生战争也。”［９］１０３９中国石油工业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发展极为迟缓，原油产量甚
少。当时美国石油可采储量１４．３亿吨，而我国的石
油储量约仅为美国的 １％，中国“贫油”论甚嚣尘
上。［２］６１这不仅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还严重不利于

国家安全。“一旦战事发生，各国竞相贮备石油，则中

国对此种燃料将有绝断之虞。”［９］１０４１虽然１９１４—１９１５
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在陕西、四川钻

井采油，但均因获利不多而停止。随后政府又在陕西

钻了几口浅井，同样未获得良好结果。因此“找油”成

为国家、人民亟需待办的要事之一。在此情形下，孙

健初表示“每次调查皆努力肯干，尤其对荒凉之西北

调查，无人愿去，我却自动前往”。［２］４６

（一）初次“寻油”受阻

玉门一带蕴藏石油的消息早有传闻。“嘉峪关西

有石漆，今按赤金东南一百五十里有石油泉，土人取

之燃灯。”［１０］２０１８９２—１８９４年，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契
夫曾来这里考察；１９２１年中国地质学家翁文灏、谢家
荣到玉门一带调查过石油情况；１９２８年地质学家张人
鉴到此获取石油样品化验，证明油质良好；１９３０年中
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到玉门调查地质。虽然玉门油

矿早有考察者涉足，但至１９３７年以前，我国的石油仍
以夸脱计算，不能精炼，而且绝大多数用作润滑油。

且政府及相关学者对甘肃的石油分布及开发情况知

之甚少，对玉门地区的地质地文、油矿分布、矿产开采

等问题进行细致、深入调查的人亦不多。该时，大多

仅是浅坑挖掘获得少量石油，而对于新疆油区的了解

仅限于俄国地质学家考察后的出版物中。

１９３５年，孙健初、周宗浚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
安排下，从青海省祁连山南麓多次翻越海拔４０００米

·９７·



雪线以上山峰到达祁连山北麓，拟到甘肃酒泉寻找

油矿。当他们熬过饥寒交迫、挺过雪山暴风、扛过森

林猛兽到达酒泉时，却因军阀马步青害怕自己在石

油河附近淘金被发现，借口玉门石油河附近土匪太

多，无法保障其人身安全而断然拒绝考察活

动。［１１］４２－４３二人只好沿着祁连山北麓查看了高台、

临泽、张掖、山丹、永昌、武威、古浪等地的地质情况，

于１２月中旬回到北平。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使孙
健初气馁，他决心等待机会再探酒泉石油。

（二）与美国专家合作寻油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２日，顾维钧、周作民、钱永铭、严
恩?、张盛隆五人联名呈文国民政府实业部，获得专

探专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的经营特许权，年

限五年。随即，顾维钧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煤油探矿

公司，并与美孚石油公司合作，寻得美国专家韦勒博

士、萨敦工程师的协助。［１２］７５

１９３７年初，孙健初与美国专家韦勒、萨敦、金城
银行史悠明等人组成西北采矿勘探队，于“７月５日
正式从兰州出发开始野外寻油考察工作。他们先利

用驼骡西上黄河、湟水至湟源，再向西南行至青海湖、

共和，然后东下至黄河谷地的循化，再南行穿过山脉

和高原至拉卜楞，于８月２６日返回兰州，共计１０００
千米”。９月８日再次离开兰州，先乘车至甘肃西北
部的酒泉肃州，行程约７２５千米，在酒泉找好运输和
野外工作用的骆驼，即赴甘肃玉门县及青海、新疆等

处调查矿产。［１３］完成由酒泉沿祁连山山麓西行至敦

煌，然后折向北行至哈密公路上的红柳园，最后再回

到酒泉的１４００千米的考察。［１４］１８８这支穿越戈壁、在西
北黄土高坡上找油的队伍，除了勘探队的４人，还有４
个工人和１５名驮夫，２７匹骡马，其中５匹马供人骑
用，其余２２匹骡子用来驮设备和行李。一路上，他们
像玄奘取经一样经历了诸多困难。遇着有客店的村

子自然是好，没有旅社的村庄，就在街上的小商店屋

檐下过夜。天黑行至荒山野岭，便搭帐篷或露宿。因

此次部分考察路线甚为偏僻，前人涉足较少，导致地

图上标注不够精准，故孙健初和韦勒、萨顿等人一边

考察一边绘制路线和地图。此前加拿大建筑师哈

里·赫西曾从一位俄国地质学家口中听到一个关于

石油湖的消息，即“在甘肃与青海的边境上接近青海

湖的地方，有大片地区渗出原油，据说这一地区面积

达２５０平方英里且散发着强烈的使人‘怕被窒息死’
气体”，［１５］１１１他将这一未证实的消息告知顾维钧。但

孙健初等人通过对青海湖周边地质条件的分析以及

向当地人求证，最终证实哈里·赫西口中的巨大石油

湖并不存在。１０月初孙健初一行人西行出嘉峪关，

对石油河、干油泉、石油沟等地进行调查。在石油河

上游东岸边发现一座小破庙，这便是后来的老君庙。

１５日，他们从白杨河到马莲泉宿营，考察了这里的油
苗。然后在马莲泉、小马莲泉、干油泉、石油河一带考

察油苗和石油河背斜情况，共逗留４天，用手勾画了７
幅地质图。［１６］９４考察进行至１２月时，气候十分寒冷，
无法继续进行工作，“西北煤油试探队美国人韦勒、萨

敦与孙健初等由玉门返回兰州”。［１７］

本次活动虽然“惟限于时日，未及详查，仅获其

梗概而东返”。［１８］２３４但他们对甘肃西部和青海湖东

北部绘制了一系列剖面图，并通过计算二叠纪、侏罗

纪和白垩纪的定碳比，得出甘肃西北部有石油存在。

此外，对甘肃玉门石油河背斜的位置、油苗情况以及

开采此处油矿的可行性包括交通、燃料和水以及最

短时间等因素做了分析估测。这些丰硕的成果为后

来玉门油矿的成功开采奠定坚实基础。

（三）主动请缨，寻得玉门油矿

１９３８年４月韦勒和萨敦离开甘肃。日军侵略
还在扩大，孙健初面对“国破家亡山河碎”的情形，

向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

委员及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阐述玉门一带是“煤

油之希望”的思想。并从经济和战时两个方面衡量

玉门油矿的开采价值，他认为：“抗战军兴，海路多

被日军封锁，洋油来之不易，如果我们立即开发玉

门，当有助于抗战，利之有民，价值无量。”［１９］１１５并主

动请缨前往甘肃玉门开发玉门油矿。

１９３８年６月，国民政府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玉
门油矿开始实质性勘探。１１月３日，孙健初、严爽同
苏联专家崔林根在苏联外交代表处会晤，在听取苏联

专家的建议后于１１月２８日离开兰州，于１２月４日
到达酒泉。这是孙健初第三次到酒泉，目的很明确：

找到油田，开发油矿。孙健初与严爽、靳锡庚等人到

老君庙后，在石油河、干油泉、三橛湾、石油沟、夹皮沟

等地踏勘，测量地形，绘制地质图、构造图及剖面

图。［２０］２８７一行人为此次石油钻探工作进行详细筹备。

他们先酌量以木桩定出四千余点，然后用精确平板

仪，逐一依法测量，在石油河、干油泉、石油沟、夹皮沟

等处，测成缩尺一万分之一油田地质图二幅，地质构

造图一幅及剖面图多种，以清晰表示地层之分布，构

造之情形，以及各岩层之组织厚薄等。在深入调查的

过程中，进一步估量石油之储存量，并对石油河区和

石油沟区的位置、交通、地质、地层、石油储量、石油性

质等情况分别论述，以便根据开采油矿附近必需之燃

料及水源，初步确定钻井位置和钻探计划。同时将玉

门油田与新疆、苏联部分油田作对比阐明其异

·０８·



同。［１８］２３４－２４９

三、对西北地区其他矿产的考察

（一）三进绥远做考察

１９３０年春，新婚不久的孙健初被指派调查察哈
尔西部地质矿产。此次“先由张北调查向西而进，

至土木路、兴和折西而行，经淮安而去阳原，后至山

西之天镇，小作逗留，及返回北平”［２１］８。当时地质

调查人员几乎没有任何保障，野外考察只派一两人

进行。孙健初形单影只，只随身带一个罗盘，一把小

铁锤便向绥远进发。［２２］１４在绥远东端大青山的地质

考察中，孙健初于兴和县东北１５千米的二道牌附近
发现了几处绿柱玉矿床，并发现了石英和绿柱玉晶

体。［２３］３６１９３２年春，应绥远省政府之邀，翁文灏指派
孙健初再次赴绥远做调查。４月８日，孙健初“由北
平出发，次日抵归绥，越四日向西北进行，经察素齐

入武川西部，多日而返归绥，复由归绥东进，经集宁

陶林，旋阻军事，折向西行。经萨拉齐、包头、安北、

固阳，而返归绥，由归绥乘车回平。此次考察延续上

次任务，主要在绥远一带从事各类矿产调查”［２４］２。

由建设厅第二科科长王永寿陪同前往，孙健初“每

至一处必作详密之考察”。“陶林兴和间因军事发

生，未及考察”，所以１９３３年春，孙健初第三次到绥
远“以补所缺而竟全功”［２５］３。

从１９３０到１９３３年，孙健初共三次赴绥远、察哈
尔做调查，“计费时共四月余”，其范围“在北纬四十

度三十分至四十一度三十分，东经一百零八度至一

百一十四度之间，幅员占绥远省之本部及察哈尔之

西南隅”，徒步曲折行程三千余里。［２１］８三次考察共

发现二十多个煤田及十几个石棉、水晶、石墨矿等。

其中煤田主要有二叠石炭纪层位上的狼山煤田、

拴马桩煤田、童盛茂煤田等，下侏罗纪层位上的官

井沟煤田、二分子煤田、窝沁壕煤田、石拐煤田等。

这些煤田以直深采５００米计算，总计量估算为４亿
多吨。由于当时绥远省煤矿业发展迟滞，全省煤

炭产量仅为 ６万多吨，总值不过 １３万元，全省每
人平均竟不及一角。［２］３１－３２其他矿产的情况孙健初

悉数整理在《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地质志》一文

中。

（二）冒险青海，翻越祁连山

祁连山是我国西北屏障，塞上要冲，且矿产资源

丰富，号称“万宝山”。然而１９世纪末叶，外国人以
各种名目接踵沓至。特别是斯坦因测绘祁连山地形

时，竟将酒泉高台以南五道山脉冠以外国人名，孙健

初气愤道：“祁连山是我们中国的山，竟让外人勘测

后而始见知于世，乃我之惭愧。”［２６］１４因此他下定决

心勘测祁连山，发掘其宝藏为民造福。

１９３４年５月，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安排，孙
健初与侯德封离开北京，经绥远到达甘肃，对甘肃皋

兰、永登、靖远、海原及中卫做了初步考察。孙健初

以实际感受和实地考察为基础，并根据西北自然环

境及地质地貌特征，从“地质之层序及其经济意义”

和“从地文上观察其与人生之关系”的角度分析西

北地区经济贫困，土地利用不合理的现象。［２７］１８３他

认为对于“宁夏附近之谷地，地沃水丰，惟面积甚

小。陇南、秦岭北坡、陇西、祁连山北坡之山谷，石山

嶙峋，却宜林木；坡岗茂林，适宜牧畜；宽谷缓坡，得

成沃田。东自六盘山西至古浪，南由渭水至祁连山

东端，种植不甚适宜”，而对于整体上地广人稀、气

候相较南方干燥的西北地区，则应“西北畜牧当重

于农业，谋西北经济建设当首重工业”。［２８］８２此外，孙

健初在甘肃南山一带的考察中，发现了许多新地层，

并分别为其命名。后经证实，地质界承认并沿用了

这些名称。此次考察的重点在甘肃和宁夏境内，共

历时五个月，“至岁冬间，因天气寒冷，工作不便，孙

健初乃由甘往返北平”。［２９］５

１９３５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决定组成中国地质图
编纂委员会，孙健初负责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地

质总图任务，限期一年，及西宁、酒泉的区域地质图

任务，限期三年。该年４月“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派
孙健初、周宗浚来甘调查地质矿产”，考察路线“由

兰转赴青海从事调查，并拟在青调查完竣后，再转高

台、玉门、金塔、张掖等县调查”［３０］３。这次考察是孙

健初初踏青海，他与队友周宗浚从兰州到西宁，然后

骑骡马从西宁南门出发经湟中、西行至湟源，对贵德

的矿苗和温泉做调查后，继续沿黄河西行过龙羊峡、

都兰县城。孙健初与队友虚心向当地居民学习野外

尤其是高原生存技能，常常露宿野外，饥寒交迫，辛

苦异常。好奇又无事跟着孙健初“打酱油”的都兰

县县太爷、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派来的副官和青年翻

译吃不了这种苦，各自返回了。［２］５０孙健初和周宗浚

雇了几匹骆驼，继续向茶卡出发，沿青海湖北上。

在青海湖，孙健初根据１９２７年德国地理学家非
希纳氏所制地图计算湖之大小深浅，结合专业知识

分析青海湖之成因。并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了“青海

湖附 近 地 形 略 图”和 “青 海 湖 附 近 地 质 略

图”。［３１］１８４－１８６从青海湖返回西宁稍作休整后，孙健

初北上考察祁连山。祁连山位于青海省东北部与甘

肃省西部边境，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

宽谷组成。祁连山“湟北三脉”即是有名的三大坂，

该地地势险峻，气候多变，当地人称“马怕走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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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怕过大坂”。［２］５９孙健初为全面调查祁连山周围地

质矿产情况，多次往返奔波于南北坡之间。历时三

个月的祁连山考察之旅比之以前更加艰苦，不仅气

候恶劣，且常常食不果腹，他们花费两个月时间，穿

越１２个要隘，最终翻越祁连山至金佛寺，后出酒泉，
成为首次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３２］４０，极大地

鼓舞了中国地质学界的士气。１０月底，孙健初、周
宗浚二人由酒泉沿祁连山北麓的地质调查完毕，返

回兰州，后乘兰海快车由省转往北平调查所报名，并

整理各项器材。［３３］５

在青海、祁连山的八个月地质考察中，孙健初依

据自己扎实的地层剖面知识对甘青地区地层关系做

了详细梳理，并对前人所绘地图不完整或不准确的地

方进行修补。此外他还根据自己调查所见及采访所

得对该区域的几类主要矿产做了详细整理与分析，撰

写了重要论文《甘肃及青海之金矿》《祁连山一带地

质史纲要》《青海湖》等，测绘了《青海湖附近地形略

图》《青海湖附近地质略图》两幅图及整理了《甘肃青

海矿产一览表》。后又与严爽合著了《甘肃青海矿产

图表编制余言》，内容分为《甘肃青海省矿产图》图表

说明和《甘肃青海矿产一览表》图表所载矿产之价值

说明。［３４］１３下表为《甘肃青海矿产一览表》中的部分内

容，以助大家直观了解甘青两省矿产情况。

表１　《甘肃青海矿产一览表》节选［３５］２７９

省别 县别 矿区 矿别 位置 储量 矿质 地质时代 根据

甘肃省 皋兰 阿干镇 煤 北距皋兰约四十里 约２１Ｍｔ 烟煤 侏罗纪 孙健初

甘肃省 皋兰 阿干镇 煤 北距皋兰约四十里 约２１Ｍｔ 烟煤 侏罗纪 孙健初

永昌 青土井 石油 县北一百四十里 白垩纪及第三纪 孙健初

永登 镇羌滩 沙金 永登县西北约二百里 约３万两 成鳞片状，色淡黄 近世纪 谢家荣

皋兰 棺材涝池 铁 皋兰西北约一百四十里 ０．０３Ｍｔ 赤铁矿 古生代 陈贲

漳县 盐井镇 盐 位于漳县西约十里 未详 品质纯洁 第三纪？ 甘肃建设厅

青海省 门源 俄博 煤 位于门源县西北二百里 约５８Ｍｔ 烟煤 二叠—石炭纪 孙健初

民和 享堂 石油 在湟水下游，一部分在甘肃永登境 白垩纪及第三纪 孙健初

门源 野牛沟 沙金 东南距门源县约三百里 约３万两 鳞片状，呈浅黄 近世纪 孙健初

都兰 硫磺山 硫磺 柴达木盆地北边 未详 未详 居民口述

都兰 达布逊 盐 都兰县东南一百里，东距西宁约五百里 约７０Ｍｔ 结晶呈灰白色 近世纪 孙健初

　　表１中所载矿产为两省蕴藏量丰富、有开采价
值之矿产，对于其他储量较少或质量不佳、无开采价

值之矿产，孙健初没有列入其中。由表１可知，孙健
初分别对两省所藏主要矿产的类别、矿区、矿区位

置、矿产储量、矿质、地质时代及根据来源作了细致

整理。他在《余言》中又对不同矿产价值的品定各

依其价值条件，重新做了补充说明。例如对煤的开

采价值分析，四川侏罗纪煤虽储量丰富，但因其层厚

仅有数寸，无法开采。而甘肃省兰州市阿甘镇窑街

红山窑及樵渔堡的煤矿，虽其储量不多，但“煤层较

厚，品质尚佳，所以遍经开采。惟各煤田均系土窑破

坏，将来从事大作，颇感困难”。［３５］２７６

（三）孙健初对西北地区煤矿的考察

关于西北地区煤矿的相关情况，孙健初尽数收

集整理在他的《西北煤田纪要》一文中。文中详细

统计了西北地区各省不同时代的煤田储量。二叠纪

煤田储量约有１５０４Ｍｔ，在甘肃约有９７４Ｍｔ，在宁夏
约有２９４Ｍｔ，在青海约有２３６Ｍｔ。侏罗纪煤田储量约
有３８１Ｍｔ，青海约有２３６Ｍｔ，甘肃约有１１３Ｍｔ，宁夏约
有３２Ｍｔ。白垩纪煤田储量约有７０Ｍｔ，在甘肃约有
３２Ｍｔ，在青海约有３８Ｍｔ。以上三种煤田总储量约为
１９５５Ｍｔ，其中烟煤占１６６８Ｍｔ，无烟煤占３４０Ｍｔ。烟煤
之时代自二叠纪至白垩纪，各代皆有，无烟煤之地质

时代仅限于二叠纪及侏罗纪。为了证明西北地区煤

矿的储存量比较富裕、有开采价值及必要，孙健初还

将西北地区部分省份煤田储量与我国其他地区的煤

田储量制表作比较。

表２　我国部分省份煤量统计［３６］２７

省名 产量（Ｍｔ） 省名 产量（Ｍｔ） 省名 产量（Ｍｔ）省名 产量

山西 １２７１２７ 辽宁 １８３６ 黑龙江 １０１７ 广东 ４２１
陕西 ７１９５０ 湖南 １７６４ 江西 ９９２ 福建 ３９６
四川 ９８４７ 山东 １６７９ 热河 ６１４ 安徽 ３６０
河南 ７６７４ 云南 １６２７ 察哈尔 ５０４ 广西 ３００
新疆 ６０００ 贵州 １５４９ 绥远 ４８６ 江苏 ２１７
河北 ３０７１ 吉林 １１４３ 湖北 ４４０ 浙江 １００

　　由表２可知，孙健初共统计了２４个省份的煤田
储量，其中陕西的煤量排于第二位，新疆的煤量排于

第五位，所以西北地区的煤量虽不能称之为富裕，但

也绝对不能视为贫困，有开发价值和必要。此外，孙

健初还指出西北煤矿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

“西北之煤皆系小窑开采，矿业至为幼稚”，究其原因

是“每年出煤不过９万余吨，全销于本地，售价每吨平
均五元左右，年产总值不过４０余万元”［３６］２８。

虽然孙健初以考察石油为主，其他矿产为辅，但

他三进绥远、冒险青海、翻越祁连山，对西北地区主

要的矿产均做了详细考察与整理。他对各种矿产的

储量、矿质，还对目前我国西北地区的矿产开采和冶

炼业进行分析，为此后西北矿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

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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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北地质考察成效及意义

（一）喜得石油，支持抗战

１９３８年，孙健初确定玉门油矿开采方案后，便
着手主持开采工作。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３日，从陕西延
长油矿运来的钻井设备安装完备，老君庙的第一口

油井开工。此后，孙健初每天都翻看挖出的沙土，不

时地用手抓起来看一看，捏一捏，用鼻子闻一闻，他

心里既担忧又着急。晚上睡不着，便围着一号井来

回转或蹲在井口边默默地观察。因一号井的油层与

干油泉同属一个油层，孙健初便取“干”字的英文首

字母“Ｋ”为其命名。［３５］７７－８２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１日，当玉
门油矿喷出原油的那一刻，“孙健初这位出生入死的

钢铮铁汉、民族不屈的儿子，哭了，那泪就像横流的长

河”［２３］２２。玉门油矿的成功，揭开了我国现代石油工

业的帷幕，它为抗战，为开发、建设新中国的石油工业

发挥了重要作用。表３为玉门油矿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油
井钻探情况及原油产量。

表３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出产原油数量［３７］

出产油井
数量（加仑）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第一井 ５２４６０ ６０５６１ ２９６７８
第二井 ５４８１８ ７５９３６ ３９７２１４
第三井 ０ １０８２０９ ９０２８９
第四井 ８８３ ９３７ ２０５７４４
第五井 ６７１５ ３０２４４ ９７８０
第六井 ８６３８ ３３４０６ １０４４８８
第七井 ３３３７ １６１４４ ３４６７８
第八井 ２０４２６９０
第一平巷 ２１８５ ３２
第二平巷 ５０４９３ ３８７７４
第三平巷 ３５１７０ ８９８２
合计 １２６８５１ ４１３２８５ ２９６２３４８

　　由表３可看出，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玉门油矿的油井
和绝大多数油井的原油出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１９４１年第四井和第八井突然井喷，原油产量突增，
而这也是玉门油矿原油产量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国

第一个自喷油田的诞生。１９４２年，全国进口汽油不
到３万加仑，而玉门油矿生产汽油已达１８９．５７万加
仑，远远超过进口汽油，［３８］８５３为国家节约了大笔石

油进口费，同时极大鼓舞了抗战士气。自此后至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玉门油矿共钻井２６口，生产原油
７８６６．７万加仑（２５５５４６吨），占全国原油９０％以上。
汽油１３０３．３５万加仑（３７０９２吨）、煤油５１１．６万加
仑、柴油７１．７万加仑。［３９］１９５大后方共生产汽油、煤
油、柴油、酒精及其他代用油等液体燃料共３６２５万
加仑，其中玉门油矿产２０００万加仑。［４０］５００战时玉门
油矿原油在全国原油量占比数以及在大后方各类液

体燃料中的占比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玉门油矿对抗

战胜利的重要贡献，以及对大后方液体燃料工业的

重要贡献。

玉门石油早期多为赤金堡之居民土法采之，每

年产量约二万斤。“民初，此间工人为数不过二三

十，矿主则仅五六家。采得油后，以骡车拉运，销售

于酒泉、玉门一带。每斤售价不过铜元十余枚，在产

地价尤贱，四五枚即可购得一斤。附近居民用以燃

灯，因其时提炼无方，燃灯时烟大而光暗，用之者均

无好感。”［４１］２而自从玉门油矿规模化开采后，无论

是原油的提炼方法还是用途范围，较之前都不可同

日而语。开采油矿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周围民众提

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自１９４１—１９４４年，酒泉、金
塔、高台三县，每年各拨壮丁４００名到矿做工。后来
新中国石油战线上的一代楷模“铁人”王进喜，即是

在１９３８年到玉门油矿当徒工。玉门油矿的工程技
术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全矿职业技术人员６３１名，工
人５０９７名，合计５７２８名。其职工人数是大后方仅
次于重庆大渡口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二大工厂。［４２］２２２

为了扩大油矿的开采事业，甘肃油矿局相继新办了

采油炼油所需要的水泥厂、机械厂和发电厂，还办了

各种职业学校，油矿局对员工福利事业较为注意，他

们自设粮仓建设面粉厂，开办百货食品供销社，组织

各种修理服务业，设立了医院、学校、俱乐部和戏院

等生活娱乐设施。有人曾于１９４７年参观玉门油矿，
感叹“其地交通及市街之繁荣，遂亦大为进步。昔

日情形与今有天壤之别。”［４３］６

（二）借鉴国外理念，培育地质人才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孙健初被派去美国实习石油开
采事宜。他曾到美国的十几个油田进行实地考察，

认真观看其地质调查方法。孙健初每学习新内容，

必然联想到玉门油矿的情形，联想到我国石油发展

的问题。他从西北地区和全国整体情形两个角度考

虑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先后发表了《发展中国油

矿计划纲要》和《中国各重要油区地质情况及开发

计划》。孙健初指出：“中国地腹之油，究有若干，固

然难以预为断定，然就其在所知者而言，当有不少之

储量存在，惜乎发展为期过晚，致难比拟欧美。若不

急起直追，扩大研究，则石油事业实难望人项背。中

国地大物博，何所不有。况值需油孔极之时，似宜急

起效仿方不致落人后。”［４４］３１１回国后，孙健初继续主

持石油开采工作，并将自己在美国实习期间学到的先

进石油开采方法和思想运用到我国石油事业中。

１９４９年３月孙健初与玉门油矿矿长刘树人等赴青海
省民和一带视察并决定在该地区进行勘探工作，并在

距青海享堂十公里的地方勘定井位一处。［４５］２孙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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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含油气远景区如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

河西走廊区、陕北和东北、华北、四川等地区，新中国

成立后，石油勘探实践已经多次证实了他的科学判

断。１９６５年，中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彻底摆脱了“贫
油国”的帽子，实现了孙健初在抗战留美期间擘画的

中国“石油梦”蓝图。［４６］３

孙健初从美国学习回来后，认为美国近五十年

来，石油地质研究的迅速发展与地质人员为数众多、

素质之高有莫大关系。抗战胜利后，孙健初一边继续

为我国石油事业忙碌，一边注重培养新一代的地质工

作者。１９４５年，油矿局仅有二十几名青年跟着孙健初
学习，且大多为大学刚毕业。孙健初一心要将他们培

养成既有理论知识、又有现场实践经验的“科学救国”

的人才。学生们经常跟着孙健初跑山头做野外考察，

每至一处，孙健初必让学生绘制草图，绘完的草图经

过检验合格后方可吃饭。为了能够让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开阔视野，他将自己十几年来野外考察中遇到

的难题作为重点一一整理出来，找出其共性和个性，

再结合自己当时撰写的地质论文，在课上细致分析每

个案例，同时还将自己在美国的学习体会和美国石油

地质考察的先进方法讲给学生，以启发学生。在孙健

初的耐心教导、严格训练下，玉门油矿一批优秀的青

年地质工作者在全国各大油田的勘探开发或石油地

质科研中担起重任，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石油会

战中立下辉煌建树，李德生、田在艺都成为发现和开

发大庆油田的功臣。

五、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东南、华北地区的逐渐沦

丧，开发西北的声音空前高涨。孙健初来到西北地

区从事地质考察事业。他与队友不惧艰险，足迹遍

至陕、甘、青、宁、绥远等地，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贡

献给西北地区。他历经艰辛，寻得玉门油矿，建立我

国第一个石油基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玉门

油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战时石油紧缺的情

况，为我国节约了大量资本，鼓舞了抗战士气，为中

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奠定基础。作为地方的一种新工

业，带动了周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此外，孙健初对

西北地区其他矿产资源如煤、铁、金等矿产的考察与

整理为之后的开发与利用提供重要理论支持。解放

兰州前期，孙健初一边埋头研究油田地质理论，一边

冒险保护他所掌握的全部石油地质资料和仪器设

备，使其未落入敌人手中分毫。１９５０年，孙健初任
中国石油管理总局探勘处处长、西北财政经济委员

会委员，并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兼

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孙健初对我国石油事业及

对我国地质学术界的重大贡献，对于今天开发西北

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爱国和献身地质事业的精

神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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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患无办法［Ｊ］．华侨周报，１９３２（１９）．

［９］马龙翔．中国液体燃料工业之概况［Ｊ］．中国实业杂志，
１９３５（６）．

［１０］黄成助．肃镇志·地理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
［１１］国土资源报社，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大地文学
（第２０卷）［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２］皇浦秋实，贾钦涵．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Ｊ］．复
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

［１３］贺渊龙．关于报告孙健初等人行程的呈文［Ｚ］．１９３７－９－
２０，甘肃省档案馆藏，０２７－００８－０２２１－０００３．

［１４］孙健初，韦勒，萨敦．中国西北部甘肃和青海省地质考
察报告［Ｃ］／／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
社，１９９８．

［１５］Ｊ．Ｍ．韦勒．戈壁驼队：中美地质学家西北找油纪实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Ｍ］．赵辛而，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１６］李天相．关于玉门油矿的开发［Ｊ］．石油学报，１９９９（１）．
［１７］甘肃省政府．关于报卫楼、萨敦与孙健初的代电［Ｚ］．
１９３７－１２－１１，甘肃省档案馆藏，０２７－００８－０２２１－
０００５．

［１８］孙健初．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Ｃ］／／孙健初地质论文
选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９］赵蔚祖，吴周卿．孙健初发现玉门油田［Ｃ］／／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

会编．玉门文史资料（第１辑），１９９２．
［２０］王仰之，黄希陶，安延恺．孙健初：我国杰出的石油地质
学家［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１９８２（３）．

［２１］孙健初．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地质志［Ｊ］．地质专报，
１９３４（１２）．

［２２］缪金华．孙健初［Ｃ］／／政协濮阳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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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文史资料（第９辑）．１９９３．
［２３］孙健初．绥远之宝石矿［Ｃ］／／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北
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４］绥远开探宝石矿［Ｎ］．新天津，１９３２－０５－０３．
［２５］地质调查所委员孙健初赴绥西一带调查地质矿产［Ｎ］．
包头日报，１９３２－０６－１０．

［２６］金钟超．孙健初的精神力量［Ｃ］／／孙健初先生纪念文集
编委会．孙健初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８．

［２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
（地学卷１）［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８］孙健初．黄河上游之地质与人生［Ｃ］／／孙健初地质论文
选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９］实部地质调查所继续调查甘青矿产［Ｎ］．西北文化日
报，１９３５－０４－２４．

［３０］孙健初赴青调查将转西路各县［Ｎ］．甘肃民国日报，
１９３５－０５－１５．

［３１］孙健初．青海湖［Ｃ］／／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北京：石油
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２］王仰之，徐寒冰．我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学术活
动年表［Ｊ］．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９２（３）．

［３３］实部地质调查员昨晚离省赴平［Ｎ］．西北文化日报，
１９３５－１０－３０．

［３４］高树理．遥远的驼铃声：记我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孙健
初［Ｍ］．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９．

［３５］孙健初．甘肃青海矿产图表编制余言［Ｃ］／／孙健初地质
论文选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６］孙健初．西北煤田纪要［Ｊ］．地质评论，１９３９（１）．
［３７］金慎作《甘肃玉门油矿三年来出产原油数量及最近工
作情形》呈蒋介石［Ｚ］．１９４２－１－２５，台湾“国史馆”藏，
００１－１１３２３０－００１，

［３８］陈真．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创办和垄断
的工业［Ｃ］／／近代工业资料（第３辑）．北京：三联书店
发行，１９６１．

［３９］宋仲福，邓慧君．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Ｍ］．兰州：甘
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０］许涤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１］祁连山下的新社会：玉门油矿形成一种新式工业［Ｎ］．
西北日报，１９４７－１０－１８．

［４２］贾芳，陈钰业．文明的兴衰：疏勒河流域历史文化解读
［Ｍ］．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４．

［４３］昔日之．玉门油矿［Ｎ］．中央日报，１９４７－０３－１６．
［４４］孙健初．发展中国油矿计划纲要［Ｃ］／／孙健初地质论文
选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５］享堂近郊发现油矿［Ｎ］．甘肃民国日报，１９４９－０３－２５．
［４６］张江义．“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的“石油梦”［Ｎ］．中
国档案报（中央级），２０１６－２－１９．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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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理论逻辑的伟大源泉

范　峥，马林靖，张　欣，时漫扬，李　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８
基金项目：郑州地方高校党史学习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课题（２０２１ＤＳＺＸ０３９）
作者简介：范峥（１９８７—），男，辽宁营口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摘　要：《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稿。它是无产阶级人生
价值观的经典阐述，指明共产党人应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

务，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和运用了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带领人民建设美好生

活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初心为人民，使命有担当。

关键词：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理论逻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８６－０５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鲜
明的政治表白。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论

逻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路径，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为了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对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作为根本立场，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

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

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

断缩小收入差距。”［１］他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２］他强调：“每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

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３］

事实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道德观

始终贯穿着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是一条主

红线。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

阶级政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至上鲜明地写

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以实现公有

制为目标。“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

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４］

从历史维度来看，党的“一大”到“六大”都把人

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特别是党的“七大”，正式确立

了毛泽东思想，强调了党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之

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百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史表明，党的这一宗旨始

终没变。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优秀代表。早

在２０个世纪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就写下了著名的
“老三篇”。他最先规范地提出并最早诠释了中国

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价值理念，即全心全意地为人

民服务，号召向张思德、白求恩同志学习。它至今影

·６８·



响着２１世纪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实
现途径和实践活动。“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

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有三个

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

主。”［５］

那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高屋建瓴地写下了著

名的“老三篇”，形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不得

不说是与其早年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形成有

关。

一、毛泽东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

毛泽东出生于农家。其父希望儿子当个米店学

徒、会计，承继家业，过上温饱生活而已。可儿子却

成为历史伟人，建立了新中国，彪炳史册。毛泽东又

是一个充满学识智慧胆略魄力的旷世奇才，这都与

其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人生价值观有关。

（一）少年毛泽东人生观的形成

少年毛泽东先后受到老师文正莹、邹春培和毛

宇居的修身启蒙教育和诗文书法培育。毛宇居评价

毛泽东 ：“闳中肆外，国尔忘家。”

１９０７年，毛泽东读李漱清老师《论中国有被列
强瓜分之危险》一书，接受了维新救国思想和民主

思想。几十年后，他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册子的

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将会亡矣！’…… 我读了以

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６］

１９１０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湘乡县立东
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入学考试作文是《言志》，毛泽

东联想到国家民族危机的现实，天下百姓生活困苦，

联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校长李元甫高兴

地说：“我们学堂取了一名建国才！”毛泽东最爱听

李元甫讲的“中国一天天贫弱，是遭受列强欺侮之

缘由”的时事训话。班主任谭咏春给毛泽东作文

《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均判高分，给学生们传

观。

１９１１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长沙）
“成为这所了不起学校的学生”。毛泽东第一次公

开发表政见，参加了辛亥革命，第一次正式践行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

１９１２年２月，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长的符定一
极其看好毛泽东的国文入学考试卷，题目是“民国

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符校

长深为毛泽东闳中肆外、纵横捭阖之文风感染，以第

一名优异成绩录之。他说：“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

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个栋

梁之材啊！”他还说：“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

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国文老师兼班主

任柳潜给毛泽东所作的史论文章《商鞅徙木立信

论》打了１００分。他在毛泽东６００字文章上，批示却
有１５０个字，有一句批语：“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
大之器。”［７］毛泽东竟用一生去践行之。

人生观就是关于人生目的、态度、价值等问题总

的观点和看法。１８９３年出生的毛泽东所处的年代，
正是晚清政治、经济和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毛泽

东亲眼目睹了社会之怪现象，加上先进知识分子的

引导，毛泽东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那就是：推翻不

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

大众，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毛泽东的人生观核心

是爱国主义。

毛泽东来自人民。他的人生观和毛泽东思想的

全部内涵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建

设之中，也是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共产党人的人生

观，即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服务。它也是马克

思主义的人生观。它还具有一种崇高理想和共产主

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二）毛泽东的价值观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毛泽东

非常重视人的价值。他把个人的价值实现与革命的

解放、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它承继了马克思主义价

值观的实践性和实事求是的观点，以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他认为人是第一可宝贵

的，人在实践中完善自我、丰富自我，以实现主观与

客观的融合，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所以，他提

出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价值评判的标准。

毛泽东价值观的两个核心组成就是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原则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原则。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关于人的价值观的胜

利。中国共产党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己任

的政党，所以，毛泽东强调了集体主义精神，而这种

精神具体表现为共产主义道德与无产阶级政治的高

度统一性。这在“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

白求恩》均做了深刻阐述。

（三）毛泽东的伦理观

毛泽东的伦理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

观，具有中华民族化特征，即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

德原则，诠释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双赢关系，解

决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

毛泽东在伦理实践中提出了“五爱”的社会主

义公德，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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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物”，并规定为中华民族全体国民的社会公

德。它是毛泽东伦理观的首次提出，是对马克思主

义伦理学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还把共产主义的人

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统一起来，并在《纪念白求恩》

一文中做了具体阐述。

而这三观的统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

准确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共产主义道德

原则与人的物质利益原则的关系，提出了评判标准

和善恶效果的依据。其中心思想就是为人民谋福

利，为人民服务，为人类彻底解放。

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体系是道德理想、道德原则、

道德规范、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五部分组成。而这

一切伦理观的核心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达到以服务于人民的动机与有益于人民的效果的统

一。这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方面是首次，是从马克

思主义哲学角度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一种规定。

二、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共产党人标准统一于

实践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直到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才正式形成。“毛泽东关于人的价值观是毛

泽东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确定

的人生价值取向并实现人生价值的科学总结。”［８］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

展作为人的价值目标，在实践上予以完善，强调了个

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个性发

展的规律性。

毛泽东的价值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而《为

人民服务》就是对人生观价值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回

答。他指明了人生观与党的宗旨相统一，人的价值

实现途径与实践活动相统一。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评价标准。毛泽东

提出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并把它们同人民利

益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符合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最

高标准。

毛泽东价值观又以政治与经济相统一原则，提

出了共产党人政治标准。中国共产党人为解放生产

力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

国，发展生产力，巩固新政权，其政治标准就是对生

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正确主张和态度。［９］

三、无产阶级人生观与剥削阶级人生观

人类社会各个阶级的人生观是大不同的。奴隶

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其实质都是剥削阶

级利益集团的人生观。它具有反动性、腐朽性、没落

性。而毛泽东的人生观是无产阶级人生观，是为人

民服务的人生观，具有先进性、科学性、革命性，也是

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就会

有对人类社会高度的责任心，那就要先解放整个社

会，以最后争取自身的解放。这是由无产阶级的本

质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以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
恩为例，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

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白求

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

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

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

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

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１０］

无产阶级人生观应当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把

个人利益放在次位；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祖国需

要之时，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四、从爱国学子到五四先锋，再到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毛

泽东时年 ２６岁，受湖南一师杨昌济恩师的影响，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阅报以外，看书，

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

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几十年后，他向斯诺回忆如

是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

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

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

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１１］

１９１７年３月，毛泽东在《新青年》第３卷上发表
《体育之研究》，认为增强全民族体魄对挽救国家民

族危亡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１９３９年４月，毛泽东在《解放》上发表论文《五
四运动》。他说，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农民众中去，

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１２］。

五四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和科

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在五四运动前后，成

立了新民学会，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筹建共

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１３］

五、《实践论》《矛盾论》赋予新时代以人民为中

心价值取向

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论》是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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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国化的具体范例。它是主客体的统一，是理论

与实践的统一，也是知行的统一。它科学地解决了

知行关系和古今各种思想的纷争，因为，自五四运动

以后，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主流。

《实践论》从辨证唯物论角度讨论了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知

行关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它

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并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实践论》就

是告诉中国人民用正确的认识来改造世界，去解决

矛盾，既要解决“两对主要矛盾”，又要完成“两大历

史任务”，并最终使之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高度科学正确的评价，定

其性为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

动。这正是事物的一般性。而中国优秀的青年知识

分子和先进的工人阶级代表们接受了新文化、新思

想，率先进行具体的革命斗争。这正是事物的特殊

性。

它们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与《实践论》相比较，《矛盾论》的认识过程侧重

于从客体的一般和个别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

来观察，以此来解读人类认识的逻辑演进过程。

“两论”在学理上相得益彰，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把认识论与方法论结合起来了。

《矛盾论》批判吸收了古代中国哲学“两点论”的矛

盾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法，对社会主义

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人民为

中心”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逻辑汲取其

丰富的营养，其把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贯穿始终。

《实践论》是认识论中的辩证法；《矛盾论》是实

践论中的认识论。“两论”把辩证法与认识论有机

地统一起来了。“两论”的精神实质赋予了新时代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六、《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力量

源泉

“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

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习近
平出访俄罗斯时，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专

访时如是说。［１４］

习近平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回答就是坚持

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当代写照。他继承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精神和活的灵魂，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集

体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新升华。他汲取了《为人

民服务》中国精神的伟大力量源泉。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

会上所作的演讲稿。其中心思想是无产阶级人生

观、价值观、伦理观所具有的一种崇高思想境界。毛

泽东把为人民服务思想与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

思想原则，以及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结合起来。

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

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

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

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１５］

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要坚持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仍需要勇于献身精神，

把革命理想与实干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完成新

时代党的理想目标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统一起

来，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落实到实践中去，把

爱国主义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处理好个人利益与

国家利益的关系。坚持人民至上的人生价值观，听

党话、跟党走，实现中国梦。

七、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立足于为

人民服务的新基点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

表达，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呈现的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实质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

最核心理念。它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它是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

所说：“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

话，为人类求解放。”［１６］

一生都为人类求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４５
年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吃喝住穿”等物质

需要作为人类社会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的生活依据，

必须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活需要—物质生产—社会

结构”的理论逻辑和以“人、社会和自然”三者关系

为主题的理论论域。［１７］

１９５６年、１９８１年和２０１７年，党先后三次提出的
社会主要矛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逻辑的新

发展。新时代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需要进

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与基本矛盾得以良

性互动，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这都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逻辑是唯物史观中国智慧的结晶，是毛泽

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科学，“以人民为

中心”理论逻辑的伟大思想源泉就是《为人民服

务》。它的崇高价值取向是扎根人民又贴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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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持续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八、结语

毛泽东同志来自人民，扎根人民，为人民服务是

他人生价值观及伦理观的崇高思想道德境界。毛泽

东的人生观是中国人民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其核心

是爱国主义；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与党的宗

旨相统一，为人类彻底解放服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和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活

的灵魂，其理论逻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继

承和发扬了《为人民服务》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今天，中国青年应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把爱国

主义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爱

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把个人前途与国

家、民族前途结合起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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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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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媒介信息素养概
念的衍变及素养评估现状。综合媒介信息素养已有的评估成果，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从评估

原则、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四方面构建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以评估促培

养，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提升大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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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社会时代，媒介信息素养已成为一个人终
身学习的必备素养。提升大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水

平，有利于完善发展终身学习能力，帮助学生可持续

发展。研究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融合，尝试开展

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并对多层次媒介信息素

养教育成效开展评估，以帮助发现教育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以期能为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措

施、提高教学效率、持续提升学生的自我教育和终身

学习能力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融合及评估现状

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是媒介信息素养的核心，

它们起源于不同年代的不同学科研究范式，但都在

各自的学科领域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媒介素

养、信息素养、媒介信息素养的衍变及评估进行梳

理，便于我们对媒介信息素养这个动态的概念进行

更精准的把握，有效开展高校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

教育，并对教育成效进行客观的评估。

（一）媒介素养及评估现状

１９３３年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汤普森首次使用“媒
介素养”这一概念，认为媒介对青少年有负面影响，

提出要对媒介信息进行批判和辨别。１９３３年媒介
素养教育被倡导引入学校教育，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逐渐被世界许多国家纳入学校正规教育。国外媒介

素养教育理论研究上日趋成熟，实践上卓有成效。

比较有代表的观点是 ＥＲ·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
森的“免疫法”，又称“文化保护法”［１］，约翰·斯托

里的“文化研究方法”［２］、ＬｅｎＭａｓｔｅｒｍａｎ的“屏幕教
育”［３］、大卫·帕金翰的“超越保护主义”。媒介素

养教育的最初目标是防御、抵制流行文化对青少年

的侵蚀，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之后逐

渐发展成超越保护主义的赋权教育［４］。

为观测媒介素养教育成效，对媒介素养评估的

研究也在同步进行。但由于专家学者对媒介素养的

概念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媒介素养的评估体系及

指标的构建都是从本国实际需求出发的。２００８年，
麻省理工学院媒介比较学项目组发布了《面对参与

式文化的挑战：２１世纪媒介教育》，指出媒介素养包
含游戏能力、表演能力、模拟能力等１１项核心媒介
素养技能。２０１１年欧盟委员会颁布的《测试和改进
评价标准以评估欧洲媒介素养水平》中提出媒介素

养包含３个一级指标、９个二级指标、３６个具体评价
指标 ［５］。２０１３年法国教育委员会首次将传媒教育
纳入“法国基础教育计划法案”，制订“分层融合”的

媒介素养教育方针，对“多纬量化”的媒介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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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原则进行了探索研究［６］。

国内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学界研究主要集

中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引进和本土化实践等方面。

１９９７年媒介素养教育由卜卫首次引入国内学者视
野，之后学界除介绍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情况外，还

尝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对媒介素养的内涵及评价

体系也基本达成共识，主要聚焦于接触、认知、参与

与使用［７－８］等维度的研究。李金城基于媒介信息素

养评估体系，聚焦媒介素养的获取、评估和创建维

度，设计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测量模型与量表工

具［９］。

（二）信息素养及评估现状

信息素养是由信息检索技能发展而来，基本内

涵是人们有效寻找、评价和使用信息的能力。美国

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ＰａｕｌＺｕｒｋｏｗｓｋｉ１９７４年首次提出
信息素养概念。１９８９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下属机构
信息素养委员会在其总结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信

息素养的５大构成要素，客观上为信息素养评估阐
述了５项宏观指标。美国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协会
２０００年颁布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图书馆馆员和教师依据这一标准，根据评估对象的

学科、能力层次的不同，分别制定了适用的评估方案

和策略，并探索出信息素养评估的有效途径及评估

模型。美国经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的信息
素养评估理论完善和实证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信息素养评估体系。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汲取美国信

息素养评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对信

息素养评估的标准及准则进行了本土化创新发展，

制订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信息素养评估标准。２０００
年，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协会在美国高等教育信

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澳大利亚的信

息素养标准。２００４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修订
２０００年的标准，并将标准更名为澳大利亚与新西
兰信息素养框架，该框架有 ６个一级指标［１０－１２］。

２０１１年英国国家和大学图书馆协会下属的信息素
养咨询委员会更新升级了信息素养的７项核心指
标模型。

１９９５年金国庆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素养教育概
述》中首次将信息素养引进国内，之后信息素养教

育得到了国家的重视。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文
件规定：“在高中阶段的学校和有条件的初中、小学

普及计算机操作和信息技术教育”，并在２０００年颁
布《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提出了

六个方面的信息素养教育目标。很多高校也广泛开

展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２００５

年北京高教信息素质教育专业委员会制定了《北京

地区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指标体系》，以规范北京市

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教育评估工作。２０１３年教育部
启动开展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教育教学的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７日教育部
办公厅发布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试行）》，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０日教育部办公厅又发布了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

行）》。

（三）媒介信息素养及评估现状

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发展，媒介素养和

信息素养日益融合。２０１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媒介信息素养定义为一个复合型概念。实施媒介信

息素养教育，提升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并对媒介信息

素养教育成效开展评估得到了世界组织和各国政府

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召

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讨论研究媒介信息素养的概

念，发展媒介信息素养的指标，推进成立致力于促进

公民获得媒介和信息能力的国际合作组织———全球

媒体和信息素养合作联盟，联盟有８０多个国家的媒
介和图书情报等机构参与，定期组织来自不同领域

的专家讨论在媒介信息素养学习与发展领域的教育

合作活动。

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

合作项目。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底，联合国组织了“国
际媒介与信息素养调查”，通过了解国际大学生的

媒介信息素养状况来设计构建评估指标。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承担了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生媒介信

息素养调查。清华大学是媒介信息素养课程的研究

和发展平台———联合国“国际媒介信息素养和跨文

化对话大学网络”成员高校，在２０１４年主办了“全
球媒介素养与跨文化对话教席大会”，且发布了学

术报告及在线媒介信息素养教学工具等成果［１３］。

黄丹俞、邱子清构建了针对老年人的媒介与信息素

养评估框架，包含５个一级指标、１６个二级指标和
３４个三级指标，体系完整并带有权重［５］。

二、高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的构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信息科学、传播学和教

育学领域的学者多次研讨，在媒介信息素养关键内

容上达成共识，出版了《媒介与信息素养课程方案

（教师用书）》《媒介与信息素养策略与战略指南》

《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国家战备与胜任

力》《媒介与信息素养五大法则》四大纲领性读物，

对媒介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能力要求指标、媒介信

息素养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阐释，以指导不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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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地区实施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媒介信息素

养教育成效。

图书馆是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机构，在媒介融

合的背景下，融合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教育，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四大纲领性出版物的指导下，对标

所在地区所在学校及所在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开展

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并对教育成效进行评估，以进一

步完善教育教学内容和过程。高校开展多层次媒

介信息素养教育，构建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

系，也是从微观层面进行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探

索实践。

（一）评估的原则

根据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的内涵、教学内容及

方式的多样性，结合大学生的认知规律、认知特点及

心理发展水平，开展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应遵循

以下基本原则：一是规范化和本土化原则。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２０１３年发布的《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
评估框架》，阐述了媒介信息素养的概念与理论依

据，为各成员国实施媒介信息素养评估提供了评估

框架细则、评估方法及工具。高校多层次媒介信息

素养教育评估应在《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评估框

架》纲领性的指导下，根据各高校的实际情况，设置

媒介信息素养评估标准需全面、系统地反映媒介信

息素养一级指标“获取、评价和创建”的要求，实现

媒介信息素养评估与干预的并重，进一步提升媒介

信息素养教育质量。二是标准上的层次性和差异性

原则。高校媒介信息素养的相关标准应根据不同学

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

而有层次性和差异性，分级评估既体现了学生媒介

信息素养的差异性，又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媒介信息

素养教育提供支持。三是可行性原则。所谓“可

行”，就是在评估实践中行得通。这是辩证唯物主

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世界观要求。建立

媒介信息素养评价标准，不仅要考虑媒介信息素养

教育的特征，还要考虑不同高校、不同年级、不同专

业的大学生的认知及心理发展特点。评价标准是期

待可实现的目标，评价观测点可观察、可感受、可测

量，简单易操作，便于评估判断。

（二）评估的内容

对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评估需要涵盖媒介信息

环境、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和媒介信息行为等影响因

素。具体的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通识媒介

信息素养评估。这一阶段首先考察学校的媒介信息

素养培养环境，如是否有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

政策、制度、文件及经费等支持媒介信息素养培训；

其次考察是否开设了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文献检

索、信息技术等与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课程；最

后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基本的媒介信息技能，能否

完成基本的媒介信息搜集工作。第二层级是专业媒

介信息素养评估。这一阶段包括关注大学生能否明

确媒体信息需求，如有效获取、评价媒介信息等；考

察媒介信息素养课程的研究和实践训练效果；考察

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是否融入学生的其他学科教学之

中。第三层级是创造媒介信息素养评估。该阶段考

察内容首先是大学生在专业实习实践，毕业设计、论

文撰写等方面能否利用媒介信息手段来提升研究能

力，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实践活动；其次是大学生能否

在媒介信息环境下，批判性的高效获取媒介信息，整

合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进行媒介信息知识的构建

和创造。

（三）评估的标准

媒介信息素养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涵盖了媒介

素养和信息素养的核心能力要素。我们在制订高校

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标准时，对标《全球

媒体和信息素养评估框架》，提取媒介信息素养的

“获取、评价、创建”三个一级指标，同时考虑大学生

的认知和心理特点去设定评估标准，重点考察大学

生的道德、有效地获取使用创建媒介信息进行自主

学习和知识创新的能力。评估标准［１４］见表１、表２、
表３所示。

表１　“获取”能力评价观测点

指标 表现标准

１．能解释和表

述所需信息

１．能解释和明确对媒介信息的需求；
２．能明确对媒介信息提供者的需求；
３．知道所查找的信息或解决的问题需要不同的信

息源出处（图书馆、传统媒体、互联网）；

４．能知道与所需信息有关的关键概念及学科专业。

２．查找、定位、

访问媒介信息

内容及其提供

者

５．能使用恰当的工具，构建有效的查找方法及检索

方式去查找、定位、访问所需的媒介信息；

６．能了解所查找到的媒介信息的特色和功能；
７．能确定提供媒介信息内容的作者、制作人、组织

者和传播者；

８．能理解元数据；
９．能区别和鉴赏不同格式的媒介信息；
１０．能明确由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技术等原因，查

找定位访问媒介信息内容的局限性和挑战性。

３．能检索保存

媒介信息内容

１１．能使用系统和工具或其他查询形式检索不同类

型的媒介信息内容；

１２．能使用恰当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提取、组织和保

存所检索的媒介信息内容。

　　表１从３个指标１２个表现标准去评估大学生
获取媒介信息的能力。主要考察大学生能意识到对

媒介信息的需求，使用媒介信息工具快速查找、提

取、甄别、存储媒介信息内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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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评价”能力评估观测点

指标 表现标准

１．理解媒

介信息

１．能理解媒介信息提供者的职责及社会功能；
２．能明确媒介信息提供者对社会环境及其个人的影响；
３．能了解媒介信息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警惕媒介的

负面作用；

４．能明确媒介信息创建的权限及如何呈现媒介信息内容；
５．能明确用户或受众解析媒介信息内容采用的方式；
６．能解读媒介信息的要义，用审美鉴赏媒介信息内容；
７．能理解广告对媒介信息提供者的作用。

２．评估、评

价媒介信

息内容及

其提供者

８．能创建或使用评估工具来评价媒介信息内容及其提供者；
９．能理解媒介信息的内容及媒介信息塑造的环境；
１０．能解析媒介信息内容；
１１．能明确对媒介信息内容及其提供者的审查制度；
１２．能描述媒介信息的目标受众；
１３．能使用不同的工具识别和验证所要查找的信息源、方法

及检索策略；

１４．能清楚知道评价的局限性和主观性；
１５．能检查评估所收集到媒介信息内容及来源。

１６．能使用多种技术归纳总结评判媒介信息内容；３．组织收

集媒介信

息内容

１７．能记录总结媒介信息内容；
１８．能理解使用索引选择媒介信息内容的重要性；
１９．能存储评估过的相关媒介信息内容以备用；
２０．能将媒介信息内容以另一种格式呈现；
２１．能综合如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格式的媒介信息内容

　　表２从３个指标２１个表现标准去评估大学生
理解、评价、收集媒介信息的能力。主要考察大学生

在法律和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使用不同工具检索、获

取、评价、保存等收集、分析及应用数据能力。

表３从４个指标１８个表现标准去评估大学生
创建媒介信息的能力。主要考察大学生有道德、高

效、创造性地运用媒介信息的能力。

（四）评估的方法

基于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多层次性特

点，对媒介信息素养的评估，一定要科学客观灵活。

既要有定性评价，也要有定量评价。根据媒介信息

素养教学的目的、对象和教学阶段的不同而采用不

同的评估方法。如：测验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

学生评教法等。

１．测验法
测验法就是依据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目标、教

育教学计划，通过出一些作业、练习和题目，让学生

口头、书面回答或进行实际操作，以此来检测媒介信

息素养教育教学的成效。在实施课堂教学时，通过

提问、实际操作等环节，及时了解学生的动态，适时

调整课堂教学；每个学期结束后，对媒介信息素养公

选课和专业课融合媒介信息素养教学的课程进行测

验，以了解大学生在接受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后各方

面的媒介信息能力改进的情况。

表３　“创建”能力评估观测点

指标 表现标准

１．能进行知识

创造和创新性

表达

１．能把现有的媒介信息内容与原有的想法、实验和分

析相结合，产生新的信息和知识；

２．能通过收集到的媒介信息内容达成目标的实现，问

题的解决；

３．能使用多种工具创建呈现多种格式的知识；
４．能反思并在需要的情况下修正创建过程；
５．以符合道德标准的方式应用国际国内标准、要求和

建议创建新知识；

６．能认识到新知识可能具有的深远目的和后果。

２．能合法、合

规、有效地交流

媒介信息内容

和知识

７．能了解新知识应当被分享、传播和交流并通过媒介

信息工具进行分享交流；

８．能以道德的、合法的方式交流媒介信息内容；
９．能把媒介信息内容和知识标示、复制、传达、传播和

分享给目标受众；

１０．能清楚如何保护自己的作品、个人数据、公民自由、

隐私和知识产权；

１１．能清楚媒介信息传播分享的风险和后果。

３．能使用媒介

参与社会公共

活动

１２．能明确媒介提供者通过媒介信息参与社会公共活

动的重要性；

１３．能意识到通过媒介参与网络虚拟世界的风险和后

果；

１４．能在与其他媒介信息提供者、生产者、用户、受众进

行分享交流时，清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不同；

１５．能通过多种方式和工具参与社会公共活动。

４．能监控媒介

信息内容和知

识的产生与使

用的影响及其

提供者所带来

的影响

１６．能了解监控媒介信息内容和知识分享的重要性；

１７．能理解媒介的功能和角色及媒介对受众及舆情的

影响；

１８．能了解媒介监控公共服务和宣传的功能。

　　２．观察法
观察法就是在自然条件下，对被评估对象的行

为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观察和记录，客观地评估大

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状况，判断大学生的媒介信息

素养是否达到既定的培养目标。在实施课程教学和

体验式、参与式教学时，着重观察学生的媒介信息素

养水平，形成课程后记。学生在图书馆、网络中心、

校报及校广播站实习时，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记录

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以指导学生不断提升媒

介信息素养。

３．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就是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在最短

时间内了解到大学生的需求、对媒介信息素养教育

教学相关内容的满意度、学习成效及培养整体效果

的看法。在给学生开展媒介信息素养培训时，培训

之前和培训之后都会以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不同

年级、不同专业学生培训前后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找学生反复多次测试修正，以尽

可能多地了解有意义的信息，以改进媒介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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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４．学生评教法
学生评教法就是让学生对授课老师的教学态

度、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方法、课堂表现、语言

表达、作业布置批改、教学效果及自己学习收获等方

面进行评价。通过学生评教，为提高教师媒介素养

水平与教学能力制定标准和方向。在新生培训教

学、新进老师培训、媒介信息公选课、媒介信息素养

融合专业课的教学、与学校其他部门合作开设的项

目培训课程中，都重视学生评教工作，全方位多层

次地构建评估体系，提升教师媒介信息素养水平。

如：与师资培训中心联合开展２０２１年职业院校教
师“数字资源精准获取及教学应用创新能力提升”

项目时，图书馆共开设了“网络信息检索技术及流

程”“玩转网络资源检索，助力你的课堂教学”“搜

索引擎检索技巧与综合应用”三门课。课程结束

后，及时指导学生对这三门课客观理性地进行评

价打分，以便教师能了解教学的实际情况，改进完

善教学。

三、高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构建

（一）高校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

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媒介与信息素养”下的

定义是使用媒介信息工具，有效检索、获取信息和媒

体内容，批判的理解、评估、使用和创造的能力［１４］。

对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媒介信息素养概念和内涵

构建的评估体系，旨在帮助高校完善媒介信息素养

教育，根据所在学校和地区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

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特点，制定各自适宜的教育

目标及教育内容，构建“课程教学—环境涵养—体

验式、参与式教学”立体化多层次教学模式，全方位

提升媒介信息素养。见图１。

图１　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

（二）教育目标及内容

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并

通过实践让学生掌握媒介信息知识，养成媒介信息

意识，能批判解读媒介信息和主动使用、创新使用媒

介信息，具有正确健康的媒介信息伦理道德观。

课程教学包含独立设置的媒介信息素养课、融

合课程（媒介信息素养课嵌入各年级的专业课中）、

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相关培训讲座、在线媒介

信息素养教育资源；环境涵养主要是图书馆利用。

世界读书日及节日活动为契机，与学校相关部门多

方合作，共创文化育人的媒介信息环境；体验式、参

与式教学主要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

到校内外媒体机构及学校的教育技术中心、网络中

心和图书馆等部门实习的机会，通过实习提升学生

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

（三）实施的主要策略

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融合需要教师具备多学科复

合素养，对师资队伍建设是个挑战。争取学校领导

的重视，依托图书馆，成立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

心，选取具备图书馆学、新闻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等

多学科背景的教师到中心来，通过教师媒介信息素

养教育课程的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媒介信息素养。

实施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需要多部

门协同合作。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与校外媒

体、图书馆，校内二级教学单位、职能部门加强沟通

协调，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框架，发动教职员工参与

到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中来，集社会和全校之力加强

媒介信息素养教育。

评估教育成效能及时完善教育方案。在教育实

施过程中，运用生活教育观评估教育成效，及时调整

完善教育目标、内容和实施过程。

四、结束语

媒介信息素养是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人类必备

的能力，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不

仅与个人学识和能力相关，也与政治、经济、文化和

技术等社会环境相关。本文对媒介素养、信息素养、

媒介信息素养及评估进行文献梳理，从宏观和微观

上，归纳总结借鉴素养教育的成效，进而结合高校的

实际情况，考虑媒介信息环境的不同，开展高校媒介

信息素养的评估。从评估原则、评估内容、评估标

准、评估方法等四方面设置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评

估体系，以评促建，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

教育模式，高效提升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水平。通

过提升大学生素质，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工作者和高

层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逐步提升国民和社会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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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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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语境下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科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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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融媒体语境下网络谣言传播呈现新表征，传播者的“合理幻觉”、传播语态的“迎合力”、
社交媒体的“圈层传播”、受众的“传授杂糅”导致网络谣言产生严重的“次生灾害”，给政府及社会治

理提出了艰巨挑战。只有政策遵循“公开透明”、媒体坚守“真实及时”、运营商“优化把关”、公民

“理性自律”，多方科学认识、科学研判、协同治理，才能建构虚拟社会科学善治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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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媒体语境下网络叙事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变
量，深刻革新人类的工作与生活方式。而网络谣言

的生成与传播无疑对社会认知、社会心理、社会情绪

产生复杂影响。当前，对网络谣言的研究，学术界已

形成基本的框架体系，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切

入角度较多，内容聚焦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传播路

径、控制机制。国内外诸多成果将理论融入实践，就

具体的社会中介事件做个案研究，探究谣言传播过

程中的变异、扩散和转化规律，进而探索应对策略。

诚然，网络谣言的内涵（即“是什么”）与如何进行网

络谣言治理（即“怎么办”）同等重要，而中层理论强

调“统一经验发现、局部构建整体关联”。本文希冀

在厘清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及传播特征的基础上，

运用理论分析揭示网络谣言的内在逻辑，进而形成

对网络谣言治理内在理路的规律性认识。

谣言研究先驱、美国学者奥尔伯特（Ａｌｌｐｏｒｔ，Ｇ．
Ｗ．）与波斯特曼（Ｐｏｓｔｍａｎ，Ｌ．），认为谣言是“缺乏
具体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的、与当时事件的命题。”

他们提出了重要的“谣言传播公式”：谣言的流通量

＝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１］由此可见，“重
要性”“模糊性”成为谣言传播的关键因素，在融媒

体语境下“谣言传播公式”依然适用，且其“重要性”

“模糊性”在虚拟世界中更易扩大化，谣言传播更易

生成“燎原之势”。因此，廓清网络谣言混沌复杂的

传播特征，有利于建构科学理性的应对体系。

一、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

与传统谣言传播相比，无论是传播者、内容、媒介，

还是社会影响，融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传播具有新的特

征。

从传播者来看，谣言传播主体多以“群体”形象

存在，极易产生“群体思考”和“合理幻觉”。如社会

心理学家勒庞所说“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

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２］其传播行为

多出于以下三种心理动机：一是出于情感宣泄。由

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制约、法律约束、道德规制，公

众内心在无形中积攒了压抑情绪，加之来自生活的

压力，都极易产生焦躁、不安、不满、怨恨。二是传播

者多出于恶性满足心理。如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由

于认识局限等因素难免存在信息模糊的情形，造谣

者利用契机在叙事过程中结合刻板印象，植入自我

喜好，对既有事实进行恶意篡改、编造，期望事件朝

着自身意愿方向发展。三是表现心理，社交媒体的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的表现欲。在网络虚

拟世界委婉中和的表达不一定会引起注意，但造谣却

是一种成本低、刷“存在感”的捷径，谣言的“新奇”与

“震撼”可以获取接受者接受时的兴奋，同时佐证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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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优势地位”。

就传播内容而言，形式上以微信对话截图、微博

截图、短视频、藏头诗、网络造句、网络行为艺术、跟

帖“盖楼”等方式进行了“创新性表现”。截图和短

视频通过后期技术稍做加工（如 ＰＳ与恶搞视频），
视觉冲击力与误导性极强、监控难度大，而且真假难

辨。这种“眼见为实”的现场感、“内部私聊”的“真

实感”让受众对此类谣言丧失“免疫力”。网络谣言

不仅在形式上“创新”，在叙事上也下足了“功夫”。

大多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一般采取短、平、快的叙

事节奏，结合夸张、锐化的表现手法，精准捕捉受众

易敏感的“弱势群体”与“明星群体”，引发较强“煽

动性”。另如遇实名制局限，造谣者只需加上诸如

“求证”“求辟谣”“是不是真的啊”此类前缀，谣言

照样“满街跑”。网络谣言的娱乐逻辑赋予其更大

的劝服性效果，同时通过“拼贴”与“戏侃”，异化“能

指”与“所指”的关联，提高了话语的传播力。

从网络谣言的传播媒介来看，由于传统媒体时

有严格把关制度掣肘，信息不能全面及时传达，社交

媒介则成了谣言滋生的“乐土”。社交媒体具有的

责任模糊、便捷、高效、低成本等特点，成为谣言传播

的“加速器”。根据我国主要辟谣平台发布的谣言

数据统计分析，微信朋友圈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要

渠道。微信是一种小空间、强关系的社交媒介，具有

半封闭性、地缘性、血缘性特征，信息的自我净化功

能弱，再加上“信息茧房”效应，人们形成单向度接

受习惯性信息，信息屏蔽现象严重，高度同质性信息

易使谣言迅速扩散。微信的点式传播，公众号、朋友

圈的散式传播，这种集合个体传播、群体传播、大众

传播的“圈层传播”模式，“强弱连接”的“混合双

打”，重大公共事件常常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场域，

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

在融媒体语境中，网络谣言的受众身份较为模

糊，呈现一种“传受”杂糅。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

中，受众在接受谣言后部分随即成为谣言传播者，促

成“一场有着广泛公民参加并且利用各种信息传播

手段进行传播的运动。”［３］这种无意识的传播，一是

基于个人在事件当下的猎奇恐慌、认知受限、刻板印

象、“宁可信其有”的社会心理，将谣言作为一种排

解、发泄的途径。二是基于非理性的“群体狂欢”。

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危机与

风险，负面信息的暗示能量远超正面信息，易形成

“偏颇吸收”，失去理性的个人，产生“羊群效应”盲

从大众，经过群体的“协同过滤”，谣言就变得越发

“真实”，最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产生“舆论共

振”效应。网络谣言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由个人

融入群体，基于群体共识、群体记忆进行一场“疯狂

的”群体创作。

最后来看传播影响。融媒体时代网络谣言拥有

巨大的传播能量，呈现放射状、病毒式传播。网络谣

言相比普通信息更易被复制、转发，其传播过程杂糅

多种传播方式与手段，呈现组合性、交叉性传播特

征，网络谣言形成几何级的传播速度与“蝴蝶效

应”。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一旦政府及官方

媒体信息公开不全面不及时，臆想猜测立即转变成

网络谣言肆意蔓延，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

网络谣言叙事与传播对个人而言，会导致恐慌、焦虑

的情绪，产生非理性行为；对社会而言，群体的恐慌

与失控势必引发公共情绪共振，破坏生活秩序与生

产秩序，导致社会信息系统紊乱。

二、网络谣言的科学治理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裹挟着

强大的“集体性”与“感染性”，直接影响公众情绪、

社会稳定，产生社会信任危机和价值迷失，甚至造成

严重的“次生灾害”。而与此同时，网络谣言也是社

会的“一面镜子”，是社会问题的“极端映射”。谣言

的干预与治理是公认的世界难题，在重大突发公共

事件面前，政府、社会、信息生产者与管理者需冷静、

科学、辩证地审视网络谣言，精准研判、多元协同，建

立网络谣言的长效治理机制。

（一）科学认识

首先，正视网络谣言，是科学干预与治理的第一

步。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社会管理的观念由“社会

管控”到“社会治理”逐步转变，但“社会管控”的惯

性思维依然存在，依然视网络谣言为“洪水猛兽”，

视造谣者为“乌合之众”，一旦出现便盲目打击，较

少去厘清其背后的生成逻辑与社会心理。网络谣言

是谣言发展的新形式，是一种未经证实却极具传播

性的公共信息形态，本身具有较强的复杂性。网络

谣言既具有虚假性，又具有现实性，其本身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人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心理诉求。勒莫认

为：“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

应。”［４］在全球化及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

观念受功利主义思潮影响，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与人

的现代化并不能“并辔而行”，极易产生道德精神的

“判断迷失”或“精神困顿”。在突发事件中，人们对

信息提供的疑惑、对生命安全的担忧、对政策与管理

行为的存疑、对现实经历不满的发泄都演化成虚拟

世界的逆反与盲目表达。“谣言之所以能够兴起并

被传播，是因为谣言与相信谣言的人的已有信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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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并且能够被这些人接受。”［５］由此可见，网络

谣言体现了外在的“信任危机”，但在网民内部又存

在着一种微妙的“信任关系”。因此，网络谣言的治

理绝非“一劳永逸”，也绝非“一朝之功”，而应科学

理性认知。

其次，网络谣言兼具风险性与警示性。网络谣

言叙事是一种“风险叙事”，大多关注社会风险议

题，诸如公共卫生、公平正义等，具有极高的社会关

注度。当网络谣言与官方舆论场形成某种“话语竞

争”时，网络谣言又往往采取诸如 ＰＳ、行为艺术、恶
搞音视频、表情包等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强大的社会

动员效应，这给官方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谣言与

真相的“赛跑”，倒逼管理部门、媒体和民众在开放

性空间里寻求理性、权威，检验和批驳谣言，从而最

终阻击与消解网络谣言传播。与此同时，官方主体

借此研究社交网络、在线社区等平台网络谣言的生

成与演化逻辑，聚焦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互通问

题，线上“狂飙”与线下动员的相互关系，这都将给

此后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渠道及新方法，

为其框架建构、资源动员提供经验价值。这种警示

性“练习”在某种程度上将提高政府、社会、公众的

免疫机能，给政府与社会进行了“预防接种”，并“弄

拙成巧”地设置了“安全阀”。

诚然，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处于“新时

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国家与社会关系会呈现出复

杂而又多变的形态特征，一方面国家通过不断转变

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改革，倡导多元参与的社会治

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关注经济社会稳定发

展，忽略了网络谣言的影响。因此，要实现社会治理

的长足发展，政府与社会都应科学辩证地重新审视

网络谣言的本质，广泛倾听社情民意，疏通官民沟通

渠道，与网络谣言展开正面博弈、科学博弈，真正发

挥其“安全阀”“警示器”的社会功能。

（二）科学研判

理性认知是网络谣言治理的理念革新，而科学

研判则是网络谣言治理的技术革新、组织革新。

２０２１中国网络诚信大会·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诚
信建设论坛发布了《后疫情时代网络谣言治理社会

价值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主题类型分散化、传播

主体分众化、内容形态伪装化、传播周期短平化是后

疫情时代网络谣言的整体特征。《报告》在基于舆

情大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网络谣言治理社会价

值评估模型，为网络谣言科学研判、网络诚信体系建

设提供智力支持。对网络谣言的分析与研判是干预

谣言传播、降低谣言破坏力的前提，实现精准的科学

研判在于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与群体智慧。

首先，政府可以结合网络谣言传播者、传播内

容、传播空间、传播时间、传播情感等，组织大数据分

析、分类演算等谣言检测技术手段，提高谣言检测的

有效性，识别谣言的真伪。就传播者而言，根据网络

用户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网络行为习惯综合判

断网络造谣的可能性，一般来说，注册时间长短、活

跃度与造谣指数成反比。在传播内容方面，《后疫

情时代网络谣言治理社会价值研究报告》中显示，

热度排名前１００的网络谣言中，近４０％的网络谣言
多次出现，标题含数字、特殊符号等占比２９％。因
此，可爬梳情感词、动词、代词的文本特征以及诸如

“＠”“＃”等符号特征，同时选择有效算法对词向量
进行降维，选择强分类能力的特征词提高情感分类

的精准性，从而提高网络谣言辨识度。传播扩散方

面，紧密关注用户的信息响应行为，即转发数与评论

数，同时追踪信息的首发平台、峰值时间、持续时间

等要素，《报告》显示，单次网络谣言的生命平均周

期为５．３天，３８％的网络谣言７天内会消弭，但其社
会影响不会伴随消失。因而通过不断优化技术手

段，提升谣言自动检测的准确性，准确鉴别“谣言”

“舆论”“舆情”“民意”，提高谣言的前期研判介入

是降解网络谣言社会影响的关键。

其次，网络谣言治理需要发挥集体智慧。我们

要充分认识到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也是

信息的判断者。我国诸多官方网络平台、商业网络

平台、传统媒体都先后投入网络辟谣工作中。自

２０１３年８月北京网站联合辟谣平台上线以来，先后
有“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科学辟谣平台”等

权威辟谣平台开通，传统媒体、新媒体的辟谣平台遍

地开花。“辟谣”工作也是一场“总体战”“人民

战”，官方机构联合权威媒体、行业专家科学鉴定评

判、网民积极参与辨识，采取联动发现、联合判断、联

动辟谣，提高信息判断的权威性、时效性、协同性、精

准性。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辟谣参与群体不局限于

各领域专家，谣言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的辟谣有时

比专家更有说服力。然而，科学精神的要义在于

“始终经得起检验”，辟谣不仅涉及技术，还涉及道

德操守，要始终坚守辟谣平台的权威性、公信力，因

为辟谣平台科学精神的失守，会比网络谣言的破坏

力更大、影响更恶劣。

（三）协同治理

网络谣言的干预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政府、媒体、运营商、公众的多元协同。

网络谣言是在信息传播的模糊性阶段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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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信息的不对称、民众对信息的迫切渴望，这些都

成为网络谣言滋生的现实土壤。政府应发挥首因效

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获得舆论主导权，这将有助

于政府获得公信力，从而在公共事件处理上获得善

治优势。一般来说，政府可信赖程度的具体衡量指

标包括三个方面：能力、善意与正直。［６］在突发性公

共事件初期，一旦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公共事件处理

能力示弱，信息公开不及时，给后期社会信任修复带

来巨大压力。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是信息的最大

拥有者，“当政府及时就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布全

面、真实的信息时，这种信息具有排他性”［７］，根本

原因在于其信息的权威性、公众对政府的本能信赖

以及首因效应的主导印象。其次，政府面对网络谣

言的治理机制存在单一化倾向，“防”“堵”管理方式

较为常见，治理效率大打折扣。因此，管理部门应在

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正面应对网络谣言，深掘其潜在

的社会矛盾，标本兼治解决问题。另外，我国现行法

律对网络谣言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相关法律制定相

对滞后，权威性、系统性、可执行性有待强化，制裁刑

期与谣言的社会影响不相匹配，建议加大处罚力度，

同时提升公民自诉意识，共同治理网络谣言。随着

社会治理的日渐成熟，基于虚拟世界的“去中心化”

“扁平化”“共享性”特征，政府在网络治理的角色定

位也由“强制”中心转变为“组织”中心，网络谣言治

理逻辑由“防堵”转变为“导控”，积极吸纳、组织协

同网络科技公司等市场主体、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网

络社区与网民等参与治理，合理地运作和生成积极

的“对话关系”，高效协调各参与主体融入网络谣言

治理进程之中。政府既要在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扮

演“权威性”“制度化”角色，发挥其“导向”功能；同

时也要秉承“分类治理”“精准治理”理念，将极具

“流变性”的网络谣言科学划分不同发展阶段、演变

形态，灵活设计与应对，竭力促成高危、中危型谣言

安全消解。

作为媒体，在政府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期间应发

挥“社会雷达”的强大功能，强化职业操守与责任意

识，真实、及时传播信息。在融媒体时代，突发公共

事件中真相与谣言的较量“分秒必争”，“时间消灭

空间”的传播状态已成现实，“乌合之众”可以超越

空间迅速聚合，网络谣言也可能异化“成真”。人们

头脑当中９０％以上的世界认知均来自媒介“镜像”，
媒体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尤为重要。

谣言爆发初期，主流媒体应第一时间主动发声，提供

权威信息，即便无法提供准确的结论性信息，过程性

信息的持续发布也会起到遏制谣言的目的。在谣言

持续传播期，主流媒体应善于用专业、直观、鲜活的

形式解答公众疑虑，利用网络谣言对民情民意的反

射，提升舆论引导的对话性与亲和力，将公众议题、

社会议题、媒体议题三者融合，降低信息的模糊性，

激发辟谣效果。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认为：“辟

谣要想有效果，也得翻来覆去地说。”［８］主流媒体引

导的多渠道、多平台、多频次权威信息释疑，将有利

于网络谣言消解。而在网络谣言消退期，主流媒体

应引导公众反思谣言的传播过程及社会影响，同时

为政府提供潜在民意，共同促进社会矛盾的有效解

决。自媒体之所以成为网络谣言的主阵地，主要原

因在于“监管”缺位，再加上微信的半封闭空间、视

频等自媒体内容的检测难度，导致把关可行性降低。

自媒体运营商作为其“把关责任主体”，大力推行实

名认证机制，树立担当意识、专业把关意识，主动对

网络谣言进行科学过滤，同时改变一味“删除、屏

蔽、拉黑”等生硬处理方式，创新把关模式，提高把

关成效。如微信平台通过引入辟谣小程序，为用户

提供科学权威信息。

网络环境的净化还有赖于公民的理性自律。自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网民在虚拟世界中的角色获

取成本极低，网民只要申请账户即可获得“以自我

为中心”的“网络表演”。这种“表演”极易受经济利

益、观众期待、社会舆论影响而产生社交幻化、自我

迷失、偏离理性，进而成为网络谣言的制造者或传播

者。于是，“理性培育”就成为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涵，成为维护网络生态良性发展的系统工程。它

是一个从认知到情感，从道德习惯养成到法律约束

管理，从外在规范引导到内在自觉自行的复杂过程。

诚然，“善”的养成来自“自化”与“教化”。自化的

过程需要培养“反省性思维”，这种思维与网络谣言

中的情绪式“批判”“质疑”不同，它表现在人们的分

析、解释、评价、判断均基于具体证据、标准、语境基

础之上，科学理性批判并有“建设性”，并非“只破不

立”，批判与建构并行，是公民理性培养的深层次内

涵。要让公民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不信谣、不传谣，一

靠教育，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公共理性教育，

通过媒体宣传、思想教育、心理引导等手段推动公众

“自化”，尤需强化广大大、中、小学生的网络行为规

范教育，使他们由“受教者”逐渐转变成“守望者”，

最终促使全社会趋向“规范认同”与“理性自控”；二

靠法律，法律是网络秩序的“维护者”与网络行为的

“指南针”。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立法执法部

门需细化网络谣言的法律约束与制裁条例，与时俱

进适时调整完善法律法规，依法追责惩治。只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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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个体能动自律，严守言论自由界限，外部世界优化

伦理规范、价值引导、法律制约，才能最终实现“公

共的善”。

三、结语

诚然，网络谣言治理有待接受检验，亟待建构科

学的效果评估体系。据《后疫情时代网络谣言治理

社会价值研究报告》显示，辟谣传播力、治理响应

力、谣言阻断力、情绪恢复力成为计算网络谣言治理

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而辟谣响应速度、辟谣信息传

播量、内容风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效果评估的

具象化指标。以《人民日报》的《求证》栏目为例，

２０１１年起开设，“力求通过严谨核实与深入调查”，
澄清事实，阻击谣传。但其调研时间长，发布频次

少，传播效果有限。２０１７年成立的腾讯“较真”事实
查证平台，联合专家学者及第三方机构，通过约稿、

原创、优酬的方式，致力于社交媒体谣言治理。同时

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建构专门的２４小时监控
机制，从网络谣言源头、传播路径进行研判分析，提

高信息辨别精准度。“较真”平台还开辟了微信公

众号“全民较真”和微信小程序“较真辟谣神器”等，

拓展了辟谣矩阵，提升了治理的响应力与阻断力。

但随着数据化程度与技术不断升级，信息核查的常

态化、覆盖面有待不断提升，在线核查、人工算法、集

体智慧等手段的运用效果也有待评估科学化。

融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传播呈现出庞杂性、不

确定性，给网络谣言的干预与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黑格尔说，“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

杂在一起”［９］。因此，网络舆论亟须科学引导，理性

建构。中国的网络叙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逻辑、民

众公共参与逻辑，回眸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近代先

哲们曾不遗余力地将“科学精神”厚植于国民塑造，

只因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科学知识、科学精神能够

重构理性。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个体理性便于探究

真理，群体理性则促使进步。面对当今虚拟社会的

纷繁驳杂，政府有能力建构多元参与、科学善治的中

国特色社会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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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译解：跨越翻译叙事的审美距离
———基于刘华文《翻译诗学》的考察

张宏雨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用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１６ＢＹＹ０２９）
作者简介：张宏雨（１９９３—），女，河南罗山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叙事哲学。

摘　要：诗歌译解研究，鲜见从“审美距离”思维方法论角度来展开。因诗译叙事常伴随创造，
故而译文并非“零度写作”的结果，它与原文之间难以保持零距离，会产生审美心路及效果的差异，

即审美距离。从刘华文《翻译诗学》来看，原诗与译诗之间审美距离被拉远的动因在于：原诗中的

“眼前之物”与译诗中的“言下之物”之别；翻译选择中的“近取譬”与“远取譬”之别；“观译”与“看

译”之别；原诗与译诗不同“自感”下的“感人”之用之别。译者可以通过主体审美经验体认的主动介

入，明辨原诗“表于言”（小用）与“隐于言”（大用）之间的关系，化“小用”为“大用”，深入诗意之“心

源”，努力跨越翻译叙事中的审美距离。

关键词：汉语诗歌；英译；《翻译诗学》；审美距离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７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７

　　一、引言
《翻译诗学》是刘华文先生于２０１５年出版的一

部译学著作。该书“精当地将翻译与诗学、中西哲

学和美学、中西文论和语言理论、中国译学史料和翻

译实践相结合，已初步构成一个学贯中西、打通古

今、理论联系实践的体大思精之作”［１］ｉｉｉ。它聚焦的

一个重要问题为诗译叙事的审美旨趣，作者试图从

美学视角来阐释翻译理趣，许多思想别出机杼、富有

创见，例如：从审美感应视点提出诗译的感应论；从

中国古代“境界”审美观提出诗译的化境论；从绘画

欣赏视野提出诗译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从“言象”

与“物象”的差异性出发，探讨原诗与译诗在审美功

效上的不同。诸多视角与鲜见为诗译研究注入了新

鲜血液———用心志给予灵感，凭美学予以滋养。

基于此认识，刘先生将诗歌的翻译释义视为一

种对“美”的传递，一种审美态度上的翻译战略意

识。汪榕培指出：“诗歌翻译有其特点，它要传达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更要传达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诗歌翻译主要功能
是美学功能，是情感的宣泄和表达。”［２］２２这表明诗

译是一种审美体验的事实。诗歌的这一审美功能及

特质也得到许渊冲的肯定：“译诗的主要目的不是

使诗人流传百世，而是使人能分享美的感情”［３］７６。

许渊冲的理想就是通过诗译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

美，且在这一“美”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因

此说，诗译叙事正是一种审美活动。这一角度诗歌

译论大凡众多，但“审美距离”思维方法论的诗译探

讨却鲜有所见。故而，本文以美学思想为据，引入古

文论先哲言说，通过对《翻译诗学》中有关见解的分

析，以期对“审美距离”问题研究有所突破。

二、诗歌译解中的审美距离及其生成动因

（一）诗译叙事审美距离的思维实质

刘华文在《诗歌翻译的审美距离》中提出了“翻

译是一种非零度写作”［４］６０的观点。“写作的零度”

概念由巴尔特（ＲｏｌａｎｄＢａｒｔｈｅｓ）首发，意指“应努力
挣脱社会性价值判断与实践介入的束缚，以达成文

学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内在一致性的一种写作范

式”［５］７，其实质就是“一种只起到工具性作用的直

陈式写作，中性的即白色的写作”［６］５０。后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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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用它来观察翻译叙事时，顺承了巴尔特的见

解，认为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功夫，译者应真实、客

观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及内美，勿过多掺杂个人的主

观经验。这一翻译即“零度写作”的看法，其根本特

点在于主张原文与译文应持有一种可感而透明的零

距离。然而在具体叙事实践中，原文和译文往往很

难保持零距离，译文不会是一种“零度写作”的结

果，尤其汉语诗歌翻译，常常伴随着译者的创意思

维。因此刘先生认为，完全绝对的“零度写作”是不

存在的，“零距离通常被审美距离所取代”［４］５９。

瑞士语言学家布洛（ＥｄｗａｒｄＢｕｌｌｏｕｇｈ）于 １９１２
年在英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作为艺术的一

个要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一文，提出了“心

理距离说”，又称“审美距离说”。他指出，人的审美

活动与现实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审美的效果与主

体方的文化意识、艺术修养、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

审美活动中的普遍差异性即审美距离必然由此产

生，而美学距离究其内质就是一种心理距离，即介于

主体自身和让主体感动的根源或媒介对象之间的距

离。因而，不论是艺术的创造者还是欣赏者，他们与

文本之间“既应有切身感受而非冷眼旁观，又要带

着一定距离”［７］１２６，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审美姿态。布

洛的这一假说就为审美距离的客观存在性提供了一

定的理论支持。就作为一种艺术的诗歌原创来说，

其里必然包含着审美的过程心路，而对它的翻译，原

作与译作之间于审美上的先后之离也在所难免，这

种审美之离就是原诗与译诗在审美效果上的差异，

差异越大，审美距离就越大。诗译叙事的这种审美

距离思维特征及过程，可用图１来显示。

图１　诗歌翻译中审美距离的思维过程体现

（二）审美距离的生成动因

１．诗译中的“物”之别：眼前之物与言下之物
刘华文指出，原文与译文审美距离的产生与汉

语诗歌的创作特点有关。“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感

物美学”［４］６０，借物起兴、触景生情，而在承沿传统美

学哲思的传统诗学中尤见其风骨，即“诗意的激发、

传达和表述都寄托在‘物’的身上，在诗歌创作过程

中由‘物’生发的物象和意象更是诗人所赖以托付

诗意的介质”［４］５９。即诗意产生的空间逻辑体现着

“物”在前，“言”在后。因而，诗者大多时候并非直

抒胸臆，常常藉景抒情、寓志于物，景物成为诗意的

引发者和情感的托付者。

然而，原诗中“物”与译诗中“物”并不可等同。

原诗之意旨理趣是诗人藉借眼前之物触发的心中之

情，因而诗中之物是直观的、现实的、有生命的，正所

谓“眼前景物悉如诗中之语，然后知其工也”［８］１６１。

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梅花》）等，

这类诗中物皆为作者眼前之物，诗人心中情致由物

所发，又依附于景物之中。而作为译者，激发其情致

的物已不再是眼前之物了，而是言下之物，是原诗文

字所呈现的物，因而这个物是被语言描述了的、静态

化的、抽象为概念的间接之物。那么，在翻译时“译

者只能通过借助化入‘言’中的‘物象’间接感发而

作，只能凭借想象而不能亲身感受，所翻译出来的实

际上都是‘脱空诗’而已”［４］６０，正所谓“想象中的空

间、凭想象而支持的传播最终也是止于虚构之层面

……于想象的外围，依赖想象所无法克服的现实距

离，实在难以避免”［９］２３４。也正因为眼前之物与言下

之物间的距离，原诗与译诗由物所生之情也顺随产

生间隔，从而拉开了原诗与译诗的审美之离。易言

之，这两个物处于审美进程的两个不同叙事阶段，有

着各自的意象属性：前一个物是客观的，静候审美主

体去觉察、认知和表达的物象；后者已贯彻了诗人这

一审美主体的主观体悟，是一个主客相融后的意象。

这种原诗与译诗的物之别就使得二者在审美效果上

产生距离。

２．诗译中的譬喻之别：“近取譬”和“远取譬”
刘先生在其著作中用“近取譬”和“远取譬”这

两个概念来阐释诗译叙事中的审美距离，所谓“近

取譬”指喻体与本体间的距离较小，“远取譬”则指

喻体与本体间的距离较大。他认为，中国传统诗歌

创作通常采用近取譬的方式，所取用的喻体“物”一

般都与诗人的感知身体相切近，存在于诗人目光所

触及的范围之内［１０］１５７。如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

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等，文中喻体皆为诗人所能直

接感知的身边景物。当然，也不乏远取譬的，如苏轼

《水调歌头》是诗人想象中的场景，并非眼前直接感

知的近身之物。譬喻是汉语诗歌常用的描述方式，

那么如何对原诗譬喻进行处理，尤其近譬，会影响到

译文的审美效果。如果照搬原诗近取譬的取材方

式，审美距离可能会由此被拉大，这是因为审美距离

多会因原诗“随物宛转”和译诗“随言宛转”构思方

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也正因如此，原诗中近取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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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象若毫无易变地复制至译文中，其真谛或许难

以译出［１１］８３，“实则将原文之义隔于古代与远

方”［１２］７３，会让译文读者感到遥远而陌生。这里以王

维《山居秋暝》的诗译加以说明：

原文：“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

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译文：“Ａｆｔｅｒｆｒｅｓｈｒａｉｎ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ｂａｒｅ／／Ａｕｔｕｍｎ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ｓｅｖｅｎｉｎｇａｉｒ．／／Ａ
ｍｏｎｇｐｉｎｅ－ｔｒｅｅｓｂ－ｒｉｇｈｔｍｏｏｎｂｅａｍｓ
ｐｅｅｒ；／／Ｏｖｅ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ｓｔｏｎｅｓ ｆｌｏｗｓ ｗａｔｅｒ
ｃｌｅａｒ．／／Ｂａｍｂｏｏｓ ｗｈｉｓｐｅｒ ｏｆ ｗａｓｈｅｒ －
ｍａｉｄｓ；／／Ｌｏｔｕｓ ｓｔｉｒｓ ｗｈｅｎ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ｂｏａｔ
ｗａｄｅｓ．／／Ｔｈｏｕｇｈ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ｙｐａｓｓａ
ｗａｙ，／／Ｓｔｉｌｌｈｅｒｅ’ｓ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ｆｏｒｙｏｕｔｏ
ｓｔａｙ．”（许渊冲译）
诗中的松林、明月、溪流、竹子等皆为诗人眼前

之物，是切近诗人的喻象，尤其“竹子”“松林”这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意涵的意象，衬托出诗

人高洁的情怀。诗人将自己的情感体认寄托于眼前

之物，欣赏主体与物象之间的距离自然被拉近。然

而上例诗译，直接在目的语中寻得“ｐｉｎｅ－ｔｒｅｅｓ、
ｂａｍｂｏｏｓ、ｍｏｏｎｂｅａｍｓ、ｌｏｔｕｓ”等现成对应语，将原作者
之思想堵隔在“遥远的向日”，那么，西方读者所能

感应到的只是这些物象的“常识”，难以捕获它们所

昭示的奇异和内美之功，也就感受不到诗人所营造

的那份高雅、恬淡、璞真及“文质彬彬”的意境。这

样，译文读者与这些物象之间的审美距离就远大于

原文读者与其之间的审美距离。这是由于译者直移

了原诗“近取譬”的构思方式，尽管保留了原诗中意

象与审美主体之间的距离，即二者的间隔没有被译

者人为拉开，但是对译文读者来说，他们对这些物象

所蕴之教义的陌生感却一仍旧貌，带来译文物象与

读者间审美距离的拉大。

３．诗译中“观”“看”之别：“观译”与“看译”
“观”和“看”是绘画艺术中常用的术语，“观”

是一种宏观上的、总领式的欣赏，“看”则是某一角

度的、细微之处的观察。而中国古典诗歌与绘画向

来密不可分，朱光潜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在

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有一幅画。”［１３］１１６可见，

古典诗歌与绘画如影随形、息息相通：中国诗歌极富

绘画性，一首诗就是一幅画，给人丰富的画面感；同

样，中国绘画也呈现着极强的诗性，画亦诗。因而，

将绘画中的欣赏理路嫁接于诗译的审美思考之中，

便义顺理成，观与看即为其中一种。

受此启发，刘先生提出了“观译”和“看译”的概

念，认为“‘观’和‘看’提供了绘画艺术中的两种真

实，而这两种真实也相应地体现在诗歌创作之中，决

定着山水诗审美旨趣的高下，诗歌在翻译中也同样

面临还原这两种真实的问题”［１０］１２３。为此，他引用

苏轼的《题西林壁》来更加直观、细致地阐释观和看

的区别，前两句是观，包括“横看、侧看、远看、近看、

高看、低看”等不同方位的观察；后两句是看，因选

取的是庐山的一个角度，也就无法得到其真实的全

貌。由此可发现两种不同的审美旨趣：一是“观之

作”的审美旨趣，它强调统一性、直觉性和诗性，正

所谓“观的世界，是诗化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是

超越与有限生成无限的人的精神世界”［１４］６８；二是

“看之作”的审美旨趣，其是单一的、局部的和零散

的，只能呈现某一视角的观察。诗歌创作在这一审

美旨趣上的区别也会出现在诗译中，即“观译”和

“看译”两种不同的审美取势。

一般说来，古典诗歌常为“观之作”，诗人会超

越眼前之物的局限，突破所看景物的羁绊，任凭意象

在无尽的想象中自由驰骋，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

的观之境界。而西方的绘画观念如同其语言形态特

征，注重看而非观，因而其诗歌创作多为“看之作”。

那么，译者会受到英文表达特征及思维习惯的影响，

多采用“看译”的方式，将原语的观之作转换成看之

作，从而改变原诗的艺术功用面貌，原诗与译诗的审

美距离由此产生。刘华文点明了这一现象的要义：

“将具有绘画性的诗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好比

译者用画笔重新作一幅画，但是因为译文语言特点

不同于原语，再加上译者这位‘画家’所持有的语言

转换理念上的原因，势必会带来与原诗不同的‘绘

画’效果。”［１０］１２３例如：

原文：“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

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来。”（李白《望天门山》）

译文：“ＩｃａｎｓｅｅｔｈｅＹａｎｔｚｅｃｕｔ／／Ａｓ
ｍｙｂｏａｔ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ｉａｎｍｅ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ｅａｓｔ／／Ｔｕｒｎｓｈｅｒｅｉｎａ
ｆｉｅｒｃｅｗｈｉｒｌ．／／Ｇｒｅｅｎｒ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Ｒｕｓｈｔｏｗａｒｄｍｅ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ａｉｌｂｅｎ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ｉｎｄ／／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ｃｏｍｅｓｕｐ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原诗意境开阔、气象雄伟，诗作者并未将自己的

目光集聚在某一点上，而是总览全景，因而全诗呈现

的景象浑然一体。这样，原诗赋予观者极大的自由

度，其心灵可以自由驰骋，不受任何一点的束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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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观之作”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而在译诗中，

首句“ＩｃａｎｓｅｅｔｈｅＹａｎｔｚｅｃｕｔ…”一下子将读者的视
线从宏观的散角聚焦在某一点（即长江）上，因而读

者感受到的不再是一幅山河气魄的雄壮画卷，而只

是某一处的景致；而后几句中的“ｔｕｒｎｓ”“ｂｅｎｄｓ”
“ｃｏｍｅｓｕｐ”等动词亦将读者的视角从散点变成聚焦，
作为观者的读者便会将目光聚拢在这些独立的场景，

而非整体的画面。译者这种“看译”式的翻译改变了

原诗“观”的审美旨趣，意味着原诗思想的不再，古人

之心志本身，“呼之”不得“欲出”，被堵塞在了“一个

遥远的时代”［１２］７２，如此拉开与原诗的审美距离。

４．诗歌翻译中的审美感应进路：自感和感人
如果说“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莫言语），那

么诗译更是一种有缺憾的艺术。因为原作中的美与

诗性很难完整而又原汁原味地保留在译作之中，两

者的审美距离便因此被拉开。这种现象，通常发生

于诗歌翻译的审美转移过程，“所谓审美转移，就是

将原作中的美转移到译作中来，以另一种方式重塑

美的形象，而实现审美转移的唯一主体便是译

者”［１５］６４。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又体现于译者

对原诗审美物象的自感和感人的审美感应特征上。

刘华文在其《翻译诗学》中认为“感”是诗歌审

美的重要环节。从方向性来说，诗歌的“感”负载着

自感和感人，两者的关系为自感为体、感人为用。原

诗或译诗，自感皆为途径，感人才是目的；自感是创

作者自身的感受，感人则是创作者通过此作品带给

读者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但是在感的推进中，

自感和感人在原诗和译诗里会存在不对等现象，因

为在把原文译成译文时，原诗的感人变成了译者的

自感。“译者利用原诗的‘感人’之用作为‘自感’之

体，继而再将所获得的‘自感’之体转为译诗的‘感

人’之用。”［１０］１３６由此看来，作者与译者的自感存在

着错位：作者的自感对象是耳目所及之物，是对鲜活

事物的直接感应；而译者的自感对象则是这些客体

事物的语言文字形式，是一种间接迎受。这样原诗

和译诗的自感就发生错位，这两种不同自感下的感

人也会随即显发不同的效果。由此，原诗与译诗的

审美距离便产生。例如：

原文：“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

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译文：“Ｏｖｅｒｏｌｄｔｒｅｅｓｗｒｅａｔｈｅｄｗｉｔｈ
ｒｏｔｔｅｎｖｉｎｅｓｆｌｙｅｖｅｎｉｎｇｃｒｏｗｓ；／／Ｕｎｄｅｒａ
ｓｍａｌｌｂｒｉｄｇｅｎｅａｒａｃｏｔｔａｇｅａ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ｓ；／／
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ｒｏａｄ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ｗｉｎｄａｌｅａｎ

ｈｏｒｓｅｇｏｅｓ．／／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ｓｕｎ；／／
Ｆａｒ，ｆａｒｆｒｏｍｈｏｍｅｉｓ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ｂｒｏｋｅｎｏｎｅ．”
诗中的枯树藤、昏鸦、古驿道等皆为诗人的自感

景致，是诗人对眼前之景的切身感受。不过，诗人并

未对它们做细致描述，只是将其简洁地排列起来，其

感人之用需要读者去体悟，这为读者留下了阔大自

由的审美空间。而译文，原本并置的意象被具有完

整主谓结构的句子串联起来，不再独立。因为动词

的参与，原先的名词意象具有了事件性，名词本身所

包含的广阔意象也因具体事件的参与而被收窄，致

使读者所能获得的审美空间不如原诗那般阔大。因

为，作者和译者的自感发生细微的变化：译者的自感

是建立在原诗“感人”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包含原作

者意欲阐发的情感，也有自己作为读者的个人体认

于其中。译者再将自己个人体认以某种形式呈现于

译文之中，这一“形式”在上例译文里便是名词意象

事件化。所以原诗的“感人”之用与译诗的“感人”

之用就孕发不同的效果，审美距离由此被拉开。

三、跨越诗歌翻译中的审美距离

诗歌翻译所需传达的不仅仅是表面的文字信

息，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含蕴的美，翻译的本质和宗

旨就是使译诗与原诗拥有相同的审美效果。然而，

在实际中，原诗与译诗的审美效果每每发生偏差，产

生距离。那么，译者的首发工作便是悉力消除或减

小诗译中的审美距离，使译诗读者获取与原诗读者

同样的审美旨趣。其思维路径如图２。

图２　诗译中审美距离跨越的思维路径

（一）“有”“无”之用：化“小用”为“大用”

“小用”和“大用”之说出自《老子·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

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

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１６］３７５“有”和

“无”，“有用”与“无用”乃相依互存，辩证统一，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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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看似无用的东西，实则有大用之处。这里，若将有

之用看作是具体的、形而下的用，即器之用，将无之

用看作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用，即道之用，那么，有之

用便可称为“小用”，无之用称为“大用”。以类相

联，老子“大用”“小用”之旨趣于诗译论说中皆可见

其风质，以此来审视诗译中的审美距离。

刘华文对诗歌语言的“小用”与“大用”进行了

细致的描述。他认为，如同马车、房屋、器皿一样，其

用处恰恰在于“无”（器之空白处），诗歌亦如此，诗

歌的内涵意指和审美指向在于其言语之外的空白之

处，这空白便留给诗意无限生成之广阔领域［１０］１６３。

这里，诗歌表于言的部分可看作有之用，即“小用”；

隐于言的部分可以视为无之用，即“大用”。一首诗

的审美内涵既包括有之用的语言本身，又包括无之

用的意义延伸。这种有之用和无之用，或曰“大用”

“小用”便构成汉语诗歌审美结构最基本的元件。

那么，若译诗的大、小用间的关系与原诗的大、小用

间的关系出现偏离，译诗的审美情韵与原诗间的距

离就会产生。因此，要想克服原诗与译诗的这种审

美距离，传达出原诗的意蕴之真，就要把握好诗歌

“小用”和“大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努力实现将“小

用”化为“大用”的翻译审美再造。例如：

刘禹锡《乌衣巷》，林语堂曾将“乌衣巷”译为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ｇｏｗｎＡｌｌｅｙ”，把“王谢堂前燕”译为“ｔｈｅ
ｓｗａｌｌｏｗｓｇｒａｃｅｄｔｈｅＷａｎｇａｎｄＨｓｉｅｎｈａｌｌｓ”［１７］１１２；而许
渊冲将二者分别处置为“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Ｍａｎｓｉｏｎｓ”和
“Ｓｗａｌｌｏｗｓｗｈｉｃｈｓｋｉｍｍｅｄｂｙｐａｉｎｔｅｄｅａｖｅｓ”［１８］９６。林
译偏于字面意思的释读，相沿原诗“近譬”方式，并

无变动诗中的物象与其审美主体之间的距离，这种

译法仅考虑到诗歌表于言的“小用”，却无关注并译

出隐于言的“大用”。其实，“乌衣巷”“王谢堂前

燕”的言外意指（即含而未发部分）要远远大于言内

指向，即它所外加于言之外的空白处，这“空白处”

便是“大用”，它能给读者留下多方位的审视空间，

使之见仁见智、各逞臆说。对于熟悉中国文化的汉

语读者来说，其认知很容易从“乌衣巷”“燕子”的

“小用”上升至“大用”，但西方读者，很难领悟到

“ＢｌａｃｋｇｏｗｎＡｌｌｅｙ”和“ｓｗａｌｌｏｗｓ”常规意义外的隐喻
及诗意之处，这样因横截词语的内外之义，隔断拉远

了文意与义理密切的关系，使译语对原词语难以自

我回返。因而，原诗中本来具有“大用”特征的意象

在译诗中降格成仅具有“小用”特质的物象，造成原

诗的审美旨趣在译诗中的缺失。而许译选用译文读

者更为熟悉的喻体取代原诗的物象，看似与原文本

体的距离拉远了，实则体现着“译者，易也”之古则，

引入原诗思想，自然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

这些物象存在与审美主体相贯连的文思通道瞬间被

打开，从而消除他们对原诗物象的陌生感。

诗歌语言极富诗性，在原诗“物象化”的翻译

中，“乌衣巷”“燕子”等会由静趋动，引发自身的改

变，促使其呈现为一种动态过程。其间，这些物象不

会局限在“小用”之上，“只有自我归化，也就是自我

启动，自我出离自身或曰进入似乎是异己的动态之

中，然后再次回归，才能真正成就并壮大自身”［１２］７７，

一种“大用之用”的诗韵境界于此过程中自成。如

果仅囿于表于言的“小用”，会很难挣脱其字面语义

“世俗功用”的羁绊，从而掩盖或抑制诗歌的“大

用”，使原诗的审美结构、旨趣发生可能的变形，话

语所包含的能让原诗经久传诵的诗德文性就被遮

蔽，译诗就失去像原诗那样的生命力。

（二）主体审美经验的介入：从“无”到“有”

刘华文指出，译者主体审美经验应从“零介入”

到“介入”［１９］，由此提出诗译“同一性梯度”和“审美

性梯度”的观点。“同一性”指原文与译文的一一对

应，包括概念间的结构对应性同一、表达性同一和认

知性同一。在具体诗译中，有些话语如专有名词的

翻译，对“同一性”的要求较高，不容许译者的具有

个体差异的审美经验等方面的主观因素的干扰，这

时译者的审美介入程度比较低。但对于文学尤其诗

歌翻译，主体审美经验不可缺席［１９］９０。话语之间纯

粹概念性同一关系转译的实现凭借的是概念思维方

式，如“北京”和“ＢｅｉＪｉｎｇ”，但是“诗歌翻译中的译者
主体的审美介入所达到的认知性同一关系则依赖的

是审美经验思维”［１９］９１。因为，作者会投射语言以强

烈的主观色彩自然会留下许多无定之处；而译者的

翻译作为又一次叙事再造，也会介入主观色彩在这

众多“无定之处”的基础上再次进行许多无定的创

造。这样，双向反馈，形成审美的无限性。由此讲，

在具有强烈审美特质的诗译中，同一关系也并非绝

对意义上的同一，而是属于相像中的同一、近似中的

同一和自变中的同一，显发了翻译主体审美经验介

入之事实［２０］１１２。

西方语言往往是具有定义性的、精确性的范式

语言；而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以此为符号所记录的

汉语言多基于对物象的经验感知而构建起来，被称

为“意象语言”［２１］３９。特别是汉语诗歌，字里行间盈

满着意象，而意象的创造通常依靠名词来实现，因而

名词作为意象的载体在诗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名词背后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象，每一个意象

的情思含发与意旨指向也不同，所以读懂名词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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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意象所指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同一，这中

间当然少不了译者的审美介入。由此说，在对译文

与原文之间的同一性进行理解时，既不可拘泥于机

械式的绝对化一端，仅满足于原文和译文表面结构

概念性上的同一，也不能走入漫无边际、恣意任性的

另一端。而应拿捏好二者同一性程度的分寸界定，

创造性地介入自我主体的审美经验体认，以促使译

文与原文同一关系的“和一”达成。例如：

王昌龄《出塞》后两句有两个不同的译本，分别

是“Ｉ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ｉｏｎｄｕｔｙｇｕａｒｄｅｄ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Ｌｉｎ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ＮｏＨｕｎ’ｓｃａｖａｌｒｙｈｏｒｓｅｓｄａｒｅｄｔｏｐａｓｓｔｈｅ
Ｙ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和“ＩｆｔｈｅＦｌｙ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ｅｒｅ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ｉ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ＮｏＴａｒｔａｒｈｏｒｓｅｓｗｏｕｌｄｄａｒｅｔｏｉｎ
ｖａｄｅｏｕｒｌａｎｄ．”前者将“阴山”直译为“Ｙｉｎ－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原文和译文在语义结构对应性上达到完全同
一关系。译者于译名中决无自己的经验感知介入，

译者的审美感知处于零介入的状态。但是这种重复

性的一式一样的同一表达并无融入该词于原诗中的

文化内涵，读者自然难有与原语读者那般的情感体

验。而后者将“阴山”译为“ｏｕｒｌａｎｄ”，虽然在结构
对应性上毫无关联，看似没有实现原文与译文结构

对应性上的同一关系，却实现了认知上的互持、互渗

和互成，达成新的同一格局。因为这里的“阴山”不

仅是普通的山脉，还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个军事要

塞，代表着国家的完整和统一，而后者“ｏｕｒｌａｎｄ”正
拥持着这一思想内涵的力量。这样，诗者便能与原

文读者达到同样的构想趋向，领有同样的审美效果。

这说明，认知关系同一性的实现需要译者审美经验

的自反、自见与介入。

四、结 语

诗译是一种跨文化“会通”，其不仅是对文意的

传达，也伴随对义理（诗美）的传递。但是，由于诸

多因素影响，如原诗与译诗对“近譬”和“远譬”的不

同选择，原诗“观之作”的创作方式和译诗“看之作”

的释译方式之别，原诗中“眼前之物”和译诗中“言

下之物”的呈现差异，以及原诗与译诗不同的“自

感”和“感人”过程等，原诗想要表达的审美效果和

译者所传递的审美效果便会产生差异，二者的审美

距离就会由此被拉开。

虽然审美距离的产生是诗译的惯习之事，但是，

译者作为原诗美之传递的唯一主体，需要努力减小

或消除二者间的审美差距，以期实现对原诗“人世

精义”的完美转达。于此过程中译者还要意识到，

作为审美主体，自我审美经验的适当介入十分必要，

因为诗译并非机械复制的结构对应性同一关系，而

是包含着审美体验的认知性同一关系；而“复制意

味着传统的不再，显现的正是思想的不在场”［１２］７２。

故而，译文应有译文的作为，以原意象为本，再锻新

词，意象意象的意象，才可于终了再还回原文之所

本。同时，译者更要分辨诗歌“大用”和“小用”之间

的关系，努力化“小用”为“大用”。只有通过这种审

美介入，才能深入诗意之“心源”，发掘原诗意象的

情趣之妙和初心之善，努力去“见”诗人之所“见”，

“达”诗人之所“达”。唯有如此，才能使译诗较之原

诗神思默契而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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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歌文体作为语言特区的一个重要区块，是语言发展演化的重要源泉，其高度概括、简
约凝练等特点与标题语言有着很多相通之处，而且在实践中已有不少诗词佳句进入新闻标题中。因

此新闻工作者在制作标题时需要充分考虑语言的简洁性和创新性，恰当使用新词新语，力求写出诗

化的标题，以增强新闻的吸引力、提高新闻的阅读量。

关键词：新闻标题语言；诗歌文体；语言特区；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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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言特区的属性和区域
语言特区理论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具有深远影

响的当代语言学理论，它是在“经济特区”和“特别

行政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特区”属性在不同

的领域或平台具体化的呈现。“经济特区”是指可

以实施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特定区域，它可以突破

主流经济法规政策（如减免关税等）的限制来实现

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行政区”则是指具有特殊

法律地位，可以实行特殊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

济制度等的行政区域。出于语言使用者表达的需

要，语言也有自己的“特区”，所谓“语言特区”则是

指可以有条件突破常规语法规则约束的语言运用的

特定领域。

特区的存在依存一定的区域或平台，如中国目

前有包括深圳、厦门、汕头、珠海、海南、喀什、霍尔果

斯在内的七个经济特区，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

行政区。语言特区也并非“空中楼阁”，同样有自己

发挥作用的平台和区域。研究发现，诗歌文体、标题

口号和网络语言是语言特区运用的三大区域。此

外，特区属性允许特区成员突破惯常“法则”的束

缚，但是这种突破是有其限度的，如经济特区不能突

破自愿平等的交易原则，特别行政区的一切政策制

度必须在中国宪法的范围内制定。与之类似，语言

特区也不能突破人类语言能力的束缚，即不能突破

“普遍语法规则”的范围［２］。而诗歌文体作为语言

特区运用的三大区域之一，其语言的高度概括性和

简约凝练性等特点都与新闻标题的特点相暗合，两

者的运用方式也密切相关。为增强新闻标题语言表

达的艺术化和精确化，有必要在语言特区理论的框

架下探讨诗歌文体对新闻标题语言的影响，并为新

闻工作者在进行标题撰写时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参

考。

二、诗歌文体的语言特点及其影响新闻标题语

言的理论基础

诗歌是指使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

达作者的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

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新闻标题是指出现在新闻

正文前面，对新闻内容进行概括或综合评价的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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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新闻标题作为标题口号的次类，具有语言特

区的属性，亦是语言特区的一种［３］。作为语言特区

成员的诗歌文体对新闻标题语言有重要作用，主要

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诗歌文体简洁的语言特点符合新闻标题

的表达要求

诗歌语言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语言的凝练概括

性，与散文小说等文体不同，诗歌不需要铺排陈述式

的叙述和描绘，它追求语言的简洁，力图达到“词约

意丰”的表达效果。诗歌语言概括性的一个重要表

现就是大量省略手法的运用。如语气词是表示语气

的一类重要虚词，通常位于句子的末尾用来实现句

子的某种语气。语气词在散文、小说等文体中比比

皆是，但是在诗歌中却甚少使用，尤其在代表中国诗

歌最高水平的唐诗、宋词中更是少见。

在散文、小说等文体中，谓语一般是必不可少

的，但是在诗词中却经常可以隐去不出现［４］１４６，例如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全诗没有一个谓语动词，却

为读者呈现了一副极富流动感、生命感的秋郊夕照

图，这在散文或是其他文体中是很难见到的。

除了语气词和谓语的省略以外，诗歌中还存在

着大量的由关联词的省略而造成的紧缩句。如王维

《观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这句诗中，上下

两小句都省略了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联词，原诗可还

原解读为“因为芳草枯萎，所以鹰眼才能够锐利；因

为积雪散尽，所以马蹄飞驰才更加轻盈”。诸如此

类的省略关联词的用法在诗歌中数量繁多，举不胜

举。

新闻标题是出现在正文内容之前、对正文进行

概括或评价的简短文字。为突出新闻的时效性，标

题往往采用省略的方式以简洁化的语言帮助受众在

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如“种桑养蚕 致富路

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０８月１８日），字数一致、
句式工整外，这一复合句式标题省略了条件从句中

的关联词，在省略关联词“就”后的标题语言比通常

语句更符合经济原则，简单凝练，读起来朗朗上口。

由此可见，诗歌文体力求简洁而采用的省略手法同

样适用于新闻标题，两者在炼字、组词和选用句式方

面有相同之处。

（二）诗歌文体的创新属性为新闻标题创作注

入活力

语言特区的性质允许语言使用者在这些特区区

域中突破共时常规语法规则的束缚大胆地进行创

新，推动语言的发展和演化。因此，语言特区与语言

接触以及语言习得共同构成语言发展创新的三大动

力源泉。

１．诗歌文体的创新属性
诗歌文体作为语言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

言发展创新的重要源泉。通过考察发现，诗词文体

中蕴藏着大量的创新语言现象，其中不乏对后世影

响久远的常见词语和语法现象，这些对汉语的演化

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５］。在此酌举数例，以见

一斑：

第一，词语方面的创新现象。我们日常生活中

使用的词汇、成语等有很多都是从诗词歌赋中产生

的，如“月亮”一词最早见于唐朝著名诗人李益的

《奉酬崔员外副使携琴宿使院见示》诗中，“亭木已

衰空月亮，城砧自急对霜繁”。这里的“月亮”并不

是一个词，而是一个短语，表示“月光明亮”意义的

主谓短语，它们在诗词格律的作用下凝固成一个双

音节词。诗歌也是成语产生的摇篮，通过对《汉语

成语考释词典》的统计，我们发现其中有不少的成

语都源自于诗歌，如“风雨如晦”就是出自《诗·郑

风·风雨》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明日黄花”

出宋代苏轼《九日次韵王巩》中的“相逢不用忙归

去，明日黄花蝶也愁”。此外，量词和介词也有不少

产生于诗词当中。如《汉语大字典》中提到，“簇”的

量词用法始见于唐代白居易的诗中，“几声清淅沥，

一簇绿檀栾”（《题卢秘书夏日新裁竹二十韵》）。

第二，诗歌对句法方面的创新也起着很大的作

用。如前人考究发现，现代汉语中常见的“把”字

句，就是在唐诗中由目的句（如“倒杯水喝”，倒水的

目的就是为了喝）演变而产生的。由于诗歌独有的

韵律特征（句尾重音，通常是诗句的最后三个音

节），迫使目的句的重音结构发生转移，如“明年此

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杜甫《九日蓝田崔

氏庄》）”的焦点重音在“仔细看”上，而不是“茱萸”

上，这一情形恰好满足了把字句的重音特征。［６］

２．创新性语言是新闻标题成功的必备条件
新闻标题也具有“语言特区”的属性，它允许语

言使用者有条件地突破常规语法规则的束缚，大胆

地进行语言创新。在这一点上，诗歌文体的创新属

性与新闻标题的创新性不谋而合，因此，制作新闻标

题时就必须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诗歌文体的优秀创新

性成果，以期写出内涵丰富、吸引力十足的新闻标

题。

新闻标题起着评价新闻内容、吸引读者阅读的

重要作用。随着现代媒体的传播方式不断更迭变

化，碎片化阅读日益盛行，新闻标题是否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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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新闻报道成功的关键。而新闻标题是否有“新

意”，就在于能否把事件的矛盾或者焦点在标题中

凸显出来，而且立场要鲜明，具有生动性，能引导受

众看下去。具而言之，“准确、鲜明、生动、形象”是

创新新闻标题的四条公认标准［７］。但在新闻标题

实际制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一些标

题老套缺乏新意，如“８０后‘纺织状元’的奋斗路：要
干就干到最好”（《工人日报》２０１９年０２月２８日）、
“江西‘９０后’农民返乡种猕猴桃 亩产２万元成‘田
状元’”（《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９年０１月１３日）、“官金
仙：从‘物流女状元’到‘全国最美家庭’”（《中国新

闻网》２０１８年０５月１５日）……“ＸＸ状元”标题层
出不穷、乏味雷同。标题是新闻的“眼睛”，它要求

以简短的文字概括出新闻的主要事实和本质内容，

因此语言的精炼、准确是标题语言的根本要求。在

这个层面上，标题与诗歌语言都需要以新夺目，以奇

制胜。

此外，诗歌语言凝练，极富意蕴，很多新闻工作

者在制作标题时会采用不同方式借鉴诗歌内容，以

期用“诗化”的标题吸引读者、提高新闻表现力。而

以诗歌入题不仅能使标题简洁凝练、生动形象，给人

艺术的享受，而且在特定的语境下还能引发联想，起

到传神点睛的非凡效果。如“非法传销 掀起你的盖

头来”（《法制与经济》１９９７年第０５期），这则新闻
标题的副题直接引用王洛宾先生由维吾尔族民歌

《亚里亚》改编而来的现代流行音乐《掀起你的盖头

来》歌词，“盖头”就是传销的遮羞布，“掀”开遮羞

布，将传销的非法本质暴露于阳光之下。借用耳熟

能详的歌词作为新闻标题副题，新颖独特、触动人

心。再如“西海固地区率先脱贫的盐池县这样诠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白了滩羊，绿了草

原，红了日子。”（《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０８月１５日），
直接借用南宋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红了樱

桃，绿了芭蕉”句式，使新闻标题新颖灵动、生态之

美跃然纸上。

三、诗歌文体对新闻标题语言影响的具体表现

由上文可知，诗歌文体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新闻标题的简约、凝练等制

作要求，因此新闻工作者在制作标题时也应借鉴诗

歌的意境内容和炼字组句的方式。诗歌文体对新闻

标题语言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词语充实新闻标题语言的词汇

诗歌作为语言发展创新的重要源泉，产生了大

量的创新语言现象，其中不乏为数繁多的创新词汇，

而且我们发现这些创新词汇已有不少被引进到新闻

标题之中。如“景仰”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新兴词汇，

出自《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它是通过抽取“高山仰止”中的“仰”和“景行行止”

中的“景”组合而成的偏正式复合词，用来表示敬佩

尊重的意思。“景仰”具有浓重的正式语体色彩，已

被广泛运用到新闻标题之中。如“冯子材与镇南关

大捷：保家卫国 后辈景仰”（《光明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２９日），“范曾：对传统应当景仰 我们只有守成才
能腾飞”（《西安晚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５日），“暨南
大学一日痛失两名教授 名师风范令学子景仰”

（《南方日报》２０１５年０５月１５日）等。“袍泽”是一
个广为人知的诗歌词汇，出自《诗经·秦风·无

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它是通过抽取

“与子同袍”中的“袍”和“与子同泽”中的“泽”组合

而成的联合式复合词，用来指军队中的战友。“袍

泽”偏向于书面语体，也被广泛地运用到新闻标题

之中。如“奖章背后的故事：熊寿明———青山埋忠

骨 袍泽寄哀思”（《央视新闻》２０１５年０９月０５日），
“分析：美军能否摆脱‘袍泽相残’误伤悲剧阴影？”

（《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３年０３月１２日）等。再如“悲
欢”作为表悲哀与欢乐的并列式联合词，出自南朝

颜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邑野沦蔼，戎夏

悲欢。”它常被用来形容情感上的各种感觉，而且在

一些特定的语境下也引申为形容各种经历。由于其

高度的凝练概括性，“悲欢”一词也被广泛地运用到

了新闻标题中。如“让两代人悲欢相通的体育偶

像”（《中国青年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０１日），“综述：人
类的悲欢跨越民族和地域———中国影视剧走红中

东”（《新华网》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４日），“台山海口埠：
广府人出洋第一港 华侨史悲欢承载地”（《金羊网》

２０２０年０６月２９日）等。
除了普通词语，诗歌文体中还孳乳出大量的成

语，这对新闻标题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公务

员聘任制引出人才的‘源头活水’”（《中国广播网》

２０１４年０７月２８日），“源头活水”这个成语出自朱
熹的《观书有感》中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用来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将公务

员聘任制人才比喻为“活水”，以便促进公务员队伍

的良性竞争，破除“考上公务员就端上了铁饭碗”的

刻板印象。再如“柳暗花明又入蜀 韦庄的最后十

年”（《华西都市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柳暗花
明”这个成语出自宋代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来比喻在困难中遇到

转机，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韦庄在人生最后十年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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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名就的自豪与畅爽。诗歌文体中滋生的大量成

语，具有庄重、典雅的语体风格特征，而新闻标题是

典型的书面语体，因此，由诗歌文体中诞生的大量成

语成了新闻制作者撰写新闻标题的绝佳素材。总的

来说，标题词汇对诗歌词汇的借鉴，能够促使新闻工

作者创造出创新性与艺术性并存的好标题，从而激

发读者阅读兴趣，以提高新闻的阅读量。

（二）诗化句式增强新闻标题的艺术魅力

新闻标题语言要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一目了

然，就是要用最精简的文字表达新闻中最核心的内

容。而诗歌语言精练、含义丰富深刻，因此新闻工作

者在撰写标题时会充分考虑到诗歌因素，直接引用

或改用诗歌句式作为标题。

“范美忠老师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人民

网》２００８年０５月２８日），这则新闻标题的后半句直
接引用现代著名诗人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

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通过借用诗

歌中的诗句为标题严厉痛斥了在汶川地震中置学生

的生命于不顾的范美忠老师。再如“让人民摆脱贫

困，从不以山海为远———那些照亮未来的灯塔”

（《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６日），
这则新闻标题出自《抱朴子·博喻》：“志合者，不以

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迫。”将原诗所传达

的朋友相处之道改用为形容广大领导干部脱贫攻坚

的坚定决心与毅力。又如“惟愿苍生俱饱暖———民

生保障制度如何惠及全体人民？”（《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０８月１１日），这则新闻标题引用《于肃愍公集咏
石炭》：“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将原

诗中的“但”改为“惟”，将希望民生保障制度惠及全

体人民的殷切期盼写得真切动人。这些标题直接或

间接改用诗歌，使标题诗化，让标题有意境且简练、

含蓄且有吸引力。

诗歌文体为了达到凝练概括的目的，会有大量

紧缩句式的出现，当然这一句式也同样受到以追求

简洁扼要为表达目的的新闻工作者的青睐，并在新

闻标题的撰写中广泛运用。“神吐槽：赢球不可怕，

缺谁谁尴尬。”（《新浪体育》２０１７年０３月０４日），
这则新闻标题中“缺谁谁尴尬”实际上是“只要缺

谁，谁就尴尬”这个一般复句经过紧缩而成的，它省

略了关联词语“只要……就……”。与之相类似的

还有《搜狐网》的一则新闻标题，“输球不可怕，有谁

谁尴尬！１胜３负，马刺全队都在针对莱昂纳德？”
中的“有谁谁尴尬”是省略了关联词“如果……就

……”而形成的紧缩句。不可否认，这两则新闻标

题都是受到古诗词紧缩句影响的结果，它们与严恽

近体诗“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中的

“问花花不语”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如此类的例子

还有很多，不一一酌举。

（三）用韵和对仗等语言技巧增强新闻标题吸

引力

诗歌文体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韵律，极具音

乐感，在结构形式上一般讲求对仗工整，富有建筑

美。标题口号借鉴诗歌文体，在制作时追求合辙押

韵、节奏鲜明，以便让读者阅读起来朗朗上口。

众所周知，诗歌尤其是近体诗讲究平仄押韵，一

般而言，绝句和律诗的偶数句句尾一字会选择通过

押韵的方式来实现诗歌的韵律节奏［４］２５５，我们以王

昌龄的《出赛》为例来说明，“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

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诗押“ａｎ”韵，分别通过第二句和第四句句尾最
后一个字“还”和“山”来实现。仿照诗歌的押韵，不

少新闻标题在撰写的过程中也采用押韵的形式来增

强标题的韵律感。如“‘钓鱼执法’谁比谁傻？”

（《新京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５日），这则新闻标题使用
“法”“傻”二字押韵，“法”的权威公正与“傻”相对，

以此抨击目前行政机关中存在的“公权碰瓷”现象。

再如“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新华网》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２９日），这则新闻标题中的“康”“乡”二字押
韵，将能否成为小康的评判标准直接与三农挂钩，指

出了“三农问题”正是迈向小康的关键所在。

对仗是诗歌特别是近体诗的又一大特点，诗人

们经常采用对仗的手法来达到形式上整齐美观、节

奏上铿锵有力、气势上大气磅礴的目的［４］１８，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要属杜甫的《登高》一诗：“风急天高猿

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

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被称作古今

七言律诗之冠，全诗八句话全用对仗，工整巧妙，极

富表现力。对仗手法在新闻标题中的运用也比比皆

是，如“胡锦涛致意劳动者：问民生民意 看开放开

发”（《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１年０５月０２日），这则新闻
标题中“问民生民意”与“看开放开发”工整对仗，音

节协调，极富节奏感。又如“习近平：铭记伟大胜利

推进伟大事业”（《新华视点》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铭记”与“推进”相对，“伟大”与“伟大”相对，“胜

利”与“事业”相对，合辙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

语感，提高了阅读吸引力。

四、诗歌文体的语言特征对新闻工作者的启示

（一）提高自身诗词修养，提升标题诗化感知力

诗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瑰宝，迄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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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给世人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名篇

佳句、成语新词，不仅给我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精神

上的陶冶，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的创新精进，

是人类语言发展演化的重要源泉。因是之故，新闻

工作者要想制作出言简意赅、旋律优美、新意十足的

新闻标题，必须要吸纳和借鉴诗歌文体的优秀成果，

努力做到诗歌入题，达到标题诗化的效果。具体言

之，新闻工作者要努力积累学识、提高诗词素养。只

有积累足够的诗歌素材，才能在广阔的诗歌海洋中

选取合适的诗歌元素，制作出精良、吸引力十足的诗

化标题。

（二）增强诗歌语言甄别能力，做好新闻舆论引

导工作

诗歌文体具有创新和凝练概括的属性，这与新

闻标题语言的要求契若合符，因此新闻工作者可以

而且应该汲取诗歌语言的优秀成果，提升新闻标题

语言的表现力。但是，与此同时应当指出，诗歌语言

还具有含蓄、委婉、艰涩难懂等特点，其结果是很多

诗句以及字词的意义和用法难以把握和理解，这给

我们的新闻标题创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甚至会造

成误导读者乃至引发社会舆论等问题的出现。譬

如，“卢瑞安：香港旅游业从欣欣向荣变惨淡经营 我

很痛心”（《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９年０９月０３日），这则
新闻标题中的“惨淡经营”语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

军霸》：“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一诗

中，诗中“惨淡经营”原指煞费苦心地从事绘画或诗

文创作，后来也引申表示苦心规划和开拓某项事业，

但绝不表示经营不善，显然上述标题存在误用。再

如“留学生数量呈井喷 曾几何时香饽饽今朝成色不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３年０９月０６日），这则
新闻标题中的成语“曾几何时”出自王安石《祭盛侍

郎文》：“补官扬州，公得谢归。曾几何时，讣者来

门。”用来表示时间过去没有多久，但在使用时容易

望文生义，经常误用为“曾经”“不知何时”，在这里

“曾几何时”被误用为“不知何时”。通过对《中国新

闻网》的调查，发现被误用的诗歌词语还有很多，诸

如万人空巷、休戚相关、蹉跎岁月等。因此，新闻工

作者在借引诗词语言的时候要做好甄别工作，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舆论的正确引领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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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沁阳方言的人称代词和复数标记“个”

张明明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１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文化软实力提升视角的明清河南五种韵书比较研究”

（２１２４００４１０２００）；２０２０年度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明清时期的河南韵书研究”（２０２０ＧＺＧＧ０６５）
作者简介：张明明（１９８３—），男，河南沁阳人，硕士，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摘　要：河南沁阳话的人称代词系统比北京话的人称代词系统复杂，有着独特的语法特征。沁
阳话中的复数标记“个”相对于北京话中的“们”，它不仅可以用作人称代词的后缀表示复数，也可以

用作疑问代词的后缀表示复数，沁阳话“数词 ＋个”两个音节同化融合，发生跨音节音变产生合音
词，有着明显的地方方言特征。

关键词：沁阳话；人称代词；个；合音词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Ｈ１７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１４－０５

　　一、沁阳方言的调值调类
沁阳市属于焦作地区，在河南省西北方，焦作市

的西南面，沁阳市的北面为太行余脉，跨过北面的太

行山即为山西省晋城市，从山西流下的沁河水横贯

其南北。沁阳市东面为焦作市博爱县，西面连接着

济源市，南面与温县、孟县接壤，沁阳市总面积

６２３５平方公里［１］，境内人口总数近４５万。本文的
考察是以沁阳市城区周围１８平方公里为对象。

沁阳方言从全国性方言分区来讲，属于北方共

同语，从地域性方言划分来讲，属于河南方言片。因

境域同山西省搭界，历代经济、文化交流甚密，特别

是明洪武年间又有山西洪洞等地移民迁入，致使沁

阳话受晋语影响很大，从语音特点来讲，又隶属于晋

东南方言小片。再因太行山和黄河的天然阻隔，逐

渐形成了有别于河南话、山西话的沁阳方言，《中国

语言地图集（第２版）》（２０１２）［２］将沁阳方言划归晋
语获济片。沁阳话人称代词复数标记常以“个”

“都”为主，其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个”［ｋ２４］最为
常用，用法也较为特殊。

与作为普通话基础音的北京话相比，沁阳话的音

系相对较为复杂，沁阳话中的方言音素、存古的入声

声调以及音节的结构形式较多，但无“子尾”轻声，舌

尖前后音含混，是豫西北独特的一块入声方言区。沁

阳方言声调除轻声外，和众多方言一样，有阴平、阳

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种声调。古平声、上声、去声

三声在沁阳话里的演变情况和北京话相同，古入声今

大部分仍读入声，较大部分有明显的喉塞音韵尾。

其调值调类如下表：

表１　沁阳方言调值调类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沁阳 ５４ ３１３ ４２４ ２４ １３
北京 ５５ ３５ ２１４ ５１
例字 星期三 男同学 枯水井 正义路 剥蒺竹

　　二、沁阳方言人称代词的类别
沁阳方言的人称代词“俺、我、你、他（她）”可以

单独用作主语、宾语，用作这个情况时，沁阳话和北

京话的功能相同。当用作定语时，表示单数的人称

代词一般要加上“呐”［ｎｅ５４］（相当于结构助词
“的”）才能修饰名词，例如：

我呐书／你呐车／他呐脚
后有方位短语时可以省略“呐”。例如：

我（呐）车里
獉獉

有饼干／你（呐）身上
獉獉

有灰尘／
他（呐）房里

獉獉
有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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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话中人称代词修饰亲属称谓名称时

“的”字可隐可现的情况不同，沁阳话的人称代词修

饰亲属称谓名称时不加“呐”，要单独使用，但是，

“我”后可以跟“呐”修饰亲属称谓名称，也仅用于哭

丧，以强调亲属关系，表示悲痛感情：

俺大姨／你奶奶／他爷爷／我呐爹啊（哭丧）
需要指出的是，沁阳话第一人称作定语时，

“俺”与“我”有着明显的分工：通常是用“俺”修饰

亲属称谓（哭丧时表示强调和悲伤要用“我”）、

“家”和行政区划名称，用“我”来修饰其他事物：

俺妈／俺家／俺村／我呐笔／我呐手／我呐车
沁阳话的第一人称代词用作定语修饰“家”和

行政区划名称时，可以单独使用，但通常后面要加上

“个”，表示复数，以指明“家”和行政区划范围除了

自己之外还有其他成员：

俺（个）家／你（个）村／他（个）县
但，“俺”修饰亲属称谓时，不能加“个”，以此表

示排除说话对象的专属性，与兄弟姐妹指称自己的

亲属时不用“俺个”而用“咱”来表示复数：

俺爸／俺姐／咱叔／咱姑
沁阳话的“他”有“我、你”的语法功能，与北京

话中表单数的功能相比，可以在“他”后加上“几个”

或数量词，以此来表示复数功能，这时的“几个”和

数量词都可以被“个”代替。例如：

他几个
獉獉

（个）一起出去了／你把这东西给他
俩人（个）

沁阳话的“咱、人儿”对应“我、他（她）”表示的

是单数，于北京话不一致的是，沁阳话的“咱、人儿”

不能单独作主语和宾语。“咱”表示自我的谦虚、客

套，通常有自我贬低的意思，“人儿”有羡慕、尊敬、

嫉妒、期待之意。例如：

咱不中／把书给咱呗／人儿可能哩／咱会有
人儿强

“人儿”同“他”一样，后加上“几个”、数量词或

“个”，以此来表示复数功能。例如：

人儿几个（个）学习都可好哩／人儿俩人
（个）呐关系可好哩

沁阳话中表示单数的“咱、人儿”可以用作定

语，这种情况下，它们只能够用来修饰亲属称谓、

“家”和行政区划名称表示领属关系。例如：

咱村／咱家／咱妈／人儿爸／人儿家／人儿县
沁阳话中“俺个、你个、他个”的用法相当于北

京话“我们、你们、他们”，但不能修饰亲属称谓，沁

阳话中修饰亲属称谓用的是“俺、你、他（她）”。

沁阳话中的“咱、咱个、人儿个”是表示复数概

念的。“咱”是包括式，“人儿个”是排除式。“咱”

表示复数只用在说话者与兄弟姐妹指称自己亲属的

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咱”，不能用“咱

个”来表示复数；“咱个”与北京话“我们”的用法相

当；“人儿个”表示预设前提中的某些人，相当于“人

家”，它可以单独作主语和宾语。

咱妈去地了／咱个进城吧／人儿个走呐可早
哩／我把资料给人儿个了
“咱”“咱个”在沁阳话中是表示自称的，除此之

外，沁阳话中的“俺”“俺个”也是表自称的。不同的

是，与“人儿个”一样，“俺”“俺个”也是排除式，只

不过“人儿个”排除的是说话双方，“俺”“俺个”排

除的是听话者。

沁阳话中的“自己”“别人”“大家”与北京话的

用法相同，不再作特别说明。

表２　沁阳方言人称代词的类别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其他

单数
俺［ａ４２４］

我［ｕ４２４］
你［ｎｉ４２４］ 他（她）［ｘａ４２４］

咱［ｔｓａｉ３１３］ 你［ｎｉ４２４］ 人儿［ｅｒ３１３］
复数 俺个［ａ４２４ｋ?１３］你个［ｎｉ４２４ｋ２４］他个［ｘａ４２４ｋ２４］

咱 ［ｔｓａｉ３１３］

咱个［?３１３?１３］
你个［ｎｉ４２４ｋ２４］人儿个［ｅｒ３１３ｋ２４］

其他 自己［ｔｓｉ２４ｉ１３］别人［ｐｉｅ３１３ｎ３１３］
大家

［ｔａ２４ｉａ５４］

　　三、沁阳方言的复数标记
北京话的“们”作人称代词和指人的名词后缀。

沁阳话的“个”相对于北京话的“们”，不仅可以用作

人称代词的后缀，也可以用作疑问代词的后缀表示

复数，用作指人的名词的后缀时仍用“们”不用

“个”。沁阳话的“个”也不能用作指物的名词的后

缀，这点与北京话相同。

（１）这都是俺个的。
（２）他个呐车叫偷了。
（３）咱个呐东西咋办咧？
（４）咱个去哪耍？
（５）这是谁个呐拖拉机？
（６）这车是谁个家买咧？
（７）大人们呐话他就不听。
（８）工人们都下班了。
（９）孩儿们都放学了。

沁阳方言的“个”不仅可以加在人称代词后头

表复数，上面例子中的（１）（２）（３）（４）都是人称代
词后加“个”，表示复数；“个”也是可以用作疑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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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后缀，表示复数的，上面例子中的（５）（６）就是
疑问代词后加“个”，表示复数。当用在疑问代词后

表复数时，通常指的是一个家庭全体家庭成员，沁阳

话中的“谁个”“谁个家”就是“谁家”，当说到“谁

家”时一般用“谁个”或“谁个家”。当不表示家庭成

员时，疑问代词后就不加“个”。比如说“这几本书

都是谁哩？”而不说“这几本书都是谁个哩？”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话中表复数概念的“们”在

沁阳话中几乎都能被“个”代替，但是指人的名词后

只能用“们”不能用“个”，上面的（７）（８）（９）例就是
“们”用在指人的名词的后头表复数。当说到指人

名词表复数不加“们”时，有时可在名词前加“几个”

或者在名词后加“都”（例７用作定语的情况除外），
还有“们”和“都”同时使用的情况，例（８）（９）。当
话语所指有复数概念时甚至可以不加“几个”或

“都”就可以表示复数概念。例如：

“孩儿们没人管”可以换说作：

几个孩儿没人管。（不加“们”，名词

前加“几个”）

孩儿都没人管。（不加“们”，名词后

加“都”）

孩儿没人管。（不加“们”，也不用“几

个”和“都”）

虽然上面几种说法都可以，但是，多数情况下话

语所指有明了的复数概念，为提高话语的简洁性和

效率性，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不加“们”，也不用“几

个”和“都”的句型，即“孩儿没人管”，这符合语言的

经济性原则。为了表示强调作用要用加“都”的句

型，即“孩儿都没人管”。但表示陈述事实时用“们

＋都”或“都”句型。例（８）（９）有两种用法：
一是“工人们”“孩儿们”属于同一家庭，这种情

况下“们”就可以不用，用“几个”或“都”替换，但他

们所强调的内容不同：

工人都下班了。（强调家里的几个工

人回到家了）

几个工人下班了。（强调家里的几个

人的身份是工人，且下班回到家来了）

孩儿都放学了。（强调家里的几个孩

子回到家了）

几个孩儿放学了。（强调家里的几个

人的身份是学生，且放学回到家了）

二是指陈述事实，这时的（８）（９）例要用“们 ＋
都”的句型：

工人们都下班了。（陈述“工厂下班”

的事实）

孩儿们都放学了。（陈述“学校放学”

的事实）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指出：“跟代

名词合用时，词尾‘们’只有把代名词变成复数的作

用，例如：‘我们’‘咱们’……但没有‘谁们’，因为

‘谁’字可以指单数也可以指复数。”“虽然‘谁’可

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几个人，但是指多数时要用

‘些谁’，就更清楚。……例如：‘叫些谁来帮忙

呐？’”［３］就北京话和部分地方的方言来说，情形的确

如此，但，作为和北京话对应的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沁

阳方言可以在“谁”的后面加上复数标记“个”来表

示，沁阳话人称代词表示复数时有“谁个”的用法，前

面的（５）（６）例就是“谁个”表复数的例子。又如：
（１０）是谁叫门咧？（这里的“谁”表单

数。）

（１１）谁来了？（这句问话里的“谁”可
以是单指表示单数也可以是多指表示复

数，但表单数的时候多一点。）

由此可知，沁阳话中的“谁”通常是指单数，用

“谁个”表示复数。前面已经讲过，沁阳话的“个”用

在疑问代词后表复数时，通常指的是一个家庭的全

体家庭成员，所以，沁阳话的“个”作疑问代词的后

缀表示复数时，使用的范围比较窄，不是同一家庭的

几个人的疑问代词的复数表达形式是在“谁”的前

面加“都是”，也就是说非同一家庭的几个人的复数

的表达形式是“都是谁”。试看下面的例子：

（１２）谁去上海哩？
（１３）谁个去上海哩？
（１４）都是谁去上海哩？

例（１２）中的“谁”表单数；例（１３）（１４）中的“谁
个”“都是谁”都表复数，但“谁个”“都是谁”所指代

不同。“谁个”是“谁们家”“谁家”，指的是一个家

庭的全体家庭成员，而“都是谁”指的是非同个一家

庭的几个人。

四、沁阳方言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的形成动因及

其多性化

我们推断，沁阳方言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个”

是由其后表示多数的数量短语省略而来的，语言使

用的简洁原则和效率原则是其形成的动因。根据语

言实际使用情况，沁阳方言中存在一个由“单指人

称代词（们）＋几个人”到“单指人称代词＋个”的演
变链条，也就是说充当复数标记的“个”是数量短语

（如“几个人”）省略和弱化后形成的。数量短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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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多数的意义凝聚到了量词“个”上，从而使

“个”能够代替“几个人”的功能来标记复数。

（１５）俺们几个人准备去打工哩！（俺
个准备去打工哩。）

（１６）俺们几个人干不了！（俺个干不
了！）

（１７）我们几个人把意见讨论了一下。
（俺个把意见讨论了一下。）

（１８）我们几个人准备去上海。（俺个
准备去上海。）

（１９）人儿几个人关系可好哩！（人儿
个关系可好哩！）

（２０）人儿几个人可厉害哩！（人儿个
可厉害哩！）

通过以上语例，有几个情况值得注意，第一，

“我们几个人”在演变过程省略后，没有“我个”的用

法，只有自身代词“俺个”来表示，例如（１７）（１８），这
里蕴含着作为向他人陈述事实的情况，这个他人是

不包括“我们”的成员的他人，（１５）（１６）也是这样的
表达，这即是之前说过的排他式；第二，沁阳话中的

“咱”表示自我的谦虚、客套，通常有自我贬低的意

思，而“人儿”有羡慕、尊敬、嫉妒、期待之意，（１９）
（２０）中的“人儿”的作用相当于“他们”，但不能替
换为“他们”，一旦替换，“人儿”所表示的感情就完

全体现不出来了，会直接影响话语的表达效果。

在江西南昌方言和福安方言中，量词“个”都可

以用作人称代词的复数标记，还有指示代词的用

法［４］，也就是说在“指示代词＋数词＋量词”这种结
构中，指示代词可以省略，单用数量词“个”做复数

标记，沁阳方言与其不同，沁阳方言中“人称代词 ＋
数词＋量词”结构中人称代词是不能被省略的，数
量词或“个”不能单独作为复数标记，更不具备指示

代词的功能。在回答问句的特殊用法中，存在着

“几（个）人”的简省用法。

（２１）———刚才呐几（个）人哩？
———有几（个）人往东边走了。

（２２）———刚才呐几（个）人哩？
———不知道。

（２３）———刚才呐几（个）人哩？
———几（个）人往东边走了。／往东边

走了。

（２４）———刚才呐几（个）人哩？
———没注意。

（２５）———老王他个几（个）人哩？

———几（个）人往东边走了。／往东边
走了。

（２６）———老王他个几（个）人哩？
———不知道。／没注意。

在（２１）（２２）中，问话人预设了被询问对象见过
这里有几个人的情景，还预设了一种不清楚被询问

对象是否见过这里刚才的那几个人，冒失请问的情

景，而这里刚才的那几个人一定是被询问对象不认

识的人，被询问对象做了肯定的回答（２１）和否定的
回答（２２），而（２１）回答中的“有”字明确表明了被询
问对象不认识问话人问的那几个人。

在（２３）（２４）中，含有问话人确定被询问对象见
过这里有几个人的情景预设，也就是说问话人问的

刚才的那几个人，与问话人、被询问对象在之前不久

的时空上有交集，存在被询问对象认识问话人问的

那几个人、认识其中的部分人、不认识三种情况，被

询问对象做了肯定的回答（２３）和否定的回答（２４）。
在（２５）（２６）中，问话人确定被询问对象见过这

里的那几个人，也就是说问话人问的刚才的那几个

人，与问话人、被询问对象在之前不久的时空上有交

集，用“老王”虚指那几个人，确定了被询问对象认

识问话人问的那几个人、认识其中的部分人两种情

况，被询问对象做了肯定的回答（２５）和否定的回答
（２６）。上面语例回答语中的“几（个）人”是“刚才
呐几（个）人”的简省用法，同样是语言简洁原则和

效率原则决定的。

此外，沁阳方言中存在着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复

数标记的多样化路径选择：沁阳方言中第二人称和第

三人称除了存在一个由“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
人”到“单指人称代词＋个”的演变链条外，还存在着
类似于充当复数标记的“个”形成的另一复数标记

“几”的路径选择，即由数词“几”充当复数标记，这个

演变链条为“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到“单
指人称代词＋几（个）”。数量短语所表示的多数的
意义凝聚到了数词“几”上，类似于第一种演变路径，

使“几”能够代替“几个人”的功能来标记复数。

（２７）你（们）几个（人）去那边。／你
几去那边。

（２８）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咱个
村。／你几代表不了咱个村。

（２９）你（们）几个（人）轮着班来。／
你几轮着班来。

在这个演变链条中“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
（人）”中的“人”字通常不用，演变为“单指人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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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几”的情况。其中，有一种特殊的固定问句中
“人”字必须存在，不能简省。

（３０）你（们）几个人？／你几人？
在（３０）中“人”字后已经没有其他语词，不论是

在演变前的“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中，
还是在演变后的“单指人称代词 ＋几”的情况下，
“人”字都不能简省，不能为：

（３１）你（们）几个？／你几？
如果为（３１）情景，那语言交流前提话语应已经

指明复数所指对象，而这个对象一般不指人。

（３２）我有两个核桃，你（们）有几个？
（３３）我有两个核桃，你（们）几个？
（３４）我有两个核桃，你（们）几？

（３２）至（３４）我们看到了不断简省的过程，而交
流所指一般为物品。

五、沁阳方言复数标记与合音词

沈括《梦溪笔谈》曰：“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

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

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５］

《语言学名词》［６］定合音词为：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音节通过缩合语音形式而形成的词语，例如“不用”

合音成为“甭”。

沁阳方言中有“数词＋个”的合音词存在：
一个：ｉ?１３ｋ２４＞ｉ?１３

两个：ｌｉɑ４２４ｋ２４＞ｌｉａ４２４（没有“二个”的合音）
三个：ｓａｎ５４ｋ２４＞ｓａ１３

四个：ｓ２４ｋ２４＞ｓ２４

五个：ｕ４２４ｋ２４＞ｕ４２４

六个：ｌｕ?１３ｋ２４＞ｌｕ５４

七个：?１３ｋ２４＞５４

八个：ｐａ?１３ｋ２４＞ｐε５４

九个：ｉｕ４２４ｋ２４＞ｙ４２４

十个：３１３ｋ２４＞３１３

几个：ｉ４２４ｋ２４＞ｉ４２４

合音字的声母、韵母与数词声母、韵母主元音基

本相同，增加了量词“个”的韵母或其音位变体，声

调基本保持不变。

总之，沁阳方言的人称代词在实际的语言使用

中有着特殊的所指，同样是后缀，沁阳话的“个”相

对于北京话的“们”，不仅可以用作人称代词的后

缀，也可以用作疑问代词的后缀表示复数，用作指人

的名词的后缀时仍用“们”却不用“个”，另外复数标

记存在着“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到“单指人
称代词＋个”和“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
到“单指人称代词＋几（个）”两条演变链条，具有明
显的地方方言特征，是进行方言研究很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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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礼仪教育视角下立德树人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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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高校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高校礼仪教育在美育入心、内外
兼修、涵养修身、清朗和谐等方面以其独特的功能助推立德树人。以高校礼仪教育的视角，从“以文

化人”“以师育人”“以礼润心”“以境诱思”等角度探讨了实施立德树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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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立德树人
２０１８年，立德树人这四字曾被选为年度十大流

行语之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在《左传》中，“德”位居首位。何谓立德？立德

即以德为根，培养有德行之人。“一年之计，莫如树

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树

人即以人为本，培育有品行之人。党的十九大报告

明确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

德……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

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

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

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

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

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一）立德树人———教育之根本

教育的对象是鲜活的个体与生命，育人是其根

本任务。“何为‘根本’任务？根就是树根，根本就

是最本质、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１］教育，不止于

单纯地向受教育者传道解惑，更为重要的是，与此同

时，渗透德育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在“立德、立功、立言”中，“立德”被

摆在了首位。若无德，立功、立言则失去了意义；若

无德，一个人就等于失去了灵魂。没有德浸润的教

育，形同于空壳。

（二）立德树人———培养得力“接班人”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

续奋斗。”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和主力，多方位地立德

树人，是党和人民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培养符合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的需要。

（三）立德树人———高校肩负的神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

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

的地方。”高校是青年学子成才的摇篮，此阶段是青

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形成时期，立德树

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是当代高等教育的生命和灵

魂，是高校所应担负起的历史使命。

二、高校礼仪教育所发挥的立德树人功能

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忌讳灌输式教育，德育的落

实不是落到教材里与课堂的空洞说教中，而是要真

正地落在学生心中，调动其主体意识与自觉性。礼

仪教育在立德树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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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育入心———塑造形象，正确审美

礼仪课程是一门美的课程，它虽然不能像其他

专业核心课一样给同学们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的传

授，但能从多个维度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尤其是

能够帮助同学们塑造良好的形象，从而展示其美好

的风貌。礼仪课程中的仪表礼仪、服饰礼仪，让同学

们清楚场合有别，着装有别，暴露装、短小装、拖鞋等

不宜出现于校园和教室；作为大学生，着装要符合身

份，“衣贵洁，不贵华”，不作盲目攀比；与老师交谈

时，站姿要端正，“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

髀”；上课时，忌双臂抱于胸前斜靠在椅背上，忌采

取傲慢无礼的“二郎腿”坐姿；大学生的妆面要清新

淡雅，忌浓妆出现于课堂，补妆要回避他人，不宜在

公众场合公然补妆。这些内容无疑在打造良好大学

生外在形象方面起到了其他课程所缺失的重要作

用，同时无形中提升了大学生的审美品位，激发他们

对美的追求，意识到内在美需要和外在美相得益彰，

正如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所言：“人的一切都应该

是美的：容貌、衣裳、心灵、思想。”周恩来同志风度

翩翩，举止得体，他以自己的形象引导着外部世界对

中国的印象。“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

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露勿

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是著名教育家、南开体

系创建人张伯苓所订立的闻名的“容止格言”（亦称

“镜铭”），当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周恩来就以此对

自己作严格要求；宋庆龄女士一向注重自己的仪容

仪表，一颦一笑皆为范本，仪态万方，优雅迷人，新中

国成立后，年近六十岁的她出现于各种外事礼宾场

合，无论服饰或是妆容，均和谐得体，乔恩·哈利曾

形容她“富有魅力，落落大方，为中国创造了最美好

的形象。”

“君子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

无礼，无礼不立”，在儒家的仪容观中，这是最基本

的规范，“儒家倡导的仪容观，以自然、优雅、真诚、

适度、敬人敬己为特点，以提升理想人格、和谐社会

关系为目标，要求表里如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

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培养了像周恩来总理这样

一些集崇高的品德与优美的仪容于一身的光辉典

范，造就了人们彬彬有礼的社会风气，为中华民族赢

得了‘礼仪之邦’的盛誉，其思想和观点，积淀为中

华民族既注重内在美又注重外在美的传统。”［２］一

个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必定也注意外在的细节，英国

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曾说：“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就

是他的教养、品位、地位的最真实的写照。”礼仪课

程可以帮助大学生认识到何谓真正的美，通过形象

礼仪的学习树立其正确的审美观。

（二）内外兼修———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言：“外表的美只能

取悦于人的眼睛，而内在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

《论语》记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外在美与内在美的有机结合，方能做一

位内外兼修的君子。在人际交往礼仪中，称呼礼、自

我介绍礼、握手礼、鞠躬礼等礼节让同学们知道如何

称呼老师方显尊重，不同场景下谁先伸手更为合理；

沟通礼仪教会与人交往时应当采用的语气、语速、语

调，“凡道字，重且舒”，知道如何用词等才能更宜让

交往对象接受，明白“尊长前，声要低”；新媒体礼仪

提醒微信、ＱＱ使用时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用餐礼仪
让大家知道了宴请时的座次安排，知晓长先幼后的

规矩。通过相关内容的学习，让礼内化于心，而非浮

于表面，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做内外兼修的大学生谦

谦君子形象。

（三）涵养修身———恭敬待人，尊重有加

礼的繁体字为象形字，其本义谓敬神，后来演变

为敬人的统称。礼仪是人际交往过程中人们应当遵

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和法律、道德并称人类社会

的三大保护神，但它不像法律那样严苛，也不像道德

那么凛然。无论是敬神或是敬人，其中均离不开

“敬”字。《论语》中多处提及“礼”，“不学礼，无以

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欲立身，先立品，若无礼，则无立。“居上不宽，为礼

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均体现了礼之敬意。

礼仪课程可以培养大学生对他人的谦敬意识，

明白了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内心要常存尊敬之

心，“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修身，

礼仪教育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

（四）清郎和谐———改善习气，净化风气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礼且格。”古代强调以礼治国，教化人

民。当今，礼也如同润滑剂一样，在调节着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让人际交往变得更和谐。“礼之用，和为

贵”，在交往过程当中，大学生注重礼仪行为，就能

够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化干戈为玉帛；掌握了

一定的礼仪规范，就会以礼待人、以礼行事。因之，

校园风气也会愈发美好。

礼仪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反映，它对社会风

尚能够产生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接受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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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知书达理的大学生，他们得体的行为也会对周

围的人起到榜样的作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

净化社会风气，为和谐社会增色添彩。礼仪可以彰

显一个单位的精神面貌，体现民族的气质，它是社会

发展的助力器，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

三、高校礼仪教育推进立德树人的路径探索

（一）以文化人———高校礼仪教育融入优秀传

统文化

２０１４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年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

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历史意义。”《大学》有言，“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为根本。《论语》记载，“德

不孤，必有邻”，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

和他相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

子怀德，小人怀土”……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之本，

其中多处皆可融入礼仪教育。

１．诚信做人
诚信是历经社会发展而沉淀下来的传统，是国

际社会公认的交往准则。诚信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点内容，是我国公民应当遵守的道德规

范之一。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是人际交往的基石。

国家需要诚信之人，民族需要诚信之人，社会需要诚

信之人。在礼仪的原则中，首当其冲提到的即是

“遵守”，它包括了遵守时间和遵守约定两层含义，

其与诚信之意不谋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

关于“诚信”的表述俯拾皆是。

《大学》：“为人君止于臣，为人臣止于敬，为人

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论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

必果。”

作为大学生，不迟到、不旷课、考试不作弊是最

基本的诚信；与人交往，要有时间观念，不做失约之

人；助学贷款，要及时还付。在讲到礼仪遵守原则

时，教师可运用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融入传统

经典名句，排除空洞的口号式的刻板灌输，以引发同

学们的深思，深刻认识到诚信之重要性。

２．孝老敬老
孝老敬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民族的美德与传统，它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作

为子女的我们。“孝悌者，其为人之本与？”“孝”为

德之根本。在“新媒体礼仪”章节中，可以以“感恩”

为主题，让同学们以短信、微信等方式为父母发一段

文字、语音，或者直接通话，向父母的养育之情表示

感谢，于无声处领会到“孝悌”之多重含义：“父母

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孝同时要伴以“敬”之心：“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

亲者，不敢慢于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

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要同学们懂

得，人生在世，必要以一颗良善仁爱之心孝老敬老。

３．克己宽容
克己宽容之人，方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关

于克己，朱子释义：“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

理自服，譬如尘埃既去，则理自明；瓦砾既扫，则室自

清。”在礼仪宽容原则讲解时，采用音乐冥想法，大

家在音乐中反思片刻，然后自由发言，由他们自己贡

献答案，从而学会克服内心的私欲，克制不当之行

为，行事有所节制，不为外物所诱惑，不为外因而大

喜大悲，向内修心，方能够消灭心中之“贼”；对己以

严，对人以宽，做一个虚怀若谷不斤斤计较之人，如

此，才能外塑内修。

４．亲近益友
青年人在择友时，因思想欠成熟，易判断失误，

给自身成长带来一些负能量的影响。孔子提倡“主

忠信，无友不如己者”，交友要交益友。“友直，友

良，友多闻”，益友能够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端正自

身，远离“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友”。大学生应

该清楚，亲近益友，亦是提升修养的一种途径，正如

当今流行的话：“与优秀的友人同行，你将会遇到更

完美的自己！”

５．行为有度
“中庸”，朱熹注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之无

不及之名。”中庸，即凡事不走极端，不走偏锋，要随

时做到适中，恰到好处。

礼仪中的“适度”原则，与此有相通之义。“适

度”指在施礼时既要到位，又要拿捏好分寸。不到

位与过了头都是失礼行为。在礼仪课程内容中，关

于“适度”的例子，散见于各篇章。

大学生妆容之礼需有度，适当的妆容可以提升

自信，美化形象，展示对交往对象的尊重。但因场合

不同，妆容亦有别。求职时的妆面宜清新淡雅，倘若

浓重的“烟熏妆”亮相，反而弄巧成拙；仪态之礼需

有度，它能够折射一个人的修养与对待外界的情感

态度；表情之礼需有度，它是社交场合相互沟通的形

式之一。与人交往，“目中有人”是最基本的礼貌，

交谈时，如若你的心思沉溺于手机，则会给人以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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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心、心不在焉之感，看人要注意把握时间长度，学

会控制向度，异性交往，长时间地盯着对方会带来误

解；服饰之礼需有度，公务场合着装体现端庄大方，

社交场合着装彰显个性时尚，休闲场合突出轻松舒

适，喜庆场合风格热烈，肃穆场合色彩素静。若违背

之，就为“失度”之表现；拜访之礼需有度，拜访是人

际交往必不可少的增进友谊、联络感情的环节。作

为客人，需要把握“为客”之道：不过早，不超时，不

失约，及时提出告辞，不拖泥带水，不过久停留。馈

赠之礼需有度，《仪礼》记载，士与士见，必带之以

贽。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馈赠作为表情达意建立

良好感情的方式，一直未曾退出历史舞台。“千里

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礼物能表达心意则可，不可

过于贵重。

（二）以师育人———做好榜样引领示范

教育是强国之基，教师是教育之本；“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师者，传道授业解

惑者；师者，生之榜样与表率也。教师须先立德，以

良好的师德师风，正向影响学生，做学生成长道路上

的引路人，形成典范示范效应。“以良好的师德、师

风为大学生树立楷模，发挥示范作用，真正地做到爱

岗敬业、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为学生提供

直观的学习榜样”［３］。礼仪教师要切实担当起立德

树人的职责和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礼仪

教学融合起来，以德立身，不断修身正己；以德育人，

将授业与培养学生的品德有机统一；以德施教，在教

学的相应环节注入道德精神。既要有正确的言传，

又要有与身份匹配的身教，在礼仪教学的过程中，以

德立学，德的育人功效才会更有信服力。

作为礼仪教师，其风貌与言行较其他科目老师

更具示范性，并会因此感染、感召学生，给学生以积

极向上的情感和动力引导。

１．礼仪教师的服装示范性。服饰是一种非语言
交流的媒介，是无声胜有声的交流语言。身为礼仪

教师，着装要尤为用心。礼仪老师的服装某种程度

上应当是典范与表率，因为它无形之中就会被学生

所评价、模仿，也会间接影响到课堂效果。“服饰礼

仪”为礼仪教学的重要内容，如果老师自己的服装

没有示范作用，就无法与教学内容相得益彰，也难以

形成有效的说服力。通过老师的规范着装，让同学

们明白因场合而选择衣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教师

的服饰之美，也应为师德师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体现了教师对教学、对岗位的深沉热爱，会在无形

中对同学们产生深远之影响。

２．教师的行为示范性。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均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春风化雨般之影响，

比如是否能提前到教室候课，是否能在授课时关闭

手机，这些细节行为均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并改变着

学生。作为礼仪教师，需要更有时间观念，至少提前

一刻钟到教室，保证同学们到教室时就能看到以微笑

候课的老师；上课时，将手机调成静音或关机模式，决

不让手机成为课堂不和谐的音符。因为老师足够自

律，同学们才能自觉地管住手机，不在课堂上做“低头

族”。有时间观念，杜绝手机对课堂的干扰，也是师德

师风建设与立德树人的一个构成部分，它体现了教师

对职业的敬畏之心与对教学对象的尊重。

《孟子》：“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

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服孔子也。”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当教

师能够率先垂范时，不需要催人欲睡的说教即能感

召学生，形成正面引领的强大正能量场效应。

（三）以礼润心———全面系统开设礼仪课程

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在《在加强和改进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要坚持

一体化育人，形成各门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毫无

疑问，思政课程要充当起立德树人的主阵地，而礼仪

课程的育人功能同样也不容忽视。

根据调查与了解，目前礼仪课程开设的基本状

况为：有的高校教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该门课程，有

的高校仅限于部分专业如文秘、旅游专业开设，有的

高校仅仅是作为通识选修课开设。这种局面说明了

高校对礼仪素养教育重视度不够，未形成“大德

育”［４］教育格局，导致了该课覆盖面小，无法让更多

的学生受益。建议将该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体系之

中，作为全校公共基础必修课开设，扩充礼仪师资队

伍，完善系统的教学内容、足够的教学学时，方能将

“礼”内化于心，养成良好习惯，保证礼仪教育的延

续性、全面性，如此才有可能通过礼仪课程达到立德

树人的目的。

（四）以境诱思———全方位地创设礼仪育人环

境

环境是学校育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

教育活动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它虽然无

声，但同样可以涵养性情，净化灵魂，以独有的方式

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师生的观念和行为。孟母三迁的

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人之成长的重

要性。

学校可以利用宣传栏，张贴大学生日常基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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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公共礼仪等知识或典故；教学楼内，可以悬挂关

于礼仪的名言警句；校广播站可开设固定的与礼仪

相关的栏目……要使校园里的每一处建筑，每一处

景物都生发出教育的功用，营造出一种此处无声胜

有声的教育氛围，发挥教育的深层教育之效能。通

过创设浓郁的礼仪环境，在“无声”的氛围中感染学

生，激发他们良好的内心体验，从而塑造其心灵，达

到育人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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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感交互是不同的个体处于不同的状态下，情感因素对相对独立的个体之间所产生的
相互作用。情感交互具体实施策略应该增强积极的情感交互，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适当调控消极

情感，始终保持饱满热情；遵循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满足不同学生的心理需求；教学过程中，情感交互

要注意一视同仁。高校声乐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互更为频繁和突出。因此，应该要注重情感

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应用，努力构建师生和谐的声乐教学氛围，从而提升高校声乐课堂教学的

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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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交互对于声乐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高
校声乐课堂中，许多声乐专业教师总是会有意无意

地侧重认知因素，着重于技巧训练和曲目演唱，忽视

情感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重要性。有关高校声

乐教学研究发现，高校声乐课堂中，教师普遍认为声

乐学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容易产生“师傅领进

门，修行靠个人”的心理，一味按照自己的心情随意

安排教学活动，忽视学生内心真正的情感需求，不顾

学生对所教授知识的接受度和相关回应。高校声乐

课堂中存在有的教师在课堂中自己唱自己的，陶醉

其中不能自拔，整堂课基本都是教师在做范唱（只

会唱，不会教）；有的教师则很少做示范，让学生一

遍一遍地唱，不能给学生很好的声音范唱（只会教，

不会唱）；这些缺乏师生情感交互的高校声乐课堂

会使得教学效率低下，导致学生的声乐演唱不进反

退，并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模式［１］１６３。究其原因，师

生之间没有形成亲密感和信任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基于此，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普通高校声乐课堂中

的情感交互特点、实施策略，以及如何运用情感交互

构建和谐的声乐课堂，为高校声乐课堂教学质量的提

高提出一些参考。

一、情感交互简析

情感交互是指情感的交流与双向互动，是不同

的个体处于不同的状态下，情感因素对相对独立的

个体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既可以是合

作，还可以是感染，甚至是一种对抗与竞争等。情感

交互应用在教学中则指的是教师与学生主客体之间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充分考虑认知因素的同时，发挥

情感、态度、评价等方面的作用，教师通过运用自身

的感染力对学生的情绪产生影响，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体会到教师所带来的情绪，并对教学过程产生

一定影响的一种状态。

情感是由个体的主观体验、外部表情、生理唤醒

三个部分构成，是以个体的体验、愿望和需要等为中

介的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２］６２。现代心理学认

为，情感是以神经系统为中介的主体与客体因素之

间的交互活动，能够引发情绪体验，产生认知活动，

对激发条件引起广泛的心理调整，导致身体产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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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与之相适应的行为。

（一）情感与情绪的区分

在音乐美学领域，早已对情感与情绪进行了细

致的区分［３］７３。如《音乐美学教程》中指出，在音乐

审美中，音乐直接引起的是情绪的体验，而在联想活

动介入后才会产生情感体验［４］１０５。另外，《音乐美学

通论》中作者将“ｅｍｏｔｉｏｎ”以及“ｆｅｅｌｉｎｇ”这两个词都
译为“情绪”，情感这一概念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深

刻性，较多用于表达感情的表现内容，而情绪则具有

较大的情景性、激动性和短暂性，多用来表达感情的

表现形式［３］３２５－３３６。“情绪”是一种指代心理活动的

形式性的状态，而“情感”不仅是心理活动的“形

式”，还包括了心理活动的“内容”。

（二）情感交互对教学的影响

情感交互应用在教学中可以对教学产生影响，

其中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情感交互不仅包含教师与学生之间知识

的交流，还应包含有情感的交流与互动。课堂教学

教师的主要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传授其知识与

技能，使其在智力和创造力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发

展［７］３４，同时还要兼顾知识传递和情感传递两方面

内容，使学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第二，教师应该具备积极向上的情感，这是积极

的情感交互应用到教学时要非常注意强调的一点。

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递出应付、冷漠、消

极等负面情感，那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学生拒绝

接受其传递的知识，甚至会有抵制状况的出现［６］３４。

教师要拥有积极的、正面的情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热情，发挥出自己真正教学水平，使得课堂教学效

果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第三，情感交互所要达到的教学主客体目标一

致，教师要在积极情感的帮助下，使学生的情感和认

知达到动态的平衡发展。教师和学生都应该积极发

挥自身能动性，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通过

积极的情感交互帮助学生从被动的“要我学”向主

动的“我要学”转变，进而提高教学效率，促进教学

目标、教学任务的尽快达成，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在教

学中得到双赢。

教师如果可以充分利用情感交互，发挥情感交

互的积极作用，那么教学效果势必会事半功倍。情

感交互应用在教学中既要重视教学过程中的认知因

素，又要强调教学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做到知情互

促、知情交融，从而使得教学效果得到优化。

二、高校声乐课堂中情感交互的特点

高校声乐课堂中师生双方会呈现出各种各样复

杂多变的情感。我们要了解教师上声乐课时的情

绪、学生上声乐课时的态度、教师对学生的情感、学生

对教师的感情等，只有对高校声乐课堂中存在的不同

情感现象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才能提高高校

声乐教学质量，获得良好的高校声乐教学效果。

（一）高校声乐课堂的特点

高校声乐课堂的特殊性体现在声乐教学是教师

对学生需要进行一对一的具体教学，教学程序分为

“练声”和“演唱”两部分，具体教学方法是“示范”

和“模仿”，教具是钢琴。高校声乐课堂的教学过程

是教师依照学科内容或歌唱需要对学生进行基本功

训练，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掌握歌唱的基本技能，

在声乐学习实践中，逐步扎实基本功，熟练掌握演唱

技巧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７］８。高校声乐课

堂要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人兴趣、爱

好、情绪、情感，教师要避免只是做一个好的“匠

人”，教出来的学生“千人一声”。

著名声乐教育家邹文琴老师说，声乐教学并没

有统一规格，声乐表演在舞台上应该是五彩缤纷的，

好的教师在教学时要会找出每个学生的特点，还原

其最真实的嗓音。邹文琴老师培养的学生有：韩红、

吴碧霞、雷佳、龚琳娜，她们的演唱风格各有千秋。

高校声乐课堂要百花齐放，尊重每一位学生的真情

实感，让他们用自己的歌声来自然流露和真实表达。

（二）教师上声乐课时的情绪

教师在上声乐课时的情绪从表面上看来是单方

面的，并没有和学生发生过多的情感交互，然而教师

上课的情绪必定会影响到学生们的学习状态［８］９７。

教师可能某天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心情不好，把坏心

情带到了课堂中，那么学生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学生

经常得不到教师的表扬和鼓励，这样会使她们更加

胆怯和不自信，这将会严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给学

生的心里留下一个较大的阴影。由于高校声乐课堂

的特殊性，声乐教学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深层的人

际交往，是在琴房这种特殊场合下的一种人际交往

活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除了对学生进行知识的

传递之外还要有情感方面的交流，教师传达出来的

情绪会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要传递积

极的、正面的情绪，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更加积极乐

观，在这种情绪的帮助下使得学生的认知达到全面

发展，从而帮助学生找回自信，更好地克服胆怯，通

过努力学习专业技巧，提升其声乐专业技能水平。

（三）学生上声乐课时的态度

高校学生正处于情感富有张力的特定的年龄阶

段，他们的自尊心和独立性明显增强，独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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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情感也在进一步的发展。高校声乐课堂中，

专业教师在进行示范演唱时，学生会更多地从理性

的角度来思考，通过呼吸方法、共鸣腔体、声区位置、

发音咬字等方面作比较，得出正确的判断。学生在

上声乐课时并不会盲从专业教师所教的歌唱方法，

而是会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有的学生在上声乐课

时刻苦学习，尊重专业教师的教学，为考研或找工作

等目标积极奋斗；有的会对专业教师的教学方法提

出个人的不同意见，表现出半信半疑的态度；有的甚

至会全盘否定自己的专业教师，觉得专业教师并没有

使得自己的歌唱水平得到提升，申请调换教师，或者

单独出去找其他专业教师上小课［９］１３。教师要靠自身

不懈的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教学水平，认真并

且富有耐心的教学，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互，使

学生与自己的默契程度逐渐提升，使他们端正学习态

度，跟随专业教师的脚步以知寓情，学有所获。

（四）教师对学生的情感

教师对学生的情感，是教师对所教学生无条件

的关心、理解、爱护和接纳，是一种建立在正确的价

值观、教育观基础上的一种无私的、伟大的职业情

感［９］１４。高校教师作为影响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

人物，对学生的情感起到直接的激励和感染作用。

教师要把自己的心血、温暖和关爱凝聚在学生们的

身上，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动机，促进其全面发展。

“学艺先做人，做人德为先”，在高校声乐课堂中，学

生不光可以向自己的专业教师学习演唱技能，还可

以向专业教师学习做人。教师将个人情感融入教学

当中，这将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方面，学生的人格甚至都会因为教师的影响而得到

重塑，教师的教学以及教师自己的人格和内在修养

都会对学生一生产生深远影响［６］３６。教师对学生的

情感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使得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表演二度创造等能力都可以在积极

的情感交互中得到更好的发挥。

（五）学生对教师的感情

高校学生的年龄段大多是在１８到２２岁左右，
这时候的学生思维较为成熟，社会情感得到充分发

展。高校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既不能高估学生

的自制力，放松对学生的约束力，又不能对学生过多

的束缚，要注意把握一个度，及时有效地对他们进行

指导。［９］１４声乐专业学生较其他学科学生心理方面

有所不同，可能更具个性化。学生对教师的感情表

现各不相同。有的学生对教师崇拜有加，敬畏不已，

懂得感恩；有的学生对教师不信任，不尊重教师的辛

勤劳动，认为教师对学生付出是理所应当的；外向活

泼的可能在上声乐课时和老师闲话连篇；内向胆怯

的会在上声乐课时不敢和老师多说一句话，也不进

行任何多余的情感互动。高校教师应该具体了解所

教学生的性格特点，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他

们建立好良好的情感交互，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课堂

教学应有的效果。

三、情感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实施策略与

应用

（一）情感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实施策略

情感交互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并运用到

高校声乐课堂中去，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可以运用情

感交互教学营造一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的亲密教学氛围，从而使得师生关系更加愉悦和谐。

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下，提高学生的自信心，使其

养成活泼、开朗、积极进取的良好心理品质，这样不

仅能够缓解部分声乐学生在高校声乐课堂上紧张、

焦虑等一些比较常见的不良情绪，而且还能够增加

其学习声乐的趣味性，把声乐学习变成一件开心快

乐的事情，用更加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现在和未来。

首先，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是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声乐

教学的第一步。教师在教学之初首先要了解学生的

嗓音条件、歌唱能力、接受能力、表现能力等，其次，教

师还要全方位熟悉掌握学生的个性、爱好、气质、兴

趣、特征等。只有这样，教师才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

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安排合适的曲目，将与

学生嗓音条件、内在性格相适应又具有针对性的作品

布置给学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７］１８。在高校声乐课

堂中，教师应注重与学生的情感交互，加大师生互动，

提高高校声乐课堂的教学效率。具体实施策略如下：

１．增强积极的情感交互，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高校声乐专业教师与学生之间要营造一种自由

活泼、民主和谐的氛围，教师应走到学生中去，关心

学生、理解学生。通过增强积极的情感交互，建立和

谐的师生关系，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声乐学习的积

极性，让学生在专业技能习得上得到更好的发展，进

而提高声乐课堂的教学效率。如果教师不求上进，

工作不够热情，对工作持消极应付的态度，教师的漠

不关心、教管不严，导致学生在声乐课堂上消极应

付、演唱作品不能脱谱，一学期只唱会一首曲子甚至

大学四年浑浑噩噩度过，这些都是消极的情感交互

对学生产生的后果。因此，作为高校声乐专业教师，

自身要认真钻研教学，在高校声乐课堂上精神饱满，

对学生关爱有加，带动学生更主动地参与到高校声

乐课堂教学活动中去。笔者作为高校声乐专业教师

在课堂上，尤其是每学期开学第一节课都会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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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简单聊天，放松她们的警惕心，消除彼此之间的

陌生感，通过轻松愉悦的简短闲聊对她们的性格特

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再开始练声和歌唱，通过

声音去了解学生的嗓音特点。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

才能够加强全面的了解学生，让师生间有效互动，实

现有效教学。

２．适当调控消极情感，始终保持饱满热情
高校声乐教师也是凡人，也会有七情六欲。但

是由于教师这种职业的崇高性和特殊性，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适当调控，避免把这些不良情绪带到课

堂中，以免对教学造成不良影响。高校声乐教师在

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要对消极情绪加以控制，降低

坏情绪带来的干扰。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真

正的教师是一种情感丰富的人，他同样感受着喜悦、

忧愁、激动和愤怒。问题在于，要让儿童感到教师这

些人之常情之中，包含着正直，有道理。”［８］９７作为一

名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应该发自内心的热爱专业，热

爱教学，在高校的声乐课堂中要学会调控消极情感，

始终积极向上、充满激情和感染力，从而调动学生的

演唱积极性，使得声乐课堂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３．遵循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满足不同学生的心
理需求

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在声乐教学中，要充分运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遵循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做

到因材施教，教学有法。如果遇到反应快、聪明伶俐

的学生，要注意少表扬他，可能他已经听多了夸奖，

满足自身拥有的一流的先天嗓音条件，但是要知道，

不努力训练基本功也许并不如先天嗓音条件没他好

的人；如果是面对谨慎敏感，性格腼腆的学生，要注

意教学中的用语也要先进行试探，在他所能够承受

的范围之内再提出自己的教学要求；碰到反应迟钝

的学生，可能会对授课内容接受度不高，这时教师要

耐心讲解，主动和学生进行沟通，多鼓励和引导学生

和老师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遇见活泼开朗，求知欲

强的学生，教师要给予积极有效的反馈，合理引导学

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见解。高校声乐课堂要“融情

于教”，激发学生声乐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

学生声乐演唱的兴趣和自信心，使得学生乐在学中。

４．教学过程中，情感交互要注意一视同仁
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针对不

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指导，指导方法可以有所不同，

但是情感交互却要做到一视同仁。高校教师要积极

寻找适合每一位学生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面

对演唱水平较高的学生要帮助他们克服骄傲，使其

歌唱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面对演

唱水平较差的学生，要鼓励其不抛弃不放弃，多多给

予关心和支持，重点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心，建立自信

心。高校声乐专业教师要怀着博大的胸襟深入地走

进每一名学生的内心，针对不同的学生，在教学过程

中采取不同的措施，启发学生自我提升，最终形成良

好的意志品质，提高声乐演唱水平。［９］２０

（二）情感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应用

高校声乐课堂是需要一对一的具体教学，教学

过程首先是听一下学生对歌曲的演唱，然后对出现

的声音问题进行正确的示范，并给学生具体讲解如

何运用腔体进行歌唱。这时学生就会根据教师的示

范和讲解进行模仿和演唱，与此同时教师会精神集

中的听辩学生所发出的声音是否达到了要求，是否

与教师预期的效果相近或一致，并认真指导学生找

到正确的发声方法进行演唱。由于高校声乐课堂具

有特殊性，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

１．学生理解不透某些体验或感觉时会向声乐专业教
师进行咨询，并寻求示范和讲解；２．学生能够理解某
些概念但却做不到那种效果，达不到教师描述的那

种感觉时会跟教师进行在深入交流，模仿教师演唱

的歌唱感觉，并请求老师给予引导和指正；３．当教师
听到学生的发声状态不对但学生却自我感觉良好

时，教师会制止学生，并与其交流，让学生及时调整

状态，学会听辨正确的歌唱感觉，这样即使是单独在

课下进行练习时，也能够保持清晰的头脑。经过这

种反复地听辨、调整和演唱，师生之间情感交互与配

合密切，无形中达到了高校声乐教学中隐性的互

动［８］１０（如图１所示）。

图１　高校声乐教学中的互动

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和学生在高校声乐课堂上的

教与学是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合作的一个过程，除了

关注高校声乐课堂中教学个体认知的因素以外，还

要利用积极的情感交互因素来促进学生对于声乐专

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在专业教

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的情感交互，往往能激发

学生相应的体验，从而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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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声状态和情感表达。在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用自己

的爱心和激情使学生感受到教师对他们的关爱和期

望。教师要准确地理解学生的心理，及时用眼神和

言语将温暖和鼓励传递给学生，给予他们安全感。

高校声乐课堂中积极的情感交互可以提高声乐教学

的有效性，营造融洽的课堂氛围可以增加学生的歌

唱兴趣。完美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温暖的、轻松的、愉

悦的，而成功的教学依赖于真诚理解、彼此信任的师

生关系，高校声乐专业教师要努力使学生在宽松、自

由的环境中得到全面发展。一方面要求教师要做到

知情合一，努力营造一种和谐的教学气氛，激发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要求学生要给予相应的

积极响应，努力去实现情感的积极交互。教师和学

生要在更为和谐的课堂环境下，为高校声乐课堂的

教与学而共同努力。

四、结语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高校声乐课堂教学

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重视积极的情感交互的作用，只

有培养起师生之间积极的情感交互，师生之间的相

互信任不断增强，学生的声乐专业学习兴趣才能得

到提高，声乐演唱水平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１０］３３。

对于高校声乐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应该在专业教师

的积极督促下，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课下进

行刻苦训练；对于高校声乐专业教师而言，应当尊

重、欣赏、关爱声乐专业学生，认真教学，耐心讲解。

相信通过师生间共同努力，一定会构建更为和谐愉

悦的声乐教学环境，最终提高高校声乐课堂教学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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